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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唯物史观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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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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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心理是对经济、政治的直接反映，是社会思潮和思想理论体系产生的心理根源，因此
要有效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从当代中国的社会心理基础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的社会心理基础，有利于深化对普列汉诺夫“五项因素公式”的理论研究，拓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研究视域，开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新途径，促进理论创新精神的培养。在唯物史观视域下研究马克

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心理基础，首先要明确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社会心理基础研究的五层次社会结构

中社会心理内涵与定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心理基础缺位与成因分析、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大众

化的价值与启示、当代中国社会心理的调查和分析、社会心理与思想体系的理论分析和逻辑结论，以

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心理基础的构建等基本内容；其次要确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社会心理基

础研究的主要观点：社会心理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础和关键环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遵循认

识的客观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要关注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和政治诉求，并针对当代中国

社会心理的二元性、多样化特征，采取相应对策，增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关键词］五项因素公式；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社会心理基础

［中图分类号］Ｂ０３６；Ｃ９１２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５．０１．００１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了新阶
段，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先后产生了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理论成果，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代中国的发

展和进步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指导下和人

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下取得的，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大众化，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才能使“批判的武器”

变成“武器的批判”，从而形成和凝聚现代化建设和

全面深化改革的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关于马

克思主义大众化，目前理论界多从理论体系的逻辑

性和科学性上使之化为大众化的话语，在与各种各

样的社会思潮的交流、交锋和碰撞中，彰显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真理性和实践性，而对于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心理基础关注的

较少。社会心理是对社会经济、政治的直接反映，是

社会思潮和思想理论体系产生的心理根源，是思想

理论体系同现实世界和人民群众相联系的桥梁与中

介，因此要有效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从当

代中国的社会心理基础出发。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

社会心理基础研究述评

　　心理学以个人的心理为研究对象，社会学所研
究的社会心理或社会心态则主要关注个体心理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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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两者交叉融合而形成的社

会心理学是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综合，其侧重点仍是

社会环境中的个体心理研究。社会心理学始于１９
世纪中叶，其作为独立的学科则是随着经验的和数

学方法的广泛应用，于１９３０年代特别是第二次世界
大战以后才真正形成。社会心理是阶级、民族、社会

集团或其他特定环境中的人群在其日常生活和相互

交往中自发形成的、不定型的社会意识，是经济、政

治等社会存在在人们头脑中的直接反映，具体表现

为人们的情感、情绪、风俗、习惯、传统、社会风气等。

与各种理论化、系统化的高级社会意识形式如道德、

艺术、哲学、宗教、科学等相比，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

的较低层次。历史上有不少哲学家曾研究和描述过

传统、情绪、习惯、风俗等社会心理现象。德国学者

Ａ．Ｅ．Ｆ．谢富勒（１８３１—１９０３）在１８７５年所著的《社
会的构造与生命》一书中首先使用“社会心理”一

词。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心理的理论和作为专门

学科的社会心理学，虽都是以人们的社会心理为研

究对象，但它们的任务是不同的。作为专门学科的

社会心理学，其主要研究社会共同体、社会集团、个

人的意识和行为结构，以及它们在不同社会范围内

的作用等具体问题，而在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社会

心理范畴是研究社会存在产生的政治、伦理、哲学、

宗教等意识形态过程的一个必然环节，是研究观念

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互关系的中介。

对社会心理现象作出科学分析是从马克思开始

的。马克思在研究社会精神生活与社会物质生活之

间的关系时，虽然没有明确地使用“社会心理”这个

概念，却深入地探讨过全部社会意识现象，其中包括

人们的情感、幻想、习俗等社会心理现象。马克思首

开从哲学视角研究社会心理的先河，他以社会存在

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论作为研究社会意识一部分的

社会心理的基本原则和一般方法，但社会心理在他

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只是表述为一般的意识形态，还

没有把社会心理与其他的意识形态形式区别开来。

社会心理在列宁的话语中表述为革命情绪，并提出

要时刻关注革命情绪的变化，以此为依据开展革命

的宣传和鼓动工作。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

问题》一文中提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

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

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１］

这里的“共同心理素质”实际上是从民族特征的角

度对社会心理的高度概括。

俄国早期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普列汉诺夫在

列宁之前就对社会心理作过专门研究。他说：“要

了解某一国家的科学思想史或艺术史，只知道它的

经济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以经济进而研究社会

心理；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

体系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２］（Ｐ２７２）

普列汉诺夫在他所提出的人类社会结构的“五项因

素公式”理论中系统地阐述了社会心理，他指出：

“如果我们想简短地说明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

现在很有名的‘基础’与同样有名的‘上层建筑’的

关系的见解，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下面一些东西：

（一）生产力的状况；（二）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

系；（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

治制度；（四）一部分由经济直接所决定，一部分由

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

人的心理；（五）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

系。”［２］（Ｐ１９５）意识形态理论意义上展开的社会心理研

究，肇始于苏联学者对普列汉诺夫提出的人类社会

结构的“五项因素公式”理论的解读和评价。这些

评价可以归纳为：一是以俄国哲学家米丁、福米娜等

为代表批评“五项因素公式”理论为孟什维克主义

的生产力论；二是以米·约夫楚克、伊·库尔巴托娃

为代表认为“五项因素公式”理论捍卫宣传并在运

用中发展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观点；三是以阿·马

斯林、约夫楚克、恰金为代表整体上肯定“五项因素

公式”理论是对唯物史观的具体化的同时，也对普

列汉诺夫独特的社会心理层次提出了批评和质疑。

２０世纪，西方社会出现了把社会心理学运用到教育
领域的应用研究，如认知不协调理论、归因理论和角

色理论，这些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心

理研究提供了理论借鉴。但他们更多的是对社会心

理与社会制度的互动，以及在构建学习机制中社会

心理作用的实证研究，对社会心理哲学意义的关注

则不足。在对中国模式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大众化的研究中，仅有少数学者论及中国人的社

会心理因素对中国道路及其理论传播产生的影响，

而从宏观上关注中国社会心理的变迁及其影响却成

了国外学者研究的一大热点。

与苏联学者不同的是，中国学者普遍认为普列

汉诺夫的“五项因素公式”理论坚持和发展了唯物

史观的社会结构理论，从宏观上勾勒出五层社会形

态模型，强调社会心理的中介功能，为进一步具体深

入地分析和认识社会有机体的各个因素及其复杂的

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提供了范例。近年来，国内学

界以当代中国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为指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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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了对普列汉诺夫的“五项因素公式”理论的深

入研究，如王荫庭［３］在唯物史观视角下对普列汉诺

夫的“五项因素公式”理论的贡献和当代价值，特别

是其社会心理思想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

启示和借鉴，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为研究马克

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心理基础奠定了坚实基础；白

树震［４］对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确立的社会心理基础进行了探讨；林之达［５］对中

国当代社会心理进行了实证分析；梅荣政等［６］对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和社会心理的

途径作了考察；章剑锋［７］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心理基础进行了研究，

这些对深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都具有非常大的

借鉴参考价值。

但已有的研究也存有明显的局限性，突出表现

在：对普列汉诺夫的“五项因素公式”理论研究成果

较多，而关于社会心理的中介功能及其在现实中的

实际运用的研究则相对缺乏；作为社会结构层次的

社会心理不是被忽视就是局限于社会心理学的调查

分析，缺乏唯物史观的宏观视角；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进程中社会心理与思想体系之间的双向互动机制的

研究视野缺乏。进一步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

众化，向理论界提出了从唯物史观视角对社会心理

进行研究的重大课题。

　　二、唯物史观视域下研究马克思主

义大众化社会心理基础的意义

　　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
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理

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８］，把注重人文关怀

和心理疏导作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

容，把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

态作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目标。而要

把心理疏导和社会心态纳入思想政治工作，既需要

有问题意识，又需要马克思主义社会心理理论的指

导，这样才能找到新时期进行心理疏导和社会心态

培育的最佳途径。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心

理基础的价值和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可深化对普列汉诺夫的“五项因素公式”

理论的研究。普列汉诺夫的“五项因素公式”理论

使唯物史观具体化，特别是他关于社会心理在五层

次社会结构中的中介环节的思想，已成为马克思主

义唯物史观极具独创性的部分。“五项因素公式”

把社会心理作为生产力、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思想

体系之间的必经环节，避免了对唯物史观的机械性

理解，深化了恩格斯晚年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诸

多书信中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中间因素与

历史发展合力的论述，揭示了社会心理与思想体系

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在规律。社会心理根源于生产

力、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同时又成为思想体系赖以

产生的根源，从而揭示了思想体系产生的心理根源。

忽视社会心理的作用，会导致理论与物质存在之间

缺乏思想和心理中介环节，使理论抽象化、空洞化、

简单化。哲学意义上对社会心理把握的缺失，既使

理论创新丢失了本该属于它的社会心理基础，又使

理论的大众化变成只是将理论与现实的比对而庸俗

化、碎片化、短视化。因此，理论工作者应当以对普

列汉诺夫相关哲学思想文本的解读为依托，重点探

索社会心理在经济政治生活与思想体系之间的中介

作用，以及社会心理与它们构成的唯物辩证关系和

运行机制，从中延伸出社会心理对马克思主义大众

化的现实意义。

其次，可拓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视域。随

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当代

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任务业已提上日程。马克

思主义作为科学和真理，要想被中国人所接受并作

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工具，就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与

中国实际相结合。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

程，这个过程从实践主体的角度讲又是一个马克思

主义大众化的过程，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就

内含着使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并用其指导自己的

实际行动。中国问题错综复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

实际相结合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富有时代色彩，这汇

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滚滚潮

流。从李大钊在北大首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课程

到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从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到

毛泽东提出的科学的、民主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

化纲领，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进”到热

点问题面对面，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

众化的倡导和践行，马克思主义已成为中国文化，甚

至成为广大中国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

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大众化，既

面临着新机遇，也面临着严峻挑战。理论工作者应

当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场域，把普列汉

诺夫的社会心理思想运用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

中，着重探讨社会心理与思想体系之间的双向互动

关系，切实把握社会心理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

中的基础作用，从社会心理基础的角度建构马克思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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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大众化的运行机制，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

增添时代色彩和中国元素。

再次，可开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新途径。中国

化的马克思主义只有为人民群众所掌握，才能变成

改造世界的强大的物质力量。中国共产党在革命、

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群众方面积累了

丰富的实践经验。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提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并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制

定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纲

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

展，中共十八大提出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教育和武装全国人民，重新强调当代中国马克思

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进一步推进了马克

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一系列

论述，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指明了方向，提

供了基本思路。中国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以紧贴

人民群众的社会心理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教育的最佳途径。在以往的思想政治理论工作

中虽然也提出了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甚至提

出了培育健康的社会心态的任务，但在实际工作中

存在着严重的忽视社会心理的现象和倾向，致使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不能适应时代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

的新期待。因此，我们应当在对当代中国社会心理

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找出其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预

测其潜在的负面影响，以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心理的

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从社会心理与理论体系的契

合点上探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途径。

最后，可促进理论创新精神的培养。没有科学

的理论，就没有伟大的实践活动。实践基础上的理

论创新是实践创新的先导。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

程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整

个过程都充满了创新精神，从中学习和感悟这种创

新精神，不仅是我们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规律的

需要，更是面临新情况新问题，时代发出的呼唤和要

求。如果忽略了这种创新精神的发掘，就教育主体

而言，则很难真正领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谛和

精髓；就教育客体而言，则难以培养出对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兴趣。２０１３年，习近平总书记在“８·１９”
讲话中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创新，重点要抓好理念

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９］宣传思想工作

的理念创新，就是要摆脱旧的思维模式和思想观念，

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探索宣传教育工作的新途

径；宣传思想工作的手段创新，就是要实现传统手段

与现代手段的有机配合，处理好传承与创新的关系，

使宣传思想教育内容的传播能够有恰如其分的方式

和方法；宣传思想工作的基层工作创新，就是要把握

宣传思想工作的对象———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理动态

和新需求、新期待、新渴望，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

从他们的视角出发来学习理论、掌握理论、运用理

论，及时地总结、丰富实践经验并使其上升为理论。

打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既

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标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的显著标志和基本要求。普列汉诺夫的“五

项因素公式”理论是唯物史观在俄国的具体化，它

的提出和阐发不仅充满了理论创新精神，而且还提

供了方法论指导。把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心理理论运

用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之中，可以促

进中国理论创新精神的培养。

　　三、唯物史观视域下研究马克思主

义大众化社会心理基础的思路

　　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根本指导，以普列
汉诺夫的“五项因素公式”理论的文本解读为依托，

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对普遍存在的

忽视社会心理问题的解剖为突破口，可提出研究马

克思主义大众化社会心理基础的如下基本思路。

首先，要明确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社会心理

基础的基本内容。这些内容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

面。一是科学内涵：五层次社会结构中的社会心理

的内涵与定位。主要研究社会心理的科学含义、要

素构成、功能定位、基本特征、理论创新等。二是问

题缘起：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心理基础缺位与

成因分析。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社会

心理的缺失及其原因、实践困境、负面影响等。三是

实践经验：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价值与启示。

主要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

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就及经验，海外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做法及启示。四是调查分析：

当代中国社会心理的调查和分析。主要研究当代中

国社会心理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文化渊源、基本

内涵、具体特点、形成机制、表现形式、未来走向、现

实意义。五是基本原则：社会心理与思想体系的理

论分析和逻辑结论。主要研究社会心理形成的经济

政治因素和传统文化影响、思想体系对社会心理的

依赖及其反作用、社会心理上升为思想体系与思想

体系内化为社会心理的机理机制。六是现实路径：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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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心理基础的构建。主要包

括提高社会成员的政治目标认知度，培养社会成员

的政治情感认同度，培育社会成员的政治理想践

行度。

其次，要确立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社会心理

基础的主要观点。这些观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

面：一是社会心理是思想体系的心理来源，思想体系

反作用于社会心理，社会心理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的基础；二是社会心理是经济、政治与思想体系的中

介，经济、政治与思想体系的决定和反作用的互动关

系通过社会心理表现出来，社会心理在社会结构中

的中介性，以及与思想体系的直接关联性，使其成为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环节；三是马克思主义大

众化是一个由社会心理上升到理论体系、由理论体

系再内化为社会心理的过程，需要遵循认识的客观

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四是作为社会意

识的一部分，社会心理的状态和发展变化最终取决

于社会存在，关注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和政治诉求，

可以巩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基础，营造有利

的社会环境；五是当代中国社会心理的二元性、多样

化特征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影响是复杂的，要从

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来把握，应采取不同的对策，增

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四、结语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

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

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

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１０］。把在经济、政治与思

想体系之间起中介作用的社会心理作为基础展开马

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既可破解学术界亟待解决的

理论问题，又能提供可操作性的实践模式，为马克思

主义大众化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有望在推动马克思

主义大众化规律的探索上实现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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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
现实路径与长效机制研究

刘建涛，赵雪

（河北金融学院 社科部，河北 保定 ０７１０５１）

［摘　要］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工作路线，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
之间的血肉联系，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马克思主义

唯物史观和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是群众路线的理论渊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其

实践基础。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践行群众路线面临着新的挑战：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新变化对党的

政治认同提出了挑战，人民群众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对党服务群众的广度和深度提出了挑战，党员干

部队伍的新变化对党自身的公信度提出了挑战。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应凝聚中国力量，以实现中国

梦；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思想引领，以凝聚价值共识；应健全党服务人民群众的制度设计，以

切实转变工作方式与方法。

［关键词］群众路线；公信度；价值共识

［中图分类号］Ａ８１；Ａ８４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５．０１．００２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路线、组织
路线和工作路线，是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

新时期，党中央强调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并有效开展

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凸显了在新的历史

时期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也显现了党与

人民群众之间的鱼水之情。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

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始终

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仅是党的优良传统，

也是党在新时期的历史任务。鉴于此，本文拟在探

究群众路线的理论缘起、厘清新时期践行群众路线

的时代困境的基础上，梳理践行群众路线的现实路

径和长效机制。

　　一、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渊源与实

践基础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

中形成的，有其特定的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

１．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中国传统
“民本思想”的理论旨归和时代诉求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

党。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运用于中国实际的理论产物。唯物史观认为，“全

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

在”［１］，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不仅创造了

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且也是社会变革的

决定力量：决定历史发展的是“行动着的群众”［２］。

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是党的群

众路线的理论缘起和哲学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

合的产物，是为挽救处于危亡之中的中华民族而诞

生的，其产生和发展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民

本思想”的熏陶和滋养。在古代，《尚书·五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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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有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

本固邦宁”［３］，指出了民众是国家存在的根本和稳

定的条件。战国时期，孟子又云，“民为贵，社稷次

之，君为轻”［４］，告诫君王要爱民利民、听政于民。

西汉贾谊在《新书·大政上》提出，“闻之于政也，民

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

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

民无不为本也”［５］，也指出了民众是国家之根本。

近代以来，孙中山发扬并升华了古代民本思想，以

“民”为主体提出了由“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

义”构成的三民主义。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

精华和优秀遗产。在当代，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群

众路线继承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历史衣钵，同时

展现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时代诉求。

２．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
践中的经验总结和现实启示

群众路线是群众观点的贯彻和运用，践行群众

路线需要有实践主体和实践基础。毫无疑问，在当

代中国，群众路线的实践主体是中国共产党。从实

践基础上讲，群众路线是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

中的经验总结和现实启示。群众路线是伴随着党的

成长而萌发并逐渐形成的。１９２２年，中共二大就指
出，“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

去”［６］。１９２８年７月，中共六大明确指出，“党的总
路线是争取群众”［７］。同年１０月，李立三同志在同
江浙地区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在总的争取群众路

线之下，需要竭最大努力到下层群众中去”［８］。群

众路线的理论内涵随着中国革命事业的深入发展而

不断丰富、不断臻于完善。１９４３年１１月，毛泽东同
志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讲

道：“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我们应该走到群众

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

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

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

众得到解放和幸福。”［９］（Ｐ９３３）１９４５年在中共七大上，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系统地阐述了党的群众

路线的问题，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

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

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

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

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

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

点。”［９］（Ｐ１０９４－１０９５）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

人，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中国传统民本思想，

创造性地提出并践行了党的群众路线，取得了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

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党的成长、革命的胜利无不与正

确践行群众路线，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

众”的群众观点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

作方法息息相关。

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强调践行群

众路线的重要性。邓小平强调要把“人民拥护不拥

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

答应”作为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

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我们党始终代表最广

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

本”，强调“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

由人民共享”；中共十八大提出，要“围绕保持党的

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

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着力解

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高做好新形势

下群众工作的能力”［１０］。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

党承担着新的历史任务，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时代挑

战。立足世情国情党情，中国共产党只有直面时代

挑战，解决实际问题，走出现实困境，才能立于不败

之地。

　　二、新时期践行党的群众路线面临

的时代诉求与现实挑战

　　新的历史时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
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人民群众的时代诉求、中

国共产党的执政环境和执政条件都在悄然地发生变

化，中国共产党践行群众路线的方式方法也面临新

的机遇和挑战。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民

主政治建设的深入推进，人民的关注点已开始由

“小我”向“大我”、由“小家”向“大家”转移，从单纯

追求解决温饱问题转向了对经济权益、政治权益、文

化权益等各项权益的追求。国家富强与否、社会公

平与否、人民幸福与否，已然成为新时期人民群众对

中国共产党执政成败的衡量标准。习近平总书记在

２０１４年新年贺词中指出：“我们推进改革的根本目
的，是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

正义、让人民生活变得更加美好。”［１１］这是对中国共

产党执政价值目标的表述，也是对新时期人民群众

诉求的回应和承诺。与此同时，中共十八届三中全

会要求“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１２］。改革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改革就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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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那些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各种体制机

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经济社会发展

更加合理完善。没有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不

会持续健康发展。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我国经济社
会取得了长足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

善，民主法治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但我们也必须清

醒地认识到，在社会转型时期，当代中国所出现的一

系列新情况、新问题也给中国共产党践行群众路线

提出了现实挑战。

首先，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新变化对党的政治

认同提出了挑战。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必然

结果是社会阶层分化与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新时

期，我国的知识分子、社会管理阶层和新型农民等高

素质队伍的发展不断丰富、充实和改变着传统意义

上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内涵。与此同时，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流动性特征也促成了

各个阶层之间的融合与分化，以及新型社会阶层的

大量涌现。不同的社会阶层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

体。“由于不同阶层利益差别的存在和受社会各种

因素的影响，在理想信念和价值观方面，也呈现出日

趋多样化‘裂变’的现象。在面对国家利益、集体利

益与个人利益，面对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全局利益

与局部利益等现实问题的选择上，会受到各种各样

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的影响，从而做出不同的抉

择。”［１３］因此，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利益格局的重

新调整，以及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中国共产党的价值

目标和价值取向能否获得所有社会阶层的政治认

同，已然成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所要面对的重大

课题。

其次，人民群众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对党服务群

众的广度和深度提出了挑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快速发展，社会阶层的分化及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

使得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一方

面，改革初期掌握知识、资本和权力资源的人日益成

为改革的主要受益者，呈现出利益积聚态势；另一方

面，在改革初期得到一定利益的社会边缘群体和困

难群体日益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利益受益者。

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必然使许多群众特别是利益

受损群众的心态长期处于失衡、不安、疑惑与焦虑之

中，从而导致对党的不满情绪的蔓延、积累，如果不

采取适当的方法予以疏导和宣泄，那么在一定的气

候下，就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和冲突，威胁社会的政治

稳定。”［１４］不同社会阶层利益诉求显性化和集团化。

由于追求和维护本阶层利益的私欲进一步加剧贫富

差距、社会不平等，以及各阶层利益冲突，因此，新时

期中国共产党怎样兼顾全体利益，让所有阶层、所有

人民真正公平合理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不仅是党

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新时期党践行群众路线

的一个重大挑战。

最后，党员干部队伍的新变化对党自身的公信

度提出了挑战。党员是构成党组织的基本细胞，是

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服务人民群众的主体。党员队

伍建设水平，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水平，将

直接影响到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和信任。

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必须承认，大部分党员干部能够

保持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和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根本宗旨，当代中国也涌现出了一批批优秀

的时代楷模，但部分党员领导干部脱离人民群众、滥

用职权、贪污腐败等现象时有发生。党和政府的权

力是公共权力，不是干部捞取私利的个人权力。一

旦公共权力被少数干部用于权力寻租、权力招租，权

力就会变质，腐败便会发生。新时期，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不良作风和党内腐败

问题的出现，严重影响了党群、干群关系，大大削弱

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公信度与认同感。

　　三、新时期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现

实路径与长效机制

　　在新的历史基点上，中国共产党必须直面在践
行群众路线过程中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

战，对群众路线作出新的时代诠释，探索符合时代要

求的现实路径和长效机制，从而进一步巩固党的执

政地位。

１．目标路径：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应凝聚中国力
量，以实现中国梦

中国梦是新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党和政

府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和执政理念，具体表现为国

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中国梦不是遥不可

及的梦想，它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每一个中国人

的具体利益融为一体，是每一个中国人真真切切的

梦想，是凝聚人心的一面旗帜。习近平总书记在十

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曾指出，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

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１５］。人民群众是实

现中国梦的践行者和最终受益者。在本质上，中国

梦的精神内涵与“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

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精神实质是

一脉相承的。党的群众路线以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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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为最终目的，而中国梦的实现正是人民群众梦

想的实现。因此，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也是为了实现

每一个人的中国梦。“实现中国梦必须以贯彻党的

群众路线为基础，真正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实现中国梦；而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则是实现中国梦

的必要前提和切实保障。只有深入贯彻党的群众路

线，才能保障中国梦的伟大目标获得广大人民群众

的认同和支持。”［１６］在价值多元化的时代，在不同社

会阶层的价值观念和理想信念发生“裂变”的时期，

我们需要一种精神力量、一个奋斗目标来凝聚人心。

中国梦为凝聚全社会力量提供了目标指引。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

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

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

步的机会。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

西都能够创造出来。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牢记使

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用１３亿人的智慧和力
量汇集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１５］梦想是一种精

神力量，当一种梦想能够将整个民族的期盼与追求

都凝聚起来的时候，这种梦想就有了共同愿景的深

刻内涵，就有了动员全民族为之坚毅持守、慷慨趋赴

的强大感召力。实现中国梦不仅为凝聚所有中国人

心注入了力量，也为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提供了目标

路径。

２．思想路径：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应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为思想引领，以凝聚价值共识

“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

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阐述

了其核心价值内涵和价值取向。如果说，中国梦为

全社会凝聚力量提供了目标指引，那么，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则为全社会凝聚价值共识提供了思想引

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不同层面体现了人民群

众的利益诉求和价值愿望，彰显了为人民服务的价

值导向。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党的

群众路线具有内在一致性，其宗旨都是立足于人民

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多元价值观交流交融交锋的新

时期，价值错位、价值扭曲和价值沦落现象相伴而

生，并对我国社会主流价值体系和新时期党群关系

产生了消极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了全社

会的共同理想，倡导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

于规范价值取向、凝聚价值共识、践行群众路线具有

积极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以人民群众为主

体的价值观，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

要践行者。“人民群众能否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在很大程度上首先要靠党员领导干部的笃行示

范。践行群众路线，彰显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本色，需

要党员干部身体力行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和高尚人格感召群众、带动群

众’，引领社会主流价值的风向标。”［１７］中国共产党

的形象取决于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品行。因此，党

员领导干部只有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抓住“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

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正确的群众观、

权力观与公仆观，为民、务实、清廉，才能取得人民群

众对党的政治认同和信任，才能将党的群众路线真

正落到实处。

３．实践路径：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应健全党服务
人民群众的制度设计，以切实转变工作方式与方法

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践行群众路线

提供了目标指引和思想引领，而要真正落实党的群

众路线还须从具体实践层面分析，探索可操作性实

践路径，建立践行群众路线的长效机制。从制度层

面讲，一要健全政治民主制度，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特别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民主的主渠道”作用，发挥好人民代表“传送”人民

意愿的桥梁作用，畅通党群交流渠道。二要健全干

部制度，建立健全党员干部考核评价、责任追究和权

力监督机制，用制度规范和约束党员干部行使权力，

“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三要健全党员组织

制度建设，引入并规范党员队伍的“进入”和“退出”

机制，实现党员队伍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

新和自我提高，“要在政治制度、干部制度、组织制

度的整体框架内形成良性互动，使代表人民意志的

‘主渠道’、制约干部权力的‘铁笼子’与党员队伍建

设的‘退出机制’发挥综合效应，使党的群众路线获

得有效的实现方式”［１８］。从具体工作方式与方法上

讲，一要创新服务群众工作载体，建立健全党服务人

民群众的网络渠道的常态化机制。在信息化、网络

化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服务群众工作需要有富有

时代性和实效性的新载体作为支撑，因此，中国共产

党要不断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的网络问政能力，建立

健全网络民意收集和反馈机制，用网络渠道与人民

群众互动交流，进一步了解民情、服务民生、解决民

意。二要创新服务人民群众工作的技巧与艺术。党

员领导干部要善于转变话语表达方式，不讲假话、空

话、大话、套话和官话，用平易近人、喜闻乐见的语言

同人民群众“心贴心”地交流沟通，拉近党群距离。

·１１·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 ２０１５年

在交流中要善于倾听人民群众心声，不搞居高临下

的“一言堂”“满堂灌”，创建人民群众与党员领导干

部之间“倾诉—倾听”的翻转式沟通方式，真正实现

“双向性”交流沟通的长效机制。

新时期，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必须以中国梦的目

标路径为导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路径

为引领，健全党服务群众的各项制度设计，创新党服

务群众的工作载体和技巧艺术。只有用制度规范群

众路线的贯彻落实，用技巧艺术提升践行群众路线

的效果，切实破除阻碍践行群众路线的思想层面障

碍、制度层面障碍和技术层面障碍，才能真正构建践

行群众路线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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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哲学精神价值的人学语义
朱荣英

（河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摘　要］中国古代哲学始终把目光投向人类自身理想价值的实现上，其中蕴含的人学语义是哲学
研究的核心要义。与人生世事相联系、与社会伦理相牵挂，是中国哲人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在中国哲学“以人为本”“健生尚动”“勇于实践”“利群利他”等基本精神中，处处彰显着鲜明

的主体心态和厚重的人学意涵。同样，在价值取向上，中国哲人也将价值观与人生观进行整合，把

对现实人生道路的积极探索与对终极理想的价值关怀结合起来，将找寻安身立命之本、成就完满理

想人格、倡导经世致用之志，确立为自己实现内在超越的人生目标和治学的根本宗旨。

［关键词］中国古代哲学；精神价值；人学语义

［中图分类号］Ｂ１７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５．０１．００３

　　一般地，哲学的时代性与民族性是内在统一、息
息相关的。哲学既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也是民族精

神的精华；既是时代文明的活的灵魂，也是民族精神

生生不息的活的灵魂。哲学是文化系统的核心，文

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主要标志，而哲学认同则是民

族认同的关键环节。中国古代哲学的智思之流，可

谓源远流长，千百年来早已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民族

传统和精神风貌，其中包括自己特有的民族风格、社

会心理、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今之莘

莘学子，唯有穷年累月地“入乎其中、出乎其外”，才

能尽究其意、体察三味并领略其独特之处。相比之

下，科学则没有这个特点，譬如数理化就不分国籍，

正所谓“科学无国界”。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印度

哲学差别甚大，既有“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

本精神”“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以意欲

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三种路向”之

分［１］，又有“罪感”“苦感”“耻感”的文化之别［２］。

耻感文化是儒家文化的精髓之一，强调“羞恶之心，

义之端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３］（Ｐ１３５），将“礼”

“义”“廉”“耻”称为“四德”，当作为人处世之根本、

人生价值之尺度。孟子认为，君子应“仰不愧于天，

俯不怍于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

矣”［３］（Ｐ１３５）。宋理学家朱熹说，“人有耻则能有所不

为”［４］（Ｐ１２８）。龚自珍将个人的知耻与国家的兴亡联

系起来，根据古人“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

的思想，指出“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无耻，士不知耻为

国之大耻”［５］。以耻感文化为精髓的中国古代哲

学，并非专注于形上玄想或者抽象思辨，亦非推崇超

验本体或神圣教义，而是主张“道不远人”，天道人

道乃一个道，天下一理皆从性起，万化一源皆是自

生；并认为哲学研究的根本旨趣就在于确立人人必

须恪守的价值原则和做人标杆。概言之，中国古代

哲学实质上就是一种最大意义上的人学。从总体上

把握中国哲学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中的人学语义，

对于强化“以人为本”的时代精神、突显当代人的主

体地位和担当情怀，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中国古代哲学之基本精神中的

人学语义

　　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重点是现实的人及其价值
理想，始终把其目光投向人类自身理想价值的实现。

人的价值、人的理想、人的意义、人的尊严是哲学研

究的中心问题，阐发其中蕴含的人学语义就成为后

人从事哲学研究的根本支点。即使是在不得不涉及

到自在的自然、遥远的彼岸、神秘的天道、抽象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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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时，中国古代哲人也总是结合人事而论之———就

人事而论自然、就人道而论天道、就人本而论上天、

就人伦而论鬼神，如此等等。与人生世事相联系、与

社会伦理相牵挂、与日常生活相羁绊，这是中国哲人

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根本旨趣在于“亦

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６］。笔

者认为，中国古代哲学之基本精神中的人学语义集

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节用爱人、博施与民之人本精神
以人为本或者以民为本的精神，是中国古代哲

学的基本精神，也是最古老的人文精神之一。儒家

向来不问宗教神灵存在与否，也不关心与人无缘的

纯粹自然，它把人道、人事作为中心问题来考察，仅

就人事谈问题，彰显了一种强烈的人本、民本情怀。

如，当子路问鬼如何时，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

鬼？”当子路问死如何时，子曰：“未知生，焉知

死？”［７］（Ｐ１４１）孔子对人生彼岸的事总是避而不谈、讳

莫如深，“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

神”［７］（Ｐ８５）。他关心的是教人如何积极地做事、如何

做一个有仁爱之心的人。他教人要学而不厌、诲人

不倦，注重修养、严于律己，认为“人不知而不

愠”［７］（Ｐ１）乃“入德之门、积德之基”。他要人知孝

悌、讲诚信，认为孝悌乃为仁之本，君子要务本，本立

而道生。他强调：三省吾身、忠而相谋，与人交厚、敬

事而信，节用爱人、使民以时，博施与民、而能济众。

可见，儒学是以人事讲“仁学”，换言之，仁学是儒学

思想体系中的人本核心与精神实质，把“成仁”视为

人生理想的终极目标，甚至把它看得比生命更重要，

认为“朝闻道、夕死可矣”［７］（Ｐ４４），大凡志士仁人，无

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当然，儒家的人本论实

际上后来发展成为一种民本论，在孟子看来是“民

贵君轻”，在荀子看来是民能载舟、亦能覆舟，国家

要想长治久安，必须“平政爱民”“隆礼敬士”“赏贤

使能”。《大学》中总结道：大学之道在于明德新民、

止于至善，而唯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才能施行仁

政，做到修齐治平、内圣外王。

２．坚忍不拔、自强不息之健生精神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３］（Ｐ２６６）《周易》中

的这句话最能体现中国哲学之积极进取、崇尚健动

的思想品格。这一点与西方古代哲学讲的“万物皆

流、无物永驻”的思想，可谓异曲同工。古希腊哲学家

赫拉克利特曾讲“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而

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７］（Ｐ１１５）。可

见，二人都将宇宙万物的生成变化视为一个流迁不止

的运动过程。但是，二者所不同的是，中国古代哲学

不是一味讲自然宇宙的自发生成，而是更强调人在

宇宙生成中的人学意义。《周易》认为“天地之大德

曰生”［３］（Ｐ２８２），《易传》认为“生生之谓易”［３］（Ｐ２８４），生

生精神或者生命意识是中国哲学特有的做人原则，

它激励人要自强不息、尚健尚动、奋发进取、直面人

生。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无论面临何等艰难险阻

和坎坎坷坷，都要至诚无间而百折不回、为穷所困而

百折不挠、意志所向而一往无前、愈挫愈奋而再接再

厉。我们坚信，只要恪守这种生生精神，实现“一跃

而登中国于富强隆盛之地”，迎来中华民族突驾神

驹而快速腾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国梦，就

不会遥遥无期。

３．实事求是、亲历亲为之实践精神
中国古代哲学强调，修学好古而实事求是，注重

实践而历练人生。在知行关系问题上，中国古代哲

学强调知行合一、知行并重，学以致用、建功立业。

孔子认为，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诵诗三百，受之

以政，不达；使之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

为？”［７］（Ｐ１７０）荀子认为，知行一如、不可两离，“不闻

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

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

人”［８］（Ｐ７８）。墨子也强调知行合一、行重于知，认为

“言必行，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如果

“务虚言而馁行，虽辨必不听”，人人都要“赖其力者

生”，“强力以从事”［９］（Ｐ５４）。以后的中国哲人，如王

充、王阳明、王夫之、颜渊等，都强调习行并重、实践

第一，无论学习抑或做事，只要“日见之”，“日为

之”，就可“无不能”，“无不巧”。人人都要在做事上

磨练、在实践处建功。“有即事以求理，无立理以限

事”［１０］；人之为学，若仅仅心中能思、口中能谈，虽尽

有千百义理，不能身行一理之实，学了又有何益？故

而，人们只可向习行上做功夫，不可向语言文字上着

力；只要常常习而行之、笃而行之，“亲下手一番”、

亲历亲为，就能无为而无不为、无往而无不胜。

４．设身处地、推己及人之利他精神
中国古代哲学非常重视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倡

导克制私欲、利民为他，时时为他人着想，处处替苍

生挂怀。譬如，墨子就推崇“兼相爱、交相利”，“若

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视父

兄与君若其身，恶施不孝？犹有不慈者乎？视弟子

与臣若其身，恶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犹有盗贼

乎？故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身若其身，谁

贼？故盗贼亡有，犹有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

者乎？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

故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亡有。若使天下

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

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９］（Ｐ５６）。故而，墨

子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兼相爱”的亲亲

利他的和睦关系，每个人都应该出于爱心而关爱他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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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这种爱心势必得到回应而互相关爱。在他看来，

“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爱人者，人必从

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

之”［９］（Ｐ９７）。这就是说，无言而不应，无德而不报，投

我以桃，报之以李，爱人者必见爱也，而恶人者必见

恶也。道家也非常重视利他思想，把顺应民心作为

自己哲学思考的归宿，认为圣人并不考虑自己的私

利，而是以感念苍生为己任。老子曰：“圣人无常

心，以百姓心为心。”［１１］（Ｐ５２）但他批评说，天道是最公

平的，处处为别人考虑，而人道则最失公允，总是为

自己打算。“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

然：损不足以奉有余”［１１］（Ｐ６８）。老子认为，若失去利

他之心，“是谓道夸”而“非道也哉”。儒家更是强调

利他精神，认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

人”［７］（Ｐ７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７］（Ｐ１５５）等。

此外，阴阳互补、相生相克、盛极必衰、物极必反

之思辨精神，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与人为善、和合圆

融之包容精神，尊重民意、忧国忧民、修齐治平、内圣

外王之入世精神，“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

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开拓精神，“先天下之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担当精神，“富贵不能

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大丈夫精神，杀身

成仁、舍生取义、重义轻利、顾全大局之家国精

神……同样显现了中华民族专有而独特的优秀心理

素质和高尚精神风貌，处处彰显着“以人为本”“民

贵君轻”的主体心态和人学精神。鉴于学界对此已

论及甚多，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二、中国古代哲学之价值取向中的

人学语义

　　从上述可知，中国古代哲学常常结合人事讲智
慧、融世界观和人生观于一体，在其基本精神中充满

了丰富的人学语义。无独有偶，在中国古代哲学之

价值取向上，同样把价值观与人生观“合二为一”，

把对现实人生道路的探索与终极理想的价值关怀结

合起来，其中蕴含的人学精神同样流光溢彩。中国

哲人从不企慕超验的彼岸世界、从不诉求各种灵异

的庇佑，其治学的根本目的在于追求、创造、获得与

实现人生价值和人生理想。现实地、全面地对人生

价值的期盼与落实，从人的实际生活出发对人生价

值做出最高意义上的理解，从世界观的高度将人生

观和价值观推崇为普遍的哲学范畴，是中国古代哲

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古代哲学将个人价值、群

体价值与社会价值、人类价值高度统一起来的关键

在于，作为创造价值的主体自身必须成就一种非凡

的理想人格、卓越的精神气概（浩然之气）。这就决

定了中国古代哲学精神深处具有一种内在超越的价

值路向，认为研习哲学的真正旨趣在于，认识世界以

范导人生，把握社会以成就自我。中国古代哲学实

质上就是一种以启迪人生为基本主题的人生修养哲

学，它特别强调捍卫人的尊严、凸显人的价值、争取

人的利益、拔高人的地位。儒家以天、地、人为“三

才”，认为“三才之道”的核心是如何做人；道家以

天、地、人、道为“四大”，深信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是

“四大”之根本；佛学倡导“直指人心”，佛性须向性

中作，莫向身外寻，人生价值须向内诉之于完美人格

的理想塑造。在如何才能“长生久视”、获得永乐的

问题上，在如何才能修身养性、塑造完美理想人格问

题上，中国古代哲学强调最佳的养生之道是通过

“天人合一”的路径，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

为一”的理想境界。从儒、道到法、墨，从先秦诸子

到明清诸贤，人学一统，概莫能外。格致正诚、修齐

治平，乃平生之所愿；知天事天、乐天同天，乃一世之

所求。凡中作圣、尽职尽伦，以确定人生价值取向、

找寻安身立命之本。成就完满理想人格、倡导经世

致用之志，既是中国古代哲人所追求的人生主要目

标，也是其治学的根本宗旨。

相比之下，西方宗教哲学关注更多的是彼岸和

神域，他们向往的人生理想境界是“人神合一”或者

与上帝“溟会”，他们心目中的价值取向是成为“上

帝的选民”。基督教认为，人类始祖亚当与夏娃因

偷吃伊甸园里的智慧之果而犯下原罪，因而，每个人

只有对上帝虔诚地祈祷，力行“十诫”（除了上帝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和敬拜偶像，不可

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当守安息日为圣日，当

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

证陷害人，不可贪恋别人妻子和财物），才能识得

“圣父圣子圣灵乃是三位一体”之宗旨，从而洗清原

罪、道成肉身、重返伊甸园而获得真福。但是由于人

生来就有这种原罪，此外还有违背上帝意志而犯下

的种种“本罪”，人不能自我拯救，而要靠耶稣基督

的救赎才能超凡入圣、实现终极价值理想。“原罪

说”及其“罪感文化”强调，上帝代表爱，而爱就在每

个人心中，上帝泛爱众生、爱无差等，因而能够“因

信称义”，认为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上帝的选民，只要

凭自己真诚的信仰就可获得心灵救赎。但是，它又

认为必须聆听上帝的灵异之音才能达到人神相通，

必须依靠上帝的恩惠和神谕（神秘的启示和感召）

才能获得重生和永生，得到与天齐一的永福；认为人

若不信或不思悔改，就会受到上帝的处罚，要在地狱

里受煎熬；相信世界末日的价值审判，认为无罪的人

将进入天堂，而有罪者将下地狱。西方宗教哲学推

崇神学语义而贬低人学理想，否定现世人生幸福和

个人价值的自我实现，选择了一条外在超越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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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人们放弃当下的价值追求，只有洗心革面、重新

做人，才能通往神域、与天同寿。与之同出一辙，印

度佛教也认为，人一出生就落入苦海之中，命中注定

要经受生老病死等九灾十八难、千百苦乃至“无量

苦”的种种折磨与烦扰。现世的人生是不值得留恋

的，因为处处充满着各种灾难；人生价值理想在此岸

是永远无法实现的，因为每个人都是欲壑难填。但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与当下人世遥遥相望的就是佛

国净土，只有泯灭目前的人生价值而真心皈依佛门，

才能摆脱苦难人生的各种羁绊，跳出三界外不在五

行中，定惠双修、证成佛果，进入涅?寂静、常乐永生

的极乐世界。

与之相反，中国古代哲学的价值取向强调自我

超越，积极肯认现实人生价值，并强调人性中原本存

在着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的内在依据，反对西方或者

印度那种泯灭人生理想和借助超验神灵而获救的意

义诉求。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天道既是宇宙万物的

终极本体，也是做人的价值原则，自然之天就是义理

之天，天理不在万物之外，亦不在人伦日用之外，这

就是“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涵义。［１２］换言之，中

国古代哲学强调万物本体与价值原则是内在统一

的，正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即世间而出世间”。

譬如，孔门仁学就强调完全凭借主体自己的理性自

觉，就能保证人的价值的自我实现、人的精神境界的

自我提升。孔子认为，修己成仁完全是自觉自愿的，

而非外力强迫或者约束所致：“我欲仁，斯仁至矣”，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７］（Ｐ４４、Ｐ２２５）孟子认为，“仁

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３］（Ｐ１８２），并强调

追求自我完善的“为己之学”的正当性，反对出自功

名利禄之心的“为人之学”。后来，荀子进一步发挥

了这种思想，认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

犊”［８］（Ｐ２）。在孟子看来，每个人生来就有仁义礼智

的“善端”与“善苗”，不虑而知为良知，不学而能为

良能，良知良能为万善之源、做人根本，正因为存在

这种“善苗”，才使得人人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

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善之“四端”。人之所以异于禽

兽，就在于人有这种“善端”与“善苗”，君子因为存

之、蓄之、养之而成为君子，庶民因为去之、弃之、贱

之而成为庶民，只要有这种求善的价值自觉与理性

自省，“人皆可以为尧舜”，人人都可以在凡中作圣，

人生价值及其理想人格就能自我生成、自我实现。

此外，在实现人生价值路径问题上，中国古代哲

学同样强调“内化”而非“外铄”，主张自我提升而非

外在超越。孟子发挥了孔子“为仁由己”的思想，认

为“尽心”“知性”就能“知天”，每个人只要尽量扩

充自己原本就有的善之“四端”，就能够真正领悟做

人的价值与意义；而把握了人的纯善本性与价值理

想，就能达到“万物皆备于我”“上下与天地同流”的

最高境界；唯有进入这种境界才能“反身而诚、乐莫

大焉”［３］（Ｐ２０３），最大化地实现人生意义和价值理想。

此后，从朱熹的天下一理、谁“禀得来，便为我所

有”［４］（Ｐ２３５）的价值愿望到陆九渊的“万物森然于方

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１３］的人学

主张，再从王阳明的“心即理”“不须外面添一

分”［１４］的人生觉解到中国禅宗的“心性本净”“心性

本觉”“一切般若智，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的人

性结论，大都秉承了人生价值自我生成与自我实现

的理路和方向。在中国古代哲学中，“道”“理”

“心”“性”于外虽是具有主宰意味的“自然之天”或

“义理之天”，但是，于内则又是做人的价值之维、意

义之源、生命之基，每个人只要克己复礼、乐善不倦，

识得本心、反身而诚，就能内在超越、获得“天爵”，

超凡脱俗、成圣成贤。中国虽没有外在地主宰人生

命运的宗教信仰和偶像崇拜，但具有自我捕捉生命

价值和人生意义的内在依据和终极关切，这实属中、

西哲学之根本差别之一。［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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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老年受众对健康
养生类电视节目的诉求探析

李瑛１，王雅君２

（１．郑州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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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老年受众为主要目标受众的健康养生类电视节目是在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下和新时
期人们对健康知识信息的迫切需求情势下产生、发展的。在新媒体环境下，健康养生类电视节目虽

然其形式和内容变得更加多样化，并且也增加了更多的互动环节，但仍存在着质量水平有待提高、

部分节目内容不够真实、老年受众定位不够准确、有些节目过度商业化和娱乐化等问题。通过对老

年受众接触健康养生类电视节目情况的问卷调查，发现：老年受众媒介素养有待提高；未来健康养

生类电视节目应随着老年受众的变化而发展。基于使用与满足理论，在新媒体时代，健康养生类电

视节目要更好地满足老年受众获取健康养生信息的诉求，可采取以下策略：其一，根据老年受众的

生理和心理特点，确定节目内容；其二，在保证节目真实性的前提下，探索节目的多样化；其三，拓展

节目传播渠道，扩展健康养生类节目的播出时段；其四，培养具有健康专业知识的传播人才。

［关键词］健康养生类节目；老年受众；使用与满足理论；积极老龄化

［中图分类号］Ｇ２０６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５．０１．００４

　　进入２１世纪，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
水平的提高，人口老龄化日益成为众多国家密切关

注和需要迫切应对的问题。老龄化不仅是个体适应

社会的过程，也关乎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等各

方面的发展。据我国民政部发布的消息，截至２０１４
年２月，中国６０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已达２亿，占总
人口的１４．９％［１］，中国老龄化的快速发展趋势不容

忽视。在新媒体环境下，如何使庞大的老年群体老

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

必须妥善解决的重大问题。传播媒介在信息传播领

域具有突出的优势，电视等传统媒体在反映老年群

体问题和引导、抚慰老年群体适应社会发展和科技

进步等方面仍发挥着特殊的作用，是其他媒体无法

取代的。

中国自１９９９年６０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１．３２

亿、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２］，党和政府以及社

会各界便高度关注老年人的生活问题。以老年受众

为主要目标受众的健康养生类电视节目就是在老龄

化社会背景和人们对健康知识信息迫切需求情势下

产生、发展的。健康养生类电视节目不是单纯的养

老、娱乐节目，其与老年人的身体和心理健康息息相

关，关系到老年人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因此，对

健康养生类电视节目进行探讨和研究，是我国人口

老龄化趋势下提升老年人精神状况、健康水平的迫

切需要。目前国内学界对健康养生类电视节目和老

年受众研究得较多，但是以老年群体为目标受众来

研究健康养生类电视节目的较少。事实上，两者之

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大部分的健康养生类电视节目

的目标受众是老年群体，而老年群体在收看电视节

目时对健康养生保健知识有较大的需求量。本文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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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健康养生类电视节目与老年受众相结合，基于使

用与满足理论，通过对老年受众的问卷调查，探讨健

康养生类电视节目如何满足其收视需求，以引导老

年受众健康生活，从而使该类节目能够真正成为老

年受众积极健康生活的催化剂。

　　一、中国健康养生类电视节目的

现状

　　健康养生类电视节目是以电视等媒体渠道传播
健康和养生内容的节目，是以提高人们对健康知识

的认知水平、受众的整体健康素养、促进人类社会的

进步与发展为宗旨的电视节目［３］。我国电视开辟

健康养生类节目始于１９６０年代，进入２１世纪之后，
养生类电视节目发展迅猛，许多电视台纷纷开办了

此类节目，如北京卫视的《养生堂》、湖南卫视的《百

科全说》、山东卫视的《养生》、辽宁卫视的《健康一

身轻》等。

笔者通过对央视网等电视节目网站的搜索，检

索到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可以收到的免费卫视频道

共有５１个，其中有２６个频道开办有健康养生类节
目，频道占有率接近５１％（频道占有率 ＝播出频道
数／所有频道数），节目总数达到 ５０多个。对比分
析目前国内的健康养生类电视节目发现，虽然目前

该类节目数量逐渐增加，节目形式和内容也变得更

加多样化，并且增加了更多的节目互动，增强了节目

的娱乐性，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

质量水平不高、部分节目内容不够真实、老年受众定

位不够准确、有些节目过度商业化和娱乐化等。

　　二、老年受众的健康养生诉求

为了研究老年受众接触电视媒体特别是健康养

生类节目的情况，笔者采用了实证研究方法，通过问

卷调查试图从数据背后发现老年受众对健康养生类

电视节目的认知和评价。

１．老年受众收看健康养生类电视节目的问卷调
查分析

本次问卷调查时间为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０１４年３
月，调查地区集中在河南省郑州市绿城广场、徐砦城

中村和洛阳市中心医院，共发放问卷２００份，收回有
效问卷２００份，回收率达到１００％。因为本次研究
的对象是老年受众，所以在发放问卷调查时主要选

择的是老年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老年人的定

义，一般认为６０周岁以上的人群为老年人［４］。在调

查中，由于笔者希望通过适当扩大一部分准老年人

群以探索未来老年人媒介接触的发展方向，故将调

查的年龄分为 ５５～５９岁、６０～７５岁、７５岁以上
三段。

调查问卷分为三个部分，共设计了１２个问题。
第一个部分属于背景性问题，主要是调查被调查者

的个人基本情况，以此细分老年受众群体。在本次

调查中，老年受众年龄在５５～５９岁的有３２人；６０～
７５岁的最多，有１０４人；７５岁以上的有６４人。由于
２０世纪我国的教育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目前
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是比较低的，在被调查者中，具

有高中或中专学历的有９０人，所占比例最大；其次
是仅具有初中和小学及以下学历者；本科以上学历

者没有。就目前老年人的居住情况来看，与子女分

开居住的老人有９６人，也就是说有近一半的老年人
没有跟子女居住在一起。

第二个部分是关于被调查者接触电视媒介情况

的问题，主要涉及收视习惯和内容偏好两个方面。

在收视习惯方面，电视媒体仍然是老年人接触的主

要媒体，有９３％的老年人都选择通过看电视获取新
闻和其他信息，远远超过报纸、广播、电脑等其他媒

介；老年人平均每天看电视的时间大多为１～３个小
时，每天收看电视４个小时的老年受众高达１６％，
这说明老年人还是有充分的时间并且愿意选择用这

部分时间收看电视节目的；在观看电视时间段方面，

９２％的被调查老人都选择在１８００～２２００，早上
和上午看电视的老人只占少数，这与许多养生节目

时间的定位并不一致。在内容偏好方面，被调查老

年人最喜欢的电视节目类型前三名分别是新闻类节

目、影视剧节目和健康知识保健节目，这说明老年受

众对健康保健知识的需求较为迫切。

第三个部分是关于被调查者收看健康养生类电

视节目情况的问题，主要调查老年受众对目前健康

养生类电视节目的收看情况和收看态度，以了解老

年受众收看健康养生类电视节目的情况、此类节目

是否能够产生预期的传播效果、老年受众对该类节

目的信任程度，意在改进目前健康养生类电视节目

的不足。通过调查发现，看电视是老年受众获取养

生资讯的首要渠道，其观看最多的健康养生类节目

是中央电视台的《健康之路》和北京卫视的《养生

堂》。在期待健康养生类节目提供哪类内容方面，

有７９％的老人选择日常保健，食疗保健知识和医疗
常识也是老年人比较关心的话题。通过对健康养生

类节目传播效果的调查可知，有８６％的老年受众选
择“会视情况考虑是否尝试节目宣讲的方法”，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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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现在的老年受众对健康栏目的观看更趋于理性；

有１０％的老年受众选择“会尝试节目宣讲的方法”，
这些老年受众为健康传播最为理想的受众群，传播

效果最好，但是数量偏少；只有４％的老年受众选择
“不会尝试节目宣讲的方法”，这就需要通过改进节

目来改变这部分老年受众的收视态度。在对健康养

生类节目有何不足的调查中，“节目内容不真实可

信和缺乏实用性”是老年受众选择最多的选项。

２．老年受众收看健康养生类电视节目的使用与
满足

使用与满足理论是传播学中的主要理论之一，

该理论认为：受众是为达到满足和实现需求而使用

媒介的，受众对媒介内容与形式的选择由受众的需

求和兴趣来决定。该理论的提出实现了由人如何接

受媒介到人如何使用媒介的转变，从而彰显了人在

媒介面前的能动作用和主体地位。［５］（Ｐ１５７）老年受众

接触健康养生类电视节目，正是基于他们对健康养

生信息的需求，并选择电视媒介来满足他们的这种

需求。

由于人们接触媒介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其特定需

求，因此这些需求的产生必定具有一定的社会和心

理根源，这不仅与受众的性格、兴趣等相关，也受所

处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制约。从被调查受众的背景

看，目前我国老年受众的整体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相

当一部分老年人没有与子女居住在一起。处于这种

背景下的老年受众就会根据现存的社会环境和个人

习惯选择媒介接触。尽管受众的碎片化大大分散了

单个媒介的收视率，但是９３％的老年受众首选的接
触媒介还是电视，这主要是因为电视媒介对受众文

化水平要求低、娱乐性比较强，能够满足更多老年受

众的需求。了解老年人的背景和收视偏好对于健康

养生类电视节目来说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任何一个

电视节目都存在着收看主体是谁的问题，不同的受

众有着不同的收视心理和收视习惯。只有通过调查

把握老年受众的收视心理和收视习惯，电视工作者

才能有的放矢地根据老年受众的收视需求制作和编

排节目。

选择了媒介之后，实际接触行为的发生还需要

两个条件，即媒介接触的可能性和媒介印象。媒介

印象决定着老年受众选择何种媒介或内容来开始自

己的接触行为，接触行为是否能够满足老年受众对

健康养生信息的需求影响着老年受众以后的媒介接

触行为，他们会根据满足的程度修正既有的媒介印

象，在不同程度上改变对媒介的期待。调查发现，老

年受众把电视作为收看健康养生类节目的首要渠

道，中央台的《健康之路》和北京卫视的《养生堂》是

对其影响力较大的健康养生类电视节目，这说明老

年受众对这两个节目的媒介印象较好。在健康养生

类节目内容需求方面，７９％的老人期待节目能够提
供日常保健类信息；对于节目宣讲的养生方法，８６％
的老年受众会视情况考虑是否尝试节目宣讲的方

法，表明当下的老年受众对健康栏目的收视态度趋

于理性，其选择具有某种能动性。谈到当前健康养

生类电视节目的不足，绝大多数的老年人都认为节

目内容不太真实可信、缺乏实用性，这也提醒健康养

生类电视节目制作人应该从这两方面积极改进以满

足老年受众的需求。

使用与满足理论从受众角度出发，通过分析受

众的媒介接触动机及需求满足程度来考察大众传播

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和行为上的效用，把能否满足受

众需求作为衡量传播效果的基本标准，开创了从受

众角度考察大众传播的先河，因而在传播效果研究

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５］（Ｐ１６６）由于受众需求对传播

效果有制约作用，因此电视媒体人应该抓住老年受

众的需求制作出优秀的健康养生类节目，只有健康

养生类电视节目能够满足老年受众的健康养生信息

需求，该类节目的传播效果才能得以提升。

３．老年受众接触健康养生类电视节目中出现的
问题

通过问卷分析，发现老年受众接触健康养生类

电视节目过程中存在如下问题。

首先，老年受众媒介素养不高。媒介素养是指

人们对各种媒介信息的解读和判断能力，以及将媒

介信息应用于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方面的能力。［６］

老年受众由于长时间地接触电视媒体，在心理上形

成了对电视媒介的依赖，是电视媒介的忠实观众，所

以他们不能理性地辨别电视媒体信息的真伪，会盲

目地相信电视媒介。特别是，对于健康养生类电视

节目，他们没有应对虚假信息的免疫力，总是一味地

相信该类节目中“专家”所说的话，而且还会把这些

话转化为行动，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比如，笔者在

做问卷调查时接触到一些老年受众，其对健康养生

类电视节目传播的信息就特别相信：某一个“专家”

