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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红高粱》的姊妹篇”的中篇小说《白棉花》，最早公开发表在《花城》１９９１年第５
期，是为“初刊本”；几乎同时，它又被收入华艺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１０月出版的同名小说集《白棉花》，是
为“初版本”。这两个版本时间接近，却又存在着明显的文本差异，以至于后来“花开两朵”———后来

的“转载本”属于“初刊本”序列；２００２年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幸福时光好幽默：莫言电影小说精品》、
２００４年当代世界出版社“莫言文集”第１０卷《白棉花》等则是“初版本”的延续。而２００４年民族出
版社“名著彩绘·莫言精品系列”的《白棉花》，虽以“初版本”为“底本”，但已经过全面修改，可称之

为“改定本”，２０２０年５月，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白棉花》（莫言中篇小说精品系列）采用的就是
这个版本。一方面，我们力倡作家的版本意识，即尽可能保持作品文本的高度稳定；另一方面，作品

的一次次修改、打磨，又确实是一个精益求精的过程。就结果而言，当代文学的作品文本与版本，往

往是由作家与编辑共同完成的，而读者也是版本“最优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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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无疑是一位
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作家，而他的中篇小说创作更独

具艺术魅力。１９８６年 ３月，《红高粱》在《人民文
学》发表，震动了整个文坛；此前，该刊１９８５年第１２
期发表的中篇小说《爆炸》，让编辑朱伟看到了作者

叙事中那种“令人恐惧的发酵能力”；更早刊发于

《中国作家》１９８５年第２期的《透明的红萝卜》，朱
伟说，他“至今仍认为，这是莫言写得最好的中篇小

说”［１］。

但从版本学的视角来看，中篇小说《白棉花》则

更具典型意义。《白棉花》首先公开发表在《花城》

杂志１９９１年第５期（出版时间：９月２０日），即“初
刊本”。几乎同时，它又被收入华艺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１０月出版的同名小说集《白棉花》，是为“初版本”。
这两个版本时间接近，却又存在着显而易见的文本

差异。之后，两个版本各有延续。２００２年，在“初版
本”的基础上又有经过重要修改的“改定本”，“改定

本”则又有新的版本延续。对该文本三十年间的延

续、变迁以及多种版本形态的不断出现加以考察，将

同时具备文学与出版学的双重意义。

一、“《红高粱》的姊妹篇”

莫言的中篇小说《白棉花》，虽然被视为“《红高

粱》的姊妹篇”，而且“没有人这样写过棉花”，但它

所获得的声誉和关注度，显然与《红高粱》不可同日

而语，这部“为张艺谋而写”的作品却最终未被这位

大导演搬上银幕，而在台湾被改编为同名电影上映

后也未达到预期的成功。

如前所述，这部似乎“命运欠佳”的中篇小说最

早公开发表在《花城》１９９１年第５期，该期《中篇小
说》栏目还刊发了王朔的《谁比谁傻多少》。顺便提

一句：王朔在此期间还有另外一部中篇小说《动物

凶猛》，发表在《收获》１９９１年第６期，后来改编为电
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由女明星宁静主演；而在台湾

·１·



图１　《白棉花》初刊本封面及目录

上映的电影《白棉花》（导演：李幼乔）也是由宁静担

任女主角。

主人公方碧玉是个充满传奇的姑娘，她从小没

娘，跟着爹习武，一身功夫，走起路来像全身安了弹

簧，不但长相俏美，而且“具有一种天生的、非同俗

人的气质”。那年“我”１７岁，她２２岁，“我”和她一
起去县棉花加工厂报到，“我”在暗恋着她，她却与

支书的儿子订过婚。而到了棉花加工厂之后，她却

移情别恋，对方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青岛知青李志高。

据《莫言文学年谱》记载，莫言在故乡高密县的

一家县棉花加工厂做“农民合同工”期间，因为字写

得漂亮，负责给厂里出黑板报；因为看的书多，文笔

好，口才好，他还当上了工人代表，在全厂大会上发

言，被公认为是厂里最有才华的临时工；也因此，只

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他，当上了职工夜校的老师，负责

教语文。“在厂里工作的，还有来自各地的青年，有

干部子弟，有青岛等大城市的知青。”［２］６

“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可以想见当年的青年

作家莫言创作热情如此饱满。对于这部《白棉花》，

莫言当年的那段生活与他的这部小说可以看作“互

文”的关系。

小说里的青岛知青，除上面提到的李志高之外，还

有一位炊事班长江大田，是公认的厂里“第一美男”。

小说中写到的“干部子弟”包括：扦样员赵一萍

（绰号“一撮毛”），父亲是“县水利局的头头”；那位

被人叫作“电流”的姑娘，是公社党委副书记的女

儿；孙红花，公社团委书记的妹妹；门卫冯结巴家庭

贫寒，但他舅是公社党委组织委员，所以他“干了轻

松差事”；那个黑瘦脸庞叫宋金鱼的姑娘，“也是个

书记的女儿或儿媳之类的角色”……

莫言在棉花加工厂期间，学过棉花检验，当过司

磅员，干过杂活儿。小说中的“我”（马成功），靠着

叔叔的关系当了司磅员，后来因为在李志高、方碧玉

中间“通风报信”，被调去干杂活儿（也是重活

儿）———抬大篓子，他的搭档正是那位青岛知青李

志高。

在进厂之前，作者说自己在村里跟棉花打了好

多年交道，“对于棉花，我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

我的红高粱是梦幻中的东西，白棉花却是实实在在

的”［３］。能够看得出，小说的第一部分《楔子：围绕着

棉花的闲言碎语》就是对这段生活的一个“交代”。

那么，方碧玉是否有生活原型？到目前为止笔

者仍未看到作者有过清晰的表述。倒是《莫言文学

年谱》中提到他写“武侠”的一个细节：这年（１９９０）
暑假，“在高密的家里，他种了一院子的葵花，每日

在葵花丛里转来转去，困惑着、思索着。这一时期，

他用戏谑的手法将革命样板戏《沙家浜》改写成了

一篇四万五千字的武侠小说，旧人物阿庆嫂、郭建光

都成了身怀绝技、会使暗器的武林高手。他将小说

寄给《花城》，但遭到退稿，他便将这篇‘不合时宜’

的手稿烧掉了”［２］３７－３８。

二、初刊本与初版本：文本辨异

１９９１年１０月，莫言小说集《白棉花》作为“中国
当代著名作家新作大系”之一种，由华艺出版社出

版发行，该集收录的莫言作品包括：中篇小说《父亲

在民夫连里》（原载《花城》１９９０年第１期，并获第
五届“花城文学奖”）、《你的行为使我们恐惧》（原

载《人民文学》１９８９年第６期，发表时题为《你的行
为使我们感到恐惧》），短篇小说《人与兽》（原载

《山野》１９９１年第４期）、《遥远的亲人》（原载《时代
文学》１９８９年第 ４期）、《爱情故事》（原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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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９年第６期），排在最后的是《白棉花》。该版本
我们称之为“初版本”。

图２　《白棉花》初版本

与高晓声《陈奂生上城》、张一弓《流泪的红蜡

烛》等作品初刊本、初版本保持着“高度一致”不同，

《白棉花》的初刊本与初版本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以小说“楔子”第四自然段为例———

初刊本：

农历三月中旬，太阳又开始向我们靠

拢，地温上升，河冰融化……

初版本：

农历三月中旬，由于太阳又开始向我

们靠拢，地温上升，河水开冻……

更显眼的是，《楔子》中涉及“郭老肚子”的下面

这部分将近三百字的内容，只见于初版本而不见于

初刊本———

有一天，郭老肚子让我去找保管员领

二两麻给牛套上搓一根鞅绳，我便到仓库

里找。到了那里我增长了不少知识。

“嫂子，把你那家什给我用一下。”

“你的家什呢？”

“我的家什满了。”

“你那个家什就那么小？”

“你那个家什大！”

“保管员进去正好！”

于是便哄堂哈哈笑。

其他如：硬、软、粗、细、长、短、上来、下去等等，

都变成隐语。

据说有一李姓的中年女人，疯得厉害，

男人们也都说她性大。有一次她说疯话说

上了劲，坐在棉花籽上，把一条裤子都尿湿

了。几年后，我在棉花加工厂工作时发现，

一群大姑娘聚了堆，疯起来不比娘们差，只

不过稍微含蓄，不那么赤裸裸罢了。

仍以《楔子》这一节为例，涉及“我”对女主人公

方碧玉的感受，增加的文字也较多。如“我经常回

忆起二十年前在生产队的数千亩棉田里与方碧玉她

们给棉花喷药灭虫时的情景，那是多么浪漫的岁月

呵，哎哟我的姐你方碧玉！”后面，又增加了颇具抒

情色彩的如下文字：

你额头光光，好像青天没云彩；双眉弯

弯，好像新月挂西天；腰儿纤纤，如同柳枝

风中颤；肚脐圆圆，宛若一枚金制钱———这

是淫秽小调《十八摸》中的词儿，依次往

下，渐入流氓境界。

再如，在“农村姑娘以高乳为丑，为羞，往往胸

脯一见长时，便用布条儿紧紧束住，束得平平的，像

块高地”之后，初版本又进一步“发挥”：

一般农村姑娘的胸脯是高地，方碧玉

那家伙就如同喜马拉雅山啦。

上面谈到的是改与增的情况。

初版本与初刊本相比，“删”的情况也很普遍。

比如，第二节关于毛红灯这个人物———

他原名毛志东，改成毛红灯。他改名

时全中国鼻子眼里都唱《红灯记》。他这

名字算是改出了高水平。

但是，初刊本却将这段颇有趣味的“人物背景”

删去了。

其他如第十一章删去了二百余字内容：“（皮辊

机）吞噬着我和我的李大哥，连骨头渣子也不吐出

来。而方碧玉她们，现在已不是我们的同类而是皮

辊轧花机的帮凶。不，她们是这些吃人巨兽的爪子，

就是她们把我和李大哥送到了巨兽嘴中。”“她们是

活着的机器死去的人，她们是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

时间静止不动，地球停止旋转……”

还有一个较为特殊的方言词的改动。“大?”

是一个地方色彩鲜明的方言词，在《白棉花》初刊本

中多次出现。如：第三章孙禾斗故意对老蔡的老婆

说“老蔡天天搂着大?困觉”；第八章，“厂长说这个

大?（指方碧玉）真不是盏省油的灯”；第二十四章，

郭麻子对李志高说：“你要大?不要紧，别误了我的

活呀！”“大?”指年轻姑娘、女士，在高密、诸城一带

更被直接称呼为“?”；据称这个词源于德语ｄａｍｅｎ。
在青岛，有很多方言与德语有关，比如“古力盖”就

是“井盖”的意思。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在山东

方言中很早就有。２００６年，山东文博会的“吉祥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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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山东大?”。

但是，很遗憾在初版本中均被改为“大妮”———

后来的“改定本”中，又被统一改回“大?”。

还有关于字、词的细部改动。比如“（把牛蹄

印）抹平”，初版本改为“搂平”；“绣毯”在初版本中

改为“绣毡”；“把一泡热尿?到牛的鼻孔里”，初版

本将“?”改为“滋”；较为典型的是“像”和“象”的

处理：初刊本一律用“像（……一样）”，初版本统一

用“象”。

这里要交代一下背景，据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

员会１９８６年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的说明：“像”
不再作为“象”的繁体字处理，据此规定，《现代汉语

词典》１９９６年７月修订（第３版）做相应修订。在此
期间，各出版单位（期刊、出版社）采取的编校标准

并不完全统一。

最后我们对两个版本的先后顺序进行具体考

察：就标注的时间来看，“初版本”比“初刊本”晚了

一个月，但众所周知，从出版专业角度而言，图书出

版周期一般要远比在刊物上发表长得多。因此，我

们可以推定这两个版本于作者而言，是同一时段的

同一文本（那个年代复印机已普遍使用，像贾平凹

的长篇小说《废都》完稿后，作者就复印了不止一

份）。但最终读者所看到的，却是差异明显的两个

版本，并进而形成两个不同的“版本系统”。

三、转载本、文集本及其他

《白棉花》被《中篇小说选刊》１９９２年第１期转
载，这个“转载本”是忠实于“初刊本”的（指小说正

文部分），甚至保留了原刊所配的插图（作者：黄穗

中）。要说“副文本”的增加，一是配发了作者的一

篇“创作谈”《还是闲言碎语》（前文中已有引述），

二是增加了“作者简介”。

先说“创作谈”。为什么标题叫《还是闲言碎

语》呢？因为这部小说的开头原为《楔子：围绕着棉

花的闲言碎语》（此次转载被删去了）。该文讲：“去

年（按：应为１９９０）年底”，久违的张艺谋找到他，想
让把他看中的一部小说改编成电影，莫言看后“感

到很难改出什么新意来”。张艺谋又让他想想看，

有没有“适合在电影里表现的、既好看又轰轰烈烈

的大场面”。他谈到了当代的和古代的战争，还有

大炼钢铁、大修水利等，然后话题转到家乡那一望无

际的棉田，“每年的秋季，农民排着长队交售棉花，

棉花加工厂里白棉如山，一片洁白里，活动着一些穿

红穿绿的、为了挣点钱托亲告友进了棉花加工厂当

临时工的姑娘。在洁白的棉花垛里有爱情悲剧、有

死亡事故、有打架斗殴、有勾心斗角。在短短几个月

的时间里，前来加工棉花的农村姑娘其实被棉花加

工了”［３］。这也是小说《白棉花》的基调和故事背

景。

当初，“张艺谋当即表示‘有意思’，让我赶快

写。我说我要先写成中篇小说给他看，如果好，再改

成本子，他很赞成”［３］。另据莫言自称，写方碧玉

这个人物，他一直没能摆脱巩俐的影子，甚至说为其

量身定做。确实，当我们读到《白棉花》中方碧玉与

李志高在巨大的棉花垛里为情痴狂的大段描写，总

不由自主地会联想到《红高粱》中“我爷爷”与“我奶

奶”在高粱地里“野合”的场景。至于最终张艺谋并

未将其搬上银幕，那是后话。

再说“作者简介”。让我们回到文学的历史场

景，那时莫言虽因《红高粱》（主要是电影）已红遍全

国，但他还远不是后来获得诺奖之后的顶级作家，而

且该刊也是从“自身立场”来介绍莫言的：

莫言，原名管谟业，１９５６年出生，祖籍
山东高密。１９７６年入伍，１９８６年毕业于解
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１９９１年毕业于北师
大与鲁迅文学院合办的研究生班。１９８１
年开始发表小说，有《透明的红萝卜》《红

高粱》等，《红高粱》获《中篇小说选刊》

１９８６—１９８７年度优秀中篇小说奖。现为
解放军某部创作干部。［３］

２００４年１月，十二卷本“莫言文集”由当代世界
出版社出版发行，其中第１０卷为中篇小说卷《白棉
花》，收入《白棉花》《爆炸》《野种》《红耳朵》《怀抱

鲜花的女人》《金发婴儿》《梦境与杂种》《模式与原

型》《你的行为使我们恐惧》《球状闪电》《野骡子》

１１部中篇，是为“文集本”。该版本与华艺出版社的
“初刊本”为同一版本，但请注意：彼时《白棉花》虽

作为集名但排在最后一篇，而此次不但作为文集名，

还被排在了第一篇。

但是，２００２年１月由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幸福
时光好幽默：莫言电影小说精品》，收录的《白棉花》

等三部中篇，像“转载本”一样，与“初刊本”是同一

版本系统。另外两部作品是：《幸福时光好幽默》

（原名《师傅越来越幽默》）和《红高粱》。

四、“改定本”的增、删、改

２００４年４月，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六卷本《莫言
精品》，包括《白棉花》《红蝗》《筑路》《欢乐》《牛》

《战友重逢》六部中篇小说单行本。这里只说《白棉

花》，其版本特点一是增加了十几幅彩色插图（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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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刘毅）———是谓“彩绘名著”，二是在卷首增加的

广告词：

《红高粱》的姊妹篇———没有人这样

写过棉花。

一部农村走向工业化的血泪史诗。［４］

但上述这些都是属于“副文本”范畴的。就正

文本来看，作者亦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改甚至重写。

我们仍可以从增、删、改三个方面来说明。

先说增。

《白棉花》的初版本开头第一自然段是这样的：

人类栽培棉花的历史悠久，据说可上

溯一万年。我想可能不止一万年也可能不

足一万年，这问题并不要紧。棉花用途广

泛，一身都是宝，关系到国计民生，联系着

千家万户，是一类物资，由国家控制，严禁

黑市交易，这东西很要紧。

该版本则增加了：“知道炸药吗？就是董存瑞

举着炸碉堡那种东西，那东西里有一种重要的配料，

就是从棉花里边提炼出来的。”

第二自然段增加更多。初刊本、初版本原为：

我们高密县是中国小有名气的产棉

县，因为棉花我们县受到过周恩来总理的

表扬。

改定本则将这一句全面铺陈开来：

……说有一年朝鲜领导人跟中国要棉

花，周总理给高密县长打了一个电话，说高

密县，你们弄点棉花支援一下朝鲜吧。高

密县就把全县的棉花集中起来，往朝鲜运。

刚运去一半，那边就说，够了够了，不用运

了，再多就没地方放了。周总理很高兴，说

高密县真是好样的。全县人民至今还为此

事感到骄傲。

再说删。

第三章，删去了初版本“‘铁锤子’是‘业务组’

组长，屁虱子大的官”，该章最后一段还删去了“棉

花加工厂有意思的人和事很多，在有限的篇幅里无

法说清楚，让我们在下面诸节里再谈”。

第十二章，“我”与方碧玉搭乘本村一个同学开

的拖拉机回家，“车后的小挂斗上，竟插着八面大红

旗，显得诡异而神秘”。改定本删去了初刊本“像农

家的炕席那般大的”“旗上绣着星星、月亮、太阳、白

虎、青龙等图案”等文字。

第十八章，“我们曾在一起议论，说领导真是瞎

了眼”，改定本删去了“曾在一起议论”。

总的来说，纯粹删去的内容远比“改写”要少得

多。

最后说改。

《白棉花》初刊本第八章第一段，原为：

打架事件后，方碧玉成了众人注意的

中心。亲眼目睹了打架过程的人，在向别

人转述时，都毫不吝啬地添油加醋，把方碧

玉描绘成了一个侠女十三妹一样的人物。

改写后：

打架事件后，方碧玉成了公众人物。

亲眼目睹了打架过程的人，在向别人转述

时，都毫不吝啬地添油加醋，把方碧玉几乎

描绘成了侠女十三妹。

初版本第二章的结尾：

我知道，那是方碧玉在展开她的被褥，

她的呼吸声抚摸着我的面颊。

再看改定本：

我知道，那是方碧玉在展开她的被褥。

虽然隔着一堵冰冷的墙，但我能感到她的

呼吸正在抚摸着我的面颊。

类似的改动，还有第三章的第一自然段结尾：

“幸好，方碧玉就在我的身边。”改写后为：

幸好，方碧玉就在我的身边，隔着墙

壁，我也能感受到她的温度。

与初刊本相比，初版本有多处对话，由直接引语

变成了间接引语。而改写本与初刊本相比，许多段

落重新分段后，层次更加分明，也更利于读者阅读，

如第八章的一段，初版本为：

……公社党委书记的女儿“电流”大

声说：“与我们干部女儿没有关系，我们有

专用器材抢险救灾。”众人龇牙咧嘴怪笑。

“防洪排涝！”一个男工说。“电流”说是农

村来的女工干的，让我们跟着受牵连。方

碧玉说：“你有什么证据？是哪个农村来

的女工干的？休要一网打尽满河鱼。另外

厂长说的也不对，男工碰破皮肉、走火流鼻

血不也能用皮棉擦吗？”

再看改写后：

……公社党委书记的女儿“电流”大

声说：

“与我们干部女儿没有关系，我们有

专用器材抢险救灾。”

众人龇牙咧嘴怪笑。

“防洪排涝！”一个男工说。

“电流”说：“是农村来的女工干的，让

我们跟着受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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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碧玉站起来，冷冷地说：

“你这样说有什么证据？是哪个农村

来的女工干的？休要一网打尽满河鱼。另

外厂长说的也不对，男工碰破皮肉、走火流

鼻血不也能用皮棉擦吗？”

经过重新分段———当然也有少量的文字改动，

显然实现了文本更优。

而这个改定本显然是以初版本（而不是初刊

本）为“底本”的。例证之一就是前述“郭老肚子”那

段近三百字的文字，几乎与初版本完全一致（也就

“其它”“其他”之类的差别），但该部分内容恰恰不

见于初刊本。还有，２０２０年５月，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了《白棉花》（莫言中篇小说精品系列），在此不

再论述。

图３　《白棉花》改定本

五、结语：“改”与“不改”

一般而言，作者修改的过程，也是作品文本精益

求精的过程。事实上，作家都是在一直寻找最恰切

的表达。在“郭老肚子”那段内容前面有一段文字，

我们来看不同版本的表达———

初刊本：

因为劳动的强度不大，女人聚堆，又都

是结过婚的女人，于是百无禁忌，谈话的中

心总是围绕着男人和女人展开，欢声笑语

震动四壁。

初版本：

因为劳动的强度不大，女人聚堆，又都

是结过婚的女人，于是百无禁忌，谈话的中

心总是围绕着两腿之间，欢声笑语震动四

壁。

改定本：

因为劳动的强度不大，女人聚堆，又都

是结过婚的女人，于是百无禁忌，谈话的中

心总是围绕着两腿之间那点事物，欢声笑

语震动四壁。

孰优孰“劣”，不言自明。

其他一些看似不经意的改动，也能体现出这种

“精益求精”。比如第三章，”初刊本“泡沫灭火机”，

改定本为“泡沫灭火器”；第十七章，“奖给我们每人

五元人民币”，改定本把“五元”改为“十元”；等等。

但也不排除修改后反而更逊色之处。前述初版

本通篇将“大?”改为“大妮”即一例。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

因为作者的亲身经历，作品中“抬大篓子”的描

述极其生动，给人印象深刻。第九章，“那种大篓子

用竹片编成，长方形，宽约一米半，长约三米，高约一

百二十厘米……”（初版本“高约一米二十厘米）。

这里的“高约一百二十厘米”，也是修改并不到位的

一例（宜表述为“高约一米二”）。

最后要说的是小说结构方式的改动。这种改动

可能出于作者的修改，也可能出自编辑之手：

该作品前有“楔子”，后有“尾声”；正文部分共

３４章：初刊本采用阿拉伯数字：１、２、３……；初版本
使用汉字：一、二、三……；改定本则改用“第一章”

“第二章”“第三章”……；发表在《风筝都》的“早期

本”，则是把“楔子”作为“第一章”，从第二章起，章

下再分１、２、３……但基本上与后来的各章内容相对
应。

此前，《白棉花》还曾“不公开”发表在山东潍坊

《风筝都》杂志上，１９９１年第１期、第２期连载，时间
为１９９１年 ４月、６月。这是一份内部发行的刊物
（鲁新出报刊字第２０１号），而这个版本也许是最接
近“创作原生态”的版本。因将另文，此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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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白棉花》首发本封面及内文

　　就结果而言，同一文本的不同版本，也许往往是
由作家与编辑共同完成的。不过，即便我们对《白

棉花》的不同版本加以最详尽的考察，即便对多方

当事人（作家、文学期刊编辑、图书编辑、责校等）再

进行“复盘”式的访谈，我们也难以回到文学现场、

回到作品的原生态中。但我们始终坚信，真正优秀

的文学作品，经过时间的淘洗会愈加闪出自己的光

彩，而就古今中外的文学史来看，经过一代代读者的

“层累”和选择，也往往会有一个文本趋向“最优化”

的过程，或者是经过不同年代、不同阶层的读者选

择，会最终形成同一文本的不同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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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杜牧的乡愁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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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唐代诗人杜牧在《旅宿》和《清明》这两首诗里，书写了他作为“行人”的乡愁，也都达到
了非常高的艺术水准，前人的解说不尽如意，值得我们来重新细读。《旅宿》是诗人杜牧从夜间投宿

到清晨离店这个时间段内的所见所思，尾联所写并非记忆中的家乡景致，而是离店后路上所见景象。

《清明》尽管也有令人不满意之处，却有明白如话、朗朗上口、内容丰富、画面感强、感情动人等优点，

不愧为古代诗歌中的优秀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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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唐诗人杜牧有很多作品脍炙人口，其中也有
一些作品的归属受到了研究者的质疑。比如五言律

诗《旅宿》和七言绝句《清明》就被怀疑不是杜牧的

作品。笔者支持他们的怀疑和求证，同时也保留自

己的观点，主张在没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应该先将

《旅宿》和《清明》视为杜牧所作，并不断深入研究作

品本身。因此，本文的研究兴趣主要在于对这两首

经典作品的深入解读。在我们看来，《旅宿》和《清

明》的主题书写的都是诗人———“行人”杜牧的乡

愁，这两首诗也都达到了非常高的艺术水准，前人的

解说不尽如意，因此值得我们重新细读。

一、《旅宿》的文本细读

蘅塘退士将杜牧的五言律诗《旅宿》编入了《唐

诗三百首》，但是历代文人和当代学者对它的关注

度并不高。原因可能是，本诗不见于杜牧身后由其

外甥裴延翰编辑的《樊川文集》二十卷，而是迟至宋

熙宁六年才由杜陵田概辑录在《樊川别集》一卷之

中，这也使得一部分学者对它是否出自杜牧之手产

生了怀疑［１］。从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水平上来

看，笔者相信只有杜牧这样的优秀作家才能创作出

如此优秀的作品。唐诗研究者和普通读者有必要对

这首诗多加关注，把它读懂读透。

诗是这样写的：

旅馆无良伴，凝情自悄然。

寒灯思旧事，断雁警愁眠。

远梦归侵晓，家书到隔年。

沧江好烟月，门系钓鱼船。

尾联上句的平仄格式本应为“平平平仄仄”，

“沧江好烟月”实际上是“平平仄平仄”，这是拗救中

的一种，即“本句自救”，可视为正格。

（一）几处文字的理解

首先要说到的是“家书到隔年”。很多人理解

成诗人在旅馆里收到了家人去年写给他的信，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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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这种理解。人在旅途，行踪不定，家人去年给诗

人写信时，怎么可能知道诗人此刻会投宿在这家旅

馆？写“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杜甫（《春

望》），尽管是被乱军解送长安，也是因为一段时间

内居有定所，家书才能送到他手上。那么，杜牧是否

长期租住旅馆，把这家旅馆当成了他的通信地址？

这也不太可能。古代的确有读书人或仕宦者长期在

外客居的，但一般不会在旅馆长期包房间，因为住宿

费太贵，而且客来客往，鱼龙混杂，环境不好。还有

一些读书人是免费借住在道观、僧舍，或者在无主的

空房、废园栖身，那就跟《旅宿》所写有所不同了。

当然，也有个别富人在妓院里长住包月，比如跟杜十

娘厮混的李甲（不过那是小说，不足为据）。杜牧也

有寻花问柳的雅好，不排除经年累月泡在妓院里。

但是他“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之时

（《遣怀》），应该是快活逍遥、乐不思蜀，而不是如诗

中所写的那样悄然凝情、寒灯远梦。而且把青楼写

成“旅馆”，把出入风月场所写成“旅宿”，杜牧不会

如此轻慢。退一万步说，就算真的是诗人收到了家

人的信，也不会是一大早发生的事情。因为在旅馆

里，“远梦归侵晓”的时候，只会有住客退房出行，而

不会有旅客或邮差抵达。

综上所述，这一句诗最合理的理解是：诗人写了

信要寄给家乡的亲人，并且由于路途遥远，路径不

畅，诗人推测这封信要明年才能传递到亲人手里。

这封信是什么时候写的呢？可能是昨晚在灯下

所写，也可能是今早起床后所写。正好有客人要离

店，诗人把这封信交给客人，托他捎带到自己的家

乡。

唐朝时没有民间邮政，驿邮由官方专营，只用来

传递政府公文，还可能为杨贵妃传递新鲜荔枝（杜

牧《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其一）。老百姓寄信，多为

请远行顺路的客人互相捎带，所以王昌龄才会请辛

渐给洛阳亲友捎口信（《芙蓉楼送辛渐》）。如果与

官家的“入京使”或者“驿使”相熟，也可能请他们带

个口信，如岑参《逢入京使》：“马上相逢无纸笔，凭

君传语报平安。”或者顺便捎带一点东西：“折梅逢

驿使，寄与陇头人。”（南朝宋陆凯《赠范晔》，唐朝想

必也会有此类做法）

杜牧这封信应该是请远行的客人捎带到家，不

会那么迅捷，推测下来，家人应该是翌年才收到信。

然后我们要说到“沧江好烟月，门系钓鱼船”。

有人说这两句写的是诗人家乡的景色，以表达思乡

之情。杜牧是京兆万年人（今陕西西安），他的家乡

并没有这样的景致。在另外的版本中，“沧江”写成

“湘江”，有的学者认为这两句表明作者“家居潇湘”

“怀归潇湘”［２］，而杜牧并非潇湘人氏，因此此诗并

非杜牧作品。

我认为，无论是“沧江”还是“湘江”，都不足以

判定此诗作者归属。尾联所写，并非旅宿之人思念

故乡风物与生活，而是诗人出门（可能是从旅馆退

了房，继续上路奔波）所见景色。怀乡的事已经写

过了，远梦已归，家书已投，如果回头再写怀乡，未免

画蛇添足。而且，沧江烟月、渔船系门，其实不能算

是特别值得夸耀的美景，它是在任何河边小村都随

处可见的日常景象。在我看来，这两句写的是拂晓

的行程中在村头所见：江上烟云缭绕，空中晓月依

稀，人家门口小船有绳子系着，船上无人，一片静谧，

想来钓鱼人现在正在屋内安睡。常年漂泊无定、孤

苦抑郁、睡眠质量不高的诗人，出得门来，见到的却

是这样一种安详静谧、恬淡闲适的乡野生活情景，这

种因鲜明对照而产生的强烈心理冲击正是从上文内

容自然发展而来，到这两句正好在欲言又止之中形

成了一个反转式的高潮。

假设杜牧所写的确是“湘江”而非“沧江”，那么

他是否到过湘江呢？查杜牧行踪可知，大和元年

（８２７），杜牧曾经游涔阳（大概在今安乡县、澧县），
因为地近湘江流域，完全有可能顺路在湘江旁边投

宿。他的诗作中有二十余首出现了“湘”字，如“潇

湘”“湘南”“三湘”“湘江”等。即便除去其中的伪

作或疑似伪作，仍有足够数量的篇目可证实杜牧对

湘江、潇湘是比较熟悉、比较喜爱的，也从侧面证明

他完全有可能到达湘江过。

（二）《旅宿》有哪些优点

《旅宿》的遣词用字看似不事雕琢，却字字轻巧

老成，举重若轻。

全诗时间线索非常清楚，从投宿、入夜一直到天

明、启程，是一个完整的叙事段落。

逻辑思路也环环相扣，一气呵成：投宿旅馆，必

然与很多陌生人打交道。与这些人攀谈的结果，是

跟谁都谈不到一起。于是情思郁结，默然无语，在寒

灯下一遍遍怀想往事。然后因天冷、人困而试图入

睡，却屡被惊醒，听到的是孤雁的哀鸣，想到自己也

是离家远行，于是愈加愁闷，愈加思念家人。后半夜

总算睡着了，梦中终于回到了故乡，很可惜窗外的晨

曦又让自己回到了现实。起床后赶紧写了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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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早行的客人辗转捎寄给家人。自己也随即收拾行

李，重新踏上行程。一路上看见烟波晓月还笼罩着

安闲的村庄，村民都还在酣眠，钓鱼的小船安静地系

在门外的岸边，可是这样的生活离自己又是多么遥

远！

《旅宿》的主角写的是诗人自己，但是他的思绪

却牵扯进来若干其他人的身影，参差浮现，若即若

离，像是一部抒情的电影：旅馆中的旁人，回忆中的

故人，睡梦中的家人，还有只记其事的捎信旅客，只

见其物的村舍渔民。

如果说这首诗是一部电影，电影的主要拍摄场

景就是诗的开头两个字所交代的：旅馆。电影中道

具、背景精当，近景只有寒灯一盏，家书一封，中景是

村舍一所，渔船一只，远景是江上烟云一带，空中晓

月一轮。音效则是万籁俱寂之中不见其形、只闻其

声的断雁数声。虽然时间集中，只在一暮一朝之中，

场景简单，只在旅馆内外、沧江岸边，但是因为还有

旧事、远梦，所以思绪所及，在时间、空间上都完全不

受任何限制。著名歌曲《加州旅馆》（ＨｏｔｅｌＣａｌｉｆｏｒ
ｎｉａ）则很适合做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因为它的歌词
与《旅宿》一样，都有若即若离的场景描写，并且表

现了主人公怅然若失的隐秘思绪。

二、清明节与《清明》

说到杜牧诗歌的真伪问题，就不得不提到脍炙

人口的七言绝句《清明》，它到底是不是杜牧的作

品，学界至今还在争论［３］。我们还是先从作品说起

吧。

（一）清明与寒食

清明是一个尴尬的日子。

它本来只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并不比其他节气

更值得庆祝。大约从宋代开始，清明逐渐成了一个

节日。之所以成为节日，不是它本身有什么特殊之

处，而是跟“寒食节”合并了。寒食节在冬至之后

１０５天，而清明通常是在冬至之后 １０４—１０８天，两
个日子距离太近，先后次序不固定，有时候还可能重

合，推算起来太麻烦。所以，二者合并，能够避免普

通群众犯糊涂。

寒食与清明，最初是有不同的主题。

相传，寒食节是晋公子重耳为了纪念手下人介

子推而设立。介子推对重耳忠心耿耿，甚至把自己

腿上的肉割下来给落难的重耳吃，可是后来却被重

耳遗忘，经人提醒后想起来了，打算封赏介子推时，

态度又不够尊重，介子推一气之下躲进了山林里，没

心没肺的重耳被人教唆，放了一把火把山林烧了，以

为能把介子推逼出来，没想到后者坚决不出来，结果

和他的老母亲一起被活活烧死（我觉得不能怪介子

推死心眼儿，他哪知道重耳放这么大的火是真诚邀

请他出山接受表彰封赏，还是要从肉体上消灭

他？）。重耳于是设立了寒食节这么一个节日，每年

这时候不许老百姓烧火做饭，并且让大家都去墓地

祭奠亡故的亲人。

明明是重耳这个昏王自己犯了错误，应该由他

自己（还有那些出馊主意的手下）绝食、悔罪的，没

理由让老百姓陪绑，所以老百姓过寒食节也不是太

严肃，除了扫墓、祭奠，顺带也在春天刚发芽的草地

上吃凉菜、喝冷酒、看行人，很多人甚至兴高采烈、心

里暖洋洋的。发展到了唐朝，唐高宗李治看到老百

姓越来越没出息了，忍无可忍之下，下了一道诏书，

非常严肃地说：“……或寒食上墓，复为欢乐，坐对

松
!

，曾无戚容。既玷风猷，并宜禁断。”［４］意思就

是要坚决刹住这股歪风。当然，我们知道底层百姓

不太听这一套。

其实唐朝的老百姓够幸福了，他们有专门的日

子踏青、郊游，具体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包括拔河、蹴

鞠、斗鸡、赛马、野餐、打望等等，不一而足。这个专

门的快乐日子就是清明。那时候，清明被老百姓过

成了节日。都已经这么幸福了，还不肯放过寒食节，

非要在寒食节里也像清明一样开心，真的有点得寸

进尺了。其结果就是，到现在我们只剩下了一个凄

清寒冷、不宜欢乐的清明节。

我们现在的清明节是这样的：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这首诗，很多人认为是唐朝杜牧写的。但是上

面说了，据考证，唐朝的清明时节没有任何理由让人

“欲断魂”———欲断魂的意思，是说灵魂快要离开肉

体了，这是形容人极度悲伤。这看起来很奇怪。

其实也不奇怪。因为，据专家研究，这首诗根本

不是杜牧写的，它是一首伪唐诗。

可是，人民是多么热爱这首诗啊！孩子们从小

就学会背诵，每到清明总有人吟诵它，画家们给它配

了诗意画，书法家把它写成了条幅。２０世纪末，香
港回归之前，市民还把它评选为“十佳唐诗”的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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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仅次于孟郊的《游子吟》。

真是令人尴尬。

（二）《清明》的缺点及作品归属

除了作者问题，《清明》这首诗的形式和内容也

很尴尬。有人喜欢得不得了，也有人对它颇有微词。

我们来看看它收到了哪些差评。

第一，语言嗦。既然写的是清明这个明确的

日子，“时节”就该删掉。“行人”自然是在路上，“路

上”二字就不必保留。后面的“借问”其实也属多

余。后世读者之所以敢动手修改它，主要跟它的这

个缺点有关。没人能改杜牧的《赤壁》《江南春》《泊

秦淮》吧？因为少了一个字都不行。

第二，内容矛盾。诗歌所表现的内心感情走了

两个相反的极端。一个极端是悲伤不禁，以至于

“欲断魂”，是因为行人离家，难以团聚；另一个极端

是赏心悦目，因为有开满杏花的村庄。悲喜两个极

端之间，是两可的雨和酒。先说雨。春雨一般都惹

人怜爱，使人心波荡漾，例如“沾衣欲湿杏花雨”（志

南《绝句（古木阴中系短篷）》）；春雨又常使人惆怅

伤感，无可奈何，例如“无边丝雨细如愁”（秦观《浣

溪沙·漠漠轻寒上小楼》）。再说酒。人们开心如

意的时候要喝，例如“白日放歌须纵酒”（杜甫《闻官

军收河南河北》）；悲伤难过的时候也要喝，例如“午

醉醒来愁未醒”（张先《天仙子·水调数声持酒

听》）。

第三，格调不高。远行之人如果情绪低落，一般

都独自饮恨，“寒灯思旧事”（杜牧《旅宿》），不会漫

山遍野找酒家买醉。就算找地方喝酒，也应该自己

闷头寻觅，不会在路上逮着一个不认识的放牛娃问

路。就算要跟他问路，也不宜直接打听哪里有酒家，

毕竟在孩子面前暴露出酒鬼的面目，是很不光彩的

事情。好吧，就算这些都没问题，你在乡间小道上跟

一个牧童问路，哪里犯得着文绉绉地使用“借问”这

么庄重的礼貌用语？倒显得自己不懂世故，跟孔乙

己一样迂腐可笑。

至少基于以上三点，让人怀疑《清明》的真正作

者不是杜牧。

当然，学者们提出这个怀疑，还有更加过硬的理

由。那就是，杜牧身后，由他外甥编辑的二十卷《樊

川文集》中没有这首诗。北宋人搜罗杜牧遗诗，标

准极为宽松，甚至混入了很多他人作品，编为《樊川

别集》《樊川外集》各一卷，其中也没有收入《清明》。

最早收录这首诗的，是南宋类书《锦绣万花谷》。当

时这首诗的题目叫《杏花村》，未署作者。学者根据

《锦绣万花谷》的成书年代以及其他史料，判定此诗

可能产生于宋孝宗十五年后至理宗年间。可能是一

位民间诗人所作，伪托唐诗。到南宋末年《分门纂

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中，这首诗才改题《清明》，署

名杜牧［５］。

此后，这本书被南宋末年的谢枋得大刀阔斧地

删减，最后编成了一本儿童通俗读物《千家诗》，其

中保留了署名杜牧的《清明》，此诗遂广为人知。清

朝康熙年间编定的《全唐诗》没有收录此诗，可见该

书编者对这首诗的态度与谢枋得不同。

（三）《清明》的优点及杏花村的方位

《清明》一诗也有很多优点，普通群众不妨继续

喜欢它。

第一，明白如话。不看注解就能懂，让人有“一

见如故”的感觉。人们争先恐后地改写这首诗，其

实也说明它符合大众口味，人们跟它特别亲近。

第二，朗朗上口。虽说作诗的人认为它押韵押

得不好，但是我们用普通话或自己的方言来念的话，

音韵基本上都很和谐。这就带来两个结果：一是容

易记住，很多人读小学时就会背诵它了；二是读起来

很好听，所以我们经常在正式或非正式场合听到人

们朗诵它，使我们对它更加熟悉。

第三，内容丰富。只有４句２８个字，却写到了
很多领域、很多具体的元素：人物、场所、节令、天气、

心理状态，还有一些不在现场的元素：村庄、杏花、酒

家。那个全篇核心、像电影《盗梦空间》里面的陀螺

一样有定海神针效果的重要道具———酒，却并没有

直接说出来，这是非常巧妙的处理。至于为什么要

喝酒，喝酒之后会怎么样，这完全是作者和读者之间

的一个默契。

第四，画面感强。诗歌里面有静态的布景（近

景雨中路，远景杏花村），有动态的场景（雨纷纷），

有人物出场时的特写（行人欲断魂），还有随后的人

物对白和肢体动作（借问，遥指）。这些静止画面和

连续画面，每一个都是诗意的存在。这首诗如果让

宫崎骏来改编成动画片，一定会跟《天空之城》《千

与千寻》一样优美。

第五，情感动人。清明的雨水，常让人平添愁

绪；远行的游子，节日里总会心绪不宁；无论扫墓还

是踏青，都让不能参与其中的人倍感落寞；杏花烟

雨，往往勾起人的家国之思；碌碌风尘中的酒家之

问，更是显得潦倒困顿，楚楚可怜。牧童扬手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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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在阴郁沉重的氛围下渲染了一抹亮色，让人略微

有了一点希望。

以上五点理由，能让我们喜欢《清明》的时候显

得理直气壮一些。

有些人找出了一些比较奇怪的理由来证明这首

诗写得就是好。比如，为了证明这首诗的内容并不

矛盾，他们把“欲断魂”解释成“乐极”［６］，甚至是

“想喝酒”，其中“断魂”是一种酒的名字［７］。这样的

解释，作为学术观点当然是可以提出，但要说服大家

接受，恐怕难度比较大。

就我个人来说，我一方面尊重学者们辛苦劳动

的成果，接受学者们对这首诗的质疑和批评，另一方

面，还跟以前一样喜欢这首诗。就算没有前面总结

的那五点理由，我们也可以喜欢一首诗，喜欢不一定

要有理由。

《清明》这首诗中的杏花村到底指的是哪里？

我的结论是：“杏花村”多半指的是开着漂亮杏花的

村子，而不一定是村庄的名字。

如果村子真的叫这个名字呢？也不是绝无可

能。果真如此，它就应该真有杏树，并且在清明期间

开着花。那么，这个村庄在哪里呢？杏树是中国很

常见的一种果树，花好看，果好吃，全国各地多有栽

种。名叫“杏花村”的村庄，全国至少有十个，比较

有名的有山西汾阳的、安徽池州的、湖北麻城的、江

苏南京的，等等。清明期间，江南的杏花早就过了花

期，人们正忙着看满山的杜鹃花。因此，我的进一步

的结论是：《清明》中写的那个杏花村，只能是在秦

岭———淮河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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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意象·诗画特质·共同体情感
———彭惊宇诗歌创作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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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主要从事当代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摘　要：作为《绿风》诗刊的第六任主编、诗人彭惊宇一方面继承了杨牧等新边塞诗人对西部自
然物象的艺术表达，另一方面结合自身的学术志趣和兵团农场的居住经历，创造了以“蓝太阳”为核

心的诗歌意象。诗人彭惊宇充分借鉴中西美术的创作技法和艺术理论，运用不同的色彩绘就诗歌时

空的纵深感和视觉的画面感，形成了“提取颜色———凝练形象———生发情怀”的三重审美逻辑。彭

惊宇诗歌中所彰显出的和谐共生、美美与共的共同体情感，不仅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之

情，更表达了对地球家园的敬畏和呵护之情。

关键词：彭惊宇；诗歌意象；诗画特质；共同体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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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风》诗刊自创办以来，即为活跃在新时期诗
坛的诗人提供了良好的刊发平台。《绿风》诗刊的

每一任主编既是诗歌艺术的传承者，又是文学创新

的推动者。继杨树、杨牧、李春华、石河、曲近之后，

彭惊宇担任《绿风》诗刊的第六任主编，成为集编、

评、写为一体的综合素养的诗人，沿袭了上一代诗人

周涛、杨牧、章德益等人的豪迈风格，又在具体创作

中有了新的理论突破。当彭惊宇从前辈手中接下兵

团诗歌的接力棒，这种地域性诗歌的传承和自觉使

他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他思考更多的是：兵团诗歌如

何突出重围，如何用地域优势开拓西部诗歌的新辉

煌等。

诗人彭惊宇已出版三部诗集：《苍蓝的太阳》是

他最早的诗集，收录的是诗人２００９年前的诗作，这
些诗作呈现了出生在荒凉之地的少年一路成长、见

证缤纷大地的心路历程。２０１６年出版的诗集《最高
的星辰》，诗人彭惊宇以炽热又悲凉的“心灵歌者”

形象抒怀高歌，颂扬新疆大地的自然万物，向着宇宙

星空发出生命的寻唤。该诗集获得了第六届“天山

文艺奖”作品奖、第三届“昌耀诗歌奖”。还有２０１６
年出版的《西域诗草》，则是有关新疆大地抒写的总

集。此外，评论集《北国诗品》则凝结了彭惊宇关于

诗歌创作经验的智慧硕果，系统地提出诸如“宇宙

诗学”“暗意象”“大道之诗”等诗学理论。在此期

间，彭惊宇勤恳务实地为《绿风》诗刊及兵团诗歌的

发展贡献出他的才气和精力，推介了一批青年诗人。

整体而言，彭惊宇的诗歌根植于西部壮美辽阔的山

河，他用浓郁的色彩表现地域风景，用宇宙诗学表达

崇高情怀，他的诗歌是当代中国西部新诗进程中一

幅苍郁寥廓的画卷。

一、“蓝太阳”：诗歌意象的开拓创新

１９８０年代中期，以周涛、杨牧、章德益为代表所
形成的新边塞诗派充分借助西北雄浑的自然物象和

多彩的生活经验，创作出了野马、驼队、红柳、胡杨、

马群、篝火以及蒙古族长调等极具地域性的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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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西部诗人都或多或少认为自己的创作与西部

地域相关联。绝大多数诗人诗歌的地域标签主要由

地域的风物表现出来。西部诗人对西部物象的普遍

重视，说明他们普遍把意象置于诗歌创作的重要位

置，他们普遍具有意象美学追求的自觉意识。”［１］正

如上述所言，诗人彭惊宇将杨牧视为自己的诗歌

“老师”，自然承袭了他对诗歌意象美学的自觉探

索，因此他在创作初期同样是将新疆的自然物象转

化为彰显地域色彩的审美意象。但综合归纳彭惊宇

诗歌创作的三个阶段，我们可以明晰地看到诗人彭

惊宇不同于杨牧等第一代新边塞诗人的地方。从荒

原、大地再到宇宙，诗人彭惊宇不断开拓自己的诗歌

疆界，最终建构了以“蓝太阳”为核心的诗歌意象及

其表达。就诗人彭惊宇的创作阶段来看，大致可以

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早期的“荒原”系列诗作，诸如诗集

《苍蓝的太阳》第一缉“月色荒原”中《茫茫下野地》

《北碱坡》《少年的荒原》等，无一不是对童年生活艰

苦贫困的回忆和“下野地”荒远场景的描写。显而

易见，彭惊宇早期的诗歌受到乡土经验和屯垦生活

的多重影响。彭惊宇自一周岁随父辈来到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１４４团场“下野地”生活，早已融入兵团人
身上坚毅和崇高的精神因子。“下野地”的经历带

给诗人苦难的情感体验，由此增强了诗歌的厚重感。

象征派诗人里尔克认为诗是经验，而不是情感。

“诗是经验，为了一首诗我们必须观看许多城市，观

看人和物，我们必须认识动物，我们必须去感觉鸟怎

样飞翔，知道小小的花朵在早晨开放的姿态。我们

必须能够回想：异乡的路途，不期的相遇，逐渐临近

的别离……回想那还不清楚的童年的岁月。”［２］９３－９４

对于诗人而言，带有情感的经验是不可多得的宝贵

财富，这既来自难以忘怀的童年岁月，也来自生活多

年的此地此景。获得经验的前提，必定是诗人具有

观察者的细致性和敏锐力。诗人的观察不仅依靠眼

睛，更要能调动全身的器官，观察所见事物的声音、

气味，甚至能察觉人内心的微妙情感。由此可见，诗

人抓住了诗歌的独特之处，抓住了人类情感的本质，

也就避免了诗歌语汇和意象的同质化，最终形成诗

歌的个性化表达。

第二阶段，彭惊宇中期的诗歌呈现出新疆典型

的自然风貌和人文风情，既有对自然地理层面的抒

写，也有对人文地理景观的抒情，这源于诗人不断游

历带来的丰富感知。同时，彭惊宇也开始积极探索

诗歌创作的多重面向，深入发掘个性化的表达。在

这一阶段的诗歌创作中，他向天文学、地质学、动植

物学、民俗学等多学科学习，发掘本土化的意象词

汇；他提倡认识身边环境中的动植物，了解它们的分

布状况、特点、习性等。“在我们的生存环境中，有

许多动植物的名称、习性都非常具有象征寓意，比如

薰衣草、芨芨草、红柳、铃铛刺、猪毛菜、驼绒藜……

比如草原斑猫、天山盘羊、新疆歌鸲、紫翅椋鸟、西伯

利亚飞鼠……都可以进入我们的诗歌，用以展现全

新的意境。”［３］４５彭惊宇开始自觉思考并长期观察生

活在周边环境的这些特有的物象，进而使这些日常

可见的事物成为具有地方性特征的抒情意象。如何

将物象转化为意象？彭惊宇借鉴中国古代诗画中的

创作方法，通过“以形写神”的手段充分凝练物象的

外在特征和内在神质，予以诗歌抒情达意和形神兼

备的审美意义。比如组诗《访罗布人村寨》中写道：

“正午。白杏的太阳。”诗人借用新疆盛产的白杏以

神统形、以意融形，无论是小白杏的颜色还是悬挂在

树上的状态，都让读者能直观想象到正午太阳光线

的明烈。“那些岁月深处／暴动的马群，洁白净朗的
马群，撞开春天的围栏／跃上了丁香枝头，在碧蓝时
空中往来飞度。”（《暴马丁香》）诗人驰骋想象力，由

街道旁盛开的暴马丁香花联想到洁白的马群，诗人

为观赏的丁香和闻嗅的花香赋象塑形，达到了“形

准而神达”的意境。“诗人思想艺术的来源要多样

化，艺术技巧的学习与创造也是一样，不可偏执，对

于古今中外一切有益于自我成长与发展的东西，都

需要了解与认识，从而让自我得到丰富的营养，接天

地之灵气，系古今之文脉，大诗与大师才有可能产

生。”［４］正因如此，诗人彭惊宇积极借鉴中西方优秀

艺术技法，将新疆特有的风情万物转换为感觉的语

言化、形象化、直观化，从而让诗歌整体更加生动。

第三阶段，在行走新疆大地的途中，诗人彭惊宇

将创作视野面向更广袤的宇宙空间，努力建构宏伟、

高远、科学的“宇宙诗学”，向着更为成熟的宇宙意

象体系和更为蓬勃向上的诗歌精神迈进。特别是诗

集《最高的星辰》“幻象星语”“浩瀚星空”这两辑

中，诗人放眼广袤无垠的宇宙，用自己储备的天文学

知识，对新疆物象和中国古典意象进行陌生化改造

和提升。“万物之灵的人类，向着最高的星辰举起

我们的敬畏吧／跨过地质史上的灭绝和灾难，我们理
应珍重这唯一家园。”（《最高的星辰》）他把对人生、

社会和宇宙的思索倾注到诗歌中，这实际上也是诗

歌境界的进一步提升。“蓝太阳”作为诗人彭惊宇

所有意象群中的中心意象，在这一阶段，其内涵意义

得到丰富，它既是诗人对童年生活经历的艺术抽象

化，也是他对宇宙天文学的学术志趣，彰显出他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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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生活的挚爱。此外，彭惊宇受朗吉弩斯的启发和

前辈诗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深入探索并提出了新

诗美学的“新崇高”原则：“刚健质朴的诗歌，雄浑悲

慨的诗歌，无限深情的诗歌，最能够打动人心，它们

一下就抓住了崇高诗美的本质。”［５］８无论是太阳、太

空、星空、高原、草原等广袤空间，还是具有历史内涵

的物象，都具有广与深的时空特质，由此形成了崇高

深邃的诗境。总体而言，诗人彭惊宇的诗歌意象烙

有鲜明的新疆地域特征和兵团屯垦戍边的生命经

验。他自觉探索并创造出具有个性化的诗歌意象，

构建了以“蓝太阳”为中心的核心意象群，总体呈现

出新疆和兵团大地的风土人情和奋斗历史。他以正

道情感震溃颓废萎靡之音，以富有视觉美感的色彩

诗学传播西部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正如他在诗

集《最高的星辰》自序中写道：“我毕生的奢望就在

于，能够让我的诗歌不时迸射出遥远星子般的思想

与艺术的光芒，给人以光明和温暖，以前行的动力和

信心。”［５］２－３在此基础上，崇高是他持之以恒追求的

精神境界，也是他追求的审美意境。而彭惊宇提出

的中国化超现实主义诗歌、暗意象、新崇高、宇宙诗

学等诗学理论，实际上都是他对自己众多诗歌作品

概括之后的归纳和创作理想。在此意义上，彭惊宇

不仅是感性的写诗者，更是趋于理性的论述者。

二、诗画特质：创作技巧的跨界融合

跨艺术诗学在 １９６０年代兴起，１９９０年代发展
为一门显学，其中，对于诗与画的关系及其创作技巧

的借鉴，一直是跨艺术诗学关注的重中之重。美国

学者玛丽·盖塞在《文学与艺术》一文中写道：“严

肃的艺术家和批评家都随时意识到，文学与艺术间

存在着‘天然的姻缘’，而且几乎毫无例外地承认，

这种姻缘本身就包含着构成比较分析之基础的对

应、影响和互相借鉴。”［６］４９５－４９６诗与画有“天然的姻

缘”，但又各具自身的特性。回溯中国现代新诗史，

李金发、闻一多、艾青等诗人在从事文学创作之前都

曾学习过美术专业。李金发专长绘画与雕塑，因此

他的诗歌中有着雕塑般冷峻的意象呈现；闻一多在

创作中始终坚持诗画平衡，他的诗歌达到诗与画的

和谐统一；艾青化用绘画技巧入诗，注重光与色的交

错。比较而言，当代的彭惊宇侧重用自然的原色和

光影的明暗对所写对象进行具象轮廓的描绘，诗画

特质是其诗歌显著的特征。

通览彭惊宇的诗歌，他经常采用浓郁的色彩描

绘多样的自然景物，而蓝色一直是彭惊宇诗歌构图

中的主色调。苍蓝的太阳（《你犹然记得那青涩的

岁月》）、灰蓝的体背（《蓝鲸之歌》）、森蓝的大海

（《座头鲸之歌》）、宇宙蓝的天穹（《博尔塔拉的星

夜》）、湛蓝的天空（《看昭苏油菜花海》）、碧蓝的眼

睛（《塔吉克鹰舞》）……“蓝蓝的赛里木湖，是你见

证和蕴藏了／我们内心的冰雪与火焰。旌歌感伤地
远去／一群高白鲑，托举宇宙蓝的梦境划向银河
系。”（《蓝蓝的赛里木湖》）在上述诗句中，诗人熟练

地运用具有不同明度与纯度的“蓝色”，描绘出一幅

幅不同题材、不同意境的蓝调油画卷。在色彩心理

学中，蓝色通常给人以冷静、理智、广阔、永恒甚至忧

郁的心理感受。“任一些颜色，一些声音，一些香

气，一些味觉，一些触觉，也都可以有诗。……发现

这些未发现的诗，第一步得靠敏锐的感觉，诗人的触

角得穿透熟悉的表面向未经人到的底里去。那儿有

的是新鲜的东西。”［７］１２－１３不同色调的蓝色，在诗人

彭惊宇敏锐观察和细节捕捉之后，被赋予了不同的

情感色彩。《在额德克红叶林》一诗中，三百多字的

短小篇幅有十一处色彩的描绘；《乌尔禾捡石记》百

余字的小诗中，也有六处浓郁色彩的景物描绘。每

一种物象的颜色构图都充分蕴含了诗人的主观感

受，倾注了诗人浓烈的情感，从而使诗歌在视觉感官

上具有更为丰富的层次与表达。

细细读来，可见诗人彭惊宇在诗歌创作中非常

注重色彩构图和时空建构。在浓郁的色彩描绘中加

以粗线条的勾勒，使得诗歌整体有诗画互融的艺术

品格，所描之物与所绘之景皆寄托了诗人的情感。

在《博尔塔拉的星夜》这首短诗中，开篇就建构了一

个辽阔的画面———仰望是天穹，远处是高山，银灰色

的草原上点缀着石头似的羊群与雪青马。随着诗人

对此地的深入感知，诗篇的视角由远及近，又由近及

远，想象的画面空间也从阔依塔斯的一隅天空转向

另一星系的遥远家园。而此时，“银灰色的草原更

灰了”，整首诗歌营造出星夜的色彩明暗变化，也映

照出诗人内心由忧郁转为平和及深邃。从中可以看

出，彭惊宇的诗歌在每一段都能构成一幅生动的油

画截面，整首诗则充满了令人遐想的画面感和空间

感。此外，诗歌整体的色调虽是暗调，但闪烁着银色

的星辉，其间所蕴含的壮怀境界、崇高情感、坦荡胸

襟、淳厚人性都在诗人冷静的叙述中成为催发人们

积极向上的精神动力。

正如上文提到，艺术是相通的，但不同类型的艺

术表达各有特点。“美术技巧对他们来说不但不是

可以随性横向移植的工具，反而成为一种潜在的矛

盾蕴含在其诗歌创作中。诗人画家双重身份的纠结

在这类诗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如何在诗画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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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平衡，找到最适宜的连接点成为此类诗人创作

