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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们从西方引入的后现代主义话语留下许多模糊和混乱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
我们被后现代主义思潮自身所提倡的反深度模式所误导，并用这种方式来考察后现代主义思潮本身

所导致的。运用唯物辩证法所提供的那种用客观解释主观的深度分析模式，我们可以把后现代主义

话语分为：作为社会结构的基础层、作为文化现实的中间层和作为哲学与价值取向的悬浮层。这个

框架结构有助于我们厘清后现代主义这个庞杂话语系统的层次及其相互关系，为今后对后现代主义

思潮的历史化、语境化研究提供了大的思考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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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反深度模式与后现代主义的乱象
“后现代”一词来自西方，与之相关的词汇还包

括“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性”，其中影响最大的是

“后现代主义”一词。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在２０世
纪６０年代开始引起讨论，在８０年代达到顶峰。后
现代主义这一概念则于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被引入中
国，并在９０年代引起讨论热潮。今天，虽说作为一
股话语热潮的后现代主义已经有些消退，但在某种

程度上它已经渗入到人文学科各个分支，比如文化

研究领域，从而在更深层次上对人文学科发挥着作

用。如黑格尔所说，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夜幕降临

时才开始飞翔，哲学反思总是迟到的。与此相似，真

正的学术研究也是在事物成熟、定型、沉淀之后才有

可能进行。在后现代主义热潮渐渐退去的时候，也

到了我们拂去浮躁、沉下心来真正思考和总结它的

时候了。

现在回顾过去有关后现代主义的讨论，我们最

深刻的印象是这个概念的庞大、笼统、晦涩、含混与

矛盾。与此相应，后现代主义给人们留下了一系列

的难题，它们包括：

第一，“后现代主义”是什么？它是主观地看待

世界的新方式、新理论、新体验，还是一种客观的社

会阶段或社会类型，抑或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或文

化状态？这些混在一起的意义背后是否存在着同一

性的东西？

第二，如何评价后现代主义？这是一个始终存

在着的争论。当代西方文化研究领域的主流看法认

为后现代哲学所提供的方法和后现代的大众文化都

具有解放的功能，为边缘人群提供了说话的平台。

但坚持传统左翼价值的人士则一直批评后现代主义

与当今西方社会的右倾趋势相一致。为何会有如此

不同的评价？这个争论的实质又是什么呢？

第三，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后现代主义与现代

主义艺术的关系如何？前者声称是对后者的超越，

但为何被称为后现代艺术的很多特征在现代艺术中

都已经有了显示？对此应如何解释呢？

造成这些乱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后现代主义

本身的一种反深度模式所带来的迷惑性。詹明信在

论述后现代文化的构成元素时，首先就提到，“后现

代文化给人一种缺乏深度的全新感觉，这种‘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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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感’不但能在……新文化形式中经验到，甚至可

以在当代‘理论’的论述本身找到”［１］４３３。他列举了

被后现代抛弃的四种深度阐释模式：辩证法、精神分

析、存在主义和符号学。简单地说，深度模式是一种

认为真理与非真理、本质与表象、物质与意识之间存

在着对立的认知方法，而认知的目标正是追求前者

而抛弃后者。但是后现代“理论的使命之一，正是

要批判及质疑任何以内外二分为基础的阐释模式；

不少当代理论家痛斥这一类阐释方法为意识形态

的、形而上的”［１］４４３。

显而易见，以后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

哲学过分强调了真理的多元性，而在审美和伦理领

域，后现代主义也都到处打着“反抗理性压迫和文

化霸权”的旗号，强调着多元与“怎么都行”的价值

信念。这一切都说明后现代主义有一种强烈的反理

性和不可知倾向。笔者认为，正是这种反理性和不

可知论的思想倾向，使后现代主义的话语绕来绕去、

不知所指，并造成了以上所说的各种混乱与难题。

然而，对非理性的对象的科学研究，却必须使用

理性。即使我们赞同后现代主义对理性的质疑具有

某种合理性，但我们要在学理层面上研究后现代主

义的时候却不能不依靠理性。学术研究的结果只能

是理性的知识。伦理、文化思潮或情绪可以是非理

性的，但学术一定不是非理性的。即使是提倡非理

性的学术，也必须以理性的方式来提倡。以后结

构主义为代表的后现代话语，在许多情况下不应

被称为学术，因为它是以反对真理与意义确定性

的、非理性的方式来言说的。“索卡尔骗局”这一

极端的例子证明了这一点。美国纽约大学的量子

物理学家索卡尔教授怀疑后现代主义的种种话语

都是胡扯，由此做了一个试验。他有意胡编乱造

了一篇文章，用物理学来证明后现代哲学的各种

主张，但同时也故意往文章里面塞进无数显而易

见的科学常识性错误。他把这篇充满各种后现代

理论流行术语的、文理不通的文章投到美国著名

的刊物《社会文本》，编辑竟然全文刊发了。这个

例子并不能否定后现代话语的全部合理性，但它

确实可以说明，以后现代方式写作的文本有时候

只是一种唬人的知识欺诈。

如果我们以后现代理论提倡的反深度模式来研

究后现代主义，那么必然只能导致一种纯粹的现象

描述。在这种五光十色的现象描述之中，我们只会

走向混沌，并沉浸在无知和快乐之中。实际上，无论

是西方的还是我们自己的一些后现代文化理论话

语，确实就处于这种状态之中。而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必须回归理性，回归正常的深度模式。

二、唯物辩证法解释模式下的后现代主义

深度模式有不同的类型，对于中国学界而言，马

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模式是影响最大的一个现成

学术资源。它区分了客观与主观、物质与精神、存在

与思维、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等二分的概念，并强调

前者对后者的本原地位。我们首先可以用这种模式

来解决“后现代主义”是什么的问题。

后现代主义话语的混乱最直接的原因是这个概

念自身太泛、太大，以致失去了概念自身的确定含义

和认知表意的价值。有学者说：“有多少个后现代

主义者，就可能有多少种后现代主义的形式。”［２］１８

为了澄清这种混淆，许多学者都做出了努力。比如

Ｗ．哈德逊分别分析了“后现代性”的１２种含义，包
括：１．一种神话；２．一种历史分期；３．一种社会境况；
４．一种经验；５．一种历史意识；６．一种感悟；７．一种
氛围；８．一种危机；９．一种知识型；１０．一种话语；１１．
一种诗学；１２．一种从现代启蒙立场的退却。［３］这种
语用分析式的解读，对于我们理解“后现代主义”这

一概念的内涵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他以及其他许

多人的文章却大都限于罗列，而缺少分析，特别是缺

少这些含义相互之间关系的分析。这样仍然无法有

效地把这些意义联系成一个整体。下面笔者先列出

“后现代主义”的几种含义，然后通过分析评价这些

话语所指对象的客观性程度，尝试在这些不同含义

之间建立起一个整体的关系模式。

“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性”“后现代”这几个词

都是以“现代”为自己的对照物而存在的，强调与

“现代”的断裂与差异。“后现代性”是指“不同于现

代性”的特征，它的意思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对“现

代性”的界定。“后现代”和“后现代主义”也分别带

有“不同于现代的”“不同于现代主义的”或“反思现

代主义”的意思。这组概念经常被交叉运用于不同

的语境，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把“后现代”看成是一种新的社会类

型。这主要存在于社会学领域。在西方，有很多学

者常常把“后现代”用于指一种不同于早期现代社

会模式的新型社会。其中，有些学者（如丹尼尔·

贝尔）强调它“后工业社会”的特征，有些人（如鲍德

里亚）强调信息技术与大众传媒在这个新社会中的

重要作用，有些学者（如利奥塔）则强调“社会的计

算机化”对知识的影响，有些学者（如费瑟斯通）强

调消费在此社会中的重要性，有些人（如詹明信）把

它与 “晚期资本主义”相联系，还有人把它与加尔布

雷思首创的“富裕社会”联系在一起。尽管这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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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描述新社会特征时强调的重点不同，但他们在一

个重要的方面有相同的认识：他们都强调文化在整

个社会中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比如鲍德里亚与詹

明信都认为，当代社会影像与商品符号无处不在，文

化进入到商品，进入到所有的领域，以至于今天的一

切都是文化。

第二种，在审美领域，把“后现代主义”看成是

主体在新的社会现实（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

大都市）中的一种新奇体验。它上接波德莱尔和本

雅明对“现代性”经验的探讨，强调从主体感受、审

美领域来讨论当代社会文化不同于“现代”的特征。

在这方面，詹明信的影响可能是最大的。詹明信受

到鲍德里亚的启发，强调现代信息技术与大众媒体

对主体的影响。詹明信以《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

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为代表的一系列有关后现代主

义的论文，详细讨论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审美特征

（包括对无深度感、历史感的消失、精神分裂感、具

有全新“强度”的情感状态、后现代建筑空间给人的

感觉的精彩描述），在全世界人文学科都引起了巨

大反响。尽管詹明信的论文标题显示了对于社会历

史分析的兴趣，但实际上他还是把主要精力用于这

种审美感受的分析。

第三种，把“后现代主义”看成是一种艺术活动

的特定形式，或一种艺术潮流。这种用法的内涵相

对而言是最明晰的。它是相对于艺术的“现代主

义”而言的。现代主义先锋派以反体制的方式呈现

自己的合法性，但是后来它们自己在博物馆和学院

中又变得体制化了。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纽约的一群
艺术家开始用“后现代主义”来表示对于体制化的

现代派艺术的超越。在艺术中，与后现代主义相关

的关键特征便是：“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被

消解了；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层次分明的差异

消弭了；人们沉溺于折中主义与混合之繁杂风格之

中……”［４］１０不同于现代主义的精英姿态与抵抗锋

芒，后现代主义艺术刻意模糊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

艺术与商业的界线，并且在外表上与社会体制日益

妥协，显得乐在其中。

第四种，把“后现代主义”看成是一种哲学潮

流。后现代主义哲学分为多个派别，其中影响最大

的是德里达、拉康为代表的法国后结构主义。这种

哲学流派主要通过由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发展起

来的方法，论证了真理和意义的不确定性，质疑传统

形而上学的根基，揭露以理性、真理为名义而存在的

观念与权力之间的联系。它是对二战以来欧洲启蒙

运动所衍生出来的理性化、现代化的批判的一个延

续，体现出极端的个人主观性、反权威性和极端平等

主义。［５］

第五种，把“后现代主义”当作一套反对现代进

步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来使用。如法国学者伊

夫·瓦岱在谈到“现代性”的多种含义时认为，只有

在现代性表示“现代进步主义的意识形态叙事”这

种情况下，“现代性”这个词可加“后”这一前缀组成

“后现代”。［６］３５这里“后现代主义”被看作一套价值

主张，它最经常地指向对现代以来积极乐观的进步

主义意识形态（集中体现在康德的理性启蒙价值观

和黑格尔的进步主义历史观之中）的批判与反思。

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继承了尼采对现代性的

批判，也继承了浪漫主义对现代化的反抗情绪。

第六种，用“后现代主义”“后现代转向”或“后

现代状况”来指２０世纪后半期开始的一种文化转
型或转型后的文化状态。这种用法是上述前三种用

法的综合。它既包含着精英的现代主义艺术与通俗

文化走向融合这样一层意思（第三种用法），也包含

着文化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的意思（第

一种用法），还可以指个体在这种雅俗融合、到处都

被影像文化浸染的社会中的审美感受（第二种用

法）。

在上述六种含义中，第一种把“后现代”当作一

种全新社会类型的含义，离客观现实的距离是最近

的。无论这种新的社会的具体含义是“富裕”“后工

业”，还是“媒介”“消费”，它们都构成了我们理解

“后现代”的现实基础。这种解释指向了科技变革、

经济结构、知识结构及社会组织结构等社会深层结

构，具有非常实际的所指。其中有些社会学家（如

布尔迪厄和费瑟斯通）更是把对后现代文化的研究

具体到一些具体职业群体（新型文化媒介人）与具

体文化场域的层次，对于我们把握后现代思潮的历

史脉络特别具有启发性。这层含义的“后现代”在

所有层面的含义中处于最基础的地位，属于第一层。

在第一层较为实指的社会经济现实层面之上，

是后现代主义的第二个层面，即文化现实层。上述

“后现代主义”的第二、三、六种含义，都处于这个层

面。与第一层面相比，这一层更多涉及文化的内容，

它偏重指向对现实的主观体验与反映，因此它离社

会现实基础相对较远，属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一层。

但与哲学意义上的和价值取向意义上的“后现代主

义”相比，它与现实有较为直接的关系。无论是作

为一种艺术形式，还是作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呈

现”，抑或是指当代西方大都市中人们的日常感受，

这一层面的“后现代主义”都有明确的实际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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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体，并能在人的感官层面得到直接落实。正是在

这个意义上，我们称它为一种文化的现实。

哲学意义上的和作为价值取向意义上的“后现

代主义”最为抽象，离社会现实的基础最远。它属

于恩格斯所说的“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

域，即宗教、哲学等等”［６］７０３，这属于“后现代主义”

的第三个层面。这一层距离位于中间的文化层较

近，是对文化层中零碎、模糊存在的情绪、观念的更

系统、抽象和精致的表达。它一方面从文化层获得

灵感与动力，反过来也推动了第二层面的文化实践

活动。（见表１）
表１　“后现代主义”概念的层次结构

悬浮层：作为哲学和价值取向的“后现代主义”

中间层：作为新艺术样式、审美体验和文化状况的“后现代主义”

基础层：作为社会类型的“后现代”

　　三、唯物辩证法解释模式的功能与扩展
唯物辩证法深度解释模式首先有可能在一个既

统一又分层的框架内解释什么是“后现代主义”这

个问题，并且可以回答各个不同层面的“后现代主

义”之间的基本关系，为绘制一幅关于“后现代主

义”的完整地图提供了可能。它作为一种基本思路

可以与其他深度模式进行比较、综合与扩展。比如

在中间层，即作为新艺术样式、审美体验和文化状况

的“后现代主义”这一层面，西方已经存在有若干种

深度解释的模式。它们包括：

１．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模式（资
本主义社会中文化的商品化与大众操纵）；２．鲍德
里亚的媒体技术决定论模式（消费社会中媒体技术

革新导致符号生产的过剩与界限的消失）；３．詹明
信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模式（跨国资本主

义推动了不同文化符号的拼贴杂糅）；４．费瑟斯通
的“后现代社会学”模式（不同代际知识分子的文化

权力争夺、新型文化媒介人和新型资产阶级审美意

识形态的兴起共同导致的文化符号的越界）；５．贝
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模式（资本主义的贪婪攫取

性压倒禁欲苦行主义导致的个人非理性主义盛

行）；６．比格尔模式（后现代主义文化是先锋派艺术
理想的虚假实现形式）；７．艾恺模式（几百年来世界
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的延续，新的富裕社会及知

识分子身份危机的反映，以及左派意识形态工具）

等等。［７］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深度模式，按照距离经

济基础的远近的标准，我们可以对这些解释进行统

一的比较、分层和排列：文化的资本主义商品化—跨

国资本主义—新型媒介技术—富裕社会与消费社

会；新媒介人—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际权力争

夺；反现代化的理性化压迫—资本的贪婪性压倒道

德—左派或新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些解释进一

步地细化，可以不断把原来的研究成果综合进来，使

这个模式具有很强的扩展能力和理论生长性。

其次，这种深度模式可以通过为一些争论寻找

其历史和现实的依据，从而找到他们所争论问题的

本质。比如当我们观察有关后现代的争论的时候，

会发现很多争论所指向的现实都是如何处理大众民

主社会的兴起这个并非全新的问题。这些在很多情

况下都是卢梭为代表的民主派与古斯塔夫·勒庞、

奥尔特加为代表的反民主派之间争论的历史回响。

只有在认识到这一点时，我们才会把这种争论历史

化、具体化和深入化，而不仅仅是限于他们所争论问

题的表层。

最后，这种辩证法的深度模式可以为解释现代

主义艺术与后现代主义艺术之间复杂纠缠的关系提

供思路。在后现代艺术家的自我意识中，后现代主

义艺术强调打破精英艺术与流行文化，艺术与商品

和日常生活之间的界线，并因此超越现代主义艺术

的精英化与体制化。对此，我们不能仅看表象，或者

以后现代主义艺术家的自我意识为依据来判断它自

身。相反，已经有很多学者指出，现代艺术与后现代

艺术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并把它们看成是同一趋

势的发展。如丹尼尔·贝尔就把后现代主义文化看

作是“现代主义逻辑推到了极端”的潮流。［８］９８它们

之间的连续与断裂关系到底怎样，对此问题的真正

解决同样需要从社会结构的发展与变化中寻找答

案。比如，有可能将科技、经济、政治的变化与近几

百年来的资产阶级民主化趋势联系起来，在贵族等

级制日益式微的背景中来看待艺术的去等级化和去

分化趋势。现代主义虽然有极强的独创意识、批判

意识和艺术的独立意识，但从大的历史政治、经济趋

势中来看，它的这种精英气质却只是贵族文化的最

后遗留。它的批判在无意识中却恰恰加速了精英的

传统古典艺术的瓦解，并最终走向艺术的后现代状

态。［９］

对于以上问题的解答本文不可能在此完全展

开，而只是尝试性地提供了一些大体的思路。不同

学者对唯物辩证法深度模式的运用也有可能提供与

此非常不同的解释，笔者认为这不仅是正常的，也是

学术研究向前推进所必需的。

四、结语

当前对“后现代主义”的讨论与研究已经到了

该进行总结与客观分析的阶段，而在这个阶段确立

这样一个具有深度的基本结构是非常必要的。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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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这有利于对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后现代主义话

语与研究进行分类，厘清各种话语与相关研究的边

界，使它们在一个深度结构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

这个深度结构与框架中，各种不同层面的话语与研

究就有了一个可以相互借鉴与对话的平台。

其次，这种具有深度的研究框架有利于后现代

主义研究的历史化与语境化，使复杂、悬空的话语重

新回到社会现实的坚实地面。只有在此基础上，我

们才能对它进行客观、深入的分析与评判，揭示出各

种争论背后的实质性问题。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种深度的研究才使

我国学者能够深入到实际中来，思考后现代主义思

潮对于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这种深度的研究将使

我们把握后现代主义的各种主张分别是在什么样的

语境中，针对什么样的问题，在什么样的政治和道德

立场上提出的。在这些方面，我国的社会现实和历

史与西方有何相异和共同之处。比如，我国的青年

亚文化、网络文化及整个大众文化存在的狂欢、戏谑

和反叛情绪，表面看来就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欧美的
青年亚文化、后现代主义文化非常相似。只有认真

借鉴他们在这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才能更好地反

思我们的这些文化现象的深层原因，更好地理解和

把握当代文化思潮，并为我们自身的文化建设提供

扎实的学理基础。

参考文献：

［１］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Ｍ］．陈清侨，译．北
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７．

［２］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Ｍ］．张国清，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９８．

［３］Ｗ．哈德逊．后现代性与当代社会思潮［Ｊ］．文征，译．国
外社会科学，１９９４（２）．

［４］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Ｍ］．刘精明，译．南
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０（１０）．

［５］艾恺．后现代主义批判［Ｊ］．南京大学学报，２００８（３）．
［５］伊夫·瓦岱．文学与现代性［Ｍ］．田庆生，译．北京：北京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６］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Ｍ］．北
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７］贺玉高．后现代文化转型的深度解释模式举要［Ｊ］．河南
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４）．

［８］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Ｍ］．赵一凡，译．北
京：三联书店，１９８９．

［９］贺玉高．民主化视角下的后现代文化转型 ［Ｊ］．郑州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５）．

（责任编辑　刘海燕）

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ｏｆＤｅｅｐ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ｆｏｒ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
ＨＥＹｕｇａｏ，ＬＵＡｏｘｕｅ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ｎｄ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Ｈｅｎａｎ４５０００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ｔ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ｗｅｓｔｈａｓｌｅｆｔｍａｎｙ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ａｎｄｃｏｎ
ｆｕｓｉｏｎ．Ｔｏａｌａｒｇｅｅｘｔｅｎｔ，ｔｈｅｓ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ｒｅ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ｔｈｅｆａｃｔｔｈａｔｗｅａｒｅｍｉｓｌｅｄｂｙｔｈｅａｎｔｉ－ｄｅｅｐｍｏｄｅｌａｄｖｏｃａ
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ａｎｄｕｓｅｔｈｉｓｍｏｄｅｌｔｏｅｘａｍｉｎｅｔｈｅ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ｉｔｓｅｌｆ．Ｂｙｍｅａｎｓｏｆｔｈｅｄｅｅｐｍｏｄｅｌｏｆ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ｂｙ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ｗｅｃａｎｄｉｖｉｄｅ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ｔ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ｉｎｔｏ
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ｌａｙｅｒ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ｌａｙｅｒ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ｅ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ｓｕｓｐｅｎｄｅｄｌａｙｅｒ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ｖａｌ
ｕ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ｉ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ｈｅｌｐｓｔｏｃｌａｒｉｆｙｔｈｅ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ｙｓｔｅｍｏｆ
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ａｂｒｏａｄ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ｙｏｆｐｏｓｔｍｏｄ
ｅｒｎｉｓｍｉｎ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ｄｅｅｐｍｏｄｅｌ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５·



第３８卷　第２期
Ｖｏｌ．３８　　Ｎｏ．２

　　　　　　　　　　 中州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２１年４月

Ａｐｒ．２０２１　

哈格洛夫与中西环境美学之辨

岳　芬
（常州工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常州 ２１３０２２）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１－１５
基金项目：２０２０年度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欧美环境美学中的中国元素研究”（２０ＺＸＤ００１）
作者简介：岳芬（１９８３—），女，山西太谷人，文学博士，常州工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跨文化研究。

摘　要：尤金·哈格洛夫是美国著名的环境保护论者和环境伦理学家，他将环境伦理与环境美
学相结合，试图通过环境伦理学来理解环境美学，并在观念上对后者进行一定程度的提升。在中西

环境观的比较研究方面，他坚持环境决定论的观点，强调中西方各自文化的独立性，对中国传统哲学

中的自然观保持谨慎的态度。哈格洛夫对于中西环境观融合的积极作用在于：虽然他不赞同用中国

传统思想对环境伦理学进行彻底变革，但是，他已经开始接受中国传统自然观并认识到中国传统思

想的生态价值。

关键词：尤金·哈格洛夫；环境美学；中西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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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金·哈格洛夫（ＥｕｇｅｎｅＣ．Ｈａｒｇｒｏｖｅ）是美国
著名环境保护论者和环境伦理学家，他于１９７９年创
建了该领域的第一本学术期刊———《环境伦理学》。

值得注意的是，他将环境伦理与环境美学结合起来，

试图通过环境伦理学来理解环境美学，并在观念上

对后者进行一定程度的提升。

无论在伦理学思想还是审美观念方面，哈格洛

夫都是一个相对比较保守的环境主义者，他对自然

的美与权利持否定的态度，他甚至消解了由环境伦

理学者逐步建立起来的自然权利的观点，但是，他又

同１８世纪的传统美学观之间保持着距离，坚持以新
的环境伦理思想作为其观念的基础。在中西环境观

的比较研究方面，他则坚持环境决定论的观点，强调

中西方各自文化的独立性，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自

然观保持谨慎的态度。

一、“弱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

在《环境伦理学基础》一书中，哈格洛夫从生态

学、美学及形而上学的三种视角出发，深入探索古希

腊哲学中反环境观的起源，进而理解现代哲学中反

自然观念的形成及其主要内容。

哈格洛夫认为，古希腊对于世界持久、永恒、不

可变的简单认识，与生态思想中的非持久、短暂、动

态变化的复杂观念相违背，同时也阻碍了对自然美

的欣赏，而这些都可以归因于对自然不完善的形而

上的解释。在此基础上，现代哲学思想中的物质与

精神的二元论、第一属性与第二属性的区分，继而促

使大部分哲学家忽视对自然的保护。但是，他也看

到，在西方主流传统观念之外仍保存了环境观转向

的可能，这一非主流观念也为他尝试通过东方文明

解决西方环境危机提供了可能性。

哈格洛夫的环境伦理思想倾向于“弱人类中心

主义”［１］２７９，这一观念主要体现在他对于环境伦理学

中权利概念的辨析上。他否认物种权利的存在，但

承认自然所具有的内在价值。对于权利概念的来

源，他认为：其一是对内在价值的替代，其二是对环

境伦理学与动物福利伦理学关系的误解。他不赞同

用物种权利来支持那些非人类物种所拥有的价值，

同时也不支持动物福利伦理学作为环境伦理学的基

础，但他并不反对动物福利运动。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哈格洛夫引用了各个时

期不同伦理学家对物种权利的看法。如克里考特

（Ｊ．ＢａｉｒｄＣａｌｌｉｃｏｔｔ）否认物种权利的存在，他认为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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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赋予了非人类的动植物与

人类同等的权利和道德地位，但对于个体生命而言，

人们只需给予尊重。权利并非人类与生俱来的，其

起源于现代西方社会。“权利”一词要求具体限定

的对象，而“物种”一词指向的是某一类别或阶层。

诸如此类，因此，所谓物种权利是无稽之谈。玛丽·

米哲蕾（ＭａｒｙＭｉｄｇｌｅｙ）同样否认物种权利，她认为
权利的说法极易引起混乱，权利一词除了具有法律

赋予的特权，还有很强的道德意味。

一直以来，动物福利学与环境哲学的关系相当

混乱，直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人们仍视环境伦理学与
动物福利伦理的研究为同一领域。１９８０年，克里考
特在《环境伦理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动物解

放：一个三角事件》，使得学者们意识到了双方存在

的巨大差异，因而各自分开独立发展。

哈格洛夫并不认可美国作家和哲学教授玛丽·

安尼·沃伦（ＭａｒｙＡｎｎｅＷａｒｒｅｎ）对于动物弱权利的
观点。沃伦认为，由于智力发展的缺陷，动物无法具

有与人相同的权利；然而，它拥有一种弱权利，这种

权利的存在意味着：人类除非为了必要的生存或发

展的需求，否则便不能随意滥杀动物。哈格洛夫认

为：“她所谓的弱的权利似乎不会给人类行为带来

任何重大改变。同时，这种对动物弱权利的认可，将

会因逐渐弱化人类权利而损害到人权的有效性，削

弱目前某些国家对人权的保护。”［２］

尽管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找到一种合适的可以替

代动物权利的说法，哈格洛夫仍在努力探寻解释人

们对待动物的方式有所改善的原因。第一种解释来

源于帕斯莫尔（ＪｏｈｎＰａｓｓｍｏｒｅ）的观点，并非动物获
得了权利，而是人类的权利受到了限制。第二种阐

释借鉴了理查德·沃特森（ＲｉｃｈａｒｄＷａｔｓｏｎ）的权利
与义务互惠的原则，拥有权利的人类出于义务的责

任，学会了尊重动物。第三种说法可以追溯到亚里

士多德的德性伦理，这种说法由于对何为有德性行

为的模糊界定而很容易引起冲突。第四则源自保

罗·泰勒（ＰａｕｌＴａｙｌｏｒ）的生物中心的平等主义观
点，这种有趣的观点承认一切生命体所固有的价值，

但因为过于复杂，阻碍了其进一步的推广。第五是

彼得·辛格（ＰｅｔｅｒＳｉｎｇｅｒ）的功利主义的阐释，即关
怀动物的原因是他们也能感受到痛苦。这一阐释可

以解决对生命个体保护的原因，却无法更好地认识

个体生命之上物种存在的价值。

由此可见，哈格洛夫在其《环境伦理学基础》中

认为环境哲学最终会走向消亡，当科学、伦理学、美

学、社会学和政治哲学等主流学科可以恰当解决目

前存在的环境问题，或者说当这些主流学科把需要

环境伦理学解决的问题归入其研究范畴的时候，环

境伦理学也就没有其存在的必要了，人类可以在更

具体的实践层面解决环境危机。

二、介入东西方环境审美观念论争

哈格洛夫从跨文化研究的视角出发，一直致力

于探索东西方环境伦理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借鉴的

可能性。哈格洛夫对跨文化研究的兴趣源自他对东

方文化的关注，他试图借助东方文化来帮助西方环

境伦理学解脱困境。

１９６７年《科学》杂志上刊登了美国历史学家林
恩·怀特（ＬｙｎｎＴｏｗｎｓｅｎｄＷｈｉｔｅ，Ｊｒ．）的一篇演讲
论文———《环境危机的历史根源》，这篇文章随后

引发了一场关于宗教在创造和维持西方破坏性开

采自然世界观念中所扮演角色的延伸性的争论。

怀特认为，基督教无疑是造成当今环境危机的最

重要的历史原因。对于基督教的否定和失望，他

尝试寻找另外一种可以摆脱目前困境的宗教。由

于当时佛教在西方学者中的盛行，怀特尤为青睐

佛教中的禅宗思想，但是佛教植根于亚洲的文化

历史性，也使他对东方文化是否能够解决西方危

机持保留态度。随后他期望人们重新发掘基督教

中的生态思想，如圣·芳济（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ｄｉＡｓｓｉ
ｓｉ）的教义等。

西方世界是否需要求助于东方传统智慧，东方

文化能否适用于解决西方危机，不同学者持不同的

观点。有学者认为，东方宗教如亚洲的禅宗，较之基

督教蕴含更多的生态思想、整体主义精神及对自然

的关怀；他们甚至持有更为激进的看法，坚持非人类

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观点，如以罗尔斯顿为代表

的环境伦理学家，提倡对西方传统文明进行变革或

革命。此外，关注于生态文明研究的澳大利亚女性

学者弗瑞亚·马修斯（ＦｒｅｙａＭａｔｈｅｗ），对中国传统
道家思想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如何适应社会发展并

发挥其作用，有独到的看法。她高度评价道家思想。

她认为，在中国历史中，儒家负责主导经济和社会政

治生活，佛教作为辅助，保护那些受到伤害的个人，

而道家文化消解了二元对立的思想，拉近了人与自

然的关系：

尽管儒家和佛教在中国古代文明中占

据主体地位，儒家致力于社会管理，佛教关

照人的精神世界，但道家代表着一条更加

深入、更加贯通的线索，这一线索可以一直

追溯到中国文明最早的、前文明的也就是

说本土的文化的源头。儒家和佛教都承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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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不可避免的文明的二元化印记，而道家

则一直承载着那些非二元化的、更加生态

的（或者强调关系的）本土文化源头的印

记。换句话说，中国文明通过道家传统依

然保持了与其前文明祖先的生态智慧间的

对话。［３］

她相信经过重塑、清理出糟粕之后的道家思想

所构建的整体性的生态文明，将有益于中国，乃至整

个世界的环境危机的改善。

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受东方宗教影响的国家，其

环境状况也并不比基督教信仰地区的生态乐观，因

此，没有必要去寻求新的宗教来改善目前的困境。

他们期冀于现有宗教的修正与完善，但他们并不排

斥有选择性地借鉴东方的生态智慧。如柯布等思想

家，他们期待从环境哲学的角度对现有的基督教观

念进行改善，建立一种新的生态神学，并向东方传统

智慧寻求帮助。

以约翰·帕斯莫尔为代表的第三类哲学家则认

为造成环境危机的主要原因是人们没有奉行西方传

统的伦理价值观，再加上因为过度担心会出现非西

方传统取代西方传统的危机，切断了跨文化研究的

可能。

较之帕斯莫尔等人的观点，哈格洛夫的建议并

没有阻碍东西方环境伦理学之间的融通，但他认为：

“对我来说，一种普适的环境伦理是否真的有朝一

日会取代建构它的各种文化传统，似乎是值得怀疑

的。我相信，尽管不同的文化传统在跨文化的交际

和理解中会起到一定作用，但他们总是在自己的文

化环境中才更有效。”［２］显然，他所持有的文化观是

比较保守的，他更强调文化的根性前提，以及文化同

环境的对应关系。

对于是否存在一种单一的、普世的国际环境伦

理学，哈格洛夫引用了迈克尔·波兰尼（ＭｉｃｈａｅｌＰｏ
ｌａｎｙｉ）的“默会知识”理论，借以批判不恰当地将他
国文化传统移植到本国所带来的问题与冲突。“默

会知识”指的是那些我们不知道自己拥有但却潜在

的知识与能力，是漫长历史文化的沉淀：

默会知识的问题，令我们很难想象会

存在一种单一的普世的国际环境伦理。问

题不仅简单地因为帝国主义式的、专制主

义的、精英化的和殖民主义的西方环境伦

理不恰当的入侵，而在于来自任何文化或

国家的任何环境伦理的引入都存在障碍。

如果有人试图为所有国家、所有文化创造

一种环境伦理，必然会与各种地方性传统

和直觉发生各种冲突，产生各种问题。当

一种伦理被引入其他国家，试图对其作出

调整以包容这些国家传统的努力，很可能

只会在取得进步的同时创造新的冲突，陷

入一种新问题、新冲突不断产生的永久循

环中。［４］

基于以上认知，哈格洛夫显然无法接受这种不

加任何改变与思考地滥用任何一种环境理论的思

想。例如，由于对西方环境理念的生硬照搬，印度人

民为了保护野生动物，建造国家公园，被迫背井离

乡，甚至饥寒交迫。哈格洛夫认为：“尽管也许我们

永远都不会拥有一种单一的、普世的国际环境伦理，

但我们最终可能创造一个环境伦理家族。”［４］

三、从对立走向调和观

哈格洛夫的环境伦理学观念是建立在西方环境

美学基础之上的，在《环境伦理学基础》中，他试图

为现代环境观念源于西方传统文化寻求合理证明。

他认为：

现代环境观念是几个世纪以来对自然

的观念持续变化的产物，而且与１９世纪博
物学学科中的植物学、生物学和地质学以

及艺术（特别是诗歌和美国的风景画）的

发展紧密相关。不像帕斯莫尔，我认为，现

代生态学家和环境主义者的世界观与早期

的植物学家、生态学家和地质学家的美学

观念没有太大的区别，而且可以直接追溯

到这些美学观念。［１］９８

哈格洛夫虽然承认西方传统哲学中存在阻碍现

代环境伦理学发展的观点，但他仍坚信西方文明同

时也存在保护自然的基础，“从怀特海的‘友好的环

境’到利奥波德的‘生命共同体’只有一步之遥，这

一步并不需要迂回借助于东方的哲学和宗教”［１］１３３。

他希望人们不是由于经济价值等功利主义和实用主

义的原因保护自然，而是出于自然本身所具有的美

丽和兴趣而永久地保护她。

帕斯莫尔认为，可能存在自然欣赏的三个阶段：

其一是欣赏那些被修剪并整齐规划的植物园林，其

二是欣赏虽被认为栽种修剪但尽量尊重自然原貌

的不规则园林，其三是对原始荒野的欣赏。由于

人与荒野的疏离关系，他认为第二个阶段，对不规

则园林的欣赏是最为完美和文明的。相反，哈格

洛夫认为，人与自然是和谐的，在精神上是有某种

联系的。

类似出于保护艺术美的义务，因为其本身善的

存在，人们有必要保护自然美。然而，较之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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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物被毁坏后很难修复，即使重新创造也不能完

全恢复原物所具有的美。哈格洛夫认为，造成这些

差异的原因是：“自然美无法提前存在于想象或艺

术家的蓝图里，因而要想在任何意义上存在，自然美

必须先具有物质的存在。”［１］２３７

哈格洛夫认为，科学与艺术的相互作用影响了

环境思想，“审视重要的环境主义者和科学家的科

学和美学取向，也能为我们提供科学、艺术和自然保

护之间密切联系的充分证据”［１］１１９。“对自然世界

共同的认识———既强调事实，又强调价值”［１］１０７的影

响，使得西方环境观无法摆脱科学知识的浸染，也深

受艺术审美的熏陶。

哈格洛夫“倾向于把自然的内在价值归结为大

自然的美，故他对环境伦理学的本体论论证更像一

种美学论证”［５］，他支持卡尔松肯定美学与自然全

美的主张，他甚至强调自然从来就总是美的，而且这

种美没有任何负面的审美价值：

之所以说自然最了解它自己（Ｎａｔｕｒｅ
ｋｎｏｗｓｂｅｓｔ），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的任何随
意创造都是美的；更重要的是，自然创造的

最终结果是这样一些富于创造性的产物，

其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人类能够复制、超越，

甚至充分参与的程度，正因为如此，它们才

是独特又无法替代的。［１］２３８

哈格洛夫肯定了中国园林对西方美学所产生的

悠远而深刻的影响，在另一篇名为《西方环境伦理

学对非西方国家的作用》的论文中，他论述了：

对中国园林的记叙始于１３世纪末马
可·波罗（ＭａｒｃｏＰｏｌｏ）游记的出版。１８世
纪，在西方园林从形式园林向非形式园林

或绘画园林的转变过程中，中国园林提供

了可资比较的作用。这些最早出现于英国

的园林，最初被称为“中国园林”（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ａｒｄｅｎ）或“英国中式园林”（Ａｎｇｌｏ－Ｃｈｉ
ｎｅｓｅＧａｒｄｅｎ），但是，最后只被称为“英国
园林”，强调其如绘画般的特点，而淡化

（或遗忘）其中国的影响。［５］

哈格洛夫甚至承认包括中国园林在内的景观园

林可以作为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基础。但同时他也持

一种保留的态度，“虽然西方环境伦理学中有一些

‘中国园林’，但是，其中多数也许是无用的———它

们和非西方环境伦理学所应当立足的意会知识或个

人知识并不相容———即使是其中的‘中国园林’，也

许也要经过‘内在化’，或者‘亚洲化’，才能真的有

用”［６］。

哈格洛夫试图寻求一种能够超越经济学和功利

主义的美学价值观体系，最终走向价值的平衡———

“它包含了排除了自我利益的利他主义和排除了工

具价值的内在价值，并使人们认识到除愉悦满足之

外的善。”［１］２６０他的美学观虽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综

合的生态美学体系，但是已经为环境美学观念的拓

展提供了空间，尤其是促进了环境伦理学与环境美

学的结合。

在东西方文化不断碰撞与交融的时代，作为环

境伦理学家的哈格洛夫也不断探索东西方环境哲学

与环境伦理学融合的可能性。早在 １９８９年，他在
《亚洲传统思想中的自然：环境哲学系列论文》一书

的序言中指出：

虽然多年以来，人们反复提到将亚洲

哲学视作解决环境问题的灵丹妙药，同时

亚洲哲学已经悄悄进入大众文学对生态问

题的关注。但是，到目前为止，人们只是偶

尔关注到东方环境哲学在人与自然关系中

的潜在作用。该著作有意识地弥补这一疏

漏。［７］

哈格洛夫对环境伦理的贡献还在于建构一座观

念的桥梁，在同其他环境伦理学者进行论争的过程

中，他逐渐意识到西方环境伦理并不完全适用于解

决东方环境问题，而且，纯粹的西方环境观也具有某

种片面性。

正因如此，在环境保护与环境伦理学的研究领

域，从最早创立环境伦理学开始，哈格洛夫便一直在

思考是否存在一种单一的、普世的、国际的环境伦

理，显然，东方智慧的介入给了他新的启示。

四、结语

哈格洛夫对于中西环境观融合的积极作用在于

对东西方环境伦理和环境审美的调和。其观念具体

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他不赞同用中国传统思想

对环境伦理学进行彻底变革，拒绝彻底抛弃和否定

西方传统思想，试图从西方思想根源中追溯适应现

代社会亟须的古典智慧，以推动现代环境伦理走向

更为丰富和多元的价值体系。

另一方面，同很多较为保守的西方学者相比，哈

格洛夫更为接受并赞同中国传统的自然观，他深切

认识到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生态价值，希冀从中寻找

充实和修正西方环境美学的养分。此外，他对传统

的以科学主义为核心的环境伦理观是有反思的，他

能够在弱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基础上，不断修正自

己的“欧洲中心主义”观，从而形成综合的环境伦理

及相应的美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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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晚清科学小说中的科学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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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摘　要：科学家形象的大量出现是晚清文学的重要景观，却始终未得到研究者的重视。事实上，
科学家形象与物理、天文、医学等现代新知紧密联系在一起，承担着普及科学知识、引导读者认识中

国现状、见证现代科技负面影响等功能，推动晚清小说叙事形态由故事到人物、由全知视角向限制视

角的变革。晚清科学小说中的科学家形象既应被视作复杂的文学现象加以厘清，也应被作为丰富的

思想资料加以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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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世纪中后期，现代科技进入中国社会的速度
明显加快，触发了晚清科学小说的创作热潮。《月

球殖民地小说》《新石头记》《新法螺先生谭》《电世

界》《发明家》等科幻小说，《元素大会》《蚊之友爱》

等科普小说相继问世。天文学、化学、物理、医学等

科学知识，电灯、电话、火车、汽车、飞船等科技发明

在小说中频频现身，一批行状传奇、性格特异的科学

家形象也竞相出现在读者面前。

科学家现身晚清小说的意义非凡。首先，科学

家的出现丰富了中国文学的表现对象。古典中国自

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与以儒家为主导的价值体系，并

不适宜科学的生长，因此科学技术很少受到文学的

关注，与科技紧密相关的科学家也很少出现在文本

之中。晚清小说中科学家形象的大量涌现，拓展了

文学的表现对象。其次，科学家形象承载了晚清知

识者复杂的现代科技认知。晚清科学小说中的科学

家不同于古典的文人墨客，他们不再以才志情思取

胜，而多凭借科学知识、科技发明创造奇迹，力挽狂

澜，偶尔也因为过分依赖技术而表现出谬误偏执，成

为被嘲笑的丑角或怪人甚至暴徒。形形色色的科学

家形象，凝聚了晚清知识者面对外来科学文化、面对

现代科技冲击时的微妙情绪。最后，书写科学家推

进了晚清小说叙事形式的变革。晚清科学小说叙述

科技如何影响民生、改造国民时，多依赖科学家的行

动、心理推进情节，叙事重心向科学家倾斜，呈现了

晚清小说由故事向人物、由情节向性格演进时的某

些关键环节，也将限制视角带入小说叙事之中。

一

科学家必与专门知识紧密关联。晚清科学小说

中，科学家的专业领域主要集中在物理、医学、天文

等方面。

晚清科学小说中，掌握物理知识的科学家不在

少数。电学、光学、力学等原理赋予他们神功伟力，

帮助他们创造了种种超自然奇迹，建构出各式各样

的乌托邦图景。《电世界》里的“电大王”黄震球就

是一位精通电学的科学家，他利用“电”缔造了完美

的“电帝国”。他致力于发明各种高效率的电学工

具、机械，在他的万余种发明中，作为交通工具的

“自然电车”速度“比沪藏铁路火车的速率增加五千

倍”［１］３；作为筑路机械的“平路电机”“每小时可以

平得十里五十丈阔的长路”，“滚过处没有不荡平如

砥”［１］２９；作为农用机械的“电犁”则“可以入地七八

尺深。一耕便可二三百亩。”［１］３２借助工具，他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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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自然极限。譬如他制造的“电翅”，能帮助人摆

脱地球引力，飞升自如。他发明的“蚇灯”，能散发

超乎想象力的光与热，使南北极终日长明，温暖如

春，将苦寒极地转变为宜居沃土。他设计的“消雨

云电车”可以将雨云吹散或聚拢，自由控制天气阴

晴、降水多少。黄震球还将电学运用于国家治理。

他创办电学大学堂，通过电筒发音机、电光教育画等

教具刺激学生学习兴趣，提升教学效率，普及教育，

教化民众。他推行“电光审判”，用强光照射罪犯，

使罪犯在强光刺激下供认不讳。他凭借“电翅”和

“电气枪”，单枪匹马战胜了西威国装备精良的舰

队。黄震球不仅仅将“电”应用于具体事务，还从

“电”中抽象出价值观念，向民众渗透电的精神，即

“积极的”“新生的”“光明的”“永久的”“缜密的”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１］５５。

黄震球凭借现代电学获得无穷力量，也不得不

见识电学所带来的对文明和人性的破坏，并最终陷

入难解的困惑之中。为了斩草除根，黄震球一举引

爆西威国的都城，看到战火摧毁城市、百姓痛苦挣

扎，黄震球既为胜利而激动喜悦，也因残酷而内疚自

责。此后他一直陷于被复仇的恐惧，引发了关于复

仇是否合理的困惑。在他的主导下，“电帝国”仓廪

实、衣食足，然而民众却渐渐滋生出奢靡纵欲之风，

原本用于改善民生、造福大众的电学发明却成为犯

罪工具。面对人心沦丧，黄震球有心改良却屡屡受

挫。《电世界》终结于黄震球要去金星探险，虽然名

义上他此去是为了寻找解救社会沉沦的良方，实质

上却是避世归隐。

医学家也是晚清科学小说中常见的科学家类

型。《生生袋》中的“客”，《月球殖民地》中的白子

安、哈克参儿，《介绍良医》中的“医学博士”都具有

医者的身份。晚清科学小说中的医学家医术精湛，

面对种种疑难杂症往往能药到病除。《月球殖民地

小说》中的医生白子安就是这样一位全才医生。当

龙孟华乍闻妻子儿子仍活在世上，惊喜交加昏厥倒

地时，白子安将几瓶药水“红的白的，黄的绿的，配

搭均匀”［２］２５０，灌送下去，使得龙孟华即刻便苏醒过

来。白子安还掌握了解除睡意的药水，克制毒气侵

害的药水等等。他还具备高超的检验技术，利用分

析仪器，通过药理分析，洞察死者的真正死因。

以常识观之，白子安的医术已属高超，但在晚清

科学小说的众医学家中他并不突出。晚清科学小说

青睐的是对人进行全面身体置换、进而进行彻底精

神改造的医学家。他们并不拘泥于治疗人的局部病

痛，而是要用手术等医学手段、器械等医疗工具使人

脱胎换骨、获得新生。《新法螺先生谭》里的“造人

术”体现了这一类医生的神奇。“造人术”是将已死

老者的头颅打开，取出旧物，灌入新质。它的效果惊

人，“齿秃者必再出，背屈者必再直，头发斑白者必

再黑，是能将龙钟之老翁而改造一雄壮之少

年”［３］１２。遗憾的是，此番描述重在介绍神奇的“造

人术”，忽略了主导手术的非凡的医学家，仅以“二

三人”一语带过。这一遗憾在短篇小说《介绍良医》

里得到了弥补。《介绍良医》中的神奇手术是“换脏

腑”，配套机械为“换脏腑机”，小说不仅对“换脏腑”

这一手术方法、手术效果给予展示，还分出笔墨着重

描写了主持这场手术的外国医学博士。他的外表迥

异于中国人，“一身青衣裤，头上戴顶拿破仑帽，足

穿一双高筒皮靴，黄黄的胡须，高高的鼻梁，凹凹的

眼睛，拿着一根手杖，在椅栏上敲得砰砰的响”［４］５０。

他的见识更是异于中国人，他发明换脏腑的机器，目

的是要将受毒化的脏腑取出，换上完好的，以“恢复

天然的精神”［４］５１。换人脏腑已然惊世骇俗，但洋博

士并未止步于此，他发现世人心肠大多已被破坏，反

倒是动物精神饱满，于是他大胆提出将动物脏腑替

换给人，并通过各种努力将这一想法付诸实践。晚

清科学小说显然更推崇这些通过置换脑汁、脏腑对

人进行全面改造的医学家。这一点在《月球殖民地

小说》的人物设置上也有明显体现。白子安的药唤

醒了龙孟华，却难从根本上消除他的心魔。等龙孟

华再次遭遇大喜大悲失了方寸，小说只字不提白子

安，偏偏安排众人不远千里寻到了哈克参儿医师。

哈克参儿擅长的恰恰就是类似于“造人术”“换脏

腑”的“洗心术”。最终哈克参儿彻底治愈了龙孟

华。小说从不吝啬对白子安神药的渲染，但危急关

头每每遣出的却总是哈克参儿。如此人物设置、情

节构建，显然是为了强调哈克参儿及其所擅长的全

面置换、彻底改造的医学方法更胜一筹。

天文学家是众多科学家形象中格外引人瞩目的

一类。借助天体构造、运行规律等专业知识，这些天

文学家拥有了“宇宙”的观念，认识到是“地球”与其

他星球共同构成了“宇宙”，不断思考着“地球”在

“宇宙”中的位置，“地球”与其他星球、“地球人”与

外星人之间的结构关系。《新法螺先生谭》（１９０８）
中的“余”熟谙地球、月球、金星、水星等天体的性质

与规律，所以当他因宇宙间各星球的吸力而灵肉分

离，并没有惊慌失措，而是顺势而为，借机游历宇宙，

有了一番奇遇。穿行于浩瀚宇宙之间，“余”获得了

一种崭新的角度去观看自己置身于其中的地球。他

发现地球原来并非如自己所想的是宇宙之中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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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如盆子口大小”［３］１１。地球之外的诸多外星

球，也刺激“余”油然而生比较的意识，他好奇地望

向外星，观察地球所未有之物，积极学习地球所未经

之事。当他与水星相遇，暗暗思忖的是“正可细心

考察，比地球有若干差异之点”［３］１１。初见金星，他

想到的也是“必将他星球奇异之术，学成一二”［３］１２。

宇宙间的遨游、星际间的探索共同开阔了“余”的视

野，当他构建交通版图时想的就不仅仅是“地球”，

而是要建立“从太阳至各星球，及各星与地球，各开

通往来之航路”［３］１６。

晚清科学小说中的天文学家经历宇宙间的“奇

遇”，展示着他们豪迈雄壮的一面，也总是遭遇因天

体碰撞而引发的世界“末日”，流露出他们感伤通透

的一面。《世界末日记》描述了月球将与地球相撞，

众人慌作一团，嘈杂纷纭的乱象。饶有趣味的是，月

球逐渐逼近，海啸冰暴席卷地球的危难关头，小说特

意安排一位天文学家向大众发布消息。这位天文学

家，一方面依据天文学知识从学理上宣告了地球必

将毁灭，另一方面又从精神上抚慰惊恐不安的民众，

向众人指出：世界毁灭虽令人惊恐，但却是进化的一

种形式，是会蜕旧易新的。在这一过程中，精神并不

会消散，“渺渺天空，宁无寄我精灵之地，一念及此，

又何用增其悲怀耶？”［５］天文学家的这番表述既有

颓势难挽的伤感，也包含着劫后新生的期待。

二

晚清科学小说中的科学家掌握的科学知识各有

侧重，外貌性情、举止行动千差万别，但其在叙述中

所承担的功能却不外乎以下三种：

首先，科学家承担普及科学知识的任务。晚清

科学小说往往借科学家们的言谈，向读者介绍各种

专业术语，解释各种科学原理。《水底潜行艇》聚焦

２０世纪的新型武器潜艇。为向读者介绍潜艇的构
造及工作原理，小说最初通过“我”的视线将潜艇的

说明图引入叙述之中，然而对于缺乏足够专业知识、

初见潜艇的读者而言，即便看到详细的说明图也很

难了解潜艇究竟为何物。于是小说特意安排一位青

年博士登场，向众人进行宣讲，以便再次向读者介绍

潜艇的发展历史，解释潜艇的工作流程，以解说的方

式强化读者记忆。这位年轻的科学家先向围观的众

人介绍潜艇的历史演进、设计标准与各国的潜艇数

量、种类，接着便细致讲解潜艇构造，陈述包括“空

气装置”“电炉装置”“安全装置”“磁针装置”“潜望

装置”“武力装置”“通信装置”“水柜装置”“推进机

械装置”等部分的名称与用途。随后，他以鱼鳔作

比，阐明潜艇升降的原理。末了，他特意指出潜艇所

适用的动力为“内燃机”，尤其是“最新式的内燃机，

又名狄瑟机”［６］。“说明图 ＋科学家”的情节结构，
其意在向读者解释科学、普及新知。较之不能开口

说话的“说明图”，能表达、有表情、有情感的“科学

家”显然更贴近读者，也因此更适合承担这一叙事

功能。

晚清科学小说不仅借科学家之口使读者熟悉专

业术语、科学原理，更借科学家之思培植读者的数理

意识、实证精神。科学家受其专业影响，数理意识突

出。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流露出这一特点。譬如《新

法螺先生谭》中的“余”，观察描述事物多采用数字

与比例，形容自己的灵魂之人是“用一万万亿之显

微镜始能现其真相，其重量与氢气若一百与之一比

例”［３］２，形容此灵魂所散发之光热则用“其光力之

比例，与太阳若一万与一，与月若二百万万与

一”［３］３。科学家也具有实证精神，他们不再执着于

义理与情绪。《元素大会》里的化学家“我”向读者

郑重宣称：“某之好为散步田间者，以有科学的兴味

也。默识平日之所闻，一一证诸其事。”［７］“我”刻意

地要挣脱传统文人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的思维模式、

情感结构，见花即分析花所属之门纲目科，陈述其繁

衍方式、实用价值，见山则分辨其岩石种类、地质类

型，见水偏想到水中所含的无数微生物，告知读者为

保障健康必须饮用沸水。

其次，科学家引导读者认识中国现状。《新法

螺先生谭》的作者徐念慈陈述自己之所以写科学小

说的原因是：“皆本科学之理想，超越自然，而促其

进化者也。”［８］徐念慈道出了大多数晚清科学小说

作者的心声，他们陈列展示种种科学知识，其意却在

剖析中国现状、探寻恢复强大中国的良策，科学新

知、科技发明都只是实现这一终极目标的手段。因

此，科学家解说知识原理是晚清科学小说的表层结

构，小说的深层用意是要借科学家提醒读者关注时

局政事，启发读者思考文明竞争等问题。

晚清科学小说中不乏直接参与政事、介入时局

之中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往往还兼具政治家、军

事家的身份。如《电世界》中的开创“电帝国”、以一

己之力抵御外寇入侵的黄震球，《新纪元》里的统帅

水陆大军远征寰宇、大战白种联军的黄之盛。但更

多的科学家是通过类比、隐喻的方式提示、启发读者

的。譬如《新法螺先生谭》中“余”，就是用“光”“迷

梦”指代希望与现实。“余”欲借其灵魂之身所散发

的光芒警醒中国人的“迷梦”，使中国人能够“奋起

直追，别构成一真文明世界，以之愧欧美人，而使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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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执其牛耳”［３］５。但中国民众仍是“嘘气如云，鼾

声如雷，长夜漫漫，梦魂颠倒……而置刺眼之光明于

不顾”［３］５。图强意愿与严峻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

使得“余”陷于愤怒、焦躁之中，甚至想与之同归于

尽，以自身之毁灭破解中国之“迷梦”。“余”时而振

奋、时而失望的焦灼情绪，贯穿小说始终，仅仅陈述

自己的经验不足以纾解，“余”还就“迷梦”问题与他

人展开对话。与“余”对话的是居于地心中国旧址

的一位白发老者。此老者姓黄名祖，虽子孙众多，流

布广泛，但多依赖祖宗，鲜有振者，大多“消夜方

酣”［３］１０。老者已经垂垂老矣，欲唤醒子孙却心有余

而不力，他希望“余”能代自己传语子孙，打破子孙

的迷梦。老者作为“中国”的化身自不必解释，“余”

与老者的对话，老者对“余”的希望，也隐含中国民

众萎靡不振、科学家“余”肩负唤醒国民重任等多重

意蕴。

再次，科学家见证科技的负面与恶果，引发关于

“现代”的反思。晚清科学小说并非一味地畅想科

学昌明、科技发达，它们也没有忽略科学可能带来的

负面影响。科学家负责普及新知，也必然见证科技

恶果。战争是晚清科学小说用来刺激各类科技发明

诞生的重要引信。《新纪元》描写了百年之后的黄

白之战，它一方面反复强调科技已然发达，战争不再

是斗力，而是斗智、斗学问；另一方面它又无法回避

战争，无法解释战争仍然是以人的生命为代价。战

场成为各种科技发明的竞技场，也成为绞杀无数血

肉之躯的屠宰场。那些水底潜行雷艇、可化水为火

的药水、能产生巨大热量的日光镜越是先进，杀伤力

也越大。被潜行雷艇击中之后的战舰“震作数十

块，并合舰的兵弁、器械纷纷然如蝴蝶一般飞起来，

有的直飞到半空之中然后落下，只见满海面尽是黑

雾浓烟，弥漫不散，把那一片坦平如镜的海水震得巨

浪如山，掀腾不已。可怜舰上的一众兵弁，有的被震

得血肉模糊，有的虽不曾受伤，然被它震到半天之

上，又跌落海中，不保性命”［９］。虽然小说中也提到

各国设立战争公约的情节，希望借规则限制武器使

用，也通过刘绳祖因化水为火的药水杀伤力惊人，所

以不向任何人透露药水的制作方法的情节，传达道

德或可约束残酷行为。但战火如荼，人心炽烈，远非

规则、道德所能控制，白种联军仍然使用了公约不允

许使用的氯气，尸体横陈的惨烈场景在小说中仍十

分触目。

科技的负面不容忽视，科学家也并不总是英雄。

一些科学家凭借科技作恶，成为科学狂魔，如《消灭

机》里哈味借“消灭机”随意使人消失。另有一些科

学家成了丑角。他们为提升效率、解决问题发明种

种器物，但他们并不能完全控制局面，甚至会受制于

自己的发明。《发明家》里的施门士，热衷于机器发

明，但他总是弄巧成拙。邻居黑莲夫人使用他所造

的扫地毯机，结果在地毯上留下了无数小孔。另一

位邻居司葛氏，使用他所造的宰鸡器，结果直接将鸡

一分为二。施门士为制造机器耗尽家财，所造之物

却使他逐渐成为众人厌弃、嘲弄的对象。终有一日，

他误触机关，被自己发明的擦鞋器涂了满脸的鞋油。

虽然小说的主旨是告诫科学家们必须要将科学与社

会责任联系在一起，“以发明一大有用于世界之物，

则利用厚生，为惠滋大愿，勿为此琐屑之发明

也”［１０］。但是这个让人哭笑不得的科学家的意义远

远大于此。滑稽的施门士透露出了晚清知识者在崇

拜科学、排斥科学之外的第三种态度。

三

科学家形象一方面是由小说家们召唤而来的，

用于呈现晚清科学技术、科学观念的发展动向，寄托

小说家们关于中国与世界、时局与未来、传统与现代

的复杂思考；另一方面，科学家形象自身也具备主动

性，一旦他们进入叙述，就会向小说家们提出如何塑

造他们，又如何处置他们与其他叙事要素之间的关

系等问题。阿英在论及晚清科学小说时认为：“大

都是以小说的形式，说明科学的原理，作提倡科学、

启发冒险精神的运动。惟就艺术上讲，殊无成就可

言。”［１１］阿英对晚清科学小说文学价值的否定已成

定论，后世研究者基本上遵循了这一判断。然而从

小说叙事形态的流变考察，晚清科学小说还是提供

了某些演进的动力，尤其是科学家形象的出现促使

小说出现了从故事到人物的叙事重心的倾斜，从全

知到限制的叙事视角的转变。

不能否认，晚清的科学小说仍以“讲故事”为

主，叙事的主要目的是要“输入文明思想”［１２］。可

是所谓“科学”毕竟是“分科之学”［１３］，晚清以来涌

入中国的科学知识、科技发明种类繁多、体系庞杂，

加之作家们介绍新知、输入文明的愿望极其迫切，要

想真正使唤科学小说成为“启智秘钥，阐理玄

灯”［１４］，小说家们必须直面如何尽可能多、尽可能全

地向普通读者推介科学原理的难题。小说家们纷纷

选择人物连缀来拼接科学知识、组合科技发明，科学

家形象由此深度参与了文本叙事。如果说种种新

知、新技术是一颗颗明珠的话，科学家就是串联明珠

的丝线，使原本独立的科学知识、散落的叙事单元融

汇为统一的整体，共同服务于教化民众、富强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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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目的。如《新法螺先生谭》既涉及天文学的“星

球”“宇宙”“卫星”，也包含物理学的“爱涅耳其”

“离心力”“堕物渐加速之公纽”，还囊括化学的

“氧”“氮”，更有一些很难被归类的、亦科学亦玄虚

的“造人术”“动物磁气”“脑电”等等。作家本人缺

乏对这些知识的深入研究，他获取概念的方式本就

零碎①，唯有通过科学家“余”的经历，这些天文学、

物理学、医学、化学的只鳞片爪的知识方才得以融会

贯通，并突破各自的学科界限共同成为打破“迷梦”

的工具，甚至突破具体“知识”的藩篱而试图构建新

的道德体系。

晚清科学小说以人物为线索黏合叙事单元，或

许受到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镜花缘》《水浒

传》《儒林外史》已然娴熟地运用了这一方法。然

而，晚清小说的人物连缀自有其新质。较之古典小

说多依赖人物的行踪、言谈串联情节，晚清科学小说

还不时地借助科学家的心理、情绪进行缝合，由此形

成一明一暗两条连缀线索，明线是科学家的行为，暗

线则为科学家的观念。《新法螺先生谭》《元素大

会》等文本均明显表现出了明暗双线结构。科学家

的心理活动因此被带入到叙事之中。《新法螺先生

谭》开篇即是科学家“余”自述其科学观，之后“余”

的喜怒哀乐与新知、新技术紧密交织在一起。如其

身体一分为二后，“余于此时，不觉大喜，想从此考

察一切，必易为力；然有一困难之问题也，因量过轻，

不能留于空气中，则此身不知漂泊何所；将若行星之

旋转空中乎，抑被大力者所吸，而牢固附丽于一处，

将成永静性乎。余思及之大惧，幸也”［３］２。惊惧与

侥幸的交错，物理定律与天文知识的融汇，孰重孰

轻，已经很难分辨。通过这样的叙事安排，小说在普

及知识的同时，也隐约呈现出一个血肉饱满、性情淋

漓的“余”，表现出叙事重心由故事向人物的倾斜。

科学家本就在晚清科学小说中举足轻重，一旦

他获得了性格，就不甘心只充当故事中被叙述的人

物，而要成为讲故事的人，通过故事的讲述更深入地

影响读者。出于解说科学的目的，不少科学小说都

是让科学家充当叙事者，为增强科学故事的可信度，

文本又总是会安排科学家们以“我”的身份发言。

作为人物的科学家，了解诸多常人所不知的专业知

识，甚至掌握着宇宙间的奥秘；然而作为叙事者的科

学家，却只能说出自己看到的，而且只能从自己的角

度陈述这一切。仍以《新法螺先生谭》中的“余”为

例。“余”穷尽高山、极地，游历宇宙、地心，与形形

色色的人事遭遇，看似无所不至、无所不知，但一个

值得玩味的问题是，他的所知所说全然来自他的个

人经验，丝毫不涉及那些他所未经之事。比如灵肉

分离这一匪夷所思的事件是他亲身经历的；那些奇

特的外星景观、外星生物是他亲眼看到的；玄妙离奇

的脑电也是他本人学会并熟练加以运用的。但凡涉

及他人的故事，文本就需要借助对话将“余”代入其

中，如地心老者黄祖的所思所想，就要以“余”与老

者相遇为契机，以“余”与老者的对话为主要形式，

才得以展示。“余”执着地以自己的信用保证所言

非虚，文中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切发生的。这种极力

想证明真实的叙事视角的确立，恰恰说明：“余”已

经不再是古典小说里那个可以了解所有人、掌控一

切事的叙事者了，他必须也只能从自己的经验出发

叙述故事。

当然，此时的“余”还与五四时期那些成熟的、

可以完全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第一人称存在着差

距。“余”还带有明显的“说书人”的痕迹，他总是不

由自主地要召唤读者出场。《新法螺先生谭》开头，

即以新法螺先生的名义提醒读者关注“余”的探险

经历：“‘诸君乎，抑知余之历史，其奇怪突兀，变幻

不可思议，有较甚于法螺先生者乎？诸君其勿哗，听

余之语其事。’”［３］１之后，当灵肉分离发生之后，

“余”一边描述自己由恐惧到超脱的情感变化，一边

不忘向读者解释：“诸君乎，余灵魂之四分之一，爆

出于数十丈外者，果何往乎？”［３］５但“余”与传统的

说书人也不尽相同，他敢于向读者承认，自己经验有

限，并非无所不知。如“余”来到了金星，一边感慨

景观奇特，一边自知所知有限，于是他向读者说：

“诸君乎，余所见仅一隅，实令人不可思议。”［３］１２他

也不掩饰自身局限，坦陈存在着他也无法解释之事。

如《新法螺先生谭》结尾处，“余”分离的肉身与灵魂

重新合并，他实在无法解释此事，只有告诉读者：

“诸君，诸君，余已昏晕，实不能再举两身合一之原

因，以报告于诸君之前。”［３］１７

“余”既不同于五四的限制式的第一人称，也不

同于传统的全知式的第三人称，他就处于二者的夹

缝之中，呈现出过渡的色彩。“余”是无所不知的科

学家，又是有所不能言的叙事者，这一独特的叙事特

征也可以理解为隐喻：所知愈多，所能言者、所敢言

者愈少？此种心态不仅仅属于“余”，也应该是晚清

知识者的苦恼吧。

总而言之，科学家在晚清小说中的频频现身，既

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引发了文学表现对象

及叙述形态的变化，也是一份蕴藏丰富的思想资料，

留存了晚清知识者面对外来科学知识、文化冲击时

的复杂情绪，应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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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语高考”中汉文试题的选文来源研究

宋时雨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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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宋时雨（１９９７—），男，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日本国语教育。

摘　要：汉文试题是日本“高考”———日本大学入学中心考试（大学入试センタ
!

