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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篇小说《麋骨之壤》是２０１８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波兰作家托卡尔丘克的代表作之
一。该小说聚焦于动物保护主义者的凄厉诉求和悲惨命运，把犯罪谋杀故事的通俗性和生态叙事的

先锋性融于一体，呼唤现代人生态意识的觉醒，超越物种歧视，与其他自然生命共生共荣。该小说题

材独树一帜，构建了一种孤独个人反抗庸众的启蒙叙事，其互文和反讽手法增强了小说的艺术魅力。

不过，该小说缺乏动物视角和复调叙事，生态维度和灵魂维度缺乏平衡，从而使其思想深度和艺术魅

力都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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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推进，现代人日益以征
服自然、支配自然为能事，对动物也日益残暴；但与

之同时，动物保护运动、环境保护运动也风起云涌，

水涨船高，越来越多的现代人意识到生态危机的严

峻，意识到保护动物的重要性。反映到世界文学中，

生态文学日益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越来越多的作家

投身其中，细诉原委，摇旗呐喊。荣获２０１８年诺贝
尔文学奖的波兰女作家托卡尔丘克便是一个典型，

她是坚定的环保主义者、素食主义者，她对现代文明

造成的气候危机、生态危机忧心如焚，在小说中屡屡

反映严肃的生态问题。她的长篇小说《糜骨之壤》

出版于２００９年，犀利地呈现了现代文明的生态盲
区，聚焦于动物保护主义者的凄厉诉求和悲惨命运，

把犯罪谋杀故事的通俗性和生态叙事的先锋性融于

一体，呼唤现代人生态意识的觉醒，超越物种歧视，

与其他自然生命共生共荣。

一、现代文明的生态盲区及危害

《糜骨之壤》讲述的是弱者为谋求动物权利而

大胆谋杀人的凄厉故事。小说主人公名叫雅妮娜·

杜舍依科，年轻时曾当过桥梁建筑工程师，在叙利

亚、利比亚建造过桥梁，但因为身体的病痛不得不返

回波兰，先后干过多种工作，快退休时好不容易来到

波兰和捷克交界的普瓦斯科维什高原，远离城市，靠

近森林，买了座小房子栖身。小村子只有不多的几

座房子，大部分是城市人春夏季节度假用的，到了漫

长的冬天，只有杜舍依科和两位男邻居留守。杜舍

依科成了邻居房产的看护人，还被聘为邻近小镇小

学的英语教师。杜舍依科坚持素食，喜欢森林里的

野生动物，与两只狗相依为命。但当地小镇的男人

们喜欢到森林里狩猎，杜舍依科屡次向警察局、市政

局反映问题，呼吁保护动物，当局均不闻不问。最令

她无法忍受的是她的两条狗居然被猎人们当作猎物

打死，于是她决定代替动物复仇。她在半年多时间

里先后谋杀了一个名叫大脚的盗猎者、小镇警察局

长、首富福南特沙克、一个被称为董事长的成功人

士，还有沙沙神父。同时，她也向市政局管理人员、

在教堂向神父和信众反复申说人类残害动物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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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呼唤保护动物权利。最后她在朋友的帮助下逃

脱警察的追捕，来到一个原始森林的昆虫观测站暂

避风险。

贯穿整部小说的根本冲突是猎杀动物的男人和

保护动物的女人之间的冲突，最终这种冲突以弱者

的绝望反抗和强者的惨遭谋杀为结束。而要理解这

种冲突，则需要更为宏大的社会历史文化视野。

首先，必须关注的是，现代文明过于强硬的人类

中心主义造成了特定的生态盲区。自从现代文明转

型以来，人类中心主义一直是最强音。无论是西方

文艺复兴还是启蒙运动时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都是人类中心主义，都只承认人类的内在价值，而不

承认非人类生命的内在价值，培根、笛卡尔、康德等

现代性的奠基哲学家无不如此。

在《糜骨之壤》中，除了杜舍依科和昆虫学家波

罗斯之外，其他所有人都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信徒，尤

其是警察局长、福南特沙克、董事长、沙沙神父等社

会的头面人物，他们拥有金钱、权力、意识形态控制

权，但在他们看来，狩猎野生动物是天经地义之举。

当杜舍依科在森林里发现一只被打死的野猪，向市

政局管理人员告状时，管理人员大惑不解，说她对动

物比人有着更多的同情。其潜在之意，却是对杜舍

依科过于关心动物的人类中心主义式的谴责。当狗

被猎人打死后，杜舍依科非常悲痛，因为她把狗看作

唯一的亲人，家庭的一分子，看作她的女儿，但是沙

沙神父却说她是在亵渎上帝，“不可将人与动物相

提并论。建这种墓地是罪过，是人类的傲慢。上帝

将动物置于低人一等的位置，它们应该服从人类。

……动物没有灵魂，非不朽之身，不会得到救

赎”［１］。对于沙沙神父而言，上帝只是人类的上帝，

不可能是动物乃至植物的上帝，因此人类不可能超

越人类中心主义，把道德的范围扩展到其他自然生

命。正是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盲区，造成了小

镇狩猎队的肆无忌惮。沙沙神父不惜以宗教形式为

猎杀行为做辩护，“猎人是上帝的使者与伙伴，他辅

助上帝创造并照顾动物们。人类生活的大自然需要

我们的帮助才能生生不息。猎人们狩猎符合捕猎法

则”［２］。但是，无论沙沙神父如何辩护，都无法改变

猎人残杀野生动物的事实。

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很容易塑造出无限度地

掠夺大自然的贪婪之人。例如《麋骨之壤》中的大

脚就是这种典型人物，他丑陋粗鄙，心智混沌，出生

于普瓦斯科维什，对当地森林非常熟悉，但是他能够

想到的只是靠山吃山，“他把森林当作自己的私产，

森林里的一切都属于他，一个典型的掠夺者……大

脚依旧是走着他的老路，肩上扛着捕猎网，发出残暴

的喊叫声，就像一个小小的、凶狠的精灵，恶毒且喜

怒无常。他总是醉醺醺的，也许酒精激发了他潜在

的邪恶。他会用棍子敲打树干，好像要将它们从他

的道路中间推开。他似乎是在醉酒的状态下出生

的”［３］。他不会欣赏森林之美，也不会关心麋鹿的

生存权利，因此他参与狩猎，杀死麋鹿之后，大吃鹿

肉。而福南特沙克开办狐狸养殖场，也是不择手段

地残害动物生命。至于警察局长、董事长、沙沙神父

等人无不痴迷狩猎，都是不知悔改的自然掠夺者形

象。

其次，需要关注的是现代文明阴暗的异化力量。

美国生态思想家斯普瑞特奈克曾说：“现代世界观

强行造成了人与周围自然界、自我与他人、心灵与身

体之间的破坏性断裂。”［４］现代文明强调人类中心

主义，信奉主客二元论，推崇工业化、城市化，塑造出

脱离血缘共同体和地域共同体的原子化个人，结果

让人日益远离大自然，陷入个人主义的孤立陷阱，甚

至不可避免地出现身心异化的悲剧。

在《麋骨之壤》中，托卡尔丘克对个人主义的生

命困境有着颇为深邃的描绘。如警察局长、福南特

沙克、董事长这样的所谓成功人士，他们相信个人奋

斗，相信要在社会上攫取金钱、权力和地位；但是他

们纵情声色，普遍缺乏同情心，呈现了成功人士的人

性沦落。而像杜舍依科这样的人物，自己甘愿处于

社会的边缘，处于寂寞无闻的状态，也有一种失落

感。在个人主义的功利主义价值体系中，杜舍依科

和迪迦、“鬼怪”“好消息”等人都是失败者，是社会

的冗余物。当然更为可怕的困境是———个人主义使

得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变得极为艰难。作家“灰女

士”曾对杜舍依科说：“有时我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

想象的世界里。我们可以给自己设定什么是好，什

么是坏，自己描绘意义的地图……之后便穷尽一生

为自己设想的东西奋斗。问题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意义图景，正是因此人们才难以互相理解。”［５］的

确，现代文明就是上帝已死、诸神纷争的时代，每个

人都执着于自己的价值体系、意义图景，于是自我与

他人难以理解，深沟大壑包围了人。因此，小说《麋

骨之壤》也可以看作是一部现代人与人之间无法理

解的观念悲剧。

身体—生态叙事也是《麋骨之壤》中的一个重

要亮点。托卡尔丘克对人的身体颇感兴趣，认识到

身体与大自然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她借女主人

公杜舍依科之口说：“脚上藏着关于人类的所有秘

密，它能告诉我们身体的重要意义，即我们是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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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与自然的关系。它与大地接触，而正是这个大地

与人体的接触点上藏着所有的秘密———我们是由物

质构成的，但是我们却不知道这一点。脚是我们的

插头。”［６］然而现代人远离大自然，不但无法通过脚

这个插头与大自然联通，而且往往以脚践踏大自然。

正是远离了大自然，人的身体似乎也退化为没有生

机的惰性物质，例如小说开篇就写到大脚死后尸体

的丑陋与枯萎。远离了大自然，身体也很难维持健

康，例如杜舍依科就被身体的各种病痛缠绕，似乎表

明了大自然的生态危机和个人的身体病痛正是一体

两面，大自然和人的身体是唇齿相依、息息相关的。

可以说，正是现代文明过度强硬的人类中心主

义价值取向造成的生态盲区，再加上过度的工业化、

城市化使得现代人日益远离大自然，陷入个人主义

的生活困境，造成身心异化；现代人把大自然降格为

资源库和垃圾场，任意掠夺，肆意妄为，于是自然溃

败，生态危机爆发，现代人饱尝生态破坏之恶果。在

《麋骨之壤》中，托卡尔丘克对现代工业化、城市化

对生态的破坏忧心忡忡。小说写到普瓦斯科维什的

采石场，“采石场一点一点地侵蚀了这个地方，最后

用自己的铲子将普瓦斯科维什吞没。好像曾经还有

计划要重启采石场，也许那时，我们已消失在被机器

吞蚀的地球表面”［７］。现代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机

器不断吞蚀地球的过程，就是机器到处摧毁原生态

的大自然的过程。最终当普瓦斯科维什被铲子吞没

时，现代人也将死无葬身之地。

二、生态人格的崇高与悖谬

当然，《麋骨之壤》的最大贡献是塑造了杜舍依

科这种独特的生态人格。杜舍依科是一个生性敏

感、性情极为矛盾乃至暧昧的人。她主动疏远他人，

和男邻居“鬼怪”一样较为孤僻，即使寒冬到来，也

依然坚持住在普瓦斯科维什小村。她敢于坚定地代

表动物向大脚、警察局长等人复仇，先后杀死他们，

但是不能说她具有反社会、反人类人格，她对待无法

适应社会的男学生迪迦和不得不到二手店里当售货

员的小女孩“好消息”都非常友善，与男邻居“鬼怪”

也合得来，和昆虫学家波罗斯更是情投意合。真正

让她成为小镇中与人格格不入的疯老太婆的是：她

坚持反对男人们狩猎，反对残害动物；她为了保护动

物，不惜向人类复仇的坚定意志和残忍举动。为了

阻止小镇男人们的狩猎，保护森林中的鹿、野猪等野

生动物，杜舍依科曾经当面冲撞狩猎队，驱赶他们，

但是无济于事；她还曾经无数次跟踪大脚，搜集他为

野生动物设置的铁丝陷阱；她屡次到市政局、警察局

去告状，但同样无济于事。当她发现被无辜杀死的

动物后，她就把这些动物埋葬在一起，修建了墓园。

可以说，如果能够以合法合理的手段阻止小镇男人

们狩猎，能够保护野生动物，杜舍依科绝对不会铤而

走险，连毙数命。这无疑是当今社会动物保护主义

者与人类中心主义者决绝冲突的悲剧。

深入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杜舍依科也是现代社

会中的一个悲剧典型。托卡尔丘克在塑造杜舍依科

这个形象时，特别强调了两点：一是杜舍依科痴迷于

占星术，另一是她极端爱护动物，是个坚定的素食主

义者。占星术往往把人的性格、命运看作是被他出

生时的星座决定的。占星术在现代社会中再次勃然

兴起，与现代人的生存状况有关。现代人告别了稳

固的精神信仰，也告别了稳定的家园和工作，四处漂

泊，居无定所，很容易产生人生的无所归依、命运飘

忽不定之绝望感。而占星术的决定论，似乎让人捕

捉到了一种人生的稳定感。杜舍依科曾说：“对我

这个年纪的人来说，已经没有哪个地方能够让我产

生归属感，让我真正眷恋。那些度过童年与青春的

地方、昔日度假的乡村、初恋时那个长椅不太舒服的

公园、曾经生活的城市、咖啡店和家，都已不复存在。

让人更心痛的是，即便它们的形态外观依旧，也早已

人去楼空只剩空壳。我无处可归，似是被锁在囚

笼。”［１］１７９杜舍依科的“无处可归”感，就是托卡尔丘

克的《云游》等小说中反复描绘的现代人漂泊无根

的生存状况。占星术的决定论，恰恰是针对这种

“无处可归”感的一种安慰剂。

当杜舍依科这样无处可归的现代人要寻找人生

的归宿和情感寄托时，她往往更倾向于到大自然中

去，到动物身边去。这也正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城市

化进程日益高涨，越来越多的人渴望大自然，渴望返

回荒野，也渴望养育宠物的根本原因。杜舍依科非

常喜欢独自在森林漫步，观看鸟飞兽奔，感悟万物生

机……在森林中看到田鸫和喜鹊时，杜舍依科会由

衷地感叹：“世界是多么的伟大，到处是蓬勃的生

命。”［１］１１０正是万物蓬勃的生命感染了她，使得她暂

时摆脱身体病痛的折磨，感受到生命的美好。而且

杜舍依科的生态视野非常开阔，想象力丰富。“在

田间或野地徘徊时，我喜欢想象这里百万年后的样

子：还会有一样的植物吗？天空的颜色还是这样吗？

地壳板块会移动而形成山脉吗？是否会出现海洋？

在海浪的缓慢移动中地点一词将不再被使用？但有

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这些房子一定不在了。

我的努力像针头一样渺小而微不足道，正如我的生

命。”［１］６０可以说，大自然的宏大解救了现代人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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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中心主义的困扰，让人能够从更为宏大的层面

来把握生命、理解自我，意识到自我的渺小，这恰恰

意味着精神的破壳而出。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杜舍依科能够建立较为自

觉的生态整体观。现代文明素来推崇原子化的个人

主义，但是生态意识强调万事万物的普遍联系，正如

德国哲学家萨克塞所说，生态学“要把它理解为研

究关联的学说”［３］３。其实，生态世界观就是对现代

性的个人主义、分离主义的后现代克服。杜舍依科

也从占星术和大自然那里领悟到万事万物间普遍的

生态联系，她曾说：“人必须睁大眼睛来关联事实，

从别人看到的不同之中找到相似。必须记住，一些

事件有可能发生在不同的层面上。换而言之，许多

事情有可能是同一事件的不同方面。整个世界是一

张巨大的网，一个整体，没有任何事物是孤零零的存

在。世界上每一个最小的碎片都与其他的一切经由

复杂的通信宇宙联系在一起，而这个宇宙很难渗透

进平庸的心灵。”［１］６１所谓平庸的心灵，就是那种相

信个人主义、无法感知到万事万物的普遍联系的世

俗者的心灵，他们往往受困于孤独，于是渴望通过占

有更多的物质财富来填补心灵的孤独，最终造成对

大自然的摧毁性压力。更为重要的是，杜舍依科能

够从生态整体观的层面上超越狭隘的功利主义，承

认所有生命都有其内在价值。例如，她曾说：“可我

们为何要做有用之人，对谁有用？是谁把世界划分

为有用和无用，又有什么依据？难道飞廉就没有活

着的权利？在仓库里偷吃粮食的老鼠呢？还有黄

蜂、雄蜂、野草和玫瑰，它们都没有权利活着吗？谁

有这样的智慧去评判孰优孰劣？一棵大树蜿蜒曲

折，满身树洞，却能免遭砍伐而屹立百年，只因无法

用来制作任何东西。像这样的例子使我们这样的人

受到不少鼓舞。人人皆知有用之用，却不知无用之

用。”［１］２７３想不到后现代社会中的杜舍依科，居然能

够和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哲学家庄子一样领悟到“无

用之用”的真理。而且，她大声地为黄蜂、雄蜂、野

草、玫瑰做辩护，认为它们也有活着的权利，这是彻

底的生态中心主义立场。

引人注目的是，杜舍依科还具有非常明确的生

态理想。小说第六章里曾写到她的理想：“半梦半

醒之间，我会想到捷克，以及在它之后美丽、柔软的

国家。那儿的一切都沐浴在阳光下，散发着金色的

光芒。田地在桌山脚下呼吸，它们的存在只是为了

释放美丽。那里道路笔直、溪流清澈，家家户户的小

院里都养着摩弗伦羊、
!

鹿，小野兔在谷物堆里嬉

戏。他们把小铃铛绑在收割机上，以此用温和的方

式把小动物们吓到安全距离以外的地方。人们不紧

不慢、互不争抢、不会白日做梦，满足于自身和自己

所拥有的东西。……宇宙中有一个地方，还没有毁

灭，那里的世界还没有颠倒，伊甸园依然存在。”［１］９２

杜舍依科的理想，就是人能够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就

是现代人不能放纵欲望，就是人的生活、生命丰富多

彩，自由自在。

当然，最能够凸显杜舍依科的生态人格特征的

是她为动物权利的辩护，是她反对人类杀害动物。

小说第七章《给贵宾犬的演讲》中，杜舍依科在市政

局向管理人员申诉，意味着她在替动物向人类的权

力申诉。她说：“动物能展现一个国家的真相，尤其

是这个国家对待动物的态度。如果人们对动物残酷

行事，那么民主就只是空谈，毫无用处。”［１］１１２国家向

来是人类的组织方式，民主也只是人类的政治运作

方式，但是在杜舍依科看来，人类如果不能善待动

物，国家和民主就不可能是文明的，而只是野蛮。杜

舍依科对人类残害动物、食肉的控诉，是声色俱厉

的。她说：“当你们经过商店的橱窗，上面挂着刚从

尸体上砍下来的一大块鲜红的肉，你们会认为这是

什么？你们根本不会去想，对吗？或者这么说，当你

们买肉串或排骨时，实际拿到的是什么？没有什么

可怕的吧。犯罪已变得习以为常，成了我们的日常

行为。每个人都在爱犯罪。如果集中营成为常态，

世界就会变成这个样子。没有人会觉得有什么奇怪

的。”［１］１１７的确，成千上万年来，大部分人都吃肉，但

极少有人去考虑吃肉对动物的残害，更不会把吃肉

视为犯罪。但是习以为常，并不意味着正确；每个人

都在犯罪，并不意味着这犯罪就属正常。如果能够

稍稍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积习，食肉便会成为难题，

素食便是首选。杜舍依科还说：“这是一个什么样

的世界？动物的身体被制成鞋子、肉丸、香肠、鞋、沙

发、床下的地毯，骨头被熬成汤……肚子上的皮变成

了人们肩上的包，保暖用的是动物的皮毛，吃着它们

的身体，将它们切成小块放到油锅里炸……这一切

的噩梦都是真的吗？这是大规模的杀戮，残忍而冷

漠，没有丝毫的反思和良心的谴责。也许思想都慷

慨地赋予了哲学和神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杀戮和痛苦已成为常态？我们究竟哪里出了问

题？”［１］１１８这是对肉食者、残害动物者最严厉的控诉！

这也是生态良知率先觉醒的人的绝望呐喊！也许能

够听得进去的人终究只是少数，但即便如此，这也是

人类最深情的良知！无论我们有多少理由反对弃荤

茹素，但像杜舍依科这样反对残害动物、食用动物，

应始终是令人敬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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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肉者始终认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即使他

最终同意在人与人之间放弃这种法则，但往往也绝

对不愿意在人与动物之间放弃这种法则。但是对于

生态道德彻底觉醒的人来说，人不该认同弱肉强食

的丛林法则，而应该把动物视为等待人类来照顾、安

抚、指引的弱者，人道精神应该拓展为众生平等的生

态智慧。正如生态哲学家罗尔斯顿所说：“人不应

‘轻视’‘较低的’生命物种，但也只有人才能‘关

照’或‘照料’所有其他的生命物种。”［４］９８的确，这才

是人与动物乃至其他自然生命之间最美好的道德关

系。无独有偶，杜舍依科也提出这样的动物伦理，她

说：“事实上，人类对野生动物负有重要责任，在生

存和适应环境方面提供帮助，给予它们对等的关怀

和爱护，因为在这方面它们给予我们的要比自己得

到的多得多。要保证它们能够有尊严地活着，给它

们买单，使它们能在每学期的营养成绩册上拿到学

分。……人们对动物负有责任，这个责任就是带领

动物在下一世的生命中走向解放。从依赖到自由，

从惯例到自由选择，我们所有人都朝着同一个方向

前进。”［１］１１７人类应该关怀和爱护野生动物，而不是

杀死它们，把整个世界变成地狱；人类应该意识到包

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都渴望自由，朝向自由，因此

囊括众生的生态道德亟须建立。

众所周知，西方文明也称为基督教文明，要让动

物保护思想深深植入现实社会生活，就必须与基督

教文明相结合。但是基督教文明长期奉行较为鲜明

的人类中心主义，历史学家林恩·怀特早就指出生

态危机和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之间的紧密关系。

当然，基督教文明中也可以寻找出动物保护、生态智

慧的全新路径，例如莫尔特曼在《创造中的上帝》

中，就致力于阐释基督教的生态神学。杜舍科依在

教堂里当面反驳沙沙神父的狩猎辩护，更是令人震

惊。杜舍依科认为：“上帝如何能同时聆听全世界

那么多的祷告呢？要是它们互相矛盾怎么办呢？上

帝会听混蛋、魔鬼和恶人的祈祷吗？他们会祈祷吗？

有没有上帝不存在的地方？上帝会存在于狐狸养殖

场吗？他会怎么看待那个地方呢？上帝会在福南特

沙克的屠宰场吗？他去那儿吗？我知道这些问题既

愚蠢又天真，神学家们一定会笑话我。”［１］２５６人类想

当然地把上帝视为人类的上帝，但如果他是真的上

帝，必定同时也是所有众生的上帝，否则他就只是人

类崇拜的偶像。当沙沙神父认为动物没有灵魂，认

为猎人狩猎、杀死野生动物是为上帝管理这个世界，

是促进大自然的和谐时，沙沙神父无疑是人类中心

主义的典型代表。因此杜舍依科把沙沙神父视为谋

杀犯，认为他在讲道坛上教唆犯罪，要让他滚下讲道

坛。这是动物保护主义者直捣黄龙般的振奋壮举！

当杜舍依科反对狩猎，反对人类残害动物、食

肉，积极地守护森林、守护野生动物时，她的生态人

格是崇高的，是令人敬仰的。但是，当她说自己只是

动物向人类复仇的工具，代替动物去杀死狩猎者时，

她就蜕变成了一个令人畏惧的复仇女神了，她的生

态人格便呈现出悖谬的一面。杜舍依科说：“它们

在这么多人里选中了我，也许是因为我不吃肉。而

且它们也希望我能以它们的名义继续行动。它们就

像休伯特遇见的那只麋鹿一样出现在我面前，让我

在隐匿的角落，成为正义的惩罚之手。不仅是为了

鹿，也是为了其他所有动物讨回公道，因为它们在议

会里没有发言权。”［１］２７９的确，动物没有人类一样的

语言，无法直接向人类争取权利，于是必须由动物保

护主义者代为言说。但是当杜舍依科把自己视为正

义的惩罚之手时，她也许就已经僭越了上帝的位置，

就像她自己批判那些狩猎者站在狩猎塔上掌握着其

他动物的生杀大权，变成篡夺王位的暴君一样。她

还说：“如果是恶创造了世界，那么善就一定将之摧

毁。”［１］２８３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善只知道摧毁的

话，所谓的善便沦为了彻底的恶。

彼得·辛格和汤姆·里根被视为欧美动物解放

运动的理论旗手，他们都旗帜鲜明地反对在保护动

物权利时运用暴力。彼得·辛格在《动物解放》中

写道：“假如有动物解放运动的成员，试图用伤害人

身的方式来达到目的，即使只是很少数，都会犯灾难

性错误。有些人认为让造成动物痛苦的人受苦，是

罪有应得。我不相信报复，要是我相信的话，这会损

害我们终止动物痛苦的任务。要做到使动物免遭痛

苦，必须改变我们社会中有理智的人们的思想。我

们或许以为，虐待动物的人是无情的和麻木不仁的，

但是，如果我们伤害了这些人的身体，或者威胁要进

行伤害，我们自己也变得残忍和麻木不仁。暴力只

能孕育更多的暴力。”［５］５在彼得·辛格看来，动物解

放运动只能走甘地和马丁·路德·金所倡导的非暴

力道路，舍此别无他途。汤姆·里根也曾说：“动物

权利倡导者必须明确公开地从根本上远离纵火犯和

其他暴力犯罪。”［６］２４并不是辛格、里根不爱护动物，

不为人类残害动物的罪行感到愤慨，而是他们深切

知道如果以暴制暴，最终只能导致更为可怕的暴力，

只不过让当事人快意一时，但终究于事无补，甚至使

得生态更趋恶化。

三、生态叙事的特质与局限

就生态叙事而言，《麋骨之壤》的题材独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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帜，给读者深刻印象。欧美作家展开生态叙事，与美

国好莱坞电影的癖好不约而同，多喜欢以科幻小说

展开，著名的有君特·格拉斯的《母鼠》、多丽丝·

莱辛的《幸存者回忆录》、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

《羚羊与秧鸡》《洪水之年》等长篇小说，也许此种叙

事有利于以极端的想象震惊读者，促人梦醒。至于

爱德华·艾比的长篇小说《有意破坏帮》讲述了环

保激进分子阻挠美国西部土地开发的故事，法利·

莫厄特的《被捕杀的困鲸》《与狼共度》《屠海》《鹿

之民》主要关注加拿大人过度屠杀鲸鱼、狼、驯鹿等

造成的生态危机，艾特玛托夫的长篇小说《崩塌的

山岳》则讲述了吉尔吉斯斯坦生态意识觉醒的记者

如何保护天山雪豹免遭中东石油大亨的猎杀。而中

国的生态叙事多关注局部地区的物种灭绝或生态恶

化等问题，较著名的有叶广芩的《老虎大福》、陈应

松的《豹子最后的舞蹈》、李克威的《中国虎》、贾平

凹的《怀念狼》等小说关注老虎、豹子、狼等明星物

种的灭绝命运；杨志军的《环湖崩溃》、姜戎的《狼图

腾》、杜光辉的《可可西里狼》、吴仕民的《故林旧渊》

则关注青海湖区、内蒙古草原、可可西里、鄱阳湖区

等地区的生态恶化问题；而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

右岸》则关注东北大兴安岭森林遭伐、鄂温克人的

生活模式被迫改变等问题。应该说，在世界范围内，

像托卡尔丘克《麋骨之壤》这样关注当今社会中的

动物保护主义者，并彰显出他们孤注一掷敢于以非

法的暴力手段反抗残害动物者的悲剧精神，的确是

空谷足音，弥足珍贵。

在艺术手法上，《糜骨之壤》采用了悬疑犯罪小

说的形式，极大地增强了小说的阅读趣味。世界文

学作品中的生态叙事要么采用科幻形式，要么采用

现实主义形式。科幻多刺激，能够引起人的好奇与

兴趣，但是未必适合激发读者的生态意识，读者往往

会认为所谓的生态危机都是未来的，与当下无关；而

现实主义的生态叙事，往往过于拘泥于现实，缺乏足

够的艺术距离感，很难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而

《麋骨之壤》关注的是现实社会中的动物保护问题，

但采用的是悬疑犯罪小说的形式，既容易激发读者

的阅读兴趣，又容易促使读者反思人与动物的关系，

反思动物权利问题。《麋骨之壤》开篇就写杜舍依

科和邻居“鬼怪”一起处理突然死亡的大脚的尸体，

随后小镇上开始相继出现警察局长、福南特沙克、董

事长等人的蹊跷死亡，当小镇人都人心惶惶时，杜舍

依科却说是动物在复仇；读者急于想知道他们的具

体死因，最终沙沙神父被烧死后，杜舍依科给“鬼

怪”、迪迦他们拿出了一张照片，那是狩猎队炫耀猎

物的照片，照片上就有杜舍依科的被杀死的两只狗，

于是真相大白，杜舍依科承认了所有谋杀，但是她坚

称自己是代替动物复仇。杜舍依科敢于挑战人类优

先的不成文法，敢于为了保护动物而去杀人，这的确

是对所有人类中心主义者的当头棒喝，也以凌厉的

姿态逼迫现代人直视动物的生存权利问题。

《糜骨之壤》具有较为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还

在于它有意构筑了一种孤独个人反抗庸众的启蒙叙

事。众所周知，启蒙运动直接塑造了现代文明的基

本框架，但是当现代文明造成了全球性生态危机，以

生态文明为导向的第二次启蒙就变得迫不及待。杜

舍依科就是一个孤独的生态英雄，她认识到现代文

明的生态盲区，深深地领悟到生态智慧的核心内涵，

呼唤人们从对动物的残害中觉醒过来，尊重动物，敬

畏生命。但她所领悟到的生态智慧，在当今社会还

只有少数人才拥有，大多数人还沉浸于人类中心主

义的价值偏见中，对生态危机不闻不问，对动物的痛

苦置若罔闻。因此在小镇的世俗人眼中，杜舍依科

是一个失去理性的疯狂老太婆；但是从生态智慧的

角度来看，杜舍依科却是一个孤独的先知先觉者。

杜舍依科单枪匹马地反对小镇上伤害动物的人们，

就像易卜生话剧《人民公敌》中的斯多克芒医生维

护真理、反对当时的社会一样。让孤独个人反抗庸

众的启蒙叙事与生态叙事相结合，极大地增添了生

态叙事的艺术魅力。应该说，这种启蒙叙事与生态

叙事的结合，在中国当代小说及电影中也有所表现，

如雪漠的《大漠祭》、杜光辉的《可可西里狼》等长篇

小说，以及陆川导演的电影《可可西里》等。这也体

现了人性和艺术的普世性。

互文与反讽，也是《麋骨之壤》增添生态叙事艺

术魅力的两种策略。首先谈互文。小说篇名就引自

威廉·布莱克的《天堂与地狱的婚姻》中的《地狱的

箴言》，原意为“用你的犁碾过亡者的尸骨吧”，表达

的是布莱克离经叛道、勇往直前的先知精神。而

《麋骨之壤》中的杜舍依科，就是一位布莱克式的先

知先觉者，她为了保护动物敢于谋杀狩猎者，也是用

她的“犁碾过死者的尸骨”。因此两者构成一种互

文关系。此外，该小说每章前面都引用了一句威

廉·布莱克的诗歌，其中大多数与动物有关，多是呼

吁人们能够聆听动物的痛苦申诉的。例如，第二章

开篇引用的诗歌是：“一只狗饿死在主人门前，这预

示着国家的毁灭。”［１］１９第七章引用的诗歌是：“在路

边被虐待的马，呼唤着天堂，要人类血债血偿。”［１］１０５

第十章引用的诗歌是：“切勿屠戮飞蛾与蝴蝶，因为

审判即刻将至。”［１］１６２第十一章引用的诗歌是：“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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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知更鸟被困于囚笼，天神为之震怒。”［１］１７６如此等

等，不一而足。这些诗句形象凝练，又震撼人心，与

小说主人公杜舍依科的动物保护旨趣不约而同，构

成言简义丰的互文关系。

其次谈反讽。反讽体现在小说第十五章《圣休

伯特》中。圣休伯特在成为圣人之前，是个败家子，

钟情于打猎和杀戮。一次打猎时，他在猎物的头上

看到了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于是他跪下来，认识

到自己此前的罪孽深重，痛改前非，誓不杀生，最终

成为圣人。圣休伯特应该成为动物的守护圣人，但

是小镇上的人们居然把他视为猎人的守护神，沙沙

神父还在讲道台上大讲猎人是如何帮助动物的。因

此杜舍依科早就看出了其间的反讽关系，以至于她

当着众人的面大声叱责沙沙神父。互文和反讽，使

得《糜骨之壤》与更有影响力的历史文本产生联系，

极大地扩展了小说的阐释空间。

当然，托卡尔丘克《糜骨之壤》的生态叙事也存

在着局限。首先，动物视角的阙如，导致了该小说生

态叙事的意义空间变得逼仄。文学的根本要义乃是

促使人不断地转换眼光，体验不同的世界。对于生

态叙事而言，尽可能地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偏

见自然是重要的，但是若能够以动物视角乃至植物

视角来呈现这个世界，对于扩展人的生态体验，无疑

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例如艾特玛托夫的长篇小说

《断头台》，有意在人和狼的视角之间自如转换；他

的另一长篇小说《崩塌的山岳》则纳入了箭雪豹的

视角，因此构建出更为震撼人心的生态叙事，更有利

于促进人的生态意识的觉醒。陈应松的中篇小说

《豹子最后的舞蹈》，采用的就是豹子的视角，读来

如泣如诉，具有极大的震撼力。而《麋骨之壤》从头

到尾采用的是杜舍依科第一人称“我”的讲述，涉及

的动物如麋鹿、野猪、狗等都是沉默的，好像动物保

护问题只是人与人之间的观念较量与搏斗。这种叙

事，无疑极大地限制了生态叙事的复杂性。

其次，《糜骨之壤》缺乏呈现多种声音的复调叙

事，制约了生态叙事的深度。陀思妥耶夫斯的小说

总是尽可能地呈现不同的声音，让立场不同的人物

彼此辩难，让不同的价值观彼此碰撞，他却往往隐身

其后。这种叙事立场被巴赫金称之为“复调叙事”。

应该说，《糜骨之壤》涉及的动物权利和动物保护的

主题在当代社会中具有极大的争议性，恰恰是各种

价值观聚讼纷纭之地；更具有艺术魅力的生态叙事，

应该致力于呈现各种价值观、各种声音的纷争、复

调，那样更有利于生态意识的引导。但是《麋骨之

壤》始终只有杜舍依科一个人的声音，其他人如大

脚、警察局长、沙沙神父等的声音都被尽可能地遮蔽

起来了，或者以漫画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如此一来，

虽然能够增加杜舍依科动物保护主义者声音的分贝

和犀利，但因为没有其他价值立场的颉颃竞争，杜舍

依科的声音很容易变得声嘶力竭，生态叙事的深度

也就无法呈现出来。

最后，《糜骨之壤》没有处理好生态叙事的生态

维度和灵魂维度的关系。托卡尔丘克在诺贝尔文学

奖的获奖演说《温柔的讲述者》中曾说，灵魂是世界

上最伟大、最温柔的讲述者。此言堪称真知灼见。

但需要说明的是，最好的文学是灵魂在讲述自己在

这个世界上的漫游、沉沦、超越、悲歌的历程。换而

言之，最好的文学是灵魂自己要出场的文学。就

《麋骨之壤》而言，杜舍依科在表达她对于动物的观

点时，她呈现了灵魂伟大的一面，光明的一面；但是

当她面对自己要杀死或已杀死的狩猎者时，她的灵

魂之光就熄灭了，她的良知便沉沦了。小说写到杜

舍依科看着大脚的尸体时，“我突然产生一种想法，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脚之死可能是一件好事，使他摆

脱了这一生的困境，也从他手里拯救了那些鲜活的

生命”［１］７。杜舍依科看到大脚死后，没有任何良心

上的不安和愧疚，居然感到死亡是一件好事。这是

何等令人恐怖的心理反应！她还曾反复说自己只是

动物复仇的工具，但是人之为人，可贵的恰恰就是他

不能满足于当工具，他还有自己的良知判断、自己的

灵魂审视。当良心的声音熄灭时，灵魂也就沉寂了。

如果托卡尔丘克在塑造杜舍依科的生态人格时，同

时能够充分地呈现杜舍依科的良心聚讼、内心冲突，

让那些残害动物的狩猎者摆脱类型化的面具，呈现

出另一种灵魂的维度，那样的生态叙事就更具有艺

术魅力和思想魅力了。

四、结语

阿尔伯特·施韦泽曾说：“当还存在恶待动物

的情况时，当轨道卡车上的动物发出凄厉的惨叫声

却无人留意时，当还存在如此之多低劣的屠宰场时，

当我们的橱柜藏着那么多遭受生疏之手恐怖宰杀的

动物时，当动物还忍受着没有良心的人所施加的闻

所未闻的痛苦时，或者当把它递给孩子们做令人可

怕的游戏时，我们所有人都有罪，必定遭到谴

责。”［７］３７的确，面对人类带给动物的无限痛苦，所有

人都有罪，必定会遭到谴责。人类文明若要更上一

层楼，不但要解决好人类内部的种种难以解决的问

题，例如种族歧视、性别压迫、阶级纷争等，而且要解

决好人类与非人类生命乃至于地球生态圈之间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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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但是在面对人与动物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人到

底该如何处理？是像托卡尔丘克在《糜骨之壤》中

所塑造的杜舍依科那样决绝地站在动物一边，奋起

向狩猎者复仇，不惜诉诸血腥的暴力；还是坚守非暴

力原则，坚持守护动物生命，尽可能地传播生态意

识，耐心地等待人类的幡然悔悟？从长远出发，已经

具有生态道德的少数先知先觉者应该尽可能地身体

力行，尽可能地守护动物生命，守护地球生态，同时

还要坚守非暴力原则，耐心地呼唤和等待越来越多

的人生态意识的觉醒。世界文学也呼唤着更具有思

想内涵和艺术含量的生态叙事佳作问世，尽可能地

推进第二次启蒙，敦促生态文明的转型。

参考文献：

［１］托卡尔丘克．糜骨之壤［Ｍ］．何娟，等译．杭州：浙江文艺

出版社，２０２１．
［２］查伦·斯普瑞特奈克．真实之复兴［Ｍ］．张妮妮，译．北
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１．

［３］汉斯·萨克塞．生态哲学［Ｍ］．文韬，佩云，译．北京：东
方出版社，１９９１．

［４］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Ｍ］．杨通进，译．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５］彼得·辛格．动物解放［Ｍ］．祖述宪，译．青岛：青岛出版
社，２００４．

［６］汤姆·里根．动物权利研究［Ｍ］．李曦，译．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７］阿尔伯特·施韦泽．敬畏生命的伦理［Ｍ］／／彼得·辛
格．动物权利与人类义务［Ｍ］．汤姆·里根，编．曾建平，
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责任编辑　刘海燕）

ＲｅｖｅｎｇｅｏｆＡｎｉｍａｌｓｏｒ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ＨｕｍａｎＮａｔｕｒｅ
———Ｏｎｔｈｅ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ｏｋａｒｃｚｕｋ’ｓＮｏｖｅｌＰｏｋｏｔ

ＷＡＮＧＳｈｕｄｏ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Ｈｕｂｅｉ４３００７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ｎｏｖｅｌＰｏｋｏｔｉｓ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ｗｏｒｋｓｏｆｔｈｅＰｏｌｉｓｈｗｒｉｔｅｒＴｏｋａｒｃｚｕｋｗｈｏｗｏｎｔｈｅＮｏｂｅｌ
Ｐｒｉｚｅｆｏｒ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２０１８．Ｔｈｅｎｏｖｅｌｆｏｃｕｓｅｓｏｎｔｈｅｍｉｓｅｒａｂｌｅｄｅｍａｎｄｓａｎｄｔｒａｇｉｃｆａｔｅｏｆａｎｉｍ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ｔｓ，ｉｎ
ｔｅｇｒａｔｅｓｔｈｅ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ｔｙｏｆｃｒｉｍｅａｎｄｍｕｒｄｅｒｓｔｏｒｉｅ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ｖａｎｇｕａｒｄ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ａｌｌｓｆｏｒｔｈｅ
ａｗａｋｅｎｉｎｇ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ｐｅｏｐｌｅ’ｓ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ｉｎｇｓｐｅｃｉｅｓ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ｉｆｅ．Ｔｈｅｔｈｅｍｅｏｆｔｈｅｎｏｖｅｌｉｓｕｎｉｑｕｅ，ｗｈｉｃｈ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ａｋｉｎｄｏｆ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ｏｆｌｏｎｅｌｙｉｎ
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ｍｅｄｉｏｃｒｉｔｙ．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ｉｒｏｎｙｇｒｅａｔｌｙｅｎｈａｎｃｅｓｔｈｅａｒｔｉｓｔｉｃｃｈａｒｍｏｆｔｈｅｎｏｖｅｌ．
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ｎｏｖｅｌｌａｃｋｓａｎｉｍ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ｄｐｏｌｙｐｈｏｎｉｃ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ａｃｋｓｂａｌａ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
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ｎｄｓｏｕｌ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ｌｉｍｉｔｓｉｔｓ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ｅｐｔｈａｎｄａｒｔｉｓｔｉｃｃｈａｒ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ｏｋａｒｃｚｕｋ；Ｐｏｋｏｔ；ａｎｉｍ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

·８·



第３８卷　第４期
Ｖｏｌ．３８　　Ｎｏ．４

　　　　　　　　　　 中州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２１年８月

Ａｕｇ．２０２１　

论苏童《罂粟之家》的意象交叠与话语蕴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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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文学。

摘　要：苏童的《罂粟之家》具有丰富的话语蕴藉，作品内部包含多种意象的交叠，使得作品产
生多重复杂的意义。小说所要展现的不仅仅是故乡“枫杨树”的历史和土地革命时期的乡村发展，

更是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之下揭示地主与农民、男性与女性社会地位的转变及其命运，作家将时代的

变化暗含在农村颓败的图景中，以人物形象为切入口，以此表达对时代问题的深刻认识与反思。

关键词：苏童；《罂粟之家》；话语蕴藉；命运悲剧；意象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１．０４．００２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１）０４－０００９－０５

　　苏童是当代新历史小说以及先锋文学的代表性
作家，其作品内容多以具体的历史事件作为依托，展

现历史背景之下人物的真实存在状态。塑造独特的

“香椿街”和“枫杨树”，是苏童文学的出发点，他常

把自己对历史及人物命运的思考隐含在作品背后，

其小说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罂粟之家》是苏童

以故乡枫杨树为背景书写的一部乡村发展史及时代

的变迁史，随着时间的推移来展现刘氏家族的兴衰

成败，以此来暗喻一个阶级的灭亡。小说中沉草、刘

素子和演义为刘氏家族的第二代，也是被吞噬的一

代，他们都以悲剧收场；而以刘老侠、陈茂为代表的

老一辈，则是苏童笔下多重欲望催生的产物，是压抑

下一代的“罪魁祸首”，其自身也难逃厄运。故事的

表层意在书写刘氏家族的生活变迁，实则以此为依

托来刻画故乡枫杨树乃至时代背景下的人性与欲

望；将真实的历史作为基点，来展现一个阶级的灭亡

与鲜活的个体人物一步步陷入愚昧最终堕落的结局。

“小说中的审美意境是通过多种意象架构起来

的，其中的情感和思想、语言和叙述都是与自然相呼

应的。”［１］在《罂粟之家》中，苏童将叙事节奏在“罂

粟”“馍馍”等特定的意象中缓缓展开，在审美意象

的映衬之下，呈现一个作家独特的审美关照。苏童

对意象的叙述并非是单一的，而是将多重意象交叠起

来同具体的时代生活发生关联，形成了他笔下独特的

文学情境。苏童运用含蓄、含混的手法，呈现了意象

的多重意义生成的可能性，带来了多重的审美效果。

一、复杂意象的多重交叠

（一）农村图景下的“恶之花”

文学作品的书写要追求独特的审美价值以及深

刻的思想内涵，其中便离不开独特的审美意象以及

审美场景的构建。在现当代小说中，罂粟花作为叙

事元素常常被提及，且被赋予不同的文学内涵，用以

展现作家独特的情感体验。在《罂粟之家》中，罂粟

花作为苏童笔下的典型意象被反复提及，乃至有学

者认为：“小说由一组组画面的碎片、一组组杂乱的

意象组成，而小说的推进动力完全靠碎片与碎片的

碰撞，意象与意象之间的碰撞。”［２］２６在《罂粟之家》

中，罂粟花是以“恶之花”的形象出现的，苏童将罂

粟的“美”与“恶”一同书写在文本之中。小说中，罂

粟花的“美”与“恶”，一方面象征地主阶级的表面绚

烂与内在颓废，另一方面展现时代变迁下农民的生

存状态及世相。

首先，小说中五次渲染罂粟花这一意象，将历史

·９·



的“鸦片”同真实的社会环境相融合，罂粟花香味的

迷惑性指向欲望和颓废的乡村图景。罂粟花第一次

出现是在描述故乡的风景之时，“３０年代初，枫杨树
的一半土地种上了奇怪的植物罂粟，于是水稻和罂

粟在不同的季节里成了乡村的标志”［３］４。罂粟和水

稻成了作家笔下故乡枫杨树的典型标志，作为分割

了整片枫杨树土地的两种植物，它们以“善”和“恶”

对立着。第二次出现是在沉草回家路途中，“一路

上猩红的罂粟花盛开着，黑色佃户们和稻草人一起

朝向马车呆望”，“沉草心烦意乱，听见胶木轮子辘

辘地滚过黄土大道”，“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贴着胶

木轮子发出了神秘的回声”［３］９。沉草作为知识分

子，是作家笔下有着自我意识的人物，但他的故乡与

他似乎格格不入，故乡带给他的只有心烦意乱与摆

脱不掉的悲剧命运结局。沉草回家时车轮发出的声

音有着双重隐喻，一方面表达故乡企图占据他的生

命意识所发出的赞歌，另一方面是对沉草的青春时

光即将被罂粟碾碎散发出来的悲鸣。第三次出现是

在沉草回家之后，“在罂粟的包围之下他感到自己

已经与原来的世界相分离，他被推到与自己截然相

反的生命轨道之中，他晕厥了”［３］１１。这是沉草与罂

粟真正的接触，同时也为他最后沉迷于罂粟之中做

了铺垫，以“晕”为隐喻。第四次出现是在讲述沉草

已经坦然接受了罂粟，这时候的他已经完全丧失了

自我意识，即将与罂粟结合在一起。第五次出现是

写沉草与罂粟彻底融为一体时，他通过吞食罂粟最

终达到征服的欲望。文学话语蕴藉着作家的情绪与

情感，苏童在文本中用大量篇幅描绘罂粟花的图景，

将充满罂粟花的图景同笔下的人物联系起来，旨在

从“罂粟花”这一意象出发，扎根于史实，反映时代

生活中人与物的深切关联。

其次，作家通过对罂粟花的描写，绝不仅仅停留

在对乡村景色的描写或者是对人物的表面映衬上，

而是立足于意象背后的蕴藉进行深刻挖掘，描绘真

实的社会原貌。罂粟花带给刘氏家族的富裕以及地

位的攀升，迷惑了农民，使农民产生了欲望，用罂粟

代替了粮食。但种植粮食是农民的使命，然而罂粟

花所带来的财富，却使得农民甘愿委身于罂粟花之

下，也意味着屈服在带来罂粟花种子的刘老侠身下。

农民本应是自己的主人，应当在自身的劳作之中获

得生存的意义，但却在欲望的驱使下做了“下等

人”。苏童从这一角度出发，将地主阶级同农民阶

级的关系映射在土地与罂粟花上，展现农民与地主

之间的依附关系和对立关系。

最后，作家将罂粟花与沉草合为一体，我们可以

从两者身上同时看到“美”与“恶”。罂粟花的外形

颜色与沉草的新型知识分子身份是“美”的展现，罂

粟花麻痹神经的作用与沉草地主阶级的腐朽是

“恶”的体现，作家将两者串联起来构成小说文本的

深层结构，以罂粟花象征地主阶级（沉草是地主阶

级的典型）。含蓄作为文本话语蕴藉的典型形态之

一，使作家能够在有限的话语之中蕴藉无限的意味，

让读者能够在有限之中读到无限。小说通过写罂粟

花的成长与没落和沉草的出生与死亡，一方面来

“暗喻罂粟花的诱惑给这个封建地主之家带来了最

后一夜的辉煌，亦引其走向终结”［４］的命运结局，同

时也展现了土地革命时期旧有势力的必然灭亡。

（二）孤立无援的心灵“叫喊”

《罂粟之家》的开篇，是以演义的叫喊开始的，

“放我出去，我不偷馍馍吃了”［３］１。贯穿文本的“馍

馍”是演义的生命本真，同样也是农民阶级的本真。

演义对“馍馍”的疯狂追求，属于生命的原始状态，

他一生都在追逐的“馍馍”如同农民一生都在追逐

的粮食的丰收。演义一家原是农民，他的身上延续

着刘氏家族农民的血脉（他的返祖现象不难看出农

民阶级的本性），而刘老侠却对之摒弃。为了生存

而非生活的演义是旧地主阶级的代表，“馍馍”对他

来说，不只是食物，更是活下去的动力。而刘家压抑

着他的本性，这不仅是对演义个人的压抑，也是对整

个农民阶级的压抑，越是压抑其反弹效果就越明显，

演义一次又一次地发出“饿”的叫喊，其实是对生命

本性的召唤，也是对生存欲望的恳求。作家以演义

个人的农民本性来暗喻整个枫杨树的农民———被压

抑的生存欲望。

苏童在开篇用一句话塑造了“演义”这个人物

形象，小说情节由此展开，其中“馍馍”是作家笔下

令人深思的审美意象，呈现着苏童一贯的写作风

格———用具体事物表达作家对现实的感悟，即对封

建地主家庭抹杀人的本性的嘲讽。苏童把演义在刘

氏家族以及罂粟环绕的环境下的妥协视为一种自我

保护，因为演义的返祖现象导致他被孤立，只有“馍

馍”带来的饱腹感才能够满足他心里的安全感，然

而演义最终还是因为“馍馍”而死。文中写到“演义

的棺材里堆满了雪白雪白的馍，那是实实在在的一

种殉葬，他们说白痴演义应该瞑目了，他的馍再也吃

不完了”［３］１６。在这里，作家把自身的价值判断移植

到枫杨树“看客”的话语之中，借演义的死亡一方面

显示“看客”的冷漠态度，另一方面也是对抛弃农民

本性一味追求财富的故乡人的一种深切警示。作家

将演义的生命同“馍馍”这一意象结合在一起，所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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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的不仅仅是一种生存欲望，更是要展现特定社会背

景之下的地主阶级企图抹杀自身以及农民阶级本性

的行为。

在《罂粟之家》中，多元意象及多种意象的交

叠，让读者领略到了作家心中独特的故乡场景。作

家以审美的视角构建文本脉络，以审美图景蕴含他

对时代的见解，表达自身独特的感受，同时赋予具体

可感的事物和人物以历史的厚重感及复杂性，使小

说有了多重阐释的可能性。

二、人物形象背后的多重意蕴

（一）男性形象的双重含义与共同的命运悲剧

在《罂粟之家》中，男性形象是小说的主要叙述

对象，一方面以男性形象的话语蕴藉去展现一个特

殊时代里的男性地位，另一方面又将男性形象放在

阶级矛盾冲突之中去展现男权的争夺。此外，“苏

童用欲望化的叙事，消解了农民参加革命的崇高目

的，击碎了知识阶层的启蒙神话……”［５］这种处理，

增添了小说人物形象的多重性与复杂性。

沉草与演义这两个人物，是小说中能够形成对

比的一对形象之一。在作家笔下，演义是满口说着

“我要杀死你、我饿、我要吃馍馍”的“农民形象”；而

沉草是刘老侠传承家族意识的载体，即使他非亲生，

但被“赋予了”地主阶级血脉的他被刘老侠视为己出，

成了“知识分子型”地主。苏童以沉草的生命轨迹为

线索，将沉草的知识分子形象置于家族和时代的双重

矛盾之中，呈现出人物角色的复杂性。作家一方面以

演义为反面人物，甚至作为一种叙述视角去衬托沉

草，他所要展现的不仅是新时代下农民与地主之间的

关系及各自的命运，更要以此来暗喻两者共同的命运

悲剧。

演义是苏童笔下的“反抗者”，代表着人民最本

质的要求，用话语喊出了农民内心反抗的渴望。作

家一方面借演义与被迷惑的枫杨树乡民的愚昧作对

比，凸显其追求生存欲望的本能，另一方面与沉草所

代表的地主阶级加以对比，突出在地主阶级主导的

时代下其作为附庸的悲剧命运。反之，“诞生于故

事开首的婴儿一旦长大将成为核心人物，这在家族

史中是不言而喻的”［３］９。沉草是作家笔下重点渲染

的人物，小说开篇以直白的话语点明了沉草的身份

地位，并把他作为叙事的中心，将文本围绕着他的生

命轨迹而展开。然而，作家想要揭示的不仅是沉草

的个人命运，而是其背后所代表的阶级的兴衰，以他

的死亡来标志地主阶级的灭亡，也以其人生的不幸

来反思知识分子存在的问题。一直在外念书的沉

草，本应是追求新思想的人物，以新型知识分子的形

象在小说中出现，但在苏童的笔下，沉草却是病态

的，是被自我与他人所支配的工具。作家借沉草在

刘氏大院里杀死了自己的哥哥、在茅草亭子里杀死

了自己的父亲、在罂粟缸里杀死了自己的图景，来暗

喻乡村旧式地主阶级灭亡的内部原因。

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关系，是现当代小

说家书写的重要话题之一，苏童也不例外。苏童笔

下的刘老侠和陈茂就是金钱和权力的欲望化代表，

以刘老侠和陈茂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构成的叙事视

角，来展现两者之间的依附关系和对立关系，是小说

的另一个对比视角。刘老侠是第一代地主，他把罂

粟带回了故乡，带领农民走向了种植罂粟的道路。

这不仅使刘氏家族兴起，同时也开启了故乡枫杨树

富裕兴盛的景象。然而，苏童笔下的刘老侠，是具有

多重意义的人物形象，他既是刘氏家族的兴起者，又

是使家族彻底衰败的人物，同时也是封建阶级瓦解

与新时代到来时期顽固地主阶级的典型代表。苏童

通过对刘老侠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展示了地主阶

级走向灭亡的历史轨迹。

刘老侠的权力被陈茂所打破，陈茂用实际行动

颠覆了他的权威。无论是使翠花花怀了他最上心的

儿子———沉草，还是到最后用唢呐革了他的命，无不

体现着农民阶级的觉醒与反抗。显然，陈茂作为与

地主阶级对抗的人物形象的代表，其“革命”行为

中，被作家赋予了“革命”与“报复”的双重含义。陈

茂不仅有对刘家人的复仇心理，也有不纯的“革命”

动机，即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企图摆脱低贱的身

份。作家以此揭露农民阶级参加革命的盲目及从众

心理，启发读者思考。此外，陈茂还是文本中“性”

欲望的集中体现者，文本中多次用“狗”来描述他，

刘老侠说他是“狗”，翠花花说他是“狗”，沉草也在

他身上看到了“狗”的影子。作家一方面通过“狗”

的意象来展现了主人与奴隶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

也是一种清晰的价值判断———“狗”即下等人。即

使陈茂捆起来了刘老侠、踢开了翠花花、占有了刘素

子，却始终逃脱不出他自身所谓的阶级地位。陈茂

见到沉草时，唤一声“少爷”，放弃认同亲属关系的

他，进一步被捆绑在低人一等的意识里，这不仅是一

种阶级对立关系，还是陈茂自我与超我之间的一种

矛盾关系。

苏童笔下的沉草和演义、刘老侠和陈茂是两对

彼此对立的悲剧人物，他们是各自阶级的代表，但在

罂粟弥漫的乡村中，不约而同地都走向了死亡。作

家把沉草和演义的悲剧命运的导火索指向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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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一方面“网球”代表了沉草对新生活的向往，同

时也呈现了演义的本性———把它当成了馍馍。当沉

草失去“网球”的时候，演义也失去了生命。小说展

现的不仅是沉草所代表的地主阶级的衰败及演义农

民本性的被压抑，更表达了作家对特定时代里不同

人物的人文关怀。另一对人物刘老侠和陈茂，他们

的悲剧命运在文本结尾展现得淋漓尽致。陈茂被自

己的亲生儿子杀死，接着又被重新吊到茅草亭子的

木梁上。生前风光的陈茂被吊在木梁上，而他的东

家躺在地上欣赏着他的“骄傲”，这一场景充满了讽

刺意味。双方虽然都是以死为结局，但是刘家还是

胜在了观众视角的死亡姿势上。刘老侠与陈茂的关

系，看似作家鉴于历史的本质来揭露权力欲望的争

夺与实现，实则展现了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阶级对立

关系，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农村的颓败及人物的悲剧

命运。

（二）女性角色相互映衬下的现实反思

小说以男性话语为主构思全文，但女性角色的

刻画也很出彩，体现了苏童小说的经典建构模式，即

通过塑造女性形象，借以表达男权的争夺，同时展现

女性在旧时代的卑微地位，思考社会文明进程中的

角色转变。

“作者精心组织自己的文学文本，正是为了通

过话语实践，在特定的读者群体中造成强烈的感染

效果，以便实现自己在想象之中调整社会权力关系

的意图，而读者阅读文本也是为了在想象之中调整

自己的存在状况以及自己所身处其中的社会权利关

系。”［６］７４苏童笔下的《罂粟之家》，不仅仅从男性的

视角来看社会关系的变化，同时也将社会关系的某

些变化放在女性的视角之下来观看，以更全面地展

现完整的社会大背景。小说对两位女性着墨不多却

又不可缺少，小说中的两个阶级都与她们有着密切

的关系，她们并不仅只起到了承接文本的作用，也体

现了作家对女性角色的思考，她们的命运呈现了旧

时代女性命运的共同特征，即在挣扎之中存活，却又

终究逃不出死亡的命运。这种旧时代女性人物的悲

剧命运，同样值得读者去思考。

翠花花是苏童笔下“放荡”女性的代表，她是文

本中男性形象相互连接的枢纽型人物。翠花花原是

城里的妓女，被刘老信带回家，又被送给了刘老太

爷，刘老太爷死后，她嫁给了刘老侠，婚内又与陈茂

发生关系。苏童把她书写成为男性欲望的发泄者以

及疏通人际关系的工具，她的一生与文本中的男性

人物捆绑在一起。然而，她的出现却破坏了固有的

纲常伦理。翠花花大胆地追求自己的欲望，并未被

“规矩”所束缚。作家从这一角度出发，肯定了女性

追求自我存在的现代意识，但在向人物内心发掘的

同时，也不难发现她是一个缺乏自我意识的形象。

她依附于男人，在陈茂身上得到了快乐，还在刘家中

得到地位与权力，欣然地享受生活，安分守己。在刘

老侠受批斗的时候，她主动去帮忙，刘老侠却推开她

说：“没你的事，给我滚回去。”［３］５０接着她又去抢陈

茂的枪，陈茂也对她骂了一声“臭婊子”，抬脚踢在

她的乳房上，然后对她说：“没你的事，给我滚回

去。”［３］５０在与刘老侠和陈茂的关系中，她双重受辱，

却丝毫没有斗争意识，她是作家笔下旧时代的可怜

人物，她的可怜不仅在于她身处封建家族中的卑微

地位，更在于她对自己悲剧命运的无动于衷。

此外，文中的另一位女性人物刘素子，则是与翠

花花截然相反的形象。冷峻又孤独的刘素子，在罂

粟之家中，别具一格。性格的差异，正是两个女人之

间发生矛盾冲突的根源所在。作为阶级对立补充的

刘素子，不仅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女性身份的卑

微，还具有反抗意识。“在统治者这边，她只是一件

物品，因此随时就可牺牲，作为交换条件，换取统治

阶级生命的延续；在受压迫的群众中，她成了对于上

层报复发泄的工具。”［７］这是由女性地位的卑微所

决定的，她成了实现男人欲望的最佳媒介，不仅使父

亲获得了土地，同样也使姜龙和陈茂获得了向地主

阶级复仇的快乐，而她自己所要的却一无所获，最终

在迷失中走向死亡。然而，身为女性的刘素子，却又

女扮男装，以男性的形象示人，体现着她强烈的反抗

意识，也呈现了作家对社会转型时期女性形象的倔

强书写。与翠花花相比，刘素子是更为典型的人物。

翠花花和刘素子都是作品中作家着重描写的女

性形象，一位是市井风尘中的小人物形象，一位是冷

峻孤独的形象。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她们都难以

逃脱女性悲剧性的命运。如果说翠花花是通过男人

获得自己生活中的一切，那么刘素子则是通过自己

的反抗意识得到自我解脱（吊死的命运）。小说中

的两个女性相互映衬，体现了２０世纪初女性地位的
卑微、生活处境的艰难以及寻找自我存在的苦痛历

程。翠花花体现了对生存欲望以及性欲望的渴求，

而刘素子则表现为对男女平等的诉求和对女性社会

地位改变的抗争，她的抗争似乎停留在表面，但在文

章的结尾处，刘老侠的一句“好闺女，男人都不如

你”［３］５８，使她的抗争意识落在了实处，报之以肯定

的态度。作家以性别对比为内在叙事立场，将女性

话语潜藏于男性话语之下，其中包含对女性地位、女

性价值及其琐碎生活的具体刻画，以此对女性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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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男性的生存现状进行深刻书写，彰显女性话语的

重要意义，对旧时代里的女性地位进行了深刻反思。

三、结语

苏童曾说：“以前的小说文本通常是将人物潜

藏在政治、历史、社会变革的线索后面，表现人的处

境。我努力地倒过来，将历史、政治的线索潜藏在人

物的背后。”［２］２７－２８在《罂粟之家》中，作家立足于人

物关系，借以历史的氛围和情调，展现人物之间的生

存境遇，把自身的思考放在历史的框架之中，呈现着

鲜明的时代色彩，同时“运用内视角的外化不断强

化‘我’在场的声音”［８］，淡化了小说的虚构成分，增

加了故事的真实性，将鲜活的生存景象，生动别致地

展现在读者面前。

此外，苏童的小说《罂粟之家》的审美意蕴集中

地体现在话语蕴藉之中，“作家从完全游离于历史

事件书写规范之外的艺术加工，解构‘历史’之于

‘人’的复杂性，进而形象还原‘人’之于‘历史’的

复杂性，以洞察的姿态提出源于历史的人性思

考”［９］。通过立足于历史史实、书写历史真实的笔

法，来展现时代的复杂性；同时，苏童以单一的意象

展现一个时代的背景，也以人物蕴藉着多重复杂的

社会关系，让读者感受到在历史之下的乡村图景及

其背后隐藏的人性图景。

作家马尔克斯曾说：“优秀的小说是现实的诗

意再现。”［１０］４１立足现实思考的作家苏童，以刘氏家

族内部和地主与农民的种种矛盾关系，来展现城乡

以及人物的变化；他把历史深藏在人物背后成为依

托，以一种“小型叙述”的方式，把人性原原本本却

又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体现了他在小说叙事中独

特的人性关怀，同时也启发读者由过往历史来对当

下社会现实做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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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重塑·多重聚焦·诗画意境
———李子柒的古风ＩＰ短视频叙事策略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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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李子柒为代表的古风ＩＰ短视频是当下短视频浪潮中的一股中坚力量，这类短视频的
爆红得益于：在内容题材上，选择了世界范围内都可通用的“饮食”文化符号；在叙事形式上，实现了

艺术化生产，如自由转换的叙事时空、多元独特的叙事视点、疗愈焦虑的诗画意境。探讨以李子柒为

代表的ＩＰ古风短视频的叙事策略等，可为“更多的李子柒”提供借鉴。
关键词：李子柒；叙事时空；叙事视点；散文化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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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智能媒体时代的到来，信息的传播方式不
断更新迭代。短视频具有“短、平、快”的叙事特征，

适合在快节奏的社会生活中进行传播，满足了受众

在碎片化时间中获取信息的需求。短视频在２０１６
年呈现井喷式发展，用户规模不断扩大，到２０２１年
短视频行业的用户总日活数量达到１０亿之多。而
以李子柒为代表的一批“古风”美食短视频制作者

就是这股洪流中的中坚力量。

李子柒的短视频主要以中华美食制作、手工技

艺展现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为主要内容，在

２０１６年首次登上美拍平台，随后进军微博、抖音等
媒体平台，逐步获取粉丝量，从而形成一定的传播规

模。至２０２１年１月，李子柒的抖音平台账号粉丝量
超过 ４２６７万，在微博平台粉丝量超过 ２７２８万。
２０１７年李子柒开始将视频上传至 ＹｏｕＴｕｂｅ，进一步
占领海外短视频市场，至 ２０２１年 １月，李子柒在
ＹｏｕＴｕｂｅ上的粉丝量已超过１４００万。２０２１年２月
２日，吉尼斯世界纪录发文宣布，李子柒以１４１０万
的ＹｏｕＴｕｂｅ订阅量刷新了由其创下的“ＹｏｕＴｕｂｅ中
文频道最多订阅量”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在国内各媒体平台中李子柒亦享誉众多。２０１９
年１２月，李子柒的经历也受到了包括《人民日报》、

新华社等主流媒体的关注与肯定。媒体认为，李子

柒“把中国人传统而本真的生活方式呈现了出来，

让现代都市人找到了心灵的归属感，也让世界理解

了一种活着的中国文化”［１］。２０２０年５月，李子柒
突破“次元壁”，与袁隆平、冯骥才等名人一起被聘

为“中国农民丰收节推广大使”。随着李子柒在大

众视野中的不断曝光，其他同类古风ＩＰ短视频博主
如滇西小哥、二米炊烟也逐步在短视频领域崭露头

角，获得了大众的关注度，实现了对“古风古食”短

视频垂直领域的深耕。这类短视频的爆红得益于：

在内容题材上，选择了世界范围内都可通用的“饮

食”文化符号；在叙事形式上，实现了艺术化生产。

本文以李子柒的短视频为例，从叙事时空、多元视

角、叙事结构方面来探寻此类古风短视频的叙事策

略。

一、时空重塑：叙事时空建构媒介田园景观

以李子柒为代表的将“古风古食”作为 ＩＰ标签
的美食博主，其视频所呈现出的美食符号和非物质

文化遗产元素无形中传递了传统文化，受到主流媒

体及海内外网民的认可，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究其成因，应是得益于影像中独特的叙事时空建构。