时思考的问题。”［８］１３０应用到诗歌创作中，诗人彭惊

宇经常以喻体颜色代替意象的运用，通过色彩的对

比、明暗变化达到诗歌空间的纵深。因此，空间和色

彩之间存在紧密的关系，它们相互影响，并共同创造

出诗歌在时空维度的深邃感和立体感。如《交河故

城》一诗，是诗人来到交河故城遗址对历史巨变的

感叹和遐想，他将交河故城比作“一片历史的落

叶”，从曾经的金黄城池到如今的苍黄甬道，这种色

彩的明暗变化鲜明地表达出这座“故城”的沧桑巨

变———诗人之眼由古代跨越到了今朝，车师前国的

国力羸弱，成吉思汗子孙们的铁蹄横行，到断壁残垣

之后交河的一畔浅水。《荒原红》则是诗人关于团

场秋天收获的短诗，虽描写了夕阳下的荒原景象，但

这片荒原带着生活的气息和温馨，带着一代兵团人

的勤劳和记忆。土地收获了玉米和黑盘葵花，马儿

收获了干草，少年收获了一篓柴火和罢园瓜，天空收

获了霞光。“夕阳下，猪毛菜正以璀明的霞光映红

荒远人间”，荒原之上，灰白的土路、青棕的马都不

及天边那被猪毛菜映照的霞光，那是农场家园的底

色，是诗人年少之时对生活的记忆和体悟。

诗歌的感性形式，不仅体现在以韵律、格调、节

奏为主的语音形式中，更突出地表现在诗歌所呈现

给读者的视觉感官中。在诗歌中绘就的各类色彩词

汇，既是诗人彭惊宇对自然万物的细致观察，也源自

诗人对大美新疆的热爱。无论是彭惊宇“荒原”系

列的诗歌，还是他关于山海、星云、宇宙万物的诗作，

都描绘了万物自有的色彩。彭惊宇曾在自序中表达

了对西方绘画艺术的喜爱，乃至他的诗集封面都采

用了梵高的《星月夜》。总体来看，彭惊宇诗歌创作

受益于绘画艺术的多方面影响，尤其表现在诗人对

色彩的摄取和对风景的描绘，而呈现出的鲜明诗画

特质。在广泛汲取新疆广袤大地呈现出的色彩魅力

后，诗人彭惊宇将其转换成情景交融的诗歌色彩美

学，形成了“提取颜色———凝练形象———生发情怀”

的三重审美逻辑。

三、共同体情感：诗歌情感的终极关怀

当下时代语境中的“共同体”概念不再局限于

地域和种族，而是延伸到更为广阔的宇宙空间，将人

类的命运和自然界的兴衰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从知

人论世的角度来看，彭惊宇自一周岁随父辈来到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１４４团场生活，目睹了兵团各族群
众集体生活奋斗、开创绿洲良田的壮举。在此基础

上，诗人彭惊宇从兵团团结奋进的精神出发，“从现

实立场的表达到对历史过程的关注判断，从一维的

道德认识和单面的历史意识到多维文化视域中的审

美选择，应当是１９８０年代前期到中期诗歌的一个历
史飞跃，西部诗歌也是如此，而且更可贵的是，西部

诗歌对文化历史形式的舍弃和超验欲望最终延伸为

对于终极的关怀”［９］。换言之，诗人彭惊宇并未将

创作视野停留在新疆大地的地域景观和对各民族生

活习俗等方面的描摹上，而是深入到人类生存和宇

宙命运等终极关怀之境。在此意义上，诗人彭惊宇

创作具有共同体情感的诗歌不仅表现着诗人个体的

创作心理，也表达着和他有着一样生活经历的兵团

人的群体心理。

具体而言，诗人彭惊宇的共同体情感主要体现

在他提出的“宇宙诗学”的诗学理论。他通过阅读

和观看一系列有关天文宇宙的书籍和纪录片，从深

奥的宇宙学理论中感悟出诗的境界。所谓“宇宙诗

学”，是“以宇宙为总体框架和背景，诗意地展示人

类宇宙科学的研究成果，表达时间旅行和移居外星

球的壮烈雄心，更多地反省人类自身在地球上的生

活，探讨人类在宇宙中的终极命运的新型的前沿诗

学”［５］９。彭惊宇的“宇宙诗学”兼容并蓄了中西方

宇宙观，从“飞逝的星球、天体的演化和死亡、星际影

响、无限嵌套的宇宙模式、对光明的向往和对黑暗的

焦虑”［１０］４２８，回归到中国古代宇宙观“观照人自身的

发展、人际关系的和谐以及国家的治乱”［１０］４３４－４３５。

其情感内涵不仅体现在人与人之间要亲密无间、人

与自然之间要和谐共处，还饱含着他对地球家园的

敬畏和爱护之情。“在地球生命共同体的框架之

下，对生态环境单方面的控制应转变为人与环境中

不同事物的多样共生。……不同的生命共同存在于

地球之上，这是无法再继续化约的‘一体’。”［１１］也

就是说，在现代化进程中，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

更趋于紧密，只有实现共生才能实现共荣。通过分

析彭惊宇的“宇宙诗学”理论，我们不难发现，这正

契合了我们当今时代的理念———“人与自然生命共

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中华民族共同体”等。

在创作初期，诗人彭惊宇书写了一系列以故乡

和亲情为主题的作品，这一主题可谓一直贯穿在诗

人的创作中，饱含了他对人世间的真挚深情。在

《这一时刻的幸福》一诗中，诗人坐在公交车上偶然

看到自己年老的双亲，“像可爱的老苍熊一样活着，

当我足够老的时候／你们还依旧那么臃笨蹒跚，那么
真实地走在我的身旁”。诗人在料峭冬春之际看见

年迈的父母搀扶着走在街上，那种从内心涌上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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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流让他发自内心以“老苍熊”这种可爱的喻义称

呼双亲，带给读者朴素的亲情暖意。基于此，诗人彭

惊宇进一步提出了“宇宙诗学”的两种类型：即创作

思想深刻和深蕴情感的“大道之诗”和“正道之诗”。

彭惊宇指出：“大道之诗是一种大灵魂、大情怀、大

胸襟、大境界的诗人所产生出来的诗歌；是集天地元

气、自然法则和宇宙意识为一体的诗人所吐纳的心

声。大道之诗是与正道之诗相关联的，只有行走在

正道上，才有可能行走在诗歌的金光大道上，时代、

人民和生活，永远是大道之诗最重要的基石。大道

之诗人，还善于从宇航员的视角来关注我们这个星

球，来观察和领悟我们人类的生存状态及其在宇宙

中的终极命运。”［３］２“道”在老庄看来是万物之源，

在彭惊宇这里是更为深远丰茂的写作素材和诗歌境

界。正道之歌给予人无限前行的勇气，大道之诗写

尽世间人心人情。无论是正道之诗，还是大道之诗，

它们最终都指向诗歌崇高的精神境界，指向诗歌警

醒现实的灵魂效应，同样反映出人类命运和地球生

命共生共存的伦理旨归。

“对于西部诗人来说，拓展自己的生活视野，对

西部地区的自然环境及人文环境进行深入的考察，

在广阔的宇宙里汲取信息，是极为必要的。”［１２］诗人

彭惊宇便是这样，怀着对西部山川大地的深厚情感，

以丰富的想象力和现实担忧在诗歌中生发出人与自

然、宇宙共命运的“共同体”理想。在此角度，他创

作了一系列“宇宙”主题诗歌：《太阳系的演化》《第

四纪大冰期》《太空人》《火星之旅》《木星：众神之

王与欧罗巴》等。这些诗歌都以宇宙为背景探讨人

类在宇宙中的终极命运，彰显了诗人希冀建立人类

与宇宙命运共同体的人文理想。真正意义上的诗人

不仅是现时代歌物咏志的“莺鸟”，更是未来世界的

报信人。“可一觉醒过来，总是不忘记／使用电锯和
斧子，罗网和猎枪／漫无表情地砍伐共存的家园／杀
害我们这些弱小的金嗓子朋友。”（《禽鸟眼中的人

类》）诗人将鸟类视为“金嗓子朋友”，痛惜人类对动

物造成的伤害，呼吁人们珍视与动物的友好相处。

随着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开发，环境污染也日趋严重，

面对这种生存焦虑，彭惊宇对地球家园的痛惜和怜

爱呼之欲出：“这就是我们唯一的摇篮，唯一的家

园／此刻，听不见世事纷纭的嘈杂与喧嚣／没有了心
灵世界的一丝纤尘，甚至欲念／多么纯净的一只蓝眼
睛，我只想久久地凝视它，把它当成初恋情人一样珍

爱着。”（《从太空眺望地球》）彭惊宇从宇宙视角观

赏地球母亲，他将地球比作“蓝眼睛”，以表达对生

存家园的珍爱。即使《火星之旅》《星际迷航》这样

具有奇妙的天文想象的诗歌，其视点也落到了人类

的终极命运和生存家园上。

正如彭惊宇在诗歌《蓝马车》中所写：“我看见

那高头辕马的昂鬃仍持有不倦的热情／我感觉那日
渐松散的辐轮仍持有不倦的热情。”诗人行走在辽

阔的西部大地上，仰望着浩瀚的星空，在西部诗歌的

沃土上勤耕不辍、精业笃行。他作为《绿风》诗刊的

主编，努力推介西部诗人，为诗刊自身的繁荣发展贡

献才情，这也是诗人彭惊宇“共同体”意识的另一体

现。无论是写新疆的寥廓山河、童年的记忆、宇宙的

浩瀚，诗人彭惊宇总是以更广阔的视角思考现时代

诗歌的诗学意义，心系故土家园，并超越地域、种族，

思考人类的命运。

结 语

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心境下产生的文学风

格迥异。大境界成就大诗人，境界不仅靠诗人自身

的修炼，同时也受身边环境的影响。在１９７０年代以
来的兵团文学发展进程中，董立勃、黄毅、彭惊宇都

是从“下野地”走出来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也不乏对

“下野地”那段艰苦岁月的回望。从某种角度来看，

那段困苦的童年生活深刻影响了他们的创作实践，

让他们始终关注现实境况与人类命运。从董立勃的

小说《白豆》《飞雪如蝶》、黄毅的散文集《新疆时

间》《疼痛史》、彭惊宇的诗集《苍蓝的太阳》《最高

的星辰》等，我们不难看出，它们都具有强烈的人文

情怀和人性关怀，其间彰显出西部作家所持有的

“苍凉、粗犷、孤寂、浑厚、辽阔、悲怆、坚忍、雄壮的

美学风格”［１３］２４。艰苦磨炼出坚韧，辽阔锻造出永

恒。进一步讲，诗人彭惊宇行走与仰望的人生姿态

绘就了其苍蓝的人生底色，正如诗人所言“我的蓝

马车”行驶在“寥廓人间”“荒远的中途”。

综上所述，诗人彭惊宇通过“提取颜色———凝

练形象———生发情怀”将新疆本地的物象艺术转化

为足以彰显地域色彩和个人化风格的诗歌特质。就

彭惊宇诗歌的表现形式来看，他充分结合了中西方

绘画的技法，注重色彩与绘画的主观情感融合，但诗

歌的情感本源依然是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与历史。

彭惊宇以新疆大地崇高壮美的风景和生动鲜活的风

俗为诗歌蓝本，将具有地域性特色的物象充分凝练，

使得诗歌更富感情色彩和乡土情怀。在此过程中，

诗人以联想和移情的方式，将符号性的现实物象艺

术转化为情感性的审美意象，由此构建了以“蓝太

阳”为中心的诗歌意象群。从感性的知觉到审美的

艺术，彭惊宇的诗歌随着“荒原———大地———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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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空间的推移，彰显出诗人超越个体、关心集体、

关怀宇宙家园的“大道”之情，形成共同体情感的终

极关怀。作为集编、评、创作于一体的诗人和《绿

风》诗刊主编，彭惊宇自觉肩负起推介兵团诗歌的

重任，力图摆脱诗歌无力乏味的窠臼，不断开拓当代

中国西部诗歌的艺术疆域，并努力促成其艺术风格

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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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经贸摩擦影响企业财务绩效问题，基于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中国沪深Ａ股１４２家半导体
上市公司年报数据，依据波特假说理论和财务分析理论，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经贸摩擦、组织

韧性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经贸摩擦显著提高了企业财务绩效；组织韧性在经贸摩擦

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股权结构以及高管特征显著调节了组织韧性对经贸摩擦与企

业财务绩效关系的中介作用，即当企业为国有持股或高管为硕士及以上学历时，经贸摩擦对企业财

务绩效的抑制作用减弱。研究揭示了经贸摩擦对企业微观财务绩效的影响路径以及经贸摩擦下组

织韧性对企业财务绩效的治理作用，为制定双向所有制改革政策，构建现代化公司治理结构从而实

现科技创新型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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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中美经贸摩擦持续升级，中国半导体上市公司

面临产品出口和技术进口双重压力。据海关总署

２０２３年４月１７日公布的１—３月份集成电路经贸
数据显示，中国半导体产品出口同比下降１３．５％，
芯片产品及技术进口同比下滑２３％，半导体产业面
临经营增长放缓、产业链外迁等多重挑战。党的二

十大报告开篇提出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进高质

量发展，其中，涉及关键核心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半导体产业高质量发展成为关注重点。因此，研

究经贸摩擦环境下如何促进半导体产业企业经营增

长，特别是财务绩效能力提升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然而，现有关于经贸摩擦影响产业发展的研究更多

集中在出口总额，全要素生产率，价值链分工以及产

业政策等“宏观—中观”层面，针对半导体产业企业

财务绩效能力指标的“微观—超微观”层面研究稍

显不足，即使少量的研究探讨了经贸摩擦环境下，企

业规模和独立董事制度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影响路

径［１］，但是未能构建偿债能力、盈利能力、营运能力

和发展能力完整财务绩效指标，经贸摩擦影响企业

财务绩效的作用机制和程度尚未得到证明。

组织韧性是企业应对不确定性因素的重要属

性，是企业在危机环境下生存、适应、恢复和发展的

重要的动态能力，波特假说理论也指出了这一能力

在环境规制情况下对于受限制企业持续、稳定发展

的重要性。最近的研究者围绕旅游企业如何在新冠

疫情下通过组织韧性促进企业经营增长问题［２］，构

建资源整合、资源行动等组织韧性指标框架，但是，

未能从实证角度计量各指标影响程度，结论的政策

建议稍显不足，而且，研究并未就经贸摩擦影响企业

财务绩效的作用机制以及组织韧性的中介效应深入

展开。本研究基于 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中国沪深 Ａ股
１４２家半导体上市公司年报数据，以企业财务绩效
的偿债能力、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和发展能力为切入

点，以组织韧性的金融韧性、人才韧性和科研韧性为

中介路径，构建经贸摩擦、组织韧性影响企业财务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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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分析框架。

本文研究贡献主要体现为：

第一，拓宽了波特假说理论在经贸摩擦影响企

业财务绩效的适用范围。以往经贸摩擦的后果研究

多集中于国家经济、农业和轻工业特定行业等课题

上，并未充分认识经贸摩擦作为外部环境规制，企业

通过激活组织韧性可以促进企业经营增长，特别是

企业财务绩效能力提升。本研究还构建了双重差分

模型，直接对比经贸摩擦前后半导体产业企业财务

绩效的变动差值的均值，有助于客观、全面地理解经

贸摩擦与财务绩效的关系。

第二，丰富了组织韧性中介效应的文献。已有

文献主要关注了组织韧性的部分指标对企业财务绩

效的影响，认为创业导向、创业拼凑和组织韧性对专

精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应急管理体系、企

业融资成本和科技创新补助对企业经营增长具有促

进作用等。但是，上述研究基于新冠疫情环境，其结

论在经贸摩擦背景下是否适用有待检验。而且，本

研究可能是２０１８年中美经贸摩擦以来，较早系统研
究组织韧性影响企业财务绩效的实证文章。

第三，本文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政策价值。虽

然经贸摩擦与企业发展之间关系的文献较为充足，

部分结论也测度了经贸摩擦并未降低中国制造业

ＧＶＣ总体水平，只是短期内抑制了我国高技术制造
业ＧＶＣ攀升，增加科技创新投入是有效应对手段
等，但是，政府在推动半导体上市公司财务绩效提升

的过程中，优先通过金融政策、人才政策或者科研政

策，结论尚未细化。而且，半导体上市公司不同的产

权结构、地理位置、高管特征和股票市场等因素在促

进企业财务绩效能力方面具有哪些异质性也需进一

步考察。

二、文献综述

（一）经贸摩擦与组织韧性

关于经贸摩擦对组织韧性影响的研究，学者们

观点仁者见仁、百花齐放。部分学者认为，经贸摩擦

能够激发组织韧性，而反对的观点认为经贸摩擦对

组织韧性具有抑制作用。一方面，持正向作用观点

的研究者基于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ＷＩＯＤ反倾销数据库，
依据技术赶超理论，运用 ＳＦＡ随机前沿分析方法，
以全要素生产率差值为因变量，产业类型、贸易逆差

和政治捐献为自变量，研究发现美日经贸摩擦中，日

本采取了向上延伸价值链环节和提高产品多元化的

手段提升了组织韧性［３］。国外研究者从区域经济

一体化的宏观角度研究认为，经贸摩擦环境下，受限

制的经济体会通过寻求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方式，在

政策协同、资源共享和人才互认等方面提高要素供

给，帮助企业增加组织韧性［４］。另一方面，持负向

影响的学者认为，经贸摩擦主要围绕关税、非关税壁

垒而展开，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利益集团和企业的政

治经济行为，直接的经济后果是被限制的企业减少

出口、技术受限和高层次人才引进困难，所以经贸摩

擦天然地抑制组织韧性。尽管负向影响观点的学者

也部分赞同经贸摩擦环境下，低附加值产品的利润

空间受到挤压，迫使低端半导体产业关联企业向经

济欠发达国家进行转移，有利影响包括扩大原料市

场、增强产业互补性以及优化国内产业结构促进科

技创新，但是仍应加强供应链敏捷性和韧性，并寻求

政府层面的支持，预防供应链鲁棒性破裂［５］。

（二）组织韧性与企业财务绩效

现有研究表明，组织韧性不仅是企业经营增长

的关键因素，而且在稳定企业经营状况方面，包括提

高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和盈利能力发挥重要作用。

偿债能力指标方面，学者基于２０２０年１—７月中国
民营上市公司股票数据，研究发现企业年限、规模等

组织韧性指标对企业流动比率、清偿比率具有显著

正向作用，面对外部疫情冲击，政府应及时、准确为

企业提供金融服务。营运能力指标方面，研究者基

于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３８个国家上市公司数
据，研究发现组织韧性之中小股东保护机制，能够有

效提升企业营运能力，包括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

转率及总资产周转率等，其作用机制为防止大股东

掏空和少数人控制［６］。盈利能力指标方面，新三板

上市公司在新冠疫情背景下，探索性创新投入在保

持组织韧性的同时，也防止资源挤占，增加企业营业

收入规模和提高净资产收益率水平。

综上，现有研究单独讨论了经贸摩擦对组织韧

性或者组织韧性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但是，鲜有

讨论经贸摩擦、组织韧性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其

作用机制及程度仍有待进一步证明。

三、研究假说

（一）经贸摩擦与企业财务绩效

经贸摩擦本身具有长期性和持续性，加大了摩

擦双方的贸易不确定性。基于避险情绪，企业通常

选择更稳健的经营策略，进而在“超微观”层面影响

企业财务绩效水平。偿债能力方面，国外学者以美

国与巴西棉花产品经贸摩擦为例，解释了美国对巴

西棉花进口不合理制裁的对等报复行为，即允许巴

西拥有５．９１亿美元商品部门和２．３８亿知识产权报
复性制裁，此举意味着经贸摩擦双方都需要应对出

口减少带来的流动比率下降的风险［７］。营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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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基于２０１８年中美两国商品关税数据，运用多
国一般均衡模型预测经贸摩擦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

响，研究表明中美经贸摩擦对美国福利损失更大，中

国社会福利可能会损失或略有收益，而且，在全球范

围内一些小型开放经济体可能会获得更多好处［８］。

盈利能力主要体现在净利润规模和比率方面，学者

依据２０１３年ＷＩＯＤ数据库，基于供求平衡理论，构
建对称的两国贸易模型，研究发现经贸摩擦能增加

被制裁国与第三国贸易往来，进而提高科技创新水

平，同时，也刺激了被制裁国的消费水平，成为调整

产业结构、优化贸易结构的契机，最终体现为企业营

业收入和利润率的提升［９］。

因此，为缓解经贸摩擦带来的不利影响，企业更

倾向于持有流动资产以防止偿债风险、严格信用政

策、加强应收账款收回以提高资产周转效率，以及增

加研发投入以应对技术外购不足的问题等。基于以

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Ｈ１：经贸摩擦提高企业
财务绩效。

（二）经贸摩擦与组织韧性

持续的经贸摩擦增加了企业的外部风险和挑战

的同时，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也给企业激活组织韧

性提供了基础。产品韧性方面，针对经贸摩擦环境

下企业如何有效应对出口竞争和实现高质量发展问

题，学者基于比较优势理论，依据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 Ａ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企业面对国际经

贸摩擦外部环境变化时，主动优化进口结构，发展服

务型制造业，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企业高质

量发展［１０］。供应链韧性方面，中美经贸摩擦环境

下，中国企业加强了供应链敏捷性和韧性，并寻求政

府层面的支持，预防了供应链鲁棒性破裂。政策韧

性方面，学者依据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投资半导体的国家
大基金数据，实证测算了经贸摩擦环境下国家大基

金对半导体组织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结构转

换是由政府产业政策推动的，以国家大基金为代表

的市场政策工具，引导了社会资源向战略性、先导性

产业集聚，增强组织韧性［１１］。

因此，现有研究普遍支持经贸摩擦正向影响组

织韧性，本文基于现有框架，将产品韧性、供应链韧

性和政策韧性合并到一个分析框架中，并进一步细化

为科研韧性、人才韧性和金融韧性。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研究假说Ｈ２：经贸摩擦提高组织韧性。
（三）经贸摩擦、组织韧性与企业财务绩效

经贸摩擦提高组织韧性，而组织韧性是促进企

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在提升企业财务绩效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较早的研究者以“欧盟—中国”

经贸摩擦为例，分别测算了经贸摩擦对欧盟列示的

中国“好—中—坏”三类供应商财务绩效的影响，研

究发现，尽管经贸摩擦整体拉大了欧盟与中国生产

商的竞争差距，但是提高了幸存的“坏”中国出口商

的生产力能力，进而促进企业财务绩效提升［１２］。国

内学者提出破解经贸摩擦的有效方法，即破解半导

体霸权的三个基石：技术控制、金融控制和市场控

制，进而提升组织韧性，发展中国半导体产业［１３］。

也有学者将企业家精神纳入组织韧性的范畴，基于

２００９—２０２０年中国沪深Ａ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
以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效率为因变量，经贸摩擦为自

变量，研究发现经贸摩擦提高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

效率，组织韧性在配置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国有

产权发挥正向调节作用［１４］。

因此，经贸摩擦环境下，组织韧性是企业高质

量、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能力，更专注于企业发展

本身，从而提升企业财务绩效。基于以上分析，本文

提出研究假说Ｈ３：组织韧性在经贸摩擦与企业财务
绩效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定义

１．数据来源
本文以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中国沪深 Ａ股１４２家半

导体上市公司年报数据为初始样本，行业分类以

Ｐｙｔｈｏｎ大数据工具 Ｔｕｓｈａｒｅ数据库为依据。本文对
样本进行了如下处理：（１）删除了样本数据的异常
值；（２）缺失值按照该上市公司近５年移动平均值
进行补充；（３）使用对数、数据标准化和变换单位的
方法，缩小变量之间差值。

２．变量定义
因变量为企业财务绩效（ＦＩＮＡ），包括偿债能力

（ＭＯＣＡ）、营运能力（ＴＯＡＳ）、盈利能力（ＥＱＩＮ）以及
发展能力（ＤＥＶＥ）四个指标。其中，偿债能力为资
产负债表货币资金数值；营运能力为资产负债表总

资产数值；盈利能力为合并财务报表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发展能力为资本积累率，是资产负债表

所有制权益环比增长比率。

中介变量为组织韧性（ＥＮＲＥ），包括金融韧性
（ＳＴＢＯ）、人才韧性（ＰＡＹＲ）和科研韧性（ＩＮＴＡ）三个
指标。其中，金融韧性为资产负债表短期借款数额；

人才韧性为利润表职工福利费数额；科研韧性为资

产负债表无形资产数额。

自变量为是否经贸摩擦的类别变量（ＴＲＦ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期间，为非经贸摩擦类型，二元数值
为０；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期间，为经贸摩擦类型，二元数

·１２·



值为１。
控制变量（ＣＬＡＳ），包括经营年限（ＹＥＡＲ），地理

区位（ＣＩＴＹ），股权结构（ＳＴＲＵ）、高管特征（ＥＤＵＣ）
以及股票市场（ＳＴＯＣ）。其中，经营年限为公司注册
日期截至年报公告日期的年限数值；地理区域为是

否东部城市企业，是为１，其他为０；股权结构为十大
流通股东中是否有国有资本参股，是为１，其他为０；
高管特征包括管理层平均学历，硕士及以上为１，其
他为０；股票市场为是否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是为１，其他为０。变量定义详见表１。

表１　主要变量定义表

名称 符号 含义

偿债能力 ＭＯＣＡ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资产负债表货币资金
营运能力 ＴＯＡＳ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资产负债表总资产数值

盈利能力 ＥＱＩＮ
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合并财务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

发展能力 ＤＥＶＥ
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资产负债表所有制权益环比增长
比率

金融韧性 ＳＴＢＯ 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资产负债表短期借款数额
人才韧性 ＰＡＹＲ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利润表职工福利费数额
科研韧性 ＩＮＴＡ 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资产负债表无形资产数额
经贸摩擦 ＴＲＦＲ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期间为０，其他为１

经营年限 ＹＥＡＲ
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公司注册日期截至年报公告日期
的年限数值

地理区位 ＣＩＴＹ 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东部城市企业，是为１，其他为０

股权结构 ＳＴＲＵ
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十大流通股东中是否有国有资本
参股，是为１，其他为０

高管特征 ＥＤＵＣ
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董事会平均学历，硕士及以上为
１，其他为０

股票市场 ＳＴＯＣ
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是为
１，其他为０

　　（二）模型构建
本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考察经贸摩擦影响企

业财务绩效的总效应ｃ系数、直接效应ｃ′系数，经贸
摩擦影响组织韧性的间接效应 ａ系数，以及组织韧
性影响企业财务绩效的间接效应ｂ系数，步骤如下：

首先，为检验研究假说 Ｈ１：经贸摩擦影响企业
财务绩效的总效应 ｃ系数，构建基本模型见公式
（１）所示，观察系数ｃ是否具有显著性。

ＦＩＮＡｉ＝β０＋ｃＴＲＦＲｉ＋εｉ （１）
其中：ＦＩＮＡｉ为企业财务绩效的类别；β０为截

距；ｃ为经贸摩擦的总效应系数；ＴＲＦＲｉ为经贸摩擦
的类别；εｉ为残差。

其次，为检验研究假说 Ｈ３：组织韧性对于经贸
摩擦影响企业财务绩效具有中介效应是否存在以及

作用程度如何？构建模型如公式（２）（３）所示，考察直
接效应系数ｃ′以及间接效应系数ａ、ｂ是否具有显著
性。

ＥＮＲＥｉ＝γ０＋ａＴＲＦＲｉ＋εｉ （２）

ＦＩＮＡＩ＝δ０＋ｃ′ＴＲＦＲｉ＋ｂｅｎｒｅｉ＋εｉ （３）
其中：ＥＮＲＥｉ为组织韧性类别；γ０为截距；ａ为

经贸摩擦的间接效应系数；ｃ′为经贸摩擦的直接效
应系数；ｂ为组织韧性的间接效应系数；εｉ为残差。

通过观察系数 ｃ′是否具有显著性，来判定中介
效应是否存在。如果系数ｃ具有显著性，但是，系数
ｃ′不具有显著性，则组织韧性具有完全的中介效应；
如果系数ｃ和系数 ｃ′均具有显著性，但是系数 ｃ′＜
ｃ，则组织韧性具有部分中介效应，部分中介效应量
为ａｂ，见公式（４）所示，则有：

ｃ－ｃ′＝ａｂ （４）
最后，为检验控制变量在经贸摩擦、组织韧性影

响企业财务绩效作用中的异质性，构建公式（５）：
ＦＩＮＡｉ＝φ０＋ｃ′ＴＲＦＲｉ＋ｂＥＮＲＥｉ＋ｄＣＬＡＳｉ＋εｉ

（５）
其中：ＣＬＡＳｉ为控制变量的类别，ｄ为回归系数。

进一步，检验主效应回归方程（５）中各个变量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结果显示：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
在０．３及以下，证明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
线性问题，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五、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２所示，
偿债能力平均值为１０．２６，最小值为０．００６８，最大值
为８６６．６７，单位为亿元；营运能力平均值为４５．２５，
最小值为０．０６８，最大值为２２９９．３２，单位为亿元；盈
利能力平均值为２７．１４，最小值为 －８．７０，最大值为
１６１９．７４，单位为亿元；发展能力平均值为０．８９，最
小值为 －２４６．０３，最大值为３３．８５，单位为百分比；
金融韧性平均值为２．９９，最小值为０．００００７３，最大
值为９０．９８，单位为亿元；人才韧性平均值为０．４９，
最小值为０．００００８５，最大值为１２．２３，单位为亿元；
科研韧性平均值为１．７４，最小值为０．００００３０，最大
值为４５．２７，单位为亿元；经贸摩擦平均值为０．６３，
最小值为０，最大值为１，单位为百分比。限于篇幅，
本文未展示控制变量数值，详见表２。

（二）基础回归

表３汇报了经贸摩擦影响企业财务绩效的回归
结果，研究发现：经贸摩擦促进偿债能力８．８７亿元，
具有显著性；经贸摩擦促进营运能力３０．８１亿元，具
有显著性；经贸摩擦促进盈利能力２０．３０亿元，具有
显著性；经贸摩擦促进发展能力３１％，具有显著性；
模型整体拟合优度 Ｆ值均具有显著性。结论支持
研究假说Ｈ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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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偿债能力 １０．２６ １．４２ ０．００６８ ２．７５ ８６６．６７
营运能力 ４５．２５ ４．３２ ０．０６８ １３．９４ ２２９９．３２
盈利能力 ２７．１４ ２．８２ －８．７０ ８．９６ １６１９．７４
发展能力 ０．８９ ０．２９ －２４６．０３ １．０９ ３３．８５
金融韧性 ２．９９ ０．２０ ０．００００７３ ０．５０ ９０．９８
人才韧性 ０．４９ ０．０３５ ０．００００８５ ０．１５ １２．２３
科研韧性 １．７４ ０．１５ ０．００００３０ ０．３５ ４５．２７
经贸摩擦 ０．６３ ０．０１ ０ １ １
经营年限 １４．４１ ０．２０ １ １４ ４０
地理区位 ０．９０ ０．０１ ０ １ １
股权结构 ０．２６ ０．０１ ０ ０ １
高管特征 ０．６６ ０．０１ ０ １ １
股票市场 ０．６３ ０．０１ ０ １ １

表３　经贸摩擦影响企业财务绩效回归结果

变量
ＭＯＣＡ ＴＯＡＳ ＥＱＩＮ ＤＥＶＥ

公式（１）

ＴＲＦＲ ８．８７

（３．００）
３０．８１

（３．４４）
２０．３０

（３．４６）
０．３１

（２．２０）

截距
４．６０

（１．９５）
２５．６１

（３．５８）
１４．１９

（３．０３）
１．１０

（２．２４）
Ｆ值 ９．０３ １１．８５ １２．０１ １０．４０

　　备注：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０１，分别在１０％、５％和
１％置信水平下显著相关，下表同

表４汇报了经贸摩擦、组织韧性影响企业财务
绩效的回归结果，研究发现：（１）偿债能力方面，金
融韧性、人才韧性和科研韧性影响均具有显著性，组

织韧性对偿债能力的影响具有完全中介效应。（２）
营运能力方面，金融韧性影响不具显著性，人才韧性

和科研韧性正向影响营运能力，具有显著性，这一结

论与现有学者研究相符。（３）盈利能力方面，金融
韧性、人才韧性和科研韧性影响均具有显著性，组织

韧性对盈利能力的影响具有完全中介效应。（４）发
展能力方面，金融韧性、人才韧性和科研韧性影响均

具有显著性，组织韧性对发展能力的影响具有完全

中介效应。模型整体拟合优度 Ｆ值均具有显著性，
结论支持研究假说Ｈ３。

表４　经贸摩擦、组织韧性影响企业财务绩效回归结果

变量
ＭＯＣＡ ＴＯＡＳ ＥＱＩＮ ＤＥＶＥ

公式（３）（４）

ＴＲＦＲ
－１．３４
（－０．６０）

－５．６７
（－１．０６）

－１．８０
（－０．４５）

－０．３５
（－０．５７）

ＳＴＢＯ －１．０８

（－５．９４）
－０．１４
（－０．３４）

－１．５６

（－４．８０）
０．０１
（０．２６）

ＰＡＹＲ ２８．６８

（２２．９７）
８２．４２

（２７．５６）
５３．８４

（２４．２５）
０．０４

（２４．７１）

ＩＮＴＡ ０．６０

（２．４４）
５．９２

（９．９６）
３．６６

（８．３０）
０．００９４

（３．５１）

截距
－１．０１
（－０．５６）

－２．２０
（－０．５１）

－０．３３
（－０．１０）

１．０４

（２．０８）
Ｆ值 ２２８．４６ ５３１．２１ ３５２．４５ １３．９４

中介效应
完全

中介效应

完全

中介效应

完全

中介效应

完全

中介效应

　　（三）稳健性检验
１．滞后一期稳健性检验
考虑经贸摩擦对组织韧性和财务绩效的滞后影

响，本文将经贸摩擦滞后一期，重新进行检验，表５
汇报了回归结果，本文结论未发生实质改变。组织

韧性大多数指标影响企业财务绩效具有显著性，经

贸摩擦影响不具有显著性，结论支持研究假说Ｈ３。
表５　稳健性检验：经贸摩擦滞后一期回归结果

变量
ＭＯＣＡ ＴＯＡＳ ＥＱＩＮ ＤＥＶＥ

公式（３）（４）

ＴＲＦＲｔ－１
－０．４５
（－０．１８）

－４．８４
（－０．８０）

－０．８９
（－０．２０）

０．１１
（０．１６）

ＳＴＢＯｔ－１
－１．２９

（－６．１２）
－０．１２
（－０．２３）

－１．６１

（－４．３８）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４）

ＰＡＹＲｔ－１
３３．０５

（２１．４７）
９２．３７

（２４．６０）
６２．２９

（２３．０６）
０．０２５

（５．８６）

ＩＮＴＡｔ－１
０．６２

（２．０８）
６．２９

（８．６７）
３．８３

（７．３３）
０．０００８２

（９．８６）

截距
－０．６３
（－０．３３）

０．６１
（０．１３）

０．６５
（０．１９）

０．９５

（１．７７）
Ｆ值 １９４．４２ ４１８．９７ ３１０．４２ ８８．３４

中介效应
完全

中介效应

完全

中介效应

完全

中介效应

完全

中介效应

　　２．政策外生性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以２０１７

年中美经贸摩擦作为政策事件，构建双重差分模型

对主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２０１７—２０２２年期间，
取值为１，其他为０。样本期内所属行业受到中美经
贸摩擦影响的企业为实验组，取值为 １，其他为 ０。
设置交互项 ＤＩＤ对财务绩效进行效应检验，表６的
回归结果表明，本文的结论未发生实质性改变。

表６　稳健性检验：双重差分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ＭＯＣＡ ＴＯＡＳ ＥＱＩＮ ＤＥＶＥ

公式（３）

ＤＩＤ ９．４０

（３．２６）
３２．０７

（３．６６）
２０．８７

（３．６４）
－０．３９
（－０．６５）

截距
４．６３

（２．１１）
２６．２６

（３．９０）
１４．７８

（３．３５）
１．１３

（２．４５）
Ｆ值 １０．６３ １３．４５ １３．２９ ４．３５

　　六、机制分析
（一）作用机制检验

表７汇报了进一步检验的回归结果，研究发现：
经贸摩擦促进金融韧性１．０４亿元，具有显著性；经
贸摩擦促进人才韧性０．３７亿元，具有显著性；经贸
摩擦促进科研韧性０．９５亿元，具有显著性，模型整体
拟合优度Ｆ值均具有显著性，结论支持研究假说Ｈ２。

（二）控制变量的调节作用

表８汇报了控制变量调节作用的回归结果，研
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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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经贸摩擦影响组织韧性回归结果

变量
ＳＴＢＯ ＰＡＹＲ ＩＮＴＡ

公式（２）

ＴＲＦＲ １．０４

（２．４２）
０．３７

（５．１８）
０．９５

（２．９０）

截距
２．３２

（６．７２）
０．２６

（４．４９）
１．３２

（４．３０）
Ｆ值 ５．８６ ２６．８７ ８．４４

　　 表８　控制变量影响组织韧性回归结果

变量
ＭＯＣＡ ＴＯＡＳ ＥＱＩＮ ＤＥＶＥ

公式（５）

ＹＥＡＲ ０．９２

（４．３１）
４．０５

（６．３８）
２．３０

（５．４９）
０．０２

（４．９７）

ＣＩＴＹ
５．２８
（１．０９）

１７．４３
（１．２１）

１２．０４
（１．２６）

１．２１
（１．１８）

ＳＴＲＵ １７．５４

（５．３４）
７０．７７

（７．２７）
４２．８４

（６．６５）
１．４９

（２．１４）

ＥＤＵＣ ５．２１

（１．７２）
１０．５８
（１．１７）

５．４６
（０．９２）

０．１３
（１．２０）

ＳＴＯＣ ７．１５

（２．３１）
２０．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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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经营年限方面，半导体上市公司经营年限
对企业财务绩效的调节效应为正，具有显著性。其

中，经营年限提高偿债能力０．９２亿元，提升营运能
力４．０５亿元，增加盈利能力２．３０亿元，以及提高发
展能力２％。第二，地理区位方面，经贸摩擦环境
下，组织韧性影响财务绩效的过程中，是否东部城市

企业对于结果影响不具有显著性，该结论也指出经

贸摩擦对于经济体全境产生影响，区域内企业不存

在影响的异质性。第三，股权结构方面，国有股权由

于天然具有政府属性，在市场资源获取能力上存在

优势，因此，对企业财务绩效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表

现为：提高偿债能力１７．５４亿元、营运能力７０．７７亿
元、盈利能力 ４２．８４亿元和发展能力 １．４９％。第
四，高管特征方面，半导体上市公司管理层学历特征

仅在偿债能力方面具有正向显著性，其他企业财务

绩效影响效应系数为正，但不具有显著性。第五，股

票市场方面，“先发优势”在经贸摩擦、组织韧性影

响企业财务绩效的过程中仍然存在，表现为：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相比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和盈利能力效应系数分别高出

７．１５、２０．８７和１３．１３，具有显著性。
上述结果表明，控制变量除地理区位调节作用

不显著外，其他变量均显著调节了组织韧性在经贸

摩擦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即经营年限

较长、国有资本参控股、高管硕士及以上学历，以及

沪市上市的企业，经贸摩擦环境下组织韧性促进企

业财务绩效的正向作用更显著。

七、结论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中国沪深 Ａ股半导体上
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为研究样本，基于“经贸摩

擦—组织韧性—企业财务绩效”的研究框架，考察

经贸摩擦、组织韧性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

研究发现：（１）经贸摩擦显著提高企业财务绩效，组
织韧性在经贸摩擦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发挥中介作

用。（２）经贸摩擦提高了组织韧性，而且，经营年
限、股权结构、高管特征和股票市场显著调节了组织

韧性在经贸摩擦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

即当半导体上市公司经营年限较长、国有资本参控

股、高管平均学历较高以及沪市上市时，组织韧性对

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作用更显著。（３）上述结论拓
展了波特假说理论在经贸摩擦影响企业财务绩效的

适用范围。

（二）政策启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１）经
贸摩擦在给经济体带来负面冲击的同时，政府和企

业的积极应对，能够激活组织韧性，产生波特假说理

论下的企业财务绩效“不降反升”的结果。中国应

继续加快建设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

环的经济格局，拓展新兴市场、延伸产业链以及提高

产业科技创新程度，以应对国际经济形势不稳定，缓

解经贸摩擦带给实体企业的负面冲击。（２）金融机
构应为受经贸摩擦冲击的企业提供金融支持，防止

企业资金链断裂；制定有针对性的人才引进政策，为

受冲击企业提高人才吸引能力；提供政府、产业与企

业配套的科研支持，既包括资金资产、也包括开放重

点实验室，建立合作科研中心等。（３）政策制定的
优先顺序和程度方面，对于经营年限较短的企业要

给予一定程度的倾斜。对于面临财务绩效困难的企

业，可以考虑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的双向所有制改

革，以提高企业资源获取能力和保障披露程度增强

股东信心。对于高管层平均学历较低的上市公司，

要重视管理能力提升和企业家精神的培育，防止出

现大股东掏空和少数人控制的情况，构建促进企业

管理者发展的长效机制，激活管理层活力，引导企业

提高资金配置效率，促进企业提升财务绩效实现高

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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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数据要素驱动的新型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推动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
的全新动力引擎。在构建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黄河流域６６个地级市数字经济发展和城市高质量发展水
平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分别采用基准回归、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黄河流

域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传导机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可以显著促进沿黄城市的高质量发

展且对不同区域、不同政府支持力度下的城市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产业结构整体升级是其重要的中

介传导机制。以期为黄河流域数字经济的纵深发展和分区域、有重点推进流域内城市高质量发展提

供一定的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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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要加快发展

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１］。

而城市作为人口、资金、信息等资源要素的集聚地，

是推进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

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２０２２
年我国数字经济的规模达到了５０．２万亿元，占ＧＤＰ
的比重高达４１．５％［２］。数字经济凭借自身的高渗

透性，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不仅引发了

整个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也成了近年来各个国家

重点支持的发展战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规划纲要》指出黄河流域最大的短板在于高

质量发展不充分［３］。《中国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

展报告》指出，今后一个时期沿黄城市发展仍处在

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如何贯彻落实高质量发展理念，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黄河贡献”，是黄河流

域八大省份共同面对和亟须解决的紧迫课题。鉴于

此，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能否凭借自身高渗透性、高

增值性高效匹配各类要素，为黄河流域沿线城市的

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如果能，其传导机制是什

么？另外，数字经济对黄河流域沿线不同区位、不同

政府支持力度的城市产生的是同质化影响吗？区域

内各城市又将如何充分利用数字经济完善自身要素

配置，进而形成区域多元合作、协同创新的新格局？

本文试图回答上述问题，以期为黄河流域科学布局

数字经济，释放其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提

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二、文献综述

（一）黄河流域数字经济的相关研究

目前，学界对于黄河流域数字经济的研究主要

集中于内涵、水平测算和发展现状３个方面。就数
字经济的内涵而言，杨伊静（２０２０）通过借助 ２０２０
年的《数字经济白皮书》对数字经济的定义作了全

面概括，产业数字化和治理数字化的重要作用也由

此得以阐明［４］。就黄河流域数字经济水平的测算

而言，初丽霞、岳远媛（２０２３）按照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５个维度２０个二级指标测算了黄河流域
各省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５］。就黄河流域数字

经济的发展现状而言，李媛（２０２２）研究发现黄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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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数字经济基础相较于东南沿海等发达地区稍显

薄弱，但从发展速度来看却具备极大的数字化发展

空间和潜力［６］。

（二）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

当前，学界对于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内涵、评价指标和路径选择３个方面。就
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而言，金碚（２０１８）基于经济学基
础理论，阐述了新时代经济发展应有的质态，提出了

高质量发展的性质及促进体制机制［７］。就黄河流

域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而言，安树伟、李瑞鹏

（２０２０）指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不仅包含市场有
效、动能转换和产业支撑等，还应积极贯彻落实生态

优先、区域协调和以人为本的理念［８］。徐辉等

（２０２０）以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环境和生
态状况５个维度共同构建了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评
价指标体系，还从时间、空间两大方面分析了该区域

整体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选择而言，他们指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应该进行

精准有力的宏观调控、健全高效的市场机制和培育

更具生机的微观主体［９］。任保平、巩羽浩（２０２３）指
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应以数字经济为依托、以全

域统筹为导向、以创新驱动为核心、以安全稳定为目

标［１０］。

（三）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

研究

现今，学界对于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发

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影响机制和门槛效应、溢出效

应两方面。就影响机制而言，王军、王帅（２０２２）通
过实证研究指出数字经济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技

术创新和技术效率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１１］。

周清香、李仙娥（２０２２）认为数字经济主要通过转换
动力、优化结构、共享成果、保护生态四个方面推动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１２］。就门槛效应、溢出效应而

言，宋跃刚、郝夏珍（２０２２），周清香、李仙娥（２０２２）
指出数字经济对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推进作

用呈现出一种非线性边际递增的态势［１２－１３］。

现有的丰硕成果剖析了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发展

的深度内涵，对黄河流域数字经济水平和高质量发

展指数进行了测算，对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具

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亦有可延伸的空间。现有对

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发展的研究重点为中国整体及长

江流域，且研究视角侧重于省际。鉴于此，本文基于

城市视角，将数字经济和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

结合起来，采用多种实证方法验证其影响效应和中

介机制，以拓展现有研究。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经济和沿黄城市高质量发展之间的

关系

数字经济以新兴通信技术等数字基础设施为物

质条件，通过大量的信息和数据在互联网上实现互

联互通，凭借其广覆盖性和高渗透性重组区域要素

资源。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了黄河流域城市的信息

化、智能化和数字化转型，提高了城市的竞争力和发

展潜力，从而提高了城市运行效率。

第一，数字经济通过增强城市经济活力推动黄

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创新发展。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和

应用唤醒了传统商业生态的革命意识，加速了传统

产业的转型升级。新一代数字信息技术与其他行业

的先进技术交叉融合使得技术产生重大突破，从而

催生一系列新兴经济业态，有助于促进各类资源要

素在黄河流域的高效流通和有效配置，通过对海量

数据的开发，给诸多中小企业带来了更多的创新创

业机会。大力发展以大数据为引领的数字产业，引

进大批优强企业形成规模集聚效应，使得行业综合

竞争力增强，这将有力支撑区域经济向着平稳健康

的方向发展，从而提升黄河流域沿线城市的经济活

力。

第二，数字经济通过提升产业数字化的深度与

广度推动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协调发展。数字经济

凭借其较强的正外部性加速了区域间数据、信息、技

术等要素的流通，使产业数字化的属性得到最大程

度的彰显。一方面，随着产业数字化的深化，倒逼沿

黄部分落后城市加强与西安、青岛、郑州等新一线城

市的数字技术交流，并依据自身发展条件加速推进

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教育和科技投入力度，从而促进

区域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随着产业数字化的广度

不断增强，数字乡村建设有效整合各类生产要素和

资源，通过发挥数字经济的跨时空交流优势有效优

化城乡结构，通过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衍生出诸多

全新业态，从而激发乡村地区的发展潜力，赋能城乡

融合，促进城乡的协调发展。

第三，数字经济通过提高生态治理能力推动黄

河流域城市高质量绿色发展。以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凭借自身特性可以精准捕捉一

定区域内的生态环境问题及其发展动态，从而为科

学、系统的环境治理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智能

监测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人工监测，在生态环境保

护方面实现了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预警的重大变革，

数字效能的充分发挥是沿黄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

选择，为贯彻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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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崭新的工具探索和路径选择。

第四，数字经济通过提升对外贸易水平推动黄

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开放发展。云计算、大数据等数

字技术正以惊人的速度广泛运用于对外贸易各个环

节，主要包括广告营销、物流仓储、报价磋商和委托

报关等，从而赋能于对外贸易转型升级。数字经济

凭借其高渗透性使黄河流域沿线城市的中小企业以

低成本快速进入国际市场，进而以更为便捷的态势

融入全球产业链。数字经济通过为交易对象提供数

字化平台使买卖双方直接沟通产品的质量和价格，

破除了信息壁垒，减少了因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交易

成本，提高了上下游供需匹配效率。

第五，数字经济通过健全公共服务体系推动黄

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共享发展。在信息化的时代背景

下，智慧城市的建设不是科技的简单堆砌，而是通过

科技提高城市管理和服务的效力，满足广大市民对

各类基本民生保障的迫切需求。数字技术为打造资

源要素整合、业务高效协同、流程优化与多元主体参

与的运营模式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企业、智库、

科研院所、非正式组织和个人等社会多方主体共同

参与社会治理，不仅使公共政策的实施效度得以提

升，还体现了对社会各界的人文关怀，这有利于建设

普惠均等的数字政府。数字经济加速推进社会公共

服务的均等化，强化民生领域上的供需高效对接，从

而赋能于沿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的健全。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数字经济对黄河流域沿线城市的高质量发
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图１　数字经济对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机理分析

　　（二）数字经济对沿黄城市产生的异质性影响
黄河流域的各大省份处于不同的地理位置，各

自具有鲜明的自然环境、经济发展和历史文化特征。

上游主要流经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海拔较高，气

候寒冷，地形复杂，水资源丰富，主要产业为畜牧业

和林业。上游是黄河文明的发源地，拥有丰富的历

史文化遗产。中游位于黄土高原和山地丘陵区，地

形起伏较大，气候干旱，土地肥沃，农业发达，也有一

定的工业发展。中游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源地

之一，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下游位于平原地

带，气候温和，水资源相对匮乏，但有较为发达的农

业和工业。下游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地区，经济发

展迅猛，具备丰富的现代文化特色。地理位置、资源

禀赋、人口结构、文化观念等因素影响着区域经济发

展水平，而经济发展又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影

响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教育与人力资本水平的提

升、数据体系的建设和数字经济政策的制定，从而影

响区域整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就省域而言，山东、河南和陕西与流域内的内蒙

古、甘肃和宁夏等省区相比，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数字产业发展、网络应用和数字科研支撑力度３个
维度上具有明显的先发优势。就市域而言，城市间

的知名度、规模等级、综合影响力和辐射力等均存在

不同程度的差距，因此，数字经济对黄河流域城市高

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在不同特征的城市间可能存在

一定的差别。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数字经济对沿黄各城市的高质量发展会
产生异质性影响。

（三）数字经济促进黄河流域沿线城市高质量

发展的传导机制

黄河流域城市半数以上为资源型城市，产业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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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低效情况突出，长期以来的产业结构失衡造成区

域经济增长乏力、生态环境恶劣。因此，产业结构走

向高级化和合理化是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可持续

发展的必由之路。数字经济凭借其高传播性、高融

合性、高增值性成了整合区域要素资源、重构竞争新

优势、重塑区域经济结构的关键依托。数字化、信息

化、智能化是产业发展必须顺应的趋势，产业结构也

在这个过程中得以有效调整和持续升级。在数字经

济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科技为产业走向数字化

赋能。高新数字技术向传统产业融合渗透，可以提

高传统第一二三产业的信息化水平，不仅可以延长

众多产品的产业链，提升产业链的创新能力和运转

效率，增加相关产品的附加值，还能利用一系列传导

效应带动传统产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可以加速形成

新的产业，优化产业布局，助推产业结构向整体升级

的方向行稳致远。就第一产业而言，数字经济通过

应用数字技术实现农林牧副渔业的创新发展。通过

智能化技术对林田湖海的环境进行精准化监控，对

生产实现精细化管理，用电商渠道逐渐代替传统的

买卖渠道，有效提升众多产品的交易范围和流通效

率，在了解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后可以实现精准对

接、有效供给。就第二产业而言，数字经济通过数字

技术驱动工业制造业走集成化道路。数字技术及智

能设备的应用，使制造业降低了交易成本，减少了资

源错配［１４］，实现专业化生产和绿色生产，也推动了

工业制造业为消费者提供个性化需求。就第三产业

而言，数字经济通过大数据掌握了众多消费者的相

关信息，使服务业走向专业化、个性化、精细化。第

三产业产值在地区生产总值中占比高，意味着区域

内构建了良好的制度软环境，也表明区域内的经济

发展方式得以转变，这种趋势将会对经济、就业、人

民生活等各方面带来持久而深远的影响，不仅会推

动城市化进程，也使城市趋向高质量发展。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３：产业结构整体升级是数字经济赋能沿黄
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制。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为验证数字经济对沿黄各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

响效应，本文基于对学界现有研究的借鉴，以Ｄｉｇｉｔａｌ
为解释变量，以Ｈｑ为被解释变量，在控制其他变量
的基础上，构建了如下计量模型：

Ｈｑｉ，ｔ＝α０＋α１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ｔ＋α２ＬｎＧＤＰ＋α３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ｔ＋
α４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ｔ＋α５Ｕｎｉｖｅｒｉ，ｔ＋α６Ｅｄｕｉ，ｔ＋α７Ｔｅｃｈｉ，ｔ＋α８Ｆｄｉｉ，ｔ＋
λｔ＋μｉ＋εｉ，ｔ

模型（１）
Ｏｕｐｉｓ＝α０＋α１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ｔ＋α２ＬｎＧＤＰｉ，ｔ＋α３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ｔ＋

α４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ｔ＋α５Ｕｎｉｖｅｒｉ，ｔ ＋α６Ｅｄｕｉ，ｔ ＋α７Ｔｅｃｈｉ，ｔ ＋
α８Ｆｄｉｉ，ｔ＋λｔ＋μｉ＋εｉ，ｔ

模型（２）
Ｈｑｉ，ｔ＝α０＋α１Ｏｕｐｉｓｉ，ｔ＋α２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ｔ＋α３ＬｎＧＤＰｉ，ｔ＋

α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ｔ＋α５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ｔ＋α６Ｕｎｉｖｅｒｉ，ｔ＋α７Ｅｄｕｉ，ｔ＋
α８Ｔｅｃｈｉ，ｔ＋α９Ｆｄｉｉ，ｔ＋λｔ＋μｉ＋εｉ，ｔ

其中 Ｄｉｇｉｔａｌ为数字经济，Ｈｑ为城市高质量发
展，Ｏｕｐｉｓ为产业结构整体升级，ＬｎＧＤＰ为经济发展
水平，Ｉｎｄｕｓｔｒｙ为工业化水平，Ｄｅｎｓｉｔｙ为固定资产投
资，Ｕｎｉｖｅｒ为教育水平，Ｅｄｕ为教育投入，Ｔｅｃｈ为科
技投入，Ｆｄｉ为外商投资水平，ε为残差。

（二）变量选取及测度

１．被解释变量：城市高质量发展（Ｈｑ）。借鉴刘
佳等（２０２１）［１５］的研究，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５个维度选取２１个指标共同构建黄河流域城市
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具体评价指标体系见

表１。
表１　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分类

指标
次级指标 具体指标 计量单位

指标

属性

创新

发展

科教投入
科技投入／财政支出 ％ 正向

教育投入／财政支出 ％ 正向

专利水平 专利获得量 个 正向

协调

发展

金融发展 金融存款余额／金融贷款余额 ％ 正向

人民生活
单位人均收入 元 正向

非房地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 ％ 正向

产业结构 第三产业比重 ％ 正向

绿色

发展

三废排放

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产值 吨／万元 负向

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工业产值 吨／万元 负向

工业烟（粉）排放量／工业产值 吨／万元 负向

污物处理

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 正向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 正向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正向

开放

发展

外资概况 外资利用 亿美元 正向

外企概况
外资企业总产值 亿元 正向

外资企业数 个 正向

共享

发展

社会福利

医师数／人口 个／万人 正向

在岗职工工资 元 正向

城市绿化率 ％ 正向

消费水平 社会零售品消费／ＧＤＰ ％ 正向

政府负担 财政支出／财政收入 ％ 负向

　　２．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Ｄｉｇｉｔａｌ）。借鉴赵
涛等（２０２０）［１６］的研究，通过互联网普及率、互联网
相关从业人员数量、互联网相关产出情况、移动互联

网用户数量和数字金融普惠发展水平共同构成城市

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具体评价指标

体系构成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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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

属性
权重

互联网普及率 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数 ＋ ０．１９０４
互联网相关

从业人员数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

从业人员占比
＋ ０．３２６０

互联网相关产出 人均电信业务总量 ＋ ０．２９８１
移动互联网用户数 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 ＋ ０．０７０９
数字金融普惠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 ０．１１４６

　　３．中介变量：通过借鉴王菡等（２０２３）、段鑫等
（２０２３）、冯飞等（２０２３）［１７－２２］的研究，本文选择产业
结构整体升级作为本文的中介变量，用 Ｏｕｐｉｓ表示
（以第一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比重１、第二产业增加
值占ＧＤＰ比重２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比重
３的总和来衡量）。

４．控制变量：经济水平（ＬｎＧＤＰ，各地级市国内
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工业化水平（Ｉｎｄｕｓｔｒｙ，工业
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固定资产投资（Ｄｅｎｓｉｔｙ，固
定资产投资占 ＧＤＰ的比重）、教育水平（Ｕｎｉｖｅｒ，当
地高等学校的数量）、科技投入（Ｔｅｃｈ，科技支出占财
政支出的比例）、外商投资水平（Ｆｄｉ，当年外商直接
投资额的自然对数），见表３。

表３　变量定义表

变量

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定义或者描述

被解释

变量

城市高

质量发展
Ｈｑ 熵值法计算得出

解释

变量
数字经济 Ｄｉｇｉｔａｌ

根据赵涛等人的研究测算数

字经济水平

中介

变量

产业结构

整体升级
Ｏｕｐｉｓ

产业结构整体升级 ＝第一产
业增加值占ＧＤＰ比重１＋第
二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比重
２＋第三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比
重３

经济水平 ＬｎＧＤＰ
各地级市国内生产总值的自

然对数

控制

变量

工业化水平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工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
固定资产投资 Ｄｅｎｓｉｔｙ 固定资产投资占ＧＤＰ的比重
教育水平 Ｕｎｉｖｅｒ 当地高等学校的数量

科技投入 Ｔｅｃｈ 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

外商投资水平 Ｆｄｉ
当年外商直接投资额的自然

对数

　　（三）数据来源及处理方法
在参考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对黄河流域范围

做出划分的基础上，并结合沿黄城市相关数据的可

得性和完整性，选取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我国沿黄七省区
（包括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陕

西省、山西省、河南省、山东省，因黄河流域只流经四

川省的阿坝、甘孜两个州，流经范围较小且以上两个

州的相关数据不具有连续性，所以在研究时剔除了

该省份；因青海省的地级行政区数据缺失过于严重，

未纳入本文的研究范围）６６个地级市（盟、自治州）
的宏观数据为样本。借鉴《黄河流域综合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３０）》中的划分方式，将黄河流域城市划
分为上、中、下游三大区域，上游包括甘肃省、内蒙古