试
"

）国语科

目中固定的考试题型，其考查内容源于我国古代的文史经典原著。在选取２００１—２０１９年日本大学
中心考试“国语”科汉文试题为研究对象的基础上，发现“汉文”试题的选材主要来自我国“子部”典

籍中的笔记小说、史类随笔、议论散文三类，以及“集部”典籍中的别集与诗文评论。在选材标准上，

汉文试题多选取２００字左右短小的文段，前期选文主要选取小说，重情节叙事，内容多表现美德品
质；近年来的选文更青睐散文、重议论说理，淡化寓意、偏重抽象思辨。

关键词：日本大学入学中心考试；国语科；汉文；试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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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两国交流历史悠久，文化同根异株。经过
一千多年的发展，“汉文教育”依然是当代日本基础

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的日本，相当于我国

“高考”的日本大学入学中心考试（大学入试センタ

!

试
"

）的国语科目中就有固定的汉文阅读考试题

型，其考查内容完全源于我国古代的文史经典原著。

本文选取２００１—２０１９年日本大学中心考试国语科
汉文试题为研究对象，在对试题进行翻译的基础上，

对该试题的选文来源情况进行了总体概括与分析，

以期对我国语文学科基础教育改革提供一定的借鉴

与参考。

一、日本大学入学中心考试制度与国语科考试概述

（一）日本大学入学中心考试制度简述

１９７９年，日本正式开展了第一次由国立大学统
一考试机构———大学入试中心组织的全国大学入学

统一考试，并由此确立了“官方 ＋自主”的两考制
度：即首先由入试中心组织第一次全国统一考试，根

据统一考试成绩各大学再自行组织第二次考试。这

种“官方＋自主”的考试模式一直延续至今。今天
的日本“高考”正式名称为“大学入学中心考试”（大

学入试センタ
!

试
"

，以下全文简称“中心考试”）。

从２００９年起，该考试确定在每年１月举行，为期两
天。考试科目有国语、公民、地理历史、数学、理科、

外语共六大科，每一大科下又有若干小科，共计３１
门。考生只需要根据各大学的报考要求自行参加相

应的考试科目即可。由于该考试的官方性与权威

性，几乎所有的国立大学、公立大学，以及绝大多数

私立大学均使用该考试的成绩作为录取依据。［１］

（二）日本大学入学中心考试国语科考试概述

日本大学入学统一考试的“国语科”相当于我

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中的“语文”科

目，其地位与重要性不言而喻。国语科满分共２００
分，是中心考试各大科中分值最高的科目之一（另

一门２００分科目为外语），考试时间为８０分钟。［２］

如上文所述，六大科３１门的考试选择依据各大学录
取要求而确定，自１９９７年开始，国语试题分两套试
卷，即“国语Ⅰ”与“国语Ⅰ·Ⅱ”，这两套试卷在试
题结构上没有明显差异，只是后者的考查难度更大，

几乎绝大多数日本大学都要求考生“国语Ⅰ·Ⅱ”
的成绩。２００６年始至今，国语科下取消了“国语Ⅰ”
与“国语Ⅰ·Ⅱ”的分别，统一为“国语”单科。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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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从几个部分简要谈谈国语考试的基本情况。

１．命题内容与素材
中心考试国语科目的命题内容比较丰富，全卷

均考察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试卷总体上可分为现

代文阅读、古文阅读、汉文阅读三大部分。

“现代文阅读”分为两部分，每一部分各有一篇

文章。其中一篇是论述文，一篇为小说。论述文的

命题范围较广，涉及日本社会、经济、哲学、文化等多

方面的内容，字数３０００字左右。论述文命题素材一
般来源于当代学术专著，且近年来试题选取社会科

学与人文科学的材料居多。如２０１６年试题素材来
源于家庭教育类学术专著《角色化／被教育的孩子
们》（《キャラ化する／される子どもたち》）。小说
部分选取的一般是日本现当代作家的小说作品，字

数５０００字左右。小说素材的选择一般有节选或全
文两种形式，另外，如果选取的是距离当下社会较为

久远的作品，试题会在开头给予一段１００字左右的
小说背景提示，帮助考生迅速了解与文本相关的社

会历史状况。如２０１６年试题选取的是日本现代女
作家佐多稻子的《三等车》（《三等车》）。

“古文阅读”与“汉文阅读”均为古典文学阅读，

其中“古文”指日本古典文学，“汉文”指中国古典文

学。古文阅读的命题素材往往来源于日本古代随

笔、日记、诗歌等，所选文章长度约１０００字，如２０１４
年的古文试题选自日本古代经典《源氏物语》中三

十八回《夕雾》中的一节。汉文阅读选取的素材来

源于中国古典史书、诗话、笔记、文集等，字数在２００
字左右。如２０１４年的汉文试题选自我国明代文人
陆树声的文集《陆文定公集》。值得说明的是，针对

距离考生更加遥远的古文，试题在题头与小说阅读

一样一般会给予相关时代背景的解释说明（甚至包

括《源氏物语》这样在日本脍炙人口的经典）。但汉

文阅读部分却几乎很少配有说明文字。

２．考试题型与分值
中心考试国语科目的命题内容相对单一，全卷

均以客观选择题形式考查。

其中，现代文阅读中的论述文阅读一般设有６
题（试题上称“问”），每一题考查形式有所差异，但

题型均为单项选择题，分值共５０分。有的题下又分
设几个小题，因此一般设有１１个小题。这些选择题
的选项一般为５个，少数题为４个。试题主要考查
对于文章的理解分析，选择题主要考察相关的语法

知识、词语解释、句子理解与全文的分析把握等。题

干约在８０字左右，选项一般在９０字左右，且各选项

间字数差别相当小。现代文阅读中的小说阅读一般

设有 ６题（问），题型包括单项选择题与双项选择
题，分值共５０分。与论述文类似，小说部分共有９
小题，前７题一般为单项选择题，选项为５个。最后
一题一般设置为６个选项中选择两项的形式（视为
２小题）。试题主要考查词法、语法、人物内心活动
分析、对文章主题把握等。题干的字数与论述文差

别不大，部分小题选项的字数较之论述文略多，可达

１２０字左右。
古文阅读一般设有６（问），题型均为单项选择

题，分值共５０分。题目的选项均为５个。该部分主
要考查古代日语语法的常识、文中人物的相关描写、

理解文章整体内容等。题干约在６０字左右，选项字
数根据考查题型的不同差异较大，在２５—１２０字不
等。汉文阅读一般设有７（问），题型均为单项选择
题，分值共５０分。题目的选项均为５个。该部分主
要考查对汉字含义的掌握、汉文的阅读方法、整体内

容的理解等方面。题干约在５０字左右，选项字数根
据考查题型的不同差异较大，在４—１２０字不等。

二、中心考试国语科汉文阅读选文研究

前文已经提及“汉文阅读”试题在选材上的特

殊性。在当今世界的高等学校选拔考试中，极少有

国家在本国的官方选拔考试中直接以他国的古典文

献作为考试材料。在韩国、越南废除汉字的同时，日

本国内虽也有相关汉字存废的争议，但其汉文教育

却自千年以来坚如磐石地延续了下来。同时，与中

心考试汉文试题相匹配的日本高中汉文教科书选文

虽然十分浅显，往往从《论语》《孟子》《史记》等古

代汉语入门典籍选择。［３］但在考试上，命题人员可

谓下足了功夫，他们阅读了海量的中国古典文献，所

选取作为命题素材的典籍甚至是我国高中生乃至中

文系学生所陌生的。由此，对汉文试题的选材进行

较为详细的统计分析很有必要。下文分两个角度讨

论２００１—２０１９年试题的选材概况，即“选材来源：选
什么”与“裁选特征：怎么选”。

（一）选材来源：选什么

２００１—２０１９年中心考试国语科汉文试题的选
材来源情况统计结果，如表１所示。

由表１可知，中心考试汉文试题的一大特色在
于其选材类型的多样性与丰富性。总体可以分为中

国古代史书文集、诗话、笔记、小说、散文等多类。以

下将根据古典文献学中常用的“四分法”归类，进行

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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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０１—２０１９年日本大学入学中心考试国语科汉文试题选材来源统计

试题年份 选文内容 年代 选材来源 作者 体裁

２００１国语Ⅰ 《晋文公伐原》 汉代 《淮南子》 刘安 散文

２００１国语Ⅰ·Ⅱ 《唐临为大理卿》 唐代 《大唐新语》 刘肃 笔记小说

２００２国语Ⅰ 《吴兴僧昼》 唐代 《因话录》 赵瞞 笔记小说

２００２国语Ⅰ·Ⅱ 《典家塾难其人》 宋代 《清波杂志》 周? 笔记小说

２００３国语Ⅰ 《华佗善医》 宋代 《太平广记》 李窻等 笔记小说

２００３国语Ⅰ·Ⅱ 《柴窑片磁》 清代 《阅微草堂笔记》 纪昀 笔记小说

２００４国语Ⅰ 《杨光远叛青州》 宋代 《渑水燕谈录》 王辟之 史料笔记

２００４国语Ⅰ·Ⅱ 《楚人谓虎为老虫》 明代 《雪涛小说》 江盈科 散文

２００５国语Ⅰ 《工之侨献琴》 明代 《郁离子》 刘基 散文

２００５国语Ⅰ·Ⅱ 《鲍叔固已识管仲于微时》 明代 《千百年眼》 张燧 史论随笔

２００６国语 《胡子夜卧》 明代 《胡祭酒集》 胡俨 文集

２００７国语 《钱明经善诗赋》 明代 《竹叶亭杂记》 姚元之 笔记

２００８国语 《隋田杨与郑法士俱以能画名》 明代 《衡庐精舍藏稿》 胡直 文集

２００９国语 《西施非能亡吴也》 清代 《壮悔堂文集》 侯方域 文集

２０１０国语 《世之学者》 清代 《野鸿诗的》 黄子云 诗话

２０１１国语 《敏学斋记》（节选） 元代 《金华黄先生文集》 黄蟳 文集

２０１２国语 《东坡元丰间系御史监》 宋代 《西畲琐录》 孙宗鉴 笔记小说

２０１３国语 《问双棠赋》序 宋代 《张耒集》 张耒 文集

２０１４国语 《苦竹记》（节选） 明代 《陆文定公集》 陆树声 文集

２０１５国语 《家蓄一老狸奴》 明代 《篁墩文集》 程敏政 文集

２０１６国语 《张荷宇梦母图记》 清代 《抱经堂文集》 卢文? 文集

２０１７国语 《听雷霆于百里之外者》 江户 《白石先生遗文》 新井白石 文集

２０１８国语 《王嘉》 宋代 《续资治通鉴长编》 李焘 史书

２０１９国语 《唐义姑京兆杜氏之墓》 清代 《杜诗详注》 仇兆鳌 集注

　　１．经部
中心考试的汉文试题几乎不涉及经部文献。至

少目前已知的２００１—２０１９年十九年间的２４份试卷
中，无一年的试题选用经部文献。经部是儒家经典

著作，是中华古典学术书籍的核心内容，而有着上千

年汉文教育传统的日本不可能对经部文献缺乏了

解。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中心考试中的汉文试题在

命制时，对我国儒家经典著作有刻意的回避，这可以

视为是中心考试在试题命制上的“反押题”策略，也

使得日本当代汉文教育跳出了读经式的传统体制。

２．史部
２００１—２０１９年中心考试中的汉文试题所涉及

的史书极少。目前可知的仅有２０１８年试题中所选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属史部。另外，２００５年国语
Ⅰ·Ⅱ卷考试中选取张燧《千百年眼》是一部史论
随笔，虽然有较强的历史评述性质，但其语言与记录

方式都较为随意，《四库禁毁丛刊》也将其列为子

部。中心考试绝少选用史部书籍的原因可能有二：

一是史部文献的文学性相对不足。作为国语科而并

非历史科的选拔考试，其试题内容在一定程度上需

要反映文学语言的审美性，这一点在前三大题中都

有所体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因此汉文

试题几乎不选用史书作为命题素材。第二即是上文

所提到的刻意回避经典现象。史部文献的正统在于

正史，如《史记》《汉书》等，这类书自然几乎不选，而

其他的别杂史、诏令奏议等材料不仅相对冷僻，且语

言难度较大，不利于初学者学习掌握，而其文学性就

更难以保证了。因此，史部文献就成了汉文命题素

材中的绝对冷门。

３．子部
子部文献是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期间中心考试汉文

试题的命题重要来源。子部收录诸子百家著作和类

书，除诸子之书还包括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

小说家类等，而汉文试题所选用的文献绝大多数来

源于小说类。此处将汉文试题的子部文献简要分为

三类：

（１）笔记小说
笔记小说从魏晋时期发端，学界一般均按照鲁

迅的观点分为“志人小说”和“志怪小说”两种主要

类型。由于我国的志怪小说基本上受到史书体例的

影响，在创作时没有自觉的虚构意识，而是以史家的

态度书写笔记，所以其并不属于有意识的文学创作。

但是这类作品语言文采丰富，富有想象色彩，具有一

定的文学魅力，因此是汉文试题所青睐的选材对象。

例如２００１国语Ⅰ·Ⅱ试题所选刘肃《大唐新语》就
是笔记小说。２００２、２００３连续两年的四套试卷所选
《因话录》《清波杂志》《太平广记》《阅微草堂笔记》

均为此类。笔记小说所选的故事往往情节较为生

动，寓言性强。例如２００３年国语Ⅰ·Ⅱ试题《柴窑
片磁》讲述一位商人贩卖“柴窑片磁”的故事，寥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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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笔，百字之间就讲述了一个饶有趣味的见闻，读来

轻巧灵动，不乏哲理思辨。

（２）随笔
主要为历史掌故类笔记。主要记风俗遗事、民

情轶闻等。如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张燧《千百年

眼》、姚元之《竹叶亭杂记》等均属此类。此类多为

随笔记录某段历史的杂事见闻，其内容兼具史料与

文学，但相较于史书而言缺乏系统性与可靠性，笔法

更加真切活泼，因而不归为史部。该类笔记文有一

定的文学色彩，而较于笔记小说而言情节性与寓言

性稍弱。不过总体而言，此类文章也基本符合中心

考试汉文试题的选材要求。如２００４国语Ⅰ卷试题
《杨光远叛青州》讲述一只家犬在叛乱期间救助全

家人的故事，故事生动，寓言性极强，该文本在我国

也被无名氏改写为《犬负米救主》，在民间流传。

（３）议论散文
主要指西汉时期刘向所编《淮南子》与明朝刘

基的《郁离子》。根据文献学中不同的分类法，亦有

将《淮南子》归入笔记类的。此处将《淮南子》《郁离

子》归于“议论散文”主要是相对前两类而言的。它

们相较于随笔作品往更具理论性，同时对时政有一

定的议论，反映作者较为系统化的政论、哲学思想

等，同时不乏寓言性的表达。如 ２００５国语Ⅰ所选
《郁离子》的《工之侨献琴》即是一篇非常经典的寓

言作品，情节生动的故事背后亦能给人以启迪与警

戒。

４．集部
子部文献是２００６年以来中心考试汉文试题的

另一主要命题来源。在２００６—２０１９年的２４篇汉文
试题中，有１１篇试题的选材来源于集部文献，可见
自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时期以子部文献为主过后，命题人
将目光投注到了集部之上。该１１年的文献来源可
分以下几类：

（１）别集
即相对总集而言，收录个人诗文的集子。如

《胡祭酒集》《衡庐精舍藏稿》《壮悔堂文集》《金华

黄先生文集》《张耒集》《陆文定公集》《篁墩文集》

《抱经堂文集》等均属此类。其中多数为作者个人

所编，少数为后人所撰。此类别集内容、风格差异较

大，不太具有统一性。

（２）诗文评论
主要有黄子云《野鸿诗的》、仇兆鳌《杜诗详注》

两部文献。《野鸿诗的》是一部诗歌评论，一卷。此

处“的”，即准的，标准。“诗的”，即诗歌的标准，这

里指风雅精神。［４］“野鸿”是黄子云的号。本书在论

诗叙事上虽有偏颇失当之处，但不失为清诗话中有

特色的理论著作，对于袁枚诗歌理论的形成具有一

定的奠基作用。［５］《杜诗详注》由仇兆鳌耗费二十余

年的精力，广搜博取，几经增补而成，是一部带有集

注集评性质的鸿篇巨制，其资料极为详尽，为阅读杜

诗的重要的一种参考书。［６］诗文评论的阅读理解难

度相对较大，但命题者却并不一定摘选评论者的论

述文字，有时只是把文献作为自己命题的辅助工具。

例如２０１９国语汉文试题所选虽然来自《杜诗详
注》，但选段为杜甫《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碑》

的原文节选，不涉及仇兆鳌的评论，因此难度并不

大。

（二）选材标准：怎么选

由上可知，中心考试国语科汉文试题的选材极

为丰富，所选文献朝代自汉代至清代一应俱全；文献

体裁涵盖史、子、集三大部分，史书、笔记小说、随笔、

散文、别集、评论无所不包。总体而言，选材来源巨

细无遗、包罗万象。而能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典

籍中筛选出一篇篇“短小精悍”的选文，命题人势必

秉承着较为清晰的出题理念与原则，才能让默无声

息的文献典籍为其所用。本部分拟将在弄清“选材

来源：选什么”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寻 ２００１—
２０１９年试卷中“作为试题选文的文本”共同符合的
特点，并尝试进行归纳总结。在分析维度上，本文拟

选取“意旨”“结构”“文体（风格）”“选文字数”“段

落数”“理解难度”六要素，进行统计分析。

所谓“理解难度”是一个较有主观色彩的维度。

由于没有办法将这二十四套试题在同等的环境下进

行样本测试，因此概括起来也相对模糊。但是，笔者

在操作中尝试将这一“难度”系数进行客观化。由

于汉文试题的考试对应的日本高中学生，其学习文

言文的学力水平相当于我国初中学生，因此以我国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２０１１年版）》、日本文部
科学省《高等学校学习指导要领》为基础，结合选文

的长度、难点字词、注释数量、句式特点进行综合判

定，划分为“容易”“中等”“较难”“困难”四个维度。

具体统计结果如表２所示。
由表２的统计，对中心考试汉文试题的选材标

准做出以下简要总结。

１．选文篇幅：多选取２００字左右的短小选文，且
往往人为分段帮助考生整体理解。

字数的多少直接决定了考生的阅读量与思考时

间。据统计，２００６—２０１９年选文平均字数为 ２１６
字，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国语Ⅰ卷”的平均字数为 １４２
字，“国语Ⅰ·Ⅱ卷”的平均字数为２６３字。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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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在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间，出于区分国语Ⅰ卷的难度
的目的，国语Ⅰ·Ⅱ卷在字数上远多于Ⅰ卷。目前
更有参考价值的是２００６年改制以来的试题。可以
看出，２００６—２０１９年的选文字数总体趋于稳定，其
中字数最多的为２０１０年与２０１１年并列的２５４字，
最少的为２００７年的１６１字，两者相差近百字。除此
之外，近十年的选文基本稳定在２２０字，考生总体的
阅读量不会太大。同时，段落的人为划分也值得关

注。以上所统计的选文，除极少数如陆树声《苦竹

记》本身有分段，其他作品几乎都没有事先的分段。

而在２００６—２０１９年的１４篇选文中，有９篇被命题
者进行了段落划分。段落的划分一定程度上能让考

生更好地把握文章层次，理解文意，也就从侧面降低

了少许阅读的难度。另外，本文认为命题人在裁选

时是有较为明确的字数意识的，而不是根据字数实

际数量全篇选入。因为多篇文献都有较为精细的删

节，如《问双棠赋序》删除了原文最后一句，《敏学斋

记》摘选了２—４段，并删节了第２段第一句、第４段
后两句，而非整段节选，由此可见命题人对选文的篇

幅把握是用心谨慎的。

表２　２００１—２０１９年日本大学入学中心考试国语科汉文试题选文辞章要素统计

试题年份 选文内容 字数 段落 文体 意旨／内容 行文结构 理解难度

２００１国语Ⅰ 《晋文公伐原》 １１０ １ 叙事散文 言而有信 叙事 容易

２００１国语Ⅰ·Ⅱ 《唐临为大理卿》 ２５６ ２ 笔记小说 为官正直 叙事 中等

２００２国语Ⅰ 《吴兴僧昼》 １２２ １ 笔记小说 扬长避短 叙事 容易

２００２国语Ⅰ·Ⅱ 《典家塾难其人》 ２４０ ３ 笔记小说 尽心善教 叙事 中等

２００３国语Ⅰ 《华佗善医》 １４６ １ 笔记小说 机智行医 叙事 中等

２００３国语Ⅰ·Ⅱ 《柴窑片磁》 ２４９ ４ 笔记小说 玩物丧志 叙事 较难

２００４国语Ⅰ 《杨光远叛青州》 １６４ １ 笔记小说 忠犬有灵 叙事 中等

２００４国语Ⅰ·Ⅱ 《楚人谓虎为老虫》 ２８６ ２ 叙事散文 狐假虎威 叙事＋议论 较难

２００５国语Ⅰ 《工之侨献琴》 １７０ １ 叙事散文 重视实质 叙事 容易

２００５国语Ⅰ·Ⅱ 《鲍叔固已识管仲于微时》 ２８５ ３ 史论 君子之交 叙事＋议论 较难

２００６国语 《胡子夜卧》 １７３ １ 随笔 物各有长 叙事＋议论 容易

２００７国语 《钱明经善诗赋》 １６１ ２ 随笔 奇人轶事 叙事 容易

２００８国语 《隋田杨与郑法士俱以能画名》 ２１０ ３ 随笔 画工之道 叙事＋议论 中等

２００９国语 《西施非能亡吴也》 ２２２ ３ 史论 亡国遗训 议论 困难

２０１０国语 《世之学者》 １６６ ３ 文论 杜甫诗学 议论 困难

２０１１国语 《敏学斋记》（节选） ２５４ ３ 议论散文 为学之道 议论 困难

２０１２国语 《东坡元丰间系御史监》 ２５４ １ 笔记小说 谐音幽默 叙事 中等

２０１３国语 《问双棠赋序》 ２３２ １ 序言 观花之思 叙事＋议论 较难

２０１４国语 《苦竹记》（节选） ２１７ １ 随笔 无用之用 叙事＋议论 较难

２０１５国语 《家蓄一老狸奴》 ２４８ ２ 随笔 血缘亲情 叙事＋议论 中等

２０１６国语 《张荷宇梦母图记》 ２２５ ３ 随笔 精诚所至 叙事＋议论 中等

２０１７国语 《听雷霆于百里之外者》 １９８ ２ 散文 古今之思 议论 中等

２０１８国语 《王嘉》 ２３７ １ 史书 少年聪慧 叙事 中等

２０１９国语 《唐义姑京兆杜氏之墓》 ２２８ ３ 碑文 追忆亡姑 叙事＋抒情 较难

　　２．思想内容：前期选文多表现美德品质，近年来
淡化寓意、偏重抽象思辨。

选文的思想内容是考试命题中值得审视的核心

部分。我国高考强调“立德树人”，日本前期的汉文

选文也基本应和了这一点。在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的１０
份试题中，几乎每一篇文言短篇都有比较明显的寓

意，基本上均表现美好道德品质，教化意味较强。例

如２００１年的国语Ⅰ·Ⅱ选文《唐临为大理卿》记述
了唐临为官刚正不阿，所断案件绝无冤狱；２００４年
国语Ⅰ·Ⅱ选文《楚人谓虎为老虫》批判了当时社
会中狐假虎威、冒名欺世的现象，规劝人们轻名尚

实。需要注意的是，作为初学者，阅读此类寓意明显

的小短文较为合适，但在考试中，这样的内容易造成

试题难度整体偏易，因为考生往往在阅读完整篇文

章后就可以立即“猜出”选文的主旨。因此，具有过

于明显寓意或说教色彩的篇目在２００６年及以后就
很少出现了。近十年来所选的选文往往淡化了寓意

性，或本身就没有明确的寓意，而是更多体现作者较

为多元、复杂的思考。例如２０１３年所选张耒《问双
棠赋序》，起初由作者栽植的海棠花入手，表达对植

物、自然的热爱，但文章不仅停留于此，随后作者赋

予海棠拟人化色彩，把海棠当作自己的挚友来看待，

遥想自己不在时海棠的处境会如何，这就加强了文

章内容的思辨性与情感的细腻化。

３．体裁与结构：前期多选小说、重情节叙事，近
年来多选散文、重议论说理。

体裁与结构是选文文本的形式层面。中心考试

在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期间的选材类型较为单一，除了
２００５年国语Ⅰ·Ⅱ试题所选为一篇史论之外，其余
各年无一例外均为笔记小说或叙事散文。这两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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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最大的共同点是叙事为主，较少有说理成分。

２００３年国语Ⅰ·Ⅱ试题所选《柴窑片磁》首次出现
了议论文字，难度明显提升。２００６年以来的试题则
很少出现全篇均为叙事的选文，“一段叙事、一段议

论”模式的选文开始出现，２００９—２０１１连续三年甚
至出现了通篇议论的情况。与之相配的选文体裁也

出现了多样化，如随笔、史论、文论、序言、碑文等，可

见随着考试的变迁，命题人的选文眼界愈加开阔。

且近几年来的试题明显在体裁与结构上有自觉的蜕

变，如２０１８年首次将史书列入选文范畴，突破了文
与史的界限；２０１９年直接将杜甫写给亡姑的碑文选
入，通篇饱含深情，出现了首篇有明显抒情色彩的文

章。这些变化无疑给日本考生带来了更为严峻的考

验与挑战，因为考题选文已由传统的“故事型”转变

为了“思辨型”甚至“哲理型”，这不仅要求考生有更

缜密的思维，还要有更丰富的知识储备。如２００９年
试题《西施非能亡吴也》，对吴国的灭亡进行了深刻

的历史反思，如果日本考生对这段中国的历史缺乏

了解，则必然满头雾水，难以顺利作答了。

三、结语

总而言之，中心考试的选材具有丰富的研究价

值。以近十年的体裁考查情况来看，命题人有意识

地在进行体裁的更替，不拘泥于某一种或几种体裁，

而是想尽心思进行创新。值得一提的是，当前直到

２０１９年的汉文试题全部是“文”，从未出现过诗歌，
但日本２０２０年最新一度的中心考试汉文阅读首次
考查了一首杜牧的诗歌，而非散文。这种具有明显

反押题意识的命题选材，更加体现出命题者富于变

化的命题思路。由于国别的差异，直接进行横向比

较难以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但这种命题思路、选

材方法却值得我国教育工作者借鉴、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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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间文学中爱国主义资源的价值及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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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意识形态。

摘　要：现代社会的民族文化遭遇发展瓶颈，影响到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播和国人信仰体系的构
建。民间文学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蕴含有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对培养民族认同感具有

重要意义。除了神话故事和传说，民间文学的很多补充形式都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

民族的精神血脉和基因。民间文学的教育和传承缺乏顶层设计，培育和开发力度亟待加强，民间文

学培育和开发体系急需优化或重建。民间文学的发展史表明，在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民间文学传

播及培育是人们接受爱国主义精神洗礼的过程。

关键词：民间文学；传承创新；路径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１．０２．００５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１）０２－００２３－０５

　　民间文学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是不可
替代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载体。民间文学发端于

民间，群众基础深厚，有利于培育和加深乡土情结和

家国情怀。精彩纷呈的各民族民间文学，是多民族

国家文化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璀璨明珠。

一、民族文化、民间文学及爱国情怀

（一）民族文化

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文化是血脉和灵魂。

历经数千年历史积淀、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民族文

化博大精深、底蕴丰厚。历史证明，一个民族或国家

的强盛往往以民族文化的繁荣为支撑。中华文化历

经劫难而薪火不断，散发出愈加旺盛的生命力，拥有

持续稳定的民族文化是重要内因。

经济全球化时代，外来文化猛烈冲击，资产阶级

思潮甚嚣尘上。在意识形态建设的战场上，优秀传

统文化更是起着定海神针的作用。民族文化有力地

传承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涵养中华民

族的文化基因。民族文化凝心聚力，对推动民族复

兴伟业发挥着重要作用。

民族文化蕴含丰富的教育价值。以爱国主义为

核心的精神追求潜移默化地熏陶着炎黄子孙，强化

国人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

（二）民间文学

文学是以语言为手段，艺术地、形象地反映社会

生活的意识呈现形式。文学按体裁可分为诗歌、小

说、散文和剧本；按时间分为古典、近代、现代和当代

文学。把文学分为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则是按文学

创作的主体来划分的。

民间文学来自民间劳动人民，具有流传性、口头

性和集体性特征。民间文学是广泛流传于人民群众

并反映他们生活、观念和感情的口头文学。民间文

学是人民的集体创作，渗透人民的集体情感，是人民

生活的“百科全书”，包括天文地理、民风民俗和人

情世故。

从表现形式上来说，民间文学可以是高雅的史

诗、故事和歌谣，也可以是散落各地的民间说唱、民

间小戏，包括内容比较固定的远古神话和传说，也可

以是口头文学形式的谚语、歇后语和谜语等。当然，

文字作品的民间文学是主流，但口头民间文学也富

有强大的生命力，遍布于人类生活各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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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间文学、民族文化与爱国情怀

民族文化和民间文学辩证统一、相辅相成。前

者是后者的土壤，后者是前者的反映。爱国情怀则

是民间文学与民族文化的共同主题。

从承载内容看，民族文化和民间文学都是民族

意识的积淀，包括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从功能作用

看，民族文化和民间文学都有助于增强民族认同和

国家认同。民间文学孕育于人民又哺育后人，民族

文化则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总汇。民

族文化和民间文学都关乎民族的内聚力，对民族优

秀文化传承起着重要作用，是民族发展和民族续存

的土壤和柱石。

民间文学集中反映着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核，体

现劳动人民独特生活情趣，在内容上是生活的、大众

的和民俗的，是最古老也是最年轻的民族文化表达

形式，是祖国同胞沟通情感的纽带。

二、民间文学的爱国主义资源及价值分析

（一）民间文学蕴含丰富的爱国主义精神资源

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民族文化的发展遭遇各

种瓶颈和威胁。国外错误思潮严重侵蚀青少年的精

神世界。有些孩子对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知之不

多，却乐于过洋节、吃洋餐。人们的内在信仰体系受

到外来文化的空前影响，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以

重建国人文化自信成为当务之急。

民间文学能够胜任文化传承重任。民间文学中

的很多传说和故事，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核

心理念，传递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和审美情趣。以民

间文学为抓手强化民族精神建设，是提高民族凝聚

力、民族向心力和民族自豪感的重要举措。很多脍

炙人口的民间文学作品很好地传播了传统文化的精

神内核。比如夸父追日，情节虽然简单，但其中表达

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奉献精神千古流传；神农

氏尝百草，反映了舍己为民的大无畏精神；阿凡提和

济公的文学形象则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聪慧与勇敢。

许多爱国题材的民间文学，采用故事、歌谣和谚语等

灵活的形式，易于传播。虽然篇幅短小，但节奏明

快、含义深刻。

（二）民间文学有益于培养民族认同感

民族认同感是关于民族认知系统在感情上和心

理上的趋同。一个民族的民族心理就是民族认同的

结果。换句话说，民族认同是民族心理形成的基础。

有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才会产生爱国爱民的深厚

情感，从而产生践行民族道德规范的动力。民族认

同感是个体产生爱国德行的基础和原点，是支撑爱

国主义行为的源泉和动力。民间文学滋养人的灵

魂，影响个体内心世界。很多人在自己一生的经历

中，通过活学活用民间故事，重建与国家和民族的联

系。［１］

民间文学可以让人们通过具体而生活化的文学

体验，培育现代人的“情商”。学校教育往往只注重

智力发展而忽视了情商的培养。而通过阅读民间文

学激发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提高对道德规范和

道德情操的感悟，以青少年所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

培育爱国情怀。

（三）民间文学有益于活跃民族传统文化

民间文学包括史诗、故事和传说等国学经典，也

包括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形式，如民族音乐、舞蹈和

美术等。甚至民间节日也可以作为民间文学的补充

形式，普遍存在于祖国的各个地方。以民间文学形

式出现的民族音乐、舞蹈、美术和节日呈现，与以文

字形式出现的民间文学一起，构成民族文化传播的

立体系统。丰富多彩的文学表达形式对于活跃地方

文化、熏陶民族情感、构筑家国情怀都是十分重要

的。民间文学及其补充形式无不渗透着中华民族的

精神血脉。

中国民俗学家周作人早在１９１９年就表达过对
中国民俗学发展系统的主张。他详细梳理了民俗学

与民间文学的发展脉络，研究民众日常生活的艺术

化、平民生活与国民文化、小品文的民间文学价值

等，为民间文化发展做出早期贡献。［２］他后来曾要

求《歌谣》周刊对“方言成语当加以解释”。他认为

“歌词文俗不可加以润饰”“俗字俗语不可改为官

话”等，可见其把民间文学纳入民俗学研究的主

张。［３］

（四）民间文学的知识普及与民族教化功能

由于民间文学分布时空的广泛性，其对教育普

及的意义远远大于“文学”。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相

当长的时期内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传承方式是广大

劳动人民对文化传承的主要方式。尧舜禹的故事传

说、节气变化及农作物播种规律认识的传承、河水涨

落及灾害预防知识的流传，往往都是缘于民间文学

方式。在一定历史阶段和范围内，通过民间文学实

现了对天文地理和风俗习惯等人类基本文化知识的

传承，民间文学成了国民教育的手段和内容。马林

诺夫斯基（英国文化人类学家）认为，故事、历史、格

言和谜语都是艺术和知识的混合物。

于民间文学所能影响之处，对个体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进行社会性教育。对人的自身素质和终

身发展产生持久影响。民间文化因其强大的生命

力，发挥着传承民族文化的“根”和“本”的作用，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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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风俗习惯、信仰、价值观念、审美理念等“根本”内

容。特别是对于民间生活来说，渗透着传统文化的

伦理常道、承载着民族情感与精神的民间文学是最

好的“民间历史教科书”。民间文学让历史人物和

民族英雄成为榜样，使优秀文化代代相传，使古老智

慧得以流传。

爱国情怀养成和故乡情结培育是民间文学民族

教化功能的重要体现。盘古、女娲、大禹、妈祖的故

事传说能够激发人们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之情。通

过对民族起源和民族历史的解说，培育爱国爱家情

节。民间文学在潜移默化中培养民族情感，提高民

族认同感。不同地域的特色文学还有助于培育故乡

情结，河洛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齐鲁文化、湖

湘文化、吴越文化等各有特色。同样是人类的混沌

出世，汉族、水族、阿昌族、布朗族、彝族、布依族、侗

族和傣族各有自己的传说；同样是盘古开天的传说，

汉族有《五运历年记》、彝族有《梅葛》、白族有《创世

纪》等不同的版本。通过民间文学激发人们热爱家

乡的情感，热爱家乡的一草一木，热爱祖国的大好河

山。另外，不同地域有各自的民族节日，节日情怀有

助于提高民族归属感，通过继承和发扬传统节日文

化传递爱家爱国感情。人口较少的锡伯族历史上多

次迁徙，但锡伯族的民族节日和民间信仰等通过民

间文学传承得到很好的保存。［４］

民间文学有利于培育国人文化自信。民间文学

与百姓生活融为一体，通过传承民族文化最为核心

的理念，实现培育文化自信的效果。民间文学体现

的生态意识和生存智慧，体现远古人类对大自然的

敬畏，阐释了古人的生态伦理观。民间文学承载的

“和”“合”观念和人文情怀对人的自身修养具有启

示意义。在弘扬优秀文化过程中，民间文学值得进

行充分的演绎与重构。［５］

民间文学传承对于民族团结的意义，在于各族

人民在相互交流和沟通中因为相同的文化渊源而找

到共同点，共同的文化心理和文化情结是中华民族

万众一心、风雨同舟的内在基础。

三、民间文学爱国主义资源价值的开发路径

（一）民间文学教育和传承的顶层设计

很多民间文学富含理想信念、家国情怀，蕴含爱

国与奉献精神，是民族凝聚力的纽带和根源。在祖

国和民族的危难时刻其凝聚功能和作用不可替代。

开发和运用民间文学的时代价值，要有顶层设计，国

家设立专门机构，可以是教育机构也可以是宣传机

构，聚焦现实生活中的文化需求。当前我们的社会

面临挑战和风险，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凝聚全

国人民的聪明才智是中华民族挺过紧要关口的关

键，也是我们早日实现复兴伟业的关键。时代呼唤

着民族认同和价值认同，和谐社会建设需要用民族

精神融合时代精神，在凝聚力中发挥传统文化的时

代价值。民间文学的智慧建立在长期的社会实践

中，是人民群众生活的总结，开发和运用其中的时代

价值意义重大。政府和很多学者关注民间文艺，为

民俗学、民间文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融合建

设不断努力。［６］

民间文学的顶层设计要着眼于民族文化存续。

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原有“土壤”基础上的不断

创新，把时代最需要的精神融入民间文学，用科学理

论、先进文化和正确方法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

化，把文化意识转化为治理效力，从国家和民族发展

大势中谋划传承和重构的顶层设计。用国家制度规

范文化创新的过程、原则和方法，整合民间文学的发

展和传播渠道，打通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教育和影响

渠道，推动优秀文化回归寻常百姓的生活。在文化

政策制定上，实现顶层设计和制度建设全国一盘棋，

保证文化创新持续性。

民间文学的顶层设计要鼓励对不同地域的民间

文学素材进行挖掘和再造。过去的文学史思维上存

在着两个层面的缺陷，要么把整体的文学史看作是

地域文学史的总和，要么是认定地域文学史只有在

整体文学史中呈现才显重要。这两种偏见不利于地

域文学的认识和处理，为地方的民间文学发展制造

了多种局限。鼓励不同地域重构自己的文学结构，

实现“地域文学”到“地方路径”的转换。鼓励采取

地方路径，去挖掘吸纳“地域文化的内部视野”。［７］

从当地文化特色入手，使民间文学传承内容与生活

相关联。在古老而美丽的地方传说基础上，培养对

家乡、对民族和对祖国的热爱。

民间文学的顶层设计中，需注重功能价值的引

导。弘扬传统文化的内容功能导向至关重要。民间

信仰避免陈旧芜杂，只有经历一番打磨才能体现民

众实践的自洽逻辑，在保存民间特有的知识体系的

基础上服务人民文化事业。［８］

（二）民间文学教育和传承的场域设置

随着城镇化、都市化生活方式的推进，流传于底

层的民间文学的传承面临极大威胁。民间文学面临

着传承与传播的困境。从纵向发展看，民间文学的

代际传承出现断层，主要原因就是年轻人不断走出

传统的山区和农村；从横向传播看，传统民间叙事的

公共空间日渐萎缩，主要原因是现代生活方式形成

的空间私密化；从认知结构看，一些民间叙事的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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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受到质疑，原因是现代社会的知识基础发生了改

变。［９］以民间文化组成的民间故事为例，民间故事

对于群体团结、文化传承和价值建构起着重要作用，

但当前的民间故事普遍面临着传承动力不足、传承

人渐少问题，严重影响了民间故事的传播与传

承。［１０］需要现代人主动创造时机和场合，让民间文

学在人们生活中再现，可以换一种形式存在，或者换

一种场域展演。

民间文学教育和传承需要一些基本要素的共同

参与。传承场域和传承人是两个基本要素。就传承

场域来说，互联网及其衍生品等新媒介成为越来越

重要的民间文学传承渠道或场域。新媒介使民间文

学的口头性削弱，变异性增强，集体性消解。就传承

人来说，民间文学传承人出现分层和分化现象，随着

各种非遗项目传承人的认定，出现了很多地方文化

代言人，民间文化传承出现职业化倾向。但是，遍布

人类生活时空的民间文学之传播，还是要由人民大

众的共同参与才能完成。

民间文学的生命力来源于现实生活的需要。民

间文学体现的知识、价值和道德信仰体系的需求仍

在，只要这种需要没有削减，民间文学就会保持旺盛

生命力。传承场、传承人、传承内容都有新特点出

现，这要求我们适当调整对策，以便更好地传承民间

文学。

要发挥好民间文学经典传承场的作用。民间文

学的神话、史诗和传说等的传播，常常出于祭祀或某

种仪式需要，按照严格规程，由祭师或其他专门人员

导引或主持，遵循特定内容和程序进行。在民间，文

学经典传承场容易受到时代观念变迁的影响，演述

人和受众是其中的稳定因素。应鼓励一定范围内存

在的演述人角色，避免演述场域的断流。在传统传

承场中，火塘、庭院、田间地头、街头巷角、墓地、祭场

等都可以成为传承场所。但随着新媒体的出现，民

间文学的传承场域不断扩大，传统形式逐渐被新的

媒体形式和新的展演形式打破进而取代。口耳相传

为主的传统民间文学形式———民歌、谚语、笑话、故

事等，借助新媒体，更多地以文字、图画甚至影视形

式传承，民间文学知识传播加速。但是加速传播后

的民间文学，对于其发源地的广大山区和农村，影响

仍然有限。

而对于广大的新兴城镇甚至大都市的人们来

说，也仍有民间文学传承的需要和空间。民间文学

的传播场域当然更多地让位于图书和影视。书面介

质在民间文学传承中扮演重要角色。随着技术进步

和艺术形式多样化，民间文学呈现方式必然愈加多

样化，诸如广播电视、各类舞台、各类课堂、各地的导

游资料中。民间文学数字化可以得到更大的网络效

果，智能设备和网络终端都成为民间文学传承的重

要场域。我们要做的是，把握好民间文学创新发展

在内容上的质量和方向，使民族优秀文化得以发扬

光大，正确而科学地进行“传”和“承”。

民间文学教育途径多种多样。我们要合理利用

民间文学的教育资源，发挥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的

三大支柱，全民参与，构成完整的教育结构系统。民

间文学是劳动人民的集体创作。很多民间艺术家集

民间文学创作者、传播者、保存者和发扬者等多种身

份于一身。要发挥这些民间艺术家的独特作用，让

他们发挥专长，根据不同类别故事的特色，巧妙而高

效地传播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优秀的讲述者能够

借助人物形象活灵活现地表达思想主题，感染和教

育听众。

（三）民间文学教育和传承的创新转化

在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５Ｇ时代，民间文学有
了更好的传播平台。民间故事等民间文化也是信息

传播的重要内容，其情感和趣味常常是人们运用影

像传播呈现民间文学的考虑内容。［１１］同时，民间文

学的创新发展空间需要打开。民间文学发展的新空

间设计，要融合民族文学的艺术标准，也要立足价值

追求，从爱国主义情感培育高度思考民族文学的建

构和布局。［１２］

民间文学创新中，注重培养自强不息、团结奋斗

的中华精神，立足民族文化的总体价值取向进行创

新转化。神话故事中哪吒的形象与事迹仿佛早已定

型，但由饺子执导的《哪吒之魔童降世》敢于立足时

代，确立中华民族在挫折面前不气馁、力图扭转命运

的主题，“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呐喊赋予哪吒以新形

象，也喊出了很多人内心的潜台词。［１３］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民间文学传承注入

动力。今后的民间文化发展仍然以民众生活为中

心，以口头语言为中心，以人为中心，以活化传承为

方向，把民族传统融入当代社会生活，赋予民间文学

以新的生命和发展机遇，充分挖掘其潜藏的巨大能

量。［１４］近些年来民间文艺发展的历史也证明，其概

念、价值以及基本特性都存在着传统与现代的对话，

科学重构和积极建构不失为发展民间文化的良

策。［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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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科技创新效率评价及对策研究
———基于ＤＥＡ－Ｔｏｂｉｔ模型

荀守奎ａ，ｂ，程若静ａ，兰国辉ａ，李珑莹ａ，张梅芳ａ

（安徽理工大学 ａ．经济与管理学院；ｂ．金融科技研究所，安徽 淮南 ２３２０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１－３０
基金项目：２０１９年度安徽省领导圈定课题“安徽产业集群创新发展问题研究”（ＳＱＫＴＦ１９－０２）；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

地项目“安徽省煤炭安全事故与经济景气度的相关分析及对策研究”（ＳＫ２０１９Ａ０１００）；安徽省教育厅重点项目“煤矿企业安全
事故经济学分析和风险管理研究”（ＳＫ２０１９Ａ０１０３）

作者简介：荀守奎（１９６８—），男，安徽淮南人，安徽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金融科技等。

摘　要：基于ＤＥＡ－Ｔｏｂｉｔ模型，对２０１８年安徽省１６个地市的科技创新效率和影响因素加以评
价和分析。研究发现：安徽省科技创新研发效率强，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效率不高；科技研发人员、

仪器设备购买费用和专利申请数都对安徽省科技创新效率有很强的促进作用。最后基于上述分析，

针对性地提出解决对策。

关键词：科技创新；效率评价；ＤＥＡ－Ｔｏｂｉｔ模型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１．０２．００６
中图分类号：Ｆ０６１．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１）０２－００２８－０５

　　一、文献综述
２０１９年制定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

划纲要》将长三角地区定义为我国又一个高发展、

高开放、高创新的地区，明确其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建设过程中有着战略性的地位。而安徽省作为长三

角地区的重要一环，始终立足创新优势，坚持科创兴

皖。安徽省不仅提出要构建长三角地区科技创新共

同体，还承担起了带领三省一市编制科技创新共同

体规划的重任，旨在全力将长三角区域建设成为全

国的创新发展先行地区，并希望以此促进国家的全

面综合发展。可见，安徽省科技创新在长三角地区

乃至全国范围内的作用与地位越来越突出。因此，

很有必要对安徽省科技创新问题展开研究。

目前，有关科技创新效率评价的研究有很多。

比如陈振等人（２０１８）运用ＤＥＡ法测算了２０１５年河
南省各地市的农业科技创新效率［１］；ＬｉｎＳｈｏｕｆｕ等
人（２０１９）采用ＤＥＡ法对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我国七类工
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进行了评价［２］；康旺霖等人

（２０２０）运用ＤＥＡ法对我国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海洋科技
创新总体效率、科研效率、技术转化效率及教育效率

进行了测度［３］；陈娜等人（２０２０）将 ＤＥＡ法与 ＳＦＡ
法相结合，对我国西部地区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

进行评价，并对其影响展开研究［４］；张峰等人

（２０２０）利用ＳＦＡ法，对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全国内地２８
省市的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行了测

度［５］；魏厦（２０１９）利用 ＰＣＡ法对２０１６年全国各省
科技创新竞争力进行测算，再基于此对河北省科技

竞争力展开深入研究［６］。

此外，刘钒等人（２０１７）将 ＰＣＡ法、ＤＥＡ法和回
归分析中的 Ｔｏｂｉｔ模型相结合构建组合模型，对
２００４—２０１５年全国和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效率进
行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７］；张璇等人（２０１８）运用
ＤＥＡ－Ｔｏｂｉｔ模型测算了中国 ３０个省份 ２００４至
２０１４年多种类型的环保投资效率，并深入探讨了财
政分权对环保投资效率的影响［８］；田红宇等人

（２０１９）基于政府与市场耦合角度，运用 ＤＥＡ－Ｔｏｂｉｔ
模型对１９９７—２０１６年中国各省份的科技创新效率
进行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９］；王义新等人（２０１９）同
样运用该模型对中国３６个工业细分行业的科技创
新效率展开研究，发现不同行业科技创新效率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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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且并非科技创新投入越多效率越高，关键在于

投入与行业特点要匹配［１０］。

综合上述文献研究发现，从研究方法来看，主要

包括数据包络分析法（简称 ＤＥＡ法）、随机前沿分
析法（简称ＳＦＡ法）、主成分分析法（简称ＰＣＡ法）、
ＤＥＡ－Ｔｏｂｉｔ模型（将 ＤＥＡ模型与 Ｔｏｂｉｔ模型相结
合），并且最后一种方法可以对科技创新效率问题

进行更全面、深入的研究。从研究对象来看，大多是

对中国各省不同领域的科技创新效率值进行测算及

对比，仅以安徽省为研究对象，并对其科技创新效率

和影响因素同时进行研究的文献较少。因此，采用

ＤＥＡ－Ｔｏｂｉｔ模型对安徽省科技创新效率及其影响
因素进行分析，并基于此提出客观且具有针对性的

对策建议，为提高安徽省科技创新效率提供借鉴意

义。

二、安徽省科技创新效率评价实证分析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指标的选取

１．指标体系的构建
虽然有关区域科技创新效率的研究众多，但迄

今为止并没有一套固定的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区域

科技创新相关理论，借鉴前人研究的成果，根据系统

性、动态性、有效性和数据可得性原则，对安徽省科

技创新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进行选取及优化。将科技

创新活动分为研发和成果转化两个阶段，并且分别

从投入和产出两方面选取指标。由于劳动力和资金

是投入产出系统中两大最基本的投入要素，因此，主

要基于这两大要素选取投入指标。产出指标基于科

技创新成果数量和科技创新带来的经济效益进行选

取。最终构建的安徽省科技创新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包括 ４个一级指标（２个投入指标和 ２个产出指
标），１３个二级指标（见表１）。
２．指标的选取
以安徽省及其１６个地市作为研究对象，根据

《安徽省统计年鉴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和《安徽省科技统计
年鉴２０１８—２０１９》，结合上述科技创新效率评价指
标体系，选取安徽省及其１６个地市的相关数据。但
考虑到科技创新活动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因此决定

投入指标选取２０１７年的数据，产出指标选取２０１８
年的数据。

３．研究方法
数据包络分析法（ＤａｔａＥｎ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ＤＥＡ）是一种用来测量决策单元生产效率的方法，具
有以下优势：①适用投入、产出变量都包含多个指标
的模型效率评价问题；②投入、产出值的量纲选取对
效率值不会产生影响，无须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

理；③模型可以通过实际数据求得最优权重，无须提
前设立权重，避免许多主观因素影响；④模型假定各
种投入和产出变量之间确实存在某种联系，但不需

要给出明确的函数表达式，有效简化了整个模型，并

且使结果更客观。文章采用ＤＥＡ－ＢＣＣ模型对安徽
省科技创新效率进行评价。

表１　科技创新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阶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科技创新研发

投入指标 Ｒ＆Ｄ人员折合全时当量（Ｘ１）
Ｒ＆Ｄ经费内部支出（Ｘ２）
仪器设备购买费用（Ｘ３）
技术购买及引进费用（Ｘ４）
Ｒ＆Ｄ研发机构数（Ｘ５）

产出指标 专利申请数（Ｙ１）
发表科技论文数（Ｙ２）
出版科技著作数（Ｙ３）

科技成果转化

投入指标 技术吸收及改造费用（Ｘ６）
专利申请数（Ｘ７）

发表科技论文数（Ｘ８）
出版科技著作（Ｘ９）

产出指标 新产品销售收入（Ｙ４）

　　ＤＥＡ－ＢＣＣ模型基本形式：
ｍｉｎθ＝ＶＤ

ｓ．ｔ

∑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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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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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上式中，θ表示相对效率，ｘ为投入指标，ｙ为产

出指标值，ｓ－ｉ表示投入指标的松弛变量，ｓ
＋
ｉ表示产

出指标的松弛变量。

（二）实证分析

运用ＤＥＡＰ２．１软件对２０１８年安徽省各个市的
科技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并对其结果进行分析（见表

２和图１）。
（三）结论

通过上述研究可以看出，２０１８年安徽省及其１６
个地市的科技创新活动大多属于高研发—高转化或

者高研发—低转化状态，科技创新研发效率平均在

０．９６左右，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效率平均在０．７７左
右，说明安徽省科技创新总体效率较好。

具体来看：（１）安徽省科技创新研发效率较高，
全省总体和１２个地市的科技创新研发活动都达到
效率最佳状态，只有４个地市没有达到效率最佳状
态，但综合效率值都在０．７８及以上。这说明安徽省
近年来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力度、完善科技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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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措施成效显著。（２）安徽省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效
率不强，只有６个地市科技成果转化达到了效率最
佳状态，其余１０个地市效率值并不高，其中淮南市
的科技成果转化综合效率值只有０．１３８。这说明安
徽省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因

此，安徽省需要不断加大力度促进科技创新成果的

转化。

表２　２０１８年安徽省及其１６个地市科技创新投入、产出效率结果

科技创新研发阶段

ＴＥ ＰＴＥ ＳＥ
科技成果转化阶段

ＴＥ ＰＴＥ ＳＥ
合肥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 ０．６５９１．００００．６５９ ｄｒｓ
淮北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
亳州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 ０．９２１１．００００．９２１ ｉｒｓ
宿州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 ０．８４４１．００００．８４４ ｉｒｓ
蚌埠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 ０．８０２０．８１２０．９８８ ｄｒｓ
阜阳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 ０．４５８０．４７４０．９６６ ｄｒｓ
淮南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 ０．１３８０．１５３０．９０３ ｉｒｓ
滁州 ０．７８００．９６００．８１２ ｄｒｓ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
六安 ０．９４００．９６６０．９７３ ｉｒｓ ０．４２００．４４４０．９４７ ｉｒｓ
马鞍山 ０．７９１０．８４２０．９３９ ｄｒｓ ０．７９５０．８３８０．９４８ ｉｒｓ
芜湖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
宣城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
铜陵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
池州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
安庆 ０．８６８０．８７１０．９９６ ｉｒｓ ０．６６９０．７３１０．９１６ ｉｒｓ
黄山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 ０．８０８１．００００．８０８ ｉｒｓ
全省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 ０．５７０１．００００．５７０ ｄｒｓ

　　注：（１）ＴＥ表示综合效率；（２）ＰＴＥ表示纯技术效率；（３）ＳＥ表

示规模效率；（４）ｉｒｓ表示规模报酬递增；（５）ｄｒｓ表示规模报酬递减；

（６）“－”表示规模报酬不变。

图１　安徽省及其１６个地市两阶段创新效率矩阵

三、安徽省科技创新效率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一）选取指标

从投入角度对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研

究，分别选取安徽省科技创新研发阶段和成果转化

阶段的各投入变量作为解释变量，选取ＤＥＡ评价结
果的综合技术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

（二）提出假设

针对模型，提出相关假设（见表３）。
（三）构建模型

采用Ｔｏｂｉｔ模型对安徽省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

因素进行分析。主要是因为经过 ＤＥＡ分析得到的
效率值具有截断性，即值均在０到１之间，此时如果
用普通的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会出现偏差或

估计量不一致的现象，而运用 Ｔｏｂｉｔ模型进行分析，
可以有效避免上述问题。

表３　回归分析的基本假设

阶段 基本假设

科技创新

研发阶段

Ｈ１：Ｒ＆Ｄ人员折合全时当量越大，科技创新效率越高
Ｈ２：Ｒ＆Ｄ经费内部支出越多，科技创新效率越高
Ｈ３：仪器设备购买费用越多，科技创新效率越高
Ｈ４：技术购买及引进费用越多，科技创新效率越高
Ｈ５：Ｒ＆Ｄ研发机构数越多，科技创新效率越高

科技成果

转化阶段

Ｈ６：技术吸收及改造费用越多，科技创新效率越高
Ｈ７：专利申请数越多，科技创新效率越高

Ｈ８：发表科技论文数越多，科技创新效率越高
Ｈ９：出版科技著作越多，科技创新效率越高

　　Ｔｏｂｉｔ模型最初是 ＪａｍｅｓＴｏｂｉｎ在分析家庭耐用
品的支出情况时提出的一种计量经济学模型，它的

标准回归模型如下：

ｙ ＝β′ｘｉ＋ｕｉ （１）
ｙ ＝ｙｉ，若ｙ ＞０ （２）
ｙ ＝０，若ｙ≤０ （３）

基于上述指标体系，建立安徽省科技创新效率

影响因素分析的Ｔｏｂｉｔ回归模型如下。
科技创新研发阶段：

Ｙ１＝β０＋β１Ｘ１＋β２Ｘ２＋β３Ｘ３＋β４Ｘ４＋β５Ｘ５＋ε
（４）

科技成果转化阶段：

Ｙ２＝β０＋β６Ｘ６＋β７Ｘ７＋β８Ｘ８＋β９Ｘ９＋ε （５）
Ｙ１和 Ｙ２分别为两个阶段的综合技术效率，Ｘ１

至Ｘ９分别为两个阶段的投入指标，ε为误差项，β０
为常数项。

（四）回归分析

首先对科技创新研发阶段和科技成果转化阶段

的投入指标数据运用归一法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再

运用Ｓｔａｔａ１５软件对安徽省科技创新研发和科技成
果转化两个阶段进行回归分析。根据回归分析结果

（见表４），可以得到如下模型。
科技创新研发阶段：

Ｙ１＝１．４３＋１４．１４Ｘ１－４．２５Ｘ２＋１１．９７Ｘ３－
２．７２Ｘ４－５．３２Ｘ５ （４）

科技成果转化阶段：

Ｙ２＝０．９５－０．９１Ｘ６＋３．３５Ｘ７－３．３５Ｘ８＋０．２７Ｘ９（５）
（五）结论

科技创新研发阶段：Ｒ＆Ｄ人员折合全时当量
（Ｘ１）、仪器设备购买费用（Ｘ３）与科技创新研发效率
成正比，说明Ｒ＆Ｄ人员折合全时当量和仪器设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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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费用的投入增多，可以使得科技创新研发的效率

提高，这表明假设 Ｈ１、Ｈ３成立；Ｒ＆Ｄ经费内部支出
（Ｘ２）、技术购买及引进费用（Ｘ４）、Ｒ＆Ｄ研发机构数
（Ｘ５）与科技创新研发效率成反比，即随着 Ｒ＆Ｄ经
费内部支出、技术购买及引进费用和Ｒ＆Ｄ研发机构
数的投入增多，科技创新研发效率反而下降，这表明

假设Ｈ２、Ｈ４、Ｈ５不成立，说明这些指标存在投入冗
余现象，可能是因为经费投入主体单一使得经费没

有得到充分合理应用、安徽省科研人员水平较低无

法有效使用购买和引进的技术、研发机构管理体制

不合理等。

表４　Ｔｏｂｉｔ模型实证分析结果

解释变量 系数 标准差 Ｐ值

科技创新研发阶段

ｘ１ １４．１４２２３ １２．００７３２ ０．２６４
ｘ２ －４．２５３９８７ ４．０１０３３８ ０．３１２
ｘ３ １１．９６９６７ ９．５５５０８３ ０．２３６
ｘ４ －２．７１７４４７ ２．０８７２６２ ０．２２０
ｘ５ －５．３２０１５ ３．６７１６６５ ０．１７５
＿ｃｏｎｓ １．４２７９９５ ０．３０５９８８ ０．００１

科技成果转化阶段

ｘ６ －０．９０６７５０ ０．５９８８９３ ０．１５６
ｘ７ ３．１０８３８８ ２．４６８０３２ ０．２３２
ｘ８ －３．３５２０１４ ２．７１６８３３ ０．２４１
ｘ９ ０．２６７４８８ １．９５２８１３ ０．８９３
＿ｃｏｎｓ ０．９４５１９４ ０．１３９８３３ ０．０００

　　科技成果转化阶段：专利申请数（Ｘ７）、出版科
技著作（Ｘ９）与科技成果转化成正比，即专利申请
数、出版科技著作投入增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提

高，这表明假设 Ｈ７、Ｈ９成立；技术吸收及改造费用
（Ｘ６）、发表科技论文数（Ｘ８）与科技成果转化成反
比，即随着技术吸收及改造费用和发表科技论文数

增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反而降低，这表明假设 Ｈ６、
Ｈ８不成立，说明技术吸收和改造费用运用不合理，
论文数量过多质量却不高，难以转化为实际生产、生

活所使用。

综合上述分析结论，本文接下来将对安徽省科

技创新效率稳定增长的制约因素进行深入剖析，并

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为提高安徽省科技创新成

果转化以及整体科技创新效率提供借鉴。

四、制约因素与对策建议

（一）制约因素

１．科研成果转化能力较低
安徽省近年来不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科技创

新平台建设成效显著，大多地区科技创新研发活动

已经达到效率最佳状态，但是其科技成果转化效率

并不高，效率值仅有０．５７。这可能是因为安徽省近
年来投入建设的研发平台多是从事基础研究、理论

研究的高校和科研院所，这些机构大多将论文专著

或科研项目作为研究成果的主要判断标准，没有充

分重视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市场化，并且这些科研机

构的研究很少与企业研发、生产活动相结合，最终导

致安徽省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能力不强。

２．科技创新人才结构不合理
研究发现，相对于其他因素而言，Ｒ＆Ｄ人员数

量对科技创新效率有很强的正面影响，可见创新型

人才是科技创新发展的一大关键要素。虽然安徽省

科研人员的数量越来越多，但是，高水平人才增长趋

势缓慢，占比仍较低，导致科技创新缺乏人才动力。

因此，人才结构不合理可能是安徽省科技创新研发

效率高但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低的一大原因。

３．科技投入主体单一
研究发现，安徽省Ｒ＆Ｄ经费内部支出与科技创

新存在负相关关系，这与“投入越大产出越大”的一

般规律不同。可能是因为安徽省科技发展的经费来

源主要是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企业和社会

资金都没有被充分地吸纳，导致安徽省科技创新投

入主体单一、结构不合理，最终资金没有得到有效利

用。

４．区域间科技创新效率差距较大
安徽省各地市的科技创新效率分布不均，有些

地市科技创新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已经达到最

佳状态，比如淮北、芜湖、宣城、铜陵、池州。但是大

部分地市的科技创新效率一般，少部分地市科技创

新效率很低，比如淮南市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仅有

０．１３８。此外，合肥作为安徽省省会城市，其科技创
新投入最多，但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并不高，投入冗余

现象严重。因此，安徽省还需要重点关注科技创新

投入在区域间的统筹协调问题。

（二）对策建议

１．不断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
安徽省科技创新能力不强的一大障碍就是科技

成果转化效率不高，因此，科技成果转化问题亟待解

决。首先，继续完善科技创新基地的建设，为科技成

果转化提供支撑平台。其次，不断调整优化相关的

法律制度，明确科技成果的评判标准、处置权力，以

及收益分配等问题，激发科研机构、企业等主体进行

科技成果转化的动力，促进科研机构研发活动和企

业研发生产活动相结合，进而有效推动科技研发成

果的转化。

２．构建完善的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
任何活动的主体是人，最关键的影响因素和根

本的动力是高层次的人才。科技创新活动也不例

外，其关键在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首先，安徽省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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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完善重点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建设，为科技创新

提供一个良好的人才基础；其次，加大对学生创新意

识的培养，在提高专业技能的基础上，培养实践能

力、思维发散能力等；最后，制定合理的选拔机制、激

励机制、晋升机制、培训机制等，在留住内部高水平

人才的同时，不断引进外部创新型人才，建立完善的

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

３．不断建立多元化科技资金投入体系
安徽省应当坚持由政府引导投资方向并投入财

政支持资金，在此基础之上，大力吸引外商投资和社

会投资作为科技资金投入的主要来源。同时，不断加

大创新经费的投入，优化经费投入结构，为科技创新

提供良好的资金条件；不断探索不同主体共同出资和

运营管理的组织新机制。例如，中央与地方共同出

资、不同区域政府共同出资、政府与企业共同出资等

多种出资模式、出资比例和运营管理的组织新机制。

４．加强区域间科技创新能力的协调统筹发展
根据各地市科技创新发展现状以及自身特点，

给予不同的科技创新发展定位，并实施相应的措施，

以增强其科技创新效率，进而提高安徽省整体科技

创新发展能力。对于科技创新效率较高的地市，如

芜湖市，应该继续执行以往的政策，持续加大投入；

对于科技创新效率不足且科技创新投入规模报酬递

增的地市，比如淮南市，应该不断加大投入，激发其

科技创新潜在的效能；对于科技创新效率不强但科

技创新投入呈规模报酬递减的地市，比如合肥市，应

该及时对其科技创新发展模式进行调整，尤其要注

重对这些地区投入结构和规模进行调整，避免盲目

投入，造成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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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超效率—ＤＥＡ模型分别测算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中国３１省（区、市）的旅游生态效率与
旅游绿色创新效率，再结合耦合协调模型测算评价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及其时空耦合特征，最后借助

地理探测器探究二者耦合协调的影响因素。结论表明：１）研究期内，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
创新效率的耦合协调度主要处于勉强协调阶段，时序演变不大；省域耦合协调主要处于中级协调阶

段，其次为勉强协调、濒临失调阶段。２）二者耦合协调度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空间分布演
变不大，中西部省份主要处于“低—低”“低—高”空间集聚区，东部发达省份主要位于“高—高”集聚

区，“高—低”集聚区自“东—中—西”方向移动。３）影响二者耦合协调度的显著因素，按影响力从大
到小依次为产业结构、政府规制、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对外开放程度。

关键词：旅游生态效率；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时空特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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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引领经济走向科学

发展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

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坚定

不移地推进“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引领发展，交出

绿色答卷。旅游业作为与生态环境紧密依赖的新兴

产业，实现创新驱动，绿色发展是其优质发展的重要

途径。创新驱动是旅游业发展的战略支撑，绿色发

展是旅游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加快旅游业的创

新变革，可为旅游业的绿色发展破解难题。但当前

中国旅游业的发展逐渐显露出“高污染、高耗能、高

排放”等恶性特征，面对旅游业“三高”现实问题，各

地区及相关产业也日益迫切紧抓“绿色创新”引擎，

寻求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方式改革、生态效率提

高的有效路径，以期通过自身旅游绿色创新水平的

提高驱动旅游生态化水平的提升，缓解旅游业与生

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旅游生态效率作为旅游生态化

水平的量化指标，能够直观反映旅游业的绿色发展

状况；旅游绿色创新效率反映旅游业绿色创新投入

与产出的比例情况，是对其绿色创新能力的直观表

述。因此，二者的耦合协调水平能够反映出地区旅

游生态化水平与旅游绿色创新水平的关系优劣、二

者联系的程度。探讨二者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及其

影响因素对于提升二者耦合协调度，实现旅游业的

创新驱动、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入人心，经济与产业

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也引起了足够的重视，旅游与环

境的关系以及与其他系统的协调发展问题同样成为

近些年的研究热点。学者们分别从定量、定性角度

对旅游生态效率的研究进展［１］、实证分析［２］及其发

展路径［３］等展开研究。随后一些学者依据统计模

型，深入探究旅游地生态安全系统的等级及机理、旅

游目的地开发等。在旅游关系研究方面，旅游与城

镇化、旅游与脱贫、旅游与交通等一直备受国内外学

者关注，旅游生态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也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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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起来，如吴英玲等对旅游与人居环境耦合关系

