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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１９世纪５０年代中期俄国文学的一场大争论“普希金倾向”与“果戈理倾向”之争，其源
头要追溯到２０年代关于普希金的论争。当时重要的批评力量都参与到了普希金评论中：格拉戈列
夫、沃耶伊科夫、维亚泽姆斯基、别斯图热夫、雷列耶夫、波列沃伊、韦涅维季诺夫、布尔加林、杰利韦

格、纳杰日金、基里耶夫斯基、舍维廖夫、波戈金、米·德米特里耶夫、普列特尼约夫等。这是真正的

众声喧哗，在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萌芽的现实主义甚至政治用意的争论中，普希金处于批评的漩涡

中。如果从刊物角度看，参与到批评中的有《欧洲导报》《祖国之子》《北方蜜蜂》《莫斯科电讯》《文

学报》《莫斯科导报》等，虽然不构成一对一的论争，但在对待普希金创作的态度上，大致前三者的否

定多于肯定，后三者的肯定多于否定。从这些论述中，可以大致看出后来发展为特定术语的“普希

金倾向”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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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１９世纪５０年代中期，俄国文学有一场大争
论，即“普希金倾向”与“果戈理倾向”之争。这场争

论到６０年代余波渐息，７０—８０年代又复燃。而在
１８５０年代自由派与民主派之间的论争就常常表现
为其参与者是文学中的“普希金倾向”的捍卫者，还

是“果戈理倾向”的捍卫者。

当梳理这场争论时，我们发现这一问题必须回

到其源头来讨论。因而笔者往前回溯到了１９世纪
４０年代、３０年代直至２０年代关于普希金、果戈理的
争论。弄清这场争论从何而来、因何而起，同时，弄

清普希金生前死后关于他的争论以及关于果戈理的

争论的详细过程，对于理解５０年代的争论并非毫无
裨益。

别林斯基４０年代（１８４３—１８４６年间）撰写过１１
篇关于普希金的系列文章，在第一篇中他提到：“赞

美与谴责的喊声，无论在诗人生前还是死后，一刻也

没有停歇过，他的每一部新作品，不论对公众或是对

享有特权的文学法官们，都曾经是引起纷争的苹

果。”［１］６这里别林斯基讲的时段“诗人生前还是死

后”即是普希金创作的 ２０—３０年代。别林斯基的
论断有着充分的文学事件支撑。对普希金推崇赞美

者有之，否定反对者有之；钦慕转而反对者有之，谩

骂、攻击者有之……其间主要有三次重大争论：２０
年代两次———围绕《鲁斯兰与柳德米拉》等南方长

诗的争论和围绕《奥涅金》的争论；３０年代一次———
即围绕《鲍里斯·戈都诺夫》的争论。限于篇幅，我

们这里先讨论２０年代的两次争论。

一、围绕《鲁斯兰与柳德米拉》等南方长诗的论争

从２０年代的批评来看，似乎普希金的每一部作
品都带给俄罗斯文学此前没有的某种新东西，开辟

了一个又一个新的诗歌领域，留给批评家最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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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就是普希金的革新作用，无论这种革新是被赞

成还是反对。关于诗人的革新作用在２０年代中期
已经明显地达成共识，这种共识正是在关于《鲁斯

兰与柳德米拉》的争论中成熟的。

１８２０年代基于作家批评家对文学生活中新兴
思潮的不同态度，很快就形成了两个对立的圈子，分

别获得了“古典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的称呼。

围绕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的争论，一方面是著

名的正统古典主义与新兴浪漫主义之争的继续，一

方面也是浪漫主义内部“斯拉夫者—浪漫主义者”

与以茹科夫斯基为代表的“卡拉姆辛派—浪漫主义

者”之争的发展———这一争论因卡捷宁与茹科夫斯

基的叙事诗而起。但是普希金长诗自身的一些因

素，如“轻浮地”、戏谑地处理英雄情节，尤其是具有

“平民”因素的风格，不仅与古典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相悖，也与既拒绝斯拉夫主义也拒绝俗语的平民的

表达及上流社会的口语化倾向的卡拉姆辛派的诗歌

实践相悖；这就不难解释属于卡拉姆辛派的伊·

伊·德米特里耶夫以及卡拉姆辛本人对长诗的激烈

反应。

《鲁斯兰与柳德米拉》首先受到来自古典主义

的指责。１８２０年第１１期《欧洲导报》发表安·加·
格拉戈列夫①的文章《给编辑部的信》，他把普希金

的长诗作为与茹科夫斯基的叙事诗一类的当代文学

新流派看待，文章作者比其他人更敏锐地感觉到了

普希金诗歌与民间口语诗歌的联系，激烈反对在他

看来是“对基尔沙·丹尼洛夫②的戏仿”因素进入崇

高的诗歌领域；把崇高的诗歌建立在民歌基础上，在

他看来是愚蠢的玩笑。

另外，对长诗发难的是亚·费·沃耶伊科夫③

在《祖国之子》上发表的评论文章《〈鲁斯兰与柳德

米拉〉评析》。他同样以“高雅品味”为标准，遵循布

瓦洛的诗歌原理，严格区分体裁和风格，坚持语义的

单义性，批评普希金长诗体裁的不确定性，内容和风

格的神奇和俗语因素。这些因素是被普希金严肃地

带进诗歌的。沃耶伊科夫的核心关切是 《鲁斯兰与

柳德米拉》的语言和风格，不接受诗人对作为诗歌

材料的词语的新态度———这种新态度使得在塑造情

感形象时词语众所周知的含义被减弱了或取消了；

他还攻击长诗的轻浮和“优雅的情色”，指责长诗的

一些画面和形象的“性冲动”，这里同时暗含了指责

长诗具有自由主义思想和倾向。实际上绝不含有政

治性的长诗，却让他联想起“在刚过去的那个世纪

末”法国大量出现的一类作品，它们的出现“不仅意

味着文学的衰落，也意味着道德的败坏”［２］７３；他似

乎在《鲁斯兰与柳德米拉》中捕捉到了某种自由思

想的气息和批评态度，从而把它作为“为革命作了

准备”的一类诗歌之列。其实这是将文学浪漫主义

作为政治中的自由主义理解的结果。这些论说决定

了古典主义者对普希金的基本态度。

《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及随后的长诗《高加索囚

徒》《巴赫奇萨拉的喷泉》《茨冈人》，则被浪漫主义

者认为给俄国文学带来了革新，其中两种因素尤为

突出：“异域景物描写”与“当代人物性格”。但是，

在肯定“异域景物描写”的同时，维亚泽姆斯基在文

章《论〈高加索囚徒〉》和《出版者与古典主义者的谈

话》（给《茨冈人》的前言）中，提出了主人公的“当

代性”问题，否定其中的主人公性格的塑造，认为把

主人公塑造为那种被迫的“无所作为”的性格，其中

缺失了“英雄主义”和“崇高性”。要求主人公应该

具有英雄主义和崇高性，不仅是古典主义的美学，也

是取而代之的浪漫主义（包括所谓的消极浪漫主

义———感伤主义；积极浪漫主义———英雄浪漫主

义）的美学要求———应当揭示普通状态下的人的英

雄主义和心灵的崇高性，尤其是十二月党人的美学

要求———他们期待以英雄浪漫主义的艺术教育社

会。这样，普希金不仅被古典主义责难，也被应该说

是自己圈子的人责难。他的长诗被作为与古典主义

的“高雅”、与自己的浪漫主义阵营的“英雄主义”相

悖而受到指责。

二、围绕《奥涅金》的争论

对普希金的 《鲁斯兰与柳德米拉》的否定观点

不仅由维亚泽姆斯基在上述两文中鲜明地表达出

来，几乎与《茨冈人》同时发表的《奥涅金》（第１章）
在别斯图热夫、雷列耶夫与普希金之间也引起一场

友好争论，两位友人同样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们甚

至将《奥涅金》（第１章）评价得比《喷泉》和《囚徒》
还要低，以至于不是《奥涅金》而是《茨冈人》才代表

了此时普希金才华的高度。这场争论使普希金受到

极大震动，使他更清楚地意识到他的《奥涅金》所迈

出的具有革新性的一步，让他进一步思考诗歌的对

象，为自己的转向———转向对“低级的天性”，平常

的、中等的、非英雄人物的关切———找到合理的论

证。普希金在《奥涅金》中选取新的现实现象，也是

对艺术使命的某种新理解。但此时不仅不被外界接

受，甚至被理解都是不可能的。

《奥涅金》（第１章）的发表还引发了另一场争
论：在《莫斯科电讯》出版人及批评家尼·波列沃伊

与“爱智慧派”的韦涅维季诺夫（文章主要发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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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之子》）之间的激烈互动。这依然属于浪漫主

义与古典主义的争论。

尼· 波列沃伊初始评论普希金时，即是在关于

浪漫主义的争论中。他属于浪漫主义批评的社会、

哲学、历史批评方法中历史批评的代表，在这一方

面，他是别林斯基及其系列普希金批评的直接先驱。

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其都有评述，后者的

《俄国文学的果戈理时期》第一章整个就是关于波

列沃伊的。波列沃伊关于普希金的评述主要有五篇

专论：《评诗体小说 〈叶甫盖尼 · 奥涅金〉》

（１８２５）［３］、《论普希金的长诗〈波尔塔瓦〉》（１８２９）、
《论普希金的作品〈鲍里斯·戈都诺夫〉》④（１８３３）、
《普希金》（１８３７）。其中第一篇首次发表于自己的
杂志《莫斯科电讯》１８２５年第５期。在创办该杂志
之初，波列沃伊就期望吸引普希金为固定撰稿人，他

在杂志第一期批评栏目的首篇文章《１８２４年俄国文
学观察》（１８２５年第１期）中，就已经强调了普希金
“无可置疑的伟大的天才”和“其诗歌对当代人的强

烈影响”［４］２４２；而在第一篇专论《评诗体小说〈叶甫

盖尼·奥涅金〉》中，继续沿用这一评价。在论《鲍

里斯·戈都诺夫》的文章中，他将普希金解读为俄

国文学浪漫主义阶段的最高体现：“如果杰尔查文

是自己时代俄国精神的完整代表，普希金就是至今

我们这个时代俄国精神的完整代表。”［５］２３４对于诗人

的所有作品，他均采用浪漫主义美学范畴看待，因此

在他那里，普希金 ２０年代的浪漫主义抒情诗以及
《波尔塔瓦》《莫扎特和萨利里》（将其看作富于激情

的浪漫主义戏剧）都获得了他的高度评价。随着

《奥涅金》的不断发表，波列沃伊进行追踪评述

（１８２７、１８２８年分别评论《奥涅金》第 ２、４、５、６章，
１８２９、１８３０、１８３２年再评再版的第１、７、８章，１８３３年
又评《奥涅金》单行本），他高度赞美诗人的自由精

神和反成规———反古典主义的陈规。不过，波列沃

伊在分析《鲍里斯·戈都诺夫》具体文本时，则因作

品偏离了他所认为的浪漫主义戏剧规范而开始指

摘、否定诗人。关于此，笔者将另辟文论述。

《奥涅金》（第１章）发表后，韦涅维季诺夫发表
在《祖国之子》上的《评１８２５年〈莫斯科电讯〉第５
期上发表的关于〈奥涅金〉的文章》⑤即是对上述波

列沃伊第一篇专论的回应。他强调，批评家（这里

指波列沃伊）可以拒绝古典主义的美学要求，但没

有权力藐视艺术的一般规律。他认为过分吹捧有害

诗人，提醒批评家和读者需要更审慎地对待诗人，静

观诗人的未来，而不要急于下判断。［６］紧接着，波列

沃伊发文《关于〈奥涅金〉的纷争》⑥再回应韦涅维

季诺夫，反驳他对自己文章的误解。韦涅维季诺夫

继续撰文《答波列沃伊》⑦。他们争论的焦点在于波

列沃伊所论述的普希金与拜伦的关系，诗人究竟是

不是模仿拜伦，有没有独创性。这是关于诗人的模

仿性与独创性的第一次争论。波列沃伊站在浪漫主

义立场上维护普希金的独创性，韦涅维季诺夫则站

在古典主义美学原则上认为诗人是对“典范”的模

仿。他们激烈争论的这一问题，实际上，比其他许多

人都更为了解当代浪漫主义风潮的普列特尼约夫早

在１８２２年的文章《普希金的中篇〈高加索囚徒〉》中
就已有提及，他开篇这样写道：“中篇《高加索囚徒》

是以最新的英国诗歌类型写的，它们尤其在拜伦那

里最常见。”［７］１１６对于普列特尼约夫来说，这是一种

新的诗歌类型的开端，普希金的诗歌应当将被看作

此类，应当按照这种“新类型”来分析普希金的诗

歌。也就是说，他认为普希金同样是在创作一种新

类型的诗歌，像拜伦一样；也许并非模仿，而是与拜

伦同步进行着整个诗歌类型的革新。不过，普列特

尼约夫在性情上是相当谨慎且传统的批评家，他也

仅在文章开篇如是起笔，接下来，浪漫主义规范就被

他忘记了，他并没有按照新的、浪漫主义的美学原则

看待普希金，而是依旧按照古典主义的规范评价他，

得出拜伦与普希金创作的“形象雷同”的结论，这样

就没有揭示出普希金的独创性。到此时《奥涅金》

（第１章）发表，独创性问题在波列沃伊与韦涅维季
诺夫的争论中成了焦点。此后伴随着《奥涅金》每

章的发表，众多人物参与到这一争论中。也正是从

这一场争论起，对普希金天才的创造力开始质疑。

一般来说，这种否定的最强音通常以布尔加林的说

法———普希金的天才“完全衰落”了———为代表。

如果撇开布尔加林在“十二月党人事件”中的

不光彩行为及在新闻出版业中的低劣做法而与普希

金关系恶化，单论他对普希金创作的评价，我们看到

他对诗人早期的才华还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如在评

论《巴赫奇萨拉的喷泉》（１８２４年）⑧、《奥涅金》（第
２章）（１８２６年）⑨以及《波尔塔瓦》（１８２９年）⑩时，
他都高度赞美普希金，但到《奥涅金》第 ７章发表
（１８３０年）时，则称其天才“完全没落”了：“我们首
先认为这是一部恶作剧，简直就是笑品或滑稽作品。

如果书商不给确认，简直不敢相信这第７章是《鲁
斯兰与柳德米拉》作者的作品。两个小印张的第７
章完全被那些诗句和噱头（玩笑）破坏了，甚至将

《叶甫盖尼·韦利斯基》瑏瑡与它们对比一下，两者还

真有点像呢。在这个空洞无物的第７章，没有任何
思想、任何情感、任何画面 、任何值得称道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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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没落了！完全失败了（法语：ｃｈｕｔｅ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因此我们的希望落空了。《鲁斯兰与柳德米拉》的

作者渴望到高加索，被崇高的诗意滋养一下，丰富一

下新的印象，在甜美的歌声中向年轻一代转达俄国

当代英雄们的伟大功绩。我们原认为，东方的伟大

事件瑏瑢，令世界惊奇不已，获得了俄罗斯所有有教养

人的尊重，必定会唤醒我们诗人们的天赋———但我

们错了！”［８］２３２“整个导言和插笔，所有外部不相干

事物的那些描写毫无意义，以至于我们不愿相信这

些蝇头小作还可以发表！自然，像在先前几章那样，

在本章中作者也常常诉说自己的苦闷、厌倦和自己

心灵的死亡，似乎一切都陷入黑暗云云。”［８］２３３“整

个第７章除了第 ３６、３７诗节，没有任何闪光的诗
句。”［８］２３５我们知道，第３６、３７诗节是对莫斯科的描
写，却又被布尔加林指为是对《智慧的痛苦》的模

仿。所以这唯一闪光的诗句又是模仿，就更是不无

讽刺与贬损的意味。

针对布尔加林对《奥涅金》第７章的否定性评
论，立即有反驳的声音。布尔加林的文章登于１８３０
年３月的《北方蜜蜂》，杰利韦格于４月立即在《文
学报》做出反击：“《叶甫盖尼·奥涅金》第７章以自
己的优美比一切捍卫者都更好地捍卫了自己。除了

《北方蜜蜂》外，没有人在对莫斯科的描写中找出对

《智慧的痛苦》的模仿。”［９］２３６杰利韦格还揭示出普

列特尼约夫关于《奥涅金》的评论中所没有明示的

普希金的独特性：奥涅金已经不是拜伦的主人公，而

是俄国人的忧郁。

与波列沃伊、布尔加林各自出于自己的立场

（或美学或政治或其他原因），肯定普希金早期而否

定其后创作相反，有另一种声音，就是纳杰日金的评

述。１８２８—１８２９年开始发表自己第一批文章的纳
杰日金，批评当代文学死气沉沉，其原因是浪漫主义

的统治，这其中就包括对普希金截至此时的创作的

否定。

纳杰日金是１９世纪仅次于波列沃伊的新闻界
活动家，也是俄国思想史上描述虚无主义现象的第

一人，著有《虚无主义的一群》（１８２９）。２００２年普
罗佐洛夫主编的《俄国文学批评史》中，称纳杰日金

为“普希金时代的新闻业中最复杂与矛盾的人物之

一”，“愚蠢而不知深浅地攻击普希金的南方诗歌和

《奥涅金》”［１０］８６。这是指他１８２９年的两篇文章《两
部诗体中篇〈舞会〉和〈努林伯爵〉》《论普希金的长

诗〈波尔塔瓦〉》，以及１８３０年的《论普希金的诗体
小说〈奥涅金〉（第 ７章）》。在分析《奥涅金》第 ７
章时，纳杰日金忠实于自己在论《努林伯爵》和《波

尔塔瓦》中的观点，即普希金的创作热衷于离奇的

故事和日常生活的描写；《奥涅金》新发表的这一章

内容贫乏；以诗人的才能来看，他可创作的范围狭小

局限。别林斯基后来驳斥说：“一位大批评家甚至

公然写文章说，《奥涅金》没有完整性，只是诗的废

话，东拉西扯，什么也没有说出来。”［１］５３８指的就是纳

杰日金关于《奥涅金》第７章的评论。纳杰日金的
这些文章发表在《欧洲导报》上（亦即其生平活动的

《欧洲导报》时期，后来１８３１年他创办自己的刊物
《望远镜》，我们称为纳杰日金的《望远镜》时期），在

对待普希金早期诗歌上的否定态度，构成了与《莫

斯科电讯》的波列沃伊和《北方蜜蜂》的布尔加林的

肯定性评论的争论。纳杰日金认为，我们周围的自

然是理性的和谐的统一，艺术的目的就要揭示事物

隐藏着的和谐，隐藏着的理性；同理，艺术本身也隐

藏着自己的规律。揭示它们———这就是艺术应当走

向的最高的目标。而浪漫主义过于主观的创作，无

法抵达这一最高目标。就是在此基础上纳杰日金否

定“浪漫主义和拜伦主义”，否定普希金南方时期的

浪漫主义作品，甚至《奥涅金》第７章，尽管此时《奥
涅金》显然已经具有了另一种诗学特点。需要指出

的是，他虽然否定“浪漫主义和拜伦主义”，但并不

妨碍他肯定拜伦的意义，以及他对普希金与拜伦关

系的敏锐见解，他认为，根本不可能将普希金与拜伦

放在一起比较，因为普希金完全是另一种“诗歌倾

向”———吸引普希金的是讽刺（或戏仿）和怪诞离奇

情节［１１］１６８、４０５。

还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表面看此时纳杰日金的

对手布尔加林也开始否定《奥涅金》（第７章），但后
者的出发点是不同的。有研究认为，布尔加林的否

定性文章其实有明显的政治告密意味［１２］４５７－４５８，甚

至他开始从美学上否定普希金也是意欲彻底击溃诗

人的声望，因为当时，２０年代末期，普希金在俄国文
学中的声望渐长，这可以从基里耶夫斯基１８２８年在
《莫斯科导报》发表的《论普希金诗歌的特点》中看

出。该文系最早确立了普希金创作“三阶段说”瑏瑣及

其内在发展逻辑；并认为第三阶段是其最高阶

段———证明就是《奥涅金》前五章（截至他写文章

时）和《鲍里斯·戈都诺夫》片段的发表。在《１８２９
年的俄国文学观察》（１８３０）一文中，基里耶夫斯基
又将普希金放在欧洲文学生活的语境中加以考察，

高度评价他的多维度性和客观性。在文中基里耶夫

斯基认为，１９世纪第一个三十年的俄国文学具有与
普希金创作三阶段类似的进程，并且普希金成熟时

期的创作是俄国文学第三阶段最鲜明的现象。这一

·４·



阶段可以命名为“俄国诗歌的普希金时期”瑏瑤（之前

两阶段是：卡拉姆辛时期和茹科夫斯基时期［１３］２０７）。

在基里耶夫斯基的评述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对

普希金某种新特点的肯定：他非常多地着笔于普希

金“对现实的尊重”、对生活的所有面向均予以关注

而非仅仅看重生活的高级现象的特点。实际上这比

较符合我们前述普希金本人意识到的自己的艺术转

向———“对现实的尊重”，意味着他对现实现象的新

选择；“对生活的所有面向均予以关注”———意味着

同样也关切“低级的”、非英雄人物。基里耶夫斯基

的评述是俄国普希金批评的转折点，也开启了俄国

１９世纪３０年代的普希金批评（另辟文探讨）。
通过上述梳理可以看出，当时重要的批评力量

都参与到了关于普希金的评论中：格拉戈列夫、沃耶

伊科夫、维亚泽姆斯基、别斯图热夫、雷列耶夫、波列

沃伊、韦涅维季诺夫、布尔加林、杰利韦格、纳杰日

金、基里耶夫斯基。另外，还有舍维廖夫，波戈金、索

莫夫、米·德米特里耶夫，以及我们前述提到的普列

特尼约夫等。这是真正的众声喧哗，在古典主义、浪

漫主义、萌芽的现实主义甚至政治用意的争论中，普

希金处于批评的漩涡中。如果从刊物角度看，参与

到批评中的有《欧洲导报》《祖国之子》《北方蜜蜂》

《莫斯科电讯》《文学报》《莫斯科导报》等，虽然不

构成一对一的论争，但在对待普希金创作的态度上，

大致前三者的否定多于肯定，后三者的肯定多于否

定。在《祖国之子》（韦涅维季诺夫）与《莫斯科电

讯》（波列沃伊）之间，《欧洲导报》（纳杰日金）与

《莫斯科电讯》（波列沃伊）之间，《北方蜜蜂》（布尔

加林）与 《文学报》（杰利韦格）之间关于普希金的

争论中，以及《莫斯科导报》（基里耶夫斯基）对普希

金地位的确立中，我们可以大致看出后来发展为特

定术语的“普希金倾向”的内涵：内容与风格上，从

高雅走向通俗，从严肃走向“轻浮”，从英雄走向非

英雄，从崇高走向“低级”；同时，这样也不意味着抛

弃前者，而是对生活的所有面向的关注与包容。这

些为以后的争论埋下了伏笔。不过需要指出的是，

所谓“通俗”“轻浮”“低级”“非英雄”，是相对于古

典主义观念的，但普希金本人并不认可他是非严肃

的。相反，他反对后来越来越商业化的文学创作和

刊物运作。该问题笔者已在相关文章中探讨过，这

里不再赘述。

注释：

①安·加·格拉戈列夫（АндрейГавриловичГлаголев，１７９３
或１７９９—１８４４），俄国学者，文学博士，历史学家，俄罗斯

文学爱好者协会的活跃会员。

②基尔沙·丹尼洛夫（КиршаДанилов），推测是俄国第一部
勇士歌、民歌、抒情诗集《古代俄国诗歌》的编撰者。该诗

歌集１８０４年出版，１８１８年再版。
③亚·费·沃耶伊科夫（АлександрфёдоровичВоейков，
１７７８或 １７７９—１８３９），俄国诗人，翻译家，文学批评家，出
版人，新闻人，俄国科学院院士（１８１９）。

④此前《鲍里斯·戈都诺夫》第１、２幕发表时，波列沃伊也
有评论。１８３１年又有札记《论普希金的作品〈鲍里斯·戈
都诺夫〉》发表于《莫斯科电讯》第 ２期，但篇幅很短。
１８３３年再发同名长文，不仅论述《鲍里斯·戈都诺夫》，也
是整体论述普希金的创作。

⑤发表于《祖国之子》１８２５年第８期。
⑥发表于《莫斯科电讯》第 １５期：Н．А．Полевой．Толкио
《ЕвгенииОнегине》，соч．А．С．Пушкина．见：ｈｔｔｐ：／／
ｐｕｓｈｋｉｎ－ｌｉｔ．ｒｕ／ｐｕｓｈｋｉ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ｐｒｉ－ｚｈｉｚｎｉ／０６７．ｈｔｍ．

⑦发表于《祖国之子》１８２５年第 １９期：Д．В．Веневитинов．

Ответг．Полевому．见：ｈｔｔｐ：／／ｐｕｓｈｋｉｎ－ｌｉｔ．ｒｕ／ｐｕｓｈｋｉｎ／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ｐｒｉ－ｚｈｉｚｎｉ／０６８．ｈｔｍ．

⑧ Ф．В．Булгарин．ПримечаниекстатьеВ．Н．Олина
《КритическийвзгляднаБахчисарайскийфонтан》，соч．
А．Пушкина．见 ｈｔｔｐ：／／ｐｕｓｈｋｉｎ－ｌｉｔ．ｒｕ／ｐｕｓｈｋｉ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ｐｒｉ－ｚｈｉｚｎｉ／０４４．ｈｔｍ这是针对 В．Н．Олин．Критический
взглядна《Бахчисарайскийфонтан》，соч．А．Пушкина
一文。后者又有 В．Н．Олин．Ответг－нуБулгаринуна
сделанныеимзамечаниякстатье—《Критическийвзгляд
наБахчисарайскийфонтан》，помещенныйв７－м
нумере《Литературныхлистков》минувшего１８２４года
作答。

⑨Ф．В．Булгарин．《ЕвгенийОнегин》，романвстихах．

СочинениеАлександраПушкина．Глававторая．见：ｈｔ
ｔｐ：／／ｐｕｓｈｋｉｎ－ｌｉｔ．ｒｕ／ｐｕｓｈｋｉ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ｐｒｉ－ｚｈｉｚｎｉ／０７８．
ｈｔｍ．

⑩ Ф． В． Булгарин． 《Полтава》， поэма Александра
Пушкина／／Пушкинвприжизненнойкритике：１８２８—
１８３０．СПб．，２００１．Ｃ．１２６－１２７．和 Ф．В．Булгарин．
Разборпоэмы《Полтава》，соч．АлександраСергеевича
Пушкина．／／Пушкинвприжизненнойкритике：１８２８—
１８３０．СПб．，２００１．Ｃ．１３２－１４２．
瑏瑡诗人、文学家沃斯科列先斯基（Ｍ．И．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１８０３—１８６７）对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半模仿
诗体 小 说 《叶 甫 盖 尼 · 韦 利 斯 基》（《Евгений
Вельский》）。

瑏瑢指１８２６—１８２８年俄国对波斯的战争，俄国取胜。这里布
尔加林有指责普希金政治不正确的嫌疑。他曾写道：“我

们的胜利，我们的荣光，英勇的战争和著名的和约，没有令

任何一位诗人兴奋，都在哭泣和忧郁，时而为过去，时而为

未来，常常为些不存在的东西……”（《北方蜜蜂》１８３０年
第５期，１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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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瑣普希金的意大利法国时期，普希金的英国拜伦时期，普希
金的俄国时期。也称为：意大利的普希金、英国的普希金，

俄国的普希金。也就是到第三时期，普希金才真正具有了

俄国民族性。

瑏瑤基里耶夫斯基的这些论断，后来都被别林斯基沿用在俄国
文学的“普希金时期”和“普希金———现实的诗人”等论断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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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拉夫派与土壤派的文学论争
———以阿克萨科夫兄弟为视角

陆　尧
（苏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苏州 ２１５０３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４－２５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俄国导报》研究（１８５６—１９０６）”（２０ＡＷＷ００４）
作者简介：陆尧（１９９３—），男，内蒙古呼和浩特人，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俄罗斯文学研究。

摘　要：１９世纪６０年代，斯拉夫派与土壤派就“文学与知识分子”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斯
拉夫派的代表伊万·阿克萨科夫和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指责现有文学创作内容过于空洞、创作者

态度虚伪；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站在土壤派的角度，对这两点进行辩护。双方就此展开了长达两年的

文学论争。目前，学术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立场研究颇多，但对这场论争的发起者———阿克萨

科夫兄弟及其思想却关注甚少。笔者从阿克萨科夫兄弟的视角出发，全面客观地看待斯拉夫主义的

文学观，探寻上述两个派别在文学、思想层面的差异，以期对斯拉夫派及陀氏研究起拾遗补阙之效。

关键词：阿克萨科夫兄弟；陀思妥耶夫斯基；斯拉夫派；土壤派；知识分子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２．０４．００２
中图分类号：Ｉ１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２）０４－０００７－０７

　　１８６１年１月８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的《时
代》（Время，１８６１—１８６３）第一期出版，同年１０月１５
日，斯拉夫派报刊《日报》（День，１８６１—１８６５）开始
发行。因与斯拉夫派思想颇有渊源，陀思妥耶夫斯

基（下文统称陀氏）对《日报》满心期待：“莫斯科将

发行新的报刊《日报》，由阿克萨科夫编辑，请让我

们拭目以待！”［１］５３但第一期《日报》因刊载了主编伊

万·阿克萨科夫（下文统称阿氏）的《以自我认知的

方式回归民族生活》一文使陀氏颇为不满。在第１１
期的《时代》上作家以《最近的文学现象：〈日报〉》

一文痛批了阿氏，称其 “对当代现实一窍不

通”［２］２３４，以此宣泄对斯拉夫派的不满。阿氏则在给

索汉斯卡娅（СоханскаяН．С．，１８２３—１８８４）的信
中回击了批评者：“总之，这份以一种极端绝望的斯

拉夫形象出现的杂志（指《时代》———作者注）一有

时间便攻击我们，说我们斯拉夫主义已经过时了，说

我们想创建一个关于俄国人民性的学说，这简直毫

无信仰与法则！”［３］５７０由此，一场肇端于陀氏，长达两

年的文学论战就此开始。长期以来，学术界往往聚焦

于陀氏的相关论断，对于阿氏兄弟，尤其是阿氏本人则

关注不多。２１世纪以来，随着斯拉夫派的一些经典著
作在俄罗斯再版，阿氏的观点也逐渐得到重视。在研

究后不难发现，这场论战从表面上看是两位作家、两个

思想流派的差别所致，其实却是如何看待俄国文学现

状，进而构建理想俄国文学的一种思想探索。

一、对俄国文学现状的批评与辩护

阿氏的文学批评观基本与老斯拉夫派一致。在西

方思潮冲击下，斯拉夫主义者看到了精神空虚与道德

沦丧引发的社会震动。因此斯拉夫派对文学界其他势

力，尤其是对西欧派的文学主张十分警惕，一系列违背

其创作原则、揭露黑暗现实的文学思想皆被排斥。面

对席卷俄国的批评现实主义浪潮，阿氏指责该派的作

品与理论是对读者的欺骗和对自己良心的蒙蔽。

在《以自我认知的方式回归民族生活》一文中，

阿氏称彼得改革后的社会为充满“谎言”的社会，其

表现为盲目接纳西欧的一切而忽略民族良心。阿氏

认为：“谎言在多么宽广的空间里传播……社会生

活的全部，都像得了麻风病一样被它腐蚀。”［４］１７０文

学领域也毫无二致，其存在的谎言有两种形式：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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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谎言”的文学，这种文学是对民族生活的非真实

写照，是别有用心者的工具；其二是“谎言”的理论，

这种理论空洞无益、愚弄人民。

（一）“谎言”文学的定义及其成因

阿氏认为，“谎言”的文学，是无法真实反映民

族理想状态甚至恶意歪曲民族形象的文学。这类俄

国文学皆是对西欧文学的借鉴模仿，是披上俄罗斯

历史外衣，却让人民倍感陌生的文学：“感染外国疾

病的文学，对人民的痛苦无动于衷。”［４］１７０不同于谎

言的文学，理想的文学是由斯拉夫派作家创作的文

学。这些作家以彼得改革前的农村生活为切入点，

描写了理想的乡居生活，力图反映正面、积极、理想

的因素，这种创作倾向与热衷揭露社会弊病的西欧

派截然相反。

从康·阿克萨科夫（АксаковК．С．，１８１７—
１８６０）对《死魂灵》的批评，可以发掘斯拉夫派的批
评倾向。果戈理因《死魂灵》被西欧派推崇备至，别

林斯基曾评价：“《死魂灵》使陷入麻木状态的现代

俄国文学苏生了。”［５］４４０他肯定了果戈理的批判现实

主义倾向，认为作者塑造的五个丑陋地主形象，是对

农奴制的鞭挞和对惨淡农村生活图景的揭露。而

康·阿克萨科夫则在地主身上看到了俄国宗法制的

“正面因素”，看到了斯拉夫派理想中的人道主义。

因此，康·阿克萨科夫认为《死魂灵》是当之无愧的

史诗，是俄国的《伊利亚特》，“谈到这些‘老式地主’

们，其他人只能在他们身上看到粗鄙与兽性，而果戈

理看得更深更远，他在这些人身上看到了深刻的人

道意义……”［６］１４７－１４８。

斯拉夫派理论认为，自然主义创作手法是一种

消极、被动反映现实的创作方式，它对环境与人进行

了剖析式描写。在斯拉夫派看来，如果不能对生活

进行有机整合式的描述，那么作者就会执着于对现实

进行片段式描绘，因过度关注黑暗而走向谎言。斯拉

夫派批评家伊万措夫 －普拉东诺夫（Иванцов－
ПлатоновА．М．，１８３５—１８９４）称：“自从作家们开始
关注我们的民族生活……俄国人愚昧的、黑暗的一面

便被他们理解、描述成民族生活，并称之为俄罗斯生

活的负面现象。”［７］１批评家认为，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无视俄国人民的情感，常因沉浸在消极情绪中而误解

与扭曲了人民的精神面貌。尤里·萨马林（Самарин
Ю．Ф．，１８１９—１８７６）也支持了这一观点：“对现实的
过分渴望伴随着对生活中灰暗、无趣的时刻关注，最

终会导致对现实的诋毁，即过分夸大其黑暗面。”［８］８５

阿氏认为，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对本民族有着非

理性的恶意：“对我们民族的谴责，不是因为愤慨而

热烈的爱，而是因为内心的不虔诚，因为对一切神圣

荣誉和责任本能的敌视。”［４］１７０谎言的文学便是恶意

的体现。虽说如此，但这并不代表斯拉夫派拒绝谴

责，只是他们认为谴责应有度。伊万措夫 －普拉东
诺夫承认，目前俄国存在不足之处，但不能因此就对

其肆意戏谑，因为“民族文学的至高目标和任务不

在于诉说民族已知之恶，他们有什么病，没有什么

病，而是以诗意的方式重建应赋予他们的东西，以此

实现历史的目标”［７］２－３。

那么，“谎言”文学到底是如何表现的呢？康·

阿克萨科夫以皮谢姆斯基（ПисемскийА．Ф．，
１８２１—１８８１）的喜剧《疑病患者》（Ипохондрик）为
例，阐释了谎言的文学表现形式。批评家认为，皮谢

姆斯基在戏剧中以自然主义创作手法对人物的外貌

及活动环境进行了极为细致的描写，力图还原逼真

的生活图景。但随后批评家指出，《疑病患者》是对

《死魂灵》的失败师法，刻鹄不成反类鹜，令读者生

理不适，“喜剧中的肮脏面孔带着现实和偶然的污

秽，毫无艺术感”［６］２２７。因此，康·阿克萨科夫得出

结论：揭露“现实”的文学并不一定不是“谎言”的文

学，相反，对“现实”的过度追求会走向机械的复制，

失去文学性。“如果真实是一种艺术美德，那么排

名第一的艺术家应该是达盖尔摄影法或速记

员。”［６］２２９在康·阿克萨科夫看来，批判现实主义文

学就是一种对丑恶现实毫无艺术价值的复制，其所

依赖的自然主义创作手法并非师承果戈理，仅是对

其外在技法的模仿，并没有触及作者的思想实质，即

东正教理想。因此批判现实主义的诞生“是对艺术

天才的错误理解的结果，是因为吸收了外部技术，而

非伟大艺术家的想法，当然也不是天赋”［６］２１８。

除皮谢姆斯基外，屠格涅夫的部分作品及早期

陀氏的创作，都被斯拉夫派学者称为“谎言”文学，

他们在作品中过度关注黑暗因而被斯拉夫派排斥。

原因在于，斯拉夫派的创作与批评始终扎根于消极

浪漫主义，其文学活动的宗旨是维护与美化宗法制

的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对现实的塑造客观上会激起

社会普遍的反抗情绪，这与斯拉夫派温和改良的主

张背道而驰。为维护自身利益，斯拉夫派对该类文

学的打压与排斥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谎言”理论的定义与危害

阿氏认为，“谎言”的理论本质上是一种“疯狂

的学说”，“谎言在于疯狂学说的胜利，这些学说由

厚颜无耻的无知所创造”［４］１７０。这种理论因包含了

欧洲意识形态，本身也成为谎言：“谎言在于随便地

追求进步与文明中的新事物。”［４］１７０因此，鼓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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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自由”的理论被阿氏视为文学领域的谎言的又

一种表现。基列耶夫斯基（КиреевскийИ．В．，
１８０６—１８５６）曾批评《祖国纪事》上过度泛滥的西欧
理论：“他们不是向我们传递欧洲教育的成果，而是

不断地被这种教育的某些特殊表现所迷惑，但却没

能真正理解它，他们认为是新的那些东西，实际上早

在俄罗斯就已经有了。”［９］１９７

在《知识分子与人民元素的脱离》一文中，阿氏

痛斥了关于谎言的理论：“这是何种理论？首先，它

是空洞的、赤裸的否定……其次，它是蛮横的、愚蠢

的、毫无意义的力量……”［４］１７５阿氏否认其存在的必

要性，因为它不仅空洞无益，还具有迷惑性：“这些

半真半假的东西连同所有精神上的幻觉，会无畏地

潜伏在人的内心，如海市蜃楼般欺骗他。”［１０］３７２任由

谎言的理论横行会引起社会动荡，对未经世事的热

血青年毒害则更为严重。阿氏提醒青年切勿盲从西

欧理论：“由于意志不发达，在成年人身上可以合理

克制的东西在青年身上就不那么容易克制了；他们

的所为已经越过界限，急于用活生生的、往往是丑陋

的形式去解决那些我们已经习惯了的矛盾。”［１０］３７３

而作为成人，更应该去积极抵抗西方理论，避免社会

堕落，防止青年上行下效。

阿氏看到了充斥着谎言的俄国，但他坚信，谎言

的理论无法触及民族精神实质，终将如同病毒一样

被复苏的民族机体所排斥：“‘公开性’‘自由主义’

‘人性’‘进步’‘红色’等已经被庸俗化了的词意味着

什么？……他们在我们的生活和五千万俄罗斯人民的

同情心中没有根基，是无力的，尤其这些全部参照西方

的习惯，通过模仿得到的东西更是如此。”［１０］３７２

虽然斯拉夫派排斥对西方理论的挪用，称其为

“谎言”的理论、“过时的理论”，但这并不代表斯拉

夫派排斥理论。相反，斯拉夫派知识分子一直号召

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论，如基列耶夫斯基的文明

对立学说、霍米亚科夫（ХомяковА．С．，１８０４—
１８６０）的“聚合性”、阿氏的“国家—社会—人民”有机
学说等，都是立足民族现状、整合东正教因素与古俄

罗斯民间传统的、具有俄国特色的理论。这些理论虽

然受到官方民粹派与西欧派的夹击，但影响深远———

“斯拉夫派的美学思想和文学批评虽然具有深刻的内

在矛盾和保守复旧的性质，但在俄国美学思想史和文

学批评史上都具有独特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１１］２２０

（三）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文学现状的辩护

阿氏的文章一经发表便引起了陀氏的不满，他

一改之前对《日报》的期待，称其为“安息了却不安

分的《俄罗斯谈话》（１８５６—１８６０）”［２］２３１的诈尸。陀

氏认为，斯拉夫派对当代文学的否定过于消极，是为

否定而否定的文学观的表现。斯拉夫派眼中的理想

俄国只是部分现实与彼得改革前历史幻象混合的产

物。随后，《时代》刊登的对《康·谢·阿克萨科夫

文集》的书评也印证了陀氏的观点，即斯拉夫派“不

是为艺术而否定，是以俄罗斯人民过去的历史生活

所赋予的理想为名”［１２］５０对现实的否定。

陀氏认为，“斯拉夫派批评家不愿意理解现代

文学”［１３］８４。因为只有对现状加以谴责才能鞭策其

前行，为此需要自我谴责的文学———“正是这个文

学，激烈否定的文学，以任何文学都未曾有过的力

量，实行讽刺和主动自我谴责的文学、高尚的文学，

怀着激情径直奔向勇敢和正直的文学，得到了最极

端西欧派的热情支持。”［２］２３５陀氏充分肯定文学谴责

的作用，认为自我谴责能扯掉社会的遮羞布，反观斯

拉夫派对现实的粉饰才是社会发展的绊脚石。美国

学者约瑟夫·弗兰克（ＪｏｓｅｐｈＦｒａｎｋ）认为，陀氏意识
到了俄国文学的实质，即俄国文学内部蕴含着发展

与变革的动力。随着俄国文学回归“土壤”，它开始

承担反对极端西方化的任务，“但它首先必须通过

无情审视‘彼得大帝改革土崩瓦解’时期俄国的生

命力来清理根基”［１４］１０７，才能完成这一历史使命。

斯特拉霍夫（СтраховН．Н．，１８２８—１８９６）论
证了自我谴责在俄国文学产生发展的必然性：“毫

无疑问，俄国对自我判断、自我谴责甚至自我羞辱的

要求极为迫切，这是俄罗斯人的性格特点。”［１５］４５但

批评家认为，斯拉夫派拒绝现有文学情有可原：“我

们现在的精神运动对斯拉夫主义者来说是浅薄的

……他们认为，俄罗斯仍是强大的，仍然与古代因素

共存，它以前的生活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和发展

的。正是因为对过去的尊重，以及对赋予俄罗斯历

史更大的意义和完整性的渴望，他们对新时代的现

象持不信任的态度。”［１５］４８

可见，无论是陀氏还是斯特拉霍夫，他们对现存

文学的态度都较为宽容，并肯定了自我谴责倾向的

必要。自１８世纪以来，俄国始终保留着谴责的传
统，从诺维科夫到冯维辛再到果戈理，讽刺文学一直

给社会敲响警钟。陀氏认为，现阶段的俄国社会仍

需要文学的谴责与讽刺。因此，斯拉夫派对这种需

求置若罔闻的态度令陀氏感到愤慨。

总之，对文学态度的差异是阿氏与陀氏观念的

分野。前者立足斯拉夫派，看到了文学的不足：文学

被西欧派功利化，成为攻击民族形象的工具；西欧理

论同样毒害着青年人，造成社会动乱，这是持保守态

度的阿氏不愿看到的。而陀氏相对温和，他肯定了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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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文学存在的必要性，认为社会的发展需要文学的鞭

笞，这符合他一贯以来秉持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

二、对俄国知识分子的批评与辩护

如阿氏所言：“民族的土壤外不存在根基；民族

的土壤外亦不存在真正的、有生命力的东西。”［４］１６９

在他看来，无论是谎言的文学还是理论，这种消极、

否定文学环境的形成，都与知识分子弃绝俄国土壤、

拒绝人民精神滋养的情况有关。因此，阿氏把矛头

指向知识分子，认为他们的堕落才是造成俄国文学

环境崩坏的主要原因。

（一）阿克萨科夫对知识分子的批评

知识分子一词最初来源于希腊语，“ｎｏｅｓｉｓ———
意识，最高程度的理解”［１６］８３８。１９世纪６０年代，该
词逐渐指专职从事脑力劳动的社会阶层。“现代研

究者指出，在俄国批评家中，正是阿克萨科夫在《知

识分子与人民元素的脱离》一文中率先使用了‘知

识分子’一词。”［１６］８４０阿氏所指的知识分子，是 “与

人民疏远、与民族土壤和民族精神脱离的‘各种类

型的学者和艺术家’”［４］１７５，他们通常是脱离土地的

西欧派，而非仰视人民的斯拉夫主义者。康·阿克

萨科夫曾探究俄国知识分子困境的成因，认为他们

的悲剧源于背离人民：“目前，俄罗斯处于内部混乱

的状态，被一个不合情理的谎言所掩盖。政府，以及

随之而来的上层阶级，已经与人民疏远，成为他们的

异类。”［１７］７１德米特里· 霍米亚科夫（ХомяковД．
С．，１８４１—１９１９）也批评知识分子盲目否定俄国的
行为：“反对俄罗斯的一切是（现在仍然是）知识分

子的口号，因为在这种环境下仍弥漫着对彼得大帝

的崇拜。知识分子认为，似乎只有他们知道生活在

‘黑暗与阴影中的’俄罗斯人民需要什么。”［１８］２７８可

见，知识分子脱离民族土壤的现象早已成为斯拉夫派

的共识，对知识分子的批评亦构成斯拉夫派的理论。

阿氏将脱离民族土壤和民族精神的西欧派知识

分子比作围绕在沉睡俄国旁喧嚣的侏儒，他们“不

在意它，不理解也不想去了解它，了解它的生活奥

秘、习俗、信仰以及法律……他们盲目地给它制定法

规……以它的名义骗人和撒谎”［４］１７５。阿氏指出，知

识分子的极度媚外迫使社会陷入模仿舶来糟粕的窘

境：“无论在何处，到处都是对外国事物顺从的奴役

态度，毫无意义的屈服和模仿，对人民精神的背叛，

对俄罗斯人民性粗暴的外在模仿。”［４］１７５屈从外来文

明的知识分子对俄国危害极大，他们干预了俄国的

自我发展。因此真正对俄国有危害的不是法国人、

德国人，而是“藏在每个‘受过教育的’俄国人灵魂

中的德国人”①。

知识分子的媚外恶化了社会风气，由此阿氏判

断他们缺乏人民性，“斯拉夫派否认俄国知识分子

身上有人民性，否认现有的俄罗斯文学中存在人民

性和民族性”［１］５３。在批评家看来，唯有斯拉夫派珍

重俄国人民性，其他派别探讨的“人民性”“民族性”

都是对这一概念的曲解。为此，阿氏多次就人民性问

题与其他流派论战。例如，他曾质疑《时代》对人民性

的阐释权：“这份杂志没有很高的道德底线，也没有更

高的诚信体系。它厚颜无耻地在其扉页上写道：‘它

是第一个发现在俄罗斯文学中存在俄国人民性的杂

志，它是俄国文学中的一个里程碑’……”［１９］２３

阿氏宣扬东正教外无俄国人民性。东正教是俄

国人民性产生与发展的主导因素：“东正教是一种

精神历史元素，在它的影响下，俄罗斯的人民性形成

并趋于复杂，试图将人民性与东正教分开的所有尝

试都是枉然的……”［１０］７４８在给斯特拉霍夫的信件中，

阿氏攻击土壤派对人民性的曲解：“《时代》总是犯这

样的错误，在宗教之外，在东正教之外把握俄罗斯人

民性的实质，谈论土壤却不了解土壤的特性。”［１９］１５指

责土壤派所谓的“人民性”缺乏宗教性，缺乏通过东正

教解决问题的勇气，是对俄国人民性的误读。

从阿氏立场上看，他对知识分子的指摘似乎无

可厚非。斯拉夫派视道德品质与人民性两重因素为

判断世相的标准。他们从农奴身上寻得高尚的道德

品质，但却认为知识分子“道德败坏”。对人民性的

苛刻定义使其向其他流派展开攻击，这显然失之偏

颇。阿氏将西方思想与道德堕落画上了等号的行

为，体现出斯拉夫派因循守旧的弊病。但应指出，在

阿氏对知识分子的批评中，亦包含了对后者的惋惜

与期盼，这给他的批评观染上了一抹温情色彩。

（二）陀思妥耶夫斯基为知识分子的辩护

阿氏冰冷的态度令陀氏不满。后者反驳道，正是

斯拉夫派对西方派先存成见，才会对自然主义创作进

行抨击。而无论是斯拉夫派还是西欧派，都执着己方

思想打压对方的理论，双方都对俄国现实全盘否定，

陷入盲目的自我崇拜。斯拉夫派固守改革前的信仰，

“不相信彼得的虚无主义改革”［１５］４８。认为历史给出

了最好的答案。西欧派则被欧洲的新奇理论所迷惑，

试图将俄国生活硬塞进欧洲理论中。斯拉夫派对人

民性的偏执，使他们只承认理想中的民众生活而无视

俄国现实，“否定在文学和社会中的任何实际情

况”［２０］４７２。而西欧派曾一度陷入历史虚无主义中，否

定既往俄国的一切，否认人民性而追求全人类性。

相较于阿氏对西欧派知识分子的全盘否定，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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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更偏中庸，认为斯拉夫派与西欧派知识分子各有

优劣。他看到了斯拉夫派在维护人民性和地方区域

自治的努力，也看到了西欧派为改变俄国直面现实

的勇气。陀氏认为，前者钻进书斋，透过玫瑰色滤镜

回望俄国古代历史，极力抗拒西方文明的一切，而后

者曾一度陷入文化虚无主义，主张拥抱欧洲，摒弃俄

国本身的一切，向全人类性和普遍性迈进，两者的行

为本质皆是对俄国人民的离弃。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阿氏还是陀氏，无论是斯

拉夫派还是土壤派，西欧派知识分子背离人民已成

双方共识。不同在于，阿氏认为知识分子主动离开

人民，选择拥抱西方，而陀氏断定知识分子是被动

的：“有一点是无疑的，彼得的改革使一部分人民脱

离了另一部分，脱离了其主体部分……改革是自上

而下的，而不是从下而上。”［２０］４７８因此，陀氏怜悯地

看待知识分子，号召他们回归土壤。正如俄国学者

所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知识分子并不深怀憎恨，

他只想通过回归土壤的方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

……”［１］５３这种“回归土壤”的方式被陀氏称作俄国

的第三条道路，也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三、批评的根源———阿克萨科夫论俄国的文化环境

（一）阿克萨科夫论文化真空与文化自卑

彼得改革造成社会断裂，破坏俄国本土民族文化

的有机发展，这种观点已得到斯拉夫派与土壤派的公

认。阿氏认为，文化断裂造成了贵族对原生文化的怀

疑，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西欧派知识分子的文化自卑。

在继承了西方浪漫主义有机体理论及东正教生

命有机论的基础上，斯拉夫派提出民族生命体的

“有机性”美学思想。在他们看来，俄罗斯曾是一个

有机生命体。改革前，俄国有村社和地方区域自治，

民风淳朴；改革后，“一切带有民族印记的东西都被

出卖，被嘲笑、被责骂、被迫害；衣服、习俗、风俗、语

言———一切都被扭曲、被肢解、被残害”［６］２６５。种种

现象似乎都昭示着改革弥留的文化真空。

霍米亚科夫曾这样描述这场文化危机：官僚体

制取代宗法制，西方文化取代传统文化，“随着俄罗

斯帝国的形成和巩固，社会最初的、纯朴和宗法状态

的痕迹便逐渐地被抹掉”［２１］２５。基列耶夫斯基亦抨

击改革带来的以理性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文化，“在

给合理性带来的各种好处以应有评价的同时，我认

为，在终有尽头的发展中它将痛楚而清楚地发现：原

则（指构成西方文化核心的理性主义原则———作者

注）是何等的片面、何等的具有欺骗性，多么富有诱

惑力和多么阴险狡诈”［２１］４３。他认为，西方的理性主

义与俄国格格不入，唯有以东正教为核心的传统文

化方能在俄国长存。理性主义无益于欧洲启蒙，同

样无益于俄罗斯文化。

随后，阿氏进一步论述了改革带来的文化冲击。

他提出，西方文化的入侵迫使俄国文化环境形成真

空，文化真空表现为两点：在文学领域，教会斯拉夫

语、民间俗语以及形态各异的外来语混杂变异，形成

不伦不类的产物。在思想领域，俄国传统价值尺度

失效，判断标准外国化并深受追捧。阿氏形容道：

“这里和那里同样是对其他世界的顺从的奴性态

度，是毫无意义的奴性的模仿，是对本土精神的背

叛，是对俄罗斯人民性的粗暴的外在模仿。”［４］１７４在

批评家看来，破除真空的关键在于复兴俄国有机的

文化，“要还俄罗斯民间生活自由、完整、正确、丰硕

的原始有机生长”［６］２６６。

文化真空进一步使知识分子产生文化自卑，他

们不仅嘲弄原生文化的伤痕，还无视社会弊病的根

源：“我们（指知识分子———作者注）庆祝自己的觉

醒，欣赏镜中的自己……却借助显微镜无情地窥视、

揭露社会的创伤和悲哀，然从未发现疾病的真正根

源。”［１０］３８９在追求“全人类性”的途中，知识分子失去

民族精神和道德的供养，失去了人民性。“当我们

感到自己开始异化、成为无力、无根的精神孤儿时，

我们才把人民性作为我们研究和调查的主

题。”［１０］３９３对本土文化的自卑和对外来文化的崇拜，

使他们主动脱离人民与土地，去拥抱西方，从精神上

彻底异化为外国人，逐渐丧失人民性。

阿氏认为，彼得大帝的改革切断俄国的有机发

展，公职部门取代地方区域自治，行政关系取代宗法

关系。俄国最终分裂为文明俄国与道德俄国，知识

分子代表文明的俄国，掌握艺术与科学知识，但却道

德败坏。他们热衷创作谎言的文学，研究空洞却极

具煽动力的理论，毒害青年。而广大平民代表了道

德的俄国，尽管缺乏文化素养，但却能在前彼得时代

创造出灿烂的民间文化。他们与土地之间有着紧密

的联系，与君主之间维系着亲如父兄的宗法制关系，

精神上被东正教引领，道德高尚，是所有知识分子理

应膜拜的对象。从阿氏的论述来看，他常以二元对

立的方式看待俄国的社会问题：文明俄国与道德俄

国对立，宗法制与行政制对立，东正教与西欧文化对

立，以及知识分子与人民对立。对这些矛盾的批评

与阐释构成了阿氏学说的重要内容。

总之，阿氏在古老罗斯的生活中看到了俄国重

返伊甸园的可能。为此，他警告大众小心西方文化

侵略，主张以东正教精神和民族精神教育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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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恢复彼此的有机联系。为此他拒绝现有知识分

子，这是他对未来的忧虑和对现实担忧的体现，足以

证明他对这片土地及人民的关怀。也正是对斯拉夫

民族深沉的爱，使他后期走向泛斯拉夫主义。

（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知识分子的同情

陀氏从根本上否定了阿氏的知识分子观。他认

为，知识分子的文化不满情绪古已有之：“在临近彼得

的时候，人民已经感到生活的贫瘠，表现出抗议当时

的现状，试图走到空气清新的氛围之中……至少我们

这样理解历史的事实———我们的分裂。”［２０］４７９改革客

观上加速了知识分子接受欧洲文化的进程，提高了俄

国的文明程度，对俄国有利无害。彼得之错在于急功

近利，以专制化的行政改革代替社会自我改革。人民

作为社会有机体的主体，本能地排斥外来的文化。

而受启蒙影响的知识分子却早已迫不及待地

“走到空气清新的氛围之中”，拉大与人民的鸿沟。

当知识分子意识到应与人民联手改革俄国时，后者

却由于知识分子的异化而选择拒绝：“正是由于人

民不相信他们是真诚的。这里怪罪人民愚昧，不识

好歹，以此责难人民自己，是最不公道的……应该说

实话，我们不善于接近人民。”［２０］４８１知识分子因与人

民分离，脱离根基而被人民主动拒绝，又囿于理论而

无法实践。他们看似掌握社会话语权，却一直被人

民所边缘化。

然而，土壤派并未太过关注知识分子的历史选

择：对他们来说，历史已经无法改变，解决当下才是

重中之重。就知识分子道路抉择的问题，土壤派批

评家阿波罗·格里高利耶夫（Григорьев．Ап．，
１８２２—１８６４）建议，真正的知识分子不该主动给自己
划分阵营，无论是西欧派还是斯拉夫派，首先应牢记

自己的俄国身份。他在普希金身上看到答案：这位

诗人是“唯一完整的人，是我们民族天性特质的唯

一全面代表……他既不是西方人，也不是斯拉夫主

义者，而是一个俄罗斯人……［２２］２０１－２０３因此，唯有时

刻保持民族身份的认知，才能在作品中表达出真正

的民族意义。

诚如俄国学者所说：“土壤派能够发现当代俄

国生活中积极的一面，并对彼得改革后的文学历史

深感同情。”［１３］１５所以，陀氏选择谅解不幸的文学状

况与知识分子，格里高利耶夫与斯特拉霍夫也做出

相似的抉择：热爱俄国的现实。他们认为接受现状

是改变俄国的首要条件，也是最好的出路。中国学

者认为：“在经历一个半世纪的思想彷徨和紧张的

道德探索 （在１９世纪集中体现为西方派和斯拉夫
派半个多世纪的思想纷争）之后，‘文明与人民根基

（真理）的和解’，即‘彼得大帝改革的追随者们与

人民真理的和解便势在必行’，这也是每一个俄国

精英知识分子的必由之路。”［２３］１１１

《时代》本就对《日报》的态度不算友好，在后者

发行之初，“几乎所有主流的新闻报刊都对其表达

了同情，但陀氏兄弟的《时代》除外，他们认为阿氏

的期刊是一种极端的意识形态产物，因此报刊需要

摆脱意识形态的倾向”［２４］１８２。随着论战的结束，《日

报》与《时代》的关系愈加不睦。１８６３年《时代》刊发
了斯特拉霍夫的《致命问题》，该文因触及斯拉夫派利

益从而引来阿氏的又一次炮轰，《俄国导报》主编卡特

科夫也参与了这场论战。可见，《日报》与《时代》的

论战，不仅仅是两派之间简单的意见相左，更多的是

面临同种危机下不同意识形态碰撞的体现。

三、结语

与小贵族出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同，阿氏兄

弟出身古老的贵族世家。贵族的生活志趣，浓厚的

宗教氛围以及民间传统节日，使他们往往透过一层

玫瑰色滤镜来看待彼得改革前的历史。他们对改革

前的历史充满美好想象，因此改革后的种种残酷现

实令他们对当下采取了否定与拒绝的态度。他们否

定自然主义文学，认为它是对俄国民族精神的亵渎

与歪曲；他们也不承认彼得的追随者们在俄国的作

用，将其视为彼得改革后畸形的产物，是主动背叛人

民、陷入文化自卑情绪的精神异邦人。阿氏兄弟把

希望寄托在过去，认为只有恢复古老的制度，使社

会、国家与人民三者之间有机协调发展，才能彻底根

除俄国社会的弊病。而陀氏坚定地走俄国的“第三

条道路”，认为只有直面俄国社会，抛弃对现有文学

的否定、抛弃西方派与斯拉夫派之见、抛弃人民与知

识分子、俄国与西欧之别，选择和解与热爱，才是俄

国最需要走的道路。总而言之，无论是阿氏兄弟还

是陀氏，两者都立足于俄国坚实的传统文化，旨在恢

复俄国文化的健康发展。不同的是，阿氏兄弟选择

回望历史，试图借用传统力量抵御舶来文化的侵袭；

而陀氏选择立足当下，扎根土壤，对俄国的现状充满

信心。当后人回溯历史才能发现，论战的背后既是

不同派别思想主张的碰撞，也是社会困境下知识分

子个人求索的具体表现。

注释：

①引自阿克萨科夫于１８６５年９月２５日在《日报》上发表的
社论题目《不是德国的德国人置我们于危险，真凶是藏在

受过教育的俄罗斯人心中的那个德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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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园”与小小说文体特征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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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小说理论。

摘　要：小小说在当代被确认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和百花园杂志社积极推动小小说理论建构，并
促成了小小说文体特征的形成密切相关。百花园杂志社利用杂志，积极给作者、读者传达关于小小

说的新的理念，并影响了小小说文体特征的形成。具体来说：一方面，百花园杂志社坚持小小说是平

民的艺术这个基本立场，同时又强调小小说的艺术性；另一方面，百花园杂志社利用《小小说选刊》

等杂志，在选发小说的时候，积极拓宽传统小小说艺术的边界，从而带来了小小说艺术形式的丰富性

和独特性。

关键词：百花园杂志社；小小说；文体特征；艺术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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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０年，小小说被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纳入
鲁迅文学奖评奖范畴中。在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评选

中，著名作家冯骥才的小小说集《俗世奇人》获得了

鲁迅文学奖，这标志着小小说真正作为一种独立的

文体，在中国当代文坛得到了认可。虽然众多论者

在追溯小小说源头的时候，都将小小说的历史上延

到了先秦———“小小说的源头，其实可以溯源于中

国的古代神话传说？那种‘残丛小语’‘尺寸短书’，

那种‘志怪’‘传奇’？也许中国古人就是习惯和喜

欢这样的小说。有的学者也注意到这个问题，罗书

华就说过：‘庄子不仅首先提出了‘小说’概念，《庄

子》的许多篇章也可以视为后世小说的前源。即如

……所写的任公子钓鱼的故事，几乎就是一篇微型

小说。’因此说，小小说和小说中所有文体一样，都

能在中国传统文体里找到自己的源头。”［１］２４但是，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小小说一直没有发展成为一