说每吃一口饭要嚼２０下才能消化，结果有一位老人
每次吃饭都会在心里默默数２０下才会咽下去，并且
这个习惯一直坚持下来。这足以反映出很多老年受

众对这类节目的“言听计从”。一旦这类节目传播

了虚假信息，老年受众就会被误导。因此，提高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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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媒介素养，有助于提高他们对节目负面信息的

鉴别和抵御能力。

其次，健康养生类电视节目未随着老年受众的

变化而变化。笔者在对３２名５５～５９岁的准老年受
众的调查中发现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在受教育程度

方面，准老年受众的受教育程度略高于６０岁以上的
老年受众，大专学历比例比６０岁以上人群的学历高
出１６．３７％。准老年人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会对电视
节目的需求产生一些改变。比如，在准老年人中，收

看过健康养生类节目的就多于 ６０岁以上的老人。
通过交谈得知，这些准老年人对这类节目更加关注，

这表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

的养生健康意识会越来越强，所以未来的健康养生

类电视节目应随着老年受众的变化而有所改变。二

是在使用新媒体获取信息方面，准老年人群明显多

于６０岁以上的老年群体。在调查中共有１８人选择
上网获取信息，其中准老年人选择上网的高达 １４
人，占到了７８％。准老年人由于在接受新事物的能
力和生理机能方面都高于６０岁以上的老人，特别是
现在已经能够熟练掌握电脑的中年人数量很多，在

他们步入老年后，仍然会选择使用新媒体。所以，未

来新媒体在老年群体中产生的影响会越来越大，新

媒体在老年人市场上发展的潜能不可忽视。

　　三、健康养生类电视节目更好地满

足老年受众健康养生信息诉求的策略

　　老年受众具有获得健康养生信息的诉求，而电
视又是老年受众接触最多的媒体，因此健康养生类

电视节目对老年受众获取健康养生信息承担着重

任，会给老年群体的晚年生活带来巨大影响。一方

面，健康养生类节目的广泛传播，对于老年受众学习

了解正确的健康养生知识、身体保健、疾病预防有很

大的裨益，因此该类节目对老年受众具有积极的影

响；另一方面，虚假片面的养生信息会影响老年受众

的身体健康，老年受众对健康养生节目的盲目听信

也会影响其家庭和谐，甚至会产生集合行为威胁社

会稳定。因此，健康养生类节目的制作单位和工作

人员应尽可能减少该类节目的负面影响，提升该类

节目的品质和传播效果，从而积极地引导老年受众。

为此，在新媒体时代，健康养生类电视节目应采取如

下策略。

其一，应根据老年受众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对节

目进行定位。尽管许多健康养生类电视节目扩大了

受众群以赢得更多的受众，但仍然不能忽视老年受

众这一健康养生类节目的特殊群体，重点考虑老年

人对健康节目的收视心理及需求显得尤为重要。老

年受众作为一个特殊群体，有不同于其他受众群体

的特征：老年受众的视力和听力水平较青壮年时都

有所下降，老年人的言语鉴别能力也大大降低。因

此，该类节目的制作要注意节目的背景，应用比较强

烈的对比以适应老年人的视力实际；主持人的语速

也应该慢一些，这样才符合老年受众的生理特点。

另外，在节目定位和受众定位上，要充分考虑到老年

受众的心理感受，以制作出老年受众喜闻乐见的健

康节目，获得他们的认同。在节目播出时间上，除了

上午和下午老人空闲的时间之外，健康养生类电视

节目也应尽可能地安排在黄金时段播出以满足老年

受众的需要。在节目形式的设定上，也应该充分考

虑到老年受众的接受程度，老年人不喜欢太过娱乐

化和过于严肃的节目，喜欢节奏比较慢、比较好理解

的节目，传播者应该根据他们的需求制作节目。只

有从老年受众的角度出发，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才能使健康养生类电视节目真正达到指导老年人晚

年生活的目的，实现“积极老龄化”。

其二，应在保证节目真实性的前提下，探索节目

的多样化。健康养生类电视节目应该在保证传播内

容真实可靠的基础上，追求节目内容和形式的多样

化，保证节目内容的全面和生动，以服务不同的老年

受众，但是也要注意防止过度的娱乐化和商业化。

要严格杜绝虚假健康养生内容的传播，注重健康养

生类节目的科学性、真实性，以及内容和形式的

创新。

其三，应拓展节目传播渠道，扩展健康养生类节

目的播出时段。在问卷调查中发现，绝大多数的老

年人是在黄金时段收看电视，而在黄金时段却几乎

没有一个健康养生类节目。究其原因，是因为绝大

多数的娱乐节目选择黄金时段播出以获得更高的收

视率，因此健康养生类节目只能为其让位，选择在非

黄金时段播出。这样的播出时段会对健康信息的传

播效果大打折扣，因此应根据老年群体的需求，主动

扩展和调整该类节目的播出时段，使一些制作精良

的健康养生类品牌节目能够在黄金时段播出，并努

力从节目质量、节目内容上吸引老年受众。另外，从

问卷调查中还发现，老年人除了接触电视之外，也会

选择报纸、杂志等纸质媒体，还有一些老人选择了新

媒体形式，所以健康养生类电视节目应加强其与报

纸、杂志、书籍、新媒体之间的整合传播，来扩大传播

范围。在这方面，中央卫视的《健康之路》和《中华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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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栏目做得比较成功，他们会根据节目的内容

做网络传播补充，并且用书籍、ＶＣＤ和 ＤＶＤ等出版
物形式来强化栏目的品牌效应。

其四，应培养具有健康专业知识的传播人才。

健康养生类电视节目的传播者不仅要具备一般电视

传播者的专业素养，还应该具备健康养生方面的知

识。高校应该专门设置健康传播专业，培养这方面

人才，或者组织该类节目的制作人员进行短期的专

业学习，培养高素质的健康传播人才。在面对老年

受众时，健康养生类节目主持人应少用专业术语，尽

可能通俗、详细地解释医学问题，使老年观众能理解

节目的内容，以达到服务老年受众的目的。因为目

前我国老年受众的整体受教育水平程度还不高，过

多的专业术语会使他们对节目产生排斥的心理。可

考虑用生动形象的模型或者以动漫的数据解读等形

式，以达到讲解、教育之目的，充分体现人文关怀，做

到从心理、生理上对老年受众的全方位照顾。

　　四、结语

新媒体时代，由于老年群体对传统媒体有广泛

接触和对健康养生信息有迫切需求，因此电视媒体

的健康养生类节目对老年群体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电视媒体应更加重视老年受众的需求，为这一庞大

而又不可忽视的群体制作出优秀的健康养生类节

目，以传播健康养生保健知识，更好地为老年群体服

务，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实现“积极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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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文学出版产业研究
徐珊珊

（郑州轻工业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韩国不仅将本国文学资源制作成为出版物进行传播，而且灵活运用新媒体与网络的特
性，使文学实现产业化。为了促进图书的海外出版，将本国文学推向世界，韩国设立了韩国文学翻

译院，向国内外出版社提供翻译和制作出版计划书、参与国际图书展、提供海外翻译出版过程中所

需要的系统性服务设施，定期向从事海外出版的工作人员发送刊载韩国图书出版信息的季刊杂志

清单和在线适时报道，为韩国文学世界化提供更为集中和系统的支持，以此来强化著作版权海外输

出的基础，同时增强出版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这些做法值得我国学习借鉴。

［关键词］韩国出版产业；文学产业化；网络文学；海外翻译出版服务

［中图分类号］Ｇ２３９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５．０１．００５

　　在全球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为了适
应市场经济的要求，韩国文学不断进行自我调整，拓

宽传播领域。同时，韩国也将本国文学资源作为文

化产业开发的重要内容，并取得了巨大成功，文化产

业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韩国不仅将其文学资

源制作成为出版物进行传播，而且灵活运用新媒体

及网络的特性，为旅游、影视、广告、动漫、网络游戏

等产业提供资源而使其商品化、电视剧化、电影化、

商品价值化、动画化、游戏化，把文学融入产业链，使

文学真正实现产业化，从而促进了文学事业的蓬勃

发展。出版传播作为文学产业化的一种基础发展方

式，不仅促进了文学产业化的快速发展，而且成为韩

国文化产业中的发展重点。

韩国文学产业化研究是一个比较新的议题，需

要探究的领域较多，梳理研究好每一个领域，有助于

全面了解韩国文学产业化的发展情况。目前，学术

界对韩国文学影视化的研究较多，而对韩国出版产

业的研究较为少见。本文拟在文化产业化视角下，

对韩国文学出版产业进行研究，进而为我国文学产

业化发展提出一些建设性、前瞻性的设想。

　　一、韩国出版产业的整体现状

１９８０年代，韩国实现了政治民主化，从１９８７年

起，韩国政府放开了对出版产业的限制，出版社可以

自由注册。金大中总统要求把出版产业作为国家的

战略性产业进行重点扶持［１］，后来，出版社的自由

注册改为了申报制。因为政策的宽松，韩国的出版

社急剧增加，出版社总数从１９８７年的３００４家发展
到２００３年的２０７８２家，平均每年新增出版社１０００
多家，出版产业得到了空前发展［２］。

２０１２年，韩国文化产业的总销售额达到８７兆
２７１６亿韩元，其中出版产业达到２１兆９７３亿韩元，
形成了较大的市场规模。２０１２年，韩国文化产业的
进出口总额为 ６２．８５３亿美元，其中进口总额为
１６７３７９亿美元，出口总额为４６．１１５１亿美元。出
版产业的进出口总额为５．５９４６亿美元，其中进口
总额为３．１４３１亿美元，出口总额为２．４５１５亿美
元［３］（Ｐ３８－４５）。由表１可知，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韩国部分
纸质出版业、印刷业和出版批发零售业的销售额呈

持续下滑态势，而电子网络出版流通业的销售额却

是不断增长的。

由于经济不景气及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１２年两届总统
选举的影响，人们特别关注省察社会的人文类图书

和社会科学类图书，人文社科类图书的发行量有了

大幅度的增加。据２０１３年韩国出版文化协会统计，
韩国２０１２年发行的４９７６７种图书中，历史类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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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为２．７２％，哲学类书籍占比为３．１１％，社会科
学类书籍占比为１５．３１％。与２０１１年相比，这些类
别的图书有很大的增长，增长率分别为 ９．５％、
７４％和２．９％。其他类别的图书发行量相对有所
减少，其中学习类参考书减少了３６．１％，儿童类图
书减少了２１．５％，纯科学类图书减少了１９．５％，漫
画类图书减少了 １６．７％，总论类图书减少了
１４３％，语言类图书减少了１３．９％，文学类图书减
少了２７％，技术科学类图书减少了２．１％，宗教类
图书减少了１９％，艺术类图书减少了１．８％。２０１２
年，韩国文学类图书出版１４７９６４３７部，占整个出版
发行物总数的 １７．０３％，位居第二；出版种类有 ７
９６３种，占整个发行种类的２０％，是发行量最大的领
域［３］（Ｐ４３０－４３１）。尽管如此，文学领域从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三年间却在连续减少，其趋势堪忧。

自１９９０年代中期 ＰＣ通信社开发韩国国内的
电子图书市场以来，１９９８年网上电子书店 ｂａｒｏｂｏｏｋ
的创立，意味着电子图书市场的正式运转。２０００年
后半年，ＤＲＥＡＭＢＯＯＫ、ＹＥＳ２４等电子图书服务商加
入［４］。韩国电子出版协会将电子出版产业市场分

为电子书、电子词典、移动图书、专门知识、学术论

文、图书原文检索、ＣＤ图书、图书软件、其他数字出
版等类别。２００１年末，韩国主要的电子图书服务商
提供的服务内容达１５３９９种，大体集中在文学领域
（占比为２６．５％）［５］。

韩国电子出版产业市场规模，２００６年为３３９３
亿韩元，２００７年为５１１０亿韩元，２００８年为５５５１亿
韩元，２００９年为５７８６亿韩元，２０１０年为６９０８亿韩
元，２０１１年为８３２８亿韩元，２０１２年为９０２３亿韩
元，２０１２年数字出版物领域的整体市场规模从２０１１
年的 ８３２８亿韩元增长为 ９０２３亿韩元，增长了
８３％。７年间韩国电子出版规模年均增长率为
１７７％，呈持续增长趋势。从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在韩国

电子出版协会注册的电子出版物的总数量为３２０万
个，其中社会科学类电子出版物有６７万个，占总数
量的２１％；艺术类电子出版物有２５万个，占７．９％；
文学类电子出版物有 １９万个，占 ６％。［６］（Ｐ４３７－４３８）。
可见，电子出版产业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文学类图

书的出版危机，并扩大了出版产业的发展空间和文

学传播的途径。

从１９９８年开始，韩国政府针对出版产业活性化
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出版产业蓬勃发展，出版数量

逐渐增加。但是，韩国出版产业也存在很多问题，如

偏重于出版学习参考书、缺乏创新的小型出版社居

多、出版流通复杂等。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文学类

图书在传统印刷产业中呈下滑趋势，纸媒文化时代

已经开始跟不上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精神需

求的不断提升，科技的快速发展，使传统文学传播陷

入危机。

　　二、韩国网络文学出版

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传统纸质书籍正在向多

种形态的书籍转变，出版产业也随着文化产业的发

展而不断扩张、壮大。出版产业发展模式的变化要

求采取与新媒体相结合的战略。韩国出版界已经认

识到，数字化时代对出版业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

遇。虽然以前文学的传播是以纸张为载体，但是在

数字化时代，文学的传播将经历巨大变化，不再仅仅

借助纸张和油墨，而要更多地借助数字技术、通过网

络这一新型平台、以网络文学这一与传统文学不一

样的新形式登场。

美国和欧洲从１９８０年代就开始出现“超文本”
形态的小说，到１９９０年代初开始出现网络小说。进
入１９９０年代，为了适应急剧变化的新媒体环境，韩
国出版界开始关心多媒体信息的开发与运用，积极

投入ＣＤ－ＲＯＭ出版物的开发和网上信息服务，努

表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韩国出版产业年销售额一览表 百万韩元

分类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总占比／％ 年均增长率／％
书籍出版业 ３８９４５８４ ３９５００３４ ４００１２２４ １８．６ －０．１
报纸发行业 ２７８９８２３ ２８６４１３１ ２８３５７０４ １３．４ ０．８

杂志和刊物发行业 １１０３５２５ １１２３０７６ １１０３１４９ ５．２ ０．０
电子出版制作业 １１３２６７ １５９３４８ １９０６７１ ０．９ ２９．７
其他印刷物出版业 １９２５５１ １９２９７２ １９００６２ ０．９ －０．６

印刷业 ４１３２２７３ ４０２６２８４ ４０１５９９０ １９．０ －１．４
出版批发零售业 ７３３２５５８ ７１０６１３３ ６９１１２２６ ３２．８ －２．９
电子出版服务业 ７９２５１ １０４７８２ １２３２４６ ０．６ ２４．７
电子书店 １１１６８１６ １２１７２４１ １２１５８１５ ５．８ ４．３
出版租赁业 ５６３２７ ６２３２５ ６２６４８ ０．３ ５．５
合计 ２１２４３７９８ ２１２４４５８１ ２１０９７２８７ １００．０ －０．３

　　注：数据来源于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的《２０１３内容产业白皮书》。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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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开发利用 ＰＣ通信与互联网的出版方式［７］。从

１９９０年代中期开始，韩国就通过千里眼（卫星）传
送小说（网络小说），从 ２１世纪开始，韩国的网络
小说开始广泛普及并极速发展。数字化文学的传

播媒介是多种多样的，除了电脑以外，还有手机、

录像带、广播、ｍｐ３、ＣＤＰ等。网络文学包括通过媒
体呈现出来的文学作品或是运用电脑超链接的网

络诗歌和网络小说等，以及从模拟时代的单向性

中解脱出来、进入到具有双向性的交互式视频设备

的数字时代后而产生的文学创作。网络文学从筹划

期就开始引导读者介入，让读者自己决定作品的内

容与出版，即消费者就是生产者，这种方式是网络文

学作品的一种尝试。

文学与新媒体相结合最普遍的方式就是在ＣＤ－
ＲＯＭ和网上阅读文学作品，或是通过客户终端下载
电子图书进行阅读，以 ｅｂｏｏｋ的形式进行文学作品
的流通。２００４年，电子出版物的样本和认证体系开
始启动，促进电子图书发展的一切工作准备就

绪［８］。２００３年，美国作家史蒂芬·艾德温·金的
《骑弹飞行》在韩国以电子图书的形式进行出版，仅

一天就被复制４０万次，电子出版成了世界关注的焦
点。韩国第一篇网络文学作品是李诚洙于１９８９年
发表的网络科幻小说《亚特兰蒂斯狂诗曲》，随后李

宇革于１９９３年创作的《退马录》在网络文坛上出
现，也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之后，连载网络小说如雨

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如新生代网络小说家金艺俪的

《龙的神殿》、李荣道的《龙族》、李允世的《那小子真

帅》等，同时韩秀山、李顺原、尹大宁、金永河、郑灿

等十几位文学作家也推出了自己的网络文学作品。

另外，通过电子图书客户终端更新下载，能够存

储２００００页文本（５０本 ４００页的图书）的 Ｒｏｃｋｅｔ
ｅｂｏｏｋ开始进行市场销售，也预示着文学产业流通
方式的变化。Ｍｐ３播放器、卫星 ＤＭＢ（移动多媒体
广播）、ＰＭＰ（便携式媒体播放器）、ＰＳＰ（ＰｌａｙＳｔａｔｉｏｎ
Ｐｏｒｔａｂｌｅ）、数字电视等各种尖端 ＩＴ产品陆续出现，
其中以电子图书和这些数字媒体的结合最为引人

瞩目，不仅对在线式和无线式的文化内容的需求

增加了，而且通过开发移动式内容产业，显示了激

活 ｕｂｏｏｋ的必要性。ｕｂｏｏｋ就是给仅提供单纯的
娱乐功能的数字机器用品（如电话、ＰＤＡ等）装载
上教育与文化内容，以扩大这些载体的功能。在

数字化时代，文学的传播媒介变得更加多样化，它

不再仅仅依靠纸张、文字、语言来传播，而是与网

络技术相结合，传播模式更加商业化，各种新的效

益实现方式被尝试，网络出版以其特别的优势对

文学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促进了文学产业化

不断向前发展。

　　三、韩国海外翻译文学出版

２００１年３月，韩国文艺振兴院把出版翻译事业
和“韩国文学翻译金库”整合为一体，成立了韩国文

学翻译院。２００５年，依据《文化艺术振兴法》第２３
项第１９条的规定，正式将韩国文学翻译院确定为国
家法定机关，隶属于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成为其下

属的特殊财团组织［９］。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为了促进韩
国图书的海外出版，韩国将韩国文学翻译院设定为

该事业的执行部门。

为了促进国内图书出版版权输出，韩国第一步

就是支持图书基本信息、作家和作品介绍，以及出版

社的介绍文本和作品样章的翻译工作。２０１２年，韩
国政府对国内外出版社申请的 ３９０种图书予以支
持，用英语、中文、日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和越南

语７种语言翻译４３７篇摘要和６９篇作品样章。其
中摘要翻译在２０１２年举办的博洛尼亚国际图书展
及北京国际图书展中参展了１２４篇，通过此举，极大
地推动了参展出版社进行涉外交流。另外，从２０１２
年起，韩国建立了“国文（韩语）摘要咨询委员”制

度，以此来监督和提高国内出版社翻译图书摘要的

质量，有效地推动了韩国图书对海外的传播。

翻译支持事业是以韩国文学作品为主，用外语

翻译人文、社会、儿童等各个领域的图书，通过海外

著名出版社进行海外出版，以推动韩国文学出版事

业的发展。韩国选定１８位作家的代表作品先用英
语、法语、荷兰语三种语言进行初步翻译，然后在海

外屈指可数的出版社及代理出版机构筹备出版，最

后与世界四大语系（英、法、德、中）的五个主要代理

出版机构签订协议。韩国长期派遣五位作家在海外

进行出版活动，与韩国的国学大学和出版相关人员

构建网络业务联系，寻求适应国内市场发展的海外

发展战略。２０１２年该组织支持翻译了１４个语系的
９１种图书，并出版了１４个语系的５５种图书。翻译
支持事业试行支持海外出版社进口韩国多种体裁的

图书，将出版费用的一部分直接支付给海外出版社，

以此来降低本国出版社的负担，进而提高出版图书

的质量，并鼓励本国出版社积极进行图书版权输出。

通过此举，被支持的国家、语种和出版社不断增多，

韩国图书被输出到更多的国家或地区，构建了与海

外出版社进行合作的网络模式。

为了在海外积极有效地宣传韩国图书，韩国出

版业积极参加各种国际图书展。２０１２年，韩国相继
参加了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国际图书展、英国的伦敦

图书展、中国的北京图书展、德国的法兰克福国际图

书展、墨西哥的瓜达拉哈拉国际图书博览会五个国

际图书博览会，进行韩国图书的展示及韩国作家的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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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和文学活动。

为了培养优秀的韩国文学专业翻译人才，２００３
年韩国实行了“预备翻译家短期研修计划”，开始运

作专业翻译家培养支持事业，２００８年正式成立“韩
国文学翻译院”，２０１２年经过正规课程（涉及５个语
系）、特别课程（涉及７个语系）、深化课程（涉及４
个语系）三个过程培养了１５０多名新秀翻译家。同
时，为了嘉奖翻译院的成绩优秀者，韩国向他们提供

翻译工作室，到２０１２年已有３２人参与到翻译工作
室的工作中。翻译院在韩国最高水平文学翻译专家

团的指导下开设了韩国文学翻译课程，同时为提高

翻译水平还举办韩国文学和文化讲演、翻译理论等

的相关特讲、与专门翻译家的交流、文学游记和翻译

夏令营等各种活动。

为了向海外出版社介绍韩国国内出版物，韩国

文学翻译院从２００８年９月开始发行介绍韩国图书
的中英版季刊 ＬｉｓｔＢｏｏｋｓｆｒｏｍＫｏｒｅａ（简称 Ｌｉｓｔ）。季
刊Ｌｉｓｔ由图书出版计划栏、出版文化的相关版面和
图书介绍报道等部分组成，每期会介绍大概１６０本
图书。作为外语版定期发行物的季刊 Ｌｉｓｔ，不仅是
提供可靠的、具有公信力信息的韩国杂志，还有助于

理解韩国文化、推进韩国出版事业的媒体。季刊

Ｌｉｓｔ的所有报道在主页 ｗｗｗ．ｌｉｓｔ．ｏｒ．ｋｒ中可以转换
成韩语、英语、中文三种语言进行阅览，在２０１２年还
制作了英文版的移动电脑软件程序，这样大大促进

了韩国出版物在国内外的交流。另外，韩国每月还

发行在线杂志 ＰｌｕｓｌｉｓｔＢｏｏｋｓｆｒｏｍＫｏｒｅａ（简称 Ｐｌｕｓ
ｌｉｓｔ），仅２０１２年一年就向６０００多个海外出版社及
代理机构发送１２期（８３号 ～９４号）。杂志 Ｐｌｕｓｌｉｓｔ
能够在第一时间提供韩国图书的专门且准确的信

息，与季刊Ｌｉｓｔ一起在网络上建立起了系统的韩国
图书介绍网。

为了激活韩国图书版权的海外输出，海外出版

信息网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ｅｓｓ（简称
ＯＰＩＡ）向韩国国内出版社提供海外出版市场的动
向。ＯＰＩＡ虽然能够提升韩国图书版权输出的关注
度，但是关于海外市场动向的信息仍然存在片面性

或不能广泛共享的问题。从２０１０年１０月 ＯＰＩＡ创
刊号发行以来到２０１２年登载了２４９篇报道，向韩国
国内 １２００多位出版相关人士定期发送在线杂
志［６］（Ｐ４５８）。本网站由世界出版趋势、海外畅销书籍

目录、海外出版信息、图书博览会情况、著作权基本

常识等板块组成，提供各种海外出版市场的信息。

同时，为了改善海外出版图书的售后服务，２０１２年
该网站调查了２０１１年海外出版图书的信息，建立了
与网络结合的数据库。到２０１２年底，该网站已记录
２８个语系、３２８３个书籍信息，在其网页“海内外出

版韩国年度图书 ＤＢ”菜单下可以按年度类别、语系
类别、体裁类别进行查找。

韩国文学翻译院为作为韩国文化产业核心内容

的韩国文学作品与刊物的发展及其世界化做出了一

定的贡献。２０１２年，韩国文学丛书和美国达尔基档
案出版社等大型出版社举行了联合出刊等活动，以

此来巩固已打进世界出版市场并具有很大影响力的

韩国文学出版物的北美出版市场。

　　四、结语

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传统出版印刷业受到很

大冲击，导致传统文学传播陷入危机。韩国文学出

版产业界能正确面对，积极研发新技术，开拓新市

场。为了促进韩国图书的海外出版，将本国文学推

向世界，韩国设立了韩国文学翻译院，为有关方提供

海外出版的各种支持与帮助。这些做法值得学习

借鉴。

为了弘扬我国传统文化，传播我国优秀的文学

作品，我们应借鉴韩国文学出版产业发展的经验，与

时俱进，与多媒体、电子科技、网络技术相结合，生产

新产品，开拓新市场，拓展新领域。另外，有关部门

应向国内外出版社提供翻译和制作出版计划书的帮

助，为海外翻译出版提供系统性服务设施；定期向从

事海外出版的工作人员发送国内图书现状等季刊杂

志清单和在线适时报道，为我国文学的世界化提供

更为集中和系统的支持，以此来强化著作版权海外

输出的基础，增强我国出版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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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刑衔接机制的理论基础、
法律依据与实现原则

朱金娟

（四川大学 法学院，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２０７）

［摘　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
机制，行、刑衔接再次引起学界广泛关注。该机制是建立于行政执法机关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之

间的一种双向的、互动的案件流转机制，其基本特征是案件移送的双向性、衔接机制的法定性等。

该机制的建立有其迫切的现实需要和坚实的理论基础———国家权力制衡论和法律责任竞合论，但

其法律依据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没有统一的立法，其直接法律依据散见于各部门法，具体的工作

机制框架构建于效力层级较低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规章等规范性文件。为实现行、刑衔

接机制的良性发展，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应以人权保障原则为基本指导原则，避免对公民的正当

权益造成二次伤害；实体上注重行、刑责任并合原则，弥补二者的不足，从而对建法者作出适宜的制

裁；程序上以效率优先原则为主，以便于对违法犯罪活动的责任追究。

［关键词］行、刑衔接；人权保障原则；责任并合原则；效率优先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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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刑衔接最初是在２００１年国务院发布的《关
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决定》中提出的，接

着《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人民

检察院办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

定》等法律规范性文件相继出台，逐步构建出行、刑

衔接机制的基本框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

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完善行政执法与刑

事司法衔接机制，行、刑衔接机制再次引起学界广泛

关注。但目前对该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现存的问

题与如何完善等方面，很少对其基础理论进行系统

的梳理。只有先对某一项机制的基础理论进行全面

的剖析解读，才能更清晰地认识到该机制存在的问

题。鉴于此，本文拟对已有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

从而给出行、刑衔接机制的内涵界定，分析其理论基

础与相关法律依据，阐述其实现原则，以期形成一个

完整的行、刑衔接机制的理论构架。

　　一、行、刑衔接机制的研究现状

目前针对行、刑衔接机制的研究主要是分析诸

如非法行医、食品药品监管等卫生执法中的行、刑衔

接实务问题，或者以检察机关为视角简述行、刑衔接

机制相关基本制度，而鲜见单纯对行、刑衔接机制进

行基础理论分析的研究。下面，笔者将对现有研究

成果中行、刑衔接的基本概念和主要理论分歧，以及

机制现存问题三个方面进行简要述评。

１．基本概念
行、刑衔接并非法定概念，至今也没有出台专门

的法律加以规范，理论界与实务界也没有达成共识，

因此对其界定不一。现有的关于行、刑衔接的概念

定义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概念扩充型，即将

“行”“刑”分别加以展开，机械简单地描述该机制的

工作内容，如“工商、税务、烟草、质监、银监、证监、

保监等行政执法机关，在依法查处违法行为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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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涉嫌犯罪的案件或线索，如何及时移送公安机

关、检 察 机 关 进 行 刑 事 查 处 的 一 种 工 作 机

制”［１］（Ｐ１４７），又如“指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的衔

接，包括行政执法机关将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现的疑

似刑事犯罪案件移送刑事侦查机关和刑事侦查及审

查起诉机关将不认为是犯罪但是需要行政处罚的案

件移送行政执法机关两种”［２］；另一类则是理论概

括型，即以简单明了的概念对该机制进行精炼概括，

如“行政机关执法过程中发现涉嫌犯罪的案件需要

刑事处理时，案件从行政执法程序向刑事司法程序

流转的过程”［３］，又如“检察机关会同公安机关和有

关行政执法机关探索实行的旨在防止以罚代刑、有

罪不究，形成执法司法合力的工作机制”［４］。

司法实务较多涉及行政执法过程中对行政违法

行为已涉嫌犯罪的处理，因此行、刑衔接常常被简单

认定为行政执法机关向刑事司法机关移送案件的单

向流转机制，而忽略了该机制的其他关键内容，如涉

及的犯罪还包括行政执法人员的职务犯罪。同时，

由于行、刑衔接属于实务操作性较强的工作机制且

发展时间较短，从该机制需广泛推行普及的角度来

看，不宜给出笼统的理论化定义，应当以更直接的语

言阐释行、刑衔接机制的完整内涵。

２．理论分歧
首先，关于“刑”的界定不同。对于“行”，学界

已经达成共识，是指“行政执法”，而对“刑”的界定

则存在着细微差别，一种说法是“刑事执法”，另一

种说法则为“刑事司法”。实际上，这是源于各种法

律规范性文件中对行、刑衔接制度的解释不同而造

成的分歧。２００１年《国务院关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
济秩序的决定》中最初采用了“刑事执法”的概念，

２００４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保护知识产权专项
行动方案的通知》中首次使用了“刑事司法”的概

念，而后关于行、刑衔接的法律性规范文件中对刑事

司法、刑事执法这两个概念并没有加以区分。但二

者还是有差别的：广义的执法包括一切执行法律、适

用法律的活动，即包括行政活动与司法活动［３］。刑

事执法是一个宏观的概念，而刑事司法更符合司法

机关适用法律的特征与语境。因此使用刑事司法较

为合适。

其次，“行先于刑”与“刑事优先”的分歧。目前

理论界的主流观点支持“刑事优先”，缘于“人们基

于传统的‘国家利益至上’、惯性思维和‘刑事优先

于民事’的行为习惯。在惩处行政犯罪、科处行政

处罚与刑罚时也套用并遵从了‘刑事先理’的理念

与原则”，同时“现行的法律法规从总体上肯定了对

行政犯罪处理的‘刑罚优先’原则”［５］。“行先于

刑”的正当性在于“刑事司法程序启动的正当性奠

基于行政秩序的恢复和保障”，“避免刑事司法资源

的浪费”［６］，以及“行政机关对于行政事务的首次裁

决权”［７］。“行先于刑”和“刑事优先”均存在合理

之处，但单一原则并不适应现实的复杂多变，于是

“区别对待的合并说”［８］应运而生，即在不同情形下

区别“先刑后罚”与“先罚后刑”不同的处理原则。

显然，根据不同现实情况而选择不同原则，更有利于

实现行、刑衔接，在保障行政效率的同时也可保证对

违法犯罪的严厉打击，有效维护法治的公平正义。

３．现存问题
目前针对行、刑衔接机制现存问题的研究，概括

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立法方面，具体包

括缺少统一的法律、既存规范效力层级低、缺少强制

性规范、行政法规性文件规定笼统不利于实施等；二

是制度方面，如信息共享平台与联席会议制度尚未

完全建立，检察机关和监察机关的监督障碍，两类证

据间衔接不足等；三是实施方面，如行政执法机构主

体意识缺乏、有案不移、以罚代刑、缺乏有力的组织

协调等［９］。各专家学者虽从不同方面提出了行、刑

衔接机制存在的各类问题，但笔者认为行、刑衔接机

制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可总结为监督体制缺乏有效

性和相关配套制度尚未规范建立，这两大问题能否

解决将直接决定行、刑衔接机制能否良好运作，其价

值最大化能否实现。

第一，监督体制缺乏有效性。这里的“有效性”

包含“效率”与“效力”双重含义：一是内部监督模式

缺乏效率，二是监督的法律依据缺乏效力。首先，检

察院在行、刑衔接中具有双重角色，既是案件的衔接

主体之一，又是衔接机制的主要监督者。这种内部

监督往往容易导致各执行主体之间相互偏袒，问题

得不到有效、及时的反映与解决。我国目前的检察

权监督制约机制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程序内的监

督机制极其不健全，程序外的监督机制难以发挥作

用［１］（Ｐ３５３）。虽然监察机关也属于该机制的监督者，

但是现实中检察院的监督权尚且面临诸多问题，其

作为外部监督机关更难以保障其权力的行使。其

次，检察院的监督权不仅源于其法定职能，还包括法

律文件直接赋予的监督权。行、刑衔接并没有统一

的法律规范，目前最直接相关的《行政执法机关移

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仅属于行政法规，其他诸

如《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

件的规定》《关于在行政执法中及时移送涉嫌犯罪

案件的意见》等属于法律性规范文件，效力层级较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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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因此，提高行、刑衔接机制监督体制的效率与效

力，使其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发

挥效用，将有利于行、刑衔接机制的高效运作。

第二，相关配套制度尚未规范建立。２００６年，
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公安部、监察部、全国整顿和规

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同发布了《关于

在行政执法中及时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意见》，对

行、刑衔接机制的相关配套制度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首先，该意见第１条规定了《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
《行政处罚决定书》的抄送备查制度，明确了行政执

法机关在查办案件中对涉嫌犯罪的案件有向同级公

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移送的义务，以及对已经加以

行政处罚的涉嫌犯罪案件有告知的义务。这些规定

虽是保障行、刑衔接机制运作的主要方式，然而由于

该意见并非刚性规定缺乏一定的强制性与威慑力，

行政执法机关往往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造成大量

“有案不移”“以罚代行”的现象，因此必须强化行政

执法机关在衔接机制中主动履行职责义务的意识，

规范行政执法机关的“两书”移送制度。其次，该意

见第１６条规定在查办违法犯罪案件工作中，公安机
关、监察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应当建立

联席会议、情况通报、信息共享等机制，加强联系，密

切配合，各司其职，相互制约，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

法律。联席会议制度应当是行、刑衔接机制中具体

的、有力的配套保障制度，然而在该意见中仅简单地

概括并没有规定由谁召集会议、如何召集会议、是临

时会议还是定期会议等细节问题，因此在实务操作

中规范不一，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最终流于形

式。网络信息共享平台的建立虽然在互联网高度发

达的今天已经成为现实并在行、刑衔接机制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然而受限于经济条件的参差不齐，部分

发达地区能够建立完善的平台共享机制，而落后的

偏远地区则无法建立该制度，因此如何因地制宜地

在不同地区建立不同的信息分享机制同样重要。

　　二、行、刑衔接机制的内涵与特征

如前文所述，目前关于行、刑衔接机制的学术研

究范围单一，现实所存在的问题亦纷繁复杂，而治标

不治本的解决方案无法从根本上改善现状，因此厘

清行、刑衔接的内涵，把握该机制的基本特征是寻求

解决现实问题的基本前提。

１．行、刑衔接机制的内涵
行、刑衔接有诸多不同提法，如行政执法与刑事

执法衔接、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行政执法与刑

事诉讼衔接、两法衔接等，但无论采用何种表述，不

可否认的是，其是一种将行政执法过程中出现的涉

嫌犯罪案件向刑事司法机关进行移送的衔接机制。

如前文所述，理论界关于该机制的定义多是片面的，

仅将该机制界定为行政执法机关向刑事司法机关进

行的单向案件流转程序，并不能完整揭示行、刑衔接

机制的内涵。

首先，行、刑衔接应当是双向的，不仅仅限于违

法行为发生过程中涉嫌犯罪的案件。《刑法》第３７
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

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

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

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刑事

诉讼法》第１７３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
案件，应当同时对侦查中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解

除查封、扣押、冻结。对被不起诉人需要给予行政处

罚、行政处分或者需要没收其违法所得的，人民检察

院应当提出检察意见，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有

关主管机关应当将处理结果及时通知人民检察

院”。由此可见，行、刑衔接还包括刑事司法机关对

尚不能定罪处罚的但需要给予相关行政处罚、处分

或没收违法所得的案件移送行政机关进行相应

处理。

其次，２００１年７月国务院出台的《行政执法机
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第１８条规定：“行政
执法机关在依法查处违法行为过程中，发现贪污贿

赂、国家工作人员渎职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

职权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等违法行为，涉

嫌构成犯罪的，应当比照本规定及时将案件移送人

民检察院。”因此，行、刑衔接不仅仅是指行政执法

机关在处理行政违法案件中将涉嫌犯罪的案件或线

索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院，还包括行政执法机关

在查处违法行为过程中发现的国家工作人员涉嫌职

务犯罪时的移送机制。

综上，行、刑衔接机制的完整定义应当是：行政

执法机关在查处违法活动中将涉嫌犯罪的案件和行

政执法工作人员在查处违法行为、移送案件过程中

所出现的职务犯罪的案件移送刑事司法机关，以及

刑事司法机关将尚不能定罪的行政违法案件移送相

关行政机关进行处理的双向案件流转机制。

２．行、刑衔接机制的特征
通过对行、刑衔接机制定义和相关法律规范性

文件的解读与分析，可知该机制具有案件移送的双

向性、衔接机制的法定性特征。

一是案件移送的双向性。行、刑衔接旨在强调

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双边衔接，不仅包括行政执法过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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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发现的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及

行政执法工作人员在查处违法行为、移送案件过程

中所出现的职务犯罪被移送到检察机关处理，还包

括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办理的案件中不构成犯罪或

犯罪情节轻微可以免除刑事处罚，但需要进行行政

处罚、处分的进而移送到相应的行政机关进行处理。

这种案件移送的双向性主要指移送主体间可以相互

移送案件，而非单一的由行政机关向司法机关移送。

一些违法行为达到法定程度便转化为犯罪活动，虽

然行政处罚与刑罚均具有制裁性与惩处性、属于对

违法活动的否定评价，但是两者在性质上和强度上

均存在区别，行政处罚与刑罚并不能交替使用。因

此，两者实现对接有利于实现对不同程度的违法活

动的打击。

二是衔接机制的法定性。这种法定性主要体现

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主体的法定性。《行政执法

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中直接明确行政执

法机关为“依照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对破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妨害社会管理秩序以及其

他违法行为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以及法律、

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在法定授权范

围内实施行政处罚的组织”，而衔接机制中的刑事

司法机关主要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同时还规

定了检察院与监察机关的监督权。二是移送案件范

围的法定性。通常“行接刑”主要为经济型犯罪、人

身伤害及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等，而“刑接行”

主要是不构成犯罪或者犯罪情节轻微不需定罪、但

仍应当给予适当的行政处罚的案件。三是移送程序

的法定性。根据规定，行政机关不仅需要及时向公

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的案件，同时还需要向同级检

察院备案，而移送前应由两名或以上的执法人员提

出书面报告并且应当报经相关负责人进行审批，移

送时应当附带如移送书、调查报告、鉴定结论等法定

材料。

　　三、行、刑衔接机制的理论基础与法

律依据

　　行、刑衔接机制作为一项重要的深化司法改革
制度，发展历程已有十余年之久，其不仅有着迫切的

现实需求，同样也深植于其扎实的理论基础，其中最

突出的即国家权力制衡论及法律责任竞合论，前者

为该机制发展的理论渊源，后者为该机制执行的理

论依据。除深厚的理论基础外，在我国现存的法律

法规以及部分法律规范性文件中亦对行刑衔接机制

施以严格规制，为该机制的实际运作提供有力的合

法依据。

１．理论基础
行、刑衔接机制作为一项重要的司法改革制度，

其发展历程已有十余年之久，其不仅有着迫切的现

实需要，而且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国家权利制

衡论和法律责任竞合论。

其一，国家权力制衡论。国家权力制衡理论与

三权分立学说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均表现为国家

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之间的制约与平衡。权力制

衡是整个社会权力体系的核心思想，任何权力运行

过程都不是单纯权力意志的体现，而是权力限制权

力、权力制约权力的互动过程［４］。权力天生具有负

面属性，是滋生专制、腐败的一个重要条件，因而必

须对其加以约束、限制。行政权最早是由洛克在其

《政府论》中提出的，司法权最早出现于孟德斯鸠的

《论法的精神》，两权分别由不同的国家机关行使，

旨在形成权力间自主制衡模式，避免因权力的高度

集中而产生专制、独断。我国的权力模式较西方国

家有所区别，“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

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宪

法》第３条第３款），这是一种在人民代表大会领导
下的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之间的制约模式，三者

在统一的领导下相互配合和监督，旨在强调权力间

的约束与共生。２００６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强

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加强对行政机

关、司法机关的监督。

行、刑衔接主要涉及的是国家行政权与司法权

之间的制衡、互补、监督。从广义上说，我国司法权

由法院和检察院共同行使，主要是审判权与检察权。

行政执法机关是行政权的直接行使者，所涉及的多

为与广大公民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权力，该权力的正

当行使与社会管理秩序的安定密不可分。行政权是

三权中行使最为频繁、与公民直接接触最多的权力，

它具有天然的扩张性，并且容易滋生腐败、出现滥权

和强权等不良后果，是最难监督也是最不愿接受监

督的权力，因此必须建立强有力的机制对其牵制与

约束。

行、刑衔接机制的实现，源于理论上司法权对行

政权监督的正当性、必要性和可能性。我国《宪法》

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同时

还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有直接侦查权，通过启

动法律程序来实现追诉犯罪，并且监督国家权力的

正确行使，保障人权，维护社会的安宁和秩序，促进

社会实现公平正义等功能［１］（Ｐ１６８）。行、刑衔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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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通过检察机关对整个衔接过程进行监督，不

仅包括对行政机关执法过程的监督，也包括对刑事

诉讼过程的监督，对有案不移、有案不立等现象均有

权进行规制，必要时可以强制公安机关进行立案。

推进行、刑衔接机制的建设与完善，有利于限制行政

自由裁量权的行使，防止出现以刑代罚或者以罚代

刑的现象，实现两权的相互协调与合作，建立良性的

互动模式，实现国家权力的制约与平衡。

其二，法律责任竞合论。法律责任竞合是指由

于一个法律事实行为的发生同时违反了多部法律规

定，并且由此产生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不同的法律责

任。不同的法律规范是从不同的角度、目的、方式对

不同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由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

导致其本身在一定程度上有重合的部分，所以法律

规范在调整社会关系时也会产生重叠的现象。现实

中一个违法行为触犯多个法律规范的现象已司空见

惯，而这种责任的竞合既可能是同一法律部门内的

（如民法中最常见的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竞合），也

可能隶属不同的法律部门（如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

的冲突）。

通常认为，行政违法是指违反行政法律规范，侵

犯国家、集体或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危害国家安

全或者社会秩序，尚不构成犯罪，由行政机关予以处

罚的行为；而行政犯罪指违反行政法律法规，危害正

常的行政管理秩序，且同时也违反刑法的相关规定，

构成犯罪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可见，两

种行为具有同质性，二者的区别仅在于危害性的严

重程度不同，两者属于包含关系，通常构成行政犯罪

的必然属于行政违法行为。行、刑衔接机制的实现

在于行政法与刑法之间具有内在一致性与重合性，

两者的功能、目的、内容均存在一定重合部分，如均

旨在保障社会的正常运行秩序、维护公民合法正当

权益的行使，内容上均直接涉及市场经济秩序、社会

管理秩序等。同时，行政违法行为转为犯罪的前提

条件包括违法情节严重、违法金额较大、造成严重后

果等法定情节，刑法中也存在相关条文直接规定构

成行政违法的前提，如危害税收征管罪中明确规定

５年内受过两次行政处罚的不予免除追究刑事
责任。

刑法与行政法的交叉性及刑法的补充性和保障

性决定了行、刑衔接的可能性，而行政责任与刑事责

任的相异性又是两者之间衔接的必要性前提。在司

法实践中，通常对不同法律部门的责任采取重责吸

收轻责的原则，但是如前文所述，行刑衔接所涉案件

往往具有特殊性，不能单纯地采取吸收原则，而应当

根据实际情况，性质相同的处罚遵循吸收原则加以

折抵，不同性质的则合并执行。

２．法律依据
目前，对行、刑衔接并没有进行统一立法，其直

接法律依据散见于各部门法中，而具体的工作机制

框架构建于效力层级较低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

方性规章等规范性文件中。首先，《行政处罚法》第

７条第２款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第２２
条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行政机关必须将案

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６１条规
定“应当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案件而不移送的行政

机关应承担责任”。尽管这些法条直接明确规定了

行政机关需将已经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移送司法机

关，但是显然没有包括司法机关将不构成犯罪但需

要行政处罚的案件移送行政机关处理及在行政机关

处理案件过程中行政执法人员自身触犯刑法被移送

检察机关的情形。其次，《刑法》第３７条规定“对于
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

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

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

予以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该规定明确了司法机

关向行政机关移送需要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的案

件，同时《刑法》第４０２条规定“行政执法人员徇私
舞弊，对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不

移交”时需要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尽管行、刑衔

接机制并没有一部统一的法律规范，但《行政处罚

法》和《刑法》均从不同的角度规定了行、刑衔接的

最基本原则。除此之外，《刑事诉讼法》第５２条第２
款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

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

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第１７３条第３款规
定“对被不起诉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行政处分或

者需要没收其违法所得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检

察意见，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前者明确了行、

刑衔接中证据转化的可能性，后者规定了检察机关

同样也有职责向行政机关移送相关案件。

行、刑衔接机制的提出是为应对在１９９０年代初
期我国市场经济秩序建立之初大量出现的破坏社会

经济秩序犯罪，且普遍存在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打

击不力的问题。２０００年，国务院在开展打假联合行
动中首次提出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相衔接的问题，

２００１年４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整顿和规范市场
经济秩序的决定》，明确提出“行政执法部门在查处

违法行为中发现的犯罪线索，必须及时通报并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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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送公安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坚决制止一些地方

和部门存在的瞒案不报、以罚代管、以罚代刑现象，

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严肃追究责任”，要“加强行政执

法与刑事执法的衔接，建立信息共享、沟通便捷、防

范有力、查处及时的打击经济犯罪的协作机制，对破

坏市场经济秩序构成犯罪行为的，及时移送司法机

关处理”。依据上述决定精神，国务院于２００１年７
月又出台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

定》，对行、刑衔接机制中的具体程序加以规范，明

确了行政机关、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各自的职责，是

规范行、刑衔接机制具体工作机制的行政法规。而

后又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法律规范性文件，如最高检

２００４年３月发布了《关于加强行政执法机关与公安
机关、人民检察院工作联系的意见》，２００６年１月发
布了《关于在行政执法中及时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

意见》，２０１１年国务院法制办等部门发布了《关于加
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意见》；同时，拥

有行政规章制定权的各省市，亦相继结合当地实际

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办法，如《北京市行政执法与刑

事司法相衔接工作办法（试行）》《四川省行政执法

机关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加强涉嫌犯罪案件移

送的规定（试行）》等。

　　四、行、刑衔接机制实现的原则

从内涵、特征、理论基础以及法律依据等理论问

题上对行、刑衔接机制进行剖析，有利于对该机制的

基础规范进行宏观上的把握，然而作为一项现实操

作性较强的工作机制，更需要将理论应用于实践，因

此对实现原则的理论分析将更有利于该机制的良性

发展。行、刑衔接机制的实现应当以人权保障原则

作为根本原则、指导思想贯穿于各个环节，实践操作

中以责任并合原则为基本指导原则避免出现处罚不

一的现实问题，以效率优先原则为程序要求原则促

进衔接机制的高效、快速的发展，真正实现行、刑衔

接的“无缝衔接”。

１．人权保障原则
人权保障原则早在２００４年就写入《宪法》成为

宪法性原则，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同样遵循了

人权保障原则，在规范司法程序、非法证据排除、严

禁刑讯逼供等方面均做了详细规定。而行、刑衔接

机制作为打击犯罪、实现法治的司法程序，其实现同

样需要遵循人权保障原则，这有助于实现中共十八

届三中全会强调的“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

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

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１０］。

行、刑衔接所涉行为通常具有双重违法性，行政

责任与刑事责任发生竞合，行政罚款与罚金、行政拘

留与拘役及有期徒刑虽根本性质不同，但对公民权

利的限制目的是一样的，均对公民的财产权及人身

自由权施以剥夺或限制。因此，在行、刑衔接的过程

中，应当以人权保障原则为指导，避免对公民的正当

权益造成二次伤害。根据《行政处罚法》第２８条规
定，对违法者给予的罚款或者拘留应当折抵后期的

刑事处罚的罚金、拘役或有期徒刑，这是人权保障原

则在行、刑衔接中的直接体现。《行政处罚法》第７
条第２款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如

果行政机关因为某种原因对应当移送的行政违法者

不予移送，而仅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不仅不利

于对犯罪活动的打击，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也不

利于对行政违法行为中受害人的正当权益进行有效

保护，亦是违背了人权保障原则。如果由行政机关

的工作人员直接承担刑事诉讼中的证据采集、笔录

制作的工作，行政执法人员可能因不熟悉相关刑事

诉讼证据提取、保全制度而导致违法限制犯罪嫌疑

人的人身自由、违反程序、违法调查取证等问题，这

不利于保障行、刑衔接中涉案人员的合法人身权益。

因此，在行、刑衔接机制的所有环节与程序中，必须

以人权保障原则作为根本原则，以实现两法的良性

互动。

２．责任并合原则
由于行、刑衔接所涉案件的行政责任与刑事责

任存在竞合，因此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应选择何种责

任进行问责的问题。理论界有观点认为，刑事处罚

可以完全代替行政处罚，两者不应同时适用。事实

上，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是两种不同权力性质的制

裁方式，两种责任在其适用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

序、效果、种类上均存在不同。行、刑衔接机制中的

行政责任应当包括行政处罚与行政处分两方面，但

在实务中行政处分往往容易被忽略，行政处罚通常

包括警告、罚款、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吊销许可证

或执照、没收非法财物、行政拘留等，而针对公务员

的行政处分亦应纳入行政责任中，如警告、记过、记

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等。刑事处罚主要包括管制、

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罚金、剥夺政治权

利和没收财产等。显然，两种责任的承担方式、处罚

对象均具有较大的差异，仅性质相同的处罚之间可

以相互折抵，其他的则无法相互取代。

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并合适用不仅符合法律

责任竞合处理原则，同时也是由行、刑衔接所涉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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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征所决定的。与刑事处罚相比，行政处罚适用

程序相对简单，更有利于实现及时、快速地制裁违法

犯罪活动，有利于防止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扩大。

同时，诸如药品、食品等直接涉及大范围公民人身安

全的案件仅依靠刑事处罚不利于消除危害威胁、保

障公民安全，如对生产假药的厂家不仅应当追究相

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同时还应适用吊销营业执照

的行政处罚，彻底杜绝该违法犯罪活动的后患。而

移送给检察院直接侦查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

案件不仅应当给予相应的刑事处罚，还应当根据公

务员法的相关处罚规定作出撤职、开除等相应的行

政处分。行、刑责任的并合适用可弥补两者的不足，

有利于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相互合作与制约，有利于

对违法者作出适宜的制裁，实现对违法犯罪活动的

有力打击。

３．效率优先原则
在行、刑衔接机制实现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刑事

优先还是行政优先的理论分歧。虽然相关法律规范

并没有直接明确，但刑事优先属于传统法律文化观

念，并且基于“刑事违法性比行政违法性更严重、刑

事责任更严厉、刑事案件对证据的要求更高”［８］的

认识，传统理论和司法实务中一直将刑事责任优先

原则作为行、刑衔接实现的程序原则。随着对行、刑

衔接机制研究的加深，有学者开始提出行政优先的

程序主张，认为行政权相较于司法权更具主动性，

“刑事司法程序启动的正当性奠基于行政秩序的恢

复和保障、刑事司法程序运行以行政违法本质的认

定为前提、刑事证据规则的审查以行政专业知识的

运用为保障”［６］。实际上，现实情况复杂多变，单纯

地推崇一种原则是不利于行、刑衔接机制的良好运

作及对违法犯罪活动的责任追究的。因此，笔者认

为，应根据不同案件的实际情况，以有利于对违法犯

罪活动的责任追究为宗旨，将效率优先原则作为行、

刑衔接机制实现的首要原则。

首先，在行政执法机关进行现场执法的过程中，

所查案件的违法金额或其他情节已明显符合刑事责

任追究标准构成刑事犯罪的，则不应再将其纳入行

政处罚程序，而应做好相应记录并将其直接移交具

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予以立案侦查。

其次，对于已经进入行政处罚程序的行政违法

案件，如发现有涉嫌犯罪的情节或者符合追诉标准，

应根据案情的紧急程度、社会危害程度，判断是否需

要直接作出行政处罚后再移送，若案情紧急，则应当

直接转入刑事司法程序。

最后，司法机关先予以立案的案件，涉及行政违

法行为且必需给予相应行政处罚的，则应当在法院

判决发生效力后行政机关再予以不同性质的行政处

罚。同时，基于效率优先原则，对于司法裁判已经认

定的违法事实，可以作为行政机关作出处罚决定的

直接依据而无需另外取证或质证。

　　五、结语

综上所述，成熟的行、刑衔接机制不仅有利于完

善相关立法，健全法制建设，也有利于整顿规范市场

经济秩序，强化对相关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同

时可规范行政执法工作人员的执法行为，实现对行

政权有效、有力的监督，防止权力过度膨胀、异化。

因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作为深化司法

改革的一项重要制度，有着深刻的理论价值与现实

意义。实务中，应当正确地把握行、刑衔接的基本理

论框架，明确行政权、审判权与检察权的职责和义务

范围，以人权保障原则为基本指导原则，实体上注重

责任并合原则，程序上以效率优先原则为主。积极

推动行、刑衔接机制的良性发展，有利于保障公民的

合法权益，进而实现依法行政、促进司法公正。

［参　考　文　献］

［１］　杨永华．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的理论与实践
［Ｍ］．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２０１３．

［２］　周林．试论行刑衔接制度之完善［Ｊ］．法学杂志，２０１１
（１１）：５５．

［３］　程绍燕．行刑衔接廓清———行刑衔接的内涵与外延
［Ｊ］．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学报，２０１１（２）：３６．

［４］　元明．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理论与实践［Ｊ］．
人民检察，２０１１（２）：１１６．

［５］　牛忠志，杜永平．怎样实现对行政犯的“亦刑亦罚”
［Ｊ］．河北法学，２０１４（１）：４８．

［６］　田宏杰．行政优于刑事：行刑衔接的机制构建［Ｊ］．人
民司法，２０１０（１）：８６．

［７］　田宏杰．行政犯罪的归责程序及其证据转化———兼及
行刑衔接的程序设计［Ｊ］．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２０１４（２）：１３６．

［８］　刘艳红，周佑勇．行政刑法的一般理论［Ｍ］．北京：北
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１６０－１６５．

［９］　孙春雨．行刑衔接机制：三大类问题待破解［Ｎ］．检察
日报，２０１０－１０－１５（０３）．

［１０］新华网．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发布（全文）
［ＥＢ／ＯＬ］．（２０１３－１１－１２）［２０１４－０８－１０］．ｈｔｔｐ：／／
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ｈｏｕｓｅ／ｓｕｚｈｏｕ／２０１３－１１－１２／ｃ＿
１１８１１３７７３．ｈｔｍ．

·２３·



第１６卷　第１期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 Ｖｏｌ．１６　Ｎｏ．１
　２０１５年２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ｅｂ．２０１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１１－２１
［作者简介］田椰子（１９８９—），女，湖北省荆州市人，，四川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刑法。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５）０１－００３３－０５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刑事冤假错案的成因
田椰子

（四川大学 法学院，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２０７）

［摘　要］冤假错案是冤案、假案、错案的统称。其中冤假案是司法机关由于故意或过失而使无辜
者受到刑事追究定罪判刑的案件，错案是由于对犯罪事实的认定不清或者证据存疑而产生的案件。

冤假错案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包括：公安机关的错误侦查，检察机关作出的错误的批捕和起诉决定，

两级法院作出的错误的有罪判决。冤假错案伤害的不仅是涉案当事人，对整个司法体系、国家的公

信力和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形象都会带来极大的消极影响。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探究冤假错案发生