·４１·



（一）多重时距与复沓叙述，推动“快中有慢”的

节奏

在影像叙事中，时间是一个复杂且重要的概念。

“要讲好一个故事，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就是

如何控制时间流程，如何重构乃至‘雕塑’时间。对

时间畸变的富于匠心的营构，直接奠定了影片文本

对故事重心的选择，对情节与结构的编织和对情感

意图的取向。”［２］６７热奈特在他的著作《叙事话语 新

叙事话语》中提出叙事中的两个时间序列：“被叙述

的时间”与“叙述时间”，这两个时间序列的产生使

一切时间畸变成为可能。此后热奈特根据故事时间

与话语时间的距离，区分出两种关系类型，一是对故

事时间进行剪裁、加速，使话语时间小于故事时间；

二是故事时间等于叙事时间。

李子柒的短视频大多按照四季更迭的自然时序

进行叙事建构，依据四季交替、传统节日带来的灵感

进行食物制作，这些食物的生产制作过程不仅推进

了时间进程，也完成了附着于其上的故事叙述。叙

事时距讲求叙事速度，李子柒的多数视频都呈现为

对原始故事时间进行折叠浓缩，以达到叙事时间小

于故事时间的叙事时距建构，使整体视频呈现加速

的“快节奏”。李子柒发布的数十个“一生系列”，如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日发布的《用黄豆酿一壶传统手工
酱油，中国味才养中国胃》等，都对叙事时间进行了

重新“雕塑”。首先，视频制作者通常利用蒙太奇手

法把正常时间周期比较长的发芽、发酵等过程进行

省略剪裁，将种植、破土、结果等重要时间节点剪接

在一起，着重凸显自然的生机。其次，在拍摄手法

上，多使用延时摄影和微距镜头拍摄植物破土发芽

的动态过程以及光影流动的瞬间，将植物需要历时

一季的破土生长，呈现于３—５秒的镜头语言中。李
子柒的视频在对时空进行折叠浓缩使整体叙事节奏

更加紧凑的同时，也会出现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基

本吻合的叙事时距安排。

截至２０２１年１月，李子柒在微博平台共发布了
１３７个视频，她的作品呈现出似曾相识的叙事：事件
与事件相似，人物关系固定，叙事主题也呈现出可进

行大致分类的一致性。一是“朝花夕拾”系列，二是

“非遗传承”系列。就“朝花夕拾”系列的短视频叙

事构成来说，可轻易归纳出田园“慢生活”的叙事时

间线：种植、采摘、冲洗食材、制作菜品、与家人同餐

共享。复沓式循环叙述也暗喻自然生命的循环，而

远离都市喧嚣的田园“慢生活”图景的重复呈现，在

强化受众视觉记忆的同时，也有利于形成自身独特

的类型化叙事模式。

（二）镜头空间与空间转换，营造“幻象空间”场景

短视频是以直观的视觉画面为媒介语言来叙述

故事的，因而空间元素诸如画面构图、声音调配、镜

头运动等，成为短视频叙事构成的重要元素。相对

于用抽象文字呈现叙事的方式而言，这些视觉元素

是短视频叙事的重要话语表达方式，而此类古风短

视频叙事“正是由于拥有直观性视觉元素的空间呈

现功能，才形成和具有了自己独特的叙事个性和话

语魅力，也才可能摸索出各种特定的叙事技巧与组

合方式”［２］１１３。

从镜头空间上看，李子柒的短视频在画面景别、

色彩上都有着独特的影像造型追求，体现着画面构

图的“语式”功能。在叙事学中，热奈特运用“语式”

这个概念对文学中的距离、投影、聚焦做了系统阐

明。那么将“语式”这个概念运用到短视频叙事中，

意味着短视频画面构图中也存在距离、投影、聚焦等

“讲述”环节，同样有着“讲多讲少”和“从这个或那

个角度去讲”的 “叙述信息调节”的叙事功

能。［３］１０７－１０８首先，在李子柒的短视频中，景别的设置

与叙述者要讲述什么有密切的关系，表明叙事者完

成叙事行为的“意指性”。这类短视频多以山林、天

空景色的大远景镜头作为叙事的开端，给人以宁静

辽远的视觉效果；李子柒去山林间采摘时，也多用到

全景镜头，引导受众体会田野间辽阔深远的意境。

其次，李子柒的影像通过光影、色彩的多样配置，而

拥有了影星斯托克威尔所描述的“语调”的“分离功

能”［２］１４２。李子柒通常身着亮色长袍行走于山林间，

与饱和度较低的山林树木、草丛形成了色彩对比。

同时，大自然色彩斑斓的植物、果蔬也为李子柒的视

频提供了天然色彩基调，经过清水洗涤的萝卜、番

茄、山楂、蔬菜显得亮眼诱人，与深色系的石磨水台、

案板形成了不同的明暗层次和视觉节奏变化，充分

调动起受众的食欲，这种不同的色彩也使人感受到

“语调”上的抑扬顿挫。

在空间设置上，李子柒的短视频还呈现着开放

空间与封闭空间的自由转换。李子柒多在室外的开

放空间里进行种植采摘，用水牛耕地等与自然互动

的行为，同时也会有很多转换到室内的镜头，展现在

室内封闭空间中主人公进行食物的制作、与家人共

餐一系列行为。这种由开放到封闭空间的自由转

换，把大自然缓慢的节奏和立体化的人物形象结合

在一起，为受众打造了心之神往的田园乌托邦景象。

由此可见，李子柒短视频的影像叙事“所呈现

出的故事空间———世界，是能够与第一自然（现实本

身）相媲美的最真切、最生动的‘第二自然’”［２］１１５—１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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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与其说这些短视频是“真实的、现实的”，不如

说是经过裁剪和滤镜美化的一定程度上的“乌托

邦”式镜像，类似社会学家齐泽克所指涉的“幻象空

间”场景。

二、多重聚焦：多元视点呈现慢食影像话语表达

叙事视点关注的是谁在看、谁来叙述的问题，热

奈特以“聚焦”一词来为此命名，若斯特延展了热奈

特叙事焦点的概念，把叙事中的视角分为视觉聚焦、

听觉聚焦和认知聚焦，他认为：“影片组织者是通过

某个视角被体现出来的，或者是高高在上的影像师

的视角，或者是言明的叙述者的视角，或者又是什么

别的人的视角，这就是视角问题。”［４］李子柒的短视

频中呈现多重视点融合的状态，以此强化视频中

“慢食主义”的表达。慢食主义主张：回归传统的、

本土的、自然的和有机的生产；力图揭露工业化农业

的不可持续性；致力于保护本土传统农耕文化和烹

饪免受跨国农业产业和快餐趋势的同质化影响。叙

述者李子柒的视觉聚焦于一系列美食制作和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传承，旨在传递回归本土田园生活、弘扬

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层内涵；而以摄影机为视点的外

部视觉聚焦，主要起客观记录的作用，从宏观层面架

构短视频的整体叙事，向受众传递“慢食”“慢节奏”

“慢生活”的意识形态。

（一）内视角，书写李子柒式田园图景

内视角，亦称内聚焦，即从某一人物的视角出

发，叙述其体验到的世界。李子柒是短视频中的主

体人物，她以她的思维、视角进行讲述，形成独特的

李子柒式田园图景。在她讲述的过程中，影像叙事

呈现着鲜明的主体性，传递着她回归本土田园生活、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及守护中华美食文化的意旨。

在李子柒的短视频中，通常是将李子柒的“所

见镜头”与她的“所见之物镜头”剪接在一起，也就

是一个镜头表现人物在看，另一个镜头展示她所看

见的画面。如李子柒在制作食物时，通常会先呈现

人物眼部特写，紧接着是她所见的食物特写。在

《甚于肉味的治愈美食，带些雨露的清甜———鸡

菌》里，清晨，李子柒在丛林的鸟鸣声中进入山林寻

找鸡 菌，一个中景镜头展现她“寻”“嗅”的过程，

随之“哇”的一声，画面紧接着是她看到鸡 菌的特

写。这里的视线具有暗示性，经历了“二次化”的过

程。在次生内聚焦视点中，叙事者可以巧妙地隐藏

起来，让受众更为真实地沉浸于影像叙事之中。

（二）零视角，架构整体叙事发展

零视角，即零视觉聚焦，也就是以摄影机的视角

进行叙事表达。在李子柒的影像呈现中，摄影机是

一个旁观者的角色，处于人物之外，记录着李子柒的

田园生活流程：种植果蔬、在鸡鸣犬吠的院子中剥麦

打棉、劈柴织布。这时候摄影机可以处于任何人物

之外，是一种客观记录真实世界的角色，它只展示影

像，而使受众最大限度地忘记摄影机的存在，又无形

中架构起整体田园叙事图景。

在零视觉聚焦叙事中，摄影机的取景通常会拍

摄一些空镜头展现自然的广阔辽远，或拍摄一些有

人物存在的全景空间镜头。如在李子柒的视频中，

很多全景镜头展现李子柒在院子里与奶奶喝茶劳

作，配以两人的对话和欢声笑语的原生背景音，这些

镜头不与人物视点有任何的对话，反而与人物呈现

一定的“距离空间”，更注重展现人物所处的环境，

仿佛是一个客观的观看者在记录如此美妙的庭院图

景。

三、诗画意境：散文化叙事结构疗愈现代性焦虑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不仅

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行为方式，更使得“速度”成为一

种景观。哈特穆特·罗萨提出了“社会加速”的概

念，他认为：“也许社会加速最紧迫和最惊人的方

面，就是现代西方社会那种壮观而广泛散布的时间

匮乏。现代的社会行动者越来越感受到自己的时间

常流失殆尽。时间仿佛是石油一样被消耗的原材

料，越来越珍贵。所以，其短缺越来越让人感到恐

慌。”［５］２３“社会加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便捷，令我

们视野开阔，但也带来了一系列情感和心理问题。

目前，有很多平台都积极推进剧情类短视频的创作，

使得剧情类短视频层出不穷，但以李子柒为代表的

“去戏剧化”的古风短视频却给受众带来耳目一新

的视听美感，其整体叙事结构呈现散文化的叙事风

格，给受众带来疗愈焦虑的情感体验。

（一）情节淡化，以情绪结构型为叙事方式

所谓散文化叙事结构，主要是指：“在叙事方式

上，追求尽量淡化故事情节、弱化矛盾冲突；在镜头

组接上，注重对记录琐碎细节场面的镜头和抒情空

镜头的有效积累，以达到情节演进的效果；在影像画

面上，更注重情景交融的韵味和意境的营造。”［６］

李子柒的大多视频是对生活化流程的完整记

录———起床、采摘、制作美食、邻里畅谈、与奶奶共进

餐食等，看起来像生活原型一样自然、朴实，却蕴含

着丰富的情感和情绪的变化，使受众感受到的不是

故事的惊心动魄，而是生活流中情感的力量。李子

柒的影像不只是呈现食物的鲜美，展现食物和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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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艺的制作过程，更是蕴含了对亲情的眷思，以及对

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之情。在《千层底布鞋》中，李

子柒为奶奶做了双千层底布鞋，在温习儿时一针一

线的时光中，还带领受众重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老

手艺。这种叙事方式将人物和细节的描绘铺设开

来，没有严密的因果逻辑关系，但这些表达串在一起

却形成了一股情感震撼力，达到“形散而神不散”的

叙事效果。

（二）细节积蕴，以写意疗愈为审美趋向

古风类短视频通常充分利用叙事时空自由的特

点，着眼于生活的细枝末节，把零散的事件编织在一

起，用含蓄的手法描画田园风光的诗画意境，尤其是

这里的细节积蕴并不是为铺设情节，而是为累积情

感、书写意境埋下伏笔。以李子柒为代表的古风短

视频，在细节的积蕴中展现平凡生活的不平凡：小狗

在田间尾随主人，人物在林间采花为饰，一身红袍驾

马行于桃源之中……这些细节营造出陶渊明笔下的

世外桃源意境，使视频的艺术审美价值大大提升。

李子柒在短视频中打造的这个“田园梦幻工厂”，以

其秀美的乡野景色，淳朴的民风，慢节奏的闲适，为

生活在快节奏中的现代都市人提供了心理放松和疗

愈的空间，乃至成为他们向往的精神家园。

四、结语

在短视频行业迅猛发展的今天，以李子柒为代

表的古风短视频博主，通过对通用性的内容符号以

及受众心理需求进行挖掘，继而将挖掘的元素与自

身生活相融合，最终完成自身独特的叙事风格建构。

这些古风短视频建构了现代都市群体心中向往的田

园“乌托邦”景象，为现代都市群体带来精神放松，

有助于缓解他们的精神焦虑；视频中运用的叙事角

度、镜头转切、时空重塑等艺术手法，满足了受众暂

时逃脱现实压力的情感需求及视觉的审美需要，此

叙事建构方式值得“更多的李子柒”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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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利奥兰纳斯故事中的人物形象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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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李维、普鲁塔克和莎士比亚的科利奥兰纳斯故事中，人物形象发生了主要变化的是以
集体形象出现的平民、母亲伏伦妮娅以及科利奥兰纳斯。李维和普鲁塔克笔下的平民形象是安分守

己的弱势群体，伏伦妮娅是一个普通的母亲，科利奥兰纳斯是一个普通的贵族强硬派；在莎士比亚笔

下，平民以乌合之众形象出现，伏伦妮娅变为父权和国家利益的化身，科里奥兰纳斯变为骄傲的化

身。人物形象在莎士比亚笔下发生重大变化，既有戏剧创作上的原因，也受到莎士比亚所处时代的

社会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莎士比亚；科利奥兰纳斯；形象流变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１．０４．００４
中图分类号：Ｉ１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１）０４－００１８－０５

　　《科利奥兰纳斯》是莎士比亚创作的最后一部
悲剧，塑造了以科利奥兰纳斯为代表的众多鲜活的

人物形象。一般认为，莎士比亚创作该剧参考了古

希腊作家普鲁塔克（公元４６—公元１２０）的《希腊罗
马名人传》。英国作家麦克利什指出，莎士比亚的

《科利奥兰纳斯》同时参考了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

（公元前５９—公元１７）的《罗马史》。［１］３６因此，对李
维、普鲁塔克以及莎士比亚笔下的科利奥兰纳斯故

事中的人物形象进行对比分析，考察人物形象在流

变过程中产生的变异情况及其原因，对于研究莎士

比亚戏剧的独特魅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李维、普鲁塔克和莎士比亚的科利奥兰纳斯

故事中，人物形象发生了主要变化的是以集体形象

出现的平民、母亲伏伦妮娅以及科利奥兰纳斯。

一、平民形象的流变

在《罗马史》中，李维并没有对科利奥兰纳斯的

故事做专门的描写，而是把科利奥兰纳斯的故事作

为罗马“第一次撤离运动”的一部分进行讲述。李

维用了大量的篇幅讲述了贵族对平民的压迫，对贵

族两次违背诺言导致平民撤离罗马，并且强调平民

在撤离罗马期间的遵纪守法，只取用维持生存的物

资，平静地驻扎在圣山（ＴｈｅＳａｃｒｅｄＭｏｕｎｔ）。在科利
奥兰纳斯逃亡伏尔斯之后，伏尔斯平民也并不好战，

只是在科利奥兰纳斯设计挑拨之下才想攻打罗

马。［２］１２２－１３０

《希腊罗马名人传》中的平民形象也是类似的。

普鲁塔克对于平民与贵族和元老院的矛盾有详尽的

描述，矛盾集中在贵族对平民的剥削；元老院偏袒贵

族，对平民被欺压的情况视而不见。平民被逼无奈，

选择离开城市，聚集在圣山。在此过程中，“他们并

没有发生暴力和破坏的行为”［３］４０４。因此，李维和普

鲁塔克笔下的平民形象是安分守己的弱势群体。

在莎士比亚笔下，平民则是以乌合之众形象出

现的。莎士比亚把平民聚集的地点改在罗马，把离

开城市的被动出走行为，转化为主动攻击元老院的

暴动行为。在这里，莎士比亚建构了具有暴力性特

征的平民的负面形象。

平民的负面形象的另一个特征表现为非理性的

狂热。在《希腊罗马名人传》中，虽然涉及平民受到

护民官的煽动，但是也不乏对平民的理性特征的描

写，例如在科利奥兰纳斯落选执政官的情节上，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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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理性思考而非被煽动的结果。本来赞同科利奥

兰纳斯做执政官的平民，看到他在贵族中所引发的

热情后，“平民的情绪开始有所变化……一个人如

此强烈地维护元老院的利益，在贵族中间产生这么

大的影响力，要是把执政官的职位和权柄授予他的

手里，人民仍旧保有的自由权利就会受到他的剥夺

和侵害。结果他们拒绝接受马修斯，另外两人当

选”［３］４１２。在莎士比亚的笔下，平民的理性变为了非

理性的狂热状态。在科利奥兰纳斯被罗马平民骂作

叛徒，他对平民同样咒骂后，平民狂热地喊道：“把

他送到山岩上去！把他送到山岩上去！”［４］４５５当科利

奥兰纳斯在最后一场咒骂伏尔斯人时，受到煽动的

伏尔斯平民同样狂热，“撕碎他的身体———立刻杀

死他”［４］５０５，体现了平民在非理性狂热状态下的冲

动、急躁等特征。这些特征，不属于个体，而是他们

在一种“集体逻辑”［５］４支配下表现出来的“心理群

体”［６］１４特征，具有这些特征的平民俨然是一群乌合

之众。

莎士比亚之所以对平民建构这种带有明显负面

特征的乌合之众形象，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从戏剧创作方面考虑，平民的负面形象可

以产生戏剧性的悲剧效果。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悲剧

中，相比于之前的悲剧，“一种对悲剧实际效果的兴

趣脱胎而出”［７］１５，而莎士比亚无疑是当时最富有戏

剧效果的剧作家。从莎士比亚改编后的戏剧效果来

看，平民是作为科利奥兰纳斯这个英雄人物的对立

面来设置，他们与科利奥兰纳斯的冲突贯穿了该剧

的始终。如果把普鲁塔克笔下所描绘的正常平民形

象作为英雄的对立面，并不足以产生一个好人“遭

受不该遭受不幸”［８］９７的效果，而科利奥兰纳斯的悲

剧也就变成了罪有应得。相反，设置平民的乌合之

众形象，给科利奥兰纳斯对平民的偏见一种合理性

的解释，在引起观众的“怜悯与恐惧”的同时，也赋

予“对与错”这种传统的二元对立观念以一种形而

上学的辩证关系。

其次，平民的负面形象有着与莎士比亚时代相

关的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即当时的社会对平民的

歧视，以及对连绵不绝的农民起义中平民所表现出

的粗暴残忍的毁灭性力量的恐惧心理。自１０世纪
起，就在称呼上对社会成员进行了区分，“有权有势

的贵族（贵人 ｅｏｒｌｓ）和地位卑下的农民（贱民
ｃｅｏｒｌｓ）”［９］６１。在 １３８１年农民大起义的相关记载
中，有这样的描述：“叛乱分子以前属于农奴中最卑

微的一群人，如今像领主一样进进出出，猪倌竟高踞

于士兵之上，尽管他们不是骑士而是粗鄙的乡巴

佬。”［９］１０８这种心理在１４世纪和１５世纪的数次农民
起义中发展，在 １６世纪社会的持续动荡中达到高
潮。“暴力出现在每一层面上……非政治性的残暴

罪行和同样残酷的惩罚更是家常便饭……无论是在

农村还是在城镇，都常有地方暴动和骚乱，间或发生

大规模的叛乱。”［９］１３２充斥于动荡社会中的暴力，无

疑对那个时代的不安全感和恐惧心理有着显著的影

响。

二、伏伦妮娅形象的流变

在李维的《罗马史》和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

人传》中，伏伦妮娅都是只在劝说科利奥兰纳斯退

兵时出现的。所不同的是，《希腊罗马名人传》在讲

述科利奥兰纳斯成长过程时，涉及了伏伦妮娅对他

的影响。

古代罗马人非常注重荣誉观念，因为战事频繁，

通过战争获取荣誉便成了古代罗马人获取荣誉的最

普遍的方式。在此背景下，元老院“给予胜利者举

行凯旋式”［１０］２４７也成了一种奖励方式。被寡母从小

带大的科利奥兰纳斯，也非常重视荣誉，其重视程度

要远超平常的罗马人。“他经常自我超越，心中一

直在思考丰功伟业……认为自己应该获得更大的荣

誉与更高的颂扬。”［３］４０３然而，不同于他人“创造荣

誉在于炫耀自己，马修斯获得荣誉的终极目标是要

取悦母亲”［３］４０３。

在《希腊罗马名人传》中，科利奥兰纳斯获取荣

誉的目的是为了取悦母亲，间接说明了伏伦妮娅对

科利奥兰纳斯的影响。在莎士比亚笔下，这种影响

是被直接刻画的。

莎士比亚在第一幕第三场增加了对科利奥兰纳

斯的家庭生活的描写，除了梁实秋所说的为了建构

一种与悲剧气氛相对的松弛效果之外，还能够显示

伏伦妮娅对科利奥兰纳斯的影响。这种影响在莎士

比亚增加的这个家庭生活的场景中，到处可见：伏伦

妮娅“因为想到名誉对于这样一个人是多么重要，

要是让他默默无闻地株守家园，岂不等于一幅悬挂

在墙上的画像？所以就放他出去追寻危险，从危险

中间博取他的声名。我让他参加一场残酷的战争；

当他回来的时候，他的头上戴着橡叶的荣冠”［４］３８９。

要是她有十二个儿子，“也宁愿十一个儿子为了他

们的国家而光荣地战死，不愿一个儿子闲弃他的大

好的身子”［４］３８９；当知道科利奥兰纳斯受伤时，也丝

毫不担心，反而认为，“那样才更可以显出他的英武

的雄姿，远胜于那些辉煌的战利品”［４］３９０；在科利奥

兰纳斯得胜归来之时，伏伦妮娅才会告诉科利奥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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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斯：“现在只有一个愿望还没有满足，可是我相信

我们的罗马一定会把它加在你的身上的。”［４］４１４显

然，这个愿望就是科利奥兰纳斯顺利当上执政官。

因为在当时的罗马，执政官掌握着罗马共和国的最

高权力，“被认为是全国最高荣誉的官职”［１１］３３。在

这里，可以看出伏伦妮娅对于军功的追求、对荣誉的

渴望以及对科利奥兰纳斯更高的期待。母亲的言传

身教，激励着科利奥兰纳斯不断地获取荣誉。

在罗马共和国时期，最年长的男性承担着“家

长”（Ｐａｔｅｒｆａｍｉｌｉａｓ）的功能，对他们的子女拥有绝对
的权威（父权），包括教育甚至是生杀予夺之权。妇

女受其丈夫控制，处于“夫权”之下，被排除在公共

生活之外。［１２］４３８莎士比亚塑造了伏伦妮娅驱使科利

奥兰纳斯建功立业、追求军功、参选执政官等情节的

同时，也塑造了伏伦妮娅的“强母”形象。这种“强

母”形象所体现出来的权威性，填补了缺失的父权

的功能，是父权的一种表征。因此，可以说莎士比亚

笔下的伏伦妮娅形象是父权的化身。

同时，伏伦妮娅也是国家利益的化身。在科利

奥兰纳斯面临个人尊严与集体冲突时，伏伦妮娅两

次利用母亲的身份，逼迫科利奥兰纳斯做出符合国

家利益的选择。在科利奥兰纳斯竞选执政官时，因

为对平民的蔑视———他认为向平民祈求同意是对自

己尊严的侮辱，不愿展示自己身上的伤疤以获取平

民的支持。在科利奥兰纳斯出言不逊激怒平民，贵

族与平民险些爆发暴力冲突后，伏伦妮娅劝说他为

了“避免流更多的血”，为了“招抚一个城市”，“不妨

采用权谋，示人以诈”，认为这样的行为“对于荣誉

并无损坏”。虽然科利奥兰纳斯表示，“它的耻辱是

我终身不能洗刷的”，一旦这个计划失败，平民“就

要把这个马修斯的体肤磨成齑粉，迎风抛散了”，伏

伦妮娅为了国家的利益却依然软硬兼施地逼迫科利

奥兰纳斯去向平民道歉。伏伦妮娅把国家利益置于

科利奥兰纳斯的个人尊严与生命之上，逼迫科利奥

兰纳斯做出符合国家利益的选择。［４］４４７－４５２在科利奥

兰纳斯带领伏尔斯人围攻罗马时，伏伦妮娅再次把

国家利益置于科利奥兰纳斯的生命之上，不惜带领

全家向科利奥兰纳斯下跪的方式，利用家庭伦理逼

迫他让步，使他成为国家利益的化身。

梁实秋认为，莎士比亚在《希腊罗马名人传》的

基础上，增加了第一幕第二景的家庭生活描写，“是

为与强烈的悲剧气氛作一对照，借以发生松弛之

效”［１３］８。用这个原因来解释莎士比亚对伏伦妮娅

的精心塑造，显然是不够的。莎士比亚把李维和普

鲁塔克笔下的一个普通的母亲，改变成了父权和国

家利益的化身，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从戏剧创作来看，剧作家“应该寻求与个

性相契合的环境，并且把它定性为具体的情境，使主

体的命运与个性潜能相一致”［１４］９８。以父权和国家

利益化身的伏伦妮娅，是莎士比亚设置的戏剧情境

的一部分。伏伦妮娅对科利奥兰纳斯的影响以及推

动，代表了特定的历史环境对科利奥兰纳斯的影响。

这种影响的内在力度也与科利奥兰纳斯追逐荣誉、

骄傲的性格特征相适应。在这种情境下，剧中科利

奥兰纳斯所表现出来的无处不在对荣誉的追逐与骄

傲的性格才更具合理性。

其次，莎士比亚塑造的伏伦妮娅的“强母”形

象，同样也受到其所处时代社会文化的影响。一方

面，在１５６０—１６４０年英格兰社会价值观念方面出现
了变化：一方面，从“家族社会”的思维模式向“公民

社会”的价值标准转变；另一方面，宗教改革导致户

主继承了牧师的威望和权力，导致当时社会出现了

“父权制再度加强”［１５］１３４的现象。伴随着父权的加

强，女性受到了极大的排斥和限制 ，“父权制社会中

家庭的主要功能是促成子女的社会化 ，使其适应社

会文化对性别角色与性别气质的界定……母亲若在

儿子成年后还频繁干预其社会事务，会被视为导致

儿子不幸的根源”［１６］。莎士比亚塑造的伏伦妮娅，

影响并推动着科利奥兰纳斯走向悲剧的结局，被视

为造成科利奥兰纳斯悲剧的原因之一，显然是受到

了莎士比亚时代对女性偏见的社会文化的影响。

三、科利奥兰纳斯形象流变

相比于《罗马史》，《希腊罗马名人传》中的科利

奥兰纳斯具有更多性格特征，“节制、刚强和公正”，

同时又“专制、傲慢和蛮横”。但是在《希腊罗马名

人传》中，科利奥兰纳斯并不排斥向普通平民展示

他的伤痕，在竞选执政官当天，“马修斯像一般候选

人那样，现实身体上依然清晰可见的刀疤和伤

痕”［３］４１２。在这里，科利奥兰纳斯能够接受竞选执政

官必须用委婉的语气恳求平民的同意这一惯例；他

对于平民的憎恨，也是由于平民对他的拒绝引发的。

在此之前，科利奥兰纳斯针对的对象只是哗众取宠、

煽动民意的护民官。

因此，普鲁塔克笔下的科利奥兰纳斯所表现出

来的最突出的性格特点是率直而非骄傲，这种率直

造成了他“难以交往和目空一切的习性，无论哪一

方面来看都会触怒到大多数的人民”［３］４３８。科利奥

兰纳斯与其他的贵族将领并无太大的区别，他的所

作所为换成任一强硬派贵族成员都是有可能做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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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利奥兰纳斯的悲剧，主要源于当时贵族和平

民的阶级冲突，具有一定的历史因素。

莎士比亚对于科利奥兰纳斯的改动最大之处，

就在于把他骄傲的性格推向了极致，使得科利奥兰

纳斯悲剧的性质发生了改变。莎士比亚为《科利奥

兰纳斯》设置了一个最为典型的情境———“情景和

性格在一开场就清晰地树立在舞台上，在最初情况

之后，便依据逻辑展开情节”［１７］１３９。科利奥兰纳斯

被置于一种固定不变的极度骄傲的性格之中，对于

平民的憎恨和厌恶是针对整个平民阶层，且贯穿始

终的。导致科利奥兰纳斯悲剧结局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伏尔斯大将奥菲狄乌斯在剧中表达了他的观点：

也许因为他的一帆风顺的命运，使他

沾上骄傲的习气，损坏了他的完善的人格；

也许因为他见事不明，不善于利用他自己

的机会；也许因为他本性难移，只适宜于顶

盔披甲，不适宜于雍容揖让；刚毅严肃本来

是治军的正道，他却用来对待和平时期的

平民。［４］４８２

奥菲狄乌斯把科利奥兰纳斯被驱逐的原因归纳

为三点：骄傲、缺乏判断力和不懂得驭民之道。然

而，科利奥兰纳斯并非是失去了判断力导致他没有

抓住做执政官的机会。虽然不情愿，但科利奥兰纳

斯还是来到了广场请求平民的同意；虽然他嘴上说

着“宁愿死，宁可挨饿，也不愿向别人求讨我分内所

应得的报酬”［４］４２７，但是他并没有失去判断力，也极

力地抓住机会，他为此安慰自己“待我憋着这口气

演完那下半本吧”［４］４２７。虽然科利奥兰纳斯极力压

制自己向平民请求，但他坚持没有向平民展示伤疤。

那样会让人觉得科利奥兰纳斯所受的伤，只是为了

换取平民的赞叹，这种争取荣誉的目的性有损他的

骄傲。

因此，科利奥兰纳斯在平时并不缺乏判断力，能

够压制自己的情绪，唯有在他的骄傲被侵犯时，才会

失去判断力。剧中有两处科利奥兰纳斯与平民的冲

突———由于被骂作“叛徒”，他的骄傲让他难以压制

自己的情绪，失去了判断力，继而对平民破口大骂

……第一次冲突的结果是科利奥兰纳斯被罗马人驱

逐，第二次冲突的结果是科利奥兰纳斯被伏尔斯人

杀害。

英国学者布拉德雷在《莎士比亚悲剧实质》

（１９０２）一文中指出，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主人公身
上，“我们看到一种显著的片面性，一种对某一特殊

方向的癖性，一种在某些环境下对于朝这个方向靠

近的力量的抵拒的完全无能为力，一种使整个存在

跟一种兴趣、目标、热情或癖性等同起来的致命的倾

向”［１８］３３。显然，在科利奥兰纳斯身上，这种片面性

就是他的骄傲，他的整个存在都已经成了骄傲的化

身。骄傲———这个我们人人身上都会存在的天

性———也就成了科利奥兰纳斯悲剧的根源，使科利

奥兰纳斯的悲剧超越了历史的特殊性，具有了更普

遍的意义。

关于莎士比亚作品反映普遍人性的特点，曾被

许多评论家阐释。１８世纪的英国文学评论家塞缪
尔·约翰逊认为，莎士比亚作品永恒的魅力就在于

反映了普遍的人性，他“所描写的人物，其语言行动

均受普遍的情感和原则的支配，能激励一切人的心，

这是普遍人性的真实产物”［１９］１７５。约翰逊的这种看

法，“对梁实秋的文学批评观有深刻的内在的影

响”［１９］１７６。梁实秋认为：“莎士比亚的重要作品，没

有一部其主题不是与人生有密切关系的。莎士比亚

把握住人的基本情感，所以他才成为‘不是某一时

代的，而是为一切时代的’。《哈姆雷特》写复仇，

《麦克白》写罪恶，《奥赛罗》写猜忌，《李尔王》写愤

怒，这全是人类的基本情感。”［２０］６９４从这个意义上

说，也可以说《科利奥兰纳斯》写的是骄傲。

以上几部剧作的主人公最初都是一个英雄，在

情节上也都属于“英雄陨落”这一类型的故事。在

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哈姆雷特》写的是复仇对

英雄的损害，《麦克白》写的是欲望对英雄的损害，

《奥赛罗》写猜忌对英雄的损害，《李尔王》写自负对

英雄的损害，《科利奥兰纳斯》写骄傲对英雄的损

害。从整体上看，它们共同讲述了一个主题：英雄的

脆弱性。这一点，在莎士比亚剧本里也多次强调，例

如《理查二世》里，理查将王冠交给波林波洛克后，

看着自己镜中憔悴的脸说道：“一道脆弱的光辉闪

耀在这脸上，这脸儿也正像不可恃的荣光一般脆弱，

瞧它经不起用力一掷，就碎成片片了。”［２１］７８理查感

叹的不是脸的脆弱，而是命运的脆弱，哪怕他曾经是

不可一世的君王。在脆弱性这一点上，英雄与平民

无异。

上述剧中所共同展现的英雄脆弱性的主题，同

样与莎士比亚时代的历史背景有关。在十四、十五

世纪的“英法百年战争”和“红白玫瑰战争”期间，当

时的英雄人物无论是贵族统领还是国王，都随时面

临着死亡的威胁，以至于到了亨利八世在位期间，旧

贵族基本灭绝。［２２］１２战争所带来的巨大破坏力和生

命的轻易被摧毁，必然构成当时英国人民“感觉结

构”［２３］５７的一部分。这种“感觉结构”作为当时文化

的一部分，具有“使沟通得以可能的深层的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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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２３］５７。这连年征战的年代与莎士比亚所生活的

１６世纪并不遥远，因此，在他的戏剧作品中，这种
“感觉结构”就被自然地吸收了。

参考文献：

［１］麦克利什，昂温．莎士比亚戏剧指南［Ｃ］．曹南阳，刘略
昌，译．上海：百家出版社，２００８．

［２］Ｌｉｖｙ．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Ｒｏｍｅ［Ｍ］．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ＨａｃｋｅｔｔＰｕｂ
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ｙ，２００６．

［３］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Ｍ］．席代岳，译．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２００９．

［４］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四）［Ｍ］．朱生豪，译．北京：人
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４．

［５］勒庞．革命心理学［Ｍ］．伶德志，刘训练，译．长春：吉林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６］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Ｍ］．冯克利，译．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５．

［７］雷蒙·威廉斯．现代悲剧［Ｍ］．丁尔苏，译．南京：译林出
版社，２０１７．

［８］亚里士多德．诗学［Ｍ］．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
社，１９９６．

［９］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Ｍ］．陈叔平，译．北京：商务印书
馆，２０１５．

［１０］丛日云．西方政治文化传统［Ｍ］．大连：大连出版社，
１９９６．

［１１］于贵信．古代罗马史［Ｍ］．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

［１２］莱斯莉·阿德金斯，罗伊·阿德金斯．古代罗马社会生
活［Ｃ］．张楠，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

［１３］莎士比亚．考利欧雷诺斯［Ｍ］．梁实秋，译．北京：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４］谭霈生．戏剧本体论［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５］许洁明．１７世纪的英国社会［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６］邵雪萍．莎士比亚剧作中母亲形象的文化解读［Ｊ］．外
国文学评论，２０１０（１）．

［１７］布罗凯特，希尔蒂．世界戏剧史：上册［Ｍ］．周靖波，译．
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１５．

［１８］布拉德雷．莎士比亚悲剧实质［Ｃ］／／中国社会科学院外
国文学研究所，编．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下册．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

［１９］李伟窻．梁实秋莎评研究［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
［２０］梁实秋．《李尔王》辩［Ｃ］／／梁实秋文集：第１卷．厦门：
鹭江出版社，２００２．

［２１］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三）［Ｍ］．朱生豪，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４．

［２２］钱乘旦，陈晓律．英国文化模式溯源［Ｃ］．上海：上海社
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３］雷蒙·威廉斯．漫长的革命［Ｍ］．倪伟，译．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责任编辑　刘海燕）

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ｔｏｒｙｏｆＣｏｒｉｏｌａｎｕｓ
ＹＡＮＧＫａｎｇｅｎ

（Ｔｈｅ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Ｈｅ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Ｋａｉｆｅｎｇ，Ｈｅｎａｎ４７５００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ｔｈｅｓｔｏｒｉｅｓｏｆＣｏｒｉｏｌａｎｕｓｏｆＬｅｖｙ，Ｐｌｕｔａｒｃｈａｎｄ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ｔｈｅ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ｔｈｅｆｏｌｋ，Ｖｏｌｕｍｎｉａ
ａｎｄＣｏｒｉｏｌａｎｕｓａ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ＬｅｖｙａｎｄＰｌｕｔａｒｃｈ’ｓｗｏｒｋｓ，ｔｈｅｆｏｌｋａｒｅ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ｇｒｏｕｐｓａｂｉｄｉｎｇｂｙｌａｗａｎｄｂｅ
ｈａｖｉｎｇ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Ｖｏｌｕｍｎｉａｉｓａｎ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ｍｏｔｈｅｒ，ａｎｄＣｏｒｉｏｌａｎｕｓｉｓａｎ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ａｒｉｓｔｏｃｒａｔｉｃｈａｒｄｌｉｎｅｒ．ＩｎＳｈａｋｅ
ｓｐｅａｒｅ’ｓｗｏｒｋｓ，ｔｈｅｆｏｌｋａｐｐｅａｒａｓａｇｒｏｕｐｏｆｍｏｂ，Ｖｏｌｕｍｎｉａｂｅｃｏｍｅｓｔｈｅｅｍｂｏｄｉｍｅｎｔｏｆｐａｔｒｉａｒｃｈｙ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ａｎｄＣｏｒｉｏｌａｎｕｓｂｅｃｏｍｅｓｔｈｅｅｍｂｏｄｉｍｅｎｔｏｆｐｒｉｄｅ．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ｉｎ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ｓ
ｗｏｒｋｓａｒｅｎｏｔｏｎｌｙ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ｔｈｅｄｒａｍａｔｉｃｎｅｅｄｓ，ｂｕｔａｌｓｏ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ｂｙ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ｆ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ｓｔｉｍ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Ｃｏｒｉｏｌａｎｕｓ；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２２·



第３８卷　第４期
Ｖｏｌ．３８　　Ｎｏ．４

　　　　　　　　　　 中州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２１年８月

Ａｕｇ．２０２１　

中国老年群体的资本禀赋、数字融入与主观幸福感
———基于ＣＧＳＳ２０１７调查数据的中介机制分析

杨　毅，黄　延，贺浩浩
（西南大学 ａ．国家治理学院；ｂ．公共文化研究中心，重庆 ４００７１５）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５－２０
基金项目：西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创新团队项目“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研究”（ＳＷＵ１９０９１０１）；重庆市大学生

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积极老龄化赋能适老型文旅业态创新的演进机理与实施路径研究”（Ｓ２０２１１０６３５２６８）
作者简介：杨毅（１９７７—），男，湖北武汉人，博士，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教授，公共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区域

社会发展与文化治理。

摘　要：当今中国人口老龄化和社会数字化进程相叠加，给社会治理带来了诸多机遇与挑战。
研究基于ＣＧＳＳ２０１７调查数据，以互联网这一代表性数字技术为例，将老年人的资本禀赋（经济、文
化、健康、社交）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数字融入（接入、技能、产出）作为中介变量、主观幸福感作为被

解释变量，采取Ｂ－Ｋ逐步回归方程法与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进而考量变量间的作用机
理。结果表明：数字接入在经济、健康、社交资本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中起遮蔽效应；数

字技能与产出在经济、健康资本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中起遮蔽效应，而在社交资本对老

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中起中介效应。数字技术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个体间的资本禀赋所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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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中国人口老龄化和社会数字化进程相叠
加，给社会治理带来了诸多机遇与挑战。虽然数字

技术可以有效赋能大多数民众的生产生活，但老年

人等社会弱势群体的数字鸿沟却长期存在，其在数

字社会中被排斥问题日渐凸显，这可能会降低他们

的生活幸福感，乃至引发或扩大人际、家庭与社会冲

突。因此，解决老年群体的数字融入问题不仅关乎

老年个体尊严，也关乎亲子关系与家庭和睦，更关乎

急遽变迁的中国社会的和谐与发展。对此我国各级

政府高度重视，如国务院２０２０年印发了《关于切实
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强调

要切实解决老年人在智能技术运用过程中的问题，

让老年人更好地共享信息化发展成果。客观上老年

群体的数字融入受限于多方面的因素，其中个体的

经济、文化、健康、社交等资本禀赋尤为基础与关键。

具体到“资本禀赋—数字融入—主观幸福感”这一

传导路径，数字技术究竟是扩大还是填平了个体间

的资本禀赋所带来的幸福感差距，现有文献并未较

好地将三者统筹考察。因此，本研究基于中国综合

社会调查（ＣＧＳＳ）２０１７年数据，检验并分析数字融
入在老年人的资本禀赋对主观幸福感作用机制中的

中介效应，以期进一步明晰数字技术在老年人生活

中所扮演的角色、所造成的影响。

一、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资本禀赋与数字融入

老年人由于卸下工作与家庭责任走向个体化生

活，又处在这个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因此他们

的数字融入指向“身份的转换和调适”与“从现实社

会向虚拟社会转移”的双重含义。随着数字技术的

扩散与人们对其认知的持续深入，目前数字融入这

一概念主要涉及接入层、技能层与产出层［１］：

（１）接入层。“接入”是数字融入的基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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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独立拥有网络接入设备并可以在有需要时自主接

入网络。如今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不断普及，数字

接入的门槛不断降低。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ＣＮＮＩＣ）２０２１年２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
况统计报告》，我国网民规模达９．８６亿，而５０岁及
以上网民占比提升至２６．３％，表明互联网进一步向
中老年群体渗透。

（２）技能层。相比于接入，更主要的问题在于
个体是否充分掌握数字技术使用技能。互联网不仅

提供信息资讯，还提供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活动

与服务。目前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即时通信、网络消

费、视听娱乐、教育医疗等应用软件，均需一定的操

作知识与技能才能应对。面对当下信息超载、真伪

难辨的互联网生态，不少老年人正是由于担心“被

诈骗”“乱扣费”而产生科技恐惧感，对互联网畏而

远之，即使是“勉强连接”的部分老年人，在具体操

作时也会遇到各种障碍。

（３）产出层。如今人们基础性、关系性和发展
性需求越来越多通过互联网实现。由于存在使用技

能差异，不同个体在给定环境下利用数字技术所获

产出也存在差距，那些被数字排斥的老年人往往难

以享受社会交往、交通出行、医疗服务等领域的数字

化红利。数字化服务在为一部分人提供便利的同

时，却也成为另一部分人的生活障碍。例如新冠疫

情期间健康码成为不少地方远距离出行的凭证，但

许多老年人不懂得如何申请与使用健康码而感到不

便。

影响老年人数字融入的相关因素较为复杂，例

如个体的价值感知、外在的社会支持、技术的适老化

程度，但从根本上来讲数字融入的指向主体仍是个

人，因此学界多从个体资本禀赋角度探讨老年人数

字融入的影响机制，主要涉及四个方面：

（１）经济资本。一方面，人们在考虑开始使用
数字技术时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是否拥有相应的经

济能力，因为当前的互联网与终端设备品质与价格

存在差异，付出更多的成本往往意味着更好的数字

体验；另一方面，经济资本背后所隐含的阶层分化，

反映了不同的个体对于数字技术的使用需求与方向

不一而足，那些由于工作“被强制”使用互联网的老

年人数字融入状况往往更好。

（２）文化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教育文化水平
是衡量ＩＣＴ使用技能的最一致的预测因子，这不仅
体现在老年人原有认知结构对新鲜事物的接纳程

度，还会影响到学习新技术的信心。数据显示，我国

８０％左右网民的学历为初中及以上，但我国目前的

老年群体多基本出生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前，当时
我国的教育普及程度不高，尽管大规模的“扫盲”运

动卓有成效，但客观上我国目前相当数量的老年人

（尤其是高龄老人）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

（３）健康资本。老年人的身体机能会逐渐弱化
进而影响数字技术使用，如视力下降影响对图文的

辨识能力、肌肉退化影响对设备的触控操作。而除

生理健康外，心理健康和精神状态也很重要，积极

乐观的老年人更愿意尝试通过数字技术与他人建

立联系，在学习数字技能时也会有更强的自我效

能感。

（４）社交资本。老年人对陌生事物的认知与接
受常常受到家人、邻里、朋友等和老年人生活联系密

切的初级群体的影响，既有实证研究表明子女代际

支持会显著影响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态度、使用意

愿和实际使用，而同龄群体可以为老年人提供更直

接的使用体验进而提高其学习效率。

（二）数字融入与主观幸福感

随着社会走向原子化，老年人易因脱离群体生

活而导致幸福感下降，而数字融入又往往与社会融

入相关联。例如，如今移动支付随处可见，甚至一些

消费场所不再设置人工收费服务，可能会对部分老

年人的出行、消费造成障碍，进而使他们的社会活动

意愿下降。与鼓励老年人与社会相割裂的脱离论相

反，互动论认为老年人对于社会互动有着基本需求，

积极的社会参与和活跃的关系网络有助于老年人适

应社会。世界卫生组织所提出的“积极老龄化”政

策框架亦旨在创造有利条件让老年人回归社会，在

各方面享有平等的参与机会和权利，因此推动老年

群体的数字融入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内

容。

一些实证研究表明，数字技术有助于老年人的

自我实现与增进其幸福感［２－３］，但“在场替代效应

论”则认为互联网使用减少了老年人在场空间或物

理空间的参与资本、人际互动、社会交往，从而增加

了老年人的孤独感与恐惧感［４］。那么，为什么会出

现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其争议点实质是数字技

术对个体资本禀赋的幸福生成效应究竟为增益还是

削弱，而讨论此问题的前提是明晰老年人的数字融

入程度。可以推知，若老年人具有良好的数字素养，

他会懂得如何运用数字技术改善生活、发展自我，同

时规避数字技术的负面影响，因此推动老年人的数

字融入便成为利用数字技术增进其生活幸福感的关

键。

综上所述，可以建立资本禀赋、数字融入与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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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三者的分析框架（如图１所示），并得出这一
假设：数字融入在老年群体所具有的经济、文化、健

康、社交等资本禀赋与其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

介效应。为验证这一假设，本研究以互联网这一代

表性数字技术为例，将老年人的资本禀赋作为核心

解释变量、数字融入作为中介变量、主观幸福感作为

被解释变量，依据温忠麟等建立的中介效应检验程

序［５］，采取 Ｂ－Ｋ逐步回归方程法与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进
行中介效应检验，以期从实证层面提供有力证据。

图１　分析框架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赋值
（一）数据来源及信度检验

本研究所涉及数据来源于ＣＧＳＳ２０１７调查数据
库，该数据库含有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居民互联网使

用数据。依据所研究的问题域进行数据清洗，剔除

回答问题时６０周岁以下或相关题项有缺失的个案，
最终得到３０１个样本。对样本数据进行信度检验，
得到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ａ系数为０．８３７＞０．８，表明样本信度
良好，可用于实证分析。

（二）变量赋值及描述性统计

为更好地使数据服务于研究，对其进行标准化

赋值（具体变量、操作化指标及赋值规则见表 １）。
特别地，对数字技能与数字产出的评定，前者从打开

网站、下载安装ＡＰＰ、查找信息、辨别信息真伪、表达
想法和网络支付６个方面进行考量，后者从社交活
动、自我展示、网络行动、休闲娱乐、获取信息和商务

交易６个方面进行考量，最终取其均值作为得分。
表１　变量及对应操作化指标、赋值规则

变量 操作化指标 赋值规则

主观幸福感

（ＳＷ）
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

非常不幸福＝１；比较不幸福＝２；说不上幸福不幸福
＝３；比较幸福＝４；非常幸福＝５

经济资本

（ＥＣ）
综合看来，在目前这个社会，您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属于？ 下层＝１；中下层＝２；中层＝３；中上层＝４；上层＝５

文化资本

（ＣＣ）
目前最高受教育层次？

没有受过任何教育 ＝１；私塾、扫盲班 ＝２；初中 ＝３；
职业高中＝４；普通高中＝５；…

健康资本

（ＨＣ）
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健康状况是（包括身体和心理健康）？ 差＝１；一般＝２；好＝３；比较好＝４；非常好＝５

社交资本

（ＳＣ）
在过去一年中，您是否经常在您的空闲时间做社交、串门？ 从不＝１；很少＝２；有时＝３；经常＝４；非常频繁＝５

数字接入

（ＡＤ）
您家里能上网吗？ 能＝１；不能＝０

数字技能

（ＳＤ）

以下描述是否符合您的情况？

①我会使用电脑打开网站
②我会使用智能手机下载安装ＡＰＰ
③在网上查找自己想要的信息并不难
④网上（如微信、微博）看到周围人转发的重要消息，我会先验证再相信
⑤当我想在网上表达自己的想法时，我知道怎么操作
⑥在网上进行支付或者交易时，我会观察使用环境来确定是否使用

非常不符合＝１；不符合＝２；无所谓符合不符合＝３；
符合＝４；非常符合＝５

数字产出

（ＯＤ）
在过去的一年里，分别因为社交活动、自我展示、网络行动、休闲娱乐、获

取信息、商务交易而上网的频繁程度？
从不＝１；很少＝２，有时＝３；经常＝４；总是＝５

　　样本数据重新赋值后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２，可知：整体而言，中国老年群体的主观幸福感较
高；在资本禀赋层面，经济与健康资本较好、社交资

本相对较弱，表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老年群

体的物质与健康保障水平有了较大的提升，但是老

年群体的人际活动和社会参与尚不充分；在数字融

入层面，绝大多数老年人已经可以较为自由地接入

互联网，且使用技能掌握较好，但从数字技术应用中

受益的程度还略显不足。

表２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极小值 极大值

ＳＷ ４．０１０ ０．８０６ １ ５

ＥＣ ３．５７８ ０．９１９ １ ５

ＣＣ ６．０６６ ２．８７９ １ １４

ＨＣ ３．２９６ １．０８１ １ ５

ＳＣ ２．６５１ １．１５２ １ ５

ＡＤ ０．９５７ ０．２０４ ０ １

ＳＤ ３．１３６ １．０８１ １ ５

ＯＤ ２．５３０ ０．８０５ 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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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介模型构建与分析
（一）多重共线性检验

为规避多重共线性问题对模型估计的负面影

响，本研究对变量进行初步回归并检验其多重共线

性（结果见表３），可知各变量的方差膨胀系数与平
均方差膨胀系数均接近于１且小于５，表明变量不
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可确信后续的分析结

果较为稳健。

表３　多重共线性结果

变量 方差膨胀系数 １／方差膨胀系数
ＳＤ １．７００ ０．５８７
ＯＤ １．６００ ０．６２５
ＣＣ １．２６０ ０．７９４
ＥＣ １．２２０ ０．８１９
ＨＣ １．２１０ ０．８２９
ＡＤ １．０８０ ０．９２６
ＳＣ １．０５０ ０．９５１

平均方差膨胀系数 １．３０３

　　（二）Ｂ－Ｋ逐步回归检验
如表４所示，为验证研究假设，首先构建模型

（１）以测算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被解释变量）与四类
资本禀赋（核心解释变量）的直接关系，结果表明主

观幸福感与经济、健康、社交资本的回归系数均显

著，而与文化资本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因此前三者按

中介效应立论，后者按遮掩效应立论。然后在模型

（１）的基础上分别加入数字接入、技能与产出３个
中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即模型（２）（３）（４）。最后
对数字融入与资本禀赋进行回归分析（见表５），构
成模型（５）（６）（７），结果表明数字接入与文化资
本，数字技能与文化资本、健康资本，数字产出与文

化资本的回归系数显著，但模型（２）（３）（４）表明主
观幸福感与数字接入、技能与产出的回归系数均不

显著，无法判断这些变量的中介效应是否存在，因此

接下来采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进行检验。
表４　主观幸福感与数字融入、资本禀赋回归结果

序号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变量 ＳＷ ＳＷ ＳＷ ＳＷ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ＡＤ －０．１１７ ０．２１５

ＳＤ －０．０７０ ０．０４４

ＯＤ －０．０５５ ０．０５７

ＥＣ ０．２５２ ０．０５２ ０．２５３ ０．０５２ ０．２５６ ０．０５２ ０．２５４ ０．０５２

ＣＣ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６

ＨＣ ０．０９９ ０．０４３ ０．０９８ ０．０４３ ０．１０９ ０．０４４ ０．１００ ０．０４３

ＳＣ ０．０６８ ０．０３８ ０．０６９ ０．０３９ ０．０６８ ０．０３８ ０．０７０ ０．０３９

常数项 ２．９８８ ０．１７１ ３．０９０ ０．２５３ ３．１０９ ０．１８７ ３．０８１ ０．１９７

Ｒ２ ０．１４４ ０．１４５ ０．１５１ ０．１４７

　　注：、、分别表示在０．１、０．０５、０．０１级别显著。

表５　数字融入与资本禀赋回归结果

序号 模型（５） 模型（６） 模型（７）
变量 ＡＤ ＳＤ ＯＤ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ＥＣ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４ ０．０６２ ０．０６８ ０．０４６ ０．０５３
ＣＣ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４ ０．１２８ ０．０２１ ０．０８３ ０．０１６
ＨＣ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２ ０．１６９ ０．０５７ ０．０３７ ０．０４４
ＳＣ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５０ ０．０４５ ０．０３９
常数项 ０．８６５ ０．０４６ １．７３５ ０．２２４ １．６９３ ０．１７４
Ｒ２ ０．０１９ ０．１８５ ０．１１６

　　注：、、分别表示在０．１、０．０５、０．０１级别显著。

　　（三）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检验
本研究设定重复抽样次数为５００次，对四类资

本禀赋、数字融入的３个层面与主观幸福感分别进
行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６—９。

表６　经济资本、数字融入与主观幸福感的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检验结果

变量 ＥＣ→（ＡＤ→）ＳＷ ＥＣ→（ＳＤ→）ＳＷ ＥＣ→（ＯＤ→）ＳＷ
系数 置信区间 系数 置信区间 系数 置信区间

间接效应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０］
直接效应 ０．３０１ ［０．１８２ ０．４１９］ ０．３１０ ［０．１９０ ０．４２９］ ０．３０４ ［０．１９０ ０．４１９］
总效应 ０．２９９ ０．２９９ ０．２９９

中介效应占比 －０．００６ －０．０３７ －０．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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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文化资本、数字融入与主观幸福感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检验结果

变量 ＣＣ→（ＡＤ→）ＳＷ ＣＣ→（ＳＤ→）ＳＷ ＣＣ→（ＯＤ→）ＳＷ
系数 置信区间 系数 置信区间 系数 置信区间

间接效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０］
直接效应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７ ０．０５６］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５８］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５７］
总效应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４

中介效应占比 －０．０１２ －０．１０３ －０．０４２

表８　健康资本、数字融入与主观幸福感的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检验结果

变量 ＨＣ→（ＡＤ→）ＳＷ ＨＣ→（ＳＤ→）ＳＷ ＨＣ→（ＯＤ→）ＳＷ
系数 置信区间 系数 置信区间 系数 置信区间

间接效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９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０］
直接效应 ０．１８３ ［０．０９５ ０．２７０］ ０．１９１ ［０．１０１ ０．２８２］ ０．１８４ ［０．０９７ ０．２７０］
总效应 ０．１８２ ０．１８２ ０．１８２

中介效应占比 －０．００２ －０．０５０ －０．００８

表９　社交资本、数字融入与主观幸福感的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检验结果

变量 ＳＣ→（ＡＤ→）ＳＷ ＳＣ→（ＳＤ→）ＳＷ ＳＣ→（ＯＤ→）ＳＷ
系数 置信区间 系数 置信区间 系数 置信区间

间接效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直接效应 ０．１１３ ［０．０２７ ０．１９９］ ０．１１３ ［０．０２２ ０．２０４］ ０．１１３ ［０．０２０ ０．２０６］
总效应 ０．１１３ ０．１１３ ０．１１３

中介效应占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据表６—９可知，经济、健康、社交资本对主观幸
福感影响的直接效应系数置信区间不包含０，可认
为存在中介效应；文化资本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直

接效应系数置信区间包含０，可认为不存在中介效
应。结合模型（２）（３）（４）中主观幸福感与经济、健
康、社交资本的回归系数显著，可知直接效应显著。

数字接入在经济、健康、社交资本对老年人主观

幸福感的作用机制中起遮蔽效应，即数字接入使得

这三类资本禀赋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强度减弱。这

源于互联网世界中老年人往往可以享有比线下更为

便捷的社会参与机会与权利，差异性较大的个体也

可以打破地域和阶层的隔阂、更为对等地交流，进而

拓展其社会交往层级与范围，使得原本的社交资本

禀赋影响力趋于减弱。

数字技能与产出在经济、健康资本对老年人主

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中起遮蔽效应，即掌握数字技

能并从中受益会减弱经济、健康对主观幸福感的影

响强度。但如前文机理分析所述，健康是对数字技

能掌握影响较大的一个变量。数字设备的使用基本

需要同时调动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这对身体机

能退化的老年人来说并不友好。目前政府与企业也

关注到这一问题，陆续推出各种数字设备及软件的

适老化更新方案，如调整界面设计风格、添加方言语

音识别，使其更便于老年人操作。

同时，数字技能与产出在社交资本对老年人主

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中起中介效应，即社交资本会

由数字技能与产出得到增强，这理应体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加强与旧有社会关系网络的联系，二是结识

新的社会交往对象。但也有研究表明，线上老年群

体更多的是维系家人、朋友等强关系网络，较少联系

弱关系群体。从代际维度看，青少年、中年、老年群

体大致分属于数字原住民、移民与难民，三者间存在

着一定的数字鸿沟，随着社会交往活动的开展，他们

之间的数字鸿沟正在演化为数字冲突。老年群体面

对数字技术时的不适应既会引发家庭内部矛盾，也

会诱发更宏观的社会群体之间的误解与摩擦，他们

可能在无法适应技术或得不到外界支持时产生对他

人及社会的不满与冲突。因此，数字融入较差的老

年人还可能失去部分社交资本，陷入恶性循环的境

地。

四、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综上所述，本研究得出主要结论：（１）数字接入
在经济、健康、社交资本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作用

机制中起遮蔽效应；（２）数字技能与产出在经济、健
康资本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中起遮蔽效

应，而在社交资本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

中起中介效应。可以将之归结为数字技术的“平权

效应”，数字技术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个体间的资本禀

赋所带来的幸福感差距，而对于幸福的追求却日益离

不开数字技术的介入与赋能。因此我们需要构建政

府主导、多方参与的社会支持体系，提供各类适老型

数字设施和学习机会，帮助老年群体融入数字社会。

（二）讨论与展望

虽然包括本研究在内的多数研究表明，整体而

言数字融入的确有助于提升老年群体的生活幸福

感，但国外也有研究认为数字技术难以融入部分老

年群体的日常生活，这些个体并不视数字技术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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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生活工具。这启示我们：老年群体的数字融

入并非可以简单视为对于数字技术的适应，更是涉

及生活方式的意愿和选择。在社会快速走向数字化

的背景下，也应当尊重一些个体选择“断连”的权

利。实际上，数字鸿沟并不一定会演变成社会问题，

而是只有个体因为数字鸿沟难以融入社会、享受不

到与他人平等的机会和权利时才构成问题。

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还在持续加剧，数字技术

发展也日新月异，因此即使是如今仍能亦步亦趋的

中年群体，未来仍可能变成“数字难民”。我们应构

建一个数字包容社会，这不仅需要加强数字技术设

施建设，更重要的是针对包括老年人在内的数字弱

势群体打造、更新易于获取、学习与使用的数字产品

和服务。

最后，本研究虽然验证了“资本禀赋—数字融

入—主观幸福感”这一传导路径，但是事实上数字

融入也有助于老年人拓宽经济收入渠道、接受科学

知识与文化、维持或建立社会关系，即通过扩大老年

人的资本禀赋来提升其生活幸福感，同时老年人从

数字融入中得到的幸福感越强，也可能越愿意融入

数字化社会，形成良性互动与循环。因此，老年人的

数字融入问题与机制较为复杂，未来还需进一步地

深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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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ｄｉａｒｙｅｆｆｅｃ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ａｔ：（１）Ｄｉｇｉｔａｌａｃｃｅｓｓｐｌａｙｓａｍａｓｋ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ｙ，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ｏｎ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２）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ｋｉｌｌｓ
ａｎｄｏｕｔｐｕｔｐｌａｙａｍａｓｋ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ｉｎ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ｐｉｔａｌｏｎ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ｏｆ
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ｗｈｉｌｅｐｌａｙａ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ｉｎ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ｏｎ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ｏｆ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Ｉｎｏｔｈｅｒｗｏｒｄｓ，ｄｉｇｉｔ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ｈａｓｎａｒｒｏｗｅｄｔｈｅｇａｐｉｎ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ｂｒｏｕｇｈｔａｂｏｕｔｂｙｃａｐｉｔａｌ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ｓ
ａｍｏｎｇ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ｔｏ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ｅｘｔ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ｃａｐｉｔａｌ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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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型中小企业创新成长路径探析

强　敏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经济贸易学院，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６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４－２５
基金项目：２０１７年度安徽省教育厅高校优秀拔尖人才培育项目“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ｇｘｙｑ２０１７１７０）；安徽财贸

职业学院２０１９年度内涵提升全员行动计划“１＋Ｘ证书”制度试点专业建设项目“连锁经营管理‘１＋Ｘ证书’制度试点专业建
设”（２０１９ｚｓｚｄ０７）

作者简介：强敏（１９８０—），女，安徽蚌埠人，硕士，安徽财贸职业学院经济贸易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企业经营管理。

摘　要：科创型中小企业的创新与成长是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宏观经济发展的重要参与
者，其创新成长路径决定着自身发展速度及社会整体创新能力。在理论解析了我国科创型中小企业

创新成长基本路径之后，利用科创板企业样本数据实证分析了当前我国科创型中小企业的创新成长

路径情况。研究发现，我国科创型中小企业并不是简单的仅选择某一种创新成长路径，而是选择以

市场创新型成长路径为主的同时，选择技术创新型成长路径为辅助路径；技术创新对科创型中小企

业的创新成长存在直接和间接的复杂作用效应；科创型中小企业成长性受到组织管理创新的作用力

很小，组织管理创新型成长路径在我国科创型中小企业创新成长中表现很弱。

关键词：科创型中小企业；创新成长路径；技术创新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１．０４．００６
中图分类号：Ｆ２７３．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１）０４－００２９－０７

　　科创型中小企业是指在一定创新路径下依托创
新人才从事科技研究与创新活动，取得自主知识产

权并将其转化为高新技术产品或服务，从而实现可

持续发展与成长的中小型企业。随着科创板于

２０１９年６月正式开板以及在科创板上市交易的企
业数量不断增加，科创型中小企业成为我国社会各

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其在社会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

作用也成为理论界探讨的对象。科创型中小企业作

为一种以创新求生存和发展的企业，通过何种路径

实现自己的创新与成长是其必然要思考和解决的问

题，这对于其自身持续、深入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同时也是我国社会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尤其党的十八

大以来，培育高质量科创型企业成为“创新型国家”

建设的重要内容，所以探索科创型中小企业的创新

与成长之路就显得尤为必要。但目前国内学者关于

科创型中小企业创新成长方面的理论研究很少，关

于我国科创型中小企业创新成长路径还没有形成统

一定论。所以，在目前市场环境下结合科创型中小

企业的特征，研究我国科创型中小企业创新成长路

径，能够有效弥补理论研究空白，也能够达到推动实

务领域前进的目的。

一、科创型中小企业创新成长路径类型

较强的创新能力是科创型中小企业实现成长的

必要条件之一，创新贯穿于其成长过程的每一阶段，

无论企业走的是哪一种成长路径，创新是其成长目

标得以实现的必然因素。企业的创新成长路径是在

当前市场环境背景下，在创新思想的指导下，企业的

内外部资源经过一定时间的积累、应用以及重组而

进行的多方面创新活动，进而实现企业效益提升和

价值成长的过程。企业的发展历程和生命周期本质

上可以看成是以各种发展路径的动态组合为基础的

成长轨迹，企业之间的整体成长差异具体表现为各

种成长路径的差异性以及其组合的差异性。

关于企业创新成长路径的类型，国内外学者进

行过较多划分，比如 ＮｅｌｓｏｎＲ．Ｒ．（２００４）在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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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创新型企业成长路径划分为技术创新型和管理创

新型两种基本类型［１］；ＢｏｓｅＳ．和 ＴｈｏｍａｓＫ．（２００７）
将以知识为基础的企业的创新类型划分为人才型、

管理型和市场型三种［２］；吴运建（２００９）和徐华东
（２０１３）等学者在研究中将以创新为基础的企业的
成长模式划分为创新型和技术型两种类型［３－４］；吕

峰（２０１６）将科技型企业的成长方式归纳为市场创
新、产品创新和管理创新三种［５］；ＺｕｂｉｅｌｑｕｉＧ．Ｃ．Ｄ．
（２０１６）则在研究中将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成长路径
总结为管理模式型、市场营销型、产品技术型三

