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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普列特尼约夫，俄国《现代人》杂志主编（１８３８—１８４６），早期创作诗歌，后转向文学批
评，是普希金、果戈理最主要的出版人。他的文坛“朋友圈”是相对温和、自由而保守、但举足轻重的

诗人们，亦即通常所称的“四十年代人”的贵族一代，构成了俄国１９世纪３０、４０年代与激进的“别林
斯基派”相区别的另一种文学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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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研究《现代人》杂志，彼·阿·普列特
尼约夫（１７９２—１８６６）几乎进入不了我们的视线。
目前我国研究中出现普列特尼约夫名字的文章仅有

１１篇，且限于研究普希金（２篇）时，谈到他曾撰写
《高加索的俘虏》的评论和一篇普希金传略，但值得

注意的是，研究者认为，普列特尼约夫的普希金传略

便是“普希金学正式形成”［１］；研究果戈理（８篇）
时，谈果戈理与别林斯基论战的三篇，均提到《与友

人书简选》的出版人是普列特尼约夫，另外５篇研
究果戈理的生平和创作，涉及果戈理人生道路的起

步（谋求职业）与转折（入普希金圈子）均有赖于普

列特尼约夫；研究巴拉津斯基（１篇）时，仅提到其名
字。所有这些文字加起来不过 ２０００字，且可以看
出，他不是作为研究对象，而是作为与研究对象相关

的一个人物出现的，似乎总是隐藏在他们背后，像这

些人的影子。

那么，他究竟是谁？执掌《现代人》近十年的

他，在当时的文学界处于怎样一个位置？

如果说普列特尼约夫人生起步时，其多所贵族

学校的教职工作，以及给皇室和皇储亚历山大二世

的授课①，就大大拓展了他的人脉，给他带来了高层

次社会关系中的重视与尊重，对他的思想发展和自

我修养给予极大的推动，那么他在文坛最初的成功，

他与那个时代诗坛／学界一批泰斗和巨星的相识和
友谊，更是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裨益。在一种得天独

厚的氛围影响下，年轻的普列特尼约夫诗的情怀、文

学的禀赋，在星光闪耀、充满朝气的众多文学天才的

圈子里自然而然也得到了发展，细腻敏锐的鉴赏力

渐露锋芒，美学观点、道德信念和文学信条日益成

熟。与此同时，他长期丰富的阅读，思想视野不断拓

展，并因与众多文学天才的交往而积累了极其丰富

的一手文学史资讯、观察和故事。

一、普列特尼约夫文坛“朋友圈”的形成

青年普列特尼约夫与文学圈子的接近，与他固

有的文学禀赋分不开。他教学的同时，经常参加各

种文学团体的聚会，在杂志上发表诗作，那些诗是作

为茹科夫斯基和巴丘什科夫的浪漫主义诗歌的学生

和模仿者而面世的。他的文坛“朋友圈”渐进形成

是１８１７年维·曲谢尔贝克尔②在彼得堡师范学院

任教之后，他们相识、接近，并通过他与杰利维格，进

而与普希金相识。

他们的相互认同和赞许，以及他最初的文学实

践（诗歌创作、文学批评，参加《北方之花》和《文学

报》的出版事务）引起了老一代作家卡拉姆辛和茹

·１·



科夫斯基，以及茹科夫斯基的两位朋友阿·屠格涅

夫和伊·伊·德米特里耶夫③的注意。茹科夫斯基

对他来说意义重大，他视其为自己的老师。他经常

参与茹科夫斯基家著名的“周六聚会”，在那里开始

结识一大批泰斗级人物以及文学新秀，他们中有克

雷洛夫，尤其是格涅季奇④；还有维亚泽姆斯基公

爵，雷列耶夫，别斯图热夫，尼·米·亚济科夫；不过

交往甚密的是杰利维格、巴拉津斯基、格涅季奇（后

来他们成为莫逆之交），当然还有普希金。从１８１８
年起，在彼得堡的杂志中开始出现普列特尼约夫的

诗歌，不久后他转向文学批评。正是在这个时段

（１８１８—１８１９），他成为了两个文学团体的成员和积
极的合作者，即“文学、科学和艺术爱好者协会”和

“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他和杰利维格一同被

选为后者的执行理事。其间他撰写关于俄国作家的

批评文章，后来发表在协会的《文集》中；１８２１年又
在协会大会上宣读了《俄国作家简要述评》，２０年代
又在协会的文集《启蒙与德行的竞争》和其他杂志

上发表一系列文章。

这样，普列特尼约夫文学圈子的核心人物逐渐

形成：茹科夫斯基、普希金、维亚泽姆斯基、巴拉津斯

基、格涅季奇、杰利维格、果戈理，以及后来的雅·卡

·格罗特。除格涅季奇、杰利维格去世较早外，他与

他们都保持了终生友谊，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与普

希金的关系。至今保存下来的他们之间的书信（３１
封普希金的，２３封普列特尼约夫的）证明了他们建
立在共同志趣上的友谊，甚至是兄弟般的亲情。这

一情谊在普列特尼约夫的文学事业中起了显著作

用，赋予他生命的那个时期特别的诗意和崇高的活

力。

二、普列特尼约夫与普希金

（一）《奥涅金》献词中的“你”

伊·屠格涅夫大学时代曾是普列特尼约夫的学

生，后者也正是他走上文学之路的伯乐。他在老师

去世后，曾撰写回忆文章《在普列特尼约夫家的文

学界聚会上》⑤。文章中有一个细节：“作为普希金

把《叶甫盖尼·奥涅金》献给他的人，在我们眼里他

有着耀眼的光环。”［２］１６７２这里的“他”即是普列特尼

约夫。是的，我们熟悉普希金，可以随口吟诵他的

《奥涅金》，却未必留意小说开篇献词中的“你”究竟

是谁，当然也就从未记下这个人。而这位“你”正是

普列特尼约夫。

普列特尼约夫是怎样一个人，普希金要把自己

的大作献给他？在献词里，普希金这样写道：

无意取悦高傲的世人，

只爱无微不至的友情，

本想献上一件珍品，

好使它配得上你，

配得上那美丽的灵魂，

它充满神圣的理想、

生动明朗的诗情、

纯朴崇高的思想。

但就这样吧———请用偏爱的手

接受这五花八门的诗章：

……

普希金的《奥涅金》不是取悦“高傲的世人”，而

是要献给对他“无微不至”的友人。只有“珍品”才

配得上友人“神圣美丽的灵魂，生动明朗的诗情；纯

朴崇高的思想”。他在普希金生活中如此重要，以

致把这“诗章”献给他，也抵不上他的价值，不能与

他相称。献词真诚、智慧、充满敬慕。

普列特尼约夫与普希金大约在１８１７年初相识，
那时普希金刚要从皇村中学毕业。在最初几年里，

他们的关系并不十分密切。从２０年代起，普列特尼
约夫开始从事出版业，自此出版业成为其文学活动

的重要领域。１８２４年他开始帮助杰利维格出版《北
方之花》。笔者先前的文章中曾谈到，此时流放于

米哈伊洛夫斯克的普希金对《北方之花》也全力相

助，把自己很重要的作品交由《北方之花》发表；正

是这一时期，大约１８２４—１８２６年间，经由普希金的
弟弟列夫·普希金和杰利维格，普列特尼约夫与普

希金的联系频繁起来，他开始为流放中的普希金出

版诗集，成为普希金文学事业的第一位真正助手：

１８２５年出版《奥涅金》第一章，１８２６年出版《亚历山
大·普希金诗集》。从１８２７年５月起（普希金流放
回到彼得堡后），普列特尼约夫与普希金的交往更

为频繁，迅速成为紧密的朋友。１８３８年普列特尼约
夫写到，对于普希金来说，他就是“全部，既是亲人，

也是朋友，还是出版者和会计”［３］１００。在 １８２５—
１８３２年间，普列特尼约夫出版单章的《奥涅金》，以
及《努林伯爵》《鲍里斯·戈都诺夫》《别尔金小说

集》，三卷《普希金诗集》等。他寻找书商，处理印刷

事务，周旋送审环节，为普希金出版了大约２０余种
作品，并且完全是义务的。直到普希金去世前，诗人

绝大部分作品均由普列特尼约夫负责出版。普希金

称他是自己的“供养人”“恩人”，说自己生活的自立

应当归功于“上帝和你”；有时在信中，普希金甚至

直接请求：“钱，钱：这是主要的。赶紧给我寄钱

来！”［４］３６１作为感恩，普希金将《奥涅金》的第四、五

章（１９２８年时），而后是整个小说（１８３７年的单行
本）献给普列特尼约夫。１８２４、１８３３、１８３５年，普希
金均有献给他的诗篇：《你什么时候成为自己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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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人？》《致普列特尼约夫》《你建议我……》

（二）“基调勇敢而高贵”的诗人／普希金作品的
“裁判官”和出版人

２０年代初，普希金与普列特尼约夫之间出现过
一次误会，起因是后者在 １８２１年第 ８期《祖国之
子》上未署名发表诗歌《来自罗马的巴丘什科夫》。

这位在诗坛刚起步的普列特尼约夫，本意是让人们

想起离开俄罗斯一直沉寂的巴丘什科夫，他以自己

的方式不知深浅地模仿他，但读起来却像是讽刺；且

匿名的另一个效果是，一些读者将其误以为是巴丘

什科夫的诗作。普希金就此诗在给弟弟列夫·普希

金的信中说道：“巴丘什科夫有理由对普列特尼约

夫生气，如果是我，也会气得发疯的……我的看法

是，普列特尼约夫更适合散文，而不是诗歌，因为其

中没有任何情感、任何色彩———他的诗节暗淡无光，

像死人一样。”［５］３７－３８可见，对于普列特尼约夫的诗

歌天赋，普希金起先是持保留态度的。

然而，对于普希金如此苛刻的评价，普列特尼约

夫于１８２２年９—１０月间创作的诗歌《致阿·谢·普
希金》却这样作答：

对你刻薄的指责我并不气恼

其间是你坦荡的力量；

也许，说出的训诫

击中了我羸弱的翅膀。

无须多言，你骄傲的情操，

比庸俗的赞美更给人安慰，

我认出我诗歌的裁判官，

不是暗带冷笑的献媚者。［４］２７６

诗中的普列特尼约夫，心地恢弘坦荡，言语谦逊

智慧；对年轻骄傲的诗人熠熠闪光的天才毫无妒忌

地赞赏，对其磊落的人格无私地钦佩。这首９６行的
长诗以其真诚，对流放中的诗人的深深尊重，以及其

高超的诗艺和语言，使人们认识到先前对他的误判。

普希金收到该诗后，责备弟弟泄露了自己此前

信中那些冒失轻率的判断：“假如你在我身边……

我会拧掉你的耳朵！为什么把我的信示与普列特尼

约夫？”他接着道：“普列特尼约夫的这首诗……闪

耀着真诚之美……基调勇敢而高贵。在未来的信中

我会向他讲明。”［５］４１两个月后，他写信给普列特尼

约夫，承认自己之前的不公正，承认其诗歌的价值：

“如果你的这首诗是出自真诚，其他诗也一样出自

真诚，那么我不懊悔我过去的不公正———因为这种

不公正却给作品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光辉。如果你的

确生我的气了，那么你的诗无论多么美妙，也永远不

会给我安慰。你当然会原谅我轻率的言辞，如果你

知道我是多么经常地深陷所谓的沮丧；每当此时我

总是厌恶整个世界，任凭什么诗也吹动不了我的心。

但是，不要以为我不能判断你无可争辩的才华。美

感在我这里并没有完全生锈———当我完全清醒

时———你的那种和谐、准确、用词的崇高、修饰的纯

净和匀称就会俘获我，一如我所爱戴的那些诗

人。”［５］４２－４３

普希金的感情用事却坦诚率性与普列特尼约夫

的真诚善良和自我审视，将他们永远联结起来。此

信是普希金各种文集中收录最早的普希金给普列特

尼约夫的书信，信中普希金与普列特尼约夫之间已

经使用“你”相称，表明他们已经熟识起来。普希金

研究专家巴尔捷涅夫⑥在著作《南方时期的普希金》

中，也有类似论述［６］１６０。此次误会之后，普希金也越

来越关注并深信普列特尼约夫诗的价值，他在１８２４
年１０月给普列特尼约夫信中又附诗一首：

噢，福玻斯，我的普列特尼约夫，

你什么时候成为自己的出版人？［７］２０４

他不再怀疑他的诗歌才能，并建议他出版自己

诗歌的单行本。然而，遗憾的是，此后普列特尼约夫

几乎停止了诗歌写作，而把更多的时间用于文学批

评、教学以及为普希金作品出版的繁忙事务中。普

希金不仅格外高地评价普列特尼约夫的道德情操，

说他就是“良心的化身”，同时也信任他的文学鉴赏

品味，将他列入对《奥涅金》的评判人之一，和这封

信一起将《奥涅金》第一章寄给了在彼得堡的普列

特尼约夫，并写道：“关于《奥涅金》我毫无顾虑而且

高兴地信赖你。召集我的裁判官———你，茹科夫斯

基，格涅季奇和杰利维格———我期待着你们的裁判，

并顺从地接受你们的判决。”［５］８１这是普希金对其批

评才能的信任和肯定。

普列特尼约夫对《奥涅金》以及普希金诗歌的

评论，我们可以在他们的书信中读到。在着手出版

《奥涅金》时，普列特尼约夫给在米哈依洛夫斯克村

的普希金写信道：“你的奥涅金将成为彼得堡年轻

人的口袋小镜子。多么迷人呀！拉丁语可爱极了，

小腿儿令人陶醉，涅瓦河上的夜晚令我魂不守舍。

如果这一章几乎没有任何动作，就这样飞行、跳跃，

那么我难以想象后面将会是怎样的。”［４］３１３普列特尼

约夫认为普希金是他那个时代年轻人道德风貌的艺

术表达者。在普希金的那些艰难岁月，普列特尼约

夫竭力维持诗人创作的积极性，请求他“不要懒惰，

着手准备出版所有长诗的新版本”［４］３２４，鼓励他继

续写作《奥涅金》。从１８３３年普希金致普列特尼约
夫的一首不完整的诗中，我们可看到普列特尼约夫

的作用：

你，我严厉的挚友，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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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早已被忘记的主人公

……

重新领上舞台。

你说：

奥涅金活着，并将

长久地活着。

关于他，你知道太多信息

这是普希金为普列特尼约夫请求他回到《奥涅

金》的创作上来而作。而 １８３５年普希金给普列特
尼约夫的另一首诗也反映了同样的内容：

你建议我，殷勤可爱的普列特尼约夫，

继续我们中断了的小说。

……

你说，只要奥涅金还活着，

小说就不会结束———没有理由

中断它……况且是个幸福的计划

普列特尼约夫与普希金１８２５—１８３５年间的那
些通信，呈现了两人诚挚友好的关系，证明了这位忠

诚的朋友给予天才诗人“在一切文学事务和财务事

宜上的全力的帮助”［８］１７７。普希金也将其视为自己

不可或缺的人。１８３１年杰利维格英年早逝，普希金
给普列特尼约夫写道：“没有他，我们成了孤儿。板

着指头数数，我们还有几个人？你，我，巴拉津斯基，

就这几个了！”［４］３６２杰利维格（１７９８—１８３１）是普希
金皇村中学的同学和最要好的朋友，他１８２５年结婚
后，其家庭成为彼得堡文学沙龙之一，常聚的人物就

是普希金、巴拉津斯基、茹科夫斯基、普列特尼约夫

和亚济科夫。作为这个诗人圈子的核心人物，杰利

维格给诗人们以庇护并产生巨大影响。自１８２５年
到去世，他每年出版一本他们这些贵族派诗人的合

集《北方之花》。普列特尼约夫与普希金及杰利维

格之间形成了亲密的关系。正因为如此，杰利维格

去世后，他们两人及朋友通力协作继续出版１８３２年
号《北方之花》，以纪念杰利维格，共同分担这沉重

打击。普希金信中对普列特尼约夫使用的多是“我

亲爱的”“我的心肝”等称呼，对他甚至是直接请求

寄钱，一如家人一般。魏列萨耶夫在自己的研究著

作《普希金的同时代人》中指出：“普列特尼约夫是

一位‘乐于效劳’的人，正如普希金所说，是一位内

行的、精明能干、行动力强的人。”［９］４９１普列特尼约夫

也曾写道：“普希金绝大部分时间不在彼得堡，时而

在新俄罗斯边区，时而在自己的村庄，需要不停地给

我写信，因为除了我给他积攒的出版销售他的文集

的款项，他没有别的收入。他习惯于在所有事情上

找我。体会到我的直率，也许，还有我对他的文集的

一些令他愉快的建议，大大拉近了我和他的距离，以

致每次他的新文集有什么两可的问题，他都会预先

征求我的意见。他寄来自己要印刷的原稿，附上对

拿不定的地方的修改或替换意见，供我在印刷时选

择更好更合适的。”［１０］１３６－１３７普希金委托出版自己诗

集的甚至不是弟弟兼文学事务秘书的列夫·普希

金，而是普列特尼约夫，后者按照自己的斟酌编辑诗

集，校订文字意义上的偏差。这一点尤其重要，这需

要对编者的才华和能力绝对的信任和肯定才可以做

到，也就是说，普希金那时作品的定稿中已经携带了

普列特尼约夫的意见，尽管其数量有限。

（三）张力之下忠诚的友人

在和普希金的关系中，普列特尼约夫有时不仅

是位朋友，同时也是位老师：他在书籍出版的各种现

实问题中引导普希金，也试图成为普希金政治上的

良师益友，但并不成功。

由于１２月党人事件，１８２６年对普希金也实行
了政治监视；和他一起被监视的还有他的朋友，其中

就有普列特尼约夫。普列特尼约夫这一时期工作的

性质本不该引起怀疑，但是作为几所皇家学院的俄

国文学教师，他同时负责普希金文集的印刷出版和

销售事宜，因而引起了官方的注意。据普希金研究

专家巴·叶·谢戈廖夫的研究，从１８２６年５月６日
起对普列特尼约夫实行了秘密监视。他说：“至于

说普希金在当权者眼里是真正危险的人，这一点，对

作为教师的普列特尼约夫与作为文学家的普希金之

间关系的调查就可以证明。这一调查是在审讯之外

（即对十二月党人的审讯———笔者）进行的，但显然

是与审讯同步的（尽管我们还并不是很清楚）。”［１１］

关于普希金和普列特尼约夫关系的第一份文件注明

的日期是１８２６年４月４日。这是一份值班人员在
邮检基础上形成的记录，显示普希金计划出版《茨

冈人》，普列特尼约夫是代理人。伊·伊·季比奇

男爵⑦把记录转给了圣彼得堡总督巴·瓦·戈列尼

谢夫－库图佐夫，让他给出解释。后者在４月１６日
汇报说，查明普列特尼约夫政治性可靠：“他品行相

当好，性格安静，甚至有些胆怯，为人低调……与普

希金没有特殊关系，只是作为一个文学家与普希金

相识。他同情普希金窘迫的处境，应他之请求，代理

出售已付印的文集，并将所得款项购置图书或物品

寄给他。”［１２］２８３－２８４事情很清楚，在两人的关系中没

有任何危险迹象。不过将整个事件过程伊·伊·季

比奇呈报给了沙皇。４月２３日，伊·伊·季比奇转
告库图佐夫最高人物的意志：沙皇责成库图佐夫

“尽一切可能准确了解，普列特尼约夫与普希金究

竟是多大程度上的熟人，以致因文集事宜替他求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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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命令对他实施近距离监视”［１２］２８４。到了 ５月 ２９
日，库图佐夫汇报命令执行情况和加强监视的结果：

“普列特尼约夫与普希金确实没有特殊关系，只是

应茹科夫斯基之请，关照普希金文集的印刷，并把所

得款项转寄给他；就是这些事宜目前他也终止了，并

完全中断了与他的一切通信。”［１１］我们不清楚整个

事件究竟对普列特尼约夫发生了怎样的作用，不过

普列特尼约夫与普希金在１８２６年的通信确实从４
月１４日就中断了，只是到了１８２７年１月才又恢复
（见其文集第三卷）。如果严守教规且低调如普列

特尼约夫都因与普希金的并无过错的交往而受到秘

密监视，那普希金该是怎样一个危险人物！不过，我

们还是从中断前的最后一封信（４月１４日）中看到
了普列特尼约夫对普希金的赤子之心，他说，他是因

病而一个月未给普希金写信了，而“这一个月不仅

是这一年而且是这一生最黑暗的日子”［４］３４１，但无论

怎样也不妨碍他费尽周折完成他的几个委托。我们

不知道这病是托辞，还是既是实情 ⑧也是隐

喻？———正是上述调查带来的黑暗？因而我们才看

到了信末他的一些劝导？他这样建议诗人：“我非

常希望你在引用塔西佗⑨时删去自己的一些评论，

这会在许多人那里引起联想。”［４］３４２这可能是指此前

普希金的什么文字中引用了塔西佗的《编年史》并

作了评论，普列特尼约夫看出了那些文字的政治含

义而建议他删去。我们只能推测这应该是他在那个

敏感时期善意保护普希金。也许在普希金和普列特

尼约夫之间存在某种张力。魏列萨耶夫这样写道：

“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愤怒的、神经过分紧张的普

希金力求向平衡、善良、温和的普列特尼约夫看齐，

在与普列特尼约夫的谈话中，他把人的品质中的善

意看得最为重要。诗人在普列特尼约夫身上看到了

这一品质，羡慕他的生活。”［９］４９２

普列特尼约夫是普希金去世前守候在身边的几

位朋友之一。２０１７年 ６月 ６日（即俄罗斯普希金
日）前夕创办了一个新的网站“普希金网页”，设有

专栏“普希金日历”，上面详细载有普希金决斗那天

受伤到去世前的情况。其中有引用普列特尼约夫书

信中的记载，也有现场的陈述：“普希金面对死亡和

身体的疼痛的勇气和忍耐震撼了他的朋友们。弗·

伊·达里说：‘普希金让所有在场的人与死亡和解，

他是如此平静地等待它，如此确信他最后的时刻就

要来临。’彼·阿·普列特尼约夫对弗·伊·达里

说：‘看着普希金，我第一次不害怕死亡了。’”［１３］

普希金的死，让普列特尼约夫无比悲痛。诗人

去世后，普列特尼约夫除了与朋友们一起接续出版

１８３７年的《现代人》以纪念诗人、抚恤逝者家人，后

又单独接手《现代人》；此外还与茹科夫斯基、维亚

泽姆斯基一起无偿出版《普希金文集》（１—１１卷，圣
彼得堡，１８３８—１８４１）。可是他却遭到普希金财产监
护人的无谓指责和粗暴对待。在我们行将结束两人

关系叙述之时，又查看到相关档案材料，其中讲到：

普希金去世后，财产监护人经常以一些毫无根据的

理由向普列特尼约夫索要赔偿；以一套光滑纸张印

刷的普希金文集作为报偿，让普列特尼约夫与他们

合作出版普希金文集，而实际上后者却是毫无报酬

地一人承担了八卷普希金文集的注释和校对；还以

普列特尼约夫无权接办《现代人》为由，索要 ３０００
卢布赔偿金。对方的态度是居高临下、颐指气使，行

动上近乎是利用和剥削。怎么说普列特尼约夫也是

文化界的重要人物，这种情况令人吃惊。我们只能

心疼他的宽宏仁爱、隐忍耐劳。关于这一点，资料中

提到鲍·利·莫扎列夫斯基 ⑩这样说过：“读着那

些给监护人的声明，不能不同情普列特尼约夫；这些

声明是一位尽心竭力的、对普希金忠诚的、‘没有任

何献媚’的真正朋友的声明，他坚持捍卫自己道义

上的权利，在《现代人》中刊登诗人一些未出版的作

品……”［８］１７７也正是因为他的正直与高尚才博得了

几乎所有人的尊敬，也正是因为作为普希金的出版

人，后来任何一本谈论普希金及其时代的文字都给

了普列特尼约夫应有的地位。

三、普列特尼约夫与果戈理

（一）普列特尼约夫对果戈理职业／《死魂灵》／
《与友人书简选 》的支持

１８３０年底经茹科夫斯基介绍，普列特尼约夫与
果戈理相识。茹科夫斯基委托普列特尼约夫关照这

位年轻人，那时普列特尼约夫无疑对果戈理具有影

响力，还在１８２９年时果戈理的匿名试作《汉斯·古
谢加顿》就曾送给普列特尼约夫。

甫一认识果戈理，普列特尼约夫就积极协助他

谋求公职。１８３１年推荐他任爱国女子学校助教，此
时普列特尼约夫任这里的监察员；还帮助他得到了

一些私人教师的工作。接着十分热心地将这位初出

茅庐的文学青年推荐给普希金。这应该是普列特尼

约夫在文学史上的一个历史功绩。前述中我们提

到，１８３１年《北方之花》的出版人、主编杰利维格去
世后，普列特尼约夫和普希金共同处理杰利维格的

后事以及《北方之花》的事务，此时果戈理的那些文

学试笔出现在刊物上。普列特尼约夫给普希金写信

说：“应当让你认识一下一位年轻作家，他允诺有非

常好的东西。也许你已经注意到了《北方之花》上

署名００００的历史小说片段，以及《文学报》《地理教
学》上的文章《女人》和小俄罗斯中篇《教师》。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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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位叫果戈理·雅诺夫斯基的人写的。……茹科

夫斯基对他感到兴奋。我也迫不及待地要把他引荐

给你好得到你的祝福。”［４］３６６普列特尼约夫将这位刚

起步的小俄罗斯作家领进了普希金的圈子，帮助他

实现了命运的决定性转折。

１８３６年，果戈理的《钦差大臣》上演后，各方激
烈的反应使果戈理躲避到国外。因此，普列特尼约

夫与果戈理的交往主要通过信件。现存６８封果戈
理给普列特尼约夫的信件（１８３２—１８５１年间），２３
封普列特尼约夫给果戈理的信件（１８４４—１８５１年
间），１１封普列特尼约夫谈及果戈理的信件（１８４６—
１８４７年间）。他们之间的通信大部分属于果戈理在
国外期间，并且，１８４２年之前他们通信较少，且信件
内容大多是事务性的。

要考察普列特尼约夫与果戈理的关系，应该注

意到４０年代整个氛围的改变。
３０年代末，无论是普列特尼约夫的地位，还是

果戈理的地位及周遭的关系都发生了变化。普希金

去世后，以其为核心的圈子失去了向心力，彼此处于

游离状态。普列特尼约夫１８４０年接任了彼得堡大
学校长；茹科夫斯基１８４１年定居在德国；维亚泽姆
斯基４０年代创作减少，埋头致力于《奥德赛》的翻
译；１８４４年巴拉津斯基斯突然英年早逝；亚济科夫
１８４６年去世；丘特切夫虽然３０年代在普希金的《现
代人》上发表诗作而有些声誉，４０年代却根本不被
批评界关注；莱蒙托夫从１８３７年《诗人之死》的成
名到他决斗身亡的１８４１年，只是一道闪电，且本也
不属于“文学贵族”的圈子，也如丘特切夫一样，均

未获得“文化同仁”任何创作上的支持；果戈理从

１８３６年起直到他去世的１８４８年，长期居住在意大
利，并为治病往来于法、德、意，间或回到俄国。所

以，普列特尼约夫虽迁升要职却也变得很孤单。最

重要的是，一批杰出人物接连逝去，杰利维格（１８３１
年）、格涅季奇（１８３３年）、普希金（１８３７年）、巴拉津
斯基（１８４４年）、亚济科夫（１８４６年），而俄国文学的
新声音（１８３４年别林斯基的第一篇文章问世，意味
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响起，使得这一时期的后普

希金时代的“文学贵族”圈子感到自己文化上的孤

立。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冒牌的贵族）在４０
年代创作刚刚起步，且是在俄国文学新路上的前行，

托尔斯泰的创作还要有十年才出世。后普希金时代

的他们成为过去那个贵族文化在４０年代仅存的力
量，且深陷一个陌生、充满敌意的世界的包围。因而

他们开始彼此渴望，也越来越珍视过去的友谊，彼此

的关系在４０年代变得更紧密起来。
普列特尼约夫与果戈理，也是在如此形只影单

的处境中，发展和巩固了彼此间的关系。１８４２年由
于印刷出版《死魂灵》，他们之间的关系和通信热络

起来。普列特尼约夫帮助通过了《死魂灵》的书刊

审查。正像以前对普希金那样，现在对果戈理，普列

特尼约夫又成了朋友、出版人和会计。由于果戈理

长期居住国外，普列特尼约夫常常要为他忙碌钱款

和出版事宜。围绕出版的《死魂灵》燃起了激烈争

论，并出现了相当不友好的评论，因而普列特尼约夫

撰写并发表了非常出色的深刻而细腻的分析文章，

为果戈理的作品辩护。在文章中普列特尼约夫强调

果戈理专注于现实生活，指出其中生活高于了虚构。

他分析指出，史诗的第一卷仅仅是个开端，从这里俄

国文学走向了什么是“人的生活”的伟大思想，其中

充满了怜悯的激情。在当时果戈理只是确立了牢固

的“纯喜剧作家”的声誉之时，这种强调其“严肃性”

和深刻的“哲学性”的评论，对于果戈理的新地位的

确立是相当重要的奠基石。也难怪比起其他分析文

章，果戈理最中意普列特尼约夫的评论。

他们的关系变得更密切起来应该是在１８４４年，
与后来果戈理将自己１８４４—１８４６年间与友人的书
信选编为《与友人书简选》相关。这种密切应该放

到两人的政治态度的发展中来考查。４０年代普列
特尼约夫更多地向右转，或者说更加坚定了其原有

的“静默、和谐”的思想，其早期的自由主义倾向更

多地让位于保守观点，也可以说是自由的保守主义。

普列特尼约夫也企图对果戈理施加思想上的影响，

并且部分地达到了这个效果；不过这种奏效并非强

加，而是恰恰吻合了果戈理的思想走向（两人思想

的吻合性另撰文论述）。到编选《与友人书简选》之

时，果戈理已经将普列特尼约夫看作自己的志同道

合者，后来选他作《与友人书简选》的编辑、出版人，

委托他严格保密地印刷该书也顺理成章。普列特尼

约夫以极大的热情着手此事，甚至还没有通读完，就

先行发表了头几章。他相当兴奋地接纳果戈理的新

作品，相信这一作品完成了俄国文学的转向，即俄国

文学转向内在的宗教探索。而他之所以能发现这一

点，笔者认为，是与其宗教教育背景，一直严守教规

的品行分不开的，他敏锐地捕捉到了果戈理《与友

人书简选》中的某种宗教气息。而此种倾向，正如

别尔嘉耶夫所阐释的那样，只是到了２０世纪初其价
值才有可能被充分认识，人们才在他身上认出了一

位宗教导师；而在当时激进的革命气息渐进浓烈的

氛围中，却一下子就点燃了论争的火捻。普列特尼

约夫此前就公开赞同《钦差大臣》的结尾，他在自己

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一切可能促使其准许上演；而

作为《与友人书简选》的出版人，他不得不与果戈理

·６·



一起分担因该书的问世而招致的人们的愤怒。当时

谢·吉·阿克萨科夫瑏瑡坚持不要出版此书，认为那

样将置果戈理于全俄罗斯的嘲笑之下。《与友人书

简选》出版之后，许多先前的朋友都离果戈理而去，

因而他更珍视始终支持他的普列特尼约夫的友谊。

（二）围绕《现代人》，两友人间的不快

友好的关系并不意味着在他们的关系中没有麻

烦。普列特尼约夫忠于普希金，在诗人去世后，他认

为自己有责任继续出版《现代人》。这样，他就成为

了链接普希金一辈杰出人物与新一代作家的一环。

十年之中他忘我地为《现代人》杂志的存续努

力———而当时普希金圈子的人物因各自的状况，除

了在普希金去世后头几年还能在《现代人》上发表

作品，很快就无法给予太多支持。果戈理也没有继

续参与到《现代人》之中。怎么理解果戈理的这一

态度？

要回答这一问题，除了４０年代整个的氛围，还
要在果戈理与众友人的关系中来看。４０年代的氛
围，如前所述，一种新的潮流涌动，普列特尼约夫的

《现代人》所想要坚持的普希金的“贵族文化”传统，

在普希金的《现代人》出现时就已经生不逢时而无

法获得足够订户的情形下，普列特尼约夫就更是无

力回天。而在果戈理与众友人的关系中，普列特尼

约夫只是果戈理友人关系中的一极。整个４０年代
是一个激烈冲突的时代，十年中一切都日益尖锐起

来。果戈理周围的人———美学和政治立场远不一致

的一群人，都直接参与其中。在果戈理的亲密圈子

里，阿克萨科夫一家和尼·米·亚济科夫代表了正

在形成的莫斯科斯拉夫派；米·彼·波戈金和斯·

彼·舍维廖夫持保守立场；普列特尼约夫、茹科夫斯

基、维亚泽姆斯基———后普希金《现代人》圈子的人

们的信念在４０年代也趋于保守。在文学公共生活
的另一极是别林斯基，果戈理在４０年代初期也与之
保持着事务性的关系。

这样，果戈理与周围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相当复

杂。各个圈子的人物都希望加强与果戈理的关系，

但同时果戈理的同一作品或行为在他们那里引起的

是相当不同的反应，并且他们对果戈理的理解与期

望常常远超出果戈理的本意。尽管如此，大家还是

将目光集中到他身上，各方人士都是嫉妒地注视着

果戈理与其他人的关系，每一个圈子都期望看到他

是自己的盟友。舍维廖夫向果戈理散布对其文集出

版人尼·雅·普罗科波维奇瑏瑢的不信任。阿克萨科

夫一家认为，果戈理与斯米尔诺娃的交往是其４０年
代精神危机的原因。《莫斯科人》杂志出版人波戈

金认为，果戈理在许多事务上都应该归功于自己，要

求他为自己的杂志回报性地效力。斯拉夫派的《莫

斯科文集》也积极拉他参与合作。别林斯基也参与

了争夺果戈理，１８４２年给他写信，试图拉他到《祖国
纪事》一方。普列特尼约夫则力图说服他参与自己

的《现代人》，他同样为果戈理做了太多事情。

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中，果戈理遵循早年形

成的原则———“挤进世俗的市场不是诗人的事

业”［１４］１７６，他努力避免直接参与到文学争斗中去。

他认为，与他正在从事的伟大的创作相比，现时的争

论对他来说都太渺小和短命。这也就是为什么格·

弗洛罗夫斯基在《俄罗斯宗教哲学之路》中指出的：

“时代的哲学思潮并没有触及到果戈理，也许只通

过艺术才触及了他。他同时代人的争论，所有这些

‘关于我们的欧洲因素与斯拉夫因素的争论’，‘旧

信仰’与‘新信仰’之间的争论，在他看来，纯粹是一

种彼此的误解，果戈理说：‘他们丝毫也没有领悟

到，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好争论的，没有什么好抬杠

的，他们谈论的只是同一对象的不同方面而

已。’”［１５］３２２－３２３果戈理“仿佛是一个局外人，他把自

己排除在他那一代人的主题与焦点之外，排除在当

时的哲学争论之外。……果戈理内心的惊慌不安，

他对社会风暴和混乱的预感，使他在当时有别于斯

拉夫主义者并远离了他们。”［１５］３３３果戈理似乎超然

于斯拉夫派与西欧派之外。而实际上，他常与斯拉

派人士来往。但弗洛罗夫斯基认为，在他的世界观

和心灵气质上，他更是一个西欧派，从早年他就受西

方影响。“实际上，他只了解西方，对俄罗斯他更多

的是梦想。他更好地知道，俄罗斯应该怎样，他希望

看到怎样的俄罗斯，而不管现实的俄罗斯如

何。”［１５］３２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果戈理是西欧派，是个

复杂的问题，暂且不论，但那些试图拉他进入各种期

刊杂志的企图，在他看来是蓄意侵害他个人的自由

和创作的自由。除个别情况外，果戈理基本上是避

开与任何杂志团体的积极合作。对于普列特尼约夫

及其《现代人》也是同样。这样，普列特尼约夫在自

己的信中责备果戈理，似乎他对“莫斯科友人”如阿

克萨科夫、舍维廖夫、波戈金更友好而心生嫉妒。普

列特尼约夫对果戈理的不与《现代人》合作既不能

理解，也不能原谅。果戈理不止一次地因自己在事

务上的不守信而使普列特尼约夫严重不满。在果戈

理与普列特尼约夫的书信往来中，有一批信件是相

互相当公开的责备，但这种坦率又加强了他们的关

系。事实上，普希金去世后，普列特尼约夫同样不支

持任何一个文学圈子，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对他的

《现代人》有“立场中立”，“远离现实”等等诸如此

类的指责（而杂志的真实面貌将另撰文论述）。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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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单枪匹马却勇敢地履行着他认为应该尽的义

务，对于果戈理，他永远是可靠的忠实的支持者。

四、普列特尼约夫与茹科夫斯基／维亚泽姆斯
基／巴拉津斯基／雅·格罗特

普希金去世后，４０年代，普列特尼约夫最亲密
的作家圈子就是茹科夫斯基、维亚泽姆斯基、果戈

理、丘特切夫、雅·格罗特瑏瑣。其实，这也就是我们

通常所讲的“四十年代人”的几位核心人物，当时俄

国文学的半壁江山（另一半即别林斯基的“革命民

主阵营”）。这些人物在以后作家的作品中常以各

种人物形象出场，当然是被作为“保守”的“贵族”形

象的原型。

茹科夫斯基，正如前述，对于普列特尼约夫意义

重大，正是与茹科夫斯基的相识，对他的未来产生了

决定性影响。但这种影响不限于仕途（他给皇储亚

历山大二世授课８年，正是得力于一直在宫中担任
太傅的茹科夫斯基的力荐），还有精神取向；同时，

精神取向的影响也并不是生硬的，而是与普列特尼

约夫本人温和、宽厚的性情，恬静、高雅的审美取向

相吻合，也可以说，他的气质与茹科夫斯基的气质相

吻合。如果说４０年代，也就是普希金之后的果戈理
时期，除了别林斯基力推的“果戈理派”（即“现实主

义”流派，如果按照别尔嘉耶夫的观点，这个“派”根

本就不存在），还有一个文学流派的话，那就是“茹

科夫斯基派”（而这又是“卡拉姆辛派”的传承），笔

者认为普列特尼约夫正属于此。不过，这种归“派”

的划分，一下子把人群泾渭分明，抹去许多模糊地带

和人与人的个性差别。事实上他们只是某种东西的

相似或某种程度上的气味相投，但这种“气味”却也

可以长久维持人与人的关系，他们的友谊保持了终

生。在普列特尼约夫文集中，收录有５８封给茹科夫
斯基的通信，从１８２３年一直到茹科夫斯基去世的
１８５２年。普列特尼约夫对茹科夫斯基的创作也有
专门评述。

普列特尼约夫与维亚泽姆斯基的交往，主要可

以依据收集在普列特尼约夫文集中的８１封两人的
书信（前者６５封，后者１６封），更具体的材料暂时
还没有触及到。另外，普列特尼约夫去世后，维亚泽

姆斯基写有回忆文章，也曾有献诗给普列特尼约夫。

从维亚泽姆斯基的回忆文章，我们可以捕捉到他们

的关系。两人在２０年代相遇，相互赏识，彼此亲近。
“那时普列特尼约夫已经是茹科夫斯基、普希金、杰

利维格和巴拉津斯基斯的朋友，这些人也同样是我

的朋友。”［１６］２４６维亚泽姆斯基回忆道：“撇开将一个

圈子的人联系在一起的外部条件，也就是说，同样的

职业和信念，我很快就喜欢上了他本人，高度评价他

的一切，他的个性和独特的品质。纯洁的心灵，明

亮、安静的智慧，无限温暖的对朋友无私的忠诚，温

润如玉、善解人意、尽心竭力的性情，不算计，不计较

日常的得失，不奢望耀眼的成功，将文学视为使命，

对文学出于神圣的爱，优雅、准确的鉴赏力，巴拉津

斯基以及普希金本人因此也都愿意与他商议和请

教———所有这些品质，这些幸运的天然禀赋，有条不

紊、有教养的生活，安静地专注于一项事业，享受平

凡而不变的工作的快乐，所有这些赋予普列特尼约

夫在我们这个小团体中特殊意义和受人尊敬的地

位。他很早就获得了这一地位，一直拥有它，直到其

生命的尽头。”［１６］２４６－２４７维亚泽姆斯基讲到，生活的

新现象、新要求，文学中的变革，都未能使普列特尼

约夫有所改变，他一朝便永远坚定而真诚地守候在

那里，同道中的新知旧交都愿意接近他。“无论是

从工作，还是天赋，还是自己冷静的可以说天生流动

的而非间性爆发的性情上讲，他没有也从不寻求成

为大多数人追捧的红人，不想也没有对公众发生独

断专权的影响。但是他有限的、拣选过的圈子却珍

视他的性情和品质，对其有充分的评价。他们享有

了他的不是华丽虚掷、浮浪无用、而是忠实可靠的智

慧与心灵的财富。”［１６］２４７维亚泽姆斯基认为：“他对

祖国文学的功绩，不是一眼就可以看到的。但是，如

果假以时日仔细研究和理顺、明晰他那个时代文学

的动态和现象，就会发现他的贡献并得出应有的评

价。在人类共同的生活中，在它所有的领域，常常遇

到的不是积极的，而是所谓消极的、过往人很少注意

到的活动家，但是他们却往往影响了那些无畏的行

动者轰动一时的进取行为。”［１６］２４７

回忆文章最后不无感伤地说道：“失去普列特

尼约夫，我失去了可以谈论逝去的岁月的最后交谈

者。……它们消失在仿佛史前时代的传说的昏暗不

明中。”［１６］２４７普希金和茹科夫斯基去世后，只剩下了

他和普列特尼约夫成为可以彼此遥相呼应的私人朋

友。“兄弟般的圈子变得越小，过往的生活和记忆

就越珍贵和必须。”［１６］２４８在最后两三年，他与普列

特尼约夫不再有面对面的交谈，疾病让他们都远离

祖国，各在一方。维亚泽姆斯基在信中“抱怨命运

没有把我们至少送进同一家医院，没有把我们安置

到并肩挨着的病房，那样我们就是把自己的家园、自

己的祖国搬迁了过来。”［１６］２４８－２４９这是彼此视对方为

祖国，为家园；见到对方，就如回归了故里。他们那

时的通信常常聊的不是异乡———它们就在眼前；更

多的是谈俄国的事情。他们在通信中也常常写诗，

彼此指正，给出建议，“内心感到无限甜蜜与温暖”。

其中他献给普列特尼约夫和丘特切夫的一首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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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了他曾拥有的是怎样一位无法忘怀的朋友。

至于杰出的诗人叶·巴拉津斯基与普列特尼约

夫的关系，也别有意味。在巴拉津斯基的各种文集

中，人们经常收入他给普列特尼约夫的一封信，从中

可以看出，诗人不是与每个人都分享那些隐秘的思

想；同样可以看出，普列特尼约夫对于当时的艺术工

作者、对于时代的那些最有教养的人都意义重大：

“……我会听从你的规劝的。谢谢你对我的诗的赞

誉，在困境中这些赞誉令我安慰。”［１７］

两位当代普列特尼约夫的故乡人，也是他的生

平和创作的研究者，其诗、文集的出版者米·维·斯

特罗加诺夫瑏瑤指出，作为那些重要人物的朋友，“普

列特尼约夫希望留在他们的心灵和记忆里。他也作

为一位智慧和诚实的人留在了俄国文学史里”［１８］；

而根纳季·维·伊万诺夫则讲，“他完全没有玩弄

玄虚，而是将最普通的生活视为自己的理想”［１８］。

这有他的诗为证：“我以这棵橡树为荣，／还有我的
村庄、花园还有田野，／我不贫穷，因为我依着自己的
意志生活，／不知道有什么令人难过的劳作。／有书
架、有满山的鲜花，／我写诗：还要什么？”他以自己
的“村庄”为荣，他也“荣光了”自己的“村庄”。“我

们是感恩的后人。您将永远在那里享有荣耀与敬

仰。”［１８］

普列特尼约夫执掌《现代人》的九年，其杂志事

务非常重要的伙伴即雅·卡·格罗特。仅两人间的

通信就多达每卷７００—９００多页的三大卷。因此两
人的合作与关系，并非这里的篇幅可以予以评述，将

另辟文呈现。

结语

统观普列特尼约夫的文学活动与“朋友圈”，我

们发现，这一行人的思想、社会、文学传统与立场，大

体上是从“卡拉姆辛派”发展而来。２０年代的“茹科
夫斯基派”，３０年代的茹科夫斯基／普希金“双头政
治”统领的“文学贵族”阵营，形成了１９世纪俄国文
学最初的传统、品味和调性。普列特尼约夫一直是

其中的追随者、参与者；并在４０年代围绕着果戈理
的纷争中，以及自己执掌的《现代人》杂志办刊中，

力图坚持这一传统，也与对立面有过交锋。无言的

传统力量与新生的思潮形成对决的局面，加之各种

力量内部本身的色差，构成了４０年代较为复杂的思
想氛围。普列特尼约夫的“静默”美学构成了其中

的一极。然而，因着本文目的在于呈现我们几乎空

白的对普列特尼约夫的认识，受篇幅限制，无法进一

步拨开更为复杂的论争关系。

最后，笔者对今年在本刊第一期上发表的“普

希金的《现代人》杂志研究”中的两处文字予以纠

正：一处是，文末（第７页）写道：“主持出版的友人
分别是，普列特尼约夫第 ５期，克拉耶夫斯基第 ６
期，奥多耶夫斯基第７期，维亚泽姆斯基第８期。”这
个顺序撰文时根据的是叶·伊·雷思金的《普希金

的〈现代人〉内容指南》一书。而笔者撰写本文时，

发现普列特尼约夫在给维·格·捷普利亚科夫的信

（１８３７年５月２９日）中写道，１８３７年的四期《现代
人》沙皇允许维亚泽姆斯基出版第５期，克拉耶夫
斯基第６期，奥多耶夫斯基第７期，普列特尼约夫第
８期。在此也据此予以更正。另一处是笔误：第 ４
页的“《阿日图加伊的长度》”因将原文“Долина”看
成“Длина”而误译，应为“《阿日图加伊峡谷》”。文
责自负，并向读者致歉。也感谢本刊一直以来对笔

者研究的支持。

注释：

①其实其一生都作为教育家应浓墨重彩地予以书写。将另
辟文介绍。

②又译“丘赫尔别凯”，１８１１年进入皇村中学，与普希金、
伊·伊·普谢金、杰利维格同学。１８１７年皇村毕业后与
普希金一起进入外交部，并于１８１７—１８２０年在彼得堡师
范学院附属的贵族中学任教。（注：此文中的译名均以商

务印书馆的《俄语姓名译名手册》为准，已经约定俗成的

名家姓名除外———笔者。）

③伊·伊·德米特里耶夫（１８６０—１８３７），俄国诗人，古典主
义代表之一。

④尼·伊·格涅季奇（１７８４—１８３３），俄国诗人，以翻译《伊
利亚特》而著称的著名翻译家。米尔斯基说，他（翻译《伊

利亚特》）与茹科夫斯基（翻译《奥德赛》），“两位俄国荷

马幸运地相互补充，如若说格涅季奇的《伊利亚特》是我

们崇高风格的最高成就，那么，茹科夫斯基的《奥德赛》便

是无法超越的英雄田园诗”。（米尔斯基的《俄国文学史

（上）》，人民出版社，１０８页）
⑤该文初次发表在《俄国档案》杂志１８６９年第１０期上，几乎
同时刊印于《屠格涅夫文集》第一卷（１８６９年１１月出版）。

⑥彼·伊·巴尔捷涅夫（１８２９—１９１２），俄国历史学家，文艺
理论家，著名的普希金研究专家，切尔科夫图书馆馆长，历

史杂志《俄国档案》的奠基人和出版人。

⑦伊·伊·季比奇（И．И．Дибич，１７８５—１８３１），俄国国务和
军事委员会委员。向沙皇通报发现十二月党人密谋并亲

自逮捕了主要首领。

⑧因为他信中还提到同时茹科夫斯基、卡拉姆辛、格涅季奇
都病了，也许当时发生了流行病也未可知。

⑨塔西佗，罗马历史学家。
⑩鲍·利·莫扎列夫斯基（БорисЛьвовичМодзалевский，
１８７４—１９２８），俄国宗谱学学者，图书编目学专家，俄国文
学史专家，普希金学专家，普希金文集出版注释专家，《普

希金之家》创建者之一。

瑏瑡谢·吉·阿克萨科夫（СергейТимофеевичАксаков，

·９·



１７９１—１８５９），俄国作家，社会活动家，文学和戏剧批评
家，回忆录作者。育有１１位儿女，其中就有我们熟知的康
斯坦丁·阿克萨科夫（俄国斯拉夫派领袖，斯拉夫思想

家、政论家，诗人、文学批评家）、伊万·阿克萨科夫（俄国

斯拉夫派领袖之一，政论家、社会活动家、诗人）及其女儿

薇拉阿克萨科娃（社会活动家，回忆录作家、阿克萨科夫

家的文学／社会沙龙的组织者）———由他们组成了莫斯科
著名的斯拉夫派沙龙之家。经常光顾的作家有果戈理、屠

格涅夫、舍维廖夫等。

瑏瑢尼·雅·普罗科波维奇（НиколайЯковлевичПрокопович，
１８１０—１８５７），诗人，果戈理多年的通信人和朋友，果戈理
的第一个四卷本《文集》的编辑，果戈理涅仁中学低一个

年级的同学。

瑏瑣雅·卡·格罗特（Я．К．Грот，１８１２—１８９３），帝国亚历山大
大学教授，普列特尼约夫最亲密的朋友、最重要的杂志合

作者。

瑏瑤米·维·斯特罗加诺夫（М．В．Строганов，１９５２—），当代
著名俄罗斯文学史专家，著有托尔斯泰、费特、普希金研究

专著。其《１９世纪上半期俄罗斯文学中的人》被俄罗斯教
育部作为高等院校“语文学”专业教科书。文学理论方

面，著有一系列研究文学社会学问题的著作。在版本学领

域，他是普列特尼约夫（１９９２、１９９８），巴枯宁（２００１），维·
格·捷普利亚科夫文集（２００３、２００４）的编撰者；还参与编
撰《普希金全集》《格里鲍耶陀夫全集》以及２０卷《费特文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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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萨义德《知识分子论》中精英主义倾向的反思

贺玉高
（郑州大学 文学院，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０－２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后殖民主义批评的反对派研究”（１２ＣＺＷ００８）
作者简介：贺玉高（１９７５—），男，河南洛阳人，文学博士，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文艺美学、西方现代思

潮。

摘　要：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述在中国学界受到广泛赞誉，并在中国的后殖民论争中占据重要
地位。通过分析他的《知识分子论》，可以发现这是一种有启蒙特色的世界主义与个人主义相结合

的知识分子理论。这种对启蒙知识分子的定位一方面把大众看成是献身的对象，另一方面又把大众

看成是愚昧的象征。它带来了知识分子的代言合法性问题、特权问题、实践能力和效果问题，以及知

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反思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述中的精英主义问题，对于中国后殖民批评和

知识分子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知识分子；精英主义；萨义德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７．０６．００２
中图分类号：Ｇ０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７）０６－００１１－０７

一、被当作人文知识分子楷模的萨义德

在中国的后殖民主义论争中，萨义德是个权威

符号。他的《东方学》的影响自不必说，被中国后殖

民主义批评家广泛引用以批判西方的文化霸权。但

其《知识分子论》在中国却有一种特殊的作用，经常

被另外一些学者用来批判中国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家

身上的狭隘民族主义。反西方文化霸权与反对狭隘

民族主义这二种东西在萨义德那里并不矛盾，或者

至少说矛盾不那么明显，但在中国，二者的矛盾却成

为论争的焦点，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二者的矛盾或不矛盾都与伦理问题相关。以后

殖民主义为代表之一的文化批评追求对隐藏在文化

背后的权力的批判，因此带有强烈的社会性和政治

性，而这到最后也必然要触及到伦理问题，特别是知

识分子的伦理问题。以萨义德本人为例，他的公共

知识分子形象与他的整体学术地位密切相关。萨义

德以一个热心现实中东政治，勇于为巴勒斯坦发声

的批判性公共知识分子形象而闻名西方。他的学术

和社会声望与这个符号有很大关系。萨义德其人其

书在中国的传播就很说明问题。中国知识分子界对

他最早的介绍是王逢振在美国访学期间对他的访

谈，收入《今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漓江出版社，

１９８８年）。这篇访谈从头至尾没有一处提到“后殖
民主义”，也没有介绍《东方学》，而是在反复强调知

识分子的研究应注意社会现实，有政治担当，反对与

社会政治无关痛痒的纯学院式研究。他的这一形象

在后来出现的大量的研究介绍萨义德的文章中被不

断重复定型。到他２００３年逝世时，中国学术媒体第
一时间发出的纪念文章也是以“爱德华·萨义德：

一个有血气的知识分子”［１］为标题的。萨义德在中

国普遍地被当成批判型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英雄典

范，比如下面这段来自研究萨义德的论文中的话就

十分典型：“赛义德把后现代关于本质的建构性，中

心的人为性的思想运用于全球关系，从理论上对作

为世界主流文化的西方文化进行了根本的解构，颠

覆了西方文化一直认为自身理论的真理性。从而不

仅让人重新认识西方文化，而且也让人重新认识全

球现实。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笔者认为赛义德的确

尽到了一名知识分子所应尽的职责，而且，我们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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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赛义德是可以被视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的典

范。”［２］

在中国有关后殖民问题的双方或多方争论中，

或许对萨义德的后殖民理论内涵及适用性存在不同

的理解，但其有关知识分子的论述似乎得到了多方

的共同认可。后殖民主义批评家当然要认同它，而

反对者用后殖民奠基人本人的现身说法来批判中国

后殖民批评实践无疑是极具杀伤力的。于是我们看

到前面所说的那种现象，中国的后殖民批评家以萨

义德的知识分子论述作为批判权力的合法性依据，

而反对者则同样以他的知识分子论述为依据批评后

殖民批评家的民族主义立场恰恰是对某种权力的迎

合，因此违反了知识分子伦理。而唯一没有被置疑

的，正是萨义德的知识分子伦理本身。

不像其他学者只是间接零散地表达一些知识分

子理想，萨义德的知识分子理想在其专著《知识分

子论》中得到集中论述。这本书是萨义德 １９９３年
受英国广播公司邀请参加历史悠久的瑞思讲座

（ＢＢＣＲｅｉｔｈＬｅｃｔｕｒｅ）的系列演讲稿经整理后，以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为书名，１９９４年
由纽约兰登书屋出版。这个题目直译应为，“知识

分子的表征”，包含有多重含义：知识分子的代表，

即代表弱势边缘群体发出声音；知识分子的表达，即

如何表达；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２００２年由北京
三联书店在大陆出版了它的汉译本《知识分子论》，

中国学界对其内容几乎是一边倒的赞同的声音。

在中国知网搜索篇名中包含“知识分子”的论

文，其中有１６篇主要内容是关于萨义德的，全为无
条件的赞美。再搜索关键词中同时包含“知识分

子”和“萨义德”的论文，相关性较强的有２０多篇，
只有一篇有质疑的声音。把“萨义德”换成他的另

一中文译名“赛义德”有９篇相关文章，只有一篇与
研究对象稍稍拉开距离，谈及他的文化背景造成的

分裂人格，而其他文章又一概是赞美。这些文章大

多是以“流亡”“业余”或“世俗”为切入点，赞美知

识分子的独立性和公共性，对权力的批判，民族主义

的超越和对社会政治议题的关心。这种搜索尽管不

够全面，但是从中也大体可以看出中国学界对萨义

德其人、其书的整体评价和态度。萨义德已经成为

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神话与理想，无论是在西方还

是在中国。因此，我们分析、思考萨义德的知识分子

论述，其实是在反思我们自己。

该书共分为六章，分别是“知识分子的代表”

“为民族和传统设限”“知识分子的流亡”“专业人士

与业余者”“对权势说真话”“总是失败的诸神”。

“知识分子的代表”主要通过一些例子，讲述他心目

中真正的知识分子形象：个性十足，又有能力和意愿

向公众发言，为公众发言。“为民族和传统设限”讲

述知识分子应该超越民族主义，追求普遍价值。

“知识分子的流亡”讲述“流亡”应该是知识分子的

应有状态，这种“流亡”既指知识分子的真实流亡，

也指隐喻意义上知识分子勇于批判、自甘边缘的自

我流亡。“专业人士与业余者”主张知识分子应该

超越专业主义的限制，以业余的态度积极介入公共

事务。“对权势说真话”主张知识分子不应听命于

任何权力，而应坚持用普遍理性批判性地向权势发

言。“总是失败的诸神”指出知识分子不应改信和

相信任何种类的政治神祗，他们对任何世俗政治党

派或领袖的迷信必将招致可耻的失败。这本书包含

了当代知识分子的众多议题，值得分析和思考的地

方也很多，本文主要切入点则是知识分子与大众的

关系。而这种关系要先从启蒙的世界主义与个人主

义谈起。

二、民族主义批判背后的世界主义与个人主义

萨义德是旗帜鲜明地反对民族主义的。他的这

种倾向在中国学界中持启蒙立场的学者那里得到了

极大的共鸣。他在《东方学》再版的后记中，对民族

主义和本质主义文化身份的批判和反对，被中国的

批评者引用了无数次，我们不再详细引用和说明。

在《知识分子论》中，萨义德对民族主义的批判立场

同样鲜明、坚定。

在这本书的第二章“为民族和传统设限”中，这

种论述最为集中。他赞同班达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提
出的知识分子理想（即使他认识到这种理想带有欧

洲中心主义的色彩，因而已经受到挑战），即知识分

子应该超越民族疆界及文化认同，存在于一个普遍

性的空间中。通过引证２０世纪的历史经验教训，他
指出知识分子应该争取民族的权利，但不应放弃对

现实中民族主义政治的批判，因为知识分子存在的

意义在于批判，在于“反对盛行的准则”；应该见证

自己民族的苦难，但要“从更宽的人类范围来理解

特定的种族或民族所蒙受的苦难，把那个经验连接

上其他人的苦难”［３］４１，因为缺少了全人类的视角，

防卫性的民族主义也会变成最可怕的侵略与压迫；

应该维护社会的文化认同与团结，但“绝不把团结

置于批评之上”［３］３３，因为变为“神圣”的民族符号必

然已经被强者和胜利者占有，用来掩盖内在的权力

压迫，而知识分子有责任应该站在民族内部弱势的、

沉默的一方；应该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写作，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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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使命是批判性地使用它，“赋予那种语言一

种特殊的声音、特别的腔调、一己的看法”［３］２９，因为

民族语言是最保守的力量，充满陈词滥调，经常被政

治腐化……

其实，萨义德对民族主义的这种警惕与批判弥

漫在整本书中。第一章谈论“知识分子的代表”时，

他的核心词汇是“个人”，而“民族主义”“国家”不

止一次作为其对立面出现；第三章“知识分子的流

亡”明确指出，具有某种认识论特权与道德优势的

跨文化的流亡者是那些“倾向于避免、甚至厌恶适

应和民族利益的虚饰”［３］４８的人。第四章所描述的

理想的业余态度的知识分子代表之一是乔姆斯基，

他正是逾越了“惯常的爱国主义”才揭露了美国越

战的真相，而“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在冷战时期曾

经给大学大量捐资，知识分子在圈内受到的以“专

业水平”为名义的各种压力实际却来自这种民族国

家的政治权力。在“对权势说真话”一章中，他说

“知识策略中最卑劣的”便是“指责其他国家的恶

行，却放过自己社会中的相同行径”［３］７９。“若要维

护基本的人类正义，对象就必须是每个人，而不只是

选择性地适用于自己这一边，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国

家认可的人。”［３］８０第六章“总是失败的诸神”反对知

识分子依附于任何现实政治权威，他举出的反面例

子则正是当代西方与阿拉伯社会中投靠权力，为民

族国家政策背书的那些人。

萨义德在书中第一章就明确指出，知识分子应

该坚持的与“民族主义”相对立的立场是“个人”。

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紧张与对立，是西方现

代启蒙运动以来自由主义的一个传统。尽管自由主

义也曾短暂地热情拥抱过民族主义，但作为古典自

由主义的核心内容的个人主义与任何集体主义、传

统主义、权威主义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这最终导致

了它与民族主义分道扬镳。特别是在民族主义思潮

成功地在全世界取得统治地位之后，在自由知识分

子眼中，民族主义成为限制思想自由的最大敌人。

我们被告知，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与之斗争，“原因

在于宰制的准则现今与民族密切相关，而民族一向

惟我独尊，一向处于权威的地位，一向要求忠诚与服

从”［３］３６。这可以理解为个人主义与权威的矛盾，来

源于启蒙思想的自由主义天生反对权威与传统，而

当代民族主义是政治权威的最大合法性来源，因此

民族主义自然就成为自由主义者挑战的对象。

另一方面，启蒙运动以来理性话语日益占据统

治地位，它所内含的普遍主义与各种特殊主义的文

化、传统、价值产生了广泛的冲突。西方文化传统中

本来就存在着一股强有力的普遍主义思潮。基督教

无疑是一种世界性宗教，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

启蒙主义思潮则慢慢把理性看成是人类共同的本

质。理性的本质是反思与怀疑，现代西方哲学思想

的奠基人笛卡尔的名言是“我思故我在”，意即，当

我怀疑我是不是存在的时候，一定存在一个怀疑的

主体。因此这种怀疑的理性主义其实是极端个人主

义的。康德在回答什么是启蒙时，给出的简洁答案

就是“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所有的东西

都要经受理性（理智）的裁判，但这理性（理智）又是

各人“自己的”，这就蕴含着反传统、反权威、反社会

的内在倾向，也包含着精神领域的个人化、相对化、

虚无化的种子。［４］５－６

笛卡尔和康德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前者简单地用保守主义来平衡自己观点的反社会

性①，后者则用自己的三大哲学批判论证个人与全

人类之间的同一性。在康德看来，人的认识必须从

经验开始，经验虽然是个人的，但却有着人类共同的

先验的基础。审美必须是个人的、单称的、不涉及概

念与普遍性的，但这里的个人由于摆脱了功利的束

缚而不再是个人，而成为大写的个人，成为整个人类

的代表。同样，在伦理领域，绝对命令是具有自由意志

的个人在内心听到的声音，但这个人“应有担负全人类

存在和发展的义务和责任感”。［５］５０７这样看来，自由主

义的“个人”实际上是一个普遍的、理想的和抽象的

“个人”，是一个神话般的存在。这个脱离了物质

的、现实的、个人欲望羁绊的“个人”，成为普遍的

真、善、美的根基。它是一个柏拉图意义上的理念性

的存在，而在现实中每个具体的人都是属于一定的

民族、性别、阶级、党派、职业等团体的，因此是不纯

粹和不完美的。只有当他们努力摆脱这些现实的因

素时，他们才能接近这个理想的“个人”；当他真正

成为“个人”的时候，他也就同时成为全人类的代

表。在此，个人主义与普遍主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了。

在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中，理想的知识分子

正是康德意义上的大写的“个人”。为什么要为民

族与传统设限？他为什么提倡自我流亡或边缘化？

他为什么提倡“业余态度”？无非是因为担心民族

属性、文化传统、主流权力、职业圈子这些体制性的

因素会损害“个人”的独立性和纯粹性。为什么宣

扬知识分子的“世俗性”？因为他拒绝承认在“个

人”的理性之上还有什么神圣的东西。一句话，他

用个人主义反对任何的体制化，而碰巧民族—国家

是当前世界最大的权力框架与体制。因此，萨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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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描绘出个人主义理想与世界主义理想联合对抗民

族主义的现实权势这样一副唐吉诃德式知识分子的

英雄形象。他秉承的西方启蒙主义与人文主义中所

蕴含的个人至上、理性至上、批判怀疑的内涵，所有

这些都包含一种普遍主义的倾向，并造成了他的知

识分子伦理的基本特色。

三、启蒙式知识分子理想中的精英主义

在任何关于知识分子定位的讨论中，知识分子

与大众的关系都是最重要的一个维度和难题。萨义

德所秉承的以康德为代表的启蒙理想带有天然的精

英主义倾向。因为，康德理想中的抽象的、超越现实

利益羁绊的纯粹个人，无疑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萨义德的知识分子立场中有强烈的精英主义色彩，

