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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１９２７年前后，大批在京作家陆续播迁上海，现代文学中心南移。时间、空间、历史事件
与作家迁徙轨迹的交织，使文人播迁具有文学地理学和场域发生学的多维意义。北伐鼎革后，文人

避难于沪而非南京，此现象不能被简单“指认”。文化北京陷落与文学魔都凸显，既非同时，亦非同

因。京沪文化格局消长与场域重组，塑造了现代文学的黄金时代格局，彰显了文学场域构型与知识

分子生存方式、政治权力、文化资本、文学消费等诸多要素之间的张力关系，完成了从传统市民空间

到都市空间的文学特质转型，上海“地方性知识”亦得以拓展为一种中国都市生存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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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２７年前后，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帝都
时代落幕，第二个十年的魔都时代开启。１９２７年不
仅是文学史时间转捩点，还具有“空间迁移”的文学

地理学意义，更提供了透视现代文学场域构型之良

机。此年前后，大批文人离京，文学帝都陷落，文学

魔都升起。“３０年代前后新文学中心南移上
海”［１］２０３，或文人“逃离北京”现象［２］１１９，包含创作和

传播的诸多因素，其“地域意义却是不言而喻

的”［３］１０８。自３０年代“京海论争”始，对现代文学的
空间观察一直持续。当代学界在此论题上也多有

创获，但对京沪播迁话题，多现象“指认”而少场域

观察。有学者指出，２０年代末北京文学中心因国
民政府定都南京而丧失，３０年代末上海文学中心
因南京陷落而星散。［４］８而自古以来中国文学地域

和中心的空间展开路径已经说明，文学中心并非

皆随首都流转。文人齐聚上海而非南京的事实背

后，尚有诸多历史细节亟待梳理。由此，还原１９２７
年前后京沪两地的地缘政治和文学场域构型，考

察３０年代京沪文化格局及其重组历程，即成题中
应有之义。

一、首善之都成寂寞“古战场”

文学中心位移是社会场域变迁的结果。文化资

源的集中度是相对的，文学中心和若干文学副中心

之间的地位也并非一成不变。探讨众多文人１９２７
年前后殊途同归之原因，需从梳理北京２０年代中后
期的文化乱局开始。

北京成为中国新文学乃至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当然得益于帝都政治符号对知识分子的极大吸引

力，以及北京数百年来积淀的都市世俗社会和市民

文化形态。但现代北京文化场域之肯綮，乃是北京

大学这样的现代文化教育机构“为文化转型期的知

识分子精英提供了新的生存空间”［５］８２。现代大学

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化空间：管理和运作相对自立，

薪俸保障相对稳定，对社会世俗力量有足够的过滤

净化能力，新思潮拥趸众多。大学校园是２０世纪前
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生存的核心场域。新式知识分

子留学回国后，多在大学谋得教职。蔡元培兼容并

包、思想自由的教育理念，用模范人物整饬学风的务

实作风，以及“某籍某系”人际纽带，使得北大网罗

大批知识精英。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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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者，大都在京高校任教或求学。除了留学知识精

英，沈雁冰、张恨水、叶绍钧、沈从文、丁玲等全国各

地的文化和文学人才都向北京汇聚，他们为官、教

书、求学、编刊、办报、当记者、组沙龙、立社群，笔耕

不辍，论争不止，佳作不断。

这种文学场域被日益恶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

态逐渐解构。其一，体制布局和经济基础溃败。当局

随意裁撤合并高校布局，拖欠薪资，学潮蜂起，知识分

子治学和生活环境恶化。１９２４年２月，教育部颁布
《国立大学条例》，遭北京学界强烈反对。１１月，女师
大爆发学潮、校潮继而政潮，因此而受牵连的林语堂

和鲁迅被当局通缉，后相继南下。北伐逼近，北洋军

阀控制范围萎缩，财源渐枯，拖欠高校经费愈甚。张

作霖进京后，政权如走马灯般更迭。政府职能部门的

工资都难以为继，更不提大学薪俸。教授们请愿、游

行、静坐和呼号，到最后“每个月也只能领到三几成薪

水，一般人生活非常狼狈”［６］１４２。生活条件每况愈下，

一时间人心浮动，许多人开始“逃荒”。

其二，舆论钳制日紧，人身安全难保。三一八惨

案后，大量文人遭到段祺瑞政府通缉和逮捕。徐志

摩回忆说，大屠杀的情景让人感到如在梦魇中一般，

被杀害的不仅仅是那些年轻的学生，他自己内心也

遭受了致命打击。想到国务院门前的断臂残肢，他

就感到难以名状的悲哀和愤慨。“这深刻的难受在

我是无名的，是不能完全解释的。”［７］５在血腥屠杀面

前，他不知所措。惨案之后，师生更加决绝地投入到

反列强、争民权的运动中，引发当局更严苛的镇压。

奉系入京后，实施恐怖绞杀，压制舆论更甚。《晨

报》主笔邵飘萍、《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被害，《语

丝》《现代评论》等新文学期刊也被迫陆续停刊。

邵、林被抓后不经审讯连夜枪决，林语堂顿感“北洋

政府是开始下毒手了”，在院子里预备绳梯，待遭遇

不测时“跳墙逃走”［８］９９。他听闻“那时又有一张名

单要捕杀五十个激烈的教授，我就是其中之一”，先

后在法国医院和友人家里躲避一月，“有一日早晨，

我便携家眷悄然离开北京了”［９］５－６。即将自美返京

的胡适收到国内好友快信，被告知此时北京如“法

国革命时代的Ｒｅｉｇｎｏｆｔｅｒｒｏｒ”，“这期的《现代评论》
也被删去两篇论文，这种怪现象是中国报纸的历史

上第一次看见”。北京的言论自由和人身自由均无

保障，普通民众噤若寒蝉，报纸被开天窗，一片空白，

无话可说，从北京收发的书信和电报都要受到严格

的审查，有不少人无故被捕。［１０］４２１此后，李大钊就

义，苏联使馆被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荷波等

１８人被秘密杀害。五四运动发源地“显得寂寞荒凉

的古战场的情景”［１１］１３２，已经不适合现代知识分子

容身。１９２８年１２月，身处上海的徐志摩发表小说
《死城》哀叹京城落寞，主人公廉枫在北京寒冷的冬

夜里闲逛，误入埋葬外国人遗骸的坟山，看守坟山的

老人说：“听说有钱的人都搬走了，往南，往东南，发

财的，升官的，全去了。……北京就像一个死城，没

有气了。”［１２］６９徐志摩用哀伤的笔调，描摹出贫病交

加的底层人和颓败衰微的帝都。

其三，知识共同体逐渐涣散。１９２０年２月，前期
因私德被罢免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回沪续编《新青

年》后，新文化阵营罅隙益深。１９２３年１月，北大罗
文干被捕，蔡元培以彭允彝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为

由辞职离京，久不北上理事。新文化阵营先失阵地

《新青年》，再走领袖蔡元培，北大内部文人纷争渐显，

派系摩擦加剧，同仁分道，文化共同体加速溃散。

１９２４年５月，上海《小说月报》发表鲁迅小说《在酒楼
上》，主人公吕纬甫曾是革命时代的振臂前驱者，新文

化运动退潮之后生计无着，被迫教授自己曾大加讨伐

的“子曰诗云”。他热血不再，双目无神，在酒楼上迂

缓沉醉。孤独彷徨中，鲁迅渴望地下的岩浆奔突而

出，地火烧尽一切腐朽。危局中，胡适去国，林语堂、

鲁迅南下，闻一多云游，徐志摩隐于沪，“北京的文艺

界星流云散，更谈不上什么门户之争了”［１３］３５６。曾经

群贤毕至的文化古都，渐失往日风采。

二、１９２７：文学“魔都”的凸显
早在１９２７年４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前，北京

失却文学中心就已基本尘埃落定。文学场域流转是

渐进过程，可能无法找到京沪播迁的标志性事件或

精确时间点。大体而言，现代文学中心南迁与１９２７
年前后新地缘政治诞生紧密相关。国民政府新鼎南

京后三个月，蒋介石在上海特别市成立“训词”中

说：“上海特别市乃东亚第一特别市，无论中国军

事、经济、交通等问题，无不以上海特别市为根

据。……上海之进步退步，关系全国盛衰，本党成

败。”［１４］离京到沪，似乎是文人的必然选择，但这种

简单的“指认”逻辑，掩盖了历史的复杂细节。实际

上，许多文人南下早于国民党定都南京，他们既非安

居南京，也非直奔沪上。例如，１９２６年林语堂和鲁迅
先后南下厦门大学，二人多地辗转才于次年９月和１０
月到沪定居。１９２７年１１月，林语堂任职“国立中央
研究院”，鲁迅当年１２月起受聘南京“大学院”。二
人居沪，可能顾及就职便捷，但他们离京与南京无关。

至此有两个疑问：为何不去新都？为何不避

四一二政变屠场？南京对地缘政治的渲染不遗余

力，“北平实为近世中华民族衰落的场所，亦可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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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势力的巢穴”，南京则是集中“全国人才，经

济，工作的绝好地点”［１５］５。但现代知识分子并未齐

集南京，而是聚拢上海，原因可能有二：第一，政治风

险考量。现代文人对张作霖在北京的白色恐怖心有

余悸，而南京为兵家必争之地，更不敢贸然趋近。早

在四一二政变前数周，蒋介石已经下令各地清党，南

京、广州、厦门、南昌等各地形势趋紧，惨案频发。上

海反共清洗则因其惨烈之最而凸显于历史。鲁迅在

广州目睹清党变成“人肉的筵宴”，革命变成杀戮，

战士被“噼噼啪啪地拍手拍死”［１６］４６５。值得注意的

是，四一二大搜捕主要发生在租界外。公共租界和

法租界虽然配合了蒋介石绞杀共产党人，但仅限于

防止有人躲避追捕藏匿其间而用路障封锁租界，以

及获准杜月笙和白崇禧的武装通过租界道路。［１７］６２８

这次屠杀说明，在国内军事强人最严酷的杀伐面前，

租界亦似为相对安全之地。晚清以来，治外法权让

租界成“飞地”，国内政令不及。上海扼江濒海，水

陆交通便捷，遇险易脱身，一直是近代以来知识分子

的避难所。１９２６年１０月徐志摩与陆小曼婚后离京
南下，１２月因孙传芳与北伐军交战而避乱到沪。
１９２７年２月，北伐炮声逼近南京，“时局起了变化，
国民革命北伐逐步迫近南京”［６］１３０。不久，新婚燕

尔的梁实秋从南京仓皇抵沪。胡适自美回国途中，

从友人电报得知上海屠戮消息后，在日本观察时局

数十日后才回沪，屡次谢绝南京、武汉政客邀约，隐

居租界，埋首著述。

第二，完备的城市文化场域构型。文学创作的

场域结构包括物质层面的生活条件、出版印刷机构、

书刊发行和流通平台，以及精神形态的市民读者群

审美取向、文学思潮和价值观念、艺术家群体精神风

貌等。日本作家村松梢风在１９２４年面世的《魔都》
一书中，曾详尽描写了在这座城市的生活体验。洋

场的时髦生活、报馆书店林立的街道、成熟的市民文

化消费群体等场域要素，在国内乃至远东均首屈一

指。此点学界有较多研究，不赘述［５］。北京欠薪，

广州亦差强人意。１９２７年 １月，徐志摩致信胡适
说，丁文江病倒在医院，张君劢从政治大学辞职，傅

斯年准备去中山大学谋生，“老傅去，一半为钱，那

又何必”［１８］２７８。离京之后，知识分子星散各地，几番

勾留，最终大都来沪。

最具“京沪播迁”特质的社团非新月社莫属。

在京新月社骨干几乎“整建制”到沪，新月书店成

立，《新月》月刊付梓。以北京大学教员为主干、以

新月社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几乎齐聚上海，

“徐志摩、丁西林、叶公超、闻一多、饶子离等都是在

这时候先后到了上海。胡适之先生也是这时候到了

上海居住”［６］１４２。１９２７年８月３日，安顿上海的徐志
摩，致信留守北京的周作人：“在北京的朋友纷纷南

下，老兄似乎是硕果仅存的了。”［１９］１９６血腥清洗后上

海暂得平静，东北易帜后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中

国，自由主义文学思潮暂获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

３０年代上海吸纳的知识分子中，离京文人只占
一部分。除鲁迅和新月派，此间从海外和全国各地

聚集上海的知识分子还包括：北伐回归的茅盾、郭沫

若、阳翰笙、蒋光慈、钱杏?、李一氓、孟超等，日本留

学归来的刘呐鸥、夏衍、冯乃超、朱镜我、李初梨等，

英美留学回国的刘英士、潘光旦等，法国留学归来的

巴金，北京南下的沈从文、冯雪峰、胡也频、丁玲等，

江南小镇来沪游学的施蛰存、戴望舒、杜衡、叶灵凤、

张天翼等，滇缅边地北上的艾芜，东北漂泊到沪的萧

红和萧军，自四川出夔门的沙汀，甚至前线受伤的瞿

秋白。“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版图上，出现了一次蔚

为壮观的新文化人大迁徙，其主要目的地或驻足点

即上海。”［２０］３由是，京畿文坛陷落之时，晚清以来一

直是中国文学副中心的上海凸显出来。

北伐后，北平知识界依然纷扰。国民政府一边

加大对上海统治力度，一边对北平进行新的政治定

位，并继续改组高校布局。１９２８年７月，国民政府
设立北平大学区，拟９月合并各校，北京大学学生宣
布武力护校。鲁迅感叹道：“闻北京各校，非常纷

纭，什么敢死队之类，亦均具备，真是无话可说

也。”［２１］１３９九一八事变前后，北平愈加萧条。留京的

周作人说，这座城市“不但不是国都，而且还变成了

边塞”［２２］１７。１９３３年后，“京派”与“海派”论争数
年，在京留守文人和上海文人之间的笔战似无高下，

却体现了新旧文化中心交替过程中京海文学场域的

紧密互动，更印证了魔都取代帝都成为３０年代中国
文学中心的不争事实。

三、京沪播迁的文学场域发生学

中国现代史上规模最大的文人大迁徙，具有文

学史和文化史的多重意义。京沪播迁曾被赋予理所

当然的“指认”逻辑，简化为历史的偶然流转，其背

后的复杂性往往被忽视。因此，应尽可能接近历史

现场，用“分析”理路去探究京沪播迁的文学地理学

和文学场域发生学价值。

首先，从文学空间流动和文学场域生成而言，旧

文学中心衰落与新文学中心凸显既非同时，亦非同

因。中国历史上存在文学中心与政治中心分离而趋

向多元化的阶段。安史之乱后，中唐时代的文化版

图向江南转移，众多文学家在政治中心以外建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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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地位。近代以来的文学中心区域亦有发生在边缘

地带之倾向，甚至部分现代文学萌生空间发生在东

京这样的域外区域。［２３］１１０－１１１文学中心的播迁与重

大历史事件关系紧密，但并非紧随首都流转。京沪

播迁几乎与国民革命北伐同步，沪渝更迭与抗战全

面爆发基本一致，但北京文学中心因国民政府定都

南京而丧失之论并不严谨。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北

京文学中心陷落的主要原因是各系军阀对作家生存

权的剥夺，触发事件是北伐。而上海文学中心凸显

的主要原因是租界业已具备的政治、经济、地理和文

化条件，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只是巩固上海文学中心

的外部原因之一。京、沪、渝三城分别在 ２０、３０和
４０年代为都，上海而非南京成为３０年代文学的中
心，正说明文学场域空间构型与政治权力、文化资

本、文学消费之间的复杂张力关系。不宁唯是，文学

传达的人性维度、文学创作的灵感和资源，本质上无

法被地域、时代和种族所限。文人播迁与文学中心

转移确是耐人寻味的奇妙现象。

第二，从知识分子角色身份来看，社会政治格局

对作家生存方式影响甚巨。中国现代文学场域与政

治话语之间一直存在张力结构。自梁任公《论小说

与群治之关系》始，现代文学即被捆绑于民族国家

话语体系中。碎片化现代历史语境和军事强人政治

生态面前，知识分子如“一个不小心将手指插进历史

车轮中的儿童”［２４］２２，无助又无力。胡适深切体会其

中滋味：“学者遇着‘老虎’，学者唯有失败而

已！”［２５］３４９王纲解纽，科举废除，强人割据，杀伐不断，

留给“书生”的生存选项并不多。他们趋时鹜新亦颠

沛流离，清高傲骨亦不得不为稻粱谋。有学者将知识

分子大迁徙称之为文人从“仕途经济”走向职业空间，

从“庙堂知识分子”蜕变为一个以近代知识生产体系

为存身空间，拥有文化权利的社会阶层的历史过

程。［２０］４京沪播迁见证了中国现代文化中心的地域流

向，彰显了现代中国政治和军事格局对文化空间的深

入影响，投射出现代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颠沛流离

的历史背影，也凸显了现代文人从乡土走向都市，从

“谋取功名”到“鬻文为生”的生活方式转型。

第三，就文学史构型而言，文人群体播迁带来文

化中心的转移和文学格局新变，给上海文学带来了

巨大创获，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三足鼎立的黄金时

代。新月社、创造社等众多文学社群在上海继续分

化、重组和更新，诞生了诸多３０年代文坛上举足轻
重的社群和流派。各类作家汇集在一起，形成了多

元交织的文学空间。［２６］现代文学史所谓“左翼文

学”“自由主义文学”“民族主义文学”三足鼎立之势

也就在此时形成。此文学格局深深影响了中国现代

文学，以至于学界时常以此阐释新中国成立前的文

学空间布局。历史风云际会，让时间、空间和作家群

体密集交织，使３０年代上海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大
多数经典作品、作家、社团和文学思潮紧密勾连。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文学特质而言，中国

现代文学完成了从传统市民文化空间到现代都市文

化空间的转型。由京到沪，文人勾连了两座不同文

化内涵的城市。郁达夫１９２７年在《创造月刊》上抱
怨说：“我现在又回到纳污藏垢的上海来了，这上海

当然也是和旁的人类杂处的地方一样，处处是阴谋，

处处是陷阱。”［２７］徐志摩对上海的都市生活也别有

一番体味，他飞翔的诗心为弄堂市井所困，感觉犹如

在铁笼子里关着，“人生的悲惨愈来愈明显了，想着

真想往空外逃”［１９］２５２。除此二人，不少左翼作家的

上海生活体验也不佳。但毋庸置疑，上海提供给现

代作家迥异于北京的现代都市体验。无论是文本内

部的喧嚣、慵懒、颓废、困顿、欲望，抑或商品拜物教

等批判性视野，还是迅捷的中外信息交换、便利的公

共文化空间、发达的出版印刷业、商品化的文学消费

体系等现代都市“文化工业”和“印刷资本主义”景

观，都为现代文学注入新特质和新样态。一时间，上

海的文学团体林立，书局报馆鳞次开张，书籍杂志栉

比付梓，电影、戏院、书场、咖啡馆等公共文化空间如

雨后春笋，出现了现代文学史上最富活力和创造力

的文学场域。在这里，政治、经济和文学之间关系最

紧密，作家、出版家、市场和读者互动最频繁。文学

场域流转为新文学提供了一种与五四时期不同的都

市生存空间和文化空间，成为强化文学与政治和商

业关系的重要中介。［５］８１城市文化的桥接和融合无

疑为现代文学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内涵，中国现代文

学中的京沪形象，成为无数经典作品的潜在语境和

主体意象。３０年代上海文学景观具有极其丰富和
复杂的样貌，除了主流革命文学，还有鸳蝴旧派，张

子平的三角恋爱，《真善美》的“上海气”和“法国沙

龙风”，现代派《无轨电车》的“多色光线”等。魔都

体验已不再是“地方性知识”，俨然成为现代文学黄

金时代的全国性景观。

当然，北京并未因文人南迁而永久丧失其文化

中心地位，它依然焕发持久魅力。随着３０年代北京
文化生态改善，国民党当局在上海舆论钳制力度渐

大，部分当年被迫离京的文人陆续返京。但无法想

象，若无京沪生活经历，鲁迅、徐志摩、梁实秋、林语

堂、沈从文是何种文学面目。南下抑或北上，地理空

间变换赋予作家远距离审视一座城市的机会，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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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

忙”［２８］４５３的精准论断，才有了湘西这样令人无限神

往的都市对立面。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言，在沪

“情形当然是相当狼狈”［９］１３２，但他们的上海岁月，

是苟全性命的“逃荒”之旅，亦是“鬻文为生”的权宜

之计，更可谓萍踪偶聚升“新月”，功不唐捐终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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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题材小说《青衣》与《霸王别姬》比较论

王俊虎，陈　楠
（延安大学 文学院 ，陕西 延安 ７１６０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０－０９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延安文艺与现代中国研究”（１８ＺＤＡ２８０）
作者简介：王俊虎（１９７４—），男，陕西大荔人，文学博士后，延安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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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华的《霸王别姬》，作为戏剧题材小说中的优秀作品，通过戏剧舞台表现出迥异的时代特征，透视

戏剧舞台名伶的求戏之路与性格命运，建构起不同的文学主题，彰显出别样的艺术风格。两位作家

看似刻画戏剧演员的悲剧人生，实则描摹世间百态甚至历史宿命，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个人与时代的

紧密联系，以及对女性悲剧命运的省思与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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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当代作家来说，几乎每个知名作家都有他的
“文学原乡”，比如莫言的山东高密、贾平凹的陕西

商州、迟子建的东北黑土地，这些作家习惯于从故乡

汲取养料，撷取显在的或隐秘的文化密码。这些文

化密码很多时候表现为地方方言，而最富于声色且

兼具观赏性的方言类型则是当地戏曲小调等，比如

秦腔、昆曲、京剧。于是，在富于中国特色和地缘文

化的小说书写中，尤其是在表现城市与乡村、现代与

传统的冲突时，地方戏曲这种民间文化形态便成为

许多作家青睐的小说文本底色。莫言在《檀香刑》

中广泛描绘和谱写的“猫腔”、贾平凹表达乡村乡土

文明没落的《秦腔》、陈彦以地方戏曲秦腔为背景书

写中国社会４０年风雨交叠的《主角》等等，都是如
此。

但同时，戏曲作为传统的文化资源，它在小说文

本里承载着更深阔辽远的意义。因为戏曲演员一旦

成为作家描绘的重心，那么戏曲可能就只是辅助作

家完成对个人、人生、社会的认识与看法。毕飞宇的

《青衣》和李碧华的《霸王别姬》就很好地说明了这

一点，与此同时作家创作的独特性及小说本身奇异

的表现力使得两部作品在叙事时间的跨度、表现重

点、价值吁求、艺术风格等方面各有千秋，因此这两

者才有了比较的缘由和价值。

一、岁月静好与时局动荡

时间和空间一向是建构小说文本的重要因素，

当文本中的故事时间早于作家的写作时间时，那这

个小说往往就会带有历史感和纪实感，反之则会带

有超现实感。而《青衣》和《霸王别姬》很明显都是

写作时间居于故事时间之后。

《青衣》讲的是饰演嫦娥的青衣演员筱燕秋时

过二十年重返《奔月》舞台的故事，故事发生于 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通过插叙的方式穿插１９５８年《奔月》
下马和１９７９年《奔月》刚爆红时的片段。《青衣》文
本中的１９９０年代，如那时中国社会的现实一样，商
业浪潮席卷着浮躁、物欲与拜金主义。可“熄火”二

十年的《奔月》为什么能在这个时刻重登舞台？凭

借的就是烟厂老板“钱还有几个”的物质基础以及

“要建设精神文明”［１］１１２的思想觉悟。资本指名让

筱燕秋再次登台演出，被拯救的不仅是筱燕秋个人，

更是整个剧团。一时间烟厂老板成了拯救整个剧团

不景气状况的“菩萨”和“伟人”。只是这时的筱燕

秋已经４０岁，即便嗓音依旧如初，对于青衣行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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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最美的身段和容貌都不复存在，她的重返舞台之

路也因此变得艰辛曲折，但这更像是她一个人的挣

扎和困顿，因为整个社会是在大踏步前进的。社会

安定、经济繁荣，处于这个和平时代，能有幸重返舞

台，个人有再多困难也都要克服。何况筱燕秋一心

只想演嫦娥，她坚持认为“我就是嫦娥”［１］１２５，甚至

不愿意任何人站在舞台上演嫦娥。筱燕秋不惜和师

父李雪芬抢嫦娥，和徒弟春来抢嫦娥，甚至近乎癫狂

地拿热水泼了师父李雪芬。

但这是毕飞宇为她设定的和平年代，“小说家

对叙事的文本机制的把握，首先表现在对时间的有

效利用上”［２］２７５。因为倘若换一个年代，筱燕秋受到

的惩罚可能就是直接驱逐出剧团，甚至被“流放”，

她也不会有重返舞台的机会，毕飞宇想要表现的筱

燕秋的“那种抑制感，那种痛，那种不甘”［３］３２也就无

从下手。正是周遭的一切安宁稳定，筱燕秋的欲壑

难填、野心勃勃才会显得那么鹤立鸡群，人物身上的

悲凉与无奈才愈加深重。小说中人物命运的悲喜祸

福永远少不了时代背景的共谋，或者说，人物行为举

止的可憎可恨可喜可悲的各种形态均是在时代的映

衬下才凸显出来的。

反观《霸王别姬》，围绕着男旦程蝶衣和师哥段

小楼一生的爱恨情仇展开叙述。李碧华从１９２９年
记录到１９８４年，时间跨度较大，而且这段时间正是
中国历史上风起云涌的时间，从日本侵略到抗日战

争再到国共内战、新中国成立、“文革”十年，以及改

革开放，时代的动荡不安、波诡云谲呈现在每一个人

身上。以作者着墨最多的程蝶衣为例，程蝶衣九岁

被母亲送到戏班学唱戏，十二岁时被前朝公公狎嬉，

正当红时失身于台下的“霸王”袁四爷，日本侵略中

国时他为救师哥给日本人唱戏，“文革”时又被打

倒、下放到甘肃酒泉，但这些还只是最粗略的其漫长

人生节点的罗列，程蝶衣实际上受到的戕害和打压

远超于此。

徐岱在《小说叙事学》中讲：“时间的跨度也是

一个功能手段，其实质决定着故事的密度。一般来

说，跨度越大密度可以（而且也必然显得）相对变

小。”［２］２８４确实，作家一挥笔写就程蝶衣、段小楼等人

物的大半生，因为所涉时间跨度过大，作家不可能对

每件事情精雕细琢，往往是通过场景设定氛围和建

构文本；并且“在一定范围内，故事中的时间如果在

向度上属于‘过去’，便常会赋予文本一种感伤色

彩”［２］２８１。由此，动荡不安的时代加上人物颠沛流

离、求而不得的命运，使得《霸王别姬》在众所周知

的虞姬与霸王感情纠葛的交织之外，深层次上想表

达的是动荡的时代以及权力结构对普通人人生的解

构和颠覆。小说结尾，李碧华对１９９７年香港回归事
件的提及，表明她已经将文本提到历史范畴，在她看

似绮丽凄艳又漫不经心的语言风格下，实际上是想

要揭示时代生活并追问历史的。

在《青衣》中，毕飞宇更像是在利用时代背

景———通过时代的岁月静好，映照筱燕秋等人物的

生存困境和生活痛感；《霸王别姬》则反其道而行

之，李碧华建构程蝶衣、段小楼等人物，是为了借他

们的个体宿命来表现时代的波诡云谲。相同的是，

两部作品都在通过各自的方式展示着时代与人物关

系的密切，为小说文本服务，为作家想要传递的思想

和意识服务。时代的真实面貌离不开具体的人物来

彰显，人物也在时代的映衬下才真实可感。

二、宿命难违与伤痕弥合

或许是出于对戏子属于“三教九流”的传统观

念的考量，《青衣》和《霸王别姬》中作家都对主人公

唱戏的缘由进行了阐释，但由于两部作品各有其关

注的重心，因此主人公唱戏的原因也不甚相同。

《青衣》中这样描述筱燕秋的出场：“天生就是一个

古典的怨妇，她的运眼、行腔、吐字、归音和甩动的水

袖弥漫着一股先天的悲剧性。”［１］１１３剧团的老团长说

她“命中就有两根青衣的水袖”［１］１１４。筱燕秋就像是

为演嫦娥而生的。嫦娥是什么人？中国传统神话中

因吃错药飞天升仙、居于清冷的广寒宫的人。嫦娥的

命运就是悲剧的，筱燕秋的行为举止也同样弥漫着悲

剧性。在毕飞宇的笔下，筱燕秋“像一台空调，凉飕飕

地只会放冷气”［１］１２３，总是给人凛冽冰冷、不好接近的

感觉。她似乎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与丈夫面瓜的婚

姻是她的无奈之选，对女儿也并不喜爱，她唯一感兴

趣的只有演嫦娥，她生命的活力和生机都复现于得知

自己要重返舞台的时刻。毕飞宇对筱燕秋这种嫦娥

宿命的设定，将筱燕秋接下来不惜一切代价为登台做

准备的举动都合理化了。筱燕秋拼命吃药减肥、打

胎，都是为了演嫦娥。她上了台，就不愿意下台，也不

管剧团Ａ档Ｂ档演员轮换着演的规定，霸占着舞台，
她坚持认为她才是嫦娥。

毕飞宇说：“人身上最迷人的东西有两样：一、

性格；二、命运。它们深不可测。它们构成了现实的

与虚拟的双重世界。”［３］４９显然，性格就是现实世界，

命运是虚拟世界。就筱燕秋来说，她清冷偏执，似乎

是她的性格决定了她的命运。但实际上，“命运才

是性格”［３］３１。筱燕秋出于对嫦娥清冷幽怨形象的

执念，才会对师父李雪芬扮演的英姿飒爽的嫦娥横

加嘲讽，甚至向师父泼热水；她出于重返舞台的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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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才会自愿用身体跟老板做交换；她出于对“我才

是嫦娥”信念的坚定不移，才会出尔反尔霸占舞台。

她的性格绝不是决定她命运的先导，因为她明明孤

高冷傲，不太可能做出那些事，反而是她的宿命决定

了她的性格，是命运把筱燕秋一步步推至台前的，她

是唱青衣的料子，“是嫦娥”［１］１９７。但现实的荒诞也

就在于此，“每个人都渴望实现自己，但恰恰心想事

不成”［３］３１，戏台上的筱燕秋虽然像极了嫦娥，但其

实“这个世上没有嫦娥，化妆师给谁上妆谁才是嫦

娥”［１］２０２。徒弟春来更年轻，身段婀娜，上了妆的春

来其嫦娥扮相同样好看，春来才更像嫦娥。

在筱燕秋身上，几乎完整地显示了宿命的不可

违性，说是冥冥之中也好，偶然恰巧也罢，总之，正是

由许多个偶然的凑巧，才构成了宿命的必然。我们

能对世界做出的唯一解释就是虚无与荒诞，而荒诞

正是来自命运的偶然性。如同“吃错药是嫦娥的命

运，女人的命运，人的命运”［１］１９２，事物的发展很多时

候都有外力的不可抗因素，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接

受，无论是痛苦还是幸福。命中注定筱燕秋要演嫦

娥，同时注定她演不了永久的嫦娥，她只能不甘，只

能悔恨。但从另一种维度来说，正是这种悔恨和不

甘，让她像极了吃错药独守寂寞的真嫦娥。相比之

下，《霸王别姬》中男旦程蝶衣的舞台之路就没有什

么宿命可言，更像是对一生伤痕的修补缝合。程蝶

衣九岁被母亲送进戏班，被师父逼着学戏并唱“我

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４］２９－３０，在师父的规训

下，程蝶衣渐渐开始认同他的女性身份。后又被倪

老公狎嬉，他的心理性别基本动摇为女性性别。加

上师哥段小楼对程蝶衣照顾有加，师哥是台上的

“霸王”，程蝶衣是“虞姬”，程蝶衣在舞台情境的潜

移默化下，就认定师哥段小楼是他可以一生相守的

人。他并没有打算说出这个秘密，只想默默与段小

楼台上台下互相照顾，相伴一生。直到段小楼遇见

了妓女菊仙，并且与菊仙结为夫妻时，程蝶衣的嫉妒

潜滋暗长，开始与菊仙明争暗斗。可他的生理性别

注定了在现实里菊仙才是那个能陪伴霸王的真虞

姬，三人的感情纠葛至此牵绊一生。

不同于筱燕秋命中注定般地为戏痴狂，程蝶衣

是因爱而迷戏的，刚进戏班时程蝶衣处处被人排斥，

他盼着母亲来接他，是段小楼（小石头）的关心和疼

爱支撑着程蝶衣在戏班待下去。程蝶衣在段小楼那

里能得到类似于母亲般的呵护和安全感，他是因为

喜欢师哥段小楼，才喜欢唱戏。童年时被母亲抛弃

的伤痛，使得程蝶衣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一种可以依

附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他只有在台上演虞姬时才

能找到，所以当菊仙和段小楼在生活里夫唱妇随时，

程蝶衣选择了更加“疯魔”地唱戏，一来他可以沉浸

在戏里，始终以“虞姬”的身份和“霸王”在一起；二

来他可以麻痹自己，逃避“霸王”已和菊仙在一起的

现实。破“四旧”时，程蝶衣拒不上交戏服行头，外

人看来觉得他是戏痴戏魔，其实他是对爱情的誓死

守卫，他始终觉得自己穿上戏服就是虞姬，“只有在

台上，才找到寄托。他的感情，都在台上掏空

了”［４］１４７。唱戏成了他弥合伤痕拥抱爱情的唯一手

段和工具，他只有在台上时爱情才圆满。当１９８０年
代程蝶衣和段小楼在香港久别重逢时，程蝶衣又要

求合唱一曲，他要圆梦，圆“我这辈子就是想当虞

姬”［４］２４８的梦。程蝶衣的舞台之路更多的是爱情的

感召与催化，他对唱戏的热忱完全是他对爱情期望

值的投射。这也符合李碧华一贯的写作主题，在言

情圣手李碧华的小说里，永远都离不开情欲纠葛。

但无论是筱燕秋那样天生的青衣胚子，还是程蝶衣这

样因追求爱情将自己毕生都沉浸在戏剧舞台中的戏

嗜，都显示了戏剧能带给舞台名伶生命诗意和激情的

享受，也因此她们为唱戏做出的斗争和反抗才显得令

人敬畏和心疼。

三、女性关怀与社会观照

毕飞宇曾在访谈里说，“筱燕秋是一个我必须

面对的女人”［３］３１，筱燕秋对作者的意义在于无视筱

燕秋就是无视生活。因为筱燕秋的经历和命运包罗

着世间生命困境的真相，尤其是女性身份体认和欲

望追求的真相。筱燕秋痛苦、不甘、冰冷、霸道，她对

什么都不在乎，除了演嫦娥。同样地，毕飞宇的名作

《玉米》中的玉米也是在追逐自己想要的权力，甚至

不惜利用自己的身体达到目的。但毕飞宇女性人物

形象画廊中的她们，面目并不可憎，反而令人心生悲

悯。毕飞宇擅于刻画这些女性的心理，他认为自己

“‘久久望着’的其实还是人的命运，准确地说，我们

的命运，我们心灵的命运，我们尊严的命运，我们婚

姻的命运，我们性的命运”［３］２０。

而人类的命运，尤其是人类命运的悲剧性，往往

是通过女性———这个社会中的第二性彰显出来的。

长久以来，性别观念的因袭和制度的偏颇决定着女

性身上总是伴随着更多的伤痛与烙印。女性群体在

社会中的弱势地位，让她们时常处于性别藩篱之中，

她们更容易被社会的权利结构所挟持。所以当个人

的命运在小说中呈现出来时，往往就已经涵盖了跟

女性密切相关的婚姻、心灵、尊严等多个方面。筱燕

秋对烟厂老板主动献身，是因为老板的钱和权才让她

有了复出的可能，她需要报答，这是行当里的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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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到今反正都是这样的”［１］１６５。筱燕秋的欲望诱

引她被权力异化，春来也同样如此，她们都得依偎在

“伟人”身边，她们的职业性质和性别决定了她们要取

悦权力、取悦金钱，这是她们职业发展的必经之路。

毕飞宇慨叹筱燕秋的命运，筱燕秋最终“只能站在冬

天的风里，向漫天的雪花抒发她无泪的哭”［３］３１。

筱燕秋是青衣，“是女人的极致境界”［１］１５１。正

因如此，筱燕秋的人物形象才更具有张力，她的妥协

与迎合、偏执与反抗都显得真实且珍贵。“中国女

性特有的韧性使她们在做出某种努力的时候，通身

洋溢出无力回天还挣扎、到了黄河不死心的悲剧气

氛。”［３］３２毕飞宇试图用一个筱燕秋反映千万个女

人，他想表现的是一种女性追逐理想但受困于社会

环境或自身因素的抓挠感。他在筱燕秋身上投注了

更多的女性关怀，并未以男权视角嘲讽筱燕秋为实

现理想所做的妥协与苟且之事，他始终悲悯地注视

着筱燕秋。

无独有偶，《霸王别姬》里不仅刻画了菊仙这样

的真女性，还塑造了程蝶衣这样具有女性化心理和

思维的男性。某种程度上，菊仙和程蝶衣都是真虞

姬，她们都甘于并敢于为霸王而死，她们对段小楼的

爱热烈而赤诚，只是这个霸王有些懦弱，不够勇敢。

菊仙虽是青楼女子，但她丝毫不媚权贵，她坚定地追

随段小楼，洗尽铅华，渴望过平凡夫妻的生活。段小

楼为了保护菊仙的安全以让她死心，故意说“我不

爱这婊子！我离婚！”［４］２１５时，菊仙毅然决然地选择

穿着红嫁衣自缢。她用死来证明自己的真心和清

白，“君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４］２１７，这是菊仙对爱

情的执着，更是许多中国传统女性节烈观的写照。

李碧华塑造这样一个善良勇敢的节烈女性，字里行

间也洋溢着李碧华对她的尊重与敬佩。但无论菊仙

还是程蝶衣，李碧华着重凸显的是：他们都是时代的

注脚，他们的一生正好纠缠于中国社会一段政权更

迭、动荡不安的社会历史时期。他（她）们无权无

势，生存艰难。菊仙被赵七爷戏耍，程蝶衣给袁四爷

当像姑，他们规避不了权利的迫害。他们既是社会

的底层人物，也是时代的牺牲品。就连程蝶衣身边

的侍从小四也不能逃离这样的怪圈。开始小四对程

蝶衣毕恭毕敬，当“文革”来临时，小四摇身一变成

了红卫兵，是他把程蝶衣等人拽下了戏台，斗到了谷

底。权力是能够异化人的，也同时迫害人。

李碧华的作品时常披着爱情的外衣，实际探讨

的却是关于人性、命运、历史等深邃主题，“许多严

肃文学探讨的二元对立的范畴———个人与体制、边

缘与中心、男权与女权等问题，在她的作品中都有了

流行文化的诠释方式”［５］。正因如此，她的作品可

以接近大众的真实思维，她用心理独白式的文字和

狭邪的语言风格消解着严肃庄重的宏大叙事，让读

者易于接受，又不失丰厚的内涵。文学作品的宿命

就是被看，而且看的人越多越好，只有先达到这个目

的，文学才可能施展它洗涤心灵引发思考的效用。

李碧华显然深谙此理，她的作品受众很广。就创作

普通读者喜闻乐见的小说来讲，李碧华无疑是成功

的。但她也不忘作家承担的社会使命，她的小说关

照的是整个社会。《霸王别姬》中，对程蝶衣刚进戏

班时就被母亲剁掉骈指的设定，隐喻着香港曾被切割

给英国当殖民地的历史处境。小说末尾在不经意间

讨论１９９７年香港的回归问题，也是李碧华的一贯特
色，她擅于“把对于香港自己历史的追问引领到对于

祖国历史的关注中去，激发出一部分香港人的民族意

识和爱国情怀”［６］。因此相比《青衣》，《霸王别姬》关

注的重点更多是对一个时代的思考，是对社会与历史

的审视。毕飞宇倾向于对女性命运这个点进行深度

挖掘，李碧华侧重于言说社会、时代与人性。

四、诗意流淌与电影质感

《青衣》和《霸王别姬》都是有鲜明艺术风格的

小说，《青衣》虽然讲的是筱燕秋的悲剧，但却显得

唯美，意境悠长，几乎处处都弥漫着诗意。因为毕飞

宇最早是个诗人，他在写作时一直非常关注“生存

以及诗意地生存”［７］，其小说不经意间就会流露出

诗意。嫦娥奔月本就是动人的神话传说，毕飞宇塑

造出筱燕秋这样具有清冷孤傲气质的人物，让她去

演《奔月》，当嫦娥，再恰当不过了。

二十年来筱燕秋始终以一种“我就是嫦娥”的

自觉，保持着嗓音的流转、音域的宽广，她的理想就

是当嫦娥，她丝毫不顾及嫦娥这个人物本身的虚拟

性，这种想成仙的追求本身就是富有诗意的。筱燕

秋在台上表演时，宛若“嫦娥置身于仙境，长河即

落，晓星将沉，嫦娥遥望着人间，寂寞在嫦娥的胸中

无声地翻涌，碧海青天放大了她的寂寞”［１］１９２。

毕飞宇用准确而生动的描写勾勒出一幅广袤无

垠的夜空图，嫦娥、晓星等意象的运用更为小说增添

一股庄重又悲凉的气氛，唯有夜空广阔才凸显出独

自伫立的嫦娥的落寞和孤单。这样诗意化的描述在

《青衣》中俯拾即是，它们在表达主旨方面常有一种

“模糊的精确，开阔的精微”［８］的独特力量。小说最

后筱燕秋在大雪纷飞中边唱边舞，她裤管上流下来

的液滴将白雪砸出一块块黑污，原本是白茫茫一片

大地真干净，忽然间邪恶与肮脏就裸露出来，这种黑

与白的对比，语言的反转氤氲着独特的艺术美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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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物形象更有张力，情绪韵致立马就有了。

相比《青衣》的诗意先行，《霸王别姬》则是戏剧

张力先行，它的画面感、镜头感都极强。小说开篇，

为了点明故事发生的时空背景，写到报童吆喝着

“东北军戒严了，日本鬼子开打了”［４］５，紧接着作者

又介绍老北京天桥上的各种小吃摊子，老北京卤煮、

盆儿糕、火烧等各种京味儿美食，还介绍各种变戏

法、说书、练气功的杂耍，生动形象的画面可视可闻

可感，刺激着读者的感官与想象，使得文本描述的场

景立马在读者眼前铺展开来。李碧华不仅注重具体

场景、画面的塑造，还在小说中创造很多电影镜头中

的转场和蒙太奇效果。比如程蝶衣进戏班头一年被

师父带着去寺庙里拜神讨赏，他和师兄弟一起叩首，

身旁的段小楼跪时还是童颜，等头抬起，“只见他一张

年青俊朗的脸，器宇轩昂”［４］５９，李碧华只用一句话

“一下、两下，芳华暗换”［４］５９，就把十年光阴的流转表

述出来，巧思出众，堪比电影镜头的蒙太奇效果。小

说中大量的对白串起故事的情节，语言的精准使对白

不仅展现了人物心理，还像是电影分镜头的说明。

李碧华擅于描绘热闹的场景，人声鼎沸的感觉

被李碧华写得活色生香，而且越是人多的场景，越是

能把每个人的眼神动作都刻画得独一无二，特色鲜

明有辨识度。据说李碧华在写《霸王别姬》之前做

了大量的史料查阅工作，这才使其描绘的画面真切

熟稔。小说画面的生动具体，为它之后转变成电影

画面提供了巨大便利。一般来说，改编电影跟原著

小说往往貌合神离，但《霸王别姬》的改编电影和原

著小说的主要情节完全是契合的，且《霸王别姬》电

影夺得了多个国际电影大奖。这除了说明导演能够

领悟小说的内涵和深意，也说明小说本身有着很好

的电影质感。李碧华的小说总有爱情母题，文字风

格偏世俗化，叙述的视觉化倾向、故事性强的特征共

同“使得李碧华的小说充满了戏剧张力，搬上银幕，

总能牵动观众的情绪”［４］２６４。

《青衣》和《霸王别姬》都是戏剧题材小说的优

秀作品，由于作者毕飞宇与李碧华生活的地域文化

与自身的生命体验不同，以及作品叙事模式与表现

主体的不同，导致两部作品在故事的时间跨度、艺术

风格、对主人公追求舞台之路缘由的叙述等方面也

都迥然不同。两位作家均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从

民间资源和文化传统入手，各自将笔下戏剧名伶对

舞台的追求之路进行了极富个性的书写，为读者呈

现了同一戏剧文化元素下截然不同的故事模本，也

彰显了戏剧人物悲剧不同的表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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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戏剧创作的个人与时代渊源

董克林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滨江学院，江苏 无锡 ２１４０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１－１２
作者简介：董克林（１９５８—），男，河南夏邑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江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老舍研究。

摘　要：老舍的文创体裁，自抗战由小说转向剧作后，戏剧创作成为他的文学创作主线。为抗敌
救亡，他投笔“梨园”，“举戏为抢”。１９４９年以后，他从“海归”之初的心有余悸到敢于冒险，再到潜
心剧作，在“双百方针”、政策引领、“集体创作”、自我审视中，及时调整剧作生存空间，探寻历史与艺

术真实统一的“戏”，坚守并践行着自己的“戏剧梦”，为东方舞台增添了一抹彩虹。

关键词：戏剧梦：戏剧抗战；新中国政策剧；人民艺术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０．０６．００３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０）０６－００１１－０６

　　老舍是创造了东方舞台奇迹的戏剧大家，他有
着与世界戏剧大师相同的品质。既有个性天赋又与

时代心有灵犀，用舞台阐释真理与光明、揭露丑陋与

罪恶，为世人搭建了经典剧院。老舍“戏”的突出特

点，是作者托起一群群小人物，取一派俗语方言，举

重若轻地走上了戏剧舞台。老舍铸就经典的过程

中，时代召唤与作者内心呼应，他勇立潮头，自觉担

负起洞察历史和现实的责任，悉心褒扬真善美，掀开

遮挡丑恶的那层面纱，竭力修复人们本应阳光却出

现了残缺的那部分人性。为抗战，老舍偶入“梨

园”，同时也是他天赋与志愿之必然。新中国建立，

老舍为祖国旧貌变新颜而欢呼雀跃，钟情人民舞台。

两个时代中的老舍，做到了以国家和民族需要为己

任。特别是老舍以回到新中国作为自己剧作的新起

点，在政治高度空前的时代背景中探寻戏剧艺术与政

策框架的平衡，于雷池内探寻自己心中的“戏”台。老

舍将人民艺术与戏剧夙愿融为一体的创作事实，让世

人看到了他的梨园笔锋饱含了一个东方文人的良心

与以小人物为“戏”的东方舞台。

一、老舍创作转向“梨园”的御敌性、大众性与

志愿性

老舍首入“梨园”始于 １９３８年，处女作是《残
雾》。该剧揭露陪都的国民党沿袭封建恶习而暴露

出的光怪陆离现象，寓意要拨开当局和人们心头的

雾霾，唤醒国人共同抗日。从此，老舍紧贴抗战需

要，将小说名家搁置一边，笔端落在了戏剧之园。

老舍首入“梨园”有以下主要特点。

（一）具有创作转向的御敌性

首先，老舍把参加抗战当成个人报效国家的使

命。我国自古为民族大义而牺牲个人利益的仁人志

士举不胜举，抗战时期亦是如此。此时作家转向通

俗文艺创作的，老舍是杰出代表。他不顾妻儿，只身

奔赴抗战中心，指出：“我们必须先对得起民族与国

家。有了国家，才有文艺者，才有文艺。国亡，纵有

莎士比亚与歌德，依然是奴隶。”［１］２１３与文艺工作者

共勉，强调国家与个人、文艺与国难的荣损利害关

系。老舍在抗战中自觉担负起文艺抗战的时代使

命，用实际行动来实现抗战的个人价值，彰显个人

“必须参战”的御敌性。老舍在艺术上心仪莎翁、歌

德，在抗战危难中力行作家担当，践行“艺术家的心

是时代的心，把时代忘了的，那心便是一块顽

石”［２］３１３。

其次，老舍投“戏”从戎，用戏剧作为御敌利器。

老舍高举“文协”旗帜，力推戏剧抗战，完全丢掉小

说家身价，举“戏”为枪：“在抗战期间已无个人所言，

个人写作的荣誉应当改作服从———服从时代与社会

的紧急命令。”［１］１０２在残酷战争的当时，时代与社会对

文艺的命令是什么？绝不是端庄典雅的剧场舞台，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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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靡靡音乐咖啡厅，而是亟须为我军将士鼓足士

气、提振精神的一呼百应、立竿见影的精神食粮。那

么，在刀光剑影、一片血腥的前线，何种体裁、形式与

内容更可取，更容易凝聚人心、鼓舞士气？老舍认为，

曲艺既说唱又表演，脍炙人口，最适合军民大众文化

接受口味，最容易走进军民心里。因此，老舍选取

“戏”作为自己御敌武器。但是，战场“戏”台而非经

典剧场，具有演出环境的“裸露”性、演出内容的“杀

敌”性、演出效果的“鼓动”性。老舍正是在这种前线

将士急需的特殊戏台上，取传统曲艺的“俗”，去传递

同频共振的精神，努力践行以“戏”为抢的御敌性。

再次，老舍实现了用“戏”台抗战的个人和文艺

价值。老舍“为正义而写，为抗战而写，自觉为抗战摇

旗呐喊，将创作视为谋求民族独立的有力武器”［３］３４，

使出了一个文人的洪荒之力，做到了“文人总是有良

心的”［１］２０１。老舍踏着前线战鼓节拍，紧贴军民浴血

奋战的战场而运笔，喜也通俗、痛也通俗，勇做战时文

艺弄潮儿，搭起一个个抗战戏台，擂响了“京腔大韵”

的战鼓，实现了用戏台抗战的个人价值。老舍的“戏”

台，悲伤显血性，笑声含剑影，俗剧草根情，戏剧成为

士兵奋勇杀敌的精神食粮，实现了用“戏”台参战的文

艺价值。

（二）具有创作转向的大众性

首先，老舍的抗战剧体裁是大众性的。老舍认

为：“抗战需要戏剧，戏剧必须抗战，二者相依相成，

无可分离。”［４］２３３“我们既是为‘宣传’，我们就应该

放下‘艺术不艺术’这个问题。”［４］２１３只要艺术能鼓

舞、凝聚军民心气儿、能做“刀枪”，就是“好艺术”。

就抗战文艺与时尚艺术之间的关系、抗战急需的通

俗文艺与阳春白雪孰轻孰重等问题，老舍自有独到

见解。老舍将耳熟能详的植根于北京街头巷尾的曲

艺作为抗战剧体裁，用带有民族的、地域的、经久不

衰的表演技巧，大众喜闻乐见的说唱形式献给军民，

增强文艺的战时感染力。为此，老舍选取的剧作原

则是：“抗战第一，艺术第二。”“抗战第一”就是大众

性为先。大众性文艺作品就是要用文艺感染力鼓舞

动员国人手挽手、肩并肩地奋勇杀敌。“救国是我

们的天职，文艺是我们的本领，这二者必须并在一

起，以救国的工作产生救国的文章。”［４］１１３老舍送戏

剧、鼓词、快板、相声、话剧、诗歌等到抗战前线，直观

生动的表演形式使说唱内容立竿见影地与战士、民

众的情感产生共鸣，用脍炙人口的“段子”产生凝聚

人心、奋勇杀敌的文艺力量。

其次，老舍在通俗与艺术之间取长补短，使其有

机结合。第一，通俗性与文艺性相结合。“通俗文

艺必须成为文艺；通俗而不文艺，正如雅典而不文

艺，都必失败。”［４］１９１表演场地是战场，露天日光胜似

舞台灯光，京韵大鼓、快板的音、调、节奏胜似剧场音

响；说唱音调押韵和谐，朗朗上口，与“音响”和腔和

韵，胜似剧场台词。相声说学逗唱，寓庄于谐，乃雅

俗并存之艺术，更容易与听众共鸣互动。这些老百

姓喜闻乐见的“戏”，本身就是民间艺术，只是这些

土得掉渣儿的街头艺术用另一种形式代替了剧场舞

台的综合元素罢了。经过老舍加工的这些“戏”，通

俗中有文艺、文艺中有通俗，二者相得益彰。在通俗

题材基础上推陈出新，创造出有价值的抗战文艺。

第二，戏曲性与欣赏性相结合。老舍说：“戏剧是必

须表演的，因而也就更适合于宣传。”［４］２０７俗话说，

“箅子上的窝窝，捡熟的拿”。对老舍来说，最熟的

“窝窝”，莫过地方曲艺。老舍既为单弦、大鼓、梆子

撰写演词，又将这些艺术元素穿插到抗战剧里，使得

表演、说词、琴鼓、节奏交融，鼓弦声声，腔韵悦耳，和

声“交响”。传统戏曲的一腔、一调、一嗓门，一举、

一动、一眼神，惹得军民欢喜，戏毕意犹未尽。老舍

的京味儿“窝窝”放进抗战“戏”台，填充抗战文化心

理、抗战文化艺术和抗战民族语言，融戏剧鼓动与欣

赏接受为一体，上演“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的故

事。通过具有欣赏性的“戏”，达到易接受、易鼓舞，

戏与人、人与戏“身临其境”的效果。第三，故事性

与写意性相结合。老舍的抗战舞台设在战场前沿，

编剧选取的故事为真人真事，事迹生动感人。正因

为故事内容来源于现场，来源于军民，来源于真实，

表演才能与军民零距离对接，故事的意义才会放大

与延伸。“战场”即“戏”台，“戏”台即“战场”。将

士英勇善战、流血牺牲的事迹变成“戏”声飞入战士

心中：一刀一枪充满杀敌寓意，一草一木饱含民族深

情。既有身临其境、声泪俱下的场面，又有超越舞

台、凝聚人心的气氛，更有战场“舞台”深邃的寓意。

其想象和意境空间广阔而深远，舞台“六七人百万

雄兵”，产生“戏”境满满、激情无限、立竿见影的效

果。

（三）伴有崇尚戏剧的志愿性

老舍戏剧抗战的志愿性综上可鉴。这里的志愿

性，是指老舍对戏剧的喜爱与崇拜。首先，老舍的戏

剧志愿是一个多种因素的综合体。老舍具有多才多

艺的满族代际传承，北京街头巷尾“下里艺人”的曲

艺熏染，自身独具戏剧天才的潜质，文艺复兴眼界大

开的启蒙，其父“爱国优先”的红色“家训”，等等，老

舍崇尚戏剧的志愿是一个融内外因、家庭、民族、环

境、阅历等因素的综合体，包括天、地、人与戏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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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四性合一的“戏”愿。其次，老舍有一小“秘密”与

大“志愿”。他曾把戏剧称作“神的游戏”并“秘密”

创作，他的《神的游戏》写于１９３４年１０月，而创作
转向是在 １９３７年之后。《残雾》是公演，而小“秘
密”是轶闻，是试验，是“头胎”，是老舍心底“戏事”。

老舍说：“我作过戏剧，这只有我与字纸篓知

道。”［５］３９老舍把戏稿丢进纸篓，此“秘密”作者知、天

地知、纸篓及那Ｎ页“弃墨”知。这一“秘密”见证了
老舍心中的戏剧志愿由来已久，其转向剧作绝非一

时心血来潮，而是有着作者深深的思想、感情和艺术

根源的。最后，老舍的志愿与时代结上了“戏”缘。

老舍如同莎翁乃“时代的灵魂”、但丁“新时代最初

的一位诗人”等文学大家创作出经典巨著那样，具

有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鲜明特征。老舍的爱国良

心一遇抗战大时代，就撞出了戏剧艺术的火花。老

舍首入“梨园”，既实现一个文人爱国的诺言，为军

民“送戏送粮”，又剧作“试水”，为自己心中的“戏”

打上了“抗战”的烙印。

老舍还有一个“好剧本”的志愿。１９３８至１９４４
年之间，老舍完成剧作１１部，还创作了鼓词、坠子、
快板、相声、数来宝等 １３９首。抗战作品“战戏连
台”为老舍带来了“热身”实践，但在艺术效果上，特

别是小说式戏剧入“梨园”，出于“应急”，差距在所

难免。而对心中具有“秘密”的老舍来说，“战戏”意

犹未尽，内心深藏“遥望好戏在险峰”的登攀愿望和

梦想。老舍说：“等到太平的时候，恢复了安静生

活，再好好地去写一两个像样子的剧本。”［４］３４６并表

达出再创精品的愿望：“我可是有个志愿———希望

能写出一本好的剧本来。”［１］３５５为完成此愿，老舍自

勉：多读书，顶好到外国去读几年书；有戏必看，养

眼；去剧团做二年职员；学演戏，扮个角色。此“勉”

于１９４４年初，他新添《谁先到了重庆》、《王老虎》
（与赵清阁、萧亦五合作）、《桃李春风》（与赵清阁合

作）三部抗战剧（共九部话剧剧本）之后，在老舍看

来，台上体验艺术、台下体验生活、吸收“西洋”养分

等，想从“现身”舞台中，实现对戏剧艺术的“说法”。

如此一番自勉，足以说明老舍心中的小“秘密”早已

向文艺复兴经典剧作看齐了，并有意要创作出世人

瞩目的东方之“戏”。可见，如此小“秘密”已经达到

了戏比天大、“剧作等身”的高度。至此，老舍创作

好剧本的愿望迫不及待，“戏”势待发，备“戏”上弦，

在寻找着能装入时代与艺术并成为经典的舞台。

１９４６年初，老舍与曹禺赴美讲学。老舍此行旨
在再添西洋艺术体验，进一步打磨戏剧“金刚钻”，

为创作好剧本增添能量。

二、老舍再入“梨园”的雪耻性、冒险性与舞台性

１９４９年，身在异乡的老舍被社会主义新中国深
深吸引。他回国后创作《方珍珠》，再入“梨园”。

“方剧”描写了民间艺人经历新旧社会两重天所形

成的巨大落差，说明社会主义制度让人民重获天日，

有了新生。尽管该剧是抗战胜利的喜悦曳引了老舍

咀嚼成功果实的记忆隧道，也是新中国一洗华夏百

年耻辱的现实令其沉浸在高奏凯歌的兴奋之中。

新社会的强劲东风，深深地打动着老舍。主观

上，他感受到一种理想的舞台离自己越来越近了；客

观上，关于新中国老百姓的戏也在源源不断地涌进

他的创作视界。但是，一位“海归”文人的思想变化

即使再神速，也需要过程。此时的老舍，由仰慕，到

心有余悸，再到全身心投入。新中国的光明中，他看

到了崭新的人民舞台和文艺的希望，让他产生了敢

于冒险的创作精神和力量。

（一）老舍再入“梨园”具有雪耻性

新中国成立的喜讯对远在美国的老舍的心灵产

生了前所未有的震动，老舍翘首以盼，聆听从祖国飞

来的每一段电波，对“生我养我”且换了人间的天涯

故土遐想万千，渴望亲吻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

东方“电波”清澈而光明，老舍感受到一种洗刷百年耻

辱的中国人的光荣。东方曙光的魅力不仅令老舍怦

然心动，也鼓槌似的敲击着他志愿报效祖国的心灵。

他期待着用手中的笔描绘神州大地的峥嵘岁月，去赞

美新中国，去反思历史沧桑中的民族苦难。

尽管老舍已经被崭新的共和国吸引，但单凭隔海

耳闻，实差一见。老舍记忆中的华夏耻辱、“帝官封”

的淫威、老国民“愚、弱、贫、散、私”缺点等，导致老舍

遥望祖国的期望值未及神州大地沧桑巨变的高度，也

实际低于令自己魂牵梦萦的那片故土所发生的质的

变化与飞跃。因此，老舍满怀豪情回国之时，仍存一

丝后顾之忧。自拟约法，不谈政治，不开会，不演讲。

对喝过旧社会苦水的老舍来说，有点顾虑乃情理之

中。

老舍回国再返“梨园”，喜逢华夏涅?新生，社

会主义建设高潮迭起，人民有了敢教日月换新天的

英雄气概，新文化建设的强劲东风为老舍带来了触

及灵魂、脱胎换骨般的震撼。他回国耳闻目睹到的

是“换了人间”的事实，他万分感慨，国家变了，社会

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变了。如老舍感慨：“啊，

我是刚入了国门，却感到家一样的温暖！”“现在，我

才又还原为人，在人的社会里活着。”［１］４１５这正是老

舍盼望已久的国家和民族，正是老舍所要看到的时

代与国度。“大时代需有伟大文艺作品”［４］１１０，老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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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海里的旧版记忆几乎被完全颠覆了，一种理想的

舞台使得老舍的“三不主义”迅速褪色，“躲进小楼”

的顾虑变成亟须走进现实生活、服务社会主义建设

的热情，要用“剧艺”描绘新中国新时代。

（二）老舍再入“梨园”具有冒险性

老舍在空前的文艺政策洪流中，快速进入奋不

顾身和奋笔疾书状态，他的笔锋温度与神州大地旧

貌换新颜的现实高度契合，在书写社会主义新人新

事新作品时，存在着冒险性。

他写《龙须沟》是个最大的冒险。因为剧本的主

题及思想、艺术取向、主流意识形态等时代色彩对作

者创作形成了诸多压力。国内百废待兴，社会主义建

设浪潮汹涌澎湃。境内外敌特猖獗，飞蝇绕耳；国际

帝国主义妄图扼杀新中国于摇篮。此时的人民政权，

经受着生死考验。在如此敏感期，一位作家为国家、

为人民谱写赞歌，政策站位的角度、高度能否符合时

代要求，思想与艺术能否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是功

臣还是罪人，这是老舍“最大冒险”。

是冒险，还是明哲保身？老舍选取了前者。冒

险对一个名作家来说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但是，

当一个人对自己的民族和所追求的事业深深眷恋

时，是无所畏惧、没有后顾之忧的。此时此地，老舍

心中既有自己向往光明与正义的初心与眼见为实的

新时代完全对标接轨事实，又充盈着讴歌人民的情

感和舍身忘我的拼劲。他面对冒险，勇往直前。老

舍说：“冒险有时候是由热忱激发出来的行动，不顾

成败而勇往直前。”［４］５５４

老舍敢于冒险的力量出处多源。第一，攀登舞

台高峰的力量。老舍说：“戏剧是文艺中最难的。

世界上一个世纪也许不产生一个戏剧家，因为戏剧

家的天才不仅限于明白人生和文艺，而且还须明白

舞台上的诀窍。”［６］１３７老舍在作家践行文艺时代责任

与著作等身的精神激励下，决心写出好剧本。一种

为时代献身、为艺术献身、为舞台献身的崇高追求成

为老舍冒险的力量。第二，确定了文艺创作坐标。

老舍回国激动兴奋的同时，保持着一份宁静与淡定，

他要审时度势看清找准创作的定位与方向。他研读

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文

艺要为政治服务”的思想，既能保证沿着社会主义

文艺轨道进行剧本创作，又能在特定的时代环境里

攀登自己心中既定舞台的高度。第三，民族复兴梦

想的力量。老舍出身贫寒，青少年时正值国弱民穷，

国家记忆多为伤痛。近代华夏复兴仅仅是有识之士

前仆后继所留下的一个个“折戟”符号与血染遗愿。

当东方巨龙站立，他期望的国家和民族的模样正在

成为现实，既给老舍带来了心灵慰藉和剧作源泉，又

给予老舍作一个新中国文人的底气和光荣。第四，

满汉文化根脉。老舍饱经满汉文化滋养，血液里流

淌的满汉文艺细胞是铁质的，一种血性、敢拼敢打的

底色成为老舍冒险的力量。因此，恤民与爱国的老

舍要用文艺妙笔来浇灌戏剧新花。爱国国新、爱民

族面貌新、爱戏剧梨园新。崭新的眼界为老舍注入

了无穷的冒险动力。“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历史一

去不复返了。人格回归是老舍冒险创作的动力，以

至于老舍回国仅俩月，不仅谋划戏剧，还创作了鼓

词、相声、散文、文评等十二篇。

（三）老舍再入“梨园”具有舞台性

老舍回国以话剧《方珍珠》打头炮，再次表露了

追寻“梨园”的路子在他心中是情有独钟、“戏”性鲜

明的。而之后老舍在十七年的创作生涯中，几乎是以

话（戏）剧为主打，为了实现心中的“戏”梦，可谓志向

已立，矢志不渝。

老舍不断审视自己的剧作，以求探索舞台艺术。

这种审视与探索，既“瞻前”又“顾后”，既“探索”又

“追求”。“瞻前”乃世界文坛巨匠及经典是老舍心

中永恒的标杆，“顾后”乃抗战剧的艺术差距是老舍

需要弥补的短板；“探索”是将西方话剧“写实”与中

国戏曲“写意”相结合，是老舍“拿来”经典剧作“洋

为中用”的借鉴；“追求”是老舍的志愿，立志在当代

戏剧史上抒写一个大大的感叹号，为实现中国作家

“戏剧等身”而进行的不懈奋斗。例如，老舍赴美深

造，就是在探索中收获“他山之石”。“老舍和曹禺

还对当时美国的文艺状况，用心做了考察。他们大量

观摩了那里的舞剧、广播剧、音乐剧和话剧。”［２］４１２如

此广泛、深入、系统地了解美国文艺和各种剧艺，老舍

的煞费苦心可见一斑。而对心中有戏怀揣梦想的老

舍来说，此番“文艺深造”增添了“洋剧”元素。通过

诸如此类的国内外、梨园内外“汲取营养”及剧作研判

等Ｎ次舞台艺术积累，为老舍铺就了攀登东方舞台的
一级级台阶。

老舍的舞台由政策方向、承担任务、集体创作与

戏剧目标等因素所支撑。政策方向是指老舍在“文

艺为政治服务”的原则框架中，找准戏剧创作的坐

标。承担任务包括分配任务与主动接受。与老舍在

抗战时偶然接受任务速写《残雾》相比，社会主义文

学创作与当年尝试话剧时的政策高度、思想深度具

有刚性差别。《龙须沟》是老舍主动请缨，《春华秋

实》《西望长安》等为任务分配。集体创作是指作家

必须遵循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模式，老舍一向谦和，注

意听取意见。如《茶馆》的幕数、幕与幕之间的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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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等，是老舍听取了同行专家建议而形成的。这种