个成熟的、被文坛公认的文体，也是不争的事实。中

国文坛除长篇小说之外的最高奖鲁迅文学奖，一直

到第五届，都没有针对小小说这种文体专门设置奖

项，也正说明了这一点。小小说之所以能作为一种

独立的文体获得认可，显然是因为小小说在当代的

发展过程中，逐渐具有了自己独特的文体特征。考

察当代小小说文体特征的形成过程，可以发现，百花

园杂志社在其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当

代小小说发展的过程中，百花园杂志社有意识地推

动围绕小小说的理论建构，从而建构起系统的关于

小小说认知、评价的理论体系，使一种规范的小小说

文体特征得到广泛的认可，也使得小小说作为一种

独立的文体得到了承认。

一、小小说独立文体的推动与其平民性、

艺术性的强调

　　虽然小小说历史悠久，但是之前的小小说一般
都被认为是小说的一种，被认为是写得短小的短篇

小说，这显然也直接导致了没有专门的小小说理论

产生，影响了小小说独立文体特征的形成。在２０世
纪５０年代，小小说曾有过短暂的风行，当时也产生
了认可小小说为独立文体的说法，著名作家老舍、茅

盾先后发表了鼓励小小说发展的文章。老舍在《多

写小小说》中，鼓励大家应该多写小小说，“小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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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短的短篇小说，比如说，每篇至多不超过两千

字”［２］。老舍在这里初步确定了小小说的一些文体

特征，比如字数，但是，他没有把小小说视为一种独

立的文体，而仍然视之为短篇小说之一种。茅盾则

在此时认为小小说是一种独立的文体，说小小说是

“结合了特写和短篇小说的特点而成为自有个性的

新品种”［３］。茅盾在这里把小小说视为了小说队伍

里的新品种，显然他已经把小小说当做独立文体来

看待了。显然，无论是老舍，还是茅盾，都意识到了

小小说这种文体的独特性，虽然老舍还把小小说视

为短篇小说的一种，但是他又明确勾勒了小小说与

传统短篇小说不同的篇幅特征。这些都说明了，此

时的小小说不再是历史中只被作家无意中创作出

来，而不被意识到其独特性的一种文体了。

新时期以来，小小说逐渐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围

绕小小说也产生了更多的讨论，“在新时期的前十

年，小小说理论探讨已经进入了小小说文体的本体，

对小小说究竟是什么、小小说的本体构成（诸如结

构、语言和技巧等）、美学特质，等等，都有很好的归

纳和总结”［１］３０。但是，关于小小说的理论探讨，“他

们的理论识见主要在于，意识到小小说的存在，并主

要在小说的视角里，对小小说进行理性总结、归纳和

规范”［１］３０－３１。显然，小小说的审美特点在此时得到

了更多的思考，但是，却依然没有被当做一个独立文

体来进行思考。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围绕小小说
展开的理论研究则开始明确把小小说定位为一个独

立文体。在这个过程中，百花园杂志社围绕这个问

题进行了持续的推动。百花园杂志社２００４年出版
了增刊《小小说理论》，这是新时期以来两部系统研

究小小说的理论著作之一。这部著作收录了众多知

名作家、评论家讨论小小说的相关文章，很多论者在

文章中也都提出了将小小说视为一种独立文体的看

法。“《小小说理论》艺术的理论聚焦……是对小小

说文体地位的探究，即从小小说的文体特征出发，澄

清小小说在文学领域的文体位置。”［１］３２与此同时，

百花园杂志社也积极举办各种笔会、研讨会等，力图

推动“小小说是一种独立文体这种观念”成为文坛

共识，并且显然也获得了明显的成效，“小小说从民

间兴起，２０年来蔚然成林，演绎出一个耐人寻味的
文坛童话……笔会……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２０００年郑州的当代小小说繁荣与发展研讨会，共识
着小小说是一种文体创新；２００２年北京的中国小小
说２０年庆典暨理论研讨会，为小小说举办了成人礼
……２００５年冬的‘小小说理论高端论坛’，直接推动
小小说挺进中国小说家族年度排行榜”［４］５８－５９。显

然，百花园杂志社通过编辑小小说理论书刊，举办笔

会等方式，成功推动了小小说是一种独立文体这种

共识的形成。不过，在小小说成为独立文体的过程

中，百花园杂志社起到的更为重要的作用则是对小

小说兼顾通俗性与艺术性这种特征的认知和强调，

这就对小小说的发展方向做出了明确的规范。

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小小说不是短篇小说

的一部分，而应该具有自己独特的审美特点的情况

下，小小说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审美特点，就成为理论

界思考的对象，这其实关系到小小说最终能否成为

一种独立的文体。事实上，小小说历史悠久，却一直

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文体，根本原因也在于：关于小

小说应该是什么样子，一直没有一个系统规范的评

价体系。在这个围绕小小说进行理论建构的过程

中，百花园杂志社围绕小小说从写作立场到艺术特

征，提出了一系列的观点，并借助《小小说选刊》和

《百花园》两本杂志，对小小说作家进行系统的引

导，从而深刻地影响了小小说艺术特征的形成。杨

晓敏、冯辉、寇云峰等先后几任百花园杂志社的主要

负责人，都发表过关于小小说艺术特征的理论文章，

如冯辉的《小小说与“有意味的形式”》《原创断

想》，寇云峰的《漫谈小小说的开头》，杨晓敏的《小

小说是平民艺术》等，都对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小

小说的艺术特征做出了自己的规范。其中，尤以百

花园杂志社总编辑杨晓敏的《小小说是平民艺术》，

对小小说从文体到艺术倾向都做了较为全面的规

范，并产生了较大影响。该文首先对小小说的文体

特征进行规范，“小小说作为一种文体创新，自有其

相对规范的字数固定（１５００字左右）、审美态势（质
量精度）和结构特征（小说要素）等艺术规律上的界

定”［４］７。然后，规定了小小说的基本创作立场，应该

是平民的艺术，“小小说……使小说最大限度地还

原为平民艺术。无论如何，在一两千字的篇幅里，是

必定要摒弃言之无物的。它容不得耍花招，所有的

艺术手段，只能用来为内容服务”［４］３。显然，在这里

杨晓敏强调，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小小说，其发展方

向不应该是单纯追求艺术的突破，而是应该充分尊

重其贴近生活的一面，强调小小说的书写内容应该

和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发生关联。通过这样的表

述，首先在创作立场上，小小说就和其他小说种类划

清了界限———它的基本立足点不是艺术的突破，而

是大众性。这个基本立场显然对小小说作家产生了

很大的影响，“这样的观点立即得到了小小说界的

普遍欢迎和接受，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后小小说作

家撰写大多数的创作随笔、评论文章都关涉到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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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题”［１］３３。

强调小小说的大众性的同时，百花园杂志社并

不否定小小说的艺术性，而是进一步强调小小说作

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在艺术上还应该有自己的独特

性，“之所以称之为‘平民艺术’，当然不容忽略它在

艺术造诣上的高度和质量。如果完整表述一下，小

小说是平民艺术，那是指小小说是大多数人都能阅

读（单纯通脱）、大多数人都能参与创作（贴近生

活）、大多数人都能从中直接受益（微言大义）的艺

术形式。同时具备这三种艺术功能的文学品种并不

多见”［４］６。“我提出的小小说是平民艺术，除了上

述三种功效和三个基本标准外，着重强调两层意思：

一是指小小说读者应该是一种具有较高品位的大众

文化，能不断提升读者的审美情趣和认知能力；二是

指它在文学造诣上有不可或缺的质量要求。”［４］７显

然，在大众性的基础之上，小小说还应该具有提升读

者审美情趣和认知能力的功能，这是当时的百花园

杂志社对小小说基本文体特征的认知。他们也积极

利用百花园杂志社旗下的刊物《百花园》和《小小说

选刊》，来对小小说作家们进行有意的规约和引导。

事实上，百花园杂志社一直注重利用杂志对小小说

作家进行引导，对小小说这种文体进行规范。“作

为一种示范性和倡导性的编辑工作，《小小说选刊》

所选载的小小说，对小小说文体的规范和创新具有

十分重要的影响。杨晓敏给刊物的定位是：倡导和

规范小小说文体，发现、培养、扶持、组织和造就小小

说作家，寻找和培育小小说读者群，改变小小说的生

存境遇；在创作上，让小小说作家和读者有‘理’可

讲，有‘据’可查，有‘法’可依，使他们的创作和阅读

沿着正确的思路来进行。”［１］１２３《小小说选刊》和《百

花园》在中国小小说界的独特地位，也使得百花园

杂志社的理论倡导得以有效进行。从当代小小说作

品来看，可以发现，当代小小说明显是兼顾了艺术性

与大众性，那些被业界广泛推崇的优秀小小说作品，

如许行的《立正》、孙方友的《女匪》、王奎山的《红绣

鞋》、刘国芳的《风铃》等小说，都是在晓畅明白的同

时，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有论者也指出了小小说

在艺术上的整体进步，以及百花园杂志社在其中的

重要作用，“这几年在《小小说选刊》和《百花园》的

推动下，小小说创作在不断地进步。现在小小说作

品的水平的确非常高”［５］。

二、艺术边界的扩展与多元风格的鼓励

从小小说的表现形态来看，当下的小小说和新

时期伊始的小小说已经有了极大的差别。新时期伊

始，小小说尚没有被确定为一个独立的文体，也没有

丰富的关于小小说形态的理论探讨，当时关于小小

说的认知也是非常狭隘。就当时的小小说作品来

看，很多作家基本都把小小说当做了用来针砭时弊

的一种短平快的文体，这就限制了小小说本身的丰

富性。多位小小说作者和研究者，都意识到了小小

说在当代发生的巨大变化。“如果说在兴起之初，

中国小小说的构架模式还深受欧·亨利的作品影响

的话，时下的小小说构架模式已经完全不存在这个

问题。‘出人意料的结尾’曾影响过很多作家，甚至

给许多读者也形成这种印象。但实际上小小说文体

发展至今，已经在构架模式上进行过全方位的探索。

旧有的、固定不变的模式显然已经让小小说作者和

读者感到厌倦。”［６］“２０多年前的小小说，由于多数
作者对转型期的现实生活有强烈的感受和体验，作

品立意常常像获奖作品《关于申请添购一把茶壶的

报告》那样，主要追求一种贴近现实的政治内涵

……也可以这样说：小小说最初的主流创作，就是一

种针砭时弊的官场小说……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特
别是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一些过去零星出现的小小说
立意中的文化内涵以及以文化内涵为依托的人性内

涵，开始有了更多数量和更大面积的探索，有了更为

丰富和更加深刻的艺术表达。”［７］显然，相比较新时

期初期，无论是从小小说的艺术结构方式，还是从小

小说的表达主旨，当下小小说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艺术方式这个角度来说，小小说从固定呆板的

欧·亨利式结尾这种模式中解放了出来，而是呈现

百花齐放的艺术模式。从表达主旨角度来说，小小

说也不再是把针砭时弊当做唯一的主题，而是进入

人性、文化等更为广泛的领域。事实上，我们可以

说，如果小小说就是把艺术形式限定在欧·亨利式

结尾，把表达内容限定在针砭时弊，那么，小小说艺

术显然就过于单薄了，也无法形成一种独立文体。

小小说艺术边界的扩张，使得这种文体变得丰富起

来，也使得其成为一种独立文体成为可能。从小小

说艺术边界的扩张过程来看，百花园杂志社起到了

重要作用。

百花园杂志社以推动小小说发展为己任，他们

一直强调利用旗下的刊物对小小说这种文体进行有

意识的引导。“百花园杂志社主要是对小小说作家

的创作进行有目的有制约的调控：一是文体创新，即

丰富小小说的表现力，使小小说处在文体的不稳定

状态，始终保持着小小说文体的鲜活度。二是温和

的价值取向。小小说不在先锋性、探索性和实验性

上下更多的工夫，也不承载着博大深远和形而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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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蕴，它以晓畅明白、单纯通脱的形式和内容，即以

适当的理性深度，适合大众的审美情趣和认知能力。

百花园杂志社这种战略性的引导、调节和规范，对小

小说的发展产生着长期的积极而有效的作用。”［１］１８

所以，小小说从新时期之初到当下发生的种种变化，

可以说是百花园杂志社密切推动的结果。具体来

说，百花园杂志社主要是利用杂志的选稿，有意识地

拓宽着小小说的边界，引导着小小说作家们对小小

说认知的变化。针对之前对小小说艺术和表达的双

重认知的狭隘，百花园杂志社利用《小小说选刊》，

有意识地传达他们关于小小说的新的理解。他们在

选载优秀小小说作品的时候，并没有把目光单纯聚

焦在发表时（修改后）被命名为小小说的那些作品

上。相反，从散文作品中，从通俗故事类作品中，他

们都能发现独特的小小说元素，并将之选择出来，以

小小说形式发表或者转载，从而打破了传统小小说

的僵化形象。从《小小说选刊》选载的作品看，可以

看到，很多原本被当做散文发表的作品（修改后），

因为具有小小说的特质，而被《小小说选刊》选载。

通过这种选载方式，小小说无论在内容表达上，还是

在艺术形态上，都做出了有效的突破。比如著名作

家贾大山的作品《邵思农先生》，原本是作家追怀故

人的一篇散文，篇幅不长，约１２００字。文章内容并
不复杂，只是讲述了一个名叫邵思农的中医的几件

事情。邵思农先生给少年时期的“我”治病，一开始

并不收钱，只是等“我”病好了，才开始收费，而且还

明确告诉“我”父亲，那几服药本来不需要这么多

钱，只是因为一个靠拉煤谋生的鳏夫常年吃他的药，

却又拿不起药钱，他才多收其他人一点药费，以资助

这个鳏夫的。而且，在收了药费之后，还对父亲说

“您积德了”。然后，该文讲述了邵思农先生的苦

难———“文化大革命”中，他成了当地的掏粪工，之

所以遭受如此厄运，居然是因为别人看不惯他爱干

净。他死于“文化大革命”中，之后一直也没有得到

平反，他的家人也并没有追究，因为邵思农先生不是

计较荣辱的人。该文冲淡平和，就是对一个值得纪

念的人的往事回忆。以传统小小说眼光来看，这样

的文章显然缺少对故事的精巧构思，似乎不太具有

小说的特质。不过，文章选材将其做人的淡泊自守

与其命运的坎坷构成了对比，其家人的做派更是升

华了邵思农先生的形象，这就自然形成了故事性。

于是，被百花园杂志社主编的《中国当代小小说大

系》收录，成为一篇著名的小小说作品。对于选载

作品，百花园杂志社的资深编辑王彦艳谈过他们的

做法：“不仅在严肃纯正的文学期刊中，遴选那些简

约通脱的小小说，而且还在通俗故事类的期刊中发

现有小小说体裁特质的作品，选摘出来，并与作者联

系，鼓励培养，导引着他们走向小小说创作的路

子。”［８］王彦艳在这里侧重谈的是对小小说作者的

培养，不过从中我们其实也可以发现杂志社对小小

说边界的突破，即小小说不会囿于过去的雅俗之别，

将通俗故事弃之如敝履，也不会囿于文体之见，将散

文、故事和小小说截然分明地区别开来，而是积极地

从散文、通俗故事等其他文体中寻找带有小小说特

质的优秀作品。百花园杂志社的上述做法，也形成

了《小小说选刊》的独特的艺术品格，业界公认在发

表或者选载小小说的杂志中，《小小说选刊》是最具

有文体创新意识的杂志。当然，百花园杂志社的上

述做法在很大程度上也带来了小小说与散文、故事

边界的模糊，的确有效拓宽了小小说的边界。

对于百花园杂志社对当代小小说文体创新上的

贡献，也有论者做过集中的表述：“１９９３年前后，《小
小说选刊》对小小说文体外延进行了扩展：一、强化

了美文体小小说。‘美文’是周作人在五四文学革

命初期提出来的，特指侧重于抒情叙事的白话散文，

主要特点是以优美的抒情和叙事笔调表现出作家自

己的情感与个性，也是‘林语堂体’。好的文章没有

故事也能让读者读下去，这是小小说的上上境界，如

沈从文的《边城》、朱自清的《父亲》。二、强化了笔

记体小小说，这种类似于随笔的小小说，秉承了中国

古典笔记小小说的传统，以‘确凿可据’的叙事态

度，设置了小小说的叙事格局，来营造出小小说的真

实可靠的阅读效果。这些笔记体的故事，增加小小

说的可读性。汪曾祺、魏继新写的，好多人看是随

笔，不知放在什么地方，但却是小小说，如贾平凹的

《太白人家》。三、强化了传奇小小说。此类小小

说，多以古典语言韵味的简约的文笔，附会于历史人

物、传奇故事。……这些都给小小说的文体的体式

予以新的设定，都是为了拓展小小说文体，增加文化

含量，给作家和读者提供新的小小说样式样本……

小小说的路子一下子打开了，从此有了汪洋恣肆的

局面，都很好读。对刚刚习惯于小小说阅读的民间

‘需要’来说，这种变化一下子变得新鲜和奇特，有

些‘美不胜收’的意味。”［１］１２７－１２８显然，无论是强化

美文体小说，还是强化笔记体小说，其实都是在有意

拓展小小说的边界，带动小小说不断进行文体创新。

这种对小小说文体的拓展，经由《小小说选刊》《百

花园》等杂志，也会作用于作家身上，从而引导作家

积极进行文体创新，这也促成了当代小小说作家风

格的多样化的特点的形成，“从个体性的角度看，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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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强的‘魔幻’、蔡楠的‘结构’、孙方友的‘传奇’、

侯德云的‘唯美’、陈毓的‘美艳’等等，当然也都基

本上自成体系了”［９］。显然，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

下，杨晓敏才可以自信地做出这样的断言：“作为一

种新的文学样式，小小说由粗糙单薄走向精致丰厚

并逐渐成熟，已经成为一种具有独特审美特征的文

学样式。”［１０］

三、结语

百花园杂志社以发展小小说为己任，在推动小

小说作为独立文体被文坛接受的同时，利用《百花

园》和《小小说选刊》两本杂志，积极进行文体创新，

打破既有的关于小小说的认知的窠臼，推动小小说

在艺术上的发展和变革。也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

小小说作为一种文体，其艺术形式从新时期之初的

单薄、程式化而变得丰厚、多元，其表达内容也更加

丰富，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文体特征，也为小小说作

为一种独立文体为当代文坛所接受打下了基础。考

察小小说这种文体在当代的发展过程，我们在强调

时代给予了小小说发展空间的同时，显然不能忽略

以百花园杂志社为代表的小小说从业人士对这种文

体的发展、形成所付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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耦合协调及时空演化

———基于河南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韩占兵
（黄淮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河南 驻马店 ４６３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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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２０１６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常态下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的多维动因、耦合机制与破解模式研究”

（１６ＣＪＹ０４６）；２０２０年度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人口空心化视阈下河南省乡村科技人才集聚的现实障碍与保障体系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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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韩占兵（１９８２—），男，河南上蔡人，博士，黄淮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
论与政策。

摘　要：乡村科技人才集聚、农业科技创新和农业经济发展三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对于促进乡村
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实证测

算了河南省１８个省辖市的综合发展指数、耦合指数和协调指数，同时分析了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
与动态变迁趋势。研究表明：（１）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河南省不同区域综合发展指数总体上呈现上升趋
势，但内部结构表现出“阶梯化”差异的空间格局，不同区域之间的极化差异现象逐渐减弱。（２）虽
然出现短暂震荡，但河南省不同区域耦合指数的动态演变趋势较为一致，大致呈现缓慢上升状态，而

且三系统之间高度耦合，相互影响程度较深，正向互动作用较强。但三系统之间耦合状态并不稳定，

特别是下游区域耦合指数的震荡状态尤为明显，而且低值耦合指数区域分布较多。（３）河南上、中、
下游区域及全省的协调指数均呈现显著上升态势，整体向着良性协调方向发展。从地理空间来看，

上游、中游区域协调状态较好，全部处于中级协调以上，协调指数在不同区域之间的极化差异现象逐

渐减弱，但协调指数“北高南低”的态势逐渐显现。

关键词：乡村科技人才；科技创新；耦合协调；时空演化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２．０４．００４
中图分类号：Ｆ３２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２）０４－００１９－０８

　　一、文献综述
人才兴，则农业兴，人才是乡村振兴的第一要

素。在乡村振兴的具体实施路径中，人才振兴占据

重要地位，而乡村人才振兴的关键在于科技人才的

振兴。２０１８年，中央以“一号文件”形式，发布了《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

出了发挥乡村科技人才支撑作用的政策措施。２０２０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乡村振

兴的意见》，明确提出了加快培养乡村科技人才的

重点任务。乡村科技人才集聚是提升农业科技创新

水平，推动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三者之间

是一个相互促进、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具有比较显

著的耦合协调关系（见图１）。对此，学术界进行了
初步探索。首先，在乡村科技人才集聚方面，多数学

者从职业教育或培训视角出发来研究乡村科技人才

的开发利用（王水清、贾兵强、向安强，２００４；杜占
元，２００７；汤国辉、刘晓光，２０１６；周华强，等，２０１９；张
华泉，２０２０）［１－５］，仅有个别学者对乡村科技人才的
培养与塑造过程进行了全面探讨（刘玉来、余彬盛，

２０１４；刘 芬、熊 春 林，２０１７；程 华 东、惠 志 丹，
２０２０）［６－８］。国外对乡村科技人才的研究较多集中
在科技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就业以及收入的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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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ＳｃｈｕｌｔｚＴ．Ｗ．，１９６１；ＷｉｌｌａｒｄＷｅｓｌｅｙ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１９７９；ＬｉｐｔｏｎＭ．，１９８０；ＳｃｏｔｔＲｏｚｅｌｌｅ，１９９９；ＳｏｎｉａＬａｓ
ｚｌｏ，２００８）［９－１３］。其次，在乡村科技人才集聚与农业
科技创新的关系方面，部分学者研究认为，科技人才

与科技创新之间相互协同演变（李良成、陈欣、郑石

明，２０１９）［１４］，乡村科技人力资源是提升农业科技创
新能力的关键因素，对于农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叶春燕、宋林佳，２０２１）［１５］。而且，农村科技人才是
支撑农业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储节旺、曹振祥，

２０２０）［１６］，需要挖掘农业科技人才价值，促进农村科
技人才市场发育，以此促进农业技术进步（简小鹰，

２００５；刘洪银，２０２１）［１７－１８］。最后，在农业科技创新
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方面，宋之帅、杨善林、龙丹

（２０１３）通过构建“双向互动关系”模型，实证研究得
出了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促进关系［１９］。邓

翔、王仕忠（２０２０）通过面板回归模型研究得出，我
国农业科技创新投入已成为农业经济发展的决定性

影响要素［２０］。高强、曾恒源（２０２０）研究提出，农业
科技创新是推动农业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是农业

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战略任务［２１］。

综上所述，学术界针对乡村科技人才集聚、农业

科技创新、农业经济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取

得了较为丰硕成果积淀，奠定了进一步探索的基础。

然而，现有成果大多分散在单一领域，部分成果虽然

研究关注了两两间的相互作用，但逻辑性整合不足，

而且缺乏基于样本区域的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研

究。鉴于此，本文将乡村科技人才集聚、农业科技创

新和农业经济发展整合到统一的分析框架中，构建

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河南省１８个省辖市
为研究对象，利用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实证考察样

本区域三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及时空演化，

以期为实现乡村科技人才集聚、农业科技创新与农

业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提供现实思考和政策启示。

图１　乡村科技人才集聚、农业科技创新与

农业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机理

二、模型、指标与数据

（一）计量模型

１．聚类分析
为了深入分析乡村科技人才集聚、农业科技创

新与农业经济发展三大系统的空间差异，需要对研

究样本区域进行分类。本文采用层次聚类，对河南

省１８个省辖市进行分类分析。其中，个体距离采用
平方欧式距离，类间距离采用平均组间链锁距离。

２．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
（１）系统综合发展指数
综合发展指数可全面测度乡村科技人才集聚、

农业科技创新与农业经济发展三大系统的综合发展

程度，其基本计算公式如（１）～（３）所示。

ＲＴ＝∑
５

ｉ＝１
ｗｉｘｉ （１）

ＳＩ＝∑
３

ｉ＝１
ｗｉｙｉ （２）

ＡＤ＝∑
３

ｉ＝１
ｗｉｚｉ （３）

其中，ＲＴ、ＳＩ和ＡＤ分别表示乡村科技人才集聚
指数、农业科技创新指数与农业经济发展指数；ｗｉ
表示各系统中各观测变量的权重。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计算整个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 Ｔ，其计算公式如
（４）所示。

Ｔ＝αＲＴ＋βＳＩ＋γＡＤ （４）
其中，α、β和γ分别表示三个系统的权重，本文

假设上述三大系统同样重要，则可得 α＝β＝γ＝
１３。

（２）系统耦合指数
利用物理学及相关研究成果中的耦合协调模

型，可测度三大系统间相互影响的程度，耦合协调指

数Ｃ的计算公式如（５）所示。

Ｃ＝
３
槡ＲＴ×ＳＩ×ＡＤ
（ＲＴ＋ＳＩ＋ＡＤ）／３ （５）

Ｃ值越大，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越强，
反之越弱。特别是，Ｃ＝０，表示系统内各要素间是无
关的；Ｃ＝１，表示各系统间离差最小，系统处于最佳
耦合状态。其经验解释为：０＜Ｃ≤０．３，表示低度耦
合；０．３＜Ｃ≤０．５，说明两系统处于互相抗衡阶段；
０．５＜Ｃ≤０．８，表示两系统处于磨合阶段；０．８＜
Ｃ≤１，表示两系统高度耦合。

（３）系统协调指数
耦合协调度指数Ｄ可以测度三大系统的协调发

展水平，其计算公式如（６）所示。

槡Ｄ＝ Ｔ×Ｃ （６）
Ｄ表示协调指数，０≤Ｄ≤１，Ｄ越大，说明系统

协调发展水平越高，反之，则越低。为进一步深入考

察不同区域的协调发展状态，本文借鉴相关学者的

研究（方传棣、成金华、赵鹏大，２０１９）［２２］，根据协调
指数的高低，进行等级划分（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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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系统协调发展水平的等级划分标准

协调指数 协调等级 所处阶段 协调指数 协调等级 所处阶段

０．９００－１．０００ 优质协调 高水平阶段 ０．８００－０．８９９ 良好协调 较高水平阶段

０．７００－０．７９９ 中级协调 较高水平阶段 ０．６００－０．６９９ 初级协调 磨合阶段

０．５００－０．５９９ 勉强协调 磨合阶段 ０．４００－０．４９９ 濒临失调 颉颃阶段

０．３００－０．３９９ 轻度失调 颉颃阶段 ０．２００－０．２９９ 中度失调 低水平阶段

０．１００－０．１９９ 严重失调 低水平阶段 ０．０００－０．０９９ 极度失调 低水平阶段

　　３．核密度估计
核密度是一种非参检验方法，它是直方图的自

然拓展。核密度能较为完整地利用数据本身信息，

从而避免人为主观带入的先验知识，对样本数据进

行最大程度的近似，更为清晰真实的反映随机变量

的动态演化趋势。本文选择高斯核函数，高斯核的

方差ｈ，也称为带宽，其取值大小对拟合结果的影响
较大。借鉴孙才志等人（２０１７）［２３］的研究结果，本文
选择ｈ＝０．９５。

（二）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根据数据的可获取性、科学性与有效代表

性等原则，构建了乡村科技人才集聚—农业科技创

新—农业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见

表２），共由３个目标层、６个准则层、１６个指标层构
成。乡村科技人才集聚子系统（ＲＴ）通过乡村科技
人力资源和乡村科技人才培养来体现，农业科技创

新子系统（ＳＩ）通过农业科技资源投入和农业科技
产出来体现，农业经济发展子系统（ＡＤ）通过农业经
济发展规模和农业经济发展质量来体现。

表２　乡村科技人才集聚—农业科技创新—农业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单位

乡村科技人才集聚子系统ＲＴ ＲＴ１乡村科技人力资源 ＲＴ１１农副产品加工业Ｒ＆Ｄ人员折合全时当量 人／年
ＲＴ１２省级及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产品研发和技术推广人员数量 人

ＲＴ１３人均农业科技人员配置率 ％
ＲＴ２乡村科技人才培养 ＲＴ２１农民学校在校学生数 人

ＲＴ２２高等院校涉农专业的科研与技术推广人员数量 人

农业科技创新子系统ＳＩ ＳＩ１农业科技资源投入 ＳＩ１１农副产品加工业Ｒ＆Ｄ经费支出 万元

ＳＩ１２农业机械总动力 万千瓦

ＳＩ１３农用化肥使用量 万吨

ＳＩ２农业科技产出 ＳＩ２１农副食品加工业有效发明专利数 项

ＳＩ２２农副食品加工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 ％
ＳＩ２３农业劳动生产率 ％

农业经济发展子系统ＡＤ ＡＤ１农业经济发展规模 ＡＤ１１农业总产值 亿元

ＡＤ１２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 亿元

ＡＤ１３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ＡＤ２农业经济发展质量 ＡＤ２１单位耕地面积的农业增加值 万元／亩
ＡＤ２２劳均粮食产量 公斤／人

　　（三）数据来源
为了更为微观地考察乡村科技人才集聚、农业

科技创新与农业经济发展三大系统的协调耦合程

度，本文选取河南省１８个省辖市作为研究样本，相
关实证研究数据来自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河南省统计年
鉴》《河南省农业科技统计资料汇编》《河南省农业

科技人才统计报告》及各省辖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

展统计公报。

（四）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１．聚类分析数据处理
在对河南省１８个省辖市进行聚类分析时，本文

选择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生产总值、农业

机械总动力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３个
变量作为分类依据。考虑到农业机械总动力与其

他两项指标之间存在数量级上的差异，此处对数

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以便利用各指标均值进行

聚类。

２．耦合协调模型数据处理
由于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指标计量

单位互有差异，不具有可比性，需要对数据进行无量

纲化处理，此处选择归一化方法。鉴于上述指标都

是正向指标，归一化处理公式如（７）所示。
Ｎｉｊ＝［ｘｉｊ－ｍｉｎｘｊ］［ｍａｘ（ｘｊ）－ｍｉｎ（ｘｊ）］（７）
系统综合发展指数中需要确定各指标的权重，

本文采用熵值法确定权重，避免主观赋权法导致的

随意性问题，可较为客观反映评价对象的真实情况。

熵值法的具体计算步骤为：

第一步，确定指标的数值权重ｐｉｊ

ｐｉｊ＝
ｘｉｊｋ

∑ｍ

ｉ
ｘｉｊｋ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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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ｉ表示地市序号，ｊ表示指标序号，ｋ表示系
统序号，ｍ表示地市个数。

第二步，确定熵值Ｅｊ

Ｅｊ＝－
∑ｎ

ｉ
ｐｉｊｌｎｐｉｊ
ｌｎｎ （９）

其中，ｎ为系统中包含的指标个数。
第三步，计算各指标的效用值ｄｊ

ｄｊ＝１－Ｅｊ （１０）
第四步，计算各指标的权重ωｊ

ωｊ＝
ｄｊ

∑ｎ

ｊ
ｄｊ

（１１）

三、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实证结果分析

（一）聚类分析

本文首先以人均生产总值、农业机械总动力和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３个变量指标为依
据，采用层次聚类分析对河南省１８个省辖市进行分
类。分类结果显示，郑州和济源属于上游类区域，洛

阳、鹤壁、焦作、许昌和新乡属于中游类区域，其余

１１个省辖市属于下游类区域。
（二）样本区域耦合协调发展的均值分析

依据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

度评价模型，可测算得出不同区域的综合发展指数、耦

合指数和协调指数。相关实证测算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河南省辖市综合发展指数、耦合指数和协调指数的均值状况

区域 地市 综合发展指数Ｔ 耦合指数Ｃ 协调指数Ｄ 协调等级 所处阶段 协调指数排序

上游区域 郑州 ０．５９７１ ０．９９０２ ０．７２６６ 中级协调 较高水平阶段 ３
济源 ０．５９３７ ０．８９６７ ０．７２２７ 中级协调 较高水平阶段 ５

中游区域 洛阳 ０．５９０７ ０．９８６８ ０．７２３９ 中级协调 较高水平阶段 ４
鹤壁 ０．６２２７ ０．９５４８ ０．７５５８ 中级协调 较高水平阶段 １
焦作 ０．５８４２ ０．９６８６ ０．７４３５ 中级协调 较高水平阶段 ２
许昌 ０．５２４４ ０．９１３９ ０．６８３３ 初级协调 磨合阶段 １１
新乡 ０．５６９７ ０．９１８８ ０．７０７３ 中级协调 较高水平阶段 ７

下游区域 安阳 ０．５６７０ ０．９６８２ ０．７２１１ 中级协调 较高水平阶段 ６
平顶山 ０．４４７９ ０．９３６６ ０．６２６７ 初级协调 磨合阶段 １６
三门峡 ０．４８５１ ０．９６４３ ０．６６９６ 初级协调 磨合阶段 １４
开封 ０．４８７５ ０．９８２７ ０．６７６７ 初级协调 磨合阶段 １２
濮阳 ０．５１６５ ０．９７８１ ０．６９４４ 初级协调 磨合阶段 １０
漯河 ０．５３８８ ０．９７１５ ０．６９６９ 初级协调 磨合阶段 ９
南阳 ０．３８３７ ０．８８５１ ０．５６２５ 勉强协调 磨合阶段 １８
商丘 ０．４８０５ ０．９２５８ ０．６６５５ 初级协调 磨合阶段 １５
信阳 ０．４９４９ ０．９７３３ ０．６７２３ 初级协调 磨合阶段 １３
周口 ０．５５６６ ０．８８４７ ０．６９７８ 初级协调 磨合阶段 ８
驻马店 ０．４２０６ ０．９５８６ ０．６１９８ 初级协调 磨合阶段 １７

　　从综合发展指数来看，排名前五位的省辖市依
次是鹤壁、郑州、济源、洛阳、焦作，大部分位于上游

和中游区域。这些区域乡村科技人才建设投入较

多，农业科技创新研发及成果转化状况较好，农业经

济发展水平较高。排名后三位的分别是平顶山、驻

马店、南阳，这些区域受政策、资源、地理等因素制

约，乡村科技人才建设比较滞后，农业科技创新水平

较低，农业经济发展水平有待提升。

在协调指数方面，上游和中游区域省辖市的协

调指数较高，属于中级协调等级，处于较高水平阶

段，乡村科技人才集聚、农业科技创新与农业经济发

展三大系统协调发展水平较高。乡村科技人才促进

农业科技创新，进而带动农业经济发展，同时，农业

经济又为农业科技创新和乡村科技人才集聚提供物

质保障和良好环境，三大系统形成了良性发展循环。

下游区域的１１个省辖市中，除安阳外，其他区域协
调指数均较低，属于初级协调或勉强协调，处于磨合

阶段。这些区域亟须采取相关政策举措提升乡村科

技人才集聚、农业科技创新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协调

性。

（三）样本区域耦合协调发展的动态分析

如图２所示，河南省不同区域综合发展指数的
动态演变呈现较大差异。上游和中游区域的综合发

展指数稳步提高，下游区域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再

上升的过程。从发展速度看，上、中、下游区域及全

体样本区域各自实现了 ２２１．０５％、３５８．１９％、
３０６２７％、２９５．１７％的增长率。从内部结构看，不同
区域综合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表现出“阶梯化”

的空间格局。在前期，上游高于中游区域，但在

２０１７年后，中游超越上游区域。而且，上、中游区域
均高于下游区域。

如图３所示，河南省不同区域耦合指数的动态
演变趋势较为一致，大致呈现缓慢上升状态。然而，

比较特殊的是，下游区域的域耦合指数在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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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间出现短暂下降，而后又恢复到上升状态。
受之影响，全省指数也出现短暂的震荡。从增长速

度看，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间，上、中、下游区域及全省的
耦合指数分别增长了 １９．２５％、２０．３８％、１６．５１％、
１８．７１％。从耦合指数水平来看，上、中、下游区域耦
合指数值均超过０．８，表示系统之间高度耦合。这
说明，乡村科技人才集聚、农业科技创新与农业经济

发展三大系统相互影响程度较深，正向的互动作用

较强。

图２　不同区域综合发展指数的动态演变

图３　不同区域耦合指数的动态演变

如图４所示，河南省不同区域协调指数的动态
演变趋势均向着良性协调方向发展。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
间，河南上、中、下游区域及全省的协调指数均呈现

显著上升态势。上游和下游区域由濒临失调的颉颃

阶段演进到良好协调的较高水平阶段，中游区域则

由轻度失调的颉颃阶段发展到良好协调的较高水平

阶段。从协调水平来看，２０１４年以前，上游区域协
调指数高于中游和下游区域，但是２０１４年之后，中
游区域超越上游区域，居于最高位置。同时，下游区

域协调指数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图４　不同区域协调指数的动态演变

四、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与动态变迁分析

（一）耦合指数的时空演化分析

如上所述，本研究依据乡村科技人才集聚—农

业科技创新—农业经济发展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发展

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确定权重，利用耦合协调

度评价模型，可测算得出不同区域的耦合指数和协

调指数，其时空演化情况如图５、６所示。
在图５中，２００９年，郑州、洛阳、新乡、焦作、安

阳、濮阳、开封、商丘、平顶山、漯河、南阳、驻马店等

１２个省辖市耦合指数处于 ０．９０５００—０．９９９３０区
间，除济源外，其他省辖市耦合指数处于０．８１０７０—
０．９０５００区 间。２０１５年，开 封、漯 河 降 低 到
０．８７０１７—０．９３５０４区间，南阳降低到 ０．８０５３０—
０．８７５１７区间，济源、三门峡、鹤壁、周口提高到
０．９３５０４—０．９９９９０区间。２０１８年，南阳、驻马店、周
口又降低到０．７４８７０—０．８３２４７区间。

就整体空间格局而言，高值耦合指数区域由

２００９年的１１个省辖市扩大到２０１５年的１５个，达到
最多的峰值状态，随后在 ２０１８年又减少到 １１个。
与之相对应，低值耦合指数区域经历了扩大到缩小

再到扩大的过程，由２００９年的１个省辖市扩大到
２０１２年的４个，再缩减到２０１５年的１个，又扩大到
２０１８年的 ３个。上述情况说明，乡村科技人才集
聚、农业科技创新与农业经济发展三大系统的耦合

状态并不稳定，特别是聚类分析中的下游类区域，耦

合指数的震荡状态尤为明显，而且低值耦合指数区

域分布较多。

（二）协调指数的时空演化分析

在图５中，２００９年，河南省各区域协调状态不
佳，除商丘和漯河属于初级协调外，其他区域均处于

０．６００以下的勉强协调或濒临失调，甚至轻度失调
状态。２０１２年，处于０．６００以上初级协调和中级协
调的区域显著扩大，增加至１６个；０．６００以下低值
协调指数区域缩减至 ２个，分别是平顶山和南阳。
２０１５年，郑州、济源、鹤壁、濮阳、许昌、焦作、三门峡
７个省辖市稳步提升至 ０．８００以上的良好协调状
态，整体协调状况持续向好发展。２０１８年，除商丘
外，河南其他区域均达到０．７００以上的中级协调或
良好协调状态，全面消除０．６００以下低值协调指数
区域，整体协调状况实现很大程度优化。

从整体空间格局观之，河南省各省辖市中处于

协调状态的区域数量逐步增加，０．７００以上的高值
协调指数区域由２００９年的０个扩大到２０１５年的７
个，随后在２０１８年又增加到１７个，达到最多的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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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至２０１８年，处于０．６００以上协调状态的区域
占比达到１００％，属于０．７００以上中级、良好及优质
协调状态的区域占比达到９４．４４％。而且，上游、中

游区域协调状态较好，全部处于中级协调以上。从

地理空间来看，协调指数“北高南低”的态势逐渐显

现。

图５　不同区域耦合指数的时空演化

图６　不同区域协调指数的时空演化

　　（三）各区域系统动态变迁分析
本研究利用核密度估计对河南省１８个省辖市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乡村科技人才集聚—农业科技创
新—农业经济发展系统动态演化进行了实证分析，

核密度曲线如图 ７所示。由图 ７（ａ）可以看出，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综合发展指数向右轻微调整后，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明显向左侧移动，波峰垂直高度增
加，曲线水平宽度呈轻微缩短状。整体上看，综合发

展指数样本时间段内左右拖尾均稍微变短，这说明

河南省辖市综合发展指数差距在缩短。波峰的变化

情况同样显示，综合发展指数的区域差异在逐渐减

弱。但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波峰垂直高度增加则说明个
别高值指数区域在进一步变大。图７（ｂ）协调指数
的核密度曲线呈现了与综合指数基本一致的变化趋

势。因此，总体上看，无论是综合发展指数还是协调

指数，除个别基础较好的优势区域外，大部分省辖市

的区域差异都呈减弱状。

图７　乡村科技人才集聚—农业科技创新—农业经济发展三系统的动态变迁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通过构建乡村科技人才集聚—农业科技创

新—农业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

用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实证测算了河南省１８个省
辖市的综合发展指数、耦合指数和协调指数，同时分

析了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与动态变迁趋势，为实

现人才、科技与农业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了理论支

撑。研究结果表明：

１．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河南省不同区域综合发展指
数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但内部结构表现出“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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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差异的空间格局。在２０１７年之前，上游高于中
游区域，但２０１７年之后，中游超越上游区域。而且，
上、中游区域均高于下游区域。同时，从系统动态变

迁来看，综合发展指数在不同区域之间的极化差异

现象逐渐减弱。

２．虽然出现短暂震荡，但是河南省不同区域耦
合指数的动态演变趋势较为一致，大致呈现缓慢上

升状态。从耦合指数水平来看，上、中、下游区域耦

合指数值均超过 ０．８，由此说明，乡村科技人才集
聚、农业科技创新与农业经济发展三系统之间高度

耦合，相互影响程度较深，正向互动作用较强。但三

系统之间耦合状态并不稳定，特别是下游区域耦合

指数的震荡状态尤为明显，而且低值耦合指数区域

分布较多。

３．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河南上、中、下游区域及全省
的协调指数均呈现显著上升态势，整体向着良性协

调方向发展。０．７００以上的高值协调指数区域由
２００９年的０个扩大到２０１５年的７个，随后在２０１８
年又增加到１７个，达到最多的峰值状态。从地理空
间来看，上游、中游区域协调状态较好，全部处于中

级协调以上，协调指数在不同区域之间的极化差异

现象逐渐减弱，但协调指数“北高南低”的态势逐渐

显现。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为了促进科技人才、科技创

新和农业经济相互耦合协调发展，本文提出如下建

议：首先，应强化乡村科技人才的主体地位，将其作

为提高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推动农业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基础力量。从工作机制创新、培养开发模式创

新、科技资源配置创新、人才生态链创新等角度探索

乡村科技人才集聚的新路径，从提升科技人才整体

素质、加强培养开发力度、增强科技成果转化能力、

加大科技经费投入等方面有效破解乡村科技人才

“选、用、育、留”的阻滞因素和现实障碍。其次，应

靶向提升乡村科技人才集聚—农业科技创新—农业

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对于河南省耦合协调发

展水平较低的下游区域，应重视乡村科技人才力量

的建设，提高区域农业科技创新质量，增强农业科技

创新能力，突出农业科技创新对于农业经济发展的

支撑力量。最后，应发挥河南省耦合协调发展水平

较高的上游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和技术扩散优势，

加强跨区域交流与合作，系统整合农村科技创新资

源，建立乡村科技人才合作培养机制，积极促进乡村

科技人才集聚—农业科技创新—农业经济发展的优

质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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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增长
———基于产业结构中介效应的视角

夏　宏ａ，朱　涛ｂ

（河南大学 ａ．财务处；ｂ．经济学院，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４－１８
作者简介：夏宏（１９８５—），女，河南商丘人，硕士，河南大学财务处高级会计师，研究方向：会计、产业经济。

摘　要：利用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的相关数据，以产业结构高度化为中介变量，构建中介效应模型，通
过固定效应模型对其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东部地区，产业结构高度化对高等职业教育

促进经济增长起中介效应显著；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其中介效应不显著，即在空间维度上具有异

质性。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产业结构高度化；经济增长；中介效应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２．０４．００５
中图分类号：Ｆ２６４；Ｇ７１８．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２）０４－００２７－０８

　　一、文献综述
国内对于高等职业教育、产业结构、经济增长之

间相互影响的研究有很多，将这些研究进行归纳整

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一是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

究。王路路（２０１８）认为人力资本的投入是经济增
长的关键，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途径，尤其是

职业教育，于是随着职业教育在教育体系中的作用

不断提高，其对于人力资本的促进形成在不断地增

强，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的作用也在不断地增强。

苏丽锋、史薇（２０１８）结合“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指
出作为侧重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高等职业教育，

应该发挥技能型人才培养的优势服务“一带一路”

建设，所以高等职业教育要重视技能积累，做提升实

体经济竞争力的重要基石。李兴洲（２０１２）则表明
高等职业教育是一种高投入的高等教育，它的良性

发展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目前，我国高等职业教

育在学校数量和招生规模方面有了较大的发展，但

是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还处在相对比较低的发展层

次和水平上。也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两者之间

的关系，王伟、孙芳城（２０１７）研究了３１个省区市１２
年间的面板数据，最后得到职业教育规模和质量均

有利于我国经济增长，但总体来看职业教育质量的

影响作用更大，且东部地区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最大，西部其次，“中部塌陷”现象存在。张佳

（２０１４）对２００１—２０１２年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
出，全国高等职业教育对区域经济的贡献率为

０．３６％，大于普通本科教育对区域经济的贡献率
０．２３％，东部、中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大于西部地区。钟无涯（２０１５）则对高等职业
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因果检验发现作为高

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高等职业教育，对于我国目

前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而言，存在正向激励，并因

产业性质与行业属性差异，这一激励机制的显著性

具有差异性。除此之外，王磊（２０１１）以１９９８—２００７
年的数据为依据，运用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理

论和误差修正模型的分析框架，研究得到我国职业教

育发展对经济增长在长期上不仅存在稳定的均衡关

系，并且正相关，职业教育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二是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研

究。从改革开放、恢复高考至今，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不断提高，第一产业占比连续下降，第三产业占比稳

步上升，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朱云辉，２０１９）。国家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确实为社会提供了许多优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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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技能型人才，推动了企业劳动结构改善和劳动

素质提升，但是当前整个国家职业教育爆发式发展，

其实也是一种教育泡沫发展，高职院校专业设置和

社会产业结构脱轨严重（邹海鸥，２０１６）。此外，我
国高职教育技术型人才培养的供给结构与经济发展

对技术型人才的需求结构不相适应，主要表现为技

术型人才供需的专业结构、层次结构、规模结构不匹

配，以及人才培养质量不高、培养体系内部结构不合

理且与产业发展需求相脱节（吕航、陈蕾、谈镇，等，

２０１７）。高职专业布局实际上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和产业结构、学校办学理念和资源、学生和家长

的需求、政策调控、区域开放性程度等因素共同作用

的结果（杨振军，２０１５）。因此，高等职业教育与产
业发展协同创新必须根据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围

绕建立产学多元主体共同愿景、校企微观主体共同

利益基础和协同创新框架系统序参量，构建校企多

元主体协同、价值整合、利益整合、资源整合以及协

同实施的长效机制（唐智彬、石伟平，２０１５）。也有
学者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和规模

均对第二产业产值有显著正向效应，对于处于工业

化中后期的省份，高等职业教育能有效促进第二产

业产值的增长，但对处于后工业化时期的省份而言，

高等职业教育对第二产业的影响并不显著（冯健

芳，２０１９）。而且，高等职业教育对产业结构升级的
影响显著为正，其中，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在

小型和中型城市以及东部地区城市更为显著（周启

良，２０２０）。
三是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改

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发展迅猛。在这一发展过程中，

我国的产业构造也是随之不断变迁（于拥军，

２０１９）。产业结构的变化对推进我国经济全面发展
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完善和调整产业结构可以促进

国家经济的持续良性增长，也会突破原本的经济发

展的平衡形式，引发国家经济的波动性变化。并且，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总体上存在着空间自相关，东部

地区经济增长已经开始“结构性减速”，西部地区正

处于“结构性加速”阶段，而中部地区为“加速”与

“减速”并存，整体呈现出“结构性加速”，但全国经

济总体上依然维持在“结构性加速”阶段（吕健，

２０１２）。除此之外，不少学者实证分析后发现，产业
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着双门槛效应，

东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相对较高，产业结构高级化

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对于中西部低城市化

地区则表现为抑制作用（陈兆明，李敏，２０１９）。而
且，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存在明显的区域特征，东部城

市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程度均高于中、西部

地区，不过从经济波动的特征来看，各城市的经济波

动与全国整体的经济波动非常相似，经济波动不断

趋于平缓（姚婷婷、黄赜琳、郭亚辉，２０１９）。政府在
制定产业结构政策时，应在强调产业结构合理化的

同时，积极突破制约产业结构高级化效应的限制条

件，有效推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充分发挥产业转型

与升级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作用（干春晖，等，

２０１１）。
综上所述，国内对于高等职业教育、产业结构、

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为高等职业教育与

产业结构关系研究，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

研究，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这三大方向，研

究角度和研究数据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研究结论，

但这些文献研究都没有考虑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增

长之间的路径作用机理。本文以产业结构高度化为

中介变量，从空间维度上对这一作用路径进行实证

分析，进而弥补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增长相关关系

研究的不足。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说

（一）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假设

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发展与教育有着密不可

分的关系，教育经济功能的凸显是现代教育非常重

要的特征。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一种类型，

它以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和素养为目的，为社会培

养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技能的应用型人

才，也就是说，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的劳动力更加具备

实践能力和工作能力，更加符合社会实践方面的需

求。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致可以从以

下三个方面描述：第一，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的是既接

受了高等教育又掌握了专业职业技能的人才，为不

同层次的人群提供了更多的就业途径和就业前景，

让更多无法接受更高教育水平的人也可以通过自己

的一技之长找到工作，如此一来，整个社会的就业率

会明显提高，失业率会降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也

会拉动起来。第二，高等职业教育作为劳动力提升

水平的一个重要途径，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劳动者能

够使自身在单位时间内的劳动率得到提高，在时间

相同的情况下，劳动率的提高意味着工作效率更高，

可以为自己增加更多的劳动效益，而且从整个社会

的角度看，给社会带来的经济效益也会相应地提高。

第三，高等职业教育可以通过提高技术水平来促进

经济增长。随着当今社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

厂家和公司需要高技术、高水平的现代化人才，而高

等职业教育的特点决定了其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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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并在一定的时间内向

学生们传授最新技术，使其能够快速适应工作中的

技术更新。因此，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社会的发展

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能够在经济增长中发挥重要

作用。

假设Ｈ１：高等职业教育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
影响。

（二）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结构变化之间的关

系假设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处于持续优化
的状态中。就增长速度来说，第一产业增长速度相

对缓慢，第二产业增长速度较快，第三产业即服务业

增长最快，在就业方面已经发挥了主要作用，而高等

职业教育作为储备人力资本最主要的环节，在促进

就业创业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近年来，随着中国

制造业水平的不断提高，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知识

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例在逐年上升，产业结

构的不断变化使得产业的内部各个要素也随之发生

了重大变化，而高等职业教育正好可以满足其中劳

动要素的改变，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对产业结构变化

产生影响。一方面，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是注重实

践，其主要目的是针对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培

养生产、建设、管理、服务行业的实用型技术人才，这

也决定了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就业方向主要是从

事“生产型”或者“生产服务型”工作，而且由于学生

们拥有高水平的实践能力和操作能力，使得他们可

以快速适应工作岗位的工作要求。可见，高等职业

教育对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正面影响。

另一方面，高等职业教育注重学中做、做中学，提高

学生们的专业技能和劳动效率。对于厂商和公司来

说，劳动效率高的劳动力不仅可以减少生产成本，还

可以提高产出效率，从而为厂商和公司带来更多的

利润，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高第二、三产业

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所以，高等职业教育是

可以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的。

假设Ｈ２：高等职业教育会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带来积极作用。

（三）高等职业教育、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

的关系假设

经济新发展需要新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优

化升级是提高我国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关键举措，加

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调整，深入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构建现代

产业发展新体系是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目标。

高等职业教育培养出的主要是从事“生产型”或者

“生产服务型”工作的专业技术型人才，在促进就业

和提高产出效率的同时，还可以创造新产品，促进新

的需求，形成新的工业部门，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作

出贡献。而产业结构的变化对推进我国济全面发展

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换句话说，产业结构调整是影响

社会经济效益的关键因素。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

转型期，发展方式、发展动力的转变是亟需解决的问

题，产业结构必须得到优化调整，高等职业教育的存

在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会

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越来越多的高质量的人力资

本，高质量的人力资本也会通过影响产业结构的优

化升级而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带来有利影响。综上所

述，本文认为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

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起作用。

假设Ｈ３：高等职业教育可以通过产业结构的优
化升级来促进经济增长。

三、实证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为研究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

中介效应，本文考虑变量的实际可取性和意义，并综

合各方面因素通过 ＥＰＳ数据库和国家统计局的数
据查询，最终选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被解释变量，

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人数为解释变量，第三产业所

占比重为中介变量，劳动力数量、资本存量、进出口

总额、投资总额、制度系数为控制变量。由于我国的

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较晚，以及部分省区市在某些年

份相关数据缺失，本文只选取了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这十
年间的数据用计量软件Ｓｔａｔａ１６进行实证研究。

（二）定义变量

１．被解释变量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ｐｇｄｐ），即人均 ＧＤＰ，该数

据可以比较客观地反映经济增长的状况，是用来衡

量一个国家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标准。该数据原始

单位为元，数据来源：ＥＰＳ—中国区域经济数据库
（分省）。

２．解释变量
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人数（ｈｖｇ），考虑与高等

职业教育有关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高等职业学校

毕业生人数这一指标来反映高等职业教育的规模，

毕业生人数的多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第二、三

产业的产值，进而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该数据

原始单位为人，数据来源：ＥＰＳ—中国区域教育数据
库（分省）。

３．中介变量
产业结构指标（ｔｍ），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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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产业调整，使各产业实现协调发展，并在满足社

会不断增长的需求的过程中合理化和高级化。本文

选取第二产业与第一产业产值增加值的比值为产业

结构高度化指标，主要原因是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的

学生更多地会参与第一、第二产业的生产活动，从而

促进经济增长。该数据原始单位为万元，数据来源：

ＥＰＳ—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分地区）。
４．控制变量
（１）劳动力数量（ｌ），指标采用城镇单位就业人

员年末人数。该数据原始单位为千人，数据来源：

ＥＰＳ—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分地区）。
（２）资本存量（ｋ），指标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额。该数据原始单位为亿元，数据来源：ＥＰＳ—中
国宏观经济数据库（分地区）。

（３）外商投资总额（ｆｃｉ），指标采用外商投资企
业投资总额。该数据原始单位为百万美元，数据来

源：ＥＰＳ—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分地区）。
四、实证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

（一）中介效应模型

本文利用计量经济学的相关知识对研究的问题

进行实证分析。在研究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能否通过产业结构起作用时，主要借助于

中介效应模型。

中介效应是一种间接效应，它是指当研究自变

量Ｘ对因变量Ｙ产生影响的时候，如果存在一个变
量Ｍ，使得自变量 Ｘ通过影响变量 Ｍ来影响到 Ｙ，
这时就产生了所谓的中介效应，其中，变量 Ｍ被称
为中介变量。中介效应的具体传导机制可以用下列

方程来解释。

Ｙ＝ｃＸ＋ｅ１ ①
Ｍ＝ａＸ＋ｅ２ ②

Ｙ＝ｃ′Ｘ＋ｂＭ＋ｅ３ ③
如果Ｙ与Ｘ相关显著，意味着方程①的回归系

数ｃ显著，通常在这个前提下考虑中介变量Ｍ，进而
通过一系列的检验程序来验证是否存在中介效应。

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比较复杂，一般分为三种：

第一，依次检验回归系数ａ和ｂ，这是三种做法中最
简单的检验方法，检验出来的第一类错误率很小，但

是当中介效应较弱时，存在检验力不高的问题。第

二，检验ａｂ＝０，其关键在于求出 ａ^^ｂ的标准误，该检验
方法的检验力度中等。第三，检验ｃ－ｃ′＝０，同样的，
其关键在于如何计算 ｃ^－^ｃ′的标准误，但是当ａ＝０且
ｂ≠０时，按公式检验出来的第一类错误率很高。

因此，在实际应用中，为了降低中介效应的检验

错误率，可以使用如下程序进行检验：

（１）依次检验回归系数 ａ和 ｂ，如果回归系数 ａ
和ｂ都显著，则表明自变量 Ｘ对因变量 Ｙ的影响至
少有一部分是通过中介变量Ｍ实现的，然后继续第
（２）步检验程序。反之，由于该种检验方法的检验
力度不高，如果回归系数ａ和ｂ至少有一个不显著，
则不能确定到底自变量 Ｘ与因变量 Ｙ之间是否存
在中介效应，应该转到步骤（３）继续检验。

（２）检验回归系数 ｃ′的显著程度，如果发现回
归系数ｃ′不显著，则说明自变量 Ｘ对因变量 Ｙ的影
响是完全中介过程（即自变量Ｘ对因变量Ｙ的影响
完全是通过中介变量 Ｍ实现）。反之，如果回归系
数ｃ′显著，则说明自变量 Ｘ对因变量 Ｙ的影响是部
分中介过程（即自变量Ｘ对因变量Ｙ的影响只有一
部分是通过中介变量 Ｍ实现）。至此，整个检验过
程结束。

（３）进行 Ｓｏｂｅｌ一阶近似检验，如果结果显著，
则说明中介变量Ｍ的中介效应显著，反之则说明中
介变量Ｍ的中介效应不显著。此处需要说明的是，
该检验过程中需要检验的统计量为ｚ＝^ａ^ｂＳａｂ（其中

Ｓａｂ＝ ａ^２Ｓ２ｂ＋^ｂ
２Ｓ２槡 ａ，且Ｓａ和Ｓｂ分别为 ａ^和 ｂ^的标准

误）。

（二）模型的建立

对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一般分为三种研

究方法：混合回归模型法、固定效应估计法和随机效

应模型法。而混合回归模型法是将面板数据看作截

面数据，使用一个模型来进行回归，并没有考虑个体

间存在差异性和时间差异，所以对３１个省区市用一
个模型来刻画整体特征效果不好。究竟是采用固定

效应估计法，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法，还需要进行豪斯

曼检验，如果通过豪斯曼检验，就采用固定效应估计

法进行实证研究。

鉴于本文是为了验证在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增

长之间是否存在中介效应，所以将模型设为：

ｌｎｐｇｄｐｉｔ＝α１ｉ＋β１ｌｎｈｖｇｉｔ＋β２ｌｎｌｉｔ＋
β３ｌｎｋｉｔ＋β４ｌｎｆｃｉｉｔ＋ｕｉｔ ④

ｌｎｔｍｉｔ＝α２ｉ＋γ１ｌｎｈｖｇｉｔ＋γ２ｌｎｌｉｔ＋
γ３ｌｎｋｉｔ＋γ４ｌｎｆｃｉｉｔ＋ｕｉｔ ⑤

ｌｎｐｇｄｐｉｔ＝α３ｉ＋λ１ｌｎｈｖｇｉｔ＋λ２ｌｎｔｍｉｔ＋
λ３ｌｎｌｉｔ＋λ４ｌｎｋｉｔ＋λ５ｌｎｆｃｉｉｔ＋ｕｉｔ ⑥

检验过程如下：首先，使用 Ｓｔａｔａ１６对第一个方
程进行回归分析，如果回归系数 β１为正且显著，则
进行下一步分析，否则将停止中介效应分析。其次，

对第二个方程和第三个方程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如

果回归系数 γ１和 λ２都显著，再查看 λ１是否显著，

·０３·



若λ１也显著，则说明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
中介效应显著，反之则说明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增

长之间存在完全中介效应；如果回归系数 γ１和 λ２
至少有一个不显著，需要进行 Ｓｏｂｅｌ检验计算 ｚ值
（其中ｚ大于０．９７则显著，小于０．９７则不显著），检
验通过则中介效应显著，检验不通过则中介效应不

显著。

以下是豪斯曼检验结果（见表１）。
表１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结果

步骤一 步骤二 步骤三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
５３７．５３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８．３８

（０．００００）

３６９．８５

（０．００００）

　　检验结果显示，步骤一、步骤二和步骤三均通过
了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拒绝原假设，所以本文将对步骤
一、步骤二和步骤三均采取固定效应估计法。

（三）描述性统计

将３１个省区市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的所有数据整理
分析得到以下描述性统计（见表２）。