的原因可以从问题最初产生的地方切入，有针对性地采取防范措施。分析发现：社会角色冲突和规

则的影响是刑讯逼供的社会学诱因，而有选择地解释证实自己既存信念或图式的社会心理又会使

得办案人员因认知偏误、信息收集偏误出现信息整合判断失误，从而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因此可

从社会角色设置与司法程序设置两个方面化解，遏制“过度角色化”，完善制度设计，降低司法人员

的认知偏误，切实阻却冤假错案。

［关键词］冤假错案；社会角色冲突；认知偏差

［中图分类号］ＤＦ７３；Ｂ８４２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５．０１．００７

　　刑事冤假错案（下文简称为“冤假错案”），不仅
涉及刑事诉讼法的学科问题，还涉及宪法、人权法、

国家赔偿法和刑法的规制问题。近年来，我国影响

较大的冤假错案有湖北“佘祥林案”、云南“杜培武

案”、河北“聂树斌案”、河南“赵作海案”、浙江“张

氏叔侄强奸案”、上海“梅吉祥梅吉杨杀人案”等，这

些案件不仅给当事人及其家属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更给人带来一种司法随意性的感觉，对我国的司法

形象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因此防止冤假错案的

发生，意义重大。为此，各地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

纷纷召开关于冤假错案的研讨会和座谈会等，专家

学者也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系统梳理这些观

点后发现，大家讨论的视野多是集中在刑法和刑事

诉讼法方面，从当前法律制度的设定来究其原因，提

出的措施也多是关于立法方面的建议，并没有从社会

心理学角度来探究冤假错案屡屡发生的根源。笔者

拟在仔细研读相关案例、参考大量心理学和社会行为

学等专业书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关于冤假错案评析的

主流观点，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对此展开论述。

　　一、刑事冤假错案的定性和影响

从社会学视野看，社会问题由四个要素组成，即

物质或精神损害、触犯权力集团的价值标准、持续时

间长、解决方案多样并难以达成一致。［１］对照这四

个要素，刑事冤假错案均是符合的，应属于社会问

题。要从社会学角度分析刑事冤假错案，首先需要

厘清什么是冤假错案、后果有哪些。

１．刑事冤假错案的认定
冤假错案是刑事诉讼中错误的体现，换言之，冤

假错案的出现是因为刑事诉讼出现了错误。古今中

外，冤假错案总是刑事司法领域中难以驱散的幽

灵。［２］关于冤假错案的认定，有学者认为，冤假错案

泛指脱离实施根据、偏离法律准绳，对公民进行错误

的刑事追究，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司法侵害的案

件。［３］冤假错案是冤案、假案与错案三者的合称。

有的国家是将冤案规定为对无辜者进行定罪或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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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究，将假案规定为没有犯罪而被诬陷有罪的案件，

在这个意义上，冤案与假案都是出现错误需要予以

赔偿的案件。《汉语大词典》将冤案定义为“误判的

冤屈案件，被人诬陷、妄加罪名的案件”。鉴于此，

笔者认为，可以将冤假案定义为司法机关由于故意

或过失而使无辜者受到刑事追究定罪判刑的案件；

错案则是由于对犯罪事实的认定不清或者证据存疑

而产生的案件。

冤假错案的形成有着相应的过程根源，与刑事

诉讼中的公、检、法三机关均有关联。冤假错案形成

与发展的完整过程包括：公安机关进行的错误侦查，

检察机关作出的错误批捕和起诉决定，两级法院作

出的错误的有罪判决。

２．刑事冤假错案所造成的影响
厘清什么是冤假错案为的是对其严重后果进行

分析、予以正视，而长期以来我们对此的认识是不足

的。首先，冤假错案对当事人及其家属会产生不可

逆转的影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真同志曾说

过：“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出一个冤假错案不过百分

之一、千分之一或者万分之一，但是对于一个人和一

个家庭来讲这就是百分之百。”［４］对当事人及其家

庭而言，冤假错案不仅意味着当事人的人身自由乃

至生命被剥夺，而且使其家庭其他成员打上了“犯

罪人亲属”的标签，给他们带来生活上、工作上的困

扰，不利于家庭其他成员的发展。其次，冤假错案意

味着公权力对私权力的绝对压制和无理剥夺，因为

公、检、法机关是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机关，冤假错

案的出现会加大普通民众对国家公权力的诟病，这

不仅有损法律的公平正义，也会削弱国家机关的公

信力，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另外，上升至国际人

权保护层面，冤假错案是对人权的侵害，会引发国际

上的批评与抗议，对于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形象是一

种严重的损害。

３．刑事冤假错案与社会心理学
研究表明，刑事冤假错案的产生源于刑讯逼供，

而刑讯逼供的产生，除了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外，很大

程度上是心理的博弈。讯问者与被讯问者之间在一

开始就被划分成了两个不同甚至对立的阵营，各自

代表着不同的社会角色。探讨不同角色在特定情景

下的行为模式选择，需要我们考虑当时的外在环境

对作出选择的影响，而作出选择的过程就是一个完

整的心理波动过程。因此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来理

解刑讯逼供，有助于学科间的交融，能为预防冤假错

案的发生提供新的思路。冤假错案与社会心理学的

另一个交集表现在各种信息的整合上。判定一个案

件所需要的相关资料都是通过一系列的资料整合而

获得的，这是一个原始信息再处理的过程，其中便涉

及与社会心理学相关的记忆认知。社会心理学认

为，人的行为是遵循一定模式的，而且面对相似的情

形往往会呈现出相同的第一反应，这是经过长期发

展而形成下来的一种既定模式。在司法实践中，办

案人员对于第一犯罪嫌疑人往往会在思维过程中作

有罪推定，即不自觉地将其推定为犯罪人，所关注的

信息点也主要是能证明其罪行的相关信息，而对于

否定性信息则会不自觉地忽视。显然，这样的信息

搜集整合容易出现偏差，其对案件的后续发展所产

生的影响必然是消极的。

　　二、刑事冤假错案发生的原因

造成冤假错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冤假错案的

出现，表面上看可能是一种偶然，但偶然之中包含着

必然，因此探析冤假错案产生的成因，需要我们透过

表面的偶然现象揭示其内在的必然本质。下面笔者

仅从社会角色冲突及社会认知的偏差这两个方面来

进行分析。

１．社会角色冲突
最早将角色理论运用到社会学中的是美国芝加

哥学派的米德，美国人类学家林顿进一步发展了这

一理论，其后的社会学家如帕森斯、默顿、达伦多夫、

戈夫曼等相继对社会角色理论进行了完善。林顿把

社会角色定义为：在任何特定场合作为文化构成部

分提供给行为者的一组规范［５］，认为社会文化雕塑

了社会角色，角色表演是根据文化所规定的剧本来

进行的。

冤假错案中的社会角色冲突首先表现在刑讯逼

供中。作为刑讯逼供主体的讯问人员其社会角色是

值得反思的。著名的“斯坦福实验”能有效地诠释

社会角色对一个人所造成的影响。为了进行这一实

验，当时从一些自愿的大学生中挑选出来９人进行
试验（这９位同学经过一系列的心理学测验，被确
定属于遵纪守法、情绪稳定、身体健康的普普通通的

平常人），通过投掷硬币来随机分配看守和囚犯的

角色。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得出下面的结果：被选

为看守角色的同学，一改平日文气温雅的面孔，变得

高傲甚至残酷；而被选为囚犯角色的同学，则出现了

不同程度的情绪低落、抑郁和思维紊乱。这些原本

都是正常普通的大学生在受领不同角色时，表现出

完全不同的人格。社会学家将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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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为社会角色和规则的作用。社会角色是在社会

生活的长期发展中人们对于不同身份的人所赋予的

一种行为表现期待，比如说警察的社会角色就应该

是既严谨又威严的，而教师在学识和做人方面就应

为学生的表率。规则是人们的行为所遵循的原则与

行为规范，是社会对角色行为的一种规制。大多数

人认为刑事冤假错案的出现应归咎于侦查人员的刑

讯逼供，认为是侦查人员的个人素质不高或片面追

求破案率或讯问环境过于封闭造成的，但再往深处

探究，会发现这其实是与社会角色息息相关的。

认为讯问环境的封闭性易导致刑讯逼供的看法

是片面的，因为大量的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在私秘

状态下反而更容易坦诚沟通。至于侦查人员的个人

素质，他们大多是经过层层筛选之后留下的佼佼者，

虽然也有少数是靠关系进入侦查机关的，但他们并

不能代表侦查人员的整体素质水平。在引入社会角

色概念后，我们便能很好地理解讯问过程中讯问者

的暴力等倾向了。首先，讯问中犯罪嫌疑人无疑是

被打上了标签的，如“反社会”“渣滓或败类”，是等

待判刑的犯罪人员；而讯问者则是保护社会大多数

人既得利益的权力阶层，他们的任务就是打击和惩

治破坏他们利益的“敌对者”。这样简单地将问题

上升至敌我矛盾的角色分配，会使得多数讯问者在

开始讯问前就已经认定那些嫌疑人是有罪的人了，

他们厌恶、憎恨犯罪的个人情感极易掺杂在讯问的

过程中。许多实证调查发现，带着个人情感的讯问

者所提的问题都会不自觉地带有诱导性质，诱导嫌

疑人去承认本来不是自己所犯的罪行，一旦嫌疑人

不认可，换来的可能是强权的压迫。这样就使得本

来就显得有些对立的角色冲突更加激化，一方是主

动行使权力的主体，一方是受权力制约的对象，讯问

者的身份和心理优势都高于被讯问的人，并在角色

互动过程中进一步强化。这样的冲突就是角色和规

则的影响直接带来的，它们会导致刑讯逼供的出现，

会增加冤假错案出现的频次。

２．社会认知的偏差
一个刑事案件的处理，必然少不了社会推理。

而依照社会心理学的观点，社会推理要经过信息的

搜集选择和整合判断两个步骤。在司法程序上，公

安和检察机关负责搜集选择信息，而法院则负责对

前面两个机关提供的信息进行整合并形成自己的判

断。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的先前经验会不自觉地影

响到他们对信息的收集，而信息收集的偏误又会导

致整合判断的失误，这正是冤假错案形成的机理。

（１）侦查活动中的认知偏误
决策的概率理论表明，人们在不确定情况下的

决策通常依赖于出现的概率。在多数公安办案人员

的认知里，犯罪嫌疑人就等同于最终的犯罪人。因

此，公安人员在办案之始可能就会先入为主地判定

犯罪嫌疑人有罪，进而是搜集证据支持自己的判断。

以“杜培武案”为例，“妻子与他人有不正当两性关

系———杜培武怀恨在心———产生杀人动机———实行

谋杀”，公安人员对犯罪重构的这一因果链条是建

立在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基础上的，之所以这样推断，

是因为“因奸杀人”的犯罪图式在公安人员的头脑

中易于提取。因为在之前公安机关所办的案件中，

出现过“因奸杀人”的案例，而且这样的案例在办案

人员脑海中形成了较为深刻的印象，在面对看似类

似的案件时，这样的认知就会立刻浮现。在这一认

知图式的引导下，公安人员将最大嫌疑人锁定为杜

培武就不难理解了。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的一些想法会对他的社

会意识和行为产生影响，他们总是有选择地去解释

并记忆某些能够证实自己既存的信念或图式的信

息。［６］以“杜培武案”为例，公安机关经过相关信息

排查之后就将最大犯罪嫌疑人锁定为杜培武，然后

搜集有罪证据支持嫌疑人有罪。姑且不论杜培武是

否知道妻子与他人的不正当两性关系，即使知道是

否一定要以杀人的方式解决，另外以杜培武身为民

警多年的经验，不可能不知道自己会成为最大犯罪

嫌疑人，以及用军用枪支杀害两名民警所造成的罪

恶，而且在警方侦破中，从警十多年的杜培武竟没有

运用自己的反侦破能力，如此等等，这些疑点，公安

侦查人员都没能予以考虑。至于犯罪用的工具———

手枪，在经过刑讯逼供后的“招供”中根本找不到的

情况下，公安侦查人员采取的是不予理睬的态度。

整个侦查，所谓的“气味”“泥土”“火药残留物”等，

以及让人难以忍受的刑讯逼供，都是为了印证杜培

武的杀人行为成立。至于在警察与嫌疑人的互动

中，杜培武最终选择了做出有罪的供认，这与他的从

警经历是相关的，他深知在案件侦办中，将自己列为

最大犯罪嫌疑人，在许多办案人员眼里自己已然就

是犯罪人，坚持无罪的辩驳只会为自己招来更大的

肉体和心灵上的折磨。这是行为证实偏差的典型表

现：人们对他人的社会行为总有一个规则方框，只有

在规则方框内的行为才是人们所期望的表现，任何

的不一致都会引起公众对行为人的诟病。

（２）法院审判中的认知偏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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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安机关锁定的犯罪嫌疑人经检察机关认定

并起诉而成为被告人后，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认

知结论及其支持材料就会一起移送初审法院，此时，

需要法院作出罪与非罪的判断，如有罪，还需要作出

罚轻罚重的判断。法官判断罪与非罪时，首先应该

判断各种证据是否可信，客观的证据只有在赋予主

观解释之后才有意义。法院在认知时依据的材料除

了公安、检察机关赖以作为判断基础的一切信息，还

有被告的口供，辩、诉双方的主张。在司法程序上，

法官首先看到的是起诉意见中对事实的陈述，然后

才是口供和其他证据，被告方的辩护意见是在公诉

方的起诉材料之后进入法官的认知过程。认知心理

学表明，材料的呈现顺序通常会影响人们的判断力。

此时，法官在判断时，会受到认识上的首因效应的影

响。［７］公诉材料将有效调动法官的知识和记忆，并

由此引发启动效应［８］，这将使法官作出有罪的判

断。在这样的过程中，口供和其他线索只是起到了

验证公诉材料所陈述内容的作用，法官的第一印象

对最终的判断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如果不能对法

官的第一印象作出有力的调整，那么最终的判断与

第一印象就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综上，社会角色冲突和规则的影响是刑讯逼供

的社会学诱因，而有选择地解释证实自己既存信念

或图试的社会心理又会使得办案人员因认知偏误、

信息收集偏误出现信息整合判断失误，从而导致冤

假错案的发生。如何最大程度地化解社会角色冲

突，降低司法人员的认知偏误，这是减少冤假错案应

该深思的问题。

　　三、预防刑事冤假错案的对策

２０１３年，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在广州举
行的刑事审判工作调研座谈会上指出：“要像防范

洪水猛兽一样来防范冤假错案，宁可错放，也不可错

判。错放一个真正的罪犯，天塌不下来，错判一个无

辜的公民，特别是错杀了一个人，天就塌下来

了。”［９］由此可见，冤假错案的发生，其后果是巨大

的，对冤假错案的应对，应当落实到切实有效的举措

上。冤假错案的应对，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不

仅包括案件判决前的应对，还包括如何正确启动冤

假错案的纠正及对其不良影响的应对；狭义上则仅

指如何尽可能地减少冤假错案的判决。鉴于本文的

分析角度及前文所述，在此所讨论的冤假错案的应

对只是狭义上的，仅从社会角色设置与司法程序设

置两个方面作一探讨。

１．社会角色设置
社会分工不同会导致社会角色的千差万别，同

一个人在不同场合也会承担不同的角色。综上所

述，社会角色冲突和规则的影响是导致刑讯逼供这

一现象的内在诱因，而冤假错案的发生往往又缘于

刑讯逼供，因而，解决社会角色的设置冲突，能有效

地防止刑讯逼供，对冤假错案起到防范作用。

社会角色虽已经既定无可更改，但是，社会角色

的内涵是可以改变的，这就需要整个社会对社会角

色给予全新的系统的阐释，使其内涵符合社会发展

的基本潮流。在刑讯逼供事件中，讯问者与犯罪嫌

疑人的角色应该是平等的，要明确犯罪嫌疑人与犯

罪人是两个不同的角色，将二者混同会造成社会角

色的混乱，对认知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讯问者是

权力的执行主体，只能客观公正地进行讯问并记录，

而不应该视自身角色代表社会的热切期望，而滥用

权力。公众希望通过讯问查找真凶，这样的社会期

待掺杂进角色设置，往往是错误的开始。

因此，应以一种客观公正的心态去看待每一个

不同的社会角色，剔除过多的个人情感期望，遏制

“过度角色化”，唯有如此方能在讯问中正确地对待

犯罪嫌疑人角色。社会角色的设置需要整个社会的

共同努力。

２．司法程序设置
社会认知是长期形成的，许多依据社会认知的

判断来自于先前的经验。社会认知偏误虽是正常人

在推理判断中的正常失误，不可避免，但是在司法人

员办案过程中，由于他们的认知偏误与司法程序有

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可以从完善制度设计上来保障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免受无端的刑事追究。

一是可以引进心理学家作为第三方出具专家证

言。在我国法律中，关于口供的证明力没有给予特

别的规定，多是由法官判断是否采纳，即“自由心

证”，而且要在特殊情况下口供的证明力才受证据

规则的规制。对于非法言辞证据的规定，我国法律

规定过于笼统，对于如何查明口供是以刑讯逼供等

非法手段收集的，以及非法收集的证明责任和证明

标准，没有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更没有明确何时以

何种程序予以排除。这种规定上的疏漏，使得判案

的严谨性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法官的个人判断。鉴

于此，可以借鉴国外的引入心理学专家作为专家证

人的制度，完善证据的补强规则。近年来，心理学家

在英美法系评议有争议的供述案件中发挥了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关于有争议性的供述证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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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纳标准完全可以借助于作为第三方的心理学专家

作出评估。

二是认真贯彻落实“疑罪从无”原则。改革开

放前，长期以来，在“左”的思维及环境的支配下，

“宁可错判，不可错放”一直左右着我国的司法工

作，它像梦魇一样纠缠着司法工作者，由此导致许多

冤假错案发生，其教训十分沉痛。纵观媒体所披露

的一些冤假错案，其实很多案件的判决都是存在疑

点的，可惜的是，尽管有不少学者呼吁，但事实上不

少案件作出的都是“疑罪从有”的判决。“疑罪从

无”的设置可以改变案件的最终判断，其操作不同

于公安办案人员的心理认知，而法院的主审法官的

认知过程已接近尾声———他一方面已经知晓辩方提

出的疑点，而疑点的存在就说明案件可能不成立，另

一方面他自己也对案件的成立有主观性认知，此时

的判断就是在疑虑中进行的；而“疑罪从无”原则正

好可在这种认知不协调的处境中发挥作用。

“疑罪从无”原则实际上是从外部为认知行动

者提供一个需要遵循的解决认知不协调的方案，它

会促使法官不是仅依靠原有自然而然产生的主观上

的认知直接确认有罪的可能性，而是继续思考案件

不成立的可能性能否依据“疑罪从无”而被最终否

认。这种思维上的争斗达到一定程度，就会使得法

官停止之前自然认知的发展，或者降低主观定罪的

可能性，从而作出无罪的判决。切实贯彻“疑罪从

无”原则是冤假错案预防机制的最后一道屏障，无

论前面的认知达到何种地步，只要存在难以证明的

疑点就应当判决无罪，这不仅不会损害司法的公信

力，而且还会大幅度地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

“疑罪从无”，可能会犯错误———放纵了坏人，

但不会同时犯第二个错误———冤枉好人；但“疑罪

从有”，则可能同时犯两个错误———在冤枉好人的

同时，放纵了坏人。这就是结论。

　　四、结语

刑事冤假错案如果不经发觉与纠正，可能损害

的是嫌疑人的长期自由甚至生命。探究冤假错案发

生的原因及在此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纠正措施，

是必要且重要的。当前，由于舆论媒体力量的日渐

强大，冤假错案的披露有了更便捷的通道，这使得关

于冤假错案的讨论又被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本文

避开了常规的从现有制度来拷问我国的司法体系的

论证道路，而以社会学中的角色和社会认知为思考

点，来展开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冤假错案的产生除

了法律制度上的原因外，与整个社会大环境有着密

切的关系。在社会分工之初，人们就有了不同的角

色，社会治安的维护者被赋予了较多的责任，不仅要

求其自身要以身作则，还要求其对其他人进行监督，

这样的被赋予多重内涵的角色容易使其产生权力的

膨胀，也极易导致不安因素出现时的一种坏人扩大

化倾向，使无辜的人遭受到不合理的怀疑。此外，在

一系列信息整合过程中，经验主义等导致的认知偏

差往往会对事情的公正处理产生重大影响。这些因

素不是仅从法律的层面就能简单得到纠正的，需要

从问题最初产生的地方进行层层探究。

冤假错案的危害是巨大的，全面预防冤假错案

的发生，是我们司法工作者与普通大众的责任和义

务。除了检讨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之外，将冤假错案

这一社会性的案件放在社会化的大背景下去思考是

非常必要的。在学科相互交融愈加明显与频繁的今

天，多角度地分析问题是一种发展趋势，对冤假错案

的研究不应仅仅限于法学领域，还可以从经济学、社

会学、哲学、心理学等多重视角进行探析。当对一个

问题的研究渗透到各个相关领域时，对于这一问题

的解决也就指日可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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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发展视野下的河南省基础教育浅析
王银峰

（郑州轻工业学院 思政部，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河南省作为一个农业大省和人口大省，其经济社会发展较发达省市尚有差距，部分原因就
在于教育落后。分析和解决城乡基础教育发展中面临的难题，改善城乡基础教育现状，是实现河南省

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有效路径。目前，河南省城乡学校教学设施配置不均衡，师资力量相差悬殊，教

育经费投入相差较大，城镇巨型学校使得教育资源过分集中。究其原因，主要是城乡二元制度的影

响，社会价值取向偏差导致的教育评价体制偏差，优质教育资源集中于城镇加剧了这种不均衡。河南

省可以借鉴北京市、杭州市、张家港市的先进经验，深入思考城乡基础教育在现实基础上均衡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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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的奠基工程，促进基
础教育均衡发展对缩小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实

现社会公平具有重要意义。《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

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也提出，要将推
进教育均衡发展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着力建

立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发展机制。我国学者对城乡

基础教育的研究，从城乡二元结构、城镇化建设、政

府职能转变等方面论述的较多，如褚启宏［１］分析了

城乡二元教育结构制度的形成及其思想根源，吕

雪［２］在研究了我国城乡教育政策的演变后提出了

通过弱化二元社会结构促进城乡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的建议等。但这些研究往往以政策为出发点，在现

状分析、制约因素方面与实际结合稍显不足。分析

和解决农村基础教育发展中面临的难题，改变城乡

基础教育现状，是实现河南省城乡教育事业均衡发

展的有效路径。基于此，本文拟在对河南省城乡基

础教育发展现状和制约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立

足河南省情，借鉴外地先进经验，提出有针对性的策

略措施，以促进河南省城乡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一、河南省城乡基础教育发展不均

衡的主要表现

　　基础教育，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基础工程，也是整
个教育体系的关键部分［３］。河南省自普及九年义

务教育以来，城乡基础教育得到长足发展，但随着城

镇化进程的加快，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校际之间仍

存在着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质量优劣不一等现象，这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河南省基础教育的发展。

１．城乡学校教学设施配置不均衡
河南省农村中小学多建立于新中国成立之后，

学校经费有限，教学设施严重不足。２００７年，根据
河南省教育厅、财政厅《关于切实做好农村义务教

育阶段学校课桌凳更新配置工作的通知》（豫教财

〔２００７〕３１号）精神，河南省全面实施了农村义务教
育阶段学校课桌凳更新配置工程，基本解决了全省

中小学课桌凳残破、缺失的问题，根除了农村义务教

育阶段学生自带桌凳上学的现象，初步改善了河南

省农村中小学校基本办学条件，但是与广大城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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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教学设施配备情况相比，农村中小学的校园校

舍、教学仪器和设施、图书资料和多媒体电教设备

等，仍然相对落后和不足。

２．城乡学校师资力量相差悬殊
近年来，各级政府在师资配备上虽采取了多种

向农村倾斜的政策和措施，使城乡教师队伍之间的

差距逐步缩小，但综合考虑编制水平、福利待遇、能

力素质、专业发展等方面因素，教师在选择工作地点

时往往偏好于城镇学校，从而造成农村师资力量缺

乏、城乡师资力量悬殊的局面。另外，受教育管理体

制、教育投入体制、教育人事制度等的影响，农村地

区基础教育办学条件差、待遇低、培训和进修机会

少，这也带来农村师资的结构性短缺。

３．城乡教育经费投入相差较大
近年来河南省教育经费投入占 ＧＤＰ的比重虽

不断提高，但教育投资在城乡之间的分配仍然存

在着不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在分配的时候城市占

据优势，而乡村学校在布局、数量、师资力量、管理

水平、支持力度等方面均处于劣势。特别是一些

县（市、区）实行教育办公经费的划拨与学生人数

挂钩的政策，使得一些规模小的学校教育经费寥

寥无几。由于经费投入不足，农村残疾儿童享受

基础教育的机会更少，特殊教育仍是农村基础教

育的软肋。

４．城镇巨型学校使得教育资源过于集中
由于经费充足、师资优良、生活和交通条件便

利，城镇地区的中小学校呈现爆发式的发展态势。

依据国内外的研究与规定，在校生超过２０００人的
中小学校为巨型学校。从郑州市教育局网站公布的

数据可以看到，截至 ２０１３年底，郑州市区有小学
２０６所，在校生 ２９．０８万人；初中 ８５所，在校生
１３８１万人；高（完）中６０所，在校生７．８万人，而这
些学校有一半以上都超过甚至远远超过巨型学校所

规定的学生人数。巨型学校的出现使得教育资源过

分集中，虽然在师资力量、教学质量、升学比例等方

面占据着优势，吸引着更多更好的生源，但我们也应

理性地看到它所存在的问题：首先，城市的土地寸土

寸金，很多巨型学校在建设用地面积上较为固定，只

能在有限的土地上密集地盖教学楼、办公楼、宿舍楼

等，而学生人均活动占地面积远远低于国家规定的

标准，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素质教育的活动范围和质

量；其次，导致了“规模不经济”现象，巨型学校的各

项发展指标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就会导致失衡，造成

办学成本增加、资源过度浪费，在这种态势下优质教

育的质量就很难保证；再次，会给学校周围带来不利

影响，如学区房价格急剧上升、周围交通拥堵成灾、

安全隐患频发等。

　　二、河南省城乡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的制约因素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农村基础教育
发展的政策，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村基础教育的发

展需求，但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乡基础教

育政策与机制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之处日益凸显，

城乡基础教育差距逐步成为教育事业发展的掣肘。

１．城乡二元制度的影响
我国城乡基础教育的发展深受城乡二元结构的

影响和制约。有学者指出，当前有１４种城乡二元制
度支撑着城乡二元结构［４］。河南省城乡基础教育

二元结构中既有教育内部的制度根源，如我国《义

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了城乡分治、“分地区、有步骤

地普及义务教育”的“梯度发展”安排［５］，这一制度

安排直接导致城乡有别的教育管理体制、教育投入

体制、教育人事制度等；也有教育外部的制度根源，

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等。在城乡二元教育制度制

约下，城乡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教育投入总量不

足、优质教育资源供不应求等问题日益突出。

城乡教育二元制度的思想根源和价值基础在于

对农村和城市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存在认识上的偏

差。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促进我国从农业大国向工

业大国转变，我国逐渐形成了“以农补工”“重城轻

乡”的城市中心发展观。这种认识上的偏差直接导

致了城乡有别的教育政策与教育制度，教育资源配

置明显倾向于城市，从而拉大了城乡基础教育差距。

２．社会价值取向偏差导致的教育评价体制偏差
农村经济上的落后、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影

响了城乡居民的教育投资能力，城镇居民对优质

教育资源的支付能力和获得能力远远高于农村居

民，形成了以城市为中心的精英教育思想，以及农

村教育不重要、读书无用的价值取向，使城乡适龄

人入学机会的差异显性化。从教育评价体制来

说，由于整个社会忽视素质教育，过分注重学历，

逐步将学业成绩、升学率作为评价教育质量和教

师工作业绩的主要甚至唯一标准，导致教育资源

过度向城市、名校集中，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乡基

础教育的均衡发展。

３．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加剧了发展的不均衡
优质教育资源的集中往往体现在校园规模、师

资规模、学生规模、升学质量等方面，一些办学规模

较大的“名校”绝大部分分布在城市，很难在乡村中

找到一所规模较大的学校。例如，郑州市金水区重

点小学文化路一小在校生人数３７００多名，在职教
师１３０多名，２０１４年招收８个普通班，每班７８人左
右，２个国际班，每班 ５０人；纬五路一小在校生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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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００多名，在职教师 １３０多名，２０１４年招收 ８个
班，每班８０多人。［６］而广大农村地区小学的入学人
数很多都达不到国家规定的一个自然班的标准，有

很多乡村小学每班甚至不到１０人；农村学校教师的
数量也是不能保证的，有的老师甚至分别给几个年

级授课。

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农村中经济条件较好

的家长愿投入更多的教育成本让孩子到乡镇甚至到

城市上学，进城务工者也是不遗余力地把子女带到

务工所在地的城市上学。随着乡村基础教育生源逐

渐向城镇转移，优质的师资也因多方面的因素想方

设法往更好的学校调动，结果就导致了生源、师资这

两个最基本的教育因素更加集中，呈现出一边倒的

趋势，城镇拥有的优质教育资源越来越多，乡村拥有

的优质教育资源越来越少，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城乡

基础教育发展的不均衡性。［７］

　　三、城乡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可供借

鉴的外地经验

　　１．北京市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指标作为教育行
政官员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

北京市通过加强政策倾斜和经费投入，使教

育资源向农村倾斜、向不发达地区倾斜、向基础薄

弱学校倾斜、向弱势群体倾斜，以解决城乡基础教

育不均衡问题。同时，北京市还通过建立对学生

课业负担情况追踪制度、市区（县）和学校三级教

学管理责任制度、电子学籍管理制度、社会评价监

督机制等综合配套制度，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

担，弱化升学升级考试，促进教育资源在不同区

域、不同学校间公平、合理地流动和配置。在基础

教育均衡问题上，北京市还采用差异系数等进行计

算，初步确定均衡程度的判断标准，同时致力于提升

素质教育水平，改变过去单纯以升学率作为重要评

价指标的办法，将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指标作为评

价和考核区县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与领导政绩

的重要内容。

２．杭州市实施优质教育资源倍增计划
２００６年９月，杭州市出台了《关于实施中小学

名校集团化战略的若干意见》。该意见指出，以名

校、重点学校为主导，通过这些学校来投资、承办、参

与入股等方式，施行名校参与新校、名校参与民校、

名校协同名企、名校协同弱校，以及中外合作办学等

多种办学模式，通过名校、重点学校的品牌管理、优

质师资等输出与指导，带动新办学校、弱势学校在短

期内提升教学质量、提高整体水平。该意见还结合

当地学校布局和发展现状提出，除了部分农村和落

后地区外，今后由政府投资的新建学校原则上只建

新学校，不取新校名，不挂新校牌，由名校来进行管

理。杭州市要求教育行政部门要尊重学校发展的内

在规律，对加入教育集团的各成员学校，实施标准化

建设和规范化管理，积极引进现代学校制度，以期实

现政府教育投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最大化、最

优化。

３．张家港市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在城乡无障碍
流动

为推动城乡教育资源均衡发展，张家港市确立

了城乡教育同步规划、办学条件同步改善、学校管理

水平同步提升、教师素质同步增强、教育经费同步增

长、教育满意度同步提高的目标。在具体做法上，一

是通过一整套完善的促进城乡师资均衡配置和城乡

教育优质均衡的导向机制、流动机制和激励机制，来

推动区域优质师资均衡发展；二是通过校长轮岗、市

校组团支教村校、政策向薄弱学校倾斜等措施，带动

城乡教育资源合理流动；三是通过“两统一差”，促

进全市教师人事工作统一管理、待遇统一标准，在评

先、晋级等方面实行差异化管理，实施政策向农村、

支教教师倾斜。

　　四、促进河南省城乡基础教育均衡

发展的对策建议

　　２００５年，《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将教育均衡发展上升到国

家政策层面，将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义务教

育发展的重要指标，并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支持农

村基础教育发展的政策，农村基础教育现状得到很

大改观。但是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分离的教育资源

配置方式，使城乡形成了两个封闭的教育体系，城乡

基础教育均衡化发展仍任重道远。为促进河南省城

乡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笔者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１．打破体制障碍，建立城乡教育均衡发展体制
建立合理的城乡教育均衡发展体制，首先需要

关注和改变过去“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模式，在管

理体制和投资体制上下大工夫，改变县级财政中教

育支出不足的局面，由中央和省级政府承担基础教

育财政支出，保障城乡教育经费投入均衡，提高农村

地区办学条件，保证优质教育资源城乡共享。其次

要改革教育人事制度，研究促进城乡教育资源合理

流动的体制机制，统一城乡教职工编制标准，以切实

保证农村师资待遇和水平，加大对城乡教师统筹调

配力度，完善城乡教师流动机制，促进区域内师资均

衡配置。最后可以通过户籍制度、就业制度改革，逐

步打破城乡二元体制障碍，保证农村人口能享受无

差别化的基础教育，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权利。

同时，各地区还要考虑到自身基础教育发展的特点，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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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教师的分配、调动、收入，入学生源的地理环境、

生活环境、家庭环境，基础学校的布局、辐射力度、承

受能力等多方面因素，在基本教育制度的基础上制

定合理的教育规划，形成合理协调的城乡教育均衡

发展体制机制。

２．提升基础教育规划水平，完善学校网络布局
河南省应结合城镇化建设实际，提升基础教育

规划水平，完善学校网络布局。一要根据教育事业

发展规律和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原则，充分考虑农村

中小学辐射半径，合理确定学校规模，科学调整农村

中小学校布局，加强学校建设与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的有机联系，规范城乡学校空间布局的科学性和合

理性，提高教学资源使用率和使用水平；二要研究制

定优质教育资源倍增计划，充分发挥名校、名师的带

动作用，通过“以城带乡”“名校 ＋弱校”等措施，促
进农村中小学校建立与发展，推动城乡基础教育均

衡发展。

３．加强宏观调控，建立城乡教育互动平台
构建合理的城乡教育互动平台，必须坚持城乡

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理念，从宏观上把握和引导，政策

上合理调控城乡教育资源，确保教育政策支持、师资

投入、教育引导等方面统筹发展，促进农村教育多元

化，缩小城乡基础教育差距。首先，应加强网络教育

互动平台建设，加大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力度，构建

区域教育网络系统，实现城乡基础教育资源共享；

其次，应加强政府和学校联动平台建设，建立城乡

基础教育均衡发展长效机制，从制度上为农村教

育发展提供保障［８］；再次，应加强城乡师资流动对

接平台建设，合理调控区域间的城乡师资流动，给

乡村教师提供发展空间，增强城镇教师为农村中

小学服务的意识，形成合理的城乡教师流动机制；

最后，应加强城乡教育资源共享平台建设，以实现

学校优质资源———图书资料、教学设备、教育管理

等硬软件与较近弱势学校共享，从而提升基础教

育设施利用率。

４．充分发挥政府对基础教育的引导职能，加大
监督督导力度

政府在城乡教育一体化过程中的职能应主要是

根据立法通过行政管理对其他主体行为进行引导，

并为学校办学条件的改善、公民受教育权利的获得

提供重要的保障与服务。［９］因此，政府应根据教育

立法、通过教育行政管理权的使用，建立教育监督、

督导机制，最大限度保障城乡居民获得公平接受基

础教育的权利，合理配置城乡教育资源，强制各级地

方政府教育经费落实，督导城乡教育质量、师资待遇

水平一体化情况，逐步提高政府教育管理职能与服

务职能。

５．有倾向性地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注重均衡
发展

首先，合理配置师资队伍。乡村师资队伍的来源

可以多样化、多渠道，同时还要对长期在乡村服务的

教师给予鼓励，在工资、晋级、调动等方面给予一定的

补偿。其次，合理配置基础设施。城镇学校规模一般

比较大，基础设施和设备较为先进，而与城镇学校相

比，很多乡村学校在办学条件、办公条件甚至安全方

面都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在基础设施的配置上要考

虑到乡村学校的实际情况，而非按照师资力量、学生

人数比例来绝对化地进行基础设施的配置和改造。

再次，统筹城乡教育投入。只有加快农村生产力的

发展，增强农村整体经济实力，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改

善农村办学条件，提高农村教育水平，缩小城乡教育

差距。在教育资源的国家政策投入方面，要深入调

查和了解城乡教育人口、教育差异的发展现状，使教

育投入向农村地区特别是边远农村地区和山区倾

斜，实现城乡基础教育在区域上的均衡发展。

　　五、结语

实现基础教育在城乡之间的均衡发展是一个长

期的、综合的系统工程，先进的理论和成功的经验虽

具有指导性和借鉴性，但我们必须结合河南省基础

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充分调研、全面把握，有前瞻

性地制定出合理的发展规划和指导文件，以进一步

提升河南省城乡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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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调查研究
———以周口市抽样调查为样本

王琪

（河南广播电视大学 学生处，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６）

［摘　要］河南省既是农业大省也是人口大省，改革开放以后又成为劳务输出大省，农村留守儿童
数量庞大。以河南省周口市部分留守儿童为调查对象，发现当前农村留守儿童教育中存在家庭监

护薄弱、学习成绩差，亲子沟通常年缺失、心理问题突出，家庭教育方式不当、道德品行失范等问题。

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户籍制度。由于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户籍制度很难在短期内得以消除，加之教育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要在短时间

内解决农村留守儿童教育这样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问题绝非易事。目前可以从宏观、中观、微观三

个层面做出努力。在宏观方面，一要构建分类、分地域运行机制，着力突破城乡二元结构；二要构建

党委、政府统筹机制，全面建立关爱组织网络。在中观方面，一要构建基层社会的监管体系，发挥农

村社区的监护和教育作用；二要构建学校监管建设机制，发挥学校主体作用。在微观层面，要努力

让祖辈扮演好家庭教育的主角。

［关键词］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心理需求

［中图分类号］Ｇ５２１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５．０１．００９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留守儿
童将持续存在并不断增加。目前，全国共有留守家

庭约７０００万户，涉及人口２．４亿，占全国总人口近
２０％。其中，农村留守家庭占全部留守家庭的
７７％，老人、妇女和儿童构成了留守家庭的主要成
员，这些留守家庭在结构上和功能上均不完整。［１］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２０１３）》指出，２０１２年农
村留守老人约 ５０００万，约占农村老年人总数的
５０％；全国妇联数据显示，留守妇女的人数也超过了
５０００万，约占２０～５９岁农村妇女总数的１４％；而
农村留守儿童的规模更大，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数据推算，农村０～１７岁的留守儿童已达６１０３万
人，与２００５年全国１％抽样调查估算数据相比，５年
间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增加了约２４２万人。［２］河南作
为人口大省和劳务输出大省，留守儿童人数近６５５
万，占全国留守儿童总数的１０．７３％。［３］数量庞大的
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着因家庭结构不完整、与父母联

系较少、缺乏父母关爱保护等而带来的各方面问题。

因此，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从微观上讲，关系到农村

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家庭幸福；从宏观上讲，关系

到我国人口素质的提高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国内许多学者和研究人员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

高度关注，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更成为研究热点。

现有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主要从学校教育

和家庭教育两方面着手，一般涉及学习状况、思想品

德教育、心理教育和安全常识教育等方面。曹春

华［４］将父母的缺席对儿童学习状况的影响归纳为

学习环境变迁、学习过程缺乏监督、学习动机发生改

变三个方面。潘璐等［５］对我国留守儿童问题进行

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并对国外针对留守儿童问题

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建议对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不

能简单化，不能以个案作为研究的立论标准，应该从

客观公正的角度对留守儿童问题进行研究。赵

越［６］从生活、学习、自理等方面对留守儿童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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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进行了研究，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二元

结构、家庭教育缺失等角度分析了问题的成因，最后

提出以学校为主来解决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策略。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

对留守儿童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这些研究可以帮

助我们更加明确地认识留守儿童教育中存在的种种

问题，也为政府和社会解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提

供了行之有效的建议。为准确了解河南省农村留守

儿童的现状，以及他们在教育中面临的突出问题与

迫切需求，以促进政府、社会提早介入并采取及时有

效的关爱举措，本文拟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

河南省周口市部分留守儿童为抽样调查对象，对当

前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的状况、问题与对策进行研究，

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调查对象与研究方法

１．调查对象
一般情况下，父母双方或一方在外工作时间较

长，其孩子在心理、生活、教育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就

会较多。同时，由于６～１７岁的青少年正处于心智
发育期，留守在家的这种生活环境对他们的成长影

响也较大。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将样本调查对象确

定为其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工作时间为６个月以
上、且年龄在６～１７岁的农村儿童。
２．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座谈法和个案研究法进

行研究。问卷调查法是通过访问临时监护人或留守

儿童本人了解留守儿童的个人信息、生活状况、发展

需求、社会关怀等有关情况。座谈法是通过与当地

基层工作人员进行座谈交流，了解相关部门在留守

儿童教育工作中的工作情况、发展方向、存在的问题

和困难。个案研究法是通过与留守儿童本人进行访

谈，了解他们生活学习的现状、心理状况等。样本调

查地点选择在外出务工者较多的河南省周口市，选

取１０００名小学一到六年级的留守儿童和相同数量
的非留守儿童，采用艾森克人格调查问卷（ＥＰＱ少
年版）和自编农村家庭教育状况调查表（家庭监护

类型：隔代监护、单亲监护、上代监护、同辈监护；家

庭教育内容：儿童的生活、学习、品德方面；亲子沟通

交流状况：倾听儿童的烦恼，儿童向监护人诉说，关

注儿童情绪，满足儿童情感需要；家庭教养方式：讲

道理、指责批评、打骂、迁就）进行调查。

　　二、调查结果

１．生活情况
性别比和健康状况：在被调查的留守儿童中，男

孩占５３．７％，女孩占４６．３％，９４％的儿童身体状况
良好。

监护人情况和家庭经济状况：由祖父母或外祖

父母照顾的占５３．７％，由父亲或母亲单方照顾的占
３２．７％，由临时人员收取一定费用代为照顾的占
１％，无人照顾、独立生活的占１％，由亲戚、邻居等
其他人照顾的占１１．６％；家庭经济来源主要以外出
务工和在家务农为主，其中以外出务工为主要收入

的占４８．３％，以在家务农为主要收入的占２８．９％。
２．学习教育和行为状况
在被调查的留守儿童中，喜欢学习的占

４８１％，学习成绩优秀和良好的占６９．３％，厌恶学
习的占７．９％。当学习中遇到问题时，向自己的监
护人寻求帮助的占８．５％，明显低于非留守儿童的
占比（２１％）；得不到帮助的占６．５％，明显高于非留
守儿童的占比（２３％）。近半数的留守儿童认为父
母外出对其学习有不良影响，主要问题是学习缺乏

监督、缺少关爱。在留守儿童中有２．６％的孩子目
前处于辍学状态，基本上是在初、高中阶段。就行为

状况来说，留守儿童行为表现欠佳，或多或少存在不

良行为，部分留守儿童存在打架斗殴、小偷小摸、行

窃等现象。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行为状况对比调

查见表１。
３．心理需求情况
在被调查留守儿童中，性格内向和暴躁的占

４８％，经常与父母联系或是父母常轮流回家的留守
儿童性格相对开朗，与亲戚和临时监护人在一起生

活的留守儿童性格相对内向。在被调查留守儿童

中，有心事经常向父母诉说的占４９．１％，愿意向老
师或者同学诉说的只有１／３稍多一点。大多数被调
查留守儿童对社会交往的态度比较低调，不爱交往

甚至不交往的占５４．２４％。有２７１％的被调查留守
儿童受到欺负或者伤害，这对他们的身心健康成长

造成了很大影响。访谈中发现，留守儿童最大的愿

表１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行为状况对比调查表 人

调查对象 迟到 旷课 抄作业 说谎 网瘾 打架 小偷小摸 行窃

留守儿童 ５５０ ９０ ４６０ ３６ ２５０ １８０ ２１０ ２０

非留守儿童 ２６０ ２０ ２５０ ２００ ８０ ９０ １００ ０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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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是希望父母回到自己身边，当被问到“是否想念

父母”时，有９４．３％的孩子回答想念，并且有７５％的
孩子希望由父母照料自己的生活。有近７０％的留
守儿童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有近５０％的留守
儿童从来没有或不愿意与监护人进行深入的沟通，

甚至还有２０％的留守儿童从来都不愿意提及父母。
教师与留守儿童朝夕相处，在教育过程中对留守儿

童的辅导和监管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调查中发

现，留守儿童表现出强烈的与教师进行交流和沟通

的意愿，希望教师能够对其进行关注；留守儿童最希

望得到的关注内容并非学习方面，首先是“与你经

常交流”（３５７％），其次是 “对你非常信任”
（２６５％），然后才是“对你的学习严格要求”
（１９５％）和“对你非常公平”（１８．５％）。

　　三、农村留守儿童教育中存在的主

要问题

　　经过对河南省周口市留守儿童的调查，发现目
前农村留守儿童教育中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

以下三个方面。

１．家庭监护非常薄弱，学习成绩差
从诸多学者对留守儿童监护问题的研究结果来

看，尽管对监护类型有着不同划分，但多是在隔代监

护、上代监护、自我监护这种监护类型上进行更为详

细的划分，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划分方法都是基本趋

于一致的［７］。不管监护类型如何划分，其结论都指

向一个共同的问题：家庭结构不健全导致留守儿童

出现一些问题。调查发现，农村留守儿童中相当多

的孩子几个月或一岁左右就被父母托付给他人（主

要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代养，这使得孩子的早

期教育中缺乏父母教育，正是这一问题使得他们的

学习成绩相对较差。调查显示，留守儿童中普遍存

在学习成绩差、上进心缺乏、厌学心理严重等问题，

而且多数留守儿童自我意识非常强烈，逆反心理也

比较严重。

２．亲子沟通常年缺失，心理问题突出
在我们所调查的留守儿童中，常年没有同父母

在一起生活的占５０％以上，父母外出务工超过５年
的所占比例分别为３６％、２７％，父母每年只能在春
节回家一次的占３０％。留守儿童与外出务工父母
之间的联系主要是通过打电话，谈论的主要内容是

自己的学习成绩和身体情况，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

基本没有涉及。调研发现，留守儿童与监护人之间

的沟通交流严重不足（见表２），以致留守儿童感受

不到父母的关怀和温暖，从而导致感情交流缺失、精

神压抑、性格孤僻。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缺

失健全的情感关爱和正常的亲情沟通，在生活和学

习中遇到的困扰和难题不能得到有效解答，在感情

中遇到的障碍不能得到及时排除，在行为中出现的

偏差不能得到及时引导和纠正，这样日积月累，其心

理问题产生的概率自然会大大增加。

表２　留守儿童与监护人沟通情况调查表
频次 经常 有时候 很少 从来不

占比 ４９．１％ ３０．４％ １５．５％ ５．０％

３．家庭教育方式不当，道德品行失范
调查发现，留守儿童监护人的文化素质都不高，

农村儿童家庭教育功能失调和弱化。祖辈一般只停

留在关心孙辈生理上的需求，如衣食住用行等，教育

的内容单调、浅显，缺乏道德教育。在河南省周口市

项城一带，外出务工人员一般都是在春节时才回家，

有的回家后对子女百依百顺，溺爱放纵，容易使子女

养成乱花钱、摆阔气的不良习气；有的奉行“不打不

成才”的理念，回家后如果了解到孩子的学习成绩

不好或者经常在外惹事打架，就态度强硬，拳打脚

踢。教育上操之过急或缓慢滞后，都会影响孩子正

常的心理发育。这种极端且粗暴的教育方式对孩子

的健康成长极为不利，不仅会使他们的心理产生阴

影，甚至会使他们憎恨家长。同时，极少数留守儿童

由于没有享受与同龄人对等时间的受教育过程，以

及相应的生活待遇，久而久之，会被社会边缘化，他

们长大后，会与社会格格不入、渐行渐远，甚至产生

仇视家庭、社会的畸形心态。部分留守儿童在家里

不听代养人教导，在学校不遵守规章制度，常有迟

到、旷课、说谎、打架等行为，有的迷恋网吧、游戏厅，

成为“问题儿童”。［８］

　　四、解决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

对策与建议

　　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我国长
期实行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户籍制度，这正

是我国实现社会转型需要付出的成本和代价。但

是，应该由谁来承担这个成本和代价？当然不应该

由众多的农村留守儿童及其家长来承担，而应由政

府和社会来承担，其中政府应承担主要的责任。诚

然，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户籍制度很难在

短期内得以消除，加之教育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要

在短时间内解决农村留守儿童教育这样一个极为复

杂的社会问题绝非易事。但如果能建立由政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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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家庭、学校、新闻媒体、农村社区和各类社会组织

共同参与的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社会支持体系，则可

以为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营造良好的物质、设施、师

资条件、心理关爱和精神关怀等环境，从而能够在一

定程度上消除父母外出务工对他们身心发育和学习

所造成的不利影响，保证他们身心健康、安心学

习。［９］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

层面来努力。

１．宏观层面
应构建分类、分地域运行机制，着力突破城乡二

元结构。一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应着力打造拴心

留人的本土企业，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土不离

乡”，从事非农产业，而不必长期离家打工，从而有

时间给予儿童更多心灵上的安慰和教育上的关注。

二是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应尽快实现居住证制度，加

快“新市民”工程建设步伐，为城乡儿童提供同等教

育机会。三是应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要结合

户籍转移，系统建立住房、社保、就业、教育、医疗等

保障机制，确保进城务工人员能够安居乐业。

应构建党委、政府统筹机制，全面建立关爱组织

网络。要把关爱留守儿童作为建设新农村、服务

“三农”的重要举措，列入党委、政府的工作议事日

程，实施目标管理责任制和考核奖励责任制，推动各

个部门协调合作。一是推动建立农村留守儿童的全

员管理系统。我们现在所掌握的留守儿童数量并非

准确数字，而是根据以往的统计和进入城市的农民

工数量的增长推断而来的。政府可以先建立针对农

村留守儿童的全员管理系统，再以学校为单位，对在

校的留守儿童情况进行详细登记，逐级汇总后就可

以对整个留守儿童状况有较为详尽的把握，并据此

出台一些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的具体措施。二是逐步

加大对农村教育的资金投入。政府应该加大教育投

资，积极引导优质教育资源向农村中小学倾斜，为农

村学校的发展和各项激励机制的落实提供经费保

证；加强寄宿制学校的建设，为农村留守儿童提供良

好的学习、生活环境；加强对贫困留守儿童的资助，

对其生活、学习等方面的困难与需求给予特别的关

心与照顾。三是加强法律保护与法制工作建设。应

该根据留守儿童的特殊情况，完善《未成年人保护

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法定监护人和受委托监

护人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进一步细化和明确，使之

具备可操作性。同时，应加大法制宣传的力度，这

样，一方面可以增强群众的法律意识，减少对留守儿

童的不法侵害；另一方面可以增强留守儿童的法制

观念，降低其违法犯罪行为发生的概率。

２．中观层面
应构建基层社会的监管体系，发挥农村社区的

监护和教育作用。留守儿童所赖以成长和生活的农

村基层，现在仍然是传统意义上的熟人社会，血缘关

系和地缘关系在其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农村文化，

以及留守儿童亲属的引导和教育影响着他们的生

活、学习和成长。因此，要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

问题，一是为留守儿童搭建活动和交流的平台。在

农村社区应建立类似城市社区“四点半课堂”的活

动场所，动员农村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等“五老”

参与其中，从生活、学习和思想等多个方面对留守儿

童进行教育和引导，并组织留守儿童开展有益活动，

使留守儿童在放学后仍然有人管、有处去、有事做。

二是创造条件利用网络实现亲子视频沟通。可以利

用村部的电脑，组织留守儿童与其家长定期视频，以

加强他们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尽可能地消除留守儿

童因亲情缺失、分离焦虑而导致的性格、人格方面的

障碍。同时应引导留守儿童的父母经常与学校、临

时监护人进行沟通，掌握孩子的生活、学习情况，以

便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应构建学校监管机制，发挥学校主体作用。学

校作为留守儿童长时间学习和生活的场所，如果能

够给予他们一定的帮助和心理疏导，可以在很大程

度上弥补留守儿童所缺乏的家庭温暖和亲情沟通。

因此，在《关于教育系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解决

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的实施意见》中，教育部就

提出通过加大建设农村寄宿制学校和加强对教师的

遴选与培训等措施来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在教育与生

活中存在的困难。在具体实践中，我们可以通过以

下举措来构建学校的监管机制。一是推行针对留守

儿童的寄宿制学校。通过寄宿制学校对留守儿童实

行学习生活统一管理，解决其监控缺失、自控力低、

学业辅导空白，减少留守儿童的孤独感和寂寞感等

诸多问题，促进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发展，避免留守儿

童人身安全事故的发生。二是为留守儿童建立完备

的档案系统。学校应该通过细致认真的调研走访建

立起详细的留守儿童档案，档案中除了应该包括留

守儿童的基本信息外，还应该记载留守儿童的心理

状况，并根据留守儿童的情况变化及时更新，使留守

儿童的基本状况能够在档案里得到真实的反映。通

过完备的档案，学校和教师就可以针对留守儿童不

同的性格和心理为他们制定不同的教学方案。三是

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儿童对教师有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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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的崇拜感和依赖感，加之农村教师与留守儿童

朝夕相处，他们可以更好地了解留守儿童的思想和

行为。为此，学校一方面应加强对教师的培训，使其

有能力为留守儿童进行学习、心理、行为上的引导；

另一方面应加大对农村教师的奖励力度，充分调动

他们的积极性，以更好地促进对留守儿童的教育

管理。

３．微观层面
父母是儿童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儿童的第一

所学校，家庭对儿童的教育具有诸多天然的优势，家

庭教育影响着儿童今后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和价

值观，对儿童的健康成长有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

用。但是留守儿童所处的特殊环境，使得家庭教育

的这种优势几乎消失殆尽，父母的缺位也导致家庭

结构不健全、亲情沟通不顺畅、监护职责不到位等问

题的出现。在多数留守儿童家庭中，祖辈已经成为

事实上的家庭教育主角，面对这种无奈的现实，如何

发挥祖辈作为实际监护人的作用，实际监护人怎样

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就显得尤为重要。祖辈们可以从

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祖辈一旦成了全职

代理家长，就不能只是疼爱孩子，也不能只是关心孩

子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要在疼爱关心之中担负起教

育的责任。

二要讲究隔代教育的策略。祖辈们对留守儿童

要注意宽严结合，一定要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

要注意护放结合，不能为孩子包揽一切，要放手锻炼

孩子独立生活的能力；要注意多陪伴留守儿童，因为

缺乏父母关爱，儿童容易产生孤独感，祖辈要尽可能

多地陪伴孩子；要注意增加孩子的伙伴交往，留守儿

童总和老人在一起，心理状态容易过早成人化，因此

应适当引导他们多与同龄伙伴交往，使其在与同伴

交往中获得锻炼和成长。

三要不与留守儿童父母争夺感情。在衣食住行

玩、吃喝拉撒睡的生活中建立的祖孙之情，当然会使

留守儿童的亲情缺失得到部分补偿。但是，亲子之

情并不是祖孙之情可以完全替代的。所以祖辈在全

职付出后不要贪功，不要在感情上贪恋孩子的爱，不

要让孩子的感情完全转移到自己身上来，不要让留

守儿童疏远与父母的亲情，特别是要化解留守儿童

对父母的抱怨，促使父母尽可能多地表达对孩子

的爱。

四要帮留守儿童做好心理的过渡与衔接。在留

守儿童与父母分开和送回的时候，过渡是非常重要

的，因此祖辈一定要从生活上和心理上帮他们做好

衔接，给留守儿童一个心理过渡期，使其在生活环境

转换的过程中顺利地适应生活的变化。

　　五、结语

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过程中产生的独特现象，有着特殊的历史和现实原

因，也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产物，是中国复杂

的“三农”问题在留守儿童家庭教育方面的集中体

现。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出现的问题，从短期看将对

留守儿童自身和他们的家庭，以及社会秩序带来伤

害，从长远来说必将对我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

不利影响。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问题的产生是

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其解决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不

仅需要家庭、学校和社区的相互配合，建立完备的农

村留守儿童监护教育体系，也需要全社会各个方面

的积极关注和主动作为，为留守儿童营造良好的成

长环境，更需要党和政府彻底解决目前存在的二元

经济结构、二元户籍制度及其相关的教育、就业、福

利等制度问题，以及“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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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产业集聚区规模、能耗
与创新效率的拓展分析

高雪莲

（黄河科技学院 商贸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６３）

［摘　要］运用修正极值的ＤＥＡ方法和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测算河南省１８０家产业集聚区的综合效率，
发现：按照所属城市汇总计算集聚区的效率与能耗效率相对较高，但仍低于所比照的发达省份的先