这体现在他对待大众的矛盾态度中。一方面，他们

是弱者，是纯洁的羔羊，是知识分子为之献身、代言

的无辜群体。知识分子角色就是“代表那些惯常被

遗忘或弃置不顾的人们”［３］１７。另一方面，他们又是

愚昧的象征，“最不应该的就是知识分子讨好阅听

大众”［３］１７。他要“代表的人们”和“阅听大众”是同

一群人吗？能区分开吗？很难说清。但这中间的确

体现出启蒙知识分子经常的矛盾：在抽象地谈论民

众时，充满赞美；而谈到具体的民众时，则完全不信

任他们。他们被看作消极的、被动的和无力的，需要

知识分子来为他们代言。福柯根据自己在１９６８年
五月风暴中的经历发现，知识分子的这种矛盾态度

背后实际上是一种权力压抑机制，它阻止民众直接

表达自己的意愿。［６］１３８

精英主义造成了知识分子和大众的对立。他们

自以为真理在握，居高临下，应该振臂一呼，就能应

者云集。但是当他们无法说服大众，无法被大众接

受认可时，他们就又把大众看成是愚昧的。现代性

价值危机中的平庸主义与虚无主义，被很多知识分

子认为与民主或大众化有关。从尼采、勒庞到阿诺

德、加塞特，再到青年鲁迅，无数现代人文知识分子

都提出了反抗或警惕现代性中的文化大众化、民主

化问题。对于尼采、阿诺德这些贵族主义色彩明显

的人，这并不矛盾；但对于那些口头或内在地倾向于

民主和启蒙价值的许多知识分子而言，这却是成问

题的。当知识分子经常把自己定位于大众的对立

面，轻视民众的各种情感、经验，甚至视之为迷信，全

面批判，他们又如何发挥自己想要的启蒙大众的作

用呢？当陶东风先生提出，因为中国的强势意识形

态是民族主义，所以就应该批判它，他的朋友朱国华

就指出：“……改造过的文化民族主义……不全是

不可行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果没有一点民族

主义的情怀，我担心会被双重边缘化，对老百姓缺少

比较有效的精神动员的资源或手段，则启蒙任务何

由实现？……要是我们不给我们的百姓一点希望，

只是一味批判，恐怕更会变成老百姓的陌路人。”②

精英主义带来了代言的合法性问题。我们先不

否认萨义德式知识分子的道德情操，他们追求正义

为弱者代言的真诚，但是这种代言的权力来自哪里

呢？如果说这个问题在代言人与被代言人观念比较

一致时还不明显，那么，当代言人与被代言人的观念

有冲突时，这个问题就无法回避了。按现代民主政

治的基本原则，每个成年人的自由意志都必须得到

承认，与此相应的是一人一票政治设计。一个人不

能因为是一个伟大的学者或知识分子便可以说一个

文盲选民并不懂得自己的利益，因而你可以代表他／
她，或者你的一票就比他／她的更有份量。代议制下
公民选出的代表确实有更多的决策权，但这种代表

权是经过一人一票选出的，是经过合法授权的，因此

并不违反上述基本原理。但在萨义德所表达的知识

分子传统中，一方面轻视大众情感，另一方面却又声

称在为他们代言，这就不能诉诸现代民主原则并加

以合法化了。这时，他们利用的似乎是一种传统的

神启权力与启蒙理性权力的结合：超然无功利的个

人，代表神、真理或正义为大众代言。它对现代大众

民主社会可能是必要的补充，但过分强调却是需要

谨慎的。

知识分子过分精英主义的立场，也不可避免地

带来了特权问题。萨义德的流亡知识分子理想中就

存在一种明显的特权问题：处在不同文化之间的流

亡的知识分子，具有认识的、道德的和审美的特权。

陆建德指出，萨义德信奉个人至上的原则。这种原

则使他认为：

个人不必由社会来赋予其意义，泊定

于一处的生活是不能忍受的屈辱。正是这

个人自由的理想使他欣赏法国哲学家德鲁

兹的关于没有家园的、游移不定的身分的

概念。他在《文化与帝国主义》的结尾部

分承认自己为一位中世纪僧侣的话所感

动：“柔弱者爱一乡一土，强健者四海为

家，完人断绝一切依恋。”把精神上的漂泊

当作完人的家园。世界是姹紫嫣红的文化

植物园，他像花间蝴蝶一样（用他自己的

话来说）“出入于各种文化，不属于任何一

种”［７］。

而在《知识分子论》中，萨义德则是用一章的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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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来论证在没有本质、只有文化杂交的后殖民时代，

流亡所具有的认识、伦理与审美优势。这种优势是

任何人都可能有的吗？谁是柔弱者？谁能当强者和

完人？看来是像他这样的身处第一世界的第三世界

的知名学者。而“这使人们想到处于社会边缘的一

种批判精神，一位旅行者，没有根系但在每个大都会

都有回家之感；不时在一个又一个学术讨论会上露

面的永不言倦的漫游者；能用数种语言思维的思想

家；少数族裔或群体的雄辩的捍卫者；简言之，生活

在资产阶级世界边缘的浪漫的局外人”［８］。

西方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则对此有更尖锐的批

评。阿赫默德在一篇文章中批评了后殖民理论中杂

交（ｈｙｂｒｉｄｉｔｙ）和移位（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等相似的概念。
虽然他的主要批评对象是霍米·巴巴的杂交性概

念，但它明显也适用于对萨义德的流亡（ｅｘｉｌｅ）特权
的批评。

其实大多数人并不能随心所欲地每天

改头换面，任何社会也不可能在由无数的

偶然性构成的环境中出现或消失。在那些

移民者中间，只有享有特权者才能过着一

种充满变化和奢侈的生活，即过着一种介

于惠特曼和沃霍尔之间的生活。大多数移

民往往处于贫困状态，置换对于他们来说

不是什么文化丰富而是一种折磨。更确切

地说，他们所追求的不是转换而是找一个

可以重新开始生活，又感到将来稳定的地

方。因此，后殖民性也像大多数事物一样，

是个阶级问题。［９］２７１

萨义德的理想知识分子都是强者，社会生存竞

争中的强者。他们居住于欧美大都会，关注并赞美

与自己有相似身份的第三世界的流浪者，而对扎根

第三世界本土的知识分子却较为忽视。厄内斯特·

盖尔纳发现，因为法农在西方很出名，萨义德就对他

很注意，但法农对阿尔及利亚本土的生活和思想的

贡献微乎其微。而另外一个在西方没有名气但却对

当代阿尔及利亚人文化身份影响很大的人———本·

马蒂斯，却遭到萨义德的无视。［７］难怪很多中国学

者感觉到，萨义德为代表的身处西方的后殖民主义

理论家，在西方代表的是反抗，而当他们面对中国这

样的第三世界学者时，他们自己代表的恰恰是一种

来自第一世界的新殖民主义的力量。［１０］

四、对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反思

中国古代长期以来由士、民、工、商构成的等级

社会中，知识分子一直具有崇高的地位，尽管近代以

来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逐渐边缘化，但传统的精

英意识依然保留，并与西方传入的启蒙运动的精英

主义结合起来。在中国后殖民论争中，认同萨义德

的知识分子观的人不一定都像萨义德那样去赞美流

亡者的美德，但理由相似的反民族主义立场却同样

有很强的精英主义色彩和特权的思想。

比如２０世纪末在关于鲁迅“国民性批判”论题
的后殖民争论中，学者杨曾宪断言刘禾具有狭隘民

族主义倾向，并且这正是她没有摆脱国民性的例证，

知识分子应该像鲁迅那样自省、自信、自谦，才是真

正的爱国的民族主义者。［１１］杨曾宪在这里所说的

“自谦”，民族主义值得注意。

英国历史学家蓝诗玲在她的《鸦片战争》一书

中，指出了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奇特的“自厌的”

民族主义。从严复、郭嵩焘到梁启超，在社会达尔文

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并没有过分指责西方侵略的道

德问题，因此把注意力放在发现并学习对方的长处，

以此发现并弥补自身的短处，并最终使民族走向独

立富强。这样他们谈论较多的便是中国的缺点。蓝

诗玲发现，中国近代以来的自责具有悠久传统，从鸦

片战争到１９１０年间，舆论尖锐的批评不光是外国
人，更是指向中国的领导层。知识分子则是想通过

“新民”把中国人改造成具有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

爱国主义。［１２］４０４－４１４但如果从整个第三世界或者说

后发现代化地区来看，这种民族主义并不奇怪，反倒

是一种通常现象。

许多学者都指出过，作为现代现象的民族主义

一方面标榜传统和人民的古老与永恒，另一方面却

又认为古老的传统需要发掘，而人民却是一定要经

过改造。杜赞奇指出：“在中国和印度那样的新民

族国家，知识分子与国家所面临的最重要的工程之

一，过去是、现在依然是重新塑造‘人民’。人民的

教育学不仅是民族国家教育系统的任务，也是知识

分子的任务……民族以人民的名义兴起，而授权民

族的人民却必须经过重新塑造才能成为自己的主

人。”［１３］３

在此我们注意到，民族主义与启蒙、知识分子及

国家之间的关系。知识分子（与国家一起）以人民

的名义唤醒、推动民族主义，又以民族的名义担当启

蒙、重塑人民的责任。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的担

当精神值得称赞，但这里面隐含的知识分子的精英

特权思想也应警惕。

萨义德式启蒙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也带来知识

分子的实践能力与实践效果的问题。我们对于庸俗

大众的批判已经很多，最近一次在人文学界的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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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批判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的“人文精神大讨论”。
但学者们很快就发现，全面拒绝和居高临下式的批

评并没有用处，文化的大众民主化还是不可阻挡。

托克维尔曾以法国历史为例指出：“翻阅一下我们

的历史，可以说我们在过去的七百年里没有一件大

事不曾推动平等。”［１４］７他甚至反复以“天意”来说明

民主化过程不受人类意愿的阻挡：“身分平等的逐

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这种发展具有的主

要特征是：它是普遍的和持久的，它每时每刻都能摆

脱人力的阻挠，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都在帮助它前

进。”［１４］８尽管他主要是在论述法国和美国，但他认

为这种趋势是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大趋势。我们

现在看来，这应该也是世界的大趋势。面对这种大

趋势，托克维尔指出，民主既可以呈现出法国大革命

中的恐怖面相，也可以成就美国式的稳定与繁荣。

对于精英分子来说，既然民主化的来临是不可避免

的，“领导社会的人肩负的首要任务是对民主加以

引导”［１４］９。

托克维尔所指出的对待民主的这种态度，对我

们的知识分子是有借鉴意义的。知识分子当然要批

评民族主义及民主中存在的问题，但如果一点儿不

考虑它作为一种自然、正常情感的正当性，以及对于

大众来说的重要性，不考虑对其民主因素进行引导，

而是完全站在外部进行愤怒、轻蔑的批判，全盘否

定，其实践效果一定会打折扣的。

另外，如果解决不好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也

就解决不了知识分子自我定位的另一个重要维度：

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公共知识分子真诚地想启

蒙民众，但如果大众不认同他们的观点或权威时怎

么办？灌输或更强硬地逼迫他们听？还是更深入地

了解他们，换作他们能听懂的话听？面对启蒙大众

的失败，如果知识分子不想在知识分子圈子内部自

说自话，他们就只能转向权力。哪怕是像萨义德所

说的那样“向权力说真话”，反对强权，你的说话对

象也是权力。我们可以看到萨义德本人的这种特

征。在呼吁知识分子要向权力说真话时，他指出，当

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是要“在纽约、巴黎、伦敦就那个

议题（巴勒斯坦问题———引者注）发表你的主要论

点”，在括号里他说，“那些大都会是最能发挥影响

力的地方”［３］８５。只向第一世界的人说话，只重视第

一世界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像萨义德这样的知识

分子只是眼睛盯着权力，另外一些精力旺盛的知识

分子甚至最后直接加入到政治权力的争夺中。

萨义德保持超越与批判立场对待权力的理想，

在中国现代史上曾被人实验过。胡适等欧美留学背

景的自由主义者，曾经想建构一个“学术社会”来摆

脱政治的纠缠，重新确立读书人在现代社会的位置。

胡适等人从来以批评政府的独立人士自居，但是他

们“在此过程中精英意识衍生的‘知识贵族’习气，

促使知识分子把所有的问题都导向‘少数人的责

任’，由此也升起一张公开的与潜在的‘权势网络’。

简言之，读书人打通了上层的渠道，却又导致其‘人

民性’差不多丧失殆尽”［１５］３８６－３８７。尽管作为个案不

易得出明确的因果关系，但是启蒙知识分子的精英

主义的确会影响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这不以知

识分子的意志为转移。那些批判中国后殖民批评家

为权力背书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改变其自身启蒙话

语中的精英主义问题，他们自己也会非常容易滑向

他们所批评的那种情况。

我们无意于否认人文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也无

意于否认启蒙理想的正当性。我们要反思的是启蒙

主义传统中对知识分子的定位与它要实现的启蒙目

的之间是否有冲突？人文知识分子要发挥社会作用

需要有一个道统作为依据，古代传统的道统衰落后，

各种建立新道统的努力此起彼伏。但正如钱穆所言

“道统建立，岂是如此般容易？”建立新文化与新道

统，如果不是一种笼统的高谈狂论，那它必须“含有

一种宗教性的热忱，即对社会大群体的关切

心”［１６］９４。联想到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在中国学界

受到的盛赞以及其中的精英意味，钱穆在２０世纪中
叶对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忽视社会底层大众诉求的

检讨仍然值得回味、思考。

注释：

①笛卡尔认为，没经过理性检验的知识在纯粹思想领域一概
存疑，但在没有得到最终的证实或证伪之前，在现实中则

按照现行的传统行事。见笛卡尔．谈谈方法［Ｍ］．王太庆，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１９－２１．

②陶东风，朱国华．关于身体—文化—权力的通信［Ｊ］．中文
自学指导，２００６（６）．在这篇通信中，陶东风回应说，即使
要民族主义也需要：１．要有人权作为共同底线；２．文化差
异要尊重，要自由竞争，不要人为扶植。另见陶东风，朱国

华．关于消费主义与身体问题的对话［Ｊ］．文艺争鸣，２０１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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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ｒｅｇａｒｄｓ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ｓｔｈｅｉｎｎｏｃｅｎｔｏｂｊｅｃｔｏｆｗｈａｔｔｈｅｙｄｅｄｉｃａｔｅｔｏ，ａｎｄｔｈｅｓｙｍｂｏｌｏｆｆａ
ｔｕｉｔｙ．Ｉｔｇｉｖｅｓｒｉｓｅｔｏｔｈ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ｏｆｌｅｇａｌｉｔｙ，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ａｎｄ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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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环境文本传达了作家对生态环境危机的焦虑与反思。毒物话语与雾霾叙事是环境文本
的内在构成要素，也是生态批评的重要阐释范式。毒物话语是表现毒物污染物及其给人们带来环境

恐惧的文学话语，雾霾叙事是表现空气污染物及其给人们带来环境焦虑的文学叙事。毒物话语与雾

霾叙事在生态美学视域中成为生态丑的话语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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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和空气的污染影响着生物的存活，也影响
着人类的生活。从美国拉夫运河事件、印度博帕尔

氰化物泄露事件再到中国常州毒地事件，从乌克兰

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美国三里岛核泄漏再到日

本福岛核电站泄漏，从英国伦敦雾霾天气到中国北

京的雾霾天气，各种有毒污染物正影响着现代人的

日常生活。“毒物”和“雾霾”逐渐成为人们谈论的

热点话题，“毒物话语”“雾霾叙事”成为了当代生态

批评的话语范式。

一、生态批评中的毒物话语

“毒物话语”（ｔｏｘｉｃ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是由美国生态批
评家劳伦斯·布伊尔提出的一个批评术语，该术语

在国内有不同的中文翻译。有的学者将其译为“有

毒的话语”［１］３５，有的译为“有毒话语”［２］；有的译为

“毒性话语”，认为“毒性话语是一种真正融合自然

维度与社会维度于一体的整体主义环境话语”［３］２４２；

有的译为“毒物污染话语”［４］１７，或译为“毒物描写”，

意指“用语言来表达使用化学物品破坏环境、威胁

人类而带来焦虑和恐惧的书写形式”［５］８２。布伊尔

所说的“毒物”主要指核污染与有毒化学物质污染

物及有毒废物，“毒物话语”与“毒性话语”在其环境

批评中是相互通用的。“毒物话语”是一种有关毒

物污染的文学话语。在《为濒危的世界写作》中，布

伊尔以“毒物话语”为题，从毒物的共同特性、毒物

话语剖析、毒性风险及其文学想象来探讨“毒物话

语”的涵义、缘起、特性和意义。在布伊尔看来，“毒物

话语”是对毒物污染环境及其危害的文学想象，也是

“因人类化学改性而产生的对环境污染的焦虑”［６］３１。

布伊尔指出，尽管医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

学、伦理学等学科也关注毒物，但是“话语”层面的

“毒物”常常被人忽视，这缘于医学、政治学等上述

学科的实用主义取向，也缘于生态批评本身的环境

指向。环境是建构的产物，社会契约调控的话语与

现实的世界有直接或间接的经验关联，“毒物话语”

则是文学话语同物质世界相互建构的最好范

例。［６］３１受拉夫运河事件、三里岛核泄露事件的影

响，美国民众对毒物风险的焦虑和恐惧呈加剧的趋

势，美国“抗毒运动”的范围正不断扩大，生态正义

已逐渐成为民众的不懈追求。生态批评在其发展过

程中不断从其他学科借鉴理论话语，“毒物话语”在

诞生之初属于科学话语与新闻话语，布伊尔将其运

用到生态批评之中，毒物话语可以说是科学话语与

文学话语融通的产物。

话语是一种社会权力，毒物话语亦然。布伊尔

认为，毒物话语是各种社会力量交汇的文化场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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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环境主义与环境正义、人类中心与生态中心、个

人与集体、富人与穷人、第一世界国家与第三世界国

家之间冲突和争论的焦点，也是双方共有的词汇、共

同的关注和共同的恐惧。［６］３４布伊尔指出，与“毒物”

相关的非虚构写作，始于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

春天》。他以《寂静的春天》为例，详细阐述了毒物

话语的特点：

毒物话语的特点之一：表现人们遭受毒物污染

时的震惊。在意识到遭受毒物污染时，人们无不震

惊，同时，还会产生委屈、无奈、沉默、绝望、愤怒等多

重情感。［６］３６《寂静的春天》唤醒了人们对无鸟无花

的死寂春天的清醒感知，让人们认识到文学想象中

的生态悲剧极有可能变成现实。

毒物话语的特点之二：表现绿色世界的幻灭。

布伊尔认为，当人们从绿色田园的幻想中醒来时，依

然无法逃脱无所不在的毒物污染，一个人从怀胎十

月到行将就木，都会在不知不觉中遭受有毒化学品

的侵害。［６］３８

毒物话语的特点之三：表达对毒物受害者的道

义关怀。环境文本中的毒物话语不断地反抗霸权的

压迫与威胁，热情地关注所有受害者。卡逊《寂静

的春天》控诉了政府政策和企业生产给普通人带来

的毒物污染。

毒物话语的特点之四：颠覆了权威的等级化的

叙事模式。布伊尔质疑并批判拯救者与被拯救者、

启蒙者与被启蒙者、权威专家与草根民众、作者与读

者之间的等级关系，认为《寂静的春天》给予那些毒

物受害者以充分的话语权，作品中故事的讲述者、接

受者及故事本身都来自每个住所与每个受害者。

《寂静的春天》呈现的平等的话语主体与对话性的

话语关系，无疑是对传统的等级制叙述模式的解构。

毒物话语通过话语修辞的感染力，实现了对物

理环境的净化。毒物话语旨在唤醒人们自觉的“毒

物意识”，批判人们造成毒物污染的错误行为，改变

人们“身在毒物风险中而不自知”的思想状态。尽

管毒物话语传达了“生态中毒”所引发的情感焦虑，

但这种情感焦虑不能作为法律上控诉毒物污染制造

者的有力证据，这使得毒物受害者常处于愤懑的无

以言表和痛苦的无从溯源中。布伊尔认为，尽管毒

物受害者的话语表达有时是无可奈何的，甚至有时

是模糊不清的，但毒物话语的文化意义不容低估，因

为毒物话语不仅打破了文学类型之间的界分，还整

合了城市与乡村、自然与文化、社会建构主义与环境

修复主义之间的二元对立，从而体现出一种生态整

体主义的话语特质。［６］４６毒物话语通过文学想象创

造了表征着人类与环境关系的“第二自然”，也强化

了人类消除毒物污染的“愿望”，最终影响到环境保

护的公共政策。［６］５３如同缪尔的生态散文《我们的国

家公园》给美国国家公园建设的启示一样，毒物话

语文本将会成为政府部门制定公共环境政策或法规

的重要参照。

二、毒物话语的文本诠释

劳伦斯·布伊尔、辛西娅·戴特林等生态批评

家诠释了环境文本中的毒物话语与毒物意识。布伊

尔阐释了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理查德·帕

沃斯《收获》、唐·德里罗《白噪音》、石牟礼道子《苦

海净土：我们的水俣病》、特里·坦皮斯特·威廉姆

斯《避难所》、Ａ．Ｒ．安蒙特《垃圾》等环境文本中的
毒物话语。

理查德·帕沃斯的小说《收获》是毒物话语的

典型文本，该小说不仅讲述了美国波士顿的一个肥

皂厂在两百年间从一个苦苦挣扎的家庭变成一个跨

国公司的历程，还叙述了小说主人公遭受毒物侵害

的痛苦经历。该小说的主人公在照料花园时吸入花

园里散发出的毒气，并患上癌症，后来便加入了对跨

国公司的诉讼。［７］８９

德里罗的《白噪音》中，因化学品泄漏将致命毒

雾排放到空气中，小说主人公杰克的生活因此发生

改变，毒物恐惧像白噪音一样无处不在，也侵蚀着人

的心灵世界。

日本作家石牟礼道子被布伊尔称为“日本的蕾

切尔·卡逊”，因为她向世人揭露了日本“水俣病”

的根源。在石牟礼道子的《苦海净土：我们的水俣

病》中，日本窒素公司化工厂排放的废水造成汞污

染，并造成了当地渔民和其他行业工人患病。［７］７８石

牟礼道子的创作旨在唤醒人们对潜在毒物污染的警

惕，批判过多追求经济利益而无视环境污染的反生

态行为。

在威廉姆斯的《避难所》中，核试验产生的放射

性尘埃使许多家庭妇女患上了癌症。在安蒙特的诗

歌《垃圾》中，“垃圾”具有象征意味，“垃圾”意味着

人类对地球的损伤。［６］５３布伊尔还发现，一些作家在

表现“有毒的话语”时，常采用哥特化的表达方式，

作品常常给读者带来“震惊”的审美体验。

毒物话语是表现毒物污染物给人们带来环境恐

惧的文学话语。美国生态批评家辛西娅·戴特林阐

述了 １９８０年代英美小说中的毒物意识与毒性景
观。［８］１９６－２０２戴特林认为，自三里岛核事故之后，一些

作家对有毒废物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关注，毒物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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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作品中成为生态危机与社会恐惧的文化隐喻。

索尔·贝娄《院长的十二月》，叙述一些工业城镇将

铅排放到空气、水和土壤中。约翰·契弗的《看起

来多像乐园》，聚焦于昔日清澈的池塘变成了毒物

垃圾场。约翰·加德纳的《米歇尔森的幽灵》，叙述

主人公买的乡村房屋被非法倾倒的有毒化学物所污

染。唐·德里罗的《白噪音》与约翰·厄普代克的

《兔子歇了》，形象地阐述了后工业社会中因毒物污

染而引发的社会文化演替。此外，沃尔克·珀西的

《死亡综合症》、托马斯·考拉格海桑·波尔的《世

界末日》、理查德·罗素的《莫霍克人》、玛格丽特·

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简·斯迈利的《一千英

亩》等，都是具有“毒物意识”的作品。戴特林认为，

在“后自然小说”中，人不是被其生产的产品定义

的，而是被其所产生的垃圾定义的，地球已变成了人

类生产垃圾的场所。英国小说家马丁·埃米思将这

种现象称为“星球的茅厕化”［８］１９６。

“有毒话语”文本最显著的主题是人们意识到

环境污染的严重性，并由此产生的恐惧和焦虑。［９］

毒物污染事件给人们带来了创伤性记忆。诺贝尔文

学奖获得者白俄罗斯女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

耶维奇的《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是

一部非虚构的毒物话语文本。作家冒着生命危险，

用三年时间采访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中的幸存人

员，包括灾难现场救援人员的妻子、摄影师、教师、医

生、村民、士兵、政府官员、科学家等，之后创作了该

作品。《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分“逝

者的国度”“生者的国度”“悲哀过后的震惊”三部

分，全面呈现了“中毒”世界里让人震惊的事实，不

仅表现了毒物受害者的愤怒、恐惧，还表现了他们在

遭受毒物灾难时的坚忍、勇气、同情与爱。［１０］

人类各种疾病的发生皆与环境被有害物质毒化

有关，生活中看似微小且寻常的事件，也许会产生蝴

蝶效应般的严重后果。周国平的长篇散文《妞妞，

一个父亲的札记》，叙述了女儿妞妞因患眼底恶性

肿瘤而仅活了五百多天的悲剧，而导致女儿夭折悲

剧的起因是他的妻子在怀孕期间在医生的误导下做

的一次Ｘ光检查。［１１］

当前，毒物文本不同于一般疾病叙事文本，毒物

话语文本的写作中不仅需要作家倾注笔力与心力来

描写因毒物给人带来的病痛，还需要作家努力探究

毒物污染源与污染制造者。国内有关核辐射、垃圾

污染等毒物话语的文学作品并不多，这也许与人们

的“毒物意识”不自觉相关。与国外毒物描写的作

品相比，国内现有的毒物话语作品多以个人体验的

角度叙述毒物污染给日常生活带来的困扰，较少深

入剖析毒物污染的致命危害并进行生态预警。叙述

者的控诉对象不是那些致病的毒物污染，而常常是

较为抽象笼统的病魔噩运，因此，作家的毒物批判成

了“不及物”的存在，其生态呐喊亦是面对“无物之

阵”的空洞言说。

三、生态审美中的雾霾现象

雾霾天气是城市空气污染的产物，雾霾天气通

常是在多种污染源的复合作用下形成的。雾霾叙事

具有毒物话语的叙事特征，从生态批评的角度来说，

雾霾叙事也是毒物污染话语的一种类型。英国伦敦

雾霾污染、美国洛杉矶化学烟雾污染、诺拉空气污染

事件、德国鲁尔区空气污染、墨西哥波萨里卡事件、

意大利米兰空气污染、比利时马斯河谷污染、日本四

日市哮喘病事件等，都是全球空气污染的典型案例，

并成为后来生态文学、生态影视的创作题材。近５
年来，中国国内陆续有２０多个省份、１００多座大中
城市不同程度地出现雾霾天气。“雾霾”很快成为

报纸、网络等新闻媒体热议的一个话题，还有一些研

究者专门关注新闻中的雾霾报道与雾霾叙事，一些

社会学学者开始调查市民在日常生活中对空气污染

的感知觉察、情绪反应、责任归属及治理意愿。雾霾

污染受到一些作家与影视创作者的关注。例如，柴

静的生态纪录片《穹顶之下》，通过影像语言呈现当

前的雾霾污染，探讨中国雾霾的成因和解决方法。

雾霾天气严重影响了公众的日常生活，它不仅

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也成为美学研究者关注的对

象。生态美学研究者程相占认为，随着雾霾天气的

频繁发生，与雾霾相关的审美现象也越来越多，布洛

的“心理距离”学说就是雾霾天气成为审美现象的

理论根据，雾霾同其他具有感性形态的事物一样，成

为了人们的审美对象。程相占以加拿大环境美学家

卡尔森的“自然全美”的观念出发，探讨了“自然的

自然化”理论命题，认为“自然的自然化”是生态美

学的核心命题，以此来批判现代文明的弊病，倡导生

态文明时代的生态价值观。［１２］雾霾是美学意义上的

审美对象，毒物话语与雾霾叙事都是生态丑的文学

表征。生态丑不仅指因人类活动而造成的生态恶化

的现实景象，还指人类违反自然规律的生活行为本

身，如空气污染、河流污染、湖泊干涸、土地毒化、动物

灭绝等。读者在欣赏那些表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生态美的作品时，获得的是和谐、愉悦、快乐的情感体

验；读者在阅读雾霾叙事等表现生态丑的作品时，获

得的是悲愤、痛恨、恐惧的情感体验。由生态丑唤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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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否定性审美情感最终指向对生态美的追求。

雾霾叙事立足于对空气污染物及其给环境带来

的破坏进行叙事，同样属于毒物话语。因工业文明

带来的雾霾污染在国外的文学作品中多有表现，雾

霾叙事传达着人们对空气污染的焦虑与恐惧。如狄

更斯的《雾都孤儿》《艰难时世》《荒凉山庄》、罗伯

特·巴尔的《伦敦的厄运》、休·欧文的《毒云》、奇

普·雅各布斯与威廉·凯莉合著的《洛杉矶雾霾启

示录》、露丝玛丽的《“它杀死了我的父亲”：那场夺

走１２０００条生命的雾霾》等，都是雾霾叙事的代表性
作品。《洛杉矶雾霾启示录》叙述者以事故幸存者

的身份，讲述了城市大气中依然存在着烟雾物质，及

这一事实造成的“隐痛”，带领读者进入“洛杉矶最

大的环境危机”；描绘了事件发生时的各类众生相，

叙述了“烟雾之都”的洛杉矶市化学烟雾污染的形

成、发展及防治，评述了该事件对美国及全球绿色环

保发展的影响。［１３］诸多有关雾霾叙事的文学作品将

成为生态批评者不可忽视的研究对象。

四、雾霾叙事的文本解读

雾霾叙事在揭示现代世界生态危机、批判人类

中心主义价值观、反省现代文明弊病等方面有着积

极的意义。近年来，随着人们环境意识的逐渐自觉

与雾霾天气的频繁出现，国内有关雾霾叙事的小说、

散文、诗歌日渐增多，这些作品可谓城市雾霾天气的

“文学症候”。文学中的雾霾想象折射了城市的发

展进程与生态变迁，作为环境文本与毒物话语的一

种表现形式，城市雾霾题材的文学作品受到生态批

评者的关注。

具有雾霾叙事特点的散文代表作有杨文丰的

《雾霾批判书》、费米的《雾霾北京众生相》、朱天纯

的《北京等一场救命的风》、易明的《雾霾及李贽二

三事》、徐辉的《雾霾浓浓中国年》、郑一奇的《雾霾

与伏尔泰、卢梭的争论》等。杨文丰的生态散文集

《自然笔记》是表现“生态美”的代表作，其长篇散文

《雾霾批判书》则是表现雾霾污染的生态丑的代表

作。《雾霾批判书》以生态安全与人民福祉作为出

发点，叙述了“雾霾恐惧症”，雾霾给人们带来的沉

闷、压抑、烦躁与恐惧情绪。作者认为，“雾霾是对

美纯空气的反动”，要求人类“选择敬畏和谦卑，并

作出深刻的自省和行动”，建构“空气伦理”，同时消

除“精神雾霾”［１４］。《雾霾批判书》饱含着作家高度

的社会责任感和强烈的生态忧患意识。

费米的《雾霾北京众生相》描述了雾霾笼罩北

京市民生活的众生相：有的到乡村或到国外“逃

霾”，有的靠卖口罩和空气净化器发“霾财”；有的在

雾霾中“健身”，有的在熬制防霾的“心灵鸡汤”，有

的还编出各种“犬儒主义”的段子自嘲。［１５］《雾霾北

京众生相》发出了“人们在加速自身毁灭的道路上

越走越快”的环境预警，呼吁社会各方积极参与，共

同治理大气污染。易明的《雾霾及李贽二三事》叙

述了在“史上最严重的雾霾”中北京市民的感受，徐

辉的《雾霾浓浓中国年》叙述春节放鞭炮对空气的

污染。

具有雾霾叙事特点的诗歌代表作有赵晓刚的

《我要当老大》（ＩＬｏｎｇｔｏｂｅＫｉｎｇ）、辛树江的《雾
霾》、李拜天的《雾霾时代》、周起的《雾霾天气》、朱

剑的《写在雾霾中的诗》及网络诗歌《沁园春·霾》

《雾霾叹》等。医生诗人赵晓刚的《我要当老大》是

一首有关“肺部磨砂玻璃影”的英文诗歌，因发表于

美国权威胸外科杂志《ＣＨＥＳＴ》而受到关注。诗人
以“肺部磨砂玻璃影”自述的视角，展现了肺癌的形

成过程。在《我要当老大》中，肺部的小小病毒“喜

欢呼吸纯馥幽香的雾霾”，并在各种内外因的共同

作用下，不足八毫米病毒逐渐会扩展到遍布人体的

血管与器官，最终变成“主宰你的命运”的肺癌。［１６］

《我要当老大》采用拟人化与反讽的艺术手法，通过

病毒对雾霾的“喜欢”与“追逐”说明了清洁空气、合

理饮食、合理作息对人生活的重要性，也表达了诗人

对当下城市雾霾污染的痛切之情。

朱剑的《写在雾霾中的诗》，以口语化的语言和

奇特的想象，叙述一只小狗因雾霾与主人走散的情

节。［１７］一些诗歌也表现雾霾的危害以及引发的社会

焦虑与激愤。如辛树江的《雾霾》，“用一种肮脏的

语言，／迷乱一方天地”，“人为制造的灾难，／天气助
纣为虐”；李拜天的《雾霾时代》，“雾或霾流行的时

代／整个社会都变得浮躁不安 目光短浅”；周起的
《雾霾天气》，“无孔不入，口罩只是一层／单薄的安
慰／肺和呼吸道强烈抗议”。如同毒物话语对毒物
受害者情感的表现，诸多雾霾题材的诗歌从不同角

度描写了城市空气污染给居民带来的困扰与痛苦。

具有雾霾叙事特点的小说代表作有孙长江的

《雾霾》、王滇的《雾霾》、破罐的《雾霾时期的爱情》

等。孙长江的《雾霾》始于主人公打开窗户看到的

灰白色雾霾，终于新闻联播报道中的城市重度雾霾，

主要叙述了城市底层家庭的婚姻悲剧。［１８］小说中，

腿有残疾的男出租车司机与离异又下岗的女人组建

新家庭后，不断因琐事发生冲突，情感产生裂隙，雾

霾在城市幽灵般扩散，两人的坎坷婚姻最终走向了

破裂。雾霾叙事在小说中成为市民灰色生活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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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征。王滇的《雾霾》，以一个妇产科医生、环保主

义者姜宇楠的视角，写城市人的疾病与城市里的雾

霾，叙述其与生意人丈夫之间情感危机，传达着“情

感的天空总是被太多雾霾压得透不过气”的精神困

境。［１９］破罐的《雾霾时期的爱情》，叙述主人公进入

“霾城”、蜗居并劳顿于“霾城”，最终在爱情失意时

离开“霾城”的故事。［２０］雾霾叙事多描写北京的雾

霾，小人物的生活悲欢、情感危机总与雾霾天气相

连。部分雾霾题材的小说以人物“离开北京”为故

事的开头，从一个侧面反映北京空气污染的严重。

此外，余华的《第七天》、徐则臣的《王城如海》等小

说都对雾霾有所呈现，“雾霾”在他们的小说里颇具

象征意味。当然，有些小说中雾霾天气仅仅作为人

物活动的背景，作家并没有表现出自觉的“毒物意

识”与“毒物话语”。

结语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

应自然、保护自然。生态园林城市是当代城市建设

的目标，天蓝、山绿、水清、楼美的宜居环境是城市人

永远的期盼。生态批评不仅应关注森林减少、河流

干涸、土地沙化、物种减少等生态危机，还应关注大

地毒化、辐射危害、城市雾霾等生态问题。生态批评

致力于唤醒人们的生态意识、培植人们的生态情怀、

激发人们的环保行动，努力在“美丽中国”的生态文

明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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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史记》人物叙事的三个特点
———以项羽、刘邦两阵营人物为例

张　为，颜全毅

（中国戏曲学院 戏曲文学系，北京 １０００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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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简介：颜全毅（１９７４—），男，浙江玉环人，文学博士，中国戏曲学院戏曲文学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戏

曲研究。

摘　要：《史记》虽是一部史学著作，却在文学性、艺术性方面颇有建树，其“无韵之离骚”的美称
绝非浪得虚名。《史记》在人物叙事方面有三个值得关注的特点：一是寓意弘富的细节描述，二是凸

显个性的人物语言，三是繁简得当的“互见”方法。这三个特点使得《史记》人物形象各具特色，立体

丰满。

关键词：《史记》；叙事艺术；细节描述；人物语言；“互见”方法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７．０６．００４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７）０６－００２３－０５

　　人物描写是叙事文学作品成功与否的关键。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历史著作，这一体例形式决定

了《史记》在叙事时必须以人为中心的特点，人物由

此成为《史记》在历史事件叙述中的关键因素。《史

记》中的人物形象非常鲜活，栩栩如生，谓其“无韵

之离骚”一点也不为过。刘熙载谓“《史记》叙

事……允称微妙”，其所叙人物“精神气血，无所不

具”［１］１２，可谓深得《史记》叙事艺术之三昧。《史

记》叙事之“允称微妙”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中最为

显著的便是人物的刻画。笔者不揣浅陋，欲以秦末

项羽和刘邦这两大军事集团的核心人物为范例，论

析《史记》在叙事艺术方面的特点。

一、寓意弘富的细节描述

“细节决定成败”，这不仅是社会生活中的成功

法则，也是文学创作成功的奥秘。《史记》人物刻画

的特点之一就是善在细节描写方面下功夫，其行文

秉承左氏春秋笔法，微言大义，一字一句皆可定褒

贬。《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以一“克”字肯定了郑

伯发动攻击共叔段战役的正义性，左氏之“春秋笔

法”也因此为世人所称道。《史记》中的诸篇文字在

这一点上与《左传》相比毫不逊色。《史记》对人物

社会历史地位的评判就常常体现在与左氏春秋笔法

相似的细节里。例如，在国人成王败寇的实用主义

历史观下，项羽这一失败的英雄作为汉王朝的对手

和敌人，是不能也不应该载入史册的，司马迁却打破

了世俗的认识观念，把项羽作为帝王级的人物为之

树碑立传，并且在为之立传之时，不直呼其本名“项

籍”，而是以其字“羽”为名号写入“本纪”这一帝王

传记的体例中，位列秦始皇之后、汉高祖之前。与之

类似的历史人物有陈胜，司马迁没有把陈胜归入

“列传”，同样写进“世家”这一体例。单从这种体例

安排即可看出司马迁在叙事方面的苦心孤诣———如

此写法既是对传主个人功绩的肯定，也是司马迁本

人历史观的艺术体现。

艺术婉曲之体现就是“于细微处见精神”。《史

记》细节描写方面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人

物语言、动作叙述上的细微之处，这种细微之处通常

表现在人物动作及与动作相应的语气、语调甚至个

别语词的运用上，可谓一字一句，皆有深意存焉。正

是在这种基础上，《史记》才达到了这种程度的叙事

效果，“每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２］４２９。以《项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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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纪》中项羽与刘邦二人在相关对话时的语言为

例，可以看看司马迁如何把握对话者的心理，并在描

写时怎样做到出神入化。当刘邦即将遭遇危险，张

良好心向他转告项伯处得来的情报时，刘邦警惕地

问张良：“君安与项伯有故？”张良是刘邦的心腹谋

臣，对于消息来源本不该有此一问。一个“安”字

问，读者不难想象刘邦当时满脸所现的惊讶、多疑与

猜忌之情。“鸿门宴”上，因刘邦装得很无辜，忠厚

的项羽为刘邦输诚的假象所迷惑，向刘邦说出了出

兵鸿门的原委：“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

籍何以至此。”项羽的道歉是非常诚恳的：首先，为

表诚意竟然不顾两军交战、你死我活的军事情势，向

对手说出了军事行动的真相，置己方高级情报人员

生死于不顾，诚到天下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傻

子；其次，项羽已是各路诸侯“莫敢仰视”的上将军，

却在刘邦面前直用己名“籍”以示谦逊，项羽的真诚

程度可想而知。就在这次宴会上，项羽的谋臣范增

提醒项羽诛杀刘邦，“举所佩玉以示之者三”，项

羽竟视而不见，“默然不应”。刘邦手下大将樊哙擅

闯军帐，并对项羽奚落之后，项羽不但不治其罪，反

而赐给樊哙以座位。“鸿门宴”上还有一处惊心动

魄的细节描写：项庄欲借舞剑杀刘邦时，项伯“以身

翼蔽沛公，庄不得击”，“翼蔽”两字使一幅紧张激烈

的打斗场面跃然纸上，也使刘邦危在旦夕的惊险场

景得以化解。“鸿门宴”结束，项羽、范增和刘邦的

反应作者写得同样出神入化：缺乏政治斗争意识的

项羽对刘邦一方的“馈赠”———实为麻痹他的糖衣

炮弹———安然接受，富有政治眼光的范增却“置之

地，拔剑撞而破之”；刘邦回到军中，“立诛杀曹无

伤”。从这段描写可以看出，项羽沉浸于不可战胜

者的幻觉之中，范增看到了项羽失败的必然结局，刘

邦回到军中第一件事则是清除内奸以绝后患。一场

宴会结束，把双方阵营中三个主要人物的反应串联

起来写，用语虽寥寥，却使得这几个人物的性格活灵

活现。尤其是描写刘邦安然回还后的反应“立诛曹

无伤”，一个“立”字，刻画出刘邦作为政治家的果断

与毒辣。

司马迁虽然遭受刘汉王朝对其施以宫刑的屈

辱，却也没有因此在人物描写上大肆抹黑汉高祖刘

邦。通过刘邦对开国诸将封赏的叙事，司马迁让人

们看到了作为政治家的刘邦在人事安排上独具的政

治眼光与其笼络人才方面的慷慨豪爽。刘邦大军攻

入咸阳之后，“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

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司马迁用一

“独”字突出了萧何在治国理政方面的战略眼光，也

为刘邦在用人方面“举贤不避亲”提供了合理解释。

在封赏功高盖天的张良时，要张良“自择齐三万

户”。齐地在汉兴之初是天下最为富饶的地方，赏

“三万户”食邑且让“自择”，这是刘氏宗亲也没有的

头等待遇，如此待人之道，即可明白当初为何那么多

英雄豪杰纷纷投奔刘邦麾下，情愿为其抛洒头颅、效

命疆场。

如对萧何、张良二人的封赏作对比，便可发现一

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刘邦评价萧何是“功人”，但在

封赏萧何时仍把其封地限制在自己可控制的范围

内。对于张良，刘邦却给予任何人都难以得到的礼

遇。刘邦和萧何是从沛县一起白手起家的哥们儿，

在情感上过从甚密。刘邦出差公干时，同事们送刘

氏路费“钱三”，萧何“独以五”；不惟如此，萧何还

“数以吏事护高祖”，可见二人交情非同一般。与萧

何相比，张良与刘邦的感情基础就没有那么深厚：他

是在投奔景驹的路上遇见了刘邦，只因自感刘邦

“殆天授”因而转投刘营。十分巧合的是，刘邦对张

良信任竟然也“殆同天授”———一向小觑读书人的

刘邦，竟然出乎寻常地对张良尊敬有加，言必称子

房，且让其在封赏时拣天下最肥的地方自选地面和

人口，可谓给臣下的天大的面子。这两个细节就是

刘邦在待人接物上的分寸拿捏：一个是知根知底的

哥们儿，一个是帮自己包打天下的老师；哥们儿之间

自然无须客套，在自然感情上有距离的老师却须尊

敬而客气。

与张良、萧何并称“汉初三杰”之一的韩信，《史

记》对其形象的细节刻画也是精妙绝伦。《淮阴侯

列传》载，淮阴的一个市井无赖侮辱韩信，说他虽然

长得高大威猛，且随身带有佩剑，其实外强中干、胆

小怕事，同时又用挑衅性的语言激韩信：有种你就砍

我一刀，没种就从我裤裆下钻过去。司马迁如此描

写韩信的反应与应对：“于是信孰视之，?出跨下，

蒲伏。”《史记》以一“孰”字生动刻画出韩信在“小

不忍则乱大谋”心理支配下的大丈夫情怀：一心建

功立业的韩信十分明白，自己如果不能忍受这一羞

辱与之较真动武，情急之下钢刀无情，很可能让这个

街头小混混死于非命；自古以来杀人偿命，自己死了

就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韩信对自己建功立业的抱

负非常自信，也非常自负。韩信初投刘邦时，犯法当

斩，行刑之时，韩信大叫：“上不欲就天下乎？何为

斩壮士！”那份助汉王夺天下舍我其谁的雄心和自

信，表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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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凸显个性的人物语言

金圣叹赞《水浒》人物“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

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口声，”［３］９并说其写人之法

全是自《史记》学习而来，这一看法确实符合事实。

《史记》中所叙人物所言所行皆与其出身性格相符，

让人感觉如在眼前。

以项羽和刘邦这两个政治冤家对比，二者虽然

对最高政治权力都有觊觎之心，但一经人物说出口，

给人的感觉大不一样。《项羽本纪》载秦始皇游会

稽，项羽见其仪仗队后，直言“彼可取而代之”，展现

于人的是英雄项羽的直爽、豪气乃至霸气；《高祖本

纪》中的刘邦，遇到秦始皇仪仗后的感叹则是“嗟

乎，大丈夫当如是也”的感叹，这种感叹语是任何凡

夫俗子都能说出口的对荣华富贵的垂涎与向往，全

无项羽那种逐鹿天下之心的豪侠雄壮。

当然，《史记》没有把刘邦刻画成一个懦弱无能

的猥琐之人。刘邦最终铲平群雄，一统天下，证明他

绝非庸碌之人。《史记》在楚汉争雄的一个战役里

描述了刘邦的机智灵敏：项羽叫阵，刘邦情知不敌，

故不与之在武力上争锋，言“宁斗智，不斗力”；两军

阵前，刘邦使用心理战法，当众历数项羽十大罪状，

以致项羽大怒，一箭射中刘邦胸膛；作为军队主心骨

的刘邦为了安定军心，却装模作样地抱着脚大叫

“虏中吾指！”刘邦逼真的表演不仅骗过了项羽一

方，连他自己一方的将士也被蒙在鼓里，即此一点可

知刘邦的过人之处。

《淮阴侯列传》载，刘邦兵困荥阳之时，韩信竟

借机派人向刘邦提出自立为“假齐王”的要求，刘邦

气得破口大骂：“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

自立为王！”张良、陈平就使劲踩了下刘邦的脚，暗

示他若此时不应韩信之请，失其援助，刘邦大军必有

覆亡之危，机智的刘邦马上改口：“大丈夫定诸侯，

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这两句刘氏特色的“骂腔”

连在一起，生动刻画出了刘邦机敏与圆滑的性格，最

后一骂既发泄了心中的怒气，又顺理成章地消除了

韩信来使的疑虑，堪称鬼斧神工之笔。

《史记》还常常通过人物自我告白的语言揭示

人物的性格。且看《高祖本纪》中的这一段话：

高祖置酒雒阳南宫。高祖曰：“列侯

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

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

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

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

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

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

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

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

姓，给矷鬙，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

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

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

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

为我擒也。”

这是刘邦平定群雄后在庆功大会上对自我的剖

析，盛赞了自己的三位得力助手，也评价了项羽失败

的原因。每一个新建立起来的王朝，最应该做的事

不是去宣传自己如何取得了天下，而是应该反思前

朝是怎么失去了天下；刘邦虽然是布衣出身，却能够

对这一问题进行反思，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

《史记》正是通过这一番言语，展现了刘邦的政治智

慧。

刘邦阵营的关键人物也都在《史记》中得到了

个性鲜明的表现。

刘邦的连襟樊哙，也是他打天下时的得力干将，

此人虽是屠夫出身，却有着出色的口才，并且粗中有

细，比刘氏阵营的其他将领富有政治头脑。刘邦初

入关时，“欲止宫休舍”，樊哙劝他不要贪恋财物和

女色，而要胸怀天下，表现出超乎常人的政治眼光。

《项羽本纪》载，鸿门宴上，在刘邦处于生死存亡的

危急时刻，樊哙“死且不避”，勇敢闯入项羽军帐，

“披帷西向立，嗔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

以致让项羽这个威震天下、各路诸侯不敢仰视的人

物也心存戒惧，“按剑而跽”。《史记》对樊哙文武双

全、有勇有谋的性格描写，正是通过其行为细节与其

语言加以彰显的。樊哙闯帐一节，司马迁用了“西

向立”一词，尽显樊哙的政治智慧———中国古人受

儒家礼仪文化影响，在座次上非常讲究，而在秦汉之

际，宴会上末等的座位是正东的方位，樊哙闯入军帐

后“西向”而立，而不是直奔到项羽跟前，其分寸把

握恰到好处：既给对方以心理震慑，又不莽撞而落人

口实，让对方无话可说。就因为这样，项羽不但没对

其怪罪，反而惺惺相惜，对其表现出格外的尊重，赐

其酒肉。樊哙对这一切均沉着应对，有礼有节：对项

羽赐酒“拜谢，起，立而饮之”；对项羽所赐猪腿———

带有羞辱意味的生猪腿———他也没有计较，而是放

在盾牌上“拔剑切而啖之”———不拘小节的英雄气

概尽显；项羽问他能否再行饮酒之时，樊哙说喝酒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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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一碟，紧接着话锋一转，指责项羽的诸种不义，直

说得项羽“未有以应”。以樊哙当时的身份，他只是

为刘邦驾车的“参乘”，但就是这样一个小角色，竟

然于关键时刻挽狂澜于既倒，起到了刘氏阵营中张

良等核心人物也未能起到的作用。

刘邦手下的游说之士郦食其，是一位舌头非常

毒的老翁。他投奔刘邦，却没有受到应有的礼遇，他

因此长揖不拜，单刀直入地责问刘邦：“足下欲助秦

攻诸侯乎？且欲率诸侯破秦也？”在他游说齐王田

广时，韩信为了抢他的功劳，决定发兵攻打齐国。而

之前郦食其已许诺汉兵不会攻打齐国。郦食其看穿

了韩信的野心，知道无力阻止韩信的军队，自己必死

无疑，便骂道：“举大事不细谨，盛德不辞让。而公

不为若更言！”于是齐王便烹杀了他。郦食其一生

凄凉，在生死关头，他毅然决然选择了死亡，从容应

对。临终前的一句话，也让他在《史记》一书中的形

象熠熠生辉。类似郦食其这样的人物言语场景在

《史记》中有很多，这些人说此类话时司马迁根本不

在场，因而这些话是真是假根本无法考证，据此可以

肯定，司马迁在《史记》相关事件的描述中必然添加

了自己想象的成分；由于这些话与事件中的人物身

份及心理相符，显得合情合理，因而也就无可厚非。

三、繁简得当的互见方法

《史记》在叙事体例及方法上多有独创，李笠论

及此点时说：“史臣叙事，有缺于本传而详于他传

者，是曰‘互见’。”［４］６“互见”是司马迁首创的一种

人物传记叙事方法，唐代刘知己谓“互见”义为“同

为一事，分在数篇，继续相离，前后屡出，于《高纪》

则云语在《项传》，于《项传》则云事具《高纪》”［５］３９。

北宋苏洵理解“互见”为“本传晦之，他传发

之”［６］５０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根据人物表现的需要，

在叙述相关的人物或事件时，此略彼详，或彼略此

详。“互见”之法在材料选择及事件安排上有详有

略，当详则详，当略则略，其好处是重点突出，繁简相

宜，使人物形象在作品整体中更加立体。

“互见”法在《史记》中运用得相当普遍。司马

迁对“互见”方法的使用有两种情形，一是“明互”，

二是“暗互”。“明互”就是作者在文章中明确提到

“事在某篇”，《秦本纪》书秦王赢政死后秦朝灭亡

事，径言“其语在《始皇本纪》中”；《吕太后本纪》中

书吕雉死后诸王逐鹿事，径言“语在齐王语中”。

《萧相国世家》中叙韩信事，言“语在淮阴事中”。

《留侯世家》中叙及张良要项伯说服项羽事，“语在

项羽事中”。“暗互”就是说作者在此处描叙的人物

在另外的篇目中有具体交代，但作者对此并无任何

提示性语句。比如项羽在司马迁眼里是一个英雄，

“英雄”自然应该少提缺点，所以《项羽本纪》只叙项

羽英勇神武的一面；但项羽最终毕竟失败了，失败者

之失败自然因为有种种缺点和弱点，回避或掩盖与

史实不符，也违背史家秉笔实录的史学理想，所以司

马迁就把项羽的缺点分散在其他传主的事迹里。再

以史上著名的“鸿门宴”为例，该情节《项羽本纪》叙

述详尽，但在《高祖本纪》中就有所删减，而在《樊郦

滕灌列传》之中，樊哙视角的“鸿门宴”较之《高祖本

纪》又少了一些成分。打一个类比来说，这种意义

上的“互见”方法和雕刻艺术的技巧形成了鲜明的

对比：雕塑家在雕刻艺术对象时，首先要把多余的部

分琢掉，而“互见”方法颇类现代的３Ｄ打印技术一
样，作者把材料一点点粘在一起，组成一个立体的形

象。

在《史记》中，受“互见”方法处理最多的人物莫

过于刘邦。一切历史都是权力话语史，《史记》的核

心人物和故事自然是汉王朝建立的历史，亦即楚汉

争霸的历史。按照当时的正统思想，汉高祖刘邦自

然是《史记》一书的核心人物。但是，一篇《高祖本

纪》无法使刘邦的形象获得立体的效果，因此“互

见”法就派上了用场———司马迁在其他人物传记中

通过相关的历史事件另塑刘邦的人物形象。

作为刘邦的“正传”，《高祖本纪》对刘邦的评价

自然应该是充满“正能量”，所以司马迁在这篇叙文

里提到刘邦的为人处世时，说他“仁而爱人，喜施”，

给人提供了一个忠厚者兼侠士于一身的正面形象。

但是，通观《高祖本纪》，“仁而爱人”实在没有多少

具体体现，人们具体看到的是刘邦杀曹无伤时的毫

不手软、面对父亲遭受死亡威胁时“幸分我一杯羹”

的无耻谰言、对英才下属的心理猜忌。不过，刘邦并

非一无是处，刘邦还是得到了很多人的拥护，不然也

得不到天下。那么刘邦的优点在哪里得以体现呢？

在《樊郦滕灌列传》中，有这么一段叙述：“高祖

时为亭长，重坐伤人，告故不伤婴，婴证之。后狱覆，

婴坐高祖系岁馀，掠笞数百，终以是脱高祖。”刘邦

虽是地痞出身，但能有兄弟为他受这样的罪，可见他

也有得人心的一面。

刘邦攻占咸阳之时，楚国的遗老们不想让项羽

先入关，说“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于是便选择

了刘邦。郦食其求见刘邦前也曾说过：“诸将过此

多者，吾视沛公大人长者。”刘邦被这些见多识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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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们称作长者，必然有他为人方面的成功之道。

在《项羽本纪》中也有侧面描写表现刘邦优点

的语言。项羽围困荥阳，周苛与枞公把守城池，周苛

假扮刘邦出城投降，使得刘邦得以脱身。当项羽发

现中了金蝉脱壳之计后，很是欣赏周苛的忠义与守

城的能力，便说：“为我将，我以公为上将军，封三万

户。”周苛骂道：“若不趣降汉，汉今虏若，若非汉敌

也！”周苛拒受“上将军”和“万户侯”这等常人无法

企及的巨大封赏，而选择为刘邦而死，刘邦的人格魅

力自然不必再言了。

结语

《史记》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史记》里的很

多故事，在后来都被演绎成了戏剧，如《赵氏孤儿》

《伍子胥》《萧何月下追韩信》等等。正是因为《史

记》的文学性、戏剧性很强，所以其中的故事才能广

为流传。这些戏剧艺术的存在，也从侧面肯定了

《史记》的文学价值。《史记》往往能触动我们内心

深处：见淮阴侯则自忖怀才不遇，见飞将军则感慨时

运不济。能够引发读者强烈的思想与情感共鸣，是

《史记》人物叙事的成功之处。《史记》人物叙事成

功的影响还不仅限于此：当我们看到后来的吕布与

陈宫，便很自然地联想起项羽与范增；看到诸葛亮与

张飞，就能想到张良与樊哙；提起武则天和慈禧，便

会拿她们与吕后相提并论……如果以史为镜，那么

《史记》就是一面大圆镜，它所刻画的文学典型形

象，为后世文学与戏剧创作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艺术

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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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梅戏音乐的跨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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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艺术研究院，合肥 ２３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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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黄梅戏的发展史可以说是该剧种音乐、声腔的发展史。从最初撷取民间音乐元素，又经
过对青阳腔（高腔）、徽调、京剧等成熟戏曲、曲艺等音乐形式的兼容并蓄，再到借鉴国内外各种音乐

载体的多形式、多路径发展，在自身传统的基础上不断突破求新，是该剧种保持青春活力的关键所

在。

关键词：黄梅戏；音乐；跨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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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黄梅戏这个剧种较为晚
出，直到清乾隆年间戏曲舞台艺术渐趋成熟，声腔得

以完备之时，方“小荷才露尖尖角”。以歌舞见长的

黄梅戏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用曲调、声腔命名为

“采茶”“花鼓”“怀腔”“府调”“二高腔”，显然其迅

速崛起与自身音乐的发展壮大密不可分。虽其以民

歌小调（黄梅采茶调）和民间俗曲作为雏形，但其所处

之地戏曲文化的历史悠久绵长，演出氛围浓郁深厚，

为新剧种的萌发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黄梅戏音乐以

汉族音乐中最常见、最一般、最基本的音阶、调式、旋

法为基础，是一株便于嫁接的砧木，许许多多外来腔

调都可以植入其中并开花结果”［１］３２７。黄梅戏很快便

在其他艺术形式的滋养下从只有“三打七唱”的民间

小戏发展为声腔结构完整、舞台艺术娴熟的成熟剧

种，到了２０世纪中后期，黄梅戏甚至一跃成为中国最
具影响力的戏曲剧种之一。

　　一、采华撷芳———从民歌小调到完整音乐体系
的形成

　　 “楚人善歌”，黄梅戏最早便起源于湖北黄梅县
流行的渔歌、樵歌、采茶歌及由外地传入的安徽凤阳

的花鼓歌、桐城的桐城歌和江西的江西调等民歌小

调，统称为黄梅采茶调。清乾隆年间，湖北黄梅一带

数次发生严重水患，大量的灾民为逃水荒，以沿途卖

唱乞讨的方式把黄梅戏采茶调带到了安徽省安庆地

区，并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吸收融合皖、鄂、赣相邻地

区流行的莲花落、闹花灯、打彩调、龙船调等民间歌

舞和道情（渔鼓）、新八折、连厢、罗汉桩、送傩神等

民间说唱艺术，逐渐由民歌小调发展为具有简单情

节的歌舞小戏，并形成了以安庆官话为主体的戏曲

语言，被称为“怀腔”“府调”。至此，黄梅戏已经成

长为一个拥有独立品格的新兴剧种，但在早期阶段，

主要戏曲形式二小戏、三小戏还是以花腔小调为创

作基础，没有脱离村歌哩咏的形态范畴。即便如此，

我们仍然看到了早期黄梅戏善于拾捡民间音乐元素

的开放特质。

黄梅戏音乐元素逐渐丰富，风格趋于稳定，并最

终发展成为一个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完整体系，始

于对青阳腔（高腔）、徽调、京剧等成熟戏曲音乐形

式的借用、吸收。“兴起中的黄梅戏，受到同一地区

流行的古老、成熟剧种的影响，乃是中国的戏曲艺术

发展中的常事”［２］９。明代中叶，安徽地区的戏曲演

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盛之势，随着昆山腔、余姚

腔、海盐腔和弋阳腔等南戏四大声腔的相继传入，并

融合当地的方言俚语和歌舞、说唱等艺术形式落地

生根，又逐渐形成了徽州腔（池州腔）、青阳腔、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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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石台腔等第二代南戏声腔。明代戏曲理论家王

骥德在他的《曲律·论腔调》中曾道：“数十年以来，

又有弋阳、义乌、青阳、徽州、乐平诸腔之出。今则石

台、太平梨园几遍天下，苏州不能与之角什之二三

……”［３］１１７从中便可看出当时徽州戏曲之盛况。在

这些新兴声腔中，又以徽州腔和青阳腔影响最为深

远，被誉为“徽池雅调”一度风靡全国。清道光年

间，京剧形成之后便以破竹之势独霸北京剧坛，并迅

速向全国蔓延渗透，清末民初皖江地区所演剧目

“几乎全为京戏了”［４］２６２。黄梅戏成长于如此浓厚

热烈的戏曲文化氛围之中，想要短时期内得到自身

的成长壮大，在观众群中占有一席之地，向这些成熟

的剧种学习、借鉴，甚至直接通过剧目（连同声腔在

内）的整体移植，来进行音乐声腔的扩充，无疑是条

捷径，也是必然的选择。

（一）青阳腔（岳西高腔）

黄梅戏的传统剧目中有许多直接来源于青阳腔

（岳西高腔），如本戏《天仙配》《罗帕记》《花亭会》，

小戏《钓蛤蟆》《卖斗箩》《王婆骂鸡》。黄梅戏在对

这些剧目移植的过程中，连同声腔也一并吸收。青

阳腔（岳西高腔）的音乐结构属于曲牌体，以板腔体

为主的黄梅戏为保持剧种声腔风格的统一，需对这

些原始声腔进行转化才能化为己用。虽然曲调有所

变动，但仍保留着原腔的调式和韵味。随着黄梅戏

剧目数量的快速增加，对音乐多样化需求的不断增

长，很多这样的外来声腔在其他剧目中的使用渐趋

频繁，最终形成了自己固定化的基本腔体，成为黄梅

戏的传统声腔。

（二）徽剧

清咸丰时期，黄梅戏已在青阳腔和徽剧等剧种的

影响下开始有大戏上演了。清同治之后，即使徽州当

地戏班逐渐向京剧靠拢，甚至易徽为京，安徽皖南地

区的徽班演出却仍“处于兴旺发达之中”［４］１６９。徽班

的长期兴盛对黄梅戏音乐产生了最为直接的影响。

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京剧回流至安徽地区，其
前身徽剧反而逐渐衰退。徽剧艺人为生计所迫，也

加入到了黄梅戏的表演行列当中。黄梅戏旦角演员

琚光华在任黄梅戏双喜班班主兼主演时期，招揽了

一些优秀的老徽戏艺人入班，移植了《渭水河》《大

报国》《秋胡戏妻》等徽剧剧目，同时任用潜山县徽

班艺人黄金山和汪云甫以京胡为黄梅调托腔，并在

汪云甫的帮助下对徽班的音乐进行借鉴吸收，使黄

梅戏的唱腔得到了丰富和提高。黄梅戏剧目《小放

牛》《十八扯》《补缸》《卖胭脂》《老少换妻》《送亲演

礼》等，都是从徽班直接移植而来的小戏。《卖大

蒜》《打纸牌》等黄梅小戏，也明显由徽调小戏《打面

缸》《双怕妻》改编而来。黄梅戏《血掌记》（又名

《血手印》《苍蝇救主》）《鸡血记》《双丝带》）《张古

董借妻》（又名《借妻困城》）和《云楼会》（全本）等

剧目都改编自徽剧，部分徽调声腔也借剧目的移植

被黄梅戏吸收。除了声腔的大量移植，黄梅戏传统

锣鼓点和伴奏乐器的丰富也得益于徽剧等成熟剧种

的影响。因此，黄梅戏在抗战时期还一度被称为徽

戏或徽剧。

（三）京剧

清道光之后，京剧已经风靡大江南北，到了光绪

时期，甚至安庆、石牌等徽剧的发源地也视京剧为时

尚新腔，开始徽调“京化”或直接搬演京剧（当时称

为京戏）。直至抗日战争爆发，整个安徽地区都有

京剧上演了。这就为黄梅戏和京剧音乐声腔之间的

交流提供了可能。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期，黄梅戏已经在京剧的影
响下逐渐将伴奏乐队由场上移到场下，并在进入上

海的演出时期“把低沉的高腔打击乐器也换成了城

里人听得惯的京剧武场”［５］９６９。但黄梅戏音乐明显

受到京剧的浸染始于抗战时期，期间，安庆等地的京

剧艺人因战乱经常与黄梅戏艺人搭班演出或直接改

唱黄梅戏，像曾是京剧班艺人的严昌明，就因所在戏

班遭到遣散，之后与黄梅戏艺人组成了黄梅戏班。

“怀太师管区接兵团”组织的黄梅戏班中有个叫郝

隆奎的艺人，也曾是京剧戏班的文场演员。解放前

在潜山、怀宁、望江等地演出的黄梅戏班“仁义堂”，

也同时上演京剧剧目。黄梅戏艺人与京剧艺人同台

演出，被称为“京黄合演”。最早的“京黄合演”始于

１９３８年，安庆的“皖钟大舞台”和“华林剧场”先后
组织受困于当地的王少舫等京剧艺人和丁永泉等黄

梅戏艺人开业唱戏，京剧、黄梅戏艺人由此便互相支

援、联合演出。安庆的“抗建剧场”也是“合演”多次

的戏院，经常在此联合演出的京黄艺人还曾多次

“搭伙”以“抗战剧团”的名义到周边的乡镇演出。

不但黄梅戏（当时称为“小戏”）演员有机会学习、演

唱京剧（当时称为“大戏”），京剧演员也不介意演唱

当时还是“下里巴人”的黄梅戏。这样一来，京剧中

逐渐插入了黄梅戏的唱腔，黄梅戏艺人也不时地把

京剧的皮黄等唱腔融进黄梅戏的演唱中，这种“两

下锅”的表演方式使得两个剧种的唱腔相互融合，

黄梅戏的唱法也得到了规范和提升，彼此都得到了

艺术汲养。黄梅戏还受到了京剧锣鼓和用京胡托腔

的影响，大大提升了自身音乐的表现力。王少舫、黄

远来、陈金奎等不少京剧艺人由此转而成为了黄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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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演员，特别是王少舫之后成为了黄梅戏的一代宗