创作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老舍在接受任务、深入

生活、升华艺术“三结合”中对戏剧舞台进行深入探

索。老舍先后担任文坛要职，其文艺思想必须紧跟

政策变化，并实现对新作品的选取与创作。为了保

持剧作的进步性、时效性和人民性，老舍要在创作全

过程牢牢把握变化中的政策方向，确保标准的剧作

角度与定位。因此，老舍在“政治挂帅”的创作环境

约束中，心中始终装着自己的戏剧目标，努力探索具

有个性特色的戏剧舞台艺术。

老舍的舞台具有自成一体的特点。

首先，老舍的舞台背景是时代。老舍眼中的

“六亿神州”一片勃勃生机，国人以崭新的精神风貌

昂首阔步在社会主义大道上。这既是新社会现实大

舞台，又是作者内心的大舞台，两个舞台需要在作者

的笔端珠联璧合。因为，社会主义舞台时代背景具

有“新、高、深”的特点。“新”是指这个舞台是一张

白纸，亟须在上面书写最美“戏”卷；“高”是指作家

的政策站位要高，要有图解政策的前瞻性、准确性、

先进性；“深”是指剧本的中心思想必须深刻，要有

宣传人、打动人、教育人的深度。这些特点对老舍来

说，有机遇，有了实现戏剧梦想的舞台；有动力，要创

作出好剧本；有挑战，要么是英雄要么是罪人；有压

力，有在政策刀刃上跳出文艺之舞的难度。一系列

因素同时左右着老舍，他只能在紧跟政策、尽情歌

颂、完成宣传的框架中，把握好艺术与各种框架的交

叉与平衡，书写新中国大舞台的艺术风采。老舍自

觉接受条条框框的约束，踏着时代的节拍，用舞台展

现旧社会不堪回首的岁月与新社会可歌可泣的时

代，展现新旧社会里老百姓的今与昔。老舍舞台还

原了时代，时代照亮了老舍舞台。

其次，老舍的舞台人物是芸芸众生。“六亿神

州尽舜尧”，人民当家做主的奇迹似甘露滋润着老

舍的内心世界，亿万人民群众所迸发出的巨大建设

力量，使老舍习惯书写小人物的笔端自然倾向于社

会主义建设的劳动者。作者在这个时期选取舞台小

人物，用了直接赞美和对比赞美的方法。用《龙须

沟》“舞台”２２个人物，直接赞美了政府为民造福的
事实。其中，主人公在两种社会的不同命运，对比赞

美了新社会。该剧是老舍深入实地考察并与内心感

受相结合的成果，也由此获“人民艺术家”殊荣。用

《方珍珠》“舞台”２７个人物，特别是“破风筝”一家
人在两种社会里的巨大反差，取得了对比赞美新社

会的效果。用《茶馆》“舞台”５０个人物与世纪风云
变化，对比赞美了社会主义的光明。老舍舞台选择

了百姓，百姓钟情老舍舞台。

最后，老舍的舞台以小见大。老舍的舞台以小

人物的命运起伏反映时代变迁和社会性质的变化。

《方珍珠》民间艺人、“破风筝”一家人、《龙须沟》曲

艺艺人程疯子等小人物的命运之变，表现出新社会

“为了人”与旧社会“压榨人”的本质不同，厘清了

“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事实与文

学创作相统一的逻辑关系。老舍的舞台以小场地为

大社会，反映了时代历史沧桑巨变。《龙须沟》以新

旧社会两重天的事实，赞扬人民政府为民造福的初

心与宗旨。小小《茶馆》，茶余饭后，言谈举止勾画

出三段历史画面，反映了半个世纪的社会大事件、历

史大变迁。老舍聚焦社会真实生活，并使之与戏剧

舞台在真情实感上对接，在梳理人性真善美与撕开

假恶丑面具中，突出艺术来源于生活的真实价值，用

自然生活情节、极俗的民间语言烘托出“真实”的剧

场氛围。他通过社会底层一个个活生生的小人物在

历史变迁中的生命轨迹及思想变化，在特定的“故

事”或“事件”框架中，把旧社会的阴暗、历史变迁和

新中国的辉煌一幕幕搬上舞台，产生台上台下、戏里

戏外多重共鸣的艺术效果。老舍的“戏”与舞台共

鸣，与观众共鸣，与历史共鸣，与社会时代共鸣，与原

汁原味的生活共鸣，与未来共鸣。老舍舞台诠释了

社会真实，社会真实填充了老舍舞台。

三、余记

老舍此入“梨园”，由“三不”到“冒险”，再到奋

不顾身，紧贴时代脉搏，迸发出一种超常剧作力量：

“奋笔疾书”。此种力量既是服务大时代所需，又是

作者瞄准戏剧目标、运筹帷幄之有的放矢。此“的”

是归国体验、时代给力和志在必得的综合体。这样

的“的”是老舍对经典艺术的渴望与戏剧创作的谋

篇布阵，也是作者胸有成竹、喷薄而出的剧作激流。

老舍为新中国讴歌，为劳动者点赞，不愧为时代和人

民的“写家”。“人民艺术家”成为老舍再次开启戏

剧“志愿”的“开门红”和信誉“天平”，成为让老舍

恪守文学品质人民性的文艺东风，也成为引领老舍

攀登戏剧高峰的路径。

老舍笔耕“梨园”，奋笔疾书了一串串“矢”，他

高频率按动戏剧艺术的“快门”，抓拍了社会主义建

设多彩画面和大时代涌现出来的一个个闪光的人

物。１９５１年到１９６１年，老舍创作、改写话剧有：《一
家代表》《生日》《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西望长

安》《茶馆》《红大院》《女店员》《全家福》《荷珠配》

《宝船》《神拳》等１２部。其他剧本有：《人同此心》
《婚姻法》《柳树井》《大家评理》《十五贯》《消灭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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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苹果车》《杨家将》《青霞丹雪》《青蛙骑手》《拉

郎配》等１１部。作品涉及思想改造、大跃进、三反
五反、政治运动，有关政策、法律，破案等，人物有工

人、市民、解放军及历史和现实中正反各种人物。这

些“矢”蕴含着老舍戏剧创作的多种结合，即新道德

与旧道德、文艺性与通俗性、戏剧性与欣赏性、舶来

性与原创性的有机结合。这些“矢”博采东西，用

“简笔画”似的中国原创，带着与时代的“和声”，带

着志在必得戏剧大师的心境，带着戏剧创作质与量

的飞跃，把作者内心流淌出来的艺术甘泉献给祖国

和人民，献给戏剧和舞台。

研究老舍两闯“梨园”的个人与时代原因时，必

须充分理解老舍一生具有爱国、恤民的品德，必须充

分理解老舍深谙一个世纪才出一个戏剧家的难度，

心中始终装着自己的“戏剧梦”。在此两个框架基

础上，厘清两个问题，一是分析老舍剧作的个人与时

代渊源，抗战与新中国的成立为老舍提供了戏剧起

步和成熟的机遇与舞台，进一步探究老舍的“戏剧

梦”在抗战“宣传剧”和新中国成立后“政策”图解剧

的优劣和剧艺进步过程；二是必须清楚老舍由小说

名家转向戏剧创作，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倾情戏剧创

作，时代平台因素是客观的，也是受限制的，个人志

愿是矢志不移的。老舍既有被火红的年代感染而迸

发出的激情，又有政策如何打磨剧作艺术所产生的

影响。作者两入“梨园”，偶然中有必然。偶然是指

作者相遇抗战时代，由抗战舞台起步，新中国“换了

人间”的奇迹催促他为祖国、为人民、为舞台而献

身；必然是指老舍深谙戏剧家的分量，心中有一个戏

剧梦想，作者将笔端落在戏剧舞台是实现心中梦想

的必然之举。因为，老舍的“人民艺术家”带着政府

为民办实事、作家为民而书写的使命，《茶馆》之所

以香飘世界，是因为它所展现的“帝官封”黑暗时代

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相映衬出来的。

因此，老舍“戏剧梦”启航也好，探索、完善剧艺

也罢，都是作者攀登戏剧高峰所经历的过程而已。

至于老舍体验到的酸甜苦辣，同时期其他作者都会

有所感受，只是角度、深浅有异，对创作生涯乃至人

生会产生重大影响。但是，老舍剧作最珍贵的是他

对“戏剧梦”矢志不渝，他的“戏”台光照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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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丰子恺的漫画里，呈现了找回童心、保护童心、放飞童心的“童心”教育理念，其“童
心”的主要内涵是：纯洁、自由、充满生机的开明心；想象丰富、与世共舞的自然心；强健、朴实、灵感

的艺术心；天真、烂漫、人格完整的正人心。在以开明心、自然心、艺术心、正人心为目标宗旨或方法

原则构成的“童心”教育实践和艺术创作里，构成了丰子恺独到而深刻的“童心”教育观。“童心”教

育观对我们的当代教育尤其是美术教育，颇具借鉴意义。

关键词：丰子恺；漫画图像；童心；教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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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当代中国教育普及的地方，丰子恺
（１８９８—１９７５）几乎可谓是家喻户晓的画家、文学
家、艺术教育家。《丰子恺图传》说：“丰子恺一生几

乎涉猎了文学艺术的全部领域，对绘画、音乐、文学、

书法、金石、装帧、工艺、建筑等均有研究，而且卓然

成家；创作编译出版了约１８０多种图书，在美学艺术
教育领域也很有建树，是现代艺术史、美学史上少有

的全才、奇才。”［１］１３－１５

的确，作为多方面成就卓著的文艺巨匠，丰子恺

一生不仅创作甚丰，且在流传后世的１５０多种著作
中，漫画图书就有５０余本。更为重要的是，丰子恺
创作的漫画笔法简洁明了，风格鲜明且题材殊众，将

说理传情融为一体，意味无穷，即使在今天，也依然

能让人品出新的味道来。毫无疑问，这种超越时间

的艺术魅力，不仅与今天的基础美术教育理念相呼

应，而且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一、丰子恺“童心”教育取向的基因

回溯来路，丰子恺基于美术教育的“童心”教育

思想和取向，既有其自身不断探索的主观因素，同时

也离不开客观条件的作用和启发。就客观条件而

言，丰子恺的艺术人生和美术教育的历练，与两个人

关系密切：一个是李叔同，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

家和艺术家；一个是夏硏尊，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先

驱、文学家和翻译家。这两位先生相互之间既是挚

友，同时也都是丰子恺１９１４年考入浙江省第一师范
学校时的恩师。丰子恺曾撰文追忆两位先生，认为

弘一法师将他带到了艺术的道路上，是自己信念的

人生导师，一辈子最佩服并得其很大帮助的人；同时

强调，两位先生形同父母，前者给他了“父亲的教

育”，后者则给他了“母亲的教育”，虽然他们的教育

方式完全不同，但却赢得了他和学生们完全相同的

敬爱。比如夏硏尊先生“一切从学生出发”的教育

理念，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他，让他能够更真切地领悟

童心的真善美，而且这种超越时代的教育理念，在其

后来被再版３０余次的译作《爱的教育》（１９２４），以及
创办的《中学生》（１９３０）期刊风行全国、深入人心并
选入国文教材则都是最好的确证。据此不难发现，两

位导师不仅将丰子恺带到了艺术道路上，同时在精神

上、思想上培养了他的人格，使之对教育的理念产生

了独到的见解，从而启发和型塑了他的美术教育观。

丰子恺教育观的形成，还必须提到在２０世纪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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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流行的 “儿童本位论”。所谓儿童本位论，就是

强调“儿童”既是教育的主体，也是教育的主题；教

育的过程，须围绕儿童的发展来作为主要的教学内

容。比如当时国际著名的教育哲学大师杜威，就非

常明确地肯定了儿童本位主义，他曾非常形象地指

出：儿童是太阳，在教学过程中采取的所有手段和措

施，都要围绕儿童这个中心来开展。这种欧美儿童

本位主义的教育思潮，对当时中国的教育界也带来

了很大的影响。包括夏硏尊在内的不少文学大师，

也不断用文学来维护“儿童中心”的教育理念。受

其影响，丰子恺结合自身对中国上千年来政教合一的

封建道统，和以“经史子集”为科考应试内容的教育反

思，提出：对于儿童而言，培养“童心”才是教育的重

点。他特别强调，依据教育的对象，儿童教育反对以

成人的愿望代替儿童，反对把儿童当成缩小的成人；

儿童只需要正确引导，而不是放任，更不是压制，从而

教育的思想，不管是宗旨、原则，还是方法、途径，都要

紧紧围绕着人这一主题。［２］

可以说，丰子恺的这种“童心”教育思想的基因和

取向，是在上述两个方面的客观作用下，最终通过自身

的艺术与人文的个性化实践与统一而自主形成的。

二、丰子恺“童心”教育观的基本内涵

丰子恺对美术教育中的一般教育价值的发现，最

实质、最突出的一个贡献，就是“童心”教育观。那么

他的“童心”教育观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又包含哪些内

容呢？下面从几个方面来谈。

其一，“童心”是纯洁、自由、充满生机的开明

心。在丰子恺的视野里，儿童与成年人虽面对着同

一个世界，但世界在两者眼中却又是截然不同的。

如图１漫画《欣赏》中的孩子们，兴致勃勃地围在水
盆旁欣赏着什么，虽看不见孩子们的脸庞，但从画外

都能感受到他们的兴奋。假若换成成年人，便不会

有这样的生动场景。换句话说，成年人眼里只看到

事物的功利性并受其牵绊，而在心无挂碍的儿童眼

里，则满是事物本身的纯洁与生机。可以看出，丰子

恺眼里的童心，天性中具有和谐自然的开明性，葆有

天然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而不是据成见和城府心，对

世界加以分割和提防，从而能够真正超功利地体验

和享受观察、认知事物的乐趣。因此他确信，造成儿

童与成人眼里世界巨大差别的原因，就在于“心”之

间的差别：成人的心，充满了现实的利害关系，无法

体会世界的美好；儿童的心，则天马行空，能够发现

超乎尘世的纯洁世界。而从现代心理科学角度来

说，“童心”恰是个性发育、人格发展，乃至科学探索

和文化进步最重要、最宝贵的生命禀赋与动力基质，

从而也能根本反映出真正的开明教育之本义。

其二，“童心”是想象丰富、与世共舞的自然心。

人和艺术，都不是孤立的存在，是与生活世界普遍联

系的。在丰子恺看来，儿童亲近自然，细心观察身边

的点点滴滴，能在生活的平淡无奇处融合自身的情

感、心性和联觉，生发无穷的乐趣和想象力，且陶然

享受于其中，从而创造出既纯真又新异的作品。如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这句诗，是

丰子恺非常喜爱的，因了这种喜爱，丰子恺便在自家

院子里种了樱桃和芭蕉。从图２漫画《红了樱桃绿
了芭蕉》右下角放着一支点燃的香烟看，虽不见人，

但好似近旁的人正在忘情欣赏这美景，这不正是作

者本人充满联觉意象的童心于不经意间的自然流露

和写照吗？可见，童心本然是开放的、灵动的，而非

固化和分隔的，从而也最真实最丰富。而这其实也

恰切显现了教育文明之要义。

其三，“童心”是强健、朴实、灵感的艺术心。在

丰子恺看来，现今许多画家提起笔来就龙飞凤舞，夸

弄线墨，以为不这样便不是新艺术，犹如一个服装时

髦而体格不健全之人，无论其如何讲究服装搭配，却

都少了健美的韵味。究其根本，就是因为这类人不

具有完备健全的“艺术心”。反之，无论何种服装，

在具有强健体魄即具有“艺术心”的人身上，都会显

得有神韵。所谓强健的体格，就是艺术中所追求的

主体强大的灵感。换句话说，也就是所有的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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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则“必先从某自然中获得一种灵感，然后从事

表现”［３］１８２－１８３。丰子恺曾在“写生画船”上不经意

间将船窗当画框，看到岸边“剃头”师傅为人理发的

情景而产生的《野外理发处》，这幅画本身（图３），
就是他所说的朴实而强健的灵感的一个现身说法。

他说，从绘画的角度看，剃头司务是主人，被剃的人

暂时变成了一件东西。他“全身用白布包裹……全

无自主之权”，剃头司务“拨他的下巴，他只得仰起

头来；拉它的耳朵，他只得旋转头去”。“人在被剃

头的时候，暂时失却了人生的自由，而做了被人玩弄

的傀儡。”［４］２１９由此可见，培养自由且富于灵感发现

的艺术性的童心，对于人的创造性是多么的重要。

而这也正是教育应有的原则和方法途径。

其四，“童心”是天真、烂漫、人格完整的正人

心。丰子恺显然清楚孟子所谓“大人者，不失其赤

子之心者也”的名言。这句话的意思是，济世悯人、

贤德高尚的人不能丢失童真无瑕的人格心灵。因

此，丰子恺不仅“向来憧憬于儿童生活”，而且在“看

见了所谓‘社会’里的虚伪之状，觉得大人都已失了

本性”之后，从哲理高度指认：“只有儿童天真烂漫，

人格完整，这才是真正的‘人’。”［５］３８９为此，他不仅

成为“儿童”的崇拜者，而且深刻讽刺那些只为功

名、不闻世事、埋入故纸堆“钻研”之乎者也伪命题

而浪费生命的现象（图 ４）。在各种艺术教育实践
中，他处处赞扬去窠臼、非套化的“童心”，不断呼吁

用“艺术心”为表征的赤子心，来引导人的情感体验

和认知，从而将知识、技术内化为一颗没有杂质和邪

念的童心，以至于他自己也终得保持了一颗鲜活、生

动的“老儿童心”。这里所反映的也正是人类人文

教育的重要目标和宗旨。

以上四点不难看出，丰子恺的“童心”与“艺术

心”具有同一性和建构性。这种思想认识一方面使

得“艺术”和“艺术教育”被上升到了教育哲学的高

度，从而更具有了普遍意义；另一方面也使得艺术和

教育更具有了现实针对性和责任感。这里不妨再举

几个例子：

图５漫画《盆栽联想》，可谓是丰子恺批判某些
学校教育扭曲儿童天性的事例。该图引申了唐代柳

宗元在其《种树郭橐驼传》中讲述种树要“顺木之天，

以致其性”的著名观点。很明显，丰子恺的意思是，一

如种树须“顺木之天”那样，教育也应因材施教，要顺

应人的自然天性和心理个性，从而使之健康成长。

而在现实中，正如图６漫画《母型》所示，包括
家长在内的前辈的许多做法及社会教育机制，却经

常与之相背反。他们或按照传统观念与功利目的来

设计、要求受教育者，或将自己没有实现的理想和愿

望强加于下一代，从而使得孩子既没有童年也没有

童心，同时也致使社会整体丧失了朝气和活力。画

中母女穿着我们今天所说的“亲子装”，一样的款

式，一样的发型，远望去就像克隆出的大小型妇女。

丰子恺严厉批评这样的教育要求非但不美，而且似

乎让人看见做戏法里的残废、畸形的矮人，不敢逼

近。教育上的这种盲目将儿童“大人化”，着实是中

国家庭教育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再如图７漫画《母亲的梦》，更是以反讽的方
式，反对一般家长急功近利、望子成龙、揠苗助长且

千篇一律的做法；张扬他对人的天性，尤其是对儿童

真善美的天性的佑护和呼唤。比如今天，许多家庭

早早就把两三岁的孩子送入早教班，使之辗转于英

语、钢琴、美术等许多课程中。虽然这样做可能会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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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某些孩子的特长，但更多的代价是，过大的、不适

合大多数孩子年龄天性的压力，不仅让孩子们对学

习失去了兴趣，而且更让他们失去了“童心”。

例子很多，不止这些。但在总体上，丰子恺的所

有图像化、反“大人化”的教育批评漫画的核心表

现，就是要找回童心、保护童心、放飞童心的“童心”

教育理念。

三、丰子恺“童心”教育观的启示

丰子恺以其极具特色的童心漫画所表达的意蕴

深刻的“童心”教育观，已过去了大半个世纪，有些

甚至发表了近一个世纪。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他就“深
感于世间为儿童者的痛苦”。从现实状况看，一定意

义上，他对孩子们的生活“设身处地”的想象和悲悯，

不仅可称之为是“丰子恺之痛”，也可定义为“世纪之

痛”。他曾在《〈儿童的年龄性质与玩具〉译者序———

儿童苦》中这样写：那个时代，“椅子都是孩子所坐不

着的，桌子都比小孩子的头高”（如图８漫画《我们设
身处地，想象孩子们的生活（其一）》）。斗转星移，今

天，与“丰子恺之痛”相关的一切，随着社会发展，新课

改、教师专业化、启发式教学等都成为我国当代教育

改革的重中之重。换句话说，今天的基础教育改革，

与丰子恺的“童心”教育观有着许多同质之处。因此，

研究丰子恺的“童心”教育，既能帮助我们理解和丰富

我国当下的教育改革理念，也能切实推动艺术教育教

学的发展。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把知识当作重心传授给学

生，知识掌握的程度再以考试成绩来衡量，这种方式

具有局限性和守旧性。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

以“教师为中心、教材为中心、课堂为中心”的教育

体系曾在我国占据主导地位。美术教育也是如此，

我国一直以传授美术技能知识为主，继而发展出简

笔画和千篇一律的高考美术培训。课堂教学中，依

葫芦画瓢、只重结果的教学方式长期存在，使得这种

单一和统一化的教学模式悄然扼杀学生的个性和想

象力。本来，美术教育工作应是教人以艺术心来生

活，也就是教人学习用孩子的心境、眼睛和情感去体

验世界、丰富世界。２１世纪以来，我国不断改革和
完善新的“美术课程标准”，高度“强调基础性和选

择性，满足个性需求”的教育理念，积极调动各种资

源以促使课程内容多样化、多元化，不断构建既满足

个性需要且利于学生全面发展、富有时代特征的美

术课程等。某种意义上，丰子恺似乎都是历史的先

声，或者说，他早年就批评美术教育“只传授技法而

不授予精神修养”。丰子恺始终认为，教育的主要

目的是陶冶精神、健全人格，并从美术学科如何修养

人文精神的理论层面，提出培养以“童心”为基底的

“艺术心”。就此而言，丰子恺的图像化教育思想经

常是言简意赅、鲜明直观且鞭辟入里。

如图９漫画《教育（二）》，丰子恺批判了生搬硬
套、刻模子式的教育。他从教育的本质出发，倡导以

儿童为本的因材施教式教育，强调“重过程体验与

轻终极作品”，突出内在心灵的自由，与近年来新课

标的相关要求具有高度的吻合度，其先进性，令人惊

叹。与丰子恺的时代相比，如今的学生更是背负名

目繁多的家庭课业，这不能不让人反思。丰子恺启

示我们：人生的全部不是片段的知识技能可涵盖；不

能脱离人生谈艺术；应将美术教育融入所有科目之

中而成为“大艺术科”；要置身现实生活的框架中进

行教育；等等。今天看来，丰子恺的教育理念很具有

前瞻性。

再如图１０漫画《某种教师》，丰子恺不断批判
那种一味照本宣科的教学模式，强调教师课堂教学

不是留声机般地机械播放教材内容，而是要将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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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地、创造性地阐发出来，由此真正走向以学生为

本的新境界。凡此种种，可以肯定，丰子恺的教育言

论，特别是他的大量的图像化、童心化的教育思想和

言论，非常值得我们今天的教育工作者、特别是中小

学美术教师对之加以深入研究和学习。因为今天的

社会现实更要求教师，不仅要具备相应的学科知识，

更要具备心灵工程师的素养和担当，从而带给学生

思维和心灵上的启迪。

四、结语

丰子恺平生都在从事教育事业，在长期的教育

实践中，形成了独到而深刻的“童心”教育思想和教

育观。与不少教育名人相比，丰子恺作为教育家的

声名，似乎一直显得比较微弱。在笔者看来，在当今

日益读图的视觉文化时代，他的思想语言的图像化，

和由此构成的“童心”教育观所倡扬的开明心、自然

心、艺术心、正人心等方法原则和目标宗旨，使他因

独到而孤独，以至于穿越时空，带给我们很多内涵丰

富、亟待深入开掘的重要启示和资源。

最后，这里谨向笔者的导师程原先生对本文的

悉心指导，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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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间艺人到艺术工作者：以刘志仁为个案研究

赵法发
（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３００３５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０－３０
基金项目：２０２０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陕甘宁边区日常生活研究”（２０ＸＺＳ０２４）
作者简介：赵法发（１９８０—），男，甘肃环县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

摘　要：刘志仁是陇东乡村中一个普通的民间艺人。１９３７年之前，其演出依附于乡村民俗活
动，演出内容几乎与“政治话语”毫无关联。但１９３７年之后，刘志仁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对
乡村社火的演出形式、内容和组织管理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其完全纳入官方管理和政治话语

之中，并成为革命文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刘志仁的个案研究，剖析其由民间艺人转变为

艺术工作者的个体生命轨迹，分析“政治话语”或“官方话语”能够下乡入户的某些内在关联。

关键词：刘志仁；社火改革；艺术工作者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０．０６．００５
中图分类号：Ｋ２６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０）０６－００２２－０５

　　“新秧歌运动”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后文简称边
区政府）领导下的、利用民间文艺形式进行政治宣

传的文化改造运动。该运动在边区的政治宣传、社

会教育和民众动员中扮演着重要的媒介角色，为其

引领、主导和控制乡村话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

“新秧歌运动”备受史学界的关注和重视，并取得了

显著成绩和丰硕成果［１］。在“新秧歌运动”中，民间

艺人作为乡村文艺或者草根文艺的重要力量，备受

边区政府的重视、改造、利用和培养。刘志仁可谓民

间艺人的典型代表之一。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刘

志仁对乡村社火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演出形

式上，借鉴革命剧团的表演形式，把传统秧歌与民间

舞蹈结合起来，形成新秧歌；在内容上，剔除封建迷

信思想，注入“政治话语”；在组织管理上，废除封建

剥削制度，引进政治民主，发扬团结互助精神。经过

刘氏的大力改革，实现了乡村社火传统功能的巨大

转变———由娱神娱人转向政治教化，成为边区革命

文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作为“新秧歌运动”

中一支不容忽略的重要力量———民间艺人，研究者

甚少①。故笔者根据手头所掌握的资料，以“新社会

史”为视角［２］，以民间艺人刘志仁为个案，论述其人

对民间文艺的改革、社会身份的转变，以及政治与民

间文艺的结合，进而分析边区时期“官方话语”或

“政治话语”能够下乡入户的某些内在关联。

一、刘志仁与民间社火

刘志仁②（１９１０③—１９７０），男，汉族，出生于边区
新宁县（今宁县）盘克乡南仓村的一个农民家庭。

刘氏的家乡是一个经济、文化和教育都十分落后的

地方。清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年）废科举制度之后，
宁州各义学悉改为小学堂。龙川学院改为高等小学

堂。次年，龙川高等小学堂改为龙川小学。宣统元

年（１９０９年），龙川小学有教习１名，学生１８名。初
等小学堂１０所，教员１０名，学生百余名。１９３７年８
月，新宁县于齐家村兴建革命根据地第一个小

学［３］。据时人记载：“平均起来，全边区认字的人仅

占全区人数的１％，小学只有１２０处，社会教育则绝
无仅有。”［４］甚至到了 １９４６年，“此地妇女大半缠
足，天足在少年女孩里边都是凤毛麟角。小农经济

为主，加居住分散（一个村庄只有二三户；一个乡两

端相距１５公里，且高山深沟纵横），妇女每年除在
有限的亲戚中走动有限几次外，几全不与人来往。

文盲在妇女中是百分之百。……我走了一个乡，三

四十岁的处男，已见到好几个”［５］。“睁眼瞎”几乎

成为陇东乡村社会的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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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的刘氏，被其父送到当地私塾读书四年，又

上了三个月国语学校。后来，因家庭经济困难，刘氏

便结束了求学生涯，回家继承父业，务农稼穑。对于

当地的同龄人而言，刘氏是十分幸运的，有机会上学

读书，可以识文断字，也算是一个乡村的“文化人”

了。“在旧社会没有文化人，人民群众封建思想迷

信色彩浓厚，事事求神，听天由命，思想守旧。……

绝大多数孩子长到八九岁时，就上山放羊放牛，拉柴

压粪，开始承担着较重的家务劳动，这就是孩子们的

命运。”［６］刘氏１１岁时，迫于生计，参与乡村社火演
出，学习民间小调。青年时期的刘氏不仅熟练地掌

握了各种民间小调，而且可以创编一些新歌。尤其

是刘氏粗通文墨，日渐成为社火队的重要成员，在当

地颇有名气④。

社火亦称“射虎”，是一种依附于民间祭祀和节

庆活动的集各种杂戏、杂耍于一体的传统文艺表演。

陇东的民间社火表演，俗称“耍故事”，一般在正月

演出。其表演形式主要以传统的踩高跷、跑马、耍

狮、舞龙、民间舞蹈及说唱为主；其演出内容，多以历

史、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为主题，宣扬封建文化和迷

信思想，也夹杂乡村生活题材，调情色彩和低俗内容

颇多；在组织管理上，主要由社火头主办，提供其演

出道具，组织演出活动，所获收入按一定的比例进行

分配。社火头（箱主）、核心演员分配较多，普通演

员、杂勤分配较少，存在着严重的谋利、剥削和不合

理现象。在社会功能上，既承担着乡村社会的民俗

事务，又是民众的基本娱乐方式。有一首民谣生动

形象地描述了耍社火的动人情景：“吃饭端个黑老

碗，粗布衣衫身上穿，锣鼓唢呐哇一声，扭起秧歌拧

烂脚。”［７］

就刘氏个人而言，其角色为歌手兼排练者。但

在１９３７年之前，其演出不仅依附于乡村民俗生活，
而且完全属于传统的老一套。在演出形式上，必须

按照传统方式进行演出。刘氏的工作是训练演员基

本技能和演练队列队形。在表演内容上，表演传统

剧目，夹杂一些自编的乡村生活剧，如《王祥卧冰》

《秃子尿床》《逛窑子》《钉缸》《十八姐担水》《张九

才造反》等。据乡人回忆：“革命前（指 １９３７年之
前），社火没有什么变化，就是以前那些老套路，旧

东西（旧内容），只是刘志仁记忆好，嗓子好，唱得

好，更会编一些新曲。革命后，在边区政府的领导

下，其人负责社火演出，闹了很多新秧歌。”［８］

因此，１９３７年之前，刘氏既是一个农民，又是一
个艺人。平时忙于农活，只有在春节期间才闹一阵

社火。其演出与政治毫无瓜葛，完全依附于乡村民

俗事务，是乡村社会最基本的生活娱乐方式。

二、刘志仁与社火改革

１９３７年，边区政府成立。南仓村红白不分，是
国共两党相互争夺的地盘。但经过刘氏的宣传与动

员，群众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南仓村被划入边区

新宁县。由于刘氏热心革命和在当地的社会声望，

被民众选为村主任，成为乡村领袖⑤。

起初，刘氏从政府拿到新编的秧歌剧目，进行排

演。限于民众的文化水平、理解能力和观赏习惯，有

些调子民众不喜欢，听不懂，也不爱唱。当然，这也

是边区民众中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有人曾一针见

血地指出“新戏”（革命剧团所演出的剧目）的不足

和缺点：“边区参议员连《雷雨》也看不懂，更遑论

《新木马计》了；有人责备剧作者将戏写得太电影

化，又有人说导演是弄电影的，这支戏里缺乏舞台艺

术，而大部分人则责怪边区观众水平低，没有欣赏能

力。我心里暗忖着，那么演剧工作者可能觉得自己

是高出观众———至少是边区观众一等了。……因为

曹禺的《雷雨》和奥尔夫的《新木马计》绝不是没有

热烈观众的，只不过他们不是边区观众而已。”［９］

“自１９４０年以来，延安比较少地演中国戏，而几乎
不演自己编的戏，偏于演出外国戏和反映外面生活

的戏。这事虽然表现着舞台技术的一种大进步，但

一般观众也常常感到延安舞台很少从自己的观点来

反映抗战中的生活和形象，引以为一种憾事。延安

的观众，对于戏剧总是很关心的，他们的这些意思，

从事剧运的人必须慎重地来考虑。”［１０］刘氏面对这

种“文艺理论”困境和疑惑，肯定不能从高深的理论

层面解决问题，而是根据自己实际的演出经验，把新

戏的腔调改为民众喜欢的地方腔调，解决民众与新

戏之间的矛盾。如 １９４０年某机关所编的《新开
荒》，原调子群众不爱听，人们不愿学，刘氏把它改

为群众熟悉的“珍珠倒卷帘调”，活泼、轻松、愉快，

大家都爱唱。又如他与该区组织科长郭曙同志合编

的《新生产》等４个节目，所唱的调子，都是民众熟
悉的地方调［１１］。尤其是革命戏词，比较书面化和政

治化，刘氏把这些语句进行了一些修改和调整，转变

成民众可以理解的口头语。如把《新小放牛》中“共

产党分土地停止实行”的语句，民众就不理解。因

为以前边区政府的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现在

怎么是“共产党分土地停止实行”。他给演员解释

说：“现在是国共合作，分土地问题不能再提，咱这

边也没有分土地，有些人不明白这道理，听不清楚，

会想道：‘为什么现在又分土地？’”［１１］因此，他把这

句改为“共产党不打 ｘｘｘ军”。又如《新三恨》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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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词句，“二恨孔祥熙，他的二小姐结婚在美国”，

“陪嫁妆够几个师吃饭又穿衣”。农民理解不了“陪

嫁妆”，便改为土语“陪嫁洋”［１２］。再如《新开荒》中

的“日本是个小地方”“中国是个好地方”，则改为

“日本是个地方小”“中国是个地方好”［１１］。

随着边区“新秧歌运动”的深入发展，刘氏对民

间社火的改造，不仅仅局限在曲调与词句方面，而是

根据边区政府政治诉求和民众的实际需要，对其进

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如《剑桥中华民国史》所言：

“据说一个叫刘志仁的人通过灌输革命内容，并把

它与其他形式的通俗剧结合起来，首先革新了这种

民间形式。除秧歌舞以外，还发明了一种‘秧歌

剧’，它把秧歌的舞步与地方民歌、现代服装，以及

借自京剧的手势和表情融合到一起。”［１３］具体言之，

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在形式上，刘氏独出心裁，打破传统社火的表演

形式，借鉴革命戏剧的表演形式，把单独的跑马与扭

秧歌结合起来，实现了歌舞（唱）与故事（舞）的重新

组合，形成秧歌剧。表演时又说又唱，载歌载舞，生

动活泼，富于表现力。在扭秧歌中，不仅是一个人

唱，而是许多人一起舞蹈，一起唱歌。

在内容上，刘氏一方面剔除了乡村社火中的调

情色彩和低俗内容。如《顶灯》《相命》《算卦》《钉

缸》《逛窑子》等较受民众喜欢，但内容低俗［１４］。刘

氏对此进行了剔除和修改，使其既通俗易懂，又不伤

大雅。另一方面，刘氏把“政治话语”注入民间文

艺，使其主题和内容更加符合边区政治意识形态的

构建和需要，如《新三恨》《新小放牛》《新生产》等。

尤其是把政治话语与乡村生活结合起来，进行真人

真事的演出，如《新小姑贤》《改造二流子》，群众说：

这才真正是“高台教化人的戏”。为了把减租演得

更像更真，刘氏就发动南仓村地主傅文广扮演地主

角色，豁子也是真豁子，演出后，观众说演得全是实

情［１５］。

在组织管理上，采取政治民主方式，发扬团结互

助精神。在刘氏的领导下，南仓社火队建立了选举

制度，对社火演出进行组织和分工。在每次工作中，

举行检讨会，工作中犯错误的人，要当众承认错误，

以教育大家。还对负责人提出意见，检查明日演出

的准备工作。废除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如演员有事

离队会受到罚油的处罚被废除，制定了请假制

度［１１］。

经过刘氏改革的民间社火，其演出形式、内容和

组织管理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乡村娱乐功能日渐

弱化，而政治教化日渐彰显，实现了由传统的娱神娱

人向政治教化的转变。过去那种与政治毫无联系或

者完全游离于政治力量之外的民间文艺，几乎摆脱

了乡村民俗事务活动，成为革命文艺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

三、从民间艺人到文艺工作者

１９３７年之前，刘氏既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又是
一个从事社火表演的乡村艺人，可谓农民艺人。其

演出依附于乡村民俗事务，以历史、神话及传说为主

题，其内容大都反映封建迷信思想和传统观念，与

“政治话语”毫无关系，完全处于一种自由松散的活

动状态。尽管演出受到了民众的喜欢和称赞，但仍

然是一个农民，与其他陇东乡村的农民一样，过着平

凡而普通的农家生活。不同的是，通过闹社火，多了

经济来源，贴补了家庭生活。这种农民兼艺人的现

象，在陇东乡村较为常见，是最平常不过的事情。

“戏子”还是被乡人所不齿、瞧不起，如“戏子不是

人，死了不能进老坟”，农村教育后辈：“一不能学

剃，二不可学戏。”［１６］

１９３７年，刘氏担任南仓村村主任，成为乡村领
袖。其演出内容也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主要是根据

边区政府的要求，把“政治话语”注入民间文艺中，

上演了与传统社火所不同的表演内容———“革命与

战争”，即群众所言的“新戏”。但刘氏仅是根据自

己的演出经验，对“新戏”的曲调和词句进行修改和

调整，使其地方化、口语化和民众化。与此同时，刘

氏也创编、排演了一些反映现实政治的新戏。但这

种情况仅限于南仓社火，其改革仍然停留在初级阶

段，群众限于自身文化条件和传统观赏习惯的影响，

新戏尚未深入到乡村社会。如某一革命剧团在庆阳

演出《逼上梁山》，群众都说“演得好”，剧团感觉演

出很成功，达到了预期的宣传效果。他们问观众

“哪些地方演得好？”观众说：“你们这女角多，化妆

漂亮。”又问“还有哪些地方好？”他说：“看着红火热

闹，最后的打仗好，武把子好功夫。”及至问到剧种

的事情，却全然不知［１７］。

１９４２年，刘氏经过革命的洗礼和锻炼，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乡村党员干部，刘氏积极响

应边区政府号召，对民间社火进行了深入全面的改

革。经过这样的改革，民间社火的形式、内容、组织

管理及社会功能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政治话

语”借助民间文艺的形式渗透到乡村生活，并剔除

不符合政治意识形态的传统内容，实现了内容的政

治化；被改造的“新戏”，摒弃了民众难以理解的书

面化和教条化，表演地方化和大众化；政治民主被引

进到社火组织管理中，破除了严重剥削和不合理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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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使其成为一个以村主任为核心的社会团体。这

个团体不仅创编、排演新戏，而且参与乡村中的一切

政治活动，包括政治宣传、民众教育、社会动员及大

生产运动［１８］。由于演出形式与内容的根本改变，其

传统的社会功能———娱神娱人也因此逐渐弱化，政

治教化日渐彰显，实现了由娱神娱人向政治教化的

转变。

尤为重要的是，刘氏扩大了新秧歌的社会影响。

刘氏重视新秧歌演员的培养，破除农民艺人不教诀

窍的陋习，而是主动地指导大家学习新秧歌。对于

那些不愿意学习新秧歌的演员，刘氏总是耐心教育。

结果是：“大家都开始愿学新秧歌，内容不好的旧秧

歌，渐渐被摒弃。在刘志仁的帮助和影响下，现在已

有四五乡的行世村，三区的襄乐村及五区的杜家湾、

北仓等处，开始采用新的秧歌了，２２个有关抗战生
产的秧歌在流行着，刘志仁教会的人当中有十四五

人，在２２个新秧歌中最少会唱一半。”［１１］新秧歌剧
《夫妻开荒》《黑牛耕地》《减租》《王麻子变工》《种

棉》《劝二流子务正》《懒黄转变》７个节目。人们看
了这些节目后议论：“没有艺术人才的参加，庄稼汉

能够搞出这样好的东西来，实在想不到！”［１９］通过闹

新秧歌，破除了乡村陋俗，树立了社会新风。南仓社

火几年来由４０人发展到６０多人，全村５０余户，成
年人和年轻人大半参加了耍社火，娃娃们很多都会

敲锣打鼓，妇女们也学会了新秧歌，不分男女老幼，

都有他们的正当娱乐，所以几年来消灭了抽烟、酗

酒、赌博、打捶等不良现象［１１］。

１９４４年 １０月，边区政府召开文教英雄大会。
鉴于刘氏的成绩和影响，他被选为文教英雄，授予了

“模范群众艺术工作者”称号，并颁发了“新秧歌运

动的旗帜”的奖状。刘氏从一个民间艺人转变为一

个“文艺工作者”，由乡村社会底层的边缘人走向政

治中心，成为引领乡村话语的主角。

四、结语

１９３７年之前，刘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民间艺
人，几乎与政治毫无关联，完全游离于官方之外，处

于乡村社会的边缘。“戏子”，说起来在旧社会是最

下层的。“王八戏子吹鼓手”，这些人在社会上，连

给自己的老祖宗焚香叩头的份儿都没有，并且他们

大都染上了烟、酒、嫖、赌的恶习。借着他们演旧戏

的技能（唱、舞、使用乐器），在香烟庙会上，和大的

红白喜事上，为旧的统治阶级进行封建、迷信、反动

的“高台教化”。［１８］但边区政府成立之后，刘氏成为

中共重视、改造、利用和培养的重点对象。因为封建

性的旧文艺———在边区主要是旧秧歌，在民间还占

着优势，全区将近１０００个秧歌队之中，６０％以上的
是旧秧歌。这样改造旧秧歌旧艺人、发展新秧歌便

成为开展群众文艺的重要任务了［２０］。刘氏由于热

心革命工作，被选为村主任；经过革命的锻炼，进而

成为中共党员；再经过积极响应边区政府的“新秧

歌运动”，获得“模范群众艺术工作者”。刘氏的个

体生命史，肯定有着自身的辛勤努力，但在特殊的历

史时空中，刘氏从一个普通民间艺人到乡村精英再

到艺术英雄，国家或政治力量肯定是不容忽视甚至

是决定性的力量。普通人的确创造着自己的历史，

但普通人要成为一个时代的典型或英雄，这不仅暗

含着个体行为符合政府主导的要求和需要，更需要

国家力量的大力运营。民间艺人刘氏革命化或政治

化的生活轨迹，体现了革命政权对乡村文化的渗透、

控制、改造、利用和重塑，实现了民间文艺与政治话

语的结合。但在实现这种对接、合作与互动的过程

中，民间艺人不仅起到了桥梁作用，更是民间文化政

治化或官方化的实践主体。从某种程度上讲，边区

时期，政府能够实现“政治话语”或“官方话语”从上

而下、下乡入户，渗入乡村社会，进而达到政治宣传、

社会教育、民众动员的革命目的，与重视、吸纳、改造

和培养民间艺人有着莫大的关系。

注释：

①主要成果有：李福清，宋绍香．中国民间说书与韩起祥的创
新［Ｊ］．国外社会科学，２００８（５）；沈文慧．延安“旧艺人”改
造运动的历史考察：以“改造说书”运动为例［Ｊ］．信阳师
范学院学报，２０１１（１）；赵法发．一个农民、革命文艺与乡村
社会：论刘志仁与南仓社火［Ｊ］．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
２０１２（３）．
②刘志仁是一个传统的民间艺人，因积极从事“新秧歌运
动”，受到了边区政府的嘉奖和民众的赞誉。１９４４年１１
月，边区政府授予刘氏“模范群众艺术工作者”称号，颁发

了“新秧歌运动的旗帜”奖状。同时，刘氏积极响应党的

号召，开荒种地，热心公益，曾担任村主任、拥军代表、锄奸

委员、评判委员会仲裁员、乡参议员等职，获得了边区“好

公民”“好党员”等光荣称号。１９４９年之后，刘氏曾担任基
层党支部书记，县、省人大代表等职务。１９６６年“四清运
动”中，刘氏被定为富农分子，开除党籍。“文化大革命”

时期，又被定为“黑线人物”，受到了评判、斗争，后精神失

常。１９７０年不幸坠崖身亡，被发现时已只留残骸。１９７８
年，刘氏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见《宁县志》编委会

编．宁县志［Ｍ］．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７６６）。
③关于刘氏的出生日期，有两种记载：一为１８９９年，载庆阳
地区戏曲志编辑部．甘肃省庆阳地区戏曲志［Ｍ］．北京：中
国戏剧出版社，２００１：５５５。二为１９１０年，载刘凤阁．庆阳
地区中共党史人物（内部资料），１９９６：１６９。这两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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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孰是孰非，尚无定论，本文采用刘凤阁的说法。因为

刘凤阁是陇东地方史研究的专家，较为可信。

④２０１４年月７月至９月，笔者曾对陕甘宁边区的民间小戏进
行过田野走访。主要目的是为了完成甘肃省社科规划项

目“革命话语下的民间文化：陕甘宁边区戏曲研究

（１９３７—１９４９）”。陇东的走访地点为：环县的曲子、木钵；
庆城县的马岭、高楼；华池县的悦乐、南梁；正宁县的宫河、

三嘉；宁县的早胜、盘克。环县、庆城的走访工作由笔者完

成，其他各县由笔者指导的学生完成。走访资料整理成

文，大约８万余字，暂称为《陇东民间小戏田野走访笔
记》。如果按照严格的学术规范和要求，此调查的理论与

方法肯定有颇多不当、缺点和不足，这主要限于笔者的眼

界、学力和精力。但在一定程度上，使笔者对陇东民间小

戏的历史、形式、内容和功能有了一些初步了解、认识和判

断，也获得了大量的民间资料。后文所引均来自此走访资

料，不再说明。

⑤１９３６年旧历年前后，国民党军队到白仓收缴粮草，与红军
游击队发生了遭遇战，一名红军战士受伤路过南仓村，恰

好碰到刘志仁排演社火，并被安全救护。但当时参加排练

人员较多，刘氏怕走漏风声，就把演员召集到庙里烧香盟

誓，相约不得告密。这个偶然事件，使刘氏结缘革命，为其

后成为南仓村的领袖起到了关键作用。可参见刘凤阁主

编：《庆阳地区党史人物·刘志仁》（内部资料），１９９６年
版，第１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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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入境旅游市场时空结构与竞争态分析

孙华强
（桂林理工大学 旅游与风景园林学院，广西 桂林 ５４１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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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广西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入境旅游人次为基础，通过地理集中指数、市场集中指数、年际集
中指数、市场收敛性检验对广西入境旅游市场的时空结构进行分析，运用波士顿矩阵分析各客源市

场的竞争力。研究发现，空间上，广西入境客源市场较为集中，主要以亚洲市场为主，占比达到

６１％；时间上，美国、日本与欧洲等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客流量随时间变化较小，东南亚地区变化较
大。市场竞争力方面，越南占据最高市场份额；韩国与东南亚市场最具竞争力；俄罗斯具有较大发展

潜力；英国、德国、法国等欧洲市场与澳洲市场竞争力小。

关键词：入境旅游；时空结构；竞争态；市场收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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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献综述
入境旅游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旅游业发展的

重要指标，它在创造旅游外汇收入、增加就业方面发

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入境旅游的发展有利于提高

国际地位，促使中国由旅游大国向旅游强国转变。

广西位于中国南部边境地区，同时也是我国少数民

族聚居地区，在发展入境旅游方面具有良好的区位

优势与资源优势。桂林国际旅游胜地、防城港边境

旅游试验区，以及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一

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促进了广西入境旅游的发展，

为其奠定了良好的政策支持。

关于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的研究是旅游研究的热

点话题，历来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对于入境旅游

的研究主要是从客源地与目的地两个角度进行研究

的。从目的地角度，黄和平等（２０１７）采用层次分析
法对中国２６个省区市进行实证分析，指出气候与资
源也是影响入境旅游规模的重要影响因素［１］。查

瑞波等（２０１８）采用 Ｏ－Ｄ模型对城市型目的地分
析，指出对于大型城市目的地应该采取多样型营销

策略，对于小型城市目的地应该采取集中型营销策

略［２］。从客源地视角，主要是采用地理集中指

数［３－５］、年际集中指数［３，６－７］、亲景度［４，６－８］、动态偏

离份额法（ＤＳＳＭ）［９－１１］分析客源市场的时空结构变
化；也有学者单从时间变化结构的角度进行分析，李

景初（２０１４）采用时间变化强度指数模型，对河南省
入境旅游市场的时间演变特征进行分析［１２］。罗浩、

张瑜璇（２０１８）采用随机收敛的方法对中国入境旅
游市场进行市场收敛性检验，发现中国入境旅游市

场总体不收敛，个别客源市场收敛［１３］。刘倩倩等

（２０２０）采用单位根检验法对中国休闲旅游市场进
行市场收敛性检验［１４］。在客源市场影响因素方面，

主要采用多元回归模型［１５］以及引力模型［１６－１７］分

析。在广西入境旅游研究方面，韦福巍、甘永萍

（２００９）采用市场竞争态分析广西入境旅游市场［１８］。

吴黎围等（２００９）采用偏离份额法分析，指出广西入
境旅游的发展高于同期全国的平均水平，但竞争力

较弱［１９］。在影响广西入境旅游发展因素方面，不同

的学者采用不同的方法对其进行分析，指出城市经

济的发展［２０］、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２１］、外贸的发

展［２２］是影响广西入境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但上

述的研究都没有从时空结合的角度去分析广西入境

旅游的发展，针对市场收敛性的检验也主要是从大

尺度的范围进行。因此，本文从广西入境旅游发展

的时空结构演变的角度出发，结合市场竞争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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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入境旅游的演变历程，为广西及类似边境地区

入境旅游的发展提供些许参考意见。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数据来源

搜集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１８年来广西入境外国人数，
受限于官方统计的限制，主要选取越南、韩国、马来

西亚、新加坡、美国、印度尼西亚、泰国、法国、英国、

加拿大、德国、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俄罗斯、意大

利、新西兰等１７个国家来广西旅游人数进行分析。
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的《广西统计年鉴》《中国

旅游统计年鉴》与相关旅游主管部门。特别指出本

文主要对旅桂外国人旅游人数进行分析，暂不考虑

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与中国台湾的入境旅游人数。

（二）研究方法

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结构分析主要可以分为空间

结构与时间结构。空间结构主要是指客源市场的地

理来源分布与空间分布。时间结构主要是指客源市

场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趋势。对于广西入境旅游客

源市场的空间结构分析采取地理集中指数与市场集

中指数进行分析，采用年际集中指数与市场收敛性

检验分析时间结构，最后运用波士顿（ＢＣＧ）矩阵模
型分析各客源国市场竞争态势。

１．地理集中指数
地理集中指数主要表明客源市场空间分布的集

中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Ｇ＝１００× ∑
ｎ

ｉ＝１

ｘｉ，ｔ( )Ｔ槡
２

（１）

公式中，Ｇ为地理集中指数，ｘｉ，ｔ代表第ｉ个国家
在ｔ年的入境旅游人数，Ｔ代表某年入境游客接待总
量，ｎ代表客源市场数量。Ｇ值最大为１００，说明此时
客源市场数量只有一个，Ｇ值越大说明客源市场越
集中，多样性越低，风险性越高。Ｇ值越小说明客源
市场较为分散，多样性较好。

２．市场集中指数
市场集中指数是衡量客源市场集中程度的指

标，可以衡量市场多样性［２３］。其计算公式为：

ａｉ＝
ｘｉ，ｔ
Ｔ ×１００％ （２）

ＣＲｎ ＝∑
ｎ

ｉ＝１
ａｉ （３）

其中，ａｉ代表第 ｉ国在 ｔ年的客源国市场占有
率；ａｉ 是对于某年ａｉ按照从大到小顺序进行排序。
ＣＲｎ指前ｎ个 ａｉ 之和。一般用 ＣＲ１、ＣＲ４、ＣＲ８来衡
量。文章主要采用前４个客源国市场占有率进行衡
量，即ＣＲ４。ＣＲｎ指数越大，表明该目的地的客源市

场越集中，多样性较差，旅游经营的风险性较大。

３．年际集中指数
年际集中指数可以表明某一客源国对旅游目的

地在一定时间内的旅游需求集中或分散程度。计算

公式为：

Ｈ＝
∑
ｎ

ｉ＝１
［（（ｘｉ，ｔ－珋ｘｉ）／Ｔｉ）１００］

２

槡 ｎ （４）

其中，Ｈ代表年际集中指数，ｘｉ，ｔ表示第 ｉ国在 ｔ
时刻的游客数量，珋ｘｉ表示某客源国在一定时间段内
游客的平均数量。Ｔｉ表示某客源国在某一时段内的
总的游客数量，ｎ表示年度数。若 Ｈ值越小，表明该
客源国游客数量比较稳定，对旅游目的地的旅游需

求年度变化不大，客流量随时间变化不大。

４．市场收敛性
收敛性最早起源于数学中数列或极限的收敛性

问题，后来引入经济学中，在经济学分析中，经济收

敛性是指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率与经济增

长水平之间呈现负相关的关系。即经济落后地区会

获得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从而减小不同经济单位

之间差异的过程。后经发展，由Ｎａｒａｙａｎ首次把收敛
性假说引入旅游市场客源领域，提出入境旅游客源

市场收敛假说［２４］。与经济学上的条件收敛与绝对收

敛不同，随机收敛是指多个时间序列之间存在共同

的随机趋势，相对差异较小或趋于平稳，分为个体收

敛与总体收敛两种情况。

为区分某一客源国市场与总体旅游市场趋势，

更加合理地对入境旅游市场进行市场收敛性检验，

引入相对旅游变量。其定义为：

Ｋｉ，ｔ＝Ｌｎ
ｘｉ，ｔ
珋ｘ( )
ｔ

（５）

其中，Ｋｉ，ｔ代表相对旅游，ｘｉ，ｔ代表第ｉ个国家在ｔ
年的入境旅游人数，珋ｘｔ代表在某年入境旅游人数总
数的平均值。本文中国家个数 ｉ为１７，时间序列数 ｔ
为１９。

在对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的方法中，最常采用

Ｋｗａｉｔｋｏｗｓｋｉ提出的ＫＰＳＳ单位根检验法［２５］。在此方

法中，可将相对旅游这一检验变量定义为：

Ｋｉ，ｔ＝ｘｉ，ｔ＋ｕｉ，ｔ＋ｖｉ，ｔ （６）
ｘｉ，ｔ＝ｘｉ，ｔ－１＋εｉ，ｔ （７）

其中，ｖｉ，ｔ和εｉ，ｔ是误差项。则ＫＰＳＳ检验的原假
设：

Ｈ０：某时间序列是水平的或趋于平稳的趋势。
用公式可表述为：

Ｋｉ，ｔ＝ｘｉ，０＋ｕｉ，ｔ＋ｅｉ，ｔ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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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ｕｉ是某客源市场的线性系数；ｘｉ，０是某客
源市场的固定补偿数，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ｕｉ，ｔ＝

∑
Ｔ

ｉ＝１
（ｖｉ，ｔ＋εｉ，ｔ）。检验统计量为：Ｄ（^λ）＝

∑
ｎ

ｉ＝１
Ｄｉ（^λ）

ｎ ，

Ｄｉ（^λ）＝Ｔ
－２∑

Ｔ

ｉ＝１
Ｓ^２ｉ，ｔ，^Ｓ

２
ｉ，ｔ是公式（８）中线性估计的残

差和，即 Ｓ^２ｉ，ｔ＝∑
ｔ

ｉ＝１
ｕ^ｉ，ｔ。

三、广西入境旅游的时空变化分析

广西位于中国边界地区，与越南接壤，且是少数

民族聚居地区。在广西境内大概分布有壮、瑶、苗、

毛南、回、彝等１２个世居的少数民族，极具民族特
色，广西在发展入境旅游方面具有地理优势与资源

优势。２０１８年广西接待外国旅游者入境人次达２７０
万人次，相较于 ２０００年的 ５０万人次，实现增长
４４０％；旅游外汇收入２７．７８亿美元，相较于２０００年
３．０７亿美元，增长约 ８０５％。入境旅游发展良好。
通过图１可以看出，广西入境旅游发展可以分为二
个阶段。第一阶段：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处于平稳上升
阶段。在这期间中国与东盟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促

进广西的对外开放程度。但在２００３年与２００８年出
现下滑趋势。主要是受到 ２００３年中国境内出现
“非典”疫情以及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第
二阶段：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入境旅游人次与旅游外汇
收入实现迅猛增长，但接待外国人游客数量增长缓

慢，说明在这期间香港、澳门、台湾等地的游客对广

西入境旅游市场影响较大。

图１　广西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入境旅游人数与外汇收入趋势图

（一）广西入境旅游空间结构

首先，通过公式（１），以广西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入
境旅游数据为基础，可以计算得出广西入境旅游地

理集中指数（图２）。其次，根据公式（２）可以得出
各客源市场占有率变化情况（图３）。结合公式（３）
（４），可以计算出历年市场集中度变化情况（图２）。
根据图２可以看出入境旅游地理集中指数在２０００
年到２０１８年之间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由２０００年

的６０．１上升到２０１８年的６３．３，期间结构也发生转
变。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地理集中指数上升较快，从
６０．１上升到７３．４，说明期间游客来源较为集中，市
场多样性较差。在２００５—２０１８年，地理集中指数呈
现下降趋势，从７１．８下降到６３．３，说明在此期间，
广西入境旅游客源地多样性得到提高，有利于规避

旅游经营风险，但纵观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１８年，地理集中
指数始终高于 ６０，表明广西入境旅游市场较为集
中，市场多样性较差。市场集中一方面有利于集中

进行旅游宣传，另一方面规避旅游经营风险能力较

差。再结合ＣＲ指数，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从２０００
年的５８．８％下降到２０１８年的４７．８％，表明市场集
中程度下降，对主要客源国市场依赖度下降，有利于

规避风险。在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ＣＲ指数呈现快速上
升趋势，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出现明显下降趋势，２００９年
以后趋于稳定。总体上，ＣＲ指数集中于５０％附近，
说明主要客源国市场在广西入境旅游市场中占据重

要地位。

图２　广西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入境旅游地理集中指数

与ＣＲ指数变化图

根据图３得出，ＣＲ指数的变化源于各客源国市
场占有率的变化。在２０００年，入境旅游市场占有率
前四位分别是：日本、韩国、越南和美国。在２００３年
后，各客源国市场占有率出现较大幅度变化，日本、

韩国市场占有率出现较大幅度下降；越南、马来西

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的市场占有率上升。在

２００３年，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促进
了广西与东盟国家的贸易与旅游往来。因此，２０１８
年，前四位分别是：越南、韩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从洲际区域来看，计算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各大洲市场占
有率均值可以得出，广西入境旅游客源市场主要是

亚洲市场，占据６１％。其次是欧洲市场，占据１２％，
之后是美洲和大洋洲旅游市场。在亚洲市场中，东

南亚国家占６７％的市场份额，说明东南亚是广西入
境旅游市场的重要客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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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广西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入境旅游各客源国市场占有率变化图

　　（二）广西入境旅游时间结构
通过公式（４）计算广西入境旅游年际集中指数

（图４）。通过图４可以看出年际集中指数变化较低
的是日本（１．６）、德国（１．８）、美国（１．８）和法国
（２．０），说明这些国家来广西的游客数量较为稳定，
没有随时间的变化出现较大的波动。一方面说明这

些国家旅游者对广西旅游需求较为稳定，另一方面

也说明这些国家在广西入境旅游方面没有出现较大

的增长。变化较大的是俄罗斯（６．２）、菲律宾
（５．９），说明这些客源国市场出现较大的增长或降
低，才会形成较大的年际波动，客流量不稳定。通过

各客源国市场与年际集中指数均值相比较，发现亚

洲客源市场年际集中指数变化幅度大多较高，特别

是东南亚市场，如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

亚等国家，也从侧面说明东南亚地区是广西发展入

境旅游的重要客源地。

图４　广西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主要客源国年际集中指数分布图

　　（三）市场收敛性检验
公式 （５）构造相对旅游这一变量，通过

ＥＶｉｅｗｓ１０．０软件采用ＫＰＳＳ单位根检验法对相对旅
游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及采用 Ｈａｄｒｉ方法对面
板数据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区分广西入境旅游客

源国的个体收敛与总体收敛情况（见表１）。

根据表１可以发现，在面板单位根检验下 Ｐ值
低于１％，说明拒绝原假设，说明广西入境旅游市场
总体上不收敛。再看各个客源市场收敛情况，越南、

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加拿大、俄罗斯在５％的情
况下拒绝原假设，印度尼西亚、法国、菲律宾在１０％
的情况下拒绝原假设，说明以上９个国家客源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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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收敛；美国、泰国、英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意

大利与新西兰等８个国家未找到拒绝原假设的证
据，说明以上８个国家符合市场收敛假说。

表１　单位根检验结果

Ａ：单位根检验
客源国 ＬＭ统计量 客源国 ＬＭ统计量 客源国 ＬＭ统计量

越南 ０．１８０５ 泰国 ０．１０８７ 澳大利亚 ０．０９０４
韩国 ０．２０３２ 法国 ０．１２４９ 菲律宾 ０．１２０４

马来西亚 ０．１７００ 英国 ０．１０３２ 俄罗斯 ０．１６９０

新加坡 ０．１８１１ 加拿大 ０．１８８７ 意大利 ０．０５３７
美国 ０．０６８５ 德国 ０．０６２４ 新西兰 ０．０９５１
印度尼西亚 ０．１３７５ 日本 ０．１０８９

面板单位根检验

方法 检验值 ｐ值
假定同方差 ７．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０
克服异方差 ５．９９９４ ０．００００

　　注：在 １０％、５％与１％显著水平下，ＫＰＳＳ检验临界值分别是

０１１９、０．１４６、０．２１６。、与分别代表在１０％、５％与１％下的

显著水平。

四、市场竞争态分析

运用波士顿矩阵法来分析广西入境旅游客源国

市场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市场状态的变化。波士顿矩
阵法主要是通过市场占有率与市场增长率来区分各

市场所处状态。各客源国市场占有率通过公式（２）
计算可得，市场增长率计算公式：

ｂｉ＝
ｘｉ，ｔ－ｘｉ，ｔ－１
ｘｉ，ｔ－１

×１００％ （９）

其中，ｂｉ代表某客源市场的市场增长率，ｘｉ，ｔ代
表某客源市场某年的游客人数。把广西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８年入境旅游发展分为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与２００９—
２０１８年两个阶段，分别计算这两个时间段内各客源
国市场增长率与市场占有率的情况，与这两个时间

段内总体平均市场占有率与市场增长率相比较。可

以把市场竞争状态分为四种，ａｉ＞珔ａ、ｂｉ＞珋ｂ属于明星
市场；ａｉ＞珔ａ、ｂｉ＜珋ｂ属于金牛市场；ａｉ＜珔ａ、ｂｉ＜珋ｂ属于
瘦狗市场；ａｉ＜珔ａ、ｂｉ＞珋ｂ属于幼童市场。经过公式
（２）与公式（９）的计算可得出在两个阶段各客源国
所处市场竞争状态（见图５、图６）。

图５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各客源国市场竞争态

图６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各客源国市场竞争态

在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马来西亚、法国、美国、韩国、
越南５个国家市场占有率高于总体市场平均占有率
５％，市场增长率也高于总体市场平均增长率１５％，
属于明星市场。日本在这期间市场占有率较高但增

长率较低，属于金牛市场。印度尼西亚则属于“双

低”的瘦狗市场，其余国家则属于幼童市场。从地

域范围来看，此时客源市场情况较好的国家属于欧

美等经济发达的地区，即使是在亚洲地区除了具有

地理优势的越南外，也主要是经济发展较好的日本

与韩国。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韩国、新加坡与印度尼西
亚属于明星市场；美国、越南与马来西亚则属于金牛

市场；俄罗斯与菲律宾属于幼童市场；剩余其他国家

则属于瘦狗市场。

从市场竞争变动来看，印度尼西亚由于市场占

有率与市场增长率的上升成为明星市场，美国与越

南由于市场增长率的下降由明星市场转变为金牛市

场，越南虽然增长率出现下降但市场占有率出现较

大幅度的增长。而幼童市场除俄罗斯与菲律宾外，

大多由于增长率的下降转变为瘦狗市场，法国下降

最为明显，由明星市场转变为瘦狗市场。从总体上

看，韩国一直处于“双高”的明星市场，说明韩国最

具有市场竞争优势，越南市场占有率最高，虽然增长

率较低，但也具有强劲的市场竞争力。从地理位置

上来看，位于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如越南、马来西亚、

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都具有较高的市场竞争力，位

于较远区域的欧洲市场与澳洲市场竞争力较低，大

多属于瘦狗市场，有待于进一步开发。东南亚地区

比重上升主要是由于在２００３年以后中国—东盟合
作的加强，且广西位于边境地区具有地理区位的优

势，使得广西与东盟国家的贸易与旅游得到快速发

展。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地理集中指数、市场集中指数、年际集中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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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市场收敛性检验与市场竞争态分析，基于客源地