进城市；河南省１８０家产业集聚区的总体效率较低，主要源于技术效率不足；各城市工业创新效率
基数较低，但动态效率不断提高；产业集聚区除应注重提高技术效率外，还要在全省乃至更大范围

内联合发展、共同创新，打造河南版的“工业４．０”。
［关键词］产业集聚区；规模效率；技术效率；能耗效率；城市创新效率

［中图分类号］Ｆ１２７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５．０１．０１０

　　产业集聚区是区域核心竞争力的主导力量，是
优化区域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集约发

展的基础工程。提升产业集聚区发展质量和效益，

是创新体制机制、培育区域竞争新优势的客观需要，

是促进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三化”协

调发展、实现科学发展的关键一环，是引领中原经济

区快速发展的国家战略要求。２００９年４月，河南省
出台《关于加快推进产业集聚区科学规划科学发展

的指导意见》，确定了全省１８０家产业集聚区。２０１４
年５月，河南省政府将郑州航空港等６２家产业集聚
区评定为星级产业集聚区。

对于产业集聚区的效率评价，目前多采用数据包

络分析即ＤＥＡ方法。例如，王艺明等［１－４］利用 ＤＥＡ
方法测度了国家级高新区的创新效率与影响因素，结

果显示纯技术效率是导致整体效率偏低的主要因素；

潘少奇等［５］利用２０１１年数据测算了河南省３９家一
级和二级省级示范产业集聚区的投入产出效率，发现

规模效率不足是影响整体效率的重要因素。笔者梳

理已有研究成果，发现其不足之处在于：一是对产业

集聚区效率的比较未考虑极值对效率的影响，ＤＥＡ
的一大缺陷是一旦极值发生变化，产业集聚区的效率

也会相应发生变化；二是受数据限制，较少考虑产业

集聚区的能耗与效率问题，而当今节能降耗也是产业

集聚区发展的要求；三是就集聚区讨论集聚区，未能

联系产业集聚区所在城市研究产业集聚区的整体集

聚效率和创新效率，特别是多期动态效率。

２０１４年，河南省统计年鉴首次收录了河南省
１８０家产业集聚区数据。本文拟运用 ＤＥＡ方法和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除比较 ２０１３年河南省 １８个城市
１８０家产业集聚区的集聚效率外，还将研究视角拓
展至整个城市的工业能耗效率和城市创新效率，提

出产业集聚区除要注重自身效率的提高外，还需在

整个城市和全省乃至更大范围内联合发展、共同创

新，提高新产品和发明创新效率，以最大限度地发挥

其在区域自主创新中的支撑、带动和示范作用。

　　一、河南省１８０家产业集聚区规模
和效率测算

　　１．效率测算的ＤＥＡ方法
与多元回归分析法相比，ＤＥＡ模型不需要提前

设定生产函数和各个变量的权重，不受人为主观因

素的影响，评价结果较为客观，因而目前多采用

ＤＥＡ方法评价产业集聚区效率。鉴于仅能获取
２０１３年的数据，且需考虑多投入和多产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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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宜运用面板数据计算集聚效率，应用ＤＥＡ方法较
为适合。

产业集聚区综合效率（ＴＥ）与纯技术效率
（ＰＴＥ）、规模效率（ＳＥ）之间的关系，可用数学模式
表示如下：

ＴＥ＝ＰＴＥ×ＳＥ
　　其中，ＰＴＥ可衡量产业集聚区投入产出的资源配
置是否达到最优水平，即产出给定时投入最小化或投

入给定时产出最大化；ＳＥ能反映产业集聚区要素投
入是否达到合理规模，投入过大或过小均会影响效

率，造成规模过大或规模不足，无法取得规模效益。

２．效率测算结果
由于统计年鉴中未给出各区的能源耗费数据，

因而仅计算从业人员和固定资产投资二项投入，产

出为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此外，２０１４年５
月，河南省人民政府授予郑州航空港产业集聚区和

郑州经济技术产业集聚区为三星级产业集聚区，郑

州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等１１个产业集聚区为二星
级产业集聚区，郑州市中牟汽车产业集聚区等４９个
产业集聚区为一星级产业集聚区。由于洛阳市石化

产业集聚区固定资产投资偏小，造成效率过大极值

不合理，故剔除该数据。分别计算 ２０１３年河南省
１８０家产业集聚区效率，并比较６１家产业集聚区效
率，具体结果见表１。

表１显示，１８０家产业集聚区总体效率不高，仅
为０．４５８，产业集聚区规模效率均高于纯技术效率，
表明效率来源于规模效应，纯技术效率有待提高，应

重点进行技术和制度创新。星级产业集聚区效率高

于总体水平，其中三星级产业区效率最高，二星级次

之，一星级较差。值得注意的是，４９家一星级产业
集聚区中，有 ３２家规模效率低于各自的纯技术效
率，反映出其规模偏小的问题。这一结果与潘少奇

等［５］对３９家产业集聚区２０１１年的计算结果类似，
说明产业集聚区在一个相对较短时间内规模提升得

并不充分。

　　二、河南省各市产业集聚区规模和

效率测算

　　通过对河南省 １８０家产业集聚区效率计算可
知，各产业集聚区规模偏小，如将各产业集聚区按照

所属城市加总计算，产业集聚区效率会有显著提高。

计算结果表明，１８个城市的产业集聚区效率显著高
于１８０家集聚区分散统计的效率。
１．ＤＥＡ的极值修正
ＤＥＡ的缺陷之一是易受极值的影响，一旦所选

极值改变，则各决策单元的效率值和平均效率值也

会发生变化。１８０家产业集聚区规模以上工业主营
业务收入达３１４９１．０６亿元，占全省的５２．５１％。由
于外省市缺少相应的产业集聚区统计数据，国家级

经济技术开发区在体量上也与产业集聚区不相一

致，因而考虑采用常住人口数较接近、ＧＤＰ排名在
郑州市之前的城市做极值比较。剔除北京、上海、广

州、深圳、重庆、天津等一线城市或直辖市，以避免决

策单元效率过高，影响评价效果。２０１３年，郑州市
常住人口为９１９万，全市 ＧＤＰ为６２００亿元。选取
杭州、宁波、无锡、青岛四市作为参照单元，２０１３年
这４座城市常住人口都在６５０～９００万人之间，全市
ＧＤＰ在７１００～８３００亿元之间。
２．投入产出指标选择
２０１４年河南省统计年鉴给出了１８个城市产业

集聚区的投入产出数据，将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

收入作为产出指标，规模以上工业从业人员期末人

数、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为

投入指标。其中，河南省１８个城市产业集聚区的固
定资产投资采用当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杭州、宁

波、无锡、青岛四市的固定资产投资采用当年的固定

资产投资净值数据。为能更清晰地看到加入能耗后

的效率变化和极值对效率的影响，我们分Ａ、Ｂ两类
４组计算产业集聚区效率，Ａ类仅计算河南省１８个
城市的产业集聚区，Ｂ类把杭州、宁波、无锡、青岛４
个参照城市一同列为决策单元，每类中一组仅考虑

劳动和资本要素投入，另一组把能源耗费纳入投入

要素。

３．效率测算结果
表２显示，河南省１８个城市的产业集聚区效率

均不高，与４个参照城市相比效率更低，仍有较大提
升空间。我们将综合效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

效率，由于能源耗费时的效率提高主要源于纯技术

效率提高，因此各产业集聚区应注重提高节能技术

以降低能耗。

表１　２０１３年河南省１８０家产业集聚区效率
测算类别 总效率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效率最优产业集聚区

１８０家总平均 ０．４５８ ０．５３４ ０．８７１
三星级（２家） ０．７５０ ０．７５０ １．０００ 航空港（１），郑州经济技术产业集聚区（０．４９９）
二星级（１０家） ０．５１８ ０．５９２ ０．８７１ 漯河经济技术产业集聚区（０．９４５）
一星级（４９家） ０．５０２ ０．７４４ ０．６７３ 巩义市和三门峡产业集聚区（１）
星级集聚区平均 ０．５１３ ０．７２０ ０．７１６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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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河南省１８个城市工业创新效率
和动态变化

　　１．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河南省 １８个城市工业创新
效率

鉴于产业集聚区的历史积累时间较短，发展基

础尚不稳固，我们重点从创新水平方面考察产业集

聚区的发展前景。选取两类指标计算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的两种创新效率，一类用有效发明专利数为创

新产出指标，一类用新产品销售收入为创新产出指

标。投入指标中Ｒ＆Ｄ人员前者使用仅包括研发应
用在内的Ｒ＆Ｄ人员折合全时当量（人年），后者使
用包括管理和服务人员在内的Ｒ＆Ｄ人员合计数，以
便分别衡量科研产出本身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效

率。Ｒ＆Ｄ经费支出均使用内部和外部支出加总数。
由于２０１１年河南省统计年鉴才开始统计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研发情况，因而选取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数据进
行计算，具体结果见表３和表４。
２．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河南省１８个城市工业创新效

率变动的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
除运用ＤＥＡ方法对各年的创新效率进行计算

外，还可以运用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计算创新效率的动
态变化。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可以将效率分解为技术效
率变化指数（ＥＣ）和技术进步变化指数（ＴＣ）［７］。

ＥＣ表示ｔ到ｔ＋１期相对技术效率的改变，用以
衡量每一决策单元对生产前沿面的追赶幅度，即

“追赶效应”或“水平效应”，当 ＥＣ＞１时，表明决策
单元的相对技术效率是在提升的，ＥＣ与纯技术效率
指数（ＰＣ）和规模效率指数（ＳＣ）的关系，可用教学

模式表示如下：

ＥＣ＝ＰＣ×ＳＣ
　　ＴＣ表示生产前沿面从 ｔ期向 ｔ＋１期的移动情
况，即“前沿面移动效应”或“增长效应”，反映出技

术创新程度，当ＴＣ＞１时，生产前沿面“向上”移动，
决策单元整体效率提升。

因而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
Ｍ０ ＝ＥＣ×ＴＣ＝ＰＣ×ＳＣ×ＴＣ

Ｍ０（ｙｔ＋１，ｘｔ＋１，ｙｔ，ｘｔ）＝
ｄｔ＋１０ （ｘｔ＋１，ｙｔ＋１）
ｄｔ０（ｘｔ，ｙｔ）

×

ｄｔ０（ｘｔ＋１，ｙｔ＋１）
ｄｔ＋１０ （ｘｔ＋１，ｙｔ＋１Ｃ）

×
ｄｔ０（ｘｔ，ｙｔ）
ｄｔ＋１０ （ｘｔ，ｙｔ

[ ]
）

１／２

　　若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大于１，表示由ｔ期到ｔ＋１期
效率有所增长；若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小于１，表示效率
由ｔ期到 ｔ＋１期有所下降；若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等于
１，表示效率水平不变，具体结果见表５和表６。

总体来说，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河南省 １８个城市的
工业新产品和工业发明创新的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大多
都大于１，反映出产业集聚区设立以来的动态效率
不断提高。新产品和发明创新的 ＴＣ指数分别自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从小于１变为大于１，
反映了较快的技术创新速度，其中，新产品的 ＴＣ指
数在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由原来的０．７９５跃升到１５７１，
说明技术创新呈现爆发式增长；发明创新的 ＴＣ指
数由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的０．６８３跃升至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
的１．１４２和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的１．１１２，保持了稳定增
长。从表５可以看出，河南省工业新产品的效率改

表２　２０１３年河南省１８个城市产业集聚区平均效率
类别 有无能耗 ＴＥ ＰＴＥ ＳＥ 集聚区效率最优城市

Ａ类无参照城市
Ａ１无 ０．７０９ ０．７５８ ０．９３６ 济源（１），郑州（０．９９２）
Ａ２有 ０．８４８ ０．９０８ ０．９２８ 郑州、安阳、焦作、商丘、周口、济源（１），洛阳（０．９９５）

Ｂ类有参照城市
Ｂ１无 ０．６８１ ０．７３８ ０．９２５ 济源（１）
Ｂ２有 ０．８１８ ０．９０１ ０．９０３ 安阳、焦作、商丘、周口、济源 （１）

４个参照城市
无 ０．８７８ ０．９４９ ０．９２６ 青岛（１）
有 ０．９３７ ０．９５０ ０．９８７ 杭州（１）、青岛（１）、无锡（０．９７２）、宁波（０．７７７）

表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河南省１８个城市规模以上
工业新产品销售效率

年份 总效率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工业创新效率最优城市

２０１０ ０．４０１ ０．６７３ ０．５９８ 驻马店（１）
２０１１ ０．５１０ ０．７１５ ０．６９２ 驻马店（１）、济源（１）
２０１２ ０．４９０ ０．６８５ ０．７１０ 驻马店（１）、济源（１）
２０１３ ０．３８１ ０．４６６ ０．７８７ 郑州市（１）
平均 ０．４４５ ０．６９１ ０．６６７

表４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河南省１８个城市规模以上
工业发明创新效率

年份 总效率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工业创新效率最优城市

２０１０ ０．４８５ ０．６０６ ０．７９７ 信阳市（１）
２０１１ ０．６１９ ０．６９５ ０．８７５ 郑州市（１）、南阳市（１）
２０１２ ０．６０２ ０．６９３ ０．８５２ 郑州市（０．９９９）、洛阳市（１）
２０１３ ０．５８１ ０．６４６ ０．８９７ 郑州市（１）、洛阳市（１）
平均 ０．５７２ ０．６６０ ０．８５５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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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河南省１８个城市工业新产品的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及效率变动

效率评价期间
综合技术效率

变动（ＥＣ）
技术效率

变动（ＴＣ）
纯技术效率

变动（ＰＣ）
规模效率

变动（ＳＣ）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Ｍ０）指数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 １．３７３ ０．７９５ １．０９１ １．２５８ １．０９１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 ０．９７８ ０．９５５ ０．９３１ １．０５０ ０．９３４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 ０．７１５ １．５７１ ０．６６２ １．０７９ １．１２３

平均 ０．９８６ １．０６０ ０．８７６ １．１２５ １．０４６

表６　河南省１８个城市工业发明创新的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及效率变动

效率评价期间
综合技术效率

变动（ＥＣ）
技术效率

变动（ＴＣ）
纯技术效率

变动（ＰＣ）
规模效率

变动（ＳＣ）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Ｍ０）指数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 １．１８７ ０．６８３ １．２０３ ０．９８７ ０．８１０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 １．０９１ １．１４２ ０．９９９ １．０９２ １．２４６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 １．００８ １．１１２ ０．９３９ １．０７４ １．１２１

平均 １．０９３ ０．９５３ １．０４１ １．０５０ １．０４２

善主要源于技术改进ＴＣ和规模效率ＳＣ的提高，ＳＣ
虽有所下降，但４年间始终大于１。从表６可以看
出，１８个城市的工业发明创新效率改善源于综合技
术效率变动，ＥＣ指数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各年间均大于
１，这主要源于规模效率的良好表现；ＳＣ指数由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的 ０．９８７上升到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的
１０９２；发明创新的纯技术效率变动指数 ＰＣ各年平
均值为１．０４１，远大于新产品的ＰＣ指数０．８７６，反映
出发明创新具有更好的潜力和前景。

　　四、结语

河南省１８０家产业集聚区虽是在原有３００多家
工业园区的基础上精简合并而成的，但由于发展时

日尚短，大部分集聚区仍存在规模偏小、质量不高等

问题。通过对产业集聚区的集聚效率、城市集聚效

率、能耗效率和创新效率四个方面所做的测算可以

发现。

一是２０１３年河南省１８０家产业集聚区的平均
效率较低，仅为０．４５８。三星级产业集聚区效率最
高为０．７５０，其次是二星级为０．５１８，最低是一星级
为０．５０２。低效率主要源于技术效率不足。

二是按照产业集聚区所属城市计算，１８个城市
的产业集聚区效率均有所上升，平均为０．７０９，考虑
能源耗费时的集聚区效率略高（０．８４８），能耗效率
提高主要源于纯技术效率，说明各产业集聚区注重

能源消耗的资源配置技术水平。但与自身和参照城

市相比，各城市产业集聚区效率仍有较大上升空间。

三是通过对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１８个城市规模以上
工业的创新效率考察发现，工业发明创新效率

（０５７２）略好于新产品创新效率（０．４４５）。用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测度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创新效率变动水

平，新产品和发明创新两类指标均超过１，反映出创
新效率基数虽低，但在不断提高。

当今世界已经跨入以智能生产、智能制造云平

台和大数据等为核心的“工业４．０”时代，２０１３年４
月德国发布了《实施“工业４．０”战略建议书》，２０１４
年１０月中、德两国宣布开展“工业４．０”合作。对比
“工业４．０”的发展要求，河南省的工业发展还有很
大不足。产业集聚区是河南省工业发展的先行主导

力量，亟待尽快提升产业集聚区技术效率，鼓励自主

研发和设计增进创新效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与整

个城市工业、服务业等联合起来，整合引进先进的技

术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自主创新在区域发展中的支

撑、带动和示范效应，以打造河南版的“工业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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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公共就业网络服务平台
满意度调查及完善建议

李锐杰

（郑州轻工业学院 机电工程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与网络技术的普及，公共就业服务对网络平台的依赖程度越来越
高。郑州市公共就业网络服务平台虽已初步形成，但缺少专门为农民工就业服务的网络平台。通

过对郑州市公共就业网络服务平台的市民满意度进行调查和评价，发现市民对网络平台的认知度

较高，但对平台建设数量和推广应用程度不太满意。应借鉴国内外成熟的公共就业网络服务平台

的建设经验，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在整合现有资源的基础上，建设统一的网络服务平台，提升公共就

业网络服务平台建设中第三方的参与力度，完善郑州市公共就业网络服务平台。

［关键词］公共就业服务；网络平台；满意度

［中图分类号］Ｆ２４１．４；Ｃ９１６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５．０１．０１１

　　传统的公共就业服务是由各级劳动保障部门提
供的包括职业介绍、职业指导、就业训练等内容的公

益性就业服务，其服务提供主要是通过招聘会、招聘

网站等形式来进行操作的。这种模式的弊端在于：

企业与求职者需付出大量的交通成本和工作成本去

参加招聘会，而招聘会为企业和求职者所带来的实

际效果并不理想。随着网络技术的应用和普及，人

们的日常生活与工作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传统的

就业途径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信息网络

化作为加强和创新公共就业服务的有效途径，应运

而生。

就业网络服务平台的建立，可实现服务向下的

延伸和数据向上的集中、政企间数据的相互对接，通

过网络可以使用人单位的招聘信息在覆盖城乡的服

务平台上实时更新，为求职者和用工单位提供便捷

的服务，促进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本文拟通过对

郑州市公共就业网络服务平台的市民满意度进行调

查和评价，提出完善郑州市公共就业网络服务平台

的对策建议，以更好地促进就业。

　　一、郑州市公共就业网络服务平台

建设现状

　　郑州市作为河南省的省会，常住人口８６２．６５万
人，随着中原经济区建设的不断推进，郑州正在不断

拉大城市框架，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地人前来就业。

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郑州市不断探索和创新

公共就业服务模式，加强公共就业网络服务平台建

设，并取得了一定成绩。

目前，郑州市已经建成了包括郑州人才网、郑州

市人力资源网、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等３０
多个信息网站在内的就业网络服务平台，该平台涵

盖了郑州市就业基础信息和业务数据，覆盖了郑州

市各区（县），并在各项业务工作中实现了信息共享

利用，公共就业网络服务平台已初步形成。郑州市

１２个县（市、区）的政府综合门户网站均设有就业服
务专栏，通过就业服务专栏发布招聘信息，提供就业

政策、就业培训、就业岗位等信息。另外，郑州市各

高校都在创新就业服务，设立了互联网就业信息服

务系统，极大地方便了大学生的求职，促进了整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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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就业模式的转变。

但据调查得知，目前大多数农民工、城市失地农

民的就业仍是选择直接到劳动力市场找工作。可

见，公共就业网络服务平台并不是农民工寻找工作

时的首要选择，这一方面是因为农民工的文化知识

水平相对较低，对网络技术掌握得很少，另一方面也

反映出郑州市缺少针对农民工的就业网络服务

平台。

　　二、郑州市公共就业网络服务平台

满意度调查设计

　　１．满意度评价指标的设计
本文所构建的郑州市公共就业网络服务平台满

意度评价体系有五个一级指标：（１）认知度，主要用
于评价居民对网络服务平台的了解和认识；（２）基
础设施，用于评价与就业服务网络化有关的软硬件

开发和配置；（３）普及应用水平，用于评价网络服务
平台的推广应用程度；（４）信息化功能，用于评价网
络服务平台提供的信息对居民的有效性；（５）服务
水平，用于评价居民对网络平台就业服务的满意度。

２．调查方法和过程
针对以上所设计的郑州市公共就业网络服务平

台市民满意度的指标体系，我们设计了相应的调查

问卷。此次调查的对象主要是郑州市的从业人员，

按金水区、二七区、中原区、惠济区、管城区、上街区

等区划单位内不同行业就业者进行调查，共发放问

卷２００份，回收问卷２００份，回收率１００％。
在被调查的对象中，男性占 ４９．５％，女性占

５０５％。其中，１８岁以下的占２．５％，１８～３０岁的
占３４％，３１～４０岁的占 ２８．５％，４１～５０岁的占
１７％，５１～６０岁的占１１．５％，６０岁以上的占６．５％，
几乎涵盖了各个年龄段的就业者且性别比例均衡；

具有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１．５％，初中文化程
度的占１０％，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的占３２％，大专
及本科文化程度的占５４．５％，研究生及以上文化程
度的占 ２％；学生占 １５．５％，商业、服务业人员占
１０％，生产、设备操作人员占 ２８．５％，农民工占
１１５％，党政企事业单位人员占 ３％，其他占
３１５％，涉及不同学历、不同职业的人员，涵盖面广
泛且具有代表性。

　　三、郑州市公共就业网络服务平台

满意度分析

　　１．建设数量满意度分析
关于公共就业网络服务平台数量满意度的评价

主要是通过问卷调查中“公共就业网络服务平台的

数量是否足够”获得的。有９％的被调查者认为公

共就业网络服务平台的数量足够，有３５％的被调查
者认为公共就业网络服务平台的数量不太够，有

２４５％的被调查者认为公共就业网络服务平台的数
量严重不足。这说明大部分人对目前公共就业网络

服务平台的数量不满意，原因在于郑州市常住人口

和外来人员越来越多，就业需求量大，而原有的就业

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就业服务需求。既要增加公共就

业网络服务平台的数量，又要保证平台建设质量。

２．推广应用满意度分析
关于郑州市公共就业网络服务平台推广应用满

意度的评价主要是通过问卷调查中“公共就业网络

服务平台推广应用程度如何”获得的。由调查结果

可知，公共就业网络服务平台推广应用程度总体上

属于中等偏上，其中，认为推广应用程度很高的占

１１．５％，认为推广应用程度中等的占５６．５％，认为
推广应用程度低的占２１．０％，认为没有推广应用的
占１１．０％。尽管政府正在大力推广公共就业网络
服务平台的应用，认识到网络服务平台在改变就业

模式、完善就业服务体系、促进就业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但在调查过程中，通过与被访者的交谈我们了解

到，有些地方网络服务平台覆盖面不广，网络服务平

台推广应用程度低，甚至没有推广应用，这些地方主

要是基层地区，包括街道（乡镇）和 社区（行政村）。

３．硬件设备质量满意度分析
关于郑州市公共就业网络服务平台硬件设备质

量满意度的评价主要是通过问卷调查中“您对公共

就业网络服务平台硬件设备质量是否满意”获得

的。１５％的被调查者对公共就业网络服务平台硬件
设备质量感到满意，２７．５％的被调查者感到比较满
意，５１．５％的被调查者认为公共就业网络服务平台
硬件设备质量还可以，只有６％的被调查者对公共
就业网络服务平台硬件设备质量感到不满意。这说

明郑州市的公共就业网络服务平台硬件设备质量良

好，居民满意度较高。

４．提供信息及时性满意度分析
关于郑州市公共就业网络服务平台提供信息及

时性的满意度评价，主要是通过问卷调查中“您所

在区域公共就业网络服务平台提供信息的及时性如

何”获得的。７２％的被调查者认为公共就业网络服
务平台提供信息及时，信息的及时更新使得求职者

能够第一时间掌握就业方面的信息，根据获得的就

业岗位信息进行个人职业测评，再根据测评结果和

自身实际，选择就业岗位和就业培训。

５．提供信息全面性满意度分析
关于郑州市公共就业网络服务平台提供信息全

面性的满意度评价主要是通过问卷调查中“您所在

区域公共就业网络服务平台提供的信息是否全面”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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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的。只有１８．５％的被调查者认为公共就业网
络服务平台提供的信息全面，可见网络服务平台提

供信息的全面性、系统性有待提高。

　　四、完善郑州市公共就业网络服务

平台的对策建议

　　１．借鉴公共就业网络服务平台建设的成功案
例———天津模式

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和劳动

力市场的培育、发展，天津市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

不断完善。１９９３年，天津市在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
建立了劳动就业服务网络（外网），２００５年建立了全
市劳动就业服务网络（内网），实现了市、区县、街

（乡镇）和部分社区联网，及时登录用人信息、求职

信息、劳动就业政策，职业介绍服务实现了网上报

名、视频面试、远程招用及网上人才测评。２００８年，
天津市的网络招聘工作得到加强，通过整合网站资

源、升级网站数据库和后台自动匹配等功能，网络信

息传输得更加及时、准确、有效了。特别是开启了网

上人才评估频道，采用调研、问卷跟踪等方式，提高

了测评技术，为用人单位进行人才鉴别和甄选提供

了较科学的依据。

目前，天津市有各级各类职业介绍机构１６６家，
其中，市区两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２２家，街道开办
的有１５家，行业开办的有１８家，事业单位开办的有
１７家，社会团体开办的有２２家，民营及其他部门开
办的有７２家，已经形成了以市职业介绍中心为龙
头，以区、县、行业为主体，以街道、乡镇和民间职业

介绍机构为补充，覆盖全市、联结城乡的职业介绍服

务体系。全市各级各类职业介绍机构配备了先进的

计算机网络办公系统、网络视频招聘及培训系统、人

才能力素质测评系统，按照人本化、广覆盖、重特色

的服务理念，在不同区域建立了分中心，是目前国内

信息化程度最高的现代人力资源专业化服务机构。

２．完善郑州市公共就业网络服务平台的建议
措施

一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良好的公共就业网络

服务平台硬件设备是公共就业网络服务平台信息化

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是公共就业服务的重要

内容，因此要加大平台财政资助力度，进一步加强平

台硬件建设。应借鉴国内外成熟的公共就业网络服

务平台的建设经验，根据郑州市自身的特点，在加大

政府财政投入力度的同时，充分调动社会资源的投

入增加信息化投入渠道，合理调整信息化建设的投

资结构，将仪器设备购置更新、设备日常维护费用和

软件开发纳入财政预算，既要增加公共就业网络服

务平台的数量，又要保证平台建设质量。在信息化

投入整体增长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形成制度性安排，

在长远的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整体规划中给予公共就

业网络服务平台足够重要的地位。

二是在整合现有系统资源的基础上建设统一的

网络服务平台。整合资源必须有统一的标准，网站

规范标准建设需要制定统一的网站称谓和域名使用

规范，同时尝试对就业服务内容进行整合，各地可根

据自身情况建立统一的公共就业信息服务中心，并

注重区域间信息数据的交互、数据的收集和统计分

析等工作，以建成系统统一、数据全面集成的就业网

络服务平台。在这个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与外界信息

系统交换的需求分析，保证既能满足基本功能的需

要，又具有与外界系统进行信息交换与处理的能力。

注意加强对基层地区的网络服务平台建设、宣传、推

广和应用，因为在基层地区有更多的、相对弱势的待

就业人群，包括农民工、城市失地农民、下岗失业人

员等。

三是提升公共就业网络服务平台建设中第三方

的参与力度。公共就业服务涉及领域比较宽，服务

对象比较多，所以形式也要求多种多样。如果仅仅

依靠政府，难以形成服务面宽的就业服务中心，所以

应加强对民间非盈利组织的引导，动员全社会的力

量，依靠民间组织公益性、志愿性和非营利性的特

点，充分发挥其自我组织、自我服务和行业自律的作

用，引导民间资本投入公共就业网络服务平台建设，

提供政府和市场提供不了或提供不好的公共就业网

络服务，以满足多元化和个性化的公共就业服务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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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诅咒、金融部门与经济增长
———基于非线性模型的分析

胡华

（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天津 ３０００７１）

［摘　要］学界研究发现，资源丰裕程度与经济增长并非线性关系。相对于线性模型，非线性模型
可解决多重共线性问题，并大幅提高可决系数。基于非线性模型的实证研究显示，资源诅咒命题在

中国整个大陆并不成立，但在一些区域是成立的，如东部、华东、华南、长三角地区；资源部门对经济

增长的促进作用有限，金融部门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明显高于资源部门，发展金融业有利于促进经济

增长；在不同区域，发展金融业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如将中国划分为七个经济区域，按金融

部门对经济促进作用的从大到小排序，依次是东北、华东、华中、华北、华南、西北、西南。

［关键词］资源诅咒；金融部门；经济增长；非线性模型

［中图分类号］Ｆ０６１．２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５．０１．０１２

　　“资源诅咒”是指丰富的资源禀赋并不一定能
促进经济增长，还可能阻碍经济增长。［１］直观上看，

资源诅咒命题在中国大陆是成立的。例如，长三角

地区（上海、江苏、浙江）资源贫瘠，西部地区（重庆、

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

疆、广西、内蒙古）资源丰富：在全国国土面积中，长

三角地区占比不足３％，西部地区占比高达７１．５％；
矿产资源工业总产值方面，２０１１年，长三角地区占
比是１．７７％，西部地区占比是３５．７６％。但长三角
地区经济发达，经济增速较高。２０１２年，长三角地
区ＧＤＰ占全国 ＧＤＰ１８．８９％，西部地区占比仅为
１９．７６％；经济增速方面，１９７８—２０１２年，长三角地
区年均 ＧＤＰ增速是 １６．２８％，高于西部地区的
１６．０５％。

徐康宁等［２－３］较早地将资源诅咒研究引入中

国，研究资源诅咒命题在中国大陆是否成立，以及资

源诅咒的传播途径。当然，有的研究并不支持资源

诅咒命题，如 ＲｕｉＦａｎ等［４－５］通过计量研究发现：资

源诅咒命题在中国城市层面上并不成立。还有一些

研究认为，在不同地区或不同时间段，资源与中国经

济增长的关系存在差异，“资源祝福”与“资源诅咒”

并存。［６－７］除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外，一些学者的经验

研究也证实，资源诅咒命题在中国大陆成立，并从

“荷兰病”、人力资本、制度等诸多角度加以诠释，呼

吁从产业多元化、提高人力资本投入、规范制度安排

等多方面解决资源诅咒问题，但迄今尚缺乏从金融

部门角度研究资源诅咒的文献。为此，本文拟采用

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与非线性模

型，分别研究资源丰裕程度变量和金融就业变量与

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分析非线性模型优于线性模

型的原因，论证金融部门对解决资源诅咒问题的作

用，比较各地金融部门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差异。

　　一、模型选择与变量设定

１．模型选择
本文选择静态面板数据、动态面板数据与非线

性三种模型，具体如下。

静态面板数据模型Ⅰ０：

Ｙｉ，ｔ＝ｃ０＋ｃ１Ｎｉ，ｔ＋ｃ２Ｚｉ，ｔ＋ξｉ＋μｉ，ｔ
动态面板数据模型Ⅱ０：

Ｙｉ，ｔ＝ｃ０＋ｃ１Ｙｉ，ｔ－１＋ｃ２Ｎｉ，ｔ＋ｃ３Ｚｉ，ｔ＋ξｉ＋μｉ，ｔ
非线性模型Ⅲ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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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ｉ，ｔ＝ｂ０×ｂ１
Ｎｉ，ｔ＋μｉ，ｔ

模型Ⅰ０、Ⅱ０是在 Ｓａｃｈｓ等
［８］的截面数据模型

基础上改进而来的。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Ⅰ０中，Ｙ
代表经济增长变量，此变量可以是 ＧＤＰ的绝对量、
ＧＤＰ的自然对数、ＧＤＰ年增长率（或增长量）、人均
ＧＤＰ年增长率（或增长量）；Ｎ代表资源变量，可以
是资源储量、资源生产量、资源生产量年增长率、采

矿业从业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或上述指标的自然对

数等，以表征资源丰裕程度；Ｚ是控制变量集，以表
征对因变量产生影响的其他因素；ｉ是自然数，代表
不同的省、直辖市、自治区截面单位，ｔ代表年份，ｃ０
是常数项，ｃ１，ｃ２，ｃ３是系数向量；ξｉ表示个体效应因
素，若ξｉ只随个体变化而不随时间变化，那么静态
面板数据模型应设定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若 ξｉ反
映了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随机信息的效应，静

态面板数据模型则应设定为个体随机效应模型；μｉ，ｔ
是随机扰动项。动态面板数据模型Ⅱ０是在静态面

板数据模型Ⅰ０的基础上，在解释变量中加入了被

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在模型Ⅱ０中，Ｙｉｔ是 Ｙｉ，ｔ的滞
后一期数据，其他变量与Ⅰ０相同。无论在Ⅰ０或

Ⅱ０中，当Ｎ的拟合系数小于零且能通过显著性检
验时，一般认为，资源诅咒命题成立；当 Ｎ的拟合系
数大于或等于零或其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时，一般

认为，资源诅咒命题不成立。在非线性模型Ⅲ０中，

ｂ０，ｂ１是拟合系数，资源变量是拟合系数ｂ１的幂，μｉ，ｔ
是随机扰动项。当 ｂ０≥０，ｂ１≥１时，资源诅咒命题
不成立；当ｂ０＞０，ｂ１＜１或ｂ０＜０，ｂ１＞１，且能通过显
著性检验时，资源诅咒命题成立。

２．变量设定
本文选用“人均实际 ＧＤＰ的自然对数”作为被

解释变量Ｙ。人均 ＧＤＰ等于各年各地区 ＧＤＰ除以
相应的人口数，运用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剔除物

价波动对人均 ＧＤＰ的影响，可获得人均实际 ＧＤＰ；
在此基础上，取自然对数，即可获得人均实际 ＧＤＰ
的自然对数。采用自然对数的形式，可以减少各回

归模型出现异方差问题。选取“采掘业（采矿业）就

业人员占当地人口比重的自然对数”（Ｎ）作为资源
要素丰裕程度的表征变量，这种做法存在一个问题：

１９９７—２００５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从业人员分
类存在差异：１９９７—２００４年，与资源开发相关的就
业人员被称为采掘业就业人员；而２００５年后，与资
源开发相关的就业人员被称为采矿业就业人员。采

掘业与采矿业的主要内容是相同的，都包括石油开

采、天然气开采、煤炭开采，以及其他矿产开采等，两

者差别在于：采掘业包括石油、天然气等非矿石资源

的开发利用和自来水的生产与供应，而采矿业不包

括这些内容。但观察采掘业从业人员占当地人口的

比重与采矿业从业人员占当地人口的比重则发现，

两者不存在明显的差异，２００４年，中国地级及地级
以上城市的采掘业从业人员占当地人口的比重是

０．４０１％，２００５年中国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的采矿
业从业人员占当地人口的比重是 ０．４０４％；同样，
２００４年各市的采掘业从业人员占当地人口的比重
与２００５年各市的采矿业从业人员占当地人口的比
重也不存在显著差别，如北京市２００４年采掘业从业
人员占当地人口的比重是０．１８８％，２００５年采矿业
从业人员占当地人口的比重是０１９１％。因此，本
文对这两个比重不加区别。

本文所选控制变量包括：一是人口密度变量Ｐ，
等于每平方公里人数的自然对数；二是就业变量 Ｊ，
用各行业从业人员占当地人口比重的自然对数表

征；三是人力资本投入变量Ｇ，用教育业从业人员占
当地人口比重的自然对数表征；四是城市化程度变

量Ｃｉｔｙ，用市辖区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自然对数表
征。因此，包含所有变量的模型如下。

静态面板数据模型Ⅰ：
Ｙｉ，ｔ＝ｃ０＋ｃ１Ｎｉ，ｔ＋ｃ２Ｎ

２
ｉ，ｔ＋ｃ３Ｐｉ，ｔ＋ｃ４Ｊｉ，ｔ＋

ｃ５Ｇｉ，ｔ＋ｃ６ｃｉ，ｔｙｉ，ｔ＋ξｉ＋μｉ，ｔ
　　动态面板数据模型Ⅱ：
　Ｙｉ，ｔ＝ｃ０＋ｃ１Ｙｉ，ｔ－１＋ｃ２Ｎｉ，ｔ＋ｃ３Ｎ

２
ｉ，ｔ＋ｃ４Ｐｉ，ｔ＋

ｃ５Ｊｉ，ｔ＋ｃ６Ｇｉ，ｔ＋ｃ７Ｇｉ，ｔｙｉ，ｔ＋ξｉ＋μｉ，ｔ
　　非线性模型Ⅲ：

Ｙｉ，ｔ＝ｂ０×ｂ１
Ｎｉ，ｔ＋μｉ，ｔ

上述变量使用的数据是中国大陆２８５个地级以
上城市的市级面板数据，来自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中国
城市统计年鉴》，剔除数据不连续的巢湖市、三沙

市、毕节市、铜仁市和数据缺失严重的拉萨市。即使

如此，其他城市仍有一些变量值缺失，因此所采用的

市级面板数据并非平衡面板数据。各变量的含义、

均值、标准差等详见表１。

　　二、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与多重共

线性问题

　　１．静态面板数据模型结果与检验
下面运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回归，六个模

型的因变量都是人均实际 ＧＤＰ的自然对数，模型 Ｉ
只有一个解释变量Ｎ，在此基础上，依次加入Ｎ的平
方项，人口密度变量Ｐ，就业变量Ｊ，人力资本投入变
量Ｇ，城市化程度变量Ｃｉｔｙ，从而形成模型Ⅰ２～Ⅰ６。

如表２所示，这６个模型都是固定效应模型。确定
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前，运用似然比检验对混合面板

数据模型与个体随机效应模型进行比较，此检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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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假设是静态面板数据模型的个体效应的方差等于

零，所有６个模型的检验结果显示，原假设成立的概
率都低于１０％，因此固定效应模型更优。为甄别固
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的优劣，对其进行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其原假设是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与个
体随机效应模型的拟合系数不存在系统性的差异，

检验结果显示，都适用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显

示，在６个模型中，Ｎ的拟合系数都大于零，且能通
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资源诅咒命题在中国大陆不

成立。Ｎ的平方项都大于零，说明资源变量与经济
增长之间呈现“正Ｕ型”关系。
４个控制变量的拟合系数都是正值，且都能通

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人口密度的增加、就业增加、人

力资本投入增加、城市化推进都有利于促进经济增

长。变量Ｐ（每平方公里人数的自然对数）与因变
量呈显著的正相关，且能通过１％的显著性检验，原
因是人口密度增加会有更多人成为经济人口，获得

工资或获得所拥有生产要素的报酬，这些都将提高

ＧＤＰ；变量 Ｊ（从业人员占当地人口比重的自然对
数）的拟合系数是正值，且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

新增就业可以提高人均实际 ＧＤＰ，原因是新增就业
将增加人均收入，收入水平提高会促进消费，新增消

费则以乘数作用于 ＧＤＰ，促进人均实际 ＧＤＰ提高；
变量Ｇ（教育业从业人员占当地人口比重的自然对
数）的拟合系数是正值，能通过１％的显著性检验，
说明教育投入有利于经济增长，原因是教育投入可

表１　模型变量描述
变量 含 义 观察值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Ｙ 人均实际ＧＤＰ的自然对数 ２８１６ ５．１４３ ０．７７８ －０．０６３ ７．４２４
Ｎ 采掘业（采矿业）就业人员占当地人口比重的自然对数 ２６６４ －６．４６２ １．９２６ －１１．３１７ －１．４５９
Ｎ２ Ｎ的平方项 ２６６４ ４５．４６９ ２５．４０８ ２．１３０ １２８．０６４
Ｐ 每平方公里人数的自然对数 ２５９６ ５．７０１ ０．９１２ １．５４８ ７．８８７
Ｊ 从业人员占当地人口比重的自然对数 ２８４８ －２．４７１ ０．６０２ －３．７５３ －０．０１６
Ｇ 教育业从业人员占当地人口比重的自然对数 ２８０７ －４．５５６ ０．５１０ －９．７８８ －３．３３０
Ｃｉｔｙ 市辖区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自然对数 ２８４８ －１．３１５ ０．６９２ －３．３７８ ０．０００
Ｆ 金融业从业人员占当地人口比重的自然对数 ２８４８ －５．９５５ ０．６９４ －１０．２３１ －３．０４４

　　注：模型数据系使用Ｓｔａｔａ１２．０软件计算得来。

表２　静态面板数据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Ⅰ１ 模型Ⅰ２ 模型Ⅰ３ 模型Ⅰ４ 模型Ⅰ５ 模型Ⅰ６

Ｎ
０．１１０ ０．８５４ ０．８５５ ０．４８５ ０．４２０ ０．３８０

（４．９４） （７．１８） （６．６４） （３．７０） （３．２８） （３．０２）

Ｎ２
０．０４９０ ０．０４８１ ０．０２８２ ０．０２５２ ０．０２１９

（６．３６） （５．７６） （３．３６） （３．０６） （２．７１）

Ｐ
０．３２３ ０．３５３ ０．３１１ ０．２９３

（５．０３） （５．６２） （５．０４） （４．８５）

Ｊ
０．７２４ ０．５１６ ０．４８０

（９．９２） （６．４６） （６．１４）

Ｇ
０．２７０ ０．２６２

（１１．３３） （１１．２０）
Ｃｉｔｙ １．２００

（９．７６）

截距项
５．８４８ ８．４２６ ６．６４２ ６．７７０ ８．３３４ ９．７３３

（４０．５７） （１９．６０） （１０．９７） （１１．４３） （１４．１５） （１６．４０）
样本数 ２６３４ ２６３４ ２３９８ ２３９８ ２３６３ ２３６３
组间Ｒ２ ０．０１０３ ０．０２７０ ０．０４０２ ０．０８２８ ０．１４５ ０．１８２

模型类型
固定效

应模型

固定效

应模型

固定效

应模型

固定效

应模型

固定效

应模型

　　注：１．因变量都是Ｙ（人均实际ＧＤＰ的自然对数）；２．括号内数值是ｔ检验值；３．＃、、、分别表示拟合系数能通过
１５％、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检验；４．模型通过Ｓｔａｔａ１２．０软件计算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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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当地居民受教育水平，提高其生产效率，从而促

进经济增长；变量Ｃｉｔｙ（市辖区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
自然对数）的拟合系数是正值，且能通过显著性检

验，原因在于扩大的城市规模将吸引更多流动资源

进入，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可

以证明资源诅咒命题不成立，但此模型有缺陷，可决

系数都低于０．２。
２．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结果与检验
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

表３。由表３可知，模型Ⅱ０的资源变量同人均实际

ＧＤＰ的自然对数呈正相关，且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为检验两者关系的稳定性，在模型Ⅱ２～Ⅱ６中逐一

加入资源变量的平方项、人口密度变量Ｐ、就业变量
Ｊ、人力资本投入变量 Ｇ、城市化程度变量 Ｃｉｔｙ等控
制变量。结果显示，资源变量的拟合系数都大于０，
但在模型Ⅱ２～Ⅱ６中，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资源

变量平方项的拟合系数有正有负，说明无法确定资

源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相关关系。

自变量中，加入因变量的滞后一期后，控制变量的显

著性受到很大影响。Ｓａｒｇａｎ检验、Ｈａｎｓｅｎ检验显
示，上述６个模型都不能通过过度识别检验。因此，
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结果不能确定资源诅咒命题在

中国大陆是否成立。

３．静态、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静态、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主

要源于资源变量、资源变量平方项的线性相关关系。

如表４所示，模型Ⅰ′和Ⅱ′都是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因变量都是资源变量的平方项，自变量都是资源变

量。模型Ⅱ′与Ⅰ′的区别在于：模型Ⅱ′针对自相关
问题进行修正，使得Ｄ－Ｗ统计量从０．１０７提高至
１．７８５。两模型结果显示，Ｎ与 Ｎ２之间存在很强的
正相关性，这会导致静态、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多重

共线性问题。要检验资源诅咒命题是否成立，以及

经济增长与资源变量间是否存在非线性相关性，还

需采取非线性模型进行估计。

　　三、非线性模型的估计

１．资源变量与经济增长非线性模型的估计
运用迭代法对非线性模型（Ｙｉ，ｔ＝ｂ０×ｂ１

Ｎｉ，ｔ＋
μｉ，ｔ）进行估计（Ｙ代表人均实际ＧＤＰ的自然对数，Ｎ
代表采掘业（采矿业）就业人员占当地人口比重的

自然对数），具体结果见表５。选取全国为样本进行
非线性模式估计发现，ｂ０＝５．３５０＞０，ｂ１＝１．００６＞
１，说明经济增长与资源变量呈正相关关系，因此，在
中国大陆资源诅咒命题不成立。调整后可决系数达

到０９７８，高于静态面板数据的可决系数。

表３　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Ⅱ１ 模型Ⅱ２ 模型Ⅱ３ 模型Ⅱ４ 模型Ⅱ５ 模型Ⅱ６

Ｌ．Ｙ
０．８１０ ０．８０７ ０．９１７ ０．９０７ ０．９０２ ０．９０２

（２２．７２） （２２．５８） （１６．０６） （１４．９３） （１４．４０） （１４．３４）

Ｎ
０．０１０５ ０．０６４０ ０．０１６５ ０．００４９３ ０．０１４２ ０．０１４６
（３．０７） （２．５１） （０．５７） （０．２６） （０．７２） （０．７４）

Ｎ２
０．００４１１ ０．０００５８９ －０．０００１５４ ０．０００４６９ ０．０００５０５
（２．１３） （０．２８） （－０．１１） （０．３２） （０．３４）

Ｐ
０．００４０１ ０．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２９５ －０．００２８６
（０．３７） （０．４３） （－０．４０） （－０．３９）

Ｊ
０．０３０９ －０．００４１５ －０．００３２５
（０．５８） （－０．１０） （－０．０８）

Ｇ
０．０２１１ ０．０２１４

（１．７７） （１．７５）

Ｃｉｔｙ
－０．００２１１
（－０．２５）

截距项
１．１８３ １．３５６ ０．６２０ ０．７０９ ０．８８３ ０．８８７

（６．４４） （５．７０） （１．９２） （１．８０） （１．８５） （１．８５）
样本数 ２３３３ ２３３３ ２１１９ ２１１９ ２０９０ ２０９０

ＡＲ（２）检验 ０．１９１ ０．１９４ ０．５７８ ０．５７８ ０．５５５ ０．５５５
Ｓａｒｇａｎ检验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Ｈａｎｓｅｎ检验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１．因变量都是Ｙ（人均实际ＧＤＰ的自然对数）；２．括号内数值是Ｚ检验值；３．＃、、、分别表示拟合系数能通过
１５％、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检验；４．模型通过Ｓｔａｔａ１２．０软件计算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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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中国大陆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发现，资
源诅咒命题在东部地区成立，在中、西部地区不成

立。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的拟合系数都大于中

部地区的拟合系数，说明资源部门对西部经济的促

进作用要大于对中部经济的促进作用。

将中国大陆划分为华北等七个小区域发现，资

源诅咒命题在华东、华南地区成立，在华北、东北、华

中、西北、西南地区不成立。西北地区的拟合系数都

大于其他地区的拟合系数，说明资源部门对西北经

济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对其他地区经济的促进作用。

在京津冀、长三角、西三角三区域，资源诅咒命

题在长三角成立，在其他两区域不成立。京津冀地

区的拟合系数都大于其他两地区的拟合系数，说明

资源部门发展更有利于促进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增

长。当ｂ１等于１时，资源变量的变化不会引起经济

表４　Ｎ与Ｎ２的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Ⅰ′ 模型Ⅱ′

Ｎ
－１２．９８

（－２８４．１１）
－１５．３８

（－２６５．００）

截距项
－３８．４３

（－１２４．７１）
－５３．９８

（－９７．５３）
样本数 ２６６４ ２６６４
Ｒ２ ０．９６８ ０．９６８

调整后Ｒ２ ０．９６８ ０．９６８
Ｄ－Ｗ统计量 ０．１０７ １．７８５

　　注：１．因变量都是Ｎ２，Ｎ代表采掘业（采矿业）就业人员
占当地人口比重的自然对数；２．括号内数值是 ｔ检验值；３．
＃、、、分别表示拟合系数能通过１５％、１０％、５％、
１％的显著性检验；４．模型通过Ｓｔａｔａ１２．０软件计算得来。

增长的变化。在不同区域，资源变量与经济增长的

关系虽有所不同，但在所有的非线性模型中，ｂ１都
介于０．９７～１．０４之间，都接近于１。换言之，即使
大部分地区资源部门对经济增长存在促进作用，但

此作用也很有限，因此应采用产业多元化战略来促

进经济增长，如通过发展金融部门来促进经济增

长等。

２．金融就业变量与经济增长非线性模型的估计
下面运用迭代法对非线性模型（Ｙｉ，ｔ＝ｂ０×ｂ１

Ｆｉ，ｔ

＋μｉ，ｔ）进行估计（Ｙ代表人均实际 ＧＤＰ的自然对
数，Ｆ代表金融就业变量，用金融业从业人员占当地
人口比重的自然对数表征，金融从业人员占当地人

口的比重越高，金融部门越发达），具体结果见表６。
由表６可知，对中国大陆所有城市进行估计，调整后
的可决系数达到０．９８６，拟合系数 ｂ０＝１１．５７＞０，拟
合系数ｂ１＝１．１４７＞１，这两个拟合系数都大于表５
中选取全国为样本时的相应值，说明相对于资源部

门，金融部门发展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下面分

析各区域情况，总体上，各区域的非线性模型调整后

的可决系数都大于０．９７，说明非线性模型很好地解
释了金融就业变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在东、中、西三大区域内，金融就业变量与经济

增长非线性回归模型的拟合系数都大于资源变量与

经济增长非线性回归模型的相应值，说明在大区域

内，相对于资源部门，金融部门的发展更有利于促进

经济增长。表６中，中部地区的拟合系数大于东部、
西部的相应值，说明相对于东、西部地区，中部地区

的金融部门对当地经济的促进作用更强。

表５　资源变量与经济增长非线性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
变量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华北 东北 华东 华南 华中 西北 西南 京津冀 长三角 西三角

ｂ０
５．３５０ ５．４８５ ５．４８２ ５．９２５ ５．６３９ ５．４４３ ４．８６８ ４．３３２ ５．５７９ ６．２５２ ５．０３７ ６．１７５ ５．２９ ５．０８３
（９８．２５）（６０．８７）（７７．６９）（４０．６３）（５０．６５）（４７．９７）（４３．０９）（２３．２２）（３８．８１）（３１．２２）（２７．７５） （２２．６７） （２６．９５）（２３．４６）

ｂ１ １．００６ ０．９９９ １．０１５ １．０３３ １．０１４ １．００６ ０．９８８ ０．９７９ １．０１８ １．０３８ １．０１２ １．０２３ ０．９９１ １．０１１
（６５７．５）（４３４．８）（４７４．４）（２６０．９）（２７９．２）（２８８．４）（３１５．７）（１８０．５）（２４５．４）（１７３．３）（１９８．７） （１４９．６） （２１６．９）（１５８．４）

Ｎ ２６３４ ９１３ ９３７ ７８４ ４５５ ３３８ ５３５ ３４０ ３９５ ３６２ ４２２ １１０ ２１２ ２６７
Ｒ２ ０．９７８ ０．９８５ ０．９８５ ０．９７３ ０．９８４ ０．９８４ ０．９８１ ０．９８ ０．９８６ ０．９７１ ０．９７７ ０．９８８ ０．９８８ ０．９７３

调整后Ｒ２ ０．９７８ ０．９８５ ０．９８５ ０．９７３ ０．９８４ ０．９８４ ０．９８１ ０．９８ ０．９８６ ０．９７１ ０．９７７ ０．９８８ ０．９８８ ０．９７３

　　注：１．因变量都是Ｙ（人均实际 ＧＤＰ的自然对数），自变量都是 Ｎ（采掘业或采矿业就业人员占当地人口比重的自然对
数），非线性模型是Ｙｉ，ｔ＝ｂ０×ｂ１

Ｎｉ，ｔ＋μｉ，ｔ，上述拟合系数都能通过１％的显著性检验，括号内数值是 ｔ检验值；２．东部地区包括
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

南，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华北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

西、山东、内蒙古，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华东地区包括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上海，华南地区包括广东、广

西、海南，华中地区包括湖北、湖南、河南，西北地区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西南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

云南、西藏、广西，京津冀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西三角地区包括陕西、四川、重庆；３．模
型通过Ｓｔａｔａ１２．０软件计算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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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金融就业变量与经济增长非线性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
变量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华北 东北 华东 华南 华中 西北 西南 京津冀 长三角 西三角

ｂ０
１１．５７ １１．３３ １２．６４ ９．１１３ １１．５４ １９．７７ １６．５６ １０．６５ １２．８１ ９．８４３ ６．９６８ １１．１３ １３．１５ ５．４２４
（４５．７） （４０．７） （２１．４） （２２．０） （２２．９） （１１．０） （２３．４） （３５．２） （１５．１） （１５．５） （１３．６） （２０．２） （１９．７） （１２．４）

ｂ１
１．１４７ １．１３６ １．１６８ １．１０６ １．１４８ １．２６６ １．２１７ １．１２９ １．１６７ １．１１８ １．０６４ １．１３９ １．１６２ １．０２２
（２６３．２）（２２７．１）（１２７．６）（１３４．７）（１３１．１）（６１．１）（１３４．０）（２０４．２）（９１．２） （８８．８） （８８．９） （１１２．５） （１０６．１） （８１．３）

Ｎ ２８１６ １００８ ９９２ ８１６ ４９５ ３３８ ６０３ ３７３ ４１７ ３８２ ４３４ １２８ ２４７ ２７８
Ｒ２ ０．９８６ ０．９９２ ０．９８９ ０．９７７ ０．９８９ ０．９８９ ０．９９１ ０．９９１ ０．９９０ ０．９７６ ０．９７８ ０．９９４ ０．９９３ ０．９７４

调整后Ｒ２ ０．９８６ ０．９９２ ０．９８８ ０．９７６ ０．９８９ ０．９８９ ０．９９１ ０．９９１ ０．９９０ ０．９７６ ０．９７８ ０．９９４ ０．９９３ ０．９７４

　　注：１．因变量都是Ｙ（人均实际ＧＤＰ的自然对数）、Ｆ（金融就业变量），非线性模型是Ｙｉ，ｔ＝ｂ０×ｂ１
Ｆｉ，ｔ＋μｉ，ｔ，上述拟合系数都

能通过１％的显著性检验，括号内数值是ｔ检验值；２．模型使用Ｓｔａｔａ１２．０软件计算得来。

　　在华北、东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北和西南七
个小区域内，金融就业变量与经济增长非线性回归

模型的拟合系数都大于资源变量与经济增长非线性

回归模型的相应值，说明在小区域内，相对于资源部

门，金融部门发展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表６说
明东北地区的金融部门对当地经济促进作用大于其

他地区。按照拟合系数ｂ０或 ｂ１从大到小的顺序排
列（按ｂ０、ｂ１从大到小顺序排列的结果相同），依次
是东北、华东、华中、华北、华南、西北、西南，这是金

融部门对经济促进作用按照从大到小排序的结果。

在京津冀、长三角、西三角三个区域内，金融就

业变量与经济增长非线性回归模型的拟合系数都大

于资源变量与经济增长非线性回归模型的相应值，

说明相对于资源行业，金融部门发展更有利于促进

经济增长。按照拟合系数 ｂ０或 ｂ１从大到小的顺序
排列，依次是长三角、京津冀、西三角，即在金融部门

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方面，长三角较大，京津冀居

中，西三角较小。

　　四、结论

１．资源部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限
基于２００４—２０１２中国市级面板数据，本文考察

了资源丰裕程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采用静态面板

数据模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非线性模型，研究发

现，非线性模型的可决系数更高。非线性模型结果

显示，资源诅咒命题在中国整个大陆虽不成立，但在

一些小区域成立，如东部、华东、华南、长三角地区。

在其他区域，资源诅咒命题虽不成立，但资源部门对

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限。

２．发展金融业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
运用非线性模型，研究金融就业变量与经济增

