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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道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
———基于道德与政治之关系的视角

陈鹏，辛文玉

（河北金融学院 社科部，河北 保定 ０７１０５１）

［摘　要］道德起源于政治需要。儒家认为，“德”的主要含义应是“善”，道德是实现太平治世的重
要条件，是构建理想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儒家提倡“以德治国”，混淆了道德与政治的不同

功能。道德一旦越位扩张而致政治领域形成“德治主义”，即出现泛道德主义，则不可避免地会对

政治生活产生消极影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引入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的治理手段———民

主与法制，并将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结合。儒家道德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思

想源泉，在当前我国全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民主要求，需要

合理发挥儒家道德的理性指导作用，以老“内圣”开新“外王”。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既不

能完全否定儒家道德的价值，又不能过分夸大儒家道德的作用。以自律的儒家道德辅佐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从儒家的“内圣”开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外王”，正是儒家道德对构建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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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道德对中国传统社会模式影响至深，以致
今天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其影响。在社会主

义建设新时期，我们大力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将社会主义民主作为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进行社

会主义民主建设，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要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还需要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所以

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的儒家道德文化进行深入

挖掘很有必要。在该问题的研究上，现代的学者多

是对儒家道德进行整体性分析，未将被后儒篡改过

的儒家道德与原始儒家的道德理论区别开来，进而

把具有浓烈专制色彩的汉儒、宋儒所谓的“道德”作

为儒家道德的主体，这显然有失偏颇。另外，儒家道

德本身所包含的消极因素是其初创时期就存在的，

今人在汲取儒家道德积极因素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对

其消极作用的批判。本文拟从儒家道德的源头出

发，探讨儒家道德本真之义，结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建设要求，将其积极因素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以有助于实现儒家“内圣外王”理念的重生，促进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一、儒家道德的本真之义

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到

明清实学、现代新儒学，儒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十分

明显。因此，要探讨儒家道德的本真之义，需从儒学

的开端———先秦子学入手。

第一，道德起源于政治需要。儒家道德观念并

非由孔子提出，其政治渊源可谓由来已久。道德作

为一种政治思想与政治谋略，具有深刻的社会影响

力。在远古时代，“德”作为一种观念意识，大约起

源于商周之际。学者韦政通认为，卜辞里没有“德”

这个文字，道德观念起源于周初。［１］（Ｐ６５）学者侯外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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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认为，从周初文献中可以寻找到道德起源的痕

迹。［１］（Ｐ６７）但是，商朝占卜卦辞中虽没有“德”这个文

字，并非意味着商代就没有道德意识。因为一般刻

在卜辞中的文字多是占卜解卦之辞，而“德”这个字

似乎与解卦并无太大关联。虽然“德”这个字具体

起源于何时尚待考证，但是道德观念确因政治需要

而产生，这一点是非常肯定的。在商周两朝，商汤与

周文王无不以德立国并取得成功。对于周而言，

“德”的政治功能尤其突出。《诗经·皇矣》云：王季

“貊其德音”，文王“其德靡悔”，由于“予怀明德”，

因此为“万邦之方，下民之王”［２］（Ｐ８６）。周朝立国之

所以提出了“德”的概念，主要是基于政权合法化的

需要。先秦时期，孔子对以往历史经验进行总结和

推广，将德治从一种政治手段扩大为一种社会伦理

思想，如此一来必然会使“德”从政治经验转化为人

格因素。于是，在先秦时代，“德”作为与“仁”“孝”

“诚”等同等重要的人格因素，也就逐渐取得了绝对

道德意义，即：道德作为一种至善，与“仓廪”实与不

实并无太大关系，它不仅应该在吃饱饭之后讲，在吃

饱饭之前也应该讲。

第二，德即善。由于中国古代道德起源于政治

需要，因此“德”自产生之始便具有政治色彩。中国

古代之“德”侧重于“善”而非“知”。最典型的莫过

于文王之德：问鳏寡，敬老幼。这些作为一旦成为一

种普遍被人所认知和效仿的行为习惯，也就逐渐发

展成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普通伦理观念。与古希腊

苏格拉底或柏拉图的“德”所内涵的“知”的主要含

义相比，中国古代之“德”的主要含义是“善”。中国

古代道德不是来源于人文主义者的创造，也不是自

发形成于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则，而是远古时期一

些富有智慧的政治家对政权来源与存亡的反省亦或

对王权得失之后的反思。这种政治余存从古至今成

为实现太平治世的重要条件，成为构建理想社会不

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进而在后世诸多力量的推动下，

普遍化为一种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至善理想。作为

历史上成功的政治经验，德治也成为儒家思想的社

会政治理想，从而使儒家道德与社会政治产生了密

切关系。

第三，以内圣开外王。“以德治国”一直是儒家

提倡的治国正道。儒家道德讲究自律，内烁为个人

自觉理性，促进个人修养心性，塑造君子人格；外化

为社会伦理规范，利于敦化风俗，促进社会和谐。这

一切仅限于自律的道德领域，一旦道德越位扩张导

致政治领域形成“德治主义”，即出现泛道德主义，

则不可避免地会对政治生活产生消极影响。在传统

儒学的思维理念中，个人道德理想与社会政治理想

从未有过明确区分，反而是企图通过政治伦理化与

伦理政治化来实现儒家道德政治理想。而实现这一

理想的途径正是以内圣开外王，即通过个人道德修

养的不断提升最终达到先圣而后王。然而审视中国

几千年的政治现实不难发现，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

从未真正得以实现。仔细思考儒家的内圣外王思

想，会发现这个命题缺乏其本应具有的内在逻辑周

密性。内圣即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以期成贤成圣，

但是儒家并没有讲清楚也没有办法确定圣贤的具体

标准是什么；与此同理，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尺度来衡

量做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外王。在此，儒家的内圣外

王问题涉及到一个理想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即就其

理想层面而言，它是一件可望不可及的事情；就其现

实层面而言，以内圣开外王也成为一种知其不可为

而为之的具有悲情色彩的行为。

第四，儒家的“以德治国”，混淆了道德与政治

的不同职能。儒家企图将道德泛化到政治领域，用

道德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希望依靠道德自律型政

治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但是，儒家“以德治

国”的主张混淆了道德与政治的界限，使道德与政

治都没有在各自的领域找到解决自己问题的合理出

路。不可否认，在一定程度上，道德与政治之间存在

某些内在关联，在政治领域不可以不讲道德，有德之

人才可以更好地执掌政权。“学问无良即是灵魂的

毁灭，政治无道德即是社会的毁灭。”［３］（Ｐ３２０）但是，政

治与道德毕竟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二者分别

以不同的作用方式来体现属于各自的内涵和职能，

原则上不应混同。政治的核心是权力的合理运转和

统治集团之间利益的相互制衡，是在现实世界的公

共领域中所进行的事实处理和实然判断，它是一种

需要通过强制性的法律、制度来调节人与人和人与

社会之间关系的他律性的刚性规范；而道德所面对

的核心问题是伦理关系的处理，是在私人领域中主

要通过自律性地自我修为，以及引导性地教育感化

所进行的对善恶价值的应然判断。儒家将传统社会

中的政治、修身、治国、教化融于一体，将政道与士道

相等同，不仅混淆了两者的不同内涵和职能，而且仅

凭道德手段来支撑和维系政治运转，把道德视为奴

役和统治民众的工具，政治反而被非道德的力量所

扭曲而成为不道德的政治；同时又利用强制性的政

治力量来把持和控制道德建设，把一切道德问题都

当做政治事件来处理，统治者依靠手中的政治强权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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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意干涉个体的道德决定，从而形成极权道德。历

史经验表明，儒家将内圣的修养与外化视为外王的

根本途径，其结果是事倍而功半，乃至劳而无功。混

淆道德与政治在各自领域的不同定位，既干扰了道

德建设，又无益于政治进步。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现代民

主政治的要求

　　脱离民主与法制的单纯“以德治国”不但可能
产生泛道德主义，同时对于一个现代国家来说，还可

能会造成很多负面的问题。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需要引入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治理手段———民主

与法制，并将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结合。

第一，现代民主之由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

设根源于现代政治学说，与西方社会的政治民主在

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在国家层面提出民主政治建设

这一价值目标，不仅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属

性和当前我国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时代要求，而且也与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相

承接。民主与法制既是西方社会的文明成果，但同

时也是具有现代性的人类价值共识，凝结着全人类

的文明与智慧。从这种意义上讲，社会主义民主与

西方社会的民主要求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在西方国

家建设政治文明过程中，其成功的经验之一是：将政

治与道德相区别、将政治与宗教相分离，使政治与道

德分别在各自的轨道上有条不紊地行进，在整体上

产生相得益彰的影响。在处理政治与道德（或者说

政治与宗教）的关系方面，西方人有着不同于我们

的更为深刻的经验与教训。由于西方社会的宗教传

统错综复杂，历史上也曾出现过政治与宗教盘根错

节、纠缠不清的局面。因此，经过一系列宗教与政治

事件的影响，西方人对政治与道德（宗教）的关系产

生了明确的认知。他们果断地得出结论，“凯撒之

物当归给凯撒，上帝之物当归给上帝”［４］。政治的

真正属性是他律性、强制性，于是产生在政治领域中

的种种问题是自律性的伦理道德所不能解决或不能

完全解决的。西方人深谙此理，他们将政治与道德

明确划界，于是随着政治领域中的强制性、他律性的

需求，民主与法制便应运而生。

第二，现代民主政治的他律性。民主的法律化

即法制，法制的核心是民主，同时它又是民主的保

障，两者相辅相成，以民主为本质的法制与法制保障

下的民主相结合，实际上就是具有制度化和法律化

的他律性政治。对于政治生活领域强制性的法律和

制度保障的必要性，当代著名政治理论家卡尔·波

普尔说道：“我们需要的与其说是好的人，还不如说

是好的制度。设计使甚至坏的统治者也不会造成太

大损害的制度是十分重要的。”［５］至于道德力量对

政治生活的作用，西方学者纷纷给予了否定。法国

１９世纪政论家路易斯·博洛尔早就说过：“对那些
大权在握的君主来说，道德规范对他们是不起作用

的。”［３］（Ｐ４９）政治文明的核心是制度文明，所谓制度

文明，主要是指民主与法制在制度中居于核心和支

配地位。对中国而言，几千年的历史传统表明中国

长于自律性道德，这是我们的优势和长处；同时中国

也欠缺约束权力的他律性法制，这是我们的缺陷和

不足。历史上中国一直奉行儒家所提倡的仁者德治

的治世模式，与西方政治的他律性特征相比，在这种

主要依靠道德治国的政治框架中，统治者自身的道

德素养就成为一国兴衰的关键因素，这就很容易导

致对掌权者的个人品德和道德教化力量的过分依

赖，从而疏于政治制度与权力监督机制的构建。当

然，具有他律性的外在制度与掌权者自律性的道德

修为并不冲突，但历史经验表明，缺乏相应的强制性

的监督和有效的制度约束，无论是虔心修为的个人

自律，抑或是育德教化的群体自律，其效果都是微不

足道的。

第三，现代民主政治的独立性。我们要建设的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能完全照搬西方模式，不能丢

掉自己的传统道德文化。从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发展

的经验来看，政治与道德伦理相互分离、彼此独立，

并且逐渐产生出近代政治工具理性。对中国民主政

治建设而言，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理论前提，也是中

国开展民主政治建设工作中一个无法规避的问题。

对此，当代著名汉学家余英时先生很早就有告诫：

“伦理与政治在现代生活中都有各自相对独立的领

域，彼此相关而不相掩。中国人要建立民主制度，首

先必须把政治从人伦秩序中划分出来。这是一种离

则双美，合则双伤的局面。”［６］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

的是，中国文化以内在超越为基本属性，义务观念在

人的思想中居于首要位置。在此前提下，人的权利

观念备受压制，因而以维护个人权利为核心的现代

民主政治在中国难以产生也就不足为怪了。所以，

充分借鉴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的有益经验，合理吸收

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的文化精髓，是非常必要的。目

前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虽然还不够成熟，

很多地方尚待完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的

民主政治有自己的特色和长处，我们在进行社会主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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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不能完全弃自己优势于不

顾。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同时，还

需要保持我们自己道德传统中的精华。

　　三、儒家道德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路径

　　儒家道德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思
想源泉。内圣外王的理想尽管在古代君主专制社会

中无法真正实现，但是在社会主义中国，却有着促其

实现的康庄大道。儒家提倡内圣“修身齐家”，而后

外王“治国平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国

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也就是说，儒家的内圣外王

与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取向是一致的，这正是二者

的契合点。

第一，民主政治建设需依托传统道德，以老“内

圣”开新“外王”。在当前我国全力推进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民主要求，

需要合理发挥儒家道德的理性指导作用，完全不讲

道德的政治，势必会出现泛政治主义。对于这个问

题，新儒家学者牟宗三先生早有警惕。他曾反复强

调，缺乏西方政治民主是我们的不足，因此中国需要

开展民主政治建设工作［７］（Ｐ５６），但同时我们更需要

注意，进行民主政治建设不应该更不能放弃儒家的

道德理性指导，以此保证民主政治建设始终有道德

力量的提升，也就是牟宗三所说的“外王不能背乎

内圣”［７］（Ｐ１６６）。时异则事异，适应时代变化的要求，

中国需要开出民主政治这一新“外王”，但讲“外王”

又不能完全抛弃“内圣”。“内圣”是“外王”的价值

本源，离开了道德的价值本源，“外王”也就失去了

根本，没有道德的价值指引，也就很可能发生方向性

的偏离。因此，一方面我们需要克服过去传统政治

的弊病，紧随世界形势的变化要求，致力于民主政治

建设；另一方面必须强调这种民主政治建设工作一

定要建立在充分尊重儒家传统道德的基础之上，不

能抛弃儒家道德的理性指导作用。

第二，道德与政治并行。追求合理欲望是人生

存的基本动力，知识是人认识自身和社会的理性工

具；没有道德的欲求会使人走向物化，缺乏道德指引

的知识很可能使人走向不法之途。对于治国而言也

是同样的道理。治理国家当然离不开欲望和知识，

只有经济发展了，社会才能得以存续，进而制定更完

善的制度法规。但是，治理国家又不能完全依赖知

识理性，否则这种治理很难确保其方向的正确性。

曾经，很多人看到西方近代政治采取将政治与道德

相互分离的模式而成绩卓著，因此就认为中国的民

主政治建设只要按照西方的民主道路走下去就行

了，没有必要再守着儒家传统道德。这种想法显然

过于冲动和简单，即使忽略这里存在一个接受外来

经验的同时如何保持自己传统的现实问题，还有一

个知识理性完全脱离道德是否能行得通的理论问

题。牟宗三提出的“坎陷论”特别强调“坎陷”必须

“摄智归仁”，就是要告诫我们，中国建设民主是必

要的，但是中国所建设的民主一定是一种在儒家道

德指引下的民主，而不是西方近代以来那种与道德

完全无关的民主。这不仅可以克服中国政治传统的

不足，又能避免西方近代政治中凸显的弊端。如果

一个人只有道德没有知识，或者只有知识没有道德，

那么这个人一定是一个不全面的人。同理，如果一

种政治模式在道德或知识两者中只居其一，同样也

是不全面的。可见，完善的政治形式应当是道德与

知识相互为需、缺一不可的。当然，如何处理好政治

与道德的关系，既不要让道德过多干涉政治，吸取儒

家之前将政治的基础完全置于道德之上的教训，又

不能让工具理性在政治领域一者独大，沦为泛政治

主义的局面，这是践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需要特别

注意的。

第三，给儒家道德以合理定位，既不夸大也不忽

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务必需要给儒家道德

以合理定位。政治领域中如果完全依靠道德，势必

会造成道德泛化。对于个人或社会来说，如果道德

不居于最高层面，知识层面就很难保证有一个正确

的方向，很容易任意妄为，甚至危害人类的自身发

展。道德的理性引导作用对于个人或社会发展的重

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凡事都需要把握一个合适的

度，过分与不足都是不可取的。如何处理好道德与

政治之间的关系，西方政治发展和中国传统政治模

式各自的经验教训，都需要我们认真反思。西方将

政治完全寄托于工具理性，全然不顾道德层面的作

用，不免失于片面。近代以来，西方政治的发展特别

强调将政治与道德分开，其弊端已经逐渐显现，这应

该引起我们足够的警觉。但是反过来，政治也不能

完全建立在道德理性之上，否则也会弊病丛生。在

中国历史上，儒家将道德作为政治的基础和前提，强

调以德治国，结果造成了一系列的政治问题。因此

当前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既不能完全

否定儒家道德的价值又不能过分夸大儒家道德的作

用，这就需要我们给儒家道德以合理定位，使其恰如

其分地发挥道德的应有功能。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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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结语

纵观中国政治发展历史，对于手握绝对权力的

统治者而言，儒家一向所主张的正心修身、道德自律

在强权政治面前的作用往往是苍白无力的。“在缺

乏对权力制衡的条件下，将道德作为对权力的约束，

用唤起腐败者良知的办法来消除腐败，它在政治领

域的功能发挥会遭到软化并最终归于无效。”［１］（Ｐ１６６）

诚然，道德对于执政者来说并非不重要，但它绝对没

有重要到能够从根本上决定政治好坏的程度。政治

的核心是权力的合理运用，而保证权力有效运转的

关键在于政府遵从公民的意志，形成良性的政治机

制，而这一切都需要对权力实施强制性的有效监督。

然而儒家却一厢情愿地把执政者的道德品性作为影

响政治优劣的决定因素，过分看重内圣的外化作用，

缺乏对权力的有效监督机制，从而导致儒家的圣王

理想与政治中王圣现实之间的悖谬。在人治社会

里，掌权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常常是不讲道

德的。因此，道德在强权政治面前的微不足道迫切

需要他律性的制度发挥强制性作用。对于任何一位

政治人物，其本身是不是圣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

能接受制度的有效监督，合理运用手中的权力去行

圣人之事。实践证明，与统治者自身的道德素养相

比，合理健全的制度规范对于统治者的约束监督显

然要有效得多。因此，建立合理有效的监督体制，是

民主政治顺利运行的根本保证。实现传统的道德自

律型政治向现代民主的他律型政治的成功转型，是

当前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要求。

总而言之，吸取儒家道德的合理因素以构建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从儒家的“内圣”开出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外王”，正是儒家道德对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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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道德文化中包含很多文化精华，其中很多
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对于当前的国民教育仍然具有

积极意义。近年来，很多学者致力于对儒家道德文

化与国民教育融合的研究，但由于有些关键问题没

有搞清楚，采取的方式又不甚合适，以至于在国民教

育中对儒家道德文化的宣传普及成效甚微。基于

此，本文拟从儒家道德文化中的核心范畴谈起，指出

其积极意义和消极作用，以期实现儒家优秀道德文

化与当前国民教育的有利融合。

　　一、儒家道德文化中的核心范畴及

其积极意义

　　儒家站在人生之内俯察宇宙万物，体证生命本
源，因此，从哲学本体意义上说，儒家文化是一种道

德文化。儒家学者心怀悲天悯人的情怀，身负兼济

苍生的宏愿，并据此追寻人生的意义，审视人生命

运，以及人对天地万物的伦理义务和道德责任。儒

家思想中关于道德方面的阐述有很多，下面结合儒

家典籍对儒家文化中“道”“德”“仁”３个核心范畴

进行阐述。

１．“道”
关于“道”，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有着自己相对

完整的阐释，提出“士志于道”。儒家一直主张人一

生中应该秉持建功立业的信念，对社会有所担当，因

此，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成为很多传统中国人的理

想人生。一个人要想立足于社会，成就一番功名事

业，首先要做的就是修养自己的心性，磨练自己的人

格，让自己成为一个符合道德标准的人，而后才有可

能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也就是说，儒家

认为想要立功，先要立德，只有先提升自己的人格修

养，然后才能推德于社会，即先内圣而后外王。

在孔子看来，“道”是人们日用常行的规范，是

人实现最高成就的道路，也是人实现最高精神追

求———“成仁”———的方法和途径。子曰：“道不远

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１］（Ｐ２６）落实到

具体内容，孔子将其解释为“仁”。关于“仁”的具体

含义，《论语》中有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

人。’”［２］（Ｐ１３８）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３］（Ｐ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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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忠是尽心竭力，尽己之心以爱人；恕是

推己及人，将心比心以爱人，仁是忠与恕的合

体”［３］（Ｐ８）。孔子对待“道”的态度和追求志向是非

常坚定的。在他看来，“道”就是一种至大无外、至

小无内的至高道德，是天地人伦之道。只有知“道”

才能明“德”，才能达到儒家理想中的圣人境界。所

以，孔子对于“道”始终坚持笃定的态度，子曰：“朝

闻道，夕死可矣。”［２］（Ｐ３８）另外，关于如何做一个真正

的人，孔子认为首先是要坚持内心的道德，而后还要

掌握可以操作的技巧。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

依于仁，游于艺。”［２］（Ｐ７１）他又说：“吾十有五而志于

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

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２］（Ｐ１２）可见，孔子将

人生划分成６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并以此来描述人
生轨迹，而每一阶段都是以“道”为核心而展开的，

这是一个由浅入深、一步步接近于“道”的过程，也

是一个人的思想境界由低向高的提升过程。儒家道

德对个人的影响在于每个阶段都有明确的目标，这

些阶段性目标都秉持着道德的总体原则。千百年

来，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中国的儒生一直坚持“格君

心之非”的习惯，尽管这种习惯可能会遭来灭顶之

灾，但是儒生们在天道和个人生命之间往往会选择

前者。这种忠于道而非忠于君的态度恰恰是国民教

育中不可或缺的。

２．“德”
在儒家思想体系中，“道”要通过一些具体的伦

理原则和行为规范来实现，而具体规范原则的规定

和实施也使“道”的内涵更加丰富和饱满。子张向

孔子问仁，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具

体则为：“恭、宽、信、敏、惠。恭则不辱，宽则得众，

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２］（Ｐ１９４）孔子

认为贯穿其中的道德本质是中庸至德。子曰：“中

庸之为德也，其至已乎，民鲜能久矣。”［２］（Ｐ６８）在这

里，孔子把中庸看成一种崇高的德性或实践理性原

则。孔子认为事情要“事举而中”［３］（Ｐ１５），即凡事做

到无过无不及，体现了孔子教人成德达仁的重要方

法论原则。“仁”是中庸的价值旨归，中庸是践行

“仁”的方法论原则。孔子注重中庸的根本目的是

为了实现“仁”的理想。中庸作为一种高明的处世

之道，倡导为人处事要讲求一个最合适的“度”。孔

子在将中庸作为重要的实践理性原则的同时，明确

地将中庸与折中主义、调和论做了本质区分。他认

为，只有内心真正坚持“仁”的人，才能真正践行中

庸之道。朱熹也鲜明地指出中庸不是折中，中庸之

道讲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

道，是通往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至善之

途。［３］（Ｐ１４）因此，只有把作为本体论的“仁”和践行其

方法论原则的中庸之道结合起来，儒家的仁学思想

才能更好地彰显于世。

此外，后儒根据孔子言行及其在《论语》中关于

中庸的表述，不仅对中庸予以明确详实的阐释，将其

解释为用中之道，而且赋予其本体论层面更深的内

涵。《中庸》开宗明义提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

道，修道之谓教。”［１］（Ｐ７８）后儒把中庸思想进一步提

升到万物本体的高度，并明确提出了一系列在修身

与治国过程中践行中庸之道的方法和途径。理学大

师朱熹认为，儒家的中庸是将天道与人道合而为一，

将其推而极之，做到“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

天地参矣”［１］（Ｐ７７）。道不远人，中庸至德本亦如此。

如此高明的哲学完全可以融入当前的国民教育之

中，从而对国人处理人际关系产生积极的影响。如

果国人都认可中庸之学，那么社会矛盾将会大大减

少，不安定因素也将大大降低。中庸之道的方法论

意义对国家、社会和个人都会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

３．“仁”
孔子把“仁”界定为人之为人的类本质，从而奠

定了儒家人学的基本路向。儒之道即为“仁”，一个

人将“道”化为自己内在品德，可谓“志于道”；人之

为人的内在本质实现的过程依于“仁”，此为“仁

道”。从理想主义出发，孔子认为，处于自然状态中

生理意义上的人要成为道德意义上理想的人，需要

经过后天不懈努力才能实现，即“成人”，而“成人”

的最高精神追求就是“成仁”。

孔子的仁学理念主要体现为“仁者爱人”。

“仁”是对自己同类相爱的情感，是发自内心的一种

德性。孔子认为，一个人要成就其理想人格，首先就

要有一种大爱天下而亲万物的情感，而这种爱的情

感具体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原则和道德规

范中。比如，“孝悌”为本的情感基础，“忠恕之道”

的道德责任，“克己复礼”的社会原则等。如果说

“仁”是儒家道德思想本质性的精神追求，那么“礼”

就是其外在性的具体行动。孔子主张人的日常行为

都要符合“礼”的规定，要在礼制要求下进行。于

是，他提出“礼”的观念并希望用“礼”来规定每个社

会成员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利义务。一个人做任何事

情都要符合礼制的要求，唯如此方能在社会上立足，

最终实现“天下归仁”。《论语·颜渊》中记载孔子

将“仁”表述为“克己复礼”。“克己”，就是克制自

己的生理本能、个体的感性欲望；“复礼”，就是依照

国家的典章制度和社会普遍的伦理原则行事，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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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视、听、言、动诸方面皆合于“礼”。如果说“克己”

是达到“复礼”的手段，“复礼”是经过“克己”所表

现出的现实状态，那么“归仁”就是通过“克己复礼”

的途径所要实现的最终目的。“礼”是“仁”的外在

表现，“仁”是“礼”的内在根据，“仁”与“礼”互为表

里。“克己复礼为仁”完美地将“克己”“复礼”“达

仁”三者有机统一为一个整体。“克己”为“复礼”和

“达仁”找到了人性的内在根据，“复礼”为“克己”

和“达仁”提供了确切的实践途径，而“达仁”则为

“克己”和“复礼”指明了最终的价值归向。儒家将

“克己—复礼—达仁”设定为个人成长的最优路径，

这对解决当今社会中存在的信仰缺失、价值观混乱

问题有借鉴意义。诚然，国民教育的模式未必只有

一种，但是如果推广儒家的这套先“内圣”而后“外

王”，最终“成仁”的教育思想，定会探索出更加适应

我国国情的国民教育模式。

　　二、儒家道德文化中的消极影响

从１９８０年代至今的几十年间，我国社会的整体
状态是奋力向前、积极进取的。科学技术的发展给

国人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增长，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

巨大发展。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取得这些进步的

同时也产生了很多危机。具体表现为：当前经济社

会不断向前发展而社会道德进步却非常缓慢；人们

为事业前程辛劳奔走，却任由自己的心灵荒芜；诸多

社会问题层出不穷，道德缺失，信仰危机，许多人为

了利益丧失了道德原则甚至自己的人格底线。这些

情况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于是有学者就主

张将儒家道德文化融于国民教育以解决社会道德危

机问题。这种主张本应该得到鼓励和支持，但是我

们在将儒家道德文化与国民教育进行融合的过程

中，必须清楚儒家道德文化并非尽善尽美，其中的消

极因素必须摒弃。下面从３个方面谈儒家道德文化
中的消极影响。

１．道德至上，助长独裁与专制
儒家道德文化的价值如果仅从纯粹的理论角度

来分析是可行的，但是道德是私人性的，很难用外在

的统一标准来衡量。这就给专制时代的当权者很大

的利用空间，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把自己标榜成道

德模范，要求百姓无条件地服从其个人统治。儒家

的道德主张已经把道德的作用提到了其他任何方法

都无法企及的高度，国家生活中的道德功能比政治

制度对国家的作用重要得多，因此政治制度的建设

在儒家思想理论中所占的份额是很少的。儒家忽视

具有强制性的制度建设，这无疑助长了皇权时代君

主的独裁和专制。

２．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实行双重道德标准，此
点常被统治者所利用

对被统治者，儒家道德文化的要求，侧重的是

“修身”，即对个人的行为要自觉根据“礼”的要求做

出限制；对于统治者，儒家道德文化的要求，侧重的

是“治世”，即对其下的百姓根据“礼”的规定做出限

制。基于此，几乎所有的专制统治者无一例外地把

儒家道德文化中所包含的“修身”与“治世”２个方
面截然分开，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国家机器，借助主

流舆论宣扬被统治者只要修养自身德行就行，即只

需要考虑“修身”层面的问题，至于“治世”层面的问

题与被统治者无关；统治者代天统治人间，本身就是

道德楷模，不需要考虑“修身”问题，只要考虑如何

统治被统治者即可，即只需要考虑“治世”问题。这

样，统治者就巧妙地利用了儒家道德文化有选择地

把“修身”对其个人可能产生的限制规避开来，毫无

顾虑地对民众进行独裁统治。显而易见，不论是

“修身”还是“治世”，儒家道德文化最终限制的都是

被统治者。其提倡修身、内省的“修身”方式被统治

者大肆宣扬，特别强调个体德性人格的塑造和内化，

在实现途径上主张“自觉”和“自愿”。但仅依靠“慎

独”“自省”等手段的自我塑造与完善，很容易限制

国人的眼界，束缚国人的思想，使得国人的追求局限

于内心世界的考察，产生内向封闭的心理，形成保守

型人格。而拥有这种人格的被统治者基本上不会对

专制统治者的统治产生怀疑和抵触，即使有也极少

会有人公开站出来进行反抗。

３．过分依赖自律，难以自然实现国家的安定
和谐

儒家道德文化强调的“修身”方法是个人道德

修养，认为个人只要虔心修养就会成为君子。所有

社会成员都达到君子标准，国家自然就安定和谐了。

可是道德修养只会告诉个人应该怎样做，不能强制

每个人必须去做。道德约束强调的是个人自觉，依

靠的是个人良知。人的理性力量不可能彻底战胜感

性欲望，道德在面对诱惑的时候往往是苍白无力的。

在权力面前，这种自觉向内的非强迫性约束就更显

得脆弱。人本身就是不完美的，所谓的完美人格只

存在于关于古圣先贤的传说之中。儒家道德文化对

自律的德治有着过高的期望，对他律的法治则有着

潜在的不信任。在儒家看来，法律等强制手段只能

暂时地克制欲望，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用

道德外部教化和道德内在修养的手段才能使人们真

正从内心自觉自愿去约束和控制自己的行为。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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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厢情愿的理论在面对手中掌握权力的专制统治者

时无疑是天真和脆弱的。法律是一种强制性权力的

体现，没有法律的威慑力作为后盾，道德力量就无法

发挥其功效。

　　三、将儒家传统道德文化融入当前

国民教育中应注意的问题

　　儒家对个人的人格期许是成贤成圣，这种理想
人格的追求致使儒家将个人道德修养与社会道德教

化一直看得很重。儒家培育的是德才兼备的治世贤

良之士和国家栋梁之才，对人才的道德要求一向极

为重视。曾参曾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

远。”［２］（Ｐ８５）这就是“士志于道”的人生追求和刚健有

为的人生态度。孔子提出“学而优则仕”［２］（Ｐ２１５），积

极入世，一直是历代儒家所倡导的人生价值取向。

儒家非常重视道德教育过程的真正落实，实际上就

是强调理论指导与实际践行相统一。

儒家文化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从儒家

文化产生的那一刻起，就对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尤

其是思想道德方面产生着深远影响，其沉淀延至今

天。例如，在家要孝敬父母，在外与朋友交往要言而

有信，工作上要志存高远、努力奋斗和敢于担当等。

可见，儒家道德文化对国人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广泛

深远的。因此，将儒家道德文化与当前国民教育体

系相融合，充分利用儒家道德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来

提高国人的文化道德素养，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

进行国民教育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尤其是在将传统

的儒家文化与当前国民教育相融合的时候，由于现

在很多人对儒家道德文化的真正内涵缺乏正确而深

入的了解，时常会出现将后人曲解的所谓儒家道德

视为道德圭臬的尴尬局面。比如，一提到儒家道德，

很多人马上想到的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

纲”，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是“君叫臣死臣不得

不死”等。浑然不知，这些都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朝

代的更替，由于外部环境的影响，以及后儒迫于当时

政治和社会舆论的压力等原因对儒家道德思想内涵

的曲意解读，而非儒家道德文化的真正内涵。因此，

要实现儒家道德文化与国民教育的有利融合，我们

应做到以下两点。

１．宣传普及优秀的儒家道德文化
首先要把属于真正儒家道德文化的思想与后来

被曲解过的道德内容明确区分开来，然后将优秀的

儒家道德文化进行宣传普及，吸收其精华，对于那些

被后人歪曲的有消极影响的所谓儒家道德文化予以

摒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民教育体系包括社会教

育、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它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

宗旨，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

主义新人为总体目标。国民教育体系应以提高国民

素质与培养人才为核心，通过正确的方式将优秀的

儒家道德文化同国民教育体系中的思想道德教育的

内容有机结合起来并做到融会贯通。为此，在将儒

家道德文化与国民教育相融合的过程中，对儒家道

德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工作就显得尤为重

要。一旦误把一些糟粕的东西当成儒家道德文化去

宣传并提倡国人学习效仿，就会与儒家道德文化融

入国民教育的初衷相悖，对我国社会主义国民教育

的发展造成恶劣影响。

２．注意循序渐近，不能急功近利
在确定了要进行宣传普及儒家优秀道德文化的

内容之后，接下来所面临的问题是选择采用何种宣

传方式。目前越来越来的专家学者在对国民教育的

研究方面对于儒家道德文化给予了很多的理论关

照，社会民众对于儒家优秀的道德传统也表现出充

分的认可和接受。无论是学校还是社会在宣传儒家

优秀道德文化方面确实做了很多工作，尤其是近些

年来，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国学热，与中国传统

儒家文化相关的很多读书讲坛、书籍著作、历史考察

等文化活动越来越受到广大民众的热切关注，儒家

的经典著作和篇章也陆续出现在从小学到中学的推

荐必读书目中。但是对民众进行儒家道德文化的普

及，重点是对其儒家道德思想内涵的宣传和普及，而

思想的教育绝不是简单的让人诵读，也不是一朝一

夕就能完成的。真正意义上的儒家优秀道德文化的

教育应渗透于国民的日常生活中，更多是长时间的

耳濡目染，是家长、教师对孩子的言传身教，是为人

处事的道德认知和自觉约束。因此，只有让儒家优

秀道德文化真正融入国人生活，并使之成为国人日

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才能真正实现儒家

道德文化与国民教育的有效融合。

［参　考　文　献］

［１］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Ｍ］．曾军，校．长沙：岳麓书
社，１９８５．

［２］　杨伯峻．论语译注［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
［３］　李振纲．中国古代哲学史论［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１·



第１５卷　第４期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Ｖｏｌ．１５　Ｎｏ．４
　２０１４年８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ｕｇ．２０１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４－２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１１ＡＺＺ００４）
［作者简介］柏必成（１９８２—），男，河南省漯河市人，中共河南省委党校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４－００１２－０６

倡导联盟理论的核心概念、
解释逻辑与应用限度

柏必成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 公共管理教研部，河南 郑州 ４５１０００）

［摘　要］倡导联盟理论作为当前西方政策变迁的主流理论之一，其核心概念有政策子系统、倡导
联盟、核心政策观念与次级政策观念、外部事件、政策学习、重大政策变迁与小幅政策变迁等。该理

论建立了这些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对重大政策变迁与小幅政策变迁均作出了具有逻辑性的解释，

具有适度的综合性和内在逻辑性，有着多元主义视角，揭示了政策变迁的时机，因而具有了较强的

解释力。不过，这一理论也存在着应用限度———其适用受制于特定的政策领域和政治体制。我们

在学习借鉴的同时，更应努力构建和发展扎根本土的政策变迁理论。

［关键词］倡导联盟理论；政策变迁；政策领域；政治体制

［中图分类号］Ｄ０３５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４．００３

　　１９８８年，Ｓａｂａｔｉｅｒ发表了《政策变迁的倡导联盟
理论与政策学习的作用》一文，此后倡导联盟理论

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之后，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下，

倡导联盟理论逐步发展和完善。至今，该理论已被

欧美学者广泛应用于能源政策、环保政策、社会政策

等的研究［１］，成为当前政策变迁的主流理论之一

（此外，还有多源流理论和间断均衡理论等）。美国

学者莱斯特和斯图尔特［２］（Ｐ３０－３１）指出，政策理论的

发展遵循的是从界定概念到构建、检验、综合与修正

模型的路径。我国学者马骏［３］也指出，任何理论都

要借助于一定的概念来构建，因为理论模型的雏形

是概念框架，而概念框架描述的又是关键性概念之

间的关系。由此可见，理论是由一系列概念构建而

成的，揭示的是这些概念间的因果联系与逻辑关系。

在这些概念中，有的是作为因变量而存在的，有的则

是作为自变量而存在的，因变量是被解释的对象，自

变量则是用于解释因变量的一系列因素，自变量与

因变量有机组合在一起，便形成了可以用来解释现

象的理论与逻辑体系。如林毅夫［４］（Ｐ１２）所讲，任何

理论都是几个特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的逻辑体

系。遵循以上学者提出的理论建构思路，本文拟对

倡导联盟理论进行解析，首先明确这一理论的核心

概念；然后明确这些概念间的逻辑关系，即倡导联盟

理论的解释逻辑；最后对这种理论的解释能力和应

用限度作出评判。

　　一、倡导联盟理论的核心概念

１．作为自变量的核心概念
（１）政策子系统与倡导联盟
倡导联盟理论是着眼于政策子系统来研究政策

变迁问题的［２］（Ｐ１４９），而不主张分别探讨政治家、压力

集团和行政管理者的作用［５］。政策子系统由那些

对特定政策问题或事项保持积极关注的人所组成。

具体而言，政策子系统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组成政策

子系统的各成员对某一特定的政策领域具有共同的

兴趣。各成员围绕特定的政策领域，在政策问题的

界定，政策方案的提出、传播、评估及政策的执行中，

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二是构成政策子系统的成员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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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定来自于某一个组织，也不一定来自于公共部

门，而是来自于各种不同的组织（包括公共组织与

私人组织）。三是政策子系统内的各成员进行着常

规性的互动，并且这种互动关系保持在１０年以至更
长的时间。［６］

组成政策子系统的各成员并非呈原子化的离散

状态，他们可以组合成不同的倡导联盟，Ｓａｂａｔｉｅｒ预
期大多数政策领域内的倡导联盟数量都很少（比如

存在２～４个［１］），其中有一个处于主导性的地位，

其他的则处于相对弱势或次要地位。倡导联盟的特

点主要有：一是政策子系统是由来自于不同组织的

人所组成，因而倡导联盟也是由来自于不同组织的

人员所组成，这些人员包括选任官员、常任官员、利

益集团领袖和研究者等［１］。二是将一个政策子系

统联结起来的是人们对同一政策问题或政策事项的

兴趣与关注，而将一个倡导联盟凝聚起来的则是共

同的核心政策观念。不同的倡导联盟具有不同的核

心政策观念，由于一个政策子系统内通常存在着不

同的倡导联盟，因而一个政策子系统内通常也存在

着不同的核心政策观念。三是倡导联盟具有较强的

稳定性，这种稳定一般会保持在１０年以上，在倡导
联盟保持稳定的情况下，组成倡导联盟的各成员在

很大程度上会协调一致地行动。［１］

不论是政策子系统还是倡导联盟，应该说都属

于政策网络的概念范畴，只不过针对倡导联盟理论

而言，倡导联盟这一政策网络是被包含在政策子系

统这一政策网络之内的。从本质上来讲，政策网络

引入了多元主义的视角，打破了传统上以国家为中

心的、科层制、等级式的政策分析范式，强调不同行

为主体在政策过程中的作用。政策网络中各成员之

间的关系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针对不同的网络，

成员之间也具有不同的关系，对于有些类型的政策

网络（比如铁三角），成员之间利益一致，观念趋同，

会表现出很强的相互依赖关系；而对于另外一些类

型的政策网络（比如议题网络），其成员在利益和观

念上的一致性程度要低得多，各成员之间也没有体

现出很强的相互依存关系（可能还存在着竞争关

系）。但是，不论政策网络内各成员之间具有什么

样的相互关系，有一点是共同的，即网络内的各成员

都对特定的政策问题保持着兴趣与关注，都在特定

的政策领域内对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等发挥着各

自的影响作用，并且也都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着相互

之间的影响。将以上分析用来观照倡导联盟和政策

子系统，我们可以发现，倡导联盟内各成员之间具有

较高程度的一致性与相互依赖性，而政策子系统内

各成员之间的一致性与相互依存性就低得多了，但

不论是政策子系统还是倡导联盟，其成员都在共同

的政策领域内发挥着作用，也都在进行着这样或那

样的互动。

（２）核心政策观念与次级政策观念
倡导联盟是依靠共同的核心政策观念而凝聚起

来的，在核心政策观念之下的是次级政策观念，核心

政策观念与次级政策观念共同构成了政策观念的

体系。

在倡导联盟理论看来，政策观念与公共政策之

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某种政策观念可以转化为特

定的公共政策，而一项公共政策也总是对应着某种

特定的政策观念，因此，公共政策可以通过一定的观

念得以反映和体现［２］（Ｐ１４９），借助于政策观念这一概

念工具，人们可以实现对公共政策的分析。政策观

念可以被理解为一系列与政策问题密切相关的价值

观念，以及一套潜藏在问题背后的因果关系假

定［７］，核心政策观念是具有根本性的价值观与因果

关系假定，比如更加倾向于国家干预主义还是更加

倾向于经济自由主义；次级政策观念是相对不重要

的价值观与因果关系假定，比如为了实现特定的政

策目标而倾向于采用什么样的政策工具。在一个倡

导联盟内部，核心政策观念是高度一致的；而次级政

策观念则可能存在一定的分歧，但这种分歧并不影

响倡导联盟的稳定性。

倡导联盟理论并没有借助于“利益”这一概念

来展开分析，其原因一是因为利益不具有可测量性，

二是因为利益与核心政策观念具有内在的关联

性［８］（Ｐ２８）。倡导联盟理论是基于政策观念来对倡导

联盟的行为进行分析的，这一点使它明显区别于公

共选择理论。

（３）外部事件
外部事件是政策子系统以外所发生的事件，主

要有４种类型：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民意与公共舆
论的转变；执政者的更迭，比如新政府的当选和上

台；来自其他政策子系统的决策与影响。总体来看，

外部事件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外部事件独立于政策

子系统之外，其发生具有较强的随机性、偶然性与不

可预测性［９］，难以为政策子系统所控制；二是外部

事件对政策子系统具有明显的冲击力，这种冲击力

在很多情况下足以打破政策子系统的现状，因而外

部事件又被称为外部冲击；三是外部事件是一种非

认知性因素，这使之区别于政策子系统内各倡导联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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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所持有的政策观念。

与外部事件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是 Ｂｉｒｋ
ｌａｎｄ［１０］（Ｐ２２）提出的潜在焦点事件。潜在焦点事件具
有突发性、例外性、危害性，已经导致了重大损失或

预示着未来可能发生更大的危害；集中性，危害集中

在特定的地理区域或特定的利益共同体；显著性，为

决策者和公众同时感知，难以被掩盖和遮蔽。据此，

潜在焦点事件会对政策子系统形成足够强烈的冲击

力。同时，通过潜在焦点事件的特点我们还可以看

出，潜在焦点事件属于典型的危机事件，具有明显的

负面效应，绝非人们所期望的。而倡导联盟理论所

定义的外部事件从严格意义上讲并非都是负面的和

消极的，但这些事件对于政策子系统都构成了冲击。

可以说，外部事件比潜在焦点事件涵盖的范围更加

广泛：潜在焦点事件属于外部事件的范畴，而外部事

件并不仅仅限于潜在焦点事件。之所以有很多学者

去关注潜在焦点事件，主要是因为潜在焦点事件在

外部事件中所具有的代表性与典型性。

（４）政策学习
政策学习是一个不断探究与调适的过程。就学

习的主体而言，Ｈｅｃｌｏ认为政策学习的主体是位于
高层的政治家和公务员，Ｅｔｈｅｒｅｄｇｅ认为政策学习的
主体是大部分公务员，Ｈａｌｌ认为政策学习的关键主
体是得到官方认可的专家［１１］，而倡导联盟理论所指

的政策学习主体则涉及政策子系统内的各种行动

者，包括各个倡导联盟。就学习的内容和对象而言，

倡导联盟理论将政策学习的内容和对象主要限定在

政策工具的学习上，认为政策学习的过程是一种获

取关于问题解决方法的更为丰富而合理的知识的过

程。倡导联盟理论认为，政策学习的方式与途径主

要有２种：一是通过互动、交流与辩论进行学习［１］，

也就是说不同的倡导联盟通过互动、交流与辩论进

行着相互影响，深化着关于行为与效果之间因果联

系的认识［１２］；二是从经验中学习，即倡导联盟从既

有的政策产出与政策影响中获取经验教训［１１］。就

学习的效果而言，在倡导联盟理论看来，政策学习引

起的是政策工具的变化［１］，而不是政策内核的变

化。这种认识与倡导联盟理论对政策学习的内容和

对象的界定是一致的。不过，政策学习并不直接引

起政策工具的变化，而是首先引起政策观念的变化，

再由政策观念的变化进而引起政策工具的变化。当

然，这里所指的政策观念是次级政策观念，而不是核

心政策观念，核心政策观念的变化所引起的已不再

仅仅是政策工具的变化了，而是更为深刻的变化。

２．作为因变量的核心概念
（１）重大政策变迁
倡导联盟理论认为，政策变迁可以分为重大政

策变迁和小幅政策变迁［１３］，其中重大政策变迁是政

策内核的变化，政策内核背后潜藏着的是核心政策

观念，政策内核的变化会引起核心政策观念的变化。

判断一个政策领域内的政策内核是否发生了变化，

往往要考察该政策领域内的核心政策观念是否发生

了变化，如果核心政策观念发生了变化，那么政策内

核也就会发生相应变化。因此，重大政策变迁意味

着核心政策观念的变化，而核心政策观念又决定着

倡导联盟希望政策向着什么方向变迁［１］，相应地，

核心政策观念的变化是一种方向性的变化，重大政

策变迁也意味着政策变迁方向的变化，如从保守主

义的政策转变为自由主义的政策，从以政府为导向

的政策转变为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

在倡导联盟理论看来，重大政策变迁是不常发

生也是不易发生的，因为倡导联盟所持有的核心政

策观念是稳定的，一个倡导联盟并不会通过改变自

身所持有的核心政策观念来引发重大的政策变迁。

要使重大的政策变迁得以发生，往往是以政策子系

统内各倡导联盟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为前提的，重

大政策变迁的发生往往意味着政策子系统内处于主

导地位的倡导联盟发生了更替。

（２）小幅政策变迁
小幅政策变迁主要表现为政策工具的变化，与

重大政策变迁相比，小幅政策变迁要常见得多，也容

易发生得多。因为小幅政策变迁对应着次级政策观

念的变化，而次级政策观念的变化并不需要以处于

主导地位的倡导联盟的更替为前提条件。也就是

说，在政策子系统内各倡导联盟之间的实力对比不

发生变化、在核心政策观念保持稳定的情况下，次级

政策观念与小幅政策变迁也可能发生。小幅政策变

迁会使政策发生一定程度与形式上的改变，但这种

改变并不是方向上的变化，而只是沿着同一方向所

发生的工具性变化。

　　二、倡导联盟理论的解释逻辑

倡导联盟理论在一系列核心概念之间构建起了

内在的逻辑联系，分别对重大政策变迁和小幅政策

变迁作出了解释。

１．倡导联盟理论对重大政策变迁的解释逻辑
倡导联盟理论认为，重大政策变迁是政策内核

的变化，而政策内核的观念形态又是核心政策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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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内核的变化是以核心政策观念的变化为

前提的。

核心政策观念怎样才能发生变化呢？前文已经

提到，各个倡导联盟是不会自动改变其所持有的核

心政策观念的。首先，倡导联盟是依靠核心政策观

念而凝聚起来的，一个倡导联盟之所以区别于其他

的倡导联盟，原因就在于该倡导联盟持有不同于其

他倡导联盟的核心政策观念。当一个倡导联盟的核

心政策观念发生变化时，该倡导联盟区别于其他倡

导联盟的特征也就不存在了。因此，倡导联盟的稳

定是以核心政策观念的稳定为基础的，倡导联盟要

保持稳定，就必须保证核心政策观念的稳定。其次，

倡导联盟具有强烈抵制自身核心政策观念发生变化

的倾向，即便是在有大量证据显示这种核心政策观

念存在着问题时［７］，倡导联盟也会自动滤除那些与

自身的核心政策观念不相一致的信息［６］。再次，倡

导联盟之间存在的竞争关系也会促使各个倡导联盟

加强内部的团结并巩固各自所持有的核心政策观

念［１４］。因此，倡导联盟很难动摇自身所持有的核心

政策观念。那么，要改变政策子系统内处于主导地

位的核心政策观念，只有去改变政策子系统内各倡

导联盟之间的力量对比，从而使居于主导地位的倡

导联盟发生更替。这种更替表现为原先处于弱势和

次要地位的倡导联盟对原先居于主导地位的倡导联

盟的替代。当提出一项政策的倡导联盟在政策子系

统内仍旧居于主导地位时，该项政策的内核是不会

发生变化的。

倡导联盟之间的实力对比一般情况下是保持稳

定的，而这种稳定的打破则是由于外部事件的冲击。

因此外部事件的冲击就成为了使得居于主导地位的

倡导联盟发生更替的必要条件［８］（Ｐ３４）。当外部事件

发生时，各倡导联盟所支配的资源和所受到的约束

都可能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又可能最终带来权力分

配在倡导联盟之间的变化［１３］，由此使居于主导地位

的倡导联盟发生更替。比如，１９８０年里根的当选带
来了美国环保署官员的重新任命，这就为原来的少

数派创造了机会，使之可能在环保署内掌握权

力［１］。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外部事件都会导致重大

政策变迁［１５］，外部事件的发生也只是引起重大政策

变迁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６］。至于外部

事件是否会引起重大政策变迁，还取决于其他一些

因素，比如倡导联盟如何理解和利用外部事件所提

供的机会［８］（Ｐ２２２）。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梳理出倡导联盟理论对

重大政策变迁的解释逻辑：

外部事件的发生（必要条件）→居于主导地位
的倡导联盟的更替→核心政策观念的变化→重大政
策变迁的发生

２．倡导联盟理论对小幅政策变迁的解释逻辑
小幅政策变迁同样是以政策观念的变化为前提

的，只不过所要求的政策观念变化是次级政策观念

变化。各个倡导联盟均会固守自身的核心政策观

念，但并不拒绝对次级政策观念进行调整，当然这种

调整并不会达到足以危害核心政策观念的程度，也

不会引起重大政策变迁。

倡导联盟在何种条件下才会改变自身原来所持

有的次级政策观念呢？这一条件就是政策学习的发

生，倡导联盟是通过政策学习来对次级政策观念进

行调整的。前文已经提到，政策学习的途径有２种：
一是倡导联盟之间的对话与互动，二是政策产出与

政策影响的反馈。这２种途径实质上也是政策学习
得以发生的２个条件。就第１个条件来讲，不同的
倡导联盟通过互动，借鉴和吸取来自对方的合理意

见，由此改变着自身关于政策工具及其选择的认知。

因此，倡导联盟之间的互动对于政策学习的发生是

重要的，倡导联盟需要从不同观点的持有者那里得

到启发。就第２个条件而言，既有的政策效果能够
改变倡导联盟的认识，使之对自身原来所偏好的政

策工具重新作出评价，并进而对相应的次级政策观

念予以调整。以政策效果反馈为基础的政策学习其

实就是从过去的经验中进行学习，倡导联盟通过这

种学习来不断使自己的认识得以合理化，也不断使

政策工具的选择得以合理化。倡导联盟之所以要从

过去的经验中进行学习，是因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难以一步到位的。“有限理

性”也是倡导联盟理论所坚持的一个理论前设。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梳理出倡导联盟理论

对小幅政策变迁的解释逻辑：

倡导联盟之间的互动或政策效果的反馈→政策
学习的发生→次级政策观念的变化→小幅政策变迁
的发生

　　三、倡导联盟理论的解释能力与应

用限度

　　理论的一大功用在于为人们认识现实和解释现
象提供可以凭借的工具，理论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就

表现为对现象的解释能力，理论也是在对现象进行

解释过程中不断得到检验和完善的。因此，对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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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进行分析，离不开对其解释能力和应用限度的

评判。

１．解释能力
倡导联盟理论之所以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其

原因就在于其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其一，倡导联盟理论具有适度的综合性。理论

来源于实践，理论是对现实的抽象。一种有效的理

论能够客观地反映现实，同时能够有力地解释现实。

而要达到这样的标准，任何一种理论都要处理好简

洁性与综合性的关系［１６］（Ｐ２８），过于简洁可能遗漏掉

关键的变量，过于综合与复杂则又容易阐释不清各

种变量之间的关系。倡导联盟理论包括作为因变量

的重大政策变迁和小幅政策变迁，以及作为自变量

的政策子系统、倡导联盟、核心政策观念、次级政策

观念、外部事件、政策学习等核心概念。这些概念在

整个理论框架中均具有关键性作用，有着较为广泛

的涵盖范围，且不显庞杂，从而使这一理论具有了适

度的综合性。

其二，倡导联盟理论具有内在的逻辑性。一种

理论是否具有内在逻辑性，取决于它能否解释清楚

理论框架内各种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及能否揭示出

或建立起各种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一种没有内在

逻辑性的理论必定是支离破碎的，也必定是没有解

释能力的，或者说根本就难以称得上是一种真正的

理论。倡导联盟理论建立起了各种变量间的因果联

系，使各种因素与变量通过内在的联系，共同构成一

个有机的整体。正因为倡导联盟理论具有内在的逻

辑性，不论是在这一理论对重大政策变迁的解释上，

还是在这一理论对小幅政策变迁的解释上，我们都

可以找出其清晰的逻辑线索。

其三，倡导联盟理论区分了不同的政策变迁类

型。对现象进行分类在理论的构建中具有重要意

义，不进行分类，各种现象看起来就是混乱无序且难

以理解的［３］。倡导联盟理论将政策变迁分为重大

政策变迁和小幅政策变迁２类，这种分类大体上具
有２个方面的意义：一是有助于人们更清晰、更全面
地认识政策变迁这一现象。２类政策变迁具有各自
的特征与内涵，将这２类具有不同特征和内涵的政
策变迁区别开来，能使人们打破对政策变迁的笼统

