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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构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
———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构建研究之八

苏星鸿

（兰州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７０）

［摘　要］构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是当前理论界和学术界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是繁
荣和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需要，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需要，更是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价值需要。这一课题的主要任务是科学解答当代中国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夯实当

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深度融合。构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

系的基本思路是：一要打造创新型学术队伍，提供必要的主体条件；二要开展跨学科研究，撷取丰富

的学术资源；三要倡导批判精神，营造良好的学术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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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是当前理论界和学术界
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当代中国话语体系

包括理论话语体系、学术话语体系和大众话语体系。

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构建问题不是一个纯粹的学

术问题，而是一个意识形态话语权问题。所以，一切

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要加强对中国道路、中国经

验和中国问题的深度研究，努力构建当代中国学术

话语体系，为巩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繁荣和

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做出

积极贡献。国内学界对此问题的已有研究主要集中

在话语核心、学术视野、时代场域等方面，本文主要

探讨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构建的内在依据、主要

任务和基本思路。

（一）

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看，马克思主义对人

类历史发展都具有深刻的影响。有了马克思主义的

指导，我们方能准确把握当代世界的发展趋势，深刻

剖析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变化，科学推进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当今中国，尤其需要密

切关注马克思主义，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构建

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我国哲

学社会科学，从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再上新台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

１．构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是繁荣和发展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需要

传统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学术话语体系。近代以

来，受西学东渐的影响，中国学术基本上被纳入西方

话语体系。一方面，这使得中国学术走上了开放发

展的道路，吸纳了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推动了中国

学术的现代转型；另一方面，这也使得中国学术走上

了西方化的道路，成为翻译、介绍和传播西方学术的

模仿性活动，失去了自身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

在近现代发展中，这种西方化先后经历了“欧化”、

“美化”、“苏化”等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当代中国，

西方学术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冲击，其范围之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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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之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与西方化不同

的是，中国学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

也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原创性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者是一脉相承又与

时俱进的关系，都是繁荣和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

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一

定程度上是对西学东渐的一种抗争，为繁荣和发展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科学的研究范式。实践证

明，繁荣和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离不开马克思主

义的指导。今天，我们面临着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我

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艰巨任务，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

任务，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积极构建当代中国

学术话语体系，努力改变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落

后于经济社会深刻变革的现状，使我国哲学社会科

学彻底摆脱西方话语体系的束缚。因此，构建当代

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问题，实质上是一个为繁荣和

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提供指导思想和价值导向的

重大问题，故应予以高度重视。

２．构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是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需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面对的基本社会现

实，这一社会现实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

体系和制度构成的总体性现实，其中道路是实现途

径，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制度是根本保障。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面对的重大时代任务，这一

时代任务的总依据是“三个没有变”（我国仍处于并

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

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

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总布局是“五位

一体”（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

反腐倡廉建设“五位一体”），总目标是基于“两个百

年”奋斗目标（到建党１００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
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１００年时，
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裕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

家）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已经成功地走出了一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不同于资

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道

路，也不同于东南亚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在中国道

路探索过程中生成的中国经验，虽然具有中国的实

践特色、理论特色、时代特色、民族特色，但对世界上

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从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要求看，我们不仅要

懂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布局，而且要提出推

动这种战略布局发展的理论结构，进而构造更为深

刻和丰富的学术体系。这就需要把中国道路蕴涵的

丰富生动的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化，构建符合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符合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努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

风格、中国气派的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毫无疑

义，构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必然要立足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并由其提供内在根基、逻

辑架构、本源动力，充分反映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要求，这样才能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获得更大

发展。

３．构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是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价值需要

现阶段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不是简单的承继，也不是对发达国家

单纯的模仿，从根本上讲它是一种具有重大而深远

意义的开拓与创造活动。与历史上任何真正的伟大

复兴运动一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要有一个原

创性的价值理论作为支撑，而不是照抄照搬西方的

话语体系。从未来发展看，我们要从西方话语体系

的束缚中彻底解放出来，就必须具备拥有自己根基、

灵魂和风格的话语体系。为此，我们应当站在中国

的立场上对西方话语体系进行分析、批判，继而超

越，通过构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提高自己的学

术自觉，树立自己的学术自信，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

原创性价值理论支撑。积极构建当代学术话语体

系，对我们来讲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我们应当有足够

的智慧、勇气和能力去努力完成。我们正处于一个

各种文明竞合发展的新全球化进程中，构建当代中

国学术话语体系被决定性地置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中，不可避免地承担全球化社会主义指向的神圣使

命。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走向世界，提高我国文化

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更为重要的是，当代中国学

术话语体系要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

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科学的价值

理念。就此而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仅

提出了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价值需要，也决定着当

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发展逻辑。

（二）

构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事关马克思主义

在当代中国的创新发展，事关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地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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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巩固，事关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增强，事关我国的

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目前，这一课题面

临的主要任务如下。

１．科学解答当代中国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
深入分析和科学回答当代中国的重大实践和理

论问题，是提高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思想实力的

必由之路。中国问题离不开世界问题，因此，我们必

须具有全球胸怀，立足时代前沿，从全球视野出发考

察中国问题，以更加凸显中国特殊性问题所包含的

世界历史意义，使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具有更为

全面、实际、丰富的价值蕴含。

当前，世界格局处于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的

特殊时期，金融危机对各国经济发展带来结构性的

深远影响，全球治理迫使各国政治朝着民主化的方

向发展，各种社会思潮的全球交融和冲突对各种价

值观都带来新的挑战，人类文明的转型要求各国政

府都要加强和改善社会管理，全球生态问题给人类

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迫切要求。因此，构建当代

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必须要有全球视野，立足时代前

沿，适应时代潮流，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分析全球格

局变化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带来的新机遇和新

挑战，深刻把握我国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

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新课题和新矛盾，研究

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问题，研究依法治国和政治文明

建设问题，研究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

化的社会思潮问题，研究利益协调和改善民生问题，

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问题，研究全

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党的建设问题等。特别是，要

深度解读中国道路蕴含的中国经验，不断概括出基

于当代中国实践的、科学的、开放的、系统的新概念

新范畴新表达，提高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解

释力。

科学解答当代中国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必须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立

场。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就是从感性具体到思维抽

象再到思维具体的方法。对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

构建来说，这种方法要求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的创造

性应用与应用性创造有机结合起来。所谓创造性应

用，就是以中国实际问题为中心，把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进行创造性的解读，以

利于中国问题的科学解答，而不是本本主义，或把马

克思主义当做抽象不变的教条和公式套在中国实际

问题上。所谓应用性创造，就是把丰富生动的中国

经验升华为理论，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新的

中国元素。当前，必须高度重视应用性创造，即把中

国经验置于全球化的特定境遇中，并从中国道路的

历史进程出发，深入总结中国经验对发展马克思主

义的创造性贡献，从中概括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

的规律性，展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魅力。

构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的

价值取向，因为只有坚持这种价值取向的话语体系

才能为人民群众所认同，并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

行动。为此，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必须始终站在

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努力回答和解决与群众根本利

益密切相关的重大现实问题，比如经济发展方式问

题、贪污腐败问题、社会分配问题、价值观构建问题、

生态环境问题等，切实提高普通群众的生活和保障

水平，消除社会矛盾激化的隐患，实现共同富裕和人

的全面发展。这是为人民服务价值取向对构建当代

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提出的必然要求。

２．夯实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灵

魂和旗帜，也是构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指导

思想和科学方法。因此，构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

系必须不断夯实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

近代以来，中国学术被纳入西方话语体系之中。

西方话语体系包含着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和

偏见，其目的就是让非西方国家放弃自身的文化传

统，从而实现西方话语体系对整个世界的统治。现

在，西方话语体系在意识形态、学术交流和大众话语

等层面上全方位地挑战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国

内一些人无视西方话语体系的意识形态指向，以此

曲解甚至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些人无视

西方话语体系的价值指向，以此裁剪甚至否定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些人无视西方话语体系

的政治指向，以此评判甚至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一些人无视中国经验的民族特色，总是想把其

塞入西方的理论框架中去……凡此种种，都说明一

些人尚未摆脱崇洋、迷洋的殖民地心态。构建当代

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必须夯实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的理论基础，树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

和理论自信，这是摆脱西方话语体系束缚的前提和

思想基础。

从当代中国实践发展来看，我们已经成功地走

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积累了丰

富的历史经验，这些经验对中国乃至对世界未来发

展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但是，经验毕竟具有

片段、分散、感性化的局限性，在指导实践中难免有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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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不足。经验只有经过理性提升成为系统的、完

整的、理论的认识，才能更好地推动社会实践发展，

顺利实现既定的奋斗目标。我们的改革开放已经走

过了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未来的发展遇到

的问题和困难更多更复杂，任务更艰巨，迫切需要系

统化和科学化的理论作为指导。海德格尔指出：现

今的“哲学”只是满足跟在知性科学后面亦步亦趋，

而完全误解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双重独特现实”，即

经济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与此相反，马

克思主义懂得这双重的现实。［１］为此，必须坚持实

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深刻揭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

