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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如同远足的旅行者需要时时提醒自己“为什么而出发”一样，文学史写作也当如此。文
学创作在不断变化中，文学史文本也在随之变化。面对不断前行的文学史“重写”，人们似乎从来没

有满意过，“新民主主义话语”指导下的文学史太过政治化，“启蒙主义话语”主导下的文学史又过于

审美化……绝对主义固然不好，相对主义也需要深入考量。我们不需要单一的、他者化的文学史，也

不需要封闭的、过度阐释的文学史，需要的则是多元、动态、不断反思的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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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学史写作起步于２０世纪初叶，算是地道
的舶来品①；但是“中国文学史的著述因为有历史上

的文学批评作基础，起步虽晚，却也渡河有舟，治学

有术”［１］，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从晚清至今，文学史

文本在不断产生，从官方到民间，从集体到个人，从

自发到自觉，文学史写作始终是高等教育和学术研

究的一大热点。我们需要文学史，因为它记录过往，

关涉现在，向未来开放。如同远足的旅行者需要时

时提醒自己“为什么而出发”一样，文学史写作亦当

如此。

一、变动不居的文学史写作

文学创作在不断变化中，文学史文本也在随之

变化。从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到唐、严家

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再到钱理群、温儒敏、吴福

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从张钟等人的《当代

文学概观》、郭志刚等人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

到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等人的《中

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张炯等人的《新中国文学史》，

再到孟繁华、程光炜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吴

秀明等人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董健等人的

《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陈晓明的《中国当代文学

主潮》、欧阳友权等人的《网络文学发展史》，文学史

写作明显提速。面对不断前行的“重写文学史”，人

们似乎从来没有满意过，“新民主主义话语”指导下

的文学史太过政治化，“启蒙主义话语”主导下的文

学史又过于审美化，现代文学“历史化”时间太长，

批评空间有限；当代文学时间又太短，缺乏历史沉淀

……写出一部让大多数人满意的文学史文本，越来

越成为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饶有兴味的是，对于不确定或不可能完成的事

物，人类始终充满好奇心。在一个阐释学极为发达

的时代，不管有没有一个原初意义上的文学史，学者

们对文学史的“今天化”表现出空前的兴趣。文学

史文本仅仅是一种话语形态，只和“今天”“此刻”发

生关系，“没有什么外在于今天的文学史。文学史

在今天涌现，它压缩在今天的空间中”［２］。“革命文

学”“左翼文学”“国防文学”“工农兵文学”“二十世

纪中国文学”“启蒙文学”“审美文学”“新历史主义

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现代性文学”“女性主义

文学”……都能够在多姿多彩的文学史版图上找到

各自的位置，正如《中庸》中讲，“万物并育而不相

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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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千秋的文学史文本和研究论文一再昭示我

们：解构是容易的，建构是艰难的；共识是短暂的，分

歧是永远的。“写作———反思———重写”是文学史

文本的存在常态，任何全盘否定或肯定的做法都是

偏颇的、不切实际的。正如福柯指出的那样，“我们

必须从历史的脉络去检视哪些事件塑造了我们，哪

些事件帮助我们认知到所谓的‘自我主体’，就是正

在做，正在想，正在说什么”［３］，如此，重写文学史才

会抵达它的目标。对于既有文学史文本，每一次重

写都是一次选择、一次对“元历史”的反思。重写并

非只是一个口号，甚至也不仅仅是一种观念，它更多

的是一种知识范式的更新。从革命到启蒙，从阶级

性到人性，从功利到审美，从一元现代性到多元现代

性，人们的文学史观在变化，文学史写作的知识范式

也在新旧更迭。文学史的潘多拉魔盒一经打开，就

会释放出无穷无尽的能量和魔力，不断产生新的文

学史文本，在更高层面形成开放的、动态的文学史写

作机制。

何为文学史、并没有一个恒久不变的定义。以

“审美—纯文学”标准来评估与社会变革有着千丝

万缕关系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固然有它的偏颇，但回

归“革命—阶级论”主导下的“他者化”文学史写作

范式又是不折不扣的倒退。在一个以外部研究占据

主导地位的语境中，“审美—纯文学”捍卫了文学史

的本体存在，“将过去那种意识形态史、政治权力

史、一元中心化史，变成多元文化史、审美风俗史和

局部心态史”［４］，其自身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但是，

一旦“审美—纯文学”标准固步自封，上升为唯一的

标准，它的弊端同样不容小觑。毕竟文学史既是历

史的又是当下的，既是主体的又是客体的，社会的政

治、经济、文化等活动会在文学史中获得表现，任何

抽象的、单一的、绝对化的文学史叙述都是需要警惕

和反思的。

二、不需要什么样的文学史

在回答“需要什么样的中国新文学史”之前，先

盘点一下“不需要什么样的新文学史”②。

首先，我们不需要单一的、他者化的文学史。曾

几何时，“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政治服务”被

视为文学史写作的不二定律，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反帝反封建、工农兵形象、“两结合”原

则、典型人物等词汇成为文学史文本的关键词，被人

们反复进行价值附加和意义言说。文学史的思想

性、教育性、党派性极度放大，压抑、挤占了本就稀薄

的审美性、启蒙性、多样性，造成新中国成立后很长

一段时间里文学史写作体制的僵化。王瑶的《中国

新文学史稿》、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刘绶松

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

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都未能幸免。钱理群

说：“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文学史叙述即是一

连串的典型现象、历史细节的连缀，但又不是材料的

简单堆砌，而是通过新的叙述，赋予旧材料以活力，

并在材料之间建立起一种新型关系，这就构成了对

历史的复述（与再述），既不是‘六经注我’，也不是

‘历史本来面目的’复原。”［５］一方面我们认同历史

的本真存在，另一方面又无法复原历史。在这种情

况下，只有把作家作品历史化，迎合社会的、政治的、

阶级的理念，来构建一个历史的过去，将文学史文本

实用化，甚至是工具化。

其次，我们同样不需要封闭的、“纯审美”的文

学史。重写文学史解构了此前的“他者化”文学史，

迎来了文学史写作的个性化、本体化时代。在“纯

审美”标准下，我们看到了文学史上另一群人的风

采，周作人、沈从文、废名、张爱玲、苏青、钱钟书、穆

旦、金庸等人“大红大紫”，赞誉有加；而“左翼”作家

郭沫若、茅盾、田汉、周扬、丁玲、何其芳等人则遭到

人们的冷遇，“思想进步、艺术退步”的标签很容易

贴到他们身上，“前期审美”“后期政治”的评价方式

也会接踵而至，完成了对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创作

的批判与否定。审美和人性的发现，“解放”了文学

史家的生命体验、感知，让人们有可能洞悉到文学史

本身的幽暗与复杂，实现从“写什么”到“怎样写”的

平移，弥补文学史写作“内部研究”之不足。但在具

体实践中，用来解构“政治话语”的“审美主义”很容

易被抽象化，任意割裂、曲解作家作品思想的前后联

系和有机整体，造成新的二元对立。审美主义在揭

示新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因方面，是积极的、有效的，

但它远不足以涵盖新文学的种种可能性，审美原则

自身的封闭性与书写对象的复杂性之间存在着深刻

的悖论。赵园曾指出：“‘重写’仍流于经验性的否

定而终无真正坚实的建设，再度发现否定者仍在被

其‘否定’的那个视野中。”［６］

最后，我们亦不需要过度阐释、越写越长的文学

史。如果说重写文学史之前的中国现代文学界存在

“神话”鲁迅、郭沫若、茅盾、赵树理等人的倾向，文

学史排位座次分明，左翼作家地位高于自由主义作

家的话；重写文学史之后的情形正好颠倒了过来，自

由主义作家大受欢迎，胡适热、周作人热、沈从文热、

张爱玲热、钱钟书热、林语堂热、穆旦热……持续不

断，高烧不止；而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何其芳、

赵树理、柳青等人则遭遇冷落，质疑、批判之声此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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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伏。反映到文学史文本中，就是周作人、沈从文、

林语堂、张爱玲、穆旦、冯至等人所占篇幅大大增加，

风格平和冲淡的闲适小品文，表现人性美、人情爱的

小说，专注人生中沉稳、灰暗一面的海派作品，成为重

写文学史写作的重点对象，甚至辩诬汉奸身份、洗白

反共言论也以“同情的理解”之名进入文学史文本。

近年来，过度阐释开始从所谓一流作家、经典作

家向二流、三流、不知名作家蔓延，“才子作家”“报

人作家”“才女作家”“潜伏作家”等称号很轻易地就

戴在了方玮德、邵洵美、胡兰成、史量才、吕碧城、石

评梅、陆小曼、梅娘、安娥、潘柳黛、关露等人头上，成

为一些文学史文本的“新宠”，他们笔下的报章杂

感、通俗小说、言情散文也一变而为人性写作的高标

和审美主义的典范。

与自由主义作家“扩容”“升级”相对应，左翼作

家、解放区作家也在一些“新左派”人士笔下获得充

分挖掘，草明、白朗、林蓝、曾克、王林、方纪等人的创

作被冠以延安作家群、东北作家群、保定作家群之

名，获得深入阐发，进入到文学史“大作家”序列。

随着文学史研究“去蔽”和“平移”的加快，人们对

“复古派”“学衡派”“甲寅派”“战国策派”“民族主

义文学”的认识也有新的变化，如有学者认为，“王

平陵、黄震遐和陈诠在既有文学史中都是‘反动’作

家，但细读作品，人们仍能感到他们强烈的爱国家、

爱人民的衷心热肠；他们在艺术上的成就也值得重

新研讨”［７］。

姑且不论有没有一个认定一流作家、二流作家、

三流作家、进步作家、反动作家、大作家、小作家的绝

对或相对标准，单对这些作家生活遭际、情爱历程的

事无巨细的描述与诠释，就让中国新文学史越写越

长，不堪重负；与伟大作家、经典作家为伍变得越来

越容易，文学史评价标准、知识体系严重失度。为了

争取话语权力，每一个研究者都试图用自己的方式

遴选、甄别作家作品；为了让文学史文本有特色、有

发现，不惜借用地域色彩、民间书写、潜在文本、女性

意识等术语对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进行过度阐释，

籍此增进、垫高文本的学术性和影响力。这种放任

主体性、个性的做法，很容易陷入相对主义、实用主

义泥潭，模糊、扭曲文学史本来的面目。文学史家在

结构文学史文本的时候，主观性虽然无法避免，但这

“绝不是一种任意的主观性，而是正好适合历史的

客观性的主观性”［８］。

三、需要什么样的文学史

在回答了“不需要什么”之后，“需要什么”的问

题也就相对清楚了。文学史是纷繁复杂的，文学史

文本理当是多元的、动态的、不断反思的。

我们需要多元的文学史文本。事实上，古今中

外，不管你承认与否，社会气象、文艺政策、意识形

态、价值观念、社会心理、兴趣爱好、文学观念、研究

方法乃至史料的多少、史实发现的时间早晚等因素，

虽然与已经“过去”的文学史无关，但它们却影响着

文学史文本的叙述视角和方法，“不在场”的因素左

右着“在场”的书写者。

从百年中国新文学编纂史来看，我们曾拥有过

进化论、阶级论、启蒙论、审美论、现代性、新历史主

义等多种史观的文学史文本，它们在丰富文学史评

价标准、方法等方面都有着非凡的贡献。如进化论

文学史记录了中国新文学产生之初渴望快速“成

长”的一段难忘历程；阶级论文学史揭示了新文学

与中国社会变革的紧密关系；启蒙论文学史把新文

学视为国人的一段思想启蒙史、人性解放史；而审美

论文学史关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审美”因素的累

积效应，凸显文学史“内在规律”的生成与发展；现

代性文学史则追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西向而学”

的维度，试图开掘出中国式的现代性认知；新历史主

义文本走得更远，它认为作为书写对象的文学史是

已然“发生的事情”，类似康德所说的“物自体”，我

们描述出来的文学史是一种“文本的历史”，“历史

并不能自动存在，自动呈现，它的存在，必须赋予形

式，必须引入意义”［９］。

也就是说，文学史文本总是后设叙事，是一种话

语建构行为，当我们以某种意义来阐释文学史的时

候，那些被认定为没有意义的部分极有可能会被排

斥在外，形成“断裂”和“空缺”。从这个意义上说，

任何文学史写作都如同瞎子摸象，触及的只是书写

对象之一部分，而不可能是全部，这就要求文学史写

作应在多元文学史观指导下，采取社会的、经济的、

文化的、政治的、道德的、心理的、审美的、传播的等

多个角度进行，在相互争鸣与互补中演绎文学史的

鲜活与繁复。

多元之外，我们还需要动态的文学史文本。在

中国新文学编纂史上，一直存在两种偏颇的认知：要

么“今不如昔”，昨是而今非；要么“昔不如今”，今是

而昨非。无法以一种动态的眼光看不同时期文学史

文本的利弊优长，老是纠结于古今中外的尖锐对立。

“当代文学不宜写史”论调透示的是“当代文学成就

不如现代文学”的认识；“重写文学史”秉持的则是

“今是而昨非”的思想，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

来”。事实上，从来就没有一部原生的、静态的、唯

一的文学史文本。我们既没有必要以“前史”来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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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后史”，也没有必要用“后史”来颠覆“前史”，两

者之间当是系谱学意义上互文比照、良性互动的关

系，而非彼此对立、取代颠覆的关系。作为一种历史

范畴，“重写文学史”仅在纠偏匡正、丰富多元的意

义上有它不可或缺的价值，期望重写出一部完美的

文学史文本是不现实亦不可能的。没有周作人、朱

自清、王瑶、刘绶松、张毕来、唐等一代文学史家筚

路蓝缕的开创性工作，就没有后来的严家炎、黄修

己、朱寨、张炯、董健、钱理群、陈平原、洪子诚、孟繁

华、陈晓明、程光炜、陈思和、王晓明、吴秀明、王庆

生、张志忠、丁帆、朱栋霖等人的锦上添花，更没有当

下文学史文本的互动共生、多元并存。

当然，为了提升我们对文学史的认识，让文学史

文本更趋近文学史本真，找寻其中隐潜的奥义，我们

还需要不断反思文学史文本。黑格尔说，反思是人

类的一种本性，“意指跟随在事实后面对既有经验

和现实对象的反复思考”，是人类自我证明的一种

方式。不管是既有文学史文本，还是重写文学史文

本，它们都是摹本、派生物，是对某一特定文学史文

本的修正或挑战。从绝对意义上说，它们都是今人

的话语形塑，是不同形态文学史观的体现。“反思”

是文学史的必修课。王瑶曾说：“文学史既是一门

文艺学科，也是一门历史学科，它是以文学领域的历

史发展为对象的学科。因此一部文学史既要体现作

为反映人民生活的文学的特点，也要体现作为历史

科学，即作为发展过程来考察的学科的特点。”［１０］

换言之，文学史文本既是“文学”史，又是文学

“史”。从话语阐述的角度看，人们的文学观念、评

价标准、研究方法、接受心理的任何细微变化都可能

导致文学史内部结构的调整，引发对既有文学史文

本的反思和改写。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文学史并

不是过去历史材料的简单累积，而是文学史家立足

当下，在一定文学史观念驱动下，与既有文学史史料

和文学史文本的多重对话，内含了文学史观念、评价

标准、研究方法的“新变”和“突破”。从进化论到阶

级论再到启蒙论，从历史唯物主义到新历史主义，从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到“重写文学史”，对文学史的

反思一直就没有停歇过。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对
于“重写文学史”的反思又一次让我们看到，文学史

“内部结构”与“外部结构”、“审美”与“政治”并非

截然对立，而是能够互补并存的，如同歌德在《浮士

德》里所说的那样，“仍然拥有的，仿佛从眼前远遁；

已经逝去的，又变得栩栩如生”［１１］。

四、文学史写作的几个问题

厘清了“不需要”与“需要”之后，解决写作过程

中可能遇到的难题变得尤为重要。“提出一个问

题，确切地说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

问题，便没有史学”［１２］，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说，提出

问题本身就预示着解决问题。在中国新文学史写作

过程中，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亟待处理：

（一）少数民族文学入史问题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长期以来，文学史文本

仅限于汉族文学史，很少提及少数民族文学，不仅遮

蔽文学史的多民族、多语种存在，而且容易滋生话语

霸权，不利于民族国家的形塑。霍布斯鲍姆说：“民

族国家认同是一个人发掘、认识自我与民族大我正

确关系的过程，认同的基础是某种‘本质性’的存

在，或者说认同的过程是一种本质性的建构过程。

用什么方式来建构认同？当然是历史学。只有通过

历史学，我们才可能创造出‘一个同一的、从远古进

化到现代性的未来的共同体’。当一个全新的民族

国家被解释为有着久远历史和神圣的、不可质询

的起源的共同体时，民族国家历史所构成的幻想

的情节才能被认为是曾经发生过的真实的存在。

正是通过这种驯化和熏陶，民族国家神话被内化

为民族国家成员的心理、心性、情感的结构。”［１３］

文学史文本为民族国家认同提供了适宜载体与中

介，期待文学史家以一种开阔的胸襟和视野，描绘

出汉族、藏族、回族、苗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等多

民族文学图景，呈现文学史的多民族、多语种特

点，在民族认同、民族精神、国家意识培养方面发

挥积极的作用。

（二）港澳台文学占比问题

由于历史的原因，港澳台三地的文学与祖国大

陆的文学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分离状态。新时期以

来，在“重写文学史”思潮的推动下，中国现当代文

学史文本跳出大陆与港澳台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差

异的限制，增加了港澳台文学的比重，从中华民族遭

遇西方现代性入侵的历史语境中考察它们的异同，

丰富了中国文学版图。如田中阳、赵树勤主编的

《中国当代文学史》，以“大中国”视野阐述大陆文学

和台港文学的百年发展进程，认为“继承、更新和超

越传统，走向现代化，成为中华民族重新崛起于世界

的根本出路所在，也成为中华文化涅磐新生的根本

出路所在”［１４］。此后，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

学史》、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等给

予港澳台文学较多的篇幅和较高的评价。不过，总

体来看，在港澳台文学“入史”问题上，多数文学史

文本尚停留在地域空间的拓展与整合层面，未能深

入到两岸三地文学的各自肌理，对其产生的社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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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产生机制缺乏进一步考量。

（三）旧体诗词是否入史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肇始于语言革命，“白话”取代

“文言”是现代文学之“现代”的一个重要内涵。但

现代文学产生之后，文言文并未退出历史舞台，而在

一些知识分子那里得到了传承，如鲁迅、郭沫若、郁

达夫、闻一多、朱自清、俞平伯、毛泽东、周恩来、陈毅

等人的旧体诗词。近年，围绕现代旧体诗词是否应

该写入现代文学史问题，学界展开了激烈争论，意见

不一。“主张入史者”认为，旧体诗词具有鲜明的民

族特色，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１５］。“反

对入史者”认为，旧体诗词不具备“现代性”，现代文

学之“现代”不仅表现在思想主题、精神走向上，还

包括语言、体式等方面［１６］。２０世纪中国文学要不
要涵盖所有的文学样式，旧体诗词、文言小说、散文

能否入史，姑且不论，它们的存在却是文学史的“既

往事实”，对文学史家也是一个参考变量。

（四）如何打破男性话语霸权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史文本自产生以来，一直是男权

话语的阵地，尽管女性主义文学史写作取得了一定

进展，出现了孙绍先的《女性主义文学》、王春荣的

《新女性文学论纲》、刘思谦的《“娜拉”言说———中

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孟悦、戴锦华合著的《浮

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王绯的《女性

与阅读期待》、张京媛主编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

评》、盛英、乔以钢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

史》、徐坤的《双调夜行船———９０年代的女性写作》、
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

的批判》、林丹娅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林树

明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李玲的《中国现

代文学的性别意识》、荒林的《新潮女性文学导引》、

陈惠芬的《神话的窥破———当代中国女性写作研

究》等专著，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通史写作方面突

破并不大，男权中心依然存在。文学史文本大多以

男性作家作品为主，女作家中仅冰心、丁玲、萧红、张

爱玲、苏青、杨沫、张洁、铁凝、王安忆、张抗抗、残雪、

池莉、方方等人，女性的性别意识、生命体验远没有

得到体现，男权话语的自审意识严重不足。可以毫

不夸张地说，文学史写作还处在确立女性与男性同

为文学史上主体的起始阶段。女性文学史在“浮出

地表”之后，如何演绎自己的存在、规避女性视角的

逼仄，尚需要文学史家做出艰苦的努力。

（五）网络文学入史问题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网络文学有了长足发展，

无论是作品数量还是读者人数都在激增，写作体式

和手法更是五花八门，对纸媒文学既是一种挑战，也

是一种丰富和补充。有的已经从网上走到网下，在

报刊、出版、影视等领域取得不俗成绩。从纸质到网

络，从精英到大众，写作空间在转变，阅读人群在分

化，网络文学阅读甚至成为青年人精神生活的重要

组成部分，带动着涉及创作、改编、演艺等领域的庞

大产业链条。面对这样一个潜能无限的庞然大物，

我们的文学史家显然还没有做好准备。如何面对这

样一个类型化、群体化、分层相对清晰的易变世界，

以一种开放、包容的眼光理解网络文学并援引入史，

实在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六）写法多样性问题

大多数文学史文本依循的是“教科书模式”，写

法单一，缺少变化。多声部、多元化不仅应当体现在

文学史观、研究方法、评价标准中，还应贯穿在文学

史文本的写作活动中。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

史文本采取思潮总论、文体分类、作家作品赏析相结

合的通史写法，偏重条目化的定性分析，以嘉惠后

学、传承文脉的高蹈视角，呈现文学史之“是”，回避

其“不是”，用明确的结论取代适度的含混、抽象的

理念取代多变的现象，教条化、雷同化严重，一再错

过文学史应有的生机与生气。文学史写作有多种体

例和方式，通史、断代史、编年史、文体史、性别史、口

述史、纪传体、评论体、史话体、目录体……不一而

足。文学史写作理当兼容并蓄，放弃居高临下的视

角，平等对话，让文本向着读者、向着未来敞开。

杰姆逊曾说：“阐释并不是一种孤立的行为，而

是发生在荷马的战场上，那里无数阐释选择或公开

或隐蔽地相互冲突。”［１７］在一个相对主义盛行的年

代，文学史叙述将会在不停的质疑声中一路前行，没

有哪一种理论可以一劳永逸地化解所遇难题，也没

有哪一部文学史文本包罗万象、完美无瑕。可以借

用赫拉克利特的“一切皆流”来形容文学史写作，

“像一切历史一样，文学史也是‘流’，所谓‘流’意味

着它既像流水一样是流动的、潮起潮落的，又像时间

一样是绵延的、缜密细腻的”［１８］。文学史写作只有

现在时，没有完成时。“一部文学史，不仅是文学的

艺术发展史，而且也是包含着各种精神、意识的发展

史”［１９］。文学史的时空视野是广阔的，文学史家走

入文学史的路径亦是多向的，我们理当在文学史的

文本世界里看到社会的繁复、生命的色调、美的生

长、爱的光芒。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文学史是社会

史、文化史、思想史、美学史、精神史、心灵史、人性演

变史、读者接受史等等的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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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早在１８８０年，俄国人瓦西里·巴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
撰写、出版《中国文学简史纲要》，为已知最早的中国文学

史文本。

②为了更好地表现文学史写作的整体性和延续性，文章采用
“中国新文学史”一说，而不是依据社会性质和时间节点

划分的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说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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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论视野下的中国“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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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

摘　要：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批评理论和方法，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引入中国以来，在中国学界产生
了很大影响。文化研究的批评方法倾向重申社会文化语境的重要性，同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存在共通

之处，为中国文艺理论研究打破８０年代以来审美自律的“内部研究”模式提供了一定的启发。然
而，在近年来的发展中，也出现了批判力度被弱化以及疏离中国现实等问题。本文对文化研究这一

批评模式在中国的“理论旅行”过程及其理论模式进行梳理，分析其对中国文艺理论研究传统模式

的挑战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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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西方传入的文化研究理论①与马克思宏观政

治学批判有着本质上的共通性，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引入中国以来，以其马克思主义式的批判性、实践

性、开放性等特点，成为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介入、批

判现实的话语理论工具，藉以分析２１世纪经济社会
转型期复杂多元的中国社会文化现实、开拓新的批

评空间、满足文艺理论发展的内在需求。

中国的文化研究，尤其是近年来，却呈现出了批

评力度弱化及疏离中国现实等问题。文化研究强烈

的使命感和批判意识在不断减弱，没有对权力、资

本、体制、现代性等社会公共领域的重大问题进行深

入剖析，而是专注于具体个案研究，热衷于追随消费

主义的足迹，对分析日常琐碎现象乐此不疲。文化

研究的批评模式渐趋为一种社会学民俗学的眼光。

对于文艺理论批评者来说，这种文化研究与马

克思主义文论的批判性思维是否相去甚远？或者说

从一开始国内文化研究者的定位是否就没有像英美

学者那样从对社会的批判性角度去考虑，更多的是

一种社会现象的自娱自乐？同时，在现代社会语境

下，如何保持文化研究敏锐的宏观视野和政治经济

学批判的锋芒？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将重点阐释２１世纪以来，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语境下，文化研究在中国的理论

吸收和具体实践，并对其批判功能进行理论反思，以

进一步思考中国文化研究未来的走向。

一、世纪之交的文化转型

如果说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中期，中国的文化研
究还基本处于简单译介和初步应用阶段，研究者主

要热衷的是译介和引用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精英式的

文化工业批判理论，那么到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及
２１世纪初，面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消费主义热潮
空前高涨的社会背景下，有学者对法兰克福学派文

化批判理论开始了反思和质疑，主要质疑它与中国

本土理论语境和文化的契合度上，反思是否存在生

硬套用西方理论的现象，并积极寻找消费大众的正

面价值和大众文化的积极意义。②

部分文化研究学者开始转型，对大众文化产生

认同，出现了大量肯定相关的著作、文章、辑刊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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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部分高校开始设立文化研究的课程和机构，各

类相关研讨会也随之召开。

大陆文化研究的两份代表性刊物《文化研究》③

和《热风学术》的出版，由李陀主编的《视界》学术辑

刊，文化研究网站“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与上海

大学文化研究系的网站“当代文化研究”等，都为文

化研究理论与本土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平台。［１］

２０００年前后，李陀主编的“大众文化研究译
丛”、张一兵主编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以及各大

学术出版机构纷纷推出传播学译丛。④各种直接介

绍文化研究的“导论”与“读本”也大量被译介，这些

译介工作为中国的文化研究开辟了新领域和新维

度。

有关“文化研究”的讨论随之在学界轰轰烈烈

地展开［２］３２。

首先是学者们就西方文化理论与中国本土现实

的复杂关系重新进行了审视。《中国社会科学》杂

志于２０００年第６期发表一组关于“文化研究：西方
与中国”的笔谈，几位文化研究的代表性学者围绕

西方文化理论如何与中国本土现实语境有机融合进

行反思。金元浦充分肯定了大众文化的积极意义，

指出中国大众文化是一场解构神圣的世俗化运动，

是市民社会成长的伴生物。陶东风的思考主要聚焦

在文化研究的中国语境问题，即反省西方批判理论

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陈晓明就文化研究与意识形

态的关系问题展开探讨，他明确指出，“文化研究在

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是新的意识形态产生的超级机

器”，需要中国的文化研究者面对一个“政治上正

确”的问题。周宪比较辩证地分析了德国法兰克福

学派的批判理论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异同，重点

指出了这两种研究范式潜在的问题。清华大学的尹

鸿教授则对大众传媒表示了充足的信心，他相信媒

介构成了当代社会的“新的权力核心”，为消费社会

中饱尝“失语”焦虑的当代人文知识分子提供了切

入社会实践领域的契机。⑤

其次，一些学者从跨文化和全球化的理论视角

来分析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这方面的代表是王

宁。［３］王宁的见解是，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文化上

的全球化趋势，这就导致文化范围的日益扩大，研究

领域和学科的界限日益模糊，原有的学科界限被打

破，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界限被消解。王宁主张

将“文化研究的某些合理因素和有意义的课题引进

文学研究，这样既可以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也可以

为未来的跨东西方文化的文学研究提供一些新的课

题或理论思考的视角。”因此，在全球化的语境下，

将传统的文学研究的范围扩大是有利于文学研究与

文化研究互补的一种选择。［４］

另外，跨学科特点是文化研究的一大显著特征，

学者罗钢和孟登迎对此有着比较精辟的分析，他们

阐释了文化研究的成果在两个方面与传统学术有着

差异：第一，文化研究将个人经验变成了研究材料。

第二，文化研究对文化体制尤其是学科体制进行批

判，反学科实践本身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５］

以上可以看出，世纪之交，随着伯明翰学派、费

瑟斯通等英美当代文化研究的新理论、新范式进入

中国，并挑战原有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模式

在国内的单一统治地位，中国的文化研究者进行了

新一轮的反思和实践。

二、文学与文化的争论

在新世纪文化研究如火如荼的同时，也引发学

界关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范式和价值立场的争

论，包括学科边界、研究对象、文化研究在理论界的

合法性，还包括中国文论的“失语症”等问题。其中

“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争论成为当时学术界参与人

数最多、论证最为热烈的一个话题。《文艺争鸣》

《文艺研究》《文学评论》等报刊均开辟专栏发表系

列文章讨论这个话题，共有２００多篇论文参与探讨。
２００２年第一期《浙江社会科学》发表了陶东风

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

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一文，首次在大陆的学术语境

中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含义以及文艺学如何应

对这种现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日常生活审美

化”作为一个学术话题正式出台的重要标志，是《文

艺争鸣》在２００３年发表的一组题为“新世纪文艺理
论的生活论话题”的笔谈，集中推出了王德胜、陶东

风、金元浦等７位学者的文章。这组具有冲击力的
笔谈，引发了中国美学界和文艺学界关于该话题论

争的导火索。正如该专题的“编者小识”所言，新世

纪需要一种广泛的文化研究去应和文艺生活化的转

型现实，而日常生活审美化恰恰符合了当时中国文

化的转向。［６］

在２００３年的笔谈之后，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学
科与《文艺研究》杂志社共同举办了“日常生活的审

美化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讨论会，随后《艺术研

究》２００４年第一期继续发表了一组“文艺学的学科
反思”笔谈，逐渐扩大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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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年５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中心召开了“文
艺学的边界”学术会议，集中讨论关于“日常生活审

美化”的问题和文艺学的学科边界问题。同年 ６
月，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与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召开

“多元对话语境中的文学理论建构”国际学术研讨

会。［７］

纵观这场有关“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论争，主要

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由审美泛化即“新的美学原则”问题所引

发的论争。学者们很多是从批判的角度加以阐述。

黄应全认为，要将“日常生活审美化”与中国当代美

学中的“美学泛化”区别开来。日常生活的审美化

并不意味着原先非审美的生活领域向审美领域（艺

术领域）的入侵，相反倒是审美领域向生活领域的

扩张。因此，“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虽然确实意味着

美学泛化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但决不意味着中国当

代美学中存在的那种美学泛化是值得肯定的。［８］鲁

枢元随后指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提倡者们混淆

了“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审美日常生活化”两个口

号，“审美日常生活化”是技术对审美的操纵，而“日

常生活审美化”论者的目的，是希望确立这种技术

化美学理论的绝对话语权。［９］毛崇杰从知识论和价

值论上说明，“日常生活审美化”只是文化消费主义

的一种“建构”姿态的颠覆谋略，是中产阶级生活方

式的美学和文化表达，其主要哲学基础为虚无主义

和实用主义。［１０］赵勇同样是从价值判断的角度，批

驳陶东风将中国的文化研究带入了一种误区：“日

常生活审美化”工作仅仅停留在事实判断的层面，

缺少其价值判断，因而会使中国的文化研究出现批

判精神的下滑、问题意识的缺席、价值立场的暧昧等

问题。［１１］

“日常生活审美化”所造就的“新的美学原则”

的确得到了很多学者的批驳与反对，但也有诸多学

者认为，回归日常生活世界是美学的大势所趋，“日

常生活审美化”的确带来了美学的变革。比如王德

胜提出可以从“感性学”本来的出发点去理解“日常

生活审美化”的现象及问题。［１２］高建平认为，“日常

生活审美化”的观点其实早已有之，这是个被主流

美学所压制但却一直存在着的传统，回到杜威那里，

可以更明确地看到这种回到生活的美学主流趋

势。［１３］周宪通过较多的例证说明，消费社会和后现

代文化的兴起在中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日常

生活审美化”正是这一特定语境的产物。［１４］

二是由日常生活审美化所带来的学科边界问题

的论争，主要是文艺学学科边界问题。

日常生活审美化所引发的文艺学学科反思与整

个文化研究思潮合流，深化了人们对文艺学学科的

认识。倡导文化研究的学者对于文艺学边界的扩容

一般持肯定态度。这方面的代表性学者主要是陶东

风和金元浦。

陶东风认为，由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审美

日常生活化深刻地导致了文学艺术以及整个文化领

域的生产、传播、消费方式的变化，乃至改变了有关

文学、艺术的定义，因此，文艺学应该正视审美泛化

的事实，关注日常生活中新出现的文化、艺术活动方

式，及时调整、拓宽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１５］

同时，陶东风又明确指出，文艺学的学科边界不是一

成不变的，而是移动变化的，它不是一种客观存在于

那里等待人去发现的永恒实体，而是各种复杂的社

会文化力量建构的产物。中国文艺学必须紧密关注

日常生活中新出现的文化艺术活动方式，及时调整

自己的研究对象与方法。［１６］

金元浦的观点与陶东风基本一致，指出作为转

型期的当代文学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边界，文学的体

裁和种类也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文学的边界也一

直处在变动中。［１７］金元浦《在历史的思索中前行》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０５年第１期）和《重构一种陈
述———关于当下文艺学的学科检讨》（《文艺研究》

２００５年第７期）两篇长文，对其观点做了更为系统
和深入的阐述，重申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边界固定不

变的文学。其他学者，如阎景娟［１８］、陈晓明［１９］等也

都阐述了文学越界这一客观存在的现象，在不同程

度上肯定了文学研究要进行文化转向。

另一方面，钱中文、童庆炳、朱立元等学者则展

开对文学研究扩界的质疑和批评，他们虽然并不否

认文学研究边界的移动性，但他们对文学理论的

“扩容说”却提出强烈的质疑。童庆炳坚持认为，把

这样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纳入文艺学研究，实质是

鼓吹文学终结论，他认为具有独特审美场域的文学

是任何艺术也无法取代的，文学不会终结。［２０］朱立

元等学者随之呼应，认为当今出现的新文学现象虽

然在量上扩展了文学版图，但并没有导致文学边界

和范围的消失，文学的边界依然清晰，文学与日常生

活的界限没有消失，当代文艺学要坚守文学艺术的

自律立场，以文学为中心而不是无限扩容。［２１］

总而言之，２１世纪初，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
的讨论吹响了文化研究的号角，冲击了原有的美学

观念，在理论和实践上对中国学者引起的震动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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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前的，并且至今仍然持续引发着相关思考。

三、文化研究的范式

在２１世纪初“日常生活审美化”等诸多争论的
热潮之后，文化研究者们也渐渐出现了不同的研究

范式和实践指归，笔者根据文化研究代表性学者的

不同研究思路，大致将其分为现代派范式、新左派范

式和民族志（个案研究）范式。

（一）现代派范式

现代派是相对于传统人文学科的思维方法和价

值立场而言的，其理论出发点是对大众消费文化的

研究，是在新世纪初对法兰克福文化批判理论的反

思中，出现的多元文化研究视角。这种理论范式更

多的是从中国社会的现代性、世俗化转型角度，去肯

定大众文化的进步政治意义。［２］４２现代派范式比较

有代表性的学者是陶东风、金元浦、陆扬等，必须指

出的是，现代派理论范式的学者也是有个人差异的，

理论兴趣由最初的趋同转而走向分野。

陶东风是在文化研究战线反思最多、思想游走

差异比较大的一位学者。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陶
东风第一篇关于大众文化的专题论文《欲望与沉

沦———当代大众文化批判》发表于《文艺争鸣》１９９３
年第６期，其中还明显受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
到了９０年代末２１世纪初，他就开始从对于法兰克
福学派理论的热衷逐步转向社会理论，认为从中国

社会的历史变迁角度看，世俗化与大众消费文化是

中国新世纪现代化转型的必然伴生物，在现代社会

具有消解一元文化主义、推进政治民主化与文化多

元化进程的积极历史意义。由此，陶东风阐发了一

系列重要文章：比如《文化研究：西方话语与中国语

境》（《文艺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３期）；２００２年引发日常
生活审美化大讨论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

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以及提出

解神圣话题的《文学的祛魅》（《文艺争鸣》２００６年
第１期）；等等。

在陶东风推出“日常生活审美化”十年后，他本

人对这个问题又率先进行了反思，他指出日常生活

审美化的提出当时是对传统精英主义美学的强有力

冲击，导致了文艺学和文化领域研究范式的调整以

及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也并不意味着对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现象完全

的价值认同。陶东风明显表现出文化批评中的政治

批判意向，他认为，十年来中国消费文化的畸形繁

荣，已经掩盖了公共政治领域的萎靡，现在急需建构

一种立足中国本土语境的政治批判话语去抗衡这种

消费主义。这就需要我们向左翼马克思主义者学

习，把文化价值上的批判精神和学科上的平民主义

很好地结合起来。［２２］可以说，陶东风对大众文化、世

俗化的现代理论范式始终保持着融合中国现实语境

的期望，希冀在不同的时代有新的思考和突破。

金元浦是现代派里面对大众文化最为积极的拥

护者，自始至终基本没有涉及大众文化的消极面。

除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发表过文章用法兰克福学派
的批判理论来对大众文化进行道德与审美批判，到

２１世纪后基本都是强调当代大众文化的合法性。
他认为，大众文化体现的是现代科技与现代生活，大

众文化在建立公共文化空间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表明了市民社会对自身文化利益的普遍肯定以及小

康时代大众文化生活需求的合理性。［２３］由此，金元

浦提出了文化进入市场、进入产业，文化与经济一体

化的构想。从２１世纪初，金元浦即投入到文化创意
产业的大潮中，发表了１００多篇有关文化创意产业
（约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人文奥运（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互
联网和创客空间（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等文章，同时积极
投身到文化创意产业的实践，成为北京人文奥运研究

基地的领军人物以及文化创意产业的有力推动者。

应该说，金元浦的文章能敏锐地捕捉到大众文

化、特别是视觉文化、互联网等新媒体在拓展公共空

间方面的民主化潜力，也关注弱势群体利用这种空

间的可能性。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一个研究视角。

不过，金元浦对于大众消费主义和日常生活的关切

偏于理想化，很少关注大众文化背后的政治维度和

批判意义，这与文化研究本身作为一种批判工具来

说还是有距离的。与金元浦的研究范式比较趋同的

还有金民卿的《大众文化：一种新的文化生产方式》

和祖朝志的《对大众文化批判的批判》等文章，都倾

向于把市场经济、现代科技、市民社会等现代社会的

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形态理想化，未能在中国的特

殊环境中分析它的存在形态和历史意义。

陆扬作为学院派的代表，在文化研究方面的贡

献主要是比较系统地引进和介绍西方大众文化理

论。２０００年出版的《大众文化与传媒》，是国内第一
本系统介绍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启蒙性读物，一定

程度上也是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一个反批判，包括

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汤林森的文

化帝国主义理论等，都提供了更为新近的反思视野。

２００５年陆扬、王毅合著《文化研究导论》，迄今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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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是介绍文化研究理论资源比较全面的书籍，现

在也作为文化研究的教材，影响深远。同时，陆扬也

开设了文化研究相关课程，撰写了大量西方文化研

究的文章，为中国文化研究者接触西方最新理论资

源起到了比较积极的作用。

（二）新“左”派批判范式

新“左”派的文化批判范式是注重政治经济学

分析与意识形态阶级分析，认为现在的大众文化只

是中产阶级的、特权阶级的文化，而不是真正的大众

文化。真正的大众文化应该能代表底层群体或弱势

群体的利益立场。新“左”派批判范式的代表人物

有：旷新年、戴锦华、孟登迎等。

新“左”派批判范式最早的一次集体出场是在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的《读书》杂志上（１９９７年第 ２
期）。该期刊出的系列专题文章“大众、文化、大众

文化”，基本上奠定了新“左”派文化理论的核

心———大众文化的“大众”不是以前贫穷的大众，而

是中产阶级的“小众”，而真正的大众文化应该能代

表广大无产阶级的利益。旷新年在《作为文化想象

的“大众”》中明确指出，随着大众文化概念的出现，

“大众”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扭转和变化，“大众”这一

历史主语已经转变成了为白领大众。旷新年的另一

篇代表性文章《文化研究这件“吊带衫”》（《天涯》

２００３年第１期）中，更由对大众文化的批判走向对
整个文化研究的冷嘲热讽，批判文化研究没有政治

目标，文化研究由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生死攸关的

政治斗争转变为一场装满橡皮子弹的语言和文化斗

争。

新“左”派批判范式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是戴

锦华。戴锦华在１９９９年出版的《隐形书写：九十年
代中国文化研究》一书中，反复申明一个重要观点：

中国的大众文化是定位于中产阶级的大众文化，正

完成着新的意识形态的隐形书写。［２４］在她主编的另

一本书《书写文化英雄———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

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现在的文化精英是被想象

和建构出来的中产阶级文化英雄，一个更为巨大、无

声求助的社会群体却隐入不可见之中，远未被关

注。［２５］在戴锦华的代表性论文《大众文化的隐形政

治学》（《天涯》１９９９年第２期）中，戴锦华从“广场”
这个词的含义变化切入当今商业与政治的合谋，标

明一个革命时代的过去，一个消费时代的来临。她

认为，大众文化与消极自由主义的倡导者是同谋关

系，为新富阶层提供合法性的意识形态。

新“左”派批判范式还有一位学者是孟登迎，他

的观点是，要走出中国“文化研究”面临的困境，不

能只讨论个案研究与理论研究孰轻孰重的问题，也

不能只从学术体制和学科制度寻求突破，更要深入

探讨文化研究者自身的政治自觉和文化身份认同问

题。他认为，中国文化研究者只有积极介入现实政

治生活，关注弱势阶层文化权力，自觉担负起“批判

性有机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才能让文化研究学

术与政治生活保持相互促进、相互对话的生动关系，

才能真正走出目前的困境。［２６］

纵观新“左”派的研究范式，虽然比较敏锐地抓

住了大众文化的最新发展趋势，但同时也存在诸多

问题。首先是把大众文化进行了简单的化约，似乎

所有大众文化均为中产阶级意识形态，而没有看到

大众文化构成的复杂性；其次，把消极自由主义、大

众消费文化、主流文化简单等同；最后，新“左”派在

对待中国消费文化的问题上过于悲观。

（三）民族志研究范式

从上可以看到，无论是９０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
批判理论方式，还是新世纪现代派或新“左”派研究

范式，无论其对大众文化是肯定还是批判，这些范式

都有着明确而强烈的价值立场和政治诉求。这些文

章相对而言是长于思辨而短于实证，与现实生活相

隔较远，未免流于空泛。而田野调查或者民族志研

究，恰巧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民族志或者个案研

究范式的使用者很多，并且成为近几年应用最广的

文化研究范式。陶东风、金元浦、周宪等主编的《文

化研究》辑刊，比较集中地刊登过学者的个案研究，

这里简单举几个例子：

针对后殖民理论和身份是学者分析比较多的议

题。正如陈晓明所说过的：“后殖民理论由于其理

论的深度和广度，它的锐气和后劲，因而它所表征的

政治性问题就更加引人关注。”［２７］在《文化研究》第

４辑中，张颐武就集合文化身份关系、中国与世界的
关系来分析张艺谋电影的内涵，用比较细致的描述，

将中国的文化现象与世界秩序联系起来。［２８］１３１同期

刊登的张锦的《无声的河———中外聋人题材电影中

的文化意味》，从中外聋人电影的角度去关注当代

社会的一个弱势群体，意在揭示电影意义的生产，揭

示隐藏在这些话语背后权力的角逐和利益的分

配。［２９］１４３

《文化研究》第８辑专门设了一个专题“中国当
代文化专案研究”，其中祁林的《被消费的“怀旧”：

历史符号的再生产》，以上海“新天地”为个案，通过

历时性的上海锦溪文化脉络解析和共时性的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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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与国际大都市的关系梳理，揭示了“新天地”作

为上海的一个历史符号所具有的复杂意义。同期张

羽的《公域与私域间的博客文化》关注博客文化，运

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强调博客文化在混淆公

域与私域界限的同时，实际上造成了一种虚假的公

共性，并没有实现公共领域理性交往的原则，反倒引

发了一系列复杂的伦理和社会问题。［３０］

有关个案研究的书籍也相继出版，比如邵燕君

的《“美女文学”现象研究———从“７０后”到“８０
后”》，赵静蓉《抵达生命的底色———老照片现象》等

等。透过这些表意实践的专案研究，我们也可以瞥

见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趋势性走向和一些令人深思

的问题。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从民族志、个案研究大众文

化，有助于避免研究范式的简单化和空洞化，有利于

我们更充分地看到中国大众文化的复杂性和丰富

性，这也是研究大众文化需要提倡的思路。但是我

们在强调经验和个案研究的同时，并不能完全抛弃

立场和价值判断，不带任何价值立场的研究几乎是

不可能的，我们应该在具体、深入研究对象的过程中

逐步建构自己的批判价值立场。

四、文化研究向何处去：问题和展望

２０１０年以后，人们的娱乐热情高涨、公民意识
淡化、政治热情消退的社会文化思潮空前突出，文化

研究的反思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文化研究的关

注点究竟是整体理论还是个案分析，文化研究路在

何方？成为又一个令人思辨的议题。

盛宁的文章《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是重视

个案分析的典型。盛宁认为，我们这十几年的文化

研究是把一个原本是实践的问题当成了理论问题，

而个案分析做得远远不够，应认清文化研究的实用

性宗旨，把对文化研究的伪理论兴趣转向对于现实

文化现象的个案分析。［３１］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学者对大众文化给予本土

化反思，比如朱国华的文章《阿多诺德大众文化观

与中国语境》、赵凯的《大众文化的定位与批评尺

度———兼与陶东风商榷》以及陶东风的《核心价值

体系与大众文化的有机融合》等，他们都就文化研

究的本土化问题提出了各自的意见，代表着近年来

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范式与方法的集中反思。［３２］

尽管盛宁的重个案研究思路受到了一批研究者

的支持，但也有学者提出质疑，比如王伟就不满盛宁

对我国文化研究轻实践的指责，认为这是一种无的

放矢的批评，是将理论与实践机械地一刀两断，文化

研究理论的分析对象是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世界，

其理想目标是力图帮助人们理解、洞察世界调配意

义的奥妙。［３３］

王伟对盛宁的质疑是值得肯定的，但也是无力

的，因为实际上，２０１０年以来，文化研究正沿着盛宁
所提倡的重视实践和个案越行越远。据笔者不完全

统计，近年来新近出版的有关文化研究的书籍中，占

据第一位的是有关文化产业的内容，有讨论文化产

业如何走出国门，有讨论企业文化（诸如家乐福、沃

尔玛）的案例研究，等等。依次排列下来，涉及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文物保护的也占据不少数量。同

时，有关地缘文化、民俗文化、区域空间研究的热度

不减，比如有关各城市竞争力的报告、历史文化名镇

的分析、藏族唐卡、侗族等少数民族风俗研究等经久

不衰。另外，媒介网络文化、消费文化也占据了很大

比例，“日常生活审美化”已经遍地开花。而涉及文

化研究理论的书籍已经少之又少，最多也就是类似

于张西平的《２０世纪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与
影响研究》，这种带有综述性的跨文化传播研究。

那么，我们要问，对于文艺理论批评者来说，结

合现代社会语境如何保持文化研究敏锐的宏观视野

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锋芒，中国文化研究未来的走

向如何？是否继续对这样一种分析日常琐碎现象乐

此不疲？很明显，目前我国的文化研究的确存在着

批判力不足、定位不明等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

首先，文化研究者的研究视角日趋局限，批判力

度弱化，这不得不让我们重新思考对文化研究理论

定位的问题。正如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所言：文

化研究迷恋于文化建构的解析，但不应因此夸大文

化的作用而遗忘其政治行动；文化研究侧重于解释

世界，但更重要的是改变世界。文化研究目前分析

的对象过于具体和琐碎，过于大众通俗化，那么中国

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应该是什么，需要聚焦考察的

部位在哪里？要执着于什么样的主题？应当以什么

样的姿态介入现实？等等，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其次，以反学科、反体制、反规范著称的文化研

究正日益学科化、体制化、规范化，引发对文化研究

边界和学术建制的争议。反对者认为，文化研究的

学科化必然导致文化研究的式微、边缘化，甚至踏上

穷途末路。“这种学科化的努力与期待自有道理，

但确是违背文化研究的基本精神的。而学科制度化

后，它无疑也会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征用的学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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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陷入与文艺学学科相似的困境之中。”［３４］但也

有学者对文化研究的学科化持肯定态度，徐德林表

示，文化研究是有别于文学研究的一门跨学科的学

科。一些学者反对文化研究及其学科化，是因为他

们知识储备不足，在经济学、统计学、社会学等与文

学没有关系的知识体系中都经验欠缺，无法打破学

科壁垒，因而也无力承担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工作。

另外，有些学者反对文化研究学科化，也有可能是担

心文化研究学科会动摇原本文学批评的根基。按照

徐德林的观点是，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有效利

用文化研究在高等教育中的合法性，积极有效地推

进文化研究的学科化建设。［３５］

最后，当前的文化研究应大力关注中国当代宏

观性的社会、政治问题。西方文化研究所关注的课

题，如大众传媒、大众文化和视觉文化、身份认同、性

别、民族主义等问题，有些是在中国同样重要的问

题，有些则并不构成核心问题。［３６］４１中国的文化研究

如果要对中国的人文社会研究做出贡献，就需要针

对中国当代社会转型和知识生产的状况，可提出中

国问题，提出自己的文化创新、知识创新的方案，关

注当代文体要有深刻的历史意识、历史视野。比如

转型社会的挑战与机遇、中国现代性的不同选择

（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

路等）、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融合、中国主流意识形

态、消费主义的大众文化、精英文化这几种文化形态

的分离与关联等。文化研究在中国就应该根据中国

的国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总之，中国文化研究应立足中国本土的历史和

社会现实，发扬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念，以中国当下

问题为基点，以西方文化理论为参照，大力提倡理论

创新，将文化研究本土化。可以说，中国文化研究任

重而道远。

注释：

①本文所提的西方文化研究除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
外，还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

②从广义上讲，中国的文化研究起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
年代初，于２１世纪初达到高潮，其最核心的对象是当代中
国的大众文化。参见陶东风、和磊、贺玉高：《当代中国的

文化研究（约１９９０—２０１０）》，３７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２０１６。

③从２０００年至今，《文化研究》已经出版了２５辑，专题内容
涵盖相当广泛，包括视觉文化专题、纪念布尔迪厄专题，身

体文化政治专题，大众传播与公共性专题，文化研究的谱

系专题，亚文化研究专题，粉丝文化专题，空间研究专题，

文化记忆专题等，都集中推出中外前沿学者有关文艺文化

问题的研究最新成果。

④其中周宪和许钧主编的 “文化和传播译丛”，已经陆续出
版了２０多本西方传播学、大众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方面
的中译本。

⑤这组笔谈文章的具体内容参见金元浦、陶东风、陈晓明、周
宪、尹鸿：《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载《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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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世纪乡土小说中乡村权力的异化

姬亚楠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中原文化研究》杂志社，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２－１５
基金项目：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生态视角下河南省乡土社会价值重建问题研究”（１６２４００４１００８６）
作者简介：姬亚楠（１９８７—），女，河南焦作人，文学硕士，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原文化研究》杂志社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摘　要：新世纪乡土小说家对乡村权力的书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的飞
速发展，都市社会的亚文化不断侵袭着乡土社会，人们逐渐认识到权力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因此

对权力的争夺变得更加激烈，金钱与权力的深度融合导致权力更替异常艰难。在经济利益的驱使

下，人们放弃乡村道德底线，使得“笑贫不笑娼”的价值理念在乡村横行，践踏了乡土社会的纯洁，更

有甚者不顾廉耻大发“村难财”。另一方面，随着乡村自治制度的不断深入，村长的权力被强化，成

为乡土社会的特权阶层，村民对特权的崇敬和畏惧导致人性发生畸形变化；基层组织任意曲解上级

组织的监督制度，对上级组织表现出病态的附和与献媚。新世纪乡土小说家发现并捕捉到当下乡土

社会权力的变化，揭露出乡村权力的阴暗面，发掘出被体制化了的人性弱点。

关键词：新世纪乡土小说；乡村权力；钱权结合；乡村自治；权力异化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８．０１．００３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８）０１－００１５－０５

　　“在人类无限的欲望中，居首位的是权力欲和
荣誉欲。”［１］１２３人类对权力的欲望由来已久，且根深

蒂固。权力欲充斥于人的生活，并潜移默化地支配

着人的行动。人们对权力的敬畏与仰视，源于权力

本身所具备的优势，反过来，权力与利益的深度结合

又刺激着权力欲的滋长，“乡土存在者一方面参与

到这种权力的渗透中，追逐权力，另一方面又在权力

之下不断失去自己存在的空间而无处可逃。”［２］１２８

在新世纪乡土小说中，作家们看到了现代化过

程中人的困境，特别是权力机制带给乡村新的异化，

这种异化使得乡村权力日渐成为扎根于乡土社会的

毒瘤，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和心

理状态。作家们不断拓宽创作视野，发掘乡村权力

的黑幕，揭露乡村权力对人的戕害。

一、经济利益驱动下的权力异化

新世纪以来，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现代都市社会

展现出的魅力冲击着传统乡土社会，都市亚文化不

断摧残着乡土社会的脉脉温情。拜金主义、消费主

义逐渐向乡土社会渗透，并悄然吞噬着乡土社会的

主流价值观，人们对金钱的渴望滋生了权力欲。

“人们喜欢的是从权力得到的利益。如果握在手上

的权力并不能得到利益，或者利益可以不必有权力

也能得到的话，权力引诱也就不会太强烈。”［３］５８换

句话说，经济利益激化了更加激烈的权力争夺。

（一）病态化的村长竞选

权力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村长竞选遂成为人们争夺权力及利益的主要手段。

在新世纪乡土小说创作中，作家们将笔触深入到村

长竞选的内幕，揭露权力争夺的真相，暴露竞选过程

中人性的扭曲，如葛水平的《凉哇哇的雪》、尚志的

《海选村长》、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阎连科的

《耙耧山脉》、曹征路的《豆选事件》、刘庆邦的《黄泥

地》等。作家们细致地刻画了权力争夺过程中形形

色色的人和事，在一场场的明争暗斗中，乡土社会

“不再是安宁、自足的世界，权力作为一种强有力的

‘他者’，其进入消解了人们之间原有的温情，并导

·５１·



致对它的赤裸裸争夺，民风淳朴的乡民们沦为权力

的奴隶”［４］２５０。竞选者机关算尽，用尽手段拉票，上

演了一场场乡村闹剧。

在《凉哇哇的雪》中，小说家葛水平再现了李保

库与黄国富竞选小河西村长的全过程。李氏作为村

中大姓，李保库自然拥有极高的人气；而黄国富作为

小河西村首富，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为了争夺民

心，取得村长竞选的成功，李、黄两人走访送礼、请客

吃饭，上演着一出出花样百出、斗智斗法的竞选大

戏。“把外出的小河西村民叫回来的人是他们俩，

买锅做饭的人也是他们俩……同时在城里请了厨

师。这时候不仅仅是解决吃饭问题，是比高低上下，

比厨艺，往脸上贴金的时候。两个师傅一来就从小

河西村的政治气候中比上了。”［５］６３－６４李、黄两人请

来城里最好的厨师，把外出打工的村民叫回来，小河

西村民都放下手头的农活前来观战。竞选村长就像

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两名厨师在“将军”的指挥

下大显身手，表面上看是热闹非凡的厨艺比拼，实际

上是李、黄两人借厨艺比拼来展现各自的实力，增加

各自竞选的砝码。李、黄二人看重的是村长权力所

能带来的真真切切的实惠，因此他们不惜一切代价

拉选票，满足个人私欲的拉票行为消解了村长竞选

的民主性。

在《石榴树上结樱桃》中，作家李洱再现了官庄

村长竞选前后的人情世态。孔繁花作为现任村长，

为了获得连任，与丈夫四处请客拉票，使出浑身解

数，上演亲民表演。孔繁花洋洋自得，自认为稳操胜

券，但就算机关算尽，仍然暗箭难防，新任村长的大

印却落入自称“丫鬟”的孟小红囊中。作品的结尾

出人意料却又在意料之中，在个人利益和经济利益

面前，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是虚情假意。

阎连科的《耙耧山脉》描写村民为争夺返销粮

账本和大队公章而展开激烈争斗，揭示了在经济利

益面前人性的丑恶和扭曲。

在刘庆邦的《黄泥地》中，乡村权力的争夺不再

是竞选者激情四射地讲演，而是体现集体意志的

“民主”争斗。房户营村的房光民接替父亲房守本

成为新一届村支书，激起了村民对于村支书选举的

愤怒，“难道支书有种，有根，支书的种播在房守本

家的大床上了，支书的根扎在房守本家的老坟地里

了！难道村里别的人都是缩头鳖，肉头户，就不能接

过支书干一干！”［６］１２于是，村民房守现开始拉拢房

守彬、房守云、房守成、高子明等人，针对选举的非

民主性，通过县高中教师房国春逐级上访，最终将

房光民拉下台，房守现的儿子房光金当上村支书。

这一系列看似民主的争斗，最终却成为满足房守

现一己私欲的权力斗争，房国春成为这场政治斗

争的最大牺牲者。这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为经济利

益而展开的权力争斗的无正义性，更甚者，权力争

斗成为笼罩在乡村上空的毒气，荼毒着村民，摧残

着乡村的政治生态。

（二）钱权结合下的权力更替

新世纪乡土小说在表现权力更替时，与以往的

作品描写乡村权力有着巨大的差异，即金钱对权力

更迭的决定性影响越来越大。在新世纪乡土小说

中，作家集体式地将目光投向钱权结合这一话题，权

力拥有者和金钱拥有者成为利益共同体，权力拥有

者争权是为了谋取利益，而金钱拥有者只有利用权

力拥有者手中的权力才能攫取更大利益。因此，权

力更替不仅是基层组织的政治行为，更是经济行为，

乡村权力是既得利益双方誓死捍卫的阵地。无论是

哪一方，一旦失去阵地，利益必将受损，必须再次费

尽心机夺取权力，来保障经济利益不受损失。因此，

既得利益者对乡村权力拥有者的维护与支持远远超

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

如周大新在《湖光山色》中，先后讲述了楚暖暖

两次对抗乡村权力拥有者的“战役”，结局却截然相

反。第一次楚暖暖联合全村力量，成功地将村长詹

石磴拉下马，推举丈夫旷开田当上了村长。而第二

次的抗争却历经坎坷、困难重重，旷开田在以薛传薪

为代表的财团的支持下，在楚王庄兴建娱乐休闲度

假村———赏心苑，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旷开田抛弃

道德底线，大肆敛财，允许赏心苑经营色情服务，弄

得楚王庄乌烟瘴气，村民怨声载道。楚暖暖再三劝

阻无果，便联合群众进行第二次对抗行动，但这次

“起义”阻力极大。为了一己私利，旷开田利用手中

的权力，不顾夫妻情分，给楚暖暖制造一系列麻烦，

反抗行动以失败告终。表面上看，作家只是讲述了

两次截然不同的竞选结果，实际上，却深刻地揭示出

钱权勾结所形成的巨大的网状式的力量，其覆盖面

之广已不是群众集体力量所能抗衡。

再比如刘庆邦的《黄泥地》，作品以村民们对新

任村支书人选的不满拉开序幕，房守本将村支书的

职务以看似正当的手段传给了儿子房光民，其中的

好处不言自明“吃当支书这碗饭有没有好处，房守

本心里最清楚，要是没有好处，他不会把饭碗传给儿

子”［６］１３。权力背后的经济利益所有人都看得到，这

也就激起了房守现对村支书职务的“觊觎”，他要联

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将房光民拉下村支书的位

置，权力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可以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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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攫取暴利干涉乡村建设