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下辖的地级市，中游包括山

西和陕西所管辖的地级市，下游则是河南和山东所下

辖的地级市。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和各地方统计局

网站、《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马克数据网和各地级市

的统计公报。针对部分地区的少量缺失值，基于相关

地区临近年份的数据特征，采用线性插值法补齐，以

拥有相似特征的其他地级市的数据进行嵌入匹配。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４。
表４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ｓｔａｔｓ ｓｄ Ｎ ｐ５０ ｍｅａｎ ｍｉｎ ｍａｘ
Ｈｑ ０．６２５ ６１０ ０．０９３８ ０．２８６ ０．０１０９ ４．４０９
Ｏｕｐｉｓ ０．１２６ ６１０ ２．３１６ ２．３２４ ２．０６ ２．６２５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０３４６ ６１０ ０．０７０ ０．０７６ ０．０１７ ０．３３８
ＬｎＧＤＰ ０．９３０ ６１０ ７．４３５ ７．３７１ ０．６９３ ８．５７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０．９３０ ６１０ １７．０１ １６．９９ １４．３９１ １８．９４
Ｄｅｎｓｉｔｙ ０．７０１ ６１０ １６．３５ １６．３５ １３．９６ １８．１３
Ｕｎｉｖｅｒ ０．８７１ ６１０ １．６０９ １．７４０ ０．６９３ ４．２９
Ｔｅｃｈ ０．００８５７ ６１０ ０．０１０４ ０．０１２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４６２
Ｆｄｉ １．３０ ６１０ ２．４０ ２．５４９ ０．６９３ ６．８６４

　　五、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５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Ｈｑ Ｈｑ Ｈｑ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２５６ ０．２６４ ０．０９４

（４．２００） （４．２４６） （２．６３３）
ＬｎＧＤＰ ０．０９３

（１．９１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０．００９

（０．４７１）
Ｄｅｎｓｉｔｙ ０．０１８

（０．９１７）
Ｕｎｉｖｅｒ －０．０６４

（－２．４５６）
Ｔｅｃｈ １７．１２７

（５．２００）
Ｆｄｉ ０．２０４

（６．１６６）
＿ｃｏｎｓ ０．３００ ０．２８２ －１．４６４

（１１．４４３） （３．９８９） （－３．０３２）
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６１０ ６１０ ６１０
Ｒ２ ０．０３９４ ０．０４０９ ０．５０３７

　　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ｐａｒｅｎｔｈｅｓｅｓ，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表５为数字经济（Ｄｉｇｉｔａｌ）对城市高质量发展
（Ｈｑ）的回归结果，其中回归（１）为未加入控制变量、
未控制年份和个体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回归（２）
为未加入控制变量、加入年份和个体固定效应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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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结果，回归（３）为加入控制变量并进行年份和个
体固定双重效应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从回归（１）
到回归（３），回归的Ｒ２从０．０３９４增大到０．５０３７，模
型的解释力明显增强，显著性提高。同时，可以看到

三组回归中，数字经济（Ｄｉｇｉｔａｌ）对城市高质量发展
（Ｈｑ）的回归系数均在至少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从而验证了本文的假设１。

（二）稳健性检验

为对实证结果的稳健性进行检验，本文借鉴鲍

鹏程等［２３］、贺唯唯等［２４］、陈海鹏等［２５］的研究，采用

替换被解释变量的衡量方式、缩减样本区间和遗漏

变量检验三种方法。

首先，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重新计算数字经

济发展水平，将其带入回归模型重新进行回归，结果

如表６回归（１）所示，可以看到数字经济对城市高
质量发展的回归系数仍在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其次，本文将样本区间从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缩减至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如表６回归（２）
所示，可以看到数字经济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回归

系数仍在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最后，本文为了控制内生性的影响，考虑到政府

支持力度也是影响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因

此将政府支持水平加入模型当中，重新进行回归，结

果如表６回归（３）所示，可以看到数字经济对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回归系数仍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６　稳健性检验结果

更换数字经济

的衡量方式
缩减样本区间 遗漏变量检验

Ｈｑ Ｈｑ Ｈｑ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１．３６１ ０．１１０ ０．１２６

（２．２３４） （２．１４７） （２．７６５）
ＬｎＧＤＰ ０．０９２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５

（１．８９８） （０．３６４） （－０．３６８）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１

（０．５００） （０．３７５） （０．６２３）
Ｄｅｎｓｉｔｙ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８

（０．９２１） （０．３０７） （０．５３２）
Ｕｎｉｖｅｒ －０．０６２ －０．０９２ －０．１０５

（－２．３６８） （－２．５５４） （－３．７８６）
Ｔｅｃｈ １７．０２５ １３．６９１ １９．６２８

（５．１３５） （３．４３０） （５．６０７）
Ｆｄｉ ０．２０３ ０．２５５ ０．１８８

（６．１５２） （５．１１４） （６．３４１）
＿ｃｏｎｓ －１．５４５ －０．９３４ －３．８３５

（－３．１５６） （－０．９３４） （－５．０７９）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６１０ ３３８ ６１０
Ｒ２ ０．５０３５ ０．５４２９ ０．５１９１

　　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ｐａｒｅｎｔｈｅｓｅｓ，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上述三组回归的结果均与前述保持一致，由此

可以证明本文实证结果的稳健。

（三）内生性检验

借鉴赵涛等［１６］和鲍鹏程等［２３］的研究，本文初

步选取 １９８４年各城市邮电数据作为数字经济指数
的工具变量。一个地区在以往发展过程中使用的通

信方式会从技术水平、社会偏好等方面影响样本期

内企业对信息技术的应用和接受程度，满足相关性

条件；邮电作为社会基础设施，主要为民众提供通信

服务，并不直接作用于产业结构的专业化分工过程，

满足外生性条件。需要说明的是，选用的工具变量

原始数据为横截面形式，不能够直接用于面板数据

的计量分析。因此，引入一个随时间变化的变量来

构造面板工具变量。具体而言，以上一年全国互联

网用户数分别与１９８４年各城市每万人电话机数量
构造交互项，作为该年城市数字经济指数的工具变

量。

表７第一、二列的结果表明，在考虑了内生性之
后，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回归系数为正，结

果在１％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以上检验说明了选取
历史上各城市电话机数量与同年全国互联网用户数

的交叉项作为数字经济工具变量的合理性。

表７　面板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ｑ
Ｉｖ ０．３３７

（６．８８）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３３９

（３．５３）
ＬｎＧＤＰ －０．０１０ ０．１０８

（－０．１４） （２．４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０．０１３ ０．０９２

（－０．３６） （３．４４）
Ｄｅｎｓｉｔｙ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

（０．８５） （－０．３７）
Ｕｎｉｖｅｒ ０．３３５ －０．１８０

（８．２６） （－５．３１）
Ｔｅｃｈ ３．４３６ １３．３２２

（１．２２） （５．３２）
Ｆｄｉ －０．０３７ ０．２６５

（－１．３３） （７．０５）
＿ｃｏｎｓ －５．４３２ －１．１３０

（－５．０９） （－４．３５）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Ｎ ３６４ ３６４
Ｒ２ ０．３７０ ０．５２１

　　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ｐａｒｅｎｔｈｅｓｅｓ，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四）异质性分析

１．城市区位
异质性检验结果如表８所示，在中游组，数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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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Ｄｉｇｉｔａｌ）对城市高质量发展（Ｈｑ）的回归系数通
过了５％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数字经济能够显
著推进沿黄各城市的高质量发展，而在上、下游组的

回归中，数字经济（Ｄｉｇｉｔａｌ）对城市高质量发展（Ｈｑ）
的回归系数则未达到显著性水平。产生该结果的原

因可能是：一方面，黄河上游各省份受到资源禀赋的

桎梏，现有基础设施、技术条件、数字意识及人才结

构使数字经济的发展动力孱弱，缺乏数字红利释放

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进而导致数字经济对流域内

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遭遇层层阻滞；另一方

面，黄河下游的两大省份数字经济发展基础较好，它

们受益于国家和本省颁布的一系列倾斜性的数字政

策，也对数字经济带来的巨大贡献有着更为清晰的

认知，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产业发展、网络应

用和数字科研支撑力度３个维度上具有明显的先发
优势，从而抢占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制高点。该区域

本身经济发展质量较高，数字经济对城市高质量发

展的作用便相对减弱。由此可以验证Ｈ２。
表８　城市区位异质性回归结果

上游 中游 下游

Ｈｑ Ｈｑ Ｈｑ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０１９ ０．０６７ ０．０１８

（１．６０２） （２．４０１） （０．２１４）
ＬｎＧＤＰ ０．００９ ０．０５９ ０．１７７

（１．７９０） （１．７９３） （１．４７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０

（０．１２６） （－０．２３１） （－０．５３４）
Ｄｅｎｓｉｔｙ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 ０．３６５

（－１．０１７） （－０．１０９） （２．８８７）
Ｕｎｉｖｅｒ ０．０１３ ０．０５２ －０．２４２

（５．１９６） （４．４３２） （－４．２２１）
Ｅｄｕ －０．１０３ －０．３６３ －３．３７２

（－１．２９３） （－２．３７６） （－３．０４３）
Ｆｄｉ ０．００５ ０．０３８ ０．５０６

（２．０４０） （３．７６４） （９．７８２）
＿ｃｏｎｓ ０．０３８ －０．２８５ －７．１５１

（０．８５３） （－０．８１９） （－４．４４９）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５４ ２６１ ２９５

Ｒ２ ０．９００９ ０．５９７２ ０．６７９２

　　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ｐａｒｅｎｔｈｅｓｅｓ，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２．城市政府支持力度
根据政府预算支出的均值，将研究样本分为政

府支持力度高、低两组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如表９所
示。实证结果显示：相比于政府支持力度较低的城

市，数字经济对流域内政府支持力度更高的城市的

高质量影响效应更为显著。由此可以进一步验证

Ｈ２。

表９　城市政府支持力度异质性回归结果

政府支持力度高 政府支持力度低

Ｈｑ Ｈｑ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１４２ ０．０１７

（１．７４４） （１．０８１）
ＬｎＧＤＰ ０．１２３ ０．０４１

（０．９３３） （１．８１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０．３７４ ０．００２

（３．０４１） （０．３１８）
Ｄｅｎｓｉｔｙ ０．０５１ ０．００５

（０．３５２） （１．０７９）
Ｕｎｉｖｅｒ －０．２０２ －０．０１７

（－３．６７９） （－１．２０９）
Ｔｅｃｈ ７．９２２ １６．０５８

（１．７５８） （４．５６２）
Ｆｄｉ ０．３９９ ０．０４６

（５．８３２） （３．７９３）
＿ｃｏｎｓ －８．７０３ －０．５１４

（－３．３６８） （－３．５７６）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Ｎ ２５３ ３５７
Ｒ２ ０．６４２９ ０．４６２６

　　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ｐａｒｅｎｔｈｅｓｅｓ，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五）机制检验

中介机制检验的结果如表１０所示，可以看出：
产业结构整体升级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回归系数

均为正，且均通过１％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产业
结构整体升级在数字经济和城市高质量发展中存在

完全中介效应。该结论可以验证Ｈ３。
表１０　机制检验结果

（１） （２） （３）
Ｈｑ Ｏｕｐｉｓ Ｈｑ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０９４ ０．０８０ ０．０７７

（２．６３３） （４．５６１） （１．８４４）
Ｏｕｐｉｓ ０．３３０

（１．９２９）
ＬｎＧＤＰ ０．０９３ －０．００７ ０．１０６

（１．９１３） （－０．６９４） （１．９８５）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２

（０．４７１） （－０．３２１） （０．５６４）
Ｄｅｎｓｉｔｙ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２

（０．９１７） （－０．１６６） （０．９４２）
Ｕｎｉｖｅｒ －０．０６４ ０．０５１ －０．０８５

（－２．４５６） （７．３６５） （－２．９０１）
Ｔｅｃｈ １７．１２７ ２．２０９ １６．０６５

（５．２００） （４．７７６） （４．５７４）
Ｆｄｉ ０．２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２１２

（６．１６６） （－０．３９０） （５．９６３）
＿ｃｏｎｓ －１．４６４ ２．２２９ －２．３８８

（－３．０３２） （２５．７２６） （－３．２２８）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６１０ ６０７ ６０７
Ｒ２ ０．５０３７ ０．５３３０ ０．４８３５

　　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ｐａｒｅｎｔｈｅｓｅｓ，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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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基于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黄河流域６６个地级市面板
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沿黄城市高质量发展的

影响效应，得到以下结论：数字经济的纵深发展可以

有效助推黄河流域城市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已经成

了构筑地区竞争力新优势，促进区域城市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依托，且能通过多种稳健性检验；数字经济

对沿黄各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影响效应并非同质化，

数字经济对黄河流域中游城市以及政府支持力度更

高的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影响效应更为显著；产业结

构整体升级是数字经济赋能黄河流域众多城市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传导机制。

（二）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为实现黄河流域沿线城市

的持续健康发展，本文建议如下：

第一，利用好数字经济这一新经济形态，大力发

展沿黄地区数字经济。要不断深化对数字经济的认

识，加强沿黄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进而夯实数字经济

的发展基石。要积极构建符合黄河流域特色的数字

网络支撑体系，扩大网络覆盖范围，持续推动网络提

速降费。黄河流域要以区域特色为抓手，加快产业

数字化转型，促进数字产业化提质，强化数字经济安

全风险综合研判，加大数字经济领域新业态、新技

术、新模式的宣传力度，及时总结数字经济发展应用

的黄河经验，使黄河流域沿线人民更好地共享数字

经济带来的福利，把黄河打造为宜居共享的幸福河。

第二，黄河流域各城市应着眼于总体布局，实现

优势互补。一方面，上游城市应在生态保护的前提

下合理利用区域内丰富的资源，积极打造绿色循环

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中游城市应该坚持水土保持和

环境治理同向并举，进一步增强能源化工的利用效

率，着力推进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高端制造业等

产业的发展。下游城市应该发挥地理位置、经济发

展和创新人才的优势，不断推进农业、制造业和服务

业现代化，加速推进数实融合。另一方面，新一线城

市应该抓住发展契机，加大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投

入，积极培养数字经济新兴人才，郑州、西安、洛阳、

济南、青岛等城市应尽力提升自身的辐射效应，打造

城市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第三，持续强化各类要素支撑，推动黄河流域城

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首先，要稳步推进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压缩时空距离以扩大集聚优势，促进各类

生产要素在大中小城市的合理配置。其次，应该认

识到科技创新型人才不足的严峻现实，黄河流域相

关城市应该改进人才培养、引进和激励机制，为产业

结构升级注入人才动能。最后，政府应该加强和完

善金融财税等方面的制度设计，为产业结构持续升

级保驾护航。

第四，多措并举促进经济发展，并积极营造促进

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软环境。首先，应该加

大科技投入，加强对专利成果的转化力度和保护强

度，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其次，应该积极吸引外

资，沿黄城市应该结合自身比较优势，积极融入“一

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的时代大潮中，扩宽自身的

发展空间。最后，应该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政府应

制定持续有力的金融政策，并积极引导社会资金向

数字经济领域倾斜，从而增强数字经济和城市高质

量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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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环境规制对城镇化的影响从无到有，从缺失到逐步完善并在进一步加
深对城镇化发展的作用力。２１世纪新阶段的来临，主张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理念的环境规制对城镇
化发展的现实影响更加多面、具体，是推动城乡一体化、生态化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之一。城镇化

进程的过快引发了生态环境恶化问题，而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可提高生态环境质量，但由此产生的

资源重置未必对城镇化发展起积极作用，也出现了因力度、强度、效率等不足使产业、居民理念、技术

创新等方面发展形成阻碍，影响城镇化的演进效应。新阶段的环境规制应加强与理念贯彻、制度完

善、科技防治、全社会主体等的协调配合，落实创新实践，共同推进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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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镇化发展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居民生活水
平提升的同时也带来诸多环境、生态问题，从长远可

持续发展来看不利于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实现。与此

同时，生态环境又通过环境规制等政策干预影响着

城镇化的进程及方式。探索城镇化发展与生态环境

的和谐共存互惠发展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其

中，环境规制作为一种政策工具，是社会性规制的一项

重要内容，即充分发挥政府职能作用，通过实施行政

命令等政策、措施抑制“以环境换增长”发展模式、生

态环境恶化等，正在被越来越多社会主体所认可。

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不断加快，但在发展过程

中呈现出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又反向制约和影响

着城镇化发展的质量问题。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新阶段，城镇化发展也将步入以人为本、四化同

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绿色低碳的转型发展新阶

段。而如何实现城镇化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协调是回

答新阶段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所必须面临的关键问

题。因此，研究环境规制对城镇化发展的全面影响，

并就出现的负面影响、障碍因素等提出有效的应对

措施，将对促进我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高水平发展

产生重要意义。

一、环境规制的内涵及相关研究

环境规制起初的目的是保护环境，但先行国家

发现环境规制的作用效应将会渗透到社会发展内部

中，并会产生持续性影响［１］。针对环境规制的影

响，大多数研究集中在产业结构或经济效益［２－３］。

全面、深刻理解环境规制的内涵是正确认知环境规

制影响的基础。一般而言，环境规制对外部环境的

传导机制主要通过源头、中间、末端等途径。源头治

理在于限制高污染要素资源投入，并促进技术创新

与制度改革；中间治理则强调生产过程中各环节的

优化与调整；末端治理则是采取直接手段控制污染

物排放量［４］。环境规制作为一种负外部性行为，可

以分为命令控制型规制和市场激励型规制两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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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前者主要包括制订环境标准、污染物的排放标

准以及技术标准等；后者主要包括建立排污收费或

征税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等。两种规制方式配合

发挥作用，共同作用于源头治理、中间治理和末端治

理。环境规制不仅可以直接约束能源消耗，还能通

过倒逼机制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发展模式转变、技术

进步等［５］。

我国目前处于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冲刺

的阶段。城镇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任何影

响城镇化进程的因素、问题，都将成为我们攻克的难

关、正视的瓶颈。理解并分析新阶段环境规制对城

镇化发展的全面影响，将进一步促进城市生态建设、

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为解决城乡一体化问题提供现

实依据。

二、新阶段环境规制对城镇化发展的现实影响

（一）优化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绿色发展挑战

新阶段的到来，不仅引领着国家政治、经济、文

化、体育、环境等各领域的发展目标发生深刻变革，

更催生了社会各主体对社会建设的新要求与新期

待。在这一背景下，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凸

显，中央及各级政府对环境规制的重视程度也随之

提升。相较于新中国建立初期，当前的环境规制政

策已逐步走向成熟与完善，形成了一套科学、系统的

管理体系，并更深入地融入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赢

得了民众的广泛认可与支持。

环境规制在城镇化进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通过积极宣传生态文明观念、下达环境保护等

行政指令，政府有效地遏制了一系列以空气污染、水

污染、土质污染、工业污染为代表的环境问题。这些

政策变革不仅促使企业、民众以及城镇中的其他行

业纷纷调整其生产生活方式，开始以城市绿色发展

为目标导向，还推动了整个社会向更加环保、可持续

的发展方向迈进。

具体而言，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成功减轻了城

镇化进程中绿色发展的不利因素，降低了已发生的

负面影响。它促使企业采用更加环保的生产技术和

管理模式，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同时，也引

导民众形成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提高

了整个社会的环保意识。此外，环境规制还推动了

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和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为实现

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城镇化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和保障。

（二）促进区域内各企业开展绿色创新发展建

设

在城镇化进程中，环境规制等政策的实施对于

制约环境污染、减少污染问题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些政策的落实不仅有助于提升城镇化的质量，还

为民众打造了宜居的生存环境，实现了经济文化水

平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在此过程中，环境规制作

为政策调节工具，对企业这一行为主体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

具体而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必然要求区域内

的企业克制损公利己的行为，以生态环境不受破坏

为前提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同时，这些政策也在一

定程度上激励企业放弃粗放型的生产结构，通过技

术创新或管理精细化等手段开发新型产品，以占据

市场份额并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从而实现利益

最大化。

在这一过程中，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力的创造

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它不仅为企业提供了更正确

的发展指导，而且帮助企业开展绿色创新发展建设，

完成产品的更新换代，进一步满足不断变化的消费

者需求。因此，环境规制在促进区域内企业绿色创

新发展建设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催化作用。

（三）加速城镇化进程中经济增长方式的质变

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改革红利等经济增长

原动力不断被城镇化这一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所替

代。城镇化发展速度及规模都呈现出成倍级的增

长，城镇人口急剧增加，农村空心化现象加剧，城市

集群现象也逐渐出现，工业、服务业、商业等扎堆落

户城市，催生城市人口密集化，为获得较快经济增长

速率，城镇化发展带来了一系列资源枯竭、环境污

染、生态退化等问题，从长远来看容易造成区域经济

驱动力的不足，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

面对这一挑战，加强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显得

尤为重要。具体是指，主动积极配合政府行为，服从

顶层设计，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衡量区域经济发展

水平的重要指向标。由此，可从质的角度转变过去

资源配置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逐渐形成生态环境与

经济增长双向发力的内涵开发型增长方式，推进新

时期新型城镇化建设规划。

由此可见，加强环境规制政策落实，不仅是适应

新型城镇化的要求，更是经济增长方式发生质变的

有力保障。

（四）保护不可再生环境资源维系人类健康生

存

环境规制，主要是指政府为调节市场机制在环境

外部性问题上的失灵，谋求经济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目

标，而通过颁布行政制度、利用市场机制并发挥公众

作用的方式，约束经济主体排污行为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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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进程中，整个社会资源主要应用于经济

生活等环节，也间接导致人和自然的关系趋于紧张。

同时，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使得矿产、土地、煤炭等不

可再生自然资源遭到过度开发利用，经济发展与环

境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愈加恶化。

为了人类未来生存空间的健康、宜居，政府必须

采取行政措施对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予以干预。而

环境规制的有力施行，不仅可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

足，而且可以引导工业体系改进生产结构，学会合理

使用不可再生自然资源，从而维护人类与自然环境

的平衡发展，实现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存，

进而保护人类共同生存的家园。

（五）反映对城镇化发展水平具有空间溢出效

应

近年来，中国城镇化率飞速增长，经济、科技、社

会、人口等方面更是突飞猛进，而快速城镇化也带来

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不协调、差异性突出等问题。

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

综合性课题，也使得环境规制越来越受到重视，关于

环境规制对经济、生态等方面影响的理论研究文献

实现大幅增长。其中，李泽众、沈开艳着重探究不同

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发

现过程型和效果型环境规制在全国各区域均表现出

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不同方式的环境规制都可以

促进区域内及区域周边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水平［６］。

从这些理论研究中，利用省份、城市数据及计量模型

等，依靠实证分析获取结果，具有一定的理论实践意

义。这些文献对环境规制影响研究提供了重要支

撑，也从中反映出环境规制对城镇化发展水平具有

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

三、新阶段环境规制对城镇化发展的障碍分析

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

政府愈发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并更加强调人居环

境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如何有效利用政策工具

以更好地服务于现代化建设，成了政府面临的新问

题与新目标。环境规制作为一种日益受到重视的政

策工具，在推动城镇化发展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然而，它也存在一些负面影响，对城乡生态文明一体

化进程中的企业转型、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方式

转变以及居民消费模式等构成挑战，对新型城镇化

建设的发展形成了一定障碍。

（一）环境规制约束力不足，阻碍居民生态理念

提升

环境规制是以政府和企业为主体、以环保为目

的、以个人和组织为对象的一种约束性行为，在环境

改善中起到积极作用，改善日益恶劣的生态环境。

我国环境规制政策调节行为相对于欧美等发达国

家，整体环境规制体系还不完善，初步形成的“行政

命令、市场激励、公众参与”的环境规制政策工具体

系还面临着不少难解的问题。涉及公众参与度方

面，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基于公众自愿，不具有强制

性，环境规制强制力及法律约束呈现出明显不足，也

导致部分环境规制工具发挥效力弱化，让环境规制

政策浮于表面、流于形式，不利于居民生态保护理念

的贯彻及落实，严重影响民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

性。由此可见，环境规制力度的不足，对民众指导

性、引导力等都会产生影响，不利于生态文明观理念

的宣传，城镇居民思想意识上的不充分，将对新型城

镇化建设发展产生阻碍作用。

（二）环境规制制度缺陷，阻碍城乡隔阂动态消

除

环境规制理念经历了从“污染防治观”到“使经

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再到“生态文明观”

“绿色发展观”的转变过程，是新中国成立７０多年
来环境治理逐渐推进的过程，更是环境规制政策从

量到质的突破发展。然而，环境规制理念的时空演

变明显优于环境规制制度建设的进程，环境规制制

度体系完善程度还远远不够。目前，我国总体上仍

处于以城带乡、以工补农的转型发展阶段，政治、经

济、文化等二元隔阂与分立依然存在，而环境规制制

度存在的缺失，更易引发工业污染由城市向农村地

区转移，农村地区被迫演变为制造污染的更大源地，

从而加剧城市与乡村在经济发展水平、生态环境建

设、公共基础设施及家庭收入水平等方面的差距，产

生更严重的城乡失衡问题，进一步阻碍城乡隔阂的

消解。因此，要格外注重环境规制制度层面的建设、

完善以及对城乡一体化发展产生的影响力，并采取

积极应对措施。

（三）环境规制效率降低，制约产业结构升级进

程

环境规制效率是国家在行使环境保护的公共管

理职能、从事管理活动时所获得的环境效益同所投

入的环境管理成本之间的比率关系，是评估政府环

境治理绩效的重要方式和途径［７］。环境规制效率

的高低不仅关乎政府环境治理成效的高低，也是政

府投入管理成本高低的表现，更可体现政府推动环

境污染治理的成效。环境规制的实施让企业或者产

业群体不断调整生产方式或资源配置，理性评估自

身的成本运作，并通过各类行政限制措施倒逼企业

或产业规范生产、合理转移，迫使污染型产业慢慢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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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环保高附加值的产业获得发展，进而实现产业结

构升级换代。可见，强调环境规制效率，研究环境效

益与成本比率，可进一步把控环境规制的干预度及

严格度。没有较为严格的环境规制，将无法保障较

高的环境规制效率。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环境复

杂等原因，环境规制效率有所降低，已逐渐制约部分

区域产业结构升级速度及效果。

（四）环境规制政策效果影响治污技术创新成本

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效果关乎防污治污技术的

创新提升。我国环境规制政策发展进程中，最初的

政府强制干预政策，主要包括污染物排放许可、行政

处罚、征收排污税等强制性手段，政府过度追求环境

规制政策效果致使企业成本不断提升，用于技术创

新的成本也不断增加，当超过企业承受临界点之后

反而不利于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随之，以市场激

励为主的环境规制政策，依靠市场经济自主调节作

用，促进环境的外部性成本内部化，刺激企业通过改

善生产模式减少污染排放，通过防污治污技术创新

加强环境管理，最终获得的经济效益远大于治污技

术创新所投入的成本，并产生了较好的环境防治效

果。从中可以看出，对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效果应

理性对待，过度追求环境规制政策效果将影响治污

防污技术开发成本，对全要素生产率起到抑制作用。

（五）环境规制强度与城镇化发展间协调性较差

环境规制，以保护环境为目的，对污染公共环境

的各种行为进行规制。环境污染是一种负外部性行

为，对这类行为进行规制就是要将整个社会为其承

担的成本转化为其自身承担的私人成本。环境规制

强度的高低，将会影响整个社会需要承担的环境治

理成本，进而影响整个社会发展进程。结合当前城

镇化发展状况及环境规制强度，两者之间存在相互

影响。如果两者之间协调性较高，将会维持两者的

互相促进作用，减少负面效应对两者的破坏。新中

国成立７０多年来，国家早期将主要精力用于经济社
会发展，过分注重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忽略了环境规

制的建设，导致环境规制层面处于严重脱节，环境规

制强度明显滞后于城镇化发展水平。虽然近年来环

境规制强度获得了短期的强化，但相较于城镇化发展

质量仍有所缓慢。这也造成两者间协调性还处于摸

索结合阶段，整体协调性不强，存在互相制约现象。

四、新阶段下环境规制对城镇化发展的新驱动

策略

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一方面，发展环境、发展

条件、发展目标、发展方式、发展动力等不断转换；另

一方面，也是中国共产党主动作为、迎接挑战、积极

创新、精准施策的实践创造造就的。新阶段下环境

规制对国家现代化发展建设将起到越来越重要作

用，是环境治理成效的重要手段。对此，应针对环境

规制对城镇化发展的部分弱发挥性问题，尝试从理

念、政策执行、制度改革、科技进步等方面探索环境

规制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驱动策略。

（一）秉持生态环境理念宣导，落实最广泛受众

居民体

环境规制更大范围、更多区域的落实与贯彻，既

离不开政府主观能动性，更需积极调动社会各界力

量参与环境规制政策的宣传、守约、规范、执行等。

其中，处于城镇社会中生存的每一个居民，都应主动

了解环境规制概念、意义、内涵及核心目标，才能实

现最大范围的生态环境保护群。首先，政府应做好

引导服务，转变行政理念，提高政务服务意识，促使

公职人员就环境规制政策做好入户、入社区、入农

村、入企业的宣传，用高质量服务营造有利于政策执

行的环境。其次，政府应加强生态环境先行理念，持

续推行行政民主化，尊重公民的言论自由权，积极维

护民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权益，进而提升民众参与生

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从思想到行动实现统一，助力

政府、企业搞好污染治理，把利好政策实现最后一公

里覆盖，促进城市、农村地区生态文明观优良思想氛

围的形成。

（二）强化环境保护制度建设，美化城镇生态防

治污染

任何政策的高效执行都离不开完善的制度保

障。我国环境规制体制中缺乏激励功能与约束功

能，也阻碍了环境问题解决和规制效率提高。我国

能否建立起完善的环境保护制度，并加强制度执行

与激励作用，是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８］首

先，应加强环境规制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做好整体

性、系统性长远规划，确保制度建设的实效性、适应

性，发挥好中央垂直管理与地方政府平行管理双向

作用，保证制度建设的全面性、指导性。其次，加强

环境规制监管制度创新建设，加大环境监管执法力

度，有责必担、失责必究，建立环境责任追究体系，监

督环境部门将责任落到实处，避免执法不力、粗放执

法等行为，维护被执法者权益。最后，在制度建设中

补充激励机制方面内容，完善生态补偿制度，调动环

境污染企业整治污染、绿色生产的积极性，实现生态

环境的持续好转。

（三）落实企业绿色转型政策，优化产业结构升

级调整

中国面临新的发展阶段，生态、经济协调平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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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应成为主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作为２１世纪的建设者，更应把生态
环境保护作为建设的头等大事，加强对环境保护的

认知，任何社会主体都应遵循自然规律，除了正式制

度上的强制性还应遵循价值观、社会习惯、道德及风

俗等非正式制度。环境规制创新驱动策略探索，还

应将重点集中于企业主体。首先，加强对企业绿色

发展、健康壮大等生产理念的贯彻，安排区域内政府

部门与企业内部进行交流、培训，提升企业对环境保

护的责任意识。其次，强化企业转型发展驱动力，利

用市场化调节机制调动企业转型发展的决心，完善

有利于绿色发展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推动企业主动

创新、积极作为。最后，优化产业结构升级，利用产业

升级及转移发展与环境规制之间的相互影响，改善城

镇化进程中的生态破坏，减少抑制作用的发生。

（四）科技创新引领市场发展，实现生态经济驱

动战略

环境规制对城镇化发展正向作用的发挥，还应

强调对环境治理成本的投入，尤其应注重开发生态

环境技术，增加科研技术投入，利用科技改变整个市

场环境，减少重工业污染类型企业，加大环保技术研

发力度，减少对稀缺环境资源的汲取，依赖可再生资

源获取经济效益的提升。首先，利用科学技术的创

新引领市场发展，重点围绕绿色生态经济建设搞科

研，实现节能环保资源、清洁能源供给、生态修复等

领域的核心技术突破。其次，建立生态经济为纽带

的技术联盟，广泛与全球其他国家开展可持续发展

领域的科研合作，共同开发未知世界，维护全球生态

平衡。最后，政府给予绿色科研机构及企业一定的

政策扶持，从金融资金、人才培养、税收减免、科研合

作、知识产权等方面进行多项优惠，进一步提高市场

主体开展绿色技术创新的能动力。

（五）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生态环境与城镇发

展共赢

进一步探索环境规制对生态环境的促进作用，

并作用于城乡一体化建设中，应成为环境规制战略

性发展趋势。首先，利用环境规制行政行为进一步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严格执行区域防污治污政策，

大力在城乡一体化中发展绿色循环经济，促进生态

建设与城镇化发展同向同行，充分考虑城市和区域

间的空间联系与互动，以构建新的生态优势为目标，

在无差别、整体化的环境规制基础上，打破行政壁

垒，推进区域间的产业圈层升级和协同发展，实现不

同区域间生态环境共建共享共治。其次，坚决防范

重污染型企业在转移出城市后，向农村、山区等乡村

地区聚集，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斩断错误走势，保留乡

村地区发展潜力，最终为新型城镇化建设保留无污

染、原生态、绿意盎然的生态源地。最后，实行差异

化的环境规制政策，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区域经济、

产业、环境生态等发展现状，实行因地制宜的环境规

制政策，创造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

双赢局面。

五、结语

本文探讨了新阶段下环境规制对城镇化发展的

现实影响与实践探索。通过分析，发现环境规制不

仅有效抑制了城镇化进程中的环境污染，推动了城

市绿色发展和企业绿色创新，而且促进了经济增长

方式的质的转变，保护了不可再生资源，对城镇化发

展水平具有空间溢出效应。然而，环境规制在实施

过程中也面临挑战，如规制力度不足、制度缺陷、协

调性不强等问题。为此，提出了加强环境规制政策

执行、改革环境规制制度、推动科技创新引领市场发

展等新驱动策略，以期实现城乡一体化和生态文明

的共赢发展。这些发现不仅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

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也彰显了环境规制在

促进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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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在新型经济犯罪中越来越多的涉案财产以虚拟形式生
成与储存。然而，我国目前对于虚拟财产管理方面的法律规定处于空白状态，司法实践做法不一。

新型经济犯罪中的虚拟财产具有去中心化、匿名性、跨境性等特点，管理难度较大，现有的管理模式

导致涉案虚拟财产保管手段的特殊性被忽略，从收集到执行的技术性被割裂，对犯罪事实的证明性

被限制，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性被阻断。为应对这一挑战，有必要搭建统一管理的专业性机构，把控管

理流程的手段与风险，创新价值性证明的评估方式，保护涉案公民的数字性权益。在此基础上采取

一站式管理模式，并对一站式管理模式的理念、权责、对象和数字化管理方式进行了明确，助推涉案

财产处置工作现代化。

关键词：新型经济犯罪；涉案虚拟财产；一站式管理模式；数字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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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互联网 ＋”、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与经

济活动联系越来越紧密，传统经济犯罪呈现出形式

多样、内容新颖的特征，大量新领域的经济犯罪也不

断涌现，对市场经济秩序、国家经济安全以及人民群

众的财产利益造成了巨大破坏，有关涉案虚拟财产

管理的需求逐步攀升。新型经济犯罪中的虚拟财产

因其具有去中心化、匿名性、跨境性等特点，要求主

管部门在处置涉案虚拟财产时，既要坚持一般财产

处置的基本规则，又要兼顾其特殊需求。但是，由于

现行法律对涉案虚拟财产管理问题尚未作出统一规

定，公安机关对涉案虚拟财产的处置只能依靠间接

性的规范依据。具体而言，一是扣押涉案虚拟财产，

公安机关主要依据２０１９年公布的《公安机关办理
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规则》第７条关于收集、提
取电子数据的措施与方法的规定；二是涉案虚拟财

产的保管，主要依据是２０２０年《公安机关办理刑事

案件程序规定》第２３６条关于“易损毁、灭失、腐烂、
变质而不宜长期保存，或者难以保管的物品”的规

定；三是涉案虚拟财产的处置变现，主要依据是

２０２０年《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２４６
条关于“对冻结的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的

规定，而关于具体的兑付方式、处置程序均缺乏详细

规则。总体来看，新型经济犯罪中涉案虚拟财产在

管理方面处于扣押难、保管难和处置难的“三难”境

地，给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带来了不小的困扰。

从司法实践来看，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

一步规范刑事诉讼涉案财产管理的工作要求，各地

公安机关针对刑事诉讼涉案财产管理问题进行了深

入探索和改革。但是，涉案虚拟财产管理的搜查与

扣押、移送与接受、保管与处理、执行与返还，与传统

涉案财产有所区别。目前，各地司法机关在新型经

济犯罪治理中对涉案虚拟财产的管理缺少可借鉴经

验，缺乏统一的操作规范。从研究情况看，针对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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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犯罪问题，学界从刑法教义学的角度对于网络

犯罪中涉案虚拟财产的界定已有部分研究成果，但

对于刑事诉讼涉案虚拟财产的程序性处置的研究还

较为分散，仅将“涉案虚拟财产”作为“刑事诉讼涉

案财产”内容意义上的组成部分［１］，研究的系统性

和针对性不足。规范涉案虚拟财产相关司法程序作

为党中央确定的一项重大司法改革项目，有待深入

研究。鉴于此，本文以新型经济犯罪中的虚拟财产

管理为切入点，探究虚拟财产从保管到执行的流程

环节存在的困境，明确管理模式转型的功能需求，进

而构造一站式管理合规模式，以期为刑事涉案财产

管理完善提供有益参考。

二、新型经济犯罪中涉案虚拟财产管理的现状

考察

近年来，随着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互联网高科技

手段犯罪的频发，以虚拟物品、虚拟货币、虚拟账号

为代表的新型虚拟财产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刑事司法

实践之中，成为信息网络犯罪的重要对象，对公民的

合法权益、数字平台的利益以及国家的网络安全构

成潜在威胁，针对涉案虚拟财产处置的程序规制显

得愈发重要。侦查机关为了保障诉讼程序的顺利进

行，通常采取一定的强制性手段暂时限制或剥夺涉

案被追诉人对财产的控制、使用、处分等权利，对该

类犯罪的涉案虚拟财产作出程序性处置［２］。目前，

虚拟财产呈现出多样化的形式，包括网络游戏账户

及其关联的装备、角色、等级等，电商网店、社交账

号、自媒体账号以及其下的有形和无形资产，以及虚

拟货币等互联网金融投资。由于当前虚拟财产管理

处于法律缺位状态，虚拟财产往往作为与刑事案件

相关联的犯罪对象、犯罪工具、违法所得而被纳入涉

案财产［３］。在此过程中，涉案虚拟财产的管理工作

是一项复杂且具有挑战性的任务，涉及查扣方式、保

管方式以及处置方式等程序性事务。不少地区对涉

案财产进行了跨部门涉案财产集中管理的探索，但

是虚拟财产作为一种新型的资产，实践中存在不同

的运行方式。

关于新型经济犯罪中涉案虚拟财产的查扣。依

据《公安机关涉案财物管理若干规定》《公安机关办

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等对新型经济犯罪中涉案虚

拟财产进行管理，包括涉案虚拟财产查证、提取、保

管、处置全流程以及监督管理工作。在司法实践中，

主要存在以下几种处理模式：一是一体查扣模式。

该模式是对虚拟财产的实物载体进行扣押，公安机

关依法对涉案资产进行查封、扣押或冻结，以确保虚

拟财产的完整性和安全性。这种模式与传统涉案财

产的管理模式没有区别，通常由公安机关对涉案财

产采取单方面的强制性措施，当事人对此只能被动

接受，但是这种模式没有考虑如何将虚拟财产进行

变现。因为，虚拟财产只有变现之后才能真正彰显

其价值，而其实物载体本身并无价值。二是单独提

取模式。公安机关对涉案虚拟财产的线上数据进行

提取和分析，同时对其线下实物载体进行查封或扣

押，线上线下分别提取。这种模式是对一体查扣模

式的进一步优化，然而将涉案虚拟财产的线上数据

从实物载体中提取对技术性要求过高，这往往需要

当事人认罪认罚，予以配合。倘若当事人不配合侦

查机关的工作，拒不交出私人密钥，那么单独提取的

目的便很难实现。例如，德国巴伐利亚州肯普滕镇

的一名检察官表示从一名诈骗者手中没收了价值超

过５０００万欧元（约合６０００万美元）的比特币，但因
为无法破解密码而不能解锁这笔资产［４］。三是强

制划扣模式。该模式是对当事人控制的虚拟财产采

取划拨式扣押的方式，即重新设定私钥后转到执法

机关的钱包或者地址。四是变现冻结模式。在这种

模式下，公安机关往往会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涉案虚

拟财产进行托管和变现处理，委托第三方机构能够

有效地解决困扰公安机关的技术性难题。当前的主

流做法是通过劝说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配合公安

机关将涉案虚拟货币委托第三方出售，将获得的款

项进行退赔或上交国库，然而这一模式也会伴随着

如何认定第三方机构的资质，由谁来承担高昂的处

置费用，如何对第三方机构进行有效的监管等问题

的发生。

关于新型经济犯罪中涉案虚拟财产的处置。首

先，在侦查阶段，公安机关依法对涉案财产采取查

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性措施，并对涉案财产进行整

理、制作清单、财产保全等。其次，公安机关注重涉

案财产的证据属性，按照“办管分离、分级管理、来

去明晰、妥善保管、案结物清”的管理原则，在案件

办结前，对涉案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性

法律措施，或通过其他强制性手段进行及时有效的

查控和保全，这些方式具有临时性和阶段性的特

点［５］。再次，由于虚拟财产具有特殊性，公安机关

可以依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先行

处置以实现财产保值。而对涉案虚拟财产的变卖、

拍卖应当坚持公开、公平原则，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

会同本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统一组织实施，严禁暗

箱操作。最后，公安机关有权对涉案的各种财产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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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扣押。但面对涉案虚拟财产，由于其虚拟特性，需

要与犯罪嫌疑人进行沟通交流，劝导其上交虚拟货

币的密钥，并同意将电子钱包中的虚拟货币转移到

公安机关或侦查人员所创立的电子钱包中，再对密

钥以及创立电子钱包的设备进行分别保管。

三、新型经济犯罪中涉案虚拟财产现有管理模

式的实践困境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新型经济犯

罪日益增多，涉案虚拟财产在新型经济犯罪中既是

犯罪工具，也是犯罪目标，给刑事案件的侦查、取证、

追缴和追诉带来了巨大挑战。目前，我国法律没有

为公安机关提供涉案虚拟财产管理的明确规则指

引，技术资源也有所欠缺，因此，涉案虚拟财产管理

面临规范层面和技术层面的多重困境。

（一）忽视了涉案虚拟财产保管手段的特殊性

由于虚拟财产具有匿名性、不可逆性以及跨境

性的特点，传统的物证保管、犯罪所得追缴等方式不

能有效应用于虚拟财产。例如，虽然提出了使用新

私钥接收虚拟货币并进行物理隔离的方法，但这种

方法在实际操作中可能会遇到技术和程序上的困

难，“占有私钥保管”模式无法确保固定比特币在

账［６］，这影响了查控证据、保全财产和保障诉讼顺

利进行的实际功效。随着虚拟财产技术的不断创

新，新的加密货币、虚拟货币交易及挖矿技术层出不

穷，区块链技术也存在不稳定性和诸多安全漏洞，导

致虚拟财产载体容易被窃取和攻击。此外，若采取

私钥物理隔离的方式，在公安机关采取扣押行动之

前，犯罪嫌疑人也有可能对“私钥”进行备份，进而

在公安机关保管期间启动“备份私钥”转移和隐匿

数字资产。相关部门在虚拟财产保管方面需要提升

技术能力和安全防护水平，但现有管理模式常常忽

视了这些特殊保管手段的重要性。由于区块链技术

的公开透明性，侦查机关搜查扣押涉案数字资产时，

以及对链上的信息进行分析时，有极大可能会侵犯

公民隐私和个人信息。

（二）割裂了涉案虚拟财产从收集到执行的技

术性

现有传统涉案财产管理模式针对现实资产的处

理，如现金、房产、股票等，在技术和程序上较为成

熟。但随着虚拟财产在新型经济犯罪中的作用越来

越大，传统的管理模式开始暴露出技术性上的不足。

由于虚拟财产具有数字化、去中心化和跨境流动的

特性，它的收集、认定和处置过程需要具备相应的技

术支持和专业知识。然而，现行的涉案财产管理模

式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明显的技术性裂痕。首先，

传统的取证和鉴定手段在涉案虚拟财产方面往往无

法确保证据的有效性和完整性。例如，在对加密货

币交易记录、数字钱包等数据的搜集和分析过程中，

由于加密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虚拟财产的无形性和

易变性增加了取证的难度，同时，虚拟财产的交易记

录往往分散于多个平台或系统中，容易遇到取证困

难、证据链的断裂等问题。其次，现有管理模式无法

充分应对各类涉案虚拟财产收集中涉及的技术难

题。例如，由于涉案虚拟财产交易记录可能存在多

样化的公链和私链，需要具备一定的技术能力才能

进行有效的收集和辨认。再者，传统涉案财产管理

模式在涉案虚拟财产追缴和处置方面面临重大挑

战。涉案虚拟财产的追缴往往涉及跨国、跨部门的

协作，这不仅涉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体系差异，

还涉及跨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和协作机制建设。传统

的法律手段往往难以适应快速变化的数字化环境，

不足以解决涉案虚拟财产的执行困难。此外，由于

虚拟财产的价格波动和流动性较大，如何妥善处置

这些财产以保护被害人和国家利益也是一个难题。

最后，传统涉案财产管理模式在涉案虚拟财产的保

管和安全防护方面也存在不足。虚拟财产保管的过

程中并非简单地将财产“锁定”在一个物理场所，而

是需要依赖于技术手段确保其不被非法操控、盗窃

或用于其他犯罪活动。

（三）限制了涉案虚拟财产对犯罪事实的证明

性

现有的传统涉案财产管理模式主要是针对现实

资产，如现金、房产、股票等权益的分配机制。然而，

在新型经济犯罪中，此类模式往往不能充分满足虚

拟财产对犯罪事实证明的要求。这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首先，虚拟财产具备数字化、跨境性、匿名

性等特点［７］，使得现有涉案财产管理模式的取证环

节难以顺利进行，且容易受到国内外监管差异的影

响，确保数据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可追溯性成为一大

难题。其次，传统涉案财产管理模式所依托的实体

资产负债表和交易日志在虚拟财产领域难以发挥同

样的作用。虚拟财产生成、转移和使用过程往往发

生在数字世界中，难以通过传统的实体资产负债表

和交易日志进行完整记录。传统手段很难获取涉案

虚拟财产的完整、关联性强的信息链条，因而无法有

效还原涉案虚拟财产的生成、转移和使用过程，增加

了调查取证的难度，也会影响执法部门对涉案虚拟

财产的认知和判断。再次，现有的传统涉案财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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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模式对虚拟财产证明价值的挖掘具有局限性。虚

拟财产依托于复杂的网络系统和算法机制，其存在

形态、流转方式以及价值判断都与传统的实体财产

有着本质的区别。我国的法定证据种类中，电子数

据与虚拟财产的特征颇为相似，都具有虚拟性，形成

或储存在电子介质中。有学者早在论述电子数据的

搜查、扣押法律规制时就曾指出，与传统证据相比，

电子数据具有存储内容的海量性、形态的易变性、变

动的可察觉性、内容的难以直接感知性等特点［８］，

因此对于电子数据的管理要求更高。由于缺乏对虚

拟财产运作机制和价值归属的深入了解，很难从技

术和法律层面对涉案虚拟财产的认定和证明提供充

分支持。最后，在保管和处置环节，传统涉案财产管

理模式的落地执行效果受到挑战。虚拟财产的存储

和保管依赖于高度专业的技术知识和先进的加密技

术，同时，虚拟财产的流动性强、价格波动大，且缺乏

统一的评估标准，其价值的确定尤为复杂。当涉及

加密货币、权益代币等虚拟财产时，衍生出技术保

管、资产处置等诸多问题，而现有模式缺乏有效空间

来解决这些问题。

（四）阻断了涉案虚拟财产利益相关方的参与

性

传统涉案财产管理模式在处理涉案虚拟财产

时，往往阻碍了利益相关方的参与。首先，涉案虚拟

财产的特性与传统财产存在显著差异，对数字技术

的依赖性大，传统的管理模式无法充分适应这些特

性，导致涉案虚拟财产的收集、处置和保管环节存在

很多不透明和不可控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利益相

关方很难充分了解和参与虚拟财产的管理过程。其

次，虚拟财产往往体量较大，流动性强，形式多变，价

值不定，传统的涉案财产管理模式对涉案虚拟财产

的取证、追缴和处置能力有限，存在操作困难、证据

链断裂等问题，利益相关方很难有效参与这些过程

中，同时，利益相关方（如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虚拟

财产交易平台、应用开发商等）在涉案虚拟财产的

各阶段过程中，可能面临诸如不公平、不合理的待遇

等问题，从而导致他们无法充分融入虚拟财产的管

理过程。再次，受我国经济政策的影响，虚拟财产变

现存在限制，传统涉案财产管理模式在涉案虚拟财

产取证和处置时，通常忽略了各利益相关方的合法

权益，特别是隐私权和财产权等基本权益。这种做

法削弱了涉案公民的法律地位，可能导致他们在涉

案虚拟财产管理过程中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最

后，传统涉案财产管理模式下的行政和司法部门，在

涉案虚拟财产管理过程中可能缺乏有效的沟通、协

作和信息共享机制。这导致了各利益相关方及其代

理人在虚拟财产的取证、追缴和处置过程中相互之

间的信息获取和沟通受到限制，使得他们难以维护

自己的权益。

四、新型经济犯罪中涉案虚拟财产管理架构转

型的功能需求

针对新型经济犯罪涉及的虚拟财产管理存在的

问题，需要改革现有的管理架构。由于涉案虚拟财产

较之现实世界中的财产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刑

事诉讼中对涉案虚拟财产进行管理时，既要坚持一般

财产管理的基本规则，又要兼顾其特殊需求，由此提

出以下四个管理架构转型的核心功能需求。

（一）需搭建统一管理的专业性机构

保管是涉案财产诉讼全周期的重要环节。作为

证据的涉案财产关涉证据链的完整性，乃至定罪量

刑和公平正义的实现；作为财产的涉案财产，关涉财

产价值的大小、变化及作为基本人权的财产权。我

国传统上对涉案财产主要关注证据价值，对其财产

价值关注较少。对于涉案财产的保管，《刑事诉讼

法》规定了“随案移送”。长期以来，涉案财产的保

管一直是采用分散模式。从纵向看，刑事涉案财产

随侦查、起诉、审判阶段推进，在侦查机关、检察机关

和审判机关之间依次流动，公安司法办案机关对涉

案财产分别保管。从公安司法机关内部来看，涉案

财产在传统上也是由办案机关分散保管。以公安机

关为例，在侦查办案环节，传统上涉案财产由派出

所、刑警队等具体办案部门各自保管，甚至由办案人

员自行保管。随着涉案财产管理过程中不断暴露问

题以及执法规范化的发展，涉案财产的集中保管逐

渐成为趋势。

实践中，我国虽然有公安机关委托第三方机构

侦破涉数字资产案件的实例，但属于临时性、特殊性

的举措，搭建长效的数字资产刑事处置公私协作平

台方为长远之计。公安部、科技部联合部署推进的

科技兴警三年计划（２０２３—２０２５年）中明确指出，要
深入推进创新平台建设行动，通过建设全国重点实

验室，培育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推动地方科技创新平

台建设等，科学规划和合理布局公安领域技术创新

平台，探索警民创新主体有机融合模式，引导科技创

新资源向公安基础研究领域集聚。这为平台建设提

供了有力的政策依据。除此之外，作为辅助机制建

设，我国还应当完善相应的法律规则并加强国际司

法协作［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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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需把控管理流程的手段与风险

流程控制和风险管理是涉案虚拟财产管理架构

转型的重要需求。虚拟财产的匿名性、跨境性等特

点给涉案虚拟财产的管理带来了诸多挑战，在管理

流程中需要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来提高监管效率和

准确性。例如，可以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对

电子存证进行全链条监管，同时，对大量数据进行分

析，以识别异常交易行为，从而提前预防和打击犯罪

活动［１０］。此外，还需要建立健全风险评估体系，对

不同类型的虚拟财产进行分类管理，明确每种财产

的风险特征和管理要求，以数字化技术为依托，追溯

风险源头，搭建有针对性的预防机制和监督反馈手

段，聚焦风险评估、事前预防、监督反馈全流程，形成

管理严密的风险评估和防控体系，以提高管理效率，

确保风险得到有效控制。为了实现对涉案虚拟财产

的统一管理，应设立相应的专业性机构。在统一管

理的专业性机构中，积极梳理并完善涉案虚拟财产

从取证、追缴、保管到处置的全过程监管；制定符合

法律法规和现实情况的操作规程和控制措施，确保

各环节的安全可控；流程应当明确，并涵盖各利益相

关方的合法权益保障，注重平衡各方利益，均衡保护

个人财产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确保公平、公正、公

开的原则得到贯彻落实。

（三）需创新价值性证明的评估方式

涉案虚拟财产管理模式改革需要创新价值性证

明的评估方式，主要原因在于虚拟财产的特殊属性

使得传统评估方法不再适用。与现实财产相比，涉

案虚拟财产的取证难度和价值评估的复杂程度较

高，创新评估方式不仅有助于展现虚拟财产在犯罪

事实证明方面的潜力，还能更准确地评估其价值，从

而推动犯罪所得的追缴和公平处置。

首先，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区块链等先进技术手

段的应用，将极大提高虚拟财产价值评估的准确性

与效率，技术进步将帮助打破传统价值评估方法所

受到的技术、法律和监管壁垒。人工智能等技术可

以实现对海量数据的自动化处理与分析，通过对用

户行为、交易记录等数据的挖掘和分析，揭示虚拟财

产的使用频率、流通情况等重要信息，为价值评估提

供有力支撑。同时，可以根据市场变化实时调整评

估模型，确保评估结果的时效性和准确性。通过关

联分析，能够揭示出虚拟财产与犯罪行为的内在联

系，识别虚拟财产市场中的潜在风险和问题，为监管

部门提供决策依据。

其次，需要建立一个多学科的、综合性的评估指

南，将法律、经济、金融、技术等不同领域的专业知

识、方法与实践相结合。深入分析虚拟财产的法律

属性、权属关系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适用问题，可以

为评估工作提供坚实的法律基础。同时，还需要关

注虚拟财产在司法实践中的案例和判决，以汲取经

验和教训，为评估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这使得涉

案虚拟财产的价值评估不仅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更

体现了现代金融创新和科技发展的趋势。再者，第

三方评估机构具有专业知识、独立性和公信力，引入

第三方评估机构参与虚拟财产价值的评估过程，可

以有效确保评估结果的客观性、公正性和可靠性，提

高评估效果。

最后，应依法保护涉诉人员的合法权益。相关

部门在取证、评估、处置涉案虚拟财产过程中，应遵

循法律原则和程序，严格遵守技术规定，确保犯罪嫌

疑人、被害人以及其他涉案人员的合法权益，保证其

合法财产不受侵犯，尽可能挽回经济损失。同时，评

估过程的透明度和公正性将有利于提高司法程序的

公信力，保证个案正义，并为地方法治和社会公正提

供支持。

综上，涉案虚拟财产管理模式改革亟待创新价

值性证明的评估方式。这一创新将有助于提高价值

评估的准确性及可靠性，确保犯罪所得追缴的效果

以及涉诉各方的权益。

（四）需保护涉案公民的数字性权益

涉案虚拟财产管理模式改革需在维护法治秩

序、打击犯罪的同时充分保护涉案公民的数字性权

益。虚拟财产与数字权益联系紧密，作为管理模式

改革的核心，应运用先进技术手段和法律原则来确

保公民在涉案虚拟财产管理过程中的个人信息安

全、隐私权、财产权等得以充分保障。首先，在涉及

虚拟财产取证、追缴及处置环节，执法部门应遵循法

律原则和程序来确保公民的法定数字权益。特别是

在涉及个人隐私的情况下，必须遵守相关数据保护

法规，确保涉案公民的个人信息不被滥用。其次，改

革过程中应注重公平原则，确保合法权益的平衡。

在犯罪所得追缴后的虚拟财产分配环节，执法部门

需为被害人提供有效救济，并确保其他涉案人员的

合法权益不受损害。在对涉案虚拟财产进行审判和

处置时，司法部门应确保公正、公平地对待所有利益

相关方。此外，管理改革还需加强对涉案虚拟财产

的监管，在遵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通过对虚拟财产

交易进行实名制管理，以便有效追踪虚拟财产的交

易记录和流转情况。同时，设立资金阈值，限制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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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行为，以减小涉案公民在虚拟财产领域所面临