表２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Ｏｂｓ Ｍｅａｎ Ｓｔｄ．Ｄｅｖ． Ｍｉｎ Ｍａｘ

ｌｎｐｇｄｐ ３１０ １０．５５７１３ ０．５２０１９７ ９．０８５２３１ １１．７６７５２

ｌｎｈｖｇ ３１０ １０．６９３９０ １．１１１１４４ ６．４９５２６６ １２．４０１１２

ｌｎｔｍ ３１０ １．６８７９２５ ０．８２９３２８ －０．０４５７３９５４．４３３５１６

ｌｎｋ ３１０ ９．２８０４３７ １．１３５１４９ ５．７３６２９８ １３．３７１１６

ｌｎｌ ３１０ ８．２２９８６８ ０．８９６４２７ ５．３１３２０６ ９．８９００４８

ｌｎｆｃｉ ３１０ ６．１１３３６３ １．５２０５７７ １．６７４９２６ ９．７７６９１９

　　（四）中介效应实证分析
在分析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

中介效应时，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东部地

区经济发展最快，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较快，而西部地

区经济发展相对比较缓慢，因此本文将我国３１个省
区市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进行实证分

析，来验证我国东部、西部和中部地区是否存在中介

效应（其中，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辽宁省、河北

省、山东省、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广西壮

族自治区和海南省划分为东部地区，吉林省、黑龙江

省、内蒙古自治区、山西省、安徽省、河南省、湖北省、

湖南省、江西省为中部地区，重庆市、四川省、云南

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

海省、贵州省、陕西省、西藏自治区为西部地区）。

实证结果如表３所示。
由表３中数据可知，步骤一、步骤二和步骤三中

的解释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同时，步骤三中

的中介变量前的回归系数也为正，且显著，即中介效

应模型中ｃ、ａ、ｂ、ｃ′均显著，说明在东部地区高等职
业教育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也存在中介效应。同时

由于步骤一回归结果中解释变量前的系数为

０２９１，因此产业结构能在２９．１％的程度上解释高
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表３　中介效应（东部地区）

变量 步骤一 步骤二 步骤三

ｌｎｈｖｇ ０．２９１
（３．５２）

－０．１９７
（－２．５１）

０．３８１
（４．９４）

ｌｎｋ ０．３２６
（６．７３）

０．１２８
（２．７８）

０．２６８
（５．８８）

ｌｎｌ ０．４１５
（５．６８）

０．０７６６
（１．１０）

０．３８０
（５．７１）

ｌｎｆｃｉ ０．０８８９
（２．５０）

０．０３０２
（０．９０）

０．０７５１
（２．３２）

ｌｎｔｍ ０．４５６
（４．８７）

＿ｃｏｎｓ ０．３０５
（０．３６）

２．２０４
（２．７３）

－０．７００
（－０．８８）

Ｎ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２０
ｒ２ ０．８９０ ０．３０８ ０．９１０
ｒ２＿ａ ０．８７４ ０．２０８ ０．８９６
Ｆ ２０９．７ １１．５７ ２０９．２

　　注：括号内数值为ｔ检验值，标记、、分别表示在１０％、

５％、１％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

表４　中介效应（中部地区）

变量 步骤一 步骤二 步骤三

ｌｎｈｖｇ ０．３５３
（５．３１）

０．０９９３
（０．８３）

０．３５１
（５．２２）

ｌｎｋ ０．２２２
（５．７４）

－０．１７６
（－２．５２）

０．２２６
（５．５８）

ｌｎｌ ０．５７７
（４．６３）

１．０８５
（４．８２）

０．５５２
（３．８６）

ｌｎｆｃｉ ０．２６１
（５．２７）

－０．０２８３
（－０．３２）

０．２６２
（５．２５）

ｌｎｔｍ ０．０２２８
（０．３６）

＿ｃｏｎｓ －２．０４１
（－２．１８）

－６．９０６
（－４．０８）

－１．８８４
（－１．８１）

Ｎ ９０ ９０ ９０
ｒ２ ０．９１５ ０．２９３ ０．９１５
ｒ２＿ａ ０．９０１ ０．２８２ ０．９００
Ｆ ２０６．４ ７．９６１ １６３．３

　　注：括号内数值为ｔ检验值，标记、、分别表示在１０％、

５％、１％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

根据表４中的数据可知，中部地区步骤一中解
释变量前的回归系数β１为正且显著，意味着在中部
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然而步

骤二中解释变量前的回归系数 γ１没有通过显著性
水平检验，步骤三中的中介变量前的回归系数λ２为
正且显著。对应到中介效应模型中，ｃ与 ｂ显著，而
ａ不显著，于是进行 Ｓｏｂｅｌ检验，经计算得 ｚ约为
０．３２９，小于边界值０．９７，所以没有通过Ｓｏｂｅｌ检验，
即在中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中

介效应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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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中介效应（西部地区）

变量 步骤一 步骤二 步骤三

ｌｎｈｖｇ ０．１５２
（３．０６）

－０．０１４５
（－０．１７）

０．１５４
（３．１４）

ｌｎｋ ０．３８２
（１１．９５）

－０．０８０４
（－１．４３）

０．３９１
（１２．２９）

ｌｎｌ ０．４８７
（４．９０）

０．５６１
（３．２１）

０．４２１
（４．０７）

ｌｎｆｃｉ ０．０５８８
（２．３６）

０．０３９５
（０．９０）

０．０５４２
（２．２０）

ｌｎｔｍ ０．１１７
（１．９３）

＿ｃｏｎｓ １．５３６
（２．７１）

－２．２６５
（－２．２７）

１．８０１
（３．１３）

Ｎ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ｒ２ ０．９７２ ０．２５０ ０．９７４
ｒ２＿ａ ０．９６８ ０．１３７ ０．９６９
Ｆ ７５６．６ ７．１７９ ６２５．３

　　注：括号内数值为ｔ检验值，标记、、分别表示在１０％、

５％、１％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

根据表５中的数据可知，西部地区步骤一中解
释变量前的回归系数β１为正且显著，意味着在西部
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步骤二

中解释变量前的回归系数 γ１为负且未通过显著性
水平检验，步骤三中的中介变量前的回归系数λ２为
正且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将其对应到中介效应模

型中，ｃ与 ｂ显著，而 ａ不显著，于是进行 Ｓｏｂｅｌ检
验，经计算得ｚ为负值，小于边界值０．９７，所以没有
通过 Ｓｏｂｅｌ检验，即在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与地
区经济增长之间中介效应不显著。

之所以东部地区中介效应显著，而中、西部地区

中介效应不显著，主要是因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

区发展程度的不同。相比较于东部地区来说，中、西

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投入不足、发展缓慢，而且地区

产业结构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合理

化和高度化程度高于中、西部地区，这就导致了东部

地区在各方面的教育保障明显强于中、西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无法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来促进经济增

长或促进效果不明显。

（五）稳健性检验

鉴于在该中介效应传导机制中还有许多重要因

素会影响到高等职业教育、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

间的关系，为进一步验证结果的稳健性，可以在该模

型中加入控制变量地区进出口总额（ｏｐｅｎ）检验结果
是否稳健。该指标采用商品进出口总额，原始数据

单位为万美元，且数据来源为 ＥＰＳ—中国宏观经济
数据库（分地区）。

回归结果见表６至表８，加入控制变量地区进
出口总额（ｏｐｅｎ）之后东部地区步骤一、步骤二和步

骤三对应的解释变量回归系数即 ａ、ｂ、ｃ符号相同，
大小变化不大，且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中部地

区步骤一和步骤三中对应的变量回归系数ｃ和ｂ都
为正且显著，步骤二中对应的变量回归系数符号未

变且不显著；西部地区步骤一和步骤三中变量的回

归系数ｃ和ｂ也均为正且显著，步骤二中解释变量
的回归系数仍为负且不显著。同时，无论是东部地

区、中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对应变量的回归系数大

小变化都在合理范围内，因此可以断定稳健性检验

结果基本与前面实证结果保持一致。

表６　中介效应（东部地区）

变量 步骤一 步骤二 步骤三

ｌｎｈｖｇ ０．２０５
（２．８４）

－０．２５１
（－３．３３）

０．２８１
（３．８８）

ｌｎｋ ０．１９０
（４．０４）

０．０４２８
（０．８７）

０．１７７
（３．９４）

ｌｎｌ ０．２７７
（４．１７）

－０．００９６３
（－０．１４）

０．２８０
（４．４２）

ｌｎｆｃｉ ０．１７６
（５．２４）

０．０８４６
（２．４２）

０．１５０
（４．５７）

ｌｎｏｐｅｎ ０．３０９
（６．１９）

０．１９４
（３．７２）

０．２５０
（４．９４）

ｌｎｔｍ ０．３０３
（３．３７）

＿ｃｏｎｓ －１．９７５
（－２．４２）

０．７７５
（０．９１）

－２．２１０
（－２．８３）

Ｎ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２０
ｒ２ ０．９２０ ０．３９０ ０．９２８
ｒ２＿ａ ０．９０７ ０．２９５ ０．９１６
Ｆ ２５３．７ １３．１６ ２１８．０

　　注：括号内数值为ｔ检验值，标记、、分别表示在１０％、

５％、１％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

表７　中介效应（中部地区）

变量 步骤一 步骤二 步骤三

ｌｎｈｖｇ ０．３４０
（５．０４）

０．０５０５
（０．４３）

０．３４０
（５．００）

ｌｎｋ ０．２１３
（５．４２）

－０．２０８
（－３．０１）

０．２１４
（５．１１）

ｌｎｌ ０．４６９
（２．９８）

０．６８３
（２．４７）

０．４６６
（２．８３）

ｌｎｆｃｉ ０．２５７
（５．１９）

－０．０４３１
（－０．４９）

０．２５８
（５．１５）

ｌｎｏｐｅｎ ０．０６０４
（１．１２）

０．２２５
（２．３７）

０．０５９３
（１．０６）

ｌｎｔｍ ０．００４５０
（０．０７）

＿ｃｏｎｓ －１．７６３
（－１．８２）

－５．８７１
（－３．４５）

－１．７３６
（－１．６６）

Ｎ ９０ ９０ ９０
ｒ２ ０．９１６ ０．３４１ ０．９１６
ｒ２＿ａ ０．９０２ ０．２２９ ０．９００
Ｆ １６５．９ ７．８８０ １３６．５

　　注：括号内数值为ｔ检验值，标记、、分别表示在１０％、

５％、１％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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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中介效应（西部地区）

变量 步骤一 步骤二 步骤三

ｌｎｈｖｇ ０．１２３
（２．６３）

－０．０３３４
（－０．３８）

０．１２５
（２．７１）

ｌｎｋ ０．４０２
（１３．３８）

－０．０６７１
（－１．１８）

０．４０８
（１３．５７）

ｌｎｌ ０．２９５
（２．８２）

０．４３７
（２．２２）

０．２５７
（２．４１）

ｌｎｆｃｉ ０．０５７４
（２．４９）

０．０３８６
（０．８９）

０．０５４１
（２．３６）

ｌｎｏｐｅｎ ０．０６８９
（３．９０）

０．０４４５
（１．３３）

０．０６５０
（３．６７）

ｌｎｔｍ ０．０８６７
（１．５２）

＿ｃｏｎｓ ２．１６９
（３．９４）

－１．８５６
（－１．７９）

２．３３０
（４．１９）

Ｎ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ｒ２ ０．９７７ ０．２６６ ０．９７７
ｒ２＿ａ ０．９７３ ０．１４５ ０．９７３
Ｆ ７０８．４ ６．１５１ ５９９．９

　　注：括号内数值为ｔ检验值，标记、、分别表示在１０％、

５％、１％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经过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２００８—
２０１７年十年间的数据进行固定效应回归分析，可以
得出以下结论：

１．东部地区的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存
在显著的中介效应，即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可以通

过增加第一、第二产业的产值来调整东部地区的产

业结构，从而促进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

２．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
增长之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即高等职业教育的发

展很难通过第一、第二产业的产值增加来调整中、西

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从而无法明显达到促进中、西部

地区经济增长的目的。

３．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作为中介变量在不同地区
对高等职业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同，存在异

质性。

（二）政策建议

人力资本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教育是人

力资本形成的主要途径。在我国向高收入国家迈进

的过程中，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技能人才大规模产

生的重要部门，可以提高人力资本的水平，引领科技

创新和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而拉

动消费、投资和出口直接带动经济增长。本文在对

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是否存在中介

效应进行实证研究之后得出结论：高等职业教育与

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中介效应，并且这种中介效应存

在地区差异。针对这个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１．调整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设置使其与产业结构
协调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设置、课程安排和培

养方案都应该与各地区的产业发展密切相关，东部

地区发展速度较快，科技创新能力较强，因此高等职

业教育应该偏向技术创新类专业和课程，而对于发

展水平较低的西部地区来说，高等职业教育则要偏

向培养实际操作能力的专业和课程。同时，与各地

区产业发展协同的、急需的专业，可以适当扩大招生

规模，相反，落后于产业发展、就业难的专业应进行

相应缩减。专业设置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不断满

足技能人才培养和技术技能累积以及自主创新过程

对人力资本的需求。

２．深化校企合作，促进产教学融合发展。高等
职业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实际操作型高级技术人才，

其毕业生主要被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所吸收。所以

在高等职业学校制定培养方案的时候，应考虑加强

学校与各地区企业的合作，定时安排学生到企业参

加社会实践和实习，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的实际操

作能力，让学生毕业之后能够迅速融入工作岗位之

中，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此过程中发现学生的优势和

不足，为后期及时调整学生的培养方案和弥补教学

过程中的不足奠定基础，从而实现企业、学校和学生

之间的合作共赢。

３．政府应重视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优化高等
职业教育资源的配置。在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过程

中，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发挥强有力的主导作用，充分

认识到高等职业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独特作

用。要根据各地区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制定

相应的高等职业学校发展和管理策略，合理优化高

等职业学校的资源配置，包括教育经费和人力资本

的投入，提升办学质量，促进高等职业教育的平衡、

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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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对农民收入的作用效应
———收入水平、收入结构与空间外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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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互联网金融对农民收入的作用效应关系到农民收入水平提升和农民收入结构优化，对
于我国“双循环”经济战略的实现意义重大。理论分析了互联网金融对农民收入绝对水平和收入结

构的作用机制，基于２０１６—２０２１年３１个省份的数据构建了空间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
研究发现：互联网金融对农民收入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效应，会推动农民收入结构变化；对农民

工资性收入占比和财产性收入占比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效应，对经营性收入占比和转移性收入占比

存在显著的反向作用效应；对农民财产性收入占比的作用力度最强，其次是工资性收入占比，而对经

营性收入占比和转移性收入占比的作用力度较小。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收入水平；收入结构；空间外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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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０日，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

势，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明确强调了内外双

循环对塑造我国经济发展新格局的重要性。随着

２０２０年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调整农民收
入结构、进一步提升农民收入水平有助于培育和提

升农民消费能力，是实现内外双循环经济战略的重

要手段。

互联网金融是一种以互联网技术和信息通信技

术为基础的新型金融模式，高效、便捷、成本低、普惠

性强是其主要优势，是提升金融服务效率的重要方

式，能够更广泛、更深层次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对

于中小微企业发展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随着互联

网及智能终端设备在农村地区的普及，互联网金融

对于以中小微企业和家庭生产为主体的农村经济的

作用日渐凸显。尤其是２０１５年７月１８日，中国人
民银行等十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

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将互联网金融正式纳入金

融监管框架，我国互联网金融逐渐进入规范发展期，

进一步推动了互联网金融在农村地区的深入发展，

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的作用效应也越发突

出。所以，从互联网金融角度促进农民收入水平提

升、调整农民收入结构成为当前政府部门推动经济

发展“双循环”战略实现的重要抓手，互联网金融对

农民收入的作用效应也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

近年来，学界关于互联网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理

论研究逐渐增多，比如王晓军（２０１８）［１］、李丽霞
（２０１９）［２］、李京蓉（２０２１）［３］等学者研究了互联网金
融的减贫效应，分析了互联网金融对农民贫困水平

的影响机制，论证了互联网金融有助于降低农村贫

困程度。一些学者探讨了互联网金融对农民收入水

平的作用效应，认为互联网金融有助于提升我国农

民的整体收入水平，比如刘心怡（２０２０）［４］、杨少雄
（２０２１）［５］、刘自强（２０２１）［６］等。少数学者探讨了
互联网金融对农民收入差距的作用效应，认为互

联网金融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农民的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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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孔杏（２０１８）［７］、李牧辰（２０２０）［８］等。现有学
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互联网金融对农民绝对收入

水平的作用效应上，深入研究互联网金融对农民

收入结构作用效应的很少。此外，绝大部分研究

仅局限在互联网金融对农民收入的直接作用效应

上，对作用效应的间接作用效应（空间外溢性）关

注得极少。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不但研究了

互联网金融对农民绝对收入水平的作用效应，还

进一步分析了其对农民收入结构的作用效应，同

时还考虑了作用效应的空间外溢性，弥补了当前

理论研究的不足，对于政府部门优化农民收入提

升策略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二、假设提出

（一）互联网金融对农民收入水平的作用效应

１．金融排斥理论
金融排斥理论指出，金融系统中存在金融服务

共享缺乏的现象，主要表现为弱势群体缺乏接触金

融服务的渠道及接受金融服务时存在障碍［９］。互

联网金融可以很好地弱化传统金融系统中的金融排

斥现象，它克服了传统金融必须依托实体网点开展

业务的不足，依托互联网及智能终端，互联网金融机

构可以更加便利、快捷地向农民推送相关金融服务，

降低了农村地区的金融排斥性，极大地拓宽了农民

接触金融服务的渠道，为农民依托金融服务从事各

种经济活动，进而提升收入水平提供了可能。比如，

互联网金融为农民接触各类社会救济、补贴信息提

供了便利，更为申请各类转移收入提供了极大的便

利，有助于农民转移性收入获取效率和数量的提升。

以众筹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服务为农民获取社会救

助提供了有效渠道，当农民面临家庭变故且急需用

钱时，通过众筹平台寻求社会帮助是目前经常采用

的一种方式。再比如，传统金融环境下，银行的各种

金融理财产品的门槛较高，需要投资者具备一定投

资理财知识，这将相当比例的农民排斥在了服务范

围之外。而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各类门槛

较低、购买便捷的小额投资理财产品为农民的投资

理财提供了途径。甚至一些几乎没有任何金融理财

知识的农民只需要将资金转入余额宝、理财通等货

币性理财产品便可获取一定收益，有助于农民财产

性收入水平的提升。

２．长尾理论
根据长尾理论，当商品储备充足、销售渠道畅通

时，其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会急剧下降，以往市场需

求很低的商品的市场份额会快速提升［１０］。在传统

金融中，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提供金融服务会受到

自然条件、信贷系统以及农民金融知识等因素的限

制，金融产品或服务的销售成本较高，传统金融对农

村各类经济活动的支持深度和广度都受到限制。随

着农村地区互联网的普及，互联网金融机构向农民

提供服务的便利程度大大提升，销售渠道拓宽。在

大数据技术的支持下，互联网金融机构可以建立农

民的信用模型，并制定风险控制标准，这能够有效降

低互联网金融机构提供服务的边际成本，推动互联

网金融在农村地区普及，给予农民农业活动和非农

业活动合适的金融服务，推动农民收入水平提升。

比如，互联网金融极大地丰富了农民小额信贷渠道，

互联网金融机构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获取更多的农

民信用信息，可以更好地进行风险控制，有效降低向

农民提供信贷服务的成本，推动互联网金融机构更

广泛地向农民提供金融支持，有助于农民经营性收

入水平的提升。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

假设１：互联网金融对农民收入水平存在显著
的正向作用效应。

（二）互联网金融对农民收入结构的作用效应

农民收入包含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

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等类型，在互联网金融的作用

下，虽然农民的各种收入的绝对水平均会呈现上涨

趋势，但不同类型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收入结

构）会在互联网金融的作用下而呈现差异化变动。

首先，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加快了农村产业

结构调整步伐，而农民收入结构会随着产业结构的

调整发生变化。互联网金融加快了农村三次产业在

国民经济体系中比重的变化，农业在国民经济体系

中的比重逐渐降低［１１］，促使农民职业分化，更多农

民从农业生产活动中脱离出来，转向非农业生产活

动，农民工资性收入比重因此增加，挤占了经营性收

入比重。此外，互联网金融有助于农村地区非农经

济活动的增加，为农民提供更多非农就业机会，原本

紧紧束缚在农业生产上的农民可以利用农闲时间从

事非农业生产活动。而外出务工农民也会因为对户

籍制度、子女教育等问题的考虑而选择回乡就业，既

能够充分将时间分配在农业生产活动和非农业生产

活动上，又能够兼顾父母养老、子女教育等问题，有

助于农民工资性收入占比的提升。

其次，互联网金融为农村地区第二、三产业的快

速发展提供了金融支持，为农民闲置资产的投资提

供了渠道。随着农村产业扶贫、乡村振兴战略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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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和实施，农村地区各种产业合作社形式的中小微

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农民可以货币资金、土地等

资产入股，获取企业分红。或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

相关企业，获取土地租金、补偿金等，增加农民的

财产性收入。第一产业虽然也在互联网金融的支

持下有所发展，产业的绝对产值有所增加，但其在

农村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却会被第二、三产业挤占，

农民的经营性收入占比也因此被挤占。此外，以

往农民可选择的投资机会很少，信托、房地产等投

资渠道的门槛较高，证券投资的风险较高，所以，

以往绝大多数农民会将闲置资金存放银行。虽然

银行存款的风险较低，但利率也比较低，不利于农

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互联网金融的产生和发

展，为农民提供了新的投资渠道，这些投资渠道对

资金量限制较低，且存取灵活。农民可以通过互

联网金融平台利用闲置资金灵活地购买相关投资

理财产品，这些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不但投资利

率普遍高于银行的相关理财产品，且只需要通过

智能终端（智能手机、电脑等）线上操作即可，便捷

程度更高。

最后，转移性收入是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尤其在２０１６年以前，我国农村贫困人口较多，“输
血式”扶贫成为当时的主要扶贫方式，来自政府部

门、社会福利机构、社会个人等的转移收入比重较

高。２０１５年，“精准扶贫”概念的提出，以及２０１６年
《关于“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的通知》的出台，依托

农村产业推动农村人口脱贫成为我国扶贫工作的主

基调，“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化，农民的

转移性收入逐渐被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替代，农

民的转移收入比重降低。而在农村相关产业发展过

程中，互联网金融又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可以认

为，互联网金融是农民转移性收入占比下降的一个

重要作用因素。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

假设２：互联网金融会显著作用于农民收入结
构，推动农民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占比提升，推

动农民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占比下降。

（三）互联网金融对农民收入作用效应的空间

外溢

互联网具有很强的空间关联性，不同地域之间

的经济活动会因为互联网的加入而呈现网格化关

联。互联网金融的基础是互联网技术，空间关联性

也是其特性之一。互联网金融在作用于农民收入过

程中，会因为空间关联的存在而产生一定的空间外

溢，不但会直接作用于当地农民收入，还会对周边地

区的农民收入产生一定的间接作用力。比如某一地

区的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在刺激当地农民工资性

收入水平及占比提升的同时，也会因为空间关联性

的存在带动周边地区互联网金融水平的提升，促使

周边地区中小微企业更好发展，相应周边地区农民

便会有更多就业机会，进而间接对周边地区农民的

工资性收入产生作用效应。

基于此提出假设：

假设３：互联网金融对农民收入的作用效应具
有空间外溢性。

三、实证检验

（一）模型设定与样本选择

考虑到互联网金融对农民收入的作用效应存在

空间特征，本文构建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对前文假设

进行检验。

Ｙｉｔ＝τＹｉｔ－１＋ρｗ′Ｙｉｔ＋φ′ｉｔＸｉｔ＋ｄｉ′ｘｔδ＋μｉｔ＋γｔ＋ψｉｔ
ψｉｔ＝λｍ′ψｔ＋ν{

ｉｔ

（１）
其中，Ｙ为被解释变量，Ｘ为解释变量，ｄ′ｉｘｔδ表

示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ｄ′ｉ为相应空间权重矩阵
ｗ的第ｉ行；γｔ为时间效应；ｍ′为扰动项精简权重矩
阵ｍ的第ｉ行；μｉｔ为随机扰动项；νｉｔ为白噪声项。当
λ＝０时为空间杜宾模型，当λ＝０且δ＝０时为空间
自回归模型。下标ｉ和 ｔ分别表示各变量的空间属
性和时间属性。

（１）被解释变量。选择农民收入水平和农民
收入结构两类被解释变量。其中农民收入水平用

农村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代表，农民收入结构用

农民人均经营收入、人均工资收入、人均财产性收

入、人均转移性收入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表

示。

（２）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为农村地区互联网金
融发展水平。金融科技与互联网金融在很多领域重

叠，比如网络借贷、财富管理、互联网保险、金融服务

等，本文选择零壹智库创建的金融技术指数（ＧＦＩ）
替代互联网金融发展水平。

（３）控制变量。能够影响农民收入水平及收入
结构的因素很多，为了控制相关因素给本文研究结

论带来干扰，借鉴苏静（２０１７）［１２］、曾智（２０１８）［１３］、
吴国松（２０２０）［１４］等学者的研究，选择经济发展水
平、通货膨胀率、财政支持力度３个控制变量。具体
各类变量信息如表１所示。

·７３·



表１　变量信息汇总表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代表符号 解释说明

被解释变量 农民收入水平 Ｉｎｃｏｍｅ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经营性收入占比 Ｏ＿ｉｎｃｏｍｅ 农民人均经营性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００％
工资性收入占比 Ｗ＿ｉｎｃｏｍｅ 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００％
财产性收入占比 Ｐ＿ｉｎｃｏｍｅ 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００％
转移性收入占比 Ｔ＿ｉｎｃｏｍｅ 农民人均转移性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００％

解释变量 互联网金融发展水平 ＧＦＩ 金融技术指数

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ＧＤＰ 人均ＧＤＰ
通货膨胀率 ＣＰＩ 居民消费物价指数（ＣＰＩ）
财政支持力度 Ｆｉｎａｎｃｅ 财政支持力度＝财政支出／ＧＤＰ１００％

　　２０１５年是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历程中的重要
时间节点，《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

意见》的印发标志着我国互联网金融正式进入规范

发展阶段，所以本文选择２０１６—２０２１年间内地３１
个省份的年度数据为研究样本。所有数据收集自各

省份统计年鉴和统计局官网，个别省份２０２０年之前
的个别年份的缺失数据用外推法弥补，同时，大部分

省份２０２１年的年度数据没有公布，尚没有公布
２０２１年数据的用前三季度数据进行折算替代。为
了避免不同变量度量单位差异给数学模型估计结果

带来的异方差问题，在具体计算过程中对所有变量

进行对数处理。所有计算过程由Ｍａｔｌａｂ完成。
（二）模型校验

１．空间自相关性检验
计算各被解释变量各年度的莫兰指数（Ｍｏｒａｎ’

Ｉ），以检验所构建的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空间自相
关性（表 ２）。可以看出，２０１６—２０２１年间，各省份
的农民可支配收入的 Ｍｏｒａｎ’Ｉ均为正值，且至少通
过了５％的显著性检验。各农民收入结构变量的
Ｍｏｒａｎ’Ｉ也均为正值，至少通过了１０％的显著性检
验。所以本文的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存在显著的空间

自相关性。

表２　被解释变量的Ｍｏｒａｎ’Ｉ指数表

年份 Ｉｎｃｏｍｅ Ｏ＿ｉｎｃｏｍｅ Ｗ＿ｉｎｃｏｍｅ Ｐ＿ｉｎｃｏｍｅ Ｔ＿ｉｎｃｏｍｅ
２０１６ ０．３０１ ０．４０２ ０．３８８ ０．３１１ ０．２７５

２０１７０．２８６ ０．４３７ ０．３４９ ０．３２７ ０．２１８

２０１８０．２９７ ０．３５５ ０．３１６ ０．３８２ ０．２９４

２０１９ ０．３２４ ０．３８１ ０．３４６ ０．３６４ ０．２６６

２０２０ ０．３１７ ０．４０７ ０．３５５ ０．３４８ ０．３０７

２０２１０．３４４ ０．３７６ ０．３８３ ０．３７１ ０．３２２

　　注：、、分别表示ｔ检验通过了１０％、５％和１％显著性

水平（下同）。

２．空间效应检验
从表３中的空间效应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

１０％水平下，各被解释变量下的空间面板数据模型
均通过检验，即各模型均存在空间效应。各被解释

变量下的 ＬＭ－Ｅｒｒｏｒ与 ＬＭ－Ｌａｇ虽然均通过了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具体显著性水平却存在差异，进
一步进行稳健性检验。ＲｏｂｕｓｔＬＭ－Ｅｒｒｏｒ在５％水
平下均通过检验，各被解释变量下的模型适合空间

自回归模型。而 ＲｏｂｕｓｔＬＭ－Ｌａｇ至少通过了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所以各被解释变量下的模型也适合

空间杜宾模型。本文选择显著性水平更高的空间自

回归模型。

表３　空间效应检验表

检验方法 Ｉｎｃｏｍｅ Ｏ＿ｉｎｃｏｍｅ Ｗ＿ｉｎｃｏｍｅ Ｐ＿ｉｎｃｏｍｅ Ｔ＿ｉｎｃｏｍｅ
ＬＭ－Ｅｒｒｏｒ ２１．５２４ １７．３６２ １４．６６２ １２．１９３ １８．６１８

ＬＭ－Ｌａｇ １９．３７６ １２．０５７ １０．３９１ １１．０５２ １５．０４１

ＲｏｂｕｓｔＬＭ－Ｅｒｒｏｒ ２．２８１ １．８２５ ３．６１８ ４．６１８ １．８５２

ＲｏｂｕｓｔＬＭ－Ｌａｇ ３．９２４ ２．１０５ ３．８２８ ５．１０６ ３．００９

　　３．模型形式检验
面板数据模型在具体参数估计过程中有随机效

应（ＲＥ）、混合效应（ＭＥ）和固定效应（ＦＥ）三种形
式，利用Ｆ检验可以判断模型更适合随机效应（ＲＥ）
形式还是固定效应（ＦＥ）形式，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可以判
断模型更适合混合效应（ＭＥ）形式还是固定效应
（ＦＥ）形式。表４中的Ｆ检验显示，各被解释变量下
的空间面板数据模型至少在１０％水平下认为固定

效应形式更适合，而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则至少在５％水
平下也认为固定效应形式更适合。

（三）模型估计与效应分解

１．模型估计与分析
根据前文校验结论，基于模型（１），对各被解释

变量下的固定效应空间自回归模型进行参数估计

（表５）。从表５中可以看出，各模型的可决系数均
在０．４以上，最高达到了０．５１８，模型的整体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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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均为０．０００，各被解释变量下的空间自回归模
型参数估计优度较高。

表４　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形式检验表

被解释

变量

Ｆ检验

统计值及显著性 评判结论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

统计值及显著性评判结论

Ｉｎｃｏｍｅ ２１５．０５４ ＦＥ １３５．２６１ ＦＥ

Ｏ＿ｉｎｃｏｍｅ １７９．６６５ ＦＥ １７３．００８ ＦＥ

Ｗ＿ｉｎｃｏｍｅ １８３．１６１ ＦＥ １２４．７１９ ＦＥ

Ｐ＿ｉｎｃｏｍｅ １０８．６０９ ＦＥ １５５．２８４ ＦＥ

Ｔ＿ｉｎｃｏｍｅ １６９．７６５ ＦＥ １７２．２０５ ＦＥ

　　 表５　空间自回归模型参数估计表

变量 Ｉｎｃｏｍｅ Ｏ＿ｉｎｃｏｍｅ Ｗ＿ｉｎｃｏｍｅ Ｐ＿ｉｎｃｏｍｅ Ｔ＿ｉｎｃｏｍｅ

ＧＦＩ ０．２５１ －０．０７１０．１０６ ０．２１８ －０．０６３

ＧＤＰ ０．０８３ －０．０３９ ０．０８８ ０．００７ －０．０４７

ＣＰＩ ０．２２１ －０．１０７ ０．２０７ ０．０７６ －０．０５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０．１６６ －０．０５５ ０．０５３ ０．１９２ －０．０１３

Ｒ２ ０．５１８ ０．４９３ ０．５８１ ０．４３８ ０．４２７

Ｓｉｇ．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表５中，ＧＦＩ对Ｉｎｃｏｍｅ的参数估计值为０．２５１，
且在０．０５水平下显著，互联网金融对农民收入水平
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效应，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能够

推动农民收入绝对水平提升，互联网金融发展水平

每提升１个单位，农民收入水平便会提升０．２５１个
单位，前文假设１为真命题。

从农民收入结构来看，各模型的 ＧＦＩ参数估计
值存在较大差异，Ｗ＿ｉｎｃｏｍｅ和Ｐ＿ｉｎｃｏｍｅ下的参数估
计值为正数，且均在１％水平下显著，Ｏ＿ｉｎｃｏｍｅ和 Ｔ
＿ｉｎｃｏｍｅ下的参数估计值为负数，至少在５％水平下
显著，互联网金融发展水平对农民不同类型收入占

比的作用效应存在显著差异，会推动农民收入结构

变化。互联网金融对农民工资性收入占比和财产性

收入占比具有正向作用效应，可以推动农民工资性

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提升，对经营

性收入占比和转移性收入占比存在反向作用效应，

使得二者在农民总收入中的比重降低。所以前文假

设２为真命题。
进一步从解释变量参数估计值的绝对值来看，

Ｐ＿ｉｎｃｏｍｅ下的参数估计值绝对值最大，互联网金融

对农民财产性收入占比的正向作用效应最强，这主

要得益于互联网金融的出现和发展加快了农村产业

发展，为农民合资创业、“两权”流转提供了极大的

便利，促进了农民利息、红利、土地征用补偿等收入

的快速增加。Ｗ＿ｉｎｃｏｍｅ下的参数估计值为０．１０６，
互联网金融对农民工资性收入占比的正向作用效应

也比较强，但弱于财产性收入，其原因可能在于，虽

然互联网金融有力推动了农村地区中小微企业的发

展，为农民充分利用农闲时间获取工资性收入提供

了条件，但相比于以往在城镇地区务工，农村中小微

企业提供的单位时间工资水平相对较低，工资性收

入占比的提升速度有限。Ｏ＿ｉｎｃｏｍｅ和 Ｔ＿ｉｎｃｏｍｅ下
的参数估计值绝对值相近，且比较小，互联网金融对

农民经营性收入占比和转移性收入占比的反向作用

效应比较小。

各控制变量的参数估计值在符号上与解释变量

一致，经济发展水平、通货膨胀率及财政支持力度对

农民收入及收入结构的作用效应与互联网金融相

似，但在参数估计值的显著性水平及绝对值上却存

在较大差异。

２．空间效应分解
空间自回归模型从整体上展现了互联网金融对

农民收入的作用效应，同时也包含了空间效应，而空

间效应可以分解为直接空间效应（Ｄ－Ｅ）和间接空
间效应（Ｉ－Ｅ）（表６），分别表现了互联网金融对某
一地区和周边地区农民收入水平及收入结构的作用

效应。从表６可以看出，除了 Ｗ＿ｉｎｃｏｍｅ，解释变量
对其他被解释变量的直接空间效应普遍大于间接空

间效应，且至少在１０％水平下显著，但对比效应绝
对值会发现，间接效应与直接效应差距并不大。虽

然Ｗ＿ｉｎｃｏｍｅ下的直接效应比间接效应低，但在数值
上二者相差甚微。所以，某一地区的互联网金融发

展水平能够作用于当地农民收入水平及收入结构的

同时，也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能够带动周边地区农

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和收入结构的调整。所以前文假

设３也为真命题。
表６　空间效应分解表

变量
Ｉｎｃｏｍｅ

Ｄ－Ｅ Ｉ－Ｅ
Ｏ＿ｉｎｃｏｍｅ

Ｄ－Ｅ Ｉ－Ｅ
Ｗ＿ｉｎｃｏｍｅ

Ｄ－Ｅ Ｉ－Ｅ
Ｐ＿ｉｎｃｏｍｅ

Ｄ－Ｅ Ｉ－Ｅ
Ｔ＿ｉｎｃｏｍｅ

Ｄ－Ｅ Ｉ－Ｅ
ＧＦＩ ０．１３９ ０．１１２ －０．０４０ －０．０３１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４ ０．１２７ ０．０９１ －０．０３４ －０．０２９

ＧＤＰ ０．０４９ ０．０３４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６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５

ＣＰＩ ０．１０６ ０．１１５ －０．０７２ －０．０３５ ０．０９７ ０．１１０ ０．０３３ ０．０４３ －０．０３３ －０．０２１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０．０９３ ０．０７３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４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１ ０．１０６ ０．０８６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５

·９３·



　　３．稳健性检验
从前文的空间效应检验可知，本文各被解释变

量下的模型也适合空间杜宾模型，利用空间杜宾模

型对前文实证结论的稳健性进行检验。从表７可以
看出，各被解释变量下的空间杜宾模型参数估计的

可决系数 Ｒ２均在 ０．５以上，显著性水平均为
００００，各模型估计效果较好。解释变量ＧＦＩ的各参
数估计值符号与前文空间自回归模型估计结果完全

一致，在显著性水平上也至少通过了５％的临界值，
与前文也极为相似，各控制变量的参数估计值在符号

和显著性水平上也与前文高度一致。所以本文构建

的空间自回归模型及实证结论具有较高的稳健性。

表７　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Ｉｎｃｏｍｅ Ｏ＿ｉｎｃｏｍｅ Ｗ＿ｉｎｃｏｍｅ Ｐ＿ｉｎｃｏｍｅ Ｔ＿ｉｎｃｏｍｅ
ＧＦＩ ０．３１６ －０．１５６ ０．１５４ ０．２６６ －０．１４０

ＧＤＰ ０．２８１ －０．１０３ ０．０９２ ０．０４８ －０．０９６

ＣＰＩ ０．２０３ －０．０８７ ０．２８６ ０．１７４ －０．１０９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０．０６３ －０．０７３ ０．１１９ ０．１８８ －０．０７７
Ｒ２ ０．６０７ ０．５８３ ０．６３１ ０．５４２ ０．５１９
Ｓｉｇ．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四、结论与建议
（一）基本结论

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新型金融模式，以其突出

优势支持着实体经济发展，探讨互联网金融对农民

收入的作用效应，对于农民收入水平提升和农民收

入结构优化策略的制定意义明显，有助于充分发挥

农村消费在“双循环”经济实现过程中的重要价值。

本文从农民收入绝对水平、收入结构两个方向分析了

互联网金融对农民收入的作用机制，基于２０１６—２０２１
年内地３１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了互联网金融对农
民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的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

验了互联网金融对农民收入的作用效应，并分析了作

用效应的空间外溢性。全文研究结论主要有：

１．互联网金融对农民收入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
作用效应，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能够推动农民收入水

平提升。

２．互联网金融对农民收入结构存在显著的作用
效应，会推动农民收入结构变化，其中，对农民工资性

收入占比和财产性收入占比存在正向作用效应，对经

营性收入占比和转移性收入占比存在反向作用效应。

３．互联网金融对农民财产性收入占比的作用力
最强，其次是工资性收入占比，而对农民经营性收入

占比和转移性收入占比的作用力较小。

４．互联网金融对农民收入的作用效应存在显著
的空间外溢，能够显著带动周边地区农民收入水平

的提升和收入结构的调整。

（二）政策建议

１．拓展互联网金融在农村地区的服务广度
互联网金融对农民收入的作用效应是通过农村

各产业、信贷系统、投资理财平台等多种渠道实现

的，互联网金融在对农民收入发挥作用效应之前会

对农村的社会经济各种因素产生作用效应，所以，拓

展互联网金融在农村地区的服务广度是充分发挥其

在农民收入水平提升和收入结构优化上作用的根本

方式。首先，拓展互联网金融在农村的覆盖面，除了

满足农村地区中小微企业的信贷需求、支付需求外，

还应该与农民个人及家庭的信贷需求、理财需求、线

上支付需求等密切结合，将互联网金融服务拓展到

农民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其次，强化互联网金融

产品的针对性，既要有符合中小微企业需求特征的

中长期信贷产品，又要有符合农民家庭生产的小额、

低息的短期信贷产品，同时还要有能够满足不同年

龄段农民金融需求特征的产品。最后，提升互联网

金融服务质量，中老年农民的科学文化知识及对互

联网金融的认识都很有限，可以通过多种宣传方式

引导这类农民准确、客观地认识互联网金融，激发他

们的互联网金融需求，提升互联网金融在农村的普

及程度。

２．以产业服务为主体，兼顾农民个人需求
农村产业发展是农民收入水平提升的主要渠

道，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受到互联网金融的正

向作用显著，所以，为农村地区中小微企业及家庭生

产提供服务应该成为互联网金融的主要发展方向，

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农民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

同时兼顾农民个人需求，充分发挥互联网金融的普

惠性。金融机构应该针对农村不同类型企业提供合

适的金融产品，比如针对种植类、养殖类企业主要提

供符合这类企业生产周期、种植和养殖风险特点的

互联网信贷产品、互联网保险产品，并提供生产技术

指导、财务管理等增值服务；针对农产品加工类企业

主要提供企业原材料购买和储存、产品运输等方面

的互联网金融服务。

３．强化区域间互联网金融的协同发展
互联网金融对农民收入作用效应的空间外溢体

现了信息时代社会经济活动的高度关联性，同时也

体现了互联网金融的普惠性。我国地域广阔，区域

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依然存在，要充分发挥这种空

间外溢性对我国农民收入的正向作用。不同区域之

间可以构建互联网金融协作平台，尤其是对农村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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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的协同支持平台的建设，一方面可以让不同

区域之间共享各自的互联网金融信息，另一方面可

以实现区域间互联网金融服务的调剂，充分发挥互

联网金融相对发达地区对周边地区的帮扶作用，这

不仅仅限于省域之间，在各地级市之间、各县区之间

也应该发挥相互帮扶作用，以实现互联网金融对农

民收入作用效应空间外溢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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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２００．

［６］刘自强，张天．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其空
间溢出效应［Ｊ］．当代经济研究，２０２１（１２）：９３－１０２．

［７］孔杏．新常态下互联网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动态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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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财政政策：历史演进、治理逻辑与调试趋向

王彦平，陶慧芳
（兰州财经大学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６－１５
基金项目：２０１９年度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甘肃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路径研究”（１９ＹＢ００８）；２０２０年

度甘肃省软科学专项项目“绿色技术助推黄河上游生态屏障建设的机理与公共政策研究”（２０ＣＸ９ＺＡ０５６）
作者简介：王彦平（１９７８—），男，甘肃武都人，博士，兰州财经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财税理论与

公共政策、政府应急管理。

摘　要：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预防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开展事后恢复重建
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系统回顾和梳理我国应急财政政策演进历程，剖析不同时期财政在重大

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的逻辑理路，有助于统筹推进现代应急管理制度设计，对全方位构建应急财政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应急财政；历史演进；治理逻辑；调试趋向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２．０４．００７
中图分类号：Ｆ８１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２）０４－００４２－０５

　　应急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财政政策作为应急管理体系的核

心，在防范和化解突发事件风险方面具有义不容辞

的责任［１］２７－３７。科学规范的应急财政政策在重大公

共危机治理方面至关重要，无论是灾前的应急准备、

发生时的应急反应，还是灾后的恢复重建，财政政策

贯穿危机治理的全过程。

人类进入风险时代，叠加的新旧危机让全世界

同频共振。随着主要矛盾的转化，中国社会已从经

济逻辑主导的生产型社会转变为风险逻辑主导的风

险社会［２］１０－２３。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我国财政政

策短板日益凸显，使得应急管理能力有效性降低。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下，财政政策如何相机抉择，

减缓突发性事件的冲击、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尤

为重要。因此，梳理我国应急财政政策历史演进过

程，厘清公共危机财政治理的逻辑，用历史与逻辑相

统一的方法，研判我国应急财政政策的未来趋向，具

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历史回顾：应急财政政策的历史演进

新中国成立以来，根据我国应急管理经历的阶

段迭代，与之适配的应急财政政策也分为了三个阶

段：以单灾种应对为主的政策孕育阶段（１９４９—２００２
年），综合性为主的财政政策探索阶段（２００３—２０１８
年）以及新时代整体性财政政策成熟阶段（２０１８年
以来）。不同时期应急财政政策由于历史背景、目

标任务以及政策要求不尽相同，呈现出明显的阶段

性特征。在这一演进过程中，应急财政政策伴随国

家应急管理体系的发展不断发展。

（一）单灾种应急为主的财政政策孕育阶段

１９４９年至２００２年期间，我国应急管理政策实
施的主要目标是应对以洪涝、病虫等为主自然灾害

的单灾种，此时虽然没有出台具体的应对重大公共

危机的相关财政政策，但财政应急的思想贯穿应急

管理始终。在这期间，政府颁布了诸多条例来组织

和应对灾害的发生，以期减少损失。１９８１年政府发
布《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生产

救灾工作的报告的通知》作为实施救灾工作的重要

指示，１９８６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发《国务院办公厅转
发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关于加强抗震防灾工作报告

的通知》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防止重大火灾事

故的紧急通知》等政策文件为有序组织和应对灾难

提供了方向性指导。在此期间颁布的应急政策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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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提出“以地方为主、国家补助为辅”的原则，规定

了央地政府关于抗灾资金的支出安排。此外，要求

用于救灾的捐赠物资需要专款专用、统筹安排，同时

也允许对国企的捐赠可以在应纳税所得额中进行抵

扣，发挥了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效应。

（二）综合性为主的财政政策探索阶段

２００３年“非典”后，我国开始探索以综合性为主
要特征的现代应急管理体系。根据应急管理“一案

三制”———“全灾种、全方位、全过程”的管理体制

的要求［３］２０－２３，２００４年财政部颁布了《突发事件财
政应急保障预案》来规定应急资金拨付以及央地财

权事权划分原则，使其成为财政部门应急管理过程

中的“基本法”。２００７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
应对法》中规定县级政府应积极参与危机救援与处

置，可根据相应的情况制定应急预案，同时规定各级

人民政府应当积极采取财政措施来保障突发事件应

对工作所需经费。２００８年汶川地震发生后，我国相
继出台了应急指导意见以及应急基层治理文件。我

国应急管理水平在这期间不断提高，应急管理制度

体系整体框架基本建成。我国应急管理法治化、规

范化的进程也加速了应急财政政策体系的配套改

革，使应急管理财政政策有法可依。

（三）新时代整体性财政政策成熟阶段

２０１８年应急管理部组建，开启了综合减灾的应
急管理新阶段。一场系统性的转型与重塑，使得国

家整体应急管理格局为之变化，相关的财政政策也

进入了成熟阶段。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目标下，应

急财政政策逐渐呈现数量多、效力级别高的特点。

２０１４年出台《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应急产业发展
的意见》，来具体引导企业参与市场竞争，推动应急

产业不断得到发展。２０１６年出台《国务院关于推进
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

见》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

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强调应急主体责任，明

确央地责权事权划分的同时，对地方政府性债务风

险应急处置预案以及疫情防控期间针对企业和个人

等规定诸多税收优惠政策。财政政策在助力企业纾

困、稳定经济增长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

不断提高应急管理能力建设的有力“助推器”。

据不完全统计，当前中央出台的与应急财政相

关的政策达６０多项。地方政府会在中央颁布的应
急财政政策的指引下，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对政策进

行细化，因地制宜制定地方应急财政政策［４］８６－９０。

二、机理溯源：应急财政治理的逻辑理路

财政治理需要聚焦政策管理。７０多年的应急

管理实践表明，财政政策会随着国际环境、国内改革

与发展目标的转变而做出相应的调整。厘清财政危

机治理演进的逻辑理路，从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

理客体、治理方式等构成的框架来阐释，可以更为全

面和清晰地掌握内部关系变化，彰显财政在重大公

共危机治理中的效能。治理目标是指实施应急财政

政策所要达到的标准。我国应急管理随着内外部环

境的变化而进行不断的调整，但保障人民安全和维

护社会稳定的总目标没有变。治理主体指的是谁是

应急管理过程中的参与者。我国在应急管理过程

中，中央发挥指挥作用，地方政府是主要的执行者，

社会团体以及个人是应急管理过程中的重要参与

者。治理客体是指政策实施所面临的主要影响因

素。我国应急管理在不同时期面临的政策环境是不

同的，政策环境复杂程度也是制定政策目标的主要

依据。治理工具是达到政策目标需要使用的资源和

手段，国家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采用不同的应急

管理政策保障工具，强有力的政策工具可以有效提

升应急管理能力。

（一）治理目标：从重灾害处置到全过程管理

政策目标决定政策方向。形成统一指挥、专常

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体制

是我国应急管理需要实现的基本目标［５］３０－４８。在国

家积贫积弱的时期，社会封闭和物质资源的缺乏，政

府和公民的公共安全意识薄弱。当时的公共危机事

件呈现“单一”特征，应急财政政策主要针对重大自

然和农业灾害的防治，资金主要靠中央财政安排补

助。应急财政政策体系尚未建成，政策偏应对少预

防。２００３年中国综合性的现代应急管理体系的构
建，标志着应急管理从单灾种向多灾种应对的转型。

财政部门也积极调整转型，中央放权力于地方的同

时，应急资金不再完全依靠中央，地方政府和社会组

织以及群众参与资金的筹集和全过程危机治理。

《突发事件应对法》的出台，将灾害进行分类，并在

此基础上明确了建立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

理、分级负责、属地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目标，应急

管理规范化与程序化程度加强。２０１４年，总体国家
安全观的提出，又将其作为国家安全体系建设的价

值指引与实践目标，昭示着我国开始以总体国家安

全观的战略高度来统筹国内外公共危机事件。应急

财政政策作为应急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面临

着深化改革的需要。２０１８年颁布的《深化党和国家
机构改革方案》提出了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

敏、上下联动、平战结合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应急管理

思想。应急管理部的设立使得职能部门职责不断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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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应急机制更加常态化、应急主体更加协调高效，

应急财政政策在这一过程不断发展与完善。应急管

理主体方面，坚持党集中统一指挥，各地积极组建应

急管理部门，强化属地管理为主，中央与地方合作紧

密连接，形成协同共治、协商共事的良好发展格局。

保障人民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和未来财

政政策追求的一个核心目标，“花钱买平安”是传统

社会应对危机的权宜之计。应急财政政策要和相应

的政府事权、财权相匹配，打通多元化资金筹集渠

道，让财政政策贯穿危机治理全过程，形成长效的协

同治理网络体系才是应急目标实现的有效途径。此

外，多项有关危机安全的法规政策和财经政策出台，

也为应急管理目标的实现注入了内生动能。

（二）治理主体：从独立分散到协同高效

治理主体指在应急管理活动中具体承担管理活

动的人或组织。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的建立就是一个

从一元独揽到多元主体参与的过程［６］５－１８。重大危

机事件的发生往往伴随着很强的突发性和不确定

性，所以靠一方力量来解决危机往往是不现实的，需

要形成一个强大的有机治理网络来实现应急管理目

标。一方面治理主体从党一元化应急管理理念到新

时期“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应急管理基本原则，

应急管理治理主体的转变，在加强应急管理能力建

设以及构建科学合理的应急管理体系方面发挥了保

障作用。另一方面，央地应急管理的财权与事权分

配关系发生了转变，从“应急主要资金主要由中央

政府承担，中央发挥统筹指导作用”到“地方政府作

为灾后恢复和重建的责任主体，应根据地方实际情

况展开应急工作，中央制定补助标准”。财权与事

权分配关系有效缓解中央政府压力，也能激发地方

政府的积极主动性。形成中央宏观布局，从全国层

面，整体性进行统筹，地方政府因时因地微观协调，

做好地域范围内局部应对。同时，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现代信息技术逐渐赋能应急管理。数字信息共享

平台的建立使全过程追踪应急物资信息情况和危机

发展程度成为现实［７］１３８－１４４，在优越的制度优势下，

社会组织与成员积极参与危机应对过程，贡献力量，

形成全员参与共抗危机的大局面。

（三）治理客体：从自然灾害到叠加风险

治理客体即治理对象。不同时期的治理客体，

直观展现了国家救灾防灾，应对重大公共危机的重

点内容。财政政策如影相随，支出结构、规模都发生

了重大的变化。我国应急财政治理客体经历了从最

初的单一自然灾害为主的治理对象到综合性、复杂

性危机整体治理，这一过程一方面反映出危机类型

多且异变、治理对象越来越复杂，另一方面也折射出

应急财政的支出规模、支出结构及政策工具都面临

整体性的调试，政策变革势在必行。随着治理对象

的不确定性增大以及风险社会加速变化，我国应急

管理工作面临系统性、叠加性、全球性危机的威胁。

各种风险与危机相互交织、错综复杂，不断审视我国

应急管理体系与能力建设。我国财政治理客体应该

定位为重大公共危机和次生危机、国内危机和国际

危机。同时，在注重新生危机的同时还要加强传统

危机的防范。只有准确认识治理客体，财政治理才

能有的放矢，财政政策工具才能把握危机运行的不

确定性，将有限的财政资金“好钢使在刀刃上”。面

对困难以及挑战，应急财政政策的制定需要审时度

势，立足当下、放眼长远，不断提升应急管理能力与

水平。

（四）治理工具：从选择单一到强化创新

财政工具是为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政策主体

所使用的资源或手段。财政政策在特定时期呈现出

不同的动态效应。长期以来，我国应急管理主要是

凭借政治动员，采用人海战术，在应急管理层面坚持

的是一元化管理体制，具体到财政政策领域的法律

文件数量较少。２００３年非典事件的发生为重要的
节点，非典的暴发暴露了我国应急管理方面的弊端，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颁布让我国应急

管理体系建设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至此突发公共

事件关注度越来越高，政策的调适不断加强，财政政

策在短期内对消费的冲击和社会稳定等方面的效应

非常强烈。新的发展阶段，国外复杂环境以及国内

改革发展任务需要应急管理做到统筹发展与安全。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背景下，国家修订了危机治理

的系列文件，这也成了应急财政政策改革创新的重

要依据。应急财政政策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

趋向越来越明显，在资源调度以及宏观经济调适方

面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财政政策从过去单一的关注

向重点综合领域转变，从过去单一的宏观调控面向

公共危机管理转变，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

三、调试趋向：财政要适应新时期危机治理的需要

公共危机一旦来临，财政总难置身事外。财政

治理的框架下，政策目标、治理主体、治理客体及政

策工具四方面构建了我国现代化财政应急治理体

系。未来财政政策工具的调试趋向是应急财政政策

要适应新时期化解公共危机的需要，关键要提高公

共危机意识和思想准备，构建前瞻性体制机制，完善

财政应急预案和应急管理程序，做好应急财力充分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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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持全过程应急管理的财政政策目标

在应急管理体系中，财政政策的短期目标是尽

快化解危机和结束危机。危机事件发生后需要大量

的人、财、物的投入，需要财政资源统筹与财力保障，

降低危机带来的风险成本。应急财政的长期目标是

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全

过程应急管理体制。首先，需要厘清央地在应急管

理中的权责关系是前提。应急财政政策的制定需要

根据危机管理事前、事中与事后三个阶段，科学详细

地划分各级政府应履行的职责进行，将应急财政政

策赋能于危机管理全过程和各领域，降低人民损失，

保障国家安全。具体来说，鉴于地方政府具有熟悉

地方发展状况与了解群众需求的优势，明白在危机

发生时群众最需要什么，所以在危机预防与危机发

生过程中可以将事权交给地方政府，做到及时了解

危机状况、及时做出反应，防止危机进一步扩大的风

险。危机发生后的恢复重建和危机学习阶段，往往

需要大量的财政资金来恢复危机带来的损失，这时

可以交给中央政府，通过充足的财政资金来助力危

机涉及地区的恢复与建设能力。根据危机事件发生

的等级程度细化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支出责任，中

央和地方应对症下药、因地制宜来采取不同应对措

施，采用“特事特办”而不是“急事急办”原则，提高

财政政策的灵活性，增强应急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

其次，财政政策要为应急管理注入更可持续的确定

性，促进应急产业的发展，提高供给水平。充分发挥

财政的结构性功能作用，提高应急供给能力现代化

的改革和深化。推动如应急产业发展、知识产权保

护、数字化建设、技能培训、扩大劳动参与、通过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劳动力流动和人力资本积累，

等等，提高供给响应机制的灵敏性，进而实现供需匹

配关系的动态优化以及应急财政能力不断完善的目

标要求。

（二）充分发挥多方治理主体协同作用

２０２１年《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国家应急体
系规划的通知》明确指出，建成统一领导、权责一

致、权威高效的国家应急能力体系，形成共建共治共

享的应急管理新格局。应急管理新格局的构建，需

要充分考虑各主体相关利益诉求，推动多方治理主

体协同合作、功能耦合，充分发挥各治理主体优势，

实现危机治理效率的提高。

首先，加快应急财政政策法治化的进程。通过

探索设立全过程应急财政政策法制体系，明确政府

间的法律权限和责任［８］２１－３０。我国有关应急管理的

财政政策尚处于探索阶段，建立专业、稳健的应急财

政政策体系任重而道远。积极探索设立全过程危机

管理财政政策法律法规体系，严格明确各级政府在

危机应对过程中的法律权限和责任，同时设定违法

追责处罚程序，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推动应急

管理全过程有章可循，提升政府在危机管理过程中

的决策公信力［９］６１－６７。其次，确立地方政府在应急

管理中“主力军”地位。按照属地原则，地方政府应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应急管理过程中积极引导、专

业管理，将危机损失降低［１０］２２－３４。再次，形成社会

组织与群众参与的协同治理格局。政府引导和激励

并行，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方式鼓励社会组

织、社会团体以及个人参与应急协同治理。最后是

社会协同。新时代应急管理需要社会组织与群众的

参与与治理［１１］１８－２３。政府应积极引导以及为危机做

出贡献的单位以及个人给予优惠，激发参与应急治理

的积极性。在疫情发生后，政府助力经济恢复以及激

发市场活力的信心，为参与疫情救治以及社会捐赠的

单位及个人出台了力度较大的税收优惠，充分发挥社

会力量参与应急协同治理的重要载体作用［１２］２８－３６。

（三）在复杂治理环境里调试财政政策内容

“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仍然面临着重要的机

遇期，风险隐患交织叠加、防控难度加大。［１３］２７－３８新

时代应急财政政策必须着眼于危机和不确定性因素

的预防，通过调试政策内容提升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的能力。首先，财政政策要重点关注全社会主体预

期的稳定，避免经济社会焦点问题异化出新的危机

并进一步扩大，通过引导良性预期，使财政应急逐步

进入畅通循环的轨道。重大危机事件的发生对国家

的财政支出提出了全新的挑战，资金的筹措，减少财

政压力在应对危机时显得格外重要。目前，我国在

众多领域通过设立基金的形式来为发展提供充足的

动力，在应急管理过程中可以通过设立国家应急管

理基金的方式来减轻财政压力。其次，设置预备费

财政专户。根据《预算法》规定，各级政府提取危机

专项预备费，采用留存结转的方式，不断增强预备费

存储能力和应对能力［１４］２７－３８。最后，设立国家应急

管理基金。从每年的经济增量中拿出一定比例资金

投入应急基金，保障基金筹集平稳进行。鼓励多方

社会资本灵活参与，如社会资本可以采用入股的方

式投入资金，通过源源不断的资金流为基金增长注

入活力。同时，遵循按要素决定贡献、按贡献分享收

益的原则来运行应急管理基金。财政通过在危机预

防阶段创新支出手段，为提高应急管理能力提供了

坚实的财力基础，也为进一步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强

化应急管理工作赋能政策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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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断深化应急财政治理方式变革

提高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

下，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任重道远，没有完成时只

有进行时。应急管理财政政策作为提升我国应急管

理能力的有效工具，需要不断深化政策方式变革，逐

步提高政策的科学性以及规范性［１５］２４－２７。政策的

科学性指的是财政政策的制定需要符合应急管理内

在逻辑规律，符合应急管理实际需求。新时代应急

财政政策需要以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建设需求为导

向，政策的设计以及制定与实际情况相适应的。同

时，政府应充分利用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服务技术，积

极建立应急信息公开服务平台，将数字技术与应急财

政政策建设相结合，创新应急财政体制机制，提升应

急管理能力水平，不断提升政策制定以及执行的科学

性。政策的规范性是指政策执行过程中需要参照一

定的规则与标准。我国应急财政政策方式的变革需

要严格参照国家出台的相关应急管理制度和法律，发

挥政策治理能力，不断提高国家应急管理水平。

“十四五”时期，我国应急管理建设仍然面临着

严峻的难题与挑战，风险防控难度加大与应急保障

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依然突出。为统筹发展与安

全，进一步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我国提出构建“统一

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中国特色

应急管理体制，为我国应急管理体制建设指明了方

向。应急财政政策方式需要以提升政策科学性以及

规范性为目标，不断“赋能”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提

高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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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Ｊ］．改革，２０２０（６）．

［７］张铮，李政华．中国特色应急管理制度体系构建：现实基
础、存在问题与发展策略［Ｊ］．管理世界，２０２２（１）．

［８］李楠楠．央地协同治理：应急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的法治进路［Ｊ］．地方财政研究，２０２１（９）．