长的关系，发现在中国大陆整体范围内，或在任何一

个区域，金融部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都高于资

源部门。因此，解决资源诅咒问题、促进经济增长的

方法之一是实行产业多元化，如促进金融业发展。

３．发展金融业对中部、东北、长三角地区经济增
长的促进作用较大

在东、中、西三大区域内，中部地区金融部门对

经济的促进作用较强。在华北等七个小区域内，金

融部门对经济促进作用按照从大到小排序依次是：

东北、华东、华中、华北、华南、西北、西南；在京津冀、

长三角、西三角三个区域内，金融部门对经济的促进

作用，长三角较大，京津冀居中，西三角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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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关系的实证研究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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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中国３０个省市区的省际面板数据，利用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和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我国能
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我国能源消费尤其是电力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今后，要加大对本地区能源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增加区域能源供给；大力开发

替代能源与清洁能源，优化能源消费结构；调整和优化地区产业结构，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实

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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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物
质资源，是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战略物资。随

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能源的需求也不断增长。

然而，能源是稀缺的，巨大的能源需求与有限的能源

储量之间的矛盾日益成为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

难题。在２０１４年第十一届ＡＰＥＣ能源部长会议上，
与会各国对世界能源形势达成了如下共识：一方面，

世界能源需求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亚太地区作为世

界能源需求中心的地位更加突出；另一方面，多元化

的能源供应和能源技术创新对于维护能源安全和可

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基于这一共识，会议呼吁：为实

现能源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各经济体应加强互联互

通，节约能源，提高能效；积极探索符合自身情况的

能源生产和消费模式，加快实现能源生产和消费方

式转型；发展清洁能源，提高公众对绿色低碳能源的

科学认识和接受程度，逐步建立绿色、节能和高效的

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不断提升居民生活质量。这

次会议为世界各国能源生产和消费指明了方向，同

时也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利用效率

提出了更高要求。为了实现能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经

济的稳定快速发展，有必要深入研究能源消费与经

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拟利用实证的分析方法，

基于中国３０个省市区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 Ｈａｕｓ

ｍａｎ检验和固定效应模型，对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
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以期对我国改善能源生产和

能源消费提供政策建议。

　　一、研究现状

１．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曾对国家层面上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

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而针对某一地区的

研究文献并不多，并且大多采用的是经典计量经济

学理论。对于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

和变量间协整关系的研究，始终没有达成一致的结

论。例如，Ｋｒａｆｔ等［１］对 １９４７—１９７４年美国的国民
收入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

二者之间具有单向因果关系；Ｙｕ［２］则把上述数据的
研究范围扩展到 １９７９年，发现国民收入与能源消
费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Ｇｌａｓｕｒｅ等［３］利用 Ｅ－Ｇ两
步法对韩国和新加坡的能源消费与收入数据进行检

验，发现二者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ＳｈｙａｍａｌＰａｕｌａ［４］

对１９５０—１９９６年印度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
的关系进行了协整分析，结果表明它们之间存在长

期均衡关系；Ｌｅｅ［５］以１８个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数据
构建了经济、资本、能源之间关系的模型，利用异质

面板协整理论进行研究分析，结果表明１８个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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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Ｎａｒａｙ
ａｎ［６］利用面板协整的方法，验证了中东地区电力消
费与产出之间存在显著的反馈效应；Ａｐｅｒｇｉｓ［７］以１５
个新兴国家 １９８０—２００６年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的
数据为基础，利用面板协整理论进行协整分析，结果

显示二者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

２．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主要是采用经典计量方法（如协整理

论、向量自回归、面板模型理论）和灰色关联分析方

法对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例如，

林伯强［８］以协整理论为基础，建立了包括经济增

长、电力消费、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在内的多变量模

型，结果表明它们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并且存在

从电力消费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吴巧生

等［９］利用中、美两国的相关数据，对两国的能源消

费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两国都

存在从能源消费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黄

玲［１０］从１９７８—２００５年福建省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
数据出发，通过协整理论、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得

出两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并且具有能源消费到经

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王火根等［１１］在生产函数中

考虑了能源这一投入要素，建立了多变量的生产函

数模型，在面板模型的基础上对我国３０个省市经济
增长与能源消费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得出我国能源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单向原因；于全辉等［１２］认为中国

东部地区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

关系，而在西部地区这一关系并不显著；张琳等［１３］

从Ｃｏｂｂ－Ｄｏｕｇｌａｓ生产函数出发，对中国中部６省
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

究，发现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资本存量和

劳动力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能源作为

一种必需的生产要素，对实现中部崛起起着十分重

要的推动作用；吴玉鸣［１４］应用空间面板计量经济模

型，分析了中国各省域的能源消费行为、决定因素及

其空间溢出效应，指出我国各个省域的能源需求主

要由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等因素决定，价

格机制在调控能源需求方面还未能发挥出应有的作

用，同时能源利用效率等被忽略的因素对邻近区域

的能源消费行为具有很强的溢出效应；刘慧媛［１５］利

用动态面板估计方法分析了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

长的关系，通过使用面板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及

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对中国省级层面能源消耗与经

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无论

从长期还是从短期来看，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之间

互为双向因果关系，能源消耗增加会导致人均 ＧＤＰ
增加，同样人均ＧＤＰ增加也会导致能源消耗增加。

　　二、实证分析

１．模型设定
本文根据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构建包括能源消

费在内的如下四变量生产函数：

Ｇｄｐｉ，ｔ＝β０＋β１Ｔｅｃｉ，ｔ＋β２Ｃａｐｉｔａｌｓｔｏｃｋｉ，ｔ＋
β３Ｌａｂｏｒｆｏｒｃｅｉ，ｔ＋ｕｉ，ｔ （Ⅰ）

在模型Ⅰ中，ｉ代表各省的不同序号，ｔ表示不
同的年份，Ｇｄｐｉ，ｔ为 ｉ省在 ｔ年份的地区生产总值，
Ｔｅｃｉ，ｔ为ｉ省在ｔ年份的能源消费总量，Ｃａｐｉｔａｌｓｔｏｃｋｉ，ｔ
为ｉ省在 ｔ年份的资本存量，Ｌａｂｏｒｆｏｒｃｅｉ，ｔ为 ｉ省在 ｔ
年份的劳动力，ｕｉ，ｔ是随机误差项。

为研究主要的分类能源消费对经济的作用程

度，建立了包括Ｇｄｐ、煤炭消费量、石油消费量、电力
消费量，以及资本和劳动力的如下六变量模型：

Ｇｄｐｉ，ｔ＝γ０＋γ１Ｃｏａｌ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ｉ，ｔ＋γ２Ｏｉｌｃｏｎ
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ｉ，ｔ＋γ３Ｐｏｗ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ｉ，ｔ＋γ４Ｃａｐｉｔａｌｓｔｏｃ
ｋｉ，ｔ＋γ５Ｌａｂｏｒｆｏｒｃｅｉ，ｔ＋ｕｉ，ｔ （Ⅱ）

在模型Ⅱ中，Ｇｄｐｉ，ｔ为 ｉ省在 ｔ年份的地区生产
总值，Ｃｏａｌ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ｉ，ｔ表示 ｉ省在 ｔ年份的煤炭消
费量，Ｏｉｌ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ｉ，ｔ表示ｉ省在ｔ年份的石油消费
量，Ｐｏｗ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ｉ，ｔ表示 ｉ省在 ｔ年份的电力消
费量，Ｃａｐｉｔａｌｓｔｏｃｋｉ，ｔ为ｉ省在 ｔ年份的资本存量，Ｌａ
ｂｏｒｆｏｒｃｅｉ，ｔ为 ｉ省在 ｔ年份的劳动力，ｕｉ，ｔ是随机误
差项。

２．数据的选取与整理
本文选取中国３０个省市区（不包括港、澳、台，

由于西藏数据缺失，故未对西藏进行分析）的 ＧＤＰ、
能源消费量、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代表资本存量）、

劳动力就业人数共 ７８３个数据，样本时间区间为
１９７８—２０１３年。数据来源为历年统计年鉴、Ｗｉｎｄ
数据库、国泰安数据库等。其中，ＧＤＰ数据为实际
ＧＤＰ，用当期 ＧＤＰ除以当期价格表示；资本存量用
固定投资总额表示；劳动力人数用三产就业人数表

示。为了更好地了解能源消费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

用，把全国３０个省市区（不包括西藏、港澳台）分成
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其中，东部地区包括黑

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天津市、河北省、上海市、山

东省、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和海南省；中

部地区包括山西省、安徽省、河南省、江西省、湖北

省、湖南省；西部地区包括陕西省、内蒙古自治区、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四川省、重庆市、云南省和贵州省。

通过搜集３０个省市区的 ＧＤＰ、能源消费总量、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劳动力就业人数，整理得到

１９７８—２０１３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同时为了研究分类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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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搜集整理了关于煤炭、

电力和石油消费等相关数据（数据年份：１９９５—
２０１２），结合前面的数据整理得到了１９９５—２０１２年
关于ＧＤＰ、煤炭消费量、电力消费量、石油消费量，
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劳动力就业人数的省际面板

数据。

３．实证结果与分析
运用Ｓｔａｔａ１１．０软件，对１９７８—２０１３年的省际

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１。
从表１可知，无论是全国还是东、中、西部地区，

经济增长都与能源消费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能

源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全国而

言，能源消费每增长１％，将带来全国 ０５０４６％ 的
ＧＤＰ增长。相对于资本和劳动力而言，能源消费对
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得稍弱一些。而对东部地区

来说，劳动力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更强一些，这是因

为东部地区作为相对发达的地区，其劳动力素质要

远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会极

大地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从而带动经济总量的

增加。而对中部地区而言，投资在带动经济增长中

起着重要作用。中部地区在我国处于区域发展的中

间位置，其发展水平虽低于东部却高于西部，对资本

的需求是其经济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因而资本总量

的增加会极大地促进其经济增长。对西部地区而

言，资本和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要远高

于劳动力，这与西部地区的自然资源条件和劳动力

素质相对低下有关。总体而言，能源消费在经济增

长中起着比较重要的作用，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

现出东、中、西阶梯式分布特征。

为了进一步分析主要分类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

表１　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解释变量 全国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Ｔｅｃ
０．５０４６１８７

（１５．０６）
０．４６１７９８８

（７．９０）
０．４５３１８

（１６．６６）
０．２８４３２７１

（１４．５２）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９７０９３８３

（２１．６９）
０．９８６８４１５

（１３．１４）
０．８２７３３０２

（２２．９３）
０．９３１４０３８

（３３．３１）

Ｌａｂｏｒ
１．００２７２

（６．８７）
３．５２６１４９

（１０．０３）
０．４４３４３６６

（４．０９）
０．０６５７３６６
（１．１１）

常数项
－２６７０．４９１

（－９．９６）
－７１４３．３２５

（－１１．６４）
－１８８７．２９１

（－６．４６）
－２０１．４１５４

（－２．３５）

Ｆ值 ２８１６．２３ １５７３．９７ ２０１４．７３ ３３２０．７７

Ｃｈｉ值 ５２．８４ ７８．６８ ２２．１５ ２２．０１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容量 ７８３ ３２５ １５８ ３００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置信水平
下显著，系数下方括号内为相应的Ｔ值。

的作用，根据我国能源消费的实际构成情况，把主要

能源消费分为煤炭消费、电力消费和石油消费三类，

并由此建立了关于 ＧＤＰ、煤炭消费量、电力消费量、
石油消费量、资本、劳动力的计量模型，实证分析结

果见表２。

表２　煤炭、电力、石油消费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解释变量 全国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Ｃｏａｌ
－０．１３１２８２８

（－３．８５）
－０．０２１４２７８
（－０．３５）

－０．１４８４９６７

（－１．９８）
－０．０２７６８９
（－１．３４）

Ｏｉｌ
１．０７８２２

（６．０８）
１．０３６７４２

（３．５７）
１．３６４８４８

（２．０５）
０．１９３８８６６

（２．１６）

Ｐｏｗｅｒ
６．１１０２５５

（２１．２９）
５．２９７８５

（１３．３７）
６．６１８７４５

（５．５５）
２．５９０７０９

（６．６６）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６８５４４９９

（１４．５４）
０．５８３５７１４

（６．９４）
０．６７６０２１４

（１２．５４）
０．９３５１８７

（２４．２３）

Ｌａｂｏｒ
０．６２３２６８８

（４．０２）
３．０１４１５６

（７．３４）
－０．０６４２１３５
（－０．６７）

０．２８１５０２２

（６．３８）

常数项
－１９１１．３２５

（－５．１４）
－７０５７．３１３

（－７．８２）
３４２．９０２６
（０．９７）

－１１０．５５８６
（－０．９９）

Ｆ值 １５７９．６７ ８６４．７２ ３２３６．５９ ５３９３．２９
ｃｈｉ值 ２１．８０ ３０．８２ －２．８０ －１７８．０７
固定效应 是 是 否 否

样本容量 ４３１ ２０６ ８０ １４５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置信水平
下显著，系数下方括号内为相应的Ｔ值或Ｚ值。

从表２可知，就全国而言，煤炭、石油和电力消
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都比较显著。在对经济增长的

促进作用上，电力消费的影响更大一些。电力消费

量平均每增加１％，将带来全国６．１１０２５５％的 ＧＤＰ
增长；而石油消费量每增加 １％，只带来全国
１．０７８２２％的ＧＤＰ增长。

同时还发现，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这

与我国能源消费的构成有关。在我国，煤炭作为最

主要的消费能源，其消费量在我国能源消费构成中

已占到了７０％以上，过去煤炭消费曾在经济增长中
扮演重要角色，但近些年来，我国煤炭消费已经达到

了一种过度消费的状态，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煤

炭消费将带来环境污染等负面效应，其对经济的促

进作用会不断减弱直至为零。

另外我们还发现，对于东部和西部地区来说，煤

炭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显著。这是因为东部

地区经济发达，率先使用清洁能源，高新技术产业深

入发展，因而像煤炭这种高污染的能源对其经济增

长的作用已不大。同样，西部地区由于地理位置偏

远，且煤炭资源主要分布在东中部地区，煤炭运输成

本又较高，因此西部地区煤炭消费对其经济发展的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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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也不是那么显著。

对于单个能源种类来说，如煤炭，其消费对经济

增长的作用程度在全国区域范围内，呈现出东、西、

中逐渐递减的特征，这与煤炭的地理分布和各地区

的能源结构有关。中部地区煤炭资源丰富，因而效

用相对较低，而东部地区由于技术发达，设备先进，

因而单位煤炭消费量的增加会带来较高的产出收

益。而对于石油和电力来讲，在全国区域范围内，其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程度表现出中部高于东部、

东部高于西部的规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

部地区经济发展对电力和石油消费的需求更为

迫切。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固定效应分析和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的方
法，通过构建包括 ＧＤＰ、能源、资本和劳动力的四变
量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和经济增长

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我国能源消费对

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与投资和劳动力一

起构成了经济增长的“新三驾马车”。通过建立

ＧＤＰ和分类能源消费与资本、劳动力的计量经济模
型，发现电力和石油消费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比较显著，尤其是电力消费，其单位增长将带来经济

总量的大幅增加。对东、中、西部而言，煤炭消费对

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呈现出东、西、中逐渐递减的

特征，而电力和石油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却呈现

出中、东、西逐渐递减的规律。对于煤炭消费而言，

由于过度消费和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其对经济增

长的促进作用变得并不显著。

这一结论为中国制定合理的能源消费政策与战

略提供了科学依据。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区域

资源禀赋存在显著差异，并且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所以，中国必须协调区域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

系，依据区域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的因果关系，制定

合理的区域能源消费政策和战略，确保区域能源消

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呈正相关。

为此，首先，要加大对本地区能源资源的开发利

用程度，提升各种能源的利用效率，增加区域能源供

给，并结合地区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的关系，重点开

发、利用相关能源，如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发展电力

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对电力行业的投入，这样可以带

来较高的经济产出。对中部地区而言，要加大石油

与电力消费的投入力度，保障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其次，要大力开发替代能源与清洁能源，优化能

源消费结构，如要广泛开发太阳能、风能、潮汐能等

新能源，降低对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传统不可再生

能源的依赖，逐步实现经济结构的完美转型。最后，

要调整和优化地区产业结构，摒弃以高消耗、高污染

为代价的错误发展路径，节能减排，增加对环境保护

和治理的投入，真正实现经济的“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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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众筹融资模式的发展现状及监管
方永丽

（郑州成功财经学院 商学系，河南 郑州 ４５１２００）

［摘　要］众筹融资是一种新兴的互联网融资模式，其有助于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风险，推动金
融创新和生产模式变革。目前，众筹融资在我国发展中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法律法规监管

缺失；众筹资金缺乏有效监管；众筹投资者的保护难度加大；众筹融资平台风险集聚；知识产权保护

存在瓶颈。因此，有必要制定专门的监管法律，明确监管主体、做好部际分工协调，加强众筹平台行

业自律，建立小额投资者保护机制，防范、疏导众筹平台风险，加强对众筹创意项目的知识产权保

护，以促进众筹融资良性、健康发展。

［关键词］众筹融资；金融监管；信息披露

［中图分类号］Ｆ８３２．４８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５．０１．０１４

　　众筹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学者迈克尔·萨利
文提出的，他认为，众筹描述的是群体性的合作，人

们通过互联网汇集资金，以支持由他人或组织发起

的项目。２００９年４月，以众筹为运作模式的专业网
站———Ｋｉｃｋｓｔａｒｔｅｒ正式上线，将这种独特的融资模
式引入人们的视线，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２０１２
年４月５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的《企业振兴法
案》（ＪＯＢＳ法案）中第三部分专门对众筹融资模式
作出相关规定，将“众筹”这种新型网络融资模式正

式纳入合法范畴，对众筹融资活动中的投资者身份、

融资准入规则、豁免权利、与国内相应法律的关系等

都做出了具体规定。众筹融资模式在中国尚处于萌

芽阶段，众筹融资参与者较少，筹资总额较小。相对

于美国，我国对众筹融资、尤其是对股权众筹融资的

监管机制和法律规范尚不健全。近年来，众筹融资

得以快速发展，有其深刻的外部环境因素，也有促进

民间资本投融资顺畅进行的内在客观要求。本文拟

在分析我国众筹融资的积极作用和存在问题的基础

上，提出促进众筹融资良性、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众筹融资对资本市场的积极

作用

　　众筹融资在中国虽刚起步，但我国如能对其进

行有效利用，民间投融资的活力、优越性将会充分发

挥出来，在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趋势下，小微企业

将会拥有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１．有助于拓宽融资渠道
我国民间资金与小微企业之间一直存在着“两

多两难”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即小微企业多而融资

难，民间资金多而投资难。一方面，我国小微企业数

量庞大，许多小微企业虽拥有核心技术和创新能力，

但规模较小，经营分散，管理机制、信用机制不健全，

很多中小企业连基本的财务系统都不具备，难以符

合商业银行较苛刻的贷款条件，且商业银行贷款手

续繁琐复杂，实行抵押担保借贷体制，这些限制使得

大部分小微企业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支持，也难以

从资本市场上融资，从而导致其无法将创意和核心

技术转化为现实效益。另一方面，我国又存在着相

当数量的民间资金，总量虽很大但持有人分散，这些

分散的民间资本由于缺少合理的投资渠道，因而多

会用于非法集资和投机炒作，这种非法民间金融活

动不仅增加了金融系统的风险，而且扰乱了社会经

济秩序。因此，引导民间资本注入实体经济，促进技

术创新，是社会需要面对的问题。众筹融资模式可

为解决“两多两难”问题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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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筹融资模式借助互联网平台，为投、融资双方

的信息交流和资金融通搭建了桥梁，既为那些拥有

好的创意项目但不具备常规融资条件的小微企业提

供了大众化的融资渠道，又为民间资本投资搭建了

便利平台。一方面，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选

择合适的投资项目；另一方面，创业者即融资者可以

通过众筹融资筹集到所需资金，从而投入新产品生

产或技术创新，促进民间资本向实体经济流转，为实

体经济健康、快速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２．有助于降低融资风险
众筹融资模式下，投资者众多，而每位投资者的

投资额度可以很低，这有利于通过分散化的方式降

低融资风险。此外，众筹融资模式利用互联网平台

发布融资信息，融资信息通过网络传播更加方便、快

捷，且成本低廉、信息交互性强。因此，借助众筹平

台，项目融资人与投资者可以进行快速、高效的互动

交流，通过这种交流能够充分了解投融资项目的收

益、风险，可有效控制由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

与道德风险问题。

３．有助于推动金融创新和生产模式变革
从项目本身来看，众筹融资项目一般都是一些

有创意、有个性的项目，注重技术创新，科技含量较

高，能够体现未来社会生产模式的变革趋势。而且，

众筹融资过程与融资项目的宣传和市场推广过程相

统一，项目的筹资情况能够反映出市场主体对该项

目的反响和项目的前景。

从融资模式来看，众筹融资代表着“金融脱媒”

的创新发展方向。寻求更高收益的投资者与寻求更

低融资成本的企业，通过众筹平台进行融资，可绕开

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是一种“脱媒”的融资模

式。“金融脱媒”既是金融创新的表现，也是经济发

展的必然趋势。

　　二、我国发展众筹融资存在的问题

众筹融资作为互联网金融的新模式，可以解决

初创企业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促进其进行技

术创新和发展，对我国金融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有着

巨大的市场发展潜力；但也不能忽视其发展所带来

的巨大风险，如果众筹融资的发展偏离正确规道，对

投资者、融资者都会带来严重损失，对商业银行甚至

整个金融体系都将产生巨大的冲击。我国发展众筹

融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法律法规监管缺失
目前，我国尚缺乏针对众筹融资进行监管的法

律法规。尽管我国现行《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规定，

单位或者个人未依照法定程序经有关部门批准，不

得以发行股票、债券、彩票、投资基金、证券或者其他

债权凭证的方式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并承诺在一

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或其他方式向出资人还本付

息或给予回报。目前，众筹融资企业的发展正处于

探索阶段，众筹融资很可能踩踏非法集资、非法发行

证券等法律“红线”，一些知名众筹融资机构的破冰

主要是依赖政策的“网开一面”，相关众筹融资网站

为了避免涉嫌“非法集资”，明确众筹融资回报不能

为股权或资金，将其行为界定为购买行为，而不是投

资行为。

２．众筹资金缺乏有效监管
在众筹融资平台上，投资门槛低，投资者分散，

投资者相互之间一般没有联系，对拟投资的项目或

企业缺乏实际的了解，筹资者与投资者的地理分隔

也使得投资者难以监督所投项目的业务运营状况，

这就大大增加了筹资者欺诈的风险。近几年，国内

已出现多起众筹欺诈事件。例如，２０１１年９月，一
家名为“贝尔创投”的网络借贷公司因其法人代表

涉嫌在其他多个网络借贷平台恶意拖欠多笔债务，

成为国内首家被公安机关调查的网贷平台；２０１１年
１０月，网贷公司“天使计划”网页突然不能登录，６５
位出借人高达５５０万元的本金随创立者一同消失，
至今未能追回。此外，在缺乏有效监管、信息不对称

的情况下，众筹资金遭到滥用的可能性也很大。

３．众筹投资者的保护难度加大
众筹融资的投资者主要为分散的小额投资者，

由于缺乏投资经验和技术，自我保护能力差，大多数

的投资者缺乏专业的判断，对融资项目质量的好坏

和投资风险没有足够的认识，因此在借贷利率高或

项目具有创意的诱惑下，他们可能会做出错误的投

资决策。因此，保护投资者利益成为各国法律和监

管部门的首要任务。

由于对投资者的有效保护主要是依赖于信息

披露，因此监管机构要确保筹资企业信息披露的

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和准确性，帮助投资者根

据披露的信息进行理性的决策。然而，在众筹融

资模式中，筹资者一般为小微企业或初创期的企

业，其单笔融资规模相对较小，这就要求应尽可能

降低融资成本，而降低筹资者的融资成本，必然就

要降低其信息披露负担。同时，我国互联网的信

用监控机制目前还比较脆弱，加大对投资者的保

护力度相当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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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众筹融资平台风险集聚
目前，国内众筹网络平台大多是提供“本金担

保”服务、捐赠模式的众筹平台，对欺诈行为采取

“先行赔付”的方式。这就使得本应借助众筹平台

自行交易的直接融资模式，演变成了由众筹平台运

营方一手主导的间接融资，以至于众筹平台融资风

险不断堆积，成为金融系统中风险的积聚源。

５．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瓶颈
对创意项目发起者而言，众筹平台的开放性决

定了难以避免创意被抄袭的风险。如一个项目发起

者有了好的产品创意后，为了通过众筹平台获得资

金支持，会把产品的设计思路、外观图片甚至使用详

解等内容都贴到网上，这会给剽窃、抄袭这个产品创

意提供机会。众筹平台上的一个项目从最开始的募

集资金到最后的生产，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而这

段时间内盗版产品可能已经在市场上风行，以至于

那些项目出资者在出资后得到的产品回报就已经不

是最新的创意产品，甚至可能是已经过时的产品。

目前，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知识产权申请与

保护还存在一定差距，项目发起者很难保护好自己

的智力成果。

　　三、促进众筹融资良性、健康发展的

建议

　　众筹融资的兴起，既是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扩
大就业、促进经济发展的新兴途径，也是拓展多层次

资本市场、夯实资本市场的基础。然而，当前众筹融

资由于监管缺位，已经出现野蛮生长的局面，若不及

时加以规范引导，任由市场主体恶性竞争甚至违规

越界，则会导致市场无序失控引致区域性风险，从而

对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形成负面冲击，造成市场停

滞甚至萎缩。因此，有必要加快完善监管机制，积极

将众筹融资纳入金融监管，及时了解众筹行业发展

的动向，跟踪分析出现的问题，以促进众筹融资良

性、健康发展。

１．制定专门的监管法律，明确监管主体，做好部
际协调

首先，应参考目前已有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定专

门针对众筹融资平台的法律法规。监管法规应当以

原则性为主，在行业准入标准、资金管理、投资人权

益保护等领域出台相应的政策和指导意见，该意见

不必规定得过细，可随着众筹融资发展过程中不断

显露出的问题而逐步对其作出细致的规定，使其相

对完善。

其次，遵守适度监管原则，避免因监管的过于严

格而阻碍其发展。众筹融资的规范制度，既要有效

防范系统性风险，保护小额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也要

考虑小微企业融资的经济性和便捷性，为其发展提

供良好的金融支持。

再次，要针对不同形式的众筹融资，根据其不同

的特征和风险点，制定不同的监管制度。股权模式

要获取证券业经营牌照并遵守证券法的相关规定，

由证监会负责监管，涉及债券或资产证券化等证券

活动，应由证监会承担监管责任；借贷模式涉及资金

借贷与债权债务的，则由银监会和人民银行牵头

监管。

最后，由于众筹融资涉及网络安全、征信系统、

虚拟货币、产业发展等问题，因此需要工信部、发改

委等部委共同参与监管，逐步建立众筹监管的部际

协调，从多角度加强统一监管，降低监管成本，提高

监管效率，避免出现监管真空与重复。

２．加强众筹平台行业自律，引导行业健康发展
众筹目标公司发起人和众筹平台首先必须遵守

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诚实守信，合法经营，公平竞

争。此外，监管部门应鼓励众筹平台制定行业自律

规范，加强自律，支持建立行业协会，建立信息披露

机制、风险揭示机制，建立行业内部投诉处理机制。

众筹融资平台要坚持中介功能，充分展示创意或项

目信息和发起人资信等信息，不能变相搞资金池、直

接进行融资、经手资金管理，不能以互联网金融的名

义进行非法吸收存款、非法集资、非法从事证券业务

等非法金融活动。在保证信息充分披露的情况下，

具体的投资决策由投资者自己做出。

３．建立小额投资者保护机制，加强对投资者的
风险意识教育

首先，对众筹融资平台的监管应立足于消费者

保护，增加操作和融资的透明度，加强对众筹资金的

管控，保障融资信息和支付安全，使出资人掌握更多

的相关信息。

其次，应普及众筹融资知识，提高投资者风险识

别能力和防范意识。众筹融资作为一种新兴融资模

式，为更好地培育合格投资者，应借助互联网信息传

递的便捷性，通过网络普及众筹融资知识，或者通过

定期培训、举办论坛等方式对出资人与企业持续开

展众筹融资知识普及和风险教育活动，引导投资者

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增强风险意识和自我保护能

力，并应与投资者签订投资风险揭示书，确保投资者

充分知悉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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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要规定股权众筹普通投资者的资质，限制

投资者每年的投资额度，禁止采用广告促进发行，防

止出现劝诱和误导投资者的情形，确定补偿条款，这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投资者可能承担的投资

风险。

４．防范、疏导众筹平台风险
众筹平台应将风险控制作为重要任务，要对不

同来源、不同类型的风险进行分层分级，不断探索防

范、疏导风险的措施。目前，我国众筹平台都有各自

的风险控制机制，如天使汇实行会员制，规定众筹项

目不承诺固定的回报，而且要求融资企业进行持续

不断的信息披露；众筹网要求项目发起人对自己及

其所发起的项目进行介绍，包括“关于我”“发起该

项目的目的”“项目的进展和风险”“为什么以众筹

的方式发起该项目”“项目众筹成功后的回报”等，

同时要求发起人向项目投资人充分说明项目存在的

风险，以便于项目投资人对项目有全面充分的了解，

从而独立慎重地作出是否投资的决定。

另外，众筹公司还可以对拟筹资的小微企业进

行先进的投资理念和管理模式培养，为这些企业提

供公司治理服务；通过积累小微企业的信用记录、建

立数据挖掘机制，来评估、降低融资风险。

５．加强对众筹创意项目的知识产权保护
一方面，为了防止众筹项目创意被剽窃，发起人

最好先通过申请专利来保护自己的产品，建立起一

定的防御门槛，然后再在众筹平台上公开发布项目，

进行筹资。在筹资成功后，进入产品生产环节时应

再次完善，让产品更加完善、更具创新性。

另一方面，众筹公司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发一些

企业客户，为项目发起人和缺乏科研能力的企业搭

建合作平台，将项目发起者的创意和技术与企业的

资本和生产能力有效结合起来。这样一来，既能有

效防止项目创意和技术外泄、被剽窃，又能够避免非

法集资的法律风险，为项目的成功提供更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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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调整工业布局、转变工业服务方向、清仓核资、恢复和重建企业经营管理制度等措施，使被“大

跃进”运动破坏的工业得到恢复和发展。江苏省工业调整是江苏省国民经济调整的重要组成部

分，为江苏省国民经济的好转做出了巨大贡献，可为当今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工业调整；江苏省；国民经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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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５０年代后期开展的“大跃进”运动，使中国的
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１９６０年代初，中国进
行了轰轰烈烈的国民经济调整，而工业调整是国民

经济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学界直接以１９６０
年代中国工业调整为研究对象的单项成果还很少

见，相关成果都是中共党史或中国当代史研究成果

的一个部分，主要涉及领导人层面、政策制定层面、

会议层面，存在着上层研究多、下层研究少，政策制

定过程和政策内容研究多、政策实施过程和绩效研

究少，重复性研究多、创新性研究少等特点，特别是

研究如何根据地方实际，因地制宜地灵活执行国家

工业调整政策和政策实施效果的成果较少。本文基

于大量档案资料，试图以江苏省工业调整为个案来

展现这一历史事件，以期为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提

供有益借鉴。

　　一、江苏省工业调整的缘起

“大跃进”给江苏省的工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

“大跃进”后，江苏省工业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

问题。

１．工业规模过大，工农业比例失调，工业内部比
例失调

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江苏省地方工业基本建设投资
总额达１７．３亿元，为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的１４．８倍；从
基本建设投资分配比重看，用于工业的投资从“一

五”时期占总投资的３５．７１％上升到５５．７２％，而用
于农业的投资由“一五”时期的 ３３．８８％下降到
１８１％。与“一五”时期相比，江苏省１９５８年、１９５９
年和１９６０年的工业平均增长速度达到４１．７％，为
“一五”时期（１０．６％）的３．９倍［１］；与１９５７年相比，
１９６０年的工业总产值增加１４３．０８％，农业总产值却
下降２５５％。［２］１９５７年年底，江苏省有全民所有制
企业 ２３２２个，职工４０万人（若包括基建、交通，则
有５６．９万），到 １９６０年底全民所有制企业发展到
６１３１个，职工１０２．４万人（若包括基建、交通，则有
１３１．３万人）。［３］１９６０年江苏省的重工业异军突起，
产煤５６０万吨，比“大跃进”前增长１９０％；生铁、钢
从无到有，生铁生产５６万吨，钢生产１８万吨，钢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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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９．７万吨；机床生产１．０７万台，增长３．５倍；动
力机械达到７６万马力，增长５．９倍。［４］但人民需要
的农产品和轻工业产品大量下降。江苏省粮食总产

量１９５７年为 ２１２亿斤，１９６０年为 １９１亿斤，下降
９８％［５］；棉花产量从１９５７年的１５．０１万吨下降到
１９６０年的１２．４３万吨，下降１７．２％；油料作物产量由
１９５７年的２５．０７万吨下降到１９６０年的１３．１８万吨，
下降５２．６％；生猪存栏数由１９５７年的８２９．５６万头下
降到１９６０年的５１３．８０万头，下降３８１％。［６］（Ｐ６）１９５７
年，苏州市日用轻工业主要产品品种共有 ４５７种，
１９５９年第一季度正常生产的只占３２．３２％，生产时
断时续的约占３８．９５％，停止生产的占２８．２３％。［７］

２．工业管理混乱，事故多发
在“大跃进”中，批判“一长制”“专家治厂”“白

专道路”“计件工资”“经济核算”等行之有效的规章

制度，盲目追求高指标，层层加码，忽视经济发展的

客观规律，各种蛮干层出不穷，原有的规章制度被破

坏，工业管理混乱。江苏省重工业厅１９５９年的生产
计划编了３０次，１９６０年的生产计划到１９６０年１２月
３１日才下达，以至于大家普遍反映：“一年计划计划
一年，编计划变计划，边编边变。”据江苏省纺织工

业厅反映：“现在下任务是翻一翻，统计资料凭主观

要求匡一匡，根本没有科学根据，亦没有群众基

础。”［８］由于管理混乱，工业事故增多。据江苏省委

工业办公室统计，１９６０年７月上中旬，工业部门死
亡人数达到１８人（全省３０人），超过了六月全月死
亡人数１７人（全省３３人）；１９６０年７月１６日，南京
气体厂制氧车间由于储气袋进入过量氧气而引起爆

炸，３个工人被炸伤，２００平方米厂房全部被炸坏；
１９６０年７月１８日，南京钢铁厂吊运中的钢水包遇
水爆炸，６人受伤（其中重伤２人），６天未能生产。
１９６０年 ７月上旬，江苏省发生的煤矿事故达 ８８１
次，７月中旬又发生影响生产时间半小时的事故７８２
次；徐州煤矿由于事故多，７月中旬有３８％的工作处
于停产和半停产状态。［９］

３．工业生产效率低下
１９５７年江苏省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为

７６２０元，１９６１年下降为 ５５４９元，大约下降
２６６％；１９５７年江苏省煤炭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为
每工日生产０．９４８吨，１９６１年为０．４６１吨；１９５７年
江苏省轻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为６６０６元，１９６０年
为５５９０元，１９６１年为４５００元。［１０］据统计，全省工
业１９６１年劳动生产率比１９５７年下降２７．２％［１１］。

４．产品质量下降
１９５６年江苏省保温瓶合格率为 ８５％，１９５８年

下降为 ７３．９８％，１９５９年又降为 ７１．１４％，１９６０年
１～４月份下降为６９％；由于合格率降低，从１９５８年

到１９６０年４月产出废品４０万只。［１２］无锡曙光五金
厂生产的铁皮锁不用钥匙一拉就开，苏州市金星锁

厂生产的锁一把钥匙可以开三千把锁，群众称为

“君子锁”。［１３］１９５７年江苏省煤炭含矸率 ０．４％，
１９６２年为１．１１％。［１４］

５．企业亏损严重
１９５７年，江苏省地方全民所有制企业基本无亏

损。１９６１年上半年，江苏省地方全民所有制企业出
现亏损的有５１４个，亏损额３２１４万元；１９６２年上半
年出现亏损的有４２７个，亏损额２６５４万元。１９５７
年，江苏省工业总产值１６．２５亿元，利润１．３亿元，
利润率为７．９％；１９６２年上半年工业总产值１１．５４
亿元，利润 ５６２９万元，利润率为 ４．９％。［１５］综上，
“大跃进”后，江苏省工业急需调整。

　　二、我国工业调整的四个阶段

江苏省工业的调整与全国国民经济的调整是同

步的。我国国民经济调整的过程是统一中共高层对

经济的认识，调整工农政策，降低工业指标，整合农、

轻、重工业关系的过程。笔者根据中共高层对国民

经济的认识转变过程、调整内容和调整进度，把我国

国民经济调整大致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１．调整的酝酿时期（１９６０年下半年—１９６１年１
月八届九中全会以前）

１９６０年下半年，国民经济危机已经显露出来。
为了解决国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１９６０年７月
５日至 ８月 １０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
议，俗称“下马会议”，重点讨论了国际共运和国内

经济问题。会议通过了《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

大办粮食的指示》和《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

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确定压缩基本建设战线，

保证钢铁生产；认真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

线，保证农业生产；决定以后国民经济计划不再搞两

本账，只搞一本账，不搞计划外的东西，不留缺口。

当时主持国家经济工作的陈云、李富春提出必须对

国民经济实施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方针（时称

“八字方针”），标志着由全面跃进转向重点跃进。

特别是１９６０年７月，苏联突然撤走专家和撕毁协
定，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提出要炼“争气钢”，

要争取生产２０００万吨钢，提前实现钢产量赶上英
国的目标。［１６］（Ｐ８９１－８９２）当时，中共高层对国民经济形

势缺乏正确的认识。１９６０年１１月下旬，第九次全
国计划会议召开，会议认为，“全国经济形势很好，

但有困难，有比较严重的一个指头的问题”［１７］（Ｐ１８３）。

１９６０年１２月，毛泽东认为，“全国大好形势，占三分
之二地区；又有大不好形势，占三分之一的地区。五

个月内，一定要把全部形势都转变过来。共产党要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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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种本领，五个月工作的转变，一定要争取

１９６１年的农业大丰收，一切坏人坏事都改过来，邪
气下降，正气上升”［１８］（Ｐ６９６）。当时，中央片面认为农

业上有问题、工业上问题不大，想当然地认为只要农

业问题解决了，国民经济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指望

稍加调整后重新实现‘大跃进’，这当然不能全面正

视和彻底纠正了！”［１６］（Ｐ８８３）这一时期，虽然形成了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但国民经济

调整主要在农村，工业调整主要是下放工业企业私

拉乱雇的劳动力，由全面跃进转向“保粮保钢”，把

钢铁生产当作政治任务来抓，钢铁工业一马当先，工

业其他方面的调整无从谈起。

２．全面调整的缓慢展开时期（１９６１年１月八届
九中全会———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前）
１９６１年１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召开，正式提

出要对国民经济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

字方针，标志着国民经济调整的正式开始。这一时

期，中共中央先后颁发了“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

条”“手工业三十五条”“商业四十条”等文件，对国

民经济开始进行全面调整，工业开始缩短战线、减少

投资等。１９６１年６月２８日，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
关于精减职工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等文件，并在

１９６１年精减了城镇人口１０００万。之所以把这一时
期称为国民经济全面调整的缓慢展开时期，是因为

国民经济调整虽已全面展开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

经过一年多的调整，国民经济形势并没有好转，有些

地方甚至还在恶化。中共高层“基本想法是工业生

产维持和巩固住１９６０年‘大跃进’的水平，农业上
能有一定的增长，即放慢了工业建设速度，既不再

‘大干快上’，也不想后退”［１９］（Ｐ３９７）。中共八届九中

全会通过的１９６１年国民经济计划，要求生产粮食
４１００亿斤、棉花 ３２００万担、钢 １９００万吨、原煤
４３６亿吨、发电量６６０亿度、铁路货运６．７５亿吨、
基本建设投资 １６７亿元、大中型项目建设 ９００个。
这样的高指标是与１９５８、１９５９、１９６０年的高指标一
脉相承的，是建立在１９５８年“粮食７５００亿斤”、“棉
花 ７０００万担的农业特大丰收”的虚假基础上的
（实际上１９６１年的粮食产量只有２９５０亿斤、棉花
产量只有１６００万担［２０］（Ｐ１７０））。农业无力支撑如此

庞大的工业建设，这样的高指标根本无法完成。当

时，中共高层对农业的好转想得过于简单，认为通过

“十二条”“六十条”等农业调整政策的下达，农业很

快就会好转，实际上是一厢情愿。“由于认识上的

限制，没有对工业生产、基本建设指标坚决削减，主

要抓了恢复农业、调剂市场、精简职工等方面的调整

工作”［２０］（Ｐ８６）。这一时期，国民经济调整的主要阵地

在农业，工业调整效果不大，国民经济形势依然

严峻。

３．调整的高潮时期（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
１９６３年９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大跃进”运动后，有些地方领导发现，谁听从

中央调出了粮食，谁“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多，所以，

之后谁也不愿意向中央调出粮食，造成１９６２年粮食
征购无法完成。为了解决国家农产品的征购困难问

题，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２１］（Ｐ１８），会议最初的

主题是反对分散主义，加强农产品征购，但由于与会

代表强烈要求中共中央总结“大跃进”运动以来的

经验教训，会议主题很快被改变，因此，“七千人大

会”被开成了总结“大跃进”运动经验、教训和统一

国民经济调整思想的会议。“七千人大会”只是统

一了全党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思想，未能对国民经济

调整制定出具体的措施。１９６２年２月１４日召开的
“西楼会议”对“‘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困难形势进行

了深入分析，把‘七千人大会’上没有涉及或未能展

开讨论的问题讲透了，并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具体措

施”［１６］（Ｐ１０４７）。随后召开的几次国务院扩大会议，特

别是陈云１９６２年２月２６日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
成员会议上的讲话———《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

服困难的若干办法》为国民经济调整指明了方向。

１９６２年４月，国务院对１９６２年国民经济计划又重
新做出调整，计划钢产量６００万吨、原煤２．３９亿吨、
基本建设投资４６亿元，充分认识到工业指标不坚决
退下来，调整就无法进行，过高的工业指标经历了一

年多时间终于被彻底降了下来。１９６２年５月，中共
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要求全国各地严格执行各项国

民经济调整措施，并决定在１９６２年内再减少城镇人
口 １０００万人，其中职工 ８５０万人。这样，到 １９６３
年７月，全国共减少近２０００万职工和２６００万城镇
人口。［２２］（Ｐ２５７）“五月会议”标志着国民经济调整真正

进入了高潮时期。虽然毛泽东在１９６３年８～９月间
的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讲“阶级斗争”，

但毛泽东接受了刘少奇提出的政治运动不要影响国

民经济调整的建议，国民经济受政治运动的影响不

是很大。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统一了中共各级

干部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思想，制定了积极调整措施，

国民经济计划的各项指标终于退下来，进行了“伤

筋动骨”的调整，既减“和尚”又拆“庙”，由原来的缓

慢调整到主动、积极调整，调整的主要阵地也从农业

转向工业。

４．巩固、充实和提高时期（１９６３年 ９月———
１９６５年１２月）

经过从１９６０年下半年到１９６３年９月四年多的
国民经济调整，国民经济形势出现好转，但国民经济

存在的问题依然很多。１９６３年９月，中共中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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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形势，认为

农业生产还没有恢复到１９５７年的水平；工业上还存
在着结构不合理、产品质量差、生产效率低、企业亏

损严重、企业管理混乱等问题。因此，决定从１９６３
年起再用三年的时间，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

提高”的方针，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到第三个五年

计划的过渡阶段。也就是说，在１９６２年第二个五年
计划到期后，第三个五年计划推迟到１９６６年再开始
执行。这一时期的奋斗目标是：“农业生产要达到

或超过１９５７年的水平；工业生产要比１９５７年的水
平高５０％左右；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关系要在新的
基础上取得基本协调；各部门的经营管理工作要走

上正常发展轨道，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原料、材料、燃

料的节约要达到或超过历史上最高水平。”［２３］（Ｐ４４５）

为了实现上述任务和目标，中央要求必须继续执行

“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发展总

方针，按照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兼顾国防和

突破尖端的次序来安排国民经济。经过调整，工农

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市场供应得到改善，财政收

支达到平衡，全国物价趋于稳定，市场逐步走向繁

荣。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１３日，全国计划会议召开，会议
总结了１９６５年计划的执行情况，讨论了１９６６年计
划安排和第三个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和任务，决定

１９６６年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这标志着国民经
济调整的结束。

　　三、江苏省工业调整的主要方面

在中共中央和华东局的领导下，江苏省委严格

执行中央各项工业调整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按照江苏省工业调整内容和方向的不同，笔者把江

苏省工业调整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１．精减职工，缩短战线，调整布局
江苏省积极执行中共中央关于精减职工和缩短

工业战线、调整工业布局的决定，到１９６１年９月底，
据统计，江苏省的厂矿企业已经压缩为３１００个，减
少了 ５０％，职 工 压 缩 到 ８３．６万 人，减 少 了
１８４％［３］。１９６１年１１月１５日，中共江苏省委发出
通知，要求各地党委和各级工业管理部门，继续切实

做好工业布局调整工作，争取在１９６１年冬和１９６２
年春基本完成调整工作，并提出必须根据“调整、巩

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农、轻、重工业的安排原则

和工业内部“五先五后”（先生产，后基建；先采掘，

后加工；先维修，后制造；先配套，后主机；先质量、品

种，后数量）的精神，区别不同专业和不同情况，积

极慎重地进行。工作中必须注意增加产品品种，提

高产品质量，以适应农业生产、人民生活和国防建设

的需要，并要求切实做好人员的安置和企业资财的

清理、移交与设备的保管、维护工作，注意维护全民、

集体和个体三种所有制的利益，不得再犯“平调”错

误。到１９６１年末，江苏省有工业企业２９４８个，职
工８２０３８０人。［２４］

中共江苏省委在工业调整中本着坚决精减、基

本建设要“放下架子”的原则，为扭转工业战线过长

的局面做了很多工作。江苏省委对１９６２年基本建
设投资一再压缩，在１９６１年１２月２０日制定了《关
于１９６２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说明》，提出：江
苏省１９６２年国民经济计划中“预计全年完成地方投
资２亿元，只占去年９．８亿元的２１％。其中省和各
地自筹约４０００万元，比去年的２．５亿元减少更多。
今年施工项目约２０００个，比去年约６０００个减少三
分之二。改变了过去国家计划的完成差于地方计划

的完成、计划内项目的完成少于计划外项目的完成、

重点工程的进度慢于一般工程的进度的状况”［２５］。

１９６２年５月，江苏省委批转了省人委工业办公室
《关于进一步做好调整工业布局和精简职工工作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在精减职工方面，

“全省全民所有工业企业，１９６２年内精简职工
２３４６１０人”；在调整工业布局方面，“按照工业口及
农机十一厅局的规划，在１９６１年末的 １６０３个全民
所有制工业企业中，今年确定继续关闭的企业２４０
个，停工的２６个，合并的９８个，改为集体所有制的
２１７个。关、停、并、改企业共 ５８１个，占 １９６１年末
企业总数的３５．６４％，保留１０４９个；通过调整省市
骨干企业，将１９６１年末的８８４个减为６５５个，减少
２５９％；县级工业企业将由１９６１年末的７４０个减为
４４８个，减少３９％。水利系统的１２个工业企业，今
年关闭１０个，暂留２个”［２６］。为了进一步总结工业
调整的经验，１９６２年８月，江苏省召开了工业会议，
讨论江苏省经济状况及面临的问题，要求各地严格

执行中央和省委的各项工业调整规定。经过１９６２
年一年的精减，到１９６２年年末，江苏省有全民所有
制工业企业 ２０９４个，职工 ６０６６６３人。［２４］

１９６２年，我国企业裁并幅度最大的是冶金、建
材、化工和机械工业，企业数目分别减少了７０．５％、
５０．７％、４２．２％和３１．６％［１７］。江苏省也是如此，拿

冶金工业来说，１９６０年年底，江苏全省共有冶金工
业企业１２５个，职工１２．５万人（包括中央企业１．６
万人在内）。经过１９６１年的调整，到１９６２年年初，
江苏省有冶金工业企业４９个，职工３．９万人，企业
减少了７６个，职工精减了８．６万人。到１９６２年６
月底，江苏省有冶金工业企业 ２７个，职工 １９１９９
人，企业比１９６２年初的４９个又减少２２个，职工总
数又减少了２０１０９人。江苏省通过调整先后共减
少冶金企业９８个，较１９６０年减少７８．５％，共减少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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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９万多人，保留下来的职工总数只占 １９６０年的
１７．５％。调整后，江苏省冶金企业大体年产铁５万
吨、钢６千吨、铜５百吨、铝８百吨、铁矿石３０万 ～
４０万吨，与１９６０年的生铁５６万吨、钢１８万吨、钢材
９．７万吨相比，钢铁产量已经大大减少。［２７］１９６２年，
重工业中的金属切削能力“从１９６１年的４５０００多
吨减为 ２００００多吨，大体上与 １９５７年的水平相
等”［２６］，使“大跃进”以来重工业过度膨胀的局面得

到了明显改变。江苏省黑色冶金、机械制造与建筑

材料等工业部门在１９６２年１月至７月的产值较上
年同期下降４０％ ～４６．６％。在重工业产品产量下
降的同时，一些支援农业、满足群众生活需要的轻工

业产品产量却在逐步增加。据江苏省轻工业厅统

计：１９６２年１至７月份与１９６１年同期相比，胶鞋增
长１９．２６％，钟表增长２９．４７％，面盆增长８３３１％，
口杯增长６６．９５％，日用玻璃增长５６６％，原盐增长
２４．９１％［２８］。综上可见，通过调整，农、轻、重比例失

调的局面得到了初步改善。

为了进一步调整工业布局和精减职工，１９６３年
３月１５日，江苏省委批转了工业办公室《关于１９６３
年继续调整工业布局和精减职工的报告》，指出，

“鉴于继续调整工业布局精减职工是一项十分细致

的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时间紧迫，望各级人民

委员会、各有关主管厅（局），加强这一工作的领导。

对继续减人的单位决心要大，工作要细，行动要快，

在做好充分准备工作的基础上，把必需减的人坚决

减下来，决不能犹豫不决，拖拖拉拉。同时要认真做

好安置工作，决不能粗心大意，一减了事。保证按时

地、善始善终地完成全省调整工业布局和精减职工

的任务”［２９］。１９６２年底，江苏省地方工业的全民所
有制企业还有２０９４个，江苏省委计划１９６３年再减
少全民所有制企业１０５个，保留１９８９个。１９６２年
底，江苏省还有全民所有制职工４９３６０７人，计划在
１９６３年再精减 ４０３９２人，１９６３年末保留 ４１１０３５
人。１９６３年７月８日，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发出《关
于企事业单位由全民所有制改为集体所有制问题的

通知》，对工业、商业、文教、卫生、交通、邮电及企事

业附属单位等改为集体所有制的条件、批准手续和

资财处理等作了具体规定，把许多企事业单位的附

属单位改为集体所有制企业，使江苏省全民所有制

企业数量大幅减少。

由以上数据可知，江苏省在国民经济调整中调

整了很多工厂，精减了很多职工。１９６０年底，江苏
省有各类全民所有制企业６１３１个，工业企业全民
所有制职工１０２．４万人（若基建、交通则有１３１．３万
人），到１９６３年底，全民所有制企业有 １９７６个，减
少了４１５５个，减少６７．７７％，企业全民所有制职工

１９６３年末保留４１１０３５人，减少了６１．３万人，减少
５９．８６％。［３０］由此可以看出，江苏省工业调整的力度
和幅度都比较大。

２．清仓核资
“大跃进”后，一方面，市场物资供应匮乏，需要

大量的物资来满足市场需求；另一方面，由于“大跃

进”期间企业管理混乱，盲目采购和生产，造成很多

物资积压。国民经济调整中，一些下马、破产企业的

仓库里却囤积着大量的物资，需要进行清理并加以

利用。经过“大跃进”，国家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

普遍不了解，而企业对自身的状况也不清楚，要继续

生产必须先弄清家底。１９６２年２月２２日，中共中
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彻底清仓核资、充分发挥物

资潜力的指示》，要求全国各个企事业单位，“必须

深入发动群众，进行一次全面的彻底的统一的合理

的清仓核资和物资处理的工作”［３１］（Ｐ１９３）。对全国县

及县以上单位的物资，无论是在库的还是在途的，生

产资料还是生活资料，成品还是半成品、在制品，合

格的还是残次废品，都进行了清查，工业企业及其管

理部门是清查的重点。在完成清仓之后，还进行了

核资工作，对企业的商品质差、量差和价差即商品三

差进行了核定，另外还对企业的流动资金等进行了

核定。据统计，截至１９６２年８月上旬，江苏省应清
查的全民所有制单位共１１２２９个，已经结束清查的
有１１１８８个，占９９６％，其余４１个也在清查之中；
已经结束复查的有 １０２８１个，占９１．６％，其余９４８
个尚未进行复查；已经组织验收的有 ８１４９个，占
７２．５％，尚有３０８０个没有组织验收。全省应该核
资的单位（地方工业、交通、文教、卫生系统的企业）

共２４３０个，已经结束核资的有４１４个，占１７％；正
在核资的有５４１个，占２２．２％，尚未核资的有１４７５
个，占６０．８％［３２］。

清查暴露出工业企业管理中存在大量问题。一

是由于盲目生产、盲目采购，无论原材料、半成品还

是成品都大量积压。１９６２年５月，常州钢缆合作工
厂清查出积压７５～１００ｃｍ钢锭１２５吨，金额８万多
元，该厂用不到而作为协作手段的物资有６０００多
元，其中锋钢砖头３００只。泰兴口岸锅厂有不合用
生铁８．６万斤，泰兴公社日用品厂采购的高级明矾
可用２０年。［３３］二是企业原材料到厂不验收，领料无
定额，在制品、成品进出库时不检验，不记账，甚至无

人管理。在清仓过程中普遍发现，企业单位的账物

不符、账账不符或者根本无账可查。原料、半成品周

转库存可大可小，成本可高可低。在１９６２年的清仓
过程中发现，如皋县６４个合作社中有１８个合作社
（占２８％）管理制度很差；竹器社１９６２年３月才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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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１９６１年９月底的账；骏发农具厂库存现金 １１００
元，内有单据白条抵账的６００元；东县丰利农具厂库
存１９０种物资中有１７４种（占９０％）账实不符，其中
烟煤一项账存１１．７万斤，实存只有４．４万斤，盘亏
７．３万斤［３４］。三是物资乱堆乱放，国家财产任意毁

坏；残次废品充当正品长期不处理，原材料及燃料丢

失和被盗现象十分严重。例如，在对苏州化工机械

厂物资进行清点时发现大量各式各样的有用物资乱

堆乱放，煤堆底下挖出了大块钢板，钢板下面发现了

电焊龙头，空箱子里找到了十打大铜锁，收集起来的

铺马路钢板四十吨。从仓库里清理出来的多余物资

３６６种，其中黑色金属１５０余吨，有色金属和各种工
具等价值２３万元，边角废料１００多吨。该厂老工人
看到清理出来的“坏工具”，见到场地上用钢板铺马

路、搭桥、做尿槽感到心痛，并且说道：“要是资本

家，那就吃不消”，“这些东西，三年前 还 是

个宝！”［３５］

江苏省的清仓工作于１９６２年８月结束，核资工
作于１０月结束。１９６２年１０月，根据江苏省十个市
和两个盐务局的初步核资资料统计，“三差”损失合

计为１７０６万元，占企业定额流动资金５５９３万元的
３０．５２％，其中量差３０１．６万元，质差１２５８．５万元，
价差１４６万元。由此可以看出，质差比重较大，占
“三差”总额的７３．７７％［３６］。

通过清仓核资，各个单位弄清了家底，使企业占

用流动资金大大下降，为企业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

创造了良好的开端。据不完全统计，到１９６２年３月
底，江苏省生产资料库存总值达１２．２４亿元，其中工
业系统５．６１亿元；要处理的约３亿元左右，其中工
业企业约１．５亿元；消费资料库存总值为９．５亿元，
要处理的 １亿元左右；生产资料库存总值中材料
３２９亿元，设备３．０７亿元，产成品１．７１亿元，其他
４１７亿元。通过清仓核资，挖掘了物资潜力，使死
物资变成了活物资，支援了市场和工农业生产，缓解

了“大跃进”后物资匮乏的狼狈局面。到１９６２年７
月底，江苏省已调剂处理的物资总值５２００万元，其
中生产资料３８００万元，消费资料１４００万元，主要
物资有钢材 ７９００吨，木材 ５０００立方米，毛竹
９３０００根［３２］。通过清仓核资，职工思想认识大大提

高，工作作风大为转变，顾大局、讲勤俭、讲核算蔚然

成风，促使各个单位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完善各种

管理制度，为企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３．调整工业服务方向
在国民经济调整中，中央提出“以农业为基础、