认识，从而能够对现实中的政策变迁现象进行更准

确的界定。二是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政策变迁的

发生机理。重大政策变迁和小幅政策变迁有着不同

的产生原因和发生机理，将２种不同类型的政策变
迁作出区分，可以使人们对现实中的政策变迁给予

更加有针对性的解释。

其四，倡导联盟理论具有多元主义视角。传统

的公共政策理论坚持的是“自上而下”的研究途径

和政府中心主义的分析范式，强调政府在政策变迁

过程中的作用；倡导联盟理论则采取网络主义的分

析范式，不论是倡导联盟还是政策子系统，均属于政

策网络的范畴，而政策网络是一种区别于官僚等级

制的新的结构形式［１７］，其中涵盖了来自不同组织和

不同层级的行为主体，相应地，网络主义的政策分析

范式也具有多元主义的视角，强调不同行为主体在

政策过程中的作用，而不是仅仅关注某一类组织或

某一个行为主体。

其五，倡导联盟理论揭示了政策变迁的时机。

明确政策变迁的时机，一是有利于人们对政策变迁

进行预测；二是有利于相关行为主体抓住政策变迁

的机会，适时促进政策变迁的实现。倡导联盟理论

认为外部事件的冲击可以引起各倡导联盟实力对比

的显著变化，进而促使重大政策变迁的发生。这说

明外部事件可以为重大政策变迁的发生提供时机，

外部事件的出现很可能预示着重大政策变迁的即将

到来。对于小幅政策变迁的时机，倡导联盟理论事

实上也予以了揭示。小幅政策变迁的发生是以次级

政策观念的改变为前提的，而一个倡导联盟次级政

策观念的改变或者是由于既有政策效果的反馈，或

者是由于其他倡导联盟不同观点的影响。正面的政

策效果一般只会强化人们原本所持有的政策观念，

能够对人们的次级政策观念形成冲击的是那些负面

的和消极的政策效果。因此，负面政策效果的出现

也就很可能成为小幅政策变迁发生的时机。另外，

当有利于倡导联盟之间相互对话与相互影响的条件

出现时，政策学习和次级政策观念的变化便会比较

容易发生，于是这种条件的出现也可能成为小幅政

策变迁发生的时机。

２．应用限度
任何理论都难以做到尽善尽美，因为理论构建

者的理性是有限的，他们要受到种种客观条件与主

观条件的限制；与此同时，现实又是千变万化的，没

有一种理论能够穷尽现实。因此，任何理论都存在

着应用限度，倡导联盟理论也不例外。倡导联盟理

论的适用性既受制于特定的政策领域，又受制于特

定的政治体制。

（１）倡导联盟理论的适用性受制于特定的政策
领域。倡导联盟理论所适用的政策领域具有这样的

特征：在这个政策领域内存在着明显分歧甚至是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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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对立的观点，也就是说，在这个政策领域内，不同

的群体持有不同的核心政策观念。然而，并不是在

所有的政策领域内都存在着核心政策观念的对立，

而当一个政策领域内不存在这种冲突与对立时，倡

导联盟理论的解释逻辑就显得不适用了。

（２）倡导联盟理论的适用性受制于特定的政治
体制。倡导联盟理论是在美国的政治体制背景下产

生的，最初也主要被应用于解释世界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ＯＥＣＤ）成员国的政策变迁问题。倡导联盟
理论认为围绕一个政策领域会存在着不同倡导联盟

之间的冲突，当时机出现时，处于弱势的倡导联盟可

能会占据主导地位，由此引起重大政策变迁的发生。

不同倡导联盟之间的冲突在美国等ＯＥＣＤ国家是较
为常见的，而在其他国家的政治体制背景下则不尽

然，如果一个政治体制下不存在倡导联盟之间的对

立与竞争，那么就很难按照倡导联盟理论所提供的

逻辑去解释这个政治体制下的政策变迁问题。事实

上，包括 Ｓａｂａｔｉｅｒ在内的一些学者也提出了倡导联
盟理论在不同政治体制背景下的适用性问题［１８］。

倡导联盟理论的应用限度说明该理论的解释能

力要受到特定情景的制约，未必适合直接用来解释

中国的实际。作为理论工作者，我们在学习借鉴国

外理论的同时，更应当结合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加

强对于本土问题的学术关怀，创建并发展合乎中国

实际的政策变迁理论，进而推动政策科学研究的中

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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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取得
了巨大成就，同时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也面临着前所

未有的巨大变革，各类社会问题丛生，这对社会治理

提出了更大的挑战，迫切需要对社会治理思想及方

式方法进行创新。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

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中明确指出要“健全社会组织，增强服务社会

的功能”［１］。中共十八大报告强调“加强和创新社

会管理。……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充分发

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２］。中共十八届

三中全会又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的思想。之后，

理论界开始从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视角来探讨我国

社会治理创新问题，但仍存在着理论基础薄弱的问

题。鉴于此，本文拟结合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

认真梳理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历史演进过程，真

正做到忠实于客观史实与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本

真涵义，以期有助于改变目前我国市民社会理论哲

学基础薄弱的现状，为我国社会治理创新提供理论

支持和实践指导。

　　一、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建构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形成是一个系统的批判

与建构过程，这种批判与建构既有哲学批判与建构，

又有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建构。

１．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哲学批判与
建构

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理论研究始于其为《莱茵

报》工作的后期，这一时期马克思发表了《关于林木

盗窃法的辩论》和《摩塞尔记者的辩护》等政论性文

章，觉察到物质利益与国家和法的尖锐对立和冲突，

也就是所谓遇到的“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

题”，而黑格尔唯心主义理性原则又无力对这一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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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做出回应，这使得马克思对其原来所信仰的黑格

尔的抽象理性主义国家观和法哲学产生了怀疑，对

黑格尔产生了“信仰危机”，决定对黑格尔哲学进行

清算，而这首先就要对集德国国家哲学和法哲学之

大成的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核

心是市民社会问题，其重点内容是市民社会与国家

的关系问题，因此，马克思要想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

批判，首先就要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进行批判。

由此，马克思开始了其市民社会问题的理论探索

过程。

为了解决所遇到的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

题，马克思写了他的第一部著作———《黑格尔法哲

学批判》。在该书中，马克思肯定了黑格尔对国家

与市民社会相分离关系的正确论断，但对黑格尔论

证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时所采取的“主谓颠倒”的

逻辑，以及由此造成的国家神秘主义进行了批判。

需要一提的是费尔巴哈于１８３９年所写的《黑格尔哲
学批判》和 １８４１年 ６月发表的《基督教的本质》。
在前文中，费尔巴哈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公开宣布

自己与黑格尔抽象理性主义哲学彻底决裂；在后一

部著作中，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本质进行了深刻的揭

露，指出“上帝的概念不过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

化和异化”［３］。费尔巴哈在上述文章和著作中所体

现出的精神实质在于强调要理解现实的人和世界，

应从现实的存在出发，不应从抽象的思维出发。马

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以唯物主义为武

器，对被黑格尔所颠倒了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问题进行了重新论证。黑格尔在其《法哲学原理》

第２６１节中有这样一段表述：“对私人和私人福利，
即对家庭和市民社会这两个领域来说，一方面，国家

是外在必然性和它们（家庭和市民社会）的最高权

力，它们的法律和利益都从属并依存于这种权力的

本性；但是，另一方面，国家又是它们的内在目

的。”［４］（Ｐ２６３）黑格尔这里所要表达的是，由于家庭和

市民社会相对于国家来说缺少独立性，国家是家庭

和市民社会的外在必然性，而家庭和市民社会是把

国家作为自己追求的目的。黑格尔于是得出结论：

国家决定市民社会。针对黑格尔的这一观点，马克

思论证说，“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自然基础和市民

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对国家来说是

必要条件”［５］（Ｐ２５２）。针对黑格尔在其《法哲学原理》

第２６２节的一段表述，“现实的理念，即精神，把自
己分成自己概念的两个理想型的领域，分成家庭和

市民社会，即分成自为自己的有限性的两个领域，目

的是要超出这两个领域的理想性而成为自为的无限

的现实精神”［４］（Ｐ２６３），马克思指出这是黑格尔在国家

问题上的逻辑泛神秘主义，黑格尔把“理念变成了

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

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象的内部活动”［５］（Ｐ２５０），而真

正的情况应该是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基础和前

提，家庭和市民社会是真正有活力的存在，而这一切

在黑格尔的思辨理性思维中却被倒置了。这样，马

克思就以唯物主义为理论武器，对黑格尔的国家与

市民社会之关系的学说进行了颠覆，构建了自己的

在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问题上“市民社会决定国

家”的原则。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马克思对黑格

尔把市民社会与国家间的分离看做一对矛盾的观点

加以肯定，但同时对黑格尔如何解决这一对矛盾的

做法提出质疑和批判，指出黑格尔只“满足于这种

解决办法的表面现象”［５］（Ｐ３３８），因为他把国家与市民

社会的分离想象为理念的必然环节，并把市民社会

的特殊利益与国家的普遍利益对立起来，且黑格尔

解决该冲突的方式是国家把市民社会置于自己的统

治之下，也就是用国家来泯灭市民社会。马克思以

历史发展的视角来探究解决市民社会与国家分离的

问题，即“使政治国家返回实在世界”［５］（Ｐ２８３），对市

民社会本身进行改造从而使市民社会在各个领域的

特殊本质得以消灭，并把克服政治国家的使命交由

市民社会来完成。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马克思提出了“异化”这一概念，这一概念在《黑格

尔法哲学批判》中也初露端倪。马克思指出，“我们

的时代即文明时代，却犯了一个相反的错误。它使

对象性的本质作为某种仅仅是外在、物质的东西同

人分 离，它 不 认 为 人 的 内 容 是 人 的 真 正 现

实”［５］（Ｐ３４５），通过对市民社会的批判，马克思得出了

人的本质与人自身相异化的思想。

２．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政治经济学
批判与建构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对黑格尔市

民社会理论的批判与建构，从整体来说还只是一种

抽象的哲学性质的批判与建构，对市民社会的深层

矛盾还缺少研究和揭示。为了解决市民社会与政治

国家之间的矛盾，马克思继续研究和揭示这一矛盾

的本质，在１８５９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
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总结道：“法的关系正像国

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

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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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

尔按照１８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
‘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

学中去寻找”［６］，由此，马克思开始了市民社会理论

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建构。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建构

体现在其《德法年鉴》时期之后的一系列著作中。

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异化劳
动”概念出发，揭示了国民经济学二律背反的虚伪

本质、异化劳动是工人异化的深层秘密以及私有财

产是市民社会的前提等异化劳动理论的核心内容，

并对私有制扬弃的道路———实现共产主义进行了初

步探索。在随后的一系列著作中，马克思为搞清市

民社会的运行规律做出了卓绝贡献，其代表作包括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等。在这些
著作中，马克思已经不再用原来的抽象哲学等来批

判市民社会了，他以唯物主义为武器，站在唯物史观

的立场上对市民社会予以无情的揭露与批判，同时

建构自己的市民社会理论。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为写作
巨著《资本论》而准备的手稿，被称为是《资本论》的

前奏，贯穿于前者的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研究方法

为后者的完成作了方法论的铺垫。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
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市民社会“物化”

关系的分析，论证了所谓的“物化”是指人们在货

币、资本、生产等领域，以物为中介所形成的相互关

系，并指出了“物化”在给社会进步带来积极作用的

同时所产生的弊端，即“物化”过程虽给社会带来了

巨大的财富，也使人们的自由、平等等思想观念发生

了根本改变，但它所造成的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

教等，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冷酷无情，使社会发

生异化，从而滋生了腐化、堕落等丑恶的东西。

《资本论》是马克思用了４０年时间才完成的对
市民社会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鸿篇巨著，其价值

非此前任何一部经济学著作所能比拟。《资本论》

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的基础上，彻底揭露
和批判了市民社会“物化”关系的根源。首先，马克

思论证了资本是市民社会的生产关系，第一次对资

本的本质进行了界定，指出资本本质上不是物，它体

现了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关系，从而揭示了掩

盖在物的外壳下的社会关系，指出了两大对立的阶

级及其矛盾存在，通过对资本运行规律的揭示，论证

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趋势。其次，马克思在《资

本论》中揭示出市民社会生产的目的是追求剩余价

值。资本家购买工人的劳动力，并不会只让工人的

工作时间局限在工人工资的限度内，而实际情况是

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从事远远超过他工资水平的

劳动时间的劳动，这样剩余价值就被生产出来了；工

资的实质不过是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资本家付

给工人工资就像给机器不断加油一样，是为了连续

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方式

有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２种。第
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证了市民社会的资本积

累过程就是资本家财富的积累和无产阶级贫困积累

的同步过程，这一过程也同时造就了资本家的掘墓

人———无产阶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上述问

题的论证是一个严密的逻辑过程，这是其科学性的

充分体现，也是构建其“两个必然”结论的合规律性

的基础。

　　二、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之涵义及

其市民社会理论之要点

　　为避免发生歧义，我们必须依据马克思经典著
作，对其市民社会概念的涵义进行解读，以便准确把

握。马克思市民社会范畴的含义随着马克思对市民

社会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而逐渐明朗，这一过程体

现于马克思一系列著作中，历经了从《黑格尔法哲

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导言》，再到《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关于
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

的整个思想发展过程，总之，对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

念不能断然以一个含义概括。

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起，马克思开始使用

“市民社会”这一概念。马克思说：“如果在考察家

庭、市民社会、国家等等时把人的存在的这些社会形

式看作人的本质的实现，看作人的本质的客体化，那

么家庭等等就是主体内部所固有的质”［７］，可以看

出，这里的“市民社会”指的是人的社会存在的形

式。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指出，“人在

其最直接的现实中，在市民社会中，人是尘世存在

物”［５］（Ｐ４２８），“实际需要，利己主义就是市民社会的

规则”［５］（Ｐ４４８），马克思这里要论述的是“人类解放”

与“政治解放”的关系问题，从全文的论证逻辑我们

可以得出，这里的“市民社会”是特指资产阶级社

会。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说，

“部分的纯政治革命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市民社

会的一部分解放自己，取得普遍统治，就是一定的阶

级从自己的特殊地位出发，从事整个社会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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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５］（Ｐ１２），马克思指出政治革命的实质就是资产阶

级革命，其结果只是个别阶级的解放，该阶级既有钱

又有教育，其只可能是资产阶级。所以说此时的

“市民社会”指的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在《１８４４年经
济学哲学手稿》中，市民社会也是在资产阶级社会

这一涵义上使用的，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

进行了深刻批判，用异化理论揭露出资产阶级国民

经济学自相矛盾的本质。在随后的《关于费尔巴哈

的提纲》中，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涵义的表达虽不是

很明确，但从“旧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市民社会，新

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

类”［８］（Ｐ１９），联系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轨迹可以看出，

这里的“市民社会”指的还是资产阶级社会。《德意

志意识形态》是标志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成熟的一

篇论著，在该书中，马克思在继续使用资产阶级社会

来指称市民社会的同时，还赋予了市民社会其他更

新的涵义。马克思说，“在过去的一切历史阶段受

生产力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

民社会，它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上

的一切物质交往”，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

台”［５］（Ｐ４０）。这里的“市民社会”等同于交往形式，这

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的概念雏形开始形

成。接下来市民社会概念完全跳出了“资产阶级社

会”这一特定涵义，马克思指出，“真正的资产阶级

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这一名称

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

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

及任何其他的观念上层建筑的基础”［５］（Ｐ４０）。可以

看出，此时的“市民社会”概念被社会组织所替代，

且这种社会组织是在生产和交往中形成、并与生产

力构成辩证运动的交往形式，是上层建筑的基础。

市民社会概念由生产关系来定义的任务是由《哲学

的贫困》来完成的，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不再使用

“交往形式”等模糊表达，明确把市民社会定义为生

产关系，这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内涵丰富，其中的核心

观点有：

第一，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马克思通过对

黑格尔市民社会学说的扬弃，形成了自己全新的

“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的哲学原则。马克思认

为，国家形成后，整个社会就分裂为政治国家和市民

社会两部分，且它们之间是辩证的关系，既相互联系

又互相区别，绝不是黑格尔所说的政治国家是市民

社会的外在必然、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

决定国家，市民社会构成了国家及其他上层建筑的

基础。恩格斯也指出，是市民社会决定和制约国家，

而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该原则的确立为

马克思唯物史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马克思也正是

以此为出发点，逐步创立了自己的唯物史观。

第二，市民社会是物质交往关系。马克思认为

市民社会是发达商品经济的产物，也就是资本主义

社会的产物，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社会，包括整个工业

和商业生活。这里的物质交往的总和其实也就是马

克思后来所阐述的生产关系，这当然包括生产过程

中所形成的其他诸种关系，如友爱等。

第三，市民社会的基本构成要素是社会组织。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说：“市民社会是指

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它构成

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

础。”［８］（Ｐ４０）各市民的生活条件被马克思定义为市民

阶级中的“阶级”，这些条件具有共同的利益、共同

的规则、共同的对立面等，社会组织就是上述三者的

有机结合。社会组织是由市民社会的内部分工而创

造出来的，是保护市民社会、对抗统治阶级的有效手

段，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政府的行政权力因有市民

社会及其生活而终结。

　　三、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对我国创

新社会治理的启示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对我国当前创新社会治理
有重要启示。市民社会的基础是市场经济，１９７８年
后，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国社会发生

了巨大变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为马

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在当代的发展提供了现实平台。

世界历史的发展具有同一性的特征，中国市场经济

的发展为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运用提供了客观基

础。对于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我们应面对中国现

实，发挥其作为方法论的指导作用。马克思市民社

会理论在我国社会治理创新实践活动中，无论对加

强社会管理法律法规建设，还是对加强社会治理体

制建设，以及对加强社会治理能力建设方面都具有

重要启示。限于篇幅，本文仅从加强社会治理创新

即如何发挥社会组织作用方面做一简要论述。

马克思在其市民社会理论中对社会组织问题做

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社会组织是由低级向高级

发展的，社会组织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被打上了阶级

的烙印，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统治与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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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统治的关系。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里马克思把

社会组织设计为“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

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的形式”，在共产主义社会里

则是“代之而起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在这个

组织中，一方面，任何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

个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

的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

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

会”。不仅生产组织，社会主义社会其他组织都将

成为每个成员存在和自由发展的团体形式。目前的

中国社会组织得以发展并获得相对独立性已是一个

不争的事实，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我们能够

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市民社会的积极作用，限制

和约束其负面影响，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

条件。

社会组织在创新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可以起到“轴承”

和“润滑剂”的作用。社会组织就是群众组织，群众

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这也是现代管理理论中“权

力平衡”理论的体现。社会组织既可以把群众的诉

求及时反映给政府，也能把政府的思想宣传解释给

群众，有了社会组织的沟通协调，社会管理会变得更

加顺畅。

第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能有效强化社会

服务。当前，社会事务由政府包揽显然已不现实，社

会组织作用的发挥恰好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同

时，也可以增强社会组织自身的责任意识及存在感。

第三，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有助于政府职能

的转变，提高行政效率。政府将一大部分事务交由

社会组织处理，就可以集中精力履行其宏观调控、监

管等职能，把该办的事情办好，这将极大地提高办事

效率。另外，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社会事务，有利于推

进政府机构改革、消除腐败现象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我国社会组

织迅速发展，但目前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还存在

诸多问题：一是公众对其认知度低，解决实际问题能

力不强。公众对社会组织的功能、地位等认知不够，

对其处理社会问题的能力不够信任，缺乏认同感，导

致对社会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不够，社会组织治理社

会事务的能力大打折扣。二是社会组织的独立性

差，对政府的依赖性大。我国一些社会组织无论在

组织机构，还是在人员安排方面，都有政府的影子，

所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自主性较差，或者根

本就无权对社会事务做出独立的管理。三是社会组

织内部机制不健全，缺少长效稳定的机制。这些问

题导致社会组织内部管理松散，对外形象不佳。四

是我国社会组织本身治理的法律法规滞后，造成了

社会组织运行不畅。

诸多专家和学者尝试着对在创新社会治理中如

何发挥我国社会组织的作用提出有价值的设想，笔

者认为，为使社会组织能够更好地参与社会治理，我

们应加强以下工作：一是优化管理体制，按照马克思

“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政府应大胆放权于社会

组织，同时优化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外部环境，

解决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方面遇到的问题。二是社

会组织应加强自身建设，健全内部管理规章制度，提

高社会组织治理社会事务的能力。三是激发社会组

织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提高社会认同度。对于那些

可以由社会组织处理的事项，就应交予社会组织自

主处理，且对其所作出的贡献要加以肯定与支持，这

样，公众对社会组织的信任度就会自然提高，社会组

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规模就会逐步扩大，从而形成社

会组织与政府治理良性互动的共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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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职人员腐败的利益冲突诱因
及其演变过程探析

王天笑

（郑州轻工业学院 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摘　要］公职人员的公共职责与其私人利益之间的冲突是腐败的重要诱因，腐败是这种利益冲突
演变的负面结果。利益冲突情境会触发腐败的心理冲动，催生腐败的手段和工具，为腐败提供适宜

的环境。为了有效规避利益冲突、防止腐败，很多国家针对利益冲突问题进行了立法。我们应当吸

取国际社会的成功经验，加快出台《公职人员伦理法》，完善财产申报的制度性规定并强化其执行

力度，建立健全利益冲突规避制度和利益冲突资产处理制度，通过多种途径构建与完善防止公职人

员因利益冲突而腐败的制度体系，加强从源头上反对腐败，形成惩处与预防并重的反腐体制。

［关键词］利益冲突；腐败；公职人员；利益相关者

［中图分类号］Ｄ６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４．００５

　　近些年，“利益冲突”这个术语在世界各国反腐
败工作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对于这一特定的廉政

概念，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指出，利益
冲突是公共官员的公共职责与其私人利益之间的冲

突，在冲突中，公共官员的私人利益可能对其承担的

公共职责产生不正当的影响。［１］利益冲突问题是公

私不分的结果，是公职人员的个人利益对其所代表

的公共利益的干扰和侵害。规避公职人员利益冲突

以预防腐败的理念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了实践和

应用。美国把利益冲突看成是腐败的主要根源，为

了防止腐败，一定要首先规避利益冲突，在防止腐败

方面有一个基本预设：反腐败不仅要依靠事后惩罚，

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依靠事前阻止，即不造成利益冲

突的可能性。［２］利益冲突问题受到了ＯＥＣＤ、透明国
际、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及诸多国家的政府和学者的

关注，普遍认为利益冲突是腐败之源，是腐败的触发

性根源，缺少规范治理的利益冲突往往会导致严重

的腐败行为。如 ＯＥＣＤ认为，利益冲突是影响政府

廉洁的重要原因，管理不善的利益冲突，会削弱官

员、决策机构和政府的基本廉洁。［３］当前，利益冲突

是腐败的重要根源已在学界达成共识，通过规避利

益冲突以预防腐败也成为学者研究的重点和国际社

会廉政建设的基本理念。但是，对利益冲突是如何

演变为腐败的，即利益冲突向腐败演变的过程研究

相对欠缺，而对利益冲突向腐败演变过程的清晰认

知是防止利益冲突以预防腐败的关键要素。本文拟

在分析利益冲突与腐败之关系的基础上，探讨利益

冲突向腐败的递进与演变过程，以期为有效地规避

利益冲突、防止腐败提供理论支持。

　　一、利益冲突与腐败的关系

利益冲突与腐败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利

益冲突与腐败之间关系的研究，历来都是关注的焦

点。因为认清二者的区别和联系，客观评价利益冲

突，才能避免利益冲突泛化为腐败。关于利益冲突

与腐败的关系，综合学界各家之言，大体可以归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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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几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利益冲突就是腐败。利益冲

突是腐败的一种表现、一种类型，是内含于腐败范畴

的、还没有达到刑事犯罪程度的腐败。腐败与利益

冲突之间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利益冲突是一种

边缘性的腐败、隐性的腐败、灰色的腐败。戴文华在

《惩治“边缘腐败”》、李秋生在《向边缘腐败宣战》、

叶国平在《论边缘性腐败行为———重温江泽民同志

以德治国的论述》中均持此观点。［４－６］

第二种观点认为，利益冲突与腐败之间是一种

交叉关系。利益冲突与腐败之间有相同的地方，但

又不完全相同，并不是所有的利益冲突都是腐败，也

不是所有的腐败都包含利益冲突，两者之间存在着

部分交集。这种观点认为腐败不是目的，而是获得

特定结果的非法手段，当发生利益冲突时，腐败行为

可以视为解决这种伦理困境的特殊方式，也就是用

非法的手段获取私人利益。

第三种观点认为，利益冲突与腐败之间有着密

切的关系，但各自又是不同的概念。利益冲突是腐

败的重要诱因，是腐败的前奏。当对利益冲突的情

境管理不善时，利益冲突往往会演变为腐败行为。

可以说，利益冲突是腐败的根源，腐败是利益冲突演

变的结果。正如ＪａｎｏｓＢｅｒｔｏｋ［７］所言，利益冲突本身
并不是腐败，但是人们不断地认识到，对于公职人员

的个人利益与其公共职责之间的冲突，如果不能得

到妥善处理的话，就会导致腐败。

笔者较为赞同第三种观点，利益冲突不可能与

腐败没有关联，一些严重的利益冲突可以划入腐败

的范畴。但是利益冲突与腐败又是 ２个不同的概
念，各自具有独特的内涵。利益冲突与腐败之间有

诸多的相似之处，比如都涉及到公共权力的滥用、个

人利益对公共利益的干扰和侵害、利益冲突和腐败

的主体主要是公务员等掌握公共权力者。但是，利

益冲突与腐败又分属于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规范对

象。利益冲突属于伦理学的范畴，其本质上是一种

伦理选择的困境，属于公职人员伦理法与公职人员

行为限制制度的规范对象，在对利益冲突认识不够

充分的情况下，人们对利益冲突的态度并不像对腐

败现象那样尖锐。利益冲突对公共利益带来的损害

和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也不及腐败那样严重，有的利

益冲突（如部分表面的利益冲突、潜在的利益冲突）

并不会带来公共利益的实际损害，更不会构成犯罪。

治理利益冲突和惩罚腐败的理念也是完全不同的，

利益冲突的管理理念贵在提前预防，并非消除，任何

社会、任何时期都不可能消除利益冲突，而是要防止

利益冲突演变为腐败。而腐败则不同，根据我国刑

法的规定，腐败包括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滥用职权、挪用公款、私分国有财产等形式。腐败现

象一旦出现就会对公共利益和社会发展造成极大的

破坏，是一种犯罪行为，是刑法规制的对象。

　　二、利益冲突向腐败的递进与演变

利益冲突和腐败都发生在公私交界的边缘，公

私不分是二者的共同特征。利益冲突是腐败的触发

因素。公职人员置身于利益冲突情境中，当对利益

冲突缺少治理或治理不善时，利益冲突的情境会演

变为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腐败行为的产生需要腐

败主体具备某种腐败心理和腐败的冲动，当具有腐

败心理和冲动的腐败主体居于一定的环境、具有腐

败的机会、掌握一定的腐败工具、具备一定的腐败手

段时，腐败行为就很可能发生。缺少治理或治理不

善的利益冲突情境会触发腐败的心理冲动，催生腐

败的手段和工具，为腐败提供适宜的环境。

１．利益冲突情境会触发腐败的心理冲动
腐败主体的腐败过程伴随着一系列的心理变

化，这些心理变化会进一步推动或延缓腐败行为的

发生。通过对一系列腐败现象的分析发现，腐败主

体的腐败过程往往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腐败的程度

是逐渐加深、腐败的力度是不断加大的，这些都伴随

着一系列的心理活动。腐败主体刚开始或许具有廉

洁清正的愿望和决心，其向腐败方向的迈进在心理

上经历了一个长期的矛盾和斗争过程。腐败发生的

心理机制可以简化为图１。
从图１可以看出，腐败意图的产生是腐败行为

的先导，腐败主体在腐败意图的引导下，会产生腐败

动机，当腐败动机达到大于对腐败行为受惩处的恐

惧后，在面临腐败的机会时，腐败行为就会发生。可

见，腐败心理的产生是腐败行为的必备条件，腐败行

为的产生首先是腐败主体在心理上具有腐败的意图

和倾向。

但是腐败主体的腐败意图并不是一下子就产生

的，很多腐败分子在刚刚进入公共部门时大都具有

强烈的廉洁从政愿望和意念。这种意念和愿望不是

图１　腐败发生的心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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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子改变、直接地演变为腐败的意图和冲动，而是

在利益冲突的推动下，逐渐向腐败的心理发展的

（见图２）。

图２　利益冲突导致腐败的发生过程

腐败意图是一种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明确愿

望。这种以权谋私的愿望有一个从无到有、由模糊

到清晰、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很多公职人员在刚

刚进入公共部门时是满腔热情、正气凛然的，内心具

有廉洁从政的愿望，之后因不断受到外在利益的引

诱和侵蚀，在利益冲突的作用下一步步走向腐败的

深渊。如河北第一贪李真在接受新华社的采访时

说，在他当秘书的第二个星期就有人请吃饭，吃完饭

后有人要送给他一条烟，他当时的态度很坚决，一再

地拒绝，可是拗不过送烟人，就要了一盒，那盒烟让

他内心整整矛盾了一个星期。［９］一盒烟就能带来整

整一周的内心矛盾，可见，李真在刚开始并没有腐败

的意图，正处于利益冲突的情境中，从接受小礼品、

小礼物时的内心矛盾发展到收受巨额贿赂时的心安

理得。事实上，很多腐败分子都是从在利益冲突的

情境中接受一些小利而自得的心态逐渐地向腐败的

意图演变的。利益冲突产生作用始于腐败主体腐败

心理的潜伏期和萌芽期，腐败心理经历了一个由量

变到质变、由小错到大过的过程，而利益冲突则是这

种腐败心理由量变到质变的重要推动力。

２．利益冲突情境会催生腐败的手段和工具
公职人员的利益冲突是公职人员的个人利益对

其职位所代表的公共利益的违背和侵害。在自我交

易、滥用影响力、裙带关系、旋转门、信息兜售、组织

外就业、收受礼品与馈赠等利益冲突的具体表现形

式中，充斥着权力互换、权力转移、利益输送、广结人

情网、期权牟利、信息兜售、任人唯亲、滥用自由裁量

权、公共物品私有化等行为，这些行为是利益冲突的

重要表现和利益冲突行为的重要途径，在对利益冲

突管理不善的情况下，这些利益冲突的形态就会演

变为腐败行为的手段。

权力互换、利益共谋，是指掌握某种权力的公职

人员，不是利用自己的权力直接谋利，而是和其他公

职人员达成某种默契，相互派遣亲戚、朋友、亲信到

对方处任职或工作，以相互关照彼此人员的方式进

行权力交换，达成利益共谋的机制。这种方式可以

很好地规避法律的制裁和公民的视线。权力的互换

在初始期通常是以利益冲突的形式出现的，比如为

了解决亲朋好友的工作问题，利用同事、同僚之间的

情谊互相为对方解决难题。此阶段利益共谋的机制

还不成熟，随着双方联系机制的成熟稳定、对信息的

充分了解，权力互换、利益共谋的机制逐渐形成，从

而成为腐败的重要途径。而且，权力互换、利益共谋

带来的腐败通常是以窝案、串案、家庭腐败的形式出

现，有着极强的腐蚀性。

权力转移加剧了旋转型利益冲突。权力转移是

指具有某种权力的公职人员，特别是具有领导职务

的公职人员，在离开特定的岗位之前，依照法律规

定，按照组织程序任命其亲属、好友、亲信担任某种

职务，这些职务一般都可以动用大量资源、掌控着诸

多利益的分配权，离职公职人员在离职后对其先前

任命的人员进行“遥控指挥”，以间接的方式继续为

自己或他人谋取利益。

官商合谋、利益输送是指掌握公共权力的公职

人员以亲朋好友的名义设立公司、企业，或者是让亲

朋好友到国有企业任职，利用职务之便为其创造牟

利的机会，自己再从亲友那里获得利益。这种情况

通常出现在政府采购、工程招标、基建等领域。

广结人情网是指公职人员明知某种行为是政策

不允许的，却通过向关系人送礼物、利益输送等方

式，以搞好工作为借口，为自己获取非正当利益创造

条件、奠定基础。广结人情网在其初期一般表现为

送礼、送物等，后期会逐渐演变为巨额贿赂，并且容

易形成窝案、串案。

期权牟利，就是公职人员为了获取好处和利益，

对特定的企业、公司给予特定的优惠政策为其谋取

巨额利益，采取延时交易的方式，在其离开公共部门

后，企业再以分红、聘请其到企业任职而给予高薪等

形式兑现对公职人员的利益承诺。

信息兜售是指公职人员利用内部信息谋取利

益。由于公职人员居于一定的职位、掌握一定的权

力，很容易掌握一些重要的、而又没有对外界公布的

信息，比如市政规划、房屋拆迁等信息。公职人员通

过把所掌握的内部信息先于政府而透漏给亲朋好

友、公司、企业，为其谋取巨额利益，自己则从中获取

好处。

任人唯亲是指掌握权力的公职人员在选拔干部

时，采取有选择地听取意见、划定范围、预设标准等

方法，排除他人竞争的可能，使预定的人员在看似平

等的形式下，通过正常的程序和合法的形式得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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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以实现抱成团、互相靠、为小团体谋利益的

目的。［８］

在利益冲突与腐败之间很难划出一条清晰的界

限，而区分哪些手段属于利益冲突、哪些手段属于腐

败更是难上加难，一些手段既可能在利益冲突的情

境中展现，也可能在腐败行为中运用，两者只是运用

程度的差别。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利益冲突与腐

败之间关系的理解。利益冲突的情境无疑为腐败行

为提供了诸多的便利条件和机会，而一些利益冲突

行为所运用的手段和方式会在对利益冲突管理不善

的情况下演变为腐败行为。

３．利益冲突情境会为腐败提供适宜的土壤
某一现象的发生必定与其所处的环境有着密切

的关系，腐败现象也不例外。政府及其公职人员的

清廉程度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关系密切，如果一个

社会中的民众具有强烈的权利意识、民主意识，社会

法制健全、伦理道德高尚，人人都对腐败现象同仇敌

忾、以“零容忍”的态度同腐败现象作斗争，那么腐

败现象就会因无容身之所、腐败成本太大而不断减

少；反之，如果一个社会法制不健全又执行不力、道

德沦丧、伦理失衡，民众只为蝇头小利而全然不顾社

会大局、公民意识薄弱、权利意识淡薄，对腐败现象

艳羡多于痛恨，整个社会对腐败的容忍度很高，那么

腐败行为就会高发。

在我国，不少人对腐败的态度是矛盾的、奇怪

的：一方面对腐败现象痛恨有加、严厉指责，另一方

面却又对导致腐败的权力艳羡不已；一方面因腐败

而对权力行使者的信任下降，另一方面又对公务员

这一职业趋之若鹜，对权力行使者的灰色收入羡慕

和向往。一些人在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时，首先想到

的不是规章制度、不是办事的法定程序、不是事务的

主管部门，而是有没有熟人、有没有关系、能不能走

后门；没有关系，就送钱、送物以拉感情造关系，没有

直接熟人就千方百计找间接熟人。权力行使者也随

着关系远近、感情亲疏而采取不同的办事方式，本是

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偏要故意刁难，从而就形成了

一种“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的社会

氛围。

利益冲突横行不但会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

支持，同时还会形成一种对公职人员收受礼品、接受

宴请、任人唯亲、裙带关系、家属经商、兼职、演讲收

费、利益输送、离职后高薪就业、利用内部信息获利

等利益冲突的情境和行为有较高容忍度的社会环

境。处于利益冲突情境中的公职人员因为公众的态

度而常常表现出安然的状态，认为收受礼品、接受宴

请和招待、由第三者高额资助国外旅游、由第三方支

付车船费等是正常的礼尚往来，把对家人与亲朋好

友的偏袒说成是对亲人的负责、对朋友的义气，在公

职人员与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一个利益循环的怪

圈，而整个社会对这个怪圈不但表现出极大的包容

性，而且对进入利益圈充满向往。“想进班子，先进

圈子；不进圈子，难进班子”是对这种现象的生动

写照。

一个社会对利益冲突的情境和行为的容忍度越

高，腐败现象也就越普遍，因为利益冲突是腐败的先

导、是腐败行为的触发器，腐败行为往往是由没有受

到治理或治理不善的利益冲突触发或演化而来的。

对利益冲突的高强度容忍，会在社会中形成官民之

间、官员之间复杂的关系模式（见图３），在这种关系
模式的作用和示范下，整个社会都会对关系模式形

成一种默认、理解、支持，形成一种对腐败的冷漠态

度，这样腐败的社会成本、道德成本、法律成本会大

大降低，腐败的机会会大大增加，腐败现象也会呈增

多的态势。

图３　利益冲突高强度容忍下的社会关系模式

　　三、借鉴国际经验，规避利益冲突，

防止腐败发生

　　为了有效地规避利益冲突、防止腐败，很多国家
针对利益冲突问题进行了立法。如加拿大为了有效

地规避公职人员的利益冲突，制定了《公职人员利

益冲突与离职后行为办法》，明确指出该规则的目

标是将雇员私人利益与其公职职责之间发生利益冲

突的可能性最小化，并在发生冲突时为了公众利益

解决该冲突；指明了公职人员的伦理标准，详细规定

了公职人员可接受礼品、宴请、好处、优惠待遇的标

准，明确指出使用内部信息、政府财产所应当遵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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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美国《１９７８年政府伦理法》《行政部门职员道
德行为标准》、韩国《公职人员伦理法》、日本《公务

员伦理章程》、我国台湾地区《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

避法》等法律规范，也对利益冲突问题做出了详明

的规定。

在我国，公职人员收受礼品、接受款待和好处、

经商、兼职、任人唯亲、利用内部信息谋取个人利益、

离职后违规就业等利益冲突行为普遍存在，影响广、

危害大。近年来查处的一系列腐败大案要案都与利

益冲突密切相关。很多腐败分子都是在利益冲突的

情境中一步步走向腐败深渊的。针对公职人员利益

冲突问题，党和政府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有关注，针

对公职人员经商、办企业、兼职等利益冲突行为出台

过不少政策性文件，并对财产申报制度进行了长期

的探索。２００９年９月，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

突制度。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３日，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国
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和中共十

八大报告等，也多次提出了建立、健全规避利益冲突

制度的问题。但是，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规

避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制度还很落后，系统性不强、前

瞻性不够、执行不力、缺少综合性的法律规范等问题

较为突出。严格来说，我国还没有完善的规避公职

人员利益冲突制度。

因此，我们应当吸取国际社会的成功经验，加快

出台《公职人员伦理法》，完善财产申报的制度性规

定并强化其执行力度，优化利益冲突回避制度，着手

建立利益冲突资产处理制度，通过多种途径建构与

完善规避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制度体系，加强从源

头上反对腐败，形成惩处与预防并重的反腐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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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市级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运行状态实证研究

———以云南省为例

蔡诗言

（四川大学 法学院，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２２５）

［摘　要］根据对云南省各地市级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组织配套、制度配套、主动公开、依申请公
开、监督与救济５个方面的实施状况的检测和调研分析，发现云南省各地市级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
构建已初显成效，制度运行的真实性、有效性应予承认，但研究数据也显示存在着各项具体制度衔

接不明确、社会化公开程度低、重要事项主动公开率低、依申请公开渠道不畅通、同意公开率低、公

众参与不足等问题。对此，应加强基层政府信息公开各项制度的可操作性和实效性建设，推进重要

事项的主动公开力度和范围，完善网络问政平台的建设与维护，树立和强化行政公务人员“透明政

府”下的为民服务理念，推动社会公众积极参与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关键词］政府信息公开；网络问政；公众参与

［中图分类号］ＤＦ３；Ｄ６３－３９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４．００６

　　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实行阳光行政和法治行政
是新时期我国顺应信息公开法制化世界潮流，深化

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难点与切入

口，也是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必

由之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１］

（以下简称《公开条例》）作为保障公民知情权、参与

权、监督权，增加行政管理透明度和公信力的里程碑

式的龙头法律文件已实施７年有余。中共十八大报
告对信息公开作了非常及时、精辟的论述，“坚持用

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

权、监督权，是权力正确运行的重要保证；推进权力

运行公开化、规范化，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

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

力在阳光下运行”［２］，将政府信息公开提到一个崭

新的高度。２０１３年７月１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
《关于印发当前政府信息公开重点工作安排的通

知》［３］，要求大力推进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包括行政

审批信息公开、财政预算决算和“三公”经费公开、

保障性住房信息公开等，并要求努力提高公开实效，

体现了新一届政府对于政府信息公开持续的高关注

度与继续积极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及其有效

实施的良好态势。实践中，地方各级政府深入贯彻

落实《公开条例》与相关政策法规以构建“阳光政

府”，积极开展各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并取得了一

定的成绩。本文拟选取云南省１６个地市级政府及
其所属部门作为研究对象（云南省１６个地市级政
府为：昆明市政府、曲靖市政府、玉溪市政府、保山市

政府、昭通市政府、丽江市政府、普洱市政府、临沧市

政府、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政府、怒江僳僳族自治

州政府、迪庆藏族自治州政府、大理白族自治州政

府、楚雄彝族自治州政府、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政

府、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政府、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政府；其下属部门包括民政局、财政局、公安局、红十

字会等），通过网络检索、电话、邮件、传真、邮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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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检测性案例申请，统计和解读相关数据，客观

地对云南省地市级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运行状态进行

研究分析，从中管窥我国地市级政府在信息公开中

普遍存在的问题，并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而提出

相关对策建议，以期对我国地市级政府信息公开制

度的建设有所裨益。

　　一、实证研究概述

１．指标体系
本文所采用的实证研究指标体系是北京大学公

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和耶鲁大学法学院中国法律

研究中心合作开发的《中国政府信息公开评测指标

体系（地方政府版２０１２）》（以下简称《指标体系》）。
《指标体系》采用百分制，从“组织配套”（３分）、“制
度配套”（８分）、“主动公开”（４３分）、“依申请公
开”（１６分）、“监督与救济”（３０分）５个方面对政府
信息公开制度运行状态进行评测和考察。指标体系

主要侧重于对政府信息“主动公开”与“监督与救

济”的考察，二者所占指标体系分数之比例之和达

到７３％，而“主动公开”又是重中之重。
２．法律依据与具体内容
“组织配套”根据《公开条例》第３、４条，主要考

察政府信息公开配套的主管部门、工作机构和人员

队伍建设情况。“制度配套”根据《公开条例》第３、
１４和１６条，考察政府信息公开配套综合规范和具
体制度情况，包括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制度、信息

公开与档案管理制度的衔接关系等。“主动公开”

根据《公开条例》第５、７、９～１２、１５、１６、１８、１９条，考
察主动公开的广泛性、及时性、准确性、便利性，内容

涉及《公开条例》第１０条规定的县级以上政府机关
应当主动公开的１１项重点内容的公开情况、主动公
开时限的规定、主动公开场所的建设、政府公报的发

布、政府网站的建设、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建设、

《政府信息公开指南》《政府信息公开目录》的发布

情况等。“依申请公开”根据《公开条例》第８、１３、
１４、２１、２２和２４条，考察依申请公开的渠道是否便
民高效和依申请公开的答复情况，包括拒绝公开的

理由是否合法、说理是否充分等。“监督与救济”根

据《公开条例》第２９、３１～３３条考察政府信息公开
的行政监督、社会监督和个案救济情况，包括工作考

核制度、社会评议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年度报告制

度、个案救济制度等。

３．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实证研究方法，通过深入系统的检测

和调研，展示云南省各地市级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

整体状况，目的是提供客观、真实、有效的数据和结

果，重点在于发现存在的问题并且提出有的放矢的

对策建议，而非褒贬某个地方政府或机关，更无意作

个案的是非判断与价值评判。根据《指标体系》的

具体要求，本文主要采取网络检索的方法，包括网络

检索各地市级政府贯彻落实《公开条例》的暂行办

法和实施办法等规范性文件、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

度报告、政府信息公开指南、政府门户网站等权威信

息来源，必要时再辅以电话询问。另在“依申请公

开”部分采取实测方法，通过网上留言、电子邮件、

电话、传真４种方式发起检测性案例申请，并与政府
部门进行邮件、电话交流。

　　二、实证研究结果分析

１．总体情况
根据《指标体系》所设定的考察方法和评分细

则，本文对云南省１６个地市级政府的政府信息公开
情况进行了测评，各地市级政府得分和排名情况如

表１所示。

表１　云南省１６个地市级政府信息公开得分和
排名情况统计

排名 地市级政府名称 得分 排名 地市级政府名称 得分

１ 昭通市政府 ５８．０ ９ 德宏州政府 ４６．０

２ 楚雄州政府 ５７．５ ９ 迪庆州政府 ４６．０

３ 昆明市政府 ５４．５ ９ 曲靖市政府 ４６．０

４ 大理州政府 ５４．０ １２ 临沧市政府 ４５．５

４ 西双版纳州政府 ５４．０ １２ 普洱市政府 ４５．５

６ 怒江州政府 ５２．０ １４ 丽江市政府 ４５．０

７ 玉溪市政府 ５１．５ １５ 保山市政府 ４２．０

８ 文山州政府 ５１．０ １５ 红河州政府 ４２．０

由表１可知，云南省各地市级政府的得分集中
于４０～６０分之间，平均分约为４９．４分；得分最低的
保山市政府、红河州政府与得分最高的昭通市政府

只差１６分；得分处于４５～５５分之间的地市级政府
有１２个，占整体的７５％；多个地市级政府有得分相
同的情况，例如大理州政府和西双版纳州政府均为

５４分，德宏州政府、迪庆州政府、曲靖市政府均为
４６．０分，临沧市政府和普洱市政府均为４５．５分，保
山市政府和红河州政府均为４２．０分；多个地市级政
府只差０．５分，例如昭通市政府与楚雄州政府相差
０．５分，昆明市政府与大理州政府、西双版纳州政府
相差０．５分，怒江州政府、玉溪市政府、文山州政府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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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相差０．５分，并列排名第９的德宏州政府、迪庆
州政府、曲靖市政府与后位的临沧市政府、普洱市政

府与排名第１４的丽江市政府依次相差０．５分。由
此可见，云南省１６个地市级政府信息公开情况总体
差异不大，各地市级政府信息公开运行状态较为平

衡，但均未达到及格线６０分，与《指标体系》的要求
还有较大差距，政府信息公开情况仍不理想，尚待

改进。

２．组织配套情况
健全的组织体系是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得以顺利

开展的基础，专职化和资源集中是行政改革的大势

所趋和便民高效原则的具体体现，更表明了当地政

府对于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重视。在政府信息公开

组织配套的测评中，云南省１６个地市级政府的平均
得分为７８．１（本文中出现的各种均值是根据相关样
本单项数据综合计算后得出的。由于篇幅所限，本

文仅列出有关计算结果，相关样本的原始数据与统

计表格暂略去），基本能够达到《指标体系》的要求，

且根据《公开条例》普遍设立了专门负责政府信息

公开工作的机构并配备专职人员，有７个地市级政
府在此项测评中获得满分，分别是玉溪市政府、昭通

市政府、临沧州政府、红河州政府、楚雄州政府、迪庆

州政府和大理州政府，其组织配套较为健全。具体

来看，在云南省１６个地市级政府中，有１１个政府专
门设立了负责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机构，而怒江州

政府、保山市政府、昆明市政府、文山州政府、丽江市

政府都只是指定了信息公开机构而非专门设立；除

西双版纳州以外均拥有负责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专

职人员；除昆明市政府、普洱市政府以外均单独设立

“政府信息公开领导小组”或“政府信息公开办公

室”作为政府信息公开议事协调机构，其中，除怒江

州政府未公布议事协调机构的领导级别，德宏州政

府未检索到信息公开主管部门的信息，曲靖市政府、

文山州政府无法判断其政府信息公开议事协调机构

的领导级别以外，其余１０个地市级政府的信息公开
议事协调机构的领导级别均高于相应主管部门的级

别（根据调研情况，政府信息公开的主管部门一般

为“政府办公室”或者“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等）。

实践中，《公开条例》赋予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

构各项具体职责的工作负担重、所需人员多，设立专

门机构并配备专职人员有利于按照《公开条例》的

要求履行职责；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的履职情

况往往与主持的领导级别关系密切：领导级别越高，

机构可调动的行政资源越充分，发挥议事协调作用

的可能性越大，各部门的配合、参与、联动机制就越

完善。

３．制度配套情况
实践中，《公开条例》作为中央政府颁布的行政

法规，虽然对公民知情权的保障起了积极作用，但具

体指导各级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时的可操作性不强，

需要各级政府制定相应地方制度与实施细则。在政

府信息公开制度配套的测评中，云南省１６个地市级
政府的平均得分为５１．６，曲靖市政府在此项测评中
获得满分。其中，曲靖市政府、保山市政府、丽江市

政府、红河州政府、楚雄州政府、西双版纳州政府、迪

庆州政府、大理州政府、怒江州政府９个地市级政府
制定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综合规范。统一的“信

息公开工作办法”的出台，往往标志着该地信息公

开制度体系基本成熟、工作机制基本完善，因为较之

具体规范，综合规范的立法层级较高，司法上的可适

用性和参照性较强。除迪庆州政府、大理州政府外，

其余１４个地市级政府都以专门规范形式建立了政
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制度，明确了审查的程序和责

任。政府信息公开与保密审查２个制度的衔接，是
落实《公开条例》的重要前提，需要以专门规范划清

公开与保密的界限，确定划界程序，并以责任追究制

度加以保障。但是在对信息公开与档案管理制度的

衔接关系的考察中，只有曲靖市政府出台了《曲靖

市档案局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制度》，以专门规

范形式予以了规定。信息公开工作与档案管理的链

接关系不明确，往往会导致一些行政机关以将档案

提前移交档案馆的方式，规避信息公开义务。

４．主动公开情况
政府信息主动公开涉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无论是在公开数量还是在公开内容方面都已经成为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首要机制，可以说它是整个政

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启动点和助推器。实践中，各级

政府对《公开条例》的贯彻落实目前大多也是围绕

主动公开而开展的。在政府信息公开的测评中，主

动公开部分所占分数比例最高，细化指标最多，其得

分高低往往决定了整体的分数排名情况。云南省

１６个地市级政府在该部分的平均得分为６０．２４，各
地市级政府及其各部门集中公布了相当数量的政府

信息，基本达到了《指标体系》的要求。其中，昭通

市政府、普洱市政府、德宏州政府的得分都在７０分
以上，除得分最低的迪庆州政府为４１．９分以外，其
他地市级政府的得分都在５０～７０分之间，普遍相差
不大，而且呈现部分指标得分基本相同的情况，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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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各地市在政府信息主动公开方面工作的步调

基本一致。

其一，主动公开的广泛性情况。本次测评中，

《指标体系》首先对主动公开的广泛性进行了考察，

细化指标为“行政事业性收费信息”“财政预算、决

算报告”和“政府集中采购信息”的主动公开情况。

根据《公开条例》的规定，“行政事业性收费项

目、依据、标准”应当重点公开，因其与民生关系紧

密，矛盾积累多、关注程度高、监管情况有高度依赖

性，在现实中一向薄弱。在云南省１６个地市级政府
中，除临沧市政府、迪庆州政府外均主动公开行政事

业性收费的相关内容，普遍制作了行政事业性收费

目录，公开了收费依据和收费标准，但均未按照《指

标体系》的要求按年度更新目录，缺乏时效性。值

得注意的是，临沧市政府在此项测评中未得分的原

因为其政府门户网站《行政事业收费项目》专栏中

发布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公开及临沧市管理执

行情况简要”文件附件错误，无法测评。此种现象

在本次测评各指标的网络检索中经常出现，更多表

现为“链接无法打开或打开无任何信息”“网页发生

错误”“无文件上传”等。政府门户网站或政府信息

公开专门网站的建设看似健全，但因技术层面或者

管理人员的疏忽等原因而成为了华而不实的“面子

工程”，与公众实际需求和服务型政府建设要求相

比还有差距。

而政府财政预算、决算报告这一公民实施监督

权最重要途径的测评结果更加不理想，平均得分只

有１８．１分，云南省１６个地市级政府中，有７个得０
分，得分最高的玉溪市政府也只有５０分，均未完整
公开上一财政年度的政府预算、决算报告，公开的报

告也未精确到部门一级。

相对而言，作为民众关注度极高、极易滋生腐败

的政府集中采购信息的主动公开情况较为良好。云

南省１６个地市级政府中除红河州政府外，均不同程
度地公开了政府集中采购项目的目录、标准与实施

情况，包括采购流程、建立具体采购项目公告平台、

发布政府年度集中采购工作报告等。

其二，主动公开的便利性情况。在主动公开的

便利性方面，《指标体系》着重对政府信息公开查阅

场所和服务、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政府新闻发布会、

《政府信息公开指南》进行考察。根据测评情况，云

南省１６个地市级政府除丽江市政府以外，其余均在
图书馆、档案馆设立政府信息公开查阅场所和提供

信息公开服务，为公众获取政府信息提供便利，较好

地体现了服务宗旨和便民原则。

在作为信息公开的基本形式之一的“政府公

报”的考察方面，只有昆明市政府、玉溪市政府、普

洱市政府、文山州政府的政府公报在测评年度内连

续出版并进行适当地分类，为查阅者提供必要的指

引，最大程度地发挥了政府公报作为信息公开平台

的功能。

对于“政府网站”的考评则采用发起检测性案

例的方式，模拟群众需要在政府网站上搜寻关于提

取住房公积金的相关信息，包括资格条件、办理流

程、所需材料、办理机构、办理费用等，考察政府不同

网站间的协调度和网站内部栏目设置的科学性。在

云南省１６个地市级政府中，只有曲靖市政府、保山
市政府、西双版纳州政府、迪庆州政府４个地市级政
府因无法在其网站上获得相关完整信息而无法得

分，其余１２个地市级政府网站均能提供所需相关信
息，但是否能“一站式”获取信息与是否需要其他搜

索引擎的辅助的程度不同。昭通市政府、普洱市政

府、红河州政府、大理州政府、德宏州政府、怒江州政

府在此项上获得满分，即可在同一政府网站内获得

全部信息，政府网站的集成度较高，功能较完备和

有效。

政府新闻发布会是《公开条例》第１５条确立的
政府信息发布的基本形式之一，在云南省１６个地市
级政府中，只有玉溪市政府、文山州政府、怒江州政

府通过规范确定了新闻发布会的启动机制和举办部

门。由此可见，当下云南省各地市级政府新闻发布

会的规范程度还有待提高，其启动和举办都容易流

于随意，尚未完全纳入制度化轨道，未充分发挥其在

政务公开中的作用。

《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包含了政府信息公开工

作机构的基本信息和政府信息的分类和编排体系，

这些信息是公民获得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服务的

最基本条件，是信息公开的搜索者初步定位信息、进

行主动搜索或提起公开申请的重要线索和根据。云

南省１６个地市级政府的《信息公开指南》均包含
《指标体系》要求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的名称、