师，其唱腔被后来者竞相模仿。

这段时期之后，黄梅戏演员为提高自身的技艺

和艺术修养，都主动投身到对京剧的学习中，严凤英

就曾先后跟胡永芳、王艳梅、胡金涛、刘凤云、甘贡三

等学过京剧的花旦戏和青衣戏。在黄梅戏中加入京

剧唱腔、曲调或直接演出京剧折子戏风行一时，严凤

英、潘瞡利、丁俊美等青年演员都有过这种尝试。但

由于两个剧种音乐风格不易协调，过于频繁且大面

积地在黄梅戏中穿插京剧唱腔难以保持剧种风格的

统一，这种做法逐渐被时间所淘汰。但京剧对黄梅

戏音乐润物细无声式的影响还在继续。如安庆的王

文治曾因为会拉京二胡而被吸收到黄梅戏的创作当

中，并奠定了之后高胡为黄梅戏主奏乐器的基础。

（四）其他剧种、曲种

黄梅戏除了吸收青阳腔、高腔、徽剧和京剧的相

关音乐语汇之外，也陆续接受了其他一些剧种、曲种

的音乐滋养。

早期的黄梅戏声腔曾受过汉剧的影响，流行于

湖北或江西的黄梅戏受到汉剧音乐的影响最多。过

去汉剧有名的老艺人如龚三启等大多都会唱黄梅

戏。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期，黄梅戏艺人先后进入
上海演出。此时的上海戏班聚集，剧场林立，演出行

业非常繁荣。在这里，黄梅戏艺人开阔了眼界，提高

了对戏曲艺术的审美认知，除了徽剧和京剧，也开始

向沪剧、扬剧、评剧等其他剧种学习。在音乐上，以

丁永泉为代表的黄梅戏艺人向评剧艺术家小白玉霜

等戏曲名家学习了演唱技巧，并开始对传统声腔进

行初步改革，减少了原始声腔中的虚词衬字，使原来

有些板滞的唱腔更加明快、流畅，易于观众听懂和接

受。限制了帮腔的使用，试用胡琴托腔，并把唢呐等

乐器引入到黄梅戏的伴奏中，“在上海三年多时间，

伴腔的胡琴用过南胡（即京二胡）、扬剧高胡和京

胡，都是由演员丁紫臣、唐怀珠两人兼的，唢呐是由

吴汉洲兼的”［２］３１５。

除了兄弟剧种，黄梅戏还从安庆的民间歌舞和

十番锣鼓中吸收了［八哥洗澡］［反工字］［工尺上］

［绿毛林］等曲调作为闹台锣鼓和吹打。

黄梅戏音乐在不断吸收、创新、积累的过程中遵

循着“一曲多用”“一曲多变”的创腔原则，随着黄梅

戏由简单到复杂的结构性演变，经过两百多年的发

展，终于在２０世纪初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备且有自身
风格的音乐体系。黄梅戏从乡野小戏走过政权的几

度更迭，挨过战火纷飞的岁月，在对一代又一代新老

戏曲等声腔艺术取精用宏、不断突破音乐形阈的继

承发展中，终于成为了当地最具影响力的剧种之一，

为其后来开拓更大的发展空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博采众长———为传统音乐赋予历史的深度
和新时代的广度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期，黄梅戏各方面发展趋于
完备，已经以一种成熟剧种的姿态立于中国艺术之

林。由于当时全国性“戏改”运动的蓬勃开展，黄梅

戏通过政府的鼓励与支持，以及各方面艺术人才尤

其是新文艺工作者的加入，很快又进入到一个崭新

的发展时期。特别是１９５３年之后，安徽省黄梅戏剧
团的成立，为黄梅戏艺术全面系统的革新奠定了基

地。黄梅戏音乐工作者在创作中投入了极大热情，

他们既尊重传统，又大胆创新，并继续让黄梅戏通过

同异质音乐文化的碰撞、交流来获得自身的丰富与

提升。１９５４年，移植剧目《春香传》在音乐上的大获
成功，标志着黄梅戏音乐新时代的来临。随着黄梅

戏音乐影响力的逐渐扩大，其他艺术门类对其音乐

文化的认同和输入也逐渐展开。

（一）新腔的出现

明代王骥德曾在《曲律·论腔调》中讲：“世之

腔调，每三十年一变，由元迄今，不知经几变更矣。

大都创始之音，初变腔调，定自浑朴，渐变而之婉媚，

而今之婉媚极矣。”［３］１１７这虽然是对南戏腔调发展规

律的总结，却道出了戏曲发展由俗变雅，进而精致化

的必然趋势。黄梅戏也是如此。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
期，为增强黄梅戏音乐的表现力，黄梅戏音乐工作者

在传统声腔的基础上继续改革创新，创腔方式开始

“向现代专业作曲过渡”［１］３３０。随着编创手法的趋

于多样，腔体的结构更加灵活多变，种类也更加丰

富，产生了许多新式腔体。这些新腔有的是在原有

腔体的基础上加工整理而来的声腔，有的是把不同

的多种腔体进行改编、组合而形成的声腔，有的则是

不基于任何传统音乐形式的新创声腔。另外，还有

很大一部分新腔是在对其他剧种、曲种和民歌甚至

西方音乐的广纳博采中吸收其音调、节奏等音乐元

素发展而来的声腔。

较之黄梅戏尚未“成型”的阶段，这个时期黄梅

戏已不再安于一地，与兄弟剧种、曲种的交流也越发

广泛。高腔（青阳腔）、徽剧、京剧等剧种仍然是黄

梅戏音乐吸收借鉴的来源。除此之外，黄梅戏音乐

对全国各地诸多风格各异的地方剧种、曲种都敞开

了怀抱，不同程度地吸纳了这些南腔北调的音乐元

素。５０年代之后，黄梅戏对其他音乐语汇的吸收不
再像过去一样，简单盲目地“拿来就用”，而是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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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目所要表现的剧情、人物的具体情况，对所要吸收

的音乐元素去粗取精，在唱腔的节奏及旋法上作出

调整，使其能够很好地与传统声腔融合，达到由表及

里的“黄梅化”才是创作新腔的合理方式。另外，随

着黄梅戏的创演中心由安庆移至合肥，其舞台语言

也在安庆官话的基础上逐渐加入了普通话的语言特

点①，并对声腔产生了新的影响。新腔的出现，特别

是多声部音乐作曲技法的普遍运用，极大地丰富和

拓展了黄梅戏声腔的表现空间。

（二）西方音乐元素的介入

黄梅戏首次与西方音乐亲密接触是乐队中西洋

乐器的引入。黄梅戏乐队从早期只有锣鼓的“三

打”阶段，直到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期都没有太大的变
化，音乐表现力仍显单薄，乐队的规模与形式依然可

以用简陋形容。后来，一些黄梅戏班开始用主胡伴

奏，并增加了筹、笛、笙等丝竹乐器。进入５０年代之
后，由于剧种本身的发展，和专业音乐工作者的参

与，黄梅戏乐队才正式开启了自身的改革进程，除了

引进三弦、萧、扬琴、阮等大量的民族乐器之外，还逐

步加入了西洋乐器以增强音乐的表现力。

移植剧目《春香传》（１９５４），是这个时期黄梅戏
首次进行戏曲音乐改革的剧目，西方音乐形态及理

念的引入起到了直接且关键的作用。该剧的音改工

作由时白林、王文治和方绍墀负责，这些年轻的音乐

工作者思维活跃，对于西方音乐文化等新兴事物易

于接受和吸收，很快便确定了该剧的音乐总谱制和

乐队指挥制。他们从省政府的仪仗队邀请了提琴

组、木管组等部分西洋乐器和琵琶等民族乐器的演

奏员，组成了近二十人的管弦乐队。废除了传统的

锣鼓经，主旋律确定之后，演员按照定好的分谱演唱

自己的声部，演奏人员同样按照定好的分谱演奏，由

时白林在乐队前担任指挥。该剧的首战告捷“拉开

了黄梅戏全面尝试性音改的序幕”［６］２２。

随后，黄梅戏电影《天仙配》吸取了《春香传》音

乐改革的成功经验，进一步扩充了乐队，增加了西洋

乐器的种类。自此，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贝司、

单簧管、双簧管、长笛、定音鼓等西方管弦乐器（包

括电声乐器）正式参与到黄梅戏乐队的伴奏当中，

并逐步扩大规模，打开了与民乐分庭抗礼的局面。

随着黄梅戏舞台艺术阵容的升级，对舞台情绪、气氛

渲染需求的提高以及黄梅戏电影、电视剧的大量产

生，中西结合的大规模乐队伴奏已成为常态。１９９９
年，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和北京交响乐团联合演出的

“黄梅交响演唱音乐会”出色地展示了黄梅戏与交响

乐的首度结合。

西方音乐对黄梅戏产生的影响还在作曲技法上

有所体现。如《孟姜女》“哭城”一场的紧打慢唱就

借鉴了西方歌剧的处理方法；《严凤英》的序曲“我

会回来”和尾声“情丝难断”两段唱腔都在传统唱腔

的基础上融合了歌剧的咏叹调。最为突出的是，西

方音乐中旋律结构的设计，远近关系的转调，合声、

复调及多声部的运用都被黄梅戏音乐所融合。如

《春香传》首次尝试了合唱、重唱的音乐形式。黄梅

戏电影《天仙配》把西方歌剧中二声部合唱、男女声

二重唱的形式引入其中，就有了“云浪翻滚雾沉沉”

“满工对唱”（又名《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夫妻双双

把家还》）这些长盛不衰的经典唱段。这种曲体结

构在之后的黄梅戏音乐创作中被多次改编借用，

《孟姜女》中的“梦会”、《风尘女画家》中的“海滩

别”、《秋千架》中的“不要怨我”、黄梅戏电视《貂

蝉》中的“相思鸟”等，都是从这一曲体扩展而来。

《雷雨》中“男女声齐唱的‘庭院深深’，鲁妈、周朴园

的二重唱，鲁贵唱的‘常言道’，周萍与男齐的‘雷疯

了雨犯了’，序幕与尾声的器乐曲赋格与男女混声

合唱的‘哼鸣’等唱段”［６］８９，都对欧洲安魂曲的形态

有所借鉴。

唱腔是中国戏曲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段，声部的

交替、重叠，曲调的形态及转变等西方音乐元素的渗

入、贴合使黄梅戏的音乐表现更为丰满，色调更为浓

郁，对制造戏剧性冲突、推动剧情发展、渲染气氛、抒

发情感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黄梅戏音乐路径的拓展

黄梅戏音乐是该剧种的主体，也是凸显其风格、

韵味和营造戏剧整体情境的主要承载体。在黄梅戏

舞台艺术各方面都发展成熟且拥有了庞大的受众群

体之时，其音乐、唱腔便具有了相对独立的欣赏价值

和审美意义。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作为大

众文化的黄梅戏受到了媒体及其他艺术领域的广泛

关注。黄梅戏音乐乘势而起，不仅仍在传统戏曲舞

台上发挥着举重若轻的表现功能，并且挣脱了那一

方天地的桎梏，从黄梅戏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衍变

为具有独立戏剧功能和品格的艺术形式，或与其他

艺术门类相结合形成了新的艺术品类。黄梅戏的唱

片、磁带、广播剧、清唱剧、音乐会，黄梅调电影、黄梅

歌，甚至吸收黄梅曲调的流行歌曲都是黄梅戏音乐

跨文化发展的产物。

（一）音乐载体的多元化发展

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黄梅戏逐渐开始了与多种
艺术媒体的密切接触与频繁嫁接。在中国影视业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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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发达的时期，唱片首先使黄梅戏音乐作为独立的

艺术形式出现在听众面前。黄梅戏首次灌制唱片是

在１９５２年录制的安徽省戏曲观摩演出团在上海大
众剧场的两场黄梅戏演出，当时的剧目有传统小戏

折子戏《打猪草》《补背褡》《蓝桥汲水》《天仙配·

路遇》和现代戏《柳树井》《新事新办》等，拉开了黄

梅戏走向全国的序幕。同年，严凤英、王少舫、潘瞡

利等黄梅戏演员又在安庆录制了一批黄梅戏磁带和

唱片。６０年代初期，王少舫、严凤英的《春香传》等
唱片已经广销海内外。此后几十年中，后来居上的

黄梅戏的电影、电视也被制成录像、光碟大量发行，

黄梅戏的各种音像制品以供不应求之势不断涌现市

场，使黄梅戏清新婉美的音乐曲调以多种形式在更

为广泛的社会群体中被接受。

１９５５年，黄梅戏与电影的首度联姻之作《天仙
配》大获成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持续而热烈的

黄梅戏电影风潮。紧随《天仙配》之后，《夫妻观灯》

（１９５６）、《春香闹学》（１９５８）、《女驸马》（１９５９）、《槐
荫记》（１９６３，根据《天仙配》改编）、《牛郎织女》
（１９６４）及之后的《小店早春》《龙女》《孟姜女》《生
死擂》《山乡情悠悠》等多部传统、新编剧目都被搬

上了银屏。石挥、刘琼、岑范等电影导演对作品中的

音乐都提出了创新的强烈要求，如取消了唱腔和描

写音乐中僵化的板式和锣鼓点的使用等。后来的导

演、作曲也在不遗余力地从各方面调整对戏曲电影

音乐戏剧性的把握。自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末，《天仙
配》等黄梅戏电影陆续进入香港，很快便在当地引

发了“黄梅热潮”。香港的电影公司借此机会制作

了《貂蝉》等几十部黄梅调电影，一时风靡港澳台和

东南亚地区，成为了一代人的经典回忆。

这一时期，广播媒介在国内迅速普及，为黄梅戏

的传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五六十年代，安

徽省人民广播电台录制的黄梅戏剧目就有 ４５０多
个，在播出时长上黄梅戏也远超其他戏曲剧种。８０
年代初期，出现了《凤灵》《春城飞花》等专为广大广

播听众制作的黄梅戏广播剧。相对于传统黄梅戏舞

台剧的录制再播放，黄梅戏广播剧把“听”作为观众

唯一的信息接收方式，在黄梅戏传统艺术的基础上

吸收了广播艺术的特点，在剧目的呈现上专致于强

化、突出音乐唱腔、道白等声音造型的表现力，使听众

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完成对黄梅戏欣赏的整

个过程。这种新的艺术形式同黄梅歌、黄梅音乐一

起，逐渐在广播媒介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黄梅流行文

化综合体”，使听众对黄梅戏，特别是对其音乐、声腔

的欣赏过程变得更加纯粹，同时也更为便利。这就为

黄梅戏音乐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黄梅戏广播剧正值火热之际，
黄梅戏又开启了与电视剧的“组合”模式，黄梅戏电

视连续剧《郑小姣》《七仙女与董永》《西厢记》《女

驸马》《朱熹与丽娘》《家》《春》《秋》《木瓜上架》

《龙凤奇缘》《李清照》《郎对花姐对花》等５０多部剧
目，在之后的２０多年中接连上演。虽然黄梅戏电视
剧的音乐仍以传统声腔为基础，但由于电视剧中的

人物类型已大大超出了舞台剧的容纳范围，各种情

境的呈现及人物情感的表达也不是所有传统唱腔都

力所能及，所以就要在充分发挥黄梅戏传统音乐特

色的基础上根据剧情、人物和时代的审美情趣进行

有效改编，甚至发展出与传统声腔差别较大的新腔。

如在黄梅戏电视剧《春》中，作曲家运用了多种改编

手段把黄梅戏传统音乐中［对板］的优势发挥得淋

漓尽致，既保留了剧种的传统韵味，又与人物的情态

相契合，还与《家》中的一些唱段保持了传承关系，

给人以新颖、贴切之感，值得细细回味。另外，为了

最大限度地降低观众的欣赏障碍，黄梅戏影视作品

中的念白也完全转化为了普通话。通过电视剧与广

播剧的大量实践，黄梅戏在音乐表达上又有了很大

变化和提高，呈现出新的面貌。

（二）以音乐为主体的舞台表现形式的出现

随着黄梅戏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日益凸显，其舞

台表现形式也有了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以黄梅戏音

乐为主体的音乐会、清唱剧、歌舞剧陆续衍生而出，

彰显了黄梅戏音乐独特的艺术魅力。

１．音乐会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之后，西方音乐的总谱制、乐队

的指挥制被引入到戏曲艺术当中，借鉴西方音乐会

的形式，展现中国戏曲音乐独特风格、精神的音乐会

逐渐多了起来，黄梅戏也凭借音乐会这一新的表现

舞台，通过对该剧种音乐美的独立展示，为观众呈现

了异于传统舞台表演的视听盛宴。如 １９９３年的
“时白林声乐作品音乐会”；１９９９年的“黄梅交响演
唱音乐会”；２００４年在新加坡华乐团音乐厅（新加坡
大会堂）隆重举行的黄梅戏音乐会“天仙配·黄梅

戏之夜”；２００７年，纪念时白林先生从艺６０周年的
“时白林作品音乐会”；２００７年，在新加坡滨海艺术
中心音乐厅，由新加坡华乐团音乐总监叶聪和音乐

家时白林策划举办的黄梅戏音乐会“华乐·黄梅齐

争辉”；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安徽电视台《相约花戏楼》栏
目连续两年举办的“盛世黄梅———黄梅戏新春音乐

会”；中央１１频道《九州大戏台》栏目于２０１２年推
出的“魅力黄梅———全国黄梅戏名家戏迷新春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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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２０１３年的“黄梅迎春———安徽２０１３新年音乐
会”等各种黄梅戏主题的音乐会，为黄梅戏的传播

和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２．清唱剧
清唱剧最早出现在１６世纪末的欧洲，与基督教

关系密切，是一种具有完整戏剧结构和情节的大型

声乐作品，多在音乐会中演出，演员不化装、也没有

戏曲舞台上的各种程式动作，只通过演唱进行叙事

和感情抒发，咏叹调、宣叙调、独唱、重唱、合唱都是

常用的演唱形式。黄梅戏本以歌舞见长，并善于打

破艺术门类界限对异质艺术元素进行吸收、融合，因

此，其与清唱剧的嫁接也在意料之中。１９９３年，时
白林先生首次把新编剧目《孟姜女》改为清唱剧，大

大增强了交响乐对波澜起伏乃至极致情绪的表现

力。２００７年，清唱剧《孟姜女》又在原来的基础上被
改编成音乐诗剧；２０１０年的大型黄梅交响清唱剧
《天上人间》，２０１６年的清唱剧《汉宫秋》，２０１７年的
清唱剧《红梅赞》，都通过不同乐章富有层次地表现

出了极大的艺术感染力。

黄梅戏与清唱剧的结合带来了舞台表现内容与

形式的双重转变：以声乐为主体的表现形式取代了

原来熔“念唱作打”于一炉的综合性舞台呈现；以叙

事为主体的场次结构变为由多个乐章组成的音乐结

构；弱化了具有强烈叙事功能的矛盾冲突等情节设

置，增强剧种音乐的戏剧性，通过交响乐转换环境和

烘托气氛，演员的声腔直接深入人物内心世界、抒发

情感和刻划心理活动。黄梅戏清唱剧放大了剧种音

乐的表现力，增加了观众对音乐的理解感悟和想象

空间，从而焕发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３．音乐剧
音乐剧也叫歌舞剧，是２０世纪初在美国和英国

发展繁荣起来的戏剧样式。有意被弱化了的戏剧叙

事让位于音乐，歌曲、舞曲、背景音乐、序曲与间奏曲

等多种音乐形式构成了这种舞台艺术的整体框架。

音乐风格的千变万化、包容万象是音乐剧的显著特

征，游吟、布鲁斯蓝调、爵士、灵魂乐、摇滚、迪斯科等

都可以成为音乐剧的主打色彩。由于黄梅戏音乐的

旋律化、通俗化和易于与其他音乐类型融会贯通的

开放性，其与音乐剧的跨界组合相较于其他剧种更

容易找到相互协调的双赢表达方式。因此，黄梅戏

便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剧种。

１９９８年推出的第一部音乐剧《秋千架》，２００８
年的音乐剧《长河》《美人蕉》，２０１２年的音乐剧《贵
妇还乡》等，都体现出对戏曲舞台剧传统模式的突

破，歌舞从原来融为一体的各种艺术元素中脱颖而

出，成为主要的表演方式。民歌、西洋乐、古典音乐、

流行音乐元素都被糅进了黄梅戏的旋律当中，以黄

梅戏音乐为主调的音乐跨界混搭成为这些音乐剧首

要的关键词。２０１６年创排的《曙光曲》，是黄梅音乐
剧的另一种呈现。该剧没有以音乐“大杂烩”的方

式显示自己的“音乐剧”属性，也没有用各种酷炫风

格的现代流行曲凸显自己的“时尚感”；其表现中国

知识分子积极参与抗战的深刻主题，奠定了剧中音

乐庄严激越的统一格调，以深沉、浓烈的抒情色彩提

升了全剧的意境。

著名作曲家李海鹰曾明言，“音乐剧与戏曲相

结合是重建戏曲现代品格的有效途径”［７］，黄佐临

也对黄梅戏充满了期许，“中国歌剧的发展要从地

方戏曲中寻找出路，从黄梅戏中发展中国的音乐剧

可能性极大”［１］３４２。这条中西合璧之路虽不失为扩

大黄梅戏影响力、保持其旺盛生命力的一条捷径，却

也并非坦途。音乐剧作为从西方舶来的现代戏剧形

态，以流行于当下的音乐和舞蹈为灵魂，而具有鲜明

特色的黄梅戏与这些艺术高度地融合绝非易事，很

容易就会显露出违和的矫饰和拼贴痕迹。因此，黄

梅戏要做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剧，除了要充分发挥

黄梅戏音乐的独特个性和超群魅力之外，还要勇敢

打破“歌舞的围墙”，使所有艺术元素与叙事产生真

正的戏剧性联结，在不断尝试和探索中找到自己独

立的审美价值。

（三）黄梅歌

黄梅戏本身就是从民间歌舞发展而来，虽然已

成长为蜚声海内外的一大剧种，但是其音乐体系中

非常重要的花腔部分还保留着浓郁的民歌特色，黄

梅戏音乐本身也有着不同于其他戏曲音乐的通俗特

质：它的音区范围在大六度到大九度之间，对演唱者

音域宽度的要求较低；唱腔中的拖腔较少，且行腔徐

急有度；唱词语言使用的是“中州韵、湖广腔”，后又

吸纳了普通话的一些语言特点，易于南北观众普遍

接受；音乐旋律性较强，朗朗上口。这些不走极端的

中庸精神使其形成了极强的亲和力，具备了音乐风

格流行化的前提，很容易就能与当下受欢迎的艺术

形式结合，曾经风靡一时的黄梅调电影就是典型的

例子，其旋律化的唱段《夫妻双双把家还》俨然已成

为黄梅“戏歌”，传遍了大江南北和海外各地。

如果说黄梅戏电影、电视剧、广播剧，音乐剧、清

唱剧都只是传播载体的不同抑或对音乐唱腔有所侧

重引起了黄梅戏音乐风格的转变和品质的提升，那

么，黄梅歌就是对黄梅戏音乐本体的解构和化用。

可以说，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出现的黄梅歌是现代黄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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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音乐走得最远的一种艺术形态，有着独立的艺术

品质。黄梅歌不是黄梅戏的唱段“精选”，更不是单

独的唱腔改编，它摆脱了戏曲固有的板式和曲牌形

成的桎梏，只借鉴其曲调和旋律，保留了黄梅戏音乐

婉曲圆润的韵味，使其与民歌舒展、流畅的风格和流

行歌曲的气息唱法完美结合，以戏铸其魂，以歌筑其

型，完成了从戏曲声腔到通俗歌曲的自我嬗变。

吴琼是首位把黄梅歌引入大众视野的艺术家，

由她演唱的《啊，小石桥》《雨打农家竹篱笆》《悄悄

话》《一弯新月》《逍遥游》等第一批黄梅歌，受到了

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喜爱。时白林、陶演、徐代泉等

作曲家，陈小芳、赵媛媛等多位著名的黄梅戏演员，

华人女高音歌唱家斯兰、香港民歌歌手奚秀兰、流行

歌手邓丽君等，都先后参与过黄梅歌的创作，其中不

乏深入人心的经典曲目。

黄梅戏由歌而来，还复歌去，又一次见证了艺术

的回环往复、生生不息。应时代潮流而生的黄梅歌

具有巨大的市场需求和社会影响力，并带起了一股

全国性多剧种的“戏歌”热潮。其自身的成功不但

为黄梅戏音乐发掘了新的可能，也为黄梅戏在新的

艺术领域开拓市场提供了新的经验和思路。

黄梅戏以音乐为灵魂，经历过俗的质朴、雅的优

婉、精的致粹，一直秉持着开放兼容、与时俱进的品

格和勇于创新的实践精神，实现着自我超越。在其

越来越多元化的发展过程中，黄梅戏音乐给我们带

来的思考是多方位的：它作为剧种，向新的空间拓

展，成为审美转向之纽带；作为传播介质，对异质音

乐艺术元素进行吸纳、同构。与此同时，其音乐本身

也不断突破着前人的创作理念和手法，在具体性、生

动性及表达功能的明确性上都有着显著提升。相信

黄梅戏艺术在其音乐内涵的极大丰富下，遵循艺术

的本质规律，尊重传统、立足当下，仍然具有可持续

多途径发展的潜能。

注释：

①“搬、盘、端、满、断、团、船、乱、官”等字的读法已为普通话
所代替，合肥区域的剧团演出的黄梅戏受普通话影响较

大，黄梅戏影视剧的念白已完全转变为普通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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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我国国情和特有的文化、制度环境，运用高阶理论的新型研究思路，分析研究企业
领导者的性别、年龄和任期等因素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担任企业管理者角色的企业高管作为

研究对象，对企业管理者的职能分配、选拔、聘用、培训与任期制定具有借鉴与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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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高阶理论认为企业高管的年龄、性别、工作经

验、任期和学历等因素会对企业管理者的个人价值

偏好、管理能力与管理背景特征产生影响，又通过这

些特征影响企业管理者自身的管理风格、企业战略

目标选择与管理者最终的行为决策，进而最终影响

企业的经济绩效。从微观角度上来说，企业绩效是

由企业拥有的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共同发挥作用的

结果，企业管理者是企业内部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

部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说明企业绩效。企业

家与企业管理者中的董事长、总经理作为企业管理

的主心骨，引领企业发展方向，进行战略选择，管理

企业内部机构的各种工作，做出行为决策。他们行

使着支配权力，形成自己独特的管理风格，带领企业

朝着总体目标发展。优秀的企业家不仅自身会对企

业的发展壮大带来巨大贡献，而且能够凝聚企业团

队力量，透过自身行为影响高管团队中的其他成员，

调动他们参与企业管理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新性。

一些优秀的企业家，例如阿里巴巴的马云、华为的任

正非、联想的柳传志、海尔的张瑞敏、腾讯的马化腾

等，他们对企业的总体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中

的大部分甚至成为企业对外扩展的一个重要标签。

高阶理论的不断发展、丰富与完善，可以为分析

研究管理者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的关系提供新的研

究方法和路径。现有的高阶理论成果大多来自于西

方经济社会制度下比较规范的市场环境，与我国现

存的制度不完善、环境不成熟、高度动态化的市场经

济环境并不相符。国内学者目前大多侧重于对整个

高管团队的整体协作研究，对单独的企业家与管理

者鲜有明确研究。

二、文献综述

从企业高管的异质性背景特征与企业绩效关系

的角度：Ｄｕｔｔｏｎ和Ｄｕｎｃａｎ（１９８７）认为由任期不同的
高管人员组成的高管团队具有更加强大的信息搜索

能力、全面的信息与事件评估能力，能够对企业出现

的各种问题提出高效的解决办法并且会根据具体情

形制定具体的决策方案，进一步提高决策的实用性

与有效性，持续推动企业的发展；季健（２０１１）通过
对我国２００９年之前上市的１２４家房地产企业的样
本检验发现，企业高管团队的年龄和教育背景的异

质性有利于组织绩效的提高，薪酬水平的降低会导

致组织绩效的下滑，剩下的人口背景特征与组织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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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之间没有显著关系。从企业高管的非异质性背景

特征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角度：孙海法、姚振华和严茂

胜（２００６）在对沪深 Ａ股中的纺织与信息技术行业
上市公司进行抽样调查后认为，企业高管团队的组

成特征能够解释说明企业高管团队的规模、平均任

期与短期组织绩效之间呈现出显著正相关关系，企

业高管团队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与长期组织绩效呈正

相关、团队规模与长期组织绩效则呈负相关；司朋超

（２０１１）以１４６家中小型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调查
发现，适当地对企业高管的任期进行延长有助于企

业内部组织间的高效运行，进而提升高管的决策水

平，最终有助于组织绩效的提高。从企业家个体的

背景特征与企业绩效间关系的角度：郑健壮（２００４）
以浙江省３９３７家民营科技企业为样本，调查得出企
业家的学历与组织绩效呈显著正相关，而企业家的

性别、年龄与企业绩效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关系；谢劭

龙（２０１１）调查了２００４—２００９年沪深两市若干家上
市公司情况，通过实证分析对董事长的性别、年龄、

任期、学历等要素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

究。本文拟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对管理者的年

龄、性别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三、研究假设

企业领导者的年龄也是企业管理者的阅历，它

会影响到企业领导者的认知能力、人力资源关系网

络、价值风险偏好以及思维模式等方面，并通过这些

因素对企业的经营绩效产生作用。领导者的经验具

有资源累积效应，与年轻的管理者相比，年龄较大的

企业家在市场中积累了更多的人脉关系，包括政府

资源、人力资源等社会关系资源。随着年龄的增长

所积累下来的丰富的人生阅历、开阔的视野、前瞻的

目光和企业管理经验等能够在企业面临巨大挑战或

重大抉择时做出正确的决定，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Ｈ１。
Ｈ１：企业高管的平均年龄与企业绩效之间是正

相关的。

企业领导者的性别会对他的管理模式、工作态

度等产生影响，最终影响企业的经营绩效。女性管

理者天生具有比男性管理者更加细腻敏感的情绪，

女性企业领导者多富于创新精神，天马行空的创造

性思维模式使她们在面对革新时更加倾向于赞成组

织改革，很多时候甚至主动推进变革的进行，用以内

部组织的发展壮大。女性管理者试图通过参加更多

的股东大会、董事会会议和集体会议等来听取更广

泛的意见与建议，同时也对战略决策的形成起到了

很大程度上的激励与监督作用，有利于维护与保障

全体股东的最大权益。因而本文提出另一个假设

Ｈ２。
Ｈ２：企业女性高管占比与企业绩效之间是正相

关的。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在样本的选取方面，本文剔除缺失数据的公司

后，最终选择了深主板Ａ股５５家上市公司，以国泰
君安数据库中截至２０１０年的１０００个高管个人特征
数据为依据，最终确立了样本与数据。

（二）变量定义

１．被解释变量。企业业绩（ＰＥＲ）以净资产收益
率为指标来进行衡量，净资产收益率等于净资产比

上总资产，它是评价企业业绩最重要的指标，也是评

价公司绩效的综合性财务指标。

２．解释变量。企业高管年纪（ＡＧＥ），企业高管
的年龄以截至２０１０年的高管年龄为指标，并计算出
平均年龄；女性企业高管占比（ＳＥＸ），以企业高管中
的男女性别来最终确定。

３．控制变量。公司规模（ＳＣＡ），采用的是对企
业总资产取自然对数的形式；股权结构（ＳＴＲ），以第
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作为指标；成长指标（ＩＮＣ），选
取的是营业收入增长率来计算确定；财务杠杆

（ＬＥＶ），即资产负债率等于企业总资产与总负债比。
（三）回归模型

为了研究企业管理者年龄与性别与企业绩效之

间的关系，建立如下实证回归模型：

ＰＥＲ＝Ｃ＋β１ＡＧＥ＋β２ＳＥＸ＋β３ＳＣＡ＋β４ＳＴＲ＋
β５ＩＮＣ＋β６ＬＥ＋ζ

五、实证分析

（一）多元回归分析

通过运用Ｅｖｉｅｗｓ６．０，我们对收集的数据进行
了多元回归分析，从而能够更加直观地研究分析出

企业管理者人口背景特征中的性别与年龄对企业绩

效的影响。表１为最终的回归结果：
表１　回归结果分析

变量 系数 Ｐ值 变量 系数 Ｐ值
Ｃ －０．２７８ ０．０９３６ ＳＴＲ －０．０４２３ ０．４９３３　　
ＡＧＥ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２３４９ ＩＮＣ ０．０１２５ ０．３６８７
ＳＥＸ －０．１０４９ ０．００２９３ ＬＥＶ －０．１６５７ ０．００２７９

ＳＣＡ ０．０１３９ ０．０７３４

Ｒ２ ０．４８１２７

　　注：、、分别表示的是显著水平０．０１、０．０５和０．１。

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Ｒ２较高，说明企业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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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与企业高管中的女性占比与企业绩效之间的拟

合优度较好。我们最终得出的企业管理者与企业绩

效之间的回归方程为：

ＰＥＲ＝－０．２７８＋０．００２５ＡＧＥ－０．１０４９ＳＥＸ＋
０．０１３９ＳＣＡ－０．０４２３ＳＴＲ＋０．０１２５ＩＮＣ－０．１６５７ＬＥＶ

（二）多元回归结果分析

通过表１，我们可以看出，在５％的显著水平之
上，企业管理者的平均年龄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显

著正相关，Ｈ１假设得到了验证。企业在发展的同时
领导者的年龄也在不断增长，任期也在不断增长，企

业家在一定年龄段内的行为特征、管理模式会对企

业的绩效产生阶段性影响。年龄较长的企业家会积

累一定的人际关系网络，也会总结出丰富的经验，这

使他们不仅易于取得有效的信息资源，还更善于协

调组织运作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和关系导向的领导行

为，以此取得较好的业绩表现。年长企业管理者能

够对内部组织中的激励与分享机制产生作用，影响

他们的认识基础以及战略选择。随着领导者任期的

增加，他们对公司内部组织机构更加熟悉，对公司的

外部业务、市场环境和发展概况更加了解，积累了更

加丰富的管理运作技能。在面临机遇与挑战之时，

可以准确把握市场动态，对企业进行准确的市场定

位，提高企业信息和资源在组织内部间的交流，提高

企业的风险防范能力与承担能力，提升企业绩效。

企业管理者中女性占比指数为负，说明企业管

理者中女性占比与企业绩效之间是负相关关系，Ｈ２
假设没有得到验证，这也与我国的社会现状相符。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女性管理者拥有发达的沟通

技巧和与生俱来的亲和力，这些能力有助于她们成

为一名优秀的领导者，但是她们没有男性管理者的

决断力与魄力，很多想法不如男性豁达。而且女性

管理者在家庭方面的投入要比男性管理者要多出许

多，也分散了女性管理者在工作中的注意力，不能全

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快速发展和社会观念的逐渐转变，越来越多的女

性领导者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来提升自身综合能力

并在企业中的一些重要岗位上扮演关键角色，但是

由于女性与男性身体机能的构造不同，工作岗位中

的性别歧视依然严重存在。公司在利益最大化的抉

择下更加倾向于能够花费更多时间投身于工作且体

力耐力较好的男性。相比较男性管理者来说，女性

管理者在同一领域获取同等机会的难度要更大一

些，我国大型的企业中女性管理者所占的比例要远

远低于男性，女性要想获得更高的晋升空间需要付

出比男性管理者更多的努力和取得更加出色的业

绩。

控制变量中，企业财务杠杆与企业绩效之间呈

现出显著负相关的关系。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越高，

企业的绩效就会越低，相关系数较大表明企业资产

负债率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较大，因此企业需要控制

好本企业资产负债率，这样才能正确运用财务杠杆

提高企业绩效。企业规模与企业绩效之间呈现正相

关关系，企业的规模越大，公司的企业绩效越高。规

模越大的企业越趋向于规模经济，规模经济能够带

来更高的经济利润，因而企业绩效也会越好，企业要

保持好规模与效益之间的互相促进关系，保持企业

又好又稳发展。企业的股权结构和企业的成长指标

与企业绩效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关系，第一大

股东的持股比例与营业收入增长率并不会对企业的

经济绩效产生较大影响，但也要注意一股独大的现

象对企业带来的影响。

六、结果与讨论

通过上述分析研究，企业领导者的年龄与性别

这两个背景特征都与企业的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的相

关关系。

一方面，企业管理者的平均年龄会通过影响管

理者的人生阅历、思维模式等方面来影响企业的经

济绩效。年龄较大的管理者，他们在公司的经营管

理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有着很广的人际

脉络圈，有些甚至能够获取政府资源与内部信息。

企业管理者的年龄越大，在商场中的打拼时间越长，

与其他企业建立的合作关系更加长久，与新公司进

行合作时也更能获得信任，增加合作成功的几率。

企业管理者的人口社会背景特征中的人力资源与管

理技巧等，对企业绩效产生的正面效应显著大于管

理者年龄过大所带来认知能力以及改革热情降低等

方面的负面效应。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年龄较长

的企业家更加成熟稳重，能够给员工更多的安全感，

因而公司组织内部成员更倾向于追随年龄较大的管

理者。年龄偏小的企业管理者会更加倾向于接受新

事物，富于创新与改革精神，他们可能会在面临机遇

与挑战时勇于尝试，接受挑战甚至是冒险，他们会尝

试各种途径来选择适合企业发展的战略。这种敢于

冒险与富有创新活力的企业管理者能够为公司带来

巨大的业绩，有助于公司的转型，但是由于忽视对风

险的防控也容易使企业陷入危险境地。

另一方面，随着企业领导者年龄的增长，他们的

学习能力、认知能力、对新事物的反应能力、创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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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以及变革能力等都会逐渐下降，稳中求胜的思维

模式开始显现，自动规避风险，容易安于现状或者墨

守成规导致企业久而久之陷入僵化境地，不利于企

业的创新与长久发展。我国当前的社会制度环境大

背景之下，年长的企业领导者的人口社会背景特征

中的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与管理经验等对企业绩效

产生的正面效应显著大于企业家年龄增长所带来学

习能力、认知能力以及对新事物的反应能力下降等

方面的负面效应。而且，许多年纪较长的管理者会

通过在职学习、不断培训等各种方式来进一步提升

自身的知识水平和综合管理能力，能够在一定程度

上减小年龄增长带来的副作用，因而企业领导者年

龄对企业绩效的积极效果更加显著。并且，大部分

任期内的企业领导者会通过业务培训等各种方式来

进一步提升自身的综合管理能力，减少年龄过大所

导致的副作用，企业管理者年龄对企业绩效的积极

效果更加显著。企业在不断的发展壮大过程中，需

要不断引进年轻的管理者，向企业注入新鲜血液，培

养锻炼年轻管理者，年轻管理者与年长管理者之间

相互配合、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实现合作共赢，共同

推进企业发展。

女性企业管理者多富于创新精神，在面对革新

时更加倾向于赞成组织改革，推动企业绩效的快速

发展。但是企业管理者中的女性占比与企业的绩效

之间是负相关的，女性管理者治理下的企业并不会

比男性企业管理者治理下的企业取得更好的企业业

绩。女性管理者需要加强对自身的业务培训，丰富

自己的能力，加强对自身分析能力与应对能力的训

练，提高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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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镇治理能力的提升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目前，在提升乡镇治理能力
方面，我国已经有了一些好的做法，也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但同时基层治理能力也面临着体制困境和

村级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等突出问题，这些都导致了基层治理能力严重不足。在村级层面抓好五个

关键，在乡镇层面理顺关系、明确定位，在县级层面精准放权、制度支持，是解决这些问题、从而提升

乡镇治理能力的基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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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
的社会治理格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

现代化，将是今后一个时期内治理的目标。从历史

角度看，深化改革的动力在基层，改革创新的试验在

基层，稳定社会的根基也在基层。乡镇政府作为国

家治理的基础单元，他们的治理能力将直接影响这

一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当前，基层治理面临一系列

突出矛盾和深层次问题，其应对、驾驭和化解，既需

要改进现有行政体制、提高治理技术，更需要对政治

体制进行更深远的改革。为此，２０１７年６月—９月，
河南省委党校课题组深入河南省６个地市的３０多
个县区乡镇开展实地调研，采用问卷调查、座谈、个

别访谈等形式，围绕乡镇治理能力提升的困境及对

策设计了２０道选择题。共回收有效问卷１６０份，以
下数据均出自课题组的调研结果。

一、提升乡镇治理能力的做法与成效

（一）以网格化管理，推进公共服务全覆盖

调研中，在“近年来您所在地方为提高基层治

理采取了那些措施？”问题中，有７３％的乡镇办事处
选择“推行网格化管理”。网格化模式以“网格覆

盖、条块相融、联动负责”为特点，细化了管理服务

单元，明确了权力责任边界，实现了服务向居民覆

盖、干部向群众贴近、资金向基层投放，干群关系得

到进一步密切，基层基础得到进一步强化，基层群众

满意度不断提升。

（二）以抓好党建，提升治理能力

加强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是凝聚民心、汇集智

慧、促进发展的有效手段，也是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

良好载体。调研中，有７６％的乡镇办事处通过加强
基层党组织建设，促进治理能力提升。南阳社旗县

推行“支部加协会（经济合作组织）”“党员加农户”

“产业加基地”的“三加模式”，实现了组织间的对

接、个体间的帮扶、协会的发展。

（三）以ＰＰＰ模式，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自２０１４年以来，我省 ＰＰＰ项目已达９５２个，覆

盖了医疗、养老、教育、旅游等产业，其中，在公共服

务购买上侧重于养老助残、社会救助、社会矫正、就

业服务、矛盾调解等社会公益服务，如我省购买了道

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服务，郑州市购买了社工

服务等。调研中，有５４％的县乡镇办事处购买了公
共服务项目。

（四）以新技术应用，提高基层治理效率

目前，我省正在推进“互联网 ＋”在基层治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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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中的应用。调研中，有３１％的乡镇办事处已应
用各种类型的新技术来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如通过

网络、短信和微信平台，推行“一网式”流转、一条龙

服务，规范办事流程，实施跟踪督办，拓展信息来源，

增强了干群互动，提高了办事效率。

二、基层治理能力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

目前究竟有哪些因素弱化基层治理能力？基层

治理能力的提升面临哪些困境？基层治理能力的提

升需要得到哪些支持？通过对问卷的数据整理，当

前基层治理存在以下几个突出问题。

（一）村级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

您认为哪些因素导致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

６２％的受访者选择“基层组织涣散”，５９％选择“基
层腐败现象”，４７％选择“制度、政策调整滞后”，
４２％选择“干群关系紧张”。

村级治理是基层治理的主体，村级党组织是基

层治理的领导核心，农村基层党组织涣散主要表现

在五个方面：

１．城郊村村民自治制度异化。随着城市规模扩
大，城市周边地区乡村成为利益热点，因为存在隐形

利益和腐败，这些地方基层村民自治中贿选现象严

重，家族势力、裙带关系、涉黑势力直接或间接损害

基层政权组织的肌体。

２．“空心村”治理处于瘫痪状态。随着城镇化
进程，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越是

在经济落后的地区，人户分离的情况越加突出，在相

当多的村庄中“无人可选”“无人愿干”的情况更加

突出。在驻马店的新蔡县，这种“空心村”的比例已

经高达５０％以上。
３．村级“自治”与基层政府的行政管理未能实

现有效衔接。农村基层治理很大程度上要从基层政

府的行政管理和村民自我管理两个向度展开，但在

实践中，乡、村关系表现两个极端：一是乡镇强势，把

村委会视为下属组织机构，忽视了村民自治的属性，

呈现村委会“附属行政化”倾向；另一种情况是，乡

镇政府对村委会放任自流，导致一些村委会呈现

“过度自治化”倾向。这两种情况的存在，极大地影

响了基层自治能力的发挥。

４．对村两委干部监督力度减弱，腐败现象依然
存在。首先，村务公开不规范。比如，各行政村都设

有村务公开栏，但大多数村务公开极不规范，内容不

全，数字不具体，对农民真正关心的热点，例如村重

大工程建设招标流程、大笔财务经费开支等问题都

没有公开或事前公开。其次，对村两委干部监督、制

约缺失。乡镇政府对村两委的监督能力十分有限，

与此同时，村民因为与村两委接触、联系机会有限，

也容易忽视对村两委干部的监督。最后，在土地征

用、房屋拆迁等问题上腐败情况突出。这些问题的

存在，导致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公信力受到质疑，治理

能力弱化。

５．村级组织集体经济薄弱，难以承担治理和发
展任务。主要表现在：①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水
平总体较低，村级组织运转困难，村两委干部待遇

低，保障差。②政府投入不足。政府对农村经费投
入没有明确的标准和渠道，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建设

资金不足，日常管理和服务工作难以有效开展。③
乡镇把大量行政事务下达给村级办理，但没有“权

随责走、费随事转”，村级组织只有工作任务、工作

责任、工作考核，却没有相应权力和经费，缺乏经济

来源的村级组织难以支撑行政事务以及本村公益事

业和公共事务支出。

（二）体制困境造成乡镇政府的治理能力低下

１．权、责、能失衡严重。良性运转的政府必须是
权、责、能相对一致的政府。在调研中，有６０％的乡
镇干部认为，当前基层治理存在最突出的问题是权

责不对等。乡镇机构改革后，乡镇政府表现出权小、

责大的特点。权小，主要表现在乡镇政府缺乏独立

的行政决策权和行政执行权。在乡镇设立的机构，

如财政、工商、税务、公安等部门基本实行垂直性领

导，这一体制变动大大缩小了乡镇政府的权力。在

现实中，乡镇政府基本上成为县级政府的执行机构

或代理机构，距离独立一级政府的设计目标越来越

远。责大，就是乡镇政府在国家的行政体系中居于

基础和末梢地位，国家在农村的各项发展目标计划

和任务最终都要通过乡镇加以贯彻落实。落实不力

的，就会被追责、问责。在当前现代化治理体系建立

和社会转型的双重压力下，乡镇的行政性事务与社

会性公共服务的职责都会加重，需要独立决策的事

务也会增多，这必然与乡镇有限的权力空间产生矛

盾，加大乡镇工作的难度。

２．对乡镇干部的考核机制不科学。在当前考核
机制下，乡镇出现与“治理”理念背道而驰的行为取

向。主要表现在：①重行政事务，轻社会服务。当前
县（区）级政府对乡镇干部实施的“压力型”考核评

价机制，乡镇干部干得好不好是上级部门决定，不是

老百姓决定。这使得乡镇政府根据自身利益对工作

目标进行优先排序，结果是乡镇的行政化趋势越来

越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职能被弱化，治理目标

难以实现。②对待矛盾、问题的短视取向。维护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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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稳定工作已经成为基层政府的常态化工作，从

“善治”的角度，应更强调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通

过协商达成规则共识。对问题和矛盾的解决，应该

更重视长效机制，正视问题、剖析原因，协商解决，并

建立解决此类问题的长效机制。但是由于上级政府

对基层政府实施的是 “一票否决”和倒追责任，这一

机制必然导致基层政府的短视行为，采取安抚、拖延

或死看硬守等战术，想尽快化解问题而不是从根本

上解决问题。

３．治理模式固化，导致民众参与困难重重。新
中国建立后，基于当时一穷二白的国内现状，以及被

封锁、被孤立的国际形势，中国选择权力高度集中的

一元管理模式有其历史必然性。改革开放后，经济

高速发展，社会结构发生巨变，民众的民主意识增

强，很显然，一元权力治理体系不再适合当下国情。

由于制度“路径依赖”的惯性，传统治理模式和治理

思维仍居主导地位，基层政府忽视农民的主体地位，

以政府的主导作用取代农民的主体作用。在新农村

建设过程中，由于缺乏农民群众的参与，往往呈现

“上动下不动”“政府一头热、群众一头冷”的尴尬局

面。

４．基层政权公信力下降，致使治理能力弱化。
在调研中，有５２％的受访者认为，政府权威弱化是
基层能力弱化的重要因素。首先，忽视民意支持。

政权合法性的来源分为两种途径，“一种是自上而

下的国家授权，另一种是自下而上的社会授权”。

新中国的基层政权建设重视自上而下的国家授权，

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社会授权的重要性。加上农村税

费改革以后，乡镇政府不再具有强大的行政控制手

段和能力，这大大增加了乡镇政府行政的阻力和难

度。其次，基层政府的一些作为伤害了民众感情。

一些党政干部平时工作不作为，不到位，对民情民意

不闻不问，甚至肆意侵害民众权利，催生了社会不满

情绪。特别是在处理利益纠纷时一些失信的言行，

推诿搪塞、敷衍了事，损害自身形象。还有负面信息

的误导作用。这些年对于乡镇基层政府的报道更是

集中于吃拿卡要、贪污腐败、与民争利等负面信息，

这些负面信息给民众一个错误的心理暗示，“基层

官员都不是好人”，导致了基层民众从心理上跟政

府有对立情绪，这些因素都导致基层治理能力的弱

化。

三、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对策及建议

（一）村级层面：抓好五个关键

１．抓好村级领头人。“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

带”，村支部书记是村庄治理的关键人，村支部书记

的素质、能力、思想直接影响基层治理的优劣。因此

选好村支部书记，至关重要。首先，制度上逐步探索

村支部书记职业化。可以参照国家基层公务员管理

办法，采取 “外引”“下派”“跨村交流”等方式，选优

配强村支部书记队伍，明确工作身份，提高经济待

遇，让村支部书记有身份，有效激发其干事热情；其

次，对有作为、有实绩的村支部书记给予政治激励。

每年乡镇可以拿出一定的名额，让有作为、有成绩的

村支部书记兼任乡镇相关部门职务，提高其政治保

障。

２．选好一支队伍。针对村委干部队伍的现状，
抓好村级干部队伍建设。首先，优选干部，创新党员

纳新机制。优中选精，以“德、能、勤、绩、廉”为考核

标准，注重从乡镇普通干部、致富能手、外出能人、转

业军人等群体中把优秀人才选任到村主要职能岗位

上。其次，加强村级后备干部队伍的建设。注重年

轻党员干部的培养，把４０岁以下的优秀人才吸收到
党组织中来，充实到村后备干部队伍中。定期对村

后备干部进行素质能力的培训，让后备干部多参与、

承担重大村务管理，锻炼能力，打好群众基础。再

次，大幅度提高村级干部的经济待遇，增加工资，按

照工作年限提高工资待遇，对卸任的村干部要做好

社会保障工作，激励其干劲。

３．加强对村干部考核与监督。首先，健全村干
部的请销假、工作日志、监督考核、责任追究等配套

制度，要求村主要干部每周工作日不少于５天，每天
工作不少于８小时，上班情况与报酬、奖惩挂钩，有
效解决基层群众反映的“人难找”“事难办”问题，做

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其次，逐步建立以

农民群众为主导的自下而上的问责监督方式，加快

推进村务决策公开化、民主化，凡涉及农民利益的重

大决策，应召开村民大会和党员大会进行协商、讨

论，保障村民自治制度切实发挥作用。

４．壮大村级集体经济。首先，发展合作经济。
积极鼓励村级组织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采取“支部 ＋龙头企业 ＋基地”等形
式，开展技术指导、信息传递、物资供应、产品加工、

市场营销等服务；其次，推动乡村旅游。充分利用乡

村自然资源，大力发展旅游观光、采摘园、“农家乐”

等项目，增加集体收入；最后，创新集体股本。鼓励

各地整合各类政策、项目和资金，建立村集体股本，

通过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等市场化

的办法和手段，参与收益分配，激活资源要素，增加

村集体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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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理顺乡、村关系。乡镇政府属于基层政府，拥
有行政管理权，而乡村属于基层民众自治组织，二者

之间并非上下级之间的领导关系。基层政府的职责

在于指导、支持、帮助基层民众自治组织的工作，而

不能干预基层民众自治组织自治范围内的事项。要

在原有的法律界定的基础上，清晰、明确地界定乡镇

和村民委员会的职责，让乡镇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

指导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避免两种错误倾向。

（二）乡镇层面：理顺关系、明确定位

１．更新管理理念。首先，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乡镇治理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把农

民意愿作为基层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次，坚持

依法治理。法治是保障基层治理公平正义、群众有

效参与的必要条件，没有法治的保障，善治无从实

现；最后，坚持多元共治的模式。民众是基层治理的

主体，政府是基层治理的主导。要完善民意表达的

相关法律制度，把民意表达和处理纳入法制化轨道，

使农民有能力、有渠道、有保障地参与到基层治理

中，共同享受治理成果，增加获得感。

２．理顺乡、县的职能定位。２０１５年新修订的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

法》，对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所行使的职权进行

了规定。该法第６１条第七款规定，乡、民族乡、镇人
民政府“办理上级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这

种模糊的关系定位，使乡镇政府在现实中承接了过

多县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指派的任务和各种临时性

突发问题，导致乡镇任务过重、过多，结果是乡镇的

行政化趋势越来越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职能

弱化。必须明确乡镇的权力边界，更好地强化乡镇

公共服务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向着“小政府、大社

会”的现代管理目标迈进。

３．增加乡镇财政投入，理顺事权和财权矛盾。
基层政府承担的财权与事权不相匹配，已经不是一

个新问题了。随着基层治理推进，社会管理与公共

服务投入不断增加，乡镇政府的公共管理成本会逐

年上升，事权与财权矛盾会进一步凸显。县级以上

政府应大力支持乡镇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项目

和社会事业发展，引导信贷资金投向农村和小城镇。

属于县级以上政府事权的，应足额安排资金，不得要

求基层安排项目配套资金，确保基层事权与财权一

致。

４．扩大民众参与的制度化渠道，提高参与效果。
治理的本质是民主治理，民众将成为社会治理的主

体，广泛参与到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决策中。首先，参

与制度应该有利于双向传递信息，有利于让公众表

达真实的偏好诉求，并就有争议的问题达成共识，还

要有利于降低政策的执行成本。其次，有序、有效的

参与，离不开政府的引导。乡镇政府在民众参与过

程中不能袖手旁观，要积极引导，适时纠偏，发挥应

有的主导作用。最后，要继续完善“四议两公开”等

常规化、制度化民意表达渠道，同时，根据新问题新

情况探索新的制度化渠道和方式，尽可能避免民众

盲目的或者不负责任的参与情况，提高参与的质量。

（三）县级层面：精准放权、制度支持

１．精准放权，放管结合。首先，精准合理放权。
放权，要精确梳理权力清单，根据实际情况合理下

放。将那些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乡镇政府服

务更为有效的各类事项，都应下放到乡镇政府。赋

予乡镇政府更多必要的管理权限，形成与社会治理

任务相匹配的行政体制，增强乡镇政府在调节经济

发展、解决社会矛盾、协调利益关系等方面的引导和

调控能力，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其次，确

保下放权力能接得住、管得好。权力应依法下放，并

解决下放后的权力的运行、权责和监管。注重推进

与简政放权相关联的配套制度实施，包括激励与惩

戒、问责相结合的制度等。

２．改革对乡镇的绩效评价奖惩机制。首先，改
革对乡镇的考核制度。改变单一化的上级 “压力

性”考核机制，完善社会满意度评价及第三方考评

办法，加大群众满意度在考评考核中的权重，真正做

到“服务好不好，群众来评判”，并坚持将考评结果

作为基层干部选拔任用、评优评先的重要参考。其

次，提高乡镇干部的工资福利待遇。对在基层工作

超过一定年限的干部，在交流、使用和薪酬等方面给

予优先照顾并纳入制度规定；对处在偏远地区、山区

的基层干部提高补贴标准；在县级干部的提拔任用

上，扩大基层干部的名额比例，优先重用肯吃苦、有

实绩的基层干部。用制度激励年轻干部主动到基层

锻炼，让基层成为干事创业、实现价值的舞台。最

后，进一步完善容错免责机制。对基层工作的判断

应以事实为依据，以制度规定为准绳，以第三方评估

为重要参考，对基层领导干部在改革创新工作中出

现的错误给予免责，向基层社会治理改革传递明确

的鼓励支持信号，为那些想干事、会干事的基层党员

干部解除后顾之忧，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３．鼓励基层进行社会治理创新。乡镇由于所处
地区、位置不同，实际的治理任务大相径庭。县级政

府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探索多元化的管理模式，避免

“一刀切”式的改革。比如郑州市的郊区乡镇，无论

是管理幅度、人口规模还是产业结构都已经达到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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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水平，但是镇政府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仍然按

照乡镇机构级别制定，人员编制与快速发展的经济

和社会管理之间的矛盾就特别突出。而处于偏远县

（区）的乡镇面临最大的治理问题是村落解体、人口

流失带来的治理难题。所以县（区）级政府应鼓励

乡镇和村因地制宜地从事基层治理的探索试验，并

及时把成熟经验上升成为全省性的政策措施，对大

胆推进改革的领导干部给予奖励。此外，全省要定

期召开基层治理研讨座谈会，让基层干部有平台交

流经验，相互借鉴、相互启发。

４．善用互联网，推进基层治理的高效便捷。政
府在进行基层治理的过程中，应不断优化、提升治理

方式和载体，尤其要以电子政务建设推进基层治理

能力提升。首先，县、乡、村可以把大数据和网格化

管理结合起来，实现“县（区）—乡镇（街道）—村

（社区）—网格员”四级联动，形成“多网合一，多元

共治”的格局。其次，利用大数据推进基层政府治

理精细化、高效化。搭建村级（社区）网上信访平

台，实行“虚拟机构、实体运作”，引导群众变“上访”

为“上网”，变被动为主动，及时掌握群众需求，提升

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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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网络购物已经成为当下顾客消费的重要手段，而在线评论作为顾客进行购买决策考量
的因素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通过研究发现，产品的关注度、在线评论的数量、时效性、效价

及其评论者的资信度对网上产品的交易量有显著影响。而产品的价格及其在线评论的质量与产品

的销量无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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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网络技术和物流技术的发展，网络购物成
为时下流行的购物方式。它具有产品价格低、商品

种类多、节约时间和体力的优势，但其虚拟性也意味

着消费者无法像传统渠道那样看到商品实体，因此

网络购物会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此时，作

为新的网络口碑形式，在线消费者评论在消费者网

络购物决策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成为一

个新兴的市场现象。在线消费者评论（ＯｎｌｉｎｅＲｅ
ｖｉｅｗｓ），又称在线评论（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Ｒｅｖｉｅｗｓ，
ＯＣＲｓ）或消费者产生的内容（Ｕｓ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Ｃｏｎ
ｔｅｎｔ）。Ｐａｒｋ，Ｄ．Ｈ．和Ｊ．Ｌｅｅ（２００９）指出，在线消费
者评论是网络口碑（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ＷｏｒｄｏｆＭｏｕｔｈ，
ｅＷＯＭ）的一种类型，是消费者对网络购物场所提供
产品的正面或负面评价［１］；Ｍｕｄａｍｂｉ，Ｓ．Ｍ．和 Ｄ．
Ｓｃｈｕｆｆ（２０１０）将其定义为同样身份的人发表在企
业或第三方网站的产品评价［２］。

在线评论对商家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消

费者可以通过在线评论了解产品的信息，减少商家

的销售成本；另一方面在线评论的质量对产品的销

量产生重要影响。负面的评价内容对产品的销售量

会产生消极的影响，这样，商家就会被第三方评价平

台所制约，对其产生依赖性；而正面的评价内容对提

升产品的销量具有重要作用。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ｏｓＤｅｌｌａｒｏ
ｃａｓ［３］和 ＹｕｂｏＣｈｅｎ［４］等人研究提出在线产品评论
已经成为新时代企业重要的营销手段，在企业产品

网上销售过程中充当着企业销售助理的作用，它对

企业的销量具有明显的杠杆作用。越来越多的国内

外学者已经在研究在线评论内容与产品销量之间的

联系，他们的研究也表明，在线产品评论的分数与产

品的销量呈正相关关系。然而他们研究的前提假设

是：假设顾客的购买决策只受到在线产品评论得分

的影响，却忽视了在线产品评论其他方面的信息，像

评论内容的质量、评论者的资信度、评论者的时效

性、评论数量等对用户购买决策的影响，而这些因素

能够反映出评论的真实质量，对购物者具有重要的

参考价值。

本文在前人分析的基础之上，以数码相机的在

线评论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在线评论内容质量、评

论者资信度、评论的时效性等各方面因素对其产品

销量的影响，将产品销量作为因变量，测量它对各影

响因素变量变化的敏感程度，从中找出能够对产品

销量产生显著影响的因素，并利用交易成本经济学

原理对此结果进行解释，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各影响

因素对产品销量的影响因子大小和在线产品评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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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销量的逻辑回归模型，为以后企业的产品销售

策略提供参考，这也是本文的价值所在。

一、文献回顾

在线评论的特征包括评论的数量（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ｏｆ
Ｒｅｖｉｅｗ）、质量（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Ｒｅｖｉｅｗ）、效价（Ａｖａｌｉｂｉｔｙｏｆ
Ｒｅｖｉｅｗ）、时效性（ＴｉｍｅｌｉｎｅｓｓｏｆＲｅｖｉｅｗ）、星级评分
（评论者资信度）（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ｖｉｅｗｅｒ）等几个方
面［５－７］。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在线评论的研究集中

在：（一）在线评论的可信度研究，通过挖掘在线评

论的可信度来提升在线评论的经济价值。（二）消

费者情感倾向的不一致对消费者决策影响的研究。

在线评论消费者情感倾向的不一致导致后期顾客进

入选择的两难境地。学者采用各种计算方法分析消

费者的感情倾向，挖掘在线评论的价值。研究发现，

学者们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挖掘在线评论价值的根本

目的在于实现在线评论的经济价值，目前在这一方

面的研究还刚刚起步。Ｌｉｕ［８］（２００６），Ｄｕａｎ［９］

（２００８），Ｄｕａｎ＆Ｂｉｎ［１０］（２００８）等以电影为研究对象，
Ｄｕａｎ＆Ｂｉｎ提出在线产品评论数量和票房收入都对
在线产品评论数量产生影响，同时在线评论数量的

增加反过来又会增加电影的票房收入，两者之间是

相互影响的；Ｌｉｕ得出在线产品评论对每周和总的
票房收入都有影响，特别是对刚开始几周的票房有

显著影响。但对在线评论负面倾向性百分比研究发

现，影响票房收入的是在线评论总数而不是评论内

容的结论；Ｄｕａｎ的研究指出在线电影评论内容对电
影的票房收入没有多大影响，但是在线电影评论的

数量对电影票房收入有显著性影响；郝媛媛［１１］等

（２０１０）指出电影在线影评中正向情感、较高正负情
感混杂度、较长句子对评论的有用性具有显著的正

面影响，这种正面的影响对电影票房的提升有很大

作用。综上所述可知，电影票房的收入受在线电影

评论的影响，只是在线评论四个维度对票房量的影

响存在差别。Ｇｏｄｅｓ［１２］等学者 （２００４）通过对
１９９９—２０００电视节目进行研究，指出利用互联网对
电视节目进行评论的形式，增加电视节目评论数量，

能够很大程度上增加这个电视节目的收视率。Ｆｏｒ
ｍａｎ［１３］等（２００８）认为评论者相关的信息对消费者
判别产品的质量和可信度有着较为重要的影响，评

论者身份的公开化对书籍产品的销量有着显著性影

响。Ｃｈｅｎ［１４］等（２００４）也以书籍为研究对象指出在
线产品评论内容对产品销量无明显影响，而评论的

数量与书籍产品销量呈现正相关关系。Ｙｅ［１５］等
（２００９）通过研究酒店预订量与在线评论的关系指
出在线评论内容的正负面与酒店预定量呈现正相关

关系，而评论内容的多少与酒店的预定量无直接联

系。学者李建［１６］研究在线评论对网上手机销量的

实证研究指出：手机产品的价格和评论者的威望对

产品的销量相关性不大，在线评论数量、商品的关注

度、评论的时效性、顾客认为评论的有用率对在线手

机销量有显著性影响，而评论的正负情感倾向性、商

品的价格、评论者的威望对产品的销量无明显影响。

消费心理学研究表明，消费者是带着主观情感色彩

进行在线评论的，其内容可以大大触发潜在顾客的

心理诉求，进而影响其购买决策及商家业绩。Ｃｈｅｖ
ａｌｉａｒ（２００６）等研究发现评论数量越多与图书销量
就越多，反之亦然，二者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Ｔｒｕｓｏｖ［１７］（２００９）等研究表明在线评论对消费者而
言具有更大的说服性，会给企业带来更多的消费者，