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要求把

工业工作逐步转移到为农业服务的轨道上来，使工

业生产更好地适应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发展的需

要。江苏省响应中央号召，调整工业服务方向，支援

农业、轻工业和市场。江苏省１９６２年的国民经济计
划规定：“铁锅、日用陶瓷、火柴、保温瓶、菜刀、锅、

铲等１１种人民生活迫切需要又有条件增产的产品，
必须从各个方面满足其对原材料的需要，扩大生产。

要求逐步做到：原来供应不足的增加供应；原来凭证

限量的可以放宽限量，以至一些产品取消限量；原来

凭票的保证兑现。计划安排铁锅５００万只，连同今
年预计生产４０４万只，两年中全省平均每户增加１
只；日用陶瓷９５００万件，其中碗７０００万只，全省平
均每人１～２只；保温瓶６５０万只，火柴１３８万箱，都
将超过历史上的最高产量。要求各地根据可能条

件，在自己地区内，就原料和生产能力情况，增产一

部分，做到保证供应几种就几种。”［２５］

１９６２年６月２０日，江苏省印发了《国务院关于
重工业部门支援轻工市场问题的指示》，要求：“为

了改善市场商品供应，增强日用品的市场，适当满足

城乡人民生活的需要，重工业部门应对轻工业市场

予以支援。支援的任务主要是：（一）提供原料、材

料、燃料和帮助改制原料、材料；（二）提供配套产

品、备品、配件和工具，刀具；（三）生产一些市场需

要的与本行业专业相近的日用品。”［３７］江苏省机械

工业厅根据“先维修，后制造”的方针，主动调整服

务方向，改变了机械工业生产中重主机轻配套、重制

造轻维修的弊病。１９６２年１～７月份，江苏省机械
工业完成的主要支农产品有：排灌用柴油机１３万马
力，交流电动机１．９万千瓦，变压器２．１万多千伏
安，水泵 ２４０３台，铸铁管及钢皮管 ３０万公尺。
这些机电排灌设备全部安装使用后，使１５０万余亩
农田得到了排灌。此外，还生产了水闸启闭机１８９
台，各种农机配件２００多万件，胶轮车３．５万多辆，
喷雾器及喷粉器２．４８万余架，对支援农业生产起到
了积极作用，改变了机械工业在“大跃进”中制造大

量机床等单纯为工业服务的局面。同时针对“大跃

进”期间农业机械破坏严重的局面，江苏省机械工

业厅加强了农业机械的维修工作。江苏省机械工业

厅组织巡回检修队，深入农村公社和大队，现场为社

队检修农机具。据统计，截至１９６２年７月底，全省
机电工业已修复排灌用交流电动机１３１８台，变压
器６１１台，水泵５６４台，并提供内燃机、拖拉机维修
配件１５５万件，基本适应了农时的需要［３８］。江苏省

的冶金工业在“大跃进”中大部分产品主要为重工

业和基本建设服务，在国民经济调整中也转向为农

业、轻工业和市场服务。１９６２年，江苏省冶金产品
品种有１２２种，其中直接用于农业和为支援农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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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原材料的品种有６２种，占全部品种的５１％［２７］。

４．调整企业经营管理制度
恢复和完善工业企业的经营管理，是以宣传和

贯彻“工业七十条”活动展开的。１９６１年７月，为了
恢复被“大跃进”破坏的工业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国

家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

“工业七十条”）。同年９月１６日，中央下发了《中
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

（草案）〉的指示》，要求全国各地工业企业试行“工

业七十条”。“工业七十条”的主要内容是：（１）国家
对企业实行“五定”（定产品方案和生产规模，定人

员和机构，定主要的原料、材料、燃料、动力、工具的

消耗定额和供应来源，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和定

协作关系），企业对国家实行“五保”（保证产品的品

种、质量、数量，保证不超额工资总额，保证完成成本

计划，保证完成上缴利润，保证主要设备的使用期

限）；（２）限制企业党委对企业行政干预过多的弊
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禁止把党委领导

下的厂长负责制实施到车间、工段和科室；（３）建立
严格的责任制度；（４）明确规定技术人员和职员是
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要尊重技术人员；（５）建立和完
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６）规定企业必须实行全面
的经济核算，讲求经济效益；（７）恢复按劳分配的原
则。中央要求“各地方党委要责成所有的国营工业

企业的党委，把这个指示和条例草案一字不漏地读

给全体职工群众听，不容许把不适合自己口味的条

文略去或者任意篡改。要放手发动职工群众对这个

条例草案进行充分讨论，不但容许而且要热忱地欢

迎他们提出各种不同意见，以便集思广益、加以比

较，把条例改得更加完备、更切合我们的实际情

况”［３９］（Ｐ６４４），同时要求各地区各部门选择不同行业

和大、中、小不同类型的企业实行，并根据条例的规

定整顿企业，于是全国各地掀起了学习“工业七十

条”、恢复和完善工业企业管理制度的运动。

自中央颁发“工业七十条”以后，江苏省立即组

织工业企业的干部和职工学习中央指示和条例全

文，并结合调整工业布局、精减职工、清仓核资等工

业调整的中心工作制定规划组织贯彻。截至１９６２
年底，江苏省工业企业贯彻“工业七十条”的工作大

体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１９６１年１０月开始，江苏省组织全省
工业企业干部和职工全面学习“工业七十条”，并制

定了贯彻计划，开始在１００个企业中试点。到１９６１
年１１月，在全省３２９１个厂矿中，已有２０５８个厂矿
（占６２．５％）的干部和工人深入学习讨论了中央指
示和“工业七十条”。其中１５０６个厂矿是在科长、

车间主任以上领导干部中学习，５２２个厂矿已经扩
大到全厂职工群众普遍开展学习讨论，１２３３个厂矿
（占３７５％，多数是县属小厂和工业城市的小厂）在
职工中宣读了１～２次，没有正式组织学习讨论［４０］。

１９６２年１月４日，中共江苏省委发出《关于学习和
试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的情况的报

告》，对１００个试点单位学习和试行“工业七十条”
作了总结，提出贯彻“工业七十条”要整顿企业管

理，搞好生产，要上级主管部门和基层单位一齐动

手，要求全省 １９６２年前基本搞完这项工作。１９６２
年２、３月又先后推开一批，试行单位逐步发展到
５１３个。［４１］试点单位一般都按照学习、查定、整顿建
设、总结复查等四个步骤开展整顿工作。在此期间，

江苏省委工业部根据本省试点单位的实践，召开了

三次会议总结交流。

第二阶段：１９６２年第二季度以后，由于调整工
业布局、精减职工、清仓核资等中心任务的到来，随

着形势的发展，各企业一般都根据１９６２年华东局４
月会议精神和各自的具体情况，普遍结合调整工业

布局、精减职工、清仓核资等中心任务，按照“工业

七十条”的有关规定，建立和改进物资、财务、劳动

等管理制度，同时不少企业还针对产品质量差、成本

高和企业亏损等突出矛盾，开展以提高产品质量为

中心的技术管理整顿及加强经济核算和财务管理的

整顿工作，为全面建立企业工作的正常秩序打下了

良好基础。在此期间，江苏省要求省属各厅局加强

对企业的业务指导，并在生产、财务、物资协作等具

体工作上尽可能帮助解决一些问题，以推动企业的

查定工作和企业管理的整顿建设。

第三阶段：１９６２年９月，江苏省人委召开全省
工业会议，对１０个月以来贯彻“工业七十条”的工
作进行了总结，并部署了第四季度的要求。１９６２年
１０月２４日，中共江苏省委批复了省人委工业办公
室《关于试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的情

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的报告》，宣布全省主要城市

工业战线调整布局和精简职工两大任务已大体告一

段落，各市、县应该把主要精力转移到企业内部的调

整工作方面来，要以“工业七十条”为纲，系统进行

整顿，制定出符合地方企业实际情况的一套企业管

理规章制度，包括建立以厂长为首的各级行政领导

责任制度。关于贯彻“工业七十条”的进度问题，根

据七个省属市５９３个企业（中央企业７８个，地方企
业５１５个）的统计，大体有三种情况：（１）已经提出
五定建议方案（或者三定四定方案），并开始系统整

顿的有 ６４个企业（中央企业 ２６个，地方企业 ３８
个），占１０．８％；（２）结合清仓核资、调整工业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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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减职工等中心任务完成大量的查定工作。目前正

在进一步进行查定复查的有１０６个企业（中央企业
１８个，地方企业８８个），占１７．８％；（３）结合中心工
作，围绕生产，针对企业的薄弱环节入手贯彻“工业

七十条”，尚未系统、全面查定的企业有４２３个（中
央企业３４个，地方企业３８９个），占７１．４％。又据
１５７个中央直属企业和省属工业系统大中型企业的
统计（按照上述三种情况分类）：第一类企业有 ３２
个（中央企业２６个，地方企业６个），占２０％；第二
类企业４６个（中央企业１８个，地方企业２８个），占
３０％；第三类企业７９个（中央企业４１个，地方企业
３８个），占５０％［４１］。江苏省在学习和贯彻“工业七

十条”的过程中坚持了“四个结合”：学习“工业七十

条”必须和学习企业管理的具体业务相结合；学习

“工业七十条”必须和总结本企业的经验教训相结

合；学习“工业七十条”必须和调查研究企业管理现

状相结合；学习“工业七十条”必须和推广先进企业

的管理经验相结合。通过学习、贯彻、执行“工业七

十条”，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各种责任制、各

种经济核算、各种技术管理制度等工业企业各项经

营管理制度都得到了恢复和完善，使“大跃进”造成

的工业企业混乱的局面得到了纠正，工业企业的生

产秩序得到了恢复，对江苏省国民经济的好转起到

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四、江苏省工业调整的成功经验

工业调整是一项长期的、艰辛的工作，江苏省在

１９６０年代的工业调整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大致说
来，江苏省工业调整的成功经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

面：一是始终遵循“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

的国民经济发展总方针，严格执行中共中央、华东局

和江苏省委的有关指示，做到决心大、工作细、步子

稳、安排好、行动快，既做到了坚决完成任务，又切实

做好组织工作，力争不出“乱子”；二是坚持以调整

为中心、以生产为基础的原则，统一领导，分工负责，

尽可能做到在一定时期内，既能集中突出搞好精简

工作，又能使生产不受影响或者少受影响；三是坚持

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加强集中统一，遇事与群

众商量，把国家调整决策交给群众，不回避困难，工

作认真细致，避免简单化和强迫命令；四是正确掌握

政策，加强请示报告，凡是中央和省委已经规定的政

策原则必须坚决执行，凡是中央和省委无明文规定

而实际工作中提出了带有政策性、群众性的新问题，

必须在报经省委和中央之后，方得执行；五是加强安

全保卫措施，严密防止发生浪费、盗窃、损坏、破坏设

备资财等事故，对“关、停、并、改”企业的财产加强

管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五、结语

从１９６０年代初开始，经过几年的工业调整，江
苏省精简了企业职工，缩短了工业战线，调整了工业

布局，进行了清仓核资，转变了工业服务方向，恢复

了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江苏省工业状况得到改善

和发展。１９６５年，江苏省工业总产值为 ８８．０８亿
元，比１９６０年的１００．３２亿下降了１１．９２％，比１９６２
年的４９．８６亿元增长了６５．０７％；工业物质技术基
础有了很大的加强，生产水平、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

有了提高；试制生产的新产品有近千种，一类产品已

占产品总数的５０％，有１００多种产品的质量进入了
全国先进行列；全员劳动生产率比１９６２年提高了一
倍，亏损企业大幅度减少，主要工业品特别是支农产

品大幅度增长［４２］。江苏省工业调整为江苏省国民

经济的好转做出了巨大贡献。

江苏省１９６０年代的工业调整，其原因是“大跃
进”运动中一味强调高速度，片面地认为“快”是“鼓

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

线的灵魂，结果欲速则不达，而且造成国民经济比例

严重失调，“以钢为纲”，造成一业“兴”而百业衰。

国民经济发展要求统筹兼顾，速度适当，各行各业协

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得到了高速

发展，２０１２年之前，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为
９８％，远远高于世界的平均速度，我们也从经济高
速增长中得到了很大的实惠。与此同时，我们也应

看到，一味强调高速度所造成的单一的投资拉动、房

地产过度开发、环境污染严重、生态恶化等一系列问

题。目前，我国又处在一个国民经济的调整时期，怎

样建立一个发展集约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

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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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医疗保障发展中的
社会历史文化因素探析

刘春平

（郑州轻工业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韩国医疗保障的发展大致经历了非政府主导下的民间分散医疗救助、国家主导下的分阶
段建立医疗保险和社会环境大变化下医疗保障制度整合三个阶段，这期间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韩国

民族强烈的民族主体性、事大主义倾向、儒教文化、家族主义、政治社会意识等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的

影响。这些因素既促进了韩国医疗保障制度的迅速发展，也造成了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困境：

民族主体性为医疗保障的发展提供了群众基础，民众的诉求推动了医疗保障政策的发展；受事大主

义倾向的影响，韩国多借鉴国外的医疗保险制度，并注意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儒教文化使得韩国在

发展医疗保障制度时采取了差等适用政策；家族主义使得医疗保险主体为在职的男性工作者，同时

将医疗负担寄托于家族或家庭，割裂了社会连带性责任，造成韩国医疗保险脱保和不纳保现象的发

生；政治社会意识推动医疗保障政策实施的主体实现了由政府到民间的转换，造成了多元诉求下医

疗保障政策的多变性。我国在发展医疗保障的过程中应注意汲取韩国等国家的经验教训，少走弯

路，借助文化因素推行相关政策。

［关键词］医疗保障；事大主义；家族主义；连带责任

［中图分类号］Ｇ１２２；Ｆ８４２．６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５．０１．０１６

　　医疗保障作为社会保障的一个重要内容，其核
心在于通过社会共助原则解决个人力量无法解决的

医疗问题，其在增进公民健康、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健

康发展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医疗保障作为社会保障

的一种制度安排，其建立和发展受到经济发展水平、

社会文明程度和政治制度安排等多方面因素的制

约。目前，学界对医疗保障发展的研究大多将视角

集中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制度安排等方面，以文

化视角分析医疗保障发展的成果相对不足。从历史

发展的进程来看，韩国作为我国近邻，相对完整地保

存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其文化具有相对封闭性、

完整性和历史连贯性，分析韩国民族文化在医疗保

障乃至社会保障过程中的影响，能够为我国的医疗

改革提供一些借鉴。基于此，本文拟在简要分析韩

国医疗保障发展历程的基础上，结合韩国文化特点，

着重分析韩国文化对于医疗保障发展的影响。

　　一、韩国医疗保障制度发展历程

韩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历程与其经济发展紧

密相连，大致可分为非政府主导下的民间分散医疗

救助、国家主导下的分阶段建立医疗保险阶段和社

会环境大变化下的医疗保障制度整合三大阶段，分

别对应其经济发展阶段的恢复期、高速发展期和稳

定调整期。任何一项社会政策的实施，都离不开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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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上的支持，并受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等因素的

影响。

１．非政府主导下的民间分散医疗救助阶段
韩国政府在１９４８年建立之初就通过宪法规定

保障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和劳动者的劳动三权（团结

权、团体交涉权和团体行动权），韩国宪法第１９条
规定“政府依法保障因老龄、疾病以及其他没有劳

动能力的人的基本生活”，但宪法规定的该项基本

权利由于战争和经济因素并没有得到真正实施，有

关医疗保障政策只是出现在学术层面，如大学教科

书等，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到 １９５０年代前半期。
１９６０年代前后韩国才出现有关医疗保障理论方面
的探讨。１９５９年秋，每周四由韩国保健社会部议政
局主持召开的有关引进健康保险制度的研究会，被

视为政府层面就医疗保障进行政策性咨询的开端。

由于当时韩国刚刚经历战后恢复的困难阶段，受经

济力量不足的制约，韩国政府不仅无法满足大多数

公民的医疗需求，而且也没有能力提出解决公民医

疗问题的政策性构想，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１９６３年
医疗保险法的颁布实施。韩国医疗保障的对象大多

局限于特殊人群，如对战争难民、流浪者、灾民等的

医疗救助，以及一部分医科大学学生举行的农村医

疗服务上。

２．国家主导下的分阶段建立医疗保险阶段
韩国医疗保险制度始于１９６３年，经历了自愿保

险和强制保险两个阶段。在自愿保险阶段，由于缺

乏加入保险制度的强制性，该阶段基本处于发展的

空白期。自１９７７年开始，雇佣５００人以上的企业强
制性加入医疗保险，医疗保险正式实施，其后强制加

入的范围逐渐扩大到３００人、１００人、１６人、５人，以
及全体公务员和公民（见表１［１］）。由此可见，韩国

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经历了由局部人群逐渐扩大到

全体公民、由分散的多头管理走向保险对象集中管

理的发展之路，到１９８９年全体公民都享受到了医疗
保险的给付待遇。１９６３年医疗保险法颁布后的１２
年里，韩国分阶段快速地完成了医疗保险全民覆盖

的目标。

该阶段的医疗保险发展呈现出强烈的国家主

导色彩，医疗保险制度的整体发展规划由政府统

一制定，并由国家行政力量来强制推行，排除了由

于适用对象的不同步造成的各种干扰。但这一阶

段在保证了医疗保险制度顺利实施的同时留下了

许多历史问题，如自由职业者的医疗保险待遇问

题，过度保障大企业职员、公务员、公办学校教职

工的利益等。

３．社会环境大变化下的医疗保障制度整合阶段
进入１９９０年代之后，韩国经济进入调整阶段，

发展进入低速平稳阶段，同时社会环境发生极大变

化，社会民主运动蓬勃发展，劳动者的维权意识增

强，呼吁公平均等医疗保障待遇的社会运动不断涌

现。在这种社会压力之下，１９９７年１２月韩国制定
颁布了国民医疗保险法，并以此法为基础，于１９９８
年１０月组建国民医疗保险管理公团，对既有的２２７
个劳动组合保险和公务员、教职工团体医疗保险公

团进行统一管理，实施统一的医疗保险制度。２０００
年１月１日，以１９９９年２月制定颁布的国民健康保
险法为本，对公民健康保险管理运营体系实施了一

体化管理。从２０００年７月起，所有医疗保险组合的
管理、运营都纳入到国民健康保险管理公团，实现了

医疗保险组合的再次整合。在管理和运营整合统一

的基础之上，依据２００２年１月出台的国民健康保险
财政健全化特别法，韩国于２００３年７月对健康保险

表１　韩国医疗保险适用对象的变化过程

对象类型
自愿保险阶段

１９６３—１９７６年
强制保险阶段

１９７７年 １９７９年 １９８１年 １９８３年 １９８７年 １９８８年 １９８９年

企业劳动者

（雇佣人群）

部分企业适

用自愿保险

５００人以上
·３００人以上

·１００人以上
·１６人以上

·５人以上
公务员、教职工 — ·全体公务员、教职工

·一部分示范实施地区　　　　　　　　　　

地方居民

（私营者）

部分地区适

用自愿保险

·农渔村地区

·城市地区

·全体公民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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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实行统一管理，健康保险制度最终实现了管理、

运营、财政的高度整合，韩国医疗保障走入新的历史

阶段。健康保险管理公团的设立，保障了韩国公民平

等享有健康的权利，既存的“碎片化”“局部化”现象

得到缓解。“韩国的医疗保障制度，在借鉴德国和加

拿大等国家形式的社会保险体系的同时，还追求公平

性和效率性，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值得其他国家借

鉴”［２］。韩国医疗保障制度之所以发展比较迅速，且

成效较大，除得益于其经济发展和政治安排之外，还

与其本身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韩国社会历史文化特性

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都与其经济、政治、社会等要素紧密相连，但其历史

文化因素，特别是历史文化传统也在社会政策的制

定和执行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可以通过瑞典

的福利国家政策得以印证。瑞典实施的平等主义福

利国家政策虽发源于１９３０年代的人口政策或所谓
的“前凯恩斯政策”，但其背后则是以瑞典固有的平

等主义文化传统为基石的［３］。在已有的医疗保障

发展研究中，存在着忽视或者完全不涉及文化因素

的错误倾向。必须明确，文化因素在社会保障制度

的发展过程中虽然不起决定性作用，但也决不能忽

视其作用，这是因为一个社会的文化为我们提供了

理解其社会保障问题的基础。下面笔者将通过分析

韩国的传统文化民族主体性、事大主义倾向、儒教文

化、家族主义、政治社会意识等，来考察其对韩国医

疗保障制度的影响。

１．民族主体性
从地理位置来看，韩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部半

岛，自古以来与我国存在割不断的历史联系，儒教、

佛教等宗教，以及济困制度等都是通过中国或者从

中国引入到韩国的。另外，韩国还与其南部的日本

存在诸多交流。东亚秩序自汉朝形成并发展以来，

以“朝贡”“册封”为特征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和支

配的体系，韩国自三国时代开始被纳入该体系之内，

这是中国周边弱小国家为避免其被直接统治而采取

的一种外交策略，也是直到１９世纪维持亚洲和平的
一种外交典范，被称为 “等级安全机制”［４］。这种

秩序是以不侵犯为前提而存在的一种东亚共存关

系，一般仅指政治关系，并不会影响到经济、文化及

科技之间的交流。但中国的力量随着时代的变化而

增强或削弱，会间接对这种关系的稳定性产生冲击，

最重要的历史事实是数千年间韩国并没有被中国合

并或者同化，一直作为民族国家生存下来，这得益于

韩国民族所具有的强烈的主体性，即使在被日本完

全吞并的时代，这种民族主体性仍然得以保持。韩

民族所具有的对外部势力进行抵抗和斗争的强烈意

识，使其在面对压迫或不公平对待时很容易产生万

众一心的意识和行动。

２．事大主义倾向
在强烈的民族主体性引导之下，民众很容易对

别的民族理解不深从而产生排斥性，历史上的典型

表现就是当时的朝鲜过度崇拜明朝及华夏民族，而

对其他国家（王朝）和民族则采取了蔑视的态度，在

朝鲜的《经国大典》里就明确记录“事大（明朝）”的

条款。明朝灭亡之后，韩民族看不起曾经作为“蛮

夷”的满族建立的清朝，反清运动一直持续，更将自

己称为“小中华”，因为作为“中华正宗”的明朝已经

灭亡，而满族又为蛮夷之族，所以朝鲜就理应成为

“中华传统”的主体，之后在中（清政府）、日、俄之间

摇摆，１９４５年解放后直到现在，又一直在“事大”美
国。事大主义思考方式意味着自主思考和活动的缺

乏，明显的表现就是２０世纪初韩国的路边树木全部
是七叶树，＂路边树木？七叶树啊！＂的思维几乎占
据全部韩国人的头脑，当社会成员缺乏自主性时，就

很容易被动员起来投入到一种事情之中。

３．儒教文化
韩国自古以来就深受来自中国的各种宗教的影

响。在中国三国时代和朝鲜半岛的高丽时代，佛教

对韩国的影响尤其强，将佛教定为国教；朝鲜建国之

后压制佛教，将儒教作为国教，这种政策持续了数百

年，韩国现在仍自称为“儒教之国”，但这种“儒教”

与孔孟的教导和思想并不一致，后发展成为统治阶

级的伦理规范，成为对公民行使绝对支配权的工具，

对百姓的日常生活并没有什么帮助。朝鲜时代统治

阶层的文化和百姓的文化是完全分离的，是将统治

进行合理化、组织化的文化，强调＂身份社会＂，我们
所熟知的“三纲五常”是其典型代表，崇奉身份差

异，社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视身份而定。

４．家族主义
家族主义与儒家文化紧密相连，主张对于家族

的关爱压倒其他欲望和行动，把家族利益作为行动

的主导［５］。家族主义强调所有问题都要在家族内

部、家庭内部解决，不重视家族外社会成员之间的互

济作用。例如，韩国过重的家庭教育费用就表明，父

母将年老后的生活负担过多寄托于子女的成功上，

这是韩国家族主义在精神意识方面的遗留物。家族

·９７·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 ２０１５年

主义还强调对老年人、上级和公职人员的一种“善

待”，整个社会对于老年人、上级和公职人员存在一

种天生的敬畏，认为他们“劳苦功高”，这造成社会

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对其有所倾斜。

５．政治社会意识
中央集权制度在韩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在朝鲜

时代，封建中央集权达到顶峰，但朝鲜王朝是一个

“国弱官强”的社会，与国王相比，其下的两班阶级

（古朝鲜的世族阶级）的权力更大，大力压制反对社

会不合理旧秩序的反抗运动。而当这种中央集权制

度崩溃之后，长期受到压抑的反抗意识便会集中爆

发，推动统治阶级做出更有利于自身的决定。韩国

的中央集权制度一直持续到１９９０年代后期，民主化
之后民众受到压制的反抗意识得以大规模发泄，社

会民主运动不断发生。但经历了长期集权统治的民

众，对于什么是真正的民主缺乏理解，将民主简单理

解为罢工、罢课、集会、示威等活动，在野党无条件反

对执政党，民众无条件反对政府，其民主运动是不成

熟的。相对于西方成熟的民主体系，韩国不成熟的

民主运动往往会造成不好的结果，成为阻碍社会政

策得以顺利推行的因素之一。

　　三、韩国医疗保障发展中的文化

因素

　　韩国医疗保障的发展不仅与经济发展存在密切
关系，还深受其历史文化的影响。韩国传统历史文

化在医疗保障发展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其一，民族主体性为医疗保障的发展提供了群

众基础，民众的诉求推动了医疗保障政策的发展。

从１９８０年代后期开始，为了争取更大的医疗福利而
设立的各种协会、公会、行会等大幅增加，集体诉求

有助于打破既得利益阶层的阻力，为政府提供制定

和推行政策的必要支持。医、药分离政策的实施就

体现了这一点。医、药分离政策由于触及到医生的

利益而受到相当大的抵制，而政府之所以能强有力

地推行该政策，正是基于该政策代表了范围最广的

老百姓的利益。１９８４年，韩国各种劳动组合（工会）
的数量为２３６５个，到１９８８年增加到６１４２个，有关
医疗保险的诉求不断涌现，这些诉求直接推动了韩

国医疗保险制度受惠人群的扩大和待遇的提高。［６］

从表１中可以看出，韩国医疗保险到１９８９年基本实
现了覆盖全体公民的目标，包括之前未被纳入医疗

保险制度的中小企业员工与农渔民等。

其二，受事大主义倾向影响，韩国较多借鉴国外

的医疗保险制度，并注意与本国实际相结合。韩国

事大主义倾向表现在社会保障方面就是将福利问题

和解决方案寄予大国，但由于社会制度有自身的生

存土壤，外国的制度和解决方案难以在韩国扎根，会

造成一系列的不适应症。美国学者 Ｍｉｎｔｒｏｍ指出，
政策制定者为学者或者专家时，政策实施的速度比

政策制定者为官员时还要快［７］，而韩国的社会保障

制度大多是由学者及专家推动的。１９９０年代之后，
包括医疗保障制度在内的韩国社会福利制度取得快

速发展与此相关，这种现象表明韩国对于自身历史

文化传统中保留的许多有关社会福利制度及思想关

心不足，沉溺于先进国家有关社会福利的文献研究，

机械引用照搬，忽视了国内相关研究。

在韩国医疗保障政策的制定中，学术界起到重

要的推动作用，而韩国国内研究医疗保障政策的学

者和专家多出身于国外或有国外生活学习经历，如

著名的医保专家金泰诚、俞光浩等都是从国外毕业

后回国在高等学校任教，同时又担任政府咨询委员。

韩国最初实施的医疗保障政策，基本都是参考先进

国家或地区如德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等的经验，

博取众长而集于一身。而韩国对医疗保障制度进行

的调整整合，较好地解决了国外各项先进医疗制度

的本土化问题，比如１９９０年代末进行的医疗保险适
用对象的整合，以及财政和管理机关的整合等。

其三，儒教文化使得韩国在发展医疗保障制度

时采取了差等适用政策。儒教文化意识从某种意义

上来说是反对人人平等的“反福利文化”［８］，其带来

的影响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官尊民卑论调。

受这种论调影响，社会保障或者医疗保障首先考虑

对公职人员的优待，医疗保障的首要适用对象为公

务员和公立院校教职工。二是男尊女卑文化。儒教

原本强调的是“男女有别”，而不是“男女差别”，但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韩国，实际表现出来的都是男

女之间巨大的差别。体现在医疗保障方面，就是实

施初期男性加入医疗保障后，家庭中的女性成员从

属于男性的医保待遇，剥夺了女性加入医疗保障的

权利，这当然与男尊女卑文化下的女性就业率较低

有一定的关系。三是地区差别问题。与中国相比，

韩国地区差别更大，这种差别不仅仅指经济发展方

面的差异，更是指在这种差别文化之下，高级官员大

多出自同一地区，即所谓的“地缘关系”“学缘关

系”，以及重点发展京畿地区而忽视地方。在医疗

保障方面，就是优先发展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而后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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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扩大到较小城市及农村地区，这也成为导致医疗

保障资源配置不均的文化性因素之一。

与我国台湾地区将普通劳工人员作为医疗保险

优先适用对象不同，韩国在制定和实施医疗保险政策

之初，把公务员作为首先适用对象，笼络了政府公务

人员，这是韩国官尊民卑思想意识的体现。同时，将

公务员、公立学校教职员、私立学校教职员、大企业和

小企业员工、无业人士和农渔民等群体先后于不同时

期纳入医疗保险的范围之内，还视不同的群体设立不

同的保险组合，实施不同的医疗保险待遇，使得差别

化问题在医疗保障领域表现得更为明显，成为之后韩

国医疗保险改革“碎片化”“局部化”的渊源。

其四，家族主义对于社会保障或医疗保障来说

既有促进作用又有阻碍作用。就促进作用来说，实

施医疗保障时必须考虑被保险人的家庭抚养问题，

即家庭主妇和儿童的医疗保障问题，这会促使医疗

保障政策制定者出台较好的医疗保障待遇政策；而

就阻碍作用来说，家族主义阻碍了社会连带性的发

展，从而抑制了医疗保障的多样性发展。因为家族

主义强调所有问题都要在家族内部、家庭内部解决，

不重视家族外社会成员之间的互济作用，这与医疗

保障强调的互济性理念相冲突。家族主义使得医疗

保险主体为在职的男性工作者，造成男性的家庭负

担过大，同时将医疗负担寄托于家族或家庭，割裂了

社会连带性责任，造成韩国医疗保险脱保和不纳保

现象的发生。据统计，２００１年脱保和不纳保的韩国
家庭为１６１３户，而２００９年达到２０２３户［９］，其中大

多是家庭收入较高、缴纳保险费较多、可以为医疗保

险连带性做出较大贡献的家庭。

其五，政治社会意识推动医疗保障政策实施的

主体实现了由政府到民间的转换，这种转变造成多

元诉求下医疗保障政策的多变性。在中央集权制度

之下，社会福利政策是否实施，主要依据于统治官僚

是否感到有必要加强对百姓的统治。金一哲［１０］曾

指出，韩国社会是受政治权力影响非常大的“政治

社会”，政治权力的变动对一般公民产生的影响要

远远高于先进国家。受这种政治社会意识影响，公

民会将过多的医疗保障目标的实现寄托于统治者，

而当这种目标无法得以实现时，又会通过自发的政

治性运动来实现，比如罢工。

在１９９０年代韩国实现民主化之前，医疗保障制
度虽然存在群体间不公平问题，但医疗保障制度的

总体目标在政府的强力推动下得到了顺利实施，为

韩国后来医疗保障制度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民主化

之后，韩国公民更积极地参与到政治生活当中，对自

己医疗诉求的渠道和方式愈加重视，而政府不再是

强有力的集权政府，医疗诉求的多元性和政府主导

力量的弱化，造成医疗保障政策的不稳定性增加，全

民性医疗共识成为政府追求的艰难目标。

　　四、结语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经久远形成的社会群

体间的共性要素，它对医疗保障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会产生促进或阻碍作用，是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和实

施相关政策时不可忽视的因素。韩国传统历史文化

在促使韩国医疗保障制度迅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

了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困境，是导致韩国当今

政府制定的政策难以顺利推行的一大因素。我国在

发展医疗保障的过程中，应在促进民众共识方面作

出积极努力，增强民众的互济意识，培养良好的社会

协同氛围，以群众性的支持来推进医疗改革，坚持政

府主导之下的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同时注重吸收国

外经验教训，少走弯路，借助文化因素推动中国特色

医疗保障制度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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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宋代皇子的赐名、冠礼与出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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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学 历史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６９）

［摘　要］宋代为方便对皇子的管理建立了一套相应的赐名、冠礼与出阁制度。宋代皇子诞生时，
皇帝都会隆重庆祝，赐予臣下“浴儿包子”，奖赏孕育皇子的妃嫔。皇子诞生后，宋代皇帝还要遣官

告于太庙、天地、社稷、诸陵，以告慰祖宗：大宋天下，后继有人。宋代皇子一般“百蒣命名”受封。

宋代皇帝很重视家族的昭穆顺序，宋太祖规定了排行字，以便子孙后代区别昭穆，同时还十分注意

避讳皇帝或皇太子的名讳。宋真宗时期开始给皇子赐单名，此后，宋代皇子均以单字为名，且基本

都以同一偏旁的字为皇子赐名。宋代皇子冠礼始于宋真宗时期，但仅是个别现象；宋徽宗时期是冠

礼的复苏时期，皇子基本都行冠礼；北宋灭亡后，皇子冠礼再度废弛；南宋仅宋理宗时期对皇子行冠

礼。可见宋代对皇子行冠礼并不重视，是否行冠礼主要取决于皇帝的意愿。相比于并未形成定制

的冠礼制度，宋代更注重实行皇子出阁制度。出阁后皇子具备出就外第、开府置属和出班外廷三种

权利。出就外第是对皇子的一种限制管理，但是往往因各种原因已出阁的皇子会推迟搬出禁宫的

时间；开府置属和出班外廷是皇子参政议政权利的体现。然而，开府置属虽给皇子配置了官属，但

官属的教育训导功能大于政治辅佐功能，出班外廷则侧重于奉朝请，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参政议政。

［关键词］宋代；皇子；赐名；冠礼；出阁

［中图分类号］Ｋ２４４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５．０１．０１７

　　皇子是宋代皇族中的重要群体，了解与之相关的
制度对深化宋代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宋代皇子

赐名、冠礼与出阁制度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

学界虽对此有相关的研究成果，但大多集中于宋代皇

子赐名制度的研究，且多是宋代宗室研究成果的附带

品。例如，何兆泉［１］认为，北宋前期出生的皇子皇孙

虽然按照一定字号赐名，但执行并不十分严格，有时

比较随意，文章着重写宗室联名呈报制度的形成过

程，对于皇子赐名的具体情况没有进行详细论述；晁

根池［２］认为，宋代近属宗室子弟出生后，一律赐名授

官，但其赐名要根据血缘关系的远近而定，皇子出生

三月即赐名授官。本文拟就宋代皇子赐名、冠礼与出

阁制度进行一些探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皇子诞生和赐名

１．皇子诞生
宋代共存续 ３１９年，先后经历 １８位皇帝的统

治，但皇子仅有１０７位［３］。唐代虽只存续２９０年，２１
位皇帝却先后生育了２２１位皇子［４］。与唐代相比，

宋代皇子人数少了１０４人。正是因为皇子少，每当
有皇子降生时皇帝的喜悦自然不言而喻。当有皇

子、公主诞生时，皇帝都会隆重庆祝，赐予臣下“浴

儿包子”：“包子者，皆金银大小钱、金粟、涂金果、犀

玉钱、犀玉方胜之属”［５］（Ｐ６１）。“包子”中有金银珠

宝，有时会秘密赐予个别大臣包子，别的大臣不可

得。密赐者所得为金合，多达二三百两，“中贮犀玉

带或珍珠瑰宝”［５］（Ｐ６１），但是这种赏赐遭到大臣的反

对。如知谏院王素认为，边疆还有辛苦守卫的战士，

民间尚有温饱不足的百姓，金帛没有必要花费在庆

祝皇子诞生上［６］。宋徽宗时，何执中为相，“因力丐

罢去密赐故事，上可之”［５］（Ｐ６２）。“浴儿包子”实际上

就是皇帝赏赐给臣下的银钱封包。有时皇子生日

时，皇帝也会赐给大臣这样的“包子”。大中祥符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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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０１５年），皇子生辰，宰臣以下称贺，宋真宗非常
高兴，赐给大臣们以金珠为馅儿的包子［７］。不仅皇

子诞生与皇子生辰时有赏赐，皇子诞生前妃嫔也会

母凭子贵获得许多赏赐。南宋时期，凡皇子、公主临

产前三个月，有孕妃嫔即可在内藏库支领例５６种赐
物。其中，罗２００匹，绢４６７４余匹，金２４余两，银
４４４０两等［８］。无论是皇子还是公主，仅依例开支

就在１００００贯以上。未减之前应该更多，而例外赏
赐尚未计算在内［９］。皇子诞生表明江山后继有人，

皇帝通常会厚赏嫔妃、皇子和大臣以示庆祝。

皇子诞生后，宋代皇帝还要遣官告于太庙、天

地、社稷及诸陵，以告慰祖宗：大宋天下，后继有人。

如宋神宗时，因皇第六子生，派魏国公宗谔告于太

庙，又遣官告天地、社稷、诸陵［１０］（Ｐ６８３１）。有时为了给

皇子积福，皇帝还会下旨降德音。宋代因皇子诞生

而降德音始于宋哲宗时期。元符二年（１０９９年），皇
长子赵诞出生，宋哲宗下旨“降天下死囚，流以下释

之”［１０］（Ｐ１２２１５）；庆元二年（１１９６年），嫡长子赵挺诞
生，宋光宗下旨降德音［１１］。此后宋宁宗、宋度宗都

先后为庆祝皇子诞生而降德音［１２］。

２．皇子赐名
宋代皇子一般“百蒣命名”受封。“百蒣”即小

儿诞生满百日举行贺宴，皇子一般百天时赐名受封，

最晚到满周岁时赐名［１３］，未及赐名就夭折者，追封

时赐名。宋代皇帝很重视家族的昭穆顺序，宋太祖

颁布的《宋太祖御制玉牒序》中就曾提到：“惟弟晋

王光义、秦王光美，鼎分三派；每派各分玉牒十四字，

以别源流，以示子孙。虽疏远亦知昭穆，不失次序。

吾以一人之身，务同我心，千万之世，如同一世。”［１４］

为了防止重蹈周朝“子孙相攻，甚如仇雠”的覆辙，

宋太祖规定了排行字，以便子孙后代区别昭穆［１５］。

然而，“国朝宗属本未定联名之制，艺祖友悌因心，

凡宣祖本支之在子行者，皆冠‘德’字，赐名授爵，俱

无等差”［１６］（Ｐ１）。可见，昭穆顺序并未在宋太祖时期

体现出来，宋太祖诸子、赵光义诸子，以及赵廷美诸

子都是“德”字辈。宋太祖为表对赵光义、赵廷美子

女一视同仁，下旨令赵光义、赵廷美的子女也称皇

子、皇女。宋太宗即位之初仍令宋太祖和赵廷美子

女称皇子、皇女。但是，宋太宗此举并非出自真心，

只是故作姿态而已。太平兴国八年（９８３年），宋太
宗为五子改名：赵德崇改名赵元佐，赵德明改名赵元

，赵德昌改名赵元休，赵德严改名赵元隽，赵德和

改名赵元杰，并封王、加同平章事。这可以使宋太宗

诸子之名排行字与宋太祖、赵廷美之子有所区别，

“以别大统”［１６］（Ｐ１）。这样，昭穆顺序通过皇子与宗

室近属之名不联字而区别开来。

除了将皇子之名与宗室近属之系区别以外，宋

代还主张“御名不联字”，即皇帝之名不与同辈兄弟

姓名联字。宋太祖称帝后，宋太宗和魏王皆改名。

宋太宗即位后，魏王光美又改名为廷美［１７］（Ｐ２６６６）。宋

太宗诸子之名也是联字，所以为彰显皇太子的优越

地位，以及避免将来即位后出现“御名联字”的现

象，“去联文尊王统，所以辨名分示等威也。”宋真宗

被立为太子后用单名，赐名恒，“而太支八主旧字为

行不复改”。宋仁宗和宋英宗在未被立为皇太子时

名字都是二字，“及正承祧之名，则皆改焉。圣谟昭

昭考可而见”［１６］（Ｐ５－６）。可见，宋代在注意昭穆顺序

的同时还十分注意避讳皇帝或皇太子的名讳，以体

现其尊贵的地位。

宋真宗时期开始给皇子赐单名，并且名字以

“礻”为偏旁，但是并不规范。如宋仁宗最初的名字

是赵受益，天禧二年（１０１８年）被立为皇太子时才改
名为赵祯［１０］（Ｐ２１２２）。宋仁宗早亡诸子的姓名大多是

宋徽宗时追赐的［１７］（Ｐ２７０８）。宋英宗诸子最初的名字

也是２个字，在宋英宗即位后才改为单字。嘉八
年（１０６３年），宋英宗即位后将皇子仲蚟（针）改名
为顼即宋神宗，仲纠改为颢，仲恪改为鈆［１０］（Ｐ４８２７）。

此后，皇子均以单字为名，每代皇帝一般都以同一

偏旁的字为皇子赐名。如宋仁宗诸子之名均以

“日”字为旁，宋英宗诸子之名用“页”字旁，宋神

宗诸子之名用“亻”字旁，宋哲宗诸子之名用“艹”

字旁，宋徽宗诸子之名用“木”字旁，宋钦宗诸子

之名用“讠”字旁，宋光宗诸子之名用“扌”字旁，

宋宁宗诸子之名用“土”字旁，宋理宗诸子之名用

“纟”字旁，宋度宗诸子之名用“日”字旁。［１８］值得

注意的是，宋代皇帝在为收养的皇子赐名时，除了

宋仁宗在给赵曙赐名时也遵循以同一偏旁的字为

皇子赐名这一规律外，宋高宗、宋宁宗和宋理宗均

未遵循这一规律。具体原因史料并未记载，笔者

推测之所以没有像皇帝亲子那样赐名，是为了区

别亲生皇子与收养皇子。

　　二、皇子冠礼

冠礼也称成年礼，是中国古代男子跨入成年人

行列的加冠礼仪。冠礼起源于原始社会，正式使用

于周代，发展于汉代，经过汉代以后数百年的冲击，

冠礼呈衰弱之势。上古贵族男子都要行冠礼，被认

作是“礼之始”［１９］。隋唐恢复了汉家礼仪，唐天子、

皇太子、亲王、品官等都举行不同等级的冠礼。不

过，实行的并不是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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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皇子冠礼概况
佛教文化的发展对宋代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冲

击，五礼（吉、凶、军、宾、嘉）衰落，因此冠礼在宋初

“草昧未能行”［５］（Ｐ２３）。宋代的一些士大夫对此深恶

痛绝，主张要在全社会复兴冠、婚、丧、祭等礼仪，弘

扬儒家文化传统。司马光认为：“冠礼之废久矣。

近世以来，人情尤为轻薄，生子犹饮乳。巳加巾帽，

有官者或为之制公服而弄之。过十岁犹总角者盖鲜

矣。彼责以四者之行，岂能知之？故往往自幼至长，

愚马矣如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２０］他认为，废除

冠礼使得人情轻薄，从小到大不知成人之道，造成了

严重的社会问题。

关于宋代皇子冠礼的记载，最早始于宋真宗时期，

“皇太子冠仪，常行于大中祥符之八年”［１７］（Ｐ２７２５）。宋真

宗中年时，身体抱恙在西林园即太清楼养病，他打算

“委政于皇太子，加冠监国”，由王曾辅佐其处理政

务。御史中丞王臻［２１］听闻此消息后上疏说：

臣闻欲行皇子冠，《左传异议》曰：“以星终为年

纪，十二而一周，于天道备。”所以人君十二始冠，

冠，弁也，行之于庙。汉已还，间有即位而冠者，皆出

于不得已也，故改其名为加元服，皆汉儒因事旋讲，

实非古也。《冠义》云：“冠者，礼之始也，王教之

本。”今皇子未成，俾冠而临国，冠道未成，不冠而

监，岂可以童子之道理焉？唐景云二年，睿宗欲以皇

太子监国，召三品以上官建议，群臣莫敢对者。臣窃

谓兹事体重，陛下春秋未高，伏望陛下念万国调顺气

剂，存真纳和，不必过计，社稷万灵，扶拥圣履。

王臻认为，皇子还未长大成人，如果让他“冠而

临国”，则“冠道未成”，如果不施行冠礼就监国，则

“岂可以童子之道理”。由于这段史料没有记载具

体的时间，所以无法直接知道皇太子的具体年龄。

《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大中祥符八年（１０１５
年），“皇子加冠礼”［１０］（Ｐ１９５８）。也就是说，皇太子加

冠礼时年仅６岁，那么王臻上疏时皇太子应该不超
过６岁，然而“人君十二始冠”，所以王臻认为此时
让皇太子加冠监国实为不妥，“不冠而监”更为不

妥。不管王臻怎样反对，宋真宗还是于大中祥符八

年（１０１５年）让年仅６岁的皇太子完成了冠礼。其
实，对于帝王而言，冠礼具有特殊的意义。周代实行

嫡长子继承制，在位之王去世，嫡长子无论年长或年

幼都可以即位，但若未成年行冠礼则不可亲政。周

成王幼年继武王之位，但周公摄政直至其成

年［２２］（Ｐ１３２）。嬴政年少继承王位，“委事大臣”，也是

直到行冠礼后方才亲政［２２］。从天子至士庶，冠礼都

是成人的标志。此时的宋真宗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

纪，他坚持要给年仅６岁的皇太子加冠，实际上是想
早点给予其监国的权力。

宋徽宗时期可以说是皇子冠礼的复苏时期。

“冠礼肇于古，国初草昧未能行，因循至政和讲之

焉。”［５］（Ｐ５９）宋徽宗对冠礼十分重视，认为，“礼当追

述三代之意，适今之宜，《开元礼》不足为法”［２３］，因

此亲制《冠礼沿革》１１卷，“命仪礼局仿以编
次”［１７］（Ｐ２７２５），“降议礼局载《五礼新仪》之首，至是举

而行之，千载坠典，焕然一新”［２４］（Ｐ５４）。他不仅在理

论上重视冠礼，而且在实践上也注意冠礼的施行。

宋徽宗时期第一个施行冠礼的是皇长子赵桓。政和

四年（１１１４年）二月十二日，宋徽宗下诏曰：“冠者礼
之始，所以加有成，谕其志也，故圣王重焉。朕顾讠是

天之明命，用怿于先王，罔敢怠遑。永为万事之统莫

大于礼制以善俗为。冠之废久矣！眷予元子，孝友

肃恭，出就外傅，既克迈于成德，以嫡以年，咸加厥

服，式协礼经。是用求日之吉，正纟丽于朝。岂惟敷

时内治，假我有家，作民孚先，实惟万邦之庆，顾不伟

欤！格尔有众，其祗予猷告惟休。皇长子桓以二月

二十七日于文德殿行冠礼。”［２４］（Ｐ５３－５４）当时赵桓还

未入主东宫，以皇长子行冠礼，“于是天子御文德

殿，百僚在位，命官行三加礼毕，当命字，仪典甚盛。

是日，方乐作行事，而日为之重轮也”［５］（Ｐ２３）。在此

之前，诸王加冠只在“宫中行世俗之礼，谓之‘上头’

而已”［５］（Ｐ２３）。政和五年（１１１５年）三月八日，皇子
赵楷也在文德殿完成了冠礼。从宋钦宗开始天子诸

子于外庭施行冠礼［２４］（Ｐ５４）。不管“千载坠典”是否

真的焕然一新，宋徽宗时期对冠礼的施行和重视，的

确对宋代冠礼复兴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此后直到宋理宗时期，史料中才再次出现皇子

冠礼的记载。宝二年（１２５４年）九月，宋理宗下诏
令皇子忠王即宋度宗施行冠礼，并令相关司属讨论

典故。同年十月，诏：“皇子忠王冠礼，以徐清叟为

宾，师珍主之。”十一月，皇子忠王正式在文德殿行

冠礼，赐字邦寿。［２５］之后，宋代再未有皇子行过

冠礼。

总之，宋代皇子冠礼虽始于宋真宗时期，但仅是

个别现象。宋徽宗时期是冠礼的复苏时期，皇子基

本都行冠礼。北宋灭亡后，皇子冠礼再度废弛。南

宋仅在宋理宗时期皇子行冠礼。可见，宋代对皇子

冠礼施行并不重视，是否行冠礼主要取决于皇帝的

意愿。

２．皇子冠礼程序
冠礼之前加冠的皇子需要奏告天地、宗庙、社

稷、诸陵、宫观。行冠礼时，“从臣诣景灵宫奏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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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祖宗”［２５］（Ｐ２３１６）。由太史局选好吉日，太常寺参

考旧礼，官吏置办冠礼需要的相关仪物，在文德殿举

行皇子冠礼［２４］（Ｐ５４）。

冠礼当天，文武百官按上朝次序站立，礼直官、

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掌冠、赞冠者就位。一般情况

下，以太常卿掌冠，以阁门官赞冠［２６］（Ｐ２２５）。然后皇

子依照古礼“三进”：一进折上巾，再加七梁冠，三加

九旒冕。［１９］“三进”之后，皇子到大殿旁边的东房，

换上朝服就位。礼直官等引掌冠者至皇子位并宣

读：“岁日云吉，威仪孔时，昭告厥字，君子攸宜，顺

尔成德，永言保之。奉敕字某”［２６］（Ｐ２２７）。礼直官宣

读的这段内容是赐予皇子的表字。古代男子在冠礼

之前只有一个名，冠礼之后则要取一个表字。表字

一方面表示了长辈的期望，另一方面表示其已经长

大成人。如宋高宗 １６岁举行冠礼时，取字德
基［１７］（Ｐ４３９）。取表字是冠礼的一项重要内容。宋代

皇子表字可考者甚少，《宋史》中记载表字的皇子仅

有 １０人，但并没有记载这 １０人是否都施行了
冠礼［１７］（Ｐ８６７６－８７３１）。

与唐朝的情况类似，宋代虽然礼书上还在继续

修冠礼，但除了宋真宗、宋徽宗和宋理宗为皇子行冠

礼外，现实中冠礼仍然不受重视，皇子行冠礼并未形

成定制。如宋英宗时蔡襄论道：“冠昏丧葬，礼之大

者。冠礼今不复议。”［２７］曾巩也指出：“古之人重

冠，于冠重字，字则亦未可忽也。今冠礼废，字亦非

其时，古礼之不行甚矣。”［２８］苏辙则说：“今夫冠礼，

所以养人之始，而归之正也”“今皆废而不立”［２９］。

宋代皇室中冠礼都已被疏忽至此，民间冠礼废弛的

状况更可想而知。

　　三、皇子出阁

出阁是指皇子出就封地。与冠礼类似，出阁在

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长大成人，只不过冠礼侧重于

礼俗方面，出阁则侧重于政治方面，标志着皇子具有

了某些政治权利。本文将先介绍宋代皇子出阁的一

般情况，然后从出就外第、开府置属和出班外廷三个

方面论述皇子出阁后的三种权利。

１．皇子出阁的一般情况
皇子幼时养育于宫中，成人后从宫中迁出独立

居住，称为出阁。唐代前期一般诸王在１６岁以前就
要出阁。皇子出阁时需皇帝正式颁布诏令，举行仪

式，出阁后即可实任或遥领朝廷官职。诸王出阁后

相当于外朝臣子，可参加皇帝朝会，但不蒙皇帝召

见，不得擅自入宫。可见，皇子一旦出阁，与宫内即

相隔，与群臣同列。唐代前期诸王出阁的程序是：封

王，赐府第，开府置官，拥有自己的仪仗。［３０］当然也

有皇子成年后暂不出阁者，此多因皇帝宠爱之故。

但皇子不出阁的另一重要原因，则是因为宫廷中的

权力斗争。现根据《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

料记载，宋代皇子出阁情况见表１。
根据表１可知，宋代皇子一般是１２～１７岁时出

阁，当然也有特例。如宋真宗中年，深感身体大不如

前，为防万一，让年仅６岁的皇子裹头出阁，这样如
果宋真宗有什么不测，皇子可以在大臣的辅佐下监

国［２１］。相比对冠礼的忽视，宋代皇帝对皇子出阁相

当重视。与唐代相同，宋代皇子出阁时，需皇帝正式

颁布诏令，举行仪式，昭告天下，以示皇子已经长大

成人。皇子出阁后同于外朝臣子，可参加皇帝朝会，

要出就外第、开府置属、出班外廷。如宋哲宗时，宰

臣章等人根据绍圣二年（１０９５年）三省札子建议
皇弟大宁郡王和遂宁郡王出就外第、开府置属、出班

外廷，于是宋哲宗同意大宁郡王和遂宁郡王所请，下

旨令其出就外第［１０］（Ｐ１１７４８）。出就外第、开府置属和

出班外廷是皇子出阁后具有的三种政治权利。出就

外第是指搬离禁宫到自己的府邸居住，开府置属是

指设置僚属，出班外廷则代表皇子可以参加朝会。

总之，宋代皇子一般在１２～１７岁出阁，特殊情况下
皇子也可以提前出阁，出阁不仅标志着皇子已经成

年，还标志着皇子具备了一些政治权利。因此出阁

不仅有礼俗意义，还有政治意义。

２．皇子出阁后的三种权利
（１）出就外第
宋神宗时期，“宫宅居住成为北宋宗室近亲居

住的基本方式，其后每代皇帝之子均建宫宅以

住”［２］。皇子出阁后，均在宫外建造宫宅集中居住。

政和七年（１１１７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诏：“蕃衍北宅
罢修，已修者逐局拘收，未修者近已迁移民舍，依旧

给还。将来皇子出阁日，可于十位内居止，不须创建

府第。平阳郡王可以与祁王同居，南康郡王可以与

康王同居，郓国公可以与景王同居，韩国公可以与济

王同居，建安郡王可以与已废撷景西园嘉国公同居。

余三人尚襁褓，第八位便可以三人同居，温国公可以

与沂王同居。”［２４］（Ｐ５５－５６）这说明宋徽宗诸子出阁后

集中居住于蕃衍宅，并且两两同住。虽然同住于蕃

衍宅，但诸皇子的府邸条件并不完全相同，奢华程度

与其受宠程度成正比。“政和间，太上诸皇子日长

大，宜就外第。于是择景龙门外地辟以建诸邸，时郓

王有盛爱，故宦者童贯主之。视诸王所居，侈大为

最，乃中为通衢，东西列诸位，则又共为一大门，锡名

曰‘蕃衍宅’”［５］（Ｐ２）。郓王赵楷不但因受宠而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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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宋代皇子出阁情况表
皇子 出阁时间（年） 出阁年龄（岁） 　　　　　史料出处
赵德昭 ９６４ １７ 《宋史》卷二百四十四《燕王德昭传》，第８６７６页
赵德芳 ９７４ １７ 《长编》卷十六，开宝八年七月癸巳，第３４３页
赵元佐 ９８２ １８ 《宋会要辑稿·帝系》一之二十九，第２９页上
赵元僖 ９８２ １７ 《宋史》卷二百四十四《昭成太子元僖传》，第８６９７页
赵元份 ９８３ １５ 《宋史》卷二百四十四《商王元份传》，第８６９９页
赵元杰 ９８３ １２ 《宋史》卷二百四十四《越王元杰传》，第８７００页
赵元翭 ９８８ １２ 《宋史》卷二百四十四《镇王元翭传》，第８７０２页
赵元俨 １００１ １７ 《宋史》卷二百四十四《周王元俨传》，第８７０５页
赵祯 １０１４ ６ 《长编》卷八十五，大中祥符八年十二月戊寅，第１９５８页
赵顼 １０６３ １６ 《长编》卷一百九十九，嘉八年十二月乙亥，第４８４０页
赵? １０９５ １４ 《宋会要辑稿·帝系》一之三十九，第３４页上
赵佶 １０９５ １４ 《宋会要辑稿·帝系》二之十五，第５２页上
赵俣 １０９８ １６ 《宋会要辑稿·帝系》一之三十九，第３４页上
赵似 １０９８ １６ 《宋会要辑稿·帝系》一之四十，第３４页下
赵桓 １１１５ １６ 《宋会要辑稿·帝系》二之十九，第５４页上
赵楷 １１１６ １６ 《宋会要辑稿·帝系》二之二十，第５４页下
赵枢 １１１８ １７ 《宋会要辑稿·帝系》二之二十一，第５５页上
赵杞 １１１８ １５ 《宋会要辑稿·帝系》二之二十二，第５５页上
赵构 １１２２ １６ 《宋史》卷二十四《高宗纪一》，第４３９页
赵模 １１２２ １５ 《宋会要辑稿·帝系》二之二十二，第５５页下
赵扩 １１８４ １７ 《宋史》卷三十七，《宁宗纪一》，第７１３页
赵

!