办公地址、办公时间、联系电话、传真号码、电子邮箱

６项基本内容；在政府信息的分类和编排体系方面，
除玉溪市政府、曲靖市政府、文山州政府未将政府信

息分类编排外，其余地市级政府在《政府信息公开

指南》中均对政府信息做了分类和层级划分，其中，

《大理州信息公开指南》记载的政府信息情况分类

细致、明确，具有体系性，值得其他地市级政府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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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依申请公开情况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一直存在政府信息管理的封

闭性、政府信息资源拥有的垄断性等特点，而公众参

与作为掌握信息资源的行政机关与渴求获得最佳信

息的公众之间互动的纽带和桥梁，是政府信息公开

法制化建设的内在要求和本源性动力，也直接关系

到《公开条例》的实施效果。根据《指标体系》的要

求，此次测评向云南省１６个地市级政府与相关部门
各发起１２宗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总数为１９２宗，分
别为：向各市（州）民政部门以科研名义网上申请公

开本级政府民政部门主要职责；向各市（州）民政部

门以科研名义通过电子邮件方式申请公开本级政府

民政部门内设机构；向各市（州）民政部门以科研名

义通过电话咨询申请公开本级政府民政部门人员编

制；向各市（州）民政部门以科研名义通过发送传真

申请公开本级政府民政部门在编人员数；向各市

（州）财政部门以快递方式申请公开本级政府２０１１
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项下因公出国

（境）费数额；向各市（州）财政部门以快递方式申请

公开本级政府２０１１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
数项下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数额；向各市（州）财

政部门以快递方式申请公开本级政府２０１１年度“三
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项下公务接待费数额；向

各市（州）教育部门以快递方式申请公开２０１１年度
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中教育总支出预算数；向各市

（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以快递方式申请公开

２０１１年１～８月本级政府保障性安居工程已开工保
障性用房套数；向各市（州）人事部门以快递方式申

请公开截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本级政府全额拨款
事业单位在编人员数量；向各市（州）红十字基金会

以快递方式申请公开２０１１年度本级红十字基金会
的接受捐赠现金收入总额；向各市（州）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申请公开截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因酒
驾被处以吊销驾照处罚的人员数量。

首先，在依申请公开方面，申请渠道是否可用、

是否便民是此次测评考察的内容之一，也直接关系

到各项申请的回复情况。云南省各地市级政府政府

部门依申请公开的渠道是否可用情况如表２所示。
可用率最高的是电子邮件的申请方式，为６８．８％，
而后依次是发送传真为５０％，电话咨询为３７．５％，
网上申请仅为１８．８％。曲靖市民政局是唯一４种
申请渠道全部畅通的行政机关，而红河州、丽江市、

文山州的民政部门则４种申请渠道全部不可用。另
外，除向楚雄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出的信息

公开申请快递因《政府信息公开指南》上公布的电

话号码为空号无法投递被退回外，其余地市级政府

及其相关部门的快递申请方式均为可用。可见，传

统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方式可用率相对较高，但也

大量存在人为使其不可用的情况，而在网络日益发

达并被广泛使用的当下，基层政府部门须加强政府

信息公开电子平台的建设与维护，使其具有更规范

的流程设计和更强的功能覆盖，以便更好地贯彻政

府工作应“便民高效”的原则。

表２　云南省地市级政府依申请公开
渠道是否可用情况统计

政府名称 网上申请 电子邮件 电话咨询 发送传真

昆明市政府 ×   
曲靖市政府    
玉溪市政府 ×  × 
保山市政府 ×  × 
昭通市政府 ×  × ×
丽江市政府 × × × ×
普洱市政府 ×  × ×
临沧市政府 ×  × 
德宏州政府 ×  × 
怒江州政府  ×  ×
迪庆州政府 × ×  
大理州政府    ×
楚雄州政府 ×  × 
红河州政府 × × × ×
文山州政府 × × × ×

西双版纳州政府 ×   ×

　　注：申请渠道可用包括完成网上申请程序（网络留言成功、申请
表提交成功）、电子邮件成功发送、电话有人应答、传真成功接收等，

用“”表示；申请渠道不可用包括行政机关未开通网上申请渠道、
未公布电子邮箱、《政府信息公开指南》中明确表示不接受电话申

请、电话无人接听、传真为空号等，用“×”表示。

其次，在公开内容方面，云南省各地市级政府及

其相关部门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回复情况如表３
所示。在总计１９２宗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中，行政机
关同意公开的有４３宗，占２２．４％；拒绝公开的有１８
宗，占９．４％；未予答复的有１３１宗（未予答复包括
申请渠道不可用的情况），占６８．２％。在拒绝公开
的申请中，根据《公开条例》，拒绝理由合法的有１０
宗，占５５．６％，其余８宗拒绝公开的理由均不合法
或者拒绝说明理由，例如昆明市财政局和住建局要

求申请人提供学校证明，否则拒绝公开；昆明市人事

局的工作人员称，按照《昆明市政府信息公开办法》

《昆明市人事局管理办法》，申请公开的信息属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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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委的公开范围，市编委回函告知这部分信息属于

政府信息公开受限的范围，不向一般民众公开；昆明

市公安局拒绝公开申请信息且未说明理由；怒江州

人事局工作人员称政府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在编人员

数量是否公开需请示领导；怒江州住建局收到快递

申请但拒绝告知申请信息。拒绝理由合法的１０宗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中，行政机关均未充分说明拒绝

理由。由此可见，行政机关有以“形式合法”和

“不予回复”来逃避公开义务的嫌疑。“以公开为原

则，以不公开为例外”是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原则，

而从云南省各地市级政府的实践来看，作为检验政

府信息公开机制实效的“同意公开率”较低，依申请

公开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不甚理想。

表３　云南省地市级政府对政府信息
公开申请回复情况统计

政府名称 同意公开 拒绝公开 未予答复

昆明市政府 ３ ８ １
曲靖市政府 ７ ０ ５
玉溪市政府 ２ ０ １０
保山市政府 ３ １ ８
昭通市政府 ０ ２ １０
丽江市政府 １ ０ １１
普洱市政府 ３ １ ８
临沧市政府 ２ １ ９
德宏州政府 １ ０ １１
怒江州政府 ０ ２ １０
迪庆州政府 ４ １ ７
大理州政府 ４ １ ７
楚雄州政府 ２ ０ １０
红河州政府 ３ ０ ９
文山州政府 ２ ０ １０

西双版纳州政府 ６ １ ５

再次，在依申请公开的程序方面，此次测评将政

府是否过度收集个人信息作为考察内容。向政府部

门提起信息公开申请，是《公开条例》赋予公民的一

项权利，除非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政府不能对该项权

利做出任何限制。依据《公开条例》第 １３条的规
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根据自身生产、

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提起申请，所以个人申请者

只要证明自己是我国公民，并说明特殊需要的类型，

即可满足申请条件，政府要求申请人提供任何其他

个人信息均于法无据。在此次测评中，云南省１６个
地市级政府及相关部门中，只有昆明市财政局和住

建局要求申请人提供姓名、身份证号码、需求类别之

外的其他信息，如学校证明，这不仅缺乏法律依据，

给公民带来了额外负担，而且还实质上抬高了公民

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门槛。

６．监督与救济情况
（１）监督情况
行政权力的运作需要制衡的力量，监督机制因

此成为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的关键环节。为了加

强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监督，对行政相对人获取

政府信息提供保障，《公开条例》第４章专章规定了
监督和保障，从行政监督和社会监督２个角度考察，
主要包括“工作考核制度”“社会评议制度”“责任追

究制度”“年度报告制度”４个方面。
在“工作考核制度”建设的考察中，云南省 １６

个地市级政府除保山市政府、普洱市政府外均建立

了细化的工作考核制度，基本明确了考核的原则、内

容、标准、程序和方式，建立率为８７．５％。其中，昭
通市政府、丽江市政府、楚雄州政府、西双版纳州政

府、迪庆州政府、大理州政府制定了详细的政府信息

公开工作考核项目表，对相对抽象的考核规范进行

了细化、量化、指标化，制定率为３７．５％。值得注意
的是，丽江市政府在“工作考核制度”中，对考核对

象自评的赋分未超过总分的７０％，对发挥外部评价
的作用、保障考核的客观性有所裨益。但令人遗憾

的是，云南省１６个地市级政府中，只有大理州政府
将公布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考核结果作为考评程序在

《大理州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评议考核办

法》中予以规定，但评测员对大理州信息公开网和

大理州政府门户网站进行检索后未发现相关考核结

果信息，所以云南省各地市信息公开工作考核结果

的公布率为０。不公布考核结果将导致考核完全内
部化、程序不透明、效果不显著，不仅降低了政府自

我监督的实效，也损害了信息公开工作考核的公信

力。另外，除昆明市政府、保山市政府、普洱市政府、

临沧州政府、红河州政府、德宏州政府外，其余１０个

·３３·

 根据《公开条例》和国务院办公厅相关规定，接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部门只能以下述理由之一拒绝提供信息：（１）所
申请信息不属于《公开条例》规定的政府信息范围；（２）公开信息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３）申请公
开的信息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４）申请内容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４）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不存在；
（５）申请内容不明确；（６）申请人所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与其“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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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级政府均以规范形式将工作考核与责任追究制

度衔接起来，衔接率为 ６２．５％。因《公开条例》第
２９条同时规定了工作考核制度与责任追究制度，反
映了立法者对二者联系的关切。实践中，工作考核

的结果如果不能与行政内部归责体系衔接起来，特

别是不能对不负责官员的政治和行政责任产生影

响，就难以起到督促怠惰、震慑贪渎的作用。

在“社会评议制度”建设方面，云南省１６个地
市级政府中，只有昆明市政府、文山州政府通过专门

规范建立了细化的社会评议制度，建立率为

１２５％。评测员根据《指标体系》的要求，未检索到
各地实际进行社会评议的情况和社会评议的结果，

由此看来其相对于工作考核制度的建设较为滞后，

并且在实践中往往停留于纸面规定，即便实际操作

也易流于形式，存在评议程序过简、评议范围过窄、

评议内容不翔实和评议结果不公开等问题，导致公

众参与政府信息公开评估的渠道较为有限、缺乏实

效性。

作为确保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各项制度落实的重

要手段，“责任追究制度”的建设则相对乐观，云南

省１６个地市级政府中，除曲靖市政府、保山市政府、
普洱市政府、丽江市政府、红河州政府、德宏州政府

外，其余１０个地市级政府均通过专门规范、在综合
规范中辟专章建立了细化的责任追究制度，建立率

为６２．５％。
《公开条例》第３１条规定各级行政机关应当在

每年３月３１日前公布本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
工作年度报告。云南省１６个地市级政府除丽江市
政府、大理州政府外均按时发布了年度报告，按时发

布率为８７．５％。作为监督行政机关切实履行政府
信息公开义务的重要制度安排，政府信息公开年度

报告制度有利于社会公众了解政府信息公开情况，

从而进行有效的社会监督，客观上有助于政府信息

公开、行政透明和法治政府建设的深入推进；同时有

利于规范政府信息公开行为，便于行政机关及时总

结工作情况，从中发现问题并予以改进。

（２）救济情况
《公开条例》第３３条规定了举报、复议、诉讼３

种政府信息公开个案救济手段，对公民的知情权进

行保护。然而实践中，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相关规

则制度复杂、专业性强，公民出于诉讼成本的考虑往

往参与性不强，而在缺乏指引的情况下，更是不易独

立发起举报、复议和诉讼。

从评测结果看，云南省１６个地市级政府均不同

程度地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指南》等制度化形式为

公民发起与政府信息公开有关的举报、复议和诉讼

提供指引。其中，德宏州政府的相关指引最为具体

和详细，说明了举报受理机构、复议受理机构，以及

向公民说明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保山市政府、临沧

市政府、丽江市政府、楚雄州政府、西双版纳州政府、

大理州政府、怒江州政府的《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对

举报进行了具体的指引，并提示公民可以通过诉讼

和复议寻求个案救济，但没有说明具体的复议机关；

昆明市政府、玉溪市政府、曲靖市政府、昭通市政府、

普洱市政府、红河州政府、迪庆州政府、文山州政府

为公民举报提供了指引，但没有对复议和诉讼提供

指引，没有说明具体的受理机构。

在政府是否启用了个案救济制度，实际受理政

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参加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考

察中，只有昆明市政府实际受理了政府信息公开行

政复议并参加了政府信息公开诉讼；昭通市政府、西

双版纳州政府分别在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１年实际受理了１
起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评测员通过网络检索各

项政府信息公开规范性文件、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

度报告等权威信息来源，并未发现云南省其他地市

级政府实际受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参加政府

信息公开诉讼。从评测结果看，云南省仅有１８．８％
的地市级政府实际受理了复议和参加诉讼，云南省

各地对《公开条例》中救济制度的实施情况实在令

人堪忧，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复议和诉讼在云南省

仍处在初级阶段，案件数量少、受理比例小、公众参

与度低。可见，目前在云南省还普遍存在公众对政

府信息公开制度不了解、不便用、不愿用、不敢用的

现象。另外，从评测员在评测过程中与被测评行政

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相关工作人员的沟通交流来看，

一些地方的行政公务人员和法官对于政府信息公开

争议纳入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范围的立法规定缺乏

正确认知也是导致有关的复议和诉讼案件立案难、

法律救济制度运行很不平衡的原因。制度的价值在

于实施，应提高认识，畅通救济机制，敞开行政复议

和行政诉讼的大门，不能以种种不符合《公开条例》

立法精神为理由，将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复议和诉

讼阻隔在行政救济制度之外。

　　三、结论

根据以上测评所反映的情况，《公开条例》实施

７年来，云南省各地市级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建构
已初显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６个方面：一是普遍设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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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专门负责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机构并配备专职

人员；二是制定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综合规范与

保密审查制度、工作考核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定期

发布年度报告；三是主动公开行政事业性收费信息

和政府集中采购信息；四是建立政府信息公开查阅

场所并提供服务；五是政府网站的建设集成度较高，

功能较完备和有效；六是电子邮件、邮寄等传统的政

府信息公开申请方式可用率相对较高。这些举措客

观上推动了透明政府的建设，促进了政府职能的转

变，有效地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监督权和表达权。

地市级政府信息公开是我国建设“透明政府”

的主力，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对上是对省部级政府

改革精神的传达和落实，对下则对县区级政府起到

好的表率和指导，因此地市级政府信息公开的水平

直接决定了我国政府行政透明的程度。此次测评研

究数据也反映出，云南省各地市级政府信息公开方

面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有：财政预决算主动公开率

低；依申请公开方面，申请渠道不畅通，电子平台建

设与维护不到位，同意公开率低；各项工作制度衔接

不明确，社会化公开程度低，缺乏实效性；救济制度

中公民参与不足等。这些问题均是政府信息公开领

域中的重点、难点，或群众关注度高，或在工作中处

理起来复杂疑难，应当作为我国地市级政府信息公

开建设中关注的重点和完善优化的主要方向。

抛开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社会文化传统缺失的

历史原因，通过调研数据的反映和评测中与政府部

门及其工作人员的沟通交流，现阶段我国地市级政

府信息公开方面存在问题的原因主要在于：《公开

条例》实施过程中缺乏权威的规范化指导和有效的

综合协调机制；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基础薄弱，未给予

高度关注并做出足够投入，未依法搭建好信息平台

和渠道；观念滞后和认识片面，广大行政公务人员尚

未普遍树立起依法公开政府信息的法治意识。

针对当前我国地市级政府信息公开中存在的问

题，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推动和改善政府信息公

开制度的实施：一要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各项

制度的可操作性和实效性建设，尤其注重基层部门

各项制度的细化、衔接与社会化公开；二要推进重要

事项如“三公”经费、财政预决算的主动公开力度和

范围；三要加强信息公开网络电子平台、新闻发言人

制度、政府热线电话建设，充分依托这些平台，展示

公开信息，答复公众询问，回应公众关切；四要有针

对性地加强对不同层级政府工作人员的政府信息公

开培训，逐步普及政府信息公开理念与基本知识，树

立和强化行政公务人员“透明政府”下的为民服务

理念；五要通过加强社会宣传等推动社会公众对于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参与。

公开是民主政治的核心理念，也是法治社会的

必备要素，政府信息公开就是对公众负责。公众参

与到公共管理过程中来，通过掌握政府信息，对政府

作出准确评价，来帮助政府更有效地进行运作。它

对于人们节省收集信息的成本、促进经济发展、监督

政府行为、确保行政的公正和民主特别是防止政府

腐败，能起到重要作用。［４］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作为

现代法治政府的基本理念，是当代行政法制发展的

基本趋向，是促使行政机关积极优质地为公民和社

会提供行政服务的一项制度设计，其有效实施是推

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是建设一个透明、

公正、负责、高效和有限政府的题中之义。要实现这

一改革目标，需要各级政府和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

员的重视、投入和努力，也需要公众的理解、支持和

参与。只有全社会形成政府信息公开的常态化认

知，公众出于自身权益的需求自觉行使知情权，有效

地监督政府，才能全面推进政府信息公开，促进透明

政府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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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产业国内外研究综述
———基于新兴产业和新兴产业集群的视角

高雪莲

（南开大学 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所，天津 ３０００７１）

［摘　要］新兴产业是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学者们从新兴产业和新兴产业集群２大视
角，围绕影响因素、经济社会贡献、市场需求拉动创新、区域发展、发展存在的问题等进行了大量研

究，但在新兴产业选择与培育、区域空间导向、市场需求引导与供求缺口弥补、成长动力与机制贯通

等方面还较为欠缺，有待进一步探索研究。

［关键词］新兴产业；新兴产业集群；区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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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史证明，每一轮新兴产业的
成长都是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后金融危

机时代，为重振经济增长，抢占科技和经济发展新高

地，发展新兴产业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欧盟

和日本等发达地区和国家的重大战略。我国更为明

确地提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目标，这对于构建

国际竞争新优势、掌握发展主动权和推进我国现代

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以来兴起的新一轮新兴产业，
尚幼稚，处于发展阶段。学者们从影响因素、经济社

会贡献、市场需求、区域发展、发展存在的问题等角

度对新兴产业和新兴产业集群进行了大量研究。笔

者在界定新兴产业内涵的基础上，从新兴产业和新

兴产业集群２个方面梳理总结国内外研究成果，并
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

　　一、新兴产业的内涵

战略性新兴产业一词，是中国政府和学术界对

全球新兴产业发展态势进行提炼和升华后提出的，

目的是将新兴产业塑造成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经济

增长新动力。国外文献多采用新兴产业这一提法，

相近的概念还有初生产业和孵化产业等，这些概念

都是指产业发展的早期和成长阶段，需要精心培育

才能走向繁荣昌盛。本文将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新兴

产业视作同一概念。学界对于新兴产业的内涵主要

有以下３类看法。
一是认为新兴产业是完全原生性的，在全球发

展前景较好的新产业。如经合组织把生物经济、绿

色增长战略产业和知识经济（知识、信息和高技术

制造业，以及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如金融保险通讯教

育和健康产业）视为新兴产业［１］。国务院界定的战

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

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

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

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２］。

二是融合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新产业。

辜胜阻等［３］认为，在工业化发展阶段，传统产业的

高新化需成为首要任务。厉以宁［４］指出我国高新

技术产业应与传统产业相结合，否则不利于双方发

展。熊勇清等［５］也认为，升级转型并激发培育新兴

产业应以现有传统产业为基础，这是新兴产业培育

和发展的主要途径之一。陆立军等［６］论证了传统

产业与新兴产业融合的３个阶段，即相互适应、协调
发展和分化替代阶段。ＳａｒａｈＬｕｂｉｋ等［７］也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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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产业既可以是运用现有技术的新产业，也可以

是打破现有价值链以便满足消费者要求的新技术。

三是在发达国家发展成熟但在欠发达国家仍属

于管理和技术方面较新的产业。大量文献从贸易保

护和产业保护视角，认为欠发达国家应该保护新兴

产业使其参与国际竞争，并运用正式模型来说明哪

种保护 （配额、关税或补贴）能够达到最佳

效果［８－１０］。

近年来，各国对前两类新兴产业特别是第一类

新兴产业非常重视，即使是发展中国家也在大力发

展自有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业。随着我国工业化

进入后期阶段，第三类产业已不再是关注焦点。因

而笔者围绕前两类新兴产业，着重梳理原生性新兴

产业的研究文献。新兴产业既是全球发展的共同热

点，同时也以产业集群的形式集聚在某些区域。学

者们的研究成果可分为新兴产业和新兴产业集群

两类。

　　二、新兴产业研究进展

１．研究领域、评价指标和选择方法
学者们对于新兴产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绿色

产业和技术密集型的领域，如生物能源、低碳节能技

术、风能、生物医药、保健食品、新一代信息技术、创

意产业等，通常选取某个国家的某一领域为案例，以

便解析复杂的新兴产业。剑桥学者 Ｈｅｆｆｅｍａｎ等［１１］

从商业发展的角度出发，侧重从创意到产品的转化

过程，研究新兴产业的一般特征、发展路径和动态演

进系统。

新兴产业的评价指标，国外一般是用高技术产

业或企业来衡量。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１９８２
年提出，高技术企业应是那些将科技知识系统应用

到新产品和新流程的企业。［１２］经合组织（ＯＥＣＤ）
１９９７年提出，界定高技术产业应主要看其研发密度
（研发支出与增加值之比）。［１３］ＤａｎｉｅｌＨｅｃｋｅｒ［１４］认
为，高技术企业应是研发支出比例较高，雇用了大量

的科技和工程人员的企业。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Ｋａｓｋ等［１５］

研究了１９８７—１９９９年间美国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长，
发现研发比重高、技术密集型工人较多的信息技术

等高技术产业生产率增长（年均增长率为９．５％）远
高于一般性制造业（年均增长率为３．２％），提出以
生产率增长高低为高技术制造业的选择标准。国内

学者设计了更为复杂的指标体系，比如运用 Ｗｅａｖｅｒ
－Ｔｈｏｍａｓ法、因子分析法、层次分析法和综合模糊
评价法等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１６－１９］。

２．影响因素和贡献研究
学者们较为关注培育孵化新兴产业的制度环境

问题，重视创新企业、相关集群和制度网络的共同演

进，以及可能阻碍发展的因素［２０－２４］。ＮａｔｏｓｈｉＯｓａ
ｄａ［２５］调查了日本１２个新兴产业领域（包括医疗福
利、文化生活、信息通讯、新兴制造业（服务导向型

制造业）、货物配送、环境保护、商务支持、生物技

术、新能源和节约能源、人力资源开发、住宅和新材

料）里３１０８家中小企业，发现中小型风险企业首选
服务型新兴产业领域，其次是制造导向型新兴产业

领域。

新兴产业虽然在短期内无法产生经济效益，但

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却是长期的、持久的，

研发创新与经济增长互为促进。Ｒｏｍｅｒ等［２６－２９］的

新经济增长理论，阐释了内生性技术创新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全球企业监测研究项目（ＧＥＭ）于１９９９
年调查了１０个国家，２０００年增加到１９个，２００１年
增加到２９个，２００２年增加到３７个，２００７年增加到
４２个，发现企业创新活动与国家经济增长高度相
关。［３０］ＢｕｌｅｎｔＧｕｌｏｇｌｕ等［３１］研究了 ＯＥＣＤ高收入国
家的研发支出、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发现技

术创新、市场规模与经济增长呈多重互动关系，说明

了技术推动和需求拉动的重要性。

３．新兴产业的市场需求研究
市场需求是催生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量。众多学者把关注焦点放在了研发创新和产业自

身发展方面，对于市场需求与新兴产业关系的研究

相对较少。现有研究对此有２种看法：
一是强调市场需求在新兴产业发展中的重要地

位。施莫克勒［３２］“需求引导模型”表明，市场需求引

导了几乎所有技术创新活动和产业发展。迈尔斯

等［３３］１９６９年对５个产业的５６７个创新样本做了问
卷调查，有７５％的被调查者认为需求是激发企业创
新的最主要因素。Ａｃｅｍｏｇｌｕ等［３４］以医药行业为案

例，证实了新兴产业的预计市场规模对远期创新投

入有显著影响。波特［３５］指出，新兴产业领先市场更

能推动国内企业成功实现国际化的创新设计。杨以

文等［３６］认为创新设计是否符合国际市场需求，直接

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和未来发

展路径，并以长三角的企业为例，从管理学角度论证

战略性新兴产业会受市场需求和渠道商控制等因素

影响。谭洪波等［３７］研究了消费者特征影响新产品

和新技术的市场需求，进而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兴起过程。ＴｏｂｙＨａｒｆｉｅｌｄ［３８］的研究表明，在新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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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成长过程中，市场竞争规律要比政府鼓励措施更

为必要。ＮｉｃｏｌｅＰｏｈｌ［３９］研究了日本产业振兴合作组
织（ＩＲＣＪ），发现该组织作为政府调控市场的一个半
公开组织，功能不很明确，对于产业的扩大再生产作

用并未达到预期要求，政府的作用机制和干预方式

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完美。

二是认为市场需求与技术创新同等重要。兰格

里希［４０］的综合因素模型表明市场需求与技术创新

机会同等重要。Ｄ．Ｍｏｗｅｒｙ等［４１］认为，产业的形成

发展非常复杂，科学技术和市场需求应当共同发挥

作用，以促进新兴产业形成发展。大多数学者认为，

市场竞争选择与政府扶持共同作用将会促进新兴产

业的发展。［４２－４３］刘险峰［４４］认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不但要重视针对技术、资金、土地、人才等生产要

素的供给激励政策，而且要推进激励需求政策，即从

需求角度，通过调整、优化、创造、管理社会需求的手

段来引导和促进产业发展。傅利平等［４５］对２１２家
企业所做的问卷调查表明，新兴产业的技术跨越能

力与市场跨越能力具有严格正向相关关系。

４．中国新兴产业发展现状、发展环境和存在的
问题

资料显示，２０１０年我国新兴产业增加值为 ２５
５１３．７１亿元，占 ＧＤＰ的比重为６．３６％，比２００４年
提高１．５１个百分点。从构成看，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业和高端装备制造业占全部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为

８４％，节能环保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
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等较为薄弱［４６］。从技术储

备看，余江等［４７］对新兴产业１９８５—２０１０年国内市
场的代表性专利所做的统计分析发现，我国七大战

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已经跨越到科学技术商业化的大

科学阶段，但与在华跨国公司相比，中国本土企业优

势不足，在电子通信领域的技术创新产出份额逐渐

占据上风，而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以丰田为首的日美

韩等在华跨国公司优势突出。

相关研究表明，我国新兴产业面临的发展环境

不容乐观：一是全球性技术结构和主导产业处于青

黄不接的断裂更替期，旧有核心技术的创新潜力基

本耗尽，新的核心技术和战略性产业正在酝酿培

育［４８］；二是发达国家利用专利技术和标准化战略对

发展中国家进行遏制，以维持技术优势和现有利益，

迫使我国必须进行自主创新；三是长期以来“市场

换技术”策略并未换回核心技术［４９］，延误了新兴产

业的跨越式发展。

相关研究还表明，我国新兴产业发展现存在３

个突出问题：一是缺乏必需的前瞻性技术储备，自主

创新能力薄弱，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二是市场需

求引导、财政、税收、金融、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

人才培养与使用等存在制度性缺陷，难以有效激励

新兴产业的创新；［５０］三是区域新兴产业恶性竞争严

重，地方政府过于追求投资拉动和 ＧＤＰ“升级”，各
地盲目跟风、重复建设和政策雷同［５１－５４］。这源于地

方政府忽略了科技创新导向特征，简单套用传统产

业发展模式，由此跌入“惯性陷阱”。［５５］

５．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研究
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是我国学者尤为关注的话

题。学者们借鉴国外新兴产业的发展经验可以概括

为：依照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需求选择重点产

业和优先发展领域；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掌握核心技

术；提供良好的资金政策环境［５６－５９］。２０１０年，科技
部部长万钢［６０］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须把握好

产业发展规律、科技超前部署规律、新兴产业发展规

律、政策引领和推动作用规律、人才聚集和成长规

律。朱瑞博［６１］认为，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要以体制

改革为主线，以抢占主导产业制高点为重点，以提升

重点产业技术竞争力为目标，加强企业研发机构和

产业化基地建设，完善技术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６．新兴产业的区域化发展研究
ＭａｒｙａｎｎＰ．Ｆｅｌｄｍａｎ［６２］研究发现，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受产业地理布局的影响较大。我国学者们非

常关注区域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问题。柳卸

林等［６３］综合研究了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与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祝尔娟等［６４］侧重研究了“十二五”时

期京津冀区域重化工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现状、趋

势与升级问题。吴金明［６５］以失衡、转型与新兴产业

为题，研究了长株潭城市群新兴产业的发展问题。

刘嘉宁［６６］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与区域产业结

构升级之间存在强烈的耦合关系，耦合点包括科技

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着眼点等。邓龙安等［６７］认为

产业技术范式转移下，区域新兴产业必须进行模块

组合和构架组合的产品创新管理、模块网络的组织

创新管理和综合开发的市场创新管理。

我国学者一致认可高新区的重要作用，特别是

国家高新区，是新兴产业发展极重要的空间载体。

高新区在产业集群、技术转移、企业孵化、创新服务

环境、科教资源和人才资源等方面具有优势，是发展

新兴产业的强大引擎和载体［６８－７１］。

在我国，区域新兴产业发展尚存在盲目发展、一

哄而上等问题。特别是各地方政府，对于区域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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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的发展状况需求了解不足。对于区域新兴产业

方面的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理论基础薄弱。

欧阳等［７２］认为，现有研究大都过于宏观，缺乏机

制机理的微观基础分析。往往直接借用国民经济主

导产业的选择标准，去选择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忽

略区域的产业基础、资源禀赋等因素。二是产业选

择方法模型欠缺，忽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区域空间

特征。国内有关区域战略产业选择的模型，主要从

静态角度考察，未能真正区分战略产业与支柱产业、

主导产业、新兴产业的差异。比如，张海莹等［７３］从

动态视角，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波士顿矩阵模型，研究

区域战略产业选择问题；郝明丽［７４］运用层次分析

法；赵西君［７５］以北京昌平区为例研究发现，区域战

略性新兴产业选择均忽视了区域的空间性。三是培

育模式选择不甚清晰。从技术角度看，可供选择的

培育模式有：传统产业改造和升级模式，核心技术拉

伸和带动模式，先进技术引进、吸收和再创新模式，

各地区首先应在最有基础、最有条件的产业领域率

先突破［７６］。从主体角度看，有政府主导型、市场推

进型、政府与市场共推型［７７］，但这些模式仅是粗略

的框架，用于指导生动而又复杂的现实发展显得有

些力不从心。

　　三、新兴产业集群研究

１．集群分类和发展要素研究
菲舍尔等［７８］依集群三维度（时间、联系、地理）

将集群分为现有集群、新兴集群、潜在集群和技术集

群。奎特［７９］以巴西堪培拉新兴高科技产业集群为

例，研究了新兴产业集群的发展要素包括国家和地

区环境、高科技企业、支撑机构、本地联系、竞争联系

和政府政策等各方面。波特［８０］分析了澳大利亚新

能源产业集群从１９４９—２００７年的发展情况。克里
波［８１］研究了硅谷电子集群和底特律汽车产业集群

的初创与成长过程。利费夫［８２］研究了加拿大魁北

克地区的新材料产业集群，指出其发展因素包括知

识转移、充足供应、公共资金支持、基础设施发展、特

定服务和技术集群。

２．发展路径研究
马丁［８３］认为新兴集群有三大可能发展路径：基

于新技术嵌入特定地区，生产研发重组激发地区经

济重组，整合现有技术为新产业发展提供基础。瑟

维尔等［８４］提出集群原动力概念，原动力由目标、设

定和过程三部分构成，研究如何推动尚不够完善的

产业集群。布雷茨曼等［８５］识别并研究了美国

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发展最快的前５０位新兴产业集群。
３．智力资本在技术集群和区域发展中的重要性

研究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８６］发现地方性产业区的集群，拥有诸
多专门负责收集各类知识的社会观察员网络，比其

他区域更富有内在活力。Ｃａｍａｇｎｉ［８７］认为地域资本
包括制度因素（稳定的企业间关系网络等）、智力资

本、社会资本（合作精神与互惠）和政治资本（集体

行动能力），能够提升区域整体潜力。Ｂａｔａｂｙａｌ
等［８８］构建的两部门区域经济理论模型表明，运用创

意资本生产可贸易的知识产品部门拥有较高生产

率。ＢａｒａｋＳ．Ａｈａｒｏｎｓｏｎ等［８９］将加拿大的生物技术

集群分为创造型和非创造型区位，创造型区位集中

在温哥华、多伦多和蒙特利尔这３个大都市区，拥有
技术核心和更大的智力规模，强调Ｒ＆Ｄ投资与公私
协作。ＦｒａｎｋＪ．Ｃａｌｚｏｎｅｔｔｉ等［９０］研究多伦多的案例发

现，大学有助于推动技术密集型集群的生成，还有助

于提升技术有限型集群的管理水平，进而推动本地

经济发展。

４．新兴产业集群的区域发展研究
我国学者认为，能否在特定区域成功形成产业

集群，是判断新兴产业培育能否取得阶段性成果的

重要标准之一。张世如［９１］以收益变迁为基点探讨

集群形成机制，提出从规则、制度、机制方面改进企

业知识共享、区域资源环境、资本融通和风险保障问

题，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邹辉霞等［９２］以复杂科学

管理（ＣＳＭ）整合论为理论基础，认为战略性新兴产
业要通过产业内、产业间的互动来实现资源有效整

合，产业集群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互动形式。熊勇清

等［９３］建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耦合发展

评价模型中，产业空间布局的耦合形式主要表现为

产业集群。刘志阳等［９４］阐释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集群特征、培育模式、创业扩散机理，李扬等［９５］论证

了集群的创新发展规律。余雷等［９６］对比新兴产业

集群与传统内生型产业集群网络发现，新兴产业集

群跨越了传统内生型集群所必经的经济网络、社会

网络、创新网络３个阶段，在新的集聚环境下，将会
以创新网络为核心的综合网络，并向高端自主价值

链网阶段和资源利用网阶段发展。

　　四、结论

综合国内外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可见，影响新

兴产业和产业集群发展的因素，可以归结为企业／产
业、市场和政府／公共３个层面，企业方面包括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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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智力资本和知识转移、相关技术和生产集群、

制度网络、公共基础研究和资金支持、基础设施发

展、政府支持等因素。无论是技术密集型企业还是

技术有限型新兴产业，产业集群都是推动战略性新

兴产业形成和发展的最有效形式。各国各区域应立

足本地实际，注重积累根植性强的地域资本（强化

企业间关系网络、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集体行动能

力），尽快提升区域整体潜力，促进互利共生型产业

集群的健康成长，以便更有利地选择、培育和发展战

略性新兴产业。

从全球发展看，新兴产业刚刚起步，新技术创

新、产品规模化、产业化发展不足，相对于日益精细

和挑剔的市场需求还存在较大缺口。尽管政府政策

支持力度较大，但距离企业发展的要求还显得粗糙，

不够精细。无论是较为全面但相对宏观的国内研

究，还是较为细致的西方前沿研究，多集中在技术和

产业成长视角。但这些研究对产业发展面临的具体

问题跟踪了解不充分，对于如何选择产业技术创新

方向，如何培育和引导市场需求成长，以及市场需求

与技术创新如何共同发挥作用等动力机制的研究成

果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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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模块化理论的航空物流
服务链整合模式研究

鞠红

（郑州轻工业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引入模块化理论和方法对航空物流服务链进行整合设计，可增强航空物流服务链的整体
性、战略弹性和动态适应性。航空物流服务链整合模式的构成包括结构、界面和标准三要素：我国

航空物流服务链整合的核心企业是机场，机场与其他节点企业应视具体情况建立正式契约或关系

契约，同时构建有效的知识共享机制，并通过组合模块实现服务创新；其检验标准可以看客户价值

的可实现性、模块的可替代性和子模块企业的“全局观”三方面指标。

［关键词］航空物流；服务链整合模式；模块化

［中图分类号］Ｆ５２６．６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４．００８

　　２０１１年以来，我国航空货运市场持续低迷，传
统的航空货运在现代物流发展中已逐渐失去其优

势，而快捷的海运与铁路快运正在蚕食传统航空货

运市场，如何提升航空物流的竞争力遂成为摆在航

空业面前的课题。统计数据表明，单纯点对点的航

空运输服务对航空物流服务链的贡献率不到２０％，
在其整合了机场货站的操作业务后，贡献率可以上

升到２５％左右，若再整合综合货站处理与仓储服
务，其贡献率可以上升到３０％以上。［１］因此，航空物
流服务链的整合是提高航空物流效率，提升航空物

流竞争力的关键。

通过对学界研究成果的总结，我们发现航空物

流服务链整合战略实施的关键是核心企业的选择、

契约的制定、知识共享和服务创新。［１－３］但目前的研

究成果并未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笔者认

为，航空物流服务链整合的关键点主要集中在２个
方面：一是航空物流服务链中各个节点企业资源和

能力的整合，二是航空物流服务链向弹性组织形态

的转变。也就是说，整合后的航空物流服务链既要

能够协同运作又要有敏捷应变能力。近些年，模块

化作为解决复杂问题的一种方法日益得到广泛应

用。本文拟引入模块化理论和方法，对航空物流服

务链整合进行设计，以增强航空物流服务链的整体

性、战略弹性和动态适应性。

　　一、航空物流服务链整合的传统理

论和方法评析

　　航空物流服务链整合的传统理论和方法主要集
中于３个层面：（１）航空物流服务链一体化整合。
魏然［４－５］提出一体化整合战略构想，认为一体化整

合实施的途径主要有以下２条：一是航空物流业内
部的纵向一体化；二是航空物流业外部的链条无缝

对接。航空物流业内部纵向一体化主要包括空中运

输与货站服务的整合和空中运输服务与地面运输服

务的整合。航空物流业外部链条无缝对接主要是航

空物流业与相关制造业的对接。但是这种一体化的

结构相对僵硬，反应迟缓，对此魏然也没有提出具体

的操作方法。（２）基于信息技术的航空物流服务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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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张钟文［６］提出了在使用 ＲＦＩＤ等信息技术的
基础上建立各环节数据库，最终建成第三方航空物

流数据中心，以期将航空物流服务链上的相关企业

整合起来。可是，信息技术只能解决航空物流服务

链中各企业信息共享的技术问题，航空物流服务链整

合的其他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３）基于集成思想
的航空物流服务链整合。钟波兰等［７］以航空货代为

核心企业构建了航空物流服务链整合的结构模型，提

出航空物流服务链整合应包括服务资源整合、服务能

力整合、服务流程整合３个方面。对于这３个方面的
整合，研究者仅仅关注如何降低冗余度，并没有提出

如何进行动态调整以满足顾客的多样化需求。

综上，我们发现，航空物流服务链整合的传统理

论要么停留在战略构想上，要么是从单一角度指导

实践，或者是以静态的观点对待航空物流服务链整

合这一复杂的过程，忽略了整合后组织的动态柔性，

因而整合后的航空物流服务链的市场竞争力并不理

想。因此，要想使整合后的航空物流服务链具有协

同性、灵活性，就需要引入新的整合方法。模块化理

论为我们认识和解决复杂事物提供了方法论，通过

模块分解和模块整合可以实现对复杂事物的处理和

操作。航空物流服务链正是这样的复杂事物，更为

重要的是，利用模块化理论整合后的航空物流服务

链可具有模块化组织结构的柔性化、扁平化、分散化

决策的特点，有助于提升航空物流企业的竞争力。

　　二、基于模块化理论的航空物流服

务链整合新方法优势解析

　　青木昌彦等［８－９］学者发现，在柔性化、扁平化的

趋势中，模块化对新的产业结构是最具解释力的。

所谓“模块”是指半自律性的子系统，它可以通过和

其他同样的子系统按照一定的规则相互联系而构成

更加复杂的系统或过程。而把复杂的系统分拆成不

同模块，并使模块之间通过标准化接口进行信息沟

通的动态整合过程就叫做“模块化”。模块化理论

的集大成者 Ｃ．Ｙ．Ｂａｌｄｗｉｎ和 Ｋ．Ｂ．Ｃｌａｒｋ认为，模块
化是指利用每个可以独立设计的、并且能够发挥整

体作用的更小的子系统来构筑复杂产品或业务的过

程。被模块化的复杂系统内部有２类信息：一类是
“看得见的信息”，即“系统信息”；另一类是“看不见

的信息”，即“个人信息”，前者指模块系统内部各子

模块共享的信息，这类信息使各子模块之间建立明

确的联系规则，它包括结构、界面和标准３方面的信
息，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各模块之间的联

系规则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后者是被子模块“包裹”

起来的信息，这类信息使各子模块可以独立、平行地

开展工作。

模块化生产最先是作为一种工艺设计方法被运

用到钟表行业，之后逐渐被运用到汽车制造、计算机

与软件开发等行业。目前，模块化包含３种层级的
形态：一是设计的模块化；二是生产的模块化；三是

组织的模块化。［１０］组织模块化可以发生在企业内

部，也可以发生在企业外部。企业内部组织模块化

是指将凝结在产品中的业务功能分解成特定的价值

模块，并确定这些价值模块如何相互联系和相互作

用；企业外部的组织模块化表现为外包、代工、战略

联盟、虚拟企业等形式。航空物流服务链整合属于

企业外部的组织模块化。

１．构建模块生产网络的意义
企业生产网络模块化的出现，使原来由１个企

业从事生产经营的所有功能由多个企业来完成，传

统的包揽生产经营活动全过程的垂直一体化企业的

生产模式因此被打破。一体化虽然有利于获得规模

经济和范围经济，但已不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所需

要的灵活性和敏捷性。知识经济时代的模块化生产

方式需要企业内部、企业之间、企业与供应商、企业

与合作伙伴、企业与顾客之间形成更有效的集成。

因此，为了与模块化生产方式相适应，企业组织形式

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从而出现了模块生产网络。

在模块生产网络中，传统的组织边界已经十分模

糊，企业不再是自我封闭的利润实体，而是生产网络

中的一个节点。灵活分散的生产组织形式同样能够

拥有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这里的规模经济是通过模

块化产品构件来获得的，而范围经济是通过在不同产

品中使用模块化构件来获得的。这样的生产形式既

能够实现低成本生产，又能够对市场变化做出迅速反

应。此外，模块生产网络整合过程中逐步完善的界面

使子模块之间更具兼容性，而且每个子模块是独立经

营的企业，具有自组织特性，同时模块化设计能够降

低企业的投资成本，使企业成为低成本、低产量、灵活

多变的柔性生产网络的有机组成部分。

航空物流服务链是由这个链条上的诸多企业组

成的，所以可以将其模块化，构成一个模块生产网

络，使其既能够低成本运作，又能够做到服务创新，

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

２．形成模块化组织对创新的推动
模块化组织有助于推进创新，这可以从３个方

面来说明。（１）模块化组织内各子模块企业之间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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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靠背”竞争具有“淘汰赛”式的激励效果。（２）
模块化组织内各子模块企业之间平行开展工作可以

促进创新。一方面，子模块企业内部信息包裹化使

每个子模块企业内创新项目免受外部干扰；另一方

面，也使得模块整合者有多个备选创新项目以对付

不确定性。（３）由于多个企业从事同一模块产品的
设计工作，创新性产品系统不需要事先集中设计便

可以自行演化。［８－９］

航空物流服务链提升其竞争力的一个关键点就

是服务创新，若将航空物流服务链中各要素企业进

行柔性重整，那么形成的模块化组织形态就具有自

发的协调性和创新性。

　　三、航空物流服务链模块化整合的

新模式

　　模块化组织内统一的联系规则就像是有一只
“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组织协同运转。联系规则涉

及结构、界面和标准３个要素，这３个要素及其协同
运转机制的设计决定着模块化的成功与否。

下面基于结构、界面和标准３个要素来分析航
空物流服务链模块化整合的关键问题（见图１）。

图１　航空物流服务链模块化整合示意图

１．结构
在模块化组织联系规则中，结构确定哪些模块

是系统的构成要素、模块如何发挥作用。航空物流

服务链由航空公司、机场货站、航空货代企业或第三

方航空物流企业，以及地面运输与配送企业和航空

物流需求企业构成。

（１）航空公司。航空公司提供空中运输服务，
主要经营点到点的货物运输，其业务仅占航空物流

服务链条中的一小部分，与其他环节相比，作业附加

值较低，获取的利润相对较薄。

（２）机场。在我国，许多航空公司地面代理和
销售代理均委托机场操作，机场还是口岸职能部门

的所在地。此外，机场货站是衔接空中运输与地面

运输的重要环节，其经营的主要业务有：进港货物安

全检验、始发站货仓配载与装卸、出港货物临时储存

与分拨等。

（３）航空货代企业／第三方航空物流企业。在
整个航空物流过程中，航空货代企业或第三方航空

物流企业是与航空物流需求方直接接触的唯一环

节，它全面掌握货源信息与航线网络信息。

（４）地面运输与配送企业。地面运输与配送企
业一般承担航空货物的地面运输业务，服务内容通

常比较单纯。

（５）航空物流需求方。没有客户的需求，航空
物流服务链各个环节的服务就缺失了对象，因此，航

空物流需求方是航空物流服务链中最重要的一环。

当下，我国信息产业发展迅猛，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国

际转移明显加快，高附加值的信息产品、各种商务文

件、信函、包裹等的快递需求强劲，这为正处于发展

初期的中国航空物流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２．界面
在模块化联系规则中，界面详细规定模块如何

相互作用，模块之间的位置如何安排、如何交换信息

等。航空物流服务链整合中包含４个关键点：核心
企业的确定；契约的制定；知识共享；服务创新。

（１）核心企业的确定。周鹏［１１］根据企业之间

实力地位和影响力不同，把模块化组织模式分为核

心企业型网络组织模式和分散型网络组织模式。在

核心企业型网络组织模式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模块

化整合企业负责制定系统规则和各模块之间的联系

界面，并由其与各模块供应商通过协商交流最终确

定下来；在分散型网络组织中，系统的联系规则是由

网络中的各个模块与中介机构共同协商制定、逐步

完善的，最终由市场选择。当前，由于我国航空物流

服务链中各节点企业之间的实力不均衡，我国航空

物流服务链模块化整合应该选择核心企业型网络组

织模式，这种模式是以核心企业的权威为基础的。

这是因为，一方面，权威能够充分确保核心企业地位

的有效性；另一方面，权威也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

核心企业可以通过控制成员企业的资源来维系模块

化组织的有序性。那么在航空物流服务链中哪个企

业拥有这样的权威性呢？

在知识经济时代，网络与声誉是稀缺资源，是权

威的２大支柱，它们作为资本创造价值的例子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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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是。充当航空物流服务链模块化整合者的核心企

业也必须拥有这两项资源。在国外，实力雄厚的航

空货代企业是航空物流服务链整合的核心，但我国

大部分货代企业经营规模小、服务功能单一、普遍缺

乏一批有着良好业务素质和能力的操作人员，无法

承担整合重任。能够拥有网络与声誉的企业是航空

公司和机场。可是通过上面对航空公司的分析，可

以发现我国的航空公司一般只承担点到点的货物运

输，其地面代理和销售代理都委托机场运作。不仅

如此，在我国，由于长期以来机场货站经营具有较高

的政策性和技术性的进入壁垒，航空公司直属机场

货站仅占机场集团公司直属机场货站的 ２３％。［１２］

因此，机场应是我国航空物流服务链模块化整合的

核心企业。

（２）契约的制定。模块化组织是以中间产品契
约为主的一系列契约的联结，这些契约主要包含２
方面的内容：合作规则的制定和合作剩余的分配。

模块化组织的合作规则包括正式契约和关系契

约２部分。正式契约主要有控股和参股等，而到底
选择哪种形式则取决于核心企业的发展战略。当核

心企业希望与成员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或者通过

参与董事会来掌握对成员企业的话语权时，就会选择

参股的形式；当核心企业希望控制成员企业的核心资

源和知识，甚至完全掌控成员企业时，便会选择控股

的形式。在航空物流服务链模块化整合中，作为核心

企业的机场，首先要做的工作是甄别与合作企业关系

的重要性。航空货代是与航空物流需求方直接接触

的唯一环节，掌握着大量的货源信息与航空网络信

息，与机场的交易频率高且交易不确定性高，在这种

情况下，机场可以采用控股的形式控制航空货代的货

源信息与航线网络信息，进而达到完全主导航空货代

的发展战略使之与机场发展战略相匹配。地面运输

与配送是实现门到门服务的重要环节，机场可以选择

几家运输实力较强的公司签订联运协议，必要时可以

采取参股的方式掌握决策的话语权。

在航空物流中，航空公司是空中运输服务的提

供者，与机场交易频率高，如果机场成为某家航空公

司的地面代理或销售代理，两者之间实际上已经建

立起了休戚与共的关系，交易不确定性很低，因此，

虽然机场与航空公司最初签订的是正式契约，但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之后更多体现的是关系型契约。

同时，机场与航空物流需求者之间也更多体现的是

关系型契约。关系型契约强调的是“互惠共生”，而

“互惠共生”是以权利公平为基础的。合作中的公

平原则包括两方面：一是同等利益的交换，即我们通

常所说的互惠；二是同等损害的交换，即我们常说的

强互惠，它带有惩罚性质。也就是说，互惠应当包括

同等损害的交换，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模块化组织的

合作剩余最大化。而最常用的惩罚方法就是拒绝与

其合作。一般来说，处于航空物流服务链模块化整

合核心位置的机场应该扮演强互惠者的角色，执行

利他性惩罚。

在航空物流服务链模块化整合中，从合作剩余

的分配关系到组织的整体效率，都应进行最合理分

配。航空物流服务链中每个节点企业都有“公平”

的概念，即当节点企业的贡献与合作剩余的分享成

正比时，它才会留在航空物流服务链中，才会尽自己

最大的努力把合作剩余做大，这时链条才是相对稳

定的、效率的。所以，这样的分配是最合理的。

（３）知识共享。知识共享是航空物流服务链节
点企业之间快速响应的必要条件。在这个问题上，

以往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集中信息平台的构建，即

从技术上解决知识共享问题。实践证明，知识共享

不仅是技术上的问题，更多的是机制的问题。因此，

本文的关注点就落脚在有效知识共享机制的构建

上。有效的知识共享机制应该能够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哪些知识可以共享；二是如何有效共享知识。

依照这个思路，我们在航空物流服务链模块化整合

过程中，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步骤构建知识共享机制。

首先，在航空物流服务链模块化整合的过程中，

各节点企业要对自有知识进行结构性分解，区分核

心知识、重要知识和一般知识。这里的核心知识是

指节点企业创造核心能力的知识，是企业不可泄露

的那部分知识；一般知识包括所有普遍掌握的知识

或已经被其他节点企业所知悉的知识；而重要知识

则介于核心知识与一般知识之间，既不直接构成核

心能力也没有被广泛知晓，节点企业可以根据是否

是核心知识的关键支撑来划分重要知识。由结构性

分解得到的核心知识和起关键支撑作用的重要知识

是节点企业需要着力保护的，最好的控制方法便是

通过产权界定。而除此之外的其他知识就是可以与

其他节点企业共享的知识。

其次，在航空物流服务链模块化整合过程中，对

于可以共享的知识，可以通过建立联合智囊团的方

法来解决。联合智囊团由机场相关负责人牵头，各

节点企业的相关专家共同组成，致力于对共享知识

的吸收与融合、对组织系统知识的升级与重构等工

作。通过联合智囊团可以有效协调各方资源，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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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基础膨胀导致的组织系统复杂性不断上升的