权力带来的经济利益已为人所共识，在经济利

益面前，人性的弱点暴露无遗，为了攫取暴利，人们

不惜利用权力摧毁乡村道德，干扰乡村建设。如在

阎连科的《丁庄梦》中，作家讲述了丁庄村的大血头

丁辉为了一己私利，用不卫生的采血设备，怂恿村民

卖血，导致全村人因感染艾滋病而死，他不但没有丝

毫愧疚，反而利用与上级领导的关系，出卖自己的良

心，向病入膏肓的村民高价出售寿材，大发“村难

财”。作品毫无避讳地揭露了丁辉通过权力关系获

得巨大经济利益，掌握并支配着乡土社会中村民最

看重的生死归属问题。

在刘庆邦的《黄泥地》中，房守本对乡党委书记

杨才俊的批评、指责不屑一顾：“别说两条，一百条

都不怕。他说几条，咱有几条等着他。第一，土该挖

只管让人家挖，人家都交过钱了，总不能再把钱退给

人家吧。你们不知道，杨庄寨的砖窑就是杨才俊的

堂弟办的。如果没有杨才俊在背后撑腰，谁敢在咱

们这块一马平川的土地上办砖窑！”［６］１４８房守本之

所以肆无忌惮地贩卖国家土地，大肆开砖窑，其根本

原因在于既得利益者即是权力拥有者，这种金钱与

权力间的深度融合，不仅使村民投告无门，更摧毁了

乡土社会的原貌，阻碍了乡土社会朝着健康的方向

发展。

乡村权力在人们贪婪欲望的作用下走向畸形。

竞选者为了权力背后的经济利益，不惜一切代价、不

择手段，明争暗斗，使得竞选充斥着强烈的功利色

彩，村民们像看西洋景一样观赏着一幕幕权力争夺

闹剧。在嬉笑怒骂、浑浑噩噩中，村民行使了投票

权，丧失了选举的民主权力，沦为权力拥有者的奴

隶。作家们毫无保留地揭示出钱权勾结下乡村权力

的腐败，暴露出乡村权力与经济利益之间的黑暗交

易，讽刺了乡村权力不再是维护人们权益的工具，反

而成为压制民间力量、攫取民间利益的手段，同时权

力在金钱的保驾护航下，变得坚不可摧。掌权者利

用乡村权力干扰乡村建设、摧毁乡村道德。乡村领

导层为了追求名誉政绩、物质利益，不顾舆论压力，

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甚至打破道德底线，引导妇女从

事不正当职业发家致富，在摧残妇女肉体的同时，严

重践踏了乡土社会纯洁的精神内核。

二、官僚体制作用下的权力异化

我国法律法规规定，对乡镇事务国家行使行政

管理职能，不直接管理具体乡村事务，乡以下的村建

立村民自治组织，对本村事务行使自治权。“公民

特别是农民参政议政意识的自觉，也是农民在市场

经济大潮中逐步走向成熟走向自信的表现，可农民

固有的狭隘，旧有的官本位意识使他们的参政意识

染上了浓厚的悲剧意味。”［７］村民自治制度旨在为

村民行使民主权力提供更广阔、更自由的空间，但这

种制度实际上强化了村长的权力，导致村长的权力

被放大。乡土社会原有的安宁被打破，人与人之间

的脉脉温情不复存在，人性的丑陋与自私暴露无遗。

一方面，乡村自治制度强化了村长的权力，村长成为

乡村特权阶层的代名词，无形中滋生了村民对乡村

特权阶层的崇敬和畏惧，导致人性发生畸变；另一方

面，为加强对村民自治组织的监督，上级走访制度势

在必行，然而，这种走访监督制度被下级领导曲解，

表现出病态的附和与献媚。新世纪乡土小说家以敏

锐的嗅觉、独特的视角揭露乡村权力的畸变，暴露乡

村权力的阴暗面，发掘被体制化了的人性弱点。

（一）乡村自治体系强化村长权力

乡村自治原本是国家赋予村民民主权力的重要

手段之一，旨在强化乡村事务村民的自主解决权。

但实际上，乡村自治并没有给村民更多的自行解决

乡村事务的权力与自由，反而强化了村长的权力，使

村长成为乡土社会的特权阶层，掌握着乡土社会的

“生杀大权”，改变着乡土社会的原貌。一方面，村

民对乡村权力的崇敬和畏惧使之逐渐丧失善恶美

丑、是非曲直的价值评判标准，一味向乡村权力妥

协、屈服，更有甚者放弃了除生存权以外的其他人身

权力，如自由权、哺育权、生育权、人格应当受到尊重

的权力等。

乡土社会的种种变化，投射在作家的笔下，“以

关注现实为基础，扎实进行艺术创新是中原作家的

一个优秀传统”［８］。阎连科践行这一创作传统，将

现实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展现了乡土社会一幕幕的

生存悲剧。在他的《天宫图》中，路六命的妻子被村

长玷污，身为丈夫，不仅没有勃然大怒，替妻子讨回

公道，反而亲自烧水将妻子洗干净等待村长的“临

幸”。在阎连科笔下，村长手中的特权将路六命的

所有尊严践踏得粉碎。在季栋梁的小说《冰容》中，

赤裸裸地讲述了一位农村母亲春芳，因担心不去给

村长的孩子喂奶而得罪村长，不得不含泪抛下自己

正在哺乳期的孩子，去给村长的儿子喂奶的心酸故

事。

此外，王跃文的《放下武器》、周大新的《湖光山

色》、毕飞宇的《玉米》、刘庆邦的《黄泥地》等作品，

都刻画了自大妄为的村长形象，揭示了村长滥用职

权践踏女性尊严。这在《湖光山色》［９］中表现得尤

为突出。村长詹石蹬利用职权，肆意欺辱村中妇女，

·７１·



旷开田出事后，楚暖暖求詹石蹬帮忙，身为村长，詹

石蹬想到的却是霸占楚暖暖。楚暖暖不从，愤然离

去，詹石蹬反而将事情越闹越大，楚暖暖为保旷开

田，只好忍气吞声地屈服。

身为村长，不仅不替村民分忧解难，反而利用手

中的权力，乘人之危玩弄暖暖，卑鄙无耻的丑恶嘴脸

暴露无遗。然而，詹石蹬的可恶之处更在于，明明是

他恶意施暴强迫暖暖，却偏让暖暖甘愿受辱、自轻自

贱，这种身体、心理的双重羞辱使得女性的屈辱感倍

增。

另一方面，村长作为乡土社会的特权阶层，村民

对特权的向往导致其乐于、勇于向乡村领导层攀亲。

在孙惠芬的《歇马山庄的两个男人》中，当村长刘大

头的老婆将自己的妹妹黑牡丹介绍给鞠广大时，鞠

广大最先看到的不是黑牡丹这个人，而是黑牡丹与

村长的关系，如果他能娶到这个女人，那么他跟刘大

头的关系便与村中其他人不一样，摆在他面前的自

然是大好前景。作家细腻地刻画出人物微妙的心理

变化，对于鞠广大而言，这门亲事的对象是谁不重

要，重要的是她的身份，以及这门亲事所带来的现实

利益。

刘庆邦的《眼光》，讲述了长林的姑姑以市侩的

眼光替侄子挑选结婚对象的过程，长林在村里姑娘

的眼光中是一个条件非常好的结婚对象，长相出众

倒还是其次，重要的是家庭条件优越，他叔叔是公社

的干部，姑父是村大队的支部书记，“顶着天，立着

地，照样很了不起。谁家的闺女若是和长林对上象，

就等于和大队的支部书记连上了亲戚，各方面就会

受到照顾”［１０］８１。同样，姑姑在为长林挑选结婚对象

时眼光也很高，村中只有几个姑娘入得了她的眼。

刘庆邦通过描写家庭力量雄厚的男子长林在村中挑

选对象的故事，揭示出村民对权力的依附和追捧心

理。事实上，正是人们对权力的过分抬高、过分看

重、过分崇敬，才导致了村长权力的不断膨胀，而膨

胀后的村长权力加重了村民的畏惧，在这一恶性循

环中，村民不自觉地成为奴役、驱使的对象。

（二）上级监督制度被曲解

乡村自治制度决定了乡级以上政府对基层组织

的监督和控制，以便于上级政府通过沟通、交流加深

对乡土社会的熟悉和了解，发现基层组织工作中的

问题，以最快的速度纠正错误，弥补缺陷与不足。然

而，这种督察制度被基层组织肆意放大，基层组织过

分解读上级政府的建议、决策，一味地迎合、奉承，甚

至曲解上级意图，实际上给村民的生活造成巨大的

影响。

在夏天敏的《好大一对羊》中，刘副专员来到村

中，出于好意送给贫困户德山老汉一对外国良种羊，

但乡长、村长却曲解了刘副专员的意图，将羊的饲养

问题包给了德山老汉。德山老汉接到“命令”，无所

适从，为了照顾好这对外国良种羊，将自己御寒的棉

衣给羊穿上，将舍不得吃的鸡蛋和炒面喂羊，附近没

有新鲜的草，德山老汉便用马驮着羊到遥远的地方

吃草。更不幸的是，孙女为了给这对外国良种羊割

草而溺水身亡。原本出于好意的慰问却因村干部错

意领会、讨好巴结而变得荒唐，甚至酿成悲剧。同

样，在向本贵的《农民刘兰香之死》中，作家以沉重

的笔调讲述了一桩人间惨剧。邹大树被毒蛇咬伤，

为了治病已花光所有积蓄，正在邹大树夫妇一筹莫

展之时，却接到给上级领导提供招待的任务。由于

家境贫困而无力承担招待任务的邹大树夫妇怠慢了

上级领导，妻子刘兰香因无法承受邻居们的过分指

责，最终上吊自杀，留给生者无限的痛苦。村长职务

在村民眼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村长具有支配他

们行为的权力。作家将身体受操纵、精神受钳制的

生存景象投以人文观照，揭露乡村自治制度的阴暗

面，及其对人性的制约和胁迫。

乡村自治制度的出发点是给予村民更多的自主

决策权，然而，从实际来看却在无形中强化了村长的

权力，特别是重大事件的决策权，村民在此过程中成

为乡土社会的弱者，成为被操纵、被塑造、被规训的

对象，丧失了民主权力。上级政府的监督制度是对

乡村自治制度的补充，是从制度层面对基层决策正

确与否、决策落实与否的监管与督促。由于基层组

织对上级监督制度的敬畏，导致上级政府的审查角

色被放大，基层组织过分曲解上级政府的意图，加重

了村民的负担。

三、结语

乡村权力书写是乡土小说的一个永恒话题，更

是民族文化的缩影，它包含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

当代乡土小说家立足民族文化记忆，以全新的视角，

一方面表现出清醒的反思意识，再现乡村权力在经

济利益面前不堪一击的现实，揭露乡村权力对底层

民众的戕害；另一方面通过披露乡村权力的阴暗面，

以期完成对乡村权力文化的重构。

新世纪以来，都市亚文化，如拜金主义、消费主

义逐渐向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人性的丑恶悄

然浮出水面，乡村道德底线被一再刷新，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的

权力书写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从决定知青能否返乡、

农村青年能否入伍，逐渐演变成权力与金钱相勾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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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权力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使人变得疯狂，村民不

惜放弃尊严、抛弃道德底线，变得自甘堕落、恬不知

耻。竞选者为了争夺权力，更是不择手段，上演着一

出出乡村闹剧。争权成功的竞选者对权力倍感珍

惜，在乡村自治体制的作用下，权力欲肆意发酵，

迅速膨胀，手中的权力使其成为乡村特权阶层，掌

控着一方人的生死。上级督查制度本是应对基层

滥用权力的一种监察制度，然而随着村长过分讨

好迎合、肆意解读曲解，反而使村民的生活更加艰

难。在新世纪乡土小说文本中，我们看到了权力

与金钱结合所产生的巨大的摧毁性力量，感受到

了为经济利益争夺权力的非正义性，不论谁当选，

只要不改变权力背后的实质，只能给原本贫困的

乡村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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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对话”与“大型对话”：定义的非对称性
———对巴赫金复调理论的一点再思考

刘德飞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中文学院，广州 ５１０４２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１－１０
作者简介：刘德飞（１９９０— ），男，安徽滁州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文艺学２０１５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巴赫

金诗学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

摘　要：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对“微型对话”有着清晰的可操作的定义，但对“大型对话”的定义却
非常模糊，形成了一种非对称性。据此考察作为其理论载体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便会发现，“微

型对话”在陀氏作品中比比皆是，而“大型对话”却了无踪影，乃至后世研究者的解释也五花八门，不

一而终。换言之，巴赫金的“大型对话”概念，只具有理论的阐释性，却没有分析的可操作性。故此，

令人怀疑他的复调理论，不只是提出一种文学理论，而是隐藏着一种“对话型”社会。其所区分的

“独白型”和“对话型”，也可能针对的是一种未来社会所需要的主体理论，其核心是告别“独白型”主

体而建设“对话型”主体。

关键词：巴赫金；复调；微型对话；大型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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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的艺术表
现形式方面，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艺术思维类型，这一

全新的艺术思维类型使得旧有的艺术形式中的许多

基本因素都获得了根本改造。他将这一艺术思维类

型的创新称之为“复调型。”［１］

巴赫金认为，“复调型”小说不同于传统小说，

“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

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这

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基本特点。在他

的作品里，不是众多性格和命运构成一个统一的客

观世界，在作者统一的意识支配下层层展开；这里恰

是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结

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之中，而互相间不发生融合。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要人物，在艺术家的创作

构思之中，便的确不仅仅是作者所表现的客体，而且

是直抒己见的主体。因此，主人公的议论，在这里绝

不只局限于普通的刻画性格和展开情节的实际功能

（即为描写实际生活所需要）；与此同时，主人公的

议论在这里也不是作者本人的思想立场的表现。主

人公的意识，在这里被当作是另一个人的意识，即他

人的意识；可同时它却并不对象化，不囿于自身，不

变成作者意识的单纯客体。在这个意义上说，陀思

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形象，不是传统小说中一

般的那种客体性的人物形象”［１］４－５。

在对《穷人》与果戈里的《外套》的比较研究中，

巴赫金认为陀氏笔下的杰符什金不再是果戈里笔下

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了；贫穷的官吏到了杰符

什金那里，却变成了贫穷官吏的自我意识。一切造

成作者和读者眼中的贫穷官吏形象的材料和因素形

成的艺术视觉，转向了主人公，由主人公本人意识到

“他人”对自己的描写、刻画和界定。这样一来，陀

思妥耶夫斯基好像是实现了一场小规模的哥白尼式

变革。

让我们来看《穷人》，瓦莲卡把《外套》借给马卡

尔·杰符什金，杰符什金对此却深感羞辱：

本月６日您捎给我的那本书，现在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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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还给您，同时在这封信里还要急于向您

解释清楚……这一切您凭良心，应该知道，

亲爱的，他也应该知道啊。既然要写作品，

就应当什么都知道……当然，确实有的时

候你给自己做了一样新东西，因此高兴得

睡不着觉，比如说，你高兴地穿上一双新皮

靴，心里别提多美啦；这是真的，我有过这

样的感受，因为看到自己的脚上穿着精致

漂亮的靴子，心里就高兴，这一点描绘得相

当真实！……有的时候，你东躲西藏，躲到

别人不知道的地方，没有过错也要掩饰自

己，不会在任何地方露面，因为你怕流言蜚

语，怕他们捕风捉影，制造谣言，把你的公

务生活、家庭生活都写到书里去，印出来，

让 大 家 阅 读、取 笑、议 论！…… 控

诉。［２］６３－６５

杰符什金阅读《外套》时感到惶恐不安，也非常

愤怒，因为他在阿卡基耶维奇身上认出了自己，仿佛

人们窥视了他的贫困潦倒，展现了他的全部生活，将

他的一切写了下来，却没给他半点申辩的机会。

杰符什金感到无可奈何，自己早就被人定了性，

与此同时，他又觉着这样对待他极不公平。正是这

一独特的“造逆”使得杰符什金的自我意识得到了

不同寻常的描绘，主人公的语言也具有非同一般的

特色：“前几天，在一次私人谈话中，叶夫斯塔菲，伊

万诺维奇发表高论，他说公民最重要的美德就是会

赚钱。他这是开玩笑（我知道他是开玩笑的），这话

的言外之意就是一个人不要成为别人的累赘：我就

从不依赖别人。我有一块自己挣来的面包，的确，这

只是一块普普通通的面包，有时甚至又干又硬，但

是，这块面包是我劳动所得，我可以问心无愧地享用

它。有什么办法呢？我自己也知道，我做的不过是

抄抄写写的工作，干得并不多；可我还是引以为豪；

因为我在干活，我在流汗！是，说真的，我抄抄写写，

又有什么不好呢？难道抄抄写写也是罪过吗？他们

说：‘他就是抄写！’‘这个如同耗子般的小官吏在抄

写！’难道抄抄写写就不体面了吗？我抄写得是么

清晰，那么好，那么赏心悦目……升不上去。”［２］４４

杰符什金极力揣测他人的语言，在他的自我表

述中，贯穿着对他人对自己可能说出的话，他要考虑

他人对这种自我表述会说什么，对这自白会有什么

反应；杰符什金每说一句话都要回望不在场的谈话

对方，并让对方话语进入谈话系统中，构成一个双声

部。杰符什金的自我意识总是以别人对他的感知为

背景。“‘我眼中的我’总是以‘别人眼中的我’为背

景。”［１］２７６

不仅如此，仿佛现实中杰符什金真的在和谈话

的另一方激烈地争辩，本来是说话双方你一句我一

句，由不同的声音说出来；现在却重叠在一个人的口

中，融合在一个人的话语里。原本谈话双方之间的

争辩，在一个人的声音里变成了相互对立的声音的

尖锐交锋和冲突。正是对于他人意识和语言的“不

断回望”，“决定了杰符什金的自我意识的主体发

展、他的沮丧、争辩、反抗；他的语言的语气断续、句

法的破碎、种种的重复和解释，还有冗赘”［１］２７９。总

要极力预测他人的语言风格，成为巴赫金称道的

“微型对话”的先决条件。在《罪与罚》中，有这样的

片段：

显然，这里不是别人，正是罗季翁·罗

曼诺维奇·拉斯柯尔尼科夫最要紧，先得

想到他。怎么能不这样呢。要走了运，可

以上大学，可以成为交易所里的股东，他的

整个前途可以得到保障；或许以后他会成

一个有钱的人，受到人们尊敬，也许晚年还

会名声赫赫！可母亲怎么想呢？要紧的当

然是罗佳，宝贝的罗佳啊，长子，怎么还不

能牺牲这么一个女儿呀！啊，她们的心地

多善良，又多么可爱又多么偏心眼啊！可

有什么办法，看起来咱们也逃脱不了索涅

奇卡的命运！索涅奇卡！索涅奇卡·马尔

梅拉多娃！只要世界存在，我的不朽的索

涅奇卡！这个牺牲，你可好好掂过分量吗？

这行吗？吃得消吗？有好处吗？明智吗？

您知道吗，杜涅奇卡，索涅奇卡的命运决不

比嫁给卢仁先生更糟糕？妈妈信上说：这

里谈不上有爱情，可要是没有爱情，连尊重

也办不到，那怎么办？相反，再产生厌恶、

鄙视和怨恨，那时怎么办？到那时，不用说

自然又得“保持纯洁”！不是这样吗？

你们明白吗？卢仁的纯洁和索涅奇卡的纯

洁是一路货。也许甚至更坏，更恶劣，更下

流。因为，杜涅奇卡，您是希望生活舒服一

些，可到那时干脆得饿死！“杜涅奇卡，这

样的纯洁代价太高，太高啦！”如果往后受

不住，您会后悔吗？会有多少痛苦、悲伤、

诅咒，背着人悄悄的流多少眼泪呀！因为

您究竟不是玛尔法·彼得洛夫娜呀！那时

妈妈又怎么办！她现在就已经不得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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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恼得很；如果到那时她亲眼看出了一切

呢？我又怎么办？你们到底是把我看成什

么人了呢？杜涅奇卡，我不要您的牺牲；妈

妈，我不要！只要我还活着，这件婚事就不

能办，不能办，不能办！我不同意！

接着的两段话是：

“要么干脆就不要活了！”他突然发狂

似地喊叫起来，俯首贴耳地服从命运算了，

一劳永逸，把行动、生活和爱人的权力全部

放弃，把内心的一切都消灭掉！

“您明白吗？您明白吗，先生，走投无

路是什么意思？”他突然想起昨天马尔梅

拉多夫提的问题，“每个人总该还有条路

可走呀……”［１］９８－９９

拉斯柯尔尼科夫几段对话式的内心独白，可以

听到拉斯柯尔尼科夫与妹妹杜尼娅、母亲等人的对

话，拉斯柯尔尼科夫分别复述了杜尼娅和母亲带有

各自立场和目的的话，又加上了一层自己的语

调———愤怒的、警告的、讽刺的语调。对白渗透到每

个语词里，奏起了两种声音的交替和斗争。在主人

公的自我意识或内心独白中，囊括了他人的对话。

在同一段话里，不同意向的声音和语言十分独特地

组合起来。同一个意识中有两个不同意向的交替，

这就是微型对话。

这样的微型对话在陀氏的小说中随处可见，形

式也多种多样，举不胜举。“用巴赫金的话来说，‘无

论是一个人嘴上的话移到另一个人嘴上，而潜台词

变了，还是一张嘴融合了两个人的话，他们的共同点

都是一句话具有双重指向———既针对言语的内容而

发（同一般语言一致），又针对另一个语言（他人话

语）而发。’它的本质就是‘两种意识、两种观点、两

种评价在一个意识和语言的每一个成分中的交锋和

交错’。”［３］这一暗含叙述者和他人话语之间的交锋

和交错具有不同的判断指向；赞成或反对、肯定或补

充、问和答的关系。

微型对话确如巴赫金所言，可以在陀氏的小说

中随处可见，这也是陀氏小说的独有特色。但巴赫

金指出的陀氏小说的 “大型对话”，笔者却始终没有

发现像微型对话那样的成型状态，甚至让人怀疑它

的存在。巴赫金自己的表述是：”小说内部和外部

的各部分各成分之间的一切关系，对他来说都带有

对话性质；整个小说他是当作一个‘大型对话’来建

构的。”［１］５６但是，并没有鲜明的例子可以为“大型对

话”提供物质或实体性支撑。后来的研究者要么对

“大型对话”表示赞同，要么就是沿着巴赫金的叙述

逻辑为“大型对话”找寻可以支撑的证据。如：“内

部对话原则很特别，当它仅仅是处于双声语阶段，用

双声形式表明思想矛盾的时候，属于微型对话，但是

当内心矛盾已经发展分裂为两个人的时候，思想矛

盾就变成了作品结构的形式，而且这种悬而未决的

思想矛盾贯穿整个作品，这时，内部对话就不是微型

对话，而变成了大型对话。”［４］３２

有研究者认为，“大型对话”是结构上体现出来

的主人公的对话，并非“表现在布局结构上的作者

视野之内的客体性的人物对话”［１］９５。换言之，这是

一种广义的对话关系和对话的立场，是众多意识之

间的对峙与交锋，这一对峙并不会随着小说的发展

而消除，它们最终并不会形成带有作家意识形态的

某种统一精神或观念。在这里，作家并不是小说的

主宰者，而是作为对话的一方参与到整部小说的

“大型对话”之中，作者与主人公并不是传统小说形

式之中的主客体关系，而是一种对话关系。

但真如巴赫金所说的那样，那么，笔者不得不对

小说《罪与罚》中“大型对话”的存在表示强烈的怀

疑。

在小说中，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真理”和立

场，这些真理和立场全已在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意识

中得到了反映，纳入了拉斯柯尔尼科夫全面对话式

的内心独白中；拉斯柯尔尼科夫从一开始就什么都

考虑到了，他已经与周围的生活开始了全面的对话

交往。依据巴赫金的理论，拉斯柯尔尼科夫与索尼

娅、杜妮亚、马尔美拉多夫等人分属于众多各自独立

而不相容的声音和意识，连同他们各自的世界，结合

在统一的事件之中，互相间不发生融合，彼此之间相

互对峙，形成一幅多元复调的世界，这看起来特别符

合巴赫金“复调小说”的论述，众多人物彼此互相独

立，不相融合，都以各自的意识以及自己的世界相互

对峙而不融合，互相之间对立式对话，各自表达对自

我和世界的认识。

在他看来，拉斯柯尔尼科夫“超人”的哲学思

想，挑逗着年轻人炽热的心，他想知道自己到底是

“超人”还是一只虱子，因此，谋杀了放高利贷的老

太婆。但是谋杀之后，拉斯柯尔尼科夫并没有成为

拿破仑式的超人，良心的煎熬，恐惧的阴影，罪恶的

折磨，使得他逐渐陷入到一种疯狂的病态中无法自

拔，最后成为一头瑟瑟发抖的“畜生”。他在与其他

几位主人公“声音”的对峙与对话中，寻觅到了“我

是什么人？找到了自己的声音”［１］３２２，拉斯柯尔尼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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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了先前的“超人哲学”，转向了索尼娅的“宗教

哲学”。而这一思想一开始便被拉斯柯尔尼科夫纳

入了内心对话之中。就像巴赫金所说的那样：“陀

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没有思想的形成过程，即使在

个别的主人公的意识范围内也没有表现（只是极少

数例外）。主人公的思想材料总是一下子全都给予

他，而且不是单个的思想……问题在于选用哪一个

……在新的事实、新的观点影响下逐渐形成的某种

思想———这种事几乎是不存在的。问题只在于选择

……进入了他的内心对话。”［１］３２１－３２３但是，巴赫金只

看到了拉斯柯尔尼科夫除了一开始就什么都考虑到

了，其他人的意识和立场纳入了与拉斯柯尔尼科夫

全面对话式的内心独白中，却“忽视了”拉斯柯尔尼

科夫并非总是与他人的意识处于紧张的对峙与对话

状态，拉斯柯尔尼科夫与他人的“声音”（索尼娅）之

间发生了不同于复调理论的“杂音”。

在《罪与罚》篇末，有这样一段描写拉斯柯尔尼

科夫的话：“难道她的信仰现在不能成为我的信仰

吗？”［５］５０４诚然，索尼娅的宗教思想在小说的开头就

纳入到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内心对话中了，但是经

历“罪与罚”的挣扎和痛苦之后，“一个完全不同的

思想在他的意识中产生了”［５］５０４。从过程上看，巴赫

金说的没错，这个完全不同的思想早已存在于拉斯

柯尔尼科夫的内心对话之中了，似乎并非如作家所

言的那样，这是一个全新的“思想”。拉斯柯尔尼科

夫正如巴赫金所言，并不是一个“新人”的形象获得

重生。但是，巴赫金并没有注意到拉斯柯尔尼科夫

的思想并非仅仅是一个纯粹基于生活、思想立场和

自我的完整个性的选择问题，也没有注意到陀思妥

耶夫斯基在拉斯柯尔尼科夫与索尼娅之间发生的极

为重要的“化学反应”，忽视了他们之间的这种反应

的过程。拉斯柯尔尼科夫由索尼娅的宗教博爱以及

自我牺牲感受到了自我灵魂中“爱的萌生”。索尼

娅的宗教牺牲精神给予拉斯柯尔尼科夫新的希望，

他在索尼娅身上看到的不光是基督宗教精神和博

爱，还看到了索尼娅身上“神和人的合体”，这一形

象在生活层面给他带来了新生，陀思妥耶夫斯基强

调的是他爱上索妮娅的这一过程，而巴赫金强调的

是他选择生活立场的结果。

拉斯柯尔尼科夫铁的原则被“爱”（全新的思想

进入到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灵魂中）融化了，这不完

全是思想斗争的结果———在不同的思想和立场中进

行选择，还是人的自由意志和情感的体现。巴赫金

没有注意到罗佳内心“爱”的生长过程，这一生长过

程恰是主人公内在的自由、未完成性、独立性的体

现。而这一“爱”以及过程，就是长篇小说《罪与罚》

最终所要表达的终极主体和价值观。但是在巴赫金

看来，“大型对话”中的意识之间的对峙，并不会随

着小说的发展而消亡，其中也不会产生任何新的思

想和代表作家的终极观念抑或是统一的价值立场。

显然，这一结论并不适用于长篇小说《罪与罚》。因

此，笔者认为，与“微型对话”相比，巴赫金关于陀思

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大型对话”的论述并不符

合小说的实际情况。问题到此并没有结束。因为巴

赫金不会错到创造一种导致自己错误分析的理论，

上述明显的破绽，以及“微型对话”定义的清晰性和

“大型对话”定义的模糊性，在显示巴赫金的复调理

论，话中有“话”，颇有指桑说槐的味道。联系到巴

赫金整个理论的广泛关怀，以及苏联时期的历史特

殊性，巴赫金理论运用中的“破绽”以及它对复调理

论的情有独钟，让人怀疑他是以文学言政治，是一种

抵制苏式教条主义的新理论的文学包装。“大型对

话”极有可能是巴赫金“对话型”社会的一个理论表

达。而在巴赫金那里，“对话型”社会的真正根基，

却是一种“对话型”主体精神，即一个人不仅只服

膺、掌握一种真理，从而形成“独白型”主体；还应该

在内部给对立的“真理”以适当位置，以形成“对话

型”主体。这样解释巴赫金对话理论中的作者无从

驾驭人物，人物有其独立的声音，才具有逻辑上的自

洽性。

然而目前，这还仅仅停留在“猜想”阶段，一切

留待于对巴赫金理论及其载体———陀思妥耶夫斯基

作品的进一步探索的“小心求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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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小识：俄罗斯批评家巴赫金及其复调理论

　　米哈伊·巴赫金（１８９５—１９７５），出生于俄罗斯
西部的奥廖尔，父亲为未封爵位的贵族成员，堪称富

室大家。一战期间，米哈伊·巴赫金和兄长尼古拉

·巴赫金各奔东西。尼古拉后来赴剑桥大学深造，

成为一名相当著名的古典语言学学者，２０世纪 ３０
年代和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剑桥期间相交。米

哈伊·巴赫金在圣彼得堡大学毕业后，加入知识分

子群体，１９２９年因投身于宗教团体的活动，疾病在
身的他，仍然被判刑、流放。也许多舛的命途，更促

使他思考。

巴赫金曾将书稿《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的问

题》，呈交圣彼得堡大学，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校

方没接受。１９２９年５月，他设法出版了此书。１９６３
年，他出版该书的第二版，篇幅有所扩充，修订较大，

新的书名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的问题》。时隔

不久，１９６５年完成新著《拉伯雷与他的世界》。由
此，巴赫金引起西方学界越来越强烈的重视。他所

创建的“对话”理论、“复调”小说理论和“狂欢”理

论，为他赢得了“２０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２０
世纪最卓越的理论家之一”的赞誉。我国对巴赫金

的研究起步较晚，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才陆续把他
的理论译介过来。

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的问题》一书

中提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出一种面貌焕然一新

的小说，即“复调”小说：作品包含着完全平等、独立

的声音，它们变成名正言顺的主题，而并不服务于作

者意识的立场。文学中的“复调”现象，并不是巴赫

金首次提出，１８６５年之前，已见于奥托·路德维希
的反思，但由巴赫金的研究可发现，和以前的任何一

位作家比起来，陀思妥耶夫斯基要更进一步，他通过

三四个人物展开的对话、交谈、辩论，围绕着舞台布

景来构建他的小说，他的小说属于“舞台布景式”，

而非“全景式”。冲突的声音所产生的丰富性以及

多重性的总体印象，任何人都无法否认。该书的功

绩在于提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通过一种偏

激方式而体现了戏剧性，同时暗示作者接触了比较

古老的体裁。

先说第一个功绩。巴赫金的研究思路，让我们

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通过多方对话展现的戏剧

性冲突，文本由此走向开放性，也可以说是未完成

性，召唤着读者的思考和审美参与。启迪我们在对

话中建立开放的诗学，学术精神和人文精神相结合。

第二个功绩。作为一位研究小说的史学家，巴

赫金对此前的小说可谓学识过人，他追溯了小说的

历史渊源，把诸种体裁与狂欢、与中世纪的非官方文

化联系起来，认为狂欢或狂欢隐含的态度，对高雅文

学产生过深刻影响。他把文学研究的维度，从当时

西方社会学诗学主导的研究转变为历史诗学，使研

究走向了深入。因此，巴赫金成为“２０世纪最卓越
的理论家之一”，名至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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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下的河南省生态农业发展问题研究

刘战伟
（许昌学院 商学院，河南 许昌 ４６１０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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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战伟（１９７９—），男，河南许昌人，硕士，美国欧道明大学访问学者，许昌学院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

济与技术创新。

摘　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加强农业供给侧改革，实现农产品质量与数量的有效供给，已经
成为经济新常态下农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文章以河南省生态农业发展为研究对象，对河南省生

态农业发展的意义和优势进行探讨，对河南省生态农业现状进行实质性分析，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

相应的解决对策，为实现河南省生态农业与环境资源保护的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生态农业；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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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７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都提出要大
力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十三五”

规划中也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理念。生态农业作为实现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

农业发展与水土资源及其环境之间协调发展的有效

途径，已经成为今后农业发展的主要目标。河南省

作为农业大省，在推进供给侧改革过程中，采取了有

效措施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但是仍然面临着农业

发展过度依赖资源消耗，片面追求数量，忽略了向绿

色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的转变。

一、河南省生态农业发展的意义和优势

（一）河南省生态农业发展的意义

１．有利于促进河南省生态环境的改善。加强生
态农业各个生产过程无污染技术的应用，从种植、生

产、施肥、病虫害防治等环节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有

助于环境的保护和农业效益的提高，推动农业健康

可持续发展。在生态农业产业化进程中，加大技术

检测工作的具体运用，使产品的安全问题得到有效

的保障，加强了对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善，促进环境健

康发展。

２．有利于河南省整体经济实力的提升。河南省

是一个农业大省，农业发展在整体经济发展中所占

比例大。在“绿色发展”的时代潮流下，生态农业无

疑为河南省农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目前，全球对

生态产品的年销售额已达６２５亿美元，其中法国、英
国、意大利等国成为消费领头国家，尤其是农作物产

品、水果、肉类等消费量巨大。欧盟各国自产的生态

农业产品已经跟不上市场的需求，有将近６０％需要
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进口，其中就需要从我国

大量进口，生态产品在国内国际上的市场潜力极大。

河南省生态农业产品的大量输出，走向国际市场，经

济价值翻倍增长，可有效地促进河南省经济的快速

发展。

３．有利于河南省新农村的建设。近年来，为了
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愿望，国家对新农村的建设给

予了很多政策支持，以此促进生态农业的进一步发

展。生态农业的发展，首先有利于河南省加大农业

生产规模，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农业生产布局，

促进农业生产的多元化发展，提高农业生产的综合

能力；其次，科学认识生态农业，促使其迈入新的台

阶，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进而使农户的生活水平也

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促进农村经济的不断成长；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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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得到了改善，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得到进一步的

完善，使之与河南省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的

协调发展相切合，有利于河南省社会主义新农村的

建设。因此，生态农业的发展也是加快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的根本路径。

（二）河南省生态农业发展的优势

１．优越的地理和气候环境
河南省地处中原地区，地域辽阔，耕地面积占全

国耕地总面积的比重大，四季分明、阳光充沛、雨水

充足、土地肥沃，资源丰富。“承东启西，连接南北”

的优越地理位置使得交通便利，同时得天独厚的气

候，丰富的地貌类型等为农业的多样化经营和发展

生态农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２．良好的市场基础
河南省目前具有竞争优势的农产品有茶叶、肉

类制品等，在多年的发展中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生产

规模和品牌效应，具有较大的市场号召力；河南本省

消费者对本地农民产品的认同度逐年上升，使农产

品的发展市场更为广阔。除此之外，本省庞大的人

口数量也为农产品提供了巨大的消费市场空间，这

是河南相比其他省份更为突出的一点，也成为自身

的一种优势。近年来，经济水平的高速增长，人们生

活质量得到提升的同时，人们对绿色消费，食品安全

的意识也逐步增强，特别是出现食品安全问题之后，

生态农产品更得到了众多消费者的青睐，致使绿色

食品的市场需求不断增大。良好的市场优势成就了

如今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为生态农业的进一步成

长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３．初具规模的产业化结构调整
河南省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启动“优质高效农业

工程”，开始着重对农业结构方面进行调整，如今成

果比较明显，产业化已显示出规模，为生态农业的发

展提供了产业辅助支持。目前河南省的粮食生产区

域化、规模化的格局已初步形成，特别是特色产业区

域化的发展，成效相对比较突出。比如新郑的大枣、

周口的莲花味精、固始的鸡、信阳的茶叶、焦作的山

药等具有地域特色的产品，还有漯河双汇，郑州花花

牛、思念等龙头企业的崛起，提高了河南经济产业在

外的知名度。此外，油料、蔬菜、花卉、药作物等种植

面积不断扩大，畜牧业养殖业发展尤为迅猛，农副产

品得到深度加工，进而提高附加值，不仅增加产品的

产量还提高了产品的质量。

４．支农惠农政策的实施
从２００６年《河南省农业环境污染突发事件应

急预案》开始对土壤污染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对受

污染土壤进行修复。河南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十次

会议通过土壤污染防治相关工作的报告，声明对污

染问题建立终身追责制，同时制定了《河南省农产

品产地环境保护条例》《河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等

地方法规，为促进河南省生态农业健康发展提供了

法律保障。２０１４年，河南省出台了《关于推动河南
省都市生态农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对郑州、许昌、

洛阳等６个城市的生态农业圈进行试点，除此之外
还出台相关系列文件，加强环境治理，促进生态农业

的稳步发展。

二、供给侧改革下河南省生态农业发展现状

（一）以点带面、以典型带动生态农业全面发展

河南省生态农业示范区建设已初具规模。通过

示范区的建设，使农民亲眼看到发展生态农业带来

的收益，从而增强对生态农业发展的重视程度，带动

农民踊跃参与发展生态农业。结合当地的实际情

况，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采取与之相适应的模式，以

典型成功案例带动生态农业全面推广，使用以点带

面的方式，促进其全面发展。例如河南兰考县南马

庄延长农业发展链，促进生态与农业全面发展；河南

晨明农业生态园将科技示范园与农业旅游示范园相

结合，打造现代农业新发展；河南绿色中原现代农业

集团，将休闲旅游、农事活动、观光度假、示范基地、

会议培训等功能融为一体，实现生态农业多样化发

展。

（二）农业环境质量调查与科学研究支撑生态

农业发展

河南省城调队在郑州、新乡等地对农业环境质

量发展现状进行调查和研究。几年来在各个部门的

相互配合与协调下，从刚开始的资料收集、取样调查

到分析研究、编写报告等各项工作都已完成。例如，

河南省能源环保站对河南省包括省会郑州、许昌、信

阳、新乡等地的农畜产品的质量进行调查，然后通过

抽样的方法，检测河南省内小麦、玉米、苹果等主要

农产品中的有害物质含量，并找出阻碍河南省农业

经济发展的原因，根据这些阻碍因素结合当时省情，

利用科学的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以此加

强各界人士对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的双重重视，加

强环境保护意识，促使农村的经济与农业生态环境

在河南省得以和谐发展。

（三）农业生产标准化建设综合效益显著

农业标准化生产的进程不断加速。目前，河南

省无公害无污染农产品的产地为１２５６个，得到农业
部认定的农产品为７０８个，由此带来的经济收入超
１５０亿元，可促进３８０万农户就业。农业生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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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示范园的建设规模不断扩张。目前，河南省通过

国家标准的农业标准示范区１２５个，通过省级标准
的有４５０个。在省内有６０多个县进一步扩大工作
范围，让人们看到发展生态农业带来的切实效益，企

业农产品产业化发展得到了提升。截至２０１５年底，
河南省农业产业化组织为９２００家，国家级的龙头企
业２５家，省级的３４３家，加工产品主要为方便面、肉
类、调味品等，农业生产标准化程度得到了提高。河

南省各类农业地方标准和技术规范８５９项，有１３个
县区被农业部确定为农业标准化综合示范区，加快

了农产品向外输出的步伐，农业标准化得到进一步

的完善。

三、供给侧改革下的河南省生态农业发展存在

的问题

（一）生态农业理论体系不健全

完善支撑生态农业发展的理论体系是一个复杂

的工作过程，是一个综合性与交叉性很强的系统工

程，需要各种学科的支持和配合，其中包含农学、经

济科学、林学、生态科学、技术科学等。以前对生态

农业发展的研究，一般都是单一学科形式，对学科之

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未作深入研究，导致如今生态农

业理论体系仍不健全。

（二）生态农业资金投入不足

任何工程的开展都要有费用的支持，生态农业

是一个庞大工程，当然其发展也须大额资金的投入。

但是，河南省生态农业发展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资

金不足，这是一切问题存在的根源。一方面，我省生

态农业正处于发展初期，生态农业工作的正常开展

更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但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

快，政府在工业方面的投入不断增加，致使农业的财

政投入比重逐年下滑，相对应的是生态农业也受到

影响。资金的缺乏使工作无法全面开展，导致之前

资金的投入也不了了之，造成资金的浪费。另一方

面，近年来不仅政府对生态农业的补助减少，农户在

生态农业方面的投入也在逐年减少。因此，国家必

须重视资金不足给生态农业工作正常开展带来的阻

碍，加大扶持力度，合理分配资金，使生态农业的资

金投入能不断增加。

（三）政府重视程度不够

近年来，河南省在生态农业建设方面取得了一

些成绩，但仍没得到各界人士的普遍关注和人民群

众的积极响应。生态农业还是处于小规模试点阶

段，形不成所谓的规模效益。一是因为现在河南省

生态农业的发展宣传只是通过新闻报道，并没有利

用更多的媒介使之进入人们的生活中。因此，政府

应加大对其推广力度，使人们看到发展生态农业的

切实利益，吸引群众对其进行投资，以此筹集社会资

金，促使生态农业能够得到进一步发展。二是环保

部门把重点工作放在抓工业污染源和城市环境整治

方面，对大环境的保护仍缺乏足够的认识。三是农

牧部门片面追求农产品的高产，忽视提升农产品质

量，工作处于应付状态等问题影响到了生态农业工

作的开展。因此，必须引起政府对此问题的高度重

视。

（四）农业生态环境脆弱

河南省农业生态环境脆弱：一方面，农民对农药

的使用缺乏科学性认识，农药和化肥使用泛滥，农作

物秸秆利用方式不当，对垃圾废弃物随便丢弃现象

比较普遍；另一方面，工业挖土造成土地浪费、水土

流失等问题比较突出。人们可持续发展意识薄弱，

片面追求农产品的数量，不顾忌是否符合生态规律

的要求，不在乎是否违背生态平衡发展原理，粗暴式

掠夺土地，同时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大，使森林遭到破

坏，草原退化、土地沙化、水资源遭到污染，水土流

失、江河蓄洪能力差等一系列环境问题。在造成生

态环境破坏的同时也严重影响到生态农业的健康发

展。

（五）生态农业技术低下

河南省在科技创新能力方面的投入仍不太合

理，不论是从投入方向还是从投入结构上来看都存

在一定的问题。首先投入机制与驱动科技创新的要

求不协调，特别是科技与金融之间不能很好地结合。

其次，河南省平均文化素质水平较低，科学生态意识

匮乏，农业科技人员不足。究其根源，还是因为政府

重视程度不足，对生态农业科技的投入总量与力度

不够，导致资金跟不上生态农业实际的发展步伐，导

致一系列相互连贯的问题产生。为此，要想真正实

现生态农业的大发展，首先要做的事是在加大资金

投入的基础上，大力进行技术支撑体系的建设，应用

节能型农业技术、循环再利用技术，有效利用国际上

各国优秀的农业科技市场，汲取国外生态农业发展

的有效经验，寻求农业水平的快速提升。

四、供给侧改革下促进河南省生态农业发展的

对策

（一）加强生态农业的理论研究

生态农业是生态学和农业科学的结合，然而生

态学还只是处于理论阶段，无法具体运用到农业的

实际操作中。因此对生态农业的发展理论的研究，

必须超越农林牧等各学科之间的界限，实现这些学

科之间知识的交叉和汇总，使各界科学家协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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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完善相关的理论体系，及时解决生态农业建设

中存在的理论瓶颈。

（二）加大对生态农业资金的投资力度

近年来信贷在农业发面的扶持力度不断弱化，

农民一下子拿不出更多的资金去发展生态农业，这

就成为时下生态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阻碍因素。

河南省正处于现代农业发展初期阶段，各方面都存

在不足，需要政府等给予支持。因此，国家要对生态

农业的信贷给予政策支持，只有给予适当的政策优

惠，减少农民的投资费用及风险，才能吸引更多的社

会人士加大对其资金注入，促使社会资金的募集，进

而促进其不断壮大。国家要增加对生态农业方面的

专项资金和银行贷款。创新适合生态农业化经营的

融资方式，比如对大型生态农业项目来说可以通过

股票、基金等手段来筹集资金，对于小型生态农业项

目，农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应扩大贷款规模，并给予适

当的政策优惠，对于农户来说，可以给予小额贷款扶

持，低息贷款等，积极支持商品基地和出口特色农产

品的加工企业，使之顺利走向国际市场，扩大产品的

市场竞争力。

（三）充分发挥政府的制度保障和组织协调

１．制度保障
土地的种植收入是农民进行基本生活的保障，

由于受过去陈旧的思想观念的影响，一般农民都不

会想脱离种植土地，除非他们的基本生活能够得到

保障，不再需要辛苦种地来挣钱维持生活。目前国

家对农村环境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制度，如《农村土

地保护法》《农村环境保护法》等，但从未对生态农

业发展的各个方面提出相应的法律制度来进行调

节。针对上述问题的存在，政府要革新制度，健全法

律法规。进一步完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和基础设施

服务，进一步实施推进最低生活保障，减少农民对物

质方面的担忧，让他们可以专心于生态农业产业化

建设。生态农业发展项目的建设、国家政策的扶持、

污染治理等方面应建立明确的法律法规。

２．组织协调
政府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引导人们发展生态

农业。通过组织系统的培训课程对发展生态农业的

相关技术进行详细的讲解，使农民深入了解生态农

业，明白发展生态农业带来的长远效益；通过电视、

广播等媒介多方面大力宣传，尤其要着重对生态农

业发展中的成功案例还有发展生态农业的重要意义

这两方面进行讲授，使人们意识到发展生态农业的

必要性的同时对生态农业产生浓厚的投资兴趣。

政府需要出台一些能够保障农民利益的政策、

法规，用来调节经营者之间利益关系。一要鼓励农

民自己建立自己的企业，自己当家做主，参与到产品

从生产到销售各个环节，分享产品带来的利润，从而

提高自己的收入，调动农民投入生态农业建设的积

极性。二要通过相关法律规定来调节企业和农民之

间的利益关系，例如生态农业发展监督机制、市场风

险防范基金等的设立，真正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废水、废

气、废渣的大量排放对土壤成分和水资源等都造成

了一定的伤害，土壤和水的污染严重影响生态农业

的发展。生态农业的发展必须符合绿色食品产地的

生态环境标准，应该使用低毒、易分解的农药，限制

使用添加剂和防腐剂，并制定严格的防污措施。针

对河南省生态环境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１）
在城郊，要严格把控城市“三废”的排放，严禁存在

高污染高消耗企业，积极推进清洁生产企业的发展；

（２）在广大农村地区，提高对农药使用的科学认识，
积极倡导农民使用有机肥，普及防治病虫害相关技

术，把现代生物技术逐步应用到生产生活的方方面

面，包括土壤的改良，农产品加工等。除此之外，还

要避免新污染源的产生，在控制目前问题的基础上，

对农村环境及时进行监察，避免后续问题的产生。

河南省农民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还比较浅这个

问题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因此河南省要在控制农村

人口的不断增加的基础上，着力提高农村年轻人的

素质。通过增加公共教育支出，为其提供良好的教

育机会；采取多种形式对农户进行有关生态农业的

科技培训与讲解，使农民无论是从文化还是从技术

等方面都得到提高，成为会生产懂经营的高素质新

型农民。在当今世界，生态环境意识已被作为一个

国家，一个地区乃至一个人的文明程度高低的重要

衡量指标，成为人们科学文化素质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培养农民的可持续发展意识刻不容缓。

（五）加大生态农业科技投入

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竞争力的前提是要加

大对其资金的投放，只有坚持以科技振兴农业发展，

才能加快河南省生态农业的建设。加强科技部门与

财税、金融部门的统筹协调，加大对研发成果的激励

政策，落实对企业科技创新在税收方面的扶持，鼓励

企业根据市场需求进行产品科技研发，增加政府对

生态农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财政投入。为了加大广

大干部对此的重视程度，将增加科技投入的具体完

成情况，加入到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年度工作考核

指标和干部政绩考察的内容中去，使这项工作能够

真正落实，而不只是局限于政策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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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ｐｐｌｙｓｉｄｅ，ａｎｄ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ｓｕｐｐｌｙ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ｉｎ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ｈａｓｂｅｃｏｍｅｔｈｅ
ｍａｉ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ｎｅｗｎｏｒｍ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ｔｈｉｓｗｏｒｋ，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ｅｃ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Ｈｅ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ｉｓ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ｓ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ｂｊｅｃｔ，ｗｅｈａｖ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ｔｈ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ａｎｄａｄ
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ｏｆ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Ｈｅ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ｇｉｖｅｎ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ｏｎ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Ｈｅ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ｒｅｆｏｒｍｏｆｓｕｐｐｌｙｓｉｄｅ；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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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空经济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测度与优化研究
———以十大临空经济示范区为例

冯珊珊
（郑州大学 旅游管理学院，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９－２２
作者简介：冯珊珊（１９９４—），女，河南周口人，郑州大学旅游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旅游

策划、区域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

摘　要：通过构建临空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和耦合协调发展模型，运用熵权
－ＴＯＰＳＩＳ法和耦合度模型对十大临空经济示范区的临空经济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情况进行论
证分析，根据两个系统综合得分对评价对象的临空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排序，把

十大临空经济示范区划分为６种类型，并为进一步促进两者耦合协调发展提出具体建议。
关键词：临空经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熵权－ＴＯＰＳＩ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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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年７月，国家发改委、中国民用航空局发
布《关于临空经济示范区建设发展的指导意见》，指

出选择若干条件成熟的临空经济区开展试点示范，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到目前为

止，我国共批复１０个临空经济示范区，按照获批先
后顺序是郑州、北京、青岛、重庆、广州、上海、成都、

长沙、贵阳和杭州。尤其是２０１７年５月，接连批复
长沙、贵阳和杭州３个临空经济示范区，意味着国家
对临空经济示范区的高度重视。根据国际机场协会

（ＡＣＩ）的研究调查数据，每１００万航空旅客运输量
将产生１．３亿美元的经济收益和增加２５００个就业
岗位［１］。大力推动临空产业发展、临空区域建设将

成为地方政府打造新经济增长极、发展地区区域经

济的重要推手。

临空经济区是依托航空枢纽和现代综合交通运

输体系，提供高时效、高质量、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

集聚发展航空运输业、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而

形成的特殊经济区域，是民航业与区域经济相互融

合、相互促进、相互提升的重要载体。国外最早的临

空经济形态开始于１９５９年在爱尔兰香农国际航空
港成立的自由贸易区。１９６５年美国航空专家 Ｍｃ
ｋｉｎｌｅｙＣｏｎｗａｙ在题为“ＴｈｅＦｌｙ－ｉｎＣｏｎｃｅｐｔ”的论文

中最早提出临空经济概念［２］。目前关于临空经济

与区域经济互动发展的研究主要是定性研究，马晓

科［３］、赵文［４］分别以郑州航空港和首都第二国际机

场为例，阐述了临空经济与区域经济的耦合作用机

理和实现路径。为了更加清晰客观地论述临空经济

与区域经济耦合发展情况，本文通过建立临空经济

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 －
ＴＯＰＳＩＳ法和耦合度模型对十大临空经济示范区进
行实证分析。

一、指标体系构建

（一）研究区概况

十大临空经济示范区按照获批先后顺序依次

是：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于２０１３年２月７
日批复，占地面积４１５平方千米，以郑州新郑国际机
场为核心；北京（大兴机场）临空经济示范区，于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２日批复，占地１５０平方千米；青岛
（胶州）临空经济示范区，于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０日批
复，占地 １４９平方千米；重庆临空经济示范区，于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０日批复，占地１４７．４８平方千米；广
州临空经济示范区，于２０１７年１月４日批复，占地
１３５．５平方千米；上海虹桥临空经济示范区，于２０１７
年１月６日批复，占地１３．８９平方千米；成都临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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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示范区，于２０１７年３月３日批复，占地１００．４平
方千米；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于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７日
批复，占地１４０平方千米；贵阳临空经济示范区，于
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８日批复，占地１４８平方千米；杭州临
空经济示范区，于 ２０１７年 ５月 ２３日批复，占地
１４２．７平方千米。

（二）评价指标体系和数据来源

遵循指标选取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完备性、主

成分性和独立性原则，通过借鉴曹允春［５］、刘莉［６］

等人的研究，选取临空经济发展支撑因素、发展表

现、发展作用、发展环境４个二级指标，３０个三级指
标构建临空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表１），区
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包括７个二级指标，
分别是区域基本情况、经济实力、财政金融、对外开

放、生活水平、基础设施、科技创新，又具体细分为

３１个三级指标（表２）。
原始数据来源于各省市２０１６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统计公报、２０１６年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以
及相关资料计算得到。

表１　临空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Ａ
准则层

准则（一级指标）Ｂ 子准则（二级准则）Ｃ
三级指标层Ｄ

临空经济系统

临空经济发展支撑因素Ｂ１
（ｗＢ１＝０．４３５９）

航空业发展水平Ｃ１
（ｗＣ１＝０．１９０１）

旅客吞吐量（ｗ１１＝０．０４８２）
货邮吞吐量（ｗ１２＝０．０４０３）
起降架次（ｗ１３＝０．０４０６）
机场连通性（ｗ１４＝０．０３３１）
跑道数量（ｗ１５＝０．０２９６）

基地航空公司数量（ｗ１６＝０．０２８５）
航班密度（ｗ１７＝０．０８８４）

国际航线可达性（ｗ１８＝０．０６２３）

地区生产总值（ｗ２１＝０．０２６０）腹地支持Ｃ２
（ｗＣ２＝０．１３７８）

人均生产总值（ｗ２２＝０．０２５０）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ｗ２３＝０．０３０３）

临空经济发展表现Ｂ２
（ｗＢ２＝０．１８０７）

产业结构Ｃ３
（ｗＣ３＝０．０８７２）

临空经济区跨国企业数量（ｗ３１＝０．０５２９）
主导产业集聚程度（ｗ３２＝０．０１６１）
强航空指向企业数量（ｗ３３＝０．０４３４）
现代服务企业数量（ｗ３４＝０．０１８０）
研发机构数量（ｗ３５＝０．０２６２）

关联产业配套程度（ｗ３６＝０．０２５８）

空间结构Ｃ４
（ｗＣ４＝０．０７１８）

覆盖范围（ｗ４１＝０．０２００）
产业布局合理性（ｗ４２＝０．０２１４）

临空经济发展作用Ｂ３
（ｗＢ３＝０．２０２５）

对机场影响Ｃ５
（ｗＣ５＝０．０６４４）

产业配套合理性（ｗ５１＝０．０２０３）
土地规划合理性（ｗ５２＝０．０１８２）

对腹地影响Ｃ６
（ｗＣ６＝０．１２６７）

对地区生产总值的影响（ｗ６１＝０．０５０４）
对就业的影响（ｗ６２＝０．０５９４）

临空经济发展环境Ｂ４
（ｗＢ４＝０．１８１０）

基础条件Ｃ７
（ｗＣ７＝０．１３５７）

区域区位条件（ｗ７１＝０．０１４６）
地面交通可达（ｗ７２＝０．０２１０）

政府支持Ｃ８
（ｗＣ８＝０．０６２６）

年均财政补贴金额（ｗ８１＝０．０１８３）
重要基础设施投入（ｗ８２＝０．０２０８）
相关优惠政策（ｗ８３＝０．０１５０）

科技发展能力Ｃ９
（ｗＣ９＝０．１２３８）

科学技术发展水平（ｗ９１＝０．０２５３）
外向型经济程度（ｗ９２＝０．０６０６）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处理
（一）研究方法

运用熵权 －ＴＯＰＳＩＳ法对十大临空经济示范区
的临空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

合比较研究。运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比较

客观，从而提高结论的信任度和可靠性。ＴＯＰＳＩＳ
法是由Ｃ．Ｌ．Ｈｕａｎｇ和Ｋ．Ｙｏｏｎ于１９８１年首次提出
的一种适用于多项指标、多个方案进行比较选择

的分析方法，它对样本量、数据分布及指标多少无

特殊要求和限制。其基本原理是将原始样本归一

化后形成数据矩阵，构造决策问题中各个指标的

最劣解和最优解，然后计算比较对象与最劣解和

最优解的欧式距离，根据各指标的相对接近程度，

即贴近度，进行比较对象的优劣排序，作为评判决

策的依据［７］。

１．确定指标权重和排序的步骤［８］

①将原始数据矩阵Ｘｉｊ通过极差标准化，消除数
据量纲得Ｘ′ｉ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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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
（目标层）Ａ二级（准则层）Ｂ 三级（指标层）Ｃ

区域经济
系统

区域基本情况Ｂ１
（ｗＢ１＝０．１６６１）

人口总数（ｗ１１ ＝０．０３００）
土地面积（ｗ１２ ＝０．０８８７）
登记失业率（ｗ１３ ＝０．０２３９）

经济实力Ｂ２
（ｗＢ２＝０．０７２１）

地区生产总值（ｗ２１ ＝０．０２２５）
ＧＤＰ增长率（ｗ２２ ＝０．０３０８）
人均生产总值（ｗ２３ ＝０．０２１６）
城镇化率（ｗ２４ ＝０．０１８２）
第二产业占ＧＤＰ比重（ｗ２５ ＝０．０１４８）
第三产业占ＧＤＰ比重（ｗ２６ ＝０．０３７１）
固定资产投资（ｗ２７ ＝０．０２６２）
工业增加值（ｗ２８ ＝０．０１４４）

财政金融Ｂ３
（ｗＢ３＝０．１０５８）

财政收入（ｗ３１ ＝０．０３５０）
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ｗ３２ ＝０．０５４１）
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ｗ３３ ＝０．０３９３）

对外开放Ｂ４
（ｗＢ４＝０．１７２０）

进出口总额（ｗ４１ ＝０．０６３８）
实际利用外资（ｗ４２ ＝０．０２２８）

人均可支配收入（ｗ５１ ＝０．０２０７）
生活水平Ｂ５
（ｗＢ５＝０．１２８７）

人均消费支出（ｗ５２ ＝０．０２０６）
恩格尔系数（ｗ５３ ＝０．０１９５）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ｗ５４ ＝０．０２０３）

基础设施Ｂ６
（ｗＢ６＝０．１４８７）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ｗ６１ ＝０．０２２８）
绿化覆盖率（ｗ６２ ＝０．０４００）
互联网用户数（ｗ６３ ＝０．０２２４）
邮电业务总量（ｗ６４ ＝０．０４０４）
卫生机构数量（ｗ６５ ＝０．０６３９）
城镇污水处理率（ｗ６６ ＝０．０２５６）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ｗ６７ ＝０．０１０２）