商家业绩也相应得到提高。刘顺利［１８］（２０１３）通过
实证研究分析了在线评论对产品销量及商家业绩的

影响，并建议企业管理者主动对在线评论进行有

效的引导和管理，从而提高销量及商家业绩。因

此，商家的业绩与在线评论紧密结合起来。代陆

群［１９］（２０１４）得出平均得分、极端评论、评论内容、
节省价格对搜索型产品销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而评论标题、折扣、评论时间对搜索型产品销量有

显著的负向影响；胡志海［２０］（２０１５）根据研究得出
评论数量和评论得分对护肤品的影响显著的结

论。从以上的研究中可以看出，目前对在线评论

经济价值的挖掘主要表现在评论的数量与产品销

量的关系，本文将从在线评论的数量、效价、时效

性、评论者的资信度、评论的质量等方面分析其对

产品销量的影响。

二、研究假设的提出

（一）评论的数量

目前的购物网站都可以根据产品的关注程度来

检索产品，这也就是说关注程度越高的产品被其他

顾客看到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评论的数量越多，消

费者从中看到的有用性也会越多，越有利于顾客了

解产品，对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影响越大。根据经济

学中交易成本的理论解释是由于在线评论数量越多

说明购买过此产品的人数越多，客户都有从众心理

和风险规避意识，购买数量越多说明产品是得到大

众认可的，购买所带来的不确定风险较低，交易成本

较低。学者［３，１１，１５］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在线评论的数

量对产品的销量有显著影响。因此，提出本文的第

一个假设，产品的在线评论数量会对产品的销量产

生显著影响。

Ｈ１：在线评论的数量对产品的销量有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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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线评论的质量

在线评论的质量指评论内容的真实性、可靠性、

内容与所评价产品的相关性、以及是否为后来的购

买者提供了大量有用的信息。由于网络环境的特殊

性，会产生一些新的问题。卖家可能会注册其它的

用户名，冒充买家对产品进行评价，这样的评价就没

有任何的质量可言。同时，由于消费者自身能力素

质的不同，他们关于产品知识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因

此他们发表的评论质量有高有低，不同的评论对后

续购买者的购买决策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许多学

者Ｐｅｉ－ｙｕｃｈｅｎ［２１］、ＳａｍｉｔａＤｈａｎａｓｃｂｈｏｎ［２１］、Ｃｈａｔｔｅｒ
ｊｅｅ（２００１）［２２］、Ｄｅｌｌａｒｏｃａｓ［３］、Ｇｏｄｅｓ［１２］、郑小平［２３］等

都提出在线评论的质量对于产品的销量有重要影

响。因此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在线评论内容的质

量对产品的销售量有显著影响。

Ｈ２：在线评论内容的质量越高，产品的销售量
越好。

（三）在线评论的效价

在线评论的效价即评论内容的正面性和负面性

价［２４］，或在线评论的极性，也是指正负情感倾向。

在线评论的效价反映的是一种整体正负程度，当在

线评论中大多数为正面评论时，总体的评论效价就

为正。在线评论的内容反映了顾客对产品的切实看

法，基本上代表了产品的内在价值。从经济学上来

说它给了潜在购买者一个间接的商品使用体验，使

得他们能感受到产品的价值，帮助他们降低交易成

本。从文献综述可以看出，学者 Ｙｅ认为在线评论
情感倾向性对产量的销量有显著的影响，正负面的

情感倾向评价可以告知后续顾客产品是否值得购

买，可能改变顾客原有的观点。基于以上分析，本文

提出第三个假设，在线评论内容的情感倾向性与产

品的销量正相关。

Ｈ３：在线评论的效价与产品的销量正相关。
（四）在线评论的时效性

评论的时效性是指评论所包含内容的新旧程

度，是否包含了最新产品的信息。尽管在线评论的

数量能在一定程度反应出评论时间跨度的长久，但

它们两个是不同的概念，没有必然的联系。评论的

时间跨度反应了评论的时效性，对于刚刚上架的产

品，顾客对它们了解甚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在线评

论的内容，同时由于是刚上市的产品，在线评论时间

跨度也不会太大，新增的一条稍微倾向性较强的评

论多会引起客户的极大关注，当上市数周后评论数

量增多，顾客对产品的了解渠道也趋于多元化，因此

在线产品评论对销量的影响会随着评论时间跨度的

增长而减弱。因此，提出本文的第四个假设，产品销

量随着评论的时间跨度增长而减弱。

Ｈ４：评论的时间跨度（效价）与产品的销量负相
关。

（五）评论者的资信度

信用一词最早起源于经济学，它是指把某一财

产的所有权让渡，以获得其他财产的所有权，货币银

行学中的信用指一种借贷行为。对于网上购物而

言，评论者的资信度是指顾客的星级，也是指顾客的

威望。这种威望是消费者长期购物过程中形成的，

代表了后续购买者对其的信任和接收程度。网上消

费者的评论质量参差不齐，因此顾客需要关注那些

等级高、信用度好的评论者评论的内容。因为他们

较高的威望值说明他们之前提供过高质量的评论，

同时说明他们有责任地进行客观评价产品。正由于

评论者与购买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才使得顾客更

加关注威望值高的评论者，来降低对产品质量的不

确定感。因此提出理论假设５。
Ｈ５：评论者的资信度与产品的销量正相关。
（六）其他因素

商品的价格和品牌是影响产品销量的重要因

素，预测任何商品销量时都需考虑，因此提出理论假

设Ｈ６和Ｈ７。
Ｈ６：商品的价格与在线产品的销量负相关；
Ｈ７：商品的品牌关注度与在线产品的销量正相

关。

三、研究数据与结果分析

（一）研究对象及其数据采集

本文选取经济型数码相机①为实证分析对象，

采取淘宝网站价位为１２００—２０００元的３５２件商品②

为研究对象。收集数据采集日商品的交易量、前一

周的评论及其商品前两页的评论③来分析在线评论

对商品销售量的影响。在线评论的数量直接网站上

得出；根据淘宝网默认排序的特点，评论的效价利用

商品前两页的评论通过人工标注得出其中正面、中

立、负面评论条数；在线评论的质量通过认为评论有

用性的人数④得出；评论的时效性依据前两页中评

论的时间距离数据采集日的时长；评论者的资信程

度根据买家星级分布图得出，根据淘宝网的规格分

为钻石级别、五星级别、四星级别、三星级别、二星级

别、一星级别⑤；商品的交易数量抓取网站上的交易

记录得出；商品的价格直接从网站上抓取；品牌关注

度直接从百度数码相机品牌排行榜抓取。其中，第

一个数据采集日所得数据，在淘宝网３５２件商品中
２７天中有交易记录的商品有５９件，而有效数据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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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以一周７天为周期，可得有效数据３３７个。
（二）结果分析

１．一元回归分析
（１）品牌关注度与交易数量
一元回归分析是分析一个自变量与应变量的关

系。笔者统计了数据收集日数码品牌排名度：尼康

占市场份额２３％、佳能占２１％、索尼占２０％、卡西
欧占５％、柯达占１％。根据调查资料统计得出３０
天各品牌的交易数量分别为索尼 ３３３件、尼康 ９９
件、佳能９９５件、卡西欧２５５件、柯达５２件。这说明
数码相机的品牌排名度与交易数量基本呈正相关关

系，支持假设７。本文在研究中认为品牌关注度表
现为评论数量对交易数量的影响，不再列入多元回

归分析中的自变量因素进行考量。

（２）商品价格与交易数量
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果得出商品的价格与

商品的交易数量存在负相关关系。而本文的研究对

象是指１２００—２０００元的实用性数码相机，随着人们
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不够明显的价格差距并

不是很敏感，而且本文所选取的研究对象价格基本

在同一水平。因此，本文剔除了价格这一因素对交

易数量的影响，假设６在本文的研究中剔除。
（３）交易数量与评论数量
本文利用ＳＰＳＳ１７．０对所收集的３３７个数据进

行一元线性回归分析。假设回归方程为Ｙ＝ａＸ＋ｂ。
第一，散点图分析。利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进行散点图

分析，取自变量评价数量为 Ｘ轴，应变量交易数量
为Ｙ轴，线形拟合，置信区间９５％，得出图１。由图
１所示，交易数量与评论数量之间线形正相关，且这
种相关性随着评论数量的增加减弱，以评论数量数

值２０为分界点。这说明商品销售初期受评论数量
的影响较大，而后期这种影响会减弱。

图１　交易数量与评论数量的关系图

第二，回归分析。由图１所示，交易数量和评论

数量之间存在相关性，线形回归如表１所示。
表１　交易数量与评论数量的线形回归表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Ｅｎｔｅｒｅｄ／Ｒｅｍｏｖｅｄｂ

Ｍｏｄｅ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Ｅｎｔｅｒｅｄ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Ｒｅｍｏｖ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１ 评论数量ａ ． Ｅｎｔｅｒ

　　ａ．Ａｌｌｒｅｑｕｅｓｔｅｄ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ｅｎｔｅｒｅｄ．

ｂ．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交易数量

表１表示交易数量与评论数量的线形回归。
表２　拟合模型的情况汇总表

ＭｏｄｅｌＳｕｍｍａｒｙ
Ｍｏｄｅｌ Ｒ ＲＳｑｕａｒｅ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ＲＳｑｕａｒｅＳｔｄ．Ｅｒｒｏｒｏｆｔｈ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１ ０．４８０ａ ０．２３０ ０．２２８ ３．９１９

　　ａ．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Ｃｏｎｓｔａｎｔ），评论数量

表２为拟合模型的情况汇总，如表中所示相关
系数Ｒ＝０．４８０，拟合优度Ｒ方＝０．２３０，调整后的拟
合优度＝０．２２８，标准估计的误差 ＝３．９１９。由此可
知，根据原始数据分析的一元线形回归中交易数量

与评价数量之间存在低中度正相关，Ｒ方的值偏小，
说明回归性不是很好，而且这种相关性会随着产品

销售时间的加长而减弱。

第三，显著性检验。由表 ３中所示的 Ｆ统计
值＝１００．１７９，Ｐ值 ＝０，说明此假设是成立的，交易
数量与评价数量存在正相关。进行 Ｔ检验，得出
ａ＝０．１３６，ｂ＝１．７７８．

表３　方差分析表

ＡＮＯＶＡｂ

Ｍｏｄｅｌ ＳｕｍｏｆＳｑｕａｒｅｓｄｆ ＭｅａｎＳｑｕａｒｅ Ｆ Ｓｉｇ．

１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１５３８．５５６ １ １５３８．５５６ １００．１７９０．０００ａ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５１４４．９６３ ３３５ １５．３５８

Ｔｏｔａｌ ６６８３．５１９ ３３６

　　ａ．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Ｃｏｎｓｔａｎｔ），评论数量

ｂ．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交易数量

表４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分析表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ａ

Ｍｏｄｅｌ
Ｕ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Ｂ Ｓｔｄ．Ｅｒｒｏ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Ｂｅｔａ

ｔ Ｓｉｇ．

１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１．７７８ ０．２８７ ６．２０００．０００

评论数量 ０．１３６ ０．０１４ ０．４８０ １０．００９０．０００

　　ａ．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交易数量

综合以上分析得到交易数量与评价数量的一元

回归方程为

Ｙ＝０．１３６Ｘ＋１．７７８ ①
这反映了１２００—２０００元实用型数码相机交易

数量与评论数量的线形关系，支持假设１。
２．多元回归分析
在线评论对交易数量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而不

仅仅表现为评价数量。如前文所示，在线评论包含

·７４·



在线评论的数量、有质量的评论、评论的效价、评论

的时效性及其评论者的资信度等５个指标。本文收
集了淘宝网中售价为１２００—２０００元的实用性数码
相机为期一周每日前两页（４０条）的评论，通过人工
标注收集商品有质量的评论条数、正面（负面、中

立）评论的条数、时效性和评论者的资信度，对资料

进行汇总整理，然后利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分析。
（１）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是为了判断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

系，通过相关关系分析可以从影响交易数量的众多

因素中判断哪些因素影响是显著的，哪些因素影响

是不显著的，结果如表５所示。
利用ＳＰＳＳ１７．０作相关分析如表５所示，由表

中可知当显著水平为５％时，所有的自变量与产品
的成交量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当显著水平为１％时，
“有质量的评论系数”与产品的销量不那么显著相

关。而正面的评论条数（支持假设３）、评论的数量
（支持假设１）、三星及以上的评论者人数（支持假设
５）与产品的交易量显著正相关，时效、负面的评论
条数、二星及以下的评论者人数与产品的交易量负

相关（支持假设４）。

表５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分析表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交易数量 评价数量 质量 时效 正面三星及以上

交易数量 Ｐｅａｒｓｏ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１ ０．６４７ ０．２４６ －０．５６５ ０．３５５ ０．５５３

Ｓｉｇ．（２－ｔａｉｌｅｄ）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Ｎ ９７ ９７ ９７ ９７ ９７ ９７

评价数量 Ｐｅａｒｓｏ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０．６４７ １ ０．１５５ －０．４９３ ０．２８３ ０．２６２

Ｓｉｇ．（２－ｔａｉｌｅｄ） ０．０００ ０．１３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９

Ｎ ９７ ９７ ９７ ９７ ９７ ９７

质量 Ｐｅａｒｓｏ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０．２４６ ０．１５５ １ ０．００９ ０．５４３ ０．０９２

Ｓｉｇ．（２－ｔａｉｌｅｄ） ０．０１５ ０．１３０ ０．９２７ ０．０００ ０．３７２

Ｎ ９７ ９７ ９７ ９７ ０．０３６ －０．３２１

时效 Ｐｅａｒｓｏ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０．５６５ －０．４９３ ０．００９ １ ０．７２３ ０．００１

Ｓｉｇ．（２－ｔａｉｌｅｄ）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９２７ ９７ ９７

Ｎ ９７ ９７ ９７ ９７ １ ０．１１１

正面 Ｐｅａｒｓｏ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０．３５５ ０．２８３ ０．５４３ ０．０３６ ０．２８０

Ｓｉｇ．（２－ｔａｉｌｅｄ）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 ０．７２３ ９７ ９７

Ｎ ９７ ９７ ９７ ９７ ０．１１１ １

三星及以上 Ｐｅａｒｓｏ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０．５５３ ０．２６２ ０．０９２ －０．３２１ ０．２８０

Ｓｉｇ．（２－ｔａｉｌｅｄ）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９ ０．３７２ ０．００１ ９７ ９７

Ｎ ９７ ９７ ９７ ９７ ０．０３６ －０．３２１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ｉ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ｔｔｈｅ０．０１ｌｅｖｅｌ（２－ｔａｉｌｅｄ）．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ｉ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ｔｔｈｅ０．０５ｌｅｖｅｌ（２－ｔａｉｌｅｄ）．

　　 （２）回归分析
通过相关分析得出自变量与应变量之间存在线

性相关关系，进一步做回归分析为了分析自变量与

应变量之间的统计关系，侧重考查数量变化关系，本

文采用全回归分析和多元分布回归分析考查各自变

量与交易数量的数量变化规律，进一步研究交易数

量受自变量的影响程度。

第一，全回归分析。设多元回归方程Ｙ＝ａＸ１＋
ｂＸ２＋ｃＸ３＋ｄＸ４＋ｅＸ５＋Ｆ。全回归分析是指所有自
变量一次性进入方程，而不考虑自变量对交易数量

的影响程度，分析结果如表６所示。

表６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分析表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ａ

Ｍｏｄｅｌ
Ｕ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Ｂ Ｓｔｄ．Ｅｒｒｏ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Ｂｅｔａ

ｔ Ｓｉｇ．

１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８．３５６ ２．８３２ －２．９５１０．００４
质量（Ｘ２） ０．０６２ ０．０８０ ０．０５６ ０．７７９０．４３８
时效（Ｘ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２９１ －３．９５１０．０００
正面（Ｘ３） ０．２１０ ０．０８１ ０．１９８ ２．６０２０．０１１

三星及以上（Ｘ５）０．１７７ ０．０３４ ０．３４０ ５．２３００．０００
评价数量（Ｘ１）０．０７４ ０．０１６ ０．３４９ ４．６６９０．０００

Ｆ值 ３５．８０６ ０．０００ａ

ＲＳｑｕａｒｅ ０．６６３
调整后ＲＳｑｕａｒｅ ０．６４４

　　ａ．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交易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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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６中可以看出，回归方程的统计量 Ｆ值为
３５．８０６，Ｐ值为０．０００，可见方程极其显著。因此，前
一周的评论数量（β＝０．３４９，Ｐ＝０．０００）与交易数量
成显著正相关（支持假设１）、正面评论的条数（β＝
０．１９８，Ｐ＝０．１１）与成交数量显著正相关（支持假设
３）有质量的条数（β＝０．０５６，Ｐ＝０．４３８）与交易数量
有正向影响、三星以上的评论者（β＝０．３４０，Ｐ＝
０．０００）占交易数量显著相关（支持假设５）。评论的
时效性（β＝－０．２９１，Ｐ＝０．０００）与交易数量有显著
的负向相关关系（支持假设４）。由此可得回归方程

Ｙ＝０．３４９Ｘ１＋０．０５６Ｘ２＋０．１９８Ｘ３－０．２９１Ｘ４＋
０．３４０Ｘ５－８．３５６ ②

由表６可知，方程及其显著但是质量这一自变
量的因素 Ｐ值不合理。因此，本文继续选择做逐步
回归分析。

第二，逐步回归分析。逐步回归分析的基本方

法是对自变量Ｘ１、Ｘ２、Ｘ３、Ｘ４、Ｘ５，按它们对Ｙ的贡献
大小进行比较，并通过 Ｆ检验法，选择偏回归平方
和显著的变量进入回归方程，每一步只引入一个变

量，同时建立一个偏回归方程。当一个变量被引入

后，对原已引入回归方程的变量，逐个检验它们的偏

回归平方和，如果由于引入新的变量而使得已经进

入方程的变量变得不显著时，则及时从偏回归方程

中剔除。在引入了两个自变量以后，便开始考虑是

否有需要剔除的变量。只有当回归方程中的所有自

变量对Ｙ都有显著影响而不需要剔除时，再考虑从
未选入方程的自变量中，挑选对 Ｙ有显著影响的新
的变量进入方程。不论引入还是剔除一个变量都称

为一步。不断重复这一过程，直至无法剔除已引入

的变量，也无法再引入新的自变量时，逐步回归过程

结束。假设回归方程 Ｙ＝ａＸ１＋ｂＸ２＋ｃＸ３＋ｄＸ４＋
ｅＸ５＋Ｆ，分析结果如表７所示。

表７　Ｅｘｃｌｕｄｅｄ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分析表

Ｅｘｃｌｕｄｅｄ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ｅａ

Ｍｏｄｅｌ ＢｅｔａＩｎ ｔ Ｓｉｇ．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ｌｌｉｎｅａｒｉｔ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１ 质量 ０．１５０ａ １．９２０ ０．０５８ ０．１９４ ０．９７６

时效 －０．３２５ａ －３．８７７ ０．０００ －０．３７１ ０．７５７
正面 ０．１８７ａ ２．３４０ ０．０２１ ０．２３５ ０．９２０

三星及以上 ０．４１１ａ ５．９１３ ０．０００ ０．５２１ ０．９３１
２ 质量 ０．１２９ｂ １．９１９ ０．０５８ ０．１９５ ０．９７３

时效 －０．２３３ｂ －３．０７１ ０．００３ －０．３０３ ０．７１８
正面 ０．１７０ｂ ２．４９９ ０．０１４ ０．２５１ ０．９１８

３ 质量 ０．１５４ｃ ２．４０４ ０．０１８ ０．２４３ ０．９６０
正面 ０．２２９ｃ ３．５１５ ０．００１ ０．３４４ ０．８７２

４ 质量 ０．０５６ｄ ０．７７９ ０．４３８ ０．０８１ ０．７０４

　　ａ．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ｉｎ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Ｃｏｎｓｔａｎｔ），评价数量

ｂ．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ｉｎ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Ｃｏｎｓｔａｎｔ），评价数量，三星及以上

ｃ．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ｉｎ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Ｃｏｎｓｔａｎｔ），评价数量，三星及以上，时效

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ｉｎ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Ｃｏｎｓｔａｎｔ），评价数量，三星及以上，时

效，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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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７可知，质量这一自变量将被剔除。其余
变量回归分析结果如表８所示。

表８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分析表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ａ

Ｍｏｄｅｌ
Ｕ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Ｂ Ｓｔｄ．Ｅｒｒｏ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Ｂｅｔａ

ｔ Ｓｉｇ．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７．２０７ ２．４１１ －２．９８９０．００４
评价数量 ０．０７４ ０．０１６ ０．３４９ ４．６７２０．０００
三星及以上 ０．１７８ ０．０３４ ０．３４２ ５．２７３０．０００
时效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２９２ －３．９６３０．０００
正面 ０．２４２ ０．０６９ ０．２２９ ３．５１５０．００１
Ｆ ４４．７９８ ０．００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 ０．６６１
调整后

ＲＳｑｕａｒｅ
０．６４６

　　ａ．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交易数量

由表８可知，Ｆ统计值＝４４．７９８，而Ｐ值＝０，方
程显著相关得 Ｙ＝０．３４９Ｘ１＋０．３４２Ｘ５－０．２９２Ｘ４＋
０．２２９Ｘ３－２．９８９ ③

分析全回归与逐步回归的 Ｆ值与 Ｐ值（见表６
及表８），可见两个方程都极其的显著。只是根据 Ｐ
值判断，逐步回归分析更精确些。于是本文采用逐

步回归分析所得结果，依据回归方程①②③，说明前
一周的销售数量对交易量有显著影响（β＞０，Ｐ＝０
支持假设１），而前两页的评论对交易数量也存在显
著影响，正面的评论对交易数量有正面的影响（β＝
０．２２９，Ｐ＝０．０１），也就是说负面的评论对交易数量
存在负面的影响（本文中选取的对象是正面的条数

与负面条数相加４０条），支持假设３。评论发表的
时间越长，时间跨度越长，时效性越差对商品的交易

数量负面相关（β＝０．２９２，Ｐ＝０）支持假设４。三级
以上的评论者越多，交易数量越多（β＝０．３４２，Ｐ＝
０），支持假设５。而评论的质量对交易数量没有显
著性影响。

四、结论及展望

本文以在线评论为研究对象，根据前人的研究

成果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通过对淘宝网上售价为

１２００—２０００元的实用性数码相机进行实证研究，得
出以下结论。

（一）产品的知名度与产品的销量存在相关性。

知名度是产品打开销量的第一把钥匙，因此商家在

网上进行产品销售时应当首先做好产品宣传工作。

产品的知名度与产品的交易量存在正相关关系。

（二）产品的价格对网上商品的交易量影响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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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小。本文选取的研究样本是１２００—２０００元实
用性的数码相机，几百元的价格差距已经对顾客不

构成决策方面的影响。这说明网络顾客越来越理

性，价格不再是顾客关注的主要因素，而商家利用价

格大战这种营销手段已经过时，通常低价意味着低

的品质和服务。因此，商家在进行网上销售时要注

重产品的质量及其售后服务。

（三）在线评论的数量、评论的时效性、评论的

效价和评论者的资信度对数码相机的销量有显著性

影响。实证表明，在线评论的数量与数码相机的交

易数量存在显著正相关，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传

统因素已不是影响网上产品销量的唯一考量标准。

评论的时效性、顾客评论所表现出来的情感偏好及

其顾客的资信度都对产品销量产生重要的影响。评

论的时效性会随着评论发表日期与成交日相距时间

增长而降低，最近发表的评论对顾客的影响最大。

评论的资信度越高，其所发表的评论就更具有可信

度，越能吸引后续顾客关注并购买。顾客正面的情

感评论会给后续顾客对商品留下好的印象，吸引顾

客购买。这些研究发现可以帮助企业和网站设计者

根据影响产品销量的主要因素制定更为合理的营销

策略和网站设计形式，从而提高产品的在线销量。

比如：根据日期，正面的评论安排在前两页的在线评

论（天猫商城就是根据日期排列评论顺序）；提高产

品质量和服务，鼓动顾客多发表正面的评论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在本文的研究中，评论的质量对产品

的销售数量影响并不显著，因此一些商家利用淘宝

账户进行虚假评论实乃无用之举。

本文研究在线评论对销量的影响时，把在线产

品销量当作外在因素。由于选取样本的关系剔除了

价格和产品关注度等影响因素，只是从宏观和数量

关系方面进行考量，没有考虑到产品评论数量与其

产品销量之间影响的深层机制，同时产品的评论内

容、评论形式、各自变量混杂度等因素对交易数量的

影响机制，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注释：

①数据相机不受顾客、季节、尺码等因素的影响，选取为研究
对象，相对比较稳定。

②收集时间：２０１７－０３－１３、２０１７－０３－２２至２０１７－０３－２８
为期一周；收集路径：淘宝网首页—照相机—数码相机—

（１２００—２０００元）—按销量排列。
③淘宝网的评论内容是推荐排序（而非时间排序），顾客基
本查看的都是前两页的评论内容。天猫商城默认排序是

时间排序。

④淘宝网上标注有用性的人数几乎没有，本文把质量作为考

量商品最好的要素。因此评论质量的人数即为评论有用

性的人数。

⑤本文资信程度对交易数量的影响以２７天为整体进行横向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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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截至２０１５年末，我国粮食产量已经实现了“十二连增”，虽然２０１６年产量比２０１５年略
有下降，依然处在历史第二高的位置。然而在产量快速增加的同时，我国粮食的进口量和库存量也

在连年递增，出现了“三量齐增”的困境。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来自我国长期实施的临储政

策，造成我国粮价普遍高于国际粮价，导致滞销。另一方面，我国粮食品种结构存在供求上的矛盾困

境，很多农民受长期的生产习惯影响，并不懂得面向市场需求生产粮食。因此，本文从粮食供给侧问

题出发，分析四大主要粮食作物产需结构来引出目前我国粮食安全存在的问题，并据此提出相应的

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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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的提出
２００３年到２０１５年我国粮食总产量已经实现了

“十二连增”，并在 ２０１３年首次突破了 ６００００万
吨。［１］然而在粮食产量连年增长，人均口粮消费下

降的背景下，我国粮食进口量却也连年增加，导致粮

食库存量连年上升，在四大主要粮食作物中，尤其以

玉米的库存量增长最为明显，［２］这其中既有来自国

外的进口粮参与国内市场竞争的原因，也有国家政

策的影响。

我国自２００５年起实施了稻谷和小麦的最低收
购价政策，并在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对玉米
和大豆实施了临时收储托市收购政策。［３］在经济危

机爆发以及之后的恢复期内，对于保持农民的生产

积极性、保护我国耕地总面积不减少起到了极其重

要的作用。然而，在当前我国经济平稳发展的背景

下，以高自给率为目标的政府补贴政策致使我国粮

食库存连年递增。同时，我国粮食市场价常年高于

国际粮价，这就导致粮食加工企业更乐意于采购国

外粮食作为主要生产原料，并导致我国粮食库存居

高不下，这样既不利于我国当前“去库存”问题的解

决，也不利于今后粮食调控市场机制的完善，对我国

的粮食安全提出了挑战。

针对这些问题，我国政府在２０１６年的“１号文
件”中明确提出了关于农业发展的新思路，即实行

“农业市场化，价补分离”。针对库存品种以玉米为

主的现象，国家在２０１４年开始逐步降低玉米的临储
价格，并在２０１６年３月正式宣布取消玉米的临储政
策，转而改变为给予生产者部分资金补贴的形式。

同时政府推进了“镰刀弯”地区玉米结构调整，调减

非优势区玉米种植２５００万亩，释放部分耕地用于生
态调节。在此政策影响下，我国玉米价格逐步呈现

震荡下挫的趋势。２０１７年政府计划继续削减“镰刀
弯”地区非优势玉米种植 １０００万亩，主要用于大
豆、薯类等农作物的生产，反映出了我国政府对于调

节农业供需结构的决心。

在目前粮食供需的新形势下，我国需要构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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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调节粮食生产、稳定库存的粮食市场体系，用市

场的手段引导农民的生产行为，促进结构调整。因

此，推行农业供给侧改革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必

然选择。

二、四大主要粮食作物产消结构分析

在这部分笔者选取了２００８—２０１６年的玉米、稻
谷、小麦、大豆数据，来分析我国四大主要粮食作物

的产销结构。［４］这四种主要粮食作物一直是我国粮

食产量的主要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中起到重要作

用。２０１６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了６１６２３．９万吨，相
比于２００８年的 ５２８７０．９万吨，年均增长率达到了
１．９％。由表１数据可知，２００８年到２０１６年我国粮
食新增产量贡献率方面，玉米占据了６１．３％，成为

新增产量贡献最大的部分，稻谷和小麦分别占

１７．２％和１８．７％（见表１），而大豆甚至出现了负增
长的状况，这主要是由于之前我国政策鼓励农民种

植玉米，而稻谷和小麦作为口粮关乎国家粮食安全

的核心，因此产量稳中有升。大豆则由于国家支持

力度有限加之生产成本高，产量出现下滑。随着居

民收入水平的提升，肉、禽、蛋、奶的消费取代了部分

居民口粮消费，居民人均口粮呈下降趋势，今后饲料

用粮的消费比例将越来越大，而我国饲料加工行业

受国内粮价普遍高于国际粮价的影响，生产原料多

采用进口粮食或相应的替代品，在接下来的分析中

将分品种具体说明四大主要粮食作物的产销结构及

形成原因。

表１　四大主要粮食作物贡献率

粮食 稻谷 小麦 玉米 大豆 四大主粮合计

２００８年 产量（万吨） ５２８７１ １９１９０ １１２４６ １６５９１ １５５４ ４８５８１
在总产量中比重（％） — ３６．３ ２１．３ ３１．４ ２．９ ９１．９

２０１６年 产量（万吨） ６１６２４ ２０６９３ １２８８５ ２１９５５ １３００ ５６８３３
在总产量中比重（％） — ３３．６ ２０．９ ３５．６ ２．１ ９２．２

２０１６年比２００８年 新增产量（万吨） ８７５３ １５０３ １６３９ ５３６４ －２５４ ８２５２
贡献率（％） — １７．２ １８．７ ６１．３ －２．９ ９４．３

　　资料来源：①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６》，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６年；②《国家统计局关于２０１６年粮食产量的公告》

　　（一）稻谷产消结构分析
２００８—２０１６年，我国稻谷产量由１９１８９．６万吨

上涨到２０６９３．４万吨，年均增长率为１．０％，低于粮
食产量的年均增长率。２０１６年稻谷消费约为１９４９５
万吨，这其中口粮消费约占 ８４％，饲料用粮约占
７．４％，工业用粮约占５．９％。对于稻谷的消费量，
一直是处在稳中有升的状态，稻谷供求基本处在保

持稳定的状态。

在玉米庞大的库存压力下，政府很可能忽视对

稻谷库存量的关注。根据有关数据显示，我国稻谷

的库存也已经达到了１亿吨的水平。而现在的市场
状况却是国家储备的粮食卖不出，企业所需要的粮

源买不进，我国市场扭曲的产业链亟待理顺。我国

临储粮食拍卖一直实行的都是“顺价销售”的销售

策略，由于政府的收购价均要高于市场价，因此临储

稻谷的销售价格要高于市场价格。企业购买高价稻

谷会造成生产成本过高、运营困难等问题，因此虽然

企业需要稻谷，但在面对高价时选择了放弃。目前

国家也认识到了这种销售模式存在的问题，对于

“顺价销售”原则正在进行改变，转而提出制定合理

销售低价的举措来代替。

（二）小麦产消结构分析

２００８—２０１６年，我国小麦产量由１１２４６．４万吨

上升为１２８８５．０万吨，年均增长率为１．７％。［５］从消
费量的角度分析，２００８—２０１６年，我国小麦消费量
再度增长，超过了１．１亿吨的水平，并在这一水平上
下波动，我国 ２０１６年小麦总消费量约为 １０９７７万
吨。目前，我国小麦的消费结构中，制粉消费约占

８２％，饲料用消费和工业消费各占约７％和６％，种
用量约占４％。

我国历来重视居民口粮的生产，２００６年引入小
麦最低收购价的政策，主要目的是保护农民利益，维

护农民小麦生产的积极性。我国２０１７年将小麦最
低收购价定为每吨２３６０元人民币，这就相当于中国
有关方面将以每蒲式耳９．５０美元的价格，从农户手
中收购小麦，然而２０１６年９月，中国在国际上进口
小麦的价格为每蒲式耳６．４４美元。在这样的收购
价格下，２０１７年中国小麦的库存也将继续增加，目
前来看小麦的库存压力还没有太大，不过秉承着防

微杜渐的原则，小麦库存问题也应加以关注。

（三）玉米产消结构分析

玉米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粮食产量的最主要组成

部分，２００８—２０１６年玉米产量由１６５９１．４万吨增加
到了２１９５５．４万吨，年均增长率达到３．６％。由表１
可知，玉米产量占总产量的比重也从 ２００８年的
３１．４％，上升到２０１６年的３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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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玉米产量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却是我国市场

无法消费如此多玉米的现实，２０１６年我国玉米消费
量约为１．９亿吨，国内产量依然大于消费量，加之之
前几年的玉米产量均高于消费量，我国玉米近年来

均有大量结余。由于之前国家实行的临储政策，导

致玉米出现了库存量极高的现象，截至２０１６年４月
末，我国临储玉米库存大约在２．５亿吨水平，达到了
历史最高点，玉米库存量已超过玉米一年的产量。

然而在我国玉米高库存、高产量、高增长的背后，却

是我国玉米需求一直难以提升的问题，对于玉米消

费方面，饲料粮消费一直占据较大比重，然而由于长

期实施的临储政策导致我国玉米价格较国际市场偏

高，饲料行业为了降低成本，尽量避免使用国产玉米

而改为进口玉米或使用相应的替代产品，这也使得

玉米行业的问题更加突出。

对于玉米来说，目前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去库存、

减产量，使玉米的价格逐步回落到市场调节下的正

常区间内。

（四）大豆产销结构分析

我国大豆产量近年来持续下降，已由２００８年的
１５５４．１６万吨下降到２０１６年的１３００万吨，年均增
长率为－２．２１％。同时大豆产量在粮食总产量中的
比重已由２００８年的２．９％下降到２．１％。这还是在
２０１６年玉米临储政策取消，大豆在和玉米的争地中
占据优势的情况下种植面积提升的结果。由此可

见，农民对于种植大豆并不看好。２０１６年我国大豆
消费约为９９００万吨，我国累计进口大豆８３９１万吨，
比２０１５年进口的８１６９万吨又增加了２２２万吨，增
幅达到了２．７％，再次创下新高。

大豆供需不平衡的原因，是由两方面因素造成

的：首先，我国大豆种植成本较高，种植大豆不但难

以获得利润，还很可能遭遇亏损的风险，国内的大豆

种植主要是非转基因大豆，而我国进口的大豆大多

是转基因大豆，这就导致了国内大豆的种植成本较

国外大豆要高很多，而且转基因大豆的高产率也要

远高于国内传统大豆。另一方面，大豆和玉米在之

前的争地中处于弱势地位，比较收益相对较低，大规

模的进口大豆而保证玉米的生产更有利于我国的现

实状况，因此我国大豆长期依赖进口也是我国人多

地少状况下的一种政策选择。

就目前状况来说，由于玉米的连年高产已产生

了超过２．５亿吨的库存量，因此政府也提出了一系
列举措来应对这种现象。例如“镰刀弯”地区这两

年对玉米种植面积的削减以及玉米收储政策的取

消，国内玉米种植收益下降，国内大豆在与玉米的争

地关系中处于有利地位，就目前数据显示２０１６年我
国大豆种植实现了近几年第一次增长，由１１５０万吨
上升到了１３００万吨的水平。本文认为，对于大豆的
高进口目前并不必过于恐慌，但也要密切关注，针对

市场需求调节种植，同时努力提升国产大豆的科技水

平，在有限的种植面积上培育出高品质的高产大豆。

三、目前我国粮食供给侧改革下的粮食安全面

临的主要困境

（一）现有的农业生产方式面临全球粮食市场

竞争的困境

由于我国在２００１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
那么我国农业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着全球竞争的现

实。我国现有的经济体制决定了土地分散在农户手

中，致使每一农户的土地拥有量都很少，即便如此，

在土地分配中为了公平起见，每一农户拥有的土地

又没有连成片。这样我国的农业生产很难达到规模

化经营，现今全球几个农业强国农业早已是规模化

的大农业，我国农业这种小农生产方式势必造成以

下几方面的困境：

一是在种植品种、种植数量等方面很难科学地

按市场需求预测来规划，往往造成种植结构与消费

结构的偏差，农户凭借习惯或经验进行粮食的种植，

在有些年份有些粮食品种会由于供大于求造成卖粮

难。另外，在全球市场上一些高端粮食品种有大量

的需求存在，但分散的小农户根本无法从全球视野

来了解到这一市场商机，即便是掌握一些资料也不

愿意也无力承担种植高品质粮食作物的高投入，同

时由于没有推广平台而带来的滞销风险。

二是分散的小农户对从事农业生产所需的各种

生产资料的采购价格和粮食作物的销售价格的议价

能力很差，这往往造成农药、地膜、种子、化肥、农机

具以及各种资源价格偏高而带来农业生产成本高于

国际农业生产成本水平，而同时在粮食成熟时由于

卖粮难而粮价又被压低。

三是在自然灾害面前，分散的小农户的抵御能

力较弱。我国地域辽阔，每年出现各种地质、天气等

对粮食生产造成伤害的情况非常普遍，而这种分散

的小农生产方式往往是只能靠天吃饭，甚至造成农

民辛苦一季的粮食颗粒无收。

（二）粮食市场面临“三量齐增”的困境

１．高自给率的政策目标推动粮食产量的持续增加
从粮食产量来看，由于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为

保证粮食安全，我国一直坚持必须保有足够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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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面积，对土地的“撂荒”行为持抵制态度，并没

有采取有计划的休耕制度或草田轮值制度。再加之

种子的改良、化肥农药地膜的使用促成粮食单产的

增加，以及国家对农业的科技投入和政府的农业多

方面扶植政策，使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不至于下降，耕

地总面积保持稳定，四大主粮除大豆外均有不同程

度的结余。

２．国内外粮食价格倒挂导致进口量日益增加
下面来分析粮食进口量。由于历史、体制以及

生产方式等原因造成我国的粮食价格远高于国际市

场的粮食价格，致使从事粮食贸易、食品加工以及饲

料加工等行业的企业，出于企业自身利益驱动大量

使用进口粮食来降低原料成本。造成我国已有六年

多所有主粮都转为净进口，粮食进口数量还呈现连

年递增的态势。以玉米为例，２００８年玉米１５００元／
吨的价格，这几年国家虽然对玉米价格进行了调控

和管制，可依然达到了１６００．１元／吨，相较进口玉米
到岸完税价格要高３００元／吨左右。［６］这几年国际市
场玉米价格如此走低的原因大致有两个：一是在

２００８年前后石油价格曾一度上涨到１３８美元／桶，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开始用玉米加工提炼燃料乙

醇，对玉米的需求大幅增加。但由于整个国际经济

形势走弱，造成像石油等大宗商品的价格一路下滑，

石油价格甚至跌至３０美元／桶，用玉米加工燃料乙
醇项目大多停产，这一项对玉米的需求出现大幅度

的减少；二是玉米在我国主要作为饲料工业的原料，

在玉米价格较高的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间，饲料加工企业
开始寻找玉米替代品，如高粱、大麦、豆粕、ＤＤＧＳ
（干酒糟高蛋白）等来降低自身的生产成本，上述农

作物的进口量随之大增，减少了玉米的消费需求，也

是玉米价格走低的又一原因。

３．政策性收购导致粮食库存量过高
再说粮食的库存量。由于粮食生产的季节性，使

粮食生产无法像工业生产那样依据消费需求状况来

组织均衡生产，粮食必须遵循其自身的季节规律在粮

食成熟时节进行收储，这一直都是我国的国家战略。

国家在粮食成熟的时节进行粮食储备，一方面可以使

农民在粮食丰收后及时得到现金，这是农民生产生活

再生产的前提；另一方面国家出于粮食安全的考虑，

各国政府都会把适当的粮食储备作为未来粮食补充

的重要来源，同时，国家在粮食成熟时加大国储粮也

可以调剂余缺、平抑市场。出于粮食安全同时保护农

民利益的考虑，这几年我国加大了粮食储备的力度，

在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后更是将对农业的保护提升到相

当高的级别。除了关注总量控制，粮食库存的品种结

构也是至关重要的，还需要密切关注粮食消费结构的

变化。在国储的四大主粮中，稻谷所占的比例基本上

与消费结构相一致。由于近几年小麦消费在粮食消

费中的占比不断下降，导致小麦库存比例相比偏高。

而考虑到玉米作为饲料的主要原料，我国安排的玉米

种植面积较多，加之收储政策，导致玉米的库存比例

这几年来一直在增长，加之大量进口以及替代品的涌

现，使玉米的库存量要远高于玉米消费量。

４．我国粮食的种植品种结构和粮食消费品种结
构的差异困境

我国在粮食种植品种结构和粮食消费结构上的

差异矛盾，主要由于我国粮食生产结构受国家农业

政策影响很大，以至于无法正确反映出市场需求的

变化，以及我国粮食生产长期受农民生产习惯的影

响，难以及时做出调整。另外，随着生活水平的提

升，居民膳食结构有了很大的改变，居民口粮消费呈

下降趋势，同时，粮食消费的另一主要需求力量来自

于饲料市场，国产玉米受临储政策的影响价格高于

国际市场价，也影响了国内的消费量。具体分析如

下：

首先，我国粮食安全方面更为注重对居民口粮

的保护，这就导致稻谷、小麦一直以来种植面积都较

大。但现今国人主要依靠谷物的膳食结构有了很大

的改变，肉、蛋、奶、豆类等逐渐替代了部分口粮的消

费，城市和农村居民人均口粮都有较大幅度下降，加

上我国对稻谷和小麦的长期补贴，使国产稻谷和小

麦在粮食市场上的价格要高于国际市场，处在市场

竞争的不利位置。

其次，在饲料用粮的种植上我国以玉米为主，但

由于之前推行的玉米临储政策以及“顺价销售”的

销售策略导致我国玉米价格较高，饲料加工企业开

始使用玉米替代品生产饲料，玉米销路不畅，玉米库

存连年激增，接下来我国粮食面临的“去库存”问题

的主要压力就是由于玉米库存量巨大所导致的。

最后，在消费上我国城市居民开始追求对天然绿

色有机食品的消费，但我国在粮食种植上更多地还是

依靠农药和化肥，在应对国内粮食的高端消费方面，

我国自身高品质粮食产出比例还较低，跟发达国家的

粮食品种作一比较，我国粮食品质还有很大差距，在

高端粮食需求上，我国还处在主要依靠进口的阶段。

四、针对上述问题的几点对策和建议

前文提出了我国农业生产方式面临国际粮食市

场冲击、我国粮食品种结构面临供求矛盾的问题以

·５５·



及由此引发出的粮食产量、进口量、库存量三量齐增

的非正常现象。面对上述问题，笔者将在下面试图

从问题的源头出发提出几点可参考的对策和建议。

（一）继续推进玉米在非优势产区的减产工作

要说我国目前粮食安全所面临的最紧迫工作，

玉米的超高库存量一定是排在前列的。目前我国玉

米库存超２．５亿吨，而玉米的生产依然是我国粮食
产量中最高的。因此，在像“镰刀弯”这样的玉米非

优势产区减产玉米是我国调整粮食供需结构、保证

国家粮食安全的首要工作，２０１７年国家计划继续调
减“镰刀弯”地区玉米产量１０００万亩，这是对目前
玉米产需不平衡的状况以及玉米高库存的现状做出

的应对。应该说，面对我国人多地少的粮食生产状

况，针对需求适时调整粮食供给是很有必要的，也是

保证市场供给的最有效方式。

（二）降低粮食生产成本

我国国产粮食每年销量低下、库存量大最直接

的原因便是与国际市场粮价相比我国粮食价格普遍

偏高，对于粮食消耗最大的饲料行业来说，大规模使

用进口粮无疑要比使用国产粮食利于成本的削减。

因此，为了增加我国粮食的市场竞争力，降低粮食价

格最根本的措施便是要降低国内粮食生产成本。为

了达成这个目标，一方面国家需要继续推广优质良

种的使用，在科技的配合下，达到因地制宜发展农业

的目标，努力提高粮食的质量和产量。另一方面，要

加强对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种粮大户等新型种粮主

体的培育力度，给予适当的政策优惠和经济补贴，鼓

励其使用先进的生产方式来进行农业生产。

（三）主动调减粮食产量，推行土地休耕制度

目前我国粮食库存量大的现状对于我国农业的

发展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我国土地由于常年耕种，

尤其是大面积玉米的种植，对于地力影响极大，因

此，在目前粮食库存丰富及国际粮价相对较低的大

背景下，正是我国推行土地休耕制度的良好时机，这

样既能逐步恢复我国耕地的地力，也可主动调减高

库存农产品的产量，稳定我国农产品价格。在推行

此项制度时，建议政府能给予休耕土地部分补贴，这

样既有利于保证政策的有效实施，也能保护农民利

益不受损失。［７］在休耕期间，农民可科学种植一些绿

肥作物来提高地力，这方面，科学种植大豆是不错的

选择，既能填补我国大豆供需不平衡的漏洞，也能提

高农民收入，利于政策执行。这也是我国践行“藏粮

于地”战略的现实举措，通过休耕既能逐步恢复我国

土地地力，还能主动调节粮食市场的供求平衡。

（四）按照“价补分离”的原则，稳步推进粮食市

场化改革

现行托市政策下，常常造成补贴和价格融为一

体，政府对粮食的定价取代了市场价格，造成了我国

粮食市场结构的扭曲。２０１６年政府工作报告将以
“价补分离”为原则，来推进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在

未来，对于小麦和稻谷的价格改革也势必推进，通过

直接补贴的方法来保证农民利益将成为大的趋势。

在推进“价补分离”改革时应注意到我国农业发展

的不均衡性，价格改革需要稳步推进，逐步使市场调

节农业结构的作用发挥出来。

由于小麦和稻谷是两大口粮，改革的步伐要稳。

因此，国家将小麦和稻谷放在最后进行改革也是从

我国粮食安全的角度出发做出的选择，分阶段的改

革过程可以使小麦和稻谷在改革中充分吸取之前棉

花、大豆和玉米改革过程中累积的经验，防范之前出

现过的问题，更稳健地进行价格改革。

五、结论

我们国家正处在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时期，应该

看到目前正处在我国改变过往粮食供给与需求不适

应的机遇期，无论是对于玉米、大豆这样的政策性较

强的粮食作物，还是小麦、稻谷这类一直处在国家政

策扶持下的口粮来说，都可以借助现在的供给侧政

策来建立更适合我国国情以及更适合市场经济发展

的市场体制或是政策制度。

具体来说，玉米目前存在严重的库存量过大的

问题，因此，一方面可以推进将原先种植玉米的土地

用于生产大豆、花生等更能满足市场缺口的农作物，

同时，也可在部分土地上推行“休耕轮作”，利用目

前的库存量大的状况来使土地地力得到恢复。对于

稻谷而言，问题虽然不如玉米严重，但也应随时关

注，及时作出相应的举措来面对接下来可能出现的

问题。小麦由于我国长期的扶持政策，以及其作为

重要口粮的特殊性，不适合在政策上作出太大变动，

其供需缺口也属于四大主粮中较小的，适合根据国

家总体政策缓步改革。大豆目前来说属于进口量最

大的农作物了，应该看到这属于我国过往政策选择

的结果，只不过目前进口量实在过大，因此国家也正

在逐步改善大豆生产状况，逐步扩大大豆生产。

最后，本文认为，供给侧改革也应涉及我国粮食

市场完善的问题，运用政策手段将我国粮价逐步交

由市场来决定，这个过程应当是一个漫长的时期，政

策推行也应从一种农产品进行试验，就目前来说，改

变一些旧有政策体制的弊病应当是首要问题，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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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取消了玉米临时储蓄制度就是一个良好的开

端，稳步推进各项改革，最终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市

场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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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ａｌｙｚｅｓｔｈｅｆｏｕｒｍａｊｏｒｆｏｏｄｃｒｏｐ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ｗｈｉｃｈｌｅａｄｓｔｏＣｈｉｎａ’ｓｆｏｏｄｓａｆｅｔｙ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ｎｄｐｕｔｓｆｏｒ
ｗａｒｄ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ｎｄ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ｕｐｐｌｙｓｉｄ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ｆｏｏ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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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的中国法制建设历程
及其哲学思考

刘　艳
（中共中央党校 研究生院哲学部，北京 １０００９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９－２５
作者简介：刘艳（１９８２—），女，河南新乡人，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哲学部２０１６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摘　要：“以史为鉴，可知兴替”。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是中国法制建设的初步探索和实践，废除了国
民党时期的旧法制，尝试着建立社会主义的新法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后期由于对社会基本矛盾

的错误判断，对法的本质、属性、价值、功能的错误认识，法制建设遭到削弱、破坏、摧毁，国家、社会秩

序出现混乱，人民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对这一时期法制建设历程进行梳理，对其经验和教训进

行哲学总结和反思，在全面依法治国的今天，可以为我们提供历史的借鉴和思考，是法治建设的一个

重要内容。我们要坚持法是客观物质性与阶级意志性、社会共同性和阶级意志性、历史继承性和阶

级意志性、政治统治职能和社会公共职能、价值性和实践性的辩证统一，在党的领导下，以人民为中

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关键词：法；法制建设；哲学思考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７．０６．０１０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７）０６－００５８－０６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毛泽
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带领中国人民开启了社会

主义法制建设的新征程，在实践中进行了艰难的探

索和推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饱经了磨难、历经

了风雨。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的曲折迂回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法制建设的经验和

教训，在今天全面依法治国的新时代，仍然值得人们

深深的回顾和反思。“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以这

段历史为鉴，能使我们今天的法治建设更好、更快地

发展。

一、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的中国法制建设历程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是中国共产党在掌握国家政权之

后，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探索时期，是中国共产党

将马克思主义的法制观运用到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

设过程中的初步尝试和体验，其经历了过渡时期法制

建设的初创时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法制建设的

遭受挫折时期、“文化大革命”期间法制建设的全面破

坏时期和法制建设走向历史转折的过渡时期。

（一）过渡时期法制建设的初创时期（１９４９年９
月—１９５６年９月）

法律和国家总是相伴而生的，法律是统治阶级

意志的反映和体现，国家政权需要由反映其统治阶

级意志的法律制度来确认其统治、实施管理和治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生的

人民政权需要打破旧法制、创立新法制，对新生的政

权予以确认和巩固，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产生

活等进行引导、规范、约束和调整，以建立新的国家

秩序和社会秩序。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掌握

了国家政权，但社会经济、文化、生产生活经历了战

争的创伤和破坏，基础十分薄弱，政治上国民党残余

势力、封建残余势力、反革命分子等依然存在，这一

时期新政权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治疗战争创伤、恢

复国民经济、镇压反革命、巩固新政权，打破旧制度

和旧秩序，建立新制度和新秩序。法制建设面临的

新任务就是制定并实施一系列新的法律法规，为确

认、巩固新政权，保障新政权新任务的顺利完成营造

·８５·



环境、创造条件、提供保障。

１．萌生时期（１９４９年９月—１９５４年８月）
新中国新法制的创建是由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９日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开始的，《共同纲领》在建

国初期是起临时宪法作用的法律性文件，是新民主

主义时期制定新法律、创建新法制的基本依据。同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依据这两部法律，确立

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制度，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

的国家机构，开启了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史进程。

１９５０年４月３０日颁布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法
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标志着中国家庭生活

进入伟大变革的新时代。此后，为了适应社会主义

改造、镇压反革命等的需要，我国又相继制定颁布了

一系列法律法规。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８日中央人民政府
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

法》，确立了工会组织在新政权下的法律地位和职

责；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为有步

骤有秩序地推进农村土地改革工作提供了依据和保

障。为了镇压反革命，为干部和群众提供镇压反革

命的法律武器，１９５１年２月２０日中央人民政府委
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了建国以来刑事立法领域的

第一个重要法律性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

反革命条例》。为了严厉惩治贪污、浪费、官僚主义

等问题，推进“三反”“五反”运动的顺利开展，１９５２
年４月１８日中央人民政府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１９５２年８月８日中
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中国第一部规范民族区域

自治制度的法律性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

区域自治实施纲要》。１９５３年２月１１日中央人民
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国第一部选举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为了确保新法律的创

制和实施，先后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试行组织条

例》《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人民法庭组

织规则》《各级检察署工作人员任免暂行办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条例》《最高人民检察

署暂行条例》《地方各级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等法

律法规，以建立新的司法机关、确立新的司法制度

……这一时期，依据《共同纲领》确立的原则，新中

国的法制建设围绕巩固新政权的中心任务，根据社

会政治、经济、文化、生产生活等各领域恢复建设和

群众运动的需要，从“组织法”“运动法”“管理法”

等方面全面地取代了国民党时期的旧法制，为确认

和巩固新政权提供了初步的法律依据和保障。但这

一时期的法律创制主要是依托群众运动的多领域、

暂时性、探索性、单独性立法，并未形成中国新法制

的基本模式和基础体系，也未确立社会主义法制的

基本原则。

２．奠基时期（１９５４年９月—１９５６年９月）
随着新生政权的巩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把一

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一个富强的社会主

义工业国就成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中心任务。

随着新政权中心任务的转变，新中国法制建设面临

的任务必然且必须发生新转变。确立社会主义法制

原则，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坚决依靠法制确

保人民各项基本权利的实现、巩固已经建立的政权

和国家、社会秩序，成为这一时期法制建设的新任

务。随着新任务的转变，新法制的实践也开始实行

转换。１９５４年９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
了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

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

织法》等一系列基本法律。此后，依据宪法又相继

制定了《逮捕拘留条例》《兵役法》等一系列重要的

法律法规，同时，《刑法草案》《刑事诉讼法草案》等

基本法也在积极的准备或草拟中，掀起了新法制建

设的新高潮。随着１９５６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基
本完成，“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

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

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因此，斗争的方法也就必须跟着

改变，完备的法制就是完全必要的了”。１９５６年 ９
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新法制建设进行了系

统的总结和阐述，明确宣布“我们目前在国家工作

中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

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为推进新法制建设的

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法制建设在以五四宪法和

党的八大为标志的奠基时期取得了巨大成绩，法制

建设由萌生时期的不稳定的运动式发展走向正规、

稳定发展的新道路，确立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特

征和原则，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法制的体系基础，初

步形成了社会主义新法制的正式格局。但干部和群

众法制观念的淡薄、群众运动对法制建设的消极影

响、重政策轻法律等问题仍大量存在，给法制建设带

来了一定的消极后果。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法制建设的遭受

挫折时期（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１９６６年５月）
１９５６年９月中共八大虽然从原则上明确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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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今后时期加强法制建设方面的任务，为中国的

人民民主法制建设进一步明确了方向，但是之后党

和国家领导人没有坚持中共八大对社会主义阶段主

要矛盾的正确分析和界定，对社会的主要矛盾做出

了严重错误的认识，过于严重地估计了阶级斗争的

形势，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了敌我矛盾，导致

在法制建设中，没能坚持中共八大提出的“我们必

须进一步加强人民法制，巩固社会主义建设的秩序，

国家必须根据需要，逐步地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

律”的正确的指导方针，使得我们刚刚起步的社会

主义民主法制建设随着党内“左”倾错误、个人崇拜

以及个人专断等不良倾向的滋长和法律虚无主义思

想的蔓延而不断遭遇挫折、遭到削弱乃至破坏。

１９５８年８月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曾
说“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的一

套。……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么多

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

……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

四次，不靠民主法制来维持秩序。”［１］这种轻视法

律、忽视法律的法律虚无主义思想迅速蔓延，干部和

群众的法制观念逐步淡漠甚至消失，决议、会议、政

策代替法律仍然作为这一时期群众运动和社会建设

的主要行动指南，群众运动、政治斗争代替社会发展

和法制建设的趋向日益凸显，国家管理秩序和社会

秩序受到了干扰和破坏。这一时期发动的１９５７年
“反右”斗争、１９５８年“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
运动、１９６３年至１９６４年的“四清”运动等，不是经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而是直接由党的中央委员会

或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形成决议后，便向全国推行

的以“政策”为指南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宪法和法

律法规确立的基本原则不被遵守、基本制度不被执

行。“五四宪法”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

期为四年，但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任期为四年零

七个月，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任期为五年零八个月，

也没有按照宪法规定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在这

一时期，全国人大仅召开了六次会议，且并未严格依

法履行其职责。“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依法

办事”“司法独立”等民主和法制的基本原则也被当

作错误思想加以批判和否定……这一时期，由于党

和国家领导人对社会主义阶段的主要矛盾和主要

任务的错误判断，导致法制建设逐渐迷失了方向、

偏离了轨道、遭到了削弱乃至破坏，国家立法工作

基本停滞，已经制定的法律法规被政策所取代，得

不到应有的遵守、落实和执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陷入了停滞乃至倒退的状况。

（三）“文化大革命”期间法制建设的全面破坏

时期（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９７６年１０月）
以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

违背宪法原则的“５·１６”通知和１９６６年８月中共
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的决定》为开始，中国进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左”倾错误发展到了顶

峰，法律虚无主义、个人崇拜、群众专政等思潮大肆

泛滥，“权大于法”“人治大于法治”“无法无天”的

思想充斥社会，违背宪法、蔑视宪法、无视法律成为

普遍现象，宪法和一系列法律法规成为空文，“革委

会”代替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常态，司法建设处于瘫

痪状态……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遭受了空前的灾难和

破坏。立法工作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仅制定了一部

对五四宪法作倒退性修改的１９７５年宪法，没有制定
和通过其他任何新的法律法规。运动对象任意扩

大，“无法无天”的思想肆意横行，严重违反宪法和

法律的非法限制、殴打、侮辱、迫害等行为大量发生。

１９６８年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只有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才能罢免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撤销了一切职

务。从１９６７年始，各地人大被“革委会”所取代、全
国人大常委会未召开过任何会议、各级司法机关被

冲击或砸烂……人治主宰一切、法律形同虚设、群众

任意专政、立法倒退、司法瘫痪、秩序混乱等成为这

一时期法制建设的表征，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遭到了

摧毁性的践踏，陷入了深渊、跌入了谷底，给整个社

会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和破坏。

（四）法制建设走向历史转折的过渡时期（１９７６
年１０月—１９７８年１２月）

“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造成的极大的破坏

性的充分暴露，也引起了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深

刻反思，激起了人们对重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新

探索，从而为民主法制建设实现伟大转折、开启新征

程奠定了基础。１９７６年 １０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
“四人帮”，作为中华民族灾难和浩劫的“文化大革

命”结束，我国进入了社会的调整和恢复时期，法制

建设也进入了总结、反思和过渡徘徊时期。不断的

总结、深刻的反思，使得极“左”思潮得到了纠正，人

们思想观念得到了转变，逐步开始了法制建设的新

探索。１９７７年８月召开了党的十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明确了要在２０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
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的新时期的根本任务。１９７８
年３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了宪法修正案并形成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用法律的形式将党的十一大明确的新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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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任务确定下来，并恢复了检察机关、抛弃了“全

面宪政”……这一时期由于“左”的错误并未得到彻

底肃清，我国的法制建设仍未得到重建和发展，但在

总结反思的过程中也得到了一定的恢复，为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我国法制建设实现质的转折和飞跃提供

了条件和基础。

二、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中国法制建设历程的哲学思
考

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７８年中国的法制建设是探索、实
践、曲折发展的时期，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发

展，但更多的是失败的教训，从哲学的视角深入分

析、反思这一时期法制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充分认识

法律尤其是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功能、价值及实践

等，以更好地为我们谱写新时代依法治国的新篇章

提供历史的借鉴，是我们现阶段法治建设的重要内

容之一。

（一）法是客观物质性和阶级意志性的辩证统

一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决

定生产关系和人们的交往方式，并由此决定着人们

的社会地位和社会现实关系（包括法律关系）。法

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是以社会物质生产方式

为其客观物质基础的，它深深根植于社会物质生产

方式，其性质、内容、价值及发展实践等均由其决定。

社会是法律的“母亲”，是法律得以产生、生存和发

展的基础，法律是由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的统治

阶级意志的反映，是客观物质性和阶级意志性的统

一。所以，我们要从社会现实基础来理解、看待、贯

彻、发展法律，以推进法制建设的深入发展。１９４９
年到１９５６年我们以法律确认、巩固和发展了新生的
人民政权，以新法制取代了旧法制，法制建设取得了

显著的成绩，这主要是由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

代领导人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发展现状、社会主

要矛盾和社会中心任务进行了准确地分析和判断，

是立足于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和整

体社会现实基础，来确立法制建设的任务、原则和内

容的，是尊重和遵循法律的客观物质性和社会制约

性的成果。但１９５７年直至 １９７６年“文化大革命”
结束之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中国的社会现实、主要

矛盾的评判失去了客观标准，基于主观臆断做出了

错误判断，再次将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确定为社会

的总任务，将人民内部矛盾不断扩大为敌我矛盾，以

依托群众运动产生的不稳定的政策代替了法律来管

理国家和社会，前期制定的与新政权和新社会的现

实基础相适应的法律法规被轻视甚至被抛弃，法制

建设停滞不前直至倒退、破坏。这是轻视、忽视甚至

无视法的客观物质性的结果。这一时期我们的政权

已经得到巩固，社会生产力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

复和发展，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由阶级矛盾转变为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

力之间的矛盾，与之相适应经济发展、秩序稳定等更

需要民主法制建设不断加强，以法制来保障人民权

利、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营造稳定的社会环境，为发

展生产力、增强国力来保驾护航。但我们没有认清

当时的社会现实对法制建设的迫切需要，而导致法

律虚无主义肆意横行，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巨大的

灾难。所以，在依法治国的新时代，我们的社会发展

日新月异，这就要求我们时刻坚持法的客观物质性

和阶级意志性的辩证统一，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

场上，立足社会现实加强法治建设。

（二）法是阶级意志性和社会共同性的对立统

一

任何法都是同一定的阶级相联系的，是为特定

的阶级服务的，法是经济上、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统

治阶级的意志的表现，反映统治阶级的利益、愿望和

要求，法具有鲜明的阶级意志性。但法律也具有社

会共同性，“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的物质

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

人的恣意横行。”［２］法既有阶级意志性，也有社会共

同性，是二者的对立统一。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阶

级意志性是核心，社会共同性是外层。但在政权已

经巩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社会的主

要矛盾，社会发展成为主要任务时，法律的阶级意志

性就要相对减弱，而其社会共同性就要加强。对于

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政权来说，法应

当体现的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的共同意

志”。建国之初（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５６年）的法制建设坚
持了法律的阶级本质，确认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

民主专政的国体，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制定了一

系列的法律法规，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保

障了人民群众的权利和利益。但由于党对法的阶级

意志性进行简单化、片面化、扩大化的理解和运用，

导致了阶级斗争为纲、群众专政、无法无天的乱象的

发生。在１９５７年至１９７６年期间，“公民在法律面前
一律平等”和“既往不咎”等基本原则被视为是抹杀

了法律的阶级性；辩护制度、律师制度被认定为是替

坏人说话、为敌人开脱；公民的权利应得到保障，被

视为是文革运动对象的保护伞；群众路线被视为是

法制工作威力的来源；随意的政策被视为是党的生

命和行动指南……在社会发展已经代替阶级斗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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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我们仍用简单的、片面的法律

阶级本质思想为指导，以盲目的多数群众、少数人或

个别领导人的意志来代替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意志，

对具有科学性、合理性的法律原则、法律制度等予以

批判、否定直至抛弃，用法律的阶级性来掩盖、淹没

法律的社会共同性，从而否定法律存在的必然性和

必要性，给中国当时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带来了

不可挽回的破坏和损失。在当今，我们不仅要坚持

社会主义法律的阶级性即坚持党的领导，也要不断

增强法律的社会共同性。

（三）法是历史继承性和阶级意志性的辩证统

一

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和反映，具有阶级

意志性。“如果统治者意志失去了自己的统治……

法和法律有时也可能‘继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不再是统治者的了，而是只剩下一个名