问题。

以产权知识保护和联合智囊团为基础的知识共

享机制不仅能够强化航空物流服务链模块化组织知

识流动的有序性，而且还能提高知识的利用率，使不

同类型的知识得以发挥最大的潜能。

（４）服务创新。航空物流不可储存和转移的特
征决定了不可能有提前生产和储存的服务“库存”。

因此，航空物流服务链是一个典型的客户需求驱动

式服务链条，服务创新是其生存之本。模块化是实

现服务创新的重要方法，航空物流服务链中各节点

企业拥有各自的服务模块，以机场为核心将功能各

异的服务模块通过不同方式进行组合，能够迅速地

制造出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服务产品。不仅如

此，各节点企业还具有创新的原动力，不断自主创

新，不断推出新的服务模块。但在航空物流服务创

新中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环节间的数量比例要协调，

如机场的货运处理能力、仓储能力；航空公司的航

线、航班数和货运运力；地面运输企业的配送能力、

仓储能力等之间的数量比例协调，这样才能够最大

限度地提高资源利用率，满足客户需求。

３．标准
标准是用来检验模块是否符合设计规则、是否

达到了设计的性能。在当前客户需求多样化的市场

环境中，航空物流赢得客户的主要竞争力来源于满

足和创新客户价值。因此，航空物流服务链模块单

元的考核标准之一就是：能否为客户创造价值和创

造的价值能否达到预期目标。由于航空物流服务链

在运作过程中是通过最佳能力要素模块的组合来发

挥自己的竞争优势和发展新的服务项目的，因此，航

空物流服务链模块单元的考核标准之二就是：同类

模块的可替代性。另外，在航空物流服务链中，子模

块企业均是理性经济人，难免存在本位主义和短视

行为。因此，航空物流服务链模块单元的考核标准

之三就是：子模块企业的“全局观”，也就是从整体

角度对子模块企业进行绩效考评。

　　四、结论

本文利用模块化理论对航空物流服务链进行整

合，从结构、界面和标准３个方面探讨航空物流服务
链模块化整合的关键问题。笔者认为：（１）在我国，
航空物流服务链整合的核心企业是机场，而不是航

空货代；（２）航空物流服务链模块化整合的契约有
正式契约和关系型契约２种，机场应该采用控股的

形式控制航空货代，采用参股的形式参与地面运输

与配送企业的决策，与航空公司和客户建立“互惠

共生”的长期关系；（３）节点企业的贡献与合作剩余
的分享应该成正比；（４）在知识共享中，首先应通过
结构性分解得到能够共享的知识和必须通过产权保

护的知识，其次对于能够共享的知识应建立联合智

囊团，以提高知识的利用率；（５）以机场为核心将不
同模块以不同方式进行组合来实现服务创新，但是

要注意不同环节间数量比例的协调；（６）可以从客
户价值的可实现性、模块的可替代性和子模块企业

的“全局观”３方面对模块进行检验。
应当指出，作为探索性研究，本文对某些问题的

研究还不够深入：一是本文只是对“合作剩余”的分

配进行了定性探讨，没有进行定量研究；二是对于模

块检验，本文仅仅提出了３个检验的标准，并没有针
对每个标准提出具体检验指标。这些问题仍有待进

一步探讨，相关的后续研究与拓展工作将进一步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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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植入情景与品牌形象关系的
植入式营销传播效果研究
———以雪佛兰汽车的植入式营销分析为例

王丽波

（河南工业大学 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摘　要］基于植入情景与品牌形象关系进行分析，以雪佛兰各类汽车在《变形金刚》《乡村爱情》
中的品牌植入为研究样本，从传播辐射力、网络舆论力、购买意愿拉升力３方面评估植入广告的传
播效果，得出结论：（１）植入作品要有较强的传播力度，品牌才能与植入情景自然融合；（２）植入情
景要与植入品牌的目标受众一致；（３）植入广告不应与反面角色或情节产生关联。
［关键词］植入情景；品牌形象；植入式营销

［中图分类号］Ｆ７１３．８；Ｇ２０６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４．００９

　　作为广播广告效果递减的结果，企业越来越多地
转向将产品植入电影或电视进行推广。为了解消费

者和从业者的意见，对植入式广告效果的研究也不断

涌现。ＶｏｌｌｍｅｒｓＭｉｚｅｒｓｋｉ［１］在对７１名大学生的调查中
发现：９６％的参与者都知道品牌植入，９３％的参与者
能正确识别他们已经看过的电影中出现的产品品牌。

Ｐ．Ｂ．Ｇｕｐｔａ等［２］认为显性植入更能突出产品品牌，从

而导致更大的品牌回忆度。林升梁［３］对影片《一声

叹息》中出现的飘柔和汰渍、二锅头和吉通卡、别克和

中国银行，从品牌意识和消费者价值观角度出发，对

植入式营销效果进行了研究。王菲等［４］以电视剧

《金婚风雨情》为例，通过对植入类型、受众关联度、植

入式营销利益信息量等方面进行分析，对植入式营销

效果从认知效果、情感效果、意动效果３方面研究了
电视剧植入式广告在中老年受众中的总体效果与影

响因素。但已有关于产品植入式营销的研究大多集

中于记忆衡量营销手段的有效性，很少或者几乎没有

学者从广告传播效果角度研究其植入效果。鉴于此，

本文拟在对植入情景与品牌形象的关系进行分析的

基础上，以雪佛兰品牌汽车在《变形金刚》《乡村爱

情》中的植入效果为例探讨其规律性，以期为企业更

好地进行植入式营销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

　　一、植入式营销效果影响因素与评

价指标

　　营销效果是企业在品牌推广的过程中所进行的
一系列营销活动对消费者购买欲望所产生的影响，

主要包含心理效果和社会效果。心理效果是指营销

活动对受众的心理认知、意志和情感的影响程度，是

营销活动的传播、社会、教育、经济等功能的集中体

现。社会效果是营销活动对社会道德、文化教育、伦

理、环境的影响。良好的社会效果也能给企业带来

良好的经济效益。营销效果的评估一般是指经济效

果的评估，是关于消费者对于各种媒体，如报纸、杂

志、电台、电视、户外广告等接触情形的调查和影响

的评价估量。

Ｂａｒｒｙ［５］提出了影响层级（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ｏｆｅｆｆｅｃｔｓ）模
型，认为信息对消费者的影响包括３个层次：认知、
情感和意动。认知包括消费者对于信息的记忆和理

解，情感意味着兴趣或者偏好，而意动则包括购买意

愿甚至最终的购买行为。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

者们开始更加关注影响植入式广告效果的各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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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这些影响因素可以分为植入刺激要素和消费者

个体差异要素。植入刺激要素包括植入的媒介类

型、节目类型、植入方式、植入的显著程度和频率，以

及产品或品牌自身与植入媒介之间的关联度等。消

费者的个体差异要素则包括消费者对广告植入形式

的态度、对产品或品牌的熟悉程度（类似品牌知名

度）、使用植入媒介时的卷入程度（如观看电影时的

投入度）、消费者对植入与自身联系感知一致

性———包括对故事角色、情节、媒介的认同。杨

波［６］构建了基于“传播辐射力、网络舆论力、购买意

愿拉升力”的视频广告传播效果评估模型，并对其

应用价值进行了深入探讨。由于本文是从传播学角

度进行研究，所以将杨波的广告传播效果评估指标

作为本文研究植入效果评价的标准之一，同时也将

企业产品的植入方式与品牌形象的吻合度要素作为

评价核心，以让本文的案例分析研究结果更加直观。

　　二、雪佛兰植入营销的传播效果

分析

　　近年来，汽车走进影视作品，银幕品牌营销活动
络绎不绝。如《００７》中的宝马、阿斯顿马丁、福特，
《变形金刚》系列里的雪佛兰，《雷神》中的讴歌，《不

再让你孤单》里的比亚迪等。雪佛兰（Ｃｈｅｖｒｏｌｅｔ）作
为美国经典汽车品牌之一，给消费者的印象一直都

是高品质、设计富有表现力、性能活跃、物超所值。

植入式营销是雪佛兰在市场推广过程中最常用也是

最有效的营销方式之一，从受年轻人超级欢迎的电

影《变形金刚》系列、贺岁电影《父亲》、青春系列电

影《老男孩》，再到引爆收视狂潮的《爱情公寓 ３》
《乡村爱情４》等电视剧，都能看到雪佛兰各种车型
在剧中的显现。

通用公司雪佛兰汽车广告战略投入构成比例如

下：电视广告占 ３１２０％，影视植入性广告占
２８３０％，网络广告占１８％，报纸杂志等平面广告占
１１．５０％，户外路牌停车亭广告占８．００％，大型墙体
广告占３３０％。从中可以看出，雪佛兰的植入式营
销是仅次于电视广告的第２大广告使用方式，其植
入式营销效果如何将会对该品牌车辆的销售造成较

大影响。因此，本文以雪佛兰在《变形金刚》系列电

影和《乡村爱情４》中的植入营销为例，在深入发掘
雪佛兰的品牌形象与植入情景吻合度的基础上，对

雪佛兰品牌植入营销的传播效果进行深入对比研

究，挖掘其可借鉴的价值。

１．雪佛兰汽车在电影《变形金刚》的植入效果
分析

纵观《变形金刚》系列电影，作为主人公男孩萨

姆的第一辆车，从 ２００７年 ７月上映的《变形金刚
Ⅰ》中“大黄蜂”（Ｃａｍａｒｏ）崭露头角，到 ２００９年 ６
月上映的《变形金刚Ⅱ》以“大黄蜂”为主角的雪佛
兰汽车家族的集合，再到２０１１年７月上映的《变形
金刚Ⅲ》装备了新的武器、变得更有力量的汽车人
“大黄蜂”，雪佛兰 “大黄蜂”以其超酷的外型成为

影片中最耀眼的明星。

首先，就植入情景来看。虽然目前对植入情景

概念的界定尚未统一，但多数学者认为植入情景即

植入式营销的传播环境。植入式营销的传播环境一

般包括植入载体、植入方式和植入过程 ３个因素。
由于《变形金刚》系列电影是以汽车为题材的高科

技好莱坞大片，汽车不只是一个道具，而是取代演员

成为主角，几乎所有的影视情节都在此或围绕此展

开。即使观众看出这是植入式广告，观众心里依然

很乐意接受并且沉迷其中。调查中很多观众坦言，

看《变形金刚》系列电影更多的时候都是为了看电

影里面那些车。从植入深度来来看，由于与剧情的

关联度极高，该车在影片中植入方式全面、植入时间

长（贯穿整部电影）、次数多、品牌标识呈现明显，属

于深层植入。当植入的层次越深，观众对其的认识

就越全面，留给观众的印象也就越深刻。

其次，就品牌形象吻合度而言。所谓品牌形象

是指企业或其某个品牌在市场上、在社会公众心中

所表现出的个性特征，它体现公众特别是消费者对

品牌的评价与认知，包括产品形象和品牌定位。雪

佛兰一向树立的是积极向上、活力年轻、好的气派和

风度的品牌形象，“大黄蜂”更是秉承这一品牌形象

定位，外形动感时尚，车身颜色亮黄，给人一种充满

活力的感觉。年轻群体是《变形金刚》系列电影的

主要观影群体，对年轻人来说，时尚与活力是他们对

生活的追求。作为科技和时尚代名词的“大黄蜂”，

其动感、时尚、活力、超越自我的品牌形象恰好满足

了观众群体的这种心理诉求，赢得了众多电影粉丝

和车迷的追捧。雪佛兰通过《变形金刚》系列电影

获得的超高人气和大量潜在客户，为雪佛兰赢得了

一次完美的品牌营销，真正实现了电影票房收入与

汽车销售的双赢。

再次，从传播效果来看。自从《变形金刚Ⅰ》
２００７年上映后，剧中的“大黄蜂”，也就是现实中的
Ｃａｍａｒｏ在北美市场上供不应求，且至２０１４年４月，
一直稳居北美同等级别跑车市场的第１名。调查中
发现，一提起雪佛兰，许多年轻消费者头脑里出现的

第一联想就是《变形金刚》。凭借“大黄蜂”这一角

色在电影中的重要地位，雪佛兰一跃成为话题性和

曝光率最高的汽车品牌。２０１１年《变形金刚Ⅲ》上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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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以后，我国２００多家雪佛兰经销商中有１５０家在
影院包场，组织车主、准车主观看《变形金刚》系列，

让车主体会到雪佛兰品牌的荣耀，同时也让雪佛兰

的品牌形象得到进一步的提升。２０１１年，“大黄蜂”
在全球的销量达到８１２９９辆，超越了福特野马在该
跑车领域内２３年的销量记录。就传播效果角度评
估《变形金刚》中“大黄蜂”在我国具体的植入效果，

可以发现：（ａ）传播辐射力：《变形金刚》系列分期在
美国、法国、英国、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智利、

巴西等国家上映，辐射欧美、亚洲等大部分地区，全

球票房近２７亿美元，中国票房将近１８亿人民币，
《变形金刚Ⅲ》票房收入近１１亿人民币。（ｂ）网络
舆论力：百度搜索词条数达４５９０００个；百度跑车类
热搜风云榜第２名，搜索指数达到２５５８８；以“大黄
蜂科迈罗”为题的讨论帖达 １６８７４８４篇，论坛达
４８０５１１人；新浪微博“大黄蜂科迈罗”关注度很高，
粉丝群达８９６４５人次。（ｃ）购买意愿拉升力：根据
网上数据分析，看完《变形金刚Ⅱ》《变形金刚Ⅲ》，
２１％的观众表达了强烈的购买意愿，３７％的观众表
示会把“大黄蜂”列为购车选项之一。

２．雪佛兰汽车在电视剧《乡村爱情４》的植入效
果分析

在电视剧《乡村爱情４》中，雪佛兰汽车可谓“仅
次于一号角色的一号角色”，整部剧中几乎所有车

主出场都和雪佛兰汽车联系在一起（见表１），雪佛
兰汽车几乎囊括了《乡村爱情４》里所有的座驾，给
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１）雪佛兰“新赛欧”的植入效果分析
从品牌形象来看，“新赛欧”的产品定位为“全

民理想家轿”，专为成长中的中国幸福家庭量身打

造。而其简洁明快的内饰设计风格，漂亮时尚、极富

动感的外观，非常适合现代年轻人的审美标准，

５６８～７．５８万的定价区间也很符合刚踏入社会打
拼的年轻人的经济条件。从植入方式来看，“新赛

欧”作为剧中主角王小蒙的座驾，经常出现，不但有

特写镜头，而且多次探讨该车所具有的各种功能，属

于明显的视听结合显性深层植入。剧中王小蒙、谢

小梅等作为农村中奋斗致富年轻人的代表，是一群

简单务实的年轻人，追求家庭美满和质朴真实的幸

福，追求生活质量的提升，她们展示出了“新赛欧”

年轻与活力，积极向上的品牌形象。在具体的植入

场景中，“新赛欧”产品意义延伸与剧情、角色定位

也都基本吻合。

自从２０１１年５月５日《乡村爱情４》在北京电
视台黄金时段开播以来，“新赛欧”受到了更多年轻

人的关注，销量也较开播前有了很大的提升。由图

１可以看出，２０１１年５月份是“新赛欧”的销售高峰
期，而后的几个月中，其销量也较前期呈上升趋势。

从整体来看，雪佛兰“新赛欧”的植入是比较成

功的，广告产品的消费群体和潜在消费者需求与植

入载体受众相符合，达到了对产品进行宣传和强化

产品形象在受众意识中的地位，以提高产品形象和

销量这一植入式营销目的。同时向消费者传递了包

括产品价格、性能、颜色、操作方法等方面的知识，给

消费者留下了正面的认知记忆，植入效果相对理想。

（２）雪佛兰“新景程”的植入效果分析
雪佛兰“新景程”作为一款商务、家庭公私兼用

车，俊朗的外观、宽敞舒适的空间，以及低于 Ａ级车
水平的市场报价都让“新景程”成为商务家用两相

宜的高性价比理想车型。就植入情景来看，该车也

是多次出现，是刘一水、王兵、王长贵与镇长齐三泰

等人的座驾，有明显的品牌标识特写镜头和围绕车

发生的故事情节，属于深度植入。剧中“新景程”作

为刘一水的座驾比较合适，刘一水作为年轻的私企

业主代表与其品牌形象相吻合。但是剧中王长贵这

一角色与“新景程”的结合则引起人们的激烈讨论，

而且这种讨论对产品品牌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国家对干部用车有明确的规定标准，省部级干

部专人专车，副部级、副省级干部保证有固定工作用

车，其他地方各级国家党政机关配车为公务用车。

在我国许多地方，乡镇水利站仅是事业单位，站长级

别相当于股级，根本不可能配备专人固定用车。剧

中王长贵以水利站站长的身份不够配备公用车级

别。群众对政府官员的“三公”消费一直都有很大

表１　《乡村爱情４》中出现的雪佛兰汽车有关信息
车型 剧中车主 官方指导价 品牌形象 植入方式

新赛欧
黄亚萍、王小蒙、

谢小梅
５．６８万～７５８万

“全民理想家轿”，专为成长中的中国幸福家庭量身打造，

外观极富动感，非常适合年轻人的审美标准，

是一款相当不错的低价位代步车型

视听结合

的显性深

层植入

新景程
刘一水、王长贵、

王兵、齐三泰
１０．８８万～１６．１９万

公私兼用车，俊朗的外观，宽敞舒适的空间，

五星标准的安全

视觉显性

深层植入

科帕奇
刘大脑袋、王大拿、

汇源老总朱新礼
２２．４８万～３７．２８万

更高的越野性和安全性，并有运动感，兼顾经济性，便于日

常生活、外出旅行和野外休闲，丰富个性化的生活

视觉显性

中层植入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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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１１年雪佛兰“新赛欧”全国销量趋势图

意见，剧中把“新景程”植入情景选择在引人关注的

非现实环境中，引起了观众的极大关注和讨论，在观

众心里产生了负面的感情认知和不好的记忆联想，

这对该产品品牌的传播效果会产生负面影响。

（３）雪佛兰“科帕奇”的植入效果分析
雪佛兰“科帕奇”外观阳刚，外形出色，有着原

装进口的品质、良好的操控性能。目前，主流消费群

体多数是一些成功人士，如企业精英、具有时尚品位

的高级白领或特立独行的知名人士。他们把 ＳＵＶ
看作“轮上高尔夫”。在他们眼中，ＳＵＶ除了具备中
高档轿车的舒适性，还有更高的越野性和安全性，兼

具运动感，便于日常生活、外出旅行、野外休闲和丰

富个性化的生活。就植入过程来看，该车作为刘大

脑袋、象牙山庄董事长王大拿与汇源集团老总朱新

礼的座驾，也是多次出现，且有明显的品牌标识特写

镜头，属于中度植入。剧中象牙山庄董事长王大拿

和总经理刘大脑袋作为该山庄的高层管理者，与报

价２２．４８万 ～３７．２８万的“科帕奇”的定位还算合
适，与生活现实基本吻合，消费者基本上可以接受。

但汇源集团老总朱新礼乘坐“科帕奇”去参加谢永

强的公司奠基典礼，这个植入过程与人物身份、场合

环境不符，更与现实生活不符。而且作为一款偏向

城市ＳＵＶ的“科帕奇”，经常在剧中出现的场景是行
驶在象牙山的山间公路上，这与其城市ＳＵＶ的产品
定位不合拍。

从整体上来说，雪佛兰在剧中选择视觉植入方

式，所有产品都是以道具、背景、故事情节等方式出

现，增加了品牌的曝光度，但剧中有太多的镜头和很

多长时间的远近切特写给予产品，会让观众产生视

角上的疲劳，继而造成心理上的反感。而且有的在

角色匹配方面出现了问题，植入情景与品牌形象吻

合度出现偏差。上海通用对雪佛兰品牌的定位规划

是平民品牌，目标市场以务实的城市人群为主，作为

这样一个主打一线市场的品牌，选择以农村题材为

背景的电视剧《乡村爱情４》为植入载体，在一定程
度上体现了雪佛兰品牌营销策略上的失误。这种品

牌传播偏差，不但会有损雪佛兰汽车的品牌形象，让

观众对品牌定位产生误解，更会影响到消费者或者

潜在消费群体对品牌理念的理解，从而产生认知上

的混乱。而且剧中王长贵要车和朱新礼参加奠基庆

典情节让人费解，不符合现实常规，观众会认为是为

了提高植入品牌的曝光度而增加剧情，为了植入而

植入。这种不符合逻辑的植入情景选择，不但会有

损品牌形象，而且植入效果较差。从传播效果角度

评估雪佛兰在《乡村爱情４》整体植入效果，可以发
现：（ａ）传播辐射力：２０１１年５月，《乡村爱情４》选
择在北京卫视和乐视网首播，获得收视开门红，平均

收视率超过１０％，是北京卫视近两年开播收视率最
高的电视剧。根据乐视网提供的数据，《乡村爱情

４》首集点播数近２００万，每集点播均超过３０万，总
点击量近亿次。之后在其他卫视又进行了多轮播

出，均取得不错收视率。（ｂ）网络舆论力：百度收索
引擎关键词“乡村爱情４雪佛兰”词条数达１０８０００
个，但负面信息达２２７４８条；百度新闻有关“雪佛兰
植入《乡村爱情４》拉低形象”的新闻达 ７１６０条，
“植入不合适”质疑达２１３００条；百度贴吧相关负面
帖子达９８４篇，内容以“雪佛兰植入广告太明显，植
入情景不和谐，植入太多引起观众反感”为主。（ｃ）
购买意愿拉升力：据百度贴吧统计，因观看《乡村爱

情４》询问雪佛兰汽车相关信息的帖子达３４９条，而
对其广告植入效果吐槽的帖子达５９２条，并表示对
其定量植入反感，有１５５人次表示因看过《乡村爱
情４》不想再购买雪佛兰汽车。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继承并拓展了以往关于植入式营销的研

究，以植入情景与品牌形象吻合度为核心，以雪佛兰

汽车在《变形金刚》系列电影和《乡村爱情４》里的
品牌植入为研究样本，从传播辐射力、网络舆论力、

购买意愿拉升力３方面评估视频广告传播效果得出
以下结论。

１．植入作品要有较强的传播力度，品牌才能与
植入情景自然融合

植入作品的社会轰动性将影响植入广告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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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从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电影上映范围广、票

房好，电视作品收视率高，都会给品牌带来较大的传

播辐射力。

植入式营销栖身于载体，必然受载体本身品质、

受众对象层次的影响，载体本身的定位与品牌定位

是否一致，也会直接影响到品牌植入效果。品牌整

体植入要符合剧情背景、符合逻辑和较高的现实生

活性，在保证不过分破坏剧情的情况下增加品牌曝

光度，在观众无意识中接触、接受产品品牌，扩大品

牌传播范围，提升品牌形象，强化受众对品牌的记忆

程度，提高传播的有效性。这要求既要考虑影视剧

题材、背景等与产品品牌所表达的意义是否一致，又

要从影视剧中植入情景各方面进行准确把握，确保

植入情景能正确的诠释品牌意义。如电影《变形金

刚》，本身是以汽车人大战为主，所以雪佛兰的汽车

植入是合情合理的，且“大黄蜂”的炫酷形象与电影

的高科技主题相得益彰，融入程度较高，既提高了品

牌植入效果，又有效地传播了产品品牌和品牌理念。

但品牌过分的曝光也会影响品牌的植入效果。如

《乡村爱情４》在植入过程安排上，雪佛兰出现的情
节大多是幽默诙谐的片段，在观众开怀大笑的时刻

会对产品有更清晰、深刻的印象，但因其植入过多，

剧情场景、演员台词涉入过多就明显让观众感觉到

在做广告，继而产生负面的认知情感，植入效果大打

折扣。

２．植入情景要与植入品牌的目标受众一致
企业营销活动开展是以目标客户为基础的，也

就是说只有广告信息接收人群与产品或品牌的目标

消费人群相一致，才能达到好的植入效果。因此，企

业在选择影视剧进行品牌植入时要充分考虑品牌自

身是否适合进行植入，适合哪些类型题材的影视作

品进行植入，植入情景和品牌是否吻合。植入情景

与品牌吻合度是品牌进行植入式营销要充分考虑的

因素，正确把握品牌目标消费人群，才能提高植入式

营销效果。如果单纯为了广告而勉强进行植入，一

旦植入情景与品牌定位和品牌理念不符，则会适得

其反，对品牌造成损害。如果品牌在植入的影视作

品中所表达的意义与品牌定位不一致，就会造成消

费者品牌认识的混乱，潜在消费者对品牌认知不清

晰，从而造成消费者的叛离和潜在消费群体的流失。

如“科帕奇”在《乡村爱情４》中进行植入式营销，而
该剧是乡村题材电视剧，而该车却是偏向城市的

ＳＵＶ汽车，主流消费群体是企业精英、高级白领等，
这种品牌与载体之间的差异会导致主流消费群体的

品牌认识混乱，对观众来说又是一种品牌误导。

３．植入广告不应与反面角色或情节产生关联
企业根据品牌的形象战略与品牌的传播战略，

应选择与品牌定位、品牌个性形象、品牌主张、品牌

视觉标识形象、品牌成熟度、品牌目标市场定位、品

牌营销传播策略等相吻合的、关联度较高的传播载

体。根据移情理论，如果产品与影片的反面角色或

情节产生关联，观众就会对该产品品牌形象产生不

好联想，无形之中会贬损自身品牌形象。正面角色

和情节对有助于扩大产品美誉度。作为广告，应让

产品或品牌给受众积极的联想，促使受众对品牌产

生正面的认识与积极的态度。如《乡村爱情 ４》中
“新景程”与王长贵要车的情节联系就引起人们的

激烈讨论，而且这种讨论对产品品牌产生了负面的

影响。相反，作为《变形金刚》中代表正义的英雄形

象的“大黄蜂”汽车人，则给观众带来了更多的正面

的品牌联想和情感认知，使其品牌形象大大提升，植

入效果也相对更好。同时，植入广告传播信息应与

品牌信息一致，植入广告传播的信息应该与产品或

品牌一贯的品牌形象相符。在植入广告中，品牌形

象、个性和被植入的载体内容的意义存在着互相构

架的情况。如果表达不当，产生形象不一致的植入

则不利于品牌的的推介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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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结构对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绩效影响分析
———基于创投参与的企业角度

谷秀娟，赵晓鹏

（河南工业大学 经济贸易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摘　要］通过对创投参与企业资本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性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企业资本结构中
债务水平与企业绩效呈负相关，股权集中度上升能够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所有权结构对企业绩效

影响不大；成长性高的企业会促进企业的发展，而行业特性与企业绩效呈负相关。鉴于此，创业投

资机构在对企业进行投资时，需要将企业的资本结构考虑在内，对于债务水平低或股权集中度高的

企业，可以给予优先考虑，对于债务水平高或者股权集中度低的企业进行投资时需要谨慎。此外，

还需要同时将行业特性和企业的成长性考虑在内，优先考虑成长性高的企业和销售费用占比小的

企业。

［关键词］资本结构；企业绩效；股权集中度；债务结构

［中图分类号］Ｆ２７６．３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４．０１０

　　资本结构又叫融资结构，是指企业内各种资本
的构成及其比例关系，资本主要分为权益资本和债

务资本［１］。广义资本结构是指企业内全部资本之

间的比例关系，即自有资本与负债资本之间的比例

关系；狭义资本结构指企业自有资本与长期债务资

本的比例关系，而将企业的短期债务作为营运资本

来管理［２］。本文采用的是广义的资本结构概念。

资本结构优化是企业财务管理的核心问题之

一，资本结构优化的理想目标是企业价值最大化。

资本结构不仅影响企业的融资成本和市场价值，还

与企业的治理结构、公司经营绩效和宏观经济的正

常运行紧密相关。针对资本结构对企业经营绩效的

影响，国内外相关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Ｍａｓｌｉｓ［３］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企业负债对企业价值有促进作

用；而Ｈａｔｆｉｅｌｄ等［４］通过实证分析却发现，企业价值

的提升与行业负债率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Ｓｈａｈ［５］

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企业财务杠杆的提高能够促进

企业股票价格的上涨；Ｓｈｌｅｉｆｅｒ等［６］通过研究发现，

股权结构能够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而且呈现出曲

线关系，这与 Ｈｉｌｌ等［７］的实证研究结果相似，但与

Ｆｕｅｒｓｔ等［８］的实证研究结果相反。

洪锡熙等［９］的实证研究表明，盈利能力、企业

规模与企业负债呈正相关，公司权益、成长性与企业

资本结构之间没有显著性关系；黄少安等［１０］认为，

存在股权偏好的企业在融资后对资金的使用效率、

经营绩效和投资者利益方面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而张军等［１１］却认为，中国上市公司并不存在最优的

资本结构，也不存在股权融资偏好。

通过对以上国内外文献的研究分析可知，国内

外的学者对资本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进行了深入

的研究，但是对于创业投资参与的ＩＰＯ企业，国内外
的学者对其资本结构变化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还

不是很多。近年来创业投资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２００９年中小企业板上市的５４
家企业中，有１８家企业有创投参与，占当年 ＩＰＯ企
业总数的１／３，２０１１年更是达到了６１家，占总数的
３５．４７％。笔者拟在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
２００９年中小企业板创投参与企业的相关数据，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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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Ａ方法对样本企业的经营绩效进行分析，通过对
绩效指标与相对应的资本结构相关变量之间关系进

行多元回归分析，最终得出资本结构对创投参与企

业绩效的影响性，以期为创投机构优化上市公司资

本结构提供帮助，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

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一、模型构建与数据选取

１．研究假设
根据资本结构的相关研究可知，资本结构主要

包括债务结构和股权结构，而股权结构又包括所有

权结构和股权集中度［１２］。因此本文对研究的样本

公司中资本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作如下假设：

假设１：企业负债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存在显
著的正相关。由于资本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

绩效优的企业为了能够将自己与绩效差的企业区别

开来，往往采用高负债策略。由于高负债往往伴随

着高风险，绩效差的企业多半不采用这样的策略。

这样，绩效优的企业与绩效差的企业就可以通过负

债水平的高低来进行区分。本文用资产负债率来表

示企业负债水平。

假设 ２：民营控股企业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
我国中小板企业的企业性质分为民营控股和国有控

股２个主体。通常认为，前者比后者更能够促进企
业的发展，因为民营控股的企业产权更加明晰，控股

股东的经济利益与企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因此采用

民营控股形式更能够促进企业的发展。但晏艳

阳［１３］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性质与企业的价

值和绩效没有显著的关系。本文设置虚拟变量

ＮＯＥ表示企业性质，ＮＯＥ＝１表示民营控股企业，
ＮＯＥ＝０表示其他企业。

假设３：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呈显著负相关。
股权集中度是反应股权集中或分散的量化指标。它

主要是指企业全部股东因持股比例不同所造成的股

权分散状态，是衡量企业稳定性强弱的重要指标。

通常认为，当企业的股权过于集中在一个或者少数

几个股东手上时，企业的控制者往往会对企业的生

产效率产生２方面影响：一方面是控股股东会加强
对企业管理层的监督，同时还会指派或者亲自进入

企业参与企业的经营，最终会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

另一方面，企业的控制者可能利用自己的控股地位，

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做出一些损害企业利益、损

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这些行为包括关联交易、资

产转移等。本文利用企业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来

表示股权集中度。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影响因素主要是债务结

构和股权结构，此外还有其他影响因素。这些因素

包括经营者的偏好、所在行业的性质等。本文结合

已有文献研究成果，选取公司的行业特性（销售费

用／营业收入）和成长性（营业收入增长率）作为企
业经营绩效的控制变量。

２．模型构建
（１）模型Ⅰ
本文利用 ＤＥＡ方法中的 ＢＣ２模型对企业绩效

进行分析。由于是对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进行的绩

效分析，考虑到中小板上市企业间不同行业的产出

不具有可比性，本文选用如下投入导向型模型：

ＢＣ２

ｍａｘ∑
ｓ

ｗ＝１
ηｗｙｗｄ＋η

∑
ｋ

ｗ＝１
ηｗｙｗｊ－∑

ｍ

ｉ＝１
ωｉｘｉｊ＋η０，ｊ＝１，…，ｎ

∑
ｍ

ｉ＝１
ωｉｘｉｘ ＝１

ωｉ＞０，ｉ＝１，…，ｍ

ηｗ ＞０，ｗ＝１，…，

















ｋ
　　其对偶规划为：

Ｄ

ｍｉｘθｄ
ｓ．ｔ．

∑
ｎ

ｊ
αｊｘｉｊθｄｘｉｘ，ｉ＝１，…，ｍ

∑
ｎ

ｊ
αｊｑｗｊｑｗｄ，ｗ＝１，…，ｋ

∑
ｎ

ｊ
αｊ＝１

αｊ０，ｊ＝１，…，



















ｎ
　　该模型将规模效率考虑在内，使得技术效率 ＝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ＤＥＡ方法的优点体现在
对变量的选择上，可以做多输入和多输出变量分析，

且在指标选择上要求既要能够客观反应评价单元的

竞争能力，又要避免输入（输出）指标之间缺乏强的

共线性，同时指标要具有易获性。

本文通过模型Ⅰ得出企业的经营绩效，并以此
为基础，为模型Ⅱ多元回归提供变量。

（２）模型Ⅱ
以通过模型Ⅰ计算出来的企业经营绩效为因变

量，以债务结构、股权结构和其他控制变量为自变

量，做多元线性回归，具体模型如下：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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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Ｅ＝α１＋β１ＡＬＲｉｔ＋β４ＩＣｉｔ＋β５ＧＲｉｔ＋μｉｔ　　　　　　　　　　　　　　①
ＲＯＥ＝α１＋β１ＡＬＲｉｔ＋β２ＮＯＥｉｔ＋β４ＩＣｉｔ＋β５ＧＲｉｔ＋μｉｔ ②
ＲＯＥ＝α１＋β１ＡＬＲｉｔ＋β２ＮＯＥｉｔ＋β３ＯＣｉｔ＋β４ＩＣｉｔ＋β５ＧＲｉｔ＋μｉｔ

{
③

　　其中，ＲＯＥ表示绩效，ＡＬＲ表示资产负债率，
ＮＯＥ表示虚拟变量———企业性质，ＯＣ表示股权集
中度，ＩＣ表示行业特性，ＧＲ表示企业成长性。式①
首先对假设１中资产负债率与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
验证，采用的因变量是模型Ⅰ中得出的技术效率，自
变量是资产负债率和其控制变量；式②在式①的基
础上引入虚拟变量———企业性质，用以验证假设２；
式③是在式①②的基础上引入股权集中度，用以验
证假设３。
３．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２００９年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ＩＰＯ企

业中有创投参与的１８家企业为样本，利用这１８家
企业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的财务数据来进行绩效分析和
回归分析。由于ＤＥＡ方法中不能出现负值，因此本
文对相关指标的负值作零处理。相关的数据来源于

Ｗｉｎｄ数据库、国泰君安数据库、巨潮资讯网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

　　二、实证分析

１．创投参与和无创投参与 ＩＰＯ企业资本结构
比较

本文对２００９年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中创业投
资参与和无创业投资参与的 ＩＰＯ企业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的资本结构进行比较，具体见表１。

由表１可知，２００９年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中创
业投资参与的１８家 ＩＰＯ企业与无创投参与企业的
债务结构和股权结构有所不同。在债务结构方面，

创投参与和无创投参与的企业４年间资产负债率平
均值与标准差呈现递增趋势。创投参与的企业平均

资产负债率比无创投参与的企业低，而且创投参与

的企业资产负债率相对比较集中。虽然在４年内创
投参与企业资产负债率的标准差呈现递增趋势，但

是前者始终小于后者标准差的变化。在股权结构方

面，创投参与的企业股权集中度平均水平除了２０１２
年小于无创投参与的企业外，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都大于
后者，而且两者股权集中度的平均水平都处于递减

趋势。两者的股权集中度都比较集中，４年内没有
大的波动，但总体上无创投参与企业的波动比创投

参与企业的波动剧烈。通过对这２个方面的比较可
知：创投参与的企业负债水平低于无创投参与企业

的负债水平，前者的股权集中度平均水平高于后者，

而且创投参与企业不管是负债方面还是股权方面都

比后者稳定，没有太大的波动性。下面以此为基础，

对创投参与的企业的绩效进行分析。

２．创投参与企业经营绩效分析
本文根据ＤＥＡ选取指标时的相关要求，选取主

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为输出指标、总资产、营业成

本、销售费用为输入指标，利用上述指标对２００９年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中创投参与的１８家 ＩＰＯ企业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的绩效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见表２。

从表２可知，２００９年创投参与的 ＩＰＯ企业４年
的平均绩效水平呈现递减趋势，说明随着 ＩＰＯ企业
上市时间的增加，其经营绩效呈现递减态势。４年
中１８家企业的技术效率最大的是１，说明每年都有
企业的技术效率值达到最优；而且每年技术效率的

平均值都大于０．８，最小值都大于０．６，说明１８家企
业表现都相对优秀。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的技术效率的
标准差没有大的变化，说明４年中１８家企业的经营
绩效表现都相对稳定。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创投参

与ＩＰＯ企业的绩效表现总体良好。

表１　创投参与和无创投参与ＩＰＯ企业资本结构比较

资本结构
创投参与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无创投参与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资产负债

率／％

平均值 １９．３４８８ ２６．０３８６ ３０．４１６１ ３４．２９９４ ２３．７２３６ ２６．７１８０ ３１．４７５６ ３４．８３９０
最大值 ４６．９３７９ ５７．５３５９ ６４．０７２４ ７５．２４９３ ６２．０６５９ ７２．２９６４ ７１．２９６４ ８０．１６６４
最小值 ３．４１８９ ５．６６１９ ６．９９３１ ５．００３８ ２．４７５７ ２．０５９２ ２．０５９２ ３．４６９１
标准差 １０．２７７６ １３．１１４６ １６．４５１２ １６．１９５１ １４．６２３０ １７．０７９９ １９．１３０８ ２０．６２７４

股权集中

度／％

平均值 ４１．２０４１ ４１．２０３９ ４０．７８８９ ３９．３９７５ ４０．９７３９ ４０．９７３９ ４０．５５９２ ４０．４０７５
最大值 ６９．７５００ ６９．７５００ ６９．７５００ ６９．７５００ ７１．５６００ ７１．５６００ ７１．５６００ ７１．５６００
最小值 １７．３９００ １７．３９００ １７．３９００ １７．７３００ １６．８７００ １６．８７００ １６．８７００ １６．８７００
标准差 １２．８６８３ １２．８６８３ １２．５０５３ １３．８００９ １５．２５３２ １５．２５３２ １５．００４２ １５．１３６４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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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资本结构对创投参与 ＩＰＯ企业绩效影响性
分析

为判断资本结构中债务结构、股权结构和其他

变量对经营绩效的影响，本文将得到的１８家企业的
经营绩效作为因变量，对式①②③进行多元回归，得
出实证研究结果（见表３）。

从表３可知，资本结构中债务结构和股权结构
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性是不同的。实证结果显示；方

程拒绝假设１，即创投参与的中小企业板上市企业
的技术效率值与表示债务结构的资产负债率之间呈

现出显著的负相关，说明创投参与的中小企业板上

市企业中负债水平越高，企业的经营绩效就越低。

对引入代表企业性质的虚拟变量的式②进行分析，

表２　创投参与ＩＰＯ企业绩效分析结果
绩效指标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平均值 ０．８７７２０ ０．８７３４０ ０．８６１５０ ０．８０７９０
最小值 ０．６５９００ ０．６３９００ ０．６２３００ ０．６６１００
最大值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标准差 ０．１０３２５ ０．１１２６１ ０．１０２５７ ０．１０４６４

结果显示：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民营控股

与企业绩效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这与晏艳阳的实

证研究结果相似，即企业性质与企业的经营绩效之

间无显著关系。本文在式②基础上引入股权集中度
指标，实证结果显示：股权集中度变量在１０％的统
计水平下显著，说明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之

间存在相关关系，且相关值为正值，可知股权集中度

与企业绩效之间是正相关关系，即创投参与的中小

企业板上市企业股权集中度越高，对促进控股股东

的“斗志”、企业绩效提升的帮助性就越大。对于控

制变量方面，从实证结果可知，成长性变量与企业的

经营绩效呈正相关，说明创投参与的中小企业板上

市企业的成长性越高，越能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

这一结果与理论是相符的，成长性较高的企业其无

论是资金使用效率还是公司治理方面都体现相对较

高的效率。行业特性与企业绩效呈现显著负相关，

说明行业中销售费用占比大的企业，其经营绩效低

于销售费用占比小的企业。

表３　影响企业绩效的资本结构回归分析

变量
式①

参数 Ｔ值
式②

参数 Ｔ值
式③

参数 Ｔ值
Ｃ ０．９５５１ ２６．５８ ０．９８９７６８ １４．１９ ０．９１５２０８ １１．０８

ＩＣ －０．００５４５６ －２．５５ －０．００５４０９ －２．４６ －０．００６３９４ －２．８

ＧＲ ０．０００９７９ ２．９３ －０．０００９６８ ２．８９ ０．０００９６７９ ２．９７

ＡＩＲ －０．００２７６２ －４．０９ －０．００２７８３ －４．１１ －０．００２７１４ －４．０９

ＮＯＥ －０．０３８５０８ ０．５６７ －０．０８７３６５ －１．１８
ＯＣ ０．００３０９５ １．７９

　　注：（１）回归结果通过ｓｔａｔａ１２．０软件得到；（２）、、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的水平下显著；（３）本文中部分
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０年中国风险投资年鉴》《２０１２年中国风险投资年鉴》。

　　三、结论

本文通过回归分析研究创投参与中小企业板上

市企业中资本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性，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资本结构中的股权结构和债务结构对企

业的经营绩效产生相反的影响。资产负债率与企业

效率之间是显著的负相关，即股权融资更能够提高

企业的效率，这也正好能够解释创投参与的１８家企
业的平均绩效在４年中呈现递减趋势的原因。假设
２和假设３的验证说明：企业性质与企业绩效之间
没有显著关系，即企业性质对企业的经营绩效影响

不大；而股权集中度能够促进企业的发展，即控股股

东会随着持股比例的增大，加强对企业的管理，从而

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行业特性及成长性对企业绩

效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行业特性中销售费用占比

大的企业将降低企业的绩效，而成长性高的企业，其

企业绩效相对较高。

综上所述，创业投资机构在对企业进行投资的

时候，需要将企业的资本结构考虑在内，对于债务水

平低或者股权集中度高的企业，可以给予优先考虑，

对于债务水平高或者股权集中度低的企业进行投资

时需要谨慎。同时还需要将行业特性和企业的成长

性考虑在内，优先考虑成长性高的企业和销售费用

占比小的企业。

［参　考　文　献］

［１］　贾明琪，吴莹．中小板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实
证研究［Ｊ］．财会通讯，２０１３（５）：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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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



第１５卷　第４期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Ｖｏｌ．１５　Ｎｏ．４
　２０１４年８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ｕｇ．２０１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６－２３
［作者简介］朱一鸣（１９８８—），男，河南省商丘市人，河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４－００５７－０４

期货市场、货币供应量对
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
———基于对小麦、玉米、大豆的实证分析

朱一鸣

（河南工业大学 经济贸易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摘　要］近年来我国农产品价格波动频繁，特别是短期内小宗农产品价格波动剧烈，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农业生产秩序和物价稳定。基于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４月小麦、玉米和大豆价格的月
度数据，采用ＶＡＲ模型实证分析农产品期货价格和货币供给的增长对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从
中发现：农产品价格长期上涨趋势与货币供给的增长是一致的；农产品期货价格是短期内影响农产

品价格波动的重要因素。为避免我国农产品价格异常波动，应加快建设农产品市场的现代流通体

系，进一步强化农产品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建立规范高效的农产品期货市场；不断提高农产品市场

的差别化管理水平。

［关键词］农产品价格波动；ＶＡＲ模型；期货市场；货币供应量
［中图分类号］Ｆ８２０．３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４．０１１

　　农产品是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必需品，其价格
直接影响农民的收入和城镇居民的日常生活，稳定

农产品价格一直是政府农业宏观管理的核心问题。

２００７年之前，我国农产品价格总体比较稳定，虽然
也经历过几轮价格波动，但是波动幅度较小，周期则

长至９年、６年，并未引起民众过度注意。从 ２００７
年７月开始，农产品价格快速上涨，２００８年国际金
融危机爆发，农产品价格又迅速下降，到２００９年价
格增势逐渐平稳，２０１０年农产品价格又开始持续上
涨，农产品价格又进入新一轮波动周期，且周期不断

缩短，波动不对称，呈暴涨暴跌的状态。

如今，农产品的属性正在变化：由过去单纯的消

费属性向金融属性转化。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具备

了杠杆作用，价格的轻微变动会造成暴涨或暴跌，供

求关系会变得异常不平衡。如果农产品特别是小宗

农产品价格上涨或下跌持续时间过长，农户看涨或

看跌心理就加重，而贸然跟风生产或减产的概率越

大，则供求便越是失衡。政府干预在短期内固然能

够稳定农产品价格，但反复的价格波动会破坏市场

秩序，加重社会负担。

近年来，农产品价格尤其是小宗农产品价格非

理性的暴涨暴跌，引起国内外学者对农产品价格波

动深层次原因的探讨，传统的价格影响因素，比如种

植成本、人力成本、自然灾害等，不再是主要的关注

点，关注更多的是农产品的金融化趋势。随着金融

业与农业之间关联性日益增强，货币政策对农产品

价格形成机制的影响成为农业研究方面的焦点问

题。因此，分析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因素，特别是

非传统的外部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农产品价格波动受市场的货币供应量、汇率水平、国

内农产品期货价格、国内通货膨胀水平、国际生物能

源发展计划、国际农产品期货价格等因素的影响。

现有研究已开始定量考察金融化因素对农产品价格

波动的影响［１－７］，但这些研究未能充分揭示农产品

期货价格和货币供应量对农产品价格波动影响的差

异性。我国农产品期货的品种主要有强麦、硬麦、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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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早籼稻、大豆、玉米等。根据已有的研究，农产品

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具有很强的联动性，且是单向

的价格溢出效应，那么货币供应量对农产品价格波

动的影响如何？与农产品期货价格相比，二者在影

响农产品价格方面差异性怎样？鉴于此，本文拟分

析农产品期货价格和货币供应量对我国农产品价格

波动的影响，以期为回答上述问题提供一些帮助。

　　一、变量与数据来源

本文重点研究农产品期货价格和货币供应量对

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以及二者影响效果的差异

性。这里，我们将广义货币供应量 Ｍ２作为政府货
币政策的代理变量，这也是大多数研究文献普遍采

用的方法。我国农产品期货主要在郑州和大连２个
商品交易所交易，郑州商品交易所主要交易小麦、棉

花、早籼稻等，大连商品交易所主要交易黄大豆、玉

米和豆粕等，本文以小麦、玉米和大豆３个品种农产
品为研究样本。

本文选取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４月为研究时
段，共５２个月度数据。其中，小麦、玉米和大豆的月
度数据来自中华粮网，货币供应量 Ｍ２的数据来源
于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为了尽量避免数据的波

动性，除去时间序列的异方差性，我们对所有数据进

行了对数化处理。经上述处理后小麦的现货和期货

价格分别为 ＬＸＭＰ、ＬＸＭＦ，玉米的现货和期货价格
分别为 ＬＹＭＰ、ＬＹＭＦ，大豆的现货和期货价格分别
为ＬＤＤＰ、ＬＤＤＦ，货币供应量以ＬＭ２来表示。

　　二、平稳性及协整检验

由于谬误相关和谬误回归问题的存在，在对时

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检验之前，需对变量的平稳性

进行检验。本文采用单位根检验方法对各变量序列

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采用ＡＤＦ检验方法，原假
设为存在 １个单位根。表 １报告了我们使用
Ｅｖｉｅｗｓ６．０分析软件得出的检验结果：ＬＸＭＰ、ＬＹＭＰ、
ＬＤＤＰ、ＬＭ２、ＬＸＭＦ、ＬＹＭＦ与 ＬＤＤＦ原序列均是非平
稳的，但是经过一阶差分后均在５％的显著水平下
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６个变量均为一阶单
整序列。

非平稳的时间序列直接建立回归模型，估计结

果的可信度会降低，但是，在同阶单整的条件下，可

能存在协整关系。基于上述ＡＤＦ单位根检验结果，
本文采用Ｊｏｈａｎｓｅｎ极大似然法分别对变量ＬＸＭＰ和
ＬＭ２、ＬＸＭＦ，变量 ＬＹＭＰ和 ＬＭ２、ＬＹＭＦ，变量 ＬＤＤＰ

和ＬＭ２、ＬＤＤＦ进行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表明，货币
供给和对应农产品期货价格分别与小麦、玉米、大豆

价格之间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

表１　各变量平稳性检验结果
变量 ＡＤＦ值 ５％临界值 是否平稳

ＬＸＭＰ ０．０４６３ －２．９１９９ 不平稳

Ｄ（ＬＸＭＰ） －５．７６９９ －２．９２１２ 平稳

ＬＹＭＰ －２．３２５５ －２．９２１２ 不平稳

Ｄ（ＬＹＭＰ） －５．９９２６ －２．９２１２ 平稳

ＬＤＤＰ －０．６４２８ －２．９１９９ 不平稳

Ｄ（ＬＤＤＰ） －３．２５７９ －２．９２２４ 平稳

ＬＭ２ －０．７２２０ －２．９２１２ 不平稳

Ｄ（ＬＭ２） －９．４８７０ －２．９２１２ 平稳

ＬＸＭＦ －１．８６９７ －２．９１９９ 不平稳

Ｄ（ＬＸＭＦ） －５．４３３４ －２．９２１２ 平稳

ＬＤＤＦ －１．８５５９ －２．９１９９ 不平稳

Ｄ（ＬＤＤＦ） －６．４２５８ －２．９２１２ 平稳

ＬＹＭＦ －２．３６２７ －２．９２１２ 不平稳

Ｄ（ＬＹＭＦ） －５．１３５６ －２．９２１２ 平稳

　　三、ＶＡＲ模型与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１．模型的构建
由于Ｊｏｈａｎｓｅｎ检验已证实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

关系，为了研究农产品期货价格和货币供应量对农

产品价格波动影响的差异性，本文采用脉冲响应函

数来分析。在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之前，我们先

建立ＶＡＲ模型，分别对小麦现货价格与其他２种农
产品现货价格和货币供应量Ｍ２、期货价格建立向量
自回归模型，因此，本文总共建立６个向量自回归模
型。根据ＶＡＲ模型滞后结构的检验，我们最终确定
滞后长度为二阶。根据 ＡＲ根的图表显示，我们建
立的模型都是稳定的。由于文章篇幅所限，下面只

给出部分估计结果的矩阵形式。

ＬＸＭＰｔ
ＬＸＭＦ

[ ]
ｔ

＝ １．１９２３ ０．１４９３
－０．４３２９ １．[ ]１４０８

ＬＸＭＰｔ－１
ＬＸＭＦｔ－

[ ]
１

＋

－０．１９６３ －０．１５９９
０．４８７３ －０．[ ]２７８７

ＬＸＭＰｔ－２
ＬＸＭＦｔ－

[ ]
２

＋ ０．０５５２
０．[ ]６７１１

ＬＹＭＰｔ
ＬＹＭＦ

[ ]
ｔ

＝ ０．９６６２ ０．３３１３
－０．３９６５ １．[ ]１３７０

ＬＹＭＰｔ－１
ＬＹＭＦｔ－

[ ]
１

＋

－０．１１９６ －０．２１４７
０．３６８６ －０．[ ]２２６０

ＬＹＭＰｔ－２
ＬＹＭＦｔ－

[ ]
２

＋ ０．２７９４
０．[ ]９０８０

　　２．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是用来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

个标准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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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期 朱一鸣：期货市场、货币供应量对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基于对小麦、玉米、大豆的实证分析

产品价格对农产品期货价格和货币供应量的脉冲响

应见图１。图１左侧显示了分别受农产品期货价格
一个标准差单位的正向冲击后小麦、玉米和大豆的

脉冲响应函数；右侧则显示了分别受货币供应量一

个标准差单位的正向冲击后小麦、玉米和大豆的脉

冲响应函数。

给定一个标准差的正向期货价格冲击，小麦现

货价格的脉冲响应值在前１０期都是正的，并在第３
期达到最大值，但从第３期开始冲击减弱，缓慢趋向
于０。这表明：小麦期货价格对小麦现货价格在冲
击初期有较大的影响，但在市场逐渐回归理性时，这

种冲击的影响缓慢消失；在一个标准差的正向货币

冲击下，小麦价格在滞后期内的冲击效应开始为非

常小的负效应，但是随后在第２期之后转变为正的
冲击效应，且冲击力由弱到强，呈缓慢上升趋势。

给定一个标准差的正向期货价格冲击，玉米现

货价格的脉冲响应值在前１０期也都是正的，在第３
期达到最大值之后，冲击效应虽有下降，但仍然保持

在相对较高的水平，这说明玉米期货价格对现货价

格具有较大且持续性的影响；而在一个标准差的正

向货币冲击下，货币供应量对玉米价格的冲击在前

１０期都是负向影响，但是可以看到，这种负向影响
呈逐渐消弱趋势，缓慢趋向于０。

最后，在一个标准差的正向期货价格冲击下，大

豆现货价格的脉冲响应值在前２期呈急剧上升态

势，在第２期之后，上升态势逐渐平稳，与小麦和玉
米对期货价格的脉冲响应相比明显不同，在第１０期
之后才有可能出现缓慢下降趋势，这表明，大豆期货

价格对大豆现货价格具有较强的影响；货币供应量

Ｍ２对大豆价格的波动在前１０期都呈正向影响冲
击，从第２期开始，这种正向影响开始呈稳定上升
趋势。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农产品期货价格和货