科技创新Ｂ７
（ｗＢ７＝０．２０６６）

高等学校数量（ｗ７１ ＝０．０２０８）
研究与试验发展（Ｒ＆Ｄ）经费支出
（ｗ７２ ＝０．０４８４）

研究与试验发展（Ｒ＆Ｄ）经费支出占
ＧＤＰ比重（ｗ７３ ＝０．０４０７）

专利申请量（ｗ７４ ＝０．０４０４）

　　②计算各指标的信息熵：Ｒｊ＝ ∑
ｍ

ｉ＝１
ｕｉｊｌｎｕ( )ｉｊ，ｉ＝

１，２，…，ｍ；ｊ＝１，２，…，ｎ；ｕｉｊ＝
１＋ｘ′ｉｊ

∑
ｍ

ｉ＝１
（１＋ｘ′ｉｊ）

，然后

根据数值的差异程度计算指标 ｊ的差异系数，即指
标的差异度Ｓｊ；

③计算第ｊ项指标的权重：ｗｊ＝
Ｓｊ

∑
ｎ

ｊ＝１
Ｓｊ
；

④利用熵权欧氏距离计算各个比较对象与最
劣解和最优解的距离ｄ－ｉ和ｄ

＋
ｉ；

⑤基于ｄ＋ｉ和ｄ
－
ｉ两个距离值计算各比较对象状态

的贴近度ηｉ：ηｉ＝
ｄ－ｉ

ｄ＋ｉ ＋ｄ
－
ｉ
；ｉ＝１，２，…，ｍ；０≤ηｉ≤１，

最后将各评价对象按照贴近度ηｉ进行降序排列。
２．临空经济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度模型
两个系统的耦合度一般采用如下模型［９］：Ｃ＝

２ ｕ１ｕ槡 ２

ｕ１＋ｕ２
，Ｃ表示耦合度，ｕ１表示临空经济系统的综

合发展水平，ｕ２表示区域经济系统的综合发展水
平。由于临空经济与区域经济两个子系统各自发展

水平存在差异，会出现无法真实反映临空经济与区

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情况。为此，进一步引入临空

经济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模型： 槡Ｄ＝ ＣＴ，Ｔ＝
αｕ１＋βｕ２。其中，Ｄ为耦合协调度，Ｔ为临空经济与区
域经济综合协调指数，α、β为待定系数。考虑到临空
经济与区域经济之间的相互促进程度是有差异的，

设定α＝０．４；β＝０．６。
（二）数据处理

１．指标权重及排序
根据上文介绍的熵权－ＴＯＰＳＩＳ法的操作步骤，

借助Ｍａｔｌａｂ软件，首先计算三级指标的权重 ｗｉｊ，结
果如表１和表２所示。然后，计算二级准则层指标
Ｂ的贴近度，利用贴近度ηｉ计算二级指标权重 ｗＢｉ，
结果如表１和表２所示。最后，根据一级目标层 Ａ
的综合得分对评价对象进行排序，结果如表３和表
４所示。

表３　十大临空经济示范区临空经济发展水平排序

城市 北京 上海 广州 成都 重庆 青岛 郑州 杭州 长沙 贵阳

综合得分 ０．９３３９ ０．６４７２ ０．６０３３ ０．３３９６ ０．３０８３ ０．２５６４ ０．２８８６ ０．２７００ ０．１６１８ ０．０７６５
排序 １ ２ ３ ４ ５ ８ ６ ７ ９ １０

表４　十大临空经济示范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排序

城市 北京 上海 广州 成都 重庆 青岛 郑州 杭州 长沙 贵阳

综合得分 ０．５６０４ ０．５３４５ ０．３５４１ ０．２９９４ ０．４２５３ ０．２０９４ ０．２３３７ ０．２５９３ ０．２４５６ ０．２４２６
排序 １ ２ ４ ５ ３ １０ ９ ６ ７ ８

　　２．临空经济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类型划分
利用耦合度模型计算临空经济与区域经济的

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结果可划分为十个等级

（表５）。
当ｕ１＝ｕ２时，临空经济与区域经济属于在同一

协调度等级下同步发展。

３．十大临空经济示范区临空经济与区域经济耦
合协调度结果

十大临空经济示范区临空经济与区域经济耦合

协调度情况，结果如表６以及图１所示。全部临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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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示范区的耦合度在０．８５３８～０．９９９８之间变动，
除贵阳外其他城市差距非常小，说明临空经济与区

域经济的关联性都非常强。杭州的耦合度最高，成都

次之，贵阳最后一名。协调度在０．１７６２～０．７０９８之间

变动，各示范区之间差距比较大，排名第一的北京和

排名垫底的贵阳相差０．５３３６，说明各示范区协调情
况存在极大不均衡，贵阳的临空经济与区域经济发

展极度不协调。

表５　协调度等级及其划分标准

Ｄ 耦合协调类型 ｕ１＞ｕ２ ｕ１＜ｕ２ 可接受程度

０～０．０９ 极度失调衰退型 失调衰退区（不可接受）０～０．２９
０．１～０．１９ 严重失调衰退型

０．２～０．２９ 中度失调衰退型

０．３～０．３９ 轻度失调衰退型 过渡区（勉强接受）０．３～０．５９
０．４～０．４９ 濒临失调衰退型

区域经济发展落后 临空经济发展落后０．５～０．５９ 勉强耦合协调型

０．６～０．６９ 初级耦合协调型 耦合协调区（可接受）０．６～１．００
０．７～０．７９ 中级耦合协调型

０．８～０．８９ 良好耦合协调型

０．９～１．００ 优质耦合协调型

表６　十大临空经济示范区临空经济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状况

临空经济示范区 ｕ１ ｕ２ Ｃ Ｔ Ｄ ｕ１与ｕ２比较 耦合协调类型

北京 ０．９３３９ ０．５６０４ ０．９６８３ ０．７０９８ ０．８２９０ ｕ１＞ｕ２ 良好耦合协调型

上海 ０．６４７２ ０．５３４５ ０．９９５４ ０．５７９６ ０．７５９６ ｕ１＞ｕ２ 中级耦合协调型

广州 ０．６０３３ ０．３５４１ ０．９６５５ ０．４５３８ ０．６６１９ ｕ１＞ｕ２ 初级耦合协调型

成都 ０．３３９６ ０．２９９４ ０．９９８０ ０．３１５５ ０．５６１１ ｕ１＞ｕ２ 勉强耦合协调型

重庆 ０．３０８３ ０．４２５３ ０．９８７２ ０．３７８５ ０．６１１３ ｕ１＜ｕ２ 初级耦合协调型

青岛 ０．２５６４ ０．２０９４ ０．９９４９ ０．２２８２ ０．４７６５ ｕ１＞ｕ２ 濒临失调衰退型

郑州 ０．２８８６ ０．２３３７ ０．９９４５ ０．２５５７ ０．５０４２ ｕ１＞ｕ２ 勉强耦合协调型

杭州 ０．２７００ ０．２５９３ ０．９９９８ ０．２６３６ ０．５１３３ ｕ１＞ｕ２ 勉强耦合协调型

长沙 ０．１６１８ ０．２４５６ ０．９７８６ ０．２１２１ ０．４５５６ ｕ１＜ｕ２ 濒临失调衰退型

贵阳 ０．０７６５ ０．２４２６ ０．８５３８ ０．１７６２ ０．３８７８ ｕ１＜ｕ２ 轻度失调衰退型

图１　十大临空经济示范区临空经济与

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状况图

　　从图１可以看出，十大临空经济示范区在临空
经济发展指数、区域经济发展指数和耦合协调度等

方面发展不均衡，北京和上海表现较好，其他城市发

展均比较落后但差距不大。可以看出，国际文化和

政治中心的北京以及金融中心的上海具有天然的地

理位置和经济优势，其发展潜力大于其他城市。总

体来说，十大临空经济示范区临空经济与区域经济

发展之间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促进关系。

三、结论分析与建议

（一）结论分析

根据表６的实证结果可以看出耦合协调度在
０．３８７８～０．８２９０之间变动，各临空经济示范区之
间的差距也比较大。据此把十大临空经济示范区

临空经济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情况分为以下

６种类型。

１．良好耦合协调型
北京是唯一一个良好耦合协调的地区，但区域

经济相对落后。北京首都机场无论是旅客吞吐量、

货邮吞吐量还是起降架次方面都领先于其他机场。

北京是最具实力的临空经济区，其临空经济发展处

于快速成长期，并接近于成熟期，随着北京临空经济

示范区依托的北京大兴机场的逐步建设和完善，必

将分担首都机场的承载量和货运吞吐量，首都机场

也为其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潜力。

２．中级耦合协调型
上海属于中级耦合协调，区域经济落后。上海

是我国的金融中心，世界级有影响力的城市之一，其

地区发展水平非常高，但与临空经济相比，区域经济

落后，说明上海临空经济的发展处于成长期，并有很

大的成长空间，其发展速度快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上海虹桥临空经济区已经集聚了信息服务业和现代

物流业两大产业的多家企业，为上海虹桥临空经济

区的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基础。

３．初级耦合协调型
广州和重庆属于初级耦合协调，说明两大系统

相互协调能力较差。广州是区域经济落后，重庆是

临空经济落后。广州和重庆的临空经济都处于起步

期，但广州发展水平高于重庆。广州日前宣布将投

资３０００亿元用于临空经济区的建设，表现出政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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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空经济发展的重视。广州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门

户，与世界连通性高，临空经济产业园吸引力强。重

庆作为内陆重要城市，其地区发展较为领先，但是航

空业的发展相对滞后，造成临空经济发展缓慢。

４．勉强耦合协调型
此类型包括成都、郑州、杭州，均属于区域经济

落后。成都、郑州、杭州作为三个省会城市，区域经

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但和临空经济相比，区域经济

相对落后，说明这三个地区的临空经济也表现出巨

大的发展潜力。郑州作为第一个批复建设国家级航

空港区的城市，临空经济发展具有条件优势，成都和

杭州地区经济实力雄厚，但三个城市在区域经济和

临空经济方面都有极大的前进和发展空间。

５．濒临失调衰退型
此类型包括青岛和长沙，青岛是区域经济落后，

长沙是临空经济落后。青岛的临空经济发展处于起

步阶段，现阶段发展缓慢，需要提升地区经济以支持

临空经济发展；长沙临空经济区以独特的地理位置

以及优于周边城市机场各项指标的优势，在众多中

部城市中率先获批建设临空经济区。但相对于北

京、上海来说，长沙依然处于起步阶段，临空经济发

展空间巨大，需要政府大力支持和合理规划临空经

济区的发展。

６．轻度失调衰退型
贵阳属于轻度失调衰退型，临空经济落后。贵

阳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无论是区域经济发展还是

临空经济发展，相对于其他城市来说都比较落后。

地区生产总值、旅客吞吐量、货邮吞吐量在所有临空

经济区中实力最差，所以两个系统属于轻度失调衰

退型。贵阳首先应该提升地区经济实力，只有地区

经济水平得到提升之后，才有能力投资建设临空经

济区，吸引更多的企业入驻临空经济产业园。

从分析结果可以发现，旅客吞吐量、货邮吞吐量

和起降架次排名全国前三位的北京、上海、广州都是

区域经济落后，说明其客货源实力强劲，临空经济发

展潜力巨大，发展势头迅猛。像长沙和贵阳这类区

域经济发展稍差的地区，临空经济相对落后，说明区

域经济对临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比较小。

（二）建议

１．合理定位，优化产业形态布局
国家在批复每个临空经济区时对其规划文件中

都有明确的定位，临空经济区要根据国家的批复文

件，结合自身的地理位置以及产业发展状况，进行合

理明确的定位，发展优势特色产业，构建高端产业体

系，避免所有临空经济区发展千篇一律。比如重庆

临空经济区主要分为临空制造区、临空商务区、临空

物流区、临空会展区和临空都市农业区五大临空功

能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以“一核领三区、

两廊系三心、两轴连三环”为空间布局，包括北部城

市综合服务区、东部临港型商展交易区、南部高端制

造区。此外，在产业布局方面，一方面要注重招商选

资，突出高端，节约集约用地，主要引进航空培训、飞

机维修、飞机拆解改造和电子商务、物流等高端项目

和企业，进一步优化临空产业结构；另一方面要对区

域内不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僵尸企业以及注册地和

税收不在临空经济示范区的企业进行清理、规范和

搬迁，实现腾笼换鸟，确保新引项目落地建设，在建

项目尽快投产。通过对产业的提档升级，逐步建立

与示范区相适应的高端临空产业体系。

２．产业融合，延伸临空经济产业链
产业融合是延伸产业链的一种方式。示范区发

展以临空产业为主，临空产业主要以航空核心产业、

高端制造产业、现代服务产业为主，所以应依托各空

港工业园区，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

术、生物医药等临空指向性高的先进制造业，通过重

点吸引主要制造企业的上下游供应链企业，打造更

为完整的制造产业链。比如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刚好抓住了产业梯度转移的时机，给富士康做

配套，富士康主要做手机，手机的时效性很强，飞机

运输很有优势。临空经济区成为地方转型升级和高

端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平台，推动很多相关产业迅

速做大做强，如将航空产业与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

相融合，打造特色旅游文化产业园区。比如，广州空

港城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全国首个空港文旅小

镇落地广州临空经济区，依托小城镇，致力于打造现

代商业综合体，为旅客提供舒适的休闲空间。其他

临空经济区可以借鉴此种发展方式，打造航空 ＋地
方特色文化模式，“港—产—城”一体化发展，不仅

延伸了临空经济的产业链，还带动了地区旅游产业

的发展，使地区经济得到进一步提升。

３．依托“一带一路”，强化对外开放能力
“一带一路”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倡议，上

海、广州、青岛、重庆、郑州、长沙等都是“一带一路”

重要的节点城市。临空经济区使得一些内陆城市变

成对外开放的高地，国家明确指出加强港口等节点

城市建设，强化上海、广州等国际枢纽机场功能，支

持郑州等内陆城市建设航空港、国际陆港，加强内陆

口岸与沿海、沿边口岸通关合作，开展跨境贸易电子

商务服务试点。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市

的互联互通，可以促进节点城市的临空经济和电子

·４３·



商务的发展。在有自贸区的城市，比如上海、郑州

等，可以加强临空经济区与自贸区的紧密联系，共同

促进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的聚集，形成具有一定

规模的产业园区。借势“一带一路”，培育出入境旅

游航空枢纽。出入境旅游是以促进旅游者的跨国流

动而发展起来的产业，能够快速提升区域“人流”，

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由于临空经济示范区城市都

是物流交通中转集聚地，旅游资源丰富，自然景观和

人文资源众多，具有较高知名度和美誉度，旅游业市

场潜力非常大［１０］。

４．联合高铁经济，构建“空铁联合体”
随着中国高铁的快速发展，区域经济发展迎来

“高铁时代”，高铁不仅推动区域经济的产业升级和

转型，而且推动区域经济的产业格局变革。民航和

高铁并不是传统意义上单纯的竞争关系，而是联手

合作的共赢关系。二者都具有自己的优劣势，比如

民航的价格比较高，但高铁的速度和安全性相对民

航而言稍弱，所以二者合作可以促进区域经济共赢。

比如郑州拥有“米”字型高铁网络，可以把高铁和航

空相结合，不仅为乘客提供更多的便利，也能促进各

自的发展。展开空铁合作，在高铁和机场之间开通

公交车或者轻轨，航空公司代售高铁车票，航班不正

常时通过高铁运输旅客等。通过把高铁和民航相结

合，打造更具竞争力的“空铁联合体”。

四、结语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和世界经济活动的逐渐融

入，未来中国对航空领域投资的比重会越来越大，临

空经济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也会越来越重要。本文通

过构建临空经济与区域经济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

权－ＴＯＰＳＩＳ法和耦合度模型对十大临空经济示范区

的临空经济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情况进行论证

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十大临空经济示范区的临空经

济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水平都有待提高。未来

各地政府应该加大对临空经济的投入建设，从而促进

地区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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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ＤＥＡ的上市物流企业效率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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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物流业在我国的快速发展，物流效率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多数企业将物
流视为“第三方利润源泉”，这不仅丰富了物流理论而且促进了物流实践的发展。对物流效率的评

价也是提高物流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文章从国内外学者对物流企业效率的研究成果入手，总结

现有物流企业效率评价的指标，并以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中国１８家上市物流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固定
资产、员工人数为投入指标，利润总额为产出指标，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从ＣＲＳ、ＶＲＳ两个角度对这
些企业的经营绩效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造成我国上市物流企业效率不佳的主要原因是规

模绩效不佳，并针对物流企业的现状，结合大数据技术在物流企业的应用，提出物流企业应加快与信

息技术的融合，利用大数据技术助力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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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现代服务业的物流业在促进就业、扩大内
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也稳步提升。近几年，跨区域的长江经济带，京津翼

协同发展等一系列区域经济规划的提出，加快了我

国跨区域物流的发展；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有助于中国构筑全球一体化的物流通道，为中国物

流业走向世界带来新的契机。随着国家宏观政策的

调整，我国物流业形势发展总体良好，但其处于发展

初期，表现出高投入、低产出、高耗能、低效率等特

点，与发达国家物流业还有很大的差距。我国社会

物流总费用占ＧＤＰ的比重高达１８％，比全球平均水
平高出６．５个百分点，约为美国、日本的两倍。为了
深入了解我国物流企业的生产管理效率，本文对１８
家上市物流企业近五年的经营绩效进行分析，以发现

我国物流企业中的资源利用情况和总体发展水平，进

而针对企业的运营现状，结合大数据技术在物流企业

的应用，为其合理配置资源，突破发展中的瓶颈，提升

物流效率提出建议。

一、文献回顾

随着物流行业的快速发展，物流企业的生产管

理效率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Ｓｃｈｉｎ

ｎａｒ（１９８０）在评价第三方物流企业时，采用投入导向
的ＤＥＡ研究方法进行物流企业的效率评价；Ａｎｔｈｏｙ
（２００２）利用ＤＥＡ方法，以职工人数、固定资产为投
入指标，销售量为产出指标研究配送企业的生产效

率［１］；Ｈｏｋｅｙ（２００３）基于产出导向型选取职工工资、
运营设备与财产规模和运营成本作为投入指标，税

前利润作为产出指标对美国的６家知名第三方物流
企业进行效率评价［２］；张宝友（２００８）运用 ＤＥＡ和
层次分析法对上市企业物流绩效进行评价［３］，采用

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相结合的方法，有利于真实反

映企业绩效；邓学平（２００９）采用 ＤＥＡ－ＣＣＲ／ＢＣＣ
模型，以固定资产、职工薪酬、运营成本作为投入指

标，税前利润作为产出指标对中国沪深港２８家上市
物流企业进行效率评价，研究表明物流企业效率高

低与企业规模没有必然联系，企业应注重核心技术

的改进，而不是盲目的重组与扩张［４］；孟鑫（２０１５）
选取从业人数、固定资产与物流里程作为投入指标，

货运周转量与物流业增加值总额作为产出指标研究

长江经济带物流产业的效率［５］。杨佳伟（２０１６）基
于网络ＤＥＡ模型，对１８家水上运输上市物流企业
的盈利化和市场化效率进行分析，该方法运用两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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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评价指标体系，以生产和运作视角构建上市物流企

业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提出注重物流企业盈利化

和市场化的协同发展是提升物流企业效率的关键［６］。

我国物流企业效率的评价研究晚于发达国家，

而且我国物流行业的发展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

市场成熟度低，理论基础薄弱。物流企业中高效的

物流体系仍未建立，多数学者是从微观层面对单个

物流企业进行效率评价，不利于把握我国物流行业

的总体发展态势，不利于研究物流企业效率的动态

调整过程。因此，我们需要在宏观上从物流行业类

型的视角进行评价。笔者选取１８家上市公司涵盖
运输类、港口类和航空类行业类型对其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年５年的数据进行效率评价。在数据的选择上，笔
者选取面板数据，兼具横截面和时间两个维度，一方

面反映出物流企业效率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另一方

面扩大样本容量，使结果更精确。

二、ＤＥＡ基本原理
数据包络分析法（ＤａｔｅＥｎ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简

称ＤＥＡ），也称为非参数方法或 Ｆａｒｒｅｌｌ型有效分析
法，该方法起源于 Ｆａｒｒｅｌｌ对生产率的研究，１９５７年
Ｆａｒｒｅｌｌ首次用生产边界概念对技术效率进行估计，
但这种方法只适用于单一投入单一产出的情况［７］。

１９７８年Ｃｈａｒｎｅｓ和 Ｃｏｏｐｅｒ等人综合运用数学、运筹
学、数理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知识开辟了一种高效科学

的线性规划方法［８］。这种方法是对相同类型的多投

入多产出的决策单元进行效率评价的有效方法。

ＤＥＡ中ＣＣＲ（规模报酬不变）模型和 ＢＣＣ（规
模报酬可变）模型是评价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

规模效率的有效模型。

ＣＣＲ模型为：
ｍｉｎ［θ－ε（ｅ－Ｔｓ－＋ｅ＋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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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ＣＣ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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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Ｘｉｊ、Ｙｉｊ表示第ｊ个决策单元的第 ｉ项投入
指标和第ｒ项产出指标。Ｓ－、Ｓ＋为松弛变量，分别代
表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θ为决策单位的效率值，若
θ０＝１，Ｓｉ

－０＝０，Ｓｉ
＋０＝０，则ＤＭＵｊ０为ＤＥＡ有效，位

于管理前沿；若仅θ０ ＝１，ＤＭＵｊ０为ＤＥＡ无效。
三、样本数据选取和指标的选择

（一）样本数据选取

我国物流业近几年发展迅速，但以中小企业居

多。中小企业的数据获得难度大，且准确度低，代表

性弱。上市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高，报告可读性强，

数据容易获取，而且上市企业在管理和运营上具有

权威性和代表性。因此，本文选取中国沪深交易所

上市的１８家具有代表性的物流企业，对其２０１２—
２０１６年的年报数据运用 ＤＥＡ软件进行分析。同
时，为了更好地分析差异，本文把物流业分为港口

类、航空类和运输类。由于物流行业的多元化发展，

一些物流公司除物流业务外还有租赁、制造、房地产

等业务。为了保证 ＤＥＡ模型数据的有效性和研究
结果的准确性，本文选取了物流业务占公司主营业

务收入６０％以上的物流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同时剔
除了数据不全和数据为负值的企业。

（二）指标选择

指标体系是对物流企业效率评价的基本依据，

因此运用ＤＥＡ模型评价物流企业效率时，投入变量
与产出变量的选取至关重要。本文将不同的公司作

为生产的决策单元。通过文献查阅发现，对物流企

业效率评价的投入变量与产出变量并未形成统一的

标准。因此，指标的选择对于客观准确评价物流企

业效率至关重要。表１列出了相关文献对于物流企
业效率评价指标的选择，为本文提供参考。

表１　相关学者们构建过的指标体系

研究者 研究内容 指标的选取

邓学平

２８家上市物流公司
的技术效率与规模效

率实证研究与分析

投入指标：固定资产、职工薪酬、

运营成本

产出指标：利润总额

孟鑫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长 江
经济带物流企业效率

评价

投入指标：固定资产、从业人数、

物流里程

产出指标：货运周转量与物流业

增加值总额

王舒鸿［９］

沪深上市公司 ７６家
物流企业生产效率分

析

投入指标：固定资产、员工人数、

主营业务成本

产出指标：利润总额

李晓梅［１０］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 Ａ股
上市的 １６家国有物
流企业绩效实证分析

投入指标：固定资产总额、营业

成本

产出指标：主营业务收入、净利

润

翟卫东［１１］
１５家上市物流企业
生产管理效率研究

投入指标：固定资产、职工工资

产出指标：税前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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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结合文献研究的成果，制定了相关的指标
体系。选取固定资产、员工人数为投入指标，利润总

额为产出指标，并对相关的指标进行了具体分析。

固定资产是企业总资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企业资产中创造价值的主要资产。物流企业的固

定资产能否被合理利用，以及使用效率的高低，直接

影响了物流企业的经济效率。本文选取固定资产作

为第一个投入变量。

员工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主要运作者，是企

业最重要的人力资源。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物流

业的发展水平较低，而且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

依靠大量劳动力资源，对技术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

在物流行业中，运输人员，搬运人员，装卸和配送人

员占有很大的比重，且员工的流动性非常高。劳动

力是物流行业发展的驱动因素，所以劳动力数量

（员工人数）为第二个投入变量。

利润是企业的重要经营成果，也是衡量企业经

营与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在利润指标的选取上，考

虑到各地税收政策的差异，有些企业净利润可能为

零甚至为负值，为保证 ＤＥＡ模型数据的有效性，本
文选取利润总额为产出变量。

四、数据处理及分析

运用 ＤＥＡＰ２．１软件，把１８家上市物流企业的
投入与产出数据代入ＤＥＡ模型中的ＣＲＳ和ＶＲＳ进
行求解，得到１８家上市物流企业近５年的技术效
率、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

（一）技术效率

技术效率是指在给定投入要素的条件下实现最

大产出的能力，反映了对资源的有效利用率［１２］。由

表２得到我国１８家上市物流公司的技术效率均值
为０．３２５，表明我国上市物流公司效率水平偏低，投
入产出组合低下，资源利用率低，还存在６７．５％的
提升空间。其中盐田港近５年的技术效率都为１，
达到ＤＥＡ有效，说明盐田港近５年都处于在投入固
定的情形下，获得最大产出，或在产出固定的情形

下，投入最低。上海机场、上港集团、深赤湾、外运发

展，技术效率分别为０．５９９、０．５６４、０．５４９、０．５３１，说
明这四家企业投入产出组合效率较高，资源利用比

较合理，但还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这些企业应尽快

调整投入产出的比例，以达到ＤＥＡ有效。
从公司类型看，运输类物流企业平均技术效率

为０．２４１，港口类为０．４５９，航空类为０．２５９，港口类
技术效率最高，运输类最低。说明近５年港口类的
物流企业发展态势高于运输类和航空类。港口业的

发展，主要得益于港口物流产业的兴起，港口业大多

处于经济发达地区，以及港口交通设施的完善，因

此，港口业的物流效率取得了很大进步。

表２　技术效率

分类 企业名称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均值

运输类 中远航运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４２ ０．０６８ ０．０２７０．０３２
铁龙物流 ０．３２９ ０．３１１ ０．２２９ ０．２４１ ０．２２８０．２６８
外运发展 ０．５１３ ０．４０９ ０．２６１ ０．４７１ １．００００．５３１
保税科技 ０．５５１ ０．５６５ ０．３３３ ０．０９７ ０．１７１０．３４３
大秦铁路 ０．１６６ ０．１７１ ０．１７９ ０．２０６ ０．１２６０．１７０
中储股份 ０．１２３ ０．１１７ ０．１３７ ０．２３２ ０．４１２０．２０４
均值 ０．２８４ ０．２６３ ０．１９７ ０．２１９ ０．２４１０．２４１

港口类 上港集团 ０．３９０ ０．４４９ ０．５２３ ０．６８１ ０．７７５０．５６４
营口港 ０．２４２ ０．２２４ ０．１５５ ０．１７３ ０．２０７０．２００
锦州港 ０．１３７ ０．１４９ ０．２１１ ０．１３７ ０．０６３０．１３９
盐田港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深赤湾 ０．４５８ ０．４８６ ０．３９１ ０．６３７ ０．７７３０．５４９
天津港 ０．２１４ ０．２５１ ０．２６５ ０．３５５ ０．４２７０．３０２
均值 ０．４０７ ０．４２７ ０．４２４ ０．４９７ ０．５４１０．４５９

航空类 白云机场 ０．２７８ ０．３２６ ０．１２８ ０．１８１ ０．２０４０．２２３
海南航空 ０．３１１ ０．２９４ ０．３０５ ０．４２１ ０．５１３０．３６９
中国国航 ０．１３７ ０．０８１ ０．０７４ ０．１４８ ０．１８１０．１２４
深圳机场 ０．１８６ ０．１６１ ０．０７１ ０．１８５ ０．２０５０．１６２
上海机场 ０．４２９ ０．５２４ ０．４８８ ０．７３４ ０．８２２０．５９９
南方航空 ０．０７２ ０．０４８ ０．０３８ ０．０９２ ０．１１６０．０７３
均值 ０．２３６ ０．２３９ ０．１８４ ０．２９４ ０．３４００．２５９

总体均值 ０．３０９ ０．３０９ ０．２６８ ０．３３７ ０．４０３０．３２５

　　纵向比较来看，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技术效率的总
体均值由０．３０９降至０．２６８，这是因为油价上涨，使
得物流企业运输成本提高。此外，航空业还受到汇

兑损失的影响。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国际原油价格下
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物流企业总体均值由

０．２６８提升至０．３３７，２０１６年达到０．４０３，说明我国
在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时期，“一带一路”倡议的实

施，加大了物流需求，物流技术效率有所提高。

（二）纯技术效率

纯技术效率是企业制度和管理水平带来的效

率，是企业由于管理和技术等因素影响的生产效率。

纯技术效率＝１，表示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上，其投入
资源的使用是有效的。纯技术效率值越高，资源配

置合理程度越高。从表３来看，我国物流企业的纯
技术效率要优于技术效率（０．６４０＞０．３２５）；１８家上
市物流企业的纯技术效率值在０．６００左右波动，表
明目前我国物流企业的资源配置和利用水平较高，

但是对资源的利用能力还有４０％左右的上升空间。
上港集团、盐田港近５年的纯技术效率都为１，说明
其在１８家上市物流企业中达到 ＤＥＡ有效，投入要
素组合最为合理有效。外运发展、保税科技、大秦铁

路有４年达到ＤＥＡ有效，纯技术效率都为１，说明这
三家企业纯技术效率水平比较稳定，且维持在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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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１８家企业中，有１０家企业达到了均值以上，
占总体样本的６７％，说明我国物流企业总体资源配
置与技术利用效率较高，但先进物流技术的推广还

不足。

表３　纯技术效率

分类 企业名称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均值

运输类 中远航运 ０．０４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７５ ０．０９２ ０．０３２０．０５０

铁龙物流 ０．８０２ ０．６２４ ０．４２７ ０．３３８ ０．２７４０．４９３

外运发展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８８６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９７７

保税科技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３３８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８６８

大秦铁路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８７６０．９７５

中储股份 ０．６２５ ０．５８１ ０．７０６ ０．６９８ ０．７７５０．６７７

均值 ０．７４５ ０．７０２ ０．５７２ ０．６８８ ０．６６００．６７３

港口类 上港集团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营口港 ０．５０４ ０．４０４ ０．２７３ ０．２３４ ０．２４９０．３３３

锦州港 ０．２３３ ０．２３５ ０．３０７ ０．１６９ ０．０７２０．２０３

盐田港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深赤湾 ０．８２０ ０．７７２ ０．５９２ ０．７８０ ０．８７１０．７６７

天津港 ０．６３０ ０．６２６ ０．５０５ ０．４９６ ０．５２６０．５５７

均值 ０．６９８ ０．６７３ ０．６１３ ０．６１３ ０．６２００．６４３

航空类 白云机场 ０．６１６ ０．６６２ ０．６７４ ０．６５１ ０．６５８０．６５２

海南航空 ０．７６０ ０．６２０ ０．５７１ ０．６０６ ０．６４８０．６４１

中国国航 ０．６５５ ０．３８９ ０．３４１ ０．６２３ １．００００．６０２

深圳机场 ０．８００ ０．３０５ ０．１３３ ０．２７１ ０．２５２０．３５２

上海机场 ０．９８７ １．０００ ０．９１９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９８１

南方航空 ０．３８４ ０．２５５ ０．１９３ ０．４１５ ０．７４９０．３９９

均值 ０．７００ ０．５３９ ０．４７２ ０．５９４ ０．７１８０．６０５

总体均值 ０．７１４ ０．６３８ ０．５５２ ０．６３２ ０．６６６０．６４０

　　从公司类型看，运输类物流企业的平均纯技术
效率为０．６７３，港口类为０．６４３，航空类为０．６０５。运
输类物流企业的纯技术效率明显优于港口类和航空

类，近５年的管理水平和技术投入都高于港口类和
航空类。

从纵向比较来看，铁龙物流的近５年的纯技术
效率呈下行趋势，说明近５年技术管理水平较低，其
未来发展的着力点是进一步提高技术管理水平，完

善投入要素的配置机制，努力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三）规模效率

规模效率是由于企业规模因素影响的生产效

率，反映企业离规模最优状态的程度［１３］。规模效率

＝１，说明规模效率有效。规模效率 ＜１时，规模效
率无效，此时又分为规模报酬递增和规模报酬递减。

如表４所示，相对于纯技术效率，我国上市物流企业
的规模效率较低，总体均值为０．５２１。从数量上，只
有１家企业盐田港近５年达到ＤＥＡ有效，占样本量
的５．６％。因此，造成我国物流企业总体效率低的
主要原因是规模效率低下而非纯技术效率低，即公

司存在过多的资源浪费问题。

表４　规模效率

分类 企业名称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均值

运输类 中远航运 ０．４６３ ０．５１９ ０．５５８ ０．７３７ ０．８２６０．６２１

铁龙物流 ０．４１０ ０．４９９ ０．５３７ ０．７１３ ０．８３１０．５９８

外运发展 ０．５１３ ０．４０９ ０．２９４ ０．４７１ １．００００．５３７

保税科技 ０．５５１ ０．５６５ ０．９８６ ０．０９７ ０．１７１０．４７４

大秦铁路 ０．１６６ ０．１７１ ０．１７９ ０．２０６ ０．１４４０．１７３

中储股份 ０．１９７ ０．２０１ ０．１９４ ０．３３３ ０．５３２０．２９１

均值 ０．３８３ ０．３９４ ０．４５８ ０．４２６ ０．５８４０．４４９

港口类 上港集团 ０．３９０ ０．４４９ ０．５２３ ０．６８１ ０．７７５０．５６４

营口港 ０．４８０ ０．５５３ ０．５６８ ０．７３９ ０．８２９０．６３４

锦州港 ０．５８５ ０．６３４ ０．６８７ ０．８１１ ０．８８１０．７２０

盐田港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深赤湾 ０．５５９ ０．６３０ ０．６６０ ０．８１７ ０．８８７０．７１１

天津港 ０．３３９ ０．４００ ０．５２６ ０．７１６ ０．８１２０．５５９

均值 ０．５５９ ０．６１１ ０．６６１ ０．７９４ ０．８６４０．６９８

航空类 白云机场 ０．４５２ ０．４９３ ０．１９０ ０．２７７ ０．３１００．３４４

海南航空 ０．４０９ ０．４７５ ０．５３４ ０．６９４ ０．７９１０．５８１

中国国航 ０．２１０ ０．２０７ ０．２１８ ０．２３８ ０．１８１０．２１１

深圳机场 ０．２３３ ０．５２８ ０．５３２ ０．６８３ ０．８１４０．５５８

上海机场 ０．４３５ ０．５２４ ０．５３１ ０．７３４ ０．８２２０．６０９

南方航空 ０．１８６ ０．１８６ ０．１９８ ０．２２２ ０．１５５０．１８９

均值 ０．３２１ ０．４０２ ０．３６７ ０．４７５ ０．５１２０．４１５

总体均值 ０．４２１ ０．４６９ ０．４９５ ０．５６５ ０．６５３０．５２１

　　盐田港近５年的经营绩效都达到了比较理想的
状态，企业的投入满足了发展的要求，公司不需要调

整规模，只需维持较好的发展状态。保税科技等其

他公司在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均存在着规模报酬发生变
化的情况，说明企业的投入要素的资源配置与投入

规模存在很大的波动性，企业规模成为制约企业效

率提高的关键。１８家企业中，１５家企业处于规模报
酬递减的状态，这些企业存在超越最优投入规模水

平、过度投入资源导致资源浪费的现象，应适时调整

资本结构，收缩资本，加强内部管理，提高生产效率。

由此可见，物流企业的规模与生产效率没有必然的关

系。企业规模扩大而提升生产效率往往出现在企业

发展的初期，企业管理层不能仅仅把扩大规模作为企

业的发展目标，更应该把企业发展的核心放在技术与

管理方面，将生产调整至最佳状态。

五、政策建议与结论

通过对１８家上市物流企业的数据分析，可以看
出我国物流企业的总体技术水平偏低。技术效率等

于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的乘积，是两者共同影响

的结果［８］。由上文分析可知我国上市物流企业的

规模效率低是造成我国总体技术水平低的主要原

因，即很多企业存在过度扩张而导致的资源浪费现

象；纯技术效率较高，但仍有改进的空间。因此，为

了改善我国目前上市物流企业效率低下的问题，本

·９３·



文提出如下建议。

（一）优化资源配置

本文通过对上市物流企业的效率的评价，发现

达到ＤＥＡ有效的企业较少，反映了企业在资源配置
过程中的问题，即产出不足或投入冗余，优化企业资

源配置是根本。在当今企业的生产与发展中，物流

企业经济效率的高低，不仅仅取决于企业所拥有的

资源的规模，还与资源的配置情况密切相关。其中，

资源配置涵盖人力资源和物资资源两个方面。

首先，关注物流人才的培养。我国物流业发展

水平低，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员工素质的高低直接

影响企业的生产效率［１４］。因此，完善人才考评机

制，招聘职业技能水平能够满足当前岗位需求的员

工以及引进物流高素质人才，给企业发展注入新的

物流理念和物流管理方法。另一方面，企业要及时

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科技

的不断进步，新的技术在物流行业得以推广，使得没

有经过培训的员工在利用这些技术时，无法发挥其

应有的作用，造成技术资源的浪费。因此，企业对员

工要定期进行培训以提高员工的素质，进而提升企

业的生产效率，降低成本。

其次，在企业对物资采购与保管时，如果不按照

实际工作情况进行配置，就会导致资源的浪费。因

此，企业要与时俱进，凭借已有的优势资源，及时调

整资源，通过资产重组，整合资源，提高竞争力，提升

企业效率。

（二）引进先进技术，持续推进物流技术创新

现代物流企业的竞争不仅仅是价格的竞争，提

高物流服务水平，增强物流技术水平才是经营的重

点。物流企业可以通过大数据技术进行分析并预测

企业未来发展的趋势。大数据技术在物流企业的应

用能够大大提高物流企业的运行效率，基于互联网

大数据的智慧物流是今后物流业的发展方向。

１．提高管理层对大数据技术的认识度
目前，国内的云计算技术和大数据产业处于起

步阶段，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对物流大数据的概念和

技术缺乏科学而系统的了解，物流企业的技术人员

缺乏系统的关于计算机技术的培训和考核。政府要

提高对大数据发展战略的认识，加大在物流信息技

术方面的投入，加快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的建设，实现

信息共享，加强信息沟通［１５］。企业管理者应变革思

维模式，抓住时代的脉搏，加快核心技术的研发与应

用，迅速开展物联网传感技术、ＧＰＳ、大数据处理技
术的学习。例如在数据收集时，主要筛选与物流相

关的信息，如客户订单需求及订货量、物流配送路线

选择、仓库选址等信息。大数据处理技术的应用提

高了对物流数据的分析和处理能力，使得物流员工

从传统的日常业务中解放出来，他们可以关注具有

战略导向的工作，将大数据转化为资源优势，提供更

加专业的信息支持，为企业创造更多的利润空间。

２．加强安全防护
虽然大数据在物流企业的应用能够提高物流企

业的运行效率，助力企业发展，但是在企业高效的管

理和利用大数据之前，大数据可能转变为大风险。

这是因为数据在存储和传输时，如果技术不完善，数

据很可能面临被篡改和截留的风险。物流企业的数

据安全不仅关系到当事企业，也与许多的利益相关

者密切相关，数据一旦泄露，企业不仅面临巨大的经

济和信用损失，严重的还要承担法律责任。目前，对

数据的安全保护监管主要由公安、工业和信息化等

部门监管，多头监管难免导致工作中的推诿扯皮，因

此政府要明确各个部门的职责，确保监管没有漏洞。

物流企业要建立更加安全的用户访问制度，发展符

合自身需要的信息管理系统。

（三）加快物流标准化建设

随着全球一体化和物流国际化的发展，物流企业

也认识到物流行业的标准化管理的重要性。我国物

流行业的发展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的差距，而物流的

标准化建设仍处于探索和起步阶段。因此，我国应针

对当前物流标准存在的问题，开展物流标准化的研究

工作。例如，制定标准化的物流工作规范、专业术语

以及工作流程。加快我国物流与国际物流的顺利接

轨。物流行业的标准应该由国家物流业标准化委员

会制定，根据不同行业的特征制定不同的物流行业运

行标准。由于物流行业类型多，可以先试点，然后全

面推行，达到循序渐进、逐步完善的效果。

（四）优化组织管理水平，建立适合我国物流行

业的发展机制。

我国大部分上市物流企业是国有企业，机构臃

肿，管理不力，借助体制优势盲目扩张投资，降低了

企业的效率，政企不分严重影响着企业的发展，其体

制缺陷成为企业发展的羁绊［１６］。因此，政府要从企

业的经营者转为引导者，使企业成为市场经营的主

体，建立适合物流行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对于提升物

流行业的生产效率至关重要。

六、结束语

本文在阐释了物流企业效率的国内外研究成果

的基础上，选取了 １８家上市物流企业作为研究对
象，以固定资产、员工人数为投入变量，以利润总额

为产出变量，运用 ＤＥＡ模型对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的数
·０４·



据进行分析得出上市物流企业总体技术水平不佳的

主要原因是规模无效率。企业需要通过各种方式调

整资源，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衡量经营规模，提高企业

的规模效率。基于互联网大数据的智慧化物流是今

后物流业的发展方向，企业应立足现实，抓住大数据

的发展机遇，积极加入适合自身发展的物流信息平

台。ＤＥＡ这种科学而全面的绩效评价体系，能有效
评估物流活动的动态绩效，使得企业在残酷的市场

竞争中了解自己，认清形势，从而降低成本，提升企

业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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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审计全覆盖是新时期国家对审计机关提出的战略目标。当前我国在实现审计监督全覆
盖方面进展显著，但财政资金审计覆盖率总体不高，监督效果还未达到审计全覆盖的要求。实现审

计全覆盖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本文分析了我国实现审计全覆盖的意义、审计全覆盖的现状，

并提出了审计全覆盖的方法。实现审计监督的全覆盖应从完善审计相关法律制度体系建设、科学制

定审计计划、审计专业人才建设、技术支持等方面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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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实现审计全覆盖的意义
审计作为国家政治制度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国家对经济进行全面监督的重要手段，影响着国

民经济的稳步发展。

目前，政府审计对象日趋多元化，审计内容日趋

复杂化，审计资源相对紧缺，监督对象就容易出现盲

区。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的审计已经不再是

单纯的财政收支、财经法纪的审计，而是以真实性为

基础，兼顾效率、经济效益与经济责任并重的审计业

务格局，构建审计“免疫系统”及综合性履行职能，

不断增强审计的威慑力和实效性。我国的政府审计

已经由单纯的财政收支管理、财经法纪审计发展到

以真实性为基础，经济效益审计和经济责任审计并

重的格局中来。同时，审计监督的理念也有很大的

改变，从以前的流于形式到现在的实质重于形式。

２０１３年，刘家义审计长在全国审计工作会议上
提出审计监督全覆盖是通过科学的安排审计计划，

选择审计方式，使所有的监督对象在一定时期内都

能接受审计监督，形成一种动态的审计全覆盖体系。

审计目标和任务的实现是建立在努力实现审计监督

全覆盖、不断提高审计的威慑力和有效性之上。

审计监督全覆盖是新时期国家对审计机关的基

本要求，审计机关要在职权范围内，对所有公共资

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的使用部门和单位以及党政

主要领导干部和国企领导人员履行经济责任情况进

行全面的审计，不留盲区，从而做到对审计监督对象

和财政资金使用各个环节的全面覆盖。

随着经济社会全面深化改革进程的加快，国家

审计工作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财政资金收支审计等微

观经济领域，更要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问题展

开，防范经济社会运行风险。审计全覆盖的提出不

仅会提高审计质量和审计效率，促进国有资产的合

理配置和提高使用效率，还将会推动经济社会的全

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社会运行绩效，同时，

审计全覆盖在促进国家治理更加科学化、实现国家

经济安全等方面也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二、审计全覆盖现状分析

我国政府审计机关根据李克强总理“审计工作

要全覆盖，凡使用财政资金的单位和项目，都要接受

审计监督”这一要求，不断扩大政府审计的范围，更

新审计方法，转变传统的审计监督理念，让审计的阳

光照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每一个角落。目前，审计监

督全覆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

问题和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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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法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及《审计法实施条

例》等有关审计法规，规定了审计机关的职责权限，

对审计范围和内容作了明确规定，在法律上实现了

审计全覆盖。但是在审计全覆盖相关的具体法规上

欠缺规范化和全面性，有法不依、无法可依等问题还

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法律法规的规定模糊，口径不

一，前后矛盾等问题还层出不穷，这大大增加了审计

执法的难度，严重制约了审计全覆盖的推进。

（二）审计的广度、深度方面

过去审计主要是对财务的审计，而在当前经济形

势下，又多出了比如环境审计、绩效审计、责任审计等

形式，同时，审计也被赋予了新的内容。但是在审计

实践中仍是过多重视财务审计，没有发展形成多层次

的审计体系。这样就造成了往往从单一的财务层面

反映被审计单位状况，而不能从多个角度，多个层次

反映被审计单位的全面状况、真实状况。科学合理的

审计覆盖面是实现审计全覆盖的有效保障，也是审计

在国家治理中发挥重要保障作用的前提。

在审计深度方面也很难达到审计全覆盖的要

求。以中央部门预算执行审计为例，审计通常仅限

于中央财政资金在北京地区的使用情况，很少甚至

几乎不涉及资金在北京地区以外的运行情况，这样

就很难实现财政资金在纵向方面的有效监督。

（三）审计人员队伍方面

目前，很多审计机关普遍存在着审计人数少，时

间紧，工作量大的问题，并且审计全覆盖工作尚处于

摸索阶段，没有成功的经验借鉴，一时间难以达到显

著的效果。目前，我国的审计力量总量不足，审计机

关人员在结构上也不尽合理，很多审计机关缺乏专

业性、复合型人才，使得一些专业性比较强的领域的

审计很难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

随着经济的发展，审计对象日趋多元化，复杂

化，社会各界对政府审计的需求急剧增长，而审计力

量的增长远未跟上审计需求的增长。审计工作量随

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断增多，使得审计力量不足

的情况原来越严重，这影响了审计工作的覆盖面，要

实现审计全覆盖存在极大的困难。审计人员的专业

素养与工作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审计全覆盖的

程度。

（四）审计技术方面

目前，审计机关已经基本实现了会计的电算化，

财务软件的应用也已经普及，但是在信息化建设方

面，比如计算机局域网的建设、内部网上数据和信息

的传递和共享平台建设等方面还有待加强。审计信

息化程度低主要在于审计机关对信息化建设的重视

程度不够，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资金、人员投入都

不够。

很多审计机关特别是一些地方审计机关的信息

共享平台模式较为单一，数据云、数据库与审计手段

统筹规划的运用还没得到普及。另外，由于审计资

源的涉密性质，没有一个安全的网络环境给予信息

发布者以信任感，使得很多审计资源的获得仍然依

靠传统的收集方法。

三、审计全覆盖方法分析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审计全覆盖应选择渐进的

方式方法，突破制约审计全覆盖的薄弱环节，分层次

实现审计的全面覆盖。审计全覆盖主要包括审计监

督对象的全面覆盖和审计监督内容的全面覆盖。

（一）完善审计监督法律法规

加快规范现有的审计制度以及地方部门审计规

章条文，加快设计法制化建设，使审计业务有法可

依，依法定责，是实现审计全覆盖的根本途径。应根

据审计监督全覆盖的要求，修订审计相关法律法规，

拓展审计范围，明确设计对象，细化审计内容，为审

计全覆盖提供健全的法律保障，为审计人员更好的

贯彻执行审计全覆盖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同时还

要积极探索与审计全覆盖相适应的新的准则规章制

度，进一步明确审计机关的法定职责范围，把审计全

覆盖上升到国家法律可以保障的层面，清除实施实

现审计监督全覆盖的障碍。还应尽快完善地方审计

相关法律法规，健全的法律制度体系能很好的指导

地方审计机关的工作，保障其审计职能，顺利实现地

方审计全覆盖。

一般来说，国家治理的法制化程度越高，审计全

覆盖就越具有实效。因此，必须上升高度，从依法治

国的高度认真对待实现审计全覆盖过程中所面临的

审计法律法规完善问题。在加强国家治理的顶层设

计的同时还应完善审计全覆盖相关的具体的法律法

规，为审计全覆盖提供健全的法律保障。通过推动

完善法律制度的完善，有效地规划和配置审计监督

资源。

（二）科学合理地制定审计计划

审计计划是审计工作有效开展的基本保障。审

计计划是审计工作的起点，为有效实现审计全覆盖，

审计机关在制定审计计划时要做到科学统筹，全面

安排。实行审计全覆盖要把全部审计对象纳入监督

视野，准确把握监督对象的覆盖情况，并根据实时变

化情况及时调整，为审计计划提供参考依据。对财

政资金使用的合规性、有效性进行审计，确保政府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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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的有效执行是国家审计机关的基本职责。审计作

为国家预算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环节，需要与政府预

算周期相匹配。审计部门在制定年度审计计划时需

要与政府的项目规划紧密结合，根据实际情况，科学

安排计划，做到审计对象明确，目标可行，进度可控。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国家

不可能将全部的社会资源、人力资源运用于审计机

构，因而某一审计项目也不可能无穷尽的耗费审计

资源。审计全覆盖这一概念的提出并不是指对所有

的审计对象和审计环节都给予同样的时间和精力去

审计，而是有重点有针对性对不同的审计对象采用

不同的方式方法进行审计，并且不遗漏任何需要审

计的对象。审计工作要围绕政府的工作中心，服从

于国家治理的需要，全面把握相关经济领域的总体

情况，确定审计的重点领域，统筹部署，有计划地进

行，突出重点审计项目，提高重大项目、重要领域的

审计频率，确保实现对重点审计对象的全覆盖。同

时兼顾一般审计项目，制定科学合理的审计周期。

由于审计对象的复杂性和多样化，要编制与长期目

标相适应的动态可持续的长期计划，然后制定中期

计划和短期计划，且短期计划和中期计划要与长期

计划有机结合。对于不同的审计对象要制定不同的

审计计划，实现审计对象和审计环节的全面覆盖。

因此，在审计计划制定之初就应先确定审计目

标，合理确定重要性程度，从总体上对被审计对象发

表审计意见。

（三）将高端审计人才和复合型审计人才的培

养放在重要地位

随着国家对审计全覆盖要求的不断提出，审计

人员力量不足愈来愈明显，尤其是高端审计人才的

匮乏，这是制约着我国实现审计全覆盖的瓶颈。

审计全覆盖对审计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和专业

技能的要求在不断提高，审计人员除了应精通财会、

审计知识，还应掌握法律、管理、金融、工程、计算机

等方面的知识，同时还要有良好的沟通能力、过硬的

政治素养、灵活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

对审计人才的培养应通过继续教育、培训等手

段，鼓励审计人员多参加法律、金融、经济管理等的

培训，培养复合型审计人才。然而对于很多审计机

关来说，由于经费有限和教育资源稀缺，审计人员的

继续教育和培训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虽然每年也

会有很多培训，但是培训的内容与实际工作中的审

计项目没有关联性，也没有使培训内容得以有效推

广应用的平台，使得审计人员的培训缺乏系统性。

因此，应考虑制订一个定期的、切合审计方案的培训

计划，建立一套高标准的教育培训制度，增强教育培

训的系统性和科学性，比如实行审前培训、中长期培

训和专题培训等。开展多种形式的学习交流和培

训，可以按照专业、类别分别进行不同的有针对性的

业务交流和培训，使他们及时更新目前审计工作的

最新政策、最新的审计技巧和方法，改善审计人员的

知识结构。

坚持以审计全覆盖为导向，以提高审计实效为

目标，建立科学的人才流动机制，有针对性地引入资

源环境类、项目工程类、计算机类等各方面专业性人

才，着重审计队伍中高端人才的培养，提高审计工作

的专业性、精准性。积极打造审计队伍职业化建设，

加大培训力度，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不断提高审计

人员的专业技能，尽快推动审计监督全覆盖的全面

实现。

（四）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做好审计信息共享平

台的建设和维护，保证审计信息能够得到有效的利用

在如今知识经济这一时代背景下，随着数字化

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以前所未有的深

度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要实现审计全覆盖，传统的

审计技术和方法已满足不了审计信息化的要求，因

此，必须利用互联网构建大数据审计信息平台系统，

利用其收集整理结果的优势，全面覆盖，重点突出协

助采集数据，分类存储，全面分析，提高审计的效率，

同时降低审计风险，实现监督的常态化，从而实现审

计全覆盖。这就要求审计人员具备基本的信息系统

处理操作知识，利用智能化，制定相对应的审计方法

和手段，使信息资源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

如今很多被审计对象提供的数据，包括微观数

据和宏观数据等多元化的数据资源，组成庞大复杂

的数据，极大地扩展我们的审计视野，使审计全覆盖

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在大数据环境下，审计人员面

临的原始资料是具有高度概括性、模糊性、关联性的

海量电子数据，因此，审计人员应坚持以数据为核

心，数据分析与现场检查相结合，充分利用信息化的

手段，关注资金的流向，从中发现疑点，同时要有数

据纵向关联分析和横向关联分析的观点，预算执行

单位数据与财政预算数据之间的关联分析，财政数

据与宏观经济数据的关联分析以及不同领域单位之

间的横向关联分析。通过对数据的关联分析，多维

度挖掘，利用信息资源快速流通的优势降低信息不

对称带来的审计风险，提高审计质量和审计效率。

借助于金审工程，加大数据综合利用的力度，推进审

计数据中心建设和审计管理的数字化，实现与被审

计单位数据信息的实时联接，突破现有审计项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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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部门的局限，构建和完善审计专业数据库和大数

据平台建设。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国家审计数据库和数字化

审计平台建设可以积极推进数据中心联网审计和对

所有审计数据关联分析，打破当下审计过程中经常

面对的壁垒。通过信息技术获取审计信息，借助于

大数据处理工具，实现数字化审计，提高运用信息化

技术核查问题和进行宏观分析的能力，实现对被审

计单位的精准定位，提高审计的质量和审计的效率，

从而实现审计监督的全面覆盖。

四、结语

审计监督的全面覆盖是我国审计机关承担的法

律责任，同时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但是

由于审计技术、审计格局还不尽完善，审计专业技术

人才严重紧缺和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等原因，我国

目前审计监督的覆盖面距离全覆盖的要求相去甚

远，审计全覆盖作为审计机关监督和制约财政资金

使用和权利运行的有效措施还未完全发挥它应有的

作用。审计监督全覆盖并不是一种新的审计模式，

它只是实现审计目的的一种手段和策略，审计全覆

盖以实现财政资金的有效使用为主要目的。国家实

行审计全覆盖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对经济、政治、文

化、生态等各领域的公共机构和事业单位的全面审

计，重点对关系国家长远发展的基础性项目、关键性

领域审计，推动国家法制化建设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实现我国审计监督的全面覆盖是建设更高水平监督

框架的阶段性目标。审计监督的全覆盖是我国深化

内部改革的要求，同时也是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深化改革情况下产生的一

种新的制度安排。

促进审计监督的全面覆盖要充分考虑审计力

量、审计技术、审计资源等因素，突出重点，全面兼

顾，稳步推进。审计全覆盖是有步骤、有重点、有成

效的全覆盖。在经济新常态下，实现审计全覆盖应

制订科学合理的审计计划、完善审计相关的制度建

设，同时加强审计全覆盖所要求的人力资源和技术

支持。

参考文献：

［１］刘家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动审计工作全面发展
［Ｊ］．审计研究，２００８（３）．

［２］张涛涛．新常态下国家审计全覆盖实现路径探析［Ｊ］．财
会通讯，２０１６（２２）．

［３］徐薇．国家审计监督全覆盖的实现路径研究［Ｊ］．审计研
究，２０１２（４）．

［４］戚振东，尹平．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审计全覆盖：一个理论
框架［Ｊ］．学海，２０１５（６）．

［５］任艳利，梁哲，韩妍妍．审计全覆盖的现状、原因分析及
实现路径［Ｊ］．湖北文理学院学报，２０１５（９）．

（责任编辑　许峻）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ｆｏｒＡｕｄｉｔ
ＸＩＡＨｏ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ｅＯｆｆｉｃｅ，Ｈｅ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Ｋａｉｆｅｎｇ，Ｈｅｎａｎ４７５００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ｆｏｒａｕｄｉｔｉｓｔｈ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ｗｉｔｈｏｆｔｈｅａｕｄｉｔ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ｐｅｒｉｏｄ．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ｏｆａｕｄｉｔ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ｈａ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ｂｕｔｔｈｅａｕｄｉｔ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ｌａｇｇｉｎｇａｎｄ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ｈａｓｎｏｔｙｅｔｒｅａｃｈｅｄ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ａｕｄｉｔｒｅ
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ａｕｄｉｔｉｓａ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ａｎｄａｒｄｕｏｕｓｔａｓｋ．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ｍａｉｎ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ａｕｄｉｔｉｎｏｕｒｃｏｕｎｔ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ａｎｄ
ｐｕｔｓｆｏｒｗａｒｄｔｈ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ｆｏｒｔｈｅａｕｄｉｔ．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ａｕｄｉｔｓｕｐｅｒｖｉ
ｓｉ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ｓｔａｒｔｗｉｔｈ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ａｕｄｉｔ，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ｌｌｙ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ａｕｄｉｔｐｌａｎｓ，ａｕｄｉｔ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ｔｃ．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ｆｏｒａｕｄｉｔ；ａｕｄｉｔ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ｆｕｎｄ

·５４·



第３５卷　第１期
Ｖｏｌ．３５　　Ｎｏ．１

　　　　　　　　　　 中州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８年２月

Ｆｅｂ．２０１８　

贫困地区返乡“双创”人员的精准信息服务机制探析

胡永启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规划建设处，郑州 ４５００４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１－３０
基金项目：２０１７年度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一般课题）“面向贫困地区返乡‘双创’人员的精准信息服务机制研

究”（２０１７Ｂ２５１）
作者简介：胡永启（１９７３—），男，河南嵩县人，博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规划建设处副教授。

摘　要：从信息服务的角度，以贫困地区返乡“双创”人员为研究对象，对外出务工返乡创业的
信息服务现状进行调查。研究信息服务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分析“双创”信息短缺的原由。同时探

讨满足“双创”人员的创业信息需求途径，为信息服务提供一些建设性的对策、建议。推进创业信息

服务主体和客体间的交融关系，构建起贫困地区精准信息服务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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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
的农民工、大中专毕业生以及退役士兵、科技人员等

返乡，尤其是到贫困地区进行创业创新，简称“双

创”。“双创”是外出务工群体创业基本要素如技

术、信息、管理、理念、资金等积累到一定程度的产

物，作为一种理性的创业方式方法，也标志着外出务

工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近年来，国家为推进这

一模式的持续发展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和举

措，不断改进并逐步完善“双创”的内外环境，拓宽

了就业机会，增大了创业余地。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快捷的市场信息

是返乡“双创”的基本要素，能否及时获取各类创

业信息关乎到“双创”的成败。不难理解，在一些

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由于创业信息流通，获取较

为便利，返乡“双创”进展得比较顺利，整体上容易

形成良性循环。但在经济相对贫困的地区，信息

较为闭塞，严重地制约着返乡人员进行“双创”的

步伐，且往往酿成恶性循环。作为“双创”的主体，

返乡人员通常具有搜索意识不够强烈、搜索内容

不够广泛等信息搜索行为滞后的特征，致使他们

的创业遇到了不少困难，而这一点，在返乡农民工

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不难看出，掌握市场信息不

够全面灵活，了解市场行情信息较为滞后，极大

地拽拖“双创”的进程，影响着创业主体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急需精准信息服务机制为之提供支

持。

我们以贫困地区返乡“双创”人员为调查对象，

考察创业信息服务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解

决问题的对策与方案，并探索构建精准信息服务的

长效机制。

一、贫困地区返乡“双创”人员的信息服务现况

（一）“双创”信息供给量较少

近年来，国际市场低迷，出口订单不断滑坡，使

致力于供需国际市场的就业岗位不断缩减。而与此

同时，国内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加快，部分

务工人员选择回乡创业，成为乡村经济发展的一股

新力量。然而，由于受到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

低、地理条件复杂等现状的制约，出现了期待“双

创”的人员返乡后闲散在家的状况。究其原因，主

要在于，需求信息识别难度大，定制“双创”服务信

息成本较高，造成面向该地区的创业的必要信息供

给严重失衡。另一方面，限于自身能力和条件，在创

业之前，“双创”人员对创业信息需求量较大，而且

还要经过一个不断地筛选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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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约“双创”信息因素多