的风险，防止虚拟财产被用于非法活动。最后，要及

时完善与虚拟财产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为保护涉

案公民的数字性权益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与此同

时，教育和提高公众对虚拟财产和数字权益的认识，

帮助公民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益。

五、新型经济犯罪中涉案虚拟财产一站式管理

的合规模式

为应对新兴经济犯罪中涉案虚拟财产管理的前

述需求，传统分散的涉案财产保管场所升级为现代

化的统一的涉案财产管理中心，因此，需要进一步明

确一站式管理的基本理念、权责分配和管理对象。

作为现代化的涉案财产管理中心，“物的看守所”应

当遵循以下模式，以实现高效、安全和透明的虚拟财

产管理。

（一）一站式管理的权责

基于现代化涉案财产管理中心（“物的看守

所”）的功能定位，涉案财产管理中心应当是独立、

统一的。“统一”是指将公检法等办案机关分散保

管的涉案财产进行集中管理；“独立”是指涉案财产

管理中心独立于公检法等办案机关。为了确保一站

式管理模式有效实施，权责明确至关重要。首先，一

站式管理机构需负责涉案虚拟财产的整体规划与协

调。这包括制定完善的政策和法规，明确规范涉案

虚拟财产的取证、追缴、保管和处置程序，以及协调

多个部门和利益相关方的资源，提高管理效率，确保

涉案虚拟财产的完整性和安全性，促进不同办案机

关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协作，提升整体办案水平，实现

高效、安全和透明的虚拟财产管理。其次，该机构应

具备对相关执法及监管部门的授权。这意味着一站

式管理机构在法定权限范围内，可以对执法及监管

部门发布要求，保证涉案虚拟财产管理的合规性和

实时监测。授权机制应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根据法律

法规设立，并明确规定管理机构的职责、权限和责

任，在管理中心受到有效监管的同时，保证管理中心

在履行职责时不受其他部门的干扰，能够始终保持

公正、客观的态度，及其专业性和权威性。

（二）一站式管理的理念

随着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代表的新一代

信息技术的发展，虚拟财产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力不

断增大。这一特点要求公权力机关在对虚拟财产进

行查封或冻结时要格外小心，以免损坏虚拟财产数

据内容，侵犯相关人士的合法权益，导致刑事诉讼的

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两大价值目标双重受损。因

此，涉案虚拟财产的保值增值便提上了日程，涉案虚

拟财产的管理仅止于“看住不丢”已经无法满足社

会发展需求，实现涉案虚拟财产保值增值应当成为

现代化的涉案虚拟财产管理中心的功能。首先，防

止涉案虚拟财产贬值。由于涉案虚拟财产往往涉及

较长的司法程序，长时间的存放和管理可能导致其

价值下降。例如，一些游戏币、虚拟账号等，其价值

可能随时间流逝而迅速贬值。通过现代化的涉案虚

拟财产管理中心，采用科学的管理方法和技术手段，

对涉案虚拟财产进行妥善保管和维护，确保其价值

不受损失。其次，保护合法财产权。涉案虚拟财产

往往涉及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果管理不当，可能导

致当事人的财产权受到侵害［１１］。因此，涉案财产管

理中心需要确保涉案虚拟财产的安全性和完整性，

防止因管理不善而导致的损失或损坏，并确保涉案

虚拟财产的处置和分配符合法律法规和程序要求，

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最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建立多主体之间的快速反应机制，以保证在发现紧

急情况时能迅速启动协同行动。设立一个相关各部

门组成的应急小组，根据案情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在

关键时刻迅速调动相关人员和资源开展协同行动。

这一应急小组汇集政府部门、企业、研究机构和民间

组织等各方资源和力量，共同应对涉案虚拟财产管

理的挑战。这种协作模式不仅提高了虚拟财产管理

的效率和质量，还降低了政府的负担和风险，实现了

涉案财产管理的可持续发展。

（三）一站式管理的对象

新型经济犯罪中涉案虚拟财产一站式管理机构

的管理对象，涵盖广泛的虚拟财产类别，以便全面应

对涉案虚拟财产的管理挑战。这些管理对象包含以

下四大类：一是虚拟货币。在涉案虚拟财产管理中，

虚拟货币是最主要和典型的管理对象。其中包括比

特币、以太坊、莱特币等主流加密货币，以及各种其

他小众加密货币。这些虚拟货币容易跨境、匿名交

易，已成为经济犯罪活动中最常见的虚拟财产形式。

二是游戏内虚拟物品。涉案虚拟财产一站式管理机

构还需重点关注游戏内虚拟物品。这些物品包括游

戏角色装备、游戏道具、虚拟货币及其他虚拟物品。

由于游戏内虚拟物品具有一定价值，犯罪分子可能

利用这些物品进行洗钱、诈骗等经济犯罪活动。三

是虚拟服务。包括云计算服务、网络空间租赁、虚拟

私人网络（ＶＰＮ）服务以及其他在线服务。这些虚
拟服务被转售、出租或用于犯罪活动，给管理机构带

来了极大的挑战，需对付费使用者进行监管，以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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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意行为。四是其他虚拟资产。一站式管理机构也

需要关注新兴的虚拟资产类型，诸如非同质化代币

（ＮＦＴ）等知识产权类资产，由于其价值和流通性较
高，可能成为新型经济犯罪的目标。并且，虚拟财产

的衍生、变化并不会止步于目前虚拟货币、ＮＦＴ等形
式，虚拟财产与现实世界存在天然隔离，又具备一定

的互通性，极易成为不法分子洗钱工具。由此，在新

型经济犯罪中涉案虚拟财产一站式管理机构目标应

当是全面应对涉案虚拟财产管理的挑战，抓住虚拟

货币、游戏内虚拟物品、虚拟服务以及其他新兴虚拟

资产等多种管理对象，建立有效监管机制，防止虚拟

财产被用于不法用途［１２］。

（四）一站式管理数字化

新型经济犯罪中涉案虚拟财产一站式管理机构

应充分利用数字化溯源技术来加强对虚拟财产的管

理和监控。通过运用大数据分析、区块链技术、人工

智能等先进工具，该管理机构将大幅提升对涉案虚

拟财产来源、交易和流转过程的追踪能力，为打击犯

罪活动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综合执法部门、交易

平台、境外金融情报机构的共享信息，还原虚拟财产

对应的犯罪主体，对现实身份、虚拟资产账户和交易

场景进行串联，有效打击涉虚拟财产经济犯罪。

数字化溯源技术的核心是利用数据驱动和智能

化手段，构建一套透明、可信、可验证的虚拟财产追

踪体系。通过将涉案虚拟财产的产生、交易和流转

过程记录在具有不可篡改、可溯源特性的区块链上，

管理机构可以实时监测虚拟财产的动态，迅速查找

出虚拟财产的源头，揭示犯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及

其违法行径。同时，数字化溯源技术还有助于管理

机构从大量数据中发现犯罪活动的规律，判断可能

存在的风险，并制定相应的预防和处置措施。例如，

利用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一站式

管理机构可以识别虚拟财产交易的异常行为、潜在

风险以及涉嫌违规操作。此外，数字化溯源技术还

可以提高涉案虚拟财产取证的效率和可靠性。借助

区块链、加密技术等手段，确保取证过程在合法、公

正、透明的前提下进行，为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提供

高质量的证据材料。

六、结语

近年来，随着新型经济犯罪的高发频发，刑事诉

讼中针对涉案虚拟财产的管理显得愈发重要。而现

行法律并未就涉案虚拟财产管理问题作出专门性规

定，通常以各地方自行探索和完善为主，因此，管理

问题经常出现操作程序上的冲突与矛盾，这既不利

于刑事司法机关办案效率的提升，也不利于对被害

人的财产权利进行保护与事后救济。《刑事诉讼

法》第四次修改已经列入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人大立法规划，属于第一类项目“条件比较成熟、任

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１３］。涉案财产制度改

革是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点问题，公检法各方

均给予了重点关注并积极为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做准

备。应以此为契机，积极完善涉案虚拟财产的管理

模式，在遵循数字正当程序与数字人权的基础上，探

讨涉案虚拟财产管理的法律规范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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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推进政务数据共享作为数字政府建设中的重要内容，有助于提高政府间政务数据的流
转效率和政府工作效率，但现有制度制约着政务数据共享整体效能的实现。政务数据在共享实践中

主要面临三方面的难题：政务数据权属难题；政务数据共享类型划定模糊；政务数据共享跨地域跨部

门协同难题。我国在政务数据共享实践及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应当基于政务数据“国家所有”

来构建政务数据权属结构，进一步规范界定政务数据共享类型以及设立政务数据共享管理职能主体

进行法律应对，从而推进数字法治政府建设。

关键词：数字政府；政务数据；数据共享；法治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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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数字政府建设中政务数据共享实践的不断
推进，有关政务数据共享所面临的法治难题成为学

界讨论的热点。所有的这些讨论集中在以下几个方

面：第一，政务数据本身存在的权属界定难题。关于

此问题，有学者提出政务数据应当以数据来源主体

为基础划分标准确定所有权［１］，也有学者将数据资

源视为国有资产，认为政务数据应当属于国家所

有［２］。如何构建兼顾流通效率和权益保护的政务

数据权属结构成为当下亟须解决的问题。第二，政

务数据共享类型存在划定模糊的问题。该问题产生

的原因在于政务数据按照共享类型可以划分为无条

件共享、有条件共享和不予共享三种类型。然而，有

学者提出目前采取的三分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程度

不够，从而提出两分法［３］。囿于实践中对政务数据

的划定不明确和不合理，政务数据有序高效共享面

临阻碍。第三，不同地域不同部门之间，由于物理空

间和组织结构等因素，面临着政务数据共享时跨地

域跨部门的协同困难。需要回应的是：如何确定政

务数据权属？如何进一步规范界定政务数据的共享

类型？如何应对政务数据共享时的跨地域跨部门协

同难题？如何更好地使政务数据共享助力数字政府

建设？本文立足于当前政务数据共享的实践现状，

将对以上法治难题进行法理分析，并提出法律应对

进行回应。

一、数字政府中政务数据共享存在的法治难题

（一）政务数据共享存在权属难题

政务数据共享时存在的权属难题主要是政务数

据所有权界定不清晰，此难题制约政务数据有序高

效共享的实现。政务数据资源所有权是政务部门实

现对政务数据资源占有、使用和处分权利的基础。

因此，政务数据权属明确与否对于政务数据能否实

现有序高效共享十分重要。然而，《政务信息资源

共享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并未就这一

问题作出明确回应。政务数据权属制度顶层设计的

缺位，导致地方在实践中采取了不同的制度安排。

以“政务数据”为关键词，通过“北大法宝”检索现行

有效的地方文件，得到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

地方规范性文件共９１份。其中明确政务数据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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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国家所有的文件有６份，明确政务数据资源归属
政府的有６份，余下７９份文件未就政务数据权属的
界定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不难看出，地方政府就政

务数据权属界定这一问题的应对存在较大差异。政

务数据资源所有权不明确与不统一将对政务数据共

享造成如下难题：第一，政务数据权属不明将导致政

务部门对政务资源所有的合法性产生争议，基于政

务数据政府所有论，某一政务部门认为某项政务数

据来源于本部门的职权，属于该政务部门的“私有

财产”，进而不愿意与其他政务部门共享，从而形成

“数据孤岛”，这与《办法》中“以共享为原则，不共享

为例外”（即“尽可能共享”）的原则性规定相悖；第

二，政务数据权属不明将导致政务数据共享时政务

部门之间的权益难以划分，在政务数据授权运营使

用的背景下，基于政务数据国家所有论，无论数据如

何共享，数据的收益分配权应当属于国家，实际收入

应当计入国库［４］，而基于政务数据政府所有论，政

府可以基于本单位对政务数据的所有权主张获得收

益，将会产生跨地域或者跨层级共享数据的收益分

配争议问题；第三，政务数据权属规定不统一，部分

地方将政务数据资源归属国家所有，而部分地方则

将政务数据资源归属政府所有，则无法回应政务数

据权限在不同层级的政务部门之间如何划分的问

题［５］，造成政务数据共享管理混乱，地方政府“各自

为政”，不利于实现政务数据的有序共享。因此，为

了发挥政务数据共享在数字政府建设中的积极作

用，亟须对政务数据的权属结构进行明确。

（二）政务数据共享类型划定模糊

政务数据共享类型划定模糊体现在其划定不明

确与不合理，此问题制约政务数据有序高效共享的

实现。就其划定不明确问题，尽管采取三分法的

《办法》已经划分出“无条件共享”“有条件共享”和

“不予共享”三种共享类型，但并未对其范围进一步

明确划定，仅仅对“不予共享”的法律依据要求等内

容有所规定。虽然地方共享实践中也基本采取了这

一划分方法，但各地在三分法之下的具体划定仍不

明确，该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部分地方就共享类型划分采取的规定过

于概括。以《广东省政务数据资源共享管理办法

（试行）》为例，该文件第１８条将“无条件共享”的政
务数据规定为“可提供给所有政务部门共享使用的

政务数据资源”。其他多地也采取了与之类似的概

括表述，这种表述所规范的“无条件共享”范围模

糊。尽管可以基于“以共享为原则，不共享为例外”

的原则，通过设定条件要求“有条件共享”和“不予

共享”需要提供有关依据，以排除例外情形的方式

确定“无条件共享”的范围。但是“有条件共享”和

“不予共享”的范围仍然存在相当的模糊性，“无条

件共享”的范围依旧难以确定。

第二，地方就“有条件共享”以及“不予共享”所

设定的准用性规则不一致。例如，尽管《办法》已经

就其准用性规则进行了规定，但是河北省仍然要求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确定“不予共享”的范

围，其明确程度显然不及《办法》规定。此外，地方

之间的准用性规则也存在差异。比如广东省“不予

共享”的准用性规则包括“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依

据”，而河北省则规定为“有关法律法规”，二者之间

在规章能否成为准用性规则方面产生了不一致，不

利于政务数据的有序共享。究其原因，在于《办法》

中政务数据共享类型缺乏明确的划分标准。明确性

的法律规范可以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６］，倘若不明

确划定政务数据共享类型，政务数据的共享也将囿

于可操作性难题而难以推进。就其划定不合理问

题，体现在涉及个人信息的政务数据共享在性质上

具有双重性，既应当受到个人信息保护有关规定的

规制，也应当受到政务数据共享有关规定的规制，而

二者的价值导向却不相一致。

基于上述讨论，学界认为现行制度下政务数据

类型划分采取的三分法不合理，应当采取承载个人

信息的政务数据和不承载个人信息的政务数据的两

分法［３］。此观点主张涉个人信息的政务数据以不

共享为原则，突破了“以共享为原则，不共享为例

外”的原则，将使得涉个人信息的政务数据进行共

享以获得合法授权或者进行合职责性判断为前提。

尽管基于现有的三分法框架，将个人信息保护的有

关规定作为“不共享为例外”的依据，在不突破“以

共享为原则，不共享为例外”的原则性规定的基础

上，能够对涉个人信息的政务数据共享进行规范。

然而，此时仍然无法回应三分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

足够与否，三分法划定的合理性仍需进一步讨论。

（三）政务数据共享跨地域跨部门协同难题

传统的部门间政务信息的共享受限于物理空间

和科层制组织结构，存在着跨地域跨部门的协同难

题［７］。尽管在数字政府建设的背景下，“政务信息”

的共享正转变为“政务数据”的共享，传统的协同难

题似乎能随着数据的快速流转交换从而获得解决方

案，但是物理空间上难以跨越的距离阻碍以及科层

制的组织结构所经历的数字化转型仍然使得政务数

据的共享面临跨地域跨部门的协同难题。就政务数

据共享的跨地域协同难题，问题之所在已然不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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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通信手段带来的技术上的落后，而是政策实施

所存在的地域性差异，包括地方基于属地管理原则

与本地利益的考虑就政策的具体实施存在差异，以

及政企合作背景下形成的“政企绑定”模式导致因

合作企业的差异构筑起政务数据的地域壁垒［３］。

政务数据共享的跨部门协同难题，包括同一层级各

部门与不同层级部门之间的跨部门协同难题。基于

传统的科层制组织结构下进行的政务数据共享，由

于政府上下级之间存在严格的层级关系与权限界

限，导致上下层级部门之间或者同层级部门之间政

务信息共享效率低下。尽管数字政府的层级关系由

科层制正转向更能适应治理效率要求的扁平化模

式，政务信息的共享仍然因包括共享存在信任成本、

部门保护主义以及共享机制不健全在内的各种各样

的原因而面临着协同难题［８］。就以上问题，究其原

因在于治理组织模式存在差异性。目前，我国政务

数据治理组织模式兼有分布式治理与集中式治理二

者的特征。在中央层面，随着国家数据局的设立，由

分布式治理为主转向分布式治理与集中式治理共存

的混合模式。而在地方层面则以集中式治理为主［９］。

其中，数据管理机构是集中式治理的重要体现。

就地方而言，实践中省级数据管理机构大致是

通过职能整合设立新机构或者对其他机构赋予数据

治理职能并挂牌两种途径成立的［１０］。以省级数据

管理机构为例，在单位性质方面，省级数据管理机构

的性质包括事业单位、直属机构、管理部门或者挂牌

机构，不全然一致。集中式治理模式产生的纵向差

异体现即上下级政府部门之间政务数据共享的衔接

沟通障碍，横向差异体现即政务数据跨地域共享时

数据管理机构在职责等级方面存在不协调，以上两

类差异共同导致政务数据共享时的跨地域跨部门协

同难题。为此，有许多观点主张借鉴域外经验引入

政务首席数据官制度加强政务数据的共享管理，然

而，政务首席数据官本身也存在着任职和考核的制

度不确定性风险，政务首席数据官制度能否应对我

国政务数据共享协同难题的需求，需要对其进行法

理分析。

二、数字政府中政务数据共享的法理分析

政务数据政府所有论和国家所有论的争论、共

享类型划定两分法对三分法的否定以及引入首席数

据官制度回应协同难题的观点，关涉数字政府建设

中行政壁垒、行政效能提升等问题。为此，需要对政

务数据共享法治难题进一步进行分析。

（一）政务数据共享权属难题的法理分析

政务数据共享权属难题在实践中的表现即政务

数据存在政府所有和国家所有两种不同的制度设

计。理论上，不仅存在着政府所有论和国家所有论

两种观点，还有一种观点主张以数据来源论回应政

务数据共享权属难题。数据来源论主张根据数据来

源的不同，政务数据还可以归属于自然人、法人和非

法人组织［１］。政务数据在权属安排上各派观点的

不一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务数据兼有公权

属性与私权属性。有学者以政务数据涉及个人隐

私、商业秘密与国家秘密与否为标准区分出公共性

和私有性的政务数据［１１］。实际上，政务数据是公权

性与私权性的统一。其公权性的一面体现在政务数

据是由国家或政府代表的公权力对其行使管理和控

制的数据。而其私权性的一面则体现在政务数据涉

及私主体的有关权益。比如户籍信息、税务信息等

作为实践中共享需求较大的一类政务数据，一方面

其数据来源为私主体自身或者与私主体有着密切的

联系，另一方面这类数据一旦在共享的过程中被滥

用或者泄露，将对私主体的权益造成损害。倘若考

虑其私权性的一面，按照数据来源论以数据的来源

主体确认归属，权属难题将仍然存在。以交通违法

数据为例，该项数据既是由交通参与者实施交通违

法行为生成的数据记录，也是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的监测设备获取生成的数据记录。这种情况

下，该项交通违法数据究竟是归属于交通违法者？

还是归属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数据来源论难

以回应这些问题，进而也无法对私权益的保护这一

命题做出回应。

上述数据来源论的观点显然存在漏洞，对政务

数据共享中私主体权益的保障应当另寻可行路径。

若是考虑其公权性的一面，将其归属于国家或者政

府，固然能够有利于政务数据共享在安全且合规的

环境下进行，但是在政务数据授权运营使用的场景

中，作为数据来源的私主体获得收益的权利将由于

分配成本极高等原因从而难以得到实现［４］，政务数

据授权运营的收益在各政务部门间如何合理分配仍

然不明晰。此时，为选择适于数据收益合理分配的

权属方案，可对政府所有论和国家所有论进一步进

行分析。政府所有论以劳动财产理论和数据的公共

资源法律性质作为法理基础，进而以明晰政务数据

权利的民事权利客体属性、明确政府有关法律义务

等内容作为其制度意义［１２］。相比之下，国家所有论

主张由国家突出其作为政务数据“所有者”的优势，

调节数据资源的配置，从而能够有效解决公共数据

合理利用与公平分配难题［１３］。

实际上，通过对制度的进一步设计完善，国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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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论同样能够对政府有关政务数据的法律义务进行

明确，同时也能回应政务数据共享中私主体权益保

护的命题。因此，笔者认为国家所有论为政务数据

共享权属难题可行的解决路径。然而，此时仍然需

要回应政务数据权限和权益划分的难题。比如，政

务数据的共享涉及政务数据的具体管理职能的分配

问题，某一政务部门是否具有使用共享数据的权限

的问题，以及授权运营之下收益如何分配等问题。

以上问题关涉政务数据的管理、使用和收益。为此，

应当在明确政务数据国家所有的基础之上，对政务

数据的管理权、使用权和收益权进一步进行制度设

计和完善。

（二）政务数据共享类型划定模糊的法理分析

政务数据共享类型划定模糊即目前实践中采取

的三分法划定出的共享类型不明确、不合理。就其

划定不明确问题，在于划定过于概括以及准用性规

则不一致两个方面。其不明确性意味着政务数据共

享缺乏明确规范的指引，从而产生了可操作性难题。

这一难题体现在政务数据共享时，难以依照法律法

规确定某一政务数据属于的类别，进而难以确定其

应当共享与否以及应当采取的共享方式。可操作性

难题将导致政务部门在政务数据共享类型的判断方

面获得了相对大的裁量空间，也意味着政务部门在

政务数据的共享方面被赋予了较大的行政裁量权。

由于尚未建立统一的政务数据共享标准，各政

府部门仍然是自己的“守门员”，可以自主决定政务

数据共享与否以及自主设置共享条件。当共享裁量

权不当行使时，将可能大大增加权力恣意的风

险［１４］。行政的生命在于裁量，行政法的中心任务就

在于通过法治的方式有效解决行政裁量问题。［１５］尽

可能缩减乃至彻底消灭裁量权并不是有效解决行政

裁量问题的可行路径，为发挥政务数据共享的积极

作用，应当在充分保障政府自主积极共享政务数据

的基础上适当限缩其共享裁量空间，进而回应政务

数据共享类型划定不明确问题。就其共享类型不合

理问题，主张承载个人信息的政务数据原则上不共

享以及不承载个人信息的政务数据原则上无条件共

享的两分法［３］，剔除了“有条件共享”类型，政务数

据的地域属性、涉密属性以及共享部门的职权范围

等关乎政务部门能否对其共享的条件因素无法通过

该划分方式得以直观体现。因此，基于个人信息保

护理念的两分法有一个显著的弊端，即过度强调了

个人信息保护在政务数据共享类型划定中的重要

性，从而相对忽视了其他因素之于共享类型划分的

重要意义。

至于三分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足够与否这一问

题，其实基于目前采取的三分法，以个人信息保护的

有关规定作为“不共享为例外”的依据，便能够实现

对按照个人信息保护有关规范不应当共享的涉个人

信息的政务数据不予共享。两分法划分出承载个人

信息的政务数据，而后再分类处理。承载个人信息

的政务数据以不予共享为原则，同时以符合有关规

范为有条件共享的合法性依据。而不承载个人信息

的政务数据最终仍需通过三分法进一步进行划分。

实际上，两分法的支持者所提出的重塑方案不过是

将政务数据涉个人信息与否这一判断进行了前置。

在此意义上，三分法和两分法之间的差异在于对政

务数据的个人信息属性确认顺序的先后有所不同，

其最终目的实际上仍然集中于对个人信息权益的保

护，所谓突出保护个人信息权益的二分法实际上是

更复杂的另一种形态的三分法。综上所述，三分法

对个人信息的保护程度足够。政务数据共享类型划

定模糊问题的应对重点仍然在于通过明确制度规范

从而进一步完善三分法之下的政务数据类型划定。

（三）政务数据共享跨地域跨部门协同难题的

法理分析

跨地域跨部门协同难题在于现有的政务数据治

理组织模式下各政务部门的统筹协作能力无法满足

当下政务数据共享的需要。基于整体性政府理论，

数字政府建设中应当加强各政务部门在政务数据共

享方面的协同合作，包括在技术、制度等方面的协同

合作。为此，有观点主张应当引入政务首席数据官

制度。所谓政务首席数据官，其核心在于通过专门

的机构或人员来负责政府数据处理工作。［９］该制度

也被认为是能够为政务数据共享提供有效组织保障

且可为我国采取的可行制度路径。而在此之前，需

要对其合理性与可行性进行分析，以确认政务首席

数据官制度具备引入我国的理论基础。其一，政务

首席数据官制度能够弥补目前政务数据共享中统筹

协作性的不足。统筹协作性不足的原因在于政务数

据共享的各主体之间缺乏有效的交流和沟通，这种

情况也被称为结构性失能。［１６］政务首席数据官能够

发挥跨地域沟通协调作用，就“政企绑定”产生的数

据地域壁垒，政务首席数据官可以通过提供技术支

持和发挥沟通对接作用的方式予以应对。此外，政

务首席数据官作为跨部门沟通协调的关键人物，通

过担任各政务部门间交流沟通的中间人，从而逐步

消解政府部门间的信任壁垒，实现政务部门间信任

度与政务数据共享程度的相互促进。因此，政务首

席数据官制度是当下政务数据共享的现实难题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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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回应方式。其二，政务首席数据官制度存在任职

和考核的制度不确定性风险。这一问题的争议焦点

在于应当由谁担任政务首席数据官。政务首席数据

官本身需要发挥统筹协作政务数据共享的作用，倘

若由政务部门的领导人员特别是负责政务数据工作

的领导人员兼任这一职位，显然在政务数据的共享

中更能够发挥出统筹协作作用。然而，政务数据共

享工作具有鲜明的技术特征，既有需要居中调度的

一方面，也有需要应对技术性问题的一方面。因此，

也有观点指出，应当安排兼具管理协调能力和技术

能力的人员担任这一职位［１６］。这种观点认为首席

政务数据官制度的不确定性风险在于其所需要兼具

技术能力和统筹协作能力人才的培养、保障和考核

体系暂时缺位。关于政务首席数据官的人选问题，

还有方案提出，可以通过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或者选

拔专家学者借调挂职的方式确定这一职位的人

选［９］。这一方案的问题在于偏离了政务首席数据

官职责的重点。实际上，政务首席数据官这一职位

工作的重点任务应当在于应对政务数据共享的跨地

域跨部门的协同难题，因此在确定其人选方面，应当

更为重视其在政务数据共享方面起到的统筹协作能

力。要求政务首席数据官兼具相当的技术能力在一

定程度上固然有助于应对政务数据共享时突发的技

术性问题，但基于专业分工理论，政务数据共享中的

技术性工作完全可以由专门的技术人才负责，政务

首席数据官承担起统筹协作工作的职责便可。作为

一项新的制度安排，通过规范完善人才考核评价制

度，政务首席数据官制度所存在的风险可以得到一

定程度地消解。

综上所述，政务首席数据官制度在理论上具备

引入我国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基础，而如何使政务首

席数据官制度符合应对我国政务数据共享协同难题

的现实需求，需要进一步进行制度设计。

三、数字政府中政务数据共享法治难题的法律

应对

为推进数字政府的法治化建设，有必要对制约

政务数据共享的法治难题予以法律应对的回应。为

此，可以基于“国家所有”构建政务数据权属结构、

进一步规范界定政务数据共享类型以及设立政务数

据共享管理职能主体，以实现政务数据共享的积极

效能。

（一）基于“国家所有”构建政务数据权属结构

为回应政务数据共享权属问题，应当基于政务

数据国家所有论，在确认政务数据所有权归属于国

家的基础之上，从管理权、使用权和收益权三个方面

出发构建政务数据的权属结构。

其一，关于政务数据管理权，应当规定由政府享

有和承担政务数据管理权责。各政务部门管理本部

门内的政务数据，县级以上政务数据管理部门对其

管理区域内各政务部门的政务数据统筹管理。就政

务数据共享中各政务部门之间出现的争议问题，根

据所涉政务数据所属的管理部门的不同分别处理。

所涉政务数据属于同一政务数据管理部门管理的，

由该政务数据管理部门进行处理；所涉政务数据属

于不同政务数据管理部门管理的，由具有管理权的

各政务数据管理部门之间协调处理。

其二，关于政务数据使用权，应当规定政务部门

有权依照其法定职权和实际业务的需要使用其他政

务部门共享提供的政务数据。政务数据使用权行使

的流程如下：首先由需要申请使用的政务部门通过

政务数据共享平台向政务数据管理部门提交共享使

用政务数据申请，申请应当包括需求原因、职权依据

和使用安排等内容。然后由政务数据管理部门审核

该共享使用申请。对于符合共享条件的申请，应当

在能够满足使用需求的最小范围内提供有关政务数

据给申请使用部门。对于不符合共享条件的申请，

应当将不符合条件的情况向共享申请部门予以说

明。通过共享获取的政务数据，申请使用的政务部

门应当严格按照申请需求使用。

其三，关于政务数据收益权，应当确定该项权利

由国家享有。对于政务数据授权运营使用产生的收

益，应当对数据来源者、运营者和国家分别进行制度

安排，实现政务数据收益的合理分配。包括自然人、

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等主体在内的数据来源者不直接

参与收益的分配。可以根据授权运营的产品或服务

的特点，采取为数据来源者使用相关产品或服务设

置豁免机制的方式，间接保障数据来源者的获取收

益的权利。对于运营者而言，应考虑其投入的资金、

技术和人力等资源成本以及其所承担的技术风险和

商业风险等各类风险，按照贡献适当确定其应得收

益并进行分配。但政府不是政务数据收益权主体，

仅负责具体执行相关收益的分配工作。政务数据通

过授权运营或者其他方式获得的实际收益最终应当

归入国库。

（二）进一步规范界定政务数据共享类型

为应对政务数据共享类型划定模糊问题，需要

进一步对其进行规范界定。就其不明确问题，需要

进一步明确三分法划分之下的政务数据类型。

其一，关于“无条件共享”类型。应当明确基础

信息类政务数据和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当由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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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政务部门并联审批的政务数据属于“无条件共

享”的政务数据。如自然人基础信息、法人和非法

人组织基础信息、公共服务信息、公开空间地理信息

等属于基础信息类政务数据。其中，需要明确的是，

自然人基础信息包括自然人姓名、性别、民族、出生

日期、证照号码、户籍地址等信息，不包括个人隐私

信息。基于政务数据共享的效率性需要，还应当明

确并联审批类政务数据属于“无条件共享”的范畴。

如税务信息、不动产信息等政务数据在需要并联审

批的情形下，应当按照“无条件共享”的类型予以共

享。列入“无条件共享”类型的政务数据，除存在

“有条件共享”或者“不予共享”的例外情形，应当共

享。

其二，关于“有条件共享”类型。对涉及国家、

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个人合法权益的政务数据，应当

设置共享条件。共享申请部门依法具有获取该政务

数据的权限为必要条件。同时，还应当根据政务数

据的不同特点针对性设置共享前提条件。例如，涉

公共安全的政务数据共享还应当以共享后的用途不

造成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为共享的前提性条件，涉

商业秘密的政务数据共享还应当以共享后该信息的

用途不会造成该商业秘密被侵犯为共享的前提性条

件。包括生物识别、宗教信仰、特定身份、医疗健康、

金融账户、行踪轨迹以及通信内容等信息在内的涉

个人隐私的政务数据，应当以取得该自然人知情同

意为共享的前提性条件。由政务数据管理部门审核

共享申请部门是否符合该数据共享条件并做出是否

同意共享的决定。

其三，关于“不予共享”类型。涉国家安全和国

家秘密等政务数据应当明确列入“不予共享”的政

务数据当中。由于“有条件共享”和“不予共享”类

型的划分应当以具有明确的准用性规则为前提，因

此还需要进一步对于三分法之下有关准用性规则进

一步明确和统一。可以规定以法律、行政法规和部

门规章为“有条件共享”以及“不予共享”所依照的

统一准用性规则。在准用性规则出现冲突的情况

下，由政务数据管理部门确定所采取的准用性规则。

（三）设立政务数据共享管理职能主体

为了应对政务数据共享协同难题，应当设立政

务首席数据官，构造政务数据管理部门与政务首席

数据官共同承担政务数据共享管理职能的政务数据

共享管理模式。

首先，应当对政务首席数据官的设立制度进行

规范。政务首席数据官在政务数据管理部门和政务

部门分别设立。政务数据管理部门应当在本部门设

立政务首席数据官，由本级政府分管政务数据工作

的领导人员兼任。各政务部门根据自身实际的业务

需要，可以在本部门设立政务首席数据官，由本部门

负责政务数据工作的领导人员兼任，并由本部门进

行任免，其任免情况应当报政务数据管理部门备案。

其次，应当对政务数据共享管理主体的工作机

制进行明确。关于政务数据管理部门、政务部门与

政务首席数据官之间的工作机制问题，应当明确政

务首席数据官接受“双重领导”。一方面，政务首席

数据官接受本级政府或本部门的行政首长的领导；

另一方面，下级政务首席数据官同时还要接受上级

政务首席数据官的领导。基于“双重领导”体系，政

务数据管理部门的政务首席数据官统筹协调本部门

管理范围内的政务数据工作，并向本级政府汇报政

务数据管理工作，参与本级政府的政务数据治理决

策。政务部门的政务首席数据官负责本部门内部的

政务数据的管理工作，同时负责本部门政务数据对

外的共享、开放等工作。关于政务首席数据官之间

的工作机制，应当建立政务首席数据官沟通协作机

制。由政务数据管理部门的政务首席数据官定期召

开由本地区各政务部门的政务首席数据官参与的联

席会议，在会上对本地区本部门的政务数据工作进

行沟通。对于政务数据共享中出现的专项问题，如

某项政务数据在跨地域共享时遇到的沟通协作困

难，由政务数据管理部门的政务首席数据官组织各

有关政务部门的政务首席数据官成立专项问题沟通

协作小组予以处理。

最后，应当建立政务首席数据官年度考核评价

机制。由政务数据管理部门负责政务首席数据官的

考核评价工作。考核评价指标应当包括政务数据安

全保障、个人信息保护、专项问题应对、共享工作效

率和合乎程序情况以及数据共享部门和数据被共享

部门对政务首席数据官履职情况的评价等内容。政

务首席数据官应当根据考核评价结果改进其工作。

四、结语

数据共享在政府工作中的应用实践，既为数字

政府的数字化建设注入了新的动力，也为数字政府

的法治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依法治国和依法行

政是国家长治久安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行政权必

须在法律与制度的框架内行使。数字政府的法治化

要求行政法对于数字政府中的法治难题予以回应。

作为数字政府中的重要环节，政务数据的共享也应

当在法治化的制度框架下运行。为此，本文对政务

数据的权属难题、共享类型划定模糊以及跨地域跨

部门共享协同难题制约政务数据有序高效共享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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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难题进行剖析并予以回应。为了回应政务数据授

权运营背景之下数据所产生的经济价值如何在数据

相关的各个主体之间进行分配的问题，需要基于

“国家所有”构建政务数据权属结构，对政务数据共

享的管理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的内涵进行明确。为

了明确政务数据共享类型的划定，需要在兼顾国家

安全、公共安全和个人信息权益的保护的基础之上，

进一步规范界定政务数据共享类型。为了回应政务

数据跨地域跨部门共享的协同困境，需要设立政务

数据共享管理职能主体，明确政务首席数据官在政

务数据共享工作中的制度定位。由于数据共享相关

技术应用时间较短，我国政务数据的共享实践正在

推进之中，政务数据共享所面临的更多的法治难题

仍有待于进一步地研究与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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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白求恩：抗战时期白求恩纪念活动考察

陈莉莉，赵梦雅
（河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新乡 ４５３００７）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４－２１
基金项目：２０２２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仪式建构及其历史经验研究”（２２ＢＤＪ０４３）；

２０２１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延安时期中共纪念仪式与政治认同研究”（２０２１ＧＧＪＳ０３９）
作者简介：陈莉莉（１９８１—），女，河南荥阳人，法学博士，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

事中共党史研究。

摘　要：抗战时期，援华抗战的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不幸牺牲于晋察冀边区。此时中国共产
党正面临着国共关系恶化以及边区医疗卫生状况恶劣的局面，纪念活动作为鼓舞人心、解放思想的

有力武器，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充分重视。中国共产党通过致电、组织追悼会、题词、撰文以及场馆

纪念和冠名纪念等具体形式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以白求恩为主题的纪念活动。白求恩纪念活动在动

员群众积极抗战、推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促进国际友好交往、筑牢共产主义信仰等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为争取抗战胜利提供了强劲动力。

关键词：抗战时期；白求恩；纪念活动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４．０４．００９
中图分类号：Ｄ２３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４）０４－００５５－０６

　　“在国际医疗界声名鹊起”［１］的诺尔曼·白求
恩，于１９３８年带领一个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
医疗队到晋察冀边区工作，尽己所能挽救中国军民

的生命、促进根据地医疗事业的发展，为中国抗日战

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作为少数为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服务的知名外国医生之一，白求

恩逝世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多种形式展开对白求恩

的纪念。目前学界关于白求恩的研究主要侧重对白

求恩生平事迹的考察以及白求恩精神的研究，较少

涉及纪念史层面，尽管也有学者从纵向角度探析纪

念话语表达中的白求恩形象①，但缺乏对抗战时期

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白求恩纪念活动的整体考察。抗

战时期的白求恩纪念活动鼓舞了全党全军为抗日战

争的最终胜利而英勇奋斗，对其系统考察不仅从纪

念维度还原了历史的丰富面向，也为新时代开展人

物纪念活动提供了经验参考与实例借鉴。

一、抗战时期白求恩纪念活动的历史背景

白求恩纪念活动是在抗战时期严峻复杂的国内

外形势下展开的。中国军民顽强抵抗日本军国主义

的野蛮侵略之际，国际局势日趋复杂多变，中国抗日

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日益连成一个整体。国际

社会在全球范围内提供人道主义医疗援助，部分爱

好和平的人士跨越国界阻隔，支援中国抗战，为中国

抗日战争的胜利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贡献力

量。白求恩作为援华人士中的一员，在国共密切合

作时期顺利抵达敌后抗日根据地，服务于中国的抗

战事业。白求恩牺牲时国共两党关系已经发生剧烈

转折，统一战线面临严重威胁。１９３９年１０月，毛泽
东指出：“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

倒退危险仍然是当前时局中的最大危险。”［２］１４４国共

摩擦加剧对中国共产党获取国内外援助产生不利影

响。１９３９年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反映“国际援
华委员会曾从纽约给医疗队汇钱，宋庆龄先生也从

南方设法运了一批药品来，有些外国的和中国的外

科医生也曾极力想法到敌后来，但是这一切都被蒋

介石国民党扣留了”［３］。通过纪念白求恩来铭记

白求恩的卓越贡献，既彰显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战

到底的意志，又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国际援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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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度重视，争取更多人冲破封锁抵达敌后抗日

根据地，投身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白求恩纪念活动也体现了边区在医疗卫生资源

匮乏情境下对医务人员的格外珍视。自抗日战争爆

发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医疗

卫生条件长期处于恶劣境地，严重影响到部队的生

命力和战斗力，白求恩生前工作的晋察冀边区也不

例外。聂荣臻后来谈到晋察冀边区时曾言：“几年

的战争，姑勿论给养弹药之困难，而医药的缺乏，医

疗技术的贫弱，长时期曾经都是相当严重的问

题。”［４］直到“白求恩大夫来军区热心帮助我们，担

任军区医药顾问，建立了模范病室，才逐渐解决了部

队医疗卫生工作上的各种困难”［５］。尽管在白求恩

的热心帮助下边区医疗工作渐有起色，但在白求恩

大夫逝世后，医术高超大夫的匮乏仍然是摆在根据

地面前的难题。根据地医疗救护水平的高低不仅关

系到战士的生命能否得到可靠的救治，更会影响到

根据地政权的巩固。这一时期在此背景下宣传、纪

念白求恩大夫，一方面吸引医务工作者奔赴边区，另

一方面也展现出对培养白求恩精神引领下医术高

超、医德卓越医务人员的迫切需求。

二、抗战时期白求恩纪念活动的主要形式

白求恩牺牲于晋察冀边区后，为铭记其对中国

抗战做出的卓越贡献，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了一系

列以白求恩为纪念主题、着重宣传事迹、阐释价值意

义的纪念活动，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刻画出白求恩

的鲜明形象，有助于巩固民众的集体记忆，凝聚团结

抗战的共同意志。

（一）致电哀悼

致电哀悼作为一种能够跨越遥远空间距离的纪

念形式，其便捷性与实时性减弱了空间距离对纪念

效果的制约。中共中央多次致电哀悼并表明中国共

产党对白求恩的高度重视。１９３９年白求恩逝世后，
中共中央在电报中概述了白求恩来华参战的事迹，

指出：“我全党同志，全国同胞，须知白求恩大夫实

伟大的英国民族之光荣的代表。”［６］这一论断从国

家民族高度对白求恩极尽赞誉，也体现了中国共产

党对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期许。１９３９年１１月
２２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举行追悼白求恩
大会，并由中共中央、八路军和追悼大会向其家属发

慰问电。”［２］１４６此后多方致电白求恩家属，以示缅怀

和宽慰之意。１１月２３日，中共中央致电慰问白求
恩家属时再次回顾了白求恩在华的工作生活，对其

作出高度评价：“我们悼念白医师为世界人类解放

事业与对中国抗战的伟大贡献，表示深切的敬

意。”［７］同一天，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

怀致电慰问白求恩家属，对白求恩的不幸离世深表

哀悼，指出“敝军将士，闻此噩耗，莫不深为哀痛！

盖此不仅我国抗战之一大损失，亦世界人类解放事

业之大损失也”［８］。１２月１日，延安追悼白求恩大
夫筹备会以集体名义表达中国人民对白求恩的哀悼

与敬仰之情：“全延安党政军民学各界人士，均认为

这是中华民族与全世界人民之重大损失，极表哀

痛。”［９］中共中央及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致电

哀悼为纪念白求恩定下基调，不仅全面总结了白求

恩的伟大贡献，也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

张。

（二）召开追悼会和纪念大会

追悼会和纪念大会参与人数众多，寄托着民众

对白求恩的无尽哀思。接收到白求恩死讯之后，延

安各界积极筹备追悼大会，决定“以滕代远、饶正

锡、马海德等八人组成追悼白求恩大夫筹备会”，并

提出“望各机关学校部队团体踊跃参加”［１０］追悼仪

式。白求恩生前曾救治几千战士，积极治疗群众的

伤病，其医德与医术颇受军民尊敬，当他逝世后，

“在八路军前后方，进行了无数次的追悼会”［１１］，传

递着军民的真挚思念与哀悼。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１日，
备受瞩目的白求恩博士追悼大会正式举行，延安各

界代表纷纷聚集于中央大礼堂，“沉静而肃穆的空

气，笼罩着整个会场”，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

远、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吴玉章等同志出席会议并发

表重要讲话。追悼会即将结束时“一片纪念白求恩

同志的口号，高呼在追悼者群的口中，这不是简单的

追悼，而是后者要向前者来学习的积极的表示”［１２］。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出席表明对白求恩追悼大会的

高度重视，也有利于悼念中对民众进行精神洗礼和

思想教育。１９４０年１月５日晋察冀边区召开的追
悼白求恩大夫大会，“开会时由音乐队奏乐和挽歌

队唱追悼歌，接着行祭礼，献花圈，军区聂司令亲读

祭文并报告白大夫生平”［１３］２９４。在严肃悲壮的氛围

中，万余人聚集默哀，沉重悼念白求恩的离世。同

年，于白求恩逝世周年之际，“八路军卫生部及后勤

政治部特于大礼堂召开大会以资纪念”［１４］，朱德在

大会上发表讲话，强调要发扬白求恩精神。１９４１年
１１月１３日，第十八集团军总卫生部同边区各医药
卫生机关在中央大礼堂举办纪念白求恩大会，由中

央军委后方勤务部卫生部部长饶正锡报告“白求恩

生平功绩及二年来白氏的精神在八路军卫生工作中

的影响”［１５］。追悼会和纪念大会现场沉重肃穆的氛

围唤起民众对白求恩的悼念之情和学习白求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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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热情。

（三）领导人题词

题词是以言简意赅的方式评述他人或表述思

想，简短而富有深度的题词语意清晰、便于传播。中

国共产党领导人对白求恩的题词蕴含深刻的政治意

蕴。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１日，在延安各界追悼白求恩大
会上，毛泽东亲笔题写的挽词为：“学习白求恩同志

的国际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与工作热

忱。”［２］１４７毛泽东的题词构成白求恩精神的基本内

涵，也成为边区各界的学习指南。白求恩遗体安葬

之后，１９４０年５月晋察冀军区修建题词碑刻，中共
中央委员会题词“白求恩同志的这种国际主义精

神，值得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的学习，值得中华民国

全国人民的尊敬”；聂荣臻题词：“大众的科学家和

政治家”；吕正操题词：“人类解放战线上最勇敢的

战士”；舒同题词：“永远不灭的光辉。”［１６］这些题词

各有侧重，主要通过对白求恩个人品质或职业生涯

的简要评述表彰其功绩，赞赏其美德，进而号召人民

群众在对白求恩的纪念中虚心学习白求恩精神，尤

其是学习其国际主义精神，学习其超越狭隘的民族

偏见为全世界人民的解放而斗争的精神。

（四）撰写纪念文章

撰写纪念文章是表达作者情感的重要媒介形

式。结合亲身经历撰写文章记述与白求恩的亲密接

触，书写对白求恩的印象，不仅塑造了白求恩的立体

形象，也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白求恩精神宣传活动。

通过纪念文章，群众在信息传递和接收中对白求恩

的了解更加全面和深入，从而形成情感共振和价值

共鸣。白求恩逝世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各方

人士纷纷撰写回忆文章。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２５日，马海
德撰文详述白求恩的生平事迹，表明坚决抗日的主

张；１９４０年１月５日，晋察冀边区万人追悼白求恩
大会上，聂荣臻宣读的《祭白求恩文》兼具文采与情

感，内容丰富，生动感人；饶正锡撰文纪念白求恩逝

世二周年，着重总结白求恩精神的现实影响；朱德在

白求恩逝世三周年之际作《纪念白求恩同志》一文，

回忆其生平事迹，褒扬其伟大精神，赞赏其人性光

辉；曾被白求恩手术救治过的李得才深情回忆与白

大夫之间的往来，坚称：“白求恩大夫的生命之火熄

灭了，但是他的闪光的思想、伟大的精神永远活着，

他永远是我的好老师、好朋友、救命恩人。”［１７］众多

白求恩纪念文章的发表使白求恩的高大形象及白求

恩精神在撰写中彰显、在传播中永恒。

（五）场馆纪念及冠名纪念

以白求恩命名的建筑作为激活历史文化记忆的

物质性载体，兼具时间延展与空间联结的特征，是纪

念符号体系的一部分。其中陵墓承载着文化记忆与

民众情感，是回顾历史、传承精神的重要纪念场所。

白求恩逝世之后，“１９４０年２月，晋察冀军区决定为
白求恩修建一座规模宏大的陵墓，以此来永久地纪

念这位伟大的国际友人”［１８］４，尽管后来战火纷飞中

陵墓损坏，但“到１９４２年春，边区又组织人力，利用
战斗间隙进行了修复”［１８］９。以白求恩命名的医院、

学校也体现了对他突出贡献的铭记和缅怀。白求恩

生前“组织了一个模范实习医院，他主持了五台山

第一个医务训练班，他又是国际和平医院的院

长”［１９］，积极主动地开展各项工作以助力边区医疗

卫生事业发展。在白求恩逝世之后，“一九四年

初，为了纪念他，创立了国际和平医院和白求恩卫生

学校”［２０］。国际和平医院的前身是八路军军医院，

后“将八路军军医院改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以

为永久的纪念”［２１］。时任院长的鲁之俊对医院更名

之后的反响印象深刻：“全院同志都感到非常光荣，

受到很大鼓舞，都决心以白求恩大夫为榜样，以‘对

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技术精益求精’的精神

建设好医院。”［２２］１９４３年和平医院决定除“创造白
求恩模范工作者的竞赛运动外，将以具体工作成绩

来纪念他”［２３］，这一行为凸显了白求恩纪念活动的

时代价值。

此外，还有白求恩纪念歌、纪念戏剧等其他纪念

形式。中国共产党从不同维度纪念白求恩、宣传白

求恩，白求恩的光辉形象经由纪念活动成为边区军

民的集体记忆，在现实中发挥着积极的正向功能。

三、抗战时期白求恩纪念活动的功能

面对抗战时期严峻的国内外局势，白求恩纪念

活动承担着重要的思政育人功能。通过人物纪念中

主观的情感激发与客观的事实呈现，不仅推进了抗

战工作以及根据地医疗事业的发展，对于促进国际

友好交往、筑牢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信念也具有特

殊意义。

（一）动员群众积极抗战

毛泽东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

在于民众之中。”［２４］５１１中国共产党充分重视群众力

量的发挥，将白求恩纪念活动作为宣传动员群众、激

发群众抗战斗志的重要一环。对于文化教育程度普

遍偏低的边区民众而言，通过纪念活动的情感动员

传达政治策略是一种有效方式。“白大夫的死，是

中国抗战的损失，是世界无产阶级的损失，是全世界

医学界的损失。我们一定要坚持抗战到底，以抗战

最后胜利来纪念这位为和平为正义为全人类解放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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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的战士。”［２５］人们在沉痛的哀悼中，“是已经下

定决心为了把日本帝国主义、使他致死的间接原

因———赶出中国去！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弥补

这一个巨大的损失”［２６］６，以此激发军民的抗战斗

志。曾与白求恩有过接触的记者黄薇发出号召：

“为了纪念我们伟大的伤兵救星，我们必须动员千

百的医生和护士到前线去、到敌人后方去，继承他的

遗志，完成他未竟的任务”，“加紧团结，抗战到底，

争取最后的胜利”［２６］１０。肖锋满怀敬佩与遗憾地回

忆了与白求恩的几次见面，指出“他的事迹将永远

鼓舞八路军、新四军全体指战员英勇杀敌，打倒日本

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２７］。１９４０年白求恩陵墓落
成典礼开始时，全体在场人员齐唱《国际歌》，“那雄

伟的歌声，充满了全世界被压迫者斗争的热情、坚决

的革命意志和亲切的团结精神”［１３］３８５。中国医科大

学纪念白求恩逝世一周年大会上，毛泽东也勉励在

场师生“要向白求恩大夫学习，为革命多做工作，多

做贡献”［２］２２５。白求恩卫生学校的第一任校长江一

真回忆道：“在那个艰苦的战争年代，我亲眼看到同

志们以做白求恩式的革命者，做白求恩式的科学家

自勉，为祖国的解放事业贡献力量。”［２８］

（二）推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战争与伤病联系密切，全面抗战时期的紧急医

疗救援关系到部队的生命力和战斗力，一定程度上

影响战争成败。中国共产党大力褒扬白求恩的工作

作风及其贡献，通过白求恩纪念活动推进抗战工作

及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白求恩在晋察冀边区兢兢

业业，守护在受伤战士身边，尽力医治伤患，“晋察

冀边区的军民，凡亲身受过白求恩医生的治疗和亲

眼看过白求恩医生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２４］６６０，白

求恩的言行刻印在人们心中，成为独特的精神符号。

白求恩纪念活动倡导白求恩认真负责的工作精神，

在医疗卫生工作者中掀起了学习白求恩的热潮。毛

泽东就谈到白求恩“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

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

的”［２４］６６０。除医德医术足为人之表率外，白求恩还

为根据地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作出了突出贡献。白

求恩在世时曾因在实践中发现医疗人才和医疗器械

极度缺乏会给治疗带来严重阻碍，而“下定了决心，

以为教育本地区的医生和护士是任何外国医药队的

主要任务”［２９］。他“两年来在前线在后方，日夜工

作，勇于负责，对我野战医院之改造，治疗技术之提

高，建树殊多”［２１］。“在医疗制度、医院管理等方

面，白求恩同志也总结了一套适合于解放区实际情

况的办法，对解放区医疗卫生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

动作用。”［３０］对白求恩高超医术及其贡献的宣传彰

显了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要性，有助于切实推进根据

地医疗事业的发展。“就在白大夫逝去的这短短的

一年中，八路军的医疗卫生工作，已有了长足的进

步，这都是白大夫给八路军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功绩。

也是大家对白大夫最有意义的纪念。”［３１］在白求恩

医疗技术和医学思想的指引下，战地医疗条件得到

显著改善。白求恩纪念活动彰显白求恩精神，具有

重要的思想教育意义。有人以纪念白求恩为契机痛

批不正之风，号召医务工作者学习白求恩精神，认真

负责工作，为抗战做出贡献：“我们悼惜白求恩博士

的死，更希望我们的博士先生们自省一回。”［３２］白求

恩卫生学校将白求恩精神贯彻到学生学习和生活的

方方面面。１９４０年，白求恩卫生学校的学生跟随老
师前往华北抗日前线，支援战地医疗工作，“同学们

在白求恩精神鼓舞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真正做

到了战场就是课堂，教学为革命战争服务”［３３］。由

此可见，白求恩精神引导医务工作的前进方向，推进

了根据地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三）促进国际友好交往

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

业献出宝贵生命，中国共产党隆重纪念白求恩，将其

树立成中国人民与国际人士共同的光辉榜样，白求

恩成为联结不同国家人民的情感纽带，对团结世界

反法西斯力量具有重要意义。正如白求恩遗著中所

言：“千千万万爱好自由的加拿大、美国及英国工人

的眼睛转向东方，用了赞美的眼光注视着中国为反

抗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的光荣的斗争。”［３４］白求恩作

为援助中国反对日本侵略者斗争中的杰出国际代

表，对他的深切缅怀同时也是表明中国反抗日本帝

国主义的坚定态度以及对组成世界反法西斯战线、

为实现人类解放而不懈奋斗的深刻赞同。白求恩逝

世周年祭上，加拿大人罗天乐用流利的中国话说：

“要学习白大夫为中国抗战而服务的精神。”［３５］这

一言论体现出白求恩纪念过程中共同价值观的凝

聚，将有力推动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吕正操评价

白求恩“以自己不朽的崇高行为增进了中国人民和

加拿大人民乃至世界人民之间的友谊和相互了

解”［３６］，白求恩也成为促进国际友好交往的纽带和

象征。

（四）筑牢共产主义信仰

白求恩用生命诠释了共产主义及国际主义精神

的深刻含义，为中国共产党人筑牢精神信仰作出表

率。白求恩逝世不久，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２１日，中共中
央即在电报中表态：“白求恩同志这种国际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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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值得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学习，值得中华民国

全国人民尊敬。”［６］１９３９年 １２月 ２１日，毛泽东在
《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强调白求恩“毫无利己的动

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

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

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２４］６５９。由此，

白求恩精神的价值内涵得到更具体而深刻的阐释。

朱德高度评价共产党员白求恩同志“是真正充满着

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精神的优秀党员，从他身上，表现

了共产党人的高尚纯朴的品质”［３７］。尽管白求恩在

边区工作和生活的时间并不长，但其高尚的人格魅

力和高超的医疗技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对革

命工作认真负责和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的态度，

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共产主义事业无限忠诚的

优秀品质，将永远铭刻在五台人民以至全国人民心

中”［３８］。１９４２年１１月１３日，晋察冀军区卫生部举
行白求恩逝世三周年扩大纪念时强调，各卫生机关

要“发扬光大白求恩同志的伟大国际共产主义者、

忠于职务的革命工作者的精神，成为八路军卫生工

作者自己工作作风与品格”［３９］。中国共产党以白求

恩作为鲜活范例教育共产党员铸牢共产主义信仰，

从白求恩的事迹中汲取力量，为实现中国革命的最

终胜利而顽强战斗。

注释：

①参见冯建玫：《〈纪念白求恩〉：弘扬共产党人价值追求的
永恒经典》，《党建》，２０１８年第６期；牛保秀：《八十年来中
共纪念话语中的白求恩形象》，《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

究》，２０２１年第１期；梁怡：《新时代仍然需要学习白求恩
精神：再读毛泽东名篇〈纪念白求恩〉》，《毛泽东邓小平理

论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１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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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战线视野下中国共产党与援华医生交流合作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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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抗日战争时期，不少援华医生来到中国，与中国人民共同抵制法西斯军队的侵略。援华
医生和中国共产党的交流合作，有效地促进了敌后根据地医疗卫生条件的整体改善，与根据地医务

工作者共同完成了伤员运送、收治、救护等工作，降低了根据地军民的伤亡率，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中国共产党与援华医生之间的交流合作，也促成并维系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为中国共

产党对外形象的宣传与塑造奠定了良好基础。

关键词：统一战线；国际援助；医疗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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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时期，一些热爱和平、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深表同情的外籍医生，历经艰难险阻来到中共领导

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充满艰险和挑战的医疗救

护工作，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

利做出了特殊贡献。学界关于援华医生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医疗救护资料的收集整理，以及对抗日根

据地医疗卫生建设的成就和贡献等方面。援华医生

所开展的活动，与中国共产党对其工作的支持密不

可分，而中国共产党与援华医生的交流合作是构建

和维系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际反法西斯统一

战线的真实写照。本文以统一战线为视角，分析中

国共产党与援华医生的交流互动，进一步深化对援

华医生的专题性研究。

一、中国共产党与援华医生交流合作的社会背

景

（一）国内背景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

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依据时局的变化，正

确分析了国内和国际局势，呼吁全国各民族、各阶

层、各党派行动起来，共同抗日，中共中央于１９３５年
８月１日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主张建
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中国共产党

认为争取国际援助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必要的。在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改
变了此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的

外交政策，将日本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区

分开，并确立了“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相结合”的对

外方针，１２月２７日，毛泽东发表《论反对日本帝国
主义的策略》的讲话，他表示“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

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１］，为了

联合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争取

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抗战事业的支持，中共希望并

愿意接受国际上各种社会组织各种类型的援助。

国内社会各界纷纷行动起来，很多民主党派和

社会团体在抗日战争期间成立，真诚拥护和坚决支

持中共的政治路线和抗日民主政策［２］，共同促成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如保卫中国同盟，在其成立宣言中

明确了“保盟”在现阶段抗日战争中的目标，其中一

个即是“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

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３］。作为保盟

主席的宋庆龄认为，中国的战斗“不单是为了我们

自己，也是为了一切仍旧爱护和平民主的人们”［４］。

通过《保卫中国同盟通讯》等宣传品，保盟及时向国

内外报告中国的抗战以及战地医疗救护的困境。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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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龄、何香凝等人积极联络国内团体、海外侨胞和其

他国家援华组织，呼吁国内、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战

事，谴责日军暴行，援助抗战。在民族危亡之际，中

华民族前所未有地联合起来，汇合成一股抗日民族

洪流。

（二）国际背景

在众多国际援助中，共产国际、苏联及其他国家

的进步党派，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不容忽视。１９３５年
７月到８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会
议，着重讨论有关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

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２５日，日本和德国在柏林签订了“反
共产国际协定”，目标直指共产主义势力。不同于

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对法西斯采取“绥靖”政策，

苏联高层从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出发，调整对外关

系，呼吁各地拥护和平的民主力量联合起来。１９３７
年９月，随着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苏
联和共产国际表态支持中国抗战，并加大了对中国