币供应量对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

性。具体而言，既有的研究已经证实农产品期货价

格和现货价格之间存在联动性，期货价格会影响现

货价格，我们研究发现，期货价格对现货价格的影响

主要在波动的前期比较显著，在长期内，这种影响会

逐渐减弱，农产品现货的价格会自动回归理性；而在

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时，短期内并不会造成农产品

价格的大幅度波动，这是因为货币政策对价格的影

响存在滞后效应，所以表现出的响应过程不同于期

货市场价格的影响。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采用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４月的月度数
据，由 ＶＡＲ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的实证分析，发现
农产品期货价格和货币供给的增长在影响农产品价

格波动方面显著不同。我国农产品价格长期上涨趋

势与货币供给的增长是一致的，即农产品价格长期

图１　农产品价格对农产品期货价格和货币供应量的脉冲响应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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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短

期内的大幅度波动并不能完全归因于货币供给的变

动，短期内货币供给量的变动并不会对农产品价格

造成太大的影响，而农产品期货价格则是短期内影

响农产品价格波动的重要因素。

政府调控农产品价格波动的目标不是要消除农

产品价格的波动，而是允许其在合理的范围内波动，

最大限度地减少其异常波动的次数和程度。这是因

为农产品价格在正常范围内进行的不规则周期性波

动，可以调节农产品市场中的供求关系，调整农业生

产链中各个参与主体的利益分配。要避免国内农产

品价格的异常波动，应从以下方面着手：（１）加快建
设农产品市场的现代流通体系，进一步强化农产品

物流基础设施建设，这对完善农产品供给、保障农产

品需求、减少农产品价格异常波动现象、平抑农产品

市场价格都具有积极作用。（２）建立规范高效的农
产品期货市场。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对现货市场的

波动溢出较为显著，并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稳定现

货市场的价格波动，因此，要优化期货市场结构，注

重创新。（３）不断提高农产品市场的差别化管理水
平。在制定农产品价格调控策略时，要明确干预的

范围和品种，哪些是政府应该干预的，哪些属于市场

自动调剂的，要根据具体情况和目标加以区分，不要

盲目干预放大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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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定量分析
———基于２０１２年的统计数据

陈皓

（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际商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９）

［摘　要］利用２０１２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的统计数据，选取居民可支配年收入、是否拥有城
市／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年龄、户口类型、受教育年限、工作单位体制６项指标，定量分析我国社会保
障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结果表明：各因素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不尽相同。其中，居民可支配

收入对居民消费支出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是否有养老保险则对居民消费支出有着显著的正效

应，年龄变量与居民消费支出呈现倒Ｕ型关系，城市居民较农村居民有着更高的消费意愿，教育年
限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显著为正，就业于国有单位的居民较就业于非国有部门的居民有着更高

的消费意愿。因此，建议在继续推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促进国民整体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时，

加大低收入阶层保障力度，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加强社会养老保险资金管理，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

进非公有制经济改革与发展，缩小不同群体社会保障的差距，推进社会保障管理服务一体化改革。

［关键词］社会保障；居民消费；非公经济

［中图分类号］Ｆ１２６．１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４．０１２

　　我国的社会保障相比西方社会而言起步较晚，
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带来居民风险的

持续增加，探究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对实现

我国经济平衡健康增长意义重大，社会保障对我国

居民消费之影响的研究也日益成为研究重点，许多

学者从多个角度展开研究，以探求两者之间的相关

程度，进而找到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的途径。这些研

究大多为定性研究，并且选取宏观角度研究的较多。

其研究大致分为以下３个方面：一是社会保障对消
费的积极影响。陈树文［１］从恩格尔系数、居民边际

消费倾向和基尼系数的角度研究了社会保障对居民

消费的影响，认为社会保障的收入分配作用能够均

衡不同个体和同一个体不同时期的消费需求，有助

于总需求的增长。尹华北［２］从宏观角度和微观角

度分别研究了农村居民社会保障与消费的关系。方

匡南等［３］利用２００６年的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研究了
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及其差异，结

果表明，有社会保障家庭的人均消费支出要高于无

社会保障家庭的人均消费支出。二是社会保障对消

费的消极影响。谢文等［４］研究发现，无论是从长期

还是从短期来看，社会保障体系并没有对处于低消

费层次的农村居民的消费起到正向效应。三是社会

保障对消费的影响不确定。杨志明［５］选取我国各

省市自治区的时间序列数据与面板数据，分别采用

协整方法和面板数据模型对其进行研究，结果发现，

在短期内，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而

在长期均衡状态下，则会产生促进作用。笔者拟利

用２０１２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ＣＧＳＳ）的相关
调查数据进行定量分析，以考察社会保障对居民消

费的多种效应，并据此提出促进我国社会保障制度

建设、提高居民收入的建议。

　　一、模型的建立

１．变量选取
根据西方经典消费理论，多种不同的因素共同

影响着居民消费支出，本文根据重要性、可得性和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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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性原则，选取以下变量进行研究。

（１）收入因素。影响居民消费支出的因素有很
多，其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西方

经济学中的“绝对收入假说”指出：在较短的一段时

间内，居民现期收入的多少决定了居民消费支出的

多少；收入提高的同时，消费支出也会相应地增加；

消费支出的增长率低于收入的增长率，居民的边际

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减少。

（２）社会保障因素。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有多
方面的影响，既有正面的收入增长效应、资产替代效

应，也有负面的消费挤出效应和引致退休效应。从

我国社会保障发展现状来看，我国初步形成了以社

会保险为主、覆盖城乡居民的较为全面的社会保障

体系。在各种社会保险福利中，依据其对经济社会

影响大小排序，养老保险排在第一位，医疗保险排在

第二位。本文选取是否拥有城市／农村基本养老保
险这个变量，来分析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的作用。

（３）其他因素。除以上因素之外，居民年龄、性
别、受教育年限、户口性质也不同程度地影响居民消

费支出。其中，根据生命周期理论，青年人和老年人

具有比中年人更高的消费倾向；居民的消费支出随

着受教育年限的提高而逐步趋于理性，消费支出更

加稳定；城乡不同居民消费受收入差距制约，也有着

不同的边际消费倾向。

除此之外，本文引入单位体制变量。过去的研

究更多的是关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社会保障对

城乡居民消费的不同作用。随着我国社会保障城乡

统筹建设的逐步推进，城乡居民社会保障差距逐步

缩小，但不同行业内的人社会保障差距逐步拉大。

与在非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的人相比，在国有企事

业单位工作的人有着更为完善和规范的社会保障体

系，其保障水平和保障力度远远高于在非国有企事

业单位就业者。因此，研究不同单位体制下社会保

障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十分必要。具体指标及变量说

明见表１。
２．数据来源说明及处理
本文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２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

据库（ＣＧＳＳ）。本文根据研究目的，选取数据库中有
关居民消费、收入、性别、年龄、教育、工作单位类型

等数据进行分析研究。

关于样本的规模，剔除样本中无回答和不适合

考察的被访问者样本，本文共计选取样本５０６３个：
１６６５个在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的样本，１２４０人有
养老保险，４２５人无养老保险；３３９８个在非国有企
事业单位工作的样本，１１４２有养老保险，２２５６人
无养老保险。样本比例与国家宏观统计数据比例一

致，样本代表性较好。

３．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分析
为了研究不同类型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的影

响，首先构建如下居民消费支出模型：

ｌｎｅｘｐ＝β０＋β１ｓｅｃ＋β２ｌｎｉｎｃｏｍｅ＋β３ｌｎａｇｅ＋
β４ｌｎａｇｅ

２＋β５ｌｎｄｅｕ＋β６ｈｋｔｙｐｅ＋β７ｗａｒｋｔｙｐｅ＋ε
其中，因变量 ｌｎｅｘｐ表示居民消费支出的对数，

ｌｎｉｎｃｏｍｅ表示居民收入水平的对数；ｓｅｃ是虚拟变
量，表示有无养老保险；ｌｎａｇｅ表示被访者年龄的对
数，ｌｎａｇｅ２表示年龄平方的对数；ｌｎｅｄｕ表示被访者
受教育年限的对数；ｈｋｔｙｐｅ是虚拟变量，表示户口为
城镇或是农村；ｗｏｒｋｔｙｐｅ是虚拟变量，表示被访者工
作单位类型。β０为模型的截距项，ε为服从正态分
布的随机扰动项。

４．模型的拟合检验
我们使用ＳＴＡＴＡ软件分析，分别估计了４个回

归模型，回归结果见表２。
在回归模型１中，我们仅加入了个人可支配收

入变量，Ｒ２达到了０．７１４，模型拟合较好，说明个人
可支配收入是决定居民消费最为重要的变量。并

且，在４个模型中，这个变量的系数值及显著性变化
的幅度较小，相当稳健。

表１　影响居民消费的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变量类型 变量说明

收入因素 居民可支配年收入 定量变量 —

社会保障因素 是否拥有城市／农村基本养老保险 虚拟变量
１表示被访者享有养老保险，
０表示被访者没有养老保险

年龄 定量变量 —

户口类型 虚拟变量 １表示城市居民户口，０表示农业户口
其他因素 受教育年限 定量变量 —

工作单位体制 虚拟变量
１表示被访者在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
０表示被访者在非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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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多层次回归结果

回归项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ｓｅｃ
０．０４３ ０．０３８

（０．０２） （０．０２）

ｌｎｉｎｃｏｍｅ
０．８６１ ０．８１６ ０．８１３ ０．８１２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ｌｎａｇｅ
－０．１７０ －０．１８１ ２．５９５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４７）

ｌｎｅｄｕ
０．０４１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ｈｋｔｙｐｅ
０．０６９ ０．０５９ ０．０６４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ｗｏｒｋｔｙｐｅ
０．０４１ ０．０３３ ０．０４１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ｌｎａｇｅ２
－０．３６２

（０．０６）

常数项
０．８６８ １．８７０ １．９３６ －３．３３３

（０．０８） （０．１４） （０．１５） （０．９１）

Ｎ ５０６３ ５０６３ ５０６３ ５０６３

Ｒ２ ０．７１４ ０．７２２ ０．７２２ ０．７２４

调整后的Ｒ２ ０．７１４ ０．７２１ ０．７２２ ０．７２３

Ｆ值 １３０００ ２６２１ ２１８８ １８９３

　　注：括号中数据为标准偏差；Ｐ＜０．１，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

在回归模型２中，我们加入另外４个控制变量，
Ｒ２值上升到０．７２２，拟合优度进一步提升，模型拟合
度较好。从经济计量上来说，年龄与消费显著负相

关，教育水平与消费显著正相关，城市户口、国有单

位居民的消费要显著高于农村户口、在非国有部门

就业居民的消费水平。

在回归模型３中，在控制了５个显著影响居民
消费的变量的基础上，我们重点考察居民有无社会

保障（是否有养老保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

显示，有养老保险的居民的消费水平要显著高于没

有养老保险的居民的消费水平，说明人们在没有养

老的后顾之忧后，消费的倾向更加强烈。模型的拟

合优度Ｒ２值仍是０．７２２，没有发生变动。
在回归模型４中，我们要检验年龄与消费是否

存在倒Ｕ型关系。结果显示，年龄的二次项系数为
－０．３６２，显著性水平为１％，这说明倒 Ｕ型关系存
在。具体来说，年轻时随着年龄增长，消费也随之增

长；到达一定年龄后，消费会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

最后，我们选取模型 ４做为我们最终的分析
模型。

　　二、模型检验

１．经济意义检验
（１）β１＝０．０３８，表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

下，具有养老保险的居民较其他类型居民，消费高出

０．０３８个单位（对数值）。这种结果符合经济现实。
（２）β２＝０．８１２，表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

下，居民可支配收入每增长１个百分点（对数值），
居民消费增加０．８１２个百分点（对数值）。这种结
果符合经济现实。

（３）β３＝２．５９５，β４＝－０．３６２，表示在其他条件
不变的情况下，年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呈现先增长

后下降的态势。这种结果符合经济现实。

（４）β５＝０．０３１，表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
下，教育年限（对数值）每增长１个百分点，居民消
费增加 ０．０３１个百分点（对数值）；反之，降低
０．３０３１个百分点。这种结果符合经济现实。

（５）β６＝０．０６４，表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
下，具有城镇户口的居民较其他类型居民，消费高出

０．０６４个单位（对数值）。这种结果符合经济现实。
（６）β７＝０．０４１，表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

下，在国有单位工作的居民较其他类型居民，消费高

出０．０４１个单位（对数值）。这种结果符合经济
现实。

综合以上分析，模型４完全符合经济现实，经济
意义检验通过。

２．统计与计量检验
通过上述线性回归得到模型，现在就其具体形

式进行检验。

（１）拟合优度检验
Ｒ２的值越接近１，说明回归直线对观测值的拟

合程度越好；反之，Ｒ２的值越接近０，说明回归直线
对观测值的拟合程度越差。

由回归参数估计结果可得，样本决定系数 Ｒ２＝
０．７２４，修正的可决系数为０．７２３，这说明模型对样
本的拟合度较好。

（２）Ｆ检验———整个回归方程显著性检验
针对Ｈ０（所有自变量的系数全等于零）：β１～

β７＝０，给定显著性水平 α＝０．０５，在 Ｆ分布表中查
出自由度为 ｋ＝７和 ｎ－ｋ－１＝５０５５的临界值 Ｆα
（７，５０５６）＝２．０１。由 ＯＬＳ回归分析表得到 Ｆ＝
１８９３，由于Ｆ＝１８９３＞Ｆα（７，５０５６）＝２．０１，应拒
绝原假设Ｈ０，说明回归方程显著，即我们所选取的
收入、社保、年龄等７个变量确实对居民消费水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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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影响。

（３）Ｔ检验
分别针对Ｈ０：βｊ＝０（ｊ＝１，２，３，４，５，６，７），给定

显著性水平 α＝０．０５，查 ｔ分布表得自由度为 ｎ－
ｋ－１＝５０５５的ｔα／２（ｎ－ｋ－１）＝１．９６。由ＯＬＳ回归
可得，与 β１，β２，β３，…，β７对应的 ｔ统计量分别为
２４４、９４．５２、５．４８、－５．８７、２．９２、３．８２、２．３７，因而，
所有待估计系数的ｔ检验量均大于５％显著性水平
（双侧）上的临界值１．９６，所有的变量均在５％水平
上显著；并且，不难发现大部分系数估计在１％水平
上显著。

（４）多重共线性检验
由表３所示相关系数矩阵可以看出，各解释变

量相互之间的相关系数较低，说明我们所选取的变

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５）异方差检验
首先，我们可以在完成回归后，画出残差与拟合

值的散点图。从图１大致可以看出，ｌｎｅｘｐ的拟合值
在中等水平时，扰动项的方差较大。

其次，为了得到准确的检验结果，我们可以利用

怀特检验，得到图２所示结果。
检验结果显示，Ｐ值等于０．００００，故强烈拒绝

同方差的原假设，认为存在异方差，这个检验结果证

实了之前根据残差图所做的大致判断。

为了纠正异方差的影响，我们使用加权最小二

乘法估计（ＷＬＳ）和“ＯＬＳ＋稳健标准差”２种办法来
重新估计模型４，结果见表４。在ＷＬＳ估计中，解释
变量ｌｎｉｎｃｏｍｅ可以解释ｌｎｅ２（残差平方的对数值）近
６２．９４％变动，说明残差平方的变动与ｌｎｉｎｃｏｍｅ高度
相关，从而确定了权重变量。

（６）序列相关检验
由于我们的样本是２０１２年的截面数据，按照一

般的计量理论，截面数据不容易出现自相关。由于

我们的数据不是时间序列数据，因此，无法在ＳＴＡＴＡ
中完成杜宾（ＤＷ）检验或 ＢＧ检验等自相关的检验
工作。

　　三、模型评价

１．模型的缺陷
本文所提出之模型的主要缺陷在于：（１）数据

是横截面数据，难以从很长的时间序列上分析诸多

关系的动态变化；（２）模型中变量的数量较少，预测
变量１个，控制变量６个，因此模型的拟合优度在
０．７水平上，如果再增加一些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
的遗漏变量，我们的模型可能更加完美；（３）没有考
虑变量间的交互作用；（４）居民的消费估计，可以先
将人群划分为多个层次，然后再施以回归分析，可以

使用分位数回归技术来重新验证我们的假设。

２．模型估计的总体分析
综合以上分析，各因素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

表３　相关系数矩阵
解释变量 ｌｎｅｘｐ ｌｎｉｎｃｏｍｅ ｓｅｃ ｌｎａｇｅ ｌｎｅｄｕ ｈｋｔｙｐｅ ｗｏｒｋｔｙｐｅ
ｌｎｅｘｐ １ ０．８３ ０．２４ －０．２４ ０．４８ ０．３１ ０．２５

ｌｎｉｎｃｏｍｅ ０．８５ １ ０．２５ －０．２１ ０．４９ ０．３０ ０．２６

ｓｅｃ ０．２３ ０．２４ １ ０．１３ ０．３２ ０．４１ ０．３８

ｌｎａｇｅ －０．２５ －０．２４ ０．１４ １ －０．３５ ０．０８ ０．１５

ｌｎｅｄｕ ０．４０ ０．４０ ０．２５ －０．３４ １ ０．４８ ０．３８

ｈｋｔｙｐｅ ０．２９ ０．２９ ０．４１ ０．０８ ０．３７ １ ０．４９

ｗｏｒｋｔｙｐｅ ０．２４ ０．２５ ０．３８ ０．１５ ０．２８ ０．４９ １

　　注：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右上角为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系数，左下角为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

图１　残差与拟合值的散点图 图２　怀特异方差检验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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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不同方法对模型４重新估计的比较
或然逆转

方差项目
ＯＬＳ法 ＷＬＳ法

稳键

标准差

ｌｎｉｎｃｏｍｅ
０．８１２ ０．７９６ ０．８１２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ｓｅｃ
０．０３８ ０．０４１ ０．０３８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ｌｎａｇｅ
２．５９５ ２．７１４ ２．５９５

（０．４７） （０．４８） （０．４７）

ｌｎａｇｅ２
－０．３６２ －０．３７８ －０．３６２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０６）

ｌｎｅｄｕ
０．０３１ ０．０４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ｈｋｔｙｐｅ
０．０６４ ０．０５８ ０．０６４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ｗｏｒｋｔｙｐｅ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１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常数项
－３．３３３ －３．４１１ －３．３３３

（０．９１） （０．９３） （０．９０）
Ｎ ５０６３ ５０６３ ５０６３
Ｒ２ ０．７２４ ０．７０３ ０．７２４

调整后的Ｒ２ ０．７２３ ０．７０３ ０．７２３
Ｆ值 １８９３ １７１１ ２００９

　　注：括号中数据为标准偏差；Ｐ＜０．１，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

不尽相同。其中，预测变量估计中，是否有养老保险

则对居民消费支出有着显著的正效应，符合我们的

预期；在控制变量中，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影响居民消

费的主要因素，收入对居民消费支出存在着显著的

正向影响；教育年限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显著为

正，说明教育层次越高的居民，其消费水平越高；年

龄变量与居民消费支出呈现倒 Ｕ型关系；户口类型
变量对消费的影响是显著的，且系数为正，说明城市

居民较农村居民有着更高的消费意愿；单位类型变

量对消费的影响是显著的，且系数为正，说明就业于

国有单位的居民较就业于非国有单位的居民有着更

高的消费意愿。

　　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影响居民消费支出的正向因素

主要为居民可支配收入、拥有城市／农村养老保险、
受教育年限等。为提高居民消费支出水平，建议我

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加强如下薄弱环节。

１．在继续推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同时，
加大低收入阶层保障力度，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可大大促进国民整体可

支配收入的增加，从而促进居民消费支出。同时随

着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与

完善迫在眉睫。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一方面应为由

失业、年老、患病等原因导致的贫富差距不合理提供

解决方案和有力保障措施；另一方面，还要为收入分

配向中低收入阶层倾斜、缩小各阶层收入差距等目

标的实现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目前应着力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加强社会最低

生活水平保障制度的建设。作为社会保障制度金字

塔的基石，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离不开最低生

活保障制度的完善。大中城市应力求做到应保尽

保；在农村及落后地区，应将符合条件的贫困人员纳

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

二是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与经济实力的稳步提升，社

会最低生活水平保障的标准也应该做相应的调整。

三是持续加大国家对社会困难群体的救助力度。尽

管我国处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但我国现阶段低

收入人群数量仍十分庞大。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无

法完全依靠自身能力改变生活现状，作为最后一道

安全屏障的社会救助制度在为他们提供最低生活保

障方面不可或缺。作为建设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之

一，政府应当在生活、教育和医疗等方面对社会困难

群体提供最基本的救助。

２．加强社会养老保险资金管理，完善社会保障
体系

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使得现代人的平均寿命比过去提高很多，作为人口

大国，中国出现了新的挑战———人口老龄化。我国

历史上并没有积累养老金的惯例，１９９０年代才开始
建立养老保险制度，且现收现付到统账结合的转变

使我国养老保险金陷入了极可能遭遇亏损的尴尬境

地。２０１３年，我国养老保险金已发生亏损，且损失
有持续扩大的趋势。我国现存的一些保障制度存在

很多不足，在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等方面面临很大挑

战。因此，需要为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与管理确立

一套统一的法规，确保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过程的安

全运作。政府部门在养老保险金的筹集、托管、运营

等方面应加强政策规范和法规监管，完善我国社会

保障体系，为和谐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

基础。

３．大力发展非公经济，缩小不同群体社会保障
差距，推进社会保障管理服务一体化改革

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中，覆盖全国的基本

（下转第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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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快递服务中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
翁强

（南京财经大学 法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摘　要］快递服务中的损害，其类型主要包括延误、丢失、毁损和内件减少等。对于快递延误，应
事先视延误程度区分一般延误和彻底延误，再根据快递服务合同追究快递企业的违约损害赔偿责

任，并且不适用保价条款规定。对于快递丢失、毁损和内件减少，如果发生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

合，消费者可根据情况选择追究快递企业的违约责任或侵权责任。在适用违约责任损害赔偿时，对

于保价的快递或快递公司故意损害快递，应按照实际损失来赔偿，不受可预期损失的限制；对于未

保价的快递，不能简单适用限额赔偿的规定，应根据合同法上的可预期损失规则，在限额赔偿以上、

实际损失以下确定赔偿数额。如快递服务造成加害给付，则消费者有权根据侵权法追究销售者或

生产者的侵权责任，同时追究快递企业的违约责任。

［关键词］快递服务；损害赔偿；违约责任；侵权责任；保价；加害给付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３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４．０１３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０日，有媒体报道“山东现‘夺命
快递’市民网购鞋子致１死７人中毒”的新闻，在该
事件中，由于快递在运送过程中受到有毒化学品的

污染，致使网购鞋子的收件人中毒身亡。［１］涉案的

快递公司在运送快递过程中使快递受到污染，自然

违反了快递服务合同，要承担违约责任，而收件人又

因此而死亡，这就不仅仅是一个违约责任问题了，还

构成加害给付，涉及到侵权责任。该案引起了社会

各界的广泛关注，而从民法角度而言，则涉及到快递

服务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问题。鉴于目前快递服务

中延误、丢失、毁损和内件减少等损害赔偿问题日益

多发，甚至出现侵害消费者人身权利的现象，而当前

学界虽然在快递服务中某一种类型的损害赔偿上取

得了许多研究成果，如快递延误、保价条款适用、丢

失货物等方面的损害赔偿等，但对快递服务中损害

赔偿的法律适用缺乏系统研究，对于快递服务中新

出现的侵权责任问题更缺乏必要的关注。为了保障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快递服务的健康发展，本文

拟在区分快递服务中不同损害类型的基础上，从快

递服务中不同损害类型进路系统研究当前我国快递

服务中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问题。

　　一、快递延误的损害赔偿

最常见的快递损害类型就是延误，即快递公司

没有及时将快递送达收件人。这里所说的“及时”

是指在快递公司承诺的服务期限内送达，若超过承

诺的服务期限，就构成延误。不同的快递公司所承

诺的服务期限并不相同，即使是同一个快递公司，为

了满足不同客户需求，也有不同的服务期限。以圆

通速递公司为例，其有“８小时同城区域当天件”“１２
小时次晨达”“２４小时次日达”等不同快递业务［２］，

这３种快递业务的承诺服务期限分别为８小时、１２
小时和２４小时。如果有消费者选择“８小时同城区
域当天件”，而圆通公司没有在８小时内同城区域
送达，则构成延误。快递延误可分为一般延误和彻

底延误。一般延误是指快递公司送达快递虽然超过

了承诺的服务期限，但没有严重到造成彻底延误的

程度；彻底延误是指快递延误超过了一定期限，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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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可以将快件视为丢失。那么究竟超过了承诺

的服务期限多长时间才算是彻底延误呢？对此，我

国《快递服务邮政行业标准》做出了明确规定，即

“同城快件为３个日历天；国内异地快件为７个日历
天；港澳快件为７个日历天”。如果没有超过前述３
天和７天的时间，但迟延造成消费者合同目的不能
实现的，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

称《合同法》）第９４条第４款，此时快递企业的行为
构成根本违约，也应属于彻底延误。如消费者过中

秋节网购月饼，月饼快递本应在中秋节前送达，但直

到中秋节过后才到，此时即使没有超过上述３天和
７天时间，也应该认定属于彻底延误。之所以要区
分一般延误和彻底延误，其意义在于损害赔偿上的

法律后果不同。

１．一般延误的损害赔偿
在快递服务一般延误情况下，目前多数快递公

司的损害赔偿是给消费者免除本次运费，如笔者通

过实际调查发现，中通速递详情单背面的“契约条

款”第６条就规定“快件发生延误、毁损或丢失，免
除本次运费（不含保价等附加费用）”；天天快递运

单背面的“快递服务协议”第５条规定“因本公司原
因造成交寄物逾期送达７天以上的，本公司承诺免
除本次运费，不做其他赔偿”。笔者认为，对于快递

一般延误采取免除该次运费的做法是比较妥当的，

原因在于此时快递公司仅构成一般违约，并没有构

成根本违约，消费者受到的损失也不大，毕竟交寄物

本身没有受到损害，合同的目的也没有落空，快递公

司赔偿责任范围不应该超过其收取的运费，否则对

快递公司明显不公平。我国《快递服务邮政行业标

准》Ａ．３．１第１款对此也规定：“延误的赔偿应为免
除本次服务费用（不含保价等附加费用）。由于延

误导致内件直接价值丧失，应按照快件丢失或损毁

进行赔偿。”快递公司对快递一般延误采取免除该

次运费的做法，也符合消费者与快递公司在快递服

务合同中的约定，如果约定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和

禁止性规定，就应当有效。因此，在快递服务一般延

误情况下，应该视延误的程度由快递公司在其收取

的运费数额内对消费者进行赔偿。

２．彻底延误的损害赔偿
彻底延误包括２种情况：一是快递被视为丢失，

二是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在彻底延误情况下，消费

者受到的损害较大，快递企业除了要免除此次收取

的运费外，还应进行其他赔偿。对于第一种情况，其

损害赔偿将在下文快递丢失的损害赔偿部分进行论

述；对于第二种情况，快递公司构成根本违约，应该

赔偿损失。损失赔偿范围该如何确定呢？首先不能

适用一般延误情况下的仅免除该次运费的做法，即

使在快递服务合同中有这样的条款也不能适用，因

为这是《合同法》第４０条规定的排除对方主要权利
的格式条款，将消费者的索赔权利限制在运费范围

内对消费者来说是明显不公平的，属于无效条款。

既然快递服务合同约定的损失赔偿范围无效，就应

该按照法定的损失赔偿范围来确定，对此应按照

《合同法》第１１３条第１款来确定。《合同法》第１１３
条第１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
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

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

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

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

能造成的损失。”如２０１３年中秋节在昆明曾经发生
过这样一个案例：昆明计女士的北京朋友在９月１７
日给她快递了一份月饼，可她在中秋节过了７天后
才收到月饼，快递公司的延误致使计女士用月饼过

中秋节的合同目的落空，因此她向快递公司索赔，月

饼价值 ４００多元，邮寄费是 ８０元，快递公司赔了
２９２元。［３］对此，笔者认为，快递公司的违约使合同
目的完全不能实现，延误导致了快递内件价值丧失，

因此快递公司除了要免除运费８０元外，还应该赔偿
４００多元的月饼价值。

　　二、快递丢失、毁损和内件减少的损

害赔偿

　　与快递延误相比，快递丢失、毁损和内件减少的
后果更为严重。快递丢失是指快递找不到了，快递

公司也不知道快递在哪儿；快递毁损是指快递虽然

被送达收件人，但所寄物品已经被毁坏；内件减少是

指所寄物品在收件人收到后数量变少了。无论是快

递丢失、毁损，还是内件减少，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所

寄物品受到了侵害，侵犯了消费者对所寄物品所享

有的财产权，同时快递企业也违反了快递服务合同，

因此，有可能会存在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问

题，在违约责任中，会有保价条款的适用问题，对于

这３种类型的快递损害赔偿可以一起讨论，现实中
也是这样做的。

１．快递损害赔偿中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时
的法律适用

在快递服务损害赔偿中，在所寄物品为寄件人

所有，且发生的是快递丢失、内件减少或毁损等侵害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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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权益情况下，会发生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

合。［４］对快递服务中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处

理，我国《合同法》第 １２２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
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

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

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因此消费者有权选择

追究快递企业的违约责任或侵权责任。但选择追究

违约责任或侵权责任都是各有利弊的，消费者该如

何选择呢？消费者在选择的时候，要综合考虑所寄

物品的价值、快递服务合同中关于保价等条款的约

定，以及举证的难易程度等情况，权衡利弊，选择能

够最大限度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索赔方式。［４］

２．快递损害赔偿中保价条款的效力
目前我国的快递合同广泛采用格式条款，根据

我国《合同法》第３９条第２款规定：“格式条款是当
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

与对方协商的条款。”在快递合同中，规范快递损害

赔偿问题的保价条款也是格式条款，保价条款大都

规定对保价的快递按照实际损失来赔偿，对未保价

的快递实行限额赔偿，这个限额各快递公司规定不

同：或为运费的３倍，或为运费的５倍，或是一个具
体数额，数额３００～１０００元不等。保价条款对于消
费者索赔显然不利，那么其效力如何呢？这就涉及

到合同中格式条款的效力问题了。

首先，我国《合同法》第３９条明确规定采取格
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采取合

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

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在快递服

务合同中，如果快递公司工作人员在与消费者订立

快递合同时，没有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

保价条款———保价怎么赔、不保价怎么赔，那么该保

价条款就没有效力，在事后发生快递损害赔偿纠纷

上，快递公司不得引用该条款来推卸自己的赔偿责

任，其有关赔偿问题应根据《合同法》第 １１３条来
解决。

其次，格式条款不得有《合同法》第４０条规定
的“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

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情形，否则无效。在快递合

同中的保价条款里，快递公司作为提供格式条款的

一方，其愿意承担限额赔偿，因此其既没有免除自己

的责任，也没有加重消费者的责任，但可能构成排除

消费者主要权利，因为消费者本来有权利要求快递

公司对丢失、毁损和内件减少的所寄物品全赔，而现

在只能要求快递公司在限额内赔偿。因此，保价条

款如果有这种情形，也是无效的，有关赔偿问题也应

根据《合同法》第１１３条来确定。
３．快递损害赔偿中保价条款的适用
应当承认，消费者选择保价与未保价，在快递损

害赔偿上是应当有所区别的，如果没有区别，快递公

司对于保价和未保价实行一样赔偿的话，那么保价

的消费者还多支付了保价费，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如果不采取保价，快递公司在收取少量运费的情况

下却要对价值上千上万的物品承担全赔责任，这对

快递公司来说责任过重，也不公平。同时，如果消费

者真的寄了一个价值上千上万的贵重物品而没有选

择保价，快递公司根据格式条款只赔几倍运费或者

几百元钱，则排除了消费者主要权利，对于消费者也

不公平。因此如何适用保价条款，使消费者与快递

公司之间的风险与利益实现平衡，就显得尤为重要。

消费者若选择保价，快递公司则应该按照实际

损失价值进行赔偿。问题在于若消费者未选择保

价，快递公司究竟该如何赔偿，怎样才能实现快递公

司与消费者利益的平衡？对此，杨立新［５］认为，应

当在可预期损失之下、格式条款约定的赔偿数额之

上确定适当赔偿数额，要根据快递公司故意、重大过

失、一般过失等不同过错程度分别承担全赔或赔

５０％～９０％等不等的赔偿责任。杨立新的观点有２
点值得肯定：一是具有可操作性，即先划定了赔偿范

围，在此基础上，再根据快递公司的过错程度来进一

步确定赔偿份额，这使得如何确定赔偿责任有了明

确标准；二是符合实际，杨立新并没有完全否定现实

中快递公司限额赔偿的做法，因为要求快递公司对

保价快递和未保价快递都一样赔偿肯定是不现实

的。但笔者认为有一点值得改进：在快递公司故意

损害快递的情况下，仍要求在可预期损失之下来确

定快递公司赔偿责任，不符合侵权法精神，因为消费

者在快递公司有过错情况下，完全可以选择追究快

递公司侵权责任，而侵权责任不受可预期损失的限

制，这对消费者来说是有利的。追究快递企业的侵

权责任，不仅不受可预期损失的限制，还不受违约责

任不赔精神损害的限制。［４］因此在快递企业故意损

害情况下，快递企业应该对快递损害负全赔责任，不

受可预期损失限制。而在快递公司有过失情况下，

则根据过失程度在限额赔偿以上、实际损失以下确

定赔偿责任，同时要受到可预期损失的限制。

综上所述，在消费者已选择保价或快递公司故

意损害快递情况下，快递公司应赔偿全部实际损失，

不受到可预期损失的限制；在未保价情况下，则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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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公司过失程度在限额赔偿以上、实际损失以下

确定赔偿责任，同时要受到可预期损失限制。

　　三、快递服务造成加害给付的损害

赔偿

　　在本文开篇所讲案例中，快递在运送过程中由
于受到有毒化学品的污染，致使快递损毁，还造成了

收件人中毒、死亡，侵害了收件人固有的人身权利，

这在民法学上已经构成了加害给付。台湾学者王泽

鉴［６］先生认为，加害给付是债务关系中给付的方式

或内容并未符合债之本旨，致履行利益以外权益之

损害；王利明［７］教授认为，加害给付乃是指因债务

人的不当履行造成债权人的履行利益以外的其他损

失。从中可以看出，加害给付不仅损害了履行利益，

还造成了履行利益以外的损害。就像上述案件中，

快递公司污染了快递，造成了快递损毁，损害了收件

人的履行利益，同时被损毁的快递还造成了收件人

死亡，这是履行利益之外的损害。因此在快递服务

中，如果快递公司损毁了快递，而被损毁的快递又造

成了收件人其他损害，则存在加害给付问题。

但这里有一个前提需要解决。在快递服务导致

加害给付情况下，收件人与快递公司之间没有订立

合同，快递服务合同是作为销售者的寄件人与快递

公司订立的，由于合同具有相对性，那么收件人是否

有权利追究快递企业的违约责任呢？笔者认为答案

是肯定的，原因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第 ２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
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

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作为

收件人显然是接受快递服务的消费者，有赔偿请求

权，应受到法律保护。另外，我国《邮政业消费者申

诉处理办法》也认可了收件人对快递企业进行申诉

的做法，该法第１２条规定：寄件人和收件人均是可
以向快递企业提起申诉的直接利害关系当事人。

那么对于快递服务中的加害给付应该如何赔偿

呢？根据《合同法》第１２２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
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

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

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虽然在快递服务构

成加害给付情况下，既有违约责任，又有侵权责任，

但笔者认为此时不应该适用该条款。因为适用《合

同法》第１２２条的前提是只存在一个责任主体，所
以受害者只能选择追究违约方的侵权责任和违约责

任中的一项，如果既让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又要其

承担侵权责任，则其将面临承担双倍赔偿责任的不

公平境遇。而在快递服务造成加害给付情况下，有

２个责任主体，一是快递公司，二是产品的销售者或
生产者，不存在责任竞合的问题。在快递服务加害

给付中，消费者既有权利根据快递合同要求快递企

业承担违约责任，因为快递企业损毁了快递物，违反

了快递合同；同时，由于是产品责任，消费者也有权

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

《侵权责任法》）第４１～４３条要求生产者或销售者
承担侵权责任。假如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生产或

销售的产品不存在缺陷，那么生产者或销售者在承

担赔偿责任后如何弥补自己的损失呢？对此，《侵

权责任法》第４４条规定：“因运输者、仓储者等第三
人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产品的

生产者、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在快

递损害构成加害给付中，快递公司就是使产品存在

缺陷的运输者，因此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赔偿消费

者损失后，有权向快递公司追偿。在这种情况下，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了充分保护：一方面，消费者通

过追究快递企业的违约责任使得其履行利益得到了

保护；另一方面，消费者通过追究生产者或销售者的

产品责任，使其可以获得人身、财产侵权损害赔偿。

再回到前文的案例中，在这个案例中，受害者家

属一方面有权利根据快递服务协议要求快递公司承

担违约责任，要求其赔偿鞋子被损毁的损失，另一方

面也有权利要求鞋子的销售者或生产者承担侵权责

任，要求其依据产品责任承担人身损害赔偿。同时，

由于是快递公司在运输过程中保管不善，未将有毒

化学品与其他物品分开运输，致使鞋子受到污染，成

为有缺陷的产品，进而导致收件人死亡，根据《侵权

责任法》第４４条，鞋子的生产者或销售者向受害人
家属赔偿后，可以向该快递公司追偿。

　　四、结论

快递服务中的损害类型是多样的，包括延误、丢

失、毁损、内件减少和加害给付等，其带来的损害赔

偿问题也颇为复杂，既包括违约赔偿，也包括侵权赔

偿，同时还可能会有加害给付。为了在现有立法情

况下解决快递服务损害赔偿问题，比较科学和可行

的做法是以快递损害类型为出发点，将其划分为３
个类型分别研究其赔偿问题。对于快递延误，应首

先视延误程度区分一般延误和彻底延误，再根据快

递服务合同分别追究快递企业的损害赔偿责任；对

于快递丢失、毁损和内件减少，如果发生违约责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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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责任竞合，消费者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追究快

递企业的违约责任或侵权责任。在适用违约责任损

害赔偿时，要区分是否保价以分别对待。对于保价

的快递或快递公司故意损害快递，应按照实际损失

来赔偿，不受可预期损失的限制；对于未保价的快

递，不能简单适用限额赔偿的规定，应根据合同法上

的可预期损失规则，在限额赔偿以上、实际损失以下

确定赔偿数额。对于加害给付，消费者既有权利追

究快递企业的违约责任，也有权利追究生产者或销

售者的产品责任，二者不发生竞合，这有利于最大限

度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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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网已经建立，但是对于不同地区、不同体

制、分属城乡的居民，社会保障水平的差距还是较大

的，仍然无法实现全国统筹，有待于进一步改善。一

方面，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完善非公有制企业

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其员工享有与国有企事业单位

人员同等水平的社会保障，从而扩大这部分人的消

费支出，带动内需；另一方面，要大力提高社会保障

的统筹层次，推进社会保障管理服务的一体化改革，

以保证参与社会保障的居民在不同制度、不同地区

之间能够顺利流转，避免出现在转移过程中社会保

障关系无法衔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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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件合一网络信息平台的构建
李冠亚，王增瑞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治安学院，北京 １０２６００）

［摘　要］证件合一是针对当前社会居民持有的证件繁杂众多、使用流程复杂低效的现状而提出的
简化证件、合众为一的构想，其背后的支撑或实质则是证件合一的网络信息平台。鉴于证件合一网

络信息平台构建过程中存在牵扯部门众多、需要规模庞大的软硬件支持、公民个人信息安全问题严

峻、信息众多导致录入维护困难、立法滞后等制约因素，建议采取如下应对措施：权威部门牵头，组

织协调相关部门合力共建；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整合利用原有资源；在保障信息安全的基础上，按照

生命轨迹，不间断并有条理地收录、维护公民个人信息；完善相关立法。

［关键词］证件合一；网络信息平台；电子证件；信息安全

［中图分类号］Ｄ１９２．１；Ｆ４９；ＴＰ３０９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４．０１４

　　当今社会，人们在享受网络信息化带来的方便
快捷高效生活的同时，又深深地被证件系统方面的

种种不便所困扰。具体来说，就是各种证件种类繁

杂、颁发重复、功能重合，这既带来携带不便、办理困

难的困扰，又因使用低效而造成资源浪费。从政策

和理论上来说，制作和颁发每一种证件的初衷都是

把证件当作服务的工具，保障群众享受相关的权利，

但由于证件越发越滥，最终造成其使用效果事与愿

违。［１］与此同时，与证件有关的一些服务性系统如

金融系统、安检管理系统、服务性的登记系统（如就

医时的患者信息录入系统）却与相关证件没有太多

软件与硬件上的联系。这样，一方面造成服务性系

统收录、核实用户信息耗费大量时间、精力与财力，

自身的服务能力弱化，政府职能部门、企事业单位的

效益低下；另一方面也给公民带来诸多不便，使其失

去了本应享有的高品质现代服务。目前，学界有关

证件合一网络信息平台的研究主要涉及其微观方

面，涵盖电子证件的信息硬件支撑、安全防伪技术、

信用制度、隐私保护与立法研究，而缺乏对证件合一

网络信息平台本身构建的系统性研究。本文拟在对

证件合一网络信息平台的概念、组成部分、运行方

式、可能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进行初探，以期有助于

证件合一网络信息平台建设，更好地为民众提供优

质高效服务。

　　一、证件合一网络信息平台概述

证件合一是指将功能相同或联系紧密的证件整

合统一，简化居民持有证件的种类、数量，加强发证

机关、部门之间的联系合作，使其所掌握的证件信息

共享，以方便公民的日常生活，提高政府相关职能部

门和具有服务性质的企事业单位的工作效率，降低

其运作成本的一种证件措施。具体来说，证件合一

就是将现有的所有证件按照不同功能划分成几大

类，将原先各种证件所包含的信息进一步整合完善，

并针对性地只颁发几类实体证件。为此，需要构建

一个包含软件与硬件的庞大的网络信息系统平台。

这一平台由以下几部分构成，即存储各类证件信息

的信息数据库、各级维护信息平台运行的具有不同

管理控制权限的分中心、各种权限等级的数据收录

与获取的终端，以及连接以上所有系统与各个社会

上现存的拥有具体功能的企事业单位等子系统的高

速主干网、次级网络和局域网。这样公民就可以在

办理各种业务、出入各种场所时，凭借其随身携带的

几个证件和一些附带的身份识别技术，在各种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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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验证，凭借背后的数据库与高速网络来高效快

捷地办理各种业务。

在当今信息化社会，证件合一的表面形式只不

过是公民所持有的实体证件的减少，其背后的支撑

或实质则是证件所含不同种类信息的交汇处理平

台，即证件合一的网络信息平台。证件合一就是要

求各种证件发证机关将各自所掌握的相关信息实现

共享，一起构建一个动态的信息收集、处理、存储与

应用的共享平台。简单来说，证件合一网络信息平

台就是一个连接众多职能部门与服务机关的信息网

络数据库。例如公民持有的一张与医疗、劳动就业、

保险、保健相关的证件，其功能涉及公民在进行有关

医疗、劳动就业保障、获取和支付保险，以及个人保

健的过程中所进行的身份核实认证、相关服务信息

的录入登记等。证件合一中有关公民的所有信息由

之前的各个部门系统所掌管转变为信息共享，可以

指定其中的一个单位、部门进行信息的收集、录入与

维护，也可以共同进行，使经过初步整理的信息可以

在一个平台上共享。这样一来，居民在获得医疗服

务时，由医疗服务单位收集到的本居民的医疗信息

能及时上传更新到一个其他部门能够收到的信息

平台上。当公民在办理、支付医疗保险时，相关保

险机构只要通过该公民持有的证件核实一下该公

民身份，就可以获得该公民详细而又准确的医疗

信息，能在节约调查核实医疗信息所耗费的时间、

精力与费用的基础上及时为公民办理保险业务，

当然相关的保险信息也要及时上传到共享信息平

台上。以此类推，劳动部门、保健机构也可及时获

得相关信息，高效且低成本地完成与该公民相关

的服务业务办理。

　　二、证件合一网络信息平台构建过

程中的制约因素

　　证件合一网络信息平台的应用前景广阔，但要
实现这一重大系统工程需要面对诸多问题与挑战，

存在很多制约因素。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

方面。

１．涉及部门众多
证件合一网络信息平台的构建是一项巨大的系

统工程，其所需信息来源多、分布广，在其构建过程

中必定会涉及众多部门。除去原有颁发证件的部门

外，还涉及许多服务性事业单位、公司、组织、行业协

会、团体和支持这一平台本身的部门，大到公安系

统、财政系统和交通系统，小到小区门卫、公路收费

站和医院挂号处。所有涉及到的信息部门在整合各

自信息时首先面对的就是技术的标准化问题。每个

部门在证件信息的录入、整理、存储和应用时都有一

套自己的技术标准，在整合时，依照谁的标准、以谁

为主势必会产生一些分歧。与此同时，整合完成后

由谁来主导证件合一后的信息工作，即由谁来负总

责也会经过众多部门的博弈。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

的部门统一领导，证件合一网络信息平台是无法构

建起来的。

证件合一网络信息平台的构建是一个庞大的系

统工程，涉及的方面众多，这是由其本身功能所决定

的。因为它所服务的对象是广大公民，其所服务的

内容涉及到居民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就需要

其所含信息要满足所有涉及到的系统的需要，而之

前受到技术水平、生产力水平的限制，这些信息只能

由不同系统部门分别或共同掌握。

２．需要规模庞大的软硬件支持
证件合一网络信息平台的构建需要规模庞大的

软硬件支持，而这些软硬件背后则需要强大的技术

储备和巨额资金的支持。不仅是建设初期，而且系

统真正运行起来后的定期软件更新、不间断的设备

维护，还需要数量众多的专业技术人员和持久稳定

的资金注入。虽说证件合一网络信息平台的构建需

要巨大的软硬件支持，但远远低于证件合一之前分

散于各个部门系统的软硬件所耗费的资源，因为各

个系统部门占用大量软硬件、重复建设浪费了大量

资源。因此，从长期来看，证件合一网络信息平台的

构建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节约资源。

３．公民个人信息安全问题严峻
从公民个人隐私的种类来看，可以将其分为个

人事务、个人信息和个人领域３类。［２］证件合一网络
信息系统不仅涉及个人信息，还涉及个人事务、个人

领域。把原来众多的证件信息综合于一体，甚至还

会增加一些个人信息，这样的个人资料将联网式地

被各个部门、单位、企业等应用，很容易被获取、另作

他用。这样完备的公民个人信息极易被侵犯，却还

不容易确定是被谁侵犯的。同时，作为证件合一之

后出现的有限的几种证件（极其重要的个人凭证）

一旦丢失，也就意味着证件的拥有者将不再拥有他

其他所有的凭证，而拾到证件的人就拥有了一个新

的身份和享有其他服务的凭证。

关于公民的信息安全，首先要明确一点，就是信

息安全与信息传播的便捷性成反比。长期以来就有

关于公民信息安全的无休止的争论，在这里我们应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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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搁置这些争论，在保证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同时，

尽可能地为信息传播清除障碍，即在构建证件合一

网络信息平台的过程中，找到信息安全与高效应用

的平衡点。

４．信息录入维护困难
证件合一后，需要大量的个人信息（从出生日

到当前阶段）用于给众多部门和服务性系统提供支

持。例如公民的人身信息、金融信息、医疗教育信

息、职业信息、诚信记录等。同时由于信息具有时效

性，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所以就需要及时、不间断地

收录、维护。信息录入维护困难的主要原因就是之

前没有进行过系统的录入、定期的录入，具体表现就

是各个系统部门各管各的，不定期地收集，致使信息

重复收录且在时间节点上不具有连续性。这也是导

致资源浪费与办理低效的原因之一。

５．立法滞后问题
证件合一网络信息平台的构建在立法层面上面

临非常尴尬的境地：一是证件合一这一新兴的证件

运行管理模式本身没有法律指导；二是证件合一所

主要依靠的基础即网络信息在立法环节上与其自身

的发展速度相比相对滞后，在许多重要方面基本上

处于空白状态，很多网络信息行为在无任何法律法

规约束下自由进行；三是现行的各种法律法规有的

已经明显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有关网络安全、信息

认证、加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没有及时跟进，对网络

犯罪的预防、监管、责任追究等也缺乏完备的法律依

据。［３］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网络安全同样缺乏法律

保障，与之相对应的规范化管理制度建设相对滞后，

从而造成网络安全管理漏洞，在立法方面存在网络

信息安全隐患。

　　三、构建证件合一网络信息平台的

建议

　　１．权威部门牵头，组织协调相关部门合力共建
构建证件合一网络信息平台需要众多部门协

商、协调，因此首先要寻求国家层面的帮助、民众的

广泛支持。这需要相关专家在广泛调研和充分论证

的基础上提出完整、有效的构建思路，形成具体、成

熟的构建方案，以获得政府和民众的支持，进而制定

颁发相关法律法规，组建专门建设、管理该平台的部

门或者是指定现有的权威部门牵头协调组织各部门

系统进行建设、运行。为了保证证件合一网络信息

平台建设的可靠性、可控性、效用性，可以先在部分

地区进行试点，整合一部分证件功能，连接一部分系

统，之后再逐步推进完善。

２．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整合利用原有资源
证件合一网络信息平台属于公共设施建设，构

建这一平台投入大、见效慢、风险高，须由国家来进

行强有力的统一协调，并由各个子系统、部门尤其是

获益单位的共同努力来解决。从短期来看，将分散

的证件信息收集整合，建设新的数据库、信息传输

网络和证件信息终端会耗费大量的资金，但是从

长远来看，这是一个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一旦新

的体系建立起来，在其运行过程中可以节省大量

的资金。因此前期的资金投入是值得的。此外，

构筑证件合一网络信息平台所需要的软硬件资源

还可以从其他部门原有的硬件设备和技术人才整

合中获取，可以对其他部门的硬件设备按照新的

要求进行改造，成为新系统的一部分；还可以对原

先分散于各个部门进行证件信息维护的专业技术

人员进行统一的培训。这样既节省费用，又不浪

费原有资源。

３．保障信息安全
可用一句大白话来描述如何平衡信息安全与高

效应用问题———让该知情的人尽快知情，把不该知

情者的路堵死。证件合一网络信息平台中的信息安

全主要面临２方面危险，即“天灾”和“人祸”。“天
灾”就是网络运行设备遇到自然原因而出现的问

题。为应对“天灾”我们应注重数据库备份的建设，

采用双机并行和多级网络结构，可以把存有重要证

件信息的数据分存到几个数据库中，并将巨型数据

库分散于不同地理区域中，通过通信网络将其连接。

此外，应把证件信息平台的实体网络划分成多级别

多层次多部分，形成相对独立的结构；每个部门的子

系统、终端设备应有相应的权限设置，使其只能在权

限内获取一部分信息。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网络设

备的物理隔绝、单向运行、数据分流，确保各应用部

门严格分离。“人祸”是指信息管理维护过程、信息

资源传递过程、信息应用过程中各方面人员（包括

黑客）对公民信息的窃取、破坏，以及公民自身因丢

失、损坏证件设备，致使自身信息受到侵犯。为防止

“人祸”，首先，在获取信息之前要确保通过一定级

别的第三方认证；其次，每一个接触公民信息的单位

或个人必须有相应权限和充足的理由，且在使用信

息的过程中由本单位负责人监督、负责，每一次使用

都有事后可查的记录。除此之外，还应建立行之有

效的证件识别（包括对携带证件者本人的识别，如

面部、指纹识别等）和挂失冻结制度等。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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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按照生命轨迹，不间断、有条理地收录、维护
公民个人信息

个人信息要从个人生命的起点开始，按照生命

的轨迹不间断且有条理地收集、维护。一种设想是

从公民的出生开始，有关他的出生信息、生理特征就

无差别地记录到他本人的证件之中，通过医院的证

件信息收集终端传送到证件合一网络信息平台上；

伴随其生命轨迹的运行，在进行每一次涉及身份认

证业务活动的同时，与此相关的准确信息也同时记

录在证件合一网络信息平台上。这样，收集和维护

信息就变得简单，公民每使用一次证件、办理任何一

项业务都是一次信息采集、更新和维护的过程。

５．完善相关立法
法律规章是确保证件合一网络信息平台运行的

基础，从法律层面上给予证件合一网络信息平台一

个法律身份，一方面可以规范其运行方式、程序，明

确其中的权责关系；另一方面可以给予参与其中的

各方（包括公民、各管理服务机构）以信心，为其提

供法律保障。这样，参与各方会在法律框架下进行

各种有关证件的活动，解决出现的各种问题，公民也

会放心地将自己的信息交给证件合一网络信息平

台，平台的管理部门也会权责明确地参与其中。有

关证件合一网络信息平台的相关立法主要涉及居民

证件信息保护、居民个人信息收集、信息管理部门的

信息处理与使用权限，以及救济途径４个方面的法
律规定。

　　四、结语

综上所述，证件合一网络信息平台的构建虽然

面临着种种问题与挑战，但是构成这一平台无论是

从技术层面还是从社会实践层面来看条件都已具

备，是社会经济政治的快速运行以及公民生活的迫

切需求，是信息化社会的必然结果。当然，证件合一

网络信息平台的构建需要相关专家在广泛调研和充

分论证的基础上提出完整、有效的构建思路，形成具

体、成熟的构建方案，获得政府和民众的广泛支持，

制定、颁发相关法律法规。

此外，证件合一网络信息平台的构建还需要注

意以下２点：
其一，证件合一不是简单地把所有证件合为一

种，而是按照科学的分类标准划分成几类，每一类实

行一种证件；其二，证件合一还包含将众多系统转化

为一个大系统中的若干子系统，例如将凭证系统、支

付系统、诚信系统、地理信息系统等融合成为一个有

机的大系统，以现代网络信息化背景下的数据库和

高速网络通道为依托，综合、高效、科学地为参与其

中的每位成员提供多方位的信息服务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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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周评论》是１９１５—１９２３年五四新文化运动
时期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１９１８年 １２月 ２２日，
《每周评论》在北京创刊，这是陈独秀、李大钊等《新