［９］李一行，陈华静．突发事件属地管理为主的异化及其对
策［Ｊ］．行政管理改革，２０２１（６）．

［１０］张学诞，邬展霞．构建适应中国特色应急管理需求的财
政治理体系［Ｊ］．财政研究，２０２０（４）．

［１１］朱正威．中国应急管理７０年：从防灾减灾到韧性治理
［Ｊ］．国家治理，２０１９（３６）．

［１２］孙玉栋，王强．财政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制度逻辑
及其机制完善［Ｊ］．改革，２０２０（４）．

［１３］刘尚希，李成威，杨德威．财政与国家治理：基于不确定
性与风险社会的逻辑［Ｊ］．财政研究，２０１８（１）．

［１４］王蕴波，景宏军．财政治理现代化视角下地方政府预备
费管理机制的优化研究：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反思［Ｊ］．
当代财经，２０２０（１０）．

［１５］李国胜．现代治理体系下推进我国应急管理能力和水
平现代化的思路［Ｊ］．领导科学，２０２１（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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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革命标语形成的历史维度、内容特征与有效利用

张玉梅
（宁夏社会科学院，宁夏 银川 ７５００２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７－１５
基金项目：２０２１年度宁夏哲学社科规划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宁夏移民档案整理与研究”（２１ＮＸＢＺＳ０１）
作者简介：张玉梅（１９８２—），女，宁夏银川人，硕士，宁夏社会科学院办公室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宁夏地方历史文化研

究、红色文化研究。

摘　要：标语是中国共产党主要的和最早的宣传手段之一。宁夏革命标语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以红军长征和西征时期的留存最为集中。标语宣传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具有政治性、民族

性、多样性、通俗性等特征，是极其珍贵的革命历史文化遗产。充分发挥革命标语作用，是进一步弘

扬红色文化，讲好红色故事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宁夏；革命标语；历史维度；价值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２．０４．００８
中图分类号：Ｋ２５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２）０４－００４７－０５

　　革命标语是中国共产党在各革命阶段开展宣传
活动的载体之一，因其在宣传形式及内容上的优势、

在宣传对象上的针对性等特征，在舆论斗争、政策宣

传、凝聚力量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共

产党历来十分重视对革命标语的应用，各时期都提

出了具有纲领性和鼓动性的标语。宁夏是有着光荣

革命历史的红色热土，留有不少珍贵的革命标语，内

容极为丰富，反映了宁夏各历史阶段的革命发展脉

络，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揭露了国民党和

地方军阀的反动罪行，贯彻了中国共产党利民、民族

平等等政策，为团结一切力量，形成统一战线，直至

宁夏革命胜利起到了很好的舆论宣传作用。但学术

界对宁夏革命标语的研究成果较少，有《红色标

语———介绍固原县黑城镇祁家堡子的几条革命标

语》［１］《写在墙上的记忆———墨书草泥墙皮革命宣

传标语》［２］对固原祁家堡子的几条草泥墙皮革命宣

传标语进行了简要概述。《光荣的古城———介绍红

军在预旺城的革命活动》［３］简单介绍红军在预旺城

时期的标语。《红军西征宁夏革命标语形成及其价

值体现》则集中对中央红军西征期间的宁夏革命标

语进行深入探讨［４］。《宁夏红色标语的整理与作用

研究》［５］侧重从宁夏红色标语的内容及其时代特征

方面进行研究。本文尝试系统梳理宁夏各时期革命

标语，廓清其历史源流，分析其内容特征，为深入挖

掘革命标语作为红色资源的重要作用服务。

一、革命标语的发展历程

（一）系统的标语管理机制

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有着自上而下、统一领

导、分级管理的运行机制。宣传的内容主题、主旨思

想都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决定的。革命标语

作为宣传工作的载体之一，必须严格遵循宣传原则。

组织有序的宣传方式，不仅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对外

宣传工作的规范性和统一性，同时贯彻落实了中国

共产党对宣传工作的领导和管理。

（二）组织有序的标语传播方式

中国共产党在各革命阶段，都开展有序的标语

传播。井冈山时期，中国共产党就重视标语宣传工

作。标语的书写者多是红军及识字群众，为了增强

标语的传播作用，宣传部门对标语的传播程序、传播

细节均作了严格规定，即不仅根据历史特征统一规

定传播内容，而且制定了许多具体措施，真正发挥标

语作为“战斗的匕首”的作用。三湾改编后，秋收起

义的部队便以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的名

义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到处张贴宣传中国共产党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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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的标语。１９２９年１２月召开的古田会议对红军的
政治宣传工作进行深入分析，总结经验，详细部署未

来工作。

随着会议的顺利召开，中国共产党有组织的宣

传工作有序展开。西征红军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中，将在连队中写标语、散发宣传品作为部队宣传工

作中四件经常性工作之一而深入推广。红军西征期

间，组织了十六个停战抗日促进会分会。为了推动

各分会的工作，成立了宁夏河东（黄河以东）停战抗

日促进会总会。总会和分会通过大规模写标语、散

发宣传品、召集停战抗日宣传大会等形式开展对敌

军的政治宣传工作［６］３４１，取得了较好效果。

（三）统一明确的标语宣传内容

１９３１年２月１７日，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
委员会总政治部印发了适用白色区域的《革命标

语》和适用红色区域的《革命标语》。适用白色区域

的《革命标语》印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建

立苏维埃等十四部分内容，共计１４３条标语。适用
红色区域的《革命标语》印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

民党军阀、巩固和发展苏维埃、组织革命战争等十部

分内容，共９４条标语。在宁夏档案馆馆藏的革命历
史档案《中共三边地委宣传部宣传要点及标语口

号》（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八日）中除了严格规定标

语的口号，还发布通知：“此标语口号望各地大量写

贴，特别在交通要道及人口多的地方。将对敌战区

标语等写成纸条散发和写到敌占区各地的墙壁上

去，使之多设法将标语口号和一切宣传品送出去。

此前不注意写标语和未写标语的地区应注意写。不

可忽视此项工作！（注：此材料供各级干部在恢复

工作中向群众宣传时作参考，望多讲实例。）”［７］２５５

在《回汉支队半年政治工作总结》（一九四七年十一

月十五日）中，总结回汉支队宣传工作时，认为“自

政治部宣传标语口号发下后，各队每到一村庄就写，

写得多一点的是一、三队，队部也在写着，这已养成

了一种习惯。另外每次来的捷报和传单，除所到之

处张贴外还交给出去的侦察人员在边界上散

发。”［７］２６１１９４９年７月，第一野战军政治部也制定了
关于对西北回民及国民军的宣传口号，文件中刊登

了对敌一般标语口号及对西北回民及马匪军的口

号。

（四）规范的标语宣传内容

中国共产党不仅规定革命标语内容，还将标语

的具体张贴细则作有明确的规定。如政治部的每个

宣传员必须准备刷写标语的工具，包括白（或黑）的

颜料；针对字数较多的标语，要求用有色纸先写好后

张贴；每到一个城市，要用红布写上规定标语，并悬

挂于街道中间。各地方党委和苏维埃政府对标语宣

传也十分重视。在闽西各县有许多不正确的已失去

时间性的标语，苏维埃政府就下文要求“把各处所

有的标语下一番总检查，把其不正确和失去时间性

的洗刷去，另贴或写适合当前的标语”。红十五军

团政治部队伍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导致“壁上标语、

画报艺术进步还是很慢”［８］１３２。为了规范标语的书

写水平，同时提升部队整体文化水平，政治部逐步开

展识字教育，革命标语的书写规范化程度逐渐提高。

宁夏档案馆馆藏革命历史档案中记载，１９４７年９月
４日中共三边地委宣传部宣传要点及标语口号中对
标语从使用范围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规定。

二、宁夏革命标语的产生

宁夏革命标语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１９２６年９月，中共宁夏特别支部建立，标志着中国
共产党在宁夏地区有组织进行革命活动的开始。为

了提高广大爱国青年的无产阶级革命觉悟，书记李

临铭组织学生上街贴标语、发表演讲、画漫画、演话

剧等。１９２７年４月，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共产党人
遭到屠杀，大革命失败。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暂时

处于低潮，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陕西省委

在宁夏固原县蒿店领导和发动“蒿店兵变”。兵变

部队秘密向北行进，沿路书写“打倒军阀、打倒土豪

劣绅”等标语［９］２３。

宁夏目前遗存的革命标语最为集中的是在红军

长征和西征时期。红军西征经过宁夏的半年时间

里，积极组织发动群众，把宁夏的革命活动推向了历

史高潮。西征红军非常重视发挥我军强大的政治宣

传工作优势。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

导原则》，通过教唱抗日救亡歌曲、书写标语、散发

传单等形式，在红军中掀起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

热潮［９］９２。西征红军在祁家堡子驻扎的二十多天

间，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１］，在墙上刷写“红军是人

民的军队”“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４］“不交租不

交粮打土豪分田地牛马衣服分给农民”“红军是抗

日的先锋”“联红抗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没

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农民”等革命标语。１９３６年
西征红军解放定边、盐池等地后，宁夏吴忠市的回族

青年马怀蔺、金三寿等人冒着生命危险来到盐池参

加革命。在得到毛主席邀约后前往保安（今志丹

县）会面。到达保安高桥时，路边张贴着“欢迎回民

领袖马怀蔺”“欢迎哥老会领袖马怀蔺”的大幅标

语，毛主席住的窑洞外面同样也挂着一幅十分醒目

的大标语“欢迎马怀蔺先生”［１０］１０１。此外，西征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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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宁夏采访的海德姆发现当地群众认识汉字的甚

少，便将“回汉人民是一家”“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等阿文标语刷在墙上。回民独立师政委欧阳武，利

用自己的回族身份，亲自给同心县王家团各清真寺

赠送锦幛，刷写标语。同心县马家高庄公社沟滩大

队杨家堡子上房、同心县下马关合作食堂上房也有

记载红军西征情况的标语。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华
战争全面展开，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的危险。只有

全民族团结起来，才是中国生存发展的唯一出

路［１１］１５１。在中共宁夏工委的领导下，宁夏燃起了抗

日救亡的烽火。包括宁夏少年抗日战地服务团、后

方抗战服务团在内的抗日团体等通过抗日游行示

威、演抗日戏、演讲、写标语等形式，揭露日寇侵华暴

行，赞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９］１０６。抗

日救国的热潮席卷了红军经过的地区，门板、厕所、

石崖、树皮和墙壁上写满了抗日救国的标语［１２］。

解放战争时期，宁夏大部分地区属于国民党统

治区域，尚无遗存的革命标语。仅可从解放时期的

宁夏老照片中窥得有“严令部队不得进入清真寺”

“十九兵团发布安民布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保

护清真寺”“奋勇前进，解放全中国”“向进军西北的

解放军致敬”“欢迎毛主席”及银川市各界群众欢迎

解放军入城的欢迎标语等。

三、宁夏革命标语的内容特征

宁夏革命标语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宁夏革命

斗争留下的特有产物，是红色文化资源重要的历史

素材，有着鲜明的内容特征。

（一）政治鲜明

宁夏革命标语有为政治、革命、群众服务的强烈

政治倾向。红军西征期间，正值西安事变的前夕。

中国共产党按照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

原则》的指示，认真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

策，通过革命标语等宣传媒介积极开展对俘虏和东

北军的统战工作，不仅体现了浓郁的革命情感，更突

显出标语强烈的政治属性。首先，标语直接表明了

红军对俘虏的优待政策。如“优待俘虏、不论官

兵！”“优待俘虏，不分回汉！”“优待俘虏，缴枪不杀，

发路费回家！”等。红军不仅对被俘虏的国民党官

兵深入宣传教育，还归还所有武器弹药，并全部予以

释放。红军俘虏政策的不断落实，使部分俘虏成为

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宣传员，同时也吸收了更多的俘

虏加入统一战线行列中。其次，标语内容不只是抗

日救国等内容，还提出共建抗日联盟的决议。标语

的宣传对象是驻扎在陕甘宁三省的南京军及东北军

等，通过标语向他们表达组织抗日联军、共同救国的

提议，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愿意民族团结一致、共同抵

御日军的决心。当东北军的军官士兵一听红军提出

“打回东北去，打回老家去”“联合东北军打回东北

老家去，收复失地”“中国军不打中国军，联合打日

本”等标语口号，更是不愿意打红军，愿意与红军联

合打回东北去。与红军不直接作战而取谅解默契形

式的部队，在东北军中实在很多［６］４５６。此外，红军还

采取主动拜访东北军官兵等方式，表明愿意抗日救

国、一致对外的意图。此外，１９４９年７月，在“第一
野战军政治部关于对西北回民及国民军的宣传口

号”中就有“欢迎胡马军弟兄们械来归，参加人民解

放军！”“欢迎胡马官兵们组织起义，率部来归，改编

为人民解放军！”“欢迎胡马军中的爱国分子，接受

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１３］１１６９－１１７０等具有明显政

治倾向的革命标语，对解放宁夏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民族特点

宁夏地区受马鸿逵统治期间，民不聊生，人民生

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人们将对马鸿逵统治的不满情

绪通过革命标语表达出来：“打倒卖国罪魁蒋介

石！”“消灭胡宗南、马鸿逵！”红军不仅面对着强大

的军事压力，还面临着尖锐复杂的民族问题。认真

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是能够开创西北

抗战新局面的必要条件。总政治部关于回民工作的

指示（１９３６年５月２４日）中指出：“进行和回民的联
欢用红军或政治机关或群众团体的名义，同宣传口

号联系起来，赠送清真寺以幅联（回族自决与回人

治回等），并用适合于回族的仪式且非常之隆重地

尊敬地送去，使每个教堂的中央都成为我们标语口

号的悬挂所，且能得到回民热情的欢迎，这是十五军

团过去最好的经验。”（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６］６１中

央档案馆馆藏的题为“聂荣臻、朱瑞、邓小平关于固

原社会调查之大略向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的报

告”（１９３６年６月１５日）中指出：“我军到后，汉人多
在家，回民一部逃跑，一部进土围，现正争取出围回

家。凡经过宣传，均对我甚好，商人照常营业［６］７７。”

“实行民族平等，回汉平等，信教自由！”“尊重回民

的风俗习惯！”“回汉人民团结起来，继续努力，肃清

共同的敌人国民反动派残余努（势）力！”等标语充

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

（三）内容多样

宁夏革命标语主题鲜明，内容极其丰富，包含了

政治动员、政权建设、群众路线、民族教育政策、经济

建设等方面。如保障广大农民群众利益的，“没收

反动份（分）子土地牛羊财产分给贫苦农民！”“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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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抢走一个牲口、一只羊、一只鸡和一颗粮食！”

“抢收抢打快藏不让敌人抢一颗粮！”“武装保卫秋

收打击敌人抢劫！”等；在教育权力平等方面，中国

共产党为打破教育固有思维，提出“兴办回民教育，

发扬回民文化！”；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注重保护

少数民族的珍贵遗产，提出“保护清真寺拱北及回

民一切文化古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红

军在长征、西征经过宁夏期间，注重宁夏革命老区的

全方面发展，到处张贴“保护回民工农商牧业！”的

标语，同回族人民团结起来，为帮助回民解放作出贡

献。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一直以勤俭节约为美德，中

国共产党继承和发扬传统美德，通过标语“反对铺

张浪费！”进行广泛宣传，为“动员一切力量支援前

线争取胜利！”做好准备。斯诺演讲摘要的标语，直

到今天，读起来依然让人感受到昔日的热情。

（四）通俗易懂

标语一般使用简单、语义清晰的汉字。标语言

简意赅、对仗工整、朗朗上口、易于识记、宣传快捷、

便于传播，而且有极强的鼓动性、震撼力、号召力。

宁夏革命标语同样也具有以上特征。“当了胡马

兵，死了没人埋，伤了没人抬！”，从反面告诉人们应

该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团结一致，一致对

外。标语“不让敌人抢走一个牲口、一只羊、一只鸡

和一颗粮食！”等标语直接明朗地表达了中国共产

党是为人民的党。这些标语大量使用口语化、乡土

化、形象化的语言，简单明了，朴实动人，让人一看就

明白，一听就懂，产生强烈的心理共鸣，具有很强的

现实针对性和大众化、通俗化、接地气的特点。革命

标语的针对性，比如在对白军和红军的宗旨宣传时，

一般采用的是比较的语气，如“白军是土豪劣绅的

走狗，红军是工人农民的卫队”“白军是帮土豪压迫

工农的，红军是帮工农打土豪的”，这些标语用简洁

明确、通俗易懂的语言达到了宣传的效果。

四、进一步加强宁夏革命标语的有效利用

宁夏革命标语具有政治性、民族性、多样性、通

俗性等特征，而以革命标语为代表的宁夏红色资源

存在着管理机构薄弱、管理人员专业化不足、管理办

法不健全等问题，导致革命标语保护整理工作不容

乐观、资料开发利用深度不足。如何充分发挥革命

标语的重要作用，需从整理、宣传、挖掘等方面进一

步加强，从而提高革命标语作为宁夏红色资源的有

效利用。

（一）加大革命标语整理力度

２０２０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公布了
宁夏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包括可移动革命文物

２０３５件／套，其中仅有革命标语９条，这与笔者摸底
统计数据尚有差距［５］，也侧面反映出包括宁夏革命

标语在内的宁夏可移动革命文物工作任重道远。今

后开展的工作：首先，制定宁夏革命标语保护管理办

法。要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加强管理，合理

利用”的原则，应充分明确革命标语的保养和修缮

需要坚持不改变原状、不破坏历史风貌、最小干预的

要求，特别是不得损毁、改变革命标语字体原貌及所

依存的建筑物主体结构。其次，会同当地党史等有

关部门专业人员，组成革命标语普查工作专业队伍，

深入各乡镇摸清革命标语数量、类型和内容。为方

便各地开展革命标语普查，建立宁夏革命标语数据

统计平台，要求各地及时录入普查数据。图书馆界、

档案馆界要充分发挥搜集、整理文献优势，编纂《宁

夏革命标语馆藏目录》，对革命标语在内的红色资

源采取定级、修复、数字化等整理手段，进行系统普

查。

（二）加强革命标语的宣传力度

革命标语是红色资源的重要载体之一，宁夏现

存的标语实物和照片能够直观展现宁夏各历史阶段

革命历程。在对宁夏革命标语的宣传推广中，需要

充分发挥媒体宣传优势。一是可利用宁夏博物馆、

盐池革命纪念馆等展馆，系统展览宁夏革命标语；或

可以革命标语为宣传主体，通过对宁夏革命史的展

示，体现标语不可替代的作用。二是凸显革命标语

作为红色资源的作用。宁夏在弘扬红色文化的过程

中，将革命标语作为专题进行开发。可构建宁夏革

命标语数据库，充分将数字人文理念融入革命标语

的管理工作中，采用图文对照的数字版式，使革命标

语原貌得到完美展示。三是设立实景式体验环节，

让体验者感受革命历史的真实场景。各馆红色展区

可特设革命标语刷写环节，以体验式教育强化情感

培养，使革命标语所蕴含着的厚重红色文化得以更

进一步的传承。

（三）挖掘革命标语价值，讲好红色故事

革命标语整理不论是纸质出版还是数字建设，

都亟待继续扩充标语的揭示广度和深度。以革命标

语为元素之一的红色资源收藏部门、科研院所等对

革命标语不仅要跨系统整合，更要依托学术力量对

革命标语进行系统阐释和研究。通过挖掘革命标语

形成的历史源流、分析革命标语所蕴含着的内容特

征，从而增强革命标语的叙事张力。可以通过编印

革命标语相关刊物、影印出版革命标语集、召开革命

标语专题研讨会、撰写相关学术论文等多种方式开

发利用各时期革命标语，充分展现革命标语的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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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

五、结语

标语作为红色资源的重要载体，在革命的各阶

段一直是激励民众热情、指导工作、凝聚民心、阐述

方针政策不可或缺的宣传方式。宁夏革命标语形成

于新民主革命时期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以红军长

征和西征时期的革命标语最为集中。标语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具有政治性、民族性、多样性、通俗性

等特征，为宁夏革命胜利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宣传作

用。今后应进一步加强革命标语的整理、宣传、挖掘

工作，作为“传承红色基因，讲好宁夏”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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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招幌成为宋代商业发展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
《东京梦华录》记载来看，宋代招幌设计主要分为实物幌、模型幌、特定标志幌和文字幌，其发展受到

宋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而其对整个城市环境的营造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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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幌的形成过程，是以社会性物资交易和消费
需求为前提条件的，并且它是一种在社会不断发展

的广泛认同下约定俗成的产物［１］１３。北宋时期作为

商业经济空前发达的时期，市民阶层的不断扩大，以

及市场的繁荣，使得这一时期的店铺数量骤增，各类

招幌也如同雨后春笋般展现在大众面前。因此，这

一时期的招幌便成了宋代商业繁荣的侧面写照，而

作为营销手段之一的招幌设计也达到了一个成熟繁

荣的阶段。

本文将依据《东京梦华录》的文献记载，结合宋

代画卷、相关文献，拟对宋代招幌的类型、兴盛原因

及其对城市的影响进行分析，以丰富宋代招幌的相

关研究，为当代设计提供参考。

一、北宋招幌的类型

北宋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唐朝相比，有了一

个质的飞跃，从事商业买卖的商家逐渐增多。在激

烈的市场竞争中，作为营销手段之一的招幌在形式

上也开始呈现多样化。从《东京梦华录》中，可大致

将招幌分为以实物为幌、以模型为幌、以特定标志为

幌和以文字为幌这四个类型。

（一）以实物为幌

《东京梦华录·食店》载：“又有瓠羹店，门前以

枋极花样沓结缚如山棚，上挂成边猪羊，相间三二十

边。”［２］２９这种形式不仅可以在视觉上给消费者带来

最直观的感受，使其快速地对商品进行了解，节省挑

选商品的时间，而且直接悬挂商品这种生动的方式

无形之中也对店铺或者摊位进行了装饰，因此以实

物为幌深受店家和消费者的喜爱。商家在自己经营

售卖的商品中挑选出品相较好的商品直接摆放在摊

位上，或者悬挂在门前，供消费者直接鉴别，从而达

到一个传递信息、招揽客人的目的。这种商业招揽

形式的最大优势就是成本低。除此外它还具有一定

的灵活性，简单易行，取材也十分方便。因此，从古

至今依旧被人们广泛采用。

除此之外，在实际的运营过程中也有部分商家

考虑到消费者“求美”的心理，也会对实物进行一系

列的修饰，使商品看起来精致美观，减少实物的原始

性。《东京梦华录·七夕》中记载有七夕节的习俗：

“又以瓜雕刻成花样，谓之‘花瓜’。又以油面糖蜜

造为笑面儿，谓之‘果食花样’，奇巧百端，如捺香方

胜之类。”［２］５４即对相关瓜果商品做了修饰。

虽然实物招幌有诸多优点，但它自身也有一定

的局限性，商品只有具有独立且完整的外形或是包

装才可以直接悬挂陈列，才能便于识别和宣传。但

是并不是所有的商品都可以实物招幌的形式呈现。

那些液体、易腐烂或是体积较小的商品，商家只能另

辟蹊径，寻找其他的方法来宣传自家的产品。因此

模型招幌也就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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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模型为幌

模型招幌是以特定的模型作为招幌，是一种将

商品实物加以放大、夸张或变形处理后替代实物的

招徕标识。它是由实物招幌演变而来。亦如“纸马

铺皆于当街用纸衮叠成楼阁之状”［２］４３，在街道上将

自己售卖的商品通过一种夸大的手法做成“楼阁之

状”来吸引消费者的眼球。又如元代熊梦祥《析津

志》载：“兽医之家，门首地位上以大木刻作壶瓶状，

长可一丈，以代赭石红之。通作十二柱，上搭芦以御

马。灌药之所，门之前画大马为记。”［３］２０９在这段话

中，作者为大家讲述了兽医用红色的壶瓶作为招幌，

挂在门前，并且说明有些专门为家中牲口灌药的兽

医还会在招幌上画一匹马来对自己的职业进行特殊

标识。这模型招幌可以通过放大夸张或变形等方式

来增强招幌的艺术效果，从而达到更好的广告效应。

但是由于当时科学技术的落后以及物质资料的

匮乏，模型幌子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限制。因此

在模型招幌的基础上又出现另一种形式的招幌———

以特定标志为幌。

（三）以特定标志为幌

以特定标志为幌又称为象征性招幌。作为模型招

幌的衍生物，将商品的特征以一种更加形象化、具体化

或者隐喻的手法表现出来。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１．借代性象征招幌
借代性象征招幌，即将经营的部分产品或者产

品局部作为象征标识。有的是以盛装商品的容器为

象征物，有的是以商品的包装为象征，还有的招幌是

以所售卖的众商品中的一种为象征。［４］４例如卖酒的

经常使用酒葫芦、酒坛子或者具有借代意义的酒旗

作为招幌，又或者简陋的小饭店会在门前放一杆草

帚作招幌招揽客人。除此之外，在饮食或者日常用

品的店铺中都可以看到借代性象征招幌的踪影。

《东京梦华录·中秋》载：“中秋节前，诸店皆卖

新酒，重新结络门面彩楼。花头画竿，醉仙锦

旆。”［２］５６这句话中的“锦旆”就是古代酒店悬挂在路

边用来招揽生意的锦旗，即酒旗。运用这种具有装饰

意味且富有动感的招揽方式，更能烘托节日的氛围。

２．隐喻性象征招幌
隐喻性象征招幌是一种以暗示性象征物构成的

招幌。《东京梦华录·中元节》载：“先数日，市井卖

冥器、靴鞋、幞头帽子，金犀假带、五彩衣服。以纸糊

架子盘游出卖。”［２］５５商家在售卖冥器之时，以纸糊

的模型来代表其所卖之物，给消费者一个明确识别

信号的同时，又考虑到所卖之物的特殊性，巧妙地缓

解了消费者的芥蒂之心。因此模型招幌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突破实物招幌的局限性。再如旧日的典当业

悬挂的钞桶，是由钱串模型演变过来的。它主要是

来隐喻这一行业的经营活动是用物品抵押来兑换钱

财为主，并以此实现金融流通。

３．以摹绘形象为主的招幌
以摹绘形象为主的招幌从字面意义上便可得

知，这种类型的招幌是以图画为主。它的主要方式

是将代表商品属性的特定形象或者是象征其经营范

围的特定符号绘制在幌子上。这类招幌一般绘制在

布面、木牌上，或者直接画在店铺的墙面上。《东京

梦华录·寺东门街巷》载：“出界身北巷，巷口宋家

生药铺，铺中两壁，皆李成所画山水。”［２］２１这种在墙

体上作画的方式一开始只是起到装饰店面的作用，

但随着店铺名声的壮大再加上其独特性，久而久之

就成了该店的招牌，形成了独特的图画招幌。

（四）以文字为幌

也有一些店铺会以家族的姓氏为商铺命名。这

对于商家整个家族来说是一笔精神财富，将诸多人

的利益捆绑在一起，这也是后来百年老字号的由来。

这种代表商家诚实守信、商品质量过关、顾客反馈良

好的商铺往往是顾客购物的首选。这类型的店铺多

采用文字幌。一般情况下是书写自家店铺所售卖的

商品，或是书写自家店铺的名号。如“酒”“茶”

“药”等。在《东京梦华录·宣德楼前省府宫羽》中

描述道：“两边皆居民、街东车家炭、张家酒房，次则

王楼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铺、曹婆婆肉饼、李四分

茶。”［２］１３这些直接书写自家名号或商品的文字招幌

都体现出单一文字招幌在当时的广泛运用。还有将

自家店铺的功能直接写在招牌上，在《东京梦华录》

中提到过的“脚店”，就是指供人短暂休息歇脚的小

客店。无独有偶，《清明上河图》中也出现过“十千

脚店”，这与《东京梦华录》中“脚店”的说法相一致。

二、北宋招幌繁荣的原因

（一）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

１．朝廷政策的扶持
尽管封建自然经济仍占主要地位，但是商品经

济在北宋时期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在一些大城市

里，商业店铺逐渐增多，打破了唐朝以来店铺只能设

在“市”里的限制，到了北宋时期，店铺已经可以随

处而开，且营业时间也与唐朝时期有很大不同。

例如唐朝时期，朝廷对于民间“夜市”的时间有

所限制。然而等到了宋代乾德三年（公元９６５年），
“诏开封府，令京城夜市至三鼓已来，不得禁

止”［５］７９４１，朝廷宣布延长京城夜市时长。在北宋中期

之时，这种情况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开始出现“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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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宵不

绝”［２］２２的现象。由此便可以看出在宋代经济发展的

过程中，政府对于商贾经商的管制在逐渐放宽。

２．东京漕运的发展
北宋时期将都城定为东京，这样一来也就改变

了全国政治长期以来以陕、洛为中心的局面。宋代

在对前代原有水道进行改造、疏浚的过程中，形成了

以首都开封为中心，且向四周呈放射状的水运系统。

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漕运四渠”。《东京梦华录·河

道》载：“穿城河道有四，南壁曰蔡河……中曰汴

河……东北曰五丈河……西北曰金水河……入大内

灌后苑池浦矣。”［２］８可知流经京都的漕运四渠分别

为蔡河（惠民河）、汴河、五丈河以及金水河。

和古代依靠脚力和马力的陆路交通相比，河运

的快速高效占有很大优势。因此东京凭借遍布都城

各处的水渠网络的这种极大优势，不仅增强了中央

政府的控制力，同时也促进了商业的发展，维护了政

治、经济和社会的繁荣稳定。

３．商业场所的变更
宋朝之前的都城，其职能都是以政治和军事功

能为主，并不考虑其经济职能，经济性区域大多存在

于以农耕活动为主的乡村，并且乡村经济也是国家

经济的唯一主体。此时乡村与城市的关系处于一种

相对矛盾的处境：城市在政治上是处于统治乡村的

地位，但在经济上却相对依赖乡村。但是到了宋代，

这种情况开始有所改变。街市的兴起开始凸显城市

的经济职能。街巷以及城坊结构开始表现出其强烈

的经济性。建筑的属性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出

现了前店后寝、下店上寝的组合模式，因此临街的许

多民宅被改造成了临街店铺［６］８１。一时间线形 、带

状形式的商业街，开始作为主流的商业模式出现在

北宋的城市中。“高头街北去从纱行至东华门北

街、晨晖门、宝宫，直至旧酸枣门，最是铺席要

闹”［２］１４－１５（《东京梦华录·东角楼街巷》），从这句

话中看出上文所提到的这种线性的城乡集市贸易的

形成在北宋时期已经较为完善。

（二）印刷术的发展

《梦溪笔谈》中有载：“庆历中，有布衣毕癉，又

为活版。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

火烧令坚”［７］１０２，毕癉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使得书籍

的印刷速度大大提升。除此之外，宋代的治国政策

为重文轻武，所以宋代学院及书院制度较为完备。

这也是宋代全国上下读书人众多的原因之一。因此

雕版印刷术的普及使得书籍成本降低，书价也相对

低廉。这直接促进了图书销量的增多，同时印刷术也

在图书销量增多的基础上发展的更加完善。在此期

间，各商家为了抢夺市场来稳固自己的地位，便开始

印制注明自家店铺信息的宣传页来为自己进行宣传。

此外，还有另一种宣传方式———纸灯。宋朝时

期，纸灯除了可以照明之外，还可以作为名帖，因此

它本身也是一种广告。《东京梦华录·十六日》载：

“坊巷、马行、诸香药铺席、茶坊酒肆，灯烛各出新

奇，就中莲华王家香铺灯火出群，而又命僧道场打花

钹，弄椎鼓，游人无不驻足。”［２］４１以及“九子母殿及

东西塔院、惠林、智海、宝梵，竞陈灯烛、光彩争华，直

至达旦。”［２］４０可以看出，宋代大多数店家都会在门

前悬挂灯笼，并在灯笼上以文字形式记录自家店铺

的信息，正是宋代发达的造纸业为纸灯招幌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三）刺激消费需求

１．人口的迅速增长
朝廷的扶持、经济的发展以及利益的驱使使得

大量农民从乡村来到城市从商。据相关学者的统

计：“开封府，崇宁间，全城人口１１０万至１３０万之
间，加上常驻禁军１４万，北宋末达４０万，故城市实
际人口当在１５０万至１７０万，为当时世界人口最多
的城市。”［８］５３汴京的人口迅速膨胀，为城市带来了

众多商机。为了迎合庞大的消费需求，并赚取更多

的利润，各商家开始大力宣传自家产品，从而推动了

宋代招幌的发展。

２．社会风气的带动
宋代有着相当数量和规模的官吏以及军队，由

上文可知仅仅开封府市常驻禁军就有十四万人。此

外，宋代官吏的俸禄随着宋代经济的发展不断调整，

官员的俸禄也日以优厚。［９］２３１这是一支具有一定消

费能力的人群，这群人也就成了市场经济中一个庞

大的消费体，因其处于社会中上层，所以他们的消费

能力也十分惊人。《东京梦华录·东角楼街巷》中

记载：“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彩帛交易

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

即千万，骇人闻见。”［２］１５

面对官吏如此强悍的消费力，再加上众多新兴

的商业类型如雨后春笋般在城市中不断涌现，使得

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开始追求奢侈的都

市生活，这也是为什么宋代的装潢业发展迅猛的原

因之一。所以我们也可以在宋都看到：“凡京师酒

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唯任店入其门，一直主廊百

余步，南北天井两廊皆小阁子，向晚灯烛莹煌，上下

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檐面上，以待酒客呼

唤．望之宛若神仙。小货行通鸡儿巷妓馆，大货行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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笺纸店、白矾楼、后改为丰东楼，宣和间，更修三层相

高。五楼相向，各有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

灯烛晃耀。”［２］１６

３．流动人口的推进
宋代官吏的流动程度较大，因为宋朝的制度规

定官员不能在本地任职，并且在同一职位的任期也

为“三年一易”［５］４５１９。所以在每一年流动人口的统

计当中，宋代的官吏流动所占的比例还是很可观的。

这类人群处于社会中上层，他们所消费的场所往往

是一些规模较大的商铺，他们的消费实力也决定了

商家对他们的重视程度，因此商家定会在广告宣传

上不遗余力。

除了官员的流动，还有一部分百姓的流动，虽然

他们的消费能力不及官吏商贾，但他们的出现也为

小商小贩带来了利薄却量大的生意。因此为了争夺

市场，他们也会在广告宣传上尽心尽力。

三、招幌对城市商业的影响

北宋时期的招幌对城市环境的营造、城市经济

发展、手工业的繁荣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促进经济发展

１．传递贸易信息，推动商业发展
招幌作为广告业中的一种模式，它最基本的作

用就是广而告之。北宋时期，虽然街道的兴起打破

了过去市和坊的界限，商品贸易不再受时空的限制。

但不同阶层和不同地域之间的消费者还存在着心理

上和地理上的不适应。因此，招幌便成为消费者对

于商铺的初次印象。

通过各式各样的招幌传递出的商家信息，消费

者在不经意间便可了解街道上的各个商铺，使消费

者在心理上生出一定的安全感，便于商品及时且便

捷地进行交易，从而使经济加速发展。

２．改变以往经营模式
俗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但是随着同行之间

竞争压力的日益增大，以往的经营模式已经不再能

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各商家除了在提升自身产品质

量和服务质量的同时，开始别出心裁地对自家商品

进行大力宣传，来扩大自身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其

中商铺门口的招幌和招牌就是商家为了吸引消费者

的见证。因此注重商品宣传逐渐替代静待发现便是

商家经营理念的一大转变。

３．丰富市民文化生活
北宋时期，各个行业处于激烈的竞争当中，想要

脱颖而出就必须紧跟市场的变化，从消费者的角度

出发，最大限度满足消费者的各种需求。这个时期

的社会风尚大多追求奢侈的都市生活，市民在满足

物质需要的基础上，开始追求精神方面的享受。

《东京梦华录·十六日》中有载：“别有深坊小巷，绣

额珠帘，巧制新妆，竞夸华丽，春情荡，酒兴融怡，

雅会幽欢，寸阴可惜，景色浩闹。”［２］４１从中可以看

出，商家为了生存，他们也在不断进行艺术探索，通

过各种方式为消费者的文化生活增添内容。《梦粱

录·茶肆》载：“汴京熟食店，张挂名画，所以勾引观

者，流连食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时花，挂名

人画，装点店面。”［１０］１４０由此看出商家为了吸引顾客，

有时也会利用名人效应。拥有知名度的人光顾商铺，

或是在商铺里挂上名人的作品，会吸引人前来光顾。

（二）美化城市景观

一方面，商品经济十分发达的宋人十分重视传

统节日，因此传统的民俗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商

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元宵、清明、中秋、端午这

种大型节日上，各街道都会洋溢着到浓厚的节日气

氛。如在端午时节，“自五月一日及端午前一日卖

桃，柳，葵花，蒲叶。佛道艾，次日家家铺陈于门首，

与粽子，五色水团，茶酒供养，又钉艾人于门上，士庶

递相宴赏”［２］５２。中秋节前则“诸店皆卖新酒，重新

结络门面彩楼花头，画竿醉仙锦旆”［２］５６。到了重阳

节“酒家皆以菊花缚成洞户”［２］５６。

另一方面，幌子的美观与否，侧面上也反映了商

家店铺的经营状况。商家为了吸引顾客，会在自己

的招幌上下工夫，从幌杆，幌挑到幌体，无不关注。

每一个部分都是创作者在繁与简、雅与俗、拙与巧、

大与小之间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制作出来的成果，寄

托了商家美好的情感和生活愿望，因此传统招幌具

有生动活泼的特质。富有浓郁生活气息的色彩、拥

有特定意义的造型、丰富多彩的纹饰与各种材质结

合在一起，便构成了招幌生动朴实的特质与风格。

各式各样的幌子相互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道道亮

丽的风景线。为宋代的街道上注入了无限的生机与

活力。［１１］１４２－１４５

（三）推动手工工艺多样化

中国传统招幌在中国古代商业的民俗文化和民

族传统视觉艺术中占有一席之地。其原因在于传统

招幌是由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的，并能从中产生

共鸣的心理特征、文化精神和价值追求的符号、可视

化形象以及风俗习惯等元素组成。中国传统招幌作

为一种具有特定社会功能的民间商业文化艺术形

态，不仅展现了其鲜明的民族性和强烈的传承性，而

且从招幌的形制、色彩、图案等角度出发，大都蕴含

一定的文化之美，寄托了商家的理念和追求。从这

方面来看，招幌具有一定的民俗美学价值，是一种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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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种民族风格的民间工艺艺术品。

传统招幌最直接的目的是引导消费和广告宣

传。但因其具有一定的工艺规范和审美要求，在制

作各类招幌时，是将其作为一种民间工艺品来对待。

侯甲峰曾对民国时期的元宵幌子进行了记录，指出：

“元宵幌子在昔日极为普遍，制之者为独门手艺，每

年夏间即赴各饽饽铺敛财开始制作。其骨子系用竹

篾扎成，外缠红绿棉纸穗，亦有用铁丝扎成外缠绸布

者，取其不易为风雪所毁，且每年只需换缠新布，即

不用现扎骨子矣。”［１２］２３这种细致的手工艺做法，使

顾客看到的不仅仅是商家的广告宣传，还能看到商

家严谨、细致、专注的工作态度和精益求精的工作理

念，以及他们对自身职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因此，

在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各行各业的商业

竞争使得人们越来越注重自身宣传的质量，在招幌

的制作过程中，运用细腻的制作手法和巧妙的设计

构思，使招幌本身也成为一件精美的艺术品，使消费

者久久不忘，从而对商铺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正

是由于这种间接性的联系，招幌业的不断发展，使得

手工艺的技艺越发精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四、结语

从《东京梦华录》记载来看，宋代招幌设计主要

分为实物幌、模型幌、特定标志幌和文字幌这四个类

别，招幌对城市环境有重要的影响。招幌以其自身

的设计特点构成了一道极具中国传统特色的古代商

业文化景观，设计者巧妙而又精细的设计构思、活泼

生动的表现形式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为中国民俗发

展史、商业发展史和手工艺发展史增添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通过对各类招幌进行探究，可以从中总结

宋代商人在经商过程中巧妙的经营策略，从而了解到

宋代招幌的功能以及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做出的

贡献，并在后来对日本和东南亚地区部分城市商业的

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至今仍能看到其孑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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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断
完善，并逐步演变成为指导我国新闻工作重要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党性和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中的一项关键内容，新闻工作者要特别关注党性和

人民性在新闻报道工作中的体现。随着中国进入全

媒体时代，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也有了进一步的发

展。因此，厘清两者在全媒体时代当中的关系，不仅

有助于推动新闻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而且能够使新

闻报道工作更好地为党和人民服务。

一、新闻思想中党性与人民性的现实构建

（一）党性与人民性的历史演进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人民是物质财富的创造

者，是精神文化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

因而是历史的创造者”。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提

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主张”的基础上，１９０５
年在《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中明确提出“社会主

义的写作要‘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主张，

这一主张于马克思、恩格斯《莱茵报》《新莱茵报》

《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新闻工作中得以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党性、人民性的思想从五四

开始传播至中国，党的几代领导人对其进行了丰富

阐释。毛泽东认为报纸是党的喉舌，党应该把报纸

拿在自己的手里，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

同时，提倡群众办报，加强了报纸的“人民性”，工农

兵的生活成为新闻报道的主要对象，群众参与新闻

工作的程度明显增强。邓小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

强调新闻宣传要遵守党的决定，毫无条件宣传党的

主张，“向人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把它变为人民群

众自己的主张，并且组织人民群众加以执行”［１］。

此外，进一步强调贯彻“大家办报”的路线。江泽民

对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提出了三点要求：“同党中

央保持一致、同人民群众保持最广泛最深刻的联系、

旗帜鲜明地坚持不懈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此

外，“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二为方针也

坚定地反映了新闻工作的“人民性”。胡锦涛对新

闻工作提出要求“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

改革创新”，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坚持“三贴近”

的价值取向。

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对“党性和人民性”的关

系进行了更为深刻的阐释。在２０１３年的全国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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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性和人民

性相统一，就是要坚持讲政治，把握正确的导向，把

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在２０１６
年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在互联网时代新闻报道也要始终坚持党性和人民

性。研究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讲话之后，可以发

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性和人民性的范围扩大，从

传统媒体到全媒体都要体现党性和人民性；坚持党

性和人民性统一的关系；重提党性的基础和前提是

人民性，党性对人民性起着引领的作用；强调党性是

代表全党，人民性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不

能以偏概全，否则将不能真正理解党性和人民性相

统一的关系。

（二）全媒体时代“党性与人民性统一”的必要性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信息呈现爆炸式的增

长。在全媒体时代，人民群众了解新闻的渠道已经

变得多种多样，出现了传播分众化和差异化的新趋

势。人民群众根据自己的浏览习惯，在不同的网站

和平台，了解国家大政方针、国际形势、社会民生、经

济发展等现状。在我国党管媒体的大环境下，新闻

媒体作为党和人民群众的耳目喉舌，新闻报道即是

党的意志的具体体现。全媒体时代的新闻报道工作

要在党的领导下展开，因为服务对象是广大人民群

众，所以在新闻报道工作中更要始终坚持人民利益

至上、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

在人人都拥有麦克风的时代，主流媒体和大众

媒体想要听取各方人民群众的心声，让人民群众及

时、准确地看到官方权威的新闻报道。这就要求新

闻媒体要及时关注社会发展状况，多角度、全方位地

了解新闻舆论的广泛性，了解人民群众的真实所需。

新闻报道的表现形式上，采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易

于理解和接受的方式，根据“三贴近”的原则，多到

基层沾泥土、接地气，了解群众的心声，反映群众的

问题，创作出“冒着热气”的新闻报道作品。新闻工

作者更要做好审核把关工作，拒绝出现一些不符合

现状、偏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闻报道。因此，

从报道角度和内容来看，在新闻报道工作中加强人

民性的体现，能够进一步促进党性的建设。

全媒体时代的到来，既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

战。在全媒体时代，做好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工作，

有利于推动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有利于充分发挥

新闻报道工作的积极引导性作用，有利于促进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等。

二、全媒体新闻工作中的问题弊病

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不仅改变了以往传统媒体

的主导地位，也改变了人民群众获取信息的方法和

途径，使传播方式和传播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

革。在这个过程中，全媒体新闻报道出现一些新的

问题。同时，全媒体对新闻报道工作中党性和人民

性的统一和发展，也带来一些新的挑战。

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我国的网民数量已经达到了
１０．３２亿，较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增长４２９６万人，我国的互
联网普及率已经高达７３．０％。随着自媒体的发展，
ＵＧＣ模式正在逐渐发生转变，ＰＧＣ＋ＵＧＣ的发展已
经成为一种趋势。社交媒体成为网民获取新闻的重

要途径之一。一个社会热点的出现，首先会在社交媒

体上进行传播，在形成一定的影响力后，主流媒体对

其进行深度报道，最终形成一个新闻舆论的漩涡。

（一）产销不严导致内容导向错误

全媒体时代，人们的发声成本越来越低，相对于

传统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便捷性有了质的突破。

之前传统的新闻生产，会有专门的机构或组织去写

稿、审核、发布以及传播，内容生产每一个步骤都有着

严格的把关。但是，现在人民群众在拥有了属于自己

的麦克风之后，在网络平台上就能随时随地的发声。

今年上海疫情防控期间，卢某在网上发布信息

称：上海环球港华润万家超市在政府强迫下仓促复

工营业，导致管理混乱、遍地污物。此消息一出，便

引起了社会轰动，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后经警

方证实，该消息是卢某编造的谣言，目的是为了博人

眼球，炫耀自己能出门购物。随后，卢某因虚构事实

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处

罚。虽然该消息很快便被证实为谣言，但是在疫情

防控过程中，上海本身就处于舆论中心，此谣言一

出，为上海疫情防控带来负面压力。正是由于组织

或个人想要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已经变得极其简

单，时间和地点对信息传播的限制性已经微乎其微，

所以，这些别有用心的人会利用信息传播的便捷性，

出现弱化党性、边缘倾向等问题。

尽管随着管理制度的完善以及各大软件的算法

对关键词的捕捉，为获取流量而存在的“标题党”有

所减少，但是，散发所谓内幕消息、谣言以及虚假信

息等仍时有发生。２０２２年 ３月 ２５日，“中国民航
报”微信公众号在上午 １０点 ３５分发布内容：
ＭＵ５７３５第二个黑匣子已找到。１５分钟之后，１０点
５０分左右，新华社发布新闻通稿：“从东航 ＭＵ５７３５
航空器飞行事故国家应急处置指挥部了解到，目前

还未找到第二部黑匣子。”“中国民航报”微信公众

号很快将上述消息删除，该报作为中国民用航空局

主管的一份面向国内外发行的、唯一指定的机上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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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报纸，在这条新闻消息的发布上，却犯了严重错

误。虽然平台及时删除了虚假信息，但由于全媒体

时代信息传播的广泛性和迅速性，也极易造成巨大

的负面影响，非常不利于党的政策方针和主流价值

观有效的传播，更有可能误导人民群众，造成恶劣的

舆论事件。这已经严重违反了新闻报道的真实性，

挑战了新闻报道中党性与人民性的地位。

（二）迎合用户导致内容娱乐低俗

在全媒体时代，“流量”一词，能够很好地展示

出一个作品的受欢迎程度，而流量又来自用户，即广

大的人民群众。受众对新闻价值的回馈很大程度体

现在新闻的点击率、转发数与回复数上。所以，个别

新闻工作者才会设法炮制出越来越多娱乐化、低俗

化的新闻，大搞“眼球经济”，认为这是一条以最少

投入换取最多回报的捷径。更有甚者，为了吸引用

户的眼球，获取流量，而生产出一些娱乐、低俗、浅表

的内容。尤其是一些自媒体平台编造内容，使用惊

悚故事，抄袭他人原创文章，打着“人民性”的幌子

去做内容生产。暴力、色情、猎奇等元素，成为流量

追捧的对象。

在娱乐的狂欢中，人们的注意力被这些低俗媚

俗所吸引，却忽视了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长期

以来，人们变得情绪化、极端化，被催眠、被麻痹，丧

失自主能力，成为一群“乌合之众”。当个人享受被

放大，在很大程度上社会共识培养空间被挤压，出现

“后真相”“信息茧房”“娱乐化”的发展趋势，同时，也

意味着偏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真正追求的生活本质。

（三）生硬搬运导致内容表现单一

随着全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导致

新闻生产和传播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单一的

图文编辑，到视频音频相结合，再到新型互动类传

播；从以往的静态接收，到现在随时随地和碎片化的

接收，使得受众接收信息的习惯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因此，处在全媒体的大环境下，媒体应当转变传播思

路，不能被以往传统媒体的传播思路所束缚。

现在仍有部分媒体做着无效的传播，他们仍然

坚持着“以自我为中心”的传统观念，秉着功利的思

想，害怕担责任、出问题，特别是对党的方针进行宣

传时，通常是原封不动地进行搬运，无法根据当地的

发展情况进行转变，这就会导致内容出现严重的同

质化，人民群众出现解读困难等诸多问题。［２］在全

媒体时代下，这种单一、生硬、照搬的宣传方式无法

引起人民群众的共鸣，不利于党的宣传工作的开展。

上述存在的问题，根源来自媒体：一方面没有适

应现阶段全媒体传播方式的快速转变，另一方面是

没有做到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

三、党性和人民性统一实践策略

（一）营造权威性，引领正能量

客观公正的立场是新闻报道工作中必须要坚持

的，做到每一篇新闻报道都是真实的、经得起考察

的，这是媒体营造权威性的第一要义。在这个信息

如洪流般的时代，人们每天都接收了大量的信息，其

中也不乏一些虚假信息。因此，媒体应当时刻关注

当下社会热点，当人民群众对某一个社会热点产生

质疑时，媒体应当及时发声辟谣，安抚大众情绪等

等。只有媒体带着真相及时出现，才具有权威性，才

具有引导社会舆论导向的能力。

上述已提到，在上海的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社交

媒体上与疫情有关的谣言此起彼伏，模糊真假、混淆

视听，无中生有、制造恐慌，对疫情防控工作造成严重

干扰。面对虚假乱象，《解放日报》开始推出一系列求

证类报道，推出《求证·辟谣》版，《批发市场暂停交

易？菜价成倍上涨？记者调查核实》《抵抗奥密克戎

口罩还管用吗》《疫情之下，上海快递运转正常吗》等

报道，及时如实回应了人民群众的关切问题。后续，

“求证·辟谣”版澄清了“世博展览馆等临时收治点

可能有风险”“上海一老人因小区隔离跳楼自杀”“新

冠肺炎患者无医保卡要自付诊疗费用”等谣言信息。

《解放日报》富有权威性的报道，稳定了人心、普及了

知识，增强了人民团结一致的信心和勇气。类似《解

放日报》这种主流媒体主动回应、积极发声、澄清谬误

的报道，有利于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舆论环境。

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时，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

的方针，值得注意的是，正面宣传时需把握好分寸，

不拔高、不贪功，方可“取信于民”，形成报道的正能

量。进行舆论监督，在对具体问题进行回应时，也要

在报道时段、版面编排、形式手段把握好“度”，正面

宣传和舆论监督相统一，最终起到鼓舞士气、弘扬正

能量、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等作用。

（二）提高审核力，做好把关人

随着各种ＡＰＰ的出现与发展，人们发帖相对于
传统媒体时代变得容易许多，但这大大地提高了对

媒体审核能力的要求，需要媒体对各类稿件进行审

核，从中挑选出有政治倾向错误、价值观出现偏差、思

想不正确等有问题的稿件。特别是在特殊时期，如在

疫情防控期间，一定要对有关疫情的稿件进行严格审

核，避免出现谣言和不正当的言论，引起公众恐慌。

２０２２年６月，《北京日报》客户端在推送《蔡奇
作党代会报告：北京将坚持不懈抓好常态化疫情防

控》文章时，出现了“未来五年，北京坚持不懈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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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内容，引起了网友热议。随后，

《北京日报》重新编辑发稿，社长赵靖云发文表示是

记者误加“未来五年”，“说来可笑，因为要抢时效，

他们拆解了报告重点，预先做了模板，‘未来五年’

要干这个、要干那个，一段一段套进去，就把‘坚持

常态化疫情防控’也套进去了，没过脑子。结果连

起来一读，就出了笑话”。为了达到首发效应，拆内

容、套模板，一方面是内容生产的错误，另一方面也

暴露出来媒体审核的巨大纰漏，对媒体的公信力造

成了很大损害。媒体各个环节和相应部门都应充分

学习提升媒体审核能力，充分发扬传统媒体审核把

关能力的优点，做到线上线下相结合，以此来确保发

布内容的权威准确，为新闻报道筑起坚固长城。

（三）以问题导向，到群众中去

媒体的工作一定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这一

要求充分体现在新闻报道工作中的各个方面，具体

要做到把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相统一。面对群众

的精神所需，想要高度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首

先要在内容选择层面做好把关，充分调研。新闻工

作者应当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信息文化需求

为己任，而不是刻意地去迎合市场需求，以赚取流量

为目标。在进行议题设置时，应当充分理解广大人

民群众当下最关心的问题。每个地方各有差异，不

能做新闻的搬运工，这样做只会导致内容过度同质

化。地方媒体应当做到内容有区别，大方向一致，努

力做到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真正解决好

“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３］的根本问题。

媒体应当是人民群众思想感情的表达者，为人

民群众发声，积极地与人民群众进行互动交流。在

新闻报道工作中，把党想要传达的声音，用人民群众

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传播。聚焦与人民日常生活中

息息相关的平凡英雄事迹，用日常温情的故事传递党

的政策方针，既贴近实际、深入人心，又在无形之中传

递了主流价值观，不会使受众产生抵触情绪。

例如：《人民日报》公众号，常常站在人民的角

度，挖掘日常生活中的真善美。如：江苏南京护士曹

美玲在街边救助老人；交警杨旭彬“咆哮式救援”；河

南新乡９５后小伙李红星割头皮救父等。一方面体现
了其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另一方面有利

于营造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社会环境，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贯彻到日常的报道工作之中。

同时，还要注重与群众的交流，多渠道获取意

见，在评论区、微信、微博、群众所发文章中去了解群

众所想，并及时做到解答，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在建

设友好互动交流的平台时，也应当积极鼓励人民群

众对党和政府工作进行监督，把党的政策主张变成

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让人民群众充分行使自己手

中的监督权，充分发扬民主精神。

（四）迎形式之新，创内容之实

随着媒介生态格局的改变，新闻舆论工作的重

点已从线下转移到了线上，以往传统的思维模式已

经不能满足全媒体时代的需求，媒体行业应充分利

用好全媒体时代所带来的机遇，做好转型，搭建一个

更高效便捷的友好交流平台，促进党和人民之间的

沟通。传播平台的转换意味着话语模式也应有所调

整。摒弃官话套话、“假长空”、陈词滥调等话语模

式，做到严肃活泼，充分考虑现在网友的接受程度以

及他们的喜好，在进行报道时，适当选取合宜的网络

流行用语、民间话语，营造一个接地气、同群众联系

密切的媒体形象，这样才能深受群众的喜爱。

２０２１年，川观新闻曾发布《三星堆国宝大型蹦
迪现场！３０００年电音乐队太上头》的融合新闻作
品。该新闻作品在内容表现形式上，将原创手绘动

画与现场的发掘视频相结合，背景音乐选用的是四

川方言，融入了电音与赛博朋克特效，将三星堆文物

“活”了起来。同时，通过大型交互式专题《再醒惊

天下》，图文、直播、视频、Ｈ５等新闻媒体报道，全方
位呈现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成果、历史价值和人

物故事。这一报道，有效地打破了以往人们对人文

报道严肃、高冷的刻板印象，以年轻人喜欢的手绘、

电音、赛博朋克元素为桥梁，连接优秀传统文化与年

轻群体，并完成了深度的互动。同时，借助全媒体融

合创新的传播之力，将三星堆文化向人民群众进行

了全面科普，使得中国特色的考古学被大众所认知，

提升了国民的文化自信。

今年两会期间，河南广电、河南日报、大河网都

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创新报道形式，在全国两会上

讲好“河南故事”，传好“河南声音”。河南广电用年

轻人的话语方式积极向年轻人传递两会声音，微视

频《青春约“会”》，聚焦年轻人关注的热点问题，围

绕创业就业、国潮文化、乡村振兴等话题，两位９５后
年轻记者体验式走访，以Ｖｌｏｇ的报道形式将年轻人
关心的问题带到两会代表委员面前。《河南日报》

旗下的“大河财立方”推出的“朵朵的两会Ｖｌｏｇ”，以
“朵朵”作为第一视角的讲述者，用轻松愉快的口吻

配以色彩鲜明的文案解说词，向大家传递两会知识，

在Ｖｌｏｇ中，还连线了正在奔赴北京参加两会的河南
代表，简明扼要提出了人们较为关心的问题，通过弹

幕数据，也可以看出这个Ｖｌｏｇ给网友留下了深刻印
象。大河网则发布了“河宝儿 ＳＨＯＷ两会”系列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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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蓝胖子”河宝儿从元宇宙走出来，成功变身为

“二次元美少女”，５Ｇ网络虚拟化的形式，增强了受
众接收新闻的兴趣。

（五）创沉浸体验，增互动之感

全媒体时代不仅加深了新闻报道的广度和深

度，还赋予了新闻报道交互性和智能化等特征。全

媒体改变了以往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从“一对多”

传播变成相应的“一对一”传播，能高效及时地和人民

群众进行沟通互动。因此，可以充分利用这一特性对

新闻报道的宣传方式和手段进行改进，让人民群众拥

有更强的参与感，充分感受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

在对党的政策方针进行宣传报道中，新闻工作者

可以通过新闻直播、人工智能、个性化选择等技术手

段，让人民群众在“沉浸式”的体验中，增强对党和国

家的认同，还可以通过为人民群众提供新闻定制和互

动类新闻等内容，体现多样化、差异化的传播方式。

在今年两会中，新华社微信公众号推送的《来

了！极简版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为用户呈现

了一幅精美的手绘长卷，并以 ＳＶＧ交互的方式，引
导读者“点击看报告”，带给读者强烈的互动感和临

场性。河南广电制作的创意短视频《“创”未来，

“新”出彩·一起向未来》，运用ＶＲ、视频拼接、三维
角色绑定动画等技术，推出沉浸式报道，生动形象地

展示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视频一经播出，立即吸引了

许多９０后、００后年轻网友们的关注，全网累计点击
量１０００万＋。这种传播方式，改变了人民群众对新
闻报道本身所固有的刻板印象，提高新闻的趣味性，

增加人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在沉浸中了解新闻时

事，更好地接受媒体本身所要传递的主流价值观。

如今的媒介生态格局已经让我国的新闻阵地，

逐渐从线下转移到了线上，媒体要充分利用好主流

媒体的优势，做好转型，适应时代和人民群众新的需

求。在这个众声纷扰的全媒体时代，主流媒体更要

以身作则，积极适应时代，打造出一个具有权威性，

为人民服务的和谐友好的交流平台。把握好新闻报

道的基调，引导社会的舆论导向，充分发挥好党和人

民群众耳目喉舌作用，更好地推进主流意识形态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人民群众中有效地传递。

五、结语

身处全媒体时代当中，应当充分利用好其特征，

最大限度发挥其作用，解决所出现的问题，以助力我

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只要新闻工作者理解党

性和人民性在全媒体时代下相互作用、共同发展的

关系，坚持并做好新闻报道中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

工作，必然能解决所出现的问题，让全媒体技术成为

我国新闻报道工作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器，更好地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１］邓小平文选：第１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２］王惠珊．谈融媒体时代新闻舆论工作党性与人民性的统
一［Ｊ］．佳木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５）：６１－６３．

［３］陈力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Ｊ］．青年记者，
２０１８（１９）：３０．

（责任编辑　吕志远）

ＴｈｅＵｎｉｔ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ＰａｒｔｙＳｐｉｒｉｔａｎｄＰｅｏｐｌｅ’ｓＮａｔｕｒｅｉｎ
Ａｌｌ－ｍｅｄｉａＮｅｗｓ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ＦＥＮＧＭｅｉ１，２，ＰＡＮＧＤｕａｎｙａｎｇ２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ＬｉｂｅｒａｌＡｒｔｓ，Ｈｅ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Ｋａｉｆｅｎｇ，Ｈｅｎａｎ４７５００１，Ｃｈｉｎａ；
２．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Ｈｅｎａｎ４５００４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ａｄｖ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ａｌｌ－ｍｅｄｉａｅｒａｈａｓｐｌａｙｅｄａ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ｏｌｅｉｎ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ｉｎａ’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ｐａｒｔｙｓｐｉｒｉｔａｎｄ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ｎａｔｕｒｅｈａｓｅｎｔｅｒｅｄａｎｅｗｓｔａｇｅｏｆ“ｒｅ－
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ｅｒａｏｆａｌｌ－ｍｅｄｉａ．Ｔｈｅｔｗｏ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ａｃｈｏｔｈｅｒ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Ｗｉｔｈ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ｍｅｄｉａｍｅａｎｓ，ｓｏｍ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ｈａｖｅ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ｅｍｅｒｇｅｄｉｎ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ｎｅｗｓ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ｂｅｔｔｅｒ
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ｐａｒｔｙｓｐｉｒｉｔａｎｄｐｅｏｐｌｅ’ｓｎａｔｕｒｅ，ｉｔｉｓｕｒｇｅｎｔｆｏｒｔｈｅｍｅｄｉａｔｏｄｏａｇｏｏｄｊｏｂｏｆｇａｔｅｋｅｅｐｅｒｔｏｇｕｉｄｅ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ｐｕｂｌｉｃｏｐｉｎｉｏｎ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
ｈｅｌｐｏｆ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ａｒｔｙｓｐｉｒｉｔ；Ｐｅｏｐｌｅ’ｓｎａｔｕｒｅ；ｎｅｗｓｒｅｐｏｒｔ；ａｌｌ－ｍｅｄｉａｅｒａ