制约贫困地区“双创”的因素有：当地政府管

理、服务的理念和思路不够便民惠民，党和国家制定

的“双创”优惠政策未完全落到实处，“双创”资金、

融资渠道不充足或通畅，“双创”必备资源如土地等

成为发展瓶颈，“双创”还缺乏合乎现况的管理经营

方式与方法，多数地区尚不具备“双创”人员接受再

培训与再教育的条件，等等。所有这些是“双创”人

员在主观上所不能完全克服的，这就要求多方联动

起来，合作解决问题。

（三）“双创”信息获取渠道狭窄

由于贫困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

农村光缆线路、无线网络和有线电视网络等通信基

础设施建设滞后，信息化程度普遍较低，加之接触信

息的机会不均衡，这必然造成返乡“双创”人员获取

创业信息的渠道变狭变窄。问卷调查发现，作为

“双创”的主体，创业者获取信息还主要通过传统媒

介如电视、报纸及广播等，或是通过人际传播，把互

联网当作获取创业信息重要渠道的情况并不多见。

（四）“双创”信息服务体系不完善

信息服务体系是一项综合性的、长期性的系统

工程，因组建起步晚，一些关键性的内容或步骤尚处

于探索尝试阶段，故当前处于不健全、不完善的状

态，致使信息服务主体如返乡“双创”人员、为“双

创”提供基本保障的基层国家机构以及公共信息服

务机构如县乡农村科学技术推行推广站（室）等，难

以得到必要的信息而影响到“双创”的进程，甚至是

停滞不前。

二、“双创”信息短缺探因

（一）信源不对称

就“双创”人员的主体而言，由于各人的知识能

力不同和所处地域环境的差异，导致对有关创业信

息的了解有差异，理解度也有所区别。另一方面，比

起经济发达地区来，他们所获取的创业信息又较为

贫乏。即个人和区域经济等存在的差异，使信源难

以对称，在“双创”进程中，创业人员必然处于不利

的地位。

（二）信道不通畅

由于硬件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网络流通功效

受限，信道常被干扰或是相互冲突，加之信息技术应

用不够，在“双创”信息传播的过程中，漏报、迟报甚

至是误报、不报等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制约着就业信

息的流通与发布。

（三）信息能力弱

对于“双创”人员来说，使用信息能力是他们求

职就业的重要前提。然而在信息的海洋中，所有信

息具有真伪、正负价值、有序与无序之分，故而，判断

和接纳信息的能力对人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通

过数据统计分析发现，返乡“双创”人员在信息利用

能力上存在着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马太效应”。

比较之下，贫困地区的创业人员通常属于弱者，极不

利于“双创”的开展。

三、返乡“双创”信息服务的政策建议

针对“双创”信息服务现况和存在的问题，结合

当前社会发展势态，提出如下举措。

（一）搭建“双创”信息服务平台

当前，信息已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是社会发展

中基础设施的一个组成方面，政府应给予政策上支

持、资金上扶持，努力搭建顺应社会发展趋势的“双

创”信息服务平台。在提供信息服务时，政府应具

备“数据信息先行”的发展思路，实时监控、分析和

预测“双创”信息需求变化，运用大数据挖掘技术实

现快速查询、精准锁定等功能，根据各阶段的实际情

况为“双创”提供动态化的信息服务，帮助决策者适

时调整政策、配置资源，最大限度发挥大数据的价值

和作用。

（二）完善信息服务方式

就现阶段而言，部分地区虽然已基本上实现了

精准扶贫工作的信息化，但在具体操作环节却由于

信息传递缓慢、信息失真等原因，使得信息服务工作

刻板、僵化。因此，可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地理

信息系统等技术，以移动互联网和计算机为信息载

体，针对“双创”信息化建设中的重点领域进行政策

设计、制度设计和工程设计，对整个“双创”信息平

台数据实施动态化存储和管理。另一方面，不断加

大贫困地区网络基础建设力度，积极为“双创”人员

筹措产业扶贫启动资金，４Ｇ基站建设、互联网光纤
宽带建设和家庭光纤宽带覆盖，满足“双创”信息需

求。

（三）拓宽创业信息发布渠道

构造“线上线下”完善对接平台。通过搭建定

期现场招聘会平台及就业网络服务平台，构成“线

上线下”一体化对接平台，用人单位与求职者可通

过一体化平台进行有效对接。通过线上、线下等多

种形式，积极拓宽创业信息发布渠道，完善对接平

台，打通“双创”对接服务的瓶颈。线上，搭建一个

可使“双创”群体随时随地展开信息交流的虚拟社

交网，然后通过智能推荐分组等引导措施激活该网

络，最终在“双创”群体之间形成线上信息互助社

区，从而降低信息获取成本，提高信息的可获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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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通过人际关系网形成信息互助小组，同时运用

社团闭包、会员闭包等原理开展线下活动，通过这些

活动提高线上信息互助社区活跃度、黏度，促使“双

创”群体间迅速建立起强、弱联系，从而促进现实社

会中人际关系网的构建，推动线下信息互助小组的

形成。

政府可以搭建公共“双创”服务平台，开设现场

信息发布窗口、基层服务平台、“双创”网站、微博、

微信、ＱＱ群、电话、短信等多功能多形式的信息发
布渠道，“双创”人员可以通过任一渠道进行相应的

信息发布和获取，并将相关的信息汇集于同一平台

下。

嵌入“电话回访”提升服务成效。通过市公共

就业部门的工作人员的定期电话回访，更新广大用

户的最新“双创”需求，跟踪用户的对接情况，通过

定期跟踪回访服务提升信息的准确性及服务有效

性。

（四）增强“双创”人员返乡创业的信息意识

根据“使用与满足”理论推断，当周围环境提供

的信息能满足用户信息需求时，用户就会产生满足

感并对信息提供方产生良好印象。由于教育程度和

知识结构不同，贫困地区返乡“双创”人员信息意识

和使用通信设备的能力有所差异，信息意识薄弱群

体即使在遇到需要信息时也可能因为缺乏认知水平

而不会发生信息使用行为。对此，文化部门可邀请

信息专家对“双创”群体开展一系列信息培训，培养

他们对信息的敏感度，提高其信息主体意识、信息公

平意识、信息安全意识，使他们认识到信息的重要

性，进而重视自身发言权、表决权和获得完整信息的

权利。另一方面，可通过宣传教育，使“双创”群体

进一步认识到获知信息的价值，充分认识信息服务

的重要性，比如，信息能力是求职就业的重要前提，

是工作能力的构成要素和维护权益的重要关键，也

是全面融入现代生活的重要保障，更是他们及其子

女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等等。

四、精准信息服务机制的交融共进

从信息供给与需求的角度来看，“双创”信息服

务包括创业信息服务主体、创业信息、创业信息服务

客体三项基本元素。那么，如何使三者在不断发展

中相互交融、合力共进，是解决“双创”精准信息服

务长期机制的关键所在。

（一）建立健全“双创”信息服务的主体机制

构建信息服务主体机制，主要是构建政策扶持、

创业手续、创业经验、投资项目、银行贷款等机制。

其中，政府起着先决的作用，可通过某一地区的试

点，实现本地区与相关部门间的政策联动，保证所出

台扶持政策符合实际，并能够切实解决存在的问题，

注重发现新问题，提出新思路、新方案，进一步完善

体制机制，使政策更具有引领性、预见性、前瞻性。

同时，政府应进一步放权简政，使创业手续办理简便

化、快捷化。营造良好的政策氛围，不仅有利于国家

“双创”政策的顺利推行，而且可使“双创”人员获得

知遇感，便于形成良性的发展态势。创业经验主要集

中在已经创业特别是在贫困地区创业的群体当中，包

括成功的经验，也包括失败的教训，成功的经验可以

继续推行，失败的教训也要引以为戒。同时，及时再

总结创业经验，使之不断得以优化，奔着把创业成功

扩展至最大化、把失败降至最小化的目标，使越来越

多的有志于“双创”的人员从中受益。投资项目应结

合本地区的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降低、防范投资风

险。在政策规定的范围，银行为“双创”人员提供及时

的充足的信贷，也是建立健全“双创”信息服务主体的

重要组成方面。不断完善“双创”所必备的各种信息

服务主体，齐头并进，发挥各自的作用，使“双创”人员

有发展的广阔空间和增收的余地。

（二）激发“双创”信息服务的主体

“双创”信息服务主体更倾向于生产者，即“双

创”人员，主要包括就业增收、均衡发展、利益共享、

民生普惠、生态补偿等机制。贫困地区“双创”人员

返乡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实现就业，并通过就业创

收增收，这是政策扶持人如政府必须关照到的重要

方面。“双创”进行到一定阶段，均衡发展才有可能

得以较好的实施，在“双创”群体中，优胜者带动迟

弱者，最终走向均衡发展的轨道上。坚持利益共享，

使“双创”群体得以均衡发展的重要保障，尤其是对

于迟弱者，在可供享用的利益面前，可以轻松及时地

得到各种创业信息，而找到均衡发展的节点。经过

“双创”人员的不断努力，社会财富得到了充分积

累，民生必然会得到极大的改善，民生普惠机制也会

进一步得以完善。而另一方面，在“双创”过程中，

免不了影响到生态环境，处理好发展与生态间的关

系，保护环境，建设美好生态家园，是持续造福人类

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生态补偿机制也是不容忽视

的一个重要部分。比较而言，后两项更多地需由政

府来统筹完成。

（三）不断完善创业信息的沟通机制

一方是创业信息服务主体，一方是创业信息服

务客体，一个是把接收到的信息发送出去，一个是把

需要的信息接收过来，经由筛选加以利用。而二者

共同的作用体是创业信息，构建沟通机制就是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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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信息服务主体与客体间的桥梁。具体而言，沟

通机制可分作直接沟通和间接沟通两种。由于同处

一个地区，构建直接沟通机制可达到更好的预期目

的，如一些政府的政策扶持，可把 “双创”人员集中

起来，直接进行传达，又如创业经验传递，更可手把

手地阐述创业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等。相应

地，对于地处不同的区域，则适合建立间接沟通机

制。而在多数情况下，则需要两种沟通机制齐驱并

行，通过直接沟通传送他处不易获取的信息，通过间

接沟通获取本地不可获取的信息，只有扬长避短、取

长补短，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四）三位一体，融通并进

前面已谈到，不论是创业信息服务的主体还是

客体，各自的内部需要协同发展，才能最大限度地发

挥各自组成部分的作用，才能彰显出整体效力；同

样，从供给与需求的角度来看，围绕创业信息的服务

主体和客体间，需要做到而且应当做到合三为一，相

互融通，才能使创业信息高效、快捷运转，逐步建立

健全“双创”精准信息服务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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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首先，采用文献调查法、逻辑分析法推理出“健康中原城市群”是构建中原城市群体系
的重要内容，健康社区是“健康中原城市群”构建的基本要素，打造健康社区应从打造社区体育开

始。再次，通过专家访谈法、问卷调查法构建了包含政策保障措施、健康传播载体、特色发展项目等

３个方面、６个层次、共２７个目标要素构成的具有区域特色的中原城市群社区体育考评体系理论
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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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言
２０１７年１月５日国家发改委网站发布了题为

《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由

此，涵盖以郑州为中心、包含周边７个地区的中原城
市群正式成立。“中原城市群”正式成为我国７大
国家级城市群之一。

《规划》为中部地区的崛起确立了基调。促进

中原城市群健康快速的发展就成为中原人民伟大的

历史使命。中原建设正式以促进中原城市群和谐发

展为己任，以全方位发展为方向，力争促进中原城市

群一体化、科学化、规范化的发展。

中原城市群的发展，最核心的基础是人的链接

性，打造一体化的健康的城市群是中原城市群所覆

盖的各地区人民心连心的纽带［１］。

“健康城市”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倡导的一项全球性的行动战略。该战略提
出：健康城市要求实现人群健康、环境健康、社会健

康等３个方面的健康要求。根据健康城市的要素要
求，我国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众多城市都在

积极地创建健康城市。

郑州毗邻开封、洛阳、许昌、焦作、新乡等地区，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一体化的快速推进，中原城市群

的区域特点也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以城市、农村和

城乡结合部为主要人口的聚集地的特征。由此，我

们打造健康中原，必须依托中原城市群的区域特点

来进行规划。而复杂的人群分布，可以将“社区”作

为细胞单位来进行科学研究。

社区是城市的基本组成要素，打造健康中原必

须以打造健康社区为基础。健康社区的打造离不开

社区体育的贡献。

本文的目的就是创建一个适用于中原城市群各

大社区的“社区体育考评体系”。首先要探寻出适

用于中原城市群７大地区性中心城市健康社区体育
构成的要素，并将这些要素的评价措施具体化，努力

为专家、学者制订健康社区制度提供方向，为社区工

作者的工作思路提供参考。我们相信，“健康社区”

的打造必将对于健康中原城市群的建设、对于树立

一体化的中原城市群文化建设、对于区域协调化发

展提供有力的帮助。

二、研究对象和方法

（一）研究对象

中原城市群９市区按照高端、中端和基层三个
层次筛选出建业森林半岛社区为高端代表，地方房

地产公司建立社区为中端代表，城市拆迁周转房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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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为基层代表，共５４个社区（每个区域高端：中段：
基层比例为１２３）居民作为研究对象，走访社区
办公室，问卷调查社区居民。

（二）研究方法

１．文献资料法
广泛阅读党报、中原人文刊物等，深入领会健康

中原概念，学习中原城市群相关政策，领会中原城市

群的划分范围等。

２．问卷调查法
发放开放式问卷调查表，提出问题，如：“请您列

举出你们社区体育当前做的工作中你最满意和不满

意若干点”等，走访选出的９城市５４个社区居民，回
收共１０８０份问卷调查表（保证每小区２０份），将调查
表居民所选出的答案进行归纳汇总，并列成表格。

３．专家访谈法
探访国家级以上社会体育指导员和地方城市群

社会体育办公室一线人员，进行座谈，将问卷调查筛

选的要素和专家讨论，请专家给予权重划分。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健康社区是“健康中原城市群”构建的基

本要素

关于如何界定社区，《社会体育学》中提出以下

概念：“所谓社区就是聚居在一定地域中的人群的

生活共同体，社区居民以多种社会关系进行结合，从

事经济、政治、文化等活动，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区

域性的社会实体。”［２］就是说，社区是由聚集在某一

地域中的社会群体、社会组织所形成的一个在生活

上互相关联的社会实体。只是社区这种实体的界限

有时并不是很分明，甚至存在包含的关系。

社区体育是构建健康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

是人群健康、环境健康，还是社会健康，都需要社区体

育的蓬勃发展来促进，社区体育在人的健康塑造、社

区人际关系和谐打造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国社区体育研究开始于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中
期，当时由小城镇的体育研究引发出社区体育的概

念。［３］后来，包括中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等科研单位

提出了中国城市发展模式研究，进一步促进了针对

于社区的研究，社区体育作为城市文化重要组成要

素也成为主要研究对象。特别是１９９５年《体育法》
和《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出台，促使学者将社区体

育的性质、功能进一步明确。［４］

近年来，针对社区体育的研究已经取得不菲的

成效，公益性体育设施建设取得可喜成果，社区体育

健身组织建设有新进展，群众健身活动空前活跃，社

区体育法规制度不断完善，崇尚健身已成社会风尚

等。但还依然存在问题，如缺乏相关机构强有力的

组织管理，缺乏与之配套的场地设施，缺乏大量的社

区体育指导员从事志愿服务等。［５］

顺应当前社区发展的需要，并立足于中原区域

特色，积极关注国内乃至于国际上比较成熟的社区

体育发展现状，选择出相关发展要素，既能够为中原

城市群社区体育发展提供方向，同时也为社区体育

监管部门的考察提供依据。

（二）适合中原城市群社区体育考评体系的建

立既要顺应发展又要立足现实

１．社区体育考评体系需要切实可行的政策保障
措施

社区体育需要相关政策的扶持，需要地方体育

局社会体育管理中心的监管，每一个社区都需要固

定的社区体育管理机构，机构的设置应该包括健全

的制度、专职的管理人员和政府给予的优厚条件，这

些条件主要包括资金扶持和专职人员待遇的提

高。［６］

社会体育的发展依赖于社区体育部门的宣传力

度，将社区居民从房间里面走出来、健康交流，需要从

居民的内在需求出发，需要提高每一位居民的参与动

机，利用互联网手段加强多媒体和自媒体的宣传，建

立微信群、主题公众号，加强社区板画制作，鼓励实体

表演等方式、方法将社区体育的优势深植人心。

地方政府加强扶持政策的出台，要求社区建设

增加居民健身场所的面积，要求社区附近的学校、工

厂定时为附近居民开放，要求运动场地定期派固定

人员排查和维修，并设立维修专项基金等。

２．社区体育考评体系需要引进与时俱进的特色
项目

社区体育的发展归根结底是社区人的参与度和

社区体育项目设计的科学性。研究认为项目的基础

化、时代性和项目是否具有地区特点是评价项目设

置优劣的标准。

社区体育基础化，即社区体育本着从健康预防、

健康治疗和疾病防治的基本点出发，既关注居民的

身体健康，也关注居民的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度。

所有项目的设置应能够利用社区的优势资源，

有篮球场的社区发展篮球运动，有河流社区发展水

上项目，做到因地制宜，百花齐放。项目的设计应突

出区域特色，例如焦作要突出太极拳文化，洛阳突出

网球文化，许昌重点发展三国文化等。所有项目的

参与比例是社区体育发展的重要体现。

社区体育项目设置要突出时代特点，老年人群

体、青年人群体和儿童群体都要求有适合年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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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项目。项目的设置应该与国际化、城市化接轨，积

极创新，大胆改革吸引社区居民参与，促进社区体育

发展。

３．社区体育考评体系需要因地制宜的健康传播
载体

社区体育政策保障措施的实施和具体社区体育

工作的安排均离不开载体的务实开展。因此健康传

播载体在社区体育考评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具

体来说载体主要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考察：

第一是技术人员的配备。社会体育需要适当比

例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进行指导，社会体育指导员参

与专业管理、项目的具体指导和专业的培训工作。

第二是一定数量的运动协会构建。考察运动协会有

没有突出常规化、多样化和规范化的特点。第三是

各类活动举办有没有体现出定期化、规范化和参与

人群固定化的特点。

４．社区体育考评体系框架的构建
根据调查研究分析结果，研究小组制订如图１

所示社区体育目标体系。

图１　社区体育目标体系

　　四、政策建议
（一）社区体育考评体系的构建需要与区域特

色相结合

中原城市群涵盖包括郑州在内的八个城市。中

原文化博大精深，各个地区的文化都各具特色，例如

郑州的商都文化、焦作的太极文化、许昌的三国文化

等等这些文化所涵盖的社区文化包罗万象。不同区

域社区居民的要求也各具特色。在这种形势下。我

们打造中原社区体育考评体系就应该站在党的十九

大思想高度来理解。只有我们深刻理解、准确把握

新时代我国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在继续推动发展的

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通过

构建具有包容性和指导性的考评体系，才能更好地

引导社区体育建设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

地满足人民在体育文化的需要，才能更好地解决现

实矛盾。

（二）社区体育体系考评体系的落实需要政府

的统一领导，需要相关行政部门的配合

之所以建立一套考评体系，既是为契合中原文

化发展而提出的目标性建设，也是为了通过将指标

进一步量化、给社区体育工作建设提供公平考评的

标准。本考评体系的２７个要素均占有不同的权重，
概括起来，这些指标需要我们体育部门、卫生部门、

宣传部门、基建管理部门的紧密结合。需要调动财

力、人力实现信息化、团体化、广泛化。这些目标的

实现需要政府高度重视，统一协调。

（三）社区体育考评体系技术指标需要涵盖多

项技术

社区体育的完善需要网络信息化的支持，只有

实现社区体育和网络信息的一体化，才能将社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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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宣传和引导做到位，才能有效整合场地资源。

社区体育的发展和完善需要科研单位的支持，

只有将社区体育和地方体育科研所、体育类高校实

现一体化，才能促使未来指标量化的目标得以实现，

才能保证社区体育得到与时俱进的发展。

社区体育的发展需要卫生健康技术的支持，社

区体育最基本的目标就是实现居民的身体和心理的

完全健康。社区体育只有和附近医院，保健所等部

门实现一体化运作，才能给人民群众提供更为有效

的帮助。

五、结论

（一）无论从中原城市群发展的需要还是从党

中央、省委省政府方针政策落实来看，中原城市群的

打造和革新需要建立健全的健康城市群体。

（二）加快社会体育的发展，促使社区体育的完

善，以卫生和体育部门为主，整合其他职能部门的力

量，制定健康的规划措施，是健康城市持续发展的基

础，是提高国民健康素质的保证，也是构成健康中原

城市群的基础要素。

（三）根据开放式问卷采集数据和最终的专家

认定结果，汇总７２条标准，本小组最终通过数据统
计分析，将影响因子概括为３个方面，９大层次，共
２７个要素。

建设“健康中原”不是卫生、体育，或者其他任

何一个部门单独能实现的，它强调充分发挥一切可

以利用的力量促进人类的健康。［７］

社区体育考评体系的建立为社区体育的发展指

明了方向，为相关监督部门的考评提供了依据。未

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将相关考评要素加以量化，会帮

助相关社区探索核心发展要素，进一步为相关部门

考评工作的量化评比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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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议定书中的超 ＷＴＯ和
负 ＷＴＯ规则的正当性缺失问题及其解决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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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入世议定书中含有大量超 ＷＴＯ和负 ＷＴＯ规则，世贸组织在制定超 ＷＴＯ和负
ＷＴＯ规则时不经过正式的规则修正程序就增加加入成员国在世贸组织的基本条约下的义务。超
ＷＴＯ和负ＷＴＯ规则制定上的无规性违反ＷＴＯ的实质公平与程序公正原则，并引发诸多贸易争端。
入世议定书中的超ＷＴＯ和负ＷＴＯ规则的正当性问题凸显。如何保障入世议定书中的超 ＷＴＯ和
负ＷＴＯ规则的正当性是学界亟需研究解决的问题。入世议定书中的超 ＷＴＯ和负 ＷＴＯ规则的制
定应遵循实质公平原则和新旧成员权利义务统一原则，颁布其权威解释，增强其透明度，是解决其正

当性缺失问题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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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入世议定书中含有大量超ＷＴＯ和负ＷＴＯ

规则，加入议定书中的超 ＷＴＯ和负 ＷＴＯ规则扩大
和修改了适用于已加入成员国的 ＷＴＯ多边贸易协
议中的行为规则。入世议定书中的超 ＷＴＯ和负
ＷＴＯ规则使中国比原来的ＷＴＯ成员国遵守附加的
更严格的行为准则。ＷＴＯ制宪条约，即建立世贸组
织的马拉喀什协定（ＷＴＯ协议）只规定当一个国家
和 ＷＴＯ成员国之间协商同意此条款方可加入
ＷＴＯ。世贸组织协定禁止对其条文进行保留，只许
可在其附件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保留，任何对 ＷＴＯ
多边条约的修正都必须遵循一整套严格程序。因

此，修改ＷＴＯ法律规定的入世议定书中的超 ＷＴＯ
和负ＷＴＯ规则条款不能归入保留或修改的类别。
尽管入世议定书中的超 ＷＴＯ和负 ＷＴＯ规则普遍
存在，但是其合法性和正当性的问题却没有解决。

如何保障入世议定书中的超 ＷＴＯ和负 ＷＴＯ规则
的正当性是学界亟需研究解决的问题。入世议定书

中的超 ＷＴＯ和负 ＷＴＯ规则的制定应遵循实质公

平原则和新旧成员权利义务统一原则，颁布其权威

解释，增强其透明度，是解决其正当性缺失问题的有

效路径。

二、入世议定书中的超 ＷＴＯ和负 ＷＴＯ规则的
正当性缺失的流弊

（一）入世议定书中的超 ＷＴＯ和负 ＷＴＯ规则
的正当性缺失

加入承诺构成入世议定书中的超 ＷＴＯ和负
ＷＴＯ规则的主体与来源，是加入条款的一部分，载
于加入国的加入议定书中。世贸组织已经形成了要

求其加入的成员对其加入时的承诺承担义务的惯

例。因为各加入国承诺的范围和内容各不相同，所

以ＷＴＯ中各加入国的超 ＷＴＯ和负 ＷＴＯ规则也迥
异，各加入国承担的超 ＷＴＯ和负 ＷＴＯ义务也不
同。许多超ＷＴＯ规则义务超出 ＷＴＯ协议中所涵
盖的义务（超ＷＴＯ条款），包括对国内经济改革、外
国直接投资、税收政策、健康和环境法规、知识产权

保护、透明度和正当程序、外交政策的承诺。［１］有些

负ＷＴＯ规则需要加入国家放弃其基于 ＷＴＯ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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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利（负 ＷＴＯ条款），如此规定的最突出的例子
是特殊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的条款。通过运

用这些超ＷＴＯ和负ＷＴＯ规则以达致减损 ＷＴＯ协
议的基准而实现对加入国产品不利之目的。［２］

在中国加入ＷＴＯ之前的加入协议的案文遵循
最小变化的标准格式，超出多边贸易协定要求的超

ＷＴＯ和负ＷＴＯ规则的类型相当有限。工作组报告
中所载国家的具体承诺都以引用方式加入各项议定

书中，这些超 ＷＴＯ和负 ＷＴＯ规则主要涉及复边贸
易协定、私有化、次级中央政府和透明度。［３］然而，

随着中国２００１年加入，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同
于任何以前的加入协议，中国加入协议不是标准化

文件。相反，中国加入协议的文本包含十八条含有

七个附件的实质性条款部分（不包括货物和服务减

让时间表）。［４］另外，中国加入议定书还涵盖了中国

工作组报告中的１４３段具体承诺。［５］这些规则规定
了大量的扩大、修改或偏离 ＷＴＯ协议条款的中国
特定规则。［６］这些规则中的大多数是超 ＷＴＯ规则，
即规定比ＷＴＯ协议的要求更严格的义务规则。其
涵盖范围广泛，从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承诺，

到国家治理模式的具体承诺，甚至到直接投资待遇

和其他不符合关贸总协定或服务贸易总协定清单的

商业让步。［７］中国某些具体的国家特定规则是负

ＷＴＯ规则，允许成员在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中背离现
行的世贸组织原则。这些负 ＷＴＯ规则包括特殊的
贸易救济规则，允许其他成员在反倾销和反补贴措

施中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主体，并在歧视的基

础上对中国产品实施保障措施。虽然其中一些规则

有施行的截止日期，但大多数中国的特殊规定都是

永久性的。①中国加入协议明显地修改了 ＷＴＯ中关
于中国贸易行为方面的规则。尽管与标准大相径

庭，中国加入议定书仍然是世贸组织协定“不可分

割的组成部分”。［８］

中国入世后，世贸组织已恢复使用加入议定书

的标准化文本，但继续要求加入国家承担更多的规

则承诺的做法却继续下去。②现在的标准做法是在

工作组报告中规定所有的国家具体规定，并通过引

用将其纳入加入议定书，而不是将其列入加入议定

书的主要文本。以２０１２年俄罗斯加入为例。俄罗
斯加入议定书的主要内容只包括１０个标准段落，但
通过引用纳入俄罗斯工作组报告１６３个段落中的附
加承诺。俄罗斯工作组报告长度为６１２页，总共包括
１４５１段。相比之下，中国工作组报告只有１７６页和
３４３段。自从中国入世以来加入ＷＴＯ的规则发生了
巨大变化。现在，要求加入国履行不属于多边贸易协

定部分的规则的各种国家特定规则是ＷＴＯ的标准做
法，且成员国也不再质疑这种做法的适当性。③

由于入世议定书中的超 ＷＴＯ和负 ＷＴＯ规则
对加入的成员设置了与世贸组织多边协定的要求所

不同的和更严格的行为规则，减损了 ＷＴＯ非歧视
原则，导致对加入成员的不公正对待。在体制层面

上，世贸组织从未提供其加入成员实行与创始成员

不同的法律标准的原因。世贸组织上诉机构也未阐

明有关入世议定书中的超 ＷＴＯ和负 ＷＴＯ规则正
当性存在的统一和明晰的理由。到目前为止，在入

世议定书中的超 ＷＴＯ和负 ＷＴＯ规则所引发的问
题上正确认识的缺乏导致 ＷＴＯ加入规则方面的争
端日益增多，ＷＴＯ条约框架下入世议定书中的超
ＷＴＯ和负ＷＴＯ规则正当性的不明确状态致使已加
入的成员与其他成员在权利和义务上的不确定性产

生。由于ＷＴＯ加入议定书中超 ＷＴＯ和负 ＷＴＯ规
则的正当性缺乏一个有说服力的理论，这已经在实

践中产生不良的后果。

（二）入世议定书中的超 ＷＴＯ和负 ＷＴＯ规则
正当性缺失的弊端

入世议定书中的超 ＷＴＯ和负 ＷＴＯ规则已经
引起２０多个 ＷＴＯ争端，其中大部分涉及中国。④

２００６年，在中国汽车零部件案中这类诉求首次提
出，投诉人指控中国违反工作组报告中关于汽车零

部件的国家特定规则。尽管加入议定书不是 ＤＳＵ
下的“附属协议”，但专家小组在 ＷＴＯ争端解决中
认可入世议定书中的超 ＷＴＯ和负 ＷＴＯ规则的强
制性。此后，一系列针对中国的索赔诉求在中国的

超ＷＴＯ和负 ＷＴＯ规则的承诺的基础上提出。其
中包括：中国财务信息服务案，其中载有关于中国对

服务部门的独立监管的具体承诺的要求；中国出版

物和视听产品案，其核心诉求是中国违反有关贸易

权的加入承诺；中国补助、贷款和其他奖励措施案，

其中包括中国不对农产品出口补贴的承诺；中国税

收案，其中包括中国对补贴和内部措施的具体承诺

的要求；中国风电案和中国汽车零部件补贴案，其中

包括中国对透明度的特殊承诺的要求；中国原材料

案和中国稀土案，这两个是针对中国出口关税特别

承诺备受瞩目的案例；中国纺织品案，是墨西哥提出

的一项争议，声称中国违反了工作组报告中载入的

３８项加入承诺。
中国还提起了一些涉及加入议定书中负 ＷＴＯ

规则的投诉。其中包括：根据中国加入议定书对美

国采取的特别保障措施的一起案件；对欧盟对中国

产品的反倾销措施的两次投诉；对美国对中国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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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的四起案件。在所有这些案

件中，中国声称被诉方措施与加入议定书的国家特

殊贸易救济规则不一致。除中国以外，有至少两名

加入的成员卷入了有关加入议定书的 ＷＴＯ争端。
一个是亚美尼亚，其关于关税和内部税收的具体加

入承诺已成为乌克兰在此争议中提出索赔的法律依

据。另一个是对美国提出了两个单独案件的越南，

其中包括美国对越南虾的反倾销措施与越南加入议

定书的反倾销条款不符。

（三）入世议定书中的超 ＷＴＯ和负 ＷＴＯ规则
正当性缺失的实质

入世议定书中的超 ＷＴＯ和负 ＷＴＯ规则正当
性问题的实质是歧视。世贸组织在对加入成员的待

遇不太优惠的情况下，需要提供这样做的清晰的理

由（程序公平），这样的理由需符合 ＷＴＯ的目标和
原则，也符合国际法基本原则（实质公平）。入世议

定书中的超 ＷＴＯ和负 ＷＴＯ规则正当性不能单靠
国家的同意。加入国在其加入议定书中同意超

ＷＴＯ和负ＷＴＯ规则的事实本身并不适用于这些规
则。相反，理由必须来自理性，来源于实质和程序上

的公平性，即国际社会更基本的价值观。

应该明确的是，入世议定书中的超 ＷＴＯ和负
ＷＴＯ规则的制定不一定都是歧视性做法，并不是所
有入世议定书中的超 ＷＴＯ和负 ＷＴＯ规则都是歧
视性的。如欧盟的加入条约通常包含加入国家的国

家特定规则。这些规则旨在使加入国的法律完全符

合欧盟法律，或提供暂时减免欧盟法律的过渡措施，

以促进加入国家的一体化。［９］因此，欧盟加入条约

中的国家特定规则与国际联盟的原则和目标是完全

匹配的，也不会引起歧视问题。同样，加入世贸组织

议定书的许多国家的特定规则只是在加入国家的背

景下阐述了世贸组织协定的规定，要求加入国家将

其具体的法律和惯例纳入 ＷＴＯ协议。如此的规则
并非歧视性（只要符合世贸组织协定有关规定），无

需进行特别的合法性关切。

问题在于超ＷＴＯ和负 ＷＴＯ的规定，与原来的
成员相比，对加入成员实行不利的待遇。［１０］从程序

公正的角度而言，不利的待遇必须由理性解释。然

而，加入议定书很少阐述其加入 ＷＴＯ的最新规定
的理由。事实上，世贸组织从来没有承认这些加入

条款是世贸组织法律中对最惠国待遇条款的另一类

克减。⑤认为此种类别的最惠国待遇克减的存在是

一个“不方便的真相”，而避免讨论。⑥对加入规则的

矛盾的官方态度可能有助于在世贸组织中忽略对这

些规则制作中心目录和索引。没有中心目录，就难

以知道目前存在多少这样的规则，以及它们的确切

内容。因为这些规则中的许多都是非标准的法律语

言，分散在个别加入成员的冗长的工作组报告中。

缺乏明确的理由和透明度的加入规则也违反了程序

公正的基本准则。

在实质上的公平性方面，对加入的成员国加上

附加规则可能存在两种理由。第一种理由是需要调

整竞争环境。如果加入国家存在有可能会对其他成

员的贸易利益产生不利影响的系统性问题，而且不

能得到世贸组织协定的有效管理，那么旨在抵消这

种不利影响的特定规则可能成为实现世贸组织成员

实质平等的机制。这个论点特别可以用来证明与计

划经济体制有关“非市场条件”的某些负 ＷＴＯ规
则。该论点的主要问题在于缺乏一个连贯的世贸组

织规定的理论。“市场经济”和“非市场经济”不是

世贸组织协定中使用的概念。这些条款在中国加入

协议中首次出现。当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尽管市

场在政府的重大影响下运作，但已经开发了功能性

的国内市场。即使假设中国经济中的“非市场”因

素可能会扭曲贸易，不能按照世贸组织协定的正常

规则进行有效的管制，中国加入议定书未能提供有

针对性的来处理这些因素的方式。例如，“非市场

经济”条件的存在被认为是中国议定书中特别反倾

销和反补贴规定的理由。然而，没有任何解释为什

么特别反倾销规则有效期为１５年，这是一个任意选
择的时期，而特别反补贴规定则是无限期的。最极

端的情况是中国的特殊保障措施。虽然这个明确的

歧视性机制违反了世贸组织多边保障措施的每项原

则，但其合理性无法在任何一项 ＷＴＯ文件中找到
理由。在负ＷＴＯ规则中原则和一致性的缺乏背离
了这些规则的真正本质。这些规则在实践中已经成

为保护主义而不是调整竞争环境的手段。第二种理

由是促进贸易自由化。由于更加严格的超 ＷＴＯ规
则提高了世贸组织的基准水平，可以说这种规则推

动了世贸组织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而

言，这一论点与优惠贸易协定相似。根据世贸组织

的法律，成员国可以并在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内

相互给予优惠待遇，但不适用最惠国待遇。最惠国

待遇减损的最主要的理由是，贸易协定增加了贸易

自由化。许多优惠贸易协定还规定了超越 ＷＴＯ协
定范围的规则。然而，加入协议中的超 ＷＴＯ规则
和优惠贸易协定中的超 ＷＴＯ规则之间存在重大差
异。最重要的是，优惠贸易协定中的超 ＷＴＯ规则
并不是由ＷＴＯ规定和执行的。加入优惠贸易协定
是ＷＴＯ成员的权利，而不是义务。相比之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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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ＴＯ规则是在 ＷＴＯ体制中建立的。事实上，加入
协议中的超 ＷＴＯ规则仅仅是减损被 ＷＴＯ授权的
最惠国待遇的唯一方式，所有其他 ＷＴＯ法律项下
的最惠国待遇的例外都是允许的。贸易自由化似乎

是不够证明这种系统规定的歧视是正当的。这是特

别考虑到大多数加入的成员国是发展中国家，根据

ＷＴＯ法律，这些国家应该被赋予额外的政策空间，
而不是受到更严格的规则约束。

三、入世议定书中的超 ＷＴＯ和负 ＷＴＯ规则正
当性缺失问题的解决路向

入世议定书中的超ＷＴＯ和负ＷＴＯ规则正当性缺
失问题如何解决？本文拟就此提出一些可行性建议。

（一）依循实质公平原则制定超ＷＴＯ和负ＷＴＯ
规则

世贸组织也可以提前通过一套决定提高所有新

来者的行为准则水平的超 ＷＴＯ标准。这些标准可
能包括超出 ＷＴＯ规定范围的对出口关税的约束，
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民待遇，以及对国内监管体

系的透明度和正当程序的更严格要求等的超 ＷＴＯ
标准。考虑到每个申请国的具体情况，可以按世贸

组织的加入标准与加入国谈判新的义务。世贸组织

可以选择将新加入的成员视为与原成员不同的层

级，并对其加以更严格的规定，前提是这种差别待遇

是以一套预先确定的标准为基础，而不是通过特设

规则制定的。此时，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层级享有

差别待遇，允许其在 ＷＴＯ法律框架内制定优惠贸
易协定。世贸组织成员之间所实行的最惠国待遇原

则的差别待遇局限于 ＷＴＯ的一个或多个目标的要
求，并且是按照一定的条件给予的。这种做法将以

统一规范的方式推广超 ＷＴＯ规则的制定原则，从
而减少加入制度的合法性的不足。

（二）遵循新旧成员权利义务统一原则制定超

ＷＴＯ和负ＷＴＯ规则
加入议定书仍然可以规定具体国家的超 ＷＴＯ

或负ＷＴＯ的规则，但这些规则不能超出现有 ＷＴＯ
协议的范围。如果希望采用超 ＷＴＯ或负 ＷＴＯ的
规则，则必须证明其适用的原则与原成员适用的原

则相一致方为有效。为了防止加入 ＷＴＯ中制定无
原则性的规则，“ＷＴＯ协定”需要将加入的条款设定
一些限制。在这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了一

个很好的模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董事会有广泛的

权力规定适用于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的条

款，但这些术语“应基于与已经适用在其成员的其

他国家的原则相一致的原则”。可以在“ＷＴＯ协定”
第十二条第１款中增加类似的条款：“任何国家，可以

按照本协议及其和ＷＴＯ之间的条款加入本协议。这
些条款应以与适用于世贸组织已加入成员的原则相

一致。”根据这一规定，声明世贸组织协议对原始成员

和后加入成员“在任何方面都不区分”。［１１］

（三）增强超ＷＴＯ和负ＷＴＯ规则的透明度
在系统层面上，如果不了解所有偏离 ＷＴＯ协

议的超ＷＴＯ和负ＷＴＯ规则，那么，对 ＷＴＯ条约法
的理解也是不完整的。鉴于非歧视性原则和透明度

原则是世贸组织的两项基本原则［１２］，所以世贸组织

对最惠国待遇进行减损的超 ＷＴＯ和负 ＷＴＯ规则
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缺失。应该敦促世贸组织秘书处

主动编制超越或违反世贸组织协定条款的所有国家

的超ＷＴＯ和负 ＷＴＯ规则。在这一领域需要更多
的透明度是显而易见的。目前尚未明晰国家特定规

则的数量，以及它们的确切内容。虽然所有的加入

协议和工作组报告是公开的，但是对于每个加入的

成员而言，确定国家的超 ＷＴＯ和负 ＷＴＯ规则并不
容易，因为这些规则通常为加入成员以非标准法律

语言表述的具体“承诺”，并分散在冗长的工作组报

告中。在最基本的层面上，由于所有具体国家的超

ＷＴＯ和负 ＷＴＯ规则都是“ＷＴＯ协定”的“组成部
分”，所以应该被公众所了解。以集中和系统的方

式发布这些规则将有助于交易者监控其合规性。世

贸组织可以采取步骤从程序上使其加入规则的制定

更加透明化，以便根据程序公平提高其合法性。提

高系统透明度的第一步是将所有国家的特定规则承

诺进行编译和编目，并在世贸组织官方网站上出版。

为完成此汇编，世贸组织秘书处应努力确定所有国

家的超ＷＴＯ或负 ＷＴＯ规则的具体承诺，并将其纳
入世贸组织分析索引进行正式公布。

（四）颁布超ＷＴＯ和负ＷＴＯ规则的权威解释
通过条约解释可以缓解超 ＷＴＯ和负 ＷＴＯ规

则在无原则性制定问题上的不利后果。根据《世贸

组织协定》的规定，部长级会议和总理事会有权对

ＷＴＯ规定作出解释。如果总理事会可以对加入议
定书和世贸组织协定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对加入议

定书的超 ＷＴＯ义务作为关贸总协定／服务贸易总
协定的一般例外情况等问题，作出权威的解释，那将

能有效解释国家特定规则的合法性问题。专家小组

和上诉机构应主要承担起解释加入协议的任务，需

要对入世制度的历史和政治现实有清晰的认知。同

时，需要明晰超 ＷＴＯ和负 ＷＴＯ规则是构成 ＷＴＯ
法律最惠国待遇条款减损理由的新类别。虽然世贸

组织司法机构可能没有权力宣布一个不合理的国家

超ＷＴＯ和负ＷＴＯ规则“违宪”，但其确实有权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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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来解释规则，以尽量减少其破坏性影响。这种

解释方式将完全符合《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所编纂

的国际条约解释规则。如果世贸组织司法机构愿意

采取基于上诉原则来解释国家的特定规则，将有助

于补救ＷＴＯ加入制度中的合法性危机。

注释：

①持续时间有限的负ＷＴＯ规则为：“非市场经济”的反倾销
措施（１５年），特定产品保障机制（１２年）和特殊纺织品保
障（７年）（中国加入协议第１５与１６段，和中国工作组报
告第 ２４２段）。具有内置到期日的超 ＷＴＯ规则是过渡性
审查机制（１０年）（中国加入议定书第１８段）。

②中国加入以来，已有１６个国家加入ＷＴＯ。所有加入成员
的加入文件可在 ｗｗｗ．ｗｔｏ．ｏｒｇ／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ｈｅｗｔｏ＿ｅ／ａｃｃ＿ｅ／ａｃｃ
＿ｅ．ｈｔｍ查阅。

③在《秘书处说明 ２０００版》中，有人质疑这种做法是否合
适，但不再出现在其后续版本中。

④关于涉及加入协议的世贸组织争端清单见 ｗｗｗ．ｗｔｏ．ｏｒｇ／
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ｒａｔｏｐ＿ｅ／ｄｉｓｐｕ＿ｅ／ｄｉｓｐｕ＿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ｄｅｘ＿ｅ．ｈｔｍ？
ｉｄ＝Ａ３０。

⑤见世界贸易体系基本原则及其主要例外情况的解释的网
站，ｗｗｗ．ｗｔｏ．ｏｒｇ／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ｈｅｗｔｏ＿ｅ／ｗｈａｔｉｓ＿ｅ／ｔｉｆ＿ｅ／ｆａｃｔ２＿ｅ．
ｈｔｍ，并解释加入过程，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ｔｏ．ｏｒｇ／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ｈｅｗｔｏ＿
ｅ／ａｃｃ＿ｅ／ａｃｃ＿ｅ．ｈｔｍ。

⑥加入会员国政府可能不希望强调其接受的加入 ＷＴＯ义
务，以免事实上在国内引起政治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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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信访不信法”式思维到公民法治思维的转变

闫　敏
（华东政法大学 法律学院，上海 ２０００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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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闫敏（１９９１—），女，山东临沂人，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学理论。

摘　要：信访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重要制度，在整个社会中起到了“安全阀”的作用。因为公民
通过“上访”这种活动，社会的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化解。然而随着社会的转型，人们过度依赖信访

制度来调解社会的纠纷，并因此出现了“信访不信法”的现象。而这种现象背后体现的是人们所形

成的一种“信访不信法”式思维，这种思维会形成一种定势进而对我们公民的法治思维产生一定的

冲击作用。从根本上来说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思维，前者具有实质理性的特征因而更接近人治思

维，后者具有形式理性特征。自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部署，相应地公民法治思维开

始得到重视。因而如何让部分群众从“信访不信法”式思维转变成具有法治思维和法治意识的公

民，是依法治国的重点也是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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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
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

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

动。①信访制度在我国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

制度，是我们党根据群众路线而建立起来的一项制

度。这项制度从创立之初就带有浓浓的中国特色，

因为从革命时期开始我们党就保持着与人民群众的

密切联系，而这一传统从革命时期一直延续到了新

中国成立之后。因而信访制度是我们党与群众保持

密切联系的制度见证，更是历史见证。我国公民也

将信访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维权制度。信访制度的

建立立足于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理论，该理论的重要

来源就是对于资本主义官僚制的批判及其民主思想

的继承和对中国王朝更迭历史的反思。在此基础之

上，我们选择的政治制度是以人民群众的参与为基

础的，人民群众参与政治制度是我们社会主义人民

民主的重要体现。因此，信访制度充分体现了社会

主义人民民主的本质要求。［１］

一、信访制度的发展

我国信访制度的正式起点要从１９５１年政务院
颁布的《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人民工作的决定》说

起，它奠定了信访制度的基础。在此之后我国的信

访制度一直延续至今，其中１９９５年国务院颁布的
《信访条例》使信访制度更加规范化与制度化。进

入２１世纪之后，国务院又在原来《信访条例》的基
础上重新修定，于 ２００５年推行新的《信访条例》。
我国的信访制度从建立到现在，应星教授认为它经

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１９５１年６月—１９７９
年１月）是大众动员型信访阶段；第二阶段（１９７９年
１月—１９８２年２月）是拨乱反正型信访阶段；第三阶
段（１９８２年２月至今）是安定团结型信访阶段。［２］应
星教授对信访制度三个阶段的划分体现了信访制度

功能在不同时期所起的作用不同。该制度建立的初

期主要是起到动员群众的政治功能，通过人民群众

对于党员干部的监督检举与揭发，从而起到净化党

员干部队伍并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功能。随着我国

社会的发展和转型，群体性事件的频发使信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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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某种程度的失效，政府控制信访活动成为了主

要的任务。唐皇凤将信访制度功能变化总结为：信

访制度建立之初是对官僚制度的监督、对民意的及

时掌握以及缓和政治冲突，主要是起到政治缓冲的

作用，而到了后期信访制度开始逐渐成为政治控制

功能中的主要制度要素之一。［３］另外，我国学者肖

萍在对信访制度功能定位的研究中提出了信访制度

的“实然功能”与“应然功能”的划分，她认为信访制

度的“实然功能”包括沟通功能、监督功能、调节功

能和救济功能，并且认为前两者才是信访制度所应

该具有的功能，而后两者不应该是信访这种制度所

应该具有的功能，后两者超出了信访制度的功能定

位；而“应然功能”是指信访制度应该具有监督功

能，沟通功能和安全阀功能。［４］于建嵘博士也曾谈

到：“信访制度本质应当是收集和传达老百姓民意

的一种制度设计，相当于一个秘书的角色。但现在

却成了老百姓最后一种救济方式，而且被视为优于

其他行政救济甚至国家司法救济的最后一根救命稻

草。”②

通过对以上学者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到我国的

信访制度从最开始的作为党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

手段到逐步发展成为群众化解纠纷的惯用方式。随

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我国曾
经几次出现“信访洪峰”现象。基本上每年要进行

上访的人数呈现递增的趋势，并且上访者的身份越

来越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也即全社会各个阶层参与

上访的群体越来越多。伴随着上访人数量增大的后

果是，上访越来越非制度化，如出现了集体上访、闹

访、重复上访和越级上访的现象。更为严重的是在

上访过程中上访者与政府机构的冲突增多，对抗性

增强。通过以上过程的演变，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很

多群众将信访方式作为维护权益的思维惯性和行为

方式［１］。渐渐地“信访不信法”式的思维是很多群

众选择解决纠纷的出发点，更是落脚点，而司法救济

途径排在其后，这显然与我国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是相违背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以全会形式

专题讨论依法治国，并且通过了《中共中央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同时强调“提高

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

二、“信访不信法”现象及其形成的思维定势的

原因

“信访不信法”式思维是伴随着信访制度功能

变化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毕竟最开始的信访大部

分是从其政治功能的角度来动员社会大众与党中央

的领导密切配合，政治职能为当时的信访制度存在

提供了一个政治根基。但是随着社会的转型与我国

的改革开放，信访制度的功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

原来的监督与联系功能发展为救济和调节功能。这

其中最根本的原因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关，社

会各阶层的矛盾在此阶段更加尖锐，并且都是为了

维护自身的发展利益，因而信访的政治功能开始弱

化，其救济和调节功能逐步随着社会的发展得到强

化。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信访不信法”式思维是

一个逐步积累并强化的过程，从最开始的功能转型

到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这一时期，信访制度可以

说是我国公民权利救济的重要途径。不可否认信访

制度在此期间内发挥了它重要的调节纠纷的功能，

尽管该功能不是制度设计者的初衷，但是它确实起

到了一定化解社会纠纷的重要功能。作为一种社会

救济途径，信访具有高效与快捷的特点，一旦通过信

访方式反映的情况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群众的很

多纠纷问题就会得到解决。因而信访在整个社会生

活中被很多民众看成是非常重要的救济制度，这种

“信访”救济式思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是社会所

普遍共有的思维状态。笔者认为从改革开放到我国

倡导建立法治国家这一期间内，是“信访”救济式思

维高度发展的时期，因为相比较其他的权利或是纠

纷解决途径来说，信访具有灵活性、广泛性和及时性

的特点。［５］而其他权利救济途径如司法救济在此阶

段没有充分发挥其作用，使信访救济这种方式在此

阶段发展迅猛，从本质上来说这与我国法治建设起

步晚有很大的关系，在法治发展没有得到全社会足

够重视的前提之下，我们对通过司法途径救济自身

权利的方式是生疏与模糊的。

对此童知伟教授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国的

主体制度未能满足社会正义的需求。因而处于次要

地位的政治制度被经常用来部分地取代主体政治制

度，甚至超越主体政治制度，成为推进社会正义的

“惯常体制”。［６］信访制度在政治制度中应该处于补

充的地位，但是因主体制度如人大制度、司法制度不

能提供并充分发挥其救济功能，让处于补充功能的

信访制度反倒成为了解决社会纠纷的主要途径，这

样整个社会的制度安排出现了错位现象。这主要是

从政治制度发展的角度来看信访得以快速发展的原

因。

从我国的文化传统来看，信访制度成为社会主

要制度有其历史原因。我国从古代开始就是“人

治”社会，群众一般对官员抱有敬重之情，把很多的

纠纷的解决寄托在这些官员身上。从老百姓对官员

的称呼“父母官”就能体现出，普通民众对于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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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官”解决纠纷抱有期望。儒家所倡导的“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通过个人修养的境界进

而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因此从社会治理能力来

看，根据儒家思想只要个人的德行和修养到达一定

境界，那么社会的治理肯定是会得到认可的。在社

会生活中更多的是通过德治的方式而不是靠法治来

治理社会，而德治要依靠官员的自身素质和品德修

养，因而这种德治之下的社会治理模式从本质上讲

是人治的体现。而信访制度本身也是依靠相关政府

官员的批示或是得到相关机构的重视，从而纠纷得

以集中处理。可以说，信访就是传统的德治思想的

变形体现。［７］就像温家宝总理所说的那样：“上访，

它所体现的不是法律的程序，还是寄托在人，寄托在

领导人的批示，应该说在某种意义上还带有人治的

封建色彩。”［８］

三、“信访不信法”式思维对社会的影响

近年来部分群众解决纠纷的方式越来越依赖信

访，总是觉得信访才是主要的维权手段。于是“信

访不信法”的现象愈演愈烈。逐渐地这种个别信访

行为开始转化为整个社会的信访行动，因为个别人

的行动会起到一个带头作用。就像“破窗效应”带

来的结果，只要有人开始破坏窗户，之后就会有很多

人也破坏这扇已被破坏的窗子。毕竟信访这种行为

方式虽然有《信访条例》对其进行规制，但是从社会

实际操作来看很少有人会去研究并遵守它。因为通

过信访方式是完全不同于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纠纷

的，司法途径强调的是一种规范性即对于不同的主

体普遍适用并且具有可预期性。而通过信访方式解

决纠纷却更多地体现的是处理纠纷结果的差异性与

特别性。正是这种处理结果的差异性进一步激发了

上访者的上访热情，因此久而久之，部分社会群众会

形成一种思维方式也就是通过信访的方式处理纠纷

会有意外收获。尤其是很多人开始尝试用极端的方

式信访，这样就可以得到相关部门及其负责人的注

意，所谓的“把事情闹大”进而就能使很多问题得到

高效甚至是高质量的解决。这样一来我们会看到很

多群众开始尝试“闹访”“缠讼”、集体上访、重复上

访和越级上访等方式将自己的纠纷闹大，不仅如此，

很多的上访者为了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还会通过自

杀、有组织地堵塞交通要道、冲击政府机关、打砸抢

等方式进行所谓的上访。可以说通过以上极端方式

进行上访的群众，就是在这种“信访不信法”式的思

维影响之下，只从自身利益出发挑战政府的底线，这

也是在挑战整个社会的底线。因而近年来我们的政

府与上访者之间矛盾重重，政府各种“截访”与阻止

上访者上访的行为时有发生。很多时候群众是去找

政府帮忙解决纠纷的，但是在找政府的过程中又与

政府产生了种种矛盾，就像“雪球”越滚越大。当政

府在迫于社会各界压力之下与上访者进行妥协之

后，结果便是上访者告诉后来的闹访者：“会哭的孩

子有奶吃”“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

决”。在这种心态影响之下所形成的思维便是“信

访不信法”“信网不信法”“信权不信法”“信上不信

下”。在这种“信访不信法”式思维的影响之下，更

多的上访者选择将事情闹大，不论是通过什么方式，

反正政府会基于社会舆论压力或者是上级部门“０
上访指标”的考核，不会忽视闹访者的。一边是公

民非法治方式的“信访”波涛汹涌，一边是政府部门

非法治方式的“维稳”，在两种非法治方式的相互强

化之下，社会矛盾化解陷入“救助—息访—再访”

“越维越不稳”的恶性循环怪圈中。［９］

信访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为了化解社会矛盾，而

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该制度反倒是成了社会矛盾

的制造源头。而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与我们群众

之中存在的这种“信访不信法”式的思维有很大的

关系，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之下很多的维权群众会变

得更加非理性化，本身这种思维就不是建立在理性

思考的基础之上的。更甚至有人会抱有“机会主义

违法”的侥幸心理来通过信访的方式进行维权。在

“信访不信法”式思维的引导下，人们更加喜欢以

“快餐”式的心理来解决自身的矛盾，进而相互比较

的是通过更加极端的方式来使自己的问题得到相关

部门的解决。这种“信访不信法”式的思维让整个

社会的上访者变得越来越不理性，越来越接近违法

的边缘。而这给我们的政府的维稳工作带来了前所

未有的压力，政府千方百计运用各种方式息访。为

了息访地方政府专门拿出必要的经费来处理相关上

访问题，并且为了完成上级政府考核进行各种“截

访”工作。这样政府和不停的上访者之间形成了一

种拉锯战，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不可否认的是部分

群众所具有的“信访不信法”式思维对此有很大的

影响。

这种“信访不信法”式思维更加加剧了部分群

众对法律的漠视，并且理所当然地认为法治就是一

种摆设。当他们遇到问题需要处理的时候不再是寄

托于通过程序方式处理问题，而是希望通过“特事

特办”也就是法律之外寻找出路，通过找领导找关

系的方式或是通过将问题“扩大化”的方式将其问

题得到解决。进而整个社会都会在这种“信访不信

法”式的思维引导之下处理他们自己的纠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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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形成一种破坏法治意识与法治思维的不良风

气，影响全社会的法治发展水平与法治发展进度，同

时也加大了我们政府部门的负担，不只是业务负担

更是财政负担，而最终的受害者还是全社会的人民

群众。

四、从“信访不信法”式思维到公民法治思维的

转变

十八大以来依法治国的发展战略就成为我们党

和国家的发展目标，立足于“法治中国”的语境，我

们要从多个维度建设法治中国。法治中国建设需要

法治话语，在整个社会治理系统中，法治应该有充分

的话语权；或者说在意识形态中，法律有了支配思维

的核心话语权，我们才有逐步接近法治理想的可能。

而在思维方式上我们长期处于强势的政治话语和道

德话语的压制之下，传统的思维方式压制着公民和

社会组织权利的有效发挥，人们很难享受法治所带

来的自由与自主。［１０］而当代中国的法治思维是以规

则为中心，合法性判断为优先，限制权力保障权利，

坚持正当程序的思维方式。与法治思维相左的四种

问题表现在：领导意志对法律执行的扭曲，法外利益

与纠纷解决的乱象，公权力过于强势的现状，重结果

轻程序的思维传统。［１１］而这四种思维正是“信访不

信法”式思维存在的问题，可以看出法治思维是对

这四种思维的纠正与改进。因此我们要努力实现从

“信访不信法”式思维到公民法治思维的转变，因为

只有这样才能根治我们在“人治”影响之下形成的

“信访不信法”式思维。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领导干部”要运用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

盾。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法治思维是有两个维度

的，一个是政府的维度，一般来说很多学者对于法治

思维的研究是专门从这个维度进行的。而另一个维

度是公民。［９］这是因为如果说立法、执法、司法大多

是通过对公权力的运用和对公权力的限制来实现法

治的，那么用法和守法则是通过社会主体运用法律

规则来实现的。正是因此法治思维不单是公权力主

体的思维，更应该是社会主体即公民的思维。［１２］而

空谈这种公民的法治思维是无法实现的，必须要借

助相关的措施才能逐步建立起公民的法治思维。

（一）加强法治宣传，促使个人掌握法律知识，

培养公民的法律信仰

思维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对间接经验、语言和

符号的学习，因此法律知识的学习对法治思维的形

成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当下参与社会活动的主体主

要还是个人，只有个人通过逐步学习法律的相关知

识，形成自身对法律知识的理解才能让民众在社会

生活中运用法律解决问题。当然让每个人都像法律

职业者那样系统地掌握法律知识是不现实的，但是

这并不能否认法治思维能够形成。毕竟每个个体不

一定要掌握所有的法律知识，而只要掌握与自身发

展领域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即可。其实法治思维最

主要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对待问题的解决方式，不

一定就能直接解决问题，但是它却提供了一种解决

问题的路径。甚至可以说，就算一个人对相关具体

的法律规定知之甚少，但是只要当他遇到矛盾、问题

时能够第一时间想到法律，通过法律方式、法律途径

去解决纠纷，那么说明他就己经具备法治思维

了。［１３］而法律知识的学习除了个人的学习之外，就

是我们政府相关部门和全社会各界对法律的宣传。

回顾我国的法治宣传可以看出，我们的确取得了一

定的社会成果，但是还是离我们想要形成的法治思

维有一定的距离。对此笔者认为可以将法治宣传进

行得更加专业化，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根据行业或者

群体的不同而强化在特定领域的法治宣传。这样做

的好处是与相关领域的群众密切联系，因为这些法

律知识与他们的自身利益息息相关，他们更有动力

学习该领域的法律知识。毕竟法治思维是一种“抽

象—具体—再抽象”的思考过程。［１４］但是法治思维

运行的前提是人们脑中的知识库里，必须具有相关

的法律知识作为基础。因此，针对各个领域加强法

治宣传还是十分有必要的，这样才能建立法治思维

的基础，从而在接下来的法治思维形成中进一步加

强法律信仰意识的培育。

（二）改革现有信访制度，分离信访制度的权利

救济功能

从信访制度的产生到发展来看，信访制度是我

国社会发展的产物，因此它的产生与存在是有其合

理性的，我们不能因为它的功能转变就否认该制度

的存在价值。从目前学界对于信访制度的研究看，

主要有三种对待信访制度的方案：一是“取消信访

论”，二是“强化信访论”，三是“整合信访论”。从我

国目前的实际状况而言，大部分学者是比较赞同

“整合信访论”的。在保留原有信访制度的前提下，

针对信访制度中不适合我国社会发展的地方进行改

革。从目前信访制度对司法终局性的挑战和信访功

能错位的现实来看，当务之急就是要分离信访制度

的权利救济功能。要提高司法救济的权威性与有效

性，将原本应由司法行使的权利救济功能从信访之

中分离出来归还给司法机关，降低群众倚仗信访方

式进行权利救济的期待值。因此要对目前的信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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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进行合理的分流，将一般的涉诉案件优先纳入司