系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就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出发，而不是

从抽象观念或主观愿望出发，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的内在规律，构建符合时代特征和具有中国

特色的话语体系，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的

当代水平，如此才能真正夯实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的理论基础。深刻揭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与时

俱进的理论品格，就是不断升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实践成果、理论成果、制度成果，概括出理论联系

实际的、科学的、开放融通的新观点新概念新范畴新

表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鲜明的时代

特色，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

范畴体系、概念系统和理论架构，使其呈现或展示在

各门哲学社会科学中，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充分反

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推动我国哲

学社会科学健康发展。

３．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文化的深度融合
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只有立足中国自身的优

秀文化，才有可能被合理地构建出来并获得真切认

同。因此，推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优秀文化的深度

融合，筑牢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民族文化根基，

就成为构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一项基本

任务。

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

义与中国优秀文化结合的历史。在结合的过程中形

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既符

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

文化特色。中华民族文化是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重要维度，它构成了当代中

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深厚价值根基。所以，构建当代

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必须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

秀文化的深度融合。为此，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

化都要有全面而真实的理解，同时要对中国历史国

情、现实国情和发展国情有科学而准确的把握，特别

是要找准两者的结合点。除了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

经典原著并用来解答现实问题外，没有更好的方法

可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了。中国的历史国情决

定并制约着现实国情，历史国情和现实国情又共同

制约着发展国情，理清其间的内在关联，乃是认清中

国国情的必然要求。中国优秀文化是中国国情的重

要内容，必须在承继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在马克思

主义与中国优秀文化的结合问题上，过去我们更多

地是重视外在形式的结合，今后要更加注重内在实

质的结合。比如，如果我们把实践精神、以人为本、

和谐社会、生态价值等方面作为两者的结合点，就可

以开拓出更为广阔的结合空间，产生更为深刻的结

合成果。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文化的深度融合问题，

是一个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形式创新和思想创新

的综合性命题。以邓小平理论为例，它不仅有朴实

准确的表述语言，而且有深刻丰富的思想内容，其中

关于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论述，关于生产力标准

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论述，关于尊重人民群众首

创精神和党同人民群众利益相统一的论述，关于一

国两制的论述等，都是形式创新和思想创新相统一

的典范。构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需要我们从

各种具体话语中梳理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主

要内容，找出其实质性的关联，然后再经过理性思维

上升为思维的具体，形成由中国式概念、范畴和原理

构成的话语体系。［２］目前，当代中国理论话语体系

和大众话语体系的构建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总体上

尚处于自发阶段，仅仅体现为普遍性的概念和词语

构造，没有真正形成特殊性的内容和实质构造。究

其原因，关键是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及中国优秀文

化的精神实质，没有处理好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

问题，因而往往不是陷入大而无当的抽象普遍性，就

是陷入狭隘自语的具体特殊性。

（三）

当代中国学术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

中艰辛探索取得的思想结晶，要将其上升到话语体

系层面，还需要做出持久努力。笔者认为，至少要做

好如下几方面工作。

１．打造创新型学术队伍，形成必要的主体条件
打造一支具有渊博理论知识、丰富实践经验和

坚定理论信仰的创新型马克思主义学术队伍，这是

构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根本保证。打造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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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马克思主义学术队伍，就要探索创新型主体的培

养模式，以培养这支队伍的学术自觉意识，提高这支

队伍的学术创新能力。

探索创新型马克思主义学术队伍培养模式要解

决两个关键性问题，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二是

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价值观。构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

体系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论导向，具体到创新型

马克思主义学术队伍的培养，就是要这个主体树立

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共产主义的理想、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信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理想信念

问题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

或解决得不好，培养出来的人才就不能满足现实需

要。所以，在构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时，首先要

解决我们队伍的理想信念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其

他问题解决起来就顺畅了。为人民大众服务是我们

党的核心价值观，培养创新型马克思主义学术队伍

必须加强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教育。真正的马克思

主义者自始至终都是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的，而不

是站在个人或小团体的立场上。要真心实意为人民

大众服务，就必须与人民大众建立深厚感情。没有

对人民大众的深厚感情，就难以树立起为人民服务

的价值观。因此，我们的各级各类教育机构都要积

极探索以实践为根本途径的创新型马克思主义学术

队伍培养模式，努力培养一大批信仰坚定、年轻有

为、敢于担当的创新型马克思主义人才队伍，为当代

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构建提供必要的主体条件。

学术自觉是打造创新型马克思主义学术队伍的

先决条件。学术自觉就是要准确把握当代学术的历

史逻辑、结构逻辑和发展逻辑，深知其重大历史意

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并能积极地与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以及西方优秀文明成果展开对话和交流，从

而推进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创新的自觉意识。创

新能力是打造创新型马克思主义学术队伍的客观条

件。这里所说的创新能力包括学术创新能力和传播

创新能力。学术创新能力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

提出问题的能力。创新型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必

须不断总结和概括实践经验，善于通过科学的思维

方法概括出新的时代问题。二是分析问题的能力。

良好的学术素养、科学的思维方法、实事求是的科学

态度、持之以恒的拼搏精神，都是提高分析问题能力

的基本要求。三是提炼问题的能力。提炼问题的能

力就是做出结论的能力，一个正确论断的做出必须

要占有真实、前沿、系统的客观资料，同时要通过感

性到理性、理性到实践的不断反复。对于传播创新

能力来说，不仅要掌握现有的传播技术和传播手段，

而且要有传播技术创新的素质和能力，没有这方面

的素质和能力，就无法掌握传播主动权、守住传播阵

地，最终将造成当代中国学术话语权的丧失。

２．开展跨学科研究，撷取丰富的理论资源
构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需要积极吸纳其他

各学科的优秀资源为其所用。实践证明，开展马、

中、西的深层对话和交流，不失为一种建设性思路。

只有在跨学科的研究中，才能深刻理解当代中国学

术话语体系的话语优势和世界性意义，并获得构建

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必要思想资源。

构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既是一个反对

“马教条”和洋教条的问题，也是一个对中国传统学

术自觉继承和创新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提升当

代中国学术主体性和原创性的问题。为此，必须做

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自觉

坚持与发展。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大众化，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这是构

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关键所在，也是繁荣和

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所在。对此，我们必

须保持高度的自信意识。二是对中国传统学术的自

觉继承与发展。中国传统学术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思

想追求、智慧源泉、文化基因，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

下实现中国传统学术现代转换，能够为当代中国学

术话语体系提供丰富而独特的思想资源。对此，我

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自觉意识。三是对西方优秀文化

的积极吸收和借鉴。构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必

须具有国际视野，善于吸收和借鉴世界上一切民族

创造出来的优秀成果。当然，在借鉴和吸收过程中

一定要坚持以我为主和为我所用的原则，使其服务

于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构建，而不是搞害人害己

的洋教条。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自醒意识。

在此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的物质改造型实践、中国

传统文化的精神修养型实践与西方的科技创新型实

践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价值

观、中国传统文化的重群体价值观、西方文化的重个

体价值观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型文化理

想、中国传统学术的道德型文化理想、西方的学术民

主法制型文化理想相结合，按照这种思路构建当代

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既能保持我们的文化主体性，又

能产生更多更新的原创性理论。

３．倡导批判精神，营造良好的学术生态
只有倡导批判精神，才能使当代中国学术话语

体系保持对社会现实问题揭示的准确性、对矛盾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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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的深刻性，以及对价值把握的科学性优势，从而有

效地克服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对当代

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攻击和拒斥，为当代中国学术

话语体系营造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

批判精神是学术话语体系最可贵的精神，具有

批判意识的学术才具有生机和活力。西方学术不断

地进行自我批判，比如康德批判、黑格尔批判、“科

学理性批判”、“工业资本主义批判”等；同时也在不

断地进行他者批判，比如亚当·斯密的重商主义批

判、凯恩斯的国家放任主义批判、现代主义批判与后

现代主义批判等。在这种双重批判中，西方学术不

断获得发展。马克思主义继承并超越了西方学术的

批判传统，形成了以实践为根基的独具特色的批判

精神。从批判的对象看，马克思主义不仅进行严肃

的自我批判，而且开展积极的他者批判，在批判的基

础上不断地超越自我和他者，不断创新和传播自己

的理论；从批判的内容看，马克思主义以实践为根基

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了彻底批判，以资本为核心对

资本主义制度开展了深刻批判，以人的解放为基点

对虚假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了大胆批判，从上

述批判中发现了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世

界，并在持续性批判中将其从欧洲传播到世界各地，

从而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和无产阶级的历史

命运。

今天，我们必须秉持马克思主义彻底的批判精

神，以永葆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生机和活力，同

时要积极地批判各种消解和误解当代中国学术话语

的错误言行，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传播提供良

好的学术生态环境。“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不

怕批评，它是批评不倒的。”［３］（Ｐ２７８）讲学术，要“这种

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那一种学术

压倒一切”［３］（Ｐ５４－５５）。真理总是与谬误相比较而存

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因此，学术上的百家争鸣非但

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相反还

会加强它的地位。当代中国学术形成了批判精神的

良好氛围，出现了中国化的现象学、符号学、解释学

等精品力作，那才是走向成熟的表现。现在，到了构

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时候了，我们应该为之

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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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三个关键点
张福平