的视角，可以得出关于广西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的以

下结论：（１）根据地理集中指数与市场集中指数分
析广西入境旅游的空间分布结构发现，广西入境旅

游客源市场的地理集中指数较高，达到６０，说明客
源地较为集中，主要来自少数几个主要客源国。结

合市场集中指数来看，入境游客市场主要来自亚洲

市场，占比达到６１％，而东南亚国家又占本区域的
６７％，说明东南亚市场是广西入境旅游的重要客源
地。（２）通过年际集中指数与市场收敛性分析广西
入境旅游的时间分布结构发现，地理位置较远与经

济较发达的国家，如美国、日本、德国与英国等国家

年际集中指数较小，说明这些国家客源相对比较稳

定，客流随时间变化趋势不大，但同时也说明这些国

家来广西的旅游者数量没有出现较大的增长。而东

南亚地区的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与越南等国的年际集中指数较大，说明上述国家的

旅游者数量随时间变化出现明显的上升或下降趋

势，结合历年数据，上述地区出现较大增长。此外，

俄罗斯的年际集中指数明显，说明来自俄罗斯的游

客数量出现较大的增长。从市场收敛性来看，韩国、

加拿大、俄罗斯与东南亚大部分国家未通过平稳性

检验，说明时间序列不平稳，变化趋势比较大。美

国、英国、德国、日本等距离较远的客源国市场通过

市场收敛性检验，证明序列平稳，变化趋势较小，市

场收敛性检验也进一步确定年际集中指数的结果。

（３）从市场竞争态分析，韩国一直处于市场占有率
与市场增长率“双高”的明星市场，最具市场竞争

力，印度尼西亚上升速度最快，从“双低”的瘦狗市

场上升为“双高”的明星市场。从总体上来看，亚洲

客源市场最具有市场竞争力；欧洲客源市场竞争力

较低，大多属于瘦狗市场。

针对以上情况，提出关于广西入境旅游发展的

三点建议。（１）打造特色旅游品牌，促进广西入境
旅游客源多元化发展。立足于广西民族旅游资源优

势与特殊地理区位条件，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有利

依托，扩大广西对外开放程度，打造广西特色旅游品

牌，如以民族特色为代表的“壮族三月三”，柳州市

三江侗族自治县的“侗寨风情”与融水苗族自治县

的“苗族风情”；以山水景观为代表的桂林山水，以

大型实景演出的《印象刘三姐》等一系列具有广西

特色的知名旅游品牌，提升旅游知名度，吸引国内外

游客来参观旅游。（２）优化旅游营销宣传体系，因
地制宜有针对性地开发。市场竞争态的转变一般是

从瘦狗市场向幼童市场到明星市场再到金牛市场的

转变过程。广西在旅游营销宣传方面应该注重东南

亚客源市场的细分，寻找新的旅游增长点；针对与俄

罗斯类似的幼童市场的国家，应该进行重点开发，提

高其市场占有率，促进其向明星市场转变；针对欧洲

的英国、意大利、德国，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等

瘦狗市场，应该实行“轮作”式推广战略，在适当时

机选择增长明显的客源市场进行有重点的营销，而

不是全面式的推广。（３）打造多元旅游产品体系，
提升旅游竞争力。首先，针对不同区域旅游特色，打

造有针对性的旅游产品。在北部湾区域可以发展滨

海度假与高端民宿产品；在桂林、柳州等桂北区域可

以发展观光旅游以及特色民族旅游产品；在贺州、巴

马地区可以凭借良好的自然条件发展康养旅游，因

地制宜发展特色旅游产品既可以避免同质化竞争，

又可以促进旅游产品多元化发展。其次，注重基础

设施建设。通过航空、高铁、公路、水路等立体化交

通体系打造区域性旅游产品，促进区域联合发展。

本文对于广西入境旅游发展主要是从时空的角

度进行分析，仍然属于描述性分析，没有深入到对入

境旅游者影响因素的分析，分析对于入境旅游哪方

面因素吸引力较大，哪方面较为薄弱；主要是从客源

地的视角进行分析，没有从广西旅游发展内部出发，

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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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３１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表明，对外贸易虽然直接缩小了中国城乡收入
差距，但通过影响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间接导致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为有效解决对外贸易

对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积累的不利影响，缩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要进一步优化外贸产业区域布局，

大力促进外贸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引导农村劳动力务工收入的支出方向，适度提高出口产业劳动者

就业法定最低年龄，为出口产业部门农村劳动力创造更多低成本接受继续教育及职业培训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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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

发展阶段，除经济增长速度、发展方式、发展动力等

经济发展过程存在的差异之外，高质量发展阶段相

较于高速增长阶段更加强调经济发展结果的公平

性，进一步协调公平与效率，使全体人民能够共享经

济发展成果，大力提升人民群众经济发展的幸福感、

获得感。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我国成功实现了国

民财富的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经济

总量增长的同时出现了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基尼

系数常年处于０．４的警戒线之上。较高的收入差距
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的新发

展理念严重不符，因此，大力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缩

小收入差距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所要解决

的重要问题之一，既是保持我国经济社会长期稳定

发展的需要，也是落实共享经济发展新理念，实现经

济高质量发展根本目的的关键所在。

相关研究表明，城乡收入差距是导致我国整体

收入差距较大的主要原因（韩其恒，李俊青，

２０１１）［１］，因此，有效解决城乡收入差距是缩小我国

整体收入差距的重要突破口，探讨影响城乡收入差

距的因素及应当采取的措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

义。长期以来，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我国城乡收

入差距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我国城乡收入

差距的变化时期也是对外贸易逐步发展壮大并对我

国经济增长、就业及产业结构等经济社会领域产生

广泛、深入影响的时期，对外贸易除了会对一国的整

体经济发展和财富总量产生影响，也会在社会成员

之间产生收入分配效应，因此，对外贸易发展与城乡

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成为部分学者在研究城乡收入

差距时关注的研究对象。魏浩、赵春明（２０１２）［２］认
为对外贸易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取决于对外

贸易的就业数量扩大效应和就业质量偏向效应的综

合作用，他们利用我国３１个省区市１９７８—２００７年
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对外贸易发展导

致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王怀民、王子睿

（２０１８）［３］的研究表明加工贸易虽然通过农村劳动
力流动和收入转移增加了农民收入，但城市部门收

入增加得更多，所以，加工贸易扩大了城乡收入差

距，并且，农民工的代际更替将会进一步加剧这种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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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效应。袁冬梅、魏后凯、杨焕（２０１１）［４］研究了对
外贸易结构的变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他们的

研究结果表明制成品贸易比重的提高有助于缩小城

乡收入差距。沈颖郁、张二震（２０１１）［５］利用１９９３—
２００８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的研究表明对外贸易
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并不存在确定的倒 Ｕ形
关系，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张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

扩大。魏浩、杨穗（２０１１）［６］利用我国 １９７８—２００８
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的研究也得出与沈颖郁、张

二震（２０１１）［５］相一致的结论，无论是对外贸易总
额，还是出口、进口变量的二次项系数估计值都是不

显著的负值，他们认为对外贸易与城乡收入差距之

间的倒Ｕ形关系长期内才会存在，短期内，对外贸
易的发展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同时，他们的研究

认为出口商品结构优化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而进口商品结构优化则会产生相反的影响。

从上述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不仅研究了对外

贸易规模、结构变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而且分

析了对外贸易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动态关系。但

是现有文献主要研究的是对外贸易对城乡收入差距

的直接影响，实证分析模型中反映对外贸易影响城

乡收入差距的变量仅有对外贸易规模这一个变量。

由于对外贸易是一项对经济社会各方面产生广泛影

响的经济活动，因此，对外贸易除了通过提供非农就

业岗位、劳动力需求的偏向性等途径对城乡居民收

入产生直接影响之外，还会通过一系列间接机制对

城乡居民收入产生影响，其中之一就是对外贸易会

对居民教育投资、人力资本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在宏

观层面上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在当前我国经

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背景

下，对劳动力的需求结构将更加高级化，人力资本对

居民收入的影响会更加突出，因此，在对对外贸易对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问题进行研究探讨时不能忽

视对外贸易发展对我国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影

响，要研究分析对外贸易通过影响农村劳动力人力

资本间接扩大还是缩小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既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对外贸易收入分配效应理论的

内容，也能够为完善政策措施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

差距提供决策依据。

二、对外贸易对中国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影

响机制

由于对外贸易是通过引起经济社会中某些因素

的变化对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产生间接影响，影响

机制存在多样性、复杂性及方向不同等特点，因此，

不能简单地说对外贸易是促进还是削弱了农村劳动

力人力资本水平，最终影响效果取决于各种影响机

制的强度。

１．父母陪伴缺失效应。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区
域集中性及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与生产环节为主的特

征，引起劳动力由中西部向东南沿海、由农村向城市

的大规模流动，使得众多乡村家庭无法延续父母陪

伴子女成长的传统生活模式，父母为获取较多收入

进城务工，子女留守乡村成为普遍现象，农村留守儿

童成为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相伴而生的群体。据

《中国儿童福利与保护政策报告２０１９》，９６％的农村
留守儿童由其（外）祖父母照顾，这种隔代抚养模式

一方面致使留守儿童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缺失父母

的情感关爱及教育督促，另一方面祖辈父母与留守

儿童之间较大的年龄差距、落后的教育观念、自身较

低的文化水平及对孙辈的溺爱使其难以对留守儿童

的学习成长起到正确引导作用，因此，农村留守儿童

普遍学习兴趣不高、逃学旷课现象严重、成绩较差及

沉迷于网络游戏。尽管在国家相关政策的约束及支

持下，农村少年儿童基本上完成了义务教育，但是其

教育质量与城市少年儿童之间存在较大差距，成为

导致城乡人力资本差距的重要因素。

２．教育的机会成本效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积极引进外资，大力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出口型制造

业获得巨大发展，成为向全球各国大量供应质优价

廉制成品的“世界工厂”。这种建立在低端加工组

装制造产业基础上的对外贸易发展模式为中国提供

了大量低技能的劳动密集型就业岗位，使农村大量

剩余劳动力摆脱对土地的依赖实现非农就业成为可

能。对外贸易发展所带来的非农就业机会一方面为

农村居民提高收入、改善生活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

也提高了农村居民接受教育及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

机会成本，从而改变了他们的教育决策，当接受教育

的机会成本超过未来预期收益时，他们就会倾向于

选择辍学或放弃继续升学而外出务工。由于中国对

外贸易扩张对流水线加工组装劳动力的大量需求，

农村低技能年轻劳动力很容易找到非农就业岗位获

取相对较高的收入，显著提高了其接受教育的机会

成本，成为农村青少年过早放弃教育加入“打工大

军”的重要因素，对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提升产生

严重的不利影响。

３．收入效应。人力资本作为隐含在劳动者自身
从事经济活动的知识、技能，同物质资本一样来源于

相应的投资活动，即人力资本投资，其中最主要的方

式就是教育投资。教育不仅可以使劳动者获取相应

的知识、技能，而且可以提高其认知能力、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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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为其人力资本的后期持续提升奠定基础，对人力

资本的形成和积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我国

义务教育学杂费免除已有十多年的时间，但是高中

教育及高等教育的费用呈现出上升趋势，成为家庭

支出的重要构成部分，因此，只有家庭收入达到一定

程度才可能保障教育投资的力度和水平。改革开放

以来，虽然农村居民收入在横向对比上与城镇居民

收入之间的差距扩大了，但是从纵向上看实现了大

幅度上升。相关研究表明，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主

要得益于非农收入的增长（刘安萍，２００６）［７］，非农收
入成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和推动力。虽

然农村居民非农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但

是对外贸易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对外贸易发展

不仅直接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大量非农就业岗位，而

且通过带动相关服务产业的发展间接促进了农村劳

动力的非农就业，有力促进了农村居民非农收入的增

长。对外贸易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

一方面使农村家庭具备了进行更高水平教育投资获

取人力资本的收入基础，另一方面农村家庭由于具备

了相应的生活保障，也大幅度降低了迫使子女过早放

弃教育为家庭获取收入的现象，从而对农村劳动力人

力资本提升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４．教育期望效应。这里所说的教育期望是指农
村家庭父母希望子女在教育方面所达到的程度。父

母作为子女教育的投资者及重要的决策者和引导

者，教育期望在父母行为与子女学业成绩之间起着

极其重要的中介作用，决定着父母对子女教育的重

视程度。如果父母对子女具有较高的教育期望，通

常对子女教育具有较高的教育投入、为其创设更好

的学习环境、注重学习习惯的培养及采取各种激励、

督促措施，对子女教育较多的关注和付出能够促使

子女提高对自身学业的要求和期望，使其养成良好

的学习习惯和具有更强的进取心，从而对子女学业

成绩产生积极的促进效用，有利于子女人力资本的

积累。与此相反，如果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较低，

通常会对子女教育采取放任的态度，导致子女较高

的辍学率、较差的学业成绩及较短的受教育年限。

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使大量农村劳动力得以进城务

工，进一步打破了我国城乡分离的社会结构，工作生

活环境的变化拓宽了他们的视野，众多观念发生了

变化，自身工作条件、收入等与拥有较高学历人员之

间的差距使其对教育具有更高的认同，认识到教育、

文凭在获取更好工作岗位、更高收入及提升社会地

位等方面的重要性，促使其对子女产生更高的教育

期望，希望子女通过接受更好的教育获得更好的未

来。当然，对外贸易发展所带来的农村家庭收入的

提高，解决了子女接受教育的资金约束，也是农村父

母对子女教育期望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对外贸易、人力资本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影

响的实证分析

为得到对外贸易、人力资本以及对外贸易通过

人力资本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实际影响，本文利

用我国２００６—２０１７年３１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进行
实证分析。

（一）实证模型的构建及变量说明

依据本文的研究目的、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

响因素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构建如下实证模型：

ｉｎｃｏｍｅｉｔ＝β＋β１ｅｘｐｏｒｔｉｔ＋β２ｈｕｍａｎｉｔ＋β３ｅｘｐｏｒｔｉｔ·
ｈｕｍａｎｔｉｔ＋β４ｔｏｗｎｉｔ＋β５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ｔ＋μｉｔ

实证模型中各变量的下标ｉ、ｔ分别表示ｉ省份、
ｔ年，每个变量的含义及数据处理方法如下：

ｉｎｃｏｍｅｉｔ表示 ｔ年 ｉ省份的城乡收入差距，用各
省份每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衡量，该比值越大，表明该省份

城乡收入差距越大。

ｅｘｐｏｒｔｉｔ表示ｔ年ｉ省份对外贸易的发展情况，用
各省份每年度的出口额与其当年度的 ＧＤＰ的比值
衡量，反映对外贸易对该省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

ｈｕｍａｎｉｔ表示ｔ年ｉ省份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
状况，由于在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下，小学、初中教育

已基本普及，来自农村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员

大多数会留在城市成为城市居民，所以本文选择用

农村高中学历人数在６岁及以上人口中所占的比重
作为衡量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的指标。

ｅｘｐｏｒｔｉｔ·ｈｕｍａｎｉｔ为ｔ年 ｉ省份对外贸易与农村
劳动力人力资本的交叉项，该交叉项指标的系数反

映对外贸易通过影响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对城乡收

入差距产生的间接影响。

ｔｏｗｎｉｔ表示ｔ年ｉ省份城市化发展水平。城市化
是我国当前推行的一项重要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城

市化的推进有利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城乡一

体化发展，促进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从而对城乡

收入差距产生重要影响，所以本文将其引入实证模

型，用各省份年末城镇人口所占的比重衡量。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ｔ表示 ｔ年 ｉ省份建筑业发展情况。我
国城市建筑的建设几乎全部由农民工完成，在城市

建筑工地上务工所获取的收入是农村居民尤其是高

龄农民工的一项重要收入，因此，本文将其作为影响

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引入实证模型。由于无法得到

农民工从事建筑业务工的收入数据，但是其收入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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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与建筑业发展规模成正比，所以本文用各省份建

筑业增加值在 ＧＤＰ中的比重作为农民工从事建筑
业工作收入的替代变量。

上述变量指标计算所利用的原始数据来源于历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各

变量数值的描述性统计如下，见表１：
表１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ｉｎｃｏｍｅ ３７２ ２．８７ ０．５５ １．８５ ４．５９
ｅｘｐｏｒｔ ３７２ １４．９９ １８．１９ ０．７３ ９２．９３
ｈｕｍａｎ ３７２ １１．０４ ３．４３ １．９１ ２３．６３
ｔｏｗｎ ３７２ ５２．５９ １４．４５ ２１．１３ ８９．６０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３７２ ７．６６ ４．０５ ３．１２ ３１．３９

　　（二）实证结果及分析
为避免变量序列的非平稳性导致虚假回归的出

现，在对实证模型进行回归之前本文采用 ＬＬＣ检验
法对面板数据各变量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表２所
示的检验结果表明可以在１％的显著水平上认为所
有变量均为平稳序列，无须进行协整检验，可直接对

实证模型进行回归。

表２　各变量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ｉｎｃｏｍ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ｈｕｍａｎ ｔｏｗ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ＬＬＣ统计值 －２．７０３６ －７．０９９７ －９．７２７７ －４．０３４３ －８．２６４５
Ｐ值 ０．００３４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结论 平稳 平稳 平稳 平稳 平稳

　　为深入考察对外贸易以及对外贸易通过影响农
村人力资本对不同省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情况，

本文将实证数据分为全部样本、贸易大省与非贸易

大省三组分别对实证模型进行回归。表３的回归结
果表明所有解释变量回归系数的符号在三组回归结

果中是一致的，说明各解释变量对不同省份城乡收

入差距的影响方向是相同的，但影响程度的大小及

显著性则存在差异。

表３　分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全部样本 贸易大省 非贸易大省

Ｃ ４．８１４２（０．００００） ４．５３４１（０．００００） ５．０４６３（０．００００）
ｅｘｐｏｒｔ －０．０２５２（０．００００） －０．０１４５（０．１０１１）－０．０４６１（０．０００１）
ｈｕｍａｎ －０．０３９８（０．００００） －０．０７６４（０．０４２０）－０．０４９０（０．０００１）
ｅｘｐｏｒｔ·ｈｕｍａｎ ０．００２１（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６（０．０２３５） 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０２）
ｔｏｗｎ －０．０２６７（０．００００） －０．０１８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８９（０．００００）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０．０１３６（０．０２２６） －０．０２７３（０．２５３６）－０．０１４８（０．０２０５）
Ｒ２ ０．５１６７ ０．４８００ ０．４９９４
观测值数 ３７２ ７２ ３００

　　注：表中括号内的数字为相应统计量的 Ｐ值，贸易大省包括广

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福建，非贸易大省是指除上述贸易大省之

外的其余省区市。

首先，在本文所考察的时期内对外贸易发展直

接缩小了各省区市的城乡收入差距，但是对贸易大

省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效应不显著。近年来，对外

贸易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之所以由扩大转为

缩小，原因在于：一方面，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对农村

劳动力需求增加，加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民

工荒”的出现推动了外贸行业农村劳动力工资的上

升；另一方面，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出口部门就业的

农村劳动力不仅工作熟练程度和生产率得以提高，而

且“干中学”效应也使他们积累了一定的人力资本，部

分农村劳动力在企业中的就业岗位得以提升，拉动了

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使对外贸易发展对我国城乡收

入差距起到了削弱作用。而对外贸易对贸易大省城

乡收入差距缩小作用不显著的原因可能在于贸易大

省的农村经济依靠接近对外贸易主要发展基地的地

缘优势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对外贸易规模扩大对其

农村居民收入提高的直接影响已变得较弱。

其次，对外贸易与农村人力资本交叉项的回归

系数在三组回归结果中都是正值并且显著性较高，

这说明对外贸易对我国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不利影

响居于主导地位，超过了其对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

积极效应，从而间接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从表３
可以看出，对外贸易通过影响农村人力资本对非贸

易大省城乡收入差距的间接扩大效应远高于对全国

整体及贸易大省的影响，原因在于非贸易大省主要

为对外贸易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中西部省份，其农

村劳动力大量流向对外贸易发展较发达的东部省份

而不是在距离家乡更近的本省就业，这就使得非贸易

大省不仅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较大，而且父母陪伴缺失

对留守儿童教育导致的负面影响也较为严重。另外，

非贸易大省通常也是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省份，

农村居民收入较低，对外贸易发展所带来的外出务工

收入对其农村居民的吸引力更大，教育机会成本效应

对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不利影响也更为突出。

最后，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城镇化及建筑

业发展状况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三组回归结果

中均为负值，说明三者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符

合理论预期，因此，应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力人力资

本水平提升和城镇化发展，深化城镇落户制度和义

务教育制度改革，推动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规模的

持续扩大。建筑业发展虽然有助于贸易大省城乡收

入差距的缩小，但没有像对全国整体及非贸易大省

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的影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贸

易大省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及农村居民收入较高，农

村劳动力外出从事建筑业务工的人数相对较少，得

自于建筑业的收入在农村劳动力总收入中的比例较

小，致使建筑业发展对贸易大省城乡收入差距没有

起到显著的缩小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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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外贸易发展视角下提升农村劳动力人力

资本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建议

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对外贸易发展在直接缩小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同时，通过对农村劳动力人力

资本的影响间接扩大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在农村

居民收入增长主要依靠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居民

工资性收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程度起关键性影响的背

景下，必须充分重视对外贸易发展对农村劳动力人

力资本的影响。为有效解决对外贸易对我国农村劳

动力人力资本积累的不利影响、充分利用其积极效

应，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应采取如下政策措施。

１．进一步优化外贸产业区域布局，着力解决农
村少年儿童接受教育的过程中父母角色缺失问题。

得益于中国地域偏向的对外开放政策和地理区位优

势，东部省份成为我国外贸出口产业主要的集中分

布地，引起劳动力由中西部向东南沿海的大规模流

动，致使中西部省份很多农村家庭父母缺失子女教

育成长过程，对农村教育质量造成严重不利影响。

在东部省份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低成本发展优势逐

步削弱的背景下，积极推动相关产业向中西部省份

跨区域转移，既可以为我国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发

展创造新的空间，也可以使更多的中西部省份农村

劳动力在离家较近的企业实现就业，从而使其能够

有条件对子女教育进行督促、规范和引导，同时父母

近距离关爱的情感效应也有助于农村少年儿童学校

成绩的提升。为此，在国家积极引导东南沿海产业

向中西部转移的基础上，中西部省份要进一步优化

营商环境，完善产业发展配套体系，加强与东部省份

的交流合作，大力吸引东部省份转移产业落地生根。

２．大力促进外贸产业转型升级，削弱农村青少
年教育存在的“中等陷阱”问题。在推动劳动密集

型出口产业向中西部省份转移的同时，东部省份要

充分利用多年发展积累的优势，大力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加快实现外贸产业的转型升级，发展更高

技术含量、更大增值程度的先进制造业，努力向产品

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环节攀升，通过外贸发展产业

的高端化释放出更多需要具备较高学历、技能和较

多专业知识才能胜任的工作岗位，改变大量低技能

外贸就业岗位导致的农村青少年接受教育的机会成

本较高，倾向于完成义务教育即选择外出务工，很多

农村青少年教育水平止于初中，接受更高层次教育

的动力不强的状况，依靠就业岗位的结构转变引导

和促使农村青少年教育水平的提升。

３．积极引导农村劳动力务工收入的支出方向，
使对外贸易影响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积累的“收入

效应”得以充分发挥。对外贸易发展所带来的大量

非农就业岗位大幅度提高了农村家庭的收入，虽然

为其子女接受教育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支撑，但要真

正起到促使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增长的作用，还取

决于农村家庭收入的支出结构，需要其将一定量的

收入用于子女教育，出现子女教育支出偏向型增长

效应，而不是将收入倾向于投向住房、售价较高的耐

用消费品和奢侈品等。这就要求有关部门要对农村

居民加大移风易俗宣传力度，消除不良攀比风气及

“读书无用论”的思想，引导其树立正确合理的消费

支出观念，提高对教育重要性的认可度，实现农村家

庭教育投入的逐步提高。

４．适度提高出口产业劳动者就业法定最低年
龄，促使农村青少年学校教育年限的延长。学校

教育年限的长短不仅决定着受教育者就业之初知

识量的多少、人力资本的高低，而且对其从业期间

知识获取、人力资本提升具有重要影响。当前我

国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的比较优势虽然在逐步削

弱，但在一定期限内仍具有存在的必要性，为降低

这些产业低技能就业岗位对农村青少年辍学的不

利影响，可以通过制定执行产业部门差异的法定

最低就业年龄，适度提高出口产业最低法定就业

年龄，削弱农村青少年完成义务教育后倾向于选

择外出务工而不是继续升学的动机，以此增加其

接受学校教育的年限。

５．为出口产业部门农村劳动力创造更多低成本
接受继续教育及职业培训的条件，助其人力资本的

提升。由于农村相对落后的教育水平和受教育年限

较短，长期简单、重复的加工组装生产活动所包含的

知识、技术相对较少，“干中学”所带来的人力资本

积累有限，在出口产业部门就业的农村务工者通常

文化和技能水平较低，人力资本不高，难以适应出口

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品全球价值链提升所提供的新

就业岗位的要求，就业岗位具有较强的固化特征，在

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其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和城乡收入

差距的缩小，因此，进一步提高出口产业部门农村务

工人员人力资本成为当务之急。一方面，为农村务

工人员提供接受学历教育的机会和优惠条件，根据

农村务工人员的条件和特点，在入学测试、培养课程

体系、学习形式及教学模式等方面采取有别于普通

学生的方式；另一方面，资助企业对农村务工人员开

展岗位技能培训及职业技能竞赛，实施“工匠培育”

工程，将一部分农村务工人员培育成为技能精湛的

高技能人才。

（下转第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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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常态下以人民为中心的地方财政制度建设
———以河南为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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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财税政策与宏观经济理论。

摘　要：当下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在疫情冲击、减税降费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三种形势叠加
下，财政收入下滑、支出刚性增加使地方财政形势更加严峻，收支矛盾日益突出。基于疫情常态化的

背景，以河南为研究样本，通过对已有财政数据的分析，认为疫情会导致地方财政收支矛盾更加突

出，地方财政制度建设必须兼顾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和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双向策略。为此，研究

以人民为中心的地方财政制度建设，以平衡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矛盾，增强地方财政可持续性，为地方

经济平稳发展保驾护航。

关键词：疫情常态化；人民财政观；地方财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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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是胜利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是“三大攻坚战”的最后

攻关之年，是“决胜之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

情导致经济和社会遭受重大冲击，更有复杂严峻的

国际形势，实现疫情防控、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

幸福的综合目标，财政支持助力协调经济发展任务

尤为重要。２０２０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在疫情防
控常态化下，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以

更大的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真正发挥稳定经济

的关键作用。这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应对复杂多变

的国内外形势、抢抓发展机遇作出的科学决策，是立

足于２０２０年目标的实现作出的重大部署，也是当前
财政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本文聚焦新冠疫情常态化下地方财政发展，纵观

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的现状，讨论地方财政面临的困

境与出路，以此提出地方财政制度建设的政策路径。

一、疫情常态化下地方积极财政政策应对方向

疫情常态化下，地方财政政策一方面要统筹疫

情防控，另一方面要协调地区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

展。地方财政形势与常态化防控各项制度的运行状

况高度相关，多种复杂因素叠加使财政收入下滑，而

财政支出刚性加剧，支出增速高于收入增速，地方财

政还会呈现“紧平衡”趋势。

目前，我国政府已出台多项财政政策应对疫情

冲击，但面对疫情引发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财政

政策必然会继续加强宏观调控。地方财政政策的重

中之重依然是“六保”“六稳”的持续落实，发挥财政

的兜底政策。另外，面对疫情控制的基本稳定和疫

情防控的常态化，也要积极发挥财政的经济刺激政

策作用，促进经济稳定持续发展保增长才是实现地

方财政可持续的根本之道。

地方财政兜底政策主要体现在维护经济社会稳

定发展，为人民群众提供底线保障，维护公民的基本

权利［１］。其中，地方财政的兜底政策作用体现在疫

情防控、经济恢复、社会救助等三个方面。地方财政

持续安排疫情防控资金以及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的

善后工作。在经济恢复方面，主要是地方财政对困

难企业尤其是受影响比较大的中小企业出台相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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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税费减免缓缴等政策，以促进企业恢复生产和解

决现金流为主的政策作为发力点［２］。社会救助则

充分体现了人民财政观的思想，它用于扶危救困，保

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条件［３］。

地方财政经济刺激政策主要体现在财政对经济

稳定和增长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保障市场运行的活

力和增长动力。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经济基本面

逐渐复苏的前提下，为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在

疫情常态化趋势下，地方政府应积极探索刺激消费，

带动投资，为经济循环注入新的活力。比如疫情期

间多地地方政府采取的给居民发放消费券、刺激汽

车消费等扩大社会总需求，与此同时也采取了供给

侧刺激计划，如启动新基建、扩大公共卫生领域支出

等。每项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不是单一的局限的，可

能同时兼有纾困和经济刺激等双重作用，比如对困

难群体的转移支付，就兼具社会救助和拉动该群体

消费的作用。不同的经济社会条件下，财政的作用

机理和着力点虽有所不同，但地方财政是推动地方

政府履职和各项政策实施的基础条件。目前疫情常

态化下地方财政制度建设对于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

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疫情冲击下河南省财政形势现状分析

（一）河南省财政收支形势分析

经济下行压力、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和疫情的

冲击导致河南省财政收入剧减。与此同时，财政支

出的刚性增加，完善“六稳”工作协调机制，三大攻

坚战，推动黄河领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有效应

对疫情影响促进经济社会平稳运行，保基本民生保

工资保运转等资金需求较大。２０２０年 １—８月累
计，河南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２７９０．７亿元，增长

１．３％，继续保持恢复性增长态势；全省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７０９５．２亿元，增长０．５％。

河南作为中国的粮仓之一，财政盈余缺口却是

国内最大。财政收支矛盾逐年加大，疫情影响之下

财政收支双向承压巨大，收支矛盾日益尖锐，财政形

势更加严峻（如图１）。２０２０年１—８月累计，全省
财政总收入４２９８亿元，下降０．７％。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 ２７９０．７亿元，增长 １．３％。地方税收收入
１８４９．５亿元，下降４．９％。税收收入较大幅度下降，
财政收支平衡压力进一步加大。一旦财政形势持续

恶化，地方债务风险和财政风险日益暴露和转化，必

将严重阻碍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及地方财政长期可持

续发展。

（二）河南省财政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

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是指在财政事权和支出责

任划分以及转移支付制度框架下，地方政府财政得

以在较长时期内维持合理的财政收支结构和债务规

模，发挥财政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效能，

实现地区政治、经济、社会、民生等方面协调可持续

发展［４］。一方面，财政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长期性的综

合发展的过程，根据地方的历史发展水平、现阶段财

政收支结构和未来财政收支潜力等因素进行综合考

量分析得出。另一方面，财政可持续发展的衡量与财

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赤字率以及政府债务等多重

因素相关。因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数据缺乏翔实

具体的统计，为简化分析，本文主要从财政收入与

ＧＤＰ比值计算得到的财政依存度指标，以及财政收入
占财政支出的比例所得到的财政自给能力指标两个

方面，结合疫情冲击下河南省宏观经济数据和财政收

支状况，对河南省财政可持续发展状况进行测定。

图１　２００４年以来历年河南省财政收支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河南省财政预决算报告及《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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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疫情之前财政可持续发展问题已凸显
河南省财力和政策的腾挪空间极其有限，地方

财政严酷的收支形势由来已久，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疫
情冲击下河南省财政供需双向承压，财政减收和刚

性支出的尖锐矛盾激化，对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形

成巨大挑战。在中短期内，在保障疫情防控工作，扶

持企业发展促进经济平稳运行，着力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和民生改善等方面河南财政支出压力加大。

截至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３日，河南全省各级财政累计安
排疫情防控资金 ３８．４１亿元，其中争取中央补助
５．６４亿元，省财政安排 ２．７３亿元，市县财政安排
３０．０４亿元。这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坚实有力的
保障，与此同时也增加了财政支出压力。

从收支情况看。从河南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来看，

２０１６年出现严重的下滑后一直保持较低的增长率，而
另外一端，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仍然保持较高的增长率

（见表１）。２０１９年，河南省财政收入增速已经降为
７．３％，成为分税制改革近３０年来增速最低的一年，
而２０１９年河南财政支出增长率为１０．４％，支出的增
速远高于收入的增速。同时，疫情冲击导致税基减

少，以及为支持疫情防控保供、企业纾困和复工复产

采取减免税、缓税等措施，拉低收入增幅。２０２０年
１—７月份累计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率仅为
０．５％，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率为－１．８％。２０２０
年１—８月累计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率为
０．５％，首次实现由负转正，由于很多待结算事项要到
下半年才能出支出，历年财政支出均呈“前低后高”的

分布特点，因此下半年的支出会高过上半年。

表１　河南省财政收支情况（２００４—２０２０年）

年份
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

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增长率

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

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增长率

２００４ ４２８．７８ ８７９．９６
２００５ ５３７．６５ ２５．４％ １１１６．０４ ２６．８％
２００６ ６７９．１７ ２６．３％ １４４０．０９ ２９．０％
２００７ ８６２．０８ ２６．９％ １８７０．６１ ２９．９％
２００８ １００８．９０ １７．０％ ２２８１．６１ ２２．０％
２００９ １１２６．０６ １１．６％ ２９０５．７６ ２７．４％
２０１０ １３８１．３２ ２２．７％ ３４１６．１４ １７．６％
２０１１ １７２１．７６ ２４．６％ ４２４８．８２ ２４．４％
２０１２ ２０４０．３３ １８．５％ ５００６．４０ １７．８％
２０１３ ２４１５．４５ １８．４％ ５５８２．３１ １１．５％
２０１４ ２７３９．２６ １３．４％ ６０２８．６９ ８．０％
２０１５ ３０１６．０５ １０．１％ ６７９９．３５ １２．８％
２０１６ ３１５３．４８ ４．６％ ７４５３．７４ ９．６％
２０１７ ３４０７．２２ ８．０％ ８２１５．５２ １０．２％
２０１８ ３７６６．０２ １０．５％ ９２１７．７３ １２．２％
２０１９ ４０４１．６０ ７．３％ １０１７６．３０ １０．４％
２０２０年

１—８月累计
２７９０．７０ １．３％ ７０９５．２０ ０．５％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河南省财政预决算报告及《中国统计年鉴》

数据计算得到。

从政府债务形势看。近些年来，河南财政赤字

加大，财政资金严重不足，政府举债冲动增强，政府

债务规模呈现逐年扩大的趋势，导致地方债务风险

增加，制约财政可持续发展（见表２）。由于地方财
政缺乏有效约束且地方政府对中央救助存在预期的

惯性长期存在，地方债务就成为地方政府调节和发

展经济的重要工具。一方面，财政收入增速不足会

弱化政府偿债能力，财力增长难以支撑债务偿还，引

发流动性风险；另一方面，在政绩考核的现实压力和

财政收入增速不足情况下，政府可能会采取机会主

义行为，罔顾地方债务压力和金融风险，或明或暗突

破地方债务管理红线，从而使债务脱离控制。

表２　河南省地方债务总情况

年度 债务余额 债务限额 ＧＤＰ 债务余额／ＧＤＰ（％）
２０１４ ５３３９．８ ３５０２６．９９ １５．２％
２０１５ ５４６４．９ ５９５４．５ ３７０８４．２ １４．７％
２０１６ ５５２４．９ ６４９９．５ ４０２４９．２３ １３．７％
２０１７ ５５４９．１ ７２６５．５ ４４５５２．８３ １２．５％
２０１８ ６５４３．２ ８２８４．５ ４８０５５．８６ １３．６％
２０１９ ７９１０．１ ９７２８．９９ ５４２５９．２ １４．６％

　　数据来源：河南省财政厅
注：本文界定债务包括地方政府债券及城投债（不包括其他隐

性债务）。

从财政依存度看。依据２０２０年中国统计年鉴
数据，计算全国３１省份的财政依存度（见表３），而
我国２０１９年总体的财政依存度大约为０．１９，２０１９
年河南省的财政依存度为０．０７，财政依存度虽正在
不断增强（如图２），但在全国范围内依然维持在较
低的水平。因此，从财政依存度来看，河南财政状况

虽在可控范围之内，但长期地方利益格局的变化所

引起的冲击不容小觑，财政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

依然不容忽视。

表３　２０１９年全国３１省份财政依存度

省 份 财政依存度 省 份 财政依存度 省 份 财政依存度

上 海 ０．１９ 河 北 ０．１１ 陕 西 ０．０９
天 津 ０．１７ 辽 宁 ０．１１ 江 苏 ０．０９
北 京 ０．１６ 贵 州 ０．１１ 四 川 ０．０９
海 南 ０．１５ 江 西 ０．１０ 安 徽 ０．０９
山 西 ０．１４ 甘 肃 ０．１０ 广 西 ０．０９
西 藏 ０．１３ 吉 林 ０．１０ 湖 南 ０．０８
内蒙古 ０．１２ 青 海 ０．１０ 河 南 ０．０７
广 东 ０．１２ 黑龙江 ０．０９ 湖 北 ０．０７
新 疆 ０．１２ 山 东 ０．０９ 福 建 ０．０７
浙 江 ０．１１ 重 庆 ０．０９
宁 夏 ０．１１ 云 南 ０．０９

　　数据来源：２０２０年中国统计年鉴

从财政自给能力看。自２００４年以来，地方财政
自给能力呈现下滑态势，２０１８年甚至下降到 ０．５２
（见表４），说明地方财政支出中仅一半是由地方本
级财政收入支持，其余的则需依靠中央对地方的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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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返还、中央转移支付和政府举债融资。这种情形

的出现与我国当前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有关，财

权和事权以及支出责任不匹配的同时，地方税体系

构建进程缓慢。河南省财政自给能力自２００４年以
来常年维持在０．４左右（如图３），而２０２０年１—８月
累计财政自给能力达到了自２００４年以来的最低值

０．３９。大部分财政资金需要依靠中央转移支付来实
现，导致许多政策无法实现各级政府事权和财力的

完全匹配，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缺乏足够资金支持。

由此形成的制度性财政缺口，也激发了政府的举债

冲动，债务风险累积叠加赤字规模扩大，影响河南财

政可持续发展。

图２　２００４—２０１９年河南省财政依存度

数据来源：河南省统计年鉴

表４　１９９４—２０１８年地方财政自给能力

年份
地方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亿元）

地方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亿元）

财政自给

能力

２００４ １１８９３．３７ ２０５９２．８１ ０．５８
２００５ １５１００．７６ ２５１５４．３１ ０．６０
２００６ １８３０３．５８ ３０４３１．３３ ０．６０
２００７ ２３５７２．６２ ３８３３９．２９ ０．６１
２００８ ２８６４９．７９ ４９２４８．４９ ０．５８
２００９ ３２６０２．５９ ６１０４４．１４ ０．５３
２０１０ ４０６１３．０４ ７３８８４．４３ ０．５５
２０１１ ５２５４７．１１ ９２７３３．６８ ０．５７
２０１２ ６１０７８．２９ １０７１８８．３４ ０．５７
２０１３ ６９０１１．１６ １１９７４０．３４ ０．５８
２０１４ ７５８７６．５８ １２９２１５．４９ ０．５９
２０１５ ８３００２．０４ １５０３３５．６２ ０．５５
２０１６ ８７２３９．３５ １６０３５１．３６ ０．５４
２０１７ ９１４６９．４１ １７３２２８．３４ ０．５３
２０１８ ９７９０３．３８ １８８１９６．３２ ０．５２

　　数据来源：２０１９年中国统计年鉴

２．受疫情短期冲击及中长期继发影响下的财政

形势分析

从财政自身来看，受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实施大

规模减税降费、疫情常态化等因素影响，财政收入增

长将继续放缓。同时，财政支出增长刚性较强，面临

前所未有的疫情冲击，经济社会运行正在加速恢复

中，做好“六稳”“六保”，三大攻坚战、推动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护航经济稳中求

进都需要财政资金的支持。

中长期来看，随着疫情的好转，２０２０年８月份，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９．１％；１—８月累计，全
省财政收入增长１．３％，继续保持恢复性增长态势；
财政支出增长０．５％，累计增幅首次实现由负转正。
基本民生和重点支出保障较好。财政收支形势略有

好转，但疫情继发的影响仍将持续。

图３　２００４—２０２０年河南省财政自给能力

数据来源：２０１９年河南统计年鉴，河南省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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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可以看出，河南省财政可持续发展虽尚在
可控范围之内，但长期来看，威胁财政可持续发展的

主要问题仍较为突出，财政形势不容乐观。

三、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财政制度促进地方财

政可持续发展

现代财政是民主财政，是人民当家作主的财政。

现代财政制度建设中，要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作

用，让人民的意见得到最充分的表达；要充分发挥人

民在财政资金筹集和使用中的监督作用；要积极推动

财政透明度的提高，政府预算决算信息应尽可能有效

公开，为人民监督财政事务提供必要的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赞扬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精

神，他的“人民观”体现着极其浓郁的人民情怀。学

习贯彻习近平的“人民观”，深刻理解“为谁执政、为

谁服务”的问题［５］，就能更深刻地认识到财政的本

质属性与时代内涵。财政制度应始终把人民放首

位，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人民群众谋福利、作

贡献。地方财政建设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加大民生投入力度，加强民生资金管理，持续做

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一）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地方财政制度变革

方向

１．多渠道稳定和扩大就业
进一步拓宽就业资金保障渠道，积极落实各项

就业创业扶持政策，促进企业复工复产和重点群体

就业创业。积极应对疫情影响，减轻企业经营压力，

稳定企业就业岗位，精准落实困难企业稳岗返还政

策。

２．提高养老保障水平
保障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开展调整退休

人员基本养老金有关工作。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扶贫长效机制。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政策，地方政府可根据地方实际情况调整，为参

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贫困人群按照最低缴费

档次代缴部分或全部保费。

３．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均财政补贴标准。推

进健康中国战略，继续开展重大传染病防控，提高城

乡居民医保补助资金标准，支持医疗服务与保障能

力提升，加大医疗救助投入力度［６］。重点资助贫困

地区的困难群众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开展疾病应急

救助，支持提高贫困地区人口医疗保障水平和能力。

４．优化财政支出增进社会公平
支持发展公平和高质量的教育，坚持把教育作

为财政支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保障，进一步优化教

育支出结构，向义务教育、贫困地区、薄弱环节倾斜。

支持基础教育事业改革发展，重点提升农村和贫困

地区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５．完善住房保障体系
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支持公租房保障

和城市棚户区改造，大力推进住房租赁市场发展，全

力支持做好农村危房改造工作。

６．保障民生兜底工作
统筹开展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和

孤儿基本生活保障工作。加强疫情防控期间困难群

众兜底保障。适度扩大低保、临时救助政策范围，及

时将符合条件的受疫情影响的困难群众纳入低保、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等保障范围。

（二）以人民为中心的地方财政制度建设方案

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主要是税收、非税收入、政

府性基金。其中，非税收入比较杂，如行政事业性收

费、资产处置、平台融资等，政府性基金主要是土地

出让金收入。短期来看，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大力压

减一般性支出、硬化预算执行约束、推行预算绩效评

价等举措来缓解收支压力。长期来看，健全地方财

政制度是稳定基层财政财源，缓解地方财政运行中

出现的各种矛盾的长效机制。

一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继续落实落细更大

规模的减税降费，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效果，减税降

费更有针对性。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财政支出提质增效，大

力压减一般性支出，集中财力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

作，重点工程、项目加大投资力度；加大对普惠性、基

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投入，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三是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深化财税体制改

革，切实发挥制度的保障作用；加快建立完善全省稳

定的各项政府事权、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财政体

制，以及科学规范优化配置财政资源的预算管理制度。

四是加强财政管理。切实贯彻“以收定支”原

则，加大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力度，提高财政资金支出

效率，发挥财政支出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积

极作用；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

益；加强财政法治建设，提高依法理财水平；加强地

方政府债务管理，提高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形债务

风险的能力。

四、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地方财政制度建设的

对策建议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构

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地方财政收支矛盾一直存在，并不完全是减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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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费政策和新冠疫情常态化造成的，而疫情常态化

和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仅是凸显了这种矛盾。中央

与地方财政关系的不合理性与不稳定性才是引致地

方财政收支矛盾的根本性原因。在我国现行的财政

体制下，地方财政承担着与其财力严重不匹配的支

出责任，长期力所不逮累积了地方财政负担。为有

效纾解地方财政收支矛盾，保持和推动地方财政可

持续发展，地方财政制度建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加快推动深化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划分改革，减轻地方财政支出压力；二是持续完善地

方税体系改革，稳固地方财政收入；三是加大优化转

移支付制度力度，建立健全转移支付机制，增强对地

方财力补偿的合理性和规范性，促进区域发展公平；

四是加强预算管理，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

１．深化中央与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
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中事权和财权不匹配是相

对突出的问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优化政

府间事权和财权划分，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

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形成稳定的各级政

府事权、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制度”。在我国

现有的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承担着大量的事权而

没有与之相匹配的财权，中央政府有大量的财权却

承担了较少的事权［７］。财政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

件是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以更科学的方法建立

起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中央和地方财

政关系，让人民群众享有更高效且高质量的服务和

获得感。这就要求：一是进一步明确主要领域的责

任划分。加快完成主要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

支出责任划分，改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尤其是积

极推进省以下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在已经出台的

医疗卫生、科技、教育、交通运输、生态环境等领域中

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分担方式和具体比例

的基础上，结合各级政府的支出分类，按照统一的标

准加快出台更多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

任划分的改革方案。二是推进共同财政事权的功能

有效发挥。在推进中央和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划分改革的进程中，以事权定财权，合理界定中央财

权事权、地方财权事权及中央和地方共同财权事权

的边界，规范省以下各级政府事权边界，赋予各级政

府承担事权相得益彰的财权，以充分发挥中央和地

方的积极性。三是建立健全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的标准体系。充分明确主要基本公共服务的支出

标准，合理引入增长机制，建立确保共同财政事权的

有效落实机制。与此同时，强化中央对地方标准的

管理与控制，在落实执行国家基础标准的条件下，可

因地制宜地融入地方治理的地区标准，由地区财政

自给自足提供财力支持。四是健全应急管理中的中

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应急救援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

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是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

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疫情常态化下，各省应结合

地区实际财政收支和体制特征制定符合本省实际的

改革方案，明确应急管理中省级以下各级政府间应

急救援领域事权和支出责任。真正建立与各级政府

财力相适应的制度，突出各自应急管理体系的特色

和优势，提高应急救援执行力，强化健全配套措施，

落实支出责任。

２．进一步完善建立地方税体系
根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示精神，进一步完

善地方税体系建设是做好优化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划

分的重中之重。充分赋予地方政府相应财权，是缓

解地方财政积重已久的问题的长久之道。在优化政

府间事权和财权划分的同时探索政府间收入划分，

加快完善建立地方税体系，稳定地方政府收入来源，

进一步充实地方财力。新冠疫情给各行各业生产经

营活动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地方财政收入在一定时

间内难以恢复到常态水平，疫情防控期间，地方基层

政府出现了应急管理的能力不足［８］。地方政府的

治理能力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地方税体系的不健全。

一是完善共享税模式。根据国家税制改革进程，进

一步完善增值税制度等相关制度和政策。二是根据

优化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划分的要求，适当调整地方

政府税收征管权限。在人大立法授权和监督之下，

给予地方政府在税率调整方面的选择权和税收优惠

方面的自主权，结合各省不同的经济发展情况完善

地方税体系。三是继续清理与规范非税收入，将一

些具有税收性质且收入稳定的收费纳入地方税体系

的范围，提高地方财政收入中的税收收入比重。

３．优化地区转移支付制度
逐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快推进实现区域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地区转移支

付制度，充分形成稳定的各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和

财力相适应的财政体制，支持地方创造性开展工作。

一是加大中央转移支付的力度，均衡地区间财力差

异。二是健全转移支付体系，以优化财政事权和支

出责任划分为基础，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健全

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制度，加快

推进转移支付结构优化，形成组合有效、配合高效的

转移支付体系。三是逐步完善专项转移支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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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多，立项随意性强，造成专项转

移支付的资金使用效率不高。调整专项转移支付的

使用范围和方向，以支出绩效为导向并通过问责机

制提高其使用效率。加强对财政资金的各类预算执

行监督力度。四是加强制度约束力，避免道德风险。

中央在确定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时，充分评估当地

政府财政纪律，强化监督、问责和惩罚机制，建立规

范、科学和透明的转移支付分配制度。

４．加强预算管理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
科学地改进地方预算编制和控制方式，促进预

算管理专业化发展，完善预算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建

设，提高预算管理水平，增强预算约束力。合理分配

预算管理权力，建立有效监督和有力促进的预算执

行机制，充分发挥纪检、审计等部门的监督职能，使

财政资金的使用提质增效。严格加强财政资金使用

管理，坚决执行权责对等理念，健全资金使用的问责

机制。强化预算管理对政府债务的监督约束作用，

提高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能力，预防地方债务风险。

（二）地方财政制度要致力于公共产品的可持

续提供

现阶段的历史条件下，财政的首要工作就是稳

定经济促进发展，体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重点，全面支持打好

打赢三大攻坚战。增加基本民生保障投入，有效保

障和改善民生特别是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

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认真做好重点民生实事

资金保障，持续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的利益。一是加大对市县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

重点支持基层财政困难地区和受减税降费影响较大

的地区，增强对基层政府和财政困难地区的托底能

力。二是制定有效的措施推动重点民生资金保障工

作落实，更好地发挥创业投资基金对就业的引导带

动作用。三是加大扶贫资金投入和整合力度，加快

建立健全稳定脱贫长效机制，集中力量攻克深度贫

困，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四是提高城乡低保补助、

城乡居民最低基础养老金等标准，实现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省级管理，推动企业养老保险基金

省级统收统支，稳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提升人民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

（三）地方财政制度要可持续地促进地方经济

高质量发展

一是地方财政制度建设一方面要提升提供基

本公共服务的能力，以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

的客观需要，为缓解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提供

基础性制度保障；另一方面要从发展经济的职能

出发，履行稳定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在

二者之间合理地配置资源，建立持续共存和相互

促进的长效机制。二是逐步把地方政府所有的收

入都纳入预算管理，让地方提供公共产品和促进

经济发展受到合理监督，用有效的体制保障两者

之间的合理配置。三是服从中央宏观调控，并用

好现有地方财力，加强地方财政平衡管理，用好地

方财力促进经济发展。

五、结语

地方财政制度建设与地方经济发展要求相一

致，是建立在规范、完善的地方财政制度之上的，

而调整央地关系、完善地方税体系建设、提高财政

资金使用效率，以及构建与财权事权相匹配的财

政制度将提升促进地方治理能力，更好地适应新

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本文基于疫情常态化

背景、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下对地方财政的新要

求，以河南为研究样本，认为下半年地方财政收支

矛盾将更加突出，地方财政制度建设必须以人民

为中心，以保障民生促进社会公平为根本要求，以

增强地方财政可持续性为目标，协同兼顾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要求。本文研究以期为地方财政制度

建设提供决策参考，但研究尚有局限，在后续的研

究中将进行完善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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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面向一带一路的中原城市群智慧一体化研究”（２０１８Ｂ２２８）
作者简介：邓岩（１９８２—），女，河南南阳人，博士，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智慧城市研究。

摘　要：智慧农业是依托大数据驱动以实现农业全产业链智能化、精准化的高级农业形式，对变
革农业生产方式意义重大。智慧农业是智慧城市的基本支撑，在我国起点较晚且仍处在起步阶段，

在实践层面还面临诸多挑战：建设研发资金匮乏、农业复合型人才不足、信息化应用水平有待提高等

诸多问题，制约着智慧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统一规划整合建设资金、加快培育高素质复合

型人才、加快信息化建设与应用等举措推动智慧农业的发展。

关键词：智慧城市；信息化；智慧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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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是立国之本，农业发展不仅关系到人民的
温饱问题，而且还影响到国家的安全问题。特别是

现在粮食安全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问题，如何

发展好农业，提高农业产率，保证农业的发展质量是

关键。李克强总理在２０１８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
出，加快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发展“互联网＋农业”，稳定和优化粮食生产。习近
平总书记更是在《摆脱贫困》一书中提到走一条发

展大农业的路子，并对２０２０年全国春季农业生产工
作作出指示，强调各级党委要把“三农”工作摆到重

中之重的位置，农业基础打得更牢，把“三农”领域

短板补得更实。２０２０年６月，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发
布的《关于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建设的指导意

见》指出，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深度

推进产学研一体化的重要举措，是科学配置农业科

技创新资源、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支撑引领乡

村振兴的重要平台和载体。

智慧城市建设是提升我国城市治理水平、完善

城市服务功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经济文化需要

的重要战略支撑［１］。在智慧城市兴起的背景下，农

业生产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与互联网技术，为

农业的发展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务且更加准确的管

理，使得农业系统运行得更加具有效率、更加智能

化，成为现代化农业发展的新引擎，故而集新兴的互

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和物联网技术为一体的智

慧农业发展是形势所趋。

一、智慧农业的内涵

何为智慧农业？广而周知，农业是指利用动物

植物等生物的生长发育规律，通过人工培育来获得

产品的各部门。智慧农业则是在支撑国民经济建设

与发展基础产品的农业基础上围绕“大数据”、依托

大数据驱动从而实现农业的全产业链智能化、精准

化的高级农业形式［２］。

智慧农业将农业作为一个中心系统，从获取信

息、传输信息、比较分析、做出决策、实践应用五个层

次了解农作物、牲畜、水产品的生长状态。获取信息

层是智慧农业利用多种摄像头及传感设备得到各类

农业信息及生长数据；传输信息层是将采集到的信

息和数据传输并储存到智慧农业动态数据库中；比

较分析层处于智慧农业五个层次中的核心位置，利

用先进的数据挖掘技术对半结构化及非结构化的农

业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从而提取出关键信息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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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农业预警、控制、决策和管理的基石；做出决策

层是依据比较分析层的结论对实施远程自动控制的

农业装备和设施提供决策支持；实践应用层即智慧

农业最终目的是投入到农业的智能管理及应用实

践。

二、河南省农业建设概况

河南省地处中原，绝大部分地区位于北亚热带

和暖温带，由于具备天然的地理位置和气候优势，充

足的光、热、水资源和肥沃的土地为其农业的发展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河南省作为中国农业大省，

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产量均居全国前列，是全国重

要的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

１．耕地面积
耕地作为粮食生产的重要前提与保障，能够为

农村人口提供主要生活保障，也是城市居民生活资

料的主要来源。河南省作为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区，

当前在推进坚守耕地数量质量、永久农田规划工作

“双红线”等方面，做出了不少探索。

在坚守耕地数量质量方面，河南省自然资源厅

为严守耕地红线，要求各级国土部门强化“管控、约

束、补救、建设、倒逼、惩治”六重保护措施，同时建

立以县级平衡为主、省辖市调剂为辅、省级适度统筹

为补充的耕地统筹机制，以确保耕地数量不减少。

在“十二五”期间，河南省共整治土地近３０６９．５３千
公顷，新增耕地１２０．７３千公顷。据２０１９年河南省
统计年鉴显示，截至２０１８年底，河南省耕地总面积
达８１６２．３７千公顷，与２００９年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
结果相比，实现耕地净增加３０．０５千公顷。近五年
河南省耕地面积具体变化情况如下图１所示。

图１　河南省耕地面积年度变化情况（千公顷）

永久基本农田作为耕地组成部分，是指为确保

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

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确定不

得占用的具有较高或潜在生产能力的农用地。２０１７
年底随着河南省第三批县级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数据

库上报自然资源部，全省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全

部完成，基本农田保护率由划定前的８３．７５％提高

到８４．０４％。２０１８年河南省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
耕地保护的实施意见》，提出到２０２０年，全省耕地
保有量不少于８０２７．３５千公顷，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面积不少于６８０７．４０千公顷，确保建成４２４８．１２千
公顷、力争建成４９４９．１４千公顷高标准农田。
２．粮食种植
粮食作物是农作物种植中的主导作物，目前河

南省主要种植的粮食作物有水稻、小麦、玉米等，主

要分为夏收与秋收粮食。２０２０年河南省人民政府
《关于坚持三链同构加快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意见》中指出，要深入贯彻李克强总理关于加快

建设粮食产业强国的批示要求，抓住我省粮食这个

核心竞争力，加快延伸粮食产业链，优化服务着力提

升价值链，积极打造供应链，完善原粮供应、仓储物

流、市场供应、食品安全保障四大体系，加快推进粮

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发挥粮食龙头企业和产业园区

示范带动作用。

在粮食播种面积方面，近年来河南省粮食种植

总面积呈现稳中有增的变化态势，如图２所示。截
至２０１８年底，河南省粮食种植面积１０９０６．８０千公
顷，比上年减少９．０５千公顷。但河南省为提高粮食
综合生产能力、保障粮食安全，从２０１５年开始实施
高标准粮田建设计划，并出台了相关保护条例，如

《河南省高标准粮田保护条例》，以规范河南省高标

准粮田的规划、建设、管理和保护。

图２　河南省粮食播种面积年度变化情况（千公顷）

在粮食产量方面，２０２０年河南省认真贯彻落实
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对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目标，强化举措、狠抓落实，集中力量完成打赢脱贫

攻坚战，持续抓好农业稳产保供和农民增收，推进农

业高质量发展。河南省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粮食总产量
变化情况如图３所示，截至２０１８年底，全省全年粮
食总产量６６４８．９１万吨，比上年增加１２４．６６万吨，
是历史第一高产年。其中夏粮产量３６１３．７万吨，同
比减少１０２．２８万吨，是历史第二高位；秋粮总产量
为３０３５．２１万吨，比上年增加２２６．５４万吨。此外，
其他农作物如棉花、油料作物、蔬菜及食用菌，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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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牛羊禽肉、禽蛋等总产量也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

增长。

图３　河南省粮食产量年度变化情况（万吨）

３．生产条件
粮食产量不仅会受到粮食播种面积、作物品种

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机械化水平、化肥施用量等多

种外部条件的影响。因此，在作物生长期进行科学

管理，通过改进外部生产条件，能更好地促进农业生

产方式转变、加快农业现代化。

农业机械化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当前河南省

农业机械化正处于速度加快、质量优先发展阶段，机

械化水平和机械总动力都呈现逐步上升趋势。一方

面，机械化程度逐步提高。据河南省统计年鉴数据

显示，截至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全省主要农作物耕种收
综合机械化水平达８２．６％，达到历史新高，其中小
麦生产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机收水平均稳定在

９８％以上，玉米机播率达９２％。另一方面，农机装
备更加优良。２０１９年初河南省农业机械总动力达
１．０２０４亿千瓦，同比增加１６６万千瓦，大中型拖拉
机保有量和总动力分别达３４．７１５万台、大中型拖拉
机配套农具６３．１８万部，较上一年度增速减缓。为
进一步改善农机装备结构，提升农机化综合水平，河

南省自２０１０年开始推行实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
２０１８年底河南省共安排农机购置补贴资金超１８亿
元，重点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倾

斜。

河南省主要的农业生产模式是化学农业，这种

模式会依赖于化肥和农药等人工合成化学品，对此

河南省相继出台《河南省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化肥使用量
零增长行动方案》《河南省清洁土壤行动计划》等文

件对农药、化肥的使用进行管控，旨在到２０２０年，实
现全省主要农作物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利用率

提高到４０％；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覆盖率达到
９０％以上；有机肥养分还田率达到６０％。２０１８年河
南省化肥使用量增幅降至６．２％以下，增幅明显降
低，农药使用量下降，如表１所示，２０１４年以来河南

全省化肥农药使用量呈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零增

长行动效果显著。

表１　河南省农药施用实物量年度变化情况

年份（年） 农药施用实物量（万吨）

２０１２ １２．８３

２０１３ １３．０１

２０１４ １２．９９

２０１５ １２．９７

２０１６ １２．７１

２０１７ １２．０７

２０１８ １１．３６

　　三、河南省智慧农业建设的现状分析
１．大田农业智慧化
农业生产承载着农业资产与农业流通两大领域

的发展［３］。大田农业作为河南省的农业支柱，将大

田农业生产与互联网技术相结合使粮食种植的运行

更具有效率和活力。

在作物种植信息化建设方面，河南省主要利用

３Ｓ技术（遥感技术（ＲＳ）、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和全
球定位系统（ＧＰＳ））对作物种植面积、作物长势、作
物产量、病虫害监测等方面进行监控。对于作物种

植面积监测，河南省主要应用多源遥感影像数据的

方法，在全球定位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的辅助下，提

高作物面积的估算精度。对于作物长势监测，河南

省“主要农作物生长动态监测与定量评价技术研

究”项目通过验收，并在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较大

突破。如作物生长参数与作物地表环境参数遥感反

演优化技术、遥感作物生长模型和复杂下垫面作物

面积提取的混合像元分解技术等，最终为河南省构

建了基于多遥感反演参数的主要作物长势综合监测

指标与定量评价技术体系。对于作物产量监测，目

前河南省主要采用具有多波段和较高分辨率并且覆

盖范围大、免费的ＭＯＤＩＳ数据展开作物大面积产量
估测作业。对于病虫害监测，河南省启动全省１０００
多个病虫害监测网点以及数字化监测预警平台，借

助卫星遥感技术利用光谱反射率、不同类型的植被

指数等方法对病虫害进行研判。

在农业用水灌溉应用方面，河南省大力推广应

用以低压管灌、喷灌、微灌为代表的高效节水灌溉技

术，节水增粮，节水增效，生态环保效益显著，为粮食

生产核心区建设打下坚实基础。近年来河南省农田

水利基本建设得到大发展，通过分析河南省统计年

鉴可知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全省农业有效灌溉面积不断
增加，节水灌溉面积也在不断攀升，具体发展状况如

表２所示。按照河南省的规划，到２０２０年，农业灌
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将提高到０．６１６，高效节水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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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占有效灌溉面积的比重达３０％以上。
表２　河南省农业灌溉面积年度状况分析表

年份（年） 有效灌溉面积（１０６ｈｍ２） 节水灌溉面积（１０６ｈｍ２）
２０００ ４．７３ ０．９５
２００５ ４．８６ １．３１
２０１０ ５．０８ １．５４
２０１５ ５．２４ １．６
２０１６ ５．３６ １．８
２０１７ ５．３８ １．８９
２０１８ ５．４０ ２．０

　　２．温室农业智慧化
日光温室作为反季节作物种植的重要基础设

施，能够突破农作物对于地域、光照、水源等生长条

件的限制，缓解季节性作物市场供应紧张的局面。

目前河南省利用现代农业技术推进温室农业的整体

情况较好，内黄县、滑县等地积极开展高效农业日光

温室建设，成果显著，已建设的高标准日光温室已逾

２００多座。通过采用大棚温控技术，利用温度、湿
度、气敏、光照等多种传感器对作物生长过程进行全

程数据化管控，保证作物生长过程绿色环保、有机生

产，促进了高效农业的发展。

课题组以焦作市新源鑫高效农业日光温室基地

为主开展实际调研，该基地占地５６亩，完全采用荷
兰进口设备。对于温度把控，该温室内部安装有温

度传感器，可以收集到各区域微小的温度变化，根据

作物需要可以自动控制双层湿帘风机、高压喷雾、降

温、升温系统，并启动通风系统，为温室智能创造适

宜气候环境；对于施肥灌溉，该温室采用自动化滴灌

施肥，引进原装进口的滴灌系统，自动对作物进行营

养液补充。此外，该温室还采用无土栽培技术、自动

化阳光控制系统、自动化补给 ＣＯ２系统等，从而实
现了电脑遥感控制温室农作物生产的全过程。

３．信息服务系统智慧化
信息服务系统智慧化是利用物联网、云计算等

先进信息技术对涵盖农业市场、农业科技、农业金融

等方面的信息数据进行采集、加工与传播的过程，能

够帮助农民准确高效的定位市场、及时把握农产品

市场价格，进而直接影响农作物的种植结构［３］。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目前已开设河南省农产品价

格信息监测系统、河南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监测系统、小麦价格周报系统、高产创建信息平台四

大模块，同时设置网上批发市场，及时更新各类农产

品最新价格，为农户种植、销售提供相关资讯。此

外，为有序推进“互联网 ＋农业”，河南省开展信息
进村入户工程，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０月，河南省已建成运
营益农信息社 ４０２８５个，覆盖全省 ８５．８％的行政

村，构建省信息进村入户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并努力

推动全省益农信息社运营，初步在全省乡村建起了

一条“信息高速公路”。预计到２０２０年底，河南将
形成比较完善的信息进村入户服务网络和运行机

制，实现服务延伸到村、信息精准到户。

四、河南省智慧农业建设存在的问题分析

１．建设研发资金匮乏
智慧农业需要充分依托大数据收集传输系统、

终端远程控制系统等多种现代化技术装备［３］，而该

类技术装备大多价格高昂，需要政府及社会资金的

投入帮扶，单靠企业或个人无法完全承担。目前，资

金已成为制约河南省农业智慧化生产规模扩大的一

大瓶颈。

据河南省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在固定资产投资

中，第一产业投资金额连续多年远低于二、三产业，

基础建设资金相对较为缺乏。以焦作新源鑫公司为

例，该公司从产品种类到育种、施肥、生产等设备都

是依靠荷兰进口，成本较高，由于租借土地承包经营

权，无土地所有权，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故而前期

资金投入均需依靠负债，从母公司进行贷款，资产负

债率高达９０％以上。此外，国家虽出台相关政策支
持农业技术创新，省里补助部分资金，但要求该项目

所在县必须配套同等资金，由于县政府资金不足，使

得此项目缺乏外部资金投入。

２．农业复合型人才不足
智慧农业是物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在

农业领域的全新应用，属于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不

仅需要掌握农业生产技能和操作现代化机械设备的

高素质农民，更需要掌握电子信息化的农业技术人

员［３］。但就目前而言，河南省仍存在农民劳动力素

质有待提高、复合型人才缺乏等问题。

一方面，由于城乡劳动力转移，青壮年劳动力离

开农村，大多数农业从业人员整体文化水平较低，传

统观念根深蒂固，农业生产决策往往依赖传统经验，

接受和使用现代信息化技术能力较弱。另一方面，

我国现有农业技术的院校教育主要集中在种植业和

畜牧业等传统产业，缺乏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电子

信息化的复合型人才，河南省农业技术人才存在较

大缺口，尤其是高职称、高层次的农业人才。因此，

高素质农民和高层次专业技术人员的匮乏限制了智

慧农业的发展。

３．信息化应用水平有待提高
现代信息化技术是农业发展智慧化的技术前

提，信息化的应用和发展水平也影响着智慧农业发

展的水平［４］。但就目前河南省信息化建设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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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来看，仍存在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规模化农业生产力度不足限制了现代化信