义”［３］３７９，这说明随着政权的更迭、统治者的变化，旧

法所维护的旧统治阶级的利益会随着消失，但其所

体现的一些原则、内容、术语等将会作为人类的法律

文化遗产而被保留、沉淀和继承。法律总是在吸收

历史上相关法律思想以及法律规范的基础上创造

的，即法律具有历史继承性。法律是历史继承性和

阶级意志性的统一。马克思强调工人阶级在建立自

己政权的同时要不失时机的创建人民的革命法制，

要用革命的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彻底摧

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统治支柱及其法律体系。建

国之初，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的这一论断与中国的

实际相结合，来积极探索和推进中国的法制建设，对

彻底废除旧法律的态度非常坚决，并通过制定一系

列新的法律法规完全取代了旧法律。１９５４年在党
的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董必武明确要求：

“旧的法律一定要彻底废除，彻底粉碎，不能让它留

下任何痕迹。”［４］我们轻视法律的历史继承性，仅从

阶级的立场考虑，将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及其一切

法律法令、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一切法律均视

为反动的、反人民的法律，而全盘否定、彻底废除、完

全排斥，我们不仅总体上取代了旧法制，而且将旧法

律中反映人类法治文明的优秀文化成果的有益成分

也全部抛弃，即“把小孩子和水一起从澡盆里泼出

去了”。［５］同时，无视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基本国情，

完全照抄照搬苏联的法学理论和法制建设经验，导

致法制建设无法与中华文化相融合、与中国国情相

适应。教条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造成了中国法律

文化的中断、法律权威的摧毁和法制建设的艰难。

今天，我们在坚持法律的阶级意志性的同时，必须充

分认识到法律的历史继承性，将中国和世界的优秀

法律文化成果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相融合，以形成具

有科学性、先进性、民族性的中国法律体系。

（四）法是政治统治职能和社会公共职能的有

机统一

统治阶级除了必须以国家的形式组织自己的力

量外，还必须将其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即具有普遍

性统治力量的法律这种一般表现形式。国家作为有

机整体，其在执行政治统治职能的同时，还要执行发

展经济、改善民生、丰富文化、改善环境、稳定秩序等

经济调控及其他社会公共职能，而法作为整个国家

机器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必然内在地要求其体现和

履行政治统治职能和社会公共职能。建国之初，新

中国颁布了一系列体现统治职能和社会职能的法

律，为人民确立了新的生活重心和生活方式，并利用

在群众运动中产生的一系列法条法令，取得了“镇

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巩固政权的斗争的胜

利，这时法律充分展现了其作为政治统治工具的职

能。但在经济发展代替政治斗争成为社会中心任务

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仍然片面地、过分地强调法作为

政治统治工具的价值，而使法律完全沦为政治统治

的工具，法律的社会公共职能被彻底抹灭，使得法律

在经济、文化、生产生活等领域完全缺失。“政策是

法律的灵魂，法律是政策的表现”“政策的社会职能

高于法律”“法律束缚人民群众手脚”［６］，具有强烈

政治统治手段色彩的政策代替法律走向前台；“大

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

群众运动，在没有法律约束、规范和调整的情况下，

大规模地任意地开展和扩大，群众运动取代了经济、

文化和法制建设成为社会生产生活的主要方式；党

内少数人或领导人的意志代替法律成为人们行动的

指南和行为的规范，无视法律、以党代政、群众办案、

任意裁决成为社会常态……“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

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

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性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３］５２３

即法的政治统治职能的实现必须以其社会公共职能

为基础，尤其是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和谐发展成为

主题的今天，我们更要注重法律的社会公共职能。

（五）法是价值性和实践性的辩证统一

法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本质上仍然属于价

值观的范畴。法律主要是规定人们应为什么、不应

为什么及行为的后果，从而规范和调整人们的行为

以满足自身生存和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是立足于

社会物质基础而产生的对人们交往的价值判断或要

求。这种价值观需要以其为指导，通过立法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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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来贯彻、司法来落实等一系列法制实践活动来

实现，法是价值性和实践性的统一。“五四宪法”、

《婚姻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人民法院组

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确

立了平等、自由、民主、公平等价值观，规定 “公民在

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司法独立”“依法办事”等基本

原则，但并未在实践中得到落实和贯彻，尤其是在

１９５７年至１９７６年，公民的权利被任意践踏、司法机
关被摧毁、群众代替司法机关任意裁判、司法行政合

二为一、高度集权代替自由民主……立法的停滞、司

法的瘫痪、行政的混乱等法制实践的不足，导致蕴含

着合理价值观的法律沦为一纸空文，价值观成为一

种空洞的口号，而使法律调整和规范人们的行为、为

社会发展提供动力和保障的作用无从发挥、无法实

现。今天，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和内容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更需要法治建设的实践来

贯彻和丰富。

法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是随着社会

发展而不断变化发展的，法是一门历史性的科学，具

有历史的阶段性和连续性，每一个新的时代的法律

和法治建设都包含着对前一时代经验和教训的总

结、批判、继承、创新和提高，“依法治国”的大转折

和新拓展，是我们反思前期法制建设后，深入探索而

开辟的法治建设的新道路。今天，要不断开创“依

法治国”的新局面，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７８年我国法制建设
的历史我们不能绕过去，我们要以此为鉴，牢固坚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律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执

政共同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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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ｌｅ’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ｉｆｅａｒｅ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Ｉｔｉ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ｏｌｉｓｔｔｈｅ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ｌｅｇ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ｉｓ
ｐｅｒｉｏｄ，ａｎｄｔｏｍａｋｅ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ｓｕｍｍａｒｙａｎｄ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ｎｉｔｓ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ｌｅｓｓ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ｒｕｌｉｎｇｂｙ
ｌａｗ，ｉｔｃａｎｐｒｏｖｉｄｅｕｓａ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Ｉｔｉ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ｐａｒｔｏｆｌｅｇ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Ｗｅｍｕｓｔａ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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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２０１７年是我国碳交易建设的关键年份。然而，当前我国碳交易现状喜忧掺杂，未来碳
交易如何建设尚不明确，各管理规则间存在冲突或监管盲区。从纷繁的数据中整理出当前我国碳交

易现状，结合ＥＵＥＴＳ的经验和教训，对当前《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予以改进，并提出新的设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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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排放交易是指碳排放权的交易。碳排放权的
产生来源于权利抽象化，在 ＣＯ２等温室气体上设置
一抽象权利，即碳排放权，占有人享有合法排放的权

利。交易则产生于配额设置。数个排放权的集合构

成配额，对其设置一定的限额，即产生资源的稀缺效

应，配额的流通需求由此产生。在碳排放市场上，自

由流通的是有别于碳排放实体的排放配额。这一虚

拟交易模式，是如何产生的？其机制如何运行？我

国当前的现状又是如何？是否有可改进的空间？这

是当前我国碳排放交易建设所面临的困惑。

一、碳排放交易机制溯源

同其他交易机制一样，碳排放交易机制历经了

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早在２０世纪初，碳排放交易
机制理论萌芽。至《京都议定书》设定 ＥＴ、ＪＩ、ＣＤＭ
三种履约机制，碳排放交易机制框架初现，碳排放交

易开始由理论走向实践。

（一）制度基石：排污权理论

碳排放交易理论可追溯至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那
时人们已开始意识到，环境问题是一个待解决的问

题，而其根源在于外部性，以人为方式予以干预迫切

且必要。正因“环境问题中的外部性理论，描述的

是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差异”，“环境和资源

问题通常是外部不经济性导致，以‘公共物品的悲

剧’为代表”［１］１１，将外部成本内部化，以解决外部性

问题，已成为环境经济学家们的共识。

然而，如何内部化，环境经济学界却不能形成统

一定论。以庇古为代表的庇古理论，主张以税收手

段，向污染者征收边际净私人产品和边际净社会产

品的差额（即“庇古税”），使外部成本内部化；而以

科斯为代表的产权理论，主张通过界定产权和市场

交易使外部成本内部化。这两者旗鼓相当，难分胜

负，并直接产生“碳税”和“碳交易”两种模式。碳排

放交易产生于产权理论，通过污染物产权的界定，产

权持有人获得排污的权利，并可将此放置于市场上

交易。

在理论上探讨产权交易如何运用于实际则至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１９６６年，克洛克探讨了在空气污
染中产权理论的可适用性。１９６８年，戴尔斯探讨了
在水体污染中产权理论的可适用性，并提出将污水

排放量划分为等额份额。１９７１年，包谟和奥特斯设
计了一个可实现预定环境目标的收费系统，以此得

出市场交易中的价格由供需主体交互影响决定，优

于税收中价格的确定方式。１９７２年，蒙哥马利证明
了在排放地点为关键因素的情况下，存在成本效率

化的配额平衡市场。［１］１２－１３

（二）框架初建：《京都议定书》

将产权交易模式实际运用到环境治理中则为更

晚。碳排放交易的实践以《京都议定书》为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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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框架下，《京都议定书》

设定了排放贸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ｒａｄｉｎｇ，
ＩＥＴ）、联合履约（Ｊｏｉｎｔ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ＪＩ）、清洁发展
（Ｃｌｅａ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ＣＤＭ）三种灵活履
约机制。

ＩＥＴ规定于《京都议定书》第１７条，“当一个发
达国家（附件一）履约方可能超量排放温室气体时，

可以向另一个有多余排放份额的发达国家（附件

一）购买份额，以达到限量排放的承诺”［２］２４６。ＪＩ规
定于《京都议定书》第６条，“发达国家（附件一）可
以向其他发达国家（附件一）转让或获得减排数量，

但这些减排数量必须通过特定项目产生，且这类项

目的成立有严格的规定：经有关缔约方批准；能够减

少温室气体‘源的排放’或增加‘汇的消除’；且必须

遵守第５和７条的相关义务等”［２］２４４。ＣＤＭ规定于
《京都议定书》第１２条，“协助发展中国家（附件二）
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有益于框架公约的最终目标，并

协助发达国家（附件一）遵守量化限制和减排承

诺”［２］２４６。

具体来说，ＩＥＴ是发生于发达国家之间，以配额
直接在市场交易的履约模式。ＪＩ是发生于发达国家
之间，通过项目产生减排量，经核证后用于配额抵消

的履约模式。而ＣＤＭ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进
行项目合作，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

金，包括低碳减排技术，减排产生的减排额度用于发

达国家配额抵消的履约机制。从主体而言，ＩＥＴ和
ＪＩ发生于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ＣＤＭ发生于发
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从内容而言，ＩＥＴ是配额
的直接交易，ＪＩ和ＣＤＭ是基于项目产生的核证减排
量进行配额抵消。

作为量化限制和削减排放的履行方式，三类京

都机制的确有弹性、多元性和可替代，然而，作为国

际履约方式，京都机制更多规制的是国家间减排贸

易，对于一国内部的碳排放交易机制设计，京都机制

并不具有太多的适用性。更何况，京都机制本身存

在一些未决的规则问题。例如，ＪＩ被定位是“缔约
方国内削减行为的‘补充’”，然而如何界定“补充”？

主体性国内减排与补充性联合履约之间的界限如何

划定？ＣＤＭ并没有“补充”的限定，发达国家是否可
以放弃国内减排，完全通过履约机制完成承诺的减

排目标？ＩＥＴ的可交易配额，其数量如何确定？是
否限量？若不限量，如何防范恶性交易？［２］２４８－２５２

二、我国碳排放交易机制现状分析

（一）碳政策演进

碳排放交易初建始于１９９７年《京都议定书》，

ＩＥＴ、ＪＩ、ＣＤＭ履约机制构建了碳排放交易大体框架。
至２００５年以后，我国在碳排放交易平台的行动日渐
活跃。２００９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我国政府承
诺，到２０２０年我国单位 ＧＤＰＣＯ２排放要比２００５年
下降４０％—４５％。２０１１年，国家发改委下发《关于
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我国碳排放

交易进入实践阶段，北京、上海、天津、湖北、广东、重

庆、深圳７省市被作为碳排放交易试点地区。２０１２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印发“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

排放工作方案的通知》，自愿减排交易机制建立，碳

排放交易市场建设总体方案亟待明确。２０１４年，中
美发布《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我国政府承诺，到

２０３０年我国ＣＯ２排放的峰值阶段，非化石能源占一
次能源消费比重要提高到２０％左右。２０１５年，我国
向联合国提交《国家自主贡献》，再次重申，到２０２０
年单位 ＧＤＰＣＯ２ 排放要比 ２００５年下降 ４０％—
４５％，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要达到１５％
左右。同年，《巴黎协定》通过，第６条“允许缔约方
对碳排放的配额进行国际交易，以达到减排目标”，

再次为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丰富市场化减排机制

提供了法律依据。２０１６年，国务院发布《“十三五”
国家温室气体控制方案》，提出建立全国碳交易市

场和碳交易制度的总目标。同年，国家发改委科技

部、外交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切实做好全国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重点工作的通知》，强调

２０１７年应确保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并发挥市场
化机制在全国碳市场的决定性配置作用。

与此同时，各交易管理办法也相继出台。在交

易制度方面，２０１１年，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外交部
和财政部联合发布《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

法（修订）》，国家发改委２０１２年发布《温室气体自
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２０１４年发布《碳排放权
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在排放报告方面，２０１４年，国
家发改委发布《关于组织开展重点企（事）业单位温

室气体排放报告工作的通知》，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国家
发改委分批次发布《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

法与报告指南》；在行业政策方面，《林业应对气候

变化“十二五”行动要点》《林业应对气候变化“十三

五”行动要点》《交通运输行业节能减排工作要点》

《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金融业发展和

改革“十三五”规划》等行业专项政策发布。［３］各试

点也制定了相应的实施细则。广东先后发布《广东

省碳排放管理试行办法》《广东省碳排放配额管理

实施细则》《广东省企业碳排放信息报告与核查实

施细则（试行）》；上海先后发布《上海市碳排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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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办法》《上海市碳排放核查第三方机构管理暂

行办法》《上海市碳排放核查工作规则（试行）》；北

京先后发布《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

行）》《北京市碳排放配额场外交易实施细则（试

行）》《北京市碳排放权抵消管理办法》；天津发布

《天津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重庆发布

《重庆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深圳发布

《深圳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二）碳市场建设

除了政策发布外，碳市场建设也在进行。２０１１
年，随着七省市试点，北上广深、天津、重庆、湖北七

交易所成立。２０１３年，七交易所开始运行①，碳交易

正式启动。２０１６年，第八个试点福建市场设立，相
比较成立时间早、根基深、管理办法完备的前七个试

点，福建碳市场稍显不足。但其纳入陶瓷行业，开发

林业碳汇项目，为全国首创；按照国家核算标准建立

市场，为全国唯一；且交易品种全、产品新，碳金融产

品丰富②，首日成交量即超前七个试点。［４］

在试点之外，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建设也逐步

展开。２０１３年，国家发改委启动全国碳市场建设工
作，２０１６年国家发改委发文指出，应确保２０１７年启
动全国性碳交易。当前，全国碳市场仍在建设中，但

启动思路略有微调。一是由原先八个行业限缩为三

个行业。依据２０１６年《关于切实做好全国碳排放
权交易市场启动重点工作的通知》，第一阶段应覆

盖八大行业③的重点排放企业，但因部分省份核查

与复查工作进度拖后，报送数据质量较低，又因“电

力、电解铝、水泥”产品比较单一，内部工艺流程简

单，数据基础好，分配方法容易制定，行业之间争议

小，且排放量占比大，因此首批只纳入这三个行业。

二是启动时间略有延后。依据《通知》，２０１６年应出
台并实施配额分配方案，２０１７年第一季度，中央及
地方应完成配额总量的设定和分配，但至２０１７年７
月底，三大行业的配额分配方案初定，全国碳市场的

配套支撑系统建设方案尚未确定，碳市场建设实际

进度或有所延迟。三是在全国统一碳市场启动后，

八试点市场并不立刻退出，而是与全国市场并行一

段时间。［５］

（三）碳交易追踪

总体而言，我国碳交易规模和体量可观。据初

步估算，在当前只纳入电力、水泥、电解铝三个行业

的情况下，启动初期配额规模将达５０亿吨 ＣＯ２，相
当于欧洲碳市场的２．５倍。

从试点现状来看，八个试点市场覆盖多个行业

的数千家企业，交易势态良好。至２０１７年５月，各

试点累计交易量达１．６亿吨，成交额达３７亿元；仅
２０１６年一年碳现货成交量达６４００万吨，较２０１５年
增长８０％，交易额达 １０．４５亿元，较 ２０１５年增长
２２．１％。

但各试点之间交易状况呈不均衡态势。从交易

量来看，湖北交易总量最大，达４３２９．５万吨，市场占
比３６．３％；广东次之，３０２０．３万吨，占比２５．３％；深
圳和上海位列第三、第四，分别占比１５．６％、８．３％；
其余四试点交易量较小，占比均不足６％。从交易
额来看，湖北因交易量大，交易额也高达８．３亿元，
占比３２．３％；深圳位列第二，成交额６．１亿元，占比
２３．７％；广东第三，４．４亿元，占比１７．２％；北京、上
海分别为第四、第五，占比１３．６％、８．５％；其余三省
市交易量较小，占比均不足３％。从碳价来看，各试
点碳价不一，且差距较大。北京碳价最高，为第一层

级，５０元／吨；深圳、上海、福建为第二层级，在３０—
４０元／吨波动；广东、天津、湖北为第三层级，在 １０
元／吨左右；重庆为第四层级，在１．５元／吨左右。④

同时，存在碳价波动明显、高开低走的问题。以深圳

为例，２０１３年 ６月，深圳碳交易所以成交价为 ２９
元／吨开市，碳价大幅攀升，９月９日至第一个峰值，
８４．５元／吨，１０月１４日，至历史最高值，１０６．１元／
吨，此后急速回落，至 ２０１６年 ８月 ２２日达最低值
２４．２元／吨。以广东为例，广东以 ６０元／吨开市，
２０１４年５月１９日达最高值７４．６元／吨，此后大幅走
低，直至在１０元／吨徘徊。除了交易双方存在信息
不对称的因素外，对碳市场本身认识不足、预测失误

也是碳价高开低走、波动起伏的原因之一。⑤

在碳交易的履约部分，从已公布的信息来看⑥，

当前我国碳市场的履约情况良好。２０１７年，北京、
天津、广东试点已１００％完成履约；上海、深圳、福建
履约率超过９５％。其中，广东碳交易所在常规履约
外，有所创新，首次引进碳普惠核证自愿减排量

（ＰＨＣＥＲ）机制，企业自愿实施节水、节电或增加绿
色碳汇等低碳减排行为所产生的减排量，可用于抵

消其实际减排量。

在碳金融方面，各碳市场仍是以碳现货交易为

主，碳金融交易稀少。一方面，碳金融产品开发技术

不成熟，另一方面，交易主体对碳金融市场和产品认

识度不足。当前，我国已开始碳金融产品开发的尝

试。如福建省开发碳配额抵押贷款业务，广东、上

海、湖北开发碳远期产品，深圳、重庆等开发碳配额

质押贷款业务，深圳、湖北等开发碳配额托管业务，

上海开发碳配额回购业务，北京开发碳期权产品，以

及深圳开发碳债券、北京开发场外掉期⑦合约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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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ＥＵＥＴＳ镜鉴下我国碳交易制度设计
（一）我国碳排放交易机制的局限性反思

从我国碳排放交易机制的现状来看，主要存在

四个问题。

一是碳市场不活跃，碳交易多集中于履约期。

根据统计，２０１４年首次履约，试点市场７０％以上的
交易集中于履约期，２０１７年有所降低，但仍达５０％
以上。交易多是对配额的暂时急需，而非利用碳交

易实现自主减排。

二是碳市场的碳价偏低，不能反映真实减排成

本。依据ＩＣＡＰ（国际碳行动伙伴组织）发布的最新
数据，加利福尼亚－魁北克碳排放交易体系的碳价
为１３．８美元／吨，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为５．４５美元／
吨，韩国为 １８．８１美元／吨，新西兰为 １２．０１美元／
吨，加拿大安大略省为１４．２美元／吨；而我国市场最
高北京为７．５３美元／吨，最低重庆仅０．２２美元／吨，
其余集中于 ２—５美元／吨之间，碳价总体偏低⑧。

同时，碳价并没有真实反映减排成本。通过宏观计

量模型测算，企业的边际减排成本应为当前均价的

一倍左右。我国碳交易多是企业在履约时对配额的

短期需求，不能反映碳市场长期的供求关系，也不能

体现企业的减排成本。［６］

三是碳金融市场不够成熟。尽管当前我国碳市

场存在碳配额抵押、碳远期、碳配额质押、碳配额托

管、碳配额回购、碳期权等多种碳金融形式，但普遍

体量小、频次低、结构较为简单，且处于试水阶段，可

复制性差，存在一定局限。［７］

四是当前的试点市场发展不均衡，交易量、交易

额、交易单价均参差不齐。碳市场本身又具有封闭

性，交易不能自由地跨区域进行，更加放大了不均衡

的缺陷。而更关键的是，规制交易机制的法规政策

存在冲突或监管盲区。一是地区与地区之间管理政

策各有差异。如覆盖行业范围，深圳、上海、广东覆

盖范围较广，深圳覆盖２６个行业，上海和广东对工
业和非工业企业均进行覆盖；而北京、天津、湖北、重

庆则严格限定行业，北京、天津、重庆仅限定６个行
业，多集中在高能耗重工业，湖北也仅限定８个行
业。又如配额分配规则，在配额分配频率方面，上海

为一次性发放三年，其余６个试点为一年一发；在有
偿分配比例方面，广东为“２０１３年，免费９７％，有偿
３％，２０１４年起，３％无需购买”，其余６个试点为免
费；在是否允许拍卖方面，重庆未予说明，其余６个
试点允许。再如ＣＣＥＲ抵扣规则，在抵扣比例方面，
七省市都要求 ＣＣＥＲ的抵扣不能超过一定比例，但
又有所区别，深圳、天津、重庆是不超过当年排放量

的一定比例
⑨
，上海、北京、湖北是不超过配额的一

定比例⑩，广东是不超过上年排放量的１０％；在地域
限制方面，深圳、上海、天津、重庆对用于抵扣的

ＣＣＥＲ的来源没有限制，北京要求至少５０％来自市
内，广东要求至少７０％来自省内，湖北则要求全部
来自省内。［８］二是作为现行全国碳交易管理规则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

法》）存在局限性。比如，配额的确定标准应采用

“历史法”还是“基准线法”，如何扩大“有偿分配”

的比例；ＣＣＥＲ是否用于跨地区抵消，能否用于全国
碳市场；碳交易机制内部自愿减排市场与强制减排

市场如何协调，碳交易机制与外部其他环保机制，如

用能权交易机制、节能量交易机制之间如何协调；如

何处理全国碳市场与试点碳市场并行之间的冲突；

这些《暂行办法》未予规定。

（二）ＥＵＥＴＳ制度镜鉴
ＥＵＥＴ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ｒａｄｉｎｇＳｃｈｅｍｅ，

缩写为 ＥＵＥＴＳ，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于 ２００５
年成立，覆盖２８个欧盟成员国和３个非成员国，是
目前全球建立时间最早、覆盖地区最广、交易规模最

大的跨地区强制总量控制交易体系［９］。ＥＵＥＴＳ作
为发展最成熟的碳交易机制，其留下的经验和教训

可以给我们一些借鉴。

１．ＥＵＥＴＳ的显著特征
ＥＵＥＴＳ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三个显著特征。一

是分阶段实施。ＥＵＥＴＳ将整个机制的运行划分为
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２００５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０７年
１２月３１日，为试验阶段，主要目的在于获得运行经
验，为正式运行奠定基础，该阶段以小范围、局部性

试验为主瑏瑡。第二阶段自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２
年１２月３１日，为正式运行阶段。第三阶段自２０１３
年至２０２０年，为深化改革阶段。二是总量限制与交
易（ｃａｐ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ＥＵＥＴＳ设定 ｃａｐ制度，用量化
的方式来设定配额总量瑏瑢，以此来决定配额稀缺程

度。当配额总量设定得越小，配额稀缺性越高，配额

交易价越高，减排成本也越高，因此，ｃａｐ制度被认
为是基于数量的环境政策工具。［１］１８在此基础上，

ＥＵＥＴＳ允许在配额额度内，交易主体根据自己的供
需，进行配额交易。三是开放性对接。ＥＵＥＴＳ并非
封闭的局域性碳交易体系，而是允许与其他排放交

易体系相衔接，如基于 ＣＤＭ与 ＪＩ产生的碳减排信
用可以转化为一定配额，用于抵消。［１０］

２．ＥＵＥＴＳ的困境与改革
在机制运行中，ＥＵＥＴＳ也曾深陷过各种困境沼

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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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配额总量设定不合理，导致配额过剩。在

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ＥＵＥＴＳ对配额总量的确定是
以国家分配计划（ＮＡＰｓ）的方式，这是一种“自下而
上”的方式，先由各成员国根据本国碳排放目标和

实际情况设定本国的碳排放配额总量，再由欧盟委

员会审核批准，最后将审批过的各国总量汇总，形成

ＥＵＥＴＳ的配额总量。这种方式带来的问题是，各国
出于各自利益的考量，为防止本国企业因配额不足

购买配额而导致生产成本上升，会提交远远高于实

际排放量的配额总量。因投放到市场的配额总量远

远高于实际排放量，碳市场出现配额过剩。

其二，因配额过剩、免费发放和禁配额存储，导

致碳交易价格低迷。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ＥＵ
ＥＴＳ采取的是“免费为主，拍卖为辅”的配额发放方
式。在第一阶段，免费的占比超过总配额的９５％，
即使是在第二阶段，免费的占比也超过总配额的

９０％。免费占比过高，使得配额的获得成本过低；又
因配额过剩，使得市场呈现供过于求的趋势；加之禁

配额存储，一期的配额不得用于二期，碳价持续走

低，直至２００７年底跌至０。
其三，因测量标准的不合理设计，导致配额分配

向减排低效企业倾斜，加剧 ＥＵＥＴＳ市场的不公平
性。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ＥＵＥＴＳ采取的测量标
准是历史法，即以该企业过去３—５年的历史排放数
据为依据进行配额分配［１１］。在这种“祖父原则”的

分配标准下，高能耗、高排放企业获得高配额，低能

耗、低排放企业却获得更少配额。此情形下，污染者

非但不付费，反而可以获得意外收益，而采用新能源

或清洁能源，进行减排成本付出的企业却可能因此

配额不足，购买配额造成进一步成本支出。同时，

ＥＵＥＴＳ还存在信用抵消机制过于宽松，导致抵消滥
用，碳价进一步降低等问题。

在沼泽困境中，ＥＵＥＴＳ寻求改革。
在第三阶段，针对配额过剩问题，ＥＵＥＴＳ将配

额总量的设定方式由“自下而上”的国家分配计划

（ＮＡＰｓ）改为“自上而下”的欧盟整体限额（ＥＵ－
ｗｉｄｅＣａｐｓ）。总体原则是，先由欧盟设定 ＥＵＥＴＳ的
配额总量，再根据充分协调原则分配到各成员国，具

体到对ＥＵＥＴＳ配额总量的确定，则是先依据第二阶
段配额总量的平均水平，确定第三阶段第一年度的

配额总量，往后每年下调１．７５％，以此控制配额过
度发放，防止配额丧失稀缺性。对于碳价低迷，ＥＵ
ＥＴＳ采取了多重手段。一是逐步将免费为主过渡为
拍卖为主。在第三阶段第一年度，ＥＵＥＴＳ将以拍卖
方式发放的占比由１０％提升到４０％，其中，电力行

业要求实现１００％全面拍卖，存在碳泄漏风险的行
业应逐步提升拍卖占比，直至２０２７年达到１００％。
二是取消配额存储限制。原先的规定是一期配额在

二期实施后４个月失效，一期配额无法在二期使用。
而新一轮的改革规定，二期配额可以无限制地存储

到三期使用，以防止配额在失效前大量抛售，碳价走

低。对于配额分配不公平问题，ＥＵＥＴＳ摒弃历史
法，改采基准线法。基准线法的思路是以某企业单

位产品碳排放率最低（碳效率最高）的１０％作为基
准线，其与产量的乘积为该企业的配额。这种方式

因行业、企业的不同而不同，防止配额向高污染企业

倾斜。同时，对于信用抵消机制，在第三阶段 ＥＵ
ＥＴＳ作出严格限定。对于因 ＣＤＭ和 ＪＩ项目产生的
ＥＲＵ瑏瑣，２０１３年以前已注册的，可与配额相抵，对于
２０１３年以后注册的，只有与最不发达国家项目合作
产生的ＥＲＵ才可与配额相抵，同时可抵消的信用总
量不得超过ＥＵＥＴＳ总配额的５０％。［１２］

（三）我国碳排放交易机制细节性思考

１．ＥＵＥＴＳ视域下的制度借鉴
第一，在总量限制制度部分，我国应合理设置配

额总量，防止出现配额过剩。现行《暂行办法》第８
条规定，由国家发改委综合各种因素，确定国家及各

省市的排放配额总量。依据《暂行办法》，全国碳市

场配额总量的设定方式是“由上而下”，有别于现行

试点“由下而上”。问题在于，未来全国碳市场将与

试点碳市场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并行，这期间配额

总量如何分配？是统一由国家发改委设定所有地区

配额，包括试点地区？还是国家发改委设定除试点

地区以外的配额总量，试点地区由其自行决定？如

果统一由国家发改委设定，目前全国碳市场采集到

的数据仅“电力、电解铝、水泥”三个行业，当前可能

仅在这三个行业内分配配额，而试点市场内部远远

不止这三个行业，剩余行业的配额由谁来分配？若

由试点地区自行决定其配额，是否会出现类似 ＥＵ
ＥＴＳ各成员国谎报配额的情形，造成碳市场的不正
当竞争？另一个问题是，配额总量的计量标准是什

么，《暂行办法》对此并未作出规定。查阅各交易所

《碳排放管理试行办法》，也未予以明确规定。上

海、广东等试点《碳排放配额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中采历史法与基准法并行。未来全国碳市场应采何

种标准？

依据ＥＵＥＴＳ的历史经验，在减排效率方面，“由
上而下”的集中决策方式优于“由下而上”的分散决

策方式，因此在未来，应当采“由上而下”的决策方

式———统一由国家发改委设定所有地区配额。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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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基础数据的不足，无法在更多行业设定配额，有

必要设计过渡衔接机制。在初期，由全国市场与试

点市场并行，全国市场设定“电力、电解铝、水泥”三

个行业的总配额，试点以外其他地区的企业，可在全

国市场交易配额，试点市场依据历史排放量设定配

额，并依照一定比例逐年递减，防止出现地方保护行

为。若此后行业基础数据不断补充完善，可逐步取

消试点市场，完全以全国市场为中心。对于测量标

准，同样，ＥＵＥＴＳ的经验告诉我们，基准线法不会倾
斜保护污染者，较历史法更有优越性。因此，在未

来，应以基准线法作为测量标准，并应逐步分行业确

立不同基准线，而非统一划定。

第二，在许可分配制度部分，配额如何在碳市场

主体之间分配，以防止分配的不公平性？《暂行办

法》第９条规定的“初期以免费分配为主，适时引入
有偿分配，并逐步提高其比例”，然而，“适时”究竟

为何时？“逐步”究竟为何步？ＥＵＥＴＳ是采分阶段
转变法，逐步由免费为主向拍卖为主。在第一、第二

阶段，ＥＵＥＴＳ以免费为主，在第三阶段，ＥＵＥＴＳ以拍
卖为主。其内在的原理是，在碳交易机制初期，因碳

金融尚不完备，以免费分配的方式是为换取市场的

接受度。而拍卖可增加配额的内在成本，进而使其

稀缺，这是碳排放交易机制的最终选择。因此，我国

也应划定阶段，在阶段初期，以免费为主，在阶段后

期，以拍卖为主。

第三，如何稳定碳价，防止碳价高开低走，并长

期低迷？ＥＵＥＴＳ的首次调控是折量拍卖，将原定于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拍卖的配额延迟至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拍
卖，但这仅是短期调整，无法彻底消除配额的结构性

过剩，因此，ＥＵＥＴＳ的二次调控意在结构性调控，主
要包括两种临时性碳价支持机制：碳低价机制和价

格管理储备配额制度。ＥＵＥＴＳ碳价调控的基本思
路分为调控碳价和配额数量两种方式。碳价调控是

直接调控，分为直接定价和限价两类。限价又包括

设置下限、上限和区间三类。配额数量调控是间接

调控，其方式是设定碳储备机制，当碳价过低，供过

于求时，将碳配额置于碳储备池内，防止碳价继续暴

跌；当碳价飙升，供不应求时，释放出碳储备池内的

配额，以平抑碳价。［１３］我国碳交易机制应该采直接

和间接调控相结合的模式。在直接调控方面，直接

定价违背了市场化原则，不宜采纳，而设置上限不易

操作，难以测算企业的真实减排成本，因此设置下限

是较为适宜的调控方式，而间接调控中的碳储备机

制充分地运用市场供求关系来调控价格，是市场化

的调控方式，应予借鉴。

２．ＥＵＥＴＳ视域外的制度反思
在交易制度方面，应当设置注册登记系统、交易

系统和结算、清算系统三大系统。《暂行办法》中仅

提及注册登记系统、交易系统，未规定结算、清算系

统，且对注册登记系统、交易系统的规定也缺乏细

化。另一问题是，未来全国市场是否允许个人参与

碳交易？《暂行办法》第１９条规定“符合规定的机
构和个人均可参与碳交易”，在试点实践中，仅是针

对排污企业，并不对个人开放。在未来全国碳市场，

个人是否可以参与交易？若允许个人参与交易，又

如何确定个人配额总量，如何确定实际排放量，谁又

作为第三方核证主体进行监测？

在柔性和灵活机制方面，作为一种灵活履约机

制，在非正常情形下可灵活履行配额清缴，其形式多

样，包括抵消机制（ＯＦＦｓｅｔ），储备机制（Ｂａｎｋｉｎｇ），借
贷机制（Ｂｏｒｒｏｗｉｎｇ）和安全阀触发机制（ＳａｆｅｔｙＶａｌ
ｕｅ）［１］２０。《暂行办法》规定了抵消机制和储备机制，
在未来全国碳市场，是否规定借贷机制和安全阀触

发机制？现有的抵消机制和储备机制是否进一步完

善？抵消机制是目前运用最广泛的柔性和灵活机

制，《京都议定书》中 ＪＩ和 ＣＤＭ均属其中。当前我
国已建立ＣＣＥＲ抵消机制和 ＰＨＣＥＲ瑏瑤抵消机制，但
尚未明确的是，ＣＣＥＲ抵消机制和 ＰＨＣＥＲ抵消机制
的关系如何定位。两者是并列关系还是包容关系？

如果是包容，又是谁包容谁？两者的适用地域是否

存在交叉？是否允许存在其他省市的 ＣＥＲ抵消机
制？同样，我国的储备机制也存在不明确的问题。

按照传统理解，储备机制是指企业将未用完的配额

或减排信用储存下来，留待将来使用或出售，有不跨

期和跨期储备两种。前者只允许在一个履约期内

（如ＥＵＥＴＳ的第一阶段）的不同年份使用，后者可
延伸至不同履约期。我国《暂行办法》第１１条仅规
定，“主管部门应在配额总量中预留一定数量，用于

有偿分配、市场调节、重大建设项目等”，对于储备

池内的配额何时使用，是跨期还是不跨期，未予确

定。

在处罚机制方面，我国《暂行办法》对违约企业

存在“责令履行、处罚和通报公告”三种处罚方式。

问题在于，处罚是否仅限于现金处罚，有无存在多倍

配额处罚的可能；就现金处罚而言，处罚的数额是否

毫无限制，是否应存在上限和下限；处罚是否又一概

而论，是否应依据违约严重程度，分级别设定处罚数

额。这些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四、结语

一个完整的碳交易机制应包含总量限制、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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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交易、核查监督、柔性和灵活机制、处罚机制六

大方面，在我国碳交易的现状下，当前《暂行办法》

仍存在一些不足。这些不足中，部分可借鉴 ＥＵＥＴＳ
的经验予以改进，部分是基于当前数据的局限，必须

待于未来解决。

注释：

①启动时间：深圳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８日；上海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６
日；北京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８日；广东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９日；天
津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６日；湖北２０１４年４月２日；重庆２０１４
年６月１９日。

②如浦发银行与海峡股权交易中心开发的碳排放权抵押融
资合作；兴业银行与多家碳资产管理机构合作开发的碳金

融创新项目。

③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电力、航空。
④上述数据为２０１７年７月１３日—７月２３日期间的碳价，数
据来源：中国碳交易网 －碳行情频道 －碳 Ｋ线，访问地
址：ｈｔｔｐ：／／ｋ．ｔａｎｊｉａｏｙｉ．ｃｏｍ／。

⑤数据来源：中国碳交易网－碳行情频道 －碳 Ｋ线，访问地
址：ｈｔｔｐ：／／ｋ．ｔａｎｊｉａｏｙｉ．ｃｏｍ／。

⑥湖北、重庆尚未公布。
⑦掉期，也称互换（ｓｗａｐ），是指在外汇市场上买进即期外汇
的同时又卖出同种货币的远期外汇，或者卖出即期外汇的

同时又买进同种货币的远期外汇。

⑧参见ＩＣＡＰ：全球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最新碳价，访问地
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ａｎｊｉａｏｙｉ．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１９２０－１．ｈｔｍｌ。

⑨分别是１０％、１０％、８％。
⑩分别是５％、５％、１０％。
瑏瑡例如，在交易对象方面，第一阶段只涉及 ＣＯ２的交易，而
非《京都议定书》要求的六种温室气体；在产业方面，第一

阶段只覆盖能源、钢铁、水泥、陶瓷等部分高能耗行业，并

设定企业的准入门槛。

瑏瑢欧洲排放单位（ＥＵＡ）。
瑏瑣ＥＵＥＴＳ体系下的ＣＥＲ（核证减排量）单位。
瑏瑤广州省省级碳普惠制核证减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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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朱砂开采技术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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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古代的朱砂开采技术分为勘探和采掘两类。对勘探技术的认识经历了从朱砂与黄
金伴生、沿石脉寻找、根据井水颜色及水气判断、朱砂多与温泉同生和矿脉多为线型及与石英石相伴

的变化过程。采掘技术经历了从使用传统工具到用火烧再到用火药爆破的过程。采掘时的照明先

后使用了火把、“亮子”、手电等工具。朱砂在开采中存在着通风不畅和排水不力等问题，开采效率

不可高估。中国古代朱砂开采技术随时代的发展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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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砂（Ｃｉｎｎａｂａｒｉｓ）又名丹砂、辰砂，是一种用途
广泛的特殊矿物和商品：从制作器物的颜料到女性

的化妆品和绘画所用朱色，从制作防腐剂到充当随

葬品，从氏族崇拜到宗教民俗，从炼丹到药材，从市

场交易品到货币替代物和官员俸禄，以及各种汞化

合物的合成，乃至成为地位和身份的象征，尤其是朱

砂被作为炼制“不死药”的必需品后，不仅被以道家

为代表的炼丹家所青睐，更为不少达官显贵、帝王将

相当作灵物和圣物。正因为此，朱砂在中国古代被

较早地认识、开发和利用，先秦古籍《尚书》《管子》

《山海经》、现存最古汉医方书《五十二病方》以及最

早药物学著作《神农本草经》等对其均有记载。无

论是自然科学领域还是社会科学领域，朱砂都是学

者们关注的主要对象，因此，学界有关朱砂的研究成

果相当丰富，但对古代朱砂开采技术的关注相对较

少，目前仅有《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１］《矿冶史

话》［２］《中国科学技术史·矿冶卷》［３］《中国古代的

寻矿理论和开采技术》［４］《历史时期武陵山区丹砂

产地分布及其变迁》［５］《贵州万山汞矿遗址调查报

告》［６］《中国古代金属矿和煤矿开采工程技术史》［７］

等论著涉及此项研究。朱砂开采技术主要分为勘探

和采掘两个方面。综观上述成果关于朱砂开采技术

的研究，多偏重于朱砂的冶炼、产地的分布和开采的

产量等内容，对勘探和采掘技术着墨不多，即便有零

星内容涉及此问题，然由于所用材料不充分，致使研

究既不全面也不完整。基于此，本文对中国古代朱

砂的勘探和采掘技术进一步总结，以帮助读者系统

了解中国古代朱砂的开采技术并由此丰富矿业开发

史的研究内容。

一、勘探技术

（一）唐代之前的勘探技术

采掘朱砂首先要明确其蕴藏的具体位置，即朱

砂产地，这就需要一定的勘探技术。先秦典籍《管

子》记载：“上有丹砂者，下有黄金。”［８］此语说明朱

砂与黄金伴生，产黄金之地即应为产朱砂之域。这

是先秦时期人们探寻朱砂产地的经验总结。虽然

《管子》未说明“上有丹砂者，下有黄金”的理论依

据，但后代的实践表明先秦时期古人对寻找朱砂产

地已有较高的认识水平，因为学者们通过对古代文

献的考证以及对近现代朱砂矿伴生物的检验，认为

此结论确切地反映了朱砂矿蕴藏的实际情况［１］。

东晋葛洪《抱朴子》卷１６《黄白》云：“山中有丹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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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下多有金。”［９］这与《管子》所载内容基本相同，说

明晋代对朱砂产地的勘探技术依然沿用了前代，进

展不大。

（二）唐至清代的勘探技术

唐代，“采之（朱砂）者，寻石脉而求”［１０］，说明

沿石脉可找到朱砂。宋代，“穴地数十尺，始见其

苗，乃白石耳”［１１］，这表明在找到石脉后，仍要在地

下开挖洞穴才能找到朱砂矿苗。明代对朱砂的勘探

技术有了新的认识，“水井有砂者，其水尽赤，每有

烟霞浴蒸之气”［１２］。此语说明人们可以从井水的颜

色及水气判断朱砂产地。较之于前代，明代对朱砂

的勘探技术无疑又前进了一步。清代对朱砂的探寻

有了更丰富的理论：“温泉生石隙中，下必有丹砂雄

黄之属。”［１３］这里明确了温泉与朱砂产地的关系，即

有温泉的地方多有朱砂产地。“穴岩察脉丹止一线

又多兼白石，所谓白带也。”［１４］由此可知，朱砂矿脉

多为线型且多与白石即石英石相伴。到了近代，朱

砂勘探技术有了进一步提高，所谓“万山与黄道乡

交界处地垒带之景象，出产水银朱砂”［１５］，以及“跟

踪石英细脉之夹有砂痕迹者追寻”，“矿床石脉既

多沿石层面而生，故其富集之处可量其厚薄”［１６］４８８

即是明证。

综上可知，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认识水平的

提高，朱砂的勘探技术在实践中不断进步，为朱砂的

采掘提供了有利条件。还要指出的是，尽管古代医

药学著作尤其是本草著作对朱砂有不少记载，但主

要是关于朱砂物理性状、产状和药用价值、用药方法

的论述，很少述及朱砂的勘探技术，颇有点遗憾。

二、采掘技术

采掘是开采朱砂的关键技术。就笔者目之所

及，未见文献关于先秦秦汉时期朱砂采掘技术的记

载，故而无从考究。南朝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云：

“采砂皆凿坎入数十丈许。”［１７］“凿坎”离不开斧、

锤、凿、钻、铲等常见工具，这说明当时主要用上述传

统器械挖洞以采掘朱砂。宋代《本草衍义》曰：“先

聚薪于井，满则纵火焚之。其青石壁迸裂处，即有小

龛，龛中自有白石床，其石如玉，床上乃生丹砂。”［１８］

《方舆胜览》载：“遇岁寒，獠以薪竹燔火爆石以取之

（辰砂）。”［１９］《溪蛮丛笑》称：“砂出万山之崖为最，

仡佬以火攻取。”［２０］上述所谓“纵火”“燔火”“以火

攻取”均是用火烧，此种开采方法被称为火爆法（亦

称“烧火窿”），它一方面是利用岩石高温受热后岩

石硬度发生变化以提高开石凿壁效率，另一方面则

是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在刚刚烧过的矿石上泼冷

水，使冷水渗入岩石缝内产生蒸汽，从而增加岩石破

裂的膨胀力［６］。这种方法自然比用斧锤开凿的效

率要高许多，说明采砂技术有所提高。明末之前基

本沿袭了宋代的方法：“土人欲觅（朱砂），多聚干

柴。纵火满井焚之，致壁迸裂，始见有石床如玉洁

白。”［２１］直到明末清初，今贵州铜仁一带始有人将火

药爆破技术用于开采朱砂 ［２２］，这无疑会大大提高

开采效率，铜仁“府南大万山，产砂，月可得万

斤”［２３］即是明证。道光末年，归化厅（今贵州紫云

县）开采朱砂，“由山腰凿入，颇中矿穴得矿砂”，且

“用铁铲攫取或用石炮轰开，然后用火烧炼”［２４］。

由山腰开凿，需要的技术自然要比在平地的高，同时

综合运用了凿取、炮轰、火烧等开采技术。火药爆破

和开采技术的综合运用反映了当时采砂技术的提

高。不过，从文献记载情况看，用火药爆破的方法并

不是每个朱砂矿井都能使用，地质结构比较复杂和

矿井较深的矿区依然采用斧凿铲攫的传统方法。

采掘朱砂往往要形成矿井，不同的矿井需要不

同的开采技术，因此，矿井类型的多样化即是开采技

术提高的另一标志。清代有多种类型的朱砂矿井，

“掘地而下曰井，平行而入曰觸，直而高者曰天平，

坠而斜者曰牛吸水”［２５］。如此多的矿井类型标志着

采砂技术的进步。

随着砂井深度的增加，照明技术成为必需。宋

代辰州沅陵县（今湖南沅陵县），“有砂井，土人采

取，入井火把行二里，烧石取之”［２６］。这种火把照明

主要是运用固定式灯龛法，在井巷中凿壁为龛，放置

陶灯盏照明［６］。明代务川县，“有板场、木悠、岩前

等，坑砂产其中，坑深约十五六里，居人以皮为帽，悬

灯于额，入而采之，经宿乃出”［２６］。所谓“悬灯于

额”是指在矿坑中把灯悬挂在头上面的岩石上，这

种灯称作“亮子”（“以铁为之，如灯盏碟而大，可盛

油半斤。其柄长五六寸，柄有钩，另有铁棍长一尺，

末为眼以受盏，钩上仍有钩，可挂于套头上”［７］）。

很明显，“亮子”的使用比火把的效果要好，这表明

照明技术有所提高。不过这种技术不可高估，务川

县板场附近，“因其（朱砂）洞已深至十余丈，灯入无

光，故弃之也。”［２７］清末民初，贵州某些地方的采砂

开始使用手电照明［１６］４９３，这与火把和“悬灯于额”相

比，显然是照明技术的又一进步。

排水技术也很关键。如果矿井内的积水不及时

排出，矿工就无法入内采挖，最终导致矿坑废弃。

“詹前沟产砂，惟矿洞水深，竭泽匪易，道光末，湘

人某以水车修之，水涸矿见，控获砂数百斤，而水

复至，知其终不可采，乃弃之。”［２６］显然，由于排水技

术不高，该处朱砂开采受到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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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技术亦不容忽视。贵州铜仁万山冷风洞朱

砂矿，“因支道急转，废石堆塞，空气急（极）不流通，

灯火已不能燃，矿工利用手电工作，因呼吸窒塞，短

时间内即须退出总道休息”。某些矿井因通风不

畅，矿道内呼吸困难，矿工仅能从事四个小时左右的

开采［１６］４８８。由此可见，通风技术落后造成了采砂者

呼吸窒塞，无法使其连续工作，这无疑给采挖带了严

重的负面影响。

上述关于朱砂采掘过程中排水和通风技术存在

问题的记载主要见于清末民国文献。采砂技术较前

代进步的清末民国既然存在着上述问题，古代则更

不用说。这些问题在清末民国已被采砂者重视并在

努力解决，如前述万山冷风洞朱砂矿总坑道“沿裂

缝掘进，顶上空隙颇多，故空气流畅无阻”［１６］４９３，这

说明近代人们已经在努力采取措施解决砂井通风等

技术难题。

总之，尽管中国古代朱砂采掘技术随时代发展

而不断进步，然因多种条件制约，开采技术仍存在不

少缺陷，如民国年间的贵州万山朱砂的采挖，“近年

采矿之法仍极幼稚，无非沿岩石内之含矿脉带，跟踪

凿取矿石而已。矿脉既成不规则之网状，故所掘之

坑道大小不一，高下无定，时因坑道狭小出入为艰，

又不知注重通风，凡曲邃之处，往往空气窒塞，呼吸

困难，故采掘工作时间多仅以四小时为率，且坑内废

石多不运出，随采随塞，愈进愈难，无法进展，一旦遇

水或其他困难，则多相率放弃。”有些矿坑甚至只能

用竹筒汲水，排水效率极为低下，严重影响朱砂的采

挖［１６］４８８－４８９。采矿技术直接影响生产效率进而影响

产量，由于采矿技术较差，故而产量不高，某些朱砂

矿每月产量仅有两百斤左右［１６］４９２，每人每天仅能锤

两斗［１６］４８９。某些矿厂因开采技术的缺陷，朱砂的采

挖相当艰难，如铜仁万山的箭头砂，“此砂独产于石

夹缝中，取之最难”［２８］。即便存在着诸多缺陷的采

掘技术，然由于朱砂功能的不断开发和市场对朱砂

的需求不断增加，刺激着人们对朱砂日复一日年复

一年地开采，再由于朱砂不可再生，故而导致其储量

锐减、资源枯竭，不少产地最终废弃，如贵州婺川县

板厂朱砂矿“衰竭已久，并请封闭”。普安县滥木厂

朱砂厂“自康熙六十一年开采至今，硐老山空，砂岩

干淡，兼之坚口水淹倾颓，委系调剂无术”，不得不

在雍正十年（１７３２）“严行封闭”［２９］。由此而言，即
便开采技术相对落后，但如果长时间开采，依然能导

致资源枯竭，这说明在古代朱砂资源枯竭与否与开

采技术高低关系不大，而与开采时间的长短更为密

切。不仅朱砂如此，其他矿物资源亦如此。

与开采技术密切相关的还有洗砂技术：“方其

负荷而出，投诸水，淘之汰之，摇以床，漂以箕。既

净，囊而漉之；不即干，口以吹之。其水或潴之池，或

引之竿。”［２５］从投、淘、汰、摇、漂、漉、吹、潴、引等一

系列程序看，清代的洗砂技术已较为系统和完善。

还要提及的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洗砂技术对产地的

周边环境产生了相当的负面影响。清代诗人吴中蕃

《壬寅冬过光斗河》在描写周边是朱砂产地的光斗

河时特意加了副标题：“河尽淘沙，终岁作赤黄色”，

诗云“泾水一石泥数斗，此溪竟欲两黄河。问君何

为浊乃尔，云是上流采砂之余波。”［３０］曾任贵州巡抚

的田雯也说，洗淘朱砂时“波涛为之尽赤”［２５］。显

然，洗淘朱砂不仅使河水变为赤色或赤黄色，一片浑

浊，而且也容易导致泥沙淤积河流，这无疑会对河流

及其周边生态环境带来一定程度的破坏。

三、结语

纵观古代朱砂开采，就勘探技术而言，先秦时期

主要依据朱砂与黄金伴生的理论；唐宋时则采用沿

石脉并在地下开挖洞穴以寻找朱砂之法；明代把井

水的颜色及水气作为根据；清代则创新了朱砂产地

多与温泉伴生、朱砂矿脉多为线型且与石英石相伴

的理论。就采掘技术而言，南北朝时期主要采用传

统工具采挖；宋代创造了用火烧使矿石碎裂的技术；

明末清初开始采用火药爆破技术。采掘过程中所用

的照明工具由火把到“亮子”再到手电，亦表明开采

技术的进步。毋庸讳言，通风和排水技术相对滞后，

尽管也在不断改进，但仍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朱砂

的开采。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朱砂的开采技术在总体上

是一个随时代发展而不断进步的过程。朱砂是众多

矿物的一种，尽管其勘探技术与其他矿物不完全相

同，然其采挖技术如火爆法、通风排水法、照明等则

与其他矿物极为相似，既有对前代的继承又有不同

时期的创新发展，尤其是火爆法，上溯至新石器时代

的采石场，下可延续到近代多种矿物的开采中［６］。

因此，就采挖技术而言，朱砂的采掘是中国古代矿物

开采技术的缩影，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古代采矿

技术的发展水平和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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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城棚户区改造及治理研究
———基于对沈阳市若干贫困棚户区的考察

郭永涛，王金波
（辽宁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沈阳 １１００３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０－１７
作者简介：郭永涛（１９８９—），男，山东单县人，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２０１５级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

方向：社会治理、公共政策。

摘　要：东北城市棚户区的存在与单位体制的变迁、产业的兴衰密切相关，它是政府、市场、单
位、社会多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棚户区改造是保民生、治贫困的创新工程，目前初步形成了辽宁

棚改经验，但在内城棚改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对沈阳市棚户区几种个案的考察与分析，探讨单一的

政府治理、单一的市场运作、单一的社区模式难以进一步解决沈阳内城贫困及棚改问题，然而“政府

主导＋市场运作”的协同治理模式并结合社区治理则能有效克服市场弊端、提高政府效率，可谓解
决棚户区问题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内城棚户区；贫困；改造；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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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农村贫困人口、汇集到城
市，致富之路暂时的不顺使他们流入城市贫困区①

（主要是内城棚户区和城中村），而大量城市贫困人

口的涌入更进一步扩大了棚户区规模。

二战后，“内城”作为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词汇

进入学术视界，但是，学界对于其具体内涵存在诸多

争议，具有三种代表性观点：“内城”是“大都会里地

理上符合古老政治中心范围的区域”；“内城”是“紧

邻商业中心区（ＣＢＤ）的地区；“内城”是围绕 ＣＢＤ
但不是商业中心区的地域［１］。对于 “城市棚户

区”，学界的定义为 “城区建成时间悠久、城市生态

环境退化的老城区，多位于城市的老中心区、老工业

区和老矿区，是由于产业转型和体制改革形成的低

收入城市户籍人口住区，在老工业基地城市表现最

为突出”［２］。棚户区居民大多比较贫困，又存在环

境脏、乱、差等问题，因此一般又是贫困区，在城市中

二者密不可分。

作者分别从沈阳市皇姑区、大东区、铁西区摘取

若干案例综合分析棚户区贫困的形成机理及治理路

径。

一、文献综述

孙霞（２００７）从物质属性及资源属性分析了一
些棚户区存在的建筑密度大、人口居住复杂、治安管

理混乱、公共服务缺乏、居住环境差等问题，同时也

指出在济南的棚改进程中存在过度关注近期与局部

利益、市场盈利导向、及审批程序冗杂等问题［３］。

王丽青（２０１３）则从大同的工矿棚户区改造中发现
资金来源匮乏、安置居民生活成本高、公共服务设施

缺乏等问题［４］。赵红梅（２００５）以长春市为个案指
出棚户区私搭乱建、拥挤破旧及脏乱差的外在表现，

鉴于长春市曾是伪满洲国都，赵红梅则重点从文化

保护的角度研究了棚改问题［５］。另外刘晶［６］

（２０１５）针对北京市棚户区、斐婷婷［７］（２０１４）针对内
蒙古棚户区、周大为［８］（２０１４）针对南昌棚户区、吴
俊范［９］（２０１４）针对上海棚户区的研究都从不同层
次不同角度阐述了棚户区具有的不良问题。纵观以

上研究，大多是集中于城市规划及城市环境视域对

城市棚户区的改造与治理问题进行探究，而从内城

贫困区的角度来研究内城棚改问题的学者则不是很

多。作者在知网上检索ＣＳＳＣＩ发现关于棚户区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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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献仅有 １０篇，其中以孟翔飞、苏春艳（２０１０）
《莫地的变迁———内城贫困区整体改造与社区治理

研究》最具代表性与说服力。其以抚顺莫地社区为

个案，运用个案拓展法，阐述了莫地棚户区改造前后

其中居民生活的巨大变化与贫困现象的巨大改

观［１０］。但是作为一个世界性的话题，贫困问题尤其

是棚户区的贫困不可能通过一两位学界大师的声援

与呼吁就会彻底改观，所以对于城市棚户区尤其是

有“集中营”称号的东北棚户区的研究更应该保持

“进行时”。

鉴于此，笔者走访了沈阳市皇姑区、大东区、铁

西区的若干内城贫困棚户区，实地考察了其现状，通

过这些个案来分析贫困棚户区的演变逻辑并探讨相

关治理路径。以期能与其他学者一道在棚户区改造

与城市贫困问题的改善上产生共鸣，达到王四炯

（２０１５）提出的提升城市承载能力、带动群众资产增
值、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提升社会管理水平、提升城

市综合竞争力、实现幸福宜居城市等良好局面［１１］。

二、棚户区成因分析及改造进展

如果把辽宁省大规模实施棚户区改造的２００５
年作为开端，那么２０１６年乃至以后的改造只能算作
“修修补补”。从２００５年开始，仅几年的时间，集中
连片的棚户区难题就得到了破解，但是在沈阳市仍

然残存着若干棚户区。生活在这些区域的居民仍然

饱受低矮破旧、危墙残垣的居住环境的煎熬，夏天房

屋漏雨、冬天四壁白霜。

表１　沈阳市内城棚户区分布现状②

棚户位置 棚户形成原因 棚户类型 改造进展

皇姑区珠江街１３５、１３９号 房屋年久、老化 楼房棚户区 尚未改造

皇姑区延河街９０、９８号 房屋年久、老化 单位家属楼棚户区 已改造未回迁

皇姑区中心医院北、渭河街东 房屋年久、老化 单位宿舍棚户区，单位变迁遗留 已改造

皇姑区向工街４２、４４号 房屋年久、老化 单位锅炉用地棚户区，单位变迁遗留 已改造未回迁

皇姑区华山路３２５巷 低矮平房，房屋老化 单位集体宿舍变迁棚户区 已改造、回迁

皇姑区塔山路巷 房屋破旧，低矮 平房棚户区，历史遗留原因 未改造

大东区堂子街培育巷 房屋破旧，老化 盛京小学－学校棚户区 已改造

铁西赞工街道１２路附近 房屋破旧、老化 居民区棚户区 正在改造

铁西区保工街办事处 房屋破旧老化 单位改制遗留棚户区 正在改造

　　从表１中可以看出沈阳市内城零星地残存着棚
户区，并可以简略地看出，这些棚户区构成原因复

杂。它们主要是单位制的变迁所遗留的棚户区及居

民楼房破旧、老化的楼房棚户区。为了进一步探究

棚户区形成的内在逻辑，本文采用访谈纪要的方法

重点从以下个案来阐述。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日下午２００来到昆山社区的
塔山路巷，走到这里笔者的感受是完全来到了另一

个世界：巷子外是车水马龙的珠江街大道，巷子内则

是“错落有致”的棚户人家，到处是垃圾堆和废弃

物。６４岁的杨大爷向我们道出了此处棚户区的演
变，“原来这一块都是社办企业的房子，后来改制，

我买下来的，周围这一片原来也都是这样的房子，慢

慢的都动迁了”。至于这一巷为什么至今还没动，

杨大爷表示是因为有一家钉子户。进一步调查得知

社区居委会针对这些问题并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只

是在“刮风下雨”后派人过去慰问，其他的基本上不

怎么管，居民虽多次反映但改观甚微。另外，该棚户

区的房子大多出租给了打工者，稍有点途径的原住

民都搬走了，并且对动迁坐地起价，留守的都是老弱

病残。因此该区居民成分混杂并且难以形成影响

力，只能被动地等待政府的干预。

综上调研及分析可知，沈阳内城棚户区是历史

形成的。向工街４２、４４号为单位体制变迁下的楼房
棚户区，对其改造也成为危楼改造；延河街９０、９８号
为家属楼棚户，其演变亦是基于单位的变迁但与向

工街４２、４４号又有所不同，延河街９０、９８号的房屋
产权归个体所有，对于俄罗斯建筑的弃留存在争议，

所以其改造才延迟至今；塔山路巷棚户区的存在更

多是历史遗留，其地下防空洞的结构因素、房地产开

发商的逐利取向因素等使其残存至今。综合几种棚

户种类，对其成因分析如下。

成因之一，宏观产业的变迁。辽宁之所以被称

为“共和国长子”，与其对新中国的贡献分不开。其

中之一就是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中国工业的发展，东
北借助天然的资源优势，制造企业迅速崛起。但是

到了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随着国家整体走向富强，
经济上与国际接轨，东北地区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

出现了批次性的下岗潮。与西方国家相似，从工业

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调整和转型的过程中，一、二产业

的整体经济效益下滑，使得大批企业尤其是国企陷

入困境，低技能岗位减少，产生大量的下岗人员，从

而导致城市棚户区贫困化日益严重。第三产业和服

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服务业在创收及保障方面的滞

后也使处于贫困境地的居民更加困难。

成因之二，单位体制的变迁。受计划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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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东北的国有单位相对较多。官方数据显示，

仅国有企业在辽宁地区一度高达１０６９家占全国的
十分之一③。这就导致传统工业单位体制承担了本

应由政府承担的社会职能，比如住房、保险、福利、退

休离职、子女教育等。工业单位体制多形成一种

“工厂－社区”的居住模式，这种一体化的“工厂 －
社区”多是粗鄙的、不精致的，但是在２０世纪５０、６０
年代确实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家。虽然“工厂 －社
区”也发挥了前所未有的正功能，汇聚了工人力量、

促进了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进程，但是随着社会的发

展，单位体制过多的社会职能反而制约了企业的发

展，国有工人及其家属对企业的感情也使相关政策

难以执行。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政府行政管理

人才的汇集逐步地推动社会的变革，单位体制的变

迁也相应地顺应潮流。随着单位体制的变迁，像风

动工具厂、衡器厂这样的单位就使部分工人的社会

保障难以为继。最明显的就是住房问题，离开单位

住房之后，很多贫困工人都蜷缩在狭窄的小房子里，

昆山社区塔山路６４岁大爷的生活窘境有力地证实
了这一点。

成因之三，单位体制潜在的影响。单位制最重

要的特点是单位占有大量资源，并代表国家向成员

分配，该模式下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自下而上的依

赖性结构，即个人对单位的依赖。这种依赖心理使

过多人员的思维仍倾向于“上班”，虽然上班本身并

没有错，但会影响人们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这就导

致长期居住在城市贫困区的居民形成了思维定势和

“等、靠、要”的依赖心理，缺乏主动性、创新精神以

及自我选择的能力与素质。可以说符合刘易斯的贫

困文化理论，即形成一种不愿意规划未来、安于现状

的贫困文化。这两点都从理论上阐释了棚户区居民

贫困的原因。现实的例子是，２００５年以来辽宁省惠
及千家万户的棚改成果的良好社会影响，导致一些

棚户区的居民产生了只要坐等政府回迁就可以过上

好日子的侥幸心理，这就从实践上延缓了他们脱离

贫困区的速度。

成因之四，“市场之手”天然的弊端。作为棚户

区改造另一主力的房地产商，其逐利的天然取向使

其对待改区实行内在的优先排序，那些经济效益相

对差的区域自然被排在了末端。市场经济的“无形

之手”就将部分下岗人员永久性地排斥在劳动市场

之外。如同马克斯·韦伯劳动的“天职”观所表述

的，资产阶级把资本投入市场理应收到回报，资本为

达到既定的收益在市场中精简人员留强汰弱都是情

理之中的。但内城棚户区的改造如果沿用市场逐利

的逻辑则会使情况更加恶化。

由此可见，内城棚户区是市场、单位、政府、社会

多重力量共同作用的产物，如何改造与治理是众多

专家、学者埋头深究的课题与主题。其中对于棚户

区治理模式的探讨又是专家学者研究的核心，传统

上多趋向于单一主体治理模式。而２００５年以来的
辽宁棚改，逐渐改变了单一的模式，而是由政府主

导，动员社会、市场的力量来共同治理棚户区，解决

城市贫困。

三、内城棚户区单一主体治理模式的探讨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夫妇在研究公共事务治理

的过程中发现自主治理以及治理模式多元化异常重

要［１２］，因此现代城市的多中心规划、社会事务的纷

繁复杂以及利益主体的多样性都要求社会治理不能

单一化而是要多中心、多元化。德国社会学家尼科

拉斯·卢曼从系统的角度指出：“这个世界相当复

杂，它的可能性远远超过系统能够应对的能力，人类

能够且必须发展出一种可以减少复杂性的有效方

法”④。内城棚户区的形成、改造是一个系统也是一

个复杂的组合，需要一套组合的策略———“政府主

导＋市场运作”来应对。
（一）单一的政府调控模式不符合市场经济的

主流

计划经济体制最大的特点就是政府主导、完全

的计划配置，作为计划经济体制持续最久的地区，东

北产生了大量的国有单位。在社会转型期，随着市

场经济的发展及民主化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员

工走出了单位体制、走向了市场。基于此，棚户区的

改造如果仍然沿用单一的政府主导模式，只会陷入

拆旧建新的怪圈，公共部门提供的公共产品的非排他

性和非竞争性也很容易陷入无效率和寻租的境地。

（二）单一市场治理模式不能解决内城贫困问

题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很早就提出了“看不

见的手”的说法，他的确是在为资本主义发展做辩

护。资本逐利的本性从西方国家严重的贫富分化就

能体现出来，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同样没有服务棚

户区居民的义务，同样对于楼盘的开发也是以逐利

为本，而对于内城小规模的棚户区往往视而不见。

单一的市场手段也无法达到众学者一致评述的帕累

托最优。另外，中国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决定

了在棚户区改造上不能单凭市场来运作。作者在皇

姑区华山路３２５巷集体宿舍棚户区调研时，一位３５
岁的大哥诉说了房地产开发商的精打细算：“这次

动迁虽然给了 ７５平米的补偿，公摊电梯走廊就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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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平米，实际住的面积也就５５平米，而且物业费要
按７５平米缴纳，物业费是１．２８元每平米，我这一户
物业费就是１０００多元，回迁居民这块有４００多户，
你看仅这物业费一项开发商就捞多少”。户主对房