在武器装备、医药物资、经费技术等方面的援助。一

些国家的共产党听从共产国际的号召，组织募捐活

动，并组建了援华医疗队来到中国。

１９４０年９月２７日，德、日、意三国在柏林签订
了《军事同盟条约》，正式结成军事同盟。随着苏德

战争、太平洋战争相继爆发，二战的性质发生了质

变，从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变成世界人民反法西斯

的正义战争。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应

联合苏美英等国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凝聚

反法西斯的力量。１９４２年１月１日，中、美、英、苏等
２６个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宣布世界反法西斯
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实现了世界现代史上空前的大

联合。１９４３年５月，斯大林解散共产国际，其目的之
一即是“便于爱好自由国家的爱国者，把本国的一切

进步势力，不分党派和宗教信仰，联合成统一的民族

解放的阵营，以展开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５］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被侵略的国家和人

民带来深重的苦难。很多国家强烈谴责法西斯的残

酷暴虐，同情被战争波及的贫穷落后国家和人民，他

们专门组建了从事援华工作或部分从事援华工作的

民间组织，如国际反侵略运动总会、英国援华会、美

国援华会等，通过各种形式开展对中国的援助。很

多具有国际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的援华医生，

克服重重困难来到抗日根据地，与中国共产党开展

交流合作。

二、中国共产党与援华医生交流合作的现实基础

（一）根据地医疗卫生状况恶劣

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广大农村地区，时常发生疟

疾、痢疾、天花、伤寒、麻疹、回归热等疾疫，然而这些

地方经济发展极为落后，医务人员数量严重不足且

整体水平偏低，人们的生存状况非常艰难［６］。建立

在偏远地方的根据地同样存在这些现象，而且因为

日军的封锁侵扰，当地的医疗物资严重匮乏，八路

军、新四军连绷带、纱布这些常用的东西都难以及时

补充；一些医务人员多次组织北上抗日，又被国民党

政府以各种手段拒绝和扣留。１９３９年，二十多名
“西班牙医生”多次表达想去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

地参加战斗，都被国民党当局驳回，有几名医生冒着

生命危险前往延安，被国民党发现后都被遣送回重

庆［７］４５。国外的医疗援助物品也有很多被国民党扣

留，“英国红十字会装了四大卡车的药品要送给我

们（中共），国民党不让它开出西安”［８］４５。

根据地医院的卫生状况也十分恶劣，伤员大多

躺在稻草堆叠的地铺或炕上，“他们穿着旧制服躺

在那，拿背包当枕头，盖一条棉毯”。晋察冀边区

“２０万军队，过去一年打了１０００多场仗，有２５００人
受伤住院，但是所有救治工作仅由５名中国正规医
生，５０名未经训练的‘医生’和一名外国医生完
成”［９］。整个抗战时期根据地缺医少药的状况一直

没有得到有效改善。１９４２年美国记者福尔曼在三
五九旅的医院中看到，医生和看护尽力照顾生病的

士兵，但却无药可医，“药房里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一

行行西药瓶子，上面贴着拉丁文标签，但所有的瓶子

都是空的。外科医生用的器具是钢铁的碎片制成

的，多半是日本炸弹的碎片。器具是粗劣的，然而算

是最好的，另外他们就得不到了”［８］４４－４５。战争的频

繁发生，造成受伤战士日益增多，但医疗物资、滋养

食物的匮乏，导致很多伤员落下终身残疾甚至死亡。

（二）中国共产党尊重医药卫生人才

战争年代，医学院校毕业的医务人员大多选择

留在城市，不愿意到偏远的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

党和人民军队“每到一地便派人寻医，然后再亲自

上门聘请其参加革命”［１０］，他们充分利用学缘、亲缘

等关系，走访、邀请当地医生，充实医务队伍。为了

吸引更多医护人员，中共制定了“来去自由”的人才

原则：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还提高医药

技术人员的生活待遇，这些举措让很多医务专家和

国际友人感受到了边区对人才的尊重与渴望。１９４１
年４月公布的《中央军委关于卫生部的几个工作原
则指示》指出卫生部门专家（医生）工作之分配与地

位之高低不应根据斗争历史之长短、政治知识之多

少、党员或非党员，而应根据其专门知识与技能来区

别。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６日中央书记处发布《文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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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待遇条例》规定：边区的医药卫生人才，根据其

学历及专长，给予不同的津贴、伙食、住房、衣服以及

书报的查看权限等。通过这些措施，边区形成了尊

重技术、知识和人才的氛围。

中国共产党在对外工作策略中多次提出希望有

更多的有识之士一起建设发展根据地。援华医生来

到边区后，通常被聘为医院医生、卫生学校教员，有

的被任以医院行政职务，有的还被选举为参议会议

员，中共邀请援华医生参加边区参议会、卫生工作会

议、劳模大会等公共活动，使他们了解边区整体发展

情况，并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以此来完善医疗卫生

方面的政策和运行机制。中国共产党对他们的信任

和期望，以及二者共同的反法西斯信念，搭建起双方

交流合作的基础。

（三）国内外友人的多方协助

毛泽东说：“凡义战都是互相援助的。”［１］对于

医疗援助中国共产党采取主动而非被动的对外工作

态度，积极争取国际援助，以便改善抗日根据地医疗

卫生状况。１９３７年８月，毛泽东和史沫特莱一起向
美国与加拿大共产党、国际红十字会写信，请他们立

即派遣医疗队携带医疗物资来华到敌后拯救八路军

伤员，得到美国共产党和加拿大共产党的支持。不

久之后，白求恩所在的美加援华医疗队随即成立并

启程来华。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
报告中，毛泽东说要“力争各民主国家与苏联对我

物质援助之增加，同时尽力促成各国实行国联制裁

日本之决议”［１１］。此后，中国共产党积极邀请国际

组织、社会团体及个人到延安访问、参观、考察，让外

界了解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抗战活动。

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的斗争是相互支援

的，在中国共产党与援华医生交往合作的过程中，有

许多国际友人和不同类型的社会团体，如保卫中国

同盟、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红十字医疗队、公谊救

护队等通过不同形式呼吁国际社会对抗日根据地进

行援助。这些在国内活动的团体或组织将接收的捐

赠物资，妥善地送抵急需它们的地方，一定程度上缓

解了抗日根据地的医疗困境。

（四）援华医生坚定的反法西斯信念

法西斯的战火蔓延在欧亚各地，很多援华医生

深受法西斯的政治迫害和种族迫害，他们来到中国，

要求参加前线救援，用手术刀与法西斯拼杀，体现了

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汉斯·米勒说，医务工作者

也在战斗，“医务人员要打的直接敌人就是死亡、疾

病和残废，就是保护战士们的健康”［１２］。经过治疗，

很多受伤的战士恢复了健康，为中国军队保留了相

当数量的战斗力。

援华医生们为革命战争时期的医生行业找到一

个目的———为自由而战。１９３５年８月，马海德在给
朋友写的信中说，他不想回美国了，想留在中国，

“生活不仅是个人和他的家庭。全世界都在受苦受

难，你自己面临的问题是次要的了……此时此刻，我

将尽心做我所能做的，帮助这里的人”［１３］１９。绝大部

分援华医生受过系统的医学教育，拥有丰富的行医

经验，他们被中共所领导的反法西斯行动所感动，热

切地希望加入八路军、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一起

投身到争取自由民主的伟大事业中。

三、中国共产党与援华医生交流合作的成效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很多医务人员来华援助，

据统计有姓名和事迹可考者达３８人［１４］。马海德是

最早来到延安的美国医生，随后，加拿大理查德·布

朗医生、白求恩医生、琼·尤恩护士先后到达延安。

印度援华医疗队、苏联医生安德烈·阿洛夫、奥地利

医生傅莱和罗生特、德国医生汉斯·米勒、朝鲜医生

方禹镛等人都曾在敌后根据地工作过，国际红十字医

疗队、公谊救护队等组织曾派流动医疗队长期在边区

进行医疗援助。这些援华医生与中国的医务工作者团

结合作，救助了难以数计的抗日军民，也改善了中国部

分地区的医疗卫生状况。

（一）积极推进抗日根据地医院卫生工作正规

化

援华医生履职尽责，积极建议并推进根据地医

院网络建设。如１９３６年７月马海德考察了陕北各
地的医疗机构，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报

告，提出了改进边区医疗事业的建议。中革军委任

命马海德为八路军卫生部顾问，在抗日根据地医疗

卫生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完善卫生部直属医疗所

在边区医疗网。到１９４６年在边区建立起“以白求
恩和平医院为总院，８所中心医院和２４所分院，总
计拥有１１８００张病床”［１５］、２０多个流动医疗队的医
疗网，极大地提高了战地医疗服务的效率。

援华医生将先进的管理经验也引进到边区医疗

卫生建设中。边区医院创办初期，不仅面临着医疗

设备、医疗药品、医疗技术奇缺的困境，医院规章制

度也不正规，“那时候外科大夫什么都管，皮肤病、

眼睛的病都看，拔牙也是外科大夫干的”［１６］。在傅

连璋、何穆、魏一斋等医生的努力下，逐渐建立起严

格管理的规章制度，如住院制度、查房制度、会诊制

度、探视制度、出院制度等。规章制度刚出台的时

候，很多人对此不理解，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就带头遵

守，陈云还为此召开大会，强调要执行这些制度。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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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恩曾在军区卫生部长会议上建议设立模范医院、

医护培训学校，创办特种外科医院、特种外科实习

周，他还根据中国游击战争的亲身经历撰写了《游

击战争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战地外科组

织治疗方法草案》等方案，成为日后边区医院组织

建设的基本规范。除此之外，边区医疗还建立起卫

生管理法规体系。中国共产党在 １９３２年至 １９４９
年，发布边区和解放区卫生防疫相关的指示条例就

多达４４条，这些规范条例使边区的医疗卫生工作进
一步规范化、制度化［１７］６－９。

（二）为根据地培养医护人员

为了尽可能多地培养医护人员，各抗日根据地

开设了不同类型的卫生学校、医科院校等来培训医

护工作者。白求恩说：“一个外国医疗队对你们的

帮助，主要是培养人才，即使他们走了仍然留下永远

不走的医疗队。”［１８］１５中国共产党也注重对医护人员

的培训，从军队中选拔“身世清白”“身体健壮、年轻

机灵、稍有文化”的小战士到卫生学校学习，学成后

充实各军区医院。

根据地医学读物极少，有的援华医生编写教材

进行教学，如柯棣华曾编写《外科总论》，使根据地

医护人员掌握了战地救援工作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

能。白求恩为了提高培训效率，在晋察冀边区医院

院长林金亮、政委刘小康、医生王道建等人的协助

下［１９］，于１９３９年１月举办了“特种外科实习周”，学
习期间白求恩言传身教，学员们收获颇大，纷纷感

慨，“院中学七日，胜读七月书，空空而来，满载而

归”。曾与白求恩一起工作过的人员回忆道：“（白

大夫）亲自给我们作示范，手把手地教我们怎样拿

镊子、解绷带、换药、上固定夹板。他常对我们说：

‘护理伤病员，每一个动作都要轻微、迅速、准确，要

尽量减少伤病员的痛苦。’为了提高医护人员的技

术水平，白大夫每次施行手术，都要把军区卫生部的

领导、医院的医护人员叫来，让大家观摩学习。……

他每天每夜都几次到病房看望伤病员，就连哪个伤

员何时需要翻身，哪个伤员何时需要做功能练习，都

时时挂在心上，并亲自临床指教。”［１８］９３白求恩等人

将教学、实习相结合，通过亲身示范，为根据地培养

了很多高质量医护人员。

（三）组建并参与战地医疗队

后方医院距离火线较远，加之交通不便，导致很

多伤员病情加重、不治而亡。白求恩主动提出“不

能坐等伤员来找医生”，要上前线战场治疗伤员，他

根据自己在西班牙战场的救援经验，向毛泽东建议

派医生到前线去，这样可以使伤员救治率达到

７５％。之后，白求恩离开延安去晋察冀根据地，训练
好医护人员，组建了八路军的第一支战地医疗队。

１９３９年２月中旬至６月底，白求恩率领“东征医疗
队”来到冀中，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医疗救护工作。

这一时期，医疗队跟随八路军第一二师和冀中的

部队作战，行军１５０４里，实施战地手术３１５人次，参
加较大的战斗５次［１６］８８。４月中的齐会战斗，由于抢
救及时，伤员治愈率达到８５％。由此还创立了战地
救护三原则：靠近、尽早、尽快，用于指导战地医疗救

护工作。

１９３９年冬，柯棣华所在的印度医疗队在晋察冀
根据地多次走访救助伤员，沿途施行了 ５０多次手
术，救助了２０００多名伤员。尤其在百团大战中，印
度医疗队成员各自带队来到不同战场。涞水战役

中，柯棣华在距火线仅一二里的地方设立了救护所，

柯棣华和巴苏华的医疗队在“１３天里接收８００余名
伤员，给５５８人进行施救手术”［１４］。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２
日，公谊服务会第十九流动医疗队成员先在白求恩

国际和平医院总院工作，后跟随陕甘宁晋绥联防军

第一后方医院第二所转战陕北，直至１９４８年８月，
第十九流动医疗队结束工作，撤离延安。［２０］战地医

疗队的存在使受伤战士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降低

了伤者的死亡率。

（四）筹集并输运医疗物资

抗日根据地医疗器械、药品等极度匮乏，中国共

产党多方筹集医疗物资，这些援华医生来根据地时，

都会带着他们所能筹集到的医疗物资［２１］，如 １９３８
年３月，白求恩和琼·尤恩带来在美国和加拿大筹
集到的药品、一架显微镜、一个小型射线装置、手术

医疗器械；１９３９年２月，印度援华医疗队冲破国民
党的阻拦，乘坐自己的救护车并携带６３箱药品和器
械到达延安；１９４６年２月１３日，英国公谊救护队到
达延安，随行三辆装载着七吨医疗物资的卡车，他们

赠送的药品和器械可为边区装备一个急救医院；

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２日，公谊服务会第十九流动医疗队
携带三吨半药品及医疗器材从郑州飞赴延安。这些

医疗器械和药品极大地提升了根据地医疗救治水

平。中共考虑到援华医生的特殊身份，希望他们为

抗日根据地购买相关物资，如傅莱医生在去延安前，

北平地下党给他的任务是利用在医院的便利条件，

为晋察冀及平西抗日根据地采购和运送部队急需的

药品，傅莱在天津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出色地完成了

党组织所交办的这些任务。

（五）研发新药

由于日本侵略军的军事封锁，抗日根据地的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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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非常缺乏，西药来源困难，内科大多使用中药，由

医护工作者自行采集制作。中共确立了中西医相结

合的医药发展政策，设立制药厂进行药品研发和生

产。越南华侨中医梁金生，领导成立了边区光华制

药厂［２２］，并负责讲授医疗技术和发展中草药的炮制

研究，该药厂在１９４１年６月与医科大学卫生部共同
组建中西医研究室，研制出３０多种中成药，为边区
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作出极

大贡献［１７］１９。１９４３年，晋察冀边区流行麻疹和疟
疾，傅莱通过向当地老中医请教，找到了用针灸治疗

疟疾的方法，并亲自到作战部队进行实验和推广，从

而有效地控制了病情的蔓延。１９４５年初，傅莱收到
美国提供陕甘宁边区的青霉素菌种和部分资料，在

军区卫生部支持下，带着王学礼、宋同珍两位助手，

开始研究试制青霉素。１９４５年５月２０日，在边区
参议会大礼堂举行了首次医药学术报告，傅莱介绍

了怎样运用边区现有条件制造青霉菌素，并展览所

需器材，具体说明制造过程［２３］。青霉菌素的研制成

功，有力地保障了根据地军民的健康，为增强抗战力

量立下莫大功绩。

四、中国共产党与援华医生交流合作的重要意

义

（一）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发展医疗卫生工作，早在

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就注意到了卫生工作的重要性，

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说，如果卫生工作搞不好，就会

“减少红军战斗力”，“影响工农群众，减少他们加入

红军的勇气”［２４］。由此确立了医疗卫生为革命战争

服务的政治方向，并将卫生工作视为巩固抗日根据

地的重要方式。

边区医院不仅为军队战士诊治，还为当地百姓

治疗。据统计，“边区医院 １９４１年治疗的病员中，
群众占２５％，１９４２年占２７％，１９４３年达到３０％（该
年共为群众看病９６１１名，其中治愈９３２２名，治愈率
为９７％），１９４４年医院共接诊病人４２４５人，其中群
众１３４５人，占到了３１．７％”。边区政府主办的大部
分医院经常组织医疗队下乡，免费给群众治疗，

“１９４４年边区政府卫生处派出八个医疗队到延安、
子长、甘泉、富县等地，为群众看病３５００人，门诊病
人５００００余人次，收住院病人 ２０００多人”［１７］１７－１８。
１９４５年边区医院又派出２０个医疗队下乡，一面治
病，一面帮助基层培训医务人员。中国共产党所开

展的这些活动，极大保障了根据地军民的健康状况，

医院所在附近村里的妇救会员们，也自发地为医院

缝制被褥和枕头，清洗床单和衣服，照护伤员等，形

成了融洽的党群军民关系，进一步巩固了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医疗观得到了具体的落实。

“一切为了病人”是我国医疗卫生工作的基本原则，

援华医生在医疗工作实践中塑造了为战、为军、为民

的精神，与根据地医护工作者一起救死扶伤，共同筑

起生命防线。１９４４年８月２日，罗生特作为模范医
生，出席山东军区在莒南县十字路召开的英模大会，

期间忽然接到一名难产妇女的求救消息，他立即率

医疗组前往。当时这名妇女已经休克，生命垂危，他

立即进行抢救，迅速将死胎引出，救了产妇一命［２５］。

援华医生在边区和各根据地工作期间，以毫不利己、

专门利人、对技术精益求精的实际行动，赢得了中国

共产党和军民的充分认可。

（二）建立并维系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国际医疗援助是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存在并发挥

作用的重要体现。一些国际友人看到八路军、新四

军所面临的医疗困境，想方设法突破国民党对抗日

根据地的新闻封锁，客观、真实地报道中共所领导的

抗日活动。斯诺的《西行漫记》、史沫特莱的《红军

在长征》和伯特伦的《中国的第一步行动》等著作影

响了很多援华医生的选择。援华医生漂洋过海来到

中国，并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其行为本身即是对反

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坚决拥护。

援华医生成为维系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要纽

带。“去延安的意义不仅在于提供了医疗、技术和

道义上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他们向全世界发声，报道

延安和共产党人的主张、纲领和他们的行动。”［２６］

１９３６年，宋庆龄安排马海德去陕北，嘱咐其“尽可能
详细了解西北的医药卫生情况，以便为根据地争取

广泛的同情和援助”。马海德在延安时担任中共中

央外事组和新华通讯社的顾问，１９３７年１１月，他帮
助新华社创立了英文部，开始向国外播发英文消息；

经常为当时中共中央出版的对外宣传刊物《中国通

讯》撰写稿件，积极参加对外宣传工作。［１３］６０这些活

动改善了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形象，也为边区和各根

据地争取了更多的医疗援助。白求恩在晋察冀边区

写了大量的报道、报告文学和散文作品，在美洲的报

刊发表，以争取民众的支持。在马海德、白求恩等人

的积极行动下，更多的人参与进来，继续凝聚并发挥

统一战线的力量。

（三）彰显并传承国际主义精神

中国共产党与国际友人的交流合作，诠释了真

正的国际主义精神。列宁说：“真正的国际主义只

有一种，就是进行忘我的工作来发展本国的革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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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和革命斗争，支持（用宣传、声援和物质来支持）

无一例外的所有国家的同样的斗争、同样的路线，而

且只支持这种斗争、这种路线。”［２７］抗日战争期间，

国际友人与中国共产党及根据地广大军民为争取民

主而并肩战斗，维护了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中国

共产党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在为“反对法西斯而斗

争”，在为“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

争”［２８］８０６。中国作为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抗击着日本陆军半数以上的兵力，这本身即是对国

际社会的贡献。正如宋庆龄在１９３９年５月发表的
《给全世界的朋友的信》中所说，不能把国际援助当

作对中国人民的“恩施”，“因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在斗争中已经在帮助着你们”［４］３８７，对中国的援助，不

单是为了中国的抗战，更是为了保卫世界和平。

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接受国际援助并非毫无原则

和底线，平等、尊重是实现良性交流合作的基础，

１９４４年《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指示》中提出，对外工作
“一切应争取主动，切勿陷于被动，更不应有求必

应，而应有所取舍，或有所轻重，凡我所能而且愿意

使外人知道和参加的事，可由我主动地有计划地加

以布置”［２９］。中国共产党制定了自力更生和争取援

助相结合的策略，“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

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

力”［２８］１０１６。即使没有国际援助，团结起来的中国人

民也仍旧会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因而需要正确看

待国际援助，客观、公正地评估国际援助在抗战中的

辅助意义。

总而言之，“国内、国际两条统一战线相互配

合、相互促进”［３０］，保障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中

国共产党与援华医生的交流合作，不仅改善了根据

地医疗卫生状况，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维系

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是两条统一战线相互配合、

相互促进的重要体现。中共与援华医生交流合作的

经验对新时代中国实施国际援助及与其他国家和地

区共同应对公共卫生事务，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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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土地革命时期，福建苏区自然疫源多、民居卫生条件差、民众卫生陋习多、民众有病求神
不求医等不良因素极易诱发疾疫流行，危害苏区军民的生命健康安全。中国共产党立足福建苏区实

际和革命战争的客观需要，在文化教育之中厚植医疗卫生理念、织密医疗卫生理念传播的社会组织

网络、拓宽医疗卫生理念的大众传播途径，多层次推进医疗卫生理念社会化，增强了苏区军民的医疗

卫生意识，促进了苏区医疗卫生人才的培养，推动了苏区政治文化的社会化，进一步提升了苏区军民

的政治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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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现代性的医疗卫生理念是在工业化和医疗
卫生专业化背景下产生的，是关于公共卫生、个人卫

生、医疗科学化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是衡量人的

现代化的重要标准之一。因此，近代以来，许多致力

于建设现代化强国的仁人志士，都曾尝试通过“医

人”来“医国”。其中，既有以陈志潜为代表的协和

医生在河北定县开展的“定县实验”，２０世纪３０年
代国民党政府在江西开展的“新生活运动”，还有中

国共产党领导苏区军民开展的别开生面的医疗卫生

实践。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医疗卫生实

践，创造了传播医疗卫生理念的新范式，为此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奠定了根基，其

中的经验尤为值得挖掘与传承。但是，纵览现有研

究成果，从社会化、社会互动层面研究苏区医疗卫生

事业的成果还较少。因此，以党领导苏区军民开展

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要基地———福建苏区①为例，探

讨福建苏区推行医疗卫生理念社会化的动因、具体

实践及其社会影响显得尤为必要，更是充分挖掘红

色医疗卫生资源价值、丰富相关研究的题中之义。

一、福建苏区推行医疗卫生理念社会化的动因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根据
地军民，在福建创建了２０多个新型的县级苏维埃政
权。新政权的创建与巩固需要建立一套与之相适应

的新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医疗卫生理念就是这套

新价值标准与行为规范的重点。因为在反“围剿”

的革命战争中，福建苏区人口迁移频繁，人口密度增

大，极易引发疾疫流行，而福建苏区特殊的地理和人

文环境相互作用，则进一步加剧了各种疾疫流行的

风险，对革命战争和苏区生产建设造成不利影响。

（一）福建苏区自然疫源多

福建苏区地处亚热带，多雨潮湿，山多林多，有

利于致病微生物和病媒虫害的生长繁殖，疫病丛生。

“当时即被称为‘瘴疠之区’‘热带病之乡’‘寄生虫

病王国’。”［１］５７由于山区卫生条件差，缺医少药状况

严重，福建苏区所在地时有鼠疫、天花、流脑、霍乱等

急性传染病暴发流行，死者甚多。据新中国成立初

期的回溯调查：“直至人间鼠疫完全控制的１９５２年
为止，已有６９年的流行历史。……在这期间本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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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每年均有鼠疫流行，有疫情报告的达５９个
县市（全省共６７个县市）。”［２］３８截至１９５２年，鼠疫
横行闽西北南平地区，前后流行５３年，患病人数总
计４．５万人，死亡３万人，病死率达６６．６６％。［３］２２７６

１９３３年，闽东南漳州又有５８００多人死于鼠疫。流
行区群众谈鼠色变，无心生产，扶老携幼，逃亡异

乡。［４］２４７８１８８８—１９５１年，鼠疫在闽西龙岩地区共流
行７５次，漳平、龙岩、永定、连城４县的５５８个村镇
均有发现，患病人数２２９４１人，死亡１９９８２人，病死
率达８７．１％。［５］１３２０疟疾在福建各地均有流行，是发
病率最高的传染病，尤其在闽西北的中部山区流行

更为严重。１９３４年夏秋季节，建宁县恶性疟疾大流
行，死亡４００余人，其中城区里心双亭街的大墟场，
３０户１２０人死亡过半，余者逃亡，最终成为一个废
墟。［６］２５２７１９３７年，东山县疟疾流行，发病２０００余人，
死亡 ３４０例。居民血检 ５６１人，疟原虫阳性率达
６２．４％，其中恶性疟原虫率 ７７．４％。［４］２４８７１９２０—
１９４９年，连城县赖源、长汀县城关、漳平县杨美、永
定县堂堡、武平县城区先后发生天花大流行［５］１３２１。

痢疾也是福建苏区患病率较高的急性传染病之一，

１９３４年建宁全县死于此病者４００余人。［６］２５２０凡此种
种多发常见的疾疫，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

和工农业生产。

（二）福建苏区民居环境差

福建苏区多位于农村，农民生活贫苦，居住条件

差，人畜杂居者多。旧时漳州城区劳动人民居住区

没有给排水设施，大气、水源污染严重。住房狭小，

人丁拥挤，通风差，环境阴暗潮湿。［４］２４７１在山区，贫

民多搭草棚、竹寮、杉皮厝等居住。境内还有干阑式

住宅……住宅上层住人，楼下当畜栏兼厨房。［４］２５６７

而且，漳州农家饲养最多的是鸡鸭。鸡舍鸭圈一般

设在院子里，任其宅内户外觅食。［４］２５８５旧时龙岩地

区山区也常见竹寮、草房、杉皮房，人畜混居，低矮、

阴暗、潮湿、脏臭。［５］１４３１由于旧社会社会秩序混乱，

强盗多，农民为自己安全考虑，多注意居所的坚固，

少设窗或窗太小，使通风采光不足。且居住较拥挤，

故多阴暗潮湿。在边远山区还有一些畜舍与卧室毗

连，甚至人畜同居的现象，垃圾、污物杂草四处堆放，

户外成群的露天厕所和贮粪池多不加盖。［２］３３－３４该

省普通居民住宅由于建筑形式简陋，屋顶、地板下和

夹墙中都有空隙，适合于鼠类的匿藏和繁殖。总之，

福建苏区这样的人居环境极易滋生各种疾疫媒介，

诱发各种疾病。

（三）福建苏区群众封建迷信思想严重

福建苏区医疗卫生条件很差，缺医少药的情况

严重，群众害病多通过看巫医或者寻神问鬼的迷信

方式禳解。如在三明地区，民国及其以前人们封建

迷信思想严重，遇到灾害、生病和危急，更以迷信方

式祈求除灾治病。有疾病认为是鬼邪作祟，请师公、

巫婆“驱鬼”“跳童”“下阴司”，在三岔路口烧纸点

香求保佑，吃烟灰，喝符水。小孩受惊哭泣，视为受

风神惊吓，家人将小孩穿过的衣服包裹一升米，出门

“喊魂”“招魂”。突发肚痛或昏倒，认为是被邪风恶

煞打倒，念解风绊煞歌做法事。［６］２７０５在漳州地区，民

众有疾求神，神棍便升神像沿街求取药草，指定某家

庭院内栽种的草药（如车前草、茜草等）为神明指点

的灵药，采来给病人服用。有的延误疾病医治，甚至

造成人身死亡。［４］２５９７在闽南，俗信得病乃“王爷公”

所致，要用丰盛的供品和隆重的仪式敬奉它，俗称

“贡王”。《泉俗激刺篇·贡王》写道：“有病药不尝。

用钱去贡王，生鸡鸭，生猪羊，请神姐，请跳童，目莲

傀儡演七场，资财破了病人亡。”［７］３３３这些封建迷信

活动根深蒂固，不仅会延误病人医治，而且成为福建

苏区推进医疗卫生理念社会化的重要障碍。

以上三个方面是造成福建苏区各种疾疫猖獗的

主要原因，严重地威胁了苏区民众的生命健康，对福

建苏区政权建设造成严峻挑战。正如临时中央

１９３３年所颁布的《卫生运动纲要》所说：“为了解除
群众切身的痛苦，……向全苏区内一切污秽和疾病

作斗争，同工农群众自己头脑里残留着的顽固守旧

迷信邋遢的思想习惯做斗争，是十分必需一天也不

可缓的。”［８］８６因此，在福建苏区疫病丛生、缺医少药

的情况下，推行医疗卫生理念社会化，提高苏区军民

的公共卫生意识和预防意识，成为苏区军民应对疾

疫、改善生活环境、提升健康水平的良策。

二、福建苏区推行医疗卫生理念社会化的实践

虽然中国自古就有“中医治未病”的预防理念，

人民群众也有在重大节日清洁扫除的习惯，但是对

多处于农村、山区的苏区群众来说，党在苏区推行的

兼具中西医优势的、具有现代性的、重视日常预防的

医疗卫生理念确实是一种新理念。这对于墨守成规

的福建苏区群众来说是较为陌生的，让他们摆脱习

以为常的旧习俗，转而认可并践行新的价值标准和

行为规范是非常困难的。于是，福建苏区党政军机

关就综合运用社会化的多种举措，多方位帮助苏区

军民确立医疗卫生理念。

（一）在文化教育中厚植医疗卫生理念

“学校是一个人走向社会的专门化的学习和训

练场所，…… 是系统化的强有力的社会化途

径。”［９］２４８因此，福建苏区将医疗卫生理念融入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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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教育和社会教育之中，着重引导苏区青少年

确立健康卫生的生活方式。１９３２年５月２８日，福
建省苏维埃政府文化部在其发布的“关于征求课目

教材及优待办法”的特别通讯中明确指出需编教材

有：“（一）学校教材：初级（四年）列宁小学常识、卫

生、唱歌、革命故事，高级（□年）列宁小学自然、卫
生、地理、唱歌。（二）社会教育：成年识字课本、剧

本、歌谣。”［１０］２５１福建苏维埃政府发布１３号通令同
时指出：“为统一全省教材，……以前闽西政府及各

县区政府编印的课本一律取消。”［１０］２５２在这套福建

苏区通用的小学教材中，有许多传播医疗卫生知识

的课文。其中《共产儿童读本》（第１册）就有２篇
课文引导儿童合理饮食、及时剪指甲；《共产儿童读

本》（第２册）关于医疗卫生的课文有６篇，内容涉
及吃东西要洁净、种牛痘防天花、吸烟的危害和开门

窗换气、保持空气清新等；《共产儿童读本》（第 ３
册）关于医疗卫生的课文有７篇，内容涉及各种垃
圾的处理、防蚊虫、注意教室内外清洁、用眼卫生等，

还设计了让学生们讲演卫生的活动课［８］３４０－３４３。闽

浙赣省苏文化部１９３２年初版、１９３３年再版的社会
教育教材《工农读本》（第２—４册）也有许多专讲医
疗卫生知识的课文，内容涉及清洁的好处、苍蝇和蚊

子的危害、生病不求医迷信的危害、运动的好处等，

教材中还有让工农学员操演体验的卫生独幕剧《早

婚之害》和《检查卫生》［８］３３７－３４０。卫生教育还是福

建苏区各种识字班、夜校、红军学校的重要教育内

容。正如彭真（彭龙伯）在《红色卫生》第２期发表
的社论所讲：“所有俱乐部、列宁小学、夜校、识字

班，应加日常卫生功课，使每一个工农大众在识字中

就获得宝贵的卫生常识，来运用在日常生活中，养成

一种好清洁、好卫生、牢不可破的习惯。”［８］２４７这就为

福建苏区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不同工作背景的学

员树立并传播具有现代性的医疗卫生理念提供了可

能。

（二）织密医疗卫生理念传播的社会组织网络

福建苏区党政军机关领导创建的儿童团、青年

团、工会、妇女委员会、农会、互济会、列宁俱乐部等

群众组织，是福建苏区推行医疗卫生理念社会化的

重要平台。１９３２年１月，苏区团一大政治决议案明
确指出：“……清洁防疫的工作因此成为团的严重

战斗任务之一。团要努力把清洁防疫的常识向群众

扩大宣传，举行清洁防疫运动，并且实行清洁防疫的

办法、竞赛与卫生宣传。”［１１］４２１９３２年６月２１日，少
共闽粤赣苏区团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决议也明确要

求：“在俱乐部中，设立‘不信神教同盟’进行广大的

反宗教的运动。”［１１］２５６福建苏区的妇女组织则成为

推行苏区婚姻法，废除纳妾、童养媳、缠足、近亲结婚

等不良婚育习俗的主力。１９３３年４月２８日，中共
闽北分区委妇女部在第六次各县妇女部长联席会议

决议中还明确指出：“卫生工作，是于（与）战争有极

大关系的，同时夏天炎热更应注意卫生，以免瘟疫的

发生与蔓延。这一工作必须动员广大妇女群众举行

清洁运动，用比赛精神来进行卫生工作。”［１３］６８福建

苏区各级工会成为传播工作场所卫生、工人各类医

疗卫生保障理念的重要平台。这些群众组织是福建

苏区卫生运动的积极组织者、参与者和监督者，是规

范组织成员卫生行为，传播医疗卫生理念的重要组

织力量，是党和苏区政府推行医疗卫生社会化的重

要途径。

（三）拓宽医疗卫生理念的大众传播途径

福建苏区党政军机关还充分运用报纸、杂志、墙

报、宣传标语、歌谣、戏剧等大众传播工具，发挥其在

构建主流社会文化、塑造共同体意识方面的重要作

用，根据各类疾疫流行的特点，及时登载传播医疗卫

生科学常识、党和苏区的医疗卫生政策。

在苏区发行量最大、影响面最广的临时中央政

府机关报《红色中华》，除传播临时中央关于传染病

防治的法规政策、发布动员苏区民众开展卫生运动

的社论外，还在１９３２年２月至１９３４年４月先后发
布了《预防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疥疮预防法》《冻疮

速愈法》《（防毒）两样方》《鼠疫预防法》《警觉起

来》《卫生常识》等医疗卫生科学知识。最受福建苏

区青年军民青睐的青年报刊《青年实话》也结合青

年生活实际，多次刊布宣传医疗卫生科学知识的文

章。如《反对烟酒、祖墓、迷信、姓氏观念》《加紧卫

生运动》《卫生运动的十个不十个要》《卫生突击队

的作用》《手淫的害处》《红军中青年在卫生运动的

活跃》《你生疥疮吗？医治疥疮的法子》《防毒歌》

等。［８］２３６－３３６《红星报》是向红军部队指战员传播医疗

卫生理念的重要载体，设有《卫生》专栏。除这些在

苏区发行范围较广的、中央部门创办的刊物外，福建

苏区党政部门还积极跟进，在本地的相关报刊上传

播医疗卫生理念。１９３１—１９３４年，闽北苏区创办的
《红旗周报》《列宁青年周报》《红色闽北》等报刊就

及时发布福建苏区的卫生通告，宣传医疗卫生常识，

为苏区开展破旧立新的卫生运动鼓与呼。“（闽东）

苏区政府以《闽东红旗报》为导向，教育广大农民群

众不要相信鬼神。”［１２］６５墙报、标语因其通俗易懂也

成为福建苏区医疗卫生宣教的主要形式。这些标语

和墙报常被写在苏区民众的集会场所，或具有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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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意义的地方，以引起苏区军民的关注。

由于福建苏区民众总体文化水平不高，上述静

态的文字媒介难以影响在苏区人口中占比较大的文

盲群体。因此，福建苏区还积极采用文艺宣传这种

更为柔性、更容易为苏区群众接受的形式传播医疗

卫生理念。１９３３年５月，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在长汀
成立工农剧社。在此前后，其他各分区也成立了工

农剧社，军队组建了宣传演出队，还有遍布各行各业

的各类俱乐部。这些文艺组织的演出内容主要包

括：福建苏区组织文艺工作者创编或改编的切合儿

童认知和生活环境的童谣、用当地流传日久的山歌

小调的韵律和调子创作的山歌小调、借用旧剧的形

式传播新内容或创编简短的文明戏。这一时期在苏

区“流传较广的歌谣有《卫生歌》《卫生运动歌》《慰

劳伤病员》等；戏剧有《早婚之害》《检查卫生》《加

紧卫生运动》等”［１４］２５０。当时的演员多为党在苏区

招募培养的新型文艺宣传人员，而且多用当地方言

开展巡演，如此更容易普遍深入地宣传医疗卫生理

念。

在缺医少药、革命斗争形势紧张的背景下，福建

苏区倚重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社会组织、大众传播

工具、文艺渗透等社会化途径传播医疗卫生理念的

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创立新政权、改造旧社会的一个

缩影，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重建的特色。

三、福建苏区推行医疗卫生理念社会化的成效

福建苏区在推行医疗卫生理念社会化的过程

中，虽然缺乏陈志潜开展“定县实验”的专业医疗卫

生队伍，也缺少当时江西国民党政府推行“新生活

运动”的医疗卫生资源，但还是因势利导，尽可能挖

掘苏区社会化资源，激发了苏区的社会活力，取得了

一定成绩。

（一）增强了苏区军民的医疗卫生意识

据１９３０年５月１８日出席全国苏代会的闽西代
表报告：“最近闽西的青年群众起来反对旧礼教、旧

风俗习惯，打破迷信等斗争。……如改良风俗案，他

们作了普遍的宣传，同时以群众力量来禁止。”［１５］１５２

“所有婚姻、丧葬、年节、戚友应酬等不良风俗都废

除了。”［１６］１９３２年１月１２日，少共闽粤赣省委一年
来的工作报告也指出：“最近在汀连、上杭、永定做

反迷信运动比较有发动宣传等，并与赞成拜菩萨的

团员错误倾向作斗争，强迫现象较少发生。”［１１］２５据

徐淮１９３０年关于福建崇安革命形势的报告：“过去
妇女通通都是缠足，现在已放了十分之六。剪发也

日见增加，在二十岁以内的剪了十分之五。”［１７］２４７

１９３３年４月２８日，闽北分区各县妇女部长联席会

议决议也明确指出：“在三四月份工作，可以说是获

得了相当的成绩……有部分是开始进行，可以说是

群众已了解卫生的意义。”［８］９４转战福建苏区的红军

部队卫生意识更强，据红一方面军卫生干部吴行敏

回忆：“在行军途中，如无法解决禁止饮生水的问题

时，就强调饮干净水，由卫生长用牌子做标记。标明

水源清洁时方可饮用。……每当到驻地时，哪个班

挖厕所，哪个班搞卫生，很快就安排妥了。为了发现

居民中的传染病，卫生人员就注意老乡们是否有穿

孝者，发现后便询问死者的患病状况。如为传染病，

部队即离开疫区。”“以上所说，已成为常规，战士们

都是自觉的（地）执行。”［１８］７７５可见，尽管福建苏区推

行医疗卫生理念的实践对不同群体影响不尽相同，

但这些医疗卫生社会化实践，在总体上还是促进了

苏区军民的卫生自觉。

福建苏区推行的医疗卫生教育，贴合青少年学

生和青年工农兵学员生活实际，呈现形式也丰富多

彩，除分享个体经验和操演卫生剧本外，还有顺口

溜、问答、编成小故事等多种形式，易于被学生和学

员们接受。这些学员回到家中，就会潜移默化地影

响家人，在家庭这个重要的社会化场所推行具有现

代性的医疗卫生理念。由各地苏维埃剧团巡回演绎

的医疗卫生戏剧，以当地人熟悉的语言和艺术形式

“旧瓶装新酒”，如用医生为妇人看病的独幕剧展示

早婚之害；以检查卫生为切入口，将苏区人畜杂居的

常态搬上舞台，指出这种环境和不讲卫生的习惯对

家人健康的危害；创编《加紧卫生运动》鼓词，用苏

区民众较为喜爱的大鼓书在苏区军民中传唱，使这

些医疗卫生理念更为生动形象，更深入人心。这些

举措无形中扩大了相关医疗卫生理念普及的广度和

深度。

（二）促进了红色医疗卫生人才的培育

福建苏区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在党领导的

医疗卫生理念社会化实践中，不仅意识到讲卫生与

身体健康的关系、卫生对革命的重要意义，而且在各

种医疗卫生社会实践的交互影响下，对医疗卫生产

生了兴趣，积极投身于党领导的医疗卫生革命之中，

成为党可以信赖依靠的医疗卫生骨干。“从 １９３２
年秋开始，（福建军区）后方医院创办了‘看护训练

队’（也称‘卫生训练队’），招收思想进步、身体健

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男女青年，每期有学员７０多
人，半年为一期。……由于学员们为革命战争和无

产阶级事业而学习的目的性明确，虽然他们文化水

平低，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普遍都能团结一致遵守

纪律，自觉刻苦地学习。……毕业后除少数学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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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到前线战地医院外，大部分学员留在后方医院，成

为红军部队的医务骨干。”［１９］据后来成为神经外科

专家的福建省长汀籍军医涂通今回忆：“１９３２年２
月，我报名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被分配到福建军区

后方总医院，即四都医院里学习看护。……在学习

中虽然生活艰苦，处在战争环境，教学条件也

差，……同学们刻苦学习，教员们热心教导，……特

别是学校领导处处以身作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８］４１４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中国高等中医教育主要

开创者的福建上杭籍名医黄升仁，在福建苏区党和

苏维埃政府的影响和教育下，在革命战争时期一直

从事医护工作，同其他医务人员一起，历经艰难险

阻，开创了我军医疗救护事业的新局面。［８］４７６－４７７像

他们这样出生在福建、在福建苏区医疗卫生实践的

浸润下十多岁就参加革命、毕生致力于医疗卫生事

业的重要骨干就有十多位。他们为中国的革命事

业，中国的军事医学乃至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都做

出了重要贡献。这也是福建苏区推行医疗卫生理念

社会化的重要收获。

（三）促进了苏区政治文化社会化

苏区群众为什么会抛家舍业拥护革命？土地革

命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党在苏区的医疗卫生实践

对苏区军民造成的心理冲击也至关重要。诚如

１９３４年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所
作结论：“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

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

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

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

们。”［２０］１３６－１３７福建苏区的医疗卫生实践，使长久以来

地位低下的苏区群众切身体会到了中国共产党对他

们生命健康的呵护，感受到了苏区政府对他们的尊

重，认识到作为自由人应有的尊严。所以苏区群众

由衷地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

了。”［２０］１３８因此，苏区群众将这种由生命健康被呵护

而引发的情感共鸣，转为对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全

面支持。“在福安，当时由妇女干部带头，兴剪短

发，倡导男女平等，废除缠足，得到了广大苏区妇女

的响应，许多妇女离开锅台走出家门参加革

命。”［１２］６５在党的感召下，福建苏区群众不畏强敌、踊

跃参军支前的实例更是数不胜数。这就是党尊重人

民群众生命健康权所激发出的群众革命伟力。

福建苏区宣传医疗卫生理念的方式方法也进一

步增强了党的政治影响。通过学校教育、社会教育、

群团组织、大众传播工具、文艺渗透等途径推进医疗

卫生理念社会化，兼顾了各个年龄阶段、不同社会群

体接受新理念的特点，影响范围较广，中国共产党的

政治影响也随之增强。其中尤为称道的是运用新戏

剧进行宣传。诚如对此作过深入采访并多次观看苏

维埃剧团演出的美国记者尼姆·威尔斯所说：“戏

院在社会生活中所占的地位，从来没有像在中国苏

维埃那样重要过……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戏院断乎

不仅是娱乐，或一种唤醒社会意识的宣传工具。它

是革命本身不可分的部分。”［２１］７５“演员们只有极少

的道具和很简单的情节来帮助他们演出。在那赤裸

的舞台上，他们的演剧才能不得不受最高的试

验。……他们倒都好得惊人。孩子们是那么自然，

那么出色……那些戏都是种极显露的宣传，但观众

对于这点倒并不吹毛求疵。……他们因此老是津津

有味地看不同演员所演的同一出戏。”［２１］７７福建苏区

文艺工作者肩负着丰富苏区群众文化生活、开展群

众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医疗卫生理念的三重重任，

“经常深入前线、乡村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

沿途张贴标语，农忙季节与群众一起劳动，在地头田

边进行口头宣传；每逢圩日则在街上搭起简易台子

演出。节日集会，举行军民联欢”［５］１２７７。这既活跃

了福建苏区群众的文化生活，也传播了医疗卫生理

念和党的其他一心为民的方针政策，鼓舞了革命斗

志，增强了苏区群众对苏维埃政权和党领导的革命

事业的政治认同和拥护。

四、结语

福建苏区推行医疗卫生理念的社会化实践，是

党在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过程中创立新政权、改

造旧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运用社会化路径重

建社会秩序的伟大开端。虽然受革命形势影响，党

在福建苏区未能持续地推行新的医疗卫生规范，也

没有彻底根除苏区群众旧卫生常识和迷信邋遢习

惯，但是党在灵活运用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社会组

织、大众传播工具、文艺渗透等社会化途径传播党的

各项方针政策方面的创举，在提升苏区群众医疗卫

生意识、营造医疗卫生科学化氛围、促进医疗卫生人

才培养、提升苏区群众政治认同等方面取得初步成

就，为党此后创建“延安样板”乃至新中国的社会改

造奠定了基础。其中许多做法，特别是医疗卫生与

常规教育相融合、文艺渗透、柔性宣传等举措，对新

时代继续提升人民群众的医疗卫生意识、不断提升

防疫抗疫的质量仍有助益。

注释：

①福建苏区是中央苏区重要组成部分，地域较为广阔，除现
有研究多次提到的闽西地区外，还包括具有重要影响力的

·１７·



闽西北和闽东地区，党中央在这一地区会同福建各级苏维

埃政府开展了丰富的医疗卫生实践，为此后党领导抗日民

主革命根据地军民继续推进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奠

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极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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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小城镇发展与治理问题研究

郭　凯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商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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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２０２３年度河南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小城市发展治理研究”（２３２４００４１０２６７）
作者简介：郭凯（１９７９—），男，河南新密人，历史学博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商学院院长、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社会史。

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小城镇发展经历过三个阶段的发展后取得巨大的成绩，但也存在经济
发展动力不足、城镇治理思维滞后和人才匮乏的短板。小城镇发展的历史经验，对未来中国城市化

发展具有借鉴意义。未来小城镇的发展要强化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的改变，吸引更多人才，培养以

家庭农场主为主体的新型职业农民作为城镇发展治理的主体，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加强对小城

镇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

关键词：小城镇发展；历史经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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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
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城市群、都

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镇协调发展格局，推进以

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１］。城市是人类文

明的产物，也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因

而城市的发展与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

密切的关系。尽管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

６６．１６％，［２］城市人口占据了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但
换户口买房进城的城市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城市

化，即使在未来十年内中国城市化人口达到７０％，
中国距离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还有相当距离。城镇

作为城乡结合、融合发展的关键，是中国式现代化道

路的关键。２０２３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再
次强调“要把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

结合起来，促进各类要素双向流动，推动以县城为重

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

局”［３］。城镇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载体，城镇

化与乡村振兴相辅相成，乡村振兴的发展路径中涵

盖了新型城镇化之路。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城

乡融合发展，就是小城镇的内涵式发展之路。

古代中国社会的城镇多以集镇、军事堡垒为主。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确立“把消费的城市变

成生产的城市”政策，强化了城市的经济功能。［４］在

工业化、城市化双重影响下，新中国建立起高度集中

的计划经济和中央高度集权一元化领导的体制，城

市的发展与治理模式也是国家管理主义下的集权

式、统一式的单位制和区域均衡政策，但在城市与乡

村之间却因城乡分割产生了巨大的空间差异，影响

着中国城市化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

一、新中国城市化的历史与现状

新中国的城市化根据重大政治经济事件的发生

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划分既是国

家工业化发展战略的需要，也是以国家重大政治经

济事件发生为依据，这三个时期国家对小城镇的认

识有着较大差异。我们之所以将新中国城市历史

７０年划分为三个时期，主要基于影响新中国城市发
展的三个关键时间节点。［４］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

革开放初期，是新中国城市化的第一阶段。新中国

成立初期的中国根本上仍然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

国，“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

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

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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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

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

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５］这一时期的小城镇发展

重点在于城市的生产职能，城市公共设施建设滞后；

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至十八大后，小城镇在中

国快速发展起来，特别是苏南地区宜工宜农的小城

镇成为小城镇的标杆。小城镇不仅强调生产职能，

也重视消费职能，小城镇的标准不断提高，城市可容

纳人口不断提升。２０１４年小城市的标准提高到城
区常住人口在２０万以上５０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小
城市，２０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小城市。［６］第三个阶
段是从十八大至今，这一时期国家吸取了以往城市

化的经验教训，逐步走出适合中国发展之路的城市

化模式。

作为农业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虽然城市化率

一再提高，中国依然保持着农业社会的诸多特点。

中国社会的发展以超出寻常的速度走过西方国家数

百年的工业化、城市化历程，但也面临着西方国家发

展过程中先后遇到的诸多问题，诸如住房短缺、基础

设施短缺、商业设施匮乏的问题，也碰到过城市蔓

延、开发区过多、大城市病、郊区化、资源型城市衰

退、旧城历史文化破坏、城市生态危机等一系列问

题，现在又面临大城市房价过高、城市制造业乏力、

互联网经济冲击实体商业、乡村发展落后，也遇见消

费低迷不振，城市发展缺乏后劲，区域发展严重不平

衡等新问题。无论新旧问题，从国际视野和历史长

河来看，这些问题都有先例可循，都有相对应的解决

方法可以参考。

（一）小城镇发展的经济动力不足

小城镇衔接着中国社会的城市与乡村，但对小

城镇的发展理念上却高度强调城市的生产职能，而

忽略其链接乡村振兴的社会职能。首先是小城镇生

产职能偏弱，多数小城镇难以担负起推动地方经济

发展的主力作用，地方财力不断萎缩。特别是２０１４
年后，地方财政收入增速开始低于地方财政支出增

速，２０１９年地方财政收支增速分别为 ３．２５％、
８．２６％，二者相差约 ５个百分点，同时梳理２０１１—
２０１９年数据发现地方财政收入增速降幅已超８０％，
这表明我国地方财政收入已进入低位增长期，地方

财政收支矛盾严峻。［７］学术界有不少强调大城市的

经济聚集作用，提出发展大城市的主张，以经济发展

水平论，高收入国家或地区，大城市化居于主导地位

的占比最高；以城镇化水平论，城镇化水平越高的国

家或地区，大城市化居于主导地位的占比越高。且

目前中国的大城市化发展处于正常范围，不管是从

人口规模还是从经济与城镇化发展前景来看，大城

市化居于主导地位都是大概率事件。［８］但大城市的

经济聚集功能是工业化发展的结果，改革开放之后

的快速城市化是在取得工业化巨大成绩之上的城市

化，过于强调小城镇发展治理中缺乏的经济职能本

身就是小城镇发展目的的悖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小
城镇的经济发展是乡镇企业崛起之后，人口不断涌

向城市的结果，而非小城镇自身发展的结果。进入

２１世纪后，乡镇企业不断与基层政府脱钩，在消耗
完有限的土地资源红利后小城镇的发展再次陷入困

境，特别是中部省份多数中小城镇不具备强大的造

血功能，地方财力增长有限。而这一问题的解决依

靠国家工业化进入新的阶段，再次以工业化带动城

市化，对城市的发展进行分类，利用城市群和城市圈

的建设带动小城镇的发展，而非只强调小城镇的经

济职能，大小城镇的经济发展模式差距甚大，决不能

一概而论。

（二）小城镇发展的治理理念滞后

小城镇在发展过程中，照搬大城市的经济发展

理念，却忽略以人为本的社会治理理念，小城镇的熟

人社会并不适应过于苛刻繁琐的社会管理机制，现

有的许多管理理念与机制是基于经济高速运行的大

城市，推广至小城镇就会遇到“水土不服”的情况，

这与我们国家还处在一个巨大转型阶段和地区发展

差异有关。实际上，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仍会持

续约３０年，期间乡村社区形态不断变化，人口老龄
化和乡村空心化的状态难以迅速解决，公共利益冲

突不断加剧。只有高速的城市化进程趋于平稳之

后，农村社会治理的繁多问题才会减少。因此，在这

样一个漫长的时间段内，所谓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

义，并非都是基层干部的懈怠与推脱，而是社会治理

理念和行为的巨大反差，比如基层财政制度不能从

账面上完全显示，钱怎么花始终是个研究难题。在

捉襟见肘的财政收入面前，服务理念和全能型政府

难上加难，出现社会治理难题是必然结果。基层社

会治理中的一些措施明显脱离基层实际，一旦贯彻

有误，基层就会被指责为不作为，容易忽略基层真实

的需要和实际情况，类似情况在各类工作中都习以

为常。缺乏相关的治理理念并非是小城镇照搬大城

市经验，还包括大城市管理者在治理小城镇时简单

解读、照搬成套大城市管理经验。

（三）小城镇发展的人才匮乏

目前小城镇基层社会治理多数是追求制度设计

的监督目的和可操作性，试图以制度的合理性代替

人的现代性，忘却了合理制度需要高素质的人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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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多数的制度设计需求是以工具理性为目的，考虑

价值理性少之又少，一方面是价值理性本身难以估

量，另一方面是价值理性难以达成共识。比如乡财

县管、村财乡管，看似监督保证，却容易滋生新的权

力寻租，事权和财权的分离更像是对基层干部治理

能力缺乏信心和自身的过度自信。再比如仅提高农

村党支部或者社区主要负责人的政治经济待遇，以

为解决乡村干部和社区工作者的福利待遇问题就可

以加强党支部战斗力，恐怕过于乐观。马克思坦言

“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务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

是人本身”［９］。要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最终要提高

基层社会主体的治理能力，包括基层社会治理者和

参与者。因此，如何培养更多高素质的社会治理主

体，将是我们应对未来更多严峻挑战的关键。而现

有的小城镇经济发展水平是难以保证吸引更多的高

素质人才，随着人口的逐渐减少和高素质人才的外

流，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将会面临更多的困境。

二、小城镇社会治理的建议

小城镇的基层社会具有城市和乡村的双重属

性，治理的主体、客体和范围涵盖了中国人的日常生

活，对于小城镇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既要考虑城市

治理，又要考虑乡村振兴。总体上看，城市社会治理

的内容具体为：首先要有一个多元化参与的治理主

体。［１０］对于小城镇的社会治理的理解不应停留在表

面，应准确把握和主动适应当前我国社会结构的深

刻变化，使小城镇的基层政府从基层社会治理的单

一主体转变为主导力量和兜底保障，让小城镇的基

层政府从全能型政府转型为社会治理的主力军，转

变社会治理理念，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新

体系，构建基层治理的新格局。

（一）转变对小城镇发展的偏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

“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

理效能，”“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

会治理共同体。”小城镇治理最难之处是如何在小

城镇真正建立人民城市理念。人民城市的本质在于

城市发展成果最终由人民共享，尽管目标明确，却难

以真实界定目标。本文假设要实现人民城市为人民

的社会治理理念，就是建立起以人为中心、极具包容

性且富有弹性的城市治理模式，要把城市掌控权从

各类精英手中收回，让市民、新型职业农民和社区、

乡村决定城市前进的方向。任何精英阶层治理理论

都将导致城市由资本主导，其治理依靠资本治理，那

么城市发展的任何成果也最终由资本主导进行分

配，小城镇的功能作用也难以有所发挥。尽管２０世

纪８０、９０年代的小城镇发展思路有一定的误区，但
建设更多的宜居的小城镇、利用小城镇发展消弭大

城市发展所带来的城市病，是小城镇发展的主要意

义。要改掉社会对小城镇的偏见，不能以工具理性

衡量小城镇的城市功能，要看到小城镇在城市化体

系中难以替代的缓冲作用和人力资源的蓄水池作

用。既要反对将小城镇完全等同于大城市的发展理

念，也要反对将小城镇视为“大号农村”的偏见，要

认识到小城镇在中国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要

在社会中形成对小城镇新的看法和发展理念，不能

一味强调小城镇的经济职能，更应看到小城镇的发

展是落实人民城市理念的关键。小城镇提供给社会

更为有效的公共服务，为进一步提升高质量城市化

提供有效路径，任何社会治理模式最终目的不是对

人的管控，而是通过有效提供个性化、精准化、智慧

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不断提升人的安全感、尊严感和

幸福感，最终服务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要转

变对小城镇的定位和认知，小城镇自身发展中也要

转变认知，将人民城市的理念发挥得更好。

（二）转变小城镇社会治理思维范式

如何全面建立现代化的治理体系，中国面临两

大挑战。一是思维范式的挑战，一是管理技术的挑

战。［１１］思维范式的改变是小城镇社会治理的首要，

其中也包括对传统观念全面否定的再次认识，比如

“一刀切”管理模式，一方面这种工作方法可以发挥

很好的便利性和较低的运作成本，因此不时被各级

政府采用；而另一方面精细化管理背后高昂的行政

运作成本却少人有谈及。如果理性看待“一刀切”