进行探究，并进一步识别其障碍因素［４］。但在创新

驱动，绿色发展战略背景下，关注到旅游生态化水平

与其绿色创新能力的耦合关系研究少之甚少，大多

数学者关注在如何实现生态旅游的制度创新、开发

创新、模式创新方面，而对二者的关系研究涉猎较

少，刘佳等研究发现中国旅游绿色创新效率存在较

强的空间关联性，且旅游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结构

与省际旅游发展水平差异、省际旅游环境污染差异、

省际旅游资源消耗差异均呈显著相关［５］。鉴于此，

探讨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的耦合协调

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在绿色、创新、协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基于文

献梳理，以中国３１省（区、市）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
绿色创新效率的耦合协调度为研究对象，采用超效

率—ＤＥＡ方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二者耦合协调
度科学测度的基础上，结合统计计量方法与空间自

相关分析，对其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特征展开实

证分析，并进一步引入地理探测器，探测影响其耦合

协调度空间分布的因素，最后立足现状，结合影响因

素，提出促进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

率耦合协调发展，实现旅游业创新驱动，绿色高效发

展的可行性建议。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１．超效率—ＤＥＡ模型
数据包络分析法（ＤＥＡ）是效率评价的经典方

法，通过对多个投入产出指标进行线性规划来判断

效率的有效性。超效率—ＤＥＡ模型是在传统 ＤＥＡ
模型基础上改进的，它克服了传统ＤＥＡ模型可能造
成多个有效单元存在的缺陷，对有效单元再进一步

比较，存在效率大于１的情况。因此，本文借鉴超效
率—ＤＥＡ模型实现对中国旅游生态效率和旅游绿
色创新效率的准确测度，模型构建如下：

ｍｉｎθ

∑
ｋ

１
＝λｋｘｎｋ≤θｘｎ

∑
ｋ

１
＝λｋｘｍｋ≤θｙｍ

λ≥０；ｋ＝１，２，…，ｋ
ｎ＝１，２，…，Ｎ；ｍ＝１，２，…，















Ｍ

（１）

２．耦合协调模型
耦合协调度是对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

效率二者系统相互影响、协调发展程度的描述，耦合

协调度越高，表明二者系统协调统一，和谐发展状态

越好，建立二者耦合协调度测算公式［６］：

Ｃ＝ μ１·μ槡 ２ （μ１＋μ２）

Ｔ＝
μ１＋μ２
２

Ｄ＝ Ｃ·槡 Ｔ （２）
（２）式中，μ１、μ２分别表示旅游生态效率值与旅游

绿色创新效率值，Ｃ、Ｔ分别表示二者系统的耦合度与综
合协调指数，Ｄ表示耦合协调度，借鉴刘丹丽等［６］研

究，我们可将其耦合协调度细分为如下类型（见表１）。
表１　耦合协调类型评判标准

Ｄ值区间 耦合协调类型 Ｄ值区间 耦合协调类型

０．０＜Ｄ≤０．２ 极度失调 ０．６＜Ｄ≤０．７ 初级协调

０．２＜Ｄ≤０．４ 中度失调 ０．７＜Ｄ≤０．８ 中级协调

０．４＜Ｄ≤０．５ 濒临失调 ０．８＜Ｄ≤１．０ 优质协调

０．５＜Ｄ≤０．６ 勉强协调 ——— ———

　　３．空间自相关
地理学认为任何事物之间存在相关性，这种相

关性与空间距离相关，且距离越近的事物相关性越

大。空间自相关分析建立在地理学第一定律的基础

上，是衡量空间事物与其周围事物属性上相关性程

度，空间分布上集聚与关联情况的空间分析方法。空

间自相关分为全局自相关和局部自相关，全局自相

关用莫兰指数（Ｍｏｒａｎ’ｓＩ）表征，用来检验旅游生
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且

相关程度如何。局部自相关用Ｌｉｓａ指数表征，用来考
量局域空间上的集聚与分异程度。二者指数计算公

式如下［７］：

Ｍｏｒａｎ′ｓＩ＝
ｎ∑
ｎ

ｉ＝１
∑
ｎ

ｊ＝１
ｗｉｊ（ｘｉ－珋ｘ）（ｘｊ－珋ｘ）

∑
ｎ

ｉ＝１
∑
ｎ

ｊ＝１
ｗ( )ｉｊ∑

ｎ

ｉ＝１
（ｘｉ－珋ｘ）

２

Ｌｉｓａ＝
ｎ（ｘｉ－ｘ）∑

ｎ

ｊ＝１
ｗｉｊ（ｘｉ－ｘ）

∑
ｎ

ｉ＝１
（ｘｉ－ｘ）

２
（３）

（３）式中，ｘｉ、ｘｊ分别表示第ｉ、ｊ省份的旅游生态
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的耦合协调度，ｎ表示省
份的数量，本文ｎ为３１，ｗｉｊ为空间权重矩阵的元素，
若ｉ、ｊ省份为邻省，元素取为１，否则为０。

（二）评价指标体系建立与数据来源

旅游生态效率是对旅游生产过程中环境、经济

投入与旅游效益产出之间量化关系的表述，是对旅

游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衡量。目前，关于旅游生态

效率的评价指标还未统一，本文借鉴林文凯等学者

已有研究［８－９］，从资源、人力、资本、环境污染四方面

选取投入指标８个，产出指标选取直接描述旅游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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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旅游总人次与旅游总收入，构建旅游生态效率

评价指标体系。旅游绿色创新效率是指旅游生产过

程的创新活动、创新要素的投入所带来的旅游绿色

效益，是对旅游创新要素的投入与环境产出之间关系

的衡量，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参照

刘佳等［８］研究，从人力、物力、财力三个方面选取５个
投入指标，产出指标从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两个方

向选取７个指标，构建评价体系（见表２）。
表２　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系统 指标类型 指标类别 指标构成

旅游生态

效率

投入 资源投入 星级饭店数量

旅行社数量

旅游景区数量

资本投入 旅游业固定资产值

劳动力投入 旅游业年末从业人员

环境污染 旅游废水排放量

旅游废气排放量

旅游固体废弃物

产出 旅游效益 旅游总收入

旅游总人次

旅游绿色

创新效率

投入 人力 旅游科研人员数量

高等院校学生数

物力 旅游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

旅游高等院校数

财力 旅游科研经费

产出 期望产出 旅游申请专利数

旅游收入

非期望产出 万元旅游收入能耗

万元旅游收入电耗

旅游产业废水排放

旅游产业废气排放

旅游产业固定废弃物

　　（三）数据来源
本文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２００９—
２０１８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
《中国旅游统计年鉴正本及副本》（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各省份《统计年

鉴》、统计公报、统计局官网上的资料等，其中旅游

“三废”指标借鉴林文凯等［８－９］方法，采用旅游总收

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对其进行换算，旅游申请

专利数通过在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数据平

台搜索“旅游”关键词进行统计汇总。

三、实证分析

（一）耦合协调关系检验

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之间耦合协

调关系检验是后期耦合协调时空特征分析的前提。

借助ＳＰＳＳ２１软件，对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
效率二者进行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３所
示，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
新效率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二者存在显著的

相关性关系。二者相关系数呈现缓慢上升的态势，

其中在２０１２和２０１７年相关系数达到最高，表明该
两年二者系统相关性最大，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

色创新效率二者联系度最紧密，且二者系统的相关

性也呈现出不断增强的态势，这也与姚治国等学者

研究认为环境管理系统、清洁生产理念等有利于旅

游生态效率的优化与管理相符［１］，表明旅游生态效率

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存在着耦合协调关系，二者的耦

合协调机理为后面进一步探讨时空特征提供依据。

表３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的相关性

年份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相关系数 ０．７８４ ０．７９７ ０．７８６ ０．８１７ ０．８２１ ０．８１９ ０．８１４ ０．８１７ ０．８１９ ０．８２１
显著性水平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二）时序特征
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中国

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度，并

依据评判标准对其进行分类（见表４）。从统计特征
看，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间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
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度的平均值总体变化不大，围绕

０．５９上下起伏，波动发展，其中２０１２年耦合协调度
最高，２０１７年耦合协调度最低，表明近十年来，中国
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度平稳

发展，基本维持在勉强协调阶段，仅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
处于初级协调阶段，耦合协调度有所上升，这与党的

十八大我国重点突出生态文明建设，强调“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下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有关。耦合协调

度的方差基本稳定，级差呈现缩小态势，表明研究期

内，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的耦合

协调度省际差异呈现不断缩小趋势，这与近几年全

域旅游的发展，省际合作的增强等有关。

从耦合协调度等级比例来看，研究期内处于中

级协调阶段的省市居多，其次为勉强协调阶段、濒临

失调阶段，最后为中度失调、初级协调以及优质协调

阶段，表明大多数省市在研究期内旅游生态效率与

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度较好，二者相互响应，

协调发展，而处于二者失调对抗发展和完全协调发

展两极阶段的省份较少。研究期内，中级协调阶段

的省份大多占到三分之一，甚至个别年份将近占到

半壁江山，如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中级协调阶段省份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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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变化不大。勉强协调阶段省份占比总体来说比

较均衡，除 ２０１０年为 ３．２３％外，其余年份维持在
２０％左右。濒临失调阶段省份占比呈现先降低后增
长的态势，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间省份占比较少。中度失
调省份占比近些年基本保持平稳，变化不大，２０１０

年占比最多，达到４１．９４％，表明２０１０年中国大多
数省份处于中度失调阶段，协调程度较差。初级协

调省份占比呈现上升态势，而优质协调阶段省份占

比不断下滑，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２０１４、２０１５以及２０１７年均
没有省份位于优质协调阶段。

表４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度统计特征及等级比例

年份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平均值 ０．５７ ０．５９ ０．４８ ０．６１ ０．６２ ０．６０ ０．５９ ０．５９ ０．５９ ０．５５
方差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２
级差 ０．５９ ０．５７ ０．６６ ０．５２ ０．４８ ０．５４ ０．５４ ０．５４ ０．５１ ０．５６

中度失调 １６．１３％ １６．１３％ ４１．９４％ ９．６８％ ６．４５％ ９．６８％ １２．９０％ １２．９０％ ９．６８％ １６．１３％
濒临失调 ２２．５８％ ９．６８％ ２９．０３％ ９．６８％ ９．６８％ １６．１３％ １９．３５％ １６．１３％ ２２．５８％ ２５．８１％
勉强协调 １９．３５％ ３２．２６％ ３．２３％ ２９．０３％ ２２．５８％ ２５．８１％ ２２．５８％ ２２．５８％ １９．３５％ ２２．５８％
初级协调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２３％ １６．１３％ ６．４５％ ３．２３％ ６．４５％ ９．６８％ ９．６８％
中级协调 ３８．７１％ ３５．４８％ ２２．５８％ ４８．３９％ ４５．１６％ ３８．７１％ ４１．９４％ ４１．９４％ ３５．４８％ ２５．８１％
优质协调 ３．２３％ ６．４５％ ３．２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２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２３％ ０．００％

　　（三）空间特征
１．空间分布特征
基于上述耦合协调度测算结果，借助 Ａｒｃ

ＧＩＳ１０．２软件绘制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
新效率的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图（图１），根据自然
间断法，选取２００８、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为代表年份，进行
耦合协调度空间特征对比分析。

由图１－ａ所示，２００８年有河北、内蒙古、广西、
甘肃、新疆五省（区）位于中度失调，分布较集聚，大

多集中在西北一带，它们大多经济欠发达，技术创新

力量薄弱，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处于

失调阶段，二者抗衡发展，关联性小。吉林、陕西、云

南等７省份位于濒临失调阶段，以中部省份为主，旅
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度在失调

边缘徘徊，耦合协调度也较差，这与它们旅游产业结

构以及技术创新水平紧密相关。江苏、辽宁等６省
份位于勉强协调阶段，他们为东部沿海省份或是邻

近东部沿海省份，在承接创新技术转移方面具有优

势，耦合协调度一般。西藏、北京、上海等 １２省
（区、市）位于中级协调阶段，占比高达３８．７１％，他
们大多为旅游热点区域或是经济高度发达地区，所

以在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方面具有独

特的优势，实现了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协调状态较

好。仅天津一市实现优质协调，协调水平很高，表明

天津市在利用自身科技创新力量推动旅游生态化发

展上取得了瞩目的成绩，实现二者协调共振，和谐发

展。

由图１－ｂ所示，２０１３年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
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度仅新疆、宁夏、内蒙古

三省（区）位于中度失调阶段，他们为西北三省

（区），从２００８年以来，耦合协调度没有提升起色，

而河北、广西两省份脱离该队伍，实现跨越发展。吉

林、河北等５省份位于濒临失调阶段，相比２００８年，
安徽、江西、河北中部省份耦合协调度有所上升，但

福建省耦合协调度下滑剧烈。青海、湖南等８省份
位于勉强协调省份，他们大多为中部省份，在吸收东

部先进技术，实现自身生态旅游发展方面具有优势，

因此耦合协调度保持在勉强协调水平，仍有待提升。

湖北和广西二省份实现初级协调，耦合协调度均有

所上升，可能与当地的政府规制，产业结构调整有

关，广东、江苏等 １２省份位于中级协调阶段，与
２００８年相比，省份基本相似，青海、浙江、黑龙江三
省份的耦合协调度有所上升，而北京的耦合协调度

有所下降。同样仅天津市的耦合协调度达到优质协

调阶段，实现最佳。

由图１－ｃ所示，２０１７年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
旅游绿色创新效率的耦合协调度位于中度失调阶段

的省份除了上述西北三省（区）外，北京和云南也位

列其中，表明近年来，北京耦合协调度呈现下降趋

势，未有效利用自身旅游绿色创新力量，旅游生态效

率较差。而云南省在平衡旅游技术创新与旅游生态

化水平之间关系上也需要加强。黑龙江、浙江等８
省份位于濒临失调阶段，省份数量相对有所增加，且

空间上向东移动，浙江、山东等东部省份也位列其

中，说明近年旅游生态效率有所下滑，在旅游生态效

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上成效不佳，还要

多下功夫。四川、重庆等７省份位于勉强协调阶段，
与前两年相比，省份变化较大，但同样以中西部省份

为主，山西、江西、海南三省实现初级协调发展，表明

该三省牢牢抓住技术革新机遇，加快旅游生态化建

设，二者相互影响，取得了良好的成效。西藏、青海

等８省（区）位于中级协调阶段，同样以东部发达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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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与西部旅游资源禀赋省份为主，但省份数量有所

减少，一些省份耦合协调度有所降低。２０１７年没有
省份达到优质协调发展。

综合来看，研究期内，中国省际旅游生态效率与

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度总体变化不大，但区

域仍存在一定的发展，其中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处

于下降趋势，地区耦合协调水平差异不大，从勉强协

调阶段居多下滑到濒临失调阶段居多，可能与东部

省份在伴随着科技创新力量不断增强的同时，旅游

生态效率却呈现下滑趋势，生态环境恶化、设施设备

老化等均加重了其旅游生态化与科技创新的投入负

担。中部省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

合协调度总体变化不大，省与省之间存在一定的差

异，少数省份耦合协调度实现逐级上升。西部省份

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度总体

变化不大，西藏、内蒙古、甘肃三省（区）一直处于中

度失调阶段，还有一些省份耦合协调水平也未发生

转移，但地区间耦合协调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

图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

注：文章地图均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ＧＳ（２０１６）２８９３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２．空间相关性特征
（１）全局空间自相关
基于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和 ＧｅｏＤａ软件，测算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７年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的
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见表５）。如表５所示，２００８—２０１７
年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

度的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均通过了０．００１的显著性检验，
且均呈正值，表明二者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某

地区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度

较高，那么其邻域地区耦合协调度也会较高，反之该

地区耦合协调度较低，那么其周围地区耦合协调度

也较低 。整体来说，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

创新效率空间分布呈现“高—高”或“低—低”聚类。

从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数值看，整体呈上升态势，其中
２０１２年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最低，为 ０．５０７，而 ２０１７年
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最高，为０．６５６，表明中国旅游生态
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度空间相关性呈

现增强的态势，与空间距离的联系度愈发紧密。

表５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

年份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Ｍｏｒａｎ’ｓＩ ０．５３２ ０．５４２ ０．６２７ ０．６２５ ０．５０７ ０．５１２ ０．６０３ ０．６４９ ０．６０９ ０．６５６
Ｚ得分 ７４．６９８ ５０．７１３ ６３．３０５ ８６．９９１ ７３．２６５ ７３．４００ ５４．０２３ ６４．３１０ ６２．８６８ ６４．４１５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２）局部空间自相关
同样结合空间相关分析，借助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和

ＧｅｏＤａ软件，测算并绘制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中国旅游生
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的 Ｌｉｓａ指数，直观透视
其耦合协调度的空间聚集情况（如图２）。

由图２－ａ所示，２００８年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
旅游绿色创新效率位于“低—低”区间的有内蒙古、

甘肃、河北等６省（区），占比１９．３５％，他们大多位
于西北和西南地区，地理位置偏僻，经济发展水平

低，自然环境较恶劣，人才技术资源紧缺等，因此使

得它们旅游生态化和旅游绿色创新力量投入较大，

而回报相对较少，二者效率较低，且耦合协调度较

差，周围地区也面临着同样困境，耦合协调度也不

高，处于“低—低”的落后区。云南、江西、湖北、吉

林四省位于“低—高”区，他们大多位于中部，毗邻

发达地区，在吸收东部优势资源方面具有优势，因此

自身耦合协调度较低，但邻域较高。北京、天津等一

线发达省份位于“高—高”区，占比１６．１３％，他们经
济发达，位置优越，自身及邻域耦合协调度均高，处

于“领跑区”。福建、广东、青海位于“高—低”区，自

身耦合协调度可观，但是邻域地区较低，需要向邻域

地区加强空间溢出，实现均衡发展。

图２－ｂ所示，２０１３年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
游绿色创新效率位于“低—低”区间的除了２００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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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甘肃、内蒙古、河北外，还新增了新疆和云南，占比

１６．１３％，与２００８年相比，省份数量有所减少，但是
同样为中西部省份。位于“低—高”区的省份有湖

南、江西等５省份，比２００８年省份数量有所增加，同
样以中部省份为主。上海、江苏等发达省份同样位

于“高—高”区，省份数量达到 ７个，占比达到
２２．５８％，相比 ２００８年，北京退出“高—高”区，重
庆、辽宁、广东三省份跻入其列，“高—高”聚集更显

著。青海、广西、湖北位于“高—低”区，表明这些区

域自身耦合协调度提高的同时，未带动邻域耦合协

调度的提升。

图２－ｃ所示，２０１７年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
游绿色创新效率位于“高—高”的区间有内蒙古、新

疆、甘肃、黑龙江、云南五省（区），与２０１３年相比，
河北退出了“低—低”区，而黑龙江新加入，省份占

比１６．１３％，仍以西北省份为主。河北、安徽、陕西、
河北位于“低—高”区，省份数量有所减少，中部省

份居多。天津、上海等６省份位列“高—高”区，除
了传统的经济发达省份外，还加入了西藏和青海两

省份，该两省份近年来旅游业发展迅猛，政策扶持也

吸引了不少人才技术资源，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

色创新效率都有所提升，耦合协调度实现提升与发

展。海南、江西、湖南三省位于“高—低”区，自身耦

合协调度提升的过程，也要注重对邻域耦合协调度

的空间溢出。

图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的Ｌｉｓａ分布图

注：文章地图均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ＧＳ（２０１６）２８９３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四、耦合协调度影响因素分析
（一）模型构建与指标选择

由上述实证分析可知，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

游绿色创新效率虽呈现显著的耦合协调度，但在时

间序列和空间特征上仍存在一定的差异，根据相关

研究，省际耦合协调度差异除了与其空间邻域关系

有关外，还与地区的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城镇

化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以及政府规制等密切相关，鉴

于此，本文采用适用于探测空间分异特征的地理探

测器方法，来实现对影响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

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因素的分析，该

方法与其他统计方法相比较而言，假设条件较少，控

制变量及误差也较小，因此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地理

的空间分异因素探测中，本研究以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中
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的耦合协调度

为因变量，选取各地区产业结构水平（第三产业占

比）、经济发展水平（人均 ＧＤＰ）、城镇化水平（城市
人口所占比重）、对外开放程度（进出口贸易额）以

及政府规制（政府旅游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５个指
标为自变量，基于地理探测器模型，探测各自变量对

因变量的影响力，模型构建如下：

ＰＤ．Ｕ ＝１－
１
ｎσ２Ｕ

×∑
ｍ

ｉ＝１
ｎＤ．ｉ×σ

２
Ｄ．ｉ （４）

（４）式中，ＰＤ．Ｕ表示影响因素对中国旅游生态
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力，

ＰＤ．Ｕ越大，则表明其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力越大，ｎ、
ｍ分别表示整个区域里的省份个数以及次级区域里
省份的样本数，ｎＤ．ｉ表示次级区域里省份的个数，

σ２Ｕ、σ
２
Ｄ．ｉ分别表示整个区域里省份耦合协调度的方

差与次级区域里省份耦合协调度的方差。

（二）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地理探测器模型，测算上述影响因素对耦

合协调度的影响力及显著性，结果如表 ６所示。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间，产业结构对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
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均通过了１％
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产业结构状况对二者耦合协调

度影响很大，二者紧密相关，影响力系数大体呈现下

降的趋势，２０１０年影响力最大，达到 ０．２６３６，２０１７
年影响力最低，表明近几年随着各省份产业结构不

断升级，合理配置旅游产业结构，使得省际产业结构

差距不断缩小，对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

率耦合协调度影响呈现减弱趋势，但在５个因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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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为显著且影响力最强。城镇化水平在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及 ２０１６年呈现显著，可见后期显
著性和影响力都有所增强，主要是由于后期随着乡

村旅游、全域旅游的发展，城镇化水平对耦合协调度

的影响会愈发显著。经济发展水平也均为显著，同

样影响力不断缩小，这与产业结构原因相似，近几年

省际合作联系不断增强，实现东中西部互相扶持，发

挥自身特色，实现跨越发展，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对

耦合协调度的影响也不断减弱。对外开放程度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和２０１７年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显
著，且影响力较小。政府规制一直保持着对耦合协

调度的显著影响，影响力变化不大，一直保持在０．１
左右，表明政府规制对二者耦合协调的影响力较大，

它在二者耦合协调中起到重要的作用。综合来说，

影响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

调因素从显著性和影响力来看，从强到弱依次为产

业结构、政府规制、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与对

外开放程度。

表６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

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影响因素结果

年份 产业结构
城镇化

水平

经济发展

水平

对外开放

程度
政府规制　

２００８０．１５８９ ０．２１９７ ０．１５８４ ０．１５３１　 ０．１１０９　
２００９０．１６３１ ０．１８３９ ０．１５１０ ０．１３８３ ０．０８２２

２０１００．２６３６ ０．００７１ ０．０５９５ ０．０５９７ ０．１８８９

２０１１０．１８９８ ０．０３９５ ０．０４３４ ０．０９６４ ０．１１８１

２０１２０．０９５５ ０．０７１９ ０．０１０６ ０．１１４７ ０．１０４８

２０１３０．２４４８ ０．０８９４ ０．０３６６ ０．０８１９ ０．０３２２

２０１４０．１８１２ ０．０４６４ ０．０２３１ ０．０４３ ０．０７６７

２０１５０．１０６２ ０．１６３９ ０．０６６５ ０．０８８３ ０．１１６７

２０１６０．１５０８ ０．０５７４ ０．０５５５ ０．０９５０ ０．００７９

２０１７０．０８０７ ０．１０２３ ０．０５２８ ０．１０４１ ０．１４４５

　　注：表示通过了１０％的显著性检验；表示通过了５％的

显著性检验，表示通过了１％的显著性检验。

　　五、结论与讨论
基于超效率—ＤＥＡ模型与耦合协调模型，测算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
效率以及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再结合经济统计方法

和空间自相关分析，对二者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

进行分析，最后采用地理探测器方法，剖析影响中国

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度的影

响因素，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１）时序特征上，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中国旅游生态
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的耦合协调度均值基本处

于勉强协调阶段，时序变化不大，相对稳定，省际耦

合协调度差异也呈现不断缩小趋势，其中研究期内，

处于中级协调阶段的省份最多，大多数年份超过三

分之一，其次为勉强协调与濒临失调阶段，省份数量

相对均衡，最后为中度失调、初级协调和优质协调阶

段。总体来说，处于两极耦合协调等级的省份较少，

大多数省份集中在中级耦合协调度等级状态。

（２）空间特征上，研究期内，中国省际旅游生态
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特征

总体变化不大，其中东部地区省际耦合协调度水平

差异较大，耦合协调时序水平呈现下降趋势，从勉强

协调阶段居多下滑到濒临失调阶段居多；中部地区

耦合协调度时序总体变化不大，省际之间存在一定

的差异，少数省份耦合协调度实现逐级上升。西部

地区耦合协调度时序变化同样较小，西藏、内蒙古、

甘肃三省（区）一直处于中度失调阶段。空间相关

性上，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的耦

合协调度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相关系数不断

增强，其中“低—低”集聚省份变化不大，以中西部

省份为主，内蒙古、宁夏二省（区）一直在内；中部省

份居于“低—高”集聚区较多；处于“高—高”集聚的

省份由开始的东部发达的一线省份为主，发展到后

期西部旅游热点省份也不断加入。“高—低”集聚

省份从东部向中部再向西部省份转移。

（３）影响因素上，研究期内产业结构、政府规制
二因素对中国省际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

率耦合协调度影响均呈现显著，影响力较强，其余三

因素在部分年份呈现显著，综合考量显著性与影响

力，影响其耦合协调度的因素，按影响力从大到小依

次为产业结构、政府规制、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

平以及对外开放程度。

以上实证结论表明：首先，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

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度整体水平不高，近些

年来变化不大，提升较慢。其次，虽然二者耦合协调

度呈现显著的空间自相关关系，但东中西部地区耦

合协调度水平存在一定的差距，且部分省份耦合协

调度还存在下滑态势。立足于影响耦合协调度的相

关因素，针对耦合协调发展现状，提出以下参考性建

议：第一，产业结构是影响耦合协调的显著因素，因

此在不断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也要注重优

化旅游产业结构，减少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产业，

增强旅游资源绿色创新力量，使产业结构的优化升

级为二者耦合协调度创造机遇，提供平台。第二，政

府规制对二者耦合协调同样具有显著因素，扮演着

“黏合剂”的作用，在绿色创新政策的引导下，紧跟

主流，大力提升整体的耦合协调度，省际绿色创新政

策的偏向与监管，可以调整省际耦合协调度差异，实

现均衡发展。第三，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

平、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各省份应根据自身特色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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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具优势，合理规避缺点，大力发扬优势，增强区域

协作，提升自身耦合协调度的同时，缩小区域间差

距，实现绿色创新、协调开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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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环境下商品或服务类别认定的困境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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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章子旋（１９９７—），女，安徽六安人，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知识产权法学。

摘　要：当前“互联网＋”环境具有行业融合、信息聚合的特点，同时带来了商品和服务种类的
叠合交叉、界限模糊，更有新型商品和服务类别不断涌现，致使《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的局限性

和滞后性日益凸显。商品和服务类别认定标准不一成为我国商标保护的一大难题。应当明确《类

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在行政审查和司法保护中重要的参考效力，及时更新完善。同时聚焦商品服

务本身，以相关公众认知为准，综合考察所有相关因素，以应对社会发展带来的挑战。

关键词：互联网＋；商标侵权；商品类似；行政审查；司法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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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电子商务时代的出现和繁荣，人们的生活
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和便利。“互联网 ＋”概念的提
出和发展更是使传统业态受到了颠覆，它让互联网

不再仅仅是一个新兴的行业，而是使其成为一种方

式和载体，与所有行业接轨、融合，将所有信息抓取、

聚合，从而形成一个巨大的支持社会运作的系统。

至此，许多业已形成的稳定体系都可能受到冲击，尤

其是对商标的注册和保护具有重要意义的商品或服

务类别的认定，旧有规则在现如今的商业环境下已

暴露出诸多弊端并陷入新的困境。

一、“互联网＋”环境下商品和服务类别现状与
认定难点

（一）与互联网有关的商品和服务类别黏合度

更高

传统业态下，经营者的经营能力和范围受到天

然的限制，专业性和指向性较强。伴随着技术创新，

一是距离屏障已然可以跨越，通过计算机、手机等网

络终端的普及，原本需要当面提供的服务可以跨地

域实现，例如网络租车，缩小了由于物流行业急速发

展导致商品与服务在销售地域范围上拉开的差距；

二是通过网络，商品和服务拥有了更统一的销售对

象、销售渠道，取得了更多共性。在北京商咨知识产

权代理有限责任公司等诉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商标评审委员会因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案

中，法院认定诉争商标核定使用的“计算机编程”等

服务与引证商标核定使用的“计算机程序（可下载

软件）”等商品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关联性，已构成

类似商品和服务。①该案针对与计算机相关的商品

和服务做出了类似认定，可以预见到，不久的将来，

在案件中认定商品和服务类似的情况将会愈发常

见。

（二）互联网环境下商品和服务的类别界限模

糊

实际上，并非互联网导致商品和服务类别发生

了变化，而是互联网与其他行业的结合容易导致人

们对商品或服务类别的认定产生误解。如今的互联

网已不再作为某一种行业出现，而是出现在几乎所

有行业中。目前正在适用的《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别

表》（以下简称《区分表》）中，与互联网相关的有第

９类（计算机和数据处理装置）、第３８类（电信）和
第４２类（科学技术服务、计算机硬件与软件的设计
与开发服务），然而并非所有利用互联网进行销售

或运营，或者与互联网相关的商品或服务都与上述

商品或服务构成类似。不应仅因传统商品或服务在

形式上使用了互联网、移动通信信息服务与应用程

序，就机械地将其归为计算机程序商品或者通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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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即不能以是否使用计算机软件作为确定是否属

于计算机程序这一类商品的标准，也不应仅因传统

商品与应用程序的表现形态存在区别，就绝对地认

为两者不存在相似性，而应从商品或服务的整体进

行综合性判断。在睿驰公司与小桔科技公司侵害商

标权纠纷案中，法院最终认定，借助移动互联网及软

件客户端进行信息采集，为具有需求的乘客和司机

提供信息匹配和交流服务的“滴滴打车”，虽然需要

利用电信服务，但并不直接提供源于电信技术类服

务，因此与原告商标核定使用的电信类商品不构成

相同或类似。②法院最终还是回归服务方式、对象和

内容等因素综合考虑，对于与互联网有关的类似商

品或服务类别的认定规则进行了整理。

（三）《区分表》的局限性和效力问题

除了商品和服务特点的变化、公众认知的误区

和困难外，《区分表》本身也存在局限性。即便在与

互联网无关的商品或服务上，也出现了跨类别认定

类似商品或服务类别的情况。③由于《区分表》是静

态的，且相对稳定，在动态的实际案例适用过程中将

会存在局限性和滞后性。

针对《区分表》的效力，我国《商标法》第１９条
至第２１条规定，申请商标注册的，应当按规定的商
品分类表填报使用商标的商品类别和商品名称。在

商标注册制度和环节中，《区分表》既是申请商标时

指定商标或服务的依据，也是核准商标注册后界定

所使用商品或服务范围的依据。因此，其在认定商

标专用权范围上具有原则性的作用。而在认定商标

禁用权范围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

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１２条
规定，认定商品或服务是否类似时，《商标注册用商

品和服务国际分类表》《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可

以作为判断类似商品或服务的参考。加之《区分

表》在司法判决中体现的局限性，绝大多数学者对

于僵化适用《区分表》的做法并不认同，并积极表明

了认为应当仅将其作为参考依据的观点。然而该解

释对《区分表》在司法判决中的参考性大小却未予

以明确，是将其作为主要参考依据，抑或是与商品的

功能、用途、销售渠道、销售对象等要素同等地位的

参考要素，抑或是更低。在目前已有的司法判决中，

已有不少法院突破《区分表》，对分属于不同类别的

商品进行了类似商品的认定。

上述学界观点与实践做法虽对于以《区分表》

为唯一标准的错误理解进行了纠正，但却可能导致

矫枉过正。《区分表》虽然不是知识产权审判中必

须遵守的“金科玉律”，但由于其在商标注册实践中

的广泛运用，又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１］在“互联网

＋”环境下，《区分表》的滞后性将会更加凸显，惯常
地突破《区分表》进行认定将会降低其依据科学性

建立的和长时间使用累积的参照作用。

（四）法律规定的理解与适用模糊

除上述问题外，针对判定商品或服务是否构成

近似需要综合考虑的其他因素，对现有法律规定的

理解和适用也并未趋于统一。国家知识产权局

２０２０年６月印发的《商标侵权判断标准》第１２条第
２款规定，对于《区分表》未涵盖的商品，应当基于相
关公众的一般认识，综合考虑商品的功能、用途、主

要原料、生产部门、消费对象、销售渠道等因素认定

是否构成同一种或者类似商品。其中，“相关公众

的一般认识”反映的是商品或服务的社会属性，而

“商品的功能、用途、主要原料、生产部门、消费对

象、销售渠道等因素”指的是商品的自然属性或客

观因素。二者在判断过程中的地位如何，学界存在

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在商

标侵权判断中，类似商品的认定应当更加关注商品

的社会属性，而非商品的自然属性。［２］也有学者认

为，判断商品或服务是否类似应考虑商品或服务本

身的自然特性。［３］在“互联网 ＋”环境下，相关公众
对商品或服务的认知可能呈现转变，商品的功能、用

途、消费对象、销售渠道等因素也将走向复杂化、多

样化，该条规定的正确适用和效力发挥将至关重要。

二、域外类似商品和服务认定标准借鉴

（一）美国互联网环境下类似商品或服务认定

标准

美国在商标侵权案件中认定商品或服务间关系

时并没有单纯地以“类似”一词为核心进行判断。

美国商标法对商品的保护范围共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早期的“竞争”原则。当时假冒商品是

主要的商标侵权行为，因此，禁止他人使用的商品范

围是直接竞争的相同性商品。第二阶段为１９０５年
《联邦商标法》中规定的“相同描述属性”原则。侵

权行为开始多样化，间接竞争的替代性商品或具有

“相同特征”的商品也被包含在内。第三阶段为非

竞争性双方当事人间的“关联商品”原则。即１９４６
年《兰哈姆法》将间接混淆行为纳入侵权行为的范

围，因此商品保护范围也扩张到足以产生来源联想

的“关联商品”。当被控侵权者在与商标权人相关

联的产品上使用相同或近似商标并可能引起普通消

费者对二者来源或赞助关系等产生混淆的，即使产

品之间不存在竞争关系也可以认定存在商标侵权行

为。至此，“关联商品”原则成为美国商标侵权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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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划定商品或服务保护范围的原则。

在该原则指引下，美国互联网商标侵权案件中

对商品和服务关系的认定存在特殊性。ＧｏＴｏ．ｃｏｍ，
Ｉｎｃ．ｖ．ＷａｌｔＤｉｓｎｅｙＣｏｒｐ．案中，ＧｏＴｏ．ｃｏｍ是一个提
供付费搜索引擎的网站，网页上自然附有由公司名

称“ＧｏＴｏ”构成的标志。而被告 Ｄｉｓｎｅｙ公司在其运
营的网站上使用了一个形同“ＧｏＴｏ”但字母实为“Ｇｏ
Ｎｅｔｗｏｒｋ”的标志，用于推出与其相关网站的链接集
合，包括“ｄｉｓｎｅｙ．ｃｏｍ”“ａｂｃ．ｃｏｍ”“ａｂｃｎｅｗｓ．ｃｏｍ”
“ａｂｃｓｐｏｒｔｓ．ｃｏｍ”等，目的是方便浏览其网站的消费
者进行跳转和查询。二者的服务类别并不相同，后

者的经营范围集中在娱乐和休闲领域。但法院却认

为双方的服务是相似的，两个公司在经营网络搜索

引擎方面属于直接竞争对手，当他们同时将网络作

为营销渠道时，近似的两个标志就容易致使消费者

产生混淆。在ＰｕｒｅＦｏｏｄｓＩｎｃ．ｖ．ＭｉｎｕｔｅＭａｉｄＣｏｒｐ．
案中，法院认定原告使用的冷冻果汁产品与被告使

用的冷冻肉类产品构成类似商品。理由是，案件双

方当事人都销售冷冻食物。一些企业已经扩大了业

务以销售足够多种类的产品。相同的消费者通过相

同的渠道在冷冻产品区域中可以购买到原告的冷冻

果汁和被告的冷冻肉类，二者相隔距离并不远，消费

者有合理的理由认为某一生产商要同时对这两种产

品负责。

美国商标法和司法案例在认定商品之间具有足

以影响商标侵权判定的“关联关系”时，并不要求它

们之间具有竞争关系。只要在消费者的观念和认知

中，可能认为带有相同或者近似商标的商品拥有同

一来源，来自于同一企业或者认为两个企业有关系，

相关商品就是“关联商品”。与类似商品相比，关联

商品的范围更广，即并非所有关联商品都构成类似。

这在商品和服务多样化、综合化的情况下具有更强

的合理性和适用度。但“关联商品”原则过多地偏

向相关公众对商品的主观认知，更加具有不确定性。

并且可以看到，在美国法院对“关联商品”的判断过

程中，销售环境可能会成为一项重要的考量因素，而

在当前的“互联网＋”环境下，商品和服务的销售渠
道具有聚合、统一的趋势，过多考虑销售渠道要素可

能会造成商标权事实上的“垄断”。

（二）欧盟互联网环境下类似商品或服务认定

标准

与美国商标法中的“关联商品”原则相对应，欧

盟采取的是与我国相一致的“类似商品”标准。只

不过欧洲法院指出，在评估商品或服务的类似性时，

应当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包括它们的本质特性、消费

者和使用方法等，以及它们是竞争关系还是互补关

系。

由于欧盟法院曾在司法案例中运用“整体鉴

别”方法来判断争议商标是否造成混淆，即对商标

的相似性、商品或服务的类似性和在先商标的显特

性（分为商标显著性和声誉两种）进行融合考虑而

非各自独立判断。这也就意味着商标的知名度越

高，其保护范围就越大。换言之，商标知名可能会跨

越商品、商标带来的鸿沟。对此，英国高等法院法官

ＪａｃｏｂＪ．则认为还是应当对商品相似和最终的商标
混淆进行区分，因此他在 ＢｒｉｔｉｓｈＳｕｇａｒｖ．ＪａｍｅｓＲｏ
ｂｅｒｔｓｏｎ＆Ｓｏｎｓ一案中提出了商品或服务相似性认
定标准，希望能够改善因商标强度带来的跨类别类

似的任意性。在认定商品或服务是否类似时，应当

考虑以下六个相关因素：第一，商品的用途；第二，商

品或服务的消费者／使用者；第三，商品或服务的物
理属性；第四，商品进入市场的贸易渠道；第五，在超

市自助购物的环境中，商品在货架上的摆放位置；第

六，商品或服务相互竞争的程度，该要素要求将分类

表的分类情况和商业习惯纳入考虑，例如市场调查

公司对商品种类的划分结果等。即便如此，上述六

要素并非穷尽式列举，对于类似商品或服务的判定

而言并不足够。在ＣａｎｏｎＫａｂｕｓｈｉｋｉＫａｉｓｈａｖ．Ｍｅｔｒｏ
－Ｇｏｏｄｗｙｎ－ＭａｙｅｒＩｎｃ．案中，欧盟法院对商品或服
务是否类似的认定标准也作了详细的分析，认为所

有与商品或服务自身特性相关的因素都应列入考

虑，包括但不限于产品类型、消费对象、使用方式以

及产品或服务间的竞争关系或互补关系。法院认

为，因为每个案件都会有我们无法预料的新情况、新

特性出现，因此设定一个“一刀切”式的认定标准是

不科学的，而最为合理的方法就是列举出一些个案

通常都会参考的一般因素，并在此基础上依据案件

的具体情况进行因素填充或因素替代。

在商品或服务类别认定标准上，相较于“关联

商品”原则的相关公众主观性，欧盟法院参考所有

相关因素的做法更为客观和全面，针对互联网带来

的新环境也能够更加灵活地应对。只不过，这一方

法对法官提出了更高的能力要求，需综合考察具体

案件中与商品或服务相关的所有要素，包括物理性

质、产品用途、消费者、销售渠道、产品关系、行业习

惯等等。

三、“互联网＋”环境下商品和服务类别认定规
则完善

（一）明确区分表的重要参考效力

《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一般遵照商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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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用途、组成的原材料等为依据进行分类。作为行

政部门发布、供商标注册申请人参照的商品分类表，

其核心功能是为商标的注册审查及行政管理提供商

品或服务的分类依据，对于行政和司法机关判断商

品或服务是否相同或类似不具有必然的约束力。但

其使注册审查及行政管理中认定类似商品或服务的

标准清晰、操作简易、结果统一，具有良好的公众可

预测性，并且已在商标注册实践中得到了广泛运用。

特别是在商标审查环节，审查员所面对的商标申请

信息具有相对有限性，为了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的原则，保持审查标准的统一性，直接依据《区分

表》进行类似商品与服务的判定具有合理性、必要

性。如果在所有个案中审查员都去寻求《区分表》

以外的因素来重新判断类似商品或服务的划分问

题，即便因此而提高了判断的准确性和个案的公正

性，商标法律制度的运行也会由于效率低下而陷入

停滞。［４］因此，需明确《区分表》仍具有重大的参考

价值。只有对于《区分表》中尚未明确规定的商品

或服务类别，或仅依据《区分表》无法实现对商标权

的合理保护时，才应当结合商标的实际使用情况进

行判断。

为了发挥《区分表》的参考效力，需要改善其局

限性和滞后性。目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约每

半年发布一次《关于更新〈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

以外可接受商品和服务项目名称的通知》，以适应

新的商品和服务种类注册商标的需要。然而除此以

外，当旧的商品或服务在功能、用途、主要原料、消费

对象、销售渠道等方面发生变化时，还应当及时对原

有部分进行调整，特别是与互联网有关的商品和服

务类别。

（二）预留自由裁量空间

即使《区分表》规定得再过完善，也不可避免出

现由于时代发展、技术更新需要突破《区分表》的情

况。为此，商评委从《商标法》维护诚实信用原则的

立法宗旨出发，在法律适用方面，制定了突破《区分

表》的审理标准。突破《区分表》，必须具备以下要

件：第一，在先商标具有较强的显著特征；第二，在先

商标具有一定的知名度；第三，系争商标与在先商标

具有较高的近似度；第四，系争商标所使用的商品或

服务与在先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务具有较强的

关联性；第五，系争商标所有人主观恶意明显；第六，

系争商标的注册或者使用，容易导致相关公众混淆

和误认。［５］

对此，笔者认为，突破《区分表》进行认定的目

的和结果是商品和服务是否构成类似，而商品和服

务是否类似与商标是否近似以及在先商标的显著

性、知名度应当处于同一位置，共同判断系争商标的

注册或者使用是否容易导致相关公众混淆和误认，

再结合系争商标所有人的主观恶意程度，判断系争

商标是否应当获得注册或者是否构成侵权。因此，

应当为商品或服务类别认定预留自由裁量空间无可

非议，但突破《区分表》进行认定的前提须聚焦于商

品或服务本身，即结合商品功能、用途、原材料、消费

对象、销售渠道、商业习惯等要素，相关公众确有可

能认为二者类似或存在关联关系，从维护诚实信用

原则、保护商标权人和消费者权益、规范市场秩序的

目的出发，个案适当突破《区分表》。

（三）以相关公众认知为准

实际上，对于判定商品或服务是否类似时到底

应当采取注重商品自然属性的客观标准说，还是注

重商品社会属性的主观标准说，不仅在学界存在争

议，法律法规中也有不同侧重。《商标审查及审理

标准》对类似商品的定义为“在功能、用途、主要原

料、生产部门、销售渠道、销售场所、消费群体等方面

相同或者具有较大关联性的商品”。《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规定的类似商品，是指在功能、用途、生产部

门、销售渠道、消费对象等方面相同，或者相关公众

一般认为其存在特定联系、容易造成混淆的商品。

显然，前者更倾向于客观标准说，而后者则关注到了

商品或服务的社会属性。

笔者认为，在判定商品或服务是否类似时，应当

以相关公众的认知为准，同时综合考虑商品或服务

的功能、用途、主要原料、生产部门、消费对象、销售

渠道等因素。这不仅是因为在商标保护实践中，司

法解释应当具有更高的效力，还是由于商标具有一

定的地域性，而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地域

的人们对于具有相同或相近物理属性的商品可能具

有不同的认知。另外，商品服务特性和相关公众应

当是互相印证、互相决定的一对概念，商品服务性质

特征是确定商标“相关公众”范围所需考量的主要

因素。［６］相应地，商品和服务是否类似，也应当以相

关公众的认知为准，即基于相关公众的一般认识，是

否可能认为两项商品（或两项服务或商品与服务）

之间类似或具有相当的关联关系。但需要明确的

是，这里仅指相关公众对于商品或服务类别本身的

认识，并不涉及来源混淆的判断，否则又将进入“混

淆”与“相同或类似”的循环论证。

（四）适当增加判断因素

结合前述对域外判断标准的比较研究，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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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我国在认定商品或服务是否类似时综合考量的因

素较少，或者说对于“具有较大关联性”的规定过于

模糊。除了功能、用途、主要原料、生产部门、销售渠

道、销售场所、消费群体外，商品组成部分、附属品的

存在，以及消费者的消费习惯等其他与商品或服务

相关的因素都可以纳入考虑，可明确予以纳入。

除此以外，商品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一个种

类的商品价格降低、销量增加，不仅意味着具有竞争

关系和替代关系的商品销量下降，也意味着与其具

有互补关系、附属关系的商品销量上升。因此，不仅

要考察竞争关系存在与否，还有替代关系、互补关系

等，同时还需结合销售环境、商业习惯的改变考虑可

能出现的其他关联关系。

四、结语

“互联网＋”环境下对商品或服务类别进行判
定时，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重要参照文件的《类似商

品和服务区分表》在商标保护环节中虽然效力有

限，但仍具有其适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对此，行政

部门应当保持及时的更新和调整。出于维护诚实信

用原则、保护商标权人和消费者权益、规范市场秩

序，对于确有必要突破《区分表》进行认定的情况，

应聚焦于商品和服务本身，基于相关公众的一般认

识，综合考察与商品和服务有关的各种因素及其他

关联关系。

注释：

①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６）京行终５６７０号行政判决

书。

②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４）海民（知）初字第
２１０３３号民事判决书。
③参见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１８）最高法行再２２号行政判决书。
动物剪毛机、电动剪刀与电动理发器、电动理发推子在

《区分表》中分属于不同的类别，但在安迪士公司与中华

人民共和国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

标行政管理纠纷案中，法院认为二者在功能用途、生产部

门、销售渠道、消费群体等方面具有高度重合性，如果使用

相同、近似的商标，易使相关公众误认为是同一企业生产

的商品或认为存在特定联系。

参考文献：

［１］陈胜蓝，周林彬．商标法中“同一种商品或服务”的司法
认定［Ｊ］．东南学术，２０１６（６）：１５３－１５９．

［２］范静波．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类别为非具体商品的类似商
品判断：评北京友宝科斯科贸有限公司等诉福州友宝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纠纷案［Ｊ］．中华商标，
２０１６（６）：２２－２５．

［３］谭颖，赵青．作为动态概念的类似商品应根据个案综合
分析认定［Ｊ］．人民司法，２０１４（２２）：６９－７１．

［４］段晓梅．商标评审案件中类似商品或者服务判定的审理
实践（下）［Ｊ］．中华商标，２０１５（５）：４１－４８．

［５］段晓梅．商标评审案件中类似商品或者服务判定的审理
实践（上）［Ｊ］．中华商标，２０１５（４）：６３－６９．

［６］李永明，刘筱童．商标法中“相关公众”的范围界定［Ｊ］．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６）：１０３－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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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性刑事立法反思
———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

曹　叶
（澳门科技大学 法学院，澳门 ９９９０７８）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２－０３
作者简介：曹叶（１９９１—），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奇台人，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２０１９级法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

理论。

摘　要：随着社会发展，刑法规范随之发生变化是必然的，但是刑法修正是一项科学严谨的工
作，不应当随意被民意影响而动摇其立法价值。回应性刑事立法旨在解决当下社会中已经发生且引

发广泛关注的问题，屈从民意在刑法中作出回应的非理性立法模式。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中针

对近年来社会热点问题进行了回应，包括长生疫苗问题、冒名顶替上大学问题、性侵幼女案件问题，

回应性刑事立法的应急性使其仓促、粗浅，并且非理性，在刑法体系中时常会出现兼容难问题，而且

容易使得刑法沦为社会治理的工具，所以刑事立法应当坚持其自身规律，保证立法品质，维护法律权

威，坚持谦抑主义，发挥好最后一道防线的作用。

关键词：《刑法修正案（十一）》；回应性立法；谦抑性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１．０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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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是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最后一道防
线，其调整范围关系到人们最核心、最重要的权利，

人们希望自己的权益得到刑法更全面的保护，也惧

怕刑法减损自己的权利，随意增加需要负担的义务。

因此，人们往往对刑事立法抱有极高的关注度。近

年来，针对社会上出现的热点问题，例如山东疫苗非

法经营案等食药领域的严重事件，还有持续到现在

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共卫生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再如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鼓励科技发展与知识

产权保护不足的矛盾等重大社会问题，要求刑事立

法审时度势、因时而变，根据日益发展变化的政治、经

济、文化形势和犯罪出现的新变化、新特点对刑事法

律进行必要的调整和修改，以适应惩处犯罪的需要。

因此，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中对上述人民群众关

注的热点问题进行了相应回应。然而这些“回应”的

正当性和有效性如何是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

在开始解决本文的核心问题之前，有必要说明

回应性立法与民主立法、科学立法的关系，笔者认为

立法中回应人民群众要求不能等同于民主立法，也

无法实现科学立法的目标。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

法是善治之前提。为了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

标，首要环节就是立法，提高立法水平、完善立法程

序，实现科学、民主立法是必由之路。自《刑法修正

案（七）》以来，刑法修正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过程中征求民众意见已成为常态，立法的民主性明

显提高，虽然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群众的内心拥护

和真诚信仰，在刑事立法中，倾听人民群众的声音，

保障人民群众参与立法，是实现刑事立法科学化、民

主化和提升公众接受程度的重要途径。但是不能将

民主立法简单等同于在立法中回应民意，同样的，立

法中反映人民群众要求也不代表立法就具有正当

性、严密性、协调性和科学性。

一、回应性刑事立法

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法律应当顺应社会发

展的方向，立法时考虑民意、尊重民意，维护人民群

众最根本的利益，是法律得到人民群众拥护的唯一

选择。《刑法修正案（十一）》制定过程中坚持以人

民群众为中心，对民生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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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安全生产、药品食品安

全、环境保护、公共卫生等方面，加强对引发人们广

泛关注的社会问题的法律规制程度。这种做法容易

造成回应性立法，即法律作为应对已然发生的社会

失序行为的控制机制时，仅将或主要将规制既有行

为、破解既有矛盾作为基本定位，而未将制定根本性

破解某类失序行为与未然行为的策略作为首选目

标，进而出现立法始终应对特定行为的新型变种加

以规制而发展的现象。概言之，回应性立法是仅聚

焦于实时问题而缺乏前瞻性的立法方式。［１］所以，

“回应性立法”是带有贬义含义的。在讨论何为回

应性立法时，象征性立法、情绪性立法这两个概念容

易出镜，因此，有必要厘清三者之间的关系。

（一）回应性立法与象征性立法

“象征性立法”这一概念最早来自德国、瑞士学

者有关立法理论的讨论，例如瑞士学者皮特·诺儿

指出，立法的核心价值就是提出一套解决纠纷的理

性方法；德国学者克雷姆斯指出，如果立法只是为了

做一份“规范申明”，其规范的目的只是国家期待在

社会大众之间形成一定的合法与不法意识，实质上

并不想影响任何个人的行为取向。日本学者松原芳

博指出：“与其说这些立法是要保护国民的实际的

具体利益，毋宁说是为了回应国民‘体感治安’的降

低，试图保护其‘安心感’，作为象征性刑法的色彩

要浓一些。”［２］

可见，象征性立法传递的是立法者在特定时空

与社会背景下对于社会问题的态度或者价值偏好，

而并不发挥实质的规制效果，此时，法只具有形式上

的象征意义，立法者通过制定或修改法律宣示国家

对某些社会问题的关注与重视，目的只是单纯满足

社会的期待。这里，象征性刑法是一个具有贬义色

彩的存在，其立法目的“不是服务于法益保护。对

于保障和平的共同生活不是必要的，但为了谋求刑

法之外的目的，就像安抚选民或者表达国家自我姿

态的法律规定”［３］，法律化作斩断社会问题这团乱

麻的快刀，通过新罪的设立、加大处罚力度来安抚民

众的不安感，至于能否实际上达到规制行为、预防犯

罪的目标在所不问，法律几乎成了画在纸上充饥的

大饼，刑法成为一种感情层面自我完结的规定。

象征性立法最大的特点是，立法是一种对犯罪

施以威胁的姿态或情绪。象征性立法是以积极的一

般预防为导向的，刑法的目的在于维护法秩序在公

众心中的效力，迅速对犯罪行为作出回应，正是出于

安抚民众，增强法律信仰，维护法律权威的考量。象

征性立法具有抽象性，从立法目的看，安抚的是公众

抽象的安全心理；从保护的法益看，超个人法益不断

扩张，多以抽象危险犯的形式存在。虽然象征性立

法可以达到回应人们规避风险的迫切愿望，但是缺

乏执行力的法律规范存在本身也会导致许多问题，

谦抑性原则首当其冲。

通过对象征性立法概念的介绍，可以看出其与

回应性立法有重合的部分，特别是对社会问题的回

应，区别在于前者更多的是一种态度、立场的展示，

后者则是立足当下，缺乏前瞻性、根本性解决问题的

非理性决策。

（二）回应性立法与情绪性立法

刑事立法是保护人民群众最基本权利的最后一

道防线，调整的是个人或社会最核心、最重要的权利

义务，人们对刑法的制定、修改投注了极大的热情，

尤其是新闻媒体传播的社会热点问题，经过短暂发

酵就会如同热带风暴一样席卷全国，人们对刑事立

法的热情会化作１００摄氏度的沸水，所以我们才会
说“民意汹汹”；但是，正是因为刑法调整的是人们

最核心、最重要的权利义务，并且刑罚手段又是最严

厉的，所以立法时应当慎重、严谨、专业，使得刑法真

正发挥“最后一道防线”的作用。因此民意需要经

过冷却才能成为刑事立法因子之一，舆论内容只是

立法的引子，我们应当对人民群众关注的问题进行

分析，寻找其核心和本质，而不是囿于舆论讨论内容

的高墙，所以并不是受到民意影响的立法就是情绪

性立法，在这里专业的立法者要发挥极其重要的作

用。

情绪性立法多源自社会舆论或民意，立法时尊

重民意是正当的，但是民意具有从众性、易操纵性，

很多时候最广泛的民意往往是非理性的。另外，谁

又代表民意？例如之前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讨论，

网络上众说纷纭，此时民意为何如何判断？简单机

械地看某帖子的点击量、转发量恐怕不可行，民意是

与民主制度紧密相连的，“要很精确地来谈民意，与

了解圣灵的工作没有两样”［４］。至于民意的易操纵

性，可以从近年来的热门事件导致的刑事立法中看

出端倪，例如对冒名顶替上大学的行为，进入刑法修

正案的过程可以概括如下：个案揭发—民意沸腾—

舆论推波—法院纠结—中央震动—立法动议［５］，这

样的立法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条修正是受到舆

论压力下的无奈之举，在经受立法正当性拷问时很

难站得住脚。

近年来，受舆论影响的刑事立法越来越多，民意

介入刑事立法的程度越发过度，非理性的情绪性立

法也愈发常见，由此导致的恶果危害巨大，不但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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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人们的合法权益，还会损害法律的权威。如果

过度尊重社会舆论进行刑法制定和修改，会导致情

绪性立法，还会使得社会舆论影响刑事立法成为常

态，最终使刑法沦为警察法。［６］我们可以发现，情绪

性立法与回应性立法几乎重合，二者的来源都与社

会舆论或民意有关，但是回应性立法外延更大。

二、《刑法修正案（十一）》中回应性立法表现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６日，《刑法修正案（十一）》（以
下简称《修十一》）经过两次审议最终表决通过，纵

观修正案全文，我们会发现所有规定都是围绕着人

民群众展开的，关注人民群众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保

障其生命健康权利、财产权利，使人民群众出行放

心、生产放心、饮食放心、医疗放心，在良好的生态环

境中追求幸福生活。因此，本次刑法修正回应了许

多社会热点问题，不少规定直接表现出回应性立法

的特征。

（一）《修十一》中犯罪构成的回应性色彩

近年来，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许多未成年人

重大犯罪案件呈现在大众面前，给人们带来难以淡

化的冲击，就如２０１５年湖南邵东３名未成年学生抢
劫杀害女教师案，本案中除了３名犯罪人不满１４周
岁不负刑事责任之外，还有两处细节令人难以忘怀，

其一是３人手段极度残忍，用棍棒袭击受害者头部，
用毛巾捂住口鼻致死，而受害者与施暴者此前没有

任何纠纷；其二是３人心理素质极强、内心极其残
忍，杀人后冷静藏尸、清理现场，逃离后去网吧上网

直至被抓获。从犯罪情节看，他们已经具有完全不

逊于成年人的心理、生理能力，与３人不负刑事责任
的处理结果形成鲜明对比，故而引起民众热议，降低

刑事责任年龄的议题再次成为焦点。此后２０１８年
湖南沅江１２岁男孩因母亲管教太严持刀杀母，２０１９
年陕西神木１５岁少女被６名未成年人要求卖淫、殴
打致死并肢解掩埋，２０１９年辽宁大连１３岁男孩杀
死１０岁女童等案件，都冲击着公众的认知底线。

随着媒体对此类恶性案件细节的公开，未成年

人犯罪问题成为社会热门话题，从民众热议到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提出降低刑事责任的议案，面对舆论

和民意，最高检、公安部在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０日通过
新闻发布会表态依法严惩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所以

《修十一》中有关降低未成年人故意杀人、故意伤害

案件刑事责任年龄规定，正是回应社会呼声的表现。

但是某一条法律规范若想经得起立法正当性的诘

问，就不能仅是出于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的考虑，而要

契合社会发展背景，符合刑事立法的内在规律，综合

考虑立法的必要性、正当性。关于降低刑事责任的

规定，是在民众热议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背景下生

成的，缺乏翔实的实证分析、严格的论证过程，更多

地像是对社会热点问题的解决，因而这一规定带有

“回应性”色彩。

（二）《修十一》中新增罪名的回应性色彩

１．高空抛物、抢夺方向盘入罪
高空抛物事件近年来一直困扰着人们，一方面

人们担忧出行安全，希望国家重视对高空抛物行为

的规制；另一方面人们也害怕承担高空抛物的侵权

责任，因为依据《民法典》的规定，如果无法查明直

接侵权人，可能的侵权人都要承担部分责任，这两方

面的冲突形成了人们的矛盾心理，对于高空抛物行

为如何处理难以达成统一的观点。但是近年来由于

高空抛物造成的伤亡事件，例如，２０２０年深圳市发
生了多起高空抛物事件，某小区内婴儿被半个苹果

砸中头部，某幼儿园操场飞来保温瓶险些砸中学生，

一清洁工被四楼抛下的铁架床砸中头部等事件，让

人直冒冷汗，在加强规制高空抛物行为的天平一端

增加了砝码，社会民众普遍担忧出行安全，忧心“头

顶安全”。此外，抢夺方向盘造成的人员伤亡危险

也与公共安全有关，例如２０１８年在重庆公交车上一
女乘客因错过站与司机发生争吵后抢夺方向盘，使

得公交车与小轿车相撞后坠下江中，造成１５人死亡
的惨剧，举国震惊，此后乘客抢夺方向盘的事件时有

发生。例如２０２０年３月合肥一男子因坐过站与公
交车司机争吵后抢夺方向盘，导致司机在路边紧急

停车，后该男子获刑３年，其实抢夺方向盘的事件大
多发生在公交车上，多因为错过站、想让同伴上车等

小事发生，且车上人员不特定，所以容易引发社会公

众的恐慌，民众希望刑法对此类行为进行规制的呼

声也越来越大。

基于对公共安全的保护，《修十一》将高空抛物

行为、抢夺方盘行为入罪是对民情的安抚，也是对民

众担忧公共安全的回应。但是，刑法不是普通的社

会治理工具，其保护的权利核心、手段严厉使得动用

刑法需要尤为慎重，社会问题的解决不能总是依赖

增加刑法规范。

２．“冒名顶替”入罪
２０２０年６月山东女子苟晶自爆被人两次顶替

上大学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各地类似人物频出，例

如湖南罗彩霞、湖北王俊亮、山东王丽等，更有媒体

报道称２００２—２００９年山东共２４２人冒名上大学，涉
及高校１４所。此类事件很快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
问题，除了对涉案人员表达愤怒外，人们更关心被冒

名的权利保护问题。此前只能依据《民法典》中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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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权、人格权的规定，还有无法直接援引的《宪法》

中受教育权的规定，对受害者的权利进行保护，相比

受害者无法逆转的人生而言，顶替者付出的代价实

在微不足道，民众普遍认为对被冒名者保护不足，太

过轻微的代价也无法威吓今后冒名顶替行为，应当

将此类情形纳入刑法。鉴于民众的呼声，在没有经

过严谨论证，《修十一》中仓促、随意加入对冒用他

人身份上大学、入职公务员入罪的规定，无疑是一项

缺乏前瞻性的回应性立法。

３．非法讨债行为入罪
近年来，金融市场活跃度高，滋生出许多非法乱

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案件频出，具有涉及金额巨

大、受害人员众多等特点，与本罪处在同一犯罪链条

上的是高利贷等非法放贷行为。例如，２０１８年惠州
公安打击的周某犯罪团伙，周某通过在网上开设的

借贷平台从事高利贷业务，并专门成立“地下出警

队”“催收专业队”，采取线上、线下两种手段收债，

涉及打砸等暴力手段和电话轰炸、视频短信威胁、非

法侵入住宅等软暴力手段，该犯罪团伙在多地进行

讨债，严重威胁社会治安稳定。基于近两年扫黑除

恶专项活动的经验，高利贷行业是其他众多犯罪的

温床，容易聚合成为黑恶势力，《修十一》中提高了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法定刑，也将采取暴力、软暴

力等手段催收非法债务的行为入罪，对于维护人们

人身、财产安全，保证社会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将非法讨债行为单独规定为寻衅滋事罪的

一款，并设立较轻的法定刑，其必要性、合理性值得

探讨，非法讨债行为此前被定性为寻衅滋事罪，或者

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犯罪，能够完整评价其犯罪行为，

《修十一》将其单独定性、定罚，除了可以直接认定

寻衅滋事构成要件外，在一定意义上避免了对催收

行为处罚过重的做法，并无其他大的价值，所以这一

规定更多的是对当前社会金融乱象的解决，属于回

应性立法。

（三）《修十一》中量刑情节规定的回应性色彩

１．增加奸淫幼女罪加重处罚情节
日前韩国素媛案的罪犯刑满出狱，占据了韩国

新闻的头条，就连我国新闻中也有报道，因为性侵女

童是很严重的犯罪行为，类似案件一旦被曝光，社会

舆论几乎众口一词地谴责这种不道德的犯罪行为，

公众对此类事件容忍度极低。例如，２０１３年云南大
关一办公室主任性侵幼女获刑８年，２０１８年因减刑提
前２年出狱的新闻一经报道就点燃了舆论的火药桶，
虽然昭通监狱方面作出了减刑符合规定的回应，社会

大众仍然议论不止，很多人发表了加重处罚性侵幼女

行为的意见，究其原因是性侵幼女行为是对社会公众

的道德底线的挑战。而２０１９年４月曝光的鲍某性侵
幼女案件将这一话题刷新，鲍某几乎以一己之力“重

建”了社会道德价值体系，刷新了公众认知。

《修十一》中对奸淫不满１０周岁幼女或造成幼
女伤害的行为规定为加重处罚情节，是对未成年人加

强保护的体现，也是对社会热点事件作出反应的体

现。然而奸淫不满１０周岁幼女或造成幼女伤害，完
全可以适用刑法第２３６条第３款第１项情节恶劣、第
５项重伤、死亡或其他严重后果的加重处罚情节规
定，《修十一》中增加的奸淫幼女罪加重处罚情节并未