息技术的应用。智慧农业的发展方向将是在大规模

集约化生产的基础上实现网络统一监测和购销等。

而河南省人多地少，当前小规模的细碎化经营模式

占比较大，大多数农垦区的农业经营仍以单农户家

庭为单位，不能形成集中管理、科学种植、按需生产，

如焦作市国营博爱农场仍以集体土地承包给农户的

方式进行独立生产。二是信息化基础建设阻碍了现

代化信息技术的应用。农业智慧化发展需要依赖一

定信息技术手段，如物联网、大数据等。２０１８年河
南省信息社会指数不足０．３９７２，且显著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仍处于信息社会转型期，全国排位第２８名，
较上一年度退后两个名次，信息化建设程度较为落

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智慧农业相关技术的应用

和推广。

五、河南省智慧农业建设的结论与建议

１．研究结论
智慧农业就是将物联网、大数据、云平台等信息

技术运用到传统农业中去，通过互联网平台或移动

终端实现对农业生产过程的控制，使传统农业更具

有“智慧”。开展智慧农业建设能够提升农业生产

效率、改善农业生产环境、整合农业生产资源、转变

传统农业生产者身份，从而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

课题组通过对河南省农垦区、农产品加工企业、现代

智慧农业企业进行实地调研和访谈，对河南省农业

建设概况、农业智慧化应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

整理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１）河南省农业发展工作成果显著，在耕地面
积、粮食产量以及生产条件等方面均处于全国前列。

首先，河南省耕地面积稳步增长。通过推进坚守耕

地数量质量、永久农田规划等工作，提高了农用耕地

的生产能力以及耕地总体面积。其次，河南省农作

物产量逐年增加。目前河南全省各级粮食部门主动

适应改革新形势、积极应对发展新任务，其中高标准

粮田面积及产能增速较快、粮食生产能力持续保持

稳定。最后，河南省农业种植条件逐渐改善。当前

河南省农业机械化正处于速度加快、质量优先发展

阶段，机械化水平和机械总动力都呈现逐步上升趋

势。同时，河南省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效果显著，肥

料和农药的利用率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幅。

（２）河南省智慧农业建设取得一定成效，但也
存在不足。一方面，河南省积极推进大田农业、温室

农业以及信息服务系统智慧化建设。对于大田农

业，河南省主要利用３Ｓ技术对农作物种植面积、长

势、产量、病虫害监测等方面进行监控，同时大力推

广应用以低压管灌、喷灌、微灌为代表的高效节水灌

溉技术，实现节水增粮、节水增效。对于温室农业，

河南省主要采用大棚温控技术，利用温度、湿度、气

敏、光照等多种传感器对农作物生长进行全程电脑

管控，实现绿色环保生长。对于信息服务系统，河南

省农业农村厅主要开设网络信息发布系统、网上批

发市场、信息进村入户工程等，及时为农户种植、销

售提供相关资讯，实现服务延伸到村、信息精准到

户。另一方面，河南省智慧农业建设仍面临一些制

约因素，如智慧农业所需专业技术装备大多价格高

昂，亟须政府及社会资金投入；由于城乡劳动力转

移、高校教育集中于传统模式，使得农业复合型人才

供不应求；规模化农业生产力度不足，以及信息化基

础建设有限等阻碍了现代化信息技术的应用等。

２．政策建议
随着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的大幅崛起，人

工智能、大数据、深度学习等新兴概念已逐步渗透到

生活的方方面面。农业作为三农问题的根本，在与

新兴技术的融合中出现了不太和谐的因素，为推动

智慧农业建设顺利开展，应妥善解决这些不和谐的

因素，因而本文就现存问题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１）统一规划整合建设资金，加大研发资金投
入。一方面，智慧农业具有一次性投入大、受益面广

和公益性强等特点，需要政府的支持和引导。各地

方政府应统筹规划，立足于智慧农业发展现状，加强

对推进智慧农业的宏观指导，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积

极鼓励探索适宜本土发展的智慧农业建设模式。另

一方面，智慧农业发展需要依托的关键技术（如智

能传感、作物生长模型、溯源标准体、云计算、大数据

等）还存在可靠性差、成本居高不下、适应性不强等

难题，需要加强研发技术与投入资金，攻关克难。政

府应尽快制定一套完善的财政补贴体系，鼓励商业

银行及金融机构提供支持智慧农业发展的融资贷款

服务，号召具有实力的企业家及农村集体加入智慧

农业建设的体系中，多渠道地募集资金以支持智慧

农业的研发投入。

（２）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提高农民综合素
质。智慧农业的发展有赖于大数据、互联网高新技

术的创新与支持，农业技术的创新和器械设备的操

作应用都有赖于人才的支持，复合型人才对智慧农

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首先，要加

强智慧农业人才高校培养计划，加强高校、农业企业

及科研机构三者之间的协作关系，形成产学研一体

化的培养方式。其次，要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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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提高科研人才待遇能够“留住人”，同时大力引

进人才落户为本地智慧农业的发展作出贡献。最

后，结合河南省农业从业人员综合素质偏低的现状，

鼓励农民学习农业信息知识，主动融入现代农业潮

流，培养农民的互联网思维、经营理念，有序有效地

对其教育及培训高新技术设备的操作，使农民能够

适应智慧农业发展的步伐逐渐成长为新型职业农

民。

（３）加强信息化建设与应用，推动智慧农业发
展。一是搭建智慧农业发展的综合信息服务平台，

发挥顶层设计的宏观指导作用，为农业生产者、经营

者提供生产情况、市场供求关系及物流等多方面的

最新信息，统筹省内的农业发展。如２０１８年，河南
省自然资源厅基于云架构遥感监测“一张图”建设

成果，搭建了“智慧耕地”一体化监测监管平台，完

成了基于云架构的河南省国土资源遥感监测“一张

图”工程整体建设，形成了“一池、一库、两体系、三

应用、四平台”，构建了集业务全面管理、审批高效

便捷、数据深度挖掘、资源综合监管、智能辅助决策、

社会便民服务于一体的信息化平台。二是利用新兴

技术，如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深入开发农业生产数

据的潜在价值，并将其成果转化为商业模式，提升智

慧农业的利润空间。如在农产品的销售阶段，可以

利用大数据技术搜集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并将其数

据化，进而通过云计算技术分析消费者的消费习惯

与特征，为其推荐适合的产品，由此来提升农产品的

销量，推动智慧农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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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严相济的专利实用性审查标准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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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明江（１９６５—），男，河南南阳人，博士，河南牧业经济学院文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知识产权法学。

摘　要：与美国专利法和欧洲专利公约以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和实体专利法条约草案
中的专利实用性审查标准相比，我国专利法上的实用性审查标准显得较高。相比较而言，我国的专

利实用性审查标准存在两个突出的问题：要求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能够产生积极效果”以及完全无

视实用性与充分公开之间的内在联系。构建一个宽严相济的专利实用性审查标准势在必行，可行的

措施包括：取消“能够产生积极效果”的要求；澄清实用性与充分公开之间的适用关系；引入发明或

者实用新型用途披露一般规定；坚持高度盖然性的实用性证明标准。

关键词：宽严相济；专利实用性；审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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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３．４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０）０６－００５３－１０

　　在人类历史上，专利制度备受质疑，甚至在个别
国家曾一度遭到废弃，发展到当今时代也没有完全

摆脱社会公众的质疑。然而，专利制度依然存在于

人类社会中，其持续存在的强大根基就在于专利制

度对于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作出的巨大贡献，就在

于社会公众在发出质疑的同时也从实用性中发现了

专利制度存在的合理性。［１］在专利法上，实用性是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获得授权应当具备的不可或缺的

条件之一，其发挥的作用并不比其他条件小，古今中

外概莫能外。然而，与其重要性不相匹配的是，实用

性较少受到研究人员的关注，我国实用性审查标准

如何改进，以及实用性与充分公开之间的适用关系

如何处理，更是少人问津。笔者注意到了这一研究

现状，也注意到，在中外专利法以及区域性或者国际

性专利文件中，概括专利“实用性”的用语有所不

同，这些用语的含义也有所差异。

本文立足于这些“不同”和“差异”，剖析我国实

用性审查标准存在的问题，提出构建一个宽严相济

的实用性审查标准的设想，该标准既能与国际协议

要求保持一致，也能适合我国的现实需要，既不宽

松，也不严苛，以宽严相济为目标。

一、我国实用性审查标准的现状

在我国专利法上，实用性是指，申请专利的发明

或者实用新型，一方面要具备“能够制造或者使用”

的特性，另一方面还要具备“能够产生积极效果”的

特性。我国专利法虽经多次修改，但对于实用性含

义的规定从没有改变过。实用性不仅可以在专利权

的授予中起决定性作用，而且也可以在专利权的无

效中同样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不具备实用性，专利申请会被驳回，授权专利也会被

宣告无效。准确把握实用性这一要件的含义，具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释义》一书对２０００年
第二次修改后的专利法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解释。根

据该书对实用性的解释，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是否具

有实用性，取决于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是否能够在

产业上制造出来（仅就产品专利而言），或者在产业

上投入使用（仅就方法专利而言），以及该发明或者

实用新型是否能够在产业上产生与“现有技术”相

比的积极效果。［２］尤为惹人注意的是，该解释引入

“现有技术”，将其作为“积极效果”有没有产生的参

照对象。后文对此还有批评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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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解释也是我国学术界对实用性的惯常两要

素（重复再现和积极效果）解释，见诸各类文献。以

教科书为例，王迁教授在其所著的《知识产权法教

程》中指出：“一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是否具有实用

性，应当看其能否在产业上制造或者使用并解决技

术问题，以及能否达到积极和有益的效果。”［３］

可以看到，在我国的专利法上，实用性的内涵体

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重复再现，另一个是积极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对实用性的惯常解释均突出了“产业”

的要求，尽管可以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解释“产业”的内

涵，对实用性的解释也仅产生少许的限定作用，但这

个“产业”的限定用语在我国的专利法中从来没有存

在过。这一点在下文的评价部分还会提及。

国家知识产权局依据我国专利法及专利法实施

细则的规定，制定了一部具有部门规章属性的专利

审查指南，并根据实际需要及时进行修改完善。该

指南细化了专利法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的各项规定，

是各类专利申请的审查依据和标准，毫无疑问具有

权威性及规范性。《专利审查指南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修
订）》（以下简称专利审查指南）规定有实用性审查

适用的指引。［４］从中可以发现，专利审查指南对实

用性的规定与专利法上的规定和上述解释均是一致

的，都强调了“能够在产业上制造或者使用”和“能

够产生积极效果”两项实质内容，同时列举了不具

备实用性的６种情形。
在叙述了有关实用性的规定及解释之后，本文

在此还要提及我国专利法针对充分公开的规定。我

国专利法第２６条规定，说明书应当对发明或者实用
新型作出“清楚、完整的说明”，以所属技术领域的

技术人员能够实现为准。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

是否能够实现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就成为判断说明

书是否满足充分公开要求的基本依据。这就是说，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应当满足充分公开的要求，若这

一要求得不到满足，专利申请会被驳回，授权专利也

会被宣告无效。在此提出充分公开的问题，是因为

本文认为充分公开与实用性存在有内在联系，需要

一并进行分析。

我国专利法在不同的条款中分别规定了发明或

者实用新型应当具备的实用性要件和应当满足的充

分公开要求，但没有处理好实用性与充分公开之间

的关系，致使专利申请同时涉及实用性和充分公开

问题时审查员不能正确适用这些条款。我国专利审

查指南指出：“因不能制造或者使用而不具备实用

性是由技术方案本身固有的缺陷引起的，与说明书

公开的程度无关。”换言之，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不具

备实用性若系技术方案本身固有的缺陷造成的，就

以不具备实用性为由驳回专利申请，根本不需考虑

说明书公开是否充分的问题。本文质疑的是，实用

性与充分公开真的没有牵连吗？

二、美国和欧洲的实用性审查标准

美国专利商标局和欧洲专利局位于获得普遍认

可的五大专利局之列，这两个专利局适用的实用性

审查标准对我国来说具有较高的借鉴价值，因此成

为本文的分析对象。本文主要参照美国专利商标局

适用的专利法（３５Ｕ．Ｓ．ＣｏｄｅＴｉｔｌｅ３５－ＰＡＴＥＮＴＳ，
简称美国专利法）和欧洲专利局适用的欧洲专利公

约（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ｔｅｎｔ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简称 ＥＰＣ公约），以
及这两个专利局各自发布的专利审查指南。

（一）美国的实用性审查标准

美国法上的实用性（ｕｔｉｌｉｔｙ）规定植根于三个渊
源：其一，美国宪法第１条第８款第８项的规定，将一
定期限的专有权利授给有用技术（ｕｓｅｆｕｌａｒｔｓ）的发明
人；其二，美国专利法第１０１条的规定，将专利授给有
用的（ｕｓｅｆｕｌ）发明；其三，以普通法形式发展而成的实
用性标准，系美国最高法院（ＵＳ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和美
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ＵＳＣｏｕｒｔｏｆＡｐｐｅａｌｓｆｏｒｔｈ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Ｃｉｒｃｕｉｔ）在判决中确立的实用性标准。

一般认为，美国专利法上的实用性要求体现在

美国专利法第１０１条的规定：“凡是发明或者发现
任何新颖且有用的（ｕｓｅｆｕｌ）方法、机器、制造物、物
质组合或者上述任何新颖且有用的（ｕｓｅｆｕｌ）改进
者，……均可以获得专利。”其中，“有用的”一语就

成为美国实用性要件的法律依据。学说和判例一般

将ｕｓｅｆｕｌ视为实用性（ｕｔｉｌｉｔｙ）的渊源，意在强调发明
的有用性（ｕｓｅｆｕｌｎｅｓｓ）。

在美国专利商标局的专利审查实践中及在美国

最高法院和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审判实践中，

实用性先后延伸出以下含义：（１）可操作的实用性
（ｏｐｅｒａｂｌｅｕｔｉｌｉｔｙ），即发明是否能够实施；（２）有益的
实用性（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ｕｔｉｌｉｔｙ），即发明是否能够提供可
识别的益处；（３）特定／实在的实用性（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ｓｕｂ
ｓｔａｎｔｉａｌｕｔｉｌｉｔｙ），即发明是否具有特定和实在的用
途。［５］有益的实用性在早期的判例中还包括“道德

的实用性”的含义，但在后来的判例中“道德的实用

性”的适用遭到了否定，美国专利商标局的专利审

查程序手册（ＭａｎｕａｌｏｆＰａｔｅｎｔ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简称ＭＰＥＰ）也不赞成发明因格调低下、具有欺骗性
或者有悖公共政策而不具有实用性的判定。特定和

实在的实用性释义的出现是为了应对化学及生物领

域一些未知用途的发明专利申请，要求发明具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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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的（ｃｒｅｄｉｂｌｅ）特定且实在的用途，若欠缺这种用
途，就以不具备实用性为由驳回专利申请。特定实

用性是指一项发明的用途必须是非常具体的，而不

能是抽象的；实在实用性是指一项发明的用途必须

是现实性的，而不能是潜在性的。［６］

在充分公开方面，美国专利法第１１２条规定，说
明书应当使用完整、清晰、简洁、准确的术语，对发明、

制造、使用该发明的方式和方法进行书面描述，以使

所属领域或者最接近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制造和使

用该发明，还应当披露发明人深思熟虑的实施该发明

的最佳方案。根据美国专利法第２８２条在２０１１年修
改前的规定，未充分公开发明或者未披露最佳实施方

案，均可导致专利权利要求被撤销、无效或者不可执

行；但第２８２条经过２０１１年修改之后，情况就不同
了，未充分公开发明可导致专利权利要求被撤销、无

效或者不可执行，未披露最佳实施方案则不会产生如

此后果。第２８２条的修改对第１１２条要求的最佳实
施方案的披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得最佳方案的披

露徒具形式意义，“不再具有实质性意义”。［７］

ＭＰＥＰ澄清了美国专利法第１０１条（实用性）与
第１１２条（充分公开）之间的适用关系。一项发明
欠缺第１０１条所要求的实用性，同时也会造成该发
明欠缺第１１２条所要求的充分公开。在发明不具备
实用性的情况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不可能将发

明付诸实施，进而也不可能在说明书中教导技术人

员如何使用该发明。根据 ＭＰＥＰ提供的指引，对于
这类发明专利申请，基于第１０１条规定以不具备实
用性为由驳回专利申请，同时基于第１１２条规定以
未充分公开为由驳回专利申请。实际上很清楚，专

利申请因缺乏实用性而被驳回，无论是依据第１０１
条规定，还是依据第１１２条规定，都建立在同一个基
础上，即申请人声称的实用性不能令人信服。为了

避免混淆起见，凡是依据第１０１条规定以不具备实
用性为由作出的驳回决定，都伴随有依据第１１２条
规定以未充分公开为由作出的驳回决定。

在实用性要件得以满足的情况下，如何判定说

明书的充分公开情况？ＭＰＥＰ明确回答了这个问
题。申请人披露了发明的一项特定用途，并提供了

令人信服的证据支持了这种特定用途，毫无疑问满

足了第１０１条的实用性要求，但并不意味着第１１２
条的充分公开要求也得到了满足。以一项某种化合

物治疗某种疾病的发明为例，专利申请人提供了令

人信服的证据证实了该化合物的治疗作用。若所属

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必须进行过量（ｕｎｄｕｅａｍｏｕｎｔ）
的实验，获得足够的实验数据，才能实现该化合物声

称的治疗作用，那么，可以说，该发明申请欠缺第

１１２条要求的充分公开，但不能说该发明欠缺第１０１
条要求的实用性。在专利审查中，为了避免混淆起

见，凡是基于“欠缺实用性”之外的原因依据第１１２
条规定提出的驳回决定应当单独作出，以与基于

“欠缺实用性”依据第１０１条规定和第１１２条规定
提出的驳回决定相区分。

（二）欧洲的实用性审查标准

欧洲专利公约，顾名思义，是一个关于欧洲专利

局据以授予欧洲专利的公约，也是一个区域性的专

利公约。欧盟成员国全都是ＥＰＣ公约成员国，因此
受ＥＰＣ公约拘束。分析 ＥＰＣ公约针对实用性的规
定，也就相当于分析各个欧盟成员国的专利法中有

关实用性的规定。本文只援引 ＥＰＣ公约及相应审
查指南的有关规定，不触及欧盟成员国的专利法。

ＥＰＣ公约在第５２条第１款中规定，在任何技术
领域内，凡是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并适于产业应用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ｌｅ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的发明，均应当
授予欧洲专利；并在第５７条中规定，如果发明能够
在任何类别的产业中制造或者使用，包括能够在农

业中制造或者使用，即可认为发明适于产业应用。

关于发明的充分公开，ＥＰＣ公约作出了明确规
定。ＥＰＣ公约第８３条规定，欧洲专利申请应当以足
够清晰且完整的方式公开发明，以使本领域的技术人

员能够实施该发明。与美国专利法不同的是，ＥＰＣ公
约没有对实施发明的最佳方案的披露提出什么要求。

欧洲专利审查指南（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澄清了ＥＰＣ公约第５７条（产业应用性）和第８３条
（充分公开）之间的适用关系。对于违背公认的物

理定律（ｗｅｌｌ－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ｌａｗｓ）的发明（如
永动机），区分不同情况，提出反对意见，或是单独

以不具备产业应用性为由提出反对意见，或是单独

以不满足充分公开要求为由提出反对意见，或是同

时以不具备产业应用性且不满足充分公开要求为由

提出反对意见。

根据欧洲专利审查指南Ｇ部分第三章就“产业
应用性”审查提供的指引，对于明显违背公认的物

理定律的产品发明或者方法发明（如永动机），这类

发明将被排除在适于产业应用的发明之外。若权利

要求保护的对象仅仅是该发明的功能或者目的，就

援引ＥＰＣ公约第５７条规定，以不具备产业应用性
为由提出反对意见；若权利要求保护的对象仅仅是

该发明物件的特定构造，就援引 ＥＰＣ公约第８３条
规定，以不满足充分公开要求为由提出反对意见。

欧洲专利审查指南在“充分公开”审查指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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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也提到了上述永动机式的发明，这类发明存在固

有缺陷，没有实施可能性，原因就在于违背了公认的

物理定律。根据欧洲专利审查指南 Ｆ部分第三章
就“未充分公开”审查提供的指引，如果永动机发明

权利要求的保护对象指向了永动机的功能，而不是

仅仅指向了永动机的结构，那么，不仅援引 ＥＰＣ公
约第５７条规定以不具备产业应用性为由提出反对
意见，而且援引 ＥＰＣ公约第８３条规定以不满足充
分公开要求为由提出反对意见。

（三）美国和欧洲的实用性审查标准对比分析

欧洲的“产业应用性”标准，也就是“在产业中

制造或者使用”标准，实质上是要求发明申请描述

的技术方案能够在产业中实现，强调发明的重复再

现性。美国的“实用性”或称“有用性”标准要求发

明具有使用价值，能够解决技术问题，强调发明的价

值性。尽管这两个标准具有各自的侧重点，但经过

解释性适用之后，两者的含义有趋同的倾向，均要求

授予专利权的发明不仅要具有再现性，而且也要具

有价值性。那么，这两个标准，孰优孰劣？本文认

为，只能视技术领域而定。在传统的技术领域（如

机械、电子），“产业应用性”标准较优一些，意在强

调发明的可制造或者可使用，而在新兴的技术领域

（如生物、化学），“实用性”标准较优一些，意在强调

发明的可利用价值。

对于违反物理定律的发明专利申请，欧洲专利

审查指南区分专利权利要求保护的对象，保护对象

不同，就以不同的理由提出反对意见，产业应用性条

款及充分公开条款或是单独援引为反对理由，或是

同时援引为反对理由。ＭＰＥＰ则不做这种区分，一
律以不具备实用性且不满足充分公开要求为由驳回

专利申请。这表明，对于实用性与充分公开之间的

内在关系，欧洲专利局与美国专利商标局存在着不

同的认识。本文认为，ＭＰＥＰ对实用性与充分公开
之间的关系的处理，较具合理性，值得我国借鉴。

三、ＴＲＩＰＳ协议和ＳＰＬＴ条约草案中的实用性审
查标准

ＴＲＩＰＳ协议（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ｏｎＴｒａｄ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Ａｓ
ｐｅｃｔｓｏｆ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ｓ，与贸易有关的知
识产权协议）和 ＳＰＬＴ条约草案是（Ｄｒａｆｔ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
ＰａｔｅｎｔＬａｗＴｒｅａｔｙ，实体专利法条约草案）与专利有
关的比较重要的国际协议和国际条约，其中的实用

性规定在统一协调各国的实用性审查标准方面具有

重要的作用。ＴＲＩＰＳ协议是一个已生效的国际协
议。ＳＰＬＴ条约草案在磋商阶段即遭搁置，但在磋商
过程中呈现的各方观点，一方面表明在国际层面上

统一实用性条件的重重困难，另一方面提示各方为

达成实用性条件的统一而应努力的方向，其中孕育

着实用性审查标准的国际发展趋势。

（一）ＴＲＩＰＳ协议中的实用性审查标准
ＴＲＩＰＳ协议首次在国际层面上统一规定了授予

专利权的实质条件。ＴＲＩＰＳ协议第２７条规定，在所
有技术领域内，任何发明，不论是产品发明，还是方

法发明，只要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并可付诸产业应用

（ｃａｐａｂｌｅ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均应当授予专利；
在为第２７条提供的注释中，ＴＲＩＰＳ协议指出：“可付
诸产业应用的”可以被成员国视为“有用的（ｕｓｅ
ｆｕｌ）”的同义语。ＴＲＩＰＳ协议的这一注释清楚地表
明，“可付诸产业应用的”与“有用的”在本质上还是

有所区别的，只是在 ＴＲＩＰＳ协议中被作为同义语看
待而已。“可付诸产业应用的”与“有用的”之间的

关系类似于我国著作权法上“著作权”与“版权”之

间的关系，尽管“著作权”和“版权”实质上具有不同

的内涵，但在我国的著作权法上“著作权”和“版权”

就能成为同义语。

ＴＲＩＰＳ协议也有对发明充分公开的规定。
ＴＲＩＰＳ协议第２９条规定，成员国应当要求专利申请
人采用足够清晰且完整的方式披露其发明，以使本

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施该发明，并可以要求专利

申请人披露发明人在专利申请日或者优先权日知晓

的实施发明的最佳模式。从语言表述上看，ＴＲＩＰＳ
协议对发明充分公开的要求与美国专利法第１１２条
的要求是一样的。

（二）ＳＰＬＴ条约草案中的实用性审查标准
虽然 ＳＰＬＴ条约草案远不如 ＴＲＩＰＳ协议知名，

但却是在国际专利一体化进程中取得的阶段性重要

成果，体现了国际专利法从协调各国专利法到统一

各国专利法转变的动向。本文参考的 ＳＰＬＴ条约草
案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专利法常设委员会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Ｐａｔｅｎｔｓ，简称
ＳＣＰ）于２００１年５月１４—１９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
的第５次会议上讨论的 ＳＰＬＴ条约草案（ＤｒａｆｔＳｕｂ
ｓｔａｎｔｉｖｅＰａｔｅｎｔＬａｗＴｒｅａｔｙ，ＳＣＰ／５／２），同时参考的还
有ＳＰＬＴ条约草案实施细则和实践指南草案（Ｄｒａｆ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Ｄｒａｆｔ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ＰａｔｅｎｔＬａｗＴｒｅａｔｙ，ＳＣＰ／５／３）。

ＳＰＬＴ条约草案在三个条款（第１６—１８条）中分
别对发明应具备的实用性、新颖性和创造性做出了

明确规定。依据第１６条的备选条款 Ａ，一项发明，
就其性质而言，如果可以“在任何类别的产业上制

造或者使用”“拥有一项特定的、实在的和可信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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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就应当被视为适于产业应用的（有用的）①；第

１６条的备选条款 Ｂ则是“删除产业应用性／实用性
要求”，也就是说，对实用性不做任何规定。与

ＴＲＩＰＳ协议采用脚注的方式不同，ＳＰＬＴ条约草案直
接将“适于产业应用的”和“有用的”两个术语并列

置于第１６条备选条款 Ａ之中，第１６条就是以“产
业应用性／实用性”（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Ｕｔｉｌｉｔｙ）
作为条目标题的，将“产业应用性”和“实用性”等同

看待的意图非常明显。

ＳＰＬＴ条约草案第１１条系对发明充分公开的规
定，它的备选条款 Ａ规定，申请人应当采用足够清
晰且完整的方式披露其发明，以使本领域的技术人

员能够实施该发明。比较而言，该草案第１１条备选
条款Ａ的文字表述与 ＴＲＩＰＳ协议第２９条没有什么
不一样。然而，第１１条备选条款 Ａ对实施发明的
最佳方案的公开没有提出要求，这是与 ＴＲＩＰＳ协议
第２９条不一样的地方。ＳＰＬＴ条约草案第１１条的
备选条款Ｂ采用不同的措辞对发明的充分披露提
出要求：对申请专利的发明的披露应当是充分的，申

请专利时提交的说明书、权利要求书和附图足以使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不需进行过量试验即可将该发明

付诸制造和使用。ＳＰＬＴ条约草案第１１条备选条款
Ｂ也没有对实施发明的最佳方案的公开提出要求。

（三）ＴＲＩＰＳ协议和 ＳＰＬＴ条约草案中的实用性
审查标准对比分析

产业应用性强调发明能够在产业上制造或者使

用，在意的是发明的再现性，而实用性强调发明能够

具备实际的用途，在意的是发明的价值性。在传统的

技术领域（如机械、电子），能够在产业上制造或者使

用的发明一般都具有不证自明的用途，而在新兴的技

术领域（如化学、生物），发明的再现性常常是不证自

明的，但发明的用途却不那么清晰可见，有待实验数

据证明。正如前文已述，“产业应用性”和“实用性”

在内涵上本不相同，但被人们视为同义语了。

尽管 ＴＲＩＰＳ协议和 ＳＰＬＴ条约草案均将“产业
应用性”和“实用性”视为同义语，但两个用语背后

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双方（主要是美欧各自代表

的双方）固执己见，不肯妥协，因此要把这两个用语

的内涵真正统一起来并非易事。ＴＲＩＰＳ协议没有在
国际层面上实现实用性要件的真正统一。在 ＳＰＬＴ
条约草案讨论中，缔约磋商各方未能就调和产业应

用性和实用性两个术语内涵的统一条款达成一致意

见，直到２００５年５月第１１次专利法常设委员会会
议上，仍没有就产业应用性和实用性的协调统一达

成共识，致使ＳＰＬＴ条约草案的协商工作自２００６年

起暂停至今。

若ＳＰＬＴ条约能够达成，存在一种可能性，那就
是需要调和欧洲的产业应用性标准与美国的实用性

标准，方法就是，在 ＳＰＬＴ条约中将产业应用性（实
用性）规定为发明能够在任何类别的产业上制造或

者使用的特性，在 ＳＰＬＴ条约实施细则或者实践指
南中将产业应用性（实用性）解释为发明具有特定

的、实在的和可信的用途。可以预料的是，按照这样

一个解释思路走下去，ＳＰＬＴ条约在形式上采纳了欧
洲的产业应用性标准，但在各国的专利审查实践中，

审查员实际适用的是美国的实用性标准。不过，这

是不是可以反映出产业应用性标准渐渐向实用性标

准靠拢的发展态势呢？

对于实用性与充分公开之间的关系，不管是

ＴＲＩＰＳ协议，还是 ＳＰＬＴ条约草案，均没有提及，
ＳＰＬＴ条约草案实施细则和实践指南草案也没有提
及。因此，对于违背自然规律的发明专利申请，以什

么样的理由做出驳回决定，悉数交由各国自行规定，

ＴＲＩＰＳ协议和ＳＰＬＴ条约草案不持任何立场。本文
认为，原因可能在于，ＴＲＩＰＳ协议不是各国专利局授
予专利权的直接法律依据，即便 ＳＰＬＴ条约将来能
够达成，也不可能成为各国专利局授予专利权的直

接法律依据，实用性与充分公开之间的关系可以交

由各国自行处理。

四、对我国实用性审查标准的评价

我国专利法上的实用性的含义与欧洲的产业应

用性较为接近一点，与美国的实用性相对来说较远

一些。从整体上看，与美国和欧洲，以及 ＴＲＩＰＳ协
议和 ＳＰＬＴ条约草案的实用性审查标准相比，我国
的实用性审查标准存在三大明显的不同。

（一）要求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能够产生积极效

果”

不管是“产业应用性”标准，还是“实用性”标

准，根本就没有发明“能够产生积极效果”的规定，

只要求发明在产业上能够实现（“产业应用性”标

准）或者在产业上有用（“实用性”标准）。以比较的

眼光观察，会惊奇地发现，仅有我国的专利法针对发

明或者实用新型提出了“能够制造或者使用”并且

“能够产生积极效果”的双重要求。很明显，我国的

实用性审查标准高于“产业应用性”标准和“实用

性”标准，换言之，我国的实用性门槛高于美国和欧

洲，也高于 ＴＲＩＰＳ协议和 ＳＰＬＴ条约草案设定的标
准。这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本文认为，对“积极效果”的要求系对实用性内

涵的误读。实用性审查的重点是，判断发明或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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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新型是否能够在产业上制造或者使用（“产业应

用性”标准）或者在产业上解决实际问题（“实用性”

标准）。至于解决问题的效果怎么样，是积极的，还

是消极的，也就是说，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产业上能

够产生什么样的技术效果，是积极的技术效果，还是

消极的技术效果，则不属于实用性审查的范围。强

行植入“能够产生积极效果”的内容，系对实用性的

错误理解造成的，为实用性赋予了不应有的内涵。

（二）在“制造或者使用”前面没有使用“产业”

限定语

ＥＰＣ公约、ＴＲＩＰＳ协议和ＳＰＬＴ条约草案在规定
实用性时，均使用了“产业”这一限定语，意在强调，

不管是在制造过程中，还是在使用过程中，发明的制

造或者使用均能够在产业上重复再现，既不是一次

性制造，也不是一次性使用。其中的“产业”从来都

是从最宽泛的意义上去解释的。ＳＰＬＴ条约草案明
确指出，按照《巴黎公约》第１条第３款解释工业产
权的方式，从最广泛的意义上去解释“产业”。依据

《巴黎公约》第１条第３款对工业产权的解释，最广
泛意义上的“产业”不仅仅是指严格意义上的工业

和商业，而且也是指农业和采掘业及所有的制造产

品或者自然产品，例如葡萄酒、谷物、烟叶、水果、牛、

矿物质、矿泉水、啤酒、花卉和面粉。

本文注意到，与 ＥＰＣ公约、ＴＲＩＰＳ协议和 ＳＰＬＴ
条约草案迥然不同的是，我国专利法在界定实用性

时，没有使用“产业”一词，仅强调发明或者实用新

型能够“制造或者使用”。那么，在“制造或者使用”

前面没有“产业”限定语，是不是我国专利法上实用

性的“产业”特性就没有了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对于我国专利法上的实用性，学术界和实务部门均

是在“产业”的层次上解释“制造或者使用”的，也是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解释“产业”。比如，我国专利审

查指南将实用性解释为“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能

够在产业上制造或者使用”，并认为“产业……包括

工业、农业、林业、水产业、畜牧业、交通运输业，以及

文化体育、生活用品和医疗器械等行业。”

基于上述分析，对“产业”的最广泛解释在国际

国内都是一致的，没有“产业”限定语并没有对我国

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实用性审查产生什么实质性

的影响，甚至连形式上的影响都没有。然而，不得不

指出的是，我国的实用性标准实质上是倾向于欧洲

的产业应用性标准的，着重评价的是发明或者实用

新型的“能够制造或者使用”特性。生物、化学领域

发明的出现凸显了将实用性内涵局限于“能够制造

或者使用”特性的缺陷，消除该缺陷需要学习美国

专利法上的实用性标准，在我国的实用性审查标准

中引入“实际用途”特性的评价，用以替代“积极效

果”特性的评价。本文主张，重新诠释我国专利法

上的实用性概念，将其解释为“实用性，是指该发明

或者实用新型能够制造或者使用，并且具有实际用

途”。前半部分着重考察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产业

上的再现性，后半部分将我国现行专利法上的“能

够产生积极效果”文字表述替换下来，着重考察发

明或者实用新型在产业上的有用性，即发明或者实

用新型具有可信的特定且实在的用途。此一主张与

后文“引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用途披露一般规定”

的建议是遥相呼应的。

（三）忽略了充分公开与实用性之间的内在联系

美国专利审查程序手册和欧洲专利审查指南均

明示了各自的专利法及专利公约中发明实用性条款

与说明书充分公开条款之间的适用关系。对于我国

专利法第２２条第４款（实用性）和第２６条第３款
（充分公开）之间的适用关系，我国的专利审查指南

仅仅指出：“因不能制造或者使用而不具备实用性

是由技术方案本身固有的缺陷引起的，与说明书公

开的程度无关。”很显然，我国专利审查指南置说明

书公开的程度于不顾，根本不考虑发明或者实用新

型不具备实用性必然导致说明书公开不充分的情

况，完全忽略了第２２条第４款和第２６条第３款之
间的内在联系。在专利审查实践中，审查员常常感

到迷茫，遇到技术方案存在固有缺陷的专利申请时，

难以准确适用实用性条款和充分公开条款，更难以

把握实用性条款和充分公开条款之间的关系。［８］

比较充分公开条款中的“能够实现”和实用性

条款中的“能够制造或者使用”，可以发现，两者的

落脚点存在共同之处，那就是，都着眼于发明或者实

用新型的实施，只是两者的出发点存在不同而已，充

分公开从信息披露出发，实用性从技术方案再现出

发。然而，我国专利审查指南完全无视实用性与充

分公开之间存在的联系，将两者武断地割裂开来。

当申请专利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因技术方案存在固

有缺陷而不具备实用性时，一律将不具备实用性作

为驳回专利申请的理由，根本不考虑同时还存在着

未充分公开的问题。

五、我国实用性审查标准的重构

本文提出构建一个宽严相济的实用性审查标准

的设想，这样一个标准既不能失之于过宽，也不能失

之于过严，要能够适应我国的国情及现实需要，有利

于推动科技创新。为达此目的，需要对我国现行的

实用性审查标准进行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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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取消“能够产生积极效果”的要求

“能够产生积极效果”本来就不应当是实用性

要件应该包含的内容。本文主张，不再对发明或者

实用新型提出“能够产生积极效果”的要求，将“能

够产生积极效果”的文字表述替换为“具有实际用

途”，让实用性要件恢复其应有的面貌，评价发明或

者实用新型的可再现性，也评价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的有用性。凭借实用性审查应当达到的目标是，奖

励发明人为社会公众作出的贡献，将专利权真正授

给在产业上能够制造或者使用同时在产业上具有实

际用途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杜绝将专利权授给虽

然在产业上能够制造或者使用但在产业上缺乏实际

用途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美国专利法上的“实用性”（ｕｔｉｌｉｔｙ）源于“有用
的”（ｕｓｅｆｕｌ）一语，要求发明具有某种或者某些可信
的特定且实在的用途，并没有积极效果的要求。欧

洲的“产业应用性”（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要求发
明能够在产业上予以制造或者投入使用，也没有积

极效果的要求。相比较而言，仅有我国的实用性要

件关注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积极效果。

“积极效果”是相对于“消极效果”而言的，这提

示我们，实用性应当像专利新颖性和创造性一样，是

一个有参照对象可供做比较分析的对比性概念。在

我国专利法上，专利新颖性和创造性均有一个参照

对象可供进行对比分析，这个参照对象就是“现有

技术”。然而，我国专利法并没有为实用性设立一

个参照对象，没有参照对象的话，“积极效果”的判

断就无从说起。

我国专利法从来没有为实用性设立过什么参照

对象，只有１９９３年版本的专利审查指南曾经将“现
有技术”确定为实用性的参照对象：“积极效果，是

指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产生的经济、技术和社会

的效果……同现有技术相比，这些效果应当是积极

的和有益的。”不过，在 ２００１年版本的专利审查指
南中，再也见不到“同现有技术相比”这样的文字表

述了。原因在于，我国专利行政机关对于实用性要

件的认识发生了明显的改变，真正认识到实用性本

来就不是一个对比性概念。

实用性不评价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积极效

果”，那么，哪个指标可用来评价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的“积极效果”？答案无他，这个指标就是同属专利

“三性”之一的创造性。创造性定义中的“显著的进

步”（发明）和“进步”（实用新型）分别有对于发明

所产生的技术效果和实用新型所产生的技术效果的

评价。以发明为例，我国专利审查指南指出：“发明

有显著的进步，是指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能够产生

有益的技术效果”；“在评价发明是否具有显著的进

步时，主要应当考虑发明是否具有有益的技术效

果”。由此看来，创造性本来就有评价发明或者实

用新型技术效果的内容，完全没有必要再在实用性

中进行重复评价。

将“能够产生积极效果”的要求从实用性要件

中剔除出去以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效果的

评价，就从实用性要件转移到了创造性要件那里去

了。实用性要件和创造性要件各司其职，不仅能够

避免法律规定的相互重叠，而且也能够体现立法资

源节约的原则。

（二）澄清充分公开与实用性之间的适用关系

我国的专利审查指南割裂了充分公开与实用性

之间的联系，没有就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适用关系

做出恰当的规定。然而，本文认为，充分公开与实用

性之间存在着难以割裂的内在联系。

一方面，专利说明书公开充分与否，对包括实用

性在内的专利“三性”的判断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仅就实用性而言，如果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根

据说明书记载的内容，不能将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付

诸实施，必须进行过量的实验才能实现，那就表明说

明书公开不充分，在这种情况下，审查员就会认为申

请专利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没有制造或者使用的可

能性，做出不具备实用性的判断就成为一种必然，这

显然是专利说明书公开不充分造成的。说明书公开

不充分，继而怀疑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实用性，是有

“足够的理由”的［９］，因为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

凭借未充分公开的说明书，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

道如何将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付诸实施。对于这类专

利申请，应当以不具备实用性且未满足充分公开要

求为由做出驳回决定。

另一方面，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因其技术方案存

在固有缺陷而当然不具备实用性，必然导致专利说

明书公开不充分。不管是发明，还是实用新型，只要

技术方案存在固有缺陷，就没有制造或者使用的可

能性，也就是说，不具备实用性。在这种情况下，任

凭专利申请人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作出怎样的说

明，也不可能使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将该发明

或者实用新型予以实现，这意味着说明书没有，实际

上也不可能满足“清楚、完整”的要求。因此，因技

术方案固有的缺陷引起的实用性的缺失总是与充分

公开的缺位相伴而生的。

我国专利法上的实用性条款与充分公开条款之

间的关系长期令人困惑。正确处理实用性条款与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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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公开条款之间的适用关系，实质上是要明确，当发

明或者实用新型因技术方案存在固有缺陷而欠缺实

用性时，以什么样的理由做出驳回专利申请的决定：

是不具备实用性？还是公开不充分？抑或两者并

用？本文认为，学习美国的做法，摒弃欧洲的做法，

我国的选择应当是“两者并用”，同时以不具备实用

性和公开不充分两个理由做出驳回专利申请的决

定，因为在这类专利申请中不具备实用性和公开不

充分是同时存在的。

建议在我国专利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二章“２．
１．３能够实现”（涉及公开不充分的情形）一节中，增
加一项内容：“（６）说明书给出的技术方案明显违背
自然规律，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按照说明书记

载的内容不能够实现。以第（６）项理由驳回专利申
请时，也以不具备实用性为由驳回专利申请。”同

时，建议在我国专利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五章“３．２
审查基准”（涉及不具备实用性的情形）一节中，将

“因不能制造或者使用而不具备实用性是由技术方

案本身固有的缺陷引起的，与说明书公开的程度无

关”替换为“申请专利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违背自

然规律时，应当以不具备实用性为由驳回专利申请，

也以未充分公开为由驳回专利申请”。

需要说明的是，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经过实用性

审查，获得了具备实用性的认定结果，是不是意味着

充分公开的要求也得到了满足？答案是不一定。所

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必须进行过量的试验，才能

将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付诸实施，这样的专利申请难

以满足充分公开的要求，但不能说实用性的要求没

有得到满足。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单独以说明书公

开不充分为由驳回专利申请，以与实用性和充分公

开均不具备的专利申请有所区别。

有必要在此提及的是，ＴＲＩＰＳ协议及美国专利
法在发明充分公开条款中，要求发明人披露在专利

申请日或者优先权日所知的实施发明的最佳方案。

那么，我国专利法要不要在第２６条第４款充分公开
要求中增加类似规定呢？从积极的一面来看，要求

发明人披露实施发明的最佳方案，一来可以预防发

明人将最佳的实施方案隐藏起来，二来方便同行业

的竞争对手将创新建立在最佳方案的基础上。尽管

如此，本文还是不主张增加要求发明人披露实施发

明的最佳方案的规定。不主张增加的第一个原因

是，最佳方案系一个主观上的判断，披露的方案只要

是发明人主观认为已属最佳即符合披露要求，但是

否属最佳方案难以判断。不主张增加的第二个原因

是，实施发明的最佳方案是动态变化着的，在申请日

或者优先权日披露的最佳方案不会一直最佳下去，

或许一过申请日或者优先权日就不再是最佳方案

了。美国专利法对最佳方案披露的规定，由极具实

质意义转向仅具形式意义，富有启发意义。不主张

增加的第三个原因是，ＴＲＩＰＳ协议第２９条规定，成
员国“可以”（ｍａｙ）而不是“应当”（ｓｈａｌｌ）要求专利
申请人指明最佳实施方案。成员国有权自主决定是

否在其国内法中做出要求专利申请人披露最佳实施

方案的规定，要求或者不要求专利申请人披露最佳

实施方案都符合ＴＲＩＰＳ协议的要求。
本文注意到，依据我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的规定，

在专利说明书应当包括的内容中，“发明或者实用

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赫然在列，该实施方式应当

是申请人认为的“实现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优选方

式”，必要时，举例说明。另外，我国专利审查指南

仔细解释了“实现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优选的具体

实施方式”及“实施例”，并专门规定化学领域发明

专利申请的实施例要求。本文认为，包括“实施例”

在内的“具体实施方式”尽管有“优选”的要求，但没

有“最佳”的限定，因而不会出现像“最佳方案”那样

难以判断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尽管“具体实施方

式”是专利说明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充分公开与

否的判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其作用并没有被提

升至不应有的可导致专利权被撤销、无效或者不可

执行的程度。在我国专利法上，没有提供“具体实

施方式”，或者提供的具体实施方式不是优选的实

施方式，仅会影响说明书公开是否充分，以及实用性

是否具备的判断，但不会产生专利权被撤销、无效或

者不可执行的后果。因此，本文主张，有关“具体实

施方式”的规定可继续保留下去。

（三）引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用途披露一般规定

我国专利法上的实用性强调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能够制造或者使用，这只回应了社会公众对于发明或

者实用新型可实施性的关切。但是，社会公众对于发

明或者实用新型有何用途的关切，现行的实用性规定

没有给予回应。本文认为，引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用

途披露机制，以此回应社会公众的后一个关切。

以往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集中在机械、电子等领

域，其实际用途可以较为直观地呈现出来，即使专利

申请人不在专利说明书中披露，社会公众特别是所属

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也能够从专利申请文件中识别

出来。然而，随着生物、化学等领域新兴技术的问世，

这些新兴领域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生物、化学领

域，主要是发明，罕有实用新型）在申请专利的时候，

如果申请人不披露实际用途，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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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就难以从专利申请文件中明了这些发明或者实用

新型究竟有何用途，更别说社会公众了。因此，在我

国专利法上，要求专利申请人在专利说明书中披露发

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实际用途是非常必要的。

专利申请人应当在说明书中披露发明或者实用

新型的实际用途，专利法可不限制披露的实际用途的

数量，但可要求至少披露一种实际用途。在专利审查

实践中，审查员要审查申请人披露的实际用途是否符

合实用性判断要求，即该实际用途是不是可信的特定

且实在的用途。②若审查结果是肯定的，就作出发明

或者实用新型具备实用性的认定，若审查结果是否定

的，就不应作出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具备实用性的认

定。当申请人披露了多种实际用途时，只要一种用途

或者部分用途满足了实用性要求即可。

欧洲专利审查指南规定，根据说明书记载的

内容或者基于发明的特性，发明适于产业应用的

方式（用途）不易被发现，即不是显而易见的，就应

当在说明书中清楚地披露出来。在大多数情况下

（如机械、电子领域的发明），发明适于产业应用的

方式具有自显性，无须再在说明书中描述；仅在少

数情况下（如生物、化学领域的发明），发明适于产

业应用的方式不具有显而易见性，如某些涉及基

因序列的生物技术发明，就必须作出清晰的披露。

这说明，不是发明的所有用途都应当在说明书中

披露，要求披露的仅限于不具有自显性的用途。

我国专利法或者专利审查指南也应如此规定：发

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实际用途不具有自显性的，专

利申请人应当在说明书中明确披露。

基于前面的分析，即使专利申请人没有在说明

书中披露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任何实际用途，审查

员也不能径直判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不具备实用

性，因为没有披露并不意味着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真

的没有实际用途。在这种情况下，审查员依然应当

审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是否具有所属技术领域的技

术人员能够识别的实际用途，并做出发明或者实用

新型有无实用性的判断。同样，即使专利申请人在

说明书中披露了多种实际用途且这些实际用途全都

不符合实用性要求，审查员也应审查在已披露的实

际用途之外是否存在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

识别的实际用途。只有在披露的实际用途之外，没

有发现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识别的实际用

途，审查员才可以推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不具备实

用性。当然，不披露用途或者用途披露不当引起的

法律后果应当由专利申请人承担，这其中的法律后

果就是，审查员没有发现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

能够识别的实际用途，可以据此做出发明或者实用

新型不具有实用性的判定。

关于发明用途的披露，我国专利审查指南针对

涉及化学产品和遗传工程产品的发明明确提出了披

露的要求，这两类发明的用途应当在说明书中予以

披露。“关于化学领域发明专利申请审查的若干规

定”指出，要求保护的发明为化学产品本身的，说明

书中应当记载化学产品的用途……至少记载一种用

途。另外，根据“有关生物技术领域发明专利申请

的审查指引”，对于涉及基因……的发明，应在说明

书中描述其用途……

与欧洲专利审查指南相比，我国专利审查指南

关于发明用途披露的规定仅限于化学和生物技术领

域的发明，应当将此规定适用于全部技术领域。同

时，应当考虑到这样一种情况，即大多数的发明或者

实用新型的实际用途具有自显性，所属技术领域的

技术人员能够识别出来，只有不具有自显性的用途，

难以被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识别，才有披露的

必要。因此，建议在我国专利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

二章“２．１说明书应当满足的要求”一节中，在“充分
公开”条款之后，紧接着增加一款内容，作为发明或

者实用新型用途披露的“一般规定”。该“一般规

定”的具体表述建议为：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实际

用途，对于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是难以识

别的，应当在说明书中予以描述。“一般规定”增加

之后，专利审查指南关于化学和生物技术领域发明

用途披露的规定就有了正当性基础，同时也体现了

法律规定的一体适用特性。

我国专利法实施细则也有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用

途披露的相关规定。专利法实施细则第２３条（涉及
说明书摘要应当写明的内容）规定，“说明书摘要应当

……写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主要用途”，但专

利法实施细则第１７条（涉及说明书应当包括的内容）
却没有把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主要用途”列为说明

书应当包括的内容。将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主要用

途”写在说明书摘要中，而不是写在说明书中，有本末

倒置之嫌。按理说，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主要用途应

当在说明书中披露，且根据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内容

及特性，应当要求披露非自显性的用途。因此，建议

在专利法实施细则第１７条中增加一项内容：“（六）
主要用途：写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主要用途，但具

有自显性的用途除外。”

（四）坚持高度盖然性的实用性证明标准

在实用性审查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是，

对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实用性存在与否的证明，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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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采取什么样的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

准，还是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或称盖然性占优

势的证明标准）？

若要采取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对专利申

请人来说，最有效的举证方法是，将专利产品制造出

来，或者将专利方法投入实际使用，让社会公众能够

感受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实际用途，以此方式证明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实用性方能达到排除一切合理

怀疑的程度。若真要求申请人这样证明其发明或者

实用新型的实用性，那么，这与专利制度发展初期威

尼斯政府和美国政府要求发明人提供发明“模型”

或者“样品”有什么两样？专利制度发展到现在，提

供发明“模型”或者“样品”的要求早已成为历史。

中外专利法上的实用性仅要求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具

有可付诸制造或者使用的可能性，而不要求实际制

造出来或者实际投入使用。何况，排除合理怀疑的

证明标准一般适用于刑事案件，而在发明或者实用

新型实用性审查中则没有适用的余地。

若要采取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就要均衡考

虑专利申请人作为一方当事人提出的发明或者实用

新型具有实用性的证据与另一方当事人提出的发明

或者实用新型不具有实用性的证据。在双方当事人

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时，需要判断一方

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证据的证明力，

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此，基于高度

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均衡考虑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

据，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具有实用性的可能性高于

不具有实用性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具备实用性的证

据的证明力大于不具有实用性的证据的证明力，就

应认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具有实用性，否则，就应做

出不具有实用性的认定。

我国专利审查指南确立了专利权无效宣告程序

中证据运用的若干规则，但没有指明应当采用何种证

明标准。专利审查指南第四部分第八章规定，对于同

一个事实，双方当事人提出了相反的证据，但都不足

以否定对方的证据，“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结合案件

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

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

认”。这清楚表明，专利审查指南对于高度盖然性的

证明标准是予以认可的，这一标准不但能够适用于专

利复审及无效宣告程序中，也应当能够适用于其他类

型的专利案件中，如专利侵权纠纷案件。

基于上述分析，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应当成

为我国实用性审查中有关证据审核认定的证明标

准，并应当予以坚持。

六、结语

为了重构我国实用性审查标准而建议的上述四

项措施，就其所能产生的效应而言，有的产生松绑的

效应，有的产生紧缩的效应，有的产生复原的效应。

毫无疑问，取消“能够产生积极效果”的要求，将发明

或者实用新型的“积极效果”交由“创造性”去评价，

必定能对实用性审查标准产生松绑的作用。澄清实

用性与充分公开之间的适用关系，以合适的理由驳回

技术方案存在固有缺陷的专利申请，可令实用性审查

标准回归其原有的本位。引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用

途披露一般规定，拒绝用途不明的专利申请，在一定

程度上收紧了实用性审查标准，尤其是抬升了生物、

化学领域发明的实用性门槛。坚持高度盖然性的实

用性证明标准，实际上就是将实用性审查标准建立在

审查员“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

断”的基础上，并在实用性审查标准上打上了审查员

自由心证的烙印，相较于采取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

准，使实用性审查标准呈现出一定的灵活性。

本文认为，综合运用上述四项措施，可以构建出

一个既不过于宽松又不过于严苛并具有一定灵活性

的实用性审查标准，这样的标准即属于本文主张的

宽严相济类型，可以因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

促进创新驱动和科技强国战略的实施。

注释：

①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ｌｙ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ｕｓｅｆｕｌ）。
②特定用途是相对而言的，要“特定”到什么程度才能满足
特定用途的要求，取决于说明书中披露的用途能否在产业

上或者生活中直接应用，而无须进一步的实验。例如，将

一种化学物质的用途描述为可以用来治疗感冒，是不符合

特定用途要求的，因为感冒有很多种，若描述为可以用来

治疗病毒性感冒，则符合特定用途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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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立法权向下延伸为地方治理提供了更多的立法层面的机制手段，对地方立法权的行使
既要鼓励推进，又要审慎把控。地方立法活动的依法有序开展需要立法监督工作保障。面对立法主

体的扩容，地方立法监督制度也需调整配合，建议从监督主体、监督程序、监督方式等方面探索，制定

更加合理细致的规范，确保监督实效，提高立法质量，以良法护航地方治理现代化。

关键词：地方立法；监督机制；地方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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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坚持

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仅需要加快形

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还必须建立严密的法治监

督体系。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的形成需要依靠完善

的立法体制机制，而立法监督工作是立法体制的重

要组成部分。当前，在《宪法》《立法法》的安排下，

我国已基本形成了权责清晰、层级分明、有序可循的

立法体制，但是对于立法监督工作还有待加强和规

范。在地方立法权扩容后，地方立法活动逐渐活跃，

对新晋的相对缺乏立法经验的地方立法主体实施的

立法活动，应当更加重视立法监督工作的开展，通过

完善地方立法监督机制，使监督工作进一步系统化、

规范化，从而确保地方立法的质量与效率。

一、监督机制是开展地方立法工作的重要制度

保障

（一）立法监督的目的

立法监督最核心的目的是为了确保立法权合法

行使及法律制度内部的协调统一，保障宪法法律的

权威。同时，对地方立法活动实施监督是实现地方

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重要保障。人民通

过行使立法权来达到分配权力、保护权利、实现权益

等目标，立法权是实现民主政治的重要手段。我国

实施的是代议制民主，立法权归属于各级权力机关，

地方相较于中央更加接近基层群众，因此对地方立

法进行监督，使其在《宪法》《立法法》安排的秩序下

依法开展，发挥地方优势充分听取民意，从而实现民

主立法目标。对立法权的运行、立法过程实施全方

位监督，确保立法活动中的论证、听证、审议及审查

备案等工作环节依法有序开展，有利于实现科学立

法的目标，进而提高立法实效。

（二）地方立法监督的必要性

长期以来我国的立法权高度集中，随着改革开

放的不断推进，为适应发展需求立法权也在一步一

步审慎地逐步向下延伸，地方立法者也在不断地摸

爬滚打中探索着开展地方立法活动。从《立法法》

为设区的市划定“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

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的立法范围可以窥见中央

对地方立法的担忧。然而，赋予地方立法权的主要

目的就是使地方能够通过立法来解决本地区发展过

程中难以突破的实际问题，既赋予了设区的市地方

立法权，又束缚其手脚，长此以往恐难实现其最初目

的。相比之下，通过监督的形式规范地方立法权，使

其依法科学行使，更宜为长久之计。与此同时，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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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新手”们普遍缺乏立法活动组织经验，立法技

术较薄弱，专业人力资源相对匮乏，大多数地方人大

代表及人民群众尚未形成立法活动参与意识，在此

条件下若盲目开荒进取，难免会埋下隐患。然而地

方立法活动的开展又势在必行，因此必须有一套适

当的、操作性较强的立法监督制度辅以实施。

二、地方立法监督现状及问题分析

（一）立法监督主体方面

１．有权监督主体与社会监督主体发展不均衡
根据我国的立法制度，立法监督机关的设置以

权力机关即人大及其常委会为核心，行政机关也行

使某些立法监督职能。在地方立法监督主体层面，

省人大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其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和批

准的不适当的地方性法规；省人大常委会可以通过

批准或备案的方式对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人

民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进行监督；省人民政府可

以通过备案的方式对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

进行监督；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可以对同级人民政

府制定的规章通过备案实施监督。除此之外，其他

有关单位、社会团体、群众可以通过参与听证的方

式，对立法或修改案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方式对地方

立法工作进行监督。由于立法听证环节并非立法必

经环节，社会各界对立法案提出建议和意见的可能

性及质量依赖于其主观意愿、参与监督的经济能力

及其具备的相关领域经验、知识背景等，因此这类来

源于社会的立法监督主体在客观上存在较大不稳定

性，在立法监督工作中能够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

但是，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代表可以忽视地方立法的

社会监督主体，因为他们是立法事项的利益相关者，

立法内容直接影响着地方群众的切身利益，民主立

法的要求正是为了巩固所立之法的合法性基础。

２．有权监督主体之间监督工作任务交叉繁复
从实践情况看来，目前地方立法监督主体依然

以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为主，包括省人大、省人大常

委会、省人民政府、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等。这些监

督主体分处不同层级、不同系统，且存在监督工作上

的交叉重复。比如，对于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制定的

政府规章，在地方上就需要在同级人大常委会、省人

大常委会、省人民政府三个机关进行备案，以备审

查。多元复杂监督主体，在制度设计上本是打算起

到多重把关的作用，然而“一个和尚挑水喝，三个和

尚没水喝”，相同的审查工作三个机关都要做，难免

会产生相互依赖心理，加之各监督机关负责备案审

查的人力资源紧缺，又没有审查不到位的责任追究

机制，审查质量难以保证，恐难实现制度设计的初

衷。同时，在立法监督工作中实际承担监督工作的

部门较为散乱。以河南省为例，在河南省人大常委

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虽然设有专门的备案审查处，但

由于立法权扩容后立法监督工作激增，各个工作委

员会都要承担与其领域相关的法案审查与立法计划

落实的监督工作；在河南省人民政府，负责审查地方

性法规和政府规章工作的有行政法规处、经济法规

处、省政府法制办三个部门。另外，由于批准前的审

查工作是立法程序的一个环节，也需要被监督，但是

在地方负责这项工作的大多是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该委员会在闭会期间受省人大常委会领导，然而后

者本身就是立法监督主体之一，因此对于这一环节

的立法工作事实上是缺乏有效监督主体的。

（二）立法监督程序方面

１．立法监督工作制度有待优化
２０１５年《立法法》修改之后，省级立法机关承接

中央立法精神，担负着指导并监督本地区设区的市

开展立法活动的职责，各省纷纷研究、出台本地区的

地方立法条例。这些地方立法条例虽然对有关批

准、备案、审查程序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具体化，但

基本上还是属于《立法法》《监督法》的地方化而已。

由于尚未大量积累地方立法监督经验，因此地方立

法监督工作制度安排并不细致，也造成了部门间工

作衔接障碍。比如《河南省地方立法条例》第六十

四条规定，“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报请批

准的地方性法规，应当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同宪

法、法律、行政法规和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

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不抵触的，应当在四个月内予

以批准”。这条规定是参照《立法法》第七十二条第

二款而来的，然而，在河南省人大常务委员会对报请

批准的地方性法规进行审核的程序中共设置了四个

步骤，即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需要历经省人大常

委会法工委、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会议、常委会

会议四步把关，那么上述规定的“四个月”时间从哪

一步骤开始起算，以及以上几个审查步骤之间的时

间如何分配？每一重把关之间的作用关系没有明

确，理论上讲，哪怕所有审查环节都放在四个月中的

最后一天来完成，在程序上也是不违法的，无法追究

哪个部门机构的责任，但若是如此显然监督工作的

质量就会大打折扣了。

２．立法监督制度缺乏反馈机制
虽然无论是《立法法》，还是各地方人大机关制

定的立法条例均引入了立法听证、征求意见的社会

监督方式，在实际立法过程中立法主体也大多会发

布一些立法草案、立法规划建议或意见征集的通知，

但鲜见征集意见结果的反馈。一方面是因为现实中

绝大多数接受社会监督的工作依然流于形式；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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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也是因为现有的立法监督规范中缺乏对反馈机

制程序上的具体规定，对于信息公开、反馈的监督制

度规定更是缺乏的，使得这些监督方式难以得到有

效落实。

３．审查程序与监督措施有待衔接
完善审查机制程序并不是最终目的，无论何种

监督方式，都只是整个立法监督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最重要的是如何把审查程序与最后的具有实质意义

的监督措施———“改变或撤销”行动有机对接起来，

使在立法监督工作中发现的问题最终得以解决，而

当前的监督程序缺少关于监督工作与对被审查的规

范性文件进行改变、撤销的制度衔接安排。

（三）立法监督方式方面

目前我国地方立法监督的方式主要分为两类：

一是有权机关监督方式，包括备案、批准、审查等；二

是社会监督方式，包括立法听证、建言献策、建议审

查等。根据我国目前的立法监督体制，立法监督工

作以有权机关监督方式为主，社会监督方式为辅。

立法监督工作本身也需要有程序保障，要依法监督，

否则监督就难以达到实效。目前无论是中央还是地

方，对于有权机关立法监督的工作已经作出较为明

确的安排，但对于社会监督工作的规定却较为模糊，

致使现实中诸多社会监督方式难以落于实处。况

且，有权机关的监督机制并非完备，有些制度性的缺

陷可能恰恰需要社会监督机制来弥补。比如，在省

人大闭会期间，省人大常委会既是开展立法工作的

主导者又是监督者，身份重合之下容易视角单一，淡

化监督者应持的态度，此时就需要适时引入社会监

督方式来补强监督效果。

三、完善地方立法监督机制的对策

（一）立法监督主体方面

１．明确各监督主体的监督职责
鉴于当前并存的有权监督主体较多，为避免资

源的浪费及实际工作中各主体相互依赖心理的产

生，建议明确划分不同层级、不同系统机关的具体监

督内容、目标。立法监督工作的核心目的是保障法

律制度内部的协调统一，即检验审查下位法是否与

上位法“相抵触”问题。由于我国法律制度体系较

为庞大，致使这项工作实际实施起来相当繁杂，因此

可以对该项工作在不同监督主体之间进行适当合理

拆分。比如，在对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内

容进行审查时，明确要求由省人大常委会、省人民政

府、该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三个审查主体分别负责

审查该规章是否与其自身所制定的现行有效的地方

性法规或规章存在抵触的情况。因为审查主体对自

己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是最熟悉的，可以根据这一

特点对审查工作进行分工，提高审查效率。在这种

监督分工模式下，对于各监督主体而言，审查内容相

对明确集中，而且充分结合了各监督主体的优势资

源，同时明确划分了各监督主体的任务与职责，便于

日后发现问题时对相关监督主体进行责任追究。

２．监督主体应体现民意代表性
根据上文梳理，立法监督机关内部具体负责监

督的职能部门纷繁复杂，一方面是由于地方立法权

的扩容激增了立法监督工作量，立法监督工作难以

单独由某一个部门承担，另一方面是考虑到被监督

的规范性文件中涉及的专业知识问题，交给领域相

关的部门去审核似乎显得更加合理，但事实上并非

监督机关内部的各个部门都适宜作为审查工作的承

担者，对于被审查文件涉及的专业知识应当在法规

起草阶段就予以严格把控。我国的立法监督制度之

所以安排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最主要的监督主体，

是因为这里是最能代表民意和表达民意的地方，立

法监督者是为人民而监督，因此具体承担这项工作

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民意代表性，这是立法监督主体

身上所应具备的核心的要素。根据目前的立法监督

制度，绝大部分的备案审查工作被分配给了人大常

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该部门是人大常委会的内部

工作部门，里面的工作人员一般不具有人大代表的

身份，他们只是人民的办事员，所具备的民意代表性

较弱。较为合理的安排是由人大法律委员会作为人

大内部立法监督工作的主要承担者，其余相关部门

可以作为辅助。

３．重视社会监督主体的作用
在立法监督主体方面还应重视社会监督主体，

逐渐加强群众、社会团体、媒体等对立法的监督作

用。同时，社会监督要从立法的立项阶段就开始，以

确保地方立法的实用性。毕竟之所以需要立法，是

因为有需要法律进行规范的事项，按需而立，绝非为

了赶潮流在立法问题上走形式主义，而“需”则往往

来源于民。立法事项、内容是否符合当地需求，要看

社会监督主体的评断意见。立法时充分汲取民意，

可以增强所立之法的实用性、实效性。比如在城市

管理、历史文化保护领域的立法，就会因不同地区经

济、文化、人口结构等因素的不同而体现出不同特

色，而地方立法机关如何避免生搬硬套的形式造法，

最直接的途径就是将民意吸收到立法内容之中。以

河南省为例，省内有三个极具特色的城市民族区，分

别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开封市顺河回族区、洛阳市

鏶河回族区，它们建立所依据的文件是２０世纪５０
年代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更改相当于区和相当于乡