地产商的物业收费的评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市

场逐利的天然倾向难以使棚改居民的满意。

（三）单一的社区治理模式不能解决社区治理

问题

从沈阳棚户区的成因上看，部分是单位体制的

消解遗留问题，比如向工街４２、４４号，部分是产业的
升级转型问题比如重工街棚户区，部分是历史文物

的保留争论问题比如大东路培育巷。原因各异，所

以棚改的推进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选择社区模

式是要本着社区是“社会”和“地区”结合的理念，多

思路多角度构建新型棚户社区。

四、对内城棚户区多主体协同治理模式的探索

东北棚户区问题是一个集政治、经济、文化、社

会为一体的综合性问题，是随着城市的发展及单位

体制的变迁和市场经济的自由组合而形成的综合结

果，是贫困人口聚居的地方。根据城市棚户区形成

逻辑，要想给沈阳的城市棚户区“解铃”还是需要从

“系铃人”处着手。

在内城棚户区改造中由政府主导，就是由政府

牵头主持棚改大局、统筹协调、划定棚改范围、确定

居民动迁补偿及回迁之前的一系列补贴政策，并审

核参与竞标的房地产商资质，对拆迁改造过程进行

监督。市场运作是根据市场经济的原则，按照资本

逐利的本性，让房地产商在完成对棚户区改造、回迁

的基础上获利，从而在整体上拉动经济的一种方式。

市场运作能合理配置资源，房地产商作为棚改的主

体之一，既有效缓解了政府资金压力，又激活了市场

的潜力。

政府主导的优越性。政府主导体现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符合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政府也有能力、有资源来进行宏观的指导。在党委的

领导协同下，相关部门通过听证会、社会征求意见、专

家论证等方式，能够科学地制定相应的公共政策。

市场运作的优越性。贫困都是由外部（政治、

经济、社会）因素与个人（知识、技术、竞争能力）因

素共同导致的，市场运作在棚改过程中也有其天然

的优势。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定

位，足见市场的地位。丹东、辽阳、葫芦岛、营口等城

市通过市场运作进行棚改的先例也足以证明市场的

力量不可小觑。因此在棚户区贫困治理过程中必须

采取内外结合的模式，既要治标又需治本。治标就

是治理城市贫困的外在性、显性化的问题，而治本是

治理其隐性问题，尤其是改变贫困群体的消极心理、

树立他们脱贫的愿望与志向。

“政府主导 ＋市场运作”的内城棚户区治理模
式既在理论上符合协同治理理论的要义，又在实践

上能有效克服单一主体治理模式的不足，进而高效

改造内城贫困区。

五、内城棚户区的协同治理与社区治理

城市治理的主题从来都是热点，城市棚户区作

为城市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自然地成为专家学者关

注的对象。刚刚落幕的２０１６中国城市规划年会，提
出了沈阳城市的“两主中心三副中心”的模式。所

谓多中心就是政府不再是唯一权威主体，而是公共

权威的多元化和社会治理的多中心安排，城市是一

个复杂的系统，两主三副中心治理其实就是要各中

心之间协同治理。

英国学者格里·斯托克提出治理是出自政府但

又不限于政府的多元主体以自主管理、自治管理的

方式找寻答案的过程［１０］。罗伯特·罗兹认为治理

强调相互依赖、资源交换、信任、协商等５个方面。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思维就是发挥多

元的思维，在多个中心之间实现协同治理，它在现实

中最大的应用价值是在政府公共管理中打破单一的

政府治理模式，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三元框架。

多中心治理理论应用到城市棚户区改造上就是要各

区域政府根据本区域内城棚户区的现状和问题自主

地选择治理对策。自２００５年以来辽宁一系列成功的
棚改项目如抚顺市莫地社区的棚改，及由此引发的一

系列棚改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如北京西苑棚户区、陕

西东窑坊乐天街棚户区、青岛培育巷棚户区等都说明

了多中心协同治理理论在实际应用中的巨大价值。

（一）内城棚改的协同进行

协同治理理论作为一种新兴的理论，形成于协

同论与治理论的交叉综合。李汉卿（２０１４）在理论
月刊上探讨了协同治理理论，他认为协同治理有以

下几个特征：（１）治理主体的多元，不仅政府组织，
民间组织、企业、家庭及公民个人都可以参与进来。

（２）各子系统之间的协同性，社会是一个大系统，有
各个小系统组成，协同治理就是要各个系统主体之

间平等协作。（３）自组织的组织间协同，自组织的
重要性在于自由和对自己负责，政府作为嵌入社会

的组织具有巨大社会作用力，各自组织需要协同才

能更好维护权益［１２］。（４）共同规则的制定，协同治
理过程就是制定规则并达成一致从而认可规则的过

程。孙萍，（２０１３）也指出：我国学者对协同治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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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研究强调主体多元性，并探讨治理过程中“协同”

问题［１３］。

在内城棚户区改造这一项目上，如果把计划经

济体制下政府的运作看作“单中心”，那么政府主导

＋市场运作就属于非单中心，可以说是协同治理。
协同治理的优点在于公共决策的民主性和有效

性，政府主导＋市场运作集政府智慧与民间的智慧
为一体，充分考虑到人民的所难、所需、所想。它的

合理性在于有效利用地区性的时间、地点信息来作

出明智的决策。内城棚户区改造就要坚持以人为

本，坚持市场导向，既要把原来的棚户稳妥地拆迁

了，又要通过科学的方式搭建一个合理的安乐窝。

协同治理优化了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提供的不

足或过量问题，这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一个萝

卜一个坑”，通过市场运作可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

置、科学配置。在棚改上通过政府主导 ＋市场运作
逻辑既能实现棚户居民的全部回迁，又能适度实现

居民、政府和市场三者的共赢。

（二）内城棚户区的社区治理

政府是棚户区改造的主体，政府的推进是棚户

区得以“旧貌变新颜”的主导力量。经调研得知，沈

阳市铁西区重工街道肇工社区赞工街已经动迁规划

完毕，政府为了百姓能住好、吃好、过好费了不少心。

至于老百姓对此是否满意，一位商店老板说：“肯定

不是全部都那么称心，总体来讲政府的规划还是较

好的，比如谁先签合同谁就先入住，动迁棚改这事情

就如同吃饭也是众口难调，整个改造过程，从通知到

签合同到拆迁政府流程做得挺好的”。另外，已改

造完毕的向工街４２、４４号和建成但未回迁的延河街
９０、９８号的受访者的回应与商店老板的说法不谋而
合。但就棚改问题而言，人们往往忽视的一个关键

环节是社区。社区是“社会”和“地区”的结合，是聚

居在一定的地域中具有相同或相似的规则、信任、声

望及资源的人群形成的生活共同体。棚改具有颠覆

性与开创性，颠覆了“城市村庄”，开创了新型社区，

但是如何完善新型社区是棚改完成后值得探索的新

空间。

在西方国家，内城至少存在四种不同的社区类

型，即寄宿型社区、以种族为主村落、贫民窟地区和

其他灰区（Ｓａｎ１８７７）。中国城市社区的主要类型有
街道社区与跨街道社区、城市中心社区与城市边缘

社区、独立式单位社区与复合式单位社区、单一功能

社区与综合功能社区等［１０］。从行政导向的社区逐

渐向参与、合作、自治导向的社区转变是东北内城社

区的演变逻辑，而政府职能的转变是社区自治的前提

和基础。伴随着社区的发展，中国未来的社区治理模

式将是由社区居民参与的社区＋政府的合作治理。
内城棚户区的改造与单位型社区向参与型社区

的转变密不可分。单位体制的变迁与社区的包容是

此消彼长的，在棚改进展中社区无疑是棚户居民最

为向往的家园，城市中社区最为挂念的也是城市贫

困区的居民，发挥社区的治理作用在棚改中有较为

现实的意义。简·库伊曼（Ｊ．Ｋｏｏｉｍａｎ）和范·弗利
埃特（Ｍ．Ｖａｎ．Ｖｌｉｅｔ）认为治理可以被看作一种在社
会政治体系中出现的模式或结构，它是所有被涉及

的行为者互动参与的“共同”结果或者后果［１０］。如

果把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协同治理下棚户区改造
比喻为“建新房”，那么在建好新房之后的“房屋装

修”就应该归属于社区治理。

社区治理在棚改后尤为重要，因为：

其一，棚改动迁之前居民的居住特点是“碎片

化、自由化”，这里的碎片化是指内城贫困区成点状

分布在城市的小巷子里，管理归属各异。自由化是

指动迁前居民在其长期生活的地方，对其邻里关系、

居住空间、周围环境等都比较熟悉，生活比较自由。

棚改后，以往破烂不堪的平房棚户区、危楼棚户区变

成了错落有致、整齐划一的高楼大厦，不仅具备了回

迁居民翘首以盼的好房子，还有崭新的环境，并且拥

有健全的图书阅览、健身、棋牌、医疗等公共设施。这

些基本的社区服务设备都需要社区的管理及治理。

其二，棚改首先建成的是回迁楼，陆续才能有配

套设施如社区基本生活设施、社区车棚、宣传栏、垃

圾桶安置等。调研中了解到对于回迁后的物业问

题，居民普遍反映的是房子质量问题。关于棚改后

可能发生的一系列问题都需要居民的“家长”———

社区来管理及治理。

六、结论与展望

东北城市棚户区的存在与单位体制的变迁、产

业的兴衰密切相关，它们的演变是政府、市场、单位、

社会多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长期计划经济体制

在东北的“盘踞”、市场经济天然的弊端、社会力量

的无力等多方面的因素导致了东北棚户区贫困的局

面。

随着棚改的推进，越来越多的棚户区将旧貌换

新颜，在后棚改阶段社区管理与治理将会融入每一

个新社区居民的生活中。单一的政府治理模式、单

一的市场运作模式及单一的社区模式将逐渐退出历

史舞台，而以政府、非政府组织、社会中介组织、社区

组织、市场力量等多个主体达成的协同治理模式将

长期发挥有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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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城市贫困区尤其是内城贫困区不同于城市单一方面的贫
困，而是城市中整体的贫困，其表现特征就是城市棚户区

与城中村，而在内城多表现为棚户区。内城棚户区分为单

位棚户区（楼房棚户区、家属楼棚户区）混合棚户区（平房

棚户区）。对棚户区的治理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对内

城贫困区的治理。

②数据来源：作者实地考察后整理。
③沈荣华、曹胜，《政府治理现代化》第１３８、１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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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高技能人才培养，健全创新人才教育体系

毛　杰
（河南省教育厅，郑州 ４５００１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１－１２
基金项目：２０１６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河南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研究”（２０１６ＢＳＨ０１７）
作者简介：毛杰（１９６８—），女，河南柘城人，教育学博士，河南省教育厅副厅长，主要研究方向：教育教学管理。

摘　要：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日益旺盛，如何突破高技能人才
短缺造成的产业转型的“瓶颈”，是目前高等教育应当重点思考的问题。搭建创新高技能人才为核心的

教育体系，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健全评价体系，做好人才队伍的保障及稳定工作，建立一支具有高超

的动手能力以及突出的创新能力的高技能人才队伍，实现国家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

关键词：高技能人才；教育体系人才；培养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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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国务院将培养高技能人才作为人才
队伍建设的重点，明确了高技能人才在推动技术的

创新及转化科技成果方面的重要性。针对高技能人

才培养的文件也相继出台，这标志着国家 “人才强

国”的发展战略中已经纳入了高技能人才的培养。

一、高技能人才的合理定位及其个体特点

（一）对高技能人才的合理定位

高技能人才主要有以下六种能力：技能是指人

们不断练习已有知识，将部分动作经过合理组织并

完善，最终形成整体动作系统，实现基本活动方式的

自动化，高技能由此产生，而高技能人才是指可以操

作高技能的人；高技能人才具有动手能力强的特征；

高技能人才“手脑并用”，可以在生产活动中将现代

科学知识和技巧综合运用，解决实际生产操作中遇

到的各种难题，在整合生产实践中技术及经验的同

时运用心智技能，最终实现手与脑共同操作，这也是

高技能人才与其他一般技术人才的根本区别；多数

高技能人才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以及生产管理

能力，能够根据生产实践的需要，在从设计到产品的

转化过程中进行技术攻关，并充分带动和组织协调

其他技术人员；高技能人才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创

新能力强；高技能人才基础理论知识扎实、专业知识

深厚，具有高超生产技艺，可以完成技术含量高的实

践操作任务，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具备较高的职业素

养以及敬业精神。

综上所述，高技能人才不仅要有高超的生产技

艺和技巧，还要有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要能够完成

复杂的技术性操作，并且能够协调组织。高技能的

适应性很强，其适应性主要体现在他们的生产活动

中，一方面对岗位通用的技能熟练掌握，另一方面又

具有专业背景下的专门技能。高技能人才的高主要

指其适应能力比较强。

（二）高技能人才个体的特点

１．对已有知识接受和善于学习新知识的能力
现代高技能人才的主要特征之一是知识化，一

方面要掌握目前社会广泛使用的技能知识，另外一

方面，还要对崭新的并且发展完善中的新知识有所

了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掌握新知识的能力。这两

种能力，对于高技能人才来说主要是侧重于人员自

身拥有知识的不断积累，应该重视提高他们的智力

开发以及利用，占主导地位的是人才的智力因素。

２．具有较强的动手操作能力
想要真正体会知识的含义，必须经过实践，只有

实践才能将知识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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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知识融入实践的能力对于高技能人才来说非常

重要，而这种能力，要通过对高技能人才的实践技能

培训，并进行动手操作才能达到深刻掌握知识的目

的。只有掌握现有知识，才能增强掌握新知识的兴

趣，最终为个人知识的完善打下基础。

３．具备整合知识系统的能力
高技能人才整合知识系统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高技能人才能归纳整理自己的知识库，并使之系统

化，整个过程就是我们所说的整合知识系统。这需要

高技能人才具有相当的智商和情商，在整合过程中同

时使用智商和情商因素，建立健全自身知识库。

４．知识迁移能力
高技能人才想要继续发展，还需要有理解和分

析更高层次的知识基础和对新事物的认知能力，即

知识转移的能力。

５．认知自身和社会的能力
个体认知能力，就是对于自身的各方面能力要

有清醒的认识，在生产、生活中取长补短，而社会认

知能力，就是对社会现状以及发展的指理解和适应

能力。高技能人才的这种能力非常重要，只有具备

了一定的专业知识，并能正确认识自身及社会，才能

走向成功。

（三）高技能人才的类型具有多样化和动态发

展趋势，素质的全面性和突出的创造性

高技能人才类型多种多样，其中既有行业里的

技术技能型人才，也有具有专业知识以及高新技术

的知识技能型人才。针对高技能人才的要求随着国

家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以及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也

会越来越高。发展阶段不同，对于知识、技能的要求

也各不相同，根据目前我国不断调整提升产业结构

的现状，评判高技能人才的标准也会有动态发展。

高技能人才通过教育和培养，拥有现代科学技

术的理论知识并经过大量的实践操练，达到实操技

能的提高，在实践中解决难题。高技能人才创造性

突出，心智技能化的程度较高并较多地掌握了精密

技术，能解决机械化、自动化和中高端技术问题，此

种能力将现代科学知识与技艺结合，并综合了动手

能力与动脑能力。

二、社会经济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

要实现我国战略目标，从原来的经济大国向经

济强国转变，必须完成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向高

端化发展产业链条，提升行业产业的技术含金量以

及增加产品的附加值。要完成此目标，需要建立一

支既懂技术、有技能，又能对知识和技能进行传承传

播，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能力的高技能人才队伍。

现阶段，我国高技能人才的现状是不能满足社

会经济发展需要的。随着我国经济的转型以及产业

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地方经济发展对高技能人才产

生旺盛需求，如何突破高技能人才短缺造成的产业

转型的“瓶颈”，是高等教育应当重点思考的问题。

（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对高技能人才需求

根据相关数据统计显示，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与

高技能人才资格证书获得人数随着自然年呈抛物线

型增长，这表明经济处于发展中，对高技能人才的需

求也在迅速增长。由于现阶段高技能人才的匮乏，

其数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十三五”规划提出加快建设人才强国：“深入

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改革和

政策创新，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

推动人才结构战略性调整，突出‘高精尖缺’导向，

实施重大人才工程，着力发现、培养、集聚战略科学

家、科技领军人才、企业家人才、高技能人才队伍。”

（二）高技能人才逐步提升，并适合岗位需求

要成为名副其实的高技能人才，必须从岗位实

践中学习锻炼，并通过实践来提升技艺。只有不断

地练习验证理论知识，通过经验的逐步积累，高技能

人才才能提高技艺掌握技巧。技能是与岗位直接相

联系的，并伴随企业技术进步而发展。技能提升是

渐进的，它也决定了高技能人才唯有在生产、工作实

践中才能逐渐成长。通过岗位的实践锻炼，高技能

人才才能提高自身的技艺水平，经过若干环节和阶

段，才能真正达到成熟阶段，此过程不可能一蹴而

就，只有历经从生至熟 ，再到巧，最后达到专业实操

能手的不断提升过程。只有将培养高技能与生产和

实践紧密结合，才能使人才在一线岗位立足。

三、搭建培养高技能创新人才为核心的教育体

系

应用型院校的重点是培养高素质高技能的应用

技术型职业人才。应用技术型人才是指具有知识和

技能，以其创造性劳动直接服务于生产实践领域，并

作出较大贡献的人。其中包括双重含义：一是“工

程型”人才，能够将科学原理转化为工程设计运行；

二是在生产或服务一线，能够运用智力或操作技能，

将工程型人才的设计规划、决策转变为物质形态的

产品或者具体的服务行为的“技能型”人才。

高等院校培养服务社会经济的高技能人才，要

把符合学生成才的需求作为出发点，构建创新教育

平台培养“高技能人才”。构建创新型高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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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的创新教育体系，要设计适应创新型高技能人

才培养的方案、课程体系、实践教学体系、素质教育

体系和与此相配套的创新教育人才评价体系；搭建

以提高学生创新技能为特征的创新教育硬件平台；

搭建以提高学生综合技能素质为特征的创新教育软

件平台；将国际职业标准融入到职业教育标准中，培

养国际化高端技能型创新人才。

（一）进一步完善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

１．加强政府部门对高技能人才培养的管理
对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工作，要进行积极的舆论

宣传，政府的推动是对高技能人培养最有力的保证。

政府部门要对高技能人才队伍的培养和建设全面负

责，如果在建设队伍过程中出现问题，应及时予以协调

解决，并将人才培养纳入制度化、科学化的管理轨道。

２．多渠道筹集资金用于高技能人才培养
对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如何健康稳定发展，经济

的投入是关键。可采用多渠道筹集资金形式，包括

政府、受教育者、企业及社会等共同筹措资金。根据

我国国情特点的影响，政府投入在高技能人才培养

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目前人们对高技能人才的了

解还有一定偏差，政府应担当起发展高技能人才培

养的重要责任，依据社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加大

对人才培养经费投入的力度，使政府的此项公共职

能在其中充分发挥作用。

一方面通过对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投资，企业可

以获得良好的社会声誉并扩大企业的知名度，另一

方面，目前社会消费结构调整，公民的主要选择方向

将放在教育投资上，而个人教育投资的社会背景显

现为知识经济对人才的普遍需求。从各方面的实际

情况来综合考虑，通过加大高技能人才培养教育资

金投入，以形成多元化费用来源的新局面。

３．加强校企合作
校企合作培养高技能人才在全世界高校都有相

关成功经验实例证明。作为高等教育和高技能人才

培养的主要措施，校企合作是高校培养高技能人才

的主要途径。高校和企业要充分利用各自的资源优

势，寻得利益的共同点，共同发展，共享成果，并将培

养针对企业应用的高技能人才确定为目标。院校的

优势在于师资资源和教学环境以及配套管理部门，

而先进的生产设备和制造工艺则是企业的优势所

在。学校和企业应该通过优势互补，结合起来，最终

达到互利互惠目的，为经济与社会发展共同培养高

技能人才。

通过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不断更新教学方法

和手段，推进改革试点，进行 “订单式”和“工读结

合”等教育改革。采用理论结合实践，实训与生产

现场挂钩来进行教学改革。校企双方要不断开拓思

路，在创新求变中找到合作的契合点，进一步深入稳

定合作，在合作中探索具有特色的教育科研道路，培

养更多的高技能人才。

（二）建全高技能人才评价体系

１．建立健全客观公正有效的高技能人才评价体系
建立健全有效的高技能人才评价体系，客观公

正地聘任和评价人才，应保证过程的公正、公平、公

开，将能力和业绩作为人才评价的关键和价值导向。

高技能人才评价标准要求客观，并能够贯彻公平、公

正的原则，确定正确方向和标准评价高技能人才，务

必不拘一格，人才的职业能力以及工作业绩在体系

里能够得以体现。

２．以工作业绩与职业能力作为考核标准
把突出工作业绩并结合人才自身的职业能力特

点的标准体现在高技能人才的考核模式上。放弃传

统的评价模式，不再单一以学历、资历作为评价标

准，不以证书评判人才。在人才评价过程中，将人才

的实际动手操作能力和解决实际生产问题的能力列

为重要考核内容，并在新技术及新知识方面加强考

核。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的需要，对运用新技术及

新知识的能力的考查势必日趋重要。

对高技能人才的考核，要在企业内部统一标准

化。要求在现场进行实际操作，并对考核过程进行

监督，实行人才的实操能力与工作实效相结合的评

定方式，一方面要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考核能

力中重点突出出来，另一方面体现其对企业的实际

贡献，此项主要通过业绩评定来实现。除此之外，企

业还可以制定职业标准和职业岗位要求来确定考核

的内容。

３．高技能人才评价体系需经社会以及企业审核
通过

在建立和完善高技能人才的评价体系过程中要

综合各种的评价方法。评价体系要经过社会以及企

业行业内部的多方认可，用能够运用的社会的相关

力量，整合各方面资源，包括国家、社会、企业各层

面。在整合过程中遵循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原则，

使高技能人才评价体系更加深入。着重推行职业资

格制度，加强选拔并针对选拔的高技能人才培训提

供专业的指导。推进职称改革力度，促进发展资格

制度建设，扩展职业资格实施范围。建立健全高技

能人才的评价体系，并在其基础上，推行实施高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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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职业资格的国际化认证。

４．将岗位要求与考核评价标准相结合
要根据高技能人才不同的领域和性质细化人才

评估标准。制订的人才评价标准应根据实际的需要

和发展进行相应调整。在坚持高技能人才评价标准

的导向作用前提下，提倡“培训在前、鉴定在后”，推

进人才队伍建设积极稳妥发展。依据技术和工艺的

发展，将信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国民经济的重

点领域和专业领域作为重点。编制具有高技能人才

培养特色的实用性新型教材以及行业和企业生产岗

位的规范，并使其内容符合动态发展。

５．政府部门在考核过程应发挥指导作用
在考核过程中，评价的标准要统一，并遵循社会

考核、企业聘任的原则。政府及相关部门在考核中

要对考核全局统筹把握。通过合理规划，政府及相

关部门建立具有权威性的职业技能鉴定站以确保考

核的公平公正性。

６．评价方式与手段与时俱进
根据社会经济发展不断更新高技能人才评价方

法手段。人才评价方法手段灵活多样，笔试、面试、

展示成果等多种形式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用。目

前，高新技术与信息网络技术正处于飞速发展状态，

将高新技术和信息技术应用于高技能人才的评价体

系，可以提高人才评价的信息化水平，并实现评价资

源的共享，从而形成高技能人才库。

（三）做好高技能人才队伍的保障及稳定工作

为了提高高技能人才队伍的稳定性，可以通过相

关保障制度和措施，改变目前高技能人才短缺的现状。

１．加强针对高技能人才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社会保障制度应当适应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并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对高技能人才因为在前期的

学习和实践中已经投入大量的成本，所以与之配套

要求高标准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对高技能人才的

需求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必将呈增长趋势。

为了稳定高技能人才队伍的，不仅仅通过工资收入

来满足其需求，还必须通过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制度

来满足高技能人才的高层次需求。

２．建立机制激励高技能人才
为确保对高技能人才的全方位的激励，以市场

为导向，在健全完整的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建立具备

物质与精神双重内涵的激励机制。

分步骤建立按劳分配激励机制，使其与市场上

的高技能人才价格相匹配。根据高技能人才的技能

水平以及业绩贡献确定其收入分配的相关待遇，并

对高技能人才采用各种形式的奖励。针对具体的生

产技术岗位进行岗位激励，可以采用多种手段方法，

如竞赛、评定技能等级等，授予人员荣誉鼓励其钻研

技术，不断提高创新能力，从生活各方面关心体贴高

技能人才，增强其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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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文化和高校德育是当前高校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两个组成部分，是高校思想政
治建设的主要内容。然而，在新的背景下，我国高校在发展和成长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原因是

网络文化复杂性对高校德育的冲击，高校校园德育环境存在很多的盲区，高校校园德育环境建设缺

乏文化内涵。在大学文化视阈下，发挥大学文化对德育工作的作用，需要在注重校园文化设施与景

观建设、构建完善的高校德育机制、加大大学文化建设力度的同时，创新大学德育工作方式，使两者

互动发展，以改善德育工作的效果，共同推动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

关键词：大学文化；创新；高校德育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７．０６．０１５
中图分类号：Ｇ４１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７）０６－００８５－０４

　　由于我国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和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经济的全球化和文化的

多元化对我国高校德育建设的影响越来越大，在推

动我国高校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给高校的建设造成了

很大冲击。大学文化和高校德育是当前高校发展过

程中不可缺少的两个组成部分，是高校思想政治建

设的主要内容。大学文化对生活在其中的学生的思

想情操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而高校德育也扮演着

培养社会主义道德全面发展人才的角色。如何实现

两者共融发展是高校教师和教育专家必须要考虑的

问题。

一、高校校园德育环境的现状分析

（一）网络文化复杂性的冲击

随着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人类社会已经进入

网络时代。在这个以网络的普及为基础的新时代，

大量的信息铺天盖地地涌入到大学生的视野，方便

了大学生对信息的吸收和挑选。但是网络的及时

性、隐蔽性以及虚拟性触发了一系列道德问题，比如

网络背景下出现的知识产权的问题、由信息和网络

安全触发的道德问题等。网络的快速普及让人们的

生活方式和思维理念出现了巨大的改变，也对高校

德育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冲击。网络的开放性和共享

性彻底打破了信息的门槛，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方

便的同时，也让高校德育工作陷入了自由文化的冲

击和恶俗文化的浸染之中，这对大学生的道德形成

是非常危险的。

网络环境对任何人都是开放的，任何人都能在

网络上面上传信息，这无疑增加了大学生信息选择

和过滤过程中的困难，降低了信息的品质。德育信

息隐藏其中，以繁杂无序的状态存在。相关专家曾

经进行过调查，垃圾信息在网络信息中的比例达到

了５０％，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暴力和色情信息，数量
更是惊人。这些信息的破坏力是非常大的，对于价

值观和人生观还不稳定、抵抗力比较弱的大学生来

说，这些信息必将对他们的身心健康带来巨大冲击。

网络个体的活动是隐秘的，因而教师想要及时地掌

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和网络行为存在巨大的困难。在

目前这个环境中，信息刷新速度大大提升，各种思想

纷繁复杂，这为学生接触各种信息打开了方便之门，

让学生获得信息的道路越来越宽阔，也让他们获取

信息的行为越来越隐蔽，道德对他们的约束力正在

不断减弱。网络信息来源的多元化、信息传输的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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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性和符号化等特征，使交际过程中出现在其中的

主体身份模糊，这让传统德育工作的监督效果受损，

德育的主导地位受到影响。

（二）高校校园德育环境开发不全面

高等院校的校园环境在高校德育教育中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只有一个好的校园环境，才能让高校的

德育教育发挥最大的价值与作用。但是，我国高等

院校在以校园为背景的德育教育中却没有发挥其应

有的作用，其主要原因是因为高等院校的校园德育

教育环境开发不全面。良好的校园环境对于高校德

育教育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高校德育教育的受

教育者身处高等院校这样的大环境中，环境对于受

教育者的生活习惯有重要的制约作用。高等院校的

德育教育与其他的专业教育最大的不同就是不能让

德育教育具体化，并不是在接受德育教育之后马上

就形成合格的德育素质，合格的德育素质是在接受

教育后，在生活中慢慢形成的。所以，高等院校的校

园环境对于这种素质的形成起着制约的作用。只有

良好的校园环境才能熏陶学生的道德情操，才会让

学生产生积极向上的思想情怀。虽然，从理论上得

出校园环境对于高等院校德育教育的重要性，但是

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并没有取得实际的效果，主要

的原因是高校德育教育形式化，没有后期的长期跟

进。对于学生来说，良好的思想情操不是一朝一夕

可以养成的，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而在这个长时间

的过程当中，高等院校的校园环境发挥非常重要的

作用。但是高等院校的德育教育只是实现在课堂

上，没有对学生的德育进行外部条件即校园环境上

进行跟进，最终导致高等院校的德育教育很难达到

理想的效果。如果想让高等院校的德育教育发挥最

大的作用，就应该重视一切可以利用的因素，而在众

多影响因素中校园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发挥校园环

境的辅助作用，才能让高等院校的德育教育取得理

想的效果。

高校校园德育环境能促进德育的发展，但还存

在很多的盲区，这主要体现在构成高校校园德育环

境主体的内容还有一定缺陷。目前，大多数高校校

园德育工作开展一般都是在课堂上，而完成德育工

作的主体人员也只是辅导员、班主任等这些具有专

业知识的德育工作者，他们具有德育工作的知识，可

以集中开展德育工作。但是，生活德育的开放性，让

高校德育工作者必须尽可能地扩大他们的工作范

围，让德育环境蔓延到被教育者生活的方方面面，这

样的要求让德育环境主体出现严重不足，学校目前

很难提供如此数量的德育工作者，以及与其有关的

管理者。德育环境主体内容的缺陷肯定会引起环境

营造的不力。此外，高校校园德育环境的营造还需

要解决资源不足的难题。目前，我们最缺少的就是

多样化的课程资源，教育内容只是德育教科书，在别

的学科知识中包含的德育知识缺少深层挖掘。同

时，德育工作也没有和大学生的生活经验联系在一

起。总之，当前德育环境的营造缺少必要的人力和

财力的支持。

（三）高校校园德育环境建设缺乏文化内涵

一直以来，我们国家关于德行和人品的教育都

是通过课堂上的讲解来完成的，主要是课堂的知识

灌输和相关的课程设置，对于最终所能取得的效果

也是通过简单的、僵化的考试来完成的。这种填鸭

式的教育模式忽略了学生的个性发展，让学生成了

某一标准生产线下生产的固定的人、没有自主思索

能力的人。这种教育模式缺失了对于实践重要性的

考虑，让学生难以形成一个系统的德育思维观念，这

其中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其问题的产生主要表

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人的成长是离不开德育的

发展的，而德育又是一门具有很强实践性的学科，学

校和相关的教育工作者也以一个学生的德育发展情

况来衡量一个学生的个人能力和基本思想道德水

准。而大多数学校采用的填鸭式教育模式严重地忽

视了实践的重要性，让学生只是一味地学习理论，而

所取得的理论知识难以在实际生活中得到验证，这

也使得高等院校的德育教育和学生的实际生活相脱

离，其最终所能取得的教学效果则可想而知了。第

二，如今的德育教育是以社会上所发生的事情为背

景，进而转变为更抽象的理论知识，直接给学生进行

讲解的，这样的教学方式学生是很难理解所要掌握

的知识的，只有通过方式的转变，让学生由课堂出

发，进行自我探索，自己思考社会上所发生的事情，

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提升

德育教育的效率。

当前，校园精神文明建设存在明显的形式主义

和表面主义的痕迹，看起来做得热热闹闹的校园文

化建设活动，很多只是做的面子工程，这对学生思想

道德的建设不具有实质性的影响。这一问题主要表

现在下面几个方面：首先，有的学校在开展校园文化

建设活动的时候，把注意力都集中到参加活动的人

数和场面的热闹程度上。在校方看来，德育活动只

要弄些色彩斑斓的宣传条幅和标语，就能取得期望

中的效果。但是，对德育活动是不是能够让学生的

思想道德水平得到提升、学生的心灵是不是能够得

到净化、学生的灵魂是不是能够得到塑造都没有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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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思考。因此，这样的德育活动看起来会热热闹闹，

但是它们都只是流于形式，其教育效果并不理想。

相当一部分学校在有关校园思想道德和精神文明建

设方面缺乏较为完善的、科学的体系，严重影响了优

良学风、校风及其严谨教风的形成，而这些问题在教

育实践过程中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却没有从根

本上对这些问题进行解决，给培养全面发展的创新

型人才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同时，校园文化发挥

的正面效应也受到了影响。

二、大学文化视阈下高校德育的关键所在

（一）注重校园文化设施与景观的建设

各大高校的相关领导人务必要注重对大学校园

文化设施和景观的建设，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成

长环境和教育基础设施。学校可以建设诸如可以反

映大学特色的博物馆、大学创始人纪念展厅、校史展

厅、杰出人才展厅等展示该校的基本状况，包括大学

的发展史、发展过程中曾取得的一系列辉煌成就和

服务使命、办学创始人的办学理念、办学宗旨、办学

特色以及教育风范、教育思想和在教学上所取得的

创新成果、专利获得等方面。这些基础的文化设施

能够更好地将大学的发展历史、办学特色和服务使

命等相关的文化景观展现得淋漓尽致，为保护学校

的物质文化遗产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同时也为学生

和教师创建了浓厚的教学学习环境，有助于推动教

学工作顺利进行。

为了进一步丰富校园文化和夯实学校的精神文

明建设，各大高校还可以拟定大学校训风，注重更新

办学理念，确定校歌、校旗、校徽，将校园道路、楼宇分

别命名，挖掘历史文化故事等，树立新颖的校园文化

形式，也可以在课间播放校歌，定期组织广大师生参

加大型的校歌歌咏比赛、升校旗、拍摄历史文献片、上

演历史话剧等，丰富校园的精神文化生活，促使学生

和老师能够在参与这些活动过程中自觉树立以社会

主义价值体系为核心的校园文化价值观。

（二）构建完善的高校德育机制

学生除了学习一些基本的专业课程之外，还要

学习一些所谓的隐形课程，它是大学生生活经验的

主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的课程方式是以学生亲自体

验为主，教师在课程中主要是积极挖掘每个学生内

在的潜力和创造力，教师采用的教学方式比较灵活，

充分体现了现代教学的多样性特点，一定程度上满

足了学生对多样化和广泛性的需求，保证了德育教

育的多样化发展。因此，各大高校应注重对学生隐

形课程的开发，在实际的教学课程中应统筹兼顾隐

性课程和显性课程的积极作用，构建科学完善的德

育体制。学术界对隐性课程存在着很多的争议，理

解的角度多种多样，但有一个共识就是：显性课程主

要是对学生个人价值、情感以及意志等学习成就方

面的考察，而隐形课程则是对学生学习以外生活方

面等的考察；从另一个角度看，隐形课程的影响主要

存在于班级中、学校里以及现实生活中，它会潜在

地、无意识地对人产生长久的影响。

隐形课程和显性课程在大学课程体系中扮演着

不同的角色，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一方面隐性

课程弥补显性课程中的缺陷，使得学生能够自觉地

投入到教学实践活动中，其涉及的有诸如校园文化、

日常生活以及社会活动等具体领域，加大大学生德

育教育的宣传力度，敦促学生积极参与各种有关德

育教育的活动。在大学的制度文化氛围中，也可以

采用较为隐蔽的教学方法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其

具有强制性的特征，但可以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究

其本质，这种隐蔽的德育教学方法是培养学生树立

正确生活观和价值观的最有效措施之一，通过这种

严格而又科学合理的强制性方法可以进一步促进学

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

（三）加强大学生文化建设

对于大学生的精神文明建设是建立在选择性的

文化基础之上的，要不断的进行思维的创新，结合当

前的社会需求，制定出更合理的德育教育模式，让学

生能够真正做到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大学进行德育

教育时应当将德育教育的精神内涵作为大的基本导

向，然后考虑到学生的实际情况，以学生为实际主

体，开展德育教育工作。这样的教育理念要求学校

能够对学生进行全面的培养，涉及到学生的人文精

神建设、科学精神的培养、创造精神的激发、实际精

神的推进等方面，最大程度地调动学生的自主性，让

学生学会自己管理自己，只有进行自我管理，学生才

会在思想和生活上实现超越。大学人文精神的建设

需要对日常的教育方针、办学的理念和方向、课程的

设置、教育的风格、学校的校训以及校服校徽等关于

学校文化的东西都要进行调整，激发学生的创造性

思维，老师也要有一定的创新意识，这样才可以带动

学生，学校应当发挥自身的优势，结合实际情况，通

过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来实现教育水准的提升。

丰富的校园文化蕴含着多样化的文化内涵，如

果要通过这些实际的校园文化来陶冶学生的情操，

学校的相关教育部门务必要对这些零散的文化进行

充分的发掘和整理，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引导学生，实

现大学德育教育的目的。此外，要将大学文化中的

一些引领元素贯穿到整个校园文化设施和景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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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进而形成多种新型的文化要素，充实校园文化内

涵，推动大学德育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为了

满足新时代下学生对新事物的需求，各大高校要注

重完善教学体系的建立，推动创新型人才培养计划

的实施，比如可以充分利用信息网络搭建师生互动

的德育教育学习平台。

高校要确保以隐性课程为主体的德育教育工作

落到实处，做到全员、全方位、全过程育人。注重心

理咨询室的建设，积极开展与此相关的心理诊治活

动，以便及时解开学生的心结，引导学生树立积极向

上的生活态度。德育和智育是大多数高校教学工作

中的两大部分，其中学生工作部门和辅导员、班主任

主要负责学生的德育教育，客观上削弱了德育教育

的效果。所以，高校要打造出一种适应新时代的人

才培养计划，增强全体教职工对学生德育教育的认

识，形成“人人关心学生成长，人人争做育人标兵”

的良好风气，真正把德育工作落到实处。

作为信息化新时代的新要求，我们应当将德育

教育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研究课题，而想要创造一

个和谐的高校学习环境，净化网络环境也是一个不

能忽视的问题。网络已经成为大学生接受外来事物

的一个主要工具和渠道，只有净化网络环境，并引导

大家自主地抵制网络上的不良信息，发挥网络的特

有功能，才能让其为高校的德育教育提供必要的帮

助。网络已然打破了传统的德育教育模式，丰富了

德育教育的方法和手段，可以极大地增强德育教育

的效果。而传统的德育教育则是通过老师、家长以

及电视广播的说教来完成的，这样的教育学生是被

动的，其所接受知识的意愿也十分有限，而且会受到

时间和地点的限制。而网络的出现就很好地解决了

这个问题，开创了德育教育的新模式。然后再加强

师生之间的交流，对学生日常所产生的问题进行及

时的疏导和解决，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提升德

育教育的效果。

三、总结

大学文化视阈下，主要通过考查各高校师生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解深度和接受程度来检

验高校德育的功能性目标实现情况，因为真正的校

园文化价值观是必须要建立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的认知基础上，通过考查各高校师生是否主动传

播和践行贯穿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可以深入了

解到高校校园文化的内涵，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评价

结果也能够间接反映高校的校园文化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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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学分制银行的统一框架下，学分银行信息服务平台涵纳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统筹学历
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等现行的教育模式，通过统一的学分量化，构建公民终身教育制度。学分银行的

推行是为了适应新时代快速变化的科技型社会对创新型人才的需求而推出的一种新的教育制度，这

种制度既可以满足公民接受终身教育和构建学习型社会的需要，又可以构建未来社会人才综合能力

评估体系，从而提高整个国家的创新素质。

关键词：学分银行；终身教育；教育大数据；创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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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一）研究背景

“学分银行”是借鉴银行的存款、放款和通兑等

功能特点，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新一代人工

智能为依托，把传统的教育模式、教育管理、创新人

才培养和社会实践等多维度教育资源进行整合，在

各类教育模式之间通过学分互换、累积形成统一的

学业水平衡量标准，使学生能够跨领域、跨专业、跨

时空自由选择学习内容，实现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学

业水平认证，从而搭建起基于教育大数据的终身学

习“立交桥”。推行“学分银行”旨在打破传统的教

育模式，打通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壁垒，建立学习成果

互认平台，对过时的不能适应新时代社会发展需要

的教学内容和研究方法，进行重新梳理、分解、创新、

融合、补充、重组和量化，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教学

和研究资源，使优质教育资源和学生的个性化需求

形成最有效的结合。

当前，一些教育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如美国、

韩国通过“学分银行”已基本实现了各类教育模式的

学分互换和街接，英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个人终身学

习账户制度，欧洲国家在２０１０年实现了欧洲区域的

学历和学位互认制度。２０１０年７月，我国教育部制定
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明确提出，要搭建终身教育“立交桥”，建立继
续教育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促进各级各类教育纵向

衔接、横向沟通，实现不同类型学习成果的互认和衔

接。２０１６年４月，河南省教育厅下发了《关于成立河
南省终身教育学分银行的通知》（教高［２０１６］２５６号
文件），决定成立学分银行管理中心，具体负责学分银

行的建设、运行及各项业务开展。

１．学分银行的起源和产生原因
学分银行最早起源于美国。１９４７年，由于美国

科技发展，人口激增，教育资源短缺等原因，给社会

带来了极大的入学和就业压力，于是美国开始在社

区实施学分转移制度，该制度规定学生可将在社区

学院所修的学分转移到四年制大学继续学习，从而

极大缓解了入学与就业压力。学分银行之所以能够

产生和发展，主要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科技发

展日新月异，传统的学校教育、知识结构和教学内容

与社会发展严重脱节，难以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

的需要；二是行业与职业结构的快速变化使劳动力

市场呈现多元化，在职人员迫切需要调整知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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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就业环境，导致职业技能培训市场需求增加，因

此，终身学习成为人们提升自身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三是科学技术快速发展，行业领域边界模糊，学科交

叉已成常态，知识融合力度空前加大，新的行业层出

不穷，创新人才竞争激烈，传统的教育模式过于单一

等等；四是互联网、云计算、新一代人工智能和大数

据等技术快速发展，为学分制银行的实施提供了技

术支撑。这些原因导致整个社会期望通过搭建学分

银行平台为公民学习新知识提供终身教育服务。

２．国外学分银行运行情况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欧洲大陆３１个国家之间因进

行学分转移而受到了世界的广泛关注。该教育制度

提供一种在校际间学习成果互认平台，也是一个以

学生为中心，以学生学习所付出的学习量为基础，以

学生学习成果和能力提升为标准的学分转换累积平

台。该平台综合了各类教育形式，包括学历教育和

非学历教育，也包括在校学习、企业实践、技能培训、

半工半读、社区服务等开放的学习形式。同期，澳

大利亚教育和培训部门也在国家层面实施学分银

行转移制度。１９９７年１月韩国政府也通过了《学
分认证法》。从学分制银行实施的目的来看，各国

主要是基于全球化的经济快速发展，人口激增，入

学压力加大和就业需求多元化以及科技创新人才

紧缺等原因，力图通过多元化教育模式缩短人才

培养周期，提高人才就业质量，从而进一步增强国

家的竞争实力。

３．大数据为学分银行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大数据的分析与应

用不仅是一种技术革新，更是思维方式的大变革。

目前，各类教育管理、教育培训机构和学习习惯都受

到大数据浪潮的深刻影响。学分银行是为学习者构

建终身受教育的通道，需要记载学生学习过程、行为

习惯和学习成果等，需要大数据平台的支持。当前

学分银行信息服务平台的构建主要以互联网为依

托，以基于深度学习的大数据云计算平台为基础，采

用多层次、多角度和多元化管理策略，实现基于学分

银行管理体系的各类教育机构、社会培训机构、职业

技能鉴定、校企合作、社会实践、空间网络课程学习

资源等互联互通，同时具有对接各类教育机构学习

管理平台接口的功能，实现纵向和横向衔接。其中

的学习成果可以通过平台进行在线学分认定、学分

转换、学分累计等，从而构建学分银行教育大数据，

然后采用大数据分析技术，为每个学生的学习提供

个性化的指导服务，也可为政府和教育管理部门提

供教育需求分析与决策支持。

（二）推行“学分银行”的意义

随着科学技术和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全球经

济对人才的需求呈现多元高频变化态势，传统脱离

社会且单一的在校教育模式已经难以满足新时代就

业市场对创新人才的要求。新时代的劳动者必须从

过去的熟练技能工向创新型、知识型和智慧型的劳

动者转变，必须依托对新知识、新技术感知力强的企

业和就业培训机构，通过培训实现劳动者知识结构

的重构，而这些非正规教育培训机构如何与现有教

育体系相融合，成为“学分银行”建设的意义所在。

从长远来看，学分银行的实施，一是通过建立统一认

证机制，使各类社会培训和体制内的教育机构所取

得的学习成果得到互认；二是通过各种教育培训和

学分累积，构建新时代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生态链；

三是学分银行建设满足公民职业技能的多元化发展

需要，提高公民就业率；四是通过构建学分银行，推

动全民参与终身学习，提升全民综合素质。学分银

行制度的建立，对学习者来说，保证了更多的学习机

会和教育选择权；对各类教育机构来说，规范了教学

流程，促进了教学理念更新，加强了交流合作，提高

了竞争力，保证了教育质量；对于政府来说，可以有

效整合各类教育资源，强化校企合作，规范人才培养

规格，构建人力资源生态环境大数据，建立创新人才

信用体系，促进就业，提升全民就业综合素质。

二、学分银行建设总体要求

（一）学分银行建设要结合理行教育模式

学分银行的推行是为了适应新时代快速变化的

科技型社会对创新型人才的需求而推出的一种新的

教育制度，这种制度既可以满足公民接受终身教育

和构建学习型社会的需要，又可以构建未来社会人

才综合能力评估体系，从而提高整个国家的创新素

质。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现行教育制度是以知

识传授为主要目标，这在以模仿为主的经济建设年

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社会进入新时

代的步伐加快，以提升人民对美好生活为目标，以互

联网和新一代人工智能为牵引，以创新驱动发展为

核心，以高素质创新人才为支撑的快速发展的经济

社会的到来，必须尽快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型教育

模式，这种新型教育模式就是“学分银行”制度。学

分银行教育制度，是通过为公民建立终身学习制度，

使公民在接受传统教育模式的基础之上，能够根据

自己的就业需要或者兴趣爱好，选择合适的时间、地

点，接受不同类型的学习内容和形式，从而培养出能

够适应新时代快速变化需要的高素质人才，以满足

当前或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社会对各类创新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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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的需求。因此，学分银行制度的推行，必须与现行

的教育模式相结合，是对现行教育制度的继承和发

展。

（二）学分银行建设需要做好顶层设计

从目前学分制银行实施的情况来看，各国运行

的模式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从顶层设计上看，由于

美国和加拿大的教育权利归属地方，因此，学分银行

制度因各州而异，而韩国因教育权属集中，因此设立

了国家层面的“学分银行”统筹规划机构。目前学

分银行的顶层设计没有统一的模板，需要根据各国

的实际情况进行设计。根据我国的国情，学分银行

的设计主要要考虑与现有教育制度衔接问题。由于

我国的教育制度主要沿用了苏联的教育模式，因此，

从建国以来我们从小学到大学基本选择了以传授知

识为主要目的在校全日制学历教育，这种教育模式

符合当时的国情。但是经过３０多年的改革开放，我
们的教育目标已经转变为以培养高素质的科技型创

新人才为目标，通过构建强大的科技创新人才资源

库，为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保障，确保在下一

个百年保持科技强国的地位。根据我国的实际情

况，学分银行的实施可以采用两条腿走路的办法来

实施。一方面可以参照韩国学分制银行的管理模

式，由教育部门指定相关机构，对现有的以学校教育

为主要对象的课程体系，进行统一的学分换算，对非

学历教育的短期培训机构培训内容进行规范并进行

学分换算，建立基于培训时间和考察内容相结合的

标准化课程体系，加强对学分转换教育认证机构的

组织与管理，规范培训机构所提供的教育项目流程

和学分换算模式，确保教育质量的可靠性。另一方

面，通过开发统一的学分银行信息服务平台，构建基

于网络空间的课程体系和开放的教育平台，或者依

托现有的网络教育资源平台作为校本教育模式的补

充。

（三）学分银行建设离不开政府政策支持

学分银行旨在为公民搭建终身学习平台，需要

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开发大量的优质课程

资源，设置相应的认证机构，因此需要政府政策的大

力支持。教育部在２００１年８月下发了《关于在职业
学校进行学分制试点工作的意见》（教职成厅

〔２００１〕３号），提出在职业学校率先推行学分制，有
利于遵循教育规律，因材施教，促进学生多样化全面

发展，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满足新时代社会

对职业人才多样化的需求。２００４年８月又下发了
《关于在职业学校逐步推行学分制的若干意见》（教

职成〔２００４〕１０号），提出在经济发达地区，职业教育

可在区域内全面推行学分制改革，逐步建立和完善

区域内职业学校之间的学分互认机制，这为我国职

业学校全面实施学分制提供了政策保障。当前，一

些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开始在职业学校进行学分制改

革工作，在课程开发、教学管理、实践性课程等方面

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这为逐步在职业学校全

面实行学分银行制度创造了条件。但由于目前经济

欠发达区域人们观念滞后，企业对技能人才的多样

性需求有待开发，加之部分学校对实施学分制和学

分银行制度的意义认识不到位。因此，政府需要结

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台相应的激励政策，以先进的

理念引导本区域职业学校实施学分银行制度。

（四）要处理好学分银行积分和管理问题

“积分”是体现学分银行职能的重要功能之一。

但是，由于传统的普通教育是以学历为认证标准，因

此在学分银行的推行上要充分考虑学历教育和职业

培训课程的学分兑换关系。目前学分计量主要以学

习某一课程所花费时间为基础，因此可以通过学年

制＋职业技能培训作为学分累计的依据。此外，某
些职业技能课程具有不可替代的特点，因此需要建

立专门的职业认证考评机构，以解决学分的通兑问

题。同时，由于当前我国的在校教育建制均是以专

业、系、班级为管理单位，这给学分制和学分银行的

普适性带来一定的制约，因此，需要借助网络平台，

打破传统的管理建制，依据个人需求采用网络选课

制度，通过网络课程空间进行自主学习，实现学分计

量多元化的管理方式。

三、学分银行信息服务平台体系构建需求分析

以互联网、大数据及云计算等技术为支撑的学

分制银行信息服务平台在总体设计上主要涉及三个

方面：学分银行制度建设需求分析、学分互认模型设

计要求分析和平台个人服务应用需求分析。

（一）学分银行制度建设需求分析

学分银行的建设应该结合我国教育制度的特

点，充分考虑现行的教育体制的制约性与延展性。

当前我国的教育主要以普通学历教育为主，在职非

学历教育为辅的混合教育制度，因此，一些在职教

育、返校短期学习、就业培训、企业实践、岗位交流等

各种短期学习所取得的学习成果，未能得到社会的

完全认可。因此，《规划纲要》提出要建立终身学习

“立交桥”，从制度建设的层面确立终身学习的有效

性。通过建立“学分银行”制度，把现有的各种教育

制度纵横衔接，形成公民终身教育、在岗培训和社会

实践的学习生态链，将人生参加教育的每一个阶段

和环节利用数据进行量化，并形成个人终身接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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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及学习成果档案。通过建立教育培训与人才培养

生态链，构建高素质职业人才评估模型，从而完善社

会共享的人才能力及征信等综合素质评价体系，为

企业、社会、政府输送高素质人才，以促进经济社会

快速发展。其中人才评估模型是核心，应重点考虑

各种教育培训及学习内容与人才多元能力的相关耦

合度，其中包括：工作能力、创新能力、个人征信、业

绩能力、交际能力、政治倾向、价值观认同、忠诚度、

学习能力、管理能力和影响力等。通过构建终身学

习体系，在教育管理、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学习过

程等活动中，对个人参加各种教育培训、学习及学习

成果进行学分量化，并从数据中提取影响人才培养

质量的内在关联因素。“学分银行”制度建设，不能

脱离当前的教育制度，而是对当前教育制度的补充

和完善；在设计上，重点是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教育

大数据的共享，充分利用智能化手段对传统教育管

理进行提升，要在数据的基础上构建高素质创新人

才培养生态环境。

（二）学分互认模型设计要求分析

学分是学分银行衡量学业完成量的最小元素，

是反映学生学习成果、知识容量和能力提升的依据。

学分银行体系构建离不开最基本的学分计量，同时

需要考虑不同领域和专业的学习成果的学分互换与

认证标准，这是学分转移、互认时最重要的环节。为

了实现“学分银行”的学分累积，学分计量单位必须

统一。根据目前国际公认的计算方法，即：一般课程

以１６—１８课时为１个学分，社会实践、顶岗实习、军
训和社团活动等以１周为１个学分。根据现行的学
历教育专业培养目标，三年制专业总计不少于１７０
学分，四学年制专业总计一般不少于２２０学分，五年
制专业总计一般不少于２７０学分。目前对于全职学
历教育过程，学分计算主要采用学期制学分计量模

式，学分是计算学生完成课业的必要时间和成绩的

单位，是学生获得学业证书的主要依据，也是学校组

织教学的依据。此外，“学分银行”还需要为在职人

员提供“间歇性”学习机会，最终应实现不同专业、

不同学校甚至不同学历学分的“通兑”。学分银行

的终极价值在于构建基于教育大数据的多元人才跟

踪反馈评价体系，促进人才培养终身制，最终推动终

身教育和学习型社会的建设。

（三）平台个人服务应用需求分析

学分银行信息服务平台主要包括：个人学分管

理服务中心和在线学习服务两部分。个人学分管理

服务中心主要是为学生提供个人学习经历查询、学

分计算、学分兑换、学分积累、个人学习信用评价等；

在线学习主要为学生提供在线学习、网络课堂、学业

规划、就业指导、标准化课程和教学大纲等。通过平

台个人可以申请注册成为会员，可以将个人的学习

成果上传到平台，经过工作人员或者系统的认可，可

以兑换为学分，也可以在线申请平台上提供的网络

培训课程或者参加企业的岗位实习等，均可作为学

分银行累积的基本元素。也可将个人的工作经历及

工作过程中取得的研究成果（工作业绩）经过相关

人事部门或者学分认证机构认可后，作为辅助学分

进行累积，以便作为个人工作能力综合评价的附加

项。总之，通过灵活的服务功能尽可能对学生的受

教育经历和职业能力作出客观的评价，从而建立科

学的终身学习的人才培养管理平台。

四、学分银行信息服务平台技术实现方案

学分银行可以把现有的在校教育、职业教育、成

人教育、企业实训、在职培训、科学研究等学习成果

进行衔接，从而打破校内校外教育之间的壁垒，建立

一种能够对各种学习途径取得的学习成果进行有效

评估、认证、量化、积累和转换的机制，最终目的是为

每个学生建立一个终身接受教育的服务平台。具体

实现方案如下：

（一）设计原则

一是系统安全原则。由于学分银行信息管理服

务平台涉及大量个人隐私，信息安全尤为重要。信

息安全不仅在系统上要做好服务器安全、物理设备

安全、网络设备安全以及做好防黑客侵犯和病毒入

侵等，而且在应用方面需要加强制度防范、数据安全

等。二是平台开放性原则。由于学分银行的是面向

全体公民和各类教育培训机构以及相关的人才评价

和管理机构，因此，平台要能提供标准化开放接口，

支持多平台接入，实现与各级各类平台数据对接。

三是满足海量数据处理原则。学分银行旨在建立广

泛的终身受教育的人才成长“立交桥”，是面向全社

会的成员和教育培训机构甚至各用人单位，对参与

的“学生”要建立终身学习过程和成果的跟踪、管理

及信用和能力评价，需要整合各级各类相关异构学

习平台的数据，会形成海量的用户信息，因此，需要

支持海量数据处理。

（二）学分银行信息服务平台总体架构

在平台设计上主要由硬件系统和软件系统组

成。硬件系统包含网络及网络安全设备、服务器、存

储设备和安全保障设备，其为学分银行信息服务平

台的部署、应用系统运行和信息化建设扩展提供基

础运行环境。软件系统根据平台实现功能和业务逻

辑的需要，平台总体架构在设计上分为三层，即：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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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数据服务层、业务逻辑处理层和应用服务层，具体

技术实施方案如下：

１．基础数据服务层
由于学分银行业务涉及各行各业，面向全体公

民，用户数量庞大，分布及为广泛，数据种类复杂，会

形成海量数据。为了高效处理海量数据，需要专门

设计基础数据服务层，该层主要包括：海量数据并行

管理与分析、基于大数据自适应分片粒度的数据管

理与分析处理方案和多任务间的并行数据处理以及

多个节点之间的数据并行处理等。该技术的核心是

采用数据挖掘技术，对异构数据进行重组，在此基础

上采用深度学习技术按照知识分类、提取和标签等

方法形成教育大数据。在具体的实现上使用 ＥＴＬ
工具和ＯＬＡＰ技术完成数据的抽取、转换、加载，实
现业务数据的集成、整合和分析。其中 ＥＴＬ工具选
择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ａＰｏｗｅｒＣｅｎｔｅｒ用于访问多种格式的数
据和集成平台业务系统。主要解决：数据清洗和匹

配、数据屏蔽、数据验证、Ｔｅｒａｄａｔａ双负载、企业网
格、元数据交换、下推优化和异构结构化数据等。学

分银行信息管理平台中，应用 ＥＴＬ的目的是将分散
在各教育机构和学习平台中把结构和标准不统一的

数据进行整合。应用 ＯＬＡＰ分析技术是针对平台业
务逻辑整合数据，实现大数据分析，给个人和机构提

供个性化服务，为政府和教育部门提供教育需求分

析与决策建议。

２．业务逻辑处理服务层
学分银行信息管理平台的核心是业务逻辑处理

服务层。该层旨在为平台提供各种业务服务处理功

能，主要包括：学分转换标准制定、机构申请与管理、

学分成果认定与转换、教育机构管理与动态评估、学

分模型转换、人才信用度和职业能力评估体系以及

人才推荐、就业服务、招生招聘、职业培训、网络课程

资源等服务功能。其中，学分转换标准制定是依据

国家有关学分兑换的相关政策进行设置。其余模块

主要包括教育机构资质申请、教育机构学生学习档

案管理及就业培训等模块，其模块功能主要围绕为

在职就业学生提供非学历培训证书与学历教育课程

互认服务，以及为个人提供学分积累、管理和学习资

源及认证转换等业务。基于此，学分银行信息服务

管理平台需要提供的不仅仅是学习成果的存储、积

累与转换，同时，还可以为社会成员提供个性化的就

业培训、就业指导、创业指导等服务，而且还可以为

教育机构和企业联盟提供人才结构分析、教育资源

管理，以及提供有针对性的人才评价模式和人才成

长多元因素关联度可视化数据相关性分析等功能。

３．应用服务层
学分银行的应用服务主要职能是对学分银行的

所有业务进行管理。从认证的层级上分为：学分银

行认证管理中心、学分银行认证管理分中心和学分

银行认证管理站（点）。其主要职能包括：各层级教

育机构学分认证、各种培训机构学分认证和参加各

种社会活动学分认证等。学分银行认证管理中心作

为最高级别的业务执行机构，主要负责对国家承认

的教育机构和专业进行管理与学分认定，以及根据

社会的职业动态，设计针对不同层次、职业和各种年

龄阶段的人群终身教育培训课程体系。学分银行认

证管理分中心作为下级的业务执行机构，主要完成

教育机构账户管理、培训机构账户管理中心、学习成

果认证及管理等。学分银行认证站（点）主要职能

是为用户办理开户、销户、认证、转换和学习档案查

询等业务。学生用户端是为学生个人学习者提供应

用服务，包括个人终身学习账户的信息管理、成果

认证申请、学习成果（学分）积累申请、成果转换申

请、学习指导、认证结果查询、个人消息中心和个人

新闻等。在应用上，主要包括：个人账户管理、个人

学分管理、个人学习档案、个人工作经历、个人学业

指导、个人职业能力信用与评价。

五、创新点

（一）采用基础数据服务层实现教育大数据仓

库

学分银行信息服务平台的业务数据，由于角色

不同、机构不同和业务不同等，导致所存储的数据格

式也不同，因此需要采用ＥＴＬ工具和ＯＬＡＰ技，完成
数据的清洗、提取、转换、配置，解决业务数据的集

成、整合和分析服务，实现数据的标准统一、管理统

一、维护统一。同时通过开发智能数据转换接口，将

教育系统内各个部门、各个应用系统的数据动态及

时地互联互通，构建基于分布式架构的大规模并行

处理的模型，实现信息动态采集、集中安全管理和共

享应用等。

（二）整合优质网络课程资源

借助学分银行信息服务平台把现有的教育机构

和就业培训机构的网络课程资源进行整合。通过虚

拟化技术，构建云端教学环境，将教育云从平台层面

转向云端一体化发展应用阶段，把信息技术与职业

培训、在校学习等教育资源整合起来，构建基于云端

网络课程的教育资源库。政府也可以通过购买或者

资源置换等多种方式整合各类培训机构或者行业培

训的课程资源，这些资源可以以多种方式提供给学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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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供教育大数据行为分析与反馈

学分银行的实施离不开海量数据处理，系统采

用基于分布式并行海量数据处理和基于人工智能的

深度学习算法，与传统的相对静态、预设模型的学习

分析方法相比，更加智能化。通过采用盲源数据处

理和相应的评价模型和数据分析，从中提取出有价

值的信息，使教育培训精准化、科学化、高效化，以便

为政府的教育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六、结束语

通过构建学分银行信息服务平台，实现各类学

历教育、非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机构的学习成果互

认和延伸，结合快速变化的行业对新技术的需求，为

公民提供终身接受新知识、新技能的教育机会，并将

公民学习的成果在原来的基础上实现学分累积。公

民的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平台可以与其他各级各类学

习平台之间实现数据互联互通、资源共享，并结合公

民学习习惯为提供高效的学习指导，使学习者能够

根据社会的就业需要，制定明确的学习目标。学分

制银行的实施，是对现有的教育体系、教育机制和人

才培养模式的重大突破，是对传统教育制度的创新，

通过服务平台打破了传统的学校与学校之间、校内

与校外之间互相割裂的壁垒，通过建立统一的学习

成果认证标准，优化了创新人才培养环境，实现了学

分累积和人才评价管理的可客观性，提升了新时代

人力资源的职业综合素质，在职业教育领域国家倡

导现行先试，是目前先进国家十分流行的一种教育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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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特殊教育教师职业发展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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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白瑞霞（１９６８— ），女，河南新郑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特殊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特殊教育。

摘　要：一系列关于特殊教育教师的新政策对特殊教育教师的职业发展起到引领和导向作用。
特教教师的教育对象是有各种功能障碍的特殊孩子，工作繁杂而艰巨。他们在职业发展过程中受学

历层次偏低、残疾人教育专业知识缺乏、社会待遇普遍不高、职业认同感低等制约。为了更好地提升

职业能力，以不断满足特殊学生的特殊需求，特教教师应强化职业道德理念、积极学习特殊教育前沿

知识，而教育行政部门应完善特教教师职后培训体系，政府及社会应进一步优化特教教师职业成长

环境等。

关键词：特殊教育教师；残疾学生；专业素养；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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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相关资料显示，１９９９年全国特殊教育学校为
１５２０所，比上一年减少了１５所，自２０００年伊始，特
殊学校数量又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５
年、２０１６年，全国特殊教育学校分别为 ２０００所、
２０５３所、２０８０所，专任教师总数分别为 ４．８１万、
５．０３万、５．３２万人［１］。从增长的数据不难发现，特

教学校数量的大幅增加，更加凸显特教教师在特殊

教育事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国
家先后颁布并实施多个文件，助推特教教师的职业

发展。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提出“加强特殊教育师资队伍建
设”，２０１２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
见》强调“特殊教育教师队伍建设要以提升专业化

水平为重点”，２０１５年教育部新颁布的《特殊教育
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强调特教教师应掌握“所教