种［６］。可以看出，学者们对创新类、技术类、知识类

企业创新成长路径的划分基本上分为技术创新型、

管理创新型、市场创新型三大类，所以本文在现有研

究的基础上，将我国科创型中小企业的创新成长路

径归纳为技术创新型、市场创新型和组织管理创新

型三种。

（一）技术创新型成长路径

（１）基本含义
该路径强调科创型中小企业在发展及预期成长

目标实现过程中对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生产工艺、

产品的技术含量等技术创新方面的内容依赖程度最

高，技术创新是科创型中小企业发展与成长的最主

要动力因素，而企业在市场、管理、组织等其他方面

的创新对其成长目标的实现只起着辅助性作用。

（２）核心点
第一，在生产技术与工艺方面的创新处于企业

整个创新体系中的最关键地位。科创型中小企业的

成长是各种创新因素共同作用和推动的结果，而此

时技术创新在各种创新因素中居于最核心位置，也

是科创型中小企业最关注的创新点，其他方面的创

新虽然也会得到企业的关注，但都是为了技术创新

能够顺利实现而提供服务和支撑的。

第二，生产技术和工艺的创新在相当大程度上

带动企业其他方面的创新。技术创新是科创型中小

企业的核心创新因素，科创型中小企业以生产技术

和工艺的创新为主要动力源泉驱动企业在市场、管

理等方面的创新。技术创新的实现为其他方面的创

新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和条件，同时也对其他方面的

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技术创新的强辐射性是选

择技术创新型成长路径的科创型中小企业实现成长

目标的重要条件。

第三，对研发人才和研发资金的要求高。选择

技术创新型成长路径的科创型中小企业的创新和市

场竞争力的提升归根结底还是源自生产技术和工艺

的创新，对技术研发强有力的支持和科学的规划是

技术创新的前提条件之一，所以必须有高素质的技

术研发人才，同时也要有足够的研发资金与之相匹

配，高素质的研发人才以及充足的科研资金是技术

创新目标能否实现、成长路径能否形成的重要保障。

第四，企业预期盈利目标的实现是核心推动力。

任何一家企业若要获得持续经营和发展就必须首先

能够实现其预期盈利目标，预期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是科创型中小企业选择技术创新型成长路径时所考

虑的重要问题之一，预期盈利的实现根源于技术创

新，同时也是技术创新的重要动力，为技术创新提供

资金和物质保障。

（二）市场创新型成长路径

（１）基本含义
此路径主要强调科创型中小企业发展和成长目

标的实现主要依靠在市场方面的创新和突破，市场策

略和市场行为的创新是企业成长的力量源泉，而诸如

技术、产品、组织管理等方面的创新行为只是处于企

业整个发展与成长过程中的次要地位和辅助力量。

（２）核心点
第一，科创型中小企业具有很强的市场创新意

识和创新倾向。企业家对行业状态和市场环境的变

化非常关注和重视，企业经营利润主要来源于在市

场策略和市场行为上的创新。实现企业的盈利目标

和成长目标是选择市场创新型成长路径的科创型中

小企业的最终目标，而其最直接的目标则是能够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活力和地位，充分高效地利

用企业有限的资源进而不断进行市场扩张和占有，

继而可以达到保持现有市场地位以及预期绩效和成

长目标实现的目的。

第二，市场的变化指引着科创型中小企业的发

展导向。通过结合在技术、产品以及组织管理等方

面的创新对市场进行研究和开发，根据市场的最新

动向制定企业的经营战略和发展策略，推动企业在

行业内的地位和优势，进而实现成长目标。

第三，市场创新推动作用。该成长路径主要强

调科创型中小企业成长目标的实现是来自企业在市

场策略和营销策略方面的创新实现的，来自市场方

面的创新因素在企业实现的所有创新中起着主导作

用，是引领企业其他方面创新实现的主要因素，同时

也是企业从事其他方面创新的落脚点，其他的创新

活动都是为了市场创新实现以及市场创新目标的达

成而服务的，一旦在市场方面的创新活动没有实质

性成果则其他方面的创新便失去了存在意义。市场

创新使得企业获得了新的市场和新的客户需求，而

如果在产品性能、质量等方面没有创新则依然无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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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满足客户的需求，市场创新的效率也会大打折扣。

（三）组织管理创新型成长路径

（１）基本含义
选择组织管理创新型成长路径的科创型中小企

业的经营目标和成长目标的实现主要依靠企业内部

组织管理的创新和突破，企业经营效益也主要来自

组织管理效率的提升，包括技术、产品、市场等在内

的创新只是该路径科创型中小企业成长过程中的次

要方面和辅助动力，通过不断构建和完善企业的组

织管理体系以达到优化资源配置、挖掘未知资源，进

而推进企业的快速成长。

（２）核心点
第一，组织管理创新意识和创新倾向明显。选

择组织管理创新型成长路径的科创型中小企业的高

层管理人员有着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意愿，无论

是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坚定地认为在组织管理方面

的创新可以实现企业的长期战略规划和成长预期，

而企业之所以能够在市场竞争中保持地位和稳定发

展也主要得益于在组织管理方面的创新能力，企业

家对整个企业的组织架构的合理性、创新性以及管

理的效率都非常重视，企业家的组织管理创新意识

强烈，在推动企业成长过程中更多地倾向于通过组

织管理的创新。

第二，以组织管理创新为中心点布局其他创新。

该种创新成长路径更多地强调以组织管理创新为主

导进而带动其他方面的创新，是企业以创新带动成

长的核心因素，企业在技术、产品、市场等方面的创

新活动都是以组织管理创新为方向，是组织管理创

新最终目标实现的辅助动力。选择该种成长路径的

企业首先需要对企业的组织管理的创新进行准确定

位，将其放置于企业创新体系的核心环节，而后在此

核心基础上布局其他方面创新以及相关工作的开

展，同时也要在资源分配上给予优先考虑，以保证核

心创新动力的成功实现，也是保证创新成长目标得

以实现的关键。

二、科创型中小企业创新成长路径实证分析

（一）样本与指标

１．样本选择
科创板是针对科创型中小企业上市交易的一个

新型资本市场，自其开板以来，在该市场挂牌的企业

越来越多，截至２０２０年底，在科创板挂牌的企业数
量已经达到了２００家，合计募集资金总额达到２８７６
亿元。在行业分布上，挂牌科创板的企业高度集中

在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其中，新一代信息

技术（包括集成电路）和生物医药领域合计占比达

５５％，高端装备、新材料和节能环保等领域合计占比
４５％。在科创板上市交易的企业是我国科创型中小
企业的优秀代表，所以本文以科创板挂牌企业为研

究样本，实证研究当前我国科创型中小企业的创新

成长路径情况。为了保证样本数据的连续性，本文

选择２０１９年以前在科创板挂牌的企业，剔除数据严
重缺失的企业共得到６７家样本企业。各指标采用
２０１９年第３季度到２０２０年第４季度的数据，个别时
间点上的缺失值采用内推法弥补，各样本企业数据

采用算术平均法进行平均，得到各指标的单维纵向

时间序列数据。所有数据收集整理自 ＣＳＭＡＲ数据
库，所有计算过程均由Ｅｖｉｅｗｓ８．０实现。
２．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前文内容，本文将我国科创型中小企业的

创新成长路径划分为技术创新型、市场创新型和组

织管理创新型，拟通过构建多元回归模型的方式探

索当前我国科创型中小企业的创新成长路径情况，

以创新成长路径的量化指标作为模型的解释变量，

将科创型中小企业的成长性设定为被解释变量。关

于企业成长性的衡量指标较多，参考胡卫敏

（２００７）［７］、唐雯（２０２１）［８］等学者的研究，本文选择
多个指标综合反映科创型中小企业的成长性，以销

售收入增长率、利润增长率、资产增长率和人员增长

率４个指标作为衡量企业成长性指标。
技术创新型路径的形成主要体现在产品以及生

产过程的技术含量上，可以从此方面构建技术创新

型变量，结合路径的含义和核心点以及借鉴和参考

国内外相关学者的研究，可反映科创型中小企业技

术创新型成长路径的指标包括表１中的４个指标。
市场创新型成长路径的形成主要来自企业能否通过

一些创新型的市场举措占领市场、挖掘客户，所以本

文选择科创型中小企业的网点或分公司的开设个

数、客户群体细分或地域细分数量、市场调查报告的

频率等３个指标作为市场创新型变量的测量指标。
组织管理创新型成长路径的形成主要体现在科创型

中小企业能够在组织管理方面实现创新和变革，其最

主要决定性因素是企业家，而一个企业家组织管理创

新意识的培养则主要来自不断的学习和实践，所以用

表１中的３个指标体现组织管理创新型变量。
可以看出，成长性和各创新成长路径的衡量指

标都有若干个，这些指标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同时

它们相互之间又存在相似性和差异性，所以为了后

文分析的便利以及分析结论的客观性，本文将这些

指标分别综合为成长性变量、组织管理创新型变量、

市场创新型变量和技术创新型变量。通过电子询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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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当面咨询的方式邀请了江苏大学、安徽大学、国元

证券等高校和企业的１０位有丰富经验和理论基础
的专家对每个替代指标相对于上一层指标的重要程

度进行赋值，而后根据每位专家给出的权重值计算

出指标的算术平均数。由于每个指标的度量单位存

在较大差距，出于后文数据分析和模型构建的需要，

对获取的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见表１）。
表１　指标权重汇总表

变量 代表字母 指标名称 权重

技术创新型

变量
Ｉ＿ｔｅｃｈ

最新设备占比 ０．２
科研人员比重 ０．３
主营产品年均更新换代次数 ０．３
年专利技术数量 ０．２

市场创新型

变量
Ｉ＿ｍａｒｋｅｔ

年新增销售网点或分公司增加数量 ０．３
市场细分数量或地域细分数量 ０．４
市场调查报告的频率 ０．３

组织管理

创新型变量
Ｉ＿ｍａｎａｇｅ

核心管理层成员外出考察或交流次数 ０．２
核心管理层人均继续再教育时间 ０．３
战略性政策年更换次数 ０．５

成长性变量 Ｇｒｏｗ

销售收入增长率 ０．３
资产增长率 ０．３
利润增长率 ０．２
人员增长率 ０．２

　　（二）灰色ＧＭ（１，１）模型构建
结合各指标权重综合计算得到 Ｉ＿ｔｅｃｈ、Ｉ＿ｍａｒ

ｋｅｔ、Ｉ＿ｍａｎａｇｅ和Ｇｒｏｗ４个变量，选择各变量２０１９年
第３季度到２０２０年第４季度的数据实证分析各创
新成长路径变量对科创型中小企业的成长性的影

响。由于经典经济计量模型对数据量要求较高，所

以首先在目前６期季度数据的基础上拟合灰色 ＧＭ
（１，１）模型，并预测每一个变量的未来１０期值以补
充现有数据在量上的不足（见表２）。

表２　各变量ＧＭ（１，１）模拟结果

变量 ａ ｂ 残差 平均相对误差

Ｇｒｏｗ －０．２３ ８．６２ ５．７１ ４．０５％
Ｉ＿ｔｅｃｈ ０．０７ ３．３７ ０．０２ １．７８％
Ｉ＿ｍａｒｋｅｔ ０．１８ ８．６６ １．４３ ２．８７％
Ｉ＿ｍａｎａｇｅ ０．１１ ５．１４ ３．２４ ７．６５％

　　计算各灰色ＧＭ（１，１）模型的方差比值 Ｃ和小
误差概率Ｐ（见表３），与拟合精度参照表进行对比
发现，本文拟合的各 ＧＭ（１，１）模型的精度都比较
高，均达到１级的拟合精度，而且根据刘思峰等学者
的研究成果，各模拟中的 ａ值均小于 ０．３，各灰色
ＧＭ（１，１）模型均适用于进行中长期预测［９］，各变量

未来１０期的预测值如表４所示。
（三）经济计量模型构建与分析

１．平稳性检验与协整分析
将企业的成长性和各成长路径变量２０１９年第

３季度到２０２０年第４季度的原始值和未来１０期的
预测值结合共同构成本文实证分析的样本数据。计

算各变量之间的线性相关系数可以发现（见表５），
Ｇｒｏｗ与其他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值都很高且都为正
值，其中 Ｉ＿ｍａｒｋｅｔ与 Ｇｒｏｗ间的相关系数达到了
０．９３４４８３，是所有变量间最高的，其次是 Ｉ＿ｔｅｃｈ与
Ｇｒｏｗ之间相关系数，达到了０．９０９８９９。

表３　各变量ＧＭ（１，１）模型检验结果汇总表

检验指标 Ｇｒｏｗ Ｉ＿ｔｅｃｈ Ｉ＿ｍａｒｋｅｔ Ｉ＿ｍａｎａｇｅ
Ｐ ０．９８８ １ ０．９３２ １
Ｃ ０．１２２ ０．１７２ ０．２１６ ０．１３７
精度 １ １ １ １

表４　各指标未来１０期的预测值

预测期数 Ｇｒｏｗ Ｉ＿ｔｅｃｈ Ｉ＿ｍａｒｋｅｔ Ｉ＿ｍａｎａｇｅ
１ １２．４１ ２．４０ １７．８１ １１．１２
２ １２．３９ ２．５６ １７．９５ １１．３６
３ １２．５９ ２．７５ １８．１４ １１．５９
４ １２．８６ ２．８９ １８．３０ １１．７４
５ １３．１２ ３．０４ １８．４９ １１．８９
６ １３．５２ ３．２６ １８．６２ １２．０４
７ １３．９４ ３．４８ １８．８８ １２．３５
８ １４．２３ ３．６１ １９．０３ １２．６７
９ １４．５５ ３．８８ １９．３４ １２．９２
１０ １４．７７ ４．０５ １９．５８ １３．１１

　　 表５　相关系数表

Ｇｒｏｗ Ｉ＿ｍａｎａｇｅ Ｉ＿ｍａｒｋｅｔ Ｉ＿ｔｅｃｈ
Ｇｒｏｗ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８２３４２２ ０．９３４４８３ ０．９０９８９９
Ｉ＿ｍａｎａｇｅ ０．８２３４２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６３３６４８ －０．６１３５７３
Ｉ＿ｍａｒｋｅｔ ０．９３４４８３ －０．６３３６４８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５５１７２２
Ｉ＿ｔｅｃｈ ０．９０９８９９ －０．６１３５７３ ０．５５１７２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

　　具有时间特性的回归模型是建立在时间序列平
稳性的基础上的，直接用非平稳数据进行分析很容

易出现“伪回归”问题，所以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

检验是模型构建的必然步骤。时间序列平稳性的检

验涉及时间的滞后因素，同时也是后续相关模型不

可回避的因素，所以需要检验变量整体的滞后阶数

状况。表 ６中统计量显示，５个检验指标中 ＦＰＥ、
ＡＩＣ、ＳＣ、ＨＱ４个指标在５％显著性水平下都接受了
变量整体的滞后阶数为２阶，所以２阶滞后就成为
后文各模型构建的基础。

表６　变量滞后阶数检验

Ｌａｇ ｌｏｇＬ ＬＲ ＦＰＥ ＡＩＣ ＳＣ ＨＱ

０ ２３．４７３８４ ＮＡ １．１２ｅ－０７ －２．６７５８０７ －２．０４７４８３ －２．９４７４７４

１ １８８．４５３３ １９２．４７５１ ７．２２ｅ－１５ －２０．０５６４５ －２３．９６７５４ －２０．８６３９６

２ ２０３．５６５６ ２１．９６０４ ６．０２ｅ－１７－３３．３７４９２－２９．４６３３８－３５．７６６３３

　　表７为利用ＡＤＦ法计算的各变量平稳性检验结
果汇总表，在５％标准下，除了Ｉ＿ｍａｎａｇｅ为平稳序列
外，其他３个变量均存在１阶单位根，所以无法直接
构建回归模型，需要进一步检验各变量间的协整性。

利用Ｊｏｈａｎｓｅｎ法的协整检验结果如表８所示，
可以看出，以５％为显著性检验标准下，迹统计量和
最大特征值统计量均通过了检验，本文的４个变量
间共存在３对协整关系，对比相关性分析和理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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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内容可以认为是 Ｇｒｏｗ分别与 Ｉ＿ｔｅｃｈ、Ｉ＿ｍａｒｋｅｔ和
Ｉ＿ｍａｎａｇｅ这３对协整关系。

表７　各变量平稳性检验结果汇总表

变量 检验类型（ｃ，ｔ，ｑ）５％临界值 ＡＤＦ统计量 单整阶数

Ｇｒｏｗ （ｃ，１，２） －４．５５４１２５ －０．８５４６１５
ΔＧｒｏｗ （ｃ，０，１） －２．５１９４８４ －３．５２８７９１ Ｉ（１）
Ｉ＿ｍａｎａｇｅ （ｃ，０，１） －２．９５４１５８ －４．６２５８４１ Ｉ（０）
Ｉ＿ｍａｒｋｅｔ （ｃ，１，２） －１．２５８９６４ １．５２６４８７
ΔＩ＿ｍａｒｋｅｔ （ｃ，０，１） －４．６３５２８４ －７．６５８８５６ Ｉ（１）
Ｉ＿ｔｅｃｈ （ｃ，１，２） －１．３４８７４５ １．９５４１２５
ΔＩ＿ｔｅｃｈ （ｃ，０，１） －４．３８５４１５ －７．３６５１８４ Ｉ（１）

　　 表８　协整检验汇总表

假设 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
迹统

计量
０．０５检验值

极大似然

统计量

０．０５

检验值

Ｎｏｎｅ ０．９６５７４４ １５８．３６２７０ １７９．５７８２ ７０．４７５７５ ７６．５６７４２
Ａｔｍｏｓｔ１ ０．９０７４８２ ６２．１１５８１ ７３．５６４７２ ３５．５６７８８ ４９．８５７７４
Ａｔｍｏｓｔ２ ０．６７８５５９ ２７．６７８８４ ３５．４７８２０ １７．５６１０４ １９．５６８８３
Ａｔｍｏｓｔ３ ０．４６７４４９ ９．８７６９５２ ４．１１６５９５ ６．０４６３７１ ４．９６０５４

　　２．因果关系检验与回归模型拟合
存在协整关系说明此时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关

系更进一步了，但是并不能有效说明变量间存在相

互作用的因果关系，所以需要运用 Ｇｒａｎｇｅｒ检验来
进一步论证科创型中小企业的成长性变量和各种创

新成长路径变量间的因果关系（见表 ９）。可以看
出，仅有 Ｉ＿ｍａｒｋｅｔ是 Ｇｒｏｗ变动的原因、Ｉ＿ｔｅｃｈ是
Ｇｒｏｗ变动的原因、Ｉ＿ｔｅｃｈ是 Ｉ＿ｍａｒｋｅｔ变动的原因这
３个假设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其中假
设“ΔＩ＿ｍａｒｋｅｔ不是ΔＧｒｏｗ的格兰杰原因”的Ｆ检验
最为显著，说明Ｉ＿ｍａｒｋｅｔ对Ｇｒｏｗ变动的作用效用最
为显著，和协整检验结论相吻合。结合前文内容，技

术性因素显著作用于成长性变量的同时，也显著地

对市场性因素产生影响，而市场性因素又显著地作

用于企业的成长性，所以技术创新型变量对科创型

中小企业的成长性在发挥显著的直接作用的同时，

也会通过其他相关因素发挥间接作用。所以可以断

言，科创型中小企业的创新成长路径比较复杂，它并

不是完全走的某一种成长路径，而是在一种创新成长

路径的基础上综合利用多种创新因素间的交互作用。

表９　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关系检验汇总表

假设 Ｆ－ｓｔａｔ Ｓｉｇ．
ΔＩ＿ｍａｎａｇｅ不是ΔＧｒｏｗ的格兰杰原因 ０．３９５４８ ０．２４２６３
ΔＧｒｏｗ不是ΔＩ＿ｍａｎａｇｅ的格兰杰原因 ０．２５１４７ ０．５０６７３
ΔＩ＿ｍａｒｋｅｔ不是ΔＧｒｏｗ的格兰杰原因 ３．６５４８１ ０．００１３９
ΔＧｒｏｗ不是ΔＩ＿ｍａｒｋｅｔ的格兰杰原因 ２．５９４１５ ０．３５１４７
ΔＩ＿ｔｅｃｈ不是ΔＧｒｏｗ的格兰杰原因 ２．２５９４１ ０．０４２２７
ΔＧｒｏｗ不是ΔＩ＿ｔｅｃｈ的格兰杰原因 １．９５１８４ ０．３０５４５
ΔＩ＿ｍａｒｋｅｔ不是ΔＩ＿ｍａｎａｇｅ的格兰杰原因 ４．６５１８４ ０．１９８７４
ΔＩ＿ｍａｎａｇｅ不是ΔＩ＿ｍａｒｋｅｔ的格兰杰原因 ３．９５８４７ ０．５９４１５
ΔＩ＿ｔｅｃｈ不是ΔＩ＿ｍａｎａｇｅ的格兰杰原因 １．３６２５８ ０．４１９５４
ΔＩ＿ｍａｎａｇｅ不是ΔＩ＿ｔｅｃｈ的格兰杰原因 ２．００５９４ ０．６３９４８
ΔＩ＿ｔｅｃｈ不是ΔＩ＿ｍａｒｋｅｔ的格兰杰原因 ９．３６４１５ ０．００１８７
ΔＩ＿ｍａｒｋｅｔ不是ΔＩ＿ｔｅｃｈ的格兰杰原因 ８．０５１０４ ０．１５９４９

　　下面以Ｉ＿ｔｅｃｈ、Ｉ＿ｍａｒｋｅｔ、Ｉ＿ｍａｎａｇｅ为解释变量

（虽然Ｉ＿ｍａｎａｇｅ变量对 Ｇｒｏｗ的因果影响关系并不
显著，但考虑到上文的分析内容以及本研究的目的，

将Ｉ＿ｍａｎａｇｅ也作为解释变量引入模型），Ｇｒｏｗ为被
解释变量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综合分析三种创

新成长路径在科创型中小企业中的具体表现。

表１０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拟合结果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ｔｄ．Ｅｒｒｏｒ 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Ｓｉｇ．
Ｉ＿ｍａｎａｇｅ －１．０３７２２７ ０．５２０５７４ －４．６５７８８３ ０．０２１８
Ｉ＿ｍａｒｋｅｔ ３．９８５７４２ ０．４０４６９２ ５．５７４８４３ ０．０００１
Ｉ＿ｔｅｃｈ ０．６７４３４５ ０．１４５１１４ ３．５６３３７３ ０．０１０５
Ｃ －３１．６７６４４ １０．４８５５２ －１．４６７８５６ ０．０３６５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９４５４８２ Ｍｅａ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ｖａｒ ２０．４７５９４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９２８５８４ Ｈａｎｎａｎ－Ｑｕｉｎｎｃｒｉｔｅｒ． ２．０４８８３４
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２．４７５８３３５Ｄｕｒｂｉｎ－Ｗａｔｓｏｎｓｔａｔ １．８８７０１２
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５８２．３４９６５ Ｐｒｏｂ（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０．００００００

　　表１０中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值为０．９４５４８２，说明被解
释变量９４．５５％的变动都能够由解释变量来解释，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和Ｄ．Ｗ统计量分别为０和１．８８７０１２，都
达到显著水平状态，所以此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整体

拟合效果显著。三个解释变量的ｔ检验结果均非常
显著，其中 Ｉ＿ｍａｒｋｅｔ的 ｔ检验结果的显著性为
０．０００１，是所有解释变量中最显著的一个，市场创新
型变量对科创型中小企业成长性的直接影响最深

刻，从拟合参数值来看，市场创新型变量增加１％会
同向带动科创型中小企业成长３．９９％。Ｉ＿ｔｅｃｈ估计
参数ｔ检验的伴随概率为０．０１０５，显著低于５％的
显著性水平，Ｉ＿ｔｅｃｈ每增加 １个单位会同向带动
Ｇｒｏｗ增加近０．６７％，明显低于 Ｉ＿ｍａｒｋｅｔ。Ｉ＿ｍａｎａｇｅ
在５％的水平下是Ｇｒｏｗ的重要影响因素，但是拟合
参数为负值，组织管理方面的创新会反方向带动科

创型中小企业的成长性，这与现实情况以及前文的

分析相悖，表明 Ｉ＿ｍａｎａｇｅ对 Ｇｒｏｗ有比较微弱且不
稳定的影响。

前文的因果关系检验显示Ｉ＿ｔｅｃｈ与Ｉ＿ｍａｒｋｅｔ之
间存在因果联系，分别以 Ｉ＿ｔｅｃｈ和 Ｉ＿ｍａｒｋｅｔ为解释
变量和被解释变量构建回归模型进一步探索二者之

间的关系（见表１１）。
表１１　Ｉ＿ｔｅｃｈ对Ｉ＿ｍａｒｋｅｔ回归结果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ｔｄ．Ｅｒｒｏｒ 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Ｓｉｇ．
Ｃ －１１．６４７３２ ０．５６８４２１ ５９．３６５５８ ０．００００
Ｉ＿ｔｅｃｈ ０．５３７２６３０．２１５７７３ －３７．２２８６４１ ０．０００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８３７４５２Ｍｅａ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ｖａｒ １４．５８４７８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８１５４６７Ｈａｎｎａｎ－Ｑｕｉｎｎｃｒｉｔｅｒ． ０．６５８２２１
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３．６５８２４７Ｄｕｒｂｉｎ－Ｗａｔｓｏｎｓｔａｔ １．６８４３５７
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３８４．５８８２ Ｐｒｏｂ（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０．００００００

　　从表１１中的Ｒ－ｓｑｕａｒｅｄ值、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的伴随
概率、Ｄ．Ｗ值等可以看出此模型拟合效果较好。Ｉ＿
ｔｅｃｈ的ｔ检验结果显著，Ｉ＿ｔｅｃｈ对Ｉ＿ｍａｒｋｅｔ的影响很
明显，Ｉ＿ｔｅｃｈ每变动１个单位会同方向带动Ｉ＿ｍａｒｋｅｔ
变动０．５３７２６３个单位，技术创新会带动市场创新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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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模型拟合结果分析
从变量Ｉ＿ｔｅｃｈ、Ｉ＿ｍａｒｋｅｔ与 Ｇｒｏｗ之间的高度正

相关以及Ｉ＿ｔｅｃｈ、Ｉ＿ｍａｒｋｅｔ与 Ｇｒｏｗ之间的协整关系
可以断定Ｉ＿ｔｅｃｈ和 Ｉ＿ｍａｒｋｅｔ是推动 Ｇｒｏｗ变化的原
因，这说明现阶段科创型中小企业的创新成长同时

与技术创新、市场创新密切相关，技术创新型、市场

创新型成长路径在我国科创型中小企业中都存在。

但从相关系数以及 ｔ检验可以认为 Ｇｒｏｗ受到 Ｉ＿
ｍａｒｋｅｔ的影响最深刻，科创型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
和成长能力受到市场创新因素影响很深，可以认为

市场创新型成长路径是科创型中小企业目前最主要

的创新成长路径。从ｔ检验结果以及参数拟合绝对
值来看，Ｉ＿ｔｅｃｈ对 Ｇｒｏｗ的影响也比较显著，Ｉ＿ｔｅｃｈ
也是Ｇｒｏｗ变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表明科创型
中小企业的成长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技术创新

因素的影响，科创型中小企业也有相当一部分的成

长是技术创新因素带来的，技术创新型成长路径是

科创型中小企业的辅助创新成长路径。而在３个解
释变量中，虽然Ｉ＿ｍａｎａｇｅ的 ｔ检验通过了５％显著
性水平，但是其拟合参数为负，不但与相关性分析结

果相反，而且与实际经济现象不吻合，科创型中小企

业的成长性受到来自组织管理创新因素的作用力很

小，受到组织管理创新因素影响很有限。

此外，从 Ｇｒａｎｇｅｒ检验以及回归模型拟合结果
可以发现，Ｉ＿ｔｅｃｈ对Ｉ＿ｍａｒｋｅｔ的因果关系显著，而且
回归模型结果也显示这种因果关系确实存在，且 Ｉ＿
ｔｅｃｈ作为Ｉ＿ｍａｒｋｅｔ的一个变动原因能够在一定幅度
上同向带动Ｉ＿ｍａｒｋｅｔ的不断变化，这进一步显示出
技术创新在科创型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

在技术方面的创新不但能够直接推动科创型中小企

业成长，而且还能够通过影响市场因素实现对企业

成长的间接推动。虽然从 Ｇｒａｎｇｅｒ检验和回归模型
结果来看，Ｉ＿ｍａｒｋｅｔ是 Ｇｒｏｗ最显著的一个原因，对
其影响也最大，但是Ｉ＿ｔｅｃｈ对Ｇｒｏｗ的影响情况最为
复杂，Ｉ＿ｔｅｃｈ通过直接和间接两个渠道同时影响着
Ｇｒｏｗ，这进一步体现出技术创新型因素在科创型中小
企业成长过程中的地位，虽然市场创新能够直接带动

企业营业收入、经济效益的提升，但是产品的质量、市

场口碑等还是要依靠技术创新，所以科创型中小企业

的创新成长并不是简单地仅依靠某一种路径，而是选

择以市场创新型路径为主的同时，在技术创新方面也

会下功夫，选择以技术创新型路径为辅助路径。

三、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有以下几点：

（１）我国科创型中小企业并不是简单地仅选择
某一种创新成长路径，而是选择以市场创新型成长

路径为主的同时，在技术创新方面也会下一定功夫，

选择技术创新型成长路径为辅助路径。

（２）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之间存在协同效应，
突出表现在技术创新型成长路径和市场创新型成长

路径之间，技术创新直接作用于科创型中小企业的同

时，也会通过市场创新间接推动科创型中小企业成长。

（３）科创型中小企业的成长性受到组织管理创
新因素的作用力很小，组织管理创新型成长路径在

我国科创型中小企业成长中表现得很弱。

（二）对策建议

（１）制定多方位支持科创型中小企业成长的科
技政策。技术创新型成长路径目前是我国科创型中

小企业选择的主要创新成长路径，政府部门应该充

分认识到这种现实情况，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应该多

方位给予科创型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政策倾

斜。技术创新是科创型中小企业产品和服务创新的

来源，而科技成果转化是科创型中小企业生产力主

要来源，此二者可以说是科创型中小企业创新成长

路径形成以及成长目标实现最直接的动力，所以政

策制定者应该提升对二者的支持力度，通过优惠政

策给予科创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动力和积极性，通

过各种措施促成企业、科研机构以及高等院校等多

方合作，推动技术成果转化效率提升，进而提升科创

型中小企业创新成长速度。

（２）注重企业管理层以及普通员工的继续教育
与培训。企业家受教育程度以及思想意识在一定程

度上刺激企业经营与行为，影响企业的成长路径的

选择，进而影响企业的成长速度和市场竞争力，所以

在科创型中小企业成长路径形成及市场竞争力提升

过程中，企业家的专业水平至关重要，要加强企业家

以及整个管理层不断学习和培训的力度，提升管理

层的理论水平以及实践经验。同时也要加强对普通

员工的培训力度，一方面为管理层人员的新陈代谢

提供后备人力资源，另一方面提升普通员工的技术

水平能够为企业经营效率的提升以及成长路径的形

成提供人才力量。

（３）注重各类资源的聚合与高效利用。资源是
科创型中小企业实现成长的基础，专业的人才、资金

等是科创型中小企业创新成长路径选择、实施、转换

的力量源泉，路径的自由选择和形成需要充足的资

源作为保障。所以，对科创型中小企业现有的资源

进行聚合并提高有限资源的利用效率对于企业的成

长以及整体竞争力的提升相当重要。首先要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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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积累通用性强的核心资源，这类资源的利用面广，

对企业的整体实力的提升以及成长速度从多方面施

加推动力。其次是建立内外部资源的长期累积机

制，学会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科创型中小企业创

新成长路径的形成、整体竞争力的提升需要一个过

程，对相关资源的需求也是在路径形成过程中的每

个阶段的需求，科创型中小企业要树立一个长期积

累资源的观念和意识，把资源的积累作为企业发展

和成长的一个中介目标。最后是在已聚合的资源的

前提下提升对每一种资源的利用效率，以最小的成

本换来最大的收益和最快的创新成长路径。

（４）企业家对创新成长路径要有全过程观念。
无论科创型中小企业选择的创新成长路径是哪一

种，通过各种手段推动此路径形成过程中都不能急

于求成，应该放眼企业发展与成长的整个过程，在这

个过程中形成一条企业创新成长之路。全过程观念

既包含着路径的形成是一个持续不断的长期过程的

含义，同时也蕴含着每一个阶段对这个过程的推动

的意思，也就是说企业家在通过各种手段实现企业

创新成长路径过程中需要把握全局和全过程，同时

也应该着眼不同阶段。全过程观念也是指企业在整

个生命周期里的全过程，在科创型中小企业存续的

漫长时间里，自身条件和外部环境总是处于不断变

化的状态，即使现在的创新成长路径能够很好地实

现企业的成长目标，但是不一定就能够在未来时间

一直推动企业成长，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家需要

不断地根据内外部环境适时选择一条能够推动企业

创新成长的最佳路径。

参考文献：

［１］ＮｅｌｓｏｎＲＲ．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ｅｓｏｆＰｒｏｆｉ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ｏｆＧ．Ｆ．Ｓｗｉｆｔ
ａｎｄＤｅｌｌ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Ｂｏｏｋ）［Ｊ］．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Ｈｉｓｔｏｒｙ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４（２）：３１１－３１３．

［２］ＢｏｓｅＳ，ＴｈｏｍａｓＫ．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ＢａｓｅｄＦｉｒｍｓ：ＴｈｅＮｅｅｄＦｏｒＮｅｗ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Ｊ］．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２００７（９）：１４８４－１４９６．

［３］吴运建，孙成访．创新型企业与技术创新型企业［Ｊ］．生
产力研究，２００９（１１）：１５３－１５５．

［４］徐华东．苏州高成长型中小企业成长路径与未来发展
［Ｊ］．求实，２０１３（２）：５６－５８．

［５］吕峰，张仁江，云乐鑫．组织原型、创业领导力与科技创
业企业成长路径及内在机理研究［Ｊ］．科学学与科学技
术管理，２０１６（６）：９９－１１２．

［６］ＺｕｂｉｅｌｑｕｉＧＣＤ，ＪｏｎｅｓＪ，Ｌｅｓｔｅｒ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ｎｆｌｏｗｓｆｒｏｍ
Ｍａｒｋｅｔａｎ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Ａｃｔｏｒｓ，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ｖ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Ｉｎ
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ＳＭＥ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６（６）：７３－８８．

［７］胡卫敏．创新型企业评价体系研究［Ｊ］．价值工程，２００７
（１１）：３６－３９．

［８］唐雯，王卫彬．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构建现状：
基于２００家企业的调查分析［Ｊ］．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２０２１（２）：３４－３９．

［９］刘思峰，杨英杰，吴利丰，等．灰色系统理论及其应用
［Ｍ］．７版．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６３－１６７．

（责任编辑　刘成贺）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ｔｈ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ｗｔｈＰａｔｈ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ＭＥｓ
ＱＩＡＮＧＭ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Ａｎｈｕｉ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Ｈｅｆｅｉ，Ａｎｈｕｉ２３０６０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ＭＥｓａｒ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ａｎｄ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ｅｐａｔｈｏｆ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ｗｔｈ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ｉｒｏｗ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ｐｅｅｄａｎｄｏｖｅｒａｌｌ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ｐａｔｈ
ｏｆ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ＭＥｓ，ｔｈｅｓａｍｐｌｅｄａｔａｏｆＳＴＡＲＭａｒｋｅｔ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ａｒｅ
ｕｓｅｄｔｏ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ｗｔｈｐａｔｈ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ＭＥｓ．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ＭＥｓｄｏｎｏｔｓｉｍｐｌｙｃｈｏｏｓｅ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ｗｔｈｐａｔｈ，
ｂｕｔｃｈｏｏｓｅｔｈｅ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ｗｔｈｐａｔｈａｓｔｈｅｍａｉｎｓｔａｙ，ｔｈ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ｗｔｈｐａｔｈａｓｔｈｅ
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ｐａｔｈ．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ｈａｓｂｏｔｈｄｉｒｅｃｔａｎｄ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ｃｏｍｐｌｅｘ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ｔｈ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ｗｔｈｏｆ
ＳＭＥｓ．Ｔｈ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ｈａｓｌｉｔｔｌ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Ｍ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ｐａｔｈ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ｈａｓａｖｅｒｙｗｅａｋ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Ｍ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ＭＥｓ；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ｇｒｏｗｔｈｐａｔｈ；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５３·



第３８卷　第４期
Ｖｏｌ．３８　　Ｎｏ．４

　　　　　　　　　　 中州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２１年８月

Ａｕｇ．２０２１　

政府会计制度执行机制构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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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新时代山东政府会计制度执行机制构建研究”（１８ＣＫＪＪ１４）
作者简介：秦晋（１９７４—），男，山东日照人，硕士，曲阜师范大学（日照校区）财务处高级会计师，研究方向：政府会计、财务

管理。

摘　要：以政府会计制度改革为背景，首先，基于国内外对政府会计制度的研究现状，提出了可
供政府会计制度执行机制构建的经验借鉴；其次，分析了我国政府会计制度变革的路径特征；最后，

从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权责发生制、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监督和评估的执行机制等四个层面构建

了政府会计制度的执行机制，为我国政府会计制度的顺利实施提供决策依据。

关键词：政府会计制度；执行机制；权责发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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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
是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

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来的重大战略

部署。新《预算法》也要求各级政府财政部门以年

为单位对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

进行编制。２０１４年１２月，财政部出台的《权责发生
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改革方案》被国务院批

复、转发，确立了改革的总体目标、指导思想、基本原

则、主要任务、具体内容、实施步骤、配套措施和组织

保障。

我国各级行政事业单位从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开
始实施《政府会计制度———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

和报表》及相关配套规定。可见，目前首当其冲的

就是针对新政府会计制度的落实构建完善的保障机

制。

一、文献综述

我国政府会计领域的改革起步较晚，始于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国内学者也由此对此领域展开研究，主
要包括国内外政府会计的基本理论研究、政府会计

的改革研究、政府会计制度的执行与影响等。随着

我国政府会计制度的发布，相关研究开始涉及政府

会计制度的实施与影响，对照新旧会计制度，探讨新

制度对行政事业单位在会计核算、财务报告等方面

的影响；对新旧政府会计制度衔接的具体措施以及

对政府会计制度的完善进行研究。唐瑶［１］对新旧

政府会计制度衔接中可能遇到的问题给出了建议；

康月、王玖［２］引入制度变迁理论，探讨了政府会计

的制度属性，提出了构建政府会计系统的整体思路。

政府会计领域的改革最早在２０世纪初展开于
西方国家，但对政府会计制度有重大影响的变革则

发生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发生变革的原因以及这
些变革产生的影响和结果也从那时起引起了人们的

关注。相关研究内容围绕着英美法等国家的政府会

计改革的动因、模式、成效等展开。目前，国外正在

对政府会计改革的纵深进行研究，深入研究政府会

计制度的实施情况。Ｃｏｈｅｎ和 Ｋａｒａｔｚｉｍａｓ（２０１５）［３］

对希腊政府会计改革进行了考察，主要涉及改革的

背景、会计核算对权责发生制的重视、政府会计体系

涉及的四大要素、新政府会计准则的颁布、评价政府

会计改革的标准、改革实施的难度等内容。

通过上述梳理，可以发现以下特点：关于政府会

计制度的执行机制研究，虽然在国内外研究中有所

涉及，但是在研究视角上，主要依据新制度经济学理

论，缺少其他理论视角的指导；在研究对象上，还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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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将政府会计制度在行政事业单位执行机制确定为

研究对象；在研究内容上，多为宏观性的建议，尚未

形成科学的、操作性强的宏观和微观内容兼具的制

度执行机制研究。

二、政府会计制度的变迁特征

（一）需求诱致为基础的强制性变迁特征

按照行为主体的差异，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将制

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

迁”两种类型［４］。在我国政府的领导下，通过相关

会计人员的不懈努力，并把从上到下的领导和从下

到上的探索结合起来，推动政府会计制度不断创新，

使其日益完善起来。另外，我国对政府会计制度的

改革具有明显的强制性。一方面，社会经济制度变

迁导致其他相关制度的变革，所以要使微观制度与

社会经济体制相适应；另一方面，是关于整体结构均

衡的问题，当一种制度发生变迁时，原有的结构均衡

就会被打破，使其他相关制度不得不发生变革。

（二）政府为主导的制度供给型变迁特征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随着制度的变迁政府

会计制度也逐渐发生变革，也就是说实质上是契约

的替代或变更引发了改革。因此，有必要通过制定

相应的规章制度来推进政府会计制度改革，这样才

能明确不同部门的角色和职责，避免因为利益冲突

而选择维护本部门的利益。这种基于会计制度对政

府会计改革进行主导的强制推动力既能有效控制交

易成本和社会成本，调和契约相关者彼此的利益关

系，还能用最小的代价来推动经济发展，实现制度安

排，改善经济水平，为公民谋福祉。当前我国会计制

度变迁所处的经济环境与新制度经济学下制度变迁

的经济环境显著不同：一方面会计制度在形成过程

中没有其他制度与其竞争，就会造成会计制度改革

的动力不足；另一方面是在制度执行过程中有些信

息不被重视，就会遗漏相关信息并可能会使信息不

对称问题更加严重。戴维·菲尼曾提出，知识积

累、制度安排和制度成本均会不同程度地对制度

供给造成影响，制度变迁的深度、方向、广度和形

式与政府的制度供给能力、意愿之间存在显著的

关系。所以，政府应该利用从上到下的领导权威、

制度成本低和深厚的知识积累等自身独有的优

点，增加对制度的供给。另外，以政府主导的制度

供给中，政府应依据既定目标和约束条件，全面规

划改革的形式、方向和步骤等，然后再以改革制定

的总体规划为依据，对既定秩序进行调整，并制定

出新的惩处方式或行为程序等，形成一套完善的

约束机制和行为导向。

（三）立足国情的国际协调特征

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密切交流的背景下，政府

会计制度在国际维度上越来越与企业会计制度逐渐

趋于一致。公共部门委员会（ＰＳＣ）于１９９６年由国
际会计师联合会（ＩＦＡＣ）成立，专门用来掌管国际公
共部门会计准则（ＩＰＳＡＳｓ）的制定和发布。我国在
改革政府会计制度时分析和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

做法，作为ＩＦＡＣ成员国，利用ＩＰＳＡＳｓ标准增强我国
政府机构的权威性。但是根据我国现在的国情，政

府会计制度只能逐渐进行变革，还不能完全与国际

标准趋同。所以，我国需要综合考虑当前所处的内

在特征与外部环境，尤其是经济、政治环境，完成政

府会计制度的改革。

三、政府会计制度执行机制构建

（一）基于权责发生制的执行机制

１．确定政府会计目标
政府会计目标作为综合财务信息最原始的目

标，同时也是政府财政工作的最终目的，包括信息核

算原则、确定信息使用者，以及将这些会计数据输向

何处。目前我国使用的政府会计规范还不完善，对

财务信息使用者和政府利益相关者的定位也还不明

确。目前仅仅只有内部信息使用者可以使用被政府

会计准则认定的会计信息，也仅针对本单位财政管

理和上级政府的需要处理规定财务信息。但目前政

府财务与市场经济进行着大量业务往来，政府会计

信息的处理披露程度决定了政府对市场经济的管

控，所以仅内部信息使用者可以使用政府会计信息

已不适合当下的市场环境。因此，为使财务信息更

完整，应充分考虑政府、社会等相关人员各方面的要

求，更加全面准确地定义有关政府会计信息的使用

者。

２．构建政府会计核算体系
通过汲取和学习国外权责发生制改革的经验，

我国也应按收付实现制—权责发生制结合收付实现

制—权责发生制的顺序渐近展开，最终完全实现权

责发生制。这个演变过程一方面可以进行相关配套

措施的研究和制定，另一方面也可以降低政府会计

制度改革的成本。这种逐步推进改革的方式，可以

保障在社会经济稳定的环境下稳步推动权责发生制

的改革进度。由于政府会计权责发生制改革的过程

时间跨度大，所以要想全面反映这段时间政府的运

行状况，应该根据用收付实现制计算的预算和用权

责发生制记录的财务报表来安排财政上的预算，这

样才能使预算更准确，并且可以提供全方位的相关

信息和财务结果，提高绩效的合理性，为以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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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经验。

３．完善政府会计法理基础
完善的法律法规有力保障了政府会计改革的进

行。因为我国进行政府会计制度改革比较晚，有关

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现有的暂行办法和部门规章

已不能适应政府会计改革的需要。在进行深入仔细

的调研讨论后，应尽快制定与权责发生制变迁相适

应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法规。这不仅在法律上支

持和认可政府会计权责发生制改革，也表明了政府

坚定推进政府会计制度改革的决心，从而提高参与

人员对改革的重视程度，有利于快速高效地推进改

革。

（二）基于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的执行机制

基于各个信息使用者的需求差异，政府财务报

告会将会计系统中的相关信息全面、及时、有效地传

递给信息使用者。政府财务报告模式分为对内模式

和对外模式［５］。

政府财务报告的对内模式根据使用者分为以下

三类：第一类为政府内部管理者，用于满足公共管理

部门的需要；第二类为本级政府，满足基本政府管理

层面的需求；第三类是作为最重要的使用者的上级

政府或其主管部门，因为我国政府内部实行包括单

位部门之间上下级的垂直的委托代理关系，上级不

仅控制下级还需对下级负责，所以上级在进行管理

的时候要监督下级受托责任的履行，还需对下级提

供的财务信息做出抉择。

政府财务报告的对内报告主体分为以下几个层

次：首先是本级政府，把整个政府作为会计主体记录

发生的交易记录和注意事项，不仅可以反映整个政

府所拥有的全部资源和需要偿还的债务，也可以全

面反映政府的收入和费用状况；其次是各级政府所

设立的不同类型的部门，这些部门各自承担自己的

职责，肩负起自己应负的责任，应当以各级政府部门

为政府财务报告的主体，负责管理配置该部门的预

算资金；最后是行政事业单位及其他机构，其获取财

务资源的方式主要是转移支付、收费、税收，政府的

财政预算必须涵盖其财政收支预算，同时承担提供

公共服务和资金的责任。

政府的对内财务报告，信息内容越详细越好，同

时信息越全面也越有利于内部管理者管理并做出正

确决策，所以报告内容应该包括政府所承担的广泛

的受托责任，并由财务部分、非财务部分、预算部分

组成。其中，财务部分重点以财务报表为主，非财务

部分则是以决策与内部管理相关的、不能在会计报

表中反映的信息为主，预算部分主要包含有关预算

执行和其他相关信息。

政府财务报告的对外模式根据使用者可以分为

以下三类：第一类是各级政府审计监察机关和立法

机关，这类机关接受社会公众的委托监督，有权检查

各级政府履行受托责任的情况，所以这类使用者需

要有关财务管理情况和财政收支合法情况的相关信

息；第二类是与政府存在终极委托代理关系的社会

大众，包括资源的提供者、服务的接受者、纳税人、财

务分析师、媒体等，这类使用者委托政府承担其基本

的责任；第三类是债权人、投资者、信用评级机构等，

这类使用者把自己的财务资金直接或间接地投资或

借给政府，因此需要根据政府的财务情况来做出相

关决策。

政府财务报告的对外模式在报告主体上，应从

委托代理关系的角度出发，包括本级政府、政府部门

以及所属单位和机构、基金、公益性国企。关于报告

内容方面，对外报告的使用者需要做出私人决策、公

共决策并且进行监督、评价，所以应该包括与政府经

济活动相关的预算、各种财务信息和无法用货币衡

量的非财务信息。

政府对外财务报告的报告期间，因为有些报告

使用者不用做出相关决策或在未来才做出决策，需

要以年度数据为依据做出判断，所以说报告期间具

有滞后性，因此把年度综合财务报告作为首要选择，

并且在当今的国际形势下，这个选择也是根据成本

效益原则的选择。

（三）基于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执行机制

１．建立完善的政府预决算信息披露体系。首
先，明确政府财务报告的主体。目前我国实行以政

府为基本单元编制的预算合并报表的模式。其次，

创新内容的披露。应该从政府总预算方面和部门预

算方面积极填充预算公开报表的内容。应该创新专

项报告，建立“三农”支出专项报告和财政转移支付

专项报告，有效地防止腐败的发生，保证农民可以切

实享受得到政府给予他们的好处，并且建立“环保

资金”支出专项报告，来保证专款专用。最后，报告

时间的确定。政府财政总预算和相关部门的预算应

该经人大审核并确认无误后２０天内公布。同时，应
及时在批复部门预算后公开“三公”经费预算，通过

多种形式接受社会的监督。

２．建立统一规范的政府财务会计报告体系。资
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主要反映政府的财

务情况以及资金流动情况；会计报表附注主要反映

重要会计政策的变更等相关信息；文字说明部分主

要分析政府的财务情况以及资金的流转和运用，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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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来的财务情况和资金状况做出预判。当前，我

国政府会计准则正在修订完善中，要健全政府会计

信息披露体系以促进政府会计制度的协调规范发

展。

３．强化监督协同机制建设。政府应该重视所公
布信息的质量，只有信息的质量满足要求时，才能实

现政府决策科学，完全履行所负的责任。会计信息

的公布应遵守透明、真实、全面、清晰的原则，自觉接

受公众的监督。应建立起包括多种监督在内的多元

一体化的协同监督机制，实现监管机制的长效化，进

而为政府会计信息透明化做好铺垫。

４．
"

强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激励机制。政府应

该形成有利于会计信息公开公布的激励机制，使政

府财政信息更加透明，增强披露信息的可信度，真实

地反映出政府的财务情况。值得一提的是，当社会

公众信任程度提高时，能够更进一步扩展政府会计

信息披露的深度与广度。

（四）基于监督和评估的执行机制

１．引入第三方审计。引入第三方注册会计师进
行审计是进行外部监督的必由之路。目前政府财务

报告审计需求与政府审计之间的矛盾日渐尖锐，而

且社会公众普遍要求公共部门抓紧披露政务信息，

所以引入第三方审计意义重大。注册会计师作为第

三方监督力量，表现出了明显的独立性，加上审计经

验丰富，能够保证高质量地完成政府财务报告的审

计工作。

２．运用信息化平台。实施政府会计制度必须以
内部监督信息化平台作为技术基础。随着政府会计

改革渐入佳境，其财政信息系统也得到了更新换代，

但财政监督平台尚处于酝酿状态，政府部门要抓紧

完成此平台的设计和开发。政府部门应该以财政监

督平台为依据，实现绩效考核、监督管理工作与资产

管理、非税收入收缴、政府采购、预算的编制与执行

相结合，整合专项监督与日常监督，这样才能使得监

督贯穿政府会计工作的全程。在这个基础上，为了

满足大数据与智能化发展的要求，政府部门应该提

高对信息化的整合水平，构建政府财务的共享服务

平台，使多部门能够共同监管。此平台为预算单位

提供了上传、下载、存储和共享财务数据的功能，使

得财务信息的共享成为可能，不仅如此，管理部门能

够不受时间限制地查看财务数据，消除了信息孤岛

的现象，各单位联网后可以直接对预算单位的明细

账、总账、会计凭证进行查看，掌握其财务和运营情

况，从而更好地开展监督工作。

３．优化评估的方法与流程。政府会计人员依据

实施的过程与内容，全面评估政府会计制度的实施

成果。一方面，评估政府会计人员的工作情况时应

该综合运用各种先进、成熟的模型和方法。比如，采

用模糊综合评估法来评估政府会计人员的绩效水

平，实现定性评价到定量评价的转化，集中量化和计

算前期获得的数据，尤其是要量化报表编制指标和

会计核算指标。再如，根据相关指标来判断财务报

告和预算报告的及时性、准确性，将之作为考核评价

指标体系的内容，用以反映政府会计人员的工作情

况和成果，这样可以消除人为因素造成的评估偏差，

能够降低评估结果的主观性，使得绩效考核评估方

法和流程足够科学、系统。另一方面，整理涉及政府

会计制度衔接问题的数据，从整体上评估政府会计

制度的运用情况，期间还要对各部门、各单位实施政

府会计制度期间所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收集相关

的数据和信息，用于判断核算规定科学与否，各类科

目设置合理与否，这样才能为政府会计制度的改良

提供依据，使得政府财务报告体系走向成熟。

４．注重结果的运用与反馈，提高评估的实用性。
新旧政府会计制度的衔接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所

以改善评估的合理性有利于第一时间察觉当中的不

妥之处，如外部阻力对新旧制度的衔接造成了怎样

的影响；新政府会计制度是否适用于本部门、本单位

相关制度等。所以，政府自身也要学会运用和反馈

评估结果，要将解决政府会计制度实施过程中各种

问题的对策和建议写于评估报告当中，交由会计主

体对此进行分析和采纳，如果建议可行，那么要尽快

实施，使得相关问题得以解决。比如，以评估报告为

参考，对本单位的基础会计制度、政府会计制度、财

务管理制度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进行对比分析，

在不违背会计规则的前提下，实现管理制度的革新，

使之与单位特点和实际情况相互辉映。笔者认为，

也可以利用审计结果进行二次评估，使得第三方审

计的监督作用得到充分体现，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政

府机关，体现出审计结果的价值。所以，在实施政府

会计制度期间，要灵活运用评估结果，通过分析和研

究评估结果，得到科学的结果，使得评估的实用性得

以保障。

５．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内部控制制度是指
管理层通过制定准则，来保护本单位资源的安全，使

披露的会计信息更加透明有效，实现其内部控制目

标体系，其目标在于保证本单位活动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提高政府的履职绩效、在运用资产方面合理高

效、有效地预防营私舞弊行为、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得

到有效保障等。政府单位应该建立起以预算管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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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以资金管控为关键的控制体系，把预算作为主要

手段，衔接单位的主要业务，合理设置关键岗位，并

确定每个岗位具体的业务权限、所具有的职能、所需

的审批程序和每个岗位的具体责任，使单位的财产

安全得到保证。重视对风险的评估，风险评估要求

政府单位应该时刻关注和评估那些在履行过程中可

能会发生违法违规并造成一定损失的行为，在这个

过程中不仅要把握好宏观风险，而且也要兼顾好微

观风险。政府单位在微观方面主要注意预算控制、

收支控制、采购、工程、资产等。与此同时，我国政府

内部控制体系构建应在充分考虑我国实际国情和特

殊政治体制的情况下，突出多层级的特征，明确各政

府层级所对应的内部控制建设要求。

四、结语

在政府会计制度改革的进程中，通过不断完善

会计准则，进而形成完整的会计准则体系；加大政府

会计信息系统的研发投入，借助信息处理技术，并以

政府会计制度与政府会计准则为依据，建立一个功

能相对完善的信息系统；加强对政府财务报告的监

管，增强信息的透明度，提高信息的披露质量；积极

培养和引进政府会计人才，逐步提高职业判断能力

和自身业务素养，从而建设起一支高质量、高素质的

政府会计专业人才队伍；政府在主导政府会计制度

改革的同时，应积极宣传引导改革意识，创造良好的

文化氛围，减少摩擦成本，减少策略依赖作用，激发

相关经济主体参与政府会计制度改革的动力，为实

现政府会计制度改革目标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提供

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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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识别信息的法律保护与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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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脸，作为生物识别信息的一种，一直以来都是人类进行辨识性社交活动的重要信息载
体。近年来，随着传感器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以及大数据分析处理技术的发展，人脸这种独特而普遍

的信息载体逐渐演化为个人数字信息的一部分，即人脸识别信息或数据。人脸识别信息相比于其他

生物识别信息而言，呈现出敏感度高，采集方式多样、隐蔽和灵活的特性，不当使用可能会给公民的

人身和财产安全带来不可预测的风险。此外，人脸识别技术还面临独特的监管难题，在某些场景下

甚至具有道德伦理的隐忧。面对更大范围的人脸识别技术的普及，在加强监管，保障个人信息安全

的前提下，促进人脸识别信息的合法合规流通才是引导产业发展的最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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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１年４月９日，国内人脸识别第一案在原告
上诉后于杭州中院宣判。本案的原告郭兵与妻子在

被告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办理了双人年卡，并留存相

关的个人身份信息、拍摄照片及录入指纹。此后动

物园将入园系统从指纹识别升级为人脸识别，并短

信通知已办卡客户，郭兵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０月两次
收到动物园要求注册人脸的通知短信，后因不愿意

被强制刷脸，协商无果后将动物园告上法庭。

本案一出，遂将“人脸识别”技术以及与其相关

的个人信息维护、隐私保护等话题推上了舆论的风

口浪尖。实际上，本案的背后折射出在科学技术发

展的同时，公众对我国人脸识别信息保护滞后、不规

范、不成体系的立法现状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信息泄

露等一系列问题的普遍担忧。虽然本次杭州市中院

在判决中提到“人脸识别信息相比其他生物识别信

息而言，呈现出敏感度高、采集方式多样、隐蔽和灵

活的特性，不当使用将给公民的人身财产带来不可

预测的风险，应当做出更加严格的规制。经营者只

有在消费者充分同意、知情的前提下方能收集和使

用，且应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但以上论述

仍是针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原则性论述，在我国没有

形成统一、系统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体系之前，对于

早已深入我们生活的人脸识别技术使用的正当性、

合理性的判断在司法领域的论断只能止步于此。因

此，若要对目前人脸识别信息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制，

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

一、人脸识别信息的概念及特征

人脸识别信息作为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一种，

既是一种事实概念，同时也是一种法律概念，两者存

在差别亦有联系，因此厘清人脸识别信息的基本概

念及其特征，是探讨人脸识别信息存在的关于个人

信息与隐私保护问题的基础。

（一）人脸识别信息概念廓清

人脸识别信息本质上是一种生物特征识别数据

（Ｂ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Ｄａｔａ），属于生物识别信息的一类。人脸
与人脸识别信息的概念界分比较明确，前者指人的

脸部生理形象，后者则是指通过对自然人的脸部生

理特征进行特定的数据化处理而得到的个人数据，

可以通过这类数据在模型软件中生成该自然人独特

标识的脸部形象①。也就是说，人脸识别信息，是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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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传感器对人脸图像进行采集和检测，再将采集

到的面部信息进行特征点提取，最后通过计算机软

件进行数据化处理，人脸成为数字世界代码化了的

一组“数字”。人脸识别的目的则是将该组数据用

于现实中人脸采集、比对、耦合、校正，以实现数字模

型和现实人脸之间的识别比对等②。

（二）人脸识别信息的特性

１．人脸识别信息的唯一性
人脸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可替

换的，即使是多胞胎，也存在脸部数据上的差异，故

一个自然人理论上仅能匹配一份人脸识别信息。人

脸识别信息的这种唯一性也促使在网络时代人脸成

为主体身份认证的重要方法。相对于传统的如网络

ＩＤ、密码或者ＵＲＬ③等认证方式，人脸识别信息因其
唯一性，所能达到的认证精度和匹配度显然更高，但

随之而来的是其一旦被泄露或非法提供、滥用，可能

存在的隐私风险和相关的人身、财产、名誉安全风险

也随之提高。

２．人脸识别信息的难以更改性
人的脸部信息是很难改变的，要改变一个人的

脸部信息，目前只能通过彻底的整容达到，而这种方

式是不可逆且异常复杂的。因此，对于普通公众来

说，一旦面部识别信息被录入，由生至死，其面部识

别特征都不会有很大的改变，这也是人脸识别系统

能够在时隔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后仍然识别出在逃罪

犯的信息的原因。也因为人脸识别信息的不可变更

性，一旦人脸识别信息遭到泄露、盗窃或冒用等不法

侵害，对信息主体可能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永久性的

伤害和损失。

３．人脸识别技术的普适性和便捷性
人脸识别技术经过长期的发展，特别是在基

于深度卷积神经网络进行人脸识别的技术加持

后，使其已经成为一项门槛较低且成熟度较高的

生物识别技术，由此也决定了人脸识别技术在现

阶段相对于其他的生物识别技术而言更加便捷高

效。同时，相对于指纹或者虹膜等生物识别技术

来说，人脸识别技术拥有“非接触性”的特点，目前

已经可以实现远端一次性快速的数据采集，其数

据采集能力、强度以及采集方式的便利性远远超

过其他生物识别信息。此外，人脸识别的算法模

型也已经趋于成熟，国内外有大量的相关公司可

以提供完整的人脸识别数据分析和应用的方案。

这也是为何自２０１０年以来，人脸识别技术被普遍
运用于社会治理、公共场所安检、企业管理、金融

授信、身份核验等领域。

二、人脸识别面临的挑战

人脸识别技术的发展给身份核验、社会管理等

带来巨大的效率提升和便利，但技术永远是一把双

刃剑，人脸识别信息的泄露、滥用等问题也层出不

穷。目前我国针对数据信息安全的监管体系存在不

完善之处，此外，还出现了关于人脸识别技术与个人

自由之间的伦理讨论。解决人脸识别技术发展过程

中的问题，更好地管理和使用保护人脸识别信息是

法律建构和技术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人脸识别面临的技术挑战

目前，人脸识别技术最大的隐忧就是人脸识别

信息的泄露和信息被滥用的问题。诚如前文所言，

随着人脸识别技术的普及，对于人的面部信息的识

别、采集、处理正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如今人脸识

别技术甚至可以不借助人脸而仅仅依据网络图片或

视频信息完成上述工作。如美国的 ＣｌｅａｒｖｉｅｗＡＩ公
司就从 ＹｏｕＴｕｂｅ、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Ｖｅｎｍｏ等网站进行了海
量的人脸数据采集，建立起包含３０亿张人脸照片的
数据库，该数据库所包含的信息量远远超过美国联

邦政府所构建的数据库，因此，其服务的对象包括多

伦多、亚特兰大和佛罗里达等地的警察部门。然而就

是这样一家掌握海量人脸识别信息的巨头，却在２０２０
年２月７日被曝出客户名单被盗的丑闻。该丑闻所
产生的能量瞬间淹没了这家硅谷的初创企业，但喧嚣

过后，人们不禁要问，人们的人脸数据应该得到怎样

的保护，应该如何防止它被泄露和滥用。

实际上，不仅仅是 ＣｌｅａｒｖｉｅｗＡＩ公司存在人脸
识别信息泄露的风险，在过去的几年中，如 Ｆａｃｅ
ｂｏｏｋ、微软以及国内的互联网企业也都曾有过人脸
识别信息泄露的新闻。信息泄露带来的问题，一方

面是民众对人脸识别技术深深的担忧，根据南都人

工智能伦理课题组发布的《人脸识别落地场景观察

报告（２０１９）》显示，７９．３１％的受访者担心系统运营
者安全能力欠缺导致人脸识别信息泄露，６５．１７％的
人担心换脸视频等虚假网络视频增多，近半数的人

担心不法分子利用伪造的信息实施诈骗或盗刷；另

一方面是信息泄露的风险也导致了人脸识别信息产

业的局部倒退，如微软和 ＩＢＭ等科技巨头迫于商业
道德以及隐私保护风险而相继宣布全面退出人脸识

别业务以及相关的投资业务。

人脸识别信息泄露的具体风险包括：人脸数据

作为个人隐私的钥匙，已经和其他个人隐私深度绑

定，辐射个人人格权和财产权，一旦被打开，人就无

隐私可言，易遭受财产或人身损害。以刷脸支付为

例，人脸信息一旦被采集则无法再次加密，如果人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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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成为账户以及支付口令，则就相当于将用户名

和密码完全暴露在外，很容易通过远程刷脸应用进

行非法使用，造成当事人人身财产损失。最为关键

的是，人脸识别信息一旦泄露，几乎无法追回，在一

些情况下，甚至还会造成所属单位和网格的相关潜

在权益受损［１］。如美国伊利诺伊州《生物识别信息

隐私法案》针对生物识别信息泄露和被盗用的风险

时就指出：“生物识别信息，其是个人唯一的，一旦

泄露，个人没有追索权，身份盗窃的风险更高，并且

可能会被迫退出生物识别促进的交易。”

（二）人脸识别面临的法律挑战

１．隐私权保护问题
人脸识别信息作为生物识别数据的一类可以被

归入个人信息是无疑义的，在《民法典》第１０３４条
以及《网络安全法》第７６条中就明确生物识别信息
属于个人信息的一类。从法理依据上来说，人脸信

息作为极具标识性的生理信息，能够被轻而易举地

应用到识别个人的活动中去，符合国内外有关个人

数据的相关的法律定义。但问题在于，人脸识别信

息能否被归入隐私权的保护范围？根据我国《民法

典》关于隐私权的定义，个人信息中仅有私密信息

可以纳入隐私权的保护范围，而其他的信息则只能

归入一般个人信息予以保护。换言之，人脸识别信

息是否属于私密信息？

关于何为隐私的定义，波斯纳认为，隐私是“不

当呈现某人特征的权利”，他认为，人们希望通过有

选择地披露有关自己的事实来操控他们的周边世

界，而其他人有合法的利益揭穿这样的不当呈

现［２］。然而，波斯纳在讨论隐私权时并没有明确不

当呈现的对象以及明确范围。隐私信息的特点在

于，它严格遵循差序格局，即信息是按照隐私的程度

由中心无隐私区域向周边加强。生活中的亲密关系

之间，常常没有多少隐私可言，如夫妻，父母与子女之

间，通常因为常年一起生活，相互之间非常了解，而少

有隐私；然而随着亲密关系的减弱，隐私信息的数量

也随之增多，最终达到与陌生人之间的“全隐私”的关

系。

但诚如马克思所言，“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

系的总和”，即使完全的陌生人之间，也存在着丰富

的信息交换的可能，即可以随时打破人与人之间

“全隐私”的状态。而人脸信息作为人与人之间识

别、交流的重要工具，常常是被打破的第一道所谓

“隐私壁垒”，在前计算机时代，人脸识别信息为储

存在个人头脑中的社交必须之数据，除非受极个别

地区风俗习惯的影响，不会成为隐私。

然而在后计算机时代，人脸识别信息的使用场

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脸数据不仅局限于特定的

社交场景，使用场景的丰富化需要根据信息的使用

情况进行具体考量。在某些使用场景下，如将人脸

识别信息用于交友软件中，该信息在信息主体没有

主动设置接触障碍时不应该成为隐私信息；而在另

一些场景中，如使用人脸识别信息作为网络银行密

钥，与个人人身财产安全息息相关，一旦泄露可能遭

受财产乃至人身损害，则完全符合个人隐私信息的

构成要件。故对于人脸识别信息是否构成隐私权的

保护对象，笔者认为，该判断标准非唯一，应当遵循

信息运用的场景原则，根据人脸识别信息的具体使

用场景进行判断。

现今，人脸识别技术的发展趋势是，可以逐步实

现远程采集，并可能与其他信息库联动获取与个人

相关的其他信息，如对个人行动轨迹进行追踪等。

人脸识别信息逐渐脱离了原有的单一社交属性，成

为个人身份认证的重要信息，与个人隐私、权利、自

由的关系逐渐加强，因此其私密属性也得到了加强。

如在 ２０２０年 ３月新修订的我国国家标准 ＧＢ／Ｔ
３５２７３—２０２０《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明
确规定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包括人脸识别信息）属