（郑州轻工业学院 学报编辑部，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在当今社会形势下要进一步拓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渠道，推进其传播，需要对传
播理论和传播方式进行深入的研究，而研究各种成功的传播模式，无疑是改进传播方法的一条捷

径。研究同为精神信仰的宗教之有效传播模式，再反观我们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有助于

发现其中的短板与有待完善的环节。梳理宗教传播相关研究可以发现，宗教传播总是先通过提供

物质和精神服务吸引人加入“组织”，再将其纳入小团体活动，在活动中进行宗教教诲，强化其宗教

使命感，尤其注意将教义化为可感知的存在以便于人践行，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尽管我们不能把传

播马克思主义与传教布道相提并论，但同为精神传播，二者在传播特性上有某种相通之处，批判吸

收宗教传播经验，毛泽东时代对大众的神圣性精神引领是马克思主义成功传播的重要一环。汲取

前辈成功经验，当前要有效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有三个关键问题必须解决：一是要有使人

们看得见摸得着、可以即刻付诸实践并有望见到效果，因而愿意接受、真实通俗、鲜活管用、能吸引

人的鲜明旗帜，实现理论创新，让人“信”；二是要有一套切实可行的掌握群众的教育方法，通过不

断地精神内化使人自觉追求并为之奋斗，让人“仰”；三是要将理论变成物质力量，通过党员的示范

作用、广泛的社会参与，以获取社会资本，与大众互动共进，在活动中让人“行”，从而使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传播进入内生发展状态。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宗教传播模式；宗教式内化；公共空间

［中图分类号］Ｇ２０６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３．０４．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

到被广大群众理解掌握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

种先进的理论，是一种精神武器，只有被广大人民群

众所理解、所掌握，才能转化为物质武器，从而变成

强大的物质力量，在实践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实现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

主义必须解决好的重大问题。在当前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建设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研

究也在不断深化。鉴于现有研究多是从理论创新、

新闻宣传方法“三贴近”等角度切入，或停留于认识

层面缺乏对有效传播路径的探讨，或就宣传说宣传

缺乏系统性及思想深度。笔者认为，作为精神信仰

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要在当今社会形势下得

到进一步拓展，需要对传播理论和传播方式进行深

入的研究，而研究各种成功的传播模式，无疑是改进

传播方法的一条捷径。研究同为精神信仰的宗教之

有效传播模式，再反观我们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大众

化传播，有助于发现其中的短板与有待完善的环节。

本文拟通过梳理宗教传播方法给出其模式框架，以

我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经验为佐证，说明

可以从信仰特性角度思考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

并据此找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关键环节，提

出对策建议。

　　一、宗教传播模式研究

目前世界上约有一半以上的人是宗教信徒，他

们分布在全球各地。宗教已渗透到人类社会的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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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并对人们的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产生深刻影

响。基督教是世界上传播最广、信徒最多的宗教，在

科技经济发达的多族裔移民国家美国大行其道，美

国人都以基督教教义作为自己和整个社会的道德基

础，成了其须臾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对美国及其

建国之前北美殖民地时期的宗教传播活动予以解

析，可以发现宗教传播的许多规律。

我国著名宗教与法治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

院研究员刘澎在《宗教与美国市民社会》《美国宗教

团体的社会资本》［１］等著述中对美国基督教传播进

行了多角度解析，系统梳理其相关文献可以概括出

如图１所示的宗教传播基本模式。

图１　宗教传播模式框图

１．成为社会资本基地
（１）社会服务中心。在美国，许多民众走近宗

教组织、参与宗教活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会作为

社会资本的最大占有者和重要的社会网络中心，有

着社交技巧和规则之孵化器的作用，是获取社会资

源的最佳途径。在宗教活动中人们可以学习演讲、

组织活动、协调关系和承担责任，有助于其扩大社会

交往范围，以获得更广泛的非正式社会关系与更多

的工作机会。

（２）宗教服务的精神中心。作为一种特殊的公
共空间，教会组织很是关注人本身，关注人的生存与

处境，注重从精神感情上满足人们的交往需求、尊重

需求与认同需求，缓释其精神压力，增强社会联系。

其重要方式是让具有相似背景和兴趣的人们借助教

会相识进而组成各种小团体，定期聚会，分享各自的

喜怒哀乐，讨论他们的价值观，传递爱心，使他们不

会因与朋友熟人相隔绝而感到孤独，进而对这种关

系密切、充满热情的社会小团体产生依赖。对于一

个普通人来说，加入教会就能把自己同社会联系起

来，从而得到温暖和帮助。

２．构建市民社会
人人享有“上帝赋予的不可剥夺的自由和权

利”，是各派教会争夺信徒、争取自由发展的共识，

而各派教会的竞争发展又使之得到广泛传播。这为

市民社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教会通过

在内部发展民主管理制度以及成功地组织宗教活

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潜移默化地演习和培养了市

民社会的要素，塑造并发展了市民社会的思想观念，

构建了市民社会的雏形。

一是教会通过各种委员会和工作组开展社会救

助、举办宗教讲习班等社会服务，提高社区生活质

量，使其成员得以控制和影响自己所生活的小环境，

同时扩大教会在社区中的影响力。二是教会鼓励人

们在对信仰和价值观的传播中表达自己的宗教虔

诚，这样人们可以最大限度地进行社会交往和社会

参与。三是宗教提倡行善，那些经常参与宗教活动

的人往往很愿意参加志愿者活动，有较强的社会公

益感。在美国，宗教组织是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发

展的基础，也是美国市民社会稳定发展不可缺少的

一种具有最广泛群众基础的社会组织。

３．进行公民教育
美国政治学家肯尼思·沃尔德在谈到宗教对美

国民众的道德影响时说，“教堂是公民美德的孵化

器”。长期以来，宗教作为公共生活中的声音，在塑

造个人品格和美德、为大众提供道德准则、促进社会

认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１）注重对个人品格和行为的道德影响。宗
教的道德教育是以宗教教诲的形式出现的，宗教

教诲直接影响着人们的道德标准。基督徒每周日

都带孩子到教堂做礼拜，平常还要让其到教堂开

办的学校接受宗教知识和宗教道德教育。这样基

督教的基本信条以各种形式不断被强化，当一个

人成年后便成为其衡量和监督自身或他人品行的

规范与标准。

（２）以宗教的形式、在宗教的名义下，逐步确
立和不断强化包括市民社会原则在内的一般意义

上的社会规则。今天，许多美国人把宗教自由看

成是天赋人权的基本组成部分的理念，与美国建

国之前的北美殖民地初期出现宗教专制引起反抗

斗争的历史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作为市民社会基

本理念的自愿原则，则是宗教宽容与自由选择在

北美世俗社会生活中的具体应用。正如托克维尔

所说：“在美国，宗教是同整个民族的习惯和它在

这个国土上产生的全部情感交织在一起的。这就

使宗教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断地

以宗教的方式对美国人进行民主与自由的理念训

练。当一个人接受了基督教的教义后，也就承担

起了基督教所提出和支持的包括民主与自由在内

的大量道德义务。正是这种长期反复的训练，形

成了能够把大多数美国人的精神、意志和思想集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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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起来，并保持其整体性的共同信仰。

４．强化宗教的使命感
（１）将宗教教诲转化成为可以践行的存在。宗

教组织不仅注意用宗教信条进行公民教育，还鼓励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践行这些教诲。这就使得宗教既