１１２５ １５ 《宋史全文》卷三十五，宝三年正月丙寅，第２３１８页

居住最奢华的房子，还破例“出入禁省，不复限朝

暮”，并且“于外第作飞桥复道以通往来”［１７］（Ｐ８７２５），

不仅府邸奢华而且还不限出入禁宫的时间，设置专

道令其往来，郓王赵楷受宠程度可见一斑。

南宋时，由于皇嗣不兴，近亲宗室稀少，宫宅居

住制度名存实亡，宋光宗以后，更不赐宅名，近亲宗

室仅建府第居住［２］。关于宋代皇子出就外第的情

况，李心传曾作过概括：“东都故事，宗室子皆筑大

室聚居之。太祖、太宗九王后曰睦亲，秦王后曰广

亲，英宗二王曰亲贤，神宗五王曰棣华，徽宗诸王曰

蕃衍。渡江后，宗子始散居邵邑，惟亲贤子孙为近

属，则聚居之。孝宗子四人，邵悼肃王无后，庄文太

子、魏惠宪王早薨。庄文之妃，惠宪之夫人，皆别居

赐第。”［３７］（Ｐ７８－７９）绍熙时，宋光宗皇子赵扩封嘉王，

本欲“以所籍富民裴氏之居为府第”，但是大臣以为

“非宜，乃改筑”［３１］（Ｐ７８－７９）。南渡之后，因皇帝子嗣

稀少不再赐予宅名。

北宋时，皇子府邸的建造由将作监负责。如绍

圣三年（１０９４年）二月二十二日，“将作监上修建皇
弟遂宁、大宁郡王等五位外第地图”［３２］。南宋时皇

子府邸的建造由临安府、转运司负责。如宋理宗时，

皇子忠王行完冠礼后将出阁，宋理宗命临安府、转运

司“于阁中修盖位次一所，庶几密迩于宫庭，可以问

安而视膳”［２５］（Ｐ２３１８）。如果皇子出阁时自己的府邸

还未完工，也有可能“权就东宫”［１０］（Ｐ１１７５０）。有时候

皇子虽已出阁，但并未搬出禁中到自己的宫外府邸

居住。如政和七年（１１１７年）八月二十日，嘉王赵楷
言：“近两具札子，乞就蕃衍外第居止，荐蒙降诏不

允，即令居处春坊之侧，仍近禁庭，出入呵止，甚不遑

安。况创修外邸已见就绪，伏望早付有司择日施

行。”同年闰九月十九日，嘉王赵楷出居外第。［２４］（Ｐ５５）

可见，皇子赵楷虽已出阁，但并未出居外第，仍然居

住在太子东宫附近，离禁中很近，他觉得十分不便，

因此再次上疏请求搬离禁庭。

宋英宗的两个儿子赵颢和赵鈆则是在出阁２０
年之后才出就外第。实际上，赵颢于宋英宗治平三

年（１０６６年）已经出阁，但是赵颢和赵鈆二王并没有
按以往惯例从禁中搬出［１７］（Ｐ８７２０－８７２１）。熙宁七年

（１０６９年），宋神宗下诏：“卿以介弟之亲，日奉朝请，
筑邸于内，时维便安，而愿同宗藩，出徙外第。朕上

承先帝，顺事两宫。顾岂以子舍之嫌，而有间天伦之

庆。往绥汝止，深体朕怀，所乞宜不允。”［３３］（Ｐ１８４）然

而皇帝已经成年的兄弟常年居住在禁中会带来诸多

不便，于是二王屡屡上疏“乞建外第”。元丰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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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３年）五月十五日，宋神宗下诏：“雍王颢、荆王
鈆乞建外第，十余年中，章数十上。入侍宝慈宫非

便，数谕止之，而确然坚请不已，皇太后近亦屡以为

言。宜依所乞，令学士院降诏宣谕，仍令有司度地以

闻。”［３３］（Ｐ５９）这条诏令说得很清楚，十余年间，雍王赵

颢、荆王赵鈆虽然数次上疏“乞建外第”，但宋神宗

“数谕止之”。宋神宗不同意二王搬出宫外主要是

认为赵颢和赵鈆搬出宫外，“有间天伦之庆”，而“居

近禁严，以便朝谒，亲亲天性，理自当然”［３３］（Ｐ５９）。

宋神宗允许二王出阁之后仍然常年住在宫中，一方

面体现兄弟友爱，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宋神宗对皇太

后的一片孝心。元丰年间，在二王屡次上疏请求出

就外第后，宋神宗虽然已经降诏允许，但二王仍未真

正搬出宫［２４］（Ｐ５１）。然而禁中毕竟是帝王所居的宫

苑，二王虽是宋神宗一母同胞的亲弟兄，但长期住在

禁中仍多有不便。秘书丞章辟光曾上疏建议岐王、

嘉王出就外第，而朝论称其“妄论离间，于义当诛”，

宋神宗本将章辟光贬去岭南，王安石以为“其言非

过，依违不行”，最终将其降为衡州（今湖南衡阳）监

税［３４］。二王真正出就外第是在宋哲宗元元年

（１０８６年）三月二十二日，三省言：“扬王颢、
"

王鈆

奏乞迁外第，未蒙诏可。今虽名居外，而威颜咫尺，

时奉朝谒，固与密迩宫禁无异。伏望早赐矜允。”不

久，学士院降诏允许二王迁居外第，命名二王外第为

亲贤宅［２４］（Ｐ５１）。

根据以上论述可知，皇子出阁后原则上要出就

外第，但也会因各种原因推迟，造成皇子出阁后推迟

出就外第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府邸修建尚未完成。如绍圣二年（１０９５
年），申王赵?、端王赵佶上奏宋哲宗：“臣等自忝窃

恩荣，开国建府，
#

局内城，附居宫禁，一日必葺，三

年于兹，以理则早合丐迁，论情则难于遽请。盖陛下

隆属籍之爱，厚天伦之亲，结恋既深，恳陈莫遂。而

又营修第等，多阅岁时，比及告功，尚需督治。愿陛

下察其至诚，先于暇日申敕有司，为臣等拣时历吉，

早许就居，则臣等被陛下友爱之赐，曷有穷

已。”［２５］（Ｐ２２）申王赵?、端王赵佶开府已经三年，仍然

居住在禁中。如今府邸营修已经完工，申王赵?、端

王赵佶恳请宋哲宗令有司挑选吉日，令其出就外第。

二是皇帝或皇太后对其宠爱有加。如赵元俨天

资聪颖，宋太宗“尤所钟爱”，“不欲令早出宫，每朝

会宴集，必侍左右，期以年二十始得出就封，故宫中

呼为二十太保”［１０］（Ｐ３５３１）。宋宁宗作为皇子出阁时，

“两宫爱之，不欲令居外，乃建第东宫之侧，以十月

甲戌迁焉”［１７］（Ｐ７１３）。皇子因受宠，皇帝或皇太后不

舍得其搬出禁宫，而令其推迟出就外第的时间。

三是显示皇帝友爱兄弟，孝敬太后。宋哲宗在

驳回皇弟赵?、赵佶的外居请求时这样说道：“天属

之亲，莫如兄弟。敦叙之礼，厥有旧章。营建邸宫，

姑循故事。忽览章奏，欲即外迁。亲兹同生，其室则

迩。遽远朝夕，岂胜此情。尚体眷怀，往安无亟。所

请宜不允。”［３３］（Ｐ１８５）宋神宗迟迟没有应允赵颢和赵

鈆二王搬出禁庭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宋神宗还对主

张二王出就外第的大臣极为反感。“二王已冠，犹

不许就第，往还如家人礼。皇太后于二王，亦未尝假

以言色。言事官上章讽请，使出阁如故事，帝以为间

亲亏孝，黜之于外。”［３５］二王出阁后，宋神宗仍不许

其出就外第，待其还如家人一般，一定程度上感念于

二王能承欢皇太后膝下。当有言官上奏章请令二王

出就外第时，宋神宗认为这是离间亲情，有愧孝道，

将其贬谪地方。

皇子正式出就外第，需要由太史局选择良辰吉

日，“宗室正任以上自府门送至外第，仍就赐御筵，

及赐银、绢、钱五千匹两贯，本府官吏等第支赐；仍差

官管干，支散并依旧制”，皇子搬离禁宫时要由宗室

中正任以上者送到府邸，皇帝命人设酒席以及赐予

银钱以示对皇子乔迁新居的庆祝。［２４］（Ｐ５５）

（２）开府置属
开府置属是皇子出阁后拥有的一种政治权利。

皇子出阁前除了老师，若非皇帝允许，不得与其他大

臣接触。如元丰七年（１０８４年），宋神宗于集英殿中
宴请百官。期间，令皇子延安郡王“侍立于前”，宰臣

王圭率百僚廷贺。当时延安郡王年幼尚未出阁，宋神

宗特令其侍燕，“以见群臣”［１０］（Ｐ８２６２）。元丰八年（１０８５
年），宋神宗病危，“圭进言自去岁上令皇子侍燕，群臣

皆尝见之，今必更长立，乞再瞻睹”［１０］（Ｐ８４１０），可见在平

时大臣们很难见到皇子。

皇子即将出阁时，要选朝臣“行辅导之职”［３６］。

例如，曹国公赵元俨即将出阁时，宋真宗就亲自列出

数个朝臣的姓名，并从中选取几人作为赵元俨的僚

属，尽辅佐之责［１０］（Ｐ１０５７）。当皇子尚未出阁时，不宜

置僚属。如嘉八年（１０６３年）九月，宋英宗以皇子
位伴读王陶为淮阳王位说书，孙思恭为侍讲，韩维为

记室参军［１０］（Ｐ４８２７）。吕诲认为此时淮阳郡王尚未出

阁，应当先设师友，不当建置僚属，建议朝廷应当先

正王陶等人的名位，“名位既正，则礼分自安”［３６］，

等到淮阳郡王出阁后，开府建官，其郡王宫的翊善、

侍讲顺理成章地成为王府僚属，“于事体即无不顺

也”［１０］（Ｐ４８２７）。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１０１６年）始置
郡王友，郡王友指郡王之师友官。与郡王府官属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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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记室、侍讲等不同之处在于郡王友地位高，郡王

待之以宾礼，即需行答拜礼。王友为兼官，由德才兼

备者为之。［３７］“设师友”还是“置僚属”，直接关系到

皇子与相关官员日常生活中遵循的礼仪［１０］（Ｐ４８２７）。

因此，吕诲建议先设王友，王友相当于老师，僚属是

下属，老师与下属的地位不同，日常生活中礼节也不

相同。

王府官属要能够负起辅导皇子的责任。因此，

王府官属要“选经行修明可为师范者”，而王府友官

要“择两制之臣有道德学问者充其任”［３６］。应该说

僚属不仅是辅导皇子的教师团队，也是皇子处理政

治事务的智囊团。皇帝深知这一点，因此在为皇子

选择僚属时十分慎重。如宋太宗在寿王赵元侃“出

阁判府事”时，为他精心挑选了僚属［３８］，以便僚属能

够辅佐寿王赵元侃处理政务。王府官属与皇子关系

密切，且大多为皇子心腹，一旦皇子登基，王府僚属

往往“以其有保傅之恩、调护之效”［１０］（Ｐ１０６１２）而得到重

用。如宋真宗即位后，就先后提拔他的潜邸旧臣李

沆、李至等人为宰辅［１７］（Ｐ１０４）。宋哲宗时邓温伯为翰

林学士承旨，左谏议大夫刘安世上疏反对，认为：“前

代创业之主，经纶草昧，乃有豪杰之士，用为佐命之

臣，谓之攀附可也。继体之君，或由储贰，或自藩邸，

春宫、王府，咸备僚属，以其有保傅之恩、调护之效，谓

之攀附亦可也。”［１０］（Ｐ１０６１６）而宋哲宗幼年即位，没有设

置过僚属，邓温伯与宋哲宗之间没有王府僚属这层关

系做基础，宋哲宗如此宠信邓温伯就有些令人匪夷所

思了。宋孝宗即位后十分宠信龙大渊、曾觌。龙大

渊、曾觌原是宋孝宗为建王时的僚属，因善于察言观

色颇得宋孝宗欢心。二人得到重用后恃宠而骄，造成

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大臣们对此深感不满［３１］（Ｐ６０７）。

王府官属与皇子之间不仅关系亲密，而且感情十分特

别，因此皇子大多会优待王府官属人。

（３）出班外廷
皇子出阁后方可上朝听政。如宋徽宗子赵楷在

政和六年（１１１６年）“于仲春出阁”；同年二月二十
二日诏，皇子嘉王赵楷可于同年四月内择日上

朝［２４］（Ｐ５４）。皇子出班外廷即说明皇子具有了参与政

治事务的权利。虽然如此，宋代皇子的政治权力与

唐代皇子的政治权力仍不可同日而语。宋代皇子不

得参政是主流，但不同的皇帝有不同的主张，因而有

时对皇子不得参政的限制稍有放松。总而言之，宋

代皇子参政经历了一个由允许到限制再到放松的

过程。

宋太祖在赵德昭、赵德芳官封方面甚为低调。赵

德昭于乾德二年（９６４年）出阁，“故事，皇子出阁即封

王。太祖以德昭冲年，欲其由渐而进，授贵州防御

使”。至开宝六年（９７３年），开封府尹赵光义封晋王、
山南西道节度使赵光美为永兴节度使兼侍中，赵德昭

升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平章事，然“终太祖之世，竟

不封以王爵”［１７］（Ｐ８６７６）。赵德芳生于后周显德六年

（９５９年），至开宝八年（９７５年）出阁，九年（９７６年）三
月癸酉，宋太祖出巡西京前三日才授予其贵州防御

使［１０］（Ｐ３６７）。从官封方面可以看出，宋太祖希望二子

在此渐进过程中成长，并独挡一面。在参政方面也是

如此，宋太祖并不介意让二子参与政务。开宝九年

（９７６年）二月，宋太祖开始让赵德昭参与政务。吴越
国王钱?与其妻、子、诸臣来汴京觐见宋太祖，“上遣

皇子兴元尹德昭至睢阳迎劳”［１７］（Ｐ１３８００－１３９００）。但是

让宋太祖始料未及的是，同年十月，自己驾鹤西去，

他对二子的政治训练刚开始就已宣告结束［１７］（Ｐ４８）。

而此时赵德昭、赵德芳势单力薄，面对羽翼丰满、野

心勃勃的皇叔晋王赵光义，根本无还击之力。

宋太宗即位后，由于其是宗室即位，继承皇位并

非名正言顺，对宗室颇为忌惮，制定了许多防范宗室

的措施，其中包括限制皇子参政。太平兴国八年

（９８３年），宋太宗诏令宰相序立在亲王之上。李窻、
宋琪坚决推辞，宋太宗道：“宰相之任，实总百揆，与

群官礼绝。藩邸之设，止奉朝请而已。元佐等尚幼，

欲其知廉损之道，卿勿多辞也。”［１０］（Ｐ５５６）宋太宗这句

“藩邸之设，止奉朝请”将宋代皇子的地位定位得很

清楚。皇子这一群体作为天潢贵胄，为了皇位能够

顺利继承它必须存在，但是它的存在又使皇权具有

不稳定性。宋代皇子的主要职责不是参政议政，也

不是领兵打仗，而是“问安视膳”“止奉朝请”。宋太

宗定下的这一基调，在宋代存在的三百多年里根深

蒂固。到了南宋，王十朋还说“大抵太子之职，在于

问安视膳而已”［３９］。即便是对贵为储君的皇太子，

王十朋也要再一次强调他的职责仅是向皇帝请安而

已。宋太宗诸子中，仅有赵元僖和赵元侃曾先后担

任过任期极短的开封府尹，这两人都是宋太宗选定

的储君人选，令其担任开封府尹是对其进行最基本

的从政训练。其实对于宋太宗而言，由于其即位不

合朝礼，故即便是对自己的亲生儿子他也心怀猜忌。

宋真宗被立为皇太子后，百姓见到皇太子后称之为

“真社稷之主也”。宋太宗闻后对寇准说：“四海心

属太子，欲置我何地。”寇准劝说道：“陛下择所以付

神器者，顾得社稷之主，乃万世之福也。”［１０］（Ｐ８１８）宋

太宗这才释怀。

莫说参政，皇太子、皇子就连议论时政也不被允

许。宋神宗一母同胞的亲弟弟嘉王赵颢，元丰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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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数上疏论政事”。记室参军劝谏他说：“大王为

天子弟，无狗马声色之好，游心方册，固是盛德，而数

干廷议，非所以安太后也。”嘉王恍然大悟，此后一

心钻研医书，“与其僚讲汤液方论而已”［４０］。宋孝

宗曾有旨允许皇子庆王招讲读官议论时政。屯田员

外郎兼直讲林栗则认为不可，以汉武帝之戾太子和

唐太宗之魏王泰为例，认为太子、诸王“惟以讲经、

读史为事，他无预焉。若使议论时政，则是对子议

父，古人谓之无礼”［１７］（Ｐ１２０２８）。林栗这段论述一语中

的，道出了宋代大臣对皇子的定位，即讲经读史，若

议论朝政则是儿子非议父亲，于理不合。

皇子不得参政到宋孝宗时期有所转变。宋孝宗

不反对皇子适当地参与政治以锻炼其处理政务的能

力。宋孝宗封皇子赵为皇太子后，欲命他为判临安

府，但遭到了大臣的反对。王十朋［３９］认为，三王之教

世子也，不过教之以礼乐，乐以治内，礼以治外，俾知

父子君臣之义即可。国朝虽有宋真宗尹开封府之故

事，但如今未必有如毕士安者，使太子裁决，事事皆

善，亦不足以为太子之聪明，增太子之盛德，万一少有

过差，则不利于太子英明。他又进一步提出“大抵太

子之职，在于问安视膳而已，至于抚军监国，皆非得

已事也”［３９］。但是宋孝宗坚持令皇太子任临安府

尹，领临安府尹事。而赵也不辱使命，在任期间他

“究心民政，周知情伪。孝宗数称之”［１７］（Ｐ６９４）。皇太

子从政训练的效果令宋孝宗较为满意。即使是皇帝

允许皇子参政，仍然会遭到大臣的反对。可见，宋人

在观念上认为皇子不应当参政。

总之，宋代为方便管理皇子建立了一套相应的赐

名、冠礼与出阁制度。为体现尊贵地位，宋代以将皇

子与宗室区别为目的，建立了一套赐名制度。相比于

并未形成定制的冠礼制度，宋代更注重施行皇子出阁

制度。皇子出阁后具备出就外第、开府置属和出班外

廷三种权利。出就外第是对皇子的一种限制管理，但

是往往因各种原因已出阁的皇子会推迟搬出禁宫的

时间；开府置属和出班外廷是皇子参政议政权利的体

现。然而，开府置属虽给皇子配置了官属，但官属的

教育训导功能大于政治辅佐功能，出班外廷则侧重于

奉朝请，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参政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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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官员回避制度研究
王战扬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摘　要］宋代是官员回避制度的成熟时期。宋代回避制度对官员有着严格的限制，从官员科举入
仕到任职期间的人事调动和任免等都给予了明确规定，其具体内容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一是科

举回避。宋仁宗时期，科举回避制度得到发展；南宋时期，明确规定参加科举考试之人要回避在当

地为官的亲属等人，而且对各地的解额也做出了严格规定，完善了回避制度；宋孝宗时正式将科举

回避的规定写入省试条法之内。二是籍贯回避。宋太宗时期，下诏登记官员户籍，开始实行籍贯回

避制度；宋真宗时期，针对特殊的地域状况，放松了对官员任官籍贯的限制；宋神宗时期，规定不得

任用本地人为官，以免出现割据作乱的情况；南宋时期，为解决大批南迁官员的人事任用问题，重申

籍贯回避制度。三是亲属回避。宋真宗时期，规定经略安抚司和监司等官，在同一个地方任官者须

避亲。宋朝荐举人才时，也须回避亲属。四是同年回避。宋朝建立之初，司法案件的检查、勘验者

与审判者，如果是科举同年的关系，需要回避。宋真宗时期，朝廷又规定：司法官员只须回避同年同

科者，同年不同科者不在回避的范围之内；随后，又取消了既是同年又是同科及第官员互相回避的

规定。五是司法回避。宋神宗时期，回避制度的范围有所扩大，实行了司法回避，南宋时期司法回

避得到了严格的执行。六是同僚不和回避。宋神宗时期，同僚不和也在回避的范围之内。宋朝官

员回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势力的发展，加强了中央集权，对澄清吏治和减少腐败也起

到一定作用，但由于受到皇权和权臣的影响，其执行难以尽善尽美，也没有改变宋代吏治腐败混乱

的局面。宋代官员回避制度对今天的人事任职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要以史为鉴，取其精华、去

其糟粕，以发挥回避制度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宋代；回避制度；科举；入仕；人事任职

［中图分类号］Ｋ２４４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５．０１．０１８

　　回避制度是国家以法律规范的形式对公务人员
任职与公务执行加以限制，以防止腐败，从而确保官

员廉政和公平的一种制度。目前，学界对宋代官员

回避制度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于苗书梅的《宋代官

吏回避法述论》［１］、高洁的《管窥宋代回避制度》［２］、

杜文玉的《唐宋任官回避制度初探》［３］、刘柬良的

《宋代司法官员的回避制度探析》［４］、娄一锞的《走

向完备———宋代官员任职回避制度研究》［５］等。上

述研究涉及到宋代官员回避制度的许多方面，但对

其历史地位和重大作用则论述较少。本文拟对宋代

官员科举、籍贯、亲属、同年、司法、同僚不和等回避

制度做一全面研究，以期就教于学界。

　　一、宋代官员回避制度的形成和

发展

　　中国古代的回避制度萌芽于春秋战国时期，商鞅
变法时就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６］，即

对宗亲没有战功者不能列入宗室的属籍。西汉时，

回避制度得到初步发展，当时就有“宗室不宜典三

河”［７］，“王国人不得宿卫”［８］，“王舅不宜备九

卿”［９］等内容。至东汉末期，出现了成文的籍贯和

亲属任官回避的法规：“初，朝议以州郡相党，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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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临。至

是复有三互法，禁忌转密，选用艰难”［１０］，即规定地

方官员不得在姻亲之家所在地任职，两州长官也不

可到对方乡贯任职。唐朝有了正式的回避法规。唐

太宗规定，“叔父兄弟不许同省为郎官”［１１］，对亲属

回避的情形做出了明文要求。唐朝中期，又规定

“同司曹判及公检之官，不得用大功以上亲”，凡属

祖孙、父子、兄弟、叔侄关系的不许同时在同一部门

任官，甚至“同省别司亦罢”［１２］。但此时回避制度

仍处在不断探索之中，并未正式形成。

宋代是官员回避制度走向成熟的时期。宋太祖

时期，求贤若渴，下诏举贤“毋以亲为避”［１３］，为加

强对国内局面的控制，制定了籍贯回避制度，即官员

不得回本贯任职。宋真宗时期，由于国内政局趋于

稳定，所以对这一制度的要求有所放松。另外，这一

时期科举回避也正式创设。此时官员回避制度的发

展体现在亲属回避和同年回避上。宋仁宗时期，科

举回避制度有所发展，并得到灵活运用。如规定

“诏选人因避亲成资放罢者，许令参选”［１４］，即关于

科举回避问题，在特别诏令允许的情况下例外。宋

神宗时期，回避制度的范围有所扩大，实行了司法

回避。

知庆州高遵裕言，乞避转运判官孙迥。诏迥移

河北路。遵裕与迥尝互讼市易，及以结籴起诏狱

故也。［１５］

庆州知州高遵裕请求回避转运判官孙迥，因为

他们二人曾经互相诉讼市易法，而且有过诏狱。特

别重要的是，宋神宗时期制定了避亲法，如“诏定内

外官避亲法”［１６］、“定走马承受避亲法”［１７］，这说明

官员回避制度有了明确的法律条文，标志着回避制

度走向成熟。宋哲宗时期，吏部对回避制度又有所

丰富和补充：“宗室本宗袒免以下亲，于职事有统

摄，更不回避，余亲依外官法”［１８］，不仅官员在人事

任免上要受到回避制度的约束，而且宗室皇亲也在

回避制度的约束范围之内。

南宋时期，由于北方沦陷，大批北方官员迁徙南

方。宋高宗绍兴二年（１１３２年）二月，重申籍贯回避
制度。宋宁宗庆元三年（１１９７年）八月，规定“并不
许差注本贯及居业在本路者”［１９］，对籍贯回避做出

了规定。宋理宗宝二年（１２５４年），“申严本路人
不许授诸司属官”之法，凡是“已注授者，并令改

授”［２０］。可见，南宋偏安江南一隅，同籍官员高度集

中，籍贯回避问题一直是官员任免中需要解决的大

问题。此外，南宋十分重视科举回避及司法回避的

问题，并得到严格执行，而在亲属回避、同年回避及

同僚不和回避上较为松弛。总之，北宋是官员回避

制度的正式形成时期，南宋基本沿袭了北宋时期的

回避制度。

　　二、宋代官员回避制度的内容

宋代官员回避制度对官员有着严格的限制，从

官员科举入仕到任职期间的人事调动与任免等，都

给予了明确规定，具体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１．科举回避
宋代别头试为科举回避制度的重要内容，是专

门为科考回避的考生设置的特殊考试制度。宋太宗

雍熙二年（９８５年），“始令试官亲戚别试者凡九十八
人”［２１］。由此可见，宋代别头试制度于太宗雍熙二

年（９８５年）正式创设。宋真宗咸平元年（９９８年），
“国子监、开封府所贡士，与举送官为姻戚，则两司

更互考试，始命遣官别试”［２２］。这表明此时别头试

制度正式在国子监及开封府实行，实施范围进一步

扩大，逐步走向成熟。

南宋初期，科举回避制度基本继承北宋旧制。

例如，“牒试者，旧制，以守、絬及考试官同异姓及有

服亲、大功以上婚姻之家与守、絬门客皆引嫌，赴本

路转运使别试”［２３］，规定参加科举牒试者，如果是主

考官的子弟、服亲、门客等，均要回避主考官，须到本

路转运使主持的别头试中参加科举考试。

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２４］记载：

诏自今委保举人，避亲牒试不实者，许人告。保

官先降一官，然后取勘合负，罪犯用四川制置大使席

益奏也。旧法，见任官子弟去本贯二千里，及监司守

贰有服亲，门客与婚姻之家，皆牒赴转运司别试，七

人而解试一人，后多
!

滥，亦有以贿得者。前举成都

路漕司就试者三千余人，解四百四十人，潼川路漕司

就试者二千余人，解三百人，益请于朝，故有是命。

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如果保举不实，允许揭发，

经核实确实违反法令者，保举人先降一官级，被保举

者也要受到严厉处分。明确规定参加科举考试之人

要回避在当地为官的亲属等人，而且对各地的解额

也做出了严格规定，完善了回避制度。宋孝宗淳熙

五年（１１７８年），对参与科考的誊录、对读、封弥、监
门等官员提出了回避的要求，并写入法令条文之中，

科举回避制度进一步严密。如“诏敕令所将贡院帘

外誊录、对读、封弥、监门等官避亲，修入省试条

法”［２５］。在此之前，南宋就已经在科举考试中对官

员实行了回避之法，此时正式将科举回避的规定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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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省试条法之内。

２．籍贯回避
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９８２年），下诏登记官员

户籍，开始实行籍贯回避制度。该制度要求文武官

员如实上报“乡贯、历职、年纪”等内容，命“西蜀、岭

表、荆湖、江浙之人，不得为本道知州、通判、转运使

及诸事任”［２６］，且这一诏令得到了有效的实施。宋

真宗时期，国内局势趋于稳定，对官员任官的籍贯限

制有所放松。由于广南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北方地

区官员不适应其地理气候，朝廷遂下令用“广南人

充”“以习其风土”［２７］。可见，宋真宗时期，针对特

殊的地域状况，放松了对任职官员籍贯的限制。

宋神宗熙宁十年（１０７７年），“诏川峡路令、佐毋
得并差川峡人”［２８］。其时为王安石变法时期，为改

革吏治，稳定西南地区的局势，对该地区的人事制度

做出了籍贯的规定，即不得任用当地人为官，以免出

现割据作乱的情况。

靖康之变后，北方沦陷，宋室迁徙南方，进入南

宋时期。其时为解决大批南迁官员的任用问题，宋

高宗绍兴二年（１１３２年）二月，不得不重申籍贯回避
法令：“自今监司，不得任本贯。其见在任者，皆移

之”［２９］。规定监司不得在本籍贯任职，原本已在原

籍任职者，要改派到其他地方。绍兴七年（１１３７
年），宋高宗再一次下诏要求，“监司除授依祖宗法

施行，内本贯系置司州军者，即行回避”［３０］。宋室南

渡以后，任职官员籍贯问题是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所以，朝廷此时特别重申籍贯回避制度。

３．亲属回避
宋真宗天禧四年（１０１８年），朝廷下诏：“诸司属

官与本路经略安抚、监司系亲嫌者并回避”［３１］，规定

经略安抚司和监司等官，在同一个地方任官者须避

亲。宋仁宗宝元二年（１０３９年），“刑部员外郎、直史
馆、同修起居注宋祁次当知制诰，以兄庠在中书，乃

授天章阁待制、同判礼院”［３２］。宋祁回避其兄宋庠

而改任天章阁待制、同判礼院，因亲属不得同时在朝

廷中央任职，所以必须回避。宋神宗熙宁五年

（１０７２年），“陕西转运副使、太常少卿母沆知泾州，
祠部郎中赵瞻复权陕西转运副使。沆子娶吕大防

女，大防新知华州，沆乞避亲也。寻召大防判流内

铨，大防以父老乞终华州任，以便私养。许之”［３３］。

由上述文献可知，因母沆与吕大防二人有姻亲关系，

所以二人不得同在陕西路任官。据《庆元条法事

类》记载，“诸经略安抚监司属官，与本路逐司官，系

亲嫌者，并回避”［３４］，即经略安抚司和监司与本路各

司官员有亲属关系者，需要回避。宋神宗熙宁八年

（１０７５年），“秘书丞、馆阁校勘王安礼直集贤院，罢
检正中书孔目房公事，避兄安石也”［３５］。王安礼此

时也是因为其兄王安石在中央任宰执，而请求回避。

荐举人才时，也须回避亲属。宋神宗熙宁六年

（１０７３年），御史知杂事舒上奏说，“在京官员不得
举荐执政官有服亲者”，因为“近论蒲宗孟不当荐举

同知枢密院韩缜侄宗弼，乞立奏举法”［３６］。荐举官

在举荐人才时，不得举荐执政官员的亲属，蒲宗孟曾

举荐参知政事韩缜的侄子韩宗弼而遭到御史的弹

劾，御史知杂事舒请求朝廷立荐举之法。此处所

说的“荐举之法”，应包含荐举中亲属回避之法。

４．同年回避
宋朝建立之初，司法案件的检查者、勘验者与审

判者，如果是科举同年的关系，需要回避。但是到宋

真宗景德二年（１００５年），朝廷又规定：“差推勘、录
问官，除同年同科目及第，依元敕回避外，其同年不

同科目者，不得更有辞避。”［３７］此时，司法官员只需

回避同年同科者，虽然是同年，但是同年不同科者不

在回避的范围之内。可见，宋代官员同年回避制度

经历了一个逐步完善和发展的过程。宋真宗天禧元

年（１０１７年），又取消了既是同年又是同科及第官员
互相回避的规定，“台直官所劾公事，自来有同科同

年及第者，多授诏文称有违碍，望行条纳。诏自今勿

复回避”［３８］。可见，同年同科者的回避要求在逐步

放松。

５．司法回避
宋神宗元丰元年（１０７８年），殿中丞陈安民审判

一则案件，因惧怕刑房堂后官周清再次审判而反驳

翻案，于是公然贿赂在朝为官的亲属。谏官蔡确因

案件牵涉审判官员，将案件的审判权由开封府移到

了御史台。

殿中丞陈安民签书相州判官日，断此狱，闻清驳

之，惧得罪，诣京师，历抵亲识求救。文彦博之子大

理评事及甫，安民之姊子，吴充之婿也。安民以书召

开云：“尔宜自来照管法司。”竭其家赀入京师，欲货

大理胥吏问消息。相州人高在等在京师为司农吏，

利其货，与中书吏数人共耗用其物，实未尝见大理吏

也。为皇城司所奏，言赍三千余缗赂大理。事下开

封按鞫，无行赂状，惟得安民与开书。谏官蔡确知安

民与充有亲，乃密言事连大臣，非开封可了，遂移其

狱御史台。盖从确请也。［３９］

蔡确因陈安民是文彦博和吴充的亲属，又因陈

安民曾花大批钱财贿赂京师官员，为维护司法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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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蔡确请求将案件的司法审判权收归御史台，避开

开封府等其他部门的官吏，得到朝廷的允许。其后，

宋神宗元丰二年（１０７９年），“大理寺官属，可依御史
台例，禁出谒及见宾客”［４０］，规定大理寺等司法机构

官员，在审判案件期间，禁止接待宾客。司法官员对

宾客的回避，保证了司法审判的公平。宋神宗元丰

三年（１０８０年），进一步严格了司法官员的回避制
度。侍御史知杂事何正臣上书说［４１］：

大理寺法，本寺官不许看谒，仍不得接见宾客。

府司、军巡两院，推勘公事不减大理，而休务日乃得

看谒，亦或非时造诣禀白，不惟妨废职事，亦恐未免

观望请托之弊。欲乞并依大理寺条施行。从之。

此时大理寺已经立法，命大理寺官员不准亲属

看望，不得接见宾客。府司、军巡两院、推勘公事等

司法官员同大理寺官员要求一样，仅在休假期间允

许亲友拜访看望。只有向上级申请，并得到特殊允

许的情况下才可接见宾朋。这是为了防止司法官员

接见宾客妨碍公事，避免宾朋有事相托央求关系。

宋哲宗元六年（１０９１年），大理寺规定：“断案
若定夺事，卿、少卿正应避者，免签书。若俱应避者，

牒开封府。”［４２］即在司法部门断案期间，卿、少卿等

官员回避者不准签署公事。如果遇到所在司法部门

所有官员都应回避的情况，需将该司法部门案件送

到开封府全权审判。元六年（１０９１年），大理评事
梁子奇上书说［４３］：

官员犯罪，应坐举主者，乞今后会问合断人依旧

取勘定断。又犯罪者与大理寺曾荐举之人，乞本寺

丞、司直、评事依元编敕被差检法，有嫌，听回避

法，许自陈，差别官定断。

即官员犯罪，若审判官员是该犯罪官员的荐举

者时，为避嫌，该司法官员必须回避，不得审理此案

件，须另选他官负责审判。南宋司法官宋慈在《洗

冤集录·条令》中记载：“诸检复之类应差官者，差

无亲嫌干碍之人。”［４４］即当案件需要重新勘验时，应

派遣与本案无任何关系的官员去审理，以免妨碍公

正复检。《庆元条法事类·断狱令》［３６］中也记载：

诸癀差请鞫狱、录问、检法，而与罪人若干系人，

有亲嫌应避者亲，谓同居或祖免以上亲，或缌麻以上

亲之夫子妻，或大功以上婚舅之家，或毋妻大功以上

亲之夫子妻，或女婿子妇缌麻以上亲，或兄弟妻及姊

妹夫之期以上亲嫌谓见任。

即鞫狱、录问、检法等官员，如果与罪犯有亲属

关系需要回避，该官员不得参与司法审理。可见，南

宋时期司法回避得到了严格执行。

６．同僚不和回避
同僚不和也在回避的范围之内。宋神宗元丰元

年（１０７８年），下令命江南东路监司、提举司吕嘉问
同何琬一起审理案件，因二人“有嫌不预”“宜令江

南西路提点刑狱李茂直同劾”［４５］（Ｐ７１６５），最后不得不

差遣他人代替。宋神宗元丰五年（１０８２年），种谔与
长官二人素来不和，于是在人事任命时将二人避

开［４６］：　
新知润州、朝奉大夫、集贤殿修撰卢秉依旧朝请

郎，为宝文阁待制、知渭州军事，并听李宪节制。以

种谔自言与统帅素不合，不可共事，固乞免渭州故

也。诏谔还延旧任。

因种谔与渭州统帅素来不和，不可共事，朝廷最

终决定改派其还延旧任，以免二人因私人矛盾贻

误国事。宋神宗元丰七年（１０８４年），“新河东转运
副使范纯粹为右司郎中。右司员外郎、承议郎孙览

为河东转运副使。以上批‘闻纯粹与知太原府吕惠

卿素有私嫌，恐难协济边事’故也”［４７］。皇帝因范

纯粹与吕惠卿有私人矛盾，在人事任用时特意将其

二人避开。总之，官僚不和回避，有利于稳定政局并

提高朝廷工作效率。

　　三、宋代官员回避制度的执行情况

在皇权至高无上的专制主义社会，许多制度都

会打上皇权的烙印，权臣也经常在皇权的庇护下影

响制度的执行。宋代官员回避制度同样受到皇权和

权臣的影响，其执行难以尽善尽美。

１．皇权影响回避制度的严格执行
回避制度的执行有时要受到皇权的限制。宋神

宗熙宁三年（１０７０年），“吴充为京西转运使，遇公孺
如常人，不加礼。上因问吴充可为两府否，安石曰：

‘充乃臣亲家’，上曰：‘不须避此’［４８］。此时，王安

石为参知政事，吴充为王安石亲家，理当回避，而宋

神宗皇帝特令王充不避。宋神宗元丰元年（１０７８
年），江宁府制院上书说：“鞫吕嘉问等事恐推拒拖

延，乞先断王觉赃滥并官吏逾违等罪，其嘉问事别为

一案根治。”［４５］（Ｐ７１６３）可见，在皇权的影响之下，司法

审问官员也勿须回避。宋神宗元丰二年（１０７９年），
参知政事蔡确上书说［４９］：

御史何正臣、黄颜，皆臣任中丞日荐举，臣今备

位政府，理实为嫌。乞罢正臣、颜御史。于是权御史

中丞李定言：“台官虽令官长荐举，然皆陛下召对以

为可者，然後命之，取舍在陛下，不在所举。今欲回

避，不过以为恩有所在。夫舍公义而怀私恩，此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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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利者之所为。今选为台官者，必以其忠信正直足

以备耳目之任，倘以区区之嫌，遂使回避，则是以事

利之小人，待陛下耳目之官，此尤义理之所不可

者也。”

荐举者在中央任职时，所荐举之人不得在中央

任官。御史何正臣、黄颜都是蔡确所举，现在蔡确任

职中央，此二人应当回避，而皇帝特令不避。

宋神宗元丰七年（１０８４年），“权知开封府、龙图
阁直学士王存为兵部尚书。存固辞，且言：左丞王安

礼之妻乃臣故妻之妹，法亦当回避。诏不许”［５０］。

权知开封府、龙图阁直学士王存被任命为兵部尚书，

王存以自己和中央官员王安礼有亲嫌要求回避，而

诏令不许。宋哲宗元元年（１０８６年），“内侍押班
刘有方乞避张茂则亲，诏特不避”［５１］。内侍押班刘

有方因与张茂则有亲嫌，请求回避，哲宗下诏特令不

避。宋哲宗元五年（１０９０年），“中大夫、守尚书左
丞韩忠彦同知枢密院事。忠彦弟纯彦妻，知枢密院

孙固女也，各以亲嫌乞罢，不许”［５２］。韩忠彦请求避

嫌，哲宗皇帝下令不许。

总之，皇帝为表示对大臣的特恩和崇信，受宠官

员任职请求回避之时，皇帝便下令特意不避。这种

做法虽然是政治上的需要，但令回避制度难以有效

执行。

２．权臣影响回避制度的严格执行
权臣当道，无视朝廷回避制度，也会令其无法执

行。如御史蔡承禧奏：“惠卿身为大臣，固当守公以

奉陛下之法，其弟谅卿以无考第，请监金耀门，不度

法之可否，威使流内铨供脚色，以为于条可得，即出

敕以授。”［５３］（Ｐ６５８７）吕惠卿在中枢任职之时，任命其

弟谅卿为监金耀门，有违国法，也与回避制度相悖。

“王韶本与惠卿同年登科，不为惠卿便佞，而夙负学

行，又以功业为陛下擢为执政，拜命之日，往惠卿之

家，乃问其挽强几何，射之能否，意以兵卒待之。此

惠卿之恣纵凌忽同列也”［５３］（Ｐ６５８９）。王韶本与吕惠

卿是同年，而在吕惠卿任职中枢之时，置回避法于不

顾，执意提拔王韶。

南宋秦桧为相之时，任人唯亲，自己身在中枢，

同时有大批其所举荐者在中央任职，其追随者不胜

枚举，沆瀣一气，完全无视回避制度的存在。在他的

操纵之下，其子秦嬉科举登第，一年之后为礼部侍

郎，三年之后为知枢密院。另外，韩?胄、贾似道等

人在位之时，也置朝廷回避法度于不顾，肆意妄为。

总之，南宋虽沿袭北宋的回避制度，但是在权臣弄权

的时代，回避制度的执行受到严重的干扰，在一定程

度上形同虚设。

　　四、结语

宋代官员回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

势力的发展，加强了中央集权，维护了国家统一。宋

代通过广泛实施回避制度，有效防止了官员结党，避

免了官僚势力的过度膨胀，有利于巩固皇权的统治。

回避制度对于澄清吏治和减少腐败也起到一定的作

用，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和

压迫，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有益于社会的进步和发

展。但是，宋代官员回避制度只是皇权统治下的权

利制衡工具，是统治阶层权力分配的产物，皇权和权

臣对回避制度的有效实施也产生了很大的干扰，限

制了回避制度的发展。此外，官员回避制度仅仅起

到了限制与规范官员行为的作用，并没有改变宋代

吏治腐败混乱的局面，应当看到，作为统治者为解决

国家吏治问题而做出的有益探索，宋代官员回避制

度对今天的人事任职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要

以史为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发挥回避制度的

积极作用。

［参　考　文　献］

［１］　苗书梅．宋代官吏回避法述论［Ｊ］．河南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１９９１（１）：２４．

［２］　高洁．管窥宋代回避制度［Ｊ］．秘书，２００２（３）：１３．
［３］　杜文玉．唐宋任官回避制度初探［Ｊ］．陕西师范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３）：１３．
［４］　刘柬良．宋代司法官员的回避制度探析［Ｊ］．中国律

师，２０１４（４）：８１．
［５］　娄一锞．走向完备———宋代官员任职回避制度研究

［Ｄ］．杭州：浙江大学，２００８．
［６］　〔汉〕司马迁．史记（卷六十八）［Ｍ］．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２９４５．　
［７］　〔汉〕班固．汉书（卷三十六）［Ｍ］．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６２：１０４３．　
［８］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五十）［Ｍ］．北京：中华

书局，２０１１：１３１５．　
［９］　〔汉〕班固．汉书（卷七十九）［Ｍ］．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６２：３０２３．　
［１０］〔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五十七）［Ｍ］．北京：中华书

局，１９５６：１８７５．
［１１］〔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六十三）［Ｍ］．北京：中华书

局，２０１１：５６８．
［１２］〔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五十一）［Ｍ］．北京：中华书

局，１９９９：４６８．
［１３］〔元〕脱脱．宋史（卷一百六十）［Ｍ］．北京：中华书局，

·４９·



第１期 王战扬：宋代官员回避制度研究

１９７７：３３６８．
［１４］〔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一百零九）［Ｍ］．北

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２５３５．
［１５］〔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一十七）［Ｍ］．北

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５２８２．
［１６］〔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二百三十七）［Ｍ］．北

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５７５９．
［１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十一）［Ｍ］．北

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９０９．
［１８］〔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四百四十九）［Ｍ］．北

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１０７９３．
［１９］〔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八之五十一）［Ｍ］．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７：２０４２．
［２０］〔元〕佚名．宋史全文（卷三十五）［Ｍ］．李之亮，点校．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１３３．
［２１］〔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六）［Ｍ］．北京：中

华书局，２００４：５９４．
［２２］〔元〕脱脱等．宋史（卷一百五十五）［Ｍ］．北京：中华书

局，１９７７：３６０３．
［２３］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三）［Ｍ］．徐规，

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０：２６６．
［２４］〔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零二）［Ｍ］．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１６６７．
［２５］〔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选举（杂录之三）［Ｍ］．北

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７：４２６３．
［２６］〔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三）［Ｍ］．北京：中

华书局，２００４：５２２．
［２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五）［Ｍ］．北京：中

华书局，２００４：２１９０．
［２８］〔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八十八）［Ｍ］．北

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６９８２．
［２９］〔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十一）［Ｍ］．北

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９１２．
［３０］〔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十五之十九）

［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７：３４０５．
［３１］〔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刑法（一之二十）［Ｍ］．北

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７：６４７１．
［３２］〔元〕佚名．宋史全文（卷七）［Ｍ］．李之亮，点校．哈尔

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４３．
［３３］〔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二百六十）［Ｍ］．北

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６３４８．

［３４］〔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九）［Ｍ］．北
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５５７１．

［３５］〔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一百二十五）［Ｍ］．北
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２９４６．

［３６］〔宋〕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职制门五（卷八）［Ｃ］／／
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本．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２：１１３．

［３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三百一十一）［Ｍ］．北
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７５５０．

［３８］〔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刑法（三之六）［Ｍ］．北京：
中华书局，１９５７：６５８０．

［３９］〔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八十七）［Ｍ］．北
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７０２６－７０２７．

［４０］〔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九十六）［Ｍ］．北
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７２１０．

［４１］〔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零九）［Ｍ］．北京：
中华书局，２００４：７５０９．

［４２］〔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四百五十八）［Ｍ］．北
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１０９６０－１０９６１．

［４３］〔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六十五）［Ｍ］．北
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１１１１１．

［４４］〔宋〕宋慈．洗冤集录·条令（卷一）［Ｍ］．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２００８：９．

［４５］〔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九十四）［Ｍ］．北
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

［４６］〔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二十四）［Ｍ］．北
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７８０７．

［４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四十七）［Ｍ］．北
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８３２１．）

［４８］〔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一十四）［Ｍ］．北
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５２０７．

［４９］〔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Ｍ］．北京：中华
书局，２００４：７３０６．

［５０］〔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四十五）［Ｍ］．北
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８２８６－８２８７．

［５１］〔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六十四）［Ｍ］．北
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８７１１．

［５２］〔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三十九）［Ｍ］．北
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１０５７４．

［５３］〔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六十九）［Ｍ］．北
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６５８７．

·５９·



第１６卷　第１期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 Ｖｏｌ．１６　Ｎｏ．１
　２０１５年２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ｅｂ．２０１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１０－１２
［作者简介］黄臖（１９８１—），女，湖北省武汉市人，郑州轻工业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视觉传达设计。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５）０１－００９６－０３

大数据的局限性
———以广告业为例

黄臖

（郑州轻工业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大数据可以探知受众并把握其需求，帮助生产者进行适销对路的生产，并通过合适的媒体
进行有效的广告传播，但大数据也有其局限性。（１）并非数据规模越大其价值越高，广告人不应盲目
追求数据的“大规模”，而应根据自身业务需要采集合理规模的数据。（２）大数据的运用不具有解决
问题的普适性，目前利用大数据技术针对网络平台进行广告信息精准推送可获得较高的数据回报率，

而其他更多、更广泛的运用则需等到数据科学完善和成熟之后。（３）大数据的相对精准和广告的专业
特性决定了完全根据大数据来做出广告决策是非常危险的，应通过数据收集手段，严谨记录、搜集和

分析消费者各项数据与行为轨迹，同时还应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透过现象去体察消费者的内心世

界。（４）大数据的价值不能过于高估，广告业既要以大数据为决策依据，又不能完全依赖大数据，现有
大数据技术不能颠覆广告业的整个体系，更不能取代创意决策而成为广告业的核心。

［关键词］大数据；广告业；受众碎片化；数据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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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云时代的来临，大数据吸引了越来越多人
的关注，成为当下被热炒的概念。大数据技术被各

产业争相引入，逐渐被推向“神坛”。在广告业中，

大数据可以推动目标市场数据化，提高广告的投放

精准度，减小广告投放成本，获得业内广泛认同，并

取得大量研究成果。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正视其

局限性并客观对待，唯有正确运用大数据才能使之

更好地服务于广告业。本文拟从大数据等于高价值

的误区、大数据采集的局限性、大数据精准的相对性

及广告业中被高估的数据价值等方面进行梳理和分

析，以期使人们正确地看待大数据对广告业的影响，

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广告业发展。

　　一、大数据等于高价值是个误区

被广为传播的大数据４Ｖ（Ｖｏｌｕｍ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Ｖａ
ｒｉｅｔｙ，Ｖａｌｕｅ）理论［１］，对广告业造成了冲击，广告业

开始盲目追求数据的大规模，认为数据的规模越大

其价值越高，中小数据没有被挖掘的价值。实际上，

大数据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从其产生、采集、分

类到聚集、挖掘、推送是一个完整的价值链，只有对

每个环节进行多种技术处理，才能为不同产业提供

有价值的服务。大数据的主要优点是以低成本满足

企业对数据的需求，为企业提供数据回报。数据量

规模的大小是相对而言的，同时也不是衡量数据价

值的唯一标准，在实际调查研究中发现，数据规模与

数据价值虽有一定的关联性，但两者之间难以用线

性关系来表述［２］。大数据中含有大量数据噪声，数

据价值利用率低，只有辨识并过滤掉大量重复信息，

分类聚集、掌握一定“含金量”的数据，才能得出数

据所蕴含的规律和本质，即数据中有意义的信息，显

示出数据的真正价值。

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介的

不断发展，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不断增多，广告受众

的“碎片化”［３］趋势日益显著。这种“碎片化”趋势

迫使广告人更多地研究细分市场、小众媒介和个性

消费。而大数据提供给广告人更多的是对“大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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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的预测和判断，即使广告人能敏锐地侦测到某

些小众趋势，但也往往容易被数据洪流所掩盖和摒

弃。因此，广告人不应盲目追求数据的“大规模”，

而应科学合理地抽样采集数据，以提高数据的利用

率，降低数据采集的成本。应避免盲目追求“无意

义”的大规模数据而加大资金投入，也避免过多无

用数据对数据挖掘、分析的干扰。对于广告业来说，

大数据固然重要，但对“小数据”“微数据”等细微数

据信息也要引起足够重视，只有根据自身业务需要

采集合理规模的数据，科学、合理、有效地利用数据

资源，才能助力广告业的良性发展。

　　二、大数据采集的局限性

大数据时代，数据来源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来自

于物理世界的科学实验数据或是传感数据；另一类

来自于人类社会活动，主要是互联网。人类社会活

动产生的数据主要包括：企业内部经营交易信息，物

联网世界中商品、物流信息，互联网世界中人与人的

交互信息、位置信息等。换句话说，我们在接触物联

网、移动互联网、移动通讯、电子商务的同时，我们自

身的数据也在不断地被收集，成为大数据中的数据

资源。大数据技术使得捕捉和跟踪人群的生活习惯

和消费行为变得更为容易，这也是广告业重视大数

据技术及其应用的原因［４］。例如，电子商务网站和

ＰＯＳ机可以获取账户的消费情况，从中了解个人的
消费结构、品牌喜好、消费金额等有价值的信息；社

交网络平台可以记录会员的身份资料、社交关系、成

长经历、生活状态等个人信息；移动通讯可利用定位

技术获取用户的地理位置、生活半径、目标人群聚集

区等信息。除此之外，大数据可以跨领域、跨行业、

跨平台、跨设备地对数据进行全面、综合的收集与分

析。因此，运用大数据技术可以快速、精准地寻找到

广告的目标受众，为目标人群精准推送产品信息，清

晰描绘产品（品牌）的潜在消费人群的各种信息甚

至是即时信息，掌握目标受众媒体接触习惯，从而客

观、准确测评广告效果。以上种种是大数据应用在

广告业中的理想化前景，但从目前大数据采集情况

来看，大数据在广告业中的运用还存在很多盲区和

不确定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以网络为主要来源的数据充斥着大量不完

整或是虚假信息，数据多是随机动态产生的，具有多

源异构、交互性、时效性、突发性等特点，非结构化数

据多且即时性强［５］。例如，社交网站很难对会员注

册的个人信息一一进行真实性的核查，电子商务网

站无法控制一个交易账号只针对一个消费个体（一

个淘宝账号全家共用），微信上发布的个人状态也

随时都在更新等。

二是数据收集渠道具有局限性，数据监控存在

盲区。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ＣＮＮＩＣ）发布的权
威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１４年６月，我国网民数量达到
６．３２亿，手机网民数达到５．２７亿［６］。可见，还有相

当多的广告目标受众被排除在以互联网为主要数据

来源的大数据之外。

三是部分数据资源涉及商业机密和网络数据格

式不统一，已成为实现大数据整合、共享的两大障

碍，阻碍了大数据技术跨平台、跨设备、跨应用的全

面采集与综合分析，降低了数据资源的应有价值。

四是数据采集过程和被采集的数据资源中会涉

及个人隐私、商业机密和国家信息安全，因此，大数

据的合法性问题将成为大数据运用的不确定因素之

一。未来应制定长远可行的制约策略，增强数据主

体对相关数据的控制力，通过立法来指导、规范、完

善数据采集与应用行为。

受以上因素的影响，大数据在广告业中的应用

不具有解决问题的普适性，以其目前运用范围和带

来的效果看，利用大数据技术针对网络平台进行广

告信息精准推送可获得较高的数据回报率，如

Ｇｏｏｇｌｅ大力推广的实时竞价广告，而其他更多、更广
泛的运用则需等到数据科学完善和成熟之后。

　　三、大数据精准的相对性

由于数据采集的局限性和数据分析的非客观

性，大数据的准确性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美国学

者ＬｉｓａＧｉｔｅｌｍａｎ［７］认为，数据从来都不可能是“原
始”的，数据总是依照某人的倾向和价值观念而被

构建出来的。数据分析的结果看似客观公正，但其

价值选择贯穿了从构建到解读的全过程。这说明数

据分析的客观性是不存在的，无论是否运用智能分

析系统（智能分析系统的数据模型都是人为构建

的）。美国著名商业思想家纳西姆·尼古拉斯·塔

勒布认为，随着数据量的增加，无意义的关联数据也

越来越多，重要的数据信息可能被数据扩张带来的

噪音所淹没，在真正解决问题时会将人引入歧途。

可见，大数据也有短板，大量的数据噪声会干扰数据

的精准分析，降低大数据的准确性。

另外，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消费者的生活方

式、消费观念、消费行为和利益需求等逐步分化离

散，这些“碎片化”的族群对广告信息、广告形式、传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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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媒介和媒体时段都有不同的偏好，这会导致数据

量不断地激增，而从这些数据中挖掘、推导出的结论

是否具有客观真实性还有待证明。例如，数据虽记

录了不同地区的两个互不相识的家庭在某一段时间

内购买了相同品牌、相同种类、相同数量、相同金额

的消费品，但不能据此就认定这两个家庭属于同一

类消费群体，具有同样的购买力和产品（品牌）喜

好。因为这一结论的准确性取决于关联参数的设定

和数据模型的客观性。所以，不能简单地认为准确

的数据一定会推导出正确的结论。

总之，数据的相对精准和广告的专业特性（广

告面对的是个性化极强的“人”和复杂、多变的心理

与行为）决定了完全根据大数据来做出广告决策是

非常危险的。只有通过数据收集手段，严谨准确地

记录、搜集和分析消费者的各项数据和行为轨迹，同

时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透过现象去体察人的内

心世界，才能使广告决策朝向正确的方向。

　　四、广告业中被高估的数据价值

受数据驱动思维的影响，广告业中大数据的价

值往往被高估。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片面强调广告的科学性而忽视其艺术性。

从广告的学科属性来讲，广告属于科学与人文交叉

的学科。广告是艺术的一种外在表现，以营销为目

的、以传播为手段，既有科学的准确性、严谨性（理

性），又有人文艺术的情感化、模糊化的属性（感

性）。广告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运用数据技术了解

市场、目标受众和消费需求，利用恰当的媒体渠道将

特定信息推送给目标受众；广告的艺术性主要体现

在运用各种视觉、听觉符号准确表述产品（品牌）信

息，以引起受众的情感共鸣并使之产生消费欲望。

科学性和艺术性作为广告的两个属性，互为补充、缺

一不可。因此，片面地强调广告的科学性和数据的

重要性，而忽视广告的创意表现与情感表达（即艺

术性），是错误的。

其二，强调数据的科学性、客观性而抹杀广告的

属人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大数据技术只是对传

统调研方法的革新，它使数据的收集、分析更为全

面、迅速、便捷、廉价。虽然数据资源的收集渠道和

方式不同，但数据资源的价值都应体现在服务于广

告创意和决策之上。而数据本身不具有价值，数据

的真正价值是通过对数据进行合理的分析、判断，挖

掘内在关键、有效信息而获得的。

其三，偏信大数据是万能的。大数据虽然可以

解读人脑无法理解的复杂情况，减少基于直觉、经验

的判断，避免欲望对知觉造成的扭曲，但在广告业中

依旧有很多问题是大数据所无法解决的。例如，大

数据不能代替人的思考，不了解社会、文化背景对人

的行为的影响，不能敏锐捕捉人的瞬间情感和情绪，

不能分析人的思维过程。尤其是在现实中，很多消

费行为具有无意识性和随机性，广告更多地是通过

引发人的某种情感而实现促进销售目的的。因此，

大数据只能作为广告决策的依据之一，而不能保证

广告决策的正确性。

　　五、结语

大数据对广告业的科学化发展将起到关键的推

动作用。作为广告业中一种先进、科学的手段，大数

据可以探知受众并把握其需求，做出市场预判，帮助

生产者进行适销对路的生产，并通过合适的媒体进

行有效的广告传播，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实现生产与

需求之间的适配。但大数据也有其局限性，对广告

业来讲，不仅要关注、研究大数据技术及其应用，更

要研究隐藏在大数据背后的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

和传播学的机理，既要以大数据为决策依据，也不能

完全依赖大数据。现有大数据技术不能颠覆广告业

整个体系，更不能取代创意决策而成为广告业的核

心。未来，随着大数据技术及其应用的不断发展与

成熟，大数据的局限性会被更好地破解与弥补，广告

业将在大数据中获得更多的数据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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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艺术衍生品的特征与价值
李昀蔚