·１６·



第３９卷　第４期
Ｖｏｌ．３９　　Ｎｏ．４

　　　　　　　　　　 中州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２２年８月

Ａｕｇ．２０２２　

文化自觉、活化表达与记忆重构：
传统文化类节目的创新三维
———以“中国节日”系列节目为例

常　淳
（河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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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常淳（１９９７—），女，河南新乡人，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影视传播，视听新媒体。

摘　要：文化复兴视域中，传统文化类节目应当在内容与形式的不断创新中弘扬民族精神、构建
文化记忆。就此而言，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节目的成功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其一，以独具特

色的非遗、文物、地域文化为坚实基底，体现节目的文化自觉；其二，面向青年群体需求，以新兴媒体

技术赋能活化节日文化符号，实现广泛的社会化传播；其三，以晚会对传统节日进行“再仪式化”，在

媒介仪式中重构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和国家记忆。

关键词：符号活化；技术赋能；媒介仪式；国家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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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文化复兴背景下，河南卫视近年来连续推
出的《清明奇妙游》《端午奇妙游》《中秋奇妙游》

《重阳奇妙游》等“中国节日”系列节目脱颖而出，成

功“破圈”为一种引人瞩目的文化现象。该系列节

目基于河南作为华夏文明发祥地的天然优势，凝练

文化元素，拓新节目形态，激发了节日晚会仪式化传

播的强大生命力和感召力，“精准挖掘并深刻表现

了博大精深而独具魅力的‘中华文化精神’，从而与

生于中华、长于盛世且越发文化自信的观众产生了

灵魂深处的‘精神共鸣’”［１］。传统文化元素经新兴

媒介转译，唤醒并复刻着年轻群体的文化记忆，其中

蕴含的家国情怀与个体身份认同产生共振，激发用

户以转发、评论、点赞等形式进行“生产性消费”，产

生更为广泛的归属感与荣誉感，从而重塑国家记忆

并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节目生产与消费互为

因果，传播效果与社会效益互为促进。从促进优质

内容生产的角度看，“中国节日”系列节目在文化自

觉、活化表达与记忆重构三个维度，摒弃主观“宣

传”，专注大众“认同”，为其他地方卫视举办节日晚

会找到创新方向，也为传统文化类电视节目发展提

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

一、以地方特色为坚实基底的文化自觉

优秀传统文化是华夏民族千百年来创造、积淀

的宝贵精神财富，文艺工作者“要充分发掘本民族

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有重要精神价值的组成部分，

自觉呈现民族文化中有普适意义的蕴含内容，并让

其在新的场域中不断衍进、扩散、共享”［２］。而传统

文化本身的丰厚广博决定着其内部具有一定程度的

异质性，文化自觉就是对自己生长于其中的民族文

化的来龙去脉、优长利弊、现实状态、未来发展等具

有清醒正确的自我认识。［３］河南卫视自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起，即开始了传承与弘扬中原特色传统文化的

不懈探索，《梨园春》《华豫之门》《武林风》等节目

已然贯彻着这一理念，而“中国节日”系列则以更新

角度、更大范围体现着这种文化自觉。

（一）非遗文化的艺术创造

河南作为传统文化大省，有着丰富多彩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非遗文化具有极强的文化性，是承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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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一个民族情感、智慧与历史记忆的文化形态，是具

有极强辨识度的文化符号。［４］非遗文化附带小众化

属性，多在趣缘群体内传播，在近年来文化复兴的时

代背景下亟待转化小众思维，结合大众媒介进行艺

术再创造，以审美共识实现去圈层化。文艺活动实

际上就是审美主客体双向逆反互动的同构关系的具

体存在方式。［５］非遗文化在“中国节日”系列节目的

呈现过程中，审美主体与客体相互转化，在新媒体平

台进行交流互动，循环式输入与输出审美观念，建构

以迎合大众审美为基点、满足观众审美期待为目标

的优质节目内容，通过色彩、光线、音乐和音效等视

听语言的精巧运用提升观赏性，实现非遗文化节目

小众化到大众化的飞跃。《清明奇妙游》中节目《精

忠报国》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朱仙镇木版年画形式制

作的岳飞形象为开场，色彩浑厚庄重，线条精密流

畅，非遗文化的精巧程度让观众叹为观止；同时该节

目中唢呐艺术的融入使民乐大气磅礴的风格彰显得

淋漓尽致，传统民乐唢呐与现代电子音乐的碰撞交

融凸显非遗文化的可塑性与创新性。非遗文化艺术

再造后以现代面貌惊艳大众、收获大批粉丝，召唤观

众文化觉醒、坚定大众文化自信。

（二）文物文化的自信表达

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河南见证了太多历

史风云，也留下了许多珍贵文物。随着《国家宝藏》

《假如国宝会说话》《上新了·故宫》等文博类节目

的兴起，历史文物不再只存于博物馆中等待被解读，

而是以具象化、趣味化的形式主动展演表达。文物

的自信表达可通过文化符号所蕴含的双层意义来阐

释，分别是浅层表达的能指和深层内容的所指，连接

两者的意指过程升华文物内涵。节目《唐宫夜宴》

中所出现的《捣练图》是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该

符号的能指含义为展现唐代妇女捣练、理线、熨烫劳

作情景的风俗画，此为文物符号的概念表意；而延伸

下的所指是通过大唐仕女勤劳专注的美丽景象展现

唐代社会繁荣，百姓安居乐业的生活，历史文化与生

活情趣的呈现是文物的深层意象。基于能指“任意

性”和“创造性”的特点，文物符号与唐宫 ＩＰ相呼
应，跨越时空进行梦幻联动，展现美好、自信、富足的

社会景象。意指过程实现扁平至纵深的文物文化表

达，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以小切口、大视角徐徐展

开。在“中国节日”系列节目中文物元素与节目内

容相互交织实现文化串联，进行多维度展演，文物的

自信表达为“讲好中国故事”添砖加瓦。

（三）地域文化的魅力彰显

“中国节日”系列节目打破晚会节目中的常态

化舞台呈现，大量使用实景拍摄。晚会中惯常使用

的舞台布景虽具有灯光、舞美和道具等带来的绚丽

感，但人工痕迹过重，易产生距离感，不利于观众的

沉浸式观看。实景拍摄通过自然景观与艺术手法的

融合活化节目场景，与观众产生情感联结。节目实

景中出现的地域元素皆为河南的标志性景点，具有

观赏和文化双重价值。地域元素加持下节目建构了

三重叙事空间：一是物质空间，“中国节日”系列节

目中分别出现开封金明池、洛阳龙门石窟和商丘古

城等地域元素，从室内到室外的空间转变拓宽观众

视野、丰富文化内涵；二是历史空间，节目通过歌曲、

舞蹈和服装等元素再现历史时空，具象化呈现史实，

电视化改造过程中历史架构被赋予形象外衣，抽象

的历史文化记忆得以丰富与重塑；三是心理空间，节

目中所出现的儒家书院、释迦庙宇和道教仙山等地

暗含儒释道三教交融的文化理念，地域空间蕴含的

文化彩蛋激发观众产生文化共鸣与价值共识，强化

民族自豪感和身份认同感。地域文化的加入丰富了

节目形式与内容，给观众带来沉浸式观赏体验的同

时深入展示文化实力、催生文化自觉。

二、以青年群体为目标受众的活化表达

互联网发展加速社会的媒介化，现实中传统节

日的日渐失落，需要在媒介的虚拟空间中被再次激

活。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节目调动传统节日

符号，对符号进行二次活化创新。鉴于青年群体已

经成为媒介应用的绝对主体，晚会通过现代科技赋

能传统文化，贴合时代脉搏，优化文化表达，从而吸

引其成为节目宣发过程中的“产消者”，借助文化寻

根心理与文化资本意识，激发其社会化传播行为。

（一）中国传统节日符号活化

人们习惯将日常生活用符号分解，以此来指导

实践活动。元宵、清明、端午、七夕和中秋等节日是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这些时间节点被建构为节日符

号，“中国的节日是贴合着中国的农耕、农业的生产

节奏、人和大自然基本关系来设节的，它的节点往往

同时是社会生产实践的关键点、转折点”［６］，具有不

同寻常的特殊意义。任何节日的符号与仪式，都存

在两个基本的方面：一为它们所蕴含的精神文化的

内涵因素；二为体现这些精神文化内涵的符号与仪

式的外在形式与物化的载体。［６］社会飞速发展，“全

民娱乐”“消费主义”“享受主义”风气盛行，泛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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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态势日益消减节日符号内部蕴含的文化意义与

价值。传统节日仅凭娱乐外衣与消费导向很难长远

发展，文化传播与传承才是传统节日立足的根本，实

现节日符号内涵与形式共生。晚会成为联动传统节

日文化与现代生活的媒介，并赋予节日符号更多形

式与意义，节日符号被充分调动、活化并创新。

长期以来，节日晚会中唯有中央电视台的春节

联欢晚会与元宵节晚会受到较高关注，其他传统节

日晚会发展乏力。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节目

将传统节日与晚会绑定并推出“奇妙游”系列，促活

节日符号，填补节日晚会所存在的文化空缺。比如

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的端午节是农历五月初五，

该节日习俗有赛龙舟、祭龙、采草药、浸龙舟水、食

粽、放纸鸢等，晚会调动相关节日元素置入四十分钟

的节目中，在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上进行压缩提炼，

同时将线下节日民俗和元素转移至线上通过媒介传

播，这一转换过程对节日符号的活化与创新具有积

极作用。晚会赋予传统节日崭新活力，传统节日符

号活化改善了节日民俗在大众记忆中逐渐消亡的被

动处境，节日符号的意义不断拓展，生动直观的形式

融合晚会内容触达观众，深刻影响大众文化认同与

身份建构。

（二）技术赋能文化表达

“中国节日”系列节目播出后频上热搜：＃河南
卫视文化霸总、＃河南卫视传统文化 ＤＮＡ又动了、＃
河南卫视杀疯了等词条点击量居高不下，晚会以中

华传统文化为内核，以现代技术为触手触达观众，成

功实现技术赋能文化表达。赋能，简单来说就是赋

予能力，通过增强个人或组织的意识、技能、知识与

经验，使得个人或组织得以发展壮大，着重解决个人

或组织能力的贫乏问题。［７］河南卫视坚持文化立

台，《梨园春》《武林风》《华豫之门》等王牌节目以

戏曲、武术等传统文化内容的输出为主，体现“文化

卫视，寓道于乐”的传播宗旨。在人类文明演化的

过程中，技术如影随形，从电子技术到智能技术，技

术演变不断为文化表达与传播提供与时俱进的物质

支撑。技术越发达，它赋予媒体的能量和动力就越

大。［８］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节目中使用 ３Ｄ、
５Ｇ、ＶＲ、ＡＲ等前沿技术制造出视觉奇观，线上与线
下交融实现双向联动，吸引了青年群体的关注。技

术赋能是晚会形式创新的最大亮点，观众在科技飞

速发展的时代对于节目的视听呈现有着更高的需

求，晚会中《唐宫夜宴》和《月光》等节目多次采用虚

实结合的手法将现实舞台与虚拟景象相融合，打破

单一舞台空间带来的视觉疲劳，在美感呈现上另辟

蹊径；《龙门金刚》这一节目使用三维建模、染色等

数字化技术手段，用电脑着色来复原龙门石窟的色

彩，刚柔并济的舞姿与充斥着科技感的氛围碰撞出

的视觉效果完美诠释中原文化的厚重与灿烂，成为

又一刷爆朋友圈的爆款节目。精妙的视听设计与智

能科技手段契合青年观众的观赏取向，改变晚会先

前的固化形态，带来传统与现代交融的震撼感受，多

方位践行艺术创新。传统的演绎方式与传播模式无

法适配现代观众的需求时，高新技术赋能为传统文

化类节目续航。

（三）青年群体助力社会化传播

社会化传播是基于具有参与、公开、交流、对话、

社区化与连通性的社会化媒体，是一种弥散式、辐射

式、强调用户是传播网络中的“单个节点”概念的传

播方式。［９］在互联网出现后，大众传播方式从中心

化的树状思维嬗变为自由链接化的块茎思维。当代

受众具有多元需求以及互联网思维，在传播过程中

能够发挥能动性，成为重要的传播节点，促进信息的

有效接收与送达。当下青年群体作为网络主力军，

在社会化传播下早已转变角色，不满足将自身仅置

入单纯的接受者、观看者与消费者身份，受众由被动

变主动以产消者角色参与内容生产、传播与消费。

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节目通过河南卫视、大象

客户端等平台进行播放，网友积极参与晚会节目的

再创作、转发与评论，在微博、Ｂ站等平台作为重要
的传播节点进行社会化传播，去中心化的传播方式

契合当下个性化、多元化的社会惯习。

青年群体在极速现代化过程中，对传统文化和

家国情怀具有天然的情感联系，消费主义下依然致

力于文化寻根。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节目主

打传统文化相关的优质内容，青年群体的热情被激

发、点燃。节日晚会以全新形式包装传统文化，适应

青年群体的接受习惯，契合受众对文化回顾和文化

寻根的怀旧心理，成功同化青年群体成为晚会内容

的产消者。青年群体自觉地成为产消者，其动因还

在于社交过程中文化资本、社交资本的积累。经济

学家思罗斯比对文化资本进行划分，“有一种重要

的文化资本，即投入文化生产和发展的资本，或言

‘文化投入’”［１０］。河南卫视将文化遗产和文化意

识形态融入晚会内容中，文化资本使青年群体在社

交过程中获得广泛关注和认可，成为强交互型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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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下的开放资源，实现“从文化中来，到文化中

去”。

三、以晚会为媒介仪式重构国家记忆

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节目赋予节日晚会

不同寻常的意义。它将流传千年植根于集体记忆的

民间节日，压缩进全新的时间与空间，以媒介为渠道

建构仪式。不同地域、年龄、性别的受众通过媒介仪

式增强情感链接和文化认同，仪式的力量将大众带

入至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定义的“想象的共同体”

中，完成对国家记忆的重构。

（一）从“仪式”到“媒介仪式”

中国人自古以来十分注重“仪式感”，节日仪式

“是人们休憩、顿思、狂欢的时间节点，充满与日常

生活相异的特殊行为和情感需求”［１１］。但现代社会

飞速发展，高度自由的现代化环境冲淡了现代人的

仪式感，丧文化、宅文化等亚文化在年轻群体中蔓延

成风，人在此环境下愈发迷茫和缺失认同感，呈现弥

散、游离的边缘状态，仪式权威性逐渐消解。传统文

化复兴背景下，媒介发力将节日重心逐步由线下转

为线上。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节目采用直播

形式聚合观众，同时将符号化元素、时间与空间共同

压缩进晚会中，线上观看不失在场感与仪式感，完成

一场盛大的媒介仪式。英国传播学者尼克·库尔德

里提出“媒介仪式”的概念，是指广大受众通过大众

传播媒介参与到某些共同事件或活动中，呈现出一

种具有象征性符号的过程和行为。［１２］

媒介仪式辐射力大、包容力强，能够整合社会、

创造观念认同与共识。传统节日晚会是个体融入集

体的通道，个体独立的思想与行为在仪式中达成共

识，从混乱走向清晰，趋向相同的文化价值观与文化

意识形态。截至２０２１年底，微博话题中＃河南卫视
杀疯了＃阅读量高达１０．９亿，＃如何评价河南卫视端
午奇妙游＃阅读量高达４．２亿，数据证明节日晚会作
为媒介仪式所传达的国家信仰和民族情感得到高度

认同。节日仪式改变传统文化的传播途径与表现方

式，媒介仪式再塑造以情感共鸣的方式减少文化折

扣，实现优秀文化传播的良好效果。现代化社会中

晚会作为媒介仪式不断加深、强调大众的群体意识，

将离散的社会个体整合为民族共同体，将历史与当

下整合为国家记忆，国家记忆成为媒介仪式的结晶。

（二）从“国家记忆”到“身份认同”

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中的成员共享

过去的过程和结果”［１３］。“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国

家记忆也基本具备了社会化和情感两种维度，即通

过情感的作用把分散的个体联结或黏结起来，使个

体及个体记忆都被社会化，使集体因此获得统一和

聚合”［１４］。换一个角度看来，观众个体作为社会化

的人，出于情感需要，也须基于国家记忆、集体记忆

而强化身份认同感，在媒介仪式中找寻自我认同、社

会认同与文化认同。“中国节日”系列节目的热播，

即通过“节日”这一国家记忆载体，完成观众个体的

身份认同。

“中国节日”系列节目中诞生的 ＩＰ形象、歌曲、
舞蹈和造型等都是抽象国家记忆的具象载体。《端

午奇妙游》晚会中的节目《祈》通过演员妆造、华丽

衣饰、优雅舞姿等元素再现了观众心目中的“洛神”

形象；《唐宫夜宴》中十四位唐宫小妹体态丰腴、俏

皮靓丽、载歌载舞，也契合了观众对唐代美女的审美

想象，因而一经播出即引来观众的交口称赞，究其原

因，即在于国家记忆与身份认同的叠印共振。国家

记忆可以是历史记忆被反复提及不断强调，也可以

是当下的记忆被凝练加工，记忆的时间跨度横跨过

去、当下与未来，是贯穿古今同频共振的综合性记

忆。一直以来，春晚、主旋律影视作品、文化类节目

等内容都在致力于集体记忆的建构与社会认同，通

过寻找共识将“小我”赋予“大我”的身份，完成个体

在群体中的身份认同。随着社会变迁，自下而上式

的身份探索与认同更加奏效，大众在国家文化中不

断形成崭新认识，自发达成共同目标、强化集体认

同。个体与民族、国家紧密相关，国家记忆的建构使

寻求身份归属感的个体在集体主义中激发对家乡、

民族和祖国的自豪与热爱，催生自我身份认同与群

体认同，“中国节日”系列节目坚定炎黄子孙、中华

儿女的身份认同，凝聚民族血脉，让大众进入“想象

的共同体”中，续写国家记忆。

四、结语

河南卫视打造的“中国节日”系列节目通过再

现传统文化的厚重与灿烂，使文化资源在文艺作品

中迸发出无限的活力与生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依

然魅力无穷，脱离曲高和寡的刻板印象，更具现代用

途和当代价值。传统文化类节目的出圈并非偶然，

而是呈现着文化复兴态势下的民心所向，大众对于

传统文化的认同与向往促成文脉相传，文化复兴与

节目发展或可互为因果。就此而言，“中国节日”系

列节目已经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本，可以预见，

随着更多节目沿着“文化自觉—活化表达—记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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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路径开拓精进，传统节日将在更为广泛的受

众群体中反复进行记忆刻写，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

在精神筑基中亦将更具发展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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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英国《卫报》和德国之声对难民事件报道之风格
———以艾伦·科迪之死为例

胡博文
（墨尔本大学 人文社会学院，维多利亚州 墨尔本 ３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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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研究。

摘　要：叙利亚三岁男孩艾伦·科迪之死是２０１５年难民危机的代表事件之一。英国《卫报》和
德国之声对艾伦·科迪之死的报道呈现了不同风格，主要是因为英德两国有着不同的新闻媒体发展

历史和管理制度、不同的政治倾向和国内社会环境等因素。

关键词：英国《卫报》；德国之声；难民事件；报道风格；艾伦·科迪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２．０４．０１２
中图分类号：Ｇ２１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２）０４－００６７－０５

　　欧洲难民问题由来已久。２０１０年“阿拉伯之
春”爆发后，难民数量激增，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

截至２０１８年年底，因政治冲突、战争或迫害等原因，
全球约７０８０万人流离失所、２５９０万人沦为难民，其
中叙利亚约１３００万人；截至２０２０年２月，已有超过
６７０万叙利亚人被迫逃离本国［１］。叙利亚难民问题

成为二战结束以来全球最大的难民危机，三岁的艾

伦·科迪是上千万叙利亚难民中的一员，在逃离故

土中不幸遇难，曾引起世界轰动，然而在关于叙利亚

难民的热点问题中却鲜有涉及艾伦·科迪的，同时，

不同媒体对艾伦·科迪的遇难也呈现出明显不同的

报道差异。鉴于此，本文以英国《卫报》和德国之声

对艾伦·科迪之死的报道为例，探讨不同媒体对难

民事件报道风格的差异及其原因。

一、缘起

２０１５年 ９月 ２日凌晨，在战争的硝烟中，艾
伦·科迪（ＡｌａｎＫｕｒｄｉ），一个三岁的叙利亚男孩，和
家人一起被迫逃离故土，准备前往加拿大和姑姑团

聚。一家人乘坐一艘小型充气船，从土耳其博德鲁

姆的海滩出发前往希腊，在海上遇到了风浪，艾伦和

他的哥哥、母亲不幸遇难。穿着红色上衣和运动鞋

的艾伦尸体被冲到了岸上，一半泡在海水里，一半在

沙滩上。艾伦仿佛睡着，但被海浪轻拍的小脸已生

机不再。多甘通讯社的土耳其摄影师尼吕费尔·德

米尔（ＮｉｌüｆｅｒＤｅｍｉｒ）拍下了这凄惨而令人痛心的一
幕。人权观察的彼得·布卡尔特（ＰｅｔｅｒＢｏｕｃｋａｅｒｔ）
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这张照片，很快引起了国际社

会的轰动。艾伦·科迪之死成为２０１５年难民危机
的代表事件，艾伦成了所有为到达欧洲和西方安全

地带而丧生儿童的象征［２］。德国代表性媒体德国

之声（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Ｗｅｌｌｅ）和英国代表性媒体《卫报》
（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对此事件均有报道，并且在世界范
围引起了巨大反响。然而，两家媒体的报道呈现了

不同的风格和特点，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德国之

声和英国《卫报》有着不同的新闻媒体发展历史和

管理制度，有着不同的政治倾向和国内社会环境。

二、德国之声与英国《卫报》对艾伦·科迪之死

的报道

（一）德国之声关于艾伦·科迪之死的报道

德国之声属于德国国有媒体，成立于１９５３年，
１９６０年通过《德国之声法案》（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Ｗｅｌｌｅ－
Ａｃｔ）成为一家独立的广播公司。为更好地为公司服
务，《德国之声法案》不断调整完善，以适应变化了

的社会情况。自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１９９０年统一
后，德国有关部门对公共广播系统进行了改革，尽管

改革举措不少，但德国之声是唯一仍在联邦法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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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的广播公司，其所需经费纳入国家预算，可以不

通过广播费获得资金，而是直接由税收资助，且由联

邦文化和媒体专员专门管理［３］。由此可见，德国之

声有着充足的运转经费保障。经过多年的运作、发

展，德国之声逐渐成为蜚声国际的新闻媒体。作为

一家国际广播公司，德国之声在其官方网站提供了

除德语以外的三十种语言，其中包括英语、法语、中

文等语言。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英国《卫报》只有英语报

道，为便于比较，笔者同样选择德国之声的英语语言

版块，搜索“ＡｌａｎＫｕｒｄｉ”为关键词的新闻，从２０１５年
１２月１８日的第一篇报道到最后一篇报道，关于艾
伦·科迪遇难的新闻有７篇。

就内容而言，这７篇新闻关注的主要是艾伦·
科迪的亲人，比如他的父亲目前定居在伊拉克的库

尔德斯坦地区、叔叔在加拿大和姑姑团聚、艾伦的父

亲还希望能加入以他儿子命名的救援船队伍、姑姑

也接受了德国之声的采访。德国之声记者阿利斯泰

尔·沃尔什（ＡｌｉｓｔａｉｒＷａｌｓｈ）在《叙利亚蹒跚学步的
艾伦·科迪的姑姑呼吁人们给予同情》的报道中强

调，姑姑蒂玛在看她已故侄子的照片时很挣扎，但她

和她的家人必须“吞下我们的痛苦”（ｓｗａｌｌｏｗｏｕｒ
ｐａｉｎ），让世界了解，没有难民愿意离开自己的家园，
他们希望尽可能生活在故土；她还表示在找到停止

战争和解决这些难民国家危机的方案之前，难民有

权寻求庇护，有权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生活，同时蒂玛

对意大利强硬的拒绝态度表示非常伤心，她认为这

是不人道的。除了对艾伦·科迪死亡事件的直接报

道以外，德国之声后续还报道了艾伦的父亲想要加

入和儿子同名的德国救援船，艾伦的父亲再婚并且

妻子已经怀孕，他打算在儿子出生之后，加入救援

船，为难民提供他没有得到过的帮助。

就形式而言，这７篇报道有文字版和采访视频，
形式不同。其中对艾伦·科迪姑姑蒂玛的采访是以

视频新闻的方式进行报道。在这则大约四分钟的新

闻视频中，德国之声的记者询问了蒂玛，主要包括艾

伦·科迪之死的照片对她的影响，以及发生艾伦·

科迪死亡事件的悲剧之后，有关移民问题的相关讨

论，她是否认为这件悲剧发生之后，公众应该有更多

人性的思考。在这则新闻中，德国之声不仅关注艾

伦之死对他家人的影响，并且将这种影响延伸至对

难民问题的思考。在另外一则关于２０１５年难民危
机图集的视频新闻中，德国之声选取了三个非常有

代表性的难民形象，其中一个就是艾伦·科迪，并采

访了他的父亲和姑姑，向观众展现了他们面对亲人

离世后最真实的悲痛。在其他几篇关于艾伦·科迪

的新闻中，德国之声更多地关注到了难民问题所带

来的深刻影响，以及其他人在解决难民们的困境时

做出的努力，比如德国之声采访了一名帮助难民逃

离叙利亚但却面临走私指控的丹麦企业家萨拉姆·

奥尔丁（ＳａｌａｍＡｌｄｅｅｎ），以便唤起人们对难民问题
的思考。

从这７篇稿件的内容和侧重点来看，不管是记
者采访时所提出的问题，还是新闻稿件中所涉及的

报道内容，德国之声在尽可能展现艾伦·科迪死后

家人们的悲痛之际同样突出了其家人也在努力继续

生活。不仅如此，德国之声在其战略计划中还提到，

他们将和欧盟合作，在２０１７年启动一项名为“移民
信息”的网站和社交媒体服务，为来自非洲和阿拉

伯世界的难民提供相关信息，告知逃离祖国将要面

临的危险以及抵达国家的情况。

综上可知，德国之声对艾伦·科迪之死事件的

报道更多的是侧重于艾伦的亲人以及难民的相关问

题，报道的内容积极向上，对收容难民的问题也表现

出正面的支持态度。显而易见，德国之声整体报道

风格相当温和，新闻内容主要关注艾伦·科迪的亲

人在遭遇这次悲惨事件之后的生活状态，关注难民

问题，充分体现了人道主义的关怀。

（二）英国《卫报》关于艾伦·科迪之死的报道

和国有媒体德国之声不同，《卫报》是一家私人

媒体。为了确保《卫报》财务和编辑的独立性，避免

受到商业或政治影响，捍卫《卫报》的新闻自由和自

由主义价值观，１９３６年斯科特信托基金正式成立，
为《卫报》提供资金支持。［４］

《卫报》是一家非常坚持自由主义理论的报社，

在它官网的右上角有四个新闻板块，截至２０２１年６
月３日，搜索“ＡｌａｎＫｕｒｄｉ”共有５６５条相关新闻，因
为某些技术原因只能查看其中８０条新闻。梳理这
８０条新闻的内容，直接报道艾伦·科迪之死的并不
多，而是与艾伦·科迪之死间接有关的新闻，包括以

艾伦·科迪命名的救援船、艾伦·科迪的父亲以及

叔叔和姑姑、伪造难民新闻的记者等。

《卫报》关于艾伦·科迪的报道和德国之声在

内容上有很大区别。主要是报道与艾伦·科迪之死

有关的社会问题，甚至还有一部分报道言辞犀利地

指责英国政府在难民问题上的不作为，比如将英国

自由民主党领袖蒂姆·法伦（ＴｉｍＦａｒｒｏｎ）谴责英国
首相在这场悲剧中获利的演讲视频截取出来发布在

《卫报》网站：“政府今天依旧在报道这个躺在沙滩

上的三岁的男孩的故事，我们从戴维·卡梅伦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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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的是，……以最小的努力换取最大的头条新闻

和一项不会直接帮助目前在欧洲的数十万难民中的

任何一个人的政策。这让我觉得可怜、尴尬、生气。

……所以，当卡梅伦先生背弃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背弃了我们的邻居时，我要让全世界知道，他不是在

代表我说话，不是在代表我们说话。”［５］显然，《卫

报》以此来表达对政府有关难民政策的不满。

此外，《卫报》还刊发了斯特拉·克雷塞（Ｓｔｅｌｌａ
Ｃｒｅａｓｙ）以艾伦·科迪之死为背景撰写的《英国故意
无视其对儿童难民的承诺：这种耻辱必须结束》评

论性文章，直指英国政府的不作为，因为内政部故意

不解释拒绝儿童入境的理由，以避免其利用这些信

息来行使他们的权利，最终迫使法庭介入，裁定政府

“违反了普通法规定的公平义务”。身为沃尔瑟姆

斯托工党和合作党议员的斯特拉认为，如果英国政

府履行议会两年前作出的承诺，有安全的地方供孩

子们使用，就不会出现法院追究政治家责任的事情。

此外，《卫报》还报道了一些因艾伦·科迪之死引发

的其他相关难民问题，例如一对溺亡在格兰德河

（ＲｉｏＧｒａｎｄｅ）的难民父女。由此可见，《卫报》对艾
伦·科迪之死的报道焦点并不在事件本身，而是事

件背后存在的社会问题及其原因和解决问题的方

法。

还要提及的是，在《卫报》有关艾伦·科迪的报

道中，还有关于如何正确使用照片的讨论：是应该用

艾伦·科迪被泡在水里的照片，还是应该用警察将

他的尸体抱走的照片。《卫报》也选择了警察将艾

伦·科迪抱走的新闻照片，并且在罗伊·格林斯莱

德（ＲｏｙＧｒｅｅｎｓｌａｄｅ）文章中明确提到了“英国拒绝接
收更多的难民是正确的。”［６］

阿德南·Ｒ·汗（ＡｄｎａｎＲＫｈａｎ）在《卫报》发表
《艾伦·科迪的父亲谈到他的家庭悲剧：“我应该和

他们一起死”》的文章，指出有人指控艾伦的父亲阿

卜杜拉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利用自己的难民身份谋

取私利。虽然事实证明情况并非如此，但这样针对

艾伦父亲的猜疑还在不断产生，有其他出版刊物使

用艾伦的形象，互联网上也在不断重新编排艾伦的

照片，有批评政府不作为的，也有谴责阿卜杜拉将孩

子置于危险境地的。［７］

上述带有强烈感情色彩和揣测语气且互相冲突

的观点，《卫报》全都毫无保留地展示在了他们的新

闻网页上，供读者自己去判断和甄别。

总结《卫报》有关艾伦·科迪之死的相关报道，

不难发现其对叙利亚难民事件的关注重点和态度。

作为一家坚持自由主义理论并且中左翼的报刊，

《卫报》刊发的内容显得更激进和严厉，角度也更加

多元，不仅表明自己的态度，而且展示他者的观点。

就其侧重点而言，并不完全把焦点放在艾伦·科迪

家人的后续生活，而是更多地关注政府和社会对艾

伦之死的态度与观点，以及由此引发的难民死亡事

件带来的深刻社会影响。

三、德国之声和英国《卫报》对难民事件报道风

格差异的原因分析

综合上文分析可知，德国之声和英国《卫报》对

以艾伦·科迪为代表的难民事件之报道有很大差

异。概而言之，德国之声新闻报道的指导思想是社

会责任理论，因此在言论自由的情况下，更加兼顾社

会责任，故而，在报道难民事件上，和《卫报》犀利的

言辞不同，德国之声的报道更加偏向于对艾伦·科

迪一家的动向，包括他父亲和姑姑的现状，主要是针

对这个事件的后续新闻报道；新闻内容的言语表达

总体上比较温和，没有表现出任何偏向性，再加上德

国一直在积极地接收和安置难民，所以德国之声针

对难民的报道也都表现出比较积极的态度。《卫

报》坚持自由主义理论，在针对艾伦·科迪之死这

个悲剧事件的报道所关注的方面更加广阔，并且和

德国之声不同，其报道的言辞较为激烈，富有批判

性，态度和观点上也更加多样。其中包括强烈谴责

英国政府对待难民问题不作为和认为政府做得对这

样观点截然相反的言论。纵观两家媒体关于难民事

件的报道，还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卫报》所发布的

新闻，掺杂着许多政要的发言和带有强烈政治色彩

的事件，如加拿大新自由党政府实行更加人性化的

政策，新总理贾斯汀·特鲁多（ＪｕｓｔｉｎＴｒｕｄｅａｕ）在机
场亲自迎接第一批进入加拿大的难民，而美国总统

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 （ＤｏｎａｌｄＴｒｕｍｐ）则呼吁禁
止所有穆斯林进入美国。［８］这样和政治密切挂钩的

相关报道，在德国之声所能搜集到的内容中，却并没

有带有明显政治因素的内容。

德国之声和英国《卫报》对难民事件报道的风

格之所以存在明显的差异，主要是因为新闻媒体的

发展历史和管理制度的不同，以及政治倾向和国内

环境的不同。

（一）新闻媒体的发展历史和管理制度不同

就德国而言，其传媒历史比较复杂和独特。从

普鲁士王国到德意志帝国再到今德意志联邦共和

国，在德国近６００年的发展过程中，德国的历史进程
极大地影响着新闻传播业。报刊发展初期，德国各

邦国属于政教一体，教皇和君主联系密切，然而君主

在审查新闻时只起到辅助作用，教会才是主要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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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在古登堡发明印刷机之后，由于印刷品的普

及，新教思想广泛传播，带来了宗教改革，皇帝在中

央和地方设置审查机构，以消除新思想传播所带来

的威胁。１６世纪欧洲大陆的战争，使得人们对情报
和信息也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德国早期的新闻媒介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正式出现了。［９］德国境内最为

发达的报刊和印刷行业地区也是商业和政治中心城

市，比如斯特拉斯堡，因为位于德法两国交界，信息

经常在这里交换，纽伦堡会接受到来自布拉格等东

欧各地的讯息，而身为议会和展会所在的城市，政治

新闻和法国、荷兰的消息会优先传递到法兰克福。

１９世纪德国统一后，媒介审查高度集中，其程度超
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在此阶段，民众受自由主

义思潮的影响，立宪呼声不断，德意志邦联和后来的

德意志帝国开始尝试以立法的形式管理媒介。第一

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魏玛共和国为了保证媒体权利

正式制定了宪法，结束了德意志境内长达３００年的
媒介审查制度，媒介有了相对宽松的环境。希特勒

上台后，在经济、法律、行政和内容层面，纳粹政府制

定了一套完整而细致的媒介审查制度，将媒体的集

权化发展到了极致。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再一次彻底

改变了德国的局面，特别是战败以后，德国被英国、

法国、美国、苏联占领，分别建立了联邦德国（西德）

和民主德国（东德），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媒介体系，

西德实行公共和私营并存的双重广播电视体制，东

德的广播电视隶属国家和统一社会党。

时至今日，德国已经统一超过３０年，统一之后，
一直到目前为止，德国的广播电视仍实行双轨制。

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４日，宪法法院对下萨克森州媒体法
作出裁决，根据基本法，公共和私人广播的双轨制是

可以实施的。１９８７年４月，双轨制被写入法律，经
过广泛讨论和严格立法，德国建立了双轨制，法律认

为这是一个平衡的体系，公共广播电视提供“基本

供给”，私人广播电视提供 “减少基本供给”［１０］。

德国新闻媒体管制从审查到双轨制出现，再到

双轨制被写进法律，德国的言论和新闻自由权利得

到了保障。正是这种双轨制的发展历史和制度，造

就了德国之声能够对艾伦·科迪之死多方面报道，

既体现其言论自由，又能够彰显社会责任。就英国

而言，作为自由主义理论的发源地和历史悠久的传

媒大国，英国既有依旧坚持自由主义理论的《卫

报》，也有受到ＯＦＣＯＭ监管的符合社会责任理论广
播电视媒体。经过多年的发展，英国成为世界上第

二大媒体消费国，《泰晤士报》《卫报》《金融时报》

在世界报坛家喻户晓，ＢＢＣ更是被称为英国四大品

牌之一。英国政府对报业和广播产业各有规划，采

取不同的政策。英国报业的发展和民主政治以及市

场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依照传统，报纸是民众获

取信息、意见的重要渠道，是言论自由的载体，更被

称之为新闻自由的化身以及权力的监督者。英国历

届政府在报业管理上淡化较为直接的行政干预，保

证报纸的独立性、公正性，避免压制新闻自由。譬

如，英国对报纸出版实行登记制，创办报纸和成立一

般行业机构在手续上没有什么差别。英国报业的规

范管理更多依靠自律体制来实现，报刊投诉委员会

承担了这部分责任。报刊投诉委员会简称 ＰＰＣ
（Ｐｒｅｓｓ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ｓ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是由报刊行业在
１９９１成立的行业自律机构，专门负责受理公众对报
纸报道内容的投诉，以《业务准则》为依据，协调解

决投诉者和报纸之间的争端，保护新闻自由，规范新

闻行业行为和道德水准、维护公众利益。除了战争

等非常时期，英国政府认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

自由主义新闻体制是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的一部分，

因此政府不愿意对新闻界采取规范性的控制，仅通

过法律手段，淡化行政干预。［１１］

（二）政治倾向和国内环境的不同

从政治倾向看，英国报纸行业拥有极大的自由

度，并且有着各自支持的政治党派，比如《泰晤士

报》《经济学家》支持保守党的政策或主张，而《卫

报》则支持工党。显而易见的政治偏向，自然就导

致《卫报》会选择刊发政客如贾斯汀·特鲁多、唐纳

德·特朗普关于难民的言论。同时，作为一家中左

翼报社，《卫报》发表的新闻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

如旗帜鲜明地抨击英国政府的难民政策。就国内环

境看，虽然英国政府对难民持积极态度，但英国民众

对难民援助态度相对消极，因此，在英国国内有关难

民的问题，看法迥异、态度万千，这也就导致了《卫

报》在报道以艾伦·科迪之死为代表的难民事件时

出现了各种不同声音，甚至截然相反的声音。和

《卫报》不同，德国之声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故

而很少刊登表达其政治属性的新闻，也没有任何负

责人在公开场合表达媒体自身的政治观点。由于没

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德国之声发布的新闻稿件在内

容上基本没有鲜明的政治言论，故而其关于难民的

报道多陈述事件的本身及其密切相关的问题，多陈

述事实，一般不确切表明政治态度和观点。就德国

的国内环境而言，接纳难民是政府和大多数民众的

共识，故而在欧洲国家中，德国属于接收难民数量较

多的国家之一。正因为德国政府积极地为难民提供

帮助，使得德国民众和媒体对难民相对更加包容，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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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从新闻内容上看，德国之声在艾伦·科迪之死的

后续报道中一直都是比较温和的态度，向受众传达

对难民问题的关切，积极承担难民问题的社会责任，

表现出身为媒体的社会责任感。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德国之声和英国《卫报》对艾伦·科

迪之死报道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分析这些差异

可以清晰地看到，由于二者所处国家媒介制度历史

发展轨迹不同、国情的不同、媒体政策的不同、政治

倾向的不同等原因，导致《卫报》和德国之声所遵循

的媒体理论也不一致，这也必然造成两家媒体在报

道同一事件时会产生风格迥异的内容，但不论如何，

二者都向读者展示了不同的新闻视角，挖掘了更多

的新闻内容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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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业态的法律规制
———以饭圈失范现象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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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饭圈失范是粉丝经济乱象的表象，具体表现为“控评”“撕黑”、滥用举报、诱导消费、过
度消费、数据造假与账目造假等，实质是资本追逐经济利益的失控。“唯流量论”的市场价值判断标

准造成娱乐文化产业的异变与畸形，也逐渐渗透到政治与社会事件等公共领域，更是裹挟着互联网

用户参与到非理性的群体性行动之中。饭圈失范反映了新业态法律规制有效性的严重不足，对于互

联网新业态中的违法违规行为，政府应以监管者身份积极实施微观规制，依法依规对数字经济新业

态进行适度限制。规范粉丝经济的交易秩序，需要引导与监管“双管齐下”，多方治理主体共同参

与，提升用户自律、引导行业自律、加强网络平台的监管责任、提高政府的网络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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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饭圈失范的外在表现
“饭圈”一词起源于日本、韩国的偶像应援文

化，是粉丝群体的概括性称谓。饭圈文化进入中国

以来，被认为是狂热追星、非理性行为的代名词，重

金打榜、刷流量、扰乱公共秩序等行为既不利于娱乐

产业的长效发展，也对青少年产生了负面影响。为

此中央网信办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５日开启“清朗·‘饭
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重点打击“饭圈”诱导消

费、攀比炫富、谩骂造谣、刷量控评、干扰舆论等行

为。

（一）反黑机制与滥用举报

饭圈粉丝广泛使用的网络平台包括微博、豆瓣、

知乎、微信等社交平台和抖音、快手与哔哩哔哩为代

表的视频创作平台，以及“超级星饭团”“爱豆”“桃

叭”等粉丝追星应援软件。饭圈失范现象在青少年

群体中越发严重，一方面互联网空间提供了开放、互

动、平等的表达空间，另一方面其匿名性和虚拟性也

造成未成年人话语责任缺失，青少年涉嫌演艺公众

人物名誉侵权案件屡见不鲜。北京互联网法院发布

的《“粉丝文化”与青少年网络言论失范问题研究报

告》显示，青少年损害名誉权的侵权行为，超半数发

生在微博、豆瓣、微信等社交平台，这些平台是粉丝

社群的主要聚集地，超大型社交网络平台的用户数

量庞大、发言活跃度高，舆论事件易受关注，容易引

发群体性侵权事件。饭圈的“唯偶像正义论”导致

不能接受任何批评、质疑的声音，在以偶像为中心的

信息茧房中，对异议的接受度很低。粉丝通过控评、

举报、侮辱、诽谤等攻击方式维护偶像相关话题热

度，“保护”己方明星，不惜逾越法律底线。

２０１８年初，某说唱歌手的粉丝举报“紫光阁”用
地沟油，甚至不惜以买热搜的方式让更多用户关注

到“紫光阁”大酒店使用地沟油事件。而这起荒谬

的举报事件的起因是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

《紫光阁》杂志社官方微博连发三条微博点名批评

该歌手，指责其发布的歌曲教唆青少年吸毒与公开

侮辱妇女，由此引发其粉丝通过微博举报方式发起

舆论攻击。２０２０年初，某流量明星的粉丝举报 ＡＯ３
平台引发热议，举报原因是ＡＯ３平台上的一篇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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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以该明星为原型）涉及未成年人性行为和嫖娼

等敏感话题且在微博平台传播较广。２０２０年底，某
脱口秀演员的一场演出内容被举报，举报者指责其

“多次辱骂全体男性宣扬仇恨，煽动群众内部矛盾，

制造性别对立”。被举报事件因为真实性、违法性

的显著差异，影响力截然不同，但是近年来越来越泛

滥的网络平台举报值得关注与反思。互联网平台设

立的举报机制使得用户举报成本大大降低，饭圈粉

丝逐渐学会了借助网信办、扫黄打非机构等公权力

监管渠道实现目标打击。［１］举报机制被滥用，削减

了用户共同维护网络秩序的公共价值，削弱了网络

内容治理的效果。

（二）诱导消费与过度消费

在“流量为王”的娱乐产业中，新浪微博通过设

置热搜榜、排名榜、明星势力榜、超话排行榜等方式

变相鼓励粉丝刷数据、刷流量。品牌方根据流量评

估明星的商业价值，影视剧制作人有意选择流量明

星提升收视率和票房，“流量至上”的评价标准加剧

了饭圈的疯狂。特别是在选秀类节目中，节目制作

方在多个商业平台上设置排名榜、扑通榜、发电榜等

榜单，鼓动消费，联合赞助企业设置花样繁多的选票

形式，变相买卖投票权，让选秀变质为精准营销“割

韭菜”的商业合谋。饭圈常以消费金额比拼对偶像

的忠诚度，向广告商、投资人等所谓“金主”证明偶

像的带货能力、流量变现能力，提高偶像的商业价

值，美其名曰“为爱发电”。“虐粉”是扩大“粉圈”

规模的常用手段，通过塑造“受难—殉道”的叙事，

触动共鸣，让粉丝产生“舍我其谁”的使命感，积极参

与应援。未成年人在没有建立基本的金钱观、人生观

和世界观时，饭圈的话语模式鼓动着低龄粉丝参与打

投、插旗、做数据等各式各样的资金与精力投入。

在一档由爱奇艺运营的选秀节目中，粉丝为获

得包装瓶上的投票码来追星，成箱的牛奶被倒掉，产

品的消费不再是使用价值的交换，而是取得决定节

目中练习生成员出道成为偶像团队成员的投票权。

这种起源于日本 ＡＫＢ４８的商业模式带来整个偶像
工业发展模式的变化，向粉丝贩售影响偶像的权利

也成为饭圈行动逻辑的核心。在资本的引导和粉丝

的自我满足的想象中，消费是互动的一种方式。粉

丝经济中的商品不再是一般的使用价值决定价值，

而是符号消费（虚拟性满足）的载体。粉丝购买偶

像周边的产品，是一种情感消费，为了符号价值自愿

支付远超过产品本身价值的对价。

（三）数据造假与账目作假

２０１９年６月，“星援 Ａｐｐ”被查封，花钱打榜刷

数据的行为被严厉打击。这款饭圈内被广泛使用的

Ａｐｐ主要用于短时间内提高评论量、转发量、点赞
量，也被称为“轮博”，粉丝在软件客户端充值开通

会员从而绑定大量微博小号，实现转发量翻倍，最终

形成流量造假的生产链。虽然公安部的“净网

２０１９”专项行动让多个轮博 Ａｐｐ下架，但是流量造
假、操纵账号等违法活动仍然在饭圈盛行。流量等

同于用户和消费者，代表着巨额的经济价值，因此

“刷流量”的行为屡禁不止。网络服务经营者利用

技术手段制造虚假信息，刷流量造假是以不正当竞

争方式扰乱经济秩序，情节严重者构成违法犯罪。

在２０２１年一档名为《青春有你３》的选秀节目
中，某热门选手的后援会因为数据没有达到目标而

宣布“惩罚”粉丝，原本基于民事主体间自愿集结的

类似社团的后援会却试图对成员实施处罚的权力。

同期的《创造营２０２１》节目中某未出道选手的粉丝
声称要起诉官方后援会，认为集资款项与后援会出

示的使用明细不一致，存在作假的可能。由此可见，

饭圈集资打投现象已经失控。为此，北京市广播电

视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综艺节目管理工作

的通知》，严禁节目设置“花钱买投票”环节。实际

上在２０２０年２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就发布了《网
络综艺节目内容审核标准细则》，禁止节目设置“花

钱买投票”环节，但是２０２１年的选秀节目仅仅是用
“助力”“撑腰”等说法替换了“投票”，这种偷换概

念的做法无疑说明监管只有形式上的机械约束效

果，未能对后续违规商业行为及时干预、处置。

二、饭圈乱象的结构性原因

以偶像为招牌的商业模式原本是粉丝与各类商

业平台之间作为平等民事主体间的自愿交易，由于

存在追星低龄化、心智尚不成熟的诱因，而且娱乐公

司与赞助企业利用粉丝对偶像的一腔热忱和消费冲

动，扭曲了演艺行业应有的价值。企业故意引导粉

丝做数据、打投、过度消费，公共人物的社会价值被

扭曲，变成一场消费主义的狂欢。饭圈失范的结构

性原因在于饭圈的本质是资本逻辑，在情感价值的

包装下是围绕数据、流量的利益之争。在“流量 ＝
收益”的商业逻辑之下，注意力经济和平台经济合

力建构“流量至上”的理念与规则，从而进一步加剧

饭圈失范。饭圈失范的外在表象是粉丝的非理性行

为，内在原因却是资本利用饭圈粉丝组织结构的特

殊性，与互联网平台合谋共同造成粉丝经济、偶像市

场的失控。

（一）粉丝经济的不竭动力：流量即价值

传统垄断性娱乐体系中，粉丝是商业和媒介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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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下的被动消费者，但是在网络时代，粉丝有能力主

动参与到塑造明星的过程中。饭圈高效的组织能力

让集聚效应成为可能，倒逼媒体和社会大众关注，加

速孵化一个明星的诞生与成名。粉丝的购买力、消

费能力、影响力成为衡量明星或偶像商业价值的标

准，“唯流量论”的商业模式成为娱乐产业快速攫取

收益的共同取向。饭圈乱象集中于偶像产业，偶像

经济由经纪公司、广告商／品牌商、渠道平台商以及
相关运营服务提供者、内容制作者作为偶像产品的

供应者，粉丝作为偶像产品的消费者，通过建立与加

强偶像与粉丝之间的情感纽带，以流量为考量标准

的艺人影响力得以扩大，偶像的商业价值得以提升，

为品牌和渠道带来经济效益。

商业利益是“饭圈”兴起的主要动因，“流量变

现”是注意力经济和平台经济合谋的动力。受日本

造星文化和韩国应援文化的双重影响，内地娱乐产

业链逐渐异化，明星不再仰赖实力与作品证明商业

价值，而是依靠粉丝数量和营销影响力进行资本角

逐。能力与作品决定商业价值的市场标准被饭圈文

化消解，转而由粉丝的消费潜力决定偶像的商业价

值，电视、电影等作品制片方选择演员时也受“粉丝

＝收视率”“粉丝 ＝票房号召力”的影响，青睐粉丝
数量多、话题度高的偶像明星。粉丝社群成为联结

偶像、粉丝、经纪公司、营销号、消费者、品牌企业等

主体的商业平台，新兴的社群经济将粉丝的消费力、

传播力及生产力都纳入市场经济的运作过程。造星

的目的就是不断挖掘作为消费者的粉丝的购买力，

持续以新的供给方式并满足需求，从而获利。数字

化时代的数字化产品具有零边际特征，数量上可以

无限供应，“刷榜式”消费与攀比消费也成为粉丝消

费的独特现象。特别是在“养成偶像”这一造星理

念之下，让粉丝与偶像产生亲密的情感联结的同时，

越多的情感投入和精力付出更加容易导致过度的消

费，也助长了粉丝们的偷窥欲。由此引发了饭圈中

一类极端形式———私生饭，他们违法获取明星个人

信息及行踪信息，在机场违法违规追星、跟踪明星，

甚至闯入明星的酒店和住宅，多数行为已经构成违

法犯罪。

（二）饭圈粉丝的双重角色：消费者与生产者

随着消费主义的兴起，消费中的“浪费”成分逐

渐被社会接纳而获得了合法性，超越生活必需的与

兴趣爱好、闲暇生活有关的消费成为一种新兴趋势。

娱乐产业通过赋予偶像符号化的意义吸引粉丝，粉

丝作为消费者对产品的功能性需求转向符号的价值

差异需求，通过关系消费获得情感满足和身份认同。

以养成系偶像为代表的新型商业模型，改变了原有

的消费模式，粉丝购买产品并主动生产偶像相关的

衍生品，消费的目标不再是产品本身，而是一个理想

化偶像的发展前景。偶像满足粉丝的亲密想象比唱

歌跳舞表演等才能更为重要，是偶像工业真正售卖

的商品。偶像产业的投资者除了直接销售歌曲专

辑、演唱会、音乐节门票等直接方式获取经济利益，

还通过商品代言、排名榜单、投票竞拍等间接方式兜

售偶像的影响力，转化成为偶像的商业价值。娱乐

产业性质发生了变化，粉丝经济成为造就偶像的关

键要素，粉丝成为造星的第三权力。粉丝运营产业

链的最初是粉丝自发、松散的组织，主动为喜爱的偶

像、ＩＰ①等提供流量，而后演变成经纪公司、品牌方、
广告商、渠道运营商等商业主体合流，共同参与到制

造流量的过程中，实现用户付费的转化。随着选秀

节目增多，投资商利用选秀粉丝忠诚度的消费方式

也越发多样，“打榜”“投票”“插旗”等各式个人集

资活动高达数千万元，关注度高的节目的集资总金

额甚至达到上亿元。后援会是饭圈粉丝中一类典型

的组织形式，作为粉丝自发形成的非营利性组织，通

过集资掌握了巨额资金。集资金额与投票数不一

致、卷款跑路的情况时常发生，但是网络组织的不透

明、不公开让始作俑者的真实身份隐匿于网线之后，

粉丝不易举证，难以追责。集资本质上是赠与，所附

条件是用于投票或者购买应援物品等，但是这类特

殊的吸纳资金活动缺乏相应的法律条款约束，也没

有审核监管的渠道，交易模式极不稳定且缺乏制约。

粉丝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网络时代的粉

丝参与到文化工业体系的偶像制造过程，同时承担

着偶像经营推广者的任务。这种双重角色复合下的

生活关系，辨别其中的法律关系显得尤为艰难。体

验式消费时代已经到来，新一代消费客体是参与感。

饭圈粉丝饭偶像的关键是互动，消费的是与偶像同

在的参与感和沉浸感，同时偶像的语言表达与行为

举止也对粉丝特别是未成年人产生示范效应。粉丝

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制造流量和扩大消费

规模，为偶像获取发展资源。粉丝既是产品的消费

者，也是同一产品的生产者，粉丝经济收益的占有者

以“免费的爱一文不值”“爱他就要为他花钱”“你一

票，我一票，某某明天就出道”等营销话术将消费与生

产等同。粉丝从纯粹的商品消费者转型为商品价值

的再生产者，实际上成为明星投资公司的免费雇工，

承担了本应由偶像明星所属公司花费的营销成本。

（三）市场调节失灵：资本合谋与平台失责

古往今来，对偶像的崇拜一直存在，但是以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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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为代表的互联网技术平台让粉丝能够迅速聚集

成一个群体，甚至占据“制造明星”的主动地位。与

个人自发的追星行动相比，“饭圈”的组织结构严

密，具有相当体量的粉丝团体就能演变出网宣组、数

据组、反黑组、控评组、文案组等职能分工小组。饭

圈是“偶像—粉丝”关系在数字时代特有的表现形

式，从分散式的个人追星演变成为社群式的集体追

星，粉丝群体形成了明确的劳动分工、科层式的管理

结构、统一的行为守则等特征。粉丝对偶像的喜爱，

一方面是实现自我认同，另一方面是在同好粉丝中

寻找群体认同，这种身份认同让粉丝团体更加亲密，

组织具有高度黏性。日复一日签到、打榜、投票、接

机等集体行动强化了服从意志，参与者失去自我意

志和判断能力，极易被群体情绪激发参与到骂战，特

别是心智未成熟的未成年人更容易受到鼓动。新媒

体时代的粉丝通过操控流量数据等方式完成意见表

达，形成与明星相互依赖的拟态亲密关系。［２］饭圈

目标一致，成员黏性高，在线上线下一体化、扁平化

的组织模式下，具备快速有力的组织能力和社会动

员能力。饭圈建立了集体的规则体系和话语体系，

同时拥有一定的资金运作能力。这种合作性、聚集

性很强的群体行为，一方面是粉丝经济的中流砥柱，

另一方面因部分不理智粉丝实施群体性攻击行为而

极具争议性。

在大数据技术的加持下，微博建构起以数据生

产和流量为核心的规则体系，成为主宰饭圈形成与

发展的互联网平台。粉丝主动参与数据生产活动，

微博利用明星势力榜、超话排名、热搜榜等功能不断

刺激粉丝进行持续性劳动，而流量带来的巨额收益

却被经纪公司、品牌方、营销公司和平台公司等利益

集团所掌握。微博被主管部门多次整顿后，仍然想

方设法利用流量规则和收费项目维持“流量至上”

的资本逻辑。互联网平台是企业创造盈利的技术工

具，原型仅具备纯粹的商业属性，借由平台形成多种

商业交易模式获得利润。但是平台掌握着数字时代

最为重要的基础设施资源———数据，由此承载了海

量用户的平台不仅成为公共意见交换的场所，也自

动生成具有经济价值的“财富密码”———流量。平

台不仅控制着流量生产与流通的场所，更是掌握着

流量定价的标准。平台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比起

维护互联网文明生态环境，更加热衷于最大程度地

激发更多的用户成为流量生产者。因此反黑、控评、

拉踩等能够快速拉动流量增长的饭圈行动反而得到

了平台的默许与放任，平台甚至有意扶持营销号跟

风炒作、鼓动饭圈“战争”，从而带来可观流量。

自２０１０年起，数字赋能让偶像泛化的趋势越发
明显，科技、游戏、体育等领域被粉丝文化席卷，“饭

圈逻辑”逐渐渗透入社会各个领域。值得注意的

是，流量思维已经逸出娱乐行业领域，互联网用户潜

移默化受到“流量即正义”思维的影响，对政治活动

和社会事件同样采用控评、骂战、上热搜等方式参与

其中，极易造成网暴式煽动和群体对立。流量操控

社会治理的方式隐蔽而影响深远，而立法与监管却

未能跟上。以逐利为目标的市场主体缺乏自我规制

的自觉性，缺乏自我约束和外在管制的市场野蛮生

长，导致社会失范。

（四）监管能力不足：信息不对称

公共部门对经济的宏观管理与微观规制集中于

经济法领域，法律制度在此领域将保护消费者、劳动

者的主要责任施加于生产者、经营者，调整具有利益

关系的行动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促成双方信息

对称、力量均衡。粉丝经济改变了经济学上对消费

者“一般理性人”的假设，粉丝消费非以追求个人经

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以此建构的经济法无所适从，

给法律规制带来巨大挑战。“一般理性人”假设的

错配引发严重的市场失灵，粉丝劳动的剩余价值被

掠夺。为避免对市场的过度干预，以往政府调节粉

丝经济的措施集中于事后监管环节。饭圈乱象“久

治不愈”的现状表明现有法律规制的力度不足、公

共部门对粉丝经济干预的滞后，事后监管型法律规

制未能起到恢复市场正常秩序的作用。

数字时代的商业模式改变了传统意义上交易主

体和交易标的认知，所以粉丝经济消费关系中的信

息不对称和欺诈问题呈现出新的样态。粉丝购买门

票和有形产品等营利模式受传统规制约束，但是主

动为偶像做数据、赠送礼物、打赏、集资等行为难以

认定交易主体与受益人。情感因素给粉丝经济带来

超额利润，但是粉丝经济运营的标的———“人设”是

无形的，这种兼具“人格商品化”与“商品人格化”特

征的产品脱离了传统法律规制框架。［３］“人设”是粉

丝消费的主要动因，相关欺诈、不诚信的行为违背了

交易目的，却无法受到法律约束。在粉丝经济发展

初期，法律法规很难渗透到粉丝产业链条中，因为这

种新兴交易关系很难在现行法律中找到合适的定

位。随着粉丝经济规模的快速增长，以饭圈偶像相

关的高溢价产品为典型代表的粉丝经济的弊端逐渐

显现，因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平台垄断、交易不透明等

问题导致成本与收益的严重失衡、消费者权益受损，

长此以往造成粉丝经济消费市场秩序的混乱。

网络内容的法律规制以管控负面信息为传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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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但是这一消极处理方式不仅无法制止饭圈粉丝

无限制的“反黑”“撕黑”“控评”的行为，甚至被饭

圈粉丝“俘虏”后成为举报对家（与自家偶像具有竞

争关系的其他偶像）粉丝、路人（没有偶像偏好的一

般用户）账号的手段。此外，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

技术上的短板，政府难以运用数据技术进行及时干

预、降低影响。目前关于粉丝经济与偶像市场的法

律政策开始逐步调整原有的规制范围，将平台的内

部规则纳入法律规制的范畴，将平台治理作为法律

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监管者介入平台企业的规则

制定与适用过程，要求相关主体从事前预防到事后

处理积极作为，系统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粉丝经济交

易秩序与公共网络秩序。

三、饭圈失范的法律规制

饭圈乱象的治理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传统

政府监管的单向治理模式难以应对突发的网络谣言

与网络暴力、迅速扩散的不良网络内容、隐蔽的数据

作假等问题。为了应对网络内容生产社会化、平台

化的倾向，纠偏饭圈粉丝的非理性行为，行业协会、

平台企业、公共部门需要共同参与到饭圈乱象的治

理过程。

（一）政府规制以包容审慎为原则

粉丝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一部分，但是具有自身

特殊性，是互联网新业态的一类新现象。粉丝一方

面是消费者，另一方面其生产者身份不断增强，由粉

丝构成的社群本身也成为粉丝经济中的产品之一，

由此粉丝社群作为商业平台的功能不断扩大。消费

一般被分为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我国《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设定的消费者概念是以生活消费需要为