法程序，对于重大的信访救济要归入以人大制度为

核心的权威救济机制。［１５］在改革信访制度之前首先

要面临的问题是要限制行政权力的扩张，加强对行

政权力的监督防止其越权干涉司法领域的纠纷。这

是因为信访制度在我国发展迅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

是：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行政权占据主导的国家，

行政权管理了太多的事项。［１６］因此要加强对行政权

力的监督，将其关在制度的笼子里，与此同时要建立

相关制度确保司法机关的权威。明确划清司法权与

行政权在权利救济上的界限，防止行政权对司法权

的随意干涉，确保司法权对权利救济的终极性。

同时，我们的政府部门应弱化通过上访率来衡

量下级政府部门的业绩，不按信访量来给地方排

名。［１７］因为这种来自上级的信访压力会加剧地方政

府部门与上访群众之间的矛盾，从而引发一系列的

社会问题，加重政府的负担。本身行政权力就具有

主动性，如果再强调通过上访率来考核政府的业绩，

那么会使行政权力更加主动地干涉本身属于司法领

域的权利救济事项。因此，要想使信访制度沿着制

度化、程序化的道路发展，必须要对行政权与司法权

进行必要的界限划分，并且还要对信访制度进行改

革。

（三）提高司法权威，形成完善的社会法律救济

制度

部分群众的“信访不信法”式思维从另一个方

面表明了，我们的司法权在人民群众中的地位不高，

明显要逊色于行政权在全社会中的地位，从而使得

人们一遇到问题就想办法“托关系”“找熟人”解决

自己的纠纷，而不去求助于司法机关，更不信任司法

机关。久而久之人们在从众心理的影响之下，习惯

于“随大流”依靠政府解决纠纷问题，这样司法的权

威被一步步削弱。从本质上讲“信访不信法”式思

维就体现了行政权威大于司法权威，尤其是在涉及

群众利益纠纷的时候。但是从行政权所具有的主动

性来看，它不适合过多地参与个体的权利救济，同时

行政权也不具有终局性。因此要严格按照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

访问题的意见》提出的实行信访与诉讼分离制度。

对于涉及民商事、行政、刑事等诉讼权利救济的事项

要从信访制度中分离出去，将这项事项交给司法机

关来处理。［１８］对于应当由司法机关管辖的事项，行

政机关应尊重司法机关的处理决定，防止个别领导

干部干涉司法判决，应保障司法的权威。要在信访

问题的处理事项上严格划分自身的权限范围，防止

越权干预司法机关对纠纷问题的处理决定。行政机

关要带头保障司法权依法行使，对于不属于自身管

辖范围的事项主动移交司法机关，对于司法机关已

经处理的纠纷，按照法律的规定予以处理。总之，行

政机关要在全社会起到带头保障司法权威的作用。

从人们过多地依赖信访制度进行维权这种现象

来看，我国的社会救济制度是不够完善和健全的。

因此，要加快建立全面的维权保障体系，使整个社会

的维权保障体系更加全面化与多元化，这样也会减

轻相关部门的压力，也能提高有关部门的办事效率，

避免案件长时间积压，毕竟迟来的正义是非正义。

当然完善的社会救济制度体系必须形成一个有机的

整体，不应该是相互交叉与混乱的，而应该是相互配

合与分工明确的。同时，要立足国情民情，通过立法

的修定完善，适时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降低行政

诉讼门槛，规范简化行政诉讼程序，让人们相信法

律，信任法院，打得起官司，打得赢官司，进而从制度

上促进纠纷矛盾解决向法律救济渠道分流。［１９］

“信访不信法”式思维是我国社会发展到一定

阶段的产物，它的形成有其历史因素也有其现实因

素更有制度因素，想要改变这种思维模式让其向公

民法治思维模式转变绝非易事。尽管这看起来很

难，但是不能成为阻挡我们改革进一步发展的借口，

因此我们要勇于尝试新的发展模式。伴随着我国的

改革进入深水区，我们的信访制度改革也是其中的

一个缩影，唯有不断地革新才能使我国的信访制度

有一个更加准确的定位，才能充分发挥其本应具有

的功能。

注释：

①国务院：《信访条例》（２００５），第一章第二条。

②转引自肖萍：《信访制度的功能定位研究》，《政法论丛》，
２００６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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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居民生存状况调查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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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中村居民生存状况不尽人意，已成为制约城市管理与发展、社会和谐与稳定的重要因
素。从考察城中村居民生存状况入手，发现城中村居民在收入、社区安全、生活环境、精神文化生活、

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着明显不足，而城乡分割的户籍与土地管理制度，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与相

对滞后的管理体制，分别是引起城中村居民生存问题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因此，应从坚持以人为本

实施城中村改造、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转变居民思想观念、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就业机制等方

面采取措施，才可能实现城中村居民生存状况的改善。

关键词：城中村居民；生存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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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中村是城市化进程的产物，广泛分布在我国
大大小小的城市中，成为城市海洋当中的一座座

“孤岛”。由于城中村在一定程度上与外界隔离，普

遍存在着“脏乱差”等现象，对城中村居民的生存产

生了不利的影响，带来了诸如生存环境恶劣、安全隐

患突出、精神文化生活缺失、收入低下等问题。随着

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中村居民恶劣的生存状况与

现代文明的城市生活水平相差甚远，会激发一系列

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因此，加快改善城中村居民的生

存状况，不仅是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也是

不断促进城市管理与发展、社会和谐与稳定的迫切

需要。近年来，城中村居民生存状况已引起了社会

各界的关注，学者们开始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积极

探索改善城中村居民生存状况的办法。纵观现有研

究情况，学者们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城中村居民

生存状况开展了研究。一是从改造前的角度。栗志

强［１］对郑州市城中村居民生存状况进行研究，结果

表明居民的收入普遍较低，在社会保障、社区医疗服

务、社区的居住环境和治安状况等方面仍存在很多

不足。娄松柏与李苏［２］基于宁夏银川市的调查数

据，对城中村居民的收支状况、居住环境、子女教育

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发现居民的整体收入水平相对

较低，城中村小区的生活环境、治安、消防、社会保障

等问题突出，从对旧城的空间格局重新部署、完善基

础设施、把握长远利益的平衡点等方面提出了改善

银川市城中村居民生存状况的建议。郭伟［３］采取

实地走访和问卷调查的形式，对平顶山市城中村居

民的生存状况进行了研究，认为在教育、医疗、文娱、

社保、住房、就业等多方面存在不足，但作者只提出

了城中村改造的基本原则与模式，并没有就改善城

中村居民生存状况提出具体的措施和建议。二是从

改造后的角度。如王宁等［４］、刘丽华等［５］、张欣［６］、

王宁与任进军［７］、刘潇［８］等学者采用实地调研、问

卷调查和访谈的形式，主要从收支变化、精神生活变

化、邻里关系变化、居民基本生活保障状况、基础设

施建设状况等方面，分别对兰州、郑州、天津等城市

里部分改造后的城中村居民生存状况与改造前状况

进行了比较分析，普遍认为改造后居民的生存状况

较改造前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学者们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纷纷从完善社会保障

体系、完善政策法规、实行免费的职业培训、拓宽就

业渠道、重建邻里关系等角度提出了进一步改善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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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存状况的措施。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对城

中村居民生存状况进行研究的相对较少，且现有的

研究成果大多时间跨越较久，很难为解决城中村出

现的新问题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有必要对城中村

居民生存状况继续开展研究。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

础上，通过实地考察多个城中村居民的生存状况，着

重探究我国城中村普遍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其产生

的主要原因，据此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对策，旨在为

改善城中村居民生存状况提供一定的建议与参考。

一、城中村居民生存状况调查

尽管城中村居民所处的区域不同，其生存状况

各异，但普遍都存在着诸多问题。城中村问题突出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居民收入相对较低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中村原住村民

已经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耕地，由于原住村民的文

化、职业技能水平较低，无法获得稳定的就业机会，

出租房屋获得租金就成为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但

是，城中村房屋质量和居住环境普遍较差，很难吸引

较高收入者来租住，主要租房人员是外来务工者和

一些低收入者，因而城中村房屋出租的租金不可能

太高，导致原住村民的收入并不理想。城中村居民

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已经成为改善与提高其生活

水平的障碍。［２］

（二）社区安全隐患突出

城中村出租屋的租金较低，吸引了数倍于本村

居民的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除本村人员以外，外来

人口既有进城务工的农民，也有学生、“三无”人员，

甚至还有负案在逃的犯罪分子。［９］由于城中村人口

构成复杂、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人们往往会因为文化

和生活方式的差异以及利益冲突产生纠葛，使得城

中村矛盾四起、冲突不断。同时，由于管理制度滞后

缺失，城中村时常有偷盗、打架斗殴、聚众闹事、赌

博、吸毒、制假售假等社会不良现象和违法犯罪事件

发生，造成当地治安隐患十分突出，已经严重威胁到

城中村居民生存的安全。

（三）社区生活环境恶劣

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城中村大部分的房屋是随

着村庄原有的自然地理和地势结构而建，长期以来，

资金支持不足，公共配套设施建设滞后，村中道路狭

窄曲折不规则，电力电讯线路架设、煤气及热力管道

铺设不规范，排污设施老化不足。城中村规划无序

的房屋建造以及随处可见的乱搭乱建，导致城中村

在卫生、出行以及采光、通风等方面的条件十分不理

想。同时，村民为了自身利益而过度地挤占与开发

土地，造成城中村公共绿地和健身娱乐等设施极度

缺失，城中村普遍存在着“脏乱差”现象，社区生活

环境相对恶劣。

（四）居民精神文化生活缺失

当前，居住在城中村的人们大多数是失去土地

后的原村民和外来流动人口，文化水平较低，小农意

识较强，思想观念落后，城中村居民的生活观念、社

会观念和价值观念还远没有跟上城市化所要求的步

伐。由于城中村居民文化素质普遍处于较低水平，

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没有过高的要求，在劳动工作

之余，除了看电视，就是聊天、打麻将、打牌、下棋，很

少参与其他的业余活动，城中村居民的精神文化活

动显得单调贫乏。同时，政府对城中村文化建设重

视不够，缺乏指导、监督和引导，导致城中村文化体

制建设落后，投入资金严重不足，文化娱乐设施极度

匮乏，极大制约了城中村居民精神文化生活质量的

提高。城中村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处于较低的层次，

带来了诸如赌博、吸毒、暴力、封建迷信活动等垃圾

文化的盛行，严重腐蚀着人们的灵魂，给城中村青少

年的健康成长带来了负面影响。

（五）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城乡并行的二元社会

保障制度，城乡社会保障水平差异较大。由于城中

村保留着村级建制以及农村户口，绝大多数城中村

居民的社会保障并没有被纳入市区管辖范围，仍然

实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１０］在这种城乡差别过大的

社会保障体制下，城中村居民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

同等的社会保障权利，使得广大村民始终游离于城

市的保障网之外。城中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导

致失地村民在养老保险、劳动保护、失业救济、医疗

救治等基本保障权益上遭受损失，已影响到城中村

居民的公平生存权利，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城中村居民生存状况分析

城中村居民生活质量低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

的结果。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既有制度方

面的因素，也有非制度因素。

（一）历史原因

城中村居民生存状况与制度性因素密切相关，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制度因素主要包括城乡分

割的户籍制度与二元土地管理制度。

１．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
多年来，我国实行的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

对城中村居民生存状况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一方

面，在我国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管理体制下，农民受

身份性质的限制，不可能获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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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在就业、医疗、教育、养老、救济、社会保障等方面

存在极大的差距。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中村

原住村民逐渐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耕地，无法再通过

农业劳动获得收入。同时，在城市化进程中，大多数

失地村民并没有实现人的城市化，很难在城市找到

工作，使得城中村原住村民收入下降。另一方面，城

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天然地划分了所谓的“农村

人”和“城里人”的特定身份，使得农民无法融入到

城市，产生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改革开放以

来，随着国家对农民进城务工政策的进一步放宽，大

量的农民开始进城就业，但是他们大多缺乏相应的

职业技能，只能在城市从事一些低级的体力劳动，由

于收入水平较低，他们主要租住在房屋租金相对低

廉的城中村，导致城中村人满为患。同时，城中村缺

乏科学的管理，会滋生大量的社会问题，进一步加剧

了城中村居民生存状况的恶化。

２．城乡二元土地管理制度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推行城乡二元土地管理制

度，农民依法享有对土地的支配权、收益权、处置权，

这种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使农民对土地产生了特殊的

感情，同时也阻碍了农民向城市的流动速度，况且土

地的审批权在我国最基层的行政单位———村委会，

所以农民能轻松地获得土地的新的使用权。在城市

化进程大潮的冲击下，农民与城市其他群体相比，在

技术、经验、能力、知识等方面都处于弱势，当城市化

进程使村民逐渐失去耕地时，出租房屋便成为维系

失地村民原有生活质量的重要方式。受出租屋经济

利益的诱导，很多城中村出现了违章建设、乱搭乱盖

现象，［１１］造成城中村混乱无序，居住区的出行、卫生、

通风、采光等受到严重影响，城中村居民生存状况恶

化。

（二）现实原因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中村居民的生存状

况令人担忧，但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并没有采取积极

有效的应对措施，致使城中村居民被排挤在城市管

理体制之外，城中村问题日益严重。城市化进程的

加快与相对滞后的管理体制是城中村居民生活质量

低的现实原因。

１．管理体制滞后，管理不善
农村城市化过程中，政府在取得城市发展需要

的土地后，基本上将城中村事务“一揽子”留给村委

会自行解决，村委会既要负担本村的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又要维护本村的社会福利、治安

等社会管理。［９］在传统村落组织结构及社会网络关

系影响下，村委会的管理仅限于对本村人的管理，对

数倍于本村人口的外来人口既无意管理也无力承

担。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缺乏长效管理机制，对城中

村的整治工作流于突击应付，相当一部分居民对有

关管理工作缺乏认识和理解，甚至产生严重的抵触

情绪，另外，城中村基础设施落后，黄赌毒泛滥、脏乱

差蔓延的现象便难以避免。

２．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随着城市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大量农村人口

涌入城市寻求就业，很多人从事位于城区的商业服

务业，如从事餐饮、娱乐等各种服务业，从事批发、零

售等各种商业。由于城中村的区位相对优越，房屋

出租手续便捷、价格低廉，且人口密集，为外来人员

进城从事服务业提供了方便，城中村吸引了大量的

外来人员租住，但城中村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着严重

不足，庞大的暂住人口无疑增加了城中村的负担，给

城中村的供水、供电、消防、治安等带来了严峻的考

验，最终成为导致居民生存状况恶化的重要原

因。［１１］

三、改善城中村居民生存状况的政策建议

从总体上看，城中村居民生存状况不容乐观，加

快城中村居民生存状况的改善应从多个方面采取措

施。

（一）坚持以人为本实施城中村改造

虽然城乡二元土地管理制度是引起城中村居民

生存条件恶化的根本原因之一，但城中村的生存环

境是直接关系到其居民生存状况的现实物质基础，

只有对城中村进行改造，才能实现其居民生存条件

的改善。实施城中村改造最终要体现在以人为主体

的改造上，以实现人与城市的和谐。在城中村改造

过程中，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切实把改

善居民生存条件纳入到城中村改造规划之中，必须

根据各个城中村不同的条件和特点，制定有利于居

民居住的长期发展计划，尽可能地考虑把居民的工

作和生活有机地安排于一体或采取就近原则，最大

限度地满足居民生活便利的需要。同时，由于城中

村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自身发展阶段的差异，城中

村呈现出潜在型、发展型与成熟型三种情况，［９］城

中村的类型不一，在制定改造政策时切忌“一刀

切”，对城中村改造工作应进行分类指导，才能在城

中村改造中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对于正

在改造的村庄，在对城中村进行物质性清理改建的

同时，可以适当建造一些廉租房，来替代原有城中村

的功能，要关注村民的医疗、健身、休闲、教育、就业

等方面的需求，尽力为村民创造舒适的生活条件。

对于一些仍在发展的城中村，应加大对居民居住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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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综合治理，以提高居民的生存条件。总之，城中

村的改造是为了让居民有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改

造要照顾多数人的利益，不能恶化居民的生存状况。

（二）引导城中村居民转变思想观念

城中村人口构成十分复杂，既包括原住村民，也

包括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由于历史原因，与现代市

民相比，他们受教育程度低，文化素质普遍不高，小

农意识根深蒂固，安于现状的意识严重，导致城中村

居民的思想观念相对落后，甚至部分原住村民不思

进取，长期以来完全依靠生活补助和出租房屋为生，

养成了游手好闲、好逸恶劳的生活习惯。这种人员

素质不高、社会发育度较低的情况，往往形成一种恶

性循环，使大多数的城中村陷入发展后劲不足的困

境。因此，要改善城中村居民的生存状况，就必须转

变城中村居民的思想观念。一是要积极培育健康向

上的社区文化。［１２］城中村是居民的集居地，也是他

们修身养性之处，健康的社区文化能够陶冶人的情

操，鼓舞人的斗志，振奋人的精神，形成良好的社会

氛围，有助于引导城中村居民树立正确健康、积极向

上的人生观、价值观。要打造健康向上的社区文化，

政府应该发挥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积极弘扬真善

美，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的社会不良风气，通过

惩恶扬善，使丑恶现象无立身之地，让优良的文化在

城中村扎根盛行。二是要使城中村居民树立求变求

发展的思想观念。针对城中村居民思想落后、固步

自封、发展意识淡薄的特点，［１３］政府及社会各界应

通过宣传、教育、培训等形式，逐步改变城中村居民

保守、安于现状、缺乏开阔视野的小农意识，尤其是

要改变原住村民长久以来形成的食租食利、坐享其

成的思想，打破长期落后思想的束缚，不断培养他们

的风险意识与竞争意识，树立起城中村居民自立自

强、求变求发展的精神，要让他们在精神上实现脱

贫。只有这样，才可能实现城中村居民生存状况的

改善。

（三）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关乎城中村居民的生存质量，我国二

元户籍管理制度以及由此衍生的二元社会保障制

度，难以使城中村居民享受与城市居民同样的社会

保障，成为城中村居民生存的后顾之忧。因此，必须

改变二元户籍管理制度造成的有城乡差别的社会保

障制系，使城中村原住村民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

社会救助、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享受与城市居民同

等的待遇。针对居住在城中村的农民工有流动性的

特点，可以在一定区域内逐步实现社会保障关系的

自由转移，逐渐完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使他们

在工伤、医疗、养老和失业保险等方面能够得到真正

的保护。另外，应建立合理的城中村失地村民的征

地补偿机制，制定征地补偿标准要因地制宜，使被征

地村民的生活来源得到应有的保证，同时对征地补

偿资金要加强管理，可将该部分资金实行多元化投

资，实现资产增值，以确保失地村民的社会保障有充

足的资金支持。［１４］

（四）完善就业机制

就业是城中村失地村民和外来人员维持生计的

重要途径，要提高城中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改善生活

质量，就必须完善就业机制。由于历史原因，城中村

居民在就业能力和就业保障等方面都与城市居民有

较大差距，完善城中村居民的就业机制，需要从多个

方面采取措施。首先，应加强就业技能方面的培训。

劳动就业部门要积极开展各类技能培训，充分发挥

各类职业技术学校、电大及社会办学等的作用，对城

中村居民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使其具有一技之长，从

而更好地适应社会就业的需要。其次，要努力为城

中村居民创造良好的创业环境。政府要出台优惠政

策，鼓励城中村居民自主创业，对自主创业的城中村

居民在技术和资金上给予一定的支持，通过创造各

种便利条件，不断调动城中村居民自主创业的积极

性。最后，要建立健全就业服务体系。一方面要大

力推进街道、社区、村等基层就业服务平台建设，以

基层服务平台为依托，建立失业居民登记台账，不断

开发就业岗位，对失业人员实施就业帮扶；另一方面

要大力发展社会化职业中介机构，规范中介服务行

为，为用人单位和城中村求职人员提供有效的沟通

渠道，增加其就业机会。此外，还应加强劳动力市场

信息网络建设，充分利用网络便捷的优势，及时掌握

用工需求，为城中村居民提供更多的就业信息。［１１］

四、结语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得城中村居民的生存

状况发生了改变，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其形成是一个

长期的过程，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从表面

上看，城中村居民生存状况集中反映了城市化进程

的快速推进与管理不善之间的矛盾，但从本质上看，

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与二元土地管理制度才是引起

城中村居民生存状况恶化的深层次的原因。因此，

改善城中村居民生存状况各地政府要发挥主导作

用，要从制度与政策层面上给予支持，必须对我国城

乡二元土地管理制度进行变革，建立合理的征地补

偿机制，确保城中村失地村民的合法利益。与此同

时，还应尽快取消城乡差别的户籍管理制度，使城中

村居民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从而破除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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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均衡发展的政策和体制性障碍，实现对我国城

中村问题的根治。当然，城中村居民生存状况的改

善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是依靠政府一己之

力就能完成的，需要社会各界的通力合作。这就要

求在政府的统筹安排下，社会各界与政府部门密切

配合，从各个方面确保改善城中村居民生存状况的

工作得以顺利推进。另外，改善城中村居民生存状

况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只要城中村在中国各地存在，

城中村问题就不会消失，各地应理性看待城中村出

现的各种问题，要用一以贯之的态度和劲头不断地

改善城中村居民生存状况。最后，城中村居民的生

存状况具有地区特性，各地应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前

提下，采取因地制宜的策略对城中村进行改造，切勿

照抄照搬某些地区成功的模式，应结合当地的情况，

制定一套切合实际的计划和措施，城中村居民生存

状况才能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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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在艺术史研究中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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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与管理。

摘　要：摄影不像其他图像艺术形式诞生得那么早，它的诞生伴随着科技的进步。但是，在这看
似不长的发展过程中，同样有其学科内涵的积淀———摄影史。在探究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对摄影

史的研究方法离不开艺术史的参与。摄影史在艺术史研究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其学科话语

权是不是得到了重视，特别是摄影史发展到今天，存在诸多的问题，接下来将何去何从，亦是本文所

要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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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摄影的发展
对摄影技术的探索有着漫长的过程。早在二千

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墨子便发现：当光线穿过小孔，

会把景物形象上下倒转，并投影到屏障之上。元初，

我国古代科学家赵友钦著《革象新书》，其中的《小

礴光景》详细记载了这一现象。发现虽早，但我国

未能成为摄影术诞生的国度。在西方文艺复兴时

期，据其原理而制作的“暗箱”被作为绘画辅助工具

而得到广泛应用。世界第一张照片《窗外的风景》

拍摄于１８２６年的法国，在摄影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
义。１８３９年，法国人达盖尔发明的“达盖尔铜板摄
影术”标志着摄影术的真正诞生，也为达盖尔赢得

了“摄影之父”的美誉。随后，经过不断的改良，到

柯达公司研制的胶片出现后，摄影从“神坛”走进了

大众世界。

如果说德国古登堡的印刷术开启了印刷时代，

那么摄影术的出现可以说是开辟了图像时代。摄影

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作为传播的媒介

的摄影通过对现场影像的再现使大规模的传播成为

可能，这改变了人类的传播史。

摄影教育从摄影术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已展开。

最早的摄影教育诞生在欧洲的法国，在发展的过程

中产生了沙龙派、学院派以及自由学派。最初的摄

影教育还不能称为学科，只是在法国的艾克斯 －马
赛大学、亚眠大学、波尔多大学、里尔大学、巴黎大学

开设有与摄影相关的理论选修课程，随着艺术教育

的不断发展，在相关选修课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摄影

学科教育，随后法国摄影学科教育逐渐在欧洲扩散

开来，并在世界各地发展起来。

摄影史研究是伴随摄影教育的发展同时产生

的，摄影史教育在摄影术诞生地的法国得到了很高

的重视。在英美摄影高等教育课程中，主要注重摄

影原理、摄影技艺及摄影应用课程。而在法国，列在

第一位的则是 “摄影史”“艺术史”等人文课程。很

明显，在法国的摄影高等教育中，“摄影传统”的承

继和“摄影精神”的养成是整个教育体系最为看重

的。他们认为，在摄影教学里，摄影史研究的程度决

定了学生对专业认识的高度，一名优秀的摄影师必

定在摄影史研究领域具有同样优秀的成就。

二、艺术史中的摄影

摄影从诞生起就和艺术纠缠不清。在西方艺术

史的语境里，摄影术一出现就伴随着严肃的讨论，在

艺术批评理论体系里也开始出现了摄影批评理论。

正如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一本西方出版的摄影史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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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时至今日，在摄影梳理其脉络的过程中其本

身已经拥有了一部关于自己的摄影史。”随着相关

著作的不断问世，摄影在艺术史中的讨论以及摄影

对其自身研究的反思日渐增多。摄影长期以来让我

们的学者沉浸在具体的图像中，无法让我们在人文

学科研究中发现它的位置。随着摄影理论的发展，

摄影在进入艺术史，并影响西方艺术观念发展的进

程中，显然已开辟出属于自己的领地。

摄影是不是艺术？摄影属于何种艺术形式？此

问题曾引起过争议，“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必要为摄

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被接受而进行争论，在摄影学

院派的眼里，摄影被称为一门独立存在的学科已得

到广泛认可、理由就是，（摄影）这一媒介在现代已

经拥有了一部分对其给予热情的摄影师，这群摄影

人并能够从摄影中获得灵感和身份认同感，从而形

成较正式的谱系”［１］。而关于摄影是不是艺术的讨

论在中国曾极为激烈，如宗白华“自然无往而不美。

何以故？以其处处表现这种不可思议的活力故。照

相片无往而美。何以故？摄影只是简单的摄取了自

然界的表面，并不能表现出自然界最深层次的精神

（除非摄影者以艺术手法对其进行处理）。艺术假

的图画、雕刻却无往而不美，何以故？主要是他们能

从艺术家内心的精神层面，去表现自然所谓的精神，

让艺术的创作，如自然的创作一样”［２］。随着摄影

理论体系的建立，关于摄影是不是艺术的争议逐渐

消失，摄影本身也越来越得到艺术史研究的重视。

这种争议的平息与摄影自身的“制像”（ｐｉｃｔｕｒｅ－
ｍａｋｉｎｇ）特性和发展进程有莫大的关系，特别是在
７０年代后期，摄影逐渐呈现出一种崭新的艺术形态
并渗透到当代艺术这个大环境中，使艺术史研究者

没有办法进行回避，且进一步引发了在艺术史写作

过程中对其“特殊性”的探究。

这种“特殊性”具体表现在艺术美学方面。在

摄影艺术风格演变、创作者个人艺术特色及所谓的

摄影艺术概念还未被提及前，真正的摄影艺术史在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已经出现。这导致艺术学研究者开
始对摄影的美学展开了新的讨论和思考。摄影的可

复制性功能在１９世纪还未展现出其自身优势，但是
到了２０世纪其复制功能大批量的出现，就开始影响
到了艺术美学的传播。这时在艺术史的著作中出现

了大量的配图，为读者提供了鉴赏的便利。另外还

需要认识到，在上个世纪的３０年代，摄影被西方艺
术史学界接受为艺术形式的同时，摄影的风格流派

如雨后春笋般得到爆发。摄影创作者开始关注自身

的风格、技术和拍摄内容，试图从这些方面争取自己

和美术的同等地位。正是这样的背景，摄影开始从

艺术美学研究的角落逐渐进入整个艺术史研究领

域。

摄影进入艺术史，不可否认，与他自身的视觉特

性有关。图像证史是艺术史研究过程中常用的方

法，但谈到“真实性问题”，即摄影是不是可以作为

有效的历史文献，却在艺术史的研究中遭到了质疑。

我们之所以会轻易相信摄影图片的真实性，是因为

我们一直认为照相机记录影像虽然是人的一种主观

行为，但真实存在的物体影像在胶片上所留存的影

迹，并不是所谓的人为之作，它是“自然的杰作”。

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在电影界的发展大潮中出现了
所谓的“文献纪录片”，在这样的背景下摄影领域也

出现了“文献摄影”概念———拍摄普通人自然状态

下的活动。“快速获取影像”这样的时代已经不知

不觉进入了我们的生活，我们人类自身所承担的历

史感在这样的大潮中无形中受到了摄影的渗透。但

是，对于摄影图片模仿绘画作品手法和构图这一现

象，逐渐被艺术史家所重视。特别是冲印照片的技

术可以创造不同的视觉效果，使我们更进一步对摄

影是否可以作为历史文献提出了质疑。海因（Ｌｅｗｉｓ
Ｈｉｎ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个问题的症结：照片可能
不会说谎，但是骗子可能会拍照。“摄影之类的图

像从来不是历史证据，但它们本身就是历史性

的”［３］，因为摄影图片和文字同样承载着记录历史

的作用：摄影图片不仅在描绘历史，其自身同样也是

历史。从玛格南图片社拍摄的大量图片中，我们可

以看到，这些摄影图片的目的是有意识的唤醒观看

者们的反思，摄影图片中的人物和绘画形式中所描

绘的人物其实是一样的，它们都具有记录的功能，也

都是我们对社会理想的一种期待，而并不是自然形

态之下的日常生活，是一种特别意义上的演绎，这类

无价的信息恰恰是其它历史载体难以提供的。“运

用摄影图片去解释和品位历史，同时对图片的真实

性加以否定，对其欺骗性进行放大，在形式上让我们

认为图片在造假方面比文字容易一些。因此，过分

的轻信图片或对图片真实性的怀疑，构成了一种极

端的态度，实际上这样的做法是在抹灭摄影图片在

历史研究中应该赋予的真正价值。”［４］

摄影在艺术史的地位随着各种艺术意识形态

的发展，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当然这取决于摄影

在自我建构过程中，摄影作品、摄影家、摄影流派

三者的相互配合，基于此，摄影不规则的非线性发

展形态，则成为其在艺术史研究过程中新的编史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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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摄影史的话语权

摄影史经过自身努力开始作为“独立学科”在

艺术史体系中出现，西方不少大学的艺术史系设立

了摄影史教授席位，摄影史研究逐渐成熟。然而，在

艺术批评家眼里，摄影所涉及的更多深层次的问题

并未得到很好的讨论，目前的摄影史同样对很多基

本问题还处于规避状态。这些艺术批评家运用西方

出现的 ＮｅｗＨｉｓｔｏｒｙ（新艺术史）对摄影进行了重新
审视，并对摄影史再次进行了解读，“第一，运用马

克思主义政治、社会和历史理论解释摄影史；第二，

对人视觉感受的再现，包括社会形态的建构和认同

中的作用，他们通过在心理学层面的分析对摄影史

进行阐述；第三，利用符号学和结构主义对摄影史展

开分析；第四，引入女性主义观念，对男权进行批判，

重新肯定女性摄影师在摄影史的地位”［１］。摄影史

在研究中的转变，和摄影自身的特性、摄影史研究所

涉及的领域以及传统有很大的关系，是摄影史对之

前注重形式分析的一种反叛；同时又受到当时艺术

史学术环境的影响，尤其是摄影史研究思想在某种

程度上对艺术史产生了呼应。因为摄影本身其实已

经被视为一种艺术形式，加之大部分从事摄影史研

究的学者都有艺术史专业背景，这些摄影史家与这

一时期出现的“新艺术史’流派相互渗透，从而形成

了摄影史的新思潮。

当然摄影史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也伴随着科学

技术史的进步。从最初的光学原理及化学感光材料

的研究逐渐扩展到电子感光技术，摄影走过的每一

步都深深地烙上了科技进步的痕迹，这也是摄影不

同于其他艺术形式的具体表现。与摄影相关的科学

技术的飞速发展推动着摄影不断去开辟新的影像创

作领域。正如美国学者玛丽·沃纳·玛利亚所说的

那样：“当摄影技术促使摄影形成新观念的时候，对

我来说，摄影史就成了有技术支撑的摄影观念史。”

摄影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参与，使得他在自身研究

中就有了某种绝妙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也帮助

摄影史在艺术史领域博得了更多的眼球。随着数码

摄影的出现，摄影的艺术独特性进一步通过科技展

现出来，同时也影响了艺术史对摄影的研究。在摄

影史的书写过程中，技术史成为其写作的显著特征，

从理念到书写方式的独特性，使得摄影史的“话语

权”显得格外重要。

“话语”（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这个词在摄影史研究领域
逐渐开始得到关注。其实“话语”这个词最早出现

在艺术史研究中，并没有特指摄影，但是随着摄影史

地位的确立，在摄影史研究领域，特别是在西方有关

艺术史学术会议上，我们开始接触到“摄影史的话

语”“艺术史的话语”之类的短语。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这个单
词的意思其实和 ｔａｌｋ、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和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等
单词所包含的意思相同。他们主要指的是交谈或讨

论，并没有什么十分特别的含义，随着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以来摄影批评理论的不断展开，学者逐渐赋予了

它越来越多复杂的含义。我们可以发现，在伊格尔

顿（ＴｅｒｒｙＥａｇｌｅｔｏｎ）的表述中，它主要是指“被理解
为言论的语言，与言语、与写作主题的主题有

关”［５］。“话语”与权利关系以及社会实践的关系总

是有一种暧昧的关系，他们之间相互交织，成为一

体。当西方新艺术评论家试图把“话语”带入摄影

史领域时，的确为摄影学科打开了一扇窗，提供了更

为多元的视角，使得摄影史在通往新境界的道路上，

或多或少有了一些看似有用的线索。所谓有意义的

“话语”传达，不仅仅是指言词、听觉和写作，同时它

还包含影像与姿势。把摄影图像这一概念纳入“话

语”世界，使得摄影家更加重视图像感官的表达，以

及这种表达在文化和社会发展中是如何体现其重要

性的，“话语”实际上是揭示了权力的关系，这就促

使摄影史研究者进一步去考察受众和艺术家之间的

关系，以及艺术与文化实践的关系。

摄影如何在艺术史领域中获得话语权———在学

术层面拥有控制舆论的权力？在当代艺术思潮中，

摄影话语权的力量还不具有引导该学科对社会产生

影响的能力。在艺术史研究过程中，话语权掌握在

艺术评论家的手里，更准确地讲应该掌握在具有独

立方法论体系的研究者手里。建立摄影史研究方法

论体系不仅可以为艺术史研究提供多元性的选择，

还能使此学科更加独立，在得到艺术史乃至其它学

科界的认可之前，摄影史必须在关注自身优势的同

时，也应看到自身的劣势。由于摄影史的研究长期

以来一直借用艺术史的方法论体系，因此摄影史研

究如果仅停留在“艺术史研究体系”这一学术层面

上是难以在学科领域里树立起自身权威的。摄影史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走向完善的过程中，是需要几

代人的不懈努力。摄影史的研究已经铺开，对它的

思考也正在深入，但有一点必须认识到，在短期内他

们并不能结出硕果。因此需要我们有长期艰苦奋

斗、锲而不舍的探究精神，沿着前人留下来的研究方

向不断前进，在艺术史研究领域中去获得摄影史的

话语权。

四、摄影史未来研究的方向

从学科发展角度，摄影史研究单从自身及艺术

史研究角度出发是远远不够的，它应追随时代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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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当今世界其他学科的研究趋势相结合。“２１世纪
整个摄影史研究的走向，将表现出比较研究、综合研

究、跨学科研究的多种研究方法的交叉。同时它还

会更多地借鉴社会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

等相关学科的已有研究成果。”［６］一定要充分把握

好摄影发展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多角度分析和总结

每一个时代摄影史研究的特点，深刻发掘产生其变

化的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关系，另外还要结合社会环

境和艺术史研究现状，在各类艺术发展的大背景下，

去揭示摄影史在发展过程中的本质和规律。

摄影史的一体性以及与各类艺术形式的关联

性，在以门类来区分艺术形式的研究中总是无法得

到充分体现。使用比较研究、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

的方法，作跨学科、跨地域、跨文化圈的比较研究，摄

影与其他视觉图像研究方式如符号学、图像学的比

较研究，与传统文本的比较研究等跨文化视角的整

体性研究。另外，摄影与非摄影、此类摄影与彼类摄

影在区分时从来没有所谓的界限，因为他们本身就

处在转化消长的发展规律之中。未来摄影史研究的

思路可以预测是朝着文化一体性、艺术人文精神再

次复归的方向发展。

五、结束语

摄影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研究方法尚未

能自成体系。当前的摄影史研究大多借鉴西方艺术

史的研究方法。未来摄影史的研究应在理解艺术作

品以及它所包含的时代价值的基础上制定自己的学

科研究体系。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要在摄影史教

育方面做出努力，特别是在高等教育领域，要突破摄

影史只在摄影院系开设的壁垒，使摄影史作为一种

通识教育进入人文素养课程体系，使更多的人了解

摄影史，丰富摄影史研究的学科背景。另一方面我

们还要清楚地认识到摄影本身所面临的优势和劣

势，在制定相对应的策略时，要从学术和非学术两个

方面入手，以便更好地在国际学术界争夺摄影史研

究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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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我国内陆节点城市新媒体合作发展研究

董世斌，张晓丹
（河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１－０６
基金项目：２０１７年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一带一路’节点城市新媒体合作发展问题研究”（２０１７Ｂ０４１）
作者简介：董世斌（１９７１—），男，河南信阳人，博士，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广告学、传播学研究。

摘　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人们被各种各样的信息所包围，新媒体作为信息传播的主
要载体，在推进“一带一路”我国内陆节点城市新媒体合作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新媒体具有突

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信息承载量大、互动性较强等优势，对“一带一路”我国内陆节点城市新媒体

合作发展必要性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提出有关新媒体合作的具体建议。内陆节点城市新媒体的合

作与发展必将促进其他方面的共同发展和进步，增强我国的整体国力。

关键词：“一带一路”；新媒体；合作；发展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８．０１．０１５
中图分类号：Ｇ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８）０１－００７４－０４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在２０１３
年提出来的。“一带一路”倡议秉承共商、共享、共

建的原则，有助于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推动沿线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一带一路”倡

议全面规划了我国各地的开放态势，中国将充分发

挥国内各地区比较优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

战略，加强东中西部互动合作。“一带一路”倡议更

是突出强调了内陆节点城市在对外经贸合作中的重

要地位，指出我国内陆节点城市将被打造成为内陆

开放型经济高地，这将促进我国各地区的整体协调

发展。

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８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
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

与行动》），强调了合作的重要性，这标志着“一带一

路”进入全面建设阶段。“一带一路”沿线资源禀赋

各异，经济互补性较强，彼此合作潜力和空间很大，

其中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

心相通为主要合作内容。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

建设的社会根基，要想在建设中奠定坚实的民意基

础，就需要让信息走在经济前面，利用媒体把政策优

势转变为机遇。新媒体是社会信息的供给者，在

“一带一路”的建设中，要大力加强各区域新媒体之

间的合作。

一、新媒体在“一带一路”我国内陆节点城市合

作发展中的优势

（一）突破时间、空间的界限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距

离越来越近，即时通讯、直播等全天候服务使信息能

够零距离、跨时空全球传播。技术的进步，信息的沟

通让社会上发生的重大事件没有秘密可言，每个人

既是信息的接受者，又是信息的传播者，人人都有发

言的机会；翻译软件等的出现，让不同的语言不再成

为人们交流的壁垒，信息被毫无阻碍地进行了精准

的传播，新媒体能够使科学技术在“一带一路”我国

内陆节点城市合作中进行同步的传播，使最新的信

息能够在第一时间进行交流和沟通，最大程度地加

强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之间合作的力度和准确度。

（二）信息承载量大

技术的研发和应用过程非常复杂和繁琐，信息

的存储和检索也成为技术发展的重点。新媒体以网

络平台为载体无限度地承载信息，在新媒体高速发

展的时代，把网络平台作为信息储存的一种载体，能

·４７·



够准确地把研究的数据和分析结果毫无遗漏地存储

起来，数据的整合和分析也不再需要人工进行，直接

用数据分析等软件就可以一步搞定，极大地减少了

人力和物力的消耗。通过搜索引擎能够准确地进行

信息检索，快捷查找所需要的信息，把传统社会中复

杂的问题简单化。新媒体信息承载量的加大使“一

带一路”我国内陆节点城市之间关于技术和信息的

沟通更加方便，能够以少量的财力把最大的效用发

挥出来，沟通和交流毫无障碍。

（三）互动性较强

技术的研发是为了服务于人，新媒体技术反馈

的迅捷在“一带一路”节点城市合作中能得到很大

的运用。“一带一路”我国内陆节点城市的合作是

多方面的，包括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

融通、民心相通等各个方面，需要及时进行信息反

馈，加强实施的效果。为了把国家的政策更好地

利用起来，使制定的方案更加适合当地的情况，把

政策的红利转变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机遇，依托新

媒体技术进行的互动和沟通，能够及时接受和分

享信息，为各地提供更有针对性、更加适宜的发展

策略。

二、“一带一路”我国内陆节点城市新媒体合作

发展的必要性

（一）区域发展不平衡

“一带一路”建设能够使我国内陆节点城市连

接成一个主体，有利于中西部与东部发达地区之间

的交流和学习。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开放城市

由于对外贸易便利，经济发展突飞猛进，逐渐成为中

国发展最快的区域之一。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开发新

媒体技术提供了巨大的资金支持，东部地区顺应时

代的发展趋势，借助经济支撑和对外交流学习的便

利条件，加大了在新媒体领域的投入，新媒体领域的

发展一直走在世界前列，而内陆地区由于受交通不

便利等一系列条件的限制，经济发展比较缓慢。为

了使东中西部协调发展，我国提出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中部崛起战略等，但中西部地区整体上还是远远

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一带一路”建设为内陆城

市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国家加大了对内陆地区的投

入，使新媒体发展缓慢的“一带一路”内陆节点城市

能够向东部地区学习，在自我发展的同时，能够辐射

和拉动周边地区，实现共同进步。

（二）产业结构不合理

“一带一路”建设对我国的产业结构提出了新

的要求，要全面发展技术，实现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

新技术产业的转变。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是我国的

主要特征，大部分地区的产业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产

业为主导，高新技术产业在我国的产业结构链条中

所占的比重较少。在以技术为主导的现代社会，以

技术取胜、以技术决定是否为大国的条件越来越苛

刻，对高新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产业结构的转型势

在必行，必须加强各行各业的联系和交流，实现技术

共享。中国产业结构分布严重不均，东部区域主要

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中西部则以劳动密集型产

业为主，虽然现在国家加大对技术的投入，并关闭一

部分污染严重的不合格企业，但劳动密集型产业一

直占据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主导地位，这种情况

要求我国加强东中西部技术的交流和合作，更要加

强新媒体之间的合作，中西部地区要结合本区域特

色，提高技术的研发，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转型。

（三）整体国力微弱

加强新媒体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实现信息技术

的共享，能够发挥各地区的优势，做到扬长避短，实

现整体国力的提升。由于地区特色、经济发展水平

不同，各地区对新媒体的投入力度和研发水平也不

同，导致我国各地区新媒体的发展参差不齐，有的地

区与世界的发展同步，有的地区却远远低于平均水

平，这种情况完全不能满足区域经济发展的要求。

各地区的水平综合起来处于１＋１＜２的标准，严重
拉低了我国在新媒体领域的整体国力，这对我国的

发展和国际地位的竞争都是不利的，与我国为了在

国际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而不断努力的精神不符。

因此，为了提升我国的整体国力，使中国在国际上地

位不断提高，需要加强各地区新媒体的合作，让它们

能够发挥１＋１＞２的威力，这是各地域促进自身发
展和进步的要求。提升整体国力是我国各区域的共

同责任，要共同发展新媒体，以节点城市为中心辐射

周边各个地区，实现共商、共享、共建。［１］

三、“一带一路”我国内陆节点城市新媒体合作

发展的影响因素

通过新媒体之间的合作，加强“一带一路”我国

内陆节点城市的联系，用信息技术打破区域之间的

界限，能够最大程度地加快我国的整体发展进程，但

由于各地区存在差距，在合作期间面临许多无法回

避的现实问题。

（一）城市经济和文化发展程度的差异

地区间发展不平衡是无法回避的的问题，由于

每个地区所处的地理条件不同，致使经济的发展程

度也相应地产生了差距。“一带一路”节点城市之

间的合作是经济和文化交流的相遇，是地区之间经

济文化“走出去”和“引进来”的过程。［２］地区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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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成为各地区之间交流、沟通、认同的壁垒，文化

的不同导致地区间对各自文化的维护和对其他文化

的排斥，经济的不同导致对同一事物接触和理解的

差异，特别是由于不同地区经济和文化发展不均衡，

其发展定位也有很大的差距。［３］在《愿景和行动》中

对内陆地区的定位主要是打造重庆西部开发开放重

要支撑和成都、郑州、武汉、长沙、南昌、合肥等内陆

开放型经济高地，支持郑州、西安等内陆城市建设航

空港、国际陆港，加强内陆口岸与沿海、沿边口岸通

关合作，开展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优化海关

特殊监管区域布局，创新加工贸易模式，深化与沿线

国家的产业合作。［４］这些定位的确立，主要是以当

地的经济、文化、交通条件为依托，定位的不同会影

响地区之间的合作。

（二）受众群体因素

新媒体作为传递信息的一种工具，它给人们的

生活带来了便利。受众作为新媒体的主体，是新媒

体服务的重点，由于中国地域发展的不平衡，在这些

地域中存在的受众群体也大相径庭。人性格的形成

主要是受环境的影响，环境在一个人的成长中有举

足轻重的作用，人的认知、思维方式和习惯都是在环

境的影响中形成的，由于所处的环境和每天接触事

物的不同，导致受众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也有很大

的差异，致使内陆区域间的新媒体合作出现了困境。

中国内陆相对于其他地区来说较封闭，受众群体接

触新事物的时间较晚、频率较低，在发达地域流行过

的事物也许才在内陆流行起来，因此人们对事物更

新换代的认知和对新事物的接受、学习能力较差，特

别是在与东部沿线地区的新媒体合作中，由于东部

地区新媒体紧跟时代的步伐，走在世界的前端，再加

上沿线交通的便利和外来居住人口的增多，受众在

心理和行为上都对新媒体有了一定的认知，这正是

内陆地区的受众所缺乏的，影响了新媒体之间的合

作。

（三）传播环境因素

地域的差距影响所处的环境、受众、经济、文化

等，对生活环境的影响更为重要。环境对社会的影

响是巨大的、无可替代的，由于所处地区的不同，政

府提出的政策以及实施效果等都有所不同，使得新

媒体传播环境也有很大的差距。新媒体作为社会发

展中的一个微小因素，每个区域都拥有独特的传播

环境，环境的不同致使各区域媒体的发展程度也有

所不同，特别是在成都、武汉、郑州等经济发展程度

较高的区域，由于当地政府对新媒体的投入大、国家

重视程度高，新媒体的发展较快，传播环境比较优

越，而另外一些地区则正好相反，严重影响了地域间

新媒体的相互合作。传播环境的差异使得新媒体在

本区域内的发展速度和相互间合作所推行的速度有

很大的不同，甚至在其他地区所推行的促进新媒体

发展的策略，如果照搬照用在本地区就有可能阻碍

新媒体发展，地区之间新媒体的合作需要在本区域

进行试点，这对新媒体的合作发展过程和结果的推

行都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四、对“一带一路”我国内陆节点城市新媒体合

作发展的建议

节点城市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构建布局

合理、结构优化、功能互补的全国骨干流通网络。［５］

东中西部地区流通网络协调发展，不同地区和不同

层级节点城市联动发展，服务功能不断增强，产业结

构整合升级，全国的软实力明显提升，已为新媒体的

合作奠定了基础。为了更好更快地发展新媒体，还

需要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加强合作。

（一）技术领域的共商

随着媒体的变革，新旧媒体的碰撞和冲突时有

发生，对新旧媒体进行融合，让社会进入融媒体时代

的口号也越喊越响，但由于技术等的不成熟，使得新

旧媒体的融合很不彻底，目前融媒体只是现存于大

多数人观念中的名词。在“一带一路”我国内陆节

点城市新媒体合作发展中，首先要针对新旧媒体进

行具体的探讨，根据各地区新旧媒体的现状进行具

体的分析和整合，特别是学习东部地区先进媒体经

验，加强内陆城市之间的合作，促使融媒体时代的真

正到来。［６－７］

如今记者身兼数职的现象屡见不鲜，特别是对

记者人数有一定硬性要求的高端会议，这就需要有

技术方面的研发和升级来满足新媒体对记者能力的

要求。媒体与ＶＲ技术的进一步结合是学界研究的
热点话题，但现今由于 ＶＲ技术的不成熟和稀缺，
ＶＲ设备笨重昂贵，只能在一些重要会议报道中才
能见到ＶＲ设备的背影。“一带一路”建设中，应该
加强对ＶＲ技术的进一步合作，节点城市的技术人
员互相学习、共同研发，让 ＶＲ技术能够如手机一
样，实现由繁到简的过渡，特别是现今视频化的时

代，图片能够使不同人种、不同语言的受众快速接

受、理解信息，让 ＶＲ设备操作摆脱繁琐的实施步
骤，成为人人可用、人人能用的设施是时代的要

求。［８］

（二）媒体平台的共建

现今社会人人都拥有话语权，传统的主流媒体

随着微博、微信等平台的建立越来越被人们选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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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忘，人们获取信息、捕捉热点信息的渠道早已转

变，这就需要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带领下，主要节

点城市共同合作，建立起具有代表性的媒体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要显示出强大的互动性，以受众乐于

接受的灵动活泼的文字、图片，辅以链接的方式对本

地区的特色进行报道；报道内容要贴近受众，彰显热

点；适时推出特色栏目的报道，让受众能够自发地转

发、点赞、宣传推广，从而让地区受众与政府进行积

极的互动和沟通，争取建立起受众信任的、权威的媒

体平台。同时，对平台的建设要做好严格的把关工

作。［９］

（三）大数据的共享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得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

被记录和分析，人们生活的环境被数据化。数据共

享对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能够更加精确、更加全面

地追踪社会所需，但由于利益等各方面的原因，数据

共享一直处于理想状态。“一带一路”倡议为大数

据的共享提供了平台，能够联合“一带一路”我国节

点城市把数据资源进行整合，区域间达到共享。

“一带一路”节点城市签订合作协议，在国家政策的

支持下，各个区域通过对内部资源的整合，与其他区

域进行共享，通过各区域数据的汇总和共享，不仅能

够使本区域制定的发展政策更具有针对性，更加适

合自己的区域特色，而且使“一带一路”节点城市整

体的发展更进一步，从而促进中国新媒体行业的整

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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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时代河南老字号品牌传播的挑战与策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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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媒介融合时代品牌传播正在经历新的变化，本文结合媒介边界的消融、消费者主体性的
重构、品牌共建的参与生态等三个方面重新思考河南老字号品牌传播所面临的挑战与困境，革新老

字号品牌观念，从建立有效传播接触点、确立独特产品及其形象、激励消费者个性化参与、挖掘品牌

文化内涵以及主动建立品牌传播案例库等五个方面提出策略和建议，以期为老字号品牌传播的长期

实践提供经验参照和理论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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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介融合时代品牌传播的理论和实践正在经历
新的变化，传统品牌如何应用新的媒介进行可持续

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２００６年商务部开启振
兴老字号、认定中华老字号活动，至今已有十余年，

从数量和规模上来看，老字号生存境遇一直存在问

题。２００７年商务部编纂的《中国品牌发展报告》显
示，新中国成立初期认定的“中华老字号”有一万多

家，１９９０年认定“中华老字号”时剩约 １６００多家；
２００６年商务部重新认定“中华老字号”，至今共有
１１２８家。这种递减趋势说明中华老字号并非基业
长青。２０１６年３月商务部启动的大规模调研发现，
部分老字号获得了创新和发展，例如全聚德、云南白

药、同仁堂等，但是大部分老字号企业经营规模有

限，品牌发展也受到地域局限，小作坊式生产依然存

在，现存的一千多家中华老字号企业，只有１０％蓬
勃发展，不少经营出现危机。［１］２０１７年商务部等１６
部门联合印发《商务部等１６部门关于促进老字号
改革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２］，提出实施“互联网 ＋
老字号”工程，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引导老字号适应

电子商务发展需求，开发网络适销产品和款式，为消

费者提供个性化、定制化产品和服务。

在这样的背景下，河南老字号品牌如何驾驭新

媒介力量，从而获得可持续性发展，成为老字号发展

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结合媒介边界的消融、

消费者主体性的重构、品牌共建的参与生态等三个

方面，思考河南老字号品牌传播所面临的挑战与困

境，提出在革新品牌传播观念、确立独特产品及其形

象、激励消费者个性化参与、挖掘品牌文化内涵以及

自主进行品牌传播案例库建设等五大方面重视相关

的策略应用，展望融媒时代河南老字号品牌传播的

发展趋向，以期为老字号品牌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

经验参照和理论启示。

一、融媒时代老字号品牌传播的困境与挑战

媒介融合不仅是现实实践，而且是未来趋势，这

成为思考老字号品牌传播的必然语境，在此背景下

品牌传播理论有着实质性的转变。如果结合老字号

品牌传播的困境进行分析，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思

考其面临的问题。

首先，媒介边界的消融意味着老字号品牌传播

内容和样式更为多样化，但是多数老字号的品牌传

播并未革新观念，或者并未深度把握媒介革新趋势。

老字号面临的共同难题是品牌老化，老字号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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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创新意识普遍薄弱。有研究者发现，４９．２１％的
老字号未进行品牌形象创新，５１．５８％的老字号未进
行或者仅仅有限进行了品牌推广创新，７５．１３％的老
字号未进行品牌管理创新。不过老字号越是对未来

预期良好，越是与客户和社会保持良好关系，越是具

有质量和技术优势，就越注重品牌创新。［３］可见在

老字号品牌创新意识普遍薄弱的情况下，老字号对

媒介环境变化的把握程度直接反映其创新能力的强

弱，因为品牌形象、品牌推广等都需要借助媒介形式

完成。目前河南老字号驾驭新媒介的能力尚不足，

没有形成对融媒时代的正确认知。以微信公众号为

例，河南老字号注册微信公众号的行为较为普遍，但

是持续更新内容的老字号较少，这样浅尝辄止的

“占有”行为不仅无益于传播，而且无益于“信任”关

系的维系，因为与消费者的每一次接触都直接关乎

品牌形象与传播。老字号的新媒介应用不等于注册

账号，也不等于拥有电商或者粉丝，而是需要老字号

从全局上理解媒介边界的消融、线上线下的空间重

构以及垂直化和细分化浪潮，这才是当前媒介正在

经历的变革。

其次，消费者主体性的重构启示老字号品牌传

播需要更加重视消费者的力量，但是消费者缺席是

企业品牌传播的通病，在老字号品牌传播历史中尤

其严重，而这正是当前变革最为明显的环节。一方

面，消费者个性化需求、新媒介所促成的支付场景和

消费习惯的变迁等都使得新生代消费群体的消费观

念与行为模式发生了转变。另一方面，消费者不再

是单纯的产品或者品牌“交易”的对象，而逐步成为

“交往”对象。从交易行为向交往行为的转变，意味

着消费者被还原为“整体的人”，正如科特勒等研究

者在《营销革命 ３．０：从产品到顾客，再到人文精
神》［４］中所持的观点，交换、交易被提升成互动、共

鸣，人文精神成为营销的驱动力。因此，消费者的主

体性如何被最大程度地保存和激发以及老字号的人

文精神如何被挖掘，成为老字号品牌传播需要关注

的核心问题。然而河南老字号尚没有形成对新媒介

时代消费者群体的正确认知，不能将新生代消费者

及其消费行为模式的变化纳入到战略层面进行考

虑，更多的老字号依然将消费者视为交易对象，而非

长期的交往对象，因此在个性化产品创新以及消费

者互动方面尚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

最后，新媒介时代品牌共建的参与生态需要老

字号在品牌传播方面重新思考多方关系的建构，这

不仅包括消费者，还包括所有能够引入的开放力量，

这是一项需要站在一定高度的长期战略规划。就河

南本土老字号而言，手工作坊与规模效应之间尚未

达到均衡，这就造成河南本土老字号品牌观念薄弱，

小富即安心态较为普遍，因此存在过于保守的路径

依赖，这不仅是河南老字号的通病，也是其他传统老

字号的通病，尤其是“在品牌传播上往往过于依赖

一些老顾客的口碑，而忽视了对品牌的持续宣传和

对不断更新换代的消费者品牌情感的持续培育，导

致顾客群体转移或消失。”［５］实际上消费者的承继

和迭代是老字号需要考虑的核心因素。另外，地域

老字号的产品特征往往具有地理限制，例如河南老

字号分布密集的洛阳、开封、周口、南阳、新乡等，这

使得老字号企业一方面对新媒介传播的广泛化价值

难以认同，另一方面对新媒介的地理性价值也颇为

生疏，因此很难有效利用新媒介力量。例如２０１７年
天猫和北京老字号合作启动“天字号计划”，三个月

后普及到全国，打造现代中国“全球表达”的“新中

国名片”。天猫超市香港站推出内地“天字号计划”

品牌活动，北冰洋、知味观、五芳斋、百雀羚等老字号

借势出海，但是河南老字号产品却较少参与。根据

天猫数据，２０１７年天猫海外成交覆盖国家地区数最
多的十大老字号中，上海４家，北京、湖北、湖南、浙
江、重庆、云南各１家。尽管河南老字号历史悠久，
也需要在新趋势下积极探索，借助各方力量打造品

牌传播态势是老字号的发展趋势，这需要引起老字

号企业足够的重视。

二、融媒时代河南老字号品牌传播策略与建议

面临融媒时代的各方挑战，河南老字号不必跟

风而行，但需要顺势而为。河南老字号需要在品牌

传播策略方面做出相应的调整，这不仅包括品牌传

播观念和意识、产品定位与形象，还包括消费者的个

性化参与以及文化内涵的挖掘，更为重要的是作为

操作性策略，品牌传播案例库的建设也应该被老字

号视为学习和成长的间接经验储备和动力源泉，并

被纳入到老字号的可持续发展规划中去。

（一）转变品牌传播意识，建立有效的传播接触

点

老字号品牌传播要有开放的视野和全局思维，

将媒介融合及相应的社会变化视为重要的参考因

素。小作坊生产方式、小富即安的眼光与心态等会

让地域性品牌在浑然不觉中失去很多机会，因为信

息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小地方”，信息的流动及其

对空间的重组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造成一种“剪

刀差”效应，一旦过了这个“节点”，经营状况会良莠

分明。美国学者戴维斯提出了品牌接触点，认为品

牌与消费者的每一次接触都会产生新的品牌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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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而任何一个接触点都是影响消费者的关键。［６］