学科知识体系的基本内容、基本思想和方法”，２０１６
年国务院《“十三五”加快残疾人小康进程规划纲

要》进一步强调 “加强专业化特殊教育教师队伍建

设”。可以说，在新的历史时期，特教教师未来职业

发展目标更加明确，行动更加具体。

当前，在国家大力提倡“以普通学校随班就读

为主体、以特殊教育学校为骨干、以送教上门和远程

教育为补充，全面推进融合教育”［２］的大背景下，无

论特教学校的教师，还是普校特教班的教师，不仅有

可能面对智障、听障、视障的少年儿童，还有可能面

对自闭症、脑瘫和多重残疾等少年儿童。对这些特

殊的少年儿童实施教育，必须采用有别于普校学生

的专业知识、教育方法和训练内容。因此，每一位特

教教师在职业发展过程中都会面临更多的压力和挑

战。本文将以新时期特教教师职业发展现状为切入

点，尝试分析特教教师在职业发展过程中的制约因

素，以期助推特教教师职业的快速发展。

一、特殊教育教师职业发展之困境

（一）特教教师学历普遍偏低

美国学者 Ｇｌａｔｔｈｏｒｎ认为影响教师职业发展的
因素主要有三种：个人因素、情境因素和促进教师发

展的特殊介入活动（如政策的导向）［３］。在这些个

因素中，教师的学历是最关键的“个人因素”。２０１５
年的一项针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１１０所特殊教育
学校（包括聋校、盲校、培智学校、综合性学校等类

型）的调查显示，中专学历程度包括中师毕业的教

师约占３８．３％，专科学历教师约占３１．８％，本科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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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学历教师不到三分之一。多数教师从业后，通

过进修，最终学历本科及本科以上水平者达

７４．５％［４］。这一数据和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

差距。如美国的特教教师最低学历标准必须是学士

学位，有些州甚至必须是硕士及其以上学历才符合

要求［５］。近些年，我国特殊教育学校对新入编教师

的学历要求最低是本科，但从整体来看，本科及以上

学历仍然占比偏小。教师学历层次偏低，专业素养

则会缺乏，直接影响课程教学理念以及课堂教学的

实施，进而影响教学效果。

（二）特教教师缺乏残疾人教育专业知识

世界各国对特教师资的残疾人专业知识要求都

比较高，除了大学本科四年的专业学习之外，还要有

１—２年的特教专业学习培训，体现了学历要求和特
教专业知识的有机结合。我国新修订并于２０１７年
５月１日颁布实施的《残疾人教育条例》也明确规
定：从事残疾人教育的教师，应掌握残疾人教育的专

业知识和技能。但是，目前我国特教师资队伍非特

教专业占７８．１％，不少特教学校教师在职后学历教
育中接受的均为普通教育领域的专业教育，缺少特

殊教育知识和技能的培训课程，特殊教育专业素养

仍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提升［６］。半数以上教师通过

成人教育、自学考试、函授等不同进修形式，获得了

更高学历，但常常是自己的学历层次提升了，自身的

特教专业素质却没有大的变化，如大多数从事聋教

育和盲教育的教师，其手语和盲文均不达标，在教学

中导致师生沟通障碍。特殊教育是一项复杂的工

作，不仅需要具备普校教师必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还必须掌握有关残疾学生的教育及心理等知识，具有

针对残疾学生的身心缺陷进行诊断、评估及教育、康

复等更为综合化、个性化和精细化的特殊教育能力，

如制定实施个别化教育计划以及教育康复训练方法

和器材的使用。另外，对从事聋教育和盲教育的教师

应当分别达到国家规定的手语和盲文等级标准。

（三）特教教师待遇普遍不高

国家于１９５６年下发的《全国普通教育、师范教
育事业工资改革的指示》中，明确规定特教教师享

受基础工资１５％的特教津贴，但从目前了解到的情
况来看，多数地区特教教师津贴基本按照１９５６年的
规定执行，平均每月基本为２００元左后的特教津贴。
如甘肃省特教学校一直执行的是 １９５６年的１５％的
特殊津贴政策，这一比例是偏底的，但有些地方政府

也未能认真落实到位［７］。有些省市虽然提高了特

教津贴，但不同的省份和地区，特教津贴也不尽相

同，例如，河南省特教学校教职工是按基本工资的

１５％享受特教补贴，从事十年以上特教职工补贴费
标准增加到２５％［８］；陕西省从２０１５年１月起，规定
特教津贴提高到其基本工资的５０％［９］。特教教师

是特殊教育事业发展的支柱与核心力量，特教津贴

的增长幅度直接关系到特教教师的切身利益。特教

待遇不高，不能有效激励在职特教教师长久地坚持

从事特教工作，无法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从事特殊

教育工作。从目前特教教师职业发展形势来看，我

国特殊教育教师的职业地位、工作待遇、社会认可度

还有待于进一步提升。

（四）特教教师职业认同感较低

特殊教育工作本身任务繁重，责任重大，并且是

高付出、低回报的职业。特教教师和普校教师相比，

需要付出比教育普通儿童更多的辛劳。特教教师时

常面对的不是生活自理能力差、情绪情感障碍的孩

子，就是思想抵触执拗、行为偏执过激的孩子，这就

需要教师耗费更多的脑力、体力和心力。但付出与

成效常常不能成正比，特教教师不能像普校教师那

样显著地体验到桃李满天下的成就感，他们最大的

希望就是看到自己培养的学生将来能够自强不息，

并能自食其力。从一份对全国特教教师的调查数据

来看，特教教师对目前所从事的职业在情感上表示

“喜欢”的仅占５７．６％，对特殊教育职业表示“不喜
欢”的占了４２．４％［１０］。基于特殊教育学校市、县分

布较为分散以及校际之间各自为战的现状，半数以

上的教师仅仅满足于自己立足的学校这一封闭的小

环境，追求的是教学工作的熟练化，较少关心特殊教

育改革和发展趋势。据笔者对特教教师的调查获

知，有的教师是出于万般无奈才选择了特殊教育；有

的教师年纪较大，对自身所从事的工作抱着做一天

和尚撞一天钟的态度，认为特殊教育学校没有升学

压力，寒暑假时间比较长，适合养老；还有的教师存

在只要把这些残疾孩子看管好，不出事故，就万事大

吉的认识；甚至有的教师每当向别人介绍自己是从

事聋、盲或培智教育时，心理总会担心被别人看不起

的感觉；有接近５０％的教师表示，如果有更好的工
作机会，自己便会离开特殊教育学校。这些消极思

想带来的是职业倦怠，职业倦怠更容易对该职业产

生消极反应，进而影响特教教师积极的职业提升态

度，阻碍着自身职业的向前发展。

二、特殊教育教师职业发展之路径

（一）特教教师应强化职业道德理念

每个行业都有职业道德，职业道德是特教教师

在职业活动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职业道德对于

特教教师来说，更是需要用一生来修炼。当特教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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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面对眼睛失明、双耳失聪、智力失常的孩子时，考

验的是特教教师的耐心、细心、恒心和责任心。特殊

教育教师关爱每一位残疾学生，发自内心愿意为残

疾学生服务，心甘情愿为特殊教育事业付出和奉献，

这是做好特殊教育工作的基本要求。因此，职业道

德是特教教师一切职业行为的基石，只有建立在这

个基石上的职业行为才是崇高的，才会令人尊敬和

爱戴。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中，把“师德高尚”放在了第一位，
正说明了这一点。特殊教育教师在工作中只有激活

自身的专业发展状态，才能以积极的心态投入到自

己的工作当中，才能感受到职业带给自己的幸福感

和成就感，才能在这个职业发展过程中长久走下去，

达到理想的职业境界。

（二）特教教师积极学习特殊教育前沿知识

目前，我国特殊教育发展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相

比还相对滞后，特殊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还存

在诸多空白，特殊教育发展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仍没

有得到有效解决。正如特殊教育专家所讲的那样：

特殊教育研究领域不够系统，水平不高，特色不明

显；特教教师缺乏理论指导，面对学生种种需要时往

往陷入不知所措、无所适从的困境 ［１１］。特殊教育

学校教师长期从事一线教学活动，具有直接的实践

经验和切身体会，对于开展盲、聋、智障、自闭等实证

研究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优势。特教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教学目标定位是否准确，使用的教学方法学

生是否接受，与学生是否进行了有效沟通，学生对自

己所讲授的内容和知识是否理解和消化，在教育教

学中还存在哪些问题，并针对出现的问题加以分析

和总结等等都可作为研究的内容。研究不能简单地

理解为思维和认识过程，而应当把研究付诸于实践。

先进的教育理念能够有效地指导教育实践。作

为特教教师，在结合自身教学实践进行思考研究的

同时，还要静下心，沉下去，潜心钻研和学习当前最

新的特教先进理念，如阅读《中国特殊教育》《现代

特殊教育》等专业期刊或特教专著。另外，要勇于

走出去，参加特殊教育学术研讨会，与特教专家、学

者交流探讨等。通过理论学习与工作实践的有机结

合，不断提升自身的教育教学能力。特教教师只有

坚持在教学中思考，在思考中学习，在学习中研究，

在研究中实践，就会使自己逐渐成长为既懂教学，又

知理论的新时代全能型教师。

（三）教育行政部门应完善特教教师职后培训

体系

教师的职业特点决定了必须终身学习，教到老，

学到老，才能不断满足现代社会知识的更新与发展。

１９６６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教学应被视为专
业”，因此，行之有效的特殊教育教师职后培训对于

促进特教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增强教师的职业素

养至关重要。在《残疾人教育条例》中明确指出“在

普通教师培训中增加一定比例的特殊教育内容和相

关知识，提高普通教师的特殊教育能力”。基于目

前国内特教师资队伍中非特殊教育专业毕业超过半

数的现状，职后培训应该着重弥补这类教师的先天

缺憾。在国培计划的基础上，建议教育行政部门建

立更加完善的培训体系，保障每一位教师的可持续

发展。首先，准确定位培训需求，因地制宜，以满足

不同地区、不同类型教师的培训愿望。培训应做到

针对性和实用性，不能理论知识一大筐，实践技能蜻

蜓点水，应注重理论传授与实践技能的相互结合，切

实通过培训对教学起到指导作用。其次，建立多元

化培训模式。教育行政部门应有计划，分批、分层、

分级开展全方位的特殊教育资格培训，包括校本培

训、省市级及国家层面的培训，对于科班出身，也需

要进一步提升，培训全覆盖，不走形式，不走过场，最

大程度地满足全国５万多名特教教师的培训愿望和
需求。再次，强化激励机制，把培训、晋升、加薪和职

称结合起来，调动每一位受训教师的培训积极性。

最后，职后学历教育为非特殊教育专业毕业的教师，

还应参加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特殊教育专业培训，

切实提高培训内容的实效性和针对性，不断满足特

殊教育教师进修特殊教育专业的需求。

（四）政府和社会进一步优化特教教师职业成

长环境

在《“十三五”加快残疾人小康进程规划纲要》

中，专门强调“提高残疾人受教育水平”，这是广大

残疾人的福音，与此同时，也激发了广大特教教师的

工作热情。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

会文明进程的加快，特殊教育事业也迎来了前所未

有的大好局面。国家颁布多个关于支持特教教师职

业发展的文件，这些文件精神对于营造特教教师的

职业成长环境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从目前来

看，我国特教教师和普校教师相比，社会地位仍普遍

较低，还不能得到人们的理解和接纳，特教教师还没

有真正体会到这一特殊职业的自豪感和神圣感。政

府和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特殊教育教师投

入机制，为特殊教育教师提供有力的经济支持和社

会保障措施，营造全社会都来关心和支持特殊教育

事业发展的良好氛围，增强特教教师的职业吸引力，

使更多的优秀人才加入到特教队伍当中，共同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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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特殊教育事业的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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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全球共享经济浪潮中，高等教育应以更有效的组织方式和运作模式，树立资源共享观
念，创新资源共享方式，健全制度、完善政策、组团协作，构建高校共同体，充分发挥大学城高校聚集

效应，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和高校办学效益，助推高校人才培养质量以及办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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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伯纳说过：“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
我们彼此交换，每人还是一个苹果；你有一种思想，

我有一种思想，我们彼此交换，每人可拥有两种思

想。”梳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一方面，随着

精英教育逐渐过渡到大众化教育，大学生人均享有

的教育资源逐年减少，教育资源短缺的问题越来越

严重；另一方面，随着国家对高等教育投入的不断增

加，高等院校办学经费以及可支配教育资源呈递增

趋势。充分利用教育资源，使其最大限度地发挥效

益，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实际上，开

放教育资源，由社会共享，对高校来讲，既可以扩大

社会影响力和美誉度，也可以提高自身的社会责任

感和使命感，发挥服务社会的功能。由政府主导建

设的大学城，“各校相对独立，而教育资源共享”，其

设置的初衷就是为了有效地整合教育资源，以更加

集约化、规模化的姿态，迎接高等教育新常态的发展

之需。可是，现实并不尽如人意，大学城应有的聚集

效应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各大学之间并没有形成

真正的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本文试图寻求更有效

的高校组织方式和运作模式，以期实现资源节约、资

源合理配置，促进高校新的生态组织的生成。

一、概念界定

（一）共享经济

所谓共享，是指让商品、服务、资源以及人才等

通过畅通渠道服务于经济生活。随着互联网的深度

发展以及信息技术与创新的互动演进，“互联网 ＋”
引发了不同领域的“地震式的革命”，其带来的经济

效益也令人始料不及。目前，共享经济行业和市场

已经涉及旅行住宿、物流、交通、服务、闲置用品等方

方面面。共享经济的出现，对于供需双方来讲，均能

提升资源对接和资源配置的效率，降低金钱成本和

时间成本，其优势愈来愈为人们所接受。

随着互联网深入发展所引发的全球共享经济浪

潮的涌动，我国也制定了“互联网 ＋”行动计划，以
全面推进共享经济的发展。对于协同共享这种新的

经济模式，李克强总理曾这样表明政府的态度：“目

前全球分享经济呈快速发展态势，通过分享协作方

式搞创业创新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新路子。”由中国

倡导的“一带一路”之所以一经提出就能获得国际

社会的欢迎和广泛支持，其奥秘就在于我们的“一

带一路”始终把共商、共建、共享作为主旋律，注重

和其他国家发展战略实现对接，追求互利共赢，考虑

沿线国家的利益。“一带一路”的示范带动作用，无

疑把分享协作的理念传播到更多的国家和地区。

（二）共享教育资源

共享理念的冲击与渗透，同样如风暴一样震撼

了整个教育界。对于高等院校而言，共享教育资源

是指充分协调和发挥各个单位、各个部门的作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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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内部和各个高校之间，共同使用教育资源，如教

师资源、图书馆资源、体育运动资源、网络数据资源、

实验设备资源等。这样共享的最大好处就是，在少

增加或不增加教育投入的前提下，“物尽其用”，教

育资源的利用率提高了，同时，也提高了办学效率和

办学质量。

共享高校教育资源，是一个系统性的大工程。

宏观层面讲，运行这样的大工程，既要有相关政策法

规“保驾护航”，也需要有一整套的激励机制和绩效

评估机制；具体操作层面上，则需要统一规范的准入

技术参数，建立合理的组织启动机制，既要考虑高校

的共性，也要考虑各个高校存在的差异性，在“互

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支配下，选择合适的共享模

式，以充分调动各个高校参与共享的积极性。

二、高等院校教育资源共享的必要性及现状分析

（一）教育资源共享的必要性

无论基于国际视野，抑或立足国家和学校层面，教

育资源共享都是大势所趋，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从国际视野看，教育资源共享是大势所趋
放眼国际，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实施教育学分互

认、教育资源共享和证书的相互认可。“地球村”的理

念为更多的有识之士接受，欧盟甚至拟议建立欧洲高

等教育区，旨在全区范围内推进教育资源共享，包括

教师的流动、学生的流动以及学分的互认等。

在欧美的许多国家，高校的建制已经不再是约

束学生学习的边界，同一城市、相邻地区，甚至在全

国范围内，学生可以图书互借、课程互选、学分互认、

学分转移、学术平台共建等，这样的分享与互动十分

活跃，且程度不断深化。这样开放式的资源共享和

交流机制，最大的收益者是学生群体。学生的学习

更具弹性，学习实现了无边界，既促进了学生的个性

化发展，也拓展了教育的疆界。

２．立足国家层面，教育资源共享体现社会发展
对人才的需求

如何与时俱进，为社会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是每

所高校都需要首先思考并解决的大问题。高等教育

大众化时代的到来，使得原本就不宽裕的高等教育

资源立时显得“捉襟见肘”，特别是一些地方性院

校，更是对生源的扩张准备不足，教师、教室、实验

室、运动场所、图书资源等方面严重不足，不仅制约

着学校的发展，同时也影响到了人才培养的质量。

因此，实现高等教育有限资源的共享既十分必要也

非常迫切。

促进每个入学的青年学子差异化发展和个性化

发展，满足每位学生的发展需要及兴趣爱好，为他们

提供所需的受教育条件和机会，是每所高校应该做

到的。令人不安的是，大众化和普及化时代的高等

教育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就是资源的严重不足，

在欧美发达国家是如此，在我国更是如此。学生的

教育需求与我国教育投入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将在

一个时期内存在。基于此，高等学校应有所作为，集

中可用的教育投资，努力建设自身优质的、富有特色

的教育资源。校际之间，构建交流和共享机制，建立

协同机制，提高教育资源的共享度，方能更好地发挥

优势资源的教育价值。

３．从高校实际来看，资源共享是高校强化自身
优势，走内涵式发展之需

回望各个高等院校本体，教育资源短缺的存在

是不争的事实。在一些地方院校，因为师资的匮乏，

致使一些基础课程和公共课程只能以大班额的形式

开设，二百来人的大规模班额上课，其效果也就可想

而知了。还有许多实践性课程的开设，也总会因设

备不足、实验室不够等诸多问题而搁浅或课时数被

压缩。与此形成强烈反差对比的是，教育资源浪费

的现象也不同程度存在着。最明显的就是实验室运

行效率低下，大型实验仪器使用率较低。这与国家

倡导的创建节约型社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大势

相背离。在这种情况下，实施教育资源共享，注重质

量、结构、效益的协调发展，是各个高校由外延式发

展转变为内涵式发展的必由之路。

实现高等教育资源共享，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

高校相互融合、相互合作“碰撞”的同时，提升各个

高校的自身生存能力，专业间形成了交流与互动，既

有效防止了学科与专业的僵化，也使得各个院校在

竞争中形成自己的特色课程与品牌专业，朝着做大

做强的方向发展。这样的良性互动，促使校方会不

断追加教学科研的资金，有益于建设一支高水平的

师资队伍，不断提高教育教学水平，提高人才培养的

质量，更好地发挥高校人才培养的功能。

（二）教育资源共享的现状

我国高校教育资源共享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１．制度不健全、配套政策不完善
要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前提之一就是要为分

散的资源搭建一个共享平台，以方便统一管理。至

于在资源共享过程中具体的操作细节，譬如机构的

设置、人员的编制、费用的分摊、规则的制定等，则需

要各个高校协商，在充分兼顾不同群体利益的基础

上妥善解决，互利共赢，携手发展。但因缺乏健全的

共享制度和配套政策，持观望态度的高校多，最终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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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共享的情况鲜有。另外，国内的高校，在办学类

型、办学规模、办学层次以及发展现状等方面客观上

存在着显著的差距，不同学校对教育资源共享的需

求也不尽一致，甚至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而且不

同的高校，又分别隶属于不同的管理部门，主管部门

的条块分割，既影响了共享运行机制的畅通，也制约

了高校在共享交流过程中的主动性。如高校体育设

施、博物馆等资源对外免费开放之后，暴露出一系列

问题，如场地器材损耗严重，维修及维持运行的成本

陡增，这些问题，在现实中不能及时得以解决，给高

校给高校带来不小的经济困扰和压力，极大地抵消

了高校开放这些公共设施的积极性。经验证明，唯

有“互惠互利、良性互动”，方能构建健康、稳定的合

作关系。不同的高校间开展教育资源共享，涉及到

的利益群体不同，务必建立起一套长效机制作为保

障，协调好利益的分配、核算新增劳动量、评估管理

成本等，而这些问题，无不是对我们的高校领导层乃

至教育行政部门智慧的考验。

２．共享层次低、领域单一
随着国内大学城的建设规模的铺开以及一些地

方高校联盟的成立，高等教育资源共享取得了一些

成效，但整体来看，仍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共享的教育

资源内容不够丰富、共享的层次相对较低、共享的领

域单一等问题。具体表现为：院校内部共享多、学校

之间共享少；教师共享的机会多、学生共享的机会

少。据媒体报道，准备开建的广州教育城，就遭到了

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诟病和非议，民众及高校教师

干部对已经投入运行的广州大学城内１０所高校的
资源共享现状并不满意，对于国有资源的闲置与浪

费现象意见很大。在广州大学城，仅仅实现了学生

饭卡的流通使用，而图书馆资源、生活配套设施都未

能真正实现共享。实际上，目前国内绝大多数的高

校图书馆，仍然是凭学生证和教师证借阅书籍，对社

会开放的程度严重不够，更不用说实验室这种高成

本精细化的教育设施。造成这样状况的原因是多样

的，其主要原因来自高校内部。据抽样调查，４３％的
高校认为资源共享会削弱本校的经济利益，难以从

共同体内获得相应的回报。正是因为内驱力的匮

乏，才造成了当下我国高校教育资源共享一直在较

低的合作层次上徘徊。

３．校内资源对社会开放不够
高校的教育资源，不仅为高校所有，为学生提供

教育教学服务，同时，作为公共性的教育资源，还应

该向社区开放。这对于推进学习型社会、促进社会

精神文明建设，都是有益的。作为高等院校的功能

之一，服务社会的程度与方式，也越来越受党和国家

的关注。各高校应顺应社会呼声，发挥自身优势，以

更加主动、直接、多样化的形式，为社会服务，为社会

贡献力量。

尽管舆论多年呼吁，我国高校对社会开放的程

度却一直不高，就连体育馆、图书馆这些文体设施向

社会开放有限，也是进程缓慢。虽然国内的不少省

份如安徽、北京、上海等，的高校主管部门以及学校

的行政部门，也先后出台高校教育科研资源有序开

放的意见、文件，对于现有的各类教育、文件、科研、

体育等资源，承诺要向中小学生、社区居民最大限度

开放，并成立领导小组，负责此项工作的推进和评估

考核。但是追踪调查显示，很多学校并没能按照协

议真正兑现开放的承诺。校园安全问题、冲击学校

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等理由，冠冕堂皇地把承诺像

风一样地吹走。

三、促进资源共享，提升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策略

（一）树立资源共享观念，增强共享的主动性

大学城为教育资源的共享提供了最节约的路径，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资源共享，就务必走好“最后的一

公里”，那就是：增强共享意识，放手教育资源的所有

权和使用权。各级政府部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以及

各类高等院校的决策者，务必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树

立全局意识，共同破解高等教育资源共享过程中所出

现的新问题，勇于突破那种自我封闭、自我发展的旧

格局，走出一条开放办学、互通有无、资源共享的新道

路，在共享的过程中，相互合作，扬长补短，发挥整体

优势，进而提高办学质量和教育教学水平。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进程中，政府部门的协调

与引导的作用不容小觑。要引导高校认清竞争与合

作的关系，彻底打破门户之见，树立开放、共建、共

享、共赢的教育新理念，校际间既有竞争的一面，又

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契合，通过政策、行政、资助等措

施，积极作为，积极建构协同合作的现代教育新体

系。高校的管理层也应当认识到，所谓的办学优势，

只是在某些学科或某些专业上较其它学校具有办学

优势，每所学校也都不同程度存在着各自的短板，譬

如对于本校的非重点课程就可以通过和其他学校共

享资源解决。诚如是，通过各个高校的相互合作，建

立一套发挥各自优势的良性运行机制。那么，我们

必将迎来高等教育发展的春天。

（二）创新资源共享方式，构建网络共享平台

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正在走向全面的信息化，

包括教育在线、网络教学平台等业务系统不断涌现、

升级。在此情况之下，实行区域高校优质教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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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享，可有效盘活区域内高校的师资资源、设备资

源、场所资源、文献资源，充分发挥其使用效率和投

资效益，最大限度地解决区域高校资源配置不均衡

等问题。

区域高校教育资源的共享模式是多样的，“教

师教育资源共享”“实验设备资源共享”“文献信息

资源共享”和“优质教育资源综合共享”这四种模式

基本上涵盖了区域高校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内容。

教育资源共享的具体方式也是多样的，可以资源引

入，也可以共建共用。如建立“教师信息库”，互聘

教师；互认学分，实行联合学分制；创新管理机制，互

用实验室，互借图书，互享高水平学术讲座，统筹建

设综合技能培养实训基地，构建相互衔接、沟通顺畅

的信息交流平台等等。为提高数字资源的建设力度

及资源共享的需求，以共知、共建、共享为目的，国内

一些省份的大学城以及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也已经行

动起来，且效果不错。如福州市大学城就建设有文

献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据介绍，其中中外数据库就有

２６４个，中文期刊论文全文满足率为９７％，外文期刊
论文全文满足率为８６％，这样的共享平台，以海量
的中外文文献数据和便捷的登录，可极大地满足读

者对权威资料的各种需求。

（三）建立健全共享机制，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高校教育资源的共享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方

方面面，需要协调与管理。建立相关完善的教育政

策，推行一套完整、科学的共享机制，可以调动一切

积极因素，打破各式各样的束缚与限制，提高高校参

与共享的积极性。具体来讲，建立并实行统一、强有

力的领导会商机制，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解决出现

的问题，协调各方关系；遵循市场运行规律，建立合

理的经济核算及成本贴补机制、利益平衡机制；建立

奖惩制度，用于奖励或惩戒在共享过程中的单位、部

门和个人；健全并完善相关的政策、法规，为实施共

享提供法律支持。

（四）成立专门组织，组建专业团队

在事业的发展过程中，人是决定性的因素。当

前，在高校教育资源共享的进程中，专业人才和组织

机构的缺失成为发展道路上的拦路虎。要真正解决

此问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是设置相

应的机构，专门负责教育资源共享的协调与运作。

另一方面是广揽人才，用优厚政策吸纳更多的青年

才俊加盟。

总而言之，高等教育资源共享是一项复杂而艰

巨的系统工程，牵涉面广，非一朝一夕之功。这项宏

大工程，不仅需要各级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尤其需

要教育行政部门以及高校等各个方面的支持和配

合。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更新理念，突破旧有

思想的藩篱，与时俱进，以建设节约型社会为目标，

充分调查研究，构建科学、高效的教育资源共享机

制，发挥现有资源的效应，则必将迎来高等教育的大

发展，为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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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ＢＲＣＡ１基因是目前已知的一种十分重要的抑癌基因，是参与 ＤＮＡ损伤识别和修复的
大型蛋白质复合物的一部分，它对细胞的正常生长、分化、ＤＮＡ遗传物质的损伤修复以及保护基因
组的完整性至关重要。ＢＲＣＡ１基因突变，会导致细胞生长机制紊乱，显著增加患癌率。Ｒａｄ５１
（ＨｓＲａｄ５１）基因可以经由同源重组（ＨＲ）来修复双链断裂的生物遗传物质 ＤＮＡ。ＢＲＣＡ１与 Ｒａｄ５１
在生物体内相互作用，可有效抑制癌症发生。可采用荧光光谱、ＣＤ、ＮＭＲ等方法来研究 ＢＲＣＡ１与
Ｒａｄ５１蛋白的相互作用。

关键词：乳腺癌易感基因１；ＨｓＲａｄ５１；相互作用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７．０６．０１９
中图分类号：Ｒ７３７．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７）０６－０１０３－０６

　　由于环境因素以及电离辐射等多方面的影响，
使得生物体细胞的正常生长机制被打乱，从而诱使

生物体细胞异常生长，导致发生癌变。１９９４年科学
家们初次分离并获得乳腺癌易感基因（ＢＲＣＡ基
因），发现ＢＲＣＡ基因中的ＢＲＣＡ１和ＢＲＣＡ２与癌症
紧密相关［１］。女性若携带 ＢＲＣＡ突变基因，则患乳
腺癌、卵巢癌的概率大大增加，除此之外，其他几种

器官也易发生癌变。而男性此种基因突变携带者也

会患癌［２］，如患前列腺癌、乳腺癌等，但男性患癌概

率远低于女性。人的 Ｒａｄ５１蛋白是维持基因组稳
定性的重要物质，研究发现在某些癌变组织中检测

到细胞内Ｒａｄ５１蛋白的高度表达，这类细胞对于抗
癌药物尤其顺铂药物的耐药性明显增强。这些研究

结果从侧面证明Ｒａｄ５１与肿瘤紧密相关［３－８］。

ＢＲＣＡ１参与ＤＮＡ修复，在维持基因组稳定性
方面起重要作用，可与多种ＤＮＡ修复酶或重组蛋白
发生作用，包括Ｒａｄ５１、Ｒａｄ５０／ＭＲＥ１１／ＮＩＢＲＩＮ复合

物、Ｂｌｏｏｍ解冻酶等［９］。研究发现 ＢＲＣＡ１和 Ｒａｄ５１
可形成不同的 ＤＮＡ修复复合物和作用位点，改变
ＤＮＡ所处环境后，ＢＲＣＡ１仍可发挥修复作用，且在
顺铂诱导下，ＢＲＣＡ１的羧基末端能够与 Ｒａｄ５１作用
来对ＤＮＡ损伤位点进行修复［９］。因此，目前研究重

点可着手于确定用顺铂和电离辐射治疗后 ＢＲＣＡ１
在Ｒａｄ５１病灶中的作用。

多肽 －蛋白质通过关键靶点进行的相互作
用［１０］在生物体内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可以利

用 ＺＤＯＣＫ和 ＲＤＯＣＫ的分子对接措施，对 ＢＲＣＡ１
和Ｒａｄ５１相互作用进行研讨［１１］。

１　ＢＲＣＡ１基因
研究表明，抑癌基因的失活及原癌基因的活化

与癌症密切相关［１２－１４］。ＢＲＣＡ１是一种可以抑制癌
症产生的重要基因，其基因状态在乳腺癌和卵巢癌

临床防治方面的应用已成为医学界的研究热点。

ＢＲＣＡ１蛋白囊括了大量的细胞过程，包括 ＤＮＡ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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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细胞周期检查点控制、细胞凋亡和染色质重塑

等［１４］。目前对于 ＢＲＣＡ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它的
ＲＩＮＧ区［１５－１６］和ＢＲＣＴ区［１７］，其他区域研究相对较

少。从 ＢＲＣＡ１的结构特征来看，ＢＲＣＡ１能够与
Ｒａｄ５１、ｐ５３等多种蛋白结合，同时参与细胞周期的
调控、ＤＮＡ的修复和中心体的复制［１８］，从而抑制肿

瘤的产生。

一旦基因发生突变，会大幅度增加患癌风险，目

前采取的降低癌症死亡率的最主要手段仍是早发

现、早诊断、早治疗，这主要依赖于疾病的早期筛查。

早期筛查主要对 ＢＲＣＡ１基因的突变［１９］进行检测，

检测内容主要包括无义突变、剪切位点突变和移码

突变。

医学上对ＢＲＣＡ１基因进行的基因突变性检测，
主要依赖于对 ＰＣＲ扩增基因片段进行筛查或者直
接测序的手段。ＰＣＲ扩增的主要方式有：ＰＣＲ－ＳＳ
ＣＰ－ＳＥＱ，ＰＣＲ－ＤＨＰＬＣ－ＳＥＱ和 ＰＣＲ－ＳＥＱ。国
内主要利用ＰＣＲ－测序法［４］检测样本中 ＢＲＣＡ１的
胚系突变，寻找更多的突变位点，扩大突变谱图，以

此达到对基因突变引发乳腺癌的临床病理学特征进

行更深入研究的目的。当前对ＢＲＣＡ１／ＢＲＣＡ２基因
突变的预测最常用的是ＢＲＣＡＰｒｏ模型。
２　Ｒａｄ５１蛋白
ＨｓＲａｄ５１与大肠杆菌ＲｅｃＡ同源，通过ＨＲ来进

行遗传物质（ＤＮＡ双链断裂）修复。要使 Ｒａｄ５１发
挥修复作用，需切除 ＤＳＢ末端的 ＤＮＡ与 Ｒａｄ５１来
形成突触纤维前体［２０］。在此基础上，利用免疫组化

二步法［２１］，进行染色处理，得到的 Ｒａｄ５１蛋白主要
位于肿瘤细胞的细胞核内部或围绕着细胞核。研究

发现Ｒａｄ５１蛋白含量的多少与人体能否病变形成
肿瘤密切相关［３－８］。目前，临床上主要利用放射线

或药物损伤来破坏肿瘤细胞的 ＤＮＡ，从而使得细胞
死亡达到治疗肿瘤的目的。Ｒａｄ５１蛋白在生物体内
过量表达时，会加速肿瘤细胞在体内的生长扩散甚

至会加速癌细胞转移，使得肿瘤细胞或癌细胞对放

疗和化疗的抵抗力增加［２２］。因此，如何有效降低卵

巢癌、乳腺癌细胞对癌症药物的耐药性［２３－２６］，需要

从抑制 Ｒａｄ５１蛋白的过量表达这方面入手。
３　ＢＲＣＡ１与Ｒａｄ５１的相互作用
ＶｉｓｐéＳ等［１１］报道，在 ＢＲＣＡ１未发生碱基或碱

基对的缺失或突变情况下，Ｒａｄ５１过表达的细胞在
细胞周期的 Ｓ／Ｇ２期对电离辐射具有抗性，这阐明
了Ｒａｄ５１蛋白的表达量与癌症的发生紧密联系。
在 ＢＲＣＡ２碱基突变的状况下，Ａｎｔｏｎｉｏｕ等［２７］对

Ｒａｄ５１上的 １３５Ｇ－Ｃ进行患癌风险研究，结果显
示，此种情况下 Ｒａｄ５１ＣＣ纯合子的患癌率显著增
加。Ｋｒｕｐａ等［２８］对 Ｒａｄ５１和 ＸＲＣＣ３的多态性进行
了研究，发现ＸＲＣＣ３的Ｔｈｒ２４１Ｍｅｔ基因会增加癌症
局部转移的风险，而 Ｒａｄ５１的 １３５Ｇ－Ｃ则可与
ＸＲＣＣ３Ｔｈｒ２４１Ｍｅｔ形成能够大大降低患癌风险的大
型基因复合物，来产生拮抗作用。除此之外，据

Ｓｄｅｒｌｕｎｄ小组 ［２９］报道，使 ＢＲＣＡ１、ＢＲＣＡ２分别与
Ｒａｄ５１形成大型复合物，这能够对乳腺癌进行预前
和预后性检测。同时，ＢＲＣＡ１与 ＤＮＡ修复蛋白复
合物的这种相互作用保持了基因组的稳定性，使其

可以作为肿瘤抑制因子来发挥作用。

因此，现阶段可以通过对正常和癌变组织中的

Ｒａｄ５１蛋白、ＢＲＣＡ１蛋白进行蛋白含量表达变化分
析，研究二者与体系癌变的关系，同时也可以对

ＢＲＣＡ１和Ｒａｄ５１的蛋白表达以及两者与遗传物质
的相互作用进行全面分析。

４　ＢＲＣＡ１与Ｒａｄ５１相互作用的研究方法
目前，关于ＢＲＣＡ１与Ｒａｄ５１的相互作用研究方

法，主要有荧光光谱法、圆二色光谱法、核磁共振法、

透射电镜法和微量热涌动法等。

４．１　荧光光谱法
荧光光谱法是利用能够发荧光的物质与自身浓

度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的一种方法。通过 Ｓｔｅｒｎ－
Ｖｏｌｍｅｒ［３０］方程、双倒数方程可求出结合位点数和结
合常数，得到分子间的猝灭方式和机理，从而深层次

研究其作用机理。ＺｈｏｕＣｈｅｎｙｉ等［９］利用免疫荧光

分析法，通过构建ＢＲＣＡ１－ｓｉＲＮＡ逆转录病毒载体
来研究ＢＲＣＡ１羧基末端对 Ｒａｄ５１蛋白表达含量的
影响，发现ＢＲＣＡ１的羧基末端是顺铂治疗之后进行
Ｒａｄ５１和 ＢＲＣＡ１复合物构建所必须的活性位点。
霍彩霞等［３１］运用荧光光谱，研究 ＯＮＥ（奥硝哇）与
ＨＳＡ（人血清白蛋白）在生理条件下的结合反应，发
现两者以静态猝灭的方式发生作用。姚军亮［３２］则

通过荧光动力学分析验证了没食子酸（ＧＡ）能够对
由Ｈｅｐａｒｉｎ引发的 Ｒ３多肽的自聚集度起抑制作用。
董超［３３］用免疫荧光法、免疫共沉淀法以及免疫印迹

法研究ｐ５３和ＢＲＣＡ１在辐射诱导条件下对ＤＮＡ双
联断裂损伤修复的影响，认为 ｐ５３可以抑制 ＢＲＣＡ１
的重组过度修复，来维持正常的同源重组修复机制，

同时，它还能够维持染色体的稳定性。吕艳阳等［３４］

利用荧光光谱法，模拟人体自身酸碱度条件下阿托

伐他汀钙与牛血清白蛋白的荧光猝灭谱图，对其猝

灭方式、相互作用力以及结合位点进行了研究，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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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间通过疏水作用力进行结合。

目前，以荧光法为主，结合免疫印迹等分析方法

来分析蛋白与多肽相互作用。这种方法相对而言较

为成熟，它能够反映出蛋白与多肽之间的猝灭类型，

并且能够分析得出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力类型，应

用较为广泛，但由于蛋白自身会携带发色团，在进行

荧光实验时，需要扣除蛋白自身的影响，构建对照

组。

在进行 ＢＲＣＡ１与 Ｒａｄ５１复合物研究时，可用
ＢＲＣＡ１作为猝灭剂，固定 Ｒａｄ５１的浓度，按照一定
的梯度依次增加 ＢＲＣＡ１的浓度，测定复合物的荧
光。由于ＢＲＣＡ１自身也有荧光效应，必须扣除空
白。ＢＲＣＡ１与Ｒａｄ５１荧光强度越小，则两者的相互
作用效果越好。

４．２　圆二色光谱法（ＣＤ）
圆二色光谱法（ＣＤ）是根据手性分子的偏振光

变化来测定物质结构［３５－３６］的方法，可用来估算多肽

及蛋白中各种二级结构的含量［３７］。林海波［３８］曾利

用同步辐射的真空紫外圆二色谱仪对处于溶液环境

的蛋白质进行测定，这为蛋白质二级结构含量的测

定提供了新方法。张新波等［３９］利用圆二色法对磺

胺嘧啶（ＳＤ）和牛血清白蛋白（ＢＳＡ）进行结构分析，
发现加入ＳＤ会使得ＢＳＡα－螺旋含量减少，构像发
生变化。丁成荣等［４０］则通过圆二色法对三环唑与

ＢＳＡ相互作用进行分析，结果显示ＢＳＡ的肽链发生
收缩和重排，同时借助其他分析仪器发现三环唑还

可使 ＢＳＡ发生构象变化。徐飞等［４１］将 ＣＤ应用于
中药小分子（如苯丙素类、黄酮类、萜类）与蛋白质

相互作用研究中，发现小分子通过与 ＤＮＡ结合，对
蛋白质的二级结构产生影响，使其发生结构性改变，

对蛋白的结构功能产生影响。应用圆二色法来研究

小分子与蛋白的相互作用，此种方法较为广泛，但是

目前有关用ＣＤ法研究生物大分子与生物大分子之
间的相互作用的报道并不多见，有待继续深入研究。

依据前人报道，可采用这一方法尝试对 ＢＲＣＡ１
－Ｒａｄ５１进行二级结构分析。测定 ＢＲＣＡ１－Ｒａｄ５１
及ＢＲＣＡ１与缓冲溶液的复合物的圆二色图谱，得到
ＢＲＣＡ１－Ｒａｄ５１复合物的圆二色光谱图，利用 ＣＤ
Ｐｒｏ分析得到二级结构含量。随着 ＢＲＣＡ１浓度的
升高，Ｒａｄ５１蛋白结构有序性增强，则其二级结构以
α－螺旋为主。
４．３　核磁共振法（ＮＭＲ）
蛋白与蛋白的相互作用主要依据 Ｘ－ｒａｙ和

ＮＭＲ技术来获得蛋白质复合物的结构信息。进行

蛋白质与蛋白质相互作用研究时，ＮＭＲ［４２］技术具有
无可替代的作用，可应用其相关的顺磁弛豫方法、分

子间ＮＯＥ检测法以及化学位移扰动法来进行蛋白
相互作用微观分析。当两者动力学行为过于复

杂［４２］，用其他方法难以检测时，核磁共振法几乎是

获取微观作用信息的唯一手段。陈泉［４３］运用 ＮＭＲ
方法，对泛素类相关修饰蛋白质以及其与酶体系相

互作用进行研究，认为泛素类修饰蛋白对酶的作用

效果具有拮抗作用。张乃霞等［４４］利用这种方法研

究泛素－蛋白水解酶体通路，最终得到两者相互作
用力较弱的结论。史?［４５］则利用 ＮＭＲ技术，对人
体的蛋白磷酸酶进行双特异性的筛选研究，得到了

在参与促使有丝分裂和细胞周期调控中占据主导地

位的酶类。基于上述研究，我们可以采取 ＮＭＲ方
法对ＢＲＣＡ１与Ｒａｄ５１的相互作用进行研究。
４．４　电镜法（ＴＥＭ）
透射电子显微镜（ＴＥＭ）［４６］在一定条件下能够

观察到物质的亚显微结构或者超微结构，有利于进

行微观结构动态分析，因此电镜法较为常用。通常

将电镜法与其他分析法相结合，来进行结构分析。

陈佳弘等［４７］通过扫描电镜观察到丝素蛋白在ＣａＣｌ２
－Ｈ２Ｏ－Ｃ２Ｈ５ＯＨ体系中的微观结构变化，认为丝
素膨大，并且断裂为片状、层状结构，晶体结构被破

坏。吴丽萍等［４８］利用透射电镜与红外光谱结合的

方法，研究了 ｐＨ对丝胶蛋白微观结构以及宏观构
型变化的影响，发现ｐＨ越小，丝胶蛋白排列越紧密
且体系越混乱。Ｈｊａｌｍａｒｓｓｏｎ等［４９］对鼠的肾小球内

皮细胞进行电镜分析，发现小鼠内皮细胞糖萼被内

皮窗孔充满。利用电镜作相互作用研究时，可在适

宜温度下，将ｓｓＤＮＡ、ＨｓＲａｄ５１加到预先配置好的缓
冲溶液中，放置一段时间，再向其中加入ＢＲＣＡ１肽，
经过一系列后续处理，对所形成的复合物 ＢＲＣＡ１－
ＨｓＲａｄ５１－ｓｓＤＮＡ进行染色处理，进行电镜观察，得到
微观构型。

４．５　微量热涌动法（ＭＳＴ）
Ｌｕｄｗｉｇ［５０］首次阐明分子能够在给定的温度梯

度条件下发生定向运动，并把这种分子在温度梯度

下的定向运动现象称为热泳动现象。Ｗｉｅｎｋｅｎ
等［５１］运用微量热涌动方法，对溶液中生物大分子蛋

白质与一些小分子的相互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在

进行ＢＲＣＡ１－Ｒａｄ５１相互作用时，可将不同浓度的
未标记的 ＢＲＣＡ１肽与固定浓度的荧光标记蛋白
Ｒａｄ５１蛋白混合，静置，再进行 ＭＳＴ分析。在此过
程中，Ｒａｄ５１作为受体，ＢＲＣＡ１作为配体，最终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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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ｄｓ值。与其他方法相比，ＭＳＴ法在蛋白与多肽的相
互作用研究中应用较少，但它具有特殊的优势。

４．６　其他方法
在进行生物大分子与生物大分子或生物大分子

与有机小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研究时，除了上述几

种方法外，还可以结合 ＢｉＦＣ［５２－５３］、ＧＳＴＰｕｌｌ－
ｄｏｗｎ［５４］等方法，使得作用机理更为清晰明了，也就
更能阐明其基本作用规律以及结合力等详细信息。

５　结语
乳腺癌的形成涉及多方面的因素，而基因发生

功能性改变是乳腺癌发生的关键因素。ＢＲＣＡ１基
因在一定条件下发生突变，会大大增加患癌风险。

Ｒａｄ５１蛋白是生物体内进行同源重组修复过程的关
键蛋白。通过对ＢＲＣＡ１与Ｒａｄ５１相互作用的研究，
探索其相互作用机理、关键作用位点以及修复机理

等，可为乳腺癌治疗药物的设计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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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３０．

［４１］徐飞，于慧，陆彩，等．圆二色光谱在中药小分子与生物
大分子相互作用中应用的研究进展［Ｊ］．中国药房，
２０１７，２８（１０）：１４０２－１４０７．

［４２］施燕红．用多维ＮＭＲ技术研究多肽和蛋白质的溶液结
构［Ｄ］．上海：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２００６．

［４３］陈泉．ＮＭＲ方法对蛋白复合物结构的研究［Ｄ］．合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２００７．

［４４］张乃霞，吴娟，张华群，等．ＮＭＲ技术在蛋白质 －蛋白
质相互作用研究中的应用：泛素 －蛋白水解酶体通路研
究实例介绍［Ｊ］．波谱学杂志，２０１２，２９（２）：１８２－１８９．

［４５］史?．分子对接与核磁共振方法筛选人双特异性磷酸
酶ＶＨＲ抑制剂的研究［Ｄ］．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２００７．

［４６］杨槐馨，李俊，张颖，等．现代透射电子显微技术在多铁
材料研究中的应用［Ｊ］．物理，２０１４，４３（２）：１０５－１１６．

［４７］陈佳弘，江虹锐，余炼，等．丝素蛋白在氯化钙－乙醇－
水体系中的溶解行为及其结构的变化［Ｊ／ＯＬ］．现代食
品科技，２０１７（９）：１－８．

［４８］吴丽萍，冷小京，孙雁，等．动态光散射和透射电镜法研
究ｐＨ和ＮａＣｌ对丝胶蛋白微观结构的影响［Ｊ］．光谱学
与光谱分析，２０１０，３０（５）：１３９１－１３９５．

［４９］ＨｊａｌｍａｒｓｓｏｎＣ，ＪｏｈａｎｓｓｏｎＢＲ，ＨａｒａｌｄｓｓｏｎＢ．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ｍｉ
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ｌａｙｅｒｏｆｇｌｏ
ｍｅｒｕｌａｒｃａｐｉｌｌａｒｉｅｓ［Ｊ］．Ｍｉｃｒ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４，６７
（１）：９－１７．

［５０］ＬｕｄｗｉｇＣ．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ｚｗｉｓｃｈｅｎｕｎｇｌｅｉｃｈｅｒｗｒｍｔｅｎＯｒｔｅｎ
ｇｌｅｉｃｈ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ｇｅｓｅｔｚｅｒＬｓｕｎｇｅｎ［Ｃ］／／Ｓｉｔｚｕｎｇｓｂ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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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ＧｉｅｓｅＢ，ＲｏｄｅｒｂｕｒｇＣ，ＳｏｍｍｅｒａｕｅｒＭ，ｅｔａｌ．Ｄｉｍ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ｇｐ１３０ａｎｄＬＩＦＲａｎａｌｙｓｅｄｉｎｓｉｎｇｌｅ
ｃｅｌｌ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ｅｌ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５，１１８（２１）：５１２９－
５１４０．

［５３］ＧｈｏｓｈＩ，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ＡＤ，ＲｅｇａｎＬ．Ａｎｔｉ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ｌｅｕｃｉｎｅｚｉｐ

ｐｅｒ－ｄｉｒｅｃｔｅｄｐｒｏｔｅｉｎｒｅ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ｇｒｅｅｎ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ｔｐｒｏｔｅｉｎ［Ｊ］．ＪＡｍＣｈｅｍＳｏｃ，２０００，１２２（２３）：
５６５８－５６５９．

［５４］ＥｉｎａｒｓｏｎＭＢ，ＰｕｇａｃｈｅｖａＥＮ，ＯｒｌｉｎｉｃｋＪＲ．ＧＳＴＰｕｌｌ－
ｄｏｗｎ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ＥＢ／ＯＬ］．（２０１３－０１－２３）［２０１７－１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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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Ｗｅｂ３Ｄ技术的变电所仿真培训系统设计

许春香，许海涛，胡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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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改善变电所员工培训效果，提升专业技能，采用３ＤＭＡＸ软件建模、渲染，并将模型导
入Ｑｕｅｓｔ３Ｄ软件，利用Ｑｕｅｓｔ３Ｄ中丰富的预设通道技术，设计基于Ｗｅｂ３Ｄ环境下集沉浸感、交互感
和构想性于一体的变电所仿真培训系统。该系统具有模拟场景逼真，操作方便，节省培训成本和易

于维护升级等优点。

关键词：变电所培训；虚拟仿真；Ｑｕｅｓｔ３Ｄ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７．０６．０２０
中图分类号：ＴＰ３９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１７）０６－０１０９－０４

　　随着我国电力系统的高速发展，“智慧电网”
“智慧城市”和“智能家居”等诸多新概念与技术的

提出，新供配电设备和与之配套的保护设备在变电

所得到广泛应用，其运行操作进程也趋于复杂。变

电所对设备维护人员的操作水平和故障发现与处理

能力要求越来越高，而变电所运行维护人员对新技

术、新设备缺乏足够的了解。电力系统（强电系统）

存在高危险性，其在供电过程中的连续性要求，使得

变电所在培训和教学中难以进行实际操作和故障演

练［１］。因此，研究如何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成果，构

建人性化、实用化的培训平台，提高对变电所运行维

护员工培训质量，改善培训效果，从而增强员工专业

技能，是变电站培训系统研究的重点之一。

虚拟现实（ＶｉｒｔｕａｌＲｅａｌｉｔｙ，ＶＲ）技术源于美国，
具有三维空间表现能力、人机交互能力以及给人们

带来身临其镜的感受，从而改变了人与计算机之间

枯燥、生硬和被动的交互现状，现已广泛应用于商

业、设计、教育、军事、医学和娱乐等领域，并产生了

巨大的经济效益［２］。Ｗｅｂ３Ｄ技术是 Ｂ／Ｓ（浏览器／
服务器）架构的分布式虚拟现实技术，基于 Ｗｅｂ３Ｄ
技术的变电所培训系统设计是对变电所教育培训领

域的尝试。Ｑｕｅｓｔ３Ｄ软件是一款优秀的虚拟现实

设计软件。虚拟变电所在设计时，根据变电所的

实际设备布局、设备构造与功能，运用３ＤＭＡＸ软
件建模并渲染，并将模型导入Ｑｕｅｓｔ３Ｄ，利用Ｑｕｅｓｔ
３Ｄ中丰富的预设通道（Ｃｈａｎｎｅｌ）技术搭建了变电
所仿真培训系统。现代变电所设备随着技术的进

步不断更新，研究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变电所仿

真系统，不但能够对原有设备的功能进行模拟仿

真，同时也能以虚拟仿真形式展现新引入的变电

所设备，大大提高了变电所员工熟悉和掌握新设

备的能力。该培训系统的优点主要是可以降低培

训成本、节约培训时间、利用率高、减少“误操作”

风险、易于维护和升级等，其应用前景十分广阔。

１　Ｑｕｅｓｔ３Ｄ软件介绍
Ｑｕｅｓｔ３Ｄ软件是Ａｃｔ－３Ｄ公司开发的一款功能

强大、应用广阔的实时三维项目制作软件，它能够将

图形处理、声音、网络、交互设计、人工智能等技术融

为一体，展现虚拟场景、设备、人物等复杂内容，是众

多虚拟现实开发公司的首选［３］。Ｑｕｅｓｔ３Ｄ是基于
ＤｉｒｅｃｔＸ引擎，通过通道式（Ｃｈａｎｎｅｌ）程序创建方式，
可以轻松创建效果绚丽的三维交互程序，避免了开

发人员编写大量复杂代码的工作。当需要某些特殊

功能时，可以使用 ＳＤＫ的二次开发功能为 Ｑｕｅｓｔ３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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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新的通道（Ｃｈａｎｎｅｌ），提高了变电站仿真培训系
统的可扩展性和可重用性［４］。该培训系统为学员

提供了更全面具体的知识系统，友好交互功能的实

现能够提高学员的学习效率。

２　变电所虚拟培训系统设计
基于Ｗｅｂ３Ｄ技术的变电所培训系统的设计流

程如图１所示。首先根据变电所功能要求和每个设
备布局的情况，结合变电所上级主管部门的培训意

见，制定符合本变电所员工的培训方案，然后采用

３ＤＭＡＸ软件建立变电所设备模型并将此模型导入
Ｑｕｅｓｔ３Ｄ软件中。接下来在 Ｑｕｅｓｔ３Ｄ环境下，根据
变电所设备正常运行的工艺流程，通过模型交互设

计，实现变电站的仿真并设计出简洁美观的运行界

面。最后，对系统功能进行测试，发布成可执行程序

的形式。

图１　基于Ｗｅｂ３Ｄ技术的变电所培训系统设计流程

２．１　制定详细培训方案
以典型的变电所设备为例，如变压器、高／低压配

电柜、断路器、接触器和设备仪表等，让员工了解其外

形、内部构造、常见故障和操作注意事项，并且根据设

备的外观特征和动作特性，确定需要建立的模型以及

要实现的功能。变电所场景主要是变电所内部环境，

场景模型尽量符合常见变电所的装修风格。

２．２　运用３ＤＭＡＸ建模
３ＤＭＡＸ软件为一款经典的 ３Ｄ建模软件。常

见的三种建模方法为多边形、面片及 ＮＵＲＢＳ建模。
对于变电所的各种虚拟软件（变压器、高／低压配电
柜、断路器、各种控制屏等，如图２至图４所示）本身
的外形特征和内部结构详图来说，采用多边形建模

的方法基本上可以满足设计要求。建模过程中要注

意通过点、线和面相结合进行创作、分析和修改，该

种模型布线控制相对容易，随意在模型上添加需要

的要素，就能达到减少大规模修改的可能，同时也避

免了模型导入到Ｑｕｅｓｔ３Ｄ后出现重大错误问题等。
此外，在运用３ＤＭＡＸ建模过程中要遵循一定的原
则，从而提高整体的建模效率，改善建模效果，提升

模型的完整性。例如，在不影响显示效果的前提下，

多使用优化器进行全面优化，尽量降低对象模型面

数；一边建模一边删处冗余部分，如及时删除多余的

点和边，简化模型数据量，提高系统的运行效率；多

使用快捷工具栏，例如，多使用系统的对齐工具，配

电屏、配电柜等原件排列整齐，提高建模效率；建模

时所有对象的贴图放在统一的文件夹类中，因为导

入模型后的 Ｑｕｅｓｔ３Ｄ运行只支持检索一个指定的
贴图目录；做好前期工作，如为增强建模和表现最终

的渲染效果，可以在３ＤＭＡＸ创建的过程中确定合
适的自由相机确定视域和视高［５］。这些技巧的掌

握会对建模的质量和速度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图２　变压器模型

图３　变压器铁芯结构

２．３　模型导入Ｑｕｅｓｔ３Ｄ软件
将采用３ＤＭＡＸ建立好的数据模型导入到虚拟

平台Ｑｕｅｓｔ３Ｄ中，供后续的模型交互设计工作，根据
变电所正常的操作规程，实现各功能部件之间的模

拟操作。此外，在模型导入的过程中要十分注意模

型文件格式的设置及转换，减少错误。例如，因为

Ｑｕｅｓｔ３Ｄ中对“．ＦＢＸ”格式的导出文件进行任何修
·０１１·



改都不会影响源文件，所以建模完毕后，尽量将模型

导出为“．ＦＢＸ”格式文件。

图４　高低压开关柜

２．４　３Ｄ模型的交互设计
Ｑｕｅｓｔ３Ｄ的通道技术是实现模型交互设计的关

键。将３ＤＭＡＸ模型场景导入后，利用 Ｑｕｅｓｔ３Ｄ提
供各种通道实现逻辑链接，且每个通道均有特定的

功能和逻辑顺序。例如，断路器的每个分支模型，以

动画的形式组装，触发开关部件，会显示相应的元器

件动作，同时会提示操作注意事项，如果有错误操作

会记录保存，以备下次操作提醒之用。根据流程规

则将各通道组合，可实现复杂的交互逻辑功能，同时

也可实现各种特效和动画表现，如建立相机、光晕效

果、配电屏、变压器及背景配音之间的联系等［６］。

２．５　变电所培训系统发布
采用Ｑｕｅｓｔ３Ｄ软件设计的项目可能由许多子程

序组成，发布成可执行的程序前，必须先将各个部分

有机整合起来，如各个菜单屏幕和三维场景的融合。

常用的整合方法有两种：一是使用各功能部件逻辑

信道建立逻辑关系，进行切换；二是使用 Ｑｕｅｓｔ３Ｄ
软件中自带的“ＦｉｎｉｔｅＳｔａｔｅＭａｃｈｉｎｅ（有限状态机）”
信道进行组织［７］。整合之后的文件才能发布。

Ｑｕｅｓｔ３Ｄ常用的有 Ｑ３Ｄ播放器文件、ｅｘｅ文件和安
装文件等，其中 Ｑ３Ｄ播放器文件可以在支持 Ａｃ
ｔｉｖｅＸ控件的因特网浏览器上查看。系统加载成功
后，分别在自动漫游、手动漫游等模式下操作，检验

每一个功能是否存在漏洞，通过不断的测试改进，使

变电所培训系统的功能更加完善。本系统可供

Ｗｅｂ查看。
３　虚拟变电所培训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３．１　总体设计
基于Ｗｅｂ３Ｄ技术的变电所培训系统是对现有

变电所设备的数字化和虚拟化处理，通过该模拟培

训系统能够给员工提供逼真的３Ｄ变电所设备和虚
拟场景，给变电所运行维护员工以身临其境的真实

感受，是一种崭新的培训模式［７］。根据变电所培训

功能的需求，查阅变电所操作规程，结合上级主管部

门意见，将变电所系统设计为以下四个部分：（１）变
电所主要设备模块的建立。模块要真实反映实物特

点，例如，对变压器外壳，变压器内部线圈要接近真

实建模；对断路器的缺口、凹槽，通过渲染手段达到

更逼真。通过建立变电所模块库，实现各类电气设

备（如变压器、高／低压配电柜、断路器等）的虚拟
仿真。（２）实际操作模块的建立。构建３Ｄ虚拟实
验环境，真实模拟电气设备的运行和测量仪器工作，

如断路器触发动作，变压器过载、高温和缺相等故障

状态报警，配电柜指示灯按规程亮起等功能及逻辑

关系。（３）构筑管理平台模块。通过建立开放式虚
拟变电所管理系统，来实现对整个虚拟变电所的全

局管理。整体功能是按照变电所操作规程，模拟变

电所的正常运行来设计的。（４）升级维护。虚拟变
电所的功能会根据变电所员工提出的新的功能要求

不断更新升级，在不断的升级中逐步完善虚拟变电

所的整体运行效率。

３．２　建模与交互设计
基于Ｗｅｂ３Ｄ技术的虚拟变电所培训系统的总

体功能框架确定后，要进行系统的建模和交互设计。

建模设计首先利用３ＤＭＡＸ模型库里的标准化模型
设计出变电站元器件的整体框架模型，对变压器等

设备的外壳建模时，宜采用拉伸建模技术，通过二维

截面增加厚度，进而生成三维模型；接着再通过快速

工具栏的编辑样条线、车削、对齐等基本命令来对每

个元器件模型进行完善和优化处理；最后通过挤出、

编辑网格、外壳、锥化等命令来实现三维立体效果的

变电站元器件模型。此外，还通过适当的加入辅助

线等必要元素，使模型的建立更加方便。交互设计

是建模完成后导入Ｑｕｅｓｔ３Ｄ软件，根据变电所各种
设备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变电所操作规程，实现变电

所的正常运行和故障报警等功能，最后通过整合各

子程序功能，发布可执行文件。

３．３　虚拟变电所的演示运行
虚拟变电所的设计是为了更真实地满足对变电

所员工的培训功能。在设计中，虚拟变电所设备模

块尽量逼近实物，精度要求高，采用３ＤＭＡＸ建模能
完全满足设计要求。Ｑｕｅｓｔ３Ｄ软件功能强大，几乎
可以不用手写代码，就能创建出图形应用程序，提高

了程序设计人员的工作效率，大大缩短可开发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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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Ｗｅｂ３Ｄ技术的变电所仿真培训系统的运行效 果如图５所示。

图５　虚拟变配电所内部场景

　　４　结语
本文针对变电所维护操作中存在的危险性和复

杂性（设备不断更新）的特点，参考众多虚拟培训系

统的构建，提出了基于 Ｗｅｂ３Ｄ技术的虚拟变电所
的整体设计方案和实现方法，即采用 ３ＤＭＡＸ ＋
Ｑｕｅｓｔ３Ｄ的Ｗｅｂ３Ｄ技术组合建立虚拟变电站培训
系统。结合变电所培训自身实际情况，该虚拟培训

系统能改进变电所生产运行、维护、检修等培训手

段，缩短培训周期，从而节省培训费用，提高经济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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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理论。

摘　要：针对信用评估问题的特点和朴素贝叶斯各属性相互独立的假设与现实存在一定差异性
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Ｉｓｏｍａｐ的树增强朴素贝叶斯分类器（Ｉｓｏｍａｐ－ＴＡＮ），该算法的思想是对高
维大样本的金融数据利用Ｉｓｏｍａｐ算法进行降维，在此基础上运用树增强朴素贝叶斯分类算法进行
类别分类。选取１０６９家公司的财务数据分别对朴素贝叶斯分类器（Ｎａｖｅ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ＮＢ）、
树增强朴素贝叶斯分类器（Ｔｒｅｅ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Ｎａｉｖｅ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ＴＡＮ）和Ｉｓｏｍａｐ－ＴＡＮ算法进行
测试，实验结果表明Ｉｓｏｍａｐ－ＴＡＮ算法具有较好的分类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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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评估是如今金融机构评估风险的主要方
法，主要包括三个步骤：明确信用影响因素；获取影

响因素的动态特征；构建模型评估客户信用等

级［１－２］。当前国内外常用的信用评估方法和理论有

数学规划、统计方法、决策树、专家系统、支持向量

机、Ｋ近邻方法、贝叶斯网络、神经网络等。由于朴
素贝叶斯具有较强的推理能力与稳定分类效率，对

缺失数据不敏感，与其他算法相比有较小的误差率，

因而被称为是一种有效而简单的概率分类方法。因

现实世界大部分问题与朴素贝叶斯中的“独立性假

设”不符合，所以符合实际语义环境的分类器的改

进起引了许多学者的研究兴趣，树增强朴素贝叶斯

分类器［３］（Ｔｒｅｅ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Ｎａｖｅ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
ＴＡＮ）、通用贝叶斯网络分类器 （Ｇｅｎｅｒａｌ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ＧＢＮ）、选择性朴素贝叶斯分类
器［４］（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Ｎａｖｅ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ＳＮＢ）、判别
分析的朴素贝叶斯分类器［５］（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Ｎａｖｅ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ＤＡＮＢ）等都属于这一类的
改进。

ＴＡＮ模型可以使用多项式时间复杂度找到最

优的增强树贝叶斯网络分类结构，这不但能确保计

算的可行性，而且扩展了朴素贝叶斯分类器，放宽了

朴素贝叶斯“各属性相互独立”限制条件。然而对

于信用评估模型来说，信用评估数据具有非线性、高

维度、特征多等特点，如何从高维数据中提取有效的

特征直接关系着评估模型的准确率。

本文在现有的基础上提出基于 Ｉｓｏｍａｐ的树增
强朴素贝叶斯（Ｉｓｏｍａｐ－ＴＡＮ）信用评估模型，将数
据降维作为数据预处理中的一步，简化树增强朴素

贝叶斯分类模型的结构，并选取１０６９家企业的财务
指标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模型的分类精度

得到改善。

１　模型介绍
１．１　Ｉｓｏｍａｐ数据降维
Ｉｓｏｍａｐ算法以多维尺度变换（ＭＤＳ）为基础。

Ｉｓｏｍａｐ的主要思想是：计算最近邻图中的最短距离
得到测地距离，之后运用ＭＤＳ算法获得嵌入在高维
空间中的低维光滑流形的表示［６］。

Ｉｓｏｍａｐ算法［７］步骤如下：

步骤１　计算样本点之间的欧氏距离矩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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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邻域关系图Ｇ（Ｖ，Ｅ），对每个ｘｉ（ｉ＝１，２，…，Ｎ）计
算其ｋ近邻ｘｉ１，ｘｉ２，…ｘｉｋ，记为Ｎｊ，以点ｘｉ为定点，欧
氏距离ｄ（ｘｉ，ｘｉｊ）为边，建立邻域关系图Ｇ（Ｖ，Ｅ）。