前提，而以欣赏、享受、情感满足、身份认同为需要的

符号消费，是对商品和服务概念外延的延伸。对偶

像产业和粉丝经济的法律规制不仅出于经济性动

因，还有非经济性动机。饭圈的组织能力、动员效果

与技术手段展现了社会治理模式的一种可能性，为

解决应急管理、精准扶贫、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社会具

体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同时也要看到偶像在公

益引导方面发挥着作用，偶像作为极具号召力的公

众人物，其正向引导作用不可小觑。对于符合市场

经济交换价值的新事物，需要给予生存和发展的空

间，但是对于明显违背公序良俗、容易造成系统性风

险的行为，则必须采取有效的监管措施。

对于新兴产业不宜设置严格的监管条款，但是

示范引导的规则不应缺位。非理性消费、数据至上

的娱乐产业的误导性理念需要被纠正，隐藏在饭圈

粉丝背后的具有诱导消费的主观恶意的组织、平台

需要由法律规范予以约束。主管部门应当依法严厉

打击数据造假、虚构流量、恶意炒作、无脑营销等违

法违规行为，不正当的营销和传播方式不仅破坏了

正常的市场竞争机制和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而且

造成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评价标准的失衡，需要出

台专项法律法规规范流量市场秩序。国家互联网信

息办公室公布的《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要

求，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应当履行信息内容管理

主体责任，加强本平台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网络

群组、论坛社区版块建立者和管理者履行管理责任，

初步形成营造良好网络生态的规则体系。但是对于

饭圈违法违规行为的约束效果有限，下一步可以提

出形成规范“饭圈”管理的长效工作机制，强化明星

经纪公司、粉丝团体的规范管理。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６
日，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发布

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娱乐明星网上信息规范相关工

作的通知》体现了公共部门与网络平台合作治理的

方式，各地网信办指导督促属地网站平台严把内容

导向、规范信息呈现、加强账号管理、强化舆情监测

处置，以采用联合惩戒措施、追究连带责任等方式降

低平台违规操作的可能性。自“清朗”行动开展以

来，平台直接处理违规的个人账号，关闭、解散饭圈

粉丝活跃的讨论组与话题，减少文娱类微博热搜，清

除负面有害信息，取消比拼类榜单，要求综艺节目排

查违规情况，涉及粉丝集资的程序应用下架整改，在

减少八卦消息和网络谣言传播、遏制粉丝消费集资

等方面成效显著。

（二）引导行业自律

行业自律的合法性基础是成员之间的契约、行

业惯例或者共同利益趋向，关注的是行业道德、行业

信任与行业信誉。行业协会具备充分了解行业内部

信息、协调协会成员利益关系、制定共同行为准则的

能力，通过行业协会形成行业自律机制是延长政府

监管“射程”的有效方式。如果行业协会能够发挥

治理作用，实现自我纠正，那么就不必动用政府监管

工具，可以降低公共规制成本。特别是新业态之下，

互联网产业扩张迅速而政府监管资源有限，以行政

审批和专项整顿为主的规制手段难以形成对互联网

经济的长效治理，走向公私合作治理势在必行。例

如以中国互联网协会、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为代表的

行业协会在参与网络生态环境治理和营造健康的文

娱行业生态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

中国互联网协会成立于２００１年，发布了《中国
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互联网搜索引擎服务自律

公约》《中国互联网协会关于抵制非法网络公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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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自律公约》等数十部自律公约和倡议书，审查

通过了《面向网络内容的未成年人不适龄提醒测评

指南》《网络游戏行业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数

据安全治理能力评估方法》等团体标准，通过制定

自律公约和团体标准规范行业行为。虽然协会成立

多年，并设立了“１２３２１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
理中心”接受公众投诉举报，但是对会员单位缺乏

违规惩处方面的规定。与中国互联网协会相比，中

国演出行业协会近年在自律惩戒方面出台的规定更

具强制性和威慑力，协会根据《营业性演出管理条

例》《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有关法规规

定，发起了《构建清朗网络文化生态自律公约》，制

定了《演出行业演艺人员从业自律管理办法》。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公开了一份警示
名单，将郭某蓓等８８名违法违规主播及违法失德艺
人列入警示名单，要求各网络音视频平台及经纪机

构会员企业在警示期限内不得为其提供各类网络直

播服务。中国互联网协会的自律机制因缺乏外在制

裁手段而规制效果有限，但是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公

告对违规失德艺人及主播实施长期行业禁入的禁令

也引发了争议。目前我国法律缺乏对行业协会的性

质、法律地位、权利与义务作出明确的规范，行业协

会类社会团体由主管单位负责管理业务，行业协会

自律惩戒措施由协会章程和行业自律性文件规定。

法律是道德的最低要求，行业自律是在法律之上对

公众人物附加更高的道德要求，批评教育、行业联合

抵制等自律措施同时具有声誉惩戒目的。在信息时

代，声誉机制不仅对企业有显著的约束效果，也对公

众人物回归社会生活具有直接影响，因此自律惩戒

需要建立标准细化的自律公约、独立有效的决策规

则和监督申诉机制。

（三）加强网络平台的监管责任

饭圈粉丝的特殊性在于由官方后援会、数据组

等职业粉丝构成了等级明确的类集权体制，对忠诚、

服从和战斗性的强调形成了更具凝聚力和参与感的

共同体模式，由此塑造了粉丝社群强大的组织力和

动员力。在一场又一场以偶像为名的数据战争和集

资战争中，饭圈粉丝已经不单是零散的同好社团，而

是具有低成本与高效率的最优特征的社会共同体。

饭圈的组织与参与高度依赖网络平台，特别是微博、

豆瓣等社交媒体。微博的榜单机制在流量经济中起

到了推波助澜的关键作用，腾讯、爱奇艺、优酷等选

秀类节目将饭圈经济发挥到极致，这些主要的网络

平台公司在规范饭圈行为、引导社会责任方面具有

不可推卸的责任。一方面是平台举报的门槛较低，

导致大量不合理的被举报对象被下架、删除；另一方

面是平台纵容粉丝群体间的“撕黑”、骂战。饭圈粉

丝不受限制地参与“撕黑”与“反撕黑”，导致网络公

共空间充斥着言辞激烈的侮辱性发言和诽谤谣言。

营销号和职业黑粉更是无事生非、煽风点火，专门匿

名编造谣言，挑起争端，为了流量和点击率不择手

段。平台既是规则制定者，也是不良秩序的纵容者，

默许网络暴力乃至违法违规行为，甚至充当“保护

伞”。［４］网络平台利用公共资源获益，承担着维护公

共秩序的义务，对于不当言论的扩散、恶意营销、水

军刷流量等行为有责任采取有效的管控手段。互联

网公司履行监管职责意味着企业享有网络服务管理

的权限，同时也承担着直接管理网络公共事务的义

务，但是政府保留了对企业的监管权，这种“政企发

包”模式是行政机关基于资源技术和产权安排因素

的理性选择。［５］互联网并非法外之地，虽然传统的

行政法规制措施尚不能应对网络技术迭代发展下的

平台治理需要，但是应当要求互联网平台主动承担

起审查义务，采取技术手段预防法律风险。

首先，微博、豆瓣等大型互联网环境作为网络生

态的守门人，应当加强监管责任，完善网络用户信息

审核和内容发布机制审查，加大对营销号、网络水军

等数据造假可疑主体的监测与审查。网站平台应当

进一步完善社区规则和用户公约，引导用户共建文

明追星环境。其次，网络平台对于控评、骂战以及鼓

动消费等群体性粉丝行为，可以运用删除、屏蔽、暂

停账号使用等技术手段，及时干预，遏制不良风气的

扩大，预防易受鼓动的未成年人被裹进侵犯他人隐

私或名誉的网络狂热之中。平台为吸引流量，放任

人身攻击、造谣诽谤等现象，甚至主动创造词条加剧

恶意话题的热度，应当由主管部门设置惩戒机制，纠

正“流量至上”的价值取向。互联网平台作为公众

意见发表的平台，有责任引导正确的价值导向，不因

封闭的消声处理使得举报功能被有意滥用。最后，

在粉丝集资缺乏相应的法律规范的情况下，有必要

加强对集资发起人的资质审查，对于匿名个人发起

集资活动严加审核与过程监督。特别是后援会通过

桃叭、摩点和Ｏｗｈａｔ等平台集资，粉丝集资已经成为
常态。饭圈集资所涉资金规模较大，依赖发起人自

律不足以防范资金风险。平台应当尽到监管职责，

完善集资过程的透明性、真实性保障机制，设置一定

的准入门槛和后续的保障义务。对于集资中巨额资

金去向不明的问题，应当建立有效的预警机制，防范

高额集资行为的隐性风险。粉丝集资目前处于法律

的灰色地带，法律没有禁止性规定，但是集资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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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捐赠条件时，应当承担违约或者侵权责任，情节

严重的，可能涉嫌诈骗罪或者侵占罪等刑事犯罪。

四、结语

饭圈失范的表象是话语权垄断、过度消费与数

据造假等非理性粉丝行为，其深层原因却在于商业

与娱乐资本掌控数据权力、操纵市场规则，利用消费

主义理念和身份认同心理将人作为数据生产的工

具，已然超出了市场经济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基础，需

要公权力的介入与限制。饭圈失范的法律规制可以

分为三个阶段：在事前准入阶段，由平台设立准入门

槛，由行业协会出台行为准则，约束偶像、经纪公司

及相关利益主体的过度营销、改变对粉丝劳动的剥

削行为、提高偶像的正面宣传作用；在事中过程监管

阶段，平台通过账号管理和大数据实时监测筛除营

销信息和造谣信息，降低网络谣言和网络暴力的影

响；在事后违规处罚阶段，平台应及时处置违规账号

和行为并对违规情况予以反馈说明，国家对违法违

规行为实施强制力约束，必要时追究其民事、行政、

刑事责任。饭圈失范现象的扩大与失控说明国家治

理能力应对互联网技术发展的不足与缺位，需要加

强对享有规则制定权的互联网平台的监管，引导互

联网新业态规范、有序发展。

注释：

①ＩＰ即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知识产权）的缩写，包括游戏ＩＰ、
网络小说ＩＰ、电影ＩＰ、动漫ＩＰ、综艺Ｉ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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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制
———基于数据产权立法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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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社会已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提高生产力的新型生产要素，同时也成为以其
为核心生产要素的平台企业相互竞争的重要资源。一些大型平台企业在数据竞争市场中逐渐呈现

出垄断的特征，以算法共谋为典型特征的垄断协议、经营者集中以及滥用市场地位的现象层出不穷，

既是对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威胁，也是对消费者福利的消解。平台企业的垄断肇因在于数据产权立

法的缺失，对数据产权的界定不清导致数据成为平台企业的私有财产，由此引发垄断等一系列问题。

因此，在对当前平台企业的垄断现状的认知以及数据产权的界定的基础上，从数据产权立法策略出

发，厘清数据产权归属，寻求构建完善、规范明晰、科学高效、公平正义的数据产权法律体系，以期对

当前平台反垄断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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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大数据成为人们获得新

的认知、创造新的价值的源泉。个体的数据信息已

经不仅仅是含有人格意义的身份信息，来源于用户

的简单、零散的海量数据经过大数据算法的收集、分

析一跃成为极具有经济价值的生产要素。平台企业

便是以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要素并依托于平台进行资

源配置的新型经济组织，其通过利用大数据算法技术

将其拥有的用户数据用于经营从而迅速实现其盈利

目标。平台经济的出现为经济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全球范围内重塑了资源配置方式，在深受疫情影响

的当下，平台企业成了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然而，对数据的商业性适用也产生了垄断的负

外部性，拥有海量数据实际控制权的平台企业凭借

其自身巨大的数据优势，通过算法共谋的方式签订

垄断协议、通过合并、收购等方式进行数据集中、凭

借其市场支配地位进行数据垄断的现象屡见不鲜。

垄断导致的数据壁垒已经成为当前严重妨碍数据要

素市场健康运行的消极因素。

平台企业垄断性特征的出现，一方面与资本固

有的无序竞争的本质相关，另一方面在于对数据要

素资源欠缺系统有效的规制。当前，数据的财产性

价值属性及其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已得到国家政策层

面上的确认。但当前我国对数据资源的配置及数据

产权的界定尚不明确，未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有效

的数据产权法律规范体系。作为一种新型财产权

利，未能明确数据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能归属，因

此本文认为数据产权在法律规范上的缺憾是导致当

前平台企业垄断消减用户福利乱象的根本动因。为

此，从数据产权立法的策略出发有助于探讨出一条

规制平台企业垄断的有益进路。

二、平台经济与垄断现状

我国迎来数字经济的发展热潮，各类互联网平

台得到迅速发展。根据《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

２０２１》的统计，２０２０年我国大数据产业规模达７１８．７
亿元，同比增长１６％，增幅领跑全球数据市场。我
国数字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济规模达到３９．２万亿
元，占ＧＤＰ比重达到３８．６％，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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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为９．７％。庞大的经济体量已成为领跑我国经济
的重要引擎。依托数字技术及数据生产要素的平台

企业所显露出的经济增长潜力已经超越传统企业，

我国平台企业中阿里巴巴、百度、腾讯等发展势头强

劲，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中流砥柱。

（一）平台经济及其特征

大数据平台企业是一种通过运营和维护数字平

台来参与社会经济运行的新型企业组织。伴随着数

字经济的繁荣发展，其日益成为国家经济的重要驱

动力。与此同时，平台经济的发展呈现出无序扩张

的资本主义经济特征，由此带来了市场垄断。平台

企业作为一种新兴经济组织形式，其本身具有区别

于传统企业的独有特征。

其一，平台经济具有规模性特征。平台经济的

核心生产要素———数据具有无限大的规模，作为一

个人口十四亿多的国家，我国平台经济具有无限大

的发展潜力，平台型企业的运作模式是采用轻资产

运作，这个特点一方面使得平台经济的进入门槛较

低，另一方面使得平台型企业容易进行业务扩张。

经营模式的作用机理不受外在经营条件的限制，其

通过不断扩大规模以消解边际成本使其无限趋近于

０，从而在规模上得到不断扩张。此外，开放包容的
平台属性，能够容纳无限多的用户群体，通过用户得

到用户的经营模式，使其不断做大市场规模，最大限

度摆脱成本约束，获得大量收益。

其二，平台经济具有交叉网络效应。平台经济

市场中的直接参与者为平台企业、商户、消费者三

方，其中，商户及消费者均为平台的用户，平台企业

的一端连接商户，另一端连接消费者。随着商户的

入驻数量的增加，平台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更具有价

格竞争力，因此，一部分消费者也会被吸引过来，同

样通过商户及消费者之间的互动交易，平台企业商

户入驻量又会随之增长，在平台参与者之间的相互

吸引中，平台企业得以发展。

其三，平台企业生产资料的非实体性。平台企

业是以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要素进行资源配置的一种

新经济形态，不同于传统企业所需的生产设备、场地

等实体性生产资料，平台企业的前期投入相对较小，

从运行模式来看，平台企业并不直接涉及交易，而是

充当商户与消费者之间交易的桥梁。

（二）平台经济的垄断———数据垄断的逻辑解释

平台企业是一种具有网络效应的经济组织体，

其通过用户量的增加以实现价值的增长目的，拥有

大量用户的平台企业的边际成本被无限压缩，大量

的数据资源聚集在少数平台企业手中，导致了平台

经济市场中的“马太效应”和“赢者通吃”的局面，从

而在平台经济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垄断形式，即数据

垄断。数据垄断主要体现在：垄断协议、经营者集中

以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三个方面。

１．算法共谋下的平台垄断协议
数字经济时代，算法共谋成为互联网平台的新

型垄断协议适用场景，“经营者更倾向于借助算法

黑箱的内部代码和沟通过程的隐蔽性达成垄断协

议”［１］。数据驱动的算法可以做到实时监测市场中

竞争对手的价格变动，并据此调整自身的商品定价，

导致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由阿里尔·扎拉奇提出

的算法共谋理论将算法共谋主要划分为四种：信使

类共谋、轴辐类共谋、预测类共谋及自主类共谋。信

使类算法共谋被认为是平台经营者通过算法达成横

向垄断协议从而实现限制竞争市场的目的，经营者

往往具有强烈、特定的共谋意图，算法实质上是为经

营者之间达成垄断协议充当“信使”的功能性角色，

通过算法执行，经营者可以消解明示场景下带来的

风险。轴辐类算法共谋是在瞬息万变的市场情景

下，“多个经营者之间利用算法形成共识，达成纵向

合谋，然后根据平行式算法的反馈和决策自动化机

制，对协议价格作出市场反应自动决策多个有竞争

关系的经营者之间的定价策略，从而达成横向共

谋”［２］。轴辐类的算法合谋中，由轴心经营者（ｈｕｂ）
与轮缘经营者（ｓｐｏｋｅ）组成，通过辐条的连接而形成
一个封闭的车轮状，通过横向、纵向垄断协议达到封

闭市场排除竞争的目的。预测类算法共谋是由算法

取代传统的企业管理者，经营者之间的算法可以实

现自动预测市场变化，监督市场价格并发出信号以

实现不同经营者达成共识。算法的应用使得经营者

之间实现远程的价格协商，垄断协议的达成更具有

隐蔽性。自主类算法共谋是由算法进行自我学习，

通过对海量的数据进行分析计算，从而形成自主意

识，实现自我决策和自主定价。在自主类算法共谋

中，几乎不需要经营者的参与，一切共谋的产生均来

源于算法自身的决策网络，其运行的整个过程构成

了一个为人们所不易察觉的“黑箱”，具有很大的人

为不可控性，因此，一旦发生自主类算法共谋对于市

场的破坏将会是极其巨大的。

２．平台经营者数据集中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和流量带来的经济效益

是不可估计的，由于平台企业的网络外部性特征，现

行进入市场的平台通过用户量的积累成为超级平

台，其将不可避免地在市场经营中采取兼并、收购的

手段打压、排挤中小型的初创企业以占据更大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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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份额。与传统企业有所区别，平台企业的扩张主

要通过横向并购同类企业。当前我国的大型平台企

业如阿里巴巴、百度、腾讯等进行企业并购事件屡见

不鲜。根据相关数据显示，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阿里巴
巴的投资并购数量共４３起；百度的投资及并购事件
共５９起；腾讯的投资并购事件共２９３起。

经营者集中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数据的集

中，经营者之间以合并、控股等方式进行集中以获得

更加完整的数据资源，其规模的扩大，催生出平台经

济领域的范围经济，其竞争力得到进一步加强，为形

成绝对的数据权力奠定了规模基础。由经营者集中

带来的数据集中，导致同类竞争企业获取相关数据

的难度加大，从而阻碍市场竞争。此外，经营者集中

带来的数据集中，也为优势平台企业滥用市场支配

地位埋下了祸根。

３．数据寡头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浩瀚的数据海洋就如同工业社会的石油资

源，蕴含着巨大生产力和商机，谁掌握了大数据技

术，谁就掌握了发展的资源和主动权”［３］。因此，数

据成为众多平台企业争夺的关键生产要素，在实践

中，一些大型的平台企业掌握了绝大部分有价值的

用户数据，它们拥有绝对的数据集中优势，在大数据

市场中占据着支配地位，其凭借着这种绝对优势地

位制造数据壁垒，形成了数据垄断。在当今的大数

据市场中，数据垄断已成为常态化现象，数据寡头则

往往滥用在市场中其数据垄断威权下的支配地位。

由中国人民大学孟小峰教授团队发布的《２０１９
年度中国隐私风险指数分析报告》在对３０００万真
实用户数据和约３０万 Ａｐｐ数据进行分析后得出，
２０１９年度总体隐私较２０１８年增长２６．６６％，数据垄
断态势高居不下，１０％的权限数据收集者可获取
９９％的权限数据。数据垄断伴随的滥用市场支配地

位在实践中也得到体现。在“德国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案中，
德国反垄断机构认定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在未经用户知情和同
意的情况下，通过第三方应用程序收集用户数据的

行为构成了剥夺性滥用，最终在反垄断调查中被处

以１０万欧元的罚款。２０２１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就阿里巴巴“二选一”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作出行政处罚。数据寡头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所产生

的负外部性，也是当今出现的“大数据杀熟”“二选

一”、平台自我优待、平台封禁现象的肇因。

三、数据产权的相关界定

数据产权可以理解为附着在数据上的一系列排

他性权利的集合，是调整人与人之间关于数据使用

的利益关系的制度。２０２０年１１月，《中共中央关于
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指出：“建立数据资源

产权，交易流通、跨境运输和安全保护等基础制度和

标准规范，推动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数据产权制度

体系的构建被提到了战略性高度，充分肯定了数据

作为一项要素资源所应具备的产权体系。在实践

中，也提出了一项全新的课题，即如何构建科学的数

据产权体系。数据产权作为权利体系中的一项新生

事物，其产生的正当性基础、权利特征、类型均需进

一步明确。

（一）数据产权的正当性———基于法律范式的

解释

一项权利的正当性在于其权利构造基础是否具

有合理性，数据产权本质上是一种财产权，财产权无

论什么性质，怎么设置，无论赋予谁，都会对个体和

社会的利益产生影响，对物关系和对人关系构成了

财产关系的两面。法律范式构成财产权的正当性基

础。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的法律范式，

其背后的价值与精神实质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分。

表１　不同发展阶段的法律范式

法律范式 自由主义 福利国家 多元主义 阶级斗争

发生阶段 资本主义初始阶段 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资本主义完善阶段 社会主义初期

代表人物 格劳秀斯、洛克等 马歇尔、罗尔斯等 贝克、芒泽等 维辛斯基

正当性基础 自由、平等 社会正义 修正主义 集体主义

权利形态 个体绝对财产权 社会财产权 既有财产权的新解释 公有财产权

核心要素 个体要素 社会要素 个体要素＋社会要素 社会要素

　　我国在 ２００４年宪法修正案中首次明确规定
“国家尊重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２００７年《物权
法》将“保护权利人的物权”作为其主旨，２０２１年施
行的《民法典》第三条规定“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

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

或者个人不得侵犯”。我国以立法的形式给予了个

人财产权有力的保护，但并不能认为当前我国属于

权利本位，因为“阶级斗争的法律范式的残余还没

有消除干净”［４］，因此，在现阶段，我国的法律范式

是以权利本位为主导夹杂着阶级斗争残余的多元主

义。多元主义下，个体要素与社会要素之间是平衡

的，民法典创设了各项私人财产权的同时也产生了

政府许可财产权、养老金财产权等公有财产权。一

项财产权的内容不仅包含个体要素，同时包含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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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二者共同发挥作用，当然不同类型的财产权具

有不同的社会价值取向，个体要素与社会要素之间

存在主次关系，需要进行具体分析，在有所区分的基

础上进行适当的调整。根据个体要素与社会要素的

强弱的不同，可以将财产权做如下类型化区分。

图１　数据产权的权利定位

在多元主义的法律范式下，应遵循以权利的创设

目的及关联因素进行整体评价与定位。在数据财产

权的整体评价中，应当充分考量其数据资源的属性。

１．数据的财产价值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堪比“石油”的重要

生产资料，已脱离了数据作为完全意义上的个人信

息的范畴，数据产权的财产性成为其核心价值。数

据的价值产生于大规模的经济活动中，在平台经济

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参

与到市场交易中，产生出巨大的经济价值。无论数

据是原始的主体所拥有，还是作为数据的收集者、加

工者的企业所拥有，抑或是政府所拥有，其财产性价

值都是不言而喻的。

２．数据的人格价值
数据来源于个体，零散、简单的信息即使经过处

理，其人格性、身份性的意义仍然无法磨灭，被用于

经济活动的数据所携带的人格信息，常常在数据交

易中受到侵犯。数据的人格价值所涉及的人格尊严

是其核心，数字经济时代，人格的价值不应被经济价

值所替代，唯有如此才能在大数据时代共享美好生

活。

３．数据的公共价值
被政府所利用的数据自然就产生了公共价值，

对公共数据的总体把握符合国家数据安全利益。此

外，政府利用数据进行社会治理，在数据社会下，政

府运用数据分析技术，掌握社会发展和运行的总体

态势，预测风险，增强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政府通

过数据的共享及分析技术，能够实现数据的高效利

用，提高服务效率与决策能力，对于社会的和谐与稳

定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从以上三个价值，可以将数据产权定位为

一种弱财产权Ⅰ型，其根本特征就是以个体要素为

主导，在发挥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充分保障和

实现财产价值，增加物质总量。另外，需要关注其社

会要素，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实现社会的整体

利益与更高的价值目标，实现“自由”与“善”的平

衡，这正是数据产权的正当性基础。

（二）数据产权的权利体系

数据产权是数字经济的产物，作为一项新兴事

物，其权利主体的多样性、权利客体的复杂性，决定

了其权利形态也较传统权利性质不相同。数据产权

虽然为一项财产权，但其财产属性并不能得到完全

阐释。对此，需要对数据产权进行类型化分析来全

面认识其权利体系。

按照主体的不同，可以将数据产权划分为个人

数据产权、企业数据产权和政府数据产权；根据权利

内容的完备性可分为完全数据产权、定限数据产权。

一项完备的财产权应当拥有占有权、使用权、收

益权等基本权能。当前，在理论界对于个人数据产

权的权能基本上持肯定态度，即承认个人作为数据

的天然所有人的法律地位，但是对于企业数据产权

与政府数据产权则持不同意见，对于二者的权利归

属尚无统一看法。本文在此对现有观点进行梳理，

并在后文立法策略中具体论述。

表２　数据产权权利体系

数据类型 个人数据产权 企业数据产权 政府数据产权

权利客体 原始数据 原始数据／衍生数据 公共数据

权利主体 个人 企业 政府

权能 完全数据产权 完全／定限 完全／定限
权利价值人格利益／财产利益 财产利益 安全利益

　　四、平台经济反垄断治理策略———数据产权立法
平台经济的垄断是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

产物，大数据市场的自由竞争必然会出现生产要素

的集中，对于剩余价值的追求自然孕生出垄断。当

前，对平台经济的垄断治理已成为我国的重要任务。

２０２１年２月７日《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
指南》正式发布，这是我国在执法层面上对平台经

济反垄断做出的回应，体现出我国对平台经济反垄

断治理已步入正式轨道。作为一个依法治国的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

要内容，在执法层面的探索和努力，始终要以完善的

法律体系为依归。在反垄断领域，我国在２００８年出
台的《反垄断法》的部分条款已经脱节于当下新出

现的经济模式，仅仅对垄断行为作出的一般性规定

已无法解释新经济现象出现的问题，因此，进一步修

订《反垄断法》，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已经成为一个

亟待开展的时代任务。然而，作为一个新的经济产

物，平台经济有其独特性与复杂性，仅仅从《反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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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这一基本法律来进行规制尚有所不足，为了更

加全面且具有针对性地对平台垄断进行制约，尚需

对其垄断根源做进一步的探究，唯此才能构建出科

学有效的治理路径。

如前所述，平台经济是以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

经济组织，数据成为平台企业竞争的焦点，当前出现

的各种垄断行为的根源在于数据产权不明而导致的

资本无序竞争。数据产权的权属包括数据的所有

权、使用权、收益权等权能，由于当前我国没有明确

的法律对其作出规定，当前平台企业将其作为私人财

产，成为平台数据的绝对拥有者，在某种程度上，数据

产权不明赋予了数据市场浓厚的资本主义色彩。资

本主义经济的典型特征就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私

有制为资本积累和生产资料的集中提供了基础，其本

身就是垄断滋生的温床，因此，以数据产权的权属界

定为基础，构建出权利清晰、科学高效、公平正义的数

据产权法律体系以真正适应时代之需。

（一）数据产权立法的原则导向

１．开放包容原则
数据产权是一个新生事物，其出现的新特征、新

变化不能拘泥于传统的思维，其客体的虚拟性、复杂

性特征突出，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将产生更多新的

问题，这就要求在立法的过程中需要采取开放、包容

的态度，打破封闭的财产权体系，以动态发展的视角

来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实际。

２．利益平衡原则
数据并非符合物权法的物权客体特定原则，数

据权利不仅囊括所有权及使用权，其中财产权与人

格权利益并存，数据产权的问题涉及众多主体，个

人、企业及政府，在立法中，应当在以个人要素和社

会要素结合并突出个人要素的法律范式下进行，在

个人自由、财产保护及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实现平衡。

３．明确性原则
在确认数据产权的法律地位的基础上，明确其

权利边界。为数据产权设置红线，只有在权利红线

范围内权利才能得到充分保护而不受侵犯。对此，

应当明确权利边界的设置规则，实现科学划分，避免

因立法的过于宽松而导致企业过度侵蚀社会公有数

据，危害国家数据安全，同时，应当发挥立法的创造

作用，将数据的要素价值充分发挥，实现社会资源的

高效科学配置，促进社会发展。

（二）总体思路：三方框架下的产权界定

有利益必有归属，有权利必有保护。一项权利

的归属，能够起到法律上的公示作用，从而产生对抗

效力，如果一种稀缺性资源的产权是模糊的，人们就

必将争相攫取，数据权属的明确对于资源的合理配

置、防止垄断具有重要意义。

１．数据所有权
数据所有权是数据产权最为重要的一项权能，

作为定分止争的天然权利边界在划分权利红线的功

能上具有关键价值。数据产权的所有权构造，依据

数据的来源不同有所差别。

（１）个人原始数据的所有权
原始数据，即那些最初来源于用户个体的简单、

零散的信息，这些最初的数据形态往往带有很强的

隐秘性，与个人隐私密切相关，因此，该类数据涉及

极强的人格性利益，但同时不可否定其对于个人的

财产性利益。在天赋人权自然法视角下来看，源自

于自然个体的信息当然属于个人所有，其不仅对该

数据的人格权，还应当包含基于对数据的绝对控制

而享有的财产权利。在人格权意义上的数据所有权

强调的是对个人隐私权的保护，赋予个人数据所有

权能够有效防范企业过度收集问题，有效化解当前

数据“公地悲剧”，将数据权重新赋予个人，筑牢数

据滥用的防线，有效防范企业因无序竞争与垄断导

致侵害个人权益的现象。在财产权意义上的数据所

有权强调个人对其数据权益的专属控制，这即赋予

了个人决定其数据之后的使用及收益的可能性，进

而产生数据的经济价值。

（２）国家数据所有权
平台经济的无序竞争和垄断正是在于数据产权

的界定不清从而导致的“破窗效应”，数据产权的模

糊性以及不合理的企业私有化是造成平台企业数据

垄断的根本肇因。数据，当其为最初始形态的个人

信息时，其应当属于个人信息或隐私的范畴，其权属

理应归于个人。但是，当其经过收集、整理、加工等

程序，过滤掉无价值的信息而将具有经济价值的部

分存留下来，更多地凸显出经济属性时，即形成了衍

生数据。衍生数据就如同土地、石油、矿产等资源，

为了维护数字经济的安全及有序发展，探索实现数

据产权的国有化，构建数据产权全民所有制的产权

体系是具有创造性和可行性之举。在法律结构中，

所有权具有最为完备的法律权能，其突出的法律功

能确立了唯一且排他的法律主体地位，明确数据产

权的公共属性，就可以有效防止一些大型平台企业

将自身收集到的数据作为其私有财产进而导致的垄

断问题，能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强化市场竞争力，提

高公民福利。

２．数据使用权
数据使用权是在数据所有权的基础上而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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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权能，数据所有人出于自愿的意思表示，通过签

署协议让渡其权利，以实现其功用。

（１）个人数据使用权
个人的数据使用权是基于其对个人原始数据的

所有权产生的，其最根本的价值在于保障个人知情

同意权。个人数据本是由个人天然的占有、使用，而

在数字经济时代，个人的数据被用作一种生产要素

流通于大数据市场，因此，个人应当在其自由意志

下，决定其数据是否被收集以及收集的方式与规则，

这首先是对个人的人格尊重，其次则是对其数据权

利的保障。数据的使用权可以参考《欧盟数据通用

条例》的规定，赋予个人数据知情权、同意权、数据

修改权、被遗忘权等。个人在被明确告知并同意的

前提下，有权要求数据收集者对其不准确的信息进

行及时修改，这能够有效保护个人数据的真实性与

可靠性，更好地保护个人的人格利益。此外，通过行

使数据被遗忘权要求数据收集者删除其数据信息以

更好地保护自身利益。

（２）平台企业数据使用权
平台企业的数据使用权是基于数据的所有权人

转让其部分使用权而继受取得的权利。平台企业往

往不直接参与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作为生产要素的

数据并不由其自己生产创造，而是来自用户的许可

及让渡。

平台企业行使数据使用权时，应当遵循一定的

原则：首先是合法原则，平台企业在收集、分析用户

数据时应当采取必要措施充分尊重用户的知情同意

权，在获得其授权的基础上对其数据进行使用，避免

出现隐形强迫用户授权的情形，对于涉及公共利益

的数据应当在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批准下进行，在

法律的框架下行使使用权；其次是必要原则，平台企

业在收集个人数据时应当在最小伤害的行为限度

内，收集必要的数据信息，以防对用户的数据权利造

成损害；再次是利益保护原则，平台企业在数据使用

过程中，应当对原始数据的所有人做到利益保护措

施，对其隐私、个人财产权进行安全承诺，在必要时，

可以采取有偿措施对其进行利益补偿，以实现利益

平衡；最后是透明原则，平台企业对用户数据的收集

方式应当是透明的，收集目的、范围、规则等均应大

概事先告知，在清晰透明的计算规则下进行，避免

“算法黑箱”。

（３）政府数据使用权
政府对于数据的使用主要体现在数据管理的层

面。政府作为衍生数据的所有权人，行使数据的使

用权，具有三方面的意义：首先，政府代表全民统一

行使数据使用权，以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建立科学

分类、安全运营、有效监管的数据共享规范，切实地

保障我国的数据主权、安全及利益；其次，政府拥有

数据的使用权，可以决定一部分数据是否由企业收

集，能够更好地对数据进行管理，更好地进行资源的

科学合理配置，防止企业过度收集数据，维护数据市

场的秩序，促进其健康持续发展；最后，政府通过利

用数据提升其公共治理能力，在行政过程中，实现政

府部门的高效协同，打造“互联网 ＋政务”的电子政
务平台，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３．数据收益权
数据收益权，是数据所有人、使用人获得数据在

流通过程中产生的增值价值的权利，数据收益权对

于调节、平衡数据多方主体的利益，提升数据流通价

值具有重要意义。划清收益归属，实现多方利益共

享，是数据收益权界定的首要价值。为此，收益权的

主体应当包含个人、企业和政府三方。

（１）个人数据收益权
在数据产业链中，作为数据要素源泉的个人，应

当确保其收益权。个人本就是原始数据的所有权

人，即使数据在流转中经过价值的增值过程实现了

由普通数据到生产要素的伟大飞跃，但是其提供原

始数据的贡献应当予以承认。当前平台企业对于用

户数据的使用大多出于无偿使用，这不仅损害了用

户的数据收益权，反而使获利巨大的平台企业通过

大数据杀熟等行为侵犯用户隐私及消费权益。因

此，给予用户一定的数据红利是具有价值的举措。

尽管在当前的大数据市场环境下，直接给众多分散

的用户分配一定货币利益的举措具有难以量化的可

操作性，但是采取一些间接的利益减免则具有可行

性，以减少其利益付出的行为，如减免平台进入金额

门槛，优惠补贴、折扣使用等方式进行利益分配，则

在保护用户收益权的基础上实现了共享数据红利的

目的。

（２）企业数据收益权
在数字经济中，平台企业是最主要的市场参与

者，其基于对数据的使用，促进了新型的生产方式，

带动了经济的发展，因此，基于企业数据的收益权是

正当的。在数据市场中，平台企业获得了收益的绝

大部分，这是由于平台企业是将数据进行价值添附

的最关键主体，其依据成熟的数据算法技术，获得了

巨大的经济利益。企业基于数据使用权获得的收益

具有正当性毋庸置疑，但是，应当特别关注其过度的

利益获取所带来的负外部性，垄断是其主要表现形

式，拥有经济实力的平台企业往往容易走向垄断，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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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经济市场产生的危害自不待言，这就需要对企

业收益进行规范，通过制定科学的利益获取方式，以

制约其收益权的过度扩张。

（３）政府数据收益权
平台经济发展中，企业的收益权得到大幅度的

扩张，由此带来的是一系列的垄断行为、无序竞争及

消费者福利的消解，严重威胁着我国共同富裕的政

策取向，因此，对企业收益权的科学限制，促进合理

分配，从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从政府的

所有权视角来看，政府应当拥有对数据的收益权。

当前政府参与数据权益分配最主要的就是通过税费

的形式进行，此举既保障了政府的收益权，又有助于

调节收入分配，实现利益平衡。为此，通过加强顶层

设计，构建科学的平台经济的税收征管体系，对平台

企业根据其规模进行分级课税，将规模以上的平台

企业的税收归属于财政分配权划归中央，以此调节

大中小型平台企业之间的收益悬殊，实现公平合理

的利益分配。

五、结语

平台经济是当前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尤其是

在深受新冠疫情影响的当下社会，其新的生产方式

为社会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活力。然而其快速发展的

背后催生出垄断的问题，一些寡头平台企业不合理

地获取了数据垄断权，排挤、打压其他具有竞争关系

的企业，给数据市场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性的同时

也侵害了用户的合法权益。为此，理论界对平台经

济的反垄断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学者们尝试不

同的方法力求解决平台经济的垄断问题。本文尝试

开辟一条全新的理论进路，从数据产权的立法的策

略出发，指出数据产权的立法缺失与数据产权的权

属不明是当前平台经济垄断的肇因，通过构建数据

产权的权利体系，界定数据产权的所有权、使用权及

收益权边界，试图为平台经济反垄断提供有益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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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等工程教育发展战略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教育部主持达成了“新工科”建设复旦
共识，新工科建设的研究成为热点，但大都站在战略高度或综合性大学的视角，对于地方型应用本科

如何开展新工科建设的研究较少。然而，新一轮的科技和产业革命，推动新型工业化发展，需要大批

新工科领域的拔尖创新人才，对地方高等教育的变革提出了新的挑战，文章分析地方型应用本科在新

工科建设中存在诸多问题，并结合地方应用型本科的特征，提出地方应用型本科新工科建设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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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经济全球化、多元化是一个重要的发展趋
势。新一轮的科技和产业革命在世界范围内驱动着

新经济的形式与发展，对高等教育的变革发展提出

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无论是经济的发展还是新一轮

的科技和产业革命，都需要大批新工科领域的拔尖

创新人才。工程改变世界，行动创造未来，改变呼唤

创新，我们必须重视和关注高等工程教育的改革，对

传统工科教育做出相应的调整和研究，使其保持和

新的经济模式紧密联系，并重新认识高等教育的本

质和内在发展规律，进而从战略的高度创新高等工

程教育的理念，开展相关政策的研究。基于这一现实

需求，在教育部和社会各界重视下，“新工科”诞生了。

一、新工科建设势在必行

新的科技和经济要发展，需要与其接轨的新经

济人才，而信息技术、智能终端、生物医疗、新能源和

新材料等新兴行业已经出现了人才短缺问题，严重

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因此，探讨和建设新工科，

为国家培养多样化、创新性卓越工程人才，是目前我

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高等教育新阶段的当务之急

和长远之策。

（一）新工科的概念

依据我国高校的工学办学实践有理科和工科之

分，随着经济发展的需求和教育改革的需要，政府提

出新工科的概念。２０１７年２月１８日，在复旦大学
召开了高等工程教育发展战略研讨会，达成了“‘新

工科’建设复旦共识”，两天后，教育部发布了《关于

开展新工科研究与实践的通知》，启动“新工科研究

与实践”项目。４月８日，教育部新工科建设研讨会
在天津大学召开，形成“新工科”建设的愿景与行动

路线，即“天大行动”（夏建国、赵军，２０１７）。随后，
关于新工科建设的研究火热起来。

“新工科”到底是什么？目前还没有精确的定

义，大家只是对其基本范畴达成共识。从专业的角

度可以理解为针对新兴产业的专业，以及传统工科

专业的升级改造，简单概括为：人工智能、智慧制造、

云计算、新材料、新能源等。然而从战略的层面考

虑，不应该仅仅理解为某个领域或专业，“新工科”

建设是一种高等教育改革的新思路和新模式，要引

·６８·



入全新的教育理念，为高等教育发展提出新的挑战

和提供新的机遇。

（二）文献综述

２０１７年４月１８日，《光明日报》发表张大良《新
工科建设的六个问题导向》文章，提出了什么是“新

工科”，为什么要发展“新工科”，如何发展“新工

科”，发展什么样的“新工科”，怎样培养“新工科”人

才，指导性地阐述了新工科建设要问产业需求建专

业，问技术发展改内容，问学校主体推改革，问学生

志趣变方法，问内外资源创条件，问国际前沿立标准

（肖应林，２０１７）。
马陆亭界定了与传统工业相关的“老工科”，以

及新经济发展的“新工科”，提出了新工科更加凸显

学科交叉与综合的特点，对高等工程教育的变革发

展提出了新的挑战。余东升则认为，“新工科”要有

新观点，新时期要全面创新我国高等工程教育，以适

应引领新经济发展的战略（吴爱华等，２０１７）。陈
慧、陈敏依据综合性大学基础学科和多学科交叉特

点，对综合性大学培养新工科人才进行思考与探索，

提出了发挥独特优势进行新工科建设思路。张维光

（２０２２）等研究了新工科背景下传统专业升级改造
途径，郑庆华（２０２０）等阐述新型工程教育的外延和内
涵，通过研究提升传统专业，创办人工智能等新专业，

探索理工结合、医工结合、文理渗透、管工贯通等实

践，探讨综合性高校开展新工科建设的路径与模式。

（三）新工科的建设内涵

一说起工程师，好多人脑子里第一印象就是戴

着安全帽拿着尺子、图纸的“搬砖”形象，或者就是

机油、柴油弄得一身黑，拿着个仪器一天到晚对着机

器的形象。因为工科不同于理科，它更注重于技术

和实干，于是大家对工程人员的印象总是一副“邋

遢”的场景，就像程序员是一群“宅男”一样。老旧

的思想和印象使工科“望而生畏”，但实际情况不是

大家想象的那样，工程师是更加朴实的科学家，新工

科不仅仅是新经济中的信息化、智能化、精准医疗等

等，也包含具有动手能力的工程师，美国这样一个科

技教育高度发达的国家，在闻名世界的波音飞机制

造工厂里，波音７４７在最后的组合，没有机器咬合，
依靠的就是工程师。

新工科具有一系列新特点，即新理念、新特征、

新知识、新模式、新机会、新人才。从高等教育改革

来看，多元化、实践性与国际化将是新工科的教育方

式和特色，而其专业特色是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

交叉化、创新性。我们要面向战略新兴产业与引领性

行业需求来培养人才，针对新技术、新产业与社会新

形态的变化，需加强多学科交叉与行业融合。要按照

新工科的规律与特点进行教育改革，推进可持续竞争

力的新型工科人才培养模式，加强新工科的建设。

那么“新工科”到底要建设什么？新工科的内

涵还是以“立德树人”为引领，把握好学与教、实践

与创新创业、本土化与国际化的任务，来应对变化，

塑造未来，培养未来多元化、创新型卓越工程人才，

达到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调与共享的目的。

２１世纪国家间的竞争实际上是创新型人才的竞争，
传统的理科和工科已不足以应对时代变革，要以科

学技术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为导向，把提高学生

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作为战略重点之一，为新技

术与新产业发展培养各种类型的新人才；要通过产

业结构的调整，使传统低端产业向现代高端产业转

型，实现资源主导向技术创新主导转变，培养学生的

创新能力，实现由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

二、地方本科院校在新工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在传统工科教育的基础上，研究新工科建设的

问题和策略，并立足地方经济发展，探索地方应用型

大学发展新兴工科教育的新模式，已成为高等教育

界的共识，是国家高瞻远瞩的战略考虑（陈慧等，

２０１７）。目前，我国地方本科院校在工科教育中存
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不重视基础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全方位谋划基础学科

人才培养，科学确定人才培养规模，优化结构布局，

在选拔、培养、评价、使用、保障等方面进行体系化、

链条式设计，大力培养造就一大批国家创新发展急

需的基础研究人才。”复旦大学副校长徐雷深说：

“基础学科是所有学科的基石。建设创新型国家，

人才的基础能力是关键，而基础学科所构建的就是

这样一种‘底层能力’”。一个国家科学技术的创新

突破离不开工科基础教育，它是培养未来工程师最

基础的渠道也是最重要的渠道（袁晓明，２０１７）。基
础学科是支撑工科大厦的骨架，在研究上突破性进

展，可能引起广泛的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开创生产

大发展的前景。作为综合性大学来说，基础学科的

教学与研究相对重视，把提高教学与科研的水平放

在战略地位（张翼星，２００８）。但随着知识经济时代
的到来，应用学科、交叉学科、新兴学科等各类学科

得到了迅速、蓬勃的发展，而地方高校的基础学科建

设未真正得到足够的重视。地方大学由于地域的局

限，有重工轻理的倾向，由于工科侧重于生产实际问

题的研究，造成“理向工靠”的培养方案，但“工”离

不开“理”，基础学科孕育大量新技术，并催生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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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在高等教育中奠定了一所大学的基本地位，增强

应用学科、交叉学科、新兴学科等学科的后劲，促进

人才的培养并保证质量。因此，基础研究是破解

“卡脖子”难题的关键（赵婀娜等，２０２２）。
（二）培育模式单一

地方应用本科在教育教学模式上，沿用高职高

专教学方法、方式，教学内容以传授课本知识为主，

教学方法以课堂讲授为主体，而教学过程就是传统

的传道、授业、解惑，课程体系设计基本趋同，实践环

节以验证性实验教学为主，考核方式单一，忽视能力

培养，对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重视不够，难以发挥学

生的积极主动性。在实验课程设计上没有创新思路，

实验内容绝大多数是按确定的方法、步骤，缺少探索

型、研究型、开放式的实验，扼杀了工科学生创新的源

泉，不能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和创新能力，只是培养

了学生利用课堂对某种原理或现象进行验证能力。

毕业设计是本科生实践教育的重要环节，由于选题不

够合理、过程疏于控制、考核答辩流于形式，学生不能

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阻断了工科

学生培养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途径，导致毕业生素

质达不到社会的需求（陆必应等，２０１３）。
（三）专业设置不科学

地方高校大多由几所学校组合升本而来，专业

设置重叠严重且范围广，在有限的规模上尽可能多

地设置专业，不仅降低了学校的招生水平，也浪费了

教师和教育资源。高校的专业设置既反映了社会对

于人才的整体需求，历来是高等学校办学十分重要

的环节，涉及高校教学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人才培养

的重大问题，需要综合考虑国家经济发展、区域经济

结构、学生就业、师资队伍建设、学生培养质量、学校

办学特色等。然而，地方高校属于地方财政事业单

位，计划经济的影响在延续，增加容易淘汰难，学科

与专业设置不能完全适应产业发展的需要，只能把

招不到学生的专业改头换面揉成新的专业，表现在

求新、求多、求全、求热门，缺乏应用和实践的指导，

以及充分的调研、论证和民主决策。具体表现在一

是专业设置缺乏整体规划和科学论证，缺乏创新性、

前瞻性，严重浪费了教育教学资源。二是专业设置

与产业结构对接度不高，新兴产业相关专业设置较

少，不利于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三是专业结构不

合理、不专业，没有专业群建设，没有形成集聚优势，

重点专业的带动和辐射效应不明显。

（四）教育模式僵化

中国的高等教育在计划经济时代看苏联，“以

苏为师”很快就从教育领域扩展到科技领域搞特色

专业，搞重工业。然而，随着服务行业的不断推进，

导致工科开始看向西方，高校经过不断的合并向综

合性大学看齐，建名校建世界一流大学等，导致工科

教育变得不伦不类，不精不深。教育与科学技术本

是一脉相承，应该注意到，新经济是一个动态的、相对

的概念，经济的发展总是在推陈出新，不同时期的经

济都有“新”的部分，但新只是相对的，随着科技的发

展会逐渐变成“旧”（徐磊，２００２）。因此，新工科建设
不仅要结合自己的国情研究我国新工科专业建设，也

要着眼于互联网革命的时代特征，紧跟新技术发展、

制造业升级等动态发展，地方应用型高校更要因地制

宜，办出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高质量新工科专业。

（五）校企合作落不到实处

地方高校的校企合作流于形式，说起校企合作来

大家头头是道，拿西方的“德国双元制”“美国合作教

育”“现代学徒制”等例子来说，都是校企合作的典

范，然而中国高校历来重视讲，能够做得具体些的依

旧只有那么几个重点学校、重点专业。校企合作在中

国历来是炒作的多，实干的少。企业对教育事业的支

持，关心的是自身的利益和发展，高校关心的是数量

和企业名头。然而，从内部发展要素上，校企合作关

键是科教融合进入深层次的实践教育，由于工程教育

中的通识和人文内涵不足，企业的视野狭窄，创新思

维和意识不足，不重视校企合作的科研投入和工程领

域创新人才培养，未达到人才培养深层次的目标要

求。因此，地方高校的毕业生人才知识体系不完善、

不能快速地适应未来社会和经济发展变化的需求。

（六）教师信息化素养不到标

地方应用本科教师直接从高职院校升级上来，

师信息化意识不足，对于信息化素养提升教育教学

质量重要性认识不足，一部分教师对智慧教育的认

识还是停留在 ＰＰＴ方式，大多数教师采用的信息化
教学模式，是简单的多媒体与网络环境或工具。从

原来高职基础升级的地方本科，科研的要求没有科

学的标准，教师更多的精力是放在教学层面，没有科

研的压力，不愿意花费时间学习新的知识内容，再加

上对教师的考核形式局限，导致教师对信息化教学

的开展兴趣不高，能力不足（周子平等，２０２１）。地
方高校教师的传统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没有及时

从信息化１．０向信息化２．０行动调整，难以接受现
代化的教育管理和教学模式，缺少颠覆性研究气魄

和创新担当，应用信息技术改革和创新教学主动性不

够，再加上地方本科的缺少对教育信息化实践创新的

激励机制，使地方高校教师在信息化教学改革和创新

方面实践动力不足。由于教师的整体信息化素养不

·８８·



足，在当前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形势下，教师就

缺少数字思维，认识不到“互联网＋教育”“智慧＋教
育”“元宇宙”教育等信息技术新特点，认识不到新的

工科技术的发展和学习大都是以数字技术为手段。

三、地方应用本科新工科建设路径思考

地方应用本科如何前瞻地进行新经济工科人才

预测，精准对接重点领域人才需求，如何吸引有工程

教育背景的教师、增加产业界对工程教育介入，是亟

待解决的问题。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成立时明确指

出，应用型大学不是一所传统的大学，而是一所“致

力于提升工业科学及艺术的院校，且研究亦以应用

为本”（付八军，２０１６）。地方应用本科院校在新工
科建设中，要加强政策层面的支撑和引导作用，做好

顶层设计规划，深化专业设置、产学研合作教学、改

革工程实训、促进跨学科交叉融合、培育人文和工程

内涵，加快传统教学深化改革，主动、快速地适应未

来工科教育发展变化。

（一）以立德树人引领新工科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人才培养一定是育人和育才相统一的过程，而

育人是本。”作为地方高校的新工科建设，必须以立

德树人作为引领，以应对变化、塑造未来为建设理

念，以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调与共享为主要

途径，培养未来多元化、创新型卓越工程人才（钟登

华，２０１７）。新工科教育融合新文理教育、多学科和
跨学科工程教育，是个性化专业教育的教育教学模

式，是高等工程教育发展的最前沿和新方向（顾佩

华，２０２０）。新工科人才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同时
也是国家重大战略和需求的重要起点，需要以立德

树人统领人才培养全过程，立足我国战略发展需求，

加强工程教育改革创新，做好课程体系顶层设计，重

塑人才培养质量观，这样，我们才能培养学生终生发

展和社会需要的核心素养及能力，使之成为具有国

际竞争能力的时代新人。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是

有祖国的，只有培养了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才能激

发学生的科学报国信心和勇气，才能努力学习，把科

学文化学到手。这要求我们科学引导学生，使其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达到立德树人的效果，

才能打造综合性、创造性、实践性、跨学科、国际化等

全新工科课程体系。

（二）加强基础学科建设

据最新的自然科学分类，六大基础学科是数学、

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地球科学和空间

科学、生命科学。基础学科的研究是构建工科大厦

的基石，培养学生的工程知识基础、多学科思维和创

新能力，获取被研究主体全面的知识，构建更系统、

综合的工程教育课程体系。做好地方应用本科新工

科建设，从基础课程改革开始。地方的高校的基础

课程要求较低，设置较少，特别是基础自然科学的课

程弱于综合性大学。不管在“新工科”还是“老工

科”背景下，高等数学、物理学科的基础地位不会动

摇，化学和生物等科目将更加交叉融合，强调的是应

用性和与其他学科的关联性，技术科目的重要性将

大大加强。虽然改革传统的工科教育，基础性的知

识教育要加强，但人文社科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同

样不可缺少，从技术、伦理甚至美学艺术等角度综合

思考，引发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改变，将“大工程观”

植入课程体系整体设计和变革，重视科技与环境自

然融合，才能帮助堆砌起创新大厦的基石。

（三）结合地方工业发展实际建设

由于受管理体制和经济因素的制约，目前的工

业企业大多不愿意大量或长期接受学生系统实习，

与工业企业深入开展专业建设、人才培养、课程建

设、实验室和实践基地建设等，而实习又是不可或缺

的教学环节，因此，建立必要的校外实习基地对新

工科人才培养还是必需的。地方高校建设新工科要

避免与工业实际脱节，而是要真正走进工业企业，围

绕地方支柱产业进行，结合本地工业发展实际情况，

准确定位办学方向和专业建设，确定办学特色，开展

创新创业教育，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地方经济发展

的需求能够给高校带来新的课题研究，通过与地方

的调研与合作，加强实践合作，大力开展创新创业教

育，寻求创新创业教育新模式。要对接区域战略产

业，与地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接轨，做好校企深

度合作；地方应用本科通过与地方政府科技合作，优

化高校的教学质量，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为高校的

研究注入新的活力。我们要营造良好的合作环境，

加强地方与高校与地方经济建设相互合作，以实现

双方的资源互补；要建立双方合作管理制度，达到科

学化、规范化、制度化，使高校与地方合作互动持久

深入；要构建高效的与地方合作交流平台，满足工程

教育培养中人才、技术和信息产业、经济沟通交流。

学校要与工业企业建立有效地校企合作关系，就要

加强校内对实习企业的支持和服务能力，或建立服

务团队，以若干团队的长期服务来强化合作关系。

（四）加强工程伦理教育

教育理念和发展模式对新工科人才培养的有支

撑作用。地方应用本科新工科建设必须贯彻落实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理念是行

动的先导，理论是行动的指导。新工科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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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需要人文精神积淀，也需要科学的、先进的价值

观指导，并遵循人文道德和工程伦理规范。新工科

给我们带来的舒适的生活，是工程伦理（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ｅｔｈｉｃｓ）应用于工程学的道德原则系统，是工程技艺
的应用伦理科技的发展。绿色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方

向，国际工程教育的发展必须融入绿色理念。要树

立综合化工程教育理念，强化跨学科综合教育，在具

备人文情怀和管理素养的同时，深化工科领域创新

创业教育改革，提升学生工程技术创新能力，为新兴

工科孕育产业奠定基础，创新全面新型工程教育观。

（五）深化工科教育改革

地方应用本科新工科教育要深化教学模式和方

法的改革，落实“学生中心、成果导向、持续改革”的

工程教育理念。一是翻转课堂，在教学方法上将传

授知识改为传授方法，以学生为主体推动学生向主

动探索性学习转变。尽量利用科技手段，开展多种

形式的教学，如辩论式、演讲式（讲课）参与式教学，

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和研究兴趣。二要开展形式多

样的实践性教学，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动手能力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老师的指导下组成团队，协同科

研创新。三是重视毕业设计环节，改变选题模式和

考核形式，尝试由学生自主的选择毕业设计的技术

路线，以及研究方向、研究方法、实验方案等，把毕业

设计作为地方本科生教育的最重要环节。四是毕业

答辩重点考核手段，要评价学生毕业设计过程中表

现出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不仅要审查论文的质

量，更要考查学生的研究过程、研究思路，关注实验

方案和研究成果。

（六）加强教师“双师素质”建设

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是地方应用本科建设新工科

最基本条件，教师本身的素质和能力直接影响着培

养的人才的素质，要建设地方应用新工科，必须提升

教师素质和实践能力，改革教师评价机制。当前的

评价机制是科研以文章、项目数量作为主要标准，教

学技能侧重于程式化的基本能力和水平，不利于师

资队伍的建设和学生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要探索体现创新性和实践性人才强校战略，建立科

学评价标准与支持机制。把科研转化、校企协同创

新、企业工程实践经历等作为教师职称晋升的必要

条件，把外部院校、科研机构、企业经理的评价作为

主要依据，制定聘任和职称晋升制度，促进工科教师

专业发展和工科专业创新人才培养。要加强教师联

盟平台建设，积极开展科研开放与内外协同，提倡研

究向跨学科、跨学院的模式转变，学校鼓励学科之间

的竞争、协同、交叉与融合，组建若干跨学科的知识

创新基地，促进具有学校特色的工科协同、艺工交融

和文理渗透。

（七）加强新工科专业建设

随着新一代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发展，将“智

慧化”创建理念主动引入基于大数据的专业建设，

从适应市场需要的角度出发，不断调整和完善专业

设置，突出学生技能培养，强化和提高学生综合素

质；不断挖掘学生就业实习途径和岗位，形成“实习

即就业”的安置模式，本着“服务于社会，有利于学

生，有益于企业”的原则设置专业；密切关注国际产

业转移、新技术的引进、产业集群发展、现代服务业

增长、环保节能、新能源的发掘利用，以及其他重要

资源、环境等因素对新工业发展的影响，加强相关学

科与工科的融合共长。针对专业的特点提出“宽基

础、重技能、活模块”和“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围

绕培养“技能型、应用型、复合型、智能型”毕业生的

目标来开展工作，更重要的是学校依据地方经济发

展创新人才需求，以及毕业生跟踪毕业生就业的反

馈信息，分析地方应用型本科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存

在的主要问题，准确预测新工科专业的发展趋势，提

出科学合理化建议，制定中长期规划，使地方应用本

科新工科专业建设走向康庄大道。

（八）新工科建设要抓住智能时代的特征

工业革命的每个时期都有其具有代表性的生产

工具，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技术得以大规

模的使用，我们进入了工业４．０的智能时代。由于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在工业上大量应用，将全方位的

改变社会生产和商业模式，而智能时代人才培养最

为明显的特征是“学有专攻，多专多能”（汤丽萍，

２０１８），因此，结合地方应用本科校新工科建设要
求，积极进行新工科专业课教育改革和实践，探索智

能时代新工科的教育新模式。首先探索基于５Ｇ、互
联网、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下的人工智能、大数据、区

块链工业应用，确立新工科专业群和专业模式建设。

其次要以教育信息化２．０的基本目标为指导，加快
推进数字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开创教育服

务新模式、教育治理新模式，具体就是加快面向５Ｇ
网络的高校智能学习体系建设，以ＡＲ、ＶＲ和ＭＲ以
及区块链为主要技术，探索“元宇宙”下的智慧校园

的建设和智慧教育模式，构建智慧学习支持环境，做

好智慧教育创新示范。最后，在提高师生新工科专

业的信息化素养下，依托教育信息化 ２．０时代的
“新工科＋数字校园”平台，拓展人工智能、生物科
技、新材料和新基建的新工科建设。在智能时代特

征指引下的教育改革探索和实践，将有力促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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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２．０行动计划的实施，并推动工程教育多学
科交叉创新，实现跨界融合和学科集群发展。

四、结语

新工科建设不仅是一般工科专业的建设，而是

一种新的工科教育理念的转变，因此，发展新工科也

要因时而动。伴随新一轮的科技和产业革命，我国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新

阶段，中国教育的发展将遭遇新的挑战未来我国高

等教育发展方向，是促进高校分类发展，提升高水平

大学国际竞争力，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办

出水平。特别要支持有特色的高水平地方高校发

展，加强信息、医药、新能源、智能服务等行业高校建

设，突出地方高校学科专业特色和行业特色，引导部

分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推动与大学、企业、

地方的合作共建协同创新，把办学真正转到服务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上来，转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上

来，加快推进我国从工程教育大国走向工程教育强

国，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工科教育新体系，培养一大批

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新工科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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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民办高校创新创业基地建设与发展研究
———以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为例

石　丽
（黄河交通学院 公共体育部，河南 焦作 ４５４９５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６－３０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河南高校创新创业基地建设与发展研究———以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为例”

（２１Ｂ８９００１０）
作者简介：石丽（１９５９—），女，河南焦作人，博士，黄河交通学院公共体育部教授，研究方向：体育教育与管理研究。

摘　要：由于“用工荒”“就业难”，加上“新冠疫情”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民办高校社会体育指导
与管理专业毕业生就业形势更加严峻。面对毕业生的职业认知不能满足体育企业节约用工成本及

发展需要的短板日益凸显的现状，民办高校必须利用自身体制与机制的优势，在营造双创文化氛围、

软硬件建设，优化资源配置，双创导师选拔培训等的基础上，建设与发展校内创新创业基地，助力大

学生就业前最后一公里的冲刺。

关键词：民办高校；创新创业基地；专业实训；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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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
步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强调“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立足新发