的民族自治区补充指示》等文件。这些文件并未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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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民族区的性质与法律地位问题予以明确说明，

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不属于民族自治地方，无权制

定单行条例。正因如此，长期以来虽然这三个市辖

区有着少数民族群众聚集群居的特点，但是却缺乏

针对这部分少数民族群体生活、教育、文化、民族特

色建筑等方面的特别立法保护。如今在立法权下放

后，郑州等地市的立法机关可以充分利用已享有的

立法权，通过积极听取城市民族区内不同民族居民

所反映的问题和实际需求确立单独的立法项目，或

者在本地区的一般立法项目中充分考虑民族区的问

题并制定有针对性的条款，以立法的形式从生活环

境管理、民族文化、历史建筑等方面对这些生活在民

族区的少数民族群众的民族权益予以保护，促进本

地区内多民族群体和谐共处，使地方立法真正成为

有用之法。

（二）立法监督程序方面

１．具体监督程序有待细化
当下地方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不足，地方立法监

督制度设计较为笼统，且各监督主体在其内部工作

程序上通常有既定的流程规定可循，缺乏系统的监

督工作安排。这不仅导致各监督主体之间在工作衔

接方面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容易使不同地区对同类

立法监督工作产生理解上和做法上的偏差，更不利

于社会群体对立法监督工作的追踪与监督，因此建

议在地方立法监督工作积累了一定工作经验后，在

省级地区范围内根据实际情况对立法监督程序做统

一细化设计。

２．重点填补社会监督程序规定
虽然无论是《立法法》，还是各地方制定的立法

条例中均提及了立法听证、专家论证、立法评估、征

纳意见等接纳社会群体参与、监督的方式，但大多没

有做完备、具体的程序安排，有的甚至连负责组织、

统计的部门都没有列明。社会监督程序能对有权机

关的立法监督工作起到强有力的补充作用，也是民

主立法的必然要求，因此必须打破社会监督工作开

展无程序可循的状态。

３．重视立法监督工作本身的透明性
立法监督工作本身也需要依法开展，立法监督

主体是否能尽其责也需要被评定，否则立法监督工

作就有可能虚设。目前，无论是立法监督规范还是

在实际立法工作中都缺乏明确的立法工作反馈机

制，常常见到有关机关发布法案的征询意见稿，却不

见征询意见及被采纳与否的结果反馈公示，这样的

有去无回往往会打击公众对立法工作的参与度，更

会弱化人民群众的信任。因此，建议在程序上增加

定期公开立法工作进展的规定，并由专门的机构负

责，使有关机关和社会群体能够定期跟踪了解立法

动态，这样可以确保立法工作及立法监督工作的透

明度，让关心立法的群体不仅能够及时了解立法进

展，更能清楚地知悉立法工作出现问题后的走向。

（三）立法监督方式方面

１．着重发展完善社会监督方式
当前，我国立法监督工作的实施主体主要在权

力机关，社会监督方式是立法监督的薄弱环节，然而

事实上最关心法律制度的应该是社会大众，因为公

民、社会组织才是法律所设定权利义务的利益关系

者。地方立法要树立立法为民的意识，立法项目是

群众所需，立法内容符合民意，立法过程接受社会

监督。社会监督主要通过立法听证、征纳意见、立

法评估、建议审查等形式实现，而这些工作若想真

正落实并取得实效，除了在程序上做好设计安排，

更重要的还有两方面工作要做：一是要培养地方

人民群众的民主政治思想、法治思维、参与立法监

督的意识，通过普法宣传工作使人民群众了解立

法工作，明白这项工作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

益，是为自己争取权利的一种途径；二是要利用信

息化技术打造更加便民的立法监督平台，比如，通

过人大和政府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等交流平台征

集立法建议、公布立法动态、反馈信息，尽可能地

降低群众参与监督的时间与经济成本，如此才能

引起更广泛的群众关注立法、关心立法，逐渐营造

出地方立法文化氛围。

２．加强各监督方式间协调配合
当前我国立法监督方式以事后监督为主，对立

法活动事前、事中的监督缺乏制度化设计安排。事

后监督以合法性审查、合宪性审查制度为依托由权

力机关来主导展开，而事前、事中监督则应充分调动

社会力量来开展监督工作。多元的立法监督方式是

为了确保立法监督工作取得尽可能理想的效果，但

当下多种立法监督方式间缺乏制度关联，这可能导

致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同时还造成资源浪费。因

此，应加强各种立法监督方式间的协调配合。比如，

可以将立法听证、立法评估工作与审查批准程序进

行有机结合。具体而言，就是把立法听证、立法评估

的结果作为审查批准工作中的一项考量评判指标，

并将这种结合规范化，明确于立法监督工作制度之

中。通过加强有权机关监督与社会监督方式之间的

协调配合，使有权机关的监督能够引领带动社会监

督，社会监督的结果能够成为有权监督机关工作的

有力佐证。

四、结语

地方立法能为地方治理提供更加周到的法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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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是地方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立法水平

是衡量地方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标，地方立法工程的

推进不仅需要地方立法机关严格依法组织开展，也

需要地方群众积极参与、监督立法。完善地方立法

监督机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应当在地方

立法实践活动中不断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探索应对

措施，从而不断完善地方立法监督机制，提高地方立

法工作质量，为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

供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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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皆媒视域下高校器物文化的传播价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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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吕村（１９７１—），女，河南泌阳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党委宣传部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摘　要：高校是优秀文化的聚集区，也是文化传播策源地、风向标，以向社会传播先进文化、引领
社会文化建设、推动形成良好的社会文化风尚为目标。在高校的文化传播体系内部，十分重视文化

具象化，秉承“纳礼于器、器以载道”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形成了特色鲜明的高校器物文化。器物

文化作为校园文化体系中的物质形态文化，具有直观可视性强、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兼具、艺术价值

与教育价值并重的优点，成为高校校园文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载体。同时，器物的文化属性使

其也成为一种传播媒介，不仅可以在高校校内传播，同时还可以实现校际传播和社会传播。在传播

过程中可以起到凝聚人心、促进交流、引领社会文化事业发展、增强爱国主义情感等方面的作用。

关键词：器物文化；校园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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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文化是一个复杂的体系，由精神文化、器
物文化、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四个方面的亚文化

构成。其中器物文化以其直观可视、造型精美的

特点使其成为校园文化体系中最受欢迎、令人印

象最为深刻的文化形态。器物文化有广义和狭义

两种概念，狭义的器物文化主要指在高校教育教

学实践中满足教育教学活动所需要的各种物质层

面的设施，包括校园景观设置、教育教学设备、实

习实训场地、生活学习辅助设施等。广义的器物

文化除了包括狭义的器物文化外，还包含校园内

为实施教育教学活动而建造的建筑物。这些物质

形态的器物是学校开展教育教学活动所必须依赖

的、不可或缺的载体。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道

亦器、器亦道、道器合一”的精神使得这些器物蕴

含着特定的文化意义，彰显出学校的文化魅力。

传播性是文化的本质属性，也是推动文化融合、发

展的动力源。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万物皆媒介，这

些凝聚于器物的校园文化在校际、校内与社会传

播过程中可以很好地起到展形象、聚人心、引发展

的作用。

一、校际传播，展示学校文化形象

为了更好地开展教育教学与科研交流，提高学

生的专业技能、综合素养以及展示学校文化形象，学

校都建有规模不等的建筑或校园雕塑，购买或制作

大量的教育教学设备。这些建筑和设备蕴含着丰富

的人文精神，体现出学校的办学理念，“既器见道”，

在不同高校的文化交流中，器物文化承担着传播学

校文化形象、彰显文化品位的重任。

（一）展示学校的办学理念

“壹引其纲，万目皆张。”学校的办学理念是学

校办学之纲，是办学方向、教育目标的具体体现，是

教育教学活动的指导，也是大学的精神和灵魂。大

学办学理念和治校风格往往集中体现在高度凝练的

校训之中。如果说校训是一校之魂，那么校训石这

个器物就是这个灵魂的寄托与直接外显。校训石给

予校训以载体，校训赋予校训石以灵魂，二者相得益

彰，共同承载着学校的精神文化。如清华大学“自

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石，就承载着这所全国顶

尖学府刚柔并济的文化特质。“自强不息”传递出

清华人奋发图强、勇往直前、勇于创新的奋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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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厚德载物”传递出清华人具有像大地那样厚重

而广阔的胸怀，体现出其团结协作、严以律己、无私

奉献的精神。再比如南开大学、武汉大学的“允公

允能，日新月异”“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等校训石

都诠释了各自办学理念，成为学校文化的符号与表

征，最直观地传递出学校的办学理念。

（二）传递学校的人文精神

学校的人文精神是在学校长期的办学活动中形

成的，凝聚在学校的规章制度和各种建筑器物上，透

过这些器物可以传递出学校的人文精神。一些历史

悠久的大学大多善于通过器物文化来展示学校的人

文精神。如武汉大学内古朴典雅、中西合璧的宫殿

式建筑群，在满足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同时，也传递

出学校特有的贯通中西、互联互通的创新意识，彰显

学校既扎根传统、善于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又敢

于开拓创新、吸收国外先进文化理念的人文精神。

此外，高校中的各类雕塑、景观布局、教学设备

等器物同样是学校特色与精神的高度凝聚，在校际

的文化交流中传播学校精神文化，展示出学校特有

的人文精神。

（三）传递学校的文化定位

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精神的体现，是民族生生

不息的纽带。大学同样如此，文化是大学的精神支

柱，是大学的核心要素。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说

“不伴随力量的文化，到明天将成为灭绝的文化”，

大学校园文化“伴随的力量”就是指凝聚着文化因

素的器物，正是因为这些器物，才使得文化有所依

托。

“质而无文，其行不远。”器物文化是高校校园

文化凝聚与传承的重要一环，通过显现或隐含文化

因素的器物这一物质载体，将学校的文化定位、文化

属性良好地传递出来，塑造校园文化特性，并以此感

染学校师生群体，凝聚起学校师生及社会对学校文

化的认同，对学校的热爱。这些器物文化成为展示

学校发展定位最直观的传播媒介，使学校文化可以

更好地为受众所接受认可。

（四）展示学校的发展历史

学校的发展像一条蜿蜒曲折的河流，或波澜壮

阔或宁静清婉，但在时光的大浪淘沙中，都或多或少

留下一些重要痕迹，在学校历史文化中熠熠生辉，启

迪后学。“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的发展中总

是留下不少经验或教训，这些经验或教训是后来者

进行相类似活动时可供借鉴的不可多得的财富。特

别是一些已经符号化、精神化的器物，更是因其凝聚

了大量发展的历史痕迹和精神符号，成为凝聚共识、

强化认同的标志性符号，激励着、鼓舞着一代又一代

的师生对学校文化的认可与接受。

许多高校由于办学历史较长，留下了不少学校

前期发展的器物。比如实验设备，带有历史痕迹的

雕塑、建筑，反映建校初期学校艰苦奋斗的影像资料

等，这些都是学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凝聚了学校

历史文化的因素。器物文化特有的直观性与艺术性

在校园文化传播中的影响更为直接，更容易被人接

受，成为校园文化传播的重要力量。通过对这些器

物所蕴含的文化意义解读，可以有效激发参观者对

学校来之不易的成就的感动之情，促使参观者对学

校发展道路、发展成就产生认同感。

二、校内传播，塑造校园文化精神

器物不仅仅是一个具有使用价值的、客观实在

的物质形态，同时还是某种特殊文化符号。器物传

递出来的不仅是满足教育教学工作器物或者某种历

史的再现，同时，还发挥着媒介的作用，传播学校的

主流文化，凝聚师生价值观念与校园群体人文道德

追求的价值，激励广大师生以校为荣、为校奋斗，积

极推动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

（一）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

包括信守承诺、厚德包容等在内的传统价值观

念是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是学生必备

的素养，也是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支撑力量。

然而由于对技能的过度追求，应用型高校在教育实

践中往往重技能轻德行。这些倾向也会对“三观”

正在养成的青年学生造成不良影响，培养出一批价

值观念不够健全的利己主义者。

校园器物往往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科学论证而

创制出的，不仅具有优美的外在形态，还凝聚着积极

向上的文化内涵。传播活动中可以物化人，营造出

充满正能量的“精神场域”，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三

观，让学生在接受器物外形直观美的熏陶与侵染，领

悟到深刻的文化内涵，实现器物文化对学生的行为、

情感和认识能力更深刻持久地引领。

首先是树立刻苦学习精神。学习是学生的天

职，也是顺利走向工作岗位，实现个人理想抱负的基

础。当前，社会上存在着一些浮躁氛围，往往以挣钱

多少来衡量个人价值。这些功利性的不良倾向也严

重影响到学校，使得学生们的价值观念受到一定的

影响，出现肤浅的学习认知心理，一心想着短平快赚

钱，缺乏学生阶段应有的立足实际、刻苦学习、全面

发展的精神和全面提高自己能力与素养的正确学习

观，缺乏坚韧不拔、持之以恒的学习精神与可持续学

习能力，也影响了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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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在发展中留存下不少器物，这些磨得发亮的实

验设备、写得密密麻麻的教案、一张张有些泛黄的荣

誉证书，都是反映学校师生刻苦学习，孜孜不倦钻研

知识的证明，可以激励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养

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其次是引导学生树立集体主义精神。“万人操

弓，共射一招，招无不中。”社会发展不能依靠某个

英雄人物个人的力量来推动，而要将全体公民凝聚

起来，同心同德，共同推动。集体主义也是中华民族

的光荣传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数千年来一直屹

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重要因素。但西方自由主义思

想的侵入，对我国社会意识形态也产生了消极的影

响，个人主义泛滥，集体主义思想弱化；顾小家弃大

家，只看重个人利益、个人发展，而对于集体的利益

则弃置一端，不仅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也影响削

弱了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作为经历数十年、上百

年的发展积淀的学校，每一点成就都是全体师生凝

心聚力、协作共创而成的。通过反映这些活动的器

物，可以使学生受到教育，领悟到团结力量大的道

理，自觉融入集体中去，将个人目标融入集体目标中

去，实现个人价值与集体价值协调发展。

最后是引导学生树立正确道德情操。“人而无

德，行之不远”，事业的长远发展必须要有远大的理

想、高尚的情操作为支撑。长期以来，学校特别是应

用型高校在重视学生技能型知识学习时，道德教育

存在着偏软、偏松现象，使得学生虽然专业学习能力

比较强，但也存在理想信念滑坡、道德责任意识落

后、社会认知标准模糊的问题。而学校的古朴建筑、

校园文化园、文化景观等器物蕴含的丰富道德教化

功能、深厚的文化精神和道德追求正好可以弥补这

一缺环，可以引导学生汲取其中的养分，继承学校发

展中形成的优秀文化基因，激励他们刻苦学习，树立

正确的道德情操与理想信念。

（二）引领教师队伍树立正确教育宗旨

教书育人、培育栋梁是教师职业伟大之所在，也

是教师受人尊重的重要原因之一。器物文化是在学

校长期的办学活动中形成的精神力量，反过来这种

器物传播出来的人文精神也可以引导教师树立正确

的职业道德和育人理念。作为高校教师，在掌握扎

实专业知识的同时，还应当具有自觉服务党和国家

教育事业的职业意识，培养献身教育的高尚情操。

高校器物及其传播出来的文化就是教育引导教师传

承高校精神的关键性要素之一。

首先是引导教师树立正确的育人理念。为谁培

养人，如何培养人，是新时代高校育人工作的重要前

提，也是高校教师开展教育教学工作的基础。只有

明确了为谁而教、因何而教、如何去教，才能树立正

确的育人理念，倾心于教育教学活动。在这个过程

中，前辈教育工作者在革命年代或建设时期遗留下

来的雕塑、照片、视频或者教学仪器等器物凝聚着历

代教师奋不顾身，不计个人得失，积极投身教育，为

国家培养优秀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崇高精神品质，成

为激励教师积极投身教育活动的精神动力源泉。

其次是引导教师树立团结协作的精神。“人心

齐，泰山移”，教育事业的发展靠的是全体教育工作

者共同努力、携手共进。各自为战、相互排斥、相互

拆台，只会陷入内耗，影响学校育人工作的实施，影

响高校为社会培养大批高素质人才的成效。反映学

校教师队伍建设方面的器物，是历代教师团结协作、

攻坚克难的见证。老一辈的团结共进的精神，可以

引导广大教育工作者坚守教育初心，牢记使命，相互

团结协作，共同推动教育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三）凝聚学校发展目标

学校的发展离不开全体师生员工对学校发展目

标的认同。“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只有学校对学

校发展有一个明确的共识，并鮸力同心，形成合力，

持之以恒为之奋斗；“上下同欲者胜”，学校只有同

心协力，顺势而为才能顺利实现发展目标。校园文

化体系中的器物由于伴随着学校的发展历程，凝聚

着学校师生的智慧和力量，也凝聚了最先进的思想

和最前沿的技术，因此，这些大多都被赋予特定的文

化内涵，或者是校园历史文化的积淀。这些不同历

史时期的器物分别凝聚着该时期学校发展的目标，

这些器物结合起来就成了学校发展目标演变过程中

的一个个节点与标志，成为展现学校发展历程的见

证者、无声的讲解员。通过对这些器物蕴含内容的

解读，可以加深对校园文化历史与现实的认识理解，

进一步凝聚对学校发展目标的自觉认同，共同致力

于学校未来的发展。

（四）引领学校持续健康发展

学校文化的首要价值在于思想引领，学校首要的

任务就是持续发展。持续的发展不仅需要专业建设

逐步强化，更需要强有力的文化来支撑引领。器物文

化的强大精神力量可以推动学校事业的持续发展。

首先是引领学校办学定位逐步完善。应用型高

校的办学应当围绕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为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足够的人才保障。高校教育

教学工作离不开大量的教育教学、实习实训设备，这

些物质载体一方面具有服务学校发展的使用功效，

另一方面也是不同办学阶段学校精神的物化，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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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不同时期、不同办学定位下学校的精神文化。这

些器物与学校的办学定位相互印证，结合学校的发

展历程、教育成果，反映出应用型高校只有根据经济

社会发展需要，不断调整完善办学定位，促使学校发

展和社会需求紧密结合，才能培养出更具有时代需

求的人才，完成高等教育肩负的历史使命。

其次是引领学校顺应时代发展方向。科技引领

发展，新时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影响到社会的方

方面面，也影响了人们的心理认知。器物不仅是时

代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时代的见证。适应时代发

展潮流而产生的器物，不仅成为人民生活学习的助

手，同时指引着时代发展的方向。不少蕴含着时代

先进科技因子的器物，如迭代更新的实验设备、日新

月异的教学仪器、具有时代感的建筑设计，不断涌现

于校园的角角落落，成为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提醒着每一个人，如果不能把握住时代脉搏，紧跟

时代潮流奋力拼搏，只会被时代抛弃。只有顺应时

代潮流，抓住机遇，迎难而上，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

立于不败之地，为社会培养出符合时代要求的优秀

人才。

（五）营造鲜明的人文氛围

高校作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场

所，必须要具有浓厚的人文氛围与开放的人文气息。

而这些特色的直观体现，莫过于校园的各种器物。

它们作为展示校园文化的物质载体，无论是宣传条

幅上的标语口号、还是脚下的石刻，或者造型独具的

场馆，每一个组成部分都是学校智慧的结晶，文化的

体现，包含着深厚的人文因子。众多的器物结合起

来可以共同营造起学校积极向上的人文氛围。不同

的高校由于定位不同，办学方向差异，形成了不同的

校园文化特色，这些特色同样反映在器物文化中，比

如体育类高校往往大量塑造竞技体育类的雕塑、特

色鲜明的体育场馆。师范类高校则以教育名家、名

人名言为器物文化的主体，而应用技术类高校的器

物文化则充满了工科特色。在不同学校的文化交往

中，这些器物鲜明地传递出学校的文化精神，成为学

校文化的标志性符号。

三、社会传播，引领社会文化发展

文化交流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作为国家文

化体系中的高校校园文化，一方面深受社会文化的

影响，另一方面也对社会文化产生能动的影响。器

物文化是高校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

凝聚着高校先进知识分子对社会发展的深刻认识与

艺术再现，承载着历史的记忆，是社会先进文化的代

表。在文化传播中，高校器物文化不仅以高超的艺

术性引发社会受众的赞叹，为学校赢得较高的声誉，

同时也以其深刻的文化内涵激发受众的情感，引领

社会主流文化发展。

（一）提升学校的社会美誉度

今天的高校不再是高不可攀、封闭独立的象牙

塔，而是顺应时代需求主动走入社会，采用相对开放

的办学格局，社会人士与团体可以在不影响学校教

学工作时进入校园，参观校园风光，领会校园的文化

魅力。高校作为人才培养与文化传播的场所，历来

十分重视环境育人的功能，通过丰富的物质形态的

器物来塑造学校的精神与灵魂。当社会各界人士进

入校园中后，校园文化中与学校发展定位、学科特

色、地域特色、学校文化相符合的器物文化，比如最

能体现学校发展历程的校史馆、满足对知识渴望的

图书馆、反映学校在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的物质形态

成果，以及散布全校的各种雕塑等，就能体现出学校

的文化品格与精神追求，以独特的文化传播形式给

受众以审美享受和文化领悟，进而为学校带来相应

的认同感与美誉度。

（二）激发受众爱国主义情感

由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不少知名高校具有丰

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这些资源承载着先辈们为国牺

牲、鞠躬尽瘁的奋斗精神，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底

蕴。也有些器物是我国在积贫积弱时遭受到外国侵

略时遗留下来的，成为我们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的动

力。这些优秀的校园文化不仅能够满足学校师生学

习生活的需要，更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如南开

大学八里台校区，依托周恩来总理塑像、西南联大纪

念碑、陈省身故居等１９处校园物质形态文化资源，
打造成面向学校及社会各界人士进行理想信念教育

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通过参观学习，参观

者体味出南开大学“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精神，

了解老一辈革命家为国奋斗的爱国主义情怀，激发

受众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奋斗热情，积极投身于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去。

四、结论

文化与国家、民族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是国

家、民族的灵魂所系。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

族强，民族振兴也需要文化先行。一方面器物作为

文化的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人民社会生产

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器物本身或者使用过程也蕴含

着相应的生存智慧及审美理想，表达民族的价值观

与人生哲学，是精神层面文化外现的重要载体，在中

华民族文化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纳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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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器、器以载道”，通过物质层面的器物来呈现精神

层面的文化，这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的优秀

传统与精髓。

在网络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万物互联已成为

现实，万物皆媒也正逐步实现。借助网络科技的东

风，器物及其构筑的文化体系也得以在更广范围内

传播。在这个传播语境中，谁的传播内容能获得受

众的认可，谁的传播就能占据传播活动的主导地位，

就能占有更多的传播话语权。因此，我们应当以创

新精神、时代眼光赋予器物更优秀的文化内涵，进而

能够更好地传承、传播器物的文化价值。作为校园

文化最具直观性和艺术性的文化形态，我们应当使

器物在立足满足时代要求、帮助完成教育教学任务

的同时，还能充分发挥其蕴含的浓厚人文气息和文化

内涵，以其艺术性、教育性、传播性承担起传播优秀校

园文化，激发爱国主义情感的重要使命，实现高校器

物文化凝聚学校发展目标，引领社会发展、引导树立

正确道德情操、营造人文环境等价值，激励高校师生

及相关社会人士树立崇高的爱国爱校情感，为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力量的理想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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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ｌｅ’ｓｈｅａｒｔｓ，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ｌｅａｄｉｎｇ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ｉｎｇｓａｎｄ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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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企业影视增值：逻辑、价值与现实路径

于春生，郭婉君
（河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９－１０
作者简介：于春生（１９７４—），男，河南南阳人，编辑出版学博士，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河南省教育新

媒体暨舆情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数字出版、新媒体传播研究。

摘　要：媒介融合弱化产业边界，出版企业跨界影视谋求增值渐成常态。跨界的内在逻辑，其一
在于影像化时代来临的机遇，其二在于出版与影视媒介之间存在明显的互文性与互利性，其三在于

出版业的内容资源、读者基础、人才、渠道等方面的优势。出版企业介入影视领域，其价值不仅表现

为突破营收困境增加盈利机会，更在于整合资源、拓展产业链条，实现转型升级；其现实路径是多元

化的，既可以借助影视营销图书，运营图书的影视版权，也可以直接投资生产影视产品，或实现影视

相关多元化增值。

关键词：出版；影视；增值；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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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数字技术进步和媒介产业发展，加之传媒
制度变迁与政策推动，媒介融合日益深入。影视媒

介以其先天的传播优势而拥有庞大的受众群体和影

响力，而出版有着显著的内容、人才等资源优势，出

版与影视的互文性决定双方更容易彼此进入、融合

互利。从出版的角度看来，融合影视谋求增值既是

对媒介产业形态演变趋势的适应，也因应了国家文

化产业政策的要求，更是摆脱现实困境实现跨越式

发展的必要举措。当前一些出版企业已经融合影视

取得了一定的市场业绩和运作经验，但整体上仍处

于初级阶段和浅表层面。本文试图厘清出版企业影

视增值的内在逻辑并探析其现实路径，以期为出版

业全面、深度融合影视进而获得常态、稳定增值收益

提供借鉴。

一、出版融合影视增值的内在逻辑

所谓“增值”，这里是指价值量的增加，概指以

图书为主要产品的出版企业突破传统经营领域，通

过与电影、电视以及新媒体视频等媒介融合发展以

获得增量资产价值。出版企业介入影视领域谋求增

值，既是媒介形态演化的时代需求，也是基于出版业

自身资源而进行的合理拓展，是有其必然性和可行

性的。

（一）影像时代来临的机遇

被誉为“美国２０世纪最后一位大思想家”的丹
尼尔·贝尔，在论及视觉文化时说：“目前居‘统治’

地位的是视觉概念。声音和影像尤其是后者，组织

了美学，统率了观众。在大众社会中，这几乎是不可

避免的……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

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１］影视媒

介日益成为主导型的文化传播手段，声像挑战文字，

已经成为当下大众审美文化的既成事实。

影像时代来临，缘起于社会发展带来的大众文

化勃兴。“大众文化的产生源于西方资本主义进入

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后，‘大众’因生存竞争的激

烈、紧张、压抑，需要社会提供轻松愉快、带有刺激

性、消遣性的文化消费享受”［２］。当前我国社会文

化发展业已进入这一阶段。大众文化是一种消费文

化，具有科技含量高、可复制性强、娱乐功能强、时尚

前沿等特征，注重对大众低层次欲望和感官的满足，

而思想深度不足。这就契合了影视媒介的内在特

征，使得影视超越纸媒风靡于世成为必然。

影像媒介后发于纸质媒介，汲取了人类更多的

·３７·



技术成果，技术赋能的优越性显而易见。影视媒介

集视听手段于一体，通过画面、声音、字幕以及特技

等多种符码传递信息，生动直观，逼真传神，能给予

受众以强烈的现场感和视觉冲击力，带动受众轻松

进入剧情，理解影片或剧集的主旨内容。随着３Ｄ、
ＶＲ等新型技术的普遍应用，影视作品制作更为精
良，画面愈发精致，视觉效果几可乱真，更能引发观

众共鸣。相对于以文字、图画为主的纸质媒介，影视

解码过程相对简单，比阅读白纸黑字要省心省力省

时，从而具有最为广泛的受众基础。

影视媒介日益繁荣，体现为产业经济收益和社

会影响力的快速提升。其中国内电影票房从２０１２
年的１７０．７亿元增长到２０１９年的６４２．７亿元，年均
复合增长率达到２０．８５％。［３］电视自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之后已经发展成为第一媒体，截至２０１８年底，电
视综合人口覆盖率９９．２５％。近年来广播电视行业
虽然进入结构调整期，但营收规模仍然庞大。据全

国广播电视行业统计公报显示，２０１８年全国广播电
视实际创收收入 ５６３９．６１亿元，比 ２０１７年增加
７９７．８５亿元，同比增长 １６．４８％［４］。继之而起的网

络视听节目发展尤为迅猛，从２０１３年中国网络视听
节目服务协会开始发布行业数据以来，市场规模６
年间由１３２．２亿元激增至 ２０１６．８亿元，增幅高达
１５２５％。［５］基于网络短视频、网络直播的应用普及，
影视媒介正展现出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二）出版、影视的互文与互利

出版与影视都以可再生的信息为主要资源，具

有共享性，可以重复使用。它们的符号表达形式不

同，但同为内容创意产业，共同倾向于表达和传播富

有创意、价值密集、优质的内容。同一内容的多形态

传播具有成本节约优势和规模化效应。在技术发展

导致不同媒介类型之间的壁垒弱化之后，出版与影

视围绕内容转换进行融合互动更为便利。它们虽然

功能各有侧重，但都有向受众进行劝服、告知、教育、

娱乐的社会功能，都用于满足受众的精神需求，这是

其融合的重要基础。

在内容层面上，出版业的主要产品———图书与

影视作品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互文性（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所谓互文性，也称“文本间性”，是指一个文本与某

一既有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具有独特的修辞作用

和文化学意义。首倡这一概念的法国符号学家朱丽

娅·克里斯蒂娃指出：“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许多

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

的吸收和转化。”［６］其基本内涵是指，每一个文本都

是其他文本的镜子，每一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

收与转化，它们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潜力

无限的开放网络，以此构成文本过去、现在、将来的

巨大开放体系和文学符号学的演变过程。根据互文

性理论，图书的文本可以经由影视进行转化和衍生，

转化而成的影视作品是对图书文本从某一角度的关

照和解读，也能够扩大原有文本的影响力。许多文

学名著改编成为影视剧，而影视剧反过来带动相关

图书的阅读和销售，即为图书与影视互文性的典型

例证。

就媒介功能而言，图书与影视各有所长，相互融

合利于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图书更长于表达抽象

的、深刻的语义内容，信息容量更大，逻辑性更强，而

影视则长于表现形象可感的事物，能使人身临其境，

更为形象生动，真实感人。它们之间并非排他或截

然分割的关系，而是具有融合共生的巨大空间。在

实际运营中，图书与影视在内容层面的相互借鉴、恰

当融合，使得前者受众群体扩大，影响力提升，后者

则获得受众基础和内容资源。它们相互阐发、彼此

造势，能够释放出更大的价值。出版学者刘拥军指

出：“２１世纪出版运作的核心是媒体互动。同一内
容的知识以不同的媒体形式出现，大大降低了知识

创作的成本，又无偿地利用了媒体的广告效应。图

书、影视、网络这三大媒体之间的互动将是主

流。”［７］如果跨越日渐消失的媒体边界，出版企业就

能超越图书出版单一形态，而与影视、网络关联、互

动、整合，从而获得更多市场机遇。

（三）出版介入影视的资源优势

出版企业介入影视领域谋求增值，其一具有内

容资源优势。出版业经长期发展而大量积累的优质

内容，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价值，可以作为产业链上

游，供应影视等媒介形式开发利用。多年以来，影视

界已经惯于从大型文学期刊、文学著作中撷取优秀

作品进行影视剧改编。经由书刊发表的内容通常把

关严格、质量较高，能够为影视剧再创作打下良好基

础。张艺谋曾表示：“中国电影永远没离开文学这

根拐杖，看中国电影繁荣与否，首先要看中国文学繁

荣与否。”［８］中国古典四大名著都多次被改编成为

不同版本的影视剧，当代大型文学刊物中的不少作

品也被成功地被改编成为影视剧作。即如《收获》

一种刊物而言，其中的《妻妾成群》被改编为电影

《大红灯笼高高挂》，《动物凶猛》和《你不是一个俗

人》分别被改编成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和《甲方

乙方》，《白鹿原》被改编为同名电影、电视剧，都堪

称佳作。这些都是出版资源的文化价值得以衍生增

值的著名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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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读者资源优势。传播心理学认为，受众

倾向于接受与自身头脑中已经储存的信息具有一定

重合度和一致性的信息。这能够解释为何经典图书

改编影视作品更容易获得成功。经典或畅销书图书

已经接受过读者的检验，在读者心目中留有深刻印

象，再改编成为影视剧，原有的读者群就成为影视传

播得天独厚的优势。出于对原著的喜爱，读者通常

会继续关注其衍生产品，如电影、电视剧、动漫形象、

衍生服饰等。古典文学如四大名著都历经多次影视

改编，虽然褒贬不一，但每一次改编都会受到万众热

议，这在注意力经济时代就是非常难得的资源。郭

敬明的《小时代》、韩寒的《长安乱》虽然都饱受争

议，但由于粉丝量庞大，前期图书读者甚众，影片票

房都成绩不俗。《小时代》制作人安晓芬说：“郭敬

明近 ２０００万的微博粉丝，三千万的书籍粉丝，我们
把他当作一个最大的媒体资源来营销，会为我们做

一个最接地气的免费宣传。”［９］影视改编以图书的

读者基础为测量标准之一，以读者群为重点进行营

销，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市场风险，这也是出版业庞

大读者群体的价值体现。

其三是人才资源优势。出版企业汇聚了大量高

水准的编辑人员，在长期约稿、审稿、改稿流程中练

就了识珠慧眼，能够披沙拣金甚或妙手回春，为影视

创作提供优秀剧本。更重要的是，出版编辑在日常

工作中广泛联系作者，已经形成了彼此信任的关系

或者良好的合作基础，能够及时获得优质内容，为影

视剧创作奠定基础。随着出版企业版权意识增强，

培养出一批具有版权运营能力的专业经纪人员，更

能够及时签约优秀作者、储存优质版权、推动影视改

编，为影视业注入新的活力。这些编辑、作者和经纪

人，是传统出版与影视融合过程中最为宝贵的资源

和财富。

另外，出版企业具有相对精准的专业化的渠道

资源，能够在某一领域为相关题材影视作品营销开

辟通路。比如，教育出版与教育系统关系密切，这就

便于开展爱国教育题材影视的学生团体观影活动。

而且，出版企业在经历了多年发展之后，整体上具有

较为雄厚的经济实力，尤其是一些实力雄厚的出版

集团已经上市融资，能够募集到更为充裕的社会资

金，具有调动更多资金参与影视生产的资本优势。

上述优势如能善加利用，出版融合影视谋求增值大

有可为。

二、出版介入影视增值的现实价值

出版融合影视，既是对影像时代和媒介融合趋

势的适应，也是国家政策推动出版跨媒体、跨地区、

跨产业“三跨”整合发展的要求，更是出版企业面对

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而积极拓展盈利渠道的必然举

措。出版肩负着传播主流价值观、繁荣社会主义文

化的时代重任，却又面临新媒体对读者的严重分流、

产业增长乏力、做大做强任务艰巨的困境。尽管统

计数据显示，我国新闻出版产业规模持续增长，２０１８
年全国出版、印刷和发行服务实现营业收入１８６８７．５
亿元，但年增长率仅为３．１％，远低于电影、网络视
听产业增幅。［１０］就出版企业主营业务的图书出版类

目而言，市场状况更加不容乐观。自 ２０１３年到
２０１８年间，我国图书出版从总种数、总印数、新版图
书种数、营业收入、总利润等各项指标看来，增长迟

滞缓慢，一些年份甚至出现负增长（如图１）。其中
虽有出版供给侧改革主动调整的因素，但仍反映出

发展动能不足的问题，亟须寻找新的增值路径。

图１　我国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图书出版基本情况［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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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传统出版所处的困境不同，影视行业则呈现
出相对良好的发展势头，前文已有述及。尤其是近

年来部分热映影片，如《羞羞的铁拳》《战狼２》《西
虹市首富》《我不是药神》《流浪地球》《哪吒之魔童

降世》等，动辄数亿票房，获得数倍于投资的高盈利

率，同时赢得高知名度。基于行业对比的现实情况、

媒介融合的明朗趋势，加之出版与影视之间长期互

动积累的经验，出版业适当地介入影视领域可能存

在巨大增值空间，值得出版业界试行探索。

出版业介入影视领域，除了能够增加直接经济

收益之外，也有利于其整合资源、拓宽延展产业链

条，实现整体转型升级。出版业作为文化产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正处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和产业格局

调整与升级的关键时期，发挥内容、作者、渠道、品牌

等方面的资源优势，适时、适度涉足影视类强势媒介

领域实现产业融合，是两个产业链条优化重组的过

程。融合发展，能够促进出版产业价值链延展和完

善，增加利润增值点，促进版权制度和风险防范机制

完善，有助于形成基于优质内容进行多媒体、多渠道

开掘价值的集约化发展模式。对于出版上市企业而

言，介入影视领域，也是树立形象、打造品牌，增强其

在资本市场影响力的重要手段。

在出版融合影视增值的实践中，由于体制束缚、

观念滞后、经验不足等多方面原因，近年来虽然不乏

“吃螃蟹者”，但大多浅尝辄止，自发而为，跟风玩

票，方式和方法尚不够科学系统，所得增值收益依然

有限，甚或时有失败案例。对出版企业而言，从策略

乃至战略的层面上介入影视业，将影视融合与产业

链拓展、多元化运营方略密切结合，尚需结合自身资

源优势，探索切实可行的多种现实路径，方能规避风

险，实现系统化、常态性的增值收益。

三、出版企业介入影视实现增值的现实路径

（一）借助影视营销图书

影视媒介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出版企业在传统

营销方式之外，可以通过电视图书广告、电视读书栏

目、热播影视剧以及微电影、短视频等影视新媒体对

图书进行推广营销。实际应用中，电视图书广告方

式所需费用较高，出版企业应注意提高电视图书广

告的性价比，根据合理的广告预算，针对恰当的图书

品类、内容和目标受众，慎重选择广告表现方式和电

视频道。电视读书栏目整体收视率较低而观众质量

较高，应重视图书潜在读者与节目观众的一致性而

进行相对精准的营销。出版企业普遍借势热播影视

营销图书，导致严重的影视同期书同质化问题，应从

主题立意、内容创作、发布时机等方面实施差异化运

作，避免恶性竞争带来的资源浪费和市场风险。微

电影、短视频等影视新媒体具有制作成本低、内容包

容性强、形式灵活自由、受众群体广泛等优势，出版

企业应予更多重视和应用，以扩大增值空间。

（二）运营图书影视版权

这里所谓影视版权，系指图书的影视改编权、拍

摄权等附属版权。出版企业可以进行自有影视版权

交易、代理影视版权业务、影视版权资本化运作等。

要以此盈利，出版企业应重视依法取得作者的规范

化授权，重视编创适合影视改编的优质内容，重视签

约并培养优秀作者。与此同时，出版企业应重视完

善内部的版权运营机制，包括建设专门的版权运营

部门、培养版权运营复合型人才、搭建网上版权交易

平台等。在此基础上，出版企业应规范管理影视版

权资源，以便于及时、深入、有序地开发利用；同时也

应重视影视版权保护，尤其是保护未授权的部分附

属版权不受非法侵占，并打击抄袭剽窃侵权行为，维

护自身利益和版权市场秩序。

（三）投资生产影视产品

出版企业投资影视以求增值的具体路径主要包

括：以版权开发为手段，参股优质影视项目生产；斥

资并购、控股专业影视制作公司或在企业内部整合、

组建影视专业部门，开展影视制作业务；发挥内容优

势，介入动漫、教育、纪录片等多类别电视节目制作；

对原有的电子音像出版业务进行升级改造，生产

ＩＰＴＶ微视频、微电影和移动短视频等作品类型。当
前的影视投资环境中，投资主体多元而投资模式单

一，利润分配不均衡且投资配套体系不够完善，具有

一定的投资风险。因此出版企业应以量化评定和经

验分析相结合精选优质项目，培育兼具影视、出版、

投资三方素养的复合型团队和人才，重视依法质押

担保，注意规范投资合同，并进行科学的投资组合，

以分散风险保障收益。

（四）实现影视相关多元化增值

一方面，出版企业可以实施影视传播渠道多元

化策略，将自己拥有版权的影视作品通过院线、电视

频道、视听新媒体平台等多种渠道进行传播，甚或投

资建设上述影视传播渠道，以获得最大化的经济收

益。另一方面，出版企业可进行影视衍生产品的多

元化开发，包括开发动漫、网游、手游等多种内容类

影视衍生产品，依托影视角色形象设计制作玩具、文

具、服饰、表情包等多种形象类衍生产品，以及开发

运营汇聚多种影视元素于一体的综合性衍生产品，

如主题公园、影视基地等。在此过程中，出版企业应

重视多元化整合营销，不仅应用多种媒体优势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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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营销，而且统筹规划图书与影视、传播主渠道与

副渠道、主产品与衍生产品的开发、播映、应用，使之

彼此联动借势，互为宣传营销，从而实现较长时段的

持续增值。

出版企业通过上述路径实施增值策略的过程

中，应把握三个关键点。其一，正确处理多元化运营

中主业与副业的主从关系，夯实出版主业，强化核心

竞争力。其二，注重打造企业、图书及影视产品品

牌，进而发挥品牌辐射效应，进行品牌授权和衍生产

品开发，获得更多附加效益。其三，建构并延展出

版—影视产业价值链，增加盈利点并强化战略环节，

以产业链整体协作争取最大效益。如此，在媒介融

合趋势提供的良好机遇中，出版企业有望获得多元

化的增值盈利，甚或以之为契机，实现转型升级和跨

越式发展，在更高层面上获得“双效”增长。

四、结论

综上所述，媒介融合为出版业带来了前所未有

的挑战，更带来了百年未有之机遇。出版企业应深

入挖掘自身的内容版权、人才储备、受众和渠道等方

面资源优势，因应影像时代音视频内容日益主流化

的发展趋势，不断创新运营模式、服务手段和产品形

态，拓展媒介可供性带来的增值空间。这要求出版

人进一步革新理念，淡化出版业的边界意识，从普惠

大众的知识生产与传播的角度出发，以信息内容产

品供应者的身份思考出版业的未来发展进路。随着

５Ｇ时代的到来，移动短视频成为基本的内容文本，
网络直播、全息投影、ＶＲ和 ＡＲ等影视化媒介形态

嵌入公众日常生活之中，出版业的内容产品形态必

将日渐丰富，借助“短内容”生产和“微版权”运营进

行“轻知识”服务，也将日益成为必要和必然的增值

路径。

参考文献：

［１］周向荣，单鹏．影视图书：传统出版在泛媒体传播与大众
阅读时代的突围［Ｊ］．中国图书评论，２０１３（１）．

［２］丁荣源．论大众图书出版研究［Ｊ］．出版研究，１９９６（２）．
［３］刘汉文，陆佳佳．２０１９年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分析报告
［Ｊ］．当代电影，２０２０（２）．

［４］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２０１８年全国广播电视行业统计
公报》［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ｒｔａ．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２０１９／４／
２３／ａｒｔ＿２５５５＿４３２０７．ｈｔｍｌ．

［５］崔保国．传媒蓝皮书：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２０１９）
［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９．

［６］茱莉亚·克莉斯蒂娃．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Ｍ］．史
忠义，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７］刘拥军．２１世纪出版产业形态：再论大出版概念［Ｊ］．出
版广角，２００２（１）．

［８］李春利，李蕾．影视创作与文学联姻：相互尊重才能共入
佳境［Ｎ］．中国青年报，２００７－０１－２２．

［９］郭毅，安晓芬．《小时代》是粉丝电影［Ｊ］．电影，２０１３（７）．
［１０］尹琨．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２０１８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
报告》［Ｎ］．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２０１９－０８－２８．

［１１］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２０１３至２０１８年发布的《新闻出版
产业分析报告》整理数据．

（责任编辑　吕志远）

Ａｄｄｅｄ－ＶａｌｕｅｏｆＦｉｌｍａｎｄ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ｉ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Ｌｏｇｉｃ，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Ｐａｔｈ
ＹＵＣｈｕｎｓｈｅｎｇ，ＧＵＯＷａｎｊｕｎ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Ｈｅ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Ｋａｉｆｅｎｇ，Ｈｅｎａｎ４７５００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Ｍｅｄｉａ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ｗｅａｋｅｎｓｍｅｄｉａ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ｓｅｅｋ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ａ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ｓ．Ｉｔ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ｌｏｇｉｃｌ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ｅｒａｏｆｉｍａｇｉｎｇ，ｔｈｅｏｂｖｉｏｕｓ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ｍｕｔｕ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ａｎｄｆｉｌｍｍｅｄｉａ，ａｎｄ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ｏｆｃｏｎｔｅｎｔ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ｒｅａｄｅｒｂａｓｅ，ｔａｌｅｎｔｓａｎｄｃｈａｎ
ｎｅｌｓｉ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ｅｉｎ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ｏｆｆｉｌｍａｎｄ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ｉｔｓｖａｌｕｅｉｓｎｏｔｏｎｌｙ
ｔｏ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ｒｅｖｅｎｕｅｄｉｌｅｍｍａｔｏ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ｐｒｏｆｉｔ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ｂｕｔａｌｓｏｔｏ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ｅｘｐａｎｄ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ｃｈａｉｎ，ａｎｄａｃｈｉｅｖ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ｆｉｌｍａｎｄ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７７·



第３７卷　第６期
Ｖｏｌ．３７　　Ｎｏ．６

　　　　　　　　　　 中州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

Ｄｅｃ．２０２０　

清末奉天各级审判厅筹建问题再考察

史新恒
（商丘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河南 商丘 ４７６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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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清末省级司法改革研究（２０１５－ＱＮ－２３８）”；商丘师范学院校级青年骨

干教师项目“清末省级司法改革研究（２０１４ＧＧＪＳ０８）”
作者简介：史新恒（１９７８—），男，河南商丘人，历史学博士，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政治史、

中华民国史。

摘　要：奉天各级审判厅的筹建是在提法使的亲自参与和直接领导下完成的，这一过程提法使
既有与督抚的沟通协调，也有与高等审判厅和高等检察厅的共同调查集议，成为协调各方关系的枢

纽。提法使在听命清廷和法部的同时，在人事、财政、场地等方面又不得不仰赖督抚，形成极为复杂

的多维图景，反映了改革过程的复杂面相，但由此建立的各级审判厅也对其他各省起到了积极的示

范效应。

关键词：清末；奉天；提法使；审判厅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０．０６．０１４
中图分类号：Ｋ２５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０）０６－００７８－０５

　　作为效法西方司法独立的主要标志，各级审
判厅的筹建是清末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与关键环

节，而其在各省的渐次推行与在全国范围的全面

铺开，则是由另一新设的省级司法行政机构———

提法使着力推动实施的。清廷官制改革中权限边

界的模糊划分，在这一过程中更是纷繁复杂，使二

者在众多关系中纠缠不清。由此展开的各方呼喊

与争夺，更加混淆了利益的角逐和法治理想之间

的界限。

然而，提法使在各级审判厅的创建过程中的权

力主体和责任主体地位，和其在实际筹建过程中所

发挥的关键作用，终究是无法抹杀和回避不了的。

清廷把各级审判厅的筹设置于官制改革的框架下进

行，加剧了司法改革的行政化色彩。尤其值得注意

的是，提法使个人在此过程中的所思所想对事件的

进程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本文试图以此为视角，

通过梳理相关史料，力图对此过程进行史实重建，并

通过对此过程的审视重新深化认识清末司法改革的

复杂与艰难，为当下中国的司法改革提供可资借鉴

的思想资源。①

一、提法使奉旨筹建审判厅———一个文献视角

的考察

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年）五月二十七日，清廷颁
布《各直省官制先由东三省开办俟有成效逐渐推广

谕》，基于这个谕旨，各省按察使改为提法使，分设

审判厅，先由东三省开办，“俟卓有成效，逐渐推

广”。［１］５１０由此观之，为了降低改革的风险，清廷试图

走一条渐进改革的路子。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从清

廷颁布各省设立审判厅的那一天起，审判厅就与提

法使紧密相连在一起，并最终发挥了对各级审判厅

的筹设和监督的职能。但清廷的谕旨仍停留在框架

性和表态性的层面，对于如何实施等细节性和程序

性的问题却没有任何体现。继清廷谕旨之后，法部

颁布了《提法使官制》以书面文本的形式规定了提

法使在审判厅筹设过程中的职能，并赋予其主体地

位，从而既肯定了其在筹设审判厅过程中的权力，也

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是其应尽的义务，如《清法部

奏定提法使办事划一章程》规定：“第五十条、各厅

之设置，除遵照筹备年限酌量设立外，如因情势改易

或其他未便事宜，应须废止或添设，及其管辖区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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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变更者，即详细体察，妥为改定；第五十一条、各厅

工程营缮，应先绘具图式，呈提法使审定，并送付总

务科备查；第五十二条、各厅开厅时刻及开厅日期，

由该科拟呈提法使酌定，一律遵行。”［２］３５０实质上赋

予了提法使对审判厅筹建的自由裁量权，包括审判

厅的设置，及其废止或添设，审判厅的审判管辖问

题、工程营缮、开厅时刻、开厅日期等都由提法使核

定。从而筹建审判厅成为各省提法使的重要使命与

职能。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清廷发
布的《颁行法院编制法谕》再次申明：“自此次颁布

法院编制法后……其应钦遵逐年筹备事宜清单筹办

各级审判厅，并责成法部会同各省督抚率提法司，切

实筹设。”［３］３７６

二、设立审判厅自奉天始———清廷和东三省官

员的共识

在清廷的上谕颁布之后，奉天率先开始筹建各

级审判厅。由于吉林和黑龙江两省相对开发较晚，

在清廷心目中奉天在东三省中居于最重要的位置，

这是东三省设立审判厅自奉天始的重要原因之一。

东三省的官员们在这一点上和清廷认识一致，认为

奉天的地位较为重要，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和奉天巡

抚唐绍仪在向清廷联衔具奏的《钦差大臣东三省总

督徐奉天巡抚唐奏奉天各级审判厅开办情形折》中

说“奉省为陪都重地，尤当从速创办，树厥风声……

况奉省交通利便，行一新政不独外人观听所系，亦即

国权消长之机，将来法律改良外可以范围列邦，内可

以巩固宪政，新设各厅当为嚆矢”［４］２４６，奉天高等审

判厅厅丞许世英在正式的公文和非正式的演说中也

多次强调这一观点，如其在《高等审判检察厅请建

筑厅署咨呈提法使转详文》和《高等审判检察厅及

承德地方两厅新署落成时许厅丞演说》中说“东省

肇造宏规，尤中外观瞻所系，改良法律、扩张国权此

其缘起”。“我国预备立宪先从司法独立入手，司法

独立又以改良审判为先，着而又以东三省先行试办，

又以奉天开办审判厅最早，是朝廷之所期望者殷，国

民之所指视者严，外人之所观听者众”［４］３５１。由此观

之，奉天主政者把各级审判厅的创建看作司法改革

的起点，既要以此改变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重塑中

国司法形象，又有以此来扩张国权的期待。反映了

处于国家内忧外患中的改革者内心的忧虑与沉重。

同时，也由此使得在移植西方司法制度的过程中伴

随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司法改革的目标追

求与西方法治观念追求的客观、中立、超然的法治精

神上的矛盾与冲突，必然反过来影响到改革的实际

进程。

三、清廷政策在奉天的执行———以提法使吴钫

筹建各级审判厅为中心的考察

（一）总体方案的拟定

上谕颁布之后，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督饬时任奉

天提法使的吴钫切实考察和论证。吴氏首先拟订了

提法使衙门及各级审判厅官制职掌，于光绪三十三

年（１９０７年）八月二十六日分缮清单具奏，给审判厅
的筹建奠定了领导基础和可操作性的依据。但是，

作为破冰之旅的奉天走在改革的前沿也是异常艰难

的，吴钫感叹：“惟奉省地方辽阔，举行伊始，普及维

艰。”［４］２８１他经过实际的调查研究提出了一套筹设的

方案，“先于奉天省城设立高等审判厅一庭，于奉天

府设立地方审判厅一庭，于承德、兴仁两县地方按巡

警区域分设初级审判厅六庭，各厅均附设检察厅，俟

办有成效再行逐渐推广”［４］２８２。但由于经费困难和

天气原因，这种设计未能得到立即施行，而是采用了

借房改设的办法作为过渡。关于职能，吴钫提出

“高等掌审理全省上诉案件，惟各属尚未遍设审判

厅人民上控者，向无已结、未结之限制，若不划分界

限，则阶级错乱，临时必至分歧，今拟已设审判厅之

处自应照章定级，未设审判厅之处，则凡上控各案已

经该地方官讯结及应提审者概归高等审理，未经讯

结及不应提审者，由提法使分别批令该地方官秉公

讯断。奉天府所属共十二州县，距离过远，管辖难

周，今拟地方审判厅只审理承德、兴仁两首县地面民

刑诉讼之不属初级者，一以为将来府不辖县之规划，

一以为人民赴诉之便利，初级六厅各按本区域内受

理该厅应管之事。自各厅成立之日起，凡属承兴两

县管辖之处，除行营发审系属特别裁判暂仍其旧，其

余民事刑事案件悉归审判厅管理，现奉天府承德兴

仁两县即不收其诉讼，其未结旧案在两县呈诉者归

地方分期接收，在奉天府上控系两县界内者亦归地

方接收，不属两县者，概归高等接收，遇有招解勘转

等件系审判厅之案即有各该厅径行解司解院，不必

由上级审判厅转解。系各州县之案，仍照旧例办

理”［４］２８６。

可见，奉天各级审判厅筹设是在提法使的亲自

参与和直接领导下完成的，同时也是其与高等审判

厅、高等检察厅共同努力、并肩作战的结果。

（二）具体实施过程的推进

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年）十二月初八日，奉天提
法使照会奉天高等审判检察厅，主要内容是回复在

此之前高等审判检察厅请提法使转呈督抚的各厅开

办的情况，以及呈送章程规则及公牍程式。奉天督

抚批示道，“所拟各节大致尚属周妥，仰即转饬各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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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试办，如有未尽事宜及窒碍难行之处，仍由该司

随时体察情形督同各厅员斟酌损益、改良办理，务期

实行无阻，使民称便，方于司法前途有所裨益”［４］３１０。

这在实际上是提法使又一次被督抚授予办理筹设审

判厅之权。同时也可以看出提法使在本省各级审判

厅筹设过程中的作用。

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三月初六日，奉天高等
审判检察厅接到了奉天提法使的照会，该照会转发

了奉天督抚关于奉天高等审判检察厅由提法使转详

督抚的批文，批准了奉天高等审判厅建筑高等地方

审判检察厅署之请，令其先行择地堪估、绘图呈候核

夺［４］３２１。

吴钫在奉天督抚的一再催促下，详细统筹督同

高等审判厅厅丞许世英、署高等检察厅检察长汪守

珍调查集议，并首先制定了在抚顺设立地方审判检

察厅的方案，综合考量了自然地理环境、人口、商业、

交通等方面后，最终把千金寨选为抚顺地方审判和

检察厅的理想之地。由于时值严冬，不具备施工条

件，吴钫提出暂时租赁民房开办抚顺地方审判厅，检

察厅附属其内，包括对原有审判检察厅的重新分划

组合等工作亦皆是在奉天提法使的亲自领导下完成

的。“原设有奉天府第二初级审判检察厅，现即划

归抚顺，界内即作为抚顺第一初级审判检察厅，暂设

一厅，如将来实系事繁，再行酌量加增，所有各厅员

缺拟由高等及奉天府地方两厅内拨员派署，以资熟

手而节经费，原补之奉天府第二初级审判厅推事方

瑛应改补抚顺第一初级审判厅推事，俾副名实。”［５］

这个方案获得了奉天督抚的批准，并在奉天督抚与

奉天提法使分别对有关人员任用之后，于光绪三十

四年（１９０８年）十二月初一日开办。
奉天各级审判厅的设置大体上是按照行政区划

进行的，即在省城设立高等审判厅管辖全省上诉案

件，府、直隶厅、直隶州设立地方审判厅，各县设立初

级审判厅。这种设置的方法是否合理姑且不论，值

得注意的是当时奉天的行政区划也处于不断的变更

之中，这种变更就使得原来审判厅的审判管辖不断

被打破，如何恢复到行政区划变更之前的有序与平

衡，成为一个新的问题不断地被提出来，或要求对审

判管辖做出重新解释，或在审判厅的设置上做出新

的调整。提法使在其中发挥了参与方案、协调各方

的作用。

（三）虚心接受不同意见

上文已经论述了在提法使与奉天高等审判检察

厅的努力下，制定了抚顺地区设置审判厅的方案，并

获得了奉天督抚的批准，定于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

年）十二月初一日开办。然而，方案提出之后，抚顺

县知县朱孝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兴仁旧属塔儿

峪、四方台两处，前曾各设初级审判，惟权限过狭，若

非添设地方审判厅，司法独立机关仍难组织完

备”［４］１１。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六月二十二日，
奉天高等审判检察厅接到了提法使的照会，转发了

督抚的批饬：“值兹筹款维艰似应稍示变通，拟请将

该两处初级审判厅酌移一处，于抚顺一面改省城地

方审判为承抚两县地方审判，庶几名实相符，权限分

明，而民间亦有所遵循。”［４］１３奉天高等审判检察厅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咨呈提法使，认为审判厅的设

置作为一个司法问题是严肃的，应该严格按照它的

内在要求来办理，根据当时审判厅的司法管辖区域

与行政管辖区域一致的惯例，应该随着行政区划的

变动而设立相应的审判厅，不应该因为经费紧张而

随意变更［４］１５。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七月二十六
日，奉天高等审判检察厅再次收到提法使的照会，转

发了督抚的批示，同意了该方案，“查该司所议兴仁

县改移抚顺，应增设抚顺地方审判厅，将奉天府地方

审判厅原设刑民各二庭分出一庭，移于抚顺，其不能

划分之典簿、主簿、录事及应设检察厅之检察官均分

别添设，并另设推事长、检察长以为该厅监督各情

形，名义即属允洽，而司法范围亦可借以逐渐推广，

应准如所议办理，划分区域、配置厅位、建立衙署及

规划一切庶务，事体颇繁，自不能不遴派妥员先行筹

办，即据该司查有法部主事程继元才力强干、众望久

孚、堪以委派，应准札委一专责成，所有该员筹办一

切事宜，应即随时禀由该司核明，呈侯察夺，委札随

批发给，仰即遵照缴”［４］１１－１５。

原法部主事程继元于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
七月二十六日接到提法使照会转发的督抚札委其筹

办抚顺地方审判厅事宜之后，于八月初六日赴抚顺、

千金寨、塔儿峪等地方查看，观察到千金寨的繁盛程

度已超过抚顺数倍，并提出了自己对于行政、司法机

构设置的看法，“窃惟政治上之地理宜分司法、行政

两途，行政取其冲要，司法重在繁难”，所以，“抚顺

地当孔道，为省城东北之冲，行政官驻此则指挥便

利，千金寨户口极繁，又为中日民人杂居之地，往往

刁徒勾结、欺压善良，司法官驻此则法律之保护较为

周切，故就现在情形而论，抚顺县宜驻抚顺，审判厅

宜驻千金寨”［４］２０。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九月初
三日，提法使照会奉天高等审判检察厅转奉督抚批

示，一切按程继元的方案办理。

抚顺地方审判厅厅署的位置确定之后，因为天

气变化并没有立即动工兴建，而是在塔儿峪租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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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民房先行开办，作为权宜之计。天气变暖之后，

抚顺地方审判检察厅继续为此展开交涉，咨呈高等

审判检察厅要求速建厅署，奉天高等审判检察厅继

续与提法使交涉，提法使转详督抚请示。宣统元年

（１９０９年）三月二十日，奉天高等审判检察厅接到了
奉天提法使的照会，转达了督抚的批示，饬民政司迅

速派员前往堪估，并札度支司拨款兴筑［４］２０－２２。

（四）具体事务的亲力亲为

继抚顺之后，高等审判厅厅丞许世英、署高等检

察厅检察长汪守珍向奉天提法使提出建设高等审判

检察厅和承德地方审判检察厅厅署的请求，“高等

据全省审判最上之阶地方，受理重要及不服初级之

诉讼，省会之区，厅署实未便终于迁就，开办借租之

房屋既已狭小，地势又均非适中，原系一时权宜，于

事实上殊形窒碍。矧近来民刑案件日有增益，必须

添设法庭，扩充房舍，尤应先时预备，请予建筑奉天

高等并现时承德地方审判厅检察厅署”［４］３３。奉天

提法使吴钫转详东三省总督兼奉天巡抚徐世昌，徐

氏当即批令相择地址，并饬民政司会同派员堪估工

程、拟绘图样。

奉天提法使经过调查之后，设计了一套非常详

尽的方案，“择定省城小南门内旧通济仓地址，及西

首官有隙地一区，约一百六十方丈，足敷建筑厅署之

用”［６］。而且，奉天提法使对厅署的总体布置、房间

分配和楼下与墙外的群房也作了详细的规划，最后

还对工程做了预算。此方案得到了徐世昌的支持，

徐氏饬交民政司转由工程局核实复估，“用公家旧

存之大木料及铁道所存枕木约可折价银三千五百余

两，由省城罪犯习艺所承办，以犯人充作小工，按平

民工价酌减二成发给，约可省银两千四百余两，用劝

业道造砖厂所造之砖，只给运费，又可省银七千四百

余两，统核全部工程实共需库平银三万八千余两，除

折抵价款外公家应拨给现银两万七千余两”，［６］由

度支司如数开拨，于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十月开
工。

奉天提法使在高等审判检察厅和承德地方新署

落成典礼的训词中介绍了自身参与、组织筹备审判

厅的状况，“当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年）十二月，本司
筹备审判，迫于事势，急求成立，遂赁借宗人府为高

等审判厅，购买发审局所租民房为承德地方审判厅，

地面狭隘，房舍卑陋，赖各厅僚贰同心进行，规模粗

备，然因厅廨之草率，对于诉讼人民有种种之不便，

对于外来参观宾客，生无穷之欠缺，迭次禀奉督抚宪

发款建筑新厅，经两年之久始观厥成”［４］３４３－３４５，并对

新建的审判厅寄予了诸多期望。高等审判厅厅丞许

世英也表达了其与提法使及督抚共同谋建审判厅之

事，“鄙人所以于开办之初即禀商督抚与法司谋建

审判厅也，溯自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年）十二月朔
日”［４］２４６－３５１。

（五）各厅的陆续开办

紧接着设立营口、新民各级审判检察厅的工作

开始着手，其过程基本是抚顺的如法炮制，提法使吴

钫在奉天督抚的饬令下督同高等审判厅厅丞许世

英、署高等检察厅检察长汪守珍办理。经过一番调

查研究之后，提法使制定了设置方案，“拟于营口设

地方审判一厅、初级审判一厅，新民设地方审判一

厅，初级审判一厅，均附设检察厅，按照奏定章程分

级管理，该厅府所辖境内民刑诉讼、其分给法官、支

给薪公，均照省垣酌量减少，暂行租赁民房略加修

葺，法庭则务求整齐，群室则仅取敷用，业已组织就

绪，请派员定期开庭，所有以前积案，查照奉天府审

判厅成立时办法暂由该厅府自行清理，分期由审判

厅提收，以免拥滞，仍以三个月收尽为限”［７］。督抚

和提法使分别对审判检察厅作了相应的人事任用之

后，定于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三月十五、二十日相继
开庭，新任署理各员仍由提法使随时考核，对于确实

能够胜任的奏请法部补授实缺［７］。

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七月，东三省总督和奉天巡
抚联合批饬提法使与民政司开会讨论辑安县令李廷

玉条陈的沿鸭绿江设立审判分庭办法，其理由和办

法大致为：“辑安地处边疆、濒临鸭江、人民稀少、风

俗顽梗，沿江一带所属地界绵长千里，中韩民人杂居

一处，时起争端，地方官厅距离甚远，鞭长莫及，愚民

无知，动辄酿成交涉，唯有沿江赶紧分设审判厅，专

以办理中韩民人刑民诉讼交涉事宜，以辅地方官耳

目之不及，且沿江一带伏莽甚多，抢劫之案时有所

闻，小民每以控诉无门隐忍不报，为此陈报沿江分设

审判厅办法并谓提前开办实于地方裨益匪浅。”［８］

四、结语

奉天提法使在奉天省内筹建各级审判厅的工作

整体来看较为积极和努力，且颇有成效。从提法使

吴钫关于奉天设立各级审判厅的奏折，为选址在奉

天全省范围内对各地的经济、社会、交通、商业等方

面做系统调研与考察论证，到审判厅设置方案富有

逻辑和充分说理的论证，以及不遗余力与各方沟通

的事实，包括饱含深情、以训词名之的演说，均充分

展示了提法使个人对审判厅筹设的重要作用。同

时，提法使即听从清廷谕旨，又受命于法部，还听命

于督抚，尤其是在审判厅筹建过程中，无论土地、房

屋等基础设施，还是人事、财政等方面，均须仰赖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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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暴露出提法使仍受制于督抚的尴尬境地，自身尚