背后的行政运作成本，可以理解为何基层社会治理

中经常性出现“救火式”治理，中西部小城镇有限的

财政预算资金无法提供更为详细丰富的公共管理服

务，“一刀切”的便利性、可操作性是多数小城镇工

作所需。但“一刀切”的行政化手段也减弱了行政

工作在公共服务质量和回应性方面的有效性，也降

低了社会公众对城市基层政府人员的信任度和认同

度。当某一事件与政府人员存在关联时，就立刻会

遭到社会公众的全面关注和声讨，致使城市基层政

府的合法性面临巨大考验。［１２］“一刀切”行政逻辑

的背后是社会治理理念，是传统政府大包大揽的全

能式政府社会治理理念的体现，也是社会治理主体

的缺失，其存在虽有重要作用，但也容易以先入为主

的研究框架固化基层干部群众和社会治理理念，其

研究结论只能满足道德层面的需要，无助于现实问

题的解决。实际上，国家工业化和基层社会组织化

的治理方式一直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治理的两翼，

·５７·



相关战略也都围绕此战略展开，“一刀切”的治理方

式延续至今。现阶段我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客观上

加大了农村地区社会治理的难度：大量农村人口外

出打工后，形成人口庞大的农村留守群体；家庭成员

的分居对农村传统稳定的婚姻家庭结构造成了巨大

的冲击；乡村公共生活缺乏活力；土地征用、拆迁等

利益冲突和突发事件频发等，［１３］时至今日这些问题

依然难以妥善解决。

因此，当事权的不断扩大化与有限的财政收入

发生冲突时，试图以较低成本运作复杂的基层社会

的方式就显得捉襟见肘，全能型的治理方式要有所

转变，基层社会的组织化自治愈发重要，选好基层社

会治理的主体成为关键。从党的二十大报告所塑造

的基层治理理念和治理远景来看，健全城乡基层治

理体系、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是中国式现代化

的本质要求，且二者的实施路径和实施主体是一致

的，所以基层治理新格局的主体也是乡村振兴的主

体，是社会治理中心。以基层社会治理主体为核心，

并随之展开的基层治理体系的完善是基层社会治理

的重心，也就是说未来新型职业农民是城镇居民，是

乡村振兴和基层社会治理的共同主体。小城镇治理

过程中要准确把握和适应当前我国社会结构的深刻

变化和熟人社会的转型，让小城镇的政府从全能运

动选手转变为社会治理的运动员兼裁判，才能构建

小城镇基层治理的新思维。

（三）转变小城镇的人才观念

从我国大多数乡村的实际情况和数十年的发展

经验来看，依靠乡村内生力量实现振兴的是极少数

特例，这些典型案例不具备推广的现实可能性，江浙

地区作为改革开放的典型，众多小城镇经济发达，治

理成熟，中西地区学习复制容易“邯郸学步”。综合

中西部大多数小城镇的基层社会治理来看，以基层

政权为核心，以资源注入和帮扶为主的外生型社会

治理占据多数，也具备推广的机制和复制的可能，这

也符合中国国情和健全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创新基

层社会治理体系的需要。但人的因素是社会治理的

核心因素，伴随着老龄化社会的不断深化，小城镇更

难吸引年轻人才，因此不拘一格降人才、将乡村振兴

和小城镇的发展眼光集中在乡村社会自身、集中在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上，才具有价值意义。比如城市

社会治理逆行政化创新的本质是重塑社会治理主

体，任何完善的机制都需要人才的支撑，人才是机制

的最大软肋，人才也是弥补机制运行缺陷的灵丹妙

药。所以，任何社会治理和振兴方案的制定都应首

先考虑人的因素，考虑社会治理的主体。要以习近

平总书记提倡的“人民城市理念”为社会治理理念，

高度重视小城镇社会治理过程中中间阶层的培育，

以培养更多高素质的家庭农场主为首的新型职业农

民作为社会治理的目标，将新型职业农民视为小城

镇社会治理体系中的核心力量。“放权给钱”以更

为灵活的机制激发基层政权和新型职业农民共建共

治共享社会治理，同时通过新型职业农民打造城乡

融合发展，使得新型职业农民和城镇居民只是人的

职业属性，而非身份属性。让更多拥有新型职业农

民身份的城镇居民成为社会治理的实施者和受益

者，改变以往社会治理中基层政府全知全能全责型

的治理方式，通过社会治理群体的变化改变社会治

理体系，倒逼基层社会不断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

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从而实现

“善治”，以人的进步推动社会治理的发展。

人民城市是服务人民，一切技术手段和治理体

系都是为了服务“人”，人在城市中的权利是一种高

级的权利形式，包括实现自由的权利、在社会化过程

中实现个体化的权利、享有居住环境的权利、生活和

居住的权利；同时也包括参与权和占有权（侧重于

对使用价值的占有而非财产权）。［１４］因此打通城镇

居民与新型职业农民两者之间的通道、造就更多成

熟理性的基层社会治理群体是基础也是关键。在小

城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上，确立家

庭农场为乡村农业经营的主体、乡村振兴的主体、小

城镇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充分培育和发展这一群

体，提升家庭农场主和新型农民的参政意识，这些既

从事生产劳动又参与分配资源的农业劳动者和农业

企业家通过对新的机会和刺激因素做出反应，构成

了农业生产中人力资源占主导地位的远大前景。［１５］

要提高家庭农场主们的政治待遇，确立基层社会治

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实施主体，才能逐步探索和实

现各类社会治理方案。抛开实施主体谈实施方案就

是本末倒置。本文认为社会方案的实施必须配合成

熟稳定的社会治理实施主体，而培育培养以家庭农

场主为主的各类高素质新型职业农民，才是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关键，而非社会治

理的各类文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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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民在线互动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网民
积极情绪的影响研究
———基于共情的中介作用分析

李平芬
（广西职业师范学院 旅游与公共管理学院，广西 南宁 ５３０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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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２３ＹＪＡ６３００４４）；２０２２年度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边境民族地区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风险识别与治理机
制研究”（２２ＢＧＬ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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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情绪治理对政府部门风险沟通实践和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基于风险沟通理
论和共情传播理论，聚焦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的网络积极情绪，以风险认知为调节变量构建政

民在线互动对网络积极情绪的影响因素评估模型，通过发放问卷收集数据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研

究假设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政民在线互动正向影响网络积极情绪的形成；共情在政民在线互动和积

极情绪之间起中介作用；风险认知在政民在线互动对网络积极情绪影响路径中起调节作用。

关键词：网络积极情绪；政民在线互动；共情传播；风险认知；结构方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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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随着移动通信技术和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以

抖音、微信、微博为主要代表的互联网社交平台成为

网民情绪聚集、网络舆情迸发的重要舆论场。网络

情绪是民众现实情绪在网络上集体情感的反映，民

众在负面情绪的影响下对信息的理性分析存在缺

失，一旦得不到及时的疏导和排解，很可能引起谣言

泛滥、社会失序等次生危机，甚至对组织现有的平衡

状态产生威胁，严重冲击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政务新媒体健康有序发展

的意见》提出：政府需要加强对互联网社交平台的

监督与引导，关注网民情绪，引导网上舆论，营造清

朗的网络空间。因此，塑造以积极情绪为主的舆情

氛围，对实现网络社会和谐稳定和现实社会公共安

全具有重要意义。

现有文献对网络积极情绪的研究主要聚焦“它

影响了谁”和“谁影响了它”两个方面。部分学者认

为网络积极情绪对投资者的羊群效应、民众的风险

感知和公众接受行为意愿等产生影响。例如：肖争

艳等（２０１９）研究发现中小投资者的网络参与热情
在股市的不同时期，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羊群效应。

樊博等（２０１７）对环境风险议题分析后，认为公众积
极情绪强度的下降会造成风险感知水平的提升。牛

金玉等（２０２０）通过分析政府、媒体与公众三者之间
互动状况发现，具有积极情绪的居民对政府风险沟

通效果评价的满意度较高，更愿意接受相关政策。

也有部分学者从文化和民众个性特征等方面探

索引发网络积极情绪的影响因素。在客体方面，研

究者主要从引发网络积极情绪的社会文化、政府回

应、同伴影响等方面开展研究。例如：ＮｅａｌＣ．等
（２００４）认为网络积极情绪受文化差异和立场等因
素的影响。王磊等（２０２２）提出网络问政平台忠实
反映了疫情防控期间公众情绪变化，数字政府回应

及时，在疫情防控期间携带情绪的舆情更倾向于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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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张骞（２０２３）认为乐观者可以为同伴激发营造
积极的网络氛围，还能促使积极情绪在同伴网络的

扩散和传播。在情绪主体方面，研究者主要从情绪

主体的共情、风险认知、个性特征等方面开展研究。

例如，周宵等（２０１９）提出共情激发了人们的积极情
绪表达，积极情绪有助于个体对创伤事件进行积极

的风险认知评价。王俊秀等（２０２０）研究发现人们
对疫情的风险认知能够显著负向预测积极情绪体

验，正向预测消极情绪体验。

本文梳理发现网络积极情绪方面的研究已取得

丰硕的成果，但涉及政府与民众在线互动对网络积

极情绪影响的研究不多，对地方政府新闻发布内容

的共情水平、政民互动策略选择将激发公众情绪等

现实问题在理论层面的研究还不足［１］。在疫情防

控期间，我国实施了良好的政民双向互动策略，且多

个地区在不同时间段实施了封闭式管理，引发了其

他地区民众的共情，期间民众也经历了对风险认知

从懵懂到较清晰的心路历程。这使得在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背景下，基于共情传播与风险沟通理论，深入

挖掘政民在线互动与网络积极情绪之间的影响关系

成为可能。李春雷等（２０１９）提出参与者在社交媒
体的网络虚拟空间的互动参与是影响网民情绪状态

的重要因素。宋宪萍（２０２２）发现个体的风险认知
高低取决于社交互动的程度。陈凌婧（２０２２）认为
网民情绪的触发是基于对家国情怀的共鸣与共情。

可见，互动、共情、风险认知等对公众情绪产生重要

影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政民在线互动与网

络积极情绪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共情和风险认知等

因素在其关系中起到怎样的作用呢？鉴于此，本文

根据郭润萍等学者的观点［２］，将政民在线互动分为

在线信息互动和在线情感互动两个维度，并引入风

险认知变量，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背景下政民线上互动对网络积极情绪的作用关

系，探究风险认知和共情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网

民积极情绪影响的作用机理，丰富社会情绪领域的

研究，为构建以网络积极情绪为主导的舆情环境提

供一种新思路。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政民在线互动与网络积极情绪

互动是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

间以信息传播为基础而发生相互影响的动态过

程［３］。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人们更多地通过在

线互动去满足社交需求。郭润萍等提出社会互动方

式分为信息互动和情感互动两类［３］，人们在网络平

台进行诸如浏览、搜寻、发帖、回帖等一系列能动性

行为，不断调整认知和投入情感，满足了网民对信息

和情感互动的诉求。本文也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

景下的政府与民众在线互动分为在线信息互动和在

线情感互动，在线信息互动是政府通过文字、语音、

图片和视频等载体与民众交流突发公共事件相关信

息的互动行为［４］；在线情感互动是政府和民众在一

个共同和共享的情感体验领域中，通过相互作用而

进行的情感转让的互动行为［５］。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相关信息的质量（有效

性、确定性、可靠性等）和形式（图片、文字、视频等）

会影响个体情绪产生的速度和强度，个体的情绪或

行为受到他人的情绪或行为的证实而获得信息，进

而导致情绪的放大和行为的极化［６］。根据风险沟

通理论，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境下，政府与民众的

互动直接影响民众的思维模式、需求和态度，使其情

绪情感发生变化，并在社交网络的披露和激化中成

为集体性的网络情绪。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政民在线互动中政府

不仅要为公众提供事实信息，而且要在此基础上关

照公众的情感。在信息互动过程中，政府在政务平

台直播或转发有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相关信息，

并对民众的建议和期待作出回应，使得民众对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防控所产生的积极意义有了更深刻的

理解进而支持公共政策［７］，充满了对防控成功的希

望，从而产生较为积极的情绪。在线情感互动过程

中，政府关注点还应聚焦安抚公众情绪，从社会风险

感知、公众情绪结构等角度提炼相关信息，实现价值

表达和情感调适。民众感受到被理解、被关爱的情

感，在社交平台与其他人产生共鸣并建立友谊和信

任，产生实施具体行动的责任感和积极向上的情绪。

同时，当个体的合规行为被肯定时，更是产生了践行

规则的决心和自尊自爱的积极心态。

可见，网络民众个体的态度和情绪会受到政府

工作人员在平台表达的态度和情绪的感染，同时也

影响着政府部门进一步的方案部署。在这种情境

下，政民之间提升了彼此的认同感，进一步加强了社

会网络联系，行动意愿和积极情绪得到进一步提升。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政民在线互动对网络积极情绪有正向影响。
Ｈ１ａ：在线信息互动对网络积极情绪有正向影响。
Ｈ１ｂ：在线情感互动对网络积极情绪有正向影响。
（二）政民在线互动与共情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民众在信息传播过程

中出现的共情过程包括受众认知共情和情感共情两

个过程，民众情绪变化受危机信息的特征、强度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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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中携带的情绪影响［８］。共情作为理解他人、关

爱他人的情感基础，能有效缓解民众的情绪体验，更

好地接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社会情境，并重塑建

立在互联网媒介之上的情绪状态。李鹏等（２０２２）
提出社交媒体可通过多样的互动机制引导大众共情

并激发积极态度。林心宇等（２０２１）提出政府部门
在与民众的互动渠道中需要传递情感与人文关怀，

民众的积极情绪在网络环境中交叉流动，形成群体

内的共情机制。因而，民众情绪会在社交互动时与

他人共情而发生变化，并做出相应行为的反应。例

如，在新冠病毒防控阶段：一方面，民众在认知共情

过程中，政府根据民众需求在线发布信息，民众接收

相关信息后会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对事态发展有所

帮助，也激发出对政府部门治理政策的支持以及管

理难度的理解，进而产生认知共情；另一方面，民众

在情感共情中，在线感受到来自政府的情感支持，缓

解了惊慌感和焦虑感，增进了彼此间的理解，使政民

间产生情感共情。认知共情和情感共情让民众对政

府提出的行为准则表示认同，自身遵守规则一旦受

到认可和赞赏，更对事态发展充满信心。可见，有效

的政民在线互动增加了互动主体间的共情能力。因

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政民在线互动对共情有正向影响。
Ｈ２ａ：信息互动对共情有正向影响。
Ｈ２ｂ：情感互动对共情有正向影响。
（三）共情与网络积极情绪

共情传播理论认为民众对突发事件能够产生心

理移情和情绪共振，一方面表现为情绪的感染，另一

方面表现为有意识的情绪分享，进而影响更多人的

情绪。传统严肃的新闻范式并不能通吃所有受众，

人们在新媒体时代不仅仅追求理性、客观的信息，还

有感性表达诉求的需要。人们对唤醒自己情绪的图

片、文字、视频等信息产生情绪认同，并产生分享的

欲望，通过点赞、转发等形式产生复合式互联网传

播，该种情绪随之在社会网络中形成病毒式感

染［９］。本研究中，受传者基于情感的一致性对信息

内容进行“同向解码”，随着情感的不断“传染”，形

成范围逐渐扩大的网络情绪。

共情可以带来认知上的改变，认知的改变引起

了情绪及态度上的认同。比起传统的理性传播，共

情传播更有助于打破沟通主体间的隔阂，从情感的

共鸣到认知的共鸣，最后达到内化的认同，沟通效果

更为显著。共情传播的特征在网络情境下表现得更

为显著。根据共情传播理论，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暴发的初始阶段，民众处在各类非理性网络情绪应

激爆发的舆论环境中不知所措，政府部门通过政务

平台信息发布、召开新闻发布会等形式进行风险沟

通，在沟通中客观准确地传递出相关信息，从而让公

众平静下来；同时也精准化地表达了观众的真实感

受，较好地实现了对民众复杂应激心理的共情，通过

树典型、挖亮点等正面引导，把各类负面网络情绪成

功转化为同心抗疫的中国力量和制度自信。因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３：共情对网络积极情绪生成有正向影响，并在
政民在线互动和网络积极情绪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Ｈ３ａ：共情在信息互动和网络积极情绪生成之
间起中介作用。

Ｈ３ｂ：共情在情感互动和网络积极情绪生成之
间起中介作用。

（四）风险认知的调节作用

风险认知指民众依赖个人主观直觉判断对情境

中各种危险事物的风险进行认知评估［１０］。个体在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拥有积极情绪和正确抗疫行为

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自身的风险认知水平，民众的

风险认知水平引发他们在接收信息时的共情心理。

时勘等提出人们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不同地

区民众的风险认知有差异，管理部门可以通过与民

众的积极互动激发民众风险认知的共情动机，发挥

其激励效应，通过正向影响增加民众积极的应对行

为。李宗亚等（２０２１）提出通过增强民众在社会层
面的疫情风险感知来引发共情，促进形成积极友善

情绪和助人帮扶行为。对风险认知越高的个体，越

能看待诸如病毒引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与我们生活的

关系，认为免疫学的发展史就是人类与病毒的斗争

史，增强了对病毒的认知度和抗疫的积极性。政民

在线互动的外在刺激使得人们更关心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暴发地区的情况，引发共情，更愿意遵守抗疫规

则。风险认知越低的个体，越不相信专家意见，越容

易放任自己某些不守规则的行为，面对规则易暴易

怒，更不会真正关心他人的安危。在社交平台上表

达不满情绪，制造更多的社会矛盾。因此，本文提出

如下假设：

Ｈ４ａ：风险认知对在线信息互动—共情路径有
显著正向调节作用，风险认知越高，在线信息互动对

共情的影响越显著。

Ｈ４ｂ：风险认知对在线情感互动—共情路径有
显著正向调节作用，风险认知越高，在线情感互动对

共情的影响越显著。

Ｈ４ｃ：风险认知对在线信息互动—积极情绪路
径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风险认知越高，在线信息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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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对积极情绪的影响越显著。

Ｈ４ｄ：风险认知对在线情感互动—积极情绪路
径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风险认知越高，在线情感互

动对积极情绪的影响越显著。

综上，本文结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将政民在线互

动分为信息互动和情感互动两个维度，并将其作为网

络积极情绪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引入共情和风险认

知两个变量，探究政民在线互动和网络积极情绪之间

的作用机制。本文构建的理论模型如图１所示。

图１　理论模型

三、研究设计

（一）问卷设计及数据收集

２０２０年初开始暴发的新冠病毒疫情影响范围
广、持续时间长、来势凶、攻势猛，是一起重大的、典

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研究选择民众在新冠病

毒防疫期间政民线上互动及情绪特征进行问卷调

查，研究设计的问卷分为被测者的基本信息统计和

政民在线互动、风险认知、共情、积极情绪等变量的

测量项两部分，利用 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和 Ａｍｏｓ２１．０软
件对调查数据检验研究假设和理论模型的科学性、

合理性。

本研究依托“问卷星”平台对我国多个省市网

民抽样调查，数据收集时间为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日到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３０日。为保证样本的广泛性、代表性
以及信效度的合理性，随机发放４０份问卷进行预调
查，通过咨询专家、小组讨论后进行相应修改后才进

行正式调查，共发放１３５０份问卷，回收问卷７９４份，
筛除答题所填选项高度一致、时间过短的无效问卷，

剩余６６４份有效问卷，有效率 ８３．６％。参与调查的
女性数量多于男性，占５８．４％；由于年轻群体更愿
意在社交平台互动，被调查者的年龄主要集中在

２１—３０岁，样本量占比４８．２％；从被调查者的受教
育程度来看，６１．１％为本科学历；从职业来看，４１％
为学生。该样本调查对象涵盖了不同的年龄段、文

化程度、职业等，说明调查对象具有客观性、公正性

和代表性，可用于研究分析。

（二）变量测量

本研究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作答（１＝完全不
符合；５＝非常符合）。其中，政民在线互动的测量
题项改编于 Ｎａｍｂｉｓａｎ等人及王建民等人开发的量

表［１１］；风险认知的测量采用谢晓非等编制的针对

ＳＡＲＳ风险认知的量表改编而成［１２］，从使用风险可

能性、风险严重性、风险未知性、风险可控性、风险熟

悉性等维度评估了被试者所感知到的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的风险程度；共情的测量根据王协顺等编制的

共情量表测量［１３］，其中包括近端响应、远端响应、观

点采择、在线模拟、情绪传染等维度；在线积极情绪

采用刘君玲等开发的量表［１４］，有自豪情绪、赞赏情

绪、理解情绪等维度。具体变量题项如表２所示。
四、数据分析

（一）信效度检验

从表２可以看出，５个潜在变量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ɑ
系数均＞０．８，说明设计的调查问卷从整体上能够有
效测量所收集到的信息，量表具有很高的内部一致

性和稳定性。

本研究从内容效度、结构效度两个方面对问卷

进行评价。本研究的问卷内容均改编自现有文献中

的成熟量表，经过多位专家推敲后做出适当的修正，

内容效度良好。本研究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结

构效度（主要包括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通过观

察因子载荷、组合信度和平均方差提取值检验收敛

效度。从表 ２可以看出，各题项因子载荷值在
０．６７８—０．８７７之间，各维度的组合信度（ＣＲ）均大
于０．７，达到标准，ＡＶＥ均大于０．５，达到标准，显著
性概率Ｐ＜０．００１。根据ＦｏｒｎｅｌｌＣ等的建议，所有变
量ＡＶＥ的值大于０．５，ＣＲ值大于０．７时，说明样本
数据的收敛效度较好。可见，本模型的内在质量理

想，稳定性好，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如果测量模型

中的潜在变量的平方根值大于该潜在变量与其他任

何一个潜在变量的共同方差（或相关系数平方值），

则表示潜在变量之间具有良好的区别效度。从表３
可见，５个因子的ＡＶＥ平方根依次为０．７４８、０．７６４、
０．９５３、０．７２９、０．８５０，均高于０．５的门槛值，且均大
于５个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值，说明该测量模型的
区别效度较好。

（二）共同方法偏差和模型拟合度检验

本研究采用Ｈａｒｍａｎ单因子验证性因子分析共
同方法偏差检验。Ｐｏｄｓａｋｏｆｆ等提出未旋转载荷平方
和单因子不超过４０％，说明样本数据不存在严重的
共同方法偏差问题。本研究检验结果见表４。从表
４可见载荷的第１个单因子解释变异为２９．０３３％，
未超过４０％，说明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问题，即该问卷调查的结果良好。

采用Ａｍｏｓ２１．０软件对６６４份问卷数据与理论
模型进行适配度拟合，其检验指标结果如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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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信效度检验结果及变量题项来源

变量 测量题项
标准因
子载荷

在线信息互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ｌｐｈａ＝
０．８３４，ＣＲ＝０．８３５，
ＡＶＥ＝０．５６０）

１．我会在政务微博等数字政府平台对发布的“疫情发生地区的相关信息”下留言并与政府工作人员互动 ０．７８３

２．我会在政务微博等数字政府平台对发布的“他人破坏防疫行为的短视频、新闻”下留言并与政府工作人
员互动

０．６９５

３．我会在政务微博等数字政府平台对发布的“疫情感染区人们生活状况的相关信息”下留言并与政府工
作人员互动

０．７２４

４．我会在政务微博等数字政府平台对发布的“疫情防控的有效措施”下留言并与政府工作人员互动 ０．７８６

在线情感互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ｌｐｈａ＝
０．８７４，ＣＲ＝０．８７４，
ＡＶＥ＝０．５８３

１．当我对疫情发展感到担忧时，会在政务微博等数字政府平台上寻求权威信息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安慰 ０．８０２

２．我会在政务微博等数字政府平台上发表对疫情防控问题的看法和个人感受并与政府工作人员互动 ０．７４２

３．我会在政务微博等数字政府平台上发表对他人违反防控规范行为的看法并与政府工作人员互动 ０．７１４

４．我会在政务微博等数字政府平台上真诚地发布对疫情防控的情感并与政府工作人员互动 ０．７１６

５．我会在政务微博等数字政府平台上主动与政府工作人员互动并成为朋友 ０．８３６

风险认知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ｌｐｈａ＝
０．９００，ＣＲ＝０．９００，
ＡＶＥ＝０．６４４）

１．我如果到处乱跑，极有可能被传染 ０．８６３

２．我知道一旦被传染，会对身体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 ０．８０５

３．我觉得这次的疫情比以往的疫情更严重 ０．７５１

４．我认为抗击疫情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０．７８１

５．我清楚知道哪些行为有利于疫情防控 ０．８０８

共情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ｌｐｈａ＝
０．８４７，ＣＲ＝０．８４９，
ＡＶＥ＝０．５３２）

１．我能理解疫情区居家隔离的感受 ０．７４９

２．如果我也处在疫情感染区，我也会老老实实居家隔离 ０．６７８

３．我愿意转发疫情暴发区人们发出的生活感受等文字或视频 ０．６８１

４．我会担心我所在地区有人受到感染 ０．７０４

５．我能真切体会到疫情暴发区民众内心的痛苦 ０．８２３

积极情绪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ｌｐｈａ＝
０．８８６，ＣＲ＝０．８８７，
ＡＶＥ＝０．７２４）

１．当我认为应对疫情我们某些方面做得不错时，我会在社交平台（如微信、ＱＱ、抖音等）谈论自豪的话语 ０．８７７

２．当别人能按疫情防控的相关要求去做时，我会在社交平台（如微信、ＱＱ、抖音等）谈论赞赏的话语 ０．８５６

３．当别人在疫情防控过程中表达自己的困难时，我会在社交平台（如微信、ＱＱ、抖音等）表达理解的话语。 ０．８１８

表３　变量的区分效度检验

在线信

息互动

在线情

感互动

风险

认知
共情

积极

情绪

在线信息互动 ０．７４８

在线情感互动 ０．３２４ ０．７６４

风险认知 ０．２７３ ０．３１６ ０．９５３

共情 ０．３７３ ０．３１４ ０．１３１ ０．７２９

积极情绪 ０．４５０ ０．４０３ ０．１７２ ０．４３９ ０．８５０

表４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成分
初始特征值

合计 方差的％ 累积％
提取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的％ 累积％
１ ６．３８７ ２９．０３３ ２９．０３３ ６．３８７ ２９．０３３ ２９．０３３

２ ３．１９０ １４．５０１ ４３．５３４ ３．１９０ １４．５０１ ４３．５３４

３ ２．２５５ １０．２４９ ５３．７８３ ２．２５５ １０．２４９ ５３．７８３

４ １．９２７ ８．７６１ ６２．５４４ １．９２７ ８．７６１ ６２．５４４

５ １．４６９ ６．６７５ ６９．２１９ １．４６９ ６．６７５ ６９．２１９

表５　模型适配度检验值

指标 Ｘ２／ｄｆ ＰＣＦＩ ＧＦＩ ＲＭＳＥＡ ＮＦＩ ＴＬＩ ＣＦＩ
统计值 １．４０３ ０．８１７ ０．９４８ ０．０３５ ０．９４３ ０．９７９ ０．９８３
参考值 ＜３ ＞０．５０ ０．９ ＜０．０８ ＞０．９ ＞０．９ ＞０．９
达标情况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χ２／ｄｆ＝１．４０３；ＰＣＦＩ＝０．８１７；ＧＦＩ＝０．９４８；ＲＭ
ＳＥＡ＝０．０３５；ＮＦＩ＝０．９４３；ＴＬＩ＝０．９７９；ＣＦＩ＝
０．９８３。这些指标均符合 ＭａｃＣａｌｌｕｍＲＣ等推荐的
可接受范围，说明理论模型与数据的拟合程度良好，

表明研究模型具有很好的解释力。

１．主效应检验
本文运用ＡＭＯＳ２１．０软件对回收的调查数据分

别进行模型的路径分析和研究假设。温忠麟等提出

路径系数β值越大，表明变量之间的相关作用强度
越大。并且，临界比例Ｃ．Ｒ．值大于或等于１．９６，即
可说明在０．０５显著水平下有显著差异。路径分析
与假设检验的结果见表６所示。

根据表 ６可知，所有路径系数绝对值均介于
０～１之间，各条假设对应的Ｃ．Ｒ．值达到０．０５的显
著水平，且Ｐ＜０．００１，在线信息互动对积极情绪的
路径系数为０．２７７，Ｃ．Ｒ．值为４．３４１，故 Ｈ１ａ成立；
在线情感互动对积极情绪的路径系数为０．２３１，Ｃ．
Ｒ．值为３．８６６，故 Ｈ１ｂ成立。综上，政民在线互动
对网络积极情绪有正向影响。在线信息互动对共情

的路径系数为０．３０３，Ｃ．Ｒ．值为４．４７４，故 Ｈ２ａ成
立；在线情感互动对共情的路径系数为０．２１７，Ｃ．Ｒ．
值为３．３５３，故Ｈ２ｂ成立。综上，政民在线互动对共
情有正向影响。共情对积极情绪的路径系数为

０．２６２，Ｃ．Ｒ．值为４．１７１，故共情对网络积极情绪
有正向影响。可见，研究结果全部支持主效应模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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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主效应分析结果

假设 路径关系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Ｓ．Ｅ． Ｃ．Ｒ． Ｐ 检验结果

Ｈ１ａ 积极情绪 ＜－－ 在线信息互动 ０．２７７ ０．０６５ ４．３４１  成立

Ｈ１ｂ 积极情绪 ＜－－ 在线情感互动 ０．２３１ ０．０５７ ３．８６６  成立

Ｈ２ａ 共情 ＜－－ 在线信息互动 ０．３０３ ０．０５６ ４．４７４  成立

Ｈ２ｂ 共情 ＜－－ 在线情感互动 ０．２１７ ０．０５０ ３．３５３  成立

Ｈ３ 积极情绪 ＜－－ 共情 ０．２６２ ０．０７８ ４．１７１  成立

　　注：表示Ｐ＜０．００１。

　　２．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采用Ｈａｙｅｓ等提出的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置信区间法

检验模型中的中介效应，设定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抽样 ５０００

次，置信区间设为９５％，若间接效应置信区间不包
含数字０，则表明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的检验
结果如表７所示。

表７　中介效应显著性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检验分析结果

变量 路径 效应值 Ｌｏｗｅｒ Ｕｐｐｅｒ Ｐ

在线信息互动 在线信息互动—积极情绪 ０．２７７ ０．１５６ ０．３９２ ０．０００

在线信息互动—共情—积极情绪 ０．０８０ ０．０３６ ０．１３２ ０．０００

总效应 ０．３５７ ０．２４１ ０．４６３ ０．０００

在线情感互动 在线情感互动—积极情绪 ０．２３１ ０．１１６ ０．３４９ ０．０００

在线情感互动—共情—积极情绪 ０．０５７ ０．０１８ ０．１０３ ０．００２

总效应 ０．２８８ ０．１７３ ０．４０４ ０．０００

　　由表７可知：在线信息互动→共情→积极情绪
中介效应为 ０．０８０，９５％置信区间为［０．０３６，
０．１３２］，不包含数字０，说明共情在两者之间的中介
效应显著，Ｈ３ａ成立。在线情感互动→共情→积极
情绪中介效应为 ０．０５７，９５％置信区间为［０．０１８，
０．１０３］，不包含数字０，说明共情在两者之间的中介
效应显著，Ｈ３ｂ成立。综上，共情在政民在线互动与
积极情绪之间起中介作用。

３．调节效应检验
（１）风险认知在“政民在线互动—网络积极情

绪”路径中的调节作用

采用多元层次回归法检验风险认知对主效应路

径的调节作用，结果见表８。由表８可知：模型１中
年龄、职业对积极情绪具有显著影响。模型２加入

自变量后，在线信息互动（β＝０．３０２，Ｐ＜０．０５）和在
线情感互动（β＝０．２７７，Ｐ＜０．０５）对积极情绪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作用；把调节变量风险认知加入模型

３中，自变量在线信息互动（β＝０．３０１，Ｐ＜０．００１）、
在线情感互动（β＝０．２７６，Ｐ＜０．００１），调节变量
（β＝０．００７，Ｐ＜０．０５）依然对因变量积极情绪作用
显著。最后，将在线信息互动 ×风险认知和在线情
感互动×风险认知的交互项代入方程，其回归系数
分别为（β＝０．１２８，Ｐ＜０．０５）；（β＝０．２０７，Ｐ＜
０．０５），说明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对积极情
绪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同时从表 ８可见模型 ４的
Ｒ２（０．３０７）显著高于模型３的Ｒ２（０．２３８），说明模型
解释能力增强。

表８　风险感知在主效应路径中的调节检验

积极情绪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控制变量 性别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４

年龄 ０．１２７ ０．０５７ ０．０５７ ０．０４３

学历 ０．０９４ ０．１００ ０．１００ ０．０８１

职业 ０．１６６ ０．０６３ ０．０６３ ０．０５６

自变量 在线信息互动 ０．３０２ ０．３０１ ０．２７４

在线情感互动 ０．２７７ ０．２７６ ０．２８６

调节变量 风险认知 ０．００７ ０．０３３

交互项 在线信息互动×风险认知 ０．１２８

在线情感互动×风险认知 ０．２０７

Ｒ２ ０．０３２ ０．２３８ ０．２３８ ０．３０７
△Ｒ２ ０．０２０ ０．２２４ ０．２２２ ０．２８７
Ｆ ２．６９５ １６．９２５ １４．４６６ １５．８１６

　　注：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表示Ｐ＜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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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可见，调节变量风险认知对在线信息互动
和在线情感互动对积极情绪的影响有显著的调节作

用，Ｈ４ｃ、Ｈ４ｄ得以验证。
（２）风险认知在“政民在线互动—共情”路径中

的调节作用

通过执行ＳＰＳＳＰｒｏｃｅｓｓ中的 Ｍｏｄｅｌ８得出中介
路径中风险认知的调节作用，其结果见表９。由表９
可知：当风险感知程度不同时，在线信息互动对共情

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９５％ 置信区间分别为
［０．００１，０．０７９］［０．０６３，０．１９５］，均不包含数字０；不
同风险感知之间存在显著差异，９５％置信区间为
［０．０４０，０．０１３］，不包含数字０，说明风险感知对“在
线信息互动—共情”路径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当风

险感知程度不同时，在线情感互动对共情的９５％置
信区间分别为［－０．０１８，０．０６６］［０．０６０，０．１８６］，高
风险感知包含０，说明不显著，低风险感知不包含０，
说明低风险感知对“在线情感互动—共情”路径调

节作用显著；在不同风险认知水平之间存在显著差

异，９５％置信区间为［０．０３３，０．１１８］，不包含数字０，
所以Ｈ４ａ、Ｈ４ｂ成立。

表９　风险感知在中介路径中的调节作用检验

变量 变量 效应值 Ｓ．Ｅ． Ｌｏｗｅｒ Ｕｐｐｅｒ
在线信息互动 高风险感知 ０．０３３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７９

中风险感知 ０．０７６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４０
低风险感知 ０．１２０ ０．０３４ ０．０６３ ０．１９５
效应值 ０．０４０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７７

在线情感互动 高风险感知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８ ０．０６６
中风险感知 ０．０６６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３ ０．１１８
低风险感知 ０．１３３ ０．０３２ ０．０６０ ０．１８６
效应值 ０．０４３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８ ０．０７９

　　五、研究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问卷所取得的

数据，探索了政民在线互动对网络积极情绪产生的

影响，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首先，政民在线互动对民众共情以及网络积极

情绪的生成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基于风险沟通理论

和共情传播理论，当民众在风险沟通平台上进行信

息互动和情感互动时，如阅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

信息、询问确认某些不确切的信息、表示对现状担忧

的留言等都能得到权威回复，他们在互动交流中更

能全面了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暴发的起因和现状，

激发对公共卫生事件暴发区民众的同理心，也能把

自己消极的情绪在互动中淡化，积极的情绪在互动

中生成，从而感染平台上更多的人，并采取更多积极

的行动配合政府的工作。这说明政民在线互动不仅

是激活民众共情的因素，也对网络积极情绪起到不

可忽视的作用。可见，政民在线互动是民众情绪的

“减压阀”，政府组织应当给予民众更多的“情绪关

怀”，民众对政府的情感认知良好，政民关系才会更

加和谐稳固。

其次，共情中介了政民在线互动对网络积极情

绪的影响。人们更愿意接受和传播自己情感上认同

的新闻信息。风险沟通平台采取共情传播策略，凝

聚人心，就要在文本内容中注入引发读者情感共情

的元素。新闻报道等文本以信息交流的方式衍生出

情感交流的场域，因此，经由信息内容建构的情感互

动现象就此产生。风险沟通中政府部门需要不断调

整自身的定位，参照民众的情感需求，找到政民互动

最佳的情感共振点。根据共情传播理论，传播主体

需要积极进行情感议程设置，即在风险沟通过程中

以情感为基础，以信息传播为媒介和纽带，基于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情境开展信息互动和情绪互动，力求

达到情感的共享和沟通的目的。因此，当民众在风

险沟通平台进行信息和情感互动时，频繁的信息和

情感刺激会引发民众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感同身

受，激发民众抗击疫情的责任感，进而产生让积极情

绪蔓延网络的行为。可见，个体产生共情是民众传

播积极情绪的有效途径。

最后，风险认知对政民在线互动影响共情以及

网络积极情绪的路径具有调节作用。谢晓非等学者

发现个体对风险的认知等变量与个体情绪直接有

关，可以成为考查和调节个体心理状态的途径。因

此，在政民在线信息互动和在线情感互动过程中，民

众对风险知识的了解和对疫情区人们的共情都会影

响其心理状态，个体在风险沟通平台互动越多，越能

理解突发事件的现状，越能产生抗击疫情的责任感，

进而以积极的情绪在生活中践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的行为。

（二）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揭示了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政民

在线互动对网络积极情绪的影响机制，但仍存在一

定局限性。首先，影响网络积极情绪的因素众多，可

能存在多个维度，今后的研究可以探索其他维度因

素对网民积极情绪的影响，并开展相关的实证研究。

其次，本研究只探究了政民在线互动对网络积极情

绪的影响机制，对依此提出的引导政民在线信息、情

感互动等措施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验证。最后，本

文调查问卷的发放限于某一病毒防控时段中，未来

的研究有必要在其他突发公共事件情境下进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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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强化研究结论的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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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折扣视角下河南中原文化对外传播创新

花亚男
（河南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６）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６－２５
基金项目：２０２４年度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跨文化视角下黄河文化国际传播的河南路径研究”

（２００２３ＤＷＴ０１７）；２０２４年度河南农业大学繁荣哲学社会科学项目“语言服务赋能河南乡村文化振兴路径研究”（ＦＲＺＳ２０２４Ｂ０８）
作者简介：花亚男（１９８０—），女，河南郑州人，硕士，河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语言学与跨文化交际。

摘　要：新时代背景下，文化对外传播已成为中华文化传承发展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文章以
文化折扣概念为基础，以河南中原文化为核心，借助文献研究法和案例分析法，分析文化折扣视角下

河南中原文化对外传播困局，提出拓展对外传播平台，深化文化内容融合，丰富文化传播形式，跟进

文化传播技术，强化传播队伍建设等策略，以期削弱文化折扣带来的传播对抗，助力河南中原文化更

好地走向世界、融入国际，不断朝着建设文化强国的目标迈进。

关键词：河南中原文化；对外传播；文化折扣；文化隔阂；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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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世界经济、政治、
文化、生态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其中文化作为国家

软实力的代表，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发挥着促进文化

交流和理解、增强国际影响力、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

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不断提升国家文化

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对外传

播成为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与文化软实力的一大关

键。中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

华文化传承发展的根源。由于中原文化涵盖黄河中

下游地区，因此与黄河文化交织交融，且地域上以河

南省为核心，故而亦被称为“河南中原文化”。长期

以来，河南省积极探索河南中原文化对外传播路径，

其中“２０２１年河南卫视春晚”的出圈推动河南中原
文化对外传播迈进一大步，但由于文化折扣现象的

存在，河南中原文化对外传播过程并不顺利，需要相

关主体积极创新传播策略，推动河南中原文化真正

实现从走出去到融进去的转变。

一、文化折扣的内涵解析

（一）文化折扣的概念及成因

１９８８年，霍斯金斯（ＣｏｌｉｎＨｏｓｋｉｎｓ）和米卢斯
（Ｒ．Ｍｉｒｕｓ）于《美国主导电视节目国际市场的原因》

（Ｒｅａｓ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Ｕ．Ｓ．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ｉｎ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ｓ）一文中正式提出
“文化折扣”（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Ｄｉｓｃｏｕｎｔ）概念，认为由于文化
差异性，特定文化下产生的文化产品，如电视节目、

电影等在同类文化背景中广受欢迎，但在其他文化

背景下的吸引力迅速下降。文化产品具有鲜明的地

域特色，非同属性文化背景下的受众对外来文化的

理解度、对外来文化产品的接受度有所不同，使得文

化产品本身价值被弱化，文化也因此被削弱［１］。

文化折扣现象的成因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其一，

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群体之间的自然环境、历

史脉络、人文风格、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等大相径庭，

因而文化结构存在差异，使得文化传播过程中产生

价值损耗。其二，文化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的编码

和解码方式也会产生文化折扣，英国文化研究之父

斯图亚特·霍尔（ＳｔｕａｒｔＨａｌｌ）认为编码与解码之间
符码的不对称与文化关系、意识形态相关，影响着文

化传播效果。其三，传播渠道的应用也会使得文化

在传输过程中发生损耗，包括传播工具的应用、传播

实效的发挥、传播形式的选择等等，皆影响着文化传

播过程中折扣的大小与损耗的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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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折扣的价值及应对

折扣起初应用于经济学领域，是为了促进贸易、

刺激消费而提出的一种市场运营机制，且折扣的应

用只有在合理范围内才能够达到薄利多销的目的，

一旦超出合理范围便会产生经济负效应。而后，随

着不同国家、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折

扣延伸至文化领域，催生出文化折扣的概念，使得文

化折扣的产生成为必然，但同样只有将文化折扣控

制在合理范围内才能提升文化传播效果［２］。了解

文化折扣内涵、探讨文化折扣成因，有助于优化河南

中原文化对外传播机制，尽量避免因文化折扣而造

成的文化价值损耗和文化传播隔阂，提升河南中原

文化对外传播效果，且在加深国际受众对河南中原

文化的符号印象、增强国际受众对河南中原文化的

价值认同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从文化折扣的概念和成因来看，彻底消除文化

折扣，在不损耗文化价值的前提下完成文化传播是

一种非贴合实际的理想状态，无论是传受双方自身

的文化差异、编码解码过程中的文化解读，还是其他

客观传播工具所带来的误差都无法避免。因此在文

化对外传播过程中，其一，传播主体应明确文化折扣

现象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尝试以降低文化折扣

的心态开展文化对外传播工作。其二，传播主体应

在尊重与理解外域文化的基础上，加强外域文化与

本土文化的融合，避免因文化冲突而加重文化折扣。

其三，传播主体应运用好对外传播平台，为不同文化

交流提供途径，在提升缓解文化冲突能力的基础上，

尽可能将文化折扣降到最低，建立和谐的跨文化交

际关系。

二、文化折扣视角下河南中原文化对外传播的

困局

当前，世界在各项技术支持下走向互联互通，经

济全球化过程中，文化全球化发展逐渐成为重中之

重，而中华文化的输出传播对于塑造可信、可爱、可

敬的中国形象，增强国内民众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具

有重要推动作用。河南中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标

杆，其发展既要重视对内传承，也要关注对外传播，

日益开放的传媒环境使得河南中原文化迎来良好的

对外传播机遇，且获得更大的展示舞台，但由于受多

重因素影响，文化折扣现象不减反增，亟需相关传播

主体摆脱河南中原文化对外传播困局。

（一）文化传播格局较混乱

媒介技术的升级改变了原有传播格局，传统媒

体、新媒体的并行发展使得以往点对点的文化输出

变成“点”“线”“面”多维发散、纵横交错的网状传

播，由此造成河南中原文化对外传播格局较为混乱、

效果大打折扣。一方面，从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

到孕育出文字的殷商文化，从豫剧、汴绣到罗山皮影

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再从白马寺、洛邑古城到龙门

石窟等传统名胜，河南中原文化丰富多样，但由于缺

乏系统的传播策略和规划，致使文化对外传播体系

分散。另一方面，西方文化等国际多元文化的冲击，

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河南中原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

力［３］。

（二）文化刻板印象难突破

长久以来，受经济、政治与社会等因素影响，东

西方之间的文化沟通交流阻滞，加之部分恶意的东

方印象误导，致使部分国际民众对中华文化留下非

正面的刻板印象。河南中原文化对外传播起步较

晚，且处于各国文化碰撞、摩擦、交融的关键时刻，在

对外传播过程中无可避免地会受到国际民众对既往

中华文化“定型观念”的影响，而这种文化刻板印象

体现出先入为主的偏见性，使得河南中原文化对外

传播相对被动。此外，经过上千年的沉淀，河南中原

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文化内容与

形式相对传统、保守，其厚重的历史感与国际民众追

求现代奔放的观念之间存在根本性差异，使得文化

刻板印象难突破。

（三）文化传播渠道不通畅

传播渠道是产生文化折扣的重要因素，传播渠

道不畅、传播方式有限阻碍着河南中原文化的对外

传播之路。当前，河南中原文化对外传播的主要渠

道仍局限于传统的、官方的、正式的文化交流活动、

国际展览和学术论坛等，如由河南省主导的海外孔

子学院，虽然在助力河南中原文化走出去过程中具

有一定效用，但由于受到传播地的束缚，导致投入的

传播成本与取得的传播效果之间并不匹配。与此同

时，河南中原文化对外传播渠道仍以传统媒体为主，

一方面，传统传播渠道的文化语言体系过于官方，文

化相关内容的笔触较为严肃，且缺乏一定亲和力，使

得河南中原文化对外传播流于形式，难以融入传播

地。另一方面，河南中原文化对外传播所触达的国际

受众范围有限，而国际受众能够接触到的河南中原文

化同样受限，双重限制反而加剧文化折扣现象。

（四）新媒体技术应用较慢

随着科技的发展，以数字技术为主体的新媒体

发展迅猛，媒体的新形态、新服务层出不穷，特别是

在当前人工智能成为新生产工具、数据成为新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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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的大背景下，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以更加丰富的

形态重塑着中原文化传播的新业态。但河南作为内

陆省份，其一，因产业分布原因，与人工智能、大数据

等最新技术策源地存在地理距离，且在跟踪新技术

发展上明显滞后于沿海省份，中原文化的传播在底

层媒体技术工具层面存在天然不足。其二，因对新

技术的理解存在滞后性，在新技术的应用上更是明

显落后半拍，这点从在微博、微信、抖音等新媒体的

快速发展，以及河南在这些新媒体上的影响力较弱

可以得到进一步证实。其三，新媒体传播的一个最

大特点是热点的快速切换，在文化的对外传播中，河

南更多是热点的跟随者，而不是热点的创造者，影响

力相对较弱。以上三个方面，加剧了中原文化对外

传播的折扣现象。

（五）对外传播人才不充足

对外传播人才不充足是掣肘河南中原文化走出

去的一大关键，不仅难以及时传递河南中原文化中

的优秀内容，而且容易导致河南中原文化对外传播

过程中产生文化隔阂，引发文化误读，加大文化折

扣。其一，河南中原文化体系庞大、内涵丰富，当前

对内传承过程中已出现传承力不足的问题，尤其是

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面临失传风险，且深入了

解河南中原文化内涵和历史的人才较为匮乏。其

二，河南中原文化对外传播需要掌握扎实文学知识、

较强传播技能的人才予以支撑，但当前河南省尚未

制定完善的对外传播人才培养机制，且鲜少将国际

传播人才与文化传播人才进行交叉培养。其三，河

南中原文化对外传播需要传播主体在实践中不断探

索减少文化折扣、降低文化损耗的有效方式，但当前

对外传播的实践机会较少。

三、文化折扣视角下河南中原文化对外传播的

创新策略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强调“共同

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

的时代价值，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

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化在世

界文明中占有一席之地，面对外来文化的侵袭，中华

文化更要加快走出国门的步伐。河南中原文化对外

传播可积极带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对此，相关传播

主体应洞悉文化折扣内涵，走出河南中原文化对外

传播困局，并立足河南中原文化优势，不断拓展河南

中原文化在国际传播中的新空间。

（一）拓展对外传播平台

传统主流媒体平台在专注中华文化节目创作中

体现出较强专业性和持久性。河南卫视作为河南省

最权威的传播平台，从２０２１年以来凭借中国传统节
日系列晚会成功出圈，从《唐宫夜宴》到《端午奇妙

游》《元宵奇妙游》，河南中原文化被展现得淋漓尽

致，文化品牌效应日益突出［４］。但要想实现河南中

原文化破圈再扩圈，需要传播主体积极拓展海外传

播平台，借助新媒体向外输出河南中原文化，通过打

通传播渠道降低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价值损耗，减少

文化折扣。２０１５年发布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
报告》中显示，“海外受访者中有５１％的受众会通过
新媒体了解中国”，特别是年轻群体。如今随着国

内外媒介平台逐渐增多，依托于互联网、手机的新型

社交媒体已成为信息传播的主渠道，是为国内外传

递信息、传播文化的重要窗口。因此，统筹利用大众

媒体和新兴媒介渠道，发挥社交媒体平台在精准推

送、同好集聚等方面的传播优势，可以有效提升中原

文化海外传播的覆盖面。

河南中原文化传播主体应积极利用海外平台，

或借助国家使领馆的海外平台，开辟河南中原文化

对外传播的官方通道，或在各个国家的社交平台注

册媒体账号，借助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向全球用

户传播河南中原文化。例如，河南卫视自２０２２年开
始在海外平台同步直播河南卫视传统节日系列晚

会，在将河南中原文化传递至全球７２个国家的基础
上，有效拓宽了河南中原文化的国际受众群。河南

卫视上传数据显示，“直播观看人次突破４１０万，且
２０多个国家使领馆的海外平台参与发布”。对外传
播平台的拓展将最大化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减少

渠道阻滞引发的文化折扣，使河南中原文化顺利

“出海”。

河南中原文化传播主体可以通过搭建国际合作

新平台，与国外媒体影业公司合作，推动河南中原文

化走出国门，走进国外主流社会。例如把更多的中

原文化、中原元素与中原产品投放到中外合作的媒

体平台上，呈现到国际受众的视野中，这种“合作传

播”形式是进入国际主流传播平台、减少文化折扣

阻碍，放大中国文化产品影响力的有效途径。

（二）深化文化内容融合

拓展对外传播平台旨在使更多国际受众“看得

到”河南中原文化，但减少文化折扣产生的深层原

因才是促进文化对外传播的关键，这需要河南中原

文化传播主体结合传播地的文化特性和受众习惯，

持续深化文化内容融合。河南中原文化起源早、脉

络深，其文化内涵中既蕴含中华文明特性，也包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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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文明个性，而寻找河南中原文化与传播地文化之

间的文化关联与文化共性能够促进双方文化融合，

提升传播有效性。例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省林

州市调研时反复强调“红旗渠很有教育意义”，红旗

渠精神中所包含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

作、无私奉献”的文化内核与各国所追求的自信自

强、和平互助具有内在一致性，因此可以将红旗渠精

神内核与传播地文化相结合，以价值共振推动河南

中原文化对外传播。

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不确定性规避”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即受众面对陌生情景与内
容时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危机感，进而本能地排斥，影

响文化传播效果。国际受众对于外来文化的疏离和

排斥源于对文化内容的认知差异，但文化背后所传

递的情感却是全人类所熟悉的也易于接纳的。因

此，河南中原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应当避免“不确

定性规避”，降低文化折扣带来的价值损耗，在关注

知识性、文化性内容对外传播的基础上，也要通过文

化内核触达传受双方的情感深处，注重传受双方情

感互通同样能够深化文化融合。河南中原文化脱胎

于一个个动人的历史故事，传播主体可以从这些故

事中提炼出与传播地受众共通的情感因子，提升传

播地受众对同一故事的情感认同，以情感共振促进

河南中原文化对外传播。

（三）丰富文化传播形式

《２０２２年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数据显
示“６１％的海外民众乐于了解中国文化”。中国文
化的走出去为河南中原文化对外传播奠定了良好的

受众基础，对此，河南中原文化传播主体应当不断丰

富文化传播形式，以新颖独特的方式彰显河南中原

文化魅力，可以通过针对性调研，深入研究国外不同

受众的文化传统、价值取向和接受心理，因地制宜、

一国一策地开展工作，以激发国际受众了解河南中

原文化的主动性，从而最大限度削弱文化折扣带来

的影响。其一，河南中原文化传播主体应不断丰富

线下文化传播形式，或定期在海外举办艺术展览、音

乐会、戏剧演出等文化交流活动；或通过建设河南中

原文化体验中心，展示虢州石砚、秦氏绢艺、黄河石

泥砚、柘城李秀山泥塑等河南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

带领国际受众亲身体验并参与其中。其二，河南中

原文化传播主体可通过创新线上传播形式消弭中外

受众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分歧。一方面，通过制作精

美的双语图文、双语短视频等，介绍河南中原文化的

历史传统、风土人情。另一方面，鉴于中国在科学技

术等方面的成就，包括５Ｇ移动传播技术、ＴｉｋＴｏｋ等
媒介平台，河南中原文化传播主体可以借助科学技

术丰富文化线上传播形式，通过科技赋能开发设计

充满技术力的文化产品。例如，在河南卫视中国传

统节日系列晚会中，创作团队借助虚拟现实、人工智

能、云计算等技术创作出的《龙门金刚》《有凤来仪》

等节目，从ＡＲ应用到３Ｄ环绕皆沉浸式地展现出河
南中原文化风采，以视觉震撼吸引更多国际受众关

注，有效打破了国际受众对中华文化的刻板印

象［５］。

然而，河南中原文化的对外传播，只有外部形式

的创新是不够的，更应深入剖析文化折扣的成因，从

根本上满足文化内涵、文化深度的需求。尤其是在

文旅融合的推动下，需要将中原传统文化艺术的历

史沉淀、审美情趣与对外传播的创新意识相结合，在

传统与现代、对内与对外间形成有效的联系，注重传

统文化的当代转化，减少文化价值的弱化。当国际

受众流连于河南博物院叹为观止的历史文物时，也

同样会被博物院精美的文创产品吸引，既可以感受

到历史文化的熏陶，又体会到当代中国的魅力，收获

由内向外的亲身体验。河南中原文化传播形式的创

新应建立在立足传统、挖掘内涵的基础上，不断探索

文化艺术内部与外部社会多元素的合作，与时代和

大众的需求接轨，使之成为新时代中原传统文化创

新性发展和创造的重要一环。

（四）跟进文化传播新技术

河南中原文化对外传播主体应当努力跟进文化

传播新技术，充分利用５Ｇ、虚拟现实、人工技能等新
技术，从传播工具的应用上，改善文化折扣现象，使

文化在传输过程中的损耗最小，最大程度发挥文化

传播效果。

其一，关注大数据在中原文化对外传播中的热

点打造功能。一方面，大数据助力传递媒介搜集全

量素材，新闻媒体通过对这些素材的整理和分析，可

以更好地了解受众群体的喜好，更加准确地把握文

化传播的热点和趋势。以河南文旅为例，其在抖音

平台的爆火就得益于大数据技术的支持，通过对用

户在抖音上的行为和兴趣进行深度挖掘，确定了中

原文化传播的热点和方向，从历史名城、文化底蕴到

雄山秀水、美食特色、旅游攻略等方面持续发力，成

功“出圈”。另一方面，大数据助力中原文化传播媒

介快速更新迭代。通过对用户反馈的实时分析，了

解用户需求和偏好，从而精准定位目标受众，制定有

效的营销策略。例如，通过大数据分析出传播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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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董宇辉的关注度较高这一现象级热点，河南文旅

快速行动，邀请与辉同行团队开展“河南行”，并通

过直播等方式进行宣传，成功吸引了大量粉丝的关

注，提升了河南文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同时，通过

对旅游资源的全面梳理和深度分析，大数据技术可

以挖掘出更多具有潜力和价值的宣传素材，并通过

数字化手段进行展示和推广。河南文旅利用大数据

技术将河南的精品旅游资源进行了全面梳理和展

示，打造４个全球著名ＩＰ、８个国际知名 ＩＰ、１９个全
球一流ＩＰ，通过抖音等平台吸引了大量外国游客前
来观光旅游，极大地促进了河南中原文化的对外传

播。

其二，关注人工智能引领文化传播方向的作用。

河南中原文化对外传播主体需要应用人工智能技

术，为文化传播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和创新空间，减少

因双方的编码和解码方式造成的文化折扣。一方

面，在官方，可利用大模型生成的高质量文案、图片、

视频等宣传素材，提高中原文化宣传效果和影响力。

另一方面，要打造专业模型实现自我迭代和反馈，不

断优化和完善宣传策略和内容，提高宣传的针对性

和有效性。例如，在河南景区导览系统中引入人工

智能技术，根据游客的喜好和需求，提供个性化的导

览服务；在文创产品开发中，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

设计优化和智能推荐等。进一步发挥人工智能在河

南中原文化对外传播中的作用，打造更多具有创新

性和实用性的应用场景，强化国际受众对外来文化

的理解度，从文化风格和思维观念等方面降低文化

折扣影响，提高文化传播效果。

（五）强化传播队伍建设

河南中原文化的对外传播本质上是中外文化的

一场博弈，文化折扣程度代表着文化博弈的效果，而

文化博弈的背后也是人才的博弈。因此，河南中原

文化对外传播的发展最终需要回归到人才培养与队

伍建设中，只有这样才能够改善国际传播格局混乱

的现状，弱化文化折扣带来的影响［６］。河南省作为

传播河南中原文化的第一责任人，应以提升河南中

原文化在国际范围内的知名度为宗旨，以提升中华

文化在国际传播领域的影响力为核心，以提升中国

文化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为目标，打造一支高素

质、专业化、国际化的复合型文化传播队伍。

首先，河南省应不断加大传播人才培养力度。

一是与地方高校合力培养具有国际传播视野且文化

素质过硬的传媒人才，在优化整合汉语言文学专业、

新闻与传播专业教学资源的基础上，构建高校专业

联合培养体系，定点培养输送文化对外传播人才。

二是与地方文化企业、涉外企业展开合作，为复合型

传播人才提供实践平台，增强复合型人才实践能力。

其次，建立国际传播人才数据库。一是可以吸

引国内外国际传播人才参与河南中原文化对外传播

项目的建设中，为河南中原文化对外传播提供精准

的人才储备和调配支持；二是开拓中外文化交流通

道，以此为契机组织学术交流、人员互访等活动，从

而更好地推动河南中原文化朝着国际化方向发展。

最后，要强化传播队伍建设，河南省应在做好顶

层设计的基础上，统筹社会力量，充分发挥民营机构

在中原文化对外推广方面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的

市场嗅觉灵敏，品牌意识强，运营机制灵活，传播渗

透性强，传播力好，可以帮助培养传播中原传统文化

的新生力量。

四、结语

面对当前国际传播格局，文化自信不应简单沦

为一句口号，而是应成为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钥

匙。中国作为文明古国中唯一不间断地将文明延续

下来的国家，理应将文明之源延续下去，践行大国使

命、尽显大国担当。在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相学习

中，展开双向的、互动式的跨文化交流。河南中原文

化被视作中华文明的起点，在时代变迁中见证着悠

长积淀的历史岁月，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文

化符号历久弥新，河南省作为文化大省应当积极树

立文化形象，创新方式、方法，守护好、传播好中原文

化，让河南中原文化活起来、传下去、走出去，为世界

贡献精神力量，做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的强劲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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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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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甘勇（１９６５—），男，广西兴安人，博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党建思政和计算机应