于个人敏感信息。

２．同意原则失灵问题
同意原则是个人信息采集和使用的基本原则之

一，同意原则的法理基础是个人的自治和自由。每

一个人天生就是独立和自主的，对于人所产生的个

人信息，特别是具有极强人身依附性的生物识别信

息，理所应当由个人控制。此外，同意原则通过使用

个人信息必须经个人同意的手段，最终达到让每个

人实现对自身信息的控制而不因他人的随意使用而

遭受侵犯［３］。法律之所以应该赋予每个人对个人

信息的同意使用权（本质上是个人信息控制权的一

部分），正是基于个人信息被非法利用而造成的资

源损耗（这里面包含对个人尊严、自由的漠视以及

直接的人身、财产安全风险）要大于个人信息完全

自由流通所带来的效率的提升。

因此，无论是在公共场合还是私人场景，法律都

要求采集、储存、处理个人信息需要经过个人同意。

如针对公共场所对个人面部数据的采集，《个人信

息保护法（草案）》第２７条规定：“在公共场所安装
图像采集、个人身份识别设备，应当为维护公共安全

所必需，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并设置显著的提示标

识。所收集的个人图像、个人身份识别信息只能用

于维护公共安全的目的，不得公开或向他人提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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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个人单独同意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

外。”而针对私人场景，则主要通过签订用户协议的

方式，信息采集事项告知并取得用户同意方可。但是

人脸识别技术的快速发展，出现了机构和企业未经同

意收集使用人脸识别数据的问题，人脸识别技术的功

能性扩展突破了同意使用的合法性等问题［４］。

随着人脸识别传感器以及算法技术的发展，目

前人脸识别机器已经可以实现远程的二维图像采

集，这种采集方式往往可以在不经意间就完成数据

的采集。公共场所无处不在的人脸识别传感器正在

全时段以极高的频率进行着信息采集的工作，并且

将所采集到的人脸信息作为“密钥”与其他数据联

结，信息聚合的后果构成了对个人的“透视”。如某

些售楼部利用人脸识别系统，对前来看房的顾客进

行记录分析，借此有针对性地对访客进行分析，分析

的结果一方面可以帮助开发商防止飞单，另一方面

可以为周期性营销策略提供数据支持。而顾客为了

防止自己的面部识别信息被记录下以后被“大数据

杀熟”而纷纷戴上头盔前来看房。

上述的开发商对顾客进行信息采集的行为显然

是违法行为，但根据相关的调查，我国公共场所人脸

采集设备早在２０１７年就已经达到３０００万部左右，
且视频监控的覆盖范围和监控点、卡口的数量都以

３０％以上的增长率在快速增加。目前对于人脸信息
的采集和监控已经形成一整套由传感器和算法构成

的自动流程，多数时候的人脸信息采集和监控是由

传感器和算法在“无感”中完成，技术的快速发展已

经突破法律原定的信息使用原则，在这样的自动化

流程中要求经过所有被采集者同意客观上是不可能

做到的。

在私人场景中，虽然个人通常会与信息采集者

签订信息采集协议，但问题在于，这种同意是一种无

选择权的同意，如果以个人信息保护为由拒绝提供

人脸信息，便会被排除在信息网络服务使用之外，不

能通过其他途径接受来自服务商的便捷服务。对于

个人来说，用户只有同意的权利，没有协商谈判的权

利。而此时同意，意味着不仅仅向服务商提供面部

信息，而是将其他个人信息的收集权利一并打包出

让，以便服务平台对个人历史活动轨迹开展全方位

的用户画像。如在文章开头的案例中，杭州野生动

物世界并没有提供除了人脸识别之外的其他方式进

入园区，商家这种“不同意，便退出”的营运模式，极

大挑战了信息采集的同意原则。

（三）人脸识别信息的监管挑战

公共场所的公民信息被随意收集、滥用、贩卖，

或公民为接受服务而被迫用自己的信息作为交换，

这些现象的出现与我国对人脸识别技术的监管缺位

有很大关系。然而这种监管缺位，究其原因，是监管

机关“非不为也，实不能也”的尴尬处境。

数据空间的虚拟性导致的责任追查困难是监管

困境的一个原因。人脸识别信息与大多数的信息一

样，存在于浩瀚的虚拟网络空间之中，侵犯人脸识别

信息不同于传统的对于个人信息的侵犯，常常具有

隐蔽性强、转移快的特点。监管机关对于非法的数

据采集、存储、处理、传输行为都难以做到完整的监

控追查，故对于侵犯个人脸部识别信息的行为常常

束手无策。

除此之外，因为早期有关人脸识别操作规范的

缺失，使得现如今大量的具备人脸识别能力的传感

器设备早已被运用到日常的生活中，已经采集和处

理了大量的人脸数据。如果现在骤然加强监管，很

可能使已经发展起来的相关产业轰然倒塌，已经被

收集和传输的数据更面临被当作网络黑产贩卖的风

险，可能引发更大的信息危机。

最后，关于监管难的问题，还在于个人信息或数

据与公共信息难以分开，二者长久以来就是交织的

关系，特别是在涉及如国家安全、司法鉴定、刑事调

查等公共领域，保护个人信息的话语权并不强势。

这也是法律之所以不能赋予某个主体对信息的专有

权的原因，因为个人信息和数据承载着人类文化传

承和社会发展的公共元素［５］，而并非完全为个人所

控制。如果监管强调个人信息的私人专有属性，在

某些场合必然与公共利益相悖；而如果不强调，则监

管无依据，无抓手，可操作性不强。

（四）人脸识别的伦理挑战

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和普及使得人脸成为打开

私人生活的钥匙，而其不可避免地模糊了个人生活与

公共领域的界限，面临着巨大的个人隐私的伦理风

险。现如今，人脸识别技术正与其他的大数据分析技

术合流，使得人脸被视为行走的二维码，成为破解个

人隐私的一把方便快捷且独一无二的钥匙。如通过

对人脸的追踪，可以实现对个人行动轨迹的追踪，甚

至可以透视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此外，通过与其他

大数据相匹配，人脸识别信息甚至能够了解到一个人

的收入水平、家庭成员、教育程度等深度的个人信息，

与过去不同，这些追踪和分析几乎都是在人未察觉到

的情况下发生，更不用说经过本人同意了。

此外，人脸识别技术在国外还存在如种族歧视、

性别歧视等问题。这种歧视存在的主要原因是社会

中的少数群体因为生理因素（如特定场景下黑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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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部轮廓在光学镜头下不清晰）和数据样本较少造

成的算法不精准，但在客观上，这确实造成社会少数

族群的不满。

三、域外人脸识别立法借鉴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和欧盟针对人脸识

别的立法较多，内容相对来说比较完善，在我国出台

相关的个人信息保护方案时，可以借鉴相关国家面

临的具体问题和立法情况。

（一）美国关于人脸识别的规定

美国采取联邦和州的多层级立法模式，目前美

国联邦尚没有制定专门的法律规制人脸识别技术使

用。在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美国参众两院提出了多项人
脸识别法案，如《道德使用人脸识别法案》（２０２０
年）、《商业人脸识别隐私法案》（２０１９年）、《人脸识
别技术授权法案》（２０１９年）［６］。在州立法层面，美
国包括华盛顿州、伊利诺伊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在内

针对人脸识别信息的收集和使用进行了规范，其中

２００８年通过的《伊利诺伊州生物特征信息隐私法》
（Ｂ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ｉｖａｃｙＡｃｔ，简称 ＢＩＰＡ）更是
以其“强硬”的面部识别信息保护规定而出名。

联邦层面的立法中，除了《道德使用人脸识别

法案》《商业人脸识别隐私法案》《人脸识别技术授

权法案》之外，在２０２０年制定的《２０２０年国家生物
识别信息隐私法案》对人脸识别信息的法律规制作

出了专门性的基础性的规定。在该法案中，针对基

础性的概念：首先，对生物识别信息的概念作出定

义，并将人脸识别信息列为机密和敏感信息；其次，

规定包括人脸识别信息在内的所有生物识别信息私

人实体均不得以出售、出租、交易、非法披露等方式

利用；最后，针对侵权后的救济，规定了私人的生物

信息遭受侵害的救济手段以及赔偿额度等。

在州立法层面，ＢＩＰＡ开创了号称史上最为严格
的人脸识别规程。首先，ＢＩＰＡ要求在进行人脸面部
信息收集前收集人脸识别的实体必须告知并取得被

收集者的同意，且该告知及同意需以书面形式作出，

将传统的同意原则具体区分为书面告知与书面授

权，在收到信息主体或其合法授权代表的书面豁免

协议书后才可进行收集，否则将被视为违法，这在一

定程度上有利于落实收集者和公民之间的权利义

务。其次，该法案明确实体收集、存储和使用生物识

别信息的目的和存储期限。最后，ＢＩＰＡ规定除非个
人同意进行信息流通、披露或由于政府、法院要求披

露以外，禁止任何生物识别信息的实体对已收集的

信息进行流通或者以其他方式从中获利的行为。可

以说，在生物识别信息保护方面，ＢＩＰＡ坚定不移地

站在较为弱势的个人一方，但这种对个人识别信息

的强保护措施，也曾遭受可能阻碍数据流通的诟病。

（二）欧盟关于人脸识别数据保护的规定

欧盟目前并没有专门的关于人脸识别信息的保

护条例，而是通过２０１６年生效的《一般数据保护条
例》（Ｇｅｎｅｒａｌ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简称ＧＤＰＲ）
对人脸识别信息进行保护。此外，欧盟还通过了

《数据保护执法指令》（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ＬａｗＥｎｆｏｒｃｅ
ｍｅｎｔ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简称 ＤＰＬＥＤ），专门针对执法部门，
规定当执法者需为预防、监控、调查或起诉犯罪行为

使用个人数据时，需遵守该指令。

在ＧＤＰＲ中，首先，欧盟将人脸识别信息纳入生
物性识别信息的范畴。其次，ＧＤＰＲ严格限定了保
护的面部识别信息的范围，规定并非所有含有人类

面部的图像或视频数据都进行保护，而要求图像或

视频经过“特定技术处理”（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ｐｒｏ
ｃｅｓｓｉｎｇ）并能够发挥生物识别功能，即能够识别或认
证特定的自然人时，才将此种数据纳入到个人敏感

数据的行列给予保护。对于受保护数据范围的严格

限定，本质上是在数据流通和个人隐私保护之间寻

求平衡，ＧＤＰＲ并不反对个人信息的流通，但其前提
是个人隐私得到合理的保护。为在二者之间寻找平

衡，ＧＤＰＲ还明确规定了“匿名化”④的个人信息保
护方式。此外，ＧＤＰＲ还规定了数据的独立使用原
则，这是为数据控制者和处理者设定的基本规则，要

求处理数据必须有明确的目的，仅限于处理为满足

业务需求最少量的数据，且保障数据处理过程的合

法性、公开性和透明性。

在数据遭受损害后的救济模式上，ＧＤＰＲ设定
了多元的救济模式，规定每一个数据主体都拥有向

监管机构投诉、提起司法诉讼以及要求赔偿的权利。

数据主体可以联合，提出集体诉讼的主张，也可以单

独提起私人诉讼，同时适用小额索赔法律程序，监管

措施等，多种渠道的救济方式从程序上保障了信息

主体的权利，值得我国借鉴。

四、我国人脸识别法律规制与选择

人脸识别技术在促进社会效率提升，保障公共

安全和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然而

其关于个人信息泄露所带来的个人人身财产的安全

风险以及公共空间和个人隐私之间模糊化的道德风

险也不可忽视。故需要对目前我国关于人脸识别的

法律法规进行系统性的梳理、分析，结合新形势下产

业发展的规律，制定更好的规制路径。

（一）我国人脸识别法律规制的进展

我国在２０１７年颁布的《民法总则》中就对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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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保护有所规定，在后续颁布的《民法典》中明确

“生物识别信息”属于个人信息的一类，受到法律的

保护，且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

原则，不得过度处理。同时在《网络安全法》《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个人信息保护法（草

案）》中对于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处理都有相关的规

定。然而以上的规定都是针对个人信息的普遍规

定，并没有针对生物识别信息或者人脸识别信息进

行细致的规定，而人脸识别信息有其易采集性和高

私密性的特性，所面临的具体问题不甚相同，故应当

对人脸识别信息进行专门规定。

关于特殊场景的人脸识别信息运用规范和安全

风险防范方面，目前已有相关的规定，如在对信息安

全要求较高的金融领域，中国人民银行于２０２０年２
月１３日发布了《个人金融信息保护技术规范》，对
个人信息的机密等级进行分级，要求收集个人敏感

信息的主体需要有相关的资质，且在传输、存储涉密

信息时应当使用加密等安全措施。由以上的规定可

以看出，目前在人脸识别信息保护方面，我国采取的

是软法先行的策略，这样的策略一方面可以满足具

体领域的立法需求，另一方面在技术持续快速发展

的时期，可以方便后续更改。然而，即使是软法先行

的立法路径，我国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特别是生物识

别信息中的人脸识别信息的保护也较为滞后，且存

在软法适用范围狭窄，可操作性不强的缺陷。

（二）我国人脸识别法律规制的路径选择及对

策

目前我国有关人脸识别信息的数据产业链已经

完成了初步建设阶段，逐渐步入产业发展的黄金期，

相关数据显示，我国有关人脸识别的信息产业每年

的增长率高达３０％。但隐藏在蓬勃发展之下的行
业隐忧却时刻威胁着行业的发展，对于任何行业来

说，科学有效的监管都是保障行业长久健康发展所

必需的。因此，对于人脸识别信息产业，相关的规制

政策既要从本质上推动产业发展，即从根本上促进

信息的健康有序流通，发挥经济效能，同时也要排除

行业中存在的严重侵害个人隐私和信息安全的行

为。

首先，根据场景化使用原则，人脸识别信息的采

集、处理、使用是否构成对个人隐私和信息利益的侵

害，应当根据场景的不同，有所区别。前文提到，将

人脸识别信息用于社交场景，适当披露个人信息实

际上是必需的，然而在金融及支付场景中，人脸成为

支付的钥匙，则应当严格限定对该场景的采集和使

用。“同意原则”也可根据场景和主体进行划分。根

据采集、储存、处理、使用的主体的不同，可以将政府

机构和私人商业实体进行合理的区分，因为二者使

用该技术背后的动因是存在较大差别的。政府机构

在使用人脸识别信息时，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天然

具有更加充分的正当性———如为了公共安全和稳

定，在此场景下，有些人脸识别应用甚至可以不经个

人同意就进行。如警方利用“天网”系统甄别犯罪

分子时，可以采取树立探查采集标牌的形式告知公

众，而不必取得所有被采集者的同意。但这种未经

同意进行人脸采集的行为并不是毫无限制的，即使

是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也应当明确界定公共利益

与私人权益保障之间的边界。在此，可以参考欧盟

《数据保护执法指令》对公共机关脸部信息采集的

场景、频次、识别精度、数据调取等进行细致的划分，

设定数据使用的层级制度，防止个人数据被过度采

集或滥用。

而对于以盈利为目的的私人企业，一方面出于

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目标，另一方面个人与企

业都是平等的市场主体，因此，必须严格遵循“同意

原则”。应当规定未经被采集者同意私人企业不得

进行面部识别数据的采集和使用，并且在涉及用户

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场景下同意和告知必须以书面形

式作出。目前《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正是采用

此种立法进路，但此种规定在面对现实中大量违法

采集的传感器时，难免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在

无法阻止信息采集时，至少应当保障个人数据不会

被滥用，或被采集信息的个人应当知道信息的具体

使用方式和流向，避免个人信息成为“网络黑产”。

故在规定数据采集遵循“同意原则”的同时，进一步

明确信息采集者应当对数据的具体使用、储存方式、

流向进行说明，并取得同意。

其次，数据泄露和违规使用问题，是困扰产业发

展的重大障碍，它很可能造成相关公众对技术形成

不信任的心态，最终阻碍产业发展。因此，必须在制

度建构上彻底解决数据泄露和违规使用的问题。为

了防止数据的泄露和滥用，在采集程序上，要防止信

息采集实体过度采集个人信息，坚持采集适度原则，

以能达到使用目的的最小限度为准。此外，还需建

立人工审核机制，防止机器误采集和歧视现象。在

信息的存储阶段，应当将个人面部识别信息与其他

个人信息相区隔，防止信息相互串联、信息泄露造成

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在信息的使用阶段，应当严

格明确技术使用的边界、使用的范围，开辟除面部识

别通道之外的其他使用通道。

最后，在责任追究阶段，应当明确信息收集及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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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主体如存在违规操作以及信息泄露等事件的明

确责任和处罚规则，同时建立完善的个人和集体受

侵害的救济通道。针对个人维权困难的现状，可以

参考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建立数据隐私维护组织，

有针对性地同信息采集、储存和使用者进行协商谈

判，维护个人的信息权益。

注释：

①如２０１６年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Ｇｅｎｅｒａｌ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
ｔｉ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ＧＤＰＲ）将“生物识别数据”作为一个专门
的法律概念加以定义。所谓“‘生物识别数据’是通过对

自然人的身体、生物或行为特征进行特定技术处理而得到

的个人数据。这类数据生成该自然人的独特标识，比如人

脸形象或指纹数据。”

②以苹果公司开发的ＦａｃｅＩＤ人脸信息采集技术为例，该技
术的实现原理大致如下：通过给隐藏在手机前面板上方的

原深感摄像头投射并分析 ３００００多个不可见的点来捕获
准确的面部数据，进而创建面部的深度图；另外该摄像头

还会捕获面部的红外图像，利用手机的 ＡＩ芯片将深度图
和红外图像转换为数学表示形式，然后再将这个表示形式

与注册的面部数据进行对比，对面部进行３Ｄ数据建模。
而其中的红外镜头与泛光感应元件，则可以通过深度摄像

头实现人眼瞳孔的特征定位，构建出一整套基于深度感知

的面部识别系统，从而最终将人脸数据与众不同的生理特

征作为手机解锁的依据。

③ｕｎｉｆｏｒｍ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ｌｏｃａｔｏｒ，统一资源定位系统。
④匿名化是指在采取某种方式对个人数据进行处理后，如果
没有额外的信息就不能识别数据主体的处理方式。此类

信息应当单独保存，并且已有技术与组织方式确保个人数

据不能关联到某个已识别或可识别的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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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事件的刑事防控及其展开
———论妨害重大传染病防治行为的罪与罚

白雅楠
（郑州大学 法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６－０２
作者简介：白雅楠（１９９４—），男，河南郑州人，郑州大学法学院２０１８级法律硕士研究生、美国圣约翰大学法学院 ＬＬ．Ｍ法

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学。

摘　要：基于我国公共卫生刑事防控体系现有规范内容，比较国内外公共卫生刑事治理模式，指
出我国刑事防控体系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与困境。公共安全法益的精细化发展使得危害公共安全系

列罪名边界虚化；非立法性规范的准立法活动扰乱了法治体系的应然模式；行政治理与刑事治理衔

接失调不利于行刑二元规制体制的建立。对此，本文重申了法治原则、比例原则以及明确性原则在

公共卫生刑事防控中的重要地位，尝试构建起行政与刑事“二次评价”路径来解决行政制裁与刑事

制裁之间的连结问题。在具体的治理过程中，仍然应当厘清刑事违法评价的要素内容。

关键词：公共卫生事件；重大传染病；刑事防控；法益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１．０４．００９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４．３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１）０４－００４８－０８

　　一、绪论：公共卫生事件刑事防控体系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危与机并

存。新冠病毒大流行给世界各国经济及人类生命健

康带来巨大威胁，同时也为我国的疫情防控法治建

设发展带来新机遇。建立一个更加完善的公共卫生

事件刑事防控体系能够使中国更好地预防和应对未

来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爆发、蔓延的情形。

“公共卫生”含义甚广，涉及城市供水、废物处

理、环境清洁以及疫情防治等内容，凡是影响社会普

罗大众日常生活清洁和生命健康的，几乎均可归纳

于“公共卫生”的范畴之中。世界卫生组织将公共

卫生定义为对人类产生的废物进行安全处理等内容

的公共服务，涉及个人家庭及其生活社区的整体环

境，通常包括垃圾收集和废水处理等环境清理工作，

较差的公共卫生环境会导致病毒的传播。美国公共

卫生部门（Ｓａｎ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认为，“公共卫
生”主要涉及城市公民的健康安全、环境清洁、废物

回收处理等内容。我国将“公共卫生”目标设定为

组织社会力量共同努力，改善环境和卫生条件，预防

控制传染病和其他疾病流行，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

和文明生活方式。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通常具有

突发性、危害性。猝不及防的状况让危害在短时间

内即能影响社会不特定多数人的身体健康，社会和

政府应当及时采取措施实现有效的预防与控制。根

据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２条的内
容，重大传染病疫情、原因不明的群体疾病和群体中

毒事件等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属于突发性公共卫

生事件。对此，有学者认为，公共卫生事件应当视为

一种自然或者人为的灾害［１］，是一种不定期持续发生

的社会事件，或者可以认为是一种隐藏的社会风险。

新冠病毒疫情是典型的重大传染病疫情，也是

我国进入新时代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突发性公共卫

生事件，给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社会主义法治

建设带来了巨大困难和挑战。作为此次“依法抗

疫”的法治依据，我国现有法律条文及其司法解释、

指导意见等规范性文件虽散见于多处，但也形成了

较完备的公共卫生事件防控法律体系，通过政策反

应、多措并举、技术防控等多种途径，在实体和程序

上实现了疫情控制效果。

公共卫生事件的刑事防控体系能为维持社会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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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保障疫情防控政策实施、维护社会经济与公民利

益提供有力助益，但其作用不仅在于预防和控制，更

能在突发紧急事件中明辨并保障“最低标准人权”。

面对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性原则是政府实现社会事

务管理职能的基本原则之一。基于对公共利益的考

量，政府的应急权力往往优先于公民的个人权利，不

同程度的疫情防控限制政策会给公民带来不同情况

的权利紧缩。［２］即使是在美国，宪法对于美国公民

个人自由的保障，也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

的绝对权利。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雅各布森诉马

萨诸塞州”一案中指出，因疫情引起的公共卫生紧

急事件是对公共安全的典型威胁，地方政府基于维

护公共健康的初衷而采取的个人自由限制措施以及

接种疫苗的强制措施依旧具有合宪性。正如孟德斯

鸠所言：“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

的地方才休止。”随着政府行政权力在公共卫生事

件中的相对扩大，以限制公权力、保障基本人权为目

标的刑事法律及刑事政策成了辩证权衡公权力与公

民个人权利冲突的关键。

公共卫生刑事防控体系所包含的罪名主要可以

划分为妨害疫情防控措施犯罪、妨害社会管理与扰乱

公共秩序犯罪、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和公务人员失

职渎职犯罪等犯罪类型。其中妨害疫情防控措施犯

罪涵盖了妨害公务罪、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妨害传

染病防治罪以及危害公共安全罪等，均具有阻碍疫情

防控、加剧病毒传播的危险。妨害社会管理与扰乱公

共秩序犯罪则主要涉及寻衅滋事罪、编造、故意传播

虚假恐怖信息罪以及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罪等，三种

罪行均具有对公共秩序的客观危害性。破坏市场经

济秩序犯罪则包括非法经营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

罪、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疗器械罪以及生产、销

售假药罪和生产、销售劣药罪。公务人员失职渎职犯

罪则主要有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以及传染病防治

失职罪。除了上述约１４个罪名以外，该体系还包括
数个司法解释、指导意见以及相关典型案例等规范性

文件。①但目前其仍存在不充分、不合理之处，需要加

强法律适用的层次性和协调性。本文期冀以新冠病

毒引发的重大传染病疫情刑事防控为例，反思防控过

程中的合理性、正当性之边际，提炼出具有中国化、时

代化的刑事防控模式，仅就管见所及，略述所知。

二、体系之反思：现有公共卫生事件刑事防控的

桎梏与困局

（一）公共安全法益精细化发展趋势下边界模

糊的表象与理解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安全需求日益提高。不同领域的安全需求催使“公

共安全”细化并衍生出不同内容的法益或者说是犯

罪客体，呈现出精细化、不可逆的发展趋势。例如当

前衍生出的“公共交通安全法益”“公共网络安全法

益”以及“公共卫生安全法益”等。②

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在新冠疫

情防控期间都起到了保护“公共卫生安全法益”的

作用，但是两罪的适用边界模糊。有学者认为妨害

传染病防治罪在此次疫情中不具有适用余地，否则

有违罪刑法定原则。［３］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妨害传染

病防治罪与危害公共安全罪之间存在一定的交叉重

合，认为这属于法条竞合或想象竞合。［４－５］基于竞合

的关系，提出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做出立法修改，改

成情节犯或者认定为过失危险犯以便明确区别于危

害公共安全罪。［６］还有论者提出，认定某种行为是

否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只需要从形式上判断该

行为是否违反传染病防治管理制度。而判断是否构

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需要就行为是否对

公共安全造成危险或侵害进行实质判断。［７］本文认

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与危害公共安全罪盘根错节

的关系实质上是精细化、不可逆发展趋势的必然结

果，两罪在公共卫生事件刑事防控中都有可适用性。

在以社会危害程度由轻到重的递进式治理妨害疫情

防控措施犯罪的路径中，应扩大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的适用，少用且慎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当下“以其他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滥用现象

横生，凭借“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罪以图治理所有犯

罪的做法，违背了精准司法的理念。在未能有效遏

制重刑主义思想的情况下，适用“以其他方法危害

公共安全罪”的刑法规制路径确实能在短时间内发

挥刑法的规制机能，落实严惩政策思想，消解社会民

众负面情绪，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但

《刑法》第１１４、１１５条中“其他危险方法”的兜底性
立法技术逐渐演变成对罪刑法定原则明确性要求的

违拗。多年来，众多学者主张减少甚至消灭“口袋

罪”，但“以其他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普适性似

乎已成为刑法中难以纠正的“顽疾”。从 ２００３年
《解释》来看，结合疫情防控期间从重处罚的刑事政

策，多会带有“刑罚世轻世重”的旧有观念，不利于

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也忽略了适用“妨害传染

病防治罪”的可能。这一适用边界模糊的现象，会

直接混淆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公共卫生安全法益”是“公共安全法益”

的特殊衍生内容，但缺乏刑法的独立保护地位。通

常认为，“公共安全”即不特定且多数人的生命、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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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以及财产不受不法侵害的安稳状态［８］，是一种实

际的公共需求。在风险社会法益保护早期化的背景

下［９］，公共安全法益精细化发展会导致仅依靠“公

共安全”这一个抽象概念来支撑的司法适用过程捉

襟见肘，穷于应对。应当按照不同领域对公共安全

进行细分，在公共卫生领域独立划分出公共卫生安

全法益的概念。

其次，在公共卫生安全法益的内涵中，未突出

“公共卫生防控秩序”的保护内容。公共卫生防控

秩序是包括限制隔离、强制医疗等手段在内的卫生

防疫工作稳定进行的有序状态，是公共卫生安全法

益的基本内容。多数国家已注意到 “公共卫生防控

秩序”的保护价值，并体现在法律条文中。譬如：丹

麦刑法典第１９２段（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行为人违反其他
有关预防、控制传染病规定导致传染病危害社会公

共安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行为人引起

的传染病属于法律规定需要公共措施进行预防、控

制的疾病，处六年以下有期徒刑。”保加利亚刑法典

第３５５章专门规定了行为人违反针对传染病传播或
发生的法律规定，导致他人感染的，处缓刑或者三百

列弗。匈牙利刑法典第３６１节规定了违反控制传染
病法规的行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我国《刑法修正

案（十一）》将第 ３３０条中的“甲类传染病”修改为
“甲类传染病以及依法确定采取甲类传染病预防、

控制措施的传染病”，扩大了刑法保护重大传染病

卫生防控秩序的范围，侧面体现了维护公共卫生防

疫秩序稳定的重要性。在我国没有直接规定传播传

染病犯罪行为的情况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价值

不言自明，其主要保护的法益就是“公共卫生安全

法益”。基于这一主要的法益，也有学者提出了“多

元法益”“双重法益”的解释路径，以便于明确妨害

传染病防治罪的入罪标准。［１０］本文认为，刑法的谦

抑性要求承认刑法保护法益的片段性，一个罪名并

非是要保护所有法益受侵害的全部形态。在确定某

个罪名所保护的法益时，找到值得这一罪名保护的

重要法益就足够了。［９］

最后，精细化发展的趋势最终会导致“公共安

全”概念产生多个分支，并且各个分支都具有刑法

保护的价值。在区别审视以达到层次清晰的同时，

仍然不能彻底割裂彼此之间的衍生关系。因此，如

何以动态辩证的思维审视法益精细化发展趋势，是

理解区分“公共安全”与“公共卫生”的核心要义。

结合近两年疫情防控中惩治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案

例可知，行为人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多数是未遵守当

地疫情防控规定，应及时通报而未通报且实施了能

够“传播病毒或者引起传播严重危险”的行为。但

该类型的行为又包含有多种不同的客观细节，不能

一以概之。例如，行为人驾车外出走访亲戚，或行为

人外出到网吧休闲。在这些不同的客观情节之中，

尤其应当关注的是行为人是否存在“进入公共场所

或者公共交通工具”的情节。这一情节很大程度上

决定了犯罪行为应当认定为“危害公共安全”还是

“妨害传染病防治”。原因在于，我国对于故意、过

失内容的认定坚持的是客观主义立场，多倾向于目

的行为论。也就是说，行为人在已知自身携带病毒

或者可能携带病毒的客观认识前提之下，进入公共

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的，应当认定这些客观情节

已然表露了行为人存在“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而

非仅仅是妨害了疫情防控的管理。这一客观的认定

判断，显然也考虑了新冠病毒自身极强的传染能力，

尤其是在人员自由进出、来往频繁的公共场域。

（二）非立法性规范“准立法”的纰漏与解释困境

为了解除甲类传染病自身法定性带来的禁锢，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刑法》第 ３３０条增设了
“依法确定采取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的传染

病”，本文将该种传染病称为“准甲类传染病”。这

一立法修订正式将新冠疫情刑事防控中《四部门意

见》等非立法性刑事规范的“准立法”内容提升到立

法层面，立法原意是同一的。［１１］不置可否，此前社会

为了实现及时的公共卫生事件防控效果，绕开立法

层面直接通过非立法性刑事规范补充完善是一种打

击犯罪的实质需要。［１２］但若缺乏《刑法修正案（十

一）》支撑，仅依靠非正式法律渊源为《刑法》第３３０
条提供法律依据，将使上述非立法性刑事规范难以

获得立法层面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尤其对于度过初

期紧急状态后的常态化后期而言。此外，区分危害

公共安全和妨害传染病防治行为是明确适用的前

提，但《四部门意见》粗放的二分化列举规定反而使

规范本身丧失了罪刑法定的明确性。除了列明的以

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两种表现以外，其他均以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定罪处罚的入罪规定更是忽略构

成要件要素的“兜底承包式立法”。加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和有效

性，是当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工作内容，也是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中之重。《刑法修正案（十

一）》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修改是对“准立法”现

象的纠正，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在《刑法修正案（十一）》颁布之前，刑法学界针

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聚讼纷争，莫衷一是。众多学

者基于教义学的立场，尝试调和２００３年《解释》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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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门意见》的阙如之处，尽力理解二者之间的补

充和具体化关系，厘清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与过失以

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间的异同。在传统刑法

理论和德日刑法难以合璧的情况下，尤其在对具体

危险犯、抽象危险犯甚至过失危险犯还未形成统一

认知之时，不同的评价解析路径会得出关于妨害传

染病防治罪要件要素内容不同的结论。接踵而至的

是故意、过失之争，及对“危险方法”和“传播严重危

险”解释争议等系列难以厘清的问题。③形式法治的

紊乱会对法教义学产生反作用。放任法教义学“野

蛮生长”，使其依附于非立法性的刑事规范，导致其

变成“准立法”现象的衣钵与锡杖，助长法教义学的

“规范隐退论”和“反教义学化”发展趋势，进一步损

害形式法治，造成恶性循环。［１３］因此，在非立法性刑

事规范缺乏立法支撑、学理解释无法统一意见的情

况下，只有回归到立法层面树立核心标准，才能为解

决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争议问题提供方向指引。

（三）行政规范与刑事规范衔接失调导致刑法

保护早期化的滥觞

刑法规制机能对社会维稳具有重要作用，但在

中国特色行政与刑事二元规制模式下，忽略行政法

相同的规制机能，是没有站在限制刑罚权的角度去

定位公共卫生事件刑事防控体系的表现。这在某种

程度上会造成国家刑罚权不合理地扩张、泛滥，会剥

夺或侵占行政法规范原有的领地，破坏部门法之间

应有的协调性。除此之外，我国刑法学界现有的危

险犯理论主要源于风险刑法，立足于风险社会的控

制理论。为抵御风险社会阶段各种不确定因素，刑

法采取提前保护的做法是必要且正当的。但想要在

风险社会动态发展以及行政与刑事二元规制模式下

理清公共卫生事件刑事防控体系的外延问题，必须

考量行政制裁与刑事制裁之间的联系与效果，立足

于更大的公共卫生事件法律防控框架下去审视刑事

防控体系。

直到目前，立法、司法机关都没有出台更为明确

的规范以明示“依法防疫”过程中行政法与刑法的

衔接适用。“行”与“刑”的模糊边界不利于刑事防

控的展开，这不仅对存在“兜底规定”的分则罪名留

下了“口袋化”的隐患［１４］，同时也是刑法学界无法

精准定位并解释《刑法》第３３０条属于何种危险犯
的重要原因之一。多数学者将焦点集中于《刑法》

第３３０条与交通事故类和重大责任事故类的过失犯
罪的比较研究［１５］，未提及《刑法》第３３０条应当如何
同《传染病防治法》《国境卫生检疫法》《治安管理处

罚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进行区分和衔

接。但是任何由行政违法行为衍生出的行政犯都应

溯本追源，割裂与行政规范之间紧密联系的刑法解

释都是一种舍本逐末的做法。本文认为，考察此次

公共卫生事件刑事防控体系中各罪名同行政法规范

之间的联系，是厘清包括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在内的

多数罪名的关键所在。例如，应当厘清妨害国境卫

生检疫罪同《国境卫生检疫法》第 ２０条之间的联
系、妨害公务罪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第５０条之间
的联系、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与《传染病防治法》第７３
条之间的联系等。

三、体系之重构：对基本原则和其他重要体系内

容的再阐释

基于前文对公共卫生事件刑事防控体系应然与

实然的梳理反思，可以发现现阶段刑事规范中存在

的本质问题。本文从基本原则、行刑衔接和重要罪

名的要件解释三个方面展开，尝试对该体系进行重

构与完善，增强我国公共卫生事件刑事防控体系的

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一）公共卫生事件刑事防控体系的基本原则

基本原则贯穿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全过程，体

现刑事基本思想的准则，具有固根本、稳预期、利长

远的意义。我国《刑法》第３、４、５条，明确规定了罪
刑法定、适用刑法人人平等以及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学术界关于刑法的基本原则内容也有多种倡议，如

法益保护原则、责任主义原则、保障人权原则和主客

观相统一原则。［１６］针对前述三个问题，本文提出构

建公共卫生事件刑事防控体系所需的重要基本原则

内容。

第一，法治原则是公共卫生事件刑事防控体系

的首要原则，它是以法律主义和民主主义为基础建

立的。与“罪刑法定”有异曲同工之处，要求犯罪和

刑罚应当在刑事立法层面予以规定。［１７］１０一方面，法

益的精细化发展是一个不可逆的社会客观演进过

程，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立法漏洞和法律本身的滞

后性只能在立法层面予以解决。另一方面，刑法教

义学的解释不能完全填补立法的缺陷。基于言语本

身的弊端，法律文本无法总是确保立法意图的全面

表达，刑法教义学存在的意义正是在于对法律条文

的充分阐述。但当扩大解释无法填补刑法条文本身

的缺漏，或者在具体个案中无法明确区分类推解释

与扩大解释之时，单凭刑法教义学的解释不仅无法

弥补立法层面的滞后，并且穷于满足法治原则的要

求，甚至很可能适得其反，使体系进一步模糊，混淆

刑事司法活动，此时仍需要从立法层面考虑问题。

以甲类传染病为例，《四部门意见》的内容属于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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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还是类推解释无法辨别，仅通过非立法性的刑

事规范无法釜底抽薪般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刑

法修正案（十一）》则从立法层面拓宽了妨害传染病

防治罪的适用，从法治源头修正了甲类传染病的立

法漏洞。因此，在科学立法、公正司法的过程中，要

始终坚持法治原则，从根源上填补法律缺陷，使法律

条文实现精准对位和犯罪治理效用的最大化。

第二，刑事防控应当遵循比例原则，妥当性是比

例原则的应有之意。国家刑罚权的公信力来源于刑

事制裁的妥当性，而刑事制裁妥当与否取决于刑事

制裁目的和刑事制裁手段。在刑事防控中，既要求

制裁手段和防控目的之间的相当程度，又要求采取

的刑事制裁是客观实际需求。立法层面的刑罚配置

与司法过程的刑罚适用是比例原则蕴含刑事制裁妥

当性的主要体现。首先，刑罚法规的适正要求罪刑

均衡，比例之义不可或缺。比例原则与罪责刑相适

应原则一样具有慎刑之义，在实现刑事防控目的的

前提下，应选择对犯罪行为人损害最小的方式来达

到制裁效果，防止刑罚的滥用与苛刑。［１８］这不仅要

求刑事立法对罪名和刑罚的设置要合理、正当且必

要，还要求刑事司法在适用罪名的过程中依据个案

具体情况考量罪刑的均衡性。本次疫情刑事防控对

此也有所体现，人民法院判决适用妨害传染病防治

罪案件的结果多为一年左右的有期徒刑，《刑法》第

３３０条规定“后果特别严重”适用升格法定刑的内
容，反而很少适用。④本文认同这样的司法实务现

象，并认为引起新冠病毒传播或者严重传播危险的

社会危害性本身不能匹配过重的法定刑。其次，比

例原则可以调和刑法的行为规制机能与法益保护机

能。刑法不可能保护社会的全部法益，以及全部法

益被侵害的各种状态，应当通过比例原则考虑哪些

法益以及法益被侵害的状态是最值得刑法保护的。

此外，刑法比例原则内容与行政法比例原则内容一

脉相承，在基本准则内容中实现行政与刑事的衔接，

使其在刑法法益保护早期化的过程中明确刑罚与行

政处罚的二元分配体制。

第三，明确性原则是优化公共卫生事件刑事防

控法律体系的现实之需。内容明确、层次清晰是可

操作性的前提，也是提供国民预测可能性的必然要

求。不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法律条文的明

确性都是基本要求。就刑法规范而言，罪名与刑罚

的内容要明确。犯罪构成要件要素和法定刑幅度是

司法过程中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依据。明确的刑法规

范也是刑法教义学展开研究的基础，坚持明确优于

不明确原则。［１９］关于“明确”的判断标准，应当从社

会一般人的视角去审视。如果刑事防控规范的罪名

与刑罚内容不明确，会让国民无法预测自己的行为

是否构成犯罪。“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

全部成为司法层面的事后判断，严重违反法律主义

和禁止事后法的精神。［１７］１７不仅如此，这也会使法官

“恣意”司法，难以形成统一标准，出现“同案不同

判”的乱象。明确性原则应当贯穿于公共卫生事件

刑事防控的司法全过程，除了要求罪名与刑罚设置

明确以外，还需要在司法过程中实现“无罪”“轻罪”

“重罪”的明确适用。对刑事规范条文，应当以文义

解释为主，多种法律解释方法并用的方式解读适用。

尤其对于危险犯，要结合具体案情实质把握危险的

“现实”“紧迫”程度。

（二）行刑二元处罚模式下的“二次评价”路径

通常来说，以违反行政规范作为犯罪构成要件

要素的行政犯，在我国行政与刑事二元处罚模式之

下具有鲜明特点。关于行政犯的入罪口径，应当结

合行政制裁内容与实际效果进行综合考察。公共卫

生事件刑事防控本身就是建立在行政防控基础之上

的，因此罪与非罪的问题应当以行政制裁是否能达

到预期效果作为出发点考虑。行政制裁无法实现控

制的，惩戒性与违法行为危害性不匹配的，应当考虑

通过刑事责任实现制裁与控制的目的。反过来说，

公共卫生事件刑事防控体系应当具有“后置性”，各

罪名的具体适用应当联系相关行政规范来认定行政

违法行为。本文认为，与公共卫生事件相关联的行

政责任规范和刑事责任规范之间的联系可以总结为

以下两种：

一是存在引证关系的情况。刑法条文通过引证

相应行政规范的概念与内容来描述罪状，这种关系

的紧密程度不言自明。以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为

例，违反《国境卫生检疫法》第 ２０条规定，逃避检
疫、隐瞒真实情况、擅自乘坐交通工具的，应当认为

是“违反国境卫生检疫规定”的行为。基于客观层

面的考量，如果在此基础上引起新冠病毒传播或者

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危害结果，并且危害结果与前述

客观行为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即应当适用

《刑法》第３３２条定罪处罚。像该条这样引证行政
规范作为罪状的刑法条文不胜枚举，《刑法修正案

（十一）》修改后的《刑法》第３３０条妨害传染病防治
罪继续引证２０１３年修正的《传染病防治法》第４条
“采取甲类防控措施的传染病”的概念，同时又引入

《传染病防治法》第７３条规定，增设“出售、运输疫
区中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或者可能被传染病病原体

污染的物品，未进行消毒处理”的行为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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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不存在引证关系的情况。虽不具有引证关

系，但从法律制裁的角度看，仍能够与刑事防控体系

形成有效衔接。以妨害公务罪为例，《治安管理处

罚法》第５０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了相同的行为
类型：“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

二者区别在于，妨害公务罪针对的是带有暴力、威胁

性质的行为，危害性更重；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的行

为可以是普通的软暴力行为。在具体适用过程中，

应当严格把握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

为所具有的暴力性质。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２３条规定，扰乱机关、事
业单位秩序，致使医疗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

损失的，应当处以行政处罚。该行政规范与针对

“医闹”型寻衅滋事罪可以形成有效衔接。具体而

言，在审判过程中，应以行为人扰乱医院公共秩序的

结果为评价依据，评估对医疗工作造成的负面影响，

决定行为人应当受到行政还是刑事的制裁。

除此之外，关于疫情期间的传谣、造谣行为也有

类似的联系。《突发事件应对法》第６５条和《治安
管理处罚法》第２５条规定了“传谣”“造谣”扰乱公
共秩序处拘留和罚款的情形。这与《四部门意见》

中描述的疫情期间“传谣”“造谣”引起公共秩序严

重混乱的，直接以寻衅滋事罪、制造传播虚假信息罪

定罪处罚的内容难以明确区分。可以理解的是，重

大传染病疫情响应机制启动后，社会公众因封闭状

态会产生恐慌，此时散布、谎报虚假险情疫情信息的

危害性显著高于正常生活状态，将其直接认定为犯

罪行为并定罪处罚顺应了严惩的刑事政策。但是在

疫情常态化的后期，上述现象中行政法与刑法之间

的冲突仍然需要厘清。根据行为有无危害及危害程

度的不同，依次按照《突发事件应对法》第 ６５条、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２５条、寻衅滋事罪、制造传播
虚假信息罪的顺序，进行不同轻重程度的制裁。

总而言之，不论是内容上存在引证关系，还是在

形式上存在衔接适用的联系，刑事防控都应当遵守

“后置性”，发挥自身对行政规范的补充作用。随着

疫情常态化，行政规制模式和治理经验会不断完善

和积累，凡是通过行政处罚足以实现制裁目的的，就

应当考虑让刑法评价做出无罪处理。相反，若与行

为危害性相比，行政规范的评价和制裁明显不能达

到惩戒效果，就应当继续适用刑法评价路径考虑入

罪问题。

（三）厘清重要的刑事违法评价要素

尽管《刑法修正案（十一）》对甲类传染病的法

定禁锢进行了修改，但《刑法》第３３０条仍然存在需

要解释的地方。将“有传播严重危险的”这一文义

所指代的具体危险作为犯罪构成要件内容时，应当

如何解释并适用到现实生活的问题值得商榷。有文

章指出，这需要专家鉴定委员会作出结论［２０］，但在

面对突发多变的重大传染病时显然不能满足抗疫实

际需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曾发布相关文件提供

指南，认为行为人造成共同生活以外的多人被隔离

进行医学观察的，属于“有传播严重危险的”。有文

章指出防疫措施不能直接等同于客观危险，在具体

个案中判断“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应当坚持综合考

虑各种因素。本文认为，在综合案情判断的过程中，

应当着重通过类比的方式进行实质解释。“有传播

严重危险的”属于具体危险状态，既然能够和“引起

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引起准甲类传染病传播”同

时规定为犯罪构成要件，那在客观上具有的危害性

应当是相当的。以此次疫情为例，病毒的潜伏特性

使人们无法立即得知病毒已经被引起传播的实害结

果。在此种情境中，有引起病毒传播严重危险是一

种高度盖然的状态，在客观上具有同等的社会危害

性。除此以外，关于“后果特别严重的”这一加重处

罚要件也有相同的问题。由于“后果特别严重的”

情形应当判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多数学者认为该

罪的行为人主观认识为过失。但本文认为这种说法

值得商榷，不论是传统刑法理论的主观罪过还是德

日三阶层理论中的主观责任都不是以法定刑轻重作

为划分依据的。尽管加重的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与过

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刑档相似，但仍然

需要严格认定“引起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

险”同“危害公共安全”在具体案件之中的差异，包

括行为本身以及行为人主观上的“加害意思”。［２１］

本文认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罪应当从两个层面进行区分：就客观层面而言，

行为人的行为在客观上是否能实际支配、控制新冠

病毒的传播。只有行为人对病毒传播所施加的影响

力和贡献力大于病毒自然的传播能力，才应当认为

行为人实施了会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方法”。就

主观层面而言，行为人是否具有控制、支配病毒传播

现象并危害公共安全的认识或者认识的可能性。如

果不具有这样的认识，或者根本预见不到自己控制

支配病毒传播的事实，那就说明危害结果的发生是

不以行为人意志为转移的。此时以妨害传染病防治

罪定罪处罚，足以惩治行为人的主观恶性。

基于行政防控规范与刑事防控规范之间的紧密

相接，对于公共卫生事件中失职渎职行为也可以做

进一步的理解。《传染病防治法》第６５—７１条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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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方政府、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供采血

机构、国境卫生检疫机关、动物防疫机构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赋予更高的职务义务。上述国

家工作人员未履行报告职责，瞒报、谎报、缓报传染

病疫情的行为属于失职行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

有监测职责和保障他人信息的职责，未主动监测、及

时监测，或者在监测过程中泄露他人隐私信息资料

的，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都会

受到行政处分，《突发事件应对法》第６３条也有类
似规定。《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条例》对相关国家工

作人员有更为详细的行政处分条款。上述行政规范

均属于调整刑法层面“失职”“渎职”行为的前置规

范。在程度不足以认定为“失职”“渎职”犯罪之时，

客观上类型相同的行为应当受行政法规制，以行政

处分的方式实现制裁。我国涉及公共卫生事件刑事

防控的公务人员失职渎职犯罪的罪名主要有《刑

法》第３９７条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罪和第４０９条传染
病防治失职罪。尽管两个罪名的罪状与前置法之间

不存在引证关系，但在认定犯罪主体刑事责任时，对

行为人客观层面的犯罪行为可以前置法的行政违法

行为作为参照。若失职渎职行为未达到行政违法行

为的最低标准，仍坚持将行为人进行有罪认定就有

违法治原则，有失偏颇。因此，在行为人需要承担行

政处分责任的基础上，需要进行“二次评价”定性刑

事责任。以《刑法》第４０９条为例，“严重不负责任”
应当是以行政规范中的失职、渎职行为为基础，危害

更严重的客观犯罪行为构成要素。

四、余论：制定单行刑法进一步协调刑事立法与

司法

当下，我国刑法正处于积极的立法态势之中，

《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出台增设了部分轻罪以实

现妥当的处罚［２２］，更显现出我国刑法变革的新气

象。究其本质而言，该现象是以传统刑法理论为基

础，汲取德日刑法理论精华，立足于风险社会的时代

背景，在法益精细化发展趋势下应运而生的立法走

向。自２００３年以来，短短１８年内我国经济、法治社
会发展已经遭受两次重大传染病疫情的重创。新冠

病毒疫苗的成功研制，预示着此次疫情终将成为过

去式。但它同时也警醒着世人，重大传染病疫情在

未来或将成为常态，公共卫生事件刑事防控法治建

设势在必行，犹如箭在弦上，刻不容缓。本文认为，

可以考虑制定单行的公共卫生刑事防控法，以便在

立法层面明确相关内容的罪与罚，进而也为疫情期

间的刑事司法提供明确指引。科学立法是公正司法

的行动指南，只有明确立法体系的层次性、针对性、

可操作性，才能保证在司法过程中导向明确、精准适

用。司法解释紧紧依附于公共卫生刑事防控法，通

过司法解释结合立法内容二元完善刑事防控法治建

设。［２３］贯彻法教义学的基本理念，拉近刑事规范内

容同疫情防控实际的距离，力求应然与实然统一。

公共卫生刑事防控的指导性案例要紧紧依托于司法

解释，统一刑事诉讼程序具体操作步骤，统一办案人

员的正确认识，追求实体与程序统一。全方位、多角

度完善刑事立法与司法层面的协调，提前为未来疫

情等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做好准备工作。［２４］只有这

样才能以不变应万变，避免临时“立法”与慌乱“执

法”。

注释：

①司法解释主要指２００３年《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
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下称“２００３年《解释》”）；指导意见即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０
日《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

违法犯罪的意见》（下称“《四部门意见》”）；相关典型案

例则包括《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犯罪典型案例》《人民法院依法惩处妨害疫情防控犯罪

典型案例》，这些案例均在实际司法审判过程中起到了指

引作用。

②当下，我国刑法理论正在经历以传统四要件评价体系为基
础吸收德日刑法三阶层理论的变革之中。此处的“法益”

一说来源于德日刑法理论，与四要件体系中的“犯罪客

体”有异曲同工之处。本文均以“法益”一词进行描述，也

可以理解为犯罪行为的“客体”。

③目前，“过失说”是通说。如贾宇、刘宪权、陆旭等持“过失
说”的观点；陈兴良、欧阳本

!

等持“故意说”的观点；李晓

明等持“混合过错”的观点。

④参见《人民法院依法惩处妨害疫情防控犯罪典型案例（第
三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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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加速演变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柴生高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４）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６－２２
作者简介：柴生高（１９７７—），男，河南唐河人，历史学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

现代史、思想政治教育。

摘　要：“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习近平总书记２０１７年针对国际形势正在发生着
深刻变化提出的重大战略判断。２０２０年全世界多点爆发的新冠疫情，世界格局进一步发生变化，习
近平总书记对全球事务的认识一语中的、对世界未来发展的趋势高瞻远瞩。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的背景、如何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全球局势的影响和如何应对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四个方面进行论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前所未为的外部重大机

遇，也对中国自身的发展、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应当做好自己的事情，持续提

升经济优势，全方位增强中国实力。

关键词：加速演变；世界百年；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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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伊始，全球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人类
面临的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一次全球公共卫生危

机，欧美和亚太重要经济体纷纷陷入停摆和衰退状

态，世界经济增长前景黯淡，而中国经济率先冲出疫

情的阴霾乘风破浪稳健前行。２０２０年４月，《华尔
街日报》称，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久改变世界秩序。

２０１８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结合２０２０年全世界多点爆发的疫情，
总书记对全球事务的认识一语中的、对世界未来发展

的趋势高瞻远瞩。何谓百年大变局？面对疫情的冲

击，世界百年大变局将走向何方？世界格局和国际秩

序又将会发生怎样深刻复杂的调整与变化？我们又

该如何应对？总书记的讲话都有明确的认识。

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的大背景

（一）西方引领下的全球化正在悄然变化

毫无疑问，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国家是全球

化、现代化的推动者、先行者。５００年来，通过对外
强力殖民扩张、率先进入工业革命等，西方国家各方

面实力远超世界其他地区，形成了对全球政治、经

济、军事、文化乃至“话语权”等方方面面的垄断地

位，世界秩序就是“西方中心主义”。二战后，虽然

存在着美苏争霸，全球进入冷战时期。但总的来讲，

超级大国似乎找到了相互妥协的办法，大国之间未

发生诸如一战、二战那样的直面冲突，世界进入一个

相对平稳发展的时期。特别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兴

起，新的科技浪潮推动着世界市场的开放，稳定的金

融体系支撑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在二战后不到３０
年的时间内，全球化的发展使原本领先世界的欧美

国家在各方面更加突飞猛进、迅猛发展。站在国际

政治经济体系顶端的欧美曾经风光无限，对各国有

着深远的影响，是大家纷纷学习和模仿的样板。但

随着冷战格局的结束，欧美各国开始遭遇困境。霸

权顶端的“盟主”美国先后发动两次海湾战争、阿富

汗战争，从 ２００８年次贷危机到特朗普的“美国优
先”，美国不断由顶峰开始跌落。政党争斗、精英对

抗、社会分裂、民粹主义、暴恐频发、信任危机，等等，

尤其新冠疫情让拥有世界最强医疗资源的西方国家

损失惨重，剥去了他们曾经靓丽的外衣。

同时，伴随着二战后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诸多

被西方殖民的国家和地区纷纷获得了独立，新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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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成为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力量。尤其进入２１世纪
以来，作为“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发

展，经济所占全球的比重大幅提高，成为世界经济增

长的动力源。作为世界人口最多、也是最大的发展

中国家，自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以来，保持了经济长期

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中国经过７０多年的苦
苦追赶，尤其４０年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更是惊
艳世界，中国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成为世界第一个

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工业化国家。正如党的十九大报

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

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

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

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

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１］

（二）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所面临国内外形势

准确判断

面对层出不穷的新机遇、新挑战，以及国际体系

和秩序的深度调整，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对国内

外形势提出了一些战略性、前瞻性、指导性的重要思

想、重要观点、重大判断。

２０１４年习近平主席纵观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的
大变局，明确提出“三大趋势”“三个前所未有”“三

个重大危险”等战略判断。从外部环境来看，国际

形势风云变幻，当今世界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

不穷、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国际力量对比

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

界；从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来看，我国前所未有地

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

能力和信心；从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来看，主要存在

国家被侵略、被颠覆、被分裂的危险，改革发展稳定

大局被破坏的危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被

打断的危险。我国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化，改革进

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矛盾多发叠加，面临各种可

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安全风险挑战。这些重大战略

判断，科学回答了我们处于什么环境、站在什么方

位、面临什么挑战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体现了对国际

战略格局和周边形势发展的深刻把握。［２］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２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
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进行第２７次集体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

史转折点上，很多问题不再局限于一国内部，很多挑

战也不再是一国之力所能应对。”全球治理体制“正

处于数百年以来的大变局之中”［３］。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８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２０１７

年度驻外使节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放眼世

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２１世纪以来
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世界

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国际潮流大势

不可逆转”［４］４２１。他首次提出了“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引起国内外社会广泛关注。

（三）“世界百年大变局”引起巨大反响

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所讲到这一重大

战略判断。２０１９年５月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
会上他指出，“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４］７７。

２０１８年７月、９月，在出席约翰内斯堡金砖国家
工商论坛、中非合作论坛时，总书记均提到“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非洲国家普遍赞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的观点。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中俄两国总理发表的联合公报
提出：“双方认为，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

调整的转型时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国关系深

入调整。”［５］“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得到全面战略协

作伙伴关系、友好邻邦俄罗斯的共鸣。

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６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法全球
治理论坛上讲道“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与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欧

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均积极响应。

２０２０年９月，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习
近平总书记讲道：“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

战胜各种挑战和困难的历史。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

流行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影响，但和平与

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各国人民和平发展合作共

赢的期待更加强烈。”［６］

２０２１年４月，博鳌亚洲论坛以“世界大变局：共
襄全球治理盛举，合奏一带一路强音”为主题，１５个
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９９位部长级以上官员、２９位
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近百名世界五百强知名企

业高管、众多学者和文化精英出席并展开多场讨论。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已在全球范围

获得到广泛共识，得到各国普遍认同。

二、如何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回国参加
驻外使节工作会议的全体使节时曾强调，放眼世界，

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大批新兴市场

国家快速发展，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

均衡，国际潮流大势不可逆转。当今世界正经历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大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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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我们应准确把握这一大变局的丰富内涵和发

展趋势，适应时代的发展。

（一）生产力发展蓬勃之势“百年未有”

１６世纪、特别是１８世纪以来，在科技革命的推
动下，世界经济经历了多次产业革命，极大地解放了

社会生产力，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深刻改变

了世界的发展面貌和基本格局。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深入发展，新

旧转换、新陈代谢，生命科学、材料科学等领域取得

重大颠覆性技术，信息技术、制造技术、新材料技术、

新能源技术等领域科技成果转化明显加速。新科技

革命不断创造出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在造福人类

的同时，也带来了失业、安全失控、伦理失序等风险，

对人类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构成颠覆性挑战。

第四次产业革命浪潮兴起，对全球创新版图的

重构和全球经济结构的重塑作用将变得更加突出。

高科技竞争更是空前激烈，成为大国竞争的战略制

高点，对竞争国家进行技术封锁和管制成为常态，产

业组织形式和产业链条更具垄断性。新的产业革命

给世界带来无限发展的潜力，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不确定性。

（二）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百年未有”

纵观全球，当今，国际力量对比经历前所未有的

积极变化，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正在改变世界格局，

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以

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秩序正悄然发生变化，朝着

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北强南弱”“北主南从”转

向“南升北降”“南北对等”。多极化与民主化大势

难逆，老牌与新兴大国综合实力此消彼长大势所趋。

非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性国际机制崭露头角，二十

国集团、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正产生重大影

响。而老牌发达国家困境加剧、阶层与族群矛盾凸

显、政党对立、社会撕裂，影响式微。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正在改变全

球政治经济版图。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中国、俄罗斯、印

度等已成为重要的多极力量。世界银行统计显示，

新兴市场国家占全球经济比重接近４０％，对世界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达８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
动力源。

（三）社会治理之新冲击“百年未有”

国际关系行为体“非（国家）升国（家）降”，从

主权国家“一统天下”，向“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共

同参与”转变。影响国际事务的行为体不再限于传

统主权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

司等影响上升，越来越活跃，甚至占据了越来越多的

话语权和份额。各类经济和金融利益集团，非政府

组织、宗教和精神领袖等纷纷对全球重要事务建言

献策，且所提方案得到认可和采纳。

当今世界有５万多个国际组织，形成了覆盖范
围极大的规则、决议和标准，想走进国际社会的国

家，必须遵循相关法律和条例。

同时，新一代信息技术已经全面融合渗透到经

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

引领作用逐步增强，全球社会治理正向数字化转型，

数据开放共享正加速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

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全球局势的影响

当今世界，多极化加速推进，美国一家独大的时

代一去不返。西方社会的分裂、民粹主义兴起，正在

侵蚀着各国之间政治互信，西方模式正面临严峻挑

战，“西方治理”走下神坛，不再是现代化的唯一模

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取得的成就具有广泛

的影响力，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智慧、

中国经验和中国理念正迅速走向世界，已经成为全球

治理的重要角色。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疫情大大加速了
百年大变局演变，世界进入大变革、大发展、大调整时

期，人类未来发展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空前突出。

（一）国际关系进入深度调整期

当前，国际秩序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大国

间博弈和战略竞争加剧，国际局势不确定性显著增强。

世界主要战略力量纷纷重新厘清定位、内外战

略，力求更好地应对变局，大国关系的合作面明显下

降、竞争面明显上升。他们以制度创新和经济、科

技、军事实力为支撑，以重塑国际规则为主要手段，

力求各自在日益显现的多极格局中抢占比较有利的

国际地位，国际体系的变革愈显深刻，发展模式和道

路多样化趋势越发凸显。个别大国秉持“本国优

先”，多边主义正面临单边主义的挑战，以联合国宪章

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以及通过多边协商解

决国际纷争的安全机制遭到破坏。与此同时，国际社

会在应对共同挑战的过程中，居于主导核心地位的西

方大国不仅不愿意承担治理责任，反而强化自身利

益、阻碍其他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恶化了推进全球治

理的政治环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与反经济全球化

浪潮的影响巨大，国际技术合作、经济合作及产业链、

物流链等面临政治干预，世界经济面临长期风险。

（二）“西方治理”模式跌落神坛

长期以来，西方世界秉承“西方中心论”的思维

模式，将自己的文化价值理念视为唯一先进体系。

“西方治理”一度寄托了人类期望全球和谐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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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愿景，在西方大力吹捧下更是曾一度被视为应

对全球化问题的“最优方案”。

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西方的制度和模式

则遭遇了巨大困难。“特朗普式折腾”“黑天鹅”事

件、黄马甲运动等，使西方一些国家政治活动偏离常

道，呈现出政治局面失常之“乱”。以美国为代表的

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日益凸显，对世界挥舞关税

和制裁“大棒”。新冠疫情发生后，西方国家因意识

形态的偏见让他们一再贻误战机，当病毒肆虐，束手

无策、应对无序、集体沦陷。西方国家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的糟糕表现反映了西方国家治理体系的缺陷。

“灾难是共同的”，“努力是各自的”，与此形成

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之治。中国政府高效率、有条不

紊地应对疫情，是最先从疫情中走出的大国，体现了

卓有成效的治理能力。中国为解决全球治理难题提

供一个又一个方案，中国的发展经验和模式为世界

上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道路选择。

（三）疫情加速百年未有之变局

疫情暴露和加剧了世界各国之间和各国内部经

济社会发展领域中的矛盾，强化了许多国家的保护

主义和逆全球化风潮。美国基于一己之私，将疫情

问题政治化，大大加剧了国际社会的分裂与对立。

大疫之后，制度之争、国力之争和影响力之争引发的

对立和冲突，极可能进一步升级变异。疫情进一步

凸显了原有国际秩序在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挑战问

题上日益不适应的矛盾，也进一步呼唤新的国际秩

序的构建。

全球经济重心将加速转移。中国、日本、韩国、

新加坡等亚洲各大经济体，成功摆脱了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将重心转移到经济恢复上来，中国２０２０年
二季度ＧＤＰ由负转正同比增长３．２％，呈现出一派
朝气蓬勃的景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西

方国家，深陷泥潭不能自拔。全球经济重心由西向

东、由北向南加速转移。

世界秩序和格局走向主要取决于疫后国际力量

对比发生的新变化。面对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扩

散，国际多边合作的必要性空前凸显。世界主要大

国在疫情中的国内和国际表现、应对疫情的能力，以

及疫后经济恢复的效果将直接决定其新的国际地

位，由此带动地区和世界地缘经济、地缘政治以及国

际安全格局发生新的变化。

四、如何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制度优势显著，经济长期向好，已成为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并且，具

有“社会大局稳定、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

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劲”等持续发展的优势

和条件。

（一）坚定走好自己的路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

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形

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

像中国一样政治稳定、社会安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明朗。

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产业体系、强

大的生产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能够快速实现产品

研发成果的量化生产，并保持高频灵活的产品升级

迭代。世界５００强中中国企业１２４家，位居全球第
一。２０２０年，我国 ＧＤＰ超 １００万亿人民币、人均
ＧＤＰ超过 １万美元，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
场。我国拥有庞大的人力资本和人才资源，人口红

利仍然存在。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

到１０．５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１３．６
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二）努力做好自己的事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之“新”，就在于中

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阶段，在我国发展进程中具有

里程碑意义。

新发展阶段要努力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以双

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

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

新体制。主动作为、善于作为，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

模市场优势，着力打通经济运行过程中生产、分配、

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及其联系，在总体上形成更多新

的增长点、增长极，通过发挥内需潜力，推动形成以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

新发展阶段要落实好新的部署。新的发展阶

段，围绕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迈出新步

伐、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

进步、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

升六个方面，擘画了２０３５年宏伟远景、描绘了“十
四五”美好前景。从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构建

新发展格局等１２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前瞻性、创
新性、针对性的重大举措，明晰了今后五年至十五年

怎么干、干什么，对于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重塑竞

争新优势意义重大。我们要做的就是主动担当作

为，更好做到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一棒接着一棒

把美好蓝图化为现实。［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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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人类