（中国传媒大学 广告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２４）

［摘　要］艺术衍生品是从原创艺术品中派生出来的类工艺品，源于艺术原作却又区别于原作，是
具有艺术家个人艺术符号的一种实用性产品。影响艺术衍生品产生的因素有社会经济、审美经济、

艺术价值与平民化的价格、波普艺术等。艺术衍生品主要包括原创艺术复制品、艺术家衍生产品、

品牌艺术定制产品、影音艺术衍生品、动漫艺术衍生品等类型。艺术衍生品具有经济性、传播性、大

众性、审美性等特征。艺术衍生品能促进人们对艺术的认知和理解，使艺术走向生活、走向大众，为

人们的日常生活增添艺术元素，满足大众对精神享受的需要。发展艺术衍生品市场，对推动艺术消

费有着深刻的时代意义。艺术从业者应积极投身艺术衍生品创作，推动艺术衍生品产业的发展，为

大众的生活增添艺术气息。

［关键词］艺术衍生品；波普艺术；审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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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物质财富的增长，人们
不再满足于单纯的物质消费，开始更多地关注精神

上的享受与审美，艺术消费也日渐融入人们日常的

生活消费中。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是消费主义正在

不断蔓延的时代，消费主义以品牌为标志、以时尚为

符号，将人们卷入无休止的购买与淘汰的消费循环

之中［１］。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市场上充斥着由可消

费的物质与非物质转换成的消费者需要的商品，艺

术衍生品也于此时应运而生。中国作为“礼仪之

邦”，自古以来就很注重礼节，出门到异地时，不论

是出差还是旅游，为了表达亲情或友情，人们都喜欢

为亲友买一些纪念品作为礼物。而在纪念品中最常

见的是一些印有名画的明信片、书签或扇子之类的

艺术衍生品。通俗地来说，艺术衍生品是由艺术品

衍生而来的商品，相较于普通的商品而言，它有一定

的艺术价值，是一种特殊的艺术类消费品。

艺术衍生品的大众化，推动了艺术走向大众，使

艺术不再局限于博物馆、美术馆，不再停留在墙上、

展柜里，不再止步于收藏、传承的功能。本文拟基于

对艺术衍生品的概念、产生条件、类型与特征的分

析，结合国内外艺术衍生品市场中的案例，探讨艺术

衍生品在当代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及价值。

　　一、艺术衍生品产生的条件

在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随着人们文化消

费需求的增加，看似与普通物质生活关联性不太大

的艺术也愈来愈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中，人们也日益

需要具有艺术欣赏价值的日常生活用品。艺术衍生

品是指从原创艺术品中派生出来的类工艺品，它源

于艺术品原作却又区别于原作，是具有艺术家个人

艺术符号的一种实用性产品。艺术衍生品一般由艺

术家本人开发或授权他人生产，将艺术作品转化为

大众有能力消费的平民化艺术商品。

面对艺术，普通大众似乎总感到望而却步，认为

艺术是一种无法带回家的精神奢侈品，而伴随商品

经济的发展，艺术衍生品将艺术与寻常百姓联系起

来，从这种意义上说，艺术衍生品也可称为“买得起

的艺术品”。艺术衍生品就像是一座桥梁，将原先

在人们意识中遥不可及的艺术与触手可及的日常生

活连接起来，它把艺术的精神价值和可实用性结合

起来，与此同时也打开了大众消费的一扇新大门，不

仅传播了艺术本身，也赋予了艺术更多方面的

价值［２］。

艺术衍生品是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主要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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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几个方面。

１．经济社会的发展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在满足了基本的物

质需求后会相应地开始寻求精神上的需求，所以在

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都

对艺术这个可利用因素产生了莫大的兴趣，艺术衍

生品遂得以产生。

２．审美经济的发展
人们看到美的事物都会引起大脑本能的反应，

人追求审美性和多样性的心理是再正常不过的，艺

术衍生品将审美价值与实用价值相结合，提高了人

们的生活质量。德国学者格尔诺特·伯梅认为，自

１９５０年代起，以满足人类基本物质需求为主的商品
经济发展到以挖掘人的欲望为主的审美经济，出现

了超越人类基本生理欲望的审美价值［３］。审美价

值被称为升级价值，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以外的

第三种价值。随着审美经济的发展，传统的无个性

的工艺品已经无法满足大众的需求，艺术衍生品发

展时代的到来是历史的必然。艺术衍生品以其特有

的艺术与文化魅力满足了人们的审美需求，与此同

时也推动了艺术的大众化发展。

３．艺术价值与平民化的价格
在博物馆、美术馆中陈列的艺术作品毕竟是难

以带回家欣赏的，市场上拍卖的上百万元价位的艺

术品也不是人人都能购买得起的。因此，顺应大众

对艺术的需求，艺术衍生品的出现可谓是双赢：一方

面满足了大众的艺术需要，另一方面也创造了收益。

正是所谓“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艺

术衍生品将艺术中的昂贵与不可估价部分剥离出去

了，以平民化的价格将艺术品演变成大众能消费得

起的艺术制品。

４．波普艺术的影响
１９５０年代初期萌发于英国、后盛于美国的波普

艺术代表着一种流行文化，是流行艺术的简称，又被

称为新写实主义。波普艺术是在美国现代文明的影

响下而产生的一种国际性艺术运动，艺术家们将一

些司空见惯的图像与物品纳入到艺术领域，用这样

的方式再现社会的文明，从而反思现代社会发展中

出现的诸多问题。波普艺术的出现使艺术变得更为

生活化、大众化，也促进了艺术的跨领域结合与创

作，使艺术向多元化方向发展，这为艺术衍生品的产

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人们对于艺术多元化发展的

接受，影响了人们对艺术衍生品这一平民化艺术产

品的接受。［４］

　　二、艺术衍生品的类型

艺术衍生品从不同角度可以作不同的划分。从

创作生产方式的角度，艺术衍生品可分为原创艺术

复制品、艺术家衍生产品、品牌艺术定制产品、设计

创意产品；从艺术种类的角度，艺术衍生品可分为绘

画艺术衍生品、影音艺术衍生品、动漫艺术衍生品

等。下面主要介绍几种发展较为成熟的艺术衍

生品。

１．原创艺术复制品
原创艺术复制品是通过原作授权的方式生产出

来的，通常是将艺术家的作品以复制复刻的方式制

作成限量版的艺术衍生品。例如，国内外一些知名

艺术家的限量复制版画、雕塑，王羲之的《兰亭序》

的故宫原版复制品，一些当代插画家、漫画家在举办

个人展览时出售的限量复制原画等。２０１３年荷兰
梵高博物馆参照原作真迹，运用浮雕体层摄影术，结

合３Ｄ扫描和高解析度印刷，制作３Ｄ打印版梵高画
作，第一批３Ｄ复制画选择了梵高最著名的５幅作
品，分别是：《向日葵》（１８８９）（见图１）、《雷雨云下
的麦田》（１８９０）、《盛开的杏树》（１８９０）、《丰收》
（１８８８）和《克里希的大道》（１８８７）。梵高博物馆的
馆长吕格尔说，每幅复制品售价２．５万欧元且均带
有编号，每款限量２６０幅，而潜在消费对象为高档消
费场所，或作为艺术教育用途。［５］

２．艺术家衍生产品
艺术家衍生产品是通过产品授权使用的方式，

把艺术原作延伸至各种类型的产品，大到主题公园、

主题商店、咖啡厅一类的人文产品，小到生活用品、

纪念品、服装等。香港、澳门地区或国外，经常会举

办某个艺术家的个人展，其中常有一个角落或者柜

台是留给他的作品的衍生品的，这些艺术衍生品通

常为装饰衍生品，比如带有艺术家或者其作品符号

的挂件（见图２）、明信片（见图３）等。艺术家衍生

图１　梵高博物馆３Ｄ复制画《向日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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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有利于扩大艺术家的知名度，并且在艺术衍生

品的开发过程中，对于原作有计划、有质量地授权复

制和再设计，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对赝品和山寨市场

予以打压［６］。

３．品牌艺术定制产品
这类艺术衍生品通常是带有装饰性质的，形式

上多为一些时尚用品，而在创作方式上多采用艺术

家或品牌的标志性元素来进行再设计、再生产。艺

术家与品牌合作能极大地提高产品吸引力，例如，日

本著名艺术家草间弥生曾与兰蔻合作过限量版彩妆

礼盒和限量版兰蔻 ＪｕｉｃｙＴｕｂｅ唇蜜。这种合作，对
于品牌来说，能为商品开拓更大的消费市场；而对于

艺术家来说，则可为自己与自己的艺术走向大众提

供良机。

另外，品牌艺术定制产品也是由电影、动画或者

漫画原作与一些品牌合作而产生的一类艺术衍生

品，它可能是影视中的服饰，也可能是带有原作符号

的再设计衍生品（见图４），与艺术家和品牌合作一
样，这种合作通常是双赢的，既提升了双方的知名

度，也给彼此都带来较好的收益，是将艺术与生活相

结合的一种方式。

４．影音艺术衍生品
影音艺术衍生品包含电影衍生品和音乐衍生品

两种，它们源于电影、音乐艺术，在电影结束放映、音

乐会结束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会继续为电影

和音乐原作带来效益。电影衍生品包括各类纪念

品、邮票、服饰甚至是主题公园等。在美国，有些影

音艺术衍生品的收益甚至占电影总收入的７０％［７］。

《哈利·波特》是一部风靡全球的小说电影化作品，

这部作品的衍生品不仅有剧中人物的服装、魔法学

院的校服、徽章和道具魔杖，甚至还有相关的主题公

园。最常见的音乐衍生品包括音像制品 ＣＤ和
ＤＶＤ，以及海报等，而一些有创意的音乐衍生品通常
会根据音乐本身的内容延伸至视觉设计。国内外的

一些音乐人在举办音乐演唱会时会出售一些官方授

权的衍生品，如演唱会限定款的 Ｔ恤、毛巾、挂件
（见图５）、首饰等。

５．动漫艺术衍生品
动漫艺术衍生品是一种具有情感和美学特征的

艺术符号，也是具有造型特征的现代产品，相较上述

几种艺术衍生品，其发展较为成熟。这类衍生品最

常见的形式是将原作中的人物形象或是场景进行提

取或再设计：有的从平面转为立体物件，如手办模

型、黏土人、首饰品和挂件（见图６）等；有的是直接
用在具体实物中，如海报、笔记本等印刷品。

动漫艺术衍生品在美国和日本发展较好。美国

的迪士尼公司旗下有许多动画作品都为其带来了巨

大的经济效益，《狮子王》的票房成绩是 ７８亿美
元，而其衍生品收入高达２０亿美元［８］；随着动画电

影《冰雪奇缘》的热映，迪士尼与新浪微博还合作推

出了“冰雪奇缘”的微博付费模版。日本政府非常

重视动漫产业的发展，动漫产业已经成为日本文化

产业的代表，是日本经济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９］。

日本动漫衍生产品的市场规模已经超过了漫画产业

和动画产业的总和，２００９年日本动漫衍生产品销售
额达１兆５７７０亿日元［１０］。据统计，《口袋妖怪》系

列电影仅前三部，在全世界４５个国家放映的票房收
入近４亿美元。而将其各类衍生商品统计在内，
《口袋妖怪》在全世界的销售额高达３００亿美元以
上，超过《星球大战》和《哈利·波特》［１１］。在动漫

产业中，衍生品既可作为观众收藏用物品，同时也可

作为原创方宣传用物品。

　　三、艺术衍生品的特征

衍生品，说到底是衍生于原作的作品，故而在特

征上有取自原作之处，但既为衍生品，它必然也有区

别于原作之处。在很大程度上，艺术衍生品弥补了

大众对高昂的艺术原作和艺术品望而却步的缺憾。

具体来讲，艺术衍生品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１．经济性
艺术，不一定是奢侈的。原作艺术品和艺术衍

生品只不过是艺术传播的两个不同途径，并不会因

为价格的差异就有高低贵贱之分［１２］。原作艺术品

往往价格高昂，而艺术衍生品与原作相比，在价格定

图２　大友克洋２０１２个人展衍生品———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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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上往往要低于原作，毕竟艺术衍生品是走平民路

线的量产。在市场运行方面，艺术衍生品的开发研

究成本相较原作而言要低很多，其所带来的回报和

带动艺术市场消费的潜力是巨大的。

２．传播性
艺术衍生品通过艺术原作的授权而生产，通常

在主题内容或者形式上与艺术原作有关联，有的直

接套用原作图案，有的将原作抽象出主体部分进行

再设计，还有的对原作中场景或人物进行夸张设计。

由于与原作密切关联，艺术衍生品与其他商品相比，

具有更好的传播性，许多原作也正是靠艺术衍生品

来推广和宣传自己的。目前，我国艺术市场的活跃

度并不亚于美国、日本、法国等国家，国内一些艺术

家的作品价位飙升得也很快；而大众对于艺术家和

艺术品的认知却很有限，甚至可以说知之甚少，其在

世界的影响力也不大，这与我国艺术衍生品行业发

展缓慢有关。日本的村上隆、奈良美智、草间弥生，

甚至一批批新的从业人员之所以在世界舞台上都拥

有一定的影响力，与日本艺术衍生品行业的繁荣发

展有着相当大的联系。艺术衍生品为艺术原作传播

了艺术文化，可谓是连接艺术与大众的新媒介［１３］。

图３　大友克洋个人展明信片

图４　《美少女战士》２０周年纪念与Ｓｐｉｎｎｓ合作出品的Ｔ恤、背包

图５　ＭＳＷＬ２０１４演唱会限定挂件、杂物小包、护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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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迪士尼《冰雪奇缘》的衍生玩具、小口金包
　　３．大众性

从艺术层面看，艺术衍生品是艺术的再创作、再

发展，且相较于艺术原作而言更具有大众性，通常情

况是大批量生产或是限定量产的。在形式上，艺术

原作强调独创性，强调只此一件，而艺术衍生品则在

授权允许的条件下有着多种多样的形式，更贴近生

活、贴近大众，“艺术衍生品是所有人的盛筵”［１２］。

艺术衍生品是可以带回家的艺术。与复制品相

比，艺术衍生品是附加了艺术价值的更为吸引人的

日用品，过去在人们的意识里是艺术源于生活而高

于生活，而现如今我们需要让艺术亲近生活、融于生

活。艺术衍生品中的日用品形式能够更好地体现出

商品的“差异的符号性”，日本学者星野克美在《符

号社会的消费》一书中指出，“在设计上追求差异

化：同类型商品在形态或外观上制造的差异性”［１４］。

因为与普通的日用物件相比，日用物件形式的艺术

衍生品具有一定的艺术文化价值。台北故宫曾在

２０１３年推出了一款名为“朕知道了”的创意胶带（见
图７），一时间红遍网络，人们争相求购。据统计，台
北故宫２０１２年在艺术衍生品上收入高达４．８亿新
台币，是其一大稳定的利润来源。［１５］

４．审美性
艺术衍生品在作为商品的同时，延伸了原作的

审美性，其包含了原作作者及设计师的思想和理念，

有着将原作艺术的审美性延伸至生活中的性质。将

艺术与生活相结合，可以使人们在生活中随时随地

通过各种方式享受着艺术所带来的审美情趣，因为

作为一个具有实用性的商品，艺术衍生品不但实用

而且兼具了审美性，甚至还有着纪念和收藏价值。

　　四、艺术衍生品的价值

艺术衍生品虽不同于原作，但也同样具有收藏

价值，而且相较于同类物品而言，艺术衍生品因其特

殊性有较大升值空间，比如限量版、复制原作。而与

艺术原作相比，部分艺术衍生品与生活日用品的结

合则又附加了实用价值，能够让人在使用的同时享

受艺术。

通常来讲，艺术的审美价值是无限的，带给人的

精神价值也是无法衡量的，而艺术衍生品具有一定

的审美价值，同时具有商业价值和实用价值。艺术

衍生品作为艺术与商品的结合体，既满足了市场对

商业价值的需要，同时又满足了人们对审美与欣赏

的需求，虽然在从艺术发展到艺术衍生品的过程中

会使得艺术价值有所损失，但其保留的艺术价值会

持续下去［１６］。艺术的量产也并不代表着原作的唯

一性会有所损失，反而正是因为有了量产的艺术衍

生品而让更多的大众对唯一的原作有了欣赏和理解

的可能性。

艺术衍生品把艺术与消费市场紧紧地联系在一

起，对于社会的发展，对于经济和人文的发展都有着

积极的作用。艺术衍生品的出现及其发展为艺术的

发展和普及开辟了新的方向，为文化创意产业增添

了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并且延伸了艺术文化产业

的价值链，为艺术产业注入了新的血液。

对于消费者而言，形式与种类多样的艺术衍生

品，将艺术原作通过各种载体呈现在人们面前，使得

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就能欣赏艺术，将艺术的审美价

值和实用价值结合起来。艺术衍生品将艺术从小众

带到了大众，弥补了艺术市场中因原作价格高而出

现的空白，让艺术走向平民，使得艺术不再是“高于

生活”而是“融于生活”，满足了人们提高自我艺术

修养和艺术消费的心理，为大众生活带来艺术气息

的同时也为市场增添了艺术气息。

对于原作而言，艺术衍生品可以提高艺术家和

原作的知名度，且在一定程度上对艺术原作有着延

伸价值的意义。对于与原作进行合作的品牌来说，

艺术衍生品提升了品牌形象与审美内涵，丰富了品

牌的审美性和文化性。

对于艺术产业而言，艺术衍生品对于艺术的推

广和宣传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并且对于一些对社

会造成负面影响的山寨产业也起到了一定的打压作

用。艺术衍生品的规范化发展就意味着艺术文化市

场的规范化发展，从这一点上看，艺术衍生品是值得

推广的。艺术衍生品加强了艺术与生活之间的联

系，提升了大众艺术消费的积极性，扩大了艺术的影

响力，带动了艺术经济的发展，延长了艺术产业链，

促进了艺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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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台北故宫２０１３年“朕知道了”创意胶带

　　五、结语

艺术衍生品是从原创艺术品中派生出来的类工

艺品，它们源于艺术原作却又区别于原作，是具有艺

术家个人艺术符号的一种实用性产品。艺术衍生品

不只是艺术与商业的简单叠加，而是将艺术品所蕴

含的独特艺术精神通过商业营销方式来加以传播普

及［１７］。艺术衍生品既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又具有

较高的审美价值和投资价值。艺术衍生品是对原作

艺术价值的进一步发掘，能促进人们对艺术的认知

和理解。艺术衍生品带来的消费应归属于文化精神

层面的消费，比单纯的物质消费更具有未来性价值，

其中所蕴含的商业价值及艺术影响力是巨大的，并

且构成了艺术发展的未来趋势形态［６］。“艺术化生

存，时尚化生存”，艺术衍生品所带来的这种审美理

念正渗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１２］。

艺术衍生品是艺术走向生活、走向大众的一步，

为生活增添了艺术元素，满足了大众对精神享受的

需要，它促使艺术走向市场。当前，发展文化产业是

发展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艺术产业在

文化产业中又占据着核心地位，发展艺术衍生品市

场对推动艺术消费有着深刻的时代意义。艺术从业

者应积极投身于艺术衍生品的创作，推动艺术衍生

品产业的发展，为大众的生活增添艺术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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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社会语言学与二语习得的理论相容性
袁眉

（四川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重庆 ４０００３１）

［摘　要］社会语言学研究与二语习得研究之间的联系由来已久，近年来二者之间的结合趋势日益
明显。社会语言学与二语习得在理论上有一定的相容性，突出表现在语言观的一致、研究视角的靠

拢、学习观的认同和对学习对象的共识。由于二语习得是一种应用型的学科，而语言理论又很难直

接应用于语言教学，因此造成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虽然日趋广泛，但针对习得的实用性有限，从而处

于比较尴尬的局面，以致混淆了习得与使用的界限。以语用能力的培养为例，现有的理论尚需回答

个体的语言能力究竟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问题。这些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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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社会语言学和二语习得的发展历史来看，两
门学科都带有多学科性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其研

究范围都先后涉及到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

学、认知科学等领域，二者相互交叉、相互联系。

１９８４年，英国社会语言学家Ｔｒｕｄｇｉｌｌ明确提出“应用
社会语言学”这一概念，进一步推动了社会语言学

在应用方面的研究。美国社会语言学家 Ｈｙｍｅｓ于
１９７２年首次提出的“交际能力”概念，在二语习得领
域直接引发了教学变革，由此发展而来的交际教学

法盛极一时，成为目前社会语言学与二语习得结合

得最好的例子之一。进入１９９０年代，随着社会语言
学研究的日益兴盛，以及在实用研究方面把研究范

围扩展到外语习得环境中文化及社会因素所产生的

影响，社会语言学已与二语习得的研究范围重

叠［１］。同时，由于二语习得领域社会文化理论的影

响和社会文化派的崛起，社会语言学研究同二语习

得研究的结合趋势更加明显。

目前学界对社会语言学与二语习得相结合的研

究虽呈上升趋势，但从发表的相关论文来看，多数研

究提出外语教学中应注重交际能力、语篇教学、社会

文化因素，而对教法革新背后的理论阐释却倾向于

简单化处理，语言习得理论显得薄弱。本文拟从语

言观的一致、研究视角的靠拢、学习观的认同、对学

习对象的共识四个方面对二语习得和社会语言学进

行理论的梳理、比较与阐释，力图厘清相关概念，发

现二语习得的社会学路径及与社会语言学在理论基

础上的相容性，从而达到发挥多学科交叉的优势、丰

富二语习得研究视角的目的，同时深化社会语言学

应用研究领域，增加语言教学方面的实用性，增强社

会语言学理论的阐释力。

　　一、语言观的一致：语言是社会现象

语言符号本身具有社会属性。语言产生于一定

的社会文化环境，其存在本身是为了服务于社会成

员间的交流。谈话可以建立社会关系，对话中的语

言起着传递说话人信息的作用。多语社会中不同的

语言有不同的功能，双言现象、语言变异理论、标准

语和方言的关系等理论研究，都有力地揭示了社会

中语言形式及其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包含对语言

具有社会属性的肯定。

从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历史和社会语言学的兴起

来看，语言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承认到否定，再到

不再质疑语言符号的社会性的过程。瑞士语言学家

索绪尔肯定语言的社会功能，用语言／言语把语言作
为社会性系统与个体的实际使用区分开来，但缺少

对个体系统的解释。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生成

语法将语言能力与语言运用作了区分，但因此而丢

掉了语言的社会性，使语言脱离了各种语境成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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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理想化的存在。事实上，语言同语义、使用、社

会、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难以分割。在质疑乔姆斯

基理论的基础上，语用学、社会语言学等关注语言与

现实世界关系的理论逐渐发展起来，并纷纷形成各

自独立的语言学分支。［２］（Ｐ１－１７）把语言当作社会现象

来研究由来已久，研究语言符号的社会性是社会语

言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缘起。研究语言必须联系

社会实际，这是社会语言学的基本出发点。

在二语习得领域，１９７０年代以来，心理语言学
理论占有重要地位。主流研究把语言当作心理现

象，关注学习者的个人心理特质，而忽略了语言产生

和使用的社会环境的作用。１９９０年代以来，推崇
Ｖｙｇｏｔｓｋｙ社会认知发展理论的学者则强烈反对把语
言和语言习得与社会环境相分离，开始探索该理论

在二语习得发展过程和教育中的应用，由此开创了

从社会文化视角探索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作为一

种研究高级心理机能发展的理论，Ｖｙｇｏｔｓｋｙ社会认
知发展理论强调社会活动在心理发展中的作用。语

言是联结个体与外界之间关系的主要工具，在高级

认知中起着中介作用。语言具有双重属性，对外是

社会互动的单位，对内是思维的单位，通过对话活动

来协调社会活动和高层次的心理发展。语言作为符

号工具使用包含着间接经验，与带有独特社会特征

和文化信息的社会情境紧密相连、无法分割，言语能

力的形成是在社会支持系统下通过认知过程实现

的。语言学习就是社会活动与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

的社会文化现象［３］。

语言社会化在二语习得的社会化路径中占据重

要一席。语言社会化理论和社会文化理论虽均受到

Ｖｙｇｏｔｓｋｙ心理学的影响，在研究目标上却不尽一致。
社会文化理论关注的是认知能力及语言能力的发

展，而语言社会化理论则关注的是文化知识与语言

使用能力的共同发展。语言社会化理论最早由人类

学研究者Ｓｃｈｉｅｆｆｅｌｉｎ和 Ｏｃｈｓ提出，他们将其定义为
儿童或初学者通过语言形式的学习实现其社会化的

过程，其间包括接受相应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社会

习俗。这方面的研究表明，语言与社会环境之间相

互依存、难以分割，语言习得的过程也可以看作是其

与社会文化相适应的过程，即个体的社会化过

程。［４］特定的语言和其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是一个

整体，各个组成部分相互依赖、相互作用。

在社会语言学领域，围绕结合社会因素探索语

言问题这一观念，Ｆｉｒｔｈ继承和发扬了 Ｍａｌｉｎｏｗｓｋｉ关
于语言是一种行为方式、具有社会功能的观点，强调

要把语言放到整个社会环境中去研究，提出了言语

情景的概念，创立了语言学研究中的语境学说，认为

语言的意义就在于其在语境中的可能。随后陆续发

表的语境和语域理论领域的研究成果充分说明，在

人使用语言认知和交流的过程中，肯定会程度不一

地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当然环境中也包含历史文

化风俗等因素。正因为如此，社会文化理论认为，人

的高级层次的认知取决于社会文化因素。最新的二

语习得研究成果已经证明，语境的各个方面都影响

着语言学习的过程。如 Ｎｏｒｔｏｎ从身份构建这一切
入点出发，揭示了社会文化语境形成的二语习得者

与目标语之间的权势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二语习

得过程的影响。［５］

正因为语言具有社会性，所以语言习得（即语

言知识的构建）很难与语言产生和使用的社会文化

割裂开来。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来看，二语习得的

社会学转向肯定了语言的社会性，认同语言是社会

现象而非心理现象，语言知识和能力的构建与学习

者的环境体验和社会交际密切相关。从二语习得的

社会文化派的角度来看，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充

分肯定了语言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将二语

学习的社会因素理论化，并且通过这个宽泛的框架，

为二语研究注入了社会化理论。

　　二、研究视角的靠拢：对交际互动的

重视

　　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当前较为活跃的社会文化派
与认知派理论上的最大分歧在于，社会文化派不赞

同学习发生在个体内部，而认为人的高级认知来源

于社会交往活动，因此特别强调交际和互动在认知

及语言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由于交际本身是通过语

言来实现的，这样，身心、内外或思维和交际活动就

通过语言符号得到了统一，即交际活动中的语言运

用在心智功能发展中起着核心作用。但交流不仅仅

只是语言学习的工具，按照 Ｈｙｍｅｓ的看法，交际本
身也是一种能力。语言交际能力问题涉及很多因

素，除了语言结构、语境文体、跨文化言语行为意识

等方面外，还有文化心理方面的因素。

１９６０年代，受人权运动时代的影响，语言问题
成了突出的社会问题。基于Ｆｉｓｈｍａｎ对移民语言状
况的考察，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对不同阶层成员，特别是儿童语
言的考察，以及Ｌａｂｏｖ对黑人英语的调查，社会语言
学在兴起之初已发现三条重要的原理：语言与社会

是相互作用的；人们有可能掌握几种结构各异的语

言或变体；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语言规

划和社会规划加以改变。也就是说，在社会语言学

研究者看来，社会中的语言使用者具备使用变体的

能力，对变体存有主观态度，可以在交际中加以选择

使用。

语言系统是异质性的，充满内部变异。语言作

·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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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会现象，与社会结构和社会价值系统联系在一

起，从心理学角度考察语言使用者对语言变体的主

观认识和态度，以及上述带有社会性质的评判对语

言使用者言语行为的影响，是社会语言学主流之一

语言社会心理学的中心课题。社会是由个人组成

的，因此从个人角度研究说话人对语言的态度是可

行且必要的。语言态度归根结蒂反映了对语言使用

者和用法的态度。对社会心理的考察，主要是通过

心理实验的方法获取研究素材，如配对变语法测试

受试者对操某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态度，并且经常

结合使用语义微分尺度，使说话人的特点得到更确

切的分析。语言社会心理学对语言态度的研究，大

大加深了人们对语言与社会的关系、语言在社会交

流中的作用的理解。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对二语习得

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Ｌａｍｂｅｒｔ和
Ｇａｒｄｎｅｒ的二语习得中的态度与动机理论，其研究重
心主要放在第二语言学习者的态度、动机对他们最

终的成功所具有的影响之上。研究结果表明，二语

学习者对所学语言的态度会影响其习得效果。

Ｇｉｌｅｓ的言语适应理论是继Ｌａｍｂｅｒｔ方法后该领
域在理论上的新进展，也是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研究

语境中交际者的心态和言语选择行为。语言使用者

趋同或趋异的言语选择，突出强调了社会交流中语

言使用者对对方的认同或不认同的态度和行为，解

释了言语交际中风格变化的策略背后的主观情感和

动机。［６］言语适应理论为语言变体研究增添了动态

的角度，体现了社会语言学自身从典型描写到解释

预测的研究发展路径。这种解释性的努力在一定程

度上弥补了Ｌａｂｏｖ对语言变异描绘精细但局限于静
态的不足。另外，这方面的研究也凸现了个人是如

何通过语言选择来显示自己的社会文化价值的。在

社会建构主义影响下，社会语言学认为，语言与社会

因素可以被视为是相互建构的：身份影响语言的使

用；语言的使用也是塑造身份的过程。

总的来讲，社会语言学的发展与二语习得的社

会文化派注重真实语境、身份和体验，这与多种语言

互动的主张不谋而合。从理论上讲，当前社会语言

学理论框架中语言变异研究的成果，如语言变体的

辨识、语域的认知等，为交际能力的培养和评价提供

了系统的、受社会条件影响的二语变体数据，对二语

学习具有指导意义。语码混合、语码转换及言语适

应策略等交流中的言语选择，使交际语言运用能力

目标得以形象化地表达。对交际中的语言行为，如

道歉、赞美、邀请、拒绝、请求等的研究，为二语习得

跨文化言语行为意识的培养勾画了发展目标。

　　三、学习观的认同：基于使用的学习

如前所述，二语习得的社会文化派主张学习是

一个内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始于人际交往的。对

于二语学习者而言，最重要的是与人交往，在交往互

动中进行意义的建构。比如，学习者很容易注意到

词汇的习得伴随着对一定社会文化情境的深入了

解，在不同的语境中，词汇意义可能会发生改变，语

言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并不固定。对范畴的掌握

意味着根据交流需要对语言规范遵从或背离。事实

上，语言的习得和使用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语言

是人际交流、社会活动的中介，而言语交流总是发生

在一定的社会语境中，因此语言学习即语言使用。

反过来，语境中对于语言使用也可以巩固和加强语

言学习。由此可见，社会文化派的语言习得理论认

为习得过程即语言的使用过程，认为真实世界中使

用的语言对学习来说是根本性的而不是辅助性的，

使用不是习得的结果，也不是手段。正因为社会文

化派坚持在语言习得和语言使用间划等号，如此强

硬的立场招致了认知派主张二语习得研究的对象是

二语习得而不是语言的使用的激烈批评，反对把二

语习得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二语在真实语境中的

运用［７］。

在习得即使用这一点上，社会文化派完全可以

从社会语言学领域中的最新流派———认知社会语言

学那里找到强有力的理论支撑。认知社会语言学是

认知语言学的体验哲学观和经典社会语言学理论相

结合的产物。认知语言学关注语言的普遍原则与人

的认知之间的关系，但由于语言意义并非孤立存在，

是在人类互动中产生及传递的，因此认知语言学所

理解的语言概念及其基本结构也关系到社会和文化

情境下的认知。随着认知语言学的不断发展，近年

来学界开始关注从话语和功能的角度研究语言，越

来越关注语言的社会性。基于用法的主张本来就是

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理论立场，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

知识来源于使用，说话者为了交际和社会交互的目

的识解自身体验，而听话者也为同样的目的识解说

话者的话语，因此认知语言学渴望对语言的社会交

互性做出自己的贡献［８］。上述原因将认知语言学

引向社会变体研究。对于在基于用法的方法论体系

中该如何理解语言系统、为什么变体研究具有重要

性的问题，认知社会语言学家 Ｇｅｅｒａｅｒｔｓ认为，由于
语言使用的行为是语言学的最基本事实，语言系统

只被看作是对语言行为中出现的模式进行抽象和概

括。他谈到，“Ｔｈｅｒｅｉｓｕｓａｇｅ，ｔｈｅｒｅｉｓ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ｅｏｐｌｅ，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ｉｓｓｏｃｉａｌｌ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ａｎｄｔｈｅ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ｉｓａｎ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ｔｈａｔｓｏ
ｃｉ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２］（Ｐ３４）。可见，语言使用者学习语
言的过程并不是将自己与所谓的系统进行校正的过

程，而是在社会互动中与其他语言使用者相互调整

·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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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Ｇｅｅｒａｅｒｔｓ认为，由于每
个人的接触范围有限，这些调整都是不完全的，并具

有各自的社会结构。因此，在基于用法的方法论里，

语言变体研究是语言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

部分，社会互动影响了语言使用者的个体语言知识

系统。

综上，结合语言习得，可以有如下理解。第一，

任何语言的使用者都是学习者；第二，习得不能简单

地被看作是结果，更应将其看作是一个永远的、不间

断的过程；第三，应重视真实的语境、不同的参与者、

不同的身份，应重视不同的社会语境、交际者、社会

群体导致的隐喻变异，重视隐喻背后的文化模式，其

重要性可能不次于教室语境。

　　四、对学习对象的共识：关于规范和

标准

　　语言的变异性和标准化都是社会语言学的重要
研究内容。面对语言内部变异和动态发展的事实，

有必要编撰一整套言语社会遵循的统一规范，来对

上述情况有意识地压制，以便服务于国家化进程、国

家象征、社会统一、实际需求与学校教育的开展等。

这就是标准语产生的缘由。其本质也是一种发生在

一定社会和历史空间中的语言变异现象。

按照社会语言学的观点，语言变体没有优劣之

分。从功能的角度看，语言形式对应社会功能，社会

语言学关注的是交际功能和交际任务的完成及其效

应。在这个意义上，虽然标准语具有较高的社会威

望，能满足适应较高语体的功能需要，但不能由此认

为标准语就比其他变体更为优越。

从学校教育角度上来讲，课堂教学也需要一套

规范，因而标准语是很好的选择。由于学校教育的

强化，学习者倾向于认为标准语形式是正确的，而其

他方言和变体形式是错误的、不规范的、听起来是不

对的。事实上，在交际者感情不认同的场合，如团结

模式中，由下而上的力量有可能出现对标准语的趋

异和背离，比如，标准语显然难以适应较为低端的语

体。另外，标准语虽然保守，其变化虽然缓慢，但是

它仍然是有变化的。标准语在语言的各个层面上的

标准化程度是不一致的，其程度最高的是书面形式，

较低的可能是它的语音。特别是在当今语言国际

化、多元化、多文化、多变体的形势下，从语言使用的

角度来看，二语学习者应尽量了解语境和身份的多

样性，尽可能地增长变体的知识和使用变体的体验，

以有利于二语学习。

　　五、结语

社会语言学和二语习得虽都研究语言，但各自

的学科侧重点有所不同。二语习得研究的重点是如

何帮助学习者习得语言。对于重视认知及思维、考

察个体的认知因素的认知派而言，社会语言学主要

流派之一的社会心理学派有关语言态度的研究对二

语习得研究是有助益的。二语习得的社会学派重视

社会环境因素，呼吁语言学习要重视语言的社会性

和互动性；而社会语言学的主要关注点则是语言与

社会之间的关系。从变异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关

系入手研究语言的功能，研究语言使用者在特定语

境中如何交流互动，正是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强势所

在。由此可见，二语习得理论的发展与社会语言学

研究对语言和语言学习的看法及认识颇有共识，社

会语言学相关概念和思考可以为二语习得研究所

用，丰富二语习得研究的视角。

综上所述，理论化的对象几乎都是学习目标，而

非学习过程。由于二语习得是一种应用型的学科，

而语言理论又很难直接应用于语言教学，因此造成

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虽然日趋广泛，但针对习得的实

用性有限，从而处于比较尴尬的局面，以致混淆了习

得与使用的界限。以语用能力的培养为例，现有的

理论尚需回答个体的语言能力究竟是如何形成和发

展的问题。比如，怎样习得变体的知识，怎样学习语

码转换，怎样学习性别语言等。个体在面对某类个

体和其他类个体的时候，怎样学会区别使用这些变

体？促成这些变体习得的社会力量有哪些？这些都

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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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负反馈方式对 ＥＦＬ学习者书面
语言输出能力的影响研究

王思燕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公共外语部，河南 郑州 ４５１１９１）

［摘　要］合适的反馈方式，能使学习者意识到自己语言表达上的错误并修正其原有输出错误，从
而提高语言学习者的语言能力，尤其是语言书面输出能力。通过语言实验研究发现，负反馈方式并

不能使中国中等或更低水平的大学生 ＥＦＬ书面输出能力有所提高，尤其是学生／同伴负反馈还可
能使其语言水平有所下降。因此在二语习得中，应尽量使用比学习者语言水平更高的反馈，避免使

用学生负反馈。

［关键词］输出能力；负反馈；语言能力

［中图分类号］Ｈ０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５．０１．０２２

　　Ｌｏｎｇ的“互动假说”认为，二语习得是学习者与
其他对话者尤其是语言水平更高的人互动的结果。

在这种互动活动中，对话者对学习者出现的错误进

行反馈，使其意识到中介语与目标语之间的差别，引

导其注意目标语的语言形式，促使学习者在得到反

馈后修正其输出。早在１９９０年代中期 Ｓｗａｉｎ就提
出了“输出假说”，认为输出所具有的注意功能，能

促使二语学习者在使用目标语进行口头或书面表达

时注意到那些他们想要表达却不会表达的内容，即

自己中介语的问题。输出，尤其是书面输出，是语言

学习的最高要求，也是语言学习者感觉最难以把握

的问题。但书面输出能力的培养一直是困扰外语学

习者的一大难题，是 ＥＦＬ（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ｓ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学习者的“死角”，如相当一部分非英语专业
类本科学生连自己毕业论文的英语摘要都写不好。

本文拟以Ｌｏｎｇ的互动理论为框架，通过实验分析以
探讨不同反馈方式对大学生 ＥＦＬ书面语言输出能
力的影响，以提高 ＥＦＬ学习者的书面语言输出
能力。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问题的提出

从第二语言习得的角度来说，反馈就是语言水

平更高的人对二语学习者学习过程中的言语行为所

作出的反应。根据反馈的作用和属性，反馈可分为

正反馈、中性反馈和负反馈，以及认知反馈和情感反

馈。正反馈的作用毋庸置疑，但对于负反馈的作用，

很多研究者虽尝试通过课堂研究来证明负反馈对学

习者语言习得的影响，但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有

些研究者认为，负反馈对语言习得具有促进作用，如

Ｎａｂｅｉ等［１］指出，当在自然环境中肯定性输入已不

足以让学习者准确运用目标语时，负反馈对于学习

者来说就会显得尤其重要；语言错误反馈在提高学

习者纠错能力、增加语言使用的准确性方面具有一

定作用，而且纠错并不影响作文流利度［２］；宋铁

花［３］则以实证研究证明了语法改错的必要性。但

是，语法先天论者认为，否定性证据（负反馈）对语

言行为影响不大，语言语法的进步都是肯定性证据

（正反馈）的结果［４］。他们认为，负反馈对语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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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好处，学习者并不能够认识到某些内隐否

定反馈所包含的信息［５］。赞同交际法的人更不主

张使用负反馈，他们认为错误是学习过程中不可避

免的现象，如王初明［６］指出，纠错是外语学习中的

一大情结，具有危害性。此外，就反馈的主体来说，

同伴反馈以其极大的便利性与可行性逐步成为二语

习得中一种主要的反馈方式［７］。但周一书［８］认为，

同伴反馈有利于思想内容与写作兴趣的提高，而语

言表达能力的提高还依赖于教师。

纵观目前关于负反馈的研究，在反馈的方式、效

果等方面都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有些研究结论甚

至互相抵触。具体来说，一是已有研究在研究对象

特征、样本大小、实验时间长短、测量工具、实验类

型、实验内容、实验方式等方面均不相同；二是没有

一项实验是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的重复验证，各研究

结果之间缺乏可比性。负反馈的研究焦点为纠错。

然而，就纠错的方式来说，是错误标示还是错误改

正？就纠错的主体来说，是教师纠错还是学生纠错？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将通过规范的语言实验，以期回

答不同负反馈方式对 ＥＦＬ学习者书面语言输出能
力的影响。

　　二、研究过程

１．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河南某高校国贸系２０１２级四个班

级的学生，依据学生的配合意愿选出 １５名女生和
１５名男生，其英语语言水平处于中等程度（依据高
考英语成绩，具体见表１）。我们对这些学生进行为
期１０周的不同反馈方式的写作实验。

表１　四个班级学生的高考英语成绩（满分１５０分）
班级 性别 人数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１
男 １５ １２８ ７０ ９２．５
女 １５ １１８ ７５ ９４．２

２
男 １５ １２０ ７２ ９４．５
女 １５ １２３ ７６ ９３．９

３
男 １５ １２５ ６９ ９３．４
女 １５ １１６ ７８ ９３．６

４
男 １５ １２１ ６７ ９２．９
女 １５ １１５ ７２ ９３．２

２．研究步骤
首先是进行不同负反馈方式的设计。在常用的

负反馈方式中，选取教师负反馈与学生／同伴负反馈
两种方式，其中在教师负反馈中，有教师指出错误和

教师改正错误两种负反馈方式；而在学生／同伴负反
馈中，有学生指出错误和学生改正错误两种负反馈

方式。

其次是实验内容的设计。实验的具体内容为每

周进行一次英语新题目的写作，为期１０周，共写作
１０篇作文。每周在教师对上周作文进行课堂集中
评讲以后，要求学生写出上周作文的修改稿。

再次是干扰变量的控制。为了对不同班级的不

同反馈方式之外的干扰变量尽可能进行控制，对这

１０周参与实验班级的课堂写作教学内容进行了控
制，每篇文章改过以后，所有参与评阅的教师会集体

讨论学生作文中的优缺点，而后形成书面材料；对所

有学习者的书面输出反馈采取相同的内容，有效控

制了干扰变量，这更容易测试出不同反馈方式带来

的差异。

最后是实验数据的统计分析。为了便于统计对

比分析，将第一次作文和最后一次作文的成绩作了

详细的记录，以作为分析的主要依据，并在实验数据

分析以后有针对性地对实验对象进行个别访谈。

３．数据收集与分析
根据以上步骤，经过为期１０周的实验以后，将

每个班级的两次成绩进行整理、归纳和统计，得出以

下数据。

（１）总体分析
首先对前后两次成绩进行总体分析（见表２）。

从表２可以看出，第二次成绩比第一次成绩有所提
高，但经配对样本ｔ检验发现，这种提高没有显著性
（ｔ＝－１．７３３，ｄｆ＝１１９，ｐ＝０．０８６＞０．０５）。

表２　前后两次成绩的数据分析
测试 平均分 人数 标准差

前测 ７５．４６６７ １２０ １０．１３１８５
后测 ７７．２７５０ １２０ １１．６０９８８

（２）教师负反馈分析
在教师负反馈方式中，有教师指出错误和教师

改正错误两种形式。教师指出错误反馈方式下学生

成绩统计见表３。由表３可知，得到教师指出错误
方式反馈信息学生的均值有所提高（从７６．４６６７提
高到７７．３６６７），但经配对样本 ｔ检验，笔者发现这
种提高没有显著性（ｔ＝－０．４１６，ｄｆ＝２９，ｐ＝０．６８１＞
０．０５）。

教师指出错误反馈方式下男生与女生成绩统计

见表４。由表４可知，在教师指出错误反馈方式下，
男生成绩的均值从７３．６６６７下降到７３．０６６７，但经
配对样本 ｔ检验，笔者发现这种下降没有显著性
（ｔ＝０．１７６，ｄｆ＝１４，ｐ＝０．８６３＞０．０５）。女生成绩从
７９．２６６７提高到８１．６６６７，但配对样本 ｔ检验显示
这种提高也没有显著性（ｔ＝－０．８７５，ｄｆ＝１４，ｐ＝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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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９６＞０．０５）。
教师改正错误反馈方式下学生总体成绩统计见

表５。由表５可知，得到教师改正错误方式反馈信息
学生的成绩均值有所提高（从 ７６．７３３３提高到
８３６０００），且经配对样本ｔ检验，笔者发现这种提高
具有显著性（ｔ＝－５．２９１，ｄｆ＝２９，ｐ＝０．０００＜００５）。

教师改正错误反馈方式下男生与女生成绩统计

见表６。由表６可知，教师改正错误反馈方式下男
生成绩的均值从７２．７３３３提高到８０．５３３３，女生成
绩的均值从８０．７３３３提高到８６．６６６７，且经配对样本
ｔ检验发现，男生（ｔ＝－３．９２２，ｄｆ＝１４，ｐ＝０．００２＜
００５）和女生（ｔ＝－３４８４，ｄｆ＝１４，ｐ＝０．００４＜
００５）成绩的这种提高都有显著性。

综合表３～表６可以看出，教师的这两种反馈
方式对ＥＦＬ学习者的语言能力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首先，教师的这两种反馈方式对学生书面语言

输出能力造成一定的差异。教师改正错误反馈使得

男、女生书面语言输出能力都有显著提高；但是教师

指出错误反馈方式，并没有对学生语言书面输出能

力产生显著影响。这与 Ｓｕｇｉｔａ［９］关于移民外语学习
反馈方式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即认为只指出问题

对于ＥＦＬ学习者的学习并没有显著效果，因为这种
反馈方式只能让学习者意识到自己的语言输出存在

问题，但并不确定如何修改，或并不确定正确的语言

形式是什么。

其次，教师改正错误反馈对不同性别实验对象

的语言能力提高没有产生差异。教师指出错误反馈

方式虽然对实验对象的语言能力没有产生显著性影

响，但是男生 ＥＦＬ语言书面输出能力稍有下降，而
女生ＥＦＬ语言书面输出能力则稍有提高，这也说明
女生在语言方面比男生的敏感度要大一些，女生在

得到教师指出错误以后能够自觉改正，当然这也说

明女生对权威的依赖性也更强一些。

（３）学生负反馈方式分析
在学生负反馈方式中，有学生指出错误和学生

改正错误两种形式。学生指出错误反馈方式下学生

总体成绩统计见表７。由表７可知，得到学生指出
错误反馈方式学生的成绩稍有提高（从７３．４６６７提
高到７３．８３３３），没有显著性（ｔ＝－０．１６１，ｄｆ＝２９，
ｐ＝０．８７３＞００５）。

学生指出错误反馈方式下男生与女生成绩统计

见表８。由表８可知，得到学生指出错误反馈方式
的男生成绩有所提高（从７０．００００到７４．６６６７），但
没有显著性（ｔ＝－１．５４２，ｄｆ＝１４，ｐ＝０．１５４＞
００５），得到学生指出错误反馈方式的女生成绩有

所下降（从７６．９３３３下降到７３．００００），但没有显著
性（ｔ＝１．２６２，ｄｆ＝１４，ｐ＝０．２２７＞０．０５）。

表３　教师指出错误反馈方式下学生总体成绩统计
测试 平均分 人数 标准差

前测 ７６．４６６７ ３０ ９．３６８８２
后测 ７７．３６６７ ３０ １０．５４５４１

表４　教师指出错误反馈方式下
男生与女生成绩统计

测试 性别 平均分 人数 标准差

前测
男 ７３．６６６７ １５ ８．８５３３０
女 ７９．２６６７ １５ ９．３０７９６

后测
男 ７３．０６６７ １５ １１．６０９５２
女 ８１．６６６７ １５ ７．４８０１３

表５　教师改正错误反馈方式下学生总体成绩统计
测试 平均分 人数 标准差

前测 ７６．７３３３ ３０ ７．８１２１６
后测 ８３．６０００ ３０ ５．７３３１５

表６　教师改正错误反馈方式下
男生与女生成绩统计

测试 性别 平均分 人数 标准差

前测
男 ７２．７３３０ １５ ７．３２３８０
女 ８０．７３３３ １５ ６．２０４４５

后测
男 ８０．５３３３ １５ ６．４４６１１
女 ８６．６６６７ １５ ２．５２６０５

学生改正错误反馈方式下学生总体成绩统计见

表９。由表９可知，学生改正错误反馈方式下学生的
平均成绩有所下降，但配对样本 ｔ检验结果显示，这
种下降没有显著性（ｔ＝０．４００，ｄｆ＝２９，ｐ＝０．６９２＞
００５）。

学生改正错误反馈方式下男生与女生成绩统计

见表１０。由表１０可知，男生的平均成绩稍有提高
（从６９．０６６７提高到６９．６０００），但进一步检验发现这
种提高没有显著性（ｔ＝－０．１７２，ｄｆ＝１４，ｐ＝０８６６＞
０．０５）；女生的平均成绩稍有下降（从 ８１３３３３到
７９．００００），进一步检验发现这种下降也没有显著性
（ｔ＝０．７００，ｄｆ＝１４，ｐ＝０．４９５＞０．０５）。

综合表７～表１０可以看出，学生负反馈方式对
ＥＦＬ学习者的语言能力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首先，学生改正错误反馈方式使得 ＥＦＬ学习者
总体成绩有所下降，而学生指出错误反馈方式总体

上使得ＥＦＬ学习者的成绩有所提高，但是这种提高
与下降都没有显著性。这说明，学生改正错误反馈

与教师改正错误反馈效果相反，对 ＥＦＬ学习者的语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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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输出能力没有产生积极作用。当然后期的个别访

谈显示，学生反馈的内容不清晰则不可避免地使学

习者产生错误的理解。

其次，无论是学生改正错误还是学生指出错误

的反馈方式，都只是使男生成绩有不显著性提高，使

女生成绩有不显著性下降，这可能是由于女性对权

威的依赖性更强一些。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经过这些负反馈，ＥＦＬ学习
者的书面语言输出能力并没有显著性提高。所以，纠

错并不一定会带来预期的好结果，如伍志伟［１０］等在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英语写作工作坊任务设计时就

避开了纠错，而对于英语基础稍差的学习者来说，纠

错，尤其是学生改正错误的反馈方式，对ＥＦＬ学习者
的书面语言输出能力则起不到任何的积极作用。

表７　学生指出错误反馈方式下学生总体成绩统计
测试 平均分 人数 标准差

前测 ７３．４６６７ ３０ １０．５７８８８
后测 ７３．８３３３ ３０ １４．７７９０２

表８　学生指出错误反馈方式下男生与女生成绩统计
测试 性别 平均分 人数 标准差

前测
男 ７０．００００ １５ １２．２４７４５
女 ７６．９３３３ １５ ７．４８７７７

后测
男 ７４．６６６７ １５ １７．２６５４３
女 ７３．００００ １５ １２．３６３５４

表９　学生改正错误反馈方式下学生总体成绩统计
测试 平均分 人数 标准差

前测 ７５．２０００ ３０ １２．３９４１０
后测 ７４．３０００ ３０ １１．３０５０２

表１０　学生改正错误反馈方式下男生与
女生成绩统计

测试 性别 平均分 人数 标准差

前测
男 ６９．０６６７ １５ １２．５７８１４
女 ８１．３３３３ １５ ８．９０９６０

后测
男 ６９．６０００ １５ ９．９４１２６
女 ７９．００００ １５ １０．８８９０５

　　三、结论与建议

语言能力的培养是语言学习的最终目标，合适

的反馈方式可以使学习者注意到他们的中介语与目

标语之间的差距，从而更好地提高语言输出能力。

而不同性别的语言学习者适合不同的反馈方式，本

研究显示教师改正错误反馈对所有语言学习者都会

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学生反馈却不然，尤其是对女

性的语言学习者，在接受学生负反馈以后，其语言输

出能力会有所下降。所以，在 ＥＦＬ语言习得中，为
了提高学习者的语言输出能力，提高其语言表达的

准确性，互动是习得的一个重要过程，在这个过程

中，合适反馈方式的选用是有效习得的关键。

无论是学生改正错误还是学生指出错误的负反

馈方式，都不建议使用，因为，一是学生没有权威性，

而学习者尤其是女性学习者，在语言习得过程中对

权威的依赖性强；二是就语言的准确性而言，这种反

馈的质量明显没有水平更高的人的反馈效果好，并

且，ＥＦＬ学习者语言水平越低，这种反馈方式的危害
性会越明显。

在学习者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教师负反馈可

以使用教师改正错误反馈方式，教师直接指出错误

并同时给出正确的语言表达形式。而教师只指出错

误但并不改正错误的做法，应尽量避免使用，尤其是

对于男性语言学习者。

［参　考　文　献］

［１］　ＮａｂｅｉＴ，ＳｗａｉｎＭ．Ｌｅａｒｎｅｒａｗａｒｅｎｅｄｄｏｆｒｅｃａｓｔｓｉｎｃｌａｓｓ
ｒｏｏｍ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ａｎａｄｕｌｔＥＦ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ｓｅｃｏｎ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Ｊ］．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２００２
（１１）：４４．

［２］　ＥｌｌｉｓＲ，ＳｈｅｅｎＹ，ＭｕｒａｋａｍｉＭ，ｅｔａｌ．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ｆｏ
ｃｕｓｅｄａｎｄｕｎｆｏｃｕｓｅｄｗｒｉｔｔｅｎ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ｖｅ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ｉｎａ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ｓ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Ｊ］．Ｓｙｓｔｅｍ，２００８
（３６）：３５３．

［３］　宋铁花．ＥＦＬ写作教学中修正性反馈研究［Ｊ］．西安外
国语大学学报，２０１１（１２）：６７．

［４］　ＨａｔｔｉｅＪ，ＴｉｍｐｅｒｌｅｙＨ．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ｏｆ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Ｊ］．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７（１）：８１．

［５］　ＭｃＤｏｎｏｕｇｈＫ．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ａｎｄｌｅａｒｎｅｒｓ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ｅｏｎＥＳＬ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Ｊ］．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Ｓｅｃｏｎ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２００５
（２７）：７９．

［６］　王初明．外语教学三大情结与语言习得有效路径［Ｊ］．
外语教学与研究，２０１１（４）：５４０．

［７］　ＣｈｏＫ，ＳｃｈｕｎｎＣＤ．Ｓｃａｆｆｏｌｄｅｄｗｒｉｔ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ｗｒｉｔｉｎｇｉｎ
ｔｈｅ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Ａｗｅｂｂａｓｅｄ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ｌｐｅｅｒｒｅｖｉｅｗｓｙｓｔｅｍ
［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７，４８（３）：４０９．

［８］　周一书．大学英语写作反馈方式的对比研究［Ｊ］．外语
界，２０１３（３）：８７．

［９］　ＳｕｇｉｔａＹ．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ｃｏｍｍｅｎｔｔｙｐｅｓｏｎｓｔｕ
ｄｅｎｔｓ’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Ｊ］．ＥＬ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６（１）：３４．

［１０］伍志伟，郑超．“学伴用随”原则下二语写作工作坊的
设计及其效果评估［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２０１３
（１）：６８．

·２１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