用。

摘　要：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开放的科学理论体系，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文
化观的创造性发展，是做好新时代高校思想文化宣传工作的行动指南。作为在黄河岸边办学的郑州

市属高等学校，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把习近平文化思想贯穿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充分挖掘黄河文化

蕴含的时代价值，探索具有特色的黄河文化育人之路，引导青年大学生传承弘扬“家国天下”“自强

不息”的精神，在立德树人中更好地担负起高校应有的文化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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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完整、系统、开放的科学
理论体系，为做好新时代思想文化宣传工作提供了

强大理论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高校要立足于新时

代新阶段的历史方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

想，勇担新的文化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扎

根中国大地，为省、市中心工作提供精神动力、智力

支持和人才支撑。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与发展的时代背景和

实践基础

（一）时代是思想之母

文化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注的重要问题。马克

思主义创始人揭示了文化的本质，阐释了文化的主

要特征，总结了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文化与经

济、政治的辩证关系，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产生提供

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１］马克思主义认

为：劳动创造了文化，人民群众是劳动主体；文化是

社会政治经济在观念上的反映，同时对政治经济又

具有反作用。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一个系统的科学

的理论体系，在文化理论创新和文化工作布局等多个

领域和层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节

点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的新境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文化建设提升

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的灵魂，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

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２］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源

自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精神，源自中国悠

久的文化史、文明史。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上，习近

平文化思想强调：由于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

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要走适合自己特

点的发展道路，那就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

道路，而不是其他什么道路。要立足新时代新征程的

世情、国情，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历

史方位，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在如

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上，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强调“两

个结合”的方法论。“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

合”，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提供了文

化发展的根本遵循，增强了文化自信的深厚力量。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高度重视考古工作，用事实回

击对中华民族历史的各种歪曲污蔑，为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３］

任何一个思想理论都是历史的产物、时代的产

物，其形成和发展离不开一定的时代背景。伟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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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呼唤伟大的理论，伟大的时代孕育伟大理论。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波澜壮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创立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

近平总书记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科学社会主义迈向新阶段、当今世界经历新变局，立

足于宣传文化思想工作环境和条件发生深刻变化的

时代方位，旗帜鲜明地提出一系列重大创新观点，科

学回答如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之问，从

而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

（二）实践是理论之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以推进文

化强国、民族复兴为使命，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

创新，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建设之路，形成了习

近平文化思想，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丰富

发展和重大创新。

科学的思想理论是系统化的认识成果，从来都

是实践的产物。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科学的理论体

系，适应时代需要而产生，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回答了

新时代为什么要重视文化建设，建设什么样的文化，

如何建设文化等重大实践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就新

时代思想文化工作应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两个

文明”协调发展、“两个结合”、新的文化使命、保护

历史文化遗产、坚定文化自信、促进世界各类型文明

交流互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强国建设等

１１个方面提出的重大创新观点，构成了习近平文化
思想的“体”。习近平总书记就新时代健全党的创

新理论武装工作体系、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打造新

型传播平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健全

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文物保

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

设和人才队伍建设等１６个方面提出的工作布局和
要求，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用”。贯穿“体”

“用”始终的是“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方法论。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的理论体

系。新时代文化思想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意识

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变革，人民群众对

新时代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繁荣的认可和文化自信

的进一步增强，都从社会实践角度检验了习近平文

化思想的科学性。

二、自觉把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加强中国特色哲

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

会科学区别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４］中国

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

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核心是要解

决为什么人的问题，最终要落实到怎么用这些理论

成果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上来。新时代新征程

上，我们将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研究导向，努力揭示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

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致力于服务郑州国家中心城

市现代化建设，把研究成果写在祖国大地上。

（二）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强化思想政治工作，

牢牢把握立德树人的关键环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

本任务，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

的根本标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

是教育的根本问题。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大学要

把加强价值观教育作为教育的核心内容。［５］面对新

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

文化思想为指导，大力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

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校园、进课堂、进学

生头脑。要强化互联网思维，把网上工作作为高校

联系师生、服务师生的重要手段，走好网上群众路

线，在网上亮出高校旗帜、发出高校声音，做好正面

引导，坚守舆论阵地，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提

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要加强校园文

化阵地建设，强化图书馆、学校广播站、新媒体中心、

校史馆、校园红色文化长廊等软硬平台建设，在坚定

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红色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着力。

要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将习近平文化思

想融入思政课和各门专业课程，融入学校教育教

学各环节，推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推

动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进一步合力课堂育

人、实践育人和网络育人，不断创新育人手段、丰

富育人途径，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涵养高校大学

生爱国之情、报国之志，锻造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三）以解码郑州文化基因为抓手，推动文化传

承创新

郑州市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是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中国八大古都之一，是中华文明起源、形

成、发展的核心区域和主根主脉所在，对中华文明和

世界文明均做出过重要贡献。作为市属高校，要围

绕市委文化强市目标，系统梳理郑州文化脉络，全面

展示郑州文化的灿烂成就及其对中华文明和世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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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贡献，提升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的文化软实力和

中华文化影响力，助力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基地

建设和文化强市目标的实现。学校要高度重视郑州

文化基因解码工程，抓好特色项目研究，加强郑州作

为华夏文明主根主脉等问题研究，深入开展黄帝、大

禹、列子、子产、杜甫、刘禹锡等郑州历史文化名人研

究。继续做好郑州文化基因解码工程专项课题研究

的申报、结项和成果的应用工作，强化优秀文化成果

的宣传推介工作，为郑州文化强市战略贡献高校力

量，也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有力的文化支

撑。

（四）坚持开放办学，进一步增强中华文明传播

力影响力

要让中华文明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持续焕发

新的蓬勃生命力，就应按照时代进步的要求，加快构

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

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

音，深化文化交流互鉴。下一步学校要进一步加强

与国外大学的交流与合作，联合开展国际教育，增强

文化交流和学校的海外美誉度。鼓励教师在国际学

术平台开展学术互访和交流，向世界传播好中国声

音，帮助国外学者和民众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的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

大国和社会主义大国形象，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五）锚定学校定位，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作为地方性高校，学校要锚定对郑州市有突出

贡献的高水平有特色应用型高校定位，立足学校实

际，担当作为，主动对接省市中心工作。围绕建设制

造业强省、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

积极主动对接省委提出的７个先进制造业集群和
２８个重点产业链的需求。围绕“新工科新要求，交
叉融合再出新”，进一步强化学校新工科建设，服务

制造业强省战略。持续加强顶层设计，通过布局新

兴未来专业、做强现有的优势专业、升级传统专业、

撤销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专业等多种途径，统筹

调整优化专业结构布局，实现学校学科专业设置与

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的相互匹配和协调发展，创

造性地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围绕郑州市“当好国

家队、提升国际化，引领现代化河南建设”总目标和

“四高地、一枢纽、一重地、一中心”与郑州都市圈建

设的具体任务，坚定质量立校、特色亮校、科研兴校、

人才强校的发展理念，稳步推动学校学科专业优化

调整，扎实推进学科建设起高峰，力争在扎根地方中

打造特色，在贡献地方中提高能力，为郑州锻造高质

量发展核心引擎、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培

育新质生产力发挥高校的作用。

三、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大力阐释宣传黄

河文化，进一步提高学校立德树人实效性

（一）黄河文化的科学内涵

所谓黄河文化，是指黄河流域的人民群众在长

期适应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社会实践活动中

所创造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总和。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包含着丰富的思想观

念、道德情操、审美品格和科学智慧，在几千年的历

史延续中孕育了家国天下、自强不息、包容和谐等独

特的民族精神。

家国天下的情怀。黄河流域以其丰富的水源、

富饶的土地，为早期人类生存提供了便利。中华儿

女在这里安居乐业，创制文字，建立城市和国家，在

与黄河的相生相伴中，逐渐形成了“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的宏大抱负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胸怀天下”的文化基因。孟子强调“天下之本在

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家国相依”让每一

位中华儿女都饱含“天下为公”“兼济天下”的家国

情怀。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

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抱负，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

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担当，

家国天下的情怀激励中华儿女、革命前辈抛头颅洒

热血，为国家兴旺和民族振兴贡献力量。

自强不息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九曲黄

河，奔腾向前，以百折不挠的磅礴气势塑造了中华民

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是中华民族坚定文化自信

的重要根基。黄河九曲，中下游曾经频繁决口、洪水

泛滥，在与无数次水患灾害抗争中，中华儿女形成了

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民族精神。三皇五帝时期，大

禹改堵为疏、因势利导完成治水大业。西汉时期，汉

武帝亲临黄河决口处，指挥１０多万将士以竹为桩，
充填草、石和土，层层夯筑，最终取得黄河瓠子决口

治水的胜利。明朝中期，官员潘季驯发明“筑堤束

水，以水攻沙”“蓄清（淮河）刷浑（黄河）”的束水冲

沙法，创新治河工程思想，建立完备的堤防和修护制

度，为中国古代治河大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抗战时

期，中国共产党人用一曲《黄河大合唱》延续了中华

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基因。１９４７年，毛泽东在陕北
佳县神泉堡，走到一座高高的山顶，看着脚下黄河奔

流，和大家一起唱起了《黄河颂》。毛泽东回忆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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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战陕北的情形深情满怀地说：“这条河与我共过

患难，拯救过中华民族的危亡。”中华儿女发扬自强

不息的精神，最终夺取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

利。

包容和谐的精神。黄河文化的兴盛发达得益于

同邻近地区或国家的游牧文化、草原文化等其他异

域文明的交流融合，逐渐形成了开放包容、兼收并蓄

的精神特质。早在商周时期，黄河文化即已同北方

草原文化进行交流融合。张骞出使西域是西汉与中

亚及欧洲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篇章。及至唐、

宋、元三朝，对外交流频繁，四邻地区和外国文化大

量传入中原地区，为黄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

滋养。中国古代历史上，秦汉至南北朝，隋、唐至元

末出现了两次民族大融合，使黄河文化的覆盖面和

影响力得到空前的扩展。及至清朝，黄河文化与周

边的诸种文化水乳交融，逐渐成长为兼容并包的中

华民族文化。

（二）黄河文化的育人价值

增强文化自信。文化自信确立的前提是对本

国、本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文化自觉。黄河文化是

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蕴含众多的历史记忆与价值理

念，伴随历史演进融合于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之中。

从考古学视角，中国古史记载在旧石器时代黄河流

域经历了钻木取火、有巢氏构木以居等发展阶段；在

新石器时代，经历过农耕社会出现和国家萌芽等发

展阶段；龙山文化晚期，铜器的使用、城镇的出现、祭

坛和宗庙遗址的发掘，标志着黄河地区逐渐步入文

明社会；殷商时期，安阳小屯的甲骨文是证实中国起

源于黄河文化的古文字；及至西周，形成了基本的政

治体制和政治意识，政体则由先前的诸侯共尊天子，

演变为由天子分封诸侯，特别是周公“制礼作乐，以

仁义理天下，其德化刑政，存乎诗”；自周、秦、汉、唐

以来，黄河文化的基本传统体制不断向前发展，匈

奴、鲜卑、契丹、女真等众多民族或王朝，都受到黄河

文化的影响和渗透。在中国古代历史演进过程中，

四大发明是沿黄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最为辉煌的科

技进步，是黄河文明对世界文明宝库的重大贡献，也

是中原儿女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

凝聚奋斗精神。作为中华文明的典型代表，黄

河文化鲜明地展现着“大一统”的政治凝聚力和内

向力，是中华民族和国家融合统一的强大精神动力。

从历史来看，黄河文化以儒学为重要基础，形成了中

国传统政治和伦理道德，“大一统”观念渗透到中华

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推动黄河流域各民族相互交

流、碰撞和融合。新时代新征程上，传承和发扬黄河

文化中的“大一统”特质，对于唤起每一位中华儿女

的爱国热情，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新征程

奋进力量具有重要作用。

践行时代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实地考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

情况，强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重大

国家战略，要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保

障黄河长治久安，促进全流域高质量发展，改善人民

群众生活，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让黄河成为造福

人民的幸福河。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在青年大学

生中间弘扬黄河文化，传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是积极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践行新时代

新的文化使命、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国家战略的必然要求。

（三）郑州地方高校具有黄河文化的先天禀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要深入挖掘黄

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

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６］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坐落在美丽的黄河之滨，英

才校区、金河校区所在的惠济区位于郑州市北部、黄

河南岸、黄土高原余脉、邙山脚下，在阐释宣传黄河

文化方面得天独厚，具有先天禀赋。作为市属高校，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应

就地取材、因地制宜，深入挖掘郑州地区黄河文化内

涵，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构建黄河文化育人体系，更

好地落实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四）全力打造全方位黄河文化育人矩阵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充分利用郑州

丰富的黄河文化资源，深挖其时代价值，把黄河文化

作为立德树人的重要资源，融入思政教育、课程思

政、校园文化、社会实践和学术研究，打造立体化、全

覆盖的黄河文化育人矩阵，引导学生传承弘扬“家

国天下”“自强不息”精神，自觉成长为担当中原崛

起、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搭建黄河文化的育人机制。深入推进黄河文化

教育，必须善于运用协同育人机制。形成在校党委

领导下，宣传部、团委、学生处、马克思主义学院等多

元主体参与黄河文化育人工作机制，形成强大育人

合力。从领导体制机制看，学校党委班子高度重视

黄河文化育人的体制机制建设，做好顶层设计；从

“三全育人”视角看，校内所有育人主体都要高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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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黄河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重要作

用，认清责任分工，强化责任担当，加强协调合作，形

成黄河文化育人通力合作的新局面。

创新黄河文化的育人形式。一是用好传统渠

道。把黄河文化融入思政教材，丰富教学内容。重

点做好“传承黄河精神，汇聚复兴能量”“弘扬黄河

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牢记总书记嘱托，建功河南

高质量发展新征程”等方面内容，找好契合点，注重

方式方法，避免“硬融入”。二是善用“大思政课”资

源，让文化遗址和博物馆“活”起来。充分利用学校

周边黄河博物馆、郑州黄河文化公园、大河村遗址等

黄河文化资源，引导青年大学生走出校园，用脚步丈

量祖国大地。积极探索“馆校合作”新模式，开展主

题党团日专题活动，开发现场思政教学专题，打造具

备大师资、大平台、大课堂等特征鲜明的馆校联合大

思政课堂，增强传承黄河文化的针对性、吸引力和实

效性。三是用好新兴媒体技术。数字化赋能是提高

高校思政课改革的重要举措。学校立足郑州沿黄区

域的节点城市和中华文明诞生及发展核心区域的文

化资源禀赋，顺应数字化发展趋势，促进数字技术和

黄河文化深度融合，探索利用ＡＩ虚拟仿真技术模拟
黄河场景，打造数字化黄河文化资源，拓宽思政课教

育的手段和平台，使广大学生在身临其境中感受黄

河文化魅力。

参考文献：

［１］韩振峰．习近平文化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
展新境界［Ｊ］．中国高校社会科学，２０２３（６）：４－１２．

［２］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Ｍ］．北京：外文出版社
２０１７：３３９．

［３］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Ｍ］．北京：外文出版社，
２０２２：３１２－３１４．

［４］邱勇．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夯实民族复兴基石［Ｎ］．人民
日报，２０２２－１２－０９（１０）．

［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２０２３年
版）［Ｍ］．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３：１９８．

（责任编辑　许峻）

ＴｈｏｒｏｕｇｈｌｙＳｔｕｄ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ＸｉＪｉｎｐｉｎｇ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ｎＣｕｌｔｕｒｅ，
ＦｉｒｍｌｙＧｒａｓｐｉｎｇｔｈｅＭｏｒａｌＶａｌｕｅ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ｅｏｐｌ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ｓｔｈｅ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Ｔａｓｋ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ＧＡＮＹｏｎｇ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Ｈｅｎａｎ４５００４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ＸｉＪｉｎｐｉｎｇ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ｓａ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ｎｄｏｐｅ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Ｉｔ
ｉｓａ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ｔ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ｖｉｅｗｓａｎｄａｎａｃｔｉｏｎｇｕｉｄｅｆｏｒ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ｗｏｒｋ
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ｅｒａ．Ａｓ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ｏｃａｔｅｄｏｎｔｈｅｂａｎｋｓｏｆ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ｉｎ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ｓＸｉＪｉｎｐｉｎｇ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ｅｎｔｉ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ｆｕｌｌｙｔａｐｓｉｎｔｏ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ｖａｌｕｅ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ｉｎ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ｅ，ｅｘｐｌｏｒｅｓｔｈｅ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ｐａｔｈ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ｅ，ｇｕｉｄｅｓｙｏｕｎｇ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ｔｏ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ｅ
ｖｅｎ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ｓｕｅｓ”ａｎｄ“ｕｎｙｉｅｌｄｉ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ｐｉｒｉｔ”，ｔｏｂｅｔｔｅｒ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ｈａ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ｓｈ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ｉｎ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ｖｉｒｔｕｅａｎｄｎｕｒｔｕｒｉｎｇｔａｌ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ＸｉＪｉｎｐｉｎｇ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ｉｓｓｉｏｎ；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ｍｏｒａｌｖａｌｕｅ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ｅｏｐｌｅ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６９·



第４１卷　第４期
Ｖｏｌ．４１　　Ｎｏ．４

　　　　　　　　　　 中州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２４年８月

Ａｕｇ．２０２４　

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的价值和路径探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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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摘　要：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丰富的理论渊源、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深厚的实践基础。将习近平
文化思想有效融入高校思政课的教学实践，不仅具有重要的政治性、思想性和指导性意义，而且对于

厚植学生文化自信，全面提高学生素养，推动高校思政课教学高质量发展都具有实践价值。习近平

文化思想有效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可从内容、形式、手段、主体和评价等角度和途径融入。内容上，

主要从习近平文化思想与高校思政课内在的契合点上融入；形式上，主要从拓展高校思政课的教学

方法和实践形式上融入；手段上，主要是从利用数字化技术制作数字化教学内容融入；主体上，主要

是从加强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方面融入；评价上，主要侧重完善高校思政课教学评价机制等方

面将习近平文化思想有机融入进来。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高校思政课；高质量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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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７日至８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
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思想是

由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上鲜明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创

新理论组成的，其中包括坚定文化自信并将其纳入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

方略，明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举旗帜、聚民心、育新

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强调“两个结合”特

别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论断等。这些新思想、新观

点和新论断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文化篇，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了强大精神力

量。这一思想强调了文化自信和文化创新的重要

性，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具有深远的意

义。将其融入高校思政课，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

解和把握这一思想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从而增

强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增强文化自

觉，坚定文化自信。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有利于

增强大学生的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

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１］习近平

文化思想的提出，为进一步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指明了方向，向推进文化强国建设迈出了坚实步伐。

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和指导

性，将其融入高校思政课，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

和把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增强学生的政治意识和

大局意识。同时，也使高校思政课的教学实践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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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近学生学习实际和生活实际。首先，习近平文化

思想强调文化自信和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大学生通

过学习和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基本

精神和时代价值，可以增强其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

同感和自豪感，从而更加坚定地拥护和支持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其次，习近平文化思想也倡导文化创

新和文化发展，鼓励大学生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

基础上，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推动文化的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

实施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再次，习近平文化思想

注重文化与政治的紧密联系。大学生在学习习近平

文化思想的过程中，可以深刻认识到文化在社会发

展和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通过深入了解

党和国家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方向，大学生可以更好

地理解政治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增强自身的社

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最后，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了

对文化产业的扶持和发展。随着文化产业逐渐成为

国民经济的一项支柱产业，大学生在文化领域的发

展机会也日益增多。通过学习和了解文化产业的相

关政策和措施，大学生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文化

产业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从而更好地把握未

来的职业发展方向和创业机遇。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有利于

厚植大学生的文化自信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怀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厚植大学生文化自信意识和

爱国主义情怀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思想

强调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对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的弘扬与发展，以及对革命文化的铭

记与发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

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１］首先，

习近平文化思想为高校思政课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内

容和实践指导，有助于深化学生对中华文化的理解

和认同，从而增强文化自信。高校思政课通过讲解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学生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我国文化的历史渊源、发

展脉络和基本走向，进而产生对本土文化的自豪感

和自信心。这种自信不仅是对文化本身的认同，也

是对国家、民族和历史的一种认同和热爱。其次，将

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可以引导学生树

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和国家观。高校思政课在

日常教学实践中，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和对现实的剖

析，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华民族的奋斗历程和伟

大精神，从而激发爱国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体

现在对国家的忠诚上，更体现在为民族复兴和人类

文明进步贡献力量的行动上。最后，高校思政课作

为立德树人的重要阵地，对于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具有关键作用。通过将习近平文化思想

与高校思政课相结合，可以引导学生树立积极向上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和使命感。这有助于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

为习惯，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综上所述，将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高

校思政课是厚植大学生文化自信意识和爱国主义情

怀的有效途径，不仅有助于学生提升文化素养和精

神境界，而且能为他们未来的成长和发展奠定坚实

的基础。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有利于

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

高校思政课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主渠道和重要阵地。通过将

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思政课，可以丰富学生的思想

内涵和精神世界，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和审美能力。

同时，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

学生的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首先，习近平文

化思想注重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

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工作。“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

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

脚跟的根基。”［２］通过深入学习和领悟这一思想，大

学生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独

特魅力，从而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这种自信

和自觉不仅有助于大学生的个人成长，也有助于国

家和民族的未来发展。其次，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实践。大学作为文化

建设的重要阵地，必须担当新使命、展现新作为，以

大学文化的高质量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高质量

发展。通过加强高校思政课建设、课程思政建设以

及其他党团实践活动，构建“大思政课”育人新格

局，大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对于

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和未来的社会生活都具有重要意

义。最后，习近平文化思想还注重加强党对高校的

全面领导。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是高校坚持社会主

义办学方向、办好人民满意大学的根本保证。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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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保高校的文化建设不偏离正

确方向，培养出符合时代要求的高素质人才。

（四）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有利于

推动高校思政课的高质量发展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高校思政课教

学实践需要不断进行更新和完善。将习近平文化思

想融入思政课，引入更多新的教学内容和方法手段，

推动思政课的改革创新，不仅可以提高思政课的教

学效果，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创造

性。首先，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为高校思政课提

供了明确的方向。这一思想强调文化自信、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正是高校思政课

需要关注和传递的重要内容。通过将习近平文化思

想融入思政课教学，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认

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

心。其次，习近平文化思想有利于牢牢掌握马克思

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管理权。这要求高校在思政

课教学中注重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运用多种教

学方法和手段进行宣传教育，使学生更容易接受和

理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同时，还需

要加强对学生思想的引导和管理，确保学生在正确

的价值观指导下成长成才。最后，习近平文化思想

有利于提高高校思政课育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高

校思政课不仅要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更要注重培

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通过组织学生参

与社会实践活动，可以让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社会

现实和人民群众的需求，从而增强其社会责任感和

历史使命感。高校应该深入贯彻落实这一思想，不

断创新思政课教学内容和方法，提高高校思政课育

人效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五）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有利于

推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完善思想

政治工作体系，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

建设。”［１］首先，习近平文化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

思主义文化理论，是新时代“举旗帜、聚民心、育新

人、兴文化、展形象”使命任务最新、最全面、最系统

的指导纲领。这为高校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

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实践方向。其

次，高校作为高等教育主阵地、人才培育高地和多样

文化的重要聚集地，是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

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前沿阵地。结合高校

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和

国际交流合作等职能，深刻理解蕴含在习近平文化

思想中的重大创新观点、科学方法论和重要战略部

署，准确把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

务，自觉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在建设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教育强国的生动实践中走在前、立新

功，这有利于推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和创新。

最后，高校思政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

键课程，具有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为谁培养人

的鲜明意识形态属性。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

导，就能守好高校思政课的意识形态阵地，推动高校

思政课高质量内涵式发展，而这反过来又将进一步

推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与创新。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的路径

（一）内容上融入：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

核心要义，挖掘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资源

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丰富、论述深刻，将其融入

高校思政课，需要深刻把握和理解其核心要义，力争

做到二者“水乳交融”。为此，需要把握好以下几个

原则：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

地位；二是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三是坚

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四是坚持文化

建设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些核心

要义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和灵魂，也是其融入

高校思政课的关键所在。同时，习近平文化思想中

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这些资源可以为

高校思政课提供生动形象的拓展案例和教学素材。

因此，深入梳理习近平文化思想与高校思政课程的契

合点，就是从内容上将习近平文化思想有效融入高校

思政课的主要载体和途径。

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首

先，两者都强调文化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认为，文

化是一个社会的重要精神支柱，对于社会的稳定和

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习近平文化思想则进

一步强调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以及

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重要性。这与马克思主义关

于文化作用的观点是高度一致的。其次，习近平文

化思想倡导文化的时代性和创新性，提出要结合新

的时代背景和实践要求，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种观点与马克思

主义关于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是相符合的，即一切

事物都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文化也不例外。再

次，习近平文化思想还强调了文化的民族性和中国

特色，主张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

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时代特征，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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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文化。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

观点是一致的，即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独

特价值和特色。最后，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必须把

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

手中。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掌握和巩

固文化领导权的理论，同时也强调了意识形态工作

的重要性，这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都具有

重要意义。

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首先，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

了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这与毛泽东思想关于文

化建设的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

文化理念高度一致。三者都注重传统文化的继承与

发展，同时倡导创新文化，推动文化与时代的结合。

其次，习近平文化思想突出了文化自信和文化创新

的重要性。这也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中强调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创新的体现。这

些理论都坚信文化的力量，认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再次，习近平文化思想还强调了文化在治国理政中

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与毛泽东思想关于文化建设

的战略地位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于文

化建设的要求是一致的。三者都认为，文化不仅关

乎人民的精神生活，更关乎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命

运。最后，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

基础上，提出了开放包容、守正创新的理念。这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文化多元化和文化创新

的思想相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强调文

化的多样性和创新性，尊重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

交流互鉴，同时也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

承和创新。

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首

先，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文化自信和文化创新的重

要性，这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所讲述的中国近代以

来文化变革和创新的历程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两者

都注重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强调在继承传统的基础

上不断创新。其次，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倡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引领，这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所强调

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的理念相契合。两者都注重

思想观念的转变和价值观的构建以促进社会的和谐

与进步。最后，习近平文化思想倡导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这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所讲述

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的转型和发展有着共同的目

标。两者都致力于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发

展，使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首先，

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

族强。这与思想道德和法治建设在提升国家综合实

力和社会进步方面的作用高度一致。通过加强文化

建设，可以推动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进而为法治建设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其次，

习近平文化思想倡导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

育人民。这同样适用于思想道德和法治领域。只有

不断加强理论学习和实践锻炼，才能提高人们的思

想觉悟和道德水平，形成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

围。最后，习近平文化思想注重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

律文化和弘扬红色法治文化，这对于培育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塑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具有重要意义。通过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时代价值，以及大

力弘扬红色法治文化的精神内涵，可以增强人们的文

化自信和法律自信，推动全社会形成崇德向善的良好

风尚和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法治意识。

（二）形式上融入：创新思政课的教学方式和方

法，丰富拓展高校思政课的社会实践形式

将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还需要创新

思政课的教学方式和方法。传统的思政课教学方式

和方法往往比较单一、枯燥无味，难以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和主动性。因此，需要将习近平文化思想融

入思政课的教学设计和实施过程中，采用多种教学

方式和方法来开展教学。具体而言，可以采用案例

分析、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等方式来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和主动性，同时也可以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如多媒体教学、网络教学等来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体

验感。通过这些创新和尝试可以让学生更加积极地

参与到课堂中，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所学知识。

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的社会实践形

式可以多样化，以适应不同学科背景和学生的学习

需求。文化遗产和红色教育基地考察：组织学生参

观当地的文化遗产和红色教育基地，如博物馆、古

迹、红色革命圣地等，让学生亲身体验中华文化的博

大精深，深刻领会革命文化和革命精神，增强文化自

信。文化交流活动：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或优

秀青年代表来校举办文化交流活动，分享各自对中

华文化的理解和感悟，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艺术

表演与欣赏：组织各类艺术表演活动，如戏曲、舞蹈、

音乐等，让学生近距离感受中国传统艺术的魅力，培

养审美情趣。同时，也可以邀请专业艺术家进行表

演和指导。传统工艺体验：引导学生参与传统工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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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如书法、绘画、陶瓷等，让他们亲手体验中华文化

的独特魅力，传承工匠精神。社会实践：鼓励学生积

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将所学的文化知识运用到实际

生活中去，增强社会责任感，如组织学生在社区开展

文化活动或者为弱势群体提供帮助和支持等。课程

思政融合：将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课程思政中，通过

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的有机结合，帮助学生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课堂上可以引入相关

案例和素材，结合教师的讲解和引导进行讨论和交

流。在实践教学中则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和创新能力。这些社会实践形式旨在帮助学生更加

深入地了解和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的革命文化

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和创造

力，推动习近平文化思想在高校思政课中的有效传播

和践行。

（三）手段上融入：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内

容制作成数字化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式提高教学

效果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发展，为教育数

字化转型和高校“数字思政”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

撑和强大工具，使解决“教育差距”、教育资源“不平

衡”等问题成为可能。“当前，数字技术正以新理

念、新业态、新模式，全面融入人类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和全过程，给人类生产和

生活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数字文明日益成为人

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引导课堂教学深

化应用，鼓励各级各类学校将平台资源和服务嵌入

到教育教学之中，用数字教育资源丰富拓展学生的

第二课堂。”［３］高校思政课应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

借助数字化路径将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日常教学实

践中。

制作数字化教学内容。高校思政课应该充分利

用数字化资源和数字化技术，打造丰富多彩的教学

内容。例如，可以利用图片、视频、音频等多种形式

呈现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观点、理论精髓、实践要

求等，使抽象的理论知识变得生动形象，让学生更加

直观地理解和接受。这些资源也可以嵌入到思政课

的教学平台中，供学生随时学习。同时，高校思政课

还可以通过数字化技术将思政课程与其他课程进行

跨学科融合，拓宽学生的视野和知识面。

创新教学方式和方法。高校思政课应注重创新

教学方式，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如案例式、探究式、体验

式、互动式等，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建设“智慧课

堂”，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提高教学效

果。此外，还可以利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手

段，打造沉浸式学习环境，让学生在虚拟空间中亲身

感受和体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涵和实践意义。此

外，还可利用互联网、手机ＡＰＰ等进行数字化创新教
学，可以制作线上课程、互动平台等，方便学生随时随

地学习中华文化知识。

（四）主体上融入：加强高校思政课师资队伍建

设，加强教师培训和学习，不断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

和实效性

思政课教师是思政课教学的主体力量也是习近

平文化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

需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其思想政治素质和业

务能力以更好地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和挑战。首先，

高校应该注重选拔和培养一批政治素质高、理论功

底深厚、实践能力强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这些

教师应该具备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熟悉掌

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

和实践要求。同时，要注重提高教师的教育教学能

力和水平，使他们能够更好地运用习近平文化思想

来指导教学和学生工作。其次，高校应该定期组织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进行培训和学习，帮助他们深

入理解和掌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和要义。此

外，还可以通过开展学术交流、教学研讨等活动，促

进教师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习近平文化思想在

高校思政课中的广泛应用和深入发展。最后，高校

思政课不仅要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更要注重培养

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因此，在课程设计和

教学方法上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通过案例分

析、小组讨论、社会实践等方式，让学生在实践中加

深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解和认识。通过这些措施

的实施，可以进一步提高高校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实

效性，有效地将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到高校思政课

的教学实践中去。

（五）评价上融入：科学完善习近平文化思想融

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考核评价机制，从教师、学生两

个方面综合评价

建立健全考核评价机制是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

高校思政课的重要保障措施之一。只有通过科学有

效的考核评价机制才能够客观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效

果和教师的教学质量，从而推动思政课教学的不断

改进和提高。

确立考核指标。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内容、

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作为思政课考核的重要内容。

通过设定合理的考核指标和权重，确保学生在学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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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能够深入理解和掌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

创新考核方式。除了传统的闭卷考试、开卷考

试等考核方式外，引入更加多元化的考核方式，如开

卷与闭卷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等。这样可以

更好地检验学生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掌握程度和应

用能力。

强化实践环节。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积

极组织学生参与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如志愿服务、社

会调查等，并对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进行考核，将考

核成绩作为学生思政课学习成绩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实践活动，学生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社会现实

和人民群众的需求，从而增强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

认同感和归属感。

健全思政课教师考核机制。建立完善的习近平

文化思想融入思政课的量化考核机制主要包括：制

定科学合理的考核指标和评价方法，确保习近平文

化思想全面融入思政课教学；建立激励机制，鼓励教

师积极开展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思政课的教学改革

和科研工作；加强督导听课，保障习近平文化思想融

入思政课的规范开展。总之，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

高校思政课的教学、科研考核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只

有不断加强理论学习和实践探索，才能推动二者有

效融合，推动高校思政课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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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化是联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纽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化进程的必然趋
向，也是人类文明转型的必定结果。从“第二个结合”的文明向度来透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逻

辑则体现为：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彰显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意涵；马克思“世界

文化”思想、中华传统文化“大同”理念以及解决时代问题的“文化能力”共同支撑着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建构；“万有相通”的中华文化包容性、马克思文化进步主义的“和逻辑”与“类文明”的价值共识

性，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文化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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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下的全球化是一种总体性全球化，各种族共
同体的文化交流也随之深化，但囿于各国的主权观

念强化、意识形态泛化、价值面向分化等现状，这又

加剧着世界文化交往的对立冲突。怎样在文化多元

的全球化时代让中华文明得以历久弥新？怎样在人

类命运与共的境况中形成世界性的价值认同？这既

是我国发展所必须回答的“时代之问”，也是人类进

步所需解答的“世界之问”。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

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只有地球这一个家

园，要在和平的环境中让文明的光辉光彩夺目，共同

构建各国人民共有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１］阐

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光辉，必须通过“马克思

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下简称“第二

个结合”）的文明向度，来阐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

明意涵，即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并深

刻剖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基础、文化渊薮以及

解决时代问题的文化能力，进而以“万有相通”的中

华文化包容性、马克思文化进步主义的“和逻辑”以

及“类文明”的价值共识性来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

建构。这有利于廓清人类命运同体的文化支撑与文

化进路，从而更好地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

一、“第二个结合”语域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

明意涵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双重内核：价值根基与

文明样态

在百年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人类已然来到了价

值研判与文明选择的路口，是坚守旧有的“普世价

值”，还是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是选择“西方现

代化”“人类中心主义”，还是传扬“中国式现代化”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秉持合作共赢，还是固守零

和博弈，从经验逻辑与理性判断来看，人类只有提倡

“类”的共同体才能形塑出“超”民族的共同利益，进

而才能解决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之间的“休谟问

题”，走向真正的“类世界”才有未来可言。人类命

运共同体所内蕴的双重文明内核———全人类共同价

值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创建“人类共同体”提供了

合理性期许与图景式展望。

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８日，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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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和平、发展、公

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２］尔

后，习近平在多个重要场合都强调了“全人类共同价

值”理念。在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的大会讲话及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从中华“和合”文化的角

度，再次重申我们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由此，全人类共同价值必然成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价值根基。其主要体现为两方面：一方

面，人类利益共同体（或共同价值）与命运共同体既休

戚相关又相互融通，如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全球环

境变化的处理、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等；另一方面，人

类只有在“共同体”的真理尺度与“共同价值”的价值

尺度中才能更好推动实践进展。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
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

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

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３］。可知，人的实践活动应立

足于人类“种的尺度”、人性的“内在尺度”来擢升人

的“类本质”，即唤醒人的“真正共同体”，以此来协调

个体差异，这既有利于实现各民族的共同价值诉求，

也充分彰显共同体所内蕴的文明样态。

人类文明新形态展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样

态。从近到远、由小及大的双线“同心圆”模式彰显

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样态：第一条线路为“中

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

运共同体”，第二条线路为“国与国的命运共同

体———区域内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

体”［４］。从第一条线路看，中国以“亲诚惠容”外交

理念来建构亚洲命运共同体，这充分展现着亲缘纽

带、真诚有信、互惠互利、宽广包容的文明样态，摒弃

了传统地缘政治冲突的旧有思维，因而“亲诚惠容”

外交理念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论模型与

实践参照，也体现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内蕴的新型

文明意涵。从第二条线路看，不论是中国与他国建

构的命运共同体，如“中非命运共同体”“中阿命运

共同体”，还是以“一带一路”为平台所建构的区域

命运共同体，这些都遵循着平等协商、互利共赢、责

任共担的文明逻辑。由此，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

西方国家崇尚的经济霸道性、政治霸权性以及文化

霸凌性的发展模式，并打破了西方现代化“中心—

外围”的人类发展样态，进而以“同心圆”式的命运

共同体推动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也创造着人类文

明新形态。

（二）“第二个结合”内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

值根基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着人类命运与共的目

的性追求，因而全人类共同价值彰显着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文明意涵。要阐明其文明意涵，就必须深刻

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根基。“第二个结合”

作为理解文明意涵的必由之路，廓清全人类共同价

值也应坚持“第二个结合”的方法论指引：即从马克

思主义角度看，全人类共同价值以“人类共同利益”

“普遍利益”为基础，并超越资本主义的“特殊利益”

“个人利益”；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角度看，全人类

共同价值也有着深刻的中华文明意蕴。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文明虽然把人类社

会带入世界历史时代，但是该时代却没有形成全人

类共同利益。对于资本主义时代“特殊利益”与“共

同利益”之间的张力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

志意识形态》中有着深刻表达：“正是由于特殊利益

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

家……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

式。”［５］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共同利益之所以被认为

是虚幻的、抽象的，离不开私有制下“原子式”个人

的因果宿命，因而资本家无法超出私人利益的视界

来理解共同利益。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这种共

同利益……首先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

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５］。可知，共同

利益是产生于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相互依存的

真实社会中。随着生产社会化与社会交往普遍化

的程度跃迁，人类的共同利益也将进一步凸显。

共同利益以共同价值为基础，最后走向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美好世界。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看，中华文明蕴藏着全人

类共同价值。中华文明“与天和性、天人合一”的宇

宙观，“与邦和谐、协和万邦”的国际观，“与人和睦、

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与人和解、人心和善”的道德

观，以及“生生之谓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万物并

行而不相悖”等，都体现了“和平与发展”的全人类

共同价值。中华文明提倡的“治天下也，必先公，公

则天下太平”的治理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的义利观，“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等观以及“以仁

安人，以义正我”的仁义观等，都与“公平与正义”的

全人类共同价值有高度契合之处。就“民主与自

由”的人类共同价值而言，来源于中华文明的重民

思想，如“天惟时求民主”“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

民听”，以及“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等价值取向。由

上可知，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共同利益”，

还是中华文明表达的“和理念”“义利观”“重民本”

等都内蕴着全人类共同价值，进而也都丰富着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文明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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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二个结合”蕴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

明样态

“文明”是作为“类”的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尺

度，“人类文明”的“类”规定性则蕴涵在人类命运共

同体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把握住了“共同体”作

为人类生存的基本样态，因而“命运共同体”的本质

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内在规定性的具象化表达与“类

文明”的现实化。要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意

涵，则必须阐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明逻辑。从

“第二个结合”的视角来探赜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

明逻辑是必由之路。

第一，以中华文明为“根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彰显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意涵。人类文明新形

态的文明渊薮来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对其做

了时代性的转化与发展、解构与重铸，故而人类文明

新形态之“新”，则体现着中华文明的时代表达。譬

如，“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人类物质文明新形态是

对传统文化“中庸之道”的化用，“人民至上”的人类

政治文明新形态是对传统文化“以民为用”的扬弃，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是对

传统思想“天人合一”的转化，“和谐社会”的人类社

会文明新形态是对传统文化“天下大同”的重塑，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人类精神文明新形态是对

传统文化“贵和尚中”的承继。简言之，人类文明新

形态所内蕴的中华传统文化因素，也为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智识资源，如以“贵和尚中”

来构建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以“天下大同”来构建

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以“天人合一”来构建一个清

洁美丽的世界，以“海纳百川”来构建一个开放包容

的世界。可知，内蕴中华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彰

显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意涵，进而以命运共同

体促进着世界文明共存。

第二，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的人类文明新形

态彰显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意蕴。马克思站在

唯物史观的视野下，全面剖析了资本主义文明的

“双重性”。一方面，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时代

所创造的生产力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的生产力总

和，这肯定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进步性。另一方

面，马克思也指出了资本主义文明所蕴藏的自反性。

首先，从人与物的关系看，资本主义社会是物欲文明

的社会，是物统治着人的“颠倒的世界”。其次，在

人与人关系方面，由于“逐利文化”盛行的资本主义

社会，使“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体的

权力”［６］，最后，从国家与国家之间来看，在“社会达

尔文主义”理念引领下，西方国家用殖民掠夺的发

展方式引发了文明冲突，也使许多文明走向了毁灭。

质言之，基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文明应立足于唯物

史观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资本主义文明并非人

类文明的唯一选择，必定被人类新的文明所超越。

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蕴含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则以

“人本逻辑”超越“资本逻辑”，以建构“普遍繁荣的

世界”超越“贫富两极分化的世界”以建设“持久和

平的世界”超越了“对立冲突的世界”，从而开辟了

人类现代化发展新道路，擘画了历史唯物主义文明

思想的新篇章，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指引下推动

着人类文明共生共存。

二、“第二个结合”视域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文化支撑

（一）文化基础：“第二个结合”场域中马克思

“世界文化”思想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绝非凭空生发，而是有其

深厚的文化基础，挖掘这些文化基础离不开“第二

个结合”的文化规引之路。“第二个结合”场域中马

克思“世界文化”思想，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

了深厚、广阔的文化地基，由此支撑着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生长。

每一个民族的文化，既烙印着本民族的基因特

质，又构成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因而文化内生着

民族特性；同时，世界文化又由各民族文化构成，所

以文化也具有世界特征。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

中对“世界文学转化为世界文化”有详尽表述，在他

看来，资本主义扩张使各民族国家的地域史走向了

世界史，地球空间也首次实现了以资本逻辑为联结

的人类共同体。以资本为纽带的世界普遍交往，既

暗含着各民族文化流动的普遍规律，也内蕴着世界

文化交流的加深，即“随着生产交往的世界化必然

带来文化的世界化”“世界文化的到来……使得各

民族的文化成为世界的精神财富”。［７］这种精神财

富在各民族交互进程中，凝结着他族文化的智识资

源，从而实现着不同文明的优势互补，也创造着人类

文明新样态。故此，通过凝结“域外”的马克思主义

文明观而创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彰显了马

克思“世界文化”的思想。进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

立足于我国国情实际，又站在世界视野之上，体现了

马克思“世界文化”思想的时代表达，由此可知，人

类命运共同体彰显着“守正与创新”的理论特质。

西式“文明”以“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为

其文化根基，最终建构着“抽象共同体”“虚假共同

体”等虚幻意识，并在世界场域的时空下，推行着

“历史虚无主义”“文化霸权主义”“文化帝国主义”

·５０１·



等价值理念。不可否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文

化基础始终以马克思“世界文化”思想为立足点，并

提倡“促进不同文化和历史背景的人们深入交流，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８］。创造马克思“世界

文化”之新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内蕴的“全人类共

同价值”“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马克思“世界文化”

思想的承继与开新。这种“开新”离不开“两个结

合”的方法论规引。

（二）文化渊薮：“第二个结合”语境中中华文化

“大同”理念

从中华文化来讲，虽“共同体”是一个域外范

畴，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却存在类似表达，如兼具天

下情怀的“大同”思想，则是“共同体思想”的历史在

场。故此，从“第二个结合”的语境中来考辨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文化渊薮，一方面要透视“大同”思想的

深刻内涵，另一方面则要阐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与大同思想的契合之处。

《礼记·礼运》擘画了“大同”社会的理想蓝图：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盗窃乱贼而不作，故

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儒家圣贤所构建的“太平

世”，大抵可分为三重视域来解构。第一，从价值秩

序看，孔子把“大道”中的“德化”作为实现大同社会

之根本，认为推行“德化”才能有公心，有公心方有

公道，有公道才会公制。为此，圣王明君才能做到

“天下为公”，黎民百姓才会怀有“讲信修睦”之公

德。第二，从价值理念看，大同社会彰显为“亲亲”

之爱、推己及人之理、“能近取譬”之道的“和合”理

念，如“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等表达着要立仁

爱之心，由此整个社会才能实现人心和解的美好图

景。第三，从价值导向看，在大同社会中，由于个人

修身修性以及精神品格极大提高，因而各种犯上作

乱、抢劫偷盗之事将走向终结，真正实现“外户而不

闭”的大同世界。

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价值理念、价值秩序、价值导

向上都与“大同”思想有高度契合性，这为人类走向

真正的“大同世界”擘画了新蓝图，也指明了新方

向。首先，在价值理念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契合了大

同思想的“和合”理念。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迪拜世博会中国馆的致辞》中指出：“人

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园……人类应该和衷

共济、和合共生，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

迈进。”［９］和合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则与“大同”

思想“和”理念有着相似相通性。其次，在价值秩序

上，人类命运共同体也表达着“德化”“共治”的定

律。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中指出：

“和平、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

国的崇高目标。”可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根基

为人类价值秩序建构提供了基本价值共识，再者以

“共商共建共享”所搭建的全球合作平台，如“亚洲

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办、“丝路基金”的设立等

都表达着“共治”“德化”的价值秩序规约。最后，在

价值导向上，二者都蕴含着个人“修身修心”到“观

照天下”的价值取向。无论是“如欲平治天下，当今

之世，舍我其谁也”的政治建构，还是“盗窃乱贼而

不作，故外户而不闭”的伦理道德意义，都表达着个

人“修身修性”的品格与“观照天下”的价值情愫。

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主张以“个人”观“天下”的远大

格局，为此提出了“一个地球”“一个世界”的总体性

表述，并以“个体”通过“国家”来链接“世界”，这就

形成了“家国天下”的命运共同体。

（三）文化自觉：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于解决时

代问题的“文化能力”

其一，人类命运共同体重构着全球治理体系的

文化方向。从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治理体系来

看，西方强权把“普世”文明观视为国际秩序合理运

行的“灵丹妙药”，试图推行“文明一元论”“文明优

越论”的政治论调，以使西方“文明”能在国际政治

舞台上表演“文明”的独角戏。与西方全球治理体

系不同，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坚守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自觉，通过把握人类文化差异性

与人类利益整体性，以此来打破西方话语垄断的文

化认知图式，以弥合各民族国家文化交流分裂状态，

进而建构符合各国家文明共存的全球治理体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建构全球治理新平台，以

适应全球文化交融新局面，以瓦解观念主义的别有

用心，这既平衡了各国话语表达的利益诉求，又揭露

了西方异质性价值观的虚伪面纱，最终以公正合理

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着人类文明共存的良性发展。

这也彰显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把握人类历史发展规律

的文化自信。

其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着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生态文化原则。生态文化提倡人类在实践活动

中应树立“合理变换人与自然的物质关系”的意识，

并以自然界平衡性发展为价值理念。若违反这一理

念，把没有交换价值的自然生态强制纳入市场体系

的运作之中，这只会造成“物质变换断裂”，进而给

整个人类带来生存环境的灾难。然则，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却把“环境资源商品化”当作一种“简化主

义”的手段，把“生态资源资本化”视为一种“线性主

义”的思维［１０］。这既违背了生态文化的价值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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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损害了人类生存空间的合法性权益。与西方国家

殊异，中国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化自

觉。这一文化自觉也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

场域。进言之，我国坚持在生态文化自觉的基础上

进行“人———社会———自然”统一序列的理性思辨，

提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山水林田湖草沙

冰系统治理”以及“两山论”等生态发展理念，既实

现了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造成自然异化的超越，也

实现了人与自然达成和谐、和睦共处的生态平衡。

要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生态文化为出发点，

提出了走生态环保、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之路。

这一理念彰显着对生态治理实践的文化自觉，也昭

示着有效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的文化自信。

三、“第二个结合”语境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文化进路

（一）“第二个结合”的文化表达：以“万有相

通”的中华文化包容性促进文明交流

“推进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是让……各国人

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必由之路。”［１１］通往这条美好

之路的基本前提则离不开文化的包容性。中华文明

秉持“万有相通、开放姿态”“接纳多元、平等相待”

的包容性理念，使得中华文明在历史长河中绵延不

绝、历久弥新。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弘扬

中华文化包容性来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交融。

其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以万有相通的开

放姿态促进文明交融。事事无碍，即为万有相通，万

事万物都是互融互通的。《易经》讲“天下同归而殊

途”，南宋陆九渊讲“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

心同此理也……东南西北海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

此理也”［１２］，这种殊途同归与同心同理就内蕴着开

放包容的心态，也折射出事物具有相似性、相同性与

相通性的哲学之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应站在

“万有相通”的哲学高度，并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促进

世界文明交流，进而让各文明走出故步自封的“孤

岛”状态，瓦解孤芳自赏的“洞穴”偏见，以激活世界

文明的“一池春水”。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人

类生活在共同的家园，……不同文化在相遇相知中

向前发展。”［１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人类历史

进步，则必定要在“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包容状

态下让不同文明得以“照面”，并以“万有相通”的哲

学定律来打开各民族国家的开放之门，以包容之态

摒弃相对孤立、狭隘的价值判断体系，从而促进世界

文明交流交融，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其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以“接纳多元、平

等相待”来促进文明交流。世界是多元的、文明是

多样的、民族是多彩的。在中华文明的世界观中，从

不存在绝对的同一性文明，而是坚持求同存异、接纳

多元、尊重差异、平等相待，例如古代的“佛教东传”

“东渡扶桑”“伊儒会通”，近代的“西学东渐”“马克

思与孔夫子的‘和解’”“新文化运动”，这些无不体

现着以平等对待的姿态来接纳多元文化、尊重多样

文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促进世界各民族友好

交流，各国也应以平等对话的态度来尊重差异与接

纳多元文明。正如哈贝马斯所说：“不同文化类型

应当……作为平等的对话伙伴相互尊重。”［１４］只有

基于“平等”的状态下，各种族的文化交流才能有效

开展。究其实，这种“平等对话”的文化交流也消解

着“强文化”与“弱文化”的狭隘文化划分语境，并克

服着“文化自大”或“文化自卑”的畸形文化心理状

态。诚然，文化唯有特质特色之别，而无高低优劣之

分，每个民族的文化都应该得到尊重，并在百年变局

的境况下，以共商共建、平等对话的原则来使世界命

运由各国共同掌握，以此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

构。

（二）“第二个结合”的文化指向：以马克思文化

进步主义的“和逻辑”促进文明互鉴

在既往国际交流中，文化冲突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是以“霸逻辑”为代表的文化进化主义；二是以

“守逻辑”为象征的文化相对主义。“霸逻辑”与“守

逻辑”的冲突碰撞，文化进化论与文化相对论的对

立互斥，使世界文化版图一直被分离割裂，而难以融

合。那么，如何弥合两种文化的对立，以解开人类文

化发展的“戈尔迪之结”，成为推进全球化所面对的

现实问题与理论难题。离不开以“第二个结合”为

文化指向的马克思文化进步主义的“和逻辑”，以

“和逻辑”来破解“霸逻辑”与“守逻辑”的文化冲

突，从而推进世界文明交往互鉴。

马克思“文化进步主义”涵纳了四重维度。第

一，具有道德判断与人道主义原则。第二，倡导文化

的开放性、可分析性以及各民族文化的互动互鉴的

融合性。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指出，

印度人已然收获了“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７］，

可知，马克思批判“殖民征服”，但是对各民族在文

化上的“开放互动”、交流互鉴（不论以何种形式）是

持肯定态度的。第三，主张文化的“涵括性”反对

“同一性”，并坚持以“共识”为核心来链接全人类共

同价值。第四，追求文化多元共存的“超文化”———

世界文化的理想目标。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

附带结果则是世界文化的普遍交往。由上可知，在

人类文化发展的进程中，马克思主张文化进步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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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质体现为文化间的“和逻辑”。这种“和逻辑”

既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逻辑奠定了理论条

件，也为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路径选

择。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基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在

世界文化大格局中提倡“合作共赢的新利益观……

包容互鉴的文明观，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

观”［２０］，这表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逻辑是

以人类共同价值为核心的“和逻辑”，而非“霸逻辑”

或“守逻辑”。这种“和逻辑”是各种族共同体之间

去冲突化的主体通性原则，也是化解西方中心主义

的一种文化间性话语。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就表明国际场域是每个主权国家的“辩论场”，也是

每个国家都可表达自我诉求的“公领域”，大家都有

相互倾听和尊重彼此的义务，而妄自尊大、弱肉强食

的传统霸权交往模式将成为历史的陈迹。“一带一

路”的践行已彰显着互利互惠、平等相待、合作共赢

的“和逻辑”，这也必将引起对国际旧秩序的反思与

破拆，在平等协商、对话互鉴的道路上，摒弃“丛林

法则”的旧理念，推动建构国际关系新秩序，并以马

克思文化进步主义“和逻辑”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建构。

（三）“第二个结合”的文明旨归：以“类文明”

的价值共识性促进文明共存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新

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

类。”［７］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也应坚持从“类文

明”的价值共识性来促进文明共存。“类文明”即人

类价值的共识性文明，是在总体全球化视域下所展

现出的一种人类新型文明形态，其本质是人类文明

的共同性而非单一性、交互性而非同一性、开放性而

非封闭性、包容性而非排他性、互惠性而非自利性，

其价值精髓展现为中华文明的“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的“同理性”与“兼相爱，交相利”的“同利性”，

其理论渊薮来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公天下”

理念以及马克思“人的解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的思想。可知，“类文明”彰显了“第二个结合”的文

明旨归。从“类文明”的视角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

体建构，则必须把类的命运、类的境遇与类的现状关

联起来，即坚持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相统一，价

值共同体与行动共同体相统一，人类命运共同体与

自由人联合体相统一。

首先，从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相统一来看，

人的基本规定性体现了人的自然属性，即为“生存

与发展的需要”。生存的需要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

在，这是人类历史的前提，在这基础上利用劳动工

具，又引起新的需要，即为发展的需要。发展是解决

人类问题的“总钥匙”。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也

离不开发展的理念。不仅如此，人除了自然属性的

需要，还有社会属性的要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

应找到符合人的社会性的共处之道。诚如习近平所

讲，“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

的孤岛”［１６］，要通过人与人的相互交流、相互砥砺、

相互合作，来发现人类生存与共处的新范式。

其次，从价值共同体与行动共同体相统一的视

角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全人类共同价值”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逻辑，只有在价值上形成

价值共同体的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图式才

能顺利开展。诚然，人类命运共同体主要呈现的是

价值共同体而非实体共同体，但并不否认需要人类

共同之践行，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需要世界各国人民普遍参与。……共

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业。”［１７］

第三，从自由人联合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统

一来看，马克思、恩格斯立足唯物史观，将人的“两

种属性”结合起来考察，这就避免了唯心主义对人

的物质需求的忽略 ，也突破了形而上学“不变”的缺

陷。可知，马克思主义站在人的双重属性基础上，揭

示了人类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发展规律。将自

由人联合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统一比较来看，二者

有许多相似相通之处，譬如二者都表达着对人类命

运的现实关照与终极关怀，二者都站在“共享”的理

念，来推进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等。一言

以蔽之，“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都拥

有共同的文明旨归，都是站在人的类本质的角度，将

人的“双重属性”结合起来，从而使人类“成为自己

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

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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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三重逻辑

王浩东，张正光
（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２４１０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６－３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革命话语的建构及基本经验研究”（２２ＢＤＪ０１６）
作者简介：王浩东（１９９９—），男，安徽合肥人，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

摘　要：从理论逻辑而言，“第二个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想精髓上的
相侔，在价值观念上的相通，精神特质上的相融；从历史逻辑而言，“第二个结合”奠定“文化救国”的

根脉基础，筑牢“文化兴国”的道路根柢，推动“文化富国”的制度创新，促进“文化强国”的理论升华；

从现实逻辑而言，“第二个结合”巩固好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所展现的定力，赓续好马克思主义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呈现的动力，激发好中华文化主体性与时代性所彰显的活力。

关键词：“第二个结合”；思想解放；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４．０４．０１８
中图分类号：Ｄ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４）０４－０１１０－０６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
结合”即“第二个结合”得以明确提出是中国共产党

人认识逐渐深化的结果。站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的现实高度，中国共产党深刻论述了“第二个结

合”的时代意蕴，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

想解放”［１］。深刻体会“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

想解放，把握其理论基础，回溯其历史脉络，思考其

现实路径，既是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旺盛活力的内

在要求，又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需要。

一、理论逻辑：从“思想精髓”“价值观念”到“精

神特质”上的契合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想

精髓上具有相侔性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同中国传

统天下观相侔。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

人类历史的发展从民族国家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必

然趋势。马克思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

……消灭得越彻底，历史也就越成为世界历

史。”［２］１６８这一论述超越了国家概念，彰显出世界尺

度的思维，同中国传统天下观思想在深层逻辑上有

所共通。传统天下历史观曾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

义世界历史理论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也是新时代

大国外交的战略资源。新时代的中国已经从世界历

史之外走进世界发展之中，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之

“中”，需重新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人类命运共

同体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中国化、现实化的

可行性方案，也是中国传统天下观创造性转化与创

新性发展的经典案例，体现了传统天下观与马克思主

义世界历史理论的贯通。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念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中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与道德观相

侔。在宇宙观方面，马克思主义坚持世界是物质的，

物质是第一性的，而非外在的精神，神灵所创造的，

这契合了中国传统文化“无神论”的朴素唯物主义

思想；在天下观方面，马克思主义学说始终建立在全

人类共同利益之上，追求全人类共同解放，强调共产

主义事业只有作为“世界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

这契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

大道”的天下为公精神；在社会观方面，马克思主义

所倡导的共产主义社会坚持以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

展为宗旨，最终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

飞跃，这契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大道之行，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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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在道德观方面，马克思主义

以建立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具有崇高的道义情怀，

占据了道德制高点，认为剥削与压迫是最不道德的

行为，这契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人人皆可为尧舜”的

思想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二者之间的“高度

契合性”［１］５，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中欧之间的“共

同之点”。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化心理

上的内生动力。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价值

观念上具有相通性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党性思想同中国传统修养

观念相通。在马克思论著中已经出现了“党性”这

一概念，并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前提下，于改造主观世界方面也提出一些与党性修

养相关的宝贵思想，如党员的无产阶级意识、无产阶

级的阶级属性、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等。“党性是高

度发展的阶级对立的结果和政治表现。”［３］高度重

视党性修养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党的政治

优势，也是我们党的独特创造。在马克思主义党性

思想的基础上，刘少奇于１９３９年所撰写的《论共产
党员的教养》一书中，将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思