青年》同仁，为适应形势需要而创办的对时事政治

进行评论的报纸，办报宗旨为“主张公理，反对强

权”［１］，以政治鼓动为主。该报共出版３７期，前２５

期由陈独秀任主编；从第２６期起，因陈独秀在北京
散发传单被军阀政府逮捕，由胡适接任主编。《每

周评论》每周于周日出一张，４开４版，辟有《国外大
事评述》《国内大事评述》《社论》《文艺时评》《随感

录》《新文艺》《国内劳动状况》《通信》《评论之评

论》《读者言论》《新刊批评》《选论》１２个栏目，每期
必有５个栏目以上。［２］除正常版面以外，有时还增出
《特别附录》，随报赠送。胡适任主编后，该报逐渐

删减了时事政治内容，改用主要篇幅发表杜威的演

讲和罗素的著作，成为宣传实用主义的报纸。１９１９

年 ８月３０日《每周评论》出至第３７期时，被北洋政
府查禁。目前，学术界对《每周评论》进行全面研究

的论文较少，大多仅涉及《每周评论》与五四新文化

运动的关系、《每周评论》的办报人、《每周评论》的

影响等某一个方面。本文拟从当时国际国内环境的

变化、报刊主编人的变化、语言文字的变化、版面形

式的变化对《每周评论》进行全面的分析，以期深入

了解社会环境对报纸媒体的影响与报纸媒体在时代

变革中的重要作用。

　　一、国际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与

《每周评论》

　　《每周评论》作为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社会转
型期重要的信息传播媒介，对国内国际的政治环境

变化反应迅速，有时整版甚至整期都是反映当时国

内国际重要的时事问题，在传播事实的同时也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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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办刊人的价值判断。

１．《每周评论》对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
介绍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十月革命影响至中国，马

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传播。在此期间，报纸媒体对

其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每周评论》在

１９１９年第３期上发表李大钊的《新纪元》一文，热情
歌颂十月革命，说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人类觉

醒的新纪元。是在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

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

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３］。陈独秀在《每周评

论》１９１９年第１８期上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
命》一文，指出：２０世纪初俄国的十月革命与１８世
纪法国的政治革命一样，都被后来的历史家当作人

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４］。与此同时，《每周

评论》还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的部分内容，积极传

播马克思主义。［５］

２．《每周评论》对五四运动的报道
五四运动的导火线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

败。中国代表参加巴黎和会的情况之所以能迅速被

国人所熟知，且发展成一次大的爱国运动，源于报纸

媒体的报道。如果没有大众传媒的新闻报道、密约

公布、舆论组织和民众动员，国人很难知道“外争国

权”的必要性和“内惩国贼”的迫切性。五四运动的

发生和发展说明大众传媒时代来临后，其对新闻的

关注和报道更敏捷，对社会的影响更大。［６］

对于五四运动的报道，《每周评论》起到了舆论

先导的作用。五四运动前夕，陈独秀已在《每周评

论》上发表文章，痛斥巴黎和会是“分赃会议”“各国

都在争本国的权利”［７］。五四运动爆发后，《每周评

论》不仅作了连续系统的报道，而且及时评论并给

予支持和引导。运动发生的当天，该报就在第２０期
的《国内大势述评》一栏上一方面报道巴黎和会上

日本的狡诈态度，一方面披露北洋政府外交部电令

和会代表采取对日妥协退让的消息，吁请读者注意

“卖国贼”的阴谋诡计。［８］从第２１期开始，报纸又连
续５期用全部或大部的篇幅（有时还增出专页）给
予关注。报纸第２１、２２、２３期全部，都是对山东问题
的报道和评论。第２１期的《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
活动》一文中，提出了北京学界的全体宣言，并呼吁

“与全国同胞立两条信条：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

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

头！”［９］还有一些文章是对日本目的和罪行的揭露，

以及列强对山东青岛问题在欧会中讨价情形的介绍

等。第２２期的《特别附录》———《对于北京学生运
动的舆论》，专门对五四运动进行了全面报道。其

中，《学生无罪》一文提到北京高等学校学生因青岛

事件被捕，从法律、国家和外交３个方面论证学生运
动的正当性，呼吁应将学生无罪释放，这给了当局者

以舆论压力。第２３期有关对山东问题的报道中，提
到五四运动的精神是“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

的精神，民族自决的精神”［１０］，第一次提出了学习五

四运动的精神。这种旗帜鲜明的号召，给五四学生

运动以很大鼓舞，推动了学生运动的进一步高涨。

这些对五四运动的大力报道和评论，对民众的导向

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３．《每周评论》对国内劳工状况与问题的报道
随着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民主与科学

得到了弘扬，马克思主义也随之被介绍到中国，人们

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国际上对下层劳工状况的异常

关注也引起人们对中国劳工的关注，各种对劳工情

况的报道也随之而来。《每周评论》专设一栏对国

内外劳工情况进行了介绍，如１９１８年第１期的《劳
工神圣》，１９１９年第３期的《北京之男女佣工》，第４
期的《修武煤厂之工头制》，第５、６期的《北京剃头
房与理发店之今夕》，第８期的《人力车夫问题》，第
１２期的《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等。其中，《唐山煤
厂的工人生活》一文反映出工人不如骡马、生活条

件恶劣、每日工作时间长、工资很低、有时会发生因

公事而死的情况。［１１］这些文章是对下层工人状况的

深度报道，也是对社会黑暗面的揭露，同时也呼吁社

会关注下层民众生活。另外，《每周评论》还有很多

介绍国内劳工状况的文章，而在此前各种媒体的宣

传中很少有关注这方面问题的。

４．《每周评论》对自由主义的宣传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新

文化运动带来了思想的解放，自由、平等的言论充斥

着当时的社会，反映在舆论媒体上，即对独立、自由、

平等思想的传播。《每周评论》第２４期的《危险思
想与言论自由》一文宣扬思想自由的重要性：“思想

是绝对的自由，是不能禁止的自由”，提醒当局“要

利用言论自由来破坏危险思想，不要借口杜绝危险

思想来禁止言论自由”［１２］。这一时期对自由思想的

宣传在《每周评论》中时有体现，扩大了自由思想影

响的范围，全国各地形成了广泛的社会舆论，谴责军

阀政府的专制统治，要求外交公开并保证人民的言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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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集会和出版自由。

５．《每周评论》的３个《特别附录》
《每周评论》以附录的形式将当时社会最引人

关注的热点问题汇集到一起，强化了人们对问题的

认识，如１９１９年４月１３日第１７期和１９１９年４月
２７日第１９期中的《特别附录》———《对于新旧思潮
的舆论》，都是以北京大学的新潮运动为主要内容，

汇集了这一阶段民众对自由、平等、改革旧思想、文

学改革等方面的迫切需求；１９１９年５月１８日第２２
期中的“特别附录”———《对于北京学生运动的舆

论》，对五四运动进行了大力报道，汇集了民众对五

四学生运动的支持和对国民爱国精神的赞赏。附录

集中主要观点和言论，充分表现出《每周评论》的办

刊特色，即对社会问题反应快，且“附录”是随报赠

送的。《新潮》杂志称赞《每周评论》说：“读他的人

可用最廉的代价，最经济的时间，知道世界上最新最

要的事件。”［１３］

６．《每周评论》对时事的客观真实报道
《每周评论》的报道大部分是反映国际国内政

治经济现状，关乎人们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因此大

都是针对客观事实的直接报道，直陈现实，客观报

道，较少虚浮的语言。如对国内外政治、重大事件的

报道与评论，对社会现实的随感录等，每期都是作为

新闻报道的，且在报道重大事件时，均是综合各方面

的材料进行评论、分析，使读者深入地了解该事件的

背景、后果、影响。［１４］另外，《每周评论》不刊载任何

商业广告，政论性极强，因此深受读者喜爱。从报纸

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每周评论》消息简洁明快、

客观公正，符合报纸的特点。

　　二、报纸主编的变化与《每周评论》

《每周评论》从第１期到第２５期由陈独秀任主
编，主要以评论时事政治为主，笔锋犀利；从第２６期
开始，胡适接任了该报主编。胡适政治上主张进行

渐进的改良，因此，不主张报纸刊登针对当局的过分

激烈的批评文章，于是报纸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

其一，评论性文章减少。新闻评论往往抓住一

个新闻事件，分析该事件发生的原因、性质与影响，

指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针对性强，文章多短小精悍。

由于当时国内外形势日趋紧张复杂，新闻事件很多，

迫切需要加强对新闻的评论。因此，这一时期许多

报纸都发表大量评论性的文章，如《每周评论》中的

社评、评述等。《每周评论》在陈独秀任主编时期，

评论直陈时弊，文字简练明快，立场鲜明，且多从现

实入手进行深入分析，政治色彩浓厚，引起了读者莫

大兴趣。其中，《每周评论》中的社评，使报纸找到

了一个新闻与评论相结合的好形式，顺应了报纸改

革的要求，“评论是代表一个报的主张和政见，并且

是一个报纸整个精神寄托的所在”［１４］。但胡适任主

编后，基本上取消了反映政治斗争的内容和激烈的

社会评论，撤掉了每一期的《国内大事述评》《国外

大事述评》《社论》等栏目，刊登大量杜威来华讲学

的内容和罗素的著作和教育方面的内容，如第２６、
２７期全部都是《杜威讲演录》的内容。

其二，成为“问题”与“主义”之争的阵地。胡适

在第３１期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
文，接着李大钊在第３５期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
义》，予以有力反驳，由此引发了一场“问题”与“主

义”的激烈论战。《每周评论》第３１～３７期都刊载
有关“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文章，在五四时期的思

想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受此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

内部也从统一走向分裂，《新青年》发生分化并走上

了不同的政治道路。《每周评论》对“问题”与“主

义”之争的详细报道，对研究新文化运动具有重要

的价值。

其三，由单纯政治评论转向多元化评论。胡适

担任《每周评论》主编后，《每周评论》介绍了大量俄

国的土地制度、婚姻、新经济法等，如第２９期的《俄
国的土地法》、第３０期的《俄国的婚姻制度》、第３２
期中对俄国新银行法的介绍等，并结合我国的具体

情况对其进行了简单的评论，这些介绍对国内的经

济建设有重要指导意义。

总之，胡适接任主编后，《每周评论》大大增加

了改良主义色彩，避开了政治性的内容，且语言温

和，以避免与当局发生直接冲突。正因为如此，有学

者称“胡适是以学者立言，陈独秀是以革命家立

言”［１５］（Ｐ２３０）。陈独秀是一个老革命党，对政治有特

殊的敏感，经常发表政论文章。而胡适决心２０年不
谈政治，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文章多是文艺性

的。［１５］（Ｐ２３１）两位主编的不同政治态度与个人取向，

将《每周评论》分为前后２个阶段，报纸刊载的内容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如此，《每周评论》作为一

份紧跟时代风潮、密切关注时代风云变幻的报纸，仍

不失其作为反帝反封建阵营中一个具有战斗力的、

影响广泛的舆论阵地。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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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语言文字的变化与《每周评论》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和
新文化运动中对新文学、白话文的提倡，中国语言风

格的变化比较明显。著名学者胡适是积极推动白话

文的先驱，他在１９１７年《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学改
良刍议》一文，是倡导文学革命的第一篇文章。作

者提出今日文学改良的８条要求，其中第８条为不
避俗字俗语。［１６］“白话文字有一种根本上的大经济，

就是先生说的‘教育上的经济’。一句文言，懂得的

有十人；一句白话，懂得的有千人万人”。［１７］语言文

字的变革在《每周评论》中也得到了体现。

第一，《每周评论》中大部分文章都是用白话文

写成的。如第１３期“新文艺”一栏上刊载的《背枪
的人》：“早起出门、走过西珠市。行人稀少、店铺多

还关闭、只有一个背枪的人、站在大马路里。我本愿

人‘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怕见恶狠狠的兵器。但他

长站在守望面前、指点道路、维持秩序、只做大家公

共的事———那背枪的人、也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兄

弟。”［１８］这是一篇对背枪的人歌颂的文章。

第二，语言通俗易懂，不再咬文嚼字。如第２３
期“随感录”一栏中的《黑暗的东方》：“天明了、曙光

现了、光明的境界没有强盗恶魔们立足之地了，一个

一个的都跑到黑暗的东方来。所以边疆上就有谢米

诺夫、霍尔瓦特这一流人扰乱治安，内地就有一种外

国的外交官替崇拜强权的国家政府捕拿国事犯、摧

残出版和言论的自由。呵！好了！我只替你们祝

福。祝你们永远不要回归你们那光明的故土，祝你

们永远有个黑暗的东方作你们的逋逃薮。”［１９］文章

通俗易懂，易于理解。

白话文以简单明了为特点，与晦涩难懂的古文

形成鲜明对比。《青年励志会十周纪念刊》中是这

样提到白话文好处的：“普及教育的工具；能全量表

现出作者心中的情感，并能引发读者之同情；科学的

文学。”［２０］白话文简明易懂，有利于对西学的吸收，

反映在报纸上则是更利于社会消息的广泛传播。

　　四、版式设计的变化与《每周评论》

报纸版式是办刊者对报纸形式的设计，它是一

种文化、一种审美的体现，也是自身形象的体现。近

代以来，随着报业发展与各种技术在报纸出版中的

运用，主办者也开始注重版面的设计。报纸的版面

形式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它与内容密不可分，不

仅对读者的阅读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也直接关系

到报纸的宣传效果。《每周评论》较之以前报纸在

版面形式上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３个方面。
一是分段、分行。每一期分４个版面，每一版面

分４个栏目，全部竖排，每一段写完之后都另外起
行，而不像早期报纸一样没有分段，《每周评论》第

１～３７期都是如此。整体看起来非常整齐、美观而
不杂乱，令读者赏心悦目。

二是每一个大标题周围都用提花加以修饰，从

而将每一大部分都鲜明地突显出来。大标题之下的

小标题用三角形或实心圆加以标注，从而将每一小

部分都鲜明地区别开来，使读者一目了然。

三是标点符号的使用。标点符号的正确使用可

以明确表达出说话人的心理活动和意思，因此标点

符号作为书面语言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不可或缺的。

“在我国，对标点符号向来是忽略的，从五四白话文

一提倡，才渐渐被重视”［２１］。《每周评论》除第 １
期、第２期的国外、国内大事述评没有标点符号外，
其他部分都有标点符号，从第３期开始每部分都有
标点符号。但第１、２、３期每一部分的标点符号，都
是标注在每句话最后一字的侧面，这种标法有时可

能会出现错误。从第４期开始，每一部分的标点符
号直接标注在每一句话之后，占据了一个字符的位

置，这样标点符号就融入到文章之中，使读者读起来

更顺畅流利。

《每周评论》版式设计的变化，顺应了时代发展

的潮流，让人们更容易、更方便地了解社会消息，进

而了解《每周评论》。

　　五、结语

《每周评论》作为五四时期重要的消息传播媒

介，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的变革，每一步都紧跟时代

脉搏，密切关注时代变化，较为全面深入地反映了当

时的社会现实，赢得了全国思想界和舆论界的积极

反响与回应，因此其对研究五四时期的思想、文化、

社会现象都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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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吏部尚书致仕研究
惠鹏飞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摘　要］宋代吏部尚书致仕比例并不高，尤其是北宋后期，致仕比例仅有两成，这与当时的政治环
境是分不开的。宋代吏部尚书致仕官品阶以从三品及以上为主，这是因为北宋前期吏部尚书为正

三品的官阶，本身就很高，元丰改制后吏部尚书为从二品的职事官，寄禄官阶也不太低，而且他们在

担任吏部尚书之后往往还有升迁，因此宋代吏部尚书的致仕官品阶是比较高的。没有致仕的吏部

尚书则以担任实职或者祠禄官而卒为主，其他遭贬谪、弃官不仕的比例很小。以实职卒于任上的吏

部尚书往往是因为皇帝对其信任不允其致仕或者因疾病卒于任上；而以祠禄官卒则是吏部尚书一

种较为委婉的引退方式，这对于官员的晚年生活有较大意义。

［关键词］宋代；吏部尚书；致仕；品阶；祠禄官

［中图分类号］Ｋ２４４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４．０１６

　　致仕，又称为引年、致政、休致、休退、挂冠、请
老、告老等，指的是古代官员退休，告老还乡；致仕

官，指古代官吏退休时的官职。在宋代，致仕官的品

级分为从正一品到从九品共１８个等级。致仕官品
级的大小对官员退休后的待遇影响很大，以高品级

致仕官退休的官员可以继续享有丰厚的俸禄，恩荫

数名子孙为官。宋代是中国古代官员致仕制度逐渐

形成、完善的重要阶段，而吏部尚书又是宋代朝廷高

级官员的代表，对宋代吏部尚书致仕情况进行考察，

既有助于对宋代致仕制度的进一步认识，也有助于

管窥中国古代社会朝廷官员的致仕情况。

目前，学术界对官员致仕情况的研究论著比较

多，如苗书梅的《宋代官员选任与管理制度》、游彪

的《宋代荫补制度研究》、祝丰年与祝小惠的《宋代

官吏制度》、朱瑞熙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

卷》、张希清的《宋朝典章制度》、龚延明的《宋代官

制辞典》、李旦与张传亮的《宋代官吏的致仕制度研

究》、吴擎华的《北宋官员致仕制度浅探》、景北记的

《北宋的致仕制度和冗官冗费》等。这些论著均涉

及到官员的致仕情况，其中，苗书梅、祝丰年、朱瑞

熙、张希清、吴擎华等侧重从对官员管理的角度来探

讨官员致仕制度；游彪是从致仕荫补的角度探讨致

仕，景北记则探讨了官员致仕制度与冗官冗费的关

系。此外，还有张霞的《宋代致仕官生活研究》，从

社会生活史的角度对宋代致仕官员进行了探讨。总

体上看，学术界对朝廷重臣吏部尚书群体致仕情况

进行专门研究的论著目前尚未出现。本文拟通过对

宋代吏部尚书致仕情况的考察，探讨其特征以及宋

代高级文官的致仕制度，以期对当今社会的管理制

度和退休制度提供一些借鉴。

　　一、宋代吏部尚书致仕考

宋代可考吏部尚书共２２２任。其中，３次担任
吏部尚书的只有１人，即洪拟；２次担任吏部尚书的
共２２人，即王曾、陈执中、文彦博、李清臣、曾孝宽、
许将、唐恪、卢法原、李光、沈与求、孙近、张焘、晏敦

复、汪应辰、胡沂、郑侨、楼钥、刘德秀、袁说友、许应

龙、赵以夫、叶梦鼎。因此，宋代吏部尚书实际可考

人数为１９８人。另外，卢法原在北宋后期与南宋初
期均担任过吏部尚书，为避免重复统计，只在北宋后

期统计卢法原的致仕情况，南宋时期不再统计。本

文在李之亮《宋代京朝官通考》所统计的吏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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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基础上，又进行了再判断，去掉了李先生误以为

吏部尚书的官员，增加了经过考证确实是吏部尚书

的官员。

宋代官员的致仕官很多时候并不是一成不变

的，官员退休时如果满足政府规定的各种条件，一般

可以获得比其退休前寄禄官相同或者高出数阶的致

仕官；其后每逢朝廷举行大礼、皇帝登基、庆寿等活

动时，部分致仕官有可能继续得到提升。因此，在宋

代某些官员的致仕官记载中，会出现１种至几种甚
至数十种致仕官。本文考察宋代吏部尚书的致仕官

时，以其最高致仕官为研究对象。

宋初，张昭任吏部尚书之职时，吏部尚书为实际

职务，之后吏部尚书成为阶官，大多不领实际职务，

直到元丰改制以后，三省六部九寺五监的职能才得

以恢复，吏部尚书成为职事官，重新恢复实际职务。

有鉴于此，本文在考察宋代吏部尚书致仕情况时，凡

是官阶达到吏部尚书和职事官为吏部尚书的官员一

律统计在内，但不统计元丰改制后寄禄官阶为金紫

光禄大夫的官员。因此，本文考察的官员包括北宋

元丰改制前的张昭与其他官阶达到吏部尚书的官员

和元丰改制后实职为吏部尚书的官员。由于南宋地

域缩小，诸多方面与北宋有所不同，故本文将宋代分

为如下３个时期来分别考察其吏部尚书致仕情况：
北宋建立到元丰改制前的北宋前期（９６０—１０８２）、
元丰改制到靖康二年的北宋后期（１０８２—１１２７）、南
宋时期（１１２７—１２７９）。

按照首次担任吏部尚书的时间顺序进行排列，

从建隆元年（９６０年）首任吏部尚书张昭，到景炎元
年（１２７６年）最后一任吏部尚书陈仲微，宋代吏部尚
书的致仕情况如下。

１．北宋前期
张昭，“宋初，拜吏部尚书……太祖不说，遂三

拜章告老，以本官致仕，改封陈国公”［１］（Ｐ９０９１），致仕

官为吏部尚书，正二品。

宋琪，至道二年（９９６年）春，“拜右仆射……是
年九月被病……又口占遗表数百字而卒”［１］（Ｐ９１３１），

未致仕，以实职卒。

吕蒙正，“凡七上章求解政事，改太子太师，仍

封莱国公”［２］（第１４册，Ｐ２６８），致仕官为太子太师、莱国公，

从一品。

张齐贤，大中祥符五年（１０１２年），“代还，再抗
章请老，授特进、守司空致仕”［２］（第１６册，Ｐ１９０），致仕官为

特进、守司空，从一品。

宋白，“乃以兵部尚书致仕，因就宰臣访问其资

产，虞其匮乏，时白继母尚无恙，上东封，白肩舆辞于

北苑，召对久之，进吏部尚书……大中祥符三年，丁

内艰。五年正月，卒”［１］（Ｐ１３０００），致仕官为兵部尚书，

致仕后因家贫被召为吏部尚书，从二品。

王钦若，“毕加司徒……三年冬十月兼译经使，

赴上于传法院归第感疾请告……十一月……戊申

薨”［３］，未致仕，以实职卒。

向敏中，“祠礼成，进位左仆射加昭文馆大学士

……比至中夜，疾不可起，乃明日己
!

以不起

闻”［４］，未致仕，以实职卒。

寇准，天圣元年（１０２３年）闰九月，“移授银青光
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行衡州司马，是月七日以疾

终于贬所”［２］（第１４册，Ｐ３５），遭贬，以行衡州司马卒，未致

仕，以散官卒。

丁谓，“明道末复秘书监致仕，居安州，又徙光

州卒”［５］（Ｐ２０６），遭贬，致仕官为秘书监，正五品。

冯拯，“五上表愿罢相，拜武胜军节度使、检校

太尉兼侍中、判河南府……卒”［１］（Ｐ９６１１），以使相卒，

未致仕，以实职卒。

王曾，“曾言亦有过者，遂与夷简俱罢，以左仆

射、资政殿大学士判郓州。宝元元年冬……如期而

薨，年六十一”［１］（Ｐ１０１８５），未致仕，以实职卒。

吕夷简，“寻致军国之议，频表请老，乃以太尉

致仕”［６］（Ｐ５９２），致仕官为太尉，正一品。

夏竦，皇三年（１０５１年）秋，“武宁军节度使、
检校太师兼侍中、判河阳、郑国公以疾请归于京师

……公疾寝剧矣，既就第，未几以薨”［７］（第１９１６册，Ｐ４４９），

以使相卒，未致仕，以实职卒。

陈执中，嘉四年（１０５９年）二月，“制除守司
徒、岐国公致仕”［６］（Ｐ６２２），致仕官为守司徒、岐国公，

从一品。

文彦博，元丰六年（１０８３年），“请老，除守太师、
河东永兴军节度使。彦博又固辞，许罢两镇，以守太

师致仕”，元五年 （１０９０年）“复以太师致
仕”［２］（第１６册，Ｐ３４７—３４８），致仕官为太师，正一品。

王拱辰，元丰八年（１０８５年）七月，“彰德军节度
使、检校太师、北京留守王拱辰卒”［２］（第１６册，Ｐ４４０），以节

度使卒，未致仕，以实职卒。

曾公亮，“旋以太傅致仕”［１］（Ｐ１０２３３），致仕官为太

保，正一品。

赵鰖，“遂请老不已，以太子少师致仕”［８］，致仕

官为太子少师，从二品。

王安石，元元年（１０８６年）四月，“观文殿大学
士、守 司 空、充 集 禧 观 使、荆 国 公 王 安 石

薨”［２］（第１６册，Ｐ３５７），未致仕，以祠禄官卒。

吴充，“明年春，肩舆归第，遂拜观文殿大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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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太乙宫使，四月甲午朔公薨”［２］（第１５册，Ｐ２３１—２３２），以祠

禄官卒，未致仕。

２．北宋后期
李清臣，崇宁元年（１１０２年）正月，“资政殿大学

士、右光禄大夫、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事、大名府

路安抚使李公薨”［９］，未致仕，以实职卒。

曾孝宽，元五年（１０９０年）八月，“资政殿学
士、中大夫、守吏部尚书曾孝宽卒”［１０］，未致仕，以实

职卒。

吕大防，“未几，遂责授舒州团练副使、循州安

置，未逾岭卒”［２］（第１６册，Ｐ３８７），遭贬，未致仕。

范纯仁，“不数月，以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一宫使

召……既而公疾益侵，请老不许，建中靖国元年正月

癸亥薨”［１１］（Ｐ３７５），未致仕，以祠禄官卒。

孙永，“进资政殿学士兼侍读，罢选事，提举中

太一宫，未及拜命，以不起闻制”［１２］，以祠禄官卒，未

致仕。

苏颂，“以太子少师致仕，今上即位迁太子太

保”［１１］（Ｐ３８４），致仕官为太子太保，从一品。

许将，“拜观文殿学士，除奉国军节度使。在大

名六年，召为佑神观使，未几而卒”［１３］（Ｐ８２６），以祠禄

官卒，未致仕。

苏辙，致仕官为端明殿学士、大中大夫［１４］。大

中大夫，从四品。

邓润甫，“遂拜尚书左丞。卒”［１３］（Ｐ８２６），以实职

卒，未致仕。

傅尧俞，元四年（１０８９年）“拜中书侍郎。在
位二年卒”［１３］（Ｐ７６４），以实职卒，未致仕。

苏轼，“乃复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居从其

便…… 建 中 靖 国 元 年 六 月 请 老，以 本 官 致

仕”［２］（第１５册，Ｐ２２８），遭贬，致仕官为朝请郎，正七品。

王存，元符二年（１０９９年）正月十七日，“韩忠彦
……资政殿学士、右正议大夫致仕王存各降一

官”［１５］（Ｐ３８９９），致仕官为资政殿学士、通议大夫。通

议大夫，正四品。

胡宗愈，绍圣元年（１０９４年）闰四月，“资政殿学
士、新知定州胡宗愈（卒）”［１５］（Ｐ１４００），以实职卒，未

致仕。

彭汝砺，“以宝文阁待制知江州……至郡数月

得疾，草遗表，家人怪之。公笑曰：‘此何可免？’作

诗贻其子。十二月某甲子，有星陨于郡衙。是日，公

终于正寝”［２］（第１５册，Ｐ３００），以实职卒，未致仕。

林 希，“夺 职 知 扬 州，徙 舒 州。 未 几

卒”［１］（Ｐ１０９１４），以实职卒，未致仕。

王震，“为枢密都承旨，遂坐折狱滋蔓、倾摇大

臣夺职知岳州，卒”［１］（Ｐ１０４０７），以实职卒，未致仕。

黄履，“徽宗立，召为资政殿学士兼侍读，复拜

右丞。未逾年，求去，加大学士、提举中太一宫，

卒”［１］（Ｐ１０５７４），以祠禄官卒，未致仕。

邢恕，“俄复显谟阁待制、知郑州，提举崇福宫，

以中大夫致仕”［１３］（Ｐ８４５），遭贬，致仕官为中大夫，正

五品。

叶祖洽，“官至徽猷阁直学士、太中大夫。政和

七年四月六日终于真州寓舍”［１６］（Ｐ２０３５），以实职卒，

未致仕。

韩忠彦，“以宣奉大夫致仕，逾年薨于安阳之里

第”［２］（第１６册，Ｐ３４），致仕官为宣奉大夫，正三品。

陆佃，“遂 罢 为 中 大 夫、知 亳 州，数 月

卒”［１］（Ｐ１０９２０），遭贬，未致仕。

温益，崇宁二年（１１０３年）正月，“中书侍郎温益
卒”［１］（Ｐ５５１４），以实职卒，未致仕。

赵挺之，“京复相，挺之再除观文殿大学士、佑

神观使。未几而卒”［１３］（Ｐ８７５），以祠禄官卒，未致仕。

何执中，致仕官为太傅［１７］（Ｐ２７５），正一品。

徐铎，“进吏部尚书，卒”［１］（Ｐ１０６０７），以实职卒，未

致仕。

虞策，“属疾祈外，加龙图阁学士、知润州，卒于

道”［１］（Ｐ１１１９４），以实职卒，未致仕。

朱谔，大观元年（１１０７年）六月，“尚书右丞朱谔
卒”［１］（Ｐ５５１７），以实职卒，未致仕。

时彦，“迁工部尚书，进吏部，卒”［１］（Ｐ１１１６９），以实

职卒，未致仕。

林摅，“加观文殿学士，拜庆远军节度使。言者

复论罢之。还姑苏，疡生于首而卒”［１］（Ｐ１１１１１），以实

职卒，未致仕。

余深，致仕官为特进［１８］，从一品。

管师仁，大观三年（１１０９年）六月，“管师仁自同
知枢密院事以资政殿学士依前中大夫领佑神观使，

寻卒”［１］（Ｐ５５１９），以祠禄官卒，未致仕。

刘拯，“时商英去位，侍御史洪彦癉并劾之，削

职，提举鸿庆宫，卒”［１］（Ｐ１１２００），以祠禄官卒，未致仕。

王襄，“至是，降宁远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

卒”［１］（Ｐ１１１２７），遭贬，未致仕。

张克公，“为徙吏部尚书……居吏部六年，

卒”［１］（Ｐ１１０３３），以实职卒，未致仕。

许光凝，“始以布衣自岭外护其丧以归，人皆多

之。后登第，终吏部尚书”［１９］，以实职卒，未致仕。

蒋猷，致仕官为徽猷阁直学士、左宣奉大夫［２０］。

左宣奉大夫，正三品。

宇文粹中，绍兴九年（１１３９年）五月戊戌，“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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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学士、左光禄大夫、提举凤翔府上清太平宫宇文粹

中薨”［２１］（Ｐ２０７７），以祠禄官卒，未致仕。

王孝迪，绍兴十年（１１４０年）二月，“端明殿学
士、提 举 西 京 嵩 山 崇 福 宫 王 孝 迪 薨 于 绍 兴

府”［２１］（Ｐ２１５２），以祠禄官卒，未致仕。

何志同，建炎四年（１１３０年）六月，“徽猷阁待制
何志同坐父子误国，降充集英殿修撰”［２１］（Ｐ６５８）；绍兴

三年 （１１３３年）正 月，“徽 猷 阁 待 制 何 志 同
卒”［２１］（Ｐ１０６０），以实职卒，未致仕。

唐恪，“遂罢为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一宫使……

恪既书名，已而呼其诸子，谓曰：‘吾为大臣，而国家

至此，何以生为？’乃仰药而死”［１３］（Ｐ９２４—９２５），以祠禄

官卒，未致仕。

卢法原，“张浚承制起知夔州，寻为龙图阁学

士、川陕等路宣抚处置副使，进端明殿学士、川陕宣

抚副使……帝手诏诘问，法原自辩甚力，上颇不直

之，忧恚，卒于军”［１］（Ｐ１１６５１—１１６５２），以实职卒，未致仕。

李，后降金，未致仕。

卫仲达，绍兴二年（１１３２年）十二月，“秘阁修
撰、提举亳州明道宫卫仲达卒”［２１］（Ｐ１０４９），以祠禄官

卒，未致仕。

梅执礼，“钦宗立，徙知镇江府，召为翰林学士，

道除吏部尚书，旋改户部 …… 死时，年四十

九”［１］（Ｐ１１２３３—１１２３４），为金人所杀，未致仕。

莫俦，“公自述古殿直学士责授宁江军节度副

使、潮州安置。建炎三年遇恩北归，议责者论徽宗皇

帝北迁，公与孙传送边檄一人之数，再徙韶州”［２２］，

投奔伪楚遭贬，未致仕。

王时雍，投奔伪楚，后被诛杀于潭州，未

致仕。［１］（Ｐ１３３６５）

谢克家，绍兴四年（１１３４年）七月，“资政殿学
士、知衢州谢克家薨”［２１］（Ｐ１２７７），以实职卒，未致仕。

３．南宋时期
路允迪，致仕官为龙图阁学士、朝请大夫［２３］。

朝请大夫，从六品。

周武仲，建炎二年（１１３２年）八月十六日，“除龙
图阁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公既遂所请，即欲归吴

中。已而疾亟，上章乞谢事，转朝请大夫致仕”［２４］，

致仕官为龙图阁学士、朝请大夫。朝请大夫，从

六品。

吕颐浩，“诏颐浩除少傅、依前镇南军节度使、

成国公致仕”［１５］（Ｐ４１６６），少傅，正一品。

刘珏，“责授秘书少监，贬衡州。绍兴元年，许

自便。明年，以朝散大夫分司西京。卒于梧

州”［１］（Ｐ１１６６８），遭贬，未致仕。

洪拟，“起 知 温 州，提 举 亳 州 明 道 宫。

卒”［１］（Ｐ１１７５０），以祠禄官卒，未致仕。

胡直孺，绍兴元年（１１３１年）十一月，“兵部尚书
兼侍读胡直孺卒”［２１］（Ｐ８６９），以实职卒，未致仕。

李光，绍兴二十九年（１１５９年）六月，“左朝奉大
夫李光守本官致仕”［２１］（Ｐ３０２６），致仕官为左朝奉大

夫，从六品。

权邦彦，绍兴二年（１１３２年），“除端明殿学士、
签书枢密院事……三年，卒”［１］（Ｐ１２０７６—１２０７７），以实职

卒，未致仕。

沈与求，“除同知枢密院事，从驾至建康，迁知

枢密院事……月得小疾，一夕薨”［２５］（Ｐ２６４），以实职

卒，未致仕。

席益，“资政殿学士、左中大夫席益九年四月赠

五官”［１５］（Ｐ２０２７），“特赠五官依条与致仕遗表恩泽

制”［２５］（Ｐ３０５），致仕官为资政殿学士、左中大夫。左中

大夫，正五品。

郑滋，绍兴十九年（１１４９年）二月，“显谟阁学
士、知建康府郑滋卒”［２１］（Ｐ２５７６），以实职卒，未致仕。

胡松年，绍兴十六年（１１４６年）十月，“端明殿学
士、提举临安洞霄宫胡松年薨”［２１］（Ｐ２５１８），以祠禄官

卒，未致仕。

孙近，绍兴二十六年（１１５６年）正月，“故责授左
朝散郎、秘书少监分司南京，赣州居住……追复资政

殿学士……因奏孙近亦已死于贬所”［２１］（Ｐ２８０６），遭

贬，未致仕。

刘大中，绍兴十年（１１４０年）九月，“中大夫刘大
中以忧免。至是卒，诏复资政殿学士致仕”［２１］（Ｐ２２１５），

卒后致仕，致仕官为资政殿学士，正三品。

张焘，乾道二年（１１６６年）四月，“资政殿大学
士、右中大夫致仕张公薨于饶州德兴县之里

第”［２６］（第１１４７册，Ｐ６７８），致仕官为资政殿大学士、右中大

夫。右中大夫，正五品。

晏敦复，绍兴十五年（１１４５年）十月，“宝文阁直
学士、提举亳州明道宫晏敦复卒于明州”［２１］（Ｐ２４８７），

以祠禄官卒，未致仕。

吴表臣，“课最，除敷文阁待制。三岁请祠，进

直学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家居数年，卒，年六

十七”［１］（Ｐ１１７３３），“左朝议大夫、知婺州吴表臣复敷文

阁待制”［２１］（Ｐ２４８７），“敷文阁直学士吴表臣转一官致

仕”［２７］。综上判断，吴表臣致仕官为敷文阁直学士、

中散大夫。中散大夫，从五品。

罗汝楫，“除龙图阁学士知严州……提点江州

太平兴国宫……薨”［２８］，以祠禄官卒，未致仕。

周三畏，不详。

·３８·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２０１４年

张杞，不详。

林大鼐，“以左朝散郎、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

寻卒”［２９］（Ｐ３００），以祠禄官卒，未致仕。

董德元，“端明殿学士、左中大夫致仕董德元隆

兴二年二月赠左正奉大夫”［１５］（Ｐ２０２７），致仕官为端明

殿学士、左中大夫。左中大夫，正五品。

张纲，“资政殿学士、左通议大夫致仕、赠光禄

大夫张纲，谥章简”［１５］（Ｐ１６６４），致仕官为资政殿学士、

左通议大夫。左通议大夫，正四品。

刘才邵，绍兴二十八年（１１５８年）二月，“显谟阁
直学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刘才邵卒”［２１］（Ｐ２９５９），

以祠禄官卒，未致仕。

陈康伯，乾道元年（１１６５年）二月，“罢左仆射，
授少师、观文殿大学士、鲁国公致仕”［１］（Ｐ５５７２），致仕

官为少师、观文殿大学士、鲁国公。少师，正一品。

王师心，乾道元年（１１６５年），“提举江州太平兴
国 宫，再 上 章 告 老，乃 进 左 朝 奉 大 夫 致

仕”［３０］（第１９８９册，Ｐ２７９），致仕官为左朝奉大夫，从六品。

贺允中，“资政殿大学士、左通议大夫致仕”［３１］，

致仕官为资政殿大学士、左通议大夫。左通议大夫，

正四品。

叶义问，“资政殿学士、左通奉大夫致仕叶义问

八月赠左银青光禄大夫”［１５］（Ｐ２０２７），致仕官为资政殿

学士、左通议大夫。左通议大夫，正四品。

周麟之，隆兴二年（１１６４年）二月三日，“诏责授
左朝奉大夫、秘书少监、分司南京周麟之复左中大夫

致仕，从所请也”［１５］（Ｐ４１２２），遭贬，后复左中大夫致

仕，正五品。

洪遵，“未几，五营成，复原官，仍拜资政殿学

士。淳熙元年，提举洞霄宫。十一月，薨”［１］（Ｐ１１５６９），

以祠禄官卒，未致仕。

徐
"

，“赐徽猷阁直学士、通奉大夫、提举江州

太平兴国宫徐嘉，辞免特转一官致仕，恩命不

允”［２６］（第１１４８册，Ｐ１７３），“徐
"

一作嘉”［３２］（第５２８册，Ｐ２６３）。故

徐
"

致仕官为徽猷阁直学士、通奉大夫。通奉大夫，

从三品。

汪应辰，“力疾请祠，自是卧家不起矣，以淳熙

三年二月卒于家”［１］（Ｐ１１８８２），以祠禄官卒，未致仕。

何溥，绍兴三十二年（１１６２年）三月，“翰林学士
兼侍读、兼权吏部尚书何溥充龙图阁学士、提举江州

太平兴国宫，以疾自请也”［２１］（Ｐ３３４４），“除翰林学士兼

吏部尚书，以疾卒”［３３］（Ｐ２８６７），故何溥以祠禄官卒，未

致仕。

凌景夏，致仕官为宝文阁学士［３０］（第１９８７册，Ｐ８１），正

三品。

金安节，“诏以敷文阁学士转一官致仕……官

至中奉大夫”［３４］（Ｐ２３６），致仕官为敷文阁学士、中奉大

夫。中奉大夫，从五品。

叶，“观文殿学士、左正奉大夫致仕叶乾道

四年正月赠特进”［１５］（Ｐ２０２５），致仕官为观文殿学士、

左正奉大夫。左正奉大夫，正三品。

魏杞，“后以端明殿学士奉祠，告老，复资政殿

大学士”［１］（Ｐ１１８３３），致仕官为资政殿大学士，正三品。

陈之茂，乾道二年（１１６６年）八月六日，“徽猷阁
直学士、朝请大夫陈之茂知府事。九月二十四日致

仕”［１６］（Ｐ１５０３），致仕官为徽猷阁直学士、朝请大夫。

朝请大夫，从六品。

陈俊卿，淳熙十三年（１１８６年）正月十四日，“少
傅、观文殿大学士致仕、福国公陈俊卿为少师，依前

观文殿大学士致仕，进封魏国公”［１５］（Ｐ２３３２），致仕官

为观文殿大学士、少师、魏国公。少师，正一品。

周执羔，“上曰：‘遂除龙图可也’……上度不可

夺，诏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乾道六年卒，年七十

七”［１］（Ｐ１１８９９），以祠禄官卒，未致仕。

陈良，淳熙四年（１１７７年），“起知徽州，寻除
敷文阁待制、知建宁府，卒”［１］（Ｐ１１９０３），以实职卒，未

致仕。

胡沂，“遂以龙图阁学士仍提举兴国宫。淳熙

元年卒，年六十八”［１］（Ｐ１１９１１），以祠禄官卒，未致仕。

汪大 猷，致 仕 官 为 敷 文 阁 学 士、宣 奉 大

夫［３５］（Ｐ１６０６），宣奉大夫，正三品。

王之奇，“诏公以外祠旧职罢，即日理舟西归

……道遇大雨，得脚弱之疾，寻复痊愈，而心气顿耗

饮膳不复如初。舟次黄冈，薨于临皋亭”［３６］，以祠禄

官卒，未致仕。

张津，不详。

李彦颖，“观文殿学士、光禄大夫致仕、赠少保

李彦颖，谥忠文”［１５］（Ｐ１６６３），致仕官为观文殿学士、光

禄大夫。光禄大夫，正三品。

龚茂良，“谢廓然因劾之，乃落职放罢；寻又论

茂良擅权不公，矫传上旨，辄断贾光祖等罪，遂责降，

安置英州。父子卒于贬所”［１］（Ｐ１１８４６），遭贬，未致仕。

留正，嘉泰元年（１２０１年），“进封魏国公，复少
师、观文殿大学士”［１］（Ｐ１１９７７），致仕官为观文殿大学

士、少师。少师，正一品。

蔡，“ 谢，即 奉 祠 以 归。卒，年 五 十

七”［１］（Ｐ１１９５６），以祠禄官卒，未致仕。

韩元吉，“除龙图阁学士、复知婺州，罢为提举

太平兴国宫”［３７］（Ｐ１４６－１４７），以祠禄官卒，未致仕。

程大昌，绍熙五年（１１９４年），“请老，以龙图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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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士致仕”［１］（Ｐ１２８６０），致仕官为龙图阁学士，正三品。

周必大，致仕官为观文殿大学士、少傅［３５］（Ｐ１７１５）。

少傅，正一品。

王希吕，淳熙十四年（１１８７年）四月三日，“知太
平州王希吕放罢”［１５］（Ｐ４０１１），未致仕。

郑丙，“诏公年德俱
#

、践扬滋久，进端明殿学士

……绍兴四年引年致仕，转正奉大夫”［２６］（第１１４７册，Ｐ６９５），

致仕官为端明殿学士、正奉大夫。正奉大夫，正

三品。

萧燧，“积 官 宣 奉 大 夫 封 豫 章 郡 开 国

公”［２６］（第１１４７册，Ｐ７１７），“资政殿学士正奉大夫萧燧转一

官致仕”［３５］（Ｐ５７８），致仕官为资政殿学士、宣奉大夫。

宣奉大夫，正三品。

颜师鲁，“宝文阁学士、大中大夫颜师鲁转一官

致仕”［３５］（Ｐ６１９），致仕官为宝文阁学士、大中大夫。大

中大夫，从四品。

郑侨，“以观文殿学士致仕”［２９］（Ｐ２５９）。观文殿学

士，正三品。

赵汝愚，“既殁，党禁蜪解，旋复资政殿学士、太

中大夫，已而赠少保”［１］（Ｐ１１９８９），卒后复资政殿学士、

太中大夫致仕。太中大夫，从四品。

余端礼，“致仕授少保、郇国公”［３８］，致仕官为

少保、郇国公。少保，正一品。

罗点，“六月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

上有事于明堂，公扈从斋宫，俄得气疾，遂还私第，三

日而薨，实九月十有四日也……案：累赠上原本有致

仕二字，考本传点扈从斋宫，得疾卒，此文后云还私

第三日薨，无致仕事，应属衍文”［３９］（第２０２９册，Ｐ１８７），以实

职卒，未致仕。

楼钥，“除资政殿学士、知太平州，辞，进大学士

提 举 万 寿 观 …… 转 两 官 致 仕，命 下 而 公

薨”［３９］（第２０２９册，Ｐ１８０－１８１），卒后致仕，致仕官为资政殿大

学士，正三品。

叶翥，“以观文殿学士致仕”［３３］（Ｐ２８７１），致仕官为

观文殿学士，正三品。

许及之，“?胄诛……降两官，泉州居住。嘉定

二年，卒”［１］（Ｐ１２０４２），遭贬，未致仕。

傅伯寿，“累迁礼部尚书出知建宁府……开禧

初，?胄倡开边议，伯寿贻书?胄……未几卒?胄既

诛，追伯寿三官”［３７］（Ｐ４３２），遭贬，未致仕。

刘德秀，不详。

袁说友，“以资政殿学士、知镇江府辞，提举临

安府洞霄宫、加大学士致仕”［３７］（Ｐ１４９），致仕官为资政

殿大学士，正三品。

张釜，“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以疾奉

祠归，薨”［４０］，以祠禄官卒，未致仕。

费士寅，不详。

钱象祖，不详。

黄由，不详。

颜蒶，开禧元年（１２０５年）二月，“除工部尚书依
旧兼（直学士院），五月除权吏部尚书依旧兼职，六

月致仕”［４１］，致仕官为工部尚书，从二品。

丁常任，“以太中大夫、宝谟阁待制致仕”［４２］，

致仕官为太中大夫、宝谟阁待制。太中大夫，从

四品。

杨炳，“迁权吏部尚书……开禧三年除宝谟阁

直学士，奉祠卒”［３２］（第５２９册，Ｐ５３２），以祠禄官卒，未

致仕。

卫泾，“除资政殿学士、金紫光禄大夫致仕”［４３］，

致仕官为资政殿学士、金紫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

夫，正二品。

陆峻，不详。

林大中，致仕官为签书枢密院事［３５］（Ｐ１８０１），从

二品。

宇文绍节，“进资政殿学士致仕”［１］（Ｐ１２１１７），致仕

官为资政殿学士，正三品。

曾映，嘉定三年（１２１０年）三月，“除吏部尚书。
四年四月致仕”［４４］（Ｐ１７２），致仕官为正奉大夫、吏部尚

书。正奉大夫，正三品。

张伯垓，不详。

汪逵，嘉定七年（１２１４年）二月，“除职在京宫观
仍兼尚书致仕”［４４］（Ｐ１７２），“登进士第，仕至吏部尚书、

端明殿学士”［１］（Ｐ１１８８２），致仕官为端明殿学士、吏部

尚书。吏部尚书，从二品。

李大性，“寻以端明殿学士知平江府，引疾丐

祠，卒于家”［１］（Ｐ１２０５０），以祠禄官卒，未致仕。

任希夷，“寻提举临安洞霄宫，薨”［１］（Ｐ１２０５０），以

祠禄官卒，未致仕。

徐应龙，“会景献太子薨，请老，上不许，徙吏部

尚书。以焕章阁学士提举嵩山崇福宫。嘉定十七年

卒”［１］（Ｐ１２０５１—１２０５２），以祠禄官卒，未致仕。

薛极，端平元年（１２３４年）四月，“薛极少保，依
旧观文殿大学士、和国公致仕。五月庚子，赠少师，

乙巳，卒”［１］（Ｐ５６１３），致仕官为少保、观文殿大学士、和

国公。少保，正一品。

程糮，“宋端明殿学士、宣奉大夫致仕，新安郡

开国侯、食邑一千五百户，赠特进”［３４］（Ｐ５６９），致仕官

为端明殿学士、宣奉大夫。宣奉大夫，正三品。

朱著，宝庆二年（１２２６年），“拜吏部尚书，未几
致仕”［４５］，除龙图阁学士，赠四官致仕。安徽省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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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拓本《有宋淑人赐冠帔洪氏墓志铭》载：通议大

夫、试吏部尚书、兼修国史、兼实录院修撰、兼侍读朱

著撰并书。综合判断，朱著致仕官为龙图阁学士、通

议大夫。通议大夫，正四品。

陆德与，不详。

杨烨，不详。

崔与之，端平三年（１２３６年）九月，“崔与之自参
知政事特转正议大夫，除右丞相、兼枢密使……（嘉

熙三年）六月庚子，崔与之力辞相位，诏依前官，特

授观文殿大学士，致仕”［１］（Ｐ５６１５、Ｐ５６１８），致仕官为观文

殿大学士、正议大夫。正议大夫，从三品。

陈卓，“端平初签书枢密院事，未几丐祠，以资

政殿学士还里”［２９］（Ｐ２７７），致仕官为资政殿学士，正

三品。

李埴，“李埴转一官守同知致仕制”［４６］，致仕官

为守同知枢密院事，从二品。

魏了翁，“诏以资政殿大学士、通奉大夫致

仕”［１］（Ｐ１２９７０），致仕官为资政殿大学士、通奉大夫。

通奉大夫，从三品。

李鸣复，“未几，出知福州、福建安抚使，寻予

祠。监察御史蔡次传按劾落职，罢宫观，后卒于嘉

兴”［１］（Ｐ１２５５０），遭贬，未致仕。

余天锡，“以观文殿学士致仕”［１］（Ｐ１２５５２），致仕官

为观文殿学士，正三品。

许应龙，“累辞，会正言郭磊卿有论疏，以端明

殿学士提举洞霄宫”［１］（Ｐ１２５５５），“积阶至中大夫致仕，

特赠大中大夫。遗表上，赠资政殿学士、银青光禄大

夫”［４７］，致仕官为端明殿学士、大中大夫。大中大

夫，从四品。

赵彦緔，“累官吏部尚书，兼给事中，以华文阁

直学士知平江府卒”［４８］，以实职卒，未致仕。

游似，淳五年（１２４５年）十二月，“自知枢密院
事兼参知政事授宣奉大夫，除右丞相兼枢密使，加封

邑”［１］（Ｐ５６２３－５６２４）；淳七年（１２４７年），“特授观文殿
大学士、醴泉观使兼侍读，进爵国公。十一年，转两

官致仕，薨”［１］（Ｐ１２４９８），致仕官为观文殿大学士、银青

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从二品。

袁甫，“权 兵 部 尚 书，暂 兼 吏 部 尚 书，

卒”［１］（Ｐ１２２４２），以实职卒，未致仕。

赵与飀，“拜少傅，卒”［１］（Ｐ１２４０６），以实职卒，未

致仕。

吴潜，“责授化州团练使、循州安置……端坐而

逝”［１］（Ｐ１２５１９—１２５２０），遭贬，未致仕。

徐荣叟，“徐荣叟自朝奉大夫、权礼部尚书除端

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１］（Ｐ５６１９—５６２０），淳二年

（１２４２年），“乞归田里，以资政殿大学士提举洞霄
宫。六年，转一官致仕。卒”［１］（Ｐ１２５５６），致仕官为朝

散大夫，从六品。

高定 子，“以 资 政 殿 学 士 转 一 官 致 仕，

卒”［１］（Ｐ１２３２２），致仕官为资政殿学士，正三品。

金渊，“侍御史刘汉弼论渊尸位妨贤，罢政予

祠。监察御史刘应起言，落职罢祠。十一年，妻盛氏

诉于朝，乞曲加贷宥，少叙官职。诏止量移平江府居

住。卒”［１］（Ｐ１２５５９），遭贬，未致仕。

杜杲，“请老，诏不允，再疏，进一秩，升宝文阁

学士致仕”［４９］（第１３２３册，Ｐ３４－３５），致仕官为宝文阁学士，

正三品。

钱相，不详。

赵与踌，宝三年（１２５５年），“以观文殿学士再
守郡……景定元年复知平江，丐祠封周国公，八月

卒”［５０］（第４册，Ｐ１２８），以祠禄官卒，未致仕。

赵以夫，“自正奉进光禄大夫，自端明进资政殿

学士致仕”［４９］（第１３２３册，Ｐ６０），致仕官为光禄大夫、资政

殿学士。光禄大夫，正三品。

史宅之，淳九年（１２４９年）十二月，“同知枢密
院事史宅之卒”［１］（Ｐ５６２９），以实职卒，未致仕。

徐清叟，景定三年（１２６２年）十月，“徐清叟授宣
奉大 夫、守 观 文 殿 学 士 致 仕，十 一 月 丙 申，

卒”［１］（Ｐ５６４３），致仕官为宣奉大夫、守观文殿学士。宣

奉大夫，正三品。

赵性夫，淳十二年（１２５２年）八月，“宝章阁直
学士知建宁府赵公卒于府”［４９］（第１３２３册，Ｐ４２），以实职

卒，未致仕。

张銵，“进对长乐郡公，转三官，守参知政事致

仕。九月，卒”［１］（Ｐ１２５７８），致仕官为守参知政事，从

二品。

陈垲，致仕官为资政殿学士［５１］（Ｐ１６７），正三品。

颜颐 中，致 仕 官 为 宝 章 阁 学 士、通 奉 大

夫［４９］（第１３０６册，Ｐ１３４），通奉大夫，从三品。

蔡抗，开庆元年（１２５９年）七月，“蔡抗自参知政
事致仕，癸亥卒”［１］（Ｐ５６３８）致仕官为参知政事，正

二品。

陈显伯，“历转至吏部尚书兼端明殿大学士、通

奉大夫，爵长乐郡开国侯……乃诏加端明殿大学士

致仕”［５２］，致仕官为端明殿大学士、通奉大夫。通奉

大夫为从三品。

徐栗，不详。

饶虎臣，“叙复原官，提举太平兴国宫。卒。德

元年，礼部侍郎王应麟、右史徐宗仁乞追复元官，

守资政殿学士致仕”［１］（Ｐ１２５８０—１２５８１），卒后以守资政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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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士致仕，从三品。