是一种精神信仰，也是可以通过践行感受的存在，因

而在各种宗教活动中不断被强化，进而与社会公共

利益需求相结合，成为人们日常行为的道德准则。

比如，从１８世纪２０年代起持续了大约半个世纪的
北美殖民地市民社会争取宗教自由和复兴宗教的大

觉醒运动，以“灵魂自由”为口号，把抽象的基督教

教义与神学变成了一种具有丰富内涵的民主哲学。

大觉醒运动在宣传宗教改革提出的新的宗教思想的

同时，也使自由民主平等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深入

人心，为此后发生的北美殖民地独立运动和美国建

国奠定了思想基础。

（２）将人们的思想行为与宗教信仰挂钩。宗教
教诲将个人使命感与社会需求相结合，以社会资本

为载体，建立个人行为道德反馈机制，提供检验信仰

的公正性，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宗教教诲的践行

具有某种神圣的、持续的暗示力量。其方法是将一

切问题都同宗教信仰挂钩，再用宗教道德标准予以

评判。这样，那些与道德相关的问题就蒙上了浓厚

的精神信仰色彩。将人的行为与信仰直接挂钩的方

式，对人的心理暗示作用是极强的。它使人们对神

的敬畏同对社会道德规范的认可联系在一起，于是

宗教教诲与道德问题就很自然地融为一体，从人们

的内心深处制约其行为，影响其对家庭、社会及公共

生活的认识与态度，从而左右社会风尚。

此外，教会还不断地用清教思想对教徒日常生

活方式予以指导和影响，使信徒把参加宗教生活和

以教会为中心开展的社区活动看成是自己义不容辞

的天职，以强化其宗教使命感。

综上所述，宗教传播的基本理路是：先通过提供

物质和精神服务吸引人加入“组织”，再将其纳入小

团体活动，在活动中进行宗教教诲，强化其宗教使命

感，尤其注意将教义化为可感知的存在以便于人践

行，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二、毛泽东时代传播马克思主义时

对大众的精神引领

　　所谓信仰，就是以敬仰的态度发自内心地自觉
自愿地信服和尊崇某种学说或观念，并把它奉为自

己的精神支柱和行为指南。［２］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

播就是要用人们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方式，使人们心

悦诚服地、自觉自愿地信服和尊崇马克思主义，将其

作为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及存在意义。马克思主

义的真理性非其他学说、主义、观念或者宗教等精神

信仰可比，它天然地具有掌握群众的实在性，而在传

播方法上，同为精神信仰传播的宗教传播，与其有着

某些相通之处。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以人为本的世界

观和价值观，它指示了实现人的彻底解放、人的自由

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它为人们提供了共同的价值

理想和道德规范，是把民众凝聚在社会主义旗帜下

的精神灯塔。将其内化为社会成员的素质，是实现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应有过程。［３］因此有必要将马

克思主义大众化。然而，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

和经济社会生活的日趋多元化，伴随着革命战争的

胜利而逐渐在我国占据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马克思

主义，遇到了现实挑战。究其原因既有意识形态领

域斗争复杂等外部原因，也有现实的困扰———马克

思主义描绘的美好图景与当前社会现实形成强烈反

差、个别党员领导干部的腐败行为与马克思主义者

应有的为民形象形成强烈反差，加之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学术创造力不足，这些都制约了其对时代精神

的汲取及当代价值的发掘，影响了其在意识形态领

域指导地位的巩固及对各种社会思潮的批判，致使

纷杂的社会思潮不断侵蚀马克思主义的固有领地，

于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遂成为一个现时亟待

解决的重大问题。黑格尔认为，成功的存在必有其

合理性；而成功的理由则是相似的。他山之石，可以

攻玉。研究宗教传播的长处有助于我们开拓思路，

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毛泽东时代对马克

思主义的有效传播就有对宗教信仰传播的批判

吸收。

作为一种反对阶级压迫、追求社会正义的政治

主张，马克思主义在黑暗的旧中国犹如一盏明灯，让

人看到了希望。鉴于理论与现实、知识分子与社会

大众存在差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毛泽

东从当时中国的社会实际出发，创造了中国特色的

马克思主义———发动农民武装暴动，通过土地革命

建立政权，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夺取全国胜利。

面对以文盲为主的农民，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用“打

土豪，分田地”这一极简单的口号，把博大精深的马

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最大程度地简化，使人很容易就

明白，为了生存而将其作为自己奋斗的精神信仰也

顺理成章。要让加入革命队伍的农民有别于流寇，

就必须让他们把信仰从分得一块土地、为家人复仇

的个人功利层面进一步提升为神圣的使命感，从而

完成从普通人到马克思主义忠实信仰者的转变。这

就需要一个能够让人自愿追求自愿献身的、有神圣

性的信仰予以引领，于是毛泽东等党的领导者高举

马列主义思想大旗，以“为人民服务”这一简单易懂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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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口号为奋斗宗旨，通过文艺宣传、扫盲等途径，让

每一个加入革命队伍的人都明确自己应有的理想追

求，并随时准备把一切都献给革命事业。此时，“打

土豪，分田地”不再是为了个人目的，而是自己追求

的伟大事业的一部分，于是，参加革命的普通人就从

要改变自身命运转变为谋求大众解放的、用革命信

仰武装起来的理想主义者。如此，中国的新民主主

义革命便有了能够使中国人团结起来共同奋斗的信

仰基础，有了得到千百万人支持的追求目标，有一支

怀着远大理想的坚强队伍，其最终取得胜利不仅是

军事上的胜利，也是政治上、精神上、信仰上的胜

利。［２］批判地吸收宗教信仰的传播方法，毛泽东时

代对大众的神圣性精神引领对于我们完善当前的马

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有着重要学习价值。

应当指出，马克思主义与宗教虽同为精神信仰，

却有本质的不同：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理论，而宗

教则只有故事、没有理论，为科学所不容；马克思主

义是基于真理的一种信仰，其目标是现实的、可以实

现的，而宗教是基于愿望的一种信仰，其信仰是无法

兑现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消除世界上一切不平等现

象只有一条途径，即消灭私有制，而宗教则认为只要

人人弃恶从善，则人人都会进入天堂。总之，马克思

主义是人类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

器，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关心的

是人类现实的解放，而不是天堂里虚幻的自由，马克

思主义既不信神，也不信任何造物主，主张人类解放

全靠我们自己。而宗教是对神的信仰，它倡导忍耐、

服从、“来世”憧憬，有超自然、超社会的性质，具有

非理性和盲目性的特征。马克思主义信仰与宗教信

仰有着天壤之别，因此不能把传播马克思主义与传

教布道相提并论、把共产党员与宗教信徒相提并

论。［４］毛泽东时代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成功传播，

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以其科学真理性征服了中国社

会，按照马克思主义办事，是人们源自内心认同而产

生的自律。正如恩格斯所言：理论在一个地方的实

现程度，取决于这个地方对于理论的需要程度。当

前我们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最根本的

是理论创新，同时辅以适当的传播方法，以宗教传播

为镜鉴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更完善、更有

效———经过近百年马克思主义洗礼的当今中国，虽

然绝大多数人都知道宗教的消极，但又不得不承认

宗教传播的有效与成功。

　　三、当前有效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

化传播的关键点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要有效推进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传播，除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努力

实现社会公正，践行马克思主义，还要坚持从群众中

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通俗化，

在实践的基础上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精神

信仰传播的角度讲，有三个关键问题必须解决：一是

要有使人们看得见摸得着、可以即刻付诸实践并有

望见到效果，因而愿意接受、真实通俗、鲜活管用、能

吸引人的鲜明旗帜，实现理论创新，让人“信”；二是

要有一套切实可行的掌握群众的教育方法，通过不

断地神圣性内化使人自觉追求并为之奋斗，让人

“仰”；三是要将理论变成物质力量，通过党员的示

范作用、广泛的社会参与，以获取社会资本，与大众

互动共进，在活动中让人“行”，从而使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传播进入内生发展状态。

１．以道德为基础，抓取官民信仰的契合点，让人
“信”

信仰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正的相信，是自觉自

愿地无条件地接受、崇敬和追求。信仰决定着人的

人生观、价值观，是人的一切精神和行为的准则。有

了信仰，人才能从本质上认识自己存在的意义。信

仰能激励和督促人为心中的目标而努力，为民族国

家的存在发展提供根据与动力，是社会成员达成共

识、团结奋进的精神基础。国家信仰以个人信仰为

基础，是个人信仰的整合与代表，如果国家信仰不是

个人信仰的集中体现，就会失去引领公众的

功能。［２］

在全球化、信息时代迅速发展的２１世纪，要进
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解决中国人的信仰问

题，需要集合与反映个人信仰，在继承中华传统文化

的基础上进行信仰创新，为现阶段的中国提出一个

简洁明了、易于大众接受的、体现社会发展共识的主

题词，这个主题词要体现民众愿望、时代特点，成为

中华民族的共同信仰。比如能够体现时代最强音的

主题词“和谐”，其内涵相当丰富，很有包容性，将其

提到全民信仰的战略高度、作为旗帜，用以凝聚各族

中华儿女的意志，在官方和民间及国际社会都有接

受认可的基础。２００２年１１月中共十六大提出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２００４年９月中共十六届四
中全会完整地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概

念，２００５年４月胡锦涛主席参加雅加达亚非峰会时
进而提出，应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

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这是对人类社

会历史发展的终极关怀和价值思考。构建和谐社会

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奋斗目标。中国传统文化追求

一种和谐共生精神，在我国民间，“天人合一”、“和

为贵”、“和衷共济”、“家和万事兴”等说法，都体现

了一种对平等、富裕、文明、和谐社会的美好追求。

在西方文化中和谐观念也有深厚的思想根源：古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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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第一个明确地把“和谐”作为

哲学的根本范畴，从苏格拉底开始，“和谐”被引入

社会领域，从而产生了和谐社会的理想；马克思恩格

斯在继承前人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创立

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勾画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