且难以独立，事实上造成了各省审判厅独立运行的

艰难。也折射出历史惯性的力量之大，在行政权长

期独步天下的中国试图推行以审判中心主义为特征

的司法独立尝试何其艰难！

提法使吴钫率先垂范、事无巨细亲力亲为的事

实说明，吴氏本人具有良好的个人品质并具有一定

的法治理想，同时也透视了改革初期各种秩序尚不

完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具有一事一议

和在不断总结经验中逐步推行的双重特征，也使奉

天在审判厅筹建过程中打下了吴钫个人的深刻烙

印。不过，值得肯定的是，提法使吴钫的举措与努

力，最终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推动了奉天省法制改革

的进程，而且对其他省份产生了一定的示范效应。

注释：

①以往研究清末提法使和各级审判厅问题，多分别论述，或
从其他视角，及更广泛的清末司法改革的整体进程展开讨

论。进入２１世纪以后，开始有学者对晚清审判厅展开研
究。比较重要的成果有李启成《晚清各级审判厅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俞江《清末奉天各级审判
厅考论》（《华东政法学院学报》，２００６年第 １期）、刘焕
峰、郭丽娟《清末审判厅设置考略》（《历史档案》，２００９年
第２期）等。上述成果在对基本史实作梳理的基础上，提
出了若干颇有启发性的见解。但同时亦由于客观条件的

限制，或对其筹建过程的描述较为粗略，“虽多方搜集资

料，并对天津、京师、东三省创办各级审判厅用力颇多，但

仍以未能查到清末创办地方审判厅的具体史料为憾。”

（俞江《清末奉天各级审判厅考论》《华东政法学院学报》，

２００６年第１期），或对奉天审判厅成立之后的运行情况展
开讨论。关于提法使的研究，参见拙文《效法西方话语下

的自我书写：提法使与清末审判改革》（《历史教学》，２０１０
年第５期）、《清末官制改革与各省提法使的设立》（《求
索》，２０１０年第８期，此文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
２０１０年第１０期全文转载）、《分科改制：提法使官制向近
代科层制的演进》（《求索》，２０１１年第６期）、《清末提法
使衙门的人事变革：以直隶为中心的考察》（《历史教学》，

２０１１年第 １２期）、《清末司法官制改革中的臬司甄别》
（《历史档案》，２０１２年第３期）等。

参考文献：

［１］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Ｍ］．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

［２］汪庆祺．各省审判厅判牍：王朝末日的新式审判［Ｍ］．北
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３］怀效锋．清末法制变革史料（上卷）［Ｍ］．北京：中国政法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４］王家俭，姜可钦，童益临，等编．朱延龄，汪仁宾，锡箴，校
勘．汪守珍，许世英，汪世杰，鉴定．奉天司法纪实（第二
册）［Ｍ］．沈阳：陪京印书馆，１９０９．

［５］抚顺开办地方审判检察厅［Ｎ］．申报，１９０９－０２－０９．
［６］政治官报［Ｎ］．１９０９－０３－０５．
［７］政治官报［Ｎ］．１９０９－０３－２０．
［８］东三省近事［Ｎ］．申报，１９０９－０９－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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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河古镇民俗文化资源价值识别与创意开发模式探究

杨洪飞１，李庆雷１，２，夏梦蕾１

（云南师范大学 １．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２．云南旅游产业研究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５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０－１５
作者简介：杨洪飞（１９９５—），女，云南禄劝人，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规划

与战略管理。

摘　要：基于创意经济理论、体验经济理论，充分挖掘利用束河古镇的“魂”，寻找突破点，提出
束河古镇民俗文化资源的创意开发模式。运用实地调查法、文献分析法对束河古镇民俗文化资源进

行梳理，识别资源的多元价值。结果表明：束河古镇民俗文化资源在文化价值、社会价值、旅游价值

和艺术价值方面具有较高品位，在建筑文化和民俗工艺资源方面具有较强竞争力，据此提出“空间

创意”集聚、“异业混血”合作、“束河文创”特色模式，对于推动民俗文化的活化利用以及地区产业转

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民俗文化资源；价值识别；创意开发；旅游发展；束河古镇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０．０６．０１５
中图分类号：Ｆ５９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０）０６－００８３－０６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古城镇以其独
特的文化魅力、厚重的历史气息和原生态的生活方

式逐渐成为人们的向往之地。束河古镇作为丽江世

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茶马古道重镇、皮匠之

乡，避免“千城一面”发展局面，有效传承和挖掘利

用古镇文化内涵，实施创意开发模式对于提升古镇

吸引力，切实守住古镇的“魂”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这也在实践中得到了证实。日本三岛町乡村振兴计

划，三岛町以本地民俗工艺为切入点，提出“生活工

艺运动”、打造“自然博物馆”举措，成为古村镇民俗

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典范；乌镇以曲艺民俗戏剧作为

自身文化特色，创造性地建造木心美术馆、举办乌镇

戏剧节，成为我国古镇发展的佼佼者；袁家村以关中

民俗美食作为核心发展主题，将特有小吃、民俗技艺

与现代创意相结合，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关中民俗第

一村的华丽转变。还有更多实践表明，民俗文化资

源是古镇发展的关键资本，进行创意开发对古镇提

升吸引力具有重要作用。鉴于此，在对束河古镇民

俗文化资源进行价值识别的基础上，坚持保护与开

发相统一、特色明显和差异化突出的思路，提出束河

古镇民俗文化资源创意开发模式。

一、束河古镇民俗文化资源概况

束河古镇位于丽江古城西北４公里处，坐落在
聚宝山、莲花山和龙泉山脚下，九鼎河、疏河、青龙河

穿过古镇村落街巷，是纳西先民在丽江坝子的最早

聚居地之一［１］。早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束河古镇因
独特的地理优势和资源优势成为茶马古道集镇和纳

西文化交汇中心，皮革、炼铜、打铁等手工艺在此云

集，并因此孕育和繁荣了束河的民俗工艺资源。近

代以来，丽江的经济、文化中心逐渐向大研古城转

移，束河减缓了商业化进程，因此保留了较为丰富的

纳西文化、茶马文化、生态文化等文化资源［２－３］。束

河古镇作为丽江世界文化遗产的外延，以丽江境内

最大的石板桥青龙桥、古镇上溪流水源地九鼎龙潭

等名胜，以及“皮革之乡”“千年清泉之乡”“茶马古

道重镇”等誉称闻名于世。从地理区位来看，束河

古镇位于大研古城和白沙古镇的过渡地带；就开发

程度而言，相对于开发过度造成商业化严重的大研

古城、开发不足导致资源利用率低的白沙古镇，束河

古镇介于二者之间。因此，束河古镇在大研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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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光环效应下，如何挖掘利用其独特的民俗文

化资源，准确把握保护与开发的平衡，运用创意进行

高质量开发以区别于大研古城发展路径，并为白沙

古镇提供可行的成功经验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

题。

与大研古城、白沙古镇相比，束河古镇在民俗工

艺资源方面占据相对优势。结合陶立《民俗学概

论》［４］的分类方法，将民俗文化资源分为物质民俗、

精神民俗和社会民俗。基于此，通过查阅相关文献、

书籍资料，系统梳理束河古镇民俗文化资源如表１。
表１　束河古镇民俗文化资源一览表

类别 款项 具体内容

物质民俗 建筑民俗

“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马锅头豪宅；木楞房；土掌房；两拐房；四合头；一进两院；多进多套院；深出檐、坡屋面、

灰瓦白墙、雕花木门窗；“十二生肖”以及“四蝠闹寿”铺地；大觉宫壁画；“城依水存，水随城至”建筑特色；青龙河、九鼎

河、疏河三河水系等

饮食民俗
鸡豆凉粉；米灌肠；火烤粑粑；红鳟金鳟；扁担酒；纳西杂锅菜；纳西米糕；纳西烤鱼；牛肉饵呷饼；黑糖豆花；牦牛冰棍；

吹猪肝凉拌；黄豆清水面等

服饰民俗 “披星戴月”（七星羊皮）；花腰带；百褶围腰；披毡；麻布长裙；毡帽；青蓝色棉布短裤；长袍马褂；花纹头饰发辫等

精神民俗 口承语言①
东巴象形文字；纳西语、傈僳语、藏语等民族语言；《署的来历》；《迎净水》；《舞谱》；“阿默达”；“阿丽哩”；打跳；口弦

调；树叶调；火把舞；芦笙舞；锅庄舞；“木瓜白”“白是白”调子等

行为传承②
皮毛皮革；东巴纸；珐琅银器；石器；铜器；刺绣；铁器；漆绘；木雕木刻；篆刻；蜡染；扎染；书法；绘画；民间纺织等（相关

民俗工艺已有一定规模物质载体：云天工、彭萍大师刺绣艺术馆、白沙锦绣艺术院、禾口月生皮匠铺、云南大学旅游文

化学院文创基地、石寨子千年银器等）

精神信仰③
东巴教；毕摩仪式；“祭署”仪式；藏传佛教噶玛巴圣迹“噶玛巴脚印”；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多神崇拜；祭天大典；祈福

仪式等

社会民俗 岁时节日 三朵节；纳西族和彝族的火把节；“棒棒会”“七月骡马会”等

民间礼仪
“三叠水”（待客的最高礼仪）；知诗书好礼仪；宽容仁义、敦厚真诚；忌踏木、坐木；忌破坏水源；纳西人不食狗肉、马肉、

猫肉等习俗

　　注：①包括方言、神话传说、歌谣曲艺、民间文学等；②指民俗工艺等；③包括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等。

　　由上表可知，束河古镇民俗文化资源丰富，物质
民俗、精神民俗和社会民俗多种类型并存，是束河古

镇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精神动力和源泉，实施创意

开发模式具有坚实的资源条件。

二、束河古镇民俗文化资源价值识别

民风民俗及悠久的历史彰显出一个古镇厚重的

文化底蕴，其展现的价值与内涵是其他资源无法比

拟的。

（一）文化价值：彰显历史底蕴与内涵

束河古镇历史悠久，在不同历史阶段形成了不

同特征的民俗文化资源，集中反映了束河古镇古朴

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特有的价值观念。“三坊一

照壁”“四合五天井”、马锅头豪宅等传统建筑是纳

西族人民在历代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物质遗产，

描绘了古镇的“形”，白墙青瓦、朱红门窗、照壁飞檐

等细节装饰生动地刻画了古镇的“魂”，“居民博物

馆”的荣誉是束河悠久建筑文化的最佳表达。束河

古镇的传统民俗工艺尤其皮革工艺，是历史发展的

重要见证，也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体现。从皮

革原料的获取、制革过程、缝制工序到外观设计都印

上了束河古镇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的符号，彰显了

厚重的历史底蕴，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束河古镇

保留较好的纳西传统建筑和以皮革工艺为核心的民

俗工艺具有相对竞争优势，文化价值高，应进行重点

利用。

（二）社会价值：传承和弘扬民族精神

民俗是民族独特精神和个性特征的重要表征，

反映了一个地区对自身文化特性的认同和自豪感，

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和谐、教育等价值［５］。束河古

镇民俗资源发源、存在和传承于当地居民的日常生

产生活之中，对于传承和弘扬民族精神具有重要意

义。东巴象形文字被称为“世界上唯一活着的文

字”，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纳西族人民使用自然符

号象形文字记叙了其从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这一时

期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东巴文、东巴经等东巴文

化成为传承和弘扬纳西民族精神最重要的活的载

体。三朵节作为束河古镇重要节日之一，体现了纳

西族热爱和平、倡导和谐、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知诗书好礼仪”等民间礼仪对于维护社会秩序、宣

扬现代精神文化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在束河古镇

实施创意开发中，应注重体现其独特的民族精神和

个性特征，增强当地居民的民族认同感和社会归属

感，并积极主动服务于旅游建设、经济发展。

（三）旅游价值：打造旅游核心吸引物

以各种民俗文化资源为依托，打造旅游核心吸

引物是旅游者通过感受异域民族风情和地方文化以

获得愉悦的一种高层次旅游形式［６］。以束河古镇

的建筑、饮食、服饰、语言文学、民俗工艺、节庆、礼仪

等民俗文化资源为依托，能够打造具有吸引力的核

心吸引物。束河古镇“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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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建筑民俗、“披星戴月”等服饰民俗具有审美和实

用价值；皮革工艺、银器、木雕等民俗手工艺能够发

挥娱乐体验价值；东巴文、《署的来历》等口承语言、

“知诗书好礼仪”，以及其他禁忌等民间礼仪能够满

足游客求知需求；毕摩仪式、“祭署”仪式等岁时节

日能够满足游客的猎奇需求。求异是旅游开发的重

要价值取向，体验异域风情、感受异文化震撼是游客

的首要追求［７］。对比大研古城、白沙古镇以及周边

大理古城、迪庆、怒江等民俗文化资源，束河古镇的

民俗工艺资源较为突出，以此为重点进行创意开发

能够较好发挥旅游价值。因此，根据寻找差异、创造

差异的思路，挖掘利用特色突出的民俗工艺资源作

为开发重点，是丰富旅游核心吸引物、提升旅游价值

的关键方式。

（四）艺术价值：挖掘特色和审美功能

特定地区的民俗文化资源展示着地方特殊的设

计、风格和高水准的技艺，凝聚着当地居民传统的艺

术审美情趣。“披星戴月”、花腰带、百褶围腰、披毡

等服饰，一方面是纳西族人民为适应生活环境而创

造的，另一方面也凝聚了纳西族古老传统的审美观

念，体现了纳西族对传统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对服饰

穿搭的审美观念。“建筑是人们进行物质生产和精

神生活的空间场所，其本身就是一种艺术、一种文

化”［８］。从装饰来看，块石、瓦砖、卵石等装饰材料、

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象征图案“四蝠闹寿”“十二生

肖”，体现了地域特色和手工艺术。从颜色搭配来

看，古城整体色彩为灰、白、红基调，突显出古城的朴

素淡雅；街道多以红色角砾岩铺设，与古镇自然、人

文环境相协调，又不失艺术美感。皮革、纺织、木雕

等工艺在颜色搭配、造型设计等方面独具民族文化

特色，在精细的手工艺中凝聚着巧妙的审美情趣，也

是现代工艺最原始的呈现，对现代工艺具有一定参

考价值和美学价值。注重利用民俗文化资源的特色

和审美功能，塑造其鲜明个性，有利于打造“束河精

品”。

三、束河古镇民俗文化资源的创意开发模式

民俗文化资源是束河古镇特色文化的体现，在

创意思维指导下，挖掘利用民俗文化资源的多元价

值，促进资源价值实现、价值提升、价值转化，完善价

值链，提升产业附加值。

（一）基本思路

实施束河古镇创意开发模式，首先应坚持开发

与保护相结合原则，合理利用资源，不破坏资源的真

实性和原生性。其次，按照特色明显、差异化突出思

路提出创意开发策略，重点挖掘利用保留相对较好、

具有束河古镇典型风格的建筑文化以及拥有厚重历

史底蕴的皮革等民俗工艺资源，以此为突破点建构

束河古镇旅游发展的价值链。最后，根据体验经济

原理，体验分为娱乐、教育、逃避和审美体验，独特、

深刻和丰富的体验能够增强地区吸引力［９］２０８－２１１。

注意活化利用束河古镇民俗文化资源，促进资源价

值提升。值得注意的是，位于束河古镇四方街旁的

“工匠街”是汇聚工匠艺人、集中展示民俗文化、弘

扬工匠精神的特色街区，也是实现资源多元价值的

聚集区，对于打造束河乃至丽江民俗文化旅游新地

标、促进旅游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在束河古镇实

施创意开发模式中应重点利用。

（二）创意开发模式

从空间、产业、产品方面提出“空间创意”“异业

混血”“束河文创”三种创意开发模式，促进综合价

值高、特色突出的民俗文化资源实现价值增值，并带

动相关资源提升价值。

１．“空间创意”集聚模式
（１）“空间创意”集聚模式的目标和亮点
“空间创意”集聚模式主要是创造一个独特的

文化消费空间，强化社区生活艺术再造，主要目标是

挖掘文化底蕴提升资源价值、化腐朽为神奇，促进价

值转化，搭建旅游者与束河古镇民俗文化之间的对

话交流平台，增强旅游者消费地方文化的真实性和

参与性。独具特色的景观展示、充分的互动交流、真

实性的人文感知、创意元素的集聚是“空间创意”模

式的亮点，也是与传统开发模式的重要区别。与大

研古城已有的空间利用方式相比，束河古镇不同之

处体现为“小而精”“讲创意”“重秩序”，将高端小

众产品作为主体产品。

（２）“空间创意”集聚模式的具体设计
“空间创意”集聚模式是基于束河古镇已有的

“形”，主要指建筑文化资源，结合其他相关民俗文

化资源的利用，融入创意元素打造具有地方历史文

化意义的体验性空间。一方面，营造真实性民俗文

化大空间，培育文化体验、休闲度假（慢生活）产品

体系。民俗文化大空间的开发主体是旅游企业，构

建“企业＋社区”共同开发方式，避免大研古城脱离
原住民开发旅游的形式。地域范围包括整个束河古

镇空间，龙泉村、仁里村等村庄以及四方街、工匠街

等空间重点打造为民俗文化载体。与大研古城片区

的四方街、五一街等空间载体相比，束河古镇民俗文

化空间的传统建筑更完好、民俗文化更古朴、地方品

质更真实。基于地方感理论，场所、活动、意义与特

色是人们对某一空间产生情感体验的关键要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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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人们产生地方认同、地方依恋的有力支撑。重

点构建人、文、景要素，以突出真实性和个性化为开

发理念打造民俗文化大空间。第一，人是古镇发展

最有活力的要素，必须留住束河古镇原住民，打造主

客共享的体验空间。保留原住民“披星戴月”、花腰

带、毡帽等传统服饰，以及纳西语等具有纳西象征性

的语言符号，呈现束河古镇原生态的生活场所，提高

美好生活品质。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将束河

古镇民俗文化资源物化，以原住民的住宅为基地、家

庭为生产经营单位发展庭院经济，丰富游客体验，实

现文化资源的综合价值提升。引导当地居民保留知

诗书好礼仪、宽容仁义、敦厚真诚的习俗礼节，营造

知书达理、人文气息浓郁的文化氛围。第二，景观是

最具视觉冲击力的要素，在吸收传统纳西建筑元素，

如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两拐房、四合头等传统

建筑形式的前提下，丰富建筑轮廓线条、突显建筑特

色，增设楼顶天台、透明玻璃窗，营造视觉美。在墙

体悬挂标有东巴文、汉语和英语的指示性木标牌或

具有特色的文字话语，巧妙融合传统特色与时尚潮

流，为游客营造具有归属感而又不失真实性的民俗

文化空间，包容性和多样性的氛围。另外，民俗文化

大空间的打造应与自然生态相呼应，避免过度商业

化，打造“慢生活”氛围，让游客在“慢走”“慢游”

“慢品”“慢食”的舒适空间里尽情地感受束河古镇

丰富的民俗文化，打造区别于大研片区热闹喧嚣、快

节奏的“宁静空间”。

另一方面，建设小众艺术空间，促进民俗文化资

源的价值提升和价值转化。吸收借鉴巴黎１０４创意
艺术中心、韩国 Ｈｅｒｙｉ艺术村，以及北京７９８艺术园
区等艺术空间打造经验［１０］９８－１０２，打造束河古镇新的

文化艺术地标。综合区位条件、建筑特色、文化氛围

等因素考虑，可选取束河古镇仁里老村南片区作为

艺术空间载体。在基础保障方面，完善仁里村的通

信网络、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为艺术创作提供舒适

便利的创作交流条件。在开发主体方面，成立艺术

委员会进行管理，艺术空间的发展和运作采取民间

化形式保持其独特性和独立性。在空间创意拓展方

面，采取相关激励机制，吸引各类创意人才如画家、

雕塑家、建筑师、作家、摄影师、音乐家、电影创作者、

艺术教育家以及博物馆、画廊、音乐厅、剧院、艺术品

商店等机构和管理人才入驻，拓宽艺术空间的创意

源泉和领域。在要素业态方面，发展高端美学体验、

艺术创作、创意设计等业态。依托仁里村传统的纳

西建筑，结合建筑师的创造性，坚持变废为宝、化腐

朽为神奇的开发理念，实现低价值的纳西废弃传统

建筑向高价值的艺术空间载体转化。利用新型数字

保护技术，修复改造居民建筑为“建筑学博物馆”。

利用废旧建筑打造“行动咖啡屋”、多功能展演厅、

电影厅等。打造高端民俗工艺精品工作室，发挥设

计师、雕塑家、画家、摄影师等创意人才的创造性，利

用皮革、东巴造纸、银器、木雕等工艺，打造特色鲜明

的纪念品。最后，将艺术空间与束河古镇发展紧密

结合，强化社区生活再造，促进艺术家与当地社区居

民的充分互动学习，发挥文化教育与艺术涵化的社

会性功能。

２．“异业混血”合作模式
（１）“异业混血”合作模式目标和亮点
“异业混血”合作模式主要是通过不同企业或

不同行业的“跨界”合作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利

用各自成熟的技术和现有的知识信息进行创新而形

成联盟关系，创造性地推动文化繁荣和经济进

步［１０］３４４。创意经济原理表明，将不同形态的既有元

素进行重新搭配，能够刺激创意的产生并提高产品

综合价值［９］２３５－２３６。结合不同行业、不同企业和不同

业态的有利元素，“异业混血”模式能够实现优势互

补、提升价值，在自主研发、创意设计、品牌塑造等价

值链环节提高附加值。与传统开发模式相比，“异

业混血”模式更注重科技创新和品牌力量，注重将

资源价值转化为品牌价值、经济价值。利用民俗文

化资源实施“异业混血”，完善工艺价值链，结合已

有皮革工艺的“一把锥子走天下”的品牌基础，束河

古镇与大研古城相比能够更好地推动价值实现、价

值提升。

（２）“异业混血”合作模式的具体设计
“异业混血”模式主要是以束河古镇的行为传

承文化即皮革工艺为核心，从上游的技术研发、中游

的创意设计和产品生产到下游的产品营销，在各价

值链环节中提升附加值，推动民俗文化资源价值实

现。坚持以科技促进文化保护、创新产品开发的理

念，打造数字化旅游新时代，提供个性化、高端化、品

质化的服务。在开发主体方面，以束河古镇文旅企

业为载体，寻求与不同行业、不同企业共同合作开

发，带动社区居民参与，使原住民共享民俗文化资源

的多元价值及相关衍生价值。在要素业态方面，重

点推动科技与民俗工艺的跨界融合，打造包含科技

体验、现代的先进科技工程、自动化生产线的科技旅

游。以科技为基础，提供束河古镇民俗文化与美学

创意的技术支撑，改进和完善传统民俗工艺的生产

质量和效益，促进民俗工艺资源的艺术美学价值、经

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提升。在产品生产方面，突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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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特色和差异化发展，束河古镇的皮革、扎染工艺应

自主研发新型技术，突破现今工艺生产品质与产能

限制瓶颈，进一步突出束河工艺的精细与品质。融

入创意元素，以原创设计促进民俗工艺的艺术价值、

文化价值以及经济价值等相关衍生价值的实现。针

对银器、木雕、石器、铜器等工艺品的生产，在图案设

计、用途构思等方面，可使用现代科技进行改良更

新、创新设计，打造与时俱进的“束河精品”。在产

品展示方面，采用三维影像、虚拟技术等数字技术展

示刺绣、绘画、雕塑等产品，提升产品吸引力。在产

品营销方面，与大研古城进行联合营销，采用短视

频、网络直播等新型营销手段。

创造品牌、发挥品牌力量是增强文化附加值、完

善价值链的重要途径。束河古镇的创意开发模式，

应制定品牌发展战略，树立品牌制胜理念，提高与大

研古城、白沙古镇等周边地区的旅游竞争力。茶马

古道的衰落，束河古镇皮革工艺积累的声誉和品牌

也随之没落。深入挖掘束河古镇的皮革皮具以及制

铜打铁、漆绘雕刻等传统工艺技法，结合现代工艺、

市场需求，将传统民俗工艺的技法转化为品牌发展

的奠基。在短期发展中，寻求品牌合作是重要的解

决路径，束河古镇应深化与红谷品牌的合作，以红谷

较高的品牌知名度传承束河古镇６００多年的皮革文
化，依托红谷品牌的平台展现茶马古道上的皮匠传

奇。从长远发展来看，束河古镇皮革工艺应逐步走

向世界，依托精湛的皮革工艺与当地特有的皮革原

料，开创世界皮具工艺中的束河流派，与路易摩登、

登喜路、普拉达、圣大保罗等世界著名皮具品牌寻求

合作是一种有益尝试，并逐步打造高知名度专属品

牌。另外，依托束河古镇独具纳西风格的服饰民俗，

打造融合民族、时尚元素的小众服装品牌，丰富束河

古镇的品牌体系。

３．“束河文创”特色模式
（１）“束河文创”特色模式的目标和亮点
“束河文创”特色模式主要是通过提炼束河古

镇优秀的民俗文化资源，打造具有特色的新型文化

内容产品。依托创意手段和市场化运作方式，将束

河古镇民俗文化与现代消费生活进行有效结合，通

过具有艺术特色和实用价值的文创产品，使束河古

镇情感和精神层面的文化资源走向大众生活。传统

文化与大众生活的巧妙结合、形式多样和层次丰富

的文创产品是此模式的亮点，打造地方文化ＩＰ是束
河古镇与大研古城等周边地区竞争的利器。

（２）“束河文创”特色模式的具体设计
“束河文创”是综合利用束河古镇的各项物质

民俗、精神民俗和社会民俗，积累创意素材，拓展创

意空间，提升综合价值。借鉴北京故宫、台北故宫文

创经验，实施“束河文创”模式，打造文旅 ＩＰ引导发
展。针对束河古镇民俗文化资源类型和特色，可重

点打造实用性、观赏性、纪念性、体验性四类文创产

品来丰富“束河文创”。

第一，将束河古镇独特的文化元素与大众现代

生活相结合，开发实用类文创产品，促进民俗文化价

值转化。依托皮革工艺开发暖手宝、酒囊袋等；利用

珐琅银器开发主题系列“茶马古道”茶具、“清泉之

乡”主题餐具；将书法、绘画与东巴纸结合运用，开

发东巴纸灯、书签等；扩大刺绣、扎染等工艺的使用

范围和实用价值，开发床上四件套、窗帘等家居用

品；融合扎染、刺绣等元素创新性开发“披星戴月”

系列服饰等。

第二，利用束河古镇民俗文化资源的审美价值、

艺术价值开发观赏性文创产品，提升资源价值。根

据《署的来历》《迎净水》《舞谱》等民间文学，融入

现代艺术元素，开发主题演艺产品，通过舞台演艺展

示和传承束河古镇民俗文化。

第三，利用“原型”推动束河民俗文化资源综合

价值实现。将铜器、皮革工艺与束河古镇作为茶马

古道重镇地位相结合，开发铜铃铛、马鞍摆件、马帮

靴挂件；以束河古镇传统纳西建筑为原型，设计纳西

古建筑模型摆件；以束河古镇重要历史场景、生活景

象为素材，利用刺绣工艺创作挂画、折扇、香囊等。

第四，根据体验经济原理，以参与体验的形式开

发束河古镇体验性文创产品，通过价值链提高附加

值。在工匠街开设民俗工艺体验工坊，提供消费者

参与体验制作的机会，开发“在束河创作”“自由

ｓｔｙｌｅ”等主题游线产品；以传统民居建筑、当地居民
以及其生产生活方式为核心要素，开发“当一天纳

西人”“茶马古道上的一天”“在束河晒太阳”等体验

性文创产品。

第五，发展夜间经济，挖掘夜间消费潜力，提升

民俗文化资源的多元价值。如打造露天舞台秀、文

化水秀、民俗表演和少数民族文艺演出，举办篝火晚

会、火把节等节庆；创新开发可食可娱的纳西烤鱼、

火烤粑粑等夜宴产品；以青龙河、九鼎河、疏河三河

水系为空间载体，结合花腰带、褶围腰、披毡等服饰

民俗和铜器、刺绣、铁器、漆绘等民俗工艺，打造民俗

一条街等。

四、结语

开发和保护一直是古镇民俗文化资源的经典论

题，创意开发是近年来迅速发展的民俗文化资源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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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新方向。在创意经济时代和文化强国大背景下，

探讨古镇民俗文化资源创意开发模式对于民俗文化

传承、资源潜在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具有积极作用，

对于束河古镇走出丽江古城的“明星效应”、践行差

异化发展路径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束河古镇民俗文

化资源的创意开发模式分析，各地可根据自身民俗

文化资源价值识别结果和相对优势，参考“空间创

意”“异业混搭”“束河文创”三种模式，探索符合自

身实际且独具特色的创意开发模式。在实践中，应

采取相应措施留住原住民，注意激发文化传承人、社

区精英的活力，吸引各类创意人才入驻，集聚人才力

量和智慧。完善相关服务设施，提供便利舒适的生

活空间，塑造包容、开放的氛围，吸引企业投资获得

创意开发的资金支持，不断积累创意资本。同时，应

处理好文化保护和利用的关系，坚持“保护第一”的

理念。关于束河古镇民俗文化资源价值识别和创意

开发模式的研究，在创意知识产权保护、创意产品开

发与风险防控、创意功能衍生等方面还值得进一步

探究，这需要旅游学、创意学、市场学、经济学多学科

学者共同关注，为民俗文化资源的创意开发提供智

力支持。

参考文献：

［１］杨国清．丽江文化旅游崛起解读［Ｍ］．昆明：云南人民出
版社，２０１１：２９６．

［２］黄越，赵振斌．旅游社区居民感知景观变化及空间结构：
以丽江市束河古镇为例［Ｊ］．自然资源学报，２０１８，３３
（６）：１０２９－１０４２．

［３］任瑶，赵振斌，赵青阳，等．基于游客留言内容分析的
古镇旅游体验研究：以丽江束河古镇为例［Ｊ］．浙江大学
学报（理学版），２０１７，４４（３）：３５５－２６１．

［４］陶立．民俗学概论［Ｍ］．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１９８７．

［５］韩晓时．民俗资源与创意产业［Ｍ］．辽宁省社会科学普
及系列丛书８：辽海讲坛·第六辑，２０１０：６２．

［６］金丽．辽宁省满族民俗资源的特征及价值研究［Ｊ］．沈阳
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３６（５）：１０－１１．

［７］黄旭涛．民俗资源的旅游开发与区域文化产业的发展：
以山西为个案［Ｊ］．生产力研究，２００８，（１７）：１１４－１１６．

［８］杨正权．传承发展彝族建筑文化：彝族建筑文化［Ｍ］．昆
明：云南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８：１．

［９］李庆雷，廖春花．旅游资源开发理论研究［Ｍ］．武汉：武
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２０８－２１１，２３５－２３６．

［１０］方彦富，陈苹．两岸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与融合［Ｍ］．
福州：海风出版社，２０１４：９８－１０２，３４４．

（责任编辑　谢春红）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ｏｌｋＣｕｌｔｕｒ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ｉｎＳｈｕｈｅＡｎｃｉｅｎｔＴｏｗｎ

ＹＡＮＧＨｏｎｇｆｅｉ，ＬＩＱｉｎｇｌｅｉ，ＸＩＡＭｅｎｇｌｅｉ
（ａ．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ｍａｎｄ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ＹｕｎｎａｎＴｏｕｒｉｓｍ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Ｙｕｎｎａｎ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Ｋｕｎｍｉｎｇ，Ｙｕｎａｎ６５０５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ｅｃｏｎｏｍｙ，ｔｈｅ“ｓｏｕｌ”ｏｆＳｈｕｈｅ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ｏｗｎｉｓｆｕｌｌｙｔａｐｐｅｄ，ａｎｄａｕｎｉｑｕｅ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ｏｉｎｔｉｓ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ｔｏｐｒｏｐｏｓｅｔｈｅ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ｏｆ
ＳｈｕｈｅＡｎｃｉｅｎｔＴｏｗｎｆｏｌｋ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ｆｏｌｋ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ＳｈｕｈｅＡｎｃｉｅｎｔＴｏｗｎｈａｖｅｈｉｇｈｔａｓｔｅ
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ｖａｌｕｅ，ｓｏｃｉａｌｖａｌｕｅ，ｔｏｕｒｉｓｍ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ａｒｔｉｓｔｉｃ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ｈａｖｅｓｔｒｏｎｇ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ｉｎａｒｃｈｉ
ｔｅｃｔｕｒ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ｆｏｌｋｌｏｒｅｃｒａｆｔｓｍａｎｓｈｉｐ．“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ｈｕ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ｍｏｄｅｌ
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ｐｌａｙ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ｔｈｅｆｏｌｋｌｏｒ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ＳｈｕｈｅＡｎｃｉｅｎｔＴｏｗｎ，ｅｎｈａｎｃｅ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ｂｅｎｅ
ｆｉｔｓ，ａｎｄｈａｖｅｇｒｅａ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ｆｏｒ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ｏｌｋ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ｆｏｌｋｃｕｌｔｕｒ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ｖａｌｕ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ｏｕｒｉｓｍ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ｈｕ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Ｔｏｗｎ

·８８·



第３７卷　第６期
Ｖｏｌ．３７　　Ｎｏ．６

　　　　　　　　　　 中州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

Ｄｅｃ．２０２０　

关于“推进医养结合”若干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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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老龄化社会到来，养老问题成了突出的民生问题。通过机构层面、社区层面、居家
层面的有机结合，医疗资源与养老资源效能得以充分发挥，但传统养老观念落后、机构转型审批受

限、违规套用医保政策、老年医疗卫生看护服务网络建设滞后、基层医养护理人员水平较低、相关部

门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成为阻碍医养结合的突出症结。针对上述难题，提出了可行性的建议

对策，为进一步深化医养结合提供了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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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老服务制度是我国重要的社会服务制度，它
与每一位公民及其家庭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随着

生活质量和医疗水平不断提升，人口老龄化是我国

在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过

程中一个必须直面的关键问题。

一、医养结合的实现方式

改革开放４０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城乡居

民的健康水平持续提高。２０１８年我国居民人均寿
命创下７７岁的新高。据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１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１８年年底，６０周岁及以
上人口达２４９４９万人，占总人口的１７．９％；其中，６５
周岁及以上人口１６６５８万人，占总人口的１１．９％。
按国际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６５周岁及以上人口
比率达到７％，社会即步入“老龄化”，超过１４％，即
步入“老龄社会”。因此，我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

会，养老问题已经成为近年来全社会普遍关心的问

题。根据中央和国家部署，“医养结合”的新型养老

模式正悄然走进我们的生活。

何谓“医养结合”？医，是指医疗诊治、健康咨

询、健康检查、临终关怀等医疗服务；养，是指生活照

护、精神心理、文化活动等养老服务。医养结合是指

集医疗、康复、养生、养老为一体，将医疗资源与养老

资源合二为一，以实现双向资源利用最大化，使老年

人在养老的同时也能得到充分的医疗保障。其特点

可归纳为“有病治病、无病疗养”，兼具医疗卫生资

质和养老服务能力的医疗机构或养老机构因此被并

称为“医养结合机构”。从目前实践来看，医养结合

的实现方式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

第一，机构层面的医养结合，即医疗机构与养老

机构双向结合，形成医养结合联合体。它主要有四

种实现途径：一是医疗机构转型为医养结合机构。

某些医疗机构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困难亟待转型，往

往将原先的单纯的医疗机构转型为融医疗与养老为

一体的医养结合机构。二是养老机构转型为医养结

合机构。不少养老机构在提供养老服务时因为医疗

资源缺乏，无法及时为老年病人提供医疗救助，导致

养老服务质量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因此需要增加护

理型机构和床位比重、并入部分医疗资源以提升养

老服务质量。三是医疗机构和养老结合机构通过签

订协议建立医养联合体，优先为入住老人提供医疗

服务。例如，２０１７年７月３日，洛阳某三甲医院与
涧西区、洛龙区、伊川县养老服务机构签订了医养结

合模式的“远程诊疗”服务试点，为基层养老机构免

费提供医疗保健、咨询、健康指导、就诊等服务，让洛

阳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大医院专家的优质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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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四是建立老年医疗卫生看护服务网络。老年

医疗卫生看护服务网络是集医疗、预防、保健、康复、

健康为一体，能够为老年人提供治疗期住院、康复期

护理、稳定期照料以及安宁疗护一体化的健康和养

老服务。洛阳市积极推进各县（市）老年病医院组

建工作，鼓励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开设专业特色的老

年病科，率先成立了河南省首个安宁疗护专家委员

会，组建了全国省辖市第一个市级安宁疗护中心，并

积极对全市县（市）拟成立安宁疗护病区的医疗机

构进行评审授牌。

第二，社区层面的医养结合，即通过社区养老服

务中心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服务站）、农村老

年幸福院与乡镇卫生服务站（村部卫生室）签订医

养结合协议等方式，实现医疗资源在城乡基层养老

的广覆盖、深融合。在今年抗击疫情防控阻击战中，

洛阳市从规划到落实再到正式上线，仅用８个小时，
迅速建立起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专用“空中医院”远

程诊疗系统。截至２０２０年５月，洛阳市已初步建立
起“互联网＋远程医疗”的医疗服务模式，共有２家
市级医院、１３２家县（市、区）医院和乡镇卫生院、１２１
个村卫生室等基层医疗机构用视频问诊，为广大老

人提供就近的就医便利服务。

第三，居家层面的医养结合，即通过“互联网

＋”信息服务平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方式，使居
家养老享受高效便捷的医疗服务。就目前实践来

看，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予以实现：一是智慧养老服务

建设。通过建设运营 １２３４９居家养老信息服务平
台，实现“一个网站、五个子平台”的架构，为老年人

相继开通名医问诊、生活帮助、紧急救助等服务。二

是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充分利用国家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项目的签约服务经费，实施城乡居民“１＋１＋
１”组合式签约服务模式，即居民和辖区乡镇卫生院
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约，同时可自愿就近选择一

家二级医院和一家三级医院签约，为６５岁以上老年
人建立相对稳定的契约服务关系。

二、“医养结合”存在的突出难题

为了推进医养结合，２０１５年１１月，国务院办公
厅发布了《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指

导意见的通知》。随着十九大关于医养结合的部署

推动，各地也掀起了探索“医养结合”的高潮，虽取

得了一些成绩，但仍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突出矛

盾和问题。

（一）受传统养老观念的影响

长期以来，传统型家庭养老模式一直占据主要

位置，其主要原因在于：第一，中国传统文化自古提

倡孝道。传统文化认为“百善孝为先”，因此值得被

人们称颂的孝道一定是子女们亲力亲为地赡养，

“二十四孝故事”也因此家喻户晓；同时，子女们也

认为自己能亲自照顾老人才是“知恩图报”“反哺报

恩”尽孝道。第二，长期的家庭生活和老年人的心

理状态决定了老年人更习惯于居家养老。不少老年

人已经习惯了在年轻时与子女们共同生活的相处模

式，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会越发感觉内心孤

独，更需要子女们的陪伴。他们会认为：子孙满堂膝

下坐，才是乐享天伦年。只要家中有子，就不应该去

养老院，在家养老既可照料孙辈又安心自在。第三，

现有的养老机构良莠不齐，难以全面满足老年人的

养老需求。不可否认，随着养老市场的需求增多，近

年来养老产业作为朝阳产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

展。但不少养老机构存在养老服务设施不健全、护

工人员素质不太高、医疗配套服务不周到等问题，再

加之有些媒体对养老机构状态进行恶意炒作，导致

很多老年人和子女“谈养老院色变”。第四，养老机

构费用较高，不少老人不具备经济负担能力。有些

生活设施、护理服务、周边环境等较好的养老机构的

价位比老年人的平均退休工资要高得多，子女们的

经济负担能力也有限，面对昂贵的养老开支，大多数

老人还是倾向于选择居家养老。

（二）受医养机构转型审批制约

医疗机构转型为医养结合机构在现实操作中存

在一定的审批障碍，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消防

审批障碍。要求转型的医疗机构一般是患者人数较

少、医疗资源相对富余的医院。转型为医养结合机

构是为了盘活医疗资源、补充养老资源，因此是在依

托于既有的基础设施条件下尽量符合转型要求。按

照现行消防技术要求，开办多年的医疗机构在转型

时需要提高消防标准，以符合养老机构标准。但因

基础设施建设改造受限，消防整改难度很大，不少医

疗机构往往因为消防设施不达标而放弃转型。二是

土地性质转变障碍。医院开展医养结合工作占用的

是医疗用地，而国家明确规定养老服务用地实行划

拨政策。由于非营利性质的确认、养老服务设施强

制性规划等原因，致使划拨供地难以实施，因此部分

医疗机构在转型过程中不仅面临原有空间狭小、拓

展业务受限的困境，还面临占用原医疗用地进行养

老服务时土地性质难以明确的尴尬。

养老机构转型为医养结合机构也存在一定难

度。养老机构在转型过程中同样需要进行消防整

改，有时虽然消防整改达标，但规划、土地、建设、环

评等手续不全，也无法办理消防验收和机构设立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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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登记，从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转型。

（三）违规套用医保政策行为时有发生

医养结合工作的服务对象大部分为失能老人，

现有的医保政策不足以支撑其养老需求，同时监管

部门在医保资金使用检查中，有时还会出现一些违

法违规使用医保资金的行为。例如把“养老床位”

变相改为“医疗床位”，套用医保资金支付养老床位

费；将入住老人一般的康复护理服务变相改为“医

疗诊治”服务，用医保基金报销费用；用医保名义给

老人开“营养液”“中医调理”等保健处方，变相套取

医保资金等问题。这些行为不仅严重影响了医疗保

险资金的正常使用，还侵蚀了医疗保险基金制度，更

加损害了其他参保人员的权益，且人为地增加了养

老机构和医疗机构的合作难度。现有的涉及医养结

合方面的保险政策除了医疗保险外尚未有其他保险

政策予以支撑，一旦遇到突发情况，医养结合将面临

严峻考验。

（四）老年医疗卫生看护服务网络建设滞后

目前我国在建立完善老年医疗卫生看护服务网

络方面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只是迈出了第一步，在

政府投入、政策支持、医养界定、协调配合等方面仍

有诸多不足。例如，国内三线以下城市大部分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都是私立性质的，与一线城市多设立

公立性质的社区服务中心相比差距甚远，导致老年

医疗卫生看护服务网络建设未能跟上现代化城市发

展步伐。广大农村地区的医养结合工作仍然是一个

“短板”，特别是为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或者居家的

健康养老服务数量还不够多、质量还不够好，相应的

老年医疗康复机构建设迟缓、医养联合体签约服务

滞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欠账等问题依然普遍存在，

致使农村居民养老医疗服务不能满足实际生活需

要，养老欠账较多。

（五）基层医养护理人员水平较低

推进医养结合的难点之一就是如何促进基层医

养资源充分结合。在医疗资源方面，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服务站）和乡镇卫生服务站（村部卫生室）医

疗条件欠佳、医疗水平不高，导致老年人对基层医护

水平不信任，有条件的患病老人宁可奔波于大医院，

也不愿选择当地小诊所，这无疑增加了基层医养结

合的推进难度。在养老资源方面，医养结合机构的

护理人员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大、工资待遇低、社

会认可度不高，导致养老服务机构招聘人员困难、留

住人员更难。虽然２０１７年国家取消了养老护理员
职业资格证书，但并未出台规范养老从业人员的相

关规定。如果放宽养老护理员职业标准，只求数量

不重质量，势必导致养老护理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养

老机构管理混乱等问题出现。

（六）相关部门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

医养结合工作涉及人社、卫生、民政等多个部

门，各个部门在履职过程中虽各司其职，但缺少硬性

的互相通报制度，时常会出现交流不及时、信息不对

称等问题，导致部分统计体系、统计口径、统计数据

不一，相关工作推动不力。特别是国家自２０１７年取
消了对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的行政审批手续后，

相关部门的信息互通工作更显得滞后。人社部门在

支出医保费用、进行医保报销管理过程中不能如实

掌握卫生部门、民政部门关于医疗、养老机构设置及

运行情况，导致医养结合机构账目管理混乱、医养人

员混淆等问题时有发生，影响了医养结合的发展和

政府的公信力。

三、推进“医养结合”的对策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不断完善老年人家庭

赡养和扶养、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待、宜居环

境、社会参与等政策，增强政策制度的针对性、协调

性、系统性。要完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和配套政策

法规，统筹好生育、就业、退休、养老等政策。要完善

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落实支持养老服务业发展、促

进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融合发展的政策措施。

要进一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医养

结合”的重大部署，促进我国养老事业、养老产业持

续健康发展，我们需要针对“医养结合”中存在的部

分突出问题对症下药，通过多方努力提升社会治理

水平，切实增强老年人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一）更新传统家庭养老观念，倡导理性养老观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传统型家庭养老模式已显

得力不从心：一是４２１的家庭结构增加了年轻
人的工作生活压力。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大、生活

节奏快，一方面要努力工作赚钱，另一方面还要照顾

老人和孩子，有限的精力致使他们无法承担传统型

家庭养老的重任。二是不少老年人也因缺少子女陪

伴而更乐意于抱团养老。现在老年人已经习惯于自

发地组群、组团，将兴趣相投的老年朋友聚集起来，

定期或不定期地从事一些集体活动，并且在其中的

老年人需要照顾时，轮流照料。目前，我国有些地方

已经通过在社区开设“时间银行”的方式在老年人

之间形成互相照顾的互助机制。三是养老机构的设

施条件在不断完善。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国家

也愈发重视养老事业、养老产业的发展，相继出台了

一系列鼓励、扶持养老事业、养老产业的优惠政策，

这对于进一步完善养老机构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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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人民收入日益增长，社会保障水平日益提升。进

入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党和国

家对民生的关注力度逐渐增强，居民收入水平和社会

保障能力使老年人更有经济能力选择机构养老。因

此，传统养老观念需要与时俱进，在不违背孝道的前

提下要提倡以新的方式养老，以符合新时代要求。

因此，各级民政部门、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居委

会、村委会）等相关部门要充分发挥作用，采用群众

喜闻乐见的方式倡导新时代家风家训建设，在“尊

重老人意愿”的前提下树立理性养老观，加大“医养

结合”养老模式宣传力度，消除“非传统养老即为不

孝”的理念，既能切实保证老人安享晚年，又不无限

度地增加子女负担。同时，要特别注意正确处理提

倡“子女尽孝”与发展“医养结合”的关系，不能以机

构养老完全取代子女尽孝。

（二）加大政策支持，破解转型审批难题

建立养老机构和建立医疗机构的审批条件及程

序不同。要破解两者转化壁垒，至少需要从以下方

面着手，解决转型中的突出难题：一是要简化消防审

批手续。对消防验收已经合格的医疗机构，在转型

过程中可考虑同时认定为消防合格，以破除转型的

消防审批障碍。研究出台《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管理

办法》，细化消防安全手续办理程序，探索建筑物许

可与消防设施许可脱钩的审核验收办法，对不符合

规定的养老机构依法进行取缔，确保养老机构安全、

合法运营。二是要破除土地性质转变障碍。各地可

结合本地实际出台适合“医养结合”特点的土地使

用政策，鼓励有转型需求的医院拓展其发展空间、提

升基础设施条件发展养老事业，以消除土地使用性

质不一的尴尬。此外，可探索建立“政府无偿提供

用房＋专业社会组织（医院、养老机构）提供服务”
的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建设运维模式，解决“医养结

合”用地难题。三是在破解养老机构转型为医养结

合机构难题的过程中，可在尚未达到成立医疗机构

等级资质的情况下，采用“养老机构内设医疗门诊”

的方式实现医养结合。具体做法：内设的医疗门诊

仅针对老年人的常见小病给予及时治疗，为住养老

人提供急性医疗、康复护理、健康管理等服务。一旦

老人出现重大疾病，需及时转入附近医疗水平更高

的医院就诊。这种“小病不出院，大病需转院”的医

养结合模式，既解决了养老机构转型难题，又确保了

“养中有医”。

（三）探索建立护理保险制度，化解医保管理风险

各地可加大探索在“五险”之外探索建立老年

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力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办公厅发布的〔２０１６〕８０号文《关于开展长期护理保
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已经确定了１５个试点城
市，并开始了先期探索。根据２０１９年国务院政府工
作报告部署要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对此其

他城市也需要在借鉴试点城市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创

新，开拓新的渠道筹集护理保险资金。除了要求一

定年龄以上的公民按照一定比例强制缴纳保险费、

所在单位配套的常规渠道以外，还可考虑其他筹集

渠道：一是从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按设定比例划转。

二是通过财政划拨、福彩公益金资助、提取残疾人保

障金方式划转。三是出台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单

位、慈善机构等社会团体和个人进行捐助。

同时，还需要建立与之配套的照护需求评估制

度，助推护理保险落地。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制

度是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配套制度，是搞好养

老基本公共服务的“守门人”。老年照护统一需求

评估制度是将原民政、卫生、医保等三套针对老年人

照护需求的评估标准进行整合，形成一套统一的评

估标准和照护等级，通过第三方评估机构对老年人

身体状况进行评估后，根据评估结果为其提供相应

的照护服务。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制度包括需求

评估标准、需求评估流程、评估信息管理系统、第三

方评估机构准入标准等内容。

（四）加大财政投入，完善老年医疗卫生看护服

务网络

各级政府部门要加大对养老事业的资金扶持力

度、优化医养设施建设、强化医养资源培训、完善老

年医疗卫生看护服务网络。在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决胜期，对扶贫资金的使用要根据实际情况，对医

疗资源相对匮乏的贫困地区要有针对性地倾斜于农

村医疗康复机构建设，提升农村医疗人员待遇，以促

进医养联合体和家庭医生广泛签约，这有利于确保

防止“因病致贫”的贫困地区再次“返贫”。为了打

通“最后一公里”医疗保障服务，从根本上缓解农村

地区老年医疗资源紧张状况，各地区要统筹加强城

乡医养结合服务体系建设，统筹乡镇卫生院和敬老

院、村卫生室和农村幸福院的资源，统一规划、毗邻

建设，融合医养结合服务，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可设置康复、护理病床和养老床位，逐步形成以市

老年病医院及老年疾病防治中心为龙头，以县（市、

区）老年病医院、康复医院、乡（镇、社区）卫生计生

服务机构老年医疗康复科室为架构，以医疗机构建

立有专业特色老年病科为脉络，以大型健康养老社

区为补充的老年医疗卫生看护服务网络，通过搭建

深入基层的老年医疗卫生看护服务网络，解决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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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农村地区的老年医疗资源匮乏问题。

（五）开展护理培训，提升基层医养护理人员水平

２０２０年１月，国家卫健委、民政部、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联合印发了《医养结合机构服务指南（试

行）》，明确了医养结合机构的基本要求、服务内容、

服务流程等内容，为进一步提升基层医养护理水平

指明了方向。但“医养结合”能否推得开、做得好，

离不开基层医养护理人员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

因此，各地要出台各项相关政策，强化基层医养护理

人员的护理能力：一是加强基层医养护理人员的交

流互动。可采取定期坐诊、交流指导、远程网络服务

等方式，鼓励优质医疗资源对基层帮扶。二是人社、

卫生、民政等部门可依托高职院校资源，建立医养结

合护理培训平台，针对医养结合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开展医养护理相关人员的初任、继续教育培训。三

是积极推动地方医养服务标准化建设，制定地方医

养服务岗位专业标准和操作规范，对老年人护理服

务、护理人员配置、护理管理体系等内容进行明确分

类，对每项具体要求内容提出详细的定性和定量操

作指标。用服务质量提升促进医养结合发展，以医

养结合发展倒逼服务质量提升。

（六）强化信息共享，建立相关部门联席会议制度

推进“医养结合”涉及多部门联动。在信息时

代，强化信息共享机制尤为重要。要建立信息共享

系统，确保“医”“养”信息准确切换并及时更新。但

在信息共享机制不完善的地区，可建立医养结合联

席会议制度，强化部门间配合协作，合力推进健康养

老工作扎实有序开展。医养结合联席会议的主要职

责是在地方政府领导下，及时研究解决医养结合推

进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扎实推进地方医养

结合工作有序开展，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

养老服务需求。医养结合联席会议可由政府牵头，主

要分管领导担任召集人，分管副秘书长和卫健委主要

负责人为副召集人，人社、民政、卫生健康、规划、财

政、土地、工信等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联席会议成

员，通过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的形式互通有无，以传统

方式实现信息共享。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时，必须要明

确科学编制医养结合机构设置规划和空间布局专项

规划，合理布局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资源，统筹协调

解决“医养结合”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以“干事创业敢

担当”的态度推动“医养结合”事业发展，提高人民的

获得感、幸福感，实现社会发展成果人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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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对应用型本科院校贯彻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理解和分享课程建设成功案
例，围绕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以课程思政为引领，从课程建设规划、专项经费

筹措、软硬件条件建设、课程团队打造、课程带头人选拔、老教师作用发挥、应用型本科教材开发、课

程建设工作宣传等九方面施策，探讨如何推进应用型本科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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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７日，教育部党组发布《关于教育
系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从坚持和完善党对教育工作全

面领导的制度体系、完善立德树人体制机制、构建服

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

法治方式抓治理的能力、提升教育管理效能、完善教

育保障制度等六个方面［１］，提出推进教育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体要求。谋划推进应用型本科

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行动路径和工

作举措，是教育主管部门和应用型本科院校贯彻落

实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提升应用型本科教育管理

效能、完善应用型本科教育保障制度的重要创新探

索方向。

一、应用型本科院校贯彻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提升教育管理效能的主要内涵

（一）提升教育质量管理是应用技术型本科教

育发展的关键

２０１４年３月，教育部提出全国１２００多所普通
本科高等院校中的６００多所逐步向应用技术型本科
教育转变，并强调新升本院校全部举办应用技术型

本科教育［２］，这其实代表的是高等职业教育内涵创

新发展的全新趋势所在。由于普通本科高等教育向

应用技术型本科教育转变一个较长的探索实践过

程，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对应用型本科教育的重视程

度也远不及本科教育的“双一流计划”和高职教育

“双高计划”，针对应用型本科教育启动的教学质量

工程项目少之又少。一方面，除高等教育相对发达

省份在“教育质量工程”建设项目下达时，单列了应

用型本科教育类型，大多数省份还是针对所有本科

院校，采用“一纸文件”“一套标准”的“一锅焖”的

方式部署“教学质量工程”建设项目，在分配项目名

额时，自然是向办学历史长和办学能力强的本科院

校倾斜，应用型本科院校和刚升本的院校只能拿到

“少得可怜”的项目名额和建设经费；另一方面，许

多应用型本科院校还没有认识到国家要求举办应用

型本科教育的针对性和重要性，“不切实际”地幻想

将自身建设成为“高大上”的传统本科院校，缺乏对

应用型本科教育转型与教学改革的深入研究，有意

或无意之中也模糊应用型本科教育的人才培养目

标。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第

一，学校将因缺乏高水平的应用型本科教育教学改

革成果支撑、缺乏应用本科特色，在教学评估难以获

得较好的成绩，导致家长和行业的都不认可，难以获

得高质量发展；第二，获批立项的省级以上纵向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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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资助经费将“少得可怜”，许多教师会失去主持或

参与省级教学项目研究的历练机会以及获得奖励并

晋升高级职称的机会，长此以往，教师参与教研的积

极性逐步丧失，师资团队的教育教学能力得不到提

升，更严重是教师的从业信心丧失，提升办学能力的

活力难以激发；第三，对学生而言，接受的仍是传统

教育理念下的本科教育，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培养

没有按照应用型本科要求的标准落实，参加工作后

可能面临“专业理论不够扎实，实践能力难以满足

一线岗位需求”的尴尬局面。

（二）推进应用型本科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之思

《通知》中提及“提升教育管理效能、完善教育

保障制度”，具体到应用型本科教育可以表述为“提

升应用型本科教育管理效能、完善应用型本科教育

保障制度”。如何推进应用型本科教育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其抓手落实在哪里呢？应用

型本科教育人才培养的主要特点就是重视学生专业

实践能力的培养，实现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培养与

学生上岗时生产一线所必需的生产能力和技术转

化、推广、创新能力保持一致，以此来区别于研究型

大学人才培养目标所要求的研发能力。

以笔者２０１９年主持智能建造本科专业申报材
料编撰工作为例。针对此项工作的要求，笔者所带

领的团队在对标教育部颁发的《本科专业类教学质

量国家标准》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的同时，参阅了同

济大学、北方工业大学等国内同类型优秀高校的智

能建造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对比分析其课程设置可

知，由于各校人才培养目标的不同，构建专业课程体

系和教学环节时，专业课程名称和教学环节的名称

虽保持一致，但定义课程的内涵时和教学环节的培

养目标差别很大。如果盲目对标同济大学等研究型

大学人才培养标准去培养本校的应用型本科学生，

结果可想而知：第一，教材内容广度和深度不适合应

用型本科院校学情，学生学习非常吃力，造成学生厌

学，不能扎实完成学业；第二，缺乏对学生满足行业企

业一线所需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及生产技术实践能

力的培养和训练，学生就业后“高不成，低不就”，行业

企业不欢迎这样的学生。若不能设计满足人才培养

目标的课程体系，就难以实现应用型本科院校高质量

的就业，也圆不了“办人民满意教育”的初心。

由上可知，落实应用型本科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

的有效路径就是以课程建设为引擎，推进应用型本科

教育课程建设措施和制度建设，全面实施包括课程建

设整体规划、建设经费的筹措、师资的内培外引，校政

校企及校校合作的教材或课程资源建设、课程建设所

需硬件条件建设、课程建设的管理与服务能力的建设

等等，达到从“提升应用型本科教育管理效能、完善应

用型本科教育保障制度”等方面真正落实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的目标。

二、应用型本科教育加强课程建设的重要性分析

地方高校的应用转型是对原有发展路径的一种

突破和变迁，然而，受既有教育体系中“课程建设惯

性思维的影响，在课程理念、课程体系、实施路径和

评价机制等方面，依然存在不同程度的路径依赖，制

约着应用型本科高校的转型发展”［２］。为此，必须

从广义课程的理解出发，对应用型本科的课程建设

实施行之有效的创新改革。广义课程是实现人才培

养目标时，教师依据教学目的、选择教学内容、组织

教学进程的总和，它包括学校老师所教授的各门学

科和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活动。狭义的课程是指

某一门学科。在广义课程的概念之下，大学里的所

有人员均在课程之中［３］，从这个意义上说，课程建

设是学校“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多位教师和多部

门协同的工作，也势必关联至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的建设。

（一）加强课程建设的重要性分析

第一，课程建设是实现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抓手。２０１９
年３月１８日，习近平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
谈会上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的关键课程”［４］。

第二，课程建设是落实人才培养目标的根本，是

体现人才培养标准时所拟定最小的专业知识和专业

能力体系的建设单元。

第三，课程建设是构建教学团队的依据，也是教

学团队的工作任务。许多院校依据承担课程的不

同，划分组建基层教学组织（团队）的依据（如土力

学教研室、商务英语教学团队等等）。

第四，课程建设实施和课程内涵构建是考核和评

价学科建设质量和人才培养特色的最基本观测点。

第五，课程建设是引进新教师评价其未来承担

教学工作的评价指标。

第六，课程建设必须满足新时代“强化现代信

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要求。这是《教育部

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教高〔２０１９〕８
号）对新一轮“本科课程建设”的具体要求。

（二）课程建设代表性案例分析及其经验呈现

以笔者曾所在团队的课程建设为例。１９９１年
前后，该团队及所在教研室主要承担学校职业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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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水力学》的教学任务。从师资结构讲，该教研

室有８位教师，分别毕业于清华大学、天津大学、武
汉水利水电学院（后合并入武汉大学）等校，具有一

定的科研和教学能力，但８位教师中有７位教师年
龄均较大，虽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但在教学精力和

时间等方面均存在一定不足。根据教研室的实际情

况，教学团队克服办公电脑等设备没有普及或严重

不足的缺陷，着重发挥既有的教学资源优势，包括科

学有效利用教研室团队长期研发能满足不同专业需

要的纸质试题库卡片和实验设备完全对应课程实验

指导手册、实验报告，合理利用能满足课程教学和课

程综合训练及能承接生产研发项目的大型试验场馆

和设备完善的实验室。几十年来，教研室注重高质

量开展课程建设的优秀传统一直保持持续到今天，

因此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在课程建设方面逐渐处于

全国同类学校的领先水平，先后主编多部全国同类

学校选用的课程教材、习题集、实验指导书和学生实

验报告。２００３年以来，该教研室有８位教师晋升教
授，主持完成国家级教学质量工程项目３项，获得国
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１项，完成几十项国内国际纵
向横向科技服务项目，团队中有１人次担任过校级
领导，７人次担任过学校中层领导，２名教师被其他
院校作为高层次人才引进，１名教师获“河南省教学
名师”“河南省中原名师”“河南省模范教师”、２名
教师获“河南省高层次人才”等学术或荣誉称号。

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１５年的１２年间，教育部围绕课程
建设３次启动“教学质量工程”建设项目，该团队主
持的课程建设项目均获批立项，成果如下：

第一，２００３年，教育部在《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教育振
兴行动计划》中提出实施“高等学校教学质量和教学

改革工程”（简称“质量工程”），将国家精品课程建设

作为先期启动的高等学校教学质量工程项目之一。

该团队《水力学》课程获评为河南省第一门国家级精

品课程，也是当年河南省唯一获批的国家级精品课

程［５］。正是这门课程的示范作用，该校相继有１３门
课程建设成果获批国家级精品课程，为该校后期申报

多项国家级专项建设资金支持项目奠定坚实基础。

第二，２０１１年，依据《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十二
五”期间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

工程”的意见》《教育部关于国家精品开放课程建设

的实施意见》等文件要求，教育部启动教师教育国

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计划。２０１３年初，笔者主
持建设的《水力学》课程入选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

课建设计划，２０１３年１０月，课程完成建设任务。通
过近三年建设应用推广，２０１６年６月，该课程被认

定为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６］。建成后的该课程

资源知识体系比较完整，依托“爱课程”网站平台，

作为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学习和参考资料，长期开放

供教师备课和学生学习使用，取得了较好的教学示

范引领作用。

第三，２０１５年，按照《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
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与管理的意见》等文件的统

一部署，教育主管部门在高等院校启动了本世纪第

三轮围绕“课程建设”为核心的“教学质量工程项

目”，２０１６年１０月，该团队主持建设的《水力分析与
计算》在线开放课程，经专家评议及综合评定，２０１７
年成功入围当年 ４９０门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之
一。课程负责人王勤香教授先后获得“河南省教学

名师”“河南省中原名师”“河南省模范教师”“河南

省高层次人才”“全国水利职教名师”等学术荣誉称

号，是从人才培养工作基层和课程建设一线成长起

来的劳动模范和专家名师，成长为值得广大基层教

师学习的典范。

三、加强课程建设推进应用本科教育治理体系

及能力建设的创新理路

每一个应用型本科专业的课程体系中有十几门

专业课程，每一门课都需要实施规范必要的课程建

设。面对如此繁重的课程建设任务，要重点实施以

下九项项举措：

第一，定好“调子”。就是坚持习近平总书记

“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７］的

指导思想，在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同时，坚定地落

实总书记 ２０１８年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在用好课堂教

学这个主渠道上下功夫，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

行，形成协同效应”［８］的重要讲话精神，统领课程思

政建设。在课程团队组建时，将团队负责人的政治

素质放在首位，鼓励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强的教

师积极投身课程建设；在架构课程知识体系时，突出

立德树人，除专业技术技能学习必需的知识体系外，

要将推动产业行业发展的优秀文化纳入课程，通过

产教融合将产业行业企业专家及能工巧匠的优秀事

迹进教材；在教学组织时，及时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和最新凝练的优秀产业行业文化引进课堂。以

“黄河文化”为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足迹遍及黄河流域的６个省区，实地考察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发展情况的同时，对黄河文化予以高度

评价，郑州大学和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等省内多所高

校积极响应，纷纷成立研究机构、组织论坛、部署一批

研究课题，这就为古老的优秀的黄河文化和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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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治理文化”进教材、进课堂提供了良机，让黄河

岁岁安澜、人民治黄７０年的丰功伟绩入师生脑、入师
生心、入师生行，引导师生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厚植师生爱

国主义情怀，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课程

建设和具体实施的全过程，以“治教”和“治学”推进

应用型本科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

第二，开好“方子”。即做好校级的课程建设规

划。以某外省高校为例：该校２００２年升本，２００３年该
校以教育部评审国家级精品课程为契机，进行本科专

业课程建设的顶层设计，２００５年正式启动。当时学校
有２０个本科专业，每个专业按１５门专业课统计，共
３００门专业课。考虑相近学科专业的所开设某些专
业课相同或相近，全校按１８０门需建设专业课统计，
但当时该师资力量数量不够。如何解决课程建设能

力不足的关键问题？针对此，该校进行了课程建设的

顶层设计：２００５年该校首批实施３０门专业课的课程
建设，五年完成１８０门课程建设任务。在实践中总结
而知，顶层设计的三个原则分别是：①专业全覆盖；②
共享专业多的课程优先；③师资力量强的课程优先。
制订原则的理由：①专业全覆盖：除了彰显公平外，也
是要求所有的院系都必须做，要求把最能体现专业特

色的课程作为必建课程，以课程建设为抓手开展应用

型本科专业建设，全员全方位全过程探索应用型本科

人才培养的要求与特色，首批建设共２０门；②共享专
业多专业课程优先：体现受益面广和资源共享，首批

建设共建设５门；③师资力量强的专业课程优先：可
以要求快出成果、出好成果，首批建设共建设５门。
首批建设的３０门课程分为校级建设、校级培育和院
级建设三个等级。建设的标准参照当时省级教学质