超出修改前的范围，也未设置较轻或较重的法定刑，

并未实质改变现行刑法规范中对奸淫幼女罪加重处

罚情节的规定，更像一种注意规范，这种强调是对当

前社会问题的简单解决，所以是回应性立法。

２．为暴力袭警行为单独设立法定刑
警察在执行公务中经常会遭到袭击，此类新闻

时有出现，且有愈演愈烈之势。针对袭警问题在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０日两高和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
依法惩治袭警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中，明确

了袭警行为的入罪标准，加大了惩处力度。２０２０年
７月６日江苏省淮安市发生一起恶性的暴力袭警事
件，两位年轻警察被两个通缉犯持刀重伤，抢救无效

死亡，这起重大刑事案件牵动着社会公众的心，对执

行公务中的警察的保护成为舆论的中心，民众普遍

认为要对暴力袭警行为加重处罚，因此，《修十一》

对暴力袭击正在执行公务中的警察单独规定法定

刑，还规定了加重处罚的行为类型，这一规定也是对

社会实践中暴力袭警事件做出的回应。

但是，这一规定的合理性饱受质疑。首先，将警

察独立于公务人员行列，加大保护力度容易造成罪

刑不均衡，法官、检察官等其他公职人员工作过程中

同样可能面对较大风险，特殊保护警察缺乏合理性；

其次，出于限制公权力的考虑，不应当扩大警察权，

而对暴力袭警行为的加重处罚实际上达到了这一效

果，这一做法意味着公民权的缩小，背离了现代法治

的应有之义。

三、回应性立法存在的问题

刑事立法不仅具有作为社会成员的规范意识、

价值意识的诉求的一面，而且还具有作为表现立法

者的刑事政策的姿势的一面，立法活动本身就是价

值选择的过程，国家为了社会大众通过刑事立法彰

显价值观也无可厚非。刑法及时回应民众的不安，

并非只为了“安抚民众，赢得选票”，而是因为这种

不安和焦虑可能会深刻影响社群的稳定以及民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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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规范和社群的认同，并且最终又会反过来伤害

个体法益。这种回应性立法，“虽然具有防控犯罪、

维护稳定、保障权利、贯彻党和国家刑事政策等多方

面的积极意义，但也存在着一些值得反思的问

题”［７］。从我国刑法修正的范围和频率来说，在公

共情绪支配下明显增加，且重刑化做法抬头，若不能

坚守刑法谦抑主义，坚持刑事立法的内在规律，刑事

法律就会向着“又严又厉”趋势前进。另外，刑法更

新的速度过快会产生隐藏的法律风险，因为理论界

和实务界缺乏足够的时间考察评估。回应性立法存

在以下三个重要缺陷：

（一）非理性

回应性刑事立法多源自民意，优点在于立法时

容易得到公众认同，能够激发公众尊法、守法的意

识，回应性立法解决的是当下社会发生的现实问题，

而且一般是由民间议论为开端，具有被动性、仓促

性；解决问题的手段是通过刑事立法将某些行为入

罪或加重处罚，具有粗浅性，所以非理性的回应性立

法可能难以承受立法正当性的质疑。而大数据时代

任何决策都会受到数据影响，刑事立法也不例外，近

年来，司法数据研判法被许多学者接受，通过数据统

计分析，发现实践中真实存在的法律问题而不受舆

论的声音的蒙蔽，实证分析的过程和结论说服力更

强，回应性立法的仓促性和被动性更需要实证研究

的过程，否则立法就会缺少坚实的现实基础。再者，

上文提到象征性立法、情绪性立法与回应性立法有

重合的部分，学界目前对前两者大多持批判态度，如

果某项法律规定被贴上“象征性”“情绪性”的标签，

就会逐渐失去已经得到的公众认同，法律规范实施

过程中，会面对立法者和社会公众的质疑，那制定该

法律规范的初衷将难以实现。［８］

（二）非兼容性

科学立法要求做到刑法之外和刑法之内两方面

的协调，前者是指立法时处理好刑法与其他部门法

的关系，考虑其他法律规范的变化。例如，随着《民

法典》的出台，公民首部权利法案诞生，对公民权利

作出类型化规定，为刑法保护提供可能，也可提高刑

事立法的科学性。后者指的是在刑法体系内，新增、

修正罪刑与原有罪名的协调性，包括罪名设置的协

调性、个罪犯罪构成和法定刑的适配、个罪与个罪法

定刑配置的均衡等。

回应性立法容易出现片面性，某个新罪的增加

可能造成刑法体系内罪名设置的不协调，例如《修

十一》中高空抛物行为入罪，一方面是基于高空抛

物事件造成人员伤亡在公众心中的恐慌，另一方面

是《民法典》中对高空抛物侵权行为的明确规定，客

观上依据《民法典》关于此类事件私力救济与公力

救济的结合，可以保护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高空抛

物行为入罪并无必要。另外，即使需要用刑法规制

高空抛物行为，完全可以使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罪这一规定，将高空抛物这种行为方式单列出

来并无必要，而且《修十一》中为该罪设置的法定刑

是管制、拘役，远低于其他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法定

刑，使这条规定与刑法分则第二章的其他规定的衔

接出现问题。回应性刑事立法的兼容性问题会影响

刑法的司法适用，最终损害刑法的公正性。

（三）工具性

国家提倡刑事立法参与社会生活，面对生活中

出现的许多难题、怪相，人们总会要求国家发挥作

用，直接提出刑法修正建议的不在少数，从１１个刑
法修正案中可以看出刑法顺应时代发展的变化不断

做出改变，尤其是法定犯的剧增，说明“刑法已经由

解释的时代转向立法的时代”［９］。但我们不能回应

所有的社会现状，回应的过度会导致刑法成为社会

治理的工具而丧失其独立价值，纯粹的工具主义几

乎完全视法律为推行政策的工具。哈贝马斯称这种

现象为“法律对人类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如果生

活中出现的问题都用刑法解决，那刑法规范将无穷

无尽，最终成为比行政法繁杂庞大的存在，而且在这

一过程中一旦刑法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将会失去

公众认可，人们也不再会相信法律的权威和政府的

治理能力。

若刑法成为社会治理的工具，尽可能多的回应

舆论民意，将会使埋藏在国人心中的重刑主义的思

想蔓延到刑法规范中。因为受到我国传统文化的影

响，国人存在部分严重报复心理，由于复仇引发的刑

事案件从古至今都不稀缺，并且很多人对复仇者都

有同情、宽容心理。对于容易挑动人们神经的刑事

案件，例如性侵幼女、猥亵儿童，公众都呼吁加重处

罚力度，如果刑事立法满足人们的要求，增加新罪

名、加重法定刑，会使得刑法向着又严又厉的方向前

行，这不符合世界范围内刑事立法趋势。

四、刑事立法的应然选择

首先，我们要清楚法律只是社会治理的手段之

一，面对社会问题，我们可以采取政治、经济、行政、

法律等多种手段解决，法律具有的滞后性难以及时

应对社会难题，就像新冠疫情期间出现的个别人员

不服从防疫管理问题，我们无法紧急召开人大会议

以立法的方式进行规制，但是可以发布行政命令的

方式迅速处理，还有的社会问题要靠经济发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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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硬的法律规定未必有效。

其次，刑法只是众多法律规范的一种，作为保护

人民群众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其他法律规范能

够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就不需要动用刑法，“一个行

为只有在道德规范体系以及第一次法规范体系无法

有效予以调整，并且符合刑法调整的要求时，该行为

才能被立法者赋予刑事制裁的法律效果”［１０］。因为

施用刑法的后果非常严重，所以应当坚持刑法的谦

抑性。社会生活中出现的问题，首要考虑的是从现

有的各个部门法中寻找解决途径，如果非刑罚路径

足以维护个人、社会的合法权益，就无须寻求刑法保

护。刑法的保障法地位是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源

于国家公权力的自我限定，我国刑法修正的基本样

态是国家刑罚权的逐步扩张，这也就意味着公民权

的缩小，所以如何保证风险社会理论背景下国家刑

罚权的合理扩张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的难题。

最后，在刑事立法时，应当遵循其内在的规律，

如此才能保证刑事立法的科学性。其一，立法时必

须坚持犯罪化标准，例如损害原则、冒犯原则、法律

家长主义、法律道德主义、功利原则、比例原则……

在当前回应民意保护社会利益的同时，我们必须谨

慎对待犯罪圈的扩大，只有将那些真正符合犯罪化

标准的行为予以犯罪化，才能经得起立法正当性的

考验。其二，刑事立法要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使得法

律规范具有明确性，减少内容重复的强调性立法；坚

持罪刑均衡原则，使刑法规范具有体系性、协调性。

其三，坚持刑事立法的稳定性，法律作为一种行为规

范不可朝令夕改，否则人们无法安排自己的工作与

生活，势必会陷入秩序混乱的无所适从中，虽然随着

社会生活的发展，新的犯罪现象不断涌现，刑法条文

不可能一成不变，但是我们不能采取“出现一个，制

定一个”的做法，因为频繁变动的刑法规范的不确

定性，反而会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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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妇女动员
———以１９４８年冀鲁豫边区冬季生产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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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１９４８年冀鲁豫边区的冬季生产，是战时中共进行妇女动员的典型案例，冀鲁豫边区在
结束土改、整党建政中动员妇女参加冬季生产，并提出和实施了各种有效措施，从而在支援前线战

争、提高妇女政治经济地位、进一步摆脱传统束缚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和作用。同时，冀鲁豫边

区妇女动员工作也存在着不足之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妇女参加生产的积极性。

关键词：冀鲁豫边区；妇女动员；冬季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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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动员和领导下，
根据地的妇女不仅自己参加革命、从事生产运动，而

且送丈夫与儿子参军支援前线，为解放战争的胜利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目前学界主要以革命根

据地为基础，对中共妇女动员工作及其为战争胜利

所做的贡献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取得了众多的研究

成果。然而，对于冀鲁豫边区的妇女动员工作等问

题的研究明显不足，尚未见系统的论述。冀鲁豫边

区作为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革命老区，边区的妇女

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和革命精神，在解放战争时期

为中共取得革命的胜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基于

此，本文以冀鲁豫边区为研究对象，以１９４８年边区
的冬季生产运动为视角，主要利用河南省档案馆馆

藏档案，重点廓清中共动员妇女参加冬季生产的原

因、措施及其影响，以期深化对中共革命史和近代女

性史的研究。

一、动员妇女参加冬季生产的原因

（一）冬季生产计划的客观要求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

１９４６年６月，国民党为了独占胜利果实，撕毁“双十
协定”，发动第三次国内战争，即解放战争。１９４７年
７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
解放区范围不断扩大的背景下，１９４６年５月４日颁
布的《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已经无法

满足新形势的需要，１９４７年９月，为了统一制定新
的更适合的土地政策，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了

全国土地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

随后，在冀鲁豫、陕甘宁、晋察冀等新老解放区开展

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冀鲁豫边区的土地改

革，使广大贫农翻身成为土地的主人，为了保卫土地

改革胜利的果实，翻身人民踊跃报名参军，积极支援

前线，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参军运动。１９４８年９月，
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大

反攻的序幕。为了争取人民解放战争最终胜利、渡

过灾荒、为前线提供粮食衣服等必备物资，１９４８年
１１月１０日，华北人民政府发出冬季生产的指示，提
出生产“增长一寸”的目标，并指出要总结宣传土改

中妇女生产的经验教训，以动员妇女积极参加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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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１］１１月１３日，冀鲁豫行政公署根据华北人民
政府关于冬季生产的指示，结合冀鲁豫边区实际情

形，制定并颁发冀鲁豫边区冬季生产计划。［２］

冬季生产“增长一寸”这个战略任务 ，是冀鲁豫

边区党委１９４８年冬季生产重要的工作，具有重要的
意义。其一，自解放战争开始以来，广大河南地区在

两年的游击战争中，已经饱受国民党军队摧残，人民

生活十分困苦。又因河南许多地区遭受水灾，加大

生产度过１９４９年春荒是冬季生产中紧迫的任务；其
二，河北部分村庄亦受到水旱虫灾的影响，秋季收成

降低，亦急需加大冬季生产以度春荒；其三，在收成

较好的地区，在修正政策、确定地权后，人民则迫切

要求发展生产，改善生活。［２］因此，不管河南、河北，

不论灾区或一般地区都要以生产节约、发家致富、支

援前线为中心制定冬季生产计划。但在冀鲁豫边区

男子积极参军支前情况下，要完成冀鲁豫行署布置

的冬季生产计划必须高度发挥妇女的作用，动员广

大妇女参加冬季生产。

（二）解放妇女的根本要求

冀鲁豫边区妇女人口众多，凝聚起来具有巨大

的作用，是建设新中国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力量。在

中国抗日战争和两年的解放战争中，妇女工作已经

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她们积极动员丈夫、儿子参军，

为前线战士缝衣做鞋，在敌人扫荡村庄时掩护中国

共产党的干部与伤员。遇到灾荒时，广大妇女群众

不是惊慌失措、怨天尤人，而是日夜纺织积极自救，

并为前线补充粮食和衣服。在冀鲁豫边区土地改革

中，广大妇女群众通过诉苦、清算浮财，进行斗争。

历史证明，冀鲁豫边区的妇女在土地改革、支援前

线、参加军事战斗以及边区生产建设中贡献了巨大

的力量。同时，整个过程中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

家庭中和社会上的地位均有了明显的改变。经济

上，封建土地制度被彻底摧毁，妇女在土改中获得了

土地，妇女经济地位得到提高，妇女基本人权受到尊

重；政治上，由于妇女在抗日战争、土改与支援前线和

后方生产中，均表现出伟大的力量，得到了群众的称

赞，政治地位获得了提高；在社会上，农村开始移风易

俗，一些压迫妇女的封建传统思想、鄙视奴役妇女的

观念受到打击。［３］这为妇女解放开辟了道路。

恩格斯曾经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

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４］５５因

此，妇女解放的道路，必须从提高其经济地位入手，

只有多生产多积蓄，改变物质条件，才能最终改变其

政治地位，以致最后解脱封建束缚。中共中央指出：

“组织妇女广大劳动力走上生产战线，和男子共同

恢复发展生产，实现生产长一寸的任务，这不只是争

取全国胜利的战略任务，同时也是保护妇女利益的

中心环节。”［５］因此，冀鲁豫边区在布置冬季工作

时，必须认真检查、研究、总结妇女工作，并对妇女工

作进行具体布置，使冬季工作中妇女队伍不失时机

加以整顿，在完成“增长一寸”这个战略任务中高度

发挥妇女的生产力，以保证解放战争取得彻底胜利、

妇女进一步解放。

（三）贯彻党完整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的必

然要求

妇女的解放是整个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１９４６年５月４日，河北省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上提
出：“必须重视妇女工作”，“全党做妇女工作。”［６］但

是冀鲁豫边区领导对这一指示没有认真贯彻和执

行，导致妇女工作得不到应有重视。有的把妇女工

作放在整个革命斗争之外，认为妇女工作只是妇女

解放斗争中的事，是妇女干部的任务，继而将妇女工

作放在可有可无的地位，认为革命斗争没有妇女工

作的支持也能取得胜利，因而只将妇女工作交给少

数妇女干部去做而放弃对妇女工作的领导。有的甚

至为传统的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所支配，对妇女工

作持轻视态度，不但不积极负责，且予以嘲笑或讽

刺。［６］１９４８年召开的中央妇委工作会议，要求各地
区各党委加强对妇女工作的领导，认真总结与提高

妇女工作。冀鲁豫边区党委随即召开妇女工作会

议，正式转达中央妇委工作会议的内容和精神，即要

在冀鲁豫边区积极开展妇女工作，将妇女动员并组

织到冬季生产的工作中去。

妇女约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半，是中国共产党完

整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的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

冀鲁豫边区要贯彻党的政策和路线，离不开女性同

志的帮助和支持，任何轻视妇女工作的思想行为，都

会削弱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基础，从而影响革命

最终取得胜利。为了发挥妇女自身优势争取解放战

争的胜利，边区的妇女工作必须积极开展，必须把妇

女工作看成整个革命斗争中的重要部分。在开展任

何工作时都必须将妇女工作包括在内，把妇女作为

重要的群众基础，从各个方面加强妇女工作，积极贯

彻党完整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这是冀鲁豫边区

动员妇女参加冬季生产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二、动员妇女参加冬季生产的措施

土地改革运动完成后，冀鲁豫边区农村发生了

巨大的改变：封建土地制度已经基本消灭，土地大体

被平分，农民得到大体相当于平均数的一份土地。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要求就是民主与生产，这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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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以后一段时间内，整个农村的工作方针是恢复发

展生产、完成整党建政、结束土改、支援前线。土改

后，妇女工作的基本要求得到了满足，妇女基本人权

已初步确立，但仍有遗留问题：成分问题、地权问题、

家庭内部的民主与和睦问题、婚姻自主问题、妇女干

部问题、领导权问题等。这些问题不解决，便难以顺

利地组织妇女转向生产，因此冀鲁豫行署在颁发冬

季生产工作指示时要求，在结束土改、整顿组织、实

行建政工作中，必须结合冬季生产，总结妇女生产经

验与教训，积极动员妇女参加１９４８年冬季生产。
（一）修正政策，端正妇女工作态度

冀鲁豫边区是国共两党军队反复较量的重要地

区，土改复查期间又正逢黄河固堤防洪时期，［７］２１４冀

鲁豫边区男子绝大多数上前线，女子成为土地改革

与复查运动的主要力量。在冀鲁豫边区妇女的努力

下，在土地改革完成的地区，农村阶级发生了根本变

化，男女老少分得土地，妇女成为区、村代表等干部，

妇女的觉悟程度和积极性也获得了提高，总之在土

地改革中，冀鲁豫边区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家庭

和社会地位上都发生了根本改变。［８］但同时冀鲁豫

边区妇女工作也存在若干缺点。其一，土改过程中，

错定成分，斗争中农，以及在各种工作上伤害与排挤

中农，引起中农妇女不满和恐慌，导致中农妇女脱离

边区党组织，生产情绪消沉。在土地改革中，中农妇

女虽然也参加了斗争，但在实际工作中中农利益受

到侵犯，如在斗争割地、支差代耕中加重中农负担。

而在分胜利果实中，中农却一无所得，在各种会议上

均受到排挤，因此中农妇女发出“小小虫跟着蝙蝠飞，

有熬的眼没吃的食”的感慨，心中不满，生产情绪也不

高。其二，在土改中，对地主乱打乱杀，强迫妇女参加

“拉滑子”（滑轮），导致妇女不满，生产情绪低落。其

三，分配果实不公，干部脱离群众。在土改中，很多浮

财被清算，但这些浮财却分配不到贫农手中，群众认

为“开会不如纺花”，情绪低落。另外，干部在布置工

作时，强迫命令的方式也引起贫苦妇女的不满，如强

迫命令妇女剪发、放脚、扭秧歌等。其四，村组织混

乱，新老干部不团结，也导致妇女情绪低沉，生产积极

性不高。运动一次，老干部被打下一次，新老干部之

间积压很多问题：不团结、闹乱子、互相攻击。

在结束土改的工作中，冀鲁豫边区各地通过修

正政策、处理土改中遗留的问题、解决妇女的各项问

题，以安定和提高妇女参加冬季生产的热情。首先

冀鲁豫边区党委及各级干部通过再度检查是否真正

贯彻１９４３年２月中央发布《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
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即“以动员和组织广大妇女

群众积极参加生产视为妇女工作的基本环节”，［９］１２６

改正在思想上尚存在着的各种错误观点。冀鲁豫边

区妇女干部一改以往“强迫、命令”的工作方式，采

取“自愿”与“两利”的原则，动员妇女参加各种合作

社，如农业变工互助组、纺织小组之类的生产合作

社、供销合作社等。其次，冀鲁豫边区注重培养与提

拔大批党与非党的妇女干部，并注意提高妇女干部

政治、理论、文化的水平及工作能力。对农村新起的

劳动妇女干部，冀鲁豫边区通过对其原有的工作岗

位加强教育、耐心培养、逐步提拔，并发展其为党员。

另外，冀鲁豫边区各级党校和政府主办的训练班也

有计划地吸收妇女干部学习，提高妇女干部的工作

效率及培养妇女干部理论、政策、文化、生产等方面

的知识和技能。最后，为了保证妇女在土改中分得

的土地，冀鲁豫行署积极宣传保护妇女土地权，并且

在以家庭为单位发放土地证件时，皆注明：“男女均

有同等的土地权，全家成员有民主处理财产之

权。”［８］

（二）整顿妇女队伍，恢复妇女组织

１９４７年，在河北省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上，中
央提出“必须重视妇女工作”“全党做妇女工作”。［６］

但是经过轰轰烈烈的土改复查运动，农村妇女表现

依旧消沉，甚至某些地区农村妇女积极分子受到孤

立打击。主要原因是冀鲁豫边区在整党中及整党后

对妇女工作没有做很好的总结清算。冀鲁豫边区从

１９４７年９月结束复查工作开始整党后，由于未完全
做好详细计划，冀鲁豫边区整个工作陷于停顿状态，

工作失去方向，村干部“躺倒”，整个农村工作陷于

停滞混乱状态，妇女工作也不例外。在整党工作中，

有些地方批评妇女运动伤风败俗，不堪一提。并且

由于未对妇女工作进行总结清算，使得妇女工作是

非界限不清，不知道妇女工作中哪些是成绩应该肯

定，哪些是错误应该否定，工作没有方向。这些问题

不解决是非常不利于动员妇女参加冬季生产工作并

向前发展的。

针对以上问题，冀鲁豫边区党委要求在整党建设

中，要结合整顿妇女队伍来动员妇女进行冬季生产。

冀鲁豫边区党委要求：“支部在检查整个土改工作，研

究结束土改转向生产特别要检查妇女工作，检讨过去

对妇女工作的观点、做法，解决妇女工作遗留问题，提

出今后方向，以支部为领导，在群众中发扬民主作风，

对过去工作中的毛病要很好地自我检讨，对受孤立打

击的要分清是非，分清责任加以解决。”［６］

其中，关于整顿活跃妇女组织问题。在整党中

曾一度取消了妇女群众的单独组织，或者名存实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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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不利于妇女动员运动的。冀鲁豫边区党委指

出，妇女经济、政治、家庭和社会等权利尚未确定时，

单独的妇女群众组织是领导和推动妇女工作、团结

和教育广大妇女群众的最好组织形式。例如，动员

妇女参加妇会、妇女识字班、纺花组、织布组等组织，

并在各种组织基础上组织妇女成立妇女代表会。

妇女代表会的职能，是代表妇女群众的意见，讨

论当地妇女工作的方针任务及重要工作，传达民主

政府及上级组织的政策、法令或决议，发动广大妇女

群众共同执行。村级妇女代表会议，是妇女代表会

的基层组织。为了保证妇女代表会的民主性，妇女

代表会的代表是由人民代表大会的女代表、妇女团

体的代表（如纺织组、合作社、识字班等的女代表）

及广大妇女群众直接选出的代表，按照一定的选举

条件实行差额选举产生的。同时由妇女代表会议选

出委员会，贯彻决议，主持日常工作，并定期召开代

表会议检查妇女工作。委员会的名称，可根据群众

意见确定。在群众对妇联会已经熟悉的地方，可称

为妇联会的委员会，为充实有组织的群众基础，妇女

代表会议的委员会，应运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如识字

班、合作社、互助组等，去组织各种要求不同的妇女

群众；同时也必须经常与无组织的妇女群众联系，并

为其服务。［８］

对妇女工作组织的整顿是最基础的工作，另外

加强冀鲁豫边区各级党委对妇女工作的领导是极其

必要的工作。冀鲁豫边区的妇女工作在土改复查中

是有运动、有成绩、有基础的，但是由于缺乏经常性

系统性的组织领导，没有及时总结工作、肯定成绩和

纠正错误，因此妇女工作受到损失。为了动员广大

妇女群众参加１９４８年冬季生产工作，冀鲁豫边区党
委决定：

第一，改变民运部妇女科的形式，县委以上妇女

科在党委领导下建立妇女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

“妇委”）组织，以加强妇女工作的领导。规定妇委

由三到五人组成，由党委委员兼任妇委书记，原作妇

女工作的干部可选任副书记。妇委负责研究、检查、

总结妇女工作并提出方案，经边区党委批准后交由

各级妇委组织执行，妇委定期向党委禀报妇女工作，

党委要定期研究妇女工作，下级党委和妇委对上级

党委和妇委要建立定期报告制度，县级呈送地委级

报告的同时呈送区党委一份，报告一定要经同级党

委审阅，重要问题要事先请示事后报告。冀鲁豫边

区党委要求，各地委、县委的妇委组织应迅速建立起

来，妇委名单要提交上级党委批准，地委、县委的妇

委名单必须于１９４８年１１月底以前呈送区党委。［６］

第二，区委及乡支部设的妇女委员在党委统一

领导下，负责妇女工作。［６］任何工作的向前发展都

需要有一个发动机，对于冀鲁豫边区的妇女工作而

言，妇女委员就是区、乡妇女工作向前发展的发动

机，用以推动冀鲁豫边区妇女工作不断向前发展。

第三，妇女干部要加以调整，按工作需要加以合

理配备。冀鲁豫边区党委强调，边缘区妇委工作难

以大力开展的地方，妇女干部要适当调整，加强巩固

工作，区以下妇女干部要加以审查，发现、培养有前

途的劳动妇女干部，对不能作工作的干部要加以调

整，不称职但有培养前途的加以训练给以学习机会，

无培养前途的动员其回村工作或参加生产，但必须

注意解决其具体困难，不能简单从事。［６］

这样就在冀鲁豫边区建立了严密的妇女组织系

统，有利于妇女工作的积极开展，有利于促进冀鲁豫

边区妇女积极投入冬季生产的工作中去，为解放战

争的胜利奠定了深厚的物质基础。

（三）动员妇女参加民主建政，保证妇女特殊利

益

１９４８年中共中央文件指出：“以生产为中心，并
在生产过程之中，加强对于妇女的教育工作，提高妇

女政治觉悟、文化水平，动员妇女参加民主建

政……”［８］阻碍妇女参加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是

残留的封建思想和传统习俗。在土改过程中，由于

对妇女解放目标的不明确与观点偏差，造成妇女与

家庭关系紧张、妇女被禁止参加生产运动等。主要

表现为：第一，把妇女工作与家庭利益、家庭幸福对

立起来。土改中过分强调男女平等，妇女参加社会

政治活动，不适当地号召妇女“走出大门”，脱离家

中生产生活，经常开会娱乐代替农民家庭日常生活。

典型事例如下，范县五里侯正月十五组织妇女踩高

跷两个多月，皆是婆婆在家看孩子、做饭侍候媳妇，

媳妇不参加家庭生活只吃现成饭，引起婆媳矛盾，不

利于家庭团结和发展生产。第二，在家庭民主以及

妇女在家庭中政治经济地位问题上，主要进行了反

虐待和反推穿工作。在反虐待问题上，一味强调斗

争而忽视团结方针。片面认为妇女解放就是发动媳

妇向婆婆斗争，造成婆媳关系紧张，削弱了反封建力

量。在反推穿问题上，强迫家庭给妇女衣服和棉花

等，加重家庭困难，使得家庭关系紧张，不利于生产。

第三，在婚姻问题上，主要表现在妇女没有婚姻自主

权。据统计，冀鲁豫边区从１９４７年下半年至１９４８
年６月，计有妇女自杀案件且诉诸政府的有 １８３
件。［１０］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是因没有婚姻自主权、年

龄大小悬殊、双方没有感情、夫妇不和而自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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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关于妇女特殊要求的解决，必须是有步骤地、

分别地加以解决，不能操之过急，并且团结起来发展

生产的方向不能被忽略。

为了调动妇女参加生产的积极性，解决阻碍冀

鲁豫边区１９４８年冬季生产的障碍，冀鲁豫边区针对
家庭内部的民主与和睦问题、婚姻自主问题提出以

下具体措施：

第一，关于家庭民主与妇女在家庭中的政治、经

济地位问题。冀鲁豫边区党委民运部指出：“要提

倡家庭民主和睦、团结生产，提倡共同劳动共同享

受。”［３］如何建立民主和睦的家庭，首先要加大宣

传，反对旧封建、旧礼教对妇女的束缚，向封建思想

作斗争，建立新的民主和睦的家庭关系。其次，从两

方面进行教育，达到民主平等基础上的和睦团结，以

利于生产，即在具体婆媳关系上规定：其一，媳妇方

面。一方面，应承认婆婆是家庭主妇，生产的主持者

和领导者，承认她有生产经验、治家经验，在生产领

导上，要建立民主基础上的管理，媳妇是要接受指挥

的；另一方面，婆婆是长者，对其要有态度，但对其封

建思想，也要进行反对。其二，婆婆方面。婆婆应当

肯定媳妇是家庭生产劳动发家致富的主要力量，要

尊敬媳妇人格，爱护其劳动热情，在整个劳动中发扬

民主，树立共同劳动共同享受观点，克服封建思想，

纠正对媳妇单纯使用的观点。

第二，关于婚姻自主问题。在土改中，冀鲁豫边

区关于婚姻自主问题处理不彻底，导致妇女自杀事

件频发，这是不利于生产建设的。因此冀鲁豫边区

提倡婚姻自主，反对包办婚姻。同时强调在实现婚

姻自主中，不能一概而论，必须分别对待：其一，对于

未婚青年男女要加大宣传教育的力度，向他们宣传

婚姻自主、反对包办婚姻的意义，说明这是关系人终

身幸福的大事，使群众自动接受，这是积极建设方

面。其二，对于已经结婚的家庭要采取和睦的方针，

不能到处发动离婚，造成社会混乱，群众不满，影响

生产；但对于家庭关系极度恶劣的，要在家庭和睦的

原则下，加以调解或批准离婚。其三，对于寡妇改嫁

问题，要强调自愿的原则。冀鲁豫边区民运部强调，

反对寡妇守节这种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束缚压迫，阻

止对寡妇改嫁的歧视和打击。其四，针对地主富农

与贫雇农结婚的，对已经存在婚姻纠纷的情况，要调

解、教育，如实在不能维持，可经过正式手续离婚。

第三，关于妇女参政问题。在昆吾一区，曾错误

规定限期更换女村主任，结果导致村中男干部工作

消极，村中政务混乱。因此，冀鲁豫边区强调，提倡

妇女参政，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但这个过程需要在动

员妇女参加冬季生产的过程中逐步实现，不能操之

过急，避免妇女参政过程中受到打击，影响冬季生产

工作和妇女解放的进程。［３］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０日，《中
共中央关于目前解放区妇女工作的决定》指出，“应

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各种群众组织和会议，经常对全

体农民进行男女平等的思想教育，批评封建思想和

传统习俗”，［８］使妇女慢慢参政。

三、妇女参加冬季生产的影响与作用

（一）为支援前线做出重要贡献

１９４８年秋，受战争和天灾的影响，秋季收成有
所下降，为了度过１９４９年春荒，支援前线战争，冀鲁
豫边区积极采取措施动员妇女参加冬季生产，且取

得良好的效果。妇女参加冬季生产的主要内容是农

业生产和副业生产。特别是在支援前线中，妇女曾

很好地完成了后方生产任务，如耕地、纺花织布、缝

衣做鞋等。但是因为妇女受到封建思想束缚、家庭婚

姻等问题牵制，影响到生产情绪，不利于生产建设。

因此冀鲁豫边区采取积极措施保护妇女权利，动员妇

女参加冬季生产。在农业生产方面，妇女积极埋土造

肥、选种，为１９４９年春耕做准备。在副业发展方面，
妇女们采取因地制宜的方针，大力发展副业生产，以

补充因农业生产不足而面临的粮食短缺问题。如董

营共三百户人家，有二百户妇女编蒲包卖。

（二）妇女觉悟进一步提高

冀鲁豫边区在冬季生产中针对土地改革后妇女

工作中的问题积极制定措施，使冀鲁豫边区妇女在

生产中的地位得到提高，妇女走出家门，积极参加政

治、经济、文化活动。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２日，冀鲁豫边
区党委公布了中央建立全国民主妇联的通知。冀鲁

豫边区选出１３名非党的妇女参加全国妇女代表大
会，其成分包括了女工、女学生、女自由职业者以及

保育院、医院、财政经济、军队各机关的女工作人

员。［１１］由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的妇女成分可知，冀鲁

豫边区的妇女进一步解脱了封建束缚，经济地位获

得提高，其政治和社会地位也得到进一步提升。

妇女组织系统进一步完善，确立了两级选举制

度。冀鲁豫边区通过民主方式选举妇女代表参加全

国妇女代表大会，具体步骤为：由各县召开有代表性

的会议，建立县妇联，并选出出席行署级妇女代表大

会的代表，由行署再选出出席全国和华北的妇女代

表大会代表。同时冀鲁豫边区党委规定，建立县级、

行署级、全国民主妇联，妇女组织层层递进，进一步

解放与保护妇女权力和利益。

（三）提高了妇女的家庭和社会地位

妇女受封建传统观念束缚，其家庭和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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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利益几乎难以保障。冀鲁豫边区动员妇女参加

１９４８年冬季生产，不仅提高了妇女在家庭中的地
位，妇女的社会权利也进一步得到了保证。第一，一

定程度上实现了家庭民主，保证了妇女在家庭中的

话语权。卓高王庄于秀轩参加完妇女会，回家建议

召开家庭会议，得到其丈夫认同，“咱是新家庭，家

里也要实行民主，不管老的、少的、媳妇都发表自己

的意见，大家想办法过好日子”［１２］。这证明妇女在

家中有了话语权，逐步实现了家庭民主。其二，妇女

在社会上的特殊权利得到了保证，一定程度上实现

了男女平等。例如，妇女在教育培训上有了与男子

平等竞争的机会。１９４８年 １２月 ２日，《冀鲁豫日
报》发布的《冀鲁豫行政公署电讯训练班招生广告》

与１９４９年１月５日发布的《冀鲁豫行政公署干部学
校行政财政班继续招生》等都不再限制性别。

总之，在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大反攻的大环境下，

冀鲁豫边区以１９４８年冬季生产为契机，积极总结土
改经验，通过一系列措施成功动员妇女参加生产以

度春荒并支援前线战争，在动员过程中提高了妇女

的政治、社会和家庭地位。但是受历史条件的限制，

冀鲁豫边区的妇女工作中亦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其

一，冀鲁豫边区各级党委对妇女动员工作的自觉性

不够，有时上紧下紧，有时又上松下松。其二，在结

束土改动员妇女参加冬季生产时，冀鲁豫边区各级

党委召开的会议较多，但实际深入工作不够，导致工

作成绩不大。这些不足也是此后妇女工作的目标和

任务，正如１９４９年冀鲁豫第一次党代会议上万丹如
所提出：“今后必须结合大生产运动，深入发动妇女

参加农业生产，并根据各地条件发展副业生产及手

工业生产，并有意识地注意逐渐解除妇女封建束缚

（如强迫包办婚姻以及限制妇女参加社会活动自由

的封建陋俗），以提高妇女生产积极性。”［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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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ｏｍｅｎ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ｗａｒ．ＴｈｅＪｉ－Ｌｕ－Ｙｕｂｏｒｄ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ａｎｄ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ｖａｒｉｏｕ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ｔｏｍｏｂｉｌｉｚｅｗｏｍｅｎｔｏ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ｉｎｗｉｎｔｅ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ｌａｎｄｒｅｆｏｒｍ，ｐａｒｔｙ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Ｉｔｈａｓ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ａ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ｆｒｏｎｔ－ｌｉｎｅｗａｒｓ，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ｗｏｍｅｎ’
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ｆｕｒｔｈｅｒｆｒｅｅｉｎｇ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ｆｒｏｍ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ｈａｃｋｌｅｓ．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ａｌｓｏｓｈｏｒｔｃｏｍｉｎｇｓｉｎｔｈｅ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ｏｍｅｎｉｎｔｈｅＪｉ－Ｌｕ－Ｙｕｂｏｒｄ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ｗｏｍｅｎ’ｓｅｎ
ｔｈｕｓｉａｓｍｔｏ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ｉ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ｅｘｔ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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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与单一族群政策导向下社会治理刍议
———基于阿米什与阿伊努的典型性

高小岩１，薛长礼１，全美英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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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阿米什人基于恪守信仰规约的原因，至今不用电与汽车等现代科技，形成与主流社
会有别的独特文化。日本阿伊努人经历了从最早定居列岛的原住民到生存空间被蚕食的反抗者、同

质化运动中被隐藏到发出本民族声音的历程。阿米什人与阿伊努人的例子体现了多元化与同质化

的不同治理思维与政策脉络，导致亚社会群体迥异的发展轨迹。

关键词：阿米什人；阿伊努人；族群文化政策；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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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米什人（ＴｈｅＡｍｉｓｈ）基于自身信仰与教规的
原因，不用电与汽车不仅在美国社会独一无二，在全

世界上也难觅同例。阿伊努人（ＴｈｅＡｉｎｕ）是北海道
原住民，过去不被政府承认和国外所知，以至于日本

一度被误认为单一民族国家。虽然相距万里，文化

各异，但两个族群一如美日两国一样既价值趋近又

特质迥然。

一、阿米什人：现代社会的隐休者

阿米什人，宾夕法尼亚州荷兰语称 Ａｍｉｓｃｈ，德
语称Ａｍｉｓｃｈｅ，可追溯到再洗礼派的基督会团契组
织，是德裔瑞士移民后裔。按天主教教规，婴儿要接

受洗礼，宗教改革后的再洗礼运动主张成人受洗。

１５２５年，再洗礼运动者为纪念运动领导人门诺·西
门，这一教派被称为门诺派。教徒行为如果与《新

约》相违，告诫无效就剥夺其教徒权利，起初只限于

脱离圣餐桌，后来神父雅各布·阿密（ＪａｋｏｂＡｍ
ｍａｎ）坚持在社会、经济和家庭关系等方面都要隔
离。１６９４年，阿密及追随者从门诺派中分离，被称
为阿米什人。阿米什人向北美移民正值１８世纪法
国大革命席卷欧洲时期，早期聚居在阿米什人的

“母亲殖民地”宾夕法尼亚兰开斯特的西卡内斯托

加和诺斯基尔，后向西迁徙，东起宾夕法尼亚，西到

印第安纳，其中俄亥俄州 ５５０００人，宾夕法尼亚州
４７０００人，印第安纳州３７０００人，三个最大聚居区是
宾夕法尼亚州兰开斯特县（ＬａｎｃａｓｔｅｒＣｏｕｎｔｙ，Ｐｅｎｎ
ｓｙｌｖａｎｉａ）、俄亥俄州霍姆斯和韦恩县（Ｈｏｌｍｅｓａｎｄ
ＷａｙｎｅＣｏｕｎｔｉｅｓ，Ｏｈｉｏ）、印第安纳州埃尔克哈特和拉
格朗日县（ＥｌｋｈａｒｔａｎｄＬａＧｒａｎｇｅＣｏｕｎｔｉｅｓ，Ｉｎｄｉａｎａ）。
霍姆斯柏林镇 （Ｂｅｒｌｉｎ）的阿米什和门诺遗产中心
（Ａｍｉｓｈ＆Ｍｅｎｎｏｎｉｔｅ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Ｃｅｎｔｅｒ）是了解阿米什
文化的窗口。阿米什人反暴力，不服兵役，着装以黑

灰白青为主，因为欧洲军服上缝有纽扣，阿米什人在

衣服上不缝纽扣，只用褡袢连接两襟。男子上身穿

白色或淡色无领衬衣，套西装外套或坎肩背心，下身

穿背带长裤，头戴黑色有边礼帽，留修道士式齐耳短

发，因为欧洲军人常蓄唇上髭须，阿米什男子婚前不

蓄须，婚后蓄无髭须的络腮胡。妇女不化妆，穿连衣

素裙，头发在脑后挽成发髻，上套白色双圆弧小软

帽，用细带系于颌下，裙子长度在膝盖和脚踝间，无

图案花色。少儿穿戴和成人一样，男孩穿衬衣、马

甲、吊带裤，女孩穿联肩高领长筒裙和双圆弧帽。

三个世纪以来，阿米什教派一直是美国社会一

部分。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对技术的不同态度
导致了阿米什人内部分裂。１９２７年，赞成拥有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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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电话的新派阿米什人（ＢｅａｃｈｙｏｒＮｅｗＯｒｄｅｒＡｍ
ｉｓｈ）分离出去，老派阿米什人（ＯｌｄＯｒｄｅｒＡｍｉｓｈ）抵
制汽车、电话、交流电和电器等，这样才确保他们不

被科技和物质控制，达到真正接近上帝。有人家里

有自制发电机，因为觉得通过电力公司传输到家庭

是对私人领域的侵犯。学者困惑于阿米什人的族群

性问题，因为仅靠民族、种族、宗教、行为习惯等任何

分类界定都难以自圆其说，但不妨碍阿米什人作为

稳定共同体的存在。人们享受电力与科技的便捷，

觉得这样的生活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阿米什人以内

省力量来隔绝外界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对精神家园的

侵蚀。

阿米什人对迫使他们改变的外部力量充满疑虑

与抵触。他们反感被纳入国民义务体系，拒绝参加

任何形式的商业保险，依靠农业及手工业等自然经

济自给自足。阿米什人依法纳税，但他们和政府达

成协议，不享受美国的老年福利金，不交税收中用于

社会养老的社会安全基金。他们以传统方式颐养天

年，极少出现老无所养的问题。阿米什社区紧密的

人际纽带与虔诚信仰对生老病死的坦然，缓释了内

心对老无可依的焦虑。他们也不接受义务教育等公

共产品，按社区需要决定阿米什孩子的教育年限，时

间短于美国最低教育年限，阿米什人希望孩子继承

他们的价值观，害怕失去凝聚力的传统。１９７２年，３
个阿米什家庭因为拒绝送１５岁的孩子上学被法院
判处罚款５美元，此后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推翻初
审判决，并得到联邦最高法院肯定，理由是宪法第一

修正案的信教自由条款比义务教育有更高权威性。

也有解读为美国宗教氛围浓厚，美国人对坚守信仰

的阿米什人抱有敬意与理解。阿米什的成功在于，

一是有强大的保护传统的内在力量，二是有能够容

纳阿米什存在的外部环境。阿米什人认为八年教育

已够用，受教育程度高会徒增烦恼，他们的老师仅是

初中毕业生。这与国民教育理念相悖，为了弥合双

方认知偏差的分歧，折中办法是阿米什孩子八年级

后重复学习直到凑够年限毕业为止。阿米什父母不

送孩子去附近的公立或私立学校，而在本社区给儿

童提供教育。他们学校的特别处在于所有孩子不分

年级的都在一个大教室里（Ｏｎｅ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Ｓｃｈｏｏｌ）上
课，使用德语方言之一，他们将说英语的人统称为

Ｅｎｇｌｉｓｈ（英国佬）。如此一来，阿米什儿童迟早面临
语言文化障碍，除非不和外界接触。阿米什人不培

养孩子的竞争意识，与大家协同一致被认为是遵照

上帝意旨行事。

阿米什人农忙时节在谷仓周日聚礼，寒冬时则

在各家轮流，聚礼前把家具抬出去，在前厅摆上一排

排长凳。除非卧病在床，否则必须参加聚礼。牧师

进入后，依次是老中青年人。唱完德语歌谣再听布

道。牧师布道时不允许记笔记。阿米什人做礼拜一

是为增加自己被救赎的机会，二是巩固与社区的联

系。阿米什人教区由共同礼拜的２５到３５个家庭组
成，社区被保守的宗教秩序 Ｏｒｄｎｕｎｇ（德文：秩序，条
令）支配，规定应遵循的方方面面。每半年他们会

审视Ｏｒｄｎｕｎｇ是否需要补充，确保生活没有偏离正
确轨道。阿米什人认为，虽然人类有罪，但生活在

“有纪律的信徒团体”中可以被救赎，称其为服从

Ｇｅｌａｓｓｅｎｈｅｉｔ（德文“信条”或顺服上帝），成员们从精
神和世俗上将“顺从”与“不顺从”的人分离。他们

坚持自己的精神信条，避免“世俗的危险”是阿米什

社会的精神基点，也是阿米什社会存续的外部防线。

阿米什社区依靠严格的宗教道德约束，带有理想主

义的乌托邦色彩。社区边界既是有形的地理区分，

也是无形的理念、行为建构的。阿米什人在社区内

解决问题，万一本社区不能解决，会寻求另一阿米什

社区帮助。他们基本不用电话（即便有的家庭有电

话，也装在离住房较远的地方），认为写信或预约上

门是更礼貌得体的方式。阿米什人平常都坐马车，

遇到相距太远的情况，也会乘汽车、火车或飞机。阿

米什社会是“熟人社会”，生活区域高度重叠，影响

了私人空间成长，个人言行在群体相互监督状态下。

群体规范塑造出高度格式化的个人，带有美国社会

少有的集体主义倾向，个人行为好坏的判断以是否

符合Ｏｒｄｎｕｎｇ规范为准，他们采取称之为“Ｓｈｕｎｎｅｄ
（闪避）”惩罚不遵守规范的人，迫使举止不规范的

人改变行为。阿米什人到十六岁叫作 Ｒｕｍｓｐｒｉｎｇａ
的时期，周末聚会接触同龄人，到外面看看，来决定

留在当地还是出去。有青年去大学读书，还有女孩

成为阿米什人最不能接受的模特。如果一个人不想

过阿米什生活，他的至亲比如配偶子女或父母都会

对他闪避，如果不悔改，闪避会持续终生。Ｒｕｍｓｐｒｉ
ｎｇａ后无非去留两条路 （ＴｏｂｅＴｈｅＡｍｉｓｈｏｒｎｏｔｔｏ
ｂｅ）。阿米什人有圈子里的自制报纸，在共同价值
观基础上分享感悟，建构出不同于美国主流社会的

社区。

阿米什人住在自建的木质平房里，院子里有菜

园，还有自制的天然气发电设备，车库里停的不是汽

车而是马车。他们从事农业、种植业、畜牧业、手工

业等，称自身为“地球之盐”（Ｓａｌｔ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ｔｈ），认为
创世纪、圣经时代汗水耕作是最接近上帝的生活方

式。他们打谷、贮备饲料、整修农舍，过程中家人、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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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相互支援，熟悉生产技艺与交换经验。他们认为

传统必须保留。阿米什人从小喂鸡、挤牛奶、饲养家

畜、除草、制作农具，他们喜欢享受谷仓饲养的乐趣。

他们耕种小麦、玉米、番薯等作物和各种蔬菜瓜果，

生产蜂蜜、牛奶用以自用和出售，食用农场里生产的

无农药天然食品。把多余农产品在就近市场上出

售。由于他们不施化肥、杀虫剂、抗生素，其有机农

产品受到消费者信赖。每年庆祝丰收时，女人们举

办“拼布蜜蜂会”，一边闲聊一边用旧衣服和剩布缝

制拼布被毯。阿米什人的家禽养殖场利用物理条件

使空气流通，比电控温度的成本低。由于不用电机，

劳动强度大，阿米什男子通常清晨五点起床做农活，

女子也是五点起来准备早餐。一对夫妇有四五个甚

至更多孩子，孩子自小参与劳动。阿米什人修建大

型房屋时，邻里也会帮助。因为他们勤劳俭朴，因此

能积累较多财富。肥胖在美国已成严重问题，得益

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规律作息，阿米什人很少有

肥胖的。

阿米什人家庭陈设简单，家具多木质，床单、桌

布及其他家纺品都是缝制，图案简单，色泽素雅，大

餐桌供家人沟通与祷告。由于不用洗衣机与烘干

机，手洗完衣服在外晾晒，这在美国很少见。阿米什

人在选择性适应主流社会，特别是在工作和寻求经

济来源方面。他们也开店出售土特产，有些店里也

有读卡机。一些阿米什人拥有的企业依赖旅游业，

另一些则为依赖旅游业的企业工作，但是旅游业并

未威胁阿米什文化的核心要素。阿米什商店从煤油

灯、自制棉麻鞋袜到钉马掌都有。他们手工做的拼

花被毯和脸上无五官的布娃娃（寓意在上帝面前人

人平等）已入围非物质文化遗产。店门口垂着沾苍

蝇的棍子，兰卡斯特一个叫“Ｂｉｒｄｉｎｈａｎｄ”的阿米什
市场里，有各种面酱、辣酱、蔬菜酱和果酱，装入密封

瓶罐里，仅以标签区分。家庭作坊里生产各种酱腌

菜、乳酪、面包等。阿米什食品包装简单无商标，仅

有名称与生产日期，盈利并非唯一目的，只不过是处

理多余物品的一种方式而已。阿米什人偏爱有糖蜜

馅的ｓｈｏｏ———ｆｌｙｐｉｅ“赶苍蝇派”，是用面粉、牛奶、
鸡蛋、蜂蜜、白糖制成的圆形蛋糕，这种甜点糖分高，

易招苍蝇，是家家会做的特色甜点。阿米什人友好

内敛，言谈举止中散发一种从容气质，他们不追求

以风俗为噱头获取利润，当有人拍照时，阿米什人会

转过脸去，因为他们认为拍照或摄像会掳走人的灵

魂。

二、阿伊努人：同质化中被隐身者

阿伊努人是日本土著民族，现多居住在北海道，

人口约２４０００人，占北海道总人口的０．４％，关东地
区约有５０００人。然而，这些人中很少有人会讲阿伊
努语，或保有传统生活方式。阿伊努人最早见于《日

本书纪》。该书景行天皇二十七年（公元９７年）二
月条记载：武内宿祢从东国回来上奏，东夷之中有日

高见国。其国之人男女椎结文身，为人强悍。皆曰

虾夷。“日高见国”即本州东北，“虾夷”即阿伊努

人。《新唐书·日本传》记载日本遣唐使提到“山外

即毛人”，“毛人”就指阿伊努人。元、明时期将库页

岛、北海道、千岛群岛及堪察加的东北亚诸族称为骨

嵬、苦夷和库野，他们与黑龙江入海口的通古斯

诸族常接触，属骨嵬南支之一。阿伊努人比日本和

人稍矮，男子１．６米左右，女子平均１．４８米，肤色较
深，面部棱角分明，眼眶高，眉毛粗黑，眼窝深，睫毛

长，双眼皮，眼珠棕褐色，鼻根低，嘴大，毛发粗黑厚

重弯曲。成年男子多连鬓胡须，个别还有棕红胡子，

女子上唇有髭状痕迹的文身。阿伊努人五官有混血

感，小时候与和族人差不多，越老区别越大。Ａ型血
发生率高于Ｂ型。阿伊努人在弥生时代（公元３—４
世纪）曾遍布日本。从７世纪后半期起，和族人鄙
视并驱逐“自古未沾王化”的阿伊努人，将阿伊努人

蔑称为“虾夷”，意为夷狄，有未开化野蛮人之意。

奈良、平安时期大和朝廷的“征夷大将军”（せいい

たいしょうぐ，１１９２—１８６８日本的实际统治者）就
是为征讨虾夷人而设的高级军职，很多留存至今的

绘卷刻画了虾夷与和人交战的场景。阿伊努人自

１３世纪开始在津轻海峡以兽皮、鲑鱼交换和人的稻
米、刀具，一次争执中阿伊努人被和人杀死，阿伊努

人遂围攻和人据点道南十二馆，１４５７年，客居花泽
馆的武田信广（后继任家督，改姓蛎崎，后代获“虾

夷奉行”，改苗字松前）射杀虾夷酋长考西亚马，此

后，阿伊努人多次反击，１６６９年，阿伊努首领沙牟奢
允（日语：シャクシャイン、阿伊努语：ｓａｋｓａｙｎｕ或
Ｓａｍｋｕｓａｙｎｕ、１６０６—１６６９）被暗杀，直到北海道为松
前藩所征服。然而，对阿伊努人形成致命打击的并

非明治拓殖前的武装冲突，而是其后的柔性同化。

在德川时代（１６０３—１８６７）后三分之二时间，松
前藩将日本人和阿伊努人居住地分开。１８世纪晚
期，松前大名将阿伊努人聚居的东虾夷地分为 ７８
处，分赐给家臣，在明治维新前６０多年间（１８０４—
１８６８），松前藩辖内的阿伊努人减少近三分之一。
明治维新（１８６８年）后，政府于１８６９年在虾夷地设
置开拓使，将虾夷地更名为北海道，日本政府鼓励本

州、九州、四国的日本人移居北海道，同化阿伊努人。

１８９９年《北海道原住民保护法》做出了对阿伊努人
·０６·



实行授产、救济、医疗、教育等方面的规定，阿伊努

人丧失了独立发展的主体性与可能性，被迫告别渔

猎生活和传统居住方式，被纳入政府设定的轨道中，

阿伊努文化在打着国家名号的强势政府与和族占多

数的主流社会的双重挤压下，濒临断代的危险，只能

在夹缝下生长。明治政府推行从血缘与文化双轨并

进的政策同化阿伊努人。在此过程中，和族人和阿

伊努人通婚相当多，所以，今天的阿伊努人很少是

“纯种”。在建构单一民族的政策框架下，加快同化

步伐。要求阿伊努人剃去胡须，剪发洁发，将姓名改

成日本名字，学习日语，穿和服与制服。借助各种途

径手段，将阿伊努人从形貌、语言到生活习惯消融殆

尽在主流文化中。阿伊努人的服饰、图腾与文身作

为认同载体的文化元素日渐式微，以与和族人无差

别的举措被推行，通过或刚或柔、或明或暗的手段，

将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彻底切断。之所以采取这样

的政策，反映了日本社会比较单一的文化结构与日

本人的某种思维定式。日本存在强烈的同化异质的

社会环境，亦即长期单一民族神话所追求的效果，意

味着任何人只要不同化于日本社会，便会遭到排斥

和打压。

阿伊努人不被外界所熟知，与日本一直营造和

构建单一民族国家的目标有很大关系，在这种取向

导引和舆论氛围的环境里，阿米什人不被认为是一

个族群单位和社会组成部分，甚至于长久以来，连这

种提法和概念都不被承认，只以某地域的特殊风俗

人群被学术界看作文化遗存，或者被掌握话语权的

国家机器任意解读，因为日本人认为他们生活在一

个同质的、单一民族的社会。阿伊努由于没有政治

地位，加上经济状况弱势，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即

便有微弱信息发出，也因为相悖于单一民族国家的

政治神话而被选择性忽视。日本主流社会和阿伊努

社区间的关系成为超过１００年的研究课题，这一切
都是在关于所谓日本人纯洁性的政治意识形态不断

变化的背景下发生的。日本作为一个同质国家的观

念深入人心，直到最近２０年，这种观念才变得谨慎
起来。人们惊讶地发现，从北海道到琉球，族群差异

存在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在跨越２０个纬度，绵延
３０００公里跨度的岛屿链上，并不存在所谓的同质化
因素。即便在日本本部岛屿间，差异也是不争的事

实，毕竟明治后形成现代日本不到２００年，历史上由
绳文系到弥生系的转承也不是一以贯之的传承脉

络，所谓单一民族的说法完全经不起从现实到历史

的推敲。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社会学家们或多或

少认为，北海道阿伊努人是已经灭绝或即将灭绝的

族群。这种认知基于民族中心主义观点的建构，把

阿伊努人描绘为原始落后的民族，把他们的生活方

式冻结在一个模糊的过去，把他们的民族认同置于

灭绝种族的背景中。这种对阿伊努民族及文化的误

解在社会政治言论中一度曾是共识，多数人的概念

和目标依然坚持日本是由一个同质群体组成。尽管

这种状况给阿伊努人带来了许多苦难与障碍，但并

没有阻止他们挑战和人（わじん／ｗａｊｉｎ倭人）的等
级秩序和身份固化，也没有阻止他们参加属于其文

化传统的活动。阿伊努人的族群认同，建立在他们

面对镜子里的自己，祖先留下的不同于和人的轮廓

外貌，也建立在阿伊努人的语言、风俗习惯等文化符

号。特别是置身北方寂静的星空下，呼吸阿寒湖的

空气，听到口弦琴ＭＵＫＫＵＲＩ和歌谣，阿伊努人似乎
听到祖先的召唤，提醒自己到底是谁。

后现代主义思潮伴随着后工业社会出现，促使

人们在物质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思考“我们是

谁”的元身份问题。在世界原住民与土著人人权事

业勃兴的国际气候下，加上阿伊努民族意识复苏与

权利意识觉醒，以及日本政府对以往族群政策的反

省，迎来了阿伊努人历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

１９９７年，日本政府通过了《阿伊努文化振兴法》，这
是阿伊努人不懈努力争取得来的权利，标志着阿伊

努人的文化传承迎来转机。这项决定的创新性法律

推理植根于日本宪法和国际人权法，对阿伊努人和

世界各地土著人民的未来都有深远影响。然而，政

府不太愿意承认阿伊努的土著权利。这项法律制定

十年后，联合国提出了《土著人民权利宣言》，这是

一项不仅加强文化权利，而且加强土地和自决权利

的宣言。尽管日本代表对《宣言》的评价大多是负

面的，但对《宣言》投了赞成票，近年来的考古发现

已经让社会舆论与共识实现巨大逆转，日本人不得

不承认，比起和人，阿伊努人祖先更早踏上了列岛，

可是，２００多年来，阿伊努人一直被殖民在祖先的土
地上，并在所谓单一民族的日本社会中受歧视。于

是，阿伊努人通过与世界各地的土著民族建立联系，

参与了全球关于贫困问题的讨论。通过这些努力，

阿伊努人引起了人们对他们的关注，尽管他们在日

本历史记忆中一度被隐形。即便在各种强制政策与

利诱措施挤压下，传统社会结构瓦解，被迫放弃传统

生计方式，民族意识被虚无化，在漫长的同化过程

中，政府事实上已经将阿伊努人改造成了颇标准的

“日本国民”，在经过了双语共用的阶段后，阿伊努

人几乎都以日语为母语了。然而，民族意识等深层

次的东西并没有完全消失，阿依努后代还是对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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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家乡的文化有血缘上的亲近感，一旦在强势的主

流文化中发现还有星点本族文化的种子，久已沉睡

的民族意识就被唤醒，长期被否定的集体人格爆发，

受压抑的民族情绪被激活，说明同化政策并没有从

潜意识层面扼杀阿伊努人的认同，企图消融一个数

千年历史、有深沉文化自尊的民族的计划，还是难逃

失败宿命。政府重新反思对阿依努人的政策，与其

费尽心思压制适得其反，还不如正视阿依努人问题。

２００８年，日本国会首次承认阿伊努人是土著民族。
为响应这项历史性决议，同年８月成立了未来阿伊
努政策咨询委员会（ＡＣＦＡＰ）。日本政府对阿伊努人
的立场变化，从同化和否认，到承认土著人地位和土

著权利，族群政策的改弦更张是迫于国际土著人运

动的压力，还是对以往做法的反省忏悔，抑或为了在

国内外塑造日本形象的考虑，前后反差之大，令人错

愕，因为仅凭阿伊努人的抗争，并无足够力量对政府

施政产生决定性影响，无论如何，这种行为至少比过

去是不小的进步，有助于促进族群和解与社会进步。

三、多元化和同质化下的宿命

阿米什人与阿伊努人由于环境、背景与历史际

遇不同，发展轨迹与生存状态大相径庭。阿米什人

的生活方式和宗教风俗得到了保留，阿伊努人作为

一个民族被接受的过程并不顺利。相对阿伊努人，

阿米什人并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因为他们

是３００年前从瑞士迁来的德裔移民后裔，只不过因
为信仰原因自成一派，无论对迁出国或迁入国都不

是另一民族。作为脱胎于宗教联系、内部通婚和用

德语非英语的德裔移民后代，阿米什人有对信仰和

习俗而非民族的认同，但从政府对其养老税豁免、教

育年限的妥协、内部自治的不干预以及适应他们生

活的变通措施看，看不出和被官方承认族群所有的

权益有何差别。阿伊努人则从历史起源、语言文化、

风俗习惯到体质特征都和日本主体民族有不小区

别，其实官方早已意识到他们是与和人并立的另一

民族，但是却不把他们当民族对待。在有文化趋同

效应和价值取向的日本社会里被选择性忽略，被和

人排挤到当时十分偏僻的北海道，明治维新后也未

赋予其民族地位，使作为一个民族实体的阿伊努人

从历史到近代，并未享受到自由发展自身的权利，直

到前几年才略有改观。

造成阿米什人与阿伊努人截然不同的经历与状

态，与所在国的文化背景与社会环境不无关系。美

国幅员辽阔，人群间因为资源和土地的争夺比人均

资源紧张的日本宽松得多。同时，移民来源国情使

不同族裔处于相差不多的位置，有条件、有能力允许

各地人群自由发展。文化差异塑造了今天的美国。

美国人很小就被告知是移民国家，移民是社会的力

量，他们振兴了经济，促进了文化，促进了社会。众

所周知，除了印第安人作为数千年前就在美洲生活

的原住民外，大多数人在美国生活的历史不超过

３００年，因此各移民群体都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
阿米什人作为１８世纪左右的瑞士移民，和１７—１９
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Ａｎｇｌｏ－Ｓａｘｏｎ）人几乎同期
抵美。由于美国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欧洲移民即便

族属来源不一，相互争夺资源与生存空间的竞争并

不激烈，为完整保留自身文化信仰和生活方式创造

了条件。反观日本是一个面积不到美国１／２０左右
的岛国，火山、地震、台风、海啸等灾害频繁，人群自

然而然形成了紧密联系，深信共同协作才能生存下

去的信条，个性化文化特质很难产生，却极易形成单

一民族的人文地理和心理基础。７世纪前后建立的
大和王权与阿伊努人在本州东北相遇，因为争夺资

源和土地冲突，和人将尚处渔猎社会的阿伊努部落

向北驱赶，将“不服王化”的虾夷卷入和人的同化机

制中。经过数世纪的大和虾夷战争，和人推进到阿

伊努人聚居的虾夷地，１８６９年明治政府将虾夷地更
改建置为北海道，拓殖中移入大量日本人，颁布《北

海道旧土人保护法》，强迫阿伊努人说写日语、穿和

服西服、与和人通婚，将阿伊努人从血缘到文化融入

主体民族中，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到本世纪初，日本政府
在国内外压力和对以往族群政策的反思中，意识到

有必要承认阿伊努人，然而此时阿伊努人只剩下北

海道白老町、平取町、阿寒湖等处的２万多人了，经
过数代被改造，其余有阿伊努人血统的２０万人已与
和人无异了。

多元文化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和实践，主张文化

在塑造个体认同中的中心作用。多元文化主义者批

评自由民主政策将个人仅视为原子化的公民，导致

不平等和歧视。多元文化主义关注的是文化不公，

它要求承认和容纳不同于主流思想和信仰体系的

人。民主是要调和分歧，把来自不同社会文化背景

的人融入一个共同整体中。美国政治哲学是建立在

多元主义和自由民主博弈的动态平衡上的，它既承

认多元文化的群体权益，也与自由民主所侧重的个

人权益并行不悖。阿米什人无论是寻求与主流有别

的集体诉求，还是个人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并不

存在任何机制化的力量或压力迫使个人或群体改变

行为准则。如霍布斯鲍姆（ＥｒｉｃＨｏｂｓｂａｗｍ）所言国
家“创造了民族”，日本基于非移民国家、单一民族

国家建构与社会高频互动的特点，对外来文化或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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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成分包容度不高，对与多数不一致的文化有纠偏

倾向与同化机制，意味着任何个体或亚群体需要淡

化或摒弃其文化个性因素，才能参与到社会协作与

资源分配上。传统价值追求整齐划一的集体主义倾

向，因此有些阿伊努人即便知道不同，也被同质化压

制而隐藏起来。由此经历数代同化，除了北海道不

多的聚居社区，阿伊努人已习惯于作为标准国民生

活。众所周知，母语在社会文化、认知和学习在身份

认同中保持着突出地位，由于学校不教阿伊努语，只

会说日语的阿伊努后代的民族意识淡薄，阿伊努文

化被作为一种博物馆或文化村的观光性质存在，有

将生活在北海道、介绍阿伊努文化的人称为“观光

阿伊努”的不礼貌说法，为数不多的阿伊努协会在

召集族人活动时，反应寥寥。

然而，多元化是否预设了某种价值评判体系，从

塞缪尔·亨廷顿（Ｓａｍｕｅｌ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在《我
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的多元化对

ＷＡＳＰ（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清教徒）冲击的担忧得
到佐证。阿米什人虽然不讲英语、宗教规约区别于