蓝图，提出了新的无产阶级的和谐社会思想……和

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

的共同追求，相信构建和谐社会的倡导必将在国际

社会得到广泛回应。总之，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支

柱和方法论基础，提倡“和谐”理念，是根植于中华

民族历史文化、结合当今国情、与世界发展主题相呼

应的产物。高举“和谐”大旗，能够满足国内各方面

的需要，得到社会广泛的支持与认可。所以，以“和

谐”为旗帜统领社会思想，有助于在全社会构建整

体性的共同信仰，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

２．以宣教为手段，把握统领民众的作用点，让人
“仰”

在与社会整体需要相结合的基础上，将信仰提

升到理性的高度之后，还要有一套切实可行的掌握

群众的教育方法，以通过不断地神圣性内化使人自

觉追求并为之奋斗，让人“仰”。

某种意识形态要获得统治地位，不是靠政治权

力，而是靠它在社会生活中所拥有的话语权。该意

识形态不仅要反映社会生活，还要通过特定的语言

系统，对人们的生活认识和社会心理进行“过滤”与

“反哺”，以规范社会生活。［５］要把马克思主义转化

为人民的自觉追求，内化为引领人们的精神寄托和

行为标准，需要将其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

全过程，通过宣传让人知晓，通过解读让人理解，通

过认同让人遵从。

一要切实关注社会成员意识，把握大众需求的

真实性和现实性，让马克思主义潜入人们的心灵和

思想深处，并作为人们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稳定

下来、延续下去。从价值主体方面讲，价值观的认同

过程是主体对社会上的各种价值信息予以反映、遴

选、整合和内化的过程。其间，人们会根据自身独有

的情感倾向、思想构成等特性，主动对外在价值观信

息进行解读，然后才融入到自己的思想中。［３］所以，

要针对社会公众意识进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

当前，在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整体推进的同

时，尤其要针对一些模糊认识和混乱思想作重点宣

讲，高度重视人们的利益关切，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

决民生问题相结合，关注大众需求，科学解答大众困

惑，对公众关心的社会热点、难点、疑点问题做出令

人信服的回答和切实的解决，解疑释惑，排忧解难，

使群众切实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与实践性相

统一、真理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理论品质，在满足群

众需求中实现理论的价值。

二要充分考虑广大群众特别是城乡基层群众的

理解能力、文化习俗和思维方式及生活习惯，依据现

实环境，分析民众心理预期、价值趋向，进行人群划

分、需求分析，围绕人们的需求提供服务以吸引人接

近，同时强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发生影响的经

济社会文化基础，结合人们的各种关注点、兴趣点及

生活实践挖掘典型事例，通过编写通俗读物、发布公

益广告、宣传先进典型等多种形式和使用通俗化、生

活化的语言，对深奥的理论进行深入浅出的解读和

阐释，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人们生活中的朴素

道理，把政治话语转化为大众话语，生动表现其深刻

内涵和精神实质。

三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由单向灌输变为

双向互动，通过理论工作者与公众的对话交流、专业

的理论教育与感性的榜样示范相结合，使公众主动

接受马克思主义。双向互动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

播，反映和包含了群体中个体成员的愿望和要求，是

个体成员实现自己合理意愿的保障，是在为实现个

体成员的发展目标创造条件，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传播的方向与公众的内在要求相一致，其合

理性得到理解和接受，因而会内化为公众意愿，成为

公众的政治信仰和行为准则；双向互动传播在使受

众的态度于“对话”中被影响、被改善、被强化、被塑

造的同时，还可获取大众最真实的信息反馈，使马克

思主义理论在指导大众实践中接受检验并根据反馈

信息及时进行调适，从而主动适应实践发展与大众

需要，在此过程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３．以活动为载体，激发民众参与的兴奋点，让人
“行”

要将理论变成物质力量，除了坚持马克思主义

社会发展观，努力实现社会公正，带领民众共同创造

美好生活，为民众接受和信仰马克思主义奠定坚实

的社会基础，还要通过党员的示范作用、广泛的社会

参与，以获取社会资本，与大众互动共进，在活动中

让人“行”，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进入内生

发展状态。

一要注重党员引领意识和引领能力的培育。马

克思主义传播者唯有把理论的要求内化为自己的行

为准则，率先践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辐射社会，

引导大众接受、认同和信服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如

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所言：说话人的品格是一

切劝服的手法中最有说服力的。与前面所谈基督教

传播相似，佛教也很重视传播———借讲经、布道普及

其理念。佛教自印度进入中国后，又与中国传统文

化相融合，将“修身”、“正己”作为对信徒的要求。

佛教的“自觉觉人”、“自度度人”与儒学的“必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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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而后正人”在这里融为一体。就马克思主义传

播而言，其各级传播者必先“自觉”而后才能谈到

“觉人”；必先“自度”，而后才能有资格“度人”。现

实的情况是，不少传播者———一般是党和政府的各

级干部———既未“自觉”，更未“自度”，就以“布道

者”的身份在那里“讲经说法”，如此“觉人”、“度

人”，其效果可想而知！党员干部权威性强，影响面

广，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和领导骨干，对推动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负有重要责任，其一言一行都会

被看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某种阐释，只有他们将

自身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信仰达到知行合一的

境界，实现人格行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求的高度

一致，做到真信、真学、真懂、真传播、真实践，才能以

其高尚的道德和人格力量在传播中说服人、教育人、

感染人，从而促进大众的理论内化。［６］从受众心理

来讲，领导干部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格化，群众才不

会产生认知障碍，才能加速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认知与认同。

党员干部要注重自身对大众引领意识和引领能

力的培育，除了在日常言行中起模范带头作用以外，

还要以党的组织活动为载体，注意以积极的方式展示

党员干部的社会责任与社会关爱，比如在贫困救济、

社区发展、预防犯罪、发展文教、保护妇女与儿童权

益、老年人服务、环保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样受益

者也会以各种方式积极参与社会服务，使我们的组织

得以从社会和民众中汲取营养，从而有效地形成党组

织的社会资本与物质财富的良性循环和增殖。

二要经常开展相关活动，鼓励个人进行人际传

播。大众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推动力量。列

宁曾说，“我们的义务是要帮助每一个特别有才能

的工人变成职业的鼓动员、组织员、宣传员、交通

员”［７］。他强调要培养传播骨干，发动大众广泛参

与马克思主义传播，以影响更多人群，而不是将此重

任仅仅寄托在少数知识分子身上。当今社会，公众

介入媒介的欲求日益突出，要有效推进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传播，必须注重大众层面的交互传播，培植可

发挥积极作用的意见领袖，使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

的践行者，发挥示范作用，促进人际传播，使马克思

主义大众化传播进入内生发展状态。

首先，我们的宣传要渗透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

活之中，注重在市民社会层面展现马克思主义信仰

的力量，使其进入民众精神生活领域，浸入人们的心

灵，为其提供一种身份的认同感和根基感、归属感和

凝聚力，从而取得思想共鸣、心理认同和社会共识。

其次，要鼓励个体基于自己的关系圈子进行主动的

体验、传播和互动，促进正向自我观的创建、表达和

肯定，强化其主体意识与责任意识，形成多向交互，

继而带动更多的人和关系进入这个社群，带动更多

的体验传播、口碑传播和社群传播。再次，要构建马

克思主义信仰的“根据地”。要让既有受众在这个

“根据地”学习、交流、分享自己的体会，使他们通过

彼此的沟通获得丰富的价值体验，进而增加情感投

入，提高忠诚度———由此引发的“持续支持”的行为

忠诚和“荐给他人”的态度忠诚，因为加上了个人的

感受和体验，对于传播的受众来说更具有亲切感和

说服力。这样，通过内外部的人际传播，获得个人自

我观同感，从而增强群体归属感；传播者通过肯定、

鼓励的态度积极促进受众与自己共享意义和价值，

会焕发出无与伦比的号召力和影响力。［８］在社会实

践中我们要注意为人们提供更多的在组织内外服务

的机会，比如让人通过社会服务来提高社区生活质

量，使其得以控制和影响自己所生活的小环境，并通

过参与社会活动获得更多他人认同的机会，从而能

与他人分享思想和活动资源，形成内促力。

此外，我们的社会要提供检验马克思主义信仰

之公正性的制度，要建立个人行为的道德反馈机制，

把个人的使命感与社会需求结合起来，使人们在日

常生活中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践行具有某种神圣

的、持续的暗示力量———只有当人们发现其中包含

有保障、维护和促进自身发展要求的内涵时，才会更

积极主动地支持和自觉自愿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大众

化传播，而积极向上的社会环境，民主和谐、富裕文

明的社会状况，无疑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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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考父校诗说评议
章宏伟

（故宫博物院 故宫学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０９）

［摘　要］一直以来，学术界都认为正考父曾校对过《诗经·商颂》，为我国校勘之祖。但经史料考
证，正考父应该是宋戴公时大夫，生活于公元前９世纪末至公元前８世纪中叶，即周宣王、周幽王和
周平王统治时期，而周代文书官守森严，平民是绝无修改权利的。采诗说其实始于汉代，是汉代文