量工程的课程建设标准实施，但将校企共建课程标

准、共建师资队伍，生产一线案例进课程等内容作为

评价课程建设的一级评价指标，这样的一级评价指标

的设定，就是敦促团队在课程建设中积极探索和落实

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要求和特色。

在升本后十余年的建设中，该校成功获得多项

省级和国家级教学质量工程项目的立项，２０１９年
底，该校土木工程学院就加快推进博士学位授权点

培育学科建设等工作，邀请同济大学、华中科技大

学、北京交通大学等１３所９８５、２１１大学的教授学者
到校指导学科规划和建设。

第三，备好“银子”。学校根据课程建设的顶层

设计方案将每年所需建设经费优先列入专项预算，

并要求按课程建设进度列支，既保障又敦促课程建

设的实施。如果“银子”备足了，就能用资金的使用

进度对在课程建设中“不作为”的课程负责人及院

系领导问责。２０１３年，笔者所负责的精品资源共享
课《水力学》建设任务，财政部下拨１０万元，团队所
在学校按要求配套１０万元。在２０万建设经费精确
到位的情况下，团队成员苦干三年，全面保障了课程

建设的质量，于２０１６年５月通过认定为“国家级”
精品资源共享课。

高标准高质量的课程建设是多人和“多工种”

协同工作，自然不是某位课程任课教师个人独立承

担的，是完全独立于课程授课的另外一项更加复杂

的工作任务。考虑物价和人工费上涨，参照其他高

校课程建设投入的标准，对于校级课程建设项目，筹

措经费１０万元方能开工建设，并且，建设经费几乎
全部都用于支付协同方制作课程视频这一项工作

了。其实，对于应用型本科特色的课程建设还需要

到行业企业的调研，生产案例转化课程资料等都是

需要课程团队付出艰辛的劳动才能实现。所以，备

“银子”时，应考虑这些方面支出，这是对付出劳动

的尊重，更是对敢于承担课程建设这项繁重工作教

师的认可与褒奖。

第四，扎好“场子”。就是要建设好课程建设软

硬件支撑条件，能够充分体现出对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的真正落实，就是提升应用型本科教育管理效

能、完善应用型本科教育保障制度。目前，对于高水

平的应用型本科教育的课程建设，还没有成功经验

可资借鉴，这就意味着需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持续

开展一些具有探索性和开创性的工作，其工作难度

和工作强度可想而知。因此，学校如何“提升课程

建设管理效能、完善课程建设保障制度”呢？除前

面论述的定好“调子”和备好“银子”外，还有几项建

议如下：①变“管理监督”为“指导服务”。在行使教
学质量相关建设项目管理时，我们面对的许多问题

都可能是新问题，我们会常常问自己“我为什么不

知道？”“我为什么没有见过？”因为教学质量相关建

设项目极少，若实施“应用本科课程建设计划”，几

十门课程同时建设，相关管理或教辅部门或许需要

安排专门的科室或专人承担课程建设的“管理、指

导和服务”工作，为赢得广大教职工的“信任、认可

和肯定”，每位参与人员都会自主学习，每个部门都

会优化管理制度，寻求现代化的管理手段，提高课程

建设管理效能，努力为课程建设提供保障，这就体现

出教职员工通过本职工作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的要求。②加强相关制度建设。实施深度校企
合作和产教融合是办好应用型大学的重要举措，建

设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必由之路。落实高水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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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的应用型本科人才课程建设计划，离不开校企

合作，也需要产教融合，学校应抓紧推进相关制度的

建设，如：学校实施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的相关制

度。③加强相关硬件条件的建设。教学任务重，师
资力量不足或师资能力不强是学校某些学院所面临

的真实状况，为搞好课程建设，建议学校运用校企合

作、产教融合或大学生双创项目等方式，将“课程视

频录制和制作工作室或加工厂”引进校园，一方面，

“工作室或加工厂”可以作为相关专业师生产教融合

的真实环境，更重要的是：承担课程建设的教师从授

课讲台或办公室到课程视频录制和制作工作室或加

工厂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降低了教师的时间成本，

当几十门课程同时建设时，校园内建设“课程视频录

制和制作工作室或加工厂”将成为必需，减少课程建

设团队成员的劳顿，以提高工作效率。

第五，拉好“圈子”。就是要按课程的建设要求

组建好课程团队，除了合理的年龄结构、职称结构、

学缘结构、学历结构外，建议重点考虑以下因素：①
对于相近学科共享的专业课，课程团队的成员的学

习或研究方向应对各自的学科进行全覆盖，要熟知

不同学科对课程（主要是专业基础课）建设的不同

要求；②邀请生产企业的专家和技术加入课程团队，
保证生产一线最新且通用的技术等内若及时纳入课

程建设；③加大课程团队对行业专家或教学名师的
引进力度，提高课程建设质量；④加大课程团队教师
校企交流，做到真实岗位锻炼，保障课程内容零距离

对接一线规范和新工艺新技术，要通过校际交流，取

人之长，提升质量。

第六，选好“柱子”。要营造和鼓励青年教师勇

于担当的氛围。“少年强，则中国强”，对于新晋本

院校应该这样表达：“青年强，则学校强”，除内培外

引外，要大胆启用青年教师担任课程建设负责人，建

议将“双带头人”制度沿用到课程建设负责人的选

拔，对政治素质高、专业能力和教学能力可以迅速提

高的优秀青年教师委以重任。当然，要让这些青年

教师专注在为学校快速和稳步发展的工作中去，对

课程建设业绩突出的青年教师，学校应考虑在职称

晋升，职位提拔方面予以优先。有许多青年教师成

家后，生育两个孩子，还需敬养爹娘，家庭负担比较

重。但他们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善于学习、善于积

累、工作能力强、业务水平也很高，超额完成学校核

定工作量之外的各项工作，学校或部门理应在年终

奖分配时应拉开差距褒奖，既遵从“按劳分配”的原

则，也彰显对勤恳工作态度的褒扬。从“顶层设计”

努力打造“只要在学校勤勤恳恳干出了成绩，也能

让家人过上幸福生活”的忘我奋斗的工作氛围，为

更多有能力、实干的青年教师解决后顾之忧，全身心

投入工作，踏踏实实为学校工作几十年，“青年强，

则校强”就成了历史必然。

第七，当好“梯子”。就是要充分发挥好老教师

的传帮带作用。一方面，由于年龄的原因，老教师精

力有限，抗疲劳的能力已赶不上青年教师，但在教育

方法的运用、教材内容的处理、课堂节奏的把握、师

生就专业问题的沟通技巧及对师风师德的坚守等方

面仍然是青年教师的榜样。另一方面，当所建设的

课程参与省级或国家级评审时，对职称结构和课程

之外的成果也有要求，这也是老教师的优势。从坚

守职业操守的角度要求，老教师也应该要求自己做

好“传帮带”，为课程团队的建设当好“人梯”。

第八，写好“本子”。就是要编写满足应用型人

才培养的课程教材或讲义，课程建设的成果之一就

是能够编写好的教材或讲义。这些年，为土木工程

应用型本科教学选择教材很作难，简单地概括为三

种：①就高法，即选择像清华大学、同济大学、东南大
学等一流高校组织编写和使用的本科教材，优点是

内容更新及时、在高等院校有一定权威性。②试选
法，就是不知道那本教材合适，必须通过每学期试选

不同的教材用，最后看那本教材合适。③其他法，不
是利用上面两种方法选用教材，这里均统称“其他

法”。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序中有这样论述：“凡是

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８］，意思是凡是合乎

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这是客观唯心主义的理论，

我们通常表达：存在即合理。之所以存在这样选择

应用型本科教材的方法，客观原因就是现实中还没

有适合该专业应用型本科的教材，或者说没有被应

用本科院校公认的好教材。编写满足应用型人才培

养的课程教材已成为当务之急，也是建设高水平高

质量的应用型本科课程所依据的蓝本。

第九，做好“集子”。就是要加强对课程建设等

教学质量工作的宣传，既体现了学校党委和学校行

政对该项工作的有力领导，也是向社会各界展示学

校积极探索和努力推进应用型人才培养工作的开展

和深入。仍以笔者所在教学团队为例，自 ２０１１年
１０月至２０１８年４月，历时６年半，该团队所承担的１
项教育教学项目的研究，与该成果紧密联系的内容在

网站主页被宣传了近４０次，年均５次以上；有关内容
被推送至该省教育厅官方网站１０余次；在中国教育
报、光明日报、河南日报等国家级和省级报刊均有宣

传报道；在全国同类院校的校长联席会、中国－东盟
教育周等国内国际会议上多次作为优秀案例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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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上半年，团队在整理成果奖申报材料时，将新
闻媒体的宣传网页抓图、报刊扫描等资料整理成精美

的“写真图集”。“集子”从“政府推动”“学校重视”

“社会认可”“推广应用”等视角翔实地反映成果的形

成、应用推广的全过程，充分展现出较强的真实性和

权威度，成果最终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随着应用型本科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建设的不断推进，课程建设越来越起到关键性作

用。特别是面对２０２０年较为严重的新冠疫情下的
教学工作困境，试想一下，如果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

教育部部署６００多所高校向应用型本科转型时，就
大力推进满足应用型本科教学的课程体系及课程信

息化建设，那么当前在全国各种教育教学资源库的

平台上，各学科类的主流应用型本科专业每学期都

可以找到３—５门共建共享课程。疫情期间，只要有
网络，师生就可以利用计算机和手机等互联网终端

开展教学活动，能够大大降低应用型本科院校师生

应对类似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下课程教学的难度。

经过这次疫情下课程教学工作的考验，有理由相信

国家将进一步加强各层次各类别教育的网络课程和

课程平台的建设，这也将迎来应用型本科院校以课

程建设为引擎推进应用型本科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明媚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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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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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ｏｆ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ｅｔｃ．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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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互联网＋课程教学改革的必要性，调查网络课程教学的现状，寻找网络课程教学的
资源分布和进入路径，判别建筑工程专业对《管理学》知识体系的需求，探讨《管理学》网络教学的最

佳实施途径，制订互联网＋《管理学》的教学改革方案，替换原《管理学》中不适合建筑工程专业的案
例，更新并列举了国家工程建设最新的、最优秀的、世界领先的案例，创新管理学事件处理的思维方

式。在疫情期间，融入《管理学》危机管理策略，及时把中国与世界疫情危机管理进行比较，找到体

制机制的差异，增强了学生的 “四个自信”，达到了课程思政的目的，突击解决网络教学与传统教学

发展不协调的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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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疫情蔓延期间，为了落实教育部延期开学的
通知，以及“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教学工作

安排［１］，国家和许多教育公司免费开放了网络教学

平台，要求各级各类学校编制网络教学计划。全国

共有５１．８８万所学校、２．７６亿在校生、１６７２．８５万专
任教师参加 ［２］。全球最大的、人数最多的网络教学

在中国实施，创造了世界网络教育规模奇迹！现就

疫情期间互联网 ＋《管理学》教学理论思想与课程
思政进行探讨。

一、互联网＋教学的历史必然性
（一）互联网＋教学模式优势凸显
互联网＋教学，让受教育者在信息终端封闭的

环境里实现思想开放。打破了权威对知识的垄断，

让人人都能够创造、共享、获取和使用知识。在开放

的大背景下，中国乃至全球性的知识库正在加速形

成，优质教学资源正得到最大程度的丰富和充实，这

些资源通过互联网连接在一起。使得人们在各自的

信息终端随时、随地、随事都可以获取他们想要的学

习资源。知识获取的效能、效率大幅提高，获取学习

资源的成本大幅度降低，也为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

会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互联网＋教学备胎及时救援
２０１５年３月５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

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３］。在２０２０年疫
情期间，互联网＋教学这个教育模式的备胎及时得
到高效利用，对大中小学校的师生教学和学习方式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并成为大中小学校必

备的教学和学习手段。

互联网＋教学的理想场景，是要构建不分国界区
域限制、不设老幼阶层门槛，随时随地接触全球最好

的教育资源以便满足学习者需求。在疫情危机时刻，

有危必有机，迫使互联网＋教学飞速发展，对网络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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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改革带来推动、带来变革、也带来更多新的希望。

二、互联网＋《管理学》教学理论思想
（一）工程管理专业起源与学科交叉特征

工程管理专业出现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期。当
时，对工程教育进行评估的结论是：传统的工程教育，

只注重技术层次的教育和数理方法的应用，其毕业生

和工程师们普遍缺乏必要的管理知识和沟通技巧。

据世界工程教育专业学会随机调查发现，有约

７０％的工程师，在４０岁之后都由技术操作工作转变
为承担工程管理工作。因此，产生了工程管理这个

新的学科专业。

工程管理专业，在教育部本科专业目录里属于

管理学，且目录上明确说可授予工学学位或者管理

学学位二者其一。在２０２０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
题指南中，管理科学部一处受理的是“管理科学与

工程”项目申报，只设定研究范围，题目自选［４］。在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２０２０年度课题指南中，“管
理学”有９７个选题［５］。工程项目管理专业根据课

程知识结构的特点，可以授予工学学位或管理学学

位，工程管理是较少同时跨越文科和理工科２个学
科特征的交叉学科。

（二）工程管理专业学科结构与知识体系

建筑工程行业设置工程管理专业，根据培养目

标确定的学科结构是：具备管理学、经济学和土木工

程等的基本知识，掌握现代管理科学的理论、技能、

方法、策略、流程、手段和措施，能在工程建设领域从

事项目决策和工程管理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重点面向基层的应用型专业人才。

《管理学》［６］理论教学安排３２学时，教学理论
知识体系和技能实践要求如表１。

表１　《管理学》教学理论知识体系和技能实践体系

课程

学期

总学时

周学时 学分 考核方式 采用教材情况 教材名称 《管理学》

主编（著） 陈传明

出版社名称 高等教育出版社

３２ ２ ２ 考试 出版时间 ２０１９年９月
周次 日期 每周时数分配 教学内容 备 注

讲授 实验（实践） 合计时数

１－２
０２．１７－２１；

０２．２４－２８
４ ４

第一章 管理导论

第二章 管理理论的历史演变

习题：Ｐ１５（１、２）；

Ｐ４３（２、５）

３－４
０３．０２－０６；

０３．０９－１３
４ ４

第三章 决策与决策过程

第四章 环境分析与理性决策

习题：

Ｐ６８（６、７）

５－６
０３．１６－２０；

０３．２３－２７
４ ４

第五章 决策的实施与调整

第六章 组织设计

习题：Ｐ８３（２、４）

Ｐ１０３（１、４）

７－８
０３．３０－４．３；

０４．０６－１０
２ ２ ４

第七章 人员配备

第八章 组织文化

习题：Ｐ１２３（２），

Ｐ１２４（５）Ｐ１５８（１、２）

９－１０
０４．１３－１７；

０４．２０－２４
２ ２ ４

第九章 领导的一般理论

第十章 激 励

习题：Ｐ１７７（１、３）

Ｐ１９１（３、４）

１１－１２
０４．２７－５．１；

０５．０４－０８
２ ２ ４

第十一章 沟 通

第十二章 控制的类型与过程

习题：Ｐ２１８（２、３）

Ｐ２３８（１、３）

１３－１４
０５．１１－１５；

０５．１８－２２
２ ２ ４

第十三章 控制方法与技术

第十四章 风险控制与危机管理

习题：Ｐ２５７（１、３）

Ｐ２７７（２、４）

１５－１６
０４．２５－２９；

０６．０１－０５
２ ２ ４

第十五章 创新原理

第十六章 组织创新

结语：互联网时代的管理展望

考试

习题：Ｐ３００（１、３）

Ｐ３２２（１、２）

３２

　　（三）《管理学》网络课程优化和选择
教育部通知，全国各类学校、出版社和文化教育网

络公司免费开放在线教学资源，包含２２个在线平台、１２
个学科门类、２．４万余门课程、１２９１门精品课程、４０１门
虚拟仿真实验室等［７］。为互联网＋教学奠定了基础，
服务３亿师生用互联网＋教学场景和状态教学。

在《管理学》网络教学初期，通过检索网络教学

资源、阅读管理学相关教学内容，寻找所有接近３２
学时的网络课程，最后选择了中国大学 ＭＯＯＣ＋智
慧树＋ｑｑ群＋电子课件线上线下综合教学方式，丰

富的网络免费教学资源，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面，提高

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学能力。

本课程设置了备选方案。如果遇到停电、网络

不畅、接收终端故障的特殊情况，可以采用教师提供

的电子课件学习。每一章课件分理论教学和优秀工

程课程思政案例两部分，并且跟踪最新优秀工程建

设案例和疫情发展现状讲解管理学知识。

三、互联网＋《管理学》教学实践思想
（一）《管理学》课程教学目标设置

１．知识系统，奠定学生的管理学科基础。《管
·１０１·



理学》网络课程的教学以５大职能为基本框架，要
求内容简洁、逻辑关系清晰、重点难点突出，便于学

生全面系统地领会和掌握管理学的知识结构体系。

掌握管理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基本技能，从而

为今后学习工程管理专业其他课程和开展管理科学

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２．知行合一，提升学生的管理实践能力。在
《管理学》网络课程讲授中，收集了新闻和网络中大

量的、通俗易懂的、大国工程的优秀建设项目和先进

建筑施工企业的案例进行解析，注重对于疫情期间

管理实践的应用分析，在教学实践中引导学生“学

管理、用管理、爱管理”。培养和训练学生灵活运用

管理学的知识，及时解决身边实际管理问题的能力，

培养学生的计划能力、协调能力、组织能力、沟通能

力等，提高学生工程管理的综合能力。

３．重在拓展，提升学生的管理整体思维。通过
《管理学》网络课程的学习，帮助学生建立管理思维

方式，用管理的思维方式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培养学生善于发现科学问题，并积极寻找

解决方法的基本管理素质，以及善于独立思考和开

拓创新的开放性思维，树立“只为成功想办法，不为

失败找借口”的管理思想理念。

（二）《管理学》网络课程教学策略实施

教师先通过对名校相关专业管理学网络课程的

调研、学习、比较，找到接近３２课时的管理学课程安
排，选择适合本校建筑工程管理专业教学的课程，

进行专业需求排序，采取优选法，最后推荐前３名管
理学网络课程供学生学习。

对学生管理学网络视频学习提出要求：根据个

人能力，学习多少管理学网络视频不限，但底线（最

少）是学习一个管理学视频 ＋管理学课件，完成作
业。课件上标红的地方是重点、难点和考试点。告

诉学生网络课程以前多数是要收费的，在疫情期间，

当网络课程免费时，尽量多获取学习资源。提高学

生疫情期间的自我学习和管理意识、务必保护自己

不被感染，关心祖国的未来，要青年强为国强奠基

在学习过程中，要求每次课、每个学生保留自己

学习过程的４个截图，交给学习委员，证明自己在规
定时间上课了，最后再由学习委员集中后交给教师，

以便确定平时成绩。否则是旷课。

在每一章最后习题中，标注红色的题目是要完

成的作业。本周作业到下一次上课前交，每周交一次

作业，个别网络不畅、接收终端有故障的同学，可以提

出申请，作业到最后返校时一起交。提交作业用图片

和文档的形式都可以，原则上全班使用的形式一致。

全程监控学生课堂理论学习和实践答疑过程。

作业和截图提交方法均按照：班级 ＋新编学生序号
＋学籍学号＋姓名＋作业（或截图）进行文件命名。
（三）《管理学》网络课程思维方式探析

管理学涉及人类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小到家庭

生活，大到国家治理；小到一次旅行，大到超级工程。

在疫情期间，利用在家封闭的大量时间，对所有名校

的管理学网络课程检索查阅，通过认真的分析研究，

虽然找到了管理学理论教学接近３２课时的课程，但
是随着教学的深入，发现了管理学课程案例有较多

导向文科的倾向。例如：名医扁鹊三兄弟治病的故

事，大哥治未病是事前控制，二哥治已病是事中控

制，扁鹊治生死是事后控制。案例虽然很优秀，但与

工程管理无关。

在管理学众多网络课程中，许多文科和理科专业

都开管理学，教材多数是文科教师编写的，课程知识

结构体系相同，讲课的思维方式和案例需求差异较

大，归纳分析有以下特性：校本需求性、学科相关性、

专业必需性、教师风格性、知识结构和阅历烙印性。

网络调查结果表明：管理学网络课程多数是设

置在管理学院，属于文科教师讲管理，案例基本属于

社会科学领域的历史传统案例，管理思想以线性思

维为主。而工科的管理思想属于发散性思维为主。

线性思维，是一种直线的、单向的、单维的、缺乏

变化的思维方式，线性思维经常用在传统的写作和

阅读领域，受稿纸和书本的空间限制，必须以时空和

逻辑顺序展开，线性思维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属于静

态思维。非线性思维则是相互连接的、非平面化的、

立体化的、无中心化的、无边缘化的网状结构，类似

人的大脑神经和血管组织。非线性思维包含发散思

维、系统思维、模糊思维等。

发散思维，就像一棵树。发散思维又称辐射思

维、放射思维、扩散思维或求异思维，是指大脑在思

维时呈现的一种扩散状态的思维模式，它表现为思

维视野广阔，思维呈现出多维发散状。如“一题多

解”“一事多写”“一物多用”等方式，发散思维在一

定意义上说来属于动态思维。对于复杂多变的工程

管理，项目经理要面对千头万绪的事件、多项工作需

要齐头推进、多部门多专业需要有序协同配合，共同

实现工程项目管理目标，管理者非常需要发散式思

维，发散思维具有３个特点。
（１）流畅性。当管理者面对工程管理问题时，

在规定的时间内，会产生不同的管理策略、多个解决

问题的方案。该特征代表心智灵活、思路通达。对

同一工程管理问题，想到可能解决的方案越多，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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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的流畅性越高。

（２）变通性。即灵活性，当管理者面对工程管
理问题时，遵守法规但不墨守成规，不钻牛角尖，大

局为重，能随机应变，触类旁通。对同一工程管理问

题，想出不同类型的解决方案越多，施工运行流程的

关键线路途径越多，变通性越高。

（３）独创性。当管理者面对工程管理问题时，
能独具慧眼，想出不同寻常的、超越自己也超越同辈

的解决方案。对同一工程管理问题，想出的解决方

案越新奇、越独特、价值功能越高、性价比越高、效能

效率越高，其独创性越高。

四、互联网＋《管理学》教学课程思政
（一）《管理学》工程管理案例课程思政

为了弥补网络教学单一线性思维的缺陷，引入

了课程思政和发散思维内容。要求学习网络《管理

学》相关课程之余，强调学习现实工程建设管理案

例，这些案例多数是以发散思维为主，兼顾线性思

维。安排学习了《世界还是那个世界，但中国已经

不是那个中国》［８］《国家工程探秘》［９］《超级工程·

港珠澳大桥》［１０］《大国重器》［１１］《大国工匠》［１２］……

内容（在网上搜索即可），并要求这些是属于必考的

管理学案例分析内容。

兼顾讲解发散思维方式，在《管理学》课程中引

入了我国世界前沿的、目前绝无仅有的工程管理优

秀案例。

１．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仅用１０天［１３］。

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３日，武汉决定参照北京小汤山医院
模式建设火神山医院。１月２３日当天１３点０６分，
国机集团中国中元收到武汉市城乡建设局关于“应

急医院设计”的求助函。中国中元立即组建以全国

勘察设计大师、中国中元顾问总建筑师黄锡趚为组

长的技术专家组，７８分钟后，修订完善的小汤山医
院图纸送达武汉。１月２４日 春节除夕夜晚开工，火
神山医院施工现场灯火通明，各种机械开足马力，仅

用一天时间，大部分土地平整工作完成，为后续工作

奠定了基础。２０２０年２月２日上午，武汉火神山医
院正式交付使用，仅用１０天时间，万众瞩目的火神
山医院从一片荒地上拔地而起。这就是中国的工程

管理科学的高水平见证，也是世界唯一的案例。

２．在郑州港区建成的河南版“小汤山”医院，由
原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传染病医院以最快的速度改

造完成，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３日郑州市政府颁发文件更
名为“郑州岐伯山医院”［１４］。岐伯山位于郑州新密

市苟堂镇南部，据传是黄帝召集天下名医，开展医药

研究的基地、研创《黄帝内经》的圣地。岐伯，是中

国上古时期著名的医学家，精于医术脉理，后世人们

尊称为“华夏中医始祖”。我国医学宝库中现存成

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便是以黄帝和

岐伯问答为主要形式，以黄帝和岐伯之名所著，又称

“岐黄家言”，中医术又称为岐黄之术，岐伯山与郑

州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以“岐伯山”命名体现中原

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展示岐伯山医院命名与历史

事件的课程思政。

（３）用９小时改造福建龙岩火车站［１５］。利用晚

上铁路通车密度低的时间，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９日晚６时，
福建龙岩火车站的大改造开始，１５００多名工人和技术
人员展开了一场特殊“战役”，到次日凌晨３时完工。
现场７支不同专业施工队的分工合作、２３台挖掘机
施工有条不紊、千人在狭小环境中施工操作的默契配

合，展现了不可思议的施工效率和效能，用了９个小
时完成道路拆铺、信号换装、新老站房之间的转场施

工。通过９小时改造一座车站的案例，终于让同学们
明白中国工程建设管理为啥被外媒叫“基建狂魔”。

（４）用４３小时重建北京三元立交桥［１６］。三元

桥位于北京市三环路东北角转弯处，是东三环与北

三环的交界点。三环主路在桥上通过，桥北侧是京

顺路，桥南侧是机场高速路。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３日晚
１１时起，北京三元桥正式启动“换梁疗伤”工程，换
梁施工仅用２４小时，实现“一日之内旧桥变新桥”。
全部“换梁疗伤”施工用了４３个小时。采用千吨级
驮、运、架桥一体机，实现了１３５０吨桥梁整体更换，
创造了大吨位整体换梁新技术的范例，在国内属首

次，在国际上技术领先，创造了中国建桥速度和工程

施工管理的新纪录。

（５）济南用５个小时给铁路搬家［１７］。济南货运

大北环施工项目之一，是邯济、胶济铁路联络线拨

接，就是指铁路线路位置发生变化的改造工程，在原

位置与新位置间进行转换的施工项目。从２０１９年
７月１６日凌晨４时４０分开始至１６日９时１０分施
工结束，在１６日９时４２分时，一列由白城驶向青岛
的Ｋ９５５次客运列车安全通过，一切好像没有发生
过。在２７０分钟（４个半小时）的“天窗点”内，由
５００余名中国铁建的建设者，将两段分别长为 ４６０
米和１７７米长的线路整体向北平移，最大拨距３．１
米，使铁路快速搬家，体现工程项目管理的高效能、

高水平。（注释：列车在一段时间内暂停通过，以供

对线路、接触网等设备进行检修等工作。这段时间

叫天窗，也叫天窗点。）

（６）江苏江阴两个半小时拆一座大桥［１８］。看一

场电影的时间，就拆掉了一座大桥。江苏省江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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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中国速度”上书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该桥服

役２２年，是芙蓉大道京沪高速跨线桥，是贯通江阴
东西的重要枢纽。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６日凌晨３点多拆
桥施工开始，在５０多台镐头机、挖掘机同时连续作
业和有序施工下，历经２．５个小时后，旧桥成功拆除
并清理完废渣，５月２６日６点京沪高速江阴段上海
方向恢复正常通车。

（７）解放军２６分钟在长江上架了座千米钢铁
浮桥［１９］。２０１６年８月２９日上午，“长江 －２０１６”渡
江工程保障实兵演习，东部战区陆军某舟桥旅官兵

们，在１１００多米宽的长江江面上，用２６分钟的时间
架起一座钢铁浮桥，体现军事工程后勤保障管理实

施速度的实力。在长江桥梁工程史上，架桥速度之

最的工程管理案例从此诞生。

（８）港珠澳大桥，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２０］。

港珠澳大桥是中国境内一座连接香港、珠海和澳门

的桥隧工程。于 ２００９年 １２月 １５日开工建设，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３日正式通车。工程路线起自香港
国际机场附近的香港口岸人工岛，向西接珠海与澳

门口岸人工岛、珠海连接线，止于珠海洪湾，桥隧全

长５５公里，是目前全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
我国工程建设最新的、最优秀的、世界领先的、

全球第一的、令人激动的案例举不胜举。“中国速

度”和“中国奇迹”让世界惊叹。体现中国工程项目

建设和管理水平的世界领先地位。互联网 ＋《管理
学》网络教学，极大地弥补了传统教学资源的发散

思维缺陷，将中国优秀工程管理案例、世界最前沿技

术及时补充到教学实践中，达到了《管理学》课程思

政的教学目的。

（二）《管理学》期末考试课程思政

期末考试结合新冠疫情危机管理命题，以考促

学、知行合一、课程思政、增强自信，达到了提高学生

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的目的。

期末考试题中有一道案例分析题为：２０２０新冠
疫情危机特征与本地区疫情的管理？（１０分）。（在
空白处编辑案例答案，有统一管理理论指导，各地区

疫情不同，没有固定答案。答题要点：按照给定的论

述纲要，根据自己疫情期间所在省、地区或社区的疫

情危机管理控制的情况撰写。）

答：（１）危机定义。危机是指突发的、严重影响
组织的生存与发展的一种状态 。

（２）疫情危机特征：第一，突发性。　　　。第
二，危害性。　　　。第三，紧迫性。　　　。第
四，信息不充分性。　　　。

（３）疫情危机控制。第一，建立疫情领导小组。

　　　。第二，启动应急预案及调整方案。　　　。
第三，隔离疫情危机。　　　。第四，获取更多疫情
信息。　　　。

（４）疫情危机恢复管理。第一，建立疫情恢复
领导小组。　　　。第二，获取疫情危机处理信息。
　　　。第三，制订疫情危机恢复计划。　　　。
第四，疫情危机损失评估。　　　。

（三）《管理学》疫情管控课程思政

疫情无情党有情，国家正义救民生。在战疫期

间，广泛收集来自各方的消息，每次课都将当天疫情

发展动态和扣动灵魂深处的案例教育学生。集中体

现并强化了中国的制度、道路、理论、文化自信。自

信产生了１４亿人的凝聚力，彰显了共产党的号召
力，目睹了政府的动员力，展现了国人对疫情的阻击

力，公民宅家守家的执行力……

中国有共产党和各级政府的靠山，火神山、雷神

山、岐伯山等各地设立的方舱医院救护的诺亚方舟，

钟南山等专家院士和医护人员的舍命抢救。上有习

近平党中央及各级政府的领导指挥，下有农民工快

递小哥的拼搏增援，成功防控疫情扩散。中国抗击

疫情、控制危机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令世界看到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五、结束语

由于互联网＋教学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所以提
倡和鼓励教师以“主动作为”代替“疲于应付”；由于

网络在线教育资源的缺陷和不足，所以需要进一步

丰富完善、查漏补缺；由于教学平台、课程创新、虚

拟仿真等要加快更新，所以需要加大资金、人才、设

备投入；由于互联网＋教学是教育改革创新的主流，
所以要加强普及互联网 ＋教学技术、技能、管理水
平；由于要提高互联网＋教学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所
以从教学组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学习效果４个
方面构建互联网＋教学全面质量管理的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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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央视网．国家工程探秘共２６集［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５－
２８］．ｈｔｔｐ：／／ｊｉｓｈｉ．ｃｎｔｖ．ｃｎ／２０１２／１２／１５／ＶＩＤＡ１３５５５６７３８
２４４９７２４．ｓｈｔｍｌ．

［１０］央视网．超级工程·港珠澳大桥［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５－
２８］．ｈｔｔｐ：／／ｔｖ．ｃｃｔｖ．ｃｏｍ／２０１２／１２／１０／ＶＩＤＥ１３５５１５００４３９９１１６３．
ｓｈｔｍｌ．

［１１］央视网．大国重器［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５－３０］．ｈｔｔｐ：／／
ｊｉｓｈｉ．ｃｎｔｖ．ｃｎ／ｓｐｅｃｉａｌ／ｄｊｓｂ／ｄａｇｕｏｚｈｏｎｇｑｉ／．

［１２］央视网．大国工匠［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５－３０］．ｈｔｔｐ：／／
ｔｖ．ｃｎｔｖ．ｃｎ／ｖｉｄｅｏｓｅｔ／ＶＳＥＴ１００３０８８３０５７３．

［１３］搜狐网．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的“中国速度”！
［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５－３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ａ／
３７０９３９２９６＿１２００９４７１３．

［１４］河南省人民政府．河南版“小汤山”医院正式命名郑州
岐伯山医院有何渊源？［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５－３０］．ｈｔ
ｔｐ：／／ｗｗｗ．ｈｅｎａｎ．ｇｏｖ．ｃｎ／２０２０／０２－１３／１２９１８７２．ｈｔｍｌ．

［１５］人民网．９小时改造火车站，“中国速度”让世界惊叹
［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５－３０］．ｈｔｔｐ：／／ｏｐｉｎｉｏｎ．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
ｃｎ／ｎ１／２０１８／０１２４／ｃ１０３６－２９７８４８６０．ｈｔｍｌ．

［１６］人民网．北京三元桥４３小时完成改造 震惊全球网友
［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５－３０］．ｈｔｔｐｓ：／／ｌｔ．ｃｊｄｂｙ．ｎｅｔ／ｔｈｒｅａｄ
－２１１３３４９－１－１．ｈｔｍｌ．

［１７］搜狐网．惊呆！“基建狂魔”５小时让铁路搬家！［ＥＢ／
ＯＬ］．［２０２０－０６－０２］．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ａ／
３２９７７８８９７＿６９０５８９．

［１８］西瓜视频．中国两个半小时拆一座大桥！外国人都看
呆了 ［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６－０２］．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ｘｉｇｕａ．
ｃｏｍ／ｉ６７０８３３１５７６０３７４７４８３０／．

［１９］爱奇艺资讯．２６分钟！解放军在长江上架起千米浮桥
［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６－０２］．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ｑｉｙｉ．ｃｏｍ／ｖ＿
１９ｒｒｍ５ｅｆ２ｇ．ｈｔｍｌ．

［２０］优酷纪录片．港珠澳大桥，世界上第一座跨海最长大
桥，桥隧全长 ５５公里［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５－３０］．ｈｔ
ｔｐｓ：／／ｖ．ｙｏｕｋｕ．ｃｏｍ／ｖ＿ｓｈｏｗ／ｉｄ＿ＸＮＤＥｘＭＴｇ０ＭｚＩ０ＯＡ％
３Ｄ％３Ｄ．ｈｔｍｌ．

（责任编辑　许峻）

Ｄｉｓｃｃｕｓ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Ｐｌｕ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ｄｕｒｉｎｇＣＯＶＩＤ－１９

ＹＡＮＧＤａｏｆｕ１，ＣＡＩＹａｎ２，ＹＡＮＧＰｅｎｇ３

（１．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Ｈｅｎａｎ４５１１５０，Ｃｈｉｎａ；２．ＸｉｎＬｉａｎＣｏｌｌｅｇｅ，
Ｈｅｎａｎ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Ｈｅｎａｎ４５００４６，Ｃｈｉｎａ；３．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ＹＲＣＣ），Ｈｅｎａｎ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Ｂｕｒｅａｕ，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Ｈｅｎａｎ４５０００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Ｒｅｆｏｒｍ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ｏｄｅ，ｗｈｉｃｈｉｓｎｏｔａｄａｐ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ｒｏ
ｍｏｔｅ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ｍｐｌａ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ｐｌｕｓ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ｓｏａｓｔｏｓｏｌｖｅ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ｐｒｏｂｌｅｍｔｈａｔ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ａｎｄ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ｃａｎｎｏｔ
ｃｏｍｅｔｏｓｃｈｏｏｌｆａｃｅｔｏｆａｃｅｗｉｔｈ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Ｂｙ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ｐｌｕｓｔｈｅ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ｏｕｒｓ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ｌｏｏｋｉｎｇｆｏ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ｔｅｒ
ｔｈｅｐａｔｈ，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ｎｔｄｅｍａｎｄｆｏｒ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ｂｅｓ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ｅａｎｓ，ｍａｋ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ｐｌｕｓ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ｒｅｆｏｒｍ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ｏｒｅｐｌａｃｅ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ｃａｓｅｉｓｎｏｔｓｕｉｔ
ａｂｌｅ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ａｊｏｒｉ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ｕｐｄａｔｅａｎｄｌｉｓｔｓｔｈｅｌａｔｅｓ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ｂｅｓｔ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ｓｌｅａｄｉｎｇｃａｓｅｓ，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ｅｖｅｎｔｈａｎｄｌｉｎｇｗａｙｏｆ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ｐｅｒｉｏｄ，Ｉ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ｃｒｉｓｉ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ｉｎｔｏ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Ｃｈｉｎａ’ｓｃｒｉｓｉ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ｉｎａｔｉｍｅｌｙｍａｎｎｅｒ，ｆｏｕｎｄ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ｆｏｕｒｓｅｌｆ－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ａｃｈｉｅｖｅｄｔｈｅｐｕｒｐｏｓｅｏｆ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ｕｒｓｅｓ，ｗｈｉｃｈｓｏｌｖｅｄｔｈｅｕｒ
ｇｅｎｔｎｅｅｄｏｆｉｎ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ｏｎｌｉｎ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ｐｌｕ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ｒｅｓｅｔｃａｓｅ；ｃｏｕｒｓ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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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外语学科教师学术能力建构研究

袁金平
（南阳师范学院 公共外语部，河南 南阳市 ４７００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０－１２
基金项目：２０１７年度河南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时期河南普通高校外语学科创新发展研究”（２０１７ＢＹＹ０１３）；南阳师范

学院一流课程建设项目“大学英语读写Ⅰ”（２０１９－ＹＬＫＣ－０５３）
作者简介：袁金平（１９７２—），女，河南邓州人，南阳师范学院公共外语部副教授，主要从事外语教学与研究。

摘　要：从“ＣＮＫＩ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选取国内１１种主要外语类专业核心期刊，采集
２０１７年１月１日—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三年内，河南高校外语教师在１１种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据和
文献的引文量，分析河南高校外语教师主要关注的外语学科领域的焦点，探讨河南高校外语教师的

学术能力，揭示制约河南普通高校外语学科的因素，并给出如何基于现状构建外语教师学术能力，促

进河南普通高校外语学科创新发展的策略。

关键词：学术能力；外语学科；构建；创新发展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０．０６．０１９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２．４　Ｈ０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０）０６－０１０６－０５

　　２０１６年启动的第四轮一级学科评估和２０１７年
由教育部、财政部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共同印发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

（暂行）》的通知，标志着中国正在经历着由教育大

国向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１］。学科是以知

识为中心，专业是以问题为导向，课程随着专业结构

的调整必须进行重组，这种重组是专业外部条件和

内部条件变化的要求。作为课程和专业的实施者，

教师专业能力和学术能力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新的使

命内涵，教师亦面临着重组［２］。

一、研究现状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国内外的教师研究历经
外语教师地位的变换、教师角色的转变、教师知识结

构的发展、教师专业的理论发展到教师研究型、教师

行动研究和教师共同体的建构等［３］。外语教师专

业的发展应该与教学紧密结合，在注重理论学习和

研究的同时，关注和加强行动研究［４］。

国内外针对外语学科重要性的争论亦十分激

烈，研究的课题主要包括学科知识、学科身份认同、

跨学科教学、学科相关理论等。胡开宝，王琴

（２０１９）认为外语学科核心竞争力要素主要表现为

三大要素，即学术要素、人才要素和机制要素。其

中，人才要素是外语学科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涉及具

体研究领域、研究方向和人才培养目标的学术要素

是基础，机制要素是保障［５］。而学科建设的重要载

体是科学研究，科研水平主要反映在“科研成果”

“科研获奖”和“科研项目”三个方面。第四轮学科

评估在一级指标“科学研究水平”板块注重学术论

文发表质量，强调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强调期刊论文

的他引次数［１］。对高校外语教师论文发表的要求

由“量”升华到了“质”，只有教师学术水平高、科研

强，学科方能强。

二、研究路线

本文基于文献分析法，辅以 Ｅｘｃｅｌ统计，拟从河
南高校外语教师在外语类核心期刊近三年发表情况

中探索河南高校外语教师科研现状、实践效果及发

展趋势，以期为打造名语特色学科（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提供前瞻性和建设性的参与和借鉴。

（一）研究手段

１．研究问题
本文旨在研究下面几个主要问题：（１）河南高

校外语教师科研现状如何？（２）河南高校外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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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焦点及实践效果如何？（３）河南高校外语
教师科研发展趋势及对外语学科建设的影响、制约

因素是什么？

２．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中国知网（世界上全文信息量规模

最大的数字图书馆）作为样本数据库，研究检索的

论文作者为河南省普通本科院校的外语教师，具体

指高校里从事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外国文学、翻译

等学科的教学和科研的教师，这里涵盖了高校从事

外语教学的所有教师（包含读博教师），也涵盖了单

位为高校专业研究机构和在河南高校外语学科读博

的学生。

３．研究方法
本研究利用文献分析法及 Ｅｘｃｅｌ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考察文献量、作者数和词汇数（分类）三个指

标，分析总结河南高校外语教师一定时期内科研的发

展趋势、作者聚焦、主要研究领域和研究分类。以定

量分析和定性分析为基础，聚焦科学文献的外部特

征，采用数学与统计方法来描述、评价和预测科学技

术的现状和发展趋势［６］。计量对象主要是：文献量、

作者数（个人集体或团数）、词汇数（各种文献标识）。

（二）数据采集

１．数据采集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为国内重要的１１种外语专

业期刊，主要包括《外语教学与研究》《现代外语》

《外语与外语教学》《外语界》《外语教学》《外语学

刊》《中国翻译》《外国语》《当代语言学》《外国文学

研究》和《国外文学》。本研究采集的时间是 ２０２０
年６月１０日，研究主要从“ＣＮＫＩ中国学术期刊网络
出版总库”采集２０１７．１．１—２０１９．１２．３１河南高校外
语教师在以上１１种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据和文献
的引文量并进行分析，探讨河南高校外语教师主要

关注的外语学科领域的焦点。三年期间这些期刊发

表学术论文共计４２４６篇，这些文章反映了国内外语
界的主流研究。梳理出含有河南高校外语教师的文

献，对河南高校外语教师发表的论文进行分类，并对

数据进一步筛查和分析，探讨河南高校外语教师近三

年科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及对河南高校外语学科发展

的影响。

２．数据筛查原则
根据上述方法，在４２４６篇文献中，根据作者单

位判断为河南高校外语教师、高校专业研究机构或

相关人员在读博的，视为有效数据。统计文献有独

著和合著。合著作者单位中含河南高校或研究机构

的，亦视为有效数据。共采集到６５篇文献。根据外

语学科的属性和分类，把采集到的文献数据分为下

面７类：（１）文学研究及评论；（２）语言学研究；（３）
二语研究及应用；（４）翻译研究；（５）外语教育；（６）
语料库应用及研究；（７）书刊评介。

三、数据结果分析与讨论

（一）论文发表趋势

２０１７．１．１—２０１９．１２．３１期间，河南高校外语教
师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发表论文比重大约分别为

１．４％、１％和１．４％；在《现代外语》发表论文比重分
别为０．４％、２．４％和０；在《外语与外语教学》发表
论文比重分别为 ０．４％、０４％和 ０４％；在《外语
界》发表论文比重分别为０．４％、０．４％和０；在《外
语教学》发表论文比重分别为 １．６％、１．１％和
０３％；在《外语学刊》发表论文比重分别为１．０％、
１１％和０．３％；在《中国翻译》发表论文比重分别为
０．２％、０．２％和１．３％；在《外国语》发表论文比重分
别为０．４％、０．９％和０．４％；在《当代语言学》发表
论文比重分别为０．７％、０．７％和０；在《外国文学研
究》发表论文比重分别为０６％、０．６％和０．６％和
《国外文学》发表论文比重分别为０．５％、０．５％和
０．９％。

（二）指标统计

论文研究内容统计方面，河南高校外语教师在

这１１种期刊上发表内容主要集中在语言学研究
（５８％）上。文学研究及评论（１５％）、翻译研究
（１４％）、外语教育（３％）、二语研究及应用（３％）、语
料库应用及研究（３％）及书刊评介（３％）。论文引
用统计方面，６５篇论文中论文引文量最高为 １５次，
下载最高次数为２７８１次，反映出高质量的研究相对
较少。论文作者排行统计方面，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河南
高校外语教师在国内１１种主要外语类核心期刊，发
表论文较多的前６位作者（均来自河南大学，含合
著）：徐盛桓（６篇）、刘泽权（５篇）、牛保义（３篇）、
刘辰诞（２篇）、刘存伟（２篇）和张克定（２篇）。三
年中河南大学教师在这１１种外语类核心期刊中发
表数量约占河南省高校外语教师的４３％，郑州大学
约占１８％。

（三）方法应用分析

研究方法以非材料性研究方法为主，实证性研

究为辅。实证性研究仅为０篇，远远少于非材料性
研究。常见的外语研究方法有两大类：实证性研究

和非材料性研究。实证性研究包含量化研究和质化

研究。实证性研究方法主要通过对研究对象大量的

观察、实验和调查，系统地、有计划地、客观地搜集材

料信息和分析，归纳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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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研究方法。而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是追求真

理探索学问的行为，是从事科学研究应该遵循的有

效的科学工具，是进一步推动理论和学术发展的动

力。

四、外语教师学术能力发展制约因素分析

通过对河南高校外语教师近三年在外语类专业

期刊上论文发表情况进行统计并进行定量分析，我

们可以看到河南普通高校外语教师科研情况如下。

（一）研究结论

１．发表趋势
河南高校外语教师在这１１种外语类专业期刊

发表量同比增长幅度不大，与全国同行相比，河南高

校外语教师在外语类核心期刊论文发表数量比重偏

低，说明河南高校外语教师科研水平比较滞后。

２．研究内容
河南高校外语教师科学研究焦点侧重于语言学

研究、翻译研究和文学研究及评论，缺乏一定的原创

性和特色性研究，原创性成果较少。与本省社会经

济发展相关的有影响的论文较少，与人才培养相关

的研究较少，体现出学科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贡献

及服务值较低。与大多数教师教学密切相关的应用

语言学研究相对较少，部分高水平的研究与目前融

于信息化技术的外语教学和评估等实践结合不够密

切，实用性不强，权威性的学术论文针对外语教师的

思政研究相对关注不够。

３．采纳的研究方法
河南高校外语教师的科研现状与国际国内以实

证研究为主的发展趋势存在较大差异，研究方法的

局限性反映出教师没有掌握基本的文献检索方法和

科学的研究方法，与国际国内以实证研究为主的发

展趋势存在较大差异，教师缺乏基本的科学研究方

法。教师缺乏相关资源，无法及时了解相关研究领

域最新的发展动态，导致所选的题目或所做的研究

毫无价值、重复研究或意义甚微；或者选准了研究题

目但却不具备研究条件和研究方法等，导致难以产

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无法与国际国内研究主流保

持一致，无法与国际接轨，缺乏创新性研究。

４．其他
从我省论文引用次数反映出学术论文质量相对

较低，论文他引次数反映出论文影响力较低；从论文

作者排行侧面反映出河南省高校外语教师普遍缺乏

一定的科研能力和科研意识。

（二）制约因素分析

科研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高校师资水平，

我省的科研现状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河南高校外

语学科大多处于“边缘学科”，学科建设无法体现当

地特色建设。综合以上分析和讨论，本文认为可能

制约或阻滞高校外语教师专业发展的因素可简要归

纳如下。

１．学科专业定位不准
大多数高校外语学科专业定位目标模糊，整体

学科专业布局不合理，分布不均衡。学校重点发展

的学科不突出，专业建设缺乏特色，缺乏具有鲜明特

色的教学团队和科研团队，缺乏一定的创新精神和

特色研究。一流的学科建设离不开一流的教师队伍

的建设，没有好的团队，没有团队合作精神，学科内

部人财物分散，缺乏沟通和交流，严重阻碍了学科建

设的发展。学科缺乏专业的带头人，没有学科梯队

核心和灵魂，在学术上起不到带头和指导作用。

２．科研时间难以保障
外语涵盖面非常广，要求掌握丰富的语言文化，

以及语言国家的历史、地理、宗教和风土人情，并不

断地提高自己的语言听、说、读、写水平，才能成为一

个优秀教师，才能在教学上得心应手。但大多数学

校日常教学工作繁重的，占用了教师较大的时间和

精力，在这种超负荷工作状态下，外语教师能投入到

科研上的时间和精力非常有限，不能够在科研上进

行深度的研究，专业发展和学术提升之间的矛盾阻

碍了教师学术水平的发展。

３．教学与科研方向不一致
扩招带来了外语教师的需求增加，但大学对外

语教师学历要求都在硕士以上，教育类学院培养的

教师是有限的，这样造成大多数外语教师出自非教

育学院，多以学语言应用为主，从事的教学工作与自

己的学习专业不一致。由于缺乏系统的教育学方面

的理论，对语言研究的方法和工具不熟悉，再加上教

学与科研的方向问题，限制了专业研究的发展。

４．科研环境欠佳
外语教师作为特殊的群体，女教师的比例大约

８０％，加上社会分工的不同，由于家务多而分散了精
力，在整个学校都属于重教学轻科研的大环境下，缺

少学科带头人，整体科研意识淡薄。科研是教师由

教书匠成为思想者，由“知识的消费者”成为“知识

的生产者”的最佳途径，但学校给外语的科研条件

也有限，外语学术期刊有限，发表文章难度大，搞科

研困难重重。好多教师只是为了评职称才做科研，

否则就不做科研，科研经验和方法的欠缺及科研成

果少影响了教师群体的专业发展和科研水平。

五、外语教师学术能力构建策略

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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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里明确提出“要紧紧抓住教师队伍‘主力军’、课

程建设‘主战场’、课堂教学‘主渠道’……，形成协

同效应，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大格局”和“要加强

教师课程思政能力建设，建立健全优质资源共享机

制”。基于以上种种制约因素，河南高校外语教师在

外语学科创新发展方面应该构建自己的学术能力。

（一）立德树人

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只有培养出一流

人才的高校，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作为高校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仅仅承担“传道、受业、解惑”的

角色，仅仅完成语言教学目标这是远远不够的。习

近平提出传道者自己首先要明道、信道，高校教师要

更好担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因

此，我们还要关注学生学习策略的培养，关注学生正

确价值观、人生观的引领工作。作为高校外语教师，

要采纳丰富多样的教学方法，把思想政治教育目标

融于教学目标，并且贯彻于整个教学过程，尤其是在

教学目标的制定和中西文化教学和活动实施过程

中，充分利用新媒体和信息技术，吸收大量的案例，

丰富“课程思政”的教学资源和教学活动，寓教于

乐，增强时代感、吸引力、思想性和学生的参与性，

注重在潜移默化中坚定学生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

义情怀、加强品德修养、增长知识见识、培养奋斗精

神，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二）加强教师科研创新观念的培养

在大数据和新信息技术的大背景下，在混合式

教学风靡全球的大背景下，高校科研创新不仅体现

在管理机制、机构或组织，更加体现在创新的主

体———教师方面。作为高校教师，外语教师个人首

先应该界定自己的身份认同，明确自己的教学身份

和科研身份，明确自己的研究方向，具有创新的科研

意识和科研精神。教师要发挥自主能动性，具备一

定的创新意识，掌握创新的思维和方法，善于运用科

学的方法，善于运用大数据和新技术，善于结合语料

库和各种云平台，结合地方经济和特色研究，结合目

前“以评促学”“混合教学”“素养”“大数据”等研

究热点为契机，明确个人科研研究的方向。陈麦池

和戴俊霞（２０１２）提出教师培养科研创新能力需要
掌握创新的思想和方法，切实重视实践性环节，从而

持续提升自身科研创新能力［７］。因此教师在课堂

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思政和思辨能力的同时，还要具

备一定的“实践”和“行动”能力，及时地发现问题和

提出问题，及时有效的收集和分析数据，并且结合发

现的问题，做出与教学研究相关的“选择”，采取相

应的“行动”，构建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职业发展道

路，有效提升自己的学术能力。

（三）加强平台建设，推进教师学术能力发展

学科创新能力的发展离不开环境和氛围的支

持，学校要通过创造学习氛围及建立平台推动教师

学习。首先高等院校应加强外语学科资源库建设，

推进智库建设；其次外语院系应该科学制订外语学

科发展规划、建立学科梯队培育体系、加快外语类线

上线下教师培训平台建设等。亓明俊，王雪梅

（２０１７）建议从学习共同体的视角构建专业认同的
模型［８］，教师个体可通过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

培训、学习共同体、学习社区和 Ｍｏｏｃ学习，参加中
国高校外语学科发展联盟［９］等形式或者参加在国

家与国家之间、高校与高校之间、高校与基础教育之

间、高校与企业或者科学研究机构之间展开行动研

究等方式，促进教师学术能力的发展。与此同时，高

等院校应该进一步加强教师管理，健全激励机制。

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把课程思政建设成效作为“双一流”建设监测与成

效评价、学科评估、本科教学评估、一流专业和一流

课程建设、专业认证、“双高计划”评价、高校或院系

教学绩效考核等的重要内容。从资源库平台建设、

培训平台建设和激励机制平台的完善等方面综合推

进教师学术能力的发展。

（五）加强团队建设

团队是为了共同目标组成的一个群体，团队中

的个体具有各自的技能并相互协作。孟亚茹等

（２０１９）等研究跨校外语学术共同体中发现所形成
的集合型专家提高了团队的整体科研能力［１０］。教

师团队的建设不能仅局限于本校教师，应当引进相

关领域的专家，并与企业或者其他研究机构和学校

联手，形成伙伴关系，通过共同研究以及示范教学的

形式，相互学习并改进自己的教学策略，提升教学质

量。教育部曾发文要求加强教学团队建设，建立有

效的团队合作机制，推动教学内容、方法的改革和研

究，促进教学研讨和教学经验的交流。我们要找准

研究点，积极组建一支结构合理、富有团队精神的学

科梯队，并充分发挥学科带头人的引领作用，加强队

员的学术能力培养，以培养专业基础扎实、实践能力

较强，具有创新精神和国际视野，德、智、体、美全面

发展的应用型、外向型专门人才为目标，构建“实基

础、强能力、多方向”的教学模式。

（六）做好外语教育学科属性定位

学科属性是指学科的本质性质和特点，阐述本

学科所解决的根本问题。就外语教育而言，我国外

语教育理论研究起步较晚，关于外语学科的定位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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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纷纭，学界对外语教育的学科属性仍不明晰，对其

独立学科地位仍然存疑，我们要进一步提高研究水

平对相关问题深入探讨，准确定位定位外语教育的

学科属性。作为高校外语教师应具备一定的学术能

力，对外语教育进行深入的研究，学会运用科学、规

范的方法和技术，针对外语科研的研究领域（从外

国语言与语言学研究、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外语教

育与教师教育发展研究到语言和经济相结合的研

究、翻译相关研究、跨学科研究和特色研究等）中发

现并提出的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或者结合地方经

济发展和学科发展进行特色研究。只有合理地、科

学地定位了学科归属，才能把语言教育研究纳入正

常的学术研究范畴，外语教师才可能更加理直气壮

地加大教学投入，积极从事与外语教育相关的研究，

才能够加强结构调整而实现自我革新，在语言教育

的宏大舞台上找到自己的研究领域，使外语教育为

我国的国家发展战略服务。

六、结束语

总结河南高校外语教师近三年在外语类专业期

刊上论文发表情况，及时掌握探索河南高校外语教

师科研现状、实践效果及发展趋势，不但可以为外语

领域研究提供参考，也可为外语学科的特色建设提供

参考。外语学科的创新发展与科学的研究方法关系

密切，在争创“一流学科”“重点学科”“特色学科”的

同时，如何正确地引领高校外语教师在本领域做出高

水平的研究，提升河南高校外语学科内涵发展的有效

途径———学术能力素养的提高已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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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时代教育培养纪检监察干部斗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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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纪委，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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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巩善鑫（１９７８—），男，河南尉氏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纪委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廉政建设与文化传播。

摘　要：斗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是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
主义革命胜利和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巨大发展成就的重要法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

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即将实现的历史关键期，要教育培养、激励激发纪检监察干部保持斗争精

神，坚守初心使命，忠诚干净担当，以反腐败斗争的实际成效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关键词：新时代；纪检监察；斗争精神；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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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斗争本领，坚守斗争精神，是新时代纪检监
察干部正确尽职履责的重要保障。要教育培养、激

励激发纪检监察干部在新的历史时期，始终保持斗

争定力，坚定斗争意志、讲求斗争方法，增强斗争本

领，切实扛起纪检监察工作的初心和使命，以更加坚

决的态度履行“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以更加坚

定的意志同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作斗争，以更加有

力的措施一体推进“三不”机制，一体推进“三项改

革”，持续深化“三转”，以更加坚韧的魄力坚持标本

兼治，全面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一、深刻理解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斗争精神的

精神实质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第一次出现伟大斗争的表

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而

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

特点的伟大斗争。”［１］实践充分证明了保持和发扬

斗争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十九大报告再一次

指出：“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我们党

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

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

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２］

习近平总书记对斗争精神有过多次强调和论

述。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１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

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各级

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加强斗争历练，增强斗争本

领，永葆斗争精神，以“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

又出发”的顽强意志，应对好每一场重大风险挑战，

切实把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做实做好。２０１９年９
月３日在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
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党员干部要发扬斗争精神，增

强斗争本领。赵乐际同志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历次全

会报告中对发扬斗争精神均提出明确要求：纪检监

察干部要坚守党性原则，敢于为党和人民的利益唱

“黑脸”、当“包公”，坚决同违纪违法行为作斗争，决

不能消极懈怠、回避矛盾、做“老好人”；坚定信仰信

念信心，弘扬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秉持献身党和

人民事业的崇高情怀，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重大

斗争一线学真本领、练真功夫；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

部队伍，做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战士。

二、在新时代如何教育培养纪检监察干部发扬

斗争精神

（一）要教育培养纪检监察干部坚守初心，做到

忠诚坚定

纪检监察干部是党的忠诚卫士，作为党纪执行

者、维护者和监督者，必须要把“两个维护”自觉转

化为“政治基因”，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对纪检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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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绝对忠诚，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保持坚定

的政治自觉，坚决维护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把敢于

斗争转化为彰显初心、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纪检

监察干部要在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上作表率，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路

线方针政策上作先锋，在政治思想行动路线上同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上作模范，在严守政治纪律和政

治规矩上做带头，在廉洁自律和尽职履责上做表率。

还要不断提升政治鉴别力，把政治监督作为根本职

责，对错误言行勇于斗争，敢于发声亮剑，面对风险

敢于直面挑战。

（二）要教育培养纪检监察干部强化使命，提升

过硬本领

一要坚定斗争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

“要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创新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

立场观点方法，夯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思想根

基，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斗争起来才有底

气、才有力量。”纪检监察干部要牢固树立政治意

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在思想行动上自

觉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

向党中央决策部署看齐，坚决响应党中央所提倡、坚

决执行党中央所决定、坚决杜绝党中央所禁止。纪

检监察干部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核心和全

党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坚决同一切违背、歪曲、否定党的政治路线的言

行作斗争，坚决抵制破坏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行

为以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从思想深处

就把自己铸造成勇于斗争的“钢铁战士”。

二要增强斗争实力。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纪

检监察干部只有不断在实践中增强自身综合实力，

才能真正成为严惩腐败的钢铁拳头。要自觉提升政

治敏感意识，时刻在政治思想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

高度一致，主动学习把握理解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要政策方针精神，积极到脱贫攻坚、精

准扶贫、环境治理、抗击疫情等急难险重的特殊岗位

和“六稳”“六保”领域，加强政治能力训练，强化政

治实践历练，增长政治才干，增强政治能力，涵养政

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履行政治责任，提升防范政

治风险的本领。要自觉提升纪检监察政策理论水

平，积极贯彻党中央在新时代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

系的重大战略举措，积极适应一体推进“三项改

革”、一体推进“三不”体制机制建设的新形势新要

求，更新知识板块、优化知识结构、拓展知识边界，深

刻理解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党的自我监督是主

体；深刻理解在党的自我监督中，纪检监督处于主干

位置；深刻理解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是“三项改

革”的龙头、灵魂和基础；深刻理解“三项改革”一体

推进的核心，是在党的领导下，以党的纪律检查体制

改革统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和纪检监察机构改革，

做到优化协同，提质增效。要自觉提升监督执纪业

务能力，积极争取到监督检查、审查调查、巡视巡察

斗争一线经受锻炼和磨砺，在等重点任务中挑大梁，

把完成急难险重任务作为提升实力的教学课堂，在

亲身经历的斗争实践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

才干，学真本领、练真功夫，把自己修炼成为既有敢

于斗争精神又有善于斗争本领的能够真正适应进行

伟大斗争要求的忠诚卫士。

三要掌握斗争艺术。新时代纪检监察干部在坚

持原则、坚守信仰、坚定立场的基础上，因时因势采

取最为有效的积极行动，才能达成反腐败标本兼治

的目标使命。要掌握斗争精神和斗争艺术，实现监

督执纪问责和监督调查处置工作的政治、纪法、社会

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政治效果要做到在监督执纪

纪法全过程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纪法效果要做到纪法双施双

守，既要施行纪律，又要施行法律，既要遵守纪律，又

要遵守法律；社会效果要做到以人民为中心，审查调

查工作要有利于增强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厚植

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群众基础。要具备兵来将挡、水

来土掩的真实功夫，还要掌握借力发力、借势谋势的

巧妙方法，更要在斗争中赢得主动、取得胜利。要深

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把纪律挺在前面，尤

其是在实施第一种形态上敢于担当作为，经常开展

批评和自我批评、约谈函询，让“红红脸、出出汗”成

为常态。要精准把握“三个区分开来”，把干部在推

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

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

明确限制的探索性实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同上级明

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

把为推动改革的无意过失与为谋取私利的故意行为

区分开来。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

重的方针，既严肃执行纪律，对查实的依纪依规处

理，认真执行受处分党员干部教育回访制度，做好以

案促改后半篇文章；又注重维护党员干部的合法权

益，建立和完善干部澄清保护机制，为担当者担当、

为负责者负责，激励广大干部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勇于担当尽责、大胆干事创业。要始终坚持党中央

反腐倡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切实做到

将教育人、挽救人、惩处人相结合，推动“不敢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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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行稳致远。

（三）要教育培养纪检监察干部尽职履责，监督

执纪执法

在强化政治监督上勇挑重担。纪检监察干部把

“两个维护”作为政治监督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在思

想上确立政治工作的“根”和“魂”，在督促各级党组

织认真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勇挑重担。要把

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着力监督学习宣

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进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建设

情况，着力监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全力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情况，着力监督落

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情况，着力监督加强党的全

面领导、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营造良好

政治生态情况，着力监督贯彻落实十九届中央历次

全会精神、推进制度建设完善治理体系情况，着力监

督执行党章党规党纪情况，着力监督履行职责和遵

纪守法情况，着力监督党委重要决策部署落实情况。

纪检监察干部要坚决与自行其是、各自为政，有令不

行、有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攫取政治权力、

改变党的性质，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码头文化、帮圈

文化等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错误言行作斗

争，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持续净化政治生态，确保党

中央政令畅通。

在做实做细日常监督上求真务实。监督是纪检

监察机关的第一职责和基本职责。要把日常监督摆

在更加突出位置，着力抓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深

入学习贯彻《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规定》，协助党组织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打通贯通党委主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领导

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和纪检监察机关监督责任一

体落实。着力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约束，协助党

委修订完善规章制度，健全党内监督体系，织密权力

的笼子。着力做好信访举报受理工作，贯彻落实

《纪检监察机关处理检举控告工作规则》，规范信访

举报受理、办理、处置办法，保障党员、群众的监督权

利，维护人民群众的权益。着力把严把好选人用人

关，建立健全领导干部廉政档案，充分利用廉政档案

信息综合研判，做好廉洁意见回复工作。着力规范

问题线索处置办法，严把审查调查安全关，严肃查处

各种违纪违法行为，始终坚持对腐败问题的“零容

忍”。着力完善巡视巡察制度，坚持巡视整改常态

化制度化，注重用好专项巡察、专项督查、专项治理

等“短、明、快”的监督措施，着眼防范重点领域、重

要岗位和关键环节廉政风险。着力拓宽监督渠道，

实行特约监察员制度，加强自我监督，严防“灯下

黑”。纪检监察干部要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发扬新

时代斗争精神，切实把监督工作落到实处、做到精

细。要突出重点，紧盯重大工程、重点领域、关键岗

位，强化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部门和

行业的监督；要找准切入点，在涉及“三重一大”、招

标采购、工程建设、干部选拔等重要议题上靠前监

督，查找薄弱环节，抓早抓小，防微杜渐；要讲求实

效，在落实党委重大决策部署上及时跟进，梳理权力

运行的漏洞，扎紧制度的笼子，既发挥监督保障执行

的作用，又起到促进完善发展的作用。

在破除“四风”问题上毫不松懈。作风建设永

远在路上。要坚持问题导向，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

《关于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为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作风保证的通知》等文件

精神，保持战略定力，持续监督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

其实施细则精神，深挖细查“四风”问题隐形变异的

种种表现，坚决防止反弹回潮、卷土重来。以领导

班子、主要领导、主管领导为重点，着力整治贯彻

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只表态不落实，拍脑袋决策、

脱离实际、好大喜功、弄虚作假、敷衍塞责等问题。

着力整治维护群众利益不担当、不作为、慢作为、

乱作为等问题。着力整治文山会海、检查考核过

多过滥、工作过度留痕等困扰危害基层工作效率

工作积极性的形式主义突出问题。着力防范和查

处不吃公款吃老板、违规支出变通下账、收受电子

红包、分批异地办理酒席、私车公养等隐形变异问

题。着力改进工作作风，针对“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中查找出的纪律作风方面突出问题，

持之以恒抓整改。要坚持严的主基调，坚守每一

个节点，在“长”“常”二字上下更大功夫，坚定斗

争精神，对顶风违纪从严查处，对典型案例通报曝

光，真正做到化风成俗。

在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上担当作为。反腐败斗

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面，也是新形势下进行

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重要内容。党

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反腐败斗争的判断表述随着

斗争胜利的进程不断发生变化，２０１５年１月，十八
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指出，“腐败和反腐败呈胶着