因此，老字号品牌传播的新媒介应用，不能仅仅停留

在建立和占有新媒介账号上疏于维护和管理，更不

能将其等同于简单地拥有电商和粉丝，而是要具备

新媒介全局观念和革新意识，要着眼于建立新媒介

传播的网状结构，将老字号与消费者的每一次接触

视为重要的传播机会。

（二）维护产品的独特内涵，澄清品牌形象与定

位

一方面，老字号要重视产品的独特性以及“匠

人”精神的传承，这是老字号品牌屹立不倒的基础

保障。有研究者对北京餐饮老字号品牌进行调查发

现，消费者对保持老北京风味和食品安全信誉好这

两个要素最为满意，对其经营方式缺乏创新、价格偏

高等较为不满。［７］河南老字号也主要分布于食品、

餐饮、酿造等行业，经营规模普遍偏小，多数以家族

经营、单一产品等形式维系生存，［８］因此也面临着

如何围绕特色单品，丰富高质量产品体系的难题。

与此同时，老字号品牌既不能盲目追逐年轻人市场，

也不能忽略新生代消费者的消费模式变迁，因为消

费者对品质、品味的追求和消费行为、支付模式的变

化是互相关联的，要以其产品的独特内涵维系一定

规模的稳定消费群。另一方面，老字号要注重品牌

传播方面的形象维护，因为品质不清、形象不明，会

造成新生代对老字号品牌的认知模糊。例如老字号

命名高度重复、商标之争此起披伏等都会导致消费

者对老字号品牌形象的混淆。另外，同类产品的混

淆竞争也会严重冲击老字号品牌形象。王守义十三

香的品牌形象维护具有借鉴价值。该企业注册了

“十三香”和“王守义十三香”等商标，并且申请了

４６项外观专利，从而将“五香粉”等多种鱼龙混杂的
产品逐渐排出天然调味品市场，确立了稳固的品类

第一形象。产品的独特内涵和形象定位密切联系，

无论规模大小，老字号都要确立其品类地位和品牌

形象，这样才能具备区别于竞争对手的核心竞争力。

（三）重视消费者特征，激发个性化参与

社会化媒体的分享力和扩散力是消费者借助新

媒介参与品牌传播的基础。徐伟等人通过实证研究

获得了颇具价值的新发现，他们认为“消费者认同

老字号，可能并未完全基于其产品或服务属性，而是

想通过老字号实现或表达真实性的自我。”［９］这就

需要精准捕捉消费者特征，鼓励和激发消费者的个

性化参与，进而激活老字号的口碑效应，从而将新生

代消费者纳入到品牌发展和共建的战略地位中去。

故宫博物院文创团队的经验，在传统品牌文化与新

媒介应用的结合方面为河南老字号提供了重要的借

鉴价值。故宫博物院资料信息部数字传媒组将六百

年的“严肃故宫”形象通过卖萌、搞笑、酷玩等“接地

气”方式传到了新产品中，例如故宫筷子、朝珠耳

机、如意凉拖、“朕亦甚想你”扇子等，并形成了故宫

文创微博、故宫出品系列 ＡＰＰ、“故宫淘宝”公众号
等新媒介传播阵营，通过场景式话题和趣味化文案

触发读者的参与情怀，激活了故宫的深厚文化底蕴

和年轻消费者个性化参与之间的对接，使其形成了

源源不断的分享价值。这也说明了消费者个性化参

与意识的觉醒，应该被老字号品牌传播纳入到战略

层面给予重视。

（四）挖掘品牌的文化内涵，寻找创新与传承之

间的平衡点

老字号文化是品牌传播的精神源泉，因此立足

文化内涵是老字号品牌传播创新的根基所在。以源

于１６２７年的中华老字号河南汝州四知堂为例，昔日
流传“北有同仁堂，南有胡庆余堂，中原有四知堂”，

但今日消费者对四知堂的认同却很难与同仁堂和胡

庆余堂匹敌。同仁堂和胡庆余堂的创新发展属于老

字号中的佼佼者，在经营管理、产品体系以及品牌传

播、文化建设等方面表现非凡。作为地域品牌的四

知堂，其所具备的历史根基已经形成了文化资本，但

是缺乏有效的挖掘，需要借助新媒介力量获得新生。

河南老字号低度酒首创者张弓酒业的新媒介实践颇

具有参考价值。张弓酒业于２０１６年通过投资拍摄
１０集网络微电影《酒段高手》进行品牌文化植入，以
微信公众号“酒段高手”作为微网剧官方平台，这也

是其长期院线计划的前期步骤之一；２０１７年张弓酒
业又投资建设张弓酒文化体验馆，进行品牌形象和

文化传播。这些举措是河南本土老字号品牌进行深

度新媒介应用与文化传播的典型，虽然对于较小规

模的品牌而言难以模仿，但是老字号文化可以不断

被阐释和演绎，这对所有老字号都具有借鉴价值，老

字号文化最终唤醒的是消费者的社会身份、秩序和

归属感。

（五）建立品牌传播案例库，形成成长共同体

建立老字号品牌传播案例库可以从经验和教训

层面获得新媒介传播策略的积累，为实践提供理论

指导。如何解决老字号对新媒介应用的迟钝、观望

或者折戟而归？单一或者单纯的理论分析对于老字

号长期的品牌传播实践来说是单薄和无力的，激发

老字号品牌传播的内生力量才能使其获得可持续发

展，这就至少需要在两个方面进行策略转变：一方

面，河南老字号品牌从自身做起，主动建立品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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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库，积累间接经验；另一方面，老字号之间需要

协作，形成合力，以团体经验应对新媒介挑战。例

如，建立国内第一家老字号领域非政府案例库的是

杭州老字号研究院，它不仅从品牌管理和传播层面

研究老字号创新与发展，而且为老字号掌门人提供

培训和经验交流。“互联网 ＋老字号”是一项复杂
的探索工作，单个老字号很难突破其发展的路径依

赖，通过有组织的形式为老字号提供交流和学习机

会，激发老字号的新思维和新观念，就有可能推动老

字号跳出以往的品牌传播惯性，也能可持续地激活

老字号的行动力。

三、融媒时代河南老字号品牌传播的未来展望

未来河南老字号品牌传播需要避开误区，不能

再将传播重点放在与新媒介的表面接触上，而是要

放在借助新媒介接触消费者，以及借助新媒介重构

品牌关系上。技术层面的形式主义掩盖了真正的内

容创造，这是老字号进行品牌传播容易陷入的深坑。

老字号品牌传播与新媒介只是表面接触这种偏见会

导致一系列恶性循环，造成老字号长期无法深度认

知和驾驭新媒介，却又象征性地被动“拥抱”新媒

体，最终无益于品牌传播。与此同时，需要注意的

是，融媒时代的品牌传播策略并非适用于所有的老

字号，需要老字号结合自身条件进行抉择。地域性

老字号需要开放品牌传播观念、重视消费者能动性、

驾驭新媒介以及直面网络社会，这些需求具有普适

性，也是刻不容缓的现实需求。因此，未来老字号品

牌既要以开放姿态和团队协作的方式利用外部机

遇，又要重视挖掘和阐释老字号自身的文化内涵，在

老字号的品牌智慧、文化与消费者的深度需求之间

建立畅通的关系，并且通过案例库建设形成自主学

习和成长习惯，进而建立从驾驭外部力量到创造内

生性力量的长效机制，从而建立可持续的发展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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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好莱坞法庭题材电影是好莱坞类型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大量使用娴熟、精美和规
范的语言而深受大众欢迎。法庭题材影片形成于２０世纪后期，以法庭诉讼过程为背景、以法律诉讼
程序为时间线索，讲述法庭辩论双方道德与情感交织的故事，体现好莱坞电影擅长利用创作者与观

众互动展开叙事行为的特点。本文从叙事行为的角度探索好莱坞法庭题材影片的叙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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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好莱坞电影具有世界上最完备的创作体
系，形成了许多类型电影，类型电影的产生是好莱坞

电影规范化发展的结果。好莱坞电影类型包括西部

片、灾难片、喜剧片等，其中也包括２０世纪后半段成
形的法庭题材影片。顾名思义，法庭题材影片就是

以法庭诉讼过程为背景、以法律诉讼程序为时间线

索，讲述法庭辩论双方之间的道德与情感交织的故

事。故事中自始至终的矛盾冲突以及情节剧的风格

特征都让其受到了大众欢迎。法庭题材电影设计逻

辑要求严格的法庭辩论情节，因此它更加需要完善

的叙事策略。好莱坞电影很早就意识到将故事的叙

事策略定位成创作者与观众互动的机制。本文将从

叙事行为角度探索好莱坞题材影片的叙事策略。

一、叙事要素

好莱坞法庭题材电影是基于美国的司法制度而

来，因此整个电影的叙事结构是比较固定的。影片

故事的开头是一片平静，然后主人公开始陷入民事

和刑事案件之中，成为了原告或者被告，从而开始了

诉讼过程。有些好莱坞法庭影片则以司法工作者的

角度来描述案件的发展过程以及对他们生活的影

响。总之，好莱坞法庭题材电影叙事结构的准备工

作有以下作用：第一，为后续的诉讼过程做好情节上

面的铺垫；第二，让法庭上参与辩论的人物形象更加

地丰满；第三，为后续情节的发展埋下伏笔。在完成

电影情节的铺陈工作后，好莱坞电影开始正式进入

案件部分［１］。

好莱坞法庭题材电影是从案件的发生过程开始

的，与好莱坞电影中经典的叙事电影不同，播放案件

的发生过程并不是为了展现案件的前因后果，而是

为法庭上面的辩论提供基本的事实依据。在好莱坞

法庭题材电影中，对于案件发生过程的处理具有很

大的发挥空间。电影《杀戮时刻》和电影《青年林

肯》为我们呈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案件发生过程。

前者是一场直接暴力冲突，所有的人物关系和故事

情节都很清晰，矛盾冲突直接导致了法庭上的一幕

惨剧；而后者显得含蓄而充满悬念，在单一视角的陈

述下，让我们对剧情的发展有了更多想象的空间。

在案件发生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律师和公诉

人员的介入。在好莱坞法庭题材电影中，律师和公

诉人被定位成正义的代言人。因此，律师介入案件

成为了好莱坞法庭题材电影中必有的桥段。而法院

的审理结果也往往取决于律师的辩论。在被告律师

与公诉人的辩论过程中，法律程序便与故事的线索

一同前进。在法庭审理过程中，除了辩护律师与公

诉人间的关系，辩护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也是

故事发展的重要线索。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当事

人与律师的关系总是由不配合的相互猜忌变为齐心

协力，并且依靠两人的合力最终让冤案昭雪，让暴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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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应有的惩罚［５］。电影《费城故事》中安德鲁和

乔之间由最开始的厌恶鄙视最终发展为互相尊敬，

不仅齐心协力地打赢了官司，还让两人的事业得到

了发展。

律师介入之后，在庭审正式开始之前还要经过

精心的庭审准备。庭审准备阶段要完成陪审团的挑

选和审前合议环节。随后法官出场，庭审正式开始。

庭审是好莱坞题材电影的高潮部分，随着法官的一

声锤击，双方辩护律师的辩论正式开始。作为法庭

题材类型影片的高潮，这部分集中了戏剧冲突的大

部分矛盾，各种语言交锋格外犀利。双方律师进行

案件陈述，随后进行交叉质询，他们所有的言行都会

呈现在陪审团的视野中。此时法官成为了观众的代

言人，代替观众向双方当事人和律师提出问题。这

是好莱坞叙事中互动机制的体现。纵观好莱坞法庭

题材的影片，都采用了欲扬先抑的手法，即在辩论的

初期中，正面的一方总是处在弱势，并且即将陷入万

劫不复的深渊。这样的情节铺垫，反而让观众对于

正面一方的逆袭充满期待。往往此时正面方处境越

危险，当正面方逆转成功时给观众的冲击越大。

好莱坞法庭题材电影中，时常会出现休庭的情

节。休庭常常发生在情节突变之间，这部分往往酝

酿的是庭审结果的逆袭。通常在这个时候，庭审的

核心人物———正面律师会利用这个机会来扭转颓

势，而关系到庭审胜负的关键人物和关键证据都会

在这个时候成为逆转的杀手锏。为了充分吊足观众

的胃口，关键的新证据往往出现在决定诉讼成败的

最后一分钟。同时，为了不让最后的证据出现得过

于突兀，即为了增强故事的真实性，影片通常会为新

证据的出现做好铺垫。此外，诉讼双方当事人情感

的突变或者是忏悔也往往导致故事情节的逆转。好

莱坞法庭题材电影所选的素材大都具有代表意义，

并且是社会大众所关心的，因此社会舆论的态度对

于这些案件的审理往往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在

《杀戮时刻》中便存在由于案件的争论导致的３Ｋ党
与黑人之间的武装冲突，这种社会力量的冲突导致

的暗杀事件竟然发生在庭审的法庭门口，这足以说

明庭审所带来的社会冲突，而社会冲突的出现也使

得以语言辩论为主的法庭题材电影有了动作性和戏

剧性，这对于好莱坞法庭电影正义叙事主题的强化

具有重要意义。

除了休庭，二次开庭也具有实现庭审情节逆转

的功能。在美国，由于注重证据和司法程序，许多案

件的审判要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但是这些拖拉的

审判过程显然不能够电影化，所以用二次开庭来象

征审判的长周期也是恰当的。二次开庭的流程与第

一次基本相同，而其主要作用还在于实现峰回路转

的效果。二次庭审中，正面一方会提交新证据让陪

审团做出正确的决定，从而增加影片的真实感。或

者，正面一方的律师会在最后进行慷慨陈词，最终打

动了陪审团。两种情节逆转的背后都是对司法公正

的坚守，所表达的核心意义在于肯定正义。这样的

结局能够迎合大部分观众对于司法公正的渴求，从

而提高影片的影响力。

在一系列的庭审、休庭和二次庭审之后，法官将

听从陪审团的意见进行无罪和有罪的审判。在好莱

坞法庭电影中，陪审团是一个神秘的群体，他们具有

裁决案件的权力，同时他们也是一个并不团结的集

体。和现实中的陪审团相比，电影中陪审团的意志很

容易被观众把握，即使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他们

讨论出的结果也往往被观众所预料到，这也是好莱坞

法庭电影坚持正义的叙事方式所带来的必然结果［４］。

二、叙事行为分析

在现代电影理论中，我们经常用叙事学理论来

分析影片中的叙事行为。而对于一般电影来说，叙

事行为的研究分为语境研究和句法研究，也被称为

表达叙事学和主题叙事学。其中人们通常用发讯

者、客体、主体、接受者、助手和敌手六个要素来形容

主题叙事学。这六个要素通过情节与情节间的因果

逻辑关系向前推进。对于类型电影而言，所有逻辑

关系的基础都基于类型电影的基本叙事惯例。在这

样的叙事惯例之中，常常将拯救危机和灾难的希望

寄托于某些品德高尚和胆识过人的英雄身上，他们

能够抚平灾难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的伤疤，并且能够

在这个过程中完成自我的救赎［３］。

在好莱坞法庭题材的电影中，显然是由律师来

充当英雄形象的。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律师无疑是

整个拯救过程中最有力的执行者，是整个叙事行为

的核心。影片中，律师对于案件的胜诉有着强烈的

渴望，而这种渴望一开始并不是那样强烈，它需要一

个建立的过程。这点在《被告》中有体现。在影片

中，墨菲是一名女公诉人，当她经手莎拉被强奸的案

子时，因为证据不足，她认为能够让强奸犯进入监狱

就是最好的结果了，结果导致案件在审前动议阶段

就失败了。而当墨菲开始真正体会到强奸犯对于莎

拉的伤害时，她重新唤醒了内心对于胜诉的渴望，而

这份渴望在与莎拉的接触过程中与日俱增，最终墨

菲为莎拉讨回了公道。

即便是在庭审现场叱咤风云的英雄律师有时候

也具有克服内心的心理创伤和收获宝贵感情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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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便是英雄律师们的自我救赎。而自我救赎的

情节也是好莱坞法庭题材影片正义叙事的一部分。

律师作为美国司法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一份

职业，也是一份阅历。律师在捍卫正义的过程中，往

往能够让自己的感情和人格得到升华，让自己的理

想和信念变得坚定。在常人的眼里，律师往往是那

些衣着得体、口若悬河的精英形象，而真实的情况是

有许多律师一直忍受着事业的低迷带来的巨大心理

和生理折磨，他们四处碰壁，并没有流露出一点英雄

的形象和气质；或者有的是刚刚进入律师行业，虽然

初生牛犊不怕虎，但是由于经验浅薄而被许多人拒

之门外。他们命运的改变却都是因为一场在别人看

来打不赢的官司。英雄自我救赎的最初土壤是那些

站在英雄对面的敌手们。在叙事行为的六个要素

中，敌手是一个很奇特的要素，因为没有对手的戏剧

是乏味的，有了敌人和对手，才有了戏剧性和冲突

性［２］。在好莱坞法庭电影的叙事体系中，敌手并不

单单指那些你死我活的对手，而是代指了社会中一

类社会成员的意见，虽然这些成员的思想与正义的

一方相比会有些灰暗，但是他们的确代表了社会中

一部分人的想法和观念。他们和英雄律师来自于一

个大的团体，但是只有英雄律师愿意冒着被团队中

大多数人仇视的风险而选择捍卫正义，这才是英雄

律师自我拯救的价值体现。而敌手的众多和声势的

浩大本身就是为英雄的最终胜利制造反差，因此从

叙事方法上看，敌手与帮手的势均力敌并不能凸显

出英雄的伟大，所以在好莱坞法庭电影中，可以发现

敌对势力总是数倍于英雄律师的势力。研究好莱坞

法庭电影不难发现，最后战胜庞大邪恶势力的源泉

来自于亲情、友情以及陌生人之间的关爱。《杀戮

时刻》中杰克的妻子是影片中的一个小人物，但是

她却在敌手和帮手之间巧妙地转换着，当面对 ３Ｋ

党的威胁时，妻子带上孩子离开了处在困境中的杰

克；而在杰克为了案件最后的陈述而焦急准备的时

候，妻子却出现了他的面前，并且用女人的温柔和善

良抚慰了杰克焦虑的心灵，让他最终成功。杰克也

最终因为诉讼的胜利，弥补了自己之前没有能够阻

止凶案发生的遗憾和忏悔。

三、结语

好莱坞法庭题材影片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已

经形成了自己成熟和独立的表现类型，这种表现类

型能够满足不同观众心理上对于司法公正的渴求，

同时对于弘扬司法正义也具有良好的宣传作用。好

莱坞法庭题材影片的正义叙事行为，对于社会主流

意识形态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研究好莱坞法庭题

材电影的叙事行为，不仅是为了宣示司法的公平和

正义，更是从电影叙事的角度学习好莱坞电影创作

者的叙事技巧以及创作过程中形成的创作者与观众

的互动机制。只有始终将满足观众的需求作为使

命，才能创造出更加合适的叙事方式，从而推动类型

电影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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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汉语国际传播研究

佘　清
（南阳师范学院 团委，河南 南阳 ４７３０６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１－０５
作者简介：佘清（１９８３—），男，湖北咸宁人，教育学硕士，南阳师范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大学生德育。

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交往的日益广泛，世界各国对汉语学习的需求急剧增长，汉
语国际传播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当前汉语国际传播面临顶层设计和战略

规划不够完善、历史文化遗产优势没有充分发挥、来自英语的冲击和汉语自身学习困难等困境。

“一带一路”倡议在实现全球范围内经济产业合作的同时，也为汉语国际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和广

阔平台。面对机遇和挑战，在“全球一体化”和“互联网＋”大格局下，要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推进
汉语国际传播，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传播力度。个体的学习交流与交际交往都会促进汉

语国际传播，在汉语国际传播实践过程中要因地制宜，深度融合。

关键词：一带一路；汉语国际传播；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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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国际传播历史久远，西汉时期张骞出塞打
通了连接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以贸易和文化之

名为汉语国际传播开创了历史，如今孔子学院和华

文教育学校等机构为汉语国际传播作出了较大贡

献。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汉语国际传播

也面临新的困境。

一、汉语国际传播的时代意义与现实困境

语言是人类沟通交流的重要工具，是保存和传

递人类文明成果的重要媒介，是民族的重要特征。

语言的性质特点决定了它在国家和民族的政治、经

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有重要作用。汉语是中国的

官方语言，是联合国开展工作的六大语言之一。

（一）汉语国际传播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

梦”的实质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坚持“五位

一体”建设，实现“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实现国家

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五位一体”突出强调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

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大幅提

高，然而在国际社会“全球一体化”背景下，要真正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不能闭门造车，绝不是

仅仅通过自身努力就可以实现的。和平发展方针、

多边合作战略、互赢互利导向是当代国家发展的正

确选择，实现的途径离不开人类最重要的交流媒

介———语言。语言的国际地位与其所属国家的综合

国力成正比，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国际影响

力的不断增强，全世界又掀起一股“汉语热”，汉语

国际传播理应上升到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

度。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汉语国

际传播本身就是一种经济资源，相比较国内已经项

目化系统化的英语教研、培训、考试消费，我国在汉

语国际推广过程中也应该从顶层设计开始，系统化

项目化运作。例如，英语有雅思托福考试，汉语也可

以有权威的等级考试；各级各类学校建立外语学院

和开设英语课程，也可以在其他国家成立汉语学院

开展汉语教研工作，从过去的以服务为导向转为以

经济为导向，充分利用和开发其经济价值。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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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对外贸易与投资，促进以汉语为主体的信息产

业发展，未来会吸引更多的懂汉语并喜欢中国文化

的外商外企来华投资，国家和人民会得到更大的实

惠。

从政治维度思考，汉语国际传播对维护国家在

国际政治权利分配以及中国在世界上的民族统一等

具有重要意义。一个国家的语言如果具有国际主导

权，就意味着该国家拥有国际社会信息和文化主导

权以及政治话语权。然而，据统计在联合国用汉语

作为主要语言的会议不到１％。因此，为了扩大中
国在全世界的影响力，维护中国和谐友好的国际形

象，争取中华民族的国际政治话语权以及海外华人

的政治权益，必须积极推进汉语国际传播工作。［１］

此外，汉语国际传播也是中华民族五千年优秀传统

文化的传播，在汉语国际传播过程中有意识地把中

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及思想引出国门、推向世界，可以

让全世界感受东方文化的睿智与魅力。

（二）当前汉语国际传播面临的困境

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国家对汉语国际传

播工作的重视程度也逐渐加强，１９８７年国家成立对
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２００６年改为国家汉语国际推
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国家汉办”），负责中国的

对外汉语教学和汉语国际推广，孔子学院（课堂）、

华文教育和中国文化中心等机构在汉语国际传播工

作中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进一步提升汉语国际传

播力度还面临着现实困境。

第一，国家在汉语国际传播顶层设计和战略布

局上需要进一步细化。无论是正在运行的孔子学院

模式、华文教育模式，还是中国文化中心模式，其主

要职责和功能在于汉语教学培训、考试以及以国家

文化交流为载体的汉语国际传播，缺少对双方国家

的经济和政治渗透，这样就容易造成汉语学习者的

两极分化和兴趣导向格局。比如某些国家中上层精

英出于外交和个人兴趣等目的，对学习汉语和中国

文化有较高热情，而普通民众既没有条件也没有兴

趣去学习汉语。

第二，在汉语国际传播过程中，辉煌的历史遗产

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具体体现在我国与一些国家的

历史渊源与现实交往脱节，我国的传统文化文明成

果与汉语国际传播现实脱节。比如我国在古代丝绸

之路时期就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有

繁荣的贸易和文化往来，但由于相关国家的宗教等

原因，这段历史的推动作用其实是十分有限的；［２］

再比如在国内语文课中，将我国传统文化思想引入

汉语教学是很常见的方法，但是在汉语国际传播过

程中其作用却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第三，英语仍然对汉语国际传播造成强烈冲击。

英语作为世界唯一的“全球通用语”被大多数国家

认同，英语与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都

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母语是非英语的国家和

地区通常会把英语作为第一外语，无论是官方还是

民间都会把学习英语作为第一要务，汉语或者其他

国家语言得不到有效的传播和使用。

第四，来自汉语本身的学习难度大，教学资源缺

乏。很多外国人都觉得汉语难学，汉字难写，是因为

语音上的差异（汉语有声调）以及汉字的书写和翻

译较难（世界文字系统大部分是表音文字，而非汉

字这一类表意／意音文字）等等。［３］在教学资源方
面，教材与当地文化结合不紧密、教师的双语教学水

平不高、现代化教学手段应用不足、师资力量有限等

原因都会阻碍汉语国际传播。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汉语国际传播

２０１３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哈萨克斯坦和
印度尼西亚时分别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２０１５年３月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等部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

经济带和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
出“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推动沿线各国经济繁荣，

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合作，加强文明交流，促进世界

和平发展，是一项造福世界和人民的伟大事业。

（一）“一带一路”背景下汉语国际传播的综合

优势

１．“一带一路”为汉语国际传播顶层设计创造
了有利条件

“一带一路”目标之一就是要与合作交往国家

实现“五通”，然而实现“五通”的首要条件就是语言

相通。北京语言大学王建勤教授提出，“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经济产业合作全球化赋予汉语国际传播以

新动力和新内涵。汉语国际传播与“一带一路”是

有机融合相辅相成的，是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现

实需要。

２．“一带一路”建设助推我国辉煌历史文化遗
产的传承

两千多年前西汉张骞出塞，开辟了中国与欧亚

大陆连接的丝绸之路，丝绸、陶瓷和茶叶等商品伴随

着古老的东方文明，与欧亚大陆沿线国家共同促进

了前所未有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不同国家民族的语

言和文化逐渐融合并落地生根。［４］时至今日，中国

建设性地提出“一带一路”宏伟计划，探寻古丝绸之

路汉语传播的历史轨迹，重拾历史文化遗产，为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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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下汉语国际传播提供了历史借鉴，具有现实指

导意义。

３．“一带一路”建设背景限制了英语对汉语国
际传播的冲击

“一带一路”倡议由中国提出，从宏观合作政策

到具体合作项目都以中国为主导。“一带一路”提

倡多边合作互惠双赢，吸引了沿线及周边国家的广

泛参与。在这种情境下，掌握汉语的国家就会在

“一带一路”合作中占得先机，就有可能率先实现

“五通”的目标。当然，在这里也不是说完全放弃使

用英语，但是可以预见英语在“一带一路”合作中对

汉语国际传播的影响是很有限的。

４．“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更多的汉语国际人才
“一带一路”是深度合作，既有宏观上的国家、

地区之间的合作，也有中观上的企事业单位之间的

合作，还有微观层面的个人之间的交往，这样就构建

出了“一带一路”背景下汉语国际传播的立体大框

架。合作的内容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及环境等方

面，无论是哪个层面的合作交流，无论涉及什么样的

内容，汉语国际人才都会受到关注和重用（这里说

的汉语国际人才是指掌握包括汉语在内的两门以上

的语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了更好地开展合

作必须重视汉语学习，本国国民为了更好地获得相

关的就业机会必须努力学习汉语，而国内的汉语教

学人才也会努力学习第二语言，促进汉语国际传播

与交流。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汉语国际传播的对策

思考

如何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合作优势和平台，把

汉语国际传播推向新的高度，本文重点从以下几方

面思考该问题。

１．依托“一带一路”合作平台做好汉语国际传
播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

“一带一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

北京语言大学李宇明教授提出“一带一路，语言铺

路”倡议。汉语国际传播在“语言铺路”中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要继续保持现有的平台和优势，依

托孔子学院模式、华文教育模式等开展汉语国际传

播工作。截至２０１７年１月１日，我国在１４０个国家
（地区）共成立了５１２所孔子学院和１０７３个孔子课
堂，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范围内的孔子学院和

孔子课堂各有１００余个。［５］在此基础上国家可以根
据“一带一路”经贸和产业合作格局进行调整，形成

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的战略格局，以满足周边相关

国家对汉语资源的需求。另外，要改进以往地缘政

治的短板，构建和拓展“陆地 ＋海洋”传播模式。历
史上我国一直是以陆权为主的国家，对海权的开发

和经营不够成熟。当古代丝绸之路繁华不再，宋、元

两朝曾努力尝试鼓励海外贸易，明朝时期除了郑和

实现了远下西洋之壮举，执政当朝严格限制海外贸

易，汉语传播就此中止。［４］“一带一路”包括“２１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打破传统的以陆地为主的地缘

格局，为汉语国际传播开辟了新的渠道，打通了汉语

国际传播的海上传播之路，助力国家海权发展与海

上经贸繁荣。

２．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推进汉语国际传播
“一带一路”宏观上包括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合

作，汉语国际传播除了包括孔子学院及华文教育模

式，还包括国家和地区之间签订的经济、政治合作协

议，以及文化层面的交流。在合作协议的实际操作

过程中，需要使用汉语和协议国母语进行交流，这样

能够直接促进汉语国际传播。企业之间的合作主要

是寻求经济利益合作，包括一定的文化交流。企业

之间为了寻求利益最大化，必须实现语言相通，这样

也直接促进了汉语国际传播。这种情况下企业对汉

语国际人才求贤若渴，企业为了更好地发展会招聘

和培训汉语国际人才；个体为了更好地获得就业机

会，也会努力成为汉语国际人才，在“全球一体化”

和“互联网＋”大格局下，个体的学习交流与交际交
往都会促进汉语国际传播。

近些年来华留学生逐渐增多，据教育部数据统

计，２０１６年全球共有 ２０５个国家和地区的 ４４２７７３
名各类外国人员来华留学，相比较于２０１５年总数增
加了４５１３８人，增长率为１１．３５％，其中，在生源排
名前１５的来源国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占了 １０
个席位。［５］在“一带一路”政策带动下沿线国家成为

来华留学的主力军，数量呈快速增长趋势，有效促进

了汉语国际传播。

３．理论联系实际，以各级各类学校为阵地，推进
汉语国际传播的教学和研究

国内汉语教学和国际汉语推广的难度是不一样

的，侧重点也不同。汉语国际传播需要考虑对象国

的国民整体教育水平、经济发展状况、政治、宗教、文

化甚至社会治安，对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措施。

例如，对待哈撒克斯坦、印度等亚洲国家必须考虑其

宗教文化问题；对于沿线欧洲国家近年经济不景气

的局势，则要考虑其经济问题对汉语国际传播的影

响。因此，加强对汉语国际推广的理论研究，并把理

论和实际相结合，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可以依托各级各类学校对汉语国际传播展开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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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研究，并付诸实践。例如，开展跨文化交际研究，

研究对象国的经济状况、宗教信仰、教育水平等综合

因素并形成论文或者调查报告等作为理论参考，在

汉语国际传播实践过程中针对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采

取不同的策略，因地制宜，深度融合；开展汉语国际

传播教学技术研究，加强“互联网 ＋”多媒体教学技
术的研究和应用，探索引入微课、慕课及翻转课堂的

最新教学手段方法，根据对象国的语言和文化开展

双语教学研究，力求在教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上实

现突破，实现汉语国际传播效率最大化。要加强对

汉语本身性质特点的研究，学习汉语首先要了解汉

语，相对于其他语言来说，汉语学习难度较大，但是

汉语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只有充分掌握汉语的

性质特点，才能根据其规律进行合理的教学安排，做

到由易到难，循序渐进，从而顺利开展汉语教学和对

外传播工作。

三、结语

汉语国际传播是一场持久战，随着国际形势的

变化和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汉语国际传播迎

来了历史最佳时机。面对机遇和挑战，我们应该具

备世界眼光，立足国家层面的高度，结合社会组织和

民间力量，加强理论和实践研究，全面推动汉语国际

传播。依托“一带一路”合作平台，加强“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传播力度，把汉语国际传播融入经济、政

治、社会、文化以及民生等要素，努力实现对象国经

济发展需要汉语，政治活动包含汉语，文化交流使用

汉语，实现汉语国际传播由被动变主动，全方位、多

层次、立体化推进汉语国际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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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语背景学生习得汉语单项状语的偏误特点

高永安１，张　恰２

（１．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２；２．苏州华东康桥国际学校 国际部中文处，江苏 苏州 ２１５３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２－２０
作者简介：高永安（１９６６—），男，河南驻马店人，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学和

汉语言国际教育。

摘　要：以哥斯达黎加孔子学院为主的西班牙语背景学生的偏误材料为分析例证，发现错序是
主要偏误类型，语义上表示时间、处所、程度、方式的偏误占绝对比例，这些偏误具有很强的倾向性，

其倾向性甚至集中在几个具体的词上。关注偏误的倾向性和这些词，对西班牙语背景学生的汉语教

学和教材编写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西班牙语；汉语状语；偏误；偏误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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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母语背景会影响到学生的汉语习得，对不同母

语背景学生的汉语偏误进行分析，能够帮助我们在

学生母语和目的语两方面寻找习得的突破口，促进

汉语习得进程。近年来，这方面研究吸引了众多学

者。随着孔子学院在全球到处开花，为了找到各地

孔子学院学生习得汉语的特点，对偏误进行微观研

究，寻找其偏误集中点，以对孔子学院的教师、教材、

教学法有切实的帮助，应该是目前比较务实的工作。

本文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偏误的。

笔者通过考察发现，现已有一些针对某种语言

的汉语学习者的状语偏误研究，比如王坤《韩国学

生习得汉语状语语序偏误分析》［１］一文中，作者根

据状语的不同构成成分把韩国学生的状语偏误分为

六种，揭示了韩国学生状语偏误的原因，并提出了相

应的教学策略。尹正莉在《汉、泰语状语语序的比

较研究及泰国学生习得状语的偏误分析》［２］一文

中，以汉、泰状语为研究对象，运用中介语和偏误分

析方法，从状语的构成成分、状语类型、标志词、单项

和多项状语的位置等方面进行了对比研究。陈氏璧

在《越南学生汉语状语的习得情况考察》［３］－文中，
苍运用统计的方法，对越南学生的汉语状语输出进

行考察，分析和讨论了越南学生的状语习得情况，并

提出了教学策略。尚慧慧在《韩国来华留学生多项

状语语序的偏误研究》［４］一文中指出，时频状语、能

愿状语、语气状语和对象状语属于高频偏误类别。

笔者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考察，将本文的研

究对象“单项状语”界定为用来回答“怎么”“多么”

“哪儿”“什么时候”“是否”等这类问题，位于形容

词或者副词之前的，一般由介词短语、副词短语、名

词短语等构成的单项成分。

本文作者之一曾在哥斯达黎加大学孔子学院任

职一年，本文语料一部分来自孔子学院学生的日常

作业、考卷及口语展示中的造句及作文素材等，还搜

集了哥斯达黎加国立大学、哥斯达黎加中哥文化教

育中心等汉语教学机构的资料，语料总计 ３６１份，
４３６８７字；另外一部分来自本文针对状语偏误研究
有针对性设计的调查问卷，最终收回有效问卷①９６
份，得到有效偏误②７４３条。

二、偏误分布

（一）偏误类型

我们在所收集到的４３６８７字的３６１份自然语料
中，找到了１０５条有效偏误，按照偏误的性质分为遗
漏、误加、误代、错序四类。其中，遗漏类型的偏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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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例，误加类型的偏误 ８例，误代类型的偏误 １１
例，错序类型的偏误６５例。③

图１　四类偏误在自然语料中的分布情况示意图

由图１可以直观地看出，在所收集的自然语料
中，错序类型的偏误最多，占所收集有效偏误的一半

以上；其次是遗漏类型的偏误，接近有效偏误总数的

四分之一；再次是误代方面和误加方面的偏误，分别

占有效偏误总数的１０％和７％。例如：
（１）错：我都全身不舒服④。（正：我全身都不舒

服。）

例（１）中副词“都”作状语，位置错误。这是典
型的状语错位，但是这个类型的错误数量并不占多

数，多数的状语错位是表时间的状语。例如：

（２）错：我睡觉八点钟晚上。（正：我晚上八点
钟睡觉。）

错序是四种类型中数量最大的类型，其实在遗

漏型的偏误中，也有一部分可以归到错序里面。例

如：

（３）错：人们习惯照相他们的孩子。（正：人们
习惯为他们的孩子照相。）

例（３）虽然可以看作是缺少了“为”，但是也可
以看作是对“照相”这个词跟它所关涉的对象的位

置掌握不好。这么看的话，错序的偏误还会更多。

这就告诉我们，错序是西班牙语背景学生偏误的主

要类型。在数量上，比遗漏、误加、误代三种类型之

和还要多很多。

此外，本文也考察了调查问卷中各类偏误的分

布情况，得出以下结果：

表１　问卷调查中遗漏、错序、误加、误代偏误的分布情况

遗漏 错序 误加 误代

偏误数量 １２３ ２６２ ０ ３３
占调查问卷总偏误数⑤的比例⑥（％） １６．５５３５．２６ ０ ４．４４

　　从表１中不难看出，在本文的调查语料中，相较
于其他类型的偏误，错序偏误在总偏误中也占据着

很高的比例。

（二）组成成分

本文１０５条自然语料的偏误均属于限制性状语
的偏误。我们按照偏误状语的内部结构，把他们分

为副词及副词短语、名词及名词短语和介词短语充

当状语的偏误。

如图２所示，在所采集的有效偏误中，介词短语
做状语的偏误所占比例最大，占总偏误数的三分之

一以上，共３９例；副词及副词短语做状语的偏误，也
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共３７例；名词及名词短语
做状语的偏误有２６例，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

副词及副词短语作状语的偏误类型则没有特别

的趋势。遗漏偏误最多，也只有１２例，其余错序１１
例、误代８例、误加６例。包括１例误代并且错序。
例如：

（４）她非常帮我。（误代：他常常帮我／他帮我
很多。）

（５）她去中国以后，还也没有回哥斯达黎加。
（误加：多了“也”。）

（６）他个子很高，他瘦。（遗漏：应为“他很
瘦”。）

（７）我都全身不舒服。（错序：我全身都不舒
服。）

图２　三种结构状语偏误的分布情况示意图

乍一看，似乎各类型的特征不明显，但是进一步

观察会发现，介词和介词短语偏误中，多数是语序偏

误（错序），共２７例，其余，遗漏１２例、误加２例、误
代１例。（包括２例错序并且遗漏、１例错序并且误
代。）而名词及名词短语作状语的偏误，总共２６例，
无一例外，全部是错序。这样看来，从状语内部结构

显示出来的规律并不明显，相对来说，名词、介词类

状语偏误，在偏误类型上倾向性更强一些，副词类状

语的各偏误类型倾向性不明显。例如：

（８）我们去现在还是我们去下午？（时间名词
错序）

（９）聊天儿跟孩子非常有意思。（介词短语错
序）

（三）语义类型

状语是谓词和谓词性短语前的修饰性成分，其

语义类型可以分为限制性和描写性。限制性状语用

来表示时间、方式、处所、范围、程度、否定、手段、目

的、对象、数量、语气等。而描写性状语主要是用来

描写和形容中心语的性质和状态。本文收集的自然

语料的状语偏误均为限制性的。按照状语的语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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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分类，表示时间、处所、程度、方式、对象、同一、范

围、否定、数量的状语居多。

图３　自然语料中各种语义类型偏误的分布情况

如图３所示，表示时间、处所、程度、方式的偏误
占总偏误数的比例较大。其中，表示时间的状语偏

误为３２例，约占有效偏误总数的三分之一；表示处
所的状语偏误为１７例，约占总数的１６％⑦；表示程

度的状语偏误有１６例，约占总数的１５％；其次是表
示方式的状语偏误，为１５例，占总数的１４％；表示
对象的状语偏误为９例，表示类同⑧的偏误为８例，
表示范围的状语偏误为３例，表示否定的状语偏误
为２例，表示数量的偏误为１例。例如：

（１０）昨天是星期日，我起床九点。（时间错序：
九点）

（１１）我妹妹学习在小学。（处所错序：在小学）
（１２）我觉得台湾的景观很美丽得不得了。（程

度错序：很／得不得了）
（１３）五点一刻我喝咖啡跟朋友们。（方式错

序：跟朋友）

综上所述，西班牙语背景学生的偏误中，表现出

明显的倾向性。其偏误类型以错序为主，偏误的语

义类型以表示时间、处所、程度、方式为主；而偏误类

型里的遗漏、误代、误加，语义类型里的对象、范围、

否定、数量等，则相应数量较少。相对来看，状语的

组成成分，即名词、副词、介词短语，三者之间的差距

不大。

三、偏误原因与偏误倾向

（一）偏误原因分析

中介语的产生是多方面因素影响的结果，鲁健

骥（１９８４：４４－５６）认为这些因素包括：（１）母语负迁
移（２）所学有限的目的语知识的干扰（３）本族或外
族文化因素的干扰（４）学习或交际方式、态度等的
影响（５）教师或教材对目的语语言现象不恰当或不
充分的讲解和训练。现在我们把发现的西班牙语背

景汉语学习者的偏误，按照如上的分类作一介绍。

３．１．１母语负迁移
例如：

（１４）我学习医学专业，还学习汉语在孔子学
院。

（１５）李红星期日中午要踢足球和她的朋友。
（１６）我睡觉八点钟晚上。
例（１４）的偏误是“在”的使用。汉语中的“在”

作为介词指处所时，其构成的介词短语一般位于谓

语前。而西班牙语中的ｅｎ＋ｕｎｌｕｇａｒ（“ｅｎ”＋地点）
一般位于句尾，有时为了强调也可以位于句首。例

如：

（１４）我学习医学专业，还学习汉语在孔子学
院。

译句：Ｙｏｅｓｔｕｄｉｏｍéｄｉｃｏ，ｙｅｓｔｕｄｉｏｃｈｉｎｏｅｎｅ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ｏ．

对应：我　学习　医学，　还 学习 汉语 在 学
院 孔子。

例（１５）的偏误在于，学习者将介词“和”“跟”
构成的方式状语放在了谓语之后。介词“和”“跟”

表示共同、协同，在西班牙语中用ｃｏｎ表示。在西班
牙语里，ｃｏｎ＋ｐｅｒｓｏｎａｓ（“ｃｏｎ”＋人）修饰一个动作
时，倾向于放在谓语之后。例如：

（１５）李红星期日中午要踢足球和她的朋友。
译句：ＬｉＨｏｎｇｖａａｊｕｇａｒｆúｔｂｏｌｃｏｎｓｕｓａｍｉｇｏｓｅｌ

ｄｏｍｉｎｇｏａｌｍｅｄｉｏｄíａ．
对应：李红　 要　 踢 　足球 和　她的 朋友

（们）星期日 中午。

例（１６）是由西班牙语的时间名词的语序与汉
语不同造成的。例如：

（１６）我睡觉八点钟晚上。
译句：Ｄｕｅｒｍｏａｌａｓｏｃｈｏｐｏｒｌａｎｏｃｈｅ．
对应：（我）睡觉　八点　　晚上。
３．１．２其他原因造成的偏误
目的语知识泛化造成的偏误。例如：

（１７）我寄了他一件礼物。
（１８）请坐，医生看病你一下。
例（１７）中，学生在之前学过双宾语动词“给”

“送”等，在这里也把非双宾语动词“寄”同等对待。

这是由于学生忽略了“寄”本身是不能带双宾语，后

面需要用介词“给”引出间接宾语，构成意义上等价

的非双宾语句式。可见，这个偏误产生的原因是，学

生把双宾语动词的范围扩大了。

例（１８）中，“看病”是一个述宾结构的组合，它
涉及的对象要用介词引介到动词之前，应该说：“医

生给你看一下病。”学生把“看病”理解为一个跟

“看”一样的动词，所以把“看”的语法功能转移到了

“看病”这个述宾结构的词组上。这也是规则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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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现之一。

回避和简化的策略造成的偏误。例如，有些学

生在学习“他在商场买光盘”这样的句子时，因为担

心出错而采取了回避和简化的策略，把原本应练习

的“在哪儿做什么”的句子拆成两部分，变成了“他

在商场，他在买光盘”。

３．１．３偏误原因分析的启示
对偏误进行原因分析得到的一般结论，基本上

都可以在两种语言和文化上找到答案。因此，给我

们的启示就是，教学人员要在进行汉语教学之前对

学生的语言背景有一定认识，最好作一下语言对比

研究，找到学生母语和目的语之间的差异和相通的

地方，求同存异，因势利导。

对于西班牙语背景的汉语学习者来说，由于汉

语和西班牙语的语言类型不同，首先在表达语序上

就有明显的差异。我们的调查已经表明，偏误中的

错序是最主要的，其数量比其他几种偏误之和还要

多。这提醒教师在教学中进行适当的语言结构对比

是很有必要的。而这种比较并不困难，但是得到的

效果却可能很明显。这是我们的建议。

另一方面看，目的语规则的泛化则是一个任重

而道远的事。因为汉语的语法规则一般比较细碎，

例如，双宾语的规则、离合词的规则、把字句等句型

规则、一些虚词的使用规则等，都只涉及部分词语，

不能推广，这就要处处提防规则泛化。

既然建立在偏误原因分析基础之上的语言对

比、防止规则泛化等努力，需要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

应对，相对来看，对偏误进行个别处理，找出突出的

个别问题，对个别问题进行各个击破，可能是更有效

的办法。

（二）偏误倾向

如上所述，西班牙语背景的汉语学习者的偏误，

在语法上和词汇上都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这些倾

向性可以使我们在对不同语言背景学生进行教学

时，更加注意在点的教学上，而不是普遍撒网。从而

使教学具有明显的目的性，找到突破口深入挖掘，逐

步扩展。

根据第一节的考察，我们已经知道了西班牙语

背景学生的汉语偏误中，错序的偏误多于其他类型

的偏误；在语义上，表示时间、处所、程度、方式的偏

误在总偏误数中占据了绝对的比例；在对偏误状语

的内部结构进行了名词类、介词类、副词类分类考

察后，发现三类结构的状语偏误数量虽然没有明

显的差异，但是时间名词、语序差异，还是具有明

显倾向性的。这个倾向性是和偏误类型结合着

的，可以减少汉语和西班牙语对比工作的范围。

例如，我们在教材中设计练习的时候，就可以多练

习语序语法点；在语义类型上，可以多涉及表示时

间、处所、程度、方式的状语练习，对于范围、否定、

手段、目的、对象、数量、语气等的知识就不必大量

练习了。

除此之外，一些偏误甚至可以集中在几个特定

的词语上，这就给教材编写和课堂教学提供了帮助。

这一部分我们将在下节中作具体分析。

四、偏误倾向较高的词

经过考察，我们发现主要的偏误不仅在偏误类

型、语法语义类型和组成成分上有倾向性，这些倾向

性甚至可以落实到具体的词身上。这一节就来介绍

具有倾向性的词语。

（一）偏误频率较高的介词

在介词短语做状语的自然语料偏误中，出现偏

误的介词主要集中在“在”“和”“跟”“给”等词上，

具体分布情况如表格２所示。
表２　介词短语做状语偏误中主要介词的分布

主要

介词

偏误数

目（例）

主要语义类别

及数目（例）

主要介词偏误

所占比例⑨（％）

根据偏误类型的

分布（数目）（例）

“在” １７ 处所（１５） ４３．５９％ 遗漏４／误加２／错序１１

“给” ６ 对象（６） １５．３８％ 遗漏５／误代１／错序１

“从” ６ 方式（６） １５．３８％ 错序６

“跟” ４ 方式（４） １０．２６％ 错序４

“和” ３ 方式（３） ７．６９％ 遗漏１／错序２

“对” １ 对象（１） ２．５６％ 遗漏１

“为” ２ 对象１／目的１２．５６％／２．５６％ 错序１／错序１

　　由表格２可知，在介词短语做状语这一类的偏
误中，介词“在”构成的介词短语产生的偏误最多，

为１７例，约占本类型偏误总数的５０％，主要表示处
所，其中主要的偏误类型为错序和遗漏。其次是

“给”构成的介词短语，均为表示对象的介词短语，

约占本类型偏误总数的１５％，主要的偏误类型为遗
漏。再次是表示方式的“从”“跟”与“和”构成的介

词短语，主要的偏误类型为错序。例如：

（１９）我过圣诞节在我哥哥家。
（状语错序。应改为：我在我哥哥家过圣诞

节。）

（２０）留学生喜欢出去玩儿，他们跟朋友也喜欢
去吃北京地道的菜。

（状语错序。应改为：留学生喜欢出去玩儿，他

们也喜欢跟朋友去吃北京地道的菜。

（２１）她会弹钢琴的人很羡慕。
（介词遗漏。应改为：她对会弹钢琴的人很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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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

（二）偏误频率较高的副词

在本文收集的副词及副词短语做状语的３７例
自然语料偏误中，出现偏误的副词主要集中在“很”

“都”“也”“常常”等词上，具体分布如表格３所示。
表３　副词及副词短语做状语偏误中主要副词的分布

主要

副词

偏误数

目（例）

主要语义类别

及数目（例）

主要副词偏误

所占比例⑩（％）

根据偏误类型的

分布（数目）（例）

“很” １６ 程度（１６） ４３．２４％ 遗漏（８）

误加（３）

误代（３）

错序（２）

“也” ７ 类同（７） １８．９２％ 遗漏（３）

误加（２）

错序（２）

“都” ４ 范围（４） １０．８１％ 遗漏（１）

误加（１）

错序（２）

“常常” ２ 频率（２） ５．４１％ 错序（２）

“才” ２ 时间（２） ５．４１％ 误代（２）

“一直” １ 时间（１） ２．７０％ 错序（１）

“一共” １ 数量（１） ２．７０％ 错序（１）

“非常” １ 程度（１） ２．７０％ 误代（１）

“不” １ 否定（１） ２．７０％ 误代（１）

“没” １ 否定（１） ２．７０％ 误代（１）

　　由表３可以看出，副词及副词做状语中主要偏
误的副词有表示程度的“很”、表示类同的“也”、表

示范围的“都”等。其中，关于副词“很”的偏误最

多，占这一类型偏误总数的４０％以上，主要集中在
遗漏上，误加和误代也有少量。其次是关于副词

“也”和“都”的偏误，约占本类型偏误总数的１８％
和１０％。遗漏、误加、错序都有一些。例如：

（２２）我喜欢多朋友来我的聚会。
（副词的遗漏。应改为：我喜欢很多朋友来我

的聚会。）

（２３）因为我的语法不好，所以常常我写汉字。
（状语错序。应改为：因为我的语法不好，所以

我常常写汉字。）

（２４）我们家有四口人一共。
（状语错序。应改为：我们家一共有四口人。）

（２５）李建是经理，王红也是老师。
（副词的误加。应改为：李建是经理，王红是老

师。）

（三）偏误频率较高的名词及名词短语

在本文收集的名词及名词短语做状语的２６例
自然语料偏误中，偏误主要集中在钟点、星期、日期

上。具体分布如表４所示：

表４　名词及名词短语做状语偏误中主要名词短语的分布

主要名词

短语

偏误数

目（例）

主要语义

类别及数

目（例）

表示不同含义的

名词短语偏误所

占比例瑏瑡（％）

根据偏误

类型的分布

（数目）（例）

表示钟点 １４ 时间 ５３．８５％ 错序（１４）
表示星期 １ 时间 ３．８５％ 错序（１）
表示日期 １ 时间 ３．８５％ 错序（１）
表示时间段 ７ 时间 ２６．９２％ 错序（７）
表示数量 ２ 数量 ７．６９％ 错序（２）

　　由表４可知，在名词及名词短语做状语的偏误
中，偏误主要集中在钟点、星期、日期等表示时间的

短语，另外有两例表示数量的偏误。其中，表示钟点

的名词短语偏误最多，占这一类型偏误总数的５０％
以上；其次是表示时间段的偏误，占２５％以上。例
如：

（２６）我来上课六点。
（状语错序。应改为：我六点来上课。）

（２７）你要吃一丸每六钟。
（状语错序、量词误代。应改为：你要每六分钟

吃一粒。）

（２８）六点晚上，人们一边唱国歌，一边照明灯
笼。

（状语错序，动词遗漏。应改为：晚上六点，人

们一边唱国歌，一边举着灯笼照明。）

这些偏误中，错序和遗漏的偏误较多，介词短语

做状语、副词及副词短语做状语的偏误较多，表示时

间、处所、程度和方式的状语偏误较多。偏误率较高

的介词集中在“在”“和”“跟”“给”等词上，偏误率

较高的副词集中在“很”“都”“也”等词上，钟点、星

期、日期等用名词或名词短语组成的时间状语偏误

较多。

五、结语

本文通过对哥斯达黎加汉语学生状语习得的考

察，对西班牙语背景学生状语习得的特点进行了分

析，得出以下结论：从偏误类型来看，以错序偏误为

主；从语义类型来看，以表示时间、处所、程度、方式

的偏误为主；从结构类型来看，以名词、副词、介词短

语做状语的偏误差异不明显。同时，分析结果显示，

这些偏误集中在具体的词上分别为介词“在”“和”

“跟”“给”，副词“很”“都”“也”“常常”，及表示钟

点、日期、星期等名词短语上。这些偏误的倾向性为

对外汉语教学和教材的编写具有一定的启示性作

用。

注释：

①本文认为凡进行有效作答的问卷均为有效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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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本文认为凡与本文研究对象“单项状语”相关的偏误均为
有效偏误。

③其中，包括２例既有遗漏又有错序的偏误和２例既有误代
又有错序的偏误。

④本文所有例句均来自哥斯达黎加汉语学生的作业、考卷等
教学资料及本文采集的问卷资料。

⑤问卷调查中有效偏误总数为７４３。
⑥问卷所采集的偏误中有一些残缺较多、难以列入这四类
中，故此表的百分数之和无法达到１００％。

⑦保留整数部分。下同。
⑧李大忠：《外国人学汉语语法偏误分析》，２０１３年２月第２
次印刷，２０页，“也”的基本意义是表示类同，即两个或两
个以上的事物或情况在某个方面相同。

⑨此处是每个主要介词的偏误占介词短语做状语有效偏误
总数的比例。因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所以所有百分数相

加只有９９．９８％，不足１００％。
⑩此处是每个主要副词的偏误占副词及副词短语做状语有

效偏误总数的比例。剩余一例属于书写错误，顾未列入此

表。

瑏瑡此处是表示每个含义的的名词短语占名词及名词短语做
状语有效偏误总数的比例。另外一例偏误属于书写错误，

故未列入此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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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西方修辞学的《曾国藩家书》文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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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

摘　要：在西方修辞学的基础上，从ＬｌｏｙｄＢｉｔｚｅｒ的修辞情境、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的修辞三诉诸和Ｂｕｒｋｅ的
认同理论等角度对《曾国藩家书》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我们得知《曾国藩家书》是曾国藩在特定的

情形中，针对不同的读者，采取了不同的说服方式，从而更好地起到了劝说的作用。

关键词：《曾国藩家书》；修辞情境；劝说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８．０１．０２０
中图分类号：Ｉ２１０．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８）０１－００９５－０４

　　一、引言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作为西方修辞学的鼻祖，他将修辞定

义为“在任何给定的情况下运用已有的劝说手段的

能力”（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ｉｓｔｈｅｆａｃｕｌｔｙ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ｉｎｇｉｎａｎｙｇｉｖｅｎ
ｃａｓｅｔｈｅ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ｍｅａｎｓｏｆｐｅｒｓｕａｓｉｏｎ）。［１］研读文献
我们不难发现，亚氏修辞学的核心是“劝说”。随着

社会的发展，亚里士多德所代表的古典修辞学越来

越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因为它不能对很多语言的

使用问题做出解释。在这样的情况下，新修辞学在

继承古典修辞学的基础上诞生了。作为新修辞学的

代表人物，Ｂｕｒｋｅ大大拓展了修辞学的研究范围，将
修辞的研究对象扩展为人类的各种交际行为。他的

“认同”理论被认为是亚氏理论的延伸和发展，是现

代非常重要的一个修辞理论。正如伯克所说，“哪

里有劝说，哪里就有修辞；哪里有意义，哪里就有劝

说”［２］。修辞可以说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在。

《曾国藩家书》作为一种修辞活动，有它本身的

修辞特点。《曾国藩家书》记录了曾国藩在清道光

３０年至同治１０年前后达３０年的翰苑和从武生涯
所写信件近１５００封。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是曾
国藩一生的主要活动和其治政、治家、治学之道的生

动反映。由于曾氏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许多学者

都对他的家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探究其成功的秘

密。纵观国内外对此家书的研究无非是从其教育和

现实意义、军事思想来分析曾氏的思想来源，而且研

究人员基本上主要来自中文系和历史系。从现有的

资料来看，我们没有发现从修辞的视角来分析其家

书的。因此，本文在综合中西方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试图运用西方修辞学理论来分析曾氏家书，希望能

够弥补我国在这方面的空白。为了展示修辞情境、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的修辞三诉诸和 Ｂｕｒｋｅ的认同理论等在家
书中的具体操作，本文从众多家书中选取最具有代

表性的两篇：《致诸弟（明师益友虚心请教）》和《与

沅季二弟书（余处高位深悚惧）》为分析对象，希望

能够揭示曾氏家书的修辞特性并探索其规律，从而

对类似家书的写作和批评性解读有所启发。

二、《曾国藩家书》的修辞要素

作为一种典型的修辞话语，《曾国藩家书》有其

产生的特定条件和背景，即修辞情境。作为一种特

殊的修辞话语有其参与者（写信者）和读者。特定

环境下的参与者经过互动肯定会产生结果：家书。

为此，我们从家书的修辞情境、写信者和读者之间的

关系来阐释家书的修辞特性。

（一）《曾国藩家书》的修辞情境

修辞情境是西方修辞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

念，它为我们评析各种各样的修辞事件提供了一个

强有力并且可行的工具。Ｂｉｔｚｅｒ强调修辞话语是情
境性的，情境是修辞的中心。他说“修辞作品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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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效果；它的最终目的是引起某种改变的同时履

行某种任务。”与此同时，他认为修辞情景是由一系

列的人物、事件、物体和关系的组合所组成的一种实

际或潜在的急缺；如果能够通过引入话语或者象征

行为使急缺产生改变，那么这种状况就会部分或完

全地消除。归纳起来，紧急状态、受众和限制项是修

辞情景的重要组成部分。［３］话语是由情境产生的。

而他这一观点受到了Ｖａｔｚ的猛烈抨击。Ｖａｔｚ在《修
辞情境的神话》中认为情境是修辞的，语言产生意

义而不是意义的效果，修辞决定情境。［４］Ｂｉｔｚｅｒ对修
辞情景的概念做了详细的界定，Ｖａｔｚ对其做了修订。
对曾氏家书的分析，我们采用他们二人的观点。

众所周知，曾国藩生活在我国的一个内忧外患

时期，当时清政府正在衰落，社会矛盾加剧。太平军

起义盛行，直接威胁着清政府的统治。为了镇压农

民军起义，清政府当时派遣曾国藩去和太平军作战。

历经１４年，曾国藩率部成功地镇压农民军。他因此
也成为清政府的有功之臣，其权力后来也为清政府

的统治者感到害怕。当时的皇帝咸丰曾经说到“镇

压了洪秀全，又起来一个比其更可怕的人物，这个人

就是曾国藩。”为了向当时的统治者表明自己的忠

心，也为了教育自己的子孙，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大背

景下，曾国藩写了上千封家书。曾国藩的家书正是

对当时修辞情境的适切反应，也即为了回答弟弟或

子孙所提出的问题或遇到的困难并向当时的统治者

表明忠心而写。

（二）《曾国藩家书》的受众和修辞者

在同一修辞情景中有不同种类的受众。可以

说，修辞活动是以受众为中心，是受众导向型的。

Ｂｉｔｚｅｒ认为，受众是改变紧急状态、解决问题的行为
主体。曾国藩写家书的目的就是唤起受众，即读者，

认同自己的观点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一旦离开他

们，修辞活动就无法实现其目的。读者在家书中的

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虽然受众在修辞学史上不断

的演变，但其本质没变，即对造成紧急状态的争议点

有兴趣、愿意参与到修辞活动中来，能够受修辞者修

辞话语影响并参与到改变现状中来的所有人。就

《曾国藩家书》而言，其主要受众是其弟弟、儿子和

父母。他们彼此都比较熟悉。以《致诸弟（明师益

友虚心请教）》为例，信中的主要受众是他的两个弟

弟。而事实上，曾国藩的家书不只是写给家人的，其

更是通过家书向当时的最高统治者表明自己忠心的

一种方式，我们上面提到过当时的皇帝曾一度担心

曾国藩的权势过大危机自己的统治。因此，当时的

最高统治者是曾氏不能明说的隐含受众。而曾氏本

人作为高级官员深知在他成功镇压太平军之后，他

对统治者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威胁。心思缜密的他，

在给子孙写家书之时不忘向皇帝陈述自己对国家和

皇帝的忠诚之心。

“长子如父”是中国的俗语。曾国藩是家中的

长子。通读史书，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成功的履行

了作为家中长子的责任和义务。其作为家书的书写

者，其修辞人格整体来说是肯定的、积极的，这为其

在家书中取得理想的交际效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昆提利安和西塞罗均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修辞者的

为人对于其修辞人格的形成与塑造是有着非常重要

的意义的。昆提利安曾经在讨论修辞教育时下过一

个非常著名的定义，也就是所谓的 “修辞者”指的应

当是一个 “善于言辞的好人”（Ａｇｏｏｄｍａｎ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ｗｅｌｌ）。根据上面的这个定义，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
个结论，即修辞应该是道德修养与语言使用技巧的