人根据汉朝乐府采诗的情形对《诗经》来源渠道所作的推测，并不可信。《诗经》全部是“圣贤”即

贵族们的作品，他们创作诗主要是献给统治者，以达到讽谏与歌颂的目的。孔子曾经删诗，他从流

传的古诗中选编出３０５篇汇集成《诗经》，是《诗经》的整理者和编订者。因此，首见于《国语·鲁语
（下）》之“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中的“校”并非“校勘”之意，应理解为“整理”之

意较妥。校雠一事，应从孔子开端。

［关键词］校对；采诗；删诗；献诗；正考父；孔子；子夏

［中图分类号］Ｈ１３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３．０４．００３

　　现在人们探讨“校对”的概念，追寻其源头，总
上溯至正考父，认为“校”的本意为“校勘、考订”，首

见于《国语·鲁语（下）》“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

篇于周太师”［１］（Ｐ２１６），由此认定正考父做过校对《商

颂》的工作，是我国历史上从事校书的开端，并把这

个观点写进了各种教科书。但笔者在阅读历史文献

的过程中别有所得，感到有必要对此加以讨论。

　　一、正考父校诗说述略

为便于大家对正考父校诗说有较全面的了解，

现将各家说法列示如下：

王欣夫《文献学讲义》讲“最早的校雠家正考

父”时说：“《国语·鲁语》：‘闵马父谓正考父校商之

《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郑玄《商

颂谱》同，孔颖达《正义》：‘言校者，宋之礼乐虽则亡

散，犹有此诗之本，考父恐其舛谬，故就太史校之

也。’可知现在《商颂》各篇的次序，是经正考父从周

太史的本子校定的。正考父为周宣王时的宋大夫，

孔子的七世祖。他是校勘事业的发端者。”［２］

张舜徽《中国文献学》说：“校勘书籍，起源很

早。《国语·鲁语（下）》记载鲁大夫闵马父对景伯

的话：‘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

《那》为首。’后来汉代经学家郑玄作《诗谱》时，也用

了这几句话。孔颖达《毛诗正义》解释道：‘言校者，

宋之礼乐虽则亡散，犹有此诗之本。考父恐其舛缪，

故就太师校之也。’正考父是周末宋国大夫，即孔子

的七世祖。他那时便进行过校对《商颂》的工作，这

便是我国历史上从事校书的开端。”［３］

赵仲邑《校勘学史略》说：“我国对古书的校勘，

源远流长。在周代已有正考父、孔子、子夏等人从事

校勘。”并首引东汉郑玄《商颂谱》：“大夫正考父者，

校商之《颂》十二篇于周太师（掌管《诗经》的官），

以《那》为首，以祀其先王。”［４］

倪其心《校勘学大纲》说：“关于校勘的最早记

载，见于《国语·鲁语》。鲁国大夫闵马父说：‘昔正

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史，以《那》为首。’

此事又见于《诗经·商颂·那》小序：‘《那》，祀成汤

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甫（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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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

首。’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商颂谱疏》对此事有

个解释：‘韦昭（注《国语》者）云：名《颂》，颂之美

者。然则言校者，宋之礼乐虽则亡散，犹有此诗之

本。考父恐其舛谬，故就太师校之也。’正考父是周

宣王时宋国戴公的大夫，为孔子七世祖，约生活在公

元前９世纪末至８世纪初。宋国是殷商的后裔，所
以保存着歌颂商代成汤以下列祖列宗的诗篇，用于

宗庙祭祀歌舞。正考父恐怕这十二篇颂歌有语句文

字错乱，到周天子管理音乐的太师处，用周王朝保存

的《商颂》传本进行校正。显然，这一记载可以表

明，我国校勘古籍由来已久。同时也可看到，当时典

籍的保藏和传授是有专官的，因而是由宋国大夫专

门请教周朝太师。”［５］

罗孟祯在《古典文献学》“古代校勘的优良传

统”的开首说：“历史上有关校勘的记载，最早是正

考父校《商颂》。周武王封殷纣王的哥哥微子启于

宋，宋国保存了殷代贵族的乐章十二篇。传到第七

代宋戴公时，这些乐章已有错乱，需要校正。《国

语·鲁语（下）》载其事：‘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

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正考父是孔子的七世

祖，他用周天子的乐官太师保存的原底本来校勘宋

国早已错乱了的《商颂》，才确定以《那》为第

一篇。”［６］

管锡华《校勘学》说：“《国语·鲁语（下）》：‘昔

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

首。’昔指宋戴公之时（前７９９—前７６６）。宋是商纣
哥哥微子启的封地，所以还保有《商颂》。从微子启

到戴公已经历了七代。所存《商颂》十二篇已有讹

误错乱，所以正考父用周太史的藏本进行校正，并定

其篇次，把《那》篇作为首篇。（今《诗·商颂》五篇：

《那》、《烈祖》、《玄鸟》、《长发》、《殷式》，《那》仍为

首。）这是今天可以见到的史料所记载的最早的校

勘实例。”［７］

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说：“我国有史记载

的最早的一个知名的校雠家，是周宣王时的宋国大

夫正考父。《国语·鲁语（下）》：‘昔正考父校商之

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毛诗·商颂

·那》小序：‘《那》，祀成汤也。（宋）微子至于戴

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甫（父）者，得《商颂》十二

篇于周之大师，以《那》为首。’《毛诗·商颂谱》：

‘自从政衰散亡，商之礼乐七世至戴公，时当宣王，

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大师，以

《那》为首，归以祀其先王。’正考父是孔子的先人，

《左传·昭公七年》载孟僖子说：‘吾闻将有达者曰

孔丘，圣人之后也，而灭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

授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上卿）兹益

共（恭）。’此为经古文说，比较可靠。《史记·宋微

子世家》：‘太史公曰：……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

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

以兴，作《商颂》。’则认为正考父为宋襄公时人，《商

颂》非其所校而为其所作。此盖本今文《鲁诗》说。

《史记索隐》于此有辨：‘今按《毛诗·商颂序》云：正

考父于周之大师得商颂十二篇，以《那》为首。《国

语》亦同此说。今五篇存，皆是商家祭祀乐章，非考

父追作也。又考父佐戴、武、宣，则在襄公前且百许

岁，安得述而美之？斯谬说尔。’故可断定《商颂》非

正考父所作，只是经过他的校理而已。但是《商颂》

文字不古，篇幅较长，亦非商代古辞，当为商之后人

追颂先王先祖之作。”［８］

洪湛侯《中国文献学新编》说：“我国古代的图

书，集中于官府，周代设有专官，分部执掌，《周官》一

书，记载甚详。章学诚《校雠通义》所说：‘《易》掌太

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领于

太师，《春秋》存乎国史。’指的就是这种情况。民间

无简册，私门无述作，史官守其图籍，持而弗失，所以

那时期并无所谓校雠之事。即使后来偶有校书的记

载，也是很片断的、零星的。周公平定武庚之乱以后，

将殷旧贵族中反对纣王的微子封于宋，使他保持商人

的宗祀，因而存有商代贵族的乐章和乐谱。孔子的祖

先正考父，西周末年为宋国大夫，得商之名《颂》十二

篇，向职掌此事的周太师请教，最后编定次序以《那》

为首。郑玄《诗谱·商颂谱》说：‘大夫正考父者，校

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归以祀其先

王。’说的就是这回事，但在以后的百年之间，散亡七

篇之多，再要补齐，已无从着手了。年湮代远，正考父

的校雠方法，文献无征，已不可考。”［９］

阙道隆、徐柏容、林穗芳《书籍编辑学概论》说：

“‘校对’是根据原稿核对校样或根据底本核对抄本

等复制本，以发现和订正差错，‘校’本意为校勘、考

订，首见于《国语·鲁语（下）》‘昔正考父校商之名

颂十二篇于周太师’，距今已有２７００多年。‘对’是
‘相对’、‘对照’。‘校对’和 ‘校雠’是同义

词。”［１０］（Ｐ３５６）书中以为此事“距今已有２７００多年”，
是对正考父生活年代认定有误，辨见下。

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校勘编》说：“《国

语·鲁语（下）》云：‘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

以《那》为首。’郑玄《诗谱》也引用了这段话，孔颖达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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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颂谱疏》加以解释说：‘韦昭云：名颂，颂之美者。