状态”；２０１６年 １月，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指
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２０１６年１２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中央纪委

七次全会报告时指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

形成”；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党的十九大作出“反腐败斗争
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的重大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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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７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
首次提出，“夺取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２０１９
年１月１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
全会上讲话“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３日，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报告
指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新时代纪检监察干部践行斗争精神必须相当清醒、

相当有意志力，坚持有贪肃贪、有腐反腐，保持战略

定力，持续强化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以

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把反腐败斗争不断引向深

入。要加强对人民群众身边“微腐败”和官僚作风

问题的整治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要加强各类系统性反腐力度，依规依纪依法严肃

查处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职

务违法和职务犯罪，坚决清除甘于被“围猎”的腐败

分子，坚决防范各种利益集团拉拢腐蚀领导干部，以

强有力的正风反腐斗争之势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

坤。

三、纪检监察干部要珍惜伟大时代，把握历史机

遇

作为新时代的纪检监察干部，我们要在“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转折时期奋发图强，坚持斗

争，积极奋斗，有所作为。

纪检监察机关是党内的“纪律部队”，高素质专

业化纪检监察干部必须养成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鲜

明特征，把忠诚担当、守责尽责内化为个人的性格品

质。新时代的纪检监察干部是 “打铁的人”，要维护

党的肌体健康，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和

纪律保证，必须努力提高斗争本领、发扬斗争精神、

敢于善于斗争、勇于夺取胜利。要始终做到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坚守忠诚干净担当的境界情怀，树牢

为民务实清廉的政治立场，对大是大非问题敢于亮

明态度，对歪风邪气问题敢于坚决斗争。同时，不断

加强自身修养，提升综合素质，做到执纪执法安全、

审查调查文明。

新时代纪检监察干部只有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

任，练就过硬本领，把斗争精神寓于职责使命之中，

真正当好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以新时代斗争精神

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不断把全面从严治

党向纵深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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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勒香梨果实香气代谢过程中
相关酶类活性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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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香气是梨果实的一个重要品质特征。经研究证明梨果实香气成分是在果实生长过程中
不断形成的，在果实发育过程中酶的活性与香气的形成有直接关系。重点研究脂氧合酶（ＬＯＸ）、醇
脱氢酶（ＡＤＨ）、醇酰基转移酶（ＡＡＴ）和β－葡萄糖苷酶（ＣＢ）等与香梨果实最相关的４种酶类。从
酶活性趋势线来看，ＬＯＸ，ＡＤＨ和ＣＢ在香梨花后１个月左右至货架期（２～３个月）总体是先高后
低，倾斜向下，变化幅度较大；而ＡＴＴ变化趋势则与上述３种酶相反，酶活性总体变化出现先低后高
的现象。

关键词：梨；香气；关键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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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梨（Ｐｙｒｕｓｓｐｐ．Ｒｏｓａｃｅａｅ）果实具有独特的香气，
是构成梨的品质特征的重要因素［１］。香气物质是

在植物生长过程中经过一系列酶促反应形成的各种

挥发性化合物［１－２］，是植物的次级代谢产物，其前体

物质为碳水化合物、脂肪酸、氨基酸。果实香气的形

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同发育阶段果实中的关键

酶活性不同，所产生的香气物质也不同。一般在果

实中香气物质分子可以分为有机酸脂类、醛类、醇、

酮、挥发性萜类杂环类化合物等［３］。对果实香气特

征贡献大的香气物质称为果实特征香气物质，即能

使果实呈现特有香味的一类挥发性物质［４］。各种

挥发性香气小分子来源路径各不相同［５］。

脂氧合酶（ＬＯＸ）途径形成大量的直链脂肪族
醇、醛、酮和酯类物质［６］。果实中大量不饱和脂肪

酸（亚油酸、亚麻酸）被专一的、高活性脂氧合酶氧

化产生一系列小分子醇、酸等，构成了果实脂类香气

的主体，还参与了Ｃ６己醛和己烯醛的合成［７］，这些

化合物对果蔬的“新鲜”风味有重要贡献［８］，如柑橘

中的（Ｅ）－３－己烯醇和己醛［９－１０］。番茄在不同的

成长阶段有特征的挥发性香气成分物质，成熟时有

以Ｃ６分子的己醇、己醛、（Ｚ）－３－己烯醛等为特征
的新鲜风味物质［１１］。不饱和脂肪酸经脂氧合酶途

径生成氢过氧化物，逐步经过氧化、裂解及脱氢作用

转化成相应的醛类和醇类，进一步形成酯类等。

ＬＯＸ是脂肪酸代谢途径中的关键酶，在香气物质形
成过程中醇脱氢酶（ＡＤＨ）、醇酰基转移酶（ＡＡＴ）等
也起到重要作用［１２］。

醇酰基转移酶（ＡＡＴ）是氨基酸代谢途径产生
支链脂肪族醇、醛、酮和酯类物质的关键限速酶。果

实中有部分氨基酸在转氨酶的作用下，通过氨基转

移作用形成了支链酮酸，支链酮酸与辅酶 Ａ（Ｃｏ－
ＡＳ）作用生成了酰基Ｃｏ－ＡＳ，然后在ＡＡＴ的作用下
生成酯［１３］。该途径参与香气小分子代谢合成的氨

基酸主要有丙氨酸、苯丙氨酸、缬氨酸、半胱氨酸、异

亮氨酸和亮氨酸等。ＡＡＴ是氨基酸代谢途径酯类
形成过程中的关键酶［１４］，它催化酰基辅酶Ａ中的酰
基并转到相应的醇，为下一步酯类合成准备了充足

的原料。其中丙氨酸、缬氨酸、异亮氨酸和亮氨酸为

·５１１·



甲基支链酯合成的前体物质。部分果实中的酯香

型、果香型特征香气成分是通过氨基酸代谢途径产

生的，如柑橘［１５］。

醇脱氢酶（ＡＤＨ）在 ＬＯＸ途径中主要依赖
ＮＡＤ，广泛参与直链醛、支链醛、芳香醛等与对应醇
之间的转化，是植物香气物质合成中最重要的酶。

在氨基酸代谢中，氨基酸在脱羧酶作用下生成醛，然

后在醇脱氢酶的作用下生成酸。另外，单糖经无氧

代谢产生丙酮酸，在ＡＤＨ作用下氧化脱羧形成乙酰
辅酶Ａ，进而合成某酸乙酯或乙酸某酯等［１６］。

β－葡萄糖苷酶（ＣＢ）作用下的键合态香气也是
水果香气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潜香型化合物，

与植物中的糖类物质通过糖苷键结合形式存在于植

物中，一般是 β－Ｄ－葡萄糖［１７］，不具挥发性，在酸

或酶的作用下水解释放后，从水果中挥发出来，可以

被人们感受到，这种相对直接被人们感受到的香气

就是自由态香气［１８］。目前有人研究认为，键合态香

气的数量和种类在个别水果中远高于自由态香

气［１９］，它们共同作用，构成了水果的基本风味和特

征香气［２０］。因此，β－糖苷酶作为外源的水解酶，已
被广泛确认能够水解植物中的键合态香气的糖苷

键，使香气得到释放［２１］。

库尔勒香梨以独特而浓郁的香味著名，怡人的

果实香气可以吸引消费者并增强果品的市场竞争

力。近年来，人们对果品香气及贮藏过程中内容物

质变化越来越关注，但对库尔勒香梨果实香气的形

成和衰减生理机制的研究分析很少，尤其是对库尔

勒香梨香气成分与相关酶的相关性的研究鲜有报

道。以库尔勒香梨为试验材料，对其挥发性香气相

关酶活性进行系统研究，旨在阐明库尔勒香梨果实

挥发性物质代谢调控机理，也为今后新疆梨品种选

育、栽培管理、采后贮藏、果实品质改善等技术提供

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供试材料来自新疆库尔勒沙依东园艺场梨园

（北纬４１°４３′５６″，东经８６°１′５９″；北纬４１°４３′１７″，东
经８６°２′１８″），２５年左右树龄香梨树（间种授粉树为
砀山梨），采样时间选在中午（１２００～１４００）进
行，选择生长正常、无病害的库尔勒香梨植株果实。

每隔３０天左右采样一次，冰盒冰鲜运至昌吉市实验
室，放置于－８０℃冰箱超低温保存备用。
１．２　试剂与仪器

氢氧化钠、磷酸二氢钠、磷酸氢二钠、正丁醇、盐

酸、氯化镁、乙醛、柠檬酸、石英砂：均为分析纯，天津

市福晨化学试剂有限公司；亚油酸、Ｔｗｅｅｎ２０、聚乙
烯吡咯烷酮（ＰＶＰ）、交联聚乙烯吡咯烷酮（ＰＶＰ）、
ＴｒｉｔｏｎＸ－１００、三羟甲基氨基甲烷（Ｔｒｉｓ）、５，５－二硫
代双（２－硝基苯甲酸）（ＤＴＮＢ）、对硝基苯基 －β－
葡萄糖苷（ｐＮＰＧ）、对硝基苯酚（ＰＮＰ）、２－吗啉乙磺
酸（ＭＥＳ）、二硫苏糖醇（ＤＴＴ）：上海麦克林生化科技
有限公司；尼克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ＮＡＤＨ）、乙酰
－ＣｏＡ：罗氏（中国）有限公司；水：色谱纯。
ＵＶ－２４５０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日本岛津公

司；ＢＳ２１０Ｓ电子天平：德国Ｓａｒｔｏｒｉｕｓ公司；冷冻离心
机：德国Ｅｐｐｅｎｄｏｒｆ公司；ＨＨＳ－１电热恒温水浴锅：
上海齐欣科学仪器有限公司；Ｗ－ＨＬ３２８超低温冰
箱：中科美菱低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ＧＬ－４Ｌ冷藏
保温箱：广州佳冷冷藏科技有限公司；移液器：大龙

兴创实验仪器（北京）有限公司；１０Ｌ液氮罐：查特
生物医疗（成都）有限公司。

采用 Ｅｘｃｅｌ进行实验数据处理分析，使用 ｏｒｉｇｉｎ
９．０作图。
１．３　不同时期库尔勒香梨果实中ＬＯＸ酶活性测定

参照詹萍［２２］，Ｌｉｂｕｒｄｉ［２３］等方法并做适当修改。
反应底物：在溶有０．１ｇＴｗｅｅｎ２０重蒸水中加

入５０μＬ亚油酸，用ＮａＯＨ溶液（１ｍｏｌ／Ｌ）滴定至澄
清，调节ｐＨ在９．０左右，用重蒸水定容至２５ｍＬ，冷
藏备用。

粗酶液提取：称取１０．０ｇ库尔勒香梨，立即在
液氮下研磨成粉末，加入１．０ｇＰＶＰ，５ｍＬ预冷的
０００５ｍｏｌ／Ｌ磷酸二氢钠 －磷酸氢二钠缓冲液（ｐＨ
７．０），５ｍＬＴｒｉｔｏｎＸ－１００（１％ ），冰浴环境研磨成匀
浆，在０℃下于７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３０ｍｉｎ，上清液在４
℃下于７４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５ｍｉｎ，取出上清液，并用相
应的缓冲液定容至１０ｍＬ，即得粗酶液，４℃保存备
用（－３０℃冰箱保存）。

ＬＯＸ酶活性测定：酶反应体系为 ３ｍＬ，包括
２８８ｍＬｐＨ７．０磷酸二氢钠 －磷酸氢二钠缓冲液
（０．０５ｍｏｌ／Ｌ），０．１ｍＬ亚油酸反应底物和０．０２ｍＬ
酶液。反应体系加入酶液后倒转３次（１５ｓ左右），
于室温下在波长２３４ｎｍ处测定吸光度的变化值，即
ΔＯＤ２３４（每隔２０ｓ记录一次吸光值，共记录３ｍｉｎ）。
酶活力以每分钟吸光值变化 ０．００１为一个活性单
位。

空白对照：按上述方法处理加热失活的粗酶液，

作为空白对照。

１．４　不同时期库尔勒香梨果实中ＡＴＴ酶活性测定
本方法参照 Ｆｅｌｌｍａｎ［２４］，张晓萌［２５］等并做适当

修改，稍加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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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底物：１０ｍｍｏｌ／Ｌ正丁醇。
粗酶液的提取：取３ｇ果肉，加０．１ｇＰＶＰＰ和６

ｍＬ０．１ｍｏｌ／Ｌ磷酸缓冲液（ｐＨ７．０），在冰浴环境充
分研磨成匀浆，在 ４℃下于 １６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 ３０
ｍｉｎ，上清液用于酶活性的测定。

酶活性测定：反应体系由２．４ｍＬ的０．５ｍｏｌ／Ｌ
Ｔｒｉｓ－ＨＣｌ缓冲液（ｐＨ７．０），１１．６ｍｍｏｌ／ＬＭｇＣｌ２，０３
ｍｍｏｌ／Ｌ乙酰－ＣｏＡ，１０ｍｍｏｌ／Ｌ正丁醇和０．６ｍＬ酶
液组成。各组分混合后置于 ３５℃水浴１５ｍｉｎ，然后
添加 １５０μＬ１０ｍｍｏｌ／ＬＤＴＮＢ，在室温下放置 １０
ｍｉｎ，用紫外分光光度计在４１２ｎｍ下测定吸光值，重
复３次。酶活性以 ΔＯＤ４１２表示，酶活力以每分钟吸
光值变化０．００１为一个活性单位。

空白对照：按上述方法处理加热失活的粗酶液，

作为空白对照。

１．５　不同时期库尔勒香梨果实中醇脱氢酶ＡＤＨ活
性测定

本方法参照ＬｏｎｇｈｕｒｓｔＴＪ［２６］，ＡＥｃｈｅｖｅｒｒíａＧ［２７］

等方法，做适当修改并改进。

反应底物：０．１５ｍＬ的０．０８ｍｏｌ／Ｌ乙醛。
粗酶液的提取：取３．０ｇ果肉冷冻组织，液氮充

分研磨呈粉末状，加入 ６ｍＬ经预冷（４℃）的提取
液，组成如下：０．１ｍｏｌ／ＬＭＥＳ－Ｔｒｉｓ缓冲液（ｐＨ
６５），２ｍｍｏｌ／ＬＤＴＴ，１％ ＰＶＰ。充分混匀、浸提，４℃
下于１５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３０ｍｉｎ，上清液用于 ＡＤＨ活
性测定。

酶活性测定：３ｍＬ反应体系由２．４ｍＬ的 ＭＥＳ
－Ｔｒｉｓ缓冲液（ｐＨ６．５），０．１５ｍＬ的 ｌ．６ｍｍｏｌ／Ｌ
ＮＡＤＨ，０１５ｍＬ的０．０８ｍｏｌ／Ｌ乙醛和０．３ｍＬ的粗
酶液组成，反应温度为３０℃，于３４０ｎｍ下测定ＡＤＨ
活性。加酶液后１５ｓ开始计时，记录１ｍｉｎ内吸光
度ＯＤ值变化，重复３次。酶活力以每分钟吸光值
变化０００１为一个活性单位。

空白对照：按上述方法处理加热失活的粗酶液，

作为空白对照。

１．６　不同时期库尔勒香梨果实中 β－葡萄糖苷酶
ＣＢ活性测定

本方法参照詹萍［２８］、李华［２９］等方法，做适当修

改并稍加改进。

粗酶液提取：称取１０．０ｇ库尔勒香梨，立即在
液氮下研磨成粉末，加入１．０ｇＰＶＰ，０．２ｇ石英砂，５
ｍＬ预冷的０．０５ｍｏｌ／Ｌ磷酸氢二钠－柠檬酸缓冲液
（ｐＨ６．０），冰浴环境研磨成匀浆，４℃下于１００００ｒ／
ｍｉｎ离心２０ｍｉｎ，上清液４℃下于１４４００ｒ／ｍｉｎ离心
１０ｍｉｎ，取出上清液，并用缓冲液定容至１０ｍＬ，得粗

酶液。其余保存在－３０℃冰箱中备用。
活性测定：在１０ｍＬ具塞试管中依次加入０．６

ｍＬ缓冲液、１．０ｍＬ粗酶提取液和 ０．２ｍＬ１０ｍｍｏｌ
对硝基苯基－β－葡萄糖苷，迅速盖上试管塞，立即
放至３５℃水浴中，反应６０ｍｉｎ后立即加入２．５ｍＬ１
ｍｏｌ／ＬＮａ２ＣＯ３溶液终止反应，在对硝基苯酚的最佳
吸收波长４００ｎｍ处测吸光值。

空白对照：０．２ｍＬ的１０ｍｍｏｌｐＮＰＧ用０．２ｍＬ
磷酸氢二钠－柠檬酸缓冲液（ｐＨ６）代替酶粗提液，
其他同上。

对硝基苯酚标准曲线：准确称量对 ＰＮＰ
（ＷＭ１３９．１）１３９．０ｍｇ，用蒸馏水定容至１Ｌ。分别
吸取１，２，３，４，５，６ｍＬ溶液至１００ｍＬ容量瓶中，用ｌ
ｍｏｌ／ＬＮａ２ＣＯ３溶液定容后混匀。使１ｍＬ稀释液中
分别含有对硝基苯酚０．０１，０．０３，０．０５μｍｏｌ，利用对
硝基苯酚的标准曲线方程计算出所生成的对硝基苯

酚的浓度。

２　结果与分析
果实香气是果实性状之一，性状的产生和表现

受到各种酶的控制［３０］。本研究选择的果实香气合

成代谢的４种关键酶类，即 ＬＯＸ，ＡＴＴ，ＡＤＨ和 ＣＢ
在库尔勒香梨香气合成代谢过程中活性变化各有特

点，具体说明如下。

２．１　库尔勒香梨果实不同时期脂氧合酶ＬＯＸ活性
变化

ＬＯＸ途径是果实香气脂肪酸代谢途径初始过
程中重要的限速酶，决定 ＬＯＸ途径的顺利进行，为
后续的转化过程提供底物，它与植物的器官发育及

果实成熟有很大关系［３１］。

由图１上可见，库尔勒香梨果实从花后１个月
左右ＬＯＸ酶活力为ΔＯＤ２３４０．００９４ｇ

－１·ｍｉｎ－１，开始
缓慢 增 加，在 ７月 份 猛 然 到 达 最 大 ΔＯＤ２３４
０．０７２４ｇ－１·ｍｉｎ－１，然后 ＬＯＸ酶活性开始下降。从
活性变化趋势线上看总体呈现下降趋势，这与果实

图１　香梨果实不同时期ＬＯＸ酶活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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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ＬＯＸ作用底物有关［３２］，在植物膜脂中富含的亚

油酸和亚麻酸是其主要的反应底物［３３］。在香梨成

熟采摘后１０月份至１２月份活性一直平缓下降。
２．２　库尔勒香梨果实不同时期ＡＴＴ活性

在香梨发育及其货架期，ＡＴＴ的活性变化总体
趋势倾斜向上，与 ＡＴＴ活性变化趋势走向相反，但
是从走势图上看，变化总体上与ＬＯＸ活性变化相类
似。ＡＡＴ是催化ＬＯＸ酯类合成的最后一步，是参与
酯类途径中的最终限速酶，是氨基酸代谢的关键酶，

它可以催化醇类底物与酰基－ＣｏＡ酯化为相应的酯
类物质［３４］，从而生成果实酯类香气成分中的特征香

气。

由图２可见，香梨果实从花后１个月左右 ＡＴＴ
活力为ΔＯＤ４１２０．０１２ｇ

－１·ｍｉｎ－１，６月份稍微缓慢降
低至ΔＯＤ４１２０．０１０２ｇ

－１·ｍｉｎ－１，然后开始抬升，至９
月份到达最大 ΔＯＤ４１２０．０２２７ｇ

－１·ｍｉｎ－１，然后到达
１０月份ＡＴＴ活性开始平缓下降至１２月份。在香梨
果实发育前期活性变化不稳定，但随着果实成熟逐

渐升高随后下降至平缓。

图２　香梨果实不同时期ＡＴＴ酶活性变化

２．３　库尔勒香梨果实不同时期ＡＤＨ活性
香梨果实生长发育过程中，ＡＤＨ活性变化较

大。参与植物体内各种醇类与相应醛类物质之间的

相互转化反应［３５］。从图 ３可见，ＡＤＨ活性从香梨
果实花后１个月左右从最低点 ΔＯＤ３４００．００２９ｇ

－１·

ｍｉｎ－１开始剧烈增高，７月份达 ΔＯＤ３４００．０３４６ｇ
－１·

ｍｉｎ－１后开始缓慢下降。８月份至１０月份 ＡＤＨ酶
活降低较为平缓，从 ΔＯＤ３４００．０２８０ｇ

－１·ｍｉｎ－１缓慢
降至ΔＯＤ３４００．０２５６ｇ

－１·ｍｉｎ－１，从香梨生理上说，
这段时间香梨开始成熟，果园一般９月份至１０月
份开始采摘。ＡＤＨ酶活平稳，说明在香梨果实内
香气的 ＬＯＸ途径、氨基酸途径和糖代谢途径生化
反应进行平稳，合成和代谢进入平台期。此后香梨

果实 ＡＤＨ活性又降低迅速，１１月份降至 ΔＯＤ３４０
０．０１２９ｇ－１·ｍｉｎ－１，继续降低至 １２月份 ΔＯＤ３４０

０．０１０７ｇ－１·ｍｉｎ－１。

图３　香梨果实不同时期ＡＤＨ酶活性变化

２．４　库尔勒香梨果实不同时期ＣＢ活性
研究ＣＢ，即研究 β－葡萄糖苷酶活性，目的在

于分析和寻找键合态香气产生的机理及其与自由态

香气的关系。植物中多种次级代谢产物的糖基化复

合物，相对应的，植物中必然存在着能够催化这些次

级代谢产物糖苷的葡萄糖苷酶［３６］。因此实验以对

硝基苯酚做标准曲线，得标准曲线方程 ｙ＝
００５２５３ｘ－０．０００３，相关系数 Ｒ２＝０．９９９８９，考察
β－糖苷酶的活性，说明相关性极好。通过标准曲
线检测香梨坐果１个月后（５月中旬）的 ＣＢ活性为
ΔＯＤ４０００．１７０５ｇ

－１·ｍｉｎ－１，变化如图４所示继续升
高，在６月中旬达到 ΔＯＤ４０００．１９９０ｇ

－１·ｍｉｎ－１，从
整个动态图上看６月份β－葡萄糖苷酶活性最高，并
且以此为拐点开始下降，８月份降至 ΔＯＤ４００
０．０４４ｇ－１·ｍｉｎ－１，此后下降趋势平缓，从８月份到

１１月份的变化很小。至货架期 １２月份则降至
ΔＯＤ４０００．０１４ｇ

－１·ｍｉｎ－１。香梨果实整个发育生长
阶段以致货架期（保存３个月，１０月中旬采收，１２月
中旬最后一次检测）β－葡萄糖苷酶活性呈现下降
趋势，在果实膨大期（６月份）达到最大，随后开始持
续下降。总体趋势与前人对京白梨研究一致［３１］。

但有些许差异，有待进一步考证。

图４　香梨果实不同时期ＣＢ酶活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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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一切生命活动都是在酶的参与下进行的［３７］。

果实的香气物质（芳香性挥发物质）是由果实组织

中一些前体物质（包括糖、氨基酸、脂肪等）在酶的

作用下通过特殊的代谢合成途径形成的［３８－３９］。不

同的途径酶的作用不同，但是生物的代谢途径是错

综复杂的，某种酶既是这个途径的限速酶，也可能是

另一个代谢途径的关键酶［４０］。在果实（植物）组织

中参与香气合成的关键酶主要有脂氧合酶（ＬＯＸ）、
醇脱氢酶（ＡＤＨ）和醇酰基转移酶（ＡＡＴ）等，而β－
葡萄糖苷酶近年来成为与香气代谢相关的研究热

点，如范刚［２０］、何芒芒［２１］等对柑橘生长发育过程中

β－葡萄糖苷酶的活性做了系统研究。
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

ＬＯＸ，ＡＤＨ，ＡＴＴ和ＣＢ等与香梨果实最相关的４种
酶类，其中前３种酶和果实的自由态香气相关较为
紧密，ＣＢ主要目的在于分析香梨生长发育过程中键
合态香气的代谢规律。从４种酶活性趋势线来看，
ＬＯＸ，ＡＤＨ和 ＣＢ在香梨花后１个月左右至货架期
（２～３个月）总体是先高后低，倾斜向下，变化幅度
较大；而ＡＴＴ变化趋势则与上述３种酶相反，酶活
性变化出现先低后高的现象。另外，４种酶的活性
变化最高点不一定是香梨最佳采摘期，这与前人对

其他果实相同酶活性变化的研究结果不一

致［２０－２１，３１，４１］，变化基本都在香梨最佳采摘期前，即

果实的膨大期；酶活性变化趋势与前人研究结果相

似。

４　小结
果实的香气代谢属于次生代谢范畴，在各种代

谢途径之间酶的作用至关重要，也决定了果实的特

征香气［４２］。酶对研究条件要求严格，是极易变性的

催化蛋白质，因此在实验操作中必须为其提供一个

对于酶本身而言相对适合的环境，尽可能模拟果实

的组织体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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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纳米级微塑料及其添加剂复合效益对蓝藻的
生长及叶绿素荧光的影响

马　欠，郭锋锋，邓　敏，刘　燕，赵　菊，晁江琴，沈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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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添加不同浓度和不同粒径的微塑料，研究其对集胞藻的生长及叶绿素荧光的影响。
结果表明，微塑料的浓度和粒径对集胞藻的吸光度（ＯＤ６８０）、叶绿素荧光（Ｆｖ／Ｆｍ）和叶绿素 ａ有影
响，当微塑料ＤＥＨＰ浓度超过１０ｍｇ／Ｌ时，浓度越高对集胞藻产生的抑制作用越明显；纯塑料浓度为
１０ｍｇ／Ｌ，粒径为２００ｕｍ时对集胞藻生长产生明显抑制作用。当微塑料浓度超过阈值后，浓度越高对
微藻生长产生的抑制作用越明显；微塑料粒径越小对微藻生长产生的抑制作用越明显。

关键词：微塑料；集胞藻；生长；叶绿素荧光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０．０６．０２２
中图分类号：Ｘ１７１．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０）０６－０１２１－０４

　　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塑料制品由于在日常
生活和商业活动中的广泛用途，已成为人类活动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１９７０年代，美国国家科学院估计
每年流入世界海洋的塑料通量为４．５万吨，相当于
全球塑料产量的０．１％，２０１０年全球塑料的年产量
已达２．６５亿吨。人们对海洋中当前塑料存储量的
估计是１９７０年代对释放到开放海洋中的漂浮塑料
的保守一阶估计的１００倍［１］。

进入环境中的塑料会逐渐破碎，最终形成更小

的碎片，粒径小于５ｍｍ的塑料碎片和颗粒称为微塑
料［２］。塑料及其相关的化学同源物进入陆地和水

生栖息地，环境中微塑料的存在已在水生和陆地生

态系统中得到广泛应对和证实［３］。现有研究中发

现微塑料的存在对整个生态系统构成了巨大的威

胁，对海洋、湖泊、河流、沿海地区甚至极地地区都产

生了巨大的影响［４］。有学者发现塑料会破碎成微

纳米级微塑料，研究微纳米级微塑料成为国际国内

的趋势［５－６］。

浮游生物作为水中食物链的最基础一环，对于

水生态系统功能维系具有关键作用［７－８］，浮游植物

是水生生物的物质基础［９］。叶绿素荧光分析技术

以光合作用理论为基础，利用体内叶绿素为天然探

针，研究各种植物光合生理状况及外界因子对其影

响的活体测定和诊断技术。叶绿素荧光动力学技术

是用于评鉴作物耐受逆境能力的一项热门技术，被

称为测定环境胁迫下响应快速、无损伤的探针［１０］。

１９３１年，德国Ｈｉｒｓｃｈ和Ｋａｕｔｓｋｙ发现，绿色植物的叶
片、藻液等经过暗适应一段时间后，经可见光照射，

绿色植物叶片或藻类会发出微弱的暗红色的荧光信

号，荧光信号的强弱随时发生变化，这个变化过程也

称为叶绿素荧光动力学，即Ｋａｕｔｓｋｙ效应［１１］。

对于叶绿素荧光，多数文献主要是对光响应曲

线（ＯＪＩＰ）中Ｆｖ／Ｆｍ这一指标进行解读，并未充分考
虑能量分配比率和反应中心比活性参数［１２－１３］。以

微纳米微塑料及其添加剂对藻的生长及叶绿素荧光

的影响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相关研究，重点研究微

纳米级微塑料对蓝藻的生长及其叶绿素荧光的影

响。此外，考虑到现实环境中塑料材质基本上添

加有多种添加剂，因此也对具有多种添加剂的不

同微纳米级微塑料对藻的生长及其叶绿素荧光进

行研究。通过对微塑料材质进行萃取，检测塑料

添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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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材料

实验所用的藻种为集胞藻，购自中国科学院武

汉水生生物研究所，营养液选用ＢＧ－１１培养。
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１　集胞藻的培养和实验过程

采用ＢＧ－１１培养基进行培养，预选藻种为集
胞藻作为受试藻。配置５Ｌ培养基作为调试藻密度
的营养液，所有玻璃器皿都经过灭菌锅消毒处理。

初始藻的密度控制为０．１１（以吸光度表示），选用３
种微塑料尺寸分别为２００μｍ，３００μｍ和５ｍｍ。为了
验证微塑料尺寸绝大多数处于该尺寸，使用体式显

微镜做粒径分析，设置进入藻液的微塑料最终浓度

为５ｍｇ／Ｌ和２５０ｍｇ／Ｌ。研究不同浓度对藻的影响，
微塑料浓度分别设置为０，０．５，５，１０，２５，５０ｍｇ／Ｌ，每
组设置３个平行样。测定时间为１，１２，２４，４８，９６ｈ。
每天摇晃锥形瓶３～５次，然后取样测定藻的吸光
度、叶绿素ａ、光响应曲线（ＯＪＩＰ）。
１．２．２　 各参数的测定

（１）微塑料添加剂的测定
取非纯及纯的微塑料１ｇ，倒入带玻璃盖的小试

管中，然后加入乙腈饱和正己烷１０ｍＬ。超声１ｈ，然
后静止１２ｈ，过０．２２μｍ的有机相滤膜。放入棕色测
样瓶，待测。设置气相进样口温度为２５０℃，初始温
度为８０℃。升温至 ２８０℃，保持 １５ｍｉｎ。设置质谱
扫描范围４５～４５０，与气相运行时间一致。通过匹
配库进行塑料添加剂的判断。针对增塑剂类选择离

子峰１４９作为判定邻苯二甲酸酯的判断峰。
（２）ＯＤ值的测定
被检测物吸收的光密度，也称为吸光度，检测单

位用ＯＤ值表示。实验开始后在规定时间取样 １
次，吸取２．５ｍＬ于比色皿中，紫外分光光度计测量
其ＯＤ值，空白校准用ＢＧ－１１营养液。

（３）叶绿素荧光参数的测定
取２．５ｍＬ藻液放入比色皿中，暗适应５ｍｉｎ后，

用叶绿素荧光仪（ＦＬ３５００，ＰＳＩ，捷克）直接测得。
１．３　数据处理分析

应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用 ｏｒｉ
ｇｉｎ８．０绘图。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浓度和尺寸纯微塑料共同胁迫对集胞藻
生长及叶绿素荧光的影响

不同尺寸纯微塑料对集胞藻ＯＤ值的影响见图
１。微塑料粒径分别为２００ｕｍ，３５０ｕｍ和５ｍｍ，浓度
设置为５０ｍｇ／Ｌ和２５０ｍｇ／Ｌ。从图１中可以看出，不

同尺寸对吸光度值的影响较小，微塑料浓度为

２５０ｍｇ／Ｌ和粒径为２００ｕｍ时的 ＯＤ值相对较低，空
白组以及藻液微塑料浓度２５０ｍｇ／Ｌ和粒径５ｍｍ组
的ＯＤ值相对较高。说明粒径的大小对微藻生长有
一定的影响，当微塑料浓度相同时，微塑料粒径越小

对微藻生长的胁迫作用越明显。７２ｈ测得微塑料浓
度 －粒径分别为 ５０ｍｇ／Ｌ－２００ｕｍ，５０ｍｇ／Ｌ－
３５０ｕｍ，２５０ｍｇ／Ｌ －２００ｕｍ，２５０ｍｇ／Ｌ －３５０ｕｍ，
２５０ｍｇ／Ｌ－５ｍｍ时，微藻 ＯＤ值分别为０．４２，０．４１，
０．４１，０．４２，０．４２。ＯＤ值相对较低的两个组为
５０ｍｇ／Ｌ－３５０ｕｍ和 ２５０ｍｇ／Ｌ－２００ｕｍ组，说明微
塑料浓度对微藻生长影响较小，微塑料粒径越小

对微藻生长的抑制作用越明显。

图１　不同尺寸微塑料集胞藻ＯＤ值的影响

不同尺寸纯微塑料对集胞藻叶绿素荧光值

（Ｆｖ／Ｆｍ）的影响见图２。

图２　不同尺寸微塑料集胞藻Ｆｖ／Ｆｍ的影响

７２ｈ前，Ｆｖ／Ｆｍ值相对较低的组是微塑料浓度
和粒径为２５０ｍｇ／Ｌ－２００ｕｍ组，在相同的浓度条件
下，粒径最小的组 Ｆｖ／Ｆｍ最低。微塑料粒径相同
时，不同微塑料浓度下Ｆｖ／Ｆｍ变化不明显。５０ｍｇ／Ｌ－
２００ｕｍ组与２５０ｍｇ／Ｌ－２００ｕｍ组相比较，在相同的
微塑料粒径胁迫下，２５０ｍｇ／Ｌ－２００ｕｍ组微藻 Ｆ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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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ｍ比５０ｍｇ／Ｌ－２００ｕｍ组相应变低，说明高浓度微
塑料对微藻生长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对比

２５０ｍｇ／Ｌ－２００ｕｍ，２５０ｍｇ／Ｌ－３５０ｕｍ和２５０ｍｇ／Ｌ－
５ｍｍ组，Ｆｖ／Ｆｍ值最低的是 ２５０ｍｇ／Ｌ－２００ｕｍ组，
在同样的微塑料浓度条件下，微塑料粒径越小，对微

藻生长的抑制作用越明显。从６组数据可以看出，
Ｆｖ／Ｆｍ最低的是２５０ｍｇ／Ｌ－２００ｕｍ组，即微塑料浓
度最高和粒径最小组，说明微塑料高浓度低粒径对

微藻生长的抑制作用最明显。

２．２　不同浓度纯微塑料对集胞藻吸光度值（ＯＤ６８０）
的影响

分别在装有藻液的三角瓶中添加增塑剂 ＤＥ
ＨＰ。ＤＥＨＰ为无色无臭液体，不溶于水，溶于乙醚、
乙醇、矿物油等，由辛醇或异辛醇（２－ＥＨ）和邻苯二
甲酸制成。将ＤＥＨＰ浓度分别设置为０，０．５，５，１０，
２５，５０ｍｇ／Ｌ，测微藻 ＯＤ值的变化，判断不同浓度微
塑料对微藻生长的影响。从图３中可以看出，微藻
ＯＤ值增长最快的为空白组，增长最慢的为增塑剂
浓度设置为２５ｍｇ／Ｌ组和５０ｍｇ／Ｌ组，两组高浓度增
塑剂对微藻生长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通过分析可

知，９６ｈ时，增塑剂浓度为０．５，５，１０，２５，５０ｍｇ／Ｌ组
的 ＯＤ值分别比空白组减少了 ４．４４％，８．１９％，
１．８７％，１７．３６％，１８．５４％。５０ｍｇ／Ｌ组 ＯＤ值减少
量最高。由此可知，微塑料对微藻的生长产生一定

影响，且浓度越高对微藻生长的抑制作用越明显。

图３　不同浓度微塑料集胞藻ＯＤ６８０的影响

不同浓度 ＤＥＨＰ对集胞藻叶绿素荧光值（Ｆｖ／
Ｆｍ）的影响见图４，ＤＥＨＰ浓度分别为０，０．５，５，１０，
２５，５０ｍｇ／Ｌ的６个组中，Ｆｖ／Ｆｍ下降最不明显的组
是空白组，没有添加增塑剂；下降最明显的组是ＤＥ
ＨＰ浓度为２５ｍｇ／Ｌ和５０ｍｇ／Ｌ组，说明 ＤＥＨＰ浓度
为２５ｍｇ／Ｌ和５０ｍｇ／Ｌ时对集胞藻的生长产生抑制
作用。除了空白组Ｆｖ／Ｆｍ缓慢上升外，其他浓度组
都以不同程度下降，浓度越高下降越明显，说明微塑

料浓度越高对微藻生长的抑制作用越明显。

图４　不同浓度微塑料集胞藻Ｆｖ／Ｆｍ的影响

不同浓度微塑料对集胞藻叶绿素ａ的影响见图
５。从图５中可以看出 ＤＥＨＰ浓度分别为０，０．５，５，
１０，２５，５０ｍｇ／Ｌ的几个组叶绿素 ａ的变化趋势不明
显，只有浓度最高组在２４ｈ和１２０ｈ为最低值，其他
浓度组变化不明显。说明微塑料需要达到较高浓

度，对微藻叶绿素ａ才能产生影响。
３　讨论

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大规模生产塑料以来，塑料

产量每年逐渐接近３亿吨。估计到２０５０年，塑料产
量会增加至３３０亿吨。塑料产量增加的同时，塑料
垃圾的排放量也在日益增加，并且通过偶然的排放

和不加区分的丢弃物的随意处置，塑料垃圾在环境

中以无法控制的速度累积。在自然环境下，这些塑

料垃圾由于物理、化学及生物活动可以慢慢降解为

极小的颗粒，分散、汇聚在海洋、湖泊、河口、河底及

生物体中，甚至有可能被迁移到地下系统中。有学

者研究这种尺寸较小的塑料碎片（微塑料）沉积体

和一些浮游生物的比例相同，它们可能对广泛的生

物体具有生物可利用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带来一些

不利的环境效应。

图５　不同尺寸浓度微塑料集胞藻叶绿素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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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不同的微塑料浓度和不同的微塑料粒径，

在固定的时段测量微藻的ＯＤ值、叶绿素荧光值、叶
绿素ａ，通过测量可知，微塑料粒径大小和不同浓度
均会对微藻的生长产生一定的影响，当浓度一定时，

微塑料粒径越小对微藻生长的抑制作用就越明显，

当粒径大小一定时微塑料浓度越高对微藻生长的抑

制作用越明显。在浓度和粒径共同胁迫实验组中，

集胞藻生长明显变缓，说明集胞藻生长受到抑制，在

浓度组实验中，当微塑料浓度大于１０ｍｇ／Ｌ时，浓度
越高集胞藻生长受到的抑制作用就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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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遗传算法应用于机器人路径规划时，收敛速度慢，不适用于障碍物较多的情况。针
对这一问题，首先将Ａ算法用于栅格环境下产生初始种群，然后结合遗传算法进行路径优化，并针
对不同地图与传统遗传算法进行比较，通过制定路径长度指标来评判算法。最后通过仿真证明，混

合遗传算法搜索效率高、进化速度快，寻找的最优路径可以有效指导移动机器人完成避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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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移动机器人的路径规划是机器人导航技术中一

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移动机器人可以在预先设定的

条件下，按照一定的规则，从起点到终点并避开障碍

物寻找一条最优路径，该路径长度小，消耗时间少。

路径规划有全局和局部之分，全局路径规划着眼于

已知路径信息，局部路径规划着眼于未知的环境信

息［１］。

目前在移动机器人全局路径规划中，常用的进化

算法有遗传算法、人工鱼群算法［２］、粒子群算法和蚁

群算法等。然而，传统的遗传算法求解过程耗时长，

生成的路径没能达到最优避障；蚁群算法收敛的速度

比较慢，容易出现停滞，陷入局部最优；人工鱼群算法

在优化初期有很好的收敛性，后期收敛较慢，并且随

着人工鱼的增多，造成存储需求大、计算量大的缺点；

粒子群算法有较快逼近最优解的能力，可以对系统参

数进行有效的优化，优势在于对连续函数的优化，其

缺点是容易早熟收敛，局部寻优能力变差。

本文针对一般的遗传算法进行改进，在遗传操

作时加入Ａ算法，调整交叉和变异的概率，不仅使
前期进化能力增强，改进交叉和变异方法，催生新的

染色个体能力加强，又提高了算法的搜索效率。

２　路径规划
２．１　环境模型建立

在对机器人路径建模时，首先要对其环境地图

进行平面化处理，使用栅格地图是简单有效的方法。

在栅格图中，黑格表示障碍物，白格代表机器人可以

经过的自由空间。使用序号标记法进行栅格标记，

按照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原则依次加１进行标记。
在图１所示的模型中，Ｓ，２，３，…，９９，Ｅ等称为栅格
节点，Ｓ为机器人起始点位置，Ｅ为目标点位置。给
定栅格序号Ｔ（ｉ，ｊ）与直角坐标点 Ｐ（ｉ，ｊ）［Ｘ（ｉ，ｊ），
Ｙ（ｉ，ｊ）］的关系如下：

Ｘ（ｉ，ｊ）＝ｍｏｄ（Ｔ（ｉ，ｊ），１０）－１
Ｙ（ｉ，ｊ）＝ｆｌｏｏｒ（Ｔ（ｉ，ｊ），１０）＋１
Ｔ（ｉ，ｊ）＝Ｘ（ｉ，ｊ）＋１＋１０（Ｙ（ｉ，ｊ）－１

{
）

（１）

２．２　编码方式
遗传算法中的染色体是一组个体编码，针对机

器人路径规划问题，我们定义为从起始点到终点的

一条路径。为了保证路径的可靠性和实用性，路径

中不可出现重复序号和障碍物序号［３］。如图 ２所
示，一条有效路径可以表示为：Ｓ→１２→２３→３３→
４４→５４→６５→７５→８５→８６→８７→８８→９８→９９→Ｅ。
２．３　种群初始化

使用栅格法进行路径规划时，机器人在周围无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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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的情况下可以向左、左上、左下、右、右上、右下、上、

下８个方向移动。文中将Ａ算法用于遗传算法的初
始化，随机分配一个无障碍点，在已有起始点和终点

利用Ａ算法建立链接，具体的实现步骤如下：
第一步　将起点坐标和终点坐标（如图 １中的

Ｓ和Ｅ）加入染色体编码中；

图１　机器人路径规划地图模型

第二步　在地图模型中加入１个无障碍随机点
作为目标点，利用 Ａ算法分别建立起始点到该点
以及该点到终点的路径，在路径建立过程中避免障

碍点和外围区域，之后将起始点和终点链接起来；

第三步　种群要保持染色体的差异性，对路径
节点一模一样的进行删除，最终生成一个集合。此

刻结束初始化。

图２　地图序号标记

２．４　适应度函数
采用机器人从起始点到终点的路程作为路径规

划的适应度评价，所以在路程的规划指标下，分别得

适应度函数为［４－５］：

ｆ＝

ｍｉｎ∑ （Ｘ（ｉ，ｊ）－Ｘ（ｍ，ｎ））２＋（Ｙ（ｉ，ｊ）－Ｙ（ｍ，ｎ））槡
２

（２）
２．５　遗传操作
２．５．１　选择算子

为了选出适应度较好的一部分个体，结合贪心算

法，在初始种群中，算出适应度的平均值，每个染色体

个体的适应度值与该平均值比较，如果大于平均值，

保留该染色体个体，否则，丢弃该个体。每次迭代，重

复此操作。这种选择方法，保证了每次迭代使种群向

优秀方向过渡。通过与平均值的比较，不仅保证了个

体的多样性，而且保证了种群的稳态繁殖。

２．５．２　交叉算子
在种群中找出一对有共同点的染色体，共同点

不是起始点和终点，随机选择其中一个共同点，交换

这两个染色体的前半部分路径点，染色体交叉示意

如图３所示，图中 ａ，ｃ两个图的染色体在序号点处
交叉，生成ｂ，ｄ图中两个染色体。
２．５．３　变异操作

变异操作对遗传算法最优解的产生有积极的作

用，变异操作可以防止遗传算法陷入早熟和局部最

优的环境。在一条全路径上选取除了起始点和终点

的两个随机节点，根据 Ａ算法生成一条两个节点
间的路径，代替两个节点的原路径。为了避免优秀

路径不被破坏，变异操作后期要考虑减少或停止变

异操作。例如：个体变异前为 Ｖ ＝｛Ｓ，１１，…，９６，
８７，９８，９９，Ｅ｝，变异节点为９６和９８，产生的新路径
为：Ｃ＝｛Ｓ，１１，…，９６，９７，９８，９９，Ｅ｝。
２．７　混合遗传算法流程

首先利用Ａ算法产生原始种群，并得出各个个体
的适应度值，之后选择并以一定概率进行交叉和变异

操作找出最优解的个体，最后判断是否符合结束条件，

在进行个体适应度数值和最优解之间进行比较，满足

结束条件，退出遗传操作，否则继续交叉和变异，生成

新一代种群［６］。该算法的步骤如图４所示。
３　仿真分析

为了证明算法的合理性，本文在 ＶｉｓｕａｌＣ＋＋环
境中分别编写了路径规划的一般遗传算法和混合遗

传算法，对比两种算法的特点。由于具体尺寸上没

有指定，本文用数字表示相关参数。栅格的尺寸为

１０×１０，起点为（０，０），终点为（９，９），在 ２个地图环
境下得到的路径长度和收敛速度如图５、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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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交叉操作示意图

图４　混合遗传算法的步骤

　　对于一般遗传算法，遗传种群数目为５０，变异
和交叉的概率为０．０６和０．９，最大迭代数为５０；对
于本文提出的算法，种群数目为５０，５次迭代前交叉
率是０．９，５代后交叉率为 ０．３，５代前变异率为
００６，５代后变异率为０．０１，最大遗传代数为５０。

两种算法结果不同，一般遗传算法最佳路径长

１６．５２２８，混合遗传算法的最优路径长 度 为
１４８１７３，一般遗传算法的路径长于混合遗传算法，
并且从适应度变化折现中看出，一般遗传很快进入局

部最优，一般遗传算法的收敛速度没有混合遗传算法

快。

４　结论
本文针对机器人的路径规划，讨论了一种新的

混合遗传算法。通过实验对比，混合了 Ａ算法的
遗传算法在机器人路径规划方面是有效的。该算法

有以下特点：

（１）引入随机节点，通过Ａ算法保证了种群中
染色体的多样性，保证了路径的局部最优。

（２）算法中的交叉和变异方法，催生新的染色
个体能力强，方便个性差距大的个体出现。

（３）算法可以调整交叉和变异概率，算法的前
期进化能力较强，算法的求解效率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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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一般遗传算法仿真结果

图６　混合遗传算法仿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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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ｂｉｌｅｒｏｂｏｔ［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７，４５：１－２２．

（责任编辑　吕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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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Ｈｅｎａｎ４５００４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ｈｅｎ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ｓ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ｏｒｏｂｏｔｐａｔｈ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ｓｐｅｅｄｉｓ
ｓｌｏｗ，ａｎｄｉｔｉｓｎｏｔｓｕｉｔａｂｌｅｆｏｒｔｈｅ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ｍａｎｙ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Ｔｏｓｏｌｖｅｔｈｉ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ｆｉｒｓｔｌｙ，Ａ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ｓ
ｕｓｅｄｔｏ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ａｌ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ｇｒｉ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ｎｔｈｅ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ｓ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ｔｏ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ｔｈｅｐａｔｈ．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ａｐ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ｔｈｅｐａｔｈｌｅｎｇｔｈｉｎｄｅｘｉｓｅｓ
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ｔｏ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ｈｙｂｒｉｄ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ｈａｓｈｉｇｈｓｅａｒｃｈｅｆ
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ｆａｓｔ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ｐｅ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ａｌｐａｔｈ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ｇｕｉｄｅｔｈｅｍｏｂｉｌｅｒｏｂｏｔｔｏ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ｔｈｅｏｂｓｔａ
ｃｌｅ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ｔａｓ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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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大学学报》２０２０年总目次
·文艺学与文学评论·

记忆的动机、途径与伦理

———从《十七岁》到《模糊》 张　翼（１－１）
"""""""""""""""""""""""""

历史延展中的人性呈现

———谈田中禾长篇小说《模糊》中的人性叙述 刘宏志（１－７）
""""""""""""""""""

苏轼的家园意识 刘　晗（１－１３）
"""""""""""""""""""""""""""""""

东野圭吾的Ａｎｇｅｌ与生态悲观主义 常如瑜（１－１８）
""""""""""""""""""""""""

世纪之交乡土小说的大地“复魅”与生态关切 黄　轶（２－１）
""""""""""""""""""""

如何叙述这个世界

———托卡尔丘克《太古和其他的时间》及其文学探索的价值 方向真（２－７）
""""""""""""

普希金作品中“海洋”图像的渊源考察

———以俄罗斯民间文学、编年史、史诗为中心 孙晓博（２－１３）
"""""""""""""""""

孙方友小说传奇叙事研究 郑积梅（２－１９）
"""""""""""""""""""""""""""

礼赞劳动与劳动者

———读路遥《平凡的世界》 艾　云（３－１）
""""""""""""""""""""""""""

路遥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卅年重聚说路遥：纪念路遥诞辰七十周年”座谈会综述 陈泽宇（３－１３）
"""""""""""

“真相”言凿凿，“和解”路漫漫

———由《我的祖国，我的头颅》探索南非种族和解之路 郑梦怀（３－１８）
""""""""""""""

论《四象》的亡灵叙事与情感经纬 丁子钧（３－２４）
""""""""""""""""""""""""

超越残疾与苦难

———论史铁生的反现代性书写 汪树东（４－１）
""""""""""""""""""""""""

诗歌批评：在多元解读中寻觅真相

———由黄理兵《唐诗的真相》谈起 谭邦和（４－９）
"""""""""""""""""""""""

跨文化语境下的主体转换与角色认同

———论严歌苓小说中的文化身份建构 冯　美（４－１５）
""""""""""""""""""""

“集体记忆”视域下李安电影中的饮食文化探析

———以“家庭三部曲”为例 关　键（４－２１）
"""""""""""""""""""""""""

作为媒体人的普希金 耿海英（５－１）
""""""""""""""""""""""""""""""

在历史情境中寻找唐诗真相

———以贺知章《回乡偶书》、王维《酬张少府》等为例 黄理兵（５－１１）
""""""""""""""

试论道具在《长生殿》结构线索中的叙事功能 张　为（５－１７）
"""""""""""""""""""

京沪播迁：现代文学中心转移的场域观察 蒋进国（６－１）
"""""""""""""""""""""

戏剧题材小说《青衣》与《霸王别姬》比较论 王俊虎，陈　楠（６－６）
"""""""""""""""""

老舍戏剧创作的个人与时代渊源 董克林（６－１１）
""""""""""""""""""""""""

丰子恺漫画里的“童心”教育观探析 李　信（６－１７）
"""""""""""""""""""""""

从民间艺人到艺术工作者：以刘志仁为个案研究 赵法发（６－２２）
""""""""""""""""""

·经济与管理·

人工智能在家庭服务业的应用问题及趋势研究 朱　涛，董　凡（１－２２）
"""""""""""""""

“一带一路”背景下河南省服务业扩大开放环境分析 杨　雪，杨　娟，刘银双（１－２７）
"""""""""

新时代视域下河南省旅游业转型升级发展研究 赵　鑫（１－３２）
""""""""""""""""""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发展的新路径 郭　琰（２－２３）
"""""""""""""""""""""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视角下河南省大气污染的分析 王　芳，邓文刚（２－２７）
""""""""""""""

地方政府和中小企业关于金融扶持中小企业政策的博弈

———基于互联网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不完全信息动态模型 邵凌波，刘江涛，杨卓异（２－３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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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平原城市群网络结构分析

———基于金融企业布局的视角 陈少炜，徐良华，褚　钗（２－３７）
""""""""""""""""

中原高速收费管理模式转型探索与思考 杨　雪，张姝慧，岳道贵，王　菲（３－２８）
"""""""""""

云南省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 韩丽红，潘玉君，杨冬琪（３－３３）
"""""""""""""

优化营商环境视域下河南省“放管服”改革的路径研究 弓顺芳（３－３８）
"""""""""""""""

基于累积前景理论的建筑物料供应商评价优选模型 王志强，刘　硕，王陶陶，马婷婷（４－２６）
""""""

中部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与比较研究 齐天锋（４－３１）
""""""""""""""""""

政府基础教育支出对住房价格的影响研究

———以河南省郑州市为例 王素萍（４－３８）
"""""""""""""""""""""""""

基于ＲＰＡ的企业智能财务共享中心建设问题研究 魏佳思（４－４２）
"""""""""""""""""

金融支持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耦合协调效应研究 张艳平（５－２１）
""""""""""""""""""

商贸流通业发展与中国产业高质量升级

———基于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数据 郑浦阳，牛　君（５－２７）
""""""""""""""""""

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一项基于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ＣＳＳＣＩ数据的文献计量分析 毛现桩（５－３２）
""""""""""""

广西入境旅游市场时空结构与竞争态分析 孙华强（６－２７）
""""""""""""""""""""

对外贸易、人力资本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 宋红军（６－３４）
"""""""""""""""""""""

疫情常态下以人民为中心的地方财政制度建设

———以河南为研究视角 王海霞（６－３９）
""""""""""""""""""""""""""

智慧城市兴起背景下河南省智慧农业发展研究 邓　岩（６－４７）
""""""""""""""""""

·法学研究·

非演绎类同人作品借用原作元素的知识产权问题新论 蹇佳伶（１－３７）
"""""""""""""""

执行转破产程序“启动难”的解构与应对 祝　（１－４３）
"""""""""""""""""""""

论我国积极的刑事立法的合理性及其边界 魏瀚申，丁友勤（２－４５）
"""""""""""""""""

区块链技术对法院审判影响研究 康　威（２－５４）
""""""""""""""""""""""""

配偶权解析及其立法保护 祁雪瑞（３－４３）
"""""""""""""""""""""""""""

互联网金融背景下第三方支付洗钱犯罪的新特征与防控 贺晨霞（３－４８）
""""""""""""""

我国基层少数民族地区法治政府建设策略研究 张　霞（３－５３）
""""""""""""""""""

平台垄断下的网络文学作家权益保护 苑言博（４－４７）
""""""""""""""""""""""

网络信用卡诈骗犯罪的新动向及预防对策 张胜英（４－５２）
""""""""""""""""""""

赠与人损害赔偿责任适用研究

———以《民法典》６５８条、６６０条为逻辑起点 裴丽萍，胡芳媛（５－３８）
"""""""""""""""

ＰＰＰ协议的法律性质及解纷模式 张　娜（５－４３）
""""""""""""""""""""""""

宽严相济的专利实用性审查标准的构建 刘明江（６－５３）
"""""""""""""""""""""

地方立法监督机制若干问题研究 张隽旖（６－６３）
""""""""""""""""""""""""

· 文化传承与创意·

新时代民俗剪纸的创新与传承研究 张朝晖（５－４８）
"""""""""""""""""""""""

文化认同理论视域下徽州民谣数字化传承 赵　昕，陶　然（５－５３）
"""""""""""""""""

·传媒与艺术·

国内网络抗争研究的学术图景

———基于ＣＮＫＩ数据库的计量与可视化分析 王凤仙，刘　艺（１－４８）
""""""""""""""

中原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新性传承研究

———以河南“猴加官”非遗项目为例 樊钢亮（１－５４）
"""""""""""""""""""""

我国旅游产业融合的科学知识图谱分析 周　娜（２－６２）
"""""""""""""""""""""

我国新媒体广告现状与发展趋势研究 韩燕飞（２－６７）
""""""""""""""""""""""

移动互联时代村民的媒介接触与信息实践

———以河南省济源示范区中王村为例 惠　萍，李倩楠（３－５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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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阶层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研究 王福帅（３－６５）
"""""""""""""""""""""""

危机传播中民间舆论场的特点、负面影响及管控

———以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为例 刘　静，景庆虹（４－７８）
""""""""""""""""""""

传承与变迁：关于“京味文学”图书出版的若干思考 刘燕萍（４－８４）
"""""""""""""""""

时代主题·民族精神·文化认同

———纪录片《人生第一次》的传播策略探析 高　杰（４－８８）
""""""""""""""""""

媒介技术变革下的网络文化建设研究 周华连（５－５８）
""""""""""""""""""""""

“互联网＋”时代大学出版社营销模式创新探析 丁忠华（５－６４）
""""""""""""""""""

万物皆媒视域下高校器物文化的传播价值研究 吕　村（６－６８）
""""""""""""""""""

出版企业影视增值：逻辑、价值与现实路径 于春生，郭婉君（６－７３）
"""""""""""""""""

· 社会学与历史·

“口岸开放与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研究综述 庞广仪（１－５８）
""""""""""""""""""""

近代新疆汉族商帮与公共卫生近代化述论 贾秀慧（１－６４）
""""""""""""""""""""

康有为《大同书》的创作及其社会改造思想 曹发军（１－６８）
""""""""""""""""""""

五四社团与改造社会路径研究 曲广华，郭佳男（２－７２）
""""""""""""""""""""""

善举抑或侵略：中美庚款兴学性质探析 谭备战，陈改革（２－７９）
""""""""""""""""""

安西与抗战时期的西北国际交通线 张　静，胡金野，齐　磊（２－８４）
""""""""""""""""

海洋考古视域下环南中国海国家的海贸互动

———以中国为中心 王丽敏（３－７３）
""""""""""""""""""""""""""""

从辽代刺绣的现存实物看其文化遗产价值 叶立群（３－７８）
""""""""""""""""""""

明清时期太平府圩田兴修与发展 丁大涛（３－８３）
""""""""""""""""""""""""

和谐有序：民间信仰及道德教化功能探析

———试以江西许真君信仰为例 黄德锋（４－５７）
"""""""""""""""""""""""

试论近代南浔铁路经营与发展困顿的原因 龚喜林（４－６２）
""""""""""""""""""""

１９１８年青年学生反日爱国运动述论 申海涛（４－６７）
"""""""""""""""""""""""

层次化视域下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三重内容逻辑

———根本理念、行动体系、优化路径 刘文博（４－７３）
"""""""""""""""""""""

南盘江流域少数民族文化与精准脱贫契合发展研究 彭建兵（５－６８）
""""""""""""""""

战国秦汉时期黄河砥柱段漕运的经营 崔建华（５－７３）
""""""""""""""""""""""

清末奉天各级审判厅筹建问题再考察 史新恒（６－７８）
""""""""""""""""""""""

束河古镇民俗文化资源价值识别与创意开发模式探究 杨洪飞，李庆雷，夏梦蕾（６－８３）
""""""""

关于“推进医养结合”若干问题的思考 王　蕾（６－８９）
""""""""""""""""""""""

·语言文化与翻译·

语言的产业经济学阐释 毛现桩（１－７２）
""""""""""""""""""""""""""""

汉语词汇语义构建的认知理据再探

———基于语料库的“火”的语义分析 马应聪（１－７９）
"""""""""""""""""""""

Ｖｅｒｓｃｈｕｅｒｅｎ语言顺应论在英汉互译教学中的应用实证研究 成汹涌，何婷婷（１－８５）
""""""""""

从管理术语及其汉译观中西方学术文化之差异与交融 冯　曼（３－８９）
"""""""""""""""

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视角下的公示语汉英翻译

———以桂林红色旅游景点为例 黄兰堞（３－９５）
"""""""""""""""""""""""

基于生态翻译学视域的中原典故英译研究 和　伟（５－７９）
""""""""""""""""""""

基于主体自洽原则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中隐喻翻译研究 宫宇航（５－８３）
"""""""""

社会实践网络视角下的政治隐喻翻译机制研究

———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中的旅行隐喻英译为例 梁　娜（５－８８）
""""""""""

·教育与教学·

增强高校基层党组织活力的几点思考 苏　炜（１－９３）
""""""""""""""""""""""

·１３１·



高校协同创新运行机制研究 王　琦（１－９７）
""""""""""""""""""""""""""

新时代高职院校育人工作与社会工作的契合性研究 孙　慰（１－１０２）
""""""""""""""""

教育供给侧改革背景下高校教师队伍建设路径探析 肖志玲，徐　胜（１－１０７）
""""""""""""

新文科背景下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大学英语课程改革的“回归与创新”

———基于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的实践研究 郭向宇（２－９１）
"""""""""""""""""""

互动教学中农业院校大学生英语学习焦虑现状及对策 张　琴（２－９７）
"""""""""""""""

浅谈青年教师指导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 沈祥建，江思思，廉红蕾（２－１０２）
"""""""""""""

基于“１＋Ｘ”证书的中等职业教育学分银行建设的研究 崔　蕾，陈云雁（２－１０７）
"""""""""""

转型发展视域下新建本科院校教师能力提升路径探析 郎慧国（３－１００）
"""""""""""""""

新时代背景下的城乡教育公平问题研究 田　晨（３－１０５）
"""""""""""""""""""""

基于ＯＢＥ理念的Ｃ语言程序设计课程改革实践 黄继海，刘秋菊，姜　宇，许镔督（３－１１０）
"""""""

关于高校教学现代化趋势的思考 陈志强，朱　涛（４－９２）
"""""""""""""""""""""

新媒体时代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的发展路径探究 张永强（４－９７）
""""""""""""""""

基于云班课的亲验式教学模式应用研究

———以《运输管理》课程为例 张媛媛（４－１０２）
""""""""""""""""""""""""

疫情下高校在线教学中学习空间对学习效果的影响分析 胡　钰（４－１０６）
""""""""""""""

应用型本科院校毕业生核心竞争力提升路径研究 张　阳，孙晓燕（５－９４）
""""""""""""""

工程背景下特色课程思政建设的探讨与研究 刘　静，孙海玲（５－９９）
""""""""""""""""

对《环境保护概论》教材的几点思考 王双成，孙浩冉，魏振枢（５－１０４）
""""""""""""""""

新型农村社区实施“体医结合”促进老年人健康的研究 王书新（５－１１０）
"""""""""""""""

以课程建设为引擎推进应用型本科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 王　俊（６－９４）
""""""""""

基于疫情期间互联网＋《管理学》理论思想与课程思政教学探讨 杨道富，蔡　琰，杨　鹏（６－１００）
""""

新形势下外语学科教师学术能力建构研究 袁金平（６－１０６）
""""""""""""""""""""

论新时代教育培养纪检监察干部斗争精神 巩善鑫（６－１１１）
""""""""""""""""""""

·数理工程技术研究·

ＭＯＦｓ材料对ＣＯ２的吸附分离研究进展 李玉玲，赵雅雯，王承祥（１－１１２）
""""""""""""""

圆红冬孢酵母脂肪酸合酶的生物信息学分析 康　静，刘玉青，胡焕焕，丰慧根（１－１１７）
""""""""

一种基于中值滤波和小波变换的图像去噪处理算法研究 关雪梅（１－１２１）
""""""""""""""

比例边界计算机有限元算法理论及研究发展分析 余芝轩（１－１２５）
"""""""""""""""""

黑胸散白蚁肠道内芽孢杆菌Ｆ８产纤维素酶发酵工艺研究
冯　冲，李雯，夏　雪，顿弘斌，田嘉兴（２－１１１）

""""""""""""""""""""""

型钢混凝土梁截面抗弯刚度取值方法的分类比较与验证 王艺霖，赵洪凯，李广宁 （２－１１５）
""""""

基于ＦＬＡＣ３Ｄ的某地铁隧道横断面开挖变形规律研究 杨　坦，陈雅君，仇亚伟，蒋亚龙（２－１２１）
""""

卧式双层埋地罐的工程设计 程涛涛，邵继东（２－１２５）
""""""""""""""""""""""

混凝土叠合结构叠合面抗剪性能影响因素研究 刘成才（３－１１５）
""""""""""""""""""

钢框架结构建筑检测鉴定与加固设计 司道林（３－１１９）
""""""""""""""""""""""

梨果实香气物质的研究综述 张　军，李靖靖（３－１２３）
""""""""""""""""""""""

动载荷对塔式起重机的危害及防止对策 王继东，杨海鹏，孙海玲（４－１１０）
""""""""""""""

碳纤维布部分包裹圆钢管混凝土短柱轴压性能试验研究 黄春晓，王　伟，王　颖，潘福婷（４－１１５）
"""

鲜切山药保鲜剂开发及应用效果研究 郑丽萍，王　皓，李玉玲（４－１２０）
"""""""""""""""

不同品种山药的质构相关性研究 赵国欣，赵永岗（４－１２５）
""""""""""""""""""""

石墨炉原子吸收法测定山药中６种金属元素 姚　虹，李领川（５－１１５）
"""""""""""""""

异斯特维醇及其衍生物抗肿瘤活性研究进展 刘从军，刘盼萍，柯　明（５－１１９）
""""""""""""

高速铁路用４０ｍ／１０００ｔ级箱梁建造技术的研究 刘向明（５－１２５）
""""""""""""""""""

库尔勒香梨果实香气代谢过程中相关酶类活性变化研究 张　军，姚　虹（６－１１５）
""""""""""

微纳米级微塑料及其添加剂复合效益对蓝藻的生长及叶绿素荧光的影响

马　欠，郭锋锋，邓　敏，刘　燕，赵　菊，晁江琴，沈　波（６－１２１）
"""""""""""""""

基于混合遗传算法的机器人路径规划研究 焦合军，周万春，李渊博（６－１２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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