统一体。一个人只有首先在现实生活中做到人品端

正、无可挑剔，才可能通过一定的训练成为一名优秀

的修辞者。［５］人们往往比较容易相信拥有高尚品德

之人说的言语。曾国藩自身的言行举止为弟弟树立

了榜样，因此他能够比较容易地劝导自己的家人。

从修辞学的角度来分析，我们知道修辞者和受众是

双向互动的，他们彼此会有比较深刻的影响。

三、《曾国藩家书》的修辞策略

对修辞情景要做出适切的反应。没有适切的反

应，修辞情景也不会存在。曾国藩在其家书中运用

了不同的修辞策略，我们可以看作是对不同修辞场

景所做出的适切反应。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提出了三种诉诸方
式，分别是理性诉诸（ｌｏｇｏｓ）、情感诉诸（ｐａｔｈｏｓ）和人
品诉诸（ｅｔｈｏｓ）。理性诉诸是以“修辞推论”和“例证
法”为形式进行证明的一种劝说方式，是由演说自

身所证明或者有所证明而造成的；情感诉诸是通过

打动受众的情感来实现的，是由受众所处的某种心

境造成的；人品诉诸是通过修辞者好的品德使受众

产生信赖从而达到劝说效果，是由修辞者的性格造

成的。［６］于此同时，Ｂｕｒｋｅ的认同理论也被运用到曾
国藩的家书之中，即“同情认同”“对立认同”与“误

同”。同情认同主要强调人与人之间共同的情感因

素；对立认同是一种通过分裂而达成凝聚的最迫切

的形式，人、物或者人的生存环境都可能成为对立

面；误同通常的表现形式出于人对自身处境的错误

认同上。［７］

在《与沅季二弟书（余处高位深悚惧）》中，曾国

藩用修辞推论来阐释自己的观点。

大前提：只有居安思危，身居高位之人才能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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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

小前提：我们现在身居高位。

结 论：我们需要考虑当前面临的危机。

在《致诸弟（明师益友虚心请教）》中，曾国藩也

用到了修辞推论来说服自己的弟弟。

大前提：有志气、有决心的人即使身处闹市也能

刻苦学习。

小前提：四弟决心努力学习。

结 论：不需外出，四弟在家也能好好学习。

在同一封信中，他也运用了同样的策略去说服

六弟。

大前提：品德高尚之人不计较个人得失，而是为

贫苦大众忧心。

小前提：六弟为一次考试失利耿耿于怀。

结 论：六弟的焦虑是不值得的。

事实上，在《曾国藩家书》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

举。作为家中的大哥，他在信中试图用逻辑推理来

劝说年轻的弟弟。

在历史上，我们知道曾国藩家族和睦，子孙繁衍

昌盛。这些事实不禁让我们想知道曾国藩是怎样在

情感上和家人交流沟通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

家书中窥见一斑。这就是他在信中用到了情感诉

诸。在《与沅季二弟书（余处高位深悚惧）》中，曾国

藩用了一些反面例子来劝说弟弟。例如，一些身居

高位的官员由于缺乏危机意识最终搞得身败名裂。

在这里曾国藩想通过“恐惧、害怕”这种情感来劝说

弟弟。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曾经说过是恐惧指人或动物面对现
实的或想象中的危险、自己厌恶的事物等产生的处

于惊慌与紧急的状态。通过读史书我们得知，后来

曾国藩和他的弟弟虽然控制了军权也没有造反。在

《致诸弟（明师益友虚心请教）》中，六弟由于考功名

失利在信中抱怨自己运气不好，曾国藩用尧舜这两

位圣人做榜样以让其弟弟产生一种羞愧感。“羞愧

是对于自己做的事或别的由内而外感到羞耻和惭

愧”［１］在信中曾国藩成功地消除了六弟的焦虑，因

为品德高尚之人忧虑民族的兴衰而不是计较个人得

失。因此，他的六弟一旦和品德高尚之人作对比，就

会感到惭愧。与此同时，在信中曾国藩始终将弟弟

的兴趣牢记在心。他的这番举动定会被弟弟感知，

他在弟弟心中会是一个善良、体贴的哥哥。正因为

他在弟弟心中的形象，他的弟弟才容易被他说服。

在家书中，曾国藩不失时机的塑造身份权威以

影响家庭成员。曾国藩是家中长子，肩负着家庭重

任，行驶着父亲的职权。从家书中得知，他在给家人

提供经济支持的同时不忘给弟弟和子孙提供精神食

粮，以教育他们怎样处理各种各样的困难。曾国藩

用自己的言行来给家人树立榜样确立身份权威。这

也解释了为什么他的弟弟都信任他的原因。比如，

在《致诸弟（明师益友虚心请教）》一信中，曾国藩通

过以自己向身边的朋友和贤人学习并且每天坚持写

日记为例，告诫弟弟要向身边的人学习。哥哥已经

取得这么大的成就还不忘向他人学习，因此弟弟很

容易受感染而听从他的劝告。与此同时，曾国藩在

家书中所洋溢出来的对家人的善意也是很容易被家

人感知的。他写家书旨在帮助家人解决面临的各种

各样困难。曾国藩在解答问题的时候总是有无限的

耐心。总之，曾氏用言行给自己树立了身份权威。

Ｂｕｒｋｅ作为新修辞学的代表人物，将修辞定义
为“用话语形成态度诱导他人行动”［８］。根据

Ｂｕｒｋｅ的观点，如果你想说服他人，你就要和他取得
同一。也即，找到一些共同之处。共同之处包括意

识形态、情感、话语等。因为认识有理性的，和读者

在价值、态度、信仰、情感等方面取得同一对作者来

说是至关重要的。［９］Ｂｕｒｋｅ的修辞三角如下图所示：

图１　Ｂｕｒｋｅ的修辞三角

在家书中，曾国藩为了说服弟弟，他尽量和弟弟

取得同一。作为同一家族中的成员，由于骨子里流

淌着同样的血液，他和弟弟有很多共同之处。也即

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彼此同体。相对别人来说，曾国

藩更容易和家人达成同一。那《与沅季二弟书（余

处高位深悚惧）》为例，这封信是曾国藩身处忧虑状

态时所写。担心自己和家人重蹈覆辙，曾国藩在共

同的敌人这一方面和弟弟达成同一。而且，曾国藩

作为封建体制下的一名官员，他和弟弟同受儒家思

想的影响，对统治者要忠心是他们共同的意识形态。

曾国藩运用共同的信仰劝说家人，事实证明是一种

非常有效的方法。

四、批评性解读《曾国藩家书》的基本框架

本文在基于西方修辞学的基础上对《曾国藩家

书》进行解读，探讨了它的特点和修辞要素，分析表

明《曾国藩家书》实质上是曾国藩对具体修辞情境

所做出的适切反应，是曾国藩和家人对话互动的结

果。由此我们能够归纳出批评解读《曾国藩家书》

的基本框架：运用西方修辞学的理论，探索曾氏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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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互动关系的本质与运作过程。其本质主要探索曾

国藩怎样利用不同种类的修辞策略，即劝说和认同，

和家人共同建构对话的修辞情境，从而寻找解决问

题的办法以实现自己写信的根本目的。它的运作过

程需要研究修辞情境的不同种类的制约因素是如何

被动态建构起来；受众都有哪些类型以及不同类型

的受众都是怎样影响修辞者的；曾氏写信的内容反

映了修辞者（即写信者）和受众（即读信人）怎样的

互动关系。这种分析方法初步证实了修辞理论在分

析具体作品上的可行性，也揭示了《曾国藩家书》深

受读者喜爱的原因所在。我们希望这一框架能在指

导类似家书的批评解读上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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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传播视野下的广告翻译实践探析

王晓玲
（北方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银川 ７５００２１；上海外国语学院 跨文化研究中心，上海 ２０００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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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广告翻译越来越多地与跨文化传播联系到一起。跨文化传播研究成果深刻地揭示出广
告翻译实践中存在的障碍：忽视英汉文化价值观差异、忽视英汉思维模式差异，以及翻译的忠实性问

题。为增强广告的跨文化传播效果，本文提出广告翻译应注重英文广告的功能。在分析最佳关联理

论和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改善文本广告译介效果的翻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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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语境下，多元文化交流、个体

差异需求、高科技传播手段等因素对中国产品在国

外的传播产生了影响。当中国文化伴随中国产品漂

洋过海时，附着于产品的翻译工作也需要考量译介

过程中的问题。要做好中国著名品牌的对外传播，

译者就需要了解、分析并满足来自不同国家与文化

背景的消费者的物质与精神需求。

谢天振［１］提出的译介学为翻译研究和实践提

供了更加广阔的天地。他指出，译介活动超越了传

统的翻译研究，不再是局限于两种语言的转换规律

和操作规范，而是在两种不同文化参照体系下进行

的跨文化阐释活动，与国际学术界的两大转向———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相吻

合，符合全球化时代潮流。

在译介学理论框架下，产品的广告翻译可以被

理解为品牌译介，既包括了品牌产品的广告直译，又

包括了品牌的对外传播和国际化策略。单纯的广告

直译很难在母语国家和目的语国家产生对等的传播

效果，由于文化价值观、英汉思维模式不同，其语言

与文化价值在传播过程中产生变异或缺失，译介实

践需要跨文化传播的阐释，增强产品在目的语国家

受众当中的印象。因此，将品牌译介单纯地理解为

广告翻译、品牌翻译等已经不适合时代的发展。实

际上，品牌译介是融合了产品翻译和跨文化传播的

实践活动。

近年来，国内对品牌译介研究逐步增多，与其类

似的名称有广告翻译、商务翻译、品牌翻译等。其

中，蒋磊［２］和洪明［３］研究了品牌译介中文化因素，

洪明［４］讨论了目的论维度下的企业外宣广告翻译，

吴钟明和邱进［５］探索了互文性在广告翻译中的应

用。

国外的广告翻译研究中，ＣｒｉｓｔｉｎａＶａｌｄéｓ将广告
翻译置于传播过程、产品的国际化过程视野下，议题

涉及广告翻译与本土化行动的关系，文体学与广告

翻译，广告翻译与文化思维定势，广告翻译中的创造

性，语言、图片、声音等元素对广告文本产生的综合

作用等。可以看出，国外品牌译介研究逐渐采用综

合性路径，倾向于使用来自文体学、语用学、大众传

媒等不同领域的分析方法和概念，进一步拓展了品

牌译介的研究视野。

鉴于目前国内从跨文化视角进行的品牌译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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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较少，本文从跨文化研究成果入手，深入分析影响

广告翻译效果的基本问题和解决策略。跨文化传播

学建立于文化研究、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综合

学科基础之上，对于品牌的翻译策略研究具有重要

的实践指导意义。

二、跨文化传播视野下广告翻译的障碍

在经济全球化影响下，不同国家的产品在跨越

国际的传播过程中增进了文化沟通。诸多广告利用

文字、图片、视频、音乐等多种手段，对受众的选择产

生影响，但是，以文本为基础的广告翻译仍然是重要

组成部分，需要译者探索运用目的语国家的语言来

打动受众的技巧，同时，避免广告文本跨文化传播面

对的障碍。跨文化传播学的丰硕研究成果为广告译

者分析母语和目的语的语言特色提供了开阔的视

野。

（一）中国与英语国家的文化价值观不同，导致

译介的受众和目的不一致

跨文化研究学者Ｈｏｆｓｔｅｄｅ［６］提出的文化价值取
向分析了导致各国文化行为差异的四对维度，其中

最显著的一对是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ｉｓｍ／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ｌｉｓｍ）。大部分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以及欧美
国家属于个人主义文化，例如美国、英国、德国、法

国、澳大利亚等。个人主义文化中，个体的权利与自

由受到重视，个体的形象、故事和权益都受到关注。

而中国、韩国等国家属于集体主义，集体的利益大于

个体的利益。与汉语广告文本相比，个人主义价值

观影响下的欧美广告，译介对象更多的是个体，目的

是体现出对个体的关怀，广告文本较多使用面对个

体的召唤功能。

跨文化传播学者ＥｄｗａｒｄＴ．Ｈａｌｌ提出高语境／低
语境学说揭示了不同文化在语言沟通方面特点。高

语境文化（例如中国、日本、韩国等）的特点是信息

简洁，人们重视的是说话人的经济社会地位或家庭

背景等环境及背景信息，而不是“内容”；沟通活动

在高语境文化中是含蓄的，人们想要表达的思想

和内容都蕴涵在背景信息中了。与之相反，低语

境文化（德国、北欧、北美等）在沟通中重视清晰、

有条理的信息。西方的辩论、演讲和修辞技巧的

研究历史长久，与汉语广告文本相比，英文广告文

本中更强调直白的“说服”艺术和“召唤”技巧，多

使用呼唤性语句。中文广告中多介绍企业获得了

“ＸＸ省著名商标”“ＸＸ省十大品牌”称号等，这些
背景信息在高语境的中国文化语境下是为受众提

供更多值得信赖、具有权威性的凭据，但是在低语

境的英文广告中，这些称号不是能对受众产生影

响的重要因素，太多这种背景信息只能带给西方

受众虚夸的印象［７］。

（二）英汉思维模式不同，使得广告文本写作特

点不同，为译介效果造成障碍

美国语言学家 ＲｏｂｅｒｔＢ．Ｋａｐｌａｎ［８］１－２０在调研了
各国学生的写作特点之后，提出母语思维模式会影

响语言学习者二语写作的文章结构。其中，英语的

思维模式是直线式的，英文篇章中句与句之间逻辑

性强，倾向于围绕一个问题进行深入探索：是什么，

为什么，如何做。汉语思维模式是螺旋式的，对一个

问题的探讨总是使用名人名言、类比修辞、历史典故

等方式盘旋在边缘话题，在段落的最后一句才提出

真正的观点（见图１）［８］１５。众多中文广告文本在翻
译过程中，忽视了这种思维模式的不同，采用直译的

方法，西方受众很难想象到其中的逻辑关系，不知所

云，达不到广告应有的效果。

图１

（三）“忠实性”的问题

中英文化价值观、中英思维模式都影响了广告

文本对于不同受众群体的传播效果，从而为译者提

出新的问题：是应该“忠实”于原文本的内容，还是

应该“忠实”于原文本的功能？对此，王宁［９］教授提

出，译者要适当地把握跨文化阐释的度，因为过度地

阐释就会远离原作，而拘泥于语言层面的“忠实”又

很难发掘出翻译文本的丰富文化内涵。

在广告翻译过程中，译者过度忠实于原文本的

内容，将原文本中的文化价值观、思维模式强行加入

目的语广告文本中，会使得文本不符合目的语国家

受众的审美，例如中文广告中经常大量使用四字成

语和华丽的辞藻，过多的修饰语直译之后并不能在

目的语及目的语文化中产生对等的美感，有时甚至

忽略了对产品特点的介绍，导致不能产生很好的宣

传效果。

进行广告翻译的译者可更多地考虑忠实于原文

本的功能，应将原广告文本中关于产品的相关信息

传递给受众，包括功能、使用方法、文化背景、工艺

等，并说服受众购买产品。

为更好地把握广告翻译这一跨文化阐释实践过

程中的“度”，广告的功能为译者的翻译实践提供了

执行标准。Ｃｒｙｓｔａｌ＆Ｄａｖｙ［１０］指出，广告的两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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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传递信息（ｉｎｆｏｒｍｉｎｇ）与说服（ｐｅｒｓｕａｄｉｎｇ），后者
还被理解为影响（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在广告文本中，传
递信息功能是指告知产品的功能、用途、工艺等信

息，说服功能是指吸引、呼唤、劝说受众购买产品。

如果要忠实原文本的功能，则需要调适原文本的内

容或翻译技巧，使得目的语国家了解产品，并产生购

买欲望。

三、最佳关联理论与广告翻译

认知关联理论对广告翻译实践有重要指导作

用。在认知理论的基础上，Ｓｐｅｒｂｅｒ与Ｗｉｌｓｏｎ提出了
关联理论，认为语言的交际过程是一个认知———推

理的过程，话语的理解就是一种认知活动［１１］。而翻

译中信息与语境的“最佳关联性”来自最好的语境

效果：话语内在的关联性越清楚，人们在思维和推理

中付出的努力越小，便能取得最佳语境效果，从而正

确理解话语，使交际获得成功。

根据认知关联理论，实现品牌译介的最佳关联

有两大途径：一、强化语境效果，将广告原文本文本

信息最大限度地传递给受众。传递信息是广告翻译

实践的重要功能，应尽量将产品的基本信息和主要

特征清晰地传递给目的语国家受众。二、减少受众

的推理努力。广告翻译与传播应首先遵循行业规

则，降低不确定信息，采用行业内、领域内辨识度高

的信息，使读者不用花费很多精力去推理就能够理

解译文的语境，实现广告译文与语境的最佳关联。

四、跨文化传播视野下的广告翻译策略

（一）在宏观方面，强化语境效果

１．在特色广告翻译过程中，要凸显本土化特色。
全球化时代的跨文化传播应立足于本土，放眼国际。

广告翻译过程中，应掌握国际品牌传播的特点，使用

当前国际上通用的形式宣传本土品牌，保证品牌的

独特性，保证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凸显民族和地区

特色。例如，宁夏特色产品枸杞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使用 Ｗｏｌｆｂｅｒｒｙ，Ｇｏｊｉｂｅｒｒｙ，Ｌｙｃｉｕｍｂａｒｂａｒｕｍ等几种
译法，在经过几十年的大力推广和介绍之后，枸杞的

保健功效、在传统中医药材中的地位被人们广泛了

解，宁夏枸杞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地位已经闻名遐迩。

通过对当代美国英语语料库（ＣＯＣＡ）和英语国家语
料库（ＢＮＣ）的调查，自 ２０１０年至今，音译的版本
Ｇｏｊｉｂｅｒｒｙ在口译和文本翻译中已经更多地被人们
接受，在数量方面已经远远超过其它两种译法。对

此，宁夏枸杞的相关产品应该具有足够的自信，抓住

时机，在产品广告翻译实践中尽量采用Ｇｏｊｉｂｅｒｒｙ的
译法，凸显本土化特色。

２．在对外宣传的权威网站上，发布关于该地方

特色文化、特色产品、旅游景点的英文介绍，利用图

片、视频等多种方式宣传，扩大认知语境效果，使国

外读者了解地方独特的文化、产品和景点。

（二）在微观的翻译实践方面，减少受众的推理

努力

考察目的语国家广告文本特色，将语言与文化

的阻力降低到最低点，翻译技巧包括第一、第二人称

的使用、词汇的选择、广告文本的语气等。

１．英文广告更倾向于使用第一人称“Ｉ”“ｗｅ”，
相比之下，第三人称“ｈｅ”“ｓｈｅ”“ｔｈｅｙ”带给英文读者
疏远、评判的感觉，而不如第一人称的口吻亲切［１２］。

根据英语国家个人主义文化、低语境文化的特点，在

目的语文本中多使用召唤性语句，多使用第一人称

和第二人称，通过这种称呼体现出对个体的诚挚关

心和强烈的互动感。当个体感觉到该品牌对自己的

尊重和重视时，自然产生共鸣。这样，广告文本就能

够将受众纳入到广告文本所勾画的世界中来。

２．在广告翻译中，译者应牢牢把握广告的功能，
在翻译语言的基本意义的基础上，还应提高语言的

召唤功能，具体来讲，应多使用感官形容词，多采用

能够激发受众情感的内容，以弥补直译在表达感情

色彩方面的缺憾。

以某特色旅游景点ＸＸＸ湖为例，本文从中截取
一段译文分析。

【原文】新世纪，ＸＸＸ湖将遵守“大旅游、大工
业、大发展”的原则，贯彻党和国家开发西部战略，

在“你无我有，你有我优，你优我特”的基础上，探索

独特的旅游资源和旅游项目，开展“一河两岸十景”

活动，让游客欣赏到荷花、沙漠植被、穆斯林风格花

园和大草原。为办好２００３年第七届中国少数民族
运动会，将建设大型马术、龙舟、射弩赛场。沙湖景

区已被评为区级自然保护区，目前正在申请成为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为此，ＸＸＸ湖将融合旅游业与生
态平衡。热忱欢迎国内外各界朋友来中国西部

ＸＸＸ湖！
【原译文】①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ｃｅｎｔｕｒｙ，ＸＸＸＬａｋｅｗｉｌｌ

ｆｏｌｌｏｗ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ｂｉｇｔｏｕｒｉｓｍ，ｂｉ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ｎｄ
ｂｉｇ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ｇｏｉｎｇａｌｏ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ａｒｔｙａｎｄ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Ｃｏｕｎｃｉｌ’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ｏｆ“ｇｒ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ａｒｔ”．②Ｕｎｉｑｕｅｔｏｕｒｉｓｔ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ｗｉｌｌｂｅｅｘｐｌｏｒｅ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ｗｅｗｉｌｌｄｅｖｅｌｏｐ
ｗｈａｔｙｏｕｄｏｎｏｔｈａｖｅ；ｗｅｗｉｌｌｄｏｂｅｔｔｅｒｏｎｗｈａｔｙｏｕ
ｈａｖｅ；ｗｅｗｉｌｌｄｏｉｎａｓｐｅｃｉａｌｗａｙｉｆｙｏｕｄｏ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ｏｆ“ｏｎｅｒｉｖｅｒｗｉｔｈｔｗｏｂａｎｋｓａｎｄｔｅｎ
ｇｒａｎｄｓｉｇｈｔｇａｒｄｅｎｓ”ｗｉｌｌｂｅ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③ｓｏａｓ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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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ｎｓｅｅｌｏｔｕｓ，ｓａｎｄｐｌａｎｔｓ，ｇａｒｄｅｎｉｎｇｏｆＭｕｓｌｉｍｓｔｙｌｅ
ａｎｄｌａｒｇｅ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ｈｏｌｄｔｈｅｓｅｖｅｎｔｈｓｐｏｒｔｓ
ｍｅｅｔｆｏｒＣｈｉｎａ’ｓｍｉｎｏｒｉｔ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ｂｙｔｈｅｙｅａｒ
２００３，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ｈｏｒｓｅｒａｃｅｃｏｕｒｓｅｓ，ｄｒａｇｏｎ－ｂｏａｔｉｎｇ
ｒａｃｅｃｏｕｒｓｅ，ｂｏｗａｎｄａｒｒｏｗｓｈｏｏｔｉｎｇｒａｎｇｅｗｉｌｌｂｅ
ｂｕｉｌｔ．④ＴｈｅｔｏｕｒｉｓｔｓｃｅｎｅｏｆＸＸＸＬａｋｅｈａｓｂｅｅｎａｐ
ｐｒｏｖｅｄａｓ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ａｔ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ｌｅｖ
ｅｌ．Ｉｔｉｓｎｏｗａｐｐｌｙｉｎｇｔｏｂ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ｖｅｌ．⑤Ｉｎｔｈａｔ
ｃａｓｅ，ｉｔｗｉｌ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ｔｏｕｒｉｓｍｗｉｔｈ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ａｌａｎｃｅ
ａｎｄａｔｈｏｍｅａｎｄＮｉｎｇｘｉａＣｈｉｎａ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ａｎｄ⑥
ｓｉｎｃｅｒｅｌｙｈｏｐｅｆｒｉｅｎｄ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ｉｅｌｄｓｔｏｃｏｍｅｔｏＣｈｉ
ｎａ’ｓｗｅｓｔｐａｒｔ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ｔｏＸＸＸＬａｋｅ！［１３］

【分析】由于 ＸＸＸ湖英文版网页上只有一篇介
绍，因此本文将这一英文介绍的功能定为传递信息

（ｉｎｆｏｒｍｉｎｇ）和影响（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受众。
①②文中出现的“大旅游、大工业、大发展”“一

河两岸十景”等策略常见于政府报告，在汉语中能

起到简化、印象深刻的作用，但是目的语国家受众的

兴趣不在于了解政策，而且这些政策具有时效性，目

前已找不到其具体内容，建议省略。“你无我有，你

有我优，你优我特”是简单易懂的策略，可以选择更

适合个人主义文化国家的句式，使语句充满自信，给

人留下深刻印象。③荷花、沙漠植被等属于景区的
特色景观，要吸引受众，就需要使用华丽、有感染力

的词汇，而不是平铺直叙。其次，从跨文化交际心理

角度看，２００３年的运动会在这段译文中会产生消极
的效果，例如：质疑这个网页中信息的可靠性、该景

点的工作效率等。因此，建议删去不译。④同样，该
景区已在２００７年被评为国家５Ａ级旅游景区，而原
文在撰写和翻译时仍然属于申请阶段。建议改译。

⑤⑥文末邀请海内外朋友前来游玩，是明显的召唤
功能，因此建议在译文中突出这一效果，以热情、诚

挚、有感染力的口吻发出邀请。

【建议译文】①Ｉｎｏｕｒｍｏｄｅｒｎｔｉｍｅｓ，ＸＸＸＬａｋｅ
ｗｉｌｌｆｏｌｌｏｗ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ｂｉｇｔｏｕｒｉｓｍ，ｂｉ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ｂｉｇ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ｇｏｉｎｇａｌｏ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ａｒｔｙａｎｄ
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Ｃｏｕｎｃｉｌ’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ｓ
ｗｅｓｔｅｒｎｒｅｇｉｏｎ．②Ｕｎｉｑｕｅｔｏｕｒｉｓｔ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ｗｉｌｌｂｅｅｘｐｌｏｒｅ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Ｗｈａｔｙｏｕ
ｄｏｎｏｔｈａｖｅ，ｗｅｗｉｌ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ｗｈａｔｙｏｕｄｏｈａｖｅｗｅｗｉｌｌ
ｍａｋｅｂｅｔｔｅｒ；ａｎｄｗｈａｔｙｏｕｄｏｗｅｌｌ，ｗｅｗｉｌｌｄｏｂｅｔｔｅｒ．”
Ｏｕｒｎｅｗ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ｗｉｌｌｂｅ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ｔｏｇｉｖｅｔｏｕｒｉｓｔｓｔｈｅ
ｂｅｓｔａｃｃｅｓｓｔｏ③ｔｈｅｓｔｕｎｎｉｎｇｓｃｅｎｅｒｙ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ｌｅ
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ＳａｎｄＬａｋｅａｒｅａ．④Ｔｈｉｓａｒｅａｗａｓａｐｐｒｏｖｅｄ
ｔｏｂ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ＡＡＡＡｔｏｕｒｉｓｔ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２００７（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ｌｅｖｅｌ）．⑤Ａｆｔｅｒｄｅｃａｄｅｓｏｆｅｆｆｏｒｔ，ｗｅｈａｖｅｉｎｔｅ
ｇｒａｔｅ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ｏｕｒｔｏｕｒｉｓｍ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ｌａｎｓ．⑥ ＡｓａｆｒｉｅｎｄｆｒｏｍＣｈｉｎａｏｒｆｒｏｍｏ
ｖｅｒｓｅａｓ，ｙｏｕ’ｌｌｂｅｄｅｌｉｇｈｔｅｄｂｙｙｏｕｒｖｉｓｉｔｔｏＣｈｉｎａ’ｓ
ｗｅｓｔｅｒｎｒｅｇ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ｎ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ｔｏＸＸＸＬａｋｅ！
３．根据目的语的思维模式和行文习惯，调适原

文本的内容。

例如：享誉海内外的某绒业旗下一个德国品牌

ＸＸＸ网页上有一段该品牌的介绍。
【原文】①德意志民族是一个沉稳与热情的民

族，②这个民族的人民不会像法兰西人民那样外露、
奔放地表现自己的一切成就，③相反地他们只是喜
欢“润物细无声”的感觉而已。④ＸＸＸ诞生于这样
的民族，自然也拥有这个民族的某种特性；宁静、热

爱生活、喜欢音乐与文学艺术。

【原译文】①Ｇｅｒｍａｎｎａｔｉｏｎｉｓｔｈｅｏｎｅｗｉｔｈｃａｌｍ
ａｎｄｗｅｌｃｏｍｉｎｇ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②ＴｈｅＧｅｒｍａｎｉｓｎｏｔａｓ
ｅｘｐｏｓｅｄａｎｄｕｎｔｒａｍｍｅｌｌｅｄａｓｔｈｅＦｒｅｎｃｈ．③Ｉｎｃｏｎ
ｔｒａｓｔ，ｔｈｅｙｅｎｊｏｙｔｈｅｆｅｅｌｉｎｇｏｆ“ｄｅｃｅｎｔａｎｄｍｏｄｅｓｔｌｕｘ
ｕｒｙ”．④ＸＸＸｗａｓｂｏｒｎｉｎｔｈｉ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ｆｃｏｕｒｓｅｉｔ
ｍｕｓｔｂｅ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ｓａｍ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ｓｂｅ
ｐｅａｃｅｆｕｌａｎｄｌｏｖｅｌｉｆｅ，ｍｕｓｉｃａｎｄ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ａｒｔｓ．［１４］

中文广告原文是典型的汉语思维模式影响下的

螺旋式思维模式。先评论德意志民族的特点，与法

兰西民族比较，再提出 ＸＸＸ也具有这样的民族特
性。中文广告文本在段落最后一句才体现出来这些

民族特性与羊绒品牌之间的联系。但是，英文写作

与之是相反的思维。按照英文写作的直线式思维，

该文本可以从一开始强调民族特性与羊绒产业的联

系，包括与法兰西民族特性之间的联系。为此，建议

译文改换外延太过大的思维模式，找到每句话主体

之间的逻辑联系，缩小范围，不致于让英语国家受众

付出很多推理努力，建议译文中将范围缩小至

“ｆａｓｈｉｏｎ”。
【建议译文】①Ｇｅｒｍａｎｙｉｓａ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ｌｍａｎｄ

ｗｅｌｃｏｍ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②Ｇｅｒｍａｎｙｉｓｎｏｔａｓｗｅｌｌ－ｋｎｏｗｎ
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ｉｚｅｄａｓｔｈｅＦｒｅｎｃｈｗｈｅｎｉｔｃｏｍｅｓｔｏＦａｓｈ
ｉｏｎ．③ Ｔｈｅｙｅｎｊｏｙｔｈｅｆｅｅｌｉｎｇｏｆｐｒｏｐｅｒａｎｄｕｎｐｒｅｔｅｎ
ｔｉｏｕｓｌｕｘｕｒｙ．④ ＸＸＸｗａｓｂｏｒｎｉｎｔｈｉ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
ｆｌｅｃｔｓｔｈｉｓｃｏｕｎｔｒｙａｎｄｉｔｓｐｅａｃｅｆｕｌｌｏｖｅｏｆｌｉｆｅ，ｍｕｓｉｃ
ａｎｄ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ａｒｔｓ．

五、结束语

当广告翻译跨越了语言转换的翻译阶段，进入

到跨文化阐释的领域，其翻译实践就需要更广阔的

指导，跨文化传播研究为品牌译介的文本翻译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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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新的视角。这一视角将中文和英文广告的文本特

点和中西文化价值观紧密结合，指出了当前中国产

品对外译介中的问题及其根源。本文从跨文化传播

角度提出了改善文本广告译介的策略，希望能够对

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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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ｌｕｄｅ：ｉｇｎｏｒａｎｃｅ
ｏｆ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ｖａｌｕｅｓａｃｒｏｓ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ｉｇｎｏｒａｎｃｅ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ｍｏｄｅｓａｃｒｏｓ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ｙａｌｔｙｉ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ａｃｈｉｅｖｅｂｅｔｔｅｒｅｆｆｅｃｔｉｎａｄｖｅｒｔ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ｐａｐｅｒｐｒｏｐｏｓｅｓｔｏ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ｏｎｔｈ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ｍｅｎｔｉ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Ｆｕｒｔｈｅｒ，ｉｎｔｈｅｌｉｇｈｔｏｆ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ｏｐｔｉｍａｌ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ｐｒｏｐｏｓｅｓｓｏｍ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ｉｎａｄ
ｖｅｒｔｉｓｅｍ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ｏｐｔｉｍａｌ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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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语心理空间整合模式及教学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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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介语现象在二语习得的各个层面都普遍存在，本文基于认知语言学中的心理空间理
论，分析中介语心理空间整合的四种模式，即Ｍ型，Ｔ型，ＭＴ型和 Ｍ＋Ｔ型，并以认知语言学和心
理空间理论为指导，提出以体验观为中心的教学、重视母语在整合中的作用以及注意文化差异的教

学等策略，希望给中介语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并为中介语的转化提供一些可行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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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介语概述
“中介语”（ｉｎｔｅｒｌａｎｇｕａｇｅ）是 Ｓｅｌｉｎｋｅｒ在１９６９年

首先使用的一个概念。１９７２年Ｓｅｌｉｎｋｅｒ发表了名为
Ｉｎｔｅｒｌａｎｇｕａｇｅ（《中介语》）的论文，标志着中介语理
论的形成。他指出：“中介语是指第二语言学习者

的一种独立的语言系统，这种语言系统在结构上处

于母语与目标语的中间状态。”［１］Ｓｅｌｉｎｋｅｒ认为，学
习者形成的中介语知识系统实际上是一系列心理语

法，学习者利用这些语法来解释和产出言语。随着

学习的不断深入，中介语知识系统包含了越来越复

杂的心理语法。这些概念固着下来，就产生了语言

僵化、即“石化现象（ｆｏｓｓ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它是指某些非
目的语的语法、语音等长期存在于中介语中，并且不

易改变的现象。由于存在着语言僵化现象，使得多

数学习者不能完全习得目的语的语言。Ｓｅｌｉｎｋｅｒ中
介语理论是较早用认知观点解释第二语言学习的理

论模型，其重要意义首先在于它把第二语言学习看

作是一种心理过程。

直到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初，有关中介语的研究才
被引入中国。在我国外语界，戴炜栋（１９９４），束定
芳（１９９４，２００４），杨连瑞（１９９６），戴曼纯（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等学者们探讨了中介语的来源、产生模式、中

介语的性质和特点、中介语的石化现象和可变性等

做出了较深入的研究，

但纵观国内外的研究，不足之处在于学者们没

有明确地阐释中介语产生的心理机制的过程，对如

何基于认知心理尽快转化中介语也缺乏相关的策略

指导。本篇论文旨在以心理空间理论为基础，分析

中介语形成的心理机制以及如何使用认知策略转化

中介语，期望给中介语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

可能性。

二、心理空间理论综述

心理空间（ｍｅｎｔａｌｓｐａｃｅｓ）是Ｆａｕｃｏｎｎｉｅｒ和Ｔｕｒｎ
ｅｒ在１９９４年提出的理论，指的是我们在思考和说话
时建立起来的小概念包（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ｐａｃｋｅｔ）。他们
之间可以相互连结，并可以随着思维和话语的展开

不断得到调整和修改。在生成概念和意义时，概念

整合则是对心理空间的基本的认知操作，运用在线

的、动态的认知模式构建意义。［２］。１９９８年Ｆａｕｃｏｎｎｉ
ｅｒ和Ｔｕｒｎｅｒ又提出了心理空间的概念整合理论，他
们指出“概念整合”把来自不同空间的输入信息有选

择地提取部分元素整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概念结

构，在此过程中，空间是概念整合的基本理念［３］。

概念整合由四个心理空间组成。基本的整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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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类比、递归、心理模式化、概念包、知识框架等

心理活动基础上的认知操作过程，建立四个抽象空

间，即类属空间（ｇｅｎｅｒｉｃｓｐａｃｅ）、两个输入空间（ｉｎ
ｐｕｔｓｐａｃｅｓ）：输入空间 Ｉ（ｉｎｐｕｔｓｐａｃｅＩ）或称源心理
空间（ｓｏｕｒｃｅｍｅｎｔａｌｓｐａｃｅ）、输入空间ＩＩ（ｉｎｐｕｔｓｐａｃｅ
ＩＩ）或称目标心理空间（ｔａｒｇｅｔｍｅｎｔａｌｓｐａｃｅ）、整合空
间（ｂｌｅｎｄｉｎｇｓｐａｃｅ）等四个空间（见图１）。两个输入
空间的对应部分通过跨空间的部分映射连接起来，

并投射到因此而形成的两者所共享的空间，即类属

空间。两个输入空间之间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有选

择地投射到第四个空间，即复合空间，通过组合、完

善和扩展三个彼此关联的心理认知过程相互作用，

而生成任何独立输入空间都不可能有的层创结构

（Ｅｍｅｒｇｅｎ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这一点，正符合中介语的主
要特点———独立性，因此，空间的整合理论对于解释

中介语形成的心理机制有着较强的阐释力。

图１

三、中介语的心理空间整合模式

Ｆａｕｃｏｎｎｉｅｒ和 Ｔｕｒｎｅｒ在心理空间理论上发展成
为概念整合理论，他们认为，心理空间基本整合模式

主要有单一框架网络、框架网络、单向网络和双向网

络四种类型。笔者认为其中的单向型和双向型能够

充分阐释中介语系统产生的心理过程。所谓单向型

指的是母语或目标语空间中的一个的组织框架被投

射到整合空间中，构成合成空间的组织框架。双向

型是指母语和目标语两个空间都各自部分投射组织

框架到整合空间中，形成合成空间中的组织框架。

就中介语的形成来讲，整合空间即是语言的产出，也

即中介语。

为了使心理空间的整合机制分析更具操作性，

我们把母语系统标记为 Ｍ（ｍｏｔｈｅｒｌａｎｇｕａｇｅ），目的
语系统标记为 Ｔ（ｔａｒｇｅｔｌａｎｇｕａｇｅ），单向空间整合为
Ｍ型空间整合（母语为组织框架）和 Ｔ型空间整合
（目的语为组织框架）；把双向空间整合细化为 Ｍ
Ｔ型（母语和目的语的相互映射为组织框架）和Ｍ＋
Ｔ型（部分母语和部分目的语为组织框架）。即中介
语形成及发展主要以 Ｍ型、Ｔ型、ＭＴ型和 Ｍ＋Ｔ

型四种空间整合方式而产出的。

（一）Ｍ型整合：以母语为组织框架的空间整合
因母语的知识系统固着在学习者头脑中，Ｍ型

整合在中介语中很常见，他们是 Ｓｅｌｉｎｋｅｒ理论中提
到的母语负迁移，这种整合思维模式几乎存在于中

介语的各个层面。

例如中文中的“科学研究”包含了两个名词，初

学者常常误译为“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ｔｕｄｙ”，英文中正确的说法
应为“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ｓｔｕｄｙ”。

在单向网络中，母语句法的特色被投射到整合

空间，指导着英语句子的使用。例如：

ａ．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ｔａｒｔｓａｎｅｗｌｅｓｓｏｎ．（正）
ｂ．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ｔａｒｔａｎｅｗｌｅｓｓｏｎ．（误）
由于英语的谓语动词存在人称、数和时态的变

化，这种语言特点和母语的句法特点发生了冲突，初

学者不习惯于这种特点，仍然用以母语空间中的语

法结构来产出二语，因此造成使用错误。

（二）Ｔ型整合：以目的语为组织框架的空间整合
这种情况出现在表达英语的特有结构时，因为

学习者无法从母语空间获取相关的组织框架，只能

从目的语心理空间中寻找资源，但因为使用不熟练，

就容易泛化一些规则。例如：

ＰｌｅａｓｅｔｅｌｌｍｅｈｏｗｃａｎＩｇｅｔｔｈｅａｐｐｌｅ？（语序
错误）

这个例子即是目的语心理空间中的规则投射到

了整合空间中。因英语中一般疑问句是情态动词置

于主语的前面，学习者把这个规则扩大化了，即便疑

问句充当了宾语从句，仍然使用单独疑问句型的句

式来构建句子。随着二语学习时间的增加，慢慢地

学习者掌握了更多的规则后，这种中介语现象会逐

渐消失，石化的可能性比较小。

（三）ＭＴ型整合：以母语和目的语相互映射
为基础的空间整合

母语和目的语作为进行概念整合的两个输入空

间，同时存在于人的心理中，在语言产出时，大脑启

动了对比认知的功能，发现两种结构的相似性，两种

语言的元素相互映射，以此相似的结构为基础进行

整合，最终形成中介语。这是 Ｓｅｌｉｎｋｅｒ理论中所说
的正迁移现象，这种整合模式有利于有效地习得目

的语的结构。

例如单词ｂａｙ［ｂｅｉ］，ｔｅａ［ｔｉ］等的发音，在英
语语音系统中存在元音加辅音的拼读系统，而汉语

语音系统大多是声母和韵母相拼读组成一个汉字的

读音，学习者在这两种系统间建立了身份连通关系，

以这种抽象的组合结构指导英语发音的拼读，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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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习得。但值得注意的是，两者虽有相似，但单个

英语的元音和汉语的韵母、声母和辅音在发音特点

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教师一定要把握好这一点，不

能让学生想当然地认为两者是相同的。

（四）Ｍ＋Ｔ型整合：部分母语和部分目的语的
组合为组织框架的空间整合

这种心理整合模式是一种截搭式的整合，即把母

语空间的一部分结构和目的语空间的一部分接在一

起，是一种没有规则的混合形式，初学者出现这种现

象的随机性比较强，是一种语言救助策略，但一旦出

现次数过多，并且得不到及时转化，就会发生石化。

语篇层面上的 Ｍ＋Ｔ型整合模式比较明显，它
表征出的语言现象体现了肉是英语，骨是母语的特

点。例如，一些学生意识到英语议论文段落中常有

主题句，于是每段中第一个句子用主题句表达，但是

由于受汉语思维习惯的影响，在段落的扩展句或结

束句写作时，仍然按汉语的逻辑和陈述方式。例如：

Ｉｌｉｋｅｓｐｏｒｔｓａｔｃｏｌｌｅｇｅ．ＷｈｅｎＩｅｎｔｅｒｅｄｃｏｌｌｅｇｅ，Ｉ
ｆｏｕｎｄ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ｍａｎｙｋｉｎｄｓｏｆ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Ｂｕｔｉｆｙｏｕ
ａｓｋｗｈｉｃｈｋｉｎｄｏｆ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Ｉｌｉｋｅ，Ｉｗｉｌｌ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ｔｅｌｌ
ｙｏｕｔｈａｔｉｔｉｓｓｐｏｒｔｓ．

在这个段落中，第一句是主题句，符合英语表达

习惯，但后面的叙述是典型的汉语逻辑，而不是按照

英语扩展句的写法来展开的。

四、中介语转化的教学策略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二语学习和产出中形成

四个心理空间，人的认知系统启动对比、类推、模仿

等认知机制，把母语或／和目标语空间中的规则作为
组织框架来组织语言元素，因此中介语心理空间组

织框架的生成、以及中介语语言体系的构建与母语

和目标语紧密相关、不可分割。基于此，作者提出以

下的教学策略以尽快转化中介语。

（一）以体验观为理论指导

早在古希腊时期，伟大的哲学家普罗塔哥拉

（Ｐｒｏｔａｇｏｒａｓ）有这样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他
主要阐述了相对主义的观点，即任何事物的真假是

非都是相对于人来讲的。这种论述，相当于认知语

言学家们强调的“体验性”———呈现在人类眼中的

世界是人体验中的世界。认知语言学（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更强调语言的体验性、认知性和象似性，
认为语言是主客观互动的结果，人基本的认知能力

造就了语言。认知语言学的观念更科学地反映了语

言的本质，解释了语言的生成过程［４］。体验哲学和

认知语言学的核心观点认为：通过身体的体验，人类

形成了对外部世界的范畴、概念、推理和心智。这种

语言的体验观使教师能够了解到语言的本质，对于

语言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在此基础上的教学不再

是填鸭式的教学，课堂会充满了生机和人文气息，也

容易提高学习的效率。

（二）注重学习过程中的母语和目的语的比较

分析

从体验观可以看出，人的知识来自体验，即使是

使用不同语种的人们，也存在着相似的对外部世界

以及内心世界的经验，因此，他们的语言结构或规则

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上文指出的中介语的心理整

合模式“ＭＴ型整合”，正是这种语言的相似性在
心理空间中的反映。

从历史上看，对于母语在外语教学中的地位问

题的处理常走极端———排斥或依赖。当前所采用的

教学法，如听说法、功能意念及交际教学法等，皆是

主张母语应该不用或尽可能少用，但是英语教学效

果却不如预期的那样令人满意。

在目的语产出过程中，大脑启动认知机制，从母

语和目的语两个输入空间选择结构投射到中介语空

间的投射，而二个空间的相似性，使得其中的元素发

生身份连通。以合成词为例，母语和目的语的构成

都是两个词素相加而成，因此，学生能够比较快的理

解和掌握诸如ｂｏｏｋｓｔｏｒｅ，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ｓｎｏｗｓｔｏｒｍ等的
词义。在此过程中，学生有可能会把英语和汉语的

相似看作相同，这才引起了中介语的产生。比如，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一词，一些学生还以两个词义相加来理
解合成词的词义，但其实它的意义是“温室”，而非

“绿色的房子”。这就需要教师及时地向学生阐释

两种语言构词法及意义理解上的不同之处，及时纠

正错误，避免中介语僵化。

（三）注重文化差异的教学

文化因素在二语学习中起重要作用，很大程度

上影响着心理空间整合的过程。王初明教授提出

“补缺假设”，指出在外语习得和使用的过程中，母

语语境知识介入补充所缺乏的二语文化知识，从而

激活与母语语境知识配套的母语表达形式［５］。因

此，由于受到母语文化参与空间的整合，中介语也具

有明显的文化特征。

例如英美文化是典型的“低语境文化”（ｌｏｗ－
ｃｏｎｔｅｘｔｃｕｌｔｕｒｅｓ），而中国文化是典型的“高语境文
化”（ｈｉｇｈ－ｃｏｎｔｅｘｔｃｕｌｔｕｒｅｓ）。低语境文化的表达方
式较直接、明示，而高语境文化的表达方式较委婉、

含蓄。因此，在语言交际中，中国的二语学习者由于

受到文化模式的影响，而倾向于使用模糊的语言，或

者使用较多的比喻、暗示。而英语国家的人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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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直抒胸臆，例如：

Ｍｒ．Ｊｏｎｅｓ：Ｉｔｌｏｏｋｓｌｉｋｅｗｅ’ｒｅｇｏｉｎｇｔｏ
ｈａｖｅｔｏｋｅｅｐ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ｌｉｎｅｒｕｎｎｉｎｇｏｎ
Ｓａｔｕｒｄａｙ．（约翰逊先生：似乎周日我们还得
加班。）

Ｍｒ．Ｗｕ：Ｉｓｅｅ．（王先生：我知道了。）
Ｍｒ．Ｊｏｎｅｓ：ＣａｎｙｏｕｃｏｍｅｉｎｏｎＳａｔｕｒ

ｄａｙ？（约翰逊先生：你周日能来吗？）
Ｍｒ．Ｗｕ：Ｙｅｓ．Ｉｔｈｉｎｋｓｏ．（ｗｉｔｈａｈｅｓｉｔａ

ｔｉｖｅｔｏｎｅ）（王先生：嗯，我想可以的吧（略
带犹豫））

Ｍｒ．Ｊｏｎｅｓ：Ｔｈａｔ’ｌｌｂｅａｇｒｅａｔｈｅｌｐ．（约
翰逊先生：那真帮了大忙了。）

Ｍｒ．Ｗｕ：Ｙｅｓ．Ｓａｔｕｒｄａｙ’ｓａｓｐｅｃｉａｌ
ｄａｙ，ｄｉｄｙｏｕｋｎｏｗ？（王先生：周日是个特
殊的日子，你知道吗？）

Ｍｒ．Ｊｏｎｅｓ：Ｗｈａｔｄｏｙｏｕｍｅａｎ？（约翰
逊先生：你说什么？）

Ｍｒ．Ｗｕ：Ｉｔ’ｓｍｙｓｏｎ’ｓｂｉｒｔｈｄａｙ．（王
先生：周日是我儿子的生日）

Ｍｒ．Ｊｏｎｅｓ：Ｈｏｗｎｉｃｅ！Ｉｈｏｐｅｙｏｕａｌｌ
ｅｎｊｏｙｉｔｖｅｒｙｍｕｃｈ．（约翰逊先生：太好了！
我希望你们能玩得开心。）

Ｍｒ．Ｗｕ：Ｔｈａｎｋｙｏｕ．Ｉ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ｙｏｕ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王先生：谢谢，多谢理解。）
上面的对话中，吴先生把中国典型的隐晦表达

请示的方式带入了心理空间的整合之中，因此，虽然

他英语表达对了，但话语却没能表达出想要表达的

意思。而低语境的约翰逊先生并不知道他是在以这

种方式请假，因此，也没有批假，只是口头上祝福了

他们。但吴先生以高语境文化的方式理解了约翰逊

先生的话，以为约翰逊先生答应了他的请求。因此，

说话双方都错会了对方的意思，造成了交流的误差。

因此，在使用二语交往中，要时时警醒不同语言使用

者的文化差异，避免母语文化进入心理空间，形成组

织框架，指导话语的产出。

五、结语

本文基于心理空间理论对中介语形成的内在心

理认知机制做了较深入的分析，对于如何提高中介

语转化和提高二语产出的正确性和得体性也提出了

一些策略。中介语的转化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随

着学习的不断深入，学习者两个输入心理空间的投

射不断地调整，合成空间合成的中介语也不断地接

近目的语，这既需要重视基于体验观的教学，也需要

对母语的作用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更需要教师注重

文化差异的教学。本文从心理空间整合的新视角分

析中介语以及其转化的策略，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

希望给中介语的研究提供新的路径，也希望能给二

语学习者提供一些可行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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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教育的综合素质培养功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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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云雁（１９６５—），男，河南许昌人，硕士，郑州市职业技术教育教研室主任，高级讲师，从事学校国防教育工作。

摘　要：国防教育是一项承载着特定价值目标和任务的全民性社会教育活动。作为国防教育的
重要组成部分，学校国防教育是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加强学生素质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的

有效形式。对于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起到了其他教育形式所不可替代的作用。文章以学校国

防教育为切入点，从实施国防教育的背景和必要性、国防教育的开展形式、国防教育的育人功效、国

防教育对于学校培养模式的影响四个部分，深入探讨国防教育在学校开展的意义和作用，并给予国

防教育一个新的认知和定位。

关键词：国防教育；育人；培养模式；综合素质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８．０１．０２３
中图分类号：Ｅ２５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８）０１－０１０８－０４

　　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全民
国防观念，使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

防成为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自觉行动”。国防教育

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必不可少的基本教育，是学校教

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之

一。当代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国防教育

在学校人才培养中的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对提高

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高质量的国防后备人才及加

强全民的国防知识、增强全民的国防意识都起到了

关键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规定，学

校的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是实施素质

教育的重要内容。学生的国防教育不仅是学校教育

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开端，搞好学

生国防教育关系国家国防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一、学校开展国防教育的背景和必要性

国防教育是素质教育必不可少的内容。自新中

国成立后，国家就非常重视对青少年的国防教育。

１９５５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对大、中学
生在校期间的军事训练项目有明确要求；１９８５、１９８７
年国家又颁布了针对大、中学生的训练大纲，使学生

军训更加规范；１９９９年６月，国务院在《关于深化教
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提出要“规范

国防教育，提高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继续搞好军训

工作并使之制度化”；２００１年４月全国人大常委会
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并明确指

出：“学校的国防教育是对学生实施素质教育的重

要内容，旨在培养和增强学生热爱祖国，保卫祖国的

意识，促进学生在品德、智力和体质等方面全面发

展”；２０１４年７月，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国防动
员委员会修订印发的《全民国防教育大纲》明确指

出：“高等学校在完成规定的学时外，应当积极开设

国防教育选修课”；２０１６年，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内开
展国防教育特色办学先进单位认定工作，拉开新一轮

全国学校国防教育与实践的新高潮。由此可见，学生

的国家安全意识培养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随着时代发展和科技进步，国家的安全观也应

与时俱进，赋予新的内容。传统意义的国家安全是

指国土安全、政权安全、国防安全。现代信息化条件

下的国家安全还包括金融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

等方面。在国家安全体系中，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

包括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国民的国家安全意识代

表了国民的民族精神状态以及国家责任感，是一个

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

习近平同志指出：“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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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认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

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

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

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和“中

国梦”，教育是基石，高素质的国民是前提。青年学

生是未来保卫国家、建设国家的核心力量，因此必须

培养青年学生国家安全意识，培养其热爱祖国、热爱

民族的精神。

飞速发展的互联网带给人类更宽的视野和更新

的发展，极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工作和思维方式。

互联网带给我们便利的同时，也给国家安全工作带

来了更多的风险和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

义国家借助互联网开放性的特点，通过网络对青年

学生进行文化和思想植入，从而使其价值判断产生

重大影响。在国际互联网构建的“虚拟空间”中，西

方推崇的普世价值和所谓的民主自由大行其道，通

过有计划有预谋地散布有关我国的虚假信息和流

言，抹黑我国形象，诋毁我国国家制度和文化，动摇

青年学生的信仰，从而使其对我国的文化、制度和道

路产生怀疑，对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命运以及社会发

展漠不关心，甚至走向对立。从国家的安全稳定发

展出发，在网络时代必须加强对青年学生的国家安

全意识教育。

二、学校国防教育的开展形式和途径

（一）开展国防形势教育，加强学生国家安全意

识培养

１．利用课堂教学进行引领，占领学生思想阵地
国防教育课程化。课堂是学校育人的主阵地，

国防教育理论与实践课是向学生进行国防知识传播

的一种必要形式。课程设置中要充分考虑国防教育

在整个课程体系中的比例，在授课形式上，采取分班

授课和大型讲座的方法。开设思政类、国防知识类、

军事类等丰富多彩的选修课程；通过组织国内外形

势专题讲座、邀请英雄人物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等活

动强化青年学生的忧患意识、国防安全意识，坚定其

爱国爱党的理想信念，从而激发其为国家安全、民族

复兴勇于奉献、勇于牺牲的责任与担当。

２．营造浓厚的校园国防文化氛围
开展以爱国主义、社会责任与担当、制度认同、

道路认同、民族文化认同、军事知识竞答等为主题的

演讲、辩论、知识竞赛等活动，在活动中就青年学生

的认知误区进行阐释、辩论，通过活动的开展达到统

一认识、凝神聚力的效果。以社团活动为载体，成立

国防教育、军迷天地等兴趣小组，宣传国防教育和国

家安全知识；组织军事题材观影活动、时事论坛、国

防、军事图片展等，营造浓厚的校园国防文化氛围，

使得国防教育意识深入人心。

（二）开展军事训练，炼其体质磨其意志

学校军事训练主要是指军事队列训练。包含队

列动作、队列指挥、队列纪律三项内容。着装统一要

求、动作统一标准、执行统一口令、动作整齐划一、令

行禁止是队列训练核心要素。通过严格的程序化的

队列训练能够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的精神，强化组织

纪律观念，培养善于团队合作的集体主义精神。

实践证明，军训是培养学生良好意志品质的极

好形式。高强度的军事训练对于青年学生的意志品

质来说是巨大的的考验，通过日复一日的艰苦训练，

通过流汗流血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队，瞄准第一等

价值观的建立，青年学生在意志品质上得到了凤凰

涅?式的重生。这种意志品质能有效地帮助他们克

服学习、工作、生活中的难题，激励青年学生在人生

路上披荆斩棘、努力攀登，为他们踏上工作岗位、走

上社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军训还有利于塑造集体主义精神。军训是统一

着装、统一标准、统一口令、统一动作的集体活动。

在这项集体活动中，学生身份统一，通过接受指令官

的口令统一动作，接受军队条令、纪律的约束，按照

规章制度行动。个人生活在集体中，相信组织，依靠

集体，关心集体，维护集体，不断矫正自己的不良行为

和习惯，不断克服个人主义，通过把个人摆进集体中，

逐渐培养集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推动了良好校风、

班风建设，促进了集体主义精神的弘扬和光大。

（三）国防教育生活化，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

国防教育生活化是指学校有选择的借鉴军队对

军人的管理模式对学生进行日常管理。主要包含：

起床、早操、整理内务和洗漱、开饭、午休、就寝、室内

外卫生制度、请假、班务会、晚点名等内容，学生从早

上起床到晚上睡觉，对学生一天中生活的每个节点

都有具体的标准和要求。我国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实
行计划生育政策，目前在校生以独生子女居多，家庭

人口结构大多属于“４－２－１”模式。家长对于孩子
的照顾、管理过于精细，基本处于饭来张口、衣来伸

手的状态。这样的成长环境导致孩子们独立生活能

力、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能力比较差。长期“小皇帝”

“小公主”的生活养成了孩子们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

心理定势，难以做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包容，

难以和他人进行合作，缺乏团队和集体意识。准军事

化管理从一日生活的诸多细节入手，从看似简单的吃

饭、睡觉、卫生入手，通过长期的训练和养成，独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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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能力、自我管理能力、自我约束有了很大的提高。

三、国防教育在学生综合素质培养中的功效

（一）国防教育在学生德育素质培养中的功效

国防教育的核心是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体

现了国民对自己祖国的浓厚感情，反映了个人对祖

国的依存关系，是人们对自己故土家园、民族和文化

的归属感、尊严感与荣誉感的统一，是民族精神的核

心。爱国主义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内

涵。在当代，爱国主义主要体现在献身于建设和保

卫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献身于促进祖国的统一大

业。国防教育能够培养学生热爱祖国、忠诚人民的

爱国主义精神和爱军尚武的民族气质，激发青年学

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报

效人民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祖国利益、民族尊严为最

大耻辱，从而坚定建设国家、保卫国家的理想信念。

国防教育中包含着大量的思想政治、道德品质的

教育内容，对坚定学生正确的政治方向、提高思想政治

觉悟有着积极的引导作用。通过学习我军的发展历

史、建军原则、优良传统以及我国国防建设现状，激发

学生的爱国热情，引导青年学生正确处理好个人发展

与国家发展、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个人理想与民族前

途之间的关系，树立居安思危、常备不懈的国防意识，

建立自强不息、报效祖国的坚强决心和坚定信念。

国防教育以军事理论教育和军事训练为主要形

式。在整个训练中，严格的集体生活、标准的内务管

理和频繁的评比竞赛，使学生自觉把个人融入到集

体之中，以最大的决心和毅力去克服困难，磨炼意

志，在团体实践中对集体主义的感悟内化为学生的

内在素质，使集体主义思想深入人心。

（二）国防教育在学生智育素质培养中的功效

军训有利于知识学习。军训以其特有的方式对

学生的知识学习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其主要作

用有：军训培养了青年学生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的自

觉意识，经过刻苦训练，身体素质发生了很大变化，

身体强壮了，精力充沛了，学习效率得到了提高；紧

张有序的军训生活节奏使学生学会了科学利用时

间。军人的铁的纪律和挤时间的“钉钉子精神”，使

学生们受到启发，找到了成功的秘诀。军训使他们

获得了攀登书山、搏击学海的勇气和毅力。他们在

军训中得到了启迪：明知学海无涯，偏要竞舟苦渡；

明知书山险峻，总要奋力攀登。与惊涛博击，与激流

抗争，历尽艰险，矢志不移。

国防教育是涉猎知识范围广博、内容丰富的综

合性学科。学习这方面内容有利于扩大学生知识

面，很好地弥补学生单纯学习书本造成的知识建构

单一的问题，对提升学生的智育，特别是对扩大学生

的知识面具有独到的作用。对于打破专业知识学习

的思维定势，拓展思维空间，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创造

力和综合分析能力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国防教育在学生身心健康素质培养中的功效

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身体、心理及对社

会适应的良好状态。学校国防教育在培养学生身心

健康方面作用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军训要求学生

做到一日生活条令化，从作息时间、内务卫生、军容

风纪、操练上课都有特定的标准，站、坐、立、走都有

严格的要求，这些标准和制度有利于学生养成良好

的生活、卫生、行为习惯，这些习惯为学生的身体发

育、健康成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次，军训内容单

调枯燥，运动量很大，长期的艰苦训练，锤炼了意志，

强壮了体魄。

四、国防教育对学校培养模式的影响

（一）国防教育充分发挥了军事课课堂拓展性

育人培养模式

开展丰富多彩的国防教育活动，打破了教室单

一空间带来的教学局限性，使学生的活动场所不仅

仅局限于课堂，所学知识也不仅限于升学知识和技

能，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国防教育不仅拓

宽了课堂的范围和空间，更丰富了教育的形式和内

涵，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有效改善了学生

的知识结构，对培养有理想、有信仰、有知识、有能

力、高素质的国民奠定了基础。

（二）国防教育充分发挥了身份形象性育人培

养模式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项系

统工程，也是学校育人的重要部分。学校国防教育是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很好的切入点。学