ＷＡＳＰ在内的社会多数，但还是白人社会一员，政府
让渡出部分权限，保证其生活方式受到尊重。但是

有色人种虽然是多元化组成部分，却不能改变作为

主流社会点缀的本质，形式上被承认不等于实质上

被承认，因为评判权力始终掌握在握有话语权的人

手中。比起日裔美国人与美国白人的先天差异而

言，阿伊努人与和人即便不同，但没有多元化社会的

肤色、种族之分，却也受到基于文化的主流价值观左

右。因此，无论是多族群、多肤色的多元化社会，还

是人种结构与文化相对单一的社会，并不影响掌握

话语权与评判权的主流价值观形成，只不过包容度

因为人文历史与社会空间各异有级差。从文化多元

主义和文化同化模式中得出的结果表明，强调差异

的同时，关注自我可以减少偏见，尽管相似性可以调

节与那些被认为更不同的人的关系。阿米什人只被

视为较小教派，由于美国社会基督教氛围浓厚，再洗

礼派并未因教派差异而受干预，他们的信仰与生活

方式得到笃信宗教的多数人的同情与理解。而日裔

美国人则因为肤色文化差异，在特定情境中考验出

是否被所在国看作自己人，二战中美国将数十万美

籍日裔送进集中营证明这绝非多虑或臆测。在单一

民族国家建构指针下，阿伊努人被日本人认为是有

区别但并非不可改观的族群对待，社会上把阿伊努

人当成未开化的野蛮人，有将族裔身份与社会角色、

阶层固化和刻板印象联系的消极倾向，把阿伊努人、

琉球人和当时殖民统治的台湾土著列为落后族群，

感到有改造后者的使命感，认为只有让阿伊努人剪

掉大胡须，说日语，穿和服西装，摒弃渔猎生活才是

正路，代替阿伊努人做选择，否定阿伊努文化的价

值。施政方有悖于人本主义和文化平等的现代价

值，导致阿伊努文化迷失的后果。从历史维度看，是

令人遗憾与惋惜的，但在所在国社会的主流史观里

则认为是发展中不可避免的。

四、结语

美国多元化氛围给阿米什社区保有前现代风格

生活的空间，即便再洗礼派教义与主流有别，但也是

后者分支，其德语方言也是美国人数仅次英裔的德

裔移民的母语分支，因此阿米什人并未因不用电、汽

车及教派不同受到不友善对待，阿米什社区始终按

照自身步调运行，和两三百年前区别不大，成了今天

难得一见的文化风景。

日本阿伊努人被驱赶到北海道，在单一民族国

家的指挥棒下，被强制和柔性同化，直到全球土著人

运动兴起，日本才承认阿伊努人的民族地位，然而只

有２万多阿伊努人还保有自身文化，２０万有阿伊努
血统的人已经对文化无感知了。历史证明，文化被

卷入同质化经历各种侵蚀后很难复归本初，民族存

在被隐瞒数代后，亡羊补牢式的挽救也不晚，但是对

边缘化族群的境遇并无决定性改观。

平心而论，无论是阿米什人所在的美国，还是阿

伊努人所在的日本，都属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经济总量分列全球首位与第三。然而，除了物质保

障外，是否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力和事实上是否拥有

自由是衡量人类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无论基于肤

色、文化或其他因素划分，政策制定方都有左右亚社

会单元发展走向的能力，但是基于多元化与单一民

族的氛围分野，导致对族群文化空间尺度有别，造成

两民族状态迥然。多数人是否有替少数人做选择的

合法性？比如符合我们的习惯与常态，就属正常，反

之不一样的就反常，需要按照我们的设计而改变。

人类是否在放大不同的过程中，忽视了共性，从阿米

什人与阿伊努人双面镜，使人困惑多元化究竟是多

元并存还是多元仅作为一元的装饰而存在，还是必

然以强势吸纳弱势为唯一归宿，抑或是走入了思维

瓶颈还不自知的窘境？对典型个案深入思考，有助

于真正理解文化相对主义，从“他山之石”汲取经验

教训，从而更理性地面对复杂的社会人文环境，探索

出更务实、经得起检验的政策造福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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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在分析主流媒体面临的塔西佗陷阱、与年轻读者兴奋点错位、网络重要议题发源
地旁落、伪正能量毒化误导舆论、群体极化加高圈层壁垒、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和攻击加剧等挑战的同

时，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致力于高质量内容生产，用权威、真实、客观、理性、感人的内容说

服、打动受众（用户），通过让用户高度认可，来提升新型主流媒体传播力和影响力的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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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打造新型主流媒体的根本目的是扩大主流
价值影响力版图

２０２１年 ２月 ３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ＣＮＮＩＣ）发布第４７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
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我国网民
规模达９．８９亿，互联网普及率达７０．４％，中国手机网
民规模达到９．８６亿，手机上网比例达到９９．７％。［１］

随着中国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与快速普及，

移动端传播的灵活性、便捷性大大满足了当前传播

环境下用户的随时化、碎片化、便捷化信息获取需

求，中国互联网新闻资讯的覆盖人数也大幅增长。

ＣＮＮＩＣ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全国互联网新
闻用户达７．４３亿，占网民整体的７５．１％。手机网
络新闻用户规模达 ７．４１亿，占手机网民的
７５．２％，［１］成为网络新闻用户的绝对主力。

以中青年群体为主的多元网民，构成了庞大的

数字社会。其中，３０—３９岁网民占比最高，为
２０．５％，２０—２９岁网民占比１７．８％，４０—４９岁网民
占比１８．８％。近年来，学生族和５０岁以上的银发
族纷纷加入互联网，网民占比连年提升。在网民学

历结构上，初中文化程度最高，占比４０．３％，其次是

高中、小学以下、大学专科，分别占比 ２０．６％、
１９．３％ 和１０．５％，大学本科及以上占比９．３％。在
网民职业结构中，学生、自由职业者、农村外出务工

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公司员工等成为网民主力军。

可以说，谁占据了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谁就

赢得了最大的传播渠道和提升自身影响力的主动

权。

从２０１４年到２０１９年，６年时间，习近平总书记
两次正式提到建设“新型主流媒体”，并为新型主流

媒体确定了准确的概念、内涵、外延和实施路径。所

谓新型主流媒体，是与传统主流媒体相比较而言的，

它依托新型传播平台，特征是具有强大影响力、竞争

力；目的是在众声喧哗中发布权威信息，扩大主流价

值影响力版图，让党的声音传得更开、传得更广、传

得更深入，用主流价值观说服和影响主流人群和广

大受众，整合非主流受众；实施路径是内容建设为根

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证。

新型主流媒体的“主流”地位具体体现在两个

方面：内容标准和传播力、影响力标准。所谓内容标

准，是指在互联网时代，主流媒体依然需要及时报道

权威真实信息、承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主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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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忠实履行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职责和使命；而在传

播力、影响力标准方面，要求新型主流媒体必须要具

备互联网尤其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的强大传播力、能

够影响到足够广泛的主流人群。这是构建新型主流

媒体的关键所在，是新时期提高主流媒体舆论引导

力的当务之急。

二、传播力和影响力互动与制约关系辨析

１．传播力：新闻舆论有效抵达受众的能力
所谓媒体的传播力，即媒体的信息生产和扩散

能力，通俗来讲，就是新闻舆论能够抵达受众的能

力，具体体现在传播渠道要多元畅通、传播内容能覆

盖尽可能多的目标受众，并实现有效传播。所谓有

效传播，即媒体传递给受众的信息不能被无视，否则，

传播就没有力量，也就难以代表舆论、形成舆论和引

导舆论。所以，新闻媒体要能够生产公众感兴趣的信

息，并形成有效的传播，才称得上具有传播力。

换言之，传播力体现在受众对媒体产品的接触

程度，其中主要包含接触广度和频率、接触深度和时

间两组指标。美国南加州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院

长、英国剑桥大学社会学系研究主任曼纽尔·卡斯

特在其著作《传播力》一书中认为：“传播空间的权

力来自多元主体所提供的信息，以及这些主体间的

互动，信息来源越广、互动的频率越快、传播作为社

会变化的动力就越强。”［２］

关于主流媒体传播力的测量体系，不同的学者

有不同的观点，但立足传播效果进行测评是比较普

遍的共识。比如，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沈阳教授

的研究团队从微信传播特性出发，建立了“微信传

播指数（ＷＣＩ）”指标体系，通过 ８个指标进行测量，
包括总阅读数、平均阅读数、总点赞数、发布文章数、

最高阅读数、最高点赞数、平均点赞数、点赞率。［３］

人民网研究院研究构建的党报融合传播指数指

标体系，则通过抓取全国三级党报纸报、网站、微博、

微信、自有新闻客户端、入驻聚合客户端、入驻抖音

平台、入驻喜马拉雅 ＦＭ的相关数据对党报的综合
传播力进行年度评测。［４］

２．影响力形成的根本：事实与道理、情怀与温
度、品质与人文

至于新闻舆论的影响力，即一家媒体及其生产的

新闻或观点影响到的人越多，越具有影响力。新闻舆

论影响力要通过新闻舆论传播力来发挥效用。这里

所说的主流媒体的影响力，主要是正面影响力。

在各种观点都在奋力争夺读者和受众的新的传

播环境下，主流媒体更应该通过摆事实来开化人，通

过讲道理来征服人，通过真情感来打动人，通过真善

美来温暖人，通过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有人文关

怀的内容和传播来影响人，通过求同化异，使公众认

同媒体观点，改变已有观点，这是影响力提升的根本。

３．传播力是影响力形成的基础
主流媒体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形成，都有

赖于自身的传播力。因此，新型主流媒体传播力建

设的基本任务就是做好党和政府与人民之间声音传

播的桥梁，根本目的则是进一步提升自身的影响力

和新闻舆论引导能力，最终取得良好社会效益和舆

论引导效果。基于传播效果和传播力、引导力和影

响力并驾齐驱，能够实现有效引导的新闻舆论，必

然同时能从正向影响公众。而传播力、引导力、影响

力最终都要立足于公信力。［５］

三、中国主流媒体提升传播力和影响力的融合

转型路径梳理

１．党媒背景下的内容为王、渠道为要、技术支撑
和经营管理体系的互联网化

中国主流媒体从最初的报业集团化、传播矩阵

化，电视广播频道专业化、娱乐化，到后来各自不断

适应网络传播新特点，充分依靠新技术手段，建成一

体化采编中心“中央厨房”等转型标配，不断改变内

容生产、呈现、表达与传播方式，加强网络互动，重视

网络舆论引导，注重全渠道占领，先后入驻微信、微

博、今日头条、抖音短视频、喜马拉雅等平台，建成自

己的移动传播平台新闻客户端 ＡＰＰ，全力打造全媒
体传播矩阵，形成了强大的传播合力。比如，《人民

日报》、央视新闻和新华社三大央媒已在微信、微博

等新媒体传播平台上形成了强大的市场辐射力。而

上海报业集团旗下主打时政新闻与思想分析的“澎

湃新闻”则成为网络原生新型主流媒体的典型代

表，在内容生产、技术创新、吸引用户和商业盈利等

方面均有不俗表现。各大党媒背景的主流媒体纷纷

依托互联网，在内容、平台、渠道、人才、经营、管理等

方面不断创新，新闻传播渠道呈现出鲜明的移动化、

多元化、平台化特色。

２．传统主流媒体依托自身特点，探索出不同的
融合转型模式

各大主流媒体依托自身特点进行适应变革，走

出了不同的融合转型模式。比如，人民日报的“中

央厨房”一体化编辑部模式，上海报业集团的体制

性整体挺进互联网融合发展模式与浙江报业集团的

传媒控制资本、资本壮大传媒的融合转型模式等，受

到业界瞩目。此外，北京日报报业集团依托“长安

街知事”等品牌新媒体带动转型的模式，以及湖南

日报报业集团“三湘华声全媒体”、江西日报社“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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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云”平台等转型模式也颇具特色。而大众日报报

业集团、河南日报报业集团、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等也

在“中央厨房”统领下，发力内容和原创，不断提升

自身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将互联网这个最大的

变量转化为新闻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

３．走好全媒体时代的群众路线成为深度融合的
共识

２０２０年 ９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

见》，为主流媒体进一步融合发展指明了方向。除

了要求主流媒体融合要加快向纵深发展外，《意见》

指出，要走好全媒体时代群众路线，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工作导向，坚持贴近群众、服务群众，强化媒体

与受众的连接，以开放平台吸引广大用户参与信息

生产传播，生产群众更喜爱的内容，建构群众离不开

的渠道。［６］多家主流媒体通过及时追踪时事热点并

依据用户喜好，持续打造特色栏目，构建传播矩阵，

将自身网站和手机应用打造成输出资讯和观点的重

要渠道，发力视频账号，打造热门栏目，并在 Ｂ站、
抖音、微博等视频网站、社交媒体平台上第一时间进

行推送，收效良好。

四、主流媒体进一步提升传播力影响力面临的

挑战

１．个别主流媒体存在塔西佗陷阱风险，舆论引
导难度增加

２０１５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兰考县委常委扩
大会议上所作的重要讲话中就谈到了塔西佗，他明

确指出：“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了一个理论，

说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

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这就是‘塔西

佗陷阱’。”他接着说，“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

但存在的问题也不谓不严重，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

决。［７］”个别地方政府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时，表现

失范，或者因为种种原因失声不语，甚至提供不实信

息，不仅严重损害自身的公信力，而且导致刊登这些

不实信息的主流媒体也陷入失信的境地。比如，

２０２０年１月初武汉市卫健委代表市政府发布的不
明病毒“人不传人”的信息，被钟南山院士否定。武

汉卫健委和报道其信息的当地主流媒体被网民严重

质疑，公信力受损，就是惨痛的教训。

与此同时，当前社会多元利益群体并存、不同阶

层心理隔阂加剧，一些民生事件、阶层特权、贪污腐

化、贫富分化、执法不公等问题侵蚀群众利益，也加

剧了公众与政府、不同圈层之间的信任危机，极易形

成舆论热点，增加舆论引导难度。

２．“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基本不看主流媒体”
依然是主流媒体面临的结构性难题

早在２０１３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敏锐地指出，很
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基本不看主流媒体，必须正视这

个事实，主流媒体需要解决好本领恐慌问题。［８］近

年来，尽管主流媒体做出了许多占领年轻人头脑的

新尝试，加强了技术迭代与渠道占领，也纷纷开发了

自己的互联网传播平台，比如新闻客户端，但这类新

闻客户端在年轻人中下载率并不高。传统媒体与年

轻人的“最后一公里”依然打通困难。比如，河南日

报报业集团倾力打造的“顶端新闻”客户端，华为应

用市场下载量为４７万次，在课题组随机抽取的３００
名来自河南各地的年龄在１８—２４周岁的大学生中，
下载比例不足百分之一，这与第一人口大省巨大的

人口基数不匹配。而在一些聚合平台，被“置顶”的主

流媒体发布的内容信息，年轻群体的点击率并不高。

分析发现，在年轻用户居多的自媒体场域，信息

传播和接受模式呈现出明显的去中心化特征，碎片

化、微观化、形象化、娱乐化的叙事方式广受欢迎。

主流意识形态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和全局性，

多年来承担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重任的传统主流媒体

在信息传播和叙事方式上存在诸多程式化和符号化

特征，在受众心目中留下较为生硬的刻板印象。而

且主流媒体最为擅长的思想深度、崇高与庄严、意义

和价值、宏观叙事、理性化、系统化、结构化等主流意

识形态传播与呈现方式，与年轻人热衷的非主流、亚

文化之间存在二元分离，与互联网文化基因存在较大

错位。而全球化带来的外来文化冲击，消费主义和追

求物质等因素的综合加持，在自媒体“集市”，大众尤

其是年轻群体难免对主流意识形态敬而远之。

３．主流媒体难以成为网络重要议题发源地，制
约自身传播力和影响力提升

舆论是特定时空里公众对于特定社会公共事务

公开表达的基本一致的意见和态度。［９］而能否引发

舆论、代表舆论进而引导舆论是媒体增强传播力和

影响力的关键。当前热点舆论的原材料大多出自自

媒体。舆论的形成虽然有很强的偶然性，但一个事

件能够快速成为舆论热点，也有其必然性。在平时

的报道中，对于容易引发公众舆论的社会问题报道，

主流媒体往往动力不足，或者顾虑较多。正面报道

按部就班，冲击力和趣味性不足，很难形成话题性的

调查和发酵力量。而自媒体往往靠一个偶发话题就

能掀起舆论热潮。比如最近网络上的热点话题毕节

“草包书记”被质疑、济源“耳光书记”被免职，四川

高校教授跳楼自杀，大连街道办副主任搞特权进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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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让书记说情等重要舆情话题事件都是如此。

如果形成舆论的新闻原材料和热点话题基本来

自主流媒体以外的其他媒体，那么这样的媒体或者

自媒体就会轻易成为影响舆论的重要平台。当受众

的注意力大都被自媒体吸引，主流媒体的线上线下

传播力和影响力必然会大打折扣。

４．伪正能量失去底线拉仇恨，收割网络流量，成
为舆论引导障碍

“正能量”指的是一种健康乐观、积极向上的动

力和情感，是社会生活中积极向上的行为。当下，中

国的正能量是指所有积极的、健康的、催人奋进的、

给人力量的、充满希望的人和事，并贴上“正能量”

标签。［１０］但当前的互联网传播环境中，却不同程度

充斥着脱离人民、误导舆论的所谓“低级红”“高级

黑”等“伪正能量”，毒化舆论空间，连带主流媒体。

所谓“低级红”就是有意或无意把党的信念和政

治主张简单化、庸俗化。“低级红”分为两种情况，一

种是站在个人立场上，认为自己的言行就是“替党说

话”，不顾及群众的反应，用无知或极端的态度来表达

自己的“正义性”。另一种则是有意识地夸大事实，靠

无原则的吹捧引发人们的反感情绪。［１１］“低级红”缺

乏对基本事实的尊重，不惜通过别有用心的议题设置

制造谣言、颠倒黑白，有意曲解党的理想信念和主张，

通过编造“正能量”的谣言和所谓的“爱国事件”，来

消费爱国，影响网民，造成严重后果。

“高级黑”则更善于对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

进行极端化解读，脱离实际，鼓吹时则极尽夸大和美

化，反对时则乱扣帽子，制造仇恨，企图蒙蔽人民，洗

脑民众。他们秉持二元思维，认为唱赞歌就是支持

体制，有不同见解就是反对体制。个别网络大 Ｖ失
去人格操守，为了赚钱，不惜挑唆矛盾，哗众取宠，制

造事端，甚至会违心地传播和自己真实立场完全相

反的观点，只不过他们以前是假扮公知“忧国忧

民”，赚恨国家的钱，如今却高呼爱国，割爱国的流

量，鼓自己的腰包。这种话语环境极易给网民造成

所谓“正能量”就是唱赞歌、说假话、背后一套当面

一套的感觉。新型主流媒体要传递理性的主流声

音，传播理性正确的价值观，就应该正确面对“伪正

能量”，矫枉过正，深入人心。

５．“后真相”时代，群体极化效应为主流价值观
传播带来困难

“后真相”时代，“弱事实、强情绪”成为网络传

播的新特征，个人情绪和理念不断影响网民意见，网

络社会心态的非理性倾向鲜明。在当前网络传播环

境下，无论是百度、淘宝、微信、微博、今日头条、抖

音、快手等，网络平台无处不在的推荐算法在通过判

断用户的喜好，推送偏好信息的同时，也几乎掌控了

用户的信息源泉。加之一些网络议题中充斥的反智

悖论、群体极化，甚至人身攻击，也加剧了网民的信

任焦虑，呈现出反传统、反权威、情绪化特征，使得用

户认为自己喜欢的观点就是中国大多数人的观点，

从而难以接受并无视不同的信息和意见。长此以

往，网民也将失去接受不同观点的能力。不同圈层

在推荐算法的加持下，正不断加深彼此的偏见，甚至

难以相互容忍。

网络传播中的“信息茧房效应”“回音室效应”

（人们倾向与接受与自己类似的观点，忽略相反的

观点）、“巴尔干效应”（网民因为利益等因素分裂成

不同圈层），以及社会化媒体公共议题感性化、情绪

化的传播特征，使得网络平台群体极化现象也因群

体共情而产生。个人情绪会因为不同的信息闭环而

不断循环放大，因此衍生的犬儒主义生存态度，都为

主流媒体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有效传播，提

升影响力和公信力带来新的挑战。

６．西方意识形态攻击和渗透无处不在，为主流
媒体提升传播力和影响力带来新挑战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着国外国内的双重考

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控制着世界的政治和意

识形态话语体系，对我国意识形态渗透升级；国内思

想交融交锋频繁，各种思潮甚至反动言论借助互联

网愈演愈烈，传统媒体在自媒体领域中话语权势减

弱。战狼论、崩溃论、追责论、标签化、妖魔化等各种

思潮，造成社会撕裂。面对西方意识形态攻击，主流

媒体尚未找到有效对抗和反渗透西方意识形态的有

力措施。

７．主流媒体融合的初衷和路径依然是以传播者
为中心，而非用户为中心

网络社会崛起的一个重要表征，平台型互联网公

司正在取代传统大众媒体，成为新闻信息分发的重

要枢纽节点。［１２］各大主流媒体作为供给侧，在数字平

台构建与采编流程再造的过程中，的确实现了新闻资

源的整合，但采编机制的重组并没有明显增强内容与

用户的连接。尽管生产环节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

财力，但生产的能够有效抵达用户的优质内容并不

多，内容生产与公众有效接收之间出现了断层。一些

主流媒体比照人民日报建成的一体化编辑部难以常

态化运行，“中央厨房”很少“开火做饭”，缺乏现象级

作品，内容为王生产乏力。中央厨房仍是以传播者为

中心，而非用户为中心。［１３］个别主流媒体建成的中央

厨房甚至沦为景观工程和要钱工程。［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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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新型主流媒体在技术层面、传播方式、渠道

占领方面较之传统媒体很容易升级换代，硬件建设也

能够做到日新月异，但内容层面的采集力、供给力、阐

释力和批判力的提升，话语方式和叙事风格的转型却

面临结构性挑战。一些主流媒体缺少受众细分意识，

也就不能常态化分析不同用户的需求和痛点，为不同

用户提供个性化服务。近年来，传统主流媒体也在自

建平台方面做过不少尝试（比如网站和新闻客户端），

但其建立的平台不仅兼容性不足、开放性不够，而且

用户门槛过高，难以满足用户需求甚至抑制了用户的

参与热情，陷入自导自演、自说自话的尴尬境地。

五、在网络上赢得民心是新型主流媒体网络传

播能力和影响力提升的根本

移动互联网时代，网络传播的海量性、随身性、

超时空性、多功能性、无限扩散性、互动性、回溯性等

巨大优势，是有目共睹的。新型主流媒体对互联网

的运用，只有开端没有终点。网络是公共的，在去中

心化的时代，每一个人都有利用网络进行内容传播

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主流媒体处于与其他媒

体、自媒体相同的竞争位置，谁的内容用户喜欢，谁

就有可能赢得用户。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过行政干

预和强行说教来争取用户已经行不通。

近年来，随着媒体深度融合的不断加深，主流媒

体通过优先发展客户端和新媒体矩阵，通过在各个

平台和渠道发布内容，已经完全能够做到传播渠道

的畅通，接下来，竞争的关键就要看主流媒体在网上

传播的内容是否受到网民欢迎。只有网民爱看的内

容，才能够赢得访问量和点击率，才能够进一步影响

网民。因此，持续生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质内

容，成为主流媒体传播力和影响力建设的核心。

事实上，在众声喧哗、“泡沫”泛滥的互联网空

间，优质的新闻内容是稀缺的。坐拥信源、采访许

可、专业和人才优势的主流媒体，完全有能力在互联

网空间占据主动优势，关键看这种能力如何发挥。

说到底，新型主流媒体网络传播能力和影响力提升

的根本，就是要具备生产和传播网民欢迎的内容的

能力。生产的内容网民认账，也就具备了在网络上

赢得民心的能力。

六、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新闻理念是赢得传播

力和影响力的不竭源泉

１．以人民为中心的新闻理念，与党的以人民为
中心的执政理念同根同源

主流媒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坚持以人

民为新闻报道的主体和服务对象，满怀深情地讴歌

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反映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追求，充分报道人民群众的意见、愿望、要求和呼声，

能够深入到人民群众中，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

急，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用老百姓喜闻乐

见的形式和语言，努力创作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

质的作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新闻信息需求。

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宣传党的主张要有群众

视角，反映人民呼声要有全局视野，把宣传党的主张

和反映人民呼声有机结合起来。［１５］

主流媒体强化并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就

是要与人民群众感同身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能

够敬畏群众，真切回应民众关切，对问题不回避、不

失声，敢于说实话、讲实情、道真言，切实守护公平正

义，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而不是“民有百呼我无

一应”，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能够在网

络中分辨出真话、假话和不同立场。谁替人民讲真

话，谁就是知己，谁就可以信任；谁欲盖弥彰讲假话，

就有不可告人目的，自然就不可信任。

２．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就是人民性和实事
求是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精华是：坚持新闻起源的

唯物主义新闻观，坚持事实是新闻的本源，新闻报道

必须准确、客观、及时地描述事实；坚持新闻事业的

意识形态性，即把新闻事业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坚

持新闻规律，使党性和人民性高度统一和一致；坚持

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坚持新闻真

实；把新闻报道与社会责任有机地统一起来，使新闻

报道、宣传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新媒体

深度融合，构建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科学实用的传

播体系，坚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１６］

坚持事实是新闻的本源，就是要让人民准确掌

握客观世界的最新变化，而不是为了少部分人的利

益刻意隐瞒什么。坚持新闻规律就是在新闻选择上

去选择那些尊重新闻价值规律，真正选择人民群众

喜闻乐见的新闻。正面宣传为主，就是选择那些能

够激发人民上进，带给人民希望，贴近人民生活，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要的报道，而不是

那些假大空、抽象晦涩、歌功颂德，或者让人颓废的

内容，主流媒体不能沦为一些干部夸大政绩提升官

职的敲门砖。而承担新闻报道的社会责任，则要求

新闻报道作为社会望者角色，既能发现社会的美

好，还能发现社会存在的浅滩暗礁，警示社会及时规

避。而主流媒体宣传的２４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就是人民对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建设目标的渴望，“自由、平等、公正、法

治”，是人民对社会生活的美好追求，“爱国、敬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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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友善”，是全体人民和谐相处实现美好生活的

基本个人道德。无论国家、社会层面，还是个人层

面，无不体现出以人为本的鲜明的人民性。

七、结语

移动互联网时代，新型主流媒体传播力和影响

力的进一步提升，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

态的有效传播与行稳致远，关系党执政赢得民心永

葆初心，关系到全国人民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凝心聚力，也关系到主流媒体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充分认识并面对新的传播环境带来的各种挑战，进

一步强化以人民为中心、以用户为中心的新闻理念，

以互联网思维热忱满足公众的各项需求，顺应民心、

反映民意，不断改进新闻内容生产、呈现和传播方

式，从而让人民真正认可、让受众喜闻乐见、让用户

主动买账，这应该是新时期新型主流媒体提升传播

力和影响力，并实现自身良性发展的有效进路。

参考文献：

［１］第４７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ＥＢ／ＯＬ］．
（２０２０－１２－３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ｃ．ｇｏｖ．ｃｎ／２０２１－０２／０３／
ｃ＿１６１３９２３４２３０７９３１４．ｈｔｍ．

［２］［美］曼纽尔·卡斯特（ＭａｎｕｌｅＣａｓｔｅｌｌｓ）传播力［Ｍ］．北
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３．

［３］清华大学新闻研究中心 ．２０１４政务新媒体传播力报告
［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１２－３０）．ｈｔｔｐ：／／ｃｉｔｙ．ｑｑ．ｃｏｍ／ａ／
２０１４１１２６／１１７１８１．ｈｔｍ．

［４］人民网研究院２０２０全国党报融合传播指数报告［ＥＢ／
ＯＬ］．（２０２０－１２－３０）．ｈｔｔｐ：／／ｙｊｙ．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１／
２０２０／１２２８／ｃ２４４５６０－３１９８１２３０．ｈｔｍｌ．

［５］丁柏铨．论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Ｊ］．新闻爱好者，２０１８（１）：４－８．

［６］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ＥＢ／ＯＬ］．
（２０２０－１２－３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２０２０－
０９／２６／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５４７３１０．ｈｔｍ．

［７］习近平在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上的讲话［ＥＢ／ＯＬ］．
（２０２０－１２－３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２０１５－０９／０８／ｃ＿１２８２０６４５９．ｈｔｍ．

［８］倪光辉．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胸怀大
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刘
云山出席会议并讲话［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３－０８－２１（１）．

［９］李良荣．新闻学概论［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７７．

［１０］百度百科［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１２－３０）．ｈｔｔｐｓ：／／ｂａｉｋｅ．
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ｉｔｅｍ／％Ｅ６％ＡＤ％Ａ３％Ｅ８％８３％ＢＤ％Ｅ９％
８７％８Ｆ／７９８５９？ｆｒ＝ａｌａｄｄｉｎ．

［１１］桑林峰．严防“低级红”“高级黑”［Ｊ］．党建，２０１９（４）：４０．
［１２］张 韵．网络中立：平台型媒体的传播公共性［Ｊ］．学术
界，２０１８（８）：１６８－１７７．

［１３］陈国权．中国媒体“中央厨房”发展报告［Ｊ］．新闻记者，
２０１８（１）：５０－６２．

［１４］传播君．人民日报“中央厨房”何以爆款频出？来听幕
后“大厨”怎么说［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１２－３０）．网络传播
杂志，２０１８－０６－２５．

［１５］习近平新闻思想讲义［Ｍ］．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
版社，２０１８：３．

［１６］高晓虹．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Ｍ］．北京：高等
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５．

（责任编辑　吕志远）

ＳｔｕｄｙｏｎＤｉｌｅｍｍａａｎｄＩｍｐｏｒｖｅｍｅｎｔＰａｔｈｏｆ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ｔｈｅ
Ｎｅｗ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Ｍｅｄｉａ

ＺＨＡＮＧＬｉｎ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ｅｄｉａ，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Ｈｅｎａｎ４５００４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ｓｍｙｒｉａｄ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ｌｉｋｅｔｈｅＴａｃｉｔｕｓｔｒａｐｓｆａｃｅｄｂｙ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ｍｅｄｉａ，ｔｈｅｄｉｓｌｏ
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ｃｉｔｅｍｅｎｔａｍｏｎｇｙｏｕｎｇｒｅａｄｅｒｓ，ｔｈｅｂｉｒｔｈｐｌａｃｅｏｆｔｒｅｎｄｉｎｇｏｎｌｉｎｅｔｏｐｉｃｓ，ｔｈｅｐｓｅｕｄｏ－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ａｎｄｍｉｓｌｅａｄｉｎｇｐｕｂｌｉｃｏｐｉｎｉｏｎ，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ｇｒｏｕｐ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ｓｔｅｒｎ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ｔｔａｃｋｓ，ｅｔｃ．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ｉｔｐｒｏｐｏｓｅｓｎｅｗ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ａｄｈｅｒ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ｐｅｏ
ｐｌｅ－ｃｅｎｔｅｒｅｄ，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ｔｏ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ｏｎｔｅｎ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ｖｅｎｃｉｎｇａｎｄ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ａｕｄｉ
ｅｎｃｅ（ｏｒｕｓｅｒｓ）ｗｉｔｈ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ｔｉｖｅ，ｔｒｕｔｈｆｕｌ，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ｔｏｕｃｈｉｎｇ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ｎｅｗ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ｂｙ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ｕｓｅｒ’ｓ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ｎｅｗ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ｍｅｄｉａ；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ｉｌｅｍｍａｓａｎｄ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ｌｉｆｔｐａｔｈ

·０７·



第３８卷　第２期
Ｖｏｌ．３８　　Ｎｏ．２

　　　　　　　　　　 中州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２１年４月

Ａｐｒ．２０２１　

重大突发事件中政务新媒体公众
参与的现实困境与提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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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形象。

摘　要：政务新媒体作为依托新型信息技术实现在线治理与民心相通的支撑平台和互动工具，
承载着权威发声、回应关切、政务公开等主要功能。在重大突发事件中，政务新媒体的公众参与面临

角色定位不清、回应机制羸弱、治理监管缺位等现实困境。通过主动议程设置、转变传播语态、协同传

播矩阵、强化风险预警等方式能进一步提升重大突发事件中政务新媒体的传播效果与公众参与意愿。

关键词：重大突发事件；政务新媒体；公众参与；新冠肺炎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１．０２．０１３
中图分类号：Ｇ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１）０２－００７１－０５

　　政务新媒体作为政府机构和部门在移动互联网
环境下利用新兴媒体平台向社会公众提供信息公

开、政务互动、实时管理和服务的一种电子政务手

段，已经成为新闻舆论实践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

部分，承载着权威发声、回应关切、政务公开等主要

功能。２０１９年１２月，由湖北省武汉市爆发并随之
肆虐全国的新冠肺炎（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造成大量
人员伤亡，被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列为“国际关注
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牵动着亿万国民的心。在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时期，各级政务新媒体高

度重视疫情防控的宣传报道工作，多措并举引导舆

论、回应公众关切、化解公众担忧，为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提供有力舆论支持，并积累了大量在线治理

的成功经验。与此同时，由于重大突发事件具有突

然性、不确定性与破坏性的特征，也暴露政务新媒体

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存在目标定位不清、回应机制羸

弱、治理监管缺位等问题。在此背景下，如何在重大

突发事件中正确引导舆论、促进民心相通，如何提升

政务新媒体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的传播力、影响力、引

导力和公信力，已经成为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中

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重大突发事件中政务新媒体受众参与的理

论基础

（一）政务新媒体概念辨析

随着５Ｇ、人工智能（ＡＩ）、区块链、大数据等新
兴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信息传播的方式发

生了急剧变化，政务新媒体的内涵也随之不断演化。

金婷（２０１５）将“政务新媒体”定义为政府机构、公共
服务机构和具有真实公职身份认证的政府官员进行

与其工作相关的政务活动、提供公共事务服务、与民

交流和网络问政的新媒体平台。［１］陈强（２０１７）认为
政务新媒体是政府机构和部门基于在线治理需求而

在新媒体平台搭建的互动工具，包括政务微博、政务

微信、政务推特、政务 ＡＰＰ等。［２］智媒时代环境下
“政务新媒体”这一概念的定义随着网络技术的不

断发展具有更加深刻的外延和内涵。单纯从作用效

果层面或是技术层面去定义政务新媒体是不够准确

的，还要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分析政务新媒体本身

所具有的独特特点。因此不能简单将“政务新媒

体”的概念简单定义为政务微博、政务微信、政务推

特、政务ＡＰＰ，而是政府机构和部门在新型媒介应
用、新型媒介终端与新型媒介体系框架下实现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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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与民心相通的支撑平台和互动工具。

（二）重大突发事件中政务新媒体公众参与的

发展与流变

与国内相比，西方的民主法治思想萌芽较早，对

公众参与的基本行为和理论也进行了较为广泛和深

入的研究，但由于中国社会治理有着独特的政治和

时代语境，国外并无针对政务新媒体公众参与问题

的直接研究。国内新闻传播学界相关研究多集中于

政务新媒体舆论引导方面，如吴明（２０１９）对政务新
媒体在突发事件中的舆论引导工作进行研究。［３］陈

鹤（２０１４）通过内容分析法分析论述了现阶段公安
政务微信在重大突发事件信息传播中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了对策建议。［４］其他相关研究则聚焦于政务

新媒体公众参与的影响研究，诸多学者在技术接受

模型、期望确认模型、信息系统模型、创新扩散理论

等理论的基础上对政务新媒体的用户使用行为、使

用意愿、使用动机、影响效果、策略建议等方面进行

研究分析。刘密霞等（２０１５）从政府信息公开的角
度深入剖析电子政务环境下的公众参与机制。［５］王

立华（２０１８）以政府信息公开为自变量，基于２８８个
城市的数据论证其对于政务微博公众参与的影

响。［６］谢丽娜（２０１５）在技术接受模型、创新扩散理
论和信任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影响用户通过

社交媒体获取政府信息的因素模型，为我国政务社

交媒体的发展提供借鉴。［７］吴云（２０１４）基于整合型
技术接受模式 （ＵＴＡＵＴ）量表，解释公民使用政务
社交媒体的行为特征，为政务社交媒体的进一步改

进和完善提供参考。［８］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对于重

大突发事件中政务新媒体公众参与的研究主要在管

理学、信息科学等学科理论框架下开展的，此类定量

研究容易忽略政务新媒体作为一种新型电子政务形

式在大众传媒环境下的适用性。考量政务新媒体在

重大突发事件中的传播效果与公众参与行为，能完

善网络传播、在线治理等相关研究领域研究成果，并

对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提供有益补充。

二、重大突发事件中政务新媒体公众参与的现

实困境与成因分析

近年来政务新媒体在党中央及各级政府部门的

重视与关注下呈现出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但

在具体的实践工作中仍存在角色定位不清、回应机

制羸弱、治理监管缺位等诸多问题。

（一）重大突发事件中政务新媒体公众参与的

现实困境

１．角色定位不清导致公众认同缺失
在重大突发事件中政务媒体往往会迎来一波

“出生潮”，然而许多政务媒体作为“任务式”的产

物，缺少明确的自身定位，无法有效获取公众的认

同。目前，政务新媒体建设方面仍然存在“各自为

战”“一盘散沙”的现象，地方教育、卫生、交通等政

务新媒体数量繁多，功能定位不清晰，让人眼花缭

乱，甚至是“一事一号”，违背集约化原则。特别是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相当一部分政务新媒体处在

“僵尸”或“半休眠”状态，由于自身角色定位不清导

致零星的信息发布无法满足公众在重大突发事件中

对最新信息的关切与需求，较难建立起公众对自身

平台的认同感。

２．回应机制羸弱影响公众参与意愿
在重大突发事件中，一些政务新媒体因为常年

低互动、弱联动的运营习惯，面对公众亟须的信息需

求，只能做到基本发布，仅仅单向地灌输和宣传发

布，自我边缘化，面对公众关切问题不能确切回复，

甚至出现沉默应对的现象。在此语境中，政务新媒

体的“塔西陀效应”在网络空间下更易传播发酵，直

接影响公众的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此次疫情中，

国家部委政务新媒体表现可圈可点，但是相比而言，

一些地方政务新媒体仅仅进行情况通报、政令传达

等职能，显然不能满足当地民众对疫情防控、生活所

需等问题的回应需求。

３．治理监管缺位破坏公众参与氛围
重大突发事件往往伴随着大量的谣言在网络空

间中广泛传播，特别是在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社

交网络平台当中。由于谣言的传播呈现病毒式的裂

变，极易误导公众，造成群体极化，引发社会恐慌。

如２０２０年１月３１日，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消息
称，该所和武汉病毒所联合研究初步发现，中成药双

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一些政务新媒体

随即跟风报道，导致双黄连一夜脱销，当晚各大药房

网上销售渠道几乎所有品牌的双黄连口服液均已售

罄下架。消息传出后，各医疗、科普机构纷纷开始

“辟谣”。事后，上海药物所回应态度模糊。一些政

务新媒体也陷入尴尬境地。此次“双黄连口服液事

件”，部分政务新媒体在未经核实专业信息的情况

下，跟风报道发布信息导致大众恐慌性哄抢，严重破

坏了公众参与的意愿与氛围。

（二）重大突发事件中政务新媒体公众参与困

境的成因分析

１．技术迭代重塑媒介生态
新型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重塑了传统大众传

播的媒介生态，使人们迎来了内容爆炸与即时互动

的万物互联时代。面对海量信息的轰炸，公众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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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甄别信息的真伪，容易陷入信息迷茫状态。政

务新媒体拥有的天然权威性的特点，符合用户需求。

特别是新冠肺炎爆发的特殊时期，公众的紧张心理、

情绪需求决定了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是政务新媒体

建立权威影响力的窗口期。

２．用户内容消费习惯变革
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内容与社交的关系增强。

用户不再是单向、静态地接受，而是希望通过评论、

转发、点赞等方式深度参与政务信息传播与重塑。

在此环境下，政务新媒体的内容生产者不再与用户

处于割裂状态，而是通过交流、互动形成深度的情感

联系，用户将成为内容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在重大

突发事件发生时，公众不仅单向的获取信息，其对事

件的关注与评论，对信息的参与和二次传播都是当

下政务新媒体发展需关注的关键一环。

３．管理体制及运营机制局限
目前，政务新媒体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的运营管

理往往存在目标定位不清晰、运维方式陈旧、缺乏科

学的管理体系以及人才激励和评价机制滞后等问

题，严重制约政务新媒体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的工作

效率和传播效果。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型

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政务新媒体在运营管理环节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部分政务新媒体未能顺应社会与技

术的发展，在管理思路与运营实践方面还停留在大

众传播阶段，没有将互联网思维运用到政务新媒体

的运营管理过程当中。

三、重大突发事件中政务新媒体公众参与的过

程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与其他网络媒体相比，政务

新媒体凭借其自身的天然权威性优势，吸引了更多

公众关注。微信更是凭借其庞大的用户基础成为疫

情传播最重要的渠道。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７日，微信平
台发布《微信战“疫”数据报告》。报告显示，疫情期

间有近“１２亿”人次，通过微信跟踪“疫情动态”。
其中，政务微信号关注量持续上涨，同时新增的１００
余个政务类疫情服务小程序，环比去年同期，政务类

小程序用户增长近６０％。国家信息中心南京大学
网络传播研究院发布的《“新冠肺炎”公众认知与信

息传播调研报告》显示，微信是公众获取疫情的最

主要的渠道。［９］同时，在清博数据政务榜关键词云

中，“疫情”“武汉”“肺炎”也已成为新冠疫情暴发

期间整个政务新媒体传播的核心词汇。本研究的案

例分析单元为政务新媒体号“共青团中央”在新冠

肺炎疫情暴发初期（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０日—２０２０年２
月１日）运营状况，旨在深入分析重大突发事件中

政务新媒体的传播效果与用户参与行为。

（一）重大突发事件中政务新媒体的传播效果

分析

“共青团中央”作为政务新媒体行动的积极践

行者，近年来发展了完整的媒体矩阵，除了微博、微

信等主要平台，头条号、百家号、抖音等平台都取得

良好的成绩，同时也积累了大量公众关注，在疫情期

间各个平台活跃度，关注度，参与度等方面都具有一

定的代表性。

表１　“共青团中央”微信公众号推送ＣＯＶＩＤ－１９相关情况

发布

时间

总发

文数

ＣＯＶＩＤ－１９相关

信息条数

总阅

读量

平均

阅读量
ＷＣＩ

１．２０ １４ ２ １２８Ｗ＋ ９２０３８ １５９３．７０
１．２１ １０ ２ １３２Ｗ＋ ９４３８３ １５７９．９３
１．２２ １４ ４ １３１Ｗ＋ ９３６６３ １５９０．３１
１．２３ ９ ２ ８２Ｗ＋ ９１９２１ １５６５．９２
１．２４ ８ ３ ７１Ｗ＋ ８９５１１ １５２８．０１
１．２５ １２ ８ １１３Ｗ＋ ９４９０４ １５７４．７４
１．２６ １１ ８ １０３Ｗ＋ ９３９７６ １５３５．１７
１．２７ １４ １１ １３１Ｗ＋ ９３８３９ １５６９．４７
１．２８ １１ ９ １０４Ｗ＋ ９５２４６ １５４４．６４
１．２９ １１ ８ １０７Ｗ＋ ９７９６５ １５２４．２３
１．３０ １１ ８ １０１Ｗ＋ ９２７１５ １５２２．２４
１．３１ １２ １２ １０８Ｗ＋ ９０７５６ １５４５．９８
２．１ １４ １１ １２６Ｗ＋ ９００８５ １５６０．２５
平均值 １２．０８ ６．７６ １１０．５８Ｗ＋ ９３２３．２３１５４１．３３

　　根据“共青团中央”微信公众号推送 ＣＯＶＩＤ－
１９相关情况分析，公众号总阅读量在１月２１日和
２２日达到峰值，随后逐渐下降。在１月 ２０日至 ２
月１日期间，“共青团中央”微信公众号共发布文章
１５１篇，其中疫情相关文章 ８８篇，总阅读量达
１４３７Ｗ＋次，平均阅读量为９３２３．２３次，ＷＣＩ（微信
传播指数）平均阅读量为 １５４１．３３次，“共青团中
央”作为政务微信的头部大号，在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信息发布与公众需求一致，关注度较高，传播效

果较好。

（二）重大突发事件中政务新媒体的公众参与

分析

由于突发事件中政务新媒体话语语境的特殊

性，媒体话语运用受关注度增加，公众对权力更加敏

感，话语主体应更加注重自身话语方式。在新冠肺

炎疫情期间，“共青团中央”公众号的话语框架由以

往大多数政务媒体的政绩框架，逐渐转变为有主题

有偏向的多话题框架，话语传播方式也从以往的单

向大众传播，逐渐转向有互动有参与的新型信息交

流方式。如１月２０日至２月１日阅读量前十的疫
情相关信息中，每条信息阅读量都超过１０Ｗ＋，其
中１月２１日，第一个高峰时段推送的《为什么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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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这么多病例？》，从信息内容分类分析，属于

科普知识类。１月３０日最后高峰时间，《“我的城市
生病了”，这２首歌听哭无数人》属于抗疫故事。在
阅读量前十的信息内容中，科普知识类４条，推送时
间分别为１月２１号、２２号、２３号、２５号，即疫情早
期；抗疫故事类４条，主题内容符合社会核心价值
观，满足公众精神期望；行为干预类１条，主要内容
为返岗返工防护知识普及宣传。

除此之外，为了加强和提高公众的黏性与参与

度，“共青团中央”公众号在疫情期间通过建立包含

谣言粉碎、防护用品、同程查询、疫情问答、疫情地图

等功能在内的“谣言粉碎”小菜单窗口，为公众实时

参与提供精准服务，使得受众在接收相关信息时的

参与程度与认同感明显提升，在防控高峰期的新闻

舆论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重大突发事件中政务新媒体公众参与的提

升路径与优化策略

（一）主动议程设置，不断完善内容质量

政务新媒体要精心做好议程设置，在内容生产

端严格把控，不断打造有温度的内容产品。在重大

突发事件中，政务新媒体应积极适应新的舆论传播

环境，通过满足网民的社交需求、心理需求，充分发

挥舆论领袖的作用，达到精心做好议程设置目的，实

现舆论引导、了解民生、参政议政、解决突发问题等

重要职能。同时，内容生产一方面要讲政治、讲原

则，严格与党委、政府的大政方针保持一致，另外一

方面要及时把握用户需求，确保自身生产的内容公

众想看、爱看，进而才能提升政务新媒体的传播力、

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如河南项城市融媒体中

心在疫情期间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宣传预案，开设了

《疫情一线》《专家声音》《武汉直击》《隔离不隔爱》

等２３个栏目，每天播发抗疫相关新闻上千条，制作
链接４０００多个，短视频３０００多个，全媒体点击量达
到６２００多万。在信息发布中，他们充分发挥在融媒
体中心建设中组织起来的１６万名“媒体专员”队伍
作用，将本单位、本社区疫情防控的视频、音频、图

片、文字上传到融媒体中心平台，平台通过各种自主

移动渠道，以及由融媒体托管的７０家网站、４２家微
信公众号，开启全天图文直播，每天发布的图文、视

频上万个，实现了防控疫情的信息的及时、充分、全

面报道，发挥了组织、动员、鼓舞当地人民群众众志

成城抗击疫情的重要作用。

（二）转变传播语态，形成自身品牌特色

在后真相时代，政务新媒体要转变传统语态，将

各类信息以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出来，保证在

突发事件中自身内容的独特性、信源的准确性以及

情绪性表达的合理性。与传统媒体相比，政务新媒

体虽然没有新闻机构报道的完整性，但其能根据社

交网络的传播规律，针对热点事件，通过图片、视频、

超级链接等多种复合表征形式表达本机构的态度和

观点，并与公众进行充分互动交流，形成自身特色，

能使公众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与政府之间的心理认

同，进而提升政府的公信力与政府形象。如“中国

政府网”联合健康中国（国家卫健委政务新媒体平

台）推出疫情防控知识库，并上线“权威求证”互动

功能，收到不少网友的关注与提问。面对疫情，政务

新媒体要切实发挥自身职能作用，主动发声引导传

递政府声音，加强互动答疑消除群众疑虑，解决人民

困难增加官民互动，塑造政府部门积极形象。

（三）协同传播矩阵，高效联动满足需求

随着新媒体平台和融媒体形态的变化，政务新

媒体广撒网、多平台、大而全的方式，应被分众化、精

准化、集约化的思路取代。在突发事件中政务新媒

体要主动适应外部信息环境的变化，紧扣自身业务，

通过各类互动方式不断了解受众、贴近受众。同时，

各类政务新媒体应秉承共融互补的理念，研究各种

平台的传播特点和规律，确立不同平台的核心定位

和服务领域。调动不同类型、不同级别政务新媒体

的积极性，打造政务信息的立体传播矩阵，实现更多

媒体资源的整合创新，真正能够满足公众的各类信

息需求。如成都市委网信办指导成都市互联网文化

协会与谈资联合出品的《当春乃发生》短视频被人

民日报、学习强国、央视频等央级平台关注推介。微

博话题＃成都到底有多美＃登上热搜，视频全网播放
量超２０００万次。此外，成都市委网信办统筹成都市
融媒体中心，联合微成都开设抖音话题＃抗击疫情成
都有爱＃，截至目前话题播放量超７０１９万次；组织成
都市互联网文化协会、听堂 ＦＭ，开展喜马拉雅 ＶＩＰ
会员公益畅听活动；联合网络文学联盟作家刘采采

共同策划抗疫公益 ＭＶ《绿洲》，视频播放量达１００
余万次；联动新华网、国际在线、封面新闻、界面、３６
氪等平台，主动设置议题，策划相关短视频、Ｈ５、网
评文章、大Ｖ代言、专业深度稿件等产品，完善资源
整合、策划约稿、推广传播等工作机制，满足不同受

众的各类需求。

（四）强化风险预警，及时开展舆论引导

政务新媒体应坚持底线思维，增强防范重大风

险意识，将强化社会风险的舆论引导和预警机制作

为政务新媒体的重要责任，切实提升社会服务效能。

面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公众往往会产生群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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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恐慌，亟须权威、及时的信息引导。政务新媒体

应充分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对重大突发事件中各个

风险节点进行全程关注并及时发出告知和警示，规

避舆论风险态势的行程，尽最大可能消除重大突发

事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如国务院客户端贴近群

众实际需求，在疫情期间，推出了“疫情防控线索征

集”专区，并联合国家卫健委等部委先后推出“患者

同乘接触者查询”“全国心理援助热线查询”等１１
项便民服务小程序应用，及时开展有效的舆论引导

工作。

五、结语

面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政务新媒体应依托

新型信息技术，坚守政治立场，勇于回应群众关切，

以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在内容层面不断创新，以多

维立体的传播渠道和沟通方式与公众形成情感的共

鸣，真正实现公众在网络空间中各类需求的“触网

落地”，彰显政务新媒体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的社会

责任与使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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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线上线下联动协调的高校网络舆情应急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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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生思想活跃，在我国网民群体中占比最多，这使得高校网络舆情在主体、客体和载
体方面具有诸多显著特征。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高校网络舆情管理在线上线下还面临主流话

语缺失、集群效应明显、管控应对能力不强、舆情传播深度受到限制等风险，为此，高校迫切需要结合

实际情况着手建立线上线下联动协调的网络舆情应急管理机制，积极加强高校网络舆情监测、优化

高校网络内容建设、推进线上线下媒介融合、设置线上线下舆情话题等方面的探索，最终在线上线下

联动协调的基础上全面推动高校网络舆情应急管理再上一个新台阶。

关键词：线上线下；高校；网络舆情；应急管理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１．０２．０１４
中图分类号：Ｇ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１）０２－００７６－０５

　　在如今的信息时代，社会舆情的主要载体已经
由大众在街头巷尾的议论转变为互联网。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做好网上舆论工作是一项长期任务，要

创新改进网上宣传，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

律，激发正能量，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大力“加强互联网

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

空间”。当前的“００后”大学生作为网络原住民，对
互联网的使用最频繁。由于他们的心智尚未成熟，

好奇心又强，十分热衷于浏览网络信息，容易传播一

些过激、虚假的言论，使网络舆论出现暴力化、情绪

化、非理性化倾向，进而引发严重的网络舆情事件，

这将给高校的网络舆情管理带来极大冲击与挑战。

对于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高

校而言，主动占领互联网阵地，协调线上线下强化主

流价值观在广大青年学生中间的传播与引导，是营

造清朗网络空间的迫切需要。做好高校网络舆情应

急管理，不仅关乎学校的和谐稳定和大学生的身心

健康，更关乎高校的意识形态安全。研究高校网络

舆情在线上线下的特征及应急管理策略，对高校安

全稳定和办学治校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努力做

好基于线上线下联动协调的高校网络舆情分析、预

警与应急管理，是新时代高校迫切需要解决的一项

重要课题。［１］

一、高校网络舆情在线上线下的特征分析

分析高校网络舆情在线上线下的联系可以发

现，其特征主要由某一类主体、客体和载体三者共同

体现［２］。高校网络舆情的主体主要包括大学生、教

职工、网络平台及各类媒体人等。其中，大学生是高

校网络舆情场的主要推动者。而网络舆情的客体主

要是指受到广大师生关注的社会热点或校内新闻，

也可能是各类媒体人发布的与高校师生有关的事

件、观点等。高校网络舆情的载体主要指网络及各

类平台。

１．高校网络舆情的主体特征
作为高校网络舆情的最主要主体，大学生的心

智尚未成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还没有形成，

好奇心强，喜欢表达自我，但又普遍缺乏社会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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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信息没有足够的辨识和判断能力，对事物缺乏全

面的分析能力，容易轻信和盲从某些观念和思想，难

以站在客观的立场看待问题、发表看法，容易产生情

绪化的从众心理。作为互联网上最活跃的群体，大

学生的适应能力比较强，容易接受新事物。在互联

网空间，大学生往往倾向于结识与自身学识、经历相

似的朋友。这使大学生群体具有相互影响力大、互

动频率高、目标同向性强等群体性特征。该群体在

通过各类网络平台发表看法、交流思想的过程中，其

思想、心理容易受到群体情绪的影响。加之他们中

的很多人难以在短时间内弄清事情真相，更无法预

料自己在互联网上发表情绪化言论的后果，使大学

生群体的某些冲动的、偏激的情绪化言论被不断强

化，最终造成群体极端效应［３］。而且，大学生群体

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对某件敏感社会热点事件纷纷

通过微信、微博、贴吧、论坛等网络平台进行转发、评

论、点赞，网络舆情在大学生群体的助推下不断在网

络空间扩散、发酵，很容易在很短时间内产生网络群

体效应。

２．高校网络舆情的客体特征
高校网络舆情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以特定客

体为基础。高校网络舆情的客体具有自身特征。这

一客体主要是与高校领导、教职工及大学生的学习、

生活、工作、思想等紧密相关的事件与话题。具体分

为两类：第一类是涉及国内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治

理等热点事件在高校引起的巨大反响；第二类是受

到广大师生关注的高校内部问题、事件等。例如，师

德建设、师生关系、纪律处分等。在一般情况下，有

关高校内部的问题、事件等占高校网络舆论的大多

数。但是在一些情况下，高校与高校之间也会就某

一热点话题形成共鸣，例如，大学生追星族对同一娱

乐新闻的关注。可以说，广大青年学生对网络舆情

的关注点除了校园生活，更涉及政治、经济、娱乐、科

技、体育等诸多方面。各类网络平台信息也以生动鲜

明的图片、视频和简短的文字呈现给大众。而由于互

联网存在很强的隐蔽性，网络信息作者和传播者纷纷

匿名表达各自诉求和思想倾向［４］。其中，一些互联网

媒体和自媒体作者为赚取流量，直接略过审核关，故

意炒作某些热点话题，甚至直接歪曲事实进行虚假宣

传，相关信息随着网民的大量转载迅速发酵，很容易

在高校迅速触发网络舆情事件。可见，高校网络舆情

的性质在更多时候是伴随整个互联网舆情的变化而

变化的，而不是以舆情原本的问题及诉求为标准。

３．高校网络舆情的载体传播特征
今天的大学生大多为“００后”，思想新潮，愿意

尝试新事物，对互联网具有很高的黏度。特别是在

当前互联网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背景下，大学生能

够熟练使用智能手机在贴吧、论坛、短视频、微信、微

博等各类网络新媒体平台上迅速浏览、编发、推送和

转发大量信息。一方面使大学生兼有信息发布者和

信息传播者双重身份；另一方面，也使大学生既能及

时掌握社会热点动态，也能很快针对热点动态发表

观点与看法，进而可能激起大范围的社会舆情爆发，

从而让互联网时代的各类网络新媒体逐渐演变为高

校网络舆情的主要载体。而在校内校外也逐渐演化

出两个舆论场，校内形成以 ＢＢＳ论坛、校园网为主
的舆情圈，因为受到高校的把关其影响范围比较小，

有一定可控性［５］。相比而言，校外以人民网、新华

网等主流网站、论坛、网络社区、纸媒等形成的舆情

圈，影响范围很大、可控性差。而随着今天微博、微

视频等网络新媒体技术的迅速发展，促使善于接受

新事物的大学生很快由原来的沉迷于互联网转向更

关注微博、微视频，这使校内舆情圈和校外舆情圈常

常交织在一起，二者的边界日益模糊。

二、高校网络舆情管理在线上线下面临的风险

１．非主流信息的入侵导致主流话语缺失
当前，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带来了文化、价值

取向的空前多元化。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发达

国家及境外某些敌对势力一直图谋不轨，他们借助

互联网时代网络热点事件制造舆论热点，企图左右

网民的价值取向和思想走向。与此同时，西方拜金

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近年来也在

我国互联网上迅速蔓延。这些文化思潮将会给我国

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带来巨大负面影响，也会给

广大青年学生的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民

族认同造成极大冲击。由于大学生的心智尚未完全

成熟，面对西方部分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一些

大学生很可能发生理想信仰的转变，加之互联网高

度的开放性、隐蔽性，反而在客观上增加了网络上非

主流信息入侵的风险，最终导致主流话语在大学生

网民中间日渐缺失［６］。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

其一，相比人民网、光明网、新华网等官方主流网站，

大学生浏览热点新闻和时政资讯更多地集中在新浪

微博、凤凰新闻、腾讯新闻、今日头条等网络媒体上，

而且这些非官方媒体在全网的点击量也长期名列前

茅。相比之下，官方主流网站在广大网民中的受关

注程度远远不及非官方网络媒体，很容易造成主流

话语缺失。其二，除了网络原住民身份，大学生还是

手机自媒体的高频使用者。而与传统媒体发布信息

需要经过层层审核不同，自媒体信息发布的审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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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明显不健全，把关不严格，很容易造成负面信息在

各自媒体平台上大肆传播，使高校突发舆情事件的

风险大大增加，同时也加大了高校把控网络舆情走

向的难度。

２．线上线下同步传播造成集群效应明显
第４７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截至２０２０年６月，我国网民群体中大学生占比最
多。这意味着大学生对网络舆情的影响相比其他社

会群体将会更显著。具体而言，大学生群体虽然容

易接受新事物，而且有着强烈的社会参与和话语表

达诉求，但分析问题不够理性、全面，特别在面对负

面网络舆论时，情绪化倾向往往较为严重。该群体

在年龄、身份、心理认同等方面又有着很大的趋同

性，在某一问题上容易产生相似的看法，进而在线上

线下引起共鸣，形成显著的集群效应。而互联网上

的传播主体在价值取向、道德水准等方面存在很大

差异，造成海量互联网信息质量参差不齐。例如，一

些网络自媒体从业者为了吸引网民眼球，不惜以低

俗、虚假、反动等内容提升信息流量。一些别有用心

的敌对势力则蓄意策划甚至编造某些子虚乌有的舆

情事件，企图借助开放的互联网进行更大范围的思

想渗透［７］。一些大学生也钻了互联网媒体信息发

布管理比较宽松的空子，在不少情况下他们都可以

在互联网媒体上随意发表观点和看法，这都在很大

程度上增加了高校发生恶性网络舆情的风险，可能

使大学生的个体话语在线下加速汇集，更可能使大

学生群体话语在线上迅速演变，最后导致高校网络

舆情形成集群效应。

３．高校在线上线下的管控应对能力不强
对于网络舆情，高校在线上线下的管控应对能

力还比较差，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高校网络舆

情管理整体上缺乏危机意识和预警机制，思想僵化、

理念滞后，这就导致不少高校面对突发的网络舆情

危机时无法及时应对，更无法及时预判舆情发展态

势和掌握舆情发展规律，常常错过应对舆情的有利

时机，造成高校网络舆情失控。例如，有的高校应对

网络舆情危机的措施十分滞后，即使反应较快，也只

是流于“会开展进一步调查”等说辞，实际的后续工

作不了了之。有的高校则对网络舆情危机的回应答

非所问缺少说服力。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高校网络

舆情管理部门尚未高度真正重视网络舆情应对，常

常对舆情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消极态度，缺乏

足够的舆情敏感性，导致应对网络舆情十分被动。

二是很多高校内部及校与校之间都缺乏信息共享等

协作交流机制，信息整合不够、对网络舆情挖掘不深

入，尚未形成高校网络舆情工作合力。而且，不少高

校应对网络舆情还缺乏有效的疏导方法，反而习惯

简单地采用“堵”和“删”等一刀切的手段，很少对网

络舆情进行主动引导。三是不少高校网络舆情工作

队伍的业务能力明显不足，对网络舆情发展规律、敏

感话题回应、舆情危机应对、熟练运用互联网信息技

术等都存在不足［８］。有的工作人员无法在线上与

大学生网友开展有效交流，更多的只是空洞说教，很

难引起共鸣，反而容易引起学生反感。有的工作人

员面对网络舆情危机生怕担责任，不愿回应、不敢回

应。还有的工作人员不擅长使用大学生最熟悉的互

联网媒体技术，无法对高校网络舆情进行有效监管。

３．大学生受众年轻化限制舆情传播深度
对于当前的高校网络舆情来说，由于其受众主

要是“００后”大学生，他们思维活跃，但是社会阅历
尚浅、情绪容易波动、遇事容易冲动。而且，从社会

心理学角度来看，大学生网民还受到从众心理、泄愤

心理等因素影响，其浏览互联网信息更多集中在娱乐

明星动态、体育生活等方面，并且往往仅限于蜻蜓点

水似的了解，这使不少大学生对互联网信息的观点和

看法缺少客观、深入、全面地思考和实践检验，导致他

们对信息了解和信息传播都缺乏一定的深度［９］。

三、基于线上线下联动协调的高校网络舆情应

急管理研究

面对复杂多变的网络舆情形势，高校要紧密结

合本校实际情况着手建立线上线下联动协调的网络

舆情应急管理机制，积极加强高校网络舆情监测、优

化高校网络内容建设、推进线上线下媒介融合、设置

线上线下舆情话题等方面的探索，推动社会正能量

在高校互联网深入传播。

１．强化线上线下联动协调，加强高校网络舆情
监测

高校网络舆情监测与管理作为一项系统工程，

离不开高校有关部门在线上线下的联动协调。第

一，高校需要建立线上线下协调联动的工作机制，成

立网络舆情工作组，专门负责高校网络舆情监测与

应对，构建多部门参与、多方面协同的网络舆情监测

体系。高校要结合本校实际情况制订舆情应急管理

预案，细化应对网络舆情危机的具体流程［１０］。同

时，高校要加强校与校之间的协作沟通与信息共享，

促进对网络舆情的协同监测。在线上，高校要充分

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完善对互联网媒体的舆情引

导，充分发挥主流网络媒体的引领作用，凝聚线上舆

情引导合力。在线下，高校一方面要加强校内相关

部门的沟通协调，及时对网络舆情信息进行上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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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在各部门之间建立融信息共享、研判、回应于

一体的联动监测体系。另一方面，也要加强与地方

公安、宣传、网信等部门及主流媒体的协作，为高校

舆情监测及引导等环节提供帮助与支持。第二，高

校要加强校内自媒体的监测管理，特别是对在大学

生中间影响较大的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公众号、社团

微信公众号等实施常态化监测。一方面，加强与校

内自媒体运营者的沟通，引导他们自觉传播社会正

能量，降低舆情风险。另一方面，也要善于发现问题

苗头，及时将可能发生的舆情危机扼杀在萌芽状态。

２．设置线上线下舆情话题，优化高校网络内容
建设

高校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沿阵地。首先，高校在网络内容

建设中要始终将弘扬社会正能量作为大学生网络思

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工作来抓，不断强化正面宣传，从

而进一步优化高校网络内容建设。为此，为进一步

做好网络舆情应急管理，要联合学校学生处、宣传

部、团委等部门，在线上线下同步组织开展话题讨

论。在线下，高校要充分发挥思政课堂、学生社团等

阵地作用，广泛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

主旋律。特别是在思想政治课堂上，教师要引导大

学生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让他们

学会理性、客观、全面地看待互联网上泥沙俱下的海

量信息，提升大学生对网络信息的鉴别与判断能力。

同时，高校还要大力号召广大教师与学生积极就他

们最关心的热点话题展开大讨论。在线上，高校要

充分发挥校园网、学校官方微博等主流网络媒体的

号召力，有效引导校内其他自媒体积极传播富有趣

味、贴近师生的内容，自觉摒弃不健康的负面信息，

从而在线上线下形成高校网络舆情工作的最大合

力。其次，高校要定期在线上线下同步开展主题活

动，特别是针对反响强烈的舆情事件向大学生发布

有关话题，引导大学生自觉与错误思想作斗争［１１］。

为此，高校还要加强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促使大

学生用好互联网，自觉做到文明使用网络，营造良好

的高校网络生态环境。

３．推进线上线下密切融合，协调推动主流话语
权建设

网络舆情表面上出现在互联网，实际上根源于

现实，时时刻刻反映着现实。首先，高校开展网络舆

情应急管理，就要进一步推进线上线下的密切融合，

在有关的网络媒体上协调推动主流话语权建设。具

体而言，校园网一方面要紧密结合本校师生工作、学

习、生活的实际情况，准确把握教师和大学生的有关

需求。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信息发布、线上办公

等工作环节，大力增强校园网服务师生的便捷度，增

加用户黏度。高校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不仅

要进一步完善留言和评论功能建设，增强主流网络

媒体与大学生的良性互动，而且要充分借助校园文

化活动来提高大学生在线上、线下的参与度［１２］。除

此以外，高校还要倡导校内其他自媒体积极宣传发

生在大学生身边的、弘扬社会正能量的故事，将线下

的真实故事移到线上，进一步推动高校网络舆情的

主流话语权建设。其次，高校要进一步做好校报等

线下媒介的管理，推进线下媒介在主流话语权建设

方面与线上媒介的密切融合。例如，高校校报要以

问题为导向，在回应大学生普遍关心的问题的同时，

提前进行舆情事件研判，力争做到对高校网络舆情

的精准引导。与之相适应，针对校报的问题导向，高

校要大力提倡教师积极开通属于自己的微博，强化

信息内容的趣味性、教育性、互动性设计，实现线上

线下在问题导向方面的同向同行，进而推动线上线

下媒介的主流话语权建设。

４．加强网络舆情工作队伍建设，深化网络舆情
应急管理

深化高校网络舆情应急管理，离不开一支过硬

的网络舆情工作队伍。第一，高校对内要加强网络

舆情工作队伍的业务能力培训，对外要大力引进情

报信息、互联网信息技术、新闻传播等方面的人才，

进而大大提升高校网络舆情工作者的网络舆情应急

管理能力，最终畅通网络舆情预警、处置、总结等环

节，提升网络舆情应急管理的整体水平。第二，高校

要大力培养学生干部、学生党员、校报记者等青年骨

干，促使他们成长为高校网络舆情的吹哨人，并定期

对骨干学生开展培训，提升他们的政治素养，坚定他

们的政治立场，提高他们的政治敏锐性，使他们能够

提前发现网络舆情中可能爆发的危机，并将其控制

在萌芽状态。同时，高校要引导这批学生骨干积极

参与高校网络舆情监测，使他们及时掌握高校舆论

动态，在遇到突发的舆情事件时，能够按照统一部署

迅速投入舆情应急管理工作［１３］。只有这样深入广

大青年学生中间，才能使高校精准把握绝大多数大

学生的思想动态和观点倾向，深刻了解突发舆情事

件背后的真相，进而有针对性地确立高校网络舆情

的应急管理模式，最终做好高校网络舆情引导。

四、结束语

在当下互联网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各类

新兴媒体和网络媒介被广泛应用，互联网舆论信息

唾手可得。作为意识形态争夺的重要阵地，高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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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受到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网络舆情事件越来越