确定近邻点有２种方法：
ｉ．利用 ε－近邻法，如果 ｘｉ－ｘｊ

２≤ε，则点对
ｘｉ，ｘｊ可视为近邻点。

ｉｉ．利用 ｋ－近邻法，事先给定近邻个数 ｋ，然后
确定近邻点。

步骤２　计算测地距离Ｄ＝（ｄｉｊ）ｎ×ｎ以达到近邻
关系图Ｇ（Ｖ，Ｅ）中寻找最短路径的目标，即

ｄｉｊ＝
ｄｉｊ ｘｊ∈Ｎｉｏｒｘｉ∈Ｎ

ｍｉｎ
ｋ
｛ｄｉｊ，ｄｉｋ＋ｄｋｊ｝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

步骤３　对距离 Ｄ＝（ｄｉｊ）Ｎ×Ｎ运用古典 ＭＤＳ方
法，求得最低维嵌入Ｙ＝｛ｙ１，ｙ２，…，ｙＮ｝。
１．２　树增强朴素贝叶斯分类模型
树增强朴素贝叶斯分类模型（Ｔｒｅｅ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

Ｎａｖｅ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ＴＡＮ）是定义在 Ｕ ＝｛Ａ１，
Ａ２…Ａｎ，Ｃ｝上的有约束贝叶斯网，Ａｉ是离散属性变
量，Ｃ是类变量。Ｐａ（Ｃ）＝φ，Ｐａ（Ａｉ）至多有一个除
Ｃ以外的其他属性可以有一个相关的边指向它［８］。

如图１所示，Ｇｅｉｇｅｒ［９］表示了这类模型的证明过程。
由Ｃｈｏｗ等［１０］的学习树结构的贝叶斯网算法可知，

若所有属性都是离散属性，那么可以构造出学习

ＴＡＮ网络结构的算法。

图１　树增强朴素贝叶斯网络结构图

ＴＡＮ算法［１１］描述如下：

（１）将训练样本输入并初始化变成统一的格
式，然后定义属性变量与类变量，且用离散化方法处

理所有的连续变量。

（２）判断。如果是分类任务，则转向（４）；如果
是训练任务，则转向（３）。

（３）成立贝叶斯概率表和 ＴＡＮ结，然后检验所
有的训练样本。

ｉ．当ｉ≠ｊ时，计算每对属性变量的条件互信息
熵Ｉ（Ｘｉ；Ｘｊ｜Ｃ），

Ｉ（Ｘｉ；Ｘｊ｜Ｃ）＝∑
ｘｉ，ｘｊ，ｃｋ

Ｐ＾Ｄ（ｘｉ，ｘｊ，ｃｋ）×

ｌｏｇ
Ｐ＾Ｄ（ｘｉ，ｘｊ，ｃｋ）

Ｐ＾Ｄ（ｘｉ｜ｃｋ）Ｐ
＾
Ｄ（ｘｊ｜ｃｋ）

，

其中，在训练样本中，（·）事件产生频率定义的经验

分布为Ｐ＾Ｄ（·）。
ｉｉ．成立一个结点是 Ｘ１，Ｘ２…Ｘｎ的加权完全无

向图，其中Ｘｉ，Ｘｊ之间的权重是Ｉ（Ｘｉ，Ｘｊ｜Ｃ），ｉ≠ｊ。
ｉｉｉ．成立该无向图的最大权重跨度树。
ｉｖ．找到一个属性结点当作根节点，且令所有边

的方向都变为由根节点指向外，这样可以将无向图

变为有向图。

ｖ．将类结点指向加入到有向图里，然后增加从
类结点指向Ｘｉ的弧，最后得到树增强朴素贝叶斯网
络结构。

ｖｉ．依据ｖ产生的结构图，建立贝叶斯概率表。
（４）调用贝叶斯概率表，得出分类结果。
１．３　融合Ｉｓｏｍａｐ数据降维的树增强朴素贝叶

斯分类模型

运用Ｉｓｏｍａｐ融合树增强朴素贝叶斯分类算法
构建信用评估模型的基本想法：用Ｉｓｏｍａｐ算法进行
数据降维作为树增强朴素贝叶斯分类算法的前置预

处理系统，对高维度、非线性的企业财务样本进行降

维处理，从而简化树增强朴素贝叶斯分类模型结构，

缩短训练时间，提高分类精度。

１．３．１指标体系的选择
财务指标是指公司总结、评估财务状况以及经

营成果的相对指标，通过分析公司的财务指标可以

帮助银行正确判断和评价公司的经济效益，进而决

定是否贷款给这些公司。为了判断公司是否具备按

时还贷的良好信用，帮助银行对上市公司进行准确

的贷款发放，财务指标的选择就非常重要。

通过研究其他文献选取的有效财务指标以及大

公国际信用评级的主要财务指标，本文选取了上市

公司的１５个财务指标，指标分类为运营能力（流动
资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盈利

能力（毛利率、净资产收益率、每股主营业收入、净

利率）、偿债能力指标（资产负债率、速动比率、流动

比率、现金比率）、发展能力（股东权益增长率、净资

产增长率、每股收益增长率、总资产增长率）。

１．３．２模型的构建
图２为融合 Ｉｓｏｍａｐ数据降维的树增强朴素贝

叶斯分类模型架构图，算法描述如下：

（１）指标体系的构建。在财务数据库中，抽取
能够表示企业信用等级的指标。

（２）特征提取。降低特征向量的维数用 Ｉｓｏｍａｐ
算法。

（３）建立分类器。针对样本分类的树增强朴素
贝叶斯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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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Ｉｓｏｍａｐ融合树增强朴素贝叶斯的信用评估架构图

　　２　实验
２．１　数据来源
本文根据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１０６９家企业的

财务指标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其全部实验数据均选

自新浪财经网。从中选取了１５个财务指标作为关
键变量，并且这１５个指标全是数值型属性变量，类
变量有两个状态｛ｇｏｏｄ，ｂａｄ｝，相应地将全部企业划
分为两类：ｇｏｏｄ，即“具有信用好的条件”的企业；
ｂａｄ，即“不具有信用好的条件”的企业。从１０６９个
企业样本中抽取７６９个作为训练集，剩下３００个样
本作为测试集。

２．２　数据预处理
２．２．１离差标准化
根据源数据呈现的特征，当数据之间存在较大

的变异程度，就考虑对源数据进行离差标准化。因

为本文的量纲有很多不同并且数据差异很大，所以

我们对源数据进行离差标准化，结果显示数据大小

标准化后比较集中，没有变异程度很大的数据。本

文在做离差标准化时，采用Ｍａｔｌａｂ进行自主编程。
２．２．２离散化
根据 ＴＡＮ模型的要求，变量必须为离散型变

量。所见到的信用评估问题中，经常包含混合变量，

其中混合变量包括连续性的属性变量和离散型变

量，因此对离散型变量需采用离散化方法。本文采

用Ｆａｙｙａｄ［１２］对连续变量进行预离散化，从而满足
ＴＡＮ算法的要求。
２．２．３利用Ｉｓｏｍａｐ降维
利用Ｉｓｏｍａｐ算法能够对高维特征数据进行低

维描述，即用最近邻居方法将 ｋ值（ｋ＝３，Ｌ３０）代
入，反复代入ｋ值从而达到参数寻优，最后得到最小
残差的ｋ值（这里ｋ表示最近邻居点个数）。Ｉｓｏｍａｐ
算法是在Ｍａｔｌａｂ软件上实现的，利用Ｍａｔｌａｂ软件可
以得出不同ｋ值的低维嵌入残差图，然后对由不同
ｋ值得到的一系列的残差图进行分析，得出 ｋ＝４时
是最小残差，残差图如图 ３所示。当横坐标维数
（Ｉｓｏｍａｐ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ｉｔｙ）增加时，纵坐标残差（Ｒｅｓｉｄ

ｕａｌｖａｒｉａｎｃｅ）是减小的，这就表示 Ｉｓｏｍａｐ算法的使
用能够实现数据降维，而数据“内在”的真实维度是

找到曲线上突然停止显著下降的“肘”点来判断

的［１３］。

图３　残差和Ｉｓｏｍａｐ维数的关系

由图３可以看出，当维数 ｄ＜３时，曲线明显下
降至“肘”点；当维数ｄ＞３时，曲线变平缓而残差大
致相同。因此能够得出结论：Ｉｓｏｍａｐ算法得到的降
维后的真实“内在”维数为ｄ＝４。
２．３　实验结果及分析
为验证Ｉｓｏｍａｐ－ＴＡＮ评估模型的性能，选择朴

素贝叶斯模型和未降维的ＴＡＮ模型进行对比分析，
各模型的分类精度如表１所示。

表１　分类准确率测试结果 ％

模型 ｇｏｏｄ ｂａｄ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ＮＢ ９８．９５ ７．６９ ９５．００

ＴＡＮ ９６．０９ ３０．２３ ９５．５０

Ｉｓｏｍａｐ－ＴＡＮ ９６．３７ ２９．１５ ９５．７５

　　本文用 Ｒ软件编写 ＮＢ和 ＴＡＮ的分类程序。
从表１可以看出，对不同的样本，Ｉｓｏｍａｐ－ＴＡＮ评估
模型有一定的优势：当评估 ｇｏｏｄ企业时，Ｉｓｏｍａｐ－
ＴＡＮ模型优于 ＴＡＮ模型；对 ｂａｄ企业进行评估时，
Ｉｓｏｍａｐ－ＴＡＮ模型优于 ＮＢ模型。就整体而言，本
文提出的 Ｉｓｏｍａｐ－ＴＡＮ信用评估模型整体预测准
确率为９５．７５％，高于朴素贝叶斯模型和树增强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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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贝叶斯模型。这是因为经过 Ｉｓｏｍａｐ算法的降维
处理，将原始数据从１５维降到４维，减少了噪音的
干扰，使柔和的重要特征指标体系更具有代表性，有

效提高了分类的精度，而没有经过降维处理的树增

强朴素贝叶斯评估模型，可能由于指标过多，指标之

间存在冗余，从而影响了其分类的精度。虽然在数

值上提高的精度不是很大，但是在处理大样本数据

的时候，反映到具体数据中的差别有可能就会特别

大。综上所述，基于Ｉｓｏｍａｐ的树增强朴素贝叶斯分
类模型在经过Ｉｓｏｍａｐ算法的降维处理后，不仅能简
化树增强朴素贝叶斯分类模型的结构，降低模型的

计算复杂度，而且提高了分类精度，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帮助银行对企业进行比较客观的信用评估。

３　结语
建立科学的信用评估模型，能够为研究人员提

供重要的决策支持，减少损失。本文提出的Ｉｓｏｍａｐ－
ＴＡＮ模型结合 Ｉｓｏｍａｐ和 ＴＡＮ的优点，利用 Ｉｓｏｍａｐ
算法进行降维处理，从原始数据的１５维变量降到了
４维，将柔和的四维特征作为树增强朴素贝叶斯模
型的输入特征，最终得到了 Ｉｓｏｍａｐ－ＴＡＮ信用评估
模型。选取２０１５年１０６９家企业进行实验分析，分
析显示此模型的分类精度比朴素贝叶斯与树增强朴

素贝叶斯模型高，这样不但能够将Ｉｓｏｍａｐ算法运用
在非线性的金融数据上，而且为银行信用评估提供

了一种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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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道路信号交叉口许可型左转车道通行能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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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于志青（１９７０—），女，河南巩义人，硕士，河南警察学院交通管理工程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交通管理与安全。

摘　要：研究城市道路交通信号交叉口许可型左转问题，主要讨论一左转车流穿越对向两股直
行车流的情况。采用随机过程与排队论方法，将此场景视为多服务台串联单队列排队系统，通过观

察此类路口的车流特征，得到参数样本的观测值，实际计算了一左转车道的通行能力。假设两股对

向直行车流车头时距独立同分布，均服从爱尔朗分布，左转车流到达服从泊松分布，计算出将两股对

向直行车流视为一股车流车头时距的概率密度函数，给出左转车道通行能力计算公式。所列假设符

合实际，所得结果具有普遍性和适应性。

关键词：许可左转；车头时距；通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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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道路交叉口是城市道路网络的基本节点，
同时也是城市道路网络交通流的瓶颈所在，交通流

的中断和交通堵塞也多发生于此。一般来说，城市

道路交叉口是出现交通堵塞、交通事故以及交通污

染等问题的主要区域，关于城市道路交叉口通行管

理的问题一直是交通管理领域研究的主要问题，如

交叉口控制方式、交叉口交通流特性等。城市道路

交叉口可分为有信号灯控制（简称信号交叉口）和

无信号灯控制（简称无信号交叉口）两种，其中无信

号交叉口是最基本最普通的交叉口类型，是信号交

叉口研究的基础。对信号交叉口而言，通行能力是

设计信号配时、分析信号交叉口交通状况的基础，衡

量信号交叉口的服务水平一般有延误和排队长度等

指标。

目前，城市道路信号交叉口研究一直是道路交

通管理方面研究的热点问题，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

不同侧面进行了剖析，如文献［１］至［７］涉及到多种
场景，采用了多种方法，如概率统计、随机过程、排队

论、图形法、观察法等，提出了多种模型，并分析了各

种模型的优缺点，适应于不同的交通流。在对信号

交叉口的研究中，左转交通流是整个交叉口交通流

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为了解决一个交叉口通行权在

时间上的分配，可用交通信号来控制，其中左转交通

流的左转控制，常用的有保护型左转、许可型左转。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的规定，绿色信号允许车辆直行和左转，左转车辆不

得妨碍对向放行直行车辆通行，故许可型左转与保

护型左转有较大的区别：许可型左转车辆只能利用

可接受间隙左转；保护型左转只能在左转位内左转，

其运行特征与直行车辆的运行特征相似。许多学者

对左转交通流的研究重点是许可型左转问题，如文

献［１］和［３］研究场景为在对向只有一股直行车流
情况下的单个左转车道、两个左转车道和多个左转

车道，对向有两股或多股直行车流的研究文献不多

见。文献［５］研究了在无信号交叉口的情况下，两
股对向直行车流的车头时距服从负指数分布时，左

转车流的通行能力。当两股对向直行车流车头时距

服从跟贴近实际的爱尔朗分布时，左转车流的通行

能力很少有学者研究，文献［７］只讨论了特例。本
文利用随机过程与排队论理论，重点研究许可型左

转条件下，左转车流穿过两股对向直行车流的通行

能力。假设两股对向直行车流车头时距服从爱尔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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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这种情况更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可为这类信号

交叉口设计和渠化提供理论支撑。研究采用的方法

也适用多对向直行车流和多左转车流。

１　许可型左转通行能力分析
设信号交叉口为双向６车道，许可型左转，其中

进口处２个直行道，２个左转道（右转道为专用道，
设在提前进入交叉口的位置）。如图１所示，当绿
灯亮起时，左转和直行同时放行，每一个左转道的左

转车辆要通过对向两股直行车辆，整个路口左转车

道通行能力为每个左转车道通行能力之和。现假设

左转车流泊松达到，负指数分布，两股对向直行车辆

车头时距分布独立，同服从爱尔朗分布。

图１　许可型左转交叉口车道渠化示意图

由文献［５］，爱尔朗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为

ｆ（ｘ）＝λｅ－λｘ（λｘ）
ｔ－１

（ｌ－１）！　ｘ≥０，

其中：λ＞０，为参数；ｌ为１，２，３…… 正整数。λ，ｌ可
用样本的均值和方差算出。

在许可通过的时间内，左转车辆要穿过对向两

股直行车流，左转车辆只能按间隙穿过。设ｔ为直行
车流的间隙，ｇ（ｔ）为在 ｔ时间内能进入的左转车流
的车辆数，ｆ（ｔ）为直行车流间隙分布的概率密度函
数，ｑ为两股直行车流的流量总和，根据文献［５］，左
转车流的通行能力ｑｎ为

ｑｎ ＝ｑ·∫
ｈ

０
ｆ（ｔ）ｇ（ｔ）ｄｔ， （１）

其中ｈ为有效绿灯时间。
式（１）中ｇ（ｔ）一般有固定的表达式，表示为

ｇ（ｔ）＝
０ ｔ＜ｔ０
ｔ－ｔ０
ｔｆ

ｔ≥ｔ０{ ，

式中ｔ０＝ｔｃ－
ｔｆ
２（ｔｆ为跟随时间，ｔｃ为临界时间；ｔｆ，ｔｃ

为常数）。

以上是一般的左转车辆流量的计算公式，对于

我们的模型，ｆ（ｔ）应是左转车辆穿过两股对向直行
流车辆间隙的概率密度，即一左转车辆利用两股对

向直行车流的间隙连续穿过。依椐排队论观点，将左

转车辆利用对向直行车流的间隙穿过的行为视为服

务，则穿过一个对向直行车流可视为接受一次服务，

连续穿过两股对向直流车可视为连续接受两次服

务，根据文献［８］，这是多服务台串联单队列排队模
型。因两股对向直行车流车头时距独立同分布，现假

设Ｘ，Ｙ分别为两对向直行车流车头时距随机变量，
左转车流穿越两对向直行车流的模式可以视为左转

车流穿过一个由两股对向直行车流合成的一股对向

直行车流，而这股合成的对向直行车流的车头时距也

是随机变量，左转车流要按间隙穿过。若用Ｚ表示这
个由两股对向直行车流合成的直行车流车头时距随

机变量，则Ｚ＝Ｘ＋Ｙ。设ｆｚ（ｚ）为Ｚ的密度函数，要想
利用公式（１），应先求出ｆｚ（ｚ）。

设ｆ（ｘ，ｙ）是Ｘ，Ｙ的联合密度函数，因Ｘ，Ｙ独立同
分布，则

ｆ（ｘ，ｙ）＝ｆＸ（ｘ）·ｆＹ（ｙ）＝

λｅ－λｘ·（λｘ）
ｌ－１

（ｌ－１）！·λｅ
－λｙ·

（λｙ）ｌ－１
（ｌ－１）！ｘ＞０，ｙ＞０

０
{

其余

＝

λ２·（λｘ·λｙ）
ｌ－１

［（ｌ－１）！］２
·ｅ－λ（ｘ＋ｙ）　ｘ＞０，ｙ＞０

０ 其余
{

。

Ｚ＝Ｘ＋Ｙ的值域为（０，∞），当ｚ＞０时，
Ｆｚ（ｚ）＝Ｐ（Ｚ≤ｚ）＝Ｐ（Ｘ＋Ｙ≤ｚ）＝

Ｐ（（ｘ，ｙ）∈Ｄｚ）＝
Ｄｚ

Ｐ（ｘ，ｙ）ｄｘｄｙ，

其中，Ｄｚ＝｛（ｘ，ｙ）ｘ＞０，ｙ＞０且ｘ＋ｙ≤ｚ｝，如图２。

图２　积分区域Ｄｚ
从而，当ｚ＞０时，有

Ｆｚ（ｚ）＝∫
ｚ

０
ｄｘ∫

ｚ－ｘ

０
λ２·ｅ－λ（ｘ＋ｙ）·（λｘ·λｙ）

ｌ－１

［（ｌ－１）！］２
ｄｙ＝

∫
ｚ

０
λｅ－λｘ（λｘ）

ｌ－１

（ｌ－１）！ｄｘ∫
ｚ－ｘ

０
λｅ－λｙ（λｙ）

ｌ－１

（ｌ－１）！ｄ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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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ｚ

０
λｅ－λｘ（λｘ）

ｌ－１

（ｌ－１）！［－ｌ（ｅ
－λ（ｚ－ｘ）－１）］ｄｘ＝

－∫
ｚ

０

λｌ
（ｌ－１）！（λｘ）

ｌ－１ｅ－λｚｄｘ＋∫
ｚ

０
λｌ（λｘ）

ｌ－１

（ｌ－１）！ｅ
－λｘｄｘ＝

－ １
（ｌ－１）！（λｚ）

ｌ·ｅ－λｚ－ｌ·ｅ－λｚ＋１

所以，

ｆｚ（ｚ）＝Ｆ′ｚ（ｚ）＝－
λｌ

（ｌ－１）！（λｚ）
ｌ－１·ｅ－λｚ＋

λ·（λｚ）ｌ
（ｌ－１）！·ｅ

－λｚ＋ｌ·λ·ｅ－λｚ。 （２）

文献［７］讨论的是Ｘ，Ｙ的概率密度函数分别为
爱尔朗分布，Ｚ的概率密度函数也为爱尔朗分布情
况，根据计算得到的式（２）可知，Ｚ的分布不一定是
爱尔朗分布，因此文献［７］讨论的只是特殊情况。

利用公式（１），代入随机变量 Ｚ的密度函数的
表达式

ｑｎ ＝ｑ·∫
ｈ

０
ｆｚ（ｔ）·ｇ（ｔ）·ｄｔ＝

ｑ·∫
ｈ

ｔ０
（λｌｅ－λｔ＋λ（λｔ）

ｌ

（ｌ－１）！ｅ
－λｔ－λｌ·（λｔ）

ｌ－１

（ｌ－１）！ｅ
－λｔ）·

ｔ－ｔ０
ｔｆ
ｄｔ＝ｑｔｆ∫

ｈ

ｔ０
（λｌ·ｅ－λｔ·ｔ＋λ（λｔ）

ｌ

（ｌ－１）！ｅ
－λｔ·ｔ－

λ·ｌ（λｔ）ｌ－１
（ｌ－１）！ｅ

－λｔ·ｔ）ｄｔ－
ｑ·ｔ０
ｔｆ∫

ｈ

ｔ０
（λ·ｌｅλｔ＋

λ（λｔ）ｌ
（ｌ－１）！ｅ

－λｔ－λｌ（λｔ）
－ｌ１

（ｌ－１）！ｅ
－λｔ）ｄｔ＝

ｑ
λｔｆ
［２ｌ（ｅ－λｔ０－ｅ－λｈ）＋Γ（ｌ＋２）

（ｌ－１）！（ｅ
－λｔ０－ｅ－λｈ）－

ｌΓ（ｌ＋１）
（ｌ－１）！（ｅ

－λｔ０－ｅ－λｈ）］－
ｑｔ０
ｔｆ
［（ｌｅ－λｔ０－ｅ－λｈ）＋

Γ（ｌ＋１）
（ｌ－１）！（ｅ

－λｔ０－ｅ－λｈ）－ ｌΓ（ｌ）
（ｌ－１）！（ｅ

－λｔ０－ｅ－λｈ）］＝

ｌ（ｅ－λｔ０－ｅ－λｈ）（３ｑ
λｔｆ
－
ｑｔ０
ｔｆ
）＝

ｑｌ（ｅ－λｔ０－ｅ－λｈ）
３ｔｆ－λｔ０
λｔｆ

。 （３）

２　某实际许可型左转交叉口通行能力计算
选择观察郑州市金水东路与明理路交叉口。此

处为信号交叉口，南北向为双向６车道，进口处４车
道，双左转双直行，右转道已提前，许可型左转，有效

通行时间为４５ｓ。下面以该交叉路口为例，说明式
（３）的应用。

式（３）表明，左转车道的通行能力与两股对向
直行车的流量以及参数 λ、参数 ｌ、参数 ｑ有一定关
系，要计算ｑｎ，应先求出这些参数。

文献［９］给出一条单车道通行能力计算公式为

ｑ１＝１０００ｕ／珔ｈｄ （４）

式中：ｑ１为通行能力；ｕ为稳态交通流的车速；ｈｄ为
车头间距，它与速度 ｕ有一定关系。文献［８］也给
出了模型，在此不多叙述。根据这个模型，车速在

３０～４０ｋｍ／ｈ时，一条车道的理论通行能力最大，约
为１２００辆／ｈ。

对于以上的信号交叉口，在有效通行时间内，获

得１０个周期的直行道的车流量和车头时距的平均
值，如表１所示。

表１　某交叉口直行车流量与车头时距的平均值

周期
车流量／（辆·ｈ－１）

直行车道１ 直行车道２
车头时距／ｓ

直行车道１ 直行车道２

１ ７ ６ ６．７ ９
２ ８ ７ ５．８ ６．５
３ ５ ８ ８ ５．５
４ ４ ３ １０ １３
５ ５ ４ ８ １０
６ ７ ８ ５ ５
７ ５ ３ ８ １２
８ ７ ４ ６ ６．５
９ ８ ５ ５．５ ９
１０ ５ ６ ８．５ ７．５

　　由此可得，Ｘ的样本均值 珔Ｘ观察值为 珋ｘ＝
７．０１５，样本方差 Ｓ２观测值为 ｓ２＝２．５３；Ｙ的样本均
值珔Ｙ观测值为 珋ｙ＝８．４，样本方差 Ｓ２观测值为 ｓ２＝
７．３。

由文献［１０］知，ＥＸ＝１
λ
，ＤＸ＝ｌ

λ２
，用珔Ｘ的观测值

代替ＥＸ，Ｓ２的观测值代替ＤＸ，可得到参数λ和参数ｌ
的值。

对于式（３）中的 ｔ０和 ｔｆ，一般可取 ｔｃ≈２ｔｆ，则

ｔ０＝
３
２ｔｆ。ｔｆ在实际中可取 ｔｆ＝２。ｑ是两对向直行

车道的通行能力之和，单车道的通行能力可由式

（４）计算得出，这样可用式（３）求得ｑｎ。
在计算许可型左转通行能力时，假设 ｔｃ和 ｔｆ为

常值，这意味着驾驶人的行为是一致的，但实际上这

是不可能的，因为同一个驾驶人在不同时间有不同

的临界间隙。这会导致实际的通行能力要大于或小

于用式（３）计算的通行能力。另一方面，不同的场
景有不同的ｑ值，因此对应有不同的ｑｎ。
３　结语
随着城市道路的快速发展，出现本文考虑的信

号交叉口许可型左转的情况会越来越多，左转车流

穿越对向多股直行车流是信号交叉口研究领域的难

点和重点。这类信号交叉口的运行特征，包括通行

能力、排队长度、等待时间、延误时间等，是设计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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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的基础。本文重点讨论一左转车流穿越两股对

向直行车流的情况，给出了左转车流的通行能力计

算公式。通过观察法找到了参数的取值，计算出了

一现有信号交叉口左转车道的通行能力。给出的方

法同样适用于多左转车流穿越多股直行车流的场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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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用贝叶斯阈值法来确定阈值，提出了基于 ＭＭＴＤ的小波阈值图像去噪算法。采取阈值
和小波系数之间的比值对系数较大的区域进行软阈值函数的萎缩操作；利用阈值周围的小波系数是

否含有噪声的模糊性，对该模糊区域通过 ＭＭＴＤ修改小波系数的保留程度。改进算法的仿真结果
表明，基于ＭＭＴＤ的小波阈值图像去噪算法较典型算法相比，有更好的去除噪声效果，并较好地保
持图像边缘细节。

关键词：图像去噪；中介真值程度的度量；贝叶斯阈值；硬阈值函数；软阈值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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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像去噪是数字图像处理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研
究领域［１］，如何兼顾降低图像噪声和保留细节是图

像去噪存在的一个难题。图像在传输和获取的过程

中会受到各种噪声的干扰，噪声不但干扰人们对图

像的理解，而且还影响到后续图像的处理效果，如图

像的边缘检测、图像分割、目标识别等。中值滤波和

均值滤波是经典的去噪算法，但它们在抑制噪声的

同时，使图像边缘变得模糊。小波变换由于具有良

好的时频域局部特性，可以灵活地对信号局部奇异

特征进行提取以及时变滤波，小波去噪可有效地滤

除噪声并保留信号高频细节信息，因此在图像去噪

中得到广泛的应用［２］。

长期以来，人们在小波去噪方面进行了大量的

研究，有利用小波系数相关性去噪法、通过小波阈值

去噪法、采用模极大值去噪法等．从最小均方误差的
角度来看，小波阈值去噪法在取得较好的视觉效果

的前提下，去噪效果基本可达近似最优［３－４］。常用

的阈值确定方法有：通用阈值法 ＶｉｓｕＳｈｒｉｎｋ法，Ｓｕｒｅ
与ＶｉｓｕＳｈｒｉｎｋ阈值结合产生的 ＳｕｒｅＳｈｒｉｎｋ法，依据
Ｍｉｎｍａｘ准则的 Ｍｉｎｍａｘｉ阈值，ＣｈａｎｇＳＧ等人提出
的ＢａｙｅｓＳｈｒｉｎｋ法［５］等。常用的阈值函数有硬阈值

函数和软阈值函数［６］：硬阈值法由于其在阈值处的

不连续使所得到的图像产生附加振荡；由软阈值函

数估计得到的小波系数整体连续性虽好但与原始小

波系数之间存在偏差，得到的重构图像虽然平滑性

能比较好，但会导致小波图像边缘模糊。

本文针对小波阈值去噪的不足，将处理模糊信

息的中介数学系统引入到小波图像去噪算法中，根

据中介真值程度度量方法和阈值周围小波系数中含

有噪声程度的模糊性，对阈值周围的模糊区域进行

处理［７－９］，计算含噪模糊的小波系数的保留程度，采

用 ＢａｙｅｓＳｈｒｉｎｋ阈值准则，提出了基于 ＭＭＴＤ的
Ｂａｙｅｓ软阈值小波图像去噪算法。通过仿真实例，
与典型算法处理结果相比表明，基于 ＭＭＴＤ与小波
相关性的小波阈值图像去噪算法有效去除噪声，并

较好地保持图像边缘细节。

１　中介真值程度度量
１．１　中介模糊
如果设Ｐ为具有一性质的谓词，ｘ为任一变量，

Ｐ（ｘ）表示变量ｘ“┓Ｐ”表示谓词Ｐ的反对对立面，
则Ｐ与┓Ｐ就抽象地表示为一对反对对立性质；
“～”表示模糊性质，读为“部分地”。若变元 ｘ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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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ｘ）＆～┓Ｐ（ｘ），则称 ｘ为 Ｐ与┓Ｐ的中介对
象，模糊否定词“～”的语义深刻地反映了中介模糊
的概念。

１．２　真值程度的度量
超态［７］是对于“非此即彼”的现象扩展，在形容

事物的状态时有好有坏，更具体地分其实还存在更

好和更坏的状态，这种“更“的状态在此就可以用超

态来表示。

超态一般用符号“＋”表示，对应的真值集合为
Ｔｒｕｔｈ＝｛＋Ｔ，Ｔ，Ｍ，Ｆ，＋Ｆ｝，

由此可将一般数值化应用的数值区域划分为５个对
应的真值区域，即 ＋Ｐ，Ｐ，～Ｐ，┓Ｐ，┓ ＋Ｐ，如图１所
示。图１中，αＴ为谓词Ｐ的εＴ标准度；αＦ为┓Ｐ的
εＦ标准度。可以通过计算相对于 Ｐ或┓Ｐ的距离
比率函数ｈＴ（ｙ）或ｈＦ（ｙ）得到每个数值区域中的真
值程度度量。

图１　数值区域与谓词的对应关系

２　算法描述及参数确定
２．１　最佳阈值确定
小波阈值去噪法中关键技术之一是最佳阈值λ

的确定。ＳｕｒｅＳｈｒｉｎｋ法首先通过 ＳＵＲＥ（ＳｔｅｉｎＵｎｂｉ
ａｓｅｄＲｉｓｋＥｓｔｉｍａｔｏｒ）给定一个阈值Ｔ，再利用最小二
乘法得到它的估计值 λ。ＶｉｓｕＳｈｒｉｎｋ法是使用小波
变换后所有高频系数的数目和噪声标准差来确定阈

值。基于图像小波系数广义高斯分布特性，在

Ｂａｙｅｓ框架下参照最小化 Ｂａｙｅｓ风险进行计算，
ＣｈａｎｇＳＧ等人得到 ＢａｙｅｓＳｈｒｉｎｋ阈值，ＢａｙｅｓＳｈｒｉｎｋ
阈值考虑了图像小波系数的广义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特性，子
带的自适应性更强，算法复杂度也较简单，其阈值计

算公式为

λ＝σ２／σｘ， （１）
式中：σ２为加入的高斯噪声方差；σｘ为不带噪声信
号的标准方差。

本文在ＢａｙｅｓＳｈｒｉｎｋ阈值的基础上提出一种针
对小波分解的不同方向不同子带的阈值确定方法。

假设图像（大小为ｎ×ｎ）含有加性高斯白噪声 ε（ｉ，
ｊ）～Ｎ（０，σ２）为独立同分布，与原始图像ｆ（ｉ，ｊ）也相
互独立，则加噪图像表示为

ｇ（ｉ，ｊ）＝ｆ（ｉ，ｊ）＋ε（ｉ，ｊ）， （２）
式中ｉ，ｊ＝１，２，…，ｎ，则不同子带不同方向的小波阈
值确定步骤如下：

ａ．估计噪声方差时，通过对各子带各方向小波
系数，采用空域非线性方法的ｍｅｄｉａｎ函数得到

σ（ｓ，ｊ）＝ｍｅｄｉａｎ（Ｙ（ｓ，ｊ））／０．６７４５， （３）
式中：Ｙ（ｓ，ｊ）代表带噪图像的小波系数；ｓ代表不同
方向的小波系数，ｓ＝１，２，３分别代表水平方向系数
Ｈｊ，垂直方向系数Ｖｊ，对角线方向系数Ｄｊ；ｊ代表分解
层数（ｊ＝１，２，…，Ｎ），Ｎ是分解的最后一层。

ｂ．估计子带中信号的方差σｘ，因为 Ｙ（ｓ，ｊ）服从
高斯分布，有

σ２Ｙ（ｓ，ｊ）＝
１
ｎ２（ｊ）∑

ｎ（ｊ）

ｉ，ｉ＝１
Ｙ２（ｉ，ｊ）， （４）

式中ｎ（ｊ）表示图像经过小波分解后的第ｊ层的子带
的大小。

由于原始图像信号与噪声信号相互独立，则图

像小波系数与噪声生成的小波系数也相互独立，且

由公式（２）得到

σｘ（ｓ，ｊ）＝ ｍａｘ（σ２Ｙ（ｓ，ｊ）－σ
２（ｓ，ｊ），０槡 ），（５）

将式（３）与式（５）代入式（１），就可以得到本文算法
中用到的不同子带、不同方向的阈值表达式

λ＝
σ２（ｓ，ｊ）／σｘ（ｓ，ｊ），σｘ（ｓ，ｊ）＞０

ｍａｘ（｜Ｙ（ｓ，ｊ）｜），σｘ（ｓ，ｊ）≤０
{

。
（６）

２．２　改进的阈值函数
本文算法在软阈值函数基础上结合中介真值程

度的度量方法，提出一种改进的阈值函数。改进算

法中阈值周围系数值的滤除和保留程度由中介真值

程度度量中的一维距离比例函数来确定，具体算法

如下：

根据超态的概念和中介模糊区域的设定（本算

法的模糊区域是阈值周围的小波系数，因为无法判

断这些小波系数中是否含有噪声），根据含有噪声

的程度可将小波系数的值划分为三个区域，分别为：

Ｓ１，Ｓ２和Ｓ３，如图２所示。

图２　基于ＭＭＴＤ和软阈值的高频小波系数数值区域划分

对于Ｓ１区域，由仿真测试和理论分析可知，小
于０．９５λ的高频系数基本属于噪声，故全部清除。
Ｓ１部分的函数为

Ｂ^ｉ，ｊ＝０，｜Ｂｉ，ｊ｜＜０．９５λ， （７）
式中：Ｂｉ，ｊ表示含噪图像的小波系数；^Ｂｉ，ｊ表示图像去
噪后的小波系数。

对于模糊区域即Ｓ２部分，小波系数含噪声成分
模糊用本文中的中介算法处理，根据 ＭＭＴＤ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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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函数计算来确定小波系数的保留程度，同时将

软阈值函数萎缩一个 λ大小用来消除恒定偏差，得
到Ｓ２的函数

Ｂ^ｉ，ｊ＝
（Ｂｉｊ－λ）

Ｂｉｊ－０．９５λ
０．２５( )λ

，０．９５λ≤Ｂｉ，ｊ≤１．２λ

（Ｂｉｊ－λ）
Ｂｉｊ＋０．９５λ
０．２５( )λ

，－１．２λ≤Ｂｉ，ｊ≤－０．９５λ{ 。

（８）
对于 Ｓ３区域部分，为解决原软阈值函数中“估

计信号与原始信号之间存在恒定偏差”的不足，本

文研究了最新的一些软阈值函数的改进算法，如杨

立的基于改进小波阈值函数的图像去噪等，这些算

法采用矫正因子来控制软阈值的萎缩程度，效果较

好，但是在确定矫正因子时候不具备自适应性。因

此，本文算法基于上述改进算法中的“软阈值的萎

缩量尽量缩小”的思想，同时又根据“小波系数越大

噪声程度越低”的结论，将阈值与小波系数的比值

与软阈值的矫正因子相关联，小波系数越接近阈值，

则矫正因子值越小，反之就越大，进而得到 Ｓ３区域
的函数为

Ｂ^ｉ，ｊ＝
Ｂｉ，ｊ－

λ
Ｂｉ，ｊ
λ， Ｂｉ，ｊ＞１．２λ

Ｂｉ，ｊ＋
λ
Ｂｉ，ｊ
λ， Ｂｉ，ｊ＜１．２λ{ 。

（９）

如式（９），当 Ｂｉ，ｊ＝５０λ时，萎缩值为 ０．０２λ；当
Ｂｉ，ｊ＝５λ时，萎缩值为０．２λ，萎缩量实现自适应地调
节。

综上所述，新的阈值函数通过对阈值周围模糊

区域的处理，在改善了硬阈值函数的不连续性的同

时，也改善了软阈值函数的恒定偏差的缺陷。

３　算法步骤
本文采用最佳阈值结合改进的新阈值函数对图

像进行去噪，为了使小波图像去噪效果更好，我们要

选择合适小波基函数和分解层数。Ｈａａｒ小波具有
简单和较好的对称性，比较适合处理阶跃信号，所以

本文采用 Ｈａａｒ小波。图像中高频信息表示边缘轮
廓引起的灰度突变，反映了图像的细节变化。小波

分解的层数过高会导致边缘信息丢失，所以本文的

小波图像分解层数采用３层，对应的算法流程如图
３所示。

４　仿真实验及结果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算法的有效性，在 Ｍａｔｌａｂ平台

下，选取２５６２５６的标准灰度测试图像Ｌｅｎａ和Ｂａ
ｂｏｏｎ，Ｌｅｎａ图像平滑区域较多，Ｂａｂｏｏｎ图像边缘纹
理较多。将测试图像分别加入均值为０，方差 σ＝

１０，２０，３０的高斯噪声，分别用硬阈值函数、软阈值
函数和本文算法进行去噪，对去噪结果从客观和主

观两方面进行对比分析。

图３　算法流程

４．１　客观评价
常见的客观评价标准有峰值信噪比（ＰＳＮＲ）和

最小均方差（ＭＳＥ），本文采用 ＰＳＮＲ来衡量去噪效
果，其定义为

ＰＳＮＲ＝１０ｌｏｇ１０
２５５２( )ＭＳＥ

， （９）

ＭＳＥ＝１Ｍ
１
Ｎ∑

Ｍ

ｉ＝１
∑
Ｎ

ｊ＝１
［ｆ′（ｉ，ｊ）－ｆ（ｉ，ｊ）］２，（１０）

式中：ｆ′（ｉ，ｊ）为去噪后图像；ｆ（ｉ，ｊ）为原始图像。
采用硬阈值法、软阈值法和本文算法对含噪

Ｌｅｎａ和Ｂａｂｏｏｎ图像去噪，所得ＰＳＮＲ如表１所示。
表１　各阈值去噪算法应用与Ｌｅｎａ和Ｂａｂｏｏｎ图像的

ＰＳＮＲ（ｄＢ）比较

图像名 噪声方差／σ 硬阈值法 软阈值法 本文算法

１０ ３０．９４６ ３１．８５２ ３３．４５２
Ｌｅｎａ ２０ ２８．０１４ ２８．６８９ ３０．７５６

３０ ２６．８９４ ２７．９４５ ２８．９４２
１０ ２４．８５２ ２６．１４５ ２９．７５６

Ｂａｂｏｏｎ ２０ ２２．４５６ ２４．７４２ ２５．８６３
３０ ２１．０１５ ２２．９８１ ２３．８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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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１可以看出，本文方法与传统的软、硬阈值
方法相比，峰值信噪比ＰＳＮＲ方面都有明显的提高，
幅度从１ｄＢ～３．６１１ｄＢ不等，说明本文算法能够较
好地保留图像的边缘和细节信息，去噪效果很好。

４．２　主观评价
图４是对加入 σ＝２０的高斯噪声的标准 Ｌｅｎａ

图像的去噪结果。

图４　对加入 的高斯噪声的标准Ｌｅｎａ图像的去噪结果

　　从图４可以看出，本文算法较传统算法取得了
较好的去噪效果，图像的含噪量得到明显地减少，并

且能够很好地保留图像的纹理细节。

５　结果与展望
本文通过分析传统阈值函数的不足，采用

ＭＭＴＤ方法对阈值周围的模糊区域进行研究，通过
利用一维情况下距离比例函数计算出该区域小波系

数的保留程度，对系数较大的区域采取阈值和小波

系数之间的比值进行萎缩操作。仿真结果表明，本

文算法能够有效去除图像噪声，很好地提高了峰值

信噪比，并较好地保持图像边缘细节，人眼视觉效果

更好，因而更具有实用性和有效性。

本文提出的基于ＭＭＴＤ的改进的Ｂａｙｅｓ软阈值
算法，虽然能有效地去除图像噪声，但是运算量较

大，改进算法运行时间较长，需要从提高效率的角度

进一步优化该算法。另外，本文算法仿真测试采用

的是２５６２５６的标准灰度测试图像 Ｌｅｎａ，不是来
自实际工程中采集的图像，下一步可通过摄像头传

感器采集实际的图像，将本文算法应用到实际工程

中，达到理论与实际工程相结合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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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内存拷贝函数提高 Ｃ／Ｃ＋＋程序
运行速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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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许多情况下对程序的运行速度有着很高的要求，特别是需要实时处理大量信息的时候。
讨论在Ｃ／Ｃ＋＋程序中如何充分发挥内存拷贝函数的优势来提高程序的运行速度，讨论了内存拷贝
函数的使用方法和条件，以设计图像处理中常用的空间域均值滤波函数为例，比较了不同设计下的

运行速度，证明利用所述方法可以显著提高Ｃ／Ｃ＋＋程序的运行速度。
关键词：Ｃ／Ｃ＋＋程序；程序运行速度；内存拷贝函数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１７．０６．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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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语言程序设计和 Ｃ＋＋语言程序设计是许多
高校开设的计算机语言课程，Ｃ／Ｃ＋＋也是广大工程
技术人员最常用的程序设计语言之一［１］。Ｃ／Ｃ＋＋
程序可以获得很高的运行速度，但是并非所有的Ｃ／
Ｃ＋＋程序一经写出就具有了无可超越的运行速度，
往往还需要进行优化。优化一般包括提高运行速度

和缩小可执行文件大小两方面的含义，本文提及的

优化是指前者。

优化可以分为自动优化和人工优化两种方式。

自动优化是指利用Ｃ／Ｃ＋＋编译器的优化选项进行
优化。一般的Ｃ／Ｃ＋＋编译器支持静态自动优化，采
用ＬＬＶＭ（ＬｏｗＬｅｖｅｌＶｉｒｔｕ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编译架构时还
可以支持动态自动优化［２］。人工优化是指程序员

利用经验和技巧进行优化，常用方法包括采用自增

自减运算、利用指针处理数组、合理使用内联函数、

采用位运算、合理使用寄存器变量以及尽量将浮点

数运算转化为整数运算等［３－７］。本文主要讨论如何

利用内存拷贝函数对Ｃ／Ｃ＋＋程序进行人工优化。
１　内存拷贝函数的使用方法和条件
内存拷贝函数 ｍｅｍｃｐｙ（）是 Ｃ运行库中的函

数，在Ｃ＋＋中仍然可以使用，使用时一般需要包含
头文件ｍｅｍｏｒｙ．ｈ。在ＶＣ６．０中其函数原型为

ｖｏｉｄ ｍｅｍｃｐｙ（ｖｏｉｄ ｄｅｓｔ，ｃｏｎｓｔｖｏｉｄ ｓｒｃ，
ｓｉｚｅ＿ｔｃｏｕｎｔ），

其功能是将以ｓｒｃ为数据源首地址的内存中的数据
拷贝到以ｄｅｓｔ为目的地首地址的内存中，要拷贝的
数据量为ｃｏｕｎｔ字节。由于采用了快速内存拷贝技
术，其运行速度比循环赋值快得多（参见后面的实

验结果）。因此，在需要拷贝大量数据时，利用它可

以显著提高程序的运行速度。

在ＶＣ６．０的帮助系统 ＭＳＤＮ中仅要求这两块
内存不相互重叠（否则不能正确地拷贝所有数据），

对于３个参数并没有特殊要求和说明。但是，实践
发现只有当ｓｒｃ和 ｄｅｓｔ皆为字的首地址且 ｃｏｕｎｔ为
字长的整数倍时，才可以获得最快的运行速度。实

际应用中可能不满足这些条件，需要采取适当的措

施尽量满足这些条件。

２　利用内存拷贝函数提高运行速度
以利用ＶＣ６．０编写实时图像处理中经常用到

的灰度图像空间域均值滤波函数为例，说明如何采

取措施提高程序的运行速度。

２．１　空间域均值滤波算法简介
假设滤波前的灰度图像用ｇ表示，宽Ｍ像素，高

Ｎ像素；滤波后的图像用 ｂ表示；所用模板宽（２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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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像素，高（２Ｌ＋１）像素。Ｍ、Ｎ、Ｋ、Ｌ皆为整数。空间
域均值滤波算法可以描述为

ｂｉｊ＝
１

（２Ｋ＋１）（２Ｌ＋１）∑
ｉ＋Ｋ

ｍ＝ｉ－Ｋ
　∑

ｊ＋Ｌ

ｎ＝ｊ－Ｌ
ｇｍｎ， （１）

式中：ｂｉｊ—图像ｂ上坐标为（ｉ，ｊ）的像素的灰度值；
ｇｍｎ—图像ｇ上坐标为（ｍ，ｎ）的像素的灰度

值。

对于图像中部的像素，根据式（１）求 ｂｉｊ不存在
任何问题。对于图像边缘附近的像素，根据式（１）求
ｂｉｊ将出现困难，因为此时与模板对应的一些像素不
存在。处理此问题的方法有多种，包括对边缘或角上

的像素设计特殊模板、假设图像是环绕的、不处理边

缘像素等［８］。

２．２　空间域均值滤波的快速实现方法简介
由于涉及大量的运算，在那些还需要实时进行

其他复杂处理的应用中，必须采取措施来提高其运

行速度。最简单的方法是采用Ｋ＝１，Ｌ＝１的最小模
板来减少计算量。从另一角度来看，由于模板越大图

像信息丢失越严重，Ｋ和 Ｌ也不宜太大。此外，不处
理边缘像素也有助于减少计算量。

文献［９］介绍的盒滤波方法利用上、下或左、右
两个模板位置之间的相关性来减少重复计算，从而

提高其运行速度。它利用一个含 Ｍ个元素的数组 Ｂ
来存储图像ｇ上以第ｊ行为中心的（２Ｌ＋１）行相应
列像素灰度值之和。计算图像 ｂ的第一行时通过求
和初始化Ｂ，计算完一行之后通过加上新的一行、减
去旧的一行更新Ｂ。求ｂｉｊ时先计算Ｂ中以第ｉ个元素
为中心的（２Ｋ＋１）个元素的和Ｓ，再将Ｓ除以（２Ｋ＋
１）与（２Ｌ＋１）的乘积。每一行的第一个Ｓ通过求和
初始化，模板向右移动时，Ｓ通过加上新的元素、减
去旧的元素来更新。

对于相同大小的模板，从减少重复计算的角度

看，盒滤波已经做到了极限［６］。文献［６］通过实验证
明其运行速度可以进一步提高，采取的措施包括：通

过指针访问内存中的数据，并利用自增运算移动指

针；在Ｋ＝１、Ｌ＝１时利用３个临时变量取代数组Ｂ
来保存中间结果，从而将内存访问转化为寄存器访

问；将除法运算转化为移位运算；等等。

２．３　空间域均值滤波的数据拷贝分析
如果不需要将滤波后的图像写入原始图像的数

据存储区，文献［６］所获得的速度已经没有多大提
升空间（除非使用更快的硬件），反之，还可以显著

提高，这需要分析此种情况下的数据拷贝操作。为了

方便，假设不处理边缘像素，并且计算机的内存足够

用。不处理边缘像素并不意味着丢弃边缘像素（例

如赋零），而是保留边缘像素原来的灰度值，因为丢

弃边缘像素对图像的影响比较大。内存不够用时编

程将很复杂，但这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畴。

根据式（１）可知，求 ｂｉｊ时所用的 ｇｍｎ是原始图
像上像素的灰度值，如果将求出的ｂｉｊ直接写入原始
图像数据存储区而不采取措施，将严重影响后面的

计算。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可以分为有备份法和无

备份法两种。有备份法需要预先将原始图像的数据

备份到临时存储区，然后根据临时存储区中的数据

计算ｂｉｊ并直接写入原始图像数据存储区。无备份法
不需要备份原始图像数据，它是根据原始图像数据

计算ｂｉｊ并写入临时存储区，等到计算完成后再将临
时存储区中的数据写入原始图像数据存储区，不过

此时需要分行拷贝，并拷贝到正确位置。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如果需要将滤波后的图像

写入原始图像的数据存储区，无论有备份法还是无

备份法皆不可避免大量的数据拷贝操作（数据备份

实质上也是数据拷贝）。如果能够实现数据的快速

拷贝则可以进一步提高其运行速度。

２．４　利用内存拷贝函数提高运行速度的分析
一般认为，减少要拷贝的数据量可以提高数据

拷贝的速度。在不处理边缘像素时，有备份法要拷贝

的数据量为Ｍ×Ｎ字节（灰度数据占１个字节），无
备份法为（Ｍ－２Ｋ）×（Ｎ－２Ｌ）字节。这是因为无备
份法不需要拷贝边缘像素的灰度值，而有备份法则

很难避免备份边缘像素的灰度值，如果采取复杂措

施刻意避免，往往得不偿失。因此，无备份法要拷贝

的数据量比较少，有可能获得较快的速度。

利用ｍｅｍｃｐｙ（）函数提高数据的拷贝速度也有
助于提高运行速度。有些人不知道 Ｃ语言的运行
库中有专门用于拷贝内存数据的函数，即使知道该

函数，也有一部分人认为使用它未必就好，因为一般

常识是函数调用需要额外的开销，通常会影响运行

速度。另外，通过循环赋值实现数据拷贝也很容易。

因此，很多人采取循环赋值方式实现数据拷贝。但

是，当数据拷贝操作在所有操作中所占比例较大时，

ｍｅｍｃｐｙ（）函数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
通过以上分析似乎可以得出 ｍｅｍｃｐｙ（）函数与

无备份法相结合是处理数据拷贝问题的最佳组合的

结论，其实不然。因为要充分发挥该函数的优势还

需要满足一些条件，而采用无备份法又不处理边缘

像素时无法同时满足这些条件。这是因为：每次要

拷贝的数据量（Ｍ－２Ｋ）通常不是字长的整数倍；尽
管系统分配的数据存储区的首地址是字的首地址，

由于（Ｍ－２Ｋ）通常不是字长的整数倍，使得 ｓｒｃ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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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不是字的首地址；为了拷贝到正确位置，ｄｅｓｔ通常
也不是字的首地址；多次拷贝会影响速度。

采用有备份法可以同时满足这些条件。由系统

分配的数据存储区的首地址是字的首地址，从而保

证了ｓｒｃ和ｄｅｓｔ皆是字的首地址；由摄像器件产生
的图像的宽度Ｍ是字长的整数倍，从而保证了要拷
贝的数据量是字长的整数倍（对于人工随意裁剪的

图像，存储时每一行的数据量必须是字长的整数倍

才能够正确显示）。因此，ｍｅｍｃｐｙ（）函数与有备份
法相结合反而有可能获得更快的速度，尽管不处理

边缘像素时需要拷贝的数据总量比较多。实验证明

确实如此。

３　实验设计与结果
３．１　实验条件和手段
所用计算机的ＣＰＵ为ＩｎｔｅｌＰｅｎｔｉｕｍＤｕａｌＥ２１４０

处理器，主频为１．６０ＧＨｚ，程序用 ＶＣ６．０编写。在
发行版下利用 ＶＣ６．０的 Ｂｕｉｌｄ／Ｐｒｏｆｉｌｅ功能测试函
数的运行时间，自动优化选项为最大速度。用一段

彩色视频作为处理对象，该段视频共３８４５帧，每帧
图像的Ｍ＝３８４，Ｎ＝２８８。

对于每帧图像，首先采用文献［５］中的方法进
行灰度化，然后调用空间域均值滤波函数对灰度图

像进行滤波。设计空间域均值滤波函数时所用模板

的Ｋ＝１，Ｌ＝１，并且不处理边缘像素。为了进行比
较，采用不同方法进行设计，并分别进行测试。为了

减少Ｗｉｎｄｏｗｓ多任务特性的影响，每种设计都需要
完成５次整段视频的处理，每完成一次处理记录一
次空间域均值滤波函数的总运行时间，最后计算平

均总运行时间。

３．２　空间域均值滤波函数的不同设计
设计空间域均值滤波函数时涉及数据计算与数

据拷贝两个部分。数据计算部分的功能是求 ｂｉｊ，采
用文献［６］中的方法进行快速计算。区别在于：若
采用无备份法，ｇｍｎ来源于原始图像数据存储区，ｂｉｊ
写入临时存储区；若采用有备份法，ｇｍｎ来源于临时
存储区，ｂｉｊ直接写入原始图像数据存储区。数据拷
贝部分采用不同的实现方法，具体如下：

设计１　采用无备份法，数据拷贝通过分行循
环赋值（故意这样）实现。

设计２　采用无备份法，数据拷贝通过多次（必
须这样）调用ｍｅｍｃｐｙ（）函数实现。

设计３　采用有备份法，数据拷贝通过多次（故
意这样）调用ｍｅｍｃｐｙ（）函数实现。

设计４　采用有备份法，数据拷贝通过一次（可
以这样）调用ｍｅｍｃｐｙ（）函数实现。

为了不失公允，所有设计都尽可能多地采取措

施提高运行速度。所采取的措施包括赋值缩写、指

针访问、指针自增运算和指针比较等。指针比较是

指通过比较指针变量是否到达结束位置作为是否结

束循环的条件，从而避免使用额外的循环变量。

３．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实验结果如表１所示。根据设计２和设计１的

平均总运行时间可知，利用 ｍｅｍｃｐｙ（）函数拷贝数
据比通过循环赋值快得多。根据设计３和设计２的
平均总运行时间可知，当满足所需条件时可以充分

发挥ｍｅｍｃｐｙ（）函数的优势，尽管设计３比设计２每
行需要多拷贝２个字节，并且每帧图像需要多拷贝
２行。根据设计 ４和设计 ３的平均总运行时间可
知，整体拷贝比分行拷贝快。可以求出，设计４处理
一帧图像所用的平均时间为０．６６８ｍｓ，运行速度比
设计１提高了８．３％。

表１　不同设计的总运行时间 ｍｓ

类别 序号１ 序号２ 序号３ 序号４ 序号５ 平均值

设计１ ２８０６ ２８０２ ２７９５ ２８０４ ２７９４ ２８００

设计２ ２６５１ ２６５１ ２６４７ ２６４７ ２６４９ ２６４９

设计３ ２６１６ ２６１６ ２６１２ ２６１２ ２６１０ ２６１３

设计４ ２５６８ ２５６４ ２５６４ ２５７３ ２５６８ ２５６７

　　根据上述实验数据，设计４比设计１的运行速
度提高得似乎很有限，但是上述总运行时间中还包

含了数据计算部分所需要的时间，如果将数据计算

部分注释掉，再按照上述方法进行测试，求得设计１
～设计４数据拷贝部分的平均总运行时间分别为
３７５ｍｓ，２２４ｍｓ，１８８ｍｓ和１４２ｍｓ，设计２～设计４比
设计１的数据拷贝部分运行速度分别提高了４０％，
５０％和６２％。这充分说明了使用 ｍｅｍｃｐｙ（）函数

取代循环赋值的必要性，也说明了正确使用该函数

的重要性。

４　结语
本文讨论了利用 ｍｅｍｃｐｙ（）函数对 Ｃ／Ｃ＋＋程

序进行人工优化的问题。以设计图像处理中常用的

空间域均值滤波函数为例，讨论了如何通过分析寻

找进一步提高程序运行速度的途径，并通过实验证

明利用本文所述方法可以显著提高程序的运行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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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这种优化程序的思想方法可以为工程技术人员

和有关人员设计需要快速处理大量数据的 Ｃ／Ｃ＋＋
程序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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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程序的法治价值 胡利明（４－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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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诺德·伯林特的环境美学观与中国传统生态思想 岳　芬（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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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创无”进程中的分层精细化社会治理

———以中山市为例 匡和平，张国启（２－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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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质量评价：期刊与学术环境的匹配

———以《科技进步与对策》为例 杨　正（３－８７）
!!!!!!!!!!!!!!!!!!!!!!!!!!!!!!!

电视主持人记忆力训练方法探析与实践 韩雁锋，李慧芬（３－９２）
!!!!!!!!!!!!!!!!!!!!!!!!!

社会现实交往的全模拟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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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闻翻译为例 史　芸（３－１０２）
!!!!!!!!!!!!!!!!!!!!!!!!!!!!!!!!!!

基于“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公示语汉英翻译 宋　瑶（３－１０８）
!!!!!!!!!!!!!!!!!!!!!!!!!!!

全球化视野下手语翻译跨文化素养的培养 罗　强（３－１１２）
!!!!!!!!!!!!!!!!!!!!!!!!!!!

林语堂英译《浮生六记》的诗学风格 张白桦，胡雅洁（５－８９）
!!!!!!!!!!!!!!!!!!!!!!!!!!!

从《英汉翻译教程》的若干译例看英译汉的技巧 刘钦荣，牛巧红（５－９３）
!!!!!!!!!!!!!!!!!!!!!!

基于言语行为理论分析《围城》的反讽艺术 周　迪，张　红（５－９７）
!!!!!!!!!!!!!!!!!!!!!!!!

话语标记“不管怎么说”的多角度研究 张　漪（５－１０２）
!!!!!!!!!!!!!!!!!!!!!!!!!!!!!

·教育与教学·

应用型本科院校实践教学运行机制研究 谭笑风（１－１１６）
!!!!!!!!!!!!!!!!!!!!!!!!!!!!

从“瓜达尔”港口的开发看“一带一路”战略的构想和实施

———正确引导大学生了解国家新政教学案例 马金杰（１－１２１）
!!!!!!!!!!!!!!!!!!!!!!!!

高等院校体育课程人本主义教育理念的缺失与对策 李吴磊（１－１２５）
!!!!!!!!!!!!!!!!!!!!!!!

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路径 吕　村（２－８１）
!!!!!!!!!!!!!!!!!!!!!!!!!!!!!!

安阳师范学院转型发展探索与实践

———以创业教育为突破口，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引领学校转型发展 王立新，赵　哲（２－８５）
!!!!!!!!!!!!

乡土社会解构下武术民间教育传承研究 刘雅媚，郭　强（２－８９）
!!!!!!!!!!!!!!!!!!!!!!!!!

中高职英语写作教学衔接问题论析 支德银（２－９３）
!!!!!!!!!!!!!!!!!!!!!!!!!!!!!!!

高职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融合研究 何艳冰（２－９６）
!!!!!!!!!!!!!!!!!!!!!!

优化新时期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环境的对策思考 王宏源（３－１１７）
!!!!!!!!!!!!!!!!!!!!

网络思潮对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影响探析 秦素玲（３－１２１）
!!!!!!!!!!!!!!!!!!!!!!!!!!!!

习近平新闻舆论观指导下高校网络舆情引导机制研究 孙　穗，王莹姝（３－１２５）
!!!!!!!!!!!!!!!!!!!

校园网络舆情管理机制构建分析 王　嫣，朱光彦，马文越（４－１０１）
!!!!!!!!!!!!!!!!!!!!!!!!

人本主义视域下基于ＯＢＥ教学理念的食品分析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聂　卉（４－１０５）
!!!!!!!!!!!!!!!!!

中医院校健身气功·八段锦“医体结合”（教学）研究 刘艳君，潘华山，李兆伟，等（４－１０９）
!!!!!!!!!!!!!!

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中师德建设路径探析 何艳丽（５－１０７）
!!!!!!!!!!!!!!!!!!!!!!!!!!

河南省普通高校本科专业建设的思考

———基于河南省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本科专业增长的分析 卫世乾（５－１１２）
!!!!!!!!!!!!!!!!!!!!!

应用型本科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以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为例 王景丽（５－１１６）
!!!!!!!!!!!!!!!!!!!!!!!!!!!!!!

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探析 向媛秀（５－１２１）
!!!!!!!!!!!!!!!!!!!!!!!!!!!!!!!!!!

“微时代”下高校辅导员在学生突发事件中的应对机制研究 孙　静，陈美琦（５－１２５）
!!!!!!!!!!!!!!!!!

加强高技能人才培养，健全创新人才教育体系 毛　杰（６－８１）
!!!!!!!!!!!!!!!!!!!!!!!!!!

大学文化与高校德育共融发展的思考 杨　曦（６－８５）
!!!!!!!!!!!!!!!!!!!!!!!!!!!!!!

基于大数据的学分银行信息服务平台构建的研究 崔　蕾（６－８９）
!!!!!!!!!!!!!!!!!!!!!!!!!

新形势下特殊教育教师职业发展探析 白瑞霞（６－９５）
!!!!!!!!!!!!!!!!!!!!!!!!!!!!!!

共享经济视域下的高等教育发展研究 张成恩（６－９９）
!!!!!!!!!!!!!!!!!!!!!!!!!!!!!!

·数理工程技术研究·

二茂铁双甲酸构筑的镉配合物的合成、晶体结构和荧光性能研究 王利平，王宇飞，刘艳丽，周晓莉（２－１０１）
!!!!!!!

液质联用法测定不同形态丹参药品中３种水溶性成分含量 赵国欣，孙浩冉，姚　虹（２－１０５）
!!!!!!!!!!!!!

正交试验法优化高分子量聚丙烯酸钠合成工艺 王少鹏，李靖靖（２－１０９）
!!!!!!!!!!!!!!!!!!!!!!

用于ＳＲＡＰ分析的大豆ＤＮＡ快速提取方法 王　芳，李领川，周延清（２－１１３）
!!!!!!!!!!!!!!!!!!!!

车载自组织网路由技术研究综述 黄继海，赵　冰（２－１１７）
!!!!!!!!!!!!!!!!!!!!!!!!!!!!

流体致旋转磁场微型发电系统仿真设计 陈嘉伟，杨　慕，倪其军（２－１２４）
!!!!!!!!!!!!!!!!!!!!!

大孔吸附树脂法与高速逆流色谱法分离纯化虎杖中白藜芦醇的比较研究 程丽英，任红涛，刘树兴（４－１１３）
!!!!!!!

一种基于回退技术的安全序列检索方法 赵富星，张　帆，黄继海（４－１１７）
!!!!!!!!!!!!!!!!!!!!!

基于ＭＡＴＬＡＢ的汽车动力性仿真研究 李　晶，郑　路（４－１２１）
!!!!!!!!!!!!!!!!!!!!!!!!!!

清赮河流域水环境预测预警平台的设计与构建 白云飞，谢超颖，余　璐，等（４－１２５）
!!!!!!!!!!!!!!!!!

ＢＲＣＡ１与Ｒａｄ５１的相互作用研究进展 吴妮妮，马　丽，卢　奎（６－１０３）
!!!!!!!!!!!!!!!!!!!!!!

基于Ｗｅｂ３Ｄ技术的变电所仿真培训系统设计 许春香，许海涛，胡大海（６－１０９）
!!!!!!!!!!!!!!!!!!!

基于Ｉｓｏｍａｐ的树增强朴素贝叶斯分类器的信用预测 叶晓枫，许义仿（６－１１３）
!!!!!!!!!!!!!!!!!!!!

城市道路信号交叉口许可型左转车道通行能力研究 于志青（６－１１７）
!!!!!!!!!!!!!!!!!!!!!!!

基于ＭＭＴＤ的改进的Ｂａｙｅｓ软阈值算法 李红丽，马耀锋（６－１２１）
!!!!!!!!!!!!!!!!!!!!!!!!!

利用内存拷贝函数提高Ｃ／Ｃ＋＋程序运行速度的研究 张合花，张全法，李素晓（６－１２５）
!!!!!!!!!!!!!!!!

·２３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