生通过国防理论课程选修课学习，了解我国、我军历

史，感受中国多灾多难的近代史，从战火中奋起，从废

墟中挺立，从屈辱中新生的中国走过的艰难曲折的历

程，深刻体会和平生活来之不易，从而激发自己爱国、

爱党、爱军的革命豪情，坚定自己为国家建设、民族复

兴贡献力量的坚定理想信念。在军训过程中，学生统

一着装，统一步调，统一行动，令行禁止，按照军人标

准严格要求自己，这些措施和行为有利于学生深入角

色、身临其境，潜移默化中从形象上到思想上用军人

的标准要求自己，不断向军人靠近、看齐。

（三）国防教育充分发挥了内容直观性育人培

养模式

丰富多彩的国防教育活动：广阔的天地、绿色的

军装、神秘的武器、激昂的军歌、紧张的生活、变幻的

·０１１·



战术、艰苦的拉练等，激情澎湃又惊险刺激的教学形式

打破了课堂单一灌输知识的教育模式，使学生有了不

一样的教育体验，丰富了人生阅历，拓宽了认知渠道。

身体力行，以身示范是军训最为鲜明的特征。

一个个与青年学生年龄相仿的解放军战士作为教

官，与他们一起训练：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水，要求

学生做到的，自己先做好，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种直观的示范胜过千言万

语的说教，正因如此，国防教育在育人中的实效性越

来越受到社会的认可。

（四）国防教育充分发挥了课程实践性育人培

养模式

用理论知识占领思想阵地很重要，但是如果没

有实践，一切理论都是空中楼阁。学生教育尤其应

该注意知行合一，理论实际紧密结合。国防教育在

课堂外注重组织学生开展系列实践活动，如参观当

地的国防教育基地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组

织学生到部队参观学习，感受军队国防教育文化的

熏陶。这些活动的开展，既可以达到通过环境教育

人、感染人的目的，也能满足青年学生对国家军事力

量的好奇，潜移默化中增强青年学生的国防安全意

识，认清国际形势，树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

意识，促进对课堂理论学习内容的理解与吸收。

军事训练和军事化管理，同样也体现出较强的

实践的特征。在齐步、正步、跑步、转体等每一个看

似简单的动作中，通过千百次动作的重复，将身体的

实践认知上升至思想认知的高度，将标准、纪律的观

念融进血液，使之不知不觉的成为一种意识。起床、

吃饭、内务整理等日常生活都用军人的标准严格要

求；通过严格的训练和管理，使得习惯成自然，从而

使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五）国防教育充分发挥效果的多样性育人培

养模式

经过３０多年的以学生军训为主体的国防教育
实践证明，学校国防教育有利于促进学生思想政治

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的培养和

提高，学校国防教育是对学生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

途径，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措施

之一，学校国防教育已成为学校培养学生综合素质

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２０１６年全国首届
国防教育特色学校的遴选与认定，我们有理由相信，

国防教育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将会发挥更大的作

用，在学校教育中所占地位也会愈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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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党的十九大精神引领高等教育实现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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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性工程，强调深化教育改革，
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我们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十九大精神为指

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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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创新和教育作为全面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和关键的组成部

分。再次明确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基础性工程，强调教育事业放在优先的地位，加快教

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大学。这必将推动高等

教育进入内涵式发展的新阶段，成为我们推进创新

性国家建设和教育强国的强大动力。

一、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发展教育的新论述

党的十九大报告第八部分“提高保障和改善民

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１］第一个问题是论

述教育的，共３０４字。报告指出了今后一个时期教
育的历史任务是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

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为教育工作者，必须把握教

育历史定位，明确教育根本任务，理解教育本质要

求，突出教育中国特色，推动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办

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站在“建设教育强国是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１］的高度上，鲜明

提出了“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１］，并把教育事业

放在优先位置。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化教

育综合改革、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加强教

师队伍、建设学习型社会等方面，明确提出了下一阶

段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战略性目标和任务，充分体

现了党中央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和优先发展教育

的坚定决心，为我国教育事业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

提出了更高要求。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建设教育强国。重点工作

就是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推动城

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

使绝大多数城乡新增劳动力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更

多接受高等教育，提高教师素质，在全社会倡导尊师

重教，完善资助体系，决不让一个孩子因为家庭困难

而失学，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办好继续教育，建设学

习大国、学习型社会，提高国民素质。

我们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以指导学校

教育实践，要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

行动指南，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二、党的十九大报告对立德树人的新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
［１］。因此，新时代下，学校人才培养的首要任务就

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努力培

养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引导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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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中国特色和国际比

较、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以及远大抱负和脚踏实

地，帮助学生扣好“第一粒扣子”，要坚持全员全方

位全过程育人。我们要立足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围

绕“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

问题，不忘“育人”这一初心，从十九大精神的学习

贯彻中进一步把握育人的要求，在学生人生成长的

“灌浆期”给予正确的思想引导和价值引领，加强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确保学生时刻响应党的号

召，跟上时代的步伐，成为有家国情怀、有时代担当、

有过硬本领的年轻一代。

新时代，要坚持立德树人，必须抓好三个关键：

第一，坚持全员全方位全过程育人。进一步提

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水平，努力构建全员、全

过程、全方位育人格局，促进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

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协调发展。要把立德树

人贯穿教育教学的全过程，要遵循教书育人规律、遵

循学生成长规律，把思想价值引领贯穿教育教学全

过程和各环节，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实现教书育人、

科研育人、实践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文化育人

和组织育人的联动与融合，让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

全方位育人更加深入人心、真正取得实效。

第二，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教师是学生锤炼品

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对学生

发挥着言传身教、行为引导作用，教师的示范引领效

应，可以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要按照十九大报告中“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

养高素质教师队伍”［１］的要求，把师资队伍建设作

为事业发展的“牛鼻子”，以更大的力度实施人才强

校战略，把加强教师思想政治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坚

持教书与育人相统一、言传与身教相统一、潜心问道

与关注社会相统一、学术自由与学术规范相统一。自

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

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积极传播者，努力打造一支有理想信念、有

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优秀教师队伍。

第三，要在创新上下功夫。要适应时代化、网络

化、个性化的要求，在继承中创新思政工作的理念思

路、内容形式、方法手段，增强工作时代感和实效性。

充分运用学报、校园广播、门户网站、“两微一端”等

新媒体技术、党团活动基地等平台，丰富思想政治工

作的载体和平台，创新宣传手段，既要旗帜鲜明地突

出主题、体现高大上，也要形式多样地追求实效、做

到接地气，真正使学校人才培养始终紧扣国家的目

标和社会的需求。

三、党的十九大报告对高等教育的新部署

报告强调要“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１］这就要求高等教育

必须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践行“四个服务”要求，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

等教育发展之路，加快“双一流”建设，建设公平优

质的高等教育资源，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实现强国

目标发挥应有作用。

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就是一种以质量保障和提

升为导向的高等教育发展观。根本要求就是：牢固

确立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树立科学的高等教育理

念，坚持稳定规模、优化结构、注重创新，走以质量提

升为核心内涵式发展道路。

一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实现“十三五”时期

教育改革发展目标。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必须是

更高质量的教育。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实现“十

三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目标，必须紧紧围绕全面

提高教育质量这个主题，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更新育人理念，创新育人方式，改善育人生

态，提高教师素质，建立健全各级各类教育质量保障

体系，全面提升育人水平。我们要树立科学的教育

质量观，围绕学生发展核心要素，着力培养学生应具

备的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品格和关键能

力。在发展过程中要注意避免出现重规模轻内涵、

重数量、轻质量，重科研轻教学、重智育轻德育等现

象。因此，必须坚持规模与质量的统一，把促进学生

的全面发展和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量质量的根本标

准，切实转变人才培养观、教学方法观、学生就业观

等观念，有效强化市场意识、实践意识、国际意识等

认识水平，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着力提升学

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

二是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在创新专业培养

模式上下功夫。十九大报告提出，“完善职业教育

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１］。贯彻十

九大精神，必须坚持面向市场、服务发展、促进就业

的办学方向，科学确定各层次各类型职业教育培养

目标，创新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推行校企一体

化育人，推进“订单式”培养、工学交替培养，积极推

动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的现代学徒制。在大中

型企业开展产教融合试点，推动行业企业与学校共

建人才培养基地、技术创新基地、科技服务基地。针

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人才培养的特点，改进专业培

养方案，构建科学的课程体系和学习支持体系。以

增强学生核心素养、技术技能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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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为重点，统筹规划课程与教材建设，对接最新行

业、职业标准和岗位规范，优化专业课程结构，更新

教学内容。要探索科学基础、实践能力和思想品德、

人文素养融合发展的培养模式，推动跨学院、跨学

科、跨专业交叉培养，加强高校、科研院所、行业企业

联合育人。各地各高校要根据本校历史发展和现实

情况，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坚持“有所为，有所不

为”的方针，改进专业设置，深化产教融合，创新人

才培养机制，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造就各类专门人才。

三是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把培养大批卓越教师

作为推进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十九大报告提出

“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１］的战

略目标，教师队伍建设是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的根

本，打造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数量充足、结构合

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是推动高

等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的

基础和关键。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一是要提高教师

队伍素质。要落实好“师德为先、教学为要、科研为

基”的要求，全面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要从

教师实际需求出发，认真分析各级各类教师教育的

短板，以提高思想政治素质为重点，以提高素质能力

为核心，全面加强教师教育，加强培养培训，创新方

式方法，分类提升教师的素质能力。要着力提高教

师的教育教学能力，创新教师教育培养模式。二是

要优化教师队伍结构。加强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和培

养，加强青年教师队伍建设，着力解决青年教师关心

的成长环境问题、专业发展问题、生活条件问题等。

三是要增强教师队伍活力。深化教师管理制度改革，

完善教师考核评价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

创新教师薪酬激励机制，建立体现增加知识价值的收

入分配机制，加大对教学型名师的岗位激励力度。

四是坚持改革创新，把创新摆在学校发展全局

的核心位置。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

家”，“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１］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及我国高等

教育自身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内在规律，都迫切要求

加快转变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变发展方式的重点

突破口在于优化结构，要把结构的调整优化、提升作

为主攻方向，自觉克服片面依靠规模扩张的外延式

发展惯性，着力克服分散和低水平重复问题，突破体

制制约，在学校内部实现协同发展。要围绕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在制度设

计、办学理念、教育方法、教育内容等方面推进改革，

摒弃“以知识传授为中心”的专业化教学模式，建立以

激发学生的潜能，培养合作精神，理解不同文化和价

值观，提高他们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为主要目标的新的教育模式，坚持走通识教育和专

业教育相结合的道路。把握自己的优势学科和特色

专业，并将其同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

问题有机结合，培养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应用型

人才，以实际行动落实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

教育提出了新要求、作出了新部署。在新的阶段，我

们必须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把提高办

学质量作为高校发展的核心目标，把改革创新作为

高校发展的强大动力，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

育，为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服务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而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１］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Ｍ〕．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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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义对当代青年价值观的影响及其途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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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功利主义思想具有明显的注重实效、积极竞争的特点，对当代青年价值观的形成产生过
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当前功利主义所带来的“极端利己主义”“金钱至上”等负面效应已遍及社会

生活各个领域，对青年价值观的负面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在探究功利主义成为当代青年价值观塑造

的重要障碍的原因之后，我们应该意识到，青年价值观的构建不是简单的说教过程，必须与实际紧密

结合。要敢于创新和突破，尽快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引导青年正

确把握人生的航向，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价值观。

关键词：功利主义；当代青年；价值观；影响；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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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近代政治思想核心之一的功利主义对西方
的近代化进程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功利

主义思潮也给向现代化迈进的中国造成了深远影

响。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广大青年对功利主义的

社会思潮表现出较高的社会关注度，对其认可度和接

受度也逐渐增加。但是，功利主义在为青年人带来注

重实绩功效、敢于竞争、乐观积极进取的积极影响的

同时，也带来了自私自利、急功近利的负面影响。

青年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和生力军，

他们的行为标准和价值取向直接影响到我国未来社

会的发展方向。功利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利于青

年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更不利于

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的发展，因此，必须辩证看待功利主义对青年的影

响，全面分析其产生负面影响的原因，多角度探索

方法措施，引导青年树立科学合理的功利主义价

值观。

一、功利主义对当代青年价值观产生的双重效应

任何一种西方社会思潮的涌入，总能催生新的

价值观念产生。西方功利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导

向，从传入伊始就对当代青年的价值观产生了巨大

冲击。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背景下，功利

主义对青年人的价值观产生了双重影响。既形成了

乐观、积极竞争、注重效果等正确的价值观，同时也

产生了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唯利是

图等消极的价值观念［１］。

（一）功利主义对当代青年价值观产生的积极

影响

功利主义的一些正确思想，无论是在学术领域

还是生活实践中的价值，都是值得我们去借鉴和肯

定的。功利主义社会思潮逐步渗透到青年的思想观

念中，在一定程度上也积极带动和影响到了其诸多

方面的行为与选择。具体表现为：

１．价值取向的个体地位的显著增强
计划经济时期，主流舆论强调国家和集体的利

益至上，不重视个人利益。青年人将个人的利益看

得很轻，并且对自我存在、个人利益持否定态度。伴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广大青年深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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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个性被较大程度地释放，

强烈的自我存在意识被唤醒，积极的竞争意识被激

发［２］。他们转向社会利益和个人价值相统一的生

存和发展模式，摒弃保守、等待、退缩和依赖等消极

思想，转而树立积极拼搏、永争上游、锐意进取、敢于

创新的竞争理念。青年价值取向逐渐向个体化发

展，其主体地位明显增强，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开始

向个体本位的价值取向转变。

２．价值取向的务实性现实化目标愈发明显
当今青年的价值取向目标逐渐向现实化发展，

具有明显的务实性。改革开放以来，受功利主义思

想影响，广大青年的价值观发生了巨大变化。“注

重实效”“注重利益”“贴近现实”，反对“形式主义”

“脱离实际”以及“劳而无功”等思想，在社会多元化

的今天，这些对青年的成长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也能

有效地刺激青年的进取心［３］。同时，以实际效果作

为考核标准，这也对我们青年的一些落后的传统劣

根性、内心的惰性、消极颓废和懦弱、依赖家人的惯

性等形成了挑战，直击其要害和病处，从社会层面上

迫使其“穷则思变”，形成具有十分强烈的关注实际

生活和实际效果的现实品格，而这也是促进青年全

面成长、社会和谐发展的有利因素。

（二）功利主义对当代青年价值观产生的消极

影响

功利主义对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逐渐浸染，深刻

影响着当代青年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由于青年自

身成长阶段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他们很多时候还不

具备足够的辨别能力和强大的抵抗力来应对功利主

义各种形式的负面影响，因而会受到功利主义的一

些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政治价值观逐渐淡漠
新时期青年受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影响，

大多数都拥有坚定和正确的政治立场。但是受功利

主义影响，部分青年的政治价值观更多地建立在追

求个人利益的基础之上，其政治价值观被赋予了浓

厚的实用色彩。

部分青年入党动机实用化、功利化，他们将入党

看作自己今后求职发展的政治资本，把入党当成跳

板，而并非是真正信仰共产主义、拥护党的纲领和章

程。这种观念导致部分青年政治参与积极性较低，

对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的制定缺乏参与热情，而更

多关注自身利益。再比如部分青年看待政治问题过

激化和片面化。他们常从功利视角来审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用功利主义的标准来评价一切政治

现象和社会问题。这就导致部分青年不能采取辩证

的态度来看待政治生活中的问题，对一些社会消极

现象和因素往往采取偏激和片面的态度来对待，甚

至冷漠旁观，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存在的矛盾、中

国共产党的核心作用、全面深化改革战略布局、十八

大以来高压反腐态势等问题没有一个客观的正确认

识［４］。

２．道德价值观存在困惑
伴随着功利主义的盛行，功利主义价值观逐渐

被部分青年人所接纳并且世俗化，在自身价值的选

择、评判外在事物价值的标准以及实现自身价值的

手段等方面都采用功利化的标准。

随着社会的发展，当代青年的价值目标选择出

现了一定的功利化倾向。绝大部分青年在确定价值

目标时，出现了由侧重理想向侧重现实转变，由追求

整体的、长远的利益向追求局部的、眼前的利益转

变，并在具体践行过程中由侧重奉献向侧重享受转

变。他们更侧重“物质快乐”的选择，崇尚“金钱至

上”［５］。在社会理想方面，受自由、民主、人权等所

谓的“普世”价值观念的影响，青年人对社会主义的

理想信念出现动摇，核心价值观出现偏差。他们往

往将社会地位的高低和金钱的多少当作人生价值的

标准。在人际交往方面，部分青年崇尚所谓“快餐

式恋爱”“８分钟交友”，目的性极强，追求速成的
“关系”和“友谊”，崇尚“短、平、快”的恋爱享受，这

种交往观念往往不可靠，甚至有庸俗、低俗化趋

势［６］。

３．职业价值观不断扭曲
职业选择观是指人生目标和人生态度在职业选

择方面的具体表现，是一个人对职业的认识和态度

以及他对职业目标的追求和向往。受市场经济条件

下利益观念的深刻影响，当代青年出现了急功近利、

唯利是图的价值取向，在择业过程中多从自身的利

益出发［７］。

笔者针对应届毕业生的就业态度进行过调查，

在工作态度上，鉴于当今激烈竞争的求职环境，大部

分青年人能够做到吃苦耐劳，但这一表现的动机是

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和成绩，目的是实现自身利益

的最大化。同时，在行业选择上，近八成毕业生在择

业时都秉持“工资报酬最大化”“个人发展最大化”，

大部分人只考虑工资的高低和工作的体面，“看中

高工资、好待遇”，偏重“有利于自身发展”和“未来

获取更高社会地位”的职业和岗位，只有极少数人

是多为社会做贡献而读书和就业。有的青年以“个

人发展”为由，不愿意去西部地区、农村地区，不愿

意从基层干起，不愿意做普通的工作，这也是青年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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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社会责任、贪图享乐的极端功利主义思想的体现。

４．学习价值观出现错位
学习价值观指对学习的看法，是从事学习活动

的指导思想，主要包括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等问题。

《论语》中一句话“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能够准确地说明当下存在的问题：在学习目的和动

机上，为了一己的出人头地、赚取大量的物质财富、

获得更多的荣耀、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等成为大部

分青年学习的主要动因。在学习内容上，大部分青

年都比较热衷于那些能给自己带来直接利益和较高

存在感的实用性较强的知识，而那些偏重于人们情

操陶冶的，能够修身养性，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的部分人文学科在当代青年那里则遭到

冷落和无视。另外，在学习态度上，青年的功利主义

思想更是严重，最明显的是大学生对待公共课、通识

课的态度，都只是临时抱佛脚，根本无视青年自身思

维方式和学习习惯的养成，学过的知识在其发挥过

价值以后，便不再问津。

二、功利主义对青年价值观产生消极影响的成

因分析

（一）学校德育的实效性不强

在功利主义进入教育领域的背景下，思想政治

教育课作为学校德育的主要载体，被置于“说起来

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尴尬境地。在具

体的教育教学中，大部分学校都只是注重专业知识

的训练，忽视学生的道德信仰、对理想信念的追求，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劳务输出工厂”。一些教师的

功利主义习气也经由课堂转嫁到青年的思想和行为

当中。加之当代教育“只重学位文凭，忽视道德水

平”的教育功利主义特点，使得青年往往片面追求

学习成绩，忽视道德素质的提升，而这严重违背了教

育“培养完整意义上人格的人”的根本宗旨［８］。当

学生们离开学校走向社会时，原来的追求高分在社

会上就表现为争强好胜，积极方面是值得赞扬的，但

是消极方面就是某种程度的功利主义行为，为达成

目的不择手段、陷入职场竞争的陷阱，这样也在一定

程度上造成了青年的心理问题。

（二）市场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

市场经济所提倡的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目

的，为功利主义走向偏激与庸俗提供了土壤。尤其

是市场经济所推行的利益最大化和等价交换原则，

使追求个人利益的合理性被充分肯定后，人的自然

本性便毫无遗漏的被表现出来。在青年这一群体

中，他们会将上述市场经济的思想扩大到生活的领

域，继而滋生了大量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特别是个

人主义思想。此外，大众传媒的过度渲染也是青年

价值观出现偏差的重要因素。ＱＱ、微博、论坛、微信
等传媒工具，具有极强的开放性、互动性、隐蔽性和

随意性，加之参与群体在其中所具备的的广泛性、发

言权利的平等性等特点，使得对功利主义的传播出

现乱下定义、乱扣帽子的现象，不能够全面和系统地

评价，最终影响功利主义积极影响的体现和发挥。

再者，多元文化的错误示范也使青年人出现了严重

的理想信念缺失、思想信仰迷茫等问题。伴随市场

经济而滋生的对物欲和感官享受的过度追求，使得

社会大众文化过早的出现了商业化、市场化等特征，

这在很大程度上给当代青年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

及思维方式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近年来，校

园文化也因过度模仿社会大众文化市场的经营管理

模式而具有些许功利化的色彩。与此同时，在功利

主义社会思潮广泛传播的大势下，青年学生的心理

逐渐浮躁，“读得好不如嫁得好”“读得好不如有个

好爸爸”等论调也逐渐得到青年们内心深处的接受

和认同。总之，各种不良的社会风气和因此形成的

社会氛围都使得当代青年在价值和行为选择上走向

功利化。

（三）家庭教育的引导偏颇

当代青年所生活的家庭结构以“４－２－１”型为
主，多数是独生子女，作为一个承载高家庭期望值的

群体。对于这样高期望的群体，必然伴随着巨大的

压力，压力源主要来自家长或者家族。很多家长喜

欢将自己的“处事哲学”强行灌输给子女，用自己片

面的功利主义来引导和影响他们，这也是当今青年

日趋功利的一个主要原因。很多父母运用物质激励

手段，通过奖励孩子所喜欢的物品来刺激孩子努力

学习，更有甚者，家长鼓励子女给老师送礼，让子女

与家里有钱的同学走的亲近些。这就是家长片面功

利主义的体现，这些都造成了青年功利主义思想的

形成和价值观偏颇，严重影响他们日后的成长，从长

远来看，会给社会带来严重影响。

（四）青年的身心发展不成熟

当代青年基本是在一个相对单纯的社会中成长

起来的，自学生时代就一直处于封闭的校园环境中，

与社会的接触少之又少，这就导致了当代青年在面

对复杂的社会现象时无力招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

和社会民主政治的深化推进以及多元文化浪潮的袭

卷，当代青年受其自身身心发展特点的影响，其个性

往往比较张扬，人格也相对独立，他们提倡自我价

值、自我发展、自我能力的提高等，主体意识明显增

强［９］。受青年自身身心发展的现状及社会阅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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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使得青年在是非的辨别、美丑的认同，价值观

的树立上难免是非混淆，以及多数青年在自律自制

方面的能力比较差，缺乏对自我的有效控制。同时，

由于社会经验的缺少，社会阅历的缺乏，这都容易导

致部分青年的主体意识过度膨胀，国家、集体观念、

社会责任感相对淡薄或缺失。

三、正向引导功利主义对青年影响的路径探索

当代青年价值取向功利化的外在表现和精神实

质是理想信念的淡漠、道德信仰的迷失与言行选择

的迷茫。如何正向引导当代青年价值取向的功利化

是一个系统工程，从要从社会、学校、家庭、个人四个

层面着手去解决。

（一）国家和社会层面：淡化社会功利主义氛围

１．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和谐社会倡导包容性，尊重差异和多元化。在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容纳和借

鉴中国社会中存在的其他社会思潮。对于功利主义

思潮中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方面应吸收，

对于其中产生偏离异化的消极因素予以剔除和批

判，使功利主义价值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

导下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其正面功能。

树立马克思主义功利价值观，用马克思主义功

利观去改造和影响西方功利主义，肯定注重实效的

功利主义社会思潮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同时更加注

重社会公平。在对其他非主流社会思潮进行方向引

导和内容规范时，充分考虑广大青年的社会心理和

政治诉求，进行多样社会思潮的相互渗透与融合，并

内化为其内在的价值观。以马克思主义功利价值观

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结合起来所引领的功利主

义社会思潮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中国当代青年大学

生的必然选择，也能够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

求。

２．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
建立健全相关法律体系。加快建立健全法律法

制体系，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和执法必

严”，使我们的青年学生出现相关问题时，能及时举

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完善社会信用制度。加强

社会诚信基础建设、建立健全社会诚信体系。褒扬

诚信，惩戒失信，使个人信用状况真正成为人们的

“第二身份证”，在全社会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

的氛围［１０］。

３．正确发挥大众传媒的导向作用
发挥大众传媒的积极作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主流价值观，宣传社会上那些积极向上、引领

文明风尚的新闻和典型人物，弘扬团结统一、爱好和

平、勤劳勇敢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给青少年的

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提供正向的、积极的榜样示范，

增强青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净化网

络、舆论空间，避免大众传媒的错误导向，对直播平

台、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加强管理、审查，防止其传

播负能量和虚假信息。大众传媒在报道相关事件

时，要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做到实事求是，恪守媒

体人应有的职业道德。同时，还要发挥其对社会，尤

其是对成长中的青少年的积极导向作用，为成长中

的他们树立正确的“三观”提供一个健康的社会环

境。

４．加快推进就业体制改革
政府要完善就业服务和保障体系，举行青年大

学生招聘会、开设就业招聘网站等，为青年学生入职

提供多种门路。还可以充分调动市场为青年学生提

供更多合适的就业岗位。在就业保障方面，要及时

整顿就业市场秩序，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创设良

好的劳动保障环境，积极落实劳动保障监察机制，使

当代青年的职业理想落地生根。企业和用人单位要

健全青年学生评价体系，对青年学生应做到入职后

公平对待，工作中科学评价。逐步提高就业青年工

作待遇，建立健全各种保障制度，为青年增添更多踏

实感，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成长途径。激发

其提高自身职业技能和道德素质的内在动力，进而

逐步淡化影响其的过分功利化气息。

（二）学校层面：减弱校园功利主义氛围

在逐步的市场化过程中，我国的优秀传统美

德在青年心中逐渐销匿，一如各种“救人反被诬”

等事件的频繁发生也使得人们印象中的乐于助

人、舍己为人等传统美德逐渐被排斥和淡忘。在

一定程度上，学校在当代青年马克思主义信仰教

育方面的缺失正是其价值取向功利化的深层原

因。学校教育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切实的改变

和调整。

１．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形式
一是丰富思想政治课教学内容。教育者不仅要

继承传统还要敢于推陈出新。一方面充分发掘中国

传统文化宝库中的道德教育资源，另一方面对马克

思主义功利观进行理性借鉴和大胆创新，帮助青年

树立以“效益为活动基点，以法律为行为准绳，以集

体幸福感为最终价值诉求”的马克思主义功利观。

二是创新思想政治课教学方法。采用网络等现代教

学手段，采用自主讨论学习、探讨经典案例、榜样教

学等方式，增强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认

同，以便其更好地将理论运用于实践。三是完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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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政治课程考核。建立合理的学生综合评价机制，

完全彻底地推行素质教育体制，改变应试教育下

“唯分数论英雄”的评价标准。对学生的德育给予

足够的重视，给德育归“位”，避免出现青年重智轻

德的“跛足发展”，实现青年学生的全面发展［１１］。

２．提高教育工作者思想素质
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１３年第２９个教师节来临之

际，提出了“三个牢固树立”的要求，要求人民教师

要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终身学习

理念和改革创新意识。按照这个要求，学校要树立

以师为本的人本管理理念，尊重教师、信任教师、关

心教师、激励教师，充分发扬民主精神，提高教师工

作的快乐感和幸福感，充分调动教师的工作主动性

和积极性。加强教师职业道德教育，加强对教师职

业重要性和神圣性的宣传，促进教师端正职业价值

观。重视职业道德考评，建立合理高效的奖惩和监

督机制，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改变社会对教师职业

的偏见。教师自身要乐于思考、不断学习，增强自我

身份认同感，调整心态、增强自信心，切实提升自我

道德修养和业务水平。

３．组织有效的社会实践
组织青年参与社会实践，使其通过扮演一定的

社会角色，不断融入社会、认知社会，在社会中感知

功利主义社会思潮对人们价值观的影响。要教育青

年正确分辨功利主义的双重影响。引导其正视其积

极影响，提高积极主动性，树立正确的竞争意识和时

间观念、效益观念；摒弃其消极影响，正确处理物质

追求和精神追求的关系，避免陷入“享乐主义”“金

钱至上”的误区。在社会实践中引导青年树立正确

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帮助青年正确、客观、全面地认

识功利主义，克服功利化的思维模式，实现个人价值

和社会价值的统一［１２］。

４．建设良好的校园文化
校园文化通过潜移默化的情趣和情感沟通、榜

样的力量等思想行为，对青年学生形成正确的社会

主义义利观起着至关重要的塑造作用。要建立健全

科学民主的校园规章制度，完善管理体制，打造学生

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平台，完善网络思

想政治教育平台建设等。开展健康高雅的文化体育

活动，提升校园活动的文化认知和品味，形成富有凝

聚力的校园精神和健康的价值导向。创造富有文化

底蕴的优美校园文化环境，建设多功能的文化设施，

深入调查青少年的喜好需求，要尤其凸显对青年的

人文关怀。发挥榜样示范作用等，从多方面引领青

年的价值体系建构符合社会主流价值。

（三）家庭层面：营造良好的家庭生活氛围

家庭是青年成长的第一课堂，家长是青年的启

蒙老师，是言传身教的第一人。家庭教育中功利主

义的成分对于青年树立正确的功利思想具有十分重

要的奠基作用。

家长要提高自身的道德素养，注重自己的言行

示范作用，在为人处世和社会交往中，要淡化物质利

益色彩，自觉抵制功利主义消极的影响，面临某些价

值选择的时候，要兼顾个人利益与他人、国家利益的

统一，多带孩子参与公益性质的社会实践活动，借助

社会实践中的具体事例潜移默化地孩子。加强与青

年沟通。青年在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上极易出现

“选择两难”的选择冲突，小到生活中的朋友交往、

考试的成绩如何，大到自己的职业选择、工作烦恼以

及择偶选择等，这都需要家长通过平时聊天，或者现

在多种网络等社交媒介的方式给予关注，并进行积

极倾听和耐心引导，给出中肯的建议。树立正确成

才观。给予青少年足够的自由发展空间，更多地关

注青少年健康品格的养成和完整人格的引领，注重

青少年道德素质的培养和锻炼，养成自力更生、艰苦

奋斗的良好作风，避免孩子因为肩负家长的高期望

而在沉重学习压力下产生功利主义的倾向。在日常

生活中，给孩子营造轻松的学习和生活氛围，向他们

灌输上学的目的先是“学会做人”，然后才是“学会

知识”。

（四）个人层面：充分发挥青年的主体作用

青年群体功利主义思想的形成是在主观世界同

客观环境不断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促进青年形成

正确的功利思想首先要从主体自我改造的实践上着

手。

提升科学文化修养和思想道德修养。加强自身

的理论学习，掌握科学和文史知识，提高知识和理论

水平，尤其是加强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思

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学习，全面武装自己的思想阵地。

通过阅读名著、与周围的同辈群体进行互评以及自

身的阶段反省等高效、可行的方式，不断对自己的思

想道德认识进行修正和提升。汲取功利主义原理的

养分。在日常学习和工作生活中，青年要在遵守相

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敢于正视功利化的目标，在学

习上积极进取，在工作中主动争取，切实发挥自己的

积极性，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职业理想。但同时

要摒弃传统思想中对“金钱财富”的错误定位。树

立适度的金钱观，坚持将幸福最大化原理作为人生

的追求。积极主动投身于社会生活实践。通过具体

的实践活动，例如做社会调查研究、去街道或社区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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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工、参加志愿服务等方式，充分发挥自己所长，主

动融入社会实践，在社会实践中培育奉献精神、培养

道德情操。合理合法追求物质利益。要合理、合法，

坚持适度原则、坚持以正当手段去追求，做到“不以

其道得之，吾不处也”。不可一味地坚持“金钱至

上”，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要学会共享和共赢。在

面对一切挑战和机遇时，要理性地面对，在满足生存

和发展需要的同时，积极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潮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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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新生入学资格复查现状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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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新生入学资格复查作为高校学籍管理的重要内容，对杜绝高考舞弊，维护学生公平
享有受教育权利，保证高等教育教学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分析当前高校新生

入学资格复查工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总结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针对性地提出加强高校新生入学

资格复查的主要措施对策，本研究对一定时期内高校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对高校学籍工作的规

范开展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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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研究背景
高校学籍管理工作是学校学生管理工作的重中

之重，新生入学资格复查是高校学籍管理工作的重

要内容，深入开展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对高校学

籍管理，对高校学生管理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近

几年，从“罗彩霞事件”到“王娜娜事件”，一系列高

招舞弊事件的发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众对高等

教育的信任度和满意度。高招舞弊事件暴露了从制

度层面、社会层面、经济层面、管理层面的诸多矛盾

和问题，也反映出早些年学籍管理中的漏洞，如信息

化管理水平较低，工作人员责任意识不强，监督机制

不健全等。高校如何深入开展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

作，利用新生入学资格复查保障正常教育教学秩序，

净化高校环境，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值得我们思考和

研究。

教育部一直重视高校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

从１９９０年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教委７号令）到２００５年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
理规定》（教育部２４号令）（以下简称教育部２４号
令）再到今年新颁布执行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

理规定》（教育部４１号令）（以下简称教育部４１号

令），都强调高校要对新生进行入学资格复查，特别

是教育部４１号令进一步对复查的内容做了详细说
明和要求。从２００７年至今，教育部每年下发关于做
好新生入学资格复查的文件，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对

高校开展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提供有力的政策和

制度保障。

高校开展好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不仅对高考

生源质量进行检查，更有效杜绝招生环节存在的各

种舞弊行为。复查工作在切实维护学生公平享有教

育权利，公平享受高等教育资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同时，复查工作能及时查验招生环节出现的各类不端

行为，有利于高校教育教学管理秩序的顺利开展。复

查工作的深入开展能有效抵制不法分子的违法行为，

能有效打破不法分子的计划，破坏其利益链，真正发

挥复查工作对高考舞弊违法犯罪行为的震慑作用。

本文基于对河南省二十几所高校新生入学资格

复查调研的基础上，从工作开展细节中深入发掘目

前资格复查存在的诸多问题，认真思考复查工作存

在问题的影响因素，提出具体的执行对策，对更好地

开展高校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对规范高校学籍管理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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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内容及要求

高校新生入学资格复查是巩固招生成果、维护

高等教育严肃性、确保新生质量的重要举措，是对高

考从报名、考试、录取等环节的复查监督，是学生进

入高等院校身份再确认的重要环节。教育部２１号
令第八条指出，“新生入学后，学校在三个月内按照

国家招生规定对其进行复查”。教育部４１号令第
九条提出“学校应当在报到时对新生入学资格进行

初步审查”，第十一条指出“学生入学后，学校应当

在３个月内按照国家招生规定进行复查。复查内容
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录取手续及程序等是否合

乎国家招生规定；（二）所获得的录取资格是否真

实、合乎相关规定；（三）本人及身份证明与录取通

知、考生档案等是否一致；（四）身心健康状况是否

符合报考专业或者专业类别体检要求，能否保证在

校正常学习、生活；（五）艺术、体育等特殊类型录取

学生的专业水平是否符合录取要求”。通过教育部

４１号令对高校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内容和要求进一
步明确化，不难看出，复查工作的重要性和严肃性再

次被提到新的高度。

近几年，河南省开展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以教

育部每年的文件为总要求，省级教育主管部门整合多

方高招信息资源为复查工作提供依据，努力创新工作

方法，复查内容在４１号令要求的五项内容基础上，又
增加了文化课、专业课复试，加分资格审核及高招电

子照片张贴等复查内容，进一步细化复查方法，保证

了河南省高校新生入学资格复查的深入开展。

三、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存在的问题

目前，河南省高校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深入

有序，成效显著。河南省教育厅连续多年单独发文

安排部署复查工作，并在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７年年底成
立督导检查组，对全省高校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开展

督导检查。但仍然存在部分高校对新生入学资格复

查工作落实不彻底，校内相关部门缺乏协调等现象，

直接影响复查工作的实际效果。

（一）基本信息核对不严谨

新生入学资格复查主要包含对学生各项基本信

息进行核对，其中不仅包括高考期间的信息，还涵盖

高中阶段的信息。调研中，部分高校没有按照上级

要求深入开展该项工作，特别在基本信息核对环节，

存在信息核对不全面，核对过程监督机制不健全的

现象。个别学校存在一名老师审核，甚至有高年级

学生参与审核的现象。由此看出，在新生入学资格

复查具体落实过程中，具体责任人重视程度不够，复

查环节不够严谨。

（二）复试结果利用率不高

复查要求开展的文化课、专业课复试，不仅是对

高考成绩的一次复核，更是对学生笔迹的再次确认。

据了解，高校基本都有组织有纪律地开展了复试，但

个别学校出现只按要求组织考试，后期没有评阅试

卷的现象；部分学校评阅了试卷，却没有将试卷分数

和高考成绩进行比对，没有对成绩有较大出入的学

生进一步核查；没有将笔试复试试卷笔迹与高考电

子档案笔迹进行核对的现象，致使复试环节没有发

挥真正作用。

（三）其他复查落实不彻底的现象

２００８年至今，河南省教育厅要求高校在新生入
学资格复查环节，将生源地省级招生部门提供的考

生电子档案照片张贴在学校宿舍、班级固定教室等

场所，此举不仅对“假学生”是一种震慑，更有效的实

现师生共同监督。在张贴电子档案照片环节，部分高

校存在电子照片打印不清晰，张贴公告中没有教育厅

及学校纪委监督电话的现象。同事存在个别学校没

有按照上级主管部门要求严格审核高考加分资格相

关资料是否属实的情况，影响了复查的实际效果。

四、高校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一）教育观念没有转变，导致对复查工作重视

不够

随着高考“冒名顶替”事件浮出水面，不仅对双

方当事人本身有严重的影响，有的甚至触及到整个

家庭。我们努力杜绝高考徇私舞弊现象发生，特别

是作为教育工作者，更要肩负起维护教育公平公正

的责任。调研中，部分老师直观地认为现在高考各

个环节审核严格，怎么可能出现冒名顶替。特别是

部分领导，认为现在几千名学生里都不会有一个假

学生。殊不知，只要存在一例“假学生”，背后就可

能隐藏着一个庞大的利益链和不公平行为。不论高

考舞弊事件何时被暴露，都将对学校，对社会产生恶

劣的影响。

（二）监督检查机制不健全，导致部分人员铤而

走险

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虽然主体实施者是高

校，但所有参与高招工作的单位及个人都负有一定

的责任，如省级招生部门，学生毕业所在高中都应当

在新生入学资格复查需要协助调查的情况下给予积

极配合。高招报考整个过程是多个职能部门共同参

与完成的过程，不论是在报名环节、考试环节、录取

环节、报到环节，还是在复查环节，任何一个环节工

作人员疏忽失职，监督机制不到位，都有可能让不法

分子钻漏洞。因此，加强对各个高招报考、入学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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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监管，避免将上一环节的漏洞带到下一环节，是进

一步杜绝高考舞弊行为的有效举措。

（三）部门相互协作性不强，导致复查落实不彻底

新生入学资格复查是一项全校性工作，牵涉到

学校招生、教务、学生、纪检等多个职能部门，只有各

职能部门共同协作，积极配合，相互帮助才能达到预

期的复查效果。调研中，个别高校部门之间缺乏配

合，存在试卷、纸质档案、高考电子档案等分别存放

在不同部门的现象，直接影响到具体复查人员信息

核对工作的开展。同时，信息核查期间职能部门沟

通不强，配合不到位，直接影响复查工作的深入。

（四）高校自身管理因素，致使入学资格审查受

到影响

根据现行的教育部４１号令第二十一条“学生
在学习期间对其他专业有兴趣和专长的，可以申请

转专业”。本规定给予学校转专业管理方面的自主

权。但由于学校办学层次、性质和管理等多方的实

际差异，学校转专业规定在没有违反教育部要求的

不得在新生入学报到环节更改新生录取专业外，部

分学校出现复查期间转专业情况，特别是本科和专

科院校因学制不同，各高校教学培养计划的差异性，

致使转专业时间段各不相同。虽然目前存在的复查

期间转专业现象不多，但也对复查工作的开展产生

一定影响。

五、高校开展新生入学资格复查的对策建议

（一）在制度层面上健全具体实施细则

教育部一直重视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连续

多年发文，并不断充实文件内容和诸项要求，成为高

校开展新生入学资格复查的主要依据。从复查本身

来看，它具有一定的规范性、严肃性和科学性，复查

结果直接影响到个人利益得失，因此复查期间的每

一环节都应按要求有序开展，复查过程不允许任何

人随意更改审查要求，随意删减审核程序，复查全过

程都要受到纪检部门和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共同监

督。同时，复查工作不是主观盲目的，它可以运用现

代化科学方法，特别是研发针对性强的审核系统，为

复查结果的准确性提供帮助。教育主管部门要加强

对高校复查工作的督导检查，积极汇总高校复查工

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时调整、补充和完善相关文件内

容和具体要求，突出文件指导的实际效果。各高校

要以新颁布执行的４１号令要求为基准，结合学校实
际，制定符合本校新生入学资格复查的具体实施办

法。如在基本信息审核环节，应当要求至少两名以

上工作人员共同监督审核，坚决杜绝学生参与；在公

示学生个人信息环节，明确公示信息内容，特别在张

贴高招电子照片环节，避免将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

公布；在制定转专业规定中，考虑到复查的时间要

求，应当尽量避免转专业工作对复查产生影响。新

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直接关系到学生是否能够顺利

入学，高校要进一步细化工作要求，涉及到具体细节

问题时要勤于思考，精准把握，使新生入学资格复查

工作成为保障学生权利，维护学校声誉，保证教育公

平的有力举措。

（二）在人员选配上突出责任意识

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的具体工作人员不能等

同于其他一般人员，具体复查者不仅要充分理解复

查的主要内容，而且要具备一定的复查能力，其中包

含一定的敏锐度。高校要努力提高工作人员的职责

认知，使他们清晰地认识到每一环节工作的具体要

求和意义所在。高校要选派责任心强，耐心细致的

人员参与到复查工作中，强化组织纪律要求，提高责

任意识，使每一位工作人员在复查过程中能自觉抵

制多方因素干扰，坚持原则，秉公办事。调研中，济

源职业技术学院设立院系学籍专员，日常开展学籍

管理工作，是参与新生入学资格复查的主要力量，学

籍专员不仅明确岗位职责，而且具有丰富工作经验，

为复查工作顺利开展起到积极作用。同时，高校可

以根据工作需要，积极创新工作方法，如可以采取院

系间互查的方法，加大相互监督力度，相关职能部门

要组织专人进行抽查复检，真正使复查工作落到实

处，纪检部分应当对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全过程进行

监督。河南省教育厅要求高校在复查过程中，逐级

签订责任承诺书的做法具有示范意义。新生入学资

格复查工作只有加强责任监督，才能促使审查工作

人员落实工作要求；只有不断强化工作纪律，才能真

正实现复查工作公平公正。

（三）在具体实践中注重创新工作方法

从全国实施普通高等学校学籍电子注册工作以

来，高校学籍管理工作不断规范，数据信息共享为学

籍日常管理带来积极的促进作用。高校新生入学资

格复查伴随着高校学籍管理工作的规范推进，从内

容和方法上得到不断充实和完善，一系列复查期间

严禁开展的行为，对复查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保证。

河南省从２００８年开始要求高校在新生入学资格复
查期间张贴新生高招电子照片进行公示监督，在近

两年又将录取考生的高招电子照片、高考进场照片

及高考试卷笔迹电子版发给高校，要求高校在复查

过程中，严格核对相关图像及笔迹信息，为复查工作

提供重要参考依据，成为资格复查又一项重要内容。

据了解，安阳工学院充分利用高招电子照片，组织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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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员，设计研发审查系统，在新生报到现场对学生

进行图像信息采集，将现场照片与高招电子照片进

行即时比对，比对无误后才可办理报到手续，信息核

对前置的做法，值得高校借鉴。教育主管部门应积

极采取措施，实现高招报名指纹信息的共享，将指纹

信息作为新生复查的重要依据，前置资格审核工作，

继续完善新生入学资格复查方式方法。

（四）在管理层面上坚持动态化全过程管理

高校学籍学历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要以新生入

学资格复查为前提和基础，但资格复查工作不能将

短期时间限制作为结束点，而是要继续渗透到教育

教学管理的全过程。教育部４１号令在继续强调复
查三个月的时间期限外，还增加了报到期间入学资

格初步审查环节，将入学资格审核前置的做法，有效

地将徇私舞弊考生拒绝在校门外。初步审查合格的

学生可注册学籍，但注册学籍并不代表学生就没有

问题，在随后连续的三个月复查期，随时发现问题，

随时取消学籍。高校要把握教育部４１号令的新变
化，改变原有工作模式，将复查工作延伸到教育教学

全过程，重视复查在日常学籍管理中的动态化发展。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长期重视学籍异动中资格审核工

作，如对转专业的学生，特别是跨院系转专业，要求

转入院系安排工作人员对转入学生进行信息再复

核；对休学、保留学籍期满复学的学生要再次进行身

份确认，防止Ａ学生休学，Ｂ学生顶替复学的现象；
对转学学生，学校积极配合转入转出学校学生身份

确认，避免Ｃ学生转出，Ｄ学生转入，全面防范“假
学生”钻漏洞。同时，该校在毕业图像信息采集及

学历证书发放环节，也对学生基本信息包含图像信

息再次核实，切实将资格复查工作贯穿在教育教学

管理全过程。

（五）在法律层面上严惩不法行为

在市场经济利益的影响下，社会资源配置受到

限制，必然导致多领域不公平现象出现。高考作为

接受高等教育的主要途径，因受到高考制度不健全，

地域差别较大，地域间录取差异的多重发展困境，导

致高考舞弊现象发生。虽然国家一再重视高考监

管，严厉打击舞弊行为，特别在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日，
《刑法修正案（九）》第２８４条新增规定，明确了国考
中替考属于违法行为，并指出组织者、替考者和请考

者都要受到制裁，特别对组织者，视情节严重要判处

有期徒刑，并表示对这种危害教育秩序，影响社会和

谐的行为要给予严厉打击。面对多方国家制度及各

级部门出台的举措，少数不法分子依旧铤而走险，弄

虚作假、徇私舞弊事件仍有发生。虽然国家采取措

施严厉打击、积极防范，但从目前看，舞弊现象所形

成的原因主要是经济利益和处罚力度不成正比，致

使此类现象屡禁不止。冒名顶替、徇私舞弊等违法

行为不仅影响了替考者和请考者的命运，更破坏了

两个家庭，有些父母为了孩子与不法分子勾结，最终

走上犯罪道路。因此，相关部门采取严格的措施，加

大惩罚力度，使不法分子不敢顶替，不能顶替。高校

要加强对在校学生的教育和管理，加强诚信教育，加

强国家政策宣传，使他们清晰地认识到参与违反国

家高考制度，参与违法行为带来的后果，努力维护良

好的教育环境，保证高等教育公平秩序。

（责任编辑　许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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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本科院校大学生就业问题调查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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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教育。

摘　要：采取调查问卷的方式对应用型本科院校大学生的就业心态、就业途径、就业能力、就业
指导与服务等方面进行调查分析，了解大学生在就业中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针对性地提出提高应

用型本科大学生就业率的建议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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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国家教育部、发改委、财政部共同
印发了《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

转变的指导意见》，意见强调“推动转型发展高校，

把办学思路真正转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上来，

转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上来，转到培养应用型技术

技能型人才上来，转到增强学生就业创业能力上来，

全面提高学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创新驱动发

展的能力”。［１－６］本文结合当前应用型本科院校大学

生的就业形势，对在校应届大学生就业心态、就业途

径、就业能力、就业指导与服务等方面进行问卷调

查，从中发现问题，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为大

学生就业指导工作提供参考。

一、调查

（一）调查对象与方法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应用型本科院校在

校大学生进行调查，调查涵盖以下学科：理科、工科、

文科和艺术类，共发放调查问卷４０２份，回收有效问
卷３９６份，回收率９８．５１％，在所有参与调查问卷的
对象中男性占４１．２％，女性占５８．８％，来自城市家
庭的占４０．２％，来自农村家庭的占５９．８％。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１．就业心态调查
就业心态是指劳动者在就业期间所产生的心理

活动状态，是影响其正确择业和顺利就业的主要因

素之一。形式上表现为求职时主要考虑的因素和求

职取向等。

（１）求职时主要考虑的因素
针对这一问题，不同学科的受访者给出的排序

不尽相同（见表１），文科和理科受访者一致认为：薪
资待遇、工作稳定度和单位平台、能否发挥个人优势

是他们就业时最看重的三个因素；工科受访者选择的

前三个因素是薪资待遇、工作稳定度与单位平台、个

人志向兴趣；而艺术类受访者的排序是：能否发挥个

人优势、薪资待遇、工作稳定度与单位平台。分析后

不难看出，大学生就业时优先考虑的因素是一致的：

薪资待遇、工作稳定度与单位平台、能否发挥个人优

势，而社会贡献度位列最末。这体现了大学生择业时

的真实心态、对现实生活的需求和对未来的期盼。

表１　不同学科学生求职时主要的考虑因素

　　　学科

考虑因素　
工科 理科 文科 艺术

社会贡献度 ０．７５ ０．４５ ０．８２ １．８３
工作轻松 ２．３５ ０．７３ １．８２ ３．５５
工作挑战性 ３．１４ ５．１２ １．８２ ７．１
专业对口 １．０９ ４．３９ １．８２ ７．１

社会地位和个人自由 ７．８４ ６．５９ １．８２ ５．３２
工作稳定度与单位平台 ２５．４９ ２１．５９ ２４．７ １２．４２
能否发挥个人优势 ２．８７ ２１．２３ ２２．８８ ２６．０２
个人志向兴趣 ２１．５１ １３．１８ １７．４４ １０．６４
薪资待遇 ３４．９６ ２６．７２ ２６．８８ ２６．０２
合计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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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求职取向
职业的选择反映了人生观、价值观的定位过程，

求职取向则折射出就业时对未来职业所能提供的物

质和精神上满足程度的期望以及由此产生的倾向。

在单位性质倾向方面，不同性质的单位有着不同的

特点，从而可能带给求职者不同的机会、资源和压

力。调查发现，大学生对单位的性质没有特别明确

的限定，仅要求合适即可：其中事业单位、国企和三

资企业位列前三，而民营企业排在最末。

不同专业大学生的调查结果（见图１）显示：工
科大学生倾向于国企、事业单位或是出国留学，理科

大学生倾向于出国留学、三资企业、事业单位，文科

大学生倾向于进入三资企业、事业单位和国企，艺术

类大学生更倾向于去事业单位、国企或自己创业。

图１　不同学科大学生就业选择方向

针对“毕业后愿意创业吗？”这个问题，４０．７％
的人表示很愿意试一试，４２．１％的人表示比较愿意
试试，只有１７．２％的人表示不愿意，说明国家近年
大力提倡的创新创业教育已深入人心。在问及“你

是否做好了创业准备？”时，高达８０．５％的大学生表
示“没有做好准备”，１１．３％的大学生表示“已做好
了准备”，还有８．２％的人说不清，反映了大学生们
虽有创业的激情和梦想，但普遍缺乏创业实践的能

力，容易受到资金、经验、人脉等条件限制，风险把控

能力较弱。

在就业区域的选择上，４５．３％的大学生选择了
竞争较为激烈的二线城市就业，２７．１％的大学生选
择北上广等竞争非常激烈的一线城市，而愿意去西

部或偏远地区就业的仅占１５．２％。我们以“一定要
在郑州就业”为例进行了比较，６３．４％的艺术类大
学生和４５．１％的理科生给出了肯定回答，而工科和
文科大学生持相同看法的也在３４％以上。这说明
相当一部分大学生愿意留在郑州工作，部分原因是

成立不久的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在区域发展

中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从而吸引了国内外一大批

知名企业安家落户，创造出的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多，

作为主力生源的河南籍大学生往往怀有浓厚的故乡

情结，他们在同样的条件下不愿远离家乡，这也是近

年来省内就业市场上出现的一个新特点。

在对收入的期望值方面，５６．０％的工科生期望
一份薪水在５０００元以上的工作，４１．９％的理科生期
望在 ３０００—４０００元，４７．１％的文科生和高达 ７２．
１％的艺术生期望在４０００—５０００元。综合来看，超
过半数的大学生们期望月薪介于３０００至４０００元之
间，最低的心理预期也在２０００元以上。
２．就业途径调查
信息时代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采取的就业渠道

逐渐多元化。众多的就业渠道中，选准有效的渠道

对提高学生就业成功率非常关键，目前大学生提及

最高的就业渠道是招聘会和人才市场，其次是学校

信息和推荐，第三位是熟人介绍。虽然经熟人介绍

的就业成功率可能会比较高，但是对于绝大多数毕

业生来说认识这样熟人的几率很小，因此人才市场

和招聘会这种传统的就业渠道仍然是毕业生心中最

现实也最行之有效的就业渠道。

然而不同专业的大学生与总体数据会有一定的

区别，因此我们根据不同的学科门类进行交互分析。

分析后的数据显示，超过４０．７％的理工科大学生倾
向通过人才市场找到合适的工作，４２．１％的文科大
学生希望通过院系或老师的推荐就业，４８．４％的艺
术类大学生更愿意通过亲戚或熟人介绍找到心仪的

工作。

实际职业获得渠道的情况与上述调查结果是相

呼应的。此次调查前签订就业协议的毕业生中，通

过人才市场和直接与用人单位接触或登录用人单位

网站这两种就业渠道获得工作的人几乎占到了

５０％，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业实际获得渠道正是人
才市场和招聘会。

３．就业能力调查
就业能力即劳动者获得和保持工作的能力。⑴

就业中自身的优势。关于这个问题，２７．１％的大学
生选择专业技能，３８．５％的人选择实践经验，２３．２％
的人选择口才和社会交往能力，只有１１．２％的人认
为自己没有任何优势。⑵自身最缺乏的素质。２３．
３％的大学生认为自己最缺乏沟通协调能力，４３．５％
的人认为是相关工作经验，认为缺乏专业知识技能

和难以承受工作压力的人分别占２９．１％和３．１％，
还有１．０％的人说不清楚。⑶用人单位最关心的条
件（多选）。排在前列的分别是动手能力、综合素

质、社会经验和发展潜力，均超过了６０％，思想品德
占５４％，学校名气占２１％，而专业知识只占１３％，
说明在今天的就业市场上学校名气并非灵丹妙药、

包治百病，用人单位也不再仅仅看重求职者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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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更多考虑的是思想品德和综合素质，尤其是处

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４．就业指导和服务调查
⑴就业培训内容
６１．５％的大学生认为在学校除专业课外的学习

上，应再加设就业指导实践平台的锻炼，２５．３％的人
认为应加设人际交往能力方面的内容，１３．２％的人
认为应开设就业面试技巧方面的内容，说明大学生

更注重就业指导课程的实用性。

⑵对学校提供的就业指导的满意度
仅有８．３％的大学生对学校提供的就业指导感

到满意，超过半数（５６．４％）的大学生对学校提供的
就业指导感觉一般，１７．６％的人不满意，还有１７．７％
的人说不清，说明学校提供的就业指导水平和质量

有待提高。

⑶对政府就业市场管理的满意度
仅有１．６％的大学生感到满意，４５．３％的人认

为政府对就业市场的管理一般，４２．２％的人不满意，
不满意主要集中在就业市场上充斥的信息真真假

假，普通人无法辨别，遇到问题政府管理部门往往互

相推诿或不作为，还有１０．９％的人说不清楚。
二、启示与建议

通过本次调查问卷，我们对应用型本科院校大

学生就业心态、就业途径、就业能力和得到的就业指

导与服务情况有了基本了解，这对我们调整就业工

作的重心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为就业指导和培训工

作提供了数据支持，有利于今后提高大学生的就业

率。

（一）制定专项政策，调节就业市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失

去平衡时，仅凭劳动者自身努力所产生的效果是相

当有限的，这时政策的及时制定将会产生积极的放

大效果。

政府的专项政策可从三方面入手：第一，取消各

省市针对大学生就业的户口限制，取消各种形式的

行政干预，帮助大学生实现在全国范围内无障碍就

业和自由流动。第二，短期内增加对大学生的需求，

加大政府机关、军队及其他社会服务单位对大学生

的招聘力度，并以此提高事业单位人员整体素质。

第三，进一步增加偏远地区和基层单位对大学生的

需求，制定更加优惠的政策，提高老少边穷地区对大

学生就业的吸引力。

（二）加强就业意识教育，调整好就业心态

通过调查发现，大多数大学生把薪资待遇和地

域作为就业标准，迷恋大城市，回避基层和偏远地

区，说明我们的就业意识教育效果不明显，大学生的

就业心态过于脆弱，就业行为显得较为盲从。因此

在今后的就业教育中应注重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

就业观，放下对偏远地区的地域歧视，大学生还要学

会对当前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趋势的把握，根据自

己专业在社会上的需求形势和未来经济社会中地位

等情况进行分析，不断调整好自己的就业心态，放低

就业期望值，顺利就业。［７－８］

（三）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就业竞争力

首先，大学生应该立足自己的本职工作，刻苦钻

研专业知识，构建合理的知识结构，在专业上胜任未

来的岗位要求。客观地认识自己、评价自己，清楚自

己的定位、能胜任什么样的工作，认真做好自己的职

业规划，藉此树立正确的择业观，通过各种可能的机

会锻炼并提高自己的组织管理能力、心理承受能力、

人际交往能力及处理突发事情的应变能力。当然，

培养良好的职业精神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优秀的

职业精神是人们在工作中做出成绩的必要条件。［９］

（四）加强就业指导和服务

目前尽管各个高校已将就业指导课程纳入必修

课管理，但是该课程内容的编排缺乏实践性、实用性

和参与性，任课教师自身也往往缺少企业工作经历，

没有说服力，且教学手段单一，对学生缺乏吸引力，

这也是大学生对就业指导和服务满意度不高的一个

原因。因此我们应从打造一支过硬的职业指导培训

队伍入手，选派优秀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同时聘请

行业或企业人士担任就业指导师，开发校企合作教

材，不断丰富课程内容，更多采用形式新颖、灵活多

样的教学方式，例如案例讨论、情境模拟、资料分析

等，有效地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发挥其主观能动

性，一起参与到教学中来，真正的让学生坐下来、听

进去。同时政府职能部门应加强对就业市场的监

管，取缔违法中介，及时处理各种违法违规行为，净

化市场环境，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１０］

（五）鼓励大学生创新创业

从根本上看，经济增长为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

持续增长营造了良好的外部氛围，当前加快产业结

构转型和淘汰落后产能更有利于大学生就业，而产

业结构转型与淘汰落后产能又受到积极创业活动的

促进。因此，政府大力提倡的创新创业，尤其是制订

了一系列的政策鼓励和扶持大学生创新创业，这不

仅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就业率，也有利于拉动经济

增长，有助于形成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良性互

动。［１１］更为重要的是，大学生创新创业将更为有效

地提升我国创业者的整体素质和层次，对于我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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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核心竞争力培育和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具有长期的促进作用。

三、结语

当前应用型本科高校大学生就业存在的问题既

有经济、社会、高校等外部方面的原因，也有大学生

自身内部的原因。推进大学生就业是一项长期的系

统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因素，既有国家政策的制

定与引导、就业环境的改善、高校教育体制和人才培

养模式的改革，又有大学生自身就业创业意识的改

变、素质能力的提高等原因。要通过制定专项政策，

调节劳动力就业市场，增加就业机会与岗位；加强在

校生就业相关课程建设，及早树立就业意识，调整好

毕业生的就业心态，放低就业姿态，鼓励毕业生不断

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竞争力；

继续加强学校的就业指导和服务，制定专门政策鼓

励大学生创新创业。总之，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改善

需要政府、社会、高校、学生等各方面互相配合和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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