成为高校必须直面的重要课题，建立线上线下联动

协调的网络舆情应急管理机制被各高校提上工作日

程。高校在线上线下协调运用大数据和网络技术，

不仅能够更加全面、及时地把握校园网络舆情特征，

掌握舆情发展趋势，而且能够提升高校网络舆情应

急管理能力，提高对高校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应对

效能。高校必须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伟大旗帜，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积极探索线

上线下联动协调的网络舆情应急管理新途径，在此

基础上建立常态化的高校网络舆情应急管理机制，

不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宣传正能量，弘扬主旋律，

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在线上线下联动协调的

基础上不断提升高校网络舆情应急处置能力和水

平，最终促进网络舆论实现正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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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ｎｅｍｅｄｉａ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ｓｅｔｔｉｎｇｏｆｆｌｉｎｅａｎｄｏｆｆｌｉｎ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ｐｉｎｉｏｎｔｏｐｉｃｓ，ｅｔｃ．Ｉｔａｉｍｓｔｏ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ｐｒｏｍｏｔ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ｐｕｂｌｉｃｏｐｉｎｉｏｎｔｏａｎｅｗｌｅｖｅｌ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ｏｎｌｉｎｅａｎｄｏｆｆｌｉｎｅｌｉｎｋａｇｅａｎｄ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ｏｎｌｉｎｅａｎｄｏｆｆｌｉｎｅ；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ｎｅｔｗｏｒｋｐｕｂｌｉｃｏｐｉｎｉ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ｃ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０８·



第３８卷　第２期
Ｖｏｌ．３８　　Ｎｏ．２

　　　　　　　　　　 中州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２１年４月

Ａｐｒ．２０２１　

少林功夫译介翻译传播实践研究：价值、问题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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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可视化图谱分析少林功夫研究脉络，溯源和梳理少林功夫译介的形成、发展与嬗变
历程；剖析少林功夫译介翻译传播现状与问题，商榷翻译实践中的语言运用和译法与接受，提炼少林

功夫译介翻译传播价值，提出应对策略，供相关研究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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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中华文化“走出去”是我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战

略之一。武术，作为中国传统体育活动之一，是中华

文化和中国软实力的重要代表，中华武术文化传播

担负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使命与重任。《关

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与

《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

等文件明确指出，支持中华武术等代表性项目走出

去，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更好更多地融入生产

生活各方面，在全社会形成参与守护、传播和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的良好外部环境。

少林功夫文化是中华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河南地方少林文化和中国国家形象的代表。

连续多年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结果显

示，中华武术是最重要的中国文化元素之一，其中少

林功夫曾居榜首，可见，少林功夫译介的国际翻译传

播实践是成功的，对中国国家整体形象的提升功不

可没。基于此，以国家文化和地方特色发展战略为

纲，本文通过可视化图谱分析少林功夫研究脉络，溯

源和梳理少林功夫译介的形成、发展与嬗变历程；剖

析少林功夫译介翻译传播现状与问题，商榷翻译实

践中的语言运用和译法与接受；通过分析翻译传播

障碍，提炼少林功夫译介翻译传播价值，提出应对策

略，供武术学界、翻译学者、外籍武术学习者等相关

研究者参考和共同探讨。

目前，国内中华武术译介翻译传播的研究多为

宏观梳理和武术术语译法等本体研究，零星可见从

文化传播或套路招式技能视角的少林功夫研究，翻

译学视角下的中华武术和少林功夫学术研究成果甚

少，将在下文可视化图谱分析中细述。本文所指少

林功夫译介立足于文化身份的中国选择，包括反映

少林功夫技术和理论要旨的术语、凝练少林功夫经

验智慧与规律的谚语、集聚少林功夫技法及思想大

成的典籍。

二、基于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文献计量工具的少林功夫研
究文献可视化分析

少林功夫历经军事、语言、体育的研究转向，其

外译文本在中国武术的国际文化传播进程中发挥了

重要译介作用。本文运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Ⅴ文献计量工
具可视化软件分析少林功夫文献的来源期刊、作者、

机构、关键词等领域知识图谱，探析该领域研究现

状、热点和动态前沿。

（一）研究总体趋势

在中国知网以“少林功夫”为关键词进行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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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截至２０２０年３月，检索出１９８２年８月至２０１９
年１１月共２５８篇文献，以 Ｒｅｆ－ｗｏｒｋｓ格式将所查
询数据导出、转换、提取后，绘制可视化领域知识图

谱发现（如图１）：２００６年之前的３０多年间，少林功
夫研究文献均以个位数零星出现；２００６年之后至
２０１４年，文献成果数量年均呈两位数，但数量不稳
定；２０１４年出现峰值３１篇文献，但与中国武术研究
文献相比数量悬殊较大；近五年间，研究成果趋于下

降，平均值在每年１３篇。从整体研究发展历程来
看，少林功夫研究仍属于冷门绝学研究，尚无少林功

夫译介和翻译传播的专题研究。

图１　中国知网发表文献图谱

（二）研究主要机构与合作学者分布

少林功夫研究具有地域、区域、作者和研究机构

的局限性，河南是主要研究地域，高校分布较少，仅

有郑州大学、上海体育学院和东南大学进行此类研

究；作者主要来自体育学、哲学、佛学领域，语言学、

翻译学视角的研究学者和机构匮乏。

（三）研究热点发展变化轨迹

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Ⅴ工具中得出国内少林功夫研究
的关键词出现于不同文献中的频率不同，高频次关

键词依次为：少林功夫、少林寺、少林文化、少林武

术、释永信、武僧等主要研究对象，依次减弱的还有

少林、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佛教、文化节、少林武

功、修习等。

此外，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Ⅴ所生成的激增图也体现了研
究热点变化及前沿，图２依据激增力度从大到小排
序，包含了激增内容与激增起始年限。关键词激增

表示少林功夫在１９８２至２０２０年间的热点增长率，
排名前５位的激增词有少林、僧人、武术、发展、非物
质文化遗产，其中，激增力度最大的是“少林”，激增

时间均处于２００１年之后，激增年限时间最长的关键
词为“少林”。据笔者了解，近年来，少林寺、河南登

封市政府等有关部门一直在少林功夫的省级、国家

级乃至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方面作出积极努

力，少林功夫的研究成果也因此备受关注，然而，对

于少林功夫译介的忽略所造成的国际语言障碍或将

成为少林功夫文化内涵不能真正融入世界的重要影

响因素。

图２　国内少林功夫研究关键词激增图

　　由于中外历史文化异质性和少林功夫本土化特
征，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国内学者研究视角

多元。２０００年开始，与少林功夫相关的中华武术跨
文化传播和翻译研究成果逐年增长；２００４年首次出
现中华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井喷态势，研究聚焦于

武术的国际传播价值与历程、动力与阻碍因素和趋

势展望等；近五年来研究成果数量增长态势平缓，主

要立足于中华武术国际传播成果、国际形象及跨文

化译介研究。“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结合“一带

一路”的武术文化研究也逐年上升。然而，针对关

于少林功夫译介翻译传播的研究少见，较多聚焦于

对于中国武术的综合研究，且研究方法缺乏实证，其

原因应是受到地域和学科局限。多以主观角度唱

“独角戏”的文化输出，对少林功夫文化哲学思想的

译介翻译及传播未有深入研究，少林功夫的核心要

义并没有被成功译介出去。缺乏鸿篇巨制的少林功

夫译介，国际上对少林功夫的认知仍停留在中国八

十年代的《少林寺》等影视媒介上，对中国武术的现

代化发展和科学养生知识知之甚少，从而影响中国

武术走进奥运等世界级界域。在此背景下，少林功

夫译介的溯源与翻译传播价值和问题探索研究具有

特殊意义。

三、少林功夫译介溯源与翻译传播价值

（一）少林功夫译介溯源与发展脉络

少林功夫对外译介包括少林功夫本体技能和哲

学思想的翻译介绍。禅宗哲学是佛教思想向武术渗

透的主体，禅武合一是少林功夫追求的最高境界。

少林功夫译介的国际传播离不开语言的桥梁，将少

林功夫的套路招式技法与其思想文化内涵翻译成外

语推介出去，是少林功夫走向世界的唯一途径和媒

·２８·



介。

明清时期，少林功夫随着少林寺的兴起而广为

流传，经历了少林武僧救唐王的辉煌、反清复明时期

的落寞到民国之后的中日等国际文化交流，少林功

夫经历了少林僧人从自然生存、舒展筋骨、防御防

身、保家卫国到修身禅武的历程，其禅武合一的精髓

一直在升华、内化，被国人所熟知。但少林功夫迄今

只是中华武术的一支，既没有被世界奥运所接纳，也

没有像太极拳一样为大众所接受和练习；国际上对

少林功夫的认知仍停留在早期故事传说和现代争夺

票房的武打武侠影片上，引起片面认知和文化误读。

从技能技法角度看少林功夫的特点，其复杂套路招

式需扎实的基本功，对习武者素质要求高；从国际传

播角度看，少林功夫虽通过“少林禅宗大典”“国际

少林武术节”“孔子学院武林汉韵”，以及功夫上春

晚、功夫影片等方式以演武和艺术欣赏形式在国际

上广为传播，但从语言和译介角度看，其传播介质较

少，且语种有限，主要症结在于习武者不懂外语，懂

外语者不精通武技。

早期的欧洲传教士和军事领域中对武术的传

播，主要依赖于口口相传，即口头翻译，迄今没有留

存纸质翻译文本。直至１９６３年，李小龙的《基本中
国拳法》英文版在美国发行，正式开启了功夫译介

的国际传播；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发
行的英译与少林功夫相关的书籍发行量已超过

３０００种，如美国当代汉学家道格拉斯·怀尔的《杨
家太极拳秘诀》（１９８３）、《遗失的晚清太极拳经典》
（１９９６）等，Ｌｏｒｇｅ（２０１２）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ａｒｔｉａｌＡｒｔｓ：ｆｒｏｍ
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ｙｔｏｔｈｅ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讲述了从青铜时
代至今的中国少林武术发展史，这些译介的共同特

点是，其作者并非译者，均是外籍习武者或华裔直接

用英语写成，且内容以少林功夫拳法为主。此外，国

内出版的武术译介较多，但少林功夫专门译介较少，

如２００８年出版的《传统少林武术套路集成（套装上
下卷）》（ＡＣｏｍｐｅｎｄｉｕｍｏｆＳｈａｏｌｉｎ－ｓｔｙｌ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ｔｉａｌＡｒｔｓ），是我国首部全面系统记载少林武术套
路招式的中英文对照版专著，被誉为“少林武术名

家”的作者刘海超，以传统佛、儒、道思想精华为主

旨，对少林武术战术、战略和武德、武风全面系统阐

述，融合武术、中医理论与哲学，详解少林武术套路，

是我国武术学科学术理论与武术教学实战相结合的

重要代表著作之一。其他少林功夫译介多出自少林

寺，如《少林寺志》《少林寺旅游手册》《少林史话》

《我心中的少林寺》《走进少林》等２０余本中英双语
或英文版译介，这些译介多为武术或少林功夫的本

体译介，以讲述少林文化、历史和旅游为中心，笔者

尚未查询到以少林功夫文化哲学思想为核心的专门

译介。２０１９年，河南省政府为弘扬中原武术文化，
组织专家团队翻译了《少林功夫》《太极拳》中英文

对照图书，以国际交流外宣资料赠送外国使节和孔

子学院等为主要用途，是首次以官方渠道进行少林

功夫外宣之创举，这标志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出

去步伐的速度和广度，并规划向西班牙语、德语、法

语、俄语、日语等多语种外译拓展。

近年来，少林寺收集整理了《中国佛教医药全

书》（１０１卷）、《禅宗大典》（２００卷）、《中国武术大
典》（１０１卷），被誉为当代“少林三大部”，主编了
《少林武功医宗秘籍》《少林功夫》《少林戒范》《禅

露集》《少林文化研究论文集》《少林寺年鉴》《少林

寺大百科》等数十种著作，被珍藏于少林寺藏经阁。

少林寺还充分利用互联网优势，建立“十方共建禅

宗数据库”，将历代禅宗人物数理统计，追本溯源。

这些都是对弘扬少林功夫所做出的努力，少林功夫

也作为载体在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但这也充分体

现了少林文化的典籍和著作因各种原因并没有被外

译出国门，是少林文化弘扬与传承过程中的憾事。

从学术研究视角看，我国少林功夫发展主要集

中在近代，通过可视化图谱的分析来看，少林功夫研

究的相关文献较易挖掘、收集和整理。政府与地方

对中华武术的国际推广催生少林功夫对外传播的国

际认同，《中国全球国际形象调查报告》显示中华武

术、少林功夫都是最受欢迎的高频词，少林功夫曾跃

居榜首。从传播学视角看，田文林、黄震（２０１２）等
认为中国武术的对外传播较其他对外传播形式更全

面，应从武术技术、制度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以及充

分利用新媒介环境中的传播模式，如现代多媒体、网

络、数字技术，电视、影视等传播介质；李晓婧

（２０１４）、郭玉成（２０１３）提出通过汉语桥和孔子学院
等项目或形式传播少林功夫文化，树立国家形象，提

升国家软实力；吕韵钧（２０１８）、陈孝慧（２０１８）和焦
丹（２０１７）等提出从中华文化“走出去”和“一带一
路”国家战略研究的观点。从文化译介学视角，鲍

晓英（２０１５）、李智（２００８）、谢天振（２０１４）等对中华
文化外译的译介五要素论析；汪升（２０１８）从最能体
现武术文化面貌的文本选取、文化译介原则、译者主

体和传播效果等视角，认为国内出版的大量武术双

语教材或读物仍未真正走向世界，被世界所接受认

同。此外，笔者认为，少林功夫的对外传播还需要从

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外译话语体系、翻译实践与翻译

理论、质性与量化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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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系统的深入研究。

综上所述，少林功夫的继承、传播、发展和弘扬

需要依托于中华武术的国际知名度和国际话语体

系，其实质是国际话语权问题，译介对少林功夫国际

传播起到载体和桥梁作用，学界对其发展脉络和传

播问题与价值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二）少林功夫译介翻译传播价值

从少林功夫译介翻译传播价值出发探索翻译传

播路径与方略，遵循其健身、文化、政治、历史及宗教

价值等属性，使少林功夫译介翻译传播有的放矢，首

先需探析其翻译传播障碍现状。

１．少林功夫译介翻译传播障碍
笔者通过文献综述和调研访谈析出三类少林功

夫翻译传播的障碍所在。一是文化差异障碍。中国

文化国际传播的种种问题使西方国家对中华文化存

在误读，西方外来文化的强势渗透使少林功夫传统、

技术等发生严重异化，其表现形式及发展样式也频遭

诟病。二是传播路径障碍。少林功夫译介仍停留在

功夫技术描绘层面，对于其文化内涵和价值认同往往

率尔操觚。译介主体单一、途径狭窄、效果不佳、原则

不规范等问题凸显。三是国际认同障碍。中国少林

功夫英文版图书仍以国外出版社为主，从国家文化安

全角度看，“他者”翻译的“再塑造”和单方操控过程

中，文化意义面临被解构与重构的危险，文化失真和

话语体系的不平等地位造成国际受众认同障碍。

２．少林功夫译介翻译传播价值
当今形势下，“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等倡议为中华武术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契机；在对外

文化传播中，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翻译是文化传播的

桥梁，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赋能翻译，其传统功能远

远超越了单纯的语言学范畴，逐步成为关乎国家文

化软实力和国家利益的“国家翻译实践”“文化外译

规划”等宏观战略问题。中华武术对外传播是提升

中国体育国际话语权、促进中国体育产业走向世界、

推动中国体育文化传播和维系华侨华人民族情感的

重要载体。

从少林功夫翻译传播的学术价值上看：第一，少

林功夫翻译传播丰富翻译学理论和实践研究成果。

少林功夫译介立足于少林功夫文化意义的跨语际言

说和表达，以完整的构建和还原少林功夫语言和文

化意义为目标，是从理论到实践对中华文化外译的

进一步深化和丰富。第二，丰富跨文化交际理论与

实践研究成果。少林功夫译介是少林功夫文化对外

传播的载体和“脐带”，打破不同国家之间的语言壁

垒，获得国际文化认同，构建少林功夫外译话语体系

至关重要。第三，丰富少林功夫哲学思想对外传播

的深度和厚度。少林功夫译介溯源可以析出国内外

少林功夫研究现状和问题，探索通过少林功夫文化

的内核外译传播中国哲学思想的路径，促进文明互

鉴、文化共融。

从少林功夫翻译传播的应用价值来看：第一，少

林功夫翻译传播有利于为中华文化“走出去”营造

良好的外部环境。以少林功夫为载体，向西方国家

译介翻译少林功夫文化哲学思想，是“战略引领、解

除疑虑、破除偏见”的有效途径，帮助西方国家认同

我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第二，有利于通过文化融合

实现民心相通的文化传播策略。对促进“一带一

路”文化交流与贸易合作和国际社会对“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的认同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第三，有

利于中华文化其他译介翻译内容，如中华典籍、中医

药、中华美食等以及文化、术语翻译策略与方法的借

鉴。

四、少林功夫译介翻译传播实践问题研究

（一）有关“译何”的问题

传播少林功夫需要进行基于跨文化传播理论的

实践设计和科学论证，不能随意而为，源文本的选择

需要从其目的性考量。正如布迪厄场域理论所言，

译者、出版社或政府机构对源文本的选择决定了该

译本是否会被有效传播。目前，经笔者全面梳理，少

林功夫源文本主要集中在学术性文本、连环画、绘

本、拳法套路、典籍、歌诀、术语、旅游手册等形态。

首先，不同目的下的翻译传播对文本要求不同，译者

就需要从中文撰写的标题、章节之间的连贯性、整体

组织架构以及知识性和趣味性上进行科学考量。其

次，具体到中文文本的歌诀和碑文而言，歌诀和碑文

是中国功夫文化的典型特色，也是翻译难点。从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视角来看，歌诀和碑文部分是

否需要和值得外译出去有待商榷，“故事”的内涵是

趣味性而非学术化，歌诀和碑文部分如果确实在外

译过程中需要保留以显示中文话语之精深，则需要

译者在深度识解后，先翻译成现代汉语的白话文，再

译成外文，即从“语
#

翻译”过渡到“语际翻译”的

“转译”过程。再次，中国历史上对功夫发展的看法

持有分歧，少林功夫一直被默认为是嵩山少林，那么

莆田南少林和北少林是否有联系，是否要在中文撰

写过程中加以交代来避免争议，需要译者与源语作

者确认或通过其他官方渠道取得确凿信息。最后，

由来已久的中国武术哲学之争辩。在笔者主持完成

的《中华源·河南故事·少林功夫》外译团队中，双

语武术教练兼译者提出，李小龙曾称自己既不是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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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高手，也不是武术家，而是武术哲学家（Ｍａｒｔｉａｌ
Ａｒｔ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因此任何一种运动、艺术形式
等，最终都会归于或者终将归于一种生活方式的哲

学表达。现代年轻人对功夫的物理学和生理学机理

兴趣颇浓，而年长者更多关注和思考功夫所隐含的

哲学表达，从而指导或启迪、引领人们的日常生活，

接近一种禅的修悟。

因此，在“译何”问题上，少林功夫外译源文本

选择要充分考虑到译本的趣味性和可读性“供给

侧”问题，即二者的平衡和倾斜，以尽可能扩大读者

群体范围。统一定位丛书文本体例，增加武术套路

的招式图，综合考量出版物的外在形式，包括对读者

产生多模态影响功能的色彩、纸张、美观和尺寸等

等。近年流行的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等功夫文

学译介也从传媒学、“迷思（ｍｙｔｈ）”理论等视角增进
了世界对中国功夫的感官认知和神话神秘感；此外，

在中外友好交流过程中，很多国家领导人作为功夫

爱好者也成为中国功夫国际传播使者，如２０１９年玻
利维亚外交部部长到访登封少林寺已成为一段佳

话，促成了玻利维亚武术双边援外培训班等国际合

作，使少林功夫既成为民间功夫爱好者交流的平台，

更成为国家之间的友好交流媒介，少林功夫的国际

传播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过程中起到不同程

度的显性和隐性作用。

此外，无论是源语文本抑或外文译本，译者首要

厘清少林与功夫的关系、少林与太极的关系、少林与

佛教的关系、故事性与知识性的关系、国外武官与少

林功夫的关系、中国功夫与少林功夫的关系等。要

洞悉“功夫”是中国武术在国内外长期传播以来形

成的宏观概念，国外甚至很多国内读者将所有的中

国武术都未加区分，统称为“中国功夫”，已成为一

种大众认同的普遍概念；而在门派众多的中国武术

当中，国际上最有影响力的中国武术主要是指少林

功夫和太极拳，少林功夫更能代表河南的特色，最具

代表性。

（二）有关“何译”的问题

以《少林功夫》（２０１９）中翻译问题为个案分析，
针对中英文化异质性产生的文化不可译性，以及功

夫、宗教相关的专有名词和术语在英译过程中难以

实现与英文单词、短语的完全对应等问题，需要根据

译本选取合适的翻译理论进行“生态”翻译，以下举

例说明：

１．词义对等缺失的选择。武术术语汉译中的词
义对等缺失是普遍现象，以少林功夫“十八般兵器”

中的“刀”为例，因兵器中刀的造型和功能不同，名

称也不尽相同，每一种刀都富载着一段悠久的历史

和神话传说，将刀名冠以人物、造型亦或典故，统称

为“刀”的集合。英文中的刀种类繁多，与中国武术

兵器“刀”相对应的常用 ｂｒｏａｄｓｗｏｒｄ或 ｓａｂｒｅ。精确
而言，ｓａｂｒｅ是并入 ｂｒｏａｄｓｗｏｒｄ的一个子集，与中国
所指的“刀”的集合中部分对应，而 ｂｒｏａｄｓｗｏｒｄ的语
义范畴则是大于“刀”的集合，除了包括 ｃｕｔｌａｓｓ，
ｇｏｌｏｋ，ｍａｃｈｅｔｅ，ｐａｒａｎｇ，ｓａｂｒｅ，ｓｈａｍｓｈｉｒ，ｓｚａｂｌａ，ｓｈａｓｈ
ｋａ等刀种之外，还可指各种 ｂａｓｋｅｔ－ｈｉｌｔｅｄｓｗｏｒｄｓ
（笼手阔剑），无论是刀或剑，都有其独特的地域特

点和发展历史。因此，在汉译英词义无法完全对等

时，ｂｒｏａｄｓｗｏｒｄ和Ｄａｏ的译法相比之下更为可取，前
者包含范畴更广，后者音译更易接受并贴近中国文

化。随着中国武术运动的发展和对外传播，Ｄａｏ可
以像苏格兰战刀、瑞士战刀、阿拉伯弯刀等一样准确

表达并被广泛接受的英文符号是武术文化对外传播

话语体系构建的目标。

２．文化冲突下对等的取舍。翻译过程中，某些
中文专有名词有极精准的英文表达与之相对应，但

为了防止文化局限引起与历史事实不符的误读，有

些表述被舍弃和改动，选择“动态对等”和“变译”

“改译”等翻译策略。例如兵器中的“拐”，尤指短

拐，英文表述为 ｔｏｎｆａ，语义与“短拐”完全对等。维
基百科显示ｔｏｎｆａ是源于中国和东南亚的武术兵器
（Ｔｈｅｔｏｎｆａｉｓｂｅｌｉｅｖｅｄｔｏｈａｖ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ｄｉｎｅｉｔｈｅｒＣｈｉ
ｎａｏｒ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ｗｈｅｒｅｉｔｉｓｕ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ｆｉｇｈｔｉｎｇｓｔｙｌｅｓ），而事实上，对 ｔｏｎｆａ的普遍性识解则
指日本冲绳岛古代武术中的“拐”。无论是冲绳岛

古武术中“拐”的应用，还是东南亚国家“拐”作为兵

器的使用，均源于中国传统武术。因此，尽管中英文

词义完全对等，为避免文化误解和技术理解偏差，在

翻译中选取了ｃｒｕｔｃｈ的译法；再如“禅”的英译也是
如此，应普遍音译为Ｃｈａｎ而非日式译法Ｚｅｎ。
３．第三方文化介入下的译法交融。少林武术与

佛教禅宗的密切关系使少林功夫外译过程中出现大

量佛教术语和偈语，如“慧”“定”“般若”“不杀生”

“魔”等，这些词汇在佛教禅宗中的含义与常用语义

有别。对于其中部分术语，我们选择使用该术语的

梵语英译，一是减少二次翻译中的信息流失，二是这

些英译本身就已具有广泛接受度和认可度。同理，

如“跋陀”“达摩”“紧那罗”等出现频率颇高且在文

化传播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古印度人名，也选择运用

梵语英译为宜。这些中文人名原本就是从梵语中音

译过来，采用梵语英译，也是一种“回译”方法。如

东渡日本的鉴真，他的日文音译名字是“がん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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ん”，若译者在日文文本中按照日语发音转换成英

语，则会使译文混乱。

４．文化差异下忠实的妥协。以读者受众接受为
目标，为实现“文化解码”到“地道编码”的翻译过

程，译者需要全面考虑文化差异因素，意向性妥协于

“忠实”，超越 ｗｏｒｄｂｙｗｏｒｄ的“形合”，实现偏向意
义忠实的“意合”。如：少林功夫特点中提到“身形

如泥鳅般地光滑”，在翻译中选取 ｅｅｌ而非 ｌｏａｃｈ就
是为实现意义忠实而妥协于字面忠实的例子。少林

功夫的文化特点之一就体现在将套路、招式、动作的

名称赋予历史人物、典故或是动物动作，从而极形象

地传递出相关性，使读者身临其境、感同身受，而在

描述这些招式、动作时，译者自然而然地高频率使用

隐喻叙事等修辞手法来诠释文化负载词文化内核。

以上四种翻译情形，是少林功夫文本特征所突

出需求的词汇、文化等翻译手法，少林功夫翻译以其

特殊文本特征、特定文化特点以及特别外宣需求，对

汉译英译者素养提出更高要求，译者主体性和译者

操控等译者行为在外译传播中也至关重要。此外，

在少林功夫外译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林林总总，

还存在精炼与精准的矛盾、望文不可生义、语言发展

变化和翻译陷阱、其他武术运动表达的矛盾与借鉴

等问题应对和技巧策略的探索与选择，如何使国际

社会认同中国武术外译话语，是对译者的考验和译

作的检验，是译者新的时代任务和历史使命，因此，

武术文化外译所凸显的问题亟须通过武术对外传播

话语体系构建来解决和突破。

五、对策与建议

少林功夫译介溯源及其翻译传播实践价值、问

题与对策的研究最终目标是通过翻译实践提升翻译

传播效果，改善翻译传播人文环境，使译入语群体最

大限度地接受和认同中国文化。综合而言，少林功

夫译介的翻译传播效果受“微观”和“宏观”层面的

因素影响：微观层面包括译介主体（译者身份、定

位、动机、偏好、背景等）、译介内容（少林功夫术语、

谚语、典籍、神话、歌诀、碑刻、偈语等）、译介受众

（译入语受众身份、偏好、立场、受教育程度等）、译

介途径（跨国、跨民族、跨语言、市场需求等）和译介

效果（译介质量、出版质量、纸张、设计、颜色、外观

等）因素；宏观层面包括译入与译出国所面临的国

际形势，双方经济、历史、文化、政策、意识形态、道德

观念、价值取向、传播机制等因素的影响。针对本文

少林功夫译介溯源及其翻译传播价值与问题的分

析，本文提出相应对策。

第一，少林功夫对外译介翻译传播首先要考虑

源语译介、译入语特征和两种语言文化的差异性，针

对“作品本身的可译性”，优先挑选易被译入语读者

接受的作品译介。少林功夫译介首先要对少林功夫

哲学思想所蕴含的文化内涵进行加工后译出，对译

入语语言特征和译介内容可译性的掌控尤为重要。

第二，少林功夫译介文本应遵循翻译历史规范，形成

稳定的文化格局。文化异质性及其他多种因素决定

了少林功夫文化不可能被西方国家全盘接受和认

同，应将少林功夫、武学、武道等哲学理论内涵译介

翻译，将少林功夫文化中天人合一、身心和谐、崇尚

中和的核心哲学文化思想传递给世界。第三，少林

功夫译介主体应由熟悉中国武术领域的国外汉学

家、翻译家等中外译者协同合作完成，同时熟练掌握

双语或多语种的语言学者和习武者多重身份译者，

形成协同创新的“合译共同体”翻译模式。第四，少

林功夫对外传播译介要据其用途，借助少林功夫图

书出版物（文学作品、宣传手册、旅游手册、连环画、

绘本等）、融媒体（少林功夫专门网站、网络小说、手

机客户端、微信公众号等）、电影电视（动漫、电影、

电视剧、娱乐电视节目等），以及其他多模态途径译

介，充分利用５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手
段。第五，顶层设计。架构少林功夫译介翻译传播

机制，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认同度。如，强化区

域国别外译：突破现有海外少林功夫文化中心或机

构外译格局，据其文化特征，探索新的少林功夫译介

翻译路径，如依托孔子学院的少林功夫“武林汉韵”

巡演、少林禅宗大典的网络模式及以表演形式走进

百老汇舞台等；强化以受众为主体的实证研究，利用

国内外少林功夫文化交流资源获取科学数据，使少

林功夫文化外译在不断更新的当代语境下更有针对

性和实用性，《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的调查

研究就是效果鲜明的实例；加快制定少林功夫外译

标准与规范、构建大型少林功夫专门用途语料库、智

库建设等。

通过对少林功夫的学术研究现状、译介溯源、翻

译传播实践价值、具体问题剖析和对策与建议的提

出，本研究旨在通过提升少林功夫的译介翻译传播

能力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认同度，以少林功

夫为载体、文化为纽带，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促

进人文互鉴、民心相通，为国家形象构建和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国家战略献策。

参考文献：

［１］郭琦，洪晓楠．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研究［Ｊ］．文化学刊，
２０１６（９）． （下转第１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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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背景下听障大学生线上教学有效性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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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教育。

摘　要：听障学生是教育受众的特殊群体，在教学开展过程中，教学内容的有效性传递和输入，
需要手语翻译等多维度教学信息传递方式的配合。突发疫情中线上教学工作的开展，为听障生教学

工作的有效性开展提出了挑战，同时也为充分把握和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来开展基于听障学生的教育

教学改革提供了机遇。就是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探索把处于物理隔离、不同场域下的主讲教

师、手语翻译人员、学生置于同一学习平台的实现方式；探索不同教学平台的优势，实现软件功能的

交互使用；探索主讲教师主导下的，手语翻译、课件、语音转换实现语音、语音手语、图片、文字立体

化、复合式教学框架。

关键词：突发事件；教学工作；信息技术；听障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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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蔓延，全国启动重大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各高校延期开学。同时，全

国各高校积极响应教育部号召，综合运用各种信息

化手段，“停课不停学”，开展教师在网上教、学生在

网上学的网络课程教学实践。在线教学是互联网技

术发展与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相结合的必然产物，有

助于整合共享教育资源、促进教学相长。本次大规

模线上教学就是课堂教学和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大

演练，为更深层次地利用现代技术，推进线上教育提

供了借鉴和参考。听障大学生由于听觉障碍，其线

上教学既具有普通大学生的共性，也存在其特殊需

要和探索空间。

一、信息技术在特殊教育中的运用

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到来，信息技术对社会产生

了重大的影响。知识大爆炸、信息资源剧增，多媒体

技术和网络技术广泛应用并迅速地改变着人们的生

活。教育需要针对信息社会的特点做出反应，以迎

接信息时代的挑战。特殊教育也不例外。

（一）特殊教育信息技术发展的必然性

特殊教育反映了社会的文明进步，一个国家特

殊教育的发展实力能够体现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

没有特殊教育现代化的教育现代化是不完整的教育

现代化，各种信息技术已经被广泛地应用到特殊教

育发展之中，包括慕课等线上教学等教育方法手段

的运用。特殊教育现代化可以说是改变特殊教育落

后局面、促进特殊教育均衡发展、实现特殊教育跨越

式发展。新冠肺炎疫情的到来，倒逼信息技术在特

殊教育群体的全方位运用，尤其在上课方式方面，各

种平台、语音转化、手语翻译与主讲教师的角色融

合，等等，为特殊教育信息化建设提出了新的实践与

开发探索视角。

（二）特殊教育信息技术发展的特点

特殊教育信息技术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７个
方面，一是个别性。信息技术作为表示、演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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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辅导等活动的工具可以弥补板书、黑板等传统

教学媒介功能方面的不足，加强师生之间情感和信

息的及时有效互动，能更有针对性地解决特殊学生

个体之间学习特质的差异，根据特殊学生的特点提

供不同的教育和帮助。二是多样化。信息技术提供

资源环境，拓宽了以往知识来源的单一化现象，为特

殊学生提供多样化学习路径。一方面特殊学生可以

根据个人兴趣与个性差异对所学的知识和学习进程

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自主选择；另一方面，他们可对某

一专题的相关内容通过信息检索、收集和处理，实现

问题解决学习和发现学习，培养独立思考能力。三

是直观性。信息技术作为情景探究和发现学习的工

具，特别是网络拓展了特殊学生的认识空间，不同于

传统的纸本印刷教学材料，它能提供很多图文声像

并茂的资源，将抽象的道理形象化，通过鲜明的形象

感化和对比，对特殊学生产生视觉等感官方面的有

效冲击，激发起虚席情趣。四是合作性。信息技术

作为合作工具，在基于网络的合作学习过程中，其友

好的交互环境有利于调动特殊学生积极参与，包括

竞争、协同、伙伴和色彩扮演的基本模式，通过计算

机互动合作的网上合作学习，在计算机面前合作的

小组作业和计算机扮演同伴角色等形式提高学习效

果。五是辅助性。作为评价、教学管理工具，具有计

算机化测试与评分、学习问题诊断、学习任务分配等

功能。最新发展趋向是在网络上建立电子档案，对

学生评价、考核具有实时、动态、全方位的特点。六

是无障碍性。纵观特殊教育信息化的过程，其特征

是无障碍的网络化。特殊教学信息资源可以高度共

享，教学活动不受或较少受时空限制，便于进行远程

异地的协同合作，实现互联想通，多向互动。七是特

殊性。需要注意的是，信息技术的应用不会自然而

然地创造特殊教育奇迹。任何技术的社会作用都取

决于它的使用者。特殊教育技术变了，教育方式也

得相应变革。教师要掌握现代特殊教育技术应用理

论和技能，创建多媒体和网络化的特殊教育信息技

术教学环境，建设多媒体与网络特殊教育教学信息

资源库，使之能高度共享。通过实践探索构建新的

有效教育教学模式，促进特殊教育信息化。由于特

殊教育对象的特殊性，原有的信息技术和硬件软件

设备应该具有其特殊性，以适应特殊学生的需求。

二、听障大学生线上教学的困境

在进行大规模的全媒体常态化教学应用的实践

过程中，出现了若干问题与挑战，如“网络基础条件

研判不足”“学生参与性和持续性不高”“优质线上

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教学和管理策略落后”，等

等。听障大学生的听觉障碍限制了其课堂信息的声

音通道，线下课堂中的手语翻译和主讲教师同时在

直播课堂出现，课件、手语画面、语音文字同时呈现，

为视觉信息的集成和互动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一）教学对象的需求

现在高校学生很多都是００后，从出生就沉浸在
数字化的社会里，手机和网络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是信息时代的“原住民”，在思维方式、学习方法和

兴趣爱好等方面更喜欢动态化、视觉冲击力强、表现

方式多样化的形式，与以往学生有很大区别。［１］听

障大学生具有与普通大学生的共性特征，但在信息

输入渠道和输出方式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基于

聋人为教育受众的教学用房设计规定：聋生由于听

力障碍，诸多由耳获取的信息只得以眼代耳，以其他

感官感受和障碍带来的缺陷，如以不同灯泡颜色的

亮、灭，有规律的闪烁，利用电视通过文字、图像传达

信息，相互的交流以及手语及口形变化为媒介，通过

振动感受节拍的韵律等，实施教学。［２］因此，听障学

生在声音接收方面的障碍，需要教师的手语支持、手

语翻译的翻译以及相关技术支持服务。教师需要同

时考虑听障学生的多重需求，在寻求信息技术支持

的基础上，根据听障大学生认知特点选择合适的资

源和平台。教育教学设施指的是基本教育的软硬件

设施，硬件设施包括校舍、操场、体育设备以及其他

多媒体计算机、投影仪、实物展示台、监控器、音响等

日常教学设备、现代教学器具等。软件设施包括师

资力量，后勤服务、办学条件，教学管理是否严格规

范，教学资源等。聋人大学生由于生理上的特点，在

教育教学过程中对多媒体设备、康复与辅助设备等

教学设施的需求远远大于普通学生。有些学校已经

开始在每间教室都装有一台液晶屏，将课程信息、教

学通知等信息全部通过它来告诉学生；在体育馆、律

动室也都设置电子屏，屋顶安装一排专用灯，使学生

在进行相关活动时可以通过灯光强弱和变化踩出不

同节拍。

（二）异位散布式的教学组织空间

专业教师、手语翻译、听障学生处于各自空间，

缺乏同场域下的交互形式，存在异位散布式的情况。

首先，在此空间中，师生需要借助媒体的支持构建特

定学习环境；其次，线上课堂往往受到频繁跳转多种

平台／系统等干扰，必须采用比校园课堂授课更丰富
的交互手段，且教学交互需实现采集学生学习行为

和学习效果数据的功能才能确保教学结构的流畅

性；再有，学生学习场地转移至家中后，教师需要构

建个性化教学策略支持线上教学，增加学习结构的

·８８·



多样性以便满足不同个体认知习惯；最后，远程教育

还需要灵活的学习架构适应不同学生所在社区及家

庭的信息化条件，以实现与课堂教学实质等效的质

量。［３］听障大学生的课堂需要考虑到任课教师、手

语翻译、学生三方的互动，但三方信息的沟通顺畅程

度依赖于技术平台和各自的网络情况，因此会出现

延迟和干扰的现象。

（三）信息技术画面、语音、文字的集成缺乏借

鉴

信息技术的发展为语音文字的转换集成提供了

可能，如讯飞和音书软件，可将语音转换成文字，为

听障学生课堂信息的获取提供视觉支持。讯飞的听

见字幕，采用科大讯飞核心的人工智能转写技术，事

实验证音视频转写准确率高达 ９５％以上。音书
ＡＰＰ是音书科技推出的一款用于听障人士（聋人）
沟通交流的工具软件，通过在ＡＰＰ中嵌入语音识别
及语音合成等技术，实现听障人士的信息无障碍沟

通，同时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语言康复，进一步改

善听障人士与外界沟通的现状。主要有字幕功能、

语音训练功能、电话通信功能。可在现实空间实时

转换，但在网上空间的教学领域进行手语翻译画面、

任课教师语音和字幕文字的集成，还缺乏及时合适

的借鉴经验，听障学生的参与度和主观性难以把握。

三、针对听障学生应急下的探索与实践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性、学生获取信息资源的

便捷性、人们生活学习场域的多变性、疫情下物理隔

离的突发性等等因素倒逼教育教学改革。从基于新

时代特征的教学内容、教学形式的改革探索，到基于

新冠肺炎疫情传播特点教学实施，都需要对教学效

果的有效开展进行不断探索和实践。

（一）平台的选择与实践

教师结合课程特点和授课需要，选择不同的在

线教学平台。在线教学平台更注重师生互动。除了

满足基本的直播授课需求外，屏幕共享、课堂问卷、

弹幕等交互手段、在线教学平台推出的在线黑板功

能（配合手写板硬件使用）。慕课等在线课程也得到

广泛应用。通过筛选和反复试验，结合听障大学生

的授课特点需要，采取钉钉、雨课堂等具备回放功

能、互动形式多样、支持视频连麦的平台。

（二）画面的同一性呈现

为确保在线课堂的临场感，促进技术上的综合

作用与创新，任课教师通过连麦手语翻译，手语翻译

全程在线为听障大学生提供手语支持，教师和手语

翻译开启摄像头，保障听障大学生课堂沟通教学的

无障碍和师生沟通的顺畅，教师通过讯飞科技、音书

等语音文字转换的信息技术，将语音同步转换成文

字，听障学生将从手语翻译、任课教师、字幕等多种

渠道接收课堂的语言信息和知识技能，实现教师画

面、翻译画面和字幕翻译的同一性。

（三）复合式思路与实践

互动是线上教学的重要元素。运用网络直播教

学时，以带入感和互动性为第一要素。主讲教师讲

授与引导，手语翻译、ＰＰＴ、文字等通过手语、图片、
语音的文字转换，形成复合式、立体化教学构建框

架，手语、文字、图片多触角的信息达成渠道，弹幕、

手语翻译听障生信息反馈的双向交互频道。充分利

用问题回答、在线投票、图片和文字投稿、随堂测试、

设立讨论区等功能，组织讨论、答疑、作业、作品展示

交流等系列在线交互活动，设计评价方案，建立互评

机制，激励学生的学习投入，保持学习的持续性。［４］

课堂教学时，将鼠标调成荧光笔状态，提高课堂教学

的直观性，运用直播平台的签到、投票、平台内信息，

提高互动的频率，保证教学的质量。

（四）线上线下资源的结合

从目前各高校开设课程看，听障大学生的专业

以艺术类专业和电子信息专业为主，需要大量的线

下作业和自主学习。为保证线上互动课程的质量，

任课教师提前制作线上学习资源、布置线下讨论问

题和作业。线上学习资源包括微课视频、课件、学习

笔记、习题库、在线作业与试题、演示实验、课前测

试、艺术作品等，教师自建或收集的影音、新闻、实

验、文献等资源，也包括来自学生的电子化优秀作

业、报告和讨论也是宝贵的线上资源。通过发邮件、

建立ＱＱ群、微信群、企业微信群、钉钉群、网盘链接
等方式，上传给学生。学生通过结合线下教师上传

的资源，提出问题、集体讨论和作品作业，结合作业

批改，线上教学教师针对问题提出解决方法和思路，

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和有效性。

四、线上教学的效果反馈

通过前期的平台测试和相关试验，保证了网络

的稳定性和线上教学的质量。从在线学生学习情

况、交互质量、作业完成等方面反映出听障大学生在

特殊情况下线上学习的成果。

（一）在线学生数量和满意度保证

河南省本科高校每周在线教学问卷调查显示，

两个月来，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郑州师范学院两所学

校的听障生线上平均到课率达到９０％以上，个别同
学因为网络原因等无法及时参与线上教学，但教师

使用的授课平台均具有回放功能，不影响学生的补

课和学习。课堂上，由于教师课前教学设计的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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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问题和兴趣点丰富，学生通过投票、选择题、讨

论题、小组作业等形式自我展示的形式，参与程度较

高。学生对课堂的整体满意程度在６０％以上，不满
意程度为１０％，对个人学习效果的满意度较好的学
生占到７０％，学习效果虽然无法完全与线下课程相
较，但线上课程前期的设计、课中的互动、课下的即

时反馈，形成相对完整的课程闭环，学生的收获感较

强。

（二）课堂交互频率及内容保证

互动是课堂教学的重要元素，是学生主动性学

习的关键体现，更是线上教学师生情感交流的纽带。

在线学习场景下，听障大学生的专业课教师创设适

量适当的交互机会，让学生与教师、同学、媒体、资源

等因素的交互。如在线学习工具能够为学生提供举

手、连麦、提问、反馈等多种互动功能，教师创设更多

学习任务及活动，学生带着问题参与远程课堂，并预

设一些跟教学内容相关的提问、测试，让学生通过小

组作业展示，紧扣所学内容，保证课堂交互频率及其

质量。据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特教学院统计，听障大

学生对于在线交流、布置作业、答疑等形式的互动效

果满意度为７０％，不满意为１％，对授课教师的网络
课程建设情况的满意度为７０％，说明在课堂交互频
率及内容上的质量是可以保障的。

（三）作业完成和反馈质量保障

针对“授课教师是否会通过设计测试以及布置

课后作业，来了解学生对网络课程的掌握情况”的

问卷调查显示，９６％的同学认为教师运用了此教学
手段。设计电子作业，打通了学科视界与社会视界、

生活视界的联系，紧扣当下社会生活热点焦点等时

代背景，创设真实的学习情景及知识运用情景，指导

学生运用所学知识与方法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复杂问

题，做到学以致用，知行合一。老师们在课前布置预

习内容，通过问题解决的方式上课，在课后布置作

业，使用雨课堂及钉钉平台的作业批改功能，以巩固

和迁移所学知识技能，并通过小组展示作业的形式

保障学习内容的转化。

五、听障生运用新技术开展教学工作启示

做好网课时代的听障大学生的“主播”，需要任

课教师具备良好的信息选择能力、信息技术能力、组

织协调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风格转换能力，把握听

障学生的专业特点、个性需求和课程情况，对教学内

容和教学流程进行系统化、精细化设计。

（一）大力引进信息技术教学手段

雨课堂技术的支持钉钉、腾讯课堂等直播平台

效能、微信和ＱＱ群的沟通功能，为线上教学提供多

方面的广泛支持。但在信息技术方面，不局限于单

一技术的使用，通过多角度多层面的技术支持，为线

上教学提供从课前、课中及课后的保障。同时为确

保知识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需要依赖字幕转换

的技术。信息技术的引进，对改进线下教学，促进教

学改革，同样具有很大价值。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

不断进步，一线教师、教育研究工作者都要深入研

究、探索信息技术与听障学生教学之间的有效衔接。

（二）发挥手语与语音文字转化多重信息传达

方式

听障大学生的课堂教学与普通学生的差异在于

教学沟通方式的需求多样化。需要在现有直播平台

的基础上，重视手语和语音文字转化的支持，因此听

障大学生课堂上手语、字幕的共同支持是提高教学

质量的保证，应引进语音、字幕转换的信息技术，发

挥现代信息技术线上教学的多维度呈现功能优势，

以促进听障大学生与教师、手语翻译之间的高效沟

通。

（三）增强教学的画面感与互动性，注重前后贯

穿

听障学生依靠视觉引起注意，且以注意转移力

优于分配能力，但注意的稳定性相对较差，需要教师

通过调整视觉材料来引起学生视觉，并通过提问、讨

论、作业分享等互动形式，保持听障学生的注意力，

增强学习效果。并通过线上预习、线下学习、线上测

评等引导学生通过网上教学平台，完成单元在线测

试，在线讨论、评价等任务，形成疫情下的线上教学

链。

（四）文字呈现和画面呈现要突出知识与趣味

的结合

教学的目的就是教学效果的达成，基于线上教

学背景下的聋人教学，就要考虑聋人和线上教学两

个特点开展教学设计。文字呈现方面要注意删繁就

简，突出重点。就是要把文本内容，正确、规范、清楚

地表现出来；要适当趣话，凸显主题。可以用不同的

符号对讲授内容进行标注，既增加文本呈现的效果，

又不会削弱文本的主体地位，简单美化，追求实效。

文本呈现的视觉效果是文本教学有效呈现的重要表

达方式，因此，可以对文本进行简单美化，如对文本

设置背景等，更加突出文本效能。图片呈现，图形

呈现包括图形、图像等，用点、线、符号、文字和数

字等描绘事物几何特征、形态、位置，以及大小的

一种形式。对于听障学生来说，他们的视觉能力

较强，教学内容应多用简洁、友好、生动的图形呈

现。图像呈现要突出图像的选择、呈现的时机，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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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图像效果使用的最优化，抓住学生的兴趣点，提

高线上教学的实效性。

（五）结合疫情特点，提高课堂思政的实效性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不仅生成了听障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的新场域，也对听障学生课堂思政教学提出

了新的任务要求和内容架构。一是要把疫情防控工

作中蕴含的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智慧挖掘出

来，加强生命意识教育，引导残疾学生珍惜生命、热

爱生活，做到敬畏生命和向阳而生的有机呼应和递

进生成。二是加强健康意识教育，引导听障学生树

立健康的生活理念，做到体魄康健，心态平和。三是

要加强生态文明意识教育，引导残疾学生践行绿色

发展理念，敬畏自然，保护环境，做到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四是要充分利用线上教学的新技术特点，形

成生动、有效的教学效果，将思想价值、人文情怀润

物无声的引导学生，达到入脑入心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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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优越性、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奉献精神三方面分析抗疫中“爱国主义元素”的具体体现；从敬业、

精益、专注、创新四个方面阐述“工匠精神元素”的具体内涵；基于“做中学、学中做”的教学理念，以

鲜活案例导入为引领，以作品创作实践为抓手，进行疫情下课程“思政元素”的融入与应用实践探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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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是一场严重的危机，同时也是一个教育契
机：全国人民众志成城，严防死守，最终战胜疫情，无

疑是一本“厚重而鲜活的教材”，作为高校艺术专业

教师，要有足够的敏感性和执行力，要立足于“课程

思政”的高度，把“传道”，蕴藏在“授业”和“解惑”

之中，借助疫情防控的契机，深入挖掘“思政宝藏”，

将鲜活丰富的“思政元素”渗透在专业课教学全过程，

并通过“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引导、帮助年

青学子正确面对疫情防控形势，正确理解全民抗疫精

神和爱国主义内涵，在技能训练、作品创作过程中践

行工匠精神，并塑造正确的家国观、价值观。

一、全民抗疫实践中“思政元素”的挖掘

１．抗疫英雄，彰显了“家国情怀”的人性光辉
抗“疫”中涌现出来的千千万万“最美逆行者”，

用感人肺腑的实际行动，诠释着国人非凡的家国情

怀与奉献精神。

“家国情怀”，是一个人对自己国家和人民所表

现出来的深情大爱，是对自己国家一种高度认同感

和归属感、责任感和使命感。也就是古人所讲的：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

责”的朴素情怀。实际上，“家国情怀”就是爱国主

义的一种表现形态。

“爱国主义”是个人或集体对自己国家的一种

深厚情感，不仅仅表现为热爱祖国的壮丽山水，热爱

自己的骨肉同胞，还应体现在对民族文化和国家制

度等方面的认同和传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

在这次抗击疫情的战斗中，充分展现了中国人

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疫情严峻之

下，一批批“民族的脊梁”站出来，义无反顾地冲向

疫情一线，成为“最美逆行者”。钟南山院士，２００３
年一马当先率领医护人员奋力抗击非典，取得辉煌

战绩；１７年后，已８４岁高龄的他，再次请缨出征，一
方面带队科研攻关，一方面深入一线，指导治疗；陈

薇少将曾参加过阻击非典、埃博拉等硬仗，１月 ２６
日，她率专家组进驻武汉，２天后便研制出新型冠状
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４天后投入移动检测实验室
使用。随后他们又开始争分夺秒地研制新冠疫苗。

武汉市普仁医院黄晓霞医生，在即将踏上回乡之路

之际，接到了医院就地转岗到传染病科室的通知。

虽然三年都没有回家过年，她依然毫不犹豫地退掉

火车票，立即加入接诊工作之中；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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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郭琴，在“抗疫”中不幸感染病毒。但这丝毫没

有击退她抗疫的决心，痊愈出院后，她又投入到一线

抗疫战斗中；７３岁的李兰娟院士被口罩勒出深深压
痕的照片让无数人为之动容；还有主动接触医护人

员、为他们排忧解难的“最美快递哥”汪勇，以及千千

万万奔波在街道社区、奋战在抗疫一线的青年志愿

者，他们无愧是新时代的英雄。习近平总书记说过：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

家不能没有先锋。一切民族英雄，都是中华民族的脊

梁，他们的事迹和精神都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

量。”在“战疫”前线，“抗疫英雄”擎起一片蓝天，筑起

一道防线，保家卫国，成为一道道最美的风景线。

２．全民抗疫，凸显了患难与共、同舟共济的团结
精神

此次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伟大壮举，

深刻而形象地诠释了中华民族患难与共、同舟共济

的大团结精神。我们经常说，“中华民族一家亲”，

但是，由于缺乏切身的体验，这句话似乎只是一句说

教，在许多学生的心里仍然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

通过此次“全民抗疫”，广大学生从亲身体会和海量

的视频、音频、图文报道等渠道，完全可以深刻体会

到中华民族“同呼吸共患难”，并不是空洞的口号，

而是活生生的现实。

在疫情面前，亿万人民并没有像某些人所说的

“一盘散沙”、各顾自己，而是“一方有难、八方支

援”，中华民族血脉里奔涌的团结精神，被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所激发。昔日繁华无比的武汉，被

迫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３日开启“封城模式”，但这并没
有阻隔全国各地对武汉人民的援助之手。在最短的

时间内，一支支医疗队日夜不停，驰援武汉；一批批

加急生产的消杀产品捐赠给各大医院；一个个爱心

援助团队，从千里之外奔赴湖北，开展对口帮扶；还

有数不尽的民间热心人士，自发开展的对武汉和湖

北各地的个人捐助……真可谓是全国人民“心往一

处想、劲往一处使”，在合力抗疫中焕发出国人团结

一心、患难与共的团结精神。

坊间曾流传着一句所谓的“名言”，“一个中国

人是一条龙，一群中国人则是一条虫”，意思是讽刺

中国人不团结，窝里斗。平时觉得这句话似乎蛮有

“道理”，并不觉得这句话有啥毛病。但是，在大是

大非面前，尤其在本次疫情暴发的现实面前，我们能

够切身体会到，这句“名言”是何其的荒谬和错误！

中国人民团结一致所取得的的“战疫成果”，不仅极

大地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团结精神，同样也是为全人

类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一些西方媒体和政客，不顾

客观事实，肆意歪曲和丑化中国人民的“抗疫”斗

争，称新型冠状病毒为 “中国病毒”，中国是“病毒

发源地”等，诸如此类的污名化行为不仅不能掩盖

病毒无国界的事实，反而增强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

命运共同体的抗“疫”斗志与信心，反而凸显了中华

民族命运共同体中“民族同胞”的价值意义。［１］

３．战疫奇迹，呈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在全国人民齐心协力、万众一心的抗击疫情战

役中，充分地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性。特别是在“战疫”初期，我们能够在极其艰难、极

其紧迫的情形下，创造出来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１０
天建成武汉火神山医院，床位达到１０００张，１５天建
成雷神山医院，床位达到１６００张；截至３月８日，全
国已有３４６支医疗队共４．２６万人驰援湖北 ，１９个
省市对口支援湖北１６个市县；各级财政安排疫情防
控补助资金超过１０００多亿元，数以百万吨计的粮
油、蔬菜等援助物资源源不断运往湖北。这些数据

虽然只是整个“全民抗疫”中的冰山一角，却能够充

分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一是党

中央的坚强领导。疫情暴发之际，党中央及时成立

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及时向湖北等疫情严重地

区派出工作领导小组，谋划、组织、推动地方全面加

强防控工作；建立联防联控机制，做到了“全国一盘

棋”，统筹兼顾，统一指挥，上下联动。二是集中力

量办大事，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依据“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

源、集中救治”的原则，将重症病例集中到综合力量

强、救助体系完备的医疗机构进行治疗，有效避免了

大规模疫情的进一步爆发。三是依靠人民，建立健

全了市、区、县、乡镇、社区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网

络体系，通过各种渠道，号召、引导、组织１４亿人全
面参与，全员“战疫”。正是因为上述这些独到的优

势，很快便遏制了疫情的爆发与蔓延，并获得了宝贵

的抗疫经验。在海外疫情暴发之际，中国便成了世

界范围内最安全的地方。相反，一些曾被人们奉为

“人间天堂”的部分发达国家，由于制度的缺陷和组

织不力，导致国内疫情迅速爆发、快速扩散，相继沦

陷。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学专家布鲁斯·艾尔沃德

感慨地说：“我若感染，我希望在中国治疗。”这些活

生生的例子，无一不凸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在当代社会的优越性，同时也大大增强了我们坚持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二、艺术作品创作过程中“思政元素”的挖掘

（一）工匠精神的内涵

“工匠精神”，是一种职业精神，是职业道德、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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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能力和职业品格的集中体现，是敬业精神、精益精

神、专注精神、创新精神的结合体，也是做人做事的

态度的一种精神内化，是从业者应该具备的一种价

值取向和行为规范。

李克强总理在 ２０１６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
出：国家、各企事业单位要着力培育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提品质、创品牌。

（二）工匠精神的主要内容

工匠精神，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敬业精

神、精益精神、执着精神、创新精神。

１．敬业精神
敬业精神是从业者应当具有的一种良好职业精

神状态，是从业者对所从事的职业既敬畏又热爱从

而尽职尽责的精神状态。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着丰富

而珍贵的敬业思想资源。春秋时期，孔子道出了

“执事敬”“修己以敬”等经典话语，主张人在一生中

始终要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荀子也主张

“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中国经典著作《礼记·

学记》中也有“敬业乐群”的记载。敬业，还是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公民层面的重要内容之一。［２］

２．精益精神
精益精神，就是精益求精的精神，是从业者在工

作中精雕细琢、力求极致、追求完美的良好职业品

质。中国古代思想家、哲学家老子在其旷世奇作

《道德经·第六十三章》中说道：“天下大事，必作于

细”，这种“必作于细”的态度，其实就是精益精神的

体现。

３．专注精神
专注精神，就是专心致志，全神贯注，心无旁骛。

它所体现出来的是从业者对所从事的工作的耐心、

执着、坚守，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职业品格。有很多民

间老手艺人往往终其一生专注于一门手艺，数十年

如一日的坚守，初心不改，最终练就“绝技”，这是一

切“大国工匠”们所具备的宝贵精神品格。正如蒲

松龄在《聊斋志异·阿宝》中所说：“书痴者文必工，

艺痴者技必良”。

４．创新精神
创新精神，是指要具有能够综合运用已有的知

识、信息、技能和方法，提出新方法、新观点的思维能

力以及进行改良、革新的意志、信心、勇气和智慧。

创新精神是一种勇于抛弃旧思想旧事物、创立新思

想新事物的精神。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不竭

动力，也是一个现代人应该具备的素质。

科技部原部长，现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

席万钢曾在２０１６年答《环球时报》记者问时指出，

“创新也是工匠精神的一种延伸”。其实，任何一个

时代的伟大工匠，都不仅仅只是满足于师傅所教的

技艺，还要有一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突破与创

新精神，否则，科学技术难以有大的进步，制造工艺

也难以有更新换代。

三、艺术课程讲授过程中“思政元素”的应用

（一）“思政元素”融入课程的原则

１．力争自然，避免生硬
要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程讲授中，必须立

足于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不能生硬地把思政元素强

加到课程中。要做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要求教师像高水平的“厨师”一样，将“思政元素”做

成易于溶解、消化的“食盐”和“佐料”，均匀地撒在

课堂教学的环节中，并让它和专业教育的“饭菜”融

为一体，烹饪出一道道适合学生口味、容易消化吸收

的“美味佳肴”。

２．力求鲜活，避免死板
课程思政的元素，要力求鲜活生动，避免死板教

条。全民抗疫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千千万万的抗

疫英雄，传扬出数不尽的感人故事，这些都是最鲜

活、最生动的案例，用这些案例中的某一个或几个闪

光点，作为“思政元素”，恰到好处地融入课程之中，

就显得比较自然，远比用死板教条的理论作为讲授

资源要好得多。

３．紧贴专业，避免虚浮
专业课的思政，与思政课程相比，虽然都有立德

树人这一基本准则的要求，但是两者之间还是有很

大区别的。专业课不可能像思政课那样用大量的课

时，深入、全面地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必须紧密结

合专业教学内容，找准思政契合点，在专业教育的基

础上，进行思政教育，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离开了

专业知识的和技能的训练，课程思政也就成了浮云。

（二）爱国主义精神元素的课程融入与培育

遵循着立足自然、力争鲜活、紧贴专业的思政元

素融入原则，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特教学院聋人视觉

传播设计与制作专业的老师们，充分利用网络资源

优势，将疫情中涌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教育元素充分

地挖掘出来，并结合专业课的特点和聋生的身心特

征，在教学过程中进行了课程思政的有益探索。

在《创意摄影》课程教学中，笔者以“抗疫英雄”

的故事作为一条思政主线，引导学生关注、学习疫情

防控中涌现出来的“最美逆行者”，组织学生用创意

摄影的方式，通过创意、光影、构图、数码后期等手

段，以视觉化、形象化的形态，彰显抗疫英雄们高尚

的“抗疫精神”，表达聋人学子对家国情怀、奉献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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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理解和歌赞。马晓倩同学创作的作品《扫除病

毒》，韩晓娜同学的作品《改天换地》，利用电脑后期

制作技术以超现实艺术手法，韩海比布同学的《抗

疫英雄》，则以现实主义的风格，表达了对抗疫情英

雄的敬仰之情，对家国情怀的讴歌之意。

聋人艺术设计专业的徐东华老师，将爱国主义

教育的元素融入平面设计课程之中，引导学生用艺

术设计的思维，通过点、线、面、色彩、肌理等构成要

素，以艺术设计和数字绘画为载体，勾勒出“战疫英

雄”们的伟岸形象，在电脑屏幕上设计、绘制出这些

“民族脊梁”的光辉形象，传递出“舍我其谁”“召之

即来”的“战疫精神”内核。表达自己对爱国主义精

神的理解，抒发对抗疫英雄的赞誉之情。

艺术设计专业教师贺志强，利用精于绘画的优

势，身先士卒，用画笔表达对战疫英雄的歌赞，并在

课堂教学中，带领学生用素描、油画等艺术形式创作

出一批高质量的“战疫”作品。

在授课过程中，老师们除了利用网络平台融合

课程思政的元素，在课下和业余时间，也不失时机地

将富含“家国情怀”“抗疫精神”的“战疫故事”，以

图文并茂的形式，分享到班级 微信群、钉钉群。同

时，还在学院层面以“战疫”为主题，组织学生进行

摄影、设计、绘画等艺术创作活动，为一线抗“疫”英

雄加油，为爱国主义精神点赞，活动内容的鲜活性和

艺术性有效激发了学生们“宅”在家里积极创作的

劲头，优秀作品不断脱颖而出。

（三）工匠精神元素的融入与培育

在全民抗疫的火热实践中，涌现出一批批“最

美逆行者”，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所展现出来的不

仅是奉献精神，也有让人为之感动的敬业精神。专

业课老师可以通过网络、媒体等诸多信息化平台，收

集、整合相关信息，做成图文并茂的课件，以学生喜

闻乐见的形式，在课堂教学实践中，引导学生充分理

解敬业精神的实质、内涵、价值和意义，从而端正自

己的职业态度，提升职业素养，践行“工匠精神”。

在高校艺术专业的学子当中，有一种不好的风

气比较盛行，那就是做事马虎，不求精细，凡事只追

求“差不多就行了”。由于缺乏精益精神，做事情往

往是粗枝大叶、潦潦草草。反映在作品创作中，就是

作品构思不够缜密，不注重细节打磨，做工较为粗

糙，作品经不起推敲。在本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

程中，奋战在战疫一线的医护、科研人员身上所折射

出的精益精神，对学生们来说是活生生的、真真切切

的，仿佛就发生在身边，因此会在内心深处引发学生

的思考和感悟。在辅导学生进行“抗役”艺术作品

的创作过程中，不少同学最初是抱着一种得过且过

的态度去完成任务的，但是，由于专业课教师本着

“从严”“从细”“从精”的要求，死抠学生作品的瑕

疵，对作品存在的问题进行毫不留情的剖析，并逐一

紧盯学生不放，直到学生按要求完成作品的修改为

止。让学生在作品不断打磨的过程中，渐渐改掉马

马虎虎、不求精细、粗枝大叶的毛病，树立精益求精

的观念和意识，养成做事认真踏实、一丝不苟、追求

完美的良好职业习惯，即使是“做一个钉子，也要做

得最好。”