江万里，“丐祠，加观文殿大学士知福州，辞，依

旧职，提举洞霄宫。又授知潭州、湖南安抚大使，加

特进，寻予祠……及饶州城破……万里竟赴止水

死”［１］（Ｐ１２５２５），为国以实职卒，未致仕。

王飊，德元年（１２７５年）七月，“罢王飊为醴泉
观使……十二月戊申，王飊薨”［１］（Ｐ５６５３—５６５４），以祠禄

官卒，未致仕。

叶梦鼎，德二年（１２７６年），“益王即位于闽，
召为少师、太乙宫使。航海遂行，道梗不能进，南向

恸哭失声而还。后二年卒”［１］（Ｐ１２４３６），以祠禄官卒，

未致仕。

陈窻，“引年，拜端明殿学士提举秘书省，进职

资政殿致仕”［５３］（Ｐ７９８），致仕官为资政殿学士，正

三品。

常挺，咸淳四年（１２６８年）十一月，“以资政殿学
士致仕”［１］（Ｐ５６４９），致仕官为资政殿学士，正三品。

洪焘，不详。

程垲，“宋亡弃官归”［５３］（Ｐ１２３３），宋亡弃官，未

致仕。

章鉴，德元年（１２７５年）三月，“章鉴罢右相，
予祠，戊戌，罢祠，六月庚戌，放归田里”［１］（Ｐ５６５３），遭

贬，放归田里，未致仕。

陈宜中，至元十九年（１２８２年），“井澳之败，宜
中欲奉王走占城，乃先如占城谕意，度事不可为，遂

不反。二王累使召之，终不至……大军伐占城，宜中

走暹，后没于暹”［１］（Ｐ１２５３２），宋亡至占城，未致仕。

刘黻，景炎元年（１２７６年）五月，“宜中为左丞相
兼都督，李庭芝为右丞相，陈文龙、刘黻为参知政

事”［１］（Ｐ９４０），“及贾似道、韩震死，宜中谋拥二王由温

州入海，以兵逆黻共政，将逊相位，于是黻托宗祀于

母弟成伯，遂起，及罗浮，以疾卒”［１］（Ｐ１２２４９），以实职

卒，未致仕。

常?，德二年（１２７６年），“拜参知政事，为夏
士林缴驳，拜疏出关，后六年卒”［１］（Ｐ１２５９８），拜疏出

关，未致仕。

王应麟，德元年（１２７５年）十一月，“丞相留梦
炎用徐囊为御史……（王应麟）缴奏上疏，驳之并纠

梦炎……疏入，又不报，即引归。十二月……以翰林

学士宣召……力辞不赴。二年丙子，五十四岁，是

岁，宋亡。先生杜门不出”［５４］，宋亡不仕，未致仕。

丁应奎，德元年（１２７５年）十二月，“权吏部尚
书丁应奎、左侍郎徐宗仁遁”［１］（Ｐ９３６），未致仕。

陈仲 微，“? 山 兵 败，走 安 南。越 四 年

卒”［１］（Ｐ１２６２０），未致仕。

宋代吏部尚书致仕情况统计见表１。

表１　宋代吏部尚书致仕情况统计
致仕情况 北宋前期 北宋后期 南宋时期 合计

正一品 ３ １ ７ １１
从一品 ３ ２ ０ ５
正二品 １ ０ ２ ３
从二品 ２ ０ ６ ８
正三品 ０ ２ ２６ ２８

致仕官阶
从三品 ０ ０ ５ ５
正四品 ０ １ ４ ５
从四品 ０ １ ４ ５
正五品 １ １ ４ ６
从五品 ０ ０ ２ ２
从六品 ０ ０ ６ ６
正七品 ０ １ ０ １
小计 １０ ９ ６６ ８５

以实职卒 ７ ２２ １５ ４４
以祠禄官卒 ２ １１ ２２ ３５
遭贬等 １ ２ ８ １１

未致仕 投金／伪楚 ０ ３ ０ ３
情况 宋亡不仕 ０ ０ ３ ３

宋亡遁 ０ ０ １ １
宋亡至他国 ０ ０ ２ ２
小计 １０ ３８ ５１ ９９

不详 ０ ０ １４ １４
总计 ２０ ４７ １３１ １９８

　　二、宋代吏部尚书致仕特征

从表１可以看出，宋代吏部尚书的致仕情况有
以下特征。

１．从整体上看，宋代吏部尚书致仕比例不高
宋代吏部尚书总人数为１９８人，其中有８５人拥

有致仕官，占比为４２．９２％；没有致仕官者达９９人，
占比为５０．００％；情况不详者１４人，占比为７．０７％。
也就是说，宋代吏部尚书五成以上的都没有做过致

仕官，他们要么在职而卒，要么以其他方式而卒。其

中，北宋前期２０位吏部尚书中，只有１０人拥有致仕
官，占比为５０％；北宋后期４７位吏部尚书中，只有９
人拥有致仕官，占比为１９．１５％。这就是说，北宋后
期超过八成的吏部尚书都没有做过致仕官。南宋时

期１３１位吏部尚书中，有６６人拥有致仕官，占比为
５０．３８％。

２．从致仕官品阶来看，宋代吏部尚书以正三品
致仕者居多，其他各品人数较少

宋代吏部尚书有８５位拥有致仕官，其致仕官品
阶除没有正六品之外其他官阶都有，以正三品致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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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吏部尚书最多，为２８人，占比为３２．９４％；以正一
品致仕的吏部尚书有１１人，占比为１２．９４％，其他
各品人数均较少，而且比较分散。其中，北宋前期有

１０位吏部尚书拥有致仕官，其中９人致仕官阶均为
从二品或者以上品阶，占比为９０％；北宋后期有 ９
位吏部尚书拥有致仕官，其中以正三品致仕者２人，
占比为２２．２２％；南宋时期有６６人拥有致仕官，其
中以正三品致仕者为２６人，占比为３９．３９％。

可见，宋代３个时期的吏部尚书致仕情况大体
如下：北宋前期五成吏部尚书拥有致仕官，其中九成

吏部尚书的致仕官品阶为从二品及以上，品阶较高；

北宋后期吏部尚书拥有致仕官的比例大幅下降，不

到二成，其中六成以上吏部尚书的致仕官品阶为正

三品及以上品阶；南宋时期吏部尚书致仕官比例有

所上升，有五成的吏部尚书拥有致仕官，其中七成吏

部尚书致仕官品阶为从三品及以上品阶。总体上

看，北宋后期吏部尚书致仕者最少，其他２个时期基
本持平，致仕官品阶总体上还是以高品阶为主。

３．从未致仕的吏部尚书情况来看，以实际职务
和祠禄官而卒者占绝大多数

祠禄官，指的是担任宫观官并且享受俸禄，但大

多时候并无实际职掌的官员。宋代有９９位吏部尚
书最终并没有致仕，以实职和祠禄官而卒者达 ７９
人，占比为７９．８０％，占据绝对优势，其他情况人数
则相对较少。这７９人当中，其中有４４人以实职而
卒，占比为４４．４４％；以祠禄官而卒的吏部尚书占比
为３５．３５％；其他情况，如以遭贬安置、居住某地、被
放罢、放归田里等方式而卒没有致仕的吏部尚书共

１１人，占比为 １１．１１％；而由于宋王朝的灭亡而投
敌、弃官不仕、遁、至他国者达９人，占比为９０９％。
其中，各个时期又有所不同，北宋前期有１０位吏部
尚书没有致仕，７人以实职卒，占比为７０％；２人以
祠禄官卒，占比为２０％；遭贬为１人。北宋后期有
３８位吏部尚书没有致仕，其中２２人以实职卒，占比
为５７．８９％；１１人以祠禄官卒，占比为２８．９５％；２人
遭贬、３人投金／伪楚而未致仕。南宋时期有５１位
吏部尚书没有致仕，其中 １５人以实职卒，占比为
２９．４１％；２２人以祠禄官卒，占比为４３１４％；其他因
遭贬而卒、宋亡而没有致仕者 １４人，占比为
２７．４５％。

总之，宋代３个时期吏部尚书未致仕情况大体
如下：北宋前期有五成的吏部尚书没有致仕，其中有

七成以实职卒，两成以祠禄官卒；北宋后期吏部尚书

没有致仕者大幅增加，八成多的吏部尚书都没有致

仕，其中又有将近六成的吏部尚书以实职卒，近三成

的吏部尚书以祠禄官卒，吏部尚书以实职卒的比例

下降一成，以祠禄官卒的比例增加一成；南宋时期，

吏部尚书没有致仕者将近四成，同北宋后期相比大

幅下降，其中三成吏部尚书以实职卒，四成多的吏部

尚书以祠禄官卒，同北宋后期相比，吏部尚书以实职

卒的比例大幅下降，下降三成，以祠禄官卒的比例又

增加一成。也就是说，吏部尚书没有致仕比例最高

的是北宋后期，其中以实职卒的比例在不断下降，而

以祠禄官卒的比例却在不断上升。

　　三、宋代吏部尚书致仕情况分析

宋代继承了唐代的致仕制度，并且逐渐发展，从

而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致仕制度。致仕对于官员

而言，主要有以下优待：一是可以领取一半或者全额

的退休俸禄，二是致仕官阶可以循资迁转，三是可以

根据其级别荫补子孙为官，四是有可能被赐予一些

钱财田产，五是遇郊祭大礼等可以为直系亲属叙封

官爵等。因此，致仕对于官员而言有着重要的意义。

宋代初年，仍然遵守“士大夫七十而致仕”［５５］

的古制。宋真宗咸平五年（１００２年）诏：“文武官七
十以上求退者，许致仕；因病及历任有赃犯者，听从

便”［１５］（Ｐ４１４８）。提前致仕者，则称为“引年致仕”。真

正７０岁整致仕的情况并不是特别普遍，不少人于
７０岁之前卒，有的官员则过了７０岁才致仕，比如官
至宰相的文彦博，８５岁才致仕。

宋初致仕沿袭前代惯例，中上层官员 ７０岁致
仕，个别年迈的大臣先被安排为祠禄官，之后再致

仕；随着政局的日益稳健，致仕逐渐形成了制度，待

遇同之前相比也逐渐优厚。然而，在元丰改制到北

宋灭亡的这段时间里，北宋后期朝廷动荡，内忧外

患，致仕制度遭到了一定的破坏，许多官员由于政见

不同要么被贬谪，要么被授予祠禄官，要么劝退而未

及时办理致仕手续，因此许多官员都没能够致仕。

随着南宋的建立，各种制度也逐渐慢慢恢复，尤其到

了宋孝宗时期，他励精图治，重视人才，扩大了大臣

致仕的范围，提高了致仕的待遇。

导致宋代３个时期吏部尚书致仕情况各异的原
因，有如下几点。

１．从整体上看，宋代吏部尚书致仕比例不高，这
与宋代政治环境有密切关系

宋代吏部尚书最终得以致仕者仅占４２．４２％，
比例并不高。宋代吏部尚书各个时期均有，吏部尚

书职位没有出现长时间空缺的现象。北宋前期致仕

形成制度，范围较广，因此北宋前期２０位吏部尚书
中有１０人拥有致仕官，比例达到了五成；北宋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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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将一大批反对派授予祠禄官，又因朋党之争、

元更化、宋哲宗绍述、宋徽宗时期的变动、靖康之

难等，大批的官员不能够按时致仕或者根本不能致

仕，这一时期４７位吏部尚书仅有８位正常致仕，比
例非常低；南宋时期致仕制度又逐渐得以恢复与完

善，官员能够致仕的比例又逐渐升高，吏部尚书拥有

致仕官者的比例又回到了北宋前期的五成。

２．从致仕官品阶上来看，从三品及以上品阶的
致仕官最多，这与宋代元丰改制前后吏部尚书品阶

接近从三品有很大关系

宋代吏部尚书致仕官品级为从三品及以上品阶

者，各个时期均达到６０％以上的比例。吏部尚书在
元丰改制前其官阶为正三品，因此能够在仕履中官

阶达到吏部尚书的官员，只要没有遭到贬谪，其致仕

官阶一般来说是不会低于正三品的。当然，部分官

员由于是兼吏部尚书，其本官阶则不一定能达到正

三品。所以，北宋前期１０位拥有致仕官的吏部尚书
中，只有丁谓的致仕官阶为正五品，这与丁谓在政治

生涯的晚期遭到贬谪有直接关系。丁谓与寇准之

争，造成２人最终均遭贬黜，其致仕官阶较低。
元丰改制后，吏部尚书成为职事官，为从二品，

随着新的寄禄官阶的推行，吏部尚书的寄禄官阶要

比从二品低一阶或者低更多。不过，许多担任吏部

尚书的官员在之后的仕履中都得到了升迁，因此他

们致仕时的官阶要比其担任吏部尚书时的官阶要高

一些，寄禄官阶会升到从三品或以上，当然还有不少

吏部尚书的寄禄官阶仍然不高。北宋后期致仕官品

阶较低的各一人，分别是正五品、正七品，这与其遭

到贬谪有直接关联。邢恕在《宋史》中被列入奸臣

传，其“内怀猜猾”“天资反覆”［１］（Ｐ１３７０４—１３７０５），故致仕

官阶不高。苏轼则是由于元丰改制前后政见的不

同而被贬谪，熙宁四年（１０７１年），苏轼上书谈论
新法的弊病，引起王安石的愤怒，被迫请求出京任

职；元丰二年（１０７９年），苏轼又因“乌台诗案”而
被宋廷一贬再贬，险些丢掉性命；元年间，苏轼

终于被召回中央任职，但他的政见不能容于新党，

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绍圣年

间，苏轼再次不断地被贬谪，最远时被贬谪到今海

南省。［１］（Ｐ１０８０１—１０８１９）因此，苏轼最终能够致仕本已是

万幸，故致仕官阶只有正七品。南宋时期情况较为

复杂，高低品阶的致仕官都有，而且数量都不少，这

与南宋时期吏部尚书出现的新特点有很大关系。

南宋时期，由他官兼吏部尚书或兼权吏部尚书

的情况大量出现，其寄禄官阶也是各个级别的官员

都有，尤其是不少官员本身官阶很低，比如以权工部

侍郎的身份兼权吏部尚书，其寄禄官阶之低可想而

知。因此，南宋时期，除了正三品这一官阶以２６人
占了同时期致仕吏部尚书的近４０％之外，其他致仕
官品阶分布都很分散，但是仍然以高官阶为主，即吏

部尚书在之后的仕履中得到了升迁。

再来看致仕官阶为一品的情况。普通官员的官

阶想达到一品，是十分困难的。作为致仕官，一品的

官阶在许多方面都有很大的优待，能够以一品致仕

是宋代官员的一大殊荣。宋代吏部尚书中共有１６
位致仕官阶为一品，包括从一品与正一品，这１６人
中只有１位薛极仕履中最高官只做到枢密使、知枢
密院事、参知政事等而没有担任过宰相，其他１５位
吏部尚书都官至宰相。

３．没有致仕官的吏部尚书中，绝大多数以实职
或祠禄官卒，以实职而卒的吏部尚书，往往是皇帝对

其信任，不允其致仕，或因疾病卒于任上；而以祠禄

官卒则是吏部尚书一种较为委婉的引退方式，对官

员晚年而言有较大意义

（１）宋代３个时期以实职卒的吏部尚书占同期
没有致仕官人数的比例分别为 ７０％、５８．９７％、
２９４１％。这一时期改革变法、打击反对派、政局的
变动、靖康之难等，造成了许多官员不得致仕，最终

卒于任上，或者离开岗位后因未办理致仕手续而最

终没有致仕。

北宋前期，“七十而致仕”的标准并没有得到严

格的执行。由于宋朝刚刚立国，大多机构沿用后周

旧臣，宋朝人才暂时匮乏，同时外敌（辽、西夏、北

汉）压境，国内的稳定就显得格外重要。因此，宋廷

尽可能让官员久任，许多官员年过７０岁仍然要担任
实职。另外，由于突发的疾病或者寿终正寝等原因，

也造成了不少吏部尚书以实职而卒。

北宋后期，超半数的吏部尚书是在实际职务的

任上而卒，与这一时期的政治环境有很大关系。北

宋后期伊始，宰相王安石为了富国强兵，在宋神宗的

支持下，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推行了许多新政策，

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与此同时，以保

守派为代表的部分官员反对变法，甚至从中作梗、破

坏新法。为了使新法能够顺利推行下去，宋神宗对

不少反对变法的官员予以贬黜，其中很多官员死在

被贬谪的路上，从而没有得以致仕，以实职而卒。宋

哲宗即位后，高太后执政，王安石变法期间反对变法

的保守派官员重新得势，占据要职，而支持变法的官

员则大多被贬谪，史称“元更化”。随后宋哲宗亲

政，高太后执政期间，王安石变法期间支持变法被贬

谪的官员得到平反，而之前得势的保守派官员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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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贬谪，史称“哲宗绍述”。“元更化”与“哲宗绍

述”２次大的政局变动，贬谪了一批又一批官员，他
们中很多死在被贬谪的路上，从而没有得以致仕，以

实职而卒。北宋后期，宋徽宗时期以蔡京、童贯为首

的“六贼”将政局搅得乌烟瘴气，稍不顺其心意者即

遭打击、报复，要么被贬谪卒于路上，要么被强迫致

仕却没有来得及办理退休手续，从而没有得以致仕，

以实职而卒。到了北宋末年，宋金交战，京师开封最

终陷落，部分官员抱着“国在人在，国亡人亡”的信

念，毅然决然自缢而死，因而未能致仕，以实职而卒。

北宋立国１６８年，各项制度均较为完善，南宋在
诸多方面直接顺承北宋，较少作出变动。在致仕制

度方面，南宋的致仕范围不断扩大，致仕待遇也不断

提高。相对而言，南宋的政局较之北宋稳定。当然，

南宋也发生过不少较大的政治事件，诸如“开禧北

伐”“湖州之变”“端平入洛”等，但是总体来看，南宋

政局的变动较之北宋平和。因此，大多官员能够顺

利致仕，吏部尚书没有致仕者较少，以实职而卒的比

例得以降低。

（２）宋代３个时期以祠禄官卒的吏部尚书占同
期没有致仕人数的比例分别为 ２０％、２８．２１％、
４３１４％。可见，以祠禄官而卒的吏部尚书的比例是
在不断提高的。其实，祠禄官本身就是一种优待，许

多官员晚年虽然没有致仕，却能够待在家中，担任着

祠禄官的闲职，并能领到不错的薪俸。譬如提举西

京嵩山崇福宫，嵩山崇福宫显然已经不在南宋统治

范围内，因此这类的祠禄官仅仅是为了优待某些大

臣而设立的，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够有可观的收入，安

度晚年。

北宋前期，人才较为匮乏，部分官员尽管年事已

高，仍然被委以重任，故而不少以实职而卒。同时，

部分年事已高的官员屡次求退，皇帝又不应允，但为

了安抚他们，皇帝通常会授予他们以祠禄官，这其实

是朝廷对重臣、人才、皇帝宠臣的一种优待。

北宋后期，由于王安石变法、“元更化”“哲宗

绍述”等政治因素，部分官员被贬谪而卒于路上，还

有部分官员虽然也被贬谪，但是皇帝出于对他们的

喜爱，大多让他们担任祠禄官的闲职。如宋徽宗朝

廷大臣刘拯，与“六贼”之首宰相蔡京不和，反对其

将元期间的一些大臣编入奸党，后又上言户部入

不敷出，彻底激怒蔡京，迁为他官。直到张商英任宰

相时，刘拯才被召为吏部尚书。不久，张商英宰相去

位，侍御史洪彦升在蔡京的指使下立即弹劾刘拯，刘

拯职务被免，仅提举鸿庆宫，不久卒。足见，刘拯以

祠禄官卒与北宋后期以蔡京为首的“六贼”有很大

关系。

南宋时期，顺承祖宗之法，官员的待遇，包括在

职时的俸禄、致仕后的待遇等都在不断提高。因此，

部分官员即使与宋廷政策政见不一，或者是由于老

病而无法正常处理事务，大多会被授予宫观的闲职，

给予优待。事实上，以祠禄官卒的吏部尚书比例的

不断提高，也正是南宋王朝政策灵活的体现。

　　四、结语

宋代吏部尚书致仕比例并不高，特别是北宋后

期致仕比例最低，这与北宋后期元丰改制中对不同

政见的打击、朋党之争、元更化、哲宗绍圣、靖康之

难等政治环境是分不开的。品阶方面，得以致仕的

吏部尚书品阶以从三品及以上为主，这是因为北宋

前期吏部尚书为正三品的官阶，元丰改制后吏部尚

书为从二品职事官，寄禄官阶也不低，而且他们在担

任吏部尚书之后往往还有升迁。没有致仕的吏部尚

书则以担任实职或者祠禄官去世为主，其他遭贬谪，

投金、遁、弃官不仕等的官员比例很小。以实职而卒

的吏部尚书，往往是皇帝对其信任不允其致仕或因

疾病卒于任上；而以祠禄官卒则是吏部尚书一种较

为委婉的引退方式，对官员晚年而言有较大意义。

宋代吏部尚书致仕较为优厚。致仕对官员而

言，并不是简单的退休，而是涉及到诸多方面，比如

离任后的俸禄、致仕官阶的升迁、子孙的恩荫等。因

此，历代统治者都重视官员致仕制度，致仕制度对于

稳定、安抚曾经为王朝作出贡献的官员来说非常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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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清〕黄宗羲．宋元学案［Ｍ］．〔清〕全祖望，补修．陈金
生，梁运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２４９３．

［４９］〔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Ｃ］／／四部丛刊初编本
第１２８９－１３３６册．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

［５０］〔明〕董斯张．〔崇祯〕吴兴备志［Ｍ］．民国嘉业堂本第
４册．１９２０：１２８．

［５１］〔宋〕马廷鸾．碧梧玩芳集［Ｃ］／／宋集珍本丛刊第 ８７
册．北京：线装书局，２００４：１６７．

［５２］〔清〕王世臣，〔清〕林乔蕃．康熙罗源县志［Ｃ］／／中国地
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上海：上海书店，２０００：３００．

［５３］〔明〕徐象梅．两浙名贤录［Ｍ］．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
丛刊第１７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７．

［５４］〔宋〕王应麟．四明文献集（外二种）［Ｍ］．张骁飞，点
校．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０：５６０．

［５５］〔宋〕高承．事物纪原［Ｍ］．〔明〕李果订，金圆，许沛藻，
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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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认知语言学视角看网络英语新词的
构词特征和发展趋势

孟京颐

（许昌职业技术学院 外语系，河南 许昌 ４６１０００）

［摘　要］网络英语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变体，反映了网络文化与网络生活的变化，因而以某
种形式改变了人们的交流方式。网络英语新词的生成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语言现象。英语新词从产

生到逐渐传播，再到被普遍应用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词汇单位，是大脑运用认知语言学的隐喻、谐

音、转喻等修辞手法对新事物进行思维的结果，其生成过程既随意、简单，又抽象、复杂。由此产生

的多数新词已经固化成凝固词，在句法上具有独立性，在语义上具有完整性，在语用上具有经济性。

网络英语新词构词的突出特征就是灵活多变：一是构词方式灵活多变，主要有缩略法、词链类推法、

同音借用法；二是语义变化灵活多变，主要有扩大旧词含义、缩小旧词含义、引申旧词含义、改变旧

词词性等。网络英语新词的发展呈现出不断增加、求简、趋繁、多语化和重应用化的趋势。

［关键词］网络英语新词；认知语言学；隐喻；转喻

［中图分类号］Ｈ０３０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４．０１７

　　互联网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尤其是对网
络语言的影响。目前，互联网上使用最多的语言是

英语，网络英语新词是互联网飞速发展的衍生品，这

些新词被认为是网民进入虚拟空间的身份符号，网

络语言的使用是虚拟社区特有的标志。网络新词作

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它的研究方法与一般语言学

的研究方法是一致的。语言学包括认知语言学、生

成语言学、比较语言学、类型语言学等。本文拟从认

知语言学视角分析人们对网络英语新词的整个认知

过程，揭示英语词汇在语境、社会心理等作用下发生

的语义转移，同时对网络英语新词的发展趋势进行

预测，以期为网民更好地认识和利用网络英语语言

提供理论支撑。

　　一、网络英语新词的构词特征

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１］认为，

新词是以一定的语音形式与一个全新概念或意义相

结合的在语言运用中具有稳定性和复杂性的语言单

位。网络英语新词构词除了符合索绪尔对新词的界

定之外，其突出的特征就是灵活多变。这种特殊的

语言变体不拘泥于语法限制，拼写简单随意，构词方

法和语义灵活多变。

１．构词方式灵活多变
网络英语新词构词方式的多样性充分说明了网

络语言灵活多变的特征。从词汇学的角度看，网络

英语新词多用缩短式或组合式构成法，意在简洁明

了、经济方便，这既符合语言经济的原则，又可以满

足网络用户的心理需求。

（１）缩略法。缩略法就是把词的音节加以省略
或简化，是语言的一种简化用词现象［２］，具有字数

少，结构紧凑，易读、易写、易懂等特点，符合语言学

家Ｚｉｐｆ［３］的省力原则与 Ｍａｎｔｉｎｅｔ［４］的经济原则。缩
略法的认知理论基础是：大脑的认识活动是在记忆

知识的基础上以最节约的方式进行，遇到繁杂冗长

的短语或者词汇，大脑便潜意识地去繁就简，用简单

具体的概念取代复杂抽象的概念。换言之，缩略语

具备人们认知事物的２个特点：一是容易引起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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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人们的注意；二是便于记忆和使用。语言的省力

原则在形式上即是语词的缩减。英语是表音文字，

词汇是系列字母的组合，其经济原则主要体现在字

母的缩写，缩减字母的原则取决于使用是否便利。

缩略构词法主要有以下５种。其一，首字母缩略法，
如 ＥＥＣ———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欧洲经
济共同体，欧洲共同市场），Ａ／Ｓ／Ｌ———ａｇｅ／ｓｅｘ／ｌｏｃａ
ｔｉ（年龄、性别、地址），ＦＹＩ———ｆｏｒｙｏｕ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供你参考）。其二，音节省略法，如 ｐｇｕｐ———ｐａｇｅ
ｕｐ（网页上翻）；ｐｇｄｎ———ｐａｇｅｄｏｗｎ（网页下翻），
ｎａ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民族主义者），ｍｏｄ———ｍｏｄｅｒｎ
（时髦的）。其三，词素改变法，如 ｂｉｚ———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ｌｚ———ｐｌｅａｓｅ，ｗｏｔ———ｗｈａｔ。其四，成分省略法，即
用１个成分来替代复合词，如 ｓｅｒｖｅｒ（服务器）代替
ｃｌｉｅｎｔｓｅｒｖｅ。其五，单词截短法，如ｃｏｎ来自ｃｏｎｖｅｎ
ｔｉｏｎ，ｄｅｃａｆ来自ｄｅｃａｆｆｅｉｎａｔｅｄ，ｖｅｒｔ来自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ｓｉｇ来
自ｓｉｇｎｉｔｕｒｅ。总之，英语新词简化形式之多、简化程
度之大使我们目不暇接。这些词从无到有，逐渐固

化为网络语言中的词汇单位。

（２）词链类推法。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发
展，新事物新现象促使许多具有同一特征的词汇以

系列化的形式出现，而已有的词汇已不能准确地表

达它们，短时间内创造新词也并非易事，最便捷的方

法就是旧词的再加工创造，词链类推便是其中一种。

词链类推法属于认知语言学理论范畴，符合人们认

知事物的思维模式。大脑认知新事物时首先会把具

有同一特征的系列关联词汇归类形成词链，例如把

词汇归为电脑类、家庭类、教育类、经济类等，然后再

在每类词链范畴中找出反映此类词汇共性的一个基

本词，这样基本词汇范畴下便可以容纳较多的相关

词汇，最后以基本词为核心词再与其他附属词结合

便可发散性地形成许多系列“家族词汇”，即词链。

大脑一旦形成词链思维模式，就可以进行类推，自创

新词。例如，与电子相关的词汇可以仿照以下的模

式类推自创：ｅｓｅｒｖｉｃｅ（电子服务），ｅｃａｓｈ（电子现
金），ｅｒｅｖｅｎｕｅ（电子商务收入），等等。显然这一系
列新词的基本词是 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其他与之组合的
词称作附属词，只要在意思上能够入列的任何词都

可以和ｅ搭配，生成“家族成员”。再如，与污染相
关的词有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环境污染），ｔｈｅｒ
ｍａｌ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热污染），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体内污
染），ｖｉｓｕａｌ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视觉污染），ａｎｔｉ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ｉｓｔ（反
污染者）等；与隔阂相关的词汇有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ｇａｐ（代
沟），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ｇａｐ（信誉隔阂），ｃｕｌｔｕｒｅｇａｐ（文化隔
阂），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ｇａｐ（通信隔阂）等。这些词形成
之时，也许是出于语用和表达便捷的需要，而一旦被

接受，就会凝固成一个整体意义。词链类推法造词

功能强大，人们以此可自创大量形态类似的系列英

语新词。

（３）同音借用法，也称谐音法。谐音法构词的２
个基本要素是主项和随激项，其构词过程可以从以

下２个角度来进行分析：第一，从话语者的角度分
析。话语者之所以能借用同音造词，是因为大脑对

于语言符号所产生的第一本能反应就是语言符号的

声音形式，即语音。主项（目标词汇或者句子）通过

语音刺激大脑进行联想，使大脑本能地搜寻所储存

的另外同音或者近音却不同义的词汇，借谐音建立

音联关系，然后以此为基础生成音相似而义不同的

新的义项新词，即随激项，用之取代繁杂的句子或者

音节长的单词。网络中以谐音修辞法联想的随激项

往往简短、实用，缩短了网络输入时间，其形式多以

单个的字母、数字或者字母的组合出现，简称谐音

“字母词”或“数字词”。如 ＩＣ———ＩＳｅｅ（我明白
了）；ｇｏｏｄ９———ｇｏｏｄｎｉｇｈｔ（晚安）；Ｉｔ’ｓｕｐ２ｕ———
Ｉｔ’ｓｕｐｔｏｙｏｕ（这由你来决定）等。第二，从听话者
的角度分析。当听话者看到随激项新词时，会本能

地将之与熟悉的旧词（谐音主项）建立音联关系，

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生活经验、逻辑推理、语境联

想、背景知识等手段识别并找出与新词最为相融

的对应表达，从而实现对同音联接的理解。在诸

多网络英语新词中，同音借用语占据流行语相当

大的比例，通过谐音修辞后的字母词或数字词，具

有简约、生动等特点，符合网民社交方便快捷的主

观需要，以及实现自我价值和宣泄情感的表达需

要。正因为如此，很多同音借用词被广泛应用，并

且逐渐成为固定词项。

２．语义变化灵活多变
语义变化不是人们的任意行为，有其语言学上

的理论依据。张永言［５］指出，词义从历时的角度可

分基本意义和引申意义、词源意义和现行意义。基

本意义就是原词义项，也就是我们最早习得的旧词

的含义，原词义项又通过人们认知机制以发散性的

方式向外扩张，从而获得引申意义。新事物的出现

必然会造成词汇空缺，这时大脑会寻找已经存在的

概念，对新旧事物的性质、功能、作用等特征进行联

系、比对和归类，然后借助熟悉的、具体的概念通过

隐喻、转喻、引申等工具对抽象范畴进行概念化的认

知，即由简单域向复杂域映射，其结果是将基本语义

范畴进一步延伸，以形成新的语义辐射范畴。正如

语言学家 Ｆ．Ｕｎｇｅｒｅｒ等［６］所指出的，隐喻和转喻是

我们对抽象范畴进行概念化的有力的认知工具，它

们的认知基础是意象模式，它们来源于日常生活的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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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经验，在概念域的映射中起重要作用。这种思

维方式可以充分利用原有英语词汇资源，有效发掘

其表达潜力。语义变化途径通常有以下４种。
（１）扩大旧词含义。旧词通过认知转喻机制在

新的语境下又有了新的词义，词义范畴得到扩充，换

言之，旧词被赋予１个新义就是在词汇中增加了１
个新词位。转喻手法的思维模式是以生活中不同认

知类型事物之间的邻近联想为基础，提取事物之间

的关联性特性，在同一认知域内用具体的、易感知

的、易记忆的１个词汇泛指更广的、较为抽象的含
义，换句话说，就是用部分指代整体。陈建生［７］指

出，新义通常是在本义的基础上通过转喻的方式产

生的。例如英语ｈｅａｄ由原义“头”扩展引申出一切
事物的顶部，再引申出身居高位的人，由此义扩展开

去，泛指各种各样的带头人。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例如，ｃｈｅｒｒｙｐｉｃｋ原指摘樱桃，借用转喻，现泛指挑
选最好的东西；ｈｏｔｐｏｔａｔｏ原指热土豆，现泛指所有
棘手的事情；ｐｌａｓｔｉｃ原指塑料，现指欺诈的、虚伪的。
转喻的方法能使原词词义范畴扩大。由此可见，转

喻是旧词意义转移的工具，人们借此可以更好地理

解新事物并形成新概念。同时，新词不仅有了诙谐

的含义，而且表达更加生动、形象。

（２）缩小旧词含义。还有一些网络英语新词词
义比原词义范畴小，这种方法也可以归类于转喻。

转喻认知思维侧重建立２个不同认知类型事物之间
的邻近关系，将一种事物的概念由此及彼地转移指

代新事物而创造出新的意义。与扩大旧词含义相

反，此类方法是用整体指代部分。例如，ｂｏｕｎｃｅ原
指弹跳，通过转喻指退回无法投递的邮件；ｇａｒｂａｇｅ
从生活垃圾变为垃圾邮件或错误的数据；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
ｔｏｒ原指管理人，新义为法庭指定的破产公司管理
人；ｐｌａｓｔｉｃ原指塑料，现在的新义是（塑料制成的）信
用卡。转喻的认知功能是通过跨域映射实现的，是

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种表达情感的方式。

（３）引申旧词含义。王文斌［８］认为，大多数多

义词是隐喻认知的产物。网络英语新词也是如此。

英语词汇的一词多义是基本意思在一定的语义范畴

之内通过隐喻认知对抽象范畴概念化的结果。隐喻

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是依赖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在

不同概念域的映射。当新事物很难找出与之匹配的

词汇时，人们便会以相似联想为心理基础，将主观经

验与感觉体验相互匹配，进行概念融合，即通过用事

物Ａ来理解事物Ｂ，用已经存在的概念 Ａ来表达概
念Ｂ，引申词义范畴，最终形成对新事物形象、生动
的描述。例如，ｈｉｔ原指打击，现映射到电脑行业，新
的义项是点击；ｃｏｏｋｉｅ原指小甜品、饼干，现隐喻为

电脑术语，指服务器暂存放在你计算机上的一笔资

料；ｈｏｓｔ原指主人，现指电脑主机；ｃａｐｔｉｏｎ原指标题、
插图的说明、电影的字幕，现普遍指电视屏幕补边的

字幕。引申思维模式不仅提供了新的语用意义，为

我们定义新事物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而且反映了人

们习惯用熟悉、稳定的词汇表达新义的认知规律。

由此途径达到的语义，是集形象、贴切、实用、经济于

一体的思维表达方式。

（４）改变旧词词性。词性的互变是网络英语新
词产生的途径之一。词性发生变化时，词的原义也

会发生相应变化。词性的转化是英语构词的一种特

殊现象。词性转化也是通过隐喻认知来实现的。［６］

词性转化是需要前提条件的：首先，不同词性的语义

应该是相互关联、相互包含的；其次，形态结构应具

有相似性，以容易使人产生联想。同时，隐喻修辞现

象只有在一定的语境中才会产生，孤单的１个词是
无法产生任何意义上的联想。例如，ｔｅｘｔ（课本），只
有当事人处在要发信息这个语境时，才可以隐喻为

发信息；ｇｏｏｇｌｅ本意是搜索引擎，动词为搜索；ｂｌｉｎｇ
ｂｌｉｎｇ动词为珠宝的响声，名词指代穿名牌衣服与戴
璀璨珠宝；ｂｉｎｇｏ本意指宾戈游戏，动词泛指赢了，还
可以在你答对问题时或者做对事情时说 ｂｉｎｇｏ表示
对了。以上这些词汇就是利用隐喻效应而使词性改

变，产生语义变化，而且新的语义逐渐被固定为新的

词项。改变词性生成新词不仅有效地填补了词汇空

缺，还能够增强表达的准确性和形象性，可谓一举

两得。

网络英语新词的生成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语言现

象。新词从产生到逐渐传播、再到被普遍应用成为

一个约定俗成的词汇单位，是大脑运用认知语言学

的隐喻、谐音、转喻等修辞手段对新事物进行思维的

结果，其生成过程既随意、简单，又抽象、复杂。由此

产生的多数新词已经固化成凝固词，在句法上具有

独立性，在语义上具有完整性，在语用上具有经

济性。

　　二、网络英语新词的发展趋势

１．网络英语新词将会继续增加
由于语言具有社会性，所以，科学技术的进步、

社会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国际间的合作、不同文化

的融合等，都会促使网络英语新词层出不穷。从某

种意义上可以说，网络英语新词是真实折射社会历

史发展变化的媒介。新词生成形式趋向多样化：全

新词汇增多，更多的旧词将会被赋予更广的含义，合

成词、派生词将会以更快的速度生成系列化的组合

新词以适应人们的需要。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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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网络英语新词向求简方向发展
语言反映社会现象，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求简是各种语言发展的一个共同规律。网络英语是

以交际为目的的工具，交际过程更是凸显了其求简

的特点。以最简洁的字符传递最大容量的语义信

息，符合网络社交快速、经济的需要。此外，缩略语

与旧词虽然意义上对等，表达上相互切换，但旧词听

起来严肃、正式，而缩略语则比较随意、简单，二者表

达效果截然不同。现在，许多缩略语的认可度高，使

用频率高，甚至有些缩略词已经取代原词语成为一

个凝固词。今后，英语词汇的简化不仅指短词取代

长词，更多简化体现在用法的灵活性上，即一词具有

多种词性、多种意义和多种功能。

３．网络英语新词向趋繁方向发展
趋繁是英语语言发展的另一个趋势。社会进步

使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借助互联网交流平台，网络

文化不断渗透到我们的生活，所以，新事物往往会以

辐射发散的形式产生系列的衍生品，为了短时间概

括、反映客观存在的事物，重新定义人们对新事物、

新现象抽象的思维活动，语言势必会在原来词汇的

形态和含义的基础上通过加工创造来弥补语用方面

的需要。未来更多的旧词会以一定的语言规律叠

加、组合生成新词，而新词会表现出形态加长、语义

延伸等趋于繁琐的特点。

４．网络英语新词向多语化方向发展
语言学家认为，任何一种语言都不是孤立的，人

们要交际、交流，就需要从其他语言中吸取养料，吸

收新的东西，英语也不例外。在网络跨文化交际中，

文化的碰撞、商务的合作、交流的频繁等会使不同的

英语表达形式和用语产生，并且相互融合。许多新

词会被母语为英语的国家所吸收而被广泛应用，其

吸收形式多体现在借用外来词和赋予词汇以新义。

如ｍａｏｔａｉ（茅台酒），ｓｕｓｈｉ（寿司），而且这些词汇已
经编篡到字典和词典中。如今，网络交际加速了英

语的本土化，促成了许多英语变体的形成：中式英

语、日式英语、韩式英语等纷纷出现。这些带有本土

化色彩的语体，从发音、词义、语法、拼写等方面都结

合母语做了改变。例如，ｂｌｕｒ原意为污迹、模糊不清
的事，在新加坡英语中变为困惑的、缓慢的；ｓｋｉｎｓｈｉｐ
本意皮肤友情，在韩式英语中意为握手、抚摸和爱

抚；中式英语表达ｌｏｎｇｔｉｍｅｎｏｓｅｅ（很久不见），ｄｒｉｎｋ
ｔｅａ（喝茶）已成为标准英文词组，ＮｏＮｏｉｓｉｎｇ，Ｗｅｌ
ｃｏｍｅｔｏｔａｋｅｍｙｔａｘｉ，ＷｅｌｃｏｍｅｔｏｕｓｅＡＴＭｓｅｒｖｉｃｅ等
中式表达也已经大行其道。跨文化交际的频繁势必

使网络英语语言更具包容性。

５．网络英语新词向重应用方向发展
网络为人们提供了虚拟的交际平台，相对宽松

的空间使得网络新词一开始便呈现出不同于传统语

言的特殊性。它不受传统书面语规范的束缚，追求

经济、实用。只要方便应用，任何形式的表达都可以

为我所用，因此，网络英语新词会表现出很强的随意

性：弱化语法概念、精简单词拼写、缩略繁杂句式等。

此外，语体交叉使用也是网络英语新词的另外一个

特征：口语与书面语交叉，数字词、字母词、缩略语的

交叉，词性的交叉，不同领域词汇的交叉等。社会节

奏不断加快，人们对信息传播速度的要求越来越高，

所以交流力求言简意赅、表意精确。因此，网络英语

新词向重应用化方向发展必然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

趋势。

　　三、结语

信息时代，体现个性、随意的特殊语言形式形成

了具有时代特色的网络英语语言，但是很多人对网

络英语新词的认识只是停留在表面。通过上文分析

可得出如下结论：多数网络英语新词都是基于语用

的需要通过修辞手段而产生的。因此，语言认知理

论在构词机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语言工作

者，只有从认知语言理论的角度剖析语言现象的语

用根源，研究词的形成、发展和现状，才能深刻地理

解语言现象和语义的内在联系，从而提高对网络英

语新词的理解和运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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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语篇识解中的认知定势
吴智慧

（郑州轻工业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认知定势是固化于主体认知结构之中的心理、知识、思维等组成的意识状态整体及其表
现出来的认识势能，它能决定同类后继认识活动的路线、方向和趋势。认知定势虽然不直接参与幽

默语篇的识解活动，但作用于识解活动的每个环节，是幽默主体认知活动的认识准备状态和主体性

条件。在幽默识解活动中，认知定势表现为幽默主体在阅读幽默文本和理解幽默语篇的过程中，具

有能动指向性的一种准备性心理状态。这种能动性表现在认知定势影响后续心理活动的走向，制

约着幽默识解活动的方向。认知定势有普遍认知定势和特殊认知定势。在幽默研究的历史上，富

有影响力的各种幽默理论都是建立在普遍认知定势基础之上的。特殊认知定势解释了为什么面对

同一则幽默语篇，人们会有迥异的反应。认知定势不是一种自然的生理结构，而是固化于主体的生

理和意识中的精神结构，是随人的活动而形成的“后天”结构，认知定势也会不断得到更新。认知

定势的更新会使人们对幽默产生审美疲劳，幽默的效果强度与认知定势更新的程度成反比。在幽

默的研究中，如果我们从人类的认知定势出发去研究幽默的可笑与不可笑，明晰各个层次的认知定

势在幽默识解当中的运作功能，或许可以解决我们研究中遇到的２个难题，即幽默的难以定义性和
幽默理论的普适性。

［关键词］认知定势；语篇解读；幽默研究

［中图分类号］Ｈ３１４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４．０１８

　　人们对幽默的研究由来已久，包括亚里士多德、
弗洛伊德、拉斯金在内的许多哲学家、心理学家和语

言学家都曾对幽默作过论述。关于幽默，西方学者

形成了三大理论：优越论、释放论和乖讹论。三大理

论源自社会学、精神分析和心理学领域。直到１９７０
年代末，语言学才在众多幽默理论研究中占据重要

位置［１］，最显著的成就体现在 Ｒａｓｋｉｎ［２］的《幽默的
语义学机制》，它引领了众多学者从语言学的角度

对幽默的制笑原理进行探索。Ｎｏｒｒｉｃｋ［３］从当代语
篇分析的角度描述了幽默，对会话模型进行了详尽

描述。Ａｔｔａｒｄｏ［４］对幽默的所有语言学理论进行了综
述，为所有想从语言学角度研究幽默的人提供了

“百科全书”式的基础知识。

近些年，随着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崛起，幽默

的认知语用视角成为幽默研究的热点之一。很多语

用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工具，如脚本、概念整合、关联

理论、背景理论等都被运用到幽默研究中。在国外，

幽默的研究既有对历史的继承，也有对理论的不断

创新。文献显示，仅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便有 Ｂｏｙｄ［５］的
游戏论、Ｍａｒｔｅｉｎｓｏｎ［６］的幽默本体认识论、Ｈｕｒｌｅｙ
等［７］的错误推理察觉论、Ｄｕｋｏｒｅ［８］的幽默严肃论和
ＭｃＧｒａｗ等［９］的善意违反论等。在国内，学者们对

幽默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幽默的功能、语义特征、幽默

技巧的分析等方面，如高胜林［１０］分析了各种修辞技

巧，李捷［１１］借用合作原则、关联理论、语言模因等对

幽默语言进行了分析。也有学者在整合现有的认知

科学和语言学关于幽默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各种

言语幽默的认知模式，如王文斌等［１２］融合了概念整

合理论和关联理论来探讨英语幽默言语解读过程中

的心理机制，提出了一个认知语用工作模型，方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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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１３］提出了言语幽默的关联整合模式，张迎春［１４］

用语境假设整合认知机制解读了幽默言语。国内对

幽默的研究近些年不断繁荣，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但在理论研究上，多习惯于继承国外研究成果，或在

某种程度上对其进行拓展，将之整合，原创性不足。

此外，笔者发现语言学领域的研究多集中在幽默的

载体上，很少有人从幽默的主体角度来分析幽默。

幽默现象从本质上来讲应该是幽默主体与幽默客体

之间的互动过程。幽默主体可以是幽默创造者、幽

默的受众或者旁观者，幽默客体主要指幽默的载体，

可以是语言、图片或者其他客观事物。幽默客体是

物质的，它需要具备一些特征才能生成幽默效果，这

是幽默载体的物质前提。幽默主体既是物质的，又

是具备精神特质的社会存在。幽默客体的不和谐是

幽默致笑的前提，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学者们的一致

认可，但是离开幽默接受者社会存在的物质前提，幽

默的效果也难以产生。Ｐａｕｌｏｓ［１５］指出，幽默从根本
上来讲，依赖于人类情绪、社会和智力等诸方面的因

素，也就是说幽默主体的认知因素会最终影响幽默

效果的实现。基于此，本文拟讨论幽默受众的认知

定势，即幽默事件中主体的物质前提及其在幽默事

件中的地位，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认知定势

定势理论是苏联定势心理学学派的一种基本理

论，由苏联格鲁吉亚心理学派的奠基人乌兹纳捷［１６］

在１９２０年代末提出的。定势表现在不同的方面，如
运动定势、注意定势、知觉定势、问题解决定势等。

认知定势是指由固化、序化于主体认知结构之中的

心理、知识、思维等组成的意识状态整体及其表现出

来的认识势能，是现实主体完成认识所必备的认识

准备状态和主体性条件，它影响、决定同类后继心理

活动的趋势。李淮春［１７］指出，认知定势是认识活动

中由主体的知识结构、价值观念、心理要素、思维方

式等所形成的具有倾向性的准备状态，它能决定同

类后继认识活动的路线、方向和趋势，认知定势一经

形成，总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影响认识活动的发展。

苑士军［１８］认为，已经形成的认知定势不管它是心理

的、经验的还是思维方式的形态，都以信息的形式储

存在主体脑皮质层的不同区域中，在发生新的认识

时，认知定势会立即加入到对新的外部信息的加工

活动中来，每一认识结果都必然带有主体认知定势

的烙印。

本文所讲的认知定势是指幽默识解活动中的主

体心理定势，是幽默主体在阅读幽默文本和理解幽

默语篇的过程中具有能动指向性的一种准备性心理

状态，这种能动指向性表现在它影响后续心理活动

的走向，制约着幽默识解活动的方向，在通常情况下

它是作为潜在的心理活动不为主体所察觉。幽默识

解活动与主体的心理过程密切相关，认知定势作为

一种心理状态，虽不是心理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但

能客观作用于心理过程的每个环节。目前很多的幽

默理论虽对认知定势直接进行讨论的并不多，但都

曾经很自然地流露出认知定势的思想。如优越论认

为，笑是突然意识到自己比别人优越时的表现，这种

对比是以自身为参照物的，也就是说是以自己的知

识结构或价值观念为参照标准所产生的优越感；释

放论认为，幽默源自心理期望之突然扑空、经验与现

实的矛盾冲突、情感之郁积的巧妙释放，期望扑空是

因为幽默主体按照经验所形成的认识活动的路线、

方向和趋势与现实发生了矛盾。Ｂｅａｔｔｉｅ［１９］将乖讹
定义为两个或更多不一致、不适合、不协调的部分或

情况，在一个复杂的对象或集合中统一起来，或以一

种头脑能注意到的方式获得某种相互关系，笑便源

自于此。该定义中提到的不一致、不协调的参照物

也是人类大脑的认知定势中已经固定下来的规则和

模式。认知定势是一把“幕后推手”，它作用于幽默

识解活动的每个环节，是幽默主体认知活动的准备

状态和心理基础。

　　二、认知定势对幽默识解的影响

在日常交际活动中我们会发现，同样一则幽默

语篇，有人捧腹大笑，有人却异常平静。为什么面对

同一个对象，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反应？原因就

在于认识主体的个体差异，更确切地说，在于主体认

知定势的不同。每一认识主体都有自己独特的认知

定势，认知定势不同，决定了认识结果的差异。认知

定势广泛存在于人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活动中，

并对这两种认识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人的认知定

势不是偶然形成的，人所从事的实践活动的方式和

特点、长期的生活经验、知识积累、社会环境、受教育

情况等，都对认知定势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认知

定势有普遍认知定势和特殊认知定势，前者指认识

主体普遍具备的认知定势；后者指由个人的特殊环

境所凝聚而成的各自特有的定势，这种定势反映出

每个人的认知特点。

１．普遍认知定势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能通过网络、移动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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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数字媒体等阅读到大量的幽默语篇，并乐于将其

相互传播。幽默语篇之所以能给人带来愉悦的感

觉，博得人们一笑，关键在于人们共同拥有的普遍认

知定势。英国赫特福德学院的学者曾通过网络对全

球２００多万人进行过调查［２０］，发现在４００００例幽默
语篇中，下面一则能受到所有民族的喜欢。

Ｔｗｏｈｕｎｔｅｒｓａｒｅｏｕｔｉｎｔｈｅｗｏｏｄｓｗｈｅｎｏｎｅｏｆ
ｔｈｅｍ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ｓ．Ｈｅｄｏｅｓｎ’ｔｓｅｅｍｔｏｂｅｂｒｅａｔｈｉｎｇａｎｄ
ｈｉｓｅｙｅｓａｒｅｇｌａｚｅｄ．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ｇｕｙｗｈｉｐｓｏｕｔｈｉｓｐｈｏｎｅ
ａｎｄｃａｌｌｓｔｈｅ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Ｈｅｇａｓｐｓ：“Ｍｙｆｒｉｅｎｄ
ｉｓｄｅａｄ！ＷｈａｔｃａｎＩｄｏ？”

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ａｙｓ：“Ｃａｌｍｄｏｗｎ，Ｉｃａｎｈｅｌｐ．Ｆｉｒｓｔ，
ｌｅｔ’ｓｍａｋｅｓｕｒｅｈｅ’ｓｄｅａｄ”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ｓｉｌｅｎｃｅ，ａｎｄ
ｔｈｅｎａｓｈｏｔｉｓｈｅａｒｄ．Ｂａｃｋｏｎｔｈｅｐｈｏｎｅ，ｔｈｅｇｕｙｓａｙｓ：
“ＯＫ，ｎｏｗｗｈａｔ？”