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创

新引领创业、创业带动就业，提升人力资源素质，实

现大学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１］新形势和新

机遇下，我省河南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师范大学、河

南农业大学等高校纷纷通过创新创业基地建设，构

建与完善了大学生创新创业服务和支持体系，在人

才培养的职业性、实践性，以及科技优势转化等方面

初见成效。但就体育产业专业来讲，目前省内只有

极少数高校开设了这一专业，我省体育产业经营与

管理人才极度缺乏。在调查研究中还发现，我省体

育产业经营与管理人才在培养模式和教学目标实施

方面，由于受传统教育观念和师资的影响，依然存在

着重理论轻实践现象，尤其是体育专业实训实践平

台基本上形同虚设，人才培养不能胜任职业岗位需

求，社会人才供需错位等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由

此可见，高校创新创业基地建设与落实，既能够促进

高校积极整合各级各类资源，发挥高校科技与人才

优势，拓展高校人才培养的途径，又能够充分发挥创

新创业基地的示范效应，为学生搭建专业实践平台，

增强大学生创新创业意识，培养大学生创新精神，提

高大学生实践与职业胜任能力。

民办院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

虽然在办学实力和社会认可度方面处于劣势，但在

办学模式和灵活高效的运行机制方面却有自身的竞

争优势，完全可以充分整合与利用企业行业优势和

自有教育教学资源，建立产教深度融合、优势互补、

资源共享、协同育人、共谋创新发展新的合作机制下

的校内创新创业基地，以此实现教育链、产业链、创

新链无缝对接，寻求与践行具有较强竞争力与可持

续人才培养的新路径。

一、我省体育企业“用工荒”与“就业难”问题剖析

尽管目前我省职业体育联赛、体育用品制造业

和体育旅游业发展水平较低，但是武术产业、体育培

训业、体育健身娱乐业、体育彩票市场发展趋于成

熟。体育市场体系的逐步成熟，促进了体育产业质

量、效益和增加值稳步提高，体育产业呈现占比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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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增速加快、效益提升的发展态势。

然而，我省体育产业与国内发达城市相比起步

较晚，体育产业经营人才的缺乏，使得体育产业及体

育相关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受到极大的影响。从目前

体育产业人才现状来看，主要存在着体育产业管理

者缺乏专业管理知识；体育经营人才单一，没有形成

体育及体育相关产业联营体系；体育产品的研发和

体育市场的开发人才匮乏等问题。根据调查得知，

体育企业的ＨＲ认为：岗位与人才不匹配，体育专业
毕业生工作阅历不丰富、个人承担业务的能力较弱，

难以达到岗位要求等；同样拥有高学历的毕业生就

业难的问题也主要是由于个人业务承担能力和工作

经历，而成为应聘时被刷掉和淘汰的主要原因；大多

数民办高校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毕业生的社会

与职业认知水平有限，“高不成低不就”与较弱的抗

挫和抗压力，因不公平待遇而频繁“跳槽”和辞职也

成为其就业的羁绊。

研究团队对体育企业２６位相关专家、学者的访
问交流与问卷调查，普遍认为，民办高校体育专业人

才培养需要多方面实质性的创新与改革：提出需要

加强实操性教学环节建议的占７６％；提出对加强大
学生职业素质教育、提升职业认知度方面问题的占

６５％；认为应当加强企业与高校合作协同育人方面
的占３９％；认为必须不断更新专业教学体系并基本
保持与体育产业同步发展的占３７％。由此不难看
出，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使学生达到真正学以致

用，既是实现民办高校内涵式发展的必然选择，以及

体育企业最迫切的核心需求，也是加强大学生职业

素质教育，提升其职业认知与职业化水平，实现创就

业的根本保证。

（一）当前体育专业人才供需矛盾与影响因素

分析

１．体育行业的快速发展变化与体育专业人才不
足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飞

速发展，国民素质和国民健康素质与之不相匹配状

况凸显，国民素质，尤其是国民健康素质的提高成为

当时亟待解决问题。纵观新中国建立以来，体育在

提高国民整体素质，以及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

物质文明建设方面所发挥了显著作用。以广泛开展

全民健身工作，促进国民整体素质提高，成为适应当

时形势发展需要的必然选择。

１９９５年６月２０日国务院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对
建立社会化、科学化、产业化和法制化全民健身管理

体制的需要，颁布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国家

［１９９５］１４号）。《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作为一项关系

到我国体育事业协调发展和全民素质提高的重要举

措，以及在宏观战略性意义上的群众体育发展规划，

提出：“到２０１０年努力实现体育与国民经济和社会事
业协调发展，全面提高中华民族的体质与健康水平，

基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民健身体系的奋斗目

标。”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也被同时提到了

重要议事日程。教育部在１９９８年对体育专业目录进
行了调整，增加了培养社会体育指导员、表演、经营与

开发管理等方面专业人才的社会体育专业设置。在

这个时期，国家颁布了一系列体育改革与发展战略计

划，直至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我国体育热潮迭起，社
会对社会体育专业人才的关注度不断提高的同时，高

校对社会体育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视迅速升温，扩招院

校和扩招人数也在呈倍数增长。现实中，扩招的升温

在短期内缓解了体育行业专业人才供需矛盾，但随之

而来的是社会和体育行业的快速发展变化与体育专

业人才不足之间的矛盾的不断凸显。

课题组对我省五所院校招收社会体育指导与管

理专业１００名大二、大三学生的问卷调查和走访中
发现，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的生源，６２％是文化
课分数不高，但是为了考上大学，转到体育专业来

的。由于不是自己高考的原目标，或者说不是自己

喜欢的专业，因此对体育专业的热爱程度相当有限，

加之社会体育指导员没有体制内计划和相应的岗

位，基本属于公益性质的。所以，社会体育指导与管

理专业学生毕业后选择到行政和企事业单位的学生

占３１％，选择自主创业的（体育和其他行业）占
１１％，选择教育部门的２２％，占３６％的毕业生就业
意向迷茫。对已经毕业的大学生职业去向的调查发

现，从事与体育对口职业的占２９％，而７１％的学生
从事与所学体育专业无关的职业。从前述毕业生就

业意向、择业标准和就业去向的数据即可看出，高校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学生的就业意向和就业最

终选择与培养目标存在很大的差距。

２．体育企业对专业人才的要求与传统的课程设
置与单一的专业教学的矛盾。根据对体育行业专家

访谈得知，当下，体育行业最需要的是既懂体育又懂

经营管理的复合型人才。例如社会体育专业学生毕

业时首选的是去健身俱乐部，而到健身俱乐部入职

后，无论是巡场还是私教岗位，或者是行政人员，必

须兼顾营销。这些学生因营销能力不能满足健身俱

乐部要求，或者完不成营销任务，大多数在短时间内

主动或被动离职。课题组在调查中还得知，毕业生

跨专业的知识储备不足，尤其是与体育行业发展息

息相关的互联网、金融、营销、法律课程没有机会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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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因此这些知识和能力比较欠缺，相关专业技能短

板很快就显露出来。

民办高校培养社会体育专业教育教学相对比较

传统单一，课程设置、课程调整和多元化提升滞后于

体育行业的市场需求，缺乏紧跟市场变化的、宏观

的、动态的课程体系管理。校内缺乏专业实践场所，

重理论轻实践，加上师资队伍普遍对体育市场发展

变化的预测、把控及其应变能力薄弱且不敏感。因

此，既不可能让学生接触到紧密结合市场需求的新

课程，更不可能在教学中很好地通过案例教学和实

践教学，深刻地熟悉了解与掌握专业理论与专业实

践的融合点。尽管个别学校以“校企合作”方式建

立了校外实训基地，但是种种原因制约，学生课上课

下能够到实训基地进行实践的机会非常少。一方面

是学生在校学习的专业理论知识非常抽象地叠加累

积，另一方面是学生学习到的专业技能无法在具体实

践中得到检验，理论与实践脱节，实践应用机会无从

谈起。现实中学生永远是被动学习的角色，职业认知

仅存于表面。

３．体育企业人力资源成本压力与毕业生职业能
力不强之间的矛盾。人力资源是指在一定的空间范

围内，所具有的包括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等劳动能

力的总和。人力资源成本则是体育企业为了获得最

大经济与社会效益，实现既定的组织目标，人力资源

取得、开发、使用、保险和离职等所支出的各项费用

的总和。体育企业为了提升自我竞争力，也会注重

通过人力资源有效的管理和有目标的开发，实现人

力资源价值的增值。

随着高校社会体育专业毕业生数量的逐年上

升，就业竞争和压力不断加大，但毕业生质量却不容

乐观，集中表现在职业认知和职业能力不强。究其

主要原因是高校普遍存在着在知识上做足了准备，

而对学生适应社会能力和职业能力的培养相对不

足。毕业生到体育企业还需要进行技能、人际交往、

行为规范和职业道德等诸多方面二次开发，或者说

是二次培训。虽然说这种对人力资源二次开发对体

育企业来讲，能够使其升值和产生利润，为体育企业

实现战略目标铺垫基础。但是从体育企业控制人力

成本的角度来看，智能化、科技手段在体育企业的广

泛应用，人员优化与配置的精简已经成常态，尤其是

疫情后体育企业对人力成本的控制尤其凸显，甚至

一些体育企业已经开启断尾式生存方式，体育企业

生存压力与毕业生就业的矛盾日趋严峻。体育企业

很难对毕业生到岗后进行专业技能应用和职业能力

培训，相当数量的毕业生在岗时间非常短，主动和被

动离职成为常态。人员的频繁流动不仅增大了体育

企业人力成本耗损与企业难以维持稳定发展的矛

盾，对毕业生来讲，频繁地变更就业单位，也极容易

造成漫无目标的就业选择和失去就业信心。

（二）体育行业人才供需矛盾解决的策略

１．根据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体育大众化发
展供给侧需要，强化教育质量意识。高等体育院校

应改革传统的以理论为主的课程体系，关注社会体

育实践性和职业性特点，以夯实学生体育专业理论

与体育专业实践基础，引导学生的体育职业兴趣和

职业向往，促进学生体育专业基础能力的提高。

２．根据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体育大众化发
展供给侧需要，强化社会需求本位意识。高等体育

院校应积极进行实践教学改革，及时调整专业课程设

置，培育自有“双师型”教师，或者通过合作企业聘请

校外专家担任专业实践教学课程等双管齐下策略，通

过大量体育实景案例，增加体育专业实训课程和实践

的情境体验性，促进学生体育实践能力的提高。［２］

３．根据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体育大众化发
展供给侧需要，强化优质资源配置和平台建设帮扶

意识。学生的职业认知和职业素养的打造和提升是

一个可持续的系统工程，因此要特别注重学生多元

化的实践需要，为学生选配既具有较强的专业教学

能力，又具有懂市场、知晓市场、善于凝聚团队的智

慧，指导学生的人际交往，帮助学生完善职业结构，

提升学生职业素养与个性品质，促进学生职业成长

的全能型导师，

二、挖掘民办高校创新创业基地建设的资源优势

所谓体育产业创新人才，就是具有创新意识、创

新精神、创新思维、创新知识、创新能力、创新人格并

获得在体育领域逐步积累的创业人才素质，能够通

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持续向体育产业领域纵深发

展，具有善于和敢于创新性地使用专业知识及专业

技能的特质，并取得创新成果，为社会体育发展做出

创新贡献的人。目前，我省体育产业已经基本构建

起具有鲜明特色、主导产业明确、发展结构合理的体

育产业体系，努力将体育产业打造成为我省经济新

的增长点，为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做出贡献是社

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夙愿。但是体育产业未来发展目

标的实现，需要大批具有跨界融合能力的体育专业

领军人才，而这些人才的培养，必须从传统的教育教

学和培养模式跳出来，围绕社会需要的创新型人才培

养目标，形成校内校外多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打造专

业实训和创业活动实践平台，为学生开展创新创业实

践提供全方位的保障。研究组在对郑州升达经贸管

·４９·



理学院等五所民办高校校内创新创业基地建设可行

性的调查中得知，我省民办高校在创新创业基地建设

方面具有可挖掘、可拓展、可应用的三大资源优势。

（一）人力资源优势

人力资源，通俗来说指的是人员配置与资源利

用。我省民办高校师资队伍状况在近几年陆续接受

教育部评估后有了极大的改善，在师生比方面满足

了办学与人才培养需要，由于引进了大量优质师资

资源，因此在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

例如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在近３０多年发展过程
中，已经形成既符合高等教育规律，同时又具有自身

特色的办学模式。在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下，专业

设置、课程改革、师资队伍建设、学生素质及能力培

养、教育教学质量等逐年稳步提升，获得了学生和社

会的广泛认同。“以评促建”激发的教育教学改革

创新热潮，学校上下形成一股“凝心聚力谋发展、担

当使命抓落实、不负韶华启新程”的良好风气。体

育学院借评估之际广纳贤才，专任教师队伍中就有

五位在原执教院校卓有成效的知名专家教授，而且

人脉资源特别丰富，涉及不同行业领域。体育学院

近年在体育领域和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方面也是享有

盛名，尤其可喜的是在校大学生都能够正视自己的

“民办学生身份”，比公办院校大学生很明显地普遍

拥有端正的学习态度、不甘落后的精神状态和极高

的社会实践热情，期望通过创新创业基地实践获得

真才实学，旨在为将来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才打下

坚实基础。为此相对较低的人力资源成本，又为创

新创业基地的运营树立良好的品牌口碑，由此积累

下来的大量管理经验，夯实了创新创业基地教育培

训业务对外拓展战略和建设发展基础。

（二）创新创业基地建设资源优势

开拓性和原创性是创新的核心内涵，而创业则

是通过个体的实际行动进而获取利益的行为。由此

可以看出，在创新创业这对相辅相成的概念中，创新

是创业的基础与动力，而作为载体的创业，创业者只

有通过创新思维与创新意识，对资源进行整合与再

创造实践，并不断寻求新模式与新思路，最终将创新

理念推陈出新获得创业成功。

调查显示，我省开设体育专业的民办高校在努

力创造条件为提高体育专业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方

面，均表现出极大的积极主动性投入整合学校和社

会各方资源，寻找途径、搭建平台。例如郑州升达经

贸管理学院，自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五年间，在学校各级
领导的大力支持及各方共同努力下，为了满足大学

生对社会体育产业及其实践的了解和认识，不断提

高其职业认知与职业素养。学校设立了“双创学

院”，专门负责“产学研”指导与管理工作，同时在各

学院专门设立“产学研专员”一职，实现了人员落实

到位、岗位职责明确、目标任务清晰的规范化管理模

式。体育学院由资深教授担纲“产学研专员”，并在

院内独立设置了“升达心动体育双创工作室”，选

拔、组建和重点培养了不同专业的学生学科带头人

和团队，期间成功立了一项国家级大创项目，学生各

专业团队也分别组织参与了不同类型的赛事和专业

实践，学生专业能力得到历练的同时，组织、协同与

管理能力，人际交往与合作能力，专业及其相关知识

体系进一步完善，得到相关领导的高度认可与好评。

体育学院由“升达心动体育双创工作室”牵头，与十

一家体育企业签署了校企合作协同育人协议，建立

了以“郑州博飞大健康俱乐部”为代表的“示范性双

创人才培养基地”，学校也为此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与人力支持，用以改善硬件条件和双创人才培养环

境。

（三）建设目标与市场接轨优势

新时代，随着全球新技术革命、产业变革以及新

商业模式的建立，体育产业发展方式和体育企业存

在形式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极具专业化、小而强的

体育企业不断涌现。如智能化自助式健身房的出

现，就对毕业生的专业技术创新应用提出了很大的

挑战。如果毕业生不知道或者不了解这些体育企业

智能化下的发展变化，至少失去了在智能化健身行

业就业和生存的机会。

创新创业基地建设的终极目标是培养具有实践

能力，具有创新能力，能够更好地满足体育市场需求

的大学生。例如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提出的创新

创业基地建设，初始就给予准确的目标定位，创新创

业基地建设的首要标准就是以“学校内涵式发展”

为契机，瞄准体育市场发展规律，探索实践育人的人

才培养模式，落实学校发展规划提出的“育人质量

提升工程”，保证大学生的学习和专业实践变成持

续的强化过程，为大学生开展创新创业活动搭建集

创新创业教育、创新创业实践、创新创业成果研发和

孵化等功能于一体的专业实践平台。

在民办高校校内建设创新创业基地拥有诸多优

势。体育由于既是教育的有效手段，又是教育的重

要内容，因此体育专业有着与其他专业不同的特点

和规律，其创新创业实践也具有专业独特性与实操

性要求。所以在校内建设创新创业基地优势体现

在：第一，目标设计能够很好地与学校人才培养方案

的市场化目标相融合，满足学生随时随地了解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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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发展变化特点而有针对性进行专业实践和教学

的需要，使学生能将自身掌握的体育技能和专业理

论知识在实践中及时得到检验；第二，组织学生在校

内外专业导师引领下参与体育经营管理工作全过

程，通过校内创新创业基地和校企合作单位的专业

实训实践，进行双岗交替、双向培养等手段，达到既

锻炼学生自主经营能力，为其毕业后自主创业和就

业积累专业实践经验，又能够有效地减少大学生未

来的创业成本和创业风险，提高项目落地转化率；第

三，可以有效地利用民办高校师资与研究条件和研

发资源，及时调整和把控基地建设发展方向始终与

市场化方向相一致，实现与体育产业发展相匹配的

高契合度；第四，通过创新创业基地建设中的导师团

队建设，以此形成相互间互为基础的互动良性循环

发展，以此带动教学和基地创新创业实践水平的不

断提升；第五，极大便利地引进具备相应体育专业知

识背景的企业家、创业校友作为创新创业实践基地

的专业导师，充分发挥其在相关体育领域丰富的从

业经验与职业发展审视优势，达到不断充实完善专

业理论知识，又及时掌握行业领域前沿科技信息及

精湛的专业技术技能，促进校内外师资资源共享和

共赢发展，是实现高校服务社会、人才培养、科学研

究、文化传承创新四大功能延伸与具体体现的最优

选路径。［３］

三、民办高校校内双创基地建设的实现

突发而来的新冠疫情使全国上下、各行各业进

入了暂时停摆。疫情带来的全民禁足，一方面使体

育产业及市场主体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另一方面，又

为其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体验、观察与思考的机

会。此次疫情中，最优异的贡献是体育产业资源协

同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发挥的新作用，最大的人物亮

点就是钟南山先生以及他的体育健身经历，最从众

的事件就是线上赛事和健身指导活动的快速普及。

可以说，疫情暴发和持续的这段时间为“互联网 ＋
体育”背景下探索新的体育服务模式营造了空间，

由此必然促动体育市场主体多维度的运营创新。其

中最突出的当属智慧体育在体育产业方方面面的应

用迎来新机遇，畅通线上线下项目资源和内容的交

融管道、疏通体育产业细分门类的兼容渠道、融通体

育与社会发展和民生需求发展的步法节奏等，将成

为今后一个时期体育产业发展的航向标。暂停的

“会面”，热闹的“云端”，不得不说此次疫情更像是

一次外力倒逼，对全社会进行了一次数字经济的全

方位的启蒙和行为习惯的促成。数字经济与传统产

业的融合必然会摆放在重要的地位，体育产业未来

线上线下的全产业链融合亦是唯一的选择。

（一）适应数字经济催生的社会新需求

新形势下的民办高校创新创业基地建设成功与

否，既与学校的高层设计相关，又与决裂传统的办学

和教学理念的信心与胆识相关，更与学校一代人的

职业信念与职业责任相关。以创新为动力的新兴经

济发展方式革新的今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

建造中国经济新的发动机和新引擎，创新创业是永

恒的主题。创新创业基地建设不仅为民办高校创新

创业教育提供了载体，更能为民办高校与产业融合，

为政府、社会和企业提供人才与服务贡献力量。后

疫情下，面对数字经济催生的体育全产业链的诞生

与发展需求，民办高校只有适应当前社会经济发展

和改革的现实要求，高度重视智慧校园建设，满足社

会经济改革对创新创业人才的需求，深化教学改革，

拓宽教育资源，创新人才培养理念与模式，强化实践

教学环节，不断提高民办高校大学生的创新创业精

神、创新创业素质和专业实践等综合能力。进而提

升民办高校社会知名度与生存竞争力，才能够顺利

应对严峻的社会“筛选”和“人才”挑战，获得健康可

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二）统筹创新创业基地建设的顶层设计

“创新创业基地作为民办高校应用型人才培

养的重要教学实践场所，既是创新创业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的切入点与突破口，也是提高创新创业

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４］沿与革、传统与创新、适

应与超越多元矛盾纠缠在一起，在形势逼迫必须

进行抉择时，民办高校只有遵循人才培养规律及

自身办学基础与特点，解决好在创新创业基地建

设过程中顶层设计服从和服务于学校实际、应用

型的办学定位以及人才培养目标。顶层设计原本

是系统工程学的概念，具体到民办高校创新创业

基地建设，即是指从基地建设全局的角度：一是建

设任务的全方位，包括政策制定与机制搭建，加大

经费投入，完善硬件建设；二是不同层次以及各要

素进行统筹规划并赋予相应的职责权限，包括教

务、学管、科研、双创学院等相关机构；三是凝聚整

合校内外有效资源，高效快捷地实现建设目标。

校内创新创业基地建设，还可以先行校办企业，并

依托校办企业的辐射功能与助推力，将校内的优

质资源先行挖掘出来进行有效的尝试和利用，明

确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目标的实践性要求，结合

体育企业的职业经验与能力，对市场变化发展规

律的把控，尤其是运营推广专业能力等方面的优

势与资源，形成多元参与的协同育人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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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突出创新特色，完善实践课程设置

实践课程设置关系到学生的专业实践成长与职

业素养及职业能力的提升，因此，在实践课程设置方

面，要以创新推进课程与教学方法改革，关注实践课

程内在的整体性与关联性，扭转传统的课程设置形

式化和实践碎片化现状，避免实践课程内容衔接之

间的断层。重视实践课程中主题单元与教育意蕴的

凝练，着眼于社会发展与学生创就业需要，结合市场

与体育企业发展变化需求，丰富、整合、生成新的螺

旋式网状实践课程框架，形成主题单元突出、多学科

融合、集多重功能为一体的实践课程轴，满足学生创

新创业能力不断提升的职业化需求。

（四）拓展实践教学，实现教学资源最优化

实践教学就是以真实的工作场景为活动主题，引

导学生运用专业学科知识解决特定情境问题的能力。

在实践教学中，既突出了体验性，又启发了研究性，更

关键的是融入了多元相应跨学科知识的应用，共同构

成完整的突出问题解决能力与实践创新能力的课程

体系。基于体育专业实践教学的本质特点，凡是有利

于促进学生积极主动学习，更好地帮助学生组织知识

和增加经验等最优质的教学资源，都应当成为优质教

学资源融合的目标。比如资深教授多年积累下来对

课程的教学元素独到的处理和对学生学习兴趣、需求

的把控，年轻教师在教学方式方法使用上的创新意识

等，这些优质教学资源融入实践课程中，就能够获得

实现教学资源最优化事半功倍的效果。

（五）加强创新创业导师队伍建设

作为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教学的组织者和引导

者，创新创业导师是由校外优秀专家、企业家和知名

校友以及校内优秀专业教师组成的专兼职队伍。但

是在选拔培养方面，对校内创新创业导师的培养，应

当围绕导师队伍的专业化和专家化提升，保证导师

团队能够对学生因材精准施教。培训与提高导师帮

助学生理解知识，并能够使用已有的知识解释新知

的能力；培训与提高导师引导学生探究发现新知，活

化现有知识，实现知识迁移和创造的能力；培训与提

高导师促进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理解问题、解

决问题的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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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分析法在中国十二音作品中的体现与运用
———以罗忠《涉江采芙蓉》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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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 音乐学院，重庆 ４００７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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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十二音序列音乐作为现代主义音乐的一部分，对当今音乐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由
于其在作曲技法上的独特性，与传统的调性音乐在音乐思维、音乐语言上存在较大差别，因此在演唱

上有一定的难度。从矛盾分析法出发，以中国第一首五声性十二音作品《涉江采芙蓉》为例，通过对

作品形态、内容、思想、情感等分析，探讨中国十二音作品中所蕴含的对立与统一的矛盾关系，使演唱

者能够更好地诠释作品，真正实现诗、情、意的完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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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现代主义音乐重要的一部分，十二音序列
音乐与传统的调性音乐在音乐思维、音乐语言上存

在较大差别，其中蕴含了多种矛盾关系，比如音乐形

态中感性与理性的对立与统一，音乐内容表达的钢

琴伴奏与旋律的对立与统一，音乐思维和音乐语言

的特殊性［１］，音乐的外在表现形式和内心情感等。

对于十二音作品中出现的矛盾关系运用两点论

将音乐表达中的理性和感性一分为二，杜绝顾此失

彼；同时坚持重点论将音乐内容和音乐表达的主次

矛盾区分开，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和主要矛盾，突出

重点；针对音乐思维和音乐语言的特殊性，运用普遍

性和特殊性结合论，坚持具体事物具体分析，坚持具

体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用动态发展的观点看待十

二音作品中的矛盾，避免思想僵化，进而使作品的表

达实现对立元素的和谐统一［２］，作品内容与表现形

式的诗、情、意的完美融合。

为了更清晰地理解中国十二音作品中的矛盾关

系，笔者选取第一首中国化的十二音艺术歌曲《涉

江采芙蓉》为范例，从作品形态、内容、思想、情感方

面探讨中国十二音作品中所蕴含的对立与统一的矛

盾关系、矛盾的特殊性等问题，为音乐作品更精准的

表达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音乐形态中的对立与统一

奥地利作曲家阿诺尔德·勋伯格于１９２３年发
布了他的第一首十二音作品《钢琴组曲》（ｏｐ．２５），
这一里程碑式的作品标志着十二音体系的建立，也

使得无调性音乐趋于规范化、理性化。由于十二音

体系音乐是以序列为基础进行发展的，也被称为序

列音乐。十二音音乐是基于数理逻辑与理性化的一

种无调性的技术手法，通过十二平均律音的排列及

其对位式的变化进行音乐创作，共由十二个不同的

半音组成，这十二个半音排列构成一个序列，序列通

过逆行、倒影、倒影逆行等作曲技法发展，以此形成

乐曲。由于十二音体系是基于平均律发展来的，其

三全音音程用 Ｃ—＃Ｆ或用 Ｃ—ｂＧ来标记是没有区
别的，同时十二个音处于同等地位，因此十二音序列

音乐又具有强烈的理性化特征。十二音序列充分体

现了原型序列（原序）的自由运用，要求原序不断重

复及变化，与整部作品呈现自相似性。

１９４１年德国作曲家弗兰克尔在上海任教时，教
给学生们一种新的作曲技法“十二音作曲法”，这也

是“十二音体系”这种极具西方理性色彩的作曲体

系在中国的第一次出现。［３］在弗兰克尔的指导下，

桑桐先生在１９４７年创作了中国最早的自由无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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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作品《夜景》。《夜景》的诞生开启了中国作曲

家自由无调性作曲技法的研究和探索之路。但由于

一些历史因素，无调性作曲技法在中国的探索在其

时并没有创造出多少优秀的音乐作品和研究成果。

直到１９７９年罗忠先生创作的中国第一首十二音
五声性声乐作品《涉江采芙蓉》，极大地促进了中国

在十二音作曲道路上的探索和发展。

《涉江采芙蓉》作为一首标准的十二音序列音

乐，也是第一首中国化的十二音艺术歌曲，严格采用

了十二音作曲技法，以中国古诗词谱曲，散发着浓郁

的民族气息，它实现了诗曲合一，打造了西方作曲技

法与中国民族文化融合的典范。罗先生将十二个平

等的半音排列起来形成序列，并将序列分成原型

（Ｐ６）、逆行（Ｒ６）、倒影（Ｉ６）、逆行倒影（ＲＩ６）等形式
对乐曲进行发展（见谱例１），体现了作者对序列创
作的独特设计。

谱例１：《涉江采芙蓉》十二音序列

中国的古诗词创作是创立在中国文人特有的思

想基础上的，古代文人在创作诗词时，通常会将自己

的情感、思想和人生阅历通过诗词进行表达。《涉

江采芙蓉》全诗五言八句，是一首美丽凄凉、思念深

切的短诗，生动描写了游子思乡、思念亲人的离愁之

情，从这首诗中仿佛可以看到这样一番景象：远在家

乡的妇人不顾危险涉过江水去采摘美丽的芙蓉花，

采摘完芙蓉花后意犹未尽又跑到芳草萋萋的兰泽

里，去采摘兰草想要赠给在远方自己魂牵梦绕的爱

人，然而远方的游子回头看自己的家乡，却是山遮水

挡，长路漫漫。游子和妻子两人本应同心同德，相依

在一起，但却只能分隔两地，孤身一人在忧伤中老

去。又如宋朝诗人晏几道所创作的《鹧鸪天》，表达

了诗人与一位风尘女子久别重逢时的开心却又复杂

的感情，作者通过“犹恐相逢是梦中”一句就表达出

了其忧郁的心情。可以说，中国的古诗词饱含了诗

人的思想感情，具有强烈的感性特征。

矛盾的对立面相互依存，在一个统一体中互为

存在的前提，矛盾的对立面相互贯通，在一定条件可

以相互转化。在序列音乐作品中自然融入中国音乐

风格，实现无调性因素和调性因素两种看似对立的

因素合理结合，需要作曲家突破常规的创作方式，以

达到音乐作品的可听性和内涵度［４］。在《涉江采芙

蓉》中，罗忠先生为了能让西方理性的无调性音

乐与中国感性的古诗词相结合，在作曲时除了运用

西方的十二音技法，还将中国传统极具民间特色的

五声音调融入其中，兼具“饱和的调性因素”和“鲜

明的五声音调”特征［４］，使得这首作品既具有现代

特征，又散发了浓郁的民族气息。同时罗先生在创

作技法上并非单纯依靠纯理性的推演，而是在序列

设计、旋律塑造、和声运用等方面进行了斟酌考究，

使得十二音序列具有“突出的调性因素”和“明显的

五声音调”［５］。如谱例２中，在第一句中就包括了Ｅ
宫的五声音阶和ｂＢ宫的七声音阶。而 Ｅ宫的五声
音阶和 ｂＢ宫的七声音阶结合起来恰巧就组成了一
个八度中没有重复的十二个音，这一特征也说明了

罗忠先生巧妙地将五声调式与十二音作曲技法融

入一起。因为作曲中的五声性因素，使得演唱家在

演唱时，观众能在理性的十二音音乐中听出属于古

诗词的音韵美和古典美。正因为中国传统五声调式

的连接，在这首作品的音乐形态上，罗忠先生将理

想化的十二音体系与具有感性的中国诗词相统一，

使得二者相互对立又紧密联系在一起。

谱例２：《涉江采芙蓉》的五声性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１９８９年出版的《涉江采芙蓉》［６］

谱例中，第一句“涉江采芙蓉”中“涉江”两个音是＃Ｆ
和＃Ｇ如谱例３所示。但在之后的谱例中“涉江”二
字的音都已经改为＃Ｇ和＃Ｆ。对这一现象，笔者进行
了调查和研究，通过与罗忠先生的学生进行交谈

了解后，发现罗忠先生是四川人，在作曲时，他习

惯性地将四川方言“涉江”二字的发音带进谱例中，

发现这一问题后，又将这两个字改为普通话的发音，

这说明了在创作这首作品时，罗忠先生注重发音

音调融入这首理性的十二音作品之中，使得整首作

品既存在对立的因素又相互统一。

谱例３：《涉江采芙蓉》初版谱例第一句

二、音乐内容中的对立与统一

通常的调性艺术歌曲中，钢琴伴奏往往与演唱

旋律交相呼应，二者相辅相成，并且在演唱与演奏

·９９·



时，钢琴伴奏往往能通过相同的旋律音或和声给予

演唱者一定的支持。而在十二音作品中，钢琴伴奏

和旋律二者关系则相对独立。分析发现，在《涉江

采芙蓉》这首作品中，钢琴伴奏中并不会出现与之

纵向对应的旋律音，并且在作品旋律音出现时，与这

个旋律音所纵向对立的钢琴伴奏中并不会出现该旋

律音。在全曲中随机选择一个片段进行验证，如谱

例４所示，当旋律音出现 Ｂ时，此时与旋律音纵向
对应的钢琴伴奏则是 Ｇ、ｂＢ、 Ｃ、ｂＥ、 Ｆ这几个
音，表明了在这首无调性音乐作品中钢琴伴奏和演

唱旋律两部分相对独立，不能共存，这也使得歌唱者

在演唱作品时很难通过钢琴伴奏找到演唱的旋律。

罗忠先生在作曲时通过钢琴伴奏，诠释了一

部分歌曲所蕴含的内涵。通过分析可以发现，旋律

和钢伴之间还是存在着一些纵向联系的，例如在全

曲开头的引子部分如谱例５所示，此时前奏中已经
将序列的原型和逆行两种形式放在伴奏之中，使听

众在听到歌曲旋律后能对序列留下更深的印象，同

时演唱者可以从前奏中找到在演唱时的旋律音———

如前奏部分最后两个音就是歌唱旋律开头的两个

音，这样就可以帮助找到演唱时的音准。同时歌曲

通过前两个乐句较平稳的铺垫，在第三乐句中通过

力度记号的逐渐加强（ｐ—ｍｆ—ｆ）将整首作品推向高
潮，钢琴伴奏也通过旋律的起伏增大以及和声的紧

张性逐步增强将旋律推向高潮。在节奏上，前奏中

所出现的带附点的节奏型在整首作品中多次出现，

用于增强作品的统一性，说明罗忠先生特别注重

作品整体感的塑造。

罗忠先生对于前奏和节奏的塑造就是典型的

“矛盾转化”的表现形式。乍看此曲的钢琴伴奏与

歌唱旋律似乎是各自独立，甚至在演绎的过程中相

互对立。然而，实际上它们在寓意、色彩、动率、情感

的内在连接上却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演唱者

可通过对作品节奏的缓急及音色的明暗把握、钢琴

伴奏与声乐歌唱的配合，完成对作品内涵意境的诠

释与表达。

谱例４：《涉江采芙蓉》旋律音与钢琴伴奏关系

谱例５：《涉江采芙蓉》引子部分

三、矛盾的特殊形成中国十二音作品的风格

勋伯格创造无调性十二音技法的目的是打破传

统的和声体系，破坏调性之间的关系，因此在西方的

十二音序列作品中，旋律横向音程关系大多为一些

不协和音程，如小二度、大七度等，三全音和半音在

作品中也会经常在相邻音中出现。由于作品中出现

大量的难、怪音程，当我们聆听作品时，会感觉到一

种强烈的不协和感觉。在研究《涉江采芙蓉》时笔

者发现旋律部分的相邻音关系组成与传统的西方十

二音作品存在着一些差别：在这首作品的旋律中相

邻音之间关系均为大二度和小七度、小三度、纯四度

纯五度的音程，没有出现小二度、大七度、增四度、减

五度等音程。例如在旋律的第一句（谱例６）所示，
乐句“涉江采芙蓉”中的相邻音之间的关系分别是

大二度、纯四度、小七度、小三度、纯四度、大二度的

音程。同时如谱例６中，在原型序列中，序列的前五
个音和后七个音分别构成了 Ｅ宫的五声音阶和 ｂＢ
宫的七声音阶，并且相邻音之间的关系为大二度、小

三度、纯四度音程。这些音程都属于五声性音程，十

二音序列常出现的三全音和半音并没有在相邻音中

出现，这都使得它的音程的色彩也被冲淡。同时五

声性民族色彩的凸显使得整首作品在听感上也显得

相对和谐。

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其实就是矛盾共性与个

性的关系。在十二音作品中，中国十二音作品源于

西方十二音体系，但由于我国的作曲家在创作时融

入了中国特色的五声音乐又使得中国十二音作品与

西方十二音作品在一些方面存在不同，具有一定的

特殊性。矛盾的特殊性决定了事物的本质，同一音

乐作品中展现出不同的风格体系，也正源自它们所

包含的矛盾的特殊性，这也是此作品所具备的最典

型特征———融合中西方作曲技法的中国十二音音乐

作品。［７］罗忠先生考虑到民族曲调的基本乐汇、

基本旋法的五声性，并将这些旋法的“基因”———大

小三度进行抽取出来，在十二音依次出现的链条中，

通过不同节奏组合的切割，把数个相邻的音组构成

典型的五声性曲调，从而使链条中的每一环都具有

明显的民族乐汇气质，并在保证了统一的无调性语

言的基础上，产生出中国色彩。这些聚集在不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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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时空中的中国风味的曲调片段，有效地冲淡了十

二音手法的无调性风格，又在抑扬起伏的句读中表

现了忧愁的语势，［８］这首作品既包含着西方无调性

音乐的因素，又蕴含着中国传统民族五声音乐的韵

味。从矛盾分析法的层面上看，正因为在西方的十

二音作品中融入了中国特有的民族五声性因素，才

使得中国十二音作品具有明显的辨识度。作为当代

的演唱家，只有意识到中国无调性音乐所具备的

“特殊性”才能更好地去演绎具有中国风格的十二

音作品。

谱例６：《涉江采芙蓉》第一乐句横向旋律音程
关系

四、矛盾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在中国十二音作品

演唱中的运用

中国十二音作品由于其在独特的现代音乐创作

方法和表达方式，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逐渐走向繁荣。
在此期间，中国作曲家的音乐风格与创作技法等多

个方面有了新的进步与发展。有许多专业作曲家加

入无调性音乐的创作中，他们把新的音乐风格，新的

创作技法注入无调性音乐创作中，对中国现代音乐

的创作进行了创新。创作出来的歌曲不管是在创作

技法上，还是在音乐风格上，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

展，同时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大大增加了演唱者学习

和演唱十二音作品的难度。

声音是歌唱的基础，没有声音歌唱也就无从说

起。在十二音作品的演唱和学习中，由于其独特的

创作技法，使得有很多学习者只是停留于对音乐作

品的音准和节奏的重视，在练习时注重于如何将作

品完整的呈现出来，这种学习者在演唱时可听出其

声音条件非常优秀，也具有一定的技巧性，可最后呈

现出的演唱效果却很难打动听众。从矛盾分析法的

角度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演唱者在学习十二音作品

时忽略了其中所蕴含另一特殊性：情感的表达。

一首声乐作品中，声音在声乐作品中承载着基

础的作用，正如中国古代音乐专著《乐记》中所说：

“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

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旎，谓之乐。”没有

声音，声乐就不可能存在，声音就如同矛盾的普遍

性，存在于一切音乐作品之中。而歌曲中的情感表

达则如同矛盾之中的“特殊性”，《吕氏春秋·音初》

中写到：“凡音者，产乎人心者也，感于心则荡乎音，

音成于外而化乎内。”可见情感在歌唱中的重要性，

只有把握歌唱中的情感，了解其“特殊性”才能更好

地将声乐作品完整呈现出来。

《涉江采芙蓉》中表达的是游子的思乡之情。

因此就要求演唱者在演唱时表达出来孤独、悲伤、惆

怅的情感，在演唱时音色不应该过于明亮，速度也应

较慢。在第三乐句的高潮部分，应注意表达出忧伤、

惆怅的情感。这样听众在聆听时也能体会到其中的

韵味和美感。而如果仅仅只是按照谱面上的内容进

行演唱，单纯地将歌曲的歌词和旋律以专业化的形

式呈现给听众，那么听众就无法感受到歌曲中的情

感和古诗词艺术独特的意境之美。

声音是作品的外在表现形式，情感是声音演唱

的灵魂，通过声音和情感的输出与观众产生共鸣。

声情并茂是一部优秀音乐作品表达的最高境界，演

唱者只有正确理解创作者的意图，融入个人情感再

创作，合理有度表达情感，才能通过声音载体将作品

完美地呈现给观众。因此，从矛盾分析法的层面看，

声音和情感在声乐演唱中相辅相成，既要重视声音

在声乐中的普遍性，也不能忽略声乐中情感的特殊

性，只有用声音来传达歌曲中蕴含的丰富情感，用心

感悟和体会情感，从而带动声音的表达，才能更好地

演绎出一首优美的十二音作品。

五、结语

中国十二音作品作为中国近代音乐发展史上的

重要篇章，对其进行研究具有很大的价值与意义。

《涉江采芙蓉》作为中国第一首将西方十二音序列

与中国传统五声音乐相结合的音乐作品，开创性地

将中国的调性因素巧妙地融入了无调性序列设计

中，对之后的中国十二音作品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和

启发作用。矛盾分析法虽然不能直接作用于音乐作

品的创作中，但其中所蕴含的科学分析和严谨理论

却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去更全面、更透彻地解读中

国十二音作品的具体形态和内容，并指导学习和演

唱中国十二音序列音乐作品的学生和演奏家们将声

音与情感结合，更好地去诠释作品。

本文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十二音作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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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利用矛盾分析法中的部分原理对《涉江采

芙蓉》中音乐之间的关系进行叙述与分析。从矛盾

分析法的“两点论”看，作品所展现的音乐形态中理

性与感性、钢琴伴奏和演唱旋律的对立统一为作品

的艺术性和可听性的提升提供了智慧启迪；从矛盾

分析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看，正因为“西方现代

作曲技法”与“中国传统文化”这两大创作风格都包

含其特殊性，使得音乐作品具有明显的辨识度。

作为演唱者，只有充分意识到不同题材风格的

“特殊性和普遍性”，意识到情感在声乐演唱中的特

殊性和声音在声乐中的普遍性，才能通过声音和情

感表达更好地诠释作品内涵，展现作品的艺术价值，

为演唱者在作品表达方面提供正确的方法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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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构成》课程线上线下
教学互补模式及教学手段的探索与实践

禹　典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文化遗产与艺术设计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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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禹典（１９８９—），女，河南郑州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文化遗产与艺术设计学院教师，研究方向：空间设计。

摘　要：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传统课堂正在逐步走向网络化教学平台，线上网络教学对于每
一位习惯于传统教学的教师都是挑战。以《立体构成》课程为例，探索线上线下创新教学手段，整合

两种教学方式的优势，构建两种教学方法的互补模式，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关键词：立体构成；线上线下教学；互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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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体构成》是美术设计教学过程中一个不可
或缺的基础性素质与技能培养科目。教学目标主要

是让学生对三维立体形态进行科学而又技术化地解

剖、重组，创造一种全新的三维立体造型，培养学生

敏锐的观察力、丰富的想象力和灵活的艺术创新思

维能力［１］，以提高学生形象化思维能力、美术思维

能力和建筑设计的创新能力，为今后的设计活动开

展提供广泛思路，为学生在建筑空间设计、美术造

型、装饰设计、包装设计等各个领域都打下坚实的基

础。

《立体构成》课程是艺术设计教学中的一门专

业基础课，既有对平面空间的理解又有三维立体形

态的创造，课程的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立体

构成》的教学可分为基础知识和技能训练两部分，

两部分都需要分别设计合理的线上线下教学内容，

充分发挥线上教学方式与线下教学手段各自的优

势，以提高实际教学效果。

一、《立体构成》线上教学内容模式及教学阶段

设计

线上教学内容的设计主要围绕传授学生立体构

成基本概念、立体构成的基本要素，认识点、线、面、

体四要素构成的组合表达方式及制作手法、材料要

素、技术要素等基础知识的认识理解，培养学生的逻

辑思维、形象思维和审美观念，注重培养和训练学生

从二维构成到三维构成理解能力的提高。

阶段一，课前导学阶段。老师课前必须熟练掌

握线上教学软件的操作，并精心制作每一节线上课

堂的内容，使其具有专业的个性化教学设计，要花大

量时间进行备课，还需要设计一个讨论环节来回答

课后的问题。疫情防控期间学生已经在线上接受了

其他课程的学习，对于线上学习是有体会的。针对

学生分散各地不能集中的特点，老师在正式开课之

前一定要召集学生线上进行签到，了解学生的准备

情况，教材是否在身边，网络的通畅度，提醒学生认

真对待课前预习的重要性。在接下来的课程中，每

次课前一天以微视频或慕课形式给学生提供有关

《立体构成》课程的新知识点，根据教学重点、教学

难点分成若干分节，每节控制在１５分钟以内，学生
可以随时利用零碎时间在任何地点使手机或电脑进

行预习，如有不懂的地方还可以进行重复回放。

阶段二，课中教学实施阶段。课上设计以问题

为导向的教学内容模式，以作业的形式抛出问题。

因为学生知道课后要完成作业，他们会更积极地参

与到课堂中来，认真听取老师的讲解。线上直播教

学，对于立体构成这门课的优势是可以向学生提供

更多的教学图片资料，以凝炼的文字配上生动的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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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可以降低学生在看到满屏文字课件时的不适感，

保持对课程的兴趣。课堂上老师一定要把教学节奏

牢牢把握，以防自己从头到尾唱独角戏，在讲解完每

一个知识点时，可以做适当的停顿，给有问题的学生

有互动时间。当学生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时，老师

需要具备扎实的专业基本技能和灵活的教学应对能

力。《立体构成》线上教学内容模式对老师的专业

知识要求更高，与学生的课堂互动更加有难度，因此

比线下教学内容模式增加了工作量，也给老师带来

了挑战。学生学习立体构成，刚开始还是依循二维

思维的习惯，理解三维空间构成有一定的难度，需要

有二维平面到三维立体空间的衔接训练，使学生逐

渐向三维思维过渡。比如，为了让学生理解形状与

形态概念的不同，老师就要提前做功课，可以录段小

视频，以魔方为例进行讲解：形状是魔方的一个面，

或面上的各个小四方形的图形；而形态就是魔方转

动起来每个方位的瞬间具象或扭动魔方的阶层所出

现的不同姿态。随后以平面图形立体化为训练主

题，在线上分小组，每一个小组完成同一项作业，自

行选择平面绘画、图案、广告或标志进行立体化呈

现。老师给予评价标准，师生共同确定选题是否合

适、立体效果、材料的合理应用、美观程度等等。作

业完成后，小组成员之间、小组与小组之间进行互

评，以此倾听学生对立体构成知识的理解与掌握程

度，考查学生自主学习的情况，最后老师进行总结点

评考核。在材料认知和选择的教学环节，可以给出

以低碳绿色环保为主题的作业，鼓励学生找寻身边

可回收利用的废弃材质，以思政理念倡导勤俭节约、

善待我们周围的自然环境。老师教的过程，也是提

升自我的过程，在教学实践中发现不足，更新知识结

构拓宽眼界，适应新时代科技的发展，关注新技术在

艺术设计领域上的创新结合信息。

阶段三，课后辅导阶段。在课后还需要设计讨

论区答疑，线上学习由于时间有限，学生在学习中遇

到的疑难问题无法课堂上及时与我们老师进行交

流，课后利用网络交流平台的便利，设计讨论区答

疑，这样学生可以自由地表达想法。一些不敢在课

堂上提问题的学生也会比较主动地参与交流讨论，

提出疑难问题，老师可以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状态，

根据学生反馈情况进行教学反思，及时拓展学习内

容、修订下一节课的教学方案。

由于是线上授课，学生的学习状态我们老师无

法精确把握，需要重视学生学习过程的管理以保障

教学质量和效果。在第一天开始授课之前，我们老

师就要将《立体构成》这门课的总成绩考核评分规

则讲解给学生，使学生明白线上学习成绩贯穿课前

阶段、课中阶段、课后阶段，每个阶段都有针对性的

评价，包括签到考勤、作业考核、课堂测试、课终作品

等，这样可以促进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和紧迫感。

二、《立体构成》线下教学内容及教学手段设计

《立体构成》的线下教学主要以技能训练为主

导，使点、线、面、体四要素在造型创作中准确体现，

以三维立体创作训练为主线，注重培养学生的三维

空间立体视觉的表现和创造能力，与已经进行过的

线上教学内容相结合，进一步剖析三维空间立体形

态的本质，挖掘学生的思路，拓宽教学手段，探索新

材料、新技术与新科技的融合，使三维立体形态鲜活

起来。

（一）三维视觉技能训练

立体构成原理的应用领域在不断扩展，线下课

程可以通过多元化的教学手段来进行。单以教科书

中的立体构成图例对立体构成的形式要素进行讲解

是不够的。我们老师需要利用简便易寻的材料自己

制作一些立体构成作品，在课上进行辅助展示说明，

帮助学生理解空间形态的抽象内容。在学习空间形

态时，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和积累空间设计中十分重

要的三维视觉语言，这种语言是进行造型艺术设计

的主要物质传播媒介，也是表达自我设计意图的重

要元素。同时应注重结合专业方向，把《立体构成》

课程从线上的理论讲述提升到实践指导的高度，注

意结合计算机三维设计软件工具将构成造型转化为

产品的各项练习。通过一定数量的立体构图设计和

作品制作练习，帮助学生逐步掌握基本的立体构成

设计规律，从而增强学生的空间意识和空间感知能

力，使学生建立良好的思维习惯，深刻理解设计与构

成的关系、视觉构成语言等设计原理，与之后的专业

课程前后连贯，发挥引导性作用。

（二）创新设计能力的训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要在科技创新方面

走在世界前列，必须在创新实践中发现人才、在创新

活动中培育人才、在创新事业中凝聚人才，必须大力

培养造就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科

技人才”［２］。老师在课堂上应该利用一切手段培养

学生创新能力。

１．树立学生的创新意识
回到立体构成的课堂上，通过我们老师的引导

让创新概念深入学生的意识中，可以举出跨行业各

种创新的优秀实例，评价创新引发的社会效应，帮助

学生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理解事物和分析问题，激

发学生创新的欲望，从而为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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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基础［３］。学生在掌握了三维立体造型原理和制

作技能的基础上，给学生一个讨论的空间，一个能发

挥学生创造性思维的作业，引导学生运用知识和技

能，在自己的作业中探索和拓展现代设计创新思维。

２．增强学生的创新自信
线下课堂的老师应该充分肯定和鼓励那些敢于

一次又一次尝试的学生，让学生不断地体验、探索和

总结，从而树立起创新自信。在引导学生开展立体

构成探究性学习活动的整个过程中，我们老师应该

善于发现和挖掘学生自身的一些闪光点，充分肯定

学生在开展探究性学习活动中的独特性，增强学生

在探究性学习活动中克服困难、完善自我的内驱力。

（三）立体构成设计与现代科学技术的融合训

练

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２１年４月考察清华大学美
术学院讲话中指出“美术、艺术、科学、技术相辅相

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深刻阐述了新时代美术、

艺术、科学、技术的本质关系和内在联系，指出了艺

术与科技融合发展的方向。

１．新材料在立体构成实践教学中的运用
当代艺术家将新材料作为表达思想和观念的最

直接的形式语言，不仅越来越广泛，而且越来越个性

化。在立体构成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利用各种个性

材料进行视觉构成和造型创作，达到最恰当、最理想

的表现效果。这需要充分认识及选择材料，从而提

升作品主题的表现。在教授学生充分认识各种材料

的性质、性能、形状的基础上，要引导学生打破传统

模式下的材料形式，尝试材料形式的创新，寻找材料

形式的各种可能性，探索个性化造型形态。一是借

鉴当代艺术家应用新材料创作的作品以及运用传统

材料而形式创新的作品，开阔学生的视野。如韩国

雕塑家、装置艺术家徐道?采用新型纤维材料还原

电话亭、房间以及房间内的家具等生活中常见的物

品，通过色彩丰富、通透的纤维材料对曾经家园的再

创造，强调了人与物质空间的联系。二是调研材料

市场，查找最新、最广泛使用的材料，了解材料研发

的新趋势。三是在日常生活中多仔细观察，从新购

置的物品中发现存在可以作为《立体构成》课程的

材料。鼓励学生掌握材料特性，在设计实践环节，能

够很好地展示出创造性。

２．新科技在立体构成教学中的运用
计算机软件与艺术创意紧密结合能够快速便捷

地体现创意效果。在传统立体构成教学中，有些学

生不能从各种各样的材料中创作出符合自己想象的

作品，很多时间用在了材料选择中。同时造型成型

需要手工制作，并受组合空间、材料重力等因素的影

响，工艺也不能过于的复杂，这些情况都会影响作品

效果。使用计算机软件设计，学生可以自由地发挥

自己的想象能力，完全不用考虑工艺、材料的局限等

种种因素，把精力集中在作品效果上，不拘一格地变

换色彩、搭配纹理和图案，将想象变为虚拟现实，还

可以轻松反复修改，从而达到自己理想的创意效果。

３Ｄ打印、激光技术与艺术设计跨学科渗透协
作。在高科技发展的现代，先进的制造技术作为手

段，为艺术的表现提供了基础性的支持，其中３Ｄ打
印（增材制造）、激光技术（激光制造）也以其独特的

内核魅力为艺术的创造力和表现力提供了广阔空

间。３Ｄ打印是通过计算机软件建立的数据模型文
件控制打印机将可黏合的粉末状材料（塑料、金属

等）以层层叠加的方式建构造型。３Ｄ打印应用在立
体构成教学中，可以使通过计算机软件设计的奇异

构思造型得以真实呈现。异形形态的造型由于受组

合空间、材料重力的影响，难以使用传统手法制作，

３Ｄ打印可以非常完美地进行呈现，抽象思维完美变
成有材质、有触感、有形态的实体，其效果可以进一

步激发学生的立体空间想象思维能力和创新思维能

力。激光技术也同样可以助力立体构成教学。目

前，激光加工技术是利用一系列的光学系统聚焦成

微细光束，以极高的能量密度照射在材料表面，使材

料熔化甚至气化［４］。不同的材料在激光功率、速

度、加工方式等参数的控制下呈现不同的烧灼颜色，

硬质材料可成凹凸肌理、软质材料展现质感图纹，材

料形态可翻转、可扭曲、可折叠、可拉伸、可连接，形

成独特的“激光材料”。在立体构成的创意设计造

型中，可以搭配这种“激光材料”，更好地表达造型

的内涵，还可以首先通过计算机软件设计将立体造

型进行分解，尺寸缩放、卯榫结构精确计算，然后用

激光快速加工出零件，最后组装成立体造型。当然，

激光技术也因受材料厚度、材质的限制，对于异形立

体造型的实现难度很大，需要３Ｄ打印技术与之互
补。

三、线上线下教学的互补模式分析

与线下教学相比，线上教学缺乏面对面的情感

交流，面对面的线下教学方式使得学生和老师之间

所具有的“互动性”“亲切感”远远强于线上，更容易

保证教学质量，那些自制力欠缺的学生在线上学习

达不到线下学习的效果。对于《立体构成》课程来

说，光听课肯定是不够的，还需要适量进行技能作业

练习。在线下，不懂的可以直接向老师提问，老师可

以手把手示范教学，而且线下师生一起讨论交流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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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便，这些也是线上教学无法实现的。

在实践中总结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模式的利

弊，针对教学内容进行线上线下教学互补模式的探

究及教学手段的改进，使线上与线下教学相互交融，

可以得到更为理想的教学效果。比如《立体构成》

课程教学评价可以由线上和线下共同完成，统一协

调学习过程与学习结果并重的评价机制：学习过程

是在线上理论知识教学过程中对学生形象思维与逻

辑思维能力的评价，学习结果是在线下实践训练教

学后对学生设计作品的评价。老师线上讲授理论知

识应与线下实践训练及相关的设计环节相结合，结

合设计作品内容进行命题，在线上组成若干小组，针

对命题展开讨论，以取得最佳设计作品方案，运用翻

转课堂考查学生掌握立体形态造型设计与制作方法

的情况，对设计方案进行评价。线下实践训练课程，

继续保留线上小组成员，老师深入每一个小组中进

行作品命题的讨论，与学生共同努力，解决作品命题

训练中的实际问题。师生之间、小组之间面对面交

流、观摩、展示、分析，并对设计作品的结果进行评

价。例如，学生以众志成城战胜新冠病毒为主题的

作品，用简单的几何形体通过色系的深浅、实物与剪

影做对比，表现空间；用光感强化空间，以病毒为题

做钥匙链提醒人们警觉；用喇叭形状代表病毒分支，

链子环环相扣，向周围人传递团结防疫精神。另外，

《立体构成》课程一般安排在学生学习了Ｒｈｉｎｏ或三
维建模软件之后，学生具备了一定的立体空间视觉

概念，老师提前在网络资源选择有关计算机软件设

计的作品，线上讲授时结合教材中有关资料，使学习

内容更形象化，启发学生设计思维灵感、完善造型构

思，在单位作业练习中，利用计算机设计软件的快捷

多做练习，训练创造性思维能力和造型感觉；线下讲

授实物造型制作时，学生经过大量线上作业练习，已

经能够熟练使用计算机软件制作出形态造型了，线

下就可以主要用来讨论学生所要制作的作品实体，

用新颖的材料，融合新科技的多样性技术手法，来表

达自身的情感、状态，做出丰富视觉的作品。

四、结束语

线上和线下教学都存在一定的优点和缺点，如

果把两者有效地结合起来，实施科学的教学手段，融

合新科学技术，注重传统与现代教学方法的结合，充

分发挥两者的优势，相得益彰，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

趣、学习积极性和激发创造力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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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Ｔ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ｓ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ｅｘｐｌｏｒｅｓｔｈｅｏｎｌｉｎｅａｎｄ
ｏｆｆｌｉｎ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ｓ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
ｍｅｎｔａｒｙｍｏｄｅ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ｔｒａｉｎｓｔｈ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ｎｄｏｆｆｌｉｎ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ｍｏ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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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粉末混凝土（ＲＰＣ）节段预制梁制造技术

刘秀元
（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１０２６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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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铁路总公司重点课题工务工程基础及前瞻技术研究“大跨度活性粉末混凝土铁路简支梁关键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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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秀元（１９７８—），男，山西繁峙人，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正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高速铁路、地铁设计施工科研

工作、ＢＩｍ技术研发。

摘　要：活性粉末混凝土（ＲＰＣ）作为一种新型的工程材料，具有很高的抗压和抗拉强度，徐变很
小，抗渗性、抗冻性、耐久性都很好。用ＲＰＣ建造桥梁，可以提高桥梁跨度，减小梁体延米自重，减少
了桥墩台数量。ＲＰＣ与先进的节段拼装造桥法结合建造桥梁，可以实现工厂化生产桥梁，提高桥梁
建设速度，节约投资。为了对ＲＰＣ桥梁进行各项科学实验，专门建造了模型试验梁，研究 ＲＰＣ节段
拼装梁的预制生产工艺，主要由ＲＰＣ的配合比、拌制、运输、浇筑、养护等过程。

关键词：铁路桥梁；活性粉末混凝土；ＲＰＣ；节段预制；剪力键；高温恒温养护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２．０４．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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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活性粉末混凝土（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ＰｏｗｄｅｒＣｏｎｔｒｅｔｅ，

ＲＰＣ）是现代材料科学和混凝土技术发展的基础上
出现的一种高性能建筑工程材料，因为活性材料

占有比例较大，称为活性粉末混凝土［１］，以下简称

ＲＰＣ，该材料具有很高的抗压强度和抗拉强度，还
兼具有收缩徐变小，低脆性，耐久性好的优点，其

抗渗性、抗冻性和耐腐蚀性指标均远远优于普通

混凝土。ＲＰＣ的原材料：水泥、粉煤灰、石英砂、硅
灰、高效减水剂和钢纤维。ＲＰＣ的工作性能原理
是：使用提高组分的细度和活性使材料内部的缺

陷（微裂缝与孔隙）减少到最小限度，获得了特别

高强度与更高的耐久性。ＲＰＣ拌和物所采用的原
料平均颗粒尺寸在０．ｌμｍ到１ｍｍ之间，尽量减小
了混凝土中的孔隙率，使的拌和物更加密实。ＲＰＣ
是一种最新研制混凝土，经过高温高压蒸汽养护

处理后，ＲＰＣ获得了２００ＭＰａ到８００ＭＰａ的超高抗
压强度，还具有３０～６０ＭＰａ的高抗折强度，非常好
地克服了一般高性能混凝土的较低强度和高脆

性［２］。

２　模型梁简介
按１２缩尺，模型梁总长２５．１ｍ，支座中心距

２４ｍ，９个梁节段，８道接缝。梁高度２．０ｍ，梁顶面
宽３．８ｍ，梁底面宽２．６ｍ，梁跨中底板、腹板和顶板
均厚１８ｃｍ，支座附近加厚。梁端处设１．１ｍ厚横隔
板加强。用Ｒ１２０级活性粉末混凝土浇筑。板厚未
按１２缩尺，是为了满足底板钢束和腹板钢束的布
置。接缝面均设活性粉末混凝土剪力键。采用节段

预制拼装成梁。箱梁７个中间节段长２．８ｍ，２个两
端端节段长２．７５ｍ，中间节段重量１３．５ｔ，两端节段
重量２２．４ｔ。每一个梁节段在箱内顶板靠近梗肋处
对称设置４个吊装孔，直径３０ｍｍ，保证梁段拼装过
程起吊平衡。设计如图１所示。

模型梁为后张拉法预应力，体内束钢绞线布置，

梁腹板上设置两排６×７－７φ５钢绞线，梁底板上设
置一排８×７－７φ５钢绞线，用直径 φ６０ｍｍ普通波
纹管预埋成孔道，腹板的锚下后张拉应力１２９４ＭＰａ，
底板的锚下后张拉应力１２５９ＭＰａ。张拉完毕，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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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真空压浆法进行孔道压浆，水泥浆的强度为