然则言校者，宋之礼乐虽则亡散，犹有此诗之本。考

父恐其舛谬，故就太师校之也。’（《毛诗正义》卷二

十之三）这里的校字显然是指校正文字错误。”［１１］

上述各家均以为正考父为我国校勘之祖。

　　二、正考父生活年代考辨

正考父是孔子的先人，有关他的记述不多，且颇

有歧异。为便于考察，先来排一下孔子家族的世系：

公———弗父何———宋父———正考父———孔父

嘉———木金父———祁父 （字眞夷）———防叔 （奔

鲁）———伯夏———叔梁纥———孔子。

《礼记·檀弓上》记孔子说：“而丘也，殷人

也。”［１２］（Ｐ１２８３）就是说他是殷商的苗裔。周武王灭了

殷商，封殷商的微子启于宋。孔子的先祖孔父嘉是

宋国宗室，因为距离宋国始祖已经超过五代，便改为

孔氏。孔父嘉，正考父之子，宋穆公时为大司马，是

托孤之臣。［１３］（Ｐ２８－３０）

《史记·孔子世家·索隐》引《家语》：“孔子，宋

微子之后。宋襄公生弗父何，以让弟厉公。弗父何

生宋父周，周生世子胜，胜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

五世亲尽，别为公族，姓孔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

父生眞夷。眞夷生防叔，畏华氏之逼而奔鲁，故孔氏

为鲁人也。”［１４］（Ｐ１９０６）“孔子……其先宋人也，曰孔防

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

而生孔子。”［１４］（Ｐ１９０５）

归纳起来，关于正考父生活的年代，大概有２种
说法。

一种说法认为正考父是宋襄公时人。持这种说

法的主要是《史记·宋微子世家》：“（宋）襄公之时，

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

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１４］（Ｐ１６３３）认为

正考父是宋襄公时人，《商颂》非其所校而为其

所作。

《诗》是先秦士大夫所必读的典籍，也是儒家传

习、研究的主要学问之一，由于不仅被录于竹帛，而

且广泛地为人们口头所诵咏，所以虽经秦火和战乱，

到汉初还是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并且流传也比较广

泛。汉初传《诗》者主要有鲁人申公、齐人辕固生、

燕人韩婴三大家。至于《毛诗》，不过是三家之外的

一种隶书本子，鲁、齐、韩三家诗为今文经，《毛诗》

为古文经。三家诗中，以《鲁诗》最为先出，流传最

广，影响最大。

《史记·宋微子世家》的这种说法的来源也是

《鲁诗》：“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

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

颂》。”［１４］（Ｐ１６３３）

鲁说：《扬子法言》：“昔颜尝夫子矣，正考甫

尝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尝正考甫矣，不欲则已

矣，如欲，孰御焉？”［１５］（Ｐ３）《诗·大雅·民》：“吉

甫作诵，穆如清风。”［１２］（Ｐ５６９）这是说正考父学尹吉甫

而作《商颂》。

齐说：《礼记 · 乐记》郑玄注：“《商》，宋

诗也。”［１２］（Ｐ１５４５）

韩说：《后汉书·曹褒传》：“昔奚斯颂鲁，考甫

咏殷。”［１６］（Ｐ１２０３）李贤注：“正考甫，孔子之先也，作

《商颂》十二篇。”［１６］（Ｐ１２０４）

毛说：《毛诗·商颂·那·序》：“有正考甫者，

得《商 颂》十 二 篇 于 周 之 大 师，以 《那》为

首”。［１２］（Ｐ６２０）

鲁、齐、韩三家谓正考父作《商颂》，独《毛诗》主

张《商颂》非正考父创作，而是得之于周王朝太师。

但是《鲁诗》（包括《韩诗》）这一说不可靠。

《史记索隐》于此有辩：“《毛诗·商颂·序》云：正考

父于周之太师‘得《商颂》十二篇，以《那》为首’。

《国语》亦同此说。今五篇存，皆是商家祭祀乐章，

非考父追作也。又考父佐戴、武、宣，则在襄公前且

百许岁，安得述而美之？斯谬说耳。”［１４］（Ｐ１６３３）《史记

会注考证附校补》引朱熹曰：“太史公盖本于《韩诗》

之说。《颂》，皆天子之事，非宋所有。其辞古奥，亦

不类周世之文。”［１７］（Ｐ９５９—９６０）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二

十亦有辩：“案：昭七年《左传》及《鲁语》、《诗序》言

正考父佐戴、武、宣，得《商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

《那》为首。则是从戴至襄百四五十年，正考父非襄

公大夫也，非作《颂》之人也，非追作之也。但史公

此说实本《韩诗》，故《法言·学行篇》曰：‘正考甫

尹吉甫，公子奚斯正考父。’（奚斯作《门必 宫》，史克

作《颂》，而以《颂》为奚斯作亦《韩诗》说。）《后（汉）

书·曹褒传》曰：‘奚斯颂《鲁》，考甫咏《殷》。’康成

《乐记》注以歌《商》为宋诗，嗣后文人多仍此说，然

与本义全乖，《诗疏》、《史记索隐》及《困学纪闻》俱

斥其误。”［１８］（Ｐ９６７）

《史记索隐》等的驳斥是正确的。正考父作《商

颂》根本不合事实，《商颂》存在于正考父之前，早在

春秋宋襄公以前便已出现。清人胡承珙《毛诗后

笺》卷三十，陈奂补云：“隐三年《左传》美宋宣公，引

《商颂》‘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晋语》公孙固对

宋襄公引《商颂》‘汤降不迟，圣敬日跻。’则《商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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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作于宋襄，《内外传》有明证矣。此可见毛公师承

之确实，三家诗可废，而毛诗不可废。”［１９］（Ｐ１１１２）隐三

年所引诗句见于《玄鸟》，《晋语》所引诗句见于《长

发》，均在《商颂》中。

孔子生年为公元前５５１年—前４７９年。而叔梁
纥生孔子时，据说已７０岁。因此，孔子的七世祖正
考父是不会成为宋襄公（前６５０—前６３７在位）的大
夫的。

另一种说法认为正考父是宋戴公时大夫，曾佐

戴、武、宣。

《左传·昭公七年》载孟僖子说：“吾闻将有达

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而灭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

宋而授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

共。”［１３］（Ｐ１２９５）关于弗父何，《诗商颂·那·疏》引服

虔云：“弗父何，宋盡公世子，厉公之兄。以‘有宋’

言，盡公之适嗣当有宋国，而让与弟厉公也。”杜注

略同。李贻德《贾服注辑述》云：“《史记·宋世家》

云：‘盡公共卒，弟炀公熙立。盡公子鲋祀弑殇公而

自立，是为厉公。’按此则厉公实自立，非弗父何让

之，与《传》违异。《猗那·诗序·疏》云：‘何是盡公

世子，父卒，当立，而炀公篡之。盖厉公既杀炀公，将

立弗父何，而何让与厉公也。’孔氏之言虽由臆决，

以《传》所云，当有其事。《史》不叙让国者，以《世

家》于春秋以前诸君，仅撮世系，不甚详事实故也。”

《宋世家·索隐》云：“据《左氏》，［鲋祀］即盡公庶

子也。弑炀公，欲立太子弗父何，何让不受。”正考

父，杜预注：“弗父何之曾孙。”杜预注：“孔子六代

祖孔父嘉为宋督所杀，其子奔鲁。”杜此说取于服虔

（服说见《后汉书·孔融传注》），然《诗商颂谱疏》

引《世本》谓“正考父生孔父嘉，为宋司马，华督杀

之，而绝其世。其子木金父降为士。金木父生祁父，

祁父生防叔，为华氏所逼，奔鲁，为防大夫，故曰防

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生仲尼。”

然明陆粲《左传附注》及李贻德《贾服注辑述》俱谓

服虔说可信，世本说不可信，是也。

《毛诗·商颂·那》小序：“《那》，祀成汤也。

（宋）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甫者，得

《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大师，以《那》为首。”［１２］（Ｐ６２０）

《史记·宋微子世家·索隐》亦云：“考父佐戴、

武、宣，则在襄公前且百许岁。”［１４］（Ｐ１６３３）

以上说法相同，都以为正考父为宋戴公时大夫。

后两说更及校（或得）《商颂》于周太师，与《国语·

鲁语（下）》的说法相同。正考父所佐的宋戴公的三

十年，正是周平王元年东迁洛邑的年份。

据此，我们可以断定：正考父佐戴、武、宣的说法

是可信的。正考父当生于公元前９世纪末至公元前
８世纪中叶，经历了周宣王、周幽王和周平王三个
时期。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春秋时晋太史史墨

追述先代官制说：“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

思之。一日失职，则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业，

其物乃至。”［１３］（Ｐ１５０２）这便是周代文书官守的森严情

形，平民是绝无权利审阅、修改的。

章学诚认为我国自有文字和书契以来，即从三

代到战国以前，是经过了一个学术在官、官师合一、

无私人著述的时期。所以，生活于周代的正考父不

可能从事校对文书的工作。

　　三、民间采诗之说起于汉代

《诗经》中的作品，从创作年代看，包括了上下

五六百年；从产生的地域看，有的出于王都，有的出

于各诸侯国；从作者看，有的出自于贵族，有的来源

于民间。这些作品是如何汇集在一起而编纂成书

的，诗三百篇本身和先秦古书中都没有明确的记载。

关于《诗经》编辑情况的记载，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主要有采诗说、删诗说和献诗说三种说法。