发展和世界前途提出的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充分体

现了中国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

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全球视野

和大国担当。人类命运共同体必将大大促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

同发展、创造人类美好未来发挥巨大引领作用。

全球化进程不断加深和提速，成为不断一体化

的人类发展大趋势的主流，人类早已成为一个命运

休戚与共的整体。全体人类早已凝结成一个存亡相

依、生死与共的整体。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证明人类

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能够

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全球合作抗疫是一

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在抗疫斗争

中，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介绍中方经

验、分享最新研究成果、防疫理念及综合举措等，展

现了世界大国的担当，生动诠释了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中方做法得到了

广泛赞誉，新冠肺炎疫情的迅速蔓延，正让全世界人

民深刻认识到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现

实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常识、规律、规则、实

践等不同维度被人们不断接受。大疫之后，我们应

继续坚定不移地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与国际

社会携手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风险和挑战，开创命

运与共、和衷共济的美好未来。

纵观历史与现实，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前所未为的外部重大机遇，但与

此同时，也对中国自身的发展、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目前我们

所见证和经历的这一切，只是百年大变局的开端。

未来３０年，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战略论述的“揭
晓期”，也是塑造“大变局”历史内涵真正的决胜期，

更是伟大民族复兴的关键期。历史经验和教训告诉

我们，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最重要和最首要的依

然是做好自己的事情，持续提升经济实力优势，全方

位增强中国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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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国初年杨增新对于入境柯尔克孜难民的应对措施

刘国俊
（新疆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新疆 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１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７－１５
作者简介：刘国俊（１９８２—），男，山西繁峙人，民族学硕士，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近现代新

疆历史。

摘　要：１９１６年，俄属中亚地区爆发了民族大起义，导致了中亚各族人民的大逃亡，其中有２０
多万人涌入了中国新疆沿边各地，其中主要为柯尔克孜人。面对这次前所未有的难民危机，当时的

新疆督军杨增新，从维护新疆安全和稳定出发，采取了灵活细致的应对措施，一方面进行防堵和驱

逐，一方面从人道主义出发，给予安置和救济，对其加强管理，维护社会稳定，最后通过外交手段，与

沙俄政府进行协商，最终于１９１８年秋冬之际妥善地完成了大部分难民的遣返工作。同时，也有部分
柯尔克孜人滞留未归，成为现今阿克苏柯尔克孜人的主要来源。

关键词：柯尔克孜；难民；新疆；杨增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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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１６年７月，因反抗沙俄的征兵令，俄属中亚
的七河省爆发了民族大起义。俄军对于参与暴动的

各族群众展开了残酷的镇压，结果引发了该省３０多
万人的大逃亡，其中有 ２０多万人逃入中国避
难［１］２９－３２，主要集中在当时新疆所属的塔城、伊犁、

阿克苏、喀什等地，其中主要为柯尔克孜人。

一、民国初年入境柯尔克孜难民的人数

当时的新疆官方以及民间，对于柯尔克孜人有

“布鲁特”“布回”“布民”“克尔格斯”“黑黑孜”等多

种称呼，或者与其他民族的逃亡者一道被统称为

“俄哈”“逃哈”“逃俄”等。当时柯尔克孜难民较为

集中在伊犁、阿克苏、焉耆以及喀什等地。

（一）伊犁

伊犁河谷与俄国七河省相邻，而且地形开阔，易

于难民进入。１９１７年 ４月，据伊犁道尹许国祯报
告，“伊犁沿边逃哈房子有千余顶之多，内分布鲁

特、阿勒班（“阿勒班”为哈萨克部落名）两种，管理

该逃哈之头目博罗斯（即部落首领）其有十一六人，

丁口牲畜，为数甚巨”［２］１９８９。而在办理难民回国事

务的过程中，发现实际人数要多得多。５月２４日，
许国祯又称，“霍尔果斯、特克斯河南岸等处，前后

共已驱去逃哈两万三千余户，丁口约十数万人，各种

牲畜约二十六万余头”［２］１９９７。以每户５人计，当时
涌入伊犁的难民总数应在１０万—１２万人之间，以
其人口比例一半计算，柯尔克孜人至少有五六万人。

（二）阿克苏

阿克苏与俄国七河省接壤，边界线漫长而且边

防力量比较薄弱，因此，大量俄国难民由此闯入边

卡，进入阿克苏道所属的乌什、阿克苏、温宿等县，并

继续向拜城、库车、沙雅、轮台等地逃亡。由于阿克

苏边外主要为柯尔克孜牧区，因此，由此路进入的所

谓“逃哈”应以柯尔克孜人为主。据记载，１９１６年９
月１３日，据阿克苏道尹朱瑞墀报告，“有俄国艾仁
阿提巴西地方布民五百余家，来到中属恰拉布拉克

等处，人数太多，无力阻拦”［２］１８３６－１８３７；９月３０日，杨
增新在电文中称：“又有两千余人从乌什边卡入

境”［２］１８４６；１１月１４日，又据当时驻守乌什别迭里达
坂的李策胜营长报告，“俄国逃来布民愈来愈

多……近日贡古鲁卡一带，又窜入四五万人”［２］１８９３；

１９１７年 ６月１１日，杨增新又在电文中提道：“（拜
城）察尔其为该县第一繁盛之区，民间果园田苗甚

伙，逃来俄国布民至八九百家。”［２］１９８２上述记载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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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当时进入阿克苏的柯尔克孜人，也应在五六万

人左右。

（三）焉耆

当时，也有部分柯尔克孜难民由伊犁翻山逃入

了焉耆。１９１７年５月２２日，据焉耆县（当时归阿克
苏道管辖）知事刘希曾报告，“该（旧吐尔扈特）蒙部

科利达坂地方，逃来俄国布民五十余家、三百余名，

查此项逃民，随带毡房、牲畜，突来蒙地游牧”［２］１９９６。

据当时正好路过焉耆考察的谢彬回忆，当时蒙古汗

王“住帐环居者皆俄国逃哈，共计八十余家，六百余

人，牲口四千余头，其人自呼克儿格斯，土人则称为

黑黑孜”［３］９８。

（四）喀什

喀什的北部与西部也与俄国接壤，而且紧邻柯

尔克孜牧区，因此，也有大批难民涌入。１９１７年 １
月１０日，杨增新在给北京政府的汇报中称：已将喀
什入境俄民悉数劝离出境，（其中）“除被拦阻于界

外以及零星户数、随时劝回之俄民不计入外，共计劝

回难民一千一百余户，两万多人。”［２］１９３１

由此推算，当时逃入新疆各地的柯尔克孜难民

应该在１２万到１４万人左右，其分布地区主要为伊
犁与阿克苏，其次为喀什。

二、１９１７年以前杨增新对于入境柯尔克孜难民
的应对措施

杨增新，清同治三年（１８６４年）生，字鼎臣，云南
蒙自人，光绪十五年（１８８９年）中进士，光绪三十四
年（１９０８年）进疆为官，先后担任阿克苏道尹、迪化
道尹兼新疆提法使等职，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爆发后，
于１９１２年成为新疆首任都督。杨增新主政新疆１７
年，特别善于处理各种危机事件，有效地维护了新疆

的安全与稳定。面对这股突如其来的难民潮，杨增

新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应对措施。而其中以１９１７
年俄国二月革命为标志，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１９１７年以前，杨增新主要通过对难民进行防堵
并加强后续的安置管理等方式，以减少难民潮对于

新疆社会稳定造成的影响，其主要措施包括：

（一）调兵防堵，力图将难民堵截于卡外

１９１６年９月，为加强伊犁边防，杨增新派出新
军马步队各一营，由窦居徐统领开赴伊犁，以资防

范［２］１８２４，同时，为了保证阿克苏边防的安全，杨增新

派出陆军营长李策胜、黄远鹏率马步队各一营，前往

乌什驻防；９月３０日，杨增新又命李策胜率马队开
赴依不拉引卡，对于入境难民进行防堵，同时，“又

因贡古鲁克卡地方寒苦，亦应驻兵，可将新添之布民

卡兵四十名驻贡古鲁克卡，极为相宜，又山内西南有

奇恰达坂，该处为通俄属阿图什巴什及纳林桥之路，

又西南有鲁乌达坂，该处亦通俄属并通喀什，此两卡

官兵暂难兼顾，可责成布民卡兵守之，俟有马队可

派，仍以派队赴该处堵截为是”［２］１８４７。在喀什方面，

９月７日，当得知俄国柯尔克孜难民由伽师附近入
境后，杨增新即派新军营长马凤章率马队前往防堵，

并令喀什提督马福兴派陆军马队４０名先期前往侦
查［２］１８３４；又巴楚县与乌什县有小路相通，９月２９日，
杨增新致电县知事卢殿魁，命其“酌量派兵扼守要

卡，阻挡（难民）入境，如有潜行入境者，仍应驱

逐”［２］１８４５；又恰克玛克为疏附县通俄要隘，１０月 ４
日，杨增新电饬新军马队营长童明才派兵一哨前往

驻防［２］１８５２；待童明才派兵进驻明约路及乌里克卡等

地后，杨增新又电告：“该处乃通俄要道，仰即严为

防范，如有俄国逃难之布哈回缠及无护照逃难之人

民入境，应切实阻止，善为开导，劝令返国为

要。”［２］１８８６

（二）要求地方官以和平手段驱逐难民

当时逃入新疆的柯尔克孜难民的境遇相当悲

惨，据阿克苏道尹朱瑞墀报告，“俄属布民因畏俄人

剿办逃入中国，原系死中求活，据禀不问有路无路，

到处纷窜，如遇险要山岭河涧，即将牲畜推下，任其

跌压籍为路径，然后入口，从而过之，似此情形，亦殊

可怜”［２］１８７５。同年１１月，又据李策胜汇报称，“俄国
逃来布民愈来越多，塞外天寒，早已积雪冻冰，俄布

民之转死沟壑者，不知凡几……昨下雪数日，山内冻

冰甚厚，人马难行，俄布民或有用毡席皮物铺放冰

上，转相递接，强为上下者，雪深数尺，俄难民之冻馁

而死者甚多，尸骸枕藉，填塞道途，惨不忍言”［２］１８９３。

对此，杨增新认为“俄国哈民、回民、缠民、布民，因

反抗挑兵逃入中国，由伊犁、塔城以迄阿克苏、喀什，

沿边七八千里，几乎处处牵动，亦无处不请添兵，新

疆财力实难办到，且此等俄民若办理操切，反至铤而

走险，牵动全局”，而“新疆财政万分支绌，岂能无米

为炊，中央同一困难，亦难拨款接济”［２］１８２３－１８２４。所

以，他一再告诫地方官，让他们以和平的方式劝导难

民回国，万不可以武力驱逐。

（三）通过外交途径与俄国交涉，要求其就近收

回难民

１９１６年９月１３日，杨增新以“乌什、温宿等县
连接俄境，头头是道，俄国布哈缠回纷纷逃入境内，

或占据民间草湖，或混入城市腹地，人类庞杂，良莠

不齐，加以会匪地痞勾通煽惑，势成巨案，于邦交关

系綦重”，电令喀什道尹与俄国驻喀领事商量，“由

俄副领事到乌什各处，就近收回难民，免生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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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２］１８３７。１０月２３日，杨增新又致电北京政府，以
“（难民）既来者已难驱逐，方来者络绎不绝，现在纷

纷调队堵截，防不胜防……虽经地方文武晓谕俄民，

劝其回国，而伊等均以畏俄苛政，良莠不分，肆行屠

戮，既来逃命，未敢回国再入死地为词”为由，恳请

“（外交）部与俄使严重交涉，并由驻俄公使向俄政

府婉为劝告，将逃来中国之哈萨、布鲁特、回、缠各种

俄民宽其逃亡之罪，凡归回俄国之后，概予免究，并

饬在新领事设法收回，该逃民知罪由可原，自必仍回

旧居，收回较易”［２］１８６４－１９８５。而俄国领事对此置若罔

闻。１１月１４日，杨增新又电北京政府：“查俄属布
民因乱逃窜，乌什人数最多，现在天气严寒，该俄民

等饥寒死亡，实属伤心惨目，增新电请与俄使交涉，

将该俄民收回，俄人置之不理，效果毫无，听其死亡，

实属有伤人道……仍请与俄使交涉，将该逃民从速

收回为祷。”［２］１８９３然而，俄国对此始终置若罔闻，使

得难民遣返工作一再拖延。

（四）加强对于入境柯尔克孜难民的管理

１９１６年９月１３日，杨增新致电阿克苏道尹朱
瑞墀：“至逃来之俄民，令在城外偏僻地方居住办法

亦是，总之无论中民、俄民，皆不可听其在城久住，俟

李策胜、黄远鹏两营到乌，即可认真勒令出城……惟

俄民军装，令其缴官代为收存，将来发还最

好。”［２］１８３８１１月３日，杨增新又批准朱瑞墀的建议，
“招该布民等砍伐枯树运至山外，派人接收，每驼二

百四十斤，发红钱银一钱六分，再由缠民运至县城，

每百斤发红钱银八分，每月用银二百六七十两，各营

烧柴便足供给，免向民间采买办法，较为妥善”，同

时“严饬地方约束收柴司事等，不得用大秤勒收，或

估计斤数，以百余斤作三四十斤，反令布民吃亏，又

生无穷流弊”。另外，又以当时“难民遗骨暴露，倒

毙牲畜遍满山谷，乘此冬令严寒时收捡一处，积为大

眆，来 春 便 无 腐 化，以 免 瘟 疫 盛 行，有 害 卫

生”［２］１８８３－１８８４。１９１７年 ３月，杨增新又致电新任阿
克苏道尹刘长炳：“现当节交春令麦苗遍野，该逃哈

等牲畜践踏民间田苗在所难免，或因此口角厮打，势

必酿成交涉，应由该道尹饬所属知事传谕各头目，不

准逃哈在村庄近处牧放牲畜，以防未然，此为最关紧

要之事，由温（宿）赴乌（什）之路计一百八十里，路

旁村庄甚多，应责成温（宿）、阿（克苏）两县乡约随

时稽查，如有沿途抢劫之逃哈，即行送地方官转交俄

领事惩处，以儆刁风”，同时严禁地方官向难民收纳

羊税并进行需索等［２］１９８３－１９８４。４月 ２日，杨增新又
指令乌什县知事，对于“逃来叛首如布回夏不旦之

后裔等，非寻常逃犯可比，该知事若遇此辈要十分注

意，第一要著先设法将伊之快枪解卸，第二要著须密

侦其行为动作，勿使勾结生事，破坏我国治安……现

在住乌贫穷布民既令各户权宜雇佣以便谋生办法尚

属可行，须密谕乡约头目人等，将此项逃民零星散

开，充作各处佣工，万不可聚集一处，人数过多，不免

滋生事端”［２］１９８４－１９８５。

（五）饬令各县对入境柯尔克孜难民的情况进

行调查

１９１６年１１月２１日，杨增新致电阿克苏道尹朱
瑞墀，认为“俄国此次逃来难民散处边境，人畜既

众，种类庞杂，极应查点户口牲畜数目，明则为便于

稽查矜束，暗则将来实行驱逐庶有把握，故暗中调查

一层，最为紧要”，并令其转饬所属乌什、温宿、阿克

苏三县知县，着手展开调查［２］１８９８－１８９９。１２月２２日，
据朱瑞墀汇报：“在乌什县境山内查出被俄布民掳

去之俄国妇孺二十八名，均交由俄约阿不都哈的具

领，随派俄商四拉送喀什，由我国地方官……妥送至

喀什，交俄国领事验收在案，兹又查出前项俄人大小

男女二十五丁口，就近交于乌什俄约具领清

楚。”［２］１９０４－１９０５

（六）力阻俄兵跨界捉拿所谓“叛首”

１９１６年１２月，俄国领事照会喀什道尹杨增炳，
称俄七河省“已派营长贝其科夫，由哈拉湖启程前

往中国乌什县地方，收抚被俄哈拐出之俄国妇孺并

缉拿此次在哈拉湖叛乱之首要犯沙布达诺夫弟兄暨

其余滋事之人”，杨增新认为沙布达诺夫在乌什亲

属部众甚多，俄国越界籋捕，必然激成事变，危害边

局，要求外交部与俄使严正交涉，拒绝俄兵越界籋

捕，只许“俄兵将俄国妇孺迎护，仍将逃来乌什俄民

全行收回，俟收回时自行籋办首要，以免扰害中国治

安”［２］１９１５、１９１９。据此，外交部随向俄方发出照会，然

而，俄方对此并不理会。１９１７年１月７日，俄国武
官行至温宿，不分良莠籋捕了所谓“匪首”１１人，对
此，２月２日，杨增新又电呈外交部，就此请其“与俄
使交涉并由驻俄公使与俄政府交涉，请其对于收回

俄民一事力主和平，务从宽大，以收散失之人心，并

请饬派来乌什之俄兵迎护被掳妇孺回俄，勿得纷纷

籋办，致生事端，至于此项逃民，应请俄政府一律收

回，不胜盼祷之至”［２］１９５８。

（七）拒绝出兵帮助俄国缉籋“叛首”

１９１７年１月８日，喀什俄国领事照会杨增新，
要求新疆方面帮助其缉籋所谓的叛乱头目５４名，杨
增新害怕由此激生事变，危害边局，电饬各地方官仅

将名单之人密为调查即可，不必认真缉籋。［２］１９３７１月
１０日，俄国驻喀领事又请其电饬喀什提督马福兴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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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协同俄官到乌什缉籋“叛首”，杨增新则以 “喀什

陆军巡抚各营，回队居十之七八，此等兵队用以平乱

尚能胜任，若用以办交涉，殊不相宜……而阿克苏所

属各营，向不归喀提所辖……未便由喀提派兵赴阿，

致生流弊”，予以拒绝［２］１９２８。２月３日，杨增新又致
电外交部，指出“只阿克苏一处，（俄国）要求中国代

籋头目至数十人之多，中国兵力实难办到，况今日单

开籋数十人，明日单开籋数十人，势必将俄哈逼变，

扰害中国治安，甚或生出意外交涉，彼时俄国反得有

词以中国为办理不善……应请严重交涉，力为拒

绝”［２］１９５９－１９６０。

三、１９１７年以后杨增新对于入境柯尔克孜难民
的应对措施

１９１７年俄国二月革命爆发，沙皇政权被推翻，
俄国临时政府宣布大赦，并开始接受柯尔克孜难民

回国，［１］２２０由此，杨增新这一阶段的应对措施，主要

围绕如何遣返难民展开，主要包括：

（一）不断催促各地方官，让其从速办理柯尔克

孜难民回国事宜

１９１７年４月１７日，杨增新致电伊犁道尹许国
祯，称“既经与俄领定议，准其（难民）自行回国，仰

该道尹会商杨镇守使，督同军队，乘此时机认真驱逐

出境，点交俄官接收”［２］１９９０；４月１９日，杨增新又电
温宿县知事杨继昌，称“该县居留俄布民甚多，现在

俄政府已将该逃民赦免，应以从速开导回国为根本

上之解决办法，即由该知事查明，分起发给护照，拣

派干役送至乌什出卡，仍取具该头目回国募结，注明

人口牲畜数目为已经回国之凭证”［２］１９９０－１９９１；６月１１
日，杨增新又指令拜城县知事冯德纯，认为察尔齐难

民“应急劝导回国，会同温宿杨知事派差护送，由乌

什出卡，勿令久事逗留，致践踏民间苗稼为

要”［２］２０００，同时，杨增新又饬令阿克苏、温宿两县，逃

民“应由乌什出卡方为正办，万不可任其转逃拜

城”［２］２００１；８月４日，杨增新又电告杨继昌，令其“严
谕玉尔滚等处乡约头目等，嗣后遇有拜城解到之俄

属布民，应督促劝导，送至县城，转送乌什出卡，以免

半途逗留可也，如有库车、沙雅、焉耆、轮台等县送至

拜城地方者，该知事应即查照人数，督催接替前往，

不准在拜逗留为要”［２］２００４－２００５。

（二）恰当解决当地人收买难民子女问题，减少

难民回国的后顾之忧

当时，柯尔克孜难民入境后，有人因生活所迫，

将子女卖与当地人收养或者成婚，１９１７年１０月，据
当时库车县知事陈宗器的呈报，仅在库车就有１６人
属于此类情况，对此，杨增新认为“此或结婚或收

养，实因该逃民等当颠沛流离之时，为此权宜之计，

恐日后终不免纠葛，相处稍久，夫妻或不和睦，要求

离异，女家亲族寻觅到库（车），出而干涉，此种情节

在所难免”，因此，除“当结婚收养之时，有主婚之人

暨结婚字据收买银钱过付者……准其完婚收养”

外，如“买来之俄女法土满一名，来路不明，必有后

患，应作为收养道路遗失子女，若能访明家族，准其

领回方为妥善”，而对于“马存收留之俄布民阿拉哈

及其妻子三人，为在家佣工，业已期满，应速遣其回

国，以免流落”［２］２０１８－２０１９；１１月１６日，杨增新又致电
阿克苏道尹刘长炳，认为“乌什人民所买俄布民子

女，该复布旦之子既要求赎回，如能指出买主姓名，

其人确在乌什者，可准其传案对质，照原价赎回，卖

契存案，以绝后患”［２］２０２３；１９１８年６月１４日，据温宿
黄营长呈报，“温（宿）、阿（克苏）两县查出民人收买

布民妇女约六七十人，而俄员阿不都拉阿比思仅赎

去二十余人”，对此，杨增新认为，“其余未经赎回之

妇女四五十人能赎与否亦听俄人之便，并非我国不

准收赎，俄员虽狡险百出，亦当无词可指”［２］２０４６。

（三）对于回国难民采取一定的资助，并加强管

理

１９１７年７月，当时焉耆县呈报将俄哈大小男女
共计１３５口遣送出境，按名日给食面一斤，共发麦面
４０５斤，杨增新认为“此项麦面既为资助逃哈所需，
应准由该知事在仓储项下照数提用，造册作正开报，

捐给驴脚一节，具见热心慈善，并候令财政厅查

照”［２］２００３－２００４；８月４日，杨增新又致电拜城县知事
冯德纯，“该县属逃布民内，因无衣食牲口乞食度日

之十三家，如有年高不能步行者，应准酌量雇给驴

头，送至温宿县交收，再由温宿派差送至乌什，催令

回国，以示体恤”［２］２００５，８月１７日，据报该县又转解
库车俄国逃民三起共计２６０余丁口，由该县发给食
面１３２０斤，每起雇驴驮四五十头，杨增新认为“查
发给食面，系指最穷之户不能行动者而言，若一概按

照人数发给面斤、代雇驴驮，官家实无此办法，嗣后

遇有 逃 哈 过 境，当 酌 量 发 给，勿 稍 冒 滥 为

要”［２］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同时，在护送难民回国的过程中，对于

其携带的枪支、鸦片等违禁品也予以收缴，１９１７年９
月２２日，杨增新在给乌什黄营长的电文中指出：
“近来由库车、拜城、温宿等处来乌（什）之布民大半

回国，沿途尚无滋扰情事，办理颇为妥慎，惟由贡古

鲁卡回国之布民携单响枪一支，经该营排长雍禄没

收缴营，此项枪支仍应于出境时发还原主……嗣后

无论俄人中民，如查获有私贩烟土者，应将烟土及人

一并解交地方官，分别讯办，不准将烟土私行扣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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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烟贩放走，致生枝节。”［２］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四）通过与俄国的交涉，制止其对于归国难民

的虐杀行为，保证难民顺利回国

１９１７年 ６月 １２日，据当时乌什县知事呈报，
“布民克南木等供称，俄民七百余丁口回国，行至距

哈拉湖一站，概被俄兵挡至山沟，枪毙殆尽”，对此，

杨增新认为：“查俄民逃入中境，誓死不回，我国笃

念邦交，费尽财力、兵力曲为劝导，并俄领布告一律

收回，准予免罪，该民等始愿回国，兹据前情，殊属惨

无人道，是已归者险遭杀戮，而未归者裹足不前，不

知该政府准免罪收回，继又令行枪毙，究竟是何用

意？此等行为，不惟俄政府失信于边民，恐此后中国

地方官劝导之言，亦归于无效，现在留居新疆各处逃

来俄民当复不少，皆穷饿待毙，设铤而走险，谁负责

任？请钧部速向俄使质问，复示遵办。”［２］２００２－２００３８
月３０日，又因逃居沙雅县之俄哈头目依沙木丁“恐
回国之后被俄官办罪，不敢回国……以未见俄国赦

罪明文，尚多疑虑”，杨增新遂请外交部“向俄使交

涉，将俄政府准予赦罪一层明白回复，以便宣布，使

俄哈一律得知，俾速回国较易为力”［２］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９月
２８日，又据阿克苏道尹刘长炳称，“据在阿俄哈而沙
雅加等公禀内称，前后回国布民到哈拉湖巴斯空及

阻克地方，被俄人杀伤甚众，前十日又在白带力卡地

方，杀伤回国布民一百二十三家”，对此，杨增新再

次请外交部“转向俄使严重质问，并请其将赦罪条

文明白宣布，以释俄哈之疑”［２］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五）对于难民因种种原因无力回国者，准其延

期回国

如１９１７年４月，镇守使杨飞霞报称：俄国驻伊
犁领事声称，“接得逃入中境克尔格斯禀称，贵国军

队驱逐伊等出境甚急，不准伊等收拾房屋什物并一

切放牧牲畜，途中冻馁而死者不能埋葬，该克尔格斯

等恳请贵镇守使并道尹发慈善心，暂缓驱逐，给伊等

期限三个月自行回国，实为公便”，对此，杨增新认

为：“俄官既不允俄哈回国，虽强迫驱逐，未必遂有

效力，且以俄国境内情形而论，现在尚未大定，故俄

官办理收回俄哈之事，或有为难情形……如准从缓

驱逐，仍请与俄公使言明，至多以三个月为限，不得

任俄哈久留中国为要。”［２］１９９２－１９９４１２月４日，有逃亡
温宿之俄国布民头目马土力等电称：“布民等逃难

来宿已驻年余，屡奉劝谕回国，理应遵命，以现值天

寒，回俄路远，中途冰雪峻岭险阻数处，又无水草，民

等三百余家，牲畜变卖早尽，此时阿道派兵催走，无

衣无食，惟有于途中冻馁待毙而已，处此万难之际，

不得已仰恳军帅恩施展期三月，明春早发冰消时，定

即回国，若以民等为伪言推诿，愿具甘结，满限时不

走，听从军帅惩办，实无有怨言”，杨增新认为：“该

布民如果实系贫苦不能行走，应即取具该布民头目

确结，限期明年三月以前悉数回国，不得稍事迁

延。”［２］２０２７－２０２８１９１８年 １月，又有俄布民 １６１户、男
女丁口４００余人，“又复不肯回俄，陆续潜来该县北
乡，逗留不去”，杨增新指示温宿县知事，“应准留住

过冬，惟该布民等，所有牲畜不准践踏民间冬苗并有

偷盗劫掠等事，以免该县人民受累为要，俟来年三

月，即由该知事委员等勒令由乌什出卡，不准再发麦

面，以节浮费”［２］２０３１。３月２７日，杨增新又电令阿克
苏刘道尹，认为：“前准留冬之期已满，应由该道尹

督饬温（宿）阿（克苏）乌（什）各营县，将境内逃哈

催令从速扫数出境，以结全案可也。”［２］２０３４５月 ３０
日，杨增新又电喀什、阿克苏两道尹：“喀什俄领前

电请将逃来阿克苏之俄哈展期三个月回国等因，查

现在俄国粮食缺乏，新疆尚未成熟，俄哈回国恐成饿

殍，本省长心实不忍，准展期两个月，候俄国新粮收

割后再行回国，以示体恤远人之意。”［２］２０４２６月 １４
日，杨增新又电温宿黄营长，认为“温宿俄布民中之

十分贫穷无力启程者，业经批准展期两月，未便失

信，如实系稍有资财、马匹、牲畜，不十分为难者，由

俄员启程时，带领一同回国，更为妥善”［２］２０４６。

这样，经过杨增新以及各级地方官的不懈努力，

到１９１９年３月，杨增新在给北京政府的电文中称：
“除塔城、伊犁、喀什三道各属逃来俄哈先后全数遣

送回国二十余万人，迭经呈报政府有案不计外，惟阿

克苏一道各属逃来俄布、俄哈人民，因畏俄人虐待，

抵死不肯回国，或已去而复来者亦属不少（外）……

现已于七年秋冬之间，将该俄国逃哈人等遣送回俄，

一律肃清。”［２］２０５３据此，当时进入新疆的难民已于

１９１８年秋冬之际全部回国，然而，实际上仍然有少
量柯尔克孜难民留在新疆。如１９１８年８月２８日，
乌什县知事报称，“该县俄逃布民四乡查逐出境者

亦居多数，惟由阿（克苏）温（宿）各县逃窜者尚不复

少，应请两县协力防堵搜逐，不使容留一人，方能肃

清”，据此，杨增新认为：“温（宿）阿（克苏）两县境

内逃哈，迭据该知事等前后呈报，一律肃清有案，何

以俄逃民又由温宿境内窜至乌什者尚不复少？足证

该知事等轻听头目等无凭报告，并未认真搜查，可知

事关交涉要案，如此漫不经心，实属疏忽。”［２］２０５０－２０５１

可见，直到当年８月底，当时在温宿、阿克苏、乌什等
地依然有部分柯尔克孜难民四处躲藏，不愿回国，而

地方官玩忽职守，未能详查，竟以难民全数出境上

报，结果遭到杨增新的痛斥。至于这部分难民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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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与否也无明确的记载，应该留在了当地，成为现

今阿克苏各县柯尔克孜人的主要来源。

四、结语

２０世纪初的中亚与新疆，都处于历史的动荡
期。一方面，俄国爆发了“１９０５年革命”，１９１４年又
被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１９１７年，又先后爆发了“二
月革命”与“十月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１９１８至
１９２０年，又爆发了大规模内战，这些都对中亚的局
势造成巨大冲击，进而对于新疆的安全稳定造成重

大威胁，其中１９１６至１９１８年的柯尔克孜难民问题
就是典型事件，当时新疆面临的外部环境是比较险

恶的。另一方面，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很快陷入了军

阀混战、内乱不止的局面，中央政府无暇顾及边疆，

新疆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只能依靠自身力量来

稳定政局、处理各种危机，而新疆本身情况比较特

殊，一旦问题处理失当，将导致不可收拾的严重局

面。当时的新疆，可谓是内外交困，命运多舛，危如

累卵，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这就对执政者的政治智

慧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作为一个封建旧官僚，杨

增新虽然思想比较保守，但“才智绝伦，机警过

人”［４］４７９，在处理柯尔克孜难民问题的过程中，能做

到刚柔相济，灵活多变，既做好充分准备、加强防范，

又能够根据实际情况以及现实需要不断调整，变换

手法，同时，在坚持原则立场的前提下，力主通过和

平手段以及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最终未酿成重大

事端，化解了危机，可以说是其“为政大于细”［５］４８的

执政风格和高超政治手腕的一次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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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之道：莫里斯总督制的建立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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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莫里斯承续了拜占庭早期的政治改革成果，尤其借鉴了查士丁尼时期的“军政合权”，
同时结合东哥特王国与汪达尔王国逐渐形成的“蛮族”治理军事化的因素，最终在北非和意大利实

行总督制改革。总督区内的经济与社会生活比较活跃，其在政治上与中央政府的统一政策具有一定

的调适性，在宗教上见证了罗马教会与君士坦丁堡教会在本地区的博弈。总督制的实行有效缓解了

帝国的外部危机，但却为内部的分离与地方势力的增强埋下了伏笔。

关键词：拜占庭；转型；总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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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里斯统治的二十年被视为早期拜占庭的最后
阶段，此后帝国从危机中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阶段，

逐渐摆脱自“三世纪危机”以来的不利局面，向中期

拜占庭迈进。莫里斯的统治是早期拜占庭国家向中

期拜占庭国家过渡和转型的重要时期，他在任内所

推行的行政和军事领域的改革对当时或后世产生了

深远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改革为在意大利和北非推行

的总督制，它奠定了中期拜占庭的基本制度军区制的

基础，这一改革措施表明莫里斯意识到自晚期罗马时

代延续至早期拜占庭的政治遗产不符合时代需求，他

必须推动国家向更能适应时代要求的方向转型。

总督制受到研究晚期罗马帝国、古代晚期与早

期拜占庭的学者的重视，诸如布瑞、查尔斯·迪尔、

瓦西列夫、奥斯特洛格尔斯基、康纳特、弗兰兹思卡

等，他们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布瑞在研究中首

次注意到总督制建立的重要作用，考证了“总督”的

内涵；［１］奥斯特洛格尔斯基认为总督区是地方管理

机构军事化的发展方向，为国家转型提供一种选择

路径；［２］查尔斯·迪尔细致探究了总督制的起源与

运行，对北非与意大利总督区的运行环境进行对比

分析，认为军政合一管理效能的提升并不必然导致

民众的认同与地方治理的有效性，在转型时期国家

需要加强地方的文化建设；［３］弗兰兹思卡的研究则

着重分析总督制的起源与影响，认为总督制来源于

罗马的政治传统、哥特的治理体系与地方实践的需

要。［４］本文以帝国治理模式的转型为主要切入点，

探讨总督制的历史背景，考证该项制度是否为莫里

斯所创建，并进一步勾勒总督区内的政治与经济生

活图景。

一、查士丁尼时期的“军政合权”

为了理解莫里斯统治期间帝国行政管理的特

征，首先要注意这一时期管理制度上的变化，即建立

拉文纳和迦太基总督区。首先追溯一下自查士丁尼

征服西部以来北非和意大利的情况，以便了解自查

士丁尼时代以来帝国的管理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

进而合理地评价其重要性。

早期拜占庭时期，国家在地方治理上实行严格

的军政分权制，查士丁尼上台以后，对戴克里先和君

士坦丁所确定的军政严格分权的制度做了一些调

整，使之适应各地区出现的新形势。他首先撤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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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区这一行政建制，以便中央集权管理。这一举措

是为了应对边境地区蛮族威胁和加强皇权对地方的

控制，对莫里斯皇帝在意大利和北非正式实行总督

制奠定了基础。５３４年贝利撒留率领军队征服北非
汪达尔王国，随后查士丁尼皇帝发布命令，确立帝国

在该地区的行政管辖与治理体系，“新建非洲大政

区，设立大政区总督，首任大政区总督为阿切劳

斯”；贝利撒留则被任命为“东方大区将军”［５］１０。前

者负责行政事务，后者负责保卫非洲大区的安全。

非洲大区总督与东方大区和伊利里亚大区总督的地

位和权力是一样的，负责所辖区域内的行政司法事

务，其官邸坐落在迦太基最繁华的地区。非洲大区

行政机构拥有约四百名行政人员，他们分属在不同

的民事和军事部门，其下属官员大体可以分为行政

司法事务官吏和财政官吏两大类，大政区总督制始

于君士坦丁大帝的改革，他废止了戴克里先时期的

四帝共治制度，在行省—政区管理结构之上，设立了

大政区制度，大政区总督也由此成为皇权在地方上

的最高代表。［５］１３据《查士丁尼法典》记载，查士丁尼

不止一次告诫非洲大区总督要诚实地履行身上所肩

负的重要责任，不要玩忽职守和贪婪奢靡。他认为，

“如果罗马的官员能秉行公义，善待民众，那么上帝

也会由此高兴，长时间在野蛮人残暴统治下的民众

也终将得到自由”［５］１５。此外，《查士丁尼法典》还规

定驻守非洲官员的薪酬待遇和升迁路径，明确了不

同官员级别的薪酬待遇。

在军事建制方面，贝利撒留大区将军之下，组建

了若干战区，战区军事首脑由边防长官担任，战区由

若干兵团组成。军情传递的路径是这样的：兵团指

挥将军情传递至边防长官，边防长官上报至大区将

军。［６］２６３普罗柯比在《建筑》中详细记载了军事设施

的分布和修筑过程，他还要求军队加强军事训练，严

防死守，边防士兵需要一边从事军事防御，一边耕作

土地，将耕种的粮食用于日后战争的需要。从理论

上说，边防军队无须依靠外来补给便可供应军队后

勤。在加强军队纪律方面，也有诸多立法措施，诸如

“边防军队的各级将士必须严守自己的领地，不得

随意向外拓展”，“军事长官们必须让士兵们时刻保

持备战的姿态，使他们经常处于严格的军事训练当

中”，“军事长官们要经常清查士兵的人数，防止士

兵逃亡或外出挣钱”等。［５］２０当贝利撒留向军队公布

了这些查士丁尼指令之后，他回到了君士坦丁堡。

在他离开之后，很多军事长官齐聚大区将军官邸，他

们希望改变发布的法令，制定新的条款，即政府有责

任供养军队，向他们支付军费和提供后勤补给。

从以上指令中我们大致可以明晰查士丁尼治理

非洲的初衷，他希望建立大政区总督与将军军政分

权治理的体制，通过种种努力恢复昔日罗马帝国的

荣光，使其臣民恢复古老的生活方式，没有任何证据

表明查士丁尼试图改变昔日国家对非洲的治理方

式。然而，新设的非洲大区面临的形势并不乐观，与

此同时，东方波斯战局僵持不下，贝利撒留被派往东

方战场，此后摩尔人掀起日趋严重的反叛。查士丁

尼于是派遣贝利撒留的部将所罗门前往非洲，担任

非洲大区将军。［７］２８４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查士丁尼

不得不调整对非洲的治理政策，实行军政合权的行

政体制。所罗门被赋予拥有大政区总督的职权，加

上他此前拥有的军事权力，现在他集军政大权于一

身。这是帝国境内首次实行军政合权，此举为提升

行政与军事领域内的运行效率、迅速调动资源以应

对摩尔人的反叛提供了制度保障。

中央政府通过细化地方政府层级、削弱行省长

官权力的方式来加强对意大利的统治。查士丁尼希

望由民众选举出来的行省长官忠诚、可靠地履行自

身职责，避免徇私枉法，使中央政府的政策在地方得

以顺利实施。查士丁尼希冀教会作为独立的第三方

可以发挥监督地方政府的责任，但由于国家形势的

复杂，这类政策一直停留在商讨的层面。除了法律

典籍，在其他的文献中仍然可以看到查士丁尼寻求

为国家奉献的第三方或者个人的努力，旨在抑制地

方政府权力，扩大中央政府的权威。

然而因为根据文献记载，自从５８４年以来，在意
大利出现了“总督”，地方行政长官也不是由选举产

生。５６８年，查士丁二世试图在意大利恢复选举官
员的做法，但是他最终失败了，因为捐官佣金制度已

经在整个罗马世界得到推行。［８］执事保罗的作品中

有一段关于纳尔西斯的记载，查士丁二世统治时期，

索菲亚皇后派人给纳尔西斯送去一根金色的纺纱

杆，暗示年迈的纳尔西斯不适合继续担任行政职务，

应该告老还乡，纺纱种地。据说纳尔西斯果真决定

告老还乡，他于５６８年从意大利大区总督的职位上
退下来，回到罗马，卒于５７３年，据此推算，他统治意
大利长达十多年。［９］纳尔西斯这个大政区总督在意

大利行使的是总督之实，但缺乏“ｅｘａｒｃｈ”这样一个
名称。因此，帝国在非洲和意大利实行的大政区总

督主导的军政合权体制为莫里斯时期推行的总督制

改革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总督区的建立与运行

第一次出现“拉文纳总督”字眼的文献记载是

在５８４年罗马大主教贝拉吉乌斯二世的一封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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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而“迦太基总督”则出现在 ５９１年的历史文献
中。关于总督制由哪位皇帝创建，学术界已基本达

成一致，认为总督制由６世纪末期的莫里斯皇帝分
别在拉文纳和迦太基创建。总督制的核心是领有兵

权的总督统领地方行政官员，使地方官服从总督的

权力，行政官员必须为军队的行动提供一切便利，以

便在战争时期减少指令传达环节、提供行政运行效

率。相比查士丁尼时期的军政合权制，其区别在于

总督制是军事权与行政权分置，由总督与行政长官

分别担任，然职位上略有高低之分，由总督来统领管

辖地方行政事务，而军政合权则是地方军政职责与

权力合在大政区总督一人身上，由大政区总督行使

地方军政管辖权力。

记录总督制的主要文献是《格里高利书信集》

和执事保罗《伦巴德人的历史》，前者记载了罗马大

主教格里高利与拜占庭莫里斯皇帝的书信交往，双

方谈论在意大利和北非新近实施的总督制的一些重

要问题，比如如何界定总督的权力范围、总督是否对

教会具有管辖权以及总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等。后

者在记述伦巴德人对意大利北部威胁的同时，也关

注到了拉文纳总督区内的行政治理和社会生活，然

而着墨并不多。除此以外，塞奥非拉克特·西摩卡

塔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该文献主要记

述莫里斯时期国家的军政要务，理应对莫里斯创建

的总督制有所述及，然而，在这部作品中却没有留下

“总督”的蛛丝马迹。《历史》中记述了伊拉克略皇

帝的父亲在军事上的丰功伟绩，后被擢升为迦太基

的军事长官，但他的头衔没有被冠以“总督”。然而

很多史书上都记录了６１０年迦太基“总督”小伊拉
克略从北非起事，一举推翻福卡斯的统治，建立伊拉

克略王朝。

莫里斯皇帝于５８４年和５９１年分别创建拉文纳
和迦太基总督区，它的兴起不仅根植于晚期罗马帝

国地方政治治理的传统，同时也结合东哥特王国与

汪达尔王国逐渐形成的“蛮族”治理军事化的因素，

在伦巴德人和摩尔人等“蛮族”侵袭浪潮肆虐的情

况下，帝国首先在意大利和北非实行军政合一的总

督制改革。莫里斯时期建立的总督区是建立在此前

意大利所实行的大政区总督制的基础上，自晚期罗

马帝国直至哥特人统治，意大利始终实行大政区总

督制。然而，莫里斯时期总督的权力与职责范围类

似于一种战时军事体制。这一制度的核心在于行政

司法权与军事权的合并，然而这种合并并不意味着

直接取缔行政官员，行政官员仍与军事管理者同时

存在，只是在军事总督下工作，后来，行政官员才似

乎被军事官员所取代。［６］２７２

而东哥特首领塞奥多里克被拜占庭中央政府任

命为“高级军事长官”，后来又从元老院获得“贵族

“头衔，拜占庭皇帝在此后不久双方的通信往来中

称呼东哥特首领为“王”。显然，东哥特是拜占庭的

附属政权。自此以后，东哥特“王”具有军政合一的

权力，对拜占庭的依附仅是形式上的，东哥特在意大

利的统治自成体系，其政治和经济中心在意大利中

北部，对南部拉文纳地区统治薄弱，拉文纳与拜占庭

的联系趋于紧密。自查士丁尼统治以来，哥特人则

试图与君士坦丁堡恢复先前的密切关系，国王托提

拉希冀凭借其在军事上取得的成功使他有资本与拜

占庭皇帝达成协议，使皇帝同意四处飘散的哥特人

余部定居在意大利，［７］３３４但是他的计划最终落空了，

查士丁尼在新颁布的法令中规定，从塞奥达哈德以

后的东哥特继位者所制定的法律一概无效。在查士

丁尼皇帝看来，“从维蒂吉斯到德亚的东哥特王国都

是暴君统治，是未经拜占庭授权的非法统治”［５］１０１。

拜占庭帝国征服意大利之后，他们发现此前东

哥特人在拉文纳的影响较小，而罗马帝国的大一统

观念已然深入人心。于是查士丁尼决定将帝国在意

大利的行政中心建立在拉文纳。行政长官不是由选

举产生，而是由皇帝任命，他甚至可以不是意大利

人，但是由皇帝任命的拉文纳行政长官与中央的关

系并不比哥特国王密切多少。自５６８年纳尔西斯征
服东哥特以来，拜占庭人优先考虑的是如何稳定意

大利政局与保持社会的持续发展，而当时伦巴德人

盘踞意大利北部地区，对帝国新收复地区形成威慑

之势，至莫里斯时期，伦巴德人的威胁愈发严重。此

外，罗马教会的受困及寻求中央政府的帮助和法兰

克人要求结盟等因素共同促使莫里斯皇帝在拉文纳

首先推行总督制。

莫里斯在意大利推行军政权力合一的总督制，

继承了戴克里先时代以来的帝国治理传统，在四帝

共治基础上形成的大政区总督制一直是地方行政治

理的有效手段，莫里斯借鉴了大政区总督制的合理

要素，结合哥特人军事专制化统治的特点，并在此基

础上有所调整。６世纪末期形成的总督制吸取了这
一经验教训，使总督不仅具有贵族头衔，而且相比此

前的大政区总督，其地位与权力有所提升，此举旨在

应对复杂的军事局面，以利于总督调集一切资源来

投入作战。［１０］然而，实行总督制也有不利的一面，位

高权重的总督有时候会制定符合自身或地区利益的

政策，而这与国家的整体利益不符，总督作为皇帝权

力在地方的代表，在他的辖区行使皇帝所钟爱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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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权主义原则，这一原则表现在诸如作为最高权威对

总督区内的宗教事务进行干预或仲裁。［６］２７３

在非洲，迦太基总督区于５９１年被正式确立，改
变了以往大政区的治理方式，将军政权力合于总督

一人身上。首任总督为潘塔利奥，其建立原则与拉

文纳相同，也得到了拉文纳总督那样的无限权力，总

督被赋予皇家的荣耀。坐落于迦太基的总督宫殿被

视为是神圣的，称作“圣宫”。军事事务、行政统治、

司法、财政与宗教事务都处于总督的全面控制

下。［１１］在非洲的总督区，由于其面对侵扰的摩尔人

实力不甚雄厚，拜占庭军队能较好地保卫领土的安

全，且总督们是由莫里斯慎重选任的，他们在治理这

块土地时表现得经验丰富和充满活力，他们成功地

抵抗了当地土著的进攻，保护了这片土地。

在政治上，总督区内实行一定的“自治”，总督

在所辖区域内拥有军事、行政、司法与宗教管辖权，

然而，中央政策在总督区的实行仍是持续和高效的，

这表明莫里斯时期延续了查士丁尼所确立的皇权

“至尊权”，尽管允许总督拥有一定的自治权，但从

总体上却不能与中央政府相背离。

晚期罗马时期，由于秉承圣彼得所建立教会的

传统，罗马教会的地位一直较高，然而随着拜占庭帝

国确立以及帝国的政治重心转移，代表中央权威的

君士坦丁堡教会的地位逐渐提升，尤其查士丁尼确

立皇权在与教会的关系上所享有的“至尊权”，这一

方面保障了中央权力的集中，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代

表中央宗教权威的君士坦丁堡教会的权力日益凸

显，在五大教区中，君士坦丁堡教会俨然与罗马教会

形成分庭抗礼之势。至莫里斯时期，双方围绕“普

世教权”的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辩。罗马大主教格里

高列一世反对君士坦丁堡牧首采用“普世教会”的

称呼，在一封致莫里斯的信中，格里高列指责君士坦

丁堡牧首约翰四世太骄傲自大，控告后者企图用

“普世教会”的称呼来凌驾于皇权之上。当然，格里

高利没有赢得莫里斯的支持，为此他曾一度停止向

君士坦丁堡派驻使节。当６０２年君士坦丁堡发生了
反对莫里斯的起义时，格里高列给新皇帝写了一封

颂词，希望获得福卡斯的支持。福卡斯显然十分高

兴，因为随后他就禁止君士坦丁堡牧首有“普世的”

头衔，并宣布罗马主教为所有教会的领袖。在福卡

斯统治期间，与罗马的关系以他对罗马教宗的服从

为前提，双方关系维持着友好、和平的状态。为了纪

念这段友好关系，拉文纳总督在罗马议会广场竖立

了一个石柱，上面镌刻有颂扬福卡斯的铭文。［６］２７１显

然，在宗教问题上，拉文纳总督与罗马大主教的立场

保持一致，即都是为了维护帝国西部的宗教和政治

利益。

三、总督制的影响

莫里斯时期推行总督制改革是顺应当时国家面

临的内部和外部情势的必然举措，其改革的核心要

义在于加强地方军政要员权力的集中，由过去的

“军政分权”到逐渐的“军政合一”，从长期来看，这

种集中权力势必会造成地方分离势力的壮大。然而

从当时的国家层面来看，首要的问题是解决外来侵

袭来临时如何迅速、集中地调集一切资源来应对，以

及如何通过赋予军事将领更大的权力来灵活、机动

发挥战争事务主导权。莫里斯皇帝深知军事将领权

力加大的利弊得失，在充分权衡利弊之后，他通过派

遣亲信执掌帅印、加强督查等方式来克服这一制度

的弊端，使这一制度的良好效应逐渐显示出来，国家

也逐渐从危机中走出来，进入相对安定的局面。

总督区的建立，反映了拜占庭行政体制的改革

日益朝着军事化的道路发展。总督制的实行，把地

方行政官员的权力置于军事指挥官之下，加强了国

家的军事力量和应付紧急情况的战斗力。６１０年，
正是来自北非总督区的伊拉克略，应元老院要求从

地中海西部进入君士坦丁堡，镇压了福卡斯军人暴

动政权，建立了伊拉克略王朝。此后不久，普及全帝

国的军区制改革就开始了。波斯战争之后，为了对

阿拉伯人、斯拉夫人的进攻予以有力反击，拜占庭先

后在小亚细亚、西亚和巴尔干地区建立了军区制，将

这些地区建成由军事首领统帅的大区，实现了帝国

的军事化。在各军区内的驻军，不仅是保卫国家的

战士，也是建设国家的劳动者。政府将他们驻扎区

内的土地划分为一块块的份地，分给该军团的士兵

们，将这些士兵变成军事小土地所有者。这一制度

的形成和推行是伊拉克略王朝时期拜占庭国家进行

的最重要改革，为以后帝国数百年的中兴奠定了重

要的基础。因此，总督制作为军区制的先导和基础，

为拜占庭国家从早期向中期的转型与发展确立了方

向，奠定了基调。

四、结语

拜占庭帝国政府管理体制的变革是与皇帝权力

专制独裁化发展过程相一致的，这类改革试图为保

卫帝国和管理内政提供多种手段，同时还力图将各

种各样不同因素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帝国，为

此目的，就要建立一套庞大的官僚机构，以便能够控

制帝国的所有细枝末节。拜占庭政治体制的核心是

皇权，任何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都在于更有效地贯

彻皇帝的意旨。拜占庭政府体制的持久原则首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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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所奠定下来，在庞大的帝国内

划分为大政区、政区、行省等三级行政序列。这三级

序列后经查士丁尼改革后最大的变化在于在大政区

一级实行军政合权，然而军政合权制并不能完全解

决国家的边患危机，继而莫里斯在军政合权的基础

上，进一步实行总督制，伊拉克略继而在总督制的基

础上略有调整，在帝国更广大区域实行军区制。促

使这一系列行政体制变革的关键因素是帝国所面临

的持久的、此前从未缓解的外部压力，它迫使国家建

立庞大的官僚机构，以便持续保持对帝国全部资源

的利用，并在边疆地区通过“放权”的方式使地方长

官随时调动一切资源来应对外部战争压力。这一举

措缓解了帝国的外部压力，使国内在较长的时间内

保持安定的局面，有利于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然

而，无论是总督制抑或军区制，其核心要素在于军政

合权，倘若国家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地方的

“总督”或“将军”势必会逐渐壮大自身的力量，与中

央政府形成分庭抗礼之势，到马其顿王朝后期，军区

制的消极影响逐渐显露出来，中央政府开始制定保

护小农、打击大地主的政策，此后的拜占庭外来威胁

的程度有所减弱，但内部大地主、大军事官僚的势力

日趋上升，他们与中央官僚围绕最高权力的博弈成

为中晚期拜占庭所面对的基本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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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危机·自救：全面抗战爆发前的
山西国货运动（１９３１—１９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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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２００４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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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越（１９９８—），男，山东潍坊人，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抗日

战争史。

摘　要：１９３１年后，徐永昌成为山西省主席，开始其在山西长达六年的经济建设活动。在民族
与经济危机的双重压力下，１９３０年代中央政府与山西省政府达成合作与共识，山西省进行政治动员
与思想动员以推行国货，希望借发展国货一事助推经济复兴，进而为抵御日本入侵积攒国力。围绕

山西发展国货一事，不仅是山西本省在危机之下进行经济建设与抵御日本的重要举措，同时也展现

出国家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分化与统一。

关键词：徐永昌；山西；《徐永昌日记》；国货运动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１．０４．０１３
中图分类号：Ｋ２６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１）０４－００７２－０５

　　一、问题提出与主要资料
自清末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中国社会在内忧

外患的情况下，发生多次国货运动的浪潮。西方列

强尤其是日本对中国的入侵，促使中国民众的民族

意识愈发觉醒，使用国货的呼声越来越高。而当时

的中国洋货盛行，国货几无生存空间，这不仅使国内

企业生存困难，更使得大量资金流向国外，不利于本

国经济发展。近十几年来，史学界针对１９２０—１９３０
年代国货运动的学术研究成果可谓颇丰，近来更有

以新文化史角度诠释民国时期上海的百货商场与民

众的消费文化。然而，学界对于国货运动之研究，大

多局限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对于内陆省份研究却

明显不足，尤其是一直以晋商著名的山西省爆发的

国货运动更是少有关注。１９３０年代，随着日本逐渐
对华北各省进行蚕食，处在抗日前线的山西省时刻

有被侵略的危险，拥有强烈国家意识的军人徐永昌

成为山西省主席，国货运动在山西开始兴起。山西

省的国货运动为发展山西本省经济做出重要贡献，

也为应对日本侵略提供了一定物资与经济保障。基

于此，本文以１９３０年代全面抗战爆发前的山西省国
货运动为研究对象，以时任山西省主席徐永昌对国

货运动的态度及措施为主要内容，主要基于完整保

留下的《徐永昌日记》，辅之以台湾“国史馆”馆藏档

案、徐永昌及其同僚的回忆录、函电、政府公报与社

会报刊，以“国货运动”为主线，重点论述在１９３０年
代的山西，如何在徐永昌的领导下推行国货运动，并

展现其主要贡献，以期进一步深化有关国货运动的

研究。

二 、内外交困的复杂局势与国内应对

１９２７年的“五三惨案”发生后，日本对中国的威
胁逐渐超过西方各国，成为国民政府严加防范的对

象［１］，同年“田中奏折”提出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野心日益膨胀。在日本对华采取猛烈进攻态势之

下，全国范围内的国防与经济发展计划由此展开，国

家自救运动正式启动，而发展国货与抵制洋货（尤

其是日货）成为增强实力以御外侮的重要途径。

充足的资金与先进的技术是保证商品质量与销

量的关键，与西方企业相比，中国民族企业无论在资

金还是技术方面都无法与西方企业匹敌。“火柴大

王”刘鸿生曾经对上海的经济状况发出感慨：“上海

为亚东国际贸易之唯一市场 ……数十年来，洋货输

入，金钱流出，至不可以数计，吾国贫弱之源，实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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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２］１０资产丰厚的实业家都发出如此感叹，其他

小企业的发展境遇也就可想而知。

面对上述所提及的种种问题，以建立“现代国

家”为目标的国民政府则无法再对风起云涌的国货

运动熟视无睹。１９２８年６月６日，时任国民政府内
政部长的薛笃弼致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

议，提出使用国货的倡议。例如在中央党部，凡党部

人员均应积极宣传国货，首先从自己的家人亲朋开

始，劝说他们少用洋货而多用国货。中央党部还要

组织各级党部分别赶赴城镇乡村当中，亲身宣传使

用国货的意义与价值所在①。１９２８年７月１３日，提
倡国货议案由薛笃弼提交后得以通过，随后下发国

民政府各行政部门予以执行②。

国货运动是由民众发起，而与此有着密切利益

相关的民族企业，相较于政府来说则更为积极。

１９３３年，上海中国国货公司成立，方液仙担任公司
总经理，他在公司章程中对提倡国货的背景做出了

说明，“乃自海通以还，外货输入，与日俱进。长此

以往，民生安得不弊，国势安得不蹙”，要想从根本

上推动国货发展，只能“端赖积极生产，努力振兴国

货，庶足为根本之解决”，为了方便人们挑选质量上

乘的国货，故成立中国国货股份有限公司，待“他日

公司营业蒸蒸日上，实为国货前途之光荣”［３］１９。

综上所述可得，伴随着日军与洋货的侵入，中国

在政治、经济与外交方面接连遭遇巨大困境。面对

此种复杂局势，政府与民间均将推行国货运动视作

一项重要举措，希望借此发展民族工商业，借以增强

国家经济实力。但以上所述均以中国为整体的叙述

对象，下文以山西为例，讨论其推行国货的种种措

施。

三、徐永昌与山西国货运动

１９３０年中原大战爆发，阎锡山等反蒋势力在北
京“另立中央”，与中央政府成南北对立之势。９月
１８日张学良率东北军南下，目标直指平津一带，并
要求晋军于津浦一线的部队“迅速撤退”③。在双方

夹击之下晋军很快被击败，而阎锡山也被迫离开山

西，山西省内部出现暂时性的“权力真空”。尽管出

身晋系的商震早在１９２９年便出任山西省主席，其能
力较强并得蒋介石赏识④，但此时的商震却并未得

到阎锡山与山西本省士绅的认可。１９３１年８月１１
日，真正被视作是阎锡山接班人的徐永昌被任命为

山西省代理主席，１０月３日正式上任。
严重的民族危机成为徐永昌推动国货发展的出

发点。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９日徐永昌在日记中写道：“今
日真国家存亡之关键，奉天事件乃唤醒吾人迷梦之

事件也。”［４］４６６在徐永昌看来，日本侵略中国的根源

是中国国力太弱，要想改变中国“国势衰危”的状

况，具体来说可以分成两条途径，一为治标，即“强

制国人用国货，以诱导其爱国心”，二为治本，即“改

善教育与明是非”［５］１。

山西在明清时期是闻名天下的商业大省，但在

１９３０年代，山西经济却是破败不堪。徐永昌曾在晚
年所著回忆录中如此记载：“我常想纸烟、煤油、洋

布、洋针、洋线、洋洗脸盆、洋糖等，将农人、工人以及

小商人以血汗换得之钱，一一吸吮而去……使本国

劳动者无工可做，企业家无业可兴，这便是我们国家

的直接致穷之道。”［６］２２６

山西经济的破败带来了一连串的问题，工商业

者破产或失业，农民则有货卖不出，生计没有着落。

徐永昌看到了问题的根本，即工农商业的破败不但

使得经济面临崩溃，而且会创造出大量的失业人口，

“失业者众，社会如何能安”［４］４８４，如果社会充满了

生计无着落的失业者，不待日军前来攻打，山西便早

已崩溃。要想改变局面，振兴国货则是解决问题的

关键所在。

如上文所言，是否发展国货决定着山西是否安

定，而山西在徐永昌心中的战略地位是十分重要的，

其安定与否关乎全国。他认为山西对内可以“控制

黄河流域各省”，对外可以成为“北方之一核堡

也”［６］２２９。山西一省的安危关乎整个华北地区是否

稳定，“先使山西安定，然后才谈到北方安定之根据点

作用”［４］５２１。此后徐永昌更是将此观点进一步延伸，

“山西不唯是华北之核堡，亦且为大江以北之要

塞”［５］３５９，要想实现华北地区乃至整个长江以北地区

的稳定，抵御日军南下带来的强大军事压力，就要先

发展山西。作为山西省主席，相较于之前的阎锡山只

关注山西一省，徐永昌则立足山西，关注全国。

四、发展国货：从纸面政策到切实推行

（一）政治动员

改革是触动现有利益群体的事情，想要达到效

果，政府必须从自身做起。１９３１年１１月，徐永昌上
任一月之后即下令山西省内的“凡属公务人员，对

于服食等日用品除无国货代替者外，其余皆需选用

国货……违者以违背公令论”［４］４７７。但凡是国货，

“只要有，虽不好，也得用”［６］２２６。１９３３年，山西省政
府实业厅服用国货委员会成立，该机构以“绝对服

用国货为宗旨”，其工作之一就是要“宣传劝导服用

国货”。如果加入该机构，其成员“本良心之主张均

有使用国货之义务”［７］２３４，若有违背，则由大会公议

取消其会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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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徐永昌将使用国货的命令扩展到其他部

门。１９３２年，他规定商会“民国二十一年以后，山西
不准再有日货”，对报馆要求其用纸一律“改用国

产，纸价不必计”［４］４７９。对此，徐永昌的老部下赵正

楷晚年仍记忆犹新，“当时全省公教机关，除非无国

货可资代替之必需品外，倘有采用外货者一律严厉

处分”，即使是省政府举办宴席也“绝不用鱼翅、海

参等外来产品”［８］１４６。政府举办的宴席上最珍贵的

一道菜仅是一道由被称为“猴头”的当地土特产做

成的菜而已。

面对愈发严峻的民族危机，徐永昌认为时人普

遍存在一种叫作“自己不努力，只是嫉妒别人”［９］１７４

的病，并认为要想治疗这种病，唯有“自责”二字。

对于如何发展国货，他一贯主张从内部着手，在发布

禁止政府公务人员使用洋货之后，他将此项命令的

适用范围扩展到山西省普通公民身上。他认为“国

事衰危，非过激思想所能救，余以为治标莫如强制国

人用国货，以诱导其爱国心，先强制公务人员用服国

货，并提倡一般人民用国货”［５］１。从强制政府内部

使用国货到提倡一般民众使用国货，在发展国货一

事上，山西省的政府动员能力可以说发挥到了极致。

（二）禁修公路

按正常逻辑判断，修整公路与发展交通是促进

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但徐永昌却不以为然，对于修

建公路一直持否定态度。徐永昌认为修公路百害而

无一利，持如此观点的原因：其一，公路和汽车密切

相关，但“汽车、汽油皆是外国物”，而其“只能运载

奢华品”，多修公路的结果“即无异为欧美奢侈品及

汽车汽油开辟市场”［６］２３５。其二，公路的修建会带动

汽车数量的增加，而新型交通工具的发展又会损害

依靠传统交通工具生存的人的利益。１９３３春，关中
及河东地区已遭遇数年干旱，其“灾情之重为民国

以来所仅见”，各地的物资纷纷送往河东及关中地

区进行救灾，但徐永昌却认为“汽车运价太贵，尚不

如人力车之合算”［５］６。

徐永昌反对修公路的原因非常明确，他在日记

中多次提及此事，１９３４年徐永昌曾与何应钦有过一
番对话，谈话时曾提到国货与公路问题，他在日记中

抱怨道：“我前年在南京与何敬之谈修汽车路之害，

何漫不经意，且云中国人多地大，不比外国有几万失

业者，即大不了，中国此等问题不算事也。余颇惊其

颟顸，大意。”［５］６６与相对冷漠的何应钦相比，徐永昌

反对修建公路的观点完全站在失业者等社会边缘人

群的立场之上，后来他甚至产生过取缔修建公路的

想法，在其数次日记中他都将“公路之取缔”［５］２９０作

为政府应办之事。

（三）思想动员

教育是塑造公民品格与思想最为根本的方式，

徐永昌在大力提倡政府与民众使用国货的同时，下

令将使用国货的内容添入教科书内。自１９３４年８
月起，徐永昌在日记中多次提到教育与使用国货之

间的关系，“不服用国货国必亡，不改革教育种必

灭”［５］１５０，“消极的救国是服用国货，积极的救国是

要改革教育”［５］３７０。他要求在承担着“国民教育材

料”任务的中小学教材中要编入“国民爱国，第一必

须服用国货”［５］８１的内容，并进一步要求在国语课本

中的第五到第八册的前三课内容中加入“爱国”“服

用国货”和“爱人”。［５］２８８而且教科书也得“先用国

纸”［５］１４３来印刷。这样既对教科书的内容进行了改

革，使其内容充满着“爱国”思想，又将发展国货的

思想融入其中，可谓一石二鸟。

在改革教科书内容的过程中，“国货”作为一个

符号黏附到可以塑造国民记忆的教科书上，徐永昌

认为，“我以为最好于每一教科书上，开首即订此一

页，展卷可见，即养成儿童用国货之道德观念

也”［９］１８９。教育的实施主体为教员，徐永昌为此还专

门召开教员暑期培训班，培训的重要内容便是训练

教员要使用国货，尤其是“应将购用国货之利，及不

能不购用之理由，普遍宣传”［９］１９１，使其成为学生的

固有道德。

在既往研究中，已有学者对国民政府所采取的

修建中山陵、举办总理纪念周、发起新生活运动等行

为所着力营造的神圣公共空间与各种仪式背后所包

含的文化因素进行探讨⑤。按此来看，徐永昌所采

取的措施也在努力营造一种教育领域的公共空间，

在这个空间内经过“爱国培训”的教职员通过使用

经过改良过的“国纸”教科书将包含有“爱国、服用

国货、不吸烟、不打牌”［５］２５８的课文内容传授给学生，

在教育过程中，学生接受“爱国”和“爱国货”教育的

同时，又在受教育过程中主动地完成了自我价值观

的再塑造。

在学校课堂之外，社会同样是引导学生使用国

货的重要场所。当时有报纸记载：“学生服用国货，

五月五日在海子边自省堂举行第一次宣誓典礼……

同时各校童子军出发街市服务，劝导行人，一律服用

土货国货。”［１０］１１在典礼上，演讲者向学生们传授中

国之所以衰弱都是由于“中国人不用中国货”，如果不

愿意亡国，“就得决心服用土货和国货”。进而要求学

生不但要自己用国货，更要推动亲朋好友都使用国

货，若是不使用国货便是“不爱国的国民，不配做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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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兄弟”，而若是使用洋货，“便是自杀”［１１］３。