当下，年轻的学子们中间还普遍弥漫着浮躁的

气息，做事不够专注，往往“一心两用”甚至“一心多

用”；做事也不够持久，时常会“浅尝辄止”，遇到大

的阻碍，还会选择“另立山头”。这种做事不能专

注，极易分心的浮漂风气，已经成为不少学生专业学

习和身心健康成长的巨大障碍。

以钟南山院士为代表的抗疫精英，立足本职岗

位，数十年如一日，奋战在抗击病毒、细菌的科研和

医疗前沿，专心致志，全神贯注，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从而突破一个又一个科研和技术难关，为中国乃至

全人类的卫生健康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恰恰

就是对专注精神最直接、最贴切、最深刻的诠释。

真正的艺术创作，本身就包含着创新的元素。

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１４年１０月《文艺工作座谈会上
的讲话》中指出，“文艺创作是观念和手段相结合、

内容和形式相融合的深度创新，是各种艺术要素和

技术要素的集成，是胸怀和创意的对接”。２０１６年
１１月３０日，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
上的讲话中，习总书记“希望大家勇于创新创造，用

精湛的艺术推动文化创新发展。优秀作品反映着一

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创新创造的能力和水平”。

因此，引导学生从观念创意、技术应用到作品制作等

各个环节进行“内容与形式相融合的深度创新”无

疑就是艺术专业课教师应有的职责和历史使命。

然而，创新精神，在多数学子当中是极其匮乏

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应试教育使然。学生们

天天是在中招、高考的“指挥棒”驱使下进行机械、

被动的学习：考试考什么，老师就教什么；老师教什

么，学生就学什么。整天围着考试大纲、试题册、练

习题转圈圈，几乎没有真正的进行过主动性的知识

探究，更谈不到有什么创新。导致绝大多数的学生

成为“考试机器”，对死记硬背的知识烂熟于心，对

考试技巧得心应手，对解题方法运用自如，但对于创

新却束手无策。

到了大学，这种仅仅满足于一般知识学习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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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依然存在。甚至有不少学生希望老师能够提供

“保姆式”的教学服务，自己则“饭来张口，衣来伸

手”———不想费劲思考，不想劳累动手，更不想有所

创新。

特教学院聋人艺术设计专业教师在辅导学生创

作的过程中，始终“逼”着学生自主学习，自主思考，自

主设计，克服“等、靠、要”的被动式学习弊端，在不断

地打磨过程中，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从

期末作业的情况看，不少学生在构思、创意和技术应

用以及后期制作等方面，都进行了一定的创新尝试，

作品整体上呈现出较强的创新意蕴，基本上做到了

“内容与形式相融合的创新”，作品得到认可，其中部

分优秀作品被学院微信公平台采纳，以图文并茂的形

式进行了线上展播，作品深受师生的好评。

四、结束语

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能够屹立

于世界之林，立于不败之地的最根本的精神支柱，需

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和发扬；工匠精神，则是助力

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助推器和软实力。当下的

中国，需要一大批具有深厚爱国情怀的“大国工

匠”。这需要从高校的教育抓起，从专业课的课程

思政抓起，如果落实到人才培养环节，则需要在具体

的教学过程和教学任务中去强化、去培育。这种强

化和培育，不仅仅停留理论教学环节，更在于实践环

节的巧妙掌控，让学生在“做中学”———通过实践真

正理解、体悟爱国主义和工匠精神的精髓，并付诸行

动。

参考文献：

［１］李焕武．新冠疫情危机与爱国主义教育契机［Ｊ］．教育科
学论坛，２０２０（５）．

［２］顾恩平．课程思政视野下的高职生工匠精神培养策略
［Ｊ］．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２０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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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华为鲲鹏生态的地方高校产教
融合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以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鲲鹏产业学院为例

曹　敏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４）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０－０９
基金项目：河南省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２０２０ＪＧＬＸ０８７；河南省大数据双创基地２０１７４１０１５４６５０３０２２２６５；教育部协同育人

项目“大数据技术”实践实训平台建设２０１７０１０３１０１３
作者简介：曹敏（１９７０—），男，山东曹县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计算机网络技术、大

数据分析。

摘　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地方高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服务本地区经济和市场需求的重要
举措。对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转型发展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结合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鲲鹏产业学

院产教融合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阐述产教深度融合的计算机相关专业的教育教学新模式，以达到

促进地方人才培养供给侧和区域产业需求侧要素全方位的对接的目标。

关键词：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鲲鹏产业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１．０２．０１８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２．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１）０２－００９７－０４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主动对接郑州市区域经济和
行业产业发展需求，集聚优质工程教育资源，以提升

人才培养质量为主线，以办学模式创新为切入点，以

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着力开展“产学研用思政”办

学模式创新与实践；根据河南省数字产业布局和郑

州市软件技术、大数据等支柱产业发展规划，结合郑

州工程技术学院的办学特色，成立了郑州工程技术

学院—鲲鹏产业学院致力于打造产教融合、协同育

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工程教育示范样板，力争

形成可推广的改革成果。

一、地方高校计算机类各专业在教育教学存在

的问题

当前，各地应用型本科院校都积极响应国家号

召，已不同程度地开展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探索

和实践，也获得了一些经验和成绩［１］。但是也普遍

存在以下问题：

（一）人才培养定位与地方产业岗位需求脱节

目前河南省地方高校计算机类等专业人才培养

存在定位不准、特色不够明显，与计算机软件产业融

合度不高，学生实践操作能力和新技术运用能力不

强等问题，如地方高校信息类专业存在开课内容雷

同，特色不显著，服务地方企业及区域经济带专属课

程不多［２］。此外，高校信息类人才培养的规模、质

量和结构不能满足河南省计算机软件产业和数字经

济发展对专业人才的需求。

（二）课程体系不能满足地方政府经济结构战

略的需求

当前河南省及郑州市的重大决策是发展数字

经济，郑州市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向着国家

数字中心城市发展建设，但目前省内地方院校信

息相关专业还是遵循过去传统课程体系办学，不

能适应计算机等相关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变

化，特别是对省市政府的经济发展战略决策领悟

滞后，站位不高，与服务郑州市打造国内一流、国

际先进的数字经济发展高地的结构战略需求存在

一定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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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校教师的实践技术能力与培养学生的

双创能力之间不匹配

现计算机相关专业的教师大多都是毕业于院校

后，就直接就职于高校，企业一线的实践工作经历不

多［３］，加上计算机等相关行业技术提升迭代很快，

使得教师所教知识基本原理较多，企业一线最新技

术技能缺乏，对市场及企业技术未来发展方向缺乏

前瞻性，指导学生创新创业理论技术指导引领性不

强，进而造成高校培养创新创业的双创学生的效果

不理想。

（四）高校专业课思政讲授生搬硬套学生兴趣

不高

当下高校课程的专业知识的显性教育和政治思

想的隐性教育不协同统一，专业课程实践和思想政

治教育的结合不紧，专业课老师在挖掘本课程的思

想政治课程资源不足，教育方式和方法单一［４］。尤

其是在专业方面的职业道德、职业理念等教育资源

储备及更新不足。同时高校课堂缺乏对学生企业素

养培养，包括守时守信，敬业爱岗等方面。主要原因

是高校老师缺少企业工作经验，优秀企业文化氛围

感受机会较少，掌握的思政教育资源和经验碎片肤

浅，导致课堂专业课思政教学牵强单一。学生感觉

授课思政内容相对专业课知识是简单植入，思政教

学效果不佳。

二、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鲲鹏产业学院在产教

融合协同育人的探索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８日，与黄河
科技集团创新有限公司及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共同签

约暨揭牌“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鲲鹏产业学院”。是

河南省首批签约建立鲲鹏产业学院的高校之一。

鲲鹏产业是基于华为自主研发的鲲鹏处理器构

建的全栈 ＩＴ基础设施及行业应用，包括 ＰＣ、服务
器、存储、操作系统、中间件、虚拟化、数据库、云服务

及行业应用等。鲲鹏产业秉承开放，务实，共享，共

赢的生态建设理念。在当下面临西方信息技术封锁

和脱钩的威胁，河南省政府适时推出了对鲲鹏产业

的发展政策，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其不仅牵引省各

行业基于鲲鹏的商用解决方案落地，建立标杆行业

应用示范，而且通过高校的参与丰富了鲲鹏产业生

态，做大做强了国产品牌产业空间。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成立鲲鹏产业学院不仅是为

了实现学校整体转型发展，建设特色鲜明的应用型

本科院校进行有力探索，而且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鲲鹏产业学院还将致力于落实省政府与华为公司签

署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支撑中原区域、郑州都市区产

业链的创新型和应用型技术人才培养。学院将依托

鲲鹏计算产业，从人才培养、专业共建、课程共担、师

资共训，到课程思政、技术研发、招生就业等方面全面

谋划，深入推进校企合作育人新模式，不断拓宽社会

服务平台［５］。并以此为契机，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黄河科技集团创新有限公司在人才培养、立德树人、

科学研究、平台建设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深入合作。

（一）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鲲鹏产业学院组织

架构模式的探索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鲲鹏产业学院探索推行理

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理事会由郑州市政府、郑

州工程技术学院和中原鲲鹏生态创新中心双方联合

国内鲲鹏生态龙头企业共同成立。理事会负责制定

鲲鹏产业学院的发展方针、中长期发展规划、年度目

标计划，审议管理团队人员构成，决定其他重大决策

事项。鲲鹏产业学院可根据需要设立院务委员会、

学术委员会、教研部等相应内部组织机构。设置方

案由院长提出，报理事会批准的模式。

学院宗旨是：校企双方互相尊重，互惠互利。按

照市场原则推进双方合作，拓展发展空间，共创美好

未来；自愿平等。坚持自愿合作，校企双方在合作框

架中享有平等地位和权利；开放公平。坚持合作的

公平、开放，坚持非排他性和非歧视性；优势互补。

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加强全方位合作，形成优势集成

与互补；互利共赢。校企双方落实合作措施，提高合

作效益和水平，推动加快发展，实现互利报理事会批

准的模式。

１．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鲲鹏产业学院合作模式
的探索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鲲鹏产业学院的校企合作

是从人才培养方案到课程实训实施，从场所环境到

实践条件建设，从教学资源建设到师资培训，从创新

创业到科研服务，从企业文化到课堂思政建设等涉

及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各方面的合作。具体包括以

下几个方面：

（１）通过三实教学模式提升学生培养的质量
鲲鹏产业学院将遵循工程教育认证标准而设计

实施的人才培养方案，能够有效地将ＯＢＥ理念贯彻
到产学合作过程中，从而协助院校按照认证标准进

行专业改革和人才培养。为此，鲲鹏产业学院独创

的三实教学模式，通过实际场景、实践项目、实战检

验，将企业真实操作环境搬入课堂，通过真实的实践

项目来对知识点进行巩固和加强，将零碎的知识揉

合在一起，让学生对知识有一个整体性的认识，例

如：在开设的《鲲鹏应用技术与实践》课中采用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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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华为企业丰富的真实应用场景和运行方案供同学

进行分析和学习，涉及政府、金融、教育等８大行业
１００多个真实场景案例，帮助学生全面掌握鲲鹏云
服务涉及的计算、存储、网络、数据库、容器、管理、安

全、迁移、灾备等核心技术，并且学生在华为鲲鹏云

计算平台上进行业务应用的部署与迁移、性能测试

与调优测试，华为给所有鲲鹏课程提供了足够支撑

线上课的鲲鹏云计算资源，免除软件环境安装维护

的复杂性，让学生专注于实验设计本身，真正做到产

教融合。同时配备从云计算行业的专家对同学实验

进行指导和评价，最后，在有足够技能储备的基础上

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实战学生不仅对项目中用到技

术理解进一步加深，而且达到郑州市数字经济发展

对专业人才的需求。

（２）与国内领军企业共建实训基地深化课程体
系改革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鲲鹏产业学院获得了包括

华为公司在内的鲲鹏产业生态在平台、技术等方面

的巨大支持，通过鲲鹏生态合作伙伴，向院校提供一

系列教学产品和教学资源，更好地保障了建设内容

和服务的一致性和流畅性。此外，校企共建人工智

能创新实训基地，基地部署鲲鹏计算架构基础设施，

以国产自主品牌黄河牌服务器和黄河计算机为硬件

平台，以国产操作系统作为软件平台。实训基地引

入华为企业资源，提供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商业分析

的企业真实项目，学生在基地中组成工作组由企业

导师带领完成企业项目，积累工作经验与项目案例，

提升就业竞争力。一方面可以提升人才培养方案的

质量，深化课程体系改革，另一方面在实训基地完成

目标课程及企业项目实训的学习之后，可将学生推

荐到华为生态企业和专业对口的企业岗位进行实

习，帮助学生更好地巩固所学知识，增加社会阅历，

积累工作经验。

（３）建立教师能力认证体系改进师资培训质量
鲲鹏产业学院通过共建教师发展中心，共同承

办各级各类师资培训活动，对于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的相关教师进行基于华为云鲲鹏云服务、人工智能、

大数据、ＤｅｓｉｇｎＴｈｉｎｋｉｎｇ等技术培训和项目实战训
练。同时，院校教师跟听由企业负责实施的课程或

实践环节，并到企业进行挂职锻炼，联合行业权威企

业、组织、机构，建立教师能力认证体系；优化教师培

训模式，全流程线上操作，提升管理效率；提供教师

能力信息管理，推荐学院优质教师为行业和社会提

供创业技能培训。此外，华为公司及生态合作企业

协作学院师生开展创新创业训练，通过联合组织参

与各类创新创业讲座、轮训、竞赛等形式，提高师生

创新创业能力，并且优先对师生的创业项目进行孵

化，提供扶持政策。

（４）政府—学校—企业协作联动多层次提升课
堂思政教育效果

在顶层方面，通过政府一系列政策宏观宣传扶

持，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８日，由河南省政府主办，以“鲲鹏
新时代、中原更出彩”为主题的２０２０数字经济峰会
暨黄河鲲鹏生态发展大会在郑州举办，会上再次明

确内高校、企业等开展的鲲鹏人才培训，将全部纳入

省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补贴政策支持范围内，让社会

再次见证了河南对于人才培养的重视和关注。中观

层面，省内各高校在专业建设的方向性引导，将鲲鹏

课程导入高校人才培养方案，举办或鼓励师生参与

鲲鹏开发者大赛，鼓励师生利用鲲鹏生态系统解决

实际问题、创造新的模式和价值，并且利用学院网站

宣传或通过视频直播方式大力宣传鲲鹏产业，有效

激发更多优秀的师生参与其中，成就鲲鹏生态产业

的全面发展。微观层面，把华为的企业文化和理念

引入到课堂中，华为企业工程师实践教学的真实案

例的讲解和剖析，包括美国科技打压华为的真实目

的，和华为为了摆脱科技封锁展开的国内产业的鲲

鹏和布局和今后的鲲鹏生态面临的问题及未来发展

的前景等，不仅可以增强学生学习的动力，加快国产

鲲鹏生态的普及和推广，而且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创

新的热情，及不怕困难挫折的创业精神，强化当代大

学生勇挑重担不负历史使命的爱国主义情怀。达到

知识传授与社会价值引领之间协同发展的教学目

标。

（５）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鲲鹏产业学院产教融
合协同育人的成效

目前，因为疫情原因，学生培养采取的是课程植

入的方式，从５月１３日到７月１７日，共１１０课时，
１１２名郑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参与，经过为
期两个多月的学习，结业网上答辩是由郑州工程技

术学院、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黄河科技集团、慧科集

团等校企组成答辩评委对学生结业项目进行考核。

通过学生课程前后作品对比，同学们不仅学会了

在鲲鹏云服务器上的网站部署，对云服务也有了

更深刻的认知。而且学生的爱国情怀、思维模式、

动手解决问题、团队协作的能力都得到了锻炼和

提高。

在专业建设方面，在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鲲鹏

产业学院在成立不到半年时间里，与华为等企业一

起完成了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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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并且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２０２０年８月被确定为
河南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依靠鲲鹏产业学院立

项了一个省级新工科研究与实践教改项目。

三、结束语

作为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是

高校新工科转型发展的必然趋势，在５Ｇ＋云 ＋ＡＩ
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企业对于人才的需求也在变化，

数字人才严重不足。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通过鲲鹏产

业学院，以校企合作的方式走产教融合之路，对打造

一支适应高素质人才培养的一流“双师型”师资队

伍，建立持续改进以产出导向的人才培养目标、课程

思政、毕业要求、课程体系和课程大纲，学科专业的

实现良性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对连接各

方力量，培养真正适应时代潮流的人才，提供社会化

服务，共同推广鲲鹏生态，助力河南省计算产业的发

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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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ｔｈｔｈｅ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ｏｆ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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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时代精神现状、问题分析及教育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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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的精髓。高校是时代精神培育的重要基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源、辐射源，加强大学生

时代精神教育是实现“立德树人”这一教育根本任务的具体表现，对培育引导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建设，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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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

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

代精神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激励中华儿女为民族振兴不怕困难、奋发向上的

精神力量，是中国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

程中不断创造新成果的力量源泉，是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不竭动力，也是我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必须遵循的客观要求。时代精神也是高校

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重要资源，

是高校进一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

体体现。

一、大学生时代精神教育现状

（一）研究现状

近年来，时代精神教育研究主要从新时期全球

化背景及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时代精神教育的必

要性入手，从加强时代精神教育路径等宏观角度来

研究。高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基

地，是时代精神培育的传播源、辐射源。从研究领域

来看，较早有针对性的研究始于２００１年于桂贤《高
校德育应率先关注时代精神》、任健雄《以德治校，

塑造大学生的时代精神》。２００９年后，研究领域才

愈加关注时代精神培育研究，如轩欣《加强大学生

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教育的思考》、林泽红《论多元

社会思潮背景下大学生时代精神教育》等都对研究

提供了丰富的借鉴价值。但随着时代精神在新时期

的不同体现，又给我们带来新的思考，如从“感动中

国”年度人物评选，到“时代楷模”“双百人物”“改

革先锋”“大国工匠”等先进典型代表的宣传报道，

给人民带来充满正能量的牵引力。特别是教育部、

中宣部等多部门组织开展的《中国大学生年度人

物》评选活动，贴近大学生群体，传播同辈群体的正

能量，更能激发大学生对时代精神的共鸣，使研究者

对新时期时代精神教育有了更加深刻的思考。

（二）大学生时代精神现状

１．浅层的爱国认知
调查中，对是否会关注国家大事的调查，选择没

什么关注占１５％，选择经常关注的占４５％。但是虽
然如此，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的非理性因素仍占据着

相当的比重。６３．７％的学生表示身边存在不理性爱
国行为或过激言论，但对不理智爱国现象的看法，选

择反感的仅占１７％，１６％认为无聊，认为解恨和有
趣的占绝大多数，可以看出，部分存在爱国认识简单

化、浅层化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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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淡化的责任意识
调查对参加社会志愿活动的态度，愿意主动参

与的仅占３３．７％，对于毕业后选择奉献自己的仅占
８．４％，而选择工资水平占大多数。大学生有一定奉
献精神，但功利性明显，大学生的责任感不强。面对

社会不文明现象的调查。部分大学生仍然是站在个

人的角度思考问题，调查对遇见小偷偷东西的现象，

３７．６％学生仍处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认识。
３．陈旧的教育思维
调查中，对是否喜欢本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

时，仅有３１．２％的学生表示喜欢，对思想政治课课堂
讲授效果进行调查，大部分学生选择枯燥无味。不难

看出，目前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大部分还停留在原

有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中，原有的教学思维和

固有模式很难让新时代的时代精神进行传承。

二、当前大学生时代精神教育存在问题及原因

（一）大学生时代精神欠缺存在的问题

１．大学生对时代精神认识不够深刻
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

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脱贫攻坚工作深入推

进，经济稳步快速增长，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有序发

展，大学生对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具有高

度的认同感。但由于多方因素干扰，一部分大学生

的价值观受到不同程度影响。社会中存在的诸如拜

金主义、享乐主义、精致利己主义等消极思潮影响着

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及行为表现。如很多学生对社会

中存在爱国行为、拾金不昧、乐于助人的事例表示高

度的赞同和认可，但对各类典型事例、先进人物背后

隐藏的情怀和精神实质没有深刻体会。存在只知

好，不知为什么好，怎样才会好的深度思考，所以很

难映射到个人的成长中去。

２．大学生时代精神行为表现力较弱
在深刻感受中国精神带给我们的启发和鼓励

时，面对一例例鲜活的具有时代精神的典型人物，如

具有天下英雄气敢于担当的官东，以国家利益至上

的科技报国楷模黄大年，见义勇为退伍军人吕保民

等等，他们将这个时代呼唤的精神展现的淋漓尽致。

由于大学生的自身特点，时代情感易接纳，但就其行

为表现力方面，特别是对社会现象的处理，仍然是站

在个人的角度思考问题。时代精神落实到每个个体

上，就是日常生活的点滴行为，学生的点滴生活行为

从另一个方面映射出个人的品格。如面对学生中遇

到的不诚信现象，不文明现象，部分学生虽觉得行为

不妥，但往往会视而不见。面对违法违规现象，采取

躲避、逃避行为，在展现新时代精神方面，实践能力

较弱。

３．大学生感知时代精神动力不足
大学生价值观的成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

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高校基础课程如马克思主义理

论、思想政治教育等相关课程是高校开展思想政治

教育的主要途径，但高校在教学活动中，更注重专业

课的教学，忽视基础课程教学，必然导致时代精神教

育的有效性。而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如各类奖学金、

助学金的评选又只注重学习成绩，忽视学生的道德

水平和行为规范，对学生践行时代精神产生一定影

响。对部分高校教师来讲，虽然社会阅历丰富，但自

身思想道德水准不高，对弘扬时代精神主旋律不能

发挥积极的作用，也不能在学生中达到示范效果。

（二）大学生时代精神教育存在问题的原因

１．市场外部环境对大学生时代精神认知的干扰
在思想解放、中西文化相互碰撞的背景下，文化

的多元化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化的必然产物，也正成

为我国社会发展中不可否认和忽视的现实。特别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一些不良社会思潮也应

该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如利益最大化，重视物质层

面追求，忽视精神层面追求，甚至出现权钱交易、以

权谋私的缺失公平正义的乱象，影响着青年大学生

思想观念的变化。在这样文化多元、环境复杂多变

的背景下，大学生刻苦奋斗的意志容易松懈，部分大

学生存在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错误认识，想通过走

捷径达到目的，失去提升自我，失去改革创新的决心

和斗志。

２．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不够完善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肩负着培养学生形成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任务，思想政治教育

内容成为培根铸基的关键所在，更应当随着时代的

发展而不断发展。受外在因素的影响，如果思想政

治教育内容不能占领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不能

与时而进、因势而新，必然会受到错误价值观的侵

烛，影响大学生正确的社会理想信念的形成和良好

的社会行为方式的养成。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已不能满足当今社会特点，不能抓住时代发展特色，

更不能将中国精神贯穿始终，不能满足大学生时代

精神教育的新要求。

３．大学生接受时代精神的主动性不够强
在大学生成长过程中，每个阶段都有其成长特

点，特别是在校大学生脱离了高中高压的学习状态，

身心得到放松，自然容易对此年龄阶段共同关注的

新鲜事物和人物产生共识。尤其受外来文化及思想

的干扰，大学生追逐明星蔚然成风，如谈及明星的姓

·２０１·



名和基本情况，能做到如数家珍，但问及具有当代精

神人物，如“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守岛、守国

的时代楷模王继才，还有张玉滚、黄大年等等充满强

烈时代精神的鲜活事例关注度不够，主动学习和接

受力不强。

三、加强大学生时代精神教育的对策

（一）固本强基，丰富时代精神教育内容

１．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作用
２００４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

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指出：“高等学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

大学生要系统掌握时代精神的实质，就不可忽视思

想政治理论课的作用。２０１６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强调，“做好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其他

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

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正确分析和全面把握时代精神的内涵是培育大

学生时代精神的首要任务。培育大学生时代精神，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

是要将时代精神内容纳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材

中，不断丰富教材内容，使教材知识更加生动；二是

注重课堂的授课方法。传统灌输的方法已不能满足

学生接受新知识的需要，教师在授课中要把时代精

神的实质与生动事例相结合，利用多种教学方法使

时代精神内化于心。三是要实现时代精神与专业课

程教学有机融合。大学生由于所学专业的差异性，

在时代精神教育过程中，也要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育

内容，使时代精神的表达更加深刻。

２．进一步加强创新创业教育
２０１０年教育部颁布《教育部关于大力推进高等

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的意

见》，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

工作，提出大学生是最具创新、创业潜力的群体之

一。２０１４年李克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提出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２０１５年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

施意见》，对加强高校创兴创新教育改革提出明确

要求。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努力，创新创业教育已

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战略的必然要求。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时代环境下，创新创

业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教育理念融入高等教育教学

中，指导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过程。高校创新创

业教育要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从以下方面

推进创新创业教育发展。首先，高校创新创业教育

要转变狭义的创新创业教育就是培养企业家的片面

认知，而是应当树立创新创业教育理念，掌握创新创

业教育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使大学生理性、客观地

看待创新创业教育，努力学习和掌握创新创业知识，

在个人成长发展过程中践行改革创新精神，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其次，高校要将创新创业教育贯穿高

等教育整个过程，在与专业学科相结合的同时，与学

生成长的未来规划相结合，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相结合，协同协作，共同发展，形成优势互补的教育

教学体系。最后，要坚持创新创业教育推陈出新的

观念，在成长过程中坚持自我批判，及时反思审视自

己，革除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改变陈旧的思维模

式，用新视角、新观点、新思维指导新的实践。

３．发扬传统民族精神的传承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共同

社会实践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为民族大多数成员

所认同和接受的思想品格、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是

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文化传统、思想情感等的综合

反映。［１］中国几千年历史告诉我们，中华民族已经

形成了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爱好和平等具有丰富内

涵的伟大民族精神。

２０１８年５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大师生座谈会
上提出，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

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

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已经成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情感纽带和精神支撑、价

值引领和力量源泉，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

内容。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不同时期有不

同的表现形式，纵观中国发展史，古有“人生自古谁

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今有心系祖国，

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黄大年。古今生动事例给我

们诠释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相辅相成的中国精

神。民族性和时代性不能割开来看待，它们是相互

作用、相互影响，只有坚持培育民族精神，才能使时

代精神不移根基．不失本色；同时，只有注入时代精
神，才能使民族精神博采众长，日益丰富。二者相辅

相成，相互支撑。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该

围绕民族与时代相统一的原则开展工作，要在继承

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和发展，既要保留民族精神，又要

使其真正融入现代的生活中传承和弘扬，体现时代

精神。

（二）精准施策，着力拓宽时代精神教育新载体

１．把握主流媒体发展新机遇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５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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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深刻诠释了“全媒体”

的概念：“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

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２］明确提出了推动媒

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的重大要求，按下了推动媒体深

度融合的快进键。现在打开手机，我们所有的衣食

住行各类ＡＰＰ都能根据个人所需，选择性地进行订
阅服务。全媒体时代带给人类的，不仅是多渠道的

信息资源，而且信息覆盖广阔，获取方式便捷，速度

更快，直接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

及生活方式，全新的媒体技术革命带来了全球媒体

格局的重组，中国必须把握好时机，在全球媒体发展

新格局中赢得与我国国际地位相适应的话语权和影

响力。

高校应当将时代精神化作一种隐性的教育渗透

在学生大学生活的各个角落。有学者提出：“这是

一个‘同一时代，不同声音’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

代中，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就不能完全停留在

‘同一音’在传播、‘主流媒体’在宣传的阶段。”［３］

高校要在主流媒体搭建时代精神培育和传承新平

台，利用校园网站发布时政新闻，传播社会正能量；

校园网络电视要多播放宣传中华民族精神的优秀影

片、人物传记，为大学生树立典型，使时代精神更多

地出现在校园网、ｑｑ群、朋友圈、ａｐｐ客户端等。要
进一步把握好主流媒体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引

导，杜绝不健康的舆论氛围，虚假的舆论环境，错误

的舆论导向对大学生成长的影响，让大学生在时代

精神影响下，激发内心共鸣，使主流声音传得更远，

唱得更响。

２．发挥校园文化熏陶作用
丰富的校园文化活动有利于学生形成积极向

上、健康乐观的品质。校园文化以各类校园文化活

动为载体，生动展现当代大学生的精神风貌，主要的

表现形式有社团活动、文艺活动、体育竞技比赛、专

业技能比赛和社会实践活动等形式。校园文化的组

织发展方式是丰富多彩的，这与高校建立的培养人

才目标相辅相成。在校园文化长期的引导和帮助

下，将时代精神融入校园文化活动，是全面发挥高校

校园文化功能的内在要求，也是新形势下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时代精神教育的重要措施。

至今，教育部开展了九届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

秀成果评比活动，对促进高校继续深化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牢牢掌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话

语权，充分发挥高校文化传承功能起到重要作用。

高校要根据学校发展实际情况，结合高校办学

层次和专业特长，因地制宜地发挥校园文化的熏陶

作用，努力把思想道德教育的内容和要求融入校园

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使校园文化在提高学生时代

精神教育中发挥积极作用。进一步发挥文化传承创

新功能，努力创建繁荣的校园文化建设新载体。高

校要结合学校办学特点，开展具有品牌影响力、深受

学生喜爱，感染力强的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活动。河

南省教育厅一直重视高校校园文化建设，近几年，在

校园文化成果评选基础上，开展“大美学工”先进集

体和个人评选活动，开展“最美大学生”评选活动，

在学生中营造积极、励志的文化教育氛围。郑州工

程技术学院从２００３年至今，坚持制作的毕业生纪念
光盘，分别以《我的大学》《风雨彩虹》《源》等作为

主题，其影响范围大，多次获得教育部和河南省校园

文化优秀成果奖。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继传统

颂中华情，学经典圆中国梦———“传统文化月”活

动》和郑州科技学院《春雨计划》等校园文化优秀品

牌，在学生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教育中发挥重要作

用。目前，高校校园文化活动主要由学校社团参与，

社团的建设及活动开展，都应该明确其标准和目的。

学校社团要严格按照规范来审批和开展活动，为大

学生时代精神教育发挥积极作用。

３．构建实践育人共同体
实践活动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重要

载体，是检验思想政治课堂教学成果的重要途径，也

是进一步强化时代精神，提升时代精神教育效果的

重要方式方法。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教育部党组印发《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提出的基本任务是构

建十大育人体系，其中明确提出：“实践育人质量提

升体系。坚持理论教育与实践养成相结合，整合各

类实践资源，强化项目管理，丰富实践内容，创新实

践形式，拓展实践平台，完善支持机制，教育引导师

生在亲身参与中增强实践能力、树立家国情怀。”［４］

高校肩负着培育大学生时代精神的重要任务，

其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把具有改革精神、创新思

维等融入大学生的意识形成过程中。在培育过程

中，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开展生动的社会实践活动。

这里的实践活动，已经不仅仅是教学计划规定完成

的几个实践课时。高校要聚焦课内课外、校内校外、

网上网下，围绕实践教学和网络实践、社会实践和创

新创业、军事训练、志愿服务等领域，为学生创造更

多实践机会和舞台，让学生在亲身参与中了解世情、

国情、社情、民情和教情，在亲身体验中树立对人民

的情感、对社会的责任和对国家的忠诚。要根据学

校和自身的情况，广泛开展勤工助学、志愿服务、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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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公益等社会实践活动，开展好大学生暑期“三下

乡”“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等传统经典项目弥补时代

精神的欠缺之处。要明确各项社会实践活动的目标

和希望达到的效果，如果盲目开展社会实践，不但消

耗时间和金钱，还会使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积极

和热情大打折扣。高校要努力发展建设实践育人平

台，打通实践育人“最后一公里”。

（三）统筹联动，构建时代精神教育大环境

１．构建培育大学生时代精神的教师队伍
古人说：“师者，人之模范也。”教师承担着传道

授业解惑的重任，而且“吐辞为经、举足为法”，一言

一行都给学生以极大影响。如果没有一支道德品质

高尚、专业素质过硬的教师队伍，就很难实现教育质

量的提升，更谈不上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而这之

中，师德永远排在第一位。２０１８年５月，习近平在
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又再次重申２０１４年教师节
在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会上提出做一名好老

师的四点要求，即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

学识、有仁爱之心，强调“建设政治素质过硬、业务

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高素质教师队伍是大学

建设的基础性工作”［５］。高校要从培养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的高度，统筹考虑大学教师队伍的素

质要求、人员构成、培训体系等。要建成一支理论

强、业务精、作风正的教师队伍，坚持教育者先受教

育，使他们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队伍中的典范，担

当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要制定

高校教师的职业道德规范，只有制定完善的包含法

规、准则和工作纪律的教师道德规范，才能更加有利

的指导教师职业道德建设，提高教师道德修养。要

发挥教师群体榜样示范作用，开展争先创优评比、先

进事迹展示等活动，对认真负责，以身作则，团结协

作的优秀教师，给予充分肯定和表彰，使教师获得鼓

舞和支持，让他们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教学管理活动

中去。要引导教师把教书育人和自我修养结合起

来，更好地为学生服务，为党的教育事业服务，做到

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

２．树立大学生身边的时代楷模
时代楷模就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践行时代精

神的榜样和模范。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涌

现出一大批代表中华儿女特有的民族精神，生动展

现中国精神的时代榜样，他们以特有的精神品质，激

励、鼓舞、感召着每一位中华儿女。

２００２年至今开展的《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
活动，受到社会各界强烈反响，１７０名鲜活的感动中
国人物和１７个特别荣誉，沉甸甸地传承着中华民族

伟大的优秀品质，延续着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

力量。《感动中国》也被誉为“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

诗”，感召着每一位普普通通的人。２００６年至今，由
中宣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人民日报举办的《中

国大学生年度人物》评选，贴近大学生群体，集体展

现大学生的时代精神风貌，在高校大学生中形成一

股从我做起，争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青年

力量。

高校在大学生时代精神教育过程中，要善于挖

掘学生中出现的典型人物和优秀事迹，加强典型报

道，这不仅是对大学生时代精神风貌的有力展现，也

是高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体现，通过这

种方式起到引导人、教育人、鼓舞人、武装人的作用。

要在树立时代楷模，进行时代精神教育的同时，遵循

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的原则，寻求贴近大

学生学习生活的时代精神榜样，《中国大学生年度

人物》评选就是最真实的体现。河南省紧跟步伐，

在高校大学生中寻找真实的、感人的、与大学生贴近

的时代精神榜样，开展《最美大学生》评选活动，在

河南高校中反响强烈。要注重新闻宣传，在深入挖

掘思想内涵的同时，生动刻画时代精神形象，把握时

代脉搏，弘扬时代精神，唱响时代正气歌。

３．发挥家庭教育功能
家庭是个体早期生活最基本的环境，父母是学

生个体的最早执行者和基本执行者。个体在家庭里

学到了最初的生活知识和技能，道德行为规范等，家

庭成员之间的互动也促进了孩子的心理、能力、角色

意识、角色行为的获得和发展。［６］习近平在２０１８年
９月全国教育大会讲话上指出，办好教育事业，家
庭、学校、政府、社会都有责任。家庭是人生的第一

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要给孩子讲好

“人生第一课”，帮助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高校在大学生时代精神教育过程中，要组织倡

导“校—家联动”的教育机制，进一步扩大和营造时

代精神教育的大环境，使家庭教育在时代精神培育

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家庭教育中，家长要以身作则，

成为孩子成长中的表率，使自己的言行举止在潜移

默化中引导孩子，帮助孩子形成良好的思想和道德品

质。要营造良好的家风，在日常的生活中弘扬优秀民

族精神，倡导勤俭节约、尊老爱幼、艰苦朴素的生活习

惯，培养热爱祖国、诚实守信的道德品德，将时代精神

贯穿到家庭教育中，为孩子成长营造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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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勒香梨果实发育过程中有机酸代谢规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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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库尔勒香梨果实发育阶段有机酸代谢是果实品质形成的决定因素之一，有机酸作为植
物生化反应的中间体和终产物，其含量和组分变化对植物机体发育过程具有调控作用。以８个发育
关键阶段库尔勒香梨果实为试材，分别测定总酸，开发并使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同时定性、定量８种有
机酸组分及含量变化。结果表明：库尔勒香梨果实在发育前期总酸含量高（１．３ｇ／Ｌ），９月份后降低
的趋势平缓（从０．４３ｇ／Ｌ逐渐降至０．３６ｇ／Ｌ）。库尔勒香梨果实以苹果酸型代谢为主。

关键词：库尔勒香梨；有机酸；ＨＰＬ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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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尔勒香梨（Ｐｙｒｕｓｓｉｎｋ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Ｙü．ｃｖ．‘Ｋｏｒ
ｌａＸｉａｎｇｌｉ’）属蔷薇科、梨属，新疆梨系统自然杂交品
种，有近千年的栽培历史［１］。库尔勒香梨果实具有

皮薄肉细、酥脆多汁、香味浓郁等特点，深受国内外

消费者的青睐。由于其品质独特，国内外市场需要

量大，其栽培面积正逐年增大，已经成为地理标志产

品和产区的优势支柱产业［２］。近年来，随着“互联

网＋”等销售平台的崛起和物流高速网的建成，新
疆优势产业的发展势头迅猛。因此，研究库尔勒香

梨采前管理、改良果实品质，提升库尔勒香梨产业市

场竞争力显得尤为重要。

果实有机酸组分与含量是果实品质的重要组成

因素，通常有机酸在果实生长过程中积累，在成熟过

程中作为糖酵解、三羧酸循环（ＴＣＡ环）等呼吸基质
（ＡＴＰ来源），以及糖异生作用基质而被消耗［３］。因

此，有机酸在果实发育过程中是果实品质形成的基

础“物质”和代谢“能量”保障。分析有机酸的变化

是研究呼吸和能量代谢途径变化的重要手段。成熟

果实按照主要有机酸含量可分成３大类：柠檬酸型
果实、苹果酸型果实和酒石酸型果实［４］。了解果实

类型，研究果实发育过程中的有机酸代谢及其变化

规律，对于提高果实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而目前关于

库尔勒香梨果实发育期的有机酸组分及含量变化的

研究鲜有报道。

本研究分别检测库尔勒香梨果实生长发育过程

中８个阶段的总酸，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ＨＰＬＣ）
鉴定分析乙酸、乳酸、苹果酸、富马酸、酒石酸、琥珀

酸、莽草酸、柠檬酸、抗坏血酸和草酸等１０种有机酸
在不同阶段的动态变化，旨在为今后库尔勒香梨果

实品质及其风味的形成机制研究奠定基础，为合理

的田间管理提供理论支撑。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与试剂

供试植物材料为新疆库尔勒沙依东园艺场梨园

（北纬４１°４３′５６″东经８６°１′５９″；北纬４１°４３′１７″，东经
８６°２′１８″）２５年左右树龄香梨树（间种授粉树为砀山
梨），采样时间选在１２００～１４００进行，选择生长
正常、无病害的库尔勒香梨植株果实。每隔３０ｄ左
右采样一次（５月１５日、６月１６日、７月１８日、８月
２０日，９月１６日、１０月１７日，１１月２１日、１２月２０
日），保鲜库取样，依次命名为 Ａ１，Ａ２…，用冰盒进
行冰鲜运输，放置于－８０℃冰箱超低温保存备用。

氢氧化钠、酚酞、磷酸二氢铵、磷酸二氢钠、磷酸

氢二钠、三乙胺、乙酸、氯仿、氯化钠、石油醚、乙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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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醇、无水碳酸钠、硝酸铝：均为分析纯，天津市福晨

化学试剂有限公司；Ｌ－抗坏血酸（Ｖｃ）：德国 Ｄｒ
ＥｈｒｅｎｓｔｏｔｆｅｒＧｍｂＨ公司；乙腈、甲醇、水：美国 Ｔｈｅｒ
ｍｏＦｉｓｈｅｒ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公司；正己烷：天津市福晨化学
试剂有限公司；乙酸、乳酸、苹果酸、富马酸、酒石酸、

琥珀酸、莽草酸、柠檬酸、抗坏血酸和草酸等 ＨＰＬＣ
标准品：上海源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１．２　仪器与设备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ＡＱ－Ｃ１８柱（４．６×２５０ｍｍ，５μｍ）：月

旭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１０Ａ液相色谱仪（紫
外检测器）：日本岛津公司；多样品定量回旋震荡浓

缩仪：瑞士步琪Ｂｕｃｈｉ公司；ＢＳ２１０Ｓ电子天平：德国
Ｓａｒｔｏｒｉｕｓ公司；冷冻离心机：德国 Ｅｐｐｅｎｄｏｒｆ公司；
ＨＨ－２数显电热恒温水浴锅：常州普天仪器制造有
限公司；ＳＨＺ－Ｄ（Ⅲ ）循环水式真空泵：巩义市予
华仪器有限责任公司；Ｗ－ＨＬ３２８超低温冰箱：中科
美菱低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ＧＬ－４Ｌ冷藏保温箱：
广州佳冷冷藏科技有限公司；移液器：大龙兴创实验

仪器（北京）有限公司。

１．３　方法
１．３．１　不同时期库尔勒香梨中总酸测定

参照文献［５］氢氧化钠 －酚酞法测定总酸含量
并作适当修改。

１．３．２　不同时期库尔勒香梨中有机酸ＨＰＬＣ法测定
本方法参照文献［６］和文献［７］，结合月旭科技

公司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ＡＱ－Ｃ１８色谱柱说明书并作适当修改。
样品处理：香梨果肉（带皮）５．０ｇ，加５ｍＬ流动

相于冰浴条件下研磨匀浆，用流动相定容至１０ｍＬ，
于５０℃超声提取２５ｍｉｎ，冷却后１５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
１０ｍｉｎ，上清液经０．４５滤膜过滤后用于液相色谱。

色谱条件：使用月旭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ＡＱ－Ｃ１８色谱
柱（４．６ｍｍ×２５０ｍｍ，５μｍ），流动相为甲醇 －５０
ｍｍｏｌ·Ｌ－１磷酸二氢钠（ｐＨ２．５），柱温２６℃，流速ｌ
ｍＬ／ｍｉｎ，进样１０μＬ，紫外检测器检测波长为２１０ｎｍ。

定性分析：将乙酸、乳酸、苹果酸、富马酸、酒石

酸、琥珀酸、莽草酸、柠檬酸、抗坏血酸和草酸１０种
标准品，各２５ｍｇ分别配制成２５ｇ／Ｌ的贮备液，在
已优化的色谱条件下将以上单个标准品稀释一定浓

度后分别进样，比较每个标准品和混合标准品溶液

的保留时间，若保留时间相同或很接近，则可证明是

同一种物质。其余贮备液置于４℃冰箱保存。
定量分析：上述１０种贮备液准确吸取若干，混

合稀释，得５组混合标准溶液，分别进样制作标准曲
线，既在已优化的色谱条件下，根据各标样的浓度与

峰面积，在ＬＣ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ｖ１．２６化学工作站中得到标准

曲线、回归方程、线性范围及相关系数。

１．３．３　数据处理
以上所有试验数据分析、图表处理等，使用

ＳＰＳＳ２２以及Ｏｒｉｇｉｎ９．０等软件。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时期库尔勒香梨果实总酸的变化

梨果实中有机酸的含量是果实风味物质的重要

指标。总酸测定时每次取样１ｍＬ加１９ｍＬ双蒸水，
加１％ 酚酞２０ｕＬ（试验中发现酚酞的用量也能影
响溶液显色，为保证实验结果一致，减少误差，确定

使用酚酞２０ｕＬ）。梨、桃、李等果实中所积累有机
酸以苹果酸为主［８］，故换算系数Ｋ取０．０６７。

库尔勒香梨果实总酸变化如图１。坐果１个月
后果实总酸含量较高，此后香梨总酸含量总体呈下

降趋势，可能由于果实幼果期代谢旺盛，总酸被消耗

而快速下降，其中也有果实水分增加引起的“稀释”

作用。９月份至货架期香梨总酸含量下降趋势平
缓，变化不显著（Ｐ＜０．０５）。

图１　不同时期香梨果实总酸变化

　　花后１个月左右（５月中旬）香梨总酸含量为
１．３ｇ／Ｌ左右，９月总酸含量降为０．４７ｇ／Ｌ，随后至
鲜贮期（１２月份）总酸含量从 ０．４３ｇ／Ｌ逐渐降至
０．３６ｇ／Ｌ，显示总酸含量下降逐渐平缓，这与前人对
梨果实［９－１０］总酸变化趋势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２．２　ＨＰＬＣ法检测香梨果实有机酸方法开发
梨果实中有机酸组分和含量是影响其风味品质

形成的重要因素［１１］，不同树种果实中的有机酸类型

存在较大的差异。使用ＨＰＬＣ对香梨中有机酸进行
分析，根据前人对梨、桃、杏等果实中已经测定的有

机酸种类［１２－１５］，选择乙酸、乳酸、苹果酸、富马酸、酒

石酸、琥珀酸、莽草酸、柠檬酸、抗坏血酸和草酸作为

研究对象。检测有机酸一般采用 Ｃ１８反相柱，为了
得到更好的分离检测效果，本研究选用有机酸专用

色谱柱，能将 １０种有机酸中的 ８种完全分开，如
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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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１０种有机酸在ＨＰＬＣ中保留时间

　　图２显示在混标中出现了峰型互相掩蔽的现
象，其中富马酸出峰时间（ＲＴ）９．３７３ｍｉｎ，由于峰形
较小，刚好被苹果酸的杂质峰遮掩（苹果酸有手性Ｃ
原子，因此有旋光活性，有可能两个峰分别是苹果酸

的Ｄ型和Ｌ型，一般是苹果酸Ｄ型和Ｌ型共存），故
忽略不计；莽草酸出峰时间（ＲＴ）３．１７４ｍｉｎ，由于峰
形较小，刚好被草酸的峰完全遮掩，故忽略不计，这

个结果与文献［６］的研究结果不一致。８种有机酸
ＲＴ分别为：草酸 ３．１７３、酒石酸 ３．６５１、苹果酸

４．８１９、抗坏血酸５．４７８、乳酸５．９７８、乙酸６．４７２、柠
檬酸８．５５４、琥珀酸１０．９７２。

本试验使用的 ＨＰＬＣ检测器是紫外检测器，利
用紫外吸收原理对物质进行定性定量。紫外吸收是

有机酸分子中生色团的特征，而不是整个分子的特

征［１６］，有机酸因为含有羧基而具有紫外吸收，预试

验中相同浓度的１０种有机酸紫外吸收强弱差异非
常大，草酸（乙二酸）有最强的吸收峰，而柠檬酸吸

收峰却非常低，原因可能是草酸的两个羰基在空间

上互相排斥，类似于形成了两头的伞形，且外围的羟

基也是较强的生色基团，显色的累加效果致使在

ＨＰＬＣ的紫外检测中较低浓度获得了较明显的峰
型。乙酸只有一个生色基团，浓度很高时才有明显

峰型；柠檬酸（３－羟基丙三羧酸）可能是中间的羟
基有未成对电子与溶剂形成氢键，产生 ｎ→π对称
性禁止跃迁，所以吸收峰非常弱［１７］。

根据以上对有机酸保留值 ＲＴ的分析，制备混
标进行精密度测定，得出８种有机酸检测方法标准
曲线、不确定度等相关信息，如表１。

表１　８种有机酸的线性关系

名称 线性方程 相关性Ｒ２ 线性范围 相对标准偏差ＲＳＤ／％
草酸 ｙ＝８Ｅ＋０６ｘ－１４３１４ ０．９９９２ ０．００１５～０．３６ ０．９８
酒石酸 ｙ＝１Ｅ＋０６ｘ－１０８９９ ０．９９９１ ０．０１２～１．９７５ ０．８１
苹果酸 ｙ＝６８７４１０ｘ－２６２７１ ０．９９９３ ０．０１５～２．４１５ ０．８３
抗坏血酸 ｙ＝９Ｅ＋０６ｘ－２９９０９ ０．９９９３ ０．００１～０．２８５ ０．９２
乳酸 ｙ＝５４７９７５ｘ－９１２５．６ ０．９９８５ ０．００１～２．１ ０．７３
乙酸 ｙ＝３８５０３７ｘ－６０６１９ ０．９９９３ ０．０４１～１０ ０．８５
柠檬酸 ｙ＝１Ｅ＋０６ｘ－４６６０７ ０．９９９８ ０．０１５～６．１３ ０．８８
琥珀酸 ｙ＝５７８４４５ｘ－４３６９１ ０．９９８９ ０．０１５～５．１２ ０．９１

　　表１显示相关关系 Ｒ２都在０．９９以上，相对标
准偏差ＲＳＤ在０．７～１之间，分布较为合理，说明该
检测方法适用于库尔勒香梨果实有机酸的检测。

２．３　ＨＰＬＣ法检测香梨果实８种有机酸在不同时
期的变化

用ＨＰＬＣ法检测有机酸，检测器是紫外检测，原
理依然是紫外吸收，既不同的酸生色基团不同，产生

的紫外吸收效应不同。本文中开发的方法适合有机

酸的分离和检测。检测结果如图３。
８种有机酸在库尔勒香梨果实不同时期的含量

变化差异明显，主要有机酸为苹果酸、柠檬酸，而李

芳芳等［１８］认为香梨主要以苹果酸为主，本实验结果

显示两者相差不显著。香梨从花后１个月左右（５
月中旬）至１２月中旬有机酸含量变化如图４。８种
有机酸中，在５月份苹果酸含量最高，达到１．１９８ｇ／
Ｌ，柠檬酸含量为０．４７６ｇ／Ｌ，酒石酸含量为０．３８２ｇ／
Ｌ。随着生长发育的不断进行，有机酸含量开始下
降，第５批样品（９月份）开始下降较为明显。

按照果实中有机酸含量不同，将水果分为苹果

酸型、柠檬酸型和酒石酸型３种类型。从图４可以
明显看出，在香梨生长发育过程中苹果酸和柠檬酸

始终是主要有机酸类型。由于抗坏血酸分子结构中

的烯二醇基，尤其是Ｃ３位ＯＨ由于受共轭效应的影
响，酸性较强（ｐＫ＝４．１７），Ｃ２位 ＯＨ由于形成分子
内氢键，酸性极弱（ｐＫ＝１１．７５），故一般认为抗坏血
酸为一元酸［１９］。由于抗坏血酸在果实中是高效的

抗氧化剂，同时也是参与各种生化反应的辅酶［２０］，

本试验将其列为研究对象，考证与香气品质的关系。

７月后香梨果实中有机酸构成发生了明显变化，以
抗坏血酸为主，占总酸的６６．９３％，而苹果酸和柠檬
酸总共占３０％。

从７月份开始酒石酸（包括乙酸、乳酸等）的含
量明显下降，所占比例减小显著。分析不同时期香梨

果实有机酸含量变化，可知苹果酸、柠檬酸和抗坏血

酸是香梨果实的主要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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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不同时期香梨果实有机酸含量液相色谱图
注：色谱图中：１－草酸、２－酒石酸、３－苹果酸、４－抗坏血酸、５－乳酸、６－乙酸、７－柠檬酸、８－琥珀酸；Ａ１～Ａ８表示不同时期采摘的８

个样品。

图４　不同时期香梨果实有机酸含量变化

　　在前７批次（货架期，１１月中旬左右）样品中柠
檬酸所占比例变大，随后在第８批次样品中（货架
期，１２月份）苹果酸和柠檬酸含量所占比例很接近，
分别为２１．５２％和２０．０４％。香梨果实中８种有机
酸含量总和呈现先升高再下降的变化趋势，与测定

的总酸含量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３　结论与讨论
开发的 ＨＰＬＣ方法可以同时定性定量乙酸、乳

酸、苹果酸、酒石酸、琥珀酸、柠檬酸、抗坏血酸和草酸

等８种有机酸。库尔勒香梨果实在不同阶段的有机
酸含量变化差异明显，在５月份苹果酸含量最高，达

到１．１９８ｇ／Ｌ，柠檬酸含量达到０．４７６ｇ／Ｌ，酒石酸达
到０．３８２ｇ／Ｌ。到７月后，库尔勒香梨果实中有机酸
构成发生了明显变化，以抗坏血酸为主，苹果酸次之。

成熟果实中所积累的主要有机酸大体分为苹果酸型、

柠檬酸型和酒石酸３大类型，香梨果实可以划分为苹
果酸型。

有机酸作为果实风味和营养物质的重要构成因

素，影响水果的口感、色泽及生物稳定性，同时还是

果品成熟度、耐藏性以及加工性的重要依据。库尔

勒香梨果实生长发育过程中，总酸及其各种有机酸

组分含量变化较大。库尔勒香梨果实在发育前期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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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含量高（１．３ｇ／Ｌ），９月份后降低的趋势平缓（从
０．４３ｇ／Ｌ逐渐降至０．３６ｇ／Ｌ）。库尔勒香梨果实在
花后１个月至１０月份采摘，于常温下贮藏两个月
后，总酸变化始终是降低，总酸含量从１．３ｇ／Ｌ降至
０．３６ｇ／Ｌ。发育过程中酸含量降低主要是因为部分
有机酸转变成糖，有些则氧化成 ＣＯ２和 Ｈ２Ｏ，或者
被碱性物质中和，也有在次生代谢的过程中提供大

量的羧基，形成酯类代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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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ｒｍ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ｆｒｕｉｔｏｆＫｏｒｌａＦｒａｇｒａｎｔＰｅａｒｉｓｍａｉｎｌｙｍａｌｉｃａｃｉｄ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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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被动式建筑精细化施工复杂，为了对其施工安全进行定量评价研究，运用安全事故致因
理论，结合施工安全因素交互耦合作用的视角，建立了多维轨迹风险交叉耦合作用模型。从四大维

度构建了被动式建筑施工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相互作用矩阵对被动式建筑施工安全进行评价研

究。通过在项目案例的应用，发现技能培训与安全教育、安全制度与责任体系、现场施工作业环境和

作业人员安全意识等因素对被动式建筑施工安全影响大，需加强相应的防范措施。研究表明，该方

法具有科学性和实际应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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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社会建筑业的不断发展，“可持续性”逐渐

成为一个最有意义的理念。在此背景下，德国菲斯

特教授于１９９８年提出的“被动式建筑”，很快在西
方国家推广开来，到现在已经遍及全球。被动式建

筑舒适度高并且以超低能耗实现保湿、保温、隔音、

隔热等功能特性，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所有建筑新理

论的综合。［１］与传统建筑的施工相比，被动式建筑

的精细化施工不仅降低了建筑自身能耗，还增加了

建筑的使用寿命。在施工过程中，被动式建筑在门

窗安装、围护结构、气密性和保温系统等方面与传统

现浇建筑存在显著差异。复杂的施工技术和工艺给

被动式建筑施工安全管理带来大量不确定性因素，

使安全隐患变得繁杂。同时，我国被动式建筑的发

展与世界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明显，施工条件与作

业人员素质对满足被动式建筑施工阶段工艺复杂、

技术复杂的安全要求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容易发

生安全事故。因此，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准确地对

被动式建筑施工阶段安全风险进行评价研究具有一

定的必要性。

在被动式建筑评价方面，国内外学者对建筑性

能和成本控制方面的研究相对成熟。ＬｉａｎｇＸｉｎｘｉｎ
（２０１７）等对传统住宅与被动式住宅进行了建筑性
能监测比较以及评估研究［２］，Ｐｒｏｉｅｔｔｉ（２０１３）等人对
被动式房屋进行了全生命周期评估，考虑了所有的

生命周期过程［３］，宋琪（２０１５）使用了层次分析法对
指标进行赋权，然后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被动式

建筑性能进行评价分析［４］，李强年（２０１８）等利用模
糊综合评判法建立被动式建筑评价模型［５］，李辉山

（２０１９）等运用ＡＨＰ方法与可拓物元评价模型对被
动式建筑全生命周期成本控制进行综合评价［６］。

在施工安全评价研究方面，Ａｍｉｒｉ（２０１７）将识别出的
安全影响因子添加到安全评价方法中，利用模糊评

价模型对工程施工安全问题进行了分析［７］，Ｃｌｙｄｅ
（２０１６）利用系统动力学和 ＶＥＮＳＩＭ软件识别出装
配式建筑的施工安全风险因子［８］，冯亚娟（２０１９）运
用了熵权法和集对分析法对装配式建筑施工安全进

行评价分析［９］，陈茸等（２０２０）通过改进的ＣＵＯＷＧＡ
算子和建筑施工安全灰色聚类评价模型对案例进行

分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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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今国内外学者对被动式建筑施工安全

评价的研究未几，并且针对多风险因素交互耦合作

用条件下的评价研究主要集中于地铁［１１］、煤

矿［１２－１３］和工程场址［１４］等领域，很少有关于被动式

建筑施工安全领域的探索。鉴于此，本文根据被动

式建筑的相关文献和有关标准建立了评价指标体

系，在分析风险因素耦合作用的基础上，利用相互作

用矩阵方法对案例进行评价分析，以期对被动式建

筑施工安全防范提供借鉴与思路。

２　多维轨迹风险交叉耦合作用理论分析
在施工进程中，被动式建筑的串联性比传统建

筑烦琐。不少传统现浇建筑的工序、节点和工法可

以进行简易处置，但在被动式建筑中这些并不能掉

以轻心，有的反而需要更加注意。被动式建筑的工

序、工艺以及专业器材的操作，对施工现场及作业人

员来说是极大的考验，安全风险因素隐蔽且复杂，容

易发生安全隐患。

运用安全事故致因理论可以对被动式建筑施工

安全进行客观分析，但是传统意义上的安全事故致

因理论往往局限于单个风险因素的作用。而在现场

作业中，多因素交叉耦合作用下可能会形成一连串

较大的风险隐患。因此，本文基于被动式建筑施工

安全风险因素的复杂性，综合考虑了人为因素、物的

因素、管理因素、环境因素四大维度。同时，在借鉴

风险交叉耦合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多维轨迹风险

交叉耦合作用模型，如图１所示。

图１　被动式建筑施工安全多维轨迹风险交叉耦合致因模型

从图１中可以看出，物的问题、人为缺陷、脆弱
环境以及管理失效都会导致安全事故的发生。单一

的风险因素在超越自身风险极限后，能直接酿成安

全事件的发生。但是一些未达到自身风险阈值的因

素会与其他风险因素之间引起耦合反应，诱发风险

极值的降低而引起事故的发生。如项目对从业人员

的技能培训与安全教育投入不足时，会导致作业人

员技术水平低和安全意识薄弱，最终引起安全事故

的发生。因此，利用科学的方法去分析被动式建筑

各施工安全风险因素以及多因素间的作用具有必要

性。

３　被动式建筑施工安全评价模型
３．１　构建被动式建筑施工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被动式建筑在施工过程中牵连到多部位、多工

种，并且作为我国新兴事物，相关的实验数据寥寥无

几，短时间内对其风险因素进行定量解析难度较大。

本文在参考以往的文献后，根据被动式房屋的施工

特性和业内有关的技术标准［１５］，利用风险分解结构

（ＲＢＳ）方法，从安全事故致因角度出发，筛选出管理
因素和环境因素。在对青岛中德生态园实地调查和

与之合作项目的研究中，筛选出人为因素和物的因

素。按照评价指标建立的原则，从以上四大维度中

筛选出１６个主要影响因子作为二级指标，建立起科
学的、完整的施工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详细见图２。

图２　被动式建筑施工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３．２　相互作用矩阵
相互作用矩阵方法在考虑每个被动式建筑施工

安全风险因素对整个系统产生影响的同时，综合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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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了安全风险因子之间交互耦合反应下对整个施工

安全的影响。此方法的运用可能会对被动式建筑施

工安全的探究达到一个可观的效果。

运用相互作用矩阵方法，最先是筛选影响被动

式建筑施工安全的主要因素，明确风险影响因子。

其次把这些影响要素作为评价指标进行定量分析，

构建被动式建筑施工安全多因子交互作用矩阵，对

施工安全程度展开定量探究。建立相互作用矩阵

时，把每个风险影响因子对施工安全影响程度的数

值安放在矩阵的主对角线上。把多因素间的耦合反

应关系布置在非对角线的位置上，数值的高低呈现

出多因子间耦合反应对施工安全的影响程度。具体

的矩阵如下：

Ｐ＝

Ｘ１ Ｘ１，２ … Ｘ１，ｊ … Ｘ１，ｎ
Ｘ１，２ Ｘ２ … Ｘ２，ｊ … Ｘ２，ｎ

…

Ｘｉ，１ Ｘｉ，２ … Ｘｉ … Ｘｉ，ｎ
… …

Ｘｍ，１ Ｘｍ，２ … Ｘｍ，ｊ … Ｘｍ，



















ｎ

矩阵Ｐ中，Ｘｉ表示被动式建筑施工安全影响因
子Ｆｉ；Ｘｉｊ表示施工安全影响因子 Ｆｉ对影响因子 Ｆｊ
的影响程度；ｎ表示施工安全影响因子的个数。之
后，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进一步计算出被动式建筑施

工过程中安全影响因子 Ｆｉ（ｉ，ｊ＝１，２，…，ｎ）的权重
Ｋｉ。

Ｋｉ＝
Ｃｉ＋Ｅｉ
２∑

ｎ

ｉ＝１，ｊ＝１
Ｘｉ，ｊ
（ｉ，ｊ＝１，２，…，ｎ） （１）

其中，

Ｃｉ＝∑
ｎ

ｉ＝１
Ｘｉ，ｊ（ｉ，ｊ＝１，２，…，ｎ） （２）

Ｅｉ＝∑
ｎ

ｊ＝１
Ｘｉ，ｊ（ｉ，ｊ＝１，２，…，ｎ） （３）

公式中，Ｃｉ为被动式建筑施工安全影响因子 Ｆｉ
对其他因子的影响程度总和，数值为 Ｘｉ所在行之
和；Ｅｉ为被动式建筑施工安全影响因子Ｆｉ受其他因
子的作用程度总和，数值为Ｘｉ所在列之和。然后再
根据下式求得被动式建筑施工安全风险程度。

ＳＤ＝∑
ｎ

ｉ＝１
ＫｉＶｉ （４）

式中，ＳＤ是评价被动式建筑施工风险的一个无
量纲数，称为被动式建筑施工安全评价系数。Ｖｉ＝
Ｐｉ４，Ｐｉ为因子 所对应的评分（０～４），Ｖｉ为风险因
子Ｆｉ参数的值。
３．３　风险衡量

要对被动式建筑施工安全风险进行定量描述，

首先建立相互作用矩阵，利用（１）～（４）公式得出风
险评价系数 ＳＤ。在借鉴相关领域文献［１６］和《建筑

施工安全检查标准》［１７］的基础上，按照 ＳＤ数值大
小划分为表１所示的４个层级。如果工程项目属于
Ⅰ类低风险状态，不用采取必要措施进行防治。若
工程项目是第Ⅱ类中等风险状态，应采用必要程序
进行监控施工。如果达到了Ⅲ类高风险状态，应马
上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限期整改。如果该施工工程属

于ＩＶ类极高风险状态，应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对风险
隐患进行排查和消除。

表１　风险评价系数划分

ＳＤ值 风险等级 类别

０＜ＳＤ≤２５％ 低 Ｉ

２５％＜ＳＤ≤５０％ 中 ＩＩ

５０％＜ＳＤ≤７５％ 高 ＩＩＩ

ＳＤ≥７５％ 极高 ＩＶ

４　实例研究
４．１　工程概况

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德应用技术学校位于中德生

态园团结路以南、昆仑山路以西，总建筑面积８万多
平方米。其中学校的６号和７号宿舍楼为被动式超
低能耗居住建筑示范区，是按照被动式建筑标准来

进行设计的，同时获得了德国 ＰＨＩ认证。两座宿舍
楼的施工建设在外围护结构、选材、热桥处理、气密

性、保温性等节点和细节进行了严密设计与控制。

本文借此宿舍楼为例，利用上述方法对其施工安全

进行评价研究，并确立了图１所示的指标体系。
４．２　确定矩阵元素

为了能够对每个风险因素和多因素耦合作用下

对施工安全的影响进行定量描述，通过专家半定量

取值的方法将安全影响因素间的作用程度进行了划

分。通过影响程度，区分为０、１、２、３、４五个等级，详
见表２。

表２　相互作用矩阵的专家半定量取值法

级数 影响程度

０ 影响很小

１ 影响小

２ 影响中等

３ 影响大

４ 影响很大

　　根据上述的相互作用矩阵方法，通过对青岛中
德生态园的专家们进行问卷调查和专家打分，对１６
个被动式建筑施工安全风险影响因子进行风险赋

值，并把多因子耦合作用的影响值分别填入相互作

用矩阵中对应的位置，构建如下矩阵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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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Ｘ１ ２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２ ３ ２ ０ １ ０

１ Ｘ２ ２ ３ １ １ ０ ０ ２ ２ ３ ３ ２ １ ３ ０

１ ２ Ｘ３ ２ １ １ ２ ０ １ ２ ３ ２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Ｘ４ ０ ２ ０ ０ ２ １ ２ １ ２ ０ １ ０