面对这则幽默语篇，尽管幽默语篇的受众来自

不同的国别，但人们会有类似的认识活动路线、方

向、趋势和反应，具备相同的辨别是非能力，面对其

中一个猎人所犯的错误，拥有相同的心理反应。由

于人们所面对的社会环境几乎是相同的，所要学习

的知识大都是已存在的，所以其从事的实践活动有

相同的一面，因而会形成普遍认知定势。

事实上，古往今来，国内外学者在对幽默进行研

究时，所有的假设和结论也都是建立在普遍认知定

势基础之上的，这些假设和结论适用于绝大多数经

验。Ｒａｓｋｉｎ［２］的幽默语义脚本理论指出，一则文本
如果部分或完全适用于２个不同的脚本，并且２个
脚本在空间上相互对立，那么便会出现幽默［２］。该

理论中的“脚本”是一个包括事物、过程、程序等在

内的认知结构，它是人类认知定势的组成部分。面

对问题，人的大脑首先会依赖先前的知觉动作内容，

有倾向性地选择认识活动中最省力并且在绝大多数

时候是正确的路线。但在幽默语篇的识解中，随着

信息的推进，认知主体会发现在自身认知定势驱动

下产生的理解与当前的语境并不能融合，这时候

“妙语会触发受众返回到原点，对该语篇进行重新

解读，放弃第 １个‘脚本’跨越到第 ２个‘脚
本’”［２１］。Ｒａｓｋｉｎ对人们识解幽默的描述，符合大
部分人的认知活动，是建立在人们普遍认知定势基

础之上的。Ａｔｔａｒｄｏ和 Ｒａｓｋｉｎ合作提出的言语幽默
一般理论，更多地考虑到了人类认知定势结构中除

了“脚本”之外的其他因子，如语言、情景和逻辑，因

而也更具科学性和说服力。Ａｔｔａｒｄｏ提出幽默的识
解应该是一个“准备—乖讹—消解（ＳＴＲ）”的过程。

在对“准备”的描述中，他提到“先验”“常规”“预

测”“产生期待”等概念，这些明显渗透出认知定势

的理念。Ａｔｔａｒｄｏ所说的“准备阶段”，主要是指幽默
欣赏主体心理和认知上的物质准备，“准备”为不和

谐奠定了基础。Ａｔｔａｒｄｏ曾提到，其所提出的模式和
幽默识解并不一定适用于每一则幽默，或者说未必

每一个幽默欣赏主体都经历同样的认知途径，言外

之意是说他的理论是在普遍认知定势基础上建立起

来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适用。

２．特殊认知定势
由于每一个人的生活经验、知识积累、社会阅

历、受教育情况不尽相同，所以每个人的认知定势并

不完全一致。我们把由于个体差异而形成的认知定

势叫做特殊认知定势。特殊认知定势在我们生活中

随处可见，比如，有不同人文素养或精神需求的人观

察同一对象，会从同一个对象身上“看”到不同的东

西；再如，受不同理念的支配或所处社会位置的不

同，人们在对同样的感性认识材料进行加工时，会得

出不完全相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这些都是特殊

认知定势起作用的表现。

特殊认知定势在幽默识解中的作用具体表现

为，同样一则幽默语篇，受众的反应迥异，有人捧腹

大笑，有人却异常平静。英国赫特福德学院的调查

发现，有些笑话在一个民族中非常可笑，而在另一个

民族中却相反。例如，德国人觉得几乎每个笑话都

很可笑，而加拿大人对许多笑话都笑不起来。还有

研究者如Ｕｅｋｅｒｍａｎｎ等［２２］发现，小孩子对肢体类的

幽默，如对打闹剧或木偶剧最敏感，较为成熟的人对

讽刺类的幽默更感兴趣。而 Ｂｒｏｄｚｉｎｓｋｙ等［２３］则发

现性别也会影响幽默的理解，男性理解性幽默和攻

击性幽默更轻松，而女性理解滑稽类的幽默更加

容易。

如下面一则幽默语篇：

Ａｂｏｙ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ａｄｒｕｍａｓａ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ｎｄｈｅｂｅａｔｉｔ
ｕｎｔｉｒｉｎｇｌｙｉｎｔｈｅａ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ｈａｌｌｗａｙｓａｎｄｏｎｔｈｅ
ｓｔｒｅｅｔ．Ｓｅｖｅｒａｌｄａｙｓｌａｔｅｒ，ａ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ｈｉｍｗｉｔｈ
ａｋｎｉｆｅａｎｄｓａｉｄ：“Ｉ’ｍｓｕｒｅｙｏｕ’ｄｌｉｋｅｔｏｆｏｕｎｄｏｕｔ
ｗｈａｔ’ｓｉｎｓｉｄｅｙｏｕｒｄｒｕｍ”．

对这则幽默语篇，如果其受众是一个习惯于严

肃思考问题的人，那么在他的认知定势里，每一句话

都必须是真实的或实用的才有意义。他会试图分析

邻居为什么给了小男孩一把刀，可能最终会得出一

个“邻居不胜男孩之扰，企图诱惑男孩把鼓拆开毁

掉”的结论。这样，淘气男孩的无心之举与抓狂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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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的苦不堪言所形成的幽默对比就无法领略得到。

特殊认知定势解释了为什么面对同一则幽默语

篇，有人觉得十分可笑，有人则一点都不觉得可笑，

还有的人甚至会觉得反感和厌恶，以及面对同一则

幽默，为什么只有少数人看得懂或者看不懂。正是

由于特殊认知定势的存在，才使得幽默理论不具有

普适性，这也说明了为什么随着每一个理论的提出，

都会有人提出质疑。因为随着每个理论的问世，都

会有人发现与该理论并不适合的个例，这些个例是

受特殊的认知定势支配的。幽默的研究是建立在普

遍认知定势基础之上的，每一次研究得出的结论都

会因为忽略特殊认知定势的存在而受到后人质疑，

进而得以修正并更新。幽默研究囊括到的特殊认知

定势越多，得出的结论也就越具备普适性。纵观幽

默研究的发展，特殊认知定势在其中的角色虽是隐

性的，但其功能和贡献不容忽视。

３．认知定势的更新
认知定势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它不

会因为一两次特殊的认识活动与认知定势发生冲突

而轻易改变。当然，“人的认知定势也不是绝对的、

一成不变的”［１７］，因为它是通过一定的实践和经验

积累而形成的，随着实践和认识活动的不断发展，以

及人们对自己认识结果的不断检验，人的认知定势

也会得以更新，逐步发生改变，从而使人更正确和有

效地认识外部世界。英国诗人王尔德曾说，第一个

用鲜花来比喻女人的是天才，第二个是庸才，第三个

是蠢材。这句话形象地揭示了人们认知结构的更新

对审美的消极影响。某种新颖的形式在大脑皮层中

建立的暂时性心理联系经多次重复会被人的认知结

构所接收，从而使得认知定势被更新，审美距离不复

存在。

认知定势的更新也存在于幽默的赏析当中。第

一次看到一则幽默语篇，我们会觉得十分好笑，第二

次再见到这则幽默语篇时，它的好笑度就可能会降

低，而且重复见到的次数越多，这则幽默越不好笑。

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人们在第一次识别幽默时，大

脑中的神经元网络的连接是一种新路径，这种新奇

的路径会带给人一种心理张力（“心理张力”出自

Ｒｏｇｅｒｓ对张力理论修正之后提出的诗歌语言的心理
学模式［２４］），使大脑充满鲜活的力量，随着此幽默语

篇的反复呈现，神经元连接有了一定的记忆，这种连

接被固定下来甚至融合到它自己的网络中成为常规

路径，使得幽默主体的认知被重新定势。

认知定势更新会使幽默主体对欣赏对象产生审

美疲劳，即封孝伦所描述的“对审美对象的兴奋减

弱，不再产生较强的美感，甚至对对象表示厌

弃”［２５］（Ｐ４０３）。幽默主体产生审美疲劳有主客体两方

面的原因，封孝伦认为“审美绝不是纯精神活动”

“人 本 身 的 物 质 条 件 在 起 根 本 的 制 约 作

用”［２５］（Ｐ４０８－４０９），这种物质条件就是本文所讨论的认

知定势。认知定势的更新可以改变幽默欣赏主体与

幽默对象之间的认知距离，即可以改变幽默识解的

难度。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等［２６］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一则笑

话太难于理解或者太容易理解时，就没有中等难度

的幽默那么可笑。可以说，幽默的效果强度与认知

定势更新的程度成反比。不过，在幽默研究领域，很

少有人对认知定势更新后幽默欣赏和认知主体的认

知特点进行研究。

　　三、认知定势在幽默研究中面临的

难题

　　认知定势理论可以解决幽默研究中的２个难
题：幽默的定义和幽默理论的普适性。对幽默作过

研究的人大都清楚一个难题，那就是幽默的定义。

幽默是与人类活动相随相伴的，幽默理论的出现从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到现在已有 ２０００多年的历
史，每个时期都有学者提出关于对幽默的理解。但

是，正如 ＭｃＧｈｅｅ等［２７］所认为的，在幽默的研究中，

始终没有一个可以让所有学者达成共识的定义。这

一方面是幽默本身的复杂性所致，幽默既是一种社

会现象，又是一种心理和生理反应；另一方面与人类

的语言也脱不开干系。与幽默的定义一样，幽默理

论的普适性也是幽默研究中的一个难题。李小

克［２８］指出，人类对幽默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处于

“盲人摸象”的状态中，每种认识都很难说是错误

的，但是又都是不全面的。［２７］我们知道，学术研究需

要有确定的对象、明确的内涵和外延，否则该研究就

不具有可操作性，其结论的客观性就会遭到质疑。

纵观幽默研究的历史，虽然每一个阶段我们的发现

都更加趋于完美，但仍然不具备普适性。其实，幽默

的完成必然要涉及幽默主体的认知参与，这一点是

无可争议的。所以，如果我们从人类的认知定势出

发去研究幽默的可笑与不可笑，明晰各个层次的认

知定势在幽默识解当中的运作功能，或许可以解决

上述２个问题。

　　四、结语

幽默现象从本质上来讲应该是幽默主体和幽默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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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体之间的互动过程。认知定势在幽默识解活动

中，表现为幽默主体在阅读幽默文本和理解幽默语

篇的过程中，具有能动指向性的一种准备性心理状

态。这种能动性表现在它影响后续心理活动的走

向，制约着幽默识解活动的方向。认知定势有普遍

认知定势和特殊认知定势。在幽默研究的历史上，

富有影响力的各种幽默理论都是建立在普遍认知定

势基础之上的。特殊认知定势解释了为什么面对同

一则幽默语篇，人们会有迥异的反应。认知定势的

更新会使人们对幽默产生审美疲劳，用心理学的原

理来解释，即当刺激反复以同样的方式、强度和频率

呈现的时候，幽默的效果就开始变弱。不过，在幽默

研究领域似乎很少有人对认知定势更新后的幽默欣

赏和认知主体的认知特点进行研究。

幽默的识解活动与主体的心理过程密切相关，

认知定势作为一种心理状态，虽不是心理过程的有

机组成部分，但能客观作用于心理过程的每个环节，

其重要性不容忽视。在幽默研究中，如果我们从人

类的认知定势出发去研究幽默的可笑与不可笑，明

晰各个层次的认知定势在幽默识解当中的运作功

能，或许可以解决我们研究中遇到的２个难题，即幽
默的难以定义性和幽默理论的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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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语言的意象性探析
赵楠

（郑州轻工业学院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认知语言的意象性有６个维度，分别为侧面 －基础、详细度、述谓辖域、显著度、识解、视
角。利用这６个维度对生成于一定语境下的话语进行认知识解，从而发现：在同一语境下不同的话
语形式体现不同的语义内容，利用认知语法进行语言分析，不受具体语言形式的束缚，可对具体的

语言行为进行深层次的语义识解。

［关键词］认知语法；意象性；维度

［中图分类号］Ｈ３１４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４．０１９

　　ＲｏｎａｌｄＷ．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自 １９７６年创建 “空间语
法”（ＳｐａｃｅＧｒａｍｍａｒ），到１９８６年在《认知科学》上
发表《认知语法简介》，再到１９９１年其专著《认知语
法基础》问世，他的语法理论已经自成一派，创立了

一套崭新独特的语法研究理论。此后的２０年间，
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与其他认知学者一直致力于认知语法机
制的完善和扩展。认知语法研究的宗旨在于探索隐

藏在大脑中的具有普遍性的人类语言机制，揭示语

言行为背后深层次的、内在的规律。［１］

认知语言学注重于从人类的基本认知能力出

发，通过人与外在现实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概念

结构分析来解释语言结构。［２］认知语言学认为，句

法结构在相当程度上不是任意的、人为规定的条条

框框，而是有其自然动因的。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将语法看成
是一种意象（ｉｍａｇｅ），认为语法在本质上是意象性
的，认知语言学中的意象是在没有直接外界刺激时

可出现的类似的知觉感受，是认知主体以不同方式

根据表达目标，识解某一场景或事物的能力。这种

认知能力内化在我们使用的词库和语法结构中，通

过语言表达式体现出来，词库和语法构成了一个由

象征成分组成的连续体。认知语言的意象性有６个
维度：侧面 －基础（ｐｒｏｆｉｌｅｂａｓｅ）、详细度（ｌｅｖｅｌｏｆ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述谓辖域（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ｓｃｏｐｅ）、显著度（ｓａ

ｌｉｅｎｃｅ）、识解（ｃｏｎｓｔｒｕａｌ）和视角（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３］

语言的意象性自提出至今虽还没有被广泛地应

用于语言分析，但它的创新性为语言分析提供了一

个全新的分析视角。笔者试图摆脱传统语法拘泥于

形式的语言分析方式，尝试从认知语法的视角，以人

类经验为基础的认知语义分析方法，通过意象性的

６个维度对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语言实例进行认知分
析，说明认知主体针对某一场景，可以有不同的识解

与不同的表达方式，进而验证认知语法对具体语言

现象有较强的解释力。

　　一、认知语言的意象性之维度

１．侧面－基础
在认知语法中，语言只有３类单位：语音单位、

语义单位和象征单位。语音单位和语义单位是构成

象征单位的二极，即象征单位具有双极性，可表示为

（［语义］／［语音］）。所谓象征是指一定的形式代
表一定的意义，而且这种代表是规约性的。象征单

位的语义极称为语言述谓（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一
个述谓通过描述某一具体场景与特定的认知域发生

联系，不同的认知主体在信息处理上的差异，会形成

不同的意象。而我们进行选取的第一个依据就是侧

面－基础。述谓的基础就是它的认知域，而侧面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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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础认知域里的那个特别突出的一点或面或层

次，述谓表达的语义值正是通过这二者的结合传达

出来的。

不同语法类别的述谓在认知过程中会凸显不同

的方面。名词通常凸显的是事情或者实体，就是一

个范围的区域。据此，名词类可区分为可数和不可

数２个小类。可数名词凸显的是一个有界的区域，
不可数名词凸显的则是一个无界的区域。有界与无

界的对立是人类一般认知机制的一部分，无界事物

的内部是同质的，有界事物的内部是不同质的。如

水是无界事物，不管怎么分割，分出的任何一部分都

仍然是水；相反，桌子是有界事物，分割的结果可能

不再是一张桌子。

而形容词凸显的是一种非时间性的关系。Ｌａｎ
ｇａｃｋｅｒ认为，形容词、副词和介词等语法类别是不必
区分的，他更倾向使用术语射体（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和界标
（ｌａｎｄｍａｒｋ），而且这２个术语可适用于一切关系。［３］

当该述谓的界标解释为特定的时候，那么这个非时

间关系就是介词性的；而当该述谓的射体定为事情

时，则是形容词性的。

动词通常凸显的是关系和过程，与形容词和介

词不同，是一种时间性关系。二者的差别在于心理

扫描方法的不同。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认为形容词采用的是
综合扫描，是静态的关系；而动词过程的扫描方式是

序列扫描，由一连串的状态组成。因此动词可以理

解为一组状态的集合。［３］

２．详细度
详细度是指对一个述谓情形识解的精细化程

度。［４］如形容一个人：他很高，他有一米八多那么

高，他身高一米八七。前面的句子都比后面的句子

更图式化，而后者比前者更详细。此外，图式化关系

对语法结构也很关键。如在“ｄｒｏｐｔｈｅｃｕｐ”这一组
合中，动词述谓ｄｒｏｐ会做出图示性指示，表明要有２
个参与者共同完成动作，其内部组成成分相互呼应

从而影响到整个结构组合。因此 ｔｈｅｃｕｐ作为 ｄｒｏｐ
的界标，就呈现出更大的详细度。

３．述谓辖域
述谓辖域是指一个述谓在相关域里的覆盖范

围。在述谓辖域内相关度较大、得到最大突显的内

在区域叫做直接辖域。例如，身体由几个部分构成，

包括头、手臂、腿和躯干，它们的直接辖域就是“身

体”。而手臂还可继续细分为手、肘、前臂等［５］，虽

然我们知道每个实体的具体位置，但一提到“肘”这

个概念时，认知主体更倾向于建立手与手臂之间的

关联，因为手臂才是“肘”的直接辖域。

４．显著度
显著度主要指一个述谓的次结构的凸显，由若

干因素决定，主要包括事件参加者的凸显和述谓中

明确表示出来的其他成分显著度的提高。［４］关系述

谓在对事件或情形的描述中，总是不可避免地表现

出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并非完全取决于述谓的内

容，这一点可以通过指示对称关系的表达，看得更加

直观。例如，ｒｅｓｅｍｂｌｅ一词，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认为Ｘｒｅｓｅｍ
ｂｌｅｓＹ和ＹｒｅｓｅｍｂｌｅｓＸ这２个表达在语义上是不对
等的：前者通过 Ｙ来定性 Ｘ，后者则是通过 Ｘ来定
性Ｙ。这种不对称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主谓的不对
称，主语往往才是凸显的对象。［３］我们在前面提到

的关系述谓在描述句子的参加者时，也体现了一种

不对称关系：具有突显价值的参加者称为射体，它是

关系侧面中突出的部分，而其他的基础部分就叫界

标。其实，射体与界标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就是侧

面与背景的关系，因此射体通常是句子的主语，而界

标通常是句子的宾语。

另外，述谓中明确表示出来的其他成分显著度

的提高可以通过语义相近的一对表达表现出来，例

如，ｆａｒｔｈｅｒ和 ｍａｌｅｐａｒｅｎｔ，ｐｏｒｋ和 ｐｉｇｍｅａｔ。后者作
为词组都比前面的单独词语显示出更强的显著度，

因为在词组构成的象征单元中明确显示了这一事物

的来源。

５．识解
识解是指我们对同一个述谓情形的感知可以有

不同的背景期待和假设。例如：

Ｈｅｈａｓａｆｅｗｆｒｉｅｎｄｓｉｎｈｉｇｈｐｌａｃｅｓ．
Ｈｅｈａｓｆｅｗｆｒｉｅｎｄｓｉｎｈｉｇｈｐｌａｃｅｓ．
ａｆｅｗ和 ｆｅｗ的区别在于前者表达的是肯定性

的概念“一些”，而后者则表达是否定性的概念“没

有几个”。这２个句子所描述的可以是１个事件的
相同状态，即述谓区别主要反映了说话人的背景假

设不同，对于“ｆｒｉｅｎｄｓｉｎｈｉｇｈｐｌａｃｅｓ”数量的心理期
望不同。前一句中的 ａｆｅｗ是以零为基础来对一个
事物的量的识解，而 ｆｅｗ是根据一个均量来对一个
事物的量（述谓情形）的识解，后一句表示他的朋友

的数量低于说话人头脑中的均量。

６．视角
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认为，视角是说话者从不同方位来观

察实体或从不同的关系位置来描述某一场景。视角

又分为若干具体因素，如定向、有利地位和方向性

等。有利地位是说话人观察一场景时的特定参照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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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而定向则是他视野的中轴。［３］例如，当某人说

“Ｂｒｉａｎｉｓｓｉｔｔ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ｌｅｆｔｏｆＳａｌｌｙ”，Ｓａｌｌｙ的实际位置
取决于说话者观察两者时所选取的方向，也就是说

在这一句话中，说话人本身也成了概念化内容的一

部分。

　　二、实例分析

小强和哥哥爬上家中的壁架，想偷吃里边的饼

干，没想到哥哥一不小心碰到架子上的花瓶，结果花

瓶跌下壁架摔碎了。看着闻声而来、怒气冲冲的妈

妈，小强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来回答

“到底是怎么回事”———

①花瓶碎了。
②花瓶打碎了。
③哥哥碰到花瓶了。
④哥哥不小心碰到花瓶了。
⑤哥哥把花瓶打碎了。
这５个例句从不同的视角，聚焦于不同的重点，

从而激发起听话人不同的联想。根据 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的
认知语法理论，这些不同的语法表达形式表现了不

同的意象。

例句①“花瓶碎了”选择花瓶作为射体，以形容
词做句子述谓，突出射体的非时间性关系，描述了它

的状态。根据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的理论，主语和宾语的选用
不是逻辑问题，也不是语法问题，而是主体意象的认

知问题、心智中的“焦点”问题和概念描写中的“凸

显”问题。他以“射体—关系—界标”的认知原则来

论述分句的“主语—动词—补语”句法结构，并认为

后者是前者的具体反映。他将分句的语法主语称为

分句射体，将补语（包括宾语）称为分句界标。因

此，这一句的表达故意将听话人的注意力聚焦在花

瓶上，凸显它的已有状态，对别的种种因素都避而

不谈。

例句②“花瓶打碎了”比之上句，态度更诚实
点，因为该句虽然仍然选择花瓶作为射体，但是句子

的述谓是动词“打碎”。在“Ａ打碎 Ｂ”的事件图式
中，“打碎”这一行动需要一个施动者（射体）和一个

受动者（界体），虽然施动者在这里并未提及，但是

说话人已经默认他的存在，哥哥和小强其中一人或

者两人都会受到妈妈的责备。

例句③“哥哥碰到花瓶了”选取哥哥作为射体，
以花瓶作为动作的界体，描写了哥哥的动作过程。

但是动词述谓选择了“碰到”一词，凸显的是射体与

界体的接触过程，“Ａ碰到Ｂ”图式给人引起的联想
是动作的无害性和无足轻重。但是另一方面，界体

“花瓶”作为实体，本身具有“易碎、脆弱”的特征，因

此，一般的听话人在大脑中能够将这２个认知域的
重叠部分勾画出来，也就是“花瓶碰到可能碎”，故

而接受这种解释。

例句④“哥哥不小心碰到花瓶了”相比上一句，
述谓情形识解的精细化程度更大，不仅故意回避花

瓶破碎的结果，而且用“不小心”进一步弱化“碰到”

的过失。

例句⑤“哥哥把花瓶打碎了”是对事件最忠实
的描写，明确标示了哥哥为射体，花瓶为界体，凸显

了一定时间内的动作过程，“打碎”是一个详细程度

比较高的动词述谓，既突出了动作，又具体了结果。

说话人采用这一述谓则明确表示哥哥要为这一事件

负责。

　　三、结语

本文以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的认知语言学为基本出发点，
通过语言意象性的６个维度，结合语言现实，对生成
于一定语境下的话语进行了认知识解，从而得出在

同一语境下不同的话语形式所体现的不同语义内

容。由于认知语法强调语义，从该视角来进行语言

分析，可以不受具体语言形式的束缚，它可以对具体

的语言行为进行深层次的语义识解，这一过程体现

了人的认知能力和推理能力。认知语法给语用现象

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从意象着手，摒弃拘

泥于语言形式的传统语法研究套路，往往能使我们

管窥到隐藏在深层的语义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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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理念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运用与体现
魏玉龙

（郑州轻工业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传统服装的大部分原材料是石油类制品，在服装的生产过程中会带来大量纺织原料、废
料浪费与水污染，服装行业必须改变以往的设计理念和生产方式，走低碳可持续发展之路。服装设

计师应通过大量使用天然环保面料、低染料与“再造”纤维织造的面料来设计制作服装，并大力宣

传环保理念、积极引导消费者提高其对环保纤维制成衣的认识；通过设计创意类概念服装，激发人

们热爱生命、希望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愿望，向消费者传达环保理念；旧衣新作，以有效减少资源浪

费；设计“零浪费”与“一衣多穿”的服装，以提升面料的利用率。

［关键词］低碳理念；环保面料；创意类概念服装；旧衣新作；零浪费；一衣多穿

［中图分类号］ＴＳ９４１．２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４．０２０

　　面对世界范围内的资源趋紧、气候变暖、环境污
染严重的严峻形势，２００７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
会”提出：减少碳排放、保护环境是“拯救人类的最

后一次机会”。“低碳”遂之成为了社会的焦点词

汇，如何实现低碳经济、低碳消费也成为我国政府和

民众关心的热点问题。

低碳意味着节约能源、开发新能源、坚持可持续

发展。作为我国支柱产业之一的传统服装行业大部

分服装的原材料是石油类制品，在服装的生产过程

中会带来大量纺织原料、废料浪费与水污染，因此服

装业必须改变以往的设计理念和生产方式，走低碳

环保发展之路。随着中国人环保意识的逐步增强，

人们选择服装不再单纯以“流行”为准则，是否环保

也成为其选择服装的重要因素。目前，中国的环保

服装设计主要是对天然纤维的研发与对低碳的生产

环节控制，而服装设计师进行低碳理念的服装设计

却十分不足。鉴于此，本文拟在广泛研究国内外低

碳理念服装的最新科学技术与设计思想基础上，对

低碳理念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运用与体现进行分析

与论证，以期引导服装设计走低碳环保发展之路，并

将低碳理念的服装推荐给消费者，使其接受并喜爱

穿用低碳环保的服装。

　　一、选择环保面料制作服装，减少环

境污染

　　环保面料一般指的是自然、低碳节能无有害物
质、可循环利用的面料。例如，天然的棉、毛、丝、麻，

以及近年来开发的竹纤维、彩棉等，这些不是从石油

中提炼的面料，而是可以再生的自然资源，如果控制

得当、合理利用，可以减少环境污染，是设计环保服

装的优质传统面料。天然面料的服装对环保能起到

积极作用，一向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如在２００９年中
国国际时装周春夏系列服装展示会上，设计师梁子

采用广东传统的莨绸面料制作的高级定制服装受到

了广泛好评。莨绸是濒临失传的中国古老面料，距

今已有５００多年历史，它以桑蚕丝为原料先织成坯
绸，再使用广东独有的植物中草药———薯莨的汁液

浸染，纯手工制成，制造过程非常环保。梁子称莨绸

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绿色环保面料”［１］，“莨绸染

整技艺”也成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随着科技的进步，新型环保面料不断出现。例

如，ＲＰＥＴ面料（再生涤纶面料）是一种新型的再生
环保面料，它是将回收的宝特瓶经品检分离、切片、

粉碎、冷却后，抽丝拉成极细的纱线再织造成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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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俗称“可乐瓶环保布”。这种技术最早是由日本

于２００２年研制出来的，除了回收的可乐瓶外，废报
纸、旧衣物的纤维、天然麻经过粉碎、化学反应、聚合

等步骤都能制成 ＲＰＥＴ面料，这一过程使生态圈系
统的石油消耗和 ＣＯ２排放量降低约８０％

［２］。台湾

的Ｓｉｎｇｔｅｘ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企业通过利用星巴克和７－Ｅ
ｌｅｖｅｎ连锁超市里顾客喝完咖啡后剩下的咖啡渣，生
产出咖啡碳纤维。这种纤维在高弹机上织造成的面

料具有弹性，很适合制作针织服装或内衣。世界知

名的美国户外服装品牌Ｔｉｍｂｅｒｌａｎｄ的设计师就使用
这种碳纤维面料制作夹克，被称为是“最环保的夹

克衫”［３］。由于弹力面料服装便于活动，许多运动

品牌如Ｎｉｋｅ、ＮｏｒｔｈＦａｃｅ、Ｐｕｍａ等都争相利用碳纤维
面料制作运动服装，打造其健康环保的形象。

目前仍有很多中国人不太认可再生产品制成的

服装，认为其是用回收材料、甚至是垃圾制作而成

的，产品档次太低。这是一种错误认识。作为服装

设计师，要大力宣传环保理念、积极引导消费者提高

其对环保纤维制成衣的认识；应通过大量使用天然

环保面料、低污染面料，以及再造纤维织造的面料来

设计制作服装。

　　二、通过创意类概念服装设计，传达

环保理念

　　灵感的发掘与寻找需要设计师具有发现美的眼
睛，从自然界中发掘和积累素材。创意类概念服装

设计要求设计师从自然界物质的纹样、色彩、肌理中

获取灵感，从而激发人们热爱生命、与自然和谐共处

的愿望。被称为“时尚顽童”的英国设计师亚历山

大·麦昆设计了一组以羽毛为主题的服装，有的直

接用羽毛黏贴在立体的服装造型上，使我们感受到

大自然的馈赠就在身边（见图１）；有的是在丝绸服

装表面使用数码印花机喷印羽毛的纹样，再局部黏

贴、固定羽毛，达到了虚实互映的装饰效果。

日本的著名时装设计师古川云雪也被称为“环

保的设计师”，本色、自然是其服装设计的夺目之

处。古川云雪尤其擅长使用非纺织面料或者面料再

造手法进行创意概念服装设计，以抒发情感。２０１２
年，他在中国展示的作品都是以环保为主题，用藤艺

编织成夸张的花瓣造型或存在感很强的立体几何造

型，非常另类而雅致（见图２）。他在服装上绘制羽
毛鲜艳、栩栩如生的鹦鹉，传达了万物同在一个地球

上生存、人人都有责任维护自然生态平衡的理念，其

醒目的色彩和动感的造型提醒人们，要保持生态平

衡，爱护自然环境，唯有这样，美丽的禽鸟才能在森

林里繁衍生息，而不绝迹。

另外，废旧的耳机、磁带也可以通过再造制作为

服饰配件运用在服装搭配中，营造出另类的时髦。

虽然这些天马行空的创意服饰造型过于夸张、超前，

还暂时不能用于我们日常生活中，但设计师通过创

意类概念服装设计可将自己的低碳理念展现出来，

引导消费者接受低碳环保的服装。

　　三、旧衣新作，减少资源浪费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更新衣物

的速度过快造成了很多资源的浪费。减少购买新

衣、将旧衣服循环利用、旧衣新作也成为践行低碳理

念的一种方式，并且成为有识之士正在探索的新的

盈利模式。

从２００６年开始，伦敦时装周专门开辟了展位给
一些年轻的致力于环保的设计师，以展示其用再生、

回收材料，以及无污染物料和制造方式制作出的华

丽时髦的服装。展览产生的积极影响使时装周的主

办机构逐年扩大“低碳的服装设计”这一主题展区

图１　亚历山大·麦昆的设计作品 图２　古川云雪设计的藤艺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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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模，使其成为时装周的一个重要展区，吸引了越

来越多持有环保理念的服装设计师在这个展区展出

自己的作品。在２０１３年的时装展位中就有将几年
前库存的、有瑕疵的旧衣服剪成布条，再用粗棒针手

工编织成的外套，别具一格，赢得了人们的赞誉。

国内也有异曲同工的设计。ＦＡＫＥＮＡＴＯＯ品
牌创立者张娜早在２０１１年就开展“再造衣银行”的
公益项目。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敏锐观察，她将人们

丢弃或闲置不用的废旧衣物和面料收集起来，聘请

下岗女工分门别类去清洗拆分；然后根据厚薄、色彩

合理搭配，重新拼接成新的面料；最后经过巧妙设

计，缝纫成时尚的服装。可见，通过恰当的途径，用

最低成本的原材料来设计的环保服饰完全可以实现

经济实惠的目标。这些经过循环利用的服装具有丰

富奇妙的面料肌理、独特个性的审美效果、唯一、无

法复制的款式，“再造衣银行”项目取得了非常好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获得的大部分利润用来建立

基金帮助一些下岗女工。张娜开展这个项目的初衷

就是倡导低碳理念，希望通过人们的怀旧心理，减少

资源浪费。虽然这些循环利用的服装没有轰轰烈烈

地走向国际，成为品牌，但设计师别具一格的创新思

维模式，充分贯彻了绿色环保理念，值得称道。

经营服饰的卖家与生产厂家往往都有大量的过

季服饰库存，如果能够成立旧衣回收公司让其作为

中间媒介来分类、处理和再利用旧衣物，再通过设计

师进行环保服饰的再设计和再生产，几乎可以实现

材料的零成本。这类低成本的环保服饰，通过服装

设计师的创意设计，必将成为一种国际前卫的环保

服饰设计潮流。

　　四、“零浪费”与“一衣多穿”，有效

提升面料利用率

　　根据纺织行业的一项统计，仅在欧洲与美国，目
前每年浪费掉的纺织面料就已接近１０万吨［４］。通

常情况下，一件成衣在生产制作过程中就会有１５％
的布料被浪费［５］。设计师如果能最大限度地利用

面料，减少废料，那么对环境的污染就会越小。

芬兰设计师瑞桑恩（Ｒｉｓｓａｎｅｎ）是帕森设计学院
的第一个可持续时尚设计方面的助理教授，他主张

服装设计面料的“零浪费”。他发明了一种全新的

剪裁方法，就是将整块面料剪裁顺序上下颠倒过来，

避免往常将衣袖、领口、衣服背面和前面进行衔接时

造成的面料浪费，使整件衣服如同拼图一样完整地

组合，最终达到物尽其用的效果。虽然这种裁剪方

法目前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需要的面料幅宽

是固定的，以牺牲时尚为前提等，但是，随着“零浪

费”设计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有望在将来把“零浪

费”服装推进正式的商业运作中。

另一种可选择的设计方法是１９９０年代日本著
名的服装设计师川久保玲设计的“一衣多穿”服装。

其设计简单到不像一件服装成品，仅是在一块正方

形的面料上挖出大小不同的若干个洞，而穿着者可

以自由地选择不同位置伸进自己的头和胳膊（见图

３）。这种设计启发了整整一个时代关于服装的思
考，也启迪了许多设计师进行“一衣多穿”概念服装

的设计尝试。２０００年，由川久保玲的徒弟渡边淳弥
设计了一款可以上下颠倒穿着的运动衫（见图４）：脱
下来把头套进腰部的开口就成了另一件运动衫。这

虽然不是时尚界首款“一衣多穿”的服装，却是公认

的主流时装界“一衣多穿”的典范。服装带给人的乐

趣远不只是穿着的快感，更多的是思想碰撞出的无限

可能性。“一衣多穿”虽不是国际知名品牌的主流设

计，却是消费者最喜爱的设计理念。随着金融危机的

大范围袭来，近年来消费者已经开始越来越关注一件

衣服的价值，设计、创意、剪裁、面料、工艺、功能性

……许多以往不曾考虑的问题开始更多地成为消费

者购衣的考量点。而一些有才华又洞悉市场需求的

服装设计师便开始了“一衣多变”的设计。

美国的服装设计师一贯以线条流畅、造型简洁、

注重实用、性价比高为设计成衣的原则。他们能够

站在消费者的立场思考穿着的舒服、随意，敏锐地感

觉到设计“多任务的时装”是一种聪明讨巧的做法：

一样的价钱，多一种穿法，人们就会觉得物有所值。

年轻设计师 ＯｓｍａｎＹｏｕｓｅｆｚａｄａ设计的一件有２种穿
法的裙子被人们戏谑地称为“大萧条连衣裙”：第一

种穿法是把垂坠的部分斜穿过肩胛骨，成为一件波

西米亚风格的长裙；第二种穿法是将垂坠面料抻拉

并正好遮掩住小腹，成为一件腰腹部有堆叠褶皱的

优雅礼服，２种穿法都很完美。人们称它是“大萧条
连衣裙”其实是对其功能性的褒奖：一件服装满足２
种场合、２个环境，实现了价值最大化。这件裙子的
真正售价是６００镑，其价格虽然比较昂贵，但让人耳
目一新的穿着方式让它成为 Ｂｒｏｗｎｓ百货公司长盛
不衰的畅销产品。Ｏｓｍａｎ从那以后陆续推出了３种
穿法、多种穿法的衣服，多变穿法的设计理念成为引

领潮流的新理念。

ＤｏｎｎａＫａｒａｎ是美国知名的成衣品牌，其设计师
ＤｏｎｎａＫａｒａｎ也被称为“多种穿法女王”。她已推出
数年的“万用”针织外套通过正反前后的颠倒围裹

能够演变成套头衫、围巾等，还可以通过拉链的开

合、绳带的长短收缩变身为手袋、斜挎抽绳小包、超

大日用包等１２种穿用法，而且每年增加更多色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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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川久保玲设计的“一衣多穿”作品

图４　渡边淳弥设计的“一衣多穿”作品

面料，该外套一直保持畅销的状态。２０１１年夏季，
她还推出了一件“无限连衣裙”（见图５），号称有百
种穿法。这也带动了美国其他很多服装设计师争相

挑战设计多种穿法的单品，丹麦的一家设计公司甚

至推出有超过４０种穿法的连衣裙。
国内也有设计师借鉴外国先进的设计理念，设

计出一衣多穿的服装，例如上海 ＦＡＳＨＩＯＮ＆ＡＲＴ品
牌的设计师叶谦用一片布设计出披风、斗篷、围巾的

３穿外衣，连袖子也有２种穿法可替换，一种是甜美
浪漫风格的泡泡袖，另一种是中性帅气风格的立体

袖，可以方便地与其他单品服装进行搭配。

“一衣多穿”的设计方法意味着今天的环保服

饰着重功能性、实用性的设计和更创意、节约的剪

裁，这不仅有利于服装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能有效

提高衣服的性价比。这样的服装设计趋势，将促使

更多的人接受环保服饰。

图５　ＤｏｎｎａＫａｒａｎ设计的“无限连衣裙”作品

　　五、结语

低碳环保的理念正在成为未来中国服装行业发

展的新趋势。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最新一季的环保服饰
倡导前卫的设计理念、合理的价格，这是环保服装设

计的潮流。服装设计师所不断努力改进的环保服

装，已不是１０多年前用塑料瓶、包装袋和废报纸做
成的简陋的“工艺品”，也不是仅能放在橱窗里展示

创新理念的奢侈品。现代的低碳环保服装需要具备

更实用、更时尚的特点，使消费者不但消费得起，而

且可持续利用。这样的设计理念，将促使更多人接

受环保服饰。

如何使服装更低碳环保是设计师的职责之一，也

是设计师为环保贡献力量的一种方式。虽然设计师

不能控制面料生产的环节，但是在低碳理念下，可努

力通过多种创意设计和再利用的方法，合理利用自然

资源使服装业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以低碳为核心

思想，设计、生产、推广、发展低碳服装，不仅有利于中

国纺织服装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从某种意义上将促

使纺织服装产业的自主创新，推动生态经济和生态文

明发展，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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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消费心理的食品包装设计的味觉表达
黄臖

（郑州轻工业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食品包装设计不仅要研究食品本身，还要研究消费者的购买动机等消费心理因素。鉴于
消费者购买食品不仅有基于生活必需的购买动机，还有情感动机、理智动机和惠顾动机，因此，在食

品包装设计中，可利用通感引发消费者味觉联想，以唤起相应的情感进而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食品包装设计的味觉表达主要体现在色彩、图形、造型和材质等方面，针对消费者不同购买动机，可

运用摄影图片或在包装外观上采用全透明、半透明、开窗式的方法来展现食物，也可运用写实性绘

画、抽象绘画、装饰性绘画等表达形式和手法来进行味觉表达，以达到激发消费者购买欲望的目的。

［关键词］食品包装；消费心理；味觉表达

［中图分类号］ＴＳ２０６．２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４．０２１

　　食品作为与人关系最为密切的商品，其包装设
计是影响其销售状况的重要因素之一。传统食品包

装的主要功能有３个：一是保护内装食品的完整、卫
生，有效防止食品污染和有害物质对人体健康造成

危害；二是清晰表达内装食品的信息，如生产原料、

生产厂家、保质期等；三是方便食用、携带、运输和保

存。如今，食品包装的功能更多，内涵也更加丰富，

除上述功能外，食品包装还成为促进销售、塑造品

牌、传递文化的使者。因此，食品的包装设计需要通

过展现符合自身品牌风格定位的图案、文字和色彩，

以使产品更有吸引力、更具说明性和更加差异化，从

而激发消费者的食欲、购买欲，实现促进产品销售的

目的。

本文旨在通过对消费心理因素的分析找寻食品

包装设计的重点，并对其作系统的阐述，以期较以往

单纯的消费心理研究或食品包装设计研究更具有针

对性和应用价值。

　　一、食品包装设计中的心理因素

食品包装设计不仅要研究产品本身，还要重视

消费人群的心理研究与分析。食品包装只有把握消

费者的心理、迎合消费者的喜好、满足消费者的需

求，才能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因此，在进行食品包

装设计时需要考虑消费者的购买动机。

动机是在一定条件下需要的体现，是由人的需

要转化而来的。［１］消费者购买食物的动机主要有以

下４种。一是本能动机。人们购买生活必需品的主
要动机是为了维持和延续生命，这种在由生理需要

转化而来的购买动机推动下的购买行为，具有经常

性、重复性和习惯性的特点，属于本能模式下的购买

动机。

二是情感动机。它是指由道德感、安全感、归属

感等人类高级情感所引起的动机。［２］（Ｐ８０）例如，为交

际而购买馈赠食品等。情感动机推动下的购买行

为，一般具有稳定性和深刻性的特点。

三是理智动机。它是指建立在人们对商品的客

观认识的基础之上，经过分析比较、判断决策之后产

生的购买动机。［２］（Ｐ８１）例如，经过对质量、价格、生产

日期等的比较分析后，选择同类食品中某品牌的产

品。理智动机推动下的购买行为，具有客观性、计划

性和控制性的特点。

四是惠顾动机。它是指基于情感与理智的经

验［２］（Ｐ８２），对特定的品牌或商品产生特殊的信任和

偏好，使消费者重复地、习惯地前往购买的动机。例

如，有的消费者多年一贯地食用某种品牌的方便面。

惠顾动机推动下的购买行为，具有经验性和重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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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

因此，在对不同食品包装设计进行定位时，应对

消费者的需要和动机类型做调查研究，以便基于消

费者购买食品的动机，有针对性地设计食品包装。

　　二、视觉信息传递对消费者购买过

程的影响

　　消费者的购买过程大致分为 ３个阶段：注
意———兴趣———购买。注意是心理或意识活动对一

定事物的指向与集中［２］（Ｐ２４７），是购买行为的开端。

增强食品包装视觉效果是引发注意的首要因素，激

发兴趣是产生购买欲望的前提。成功的食品包装设

计应能激发消费者的兴趣，实现产品与消费者之间

的信息交流和情感沟通，做到与众不同又体现出产

品的卖点和文化内涵。购买行为来源于满足某种欲

望的需要，通过对食品包装的视觉认知产生需要该

食品的欲望，从而促进购买行为的产生。基于此，食

品包装设计应通过具有新奇特征的视觉刺激物吸引

消费者的注意力，利用视觉元素的准确表达激发兴

趣并与目标消费者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使消费者从

注意、感兴趣到产生需要，最终实现购买（见图１）。
由图１可知，视觉信息的传递对购买过程中的

心理活动产生关键影响。当人看到食品包装时，由

色彩、造型、图形、文字、材质、肌理等元素所形成的

视觉刺激会通过视细胞传递给大脑，从而影响人的

欲望与情感。激发购买欲望的“刺激效能”的大小

决定了食品包装设计的优劣［２］（Ｐ２６６），而最能加大“刺

激效能”的刺激物是通过视知觉引发的味觉联想。

所以，食品包装设计必须研究可以传达食品味觉信

息的视觉元素，通过传达食品味觉信息的色彩、图

形、造型与材质等元素激发消费者的食欲，从而使消

费者产生美味的联想和预期，以引发其购买行为。

图１　视觉刺激与购买心理的关系

　　三、食品包装设计中的味觉信息表

达重点

　　食品包装设计要激发消费者对食物的欲望，必
须通过强化视觉感知和触觉感知的联想来产生味觉

暗示，使消费者看到食品包装就能够对包装内食品

的味道和品质产生联想，因此，食品包装设计中的味

觉元素是食品包装设计的重点。食品包装设计中的

味觉信息表达主要包括以下３个方面。
１．色彩
饮食文化讲究色香味俱全，其中色彩排在首位。

色彩可以快速引发人们对味道的分辨和联想，有些

色彩可以给人以美味的暗示，有些则恰恰相反。色

彩与食物本身的味觉记忆信息有关，这种色彩与味

觉间的联系已逐渐形成一些带有共性规律的认知。

例如，桃红、黄、橙等暖色容易使人感到有香味，深褐

色容易使人联想到焦糊味，黑色使人联想到苦味，柠

檬黄和其邻近色通常使人联想到酸味，高明度的色

彩易使人联想到甜味，高饱和的红色及其相邻的颜

色易使人联想到辣味等。图２是外国某品牌系列雪
糕的包装设计，它运用不同的色彩联想表现产品不

同的水果口味，快速、准确、生动地将产品的味道与

水果的味道进行了完美的结合。

色彩给人带来的味觉联想除了主要的甜、咸、

酸、苦、辣的“舌”感外，还有各种“口”感［３］，如：松

软、黏稠、坚硬、松脆、顺滑、爽口等，这些口感主要通

过色彩的明度、饱和度和冷暖性来体现。高明度的

色彩适合表现松软、细腻的口感，低明度的色彩适合

表现坚硬、醇厚的口感［４］，饱和度高的色彩适合表

现黏稠、酥脆的口感，饱和度低的色彩适合表现清

淡、滑嫩的口感，冷色调适合表现冰凉、清爽的口感，

暖色调适合表现醇香、甜腻的口感等。

以上是通常情况下食品包装的色彩传达出的味

觉联想，在具体的设计应用中，往往还要考虑目标消

费者的色彩喜好、色彩搭配的美感、色彩的对比和调

和、色彩的情感表达、品牌的色彩识别等因素。食品

包装中优秀的色彩设计能准确传达产品味觉信息和

情感，快速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使其形成鲜明独特

的色彩记忆。

２．图形
人类在没有发明文字之前就已经对图形的表现

语言和选型规律有了很深的认识和广泛的运用，图

形的直观性使其较文学更能迅速地传传达出某物品

的特性。在食品包装的视觉设计中，存在着多种图

形要素，不同类别的食品包装所表现的侧重点不同，

与味觉表达相关的图形主要有产品实物形象、原材

料形象和象征性形象。

（１）产品实物形象。在食品包装中，直接展示
产品实物形象是运用最多的图形之一，它既能满足

消费者想直接看到内容物的心理需求，同时也能传

达食品本身的外形、品质、味觉和口感。如，方便面

的包装多表现食用时的形象，速溶咖啡的包装通常

运用的是刚刚冲泡好的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咖啡

·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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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外国某品牌系列雪糕包装

形象。

（２）原材料形象。有些食品本身的形象不具备
足够的味觉诱惑，这种情况下常常要在包装上展现

其原材料的形象，以便消费者了解该食品的品质与

口味，强化消费者对该食品味觉的联想。如在果汁

包装上展示鲜果的形象、八宝粥包装设计上展示８
种精选原料的形象等。

（３）象征性形象。当食品本身和原材料的形态
都很难直接表现时，为了增强食品味觉感受和联想，

食品包装设计中常运用与食品相关的图形形象，以

比喻、借喻、象征等表现手法突出食品的口味和个

性。例如，在纯净水的包装中，用冰山的形象象征清

澈、无污染的水质和纯粹凛冽的口感；在巧克力包装

中，用流动的曲线表现巧克力丝滑、柔顺的口感；还

有，人们常用圆形、半圆形、卵形等柔和的形状来表

达甜、软、糯、湿的口感，用三角形、菱形、方形等比较

尖锐的形状来表现辣、硬、脆、干的口感。

在食品包装中，图形是传达味觉联想不可缺少

的部分，它传达出的味觉联想更加直接、单纯，也更

容易记忆。在满足情感动机需求的食品包装设计

里，注重图形的情感表达尤为重要。例如，巧克力、

红酒的包装为了凸显产品浓厚的感情色彩和与众不

同的个性，会通过不同主题和不同表达形式的图形

给消费者以间接的情感暗示，从而使消费者对产品

充满好感，留下深刻的印象。

３．造型与材质
包装造型与包装材料呈现出来的感觉也是影响

食品味觉联想的重要因素，其传达出来的味觉联想

主要是通过触觉来实现的。包装的触觉感主要是由

材料的质地和肌理造成的，它所产生的不同视觉肌

理和触觉肌理能将食品的相关信息快速传递出来，

其中就包括食品的味觉判断。准确地将可视的触觉

信息传达给消费者，可以提高其对产品的认同度，刺

激其购买欲望。因此，食品包装在造型和材质的设

计上除了遵循人体工程学、美学等的规则满足包装

基本功能的需求以外，还需要特别注意视触感的味

觉联想与表达。例如，日本深泽直人的果汁系列包

装设计———香蕉汁包装（见图３）。该设计巧妙地对
大家熟悉的利乐包进行局部的再设计，将盒型与香

蕉的外形结构做了巧妙的嫁接，在消费者心目中形

成了一个联想反射，唤起消费者对香蕉的味觉联想；

其草莓汁包装（见图４）则是将水果皮肌理效果运用
到包装材质上，使包装外表的视觉感、触觉感如水果

本身一样。通过这种集视觉、触觉、味觉于一体的通

感设计，能使消费者在第一时间获得对包装食品的

认知和识别，强化味觉联想。

食品包装的造型和材质不仅仅是构成包装形象

的轮廓、体量和材质肌理，而且与人的心理感受有非

常密切的联系，其所特有的信息传达效果能唤起消

费者不同的感官联想，给于消费者不同的心理感受，

在食品包装设计中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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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不同购买动机下的食品包装设

计的味觉表达

　　味觉表达是指在确定食品包装设计的表现元素
后，选择表现重点和角度———产生味觉联想———运

用某种表现手法和表现形式来实现设计意图的一种

方式，是完成食品包装设计的重要环节。针对消费

者购买食品的不同动机，食品包装设计中味觉的表

达方式也不相同。

１．本能购买动机下的食品包装设计味觉表达
针对为了满足生理需要而购买的食品，应该在

其包装上突出、美化食品或原材料的视觉形象，以充

分引起消费者的味觉联想，刺激其食欲。在包装设

计上应突出、美化食品或原材料的视觉形象，对味觉

的表达可运用摄影图片或者在包装外观上采用全透

明、半透明、开窗式的形式来展现食物，直观传达食

品本身的信息，以激起消费者的食欲。这２种常见
的食品包装设计表现手法在选择运用上要有所区

别。摄影形式更适合于食物本身外形、质感和色彩

特征不是很突出的食品，其食品照片通过食品造型

师的设计、高超的摄影技术、选择的拍摄角度和后期

图片修饰等处理，能弥补食物本身美感的不足，增强

食品的细节感和质感，将食物味觉诱惑力尽可能地

放大。例如，速食食品（见图５）、速冻食品的包装设
计，通常会采用摄影表现形式来展现食物烹饪后的

诱人画面，让消费者对食品本身的味道充满想象和

期待。全透明（见图６）、半透明和开窗式（见图７）
的表现形式则更适合于色彩、质感、肌理具有较强视

觉美感和易引起味觉联想的食品，或是需要表现食

物本身的品质感、新鲜程度等情况。这种形式比摄

影表现形式更具有直观性和吸引力，能在满足消费

者对产品好奇心的同时产生对产品的信赖感。

２．感情动机下的食品包装设计味觉表达
针对情感动机下购买的食品，应该在其包装上

强化、渲染某种味觉体验，从而引发消费者的情绪与

情感上的共鸣。在包装设计上应强化、渲染具有情

感共鸣的味觉体验，从而引发消费者情绪情感上的

共鸣。比如可以运用绘画形式表达味觉。常用于食

品包装上的绘画形式有写实性绘画、抽象绘画（见

图８）、装饰性绘画、手绘插画（见图９）和数字插画
（见图１０）等。采用绘画形式进行味觉表达更具创
造性、艺术性和趣味性，更容易传达产品的个性和情

感，获得消费者的情感认同。写实性绘画逼真程度

不亚于摄影照片，但更具有艺术美感和独特性，是最

接近直接表现的方法。抽象绘画运用点、线、面所组

成的图形和色彩来表达产品所需传递的感觉，给观

者更多的想象空间。装饰性绘画具有强大的视觉魅

力，并常常具有美好的寓意，常被运用在传统食品或

者具有一定文化内涵的食品包装上。插画则风格多

变，个性突出，手绘插画能体现强烈的手工感，数字

插画则体现了现代感和技术感，这２种插画形式常
被运用在儿童食品和休闲食品的包装上。

３．理智动机下的食品包装设计味觉表达
针对理智动机下购买的食品，应该在其包装上

直观、真实、全面地展示产品，传递给消费者味美价

廉等信息。消费者经过分析比较、判断决策后产生

购买欲望的食品，在包装设计上应直观、真实、全面

地展示食品口味、品质、新鲜、量足、食用方便等特

点。对味觉的表达通常也运用摄影图片或者在包装

外观上采用全透明、半透明、开窗式的形式来展现。

如湾仔码头系列手工水饺的包装，用摄影图片展现

煮熟后并被切开的水饺，体现该品牌不同馅料的水

饺个大、皮薄、馅料足、食材真的特点，从而使消费者

产生味美又实惠的联想，以激发其购买欲望。

４．惠顾动机下的食品包装设计味觉表达
针对惠顾动机下购买的食品，应该注重包装设

计中视觉元素的独特性、延续性与统一性，使消费者

快速识别出该品牌产品，从而强化消费者良好的味

图３　香蕉汁包装（深泽直人作品） 图４　草莓汁包装（深泽直人作品）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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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采用摄影图片展现食品的系列速食食品包装

图６　以全透明方式展现食品的系列食材包装

图７　以开窗的形式展现食品的系列面食包装

觉联想与记忆，加深其信赖感。消费者对特定品牌

或食品产生特殊的信任和好感，在包装设计中应注

重视觉元素的独特性、识别性和延续性，强化良好的

味觉记忆和品牌联系。如可口可乐包装中白色的斯

宾塞体草书和独特波纹曲线形成的“飘带”具有飘

逸流畅的视觉感受，充分体现了产品的液体特质；鲜

红的底色使人联想到激情洋溢、活力充沛和特有的

口感，这样就使视觉元素与味觉感受、品牌印象紧密

结合起来。

总之，人的视觉认知活动是在客观事物与人的

主观内部心理因素相互作用下进行的，食品包装设

计必须掌握购买过程中消费者的心理活动规律，寻

找对购买行为产生关键影响的视觉因素，不论选择

哪种表现形式和手法都需要传递出准确、具体的食

品信息，使消费者在阅读包装时对包装内的食品产

生兴趣，从而促成购买行为。

图８　采用抽象绘画的什俩漉蛋糕包装

图９　采用手绘插画的系列儿童饼干包装

图１０　采用数字插画的系列蛋糕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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