学生是容易受演讲所鼓动的，演讲者通过将

“爱国”与“使用国货”联系起来对学生灌输此概念，

号召学生与不用国货的行为作斗争，利用语言构建

起了强大的舆论压力场。正如美国学者葛凯对国货

运动的阐述一样，民族危机使得政府有意识地通过

国货运动将消费民族化，并加上了民族主义的视觉

想象［１２］２７，在这种舆论环境下如果不使用国货不但

会被扣上不爱国的帽子，甚至会被学校开除。

（四）与新生活运动的互动

随着山西省国货运动的发展，由中央政府倡导

的新生活运动与之相融合，许多县城内新运会将发

展国货作为推行新生活运动的重要工作。例如盂县

新运会认为使用国货是“推行新运至必行工作”，偏

关县新运会直接以“提倡服用国货及推行新生活，

为救亡图存，复兴民族之基本要图”［１３］４３－４４为宗旨。

一些地区的新运会不但要求成员“所有新旧外货衣

服，一律不准服用”，还派遣成员赶赴各机关和学校

成立新生活服务团，“期由城内各机关学校团体，以

身作则，再推及民众云”［１４］３５。新生活运动与国货运

动的巧妙结合同样表明，山西地方推行的国货运动

与中央所号令的新生活运动融为一体，前者成为后

者所进行的工作内容之一，这也可以说是国家与地

方合作的范式。

１９３０年代的山西国货运动的确取得了一定效
果。通过政府的强制性政令与舆论性宣传，服用国

货宣誓礼与兴办国货年等活动在山西省各县纷纷展

开，且参与群体不断扩大，“除全市小学校师生……

各机关团体代表二百余人，军警宪士兵军乐队等各

一排，亦均出席参加”［１５］１。反映出使用国货在山西

渐成流行趋势。１９３７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山西省各
县纷纷建立起了国货或土货商场，销量也十分可观。

在抵制洋货方面，山西的西北火柴厂和西北洋灰场

所生产的产品均广受好评，在全国范围内销量都非

常高［１６］６８４－６８５，而就山西省洋货输入的数量来看，

１９３５年山西省的洋货输入价值人均为３．３８７元，较
２０年代下降了０．６１３元［１７］１９。从数据上看，徐永昌

所采取的发展国货的种种举措是取得了一定效果

的。值得注意的是此时间段内的国货运动已是一项

国家提倡、全民参与的国家性运动，在发展国货一事

上，可以说是中央与山西、国家与地方的通力合作。

五、余论

根据曹树基研究民国时期山西鼠疫一文可知，

在帝制社会当中，政府几乎不承担公共卫生的职能，

即政府对社会实行有限管理，诸如公共卫生等现代

政府 工 作 的 重 点 问 题 并 不 在 其 考 虑 范 围

内。［１８］１７８－１９０将曹文观点进行延伸可得，即使是在较

晚清已有进步的民国时期，１９２０年代的山西政府也
并未对发展国货一事进行过多关注，不是政府在发

展国货一事上占据着主导地位，而是商界。直到

“九一八事变”以及徐永昌成为省主席之后，山西省

政府才给予使用国货一事较多关注。可以说１９３１
年的“九一八事变”成为山西省政府转变的一个标

志，此后的发展国货运动也成为中央与地方通力合

作的事件。

１９３０年代的民族危机与经济危机是全国性的，
这就决定了发展国货一事不再只是含义广泛的“国

家”的事情，而是具体到全国各省都应当关注的事

情。徐永昌曾于１９３２年１０月南下入京，在拜见诸
多中央军政要员与蒋介石夫妇时，他多次提及发展

国货一事，期望中央能予以支持。徐永昌意识到单

凭山西一省的力量是不够的，要想“创辟以国货抵

洋货之路，当以广东作一机车以引动各省”，原因是

广东省的“技术财力与一般工商之知识皆优于他

省”［５］５３１。徐永昌并未将山西视作“独立”发展的省

份，他着眼于全国，希望全国各地共同振兴国货，在

谁也无法逃脱的民族危机面前，唯有共同迎接挑战。

危机之下，国家希望借发展国货以实现自强之

目的。１９３６年３月，蒋介石电令行政院秘书长翁文
灏，要求“行政院各部会以及市政府自股长、科长以

上人员，皆须着中山装制服……夏季用黄色斜纹布，

冬季用里呢一律皆用国货为要”⑥。４月，蒋介石再
度下令，要求“军政各机关以后印刷品纸张须全用国

货……以后如有其机关再购用上等洋纸者，应由其主

管者负责受处”⑦。由此可见，山西与中央两者之间

存在互动与调适。

洋货盛行所带来的经济危机及日军入侵带来的

民族危机构成了对国家政权稳定与安定的威胁，正如

徐永昌所说，唯有“备战、外交、自强三事”［６］３５２才能救

中国，使用国货也就成了一件保卫国家与挽救经济危

机的方式与手段。此后政府愈发关注使用国货之事，

对社会各项事务的介入愈发明显，权力愈发下沉，在

中国由传统帝制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过程中，无

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有实现自强并增加政府对地方

社会秩序与民众行为习惯的控制与整合的意图。

中国近代产生的诸多问题，在传统时代多被政

府所忽略。随着西方民族国家观念的传入，近代中

国在构建现代化政府的同时也发现了诸多之前忽视

的问题。发展国货一事体现的是中国政府权力不断

下沉、民众生活被包裹进国家机器当中的过程，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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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过程至今仍未结束。

注释：

①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函国民政府为薛笃
弼提出提倡国货办法建议书，１９２８年６月９日，国民政府
００１－１１００１０－０００３６－００１，台湾“国史馆”藏．
②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咨国民政府为提倡
国货请分令各部院会遵办，１９２８年７月２０日，国民政府
００１－１１００１０－０００３６－００８，台湾“国史馆藏”．
③阎锡山电复徐永昌接傅电张学良已饬部开天津并望我津
浦军撤退，１９３０年９月２１日，阎锡山史料１１６－０１０１０１－
００９０－２９２，台湾“国史馆”藏．
④１９３１年１月，蒋介石曾向张学良发电称：“如无相当之人，
不如暂留商震为主席较妥也。”《蒋中正电张学良晋省委

中无成见如无相当之人不如留商震为主席较妥》，１９３１年
１月５日，蒋中正总统文物００２－０９０１０６－００００９－０６９，台
湾“国史馆”藏．

⑤详情见李恭忠．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Ｍ］．北
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９；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
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Ｍ］．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⑥蒋中正电翁文灏行政院各部会及市政府股科长以上人员
须着中山装制服并皆用国货，１９３６年 ３月 ２日，００２－
０８０２００－００４１９－００６，台湾“国史馆”藏．
⑦蒋中正电行政院军事委员会通令军政各机关印刷品纸张须
用国货如再购用上等洋纸应由其主管官负责受处，１９３６年
４月１日，００２－０８０２００－００４２０－００３，台湾“国史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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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界生态环境下公务员媒体素质与提升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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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公务员媒体素质关系国家治理能力、政府形象、官民互信认同等诸多方面，基于新媒界
生态环境特点与其对行政管理活动的影响，对公务员的媒体素质及构成进行探析，并提出公务员媒

体素质提升路径，即：优化权力格局，加强身份自律；转变媒介理念，善待善用善管媒体；遵循传播规

律，改进言说方式。

关键词：媒界生态；新特点；公务员；媒体素质；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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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提出
当今时代，随着传媒业的蓬勃发展，媒域风云际

会，媒体对个人生活和社会公共领域，乃至政府执政

环境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日渐成为重要的治国理

政、引导舆情、凝聚共识的助手。公务员承担社会公

共管理的责任，与媒体的接触越来越频繁，其言行也

常被置于聚光灯下，成为媒体监督和全民审视的重

要对象。当前，随着改革向纵深发展，社会压力和竞

争加剧，各阶层利益诉求复杂多样，大众心态和社会

情绪发生明显变化，政府需要应对的问题和矛盾更

加复杂，治理“风险”的难度和挑战增大，加之传播

手段和机制发生巨大变化，人人都是自媒体，舆论都

是以分秒为单位进行即时性传播，公务员面对媒体

时的表达不当或应对舆情突发事件时的失范行为极

易扩散，再加之媒体传播过程中的放大效应和“破

窗效应”，一些本来不大的媒体事件可能失控发展

成为社会围观的舆情风暴。这些舆情事件中部分是

因为某些公务员政治素质不过硬曝出“雷语”引起

民愤，但也有一部分是因为当事官员言语不当的表

达问题而引起民众误解或被居心叵测“恶解”而造

成的次生灾难。一些公务员由此而陷入对媒体的恐

惧，以“缄口不言”、避而远“媒”消极应对，如２０１９

年就曝出山东省台儿庄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干部王某

面对媒体采访表演哑语的荒唐闹剧，虽然当事人已

被停职检查，但此事也再次引起公务员“媒商”和媒

介素养的舆情。很明显，乱说和不说、敌视和逃避都

不是与媒体打交道的正确之道，唯有善待善说善用

善管才能保障政府媒体执政的效能。公务员媒体素

质关系国家治理能力、政府形象、官民互信认同等诸

多方面，如何应对当前媒界生态环境发生巨大变化

的挑战和机遇，如何基于政府治理能力对公务员媒

体素质的新要求，明晰公务员媒体素质构成体系并

大力推进公务员媒体素质建设已然成为一个重要的

时代课题。

二、新媒界生态环境特点

（一）媒介技术：数字化、交互性

作为数字化网络技术普遍应用的产物，数字技

术毋庸置疑是新媒介在技术层面的最主要特征。从

传播内容到技术，再到管理，都实现了数字化，数字

化使巨量信息的存储、传播、搜索、共享成为可能。

网络是新媒体在技术层面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网络

改变了以往的单向传播的信息流动方式，多点对多

点传播使交互性强成为新媒体生态的重要特征。加

之手机、电脑、ＤＶ、ＣＶ的普及，使得普通大众都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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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会事件的记录者、传播者和参与者，不仅促成传

播活动的生成，而且还影响了媒体事件的发展方向，

拓宽了对话渠道，最终完成传播活动，这也就意味着

普通公众的话语权开始变得有力。

（二）传播内容：多元化、碰撞性

新媒体时代，传播内容呈现高度多元化的特点。

媒体不仅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提供展示平台，草根

文化也聚集呈现。由于公众的差异性和对新媒体诉

求的多样化，新媒体成为信息集散、设置议题参与社

会管理、服务生活、娱乐、社交、排遣情绪等的重要场

所。传播的内容除了具有新闻价值和生活意义的信

息和动态外，各种八卦娱乐、家长里短、色情暴力、造

谣生事等毫无营养，甚至“毒素”极高的内容也充斥

其间。新媒体环境中，多种文化汇聚、多种观点交

锋，信息真假混杂、内容良莠不齐，因此，内容甄别和

善于防控观点碰撞中的风险，以及将挑战转化为机

遇显得尤为重要。

（三）媒体格局：立体化、融合性

改革开放后，各行各业先后进入转型期，传媒业

也不例外。在以往的媒体格局中，报纸、广播、杂志、

电视等是最主要的传播载体，而当前随着数字技术

的进步，网络、手机等新的媒体形式迅猛发展，对媒

体市场重新洗牌。新媒体形式为个人和某些社会团

体提供了随时进行信息发布、沟通和传播的可能性，

传统主流或官方媒体一统天下的局面由于商业媒

体、自媒体等新兴媒体的不断加入而被打破，媒体格

局趋于复杂化、立体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多次强调，“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不是取代关

系，而是迭代关系；不是谁主谁次，而是此长彼长；不

是谁强谁弱，而是优势互补”，媒体深度融合发展，

顺应时代大势的全媒体格局逐渐形成并向纵深推进

发展。

（四）传播理念：人性化、人文性

新闻报道离不开人，以人为本和人文关怀一直

以来都是传统主流媒体所遵循的重要传播理念，但

囿于部分媒体人员个人素质，“人性化”传播和“人

文精神”体现得还不十分充分和到位。近年来，随

着社会民主政治更加进步，民众不仅对知情权的诉

求越来越高，而且对媒体向公众传递信息的姿态也

越来越敏感和“在意”。“平民视角”“人文关怀”被

社会广泛提及，媒体对新闻事件中公众诉求的理解、

感受的体察、情感和生存状态的关切等成为人性化

传播和人文精神的重要体现。例如，媒体在对灾难

性事件进行报道时，不仅要传播事件本身的信息，还

要为解决受灾群众的实际困难服务，而且要注意报

道过程中理性与感性的处理及媒体姿态。但我们也

要清醒地看到，在当前异常激烈的媒体竞争环境中，

部分媒体，尤其一些商业媒体和自媒体，简单将眼球

经济视为生存法则，操控和利用民众情感，制造噱

头，提高流量，有时甚至不惜违背“铁肩担道义”和

“为真相而生”的媒体操守，这是对媒体人性化和

“人文精神”的背离。

（五）社会舆论场：个性化、差异性

由于技术的局限，过去的传统媒体几乎都是大

众化的。加之公众个人所接受的文化教育水平和媒

体意识所限，普通公众更习惯于通过单位、社区等非

媒体渠道表达个人观点和诉求，真正有能力和有意

愿通过媒体表达的情况不普遍，因而媒体上所呈现

出来的舆论“差异性”不明显。这种舆论场的优点

是舆情稳定，易于把握和引导，缺点是舆情信息较为

单一，对政府社会治理提供资政信息的价值不突出。

网络的普及、自媒体的发展壮大、公众媒体意识的增

强打破了上述局面，舆论表达的平台和渠道增多，便

捷性增强，普通公众发表观点、表达诉求的积极性得

到极大释放，而且开始因相似的兴趣或者利害关系

而聚合成不同的群体，“大众传播”中分化出“小众

传播”的形态。社会舆论表达格局中公众主体体量

增大，地位凸显，同时由于“小众”出现，媒体传播的

个体性、差异性随之增强，而这种变化提高了社会舆

论引导的难度。加之自媒体传播和管理机制不健

全，以及部分媒体主体唯利是图，为赚取流量不惜牺

牲媒体道义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自媒体舆论存在鱼

龙混杂、甚至别有用心的情况。复杂的国际环境和

国内自媒体生态，进一步加大社会舆论引导难度。

要分辨自媒体信息的真假良莠、要处理好保障公众

表达权利和自媒体有序发展的关系，要重视社会不

同舆论并引导自媒体坚守并践行关心社会、促进社

会健康发展的初心，这需要政府和公务员拥有很大

的智慧和魄力。

三、新媒界环境对公务员行政管理活动与能力

的影响

一方面，新媒体环境为群众参与社会服务和管

理提供了便捷的平台和渠道，是政府和公务员联系

民众的桥梁和纽带，保障了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

表达权、监督权。不仅有利于政府推行政务公开，建

设“阳光下的政府”，防止权力滥用；有利于政府“问

政于民”，了解民意，发挥民智作用，实现政府决策

的科学化、民主化；有利于及时反映社会中存在或潜

伏的问题或矛盾，有利于群众表达态度，宣泄情绪，

纾解怨气，发挥“预警器”和“排气阀”的作用，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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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社会动员、防控舆情的效能。另外，在文字传递

信息之外，新媒体还大量使用音频、视频、动画、全景

图片、Ｈ５等元素或媒介技术手段，不仅可增强新闻
的真实性、说服力、趣味性，增强了阅读体验，极大提

升了传播效果，而且也有助于塑造亲和、务实的政府

和公务员的形象，拉进与公众之间的距离。这是新

媒体环境带给公务员行政管理活动的良好机遇。

另一方面，新媒体环境改变了话语权的格局。

自媒体给普通大众提供了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和新

闻以及观点态度的途径，使过去“你听我说”的交流

形式转变为“大家都在说”。“众说纷纭”和“自我言

说”让各种不同主体不同类型的媒体对社会议程和

舆论的走向发生或大或小的影响。传统媒体在以往

的公共管理领域发挥作用主要侧重于行政指令的方

式，媒体是可控的，但在新媒体环境下，媒体结构的

多元化、隶属关系的复杂化，媒体主体的私人化、普

泛化、自主化，让过去指令式管理模式继续存在的空

间严重压缩，发挥主要作用的可能性极度降低。新

的媒体环境下，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小众传播的界

限趋于模糊化，不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可以

相互转化，这给政府对媒体的管理和运用带来了不

小的困难。

媒体不仅是信息传播的工具，是社会情绪的

“排气阀”，是矛盾张力的“减压器”，更是一块影响

社会意识形态、关系社会稳定，争夺十分激烈的思想

舆论阵地。西方媒体“要用互联网崩裂中国的长

城”的念头始终强烈，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为实

现这一野心提供了某种意义上的便利条件。纵观媒

界，西方媒体遮遮掩掩的渗透和大张旗鼓地攻击一

刻都没停止过，各种动机和利益驱使在以自由、虚拟

为特点的网络媒体环境的遮挡下，虚实不明，相互掺

杂，而那些唯以经济利益马首是瞻，忽视社会责任，

传播低俗信息和不实言论的媒体网站存在进一步加

大媒界失序、甚至危害社会稳定的隐患。上述种种

情形给行政管理带来巨大的“安全”挑战，也是对公

务员队伍行政管理活动和行政职业能力的巨大挑

战。

四、公务员媒体素质界定与构成

国内关于公务员媒体素质的认识得益于对媒体

素质认识的发展和新闻政治实践的要求。媒体素质

（也称为媒介素养）的术语起源于英国，一般认为是

“一种正确理解、建设性享用大众传媒资源的能

力”［１］，之后在美国得以成熟和完善，由 Ａｓｐｅｎ媒介
素养教育领导协会提出的定义得到学界和媒界的广

泛共识，即：“媒体素质是一种理解、分析、评价与生

产各种形式传播信息的能力。”［２］美国媒体素质研

究中心对媒体素质进行补充，即：“人们面对媒体各

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

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３］我

国关于媒体素养的研究起步较晚，一般认为发端于

１９９７年学者卜卫论文《论媒介教育的意义、内容和
方法》，２００６年前后复旦大学成立媒介素质研究中
心，上海市闸北区启动“媒介素养”教育实践活动，

开启对媒介素养更广泛、深入的探讨和实践［４］。学

者陈先元教授认为“传媒素养是指受众对于传媒以

及传媒信息的认知、读解、评判及接受的基本素质和

实际能力”［５］。

随着政府新闻执政能力理念的深入发展以及对

前些年个别官员媒体表达不当引发舆情事件的深刻

反思，公务员媒体形象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但从

学理层面对公务员媒体素质概念及其构成的表述尚

且语焉不详。公务员作为公众特殊一员，考虑其特

殊社会角色和职能，以及新闻政治实践的需要，笔者

认为公务员媒体素质可以表述为：是公务员对各种

媒介信息正确辨识、解读、批判、传播、使用的能力，

是公务员一种善于运用媒体工具分析掌握舆情、管

理公共事务、实现新闻执政，传达政府意志、塑造政

府形象的行政素质。具体来讲，应该至少包括以下

四个方面：第一，熟悉媒体生态环境，充分认识到我

国媒体生态正在向数字化、多元化、立体化、差异化、

市场化、民本化等方向转型，并能够及时更新媒体理

念，顺应媒体发展趋势，具备科学先进的“媒体人”

理念；第二，了解各种媒介传播特性和传播方式，能

够运用媒体正确传播信息、表达观点，能够对媒体上

纷繁复杂的各种信息鉴别真伪虚实，准确理解和扩

散真实信息，批判、阻止虚假信息，消弭不实信息的

负面影响，具有合格“媒体人”的基本媒介素质，这

是公务员实施媒体执政的重要基础；第三，能够运用

媒体“问政于民”，汇聚民智，面对突发事件时能够

通过媒体了解和把握舆情，正确引导舆论，预判风

险，化解危机，展示良好的媒体形象，具有运用媒体

执政的高级能力；第四，能够以平等的姿态面对媒

体，以平视的视角、共情的态度、良好的表达技巧与

新闻现场的媒体和民众沟通，说话办事基于事实和

政策，有理有据，有力度也有温度，不仅能够实现真

实信息的有效传播，政府意志和行政指令的准确传

递，还能够促进政府与公众的有效对话，实现社会动

员和力量凝聚，助力达成政府媒体执政目标。

五、公务员媒体素质提升路径

媒体是各级政府机关和公务员开展政策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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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动员等各项工作的必要手段，公务员媒体素质

高低直接影响个人工作能力和政府执政效能及形

象。提升公务员媒体素质意义重大，可从以下路径

着力推进。

（一）优化权力格局，加强身份自律

“语言的背后是感情、是思想、是知识、是素

质”［６］，部分公务员面对媒体和民众表达“出位”，

“雷语”滚滚，究其本质，权力观异化、心中没有群众

是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加强公务员权力观教育，优

化考评和选任干部机制，加强公务员身份自律是提

升公务员媒体素质的根本之策。

第一，加强公务员权力观教育，明确权力代理、

责任、服务三义。认清权力来源于人民，公务员是代

替民众行使治国理政的权力，权力与责任相匹配，要

把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的宗旨意识贯彻落实到公务

员与媒体和群众打交道的所有活动中，坚持人民立

场，秉承人民情怀，如此这般，违背民意、伤害民心的

歪话邪说自然不会脱口而出。

第二，厘清权力边界，优化考评选任干部机制。

各级政府、各类职能部门的公务员要对本机构的法

定职能和权力予以清楚的认识，对其他政府部门和

媒体职能和权力实现予以保障，重视社会力量对权

力的监督，畅通意见渠道，加强民意在公务员考评中

的权重，把了解媒体、善用媒体作为考评和选任干部

的重要条件之一，改变部分公务员轻视媒体和民意

的官权意识。

（二）转变媒介理念，善待善用善管媒体

转变媒介观念是提升公务员媒体素养的前提，

善待善用善管媒体是迎接新媒体生态环境下各种挑

战和机遇的关键。

第一，在观念上，公务员应看清媒体深度融合的

发展趋势，不能对媒体厚此薄彼，改变对传统媒体，

尤其官媒敬若上宾，对新媒体，尤其草根媒体“傲慢

与偏见”，要适应新媒体环境的政治生活，尊重媒体

监督，充分认识到媒体，尤其互联网媒体作为“信息

聚散地”“公共话语平台”“社会舆论放大器”“心理

解压阀”“情绪排气筒”等在行政管理和社会治理方

面的作用，充分认识到对公务员而言，融媒体素养和

能力不仅是个人工作方法、工作能力的体现，而且关

系着政府形象和治理能力，要对媒体表达失范的政

治、社会治理风险有深刻的警醒，对于暴露出来的自

身媒体素质问题和媒体执政能力短板，要勇于正视和

积极改善，绝不能讳疾忌医，甚至视而不见。

第二，在行为上，不“谈媒色变”和躲避媒体，用

善待、善学、善用、善管迎接新媒体带来的机遇和挑

战。媒体执政的理念虽然已经得到各级政府和公务

员的广泛接受，但毕竟是出现时间不很长的新生事

物，因而在媒体执政途径、媒体执政方式方法、媒体

执政政策法规、媒体执政伦理道德、政务信息公开、

各类媒体应对策略、网络、微博、突发公共事件等各

种情境中的政府应对等等很多方面，还尚未完全形

成一套非常成熟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因而公务员队

伍媒体执政的能力也不可能十分整齐地都达到了政

府、社会和公务员自身满意的较高水平。正如美国

学者班尼特曾说：“在当今时代，处理媒体关系，已

经从原来的通过个人的聪明才智就能驾驭的一门艺

术，变成需要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来把握的一门科

学。”［７］因此，公务员系统参加自主学习和业务培训

非常必要。理论学习要博，传媒学、沟通学、舆情学

等知识和学理都要广泛涉猎，业务培训要实，通过深

入研读典型案例和任务驱动式培训，提高媒体执政

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具体来讲，首先，正确把握

媒体特性，熟练掌握与媒体良性互动的方式方法，对

群众通过自媒反映的问题和提出的建议，要给予重

视和积极处理，真正做到“上网问政听民声”，“下网

落实解民忧”；其次，主动担当新媒体“意见领袖”，

有效引导社会舆论。要善于分辨媒体上传播的不同

声音的真假善恶，能够将恶意造谣攻击和戏谑吐槽、

情绪宣泄区分开，把信谣、传谣和围观区别开。应对

或处理造谣传谣攻击等严重违规事件时依法处理，

不越位处理，处理时注意度的把握，根据本质和危害

程度分层处理，不会大面积过度打击，也不会大事化

小，消极应对，任由谣言和负面信息病毒式传播。

第三，在制度方面，各级政府部门可组织一定数

量的专业力量，通过专业水准和专业手段，积极探索

和建立专业化常态化机制，如公务员接待媒体采访

审批流程与纪律、各级政府或部门新闻发言人制度、

属地管理及新闻协调机制、政府与新闻单位联席通

报制度、媒体危机公关应对处理制度、预防犯错和纠

错机制等，这不只是给公务员如何使用媒体立了规

矩，也是一种保护和保障，保护公务员不受因不知如

何做而无心做错的职业困扰，保障公务员与媒体打交

道时合法合规合度合适，保障媒体执政目标的实现。

（三）遵循传播规律，改进言说方式

规律是事物运动过程中固有的本质的必然联

系，媒体传播也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的。遵循传播

规律是尊重科学、善用媒体的内在要求，这是习近平

总书记“要坚持用时代要求审视新闻宣传工作，按

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要遵循

新闻传播规律”等讲话中多有强调。传播是一项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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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复杂的活动，善于把握合适时机、运用合适的言说

方式、表达合适内容于传播效果而言意义明显。

第一，秉承“金字塔塔尖原则”，向媒体和公众

表达核心观点。对于一些比较复杂、比较紧急的事

件，公务员在对外宣传或应对外界采访时，要善于利

用“首因效应”，把最主要的信息安排在第一时间传

递，这样表达的好处是：首先，开口第一句话就是主

导舆论，清楚醒目，不仅有利于控制新闻议程的核心

观点，而且不容易被媒体记者后期加工剪辑造成观

点异化，引起公众“曲解”；其次，这样表达也符合公

众信息需求和接受信息、处理信息的规律。如２０２０
年新冠疫情暴发后，政府不仅在电视台、广播、报纸

等传统媒体，也在互联网官媒和主流媒体平台上，甚

至直接推送给公众手机端，将每日各地确诊、疑似、

病亡和治愈出院人数等数据及时发布，避免了公众

因不知情而产生的猜想恐慌，也有利于公众配合政

府开展抗疫工作。危急关头，公众急于了解事件的

重要信息，如果公务员不了解公众急切了解事情的

心情，固守四平八稳、稳健滞后的话语习惯，和公众

“打太极”“绕弯弯”，不仅会给公众留下作风不爽朗

的印象，也会延误公众第一时间的配合。

第二，明晰媒体语言与公文语言的差别，提升政

府媒体语言的温度。说话写文章都讲究“对体”，公

文语言和媒体语言面对的公务活动性质、面向的阅

读对象不同，其表达形式和特点自有区别。媒体语

言面向的不是政府工作人员和领导，而是普通民众，

承担的也不是工作成效汇报的职责，而是传递公众

迫切想要了解的事件信息，因此在表达上应该弱化

政府部门和领导身份，可以适当牺牲理性、面面俱到

的表达原则，侧重民众关心的事实和细节，用更加温

情的语言体现对公众诉求的满足和情绪的安抚。公

务员的媒体语言要有高度，也要“接地气”，要准确

传递政策信息，也要适度兼顾民众阅读习惯和言语

方式，如民众喜欢用流行语，热衷于网络语言，网络书

面沟通喜欢用表情包等，都可积极学习和有效运用，

从而提高公务员媒体语言的亲和力，优化传播效果。

六、结束语

当今时代，媒体素质已成为公务员的“基本

功”，“媒体形象”是连接“客观形象”与“公众形象”

的纽带［８］。公务员们应内修媒体素质，外塑公众形

象，在新媒界生态环境中努力做到主动不妄动、正视

不敌视、运用不利用、引导不操纵，尊重不愚弄，发挥

好媒体引导舆论、联系群众、凝聚社会力量的正向作

用，堪当平息舆情风波的“定海神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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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时代隐性思政的媒介环境价值及路径

张　雯
（阜阳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阜阳 ２３６０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５－１０
基金项目：阜阳师范大学研究生创新研究计划项目“新时代隐性思想教育研究”（２０２０ＣＸＪＨ０５）
作者简介：张雯（１９８７—），女，河南渑池人，阜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摘　要：新媒介主导的网络信息传播方式普及化，成为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环境的新特点。新
媒介环境具有潜移默化地施加影响的隐性特征，传播速度快、结构复杂、互动性强。新媒介环境对于

提高思想政治时效性意义重大。思政工作者应抓住新型媒介环境带来的新机遇，遵循网络运行规律

和思政工作原理对新媒介环境进行优化和重构，使媒介环境优化和隐性思政工作在新时代条件下相

辅相成、辩证统一。同时，以生成性课程弥补预设性课程之不足，利用新的媒介环境设计贴近生活的

内容和方法，推进思政工作创新。

关键词：媒介环境；隐性；生成性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１．０４．０１５
中图分类号：Ｇ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１）０４－００８２－０４

　　各种新型媒介的出现使新时代思政工作环境五
彩缤纷、日新月异，具有社会化和生活化特征的信息

体系与传统媒体相映生辉，孕育出崭新高效的思政

工作环境。思政工作者应该积极行动，抓住信息传

播新环境带来的红利，开辟新渠道、打造新方法，提

高思政工作效率。当然，新媒介也是一把“双刃

剑”，如果放任自流，无用信息消耗人们大量宝贵时

间，不良信息还会乘虚而入。新时代的媒介环境具

有明显的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控制新媒介风险、

优化新媒介环境是时代赋予每一个思政工作者的分

内职责。

一、新时代条件下的媒介环境价值分析

新媒介环境是新时代各种信息载体和工具的总

和；新媒介是指新出现的各种信息传播形态和媒体

介质，经由网络传输的数字技术、移动技术、网络技

术，借助电脑和手机等多种终端来实现，具有交互

性、虚拟性、共享性等特点。随着技术进步，更具个

性化和主动性的新媒介会不断出现。媒体论坛“迎

接全媒体时代”（２０１１年）标志着人们正式把“新媒
介”放在认知和思考的台面。“新媒介”引起社会的

广泛关注。

首先，新媒介的速度与激情为社会发展提供新

机遇。新的媒介涵盖了４Ｇ、５Ｇ为主的高速网络传
播途径，但新媒介并不排斥与传统媒体的融合。从

信息传播覆盖的范围来看，电视、报纸、广播等传统

媒体还有自己的用户。新媒介为时代造就的速度与

激情则更受青年群体的欢迎，二者并行不悖。在新

媒介背景下，信息借助各种形式全方位地传达给受

众群体。新媒介引发的媒体形态重大变革，导致当

下信息服务市场的激烈竞争。同时，我们也应该清

醒地认识到，信息技术日新月异是时代的进步，是当

代人的需要和追求［１］。随着技术手段的不断创新，

新媒介的市场份额会远远地超越传统媒体。新旧媒

体交叉融合的局面，标志着新型媒介时代的到来。

对于思政工作者来说，需要科学分析和正确认识新

媒介提供的有利条件，对具体教育内容和方法进行

及时调整。

其次，新媒介成为助推科技进步的重要载体。

新媒介标志着时代的节奏和社会的发展，信息的加

速传播必将进一步助推科技进步。新媒介可根据消

费份额主体的信息需求特点，以市场调节为主导，主

动适应新时代新要求，精准命题，迎合多种服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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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借助大数据平台，形成根据市场变动来调整服

务内容的信息产出机制，对大众的需求进行细化和

区分，做到有针对性地提供“个性化服务”。新媒介

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彰显包容性。在信息技术推动下

不断创新和开发新工具的同时，继续满足部分群体

对传统媒体的需求。在传播过程上，新型媒介将传

统独立运行的媒体有效地融合起来，把个体整合转

化为整体的一部分。在新媒介发起的信息融合过程

中，注重资源的优化组合，实现最优的资源配置组

合，追求信息价值最大化［２］。从传播效果来看，新

型媒介更侧重回应最大多数受众的需求和喜爱。

最后，媒体新介质推动社会进入学习型社会。

借助随手可得媒介终端，人们迅速而便利地获取需

要的信息。手机、电脑和多种智能电子设备是人们

能够接触到的最常见的媒介终端，是人们获取信息

的主要传播工具。无论我们愿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现

实，人们这样获取信息的事实无法回避。被动不如

主动，帮助人们提高甄别信息的能力，提高人们在新

时代获取多种信息的素养，有益于发挥各种各样的

有效信息对人们的积极影响。所以，传统思政工作

方法必须进行变革，才能跟上时代的发展和变化。

信息社会的发展伴随着技术更新和传播方式创

新，不断创新和更新成为信息社会的常态。新型媒

介本质上就是新旧媒体的不断融合和创新。

二、新时代条件下媒介环境呈现的新特征

（一）信息内容精彩纷呈

新型媒介的时代步伐无法阻挡。人们通过手机

和其他各种电子产品不断缩短着彼此距离，拉近了

人们与现实的距离。新媒介提供人们的信息内容精

彩纷呈。丰富的信息给思政工作带来了可以运用的

素材。教育工作者主动迎接和消化多媒介环境提供

的信息资料，是避免“网络冲击”的最好方式。新型

媒介信息的灵便鲜活与传统信息内容的陈旧单调形

成鲜明对照。新媒介承载的丰富信息为思政工作的

案例分析提供素材，推动传统教育的内容更新。

当然，在具体的运用过程中，教育者要有对丰富

多彩的媒介信息进行辩证分析，去伪存真、批判运

用。灵活运用其中有价值的成分，服务既定的教育

目的。对于丰富多彩的网络信息，要警惕削弱意识

形态引导力的情况发生。在现实社会中，随着电子

产品的普及，电子信息占用了太多家庭情感交流时

间、甚至青少年的休息时间，严重损害了一些孩子身

心健康。青少年激情犯罪的案例显示，冷漠和不理

解等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丧失，并在极端个体

身上演变成人的社会性的丧失。所以，在新媒介环

境下的思政工作，更要注重线下耐心的思想说教。

内容的更新是传统思政工作的短板。传统思政

工作常以书本为承载工具，把以文字为主的预设内

容讲授给受教育者。教室是书本内容传承的场所，

班级授课是校园里的主要活动形式。这样的教育和

学习方式使得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双方都有压力：在

单调的传授与接受过程中完成课程任务，很难保证

教育内容内化与外化的效果。

（二）传播方式双向互动

在基于互联网的新媒介环境中，个体是信息接

受者也是信息的传播者。媒介信息具有即时性和互

动性特点。人们在接受和传播信息过程中，又是信

息加工制作者。运用网络平台进行互动的过程就是

复杂的信息产出过程。思政工作可以充分利用这一

特点，在信息传递平台上开发相应的思政工作板块，

论坛网站、ＡＰＰ互动、电子邮箱、微博等，都可以成为
思想教育的新天地。在专门开辟的交流平台上，围

绕设计好的论题进行讨论和互动，尽可能地延展网

络教育空间。网络平台成为教育双方沟通的媒介和

渠道，极大地拓展了思政工作的有效传播途径。充

分利用新媒介提供的强大信息库并赋予传统教育方

法以新生命，是思政工作面临的新问题。［３］受媒介

环境影响，思政工作模式不断发生着巨大改革。虽

然学校教育中的信息传递途径还主要是课堂教学，

但运用新媒介于课堂、增加课堂交流的质量和数量，

能够调动受教育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新媒介时

代，学生参与教学成为教学改革重要推动力。在具

体教学实践中，即使是以课堂灌输为主的理论课程，

也可以开辟特色单元，提供利用新媒介增加交流的

机会。当然，对于信息传播来说，传统教育教学方式

除了在传播人类积淀的文化成果上的高效率之外，

教育工作者可以作为一道阻隔有害信息的“防火

墙”，阻断和遏制不良信息的传播。

利用媒介信息的即时性和互动性，发挥教育工

作者的导向作用，在信息双向交流中极大地提高思

政工作的效率和效果。同时，“授人以鱼不如授人

以渔”。遵循思政工作内在规律，通过对受教育者

使用媒介信息的启发诱导，运用好传统教育教学方

法，弘扬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教育效果

的最优化。

（三）心理体验丰富饱满

新型媒介环境下，每个人都能够便捷地获取信

息。人们在网络畅游过程中，信息的接受与传播受

伦理道德和法规制度的约束，涉及知、情、意、行的心

理体验。与现实生活中的传统思想教育的体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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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人们在新型媒介环境下的心理体验丰富饱满。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信息把社会连接成一

张密切相连的网。校园不再与社会脱离。新媒介传

递的信息中充斥着不同价值观，学生有了更多接收

信息的渠道，给高校思政工作带来巨大压力，也多了

被不良信息污染的风险。当然，机遇和风险并存。

教育者可以利用分析和运用复杂信息的时机，锻炼

学生分辨是非的能力。让信息接受者认识到在国际

政治大变局的新时代，世界是充满斗争的大舞台，接

受信息的过程不再像课堂那么单纯。启发受教育者

在享受信息带来的便捷的同时，养爱国心、立报国

志、做爱国事，培育知情意行统一的爱国品格。

媒介环境下，教育工作者可以节省大量用于收

集信息和素材的时间，花费更多时间思考网络空间

素材的价值与危害，在可控范围内设置情感和意志

冲突情景，训练青少年在应对挑战的能力。既然媒

介环境打破了原有的封闭环境，就应该鼓励青少年

主动接受知、情、意、行的综合磨炼，养成更加多元和

广泛的学习兴趣。运用丰富饱满的心理体验让受教

育者的心灵得到洗礼和净化。在中西方文化的对比

中，认识西方道德沦丧、唯利是图的价值体系，感受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洁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

越。在丰富的心理体验中认识网络社会遵循伦理道

德与法律制度的重要意义，形成科学而正确的价值

取向。

（四）传播过程随机再生

新媒介环境下，信息在传播过程中是随机再生

的。生成性是现代信息传播过程的重要特点，这与

学校教育中的传统教学方式的预设性截然相反。传

统的学校教学活动，教学内容是经过教学计划和教

学大纲的科学设计构成预设的基础，由教师按课程

体系组织实施。预设性教育虽然单调，但它是最高

效的传播人类文明成果的方式。

网络信息的随机再生，极大地弥补了传统课程

的不足。课内、课外可以互连，线上、线下可以互动。

新媒介信息技术的运用，具有动态化、形象化、直观

化特点，是弥补预设课程不足的最好方法。抽象的

思想政治理论课堂很难实现生动活泼。但是，借助

新媒介手段和网络信息技术，把课内课外和线上线

下结合起来，使课程生动活泼、丰富多彩，让人们在

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得到心性的陶冶。同时，信息渠

道的丰富能使人增长知识、开阔视野。

新媒介的运用，有效地提高了课程内容的生成

性。生成性课程设计会造成教育者工作量大幅增

加，但收获往往也是丰厚的。主次分明、制作精美的

多媒体资料，既能调动学习者的积极性又能高效地

完成教学任务。这样的教学过程对受教育者的成长

弥足珍贵。新媒介环境下的课程弥补了教育者讲授

之不足，又激发人们热情，还可以呈现巨量信息［５］。

在新媒介的运用中，要处理好课程的预设性内

容和生成性内容之间的关系，把握好“度”十分关

键。在自由开放的网络环境下，信息传播途径不仅

不会降低预设课程的质量，还可以根据教学大纲和

教学计划自主设计和更新教学内容，完成信息传递，

提高教学效率。

三、新时代媒介环境设置与优化的对策思考

（一）积极探讨新媒介环境下思政工作新模式

新媒介环境对于思政工作影响愈益深刻。信息

传播方式的变化迫使我们探讨思政工作新模式，在

分析、评测、试验、总结等科学研究基础上实事求是、

避害趋利。

首先，要有开放的态度。探讨新媒介环境下思

政工作新模式，要把新媒介作为信息传播的现代工

具，对信息传播工具的更新持积极有为的态度。主

动地开发利用，才会有所成就。信息载体本身并无

好坏之分，其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信息传递的内容

和目的。思政工作者对待新媒体理应以积极的态

度，顺应时代发展，紧跟时代发展潮流。

其次，要有正确的方法。熟练掌握新媒体技术，

发挥新媒体容量大、更新快等特征，与课程特点相结

合，寻找教育或教学活动的结合点，提高学校工作的

效率。在利用新媒介施加教育影响的过程中，充分

利用新媒介的大数据功能，不断更新教育方法和教

育内容。

最后，传统与现代的模式融合。在具体的信息

传递过程中，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可以相互融合、相得

益彰，综合发挥教育效益。新媒体和传统媒体之间

的比例，应该根据受教育者（信息受众）的特点和差

异而定。因时因地制宜，避免极端做法。新媒介与

传统方法的辩证统一，可以把信息传递与信息使用

有机对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传统模式与现代

方法的融合，活跃了氛围、提高了效率、解放了人力、

更新了方式，抬升了信息传递的质和量，实现新媒介

环境下思想政治工作的最佳状态。

（二）教育者主动提高素养以驾驭环境挑战

主动使用新媒介，让受教育者在提高获取有用

信息效率的同时，增强抵御不良信息的能力。把新

媒介作为教育载体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中，不但可以

提高受教育者对信息科技的适应能力，还可以帮助

青少年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提高全面发展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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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综合素养。在品德养成和树立正确价值观的同

时，有足够的信息技术能力驾驭未来环境的挑战。

就像免疫能力可以阻止病毒侵袭一样，在互联

网传媒环境下，培养受教育者运用各种新传媒的素

养，进行积极的正面的预防和辨识教育越来越重要。

预防是指预防敌对意识形态的恶意攻击，让人们了

解现状，明白实质；辨识是将判断技巧传授给受教育

者，提高抵制不良信息的能力。

对于教育者来说，要知晓社会所需人才除了要

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外，还要具备知识更新的素养

和能力。如果个体不能随时运用新媒体更新自己的

知识系统，就无法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教育者要

树立并传授终身学习的理念，主动学习新媒体技术。

随着现代新媒介技术的不断进步，运用最新信

息对教材内容进行再加工的能力十分重要。用最新

信息整合预设内容，调动视觉和听觉等多种感知通

道，使学习者在接受教学信息时尽可能从声音、文

本、图片等多渠道同时获取信息。多媒体课件可以

极大地增加知识容量，有效地搭配文本、图像、音频

和视频资料，突破教材有限性，活跃课堂氛围。多媒

体教学提高了教学的效率，解决了课时少和内容多

的矛盾。科学合理的多媒体教学对于学习者有效学

习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引导受教育者认识新媒介的优势和弊端

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虽然信息技术的普遍运

用给思政工作带来了便利，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使

用不当或应对不力，网络信息带来的弊端也不容小

觑。信息技术运用不当，会降低教学效果，甚至还会

影响受教育者身心健康。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和普

及，要求人们必须具备识别有用信息和正确使用信

息的能力。

学校教育中的多媒体运用，高质量的多媒体资

料会让受众赏心悦目，其效果也就事半功倍；质量低

劣的教学课件会引发学生逆反心理。把新媒介技术

简单地当作知识搬运工具的做法，无疑降低了教育

目标，忽略了教育过程中人的积极作用。一些把未

经再加工的视频资料直接搬上屏幕的做法，随便改

变了授课内容，只会让学生感受教育者的不负责任，

严重危害了思想政治教学的综合效益。

培育学生分辨是非的能力本身就是思想政治教

育的任务。对信息价值的判断，是网络时代学生分

辨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积极的信息加以运用和

传播，对不良信息自觉抵制和证伪。只有在不断地

同不良信息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才能逐步提高对于

各种有害信息的“免疫力”。互联网具有及时性、互动

性和隐蔽性特点，个体在享有信息使用自由的同时，

模范遵守伦理和法律制度。树立正确的网络信息观

念，紧跟时代步伐，做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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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效果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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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工作的研究和教学。

摘　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在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其育人效果是检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情况的重要依

据。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实践中，可以从突出思想政治理论课铸魂育人作用，建设一支能胜任育

人重任的教师队伍，充分发挥高校育人功能，结合第二课堂等活动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实

施育人效果综合考核等方面着手，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效果。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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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
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

见》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承担着立德

树人的根本任务。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的关键课程，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１］要把思政

课“放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全局中来看待，要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高度来对待”［１］。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一个完整的课程体系，大学本

科阶段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思想道德与法治》《形势与政策》等必修课组成，

各门课程间有着严谨的逻辑关系。

高校十分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铸魂育人作

用，采取有效措施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学校党委定

期专题研究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工作，主要领导入

班听课，带头讲好思政课；健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队伍，确保满足教学要求；加强教学管理，规范思想

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评价与考核；落实经费保障，确保

任课教师的教学科研与培训工作。这些措施有效保

证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顺利开展，在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

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实践中，也存在着不尽

人意的现象。如部分学生不认真学习，认为学习思

想政治理论课用途不大，弄不清楚思想政治理论课

对自己人生和未来的指导意义，认识不到课程对提

高个人综合素质的作用。部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教学枯燥乏味，没有联系社会实际，没有与学生思想

实际紧密结合，不能解决学生关心的问题，缺少亲和

力和针对性。上述问题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其原因

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意义认识不到位。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节中，以教学为目的，忽视

育人问题，弱化学生主体地位，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育

人作用无法有效发挥。由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对

象主体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不能及时掌握学生群

体的思想状况，不了解学生的个体需求，无法准确把

握育人的切入点，从而造成教师所讲与学生所需

“两张皮”，学生对一些客观现象带来的问题不能得

到及时解答。思想政治理论课不能解决学生的思想

“困惑”，也就无法走近学生，无法被学生喜欢，更谈

不上入脑入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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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教学方式方法需要改进提高。部分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师重视教学进度执行和教学内容的完成，

轻视教学效果，教学改革意识不强，没有结合学生实

际对教材内容进行组织加工，缺乏教学方式和教学手

段创新。一些教师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理论性，忽

略实践性，不能对具体问题做出全面客观分析，没有

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个别教师片面地认为思想政

治理论课是政治宣传，轻视学术研究与自身理论水平

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质量和育人效果。

三是课程考核评价方法需要改进。思想政治理

论课是以课堂教学为主的课程，目前对思想政治理

论课的学习效果考核多采取集体命题、学生作答、统

一阅卷的方式。这样的测试方式只是检验了学生对

教材内容的掌握情况，具有一定的片面性，无法全面

反映思想政治理论课入脑入心后产生的“化学反

应”结果，不清楚课程对学生后期成长的影响程度，

不能对育人效果做出真实评价，不利于思想政治理

论课育人效果的进一步提升。

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是在复杂的教育实践过程

中实现的，如何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提升思想政治

理论课育人效果值得不断探索。

一、突出思想政治理论课铸魂育人作用

铸魂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前提和保证，

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神圣使命和职责，落实铸魂使

命重在培育青年学生以坚定理想信念和高尚道德情

操为核心的精神支柱。

（一）坚定青年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为人类社会发展指明

了方向，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

武器。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

政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并在实

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克

思主义伟大旗帜，领导各族人民努力奋斗，实现了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创造了人类历

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

国共产党成立９５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
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

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

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

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对青

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重要途径，要把

培养青年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首要任务，使

学生通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学习，掌握马克思

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学会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

方法论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不断认识真理、追求

真理、坚持真理、实践真理，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

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增强青年学生的“四个自信”

要把增强学生“四个自信”教育贯穿思想政治

理论课全过程，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帮助学生理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

化自信的深刻内涵和深远意义，增强坚定“四个自

信”的定力、迎接各种挑战的勇气、战胜各种困难的

信心与决心，奠定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

为之奋斗的思想基础。

自信是力量的源泉。增强“四个自信”是厚植

爱国主义情怀的基础，坚定“四个自信”可以使青年

学生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汇聚成报效祖国的强

大力量，自觉投身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伟大事业之中。

（三）强化青年学生的使命担当

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培养青年学生的使命担当意

识。学生通过系统学习国史、国情，理解红色政权是

怎么来的，新中国是怎么来的，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

么来的，深刻理解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坚定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也强

化责任意识，激发担当精神，勇于担负起民族复兴大

任，为祖国强盛贡献力量。

担当意识是树立与实现远大理想的精神基础。

拥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命感和担当精神，必将激发

学生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

命运紧密联系，形成迫切的本领需求和刻苦学习的内

在动力，努力掌握服务社会报效国家的技能本领。

（四）提高青年学生的综合素质

思想政治理论课要把提升青年学生综合素质作

为重要内容。大学生综合素质是道德修养、知识水平

和各种能力的综合反映，通常认为由政治思想素质、

文化业务素质、身心健康素质等方面构成，这几个方

面相互关联，互相影响制约。政治思想素质是大学生

综合素质的核心与灵魂，影响着其他素质的方向，决

定着一个人的人生方向和对社会所起的作用。

思想政治理论课引导青年学生坚定正确的政治

信仰，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以及正确的法治观念和行为规范，培养高尚道德情

操和时代精神，筑牢政治思想素质基础，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提高综合素质。

二、把握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的切入点

（一）坚持政治性，确保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价值

导向作用

政治性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根本属性与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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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思想政治理论课价值取向的根本保障。思想政治

理论课是高校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主渠道和主阵

地，只有牢固坚持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政治性，才能确

保其铸魂育人意义。

突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政治性要坚持马克思主

义指导地位，培养学生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定跟党走，拥护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认同党和国家的

路线、方针、政策。要理直气壮地坚持思想政治理论

课的政治性，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价值引领作用，

引导学生自觉弘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立

自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生力量。

突出政治性要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政治主导

作用，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其他各类课程中的政

治引领和价值引领，引导各类课程在思想政治教育

中同向同行，成为开展不同课程育人的理论支撑，实

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显性教育与各类课程隐性教育

的有机结合，协同育人。

（二）强化问题导向，解答学生困惑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以问题为导引，把解决

问题作为课程重要任务，提高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

的关注度和参与热情，是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效

果的有效途径。大学生思想活跃，视野宽阔，不能有

效解决学生困惑与问题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很难与学

生产生共鸣。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准确把握学生的思

想需求，从解决学生思想困惑和问题入手，主动参与

到学生所关心的问题之中，解疑释惑，回答好学生的

问题，才能增强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对课程的认同感。

以问题为导向教学要积极引导学生发现和思考

问题，在启发中解决问题。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学生

个人生活、社会实际密切相关，涉及中国革命、建设

及改革开放等历程与事实，不能把授课与解决实际

问题相分离，不能把教学脱离于发现问题和直面问

题，简单走过场甚至逃避问题。任课教师要敢于启

发学生发现问题，有提出问题的勇气和回答好学生

问题的本领，通过全面客观地分析回答好学生的问

题，使学生真懂、真信。

要关心关注学生的生活现实，理解学生对人生

的期待和憧憬，联系学生成长与发展开展教学，帮助

学生解答恋爱、情感、就业等问题，站在学生的角度

用理论阐明道理，用事实说明问题，纾解思想困惑，

使学生认识思想政治理论课价值，体会与自身的紧

密联系，感受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亲和力。

（三）以学理性为基础，用思想理论说服学生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

会上强调，要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以透彻的

学理分析回应学生，以彻底的思想理论说服学生，用

真理的强大力量引导学生。

学理性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基本属性，是思想

政治理论课科学性的保证和真理性的体现。忽略学

理性基础的强调政治性、突出政治观点、强化政治立

场，只能是照本宣科，生搬硬套，成为宣传式口号和

强迫式说教，最终失去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学生的亲

和力，弱化育人功能。

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

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

本质。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发挥学理性在育人中的重要

作用，通过材料归纳、理论演绎和逻辑推理等解答学生

的问题与困惑，用思想理论说服学生，把以理服人作为

打动学生、感染学生的基础，使学生愿意学、学得懂、真

心信，充分释放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育人效能。［２］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是关键

（一）提升教师素养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特殊性对教师素养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严把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的政治关是

突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性的基本要求，是确保思

想政治理论课育人意义的前提。教师是学生健康成

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作为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宣讲人，对其政

治立场的严格要求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习近平总

书记对思政课教师提出了“六个要”的要求，其中第

一个就是政治要强，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善于从政

治上看问题，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政治清醒。［３］

严把政治关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真正的

马克思主义者，具有正确的政治观点，高度的政治敏

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时刻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任

课教师只有具备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信念，才能讲好信仰，才能彻底讲清楚坚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的必要性和重要

意义，才能真正做到用坚定的信仰引领人，引导学生

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这是确保高质量完成育人工作的基础。马克思

曾指出：“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你就有规定，就

有使命，就有任务，至于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那都

是无所谓的。这个任务是由你的需要及其现存世界

的联系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卷第
３２９页）责任感和使命感能有效地激发人的内动力，
提升自觉性和奋斗精神，以高度的工作热情投身到

所从事的事业中。具有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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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和使命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自然会满怀对

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忠诚与热爱，自觉以饱满的政治

热情和担当精神，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拓

宽视野，创新方法，努力提升教学科研水平，更好地

担负起时代重任，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贡献力量。

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教师对学生有着强烈的熏

陶作用，形成巨大精神感染力，自觉成为学生崇拜对

象和榜样，提高学生对授课内容的认同度。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师要有更高标准的师德建设，努力提升

思想道德修养，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做到知行合

一，成为高尚、纯粹的人，饱含深厚的民族和国家情

怀，满怀仁爱之心，理解、尊重、包容学生，得到学生

的尊敬与爱戴，使学生亲其师、信其道，用高尚的人

格魅力感染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学生成人成

才。［４］

（二）增强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创新可以有效激发思想政治理论课活力，是提升

思想政治理论育人效果的必要工作。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不能局限于照书讲、满堂灌的传统教学模式，

要增强创新意识，多考虑青年学生实际状况，深入探

索课程内在的教育教学规律，以及思想政治教育规律

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结合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培养的具体要求，大胆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与

教学方式方法的创新，永葆思想政治理论课活力。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做

好创新基础工作，深刻理解课程内容，广泛吸收哲

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知识并灵活运用到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中。把准时代脉搏，掌握社会发展和各种

思潮对学生的冲击影响，有解决问题的热情、信心和

能力，找准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突破口，在不断

创新中提升课程育人效果。

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

则，落脚于解决实际问题，了解学生关心什么、困惑

什么、需要什么，在摸清学生的思想状况和影响思想

政治理论课育人效果等具体问题的基础上创新方式

方法，要杜绝形式主义，不能为创新而创新、为出成

果而创新。

（三）增强教师培训的针对性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培训的针对性要强，要覆

盖到全体任课教师，着重加强政治立场、师德师风和

业务能力等方面的提高。

崇高信仰和坚定信念是在不断的思想培植和实

践中练就的，应将党性锤炼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师培训的有力措施。通过系统培训，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师进一步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站稳正确的政

治立场，增强立德树人使命担当，守牢政治、法律和

道德底线，严守教师职业行为规范，大力弘扬爱岗敬

业、为人师表、无私奉献精神。

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社会实践培训，提升

理论水平与实践能力。有计划安排教师参加培训研

修、考察调研、社会服务、挂职锻炼等形式的实践活

动，在实践中提高学术水平和自身能力。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业务培

训要注重系统性、及时性，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学习与研究相结合，全面分析学生思想状况，及时掌

握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准确把握国际形势变化规

律和最新情况。

四、强化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效果综合考核

（一）加强学生知识运用能力考核

改革思想政治理论课以知识掌握为重点的传统

课程考核方式，减轻学生死记硬背的压力，避免会背

就能得高分，会考试就能有好成绩的现象。加强知

识运用能力考核，把学生运用思想政治理论课知识

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作为课程考核

重点，通过案例分析、研讨辩论等形式，在全面检验

学生学习效果的同时，进一步调动学生学习思想政

治理论课的热情，提高知识运用能力。

（二）实施育人效果综合评价

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效果是一个综合指标，可

以认为由思想品质、政治品质、道德品质、法律纪律

等内容构成。思想品质是个人在意识形态、思维活

动、行为作风等体现的思想、品性，积极向上的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优良思想品质的具体反映。

政治品质是学生内在政治心理因素的总和，包括政治

观念、政治态度与政治行为等；道德品质是道德意识

和道德行为中表现出的稳定、一贯的特点和倾向，涉

及道德情感、道德意识、道德信念；法律纪律包括守法

意识、法律捍卫意识和法律监督意识，具体表现在严

于律己、自我控制以及遵守各项规章制度等方面。

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效果评价是一个受多因素

影响的综合性问题，具有显著层次递进特征，可以构

建以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效果为评价目标，以思想品

质、政治品质、道德品质、法律纪律等为评价准则，以

各准则项所包含内容为评价指标，形成多目标评价体

系，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效果实施多属性综合评价。

五、构建多方协同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机制

（一）建立全员育人格局

把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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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覆盖到各环节，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检验学校各

部门工作的重要指标，彻底消除马克思主义由马克

思主义学院教师讲，思想政治教育由思想政治工作

人员做的错误认识。

建立全员参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机制，把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整个教育教学全过程。充分

发挥课程育人功能，努力探索课程思政工作，深度挖

掘各学科门类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解

决好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相互配合问题，构

建课程全覆盖、依次递进、相互支撑、各类课程与思

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的课程育人体系。

（二）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育人

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较强的实践性，把思想政

治理论课同第二课堂等实践活动相结合，增加课程

亲和力，促进学生对思政课理论课知识的进一步理

解、价值认同，实现由理论学习到思想觉悟的提升。

第二课堂是高校育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积

极引导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参与第二课堂活动，将

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大学生社会实践、青年志愿者、学

生社团以及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等活动有机

结合，使第二课堂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环

节，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育人。

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学生充分接触社会、感知社

会，在发现问题的同时，利用思想政治理论课知识分

析问题，在实践中提升思想认识和解决问题能力。

青年学生志愿者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奉献精神，在

奉献社会的过程中感悟人生价值，以实际行动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生社团是由具有共同的兴

趣与志向的高校学生自发组建，有高度的自我教育

功能，利用青年马克思主义培养工程和入党积极分

子培养等工作，使学生骨干、团员干部成为坚定马克

思主义理想信念的典范，起带动作用。

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育人纳入教学管理，制

定实践教学计划，明确实践教学内容，充分发挥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师在实践环节中的专业指导作用，提

高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育人的有效性。

六、结束语

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时代

赋予的历史使命，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效果是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工作。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要坚守鲜明的政治底色，高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旗帜，守好思想政治教育主阵地，紧紧围绕

育人主题，坚持与时俱进，务实求效，在守正中创新，

在改进中提高，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效果，全面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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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百城提质背景下，分析建筑高等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提出建筑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
路径，着重阐述了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在完善思政育人体系、打造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特色专业

群、创新双主体四阶段的现代师徒制人才培养模式、重构以典型工作任务为主体的模块化专业群课

程体系等方面的改革探索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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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城提质工程及其影响
（一）百城提质工程建设概况

百城建设提质工程是河南省委省政府作出的重

大战略部署（豫发〔２０１６〕３９号），是河南省对新型
城镇化建设道路的积极探索。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共完
成项目３０９５３个，完成投资２３２０１．５３亿元，其中城
市基础设施类７２２３．９亿元，占３１．１％；城镇公共服
务设施类２５８１．５７亿元，占１１．１％；城市生态修复
和城市修补类７５０．３８亿元，占３．２３％；产业发展类
项目完成投资３３７１．６８亿元，占１４．５％；老旧小区
改造类５６３１．４２亿元，占２４．３％；特色小镇建设类
８４５．７８亿元，占３．６４％；智慧城市建设类１８１．４３亿
元，占０．７８％。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到，项目涵盖了城市基础设

施、城镇公共服务设施、智慧城市、城市双修、特色小

镇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等多个建设领域，带来了巨量

的建设项目和投资，促进了建筑业的蓬勃发展和市

场繁荣；为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优化城乡经济结

构，增强区域竞争力，让中原更加出彩提供强大支

撑。

（二）百城提质工程建设对建筑产业转型升级

的影响

河南是建筑业大省，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

员的１０％左右，但劳动生产率较低，建筑产业转型
升级已初见成效。河南省政府高度重视建筑业的发

展升级，制定了《河南省建筑业转型发展行动计划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豫政办〔２０１７〕１５２号），全面推
动建筑行业转型升级，推动河南省由建筑大省向建

筑强省转变。

百城提质工程为河南建筑业的繁荣与发展提供

了机遇，在百城提质工程的众多项目中，城市基础设

施、公共服务设施、智慧城市、城市双修、地下管廊等

项目占较大比重，建筑企业逐步向装配式建筑、市

政、地下管廊、轨道交通、高铁、港口、公路等新兴领

域或高附加值专业拓展，产业结构优化。装配式建

筑占新建建筑面积的比例持续增长，推动了装配式

建筑相关产业和市场发展壮大，建筑骨干企业向装

配式建筑设计、生产、施工一体化企业转型。ＢＩＭ
（建筑信息模型）、大数据、智能化、３Ｄ打印等信息
技术应用逐步扩大，尤其是 ＢＩＭ技术应用发展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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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表明建筑行业信息化水平提高，向数字化、智能

化和网络化方向发展。绿色建筑规模扩大，建筑品

质提升，新建建筑的能效水平提高，绿色建材应用比

例提高，实现了绿色建筑的量质齐升。同时，积极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开拓境内外市场。由此可见，

河南建筑业转型升级步伐逐步加快，河南建筑业正

逐渐成为技术先进的现代产业、绿色产业，成为区域

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三）建筑行业人才需求的变化

随着百城提质工程及乡村振兴战略的逐步推

进，城市基础设施、城镇公共服务设施、智慧城市、城

市双修、特色小镇建设、棚户区改造等建设项目的快

速增加，区域建筑产业迫切需要优化结构、转型升

级，向高端化、智能化、特色化、集群化以及国际化方

向发展，对建筑人才的需求不再是简单的数量增加，

主要是对建筑新技术应用、信息技术应用如轨道交

通、高铁、装配式建筑、绿色建筑、ＢＩＭ、建筑智能化
等方面的技术技能人才需求增加，尤其是跨专业、一

人多岗、综合能力强的高素质创新型、复合型技能人

才的需求旺盛。高素质创新型、复合型技能人才已

成为建筑产业升级的必然需求。

二、建筑高等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专业发展滞后于建筑产业升级

在百城提质及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高职建筑专

业发展明显滞后于建筑产业升级的步伐：专业设置、

人才培养目标、培养模式等与区域产业转型升级不

匹配，不协调；专业群结构与产业链契合度不高，核

心专业引领作用不强，专业资源分散，产业服务能力

弱。

（二）人才培养难以满足企业对复合型人才的

需求

近年来，建筑专业细分造成专业口径过窄，培养

目标过专，就业导向单一，适应度不足，难以适应现

代建筑企业对建筑技术技能人才的综合性、跨界性

和多元化的需求，致使部分毕业生存在就业瓶颈，职

业发展后劲乏力。

（三）教学内容滞后，新技术技能实训不足

在建筑产业升级背景下，装配式建筑、绿色建

筑、建筑信息化智能化等发展迅猛，建筑“四新”技

术日新月异，受多方面主客观因素影响，教学内容往

往滞后于建筑技术的更新；同时，校企合作不够深

入，受到实际工程实训机会少、模拟实训自身局限

性、教学组织缺乏灵活性等因素影响，导致学生新技

术技能训练有限，岗位技能尤其是综合能力不足，难

以胜任产业升级下的职业岗位要求。

（四）思政与创新教育仍需加强

由于唯技能评价标准的导向，客观上造成高职

德育工作的相对弱化。目前高职教育普遍存在重学

校发展扩大规模，轻思想政治工作；重专业技能培

养，轻思想政治素质提高；重专业课程构建，轻课程

思政建设；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高等职业教育以德树

人的根本任务。创新教育同质化、形式化，与专业教

育融合度低，师资缺乏等因素造成对学生创新精神

与能力培养的不足。

以百城提质建设为抓手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为建

筑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契机，同时也面临传统

技能人才可能在建筑产业转型升级中遭遇就业与发

展困难的窘境。因此，必须积极探索建筑高等职业

教育改革路径，提高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

才能更好地服务建筑产业升级和经济社会发展。

三、百城提质背景下建筑高等职业教育的改革

路径

（一）构建思政教育体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充分认识育才先育人的重要性，转变重技能轻

德育的观念，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明确“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

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为目标，构建思政教育体系，全面实施“三全育

人”，把思政教育融入课堂、融入校园、融入生活。

（二）紧扣建筑产业升级，打造“新”建筑专业

在建筑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建

筑职业教育必须对接产业需求，提升、整合传统建筑

专业，打造“新”建筑专业和高水平的特色专业群，

以全面服务建筑产业升级发展。

（三）创新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模式

一是确立学校和企业双主体培养，强调校企双

方对等的主体地位和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责、权、

利，以促进校企双方互利共赢，协调发展。

二是深化产教融合，促进专业群与产业链、岗位

链融合，“以链建群”，打破专业壁垒，实施专业集群

发展；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融合，遵循建筑工程建设

规律将教学过程融入生产过程，实现学做一体化；专

业课程与生产项目融合，将“课程项目化”，实现理

实一体化；学历证书与 Ｘ证书融合，将职业技能标
准融入课程体系，实现书证融通。

三是持续推进现代师徒制，学生即学徒，学习即工

作，采取双导师制和灵活多样的工学交替形式，促进理

论知识与岗位技能的融会贯通，加强综合能力的培养。

（四）构建专业群模块化课程体系

以专业岗位群职业能力培养为核心，以“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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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任务分析、能力定位”为依据，以职业岗位所