Ｍ５０，水泥浆里需要掺入阻锈剂。模型梁预应力设
计如图２。

图１　模型梁设计图

图２　钢绞线钢束布置

　　箱梁腹板和顶底板均设活性粉末混凝土剪力
键，采用卯榫设计，剪力键高 ４ｃｍ，剪力键顶部宽

１６ｃｍ，剪力键底部宽２２ｃｍ，斜面为４５０坡度。剪力
键如图３。

图３　接缝Ｉ处剪力键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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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型梁用短线预制节段拼装法制作，然后拼装
成整孔梁［３］。节段间梁缝用环氧树脂胶密封胶结，

接缝面施工时单面涂胶，厚度不得大于３ｍｍ。梁接
缝孔道间端头粘贴聚乙烯发泡垫圈，上面有单面不

干胶，保证孔道不会进胶。临时预应力采用 φ２５ｍｍ

的预应力用精轧螺纹钢筋临时拉紧拼接，单根精轧

螺纹钢筋张拉力设计值为１８０ｋＮ，接缝面预压应力
不得小于０．４ＭＰａ，整个截面应力必须均衡。临时张
拉锚块布置如图４。模型梁预制工艺流程如图５所
示。

图４　临时预应力锚块布置图

图５　模型梁预制工艺流程图

３　ＲＰＣ混凝土搅拌与运输
３．１　拌和机选型

ＲＰＣ拌和物流动性较差、黏度较大，须采用变
频高速搅拌机或 ＲＰＣ混凝土专用搅拌机。搅拌设
备应为强制式高速搅拌机［４］，叶片轴速度不低于４５
转／分。本次试验采用工厂内的 ＨＺＳ７５０型拌和站
进行拌和ＲＰＣ。拌和站需要配置专门清洗 ＲＰＣ混
凝土的设备，因 ＲＰＣ拌和物黏度较大，搅拌完毕后
及时清洗搅拌机。

３．２　ＲＰＣ混凝土配合比
试验立方体抗压强度试验小结：曲线变化３６ｈ

之前速率较快。可推断蒸养前期对立方体试块影响

较大。３６ｈ后曲线平缓上升。５天强度即可达到最

终设计强度１２０ＭＰａ以上［５］。

试验轴心抗压强度试验小结：和立方体抗压强

度曲线相仿，轴心抗压曲线变化自３６ｈ之前速率较
快。３６ｈ后曲线平缓上升。５天强度即可达到最终
设计强度１２０ＭＰａ以上。试验弹性模量强度试验小
结：弹模曲线自３６ｈ后平稳上升，基本在第４天即可
达到设计弹模强度４８ＧＰａ。最终配合比见表１。

表１　ＲＰＣ配合比（ｋｇ／ｍ３）

水泥 硅灰 石英砂粗 石英砂中 石英砂细 钢纤维 减水剂 水

９２０ １７０ ４６０ ３４０ ２８０ １２０ ２２ １７４

３．３　ＲＰＣ混凝土搅拌
搅拌前必须检测拌和站的计量器。ＲＰＣ材料

拌和物配制时，水泥、硅灰和专用掺和料原材料，必

须是干燥状态的用量，且均以质量计［６］，每次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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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对计量称校零，计量设备至少准确到±１％。骨料
称量须准确到±２％；水、外加剂的用量按重量计，称
量须准确到±１％。

搅拌时的投料顺序为骨料、钢纤维、水泥、硅灰、

矿物掺合料先投入，预搅拌４ｍｉｎ；然后加水和外加
剂后再搅拌４ｍｉｎ以上，总搅拌时间不得少于８ｍｉｎ。
混凝土搅拌机的下料口上面应有专门装置，防止钢

纤维结成团状。

ＲＰＣ拌和物的水胶比一般要小于０．２，坍落度
１８０ｍｍ～２２０ｍｍ。拌制好的ＲＰＣ混凝土应在２０ｍｉｎ
内灌注完毕，最长间隔时间不应超过半小时，ＲＰＣ
混凝土模型梁节段须连续灌注成型。

３．４　混凝土运输
混凝土搅拌运输车应符合 ＧＢ／Ｔ２６４０８的规

定。由于ＲＰＣ拌和物黏度很大，流动性很差，不能
采用普通混凝土罐车运输［７］，混凝土用装载机运

输，运距５０ｍ。运输后及时清洗运输设备。
４　ＲＰＣ混凝土浇筑
４．１　分料斗设计

顶板分料器主要为三角形设计，使拌和物从一

处分成四处流入模板内部，有利于使腹板拌和物浇

筑高度对称［８］，可以避免拌和物成堆导致波纹管挤

压变形，或一次浇筑厚度较厚拌和物内气泡排不出

去等情况。

４．２　混凝土浇筑
（１）ＲＰＣ拌和物浇筑施工前，应做好充分准备，

配备足够的施工人员、设备机具，为了避免漏振和欠

振，振捣工人分段负责，分工明确。

（２）浇筑前应进行坍落度、含气量和温度测试。
如果ＲＰＣ拌合物发生离析、坍落度过小达不到灌注
要求现象时，须对 ＲＰＣ拌合物进行二次搅拌，严禁
加水。浇筑ＲＰＣ拌合物时，模板温度宜在５℃～３５℃
范围内，拌合物入模温度宜在５℃～３０℃范围内。

（３）浇筑顺序：底板－腹板－顶板
（４）浇筑底板，内模统一安装完毕，在将内模下

平模移出，装载机一次将底板的混凝土全部运送来，

将拌合物倒至斜溜槽内，人工大致摊平，再开启底板

上８个振动器，四人开始收面，从中间向两端，初收
即可，将多余混凝土清理，移到外面。收面后立即安

装上内模，准备浇筑腹板。

（５）浇筑腹板，对称逐层浇筑，每层高不超过
２５０ｍｍ，使用分料器，装载机分料的均匀性，并注意
浇筑速度，并用附着式振动器振动，以排气混凝土中

和分层间浇筑时封闭的气体，并使混凝土逐层密实

振动时间控制在１～２ｍｉｎ。
（６）浇筑模型梁底板和腹板，不能正对预应力波纹

管布料，散落在模板上的拌合物残渣必须及时清理，避

免模型梁表面形成麻面、干灰、夹渣等不良现象。

（７）浇筑模型梁腹板，要保持两侧基本同步等
高，防止两侧混凝土面高差较大，造成内模偏移现

象，由于腹板高度较高，浇筑时尽量使料斗高度放

低，以免造成拌和物离析。

（８）浇筑模型梁顶板：拆除分料器，用装载机直
接在顶板布料，摊平后，同时开启内模振动器、腹板

上部振动器、端模上部振动器、内模角部振动器，对

顶板拌和物振动，振捣后人工收面，将多余拌和物清

理出去。然后用塑料薄膜覆盖保持水分不散发。

（９）搅拌完毕的ＲＰＣ材料拌和物应在３０ｍｉｎ内
灌注完毕。采用分层法浇筑，即浇筑采用“分段定

点，循序推进、一个坡度、一次到顶”的方法，能较好

地适应ＲＰＣ拌和物浇筑，使两层混凝土不超过初凝
时间，能很好凝结在一体，一次性连续浇筑完毕。在

浇筑至顶面过程中，插入预埋的测温线至模型梁节

段芯部，每个模型梁节段预埋３个测温线，横剖面中
心及两侧５０ｃｍ处各预埋一个［９］。

（１０）ＲＰＣ拌和物应连续浇筑，如有特殊情况，
应尽量缩短其间歇时间，必须在上一层ＲＰＣ拌和物
凝固以前将后一层 ＲＰＣ拌合物浇筑完毕。最大间
隔时间不应超过３０ｍｉｎ。

（１１）在灌注活性粉末模型梁节段过程中，随机
制作活性粉末材料立方体抗压强度、弹性模量、轴心

抗压强度试件，同条件养护。

４．３　振捣收面
（１）振捣：活性粉末混凝土材料采用振动台与

吸附式振捣相结合的振捣方式，振动台的振动频率

不得低于 ２８６０次／ｍｉｎ，振幅在 ０．３～１．０ｍｍ围内
范。梁底部混凝土依靠８个振动台振捣，侧部混凝
土各１２个用附着式振捣器振捣。附着式振动器，钢
模板与附着式振动器须连接牢固，防止振捣过程中

移位。尽量避免适用插入式振捣棒振捣，以免影响

纤维分布。

（２）ＲＰＣ模型梁节段必须保证足够的振动时
间，因为活性粉末混凝土（ＲＰＣ）不同于普通混凝土，
黏性较大，流动性较差，必须通过振动才能将气泡排

出，从而保证成品的表面质量。控制振动时间，不能

过振和振不实，不能重复振捣，振捣时间不小于

１ｍｉｎ，每处应以２ｍｉｎ为限。在腹板下部和上部应适
当延长振动时间，以２．５ｍｉｎ为宜。不得漏振和过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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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腹板浇筑时，可以用振动棒辅助振捣，每浇
筑一层后，立即进行均匀振捣，保证 ＲＰＣ拌和物的
密实性。采用赶浆法振捣，确保上下两层接茬部位

结合良好，防止漏振，也不能过振。移动振动器的间

距，应能保证振动器的有效半径平板覆盖范围，全面

振动混凝土各部位。振捣上一层 ＲＰＣ拌和物时应
插入下层约５０ｍｍ，使两层之间的接槎消除。

（４）混凝土浇筑过程如用振动棒时：ａ．控制振
动棒插入的深度，以避免损伤波纹管；ｂ．振动棒不能
接触模板面板，以避免损伤模板漆膜，影响梁体表面

光洁度；ｃ．棒体快插慢拔，尽量减少钢纤维组织分布
不均匀而形成预制缺陷；ｄ．慢速拔出不产生空洞和
气泡［１０］。

（５）一边振捣一边用抹子压实 ＲＰＣ混凝土表
面，人工快速抹平收光，防止 ＲＰＣ拌合物表面水分
散发，保证模型梁外观质量良好。振捣过程中，要把

钢纤维团和杂物检出，并将钢模顶面四周砼清理干

净，防止模型梁出现飞边现象。

（６）在顶板振捣器停止前，梁表面用整平板整
平，振捣器停止后，用抹子将泥浆压平收光。由于活

性粉末混凝土胶凝材料较多，一般浇筑时间不宜超

过２ｈ，及时养护覆盖塑料膜。避免表面失水过快而
出现早期收缩裂缝。

４．４　高温恒温养护（终养）
脱模后的模型梁节段进行高温恒温养护，分为

升温、恒温、降温三个阶段，升温速度不应大于

１０℃／ｈ，降温速度不应大于１０℃／ｈ。养护棚内温度
应在７０±５℃进行恒温养护，相对湿度应在９５％以
上。恒温养护时间不应小于４８ｈ。降温完毕后，模
型梁表面温度与外界环境温差不超过１５℃时，可撤
除保温设施。养护温度曲线见图６。

在养护池中，蒸汽不能直接喷在模型梁表面，蒸

汽应向下方喷；在模型梁上方都要覆盖塑料薄膜，防

止养护棚顶上的冷凝水直接滴于模型梁表面，影响

制品外观。

图６　养护温度曲线图

４．５　自然养护
模型梁节段终养结束后，用移梁车移到车间外，

在存梁区自然养护，最少养护１４天。自然养护时，
梁体用土工布包裹，上面洒水，保持土工布一直湿

润。节段梁高温蒸养结束后，喷涂预制单位名称、编

号、规格、生产时间等标志，２５ｔ吊车用１０ｔ吊带将节
段吊起用货车转移至存放地，存放放场地应坚实平

坦。梁体存放时单层放置，下垫１５ｃｍ１５ｃｍ方木。
５　结束语

利用新型 ＲＰＣ材料代替普通混凝土，解决普通
混凝土自重大、强度低的问题，通过开展大跨度活性

粉末混凝土铁路简支梁的研究和实践，将简支梁跨

度加大到 ４８ｍ，采用节段拼装法施工，接缝采用胶
结，以后跨度加大到 ７２ｍ乃至 ８０ｍ，扩大铁路简支
梁的适用范围，进而推动ＲＰＣ新型材料在铁路工程

中的广泛应用，使中国高速铁路在该领域的理论研

究和工程实践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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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宁波轨道交通三号线类矩形盾构段为工程背景，采用ＰＬＡＸＩＳ２Ｄ有限元软件构建了
类矩形盾构隧道管片在施工过程中的数值模型，研究类矩形盾构施工注浆率、隧道埋深和土层条件

等参数对地表竖向位移的影响，并给出类矩形盾构管片的结构受力特性。结果表明：提高施工注浆

率能降低类矩形盾构施工时所引起的地表沉降；随着埋深增加，盾构隧道施工引起的地表沉降增加，

类矩形管片的弯矩增大；针对不同土层的地表沉降量分析，同一埋深时类矩形盾构在粘土中的沉降

量比在砂土中小，盾构管片在黏土中的弯矩幅值大于在砂土中的弯矩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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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

加快，城市人口规模不断增大，随之带来交通拥堵等

诸多城市问题；城市地下空间建设是解决城市交通

拥堵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盾构法是地下施工的重

要方法。目前，我国圆形盾构技术的发展已经成熟，

在双圆盾构方面的研究也已起步。在以往的研究

中，学者围绕盾构沉降量分析主要有现场监测分析、

半经验半理论分析、数值计算等方法。Ｐｅｃｋ提出的
半经验半理论分析方法是其中最简便且目前被广泛

使用的方法，即地表沉降槽横向沉降曲线（Ｐｅｃｋ公
式）［１］。刘建航等［２］根据延东隧道施工实测数据得

到预测纵向沉降槽曲线的公式，首次提出了“负地

层损失”的概念。侯学渊等［３］对盾构推进各阶段地

层变形的行为给出了机理上的解释，且提出了土压

平衡盾构的地表沉降预估方法，即数值分析法。王

洪德等［４］通过ＦＬＡＣ３Ｄ研究了盾构隧道施工的建
模影响因素。王冠琼等［５］采用 ＦＬＡＣ３Ｄ有限元软
件对隧道开挖过程进行模拟计算，分析了不同注浆

压力和不同注浆量下的地表沉降变化规律及浆液硬

化作用对地表沉降和管片位移的影响，并将地表沉

降的计算值和实测值进行了对比分析。文献

［６－７］中采用试验预测法进行盾构沉降分析。盛
佳韧等［８］通过对多个断面地表沉降测量和分层沉

降监测，得到盾尾注浆是控制双圆盾构施工引起地

层沉降的关键，并提出了控制沉降的措施，即注浆设

备改造及工艺改造。在管片受力分析方面研究也较

为丰富［９－１０］，张鹏［１１］通过建立考虑环、纵向接头不

连续性的三维盾构隧道有限元模型，得出管片的力

学性能沿隧道纵向存在较大差异，各环变形特征也

不尽相同。蒋向阳［１２］通过对管片的力学特性进行

监测，得到较为全面准确的隧道衬砌结构荷载和管

片承受内力在施工期的分布。

由于传统圆形盾构逐渐显示出其弊端，如空间

使用效率低、受地下埋设物的影响大、受上覆土厚度

的制约等，矩形和类矩形隧道可以弥补圆形盾构的

缺点，为了解决圆形断面盾构出现的问题，矩形盾构

或类矩形盾构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以类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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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构隧道为背景，对类矩形盾构进行施工模拟的研

究，采用ＰＬＡＸＩＳ有限元计算软件建立类矩形盾构
施工模拟的简化计算模型，分析了不同注浆率、不同

埋深和不同土层下的地表沉降及其对盾构管片受力

的影响，为工程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２　有限元模型
２．１　土体模型

根据宁波地铁３号线工程，建立土体模型如图
１所示：Ｘ方向为土体宽度方向，Ｙ方向为土体深度
方向。模型Ｘ方向１００ｍ（即 －５０ｍ～５０ｍ），Ｙ方向
５０ｍ（即０～－５０ｍ）。该模型的选取以能全面地展
现盾构开挖时的研究内容为依据。此外，该截面是

盾构开挖的横截面，可以清楚地研究Ｐｅｃｋ公式的适
用性以及管片的受力情况。

图１　土体有限元模型

土体本构模型采用土体硬化模型（Ｈａｒｄｅｎｉｎｇ
Ｓｏｉｌ），主要参数土体容重 γｕｎｓａｔ、三轴固结排水剪切

试验的参考割线模量 Ｅｒｅｆ５０、固结试验的参考切线模

量Ｅｒｅｆｏｅｄ、三轴固结排水卸载 －再加载试验的参考卸

载再加载模量 Ｅｒｅｆｕｒ、与模量应力水平相关的幂指数
ｍ、有效黏聚力ｃ′ｒｅｆ、有效内摩擦角 φ′、剪胀角 Ψ、泊
松比ｖ。土体的材料参数根据实际勘测，具体参数
见表１。
２．２　管片模型

类矩形盾构段实际工程中所采用的是土压平衡

式盾构，其断面为１１．８３ｍ×７．２７ｍ的矩形。管片相
比盾构机外轮廓向内缩进 １５ｃｍ，即注浆层厚度为
１５ｃｍ。中部设有中立柱，钢筋采用 ＨＲＢ４００、
ＨＲＢ４００Ｅ级，均为热轧钢筋，其 中 主 筋 采 用
ＨＲＢ４００Ｅ级。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Ｃ５０。外围管片
的厚度为４５０ｍｍ，中立柱厚度为３５０ｍｍ。其断面尺
寸如图２所示，管片材料参数见表２。

表１　土体参数

参数 淤泥质黏土 淤泥质砂土

材料模型 土体硬化 土体硬化

材料类型 不排水 不排水

γｕｎｓａｔ（Ｎ／ｍｍ３） ０．０１８×１０－３ ０．０１６５×１０－３

Ｅｒｅｆ５０（ＭＰａ） ２．７１ ２５
Ｅｒｅｆｏｅｄ（ＭＰａ） ２．７１ ２５
Ｅｒｅｆｕｒ（ＭＰａ） １３．５５ ７５

ｍ ０．８ ０．５
ｃ′ｒｅｆ（ｋＰａ） １６．１ ０

φ′（０） １０．３ ３１

Ψ′（０） ０ １

ｖ ０．２ ０．２

图２　管片模型示意图

表２　管片材料参数

参数 衬砌 中柱

材料类型 弹性 ，各向同性 弹性，各向同性

轴向刚度 １３．８×１０６ １３．８×１０６

抗弯刚度（Ｎ·ｍｍ２） ２３０×１０９ １８４×１０９

重度（Ｎ／ｍｍ３） ０．００８４ ０．００８４

泊松比 ０．１５ ０．１５

２．３　注浆模拟
为了更加贴近工程实际，盾构壁后注浆采用等

效替代法，即对应不同的注浆率（１２０％、１５０％、
２００％），分别计算扩展体积，然后采用浆液材料代
替。

具体计算步骤如下：先计算出类矩形管片面积

和扩充 １５０ｍｍ后的管片面积，取其插值，即为
１００％注浆率情况下所需的注浆面积。依次扩大
１２、１．５、２．０倍，可得到 １２０％、１５０％、２００％注浆
率所需填充面积，所需注浆面积与密度的乘积即为

所需的注浆量。设Ｓ１００％为１００％注浆率情况下的注
浆面积，ｄ１００％为１００％注浆情况下的扩展长度。则
Ｓ１２０％、Ｓ１５０％、Ｓ２００％分别代表１２０％、１５０％、２００％注浆
率情况下所需填充面积，ｄ１２０％、ｄ１５０％、ｄ２００％分别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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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１５０％、２００％注浆率情况下所需扩展长度。
经计算得 Ｓ１００％ ＝４．６２６ｍ

２、Ｓ１２０％ ＝５．５５１ｍ
２，Ｓ１５０％ ＝

６．９３９ｍ２、Ｓ２００％ ＝９．５２５ｍ
２。已知初始条件 ｄ１００％ ＝

１５０ｍｍ，求解可得：ｄ１２０％ ＝１８０ｍｍ、ｄ１５０％ ＝２２３ｍｍ、
ｄ２００％ ＝２９６ｍｍ。为避免多种因素产生误差，故将注
浆压力设为定值，采用等效均布力的方法进行模拟

实际工程中的注浆压力。主要考虑不同注浆率对地

表沉降及管片造成的影响。本文所用浆液材料密度

ρ＝１２００ｋｇ／ｍ３，压缩模量Ｅ＝２０ＭＰａ，泊松比ｖ＝０．２。
３　数值分析

在隧道的开挖过程中，由于天然土层受到扰动

和破坏，从而导致地表沉降和衬砌管片的受力发生

变化。影响地表沉降与管片受力的因素有很多，本

文选取３个较为重要的参数，即施工注浆率，隧道埋
深和土层条件，并从地表沉降和管片受力两方面进

行讨论。

３．１　注浆率对地表沉降及管片受力的影响
图３为模拟土层为淤泥质黏土，隧道埋深１０ｍ

的条件下生成的类矩形盾构施工过程中的土体位移

云图。由图３可知：类矩形盾构顶部土体沉降，两侧
土体呈现上浮，且隧道底部土体整体上浮，显然与实

际施工结果相似。另外，隧道上方土体位移随着土

体深度的增加，沉降值逐渐增大，下方土体位移随着

土体深度的增加，上浮值逐渐减小。综上，该图也验

证了有限元模拟的准确性。

图３　类矩形盾构周围土体位移云图

　　由于类矩形盾构施工时壁外注浆过程复杂，注
浆率对土体和结构的稳定性存在影响，经分析得出

不同注浆率下的地表沉降位移曲线如图４所示，其
注浆率分别为１２０％、１５０％、２００％。

图４　地表沉降位移曲线

由图４可知，地表沉降趋势与Ｐｅｃｋ公式所表达
的特征曲线相似，进一步验证了数值计算的正确性。

另外，随着注浆率的增加，地表沉降变小，如注浆率

为１２０％时，盾构中轴处沉降量（位移峰值）为

１４６ｍｍ，当注浆率为２００％时，沉降量为１４．１ｍｍ。
可知提高注浆率可以降低地表沉降，但也需要考虑

注浆率对施工后土体位移的影响，在工程设计阶段

应引起重视。

衬砌管片的拼装是盾构施工中重要的一步，同

时管片的受力特性也是盾构施工以及运营期间最受

关注的一部分。图 ５为注浆率 １２０％，隧道埋深
１０ｍ时的类矩形盾构管片的结构受力云图。

由图５（ａ）可知，类矩形管片受力模式和圆形隧
道管片相似，上、下部分主要受正弯矩，管片左、右两

端受负弯矩，但上、下部所受的弯矩值大于管片左、

右两端的弯矩值。另外，管片间螺栓连接位置位于

正、负弯矩交界处，今后进行精细化分析时，可考虑

螺栓连接对隧道管片的影响。由图５（ｂ）和５（ｃ）可
以看出，类矩形管片中柱轴力上部比较小，下部比较

大，中立柱剪力上下相等。

图６、图７分别为模拟分析得出的不同注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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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类矩形管片结构受力云图

下类矩形盾构管片的负弯矩和正弯矩幅值曲线。由

图可知，不同注浆率对管片正、负弯矩的影响均较

小，且弯矩差值变化均在１％以内。但是随着注浆
率的提高，正、负弯矩均逐渐减小。即注浆率为

１２０％、１５０％、２００％时，管片负弯矩分别为６．４４９×
１０５Ｎ·ｍｍ、６．４４７×１０５Ｎ·ｍｍ、６．４３９×１０５Ｎ·ｍｍ，
管片正弯矩分别为 ６．０７６×１０５Ｎ·ｍｍ、６．０６６×
１０５Ｎ·ｍｍ、６．０４８×１０５Ｎ·ｍｍ。分析知这是由于浆
液的增加，帮助管片承担了上部土体重力影响，使管

片在施工过程中受力减小。

图６　不同注浆率下管片负弯矩图

图７　不同注浆率下管片正弯矩图

图８、图９为模拟分析得出的不同注浆率下类
矩形盾构中立柱的轴力和剪力幅值，由图可知，随着

注浆率增加，中立柱轴力和剪力均增加，这是由于管

片结构发生横向水平位移产生扭转，从而导致管片

中柱的轴力和剪力都提高。另外，由于管片产生横

向水平位移，中柱轴力变化较小，幅值变化在３％之
内，而剪力值变化在４０％以内，变化较为显著。

图８　不同注浆率下中柱轴力图

图９　不同注浆率下中柱剪力图

３．２　隧道埋深对地表沉降及管片受力的影响
建立不同埋深的类矩形盾构施工模型如图１０

所示，隧道埋深分别为１０ｍ、２０ｍ、３０ｍ，注浆率均按
照１２０％进行注浆，其他相关参数如支护压力、注浆
压力、刚度折减系数等都相同。

图１０　不同埋深施工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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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图１１不同埋深下地表位移曲线图可知，在同
一种土层中类矩形盾构隧道在１０ｍ、２０ｍ、３０ｍ三种
不同埋深的情况下，不考虑土层影响，随着隧道埋深

增加，盾构隧道施工引起的地表沉降逐渐变大，埋深

１０ｍ的时候沉降量最小，埋深３０ｍ的时候沉降量最
大。另外，随着埋深的不同，隧道开挖中心线两侧的

变形程度也不同。

由图１２、图１３不同埋深下的管片正、负弯矩幅
值图可知，不考虑土层影响时，随着盾构衬砌埋深不

同，管片的弯矩幅值变化显著。类矩形管片上、下的

正弯矩和左、右的负弯矩均随着埋深的增加而增大，

而且增加幅度的大小也比较相似；这是由于上覆土

增加，导致管片受力增加。

图１１　不同埋深下地表沉降位移曲线

图１２　不同埋深下管片正弯矩幅值

３．３　土层条件对地表沉降及管片受力的影响
考虑盾构穿越不同土层对地表沉降造成的影

响，建立不同土层的盾构模型如图１４所示。第一类
土层均为黏土，第二类土层均为砂土，第三类复合土

层上覆１０ｍ砂土，其余土体为４０ｍ为黏土，复合土
层不考虑隧道埋深１０ｍ工况。另外，注浆率均按照
１２０％进行注浆，其他相关参数如支护压力、注浆压
力、刚度折减系数等都相同。

图１３　不同埋深下的管片负弯矩幅值

图１４　不同土层施工图模型

　　由图１５不同土层下地表沉降位移曲线可知，地
层条件对地表变形的影响显著，由于砂土的渗透系

数较大，导致地表沉降最显著，而黏土存在较大的黏

聚力，其沉降位移较小。当复合土层进行类矩形隧

道施工时，地表沉降峰值位于黏土与砂土之间，这显

然是由于盾构上部黏土与砂土存在比例关系引起，

不同的土层有不同的性质，黏土的性质与砂土的性

质进行互补造成了这种现象。另外，从图１５中也可
看出，黏土中隧道开挖中心线上方两侧隆起的高度

比砂土更显著。

由图１６、图１７不同土层下的管片正、负弯矩幅
值可知，当埋深相同时衬砌管片所受弯矩随着土层

变化而变化；当埋深为１０ｍ穿越土层为黏土时，管
片正弯矩为 ６．０４５×１０５Ｎ·ｍｉｎ，穿越土层为砂土
时，管片正弯矩为４．３９１×１０５Ｎ·ｍｉｎ，其变化幅度
为２７．４％。同理可分析知：埋深相同时衬砌管片所
受正弯矩变化幅度范围在２７％—４５％之间，埋深相
同时衬砌管片所受负弯矩变化幅度范围在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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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之间，均属于较大变化，可见不同类型土层对衬
砌的受力情况影响显著。由图可知同一埋深时，黏

土地层下弯矩值更大，砂土地层下弯矩值较小，这显

然是由于土体特性引起的，即与土体的弹性模量及

泊松比等有关，然而一般来讲复合土层弯矩值处在

黏土和砂土之间。

图１５　不同土层下地表沉降位移曲线

图１６　不同土层下的管片正弯矩幅值

图１７　不同土层下的管片负弯矩幅值

４　结论
本文采用 ＰＬＡＸＩＳ２Ｄ有限元软件建立类矩形

盾构隧道施工有限元模型，分析了宁波地铁三号线

类矩形盾构开挖过程中由不同注浆率引起的地表沉

降和管片受力，并讨论了隧道埋深和地层条件影响。

结论如下：

（１）类矩形盾构在施工掘进的过程中，引起的
地表沉降在一定的范围内，中轴线附近的土体扰动

比较大，两侧扰动越小，其沉降曲线符合 Ｐｅｃｋ公式
一般规律。

（２）类矩形盾构隧道施工时，随着注浆率的提

高，引起的地表沉降逐渐减小。当注浆率变化时，对

类矩形隧道管片的弯矩影响较小，弯矩差值基本在

１％之内；由于管片产生横向水平位移，对管片中立
柱的剪力影响显著。

（３）随着埋深增加，不同土层下盾构隧道施工
引起的地表沉降均增加，针对不同土层的地表沉降

量分析，同一埋深时盾构隧道在黏土中比砂土中引

起的地表沉降小，此外，盾构管片在黏土中的弯矩幅

值大于在砂土中的弯矩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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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简述碳酸甲乙酯（ＥＭＣ）的合成工艺，利用ＡｓｐｅｎＰｌｕｓ软件对ＥＭＣ粗产品的精馏工艺进
行模拟，考察进料配比、回流比、进料位置对ＥＭＣ收率的影响。通过单因素试验分析确定试验范围，
并从中选取三种水平进行响应面设计。利用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８．０软件将模拟得到的结果进行二次多
元回归拟合，建立回归模型，通过响应曲面法分析出制备ＥＭＣ收率的最佳操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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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酸甲乙酯的分子式为 Ｃ４Ｈ８Ｏ３（简称 ＥＭＣ），
其结构中同时具有甲基和乙基，使其具有许多优秀

的特性，在医药、农药、溶剂等领域都能得到一定的

应用，尤其在锂电池领域，ＥＭＣ应用在电解质溶剂
的优良表现，使其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１－２］。

ＥＭＣ的合成方法主要可以分为３种：光气法［３］、酯

交换法［４－５］和氧化羰基法［６］。随着生产技术的进

步，制备ＥＭＣ的方法中只有酯交换法还在被广泛使
用，但是合成工艺在不断改进，例如，采用离子液体

等作为特殊的反应溶剂促进反应进行［７］，利用多相

催化剂完成ＥＭＣ的选择性合成［８－９］，或者开发更节

能高效的工艺［１０－１１］等。本文在国内原有合成 ＥＭＣ
路线的基础上，利用 ＡｓｐｅｎＰｌｕｓ软件进一步模拟了
ＥＭＣ粗产品的精馏工艺，并运用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８．０
软件进一步处理模拟结果，建立二次多元回归模型，

做出响应面图，进而找到获得ＥＭＣ最佳收率的操作
条件，为 ＥＭＣ高纯度工业化生产提供理论参考依
据。

１　试验方法
采用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８．０软件对影响研究结果

的因素进行考察，同时对影响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

进行评价。通过得出的多元二次回归方程，进一步

拟合影响因素与响应值之间的函数关系，通过对回

归方程的分析，寻求最优工艺参数，减少实验周期，

避免盲目进行实验。

本实验选取完全二次回归模型，在保持精馏塔

的进料温度、进料量、进料压力、塔板数等不变的基

础上，以进料配比（Ａ）、回流比（Ｂ）及进料位置（Ｃ）
为影响因素，ＥＭＣ收率（Ｙ）为响应值。设计采用三
因素三水平，设计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实验因素水平

水平 Ａ（进料配比） Ｂ（回流比） Ｃ（进料位置）
－１ ０．７５ １．２ １０
０ １ １．６ １５
１ １．２５ ２ ２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ＥＭＣ合成过程中精馏工艺的模拟与数据分析

化工流程模拟软件ＡｓｐｅｎＰｌｕｓ具有完整的单元
操作模型，使用者可根据自我需求从软件的流体流

动、分离、输送机械操作等单元中选择合适的单元操

作，进而完成所需流程的工艺模拟。ＥＭＣ粗产品的
分离在精馏塔中进行，馏出量与进料量的比值称为

ＥＭＣ的收率，在实际生产中 ＥＭＣ的收率总是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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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值，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针对 ＥＭＣ的精
馏分离过程，使用Ａｓｐｅｎｐｌｕｓ软件进行模拟，精馏塔
的工艺设计经过简捷设计和简捷校核两个阶段。

进行精馏塔模拟时，首先进行的是简捷设计，选

择软件的ＤＳＴＷＵ模块进行模拟，针对实际生产中
影响ＥＭＣ收率的因素进行了筛选。选取进料配比、
回流比、进料位置３种影响 ＥＭＣ收率的因素，在改
变单一因素固定其他变量的基础上进行模拟实验，

通过模拟结果选取因素的最佳水平。

２．１．１　进料配比对ＥＭＣ收率的影响
对于精馏操作而言，进料配比对其带来的影响

是最直接的。当提高重组分在进料组分中的占比

时，精馏段必然会面临负荷加重的情况，当遇到精馏

塔中的精馏段板数被固定时，塔顶馏出物中极易出

现含有重组分的不合格产品，同时因为组分变重，使

得塔釜排出量增大，造成精馏塔面临着温度升高，压

力变小的情况。当提高轻组分在进料组分中的占比

时，提馏段必然会面临负荷加重的情况，当遇到精馏

塔中的提馏段板数被固定时，釜液中极易出现更多

蒸不出的轻组分，同时因为进料组分变轻，使得塔顶

馏出物的流量变大，造成精馏塔面临着温度降低，压

力变大的情况。

为确定最合适的进料配比，固定其他操作条件，

改变进料配比，通过 Ａｓｐｅｎｐｌｕｓ模拟获得不同进料
配比下的目的产物收率。在Ａｓｐｅｎｐｌｕｓ中输入固定
的进料温度、进料压力、进料量、塔板数、进料位置、

回流比等参数，输入 ＥＭＣ与 ＤＥＣ的配比分别为
０５，０．７５，１，１．２５，１．５等５组数据运行模拟，得到
不同进料配比下的ＥＭＣ收率，如图１所示。

图１　ＥＭＣ与ＤＥＣ进料配比对ＥＭＣ收率的影响

不同的进料配比对应不同的ＥＭＣ收率，根据图
１的模拟结果可知，随着进料配比的增加，目的产物
ＥＭＣ的收率也在逐步增加。进料配比从０．５变化
至０．７５时，目的产物 ＥＭＣ的收率从 ９２％增加至
９３％，并且增加的程度很明显；进料配比从０．７５变

化至１．５时，目的产物 ＥＭＣ的收率仍有所增加，但
增加的程度并不明显，增加的趋势逐渐平稳，稳定在

９５％左右。当目的产物的占比越高时，混合物的分
离效果越好，但目的产物的占比很高时，其收率增长

逐渐平稳。

２．１．２　回流比对ＥＭＣ收率的影响
回流的应用使得塔顶和塔底都能获得纯度更高

的产品。回流比是塔顶的回流量与馏出量之间形成

的比值，是精馏操作中影响分离程度的重要因素。

精馏塔所需的理论塔板数、塔径以及所需冷却水的

用量都会受到回流比的影响。在进行回流比的选择

时，通常将最小回流比作为最低界限。适当减少回

流比可以使塔釜的温度得到提升。增大回流比可以

提高塔顶中重组分的回流，进而使产品纯度更高，但

是回流比过大时会造成精馏塔液泛，无法正常进行

工作，因此回流比的选择至关重要。

在Ａｓｐｅｎｐｌｕｓ中输入固定的进料温度、进料压
力、进料量、塔板数、进料位置、进料配比等参数，输

入回流比１．２，１．４，１．６，１．８，２等５组数据运行模
拟，得到不同回流比下的ＥＭＣ收率。图２为不同回
流比下ＥＭＣ的收率。根据模拟结果可知，随着回流
比的增加目的产物ＥＭＣ的收率也在逐步增加，回流
比从１．２变化至１．４时，图中线段的斜率较大，目的
产物ＥＭＣ的收率在逐步增加，并且增加的程度更明
显；回流比从１．４变化至２时，目的产物 ＥＭＣ的收
率仍有所增加，但收率稳定在９４％左右。当回流比
逐渐增大时，混合物的分离效果会变好，但当回流比

达到一定水平时ＥＭＣ收率增加的趋势逐渐平稳，但
并不能达到完全分离。

图２　回流比对ＥＭＣ收率的影响

２．１．３　进料位置对ＥＭＣ收率的影响
在塔的进料过程中，通常以调整进料位置这种

手段来应对进料状况的改变，从而获得符合生产要

求的产品。当理论塔板数和操作条件被固定时，通

常参照进料板的分离能力的高低来选取进料位置，

·０２１·



此时的进料位置必定选择分离能力最强的进料板。

当所有操作条件都相同时，此时的进料位置必定选

择理论板数最低的进料板。

当进料组分中的轻组分占比增大时，必定要使

提馏段的板数增多，提馏段的分离能力会随之增大，

此时通常选择较高的进料位置。当进料中重组分占

比增大时，必定要使精馏段的板数增多，精馏段的分

离能力会随之增大，此时通常选择较低的进料位置。

在Ａｓｐｅｎｐｌｕｓ中输入固定的进料温度、进料压力、进
料量、塔板数、回流比、进料配比等参数，输入进料位

置５，１０，１５，２０，２５等５组数据，运行模拟得到不同
进料位置下的 ＥＭＣ收率。图３为不同的进料位置
下ＥＭＣ的收率。根据图中的模拟结果可知，随着进
料位置的增加目的产物ＥＭＣ的收率也在逐步增加，
当进料位置从５变化至１０时，图中线段的斜率较
大，目的产物 ＥＭＣ的收率在迅速增加，当回流比从
１０变化至 ２５时，目的产物 ＥＭＣ的收率仍有所增
加，但线段斜率没明显降低，收率稳定在９４％左右。
根据上述研究，发现当进料位置逐渐增大时，混合物

的分离效果会变好，但当进料位置达到一定水平时，

目的产物的收率增加的趋势逐渐平稳。

图３　进料位置对ＥＭＣ收率的影响

２．２　ＥＭＣ合成过程中精馏工艺的优化研究
对精馏塔分离工艺进行响应面优化时，以 ＥＭＣ

与ＤＥＣ进料配比、回流比、进料位置为考察因子（自
变量），分别用Ａ，Ｂ，Ｃ表示。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８．０软
件以单因素三种水平为基础。ＥＭＣ的收率是通过
对不同因素的各种水平的组合进行模拟得到的数

据，如表２所示。
将表２数据利用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８．０软件进行二

次多元回归拟合，得到 ＥＭＣ的收率（Ｙ）对自变量进
料配比、回流比、进料位置的二次多元回归模型为：

Ｙ＝＋９８．４３＋１．５０Ａ＋１．４０Ｂ＋０．５５Ｃ－
０．４６ＡＢ－０．２８ＡＣ－０．０３７ＢＣ－５．３０Ａ２－０．５６Ｂ２－
０．４９Ｃ２

表２　响应面实验设计与结果

试验号
因素

Ａ Ｂ Ｃ
ＥＭＣ收率／％

１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 ８９．４３６
２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 ９３．１８５
３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 ９２．８６５
４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 ９４．７７４
５ －１．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 ９０．０３５
６ １．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 ９３．７５８
７ －１．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 ９２．０７３
８ １．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 ９４．６８５
９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９５．４３７
１０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９８．５８８
１１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９６．２４８
１２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９９．２５１
１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９８．４５７
１４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９８．１８６
１５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９８．５７８
１６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９８．３５２
１７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９８．５６７

　　通过统计与分析ＥＭＣ分离精馏塔的数学模型，
来检验方程的有效性。获得的方差分析结果如表３
所示。Ｐ＜０．０１，说明建立的数学模型或考察因素
的影响极其显著；Ｐ＜０．０５，说明建立的数学模型或
考察因素存在了显著的差异；Ｐ＞０．０５，说明建立的
数学模型或考察因素的影响不显著。由表３可以看
出，回归模型Ｆ＝２０８．００，线性曲线显著性检验 Ｐ＜
０．０００１，表明该试验所采用的二次模型是极显著的，
在统计学上也有一定意义。

表３　ＥＭＣ的收率为响应值的回归模型方差分析

项目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Ｆ值 Ｐ值 显著性

模型 １６１．３９ ９ １７．９３ ２０８．００ ＜０．０００１ 
Ａ １７．９８ １ １７．９８ ２０８．５４ ＜０．０００１ 
Ｂ １５．６０ １ １５．６０ １８０．９７ ＜０．０００１ 
Ｃ ２．４６ １ ２．４６ ２８．５７ ０．００１１ 
ＡＢ ０．８５ １ ０．８５ ９．８２ ０．０１６５ 
ＡＣ ０．３１ １ ０．３１ ３．５８ ０．１００４
ＢＣ５．５×１０－３ １ ５．５×１０－３ ０．０６４ ０．８０８３
Ａ２ １１８．４１ １ １１８．４１ １３７３．５０ ＜０．０００１ 
Ｂ２ １．３２ １ １．３２ １５．３１ ０．００５８ 
Ｃ２ １．００ １ １．００ １１．５９ ０．０１１４ 
残差 ０．６０ ７ ０．０８６
失拟项 ０．５０ ３ ０．１７ ６．１９ ０．０５５３ 不显著

净误差 ０．１１ ４ ０．０２７
总和 １６１．９９ １６

　　注：为差异极显著，Ｐ＜０．０１；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所用的模型和试验拟合的程度是通过失拟项表

示出来的，即二者的差异程度。本试验的失拟项为

０．０５５３，说明失拟项不显著（Ｐ＞０．０５），表明该模型
具有统计意义，因此可以用上述多元二次回归模型

方程对试验结果进行分析。一次项中 Ａ，Ｂ，Ｃ的偏
回归系数显著（Ｐ＜０．０１），说明进料配比、回流比、
进料位置对 ＥＭＣ的收率的影响极显著。通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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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回归系数Ｆ值的大小可知，所选取的因素水平范
围内，对ＥＭＣ收率的影响程度依次是 Ａ＞Ｂ＞Ｃ，即
进料配比＞回流比＞进料位置。交互项 ＡＢ的偏回
归系数显著（Ｐ＜０．０１），说明进料配比和回流比的
交互作用对ＥＭＣ的收率有显著影响，交互项进料位
置不显著。该模型 Ｒ２＝０．９９６３，校正决定系数 Ｒ２

（Ａｄｊ）＝０．９９１５，说明该模型只有０．８５％的变异不
能由该回归模型解释，因此，该模型的拟合性较好。

预测决定系数和校正决定系数分别为 ０．９４９９，
０９９１５，二者相差仅为０．０４１６，小于０．２，ＣＶ（变异
系数）为０．３１％，小于１０％，表明该模型的分辨力、

拟合精度较高，误差较小。

根据所得回归方程，进一步运用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
８．０软件获得响应面图，预测进料配比、回流比、进
料位置对ＥＭＣ收率的影响。图４和图５所示，进料
配比和回流比、进料比和进料位置的交互作用对

ＥＭＣ收率的影响较大，表现为三维图中曲线陡峭，
二维图中等高线近似椭圆。图６所示，回流比和进
料位置的交互作用对ＥＭＣ收率的影响较小，表现为
三维图中曲线圆滑，二维图中等高线近似圆形，响应

值变化较小。

图４　进料配比和回流比对ＥＭＣ收率的影响

图５　进料配比和进料位置对ＥＭＣ收率的影响

图６　回流比和进料位置对ＥＭＣ收率的影响

　　根据表３数据可以得出 ＥＭＣ收率的残差正态
概率分布和预测值与实际值的对应关系，残差的正

态概率分布和ＥＭＣ收率的预测值与实际值的对应
关系均靠近一条直线，说明以上得到的ＥＭＣ收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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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多元回归模型方程拟合性较好，可以用该模型

解释进料配比、回流比以及进料位置之间的关系。

通过响应面法分析出ＥＭＣ收率的最佳操作条件：进
料配比、回流比、进料位置分别为１，１．６，１５，在此条
件下进行３次试验，最终得到ＥＭＣ收率的平均值为
９８．５３６％，与响应曲面和拟合的ＥＭＣ收率一致。
３　结论

本文针对ＥＭＣ粗产品的精馏工艺进行了模拟，
通过Ａｓｐｅｎｐｌｕｓ模拟结果选取进料配比、回流比、进
料位置三种因素，并分别对每一因素选取不同水平

进行模拟，将模拟后的结果运用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８０
进行响应面处理。分析结果表明，进料配比、回流

比、进料位置对ＥＭＣ收率的影响极显著。进料配比
和回流比、进料配比和进料位置的交互作用对 ＥＭＣ
收率的影响较大。经过响应面处理后分析得到最佳

的进料配比、回流比、进料位置分别为 １，１．６，１５。
最佳操作条件下可以得到收率大于９８．５３６％的高
纯度ＥＭＣ，可以直接运用于锂离子电池电解液的添
加剂中，为ＥＭＣ实际生产中最优精馏条件的选择提
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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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歇式双污泥工艺处理农村污水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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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间歇式双污泥工艺将ＳＢＲ工艺与双污泥系统相结合，既拥有ＳＢＲ工艺可以处理流量变
化较大的污水的特点，又拥有双污泥系统低Ｃ／Ｎ比、低需氧量、低污泥产量的优点。介绍了 ＳＢＲ系
统、改良ＳＢＲ系统以及几种间歇式双污泥系统的工作原理和处理效果，进行了处理效果和经济比
较。从处理结果可以看出，间歇式双污泥系统在处理低Ｃ／Ｎ比的污水时，表现出了良好的脱氮除磷
效果，并且具有很好的抗负荷能力，可以用来处理水质变化较大的污水。

关键词：ＳＢＲ工艺；双污泥系统；农村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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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污水不经处理直接排放到自然水体中，已
经成为影响水环境的重要因素之一。农村生活污水

主要是农村居民生活当中产生的洗涤用水及厕所冲

水，因此主要污染物是 ＣＯＤ、氮磷以及病菌［１］。根

据《室外排水设计规范》，需要同时进行脱氮除磷

时，污水中的５日生化需氧量与总凯氏氮之比宜大
于４，污水中的５日生化需氧量与总磷之比宜大于
１７，但是实际中的农村污水很难满足这些要求。
ＳＢＲ工艺可以实现自动化管理和运行，在技术人员
相对较少的农村也适用。

１　ＳＢＲ在农村污水处理中的应用现状
１．１　ＳＢＲ工艺在农村污水处理的应用

序批式活性污泥法（ＳＢＲ）工艺特点是在同一个
反应器中，按时间顺序进行进水、曝气、沉淀、排水和

闲置５个工序，从而对污水进行脱氮除磷。以张亚
平等［２］对常熟市辛庄镇和泰村的 ＳＢＲ工艺调查为
例，ＳＢＲ工艺的进水中 ＣＯＤ为１００ｍｇ／Ｌ左右，ＴＮ
在４～７月份为５ｍｇ／Ｌ（其余时间都稳定在２０ｍｇ／

Ｌ），Ｐ在１ｍｇ／Ｌ以下，可以算出 Ｃ／Ｐ为１００。ＳＢＲ
工艺对 ＣＯＤ的去除率在６０．０％ ～８４０％，平均去
除率为７４．９％，出水水质达到一级 Ｂ标准，处理效
果稳定；对 ＴＰ的去除率在 １５％ ～６０％，波动比较
大，并且去除率是从当年８月到来年３月逐步上升
的，因此温度可能是影响 ＴＰ去除率的一个重要因
素；对ＴＮ的去除率在前期比较低，不超过４０％，后
期逐步提升并趋于稳定，最终的去除率可以达到

６０％～８０％，这样就导致出水中 ＴＮ浓度全年都比
较稳定，始终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对氨氮的去

除率在２５％～８０％之间，波动比较大。
从调查中可以看出，ＳＢＲ在实际运行中对 ＣＯＤ

的去除效果表现良好，但是对ＴＰ和ＴＮ的去除率比
较低，且去除率的波动比较大，这是由于 ＳＢＲ工艺
需要足够的碳源，与污水中的碳源不足相矛盾所导

致的。

１．２　改良ＳＢＲ工艺处理农村污水
文艳等［３］将 ＳＢＲ工艺进行了改良，用隔板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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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ＢＲ装置分成主反应区和副反应区，只有在主反应
区底部进行曝气。该工艺在最佳反应条件下，ＣＯＤ，
ＮＨ＋４ －Ｎ和ＴＮ平均去除率分别为９５％，９８．２％和
６９．１％，去除率相对比较稳定。

该工艺在主反应区发生了硝化反应，将 ＮＨ＋４ －
Ｎ氧化成了硝态氮，而在副反应区发生了反硝化反
应，将硝态氮转化成了氮气，同时达到了除磷的作

用。该工艺不仅实现了硝化反应和反硝化反应同时

进行，还可以减少部分 ＰＨＢ在好氧条件下的损耗，
从而有更多ＰＨＢ可以在缺氧环境条件下被用于聚
磷作用，实现利用较少的 ＣＯＤ去除更多的磷，提高

了磷的去除率。但是ＤＯ浓度对改良ＳＢＲ工艺具有
重要影响，在实际应用中需要加大对主反应区的曝

气量，提高两个反应区的ＤＯ浓度差，这样会提高污
水处理的成本，不适用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

２　间歇式双污泥系统及其工艺比较
２．１　前置Ａ２ＮＳＢＲ双污泥系统

赵伟华等［４］提出了前置 Ａ２ＮＳＢＲ双污泥系统。
该系统先在厌氧－缺氧ＳＢＲ中进行反硝化除磷，然
后在好氧 ＳＢＲ中进行硝化反应，以硝化出水作为最
终出水，如图１所示。

图１　前置Ａ２ＮＳＢＲ双污泥系统工艺流程

　　污水首先进入好氧ＳＢＲ中进行硝化反应，一部
分作为出水排出系统，一部分回流至厌氧 －缺氧
ＳＢＲ中缺氧段，即厌氧段释磷结束后注入硝化出水。
待系统稳定后，对平均 ＣＯＤ为２０４．９ｍｇ／Ｌ，平均氨
氮为４９ｍｇ／Ｌ，平均 ＴＮ为 ５３．２ｍｇ／Ｌ，平均 ＴＰ为
４３ｍｇ／Ｌ的污水进行处理时，出水中 ＣＯＤ、氨氮、
ＴＮ和ＴＰ平均值分别为３３．８，０．９，１３．６和０．３ｍｇ／
Ｌ，相应的去除率分别为８４．３％，９８．４％，７６．８％和
９３．９％，各项出水指标都满足国家《城镇污水处理
厂污染物排放标准》（ＧＢ１８９１８－２００２）（以下简称
《标准》）一级Ａ标准的要求。

该工艺采用前置硝化的方法，最大程度上提高

了氨氮的去除效率，降低了出水中氨氮的浓度。在

稳定运行后，反硝化聚磷菌占总聚磷菌的比例大约

为６１．３％，说明磷的去除是由聚磷菌和反硝化聚磷
菌相互作用产生的。

２．２　ＳＢＲ－ＢＣＯ双污泥系统
秦玮等［５］将ＳＢＲ工艺与ＢＣＯ工艺相结合，提出

了ＳＢＲ－ＢＣＯ双污泥系统。该工艺由反硝化聚磷污

泥系统（ＳＢＲ）和接触氧化硝化系统（ＢＣＯ）两部分构
成，整个工艺流程由一个厌氧ＳＢＲ阶段、一个接触氧
化阶段和一个缺氧／好氧ＳＢＲ阶段组成，如图２所示。

在该双污泥系统中，废水首先在厌氧 ＳＢＲ阶段
完成厌氧释磷，然后通过沉淀，使富含 ＮＨ＋４ －Ｎ和
磷的上清液和活性污泥分离开来，上清液直接进入

接触氧化池进行氧化，在接触氧化池中 ＮＨ＋４ －Ｎ被
氧化成硝态氮，而活性污泥直接进入缺氧／好氧ＳＢＲ
阶段，与接触氧化池的出水进行反应，从而大大减少

了ＰＨＢ在好氧条件下的消耗；在缺氧／好氧 ＳＢＲ阶
段，反硝化聚磷菌首先在缺氧条件下，以硝态氮为电

子受体，进行聚磷脱氮反应，而缺氧之后的曝气则提

供了好氧条件，既可以提供氧气，除去缺氧阶段没有

完全反应的磷，又可以吹脱缺氧阶段产生的 Ｎ２，从
而提高磷的去除率和沉淀阶段污泥的沉淀性能。

ＳＢＲ－ＢＣＯ双污泥系统的进水为人工合成废
水，其中ＣＯＤ为１５０．６～１９８．１ｍｇ／Ｌ，Ｐ为４．０～７．５
ｍｇ／Ｌ，ＴＮ为３８．７～４４．３ｍｇ／Ｌ，最大Ｃ／Ｐ为２０～２６
时，在上述运行条件下，ＳＢＲ－ＢＣＯ双污泥对ＣＯ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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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ＳＢＲ－ＢＣＯ双污泥系统工艺流程

去除率达到９１％，对氨氮的去除率高达 ８４．２％ ～
８９．５％，对ＴＮ的去除率为 ６６．９％ ～７８．３％，对 ＴＰ
的去除率达到９４．６％，出水的各项指标均满足《标
准》一级Ａ标准。

王松凯等［６］对 ＳＢＲ－ＢＣＯ双污泥进行了运行
参数优化和技术经济分析，并以农村污水作为研究

对象进行了实验。处理规模为２０ｍ３／ｄ，其中进水
中ＣＯＤ为５０～２４０ｍｇ／Ｌ，ＴＰ为１．５～６ｍｇ／Ｌ，ＴＮ
为１８～４０ｍｇ／Ｌ，经计算，当 Ｃ／Ｐ为 ８．３～４０时，

ＣＯＤ、氨氮、ＴＮ和ＴＰ平均去除率分别为９６．９％，９７．
６％，６０．４％和８３．３％，而该工艺的水动力费用为０．
３元／吨，运行成本为０．３元／吨，满足农村污水处理
的实际需求。

２．３　ＳＢＲ－ＳＢＢＲ双污泥系统
李桥等［７］进行了 ＳＢＲ－ＳＢＢＲ双污泥短程硝化

反硝化脱氮除磷研究。该系统由具有以亚硝酸盐为

电子受体的反硝化除磷作用的 ＳＢＲ１和具有短程硝
化作用的ＳＢＲ２组成，如图３所示。

图３　ＳＢＲ－ＳＢＢＲ双污泥系统工艺流程

　　在 ＳＢＲ１子系统中，首先进行厌氧释磷反应，经
过沉淀，上清液和活性污泥分离开来，上清液（富含

ＮＨ＋４ 和磷）进入ＳＢＲ２子系统进行短程反硝化作用，
ＮＨ＋４ 被氧化成了ＮＯ

－
２；ＳＢＲ２子系统中的上清液（富

含ＮＯ－２ 和磷）则再次进入 ＳＢＲ１子系统中进行反硝

化除磷。相关研究［８－９］已经证明经过驯化培养的聚

磷菌可以以硝态氮和亚硝态氮为电子受体进行反硝

化除磷，并且对溶解氧和碳源的需求量降低，减少了

污泥的排放量。

ＳＢＲ－ＳＢＢＲ双污泥法减少了ＣＯＤ在好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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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消耗外，又利用了短程反硝化作用，再次降低了

对碳源的需求量和曝气量。在处理效果方面，当Ｃ／
Ｎ为３～６时，ＣＯＤ，ＴＮ和 ＴＰ的去除率分别为９４．
９％，８１．２％和８９．５％，均达到《标准》一级Ａ排放标
准，此外，ＳＢＲ－ＳＢＢＲ双泥膜法具有很好的抗氮负
荷冲击能力，当Ｃ／Ｎ从５～６降到 ３～４时，对ＴＰ的
去除率基本没有影响，保持在８８％左右，而ＴＮ平均
去除率仅由８２．５％变为７８％。ＳＢＲ－ＳＢＢＲ双污泥
系统利用了亚硝酸盐作为电子受体，大大降低了污

水处理过程的曝气量，并且使系统具有很好的抗氮

负荷冲击能力，适用于处理氮浓度变化较大和 Ｃ／Ｎ
较低的农村污水。

２．４　Ａ２ＮＯ－ＭＢＲ双污泥系统
Ａ２ＮＯ－ＭＢＲ双污泥系统将 Ａ２ＮＳＢＲ与 ＭＢＲ

相结合，并增加缓冲池，使硝化和反硝化除磷同步进

行，缩短运行周期，而后置曝气０．５ｈ可以进一步降
低出水氨氮和总磷浓度。杜东梁等［１０］以膜出水的

方式进行后置曝气 Ａ２ＮＯ－ＭＢＲ双污泥工艺研究，
如图４所示。

图４　后置曝气Ａ２ＮＯＳＢＲ－ＭＢＲ双污泥系统工艺流程

　　污水首先进入 Ａ２ＮＳＢＲ中进行厌氧释磷，厌氧
上清液（富含 ＮＨ＋４ 和磷）进入 ＭＢＲ反应池中进行
硝化反应，活性污泥直接进入 Ａ２ＯＳＢＲ中参与缺氧
反硝化除磷反应。与此同时，缓冲池内预存的硝化

液泵入Ａ２ＯＳＢＲ池进行缺氧反硝化除磷，经沉淀出
水后，进入短时曝气阶段，最后沉淀出水。通过研究

Ｃ／Ｐ分别为 ６０，５０和４０情况下 ＣＯＤ，ＴＰ，ＮＨ＋４ －Ｎ
和ＴＮ的去除率，发现 Ｃ／Ｐ为６０时处理效果最好，
去除率分别为 ８９．８％，９７．６％，８３．９％和 ７６％，而
Ｃ／Ｐ为４０时，虽然处理效果降低，但是仍然表现出
良好的脱氮除磷能力。此外，还有研究表明，在不进

行后置曝气的条件下，即 ＳＢＲ－ＭＢＲ工艺，在进水
Ｃ／Ｎ为４．２～８．６时，ＣＯＤ，ＴＰ，ＮＨ＋４ －Ｎ和ＴＮ的去除
率依然可以分别达到８６．４％～９０％，６１．８％～７６％，
８５．２％～９３．６％和９７．６％～９９．３％。

Ａ２ＮＯ－ＭＢＲ双污泥系统的硝化过程在好氧膜
上完成，减少了剩余污泥［１１］，从而降低了处理成本，

并且具有很好的抗负荷冲击能力，当Ｃ／Ｎ和Ｃ／Ｐ的
浓度变化较大时，依然表现出良好的脱氮除磷能力，

适用于处理有机物浓度变化较大，Ｃ／Ｎ和Ｃ／Ｐ较低
的农村污水。

２．５　工艺比较
从表１可以看出，ＳＢＲ－ＢＣＯ双污泥系统相比

于传统ＳＢＲ污泥系统，ＳＢＲ－ＢＣＯ双污泥系统在处
理低Ｃ／Ｐ的污水，特别是Ｃ／Ｐ低于１７的污水时，依
然表现出优秀的脱氮除磷效果。当Ｃ／Ｐ在８．３～４０
时，ＳＢＲ－ＢＣＯ双污泥系统的ＣＯＤ去除率和氨氮去
除率依然可以达到９０％以上，说明ＳＢＲ－ＢＣＯ双污
泥系统具有很好的抗负荷冲击能力。

表１　不同工艺处理效果比较

工艺 Ｃ／Ｐ Ｃ／Ｎ ＣＯＤ去除率／％ 氨氮去除率／％ ＴＰ去除率／％

ＳＢＲ １００ ５～１０ ７４．９２ ２５～８０ １５～６０

ＳＢＲ－ＢＣＯ ８．３～４０ － ９６．９ ９７．６ ８３．３

ＳＢＲ－ＳＢＢＲ － ３～６ ９４．９ ８１．２ ８９．５

ＳＢＲ－ＭＢＲ － ４．２～８．６ ８６．４～９０ ８５．２～９３．６ ９７．６～９９．３
前置Ａ２ＮＳＢＲ ３～７８ ３．１～５．７ ８４．３ ９８．４ ９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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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ＢＲ－ＳＢＢＲ双污泥系统和前置 Ａ２ＮＳＢＲ双污
泥系统在处理 Ｃ／Ｎ低于４的污水时，依然保持良
好的 ＣＯＤ、氨氮和 ＴＰ的去除率和处理稳定性，展
现了较好的脱氮除磷性能。ＳＢＲ－ＭＢＲ双污泥系
统在处理水质变化较大的污水方面有良好的表

现。

３　结语
间歇式双污泥工艺既拥有 ＳＢＲ工艺可以处理

流量变化较大的污水的特点，又拥有双污泥系统低

Ｃ／Ｎ、低需氧量、低污泥产量的优点，有很好的抗负
荷冲击能力和良好的脱氮除磷效果。利用间歇式双

污泥系统处理农村污水时，既可以适应农村污水的

低Ｃ／Ｎ和低Ｃ／Ｐ的特点，又可以适应农村污水的水
量和水质随时间变化较大的特点。此外，双污泥系

统在降低需氧量和减少剩余污泥方面，减少了污水

处理成本，比较适合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农村。随

着对双污泥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对双污泥工艺的不断

优化，双污泥工艺在农村污水处理方面有着很大的

应用前景，期望找到一个适合农村污水水质和农村

经济条件的双污泥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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