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所重视的“修养”观念相结合，批

判吸收“性善论”的人性预设，汲取“正心诚意”的修

身策略，借鉴“内圣外王”的修养境地，进而得出“党

性修养”这一概念，形成“共产党人的心学”理论体

系，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建设学说。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人民至上政治观念同中

国传统民本思想相通。马克思指出：“废除作为人

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

福。”［２］２人民至上的实践品格和价值品质是始终贯

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的一条主线。针对私有制

狭隘劳动者同其劳动产品及劳动自身的异化关系，

马克思强调：“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的

一切关系。”［２］１０马克思主义人民至上政治观念同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４］的中国传统民本

思想具有契合性，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

共产党在政治观念上也必然坚持“我将无我，不负

人民”［５］，“为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改正

错的’”［６］。党的二十大报告则把“坚持人民至上”

概括为“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之一。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精神

特质上具有相融性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与中华文化的包

容性相融。马克思主义是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产生

的为人类解放的学说，开放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

属性之一。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过去那种民族的

“闭关自守状态日益成为不可能”［２］４１９。马克思主

义不仅能够以宽广的视野观察世界、认识世界和发

现世界，而且能够抛弃一切私利和偏见，吸收一切有

利于人类解放的学说。中华文化孕育着既重开放又

重包容的文化基因，这是能实现精神特质上贯通的

重要文化根源。正如季羡林所指：“海纳百川，所以

成就了中国文化之大。”［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立

起源、融合而成，因为重开放，故可流其远，因为能包

容，故可成其大。因此，重开放与能包容的精神特质

要求不断强化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意识，既在外来文

化交往中，以我为主吸收外来文化，把外来文化融入

中华文化里，又能够坚守本民族的文化立场，真正落

实“不忘本来，吸收未来，面向未来”的人类文化发

展的普遍规律。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同中国传统知

行观相融。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

观点。“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２］１３５人

类具体的生活实践场景都是其不断丰富和发展的重

要驱动力。马克思指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是“实

证科学开始的地方”［２］１５３。基于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他们指出实践的学说不仅是“实证的科学”，而且还

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这与中国传统知行观主张

的知行合一，行重于言的精神特质具有相通性。中

国共产党在推进二者相结合的过程中紧随时代步

伐，追求与时俱进。毛泽东《实践论》的副标题就是

“论传统和现实的关系———知与行的关系”［８］，强调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的显著特

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不

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９］二者在精神特质

上的进一步确证、延续与强化，夯实了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基础，也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

得以创新发展。

二、历史逻辑：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

国”的转变

（一）雏形出现：奠定了“文化救国”的根脉基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促进文化形态发

展的重大课题。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后，当时社会上的
有识之士便逐渐开始意识到，鸦片战争爆发的本质

是中华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的总爆发。同时，中国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的传播与发展时，已经意识到必须检验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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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契合性的问题。此

后，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主要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

人将儒家所倡导的大同世界与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

共产主义社会进行对比，避免“文化排异反应”，进

一步验证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具

有精神特质的会通性。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

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理解和分析传

统文化本质的利器，真正在理论与实践上开启马克

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进程。１９
世纪３０年代，在陕甘宁边区成立的文化界救亡协会
强调要充分认识与挖掘民族文化中的精华，指出不

仅要“开来”，而且还要“继往”。通过“学习我们的

历史遗产”［１０］的任务引申出“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１１］命题。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在文化领域的

追求是“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１２］。１９３９年 ５
月，他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提出了“通

古今”的思想，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只通现在是不够

的，还必须要通过去，高度评价了几千年中华文明史

上的伟大成就。从１９４２年开始，针对党内教条主义
对待共产国际指示的问题，中共中央在全党范围内

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使得党内在运用马

克思主义立场、观点的水平得到明显提升。因此，党

内思想上的解放与进步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对“第二

个结合”的紧密探索。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

一文中将实事求是的意蕴进行了创新诠释，既汲取

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要义，又结合中国革命

的具体实践，赋予传统文化以时代价值。因此，毛泽

东思想是成功实现“第二个结合”的典范，奠定了

“文化救国”的根脉基础。

（二）曲折探索：筑牢了“文化兴国”的道路根柢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继续

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延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对待传统文化批判性继承的态度。

在文化建设的高潮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马克

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还存在一个“第二次结

合”［１３］的问题。一是就如何正确对待中华传统文化

时，毛泽东指出，“需充分且批判地利用中国的文化

遗产”［１４］。二是就如何看待中国本土文化与西方外

来文化的关系时，毛泽东指出，“中华民族从来不拒

绝别的民族的优良传统”［１５］。三是如何满足当时人

民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时，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阐明了“古为今

用、洋为中用”的文化发展理念。１９５７年，周恩来也

强调，“现在对孔子就应该全面评价”［１６］，对自五四

运动时期盛行的“文化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

等错误认知进行及时纠偏。中国共产党在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指导下，大

力推进“现代科学文化”建设，极大地凝聚了社会主

义建设的磅礴伟力，筑牢了“文化兴国”的道路根

底。

（三）理性探索：推动了“文化富国”的制度创新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面对

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严重挫折，国内出现“唯书

唯上”的错误倾向，中国共产党更为深入、系统地分

析把握传统文化的性质、作用，强调加强文化建设是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

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思想文化领域的拨乱

反正，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１７］３５７的思想路线。尽管这一时

期“第二个结合”仍寓于“第一个结合”之中，但中国

共产党不断加强对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组成部分进行

挖掘与运用，为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

供动力来源。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没有一

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

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１８］该句所提及的

“闯”与“冒”的精神与开拓创新与自我革命精神相

契合，而“气”和“劲”的特质与自强不息、刚健有为

的民族精神相贯通。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

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赋予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以新的历史使命与时代意蕴。江泽民指

出：“我们的文化建设不能够割裂历史。”［１９］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高度重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原因在于

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本身就根植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

文明史。随后，现代社会价值观与传统社会理想得

以融合，形成了与时俱进的发展思想，创造出依法治

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等一系列治国理政新成

果。党的十六大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

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文化的时代属性有着更加深刻的

认识。胡锦涛指出：“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立

足中华文化丰沃土壤……努力为中华文化书写新篇

章。”［２０］以中国古代的“和合”理念为载体，创造性

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等价值理念。

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第二个结合”在形式与内容

层面的深层次融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实现了改革开放和“走自己道路”的辩证统

一，推动了“文化富国”的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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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熟定型：促进了“文化强国”的理论升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世界意识

形态领域的斗争以及由意识形态所引燃的政治、军

事、经济等斗争日趋激烈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对中华

优秀文化的重视程度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注重

挖掘和总结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精髓和时代意蕴，

将其视作根植于中国人内心的民族基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表明中国共

产党“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新高度”［１］９，提

出“建设优秀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没有五千年中华文明，哪里来的中国特色”

“‘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等重要论断，

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如何科学处理马克思主义

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问题的论述。一是需正确

把握好“古”与“今”的关系，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之“古为今用”。善于古为今用，实现文化传承发

展，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避免厚古非今、以古代今。

二是需正确处理好“中”与“外”的关系，破解“古今

中西之争”。既要充分认识到中西文明之间的相异

之处，又要善于发现二者之间的契合性，以汇通中西

的文化成果推动中西之争的中国式破解，正确把握

好中西方文明之别语境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辩证关系。三是需正确实现好“破”与

“立”的关系，彰显出破立并举、革故鼎新的智慧之

道。实现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需坚持先立后破，使“第二个结合”沿着正确的

方向前进。同时，既要坚决防止“未立先破”，也要

坚决防止“只立不破”，以批判精神和创新精神为指

引，激发二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产生新的结

合点，促进了“文化强国”理论的升华。

三、现实逻辑：从“巩固定力”“赓续动力”到“激

发活力”上的回应

（一）巩固好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所展现的定

力

一方面，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坚

定历史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

历史自信，既是对奋斗成就的自信，也是对奋斗精神

的自信。”［４］５３３中国共产党的百余年奋斗史，就是一

部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指导，深刻改变中华民族前

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世界发展趋势的历史。坚定历

史自信的定力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的实践力量。一百多年来，中

国共产党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不断推进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比

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得以开辟，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得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建

立等，进而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从国际上看，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创造出世所罕见的

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随着全

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中华民族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

前景，中华民族历史自信的底气将不断提升。

另一方面，在破除“现代化 ＝西方化”的先验逻
辑中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对自身文化理想、

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

高度自信。“没有文化，也就没有理论。”［２１］近代以

前，中国一直是世界强国之一，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

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持与理论支

撑。但近代以来，由于受封建制度等落后文化的影

响，中国被世界快速发展的浪潮甩在后面。于是，近

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经历了从洋务运动探索的器物

现代化，到辛亥革命尝试的制度现代化，再到新文化

运动开启的思想文化现代化的转变过程，不断探索

近代以来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然而，固守原来的

传统文化，或者“全盘西化”都不能解决道路的前进

方向问题。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人民坚持以

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推动中国寻找新路，经

过反复比较，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着力筑牢“文

化意义上的坚定自我”，在精神上实现了由被动转

入主动，最终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增强对中华

文化的认同，需坚持以时代精神赓续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并以文化为载体接续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

发展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首次提出“文化自信

自强”这一重要命题，并把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并提，进一步突出了文化自信在

“四个自信”中的重要地位，强调以强大的理论勇气

和文化自信不断开辟新的发展道路。

（二）赓续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所呈现的动力

一方面，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

导地位。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

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２］１７８无产阶级在取得政

权之后，要坚持文化领导权，这必然要求在意识形态

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推进“第二个结

合”的过程中，要防止中国传统文化糟粕对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消极影响。需要指明的是，这里所说

的中国传统文化糟粕对马克思主义的消极影响是指

由于没有区分好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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糟粕的消极影响下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误解”，但

在实质上并不是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这也有

效说明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不是同所有的中国传统文

化相结合，而是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相结合。

唯有如此，才能实现既“中国化”又“不失真”，才能

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指明正确的方向、确

立根本的路径，否则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因

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具有

唯一性、根本性、制度性的地位，无论何时都不能动

摇、不能模糊、不能混乱。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旗帜

鲜明地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制度

化，并将其上升为国家根本制度，列为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制度建设的首要内容。

另一方面，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创”。

批判性继承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方法论。中国共产党

坚持将唯物史观作为认识和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

充分挖掘和发展其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容与表现

形式，推动其与现实文化相融通，与现代社会相协

调。一是坚持以大历史观为基础，从整体维度来创

造性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既需从纵向的时间

维度上将其置于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观察，

又需从横向的空间维度上将其置于世界文明发展范

围中考量。二是坚持以历史辩证法为指导，从历史

继承中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既需坚持

主体性与多样性的相统一，实现二者的融通互进，又

需坚持民族性和世界性相统一，实现二者的转化和

发展。正如文化的形式与内容密不可分相同，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也相互渗透、互相推进，其最终

目的都是使传统文化与现实文化相通，实现“以文化

人”的时代任务。“双创”方针延续了改革开放后对

传统文化重视程度加深的趋势，激活了传统文化的生

命力，增强了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与感召力，强调了民

族文化的主体性。

（三）激发好中华文化主体性与时代性所彰显

的活力

一方面，在对西方文化魅的过程中坚守中华

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

得住、行得远……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１］８从

“契合”到“结合”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需要文化主

体的自觉和主动努力。近年来，西方中心主义将西

方社会发展的“特殊”尺度视之为人类历史的“普

遍”规律。“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体系极大冲击

了东西方文明的原初结构，使中国遭受文明的危机

与文化主体性的危机，造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遮蔽、

扭曲与诋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辩证看待中华

文化与世界文化之间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既不

以“普遍”之名来否定各国的特殊国情与民族特色，

又以“特殊”逻辑来把握不同文化间的相互依存、相

互制约，从而对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问题形

成正确认识。新时代，既须自觉反省当下文化实践

中“有理讲不出”“讲出没人听”等文化叙事能力严

重滞后于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问题，又须努力克服

二元对立思维，真正地“平视”世界各国发展，在一

超多强的世界发展大局中提升话语权，增强对现代

性文明的包容性与适应性，持续巩固当代中国文化

主体性。

另一方面，在紧随时代发展潮流过程中坚守中

华文化时代性。与时代特征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永

葆生机和活力的源泉所在，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不断丰富发展的关键所在。立足于新时代的“第二

个结合”将“古今中西之争”转换为文化古今相通与

文明交流互鉴，其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世

界历史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有转化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明，才能产生现实的物质力量。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展现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

新图景，既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

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新典

范。此外，中华传统文化没有排他性。成功回答世

界之问、时代之问需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

怀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这一过程要求

立足于当代中国实际，不能对马克思主义照搬照抄，

不能对外来文化“全盘接受”，务必使中华民族最基

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

调，真正践行“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发

展理念。

伴随着救国、兴国、富国和强国的时代主题的转

换，中国共产党在文化领域中实现了从“自在自为”

到高度“自觉自信”的转变，集中凸显了中国共产党

高度的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第二个结合”是一

项扎根中国、面向世界、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

事业，这需坚定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秉持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兼收并蓄、接榫创新的特性，巩固好中华文

化主体性，使其不断为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发展赋能，

为人类文明走向共同繁荣提供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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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籽油葛根全麦饼干制作工艺研究及品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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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与性能研究及功能食品的研究与开发。

摘　要：以牡丹籽油、葛根粉和全麦粉为原料制作的饼干，不仅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同时对人
身体健康具有保健作用。以感官评价、质构分析和色差分析作为评价方法，利用单因素试验，确定牡

丹籽油、葛根粉、全麦粉和白砂糖的最佳添加量，再通过正交试验，得到牡丹籽油葛根全麦饼干的最

佳配方：牡丹籽油１０％、葛根粉５％、全麦粉１０％、低筋面粉８５％、白砂糖２５％、全脂奶粉２．５％、黄
油３０％、水１０％、小苏打０．５％、鸡蛋液２５％、食盐０．５％（所有添加量均以葛根粉、全麦粉和低筋面
粉总量为基准，即葛根粉＋全麦粉 ＋低筋面粉 ＝１００％）。烘焙过程的上下火温度为１７０℃，烘烤时
间１３ｍｉｎ，在此条件下制作的饼干营养丰富，风味独特，口感好，符合人类健康饮食需求。

关键词：牡丹籽油；葛根粉；全麦粉；正交试验；质构分析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４．０４．０１９
中图分类号：ＴＳ２１３．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４）０４－０１１６－０７

　　牡丹籽油不仅包含软脂酸和硬脂酸等饱和脂肪
酸，还有亚麻酸、亚油酸、油酸和花生烯酸等不饱和

脂肪酸，它的组成结构合理，营养价值高，食用安全

性也比较高［１－２］。α－亚麻酸可在体内被多个酶催
化生成二十碳五烯酸（ＥＰＡ）和二十二碳六烯酸
（ＤＨＡ）［３］，对人体生长发育和代谢有很大影响。此
外，α－亚麻酸还具有抗动脉粥样硬化、防治心脑血
管疾病、减肥、降血脂、抑制脂肪形成与累积、抗炎、

对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有预防作用等功能［４－５］。

葛根，也叫粉葛、甘葛，是国家认可的药食两用

植物，随着人们对其所含物质的深入研究，葛根在食

品行业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尤其是在面点制品

中［６］。它含有丰富的淀粉、纤维素、蛋白质和异黄

酮等成分，其中膳食纤维和蛋白质，可以帮助改善毛

细血管的血液循环，预防动脉硬化和抗衰老；葛根素

可以降低胆固醇和血脂，起到预防高血压、动脉硬化

等疾病的作用［７］。实验研究表明，葛根总黄酮不仅

能够有效降低糖尿病患者的空腹血糖值，还能让人

体的糖耐量得到增强，从而延缓糖尿病的发展［８］。

全麦是由完整的小麦，通过研磨、筛选（粒度分

级），保持与完整的小麦相同的成分，如谷壳、谷壳、

谷壳、谷壳等。全麦可以提供丰富的营养物质，如维

生素、矿物质以及抗氧化剂等，可以满足人体每日所

需的营养，有助于维持身体健康。当人们做糕点、面

包时，用全麦粉来部分地取代低筋面粉，可以增加人

们对全麦粉的摄入量，同时也可以确保食品的品质。

另外，全麦粉中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发酵

产生的短链脂肪酸可以降低肠道 ｐＨ值，刺激肠黏
膜，有利于粪便的排出［９］。

功能性食品是指具有一定营养保健作用，可以

调节人的身体机能，但不能起到治疗作用的食品。

由于功能性饼干降低了饼干的糖分、脂肪和热量，同

时还增加了对身体有益的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成

分，提高了饼干的功能性，所以受到广大消费者的喜

爱。随着社会和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

也在不断提高，对食物的消费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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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改变。国外的食品研究者们把一些尚未被利用

的非传统型的、对人体有保健作用的物质相结合，研

制出了一种新型功能食品。ＭｅｅｎａＧｏｓｗａｍｉ等［９］用

５０％的牛肉粉、１０％的橘子浆液和１．５％的瓜尔豆
胶分别作为蛋白质、天然纤维素和植物油脂，制成一

种可供多种人群食用的饼干。ＭｕｈａｍｍａｄＱａｓｉｍ
Ｒａｚａ等［１１］研究表明，Ａｊｗａ籽油可取代传统的植物
油，成为一种新的功能性饼干原料，由于部分氢化植

物油（ＨＶＦ）是一种极具致癌性的反式脂肪，对人体
有害。赵贵红等人［１２］，采用冷粉面团制作工艺，研

究出了牡丹籽油海藻全麦饼干；赖华清等人［１３］采用

单因素实验与正交实验相结合的方法，研制出了香

榧葛根饼干；ＣｏｍｆｏｒｔＦｕｎｍｉｌａｙｏＡｊｉｂｏｌａ［１４］按不同比
例的全麦面粉、辣木叶和可可粉来研制具有抗氧化

性的饼干。

目前我国对牡丹籽油和全麦食品的研究还处于

起步阶段，对其营养价值认识不够深入，导致我们对

其副产品的研究处于相对空白阶段。将牡丹籽油、

葛根粉和全麦粉相结合制作饼干，不仅能为牡丹籽油

产品、全麦食品提供更多的品种，而且也是对牡丹籽

油产品、全麦食品发展方向的一次新探索。此外，这

种探索还能为我国的粮食加工业开辟新的道路。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与设备
１．１．１　试验材料

牡丹籽油，菏泽华瑞油脂有限责任公司；葛根

粉，安徽燕之坊食品有限公司；全麦粉，新乡良润全

谷物食品有限公司；低筋面粉，邹有才食品有限公

司；黄油，恒天然集团；白砂糖，上海怡神保健食品有

限公司；奶粉，杜尔伯特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精

纯盐，河南省盐业集团有限公司；小苏打，沧州市华

海顺达粮油有限公司；鸡蛋，市售。

１．１．２　主要设备
电子计数秤ＡＣＳ－ＪＳ－６，五鑫衡器有限公司；

ＳＭ－６０３Ｆ型电烤箱，新麦机械（无锡）有限公司产
品；ＫＳ－９３８ＡＮ型打蛋器，广州市祈和电器有限公
司产品；ＣＴ３质构仪，美国 Ｂｒｏｏｋｆｉｅｌｄ；分光色差仪
ＣＳ－４１２，杭州彩谱科技有限公司；擀面杖，２ｍｍ模
具，烤盘。

１．２　试验方法
１．２．１　牡丹籽油葛根全麦饼干制作步骤及操作要
点

牡丹籽油葛根全麦饼干的制作主要包括原料选

择、调制面团、冷藏、成型、烘焙、冷却包装６个步骤。
（１）原料选择：选择品质好的低筋面粉、全麦

粉、葛根粉，以及牡丹籽油、白砂糖。

（２）称量：称取低筋面粉、牡丹籽油、黄油、小苏
打、鸡蛋液、食盐、全脂奶粉和纯净水，将牡丹籽油、

鸡蛋液、白砂糖混合打发，继续加入小苏打、盐、全脂

奶粉及水混匀乳化，低筋面粉、全麦粉和葛根粉过筛

加入辅料液，充分揉捏。

（３）冷藏：用保鲜膜包好面团，放入冰箱冷藏３０
ｍｉｎ。

（４）成型：将冷藏好的面团擀成厚度为２ｍｍ左
右的面皮，用模具（３０ｍｍ×１５ｍｍ）压印成型。

（５）烘烤：将饼胚放入提前预热好的烤箱，设置
好烘焙时间和烘焙温度，开始烘烤。

（６）冷却包装。将烘焙好的饼干自然冷却至室
温，为了长期保存和便于携带，采用真空方式将饼干

进行独立包装。

１．２．２　单因素试验
牡丹籽油葛根全麦饼干的基本配方为牡丹籽油

１０％、葛根粉５％、全麦粉１０％、低筋面粉 ８５％、白
砂糖２５％、全脂奶粉２．５％、黄油３０％、水１０％、小
苏打０．５％、鸡蛋液２５％、食盐０．５％（所有添加量
均以葛根粉、全麦粉和低筋面粉总量为基准，即葛根

粉＋全麦粉 ＋低筋面粉 ＝１００％）。预试验研究表
明，牡丹籽油添加量、葛根粉添加量、全麦粉添加量

和白砂糖添加量是影响牡丹籽油葛根全麦饼干感官

评价、质构特性和色泽的主要因素。研究以感官评

价、质构特性和色度值为评价标准，采用单因素试验

确定上述４种原材料的最佳添加量。各原材料的试
验添加量如下：牡丹籽油添加量（６％、８％、１０％、
１２％、１４％），葛根粉添加量（４％、５％、６％、７％、
８％），全麦粉添加量（７％、８％、９％、１０％、１１％），白
砂糖添加量（１０％、１５％、２０％、２５％、３０％）。
１．２．３　正交试验

在单因素试验基础上，选取牡丹籽油、葛根粉、

全麦粉和白砂糖添加量的适宜水平进行四因素三水

平的Ｌ９（３４）正交试验，以感官评价、质构特性和色
度值为评价标准，并进行数据处理和结果分析，确定

牡丹籽油葛根全麦饼干的最佳工艺配方。

正交试验因素与水平设计见表 １。
表１　正交试验因素与水平设计

水平 牡丹籽油添加量 葛根粉添加量 全麦粉添加量白砂糖添加量

１ ８ ５ ８ １５
２ １０ ６ ９ ２０
３ １２ ７ １０ ２５

１．２．４　感官评价方法
牡丹籽油葛根全麦饼干制作完成并冷却后，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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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人（５男５女）组成的感官评价小组进行感官评
价，参照《ＧＢ７１００—２０１５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饼干》
感官要求，根据牡丹籽油葛根全麦饼干的特点，制作

了一份感官评分表，对牡丹籽油葛根全麦饼干进行

感官评价，并取平均值，具体的评分标准如表２所
示。

表２　感官评分标准

项目 评分标准 评分／分

形态

（满分

２０分）

外形完整，大小厚薄均匀，没有变形，表面光滑 １５—２０
外形完整，大小厚薄较均匀，少许变形，表面光滑 １０—１４
外形不完整，大小厚薄不均匀，变形，表面粗糙 ０—９

色泽

（满分

２０分）

表面棕黄色，色泽均匀，无焦边 １５—２０
色泽基本均匀，有少许焦边 １０—１４
色泽不均匀，过白过焦 ０—９

质地

（满分

２０分）

内部组织细腻，断面细致均匀，多孔状 １５—２０
内部组织较为粗糙，断面无层次，孔隙大 １０—１４

内部组织粗糙，质地松垮 ０—９

口感

（满分

２０分）

酥脆细腻，不粘牙，甜度适宜 １５—２０
略酥脆，稍有粘牙，甜度较适宜 １０—１４

较硬，不酥不脆，粘牙，过甜或甜味不足 ０—９

气味

（满分

２０分）

饼干香味纯正，有牡丹籽油的香气 １５—２０
饼干香味一般，有牡丹籽油淡淡的香气 １０—１４

饼干香味淡，没有牡丹籽油淡淡的香气，有焦苦味 ０—９

１．２．５　质构特性
用质构仪对牡丹籽油葛根全麦饼干的硬度、胶

着性和咀嚼性进行测定。测定条件：ＴＰＡ（ｔｅｘｔｕｒｅ
ｐｒｏｆｉｌ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模式，选用 ＴＡ４３探头，预测试速度
为２．００ｍｍ／ｓ，测试速度为 ０．５０ｍｍ／ｓ，压缩量为
３０％，触发力１ｇ。每个样品重复３次，取平均值。
１．２．６　色度值检测

用色差仪测定饼干的色泽，色差仪开机后先进

行黑白校正，校正结束后测量样品的Ｌ、ａ、ｂ值。
Ｌ值表示明亮度（０＝黑色，１００＝白色），ａ值表示
红绿色度（－ａ为绿色，＋ａ为红色），ｂ值表示黄
蓝色度（－ｂ为蓝色，＋ｂ为黄色），每个样品重复
测３次，取平均值。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单因素试验
２．１．１　牡丹籽油添加量对饼干烘焙品质的影响

牡丹籽油添加量对牡丹籽油葛根全麦饼干硬

度、脆度、色泽和感官品质的影响如图１—３所示。
由图１可知，牡丹籽油葛根全麦饼干的硬度和

脆度随着牡丹籽油添加量的增加变大后变小。当牡

丹籽油加入面粉中后，油脂会把蛋白质和淀粉结合

在一起，会形成一层油膜。油脂含有疏水基，它能阻

止水分子的渗入，阻止面筋蛋白的形成［１５］。如图２
所示，随着牡丹籽油添加量的增加，饼干Ｌ值减小，

图１　牡丹籽油添加量对饼干质构的影响

图２　牡丹籽油添加量对饼干色泽的影响

图３　牡丹籽油添加量对饼干感官品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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饼干ａ值和ｂ值都逐渐增加，且都为正值。由图３
可知，感官评分随牡丹籽油添加量先增大后减小，当

牡丹籽油添加量较小时，饼干表面逐渐变得光滑且

口感大大提升；当牡丹籽油添加量较大时，面团变得

柔软，十分松弛，很难成型，且牡丹籽油的油脂味过

重。综上，当添加量为１０％时，饼干的感官评分最
高。

２．１．２　葛根粉添加量对饼干烘焙品质的影响
葛根粉添加量对牡丹籽油葛根全麦饼干硬度、

脆度、色泽和感官品质的影响如图４—６所示。

图４　葛根粉添加量对饼干质构的影响

图５　葛根粉添加量对饼干色泽的影响

由图４可知，牡丹籽油葛根全麦饼干的硬度和
脆度随着葛根粉添加量的增加而变大，这可能是因

为葛根粉在饼干原料中起淀粉的作用，能降低面粉

的筋力，增加面团可塑性，降低其弹性，硬度增大；如

图５所示，饼干Ｌ值随着葛根粉添加量的增加而减
小，饼干的ａ值和 ｂ值随着葛根粉添加量的增加
而增大；由图６可知，感官评分先增加后减小。若葛
根粉添加量低于６％时，口感偏软，风味较差；若葛
根粉添加量高于６％时，由于葛根粉添加量增多，面
团黏度变大，韧性变差，会造成面团断裂，不易成型，

产品容易破碎，影响饼干口感。因此，葛根粉添加量

在６％时最为合适。

图６　葛根粉添加量对饼干感官品质的影响

２．１．３　全麦粉添加量对饼干烘焙品质的影响
全麦粉添加量对牡丹籽油葛根全麦饼干硬度、

脆度、色泽和感官品质的影响如图７—９所示。

图７　全麦粉添加量对饼干质构的影响

由图７可知，牡丹籽油葛根全麦饼干的硬度和
脆度随着全麦粉添加量的增加而变大，这是因为全

麦粉中含有吸水性和持水性较好的膳食纤维，从而

影响了面筋蛋白的形成，使饼干硬度和脆度变大；如

图８所示，饼干Ｌ值随着全麦粉添加量的增加而减
小，ａ值和ｂ值逐渐增大，且都均为正值；由图９可
知，感官评分先增加后减小，饼干表面逐渐变得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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糙。当全麦粉添加量为７％和８％时，饼干的粗糙感
不明显；当添加量为９％时，饼干有淡淡粗糙感，质
地硬脆，当添加量为１０％和１１％时，饼干表面过于
粗糙。因此，全麦粉的最佳添加量为９％。

图８　全麦粉添加量对饼干色泽的影响

图９　全麦粉添加量对饼干感官品质的影响

２．１．４　白砂糖添加量对饼干烘焙品质的影响
白砂糖添加量对牡丹籽油葛根全麦饼干硬度、

脆度、色泽和感官品质的影响如图１０—１２所示。
由图１０可知，牡丹籽油葛根全麦饼干的硬度和

脆度随着把白砂糖粉添加量的增加而变大，这是因

为白砂糖的反水化作用，它会影响蛋白质的水化过

图１０　白砂糖添加量对饼干质构的影响

图１１　白砂糖添加量对饼干色泽的影响

图１２　白砂糖添加量对饼干感官品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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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降低调粉过程中面筋的生成率，导致面团弹性减

弱，硬度增大［１６］；如图１１所示，饼干的Ｌ值随着白
砂糖添加量的增加而减小，饼干的 ａ值和 ｂ值随
白砂糖添加量的增加而增大，且二者都是正值；由图

１２可知，感官评分先增加后减小。在增加糖添加量
的时候，可以阻止蛋白质的过度膨胀，从而降低饼干

表面起泡、凹低或凸面、收缩变形等现象。但是，当

糖加入量过高的时候，焦糖化反应会造成饼干失水

过多，从而提高饼干的硬度，使其表面变得干燥、孔

隙变少。当白砂糖添加量为２０％时，饼干感官评价
总得分最高，食用品质较佳。

２．２　正交试验
正交试验结果见表３。

表３　正交试验结果

试验号 Ａ Ｂ Ｃ Ｄ 评分

１ １ １ １ １ ８４．５０

２ １ ２ ２ ２ ８３．６７

３ １ ３ ３ ３ ８９．００

４ ２ １ ２ ３ ８８．４０

５ ２ ２ ３ １ ８３．４３

６ ２ ３ １ ２ ７９．５０

７ ３ １ ３ ２ ８０．４６

８ ３ ２ １ ３ ８２．８０

９ ３ ３ ２ １ ７７．４１

Ｋ１ ２５７．１７ ２５３．３６ ２４６．８０ ２４５．３４

Ｋ２ ２５１．３３ ２４９．９０ ２４９．４８ ２４０．５８

Ｋ３ ２４０．６７ ２４５．９１ ２５２．８９ ２６０．２０

ｋ１ ８５．７２ ８４．４５ ８２．２７ ８１．７８

ｋ２ ８３．７８ ８３．３０ ８３．１６ ８０．１９

ｋ３ ８０．２２ ８１．９７ ８４．３０ ８６．７３

Ｒ ５．５０ ２．４８ ２．０３ ６．５４

　　由表３可知，采用极差法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
明各试验因素对饼干感官品质的影响由大到小依次

为白砂糖、牡丹籽油、全麦粉和葛根粉。以牡丹籽油

葛根全麦饼干感官评价为评判标准，最佳配方为

Ａ１Ｂ１Ｃ３Ｄ３。即牡丹籽油 １０％、葛根粉 ５％、全麦粉
１０％、低筋面粉 ８５％、白砂糖 ２５％、全脂奶粉
２．５％、黄油 ３０％、水 １０％、小苏打 ０．５％、鸡蛋液
２５％、食盐０．５％（所有添加量均以葛根粉、全麦粉
和低筋面粉总量为基准，即葛根粉 ＋全麦粉 ＋低筋
面粉＝１００％）。按该配方制作的牡丹籽油葛根全
麦饼干表面平整，颜色金黄，色泽均匀，风味独特，消

化性好，具有牡丹籽油淡淡的香味。

３　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分析了牡丹籽油、葛根粉、全麦

粉和白砂糖对牡丹籽油葛根全麦饼干品质的影响，

确定了上述原材料的最佳添加量。然后采用正交试

验确定了牡丹籽油葛根全麦饼干的最佳配方为牡丹

籽油 １０％、葛根粉 ５％、全麦粉 １０％、低筋面粉
８５％、白砂糖２５％、全脂奶粉２．５％、黄油３０％、水
１０％、小苏打０．５％、鸡蛋液２５％、食盐０．５％（所有
添加量均以葛根粉、全麦粉和低筋面粉总量为基准，

即葛根粉＋全麦粉 ＋低筋面粉 ＝１００％）。配方优
化后的饼干，具有金黄平整的外观，口感酥松，有牡

丹籽油淡淡的香味，营养丰富，具有一定的饱腹能

力，适合减肥和寻求健康饮食人群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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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刊 声 明

《中州大学学报》一贯提倡并引领对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原创性学术研究，始终对追求深邃的理

论思想、高端的学术品位、扎实的原创成果和严格的学术规范的广大科研工作者保持敬意。

本刊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注重学术性和理论性，服务于广大教育、科研工作者

为办刊宗旨。

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

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学报

编辑部上述声明，若无此意，请在来稿时注明。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和名义收取任何费用。真诚欢迎视角新颖、观点独到的高质量学术稿件。

篇幅不少于８０００字为宜，学术规范参见《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本刊以
质取文，秉持优稿优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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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ＲＴＳⅢ型轨道板 Ｃ６０混凝土工艺研究

刘秀元
（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１０２６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４－１８
基金项目：中国铁路总公司重大课题“高速铁路无砟轨道关键技术深化研究”（２０１４Ｇ００１－Ｂ）
作者简介：刘秀元（１９７８—），男，山西繁峙人，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正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高速铁路和地

铁工程的施工、设计和科研工作。

摘　要：ＣＲＴＳⅢ型板式无砟轨道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轨道板，是具有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高速铁路技术，也是目前最先进的高速铁路无砟轨道。轨道板采用Ｃ６０高性能混凝土浇筑，提高轨
道板使用的强度和耐久性，轨道板要求工厂化生产。为了提高轨道板生产质量和工厂化生产的要

求，结合轨道板生产过程经验，研究了轨道板 Ｃ６０混凝土制备和浇筑工艺。主要包括，混凝土原材
料、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计算、混凝土配比确定、混凝土拌和、混凝土浇筑、混凝土养护。

关键词：先张ＣＲＴＳⅢ轨道板；Ｃ６０混凝土；配合比；掺和料；浇筑；拉毛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４．０４．０２０
中图分类号：ＴＵ５２８．３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４）０４－０１２３－０６

１　高速铁路先张ＣＲＴＳⅢ轨道板
高速铁路先张ＣＲＴＳⅢ轨道板是具有我国自主

知识产权的高速铁路无砟轨道结构，是在总结了日

本Ｉ型板、德国Ⅱ型板、国产道岔板以及后张法Ⅲ型
板的优点上，开发出来的一种新的无砟轨道结构。

主要创新点包括：扩展了板下填充层材料、改变了

板式轨道限位方式、优化了轨道结构、改善了轨道弹

性、实现了轨道板双层双向先张法预应力方式及完

善了设计理论体系；预应力钢筋端部设置锚固板，提

高轨道板耐久性；改原Ⅰ型无挡肩板为有挡肩板，配
套弹性不分开式扣件（ＷＪ－８型），有利于降低轨道
刚度，提高轨道弹性；实现了板下两排门形筋和内设

钢筋网片的自密实混凝土填充层之间的一体化连接。

高速铁路先张ＣＲＴＳⅢ标准轨道板为Ｐ５６００型，
长５６００ｍｍ，宽２５００ｍｍ，厚２００ｍｍ。先张法ＣＲＴＳ
Ⅲ型轨道板为有挡肩设计、板底带门形钢筋、纵向双
层横向单层双向预应力先张拉，采用 Ｃ６０混凝土浇
筑［１］，按６０年不大修设计。有挡肩设计，承轨面设
置１４０轨底坡，配套国产 ＷＪ－８型弹条扣件，可
实现钢轨扣件低刚度化。为适应高速铁路在城市地

区小半径曲线地段铺设的需要，采用二维可调模板

方法制造 ＣＲＴＳⅢ型轨道板，承轨台上下和沿线路
方向左右可调节。板底面设置门形钢筋，铺设后与

底座板浇筑一体，再与带钢筋的底座限位凹槽一起

形成整体复合板结构，防止轨道板与填充自密实混

凝土离缝，以及限制轨道板的纵横竖向移动，同时增

加轨道质量，有利于减轻轨道冲击振动作用。轨道板

顶面中线两端和中间设有观察孔和灌注孔，用于铺设

轨道板时，灌注自流平混凝土。轨道板两侧面端部对

称设有两对起吊定位螺栓孔。轨道板规格尺寸见下

图１高速铁路先张ＣＲＴＳⅢ标准轨道板图（Ｐ５６００）。
２　高速铁路 ＣＲＴＳⅢ型轨道板 Ｃ６０混凝土原材料
要求及选择

２．１　水泥
轨道板预制选用普通硅酸盐水泥，强度等级为

４２．５级，不能使用早强型。碱含量不得超过
０．６０％，ＳＯ３含量不应超过３．０％，ＣＬ

－含量不应超

过０．０６％，熟料中的铝酸３钙含量不得超过８．０％。
２．２　砂子、碎石

砂子：选用坚硬、干净、级配合理的天然中粗河

砂，Ⅱ区中砂（细度模数 ２．３～３．０）。细度模数为
２．３～２．８，含泥量小于１．５％、氯化物含量小于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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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高速铁路先张ＣＲＴＳⅢ标准轨道板图（Ｐ５６００）

　　碎石：采用坚硬、干净的二级或多级单粒级碎
石，按最小堆积密度配制而成，各级碎石必须分级储

存、运输、计量，最大粒径２０ｍｍ，含泥量按重量计＜
０．５０％，氯化物含量＜０．０２％。５～２０ｍｍ连续级配
碎石。

不得使用具有碱－碳酸盐反应活性或砂浆棒膨
胀率（快速法）大于０．２０％的碱 －硅酸盐反应活性
的骨料。当碎石砂浆棒膨胀率≥０．１０％且＜０．２０％
时，需采取抑制碱－骨料反应技术措施。
２．３　减水剂

采用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减水率较高、坍落度

损失较小、适量引气、能明显提高混凝土耐久性且质

量稳定的产品，与水泥之间应有良好的相容性［２］。

样品所检项目减水率、含气量、泌水率比、压力泌水

率比、抗压强度比、坍落度１ｈ经时变化量、凝结时间
差、甲醛含量、硫酸钠含量、ＣＬ－含量、碱含量、收缩
率比经检验符合技术要求；水泥净浆流动度、对钢筋

锈蚀作用、ｐＨ值、含固量、密度、相对耐久性符合要
求。

２．４　掺和料
矿物掺和料采用复合型掺和料，进行 ＣＬ－含

量、烧失量、ＳＯ３含量、含水率、需水量比、游离 ＣａＯ
含量、ＭｇＯ含量、活性指数的检验。满足表１中所
列的所有条件［３］。

２．５　拌和用水
使用饮用水，检验水的 ｐＨ值、不溶物含量、可

溶物含量、氯化物含量、硫酸盐含量、硫化物含量、碱

含量、凝结时间差、抗压强度比［４］。

所有原材料经检验必须符合标准 ＴＪ／ＧＷ１１８—

２０１３《高速铁路 ＣＲＴＳⅢ型板式无砟轨道先张法预
应力混凝土轨道板暂行技术条件》和 ＴＢ／Ｔ３２７５—
２０１１《铁路混凝土》技术要求。

表１　掺合料需满足条件表

序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标准

１ ＣＬ－ ％ ≤０．０６
２ 烧失量 ％ ≤４．０
３ ＳＯ３ ％ ≤３．０
４ 含水率 ％ ≤１．０
５ 需水量比 ％ ≤１０５
６ ＣａＯ ％ ≤１．０
７ ＭｇＯ ％ ≤１４
８ 活性指数 １天 ％ ≥１２５

２８天 ％ ≥１００

　　注：需水量比和活性指数检验用水泥需用强度等级为４２．５的硅

酸盐水泥，１天抗压强度为１１～１５ＭＰａ，２８天抗压强度为４５～５５ＭＰａ

３　Ｃ６０混凝土配合比的设计要求
３．１　Ｃ６０混凝土配合比的详细技术要求

根据《高速铁路 ＣＲＴＳⅢ型板式无砟轨道先张
法预应力混凝土轨道板》（Ｑ／ＣＲ５６７—２０１７）、《铁路
混凝土强度评定标准》（ＴＢ１０４２５—１９９４）、《铁路混
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ＴＢ１０００５—２０１０）、《铁
路混凝土》（ＴＢ／Ｔ３２７５—２０１１）的要求，该Ｃ６０混凝
土配合比的详细技术要求如下：

１．混凝土初始坍落度应控制在１００±２０ｍｍ，混
凝土坍落度的保持时间根据拌和站供应的距离与道

路运输情况，混凝土拌和物的１ｈ坍落度损失不大
于２０ｍｍ，同时保证能够满足施工要求［５］。

２．混凝土拌合物初始含气量２．０％ ～４．０％，混
凝土拌合物的１ｈ含气量２．０％～４．０％。
３．质量要求
（１）设计强度等级 Ｃ６０级，１６ｈ左右放张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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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ＭＰａ，弹性模量≥３．６５×１０４ＭＰａ，１６ｈ左右放
张弹性模量≥３．３５×１０４ＭＰａ。

（２）混凝土抗冻性试件在冻融循环３００次后，
重量损失不应超过５％，相对动弹性模量不应低于
６０％。

（３）混凝土抗渗试件的抗渗等级应大于Ｐ２０。
（４）混凝土 ＣＬ－扩散系数（Ｌ１）不应大于 ５×

１０－１２ｍ２／ｓ。
（５）混凝土电通量应小于１０００Ｃ（毫安／米）。
（６）混凝土５６ｄ收缩率不应大于４００×１０－６。
（７）混凝土碱含量不应大于３．０ｋｇ／ｍ３，ＣＬ－含

量不应大于胶凝材料量的０．０６％，ＳＯ３含量不应大
于胶凝材料总量的４．０％。
３．２　Ｃ６０混凝土配合比的设计步骤

１．根据ＪＧＪ５５—２０１１计算配制强度：
ｆｃｕ，０≥１．１５ｆｃｕ，ｋ
ｆｃｕ，０≥１．１５×６０
即：ｆｃｕ，０≥６９．０

２．计算基准水胶比，根据 ＪＧＪ５５—２０１１规范查
表ａａ＝０．５３，ａｂ＝０．２０，由于本配合比中不使用粉煤
灰以及粒化高炉矿渣粉而是选用复合掺合料，考虑

到复合掺合料对胶凝材料 ２８ｄ胶砂抗压强度的影
响，因此选取影响系数 ｒｓ＝１．０，对基准水胶比进行
计算如下［６］：

Ｗ／Ｂ＝ａａ×ｆｂ／（ｆｃｕ，０＋ａａ×ａｂ×ｆｂ）＝
０．５３×１．０×４２．５×１．１６／

（６９．０＋０．５３×０．２０×１．０×４２．５×１．１６）＝０．３５
根据标准要求以及以往生产经验，为更好地确

保混凝土强度以及能够满足混凝土耐久性指标要求

选定水胶比Ｗ／Ｂ＝０．２７。
３．通过试验确定混凝土单方用水量（掺加外加

剂时）：ｍｗ０＝１３０ｋｇ／ｍ
３。

４．计算总胶凝材料用量ｍｂ０＝ｍｗ０／（Ｗ／Ｂ）＝１３０／

０．２７＝４８１ｋｇ／ｍ３，取值胶凝材料总量为４８０ｋｇ／ｍ３。
５．计算胶凝材料中水泥和复合掺和料的用量，

根据复合掺和料厂家提供的合理掺量为１０％，计算
复合掺和料用量 ｍｆ０＝ｍｂ０×１０％ ＝４８０×１０％ ＝４８
ｋｇ／ｍ３，进一步计算水泥用量 ｍｃ０＝ｍｂ０－ｍｆ０＝４８０－
４８＝４３２ｋｇ／ｍ３。

６．计算外加剂用量，根据外加剂厂家提供的合理
掺量为胶凝材料总量的１．０％，计算外加的用量为

ｍａ０＝ｍｂ０×１．０％＝４８０×１．０％＝４．８ｋｇ／ｍ
３。

７．确定砂率
根据本板场粗、细骨料对应的相应技术指标、混

凝土拌和物性能和施工要求，结合本板场之前的生

产经验以及历史资料确定砂率为 βｓ＝ｍｓ０／（ｍｇ０＋
ｍｓ０）＝３６％。
８．采用体积法粗、细骨料的用量：
ｍｃ０
ρｃ
＋
ｍｆ０
ρｆ
＋
ｍｇ０
ρｇ
＋
ｍｓ０
ρｓ
＋
ｍｗ０
ρｗ
＋０．０１α＝１

通过试验得出各种材料的密度为：

水泥密度ρｃ＝３０４０ｋｇ／ｍ
３，

掺和料密度ρｆ＝２３００ｋｇ／ｍ
３，

砂子密度ρｇ＝２６６０ｋｇ／ｍ
３，（紧密密度），

碎石密度ρｓ＝２５８０ｋｇ／ｍ
３，（紧密密度），

水和外加剂密度ρｗ＝１０００ｋｇ／ｍ
３。

因本配合比未使用引气剂或引气型外加剂，因

此α取 １，结合砂率 ３６％计算得出：ｍｓ０＝６６１ｋｇ／
ｍ３，ｍｇ０＝１１７４ｋｇ／ｍ

３。因本板场粗骨料选用的是

５～１０ｍｍ和１０～２０ｍｍ两级连续级配［７］，根据试

验结果级配比例为５～１０ｍｍ碎石：１０～２０ｍｍ碎
石＝３７，因此，本配比细骨料用量为６６１ｋｇ／ｍ３，粗
骨料总用量１１７４ｋｇ／ｍ３（其中５～１０ｍｍ碎石为３５２
ｋｇ／ｍ３，１０～２０ｍｍ碎石为８２２ｋｇ／ｍ３）。

最终初步确定理论材料用量表如表２。

表２　高速铁路ＣＲＴＳⅢ型轨道板用Ｃ６０混凝土理论材料用量表

材料名称 水泥 掺合料 砂 碎石 碎石 聚羧酸减水剂 水

规格 Ｐ·Ｏ４２．５ ＴＬ－Ｃ Ⅱ区中砂 ５－１０ｍｍ １０－２０ｍｍ ＨＬ－ＨＰＣ２标准型 地下水

用量（ｋｇ／ｍ３） ４３２ ４８ ６６１ ３５２ ８２２ ４．８ １３０

４　Ｃ６０混凝土配合比验证和确定
４．１　Ｃ６０混凝土配合比验证

１．采用表 ２中所提供的 ＣＲＴＳⅢ型轨道板用
Ｃ６０混凝土理论配合比数据进行试拌，对混凝土拌

和物性能进行检测，并留置试件对混凝土力学性能

及混凝土抗冻、抗渗、电通量、ＣＬ－扩散系数、５６ｄ收
缩率等性能进行跟踪检测［８］。

２．试拌混凝土的拌和物性能详见表３。
表３　高速铁路ＣＲＴＳⅢ型轨道板用Ｃ６０混凝土配合比拌和物性能

水胶比
表观密度

（ｋｇ／ｍ３）

初始坍落度

（ｍｍ）
初始含气量

（％）
停放６０ｍｉｎ
坍落度（ｍｍ）

停放６０ｍｉｎ
含气量（％）

初凝时间

（ｍｉｎ）
终凝时间

（ｍｉｎ）
泌水率

（％）
压力泌水率

（％）
０．２７ ２４５０ １２０ ２．６ １１０ ２．５ １６５ ２９０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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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混凝土的力学性能试验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高速铁路ＣＲＴＳⅢ型轨道板用Ｃ６０混凝土配合比力学性能

水胶比
抗压强度（ＭＰａ）

１６ｈ ３ｄ ７ｄ ２８ｄ
弹性模量（ＭＰａ）
１６ｈ ２８ｄ

０．２７ ５０．８ ６２．１ ６９．２ ７４．５ ４．０４×１０４ ４．５６×１０４

　　４．对混凝土抗冻等级、抗渗性能、电通量、ＣＬ－

扩散系数、５６ｄ收缩率等耐久性能进行委外检测，
试验结果详见表５。
表５　高速铁路ＣＲＴＳⅢ型轨道板用Ｃ６０混凝土配合比耐久性能

水胶比 抗冻等级 抗渗性能 电通量 ＣＬ－扩散系数 ５６ｄ收缩率
０．２７ Ｆ３００合格 ＞Ｐ２０ ４５２Ｃ ２．６×１０－１２ｍ２／ｓ１９５×１０－６

　　５．混凝土配合比验证结果分析。
（１）该配合比的胶凝材料用量满足规范标准的

最低胶凝材料用量的要求。

（２）该配合比的混凝土拌和物性能试验结果满
足规范标准要求。

（３）该配合比的混凝土力学性能满足规范标准
要求。

（４）该配合比的混凝土抗冻等级、抗渗性能、电
通量、ＣＬ－扩散系数、５６ｄ收缩率等耐久性能满足规
范标准要求。

（５）根据原材料委外检测数据计算该配合比碱
含量为２．４ｋｇ／ｍ３，ＣＬ－含量为０．０４％，ＳＯ３含量为
２．３％，均满足规范标准要求。

以上采用的规范标准为：《高速铁路 ＣＲＴＳⅢ型
板式无砟轨道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轨道板》（Ｑ／
ＣＲ５６７—２０１７）、《铁路混凝土》（ＴＢ／Ｔ３２７５—２０１１）
标准要求。

４．２　Ｃ６０混凝土配合比确定
根据上述验证试验结论以及混凝土耐久性检测

报告，该配合比胶凝材料用量、拌合物性能、力学性

能、长期性、耐久性以及有害物质含量等各个方面均

满足标准以及设计图纸要求［９］，可以用于先张

ＣＲＴＳⅢ型轨道板现场Ｃ６０混凝土施工，详细理论配
合比数据如表６。

表６　高速铁路ＣＲＴＳⅢ型轨道板用Ｃ６０混凝土理论配合比

材料名称 水泥 掺和料 砂 碎石 碎石 聚羧酸减水剂 水

规格 Ｐ·Ｏ４２．５ ＴＬ－Ｃ Ⅱ区中砂 ５－１０ｍｍ １０－２０ｍｍ ＨＬ－ＨＰＣ２标准型 地下水

用量（ｋｇ／ｍ３） ４３２ ４８ ６６１ ３５２ ８２２ ４．８ １３０
配合比 １ ０．１１１ １．５３０ ０．８１５ １．９０３ ０．０１１ ０．３０１

　　水胶比：０．２７。

５　高速铁路ＣＲＴＳⅢ型轨道板混凝土工艺流程

图２　高速铁路 ＣＲＴＳⅢ型轨道板混凝土工艺流程图

６　混凝土制备
６．１　混凝土施工前检查

检查结构钢筋、预应力钢筋及预埋套管的位置

和间距，用绝缘电阻测试仪检测钢筋骨架的绝缘性

能，电阻值须＞２ＭΩ。确认接地桥的位置和焊接质

量满足设计要求，接地端子与模具连接螺栓是否拧

紧。道钉孔预埋件是否有漏装、松动、歪斜、破损、上

浮等。起吊套管是否安装牢固，张拉杆橡胶锚穴垫

是否有脱落、破损、离缝［１０］。灌浆孔内模固定螺栓

是否拧紧。钢筋保护层垫块的位置、数量及绑扎是

否牢固，是否绑扎安装轨道板电子标签，端侧模安装

是否牢固。检查合格后方可进行轨道板浇筑。

６．２　轨道板场设备配置
混凝土采用强制式搅拌机拌合，搅拌机采用

ＨＺＳ１２０螺旋强制式搅拌机，配置 １００吨水泥罐 ６
个，４个掺和料罐，４个１０吨塑料减水剂罐；拌和站
建有３个全封闭式合格砂石料仓和３个待检砂石料
仓，中间用砌筑砖墙分隔开，合格仓和储水池设计暖

气管道，满足冬期施工需要［１１］。拌和主机全封闭，

粉料罐有除尘装置。

６．３　混凝土拌合要求
１．混凝土配合比应通过试验确定，胶凝材料用

量不得超过５００ｋｇ／ｍ３，水胶比不得≤０．３５，含气量
在２．０％～４．０％之间。混凝土拌和前对所选用水
泥、碎石、砂子、掺和料、外加剂等原材料 制作电通

量、抗冻性试块各１组，氯盐环境下ＣＬ－扩散系数试
件１组，进行耐久性试验，由不同原材料带入混凝土
内的碱含量、ＣＬ－含量和ＳＯ３含量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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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各种原材料的最大允许误差：胶凝材料（水
泥矿物掺和料等）±１％，外加剂 ±１％，粗砂子 ±
２％，拌和用水 ±１％。投料顺序：先投入骨料、水泥
和矿物掺和料，搅拌均匀后，加水和液体外加剂（外

加剂与矿物掺和料同时加入），直至搅拌均匀为

止［１２］。拌和时间不小于１２０ｓ，一般不大于１８０ｓ。
３．拌和物浇筑时，模具温度须在５～３５℃。当

温度过低或过高时，应对模具采取升温或降温措施。

拌和物入模温度须在５～３０℃；当日平均气温低于
５℃或 最低气温低于 －３℃时，原材料和拌和物采
取保温措施。夏季温度太高时，最高温度高于４０℃
时，应采用降温措施，如采用低温水拌和，砂、石料、

水泥、掺和料均采用遮阳降温。

６．４　混凝土的运输
混凝土通过中转料斗，由桥式起重机运输至布

料机上，倒入布料机内。中转料斗底部有液压控制

的出料口，放置在平板轨道车上面接料［１３］，拌和机

卸料口到料斗口６０ｃｍ。拌和物运输过程中不能发
生泌水、离析、外漏，混凝土必须快速使用，防止坍落

度损失。

７　高速铁路ＣＲＴＳⅢ型轨道板预制混凝土作业
７．１　轨道板混凝土浇筑

采用布料机均匀布料，此布料方法可将混凝土

定量投入模板，保证了混凝土浇筑的均匀性和底板

面平整度及轨道板厚度符合要求。布料机结构双梁

结构，布料机在张拉台座两侧的轨道上纵向行

走［１４］，上面有自动控制的布料料斗，可以在布料机

双梁上横向移动，这样布料料斗可以在张拉台座上

平面任意方向行走（轨道万向车），布料机料斗出口

通过液压控制混凝土出料量，料斗宽度与轨道板宽

度相等为２．５ｍ。轨道板混凝土浇筑时，拌和物入
模温度在５～３０℃，模具温度在５～３５℃。分两次
布料，从端模开始向另一端模逐步进行，第一次布料

轨道板厚度的７５％，第二次布满１００％，混凝土需要
高出模具顶面０～３ｍｍ，布料必须均匀，严禁混凝土
盖过灌浆孔内模顶面，若超出时应及时清理出去。

布料时先将模具四边布满。布料要尽量保护门型钢

筋。每块轨道板混凝土浇筑应在１５ｍｉｎ完成，遇到
特殊情况 ３０ｍｉｎ内完成，夏季最长不能大于 ２５
ｍｉｎ，以保证浇筑在拌和物坍落度降至６０ｍｍ前完
成。混凝土坍落度小于６０ｍｍ时，不得入模。
７．２　轨道板浇筑振捣

采用模具底面附着式振动器方式，每块轨道板

底模下面安装有８个振动器，通过变频柜和控制柜
集中控制，可无线遥控操作。振动器的频率和振幅

都可以调节，试验振动频率、振幅和振动时间等工艺

参数，根据实际情况回归分析确定。第一次布料

７５％后振捣９０～１５０ｓ，当表面出现浮浆停止振捣；
第二次布料１００％后，再振捣６０～９０ｓ，振捣至混凝
土面出现浮浆，并没有气泡时。严禁欠振或过振，避

免出现蜂窝或表面水波纹。浇筑过程中监视振动器

的运转，出现故障应立即抢修、更换。同时还须监视

模具联结螺栓是否松动、变形或漏浆，接地端子、起

吊套管、振动器固定螺栓等螺栓的紧固性［１５］，随时

处理螺栓松动、漏浆等突发事件，及时采取措施处

理。

７．３　混凝土收面、拉毛、养
拉毛可以采用人工拉毛，也采用了自行式拉毛

机拉毛，在混凝土平整后，间隔２０～３０ｍｉｎ（根据混
凝土的情况确定）进行混凝土表面扫浆拉毛作业，

拉毛深度为２～４ｍｍ，间距３ｃｍ左右，混凝土表面
不得有浮浆，拉毛后要保护混凝土表面。混凝土拉

毛完成后，在每块轨道板混凝土表面洒水、覆盖土工

布和塑料布，防止混凝土水分散失过快产生表面龟

裂，然后在整个台座上覆盖篷布养护轨道板。车间

气温较低时需要在台座内通蒸汽养护［１６］。

８　结束语
高速铁路 ＣＲＴＳⅢ型轨道板混凝土，强度等级

很高，质量要求严格，轨道板预制生产精度要求很

高，生产过程自动化比程度较高，生产效率要求高，

配合比的设计选定、拌和物制备和浇筑工艺至关重

要，是能否成功生产制造轨道板预制生产的重要因

素和环节。本文结合在轨道板混凝土配合比选定的

实际试验和研究基础上，总结了轨道板混凝土原材

料选择，配合比设计计算，配合比试验，配合比选定，

理论配合比，以及轨道板混凝土浇筑的工艺。对配

合比进一步优化，通过试验研究得出了如下结果：

（１）高速铁路ＣＲＴＳⅢ型轨道板 Ｃ６０混凝土，各
种原材料的选用，规格要求，质量要求等。

（２）高速铁路 ＣＲＴＳⅢ型轨道板 Ｃ６０混凝土理
论配合比，并通过试验检测确定混凝土质量合格。

（３）高速铁路 ＣＲＴＳⅢ型轨道板 Ｃ６０混凝土制
备过程及质量要求。

（４）高速铁路 ＣＲＴＳⅢ型轨道板混凝土浇筑工
艺及混凝土浇筑和养护过程环节的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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