０ ２ ０ １ Ｘ５ ０ ０ ０ ０ １ ２ １ １ １ ２ ０

１ ０ ２ ２ ０ Ｘ６ ２ ０ １ ２ ２ ２ ２ ０ ２ ０

１ ０ ２ ０ ０ ２ Ｘ７ ３ １ １ ２ ３ １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１ Ｘ８ １ ０ ０ ２ １ ０ ３ ０

１ ０ ２ ２ ０ １ ２ ０ Ｘ９ ２ ２ ２ ２ ０ ２ ０

１ ２ ２ ０ １ １ ３ ０ １ Ｘ１０ ４ ３ １ ２ ２ ０

１ ４ ３ ４ ２ ３ ３ １ ３ ３ Ｘ１１ ２ ２ ３ ２ ０

０ ０ ２ ０ ０ ０ ２ １ ２ ２ １ Ｘ１２ ２ ０ １ ０

２ ２ ２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２ １ Ｘ１３ ２ ２ ０

０ ０ ２ ０ ０ ０ ２ ０ ０ ２ １ ２ ２ Ｘ１４ ２ ０

１ ２ ２ ０ １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１ ２ Ｘ１５ ０

１ ０ ２ ０ １ １ ２ ０ １ １ １ ０ １ ２ ２ 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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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计算结果与分析
得出矩阵Ｐ后，利用上述公式（１）～（３）计算得

到该项目１６个施工安全风险影响因子的权重 Ｋｉ，
如表３所示。

表３

影响因子 风险赋值 Ｃｉ Ｅｉ 权重Ｋｉ 权重排序

Ｆ１１ ４ ３６ ２９ ０．０５７ １
Ｆ１５ ３ ２３ ２８ ０．０４５ ２
Ｆ１０ ２ ２３ ２４ ０．０４２ ３
Ｆ３ ３ ２０ ２５ ０．０４０ ４
Ｆ１２ ３ １３ ３０ ０．０３８ ５
Ｆ１３ ２ １９ ２３ ０．０３７ ６
Ｆ２ ４ ２４ １７ ０．０３６ ７
Ｆ７ ２ １６ ２２ ０．０３４ ８
Ｆ６ ３ １８ １８ ０．０３２ ９
Ｆ９ ３ １８ １８ ０．０３１ １０
Ｆ４ ３ １４ １５ ０．０２６ １１
Ｆ１４ ２ １３ １４ ０．０２４ １２
Ｆ１ ２ １４ １２ ０．０２３ １３
Ｆ５ ２ １１ ９ ０．０１８ １４
Ｆ８ ２ １１ ７ ０．０１６ １５
Ｆ１６ １ １６ ０ ０．０１４ １６

　　从表３中可以看出，对被动式建筑项目施工安
全影响较大的因素包括管理因素（技能培训与安全

教育、安全制度与责任体系）、环境因素（现场施工

作业环境）和人为因素（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所以

在以后的施工过程中应加强以上几方面的风险防

范。但是，其他施工安全风险因子的权重数值相差

并不大，也不能有所懈怠。

最后通过公式（４）计算得出该建筑项目施工安
全评价系数ＳＤ＝３４．５２％。根据表１知，该项目施

工安全已经达到中风险状态，应采取必要的监控措

施，完善安全管理体系，使施工规范化。经过实地的

调研，上述的分析结果跟实际情况较为吻合。

４．４　对策建议
本文根据上述的结果分析和实地调查研究，提

出以下预防措施。

（１）增强现场人员的专业水平和安全意识。对
被动式建筑的施工安全来说，人为风险因素相当敏

感，作业人员的整体水平对施工安全至关重要。由

于被动式建筑在我国推行不久，应通过专业的培训

和教育来提高作业人员的专业水平和安全意识，确

保作业人员的安全水平。

（２）提升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加强对现场施
工作业的动态监控，完善安全制度与责任体系，对

人、物采取得当的安全监督，定期排查安全隐患。及

时组织对现场人员进行技能与安全方面的集训，提

高综合水准。此外，被动式建筑施工中对材料和设

备的要求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应对材料和设备实施

严格把控。

（３）加强现场施工作业环境管理。现场施工作
业环境是安全事故多发的隐蔽地带，应对施工现场

的物料、设备进行合理化安置与分配，同时确保作业

场地的面积和有序性，为现场人员提供一个适宜的

工作环境，从而使发生安全事故的可能性下降。

５　结论
（１）通过构建被动式建筑施工安全风险交叉耦

合作用模型，可直观地发现，单个风险因素与不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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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之间存在耦合反应以及它们之间交互影响的形态。

（２）构建的相互作用矩阵方法，综合考虑了被
动式建筑施工安全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系统的影

响。在实际案例的应用中，验证了该方法的可行性，

在被动式建筑施工安全评价研究中达到了一个可观

的效果。

（３）本文引入案例，发现了对被动式建筑施工
安全影响大的风险因素，并对相应的风险预防给出

了一些建议，这对实际施工中的安全防范具有借鉴

意义。不过本文在等级划分和专家打分环节存在主

观影响，这将是今后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１］惠星星．基于 ＢＩＭ技术的被动式节能建筑设计研究
［Ｄ］．合肥：安徽建筑大学，２０１７．

［２］ＸｉｎｘｉｎＬｉａｎｇ，ＹａｏｄｏｎｇＷａｎｇ，ＭｏｈａｍｍａｄＲｏｙａｐｏｏｒ，Ｑｉｂａｉ
Ｗｕ，ＴｏｎｙＲｏｓｋｉｌｌｙ，９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ｎｅｒｇｙ［Ｊ］．ＩＣＡＥ２０１７，２１－２４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７，Ｃａｒｄｉｆｆ，ＵＫ．

［３］ＰｒｏｉｅｔｔｉＳ，ＳｄｒｉｎｇｏｌａＰ，ＤｅｓｉｄｅｒｉＵ，Ｚｅｔｃ．２０１３．ＬｉｆｅＣｙｃｌ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ａｐａｓｓｉｖｅｈｏｕｓｅｉｎａｓｅｉｓｍｉｃ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ｚｏｎｅ
［Ｊ］．ＥｎｅｒｇｙＢｕｉｌｄ．６４，４６３－４７２．

［４］宋琪．被动式建筑设计基础理论与方法研究［Ｄ］．西安：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２０１５．

［５］李强年，赵丽娟，周岩，等．被动式建筑评价体系研究
［Ｊ］．建筑节能，２０１８，４６（５）：５９－６３．

［６］李辉山，张浩浩，李小雪．基于全生命周期的被动式建筑
成本控制评价［Ｊ］．建筑节能，２０１９，４７（８）：１３０－１３４．

［７］ＡｍｉｒｉＭ，ＡｒｄｅｓｈｉｒＡ，ＭＨＦＺａｒａｎｄｉ．Ｆｕｚｚｙ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ｅｘ
ｐｅｒｔ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ａｚａｒｄ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ｉ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Ｊ］．Ｓａｆｅｔ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７，９３（Ｃ）：１６－２８．
［８］ＣｌｙｄｅＺｈｅｎｇｄａｏＬｉ，ＧｅｏｆｆｒｅｙＱｉｐｉｎｇＳｈｅｎ，ＸｕＸｉａｏｘｉａｏ，ｅｔ
ａｌ．Ｓｃｈｅｄｕｌｅｒｉｓｋ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ｉｎｐｒｅ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ｈｏｕｓｉｎｇ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ｅａｎｅ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２０１６，（１３４）：４８２－
４９４．

［９］冯亚娟，都思竹，张竞一．基于ＥＷ－ＳＰＡ的装配式建筑
施工安全评价及预测［Ｊ］．中国安全科学学报，２０１９，２９
（５）：８５－９０．

［１０］陈茸，韩宝安，韩宝华，等．基于 ＣＵＯＷＧＡ算子赋权的
建筑施工安全灰色聚类评价［Ｊ］．安全与环境工程，
２０２０，２７（５）：９８－１０５．

［１１］闫文周，门雪，杨翻艳．基于相互作用矩阵的地铁施工
风险评价［Ｊ］．武汉大学学报（工学版），２０１９，５２（９）：７９６
－８０１．

［１２］周科平，田勇刚．基于因子交互作用矩阵的采空区危险
度评价研究［Ｊ］．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２０１６，１２（１０）：
１０７－１１２．

［１３］乔万冠，李新春．多因素耦合作用下煤矿企业风险评价
［Ｊ］．煤炭工程，２０１４，４６（４）：１４５－１４８．

［１４］李坤，尚彦军，蒋毅，等．基于改进多因素相互作用关系
矩阵的场址评价：以ＣＳＮＳ工程选址为例［Ｊ］．岩土力学，
２０１６，３７（Ｓ１）：４００－４０８．

［１５］住房城乡建设部．被动式超低能耗绿色建筑技术导则
（试行）［Ｓ］．２０１６．

［１６］杜婷，宋艳红，李智莹，等．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的建筑
项目施工安全评价［Ｊ］．土木工程与管理学报，２０１９，３６
（６）：４００－４０８．

［１７］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Ｓ］．２０１１．

（责任编辑　吕志远）

Ｓａｆｅｔ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ｓｓｉｖ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Ｍａｔｒｉｘ
ＷＡＮＧＺｈｉｑｉａｎｇ，ＸＩＮＸｉａｏｂｉｎ，ＬＩＵＳｈｕｏ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Ｑｉｎｇｄ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Ｑｉｎｇｄａｏ，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２６６５２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ｒｅｆｉｎｅ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ｓｓｉｖ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ｉｓ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ｃｏｎｄｕｃｔａ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ｅｖａｌｕ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ａｆｅｔｙｏｆｐａｓｓｉｖ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ａ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ｒｉｓｋｃｒｏｓｓ－ｃｏｕ
ｐｌｉｎｇａ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ｉ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ｂｙ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ｓａｆｅｔｙ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ａｆｅｔｙｆａｃｔｏｒｓ．Ｔｈｅｓａｆｅｔ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ｐａｓｓｉｖ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ｆｏｕｒ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ｍａｔｒｉｘｉｓｕｓｅｄｔｏ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ｓａｆｅｔｙｏｆｐａｓｓｉｖ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ｃａｓｅｓ，ｉｔｉｓ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ｆａｃｔｏｒｓｓｕｃｈａｓｓｋｉｌｌ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ｆｅｔｙ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ｓｙｓｔｅｍ，ｏｎ－ｓｉｔ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
ｈａｖｅｇｒｅａｔ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ａｆｅｔｙｏｆｐａｓｓｉｖ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ｔｈ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ｈａｓ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ａｓｓｉｖ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ａｆｅｔ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ｍａｔｒｉｘ

·６１１·



第３８卷　第２期
Ｖｏｌ．３８　　Ｎｏ．２

　　　　　　　　　　 中州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２１年４月

Ａｐｒ．２０２１　

承灾体视角下的装配式建筑脆弱性评估研究

姜东民，张　哲，何栋良，孟　玮
（青岛理工大学 管理工程学院，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５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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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管理、信息化管理等。

摘　要：采用文献分析法和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构建装配式建筑脆弱性评估指标体系；采用组合赋权法
和云模型对装配式建筑进行脆弱性评估，并用于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该项目整体脆弱性等级

为不太脆弱，并针对脆弱性相对较高的人员提出了降低其脆弱性的建议和措施；该模型为装配式建

筑安全评估提供了一定参考。

关键词：装配式建筑；脆弱性评估；云模型；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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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前言
近些年来，国家开始鼓励并扶持建筑工业化的

发展，由传统的“粗放式”的建造模式向“精细化”的

建造方式转型，装配式建筑凭借施工速度快、绿色环

保等优点得到国家大力推广，而装配式建筑的安全

问题制约着装配式建筑的发展，为了更好地推广装

配式建筑，大量学者对装配式建筑安全管理进行深

入探讨。冯亚娟等联合应用熵权法和集对分析法，

构建基于 ＥＷ－ＳＰＡ的装配式建筑施工安全评价模
型，并用于实证研究［１］；王志强等针对装配式建筑

特点，联合ＦＴＡ－ＳＰＡ－灰色聚类模型对装配式建
筑进行了安全评价［２］；陈伟等分析引发装配式建筑

施工安全事故的因素及其相互作用机制后构建 ＳＤ
－ＭＯＰ模型，分析应对事故的安全投入关键要素并
构建及评价其资源投入优化配置方案［３］；其他学者

也将属性数学［４］、可拓学理论［５］应用到装配式建筑

安全评价中。

本文在承灾体的视角下，对装配式建筑开展脆

弱性评估研究，针对脆弱等级较高的承灾体提出相

应的建议与措施，达到预防安全事故的目的，促进社

会和谐发展。

２　承灾体视角下装配式建筑脆弱性评估指标体系
构建

２．１　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
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算法是由 Ａｇｒａｗａｌ和 Ｒ．Ｓｒｉｋａｎｔ于

１９９３年针对购物篮分析问题提出的，是一种布尔型
算法。该算法的核心思想是对目标事务库进行扫

描，对每个项的出现次数计数，收集大于等于最小支

持度的项，即频繁项集，当不能产生更高阶频繁项集

时停止，然后挖掘大于等于最小置信度的关联规则，

从而实现挖掘数据之间隐藏的关联关系的目的。利

用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挖掘关联规则分为四个步骤，由于篇
幅有限，详细步骤参考文献［６］。
２．２　装配式建筑安全事故类型及承灾体分析

结合装配式建筑特点和国家安全生产通报，整

理出发生频率较高几种安全事故有：①高空坠落。
装配式建筑施工需要进行大量的高空作业，工人在

复杂多变的环境中长时间作业会导致疲劳、走神或

身体不适，稍不注意就会导致高空坠落。②物体打
击。在预制构件吊装、拼接的过程中，任何零星部

件、建筑材料等坠落下来，对施工人员、机械设备等

都会产生较大的伤害。③机械伤害，机械设备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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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需要专门的人员操作，操作不当或操作人员专业

水平不足都会导致机械伤害事故。④起重伤害。预
制构件的形状不规则且质量、体积和起吊难度较大，

在吊装前起重机械设备选择不当、吊装过程中点位

固定不牢、人为操作失误以及吊点设置不合理等问题

都有可能导致预制构件在起吊过程中脱落。⑤坍塌
事故。构件在生产、运输、堆放的各个环节中都有可

能发生坍塌，严重威胁附近的施工人员的人身安全。

根据对上述５种发生频率较高且造成影响严重
的装配式建筑安全事故的分析与总结后，汇总各类

安全事故的承灾体得到表１，根据表１可得，人员、
机械设备和建筑物本身是装配式建筑安全事故的主

要承灾体。

２．３　构建装配式建筑脆弱性评估指标体系

建立科学合理、全面客观的评估指标体系是进行

准确评估工作的第一步。遵循客观性、独立性和全面

性的原则，在 ＣＮＫＩ进行高级检索，选择主题或关键
词为“装配式建筑”“风险评价研究”“安全评价研究”

等进行检索，搜集相关文献研究，选取近４年相关度
较高的４０篇文献，对文献中的指标进行数据清理、数
据集成等操作后，得到如表２所示的初始指标库。

表１　安全事故承灾体

事故类型
事故承灾体

人员 机械设备 建筑物本身

高空坠物 √
物体打击 √ √ √
机械伤害 √ √
起重伤害 √ √ √
坍塌事故 √ √ √

表２　初始指标

编号 指标名称 编号 指标名称 编号 指标名称

Ａ１ 人员操作技术水平 Ａ１６ 机械设备的选择与安拆 Ａ３１ 预制构件的存放和运输

Ａ２ 人员安全意识 Ａ１７ 设备安全防护措施 Ａ３２ 有无可操作平台

Ａ３ 安全防护佩戴情况 Ａ１８ 机械设备安全定期检验 Ａ３３ 构件连接部位的强度

Ａ４ 人员身体健康状况 Ａ１９ 机械设备操作规范化程度 Ａ３４ 建筑材料的质量

Ａ５ 疲劳施工程度 Ａ２０ 机械设备的维护与保养 Ａ３５ 预制构件拼装准确程度

Ａ６ 人员文化素质水平 Ａ２１ 机械设备正常运行情况 Ａ３６ 预制构件进厂检验情况

Ａ７ 人员配置情况 Ａ２２ 人机混合作业、高空作业 Ａ３７ 预制构件吊装水平

Ａ８ 安全教育培训情况 Ａ２３ 违章作业等违规操作 Ａ３８ 危险品管理情况

Ａ９ 从业人员资质水平 Ａ２４ 塔吊交叉作业 Ａ３９ 工程质量是否合格

Ａ１０ 人员责任心水平 Ａ２５ 是否有高空坠物 Ａ４０ 临时用电风险

Ａ１１ 安全管理制度 Ａ２６ 吊装超载、超重 Ａ４１ 安全标志设置

Ａ１２ 承包商偷工减料 Ａ２７ 设备作业干扰程度 Ａ４２ 预制构件生产

Ａ１３ 施工现场环境 Ａ２８ 临时支撑的强度 Ａ４３ 安全措施费投入情况

Ａ１４ 自然环境 Ａ２９ 施工安全防护措施 Ａ４４ 吊点设置合理程度

Ａ１５ 安全标准政策环境 Ａ３０ 预制构件的强度和质量 Ａ４５ 事故预防及应急处理

　　本文采用 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挖掘频繁项集是为了筛
选初始脆弱性因素清单中相对重要的指标，使得指

标体系更加科学，因此只进行挖掘频繁１项集的工
作。经过征询相关专家建议之后，本文设置最小支

持度为０．２５，最小置信度为０．８。在本研究中，频繁
１项集表示在初始数据库中出现次数较多且相对重
要的评价指标，ｓｕｐｐｏｒｔ表示此频繁 １项集的支持
度。将频繁１项集作为初次筛选后保留的指标，如
表３所示。

由于是在承灾体的视角下进行脆弱性评估研

究，采用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第一次筛选脆弱性指标后，仍
存在若干与本研究关联不大的指标，采用专家调查

法可以有效地剔除此类指标，进行二次指标的筛选

修订。经过专家讨论后，一致认为 Ａ３８、Ａ１１、Ａ１５、
Ａ３２、Ａ１３、Ａ１４六项指标与本文研究视角不吻合，将
这些指标予以剔除，然后对指标进行重新编号后，构

建出如表４的评估指标体系。

表３　频繁１项集列表

编号 频繁１项集
Ａ１３ 施工现场环境

Ａ６ 人员文化素质水平

Ａ１４ 自然环境

Ａ３８ 危险品管理情况

Ａ１１ 安全管理制度

Ａ３２ 有无可操作平台

Ａ３１ 预制构件的存放和运输

Ａ２９ 施工安全防护措施

Ａ１ 人员操作技术水平

Ａ１６ 机械设备的选择与安拆

Ａ３ 安全防护佩戴情况

Ａ３０ 预制构件的强度和质量

Ａ４ 人员身体健康状况

Ａ３３ 构件连接部位的强度

Ａ１５ 安全标准政策环境

Ａ２ 人员安全意识

Ａ１８ 机械设备安全定期检验

Ａ２０ 机械设备的维护与保养

Ａ８ 安全教育培训情况

Ａ２３ 违章作业等违规操作

Ａ２８ 临时支撑的强度

Ａ７ 人员配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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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承灾体视角下的装配式建筑脆弱性评估指标体系

目标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承灾

体视

角下

的装

配式

建筑

脆性

估指

标体

系Ｕ

人员Ｕ１

人员操作技术水平Ｕ１１
人员安全意识Ｕ１２

安全防护佩戴情况Ｕ１３
人员身体健康状况Ｕ１４
人员文化素质水平Ｕ１５
人员配置情况Ｕ１６

安全教育培训情况Ｕ１７
违章作业等违规操作Ｕ１８

机械

设备Ｕ２

机械设备的选择与安拆Ｕ２１
机械设备安全定期检验Ｕ２２
机械设备的维护与保养Ｕ２３

建筑物

本身Ｕ３

临时支撑的强度Ｕ３１
施工安全防护措施Ｕ３２

预制构件的强度和质量Ｕ３３
预制构件的存放和运输Ｕ３４
构件连接部位的强度Ｕ３５

３　装配式建筑承灾体脆弱性评估模型构建
３．１　指标权重的确定
３．１．１　权重方法的选择

装配式建筑脆弱性指标包含人为的主观因素和

实际情况的客观因素，开展装配式建筑脆弱性评估研

究应同时考虑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通过参考相关脆

弱性评估研究成果，为了能更准确、科学的确定指标

权重，本文采用组合赋权法分别计算各指标的主、客

观权重，然后利用数学公式计算组合得到各指标综合

权重，并在装配式建筑脆弱性评估进行应用。

３．１．２　ＡＨＰ确定主观权重
ＡＨＰ的基本原理是将复杂的问题分解成多个

层次，按照因素间的相互关系及上下层关系，将因素

按不同层次分类组合，建立一个多层次分析结构模

型，最终把复杂问题转化为最低层相对重要程度的

权值的问题。利用 ＡＨＰ解决问题的计算步骤参考
相关文献［７］，在此不再赘述。

３．１．３　熵值法确定客观权重
熵是描述对象系统混乱程度的一种度量，一个

对象的信息熵值越小，其信息量就越大，评价对象的

权重相应的也就更大。熵值法的计算步骤如下：

Ｓｔｅｐ１：设待评价项目数为 ｍ，评价指标数为 ｎ，
构造如下的判断矩阵：

Ｒ＝

Ｒ１１ Ｒ１２ … Ｒ１ｎ
Ｒ２１ Ｒ２２ … Ｒ２ｎ
… … … …

Ｒｍ１ Ｒｍ２ … Ｒ













ｍｎ

　

（ｉ＝１，２，…，ｎ；ｊ＝１，２，…，ｍ）
Ｓｔｅｐ２：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其标准化公式为

ｘ′ｉｊ＝
ｘｉｊ－ｘ

ｍｉｎ
ｊ

ｘｍａｘｊ －ｘ
ｍｉｎ
ｊ

（１）

Ｓｔｅｐ３：计算第ｊ个指标熵值，设ｅｊ为第ｊ个指标
的熵值，其计算公式为

ｅｊ＝－
１
ｌｎｎ∑

ｎ

ｉ＝１
ｙｉｊｌｎｙｉｊ，ｉ＝（１，２，…，ｎ） （２）

ｙｉｊ＝
ｒｉｊ

∑
ｍ

ｉ＝１
ｒｉｊ

（３）

式中ｙｉｊ为第ｊ个指标在第ｉ个系统中的特征比
重。

Ｓｔｅｐ４：计算第ｊ项指标权重，其计算公式为

Ｗｉ＝
１－ｅｊ

∑
ｎ

ｉ＝１
（１－ｅｊ）

（４）

３．１．４　确定综合权重
ＡＨＰ法考虑到了评估结果主观性，但不同专家

对不同事物的认识始终存在差异；熵值法以客观数

据为基础进行分析，使得评判结果更加客观。结合上

述两种方法加权计算确定综合权重，使得权重系数更

加科学。综合权重计算如公式５所示。公式中，Ｗ（１）ｉ 为主
观权重，Ｗ（２）ｉ 为客观权重，Ｗｉ为综合权重。

Ｗｉ＝
Ｗ（１）ｉ Ｗ

（２）
ｉ

∑
ｎ

ｉ＝１
Ｗ（１）ｉ Ｗ

（２）
ｉ

（５）

３．２　云模型
李德毅于１９９５年提出了云模型理论，其定义如

下：设Ｕ是一个用精确数值表示的定量论域，Ｃ是Ｕ
上的定性概念，若定量值ｘ∈Ｕ，且是定性概念Ｃ的
一次随机实现ｘ，ｘ对Ｃ的确定度μ（ｘ）∈［０，１］是有
稳定倾向的随机数μ：Ｕ→［０，１］，ｘ∈Ｕ，ｘ∈μ（ｘ），
则在论域 Ｕ上的分布成为云，每一个称为一个云
滴［８］。

３．２．１　云模型的数字特征
云用期望Ｅｘ、熵Ｅｎ、超熵Ｈｅ三个数字特征来表

现云模型的整体特性。期望 Ｅｘ是论域的中心值，也
是云滴在定性语言概念中确定度最大、最典型的点。

熵Ｅｎ是对定性概念不确定性的度量，反映了模糊性
和随机性。超熵Ｈｅ是熵的熵，用来表示熵的不确定
性，即云滴的离散程度。

３．２．２　云发生器
云发生器即云生成算法。在云模型中，通过云

发生器来实现定性概念与定量数据之间的转化［９］。

正向云发生器是从定性到定量的转化模型，利用云

的３个数字特征生成云滴，具体过程如图１所示。
逆向云发生器是从定量到定向的转化模型，根据已

有云滴计算出３个数字特征，具体过程如图２所示。
将正向云发生器和逆向云发生器相结合，可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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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与定量之间的任意转化。

图１　正向云发生器

图２　逆向云发生器

４　基于云模型的装配式建筑脆弱性评估
４．１　确定脆弱性评估指标集

根据本文研究视角，建立了如表４所示的装配式
建筑承灾体脆弱性评估指标体系，其中包括人员、机械

设备、建筑物本身３个一级指标和１６个二级指标。
４．２　评语云模型化

结合ＧＢ／Ｔ２７９２１—２０１１《风险管理 风险评估
技术》风险等级划分方法和建筑领域相关专家的建

议，本文将装配式建筑脆弱性评价指标的评语集划

分为三个等级，脆弱性系数在［０，０．３３］内为“不脆
弱”等级、脆弱性系数在［０．３４，０．６７］内为“不太脆
弱”等级、脆弱性系数在［０．６８，１］内为“脆弱”等级，
被划分的三个脆弱性等级均有对应的评语数值区

间，都有左右两个临界值，形如 Ｖ［Ｃｍｉｎ，Ｃｍａｘ］，属于
双边约束，且该区间对应的标准云的数字特征为

（Ｅｘ，Ｅｎ，Ｈｅ），其计算公式如式６。
Ｅｘ＝（Ｃｍｉｎ＋Ｃｍａｘ）／２

Ｅｎ＝（Ｃｍａｘ－Ｃｍｉｎ）／６

Ｈｅ＝
{

ｋ

（６）

式中：Ｃｍａｘ、Ｃｍｉｎ分别为某等级标准的最大和最
小边界；ｋ为常数，可以根据变量本身的不确定程度
进行调整，ｋ的取值不宜过大，参考专家的意见，本
文中ｋ取０．０１，根据公式６可计算出评价标准的云
模型参数为：不脆弱（０．１６５，０．０５５，０．０１）、不太脆
弱（０．５，０．０５３，０．０１）、脆弱（０．８３５，０．０５５，０．０１）。
４．３　计算指标评估云和综合云

采用专家打分法邀请专家对各指标进行判断打

分，可以得到指标评价矩阵 Ｚ，有 ｍ个专家，ｎ个评
价指标，其中Ｚｉｊ表示第 ｉ个专家对第 ｊ个指标的评
价结果，ｉ＝１，２，…，ｍ；ｊ＝１，２，…，ｎ。指标评价矩阵
表示如下

Ｚ＝

Ｚ１１ Ｚ１２ … Ｚ１ｎ
Ｚ２１ Ｚ２２ … Ｚ２ｎ
… … … …

Ｚｍ１ Ｚｍ２ … Ｚ













ｍｎ

对矩阵Ｚ处理后，根据公式８、公式７分别计算
得到二级指标评估云和综合云，将综合云与标准评

估云对比，进而确定其整体脆弱性等级。

Ｅｘ＝
Ｅｘ１ｗ１＋Ｅｘ２ｗ２＋…Ｅｘｎｗｎ
ｗ１＋ｗ２＋…＋ｗｎ

Ｅｎ＝
ｗ２１

ｗ２１＋ｗ
２
２＋…＋ｗ

２
ｎ
Ｅｎ１＋

ｗ２２
ｗ２１＋ｗ

２
２＋…＋ｗ

２
ｎ
Ｅｎ２＋…＋

　
ｗ２ｎ

ｗ２１＋ｗ
２
２＋…＋ｗ

２
ｎ
Ｅｎｎ　　　　　　　　　　　　（７）

Ｈｅ＝
ｗ２１

ｗ２１＋ｗ
２
２＋…＋ｗ

２
ｎ
Ｈｅ１＋

ｗ２１
ｗ２１＋ｗ

２
２＋…＋ｗ

２
ｎ
Ｈｅ２＋…＋

　
ｗ２１

ｗ２１＋ｗ
２
２＋…＋ｗ

２
ｎ
Ｈｅ





















ｎ

Ｅｘ＝珔Ｘ＝１ｎ∑
ｎ

ｉ＝１
ｘｉ

Ｓ２ ＝ １
ｎ－１∑

ｎ

ｉ＝１
（ｘｉ－珔Ｘ）

２

Ｅｎ＝ π
槡２

×１ｎ∑
ｎ

ｉ＝１
ｘｉ－Ｅｘ

Ｈｅ＝ Ｓ２－Ｅｎ槡















２

（８）

５　实际案例应用
５．１　工程概况

青岛市某装配式建筑项目 Ａ地块，位于青岛市
黄岛区，总建筑面积１５６３１６．６１ｍ２，于２０１８年８月
开工，计划２０２１年１０月完工。本工程１＃、２＃、３＃商
品住宅楼为装配整体式剪力墙结构，四层及四层以

上采用装配式剪力墙结构，预制构件主要有复合保

温外墙板、内墙板、楼梯，单品预制率为５４．１５％。
５．２　计算指标权重

借助ＭＡＴＬＡＢ求解可得各指标权重，一、二级
指标权重如表５所示。
５．３　计算评估指标云

邀请１０位从事装配式建筑领域的相关专家和
部分参建项目各方的管理人员对各指标进行判断打

分，打分区间为［０，１］，打分精度为０．０５，打分情况
如表６所示。根据公式７计算各二级指标云模型数
字特征，根据公式８计算得到各一级指标特征和综合
云数字特征，具体数据如表７、表８所示，根据各指标
的数字特征借助ＭＴＡＬＡＢ生成云图，如图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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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各级指标权重

目标层 一级指标 主观权重 客观权重 综合权重 二级指标 主观权重 客观权重 综合权重

装配

式建

筑脆

弱性

评估

指标

体系

Ｕ

人员Ｕ１ ０．６４８３ ０．３３４８ ０．６４２２

Ｕ１１ ０．０３９９ ０．０２４５ ０．０１９０
Ｕ１２ ０．２０１９ ０．０１８０ ０．０７０７
Ｕ１３ ０．１４３４ ０．０１８５ ０．０５１６
Ｕ１４ ０．０７７０ ０．０４３４ ０．０６５０
Ｕ１５ ０．０１８６ ０．０６０５ ０．０２１９
Ｕ１６ ０．０３０２ ０．０３８２ ０．０２２４
Ｕ１７ ０．０８９４ ０．０７０８ ０．１２３１
Ｕ１８ ０．０７８ ０．０５９２ ０．０８９８

机械设备Ｕ２ ０．１２２０ ０．２９６０ ０．１０６９

Ｕ２１ ０．０１０４ ０．０９５３ ０．０１９３
Ｕ２２ ０．０３３０ ０．１０８６ ０．０６９７
Ｕ２３ ０．０７８６ ０．０９２１ ０．１４０８

建筑物本身Ｕ３ ０．２２９７ ０．３６９２ ０．２５０９

Ｕ３１ ０．０１１９ ０．１１７０ ０．０２７１
Ｕ３２ ０．０８９７ ０．０７６６ ０．１３３６
Ｕ３３ ０．０７２１ ０．０５６０ ０．０７８５
Ｕ３４ ０．０１８１ ０．０５３９ ０．０１９０
Ｕ３５ ０．０３７９ ０．０６５７ ０．０４８４

表６　专家打分情况表

二级指标 Ｓ１ Ｓ２ Ｓ３ Ｓ４ Ｓ５ Ｓ６ Ｓ７ Ｓ８ Ｓ９ Ｓ１０

人员操作技术水平Ｕ１１ ０．３ ０．３５ ０．２５ ０．３ ０．２ ０．３ ０．２５ ０．２ ０．１５ ０．３

人员安全意识Ｕ１２ ０．４５ ０．５ ０．４５ ０．６ ０．５５ ０．５５ ０．５５ ０．５ ０．５ ０．４５

安全防护佩戴情况Ｕ１３ ０．４５ ０．３５ ０．３５ ０．４ ０．４ ０．４５ ０．４５ ０．４ ０．３５ ０．３

人员身体健康状况Ｕ１４ ０．２５ ０．２５ ０．３５ ０．４ ０．４ ０．３５ ０．３５ ０．３ ０．３ ０．３

文化素质水平Ｕ１５ ０．４ ０．５ ０．５ ０．３５ ０．４５ ０．４ ０．４５ ０．５ ０．４ ０．４５

人员配置情况Ｕ１６ ０．２５ ０．３５ ０．２ ０．２ ０．３ ０．２ ０．２５ ０．２５ ０．３５ ０．３

安全教育培训情况Ｕ１７ ０．４ ０．３５ ０．３５ ０．４ ０．３ ０．３５ ０．４ ０．４ ０．３ ０．４

违章作业等违规操作Ｕ１８ ０．５ ０．５ ０．４５ ０．４ ０．５ ０．４ ０．５ ０．４５ ０．５ ０．４

机械设备的选择与安拆Ｕ２１ ０．１ ０．２ ０．２５ ０．２ ０．３ ０．２５ ０．１ ０．１５ ０．２ ０．２

机械设备安全定期检验Ｕ２２ ０．３５ ０．３ ０．２５ ０．３ ０．３５ ０．４ ０．３５ ０．３ ０．４ ０．３５

机械设备的维护与保养Ｕ２３ ０．２５ ０．２５ ０．３ ０．３ ０．２５ ０．２５ ０．３５ ０．２ ０．３ ０．２

临时支撑的强度Ｕ３１ ０．２５ ０．２５ ０．３ ０．３ ０．２５ ０．２５ ０．３５ ０．２ ０．３ ０．３

施工安全防护措施Ｕ３２ ０．２５ ０．３ ０．３ ０．２５ ０．１ ０．４ ０．３ ０．２５ ０．２ ０．３

预制构件的强度和质量Ｕ３３ ０．２ ０．１ ０．１ ０．１５ ０．１ ０．１５ ０．１５ ０．２ ０．１５ ０．２

预制构件的存放和运输Ｕ３４ ０．２５ ０．２ ０．１５ ０．１５ ０．１５ ０．２５ ０．２ ０．２ ０．２５ ０．１５

构件连接部位的强度Ｕ３５ ０．４ ０．３ ０．３ ０．３５ ０．４ ０．３５ ０．３５ ０．３ ０．４ ０．３５

表７　二级指标的云模型数字特征

二级指标 云模型数字特征（Ｅｘ，Ｅｎ，Ｈｅ）
人员操作技术水平Ｕ１１ （０．２６，０．０６３，０．０２３）
人员安全意识Ｕ１２ （０．５１，０．０５３，０．０１９）

安全防护佩戴情况Ｕ１３ （０．３９，０．０５３，０．０１９）
人员身体健康状况Ｕ１４ （０．３２５，０．０５６，０．０２４）
文化素质水平Ｕ１５ （０．４４，０．０５３，０．０１９）
人员配置情况Ｕ１６ （０．２６５，０．０６０，０．０２４）

安全教育培训情况Ｕ１７ （０．３６５，０．０４４，０．０２０）
违章作业等违规操作Ｕ１８ （０．４６，０．０５０，０．０２５）
机械设备的选择与安拆Ｕ２１ （０．１９５，０．０５９，０．０１６）
机械设备安全定期检验Ｕ２２ （０．３３５，０．０４８，０．０１６）
机械设备的维护与保养Ｕ２３ （０．２６５，０．０４８，０．０１６）
临时支撑的强度Ｕ３１ （０．２６５，０．０６０，０．０２４）
施工安全防护措施Ｕ３２ （０．２６５，０．０６９，０．０２８）

预制构件的强度和质量Ｕ３３ （０．１５，０．０３８，０．００９）
预制构件的存放和运输Ｕ３４ （０．１９５，０．０４５，０．０１８）
构件连接部位的强度Ｕ３５ （０．３５，０．０３８，０．００９）

表８　一级指标云模型数字特征

一级指标 云模型数字特征（Ｅｘ，Ｅｎ，Ｈｅ）

人员Ｕ１ （０．３９７，０．０４９，０．０２１）

机械设备Ｕ２ （０．２８０，０．０４８，０．０１６）

建筑物本身Ｕ３ （０．２４５，０．０５９，０．０２２）

　　根据图３可得，该项目整体脆弱性处于“不太
脆弱”和“脆弱”两级之间，属于“不太脆弱”等级，说

明该项目安全状况较好，与实际情况基本吻合。各

一级指标中人员脆弱性最高，应提高工人的安全意

识，对进入施工现场的作业人员进行充分的安全教

育培训工作，要不定期和定期地组织施工人员学习

相关安全知识和安全标准常识。针对不同教育层次

的人群采取不同的安全培训，从班组层次抓好基础

工作，提高施工人员的安全素养，从而降低人员脆弱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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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综合云与标准云对比云图

６　结语
本文在承灾体的视角下，对装配式建筑安全事

故进行承灾体分析，采用文献分析法和 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
构建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结合组合赋权法和云模

型构建脆弱性评估模型，对装配式建筑脆弱性评价

研究工作，并应用于实际案例，评估结果显示该项目

处于不太脆弱等级，与实际情况符合，为装配式建筑

安全管理提供了新思路。研究表明，该模型具有可

行性及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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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ｒｅ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ｃｌｏｕｄｍｏｄｅｌ；Ａｐｒｉｏｒｉ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２２１·



第３８卷　第２期
Ｖｏｌ．３８　　Ｎｏ．２

　　　　　　　　　　 中州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２１年４月

Ａｐｒ．２０２１　

ＣＰＥ非视距路径与弱信号场景下５Ｇ毫米波接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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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摘　要：５Ｇ毫米波在逐步应用与推广，目前关于ＣＰＥ在各种室内外场合５Ｇ毫米波信号接收性
能数据大多聚焦于城市街区、交通枢纽以及大型场馆等非视距路径和弱信号场景，很少涉及基站近

处局部复杂环境下的场景。针对ＮＳＡ网络架构环境下的ＣＰＥ在基站底部非视距路径、楼梯间以及
穿楼层局部孔洞拉远等相关弱信号场景多向接收室外５Ｇ毫米波基站信号接收探究，并对相关场景
下信号接收的不均衡性给出优化提升建议。

关键词：毫米波；客户终端设备；非视距路径；弱信号；接收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１．０２．０２３
中图分类号：ＴＮ９２９．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１）０２－０１２３－０６

１　引言
５Ｇ网络主要使用两段频率，ＦＲ１频段（４５０ＭＨｚ

～６ＧＨｚ，即Ｓｕｂ６ＧＨｚ频段）和ＦＲ２频段（２４．２５ＧＨｚ
～５２．６ＧＨｚ，即毫米波频段，３ＧＰＰＲ１７进一步扩展
支持从５２．６ＧＨｚ到７１ＧＨｚ频段以及免许可频段）。
毫米波虽然有传播距离短和穿透性差的缺点，但其

带来大带宽和高速率：带宽能达到 ４００ＭＨｚ甚至
８００ＭＨｚ，传输速率可达到 １０Ｇｂｉｔ／ｓ。同时，由于毫
米波频率高，天线尺寸小，终端可以集成更多的天

线，形成更窄的波束。当前毫米波应用场景主要是

基于网络的数据热点，如交通枢纽、展馆、体育场、步

行街等；智慧园区，与人工智能技术结合，叠加丰富

的智能业务，提供本地化园区的解决方案；固定无线

宽带接入以及接入回传一体化，可以通过毫米波做

宽带接入乃至接入回传一体化的服务。

ＣＰＥ（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Ｐｒｅｍｉｓｅ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客户终端设
备）是上述毫米波主要应用场景中的典型终端载

体，室内外都能用到，可以像手机一样通过插卡获得

移动网络，然后直接充当有线网络接口，或者将其转

化为ＷｉＦｉ信号，供家庭或者办公等场景内设备进行
连接。基于当前毫米波主要应用场景，目前关于

ＣＰＥ在各种室内外场合５Ｇ毫米波信号接收性能数
据大多聚焦于城市街区、交通枢纽以及大型场馆等

非视距路径和弱信号场景，很少涉及基站近处局部

复杂环境下的场景。因此，在实际的实验环境中，需

要增强对ＣＰＥ置于基站近处的非视距路径、楼梯间
以及穿楼层局部孔洞拉远等弱信号场景多向接收室

外５Ｇ毫米波基站信号接收探究。
２　毫米波信道特征

毫米波相比厘米波宽带宽，但随着射频频段升

高，无线电信号的传播行为与光的传播越来越类似，

准光学传播的低衍射概率导致高的阻塞概率，在较

低频段中很少能观察到的几何因素如路灯、树木和

小家具等形成了阻塞的损耗，使得位于建筑物后面

或角落附近位置处的通信终端所接收的信号会被严

重衰减［１］。同时，移动的人或物等很多在不影响低

频信号传播的因素也会引起高频传播扰动，使得高

频信道变得不稳定。

２．１　毫米波传输路径损耗参数
空间传播的损耗与载波频率和距离有关，当载

波频率从６ＧＨｚ提升到６０ＧＨｚ，则相同距离的衰落
会提升１００倍。

ＰＬ＝β＋α·１０ｌｇｄ （１）
这是路径损耗随距离的变化公式［２，６］，其中，α

为路径损耗指数因子，表示路径损耗随距离变化的

情况；β则涵盖了其他影响传播的损耗因素，并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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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场景下会抽象为一个常数；ｄ为发射机和接收机
之间的距离。对于高频传输，更多关注的是路径损

耗的因子，因为其直接影响实际部署时的覆盖范围。

对典型毫米波应用频段２８ＧＨｚ和３８ＧＨｚ来说，
其路径损耗可进一步表示为［３］

ＰＬ＝２０ｌｇ
４πｄ０( )λ

＋α·１０ｌｇ ｄｄ( )
０
＋Ｘσ （２）

其中，ｄ０是近似自由空间的参考距离（设置
ｄ０＝５ｍ）；λ为波长（２８ＧＨｚ是 １０．７１ｍｍ，３８ＧＨｚ是
７．７８ｍｍ）；α是距离和所有指向角的平均路径损耗
因子；Ｘσ阴影随机变量，为均值０、方差 σ的高斯随
机变量。

在无线蜂窝的城区场景中，当终端和基站距离

较近且没有建筑物遮挡时，通常包含视距路径（Ｌｉｎｅ
ｏｆＳｉｇｈｔ，简称ＬＯＳ）；其他经过建筑物的绕射及反射
损耗的传播路径称之为非视距路径（ＮｏｎＬｉｎｅｏｆ
Ｓｉｇｈｔ，简称 ＮＬＯＳ）。表 １给出 ５Ｇ毫米波常用的
２８ＧＨｚ和３８ＧＨｚ频段下路径损耗因子 α和阴影随
机变量 σ标准差。

表１　５Ｇ毫米波常用频段α与σ

参数 α σ
２５ｄＢｉ天线在３８ＧＨｚ ＬＯＳ ２．２０ １０．３

ＮＬＯＳ ３．８８ １４．６
１３．３ｄＢｉ天线在３８ＧＨｚ ＬＯＳ ２．２１ ９．４０

ＮＬＯＳ ３．１８ １１．０
２４．５ｄＢｉ天线在２８ＧＨｚ ＬＯＳ ２．５５ ８．６６

ＮＬＯＳ ５．７６ ９．０２

　　上述典型５Ｇ毫米波应用频段参数说明，高频
传输的信号衰落并不会随着距离的增大而显著提

升。特别从损耗因子 α角度看，Ｓｕｂ６Ｈｚ在 ＬＯＳ和
ＮＬＯＳ下分别为２．２和３．６７，毫米波与低频只是仅
仅有着固定的差值（ＬＯＳ下差距极小，ＮＬＯＳ下差距
略大），说明高频传输的更大损耗可以通过技术手

段克服。

根据费叶思公式［２］

ＰＲ＝ＰＴ·ＧＴ·ＧＲ·
λ２

１６πＲ２
（３）

ＰＲ是无阻挡自由空间的接收功率，ＰＴ是发射
功率，ＧＴ和ＧＲ分别是发射和接收天线的增益，Ｒ是
发射机和接收机之间的距离，ｆ是载频，ｃ是光速。
在理想的全向发射（ＧＴ＝１）和全向接收（ＧＲ＝１）条
件下，接收信号功率与载频的平方成反比。在实际

应用中，天线增益（ＧＴ或 ＧＲ）大于１的天线或天线
阵列被用于发射机和接收机，在给定天线孔径的条

件下，天线增益与载频的平方成正比，也就是说，高

频段的发射和接收天线，能够通过相对较窄的方向

性波束，以更集中的能量进行发射和接收。

２．２　毫米波传输ＬＯＳ概率和路径损耗计算模型
进一步地，在毫米波传输信道建模过程中，通常

使用ＬＯＳ概率来建模终端和基站间的传播路径中
是否包含 ＬＯＳ路径。在 ＵＭａ（基站高于周围建筑
物）环境下ＬＯＳ概率不仅与基站和终端的室外水平
距离ｄ２Ｄ－ｏｕｔ相关，还与终端高度ｈＵＴ相关，ＬＯＳ概率
ＰＬＯＳ具体可表达为

［４，８］

ＰＬＯＳ＝ＰＬＯＳ－ＩＴＵ－ＵＭＡ（１＋Ｃ（ｄ，ｈＵＴ）） （４）
其中，Ｃ（ｄ２Ｄ－ｏｕｔ，ｈＵＴ）表示近距 ＬＯＳ（用户在基

站周围建筑物中，基站与终端之间无障碍物）与远

距ＬＯＳ（通常是指终端和基站间有矮障碍物阻隔，但
障碍物对高层用户起不到遮挡作用）之间的概率之

比。

比较高的终端在距离基站比较远时与ＩＴＵ信道
规定的ＬＯＳ概率相差较大，需要通过增加相关性因
子对于距离大于１８ｍ高度以及在［１３ｍ，２３ｍ］范围
内的用户增加ＬＯＳ概率进行修正。

ＰＬＯＳ＝

１，ｄ２Ｄ－ｏｕｔ≤１８ｍ

１８
ｄ２Ｄ－ｏｕｔ

＋ｅｘｐ －
ｄ２Ｄ－ｏｕｔ( )６３

１－ １８
ｄ２Ｄ－( )[ ]

ｏｕｔ
·

　 １＋Ｃ（ｈＵＴ）
５
４
ｄ２Ｄ－ｏｕｔ( )１００

３

ｅｘｐ －
ｄ２Ｄ－ｏｕｔ( )( )１５０

，

　１８ｍ＜ｄ２Ｄ－















ｏｕｔ

（５）
其中

Ｃ（ｈＵＴ）＝
０，ｈＵＴ≤１３ｍ

ｈＵＴ－１３( )１０

１．５

，１３ｍ＜ｈＵＴ≤２３{ ｍ
（６）

ＵＭａ场景下毫米波频段的 ＮＬＯＳ３Ｄ信道路损
为

ＰＬ＝ｍａｘ（ＰＬＵＭａ－ＮＬＯＳ，ＰＬＵＭａ－ＬＯＳ） （７）
即，取 ＵＭａ场景 ＮＬＯＳ和 ＬＯＳ路损值的最大

者。

在阴影衰落标准差σ＝４的情况下，
ＰＬＵＭａ－ＬＯＳ＝

　

２２ｌｏｇ１０（ｄ３Ｄ）＋２８＋２０ｌｏｇ１０（ｆｃ），１０ｍ＜ｄ２Ｄ＜ｄ′ＢＰ
４０ｌｏｇ１０（ｄ３Ｄ）＋２８＋２０ｌｏｇ１０（ｆｃ）－９１ｇ（（ｄ′ＢＰ）

２＋

　（ｈＢＳ－ｈＵＴ）
２），ｄ′ＢＰ＜ｄ２Ｄ＜５

{
ｋｍ

（８）
在阴影衰落标准差σ＝６的情况下，

ＰＬＵＭａ－ＮＬＯＳ＝１６１．０４－７．１１ｌｏｇ（Ｗ）＋７．５ｌｏｇ１０（ｈ）－
（２４．３７（ｈ／ｈＢＳ）

２）ｌｏｇ１０（ｈＢＳ）＋（４３．４２－
３．１１ｌｏｇ１０（ｈＢＳ））（ｌｏｇ１０（ｄ３Ｄ）－３）＋２０ｌｏｇ１０（ｆ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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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ｌｏｇ１０（１７．６２５））
２－４．９７）－０．６（ｈＵＴ－１．５），

１０ｍ＜ｄ２Ｄ＜５ｋｍ （９）
上面系列公式中，ｄ２Ｄ为基站和终端的水平距

离，ｄ３Ｄ为基站和终端的实际距离，ｈ为建筑物平均
高度，Ｗ为建筑物中间的廊道宽度，ｈＢＳ和ｈＵＴ分别为
基站和终端的实际高度。ＵｍａＬＯＳ场景下，分界点
距离定义为 ｄ′ＢＰ＝４ｈ′ＢＳｈ′ＵＴｆｃ／ｃ，其中 ｆｃ为中心频
率；ｈ′ＢＳ和 ｈ′ＵＴ为基站和终端的有效天线高度。
ｈ′ＢＳ＝ｈＢＳ－ｈＥ，ｈ′ＵＴ＝ｈＵＴ－ｈＥ。ｈＥ为有效环境高度，
ｈＥ＝１ｍ的概率为 １／（１＋Ｃ（ｄ２Ｄ－ｏｕｔ，ｈＵＴ）），其他情
况下，ｈＥ为（１２，１５，…，（ｈＵＴ－１．５））范围内的均匀
分布。

由式（９）看出，ＵＭａ环境布局对 ＮＬＯＳ传输路
径损耗有很大影响，建筑物的平均高度和建筑物中

间的廊道宽度会影响传输链路的路径损耗。

３　ＣＰＥ毫米波ＮＬＯＳ弱信号具体场景下接收性能
目前毫米波通信收发系统基于毫米波上述特

性，配置了物理紧凑型天线实现大规模ＭＩＭＯ操作，
提升天线和波束赋形增益，提高能量效率；提升空间

复用增益，提高频谱效率；提升窄带波束方向性通

信，提高空间复用性能。

当毫米波通信的双方为毫米波基站和客户终端

设备ＣＰＥ时，两者的功率地位是明显不对等的，后
者尤其在上行功率方面是明显不足的，因此其在

ＮＬＯＳ、封闭半封闭狭窄空间、拉远低功率等弱信号
场景下的具体表现是非常需要关注的。

为此，组建一个 ＵＭａ［１］场景实验环境，采用
ＮＳＡ构架的数模混合波束赋形结构［５］的毫米波基

站（ＡＡＵ）和ＬＴＥ基站（天馈 ＋ＲＲＵ）置于一中间有
较大天井空间的口字形楼群南侧裙楼四楼楼顶，机

械俯角１２度并朝北向，基站方面锚点频率为 ＬＴＥ
Ｂａｎｄ１，毫米波频段选ｎ２５７，毫米波基站为５１２阵子
（４个射频通道，每通道１２８阵子），单个信道最大输

出功率２５ｄＢｍ，ＥＩＲＰ最大５１ｄＢｍ；同时，把用于接收
毫米波信号的 ＣＰＥ置于手推车上，ＣＰＥ上下行 ＭＩ
ＭＯ均为２２，单个信道最大功率１４ｄＢｍ，ＥＩＲＰ最
大２３ｄＢｍ。

然后分别把ＣＰＥ置于基站底部非视距路径、楼
梯间以及穿楼层局部孔洞拉远以及关联弱信号场景

多向接收室外５Ｇ毫米波基站信号场景下进行针对
性的测量。

３．１　ＣＰＥ反射环境下的 ＮＬＯＳ位置毫米波信号接
收

ＣＰＥ非视距ＮＬＯＳ位置选取的是基站底座下部
裙楼一楼内的半开间，半开间朝向口字型楼群天井

（基站位于口字型楼群中的南侧裙楼上），即基站和

半开间间隔着二楼和三楼楼体。

实测场景如图１所示，接收机 ＣＰＥ位置是位于
相对空旷环境，但地面对毫米波基站信号形成反射

环境，使得ＣＰＥ在地面反射环境下的 ＮＬＯＳ位置接
收毫米波信号。

图１　实测场景一

进一步地，如图２所示，分别把半开间内的ＣＰＥ
按东、西、南、北四个朝向进行实测（和图１视角正
好相反，可以看到具有绿地、行道和车棚的完整天

井）。

图２　实测场景二

　　实测 ＢｅａｍＩＤ（波束标识）、ＲＳＲ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ｉｇｎａｌ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Ｐｏｗｅｒ，参考信号接收功率）、ＭＣＳ
（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ｄｉｎｇＳｃｈｅｍｅ，调制编码方案）、
ＢＬＥＲ（ＢｌｏｃｋＥｒｒｏｒＲａｔｅ，误块率）、ＴＨＰ（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ｕｔ，

吞吐率，也简作 ＴＵＰ，分物理层和应用层）以及 ＰＤ
ＣＰ（ＰａｃｋｅｔＤａｔａ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Ｐｒｏｔｏｃｏｌ，分组数据汇聚
协议）数据，具体数据如表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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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实测数据

测试位置
测试

方向
ＢｅａｍＩＤ ＲＳＲＰ ＭＣＳ ＢＬＥＲ

ＴＨＰ

（Ｍｂｐｓ）

ＰＤＣＰ

（Ｍｐｂｓ）

天井底部

半开间

东 １５ －９８ ２０ １０％ ３１１ ２６９

南 １５ －９４ ２２ １０％ ３４４ ２９６

西 ３３ －９６ １４ １０％ １９５ １６８

北 １５ －９０ ２４ １０％ ４０２ ３４６

　　这组数据中，位于天井底部一侧裙楼一楼半开
间内的ＣＰＥ，因在空旷地面反射环境的 ＮＬＯＳ路径

下毫米波衰减小，对毫米波信号的接收数据情况还

是比较理想的（应用层在 ＭＣＳ２８理想值，ＴＨＰ可以
达到均值４５９．７Ｍｂｐｓ，上述四个朝向 ＭＣＳ值和 ＴＨＰ
总体情况除了西向略差，其余均尚可）。

３．２　ＣＰＥ楼梯间位置毫米波信号接收
如图３所示，把ＣＰＥ放置在狭窄空间的楼梯间

内（图１基站所在楼左侧的楼内楼梯间，该楼共五
层，总层数高于基站所在楼）接收毫米波信号。

图３　实测场景三

　　测试共测５个楼层，每个楼层测４个方向，ＣＰＥ朝
北和朝南均距离窗户０．６５ｍ，朝西距离窗户０．４０ｍ，朝
东距离窗户１．２５ｍ。测得的数据如表３所示。

表３　实测数据

测试

位置

测试

方向
波束ＩＤ ＲＳＲＰ ＭＣＳ ＢＬＥＲ

ＴＨＰ

（Ｍｂｐｓ）

ＰＤＣＰ

（Ｍｐｂｓ）

一楼

东 不能稳定捕捉

南 ２８ －９９ ８ １０％ １０６ ９９
西 ２９ －８８ ２５ １０％ ５９４ ５４０
北 ２８ －１０５ １１ １０％ １５８ １１８

二楼

东 ５４ －１０６ １０ １０％ １５４ １１４
南 不能稳定捕捉

西 １５ －９７ ２０ １０％ ５０１ ２５８
北 ５４ －９７ ４５ １０％ １８７ １６８

三楼

东 ５４ －１０５ １５ １０％ １８７ １５２
南 ５４ －９８ ２１ １０％ ５５８ ２９５
西 ５４ －８６ ２２ １０％ ５８２ ５０４
北 ５４ －８５ １８ １０％ ２８２ ２２４

四楼

东 １７ －９９ １１ １０％ １５６ １５１
南 １７ －９５ １６ １０％ ２２４ １９５
西 １７ －８２ ２１ １０％ ５５６ ２５４
北 １７ －７４ ２４ １０％ ４０７ ３６１

五楼

东 不能稳定捕捉

南 不能稳定捕捉

西 １６ －９６ １２ １０％ １８５ １２７
北 １６ －９２ １７ １０％ ２５６ ２０５

　　从上面数据看出，一方面，ＣＰＥ在不同楼层的楼
梯间，其毫米波接收性能是不相同的，即终端高度和

基站高度相对变化时毫米波接收性能会相应变化，

与前述第２节所述理论部分基本相符。另一方面，
在具体某层的楼梯间内，ＣＰＥ不同的朝向其毫米波
接收性能也有很大不同，且由于楼梯间内涉及不同

朝向的ＬＯＳ和ＮＬＯＳ路径下因毫米波信号传播路径

很复杂，已经超出前述第２节所述的理论模型所覆
盖的场景。

具体到不同楼层方面，一楼和二楼距离基站较

远，一楼和二楼的朝东向和朝南向都是完全 ＮＬＯＳ
路径，基本情况差不多，虽然表中反映的是一楼的朝

东和二楼的朝南毫米波信号不能稳定捕捉，但实际

ＣＰＥ位置稍挪动也会存在二楼的朝东和一楼的朝南
不能稳定捕捉毫米波信号的情况；一楼和二楼朝西

向是朝向楼梯间窗户，有比较大的ＬＯＳ概率，ＭＣＳ值
和数据吞吐率都比较高；朝北向都基本靠楼梯斜面反

射，由于楼梯斜面和基站是正对方向，反射的信号还

是有保证的，但由于距离基站较远，数据表现比较勉

强。

三楼和四楼ＣＰＥ位置由于接近基站，各个朝向
都是有效接收数据的。朝西向是朝向楼梯间窗户，

有比较大的ＬＯＳ概率，ＭＣＳ值和数据吞吐率都比较
高，朝东向都背向窗户数据相对较差；朝北向虽然都

基本靠楼梯斜面反射，但由于楼梯斜面和基站是正

对方向，反射的信号有足够保证所以数据也还是有

足够保证，不过也因具体ＮＬＯＳ路径呈现差异；三楼
朝南向和四楼朝南向有一定的差异，这也和三楼、四

楼的具体ＮＬＯＳ路径有一定关系。
五楼楼梯间实际位置是高于具有机械下倾角的

毫米波基站的，朝西和朝北方向有信号是难得的，说

明楼梯间外部存在一定的反射环境，导致可以接收

到一定速率的毫米波信号。

３．３　ＣＰＥ穿楼层局部孔洞外部拉远位置毫米波信
号接收

基于图１和图２，进行 ＣＰＥ相对基站水平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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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穿楼层局部孔洞拉远测试，拉到口字型楼群相对

于基站所在位置的裙楼的对面侧也就是北侧的裙楼

底楼门洞通道的外侧，如图４所示，即已经到了口字
型楼群的外部，以通道外缘为基准分别拉远 ０ｍ，
３ｍ，６ｍ，９ｍ，１２ｍ，１５ｍ六个测试点，每个测试点四个
方向，测得如下数据（表４所示）。

图４　实测场景四
表４　实测数据

测试

位置

测试

方向
波束ＩＤ ＲＳＲＰ ＭＣＳ ＢＬＥＲ

ＴＨＰ

（Ｍｂｐｓ）

ＰＤＣＰ

（Ｍｐｂｓ）

０ｍ

东 ２６ －８５ １５ １０％ ２２０ １９０
南 ２５ －８０ ２５ ９％ ３８２ ３３３
西 不能稳定捕捉

北 不能稳定捕捉

３ｍ

东 ２５ －９７ １４ １０％ ２０１ １７２
南 ２６ －８７ ２６ ９％ ４０１ ３９５
西 ２５ －９５ １２ １０％ １５７ １３３
北 不能稳定捕捉

６ｍ

东 ２６ －１０２ ４ １０％ ６０ ４９
南 ２６ －９９ １０ ９％ １５７ １１５
西 ２６ －１０１ ７ １０％ ９４ ７９
北 不能稳定捕捉

９ｍ

东 ２６ －１１０ ０ １２％ ２６ １９
南 ２６ －９９ １７ １０％ ２５７ ２０５
西 ２５ －１０６ ２ １２％ ５７ ２７
北 不能稳定捕捉

１２ｍ

东 不能稳定捕捉

南 ２６ －１０１ １１ ９％ １５６ １３３
西 不能稳定捕捉

北 不能稳定捕捉

１５ｍ 四个方向 不能稳定捕捉

　　从穿楼层孔洞拉远测试看，毫米波信号强度依
照拉远距离逐渐衰减，从口字型楼群北侧裙楼底楼

门洞通道内的反射、绕射后，还是有一定距离能够有

效通信的，一直拉远到了门洞外部１５ｍ才脱网。
这个拉远测试南向是有部分 ＬＯＳ路径的，但因

裙楼底楼门洞通道空间有限，拉远到较远距离时，

ＬＯＳ概率逐渐降低，直至脱网。
３．４　ＣＰＥ在模拟弱信号状态下的毫米波信号接收

模拟弱信号测试，基站功率下降２０ｄＢ，ｇＮＢ这
项，ＴＸＰｏｗｅｒ也降了 ２０ｄＢ为 ５ｄＢｍ，ＥＩＲＰ降为
３１ｄＢｍ。追加楼梯间弱信号测试并得到数据（表５
所示）。

表５　实测数据

测试

位置

测试

方向
波束ＩＤ ＲＳＲＰ ＭＣＳ ＢＬＥＲ

ＴＨＰ

（Ｍｂｐｓ）

ＰＤＣＰ

（Ｍｐｂｓ）
一楼 四个方向 不能稳定捕捉

二楼

东 不能稳定捕捉

南 不能稳定捕捉

西 ０ －１１１ ０ ９９％ ２０ ０
北 ３４ －１１４ ０ ８７％ １９ ０．９

三楼

东 ３４ －１１９ ０ ９９％ ２０ ０
南 ３４ －１１４ ２ １０％ ３５ ２５
西 ３４ －１０３ １４ １０％ ２０４ １７７
北 ３４ －１００ １７ １０％ ２３０ １９９

四楼

东 ７ －１１４ ０ ９９％ ２０ ０
南 １７ －１１１ ２ １７％ ３９ ２５
西 １７ －９８ １９ １０％ ２８７ ２４５
北 １６ －９８ １６ １０％ ２２９ ２０１

五楼

东 不能稳定捕捉

南 不能稳定捕捉

西 １６ －１１４ １ １０％ ３０ ２４
北 １６ －１１２ １ ２１％ ３０ １９

　　从表５可以看到弱信号下楼梯间信号衰减程度
非常大，楼梯间一楼和二楼覆盖非常弱，基本没有速

率，整体覆盖范围明显减小。此外，之前的强点峰值

速率也明显下降。

毫米波相对于低频会出现近距离完全收不到信

号的情况，这是由于随着频率的升高，电磁传播的粒

子性增强，反射和衍射的特性增强，散射特性降低，

再考虑本身传播损耗就比较大，从而会导致此种情

况发生。

综合ＣＰＥ在非视距、楼梯间、穿楼层孔洞拉远、
模拟低功率场景下毫米波信号接收的数据来看，相

对于大空间室内，楼梯间干扰因素更大，有反射、散

射、小物体阻塞阴影区绕射、衍射参与；毫米波反射

在天井底部一侧裙楼一楼半开间数据良好表现方

面，贡献突出；穿楼层孔洞拉远测试表明，毫米波透

过裙楼底部门洞通道还有一定辐射能力，有反射、散

射、绕射参与。

４　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ＮＳＡ网络架构环境下的 ＣＰＥ在基站底

部非视距路径、楼梯间以及穿楼层局部孔洞拉远等

相关弱信号场景多向接收室外５Ｇ毫米波基站信号
试验发现，除了毫米波在纯地面反射的 ＮＬＯＳ路径
下衰减不严重外，其余弱信号下衰减均非常严重，毫

米波这种源于对几何阻塞的脆弱性和传播环境的敏

感性造成的高路径损耗会最终形成时间和空间上的

不平衡性，呈现稀疏的信道特征。

但是，实验也发现毫米波反射、散射、绕射确实

弥补了相当程度的辐射能力，这是增强基站近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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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复杂环境下ＣＰＥ接收毫米波信号的有效方式，为
此可以基于此方面进行针对性的接收环境和接收设

备性能增强改进。

４．１　接收环境方面的增强措施
基站侧增强多站覆盖和协作，使得单基站近处

局部复杂环境得到其他基站信号增强覆盖［５，７］。

在普遍接收信号弱点方向集中区，找到合适的

界面位置，如墙体、广告牌等，加装基于界面电磁学

技术的毫米波相控阵天线，对基站毫米波信号进行

反射或透射，实现毫米波信号增强［１］。

基站近处局部复杂环境特别是室内加装有源室

分微基站，强化热点覆盖。

４．２　接收设备方面的增强措施
毫米波基站内部天线阵列后方增加反射透镜，

增强集中弱信号拉远区的信号强度［９］。

ＣＰＥ设备本身增加旋转性，通过人工智能统计
信号强区，实现自适应旋转到信号强度高的方向进

行信号接收。

ＣＰＥ设备分拆为室外和室内部分或者 ５Ｇ通
信部分和 Ｗｉｆｉ通信部分，室外部分或５Ｇ通信部分
在信号强区接收的毫米波信号经有线线缆传到信

号弱区的室内部分或 Ｗｉｆｉ通信部分转换为 Ｗｉｆｉ信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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