需要的知识、技能、素养目标为主线，对接建筑行业

职业标准及 Ｘ证书标准，依据“基础通用、资源共
享、模块互选”的原则，构建专业群的模块化课程体

系，以满足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在职业技能多元化、

专业知识与技能融会贯通和综合应用方面的要求。

四、百城提质背景下建筑职业教育改革的实践

在百城提质和建筑产业升级的大背景下，在职

业教育双高建设的大环境下，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

院积极探索和实践建筑职业教育的改革路径，以产

业需求建专业，以技术发展改内容，以办学主体促改

革，以学生志趣变方法，以内外资源创条件，全面促

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提升复合型建筑技术技能人

才的培养质量，以适应河南建筑产业升级发展和中

原经济区建设的需求。

（一）完善思政育人体系

学院紧紧围绕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目标，落实立德树人的

根本任务，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引领，完善和构建以专业教学体系、日常教

育体系、管理服务体系、安全稳定体系为主体，以队

伍建设体系和评估督导体系为基石的思政育人体

系，使思政育人工作贯穿学校教学、管理、服务、安全

各方面。办好思政理论课，完善课程思政教学体系，

深入挖掘建筑专业知识中所蕴含的思政价值和德育

元素，将课程思政融入课程教学中；繁荣校园文化，

开展形式多样的红色教育活动，加强互联网育人功

能，全面深化“３２１”学生导师计划，领导干部通过联
系党（团）支部、班级、宿舍，做好学生们的成长导师

和生活德育导师；强化校园政治安全，加强国家安全

教育和网络舆情管控，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实行师德

一票否决制，培育思政课教学创新团队，加强专职教

师课程思政培训，构建思政工作督导和评估制度，形

成从个体到总体、从课内到课外、从线上到线下全面

覆盖的“三全育人”格局。

（二）打造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特色专业（群）

学院以百城提质和河南建筑产业转型升级为契

机，以产业需求为导向，围绕建筑装配化、绿色化、信

息化、智能化发展方向，凝练专业特色，打造适应建

筑产业升级的特色专业（群）。

为适应产业结构优化，先后设立了城市轨道交

通工程技术、地下与隧道工程技术、道路与桥梁工程

技术、高速铁路施工与维护等多个新建筑专业；为适

应装配式建筑发展，设立了装配式建筑工程技术、建

筑钢结构工程技术等专业，校企合作建设装配式建

筑技术训练中心；为顺应ＢＩＭ、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在
建筑业应用推广，全院多数专业增设 ＢＩＭ技术相关
课程，校企合作建设 ＢＩＭ应用研训中心；建筑经济
管理专业调整为建筑经济信息化管理，建筑会计专

业调整为大数据与会计专业。

特别是发现由于高铁的快速发展，高速铁路在

运营期的各种测量、监测和线路维护等需求增加，高

精度测量、精确监测、精准维护等交叉学科和复杂工

程技艺应用人才匮乏。学院迅速依托并整合工程测

量技术、高速铁路施工与维护等专业，设立高铁精测

精调专业，并与北斗万方测绘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校

企合作，成立现代学徒制班，毕业生供不应求。

在此基础上，基于“基础相同、技术相通、岗位

相近”的原则，以建筑产业链内在逻辑为主线，构建

分别以建筑工程技术、建筑造价、建筑装饰工程技

术、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建筑设备工程技术为核心

的五大特色专业群，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群作为河南

省高水平专业群发挥引领作用，形成特色鲜明、优势

互补、资源共享、协同发展的集群发展态势。

（三）创新双主体、四阶段的现代师徒制人才培

养模式

学院以河南省建筑职业教育集团为依托，与省

内外２０余家大中型建筑企业深度合作，在建筑工程
技术等五个特色专业群的 １０多个专业持续推进
“双主体、双导师、双身份”的现代学徒制培养模式。

１．学院积极探索实践多种形式的混合所有制办
学模式，强化双主体培养。双方在人才培养方案制

定、课程体系构建、师资队伍建设、教科研资源库建

设、新型教材编写、典型工作任务开发、考核评价方

式等方面开展多样化、深层次的合作，形成“人才共

育、过程共管、互利共赢”的校企合作局面。

一是推进产业学院的实体运行，与奥的斯电梯

管理有限公司在校企共建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的基

础上打造电梯技术产业学院，开展现代学徒制人才

培养和“三培养一服务”工作。

二是建设混合所有制技术服务机构，与省建筑

科学研究院合作成立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站，成为集

技术开发、工程检测服务、现代学徒制培养及技术培

训为一体的检测技术服务中心。

三是引企入校，与河南兴博工程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合作，创办技能大师李维工作室，学生在工作室

边学习边工作。

２．在以专业群与产业链相融合、教学过程与生产
过程相融合、专业课程与生产项目相融合、学历证书

与Ｘ证书相融合为主线的产教融合模式下，进一步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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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四阶梯四结合两融通的人才培养模式，如图１。

图１　四阶梯四结合两融通培养模式

根据认知和技能成长规律，将整个教学过程分

为“职业认知、专业基本技能、岗位技能、综合职业

能力”四个阶段：职业认知阶段在第１学期，突出学
生思想政治素质、人文体育素质、职业认知与体验；

专业基本技能阶段在第２、３学期，突出专业群基础
知识、通用技能的培养，强调理实并重、模拟训练；岗

位技能阶段在第４、５学期，突出学生专业知识、岗位
技能、就业能力的培养，强调课程项目化，工学交替，

跟岗实习；综合职业能力阶段在第六学期，突出在实

际工程中的职业精神与综合职业能力的培养，强调

顶岗、轮岗实习。

在四阶段培养中，强调教学标准与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标准相结合，课证融合；实习实训与技能大赛

相结合，相互促进；学校考核与企业评价相结合，多

元评价；专业教师与技术专家相结合，双师培育。同

时将思政教育、创新创业教育融汇贯通到四阶段，强

调思政教育与技能培养相融通，创新创业教育与专

业教育相融通。

目前，开展的“１＋Ｘ证书”有建筑工程识图、建筑
信息模型、装配式建筑构件制作与安装、虚拟现实应

用开发、Ｗｅｂ前端开发、财务共享服务等６种，２０２０
年约６００名通过职业技能等级考试，实现双证毕业。

赛训结合成效显著，技能竞赛成绩斐然，２０２０
年在建筑工程识图、建筑装饰技术、网络管理系统、

建筑装配施工员（构件制作与安装、构件深化设计）

等国家级、省级技能竞赛中获得一等奖８项，二、三
等奖多项。

（四）重构以典型工作任务为主体的模块化专

业群课程体系

模块化专业群课程体系的构建以基础通用、资

源共享、模块互选为原则，强调课程项目化，以岗位

胜任为核心设置项目，整合内容，实现理实一体。课

程模块具有灵活、独立的特性，可以职业岗位需求变

化为导向，以建筑业四新技术为引领，及时增减、更

新。模块化课程适合弹性化的教学组织和管理，利

于工学交替，利于互联网＋教学资源库建设，满足学
生跨专业、个性化、一专多能的学习需求。

以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群为例，课程模块首先分

为四个层次，即公共课程模块、专业群平台课程模

块、岗位课程模块、职业拓展模块；公共课程模块注

重学生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和职业规划；专业

群平台课程主要是专业群共享的、通用的基础性专

业课程，如建筑识图、建筑构造、建筑 ＣＡＤ等；岗位
课程模块主要是专业群面向的主要岗位和相应 Ｘ
证书的项目化课程；职业拓展模块是对岗位职业技

能的提高和综合职业能力的提升，为学生的后期发

展奠定基础。

模块化课程的核心是校企合作开发的典型工作

任务。依据每个职业岗位的工作领域和技能要求，

凝练出若干不同难度层次的典型工作任务，形成专

业群典型任务模型，如图２。典型任务模块随建筑
产业发展动态更新，既满足技能训练要求，满足 Ｘ
证书标准要求，满足分层次教学要求，也满足专业群

资源共享、集约建设、协同发展的需要。

图２　典型工作任务模型

五、结束语

在以百城提质为抓手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

下，河南建筑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河南建院积极探索

和实践建筑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路径，以立德树人

为根本任务，全面推动产教深度融合，以建筑产业需

求动态调整、建设新建筑专业（群），打造校企命运

共同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重构模块化课程体系，

培养跨岗位、多元化的复合型、创新型建筑技术技能

人才，以更好地适应学生成才和职业发展的需要，更

好地推进学校特色发展和创新发展，更好地服务河

南建筑产业升级和中原经济社会发展。

（责任编辑　许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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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的创业创新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社会
对当代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此，高校在开展素质教育的同时，必须对创新创业

教育重视起来，尤其是要积极探究并寻找有效的办

法，把创新创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让大学

生在离开校园步入社会的时候，知识理论与实践能

力并存，让二者的有机结合为大学生未来的发展奠

定基石。

一、探索思想政治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有效结

合的意义

（一）思想政治教育为创新创业教育带来了重

要的理论依据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能在理论基础上为大学

生提供政治层面的思想意识，同时还会为大学生未

来工作和生活提供指导，它是一门实践性与指导性

并存的一门学科。要想倡导和实行好素质教育，思

想政治教育的推广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渠道，其作为

大学生必修的一门课程，也应当及时紧跟时代发展，

从思想政治角度出发，用大学生感兴趣的时事政治

对大学生创业就业进行指导。二者的有效结合旨在

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的相互融合，以

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意识为目标，借助思想政治教

育优化创业环境，激发大学生自主创业积极性。同

时也旨在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创业理念，

确保他们在市场竞争中占得先机，从而实现高职院

校的人才培养目标。

（二）创新创业教育为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全

新的教学视角

在我国开展创新创业教育之前，国外的高校已

经开始进行创新创业的教育，尤其是在理论和实证

方面，都有着显著的研究成果和丰富的教学经验。

其目的就是为了大学生在校园里就能学习到一系列

大学生应具备的职业素养和能力，立足于创新创业

的视角，通过创新创业项目活动、创新创业的理论知

识学习和创业成功人士的经验分享等形式，最终让

大学生获得个人能力、个人品质、职业素质等方面的

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有着教育性、先进性和引领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创新创业教育也是高校在培养高

素质人才时期的关键点，因此，二者的有效结合不仅

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求，也是为思想政治教育注入

了新的活力，是教育改革的需要，同时也可以借助创

新创业教育里提高大学生的就业质量和创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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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三）国家人才战略工作发展趋势使然

从当今的国际发展形势和我国社会需求来看，

拥有创新型人才是竞争发展的关键因素。培养创新

型人才就显得尤为重要，创新创业教育对大学生职

业能力、职业素养以及企业家精神的培养反映了社

会的需求，同时也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大学生

的目标相一致。创新创业教育可以让大学生在校园

里学习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了解国家未来发展和社

会需求最新动态，形成时刻关注国家大事和国家相

关政策方针的习惯，站在政治角度思考问题，使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更加灵活，内容更有针对性。

而思想政治教育又为创新创业教育提供了理论指导

依据和发展实施的新模式，二者的有效结合也为高

校教学改革提供了新思路。

二、探索思想政治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有效结

合的因素

（一）目标

创新创业教育，强调的是以创新创业基本素质

为核心的职业精神和创新创业能力的教育，培养具

有首创精神、冒险精神、创业能力、独立工作能力，以

及技术、社交、管理等技能的、有着开创性个性的人。

思想政治教育是学生意识形态形成的关键，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主要的目标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由此看来，思想政治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的目

标相一致，都是为了培养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高素

质人才。而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在于培养大学生的

思想意识，创新创业教育的关键则是培养大学生的

社会实践能力，二两者在目标理念上具有相通相融

的特质，用符合社会发展的思想政治意识去提升大

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使大学生有把理论知识转化

为行动实践的能力。

（二）内容

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围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相关的理论知识开展教育教

学，从而树立大学生拥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道

德观，等等，重点在于对大学生思想政治层面的教育

和培养。

而创新创业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学习并掌握创新

创业的内涵与特征、企业家精神和品质、创新创业的

形势与政策、创新创业个人能力和团队精神等基础

性和实践性知识，重点在于对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和社会实践能力的教育和培养。

两者在主要内容上可以实现教学内容的有效融

合。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正面引导青年学生树立正确

的创业观、良好的创业操守及纯正的创业动机。创

新创业教育可以引导青年学生树立远大的职业理

想，更大限度激发每个学生的潜能潜质；可以进一步

将思想政治教育核心内容的理想信念教育由抽象变

得更具体。［１］

（三）形式

思想政治教育一般侧重于理论知识的教学，通

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知识学习，并结合时

代发展规律，着重大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现实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更偏重于理论教学形式。

创新创业教育一般侧重于实践活动的教学，通

过对商业计划书的撰写、小组模拟商业实践活动、组

织到企业参访调研等形式开展，为大学生提供更多

的机会去把理论化为实践能力，了解创业风险与机

会，学会用企业家的思维去创业，创新创业教育更多

侧重的是实践教学形式。

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在教学形式上为创新创业教

育提供理论教学的指导依据，提升创新创业教育中

的行为规范和思想政治指导，引导学生在创新创业

过程中更加具有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规范。创新创业

教育可以在教学形式上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实践教

学的指导依据，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创新性和实

践性，引导学生在学习思想政治的同时培养时刻关

心国家大事和方针政策的习惯。

三、探索思想政治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协同模

式的必要性

（一）为大学生树立良好的创业就业价值观

科学正确的创业观是指在正确认识自我的前提

下，客观的评价市场，合理的判断个人与社会关系的

基础上，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需要完美结合的创业

观念。［２］当代大学生普遍缺少正确的创业就业价值

观，缺乏沉着、冷静稳定的心态，导致大学生在创业

中出现的价值观不稳定，价值取向迷茫，社会责任意

识淡漠等问题。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不仅仅需要去培养大学生

正确的创业就业价值观，同时更加应该注重对创业

就业认知和道德的培养，让大学生在创业就业过程

中，有过硬的抗压能力和良好的心态素质，可以从容

冷静地面对创业就业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

题。尤其是在面对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

职业道德等层面，能有坚持正确决策的决心，从大局

出发，在确保不违法不犯法，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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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侵害的前提下再考虑个人利益。

（二）为大学生提升创业就业能力

想要提升大学生创业就业的能力，思想政治教

育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大学生步入社会前，他

们对社会的认知程度较低，也没有足够的职业经历

和人际交往，对各行各业的发展和前景的认识也不

充足，又缺乏应对市场变换的市场经验。

思想政治教育正是可以培养大学生们必不可少

的能力，如培养他们创新创业的积极性、激发对创新

创业的热情，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学习，可以了解

并正确看待到当今社会就业压力大、剩余劳动力过

多、创业之路坎坷等问题，培养大学生有良好的抗压

和抗打击能力，能够正确处理创业就业遇到的种种

困难和打击，从而提升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三）为大学生提供良好的创业就业心态

思想政治教育可以通过案例分析的教学模式，

引导大学生对创业就业的各种观念有一定的认识了

解，模拟大学生面临各种创业就业的挫折和困难时，

应怎样保持良好的心态去积极面对并加以解决。同

时也应当通过小组活动或者创新创业大赛等形式，

检验大学生是否掌握了把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的能

力，在团队合作中能否保持独立思考的同时又兼顾

互帮互助，共同进步的优良品质。

（四）为大学生培养良好的职业素养

高校应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职业素养的教

育教学，让学生懂得脚踏实地，有“干一行，爱一行”

的奋斗精神，任何岗位都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

专业技术得到锻炼提升，从而获得升职加薪等较好

的待遇。尤其是要根据大学生不同的性格去培养他

们的职业素养，发现他们每个人的优点和长处，教会

他们拥有企业家的人格，用企业家的精神去创业就

业，提前为大学生在今后创业就业的道路上打下良

好的基础。

四、创新创业教育辅助思想政治教育

（一）有利于教育教学的巩固提升

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内容是与时代发展相结合

的现实教育，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学

习，二者充分地将理论学习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

创新创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方法都强调顺

应社会时代的发展，强调人的思想意识和实践能力

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平衡发展，不论是从教学目标还是

教学内容上来看，两者都有较强的共通性、包容性。

思想政治教育注重的是培养大学生思想层面和

政治意识层面的发展，而创新创业教育则是更加注

重培养大学生创新意识和社会实践能力的发展，把

二者有效地结合起来，就是用符合国家未来发展的

思想政治意识去引导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提升，

使大学生能够把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用正确的思想

意识转化为行动。

（二）有利于高素质人才的培养

随着我国对高校教育改革的不断重视，对思想

政治教育的要求也在逐渐加强，尤其是实践性的要

求，将创新创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就可以

有效地提高创新创业教育在高校教育中的普及率，

切实有效推进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以此触发不同

专业的学生思考创新创业教育该如何和自己所学专

业相结合，让学生有意识地去强化自身的综合实践

能力。同时，创新创业教育也可以充分利用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课，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奠定基

础，是促进大学生全面健康成长和实现人生价值的

需要，是促进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持续有效提升，更

有利于创新创业人才的全面培养，缓解就业压力。

（三）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

高校应积极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思想政治教

育，将其作为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将能够切

实有效推进教学活动取得良好进展，提升总体的教

学效果。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着缺乏创新

性、实践性、与时俱进性、时效性等问题。而创新创

业教育与我国所倡导的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

神完全相符，创新创业教育充分体现了素质教育的

内涵，同时突显出了时代发展的特征，提升学生适应

时代发展潮流的能力。［３］从上述观点来看，创新创业

教育不仅仅是顺应的社会发展的需求，同时也满足我

国高校对培养高素质人才提出的教学改革需求。

五、探索思想政治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中存在

的问题

（一）思想政治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的融合偏

差

目前，我国高校开展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极少

从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意识层面去授课，没有融入

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导学

生。而思想政治教育类的课程，也是极少从创新创

业教育的实践性教学模式层面去授课，对于创新意

识、团队合作、抗压能力等精神品质的重视也比较欠

缺。二者在教学内容方面仍然缺少融合性，没有较

强的交叉渗透，这样就容易造成大学生缺少本应该

承担的社会责任和政治意识层面的创业就业价值

观，使得大学生在今后创业就业中遇到挫折和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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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没有坚定的信心和明确的目标，加大了大学生创

业失败或者总是不停换工作的概率。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创新创业知识匮乏

经验丰富的教师，清楚思想政治教育对大学生

创新创业整体能力的引导是有多么重要，同时也善

于在课堂上运用合适的教学模式来激发大学生的创

业兴趣和创业思维，并通过案例分析等形式，让学生

沉浸在运用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结合专业理论知识去

解决实际问题，从而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和专业技

术能力。

在我国高校中担任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任课

教师，大多数没有管理过商业部门或自主创业的经

验，“双师型”教师的数量也不是特别多，单纯的课

本理论知识难以去激发大学生创新创业的热情，更

没有生动形象的案例分析或丰富的创业实践经验，

这样的教育模式就难以从实践教学层面教授大学生

创新思维、创业能力等方面的培养，难于满足培养有

较高素养创业者的授课目标。

（三）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单一

高校在人才培养方案及课程体系设置上通常偏

向于专业课程创业价值观的培养变成了理论性和的

通识性教育，这在一定程度上就让大学生对创新创

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学习意识有所淡化，

对于开展因材施教、因人施教的模式也是困难重重。

加上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创业价值观内容单一，理

论知识占比较大，难以顾及大学生创业教育中价值

观与情感的变化，这样就使得任课教师在教授相关

知识理论时没有考虑到学生的个体差异性，没有根

据市场大环境需求的变化去不同程度地引导学生要

应对不同阶段性的市场规律，也没有对大学生在不

同环境中所需要的不同类型职业素养的进行培养。

由此看来，因为授课方式的不足，就会减弱对大学生

创业就业中创新意识和灵活应变能力的培养。

六、探索思想政治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的协同

模式

（一）教育教学理念的融合

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仅是培养大学生基本的思想

政治意识教育，同时也要去塑造大学生步入社会上

所需的职业必备素养。

应注重思想政治理论与创新创业实践的有机融

合，通过对成果故事案例的分析、自我测试、课堂演

练等方式进行授课指导，通过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

的改革融合，不仅能激发大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

也能提升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的培养，从

而达到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教育目标。因此，要在培

育时代新人的整体观中把握创新创业教育与思政课

教学的内在统一性，积极发挥创新创业教育与思政

课教学之间的融合功效。［４］

（二）教育教学内容的融合

从创新创业教育来看，应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

思想引导作用，从大学生的思想、意识及精神等方面

教育，培养大学生对创新创业教育所需要的思想品

质和职业精神。利用思想政治教育，让学生有及时

吸取经验教训的能力、正确认识挫折和抵抗挫折的

能力、正确认识自我过错的能力，让大学生尽快树立

良好的创业素质，形成积极乐观的心理状态，从而为

他们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使其能灵活应对复

杂的市场经济环境中的各种挑战和挫折。

（三）实践活动的融合

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教师应以创新创业内

容为载体，让思想政治教育变得触手可及。作为高

校，应该对创新创业教育及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探讨

交流，寻求二者相融合的有效方法，尤其是在实践活

动上面的融合，让大学生能自主地将理论知识运用

到实践当中，提升大学生在实践中应用所学知识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大学生感兴趣的话题和社会

关注度高的热点问题入手，积极鼓励大学生针对目

前大数据创业的优劣势、就业现状和解决办法等方

面展开调查分析，激发大学生的创业热情和对国家

相关方针政策的理解，为大学生步入社会打下坚实

的基础。

在校外实践中，按照高校的教学目标，组织带领

大学生到知名创业企业参观访问，让他们真真切切

地感受到企业家精神的魅力和社会责任感的重要

性。与创业成功者的交谈中，也能学习到创业的艰

辛和毅力，同时也能了解到自身在创业就业中所缺

少的部分，能够提升大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

（四）培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创新创业知

识

高校教师应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创新创

业新理念，将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与创新创业教育充

分结合起来。高校应提供给教师优质的资源平台，

与有创新创业经验的教师和商科专业教师多交流探

讨，从教学内容、教学形式、教学方法等方面，积极探

索创新创业教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模式。在保证

专业基础课的前提下，加强对教师的创新创业知识

培训，组织教师与创业成功者交流经验，共同寻找提

高大学生创业素养的所面临的问题和有效途径。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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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课程思政在高校音乐鉴赏教学中的探索与实践

刘旭琦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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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旭琦（１９８９—），女，河南郑州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教师，主要从事钢琴音乐教学

研究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摘　要：新时代，以立德树人为根本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是高校贯穿教育教学培养社
会主义接班人的重要保证。课程思政是在思政课程的基础上，在各类课程中引领学生树立正确价值

观和世界观，注重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相结合，充分发挥各学科协同作用。高校音乐鉴赏

课程作为综合素养课，在教育教学中发挥本课程的德育功能，把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贯穿课程

思政全过程。

关键词：新时代；课程思政；音乐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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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音乐鉴赏课作为高校综合素养课程，主要
针对大学低年级非音乐专业学生。这一阶段的青年

学生处在“拔节孕穗期”，这一时期的青年学生心智

逐渐健全，思维也逐渐进入活跃阶段，课程思政在其

思想引领和指导尤为重要。“才为德之资，德为才

之帅”，做好课程思政的贯穿教育工作，才能培养出

以人民为中心，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

的接班人和建设者。高校音乐通识教育在培养学生

审美意识、提高审美能力的同时，应注重将课程思政

与音乐教育教学规律相融合。应当把满足当代人民

精神文化需求作为音乐教育教学工作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发挥本课程的德育功能，提高文化自信能力，

培养大学生爱国情怀、树立青年一代“四个自信”。

一、新时代课程思政是落实立德树人的重要举措

党的十九大标志着我国进入新时代，围绕“培

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

根本问题，坚定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强调“立德树

人”的教育理念。在思政课程的基础上，对各类学

科建设提出新的要求，结合课程的育人功能和教师的

育人职责，逐步从单一的“思政课程”向多元化的“课程

思政”相转变。推进“课程思政”实践，是完成新时代教

育教学的新定位、新要求、新任务的内在要求。

思想政治教育是培养新青年深刻认同并积极践

行的思想教育，青少年时期是大学生思想活跃充满

活力的时期，是最需要学校的引导和教育栽培的时

期。高校课程围绕思政与人才培养相结合的育人模

式树立大学生成人成才的目标，加强马克思主义原

理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理论教育，就是“要强化思

想理论教育和价值引领”［１］，要以建设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为基础，引导青年大学生积极向上的意识

形态，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课程思政是以大学生

思想政治观为理论基础构建各类课程的一体化育人

体系，具有综合性、创造性和渗透性的特点，其教育

内容由专业教育课、综合素养课和“第二课堂”构

成，可在公共基础课程、专业教育课程和实践实训类

课程中融入。引领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坚持社会

主义办学方向，更好的确保育人工作贯穿教育教学

全过程，这也是新时代立德树人根本要求的体现。

课程思政涉及各专业各种类的课程，通过在价

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个方面相统一的教

学原则基础上，各门课程能够从中融入引导学生树

立正确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内容，明确立德树人的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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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目标和塑造学生价值观为中心的教学过程。在加

强思政理论学习的同时，教育效果与学生接受程度

以及社会的需要，是对新时代对思政课程提出的新

要求。应对新时代的新要求，高校不断开拓创新推

动教育教学目标改革、优化课程建设，修订相关教

材，发掘梳理各门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把这些

思想政治元素融入教学环节，更好地引导和把握大

学生思想意识形态。新时代高校培育的正是以厚重

的中国文化为德行养成，延续传承并面向未来，迎接

挑战的新时代人才，这正是传承美德又开拓创新

“文化自信”的教育自信！正是国家发展的核心竞

争力的体现。

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既相互联系但又有不同，

课程思政是落实在各类学科专业的基础上融入思政

理论内容。这个理念最先由上海提出，经过理论的

发展和实践的深入，最终不断发展并形成理论体系。

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４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指
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贵在坚持知

行合一”［２］，高校教育要坚持立德为先，通过教育来

引导学生、感化学生、激励学生。从而坚持以学生为

本，通过适合学生年龄阶段的教育方式来塑造学生、

发展学生、改变学生从而达到“树人”“育人”目的。

高校作为培养新时代人才的主要阵地，高校的思政

和德育工作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如果轻视道德价值观的教育，在全球经济快速

发展人才竞争的今天，不顾忌祖国的培养，向一些西

方发达国家提供自己的知识，为他国谋取利益遏制

我国发展的知识分子，已然没有了坚定的爱国之心

坚决为祖国奉献自己力量的政治信仰，思想是腐朽

的。这对我国高校育人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要因时而化、因时而进、因时而新”，全面推进课程

思政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的重要举措。

二、高校音乐鉴赏课程思政建设现状与成效分析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利用
好课堂这个主渠道，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

对性，其他各门课程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

田”［３］。学校教育要时刻围绕课堂，在整个教学环

节中注重思政内容的引导：专业教育课，是以专业知

识为主进行专业类科目的学习课程，多为必修课程，

是大学生专业知识的基础也是学习最多的科目种

类；综合素养课，培养学生多方面的兴趣拓宽大学生

的知识范围，其中音乐鉴赏课程属于这类科目，为选

修课程；“第二课堂”，是主课堂的延伸课程，让学生

结合第一课堂学习内容进行自主创新、开发探究式

学习，可参加专业比赛和竞赛等能力项目。在各门

课程中融入思想政治理论内容，这要求教师自身具

有扎实的政治理论基础，能够将本专业课的知识点

与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点很自然的联系在一起，这不

仅丰富了专业课的内容也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内

容的重新整合和阐释。为了进一步了解高校音乐鉴

赏课程思政建设情况，分别从教师、学生、教材、课程

思政效果，四个方面进行问卷调查。对于“高校音

乐鉴赏课程思政建设主要从哪些方面开展”这一问

题，由郑州已开设音乐鉴赏的４所高校任课教师，共
２５名专业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及访谈式调查。通过
访谈，发现教师都一致认为在音乐鉴赏课程中融入

思政课内容是非常有必要的，并希望通过更多创新

的教育方式对本课程进行深度挖掘更多方面的融入

思政内容。有７２％的教师认为高校音乐鉴赏课程
应在音乐作品中把爱国主义情怀、实现民族复兴的

理想与信念融入课堂教学中；６８％的教师认为可以
从中西方不同的音乐作品入手，让学生感受中国音

乐文化的魅力，加强对民族音乐的认识与了解，更好

的传承民族音乐文化；８８％的教师认为音乐鉴赏课
程要发挥美育作用，不仅通过鉴赏音乐作品提高审

美能力，更应该引导学生塑造完美人性培养积极向

上乐观面对生活的态度及发现生活中美的心灵。

通过以上调查问卷及访谈，教师对课程思政的

思考和教育方式的探索需要构建合理的教育教学体

系，要以德为先，德育教育为指导，思想政治理论内

容与专业知识相结合，真正实现从“思政课程”到

“课程思政”的一个重大课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提出，“要完善课程

体系，解决好各类课程和思政课相互配合的问题，发

挥融入式、嵌入式、渗入式的立德树人协同效应”［４］。

高校音乐鉴赏课程作为高校的辅修课程，主要

针对大学低年级非音乐专业学生［５］。这一阶段的

青年学生处在“拔节孕穗期”，思想上的引领、课程

思政的贯穿尤为重要。大学通识教育在培养学生审

美意识、提高审美能力的同时，应注重将课程思政与

音乐教育相融合。目前高校音乐鉴赏课程的开设由

各高校根据自身学生及教师情况，制定相应的教学

计划与教学大纲，但音乐鉴赏课程因地域文化与学

校理念的差异，所以较难找到合适的教材进行统一

教学，教授的内容会受到因音乐专业教师自身的专

业及研究方向存在的差异的影响，而侧重不同教材

的教学活动。查阅关于音乐鉴赏课程的教材，属于

全国普通高校公共艺术出版及“十二五”“十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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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教材的有，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大学音乐

鉴赏教教程》、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音乐鉴赏》、

江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音乐赏析》、高等教育出版

的《音乐鉴赏新编》。分析不同版本的音乐鉴赏教

材中可发现，其鉴赏内容包括：乐理基础、西方音乐、

民族音乐及戏曲等几个方面。内容多以专业知识为

主的梳理式内容，理论性较强，音乐鉴赏课程属于音

乐理论专业课中的一部分，音乐专业必修的学生与

全校非专业选修的同学，在选用教材的难度和深度

有所不同（如表１）。在这些教材中，有５５％的教师
注重乐理基础知识的讲授，让非专业选修的学生掌

握例如认识五线谱及节奏等最基础的乐理基础知

识，有６７％的教师在中西方音乐史部分进行重点讲
授，例如不同西方时期音乐的特点和不同朝代中国

音乐的特点，有８８％的教师都会选择具有代表性的
中国音乐作品进行鉴赏和分析，通过创作背景的介

绍更深层次的理解作品表达的内容与情感。

表１　教材的选用

教材选用 占比

教师注重乐理基础知识的讲授，让非专业选修的学生掌握

最基础的乐理基础知识
５５％

教师在中西方音乐史部分进行重点讲授 ６７％
教师都会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中国音乐作品进行鉴赏和分析

通过创作背景的介绍更深层次的理解作品表达的内容与情感
８８％

　　综合调查结果结合高校普遍开设音乐鉴赏课程
的实际情况，在全校非专业通识课程的课堂中融入

思政元素并结合课程教学内容，更好地把具有德育

功能的音乐作品融入课堂中去，是高校音乐鉴赏课

程思政建设的关键一环。教授专业性太强的理论知

识，非音乐专业的学生缺乏一定的音乐基础，会大大

降低学生对音乐的兴趣度及知识获取，这样对思政

内容的融入也较为被动。应以学生为中心，制定符

合学生心理需求的内容进行教学设计，满足学生对

音乐鉴赏课程知识需求的同时，从情感出发加入符

合作品乐思的思政内容融合与课堂。

通过对我校及郑州市已开设音乐鉴赏课程的４
所高校进行调查，在全校各专业选择音乐鉴赏课程

的学生中，关于“您期待从音乐鉴赏课程中获得什

么能力”这一问题中，有６５％的大学生希望能够了
解音乐，增强自己的艺术欣赏能力；２０％的大学生想
通过音乐鉴赏课程，学习理论知识，掌握一定的识谱

能力，可以弹奏吉他或者口琴等乐器；１５％的大学生
有一定音乐基础，想进一步学习音乐相关内容，更加

丰富提高自己。

结合以上特点，制定相关的教学内容满足不同

层次学生需求，应以兴趣为出发点，抓住大学生的心

理需求。以兴趣为主导选择学生感兴趣的音乐作

品，以经典的中国作品为主围绕音乐创作的背景及

意义，通过介绍作曲家的生平及音乐创作时的背景，

重温历史弘扬民族爱国主义精神。引导学生分析音

乐中的和声效果，在音乐旋律高低起伏、强弱对比中

感受艺术之美，提高艺术修养。抓好课堂这一关键

环节，结合“以人为本”的艺术教育育人观念，在音

乐作品鉴赏的同时深入学生内心深处，用音乐之美

润化心灵，音乐情感与政治情感产生共鸣，点燃学生

的爱国情感和报国热情，真正把思政内容融入课堂，

润化学生。在此课程教学过程中插入爱国主义教

育，强化民族精神，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引入

音乐鉴赏课程的效果如何”这一问题中，选择“效果

很好”的为６６％，选择“效果一般”的为２４％，选择
“效果不好”的为１０％。

其中有７２％的大学生表示民族音乐家们用音
乐表达深厚的爱国之情，可以在鉴赏中国音乐作品

中感受到中国精神。４８％的大学生能够感受到中西
方音乐作品的差异，了解民族音乐文化背景对传承

中华民族文化产生兴趣。５６％的大学生认为通过鉴
赏中国音乐作品在提高审美能力的同时，陶冶爱国

主义情怀。在作品中学习一定的理论知识，更好地

引导学生自觉传承和弘扬传统民族音乐文化，在

“润物细无声”的鉴赏课程中建立文化自信。

通过以上从教师、学生、教材、课程思政效果，四

个方面进行调查数据结果显示，当今部分被调查的

高校教师，都能够意识到在课程中融入课程思政相

关内容。但整体教师队伍思政理论基础相对薄弱，

知识更新不够及时，不能够把最新的思政内容融入

课堂中。大学生对于音乐鉴赏课程从提高自身专业

知识、培养审美能力方面的发展需求是积极的。可

能受到对音乐专业认知不够的影响，大学生对于自

身综合素质、理论知识掌握的发展并没有明确的目

标与要求，也没有具体实际的计划性行动，对音乐理

解缺乏主动性。教材的种类及选取方式较单一，为

丰富课堂内容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可以多方面、多

角度、多层次对作品进行鉴赏分析，调动所有学生的

积极性。对于课程思政效果，大学生对音乐鉴赏教

育的育人功能有一定的认知，从学生感兴趣的音乐

作品入手融入思政内容是主动接受的，但对音乐教

育全面发展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意义还不够了

解。从侧面反映出当今高校的音乐鉴赏课程在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所发挥的育人功能较弱，学生音

乐理论水平略低，音乐鉴赏课程在高校中的地位也

处于弱势状态，对其育人功能及课程思政的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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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有待提高。

三、高校音乐鉴赏课程思政在教学中的实施路径

立德树人是学校课程思政理念的基本遵循，已

成为课堂教学的具体要求，明确要求高校落实课程

育人工作。由此探索高校音乐鉴赏课程思政的实施

路径，是高校思政建设的突破，是高校教育教学的革

新。从课程思政课程体系、课程思政育人体系、课程

思政融合专业衔接体系、定制课程思政教学路径四

个方面进行课程思政的实践探讨。

一是打造以德育为教育目标的课程体系。当今

社会飞速发展，人们对科技知识的开发和应用不断

更新的同时，更应注重价值观的引领。在专业课程

讲授的基础上正面对学生进行引导，避免思政教育

成为“孤岛”的现象，有利于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

极性。立足在专业知识上的价值观教育，让音乐鉴

赏课程激发学生对艺术的兴趣，为价值观引导提供

理论的依据和内容的支撑。这样学生从内心更容易

接受，德育教育通过专业课程进一步内化形成自身

内在的价值观。学生在音乐鉴赏课程中不断提高自

身的艺术修养和综合素质，通过鉴赏音乐作品对中

国音乐作品及民族音乐家的认识中，树立文化自信、

热爱祖国之情，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是打造课程全过程同向同行的育人体系。高

校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

的根本任务，在各个课程教学环节中培养学生爱国

主义情怀，增强社会责任感及团结创新精神，在实

践课程中锻炼实践能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中所要求的那样，我们一方面要理直气壮地

上好思政课，另一方面要做好课程思政的建设。深

入挖掘音乐鉴赏课中所蕴含的思政元素，使音乐基

础知识内容与思想价值引领相结合，充分发挥本课

程的育人作用和德育功能，通过对音乐作品的分析

与鉴赏使全课程德育目标变成现实。抓住专业课教

师与思政课教师协同育人的契合点，在音乐鉴赏课程

中立足音乐作品本身，把思政元素与鉴赏教学相融

合，发挥音乐教育对大学生德育教育相互促进的作

用。因此，挖掘音乐鉴赏课中的思政元素，将思政元

素巧妙的融入课堂教学中，才是实现协同育人的正

途。

三是打造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的衔接体系。音

乐鉴赏，重在“鉴赏”，与音乐欣赏在概念和程度上

有所不同。“鉴赏”本意为鉴定和欣赏艺术品、音乐

作品、文物等。但作为一门课程，“音乐鉴赏”更好

的理解是：通过音乐作品更好地让学生对音乐艺术

形象进行感受、理解和评论的一种感知体验和思维

活动的过程。而“欣赏”则更倾向于学生因个人喜

好或爱好对一些音乐作品自主的进行观看，“音乐

欣赏”多在乐趣中享受音乐，而音乐鉴赏是在欣赏

的基础更高的层次上进行“判断、鉴别”的教学活

动。选修课作为通识教育，可结合本地域音乐文化

特色选取音乐作品，在音乐作品的选择上更好地融

入本地音乐特色，让学生更好地了解民族传统音乐，

具有价值观和精神指引的作用。学生主动地运用自

己掌握的知识和能力对音乐作品进行聆听和再创

作，了解当地音乐文化主动去感受音乐艺术带来的

美。正如课程思政建设要求“课程承载思政”“思政

寓于课程”，如盐在水一般自然而然地把德育、美育

融入音乐鉴赏课程中去。

四是打造具有特色内容的音乐鉴赏课程思政教

学路径。我校作为四所河南省戏曲成果展示的高校

之一，拥有良好的教学资源，更应该让非音乐学院的

学生，通过音乐鉴赏通识课程把河南戏曲作品深入

到课堂鉴赏中去。本课程的教学目标为培养大学生

了解和传承中原文化，感受中国传统音乐之美，抒发

热爱家乡、热爱祖国之情，建立文化自信。让学生真

正感受到河南音乐文化之美、河南戏曲之美，培养学

生热爱家乡的情怀。为了更好地结合教材贯穿课程

思政，以音乐鉴赏课程为载体，立足中原特色以河南

省戏曲、中国传统器乐、声音作品作为鉴赏内容。教

学内容以河南省戏曲特色文化为主题，根据学期课

时设置，可分为３２个课时，分为三个部分，进行课程
设计。第一部分，立足中原以河南省戏曲文化为课

程的引入点，结合每学期“戏曲进校园”活动中所演

奏的曲目，从作品的创作背景、演唱特点、歌词配器

等方面进行详细讲解。例如豫剧《朝阳沟》《挑山女

人》，歌颂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劳动者的奉献精神，

学生通过对作品的学习更深刻的理解作品所体现的

中国精神、河南精神。第二部分，配合戏曲作品中所

使用的民族传统器乐为拓展，进一步讲解中国传统

器乐在世界音乐的地位和贡献。例如认识琵琶、二

胡、唢呐等民族独有的乐器，欣赏民族器乐重奏作品

感受民族乐器与西方乐器不同音色之美。第三部

分，实践环节，选择具有一定代表性作品，进行模仿

表演。深入作品体现内涵，更好地让学生感受和传

承传统文化艺术。从感受作品的情感内容和思想内

涵中获得丰富的审美体验，与自身思想与情感产生

共情并升华，转化为欣赏者深刻而持久的自觉行为。

这是音乐审美的最高层次，也是音乐鉴赏的本质所

在。通过了解音乐创作的时代背景以及对音乐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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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角度的审美分析，深度挖掘音乐所表达的思想

情感，领略音乐的深层魅力，感受其蕴含的精神力

量。基于课程思政的时代背景，促进学生艺术修养

和思想道德的全面提高。从音乐作品入手，发挥本

课程的德育功能，把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贯穿

课程思政全过程。丰富上课形式，在欣赏的同时学

习一定的音乐作品，做民族艺术文化的传承人，培养

新时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

四、结语

这种“欣赏性德育模式”，把作品中的精神与自

我很自然的融合一起，引导学生在欣赏中完成思想

政治教育。音乐鉴赏教育以音乐作品丰富的情感感

染特称潜移默化地对学生情感得到升华，培养其坚

定的理想信念、深厚的爱国情怀、建立审美观、提高

审美能力。本文通过对高校音乐鉴赏课程思政建设

现状做出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将音乐鉴赏课程与思

想政治教育相融合，不断提高教师政治理论基础、加

强音乐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结合，构建有利

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音乐鉴赏课程培养

体系、立足本地音乐文化特色打造适合本校音乐鉴

赏作品分析体系充分发挥德育育人功能的路径，以

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希望为促进我校

课堂思政建设、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际工作

的开展做一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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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聋生体育教学实现快乐融合路径研究
———以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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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献福（１９７４—），男，河南鄢陵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体育研究讲师，研究方向：体育教育理论与实践。

摘　要：采用文献资料法对特教聋人学生体育教学进行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及访谈对郑州工程
技术学院特教学院专家、三届聋人学生和手语专业学生进行调研，总结教学经验和不足，提出聋生体

育教学实现快乐融合的路径：一是重塑聋生体育教学理念；二是重塑聋生体育快乐观；三是重视课程

思政、“微课”和武术特色课程在聋生体育教学中的应用；四是高校体育教师与时俱进，一专多能。

提升我校聋生体育教学水平，也为同行提供借鉴。

关键词：高校；聋生；体育教学；快乐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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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言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目前残疾人占世界总人

口约１０％，重视特殊教育已成为世界共识。在课程
思政的教育思想指引下，强力发展特殊教育是我国

教育部门的重要任务之一。在推进教育公平的社会

背景下，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作为中国中西部地区第

一个创办聋人高等教育的院校，自从２００１年招收
（高考通常采用单招形式）聋人学生以来，我校公共

体育教学始终采取与听人混合编班授课的教学模

式，经过近二十年的教学实践，取得了聋生高校体育

教学经验，同时也存在不足之处。相对听人而言，针

对聋人学生缺失自信心的心理特点，采用的体育教

学理念、方式和途径，要引导聋生快乐融合到体育教

学过程中，对体育运动产生浓厚兴趣，积极参与到体

育教学活动中，要增强学习和生活自信心，。把大学

体育课程融入“课堂思政”元素，尤其借助武术、足

球、篮球等教学平台，充分挖掘各类体育活动所富含

的体育精神（中国武术传统文化、团结拼搏的集体

主义精神等思政元素），疫情期间借助互联网，采用

企业微信、雨课堂等 ＡＰＰ，把“微课”纳入到大学体
育教学整个过程。

二、聋人学生体育教学现状与分析

（一）聋人学生的界定

聋人学生简称聋生，就是指具有听力障碍的学

生。所谓听力障碍，就是指听觉系统中的传音、感音

以及对声音的综合分析的各级神经中枢发生器质性

异常，而导致听力出现不同程度的减退，习惯称为耳

聋。［１］只有听力严重减退才称之为聋，其表现为患

者双耳均不能听到任何声音。而听力损失未达到此

严重程度者则称为听力减退。在我校近二十年的高

招（特招）过程中，多数聋生天生跟正常人一样，在

后天生长发育的过程中，由于疾病、服错药物等导致

听力障碍，“聋而不哑”成为这部分聋生的显著特

点，因此不能简单地把聋生称呼为“聋哑人”。

随着科技事业的发展，医疗器械的改良和信息

革命的快速发展，给聋生的学习和生活带来极大的

便利。具体表现在：不断升级换代的听力助听器，听

力效果更好，佩戴更便利和舒适；“５Ｇ”时代的到来
及普及，使聋生与外界的沟通更直接、高效；企业微

信、雨课堂、钉钉等带来线上教育的春天，提高了聋

生的学习效果及学习效率。在高等教育过程中，对

聋生进行有效体育教学的目的，就是要帮助聋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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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体育教学过程中最大限度发挥他们的能力，前

提就是如何创设有利于他们能力发挥的教学环境和

条件。

（二）聋人学生体育教学现状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我国高等

教育得到快速发展，特殊教育备受关注，并得到全社

会的关心和支持，教育质量和水平得到明显提升。

体育教育作为“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体育课程作

为体育教育的核心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得到了

不断完善。体育课程的教育教学过程就是促进学生

身心健康和谐发展的过程，就是促进学生自我发展、

自我实现，成为完整的人的发展过程。多年来，学校

主管领导一直重视聋生“全人教育”，并在学院领导

的管理和指导下，公共体育教研室以“人的全面发

展”为终极价值目标，根据聋生身心特点，制定实施

一系列体育教学文件和措施，教学效果在每学期体

质健康测试、学校体育协会及学院各种运动会及课

余锻炼中得到检验。

通过近二十年的教学管理与实践，我校初步形

成一套具有“郑工特色”的高职教育模式。与“听

人”教育相比，我校体育教学具有鲜明的特点。具

体表现在：体育教学排课安排方面，新学期开始，以

教务处安排的总课程安排表为前提，根据学校聋生

单招及高考招生情况，对选项（开课体育项目）、人

数（聋生、听人）进行合理布局，进行网上选课，原则

上，拥有聋生的每个教学班都有同届手语专业学生

混合编班在一起，便于聋生与任课教师、听人（正常

学生）的沟通与交流；教学师资方面，原则上安排责

任心超强且经验丰富的教师，任课教师基本是普通

高校师范类专业毕业，本身没有经过系统的手语培

训，都是在多年的聋生体育教学过程中，经过长期教

学过程中的交流而形成的手语知识，手语动作简单、

不系统，具有不规范性；另外，任教聋生混合教学班

的教师不是固定不变的，在教学进度、计划、教案及

考核标准等教学文件方面，包括编班上课学生人数、

教学场地条件等方面，都与正常体育教学班几乎没

什么差别；教学评价作为教学效果的重要手段之一，

其评价标准的科学制定是重中之重，迄今为止，我校

对聋生混合教学班的体育教学评价标准与正常学生

教学班也是无区别的，亟待公共体育教研室进行探

索和研究，制定出符合聋生体育教育特点的体育教

学评价标准，不断完善聋生体育教学文件，形成切实

可行的聋生体育教学体系。

（三）聋人学生体育教学的短板

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时代主旋律。在国家战略

实施过程中，人才培养和储备成为核心生产力，也

是科技创新的源泉，因此，创建教育强国是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特殊体育教育作为人类

弥补自身缺陷的一种教育活动，并在高校体育教

学指导纲要中强调要针对特殊群体大学生的身心

特点，合理地设置特殊体育课程。近 ２０年来，我
校经历了不断升级发展过程，２０１６年，我校通过教
育部的评估验收，升为普通本科院校，这就造成我

校在体育教学管理的各个细节方面存在一定的滞

后性。尤其是在聋生体育教学方面，在落实本科

高校体育教学指导纲要要求方面，就存在一定的

短板，这就要求我们在聋生体育教学过程中，善于

发现自身在聋生体育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

处，通过教研活动，及时找到应对措施，以文件形

式进行总结和推广，逐步完善本科高校聋生体育

教学全过程，真正形成我校特殊教育的特色教育

亮点。

通过对比分析，我校聋生体育教育方面存在的

不足。根据不同的教学目的和任务，不同体育项目、

不同规模教学班在备课、上课难度系数是不一样的，

我校在配套政策上存在需要完善之处，在实际教学

过程中，任课教师的工作量都一样，这就无法调动任

教聋生混合班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尤其是近三年来，

我院公共体育教研室在编教师数量严重不足，教师

教学工作量大，教学任务繁重，每学期教学周数由原

来的１８周缩减到现在的１６周，但专任教师的基本
工作量却还是３６０学时，没有做出相应合理调整，严
重挫伤了一线专任教师的积极性，亟待学院领导与

学校主管部门和领导协调。针对我校在编班上课人

数、教学场地设施条件、教学文件等方面与正常学生

班基本相同，通过访谈与调研，与听人相比，聋生容

易孤僻、自卑、自主参与能力弱，在学习中不能很好

地发挥自我优势，无法以最佳状态参与到教学活动

中来，这样开展教学活动，就无法很好地保证因材施

教、教学进度完全一致，聋生与听人无法实现完美融

合，快乐体育本源及其人文价值更难得到体现、升

华，教学效果也会打一定的折扣。针对我校聋生体

育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短板问题，公共体育教

研室广泛开展聋生体育教学教研会，并形成文字材

料，为上级领导部门提供可靠信息，学校主管部门、

特殊教育学院和体育学院领导不定期召开聋生体育

教学协调会，采取积极有效有效的教改措施进行解

决，进而完善符合我校聋人学生教育特点的体育教

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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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体育教学实现快乐融合路径

（一）重塑聋生体育教学理念

在新形势下，要切实改变我校聋人学生体育教

学现状，必须首先调动他们的自主参与积极性，通过

多种教学方式来提高聋生自主参与体育活动的热情

与能力。这就要求参与聋生体育教学的教师与时俱

进、改变特殊教育观念，重塑特殊教育理念。

体育课程应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价值目

标。体育课程的教育教学过程就是促进学生身心健

康和谐发展的过程，学校体育课程不仅可以教会学

生体育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提高学生的身体素

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养成终身锻炼的习惯，

培养学生团结协作、拼搏、友爱、集体主义精神等良

好品质，还可以进行智育、德育和美育的训练，发展

学生的个性。［２］同时，体育，作为人类文明生活的一

部分，蕴涵着丰富的德育资源，是人类追求自身价值

的体现。思政教育和体育教学应该是合二为一、血

浓于水的关系，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融合过程。［３］在满

足社会需要的基础上，力求自由的释放，个性的发展，

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的价值，享受个人的快乐、成就

与幸福。特殊教育是人类弥补自身缺陷的一种教育

活动，作为高等特殊教育，我们应站在更高起点推进

教育公平，切实保障每一位聋生充分享受到“平等、参

与、共享”的受教育权。高校聋生体育教学过程就是

要最大程度地消除聋生和听人的身心差异，走向两类

人群彼此共生共融，即强化融合教育。

（二）重塑聋生体育快乐观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

展，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也在不断得到丰富和发

展，而体育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观念和

内涵也得到新时代的阐述。现代体育教育已摈弃了

畸形教条的体育观念，重新接纳游戏的功能，逐步找

回中国体育教育早已遗失的娱乐，迎来体育文化属

性的回归。

高校体育教师首先应具有快乐体育观。快乐体

育指的是从终身体育与个性和谐发展需要出发，把

体育运动作为大学生将来的生活内容教给他们，让

他们体验从事理解、掌握、创造运动的乐趣，从而激

发大学生积极参加运动的自觉性的体育教学思想体

系。［４］从快乐体育观的角度，就要求从事特殊教育

的体育教师具备：课堂教学手语语言要生动形象，表

达准确又不失幽默诙谐感；场地器材安排明快、有

序，又不失安全感；适时处理好快乐与严格的关系，

又不失其平衡感；最大限度地处理好快乐与兴趣的

关系，达到二者最佳结合；始终处理好快乐与教学质

量的关系，达到二者最佳课堂教学效益。

总之，在聋生体育教学的过程中，高校教师始终

要站到教育强国的政治高度，具有高度责任感，对特

殊教育拥有一颗敬畏之心，从聋生终身体育与个性

和谐发展需要出发，让体育的娱乐功能真正回归，通

过运用多种教学方法，让聋生在体育教学活动中，用

灵魂来体验到从参与、理解、掌握到创造运动的乐

趣，不断激发聋生对体育活动的参与兴趣，逐渐矫正

补偿聋生的身心缺陷，增强生活和学习自信心，逐步

实现聋生体育价值与生命意义的快乐融合。

（三）重视课程思政教育、“微课”和武术特色课

程在聋生体育教学中的应用

为了更好地实现大学体育的教育目标和育人目

标，应强化课程思政教育在体育教学中的“全人”育

人功能，充分运用好大学体育这个优质载体，不断丰

富体育教学内容体系，把体育精神融入体育教育全

过程。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尤其是５Ｇ时代
的来临，企业微信、钉钉、雨课堂等 ＡＰＰ软件已然成
为线上教育热点载体和授课工具，已成为一种新的

线上教学方式，尤其是在这场新冠肺炎疫情的“战

疫”中，“微课”在停学不听课的前提下，凸显了其强

大的生命力。

武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民族

文化复合体，被称为“国术”，也是学校教育中培育

勇武精神的实践途径。［５］武术特色课程的授课内

容，更适合将民族精神和中国梦核心精神融人教学

过程中。武术在“立德树人”、刚健自强、增强防身

自卫本领、培养审美意识和树立优美形象等方面具

有自身鲜明的育人功能和特点；另外，聋生对武术套

路更易于观察、学习模仿和掌握，容易激起聋生的求

知学习兴趣。在聋生高校武术育人过程中，充分挖

掘河南武术之乡的代表拳种，并以武术拳种为单位，

从中提炼几个简单实用的组合，作为武术教育的主

要教学内容，同时融入道德礼仪教育。在复学后的

聋生教育教学活动中，强调教师在基本手语技能、计

算机软件技术、授课创意等方面狠下基本功，充分挖

掘“微课”优势，适时把课程思政内容贯穿其中，依

托得天独厚的河南武术之乡底蕴，创编聋生兴趣十

足的系列武术拳种简单组合套路，与体育教学实践

课互为补充、遥相呼应，最终使聋生在兴趣中收获健

康和快乐，同时，其缺陷也得到补偿，真正做到“润

物细无声”。

（四）高校体育教师与时俱进，一专多能

作为特殊教育学院的聋生体育教育工作者，我

校体育教师都来自普通高校体育专业毕业，虽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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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层次和结构合理，但都没有经过系统的特殊教育

专业学习经历，要想胜任聋生体育教育，面临着巨大

的挑战和教学评价考验。因此，在实现中国梦的时

代背景下，作为“郑工人”，必须认真学习，不断挖掘

与聋生体育相关的医学、教育学、运动学、心理学相

关知识，掌握聋生体育教育规律，研究适合聋生体育

教育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具有创新精神，根据所教聋

生特点，量身定做、不断创编一系列武术套路、体育

舞蹈、球类等自编教材，持续改进和提高聋生体育教

学水平。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鼓励我院体育教育

工作者多与特殊教育学院的同仁们多进行交流、互

动、学习，不忘初心，积极进行聋生体育教育科学研

究，持续推动我校的聋生体育教、科研水平，争取多

出教学成果，也为中国高等学校聋生体育教育理论

做出点贡献。

针对聋生体育教学过程的复杂性、嬗变性、综合

性、艰巨性，建议学校领导部门：重新审视聋生体育

教学，进一步加大体育教学经费投入；加强对聋生体

育教学的督导和科学评价，加大聋生体育课时的权

重，提高聋生体育教师的福利待遇，以期提高其工作

积极性。

四、结语

个体天生的器官缺陷会使其产生自卑，而个体

可能会通过其他方式补偿自身缺陷。［６］作为一名体

育教师，总是希望可以借助体育的力量来改变一些

事情，对待聋生既不是悲天悯人的道德补偿，也不是

居高临下的同情或施舍，而是通过体育实现真正的

平等和融合。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时代背景下，

高校体育工作者更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从郑州经

济社会的发展和我校特殊教育的发展出发，认真上

好每一节聋生体育课，让这些精灵快乐融合，健康成

长，勇敢面对生活，成为有用之才。同时，在高校聋

生体育教育的道路上，不断创造，无问西东，走适合

时代特色的特殊教育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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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提高电力负荷预测的精度，提出一种基于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的短期负荷预测模型。
首先，选取２８个影响电力负荷变化的因素作为预测输入候选特征，同时对部分定性表述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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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性较强的主要影响因素，进一步采用皮尔逊相关系数法分析影响因素对负荷的影响。最后，为了

减小高输入维度对预测模型泛化的影响，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特征降维，简化神经网络模型的输

入。该模型将提取的主成分确定为预测输入特征集，对时间序列历史数据进行输入输出关系化展

开，进而构建预测相空间。对ＬＳＴＭ预测模型的参数设置进行实验测试并筛选出最优的训练参数来
提高学习效率，利用ＬＳＴＭ进行模型训练，实现短期电力负荷预测。实例分析结果表明，该方法具有
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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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作为电力系统中的重要组成环节，精准的电力

负荷预测［１］不仅是国家电网规划运行和调度的重

要依据，更是电网安全运营的重要保障。研究表明，

若能将一个１０ＧＷ的电力设备的负荷预测准确度提
升１％，每年能够节省的成本为１６００万元［２］。近几

十年来，有大量预测方法和预测模型来提高负荷预

测精度。国内外研究人员不仅分析了时间序列

法［３－４］、相似日法［５］、指数平滑［６］等经典预测方法，

还对随机森林［７－８］、支持向量机［９－１０］、神经网

络［１１－１２］等智能预测法进行大量运用。

随着电网智能化的升级，电力负荷数据也更加

多变［１３］。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作为智能预测方法

之一，由于其具有较强的深度学习的能力被广泛应

用于电力负荷预测之中。为了进一步提高负荷预测

的精度，很多学者提出了改进以及优化算法的长短

期记忆神经网络预测模型［１４－２０］。阳曾［１４］等为了提

升负荷预测的准确性，提出一种基于变分模态分解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ｄｅ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ＶＭＤ）和长短期记
忆（Ｌｏｎｇ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Ｍｅｍｏｒｙ，ＬＳＴＭ）神经网络相结合
的短期负荷预测模型，算例分析表明所提方法有效

地提高了短期电力负荷预测的准确性。ＨｅｎｇＳｈｉ［１６］

等提出了对电力系统在不同层次进行负荷预测做了

全面的深度学习评估，表明在最先进的深度递归神

经网络与浅层神经网络相比所提出的深度预测模型

具有更高的预测精度。陆继翔［１８］等人提出一种将

卷积神经网络（ＣＮＮ）与长短期记忆（ＬＳＴＭ）网络混
合的负荷预测模型，经过算例分析表明了混合模型

大大提高了预测精度。近期，为了进一步提高电力

负荷预测精度，陈振宇［２０］等人提出了基于 ＬＳＴＭ与
ＸＧＢｏｏｓｔ相结合的负荷预测方法，通过实验结果表
明，所提方法和 ＸＧＢｏｏｓｔ的组合与 ＧＲＵ模型进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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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新的预测模型具有较高的准确性。

综上所述，使用单一的不加改进的长短期记忆

神经网络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电力负荷预测问题，而

经过改进或结合其他预测技术的长短期记忆神经网

络不仅有效地提高负荷预测的精度，也能解决负荷

预测中常出现的问题。因此，通过利用长短期记忆

神经网络去研究更有效的负荷预测方法是提高预测

效果的重要手段之一。

１　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原理
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Ｌｏｎｇ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Ｍｅｍｏ

ｒｙ，ＬＳＴＭ）是被广泛应用的神经网络机器学习方法
之一。ＬＳＴＭ最早起源于１９９７年，是被 ＳｅｐｐＨｏｃｈ
ｒｅｉｔｅｒ和 ＪｉｉｒｇｅｎＳｃｈｍｉｄｈｕｂｅｒ共同提出的，主要是为
了有效解决ＲＮＮ难以解决的人为延长时间任务的问
题，以及ＲＮＮ容易出现的梯度爆炸与梯度消失问题。

ＬＳＴＭ细胞是由输入门（ｉｎｐｕｔｇａｔｅ）、遗忘门
（ｆｏｒｇｅｔｇａｔｅ）、输出门（ｏｕｔｐｕｔｇａｔｅ）以及单元状态构
成。其中遗忘门表示输入的有上一序列的隐藏状态

ｈｔ－１与本序列数据 ｘｔ通过 ｓｉｇｍｏｉｄ激活函数得到遗
忘门的输出ｆｔ，即通过其判断之前的信息是否对此
时的单元记忆有影响，如图１所示。

ｆｔ＝σ（Ｗｆ·［ｈｔ－１，ｘｔ］＋ｂｆ） （１）
其中：Ｗｆ、ｂｆ为线性关系的系数与偏置系数，σ

为ｓｉｇｍｏｉｄ激活函数。

图１　ＬＳＴＭ的遗忘门结构图

图２　ＬＳＴＭ的输入门结构图

输入门用来计算哪些信息保存到状态单元中，

包括两部分信息，一部分是：

ｉｔ＝σ（Ｗｉ·［ｈｔ－１，ｘｔ］＋ｂｉ （２）
该部分可以看成当前输入有多少信息需要保存

到单元状态。另一部分是：

珓ｃｔ＝ｔａｎｈ（Ｗｃ·［ｈｔ－１，ｘｔ］＋ｂｃ （３）
如图２所示，该部分用来把当前输入产生的新

信息添加到单元状态中，这两部分产生新的记忆状

态。由此，当前时刻的单元状态由遗忘门输入和上

一时刻状态的积加上输入门两部分的积，即：

ｃｔ＝ｆｔ⊙ｃｔ－１＋ｉｔ⊙珓ｃｔ （４）
上式中，⊙为Ｈａｄａｍａｒｄ积。
输出门的状态用于计算当前时刻信息被输出的

程度，如下图３所示。
ｏｔ＝σ（Ｗｏ·［ｈｔ－１，ｘｔ］）＋ｂ０ （５）

图３　ＬＳＴＭ细胞状态更新图

图４　ＬＳＴＭ输出门结构图

输出门用来计算 ＬＳＴＭ单元在时间 ｔ中输出
值，具体如图４所示：

ｈｔ＝ｏｔ⊙ｔａｎｈ（ｃｔ） （６）
２　基于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的负荷预测方法
２．１　主要思路

基于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的负荷预测方法包含

三个主要步骤：首先，对电力负荷特性进行分析。通

过对历史负荷以及气象数据的分析，发现电力负荷

特性，为预测输入候选特征的选择提供依据。其次，

进行预测输入特征提取。通过对影响电力负荷内外

部因素进行相关度分析，筛选出与该地电力负荷变

化相关性较强的影响因素，并进一步利用主成分分

析法提取主成分作为预测的输入特征组。最后，以

已得到的输入特征组为输入，待预测负荷为输出，基

于输入输出对应关系，构造预测相空间。在预测相

空间上，引入ＬＳＴＭ网络的预测模型，借助实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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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最优参数，并借助实例分析验证其有效性。

２．２　电力负荷的特征分析
２．２．１　电力负荷的随机波动性

电力负荷具有随机性，负荷的随机性是由内外

部随机性构成。图５为某地连续１１天的日负荷变
化图，从中可知负荷值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由于每天

都有多种内在和外在的影响因素使得负荷不断变

化，从而导致负荷值不断地升高或者降低使其处于

上下波动的状态。

２．２．２　电力负荷的多重拟周期性
电力负荷的变化具有周期性，对其影响因素来

说，时间日期因素则是影响负荷周期性变化的主导

者。如图６所示，该图为美国里士满市圣诞节前后
相邻几天的每小时负荷值，显然工作日比非工作日

耗电量多。经上述分析可知，该地区用电量的大小

变化与日期类型有着紧密联系。

图５　日负荷变化曲线

图６　三种日期类型日负荷曲线图

图７反映了电力负荷的多重拟周期性，首先是
年周期的体现，该图为某地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７年的年
电力负荷趋势变化图。

紧接着是周周期的体现，图８为某地２０１７年７
月２日至７月２９日四周的周电力负荷趋势变化图。
无论是年周期，还是周周期的负荷曲线都是呈现出

较强的规律性。

２．２．３　易受气象等外在因素影响
影响电力负荷变化的因素不仅是日期时间因

素，如气候、温度、湿度以及气压等气象因素都会导

致负荷的上下波动。如图９和图１０是美国里士满
市三月份的每日最高温度、最低温度以及平均温度

的变化曲线图和每日的负荷峰值、谷值以及平均负

荷值，如图可知，负荷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化。

图７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某地区年负荷曲线

图８　２０１７年某地区周负荷曲线

图９　不同温度类型的变化曲线

图１０　不同负荷值的变化曲线

２．３　电力负荷预测输入特征提取
本文以美国里士满市的数据为例进行分析，对

影响该市的因素进行前期收集，主要包括负荷因素、

气候因素、风向风力因素、时间因素四个方面。首

先，针对美国里士满市的短期负荷预测初期筛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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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个影响因素。其次，对２８个影响因素进行正态
性检验，剔除不满足正态分布的相关数据；再依据时

间粒度尺度对皮尔逊相关系数的影响并确定最优时

间粒度。随之，对进一步筛选的影响因素进行皮尔

逊相关系数分析，从而选出与该市有较强相关性的

影响因素。最后，借助主成分分析法提取特征，简化

ＬＳＴＭ神经网络的输入，从而避免在利用神经网络
预测所出现的过度拟合等常见问题，并缩短网络训

练时间。历史负荷数据的筛选主要从前１天同一时
刻负荷、前２天同一时刻负荷、…、前１７天同一时刻
负荷值作为负荷自身因素指标；选取温度、湿度、露

点、气压、天气类型、季节类型作为气候影响因素指

标；将节假日、星期、星期类型作为时间因素。

２．４　基于皮尔逊相关系数的特征相关性度量
分析２５个影响指标的皮尔逊相关系数来判断

其对该市的负荷曲线的相关度。

通过分析表１可知：
表１　２５个影响因素的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

类别 指标 皮尔逊相关系数 显著性

前１天同一时刻负荷 ０．８７８ ０．０００

前２天同一时刻负荷 ０．７３７ ０．０００

前３天同一时刻负荷 ０．６５０ ０．０００

负荷类因素

前４天同一时刻负荷 ０．６０５ ０．０００

前５天同一时刻负荷 ０．６０９ ０．０００

前６天同一时刻负荷 ０．６６２ ０．０００

前７天同一时刻负荷 ０．６８４ ０．０００

前８天同一时刻负荷 ０．６１０ ０．０００

前９天同一时刻负荷 ０．５１６ ０．０００

前１０天同一时刻负荷 ０．４６９ ０．０００

前１１天同一时刻负荷 ０．４８０ ０．０００

前１２天同一时刻负荷 ０．５２６ ０．０００

前１３天同一时刻负荷 ０．６１５ ０．０００

前１４天同一时刻负荷 ０．６６０ ０．０００

前１５天同一时刻负荷 ０．６００ ０．０００

前１６天同一时刻负荷 ０．５０６ ０．０００

前１７天同一时刻负荷 ０．４７９ ０．０００

温度 ０．５３７ ０．０００
湿度 －０．３７１ ０．０００

气候类因素
露点 ０．３０５ ０．０００

季节类型 －０．３１８ ０．０００

气压 －０．１９２ ０．０００
风速类因素

风速 ０．３０６ ０．０００

星期 －０．３２９ ０．０００
时间因素

星期类型 ０．２６４ ０．０００

　　．在０．０１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１）第一类因素中，在０．０１水平（双侧）上，前
一天的同时时刻负荷与该地短期负荷有强烈的正相

关，且皮尔逊相关相系数为０．８７８。其余的历史负

荷特征与该市的短期负荷相关性都很高，且皮尔逊

相关系数值在０．６左右，即该影响因素与该地区的
负荷值有很强的正相关性。

（２）第二类因素中，在０．０１水平（双侧）上，温
度以及露点都与该地区的短期负荷呈显著正相关的

关系。其中，温度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０．５３７，露点
相关系数为０．３０５。其次，湿度、季节类型以及气压
三个影响因素都与该地区的短期负荷曲线呈负相关

性，皮尔逊相关系数分别为 －０．３７１、－０．３１８、
－０．１９２。
（３）第三类因素中，在０．０１水平（双侧）上，风

速与该地短期负荷呈较弱的正相关，且风速的皮尔

逊相关系数为０．３０６。
（４）第四类因素中，在０．０１水平（双侧）上，星

期类型因素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０．２６４。星期影响
因素指标对该地的短期负荷呈较弱负相关性，其皮

尔逊相关系数为－０．３２９。
综合所述，通过进一步对２５个影响因素进行筛

选，通过表１可知仅有气压和星期类型的相关系数
分别为－０．１９２和０．２６４，对该地的电力负荷变化的
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因此，设定相关系数绝对值阈

值为 ０．３，选择相关系数绝对值大于０．３的２３个影
响因素作为与该市短期电力负荷呈相关性的影响因

素。他们分别是前１天同一时刻负荷、前２天同一
时刻负荷、…、前１７天同一时刻负荷、温度、露点、湿
度、季节类型、风速、星期。

２．５　基于主成分分析的特征提取方法
进行主成分分析之前，需要判断该数据是否能

进行降维处理，则对２３个影响因素数据进行 ＫＭＯ
和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度检验。检验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ＫＭＯ和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度检验

取样足够度的 Ｋａｉｓｅｒ－Ｍｅｙｅｒ－Ｏｌｋｉｎ度量。 ０．８６３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的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９７０９９．０７２

ｄｆ ２５３

Ｓｉｇ． ０．０００

　　从表２可知，表中 ＫＭＯ的值为０．８６３，是大于
０．５的；其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ｄｅ的球形度检验的 ｐ值为０．０００，
小于显著性水平０．０５。因此，所分析的数据比较适
合提取主成分。

主成分分析提取主成分的关键是选取的特征值

需要大于１且累计方差贡献率要满足大于８０％的
成分。表３可知，前５个提取的成分特征根分别为
１２．４２１、２．１２５、１．５９８、１．４９４、１．００９，都大于１。所以
共提取５个主成分，且其能够反映原始影响因素
８１．０７５％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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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影响因素的因子方差分析

成分
初始特征值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提取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旋转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１ １２．４２１ ５４．００４ ５４．００４ １２．４２１ ５４．００４ ５４．００４ ６．６５９ ２８．９５０ ２８．９５０
２ ２．１２５ ９．２４１ ６３．２４６ ２．１２５ ９．２４１ ６３．２４６ ６．５３９ ２８．４３１ ５７．３８２
３ １．５９８ ６．９４６ ７０．１９２ １．５９８ ６．９４６ ７０．１９２ ２．６４１ １１．４８４ ６８．８６６
４ １．４９４ ６．４９４ ７６．６８６ １．４９４ ６．４９４ ７６．６８６ １．５８５ ６．８９３ ７５．７５８
５ １．００９ ４．３８９ ８１．０７５ １．００９ ４．３８９ ８１．０７５ １．２２３ ５．３１６ ８１．０７５
６ ０．９２７ ４．０３１ ８５．１０６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

表４　旋转成分矩阵

影响指标
成分

１ ２ ３ ４ ５
温度 ０．３６８ ０．２９２ ０．７４７ ０．０１５ ０．２４０

露点 ０．１６６ ０．００５ ０．９４７－０．０４６ ０．０２８

湿度 －０．３１８－０．４８４ ０．４１１－０．０９７ －０．４００

风速 ０．０５０ ０．１２４ ０．０４２－０．０８６ ０．９０１

星期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９－０．０５３ ０．８８６ －０．０７９

季节类型 －０．０８９－０．２７５ ０．７４８－０．００５ ０．０７１

前１天同一时刻负荷 ０．３４６ ０．６５７ ０．２８７ ０．０８６ ０．２４５

前２天同一时刻负荷 ０．３１９ ０．７２９ ０．２５１ ０．３１８ ０．１７４

前３天同一时刻负荷 ０．２７９ ０．７９６ ０．２０５ ０．２９９ ０．１３９

前４天同一时刻负荷 ０．２７４ ０．８３８ ０．１７０ ０．１１２ ０．０６４

前５天同一时刻负荷 ０．３１５ ０．８３２ ０．１３４－０．１３１ ０．０４０

前６天同一时刻负荷 ０．３９０ ０．７８８ ０．１０１－０．２８２ ０．０４６

前７天同一时刻负荷 ０．４６７ ０．７２９ ０．０７８－０．２７２ ０．０６５

前８天同一时刻负荷 ０．５４６ ０．６６８ ０．０５１－０．０２９ ０．０５０

前９天同一时刻负荷 ０．６１５ ０．６１９ ０．００８ ０．２０６ －０．０１１

前１０天同一时刻负荷 ０．６６４ ０．５６２ ０．００６ ０．１８２ －０．０２８

前１１天同一时刻负荷 ０．７１４ ０．４９３ ０．０４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１

前１２天同一时刻负荷 ０．７７４ ０．４１２ ０．０７７－０．１７８ －０．００４

前１３天同一时刻负荷 ０．８３０ ０．３３４ ０．１３０－０．２４３ ０．０２８

前１４天同一时刻负荷 ０．８５５ ０．２７３ ０．１９７－０．１７８ ０．１１７

前１５天同一时刻负荷 ０．８４５ ０．２５８ ０．２１９ ０．０８７ ０．１３６

前１６天同一时刻负荷 ０．８０２ ０．２７８ ０．２０９ ０．３２４ ０．１１４

前１７天同一时刻负荷 ０．７３２ ０．３１３ ０．２１２ ０．２９８ ０．１０８

　　提取方法：主成分。

旋转法：具有 Ｋａｉｓｅｒ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
表４表示２３个影响因素指标的旋转成分矩阵，

该表是反映提取的成分主要是由哪类影响因素构

成。为了方便观察将表中大于０．５的数值进行阴影
标记，所标记数值代表哪些影响因素在其对应主成

分中的占比较大。结合表３可知，成分一的占比最
大，该成分主要为历史负荷因素指标，占比为

２８．９５０％；成分二主要是由历史负荷因素指标构成，
最大占比为２８．４３１％；成分三主要由气候类影响指
标组成，最大占比为１１．４８４％；成分四由星期指标
构成，占比为６．８９３％；成分五则由风速指标构成，
占比为５．３１６％。

表５为２３个影响负荷因素的指标成分得分系
数矩阵，假设２３个影响指标实际值根据表５的顺序

分别为矩阵Ａ到Ｗ，从而得到新的五个成分矩阵为
Ｚ１、Ｚ２、Ｚ３、Ｚ４、Ｚ５。

表５　成分得分系数矩阵

影响指标
成分

１ ２ ３ ４ ５
温度 －０．００７ －０．０４８ ０．２９７ ０．００６ ０．１７６

露点 －０．０１６ －０．０８１ ０．４１７ －０．０２５－０．０１１

湿度 －０．０１２ －０．０６６ ０．２３６ －０．０４８－０．３１３

风速 －０．０４２ －０．０８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４３ ０．８４０

星期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１－０．０２０ ０．５６４－０．０６２

季节类型 ０．１０１ －０．０６４－０．３２３ ０．００６ ０．１１２

前１天同一时刻负荷 －０．０７８ ０．１２０ ０．０７４ ０．０３４ ０．１３６

前２天同一时刻负荷 －０．１０４ ０．１５８ ０．０５８ ０．１７９ ０．０６４

前３天同一时刻负荷 －０．１３３ ０．２０３ ０．０３８ ０．１６３ ０．０２３

前４天同一时刻负荷 －０．１４１ ０．２４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４０－０．０５７

前５天同一时刻负荷 －０．１２０ ０．２４１ ０．０００ －０．１１６－０．０８５

前６天同一时刻负荷 －０．０７６ ０．２１０－０．０２１ －０．２１１－０．０７８

前７天同一时刻负荷 －０．０２９ ０．１６２－０．０３５ －０．２０２－０．０５４

前８天同一时刻负荷 ０．０２１ ０．１１０－０．０５０ －０．０４５－０．０５７

前９天同一时刻负荷 ０．０６６ ０．０７２－０．０７２ ０．１０６－０．１０６

前１０天同一时刻负荷 ０．１０１ ０．０３８－０．０７５ ０．０９３－０．１１６

前１１天同一时刻负荷 ０．１３６ ０．００２－０．０６１ －０．０１９－０．１０５

前１２天同一时刻负荷 ０．１７８ －０．０４４－０．０４７ －０．１３０－０．０８４

前１３天同一时刻负荷 ０．２１６ －０．０９４－０．０２５ －０．１６８－０．０４５

前１４天同一时刻负荷 ０．２３５ －０．１４３ ０．００６ －０．１２２ ０．０４８

前１５天同一时刻负荷 ０．２３３ －０．１６１ ０．０１９ ０．０４９ ０．０７３

前１６天同一时刻负荷 ０．２１２ －０．１４７ ０．０１８ ０．１９９ ０．０５５

前１７天同一时刻负荷 ０．１７５ －０．１１２ ０．０２４ ０．１８１ ０．０４６

　　２．６　基于预测特征的预测相空间构造
通过将上文所提取的五个主成分作为预测模型

的输入特征，待预测时刻负荷作为输出特征，构造输入

特征与输出特征的笛卡尔乘积，即构造预测相空间。

将五个主成分序列记作为 Ｓｉ＝｛ｓ（ｔ），ｔ＝１，２，
…，Ｎ｝（ｉ＝１，２，３，４，５），将序列中的最大值与最小
值分别记为Ｓｍａｘ与Ｓｍｉｎ，并记主成分时间序列的取值
论域为Ｘ（ｆ）＝［Ｓｍｉｎ，Ｓｍａｘ］。提取的主成分特征记
为ｆｔ，将电力负荷时间序列记为：Ｌ（ｔ）＝｛Ｌ（ｔ），ｔ＝
１，２，…，Ｎ｝待预测时刻负荷 ｆ０Ｌ（ｔ），则可记 Ｆｔ＝
｛ｆ１，ｆ２，ｆ３，ｆ４，ｆ５｝，为ｔ时刻对应的负荷历史预测特征集。
２．７　基于对比实验分析网络参数设置方法

ＬＳＴＭ网络参数的设置分为基础参数与超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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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其中，基础参数一般指的是权重参数和偏置

参数，而超参数的种类较为繁多，主要包含了输入和

输出层的维度、隐藏层单元数目、激活函数的选择、

正则化参数以及批尺寸（Ｂａｔｃｈ＿Ｓｉｚｅ）等参数。模型
依据训练样本以及需求数据的不同，会对其相应的

超参数进行设置。但是，往往网络学习只有基础参

数才是自动更新学习，超参数都是人工依据经验所

得，进行不同的尝试来进行较优参数的选择，从而导

致缺乏有效学习的方法。因此，本文通过设计系列

的参数对比实验进行选取参数，先依据实验确定超

参数，再通过手动调整单个参数的值从而获取最优

参数。

３　算例分析
本文以美国里士满市的电力负荷数据进行实证

分析，选取２０１７年８月１日—１１月３０日的采样间
隔为１小时的电力负荷数据作为数据集，每天共采
集２４条数据，一共２９２８个数据。其中２０１７年８月
１日至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３日为训练数据集（共 ２７６０
个数据），对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４日—３０日（记为 Ｔ１…
Ｔ７）（共１６８个数据）的电力负荷数据进行预测。

本文运用的编程语言为 Ｐｙｔｈｏｎ３．９．１版本，主
要采用Ａｎａｃｏｎｄａ３中的Ｔｅｎｓｏｒｆｌｏｗ、Ｎｕｍｐｙ、Ｋｅｒａｓｅ等
工具包进行模型搭建。Ｔｅｎｓｏｒｆｌｏｗ是用于现实深度
学习算法的工具框架，属于人工智能中的技术层中

的学习框架，并且运用Ｔｅｎｓｏｒｆｌｏｗ的版本为２．０．１的
ＣＰＵ版。
３．１　实验设计

（１）ＬＳＴＭ神经网络参数设计
初始权值是神经网络模型的重要参数设置之

一，本文对初始权值的设置主要是依据过往的历史

经验所得，并将其设置为［０，１］之间的随机分布。
批尺寸（Ｂａｔｃｈ＿Ｓｉｚｅ）的设置对于深度神经网络

模型预测结果有着巨大的影响，它会直接影响到预

测模型训练的时长以及预测精度，因此批尺寸也是

神经网络中重要超参数之一。通常情况下，依据

ＧＰＵ的显存来设置最大值，并且以 ８为倍数为最
佳，例如３２、４０等 ，这样使得 ＧＰＵ内部的并行运算
的效率达到最大。

实验以总体数据的１０％的数据作为训练集进
行训练，不同的批尺寸的训练时长结果如表６所示。

表６　批尺寸设置与训练时长

训练时长 ７５ｓ ７０ｓ ５６ｓ ４９ｓ ４５ｓ ４８ｓ ５０ｓ ５５ｓ
批尺寸 ３２ ４０ ４８ ５６ ６４ ７２ ８０ ８８

　　由表６可知，针对本文的模型训练效果，批尺寸
设置为６４时，神经网络训练所用时长较短。

前文选取批尺寸的参数实验默认的激活函数与

优化函数分别为 Ｒｅｌｕ函数和 Ａｄａｍ函数。但是，考
虑到神经网络中激活函数与优化函数是多种多样，

由以往网络训练的经验所得激活函数一般常用 Ｓｉｇ
ｍｏｉｄ函数和 Ｒｅｌｕ函数，优化函数常用 ＲＭＳｐｒｏｐ函
数与Ａｄａｍ函数。通过设置控制变量实验，选取出
合适本文网络训练的函数类型。将激活函数与优化

函数进行随机组合，分为如表７所示的四种模型情
况。为了节约训练时长，随机选取１０％的数据为训
练数据，迭代步数设置为１０步，训练结果如表８所示。

表７　激活函数与优化函数组合情况

模型 激活函数 优化函数

ＬＳＴＭ－１ Ｓｉｇｍｏｉｄ ＲＭＳｐｒｏｐ
ＬＳＴＭ－２ Ｒｅｌｕ Ａｄａｍ
ＬＳＴＭ－３ Ｓｉｇｍｏｉｄ Ａｄａｍ
ＬＳＴＭ－４ Ｒｅｌｕ ＲＭＳｐｒｏｐ

表８　不同组合下的模型的误差对比

结果对比 ＬＳＴＭ－１ ＬＳＴＭ－２ ＬＳＴＭ－３ ＬＳＴＭ－４
训练时间 ３５ｓ ３８ｓ ３３ｓ ４０ｓ
ＭＡＰＥ １４．１２％ １４．７５％ １３．２１％ １３．７８％

　　通过表８的结果可知，从网络训练时长上看，
ＬＳＴＭ－１和ＬＳＴＭ－３时长相近；ＬＳＴＭ－２与ＬＳＴＭ
－４所用时长差距不大。从模型性能来看，ＬＳＴＭ－
３和 ＬＳＴＭ－４的ＭＡＰＥ值较为接近，其中ＬＳＴＭ－３
模型的激活函数与优化函数的误差最小。所以，通

过实验分析，下文的模型预测训练分别以 Ｓｉｇｍｏｉｄ
函数作为激活函数，Ａｄａｍ函数作为优化函数。

（２）预测分析设计
本文通过实例分析证明所提出的预测相空间上

基于改进的ＬＳＴＭ神经网络短期电力负荷预测模型
的有效性。数据集选取美国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市

２０１７年８月１日到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３０日的电力负荷
数据进行预测，其中 ２０１７年８月１日到２０１７年１１
月２３日的历史电力负荷数据设定为训练样本，２０１７
年１１月２４日到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３０日的负荷数据作
为预测数据集。

３．２　预测结果
通过对比预测模型的相对误差（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Ｅｒｒｏｒ，

ＲＥ）、最大相对误差（ＭＲＥ）、ＭＡＰＥ以及相对误差
的标准差（ＳＤ－ＲＥ）等指标，对长短期记忆神经网
络预测模型与ＲＮＮ方法进行对比分析。

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为（ＭＡＰＥ）：

ＭＡＰＥ＝１ｎ∑
ｎ

ｉ＝１

ｙｉ－ｙ^ｉ
ｙｉ

×１００％ （７）

相对误差的标准差（ＳＤ－ＲＥ）：

ＳＤ－ＲＥ＝ １
ｎ∑

ｎ

ｉ＝１
（ＲＥｉ－ＭＡＰＥ）槡

２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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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的内容对改进后的 ＬＳＴＭ与 ＲＮＮ预
测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４日的预测值进行对比的结果如
图１１所示。

由图 １１可知，ＬＳＴＭ模型的预测值较之传统
ＲＮＮ的预测值与真实值更接近，说明改进的 ＬＳＴＭ
的预测效果比传统的ＲＮＮ的预测效果好一些，有的
时刻预测值较为接近，但在部分时刻他们与真实值

具有较大的偏差。

通过对比以上２种模型方法预测１１月２４日—
３０日负荷得到的ＭＡＰＥ值来分析模型预测效果，具
体结果如表９所示。 图１１　２个模型预测的电力负荷预测值对比

表９　不同预测模型的ＭＡＰＥ

Ｔ１ Ｔ２ Ｔ３ Ｔ４ Ｔ５ Ｔ６ Ｔ７ Ａｖｇ 改进 Ｍａｘ 改进

ＬＳＴＭ ２．７２８ ２．９０６ ２．０１９ １．７８２ ２．３５２ ２．５４７ １．８７５ ２．３１６ — ２．９０６ —

ＲＮＮ ３．２９２ ４．０７３ ２．６７５ ２．９２９ ３．０１７ ３．３４７ ２．８３９ ３．１６７ ０．８５１ ４．０７３ １．１６７

　　注：表中所有取值加％。

　　经分析表９的结果，对比 ＲＮＮ预测模型 ＬＳＴＭ
将预测的 ＭＡＰＥ均值改进了 ０．８５１％；并将最大
ＭＡＰＥ值改进了１．１６７％。

将２种预测模型从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４日 ～３０日
负荷预测得到的 ＳＤ－ＲＥ进行结果对比分析，具体
结果如表１０所示。

表１０　不同预测模型的ＳＤ－ＲＥ

Ｔ１ Ｔ２ Ｔ３ Ｔ４ Ｔ５ Ｔ６ Ｔ７ Ａｖｇ 改进
ＬＳＴＭ１．３９２１．７１９１．４９８０．９８４１．４５７１．５５４１．１１３１．３８８ —

ＲＮＮ１．５０１２．４８２１．０７５１．５７７１．６７０３．００６１．６５６１．８５２０．４６４

　　注：表中所有取值加％。

由表１０可知，改进的 ＬＳＴＭ相比 ＲＮＮ方法所
得的ＳＤ－ＲＥ均值，ＬＳＴＭ将预测变化波动降低了
０．４６４％。通过观察表１０数据表明，改进后预测方
法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模型的稳定性。正是因为各

种预测方法在性能方面存在不同效果，以至于改进

后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预测方法所得的ＳＤ－ＲＥ值
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４　结论
针对短期负荷预测准确度与稳定性提升问题，

构建了相空间上基于层标准化改进的ＬＳＴＭ神经网
络的短期负荷预测模型的预测效果。经过实例分析

表明，将新的预测方法与ＲＮＮ模型进行对比，ＭＡＰＥ
均值改进了０．８５１％；将最大ＭＡＰＥ值改进了１．１６７％；
将体现预测稳定性的ＳＤ－ＲＥ均值改进了０．４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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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ｒｕｃｔ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ｐｈａｓｅｓｐａｃｅ．Ｔｈ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ｅｔｔ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ＬＳＴＭ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ａｒｅｔｅｓｔｅ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ｌｙ
ａｎｄ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ａｌ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ＵｓｅＬＳＴＭａｓｍｏｄｅｌ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ｐｏｗｅｒｌｏａｄ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ｃａｓ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ｌｏａｄ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ｐｈａｓｅｓｐａｃｅ；ｌｏｎｇ－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ｍｅｍｏｒｙ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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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木全粉对馒头品质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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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处理。

摘　要：以辣木全粉和普通小麦粉为原料制备辣木全粉馒头，考察辣木粉添加量、加水量、和面
时间和发酵时间对辣木全粉馒头感官品质的影响，利用 Ｂｒｏｏｋｆｉｅｌｄ质构仪研究辣木全粉馒头的质构
特性，利用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研究辣木馒头微观结构变化。结果表明，当辣木添加量为３‰、发
酵时间５０ｍｉｎ、加水量１００ｍＬ、和面时间１０ｍｉｎ时，馒头制品色泽度高，口感香甜，感官评分最高。
辣木粉的添加能够明显改善馒头质构和微观结构，提高馒头品质。

关键词：辣木；馒头；感官鉴定；ＴＰＡ；ＣＬＳ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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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ＴＳ２１３．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１）０４－０１１８－０４

　　辣木（Ｍｏｒｉｎｇａ）属多年生热带落叶乔木，是一种
新兴的功能性植物［１］。辣木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膳

食纤维和钙，具有降血糖、降血脂、抗菌、消炎等生理

功效［２］，可以增强人体机能、治疗贫血、抑制病菌

等［３］。段丽丽等［４］将辣木叶粉加入曲奇饼干中，通

过感官评价、质构分析和对曲奇饼干中铁、锌、镁等

微量元素的测定，分析辣木叶粉添加量对饼干品质

的影响，确定辣木曲奇饼干的最合适配方。表明：辣

木叶粉最合适添加量为６．５％，曲奇饼干的胶黏性、
咀嚼性和硬度低，色泽、气味、组织、口感等感官评分

较高。匡钰等［５］研究辣木粉对苏打饼干品质的影

响，并优化了实验配方：辣木粉添加量为３５０ｇ／ｋｇ，
酵母添加量为１８ｇ／ｋｇ，食用油添加量为１７０ｇ／ｋｇ，
盐添加量为６ｇ／ｋｇ。此工艺条件下制备的饼干色泽
呈黄褐色，口感酥脆，香味浓郁。潘新杰等［６］以牛

奶和辣木为原料，通过正交实验和感官评价确定辣

木乳饮料的生产工艺，对饮料中的微量元素和微生

物指标测定，分析辣木粉对乳饮料品质的影响。

以辣木粉和小麦粉为原料制备辣木馒头，探讨

辣木馒头工艺优化过程，测定辣木馒头的比容、多酚

含量等指标，利用 Ｂｒｏｏｋｆｉｅｌｄ质构仪、激光共聚焦显

微镜研究辣木馒头品质及微观结构，为辣木馒头的

工业化生产提供基础数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面粉：南顺（山东）食品有限公司；辣木籽：云南

帅润科技有限公司；干酵母：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

司；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

１．２　仪器与设备
８００Ｙ多功能粉碎机：武义海纳电器有限公司；

ＣＴ３１０００质构仪：美国Ｂｒｏｏｋｆｉｅｌｄ；ＬＳＭ７１０激光扫描
共聚焦显微镜：德国 ＺＥＩＳＳ；ＲＥ－５２Ｃ旋转蒸发仪：
巩义市予华仪器有限公司；Ｔ６紫外可见风光光度
计：北京普析通用仪器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　方法
１．３．１　辣木全粉馒头的制备

辣木籽在６０℃下干燥２．５ｈ，取出后脱皮，用粉
碎机粉碎，８０目过筛；将辣木粉加入小麦粉内，混匀
备用。参照ＧＢ／Ｔ２１１１８－２００７［７］，用一次发酵的方
法完成。将混合粉、活化后的酵母和适量水混合搅

拌（预留３％的混合粉用于发酵之后的戗面成型），
揉成光滑柔软的面团进行一次发酵，时间为５０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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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团反复揉搓，在切成大小相同的面团，揉成光滑的

馒头坯；将切好的大小相同的馒头坯用保鲜膜覆盖，

进行二次醒发１５ｍｉｎ后将馒头坯放入蒸锅中蒸２０
ｍｉｎ，关火焖５ｍｉｎ后取出，室温下静置１ｈ。
１．３．２　辣木全粉馒头感官评价指标

辣木全粉馒头蒸制成熟后，进行感官鉴定［８］。

由１０名感官评定员打分，评分权重如表１所示。
表１　辣木全粉馒头品质权重

项目 分值 得分标准

香味 １０分 有麦香味７～１０分；香味暗淡４～６分；有酸味０～
３分。

色泽 １０分 光泽好８～１０分；稍暗４～６分；灰暗０～３分。

口感 １０分 口味香甜８～１０分；滋味平淡４～６分；有异味０～
３分。

宽高比 １０分 宽高比小于１．４得８～１０分；在１．４～１．６之间得
４～７分；大于１．６得０～３分。

弹性 １０分 手指按压回弹性８～１０分；按压回弹性弱 ４～７
分；不回弹或按压困难０～３分。

表面结构 ２０分 表面光滑细腻１５～２０分；表面有气泡、皱褶８～
１４分；有塌陷、缺口０～７分。

内部结构 ２０分 内部气孔细腻均匀１５～２０分；气孔均匀，有个别
气泡８～１４分；气孔较多且分布不均０～７分。

黏性 １０分 爽口不黏牙８～１０分；稍黏 ４～７分；很黏 ０～３
分。

１．３．３　辣木全粉馒头比容的测定
利用小米置换法测定其比容［９］。

１．３．４　辣木全粉馒头质构特性的测定
蒸制好的辣木馒头室温下冷却１ｈ，取馒头中心

部位２５ｍｍ的方块。采用 ＣＴ３１０００的 ＴＡ１０圆柱
形探头在 ＴＰＡ模式下对馒头样品进行质构测
定［１０］。测试参数：测前速度：２．００ｍｍ／ｓ；测试速度：
１．００ｍｍ／ｓ；测后速度：１．００ｍｍ／ｓ；目标：５．０ｍｍ；间
隔时间：５ｓ；获取数率：１０．００ｐｏｉｎｔｓ／ｓｅ；循环次数：２
次。

１．３．５　辣木全粉馒头抗氧化性和多酚含量的测定
根据清除ＤＰＰＨ自由基能力测定辣木全粉馒头

的抗氧化性［１１］，多酚含量测定方法参照文献［１２］。
１．３．６　辣木全粉馒头微观结构表征

馒头干燥后磨粉过筛，取１０．０ｍｇ馒头粉样品
于１５．０μＬ８－氨基芘 －１，３，６－三磺酸三钠盐
（ＡＴＰＳ）溶液中，加入１５．０μＬ１Ｍ的氰基硼氢化钠
溶液，置于３０℃下染色１５ｈ，用１ｍＬ溶剂清洗至无
色，最后将淀粉颗粒悬浮于Ｖ（甘油）Ｖ（水）＝１
１的２０．０μＬ混合溶液中［１３］，观察馒头的微观结构。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辣木全粉馒头工艺条件优化研究

以感官鉴定为指标，以辣木粉添加量、加水量、

和面时间和发酵时间为试验因素进行单因素实验，

考察各不同因素对馒头感官品质的影响。

２．１．１　辣木粉添加量对辣木全粉馒头品质的影响
辣木添加量分别为面粉质量的０‰，２‰，３‰，

４‰，发酵时间５０ｍｉｎ，加水量１００ｍＬ，和面时间１０
ｍｉｎ。按照表１中馒头的品质评价分着作为考察指
标进行评分。由表２可以看出，辣木粉的添加量增
加后，馒头的比容也增加，到达峰值后下降。宽高比

先减小到一个峰值后又增加，说明在一定添加范围

内，馒头的体积和高度有所增加，辣木添加量的增加

使面筋网络和空间结构稳定［１４］。

表２　不同辣木添加量对辣木全粉馒头感官评价的影响

添加比例／‰ 比容／（ｍＬ／ｇ） 宽高比 品质评分

２ １．７５ １．４５ ８６
３ １．９３ １．３ ８８
４ １．８８ １．３２ ８５

２．１．２　加水量对辣木全粉馒头品质的影响
从表３可以看出，随着加水量的增大，馒头比容

和宽高比也增大，说明加水量增多可以增加馒头的

体积和宽度。这是由于小麦粉中含有大量的亲水基

团和多糖聚合物，和面过程中亲水基团与水结合成

亲水胶体，吸水后膨胀，使馒头的体积增大。将馒头

放入蒸锅中汽蒸后，蒸出来的馒头蓬松度高，嚼劲

差，因此感官评分低。

表３　不同加水量对辣木全粉馒头感官评价的影响

加水量／ｍＬ 比容／（ｍＬ／ｇ） 宽高比 评分

８０ １．９４ １．４７ ７８
１００ １．９６ １．４９ ８４
１２０ １．９７ １．５２ ８２

２．１．３　和面时间对辣木全粉馒头品质的影响
表４为不同和面时间对辣木全粉馒头品质的影

响。从表４可以看出，随着和面时间的增长，对产品
品质的评分是先升高后降低，产品比容增大，宽高比

降低。和面时间５ｍｉｎ时，馒头评分最低，因为面粉
没有揉和均匀，面团结构不成型，表面褶皱较多；和

面时间１０ｍｉｎ时，感官评分最高，馒头的表面有光
泽，形状规则；和面时间１５ｍｉｎ时，面团发黏，不易
成型，馒头的形状不规则。在实验范围内比较３种
不同的和面时间，可知和面时间１０ｍｉｎ的馒头品质
最优。

表４　不同和面时间对辣木全粉馒头品质的影响

和面时间／ｍｉｎ 比容／（ｍＬ／ｇ） 宽高比 评分

５ ２．７ １．４５ ７８
１０ ３．１ １．４２ ８４
１５ ３．２ １．４０ ８０

２．１．４　发酵时间对辣木全粉馒头品质的影响
根据表５所示，发酵时间对馒头品质影响较大，

比容显著增大，宽高比显著减少，当面团的发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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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短时，面团的内部气体不足，导致面团体积变小，

蒸制出来的馒头太小；随着面团的发酵完成，馒头比

容增大，当面团的发酵时间过度，面筋网络结构被撑

大发生断裂，面团气孔增大，表皮分离，口感较差。

综上所述，在实验范围内面团的发酵时间为５０ｍｉｎ
时产品品质最优。

表５　不同发酵时间对辣木全粉馒头品质的影响

发酵时间／ｍｉｎ 比容／（ｍＬ／ｇ） 宽高比 评分

４０ ３．０ １．５３ ７０
５０ ３．１ １．５０ ７５
６０ ３．２ １．４８ ７４

　　综合感官评价结果，通过单因素实验确定最优
比例为发酵时间５０ｍｉｎ、加水量１００ｍＬ、辣木添加
量３‰、和面时间１０ｍｉｎ。
２．２　辣木全粉馒头质构特性分析

对辣木全粉馒头进行 ＴＰＡ测试，记录两种样品
测试的变化曲线，对样品的硬度、咀嚼性、弹性、黏性

等性质进行量化评分，根据两种样品的测定数据，分

析辣木全粉馒头和普通小麦馒头质构的差别，研究

辣木全粉对馒头品质的影响。如表６所示。

表６　辣木全粉馒头质构特性

质构 硬度／ｍｍ 黏性／ｍＪ 弹性／ｍｍ 拉丝长度／ｍｍ 内聚性 胶着性／ｇ 咀嚼性／ｍＪ
辣木全粉馒头 ４．９４ ０ ４．７１ ０．６１ ０．９２ ２２１．２２ １０．２０
普通小麦粉馒头 ４．９３ ０．３ ４．６８ ４５．１５ ０．９１ １９５．００ ９．００

　　由表６可知，加入辣木粉后，馒头的内部松软，
硬度降低，黏性增加，弹性反而减弱，咀嚼性变差。

胶着性降低表示馒头的韧性减少，在一定程度上改

善了馒头的口感，内聚性反映了馒头内部结构的紧

致性。

２．３　辣木全粉馒头多酚含量及抗氧化性研究
多酚类物质不但具有多样化的生物活性，还可

以改善食品的内在质构质量，增加货架期等。普通

小麦粉馒头中的多酚含量主要来自制粉过程中小麦

麸皮，但含量并不丰富。如表７所示，辣木全粉馒头
中的与普通小麦粉馒头相比，辣木全粉馒头多酚物

质显著增加，抗氧化性显著增加，多酚含量随着辣木

的添加增加至 ０．２１３％，抗氧化性则随之增加至
０．０６５％。这对与赋予馒头更优化的性质和功能是
十分有益的。

表７　辣木全粉馒头的多酚含量和抗氧化性

样品 多酚／％ 抗氧化性／％
辣木全粉馒头 ０．１５２ ２３．６
普通小麦粉馒头 ０．２１３ ２．１７

２．４　辣木全粉馒头微观结构研究
图１为辣木全粉馒头和普通小麦粉馒头 ＣＬＳＭ

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普通小麦粉馒头的内部结构

不明显，气孔大小不一且颜色较为暗淡；辣木全粉馒

头的内部纹理结构层次清晰，可以看到气孔大小和

方向，孔壁较薄且颜色光泽度高。气孔的大小可以

反映内部结构，通过对气孔的分析，可以比较馒头的

外观形态和组织结构［１５－１６］。辣木粉的添加使馒头

内部结构发生改变，改变了馒头内部气孔的色泽和

大小，影响馒头比容，并能改善馒头的外形和口感。

３　结论
３．１　以感官评分为指标，利用单因素法优化了辣木
全粉馒头制备工艺。结果表明，辣木馒头在辣木添

加量为３‰、发酵时间５０ｍｉｎ、加水量１００ｍＬ、和面
时间１０ｍｉｎ时，色泽度高，口感香甜，评分最高。

图１　辣木全粉馒头（ａ）和普通小麦粉馒头（ｂ）的ＣＬＳＭ图

３．２　分析了辣木全粉馒头的比容、多酚含量、抗氧
化性能、质构特性等。结果显示，辣木粉的添加提高

了馒头的比容、多酚含量和抗氧化性能；辣木粉改善

了馒头的组织结构，使其硬度降低，黏性增加但咀嚼

性和胶着性变低。

３．３　利用激光共聚焦显微镜研究了辣木全粉馒头
的微观结构，显示辣木粉的添加改变了馒头内部气

孔的大小，使其组织更加致密，提升了馒头的品质。

参考文献：

［１］刘昌芬，龙继明，杨焱，等．多功能植物辣木栽培技术研
·９１１·



究初报［Ｊ］．中国农学通报，２００７，２３（６）：５９０－５９３．
［２］熊瑶．辣木叶蛋白质提取及其饮品研制［Ｄ］．福建福州：
福建农林大学，２０１２．

［３］刘凤霞，王苗苗，赵有为，等．辣木中功性成分提取及产
品开发的研究进展［Ｊ］．食品科学，２０１５（１９）：３０６－
３１０．

［４］段丽丽，贾洪峰，赵美丽，等．辣木叶粉在曲奇饼干中的
应用［Ｊ］．粮食与油脂，２０１８，３１（１）：３８－４１．

［５］匡钰，史文斌，苏琳琳，等．辣木苏打饼干的研制［Ｊ］．
安徽农业科学，２０１６（３０）：７４－７６．

［６］潘新杰，陶亮，刘成洁，等．辣木乳饮料的工艺技术研究
［Ｊ］．农产品加工，２０１５（１２）：２５－２７．

［７］孙辉．《小麦粉馒头》国家标准解读［Ｊ］．粮食与食品工
业，２００８，１５（２）：１－２．

［８］ＭＩＴＩＫＵＤＨ，ＡＢＥＲＡＳ，ＢＵＳＳＡＮ，ｅｔａｌ．Ｐｈｙｓｉｃｏ－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ｓｅｎｓｏｒ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ｈｅａｔ
ｂｒｅａｄ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ｄｗｉｔｈｓｗｅｅｔｐｏｔａｔｏ（Ｉｐｏｍｏｅａｂａｔａ
ｔａｓＬ．）ｆｌｏｕｒ［Ｊ］．ＢｒｉｔｉｓｈＦｏｏ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８，１２０（８）：
１７６４－１７７５．

［９］ＪＯＯＳＹ，ＰＡＲＫＪＤ，ＣＨＯＩＹＳ，ｅｔａｌ．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Ｏｐ
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ｈｉｔｅＰａｎＢｒｅａｄａｄｄｅｄｗｉｔｈＷｈｅａｔＳｐｒｏｕｔ
Ｐｏｗｄｅｒ［Ｊ］．Ｃｕｌｉｎａｒｙｅｎｃ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ｔ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８，
２４（３）：１－１４．

［１０］ＹＵＪＵＡＮＧＵ，ＪＩＡＮＧＴＡＯＬ，ＹａｎｆｅｉＧ，ｅ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ＷｈｅａｔＦｌｏｕｒＧｒａｎｕｌａｒｉｔｙｏｎＳｔｅａｍｅｄＢｒｅａ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ｂｙＭｉｓｓｉｎｇＩｔｅｍＭｅｔｈｏｄ［Ｊ］．ＴｈｅＦｏｏ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２０１９（１）：１８９－１９３．
［１１］ＴＨＡＩＰＯＮＧＫ，ＢＯＯＮＰＲＡＫＯＢＵ，ＣＲＯＳＢＹＫ，ｅｔ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ＡＢＴＳ，ＤＰＰＨ，ＦＲＡＰ，ａｎｄＯＲＡＣａｓｓａｙｓｆｏ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ｆｒｏｍｇｕａｖａｆｒｕｉｔｅｘｔｒａｃｔ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ｏｏｄ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２０１２，１９（６－７）：
６６９－６７５．

［１２］忻晓庭，刘大群，郑美瑜，等．热风干燥温度对冰菜干燥
动力学、多酚含量及抗氧化活性的影响［Ｊ］．中国食品学
报，２０２０（１１）：１４８－１５６．

［１３］ＮＯＲＡＨ，ＳＨＥＡＯ，ＬＩＮＤＡ，ｅｔａｌ．Ｔｈｅｒｈｅｏｌｏｇｙ，ｍｉｃｒｏ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ｅｎｓｏｒ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ａｇｌｕｔｅｎ－ｆｒｅｅｂｒｅａｄ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ｗｉｔｈｏｒａｎｇｅｐｏｍａｃｅ［Ｊ］．Ｆｏｏｄ＆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２０１３，４：１８５６－１８６３．

［１４］张军，刘然，孙云霞．酶制剂在馒头工业化生产中提高
保鲜期及复热性的应用［Ｊ］．食品研究与开发，２００１
（１）：５３－５５．

［１５］皮俊翔，张根义．茶多酚对面团中面筋蛋白结构的影响
［Ｊ］．食品工业科技，２０２０，４１（１８）：１－７．

［１６］ＴüＲＫＥＲＳＡ，?ＺＹＲＥＫＥＵ，ＴＥＫＶ．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ｏｂ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ｎｓｅａｌｅｒ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ｇｓｉｄｅａｐ
ｉｃａｌｌｙ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ｒｏｔａｒｙｎｉｃｋｅｌ

"

ｔｉｔａｎｉｕｍ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Ａ
ｃｏｎｆｏｃａｌｌａｓｅｒ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ｓｔｕｄｙ［Ｊ］．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２０２０，８３（６）：１５－４０．

（责任编辑　吕志远）

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ＭｏｒｉｎｇａＯｌｅｉｆｅｒａＰｏｗｄｅｒ
ｏｎ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ｔｅａｍｅｄＢｒｅａｄ
ＮＩＥＨｕｉ，ＬＩＸｉａｏｊｉｎｇ，ＤＵＸｉａｏ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Ｆｏｏ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Ｈｅｎａｎ４５００４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Ｍｏｒｉｎｇａｓｔｅａｍｅｄｂｒｅａｄｗａｓ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Ｍｏｒｉｎｇａｏｌｅｉｆｅｒａｗｈｏｌｅｆｌｏｕｒａｎｄｃｏｍｍｏｎｗｈｅａｔｆｌｏｕｒ．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ａｄｄｉｎｇ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Ｍｏｒｉｎｇａｏｌｅｉｆｅｒａｆｌｏｕｒ，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ｗａｔｅｒ，ｍｉｘｉｎｇｔｉｍｅａｎｄ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ｏｎ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Ｍｏｒｉｎｇａｗｈｏｌｅｆｌｏｕｒｓｔｅａｍｅｄｂｒｅａｄｗｅ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Ｔｈｅｔｅｘｔｕｒ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Ｍｏｒｉｎｇａｗｈｏｌｅｆｌｏｕｒ
ｓｔｅａｍｅｄｂｒｅａｄｗｅｒｅｓｔｕｄｉｅｄｂｙＢｒｏｏｋｆｉｅｌｄｔｅｘｔｕ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ｓｔｅａｍｅｄｂｒｅａｄｗｅ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ｄｂｙｌａｓｅｒ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ｃｏｎｆｏｃａｌ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ｗｈｅｎｔｈ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Ｍｏｒｉｎｇａｏｌｅｉｆｅｒａｗａｓ３
‰，ｔｈｅ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ｗａｓ５０ｍｉｎ，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ｗａｓ１００ｍｌ，ａｎｄｔｈｅｄｏｕｇｈｍｉｘｉｎｇｔｉｍｅｗａｓ１０ｍｉｎ，ｔｈｅ
ｃｏｌｏｒｗａｓｈｉｇｈ，ｔｈｅｔａｓｔｅｗａｓｓｗｅｅｔ，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ｎｓｏｒｙｓｃｏｒｅｗａｓ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ｓｔ；ｔｈｅ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ｒｉｎｇａｏｌｅｉｆｅｒａｐｏｗｄｅｒ
ｃｏｕｌ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ｔｅｘｔｕｒｅ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ｓｔｅａｍｅｄｂｒｅａｄ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ｔｅａｍｅｄ
ｂｒｅａ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ｏｒｉｎｇａｏｌｅｉｆｅｒａ；ｓｔｅａｍｅｄｂｒｅａｄ；ｓｅｎｓｏｒｙ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ＰＡ；ＣＬＳＭ

·０２１·



第３８卷　第４期
Ｖｏｌ．３８　　Ｎｏ．４

　　　　　　　　　　 中州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２１年８月

Ａｕｇ．２０２１　

米酒黄瓜奶昔生产工艺研究

冯　冲ａ，姚　虹ｂ，陈安琪ａ，许明媛ａ，冯茜杰ａ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ａ．化工食品学院；ｂ．分析测试中心，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４）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５－２１
基金项目：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功能性马齿苋泡菜菌株的筛选及发酵工艺研究”（２０１９１１０６８０４０）
作者简介：冯　冲（１９７０—），女，河南潢川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化工食品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发酵工程。

摘　要：通过单因子试验和正交试验，确定了米酒黄瓜奶昔的最佳配方及工艺条件。单因子和
正交试验结果表明，工艺Ａ最佳，各成分添加质量分数分别为：米酒发酵液２０％、黄瓜浆液１４％、蔗
糖为６％，发酵温度为４２℃，发酵时间为６ｈ。在此配方工艺下，产品的持水力为７５％，感官评分为
９２分。该产品有明显的乳香和淡淡的酒香及淡淡的黄瓜香味，口感滑润细腻、爽口，浓稠度适宜，稳
定性好。

关键词：米酒；黄瓜；奶昔；生产工艺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１．０４．０２３
中图分类号：ＴＳ２５２．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１）０４－０１２２－０４

　　米酒是我国的传统食品，营养丰富、酒香浓郁、
口感醇厚，增食欲、助消化，深受广大消费者推崇和

喜爱［１－２］。黄瓜是我国种植范围最广的蔬菜之一，

其口感脆嫩、瓜味浓郁，富含糖类、糖苷类、多种游

离氨基酸、胡萝卜素、蛋白质、钙、磷、铁、维生素等

人体必需的营养素，是深受人们喜爱的水果蔬菜

两用型食品［３－４］。另外，黄瓜中的丙醇二酸、黄酮

类化合物和黄瓜多糖具有预防冠心病、糖尿病、抗

衰老、抗肿瘤等功能［５－７］。奶昔口味丰富，选择性

广，具有食疗合一等特点，是最受欢迎的乳品之

一［８－９］。传统的奶昔是由牛奶加冰激凌，然后加上

冰块混合而制成的甜品，但冰激凌能量高、低营

养，经常食用对健康不利［１０－１２］。将传统奶昔进行

改造，用米酒、水果及蔬菜代替冰激凌，拟开发营

养健康美味的功能性新型奶昔产品，以满足不同

消费者的需求。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糯米、纯净水、白糖、纯牛奶、黄瓜：均为市售；酸

奶发酵剂：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黄原胶：河南万邦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魔芋胶：河南万邦实业有限公司。

１．２　仪器与设备
ＬＤＺＸ５０ＦＢＳ立式压力灭菌锅：上海申安医疗器

械厂；超净工作台：郑州赛博实业有限公司；数显ＬＲＨ
－１５０生化培养箱：上海一恒科技有限公司；榨汁机：
苏泊尔有限公司；ＤＨＧ－９０３０电热恒温干燥箱：上海
一恒科技有限公司；常规实验玻璃仪器、电磁炉等。

１．３　方法
１．３．１　米酒酿造加工流程

洗米→浸米→蒸饭→淋饭（拌曲、加水）→发酵
→成品
１．３．２　黄瓜浆液制备流程

黄瓜→清洗→烘烤→打浆→浆液
１．３．３　米酒黄瓜奶昔加工工艺
１．３．３．１　基本流程

原料鲜奶 →混匀→加入脱脂乳粉、蔗糖调整乳
中总固体物含量 →预热→均质→ 巴氏杀菌 →冷却
→接种→ 发酵→冷却→后熟→搅拌→灌装→成品。
１．３．３．２　工艺调整

对米酒黄瓜奶昔加工的基本流程分别进行如下

调整：

（１）工艺 Ａ：在原料鲜奶中加入无菌米酒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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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在搅拌环节加入黄瓜浆、稳定剂、冰块。

（２）工艺 Ｂ：在原料鲜奶中加入无菌米酒发酵
液、黄瓜浆、稳定剂；在搅拌环节加入冰块。

（３）工艺Ｃ：在搅拌环节加入黄瓜浆、无菌米酒
发酵液、稳定剂、冰块。

（４）工艺 Ｄ：在原料鲜奶中加入黄瓜浆、稳定
剂；在搅拌环节加入无菌米酒发酵液、冰块。

１．３．３．３　工艺要点
（１）米酒制作
将糯米浸泡４ｈ后沥水，蒸锅蒸３０ｍｉｎ，凉开水

冲淋至３０℃左右，接入甜酒曲，拌匀、搭窝，恒温培
养（３０℃，３６ｈ左右）。

（２）发酵剂制备
取１ｇ菌粉，加入装有１００ｍＬ的灭菌脱脂乳的三

角瓶中混合，在４０℃条件下，恒温培养，１０ｈ，待用。
（３）稳定剂的制备
黄原胶和魔芋胶按质量比为１１混合，加入白

砂糖与之充分混合，然后加入８５℃热水，充分溶解，
冷却，使用量的质量分数为０．０２％［１３］。

（４）均质
将预料预热至５２～５５℃，在１６～１８ＭＰａ压力

下均质处理２次，使其微细化，过滤，待用。
１．３．４　持水力测定

取一定质量样品于离心管，离心１５ｍｉｎ（４℃），
倾去上清液，称量剩余样品的质量。持水力（ＷＨＣ）
计算式为：

ＷＨＣ＝（ｍ／ｍ０）×１００％
［１４］

式中：ｍ０为样品质量，ｇ；ｍ为离心后剩余样品质量，ｇ。
１．３．５　感观评定指标

将制备好的奶昔产品随机分组编号，参评人员由

１０名食品专业的专家和１０名食品专业的学生组成。
奶昔产品感官评分标准见表１［１５］。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最佳工艺及米酒发酵液添加量的选择

分别选取４种工艺Ａ，Ｂ，Ｃ和Ｄ，每种工艺米酒
发酵液添加质量分数分别为 １２％，１４％，１６％，
１８％，２０％，２２％，２５％。米酒发酵液杀菌条件为９５
℃，５ｍｉｎ。试验结果见图１。

由图１可知，工艺Ａ效果最好。当米酒发酵液添
加质量分数为２０％时，效果最佳（９１分），可能是因为
米酒发酵液灭酶灭菌后，经过乳酸菌发酵产生新的风

味物质，使得奶昔具有淡淡的酒香味和酸甜味。

２．２　最佳黄瓜浆液添加量的确定
根据２．１试验结果，选取工艺Ａ，米酒发酵液添

加质量分数为２０％。选取黄瓜浆液添加质量分数

分别为４％，６％，８％，１０％，１２％，１４％，１６％，１８％。
米酒发酵液杀菌条件为９５℃，５ｍｉｎ；发酵温度为４２
℃，发酵时间为４ｈ。试验结果见图２。

表１　感观评分标准

项目 感官 得分

色泽

（２０分）

色泽呈乳白或微绿色，颜色分布均匀，基本

无杂色。
１７～２０分

颜色分布不均，深浅不一，呈乳白偏黄。 １３～１６分
颜色不协调，偏离产品应有色泽，出现明显

色差。
＜１２分

香味

（２０分）

有明显的乳香和淡淡酒香和淡淡的黄瓜香

味，香气协调
１７～２０分

酒香较淡或黄瓜味太浓，略微不协调， １３～１６分
酒香很淡，香味轻微，味道很不协调 ＜１２分

滋味

（３０分）

酸甜适口，酒味适中，口感细腻。 ２６～３０分
酸甜较适宜，酒味较淡，口感有些粗糙但尚

能接受。
２０～２５分

有不舒服的酸味或过甜，或酒味过重或水果

味过浓，口感粗糙，难以接受。
０～１０分

组织状态

（３０分）

组织均匀细腻 ，无沉淀现象。 ２６～３０分
略微粗糙，有微量沉淀析出。 ２０～２５分
口感粗糙，有大量沉淀析 ０～１０分

图１　米酒发酵液的添加量对不同工艺的影响

图２　不同黄瓜添加量对奶昔的影响

　　由图 ２可知，黄瓜浆液添加质量分数为 １２％
时，感官评分达９０分，效果最佳。黄瓜的清香味和
米酒奶昔结合产生淡淡的黄瓜香味、淡淡的酒香和

明显的乳香，香气协调，口感细腻。

２．３　最佳蔗糖添加量的确定
选取工艺 Ａ，米酒发酵液添加质量分数为

２０％。选取蔗糖添加质量分数分别为 ２％，４％，
６％，８％，１０％，１２％，１４％，１６％。米酒发酵液杀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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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为９５℃，５ｍｉｎ；发酵温度为４２℃，发酵时间为
４ｈ。试验结果见图３。

由图３可知，蔗糖添加质量分数为８％时，感官
评分达８９分，效果最好。香味协调，产品酸甜适中，
组织均匀细腻 ，无沉淀现象，适合大众化口味。

图３　不同蔗糖添加量对奶昔的影响

２．４　最佳发酵温度的确定
选取工艺 Ａ，米酒发酵液添加质量分数为

２０％，蔗糖添加质量分数为８％，选取发酵温度分别
为３８，３９，４０，４１，４２，４３，４４℃；米酒发酵液杀菌条件
９５℃，５ｍｉｎ；发酵温度为４２℃，发酵时间为４ｈ。试
验结果见图４。

图４　不同发酵温度对奶昔的影响

由图 ４可知，发酵温度为 ４０～４１℃时，达 ８８
分，效果最佳。色香味都比较协调搭配，产品呈现淡

淡的黄瓜米酒奶香味、细腻、爽口。

２．５　最佳发酵时间的确定
选取工艺 Ａ，米酒发酵液的添加质量分数为

２０％，蔗糖添加质量分数为６％，选取发酵时间分别
为２，３，４，５，６，７，８ｈ；米酒发酵液杀菌条件为
９５℃，５ｍｉｎ；发酵温度为４０℃。试验结果见图５。

图５　不同发酵时间对奶昔的影响

由图５可知，发酵时间为５ｈ时，达９２分，效果

最好。淡淡黄瓜米酒奶香味，酸甜味适中，口感细腻。

２．６　正交试验设计结果
根据单因子试验结果，选用米酒发酵液、黄瓜浆

液及发酵时间，设计了一个正交试验。选用表２所
示的Ｌ９（３

４）正交设计表，试验结果如表３。
表２　Ｌ９（３４）正交试验设计表

水平
因素

Ａ米酒发酵液／％ Ｂ黄瓜浆液／％ Ｃ发酵时间／ｈ
１ １８ １０ ４
２ ２０ １２ ５
３ ２２ １４ ６

表３　正交试验结果

试验号 Ａ Ｂ Ｃ 持水力／％ 感官评分

１ １ １ １ ５９ ７８
２ １ ２ ２ ６５ ８９
３ １ ３ ３ ６９ ９５
４ ２ １ ２ ７１ ９６
５ ２ ２ ３ ６３ ８９
６ ２ ３ １ ７４ ９３
７ ３ １ ３ ６８ ９１
８ ３ ２ １ ６４ ９０
９ ３ ３ ２ ５５ ８６
Ｋ１ ６４．３ ６６ ６５．７
Ｋ２ ６９．３ ６４ ６３．７
Ｋ３ ６２．３ ６６ ６６．７
Ｒ ７ ２ ４
Ｋ１ ８７．３ ８８．３ ８７
Ｋ２ ９２．７ ８９．３ ９０．３
Ｋ３ ８９ ９１．３ ９１．７
Ｒ ５．４ ３ ４

　　由表２进行直观分析，可以看出持水力的最优
组合是 Ａ２Ｂ１Ｃ３，比较各因素的极差大小为 ＲＡ ＞
ＲＣ＞ＲＢ，对奶昔影响的主次顺序为 ＡＣＢ；持水力是
衡量产品保持水分的能力，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

产品的组织状态，对产品感官品质有较大影

响［１６－１７］。感官评定的最优组合是 Ａ２Ｂ３Ｃ３，比较各
因素的极差大小为ＲＡ＞ＲＣ＞ＲＢ，对感官评定影响的
主次顺序为ＡＣＢ。

经过分析，本试验的最优组合是 Ａ２Ｂ３Ｃ３，即米
酒发酵液添加质量分数为２０％，黄瓜浆液添加质量
分数为 １４％，发酵时间为６ｈ。由于Ａ２Ｂ３Ｃ３组合不
在试验之内，所以补加验证试验 Ａ２Ｂ３Ｃ３组合。按
优选工艺组合 Ａ２Ｂ３Ｃ３试验 ３次，试验表明，持水力
为７５％，感官评分为９２分。
３　结论

研究了米酒黄瓜奶昔产品配方和生产工艺，通

过单因素试验和正交试验确定了米酒黄瓜奶昔的最

佳配方及生产工艺条件。工艺 Ａ最佳，米酒发酵液
添加质量分数为 ２０％，黄瓜浆液添加质量分数为
１４％，蔗糖添加质量分数为６％，发酵温度为４２℃，发酵
时间为６ｈ。在此配方工艺下，产品持水力为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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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评分为９２分。最终研发出具有明显的乳香和
淡淡酒香及淡淡的黄瓜香味，口感滑润细腻、爽口、

浓稠度适宜、稳定性好的米酒黄瓜奶昔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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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催化的双环化反应构建稠合氮杂环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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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氮杂环化合物包括哒嗪、嘧啶、萘啶、异喹啉等结构。该骨架存在于 Ｌｅｎａｌｉｄｏｍｉｄｅ，Ｒｏ
ｓｅｔｔａｃｉｎ，Ｏｘｙｐａｌｍａｔｉｍｅ等活性分子中，其合成备受化学家的关注。金属催化的双环化反应是构建氮
杂环骨架的常用方法，从单组分、两组分和多组分三个角度对该类反应进行叙述，将为稠合氮杂环化

合物的合成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金属催化；双环化反应；氮杂环骨架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１．０４．０２４
中图分类号：Ｏ６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１）０４－０１２５－０４

　　哒嗪［１］、嘧啶［２］、萘啶［３］、异喹啉［４］等化合物均

为氮杂环化合物，该类衍生物的合成受到了化学家

的格外青睐［５］。如图 １所示，Ｌｅｎａｌｉｄｏｍｉｄｅ［６］、Ｒｏ
ｓｅｔｔａｃｉｎ［７］、Ｏｘｙｐａｌｍａｔｉｍｅ［８］等活性分子的关键母核
都是氮杂环骨架。利用金属催化的双环化反应（单

组分、两组分和多组分）可以构建多样的氮杂环骨

架［９］。对这类反应进行总结，将为稠合氮杂环化合

物的创新合成提供思路。

图１　含有氮杂环骨架的活性分子

１　单组分双环化反应
ＨＵＡＮＧＦ等［１０］构建了环丙并吡咯骨架。该方

法通过溴化铜（ＣｕＢｒ２）介导下 α－氧代乙烯酮 Ｎ，
Ｓ－乙缩醛的分子内氧化环丙烷化反应，在氩气条件
下合成了３７例三元并吡咯衍生物。该反应的优点
是温度适宜，缺点是反应时间过长（图２）。

ＳＨＥＮＷ Ｂ等［１１］构建了环戊烯并吡咯骨架。

该合成路线用一价铜催化烯二炔，最终以 ６６％ ～
８７％的产率合成了２０例五元并吡咯衍生物。反应

涉及 α－氧代铜卡宾的形成、卡宾／炔烃复分解、
［３＋２］环加成等过程，简洁高效（图３）。

图２　构建环丙并吡咯骨架

图３　构建环戊烯并吡咯骨架

　　ＺＨＡＯＳ等［１２］构建了环丙并氮杂卓骨架。反应

用１０ｍｏｌ％的铱催化１，７－烯炔，在４５℃的氯仿溶
液中反应，合成了１９例三元并氮杂卓衍生物，最高
产率达到了９８％（图４）。

图４　构建环丙并氮杂卓骨架

ＳＯＮＧＬ等［１３］研究了金（Ｉ）催化下 Ｎ－炔基 －
２－乙酰胺构建吲哚嗪酮骨架的串联转化反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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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通过连续的亲核环化／烯炔环异构化／１，２－迁
移过程，在温和条件下以区域特异性和会聚方式合

成了各种吡咯酮并［１，２－ｂ］异喹啉（图５）。

图５　构建吲哚嗪酮骨架

ＫＯＮＩＳＨＩＫ等［１４］发展了铜催化下炔酰肼构建

吡唑并哒嗪骨架的顺序环化／迁移反应。该合成策
略在氯苯溶液中回流反应０．５ｈ，通过扩环合成了
Ｎ－Ｎ稠合的吡唑啉酮。该反应涉及亲核加成／１，
３－迁移／双亲核取代等过程（图６）。

图６　构建吡唑并哒嗪骨架

２　两组分双环化反应
ＭＥＮＧＨ等［１５］报道了由铜／ＰＰｈ３介导的邻硝

基芳炔与甲基酮肟构建吡咯酮并吡唑骨架的串联反

应。该策略通过 ＰＰｈ３介导的脱氧环异构化和铜催
化的［３＋２］吡唑环化，提供了合成各种吡唑稠合
的吲哚酮化合物的可行途径。该反应以 ３０％ ～
７０％的产率合成了３５例产物（图７）。

图７　构建吡咯酮并吡唑骨架

ＲＥＤＤＹＣＲ等［１６］研究了室温下构建吲哚嗪酮

骨架的两组分反应。该合成策略用５ｍｏｌ％的三价
铑催化Ｎ－（新戊酰氧基）苯甲酰胺和１，５－烯炔，
反应４～１５ｈ，通过 Ｃ－Ｈ活化过程合成了２２例吲
哚嗪酮衍生物（图８）。

图８　构建吲哚嗪酮骨架

ＱＩＡＯＳ等［１７］构建了环戊并吡啶酮骨架。该反

应以二烯和烷氧基甲酰肼为原料，铁为催化剂，过硫

酸铵为氧化剂，在８０℃的 ＤＭＳＯ中反应１２ｈ，合成
了四环稠合的茚并喹啉酮衍生物。该合成方法具有

高区域选择性和高立体选择性的特点（图９）。
ＧＡＯＹ等［１８］描述了１０ｍｏｌ％的三氟甲磺酸铜

催化下构建环戊烯并吡啶骨架的方法，合成了三环

稠合的环戊烯并喹啉衍生物。该反应的优点是反应

成本低，溶液绿色环保，缺点是产率仅为 ２５％（图
１０）。

图９　构建环戊并吡啶酮骨架

图１０　构建环戊烯并吡啶骨架

ＰＲＡＤＨＡＮＳ等［１９］构建了咪唑并吡啶骨架。该

合成方法用２０ｍｏｌ％的三氟甲烷磺酸锌催化活性的
氮丙啶与Ｎ－炔丙基苯胺，在甲苯中合成了１７例咪
唑并［１，２－ａ］喹啉化合物。该反应的优点是产率
和ｅｅ值高，但选用的溶剂不绿色环保（图１１）。

图１１　构建咪唑并吡啶骨架

ＪＩＬ等［２０］在室温下构建了萘啶骨架。该策略

涉及Ｎ－芳基丙烯酰胺的氘加成串联氰基插入／环
化反应，合成了氘代菲啶衍生物。廉价的Ｆｅ（ＮＯ３）３·
９Ｈ２Ｏ可以使ＮａＢＤ４原位生成氘自由基。该反应对
各种官能团的耐受性良好（图１２）。

图１２　构建萘啶骨架

ＬＵＯＸ等［２１］报道了钯催化的多米诺Ｈｅｃｋ／Ｃ－
Ｈ活化／脱羧反应，构建了环己烯、环庚烯并吡啶酮
骨架。在该反应中，邻溴代苯甲酸被用作偶联剂，通

过Ｃ（ｓｐ２）－Ｂｒ的裂解和脱羧实现了芳环的插入，从
而合成了各种四环和五环稠合氮杂环。该合成方法

的优点是区域选择性高，底物多样（图１３）。

图１３　构建环己烯、环庚烯并吡啶酮骨架

３　多组分双环化反应
ＨＵＡＮＧＫ等［２２］构建了吡咯并吡啶骨架。该反

应用四（三苯基膦）钯催化邻碘代芳炔和异腈，在

１１０℃的甲苯溶液中合成了吡咯并喹啉。该反应选
用的溶液属于致癌物质，不是绿色溶剂。该合成方

法的最高产率为 ７５％，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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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图１４　构建吡咯并吡啶骨架

ＯＵＹＡＮＧＨＣ等［２３］构建了咪唑并吡啶骨架。

该策略用碘化亚铜催化炔醛、邻苯二胺、Ｎ－溴代琥
珀酰亚胺或碘，合成了卤代异喹啉稠合的苯并咪唑

衍生物，丰富了四环稠合氮杂环（图１５）。

图１５　构建咪唑并吡啶骨架

ＬＩＵＺ等［２４］报道了环状二芳基碘
#

、炔烃和叠

氮化钠的三组分构建三唑并［１，５－ａ］吡啶骨架的
串联反应。该合成路径在碘化亚铜催化下的ＤＭＳＯ
溶液中反应，合成了［１，２，３］三唑并［１，５－ｆ］菲啶
衍生物（图１６）。

图１６　构建三唑并［１，５－ａ］吡啶骨架

ＸＵＣ等［２５］构建了三唑并［４，５－ｃ］吡啶骨架。
该路线从可商购的２－溴苯甲醛，叠氮化钠和芳基
甲基酮出发，历经连续的碱促进的缩合，［３＋２］环
加成，铜催化的ＳＮＡｒ和脱氮环化过程，合成了１Ｈ－
［１，２，３］三唑并［４，５－ｃ］喹啉衍生物。机理研究表
明，在该反应中 ＣｕＢｒ２充当多功能催化剂。该反应
一步构建一个Ｃ－Ｃ键和四个Ｃ－Ｎ键（图１７）。

图１７　构建三唑并［４，５－ｃ］吡啶骨架

ＲＡＭＡＮＡＴＨＡＮＭ等［２６］构建了嘧啶并嘧啶酮

骨架。该反应以邻甲氧基羰基苯重氮盐、２－氰基苯
胺和腈为原料，以良好的产率合成嘧啶［１，６－ａ］嘧
啶。该路线一步构建了４个Ｃ－Ｎ键，涉及胺化／串
联环化／酰胺化等过程（图１８）。

图１８　构建嘧啶并嘧啶酮骨架

４　结语
本文综述了金属催化的双环化反应在构建稠合

氮杂环骨架中的研究进展。通过铜、铑、钯等金属催

化的双环化反应构建了环丙并吡咯、吲哚嗪酮、吡咯

并吡啶等多样的稠合氮杂环化合物，分别拓展了单

组分、两组分和多组分双环化反应，丰富了化合物的

种类，也为继续探究金属催化下氮杂环骨架的构建

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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