就现有的史料看，先秦文献中，都没有关于《诗

经》中的篇章有来自民间、出自平民或奴隶之手的

明确可靠的记载。可是在汉人的著述中却流行“采

诗”说，这种“采诗”说显然是后世“民歌”说的源头，

故应予重视。

最早提出采诗说的是《礼记》。《礼记》是西汉

末年儒生依据古代史料为托古改制、制造舆论而作

的。既然托古是为了改制，就要求适应当时政治斗

争的需要，因此《礼记》可以说是有真有假，不可全

信但又不可全不信的书。《礼记·王制》载：“天子

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命大师

陈诗，以观民风。”［１２］（Ｐ１３２７）既然要“观民风”，所陈之

诗就得来自“民”才行。所以，郑玄为《礼记》作注时

认为：“陈诗谓采其诗而视之。”［１２］（Ｐ１３２８）唐人孔颖达

（公元５７４—６４８）《礼记正义》更进一步说：“各陈其
国风之诗，以观其政令之善恶。”［１２］（Ｐ１３２９）郑玄训“陈

诗”为“采诗”有主观臆断的成分，因为“陈”是陈列

的意思，同“采”显然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孔颖达进

一步阐述了郑玄的说法，却没有翔实的史料为依据。

《礼记》是今文经，今文经学家刘歆（公元

前？—公元２３）在《与扬雄书》中对此事却另有解
释：“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遒人使者，以岁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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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路，逑 （求）代 语、童 谣、歌 戏，欲 得 其

最目。”［２０］（Ｐ８２０）

童谣、歌戏与诗均属有韵之文，而童谣、歌戏更

接近民歌。诗三百为古之乐歌，“轩车使者、遒人使

者”所收集的歌谣是极有可能被编入《诗经》中的，

但是生活于东汉末年的应劭在《风俗通义校注》中

说：“周、秦常以岁八月遣 轩之使，求异代方言，还

奏籍之，藏于秘室。”［２１］（序Ｐ１１）

从时间上看，从所遣之人看，刘、应二人所讲的

应是同一件事，但所采集的内容不相同。不仅如此，

同一个人的同一部著作竟然前后也不尽相同。例如

班固（公元３２—９２）在《汉书·艺文志》中说：“《书》
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

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

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２２］（Ｐ１７０８）

班固强调诗与歌合二为一，他比《礼记》、刘歆、应劭

更明确提出“古有采诗之官”，专职采诗，目的是“王

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可是班固在

《汉书·食货志》里则说：“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

与歌咏，各言其伤。……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

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

于 天 子。 故 曰 王 者 不 窥 牖 户 而 知 天

下。”［２２］（Ｐ１１２１－１１２３）这是说，每当春天来到的时候，集

居的人群散到田间去劳作，这时就有叫做“行人”的

采诗官，敲着木铎（以木为舌的铃）在路上巡游，把

民间传唱的歌谣收集起来，然后献给朝廷的乐官太

师（乐官之长），太师配好音律，演唱给天子听。

“行人”屡见于《左传》，如“杀道朔及巴行

人”［１３］（Ｐ１２５），“行人失辞”［１３］（Ｐ７３４），“韩献子使行人子

员问之”［１３］（Ｐ９３３）。“行人”为古之官名，“《周礼·秋

官》有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仪；小行人，掌

使适四方，协九仪宾客之事。诸侯之行人似通掌

之”。“行人之官，有专官，如襄二十八年《传》有行

人子员、行人子朱，皆专官也。亦有兼官……行人，

其在 本 国 皆 另 有 本 职，行 人 乃 其 临 时 兼

职”［１３］（Ｐ１２５，７３４）。因此，“行人”与“公卿”、“列士”同

为在朝之奴隶主贵族，却是临时兼职的，不是专职的

采诗之官。关于木铎，许慎（公元５８—１４７）《说文解
字》说：“古之遒人以木铎记诗言。”［２３］（Ｐ９９）《左传·

襄公十四年》的材料“遒人以木铎徇于路”［１３］（Ｐ１０１７），

大约是许慎、班固所本。《左传》无采诗的记载，《汉

书》《说文》或另有所本，或为想当然之词。但是《汉

书·食货志》大体上是折中了《礼记》和刘歆的说

法，因此笔者认为，“采诗”是流传于汉人中的说法，

先秦并无其事。东晋杜预（公元２２２—２８４）在《春秋
左氏传》注中说：“《逸书》：遒人，行人之官也。木

铎，木舌金铃。徇于路，求歌谣之言。”［１２］（Ｐ１９５８）经杜

预这样解释，诸家说法渐趋一致。

关于自民间采诗最具体而详细的记录，见于今

文经学大师何休（公元１２９—１８２）的《春秋公羊传解
诂》一书中：“五谷毕入，民皆居宅……男女同巷，相

从夜绩。……从十月尽正月正，男女有所怨恨，相从

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

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

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

苦，不下堂而知四方。”［１２］（Ｐ２２８７）对于“采诗”及其目

的，与班固《汉书》记载的大致相同，但说“采诗”者

是男女年老无子者，而不是“行人”。

与何休同时的郑玄（公元１２７—２００）另有主张：
“国史采众诗时，明其好恶，令瞽歌之。”［２４］（Ｐ１０）

以上所引七家八条材料，都提到了与采诗有关

的问题。但是差异很显著，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这

些汉儒的说法不过是揣度之辞，而决非信史。张西

堂在《诗经六论》中指出；“以上八说，虽都说有采诗

之事，然而采诗之人不同，如轩车使者、遒人使者、采

诗之官、老而无子者、国史、孔子等；采诗之时不同，

如二月、孟春、八月、从十月尽正月止等；采诗的方式

也各异，有的说天子巡守时命太师陈风，有的说徇于

路以采诗，有的说太师正其音律以闻于天子等等。

这虽可能是传闻有所不同，然而一方面也正好说明

古代并无定制，且无明据，因此才众说不一。甚至同

是一个人的说法，前后并不一致，如刘歆在《答扬雄

书》与《七略》中所说的不同；或同是今文家言，《王

制》与《公羊传注》也彼此不同。由此可见，陈风采

诗之说是不足深信的，我们就现存的十五国风来看，

也可以证明这一点。”［２５］（Ｐ７９）

古代既然没有陈风采诗之事，何以到了汉代却

众口一辞都说有其事呢？据《汉书·艺文志》载：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

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

厚云。”［２２］（Ｐ１７５６）

汉武帝刘彻曾设立“乐府”官署和专职人员，负

责收集各地的歌谣。徐中舒指出：“至汉武立乐府，

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于时班、何诸家受其

暗示，遂有采诗之说。凡此皆据后起之事而加以缘

饰之词，并不能视为《诗经》时代之信史。”［２６］（Ｐ４３１）由

于以今律古，各人出发点不同，观点不同，以致产生

以上所说的分歧。如果先秦真有采诗陈风的事，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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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去三代不远，为何对于为什么采诗、谁去采诗、何

时采诗、怎样采诗等这些并不复杂的问题众说纷纭？

笔者认为，汉人关于三代有采诗之制的说法，虽言之

者众，但均不足为信。

据清代学者的考证，以上诸人与鲁、齐、韩、毛四

家几乎都有师承关系。可是毛诗等均没有自民间采

诗的记录，相反，这四家专门研究《诗经》的专家在

解诗时，都将诗三百篇附会到一些历史人物或历史

事件上，而把大部分诗的著作权归之于统治者或贵

族，这显然与《诗经》采自民间之说相悖。这种情况

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采诗说是较后起的，四家诗设

帐授徒始于汉初，尚未受“孝武立乐府”的影响，因

此他们讲授《诗经》时都没有提出采诗说，这也反证

采诗说是受“孝武立乐府”影响而产生的。

这些大概都是根据汉朝乐府采诗的情形所作出

的想象，周人是否有一套采诗制度还是疑问。班固

由王朝派采诗之官采诗的说法，古籍中无此依据。

何休由各国自行采集而献于王朝之说，比较合理，但

也不必有众多专职之人，只需乡官负责即可。因此，

采诗说始于汉代，且多是汉代人根据汉朝乐府采诗

的情形所作的揣测，并不可信。

　　四、《诗经》中凡能找到作者的诗篇

均出自贵族之手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出：“《诗》三百篇，
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１４］（Ｐ３３００）司马迁的这一

论断虽不为近代学者所重视，但与《毛诗》和三家诗

的论述相一致。朱东润在《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

中对四家诗关于国风作者的身份分别进行统计，结

果“《毛诗序》于诗之作者……凡可考者六十九篇”，

其作者分类如下：国君或国君夫人所作的诗有 １１
首，作者是王族或公族的２首，是大夫的１７首，是大
夫之妻的３首，是君子的６首，是“国人”的２７首，是
“百姓、孝子、民人”的各１首。故朱东润说：“是则
就《毛诗》论，凡此六十九篇，得其主名之诗，要皆出

自统治阶级，可无疑也。”朱东润又根据清人王先谦

《诗三家义集疏》中关于国风作者身份进行统计，发

现三家诗的见解与《毛诗》是一致的：“今日论诗，果

以汉人诗说为本，则考之鲁、齐、韩、毛之说，凡《国

风》百六十篇之中，其作家可考而得其主名者，其人

莫不属于统治阶级，其诗非民间之诗也。”［２７］（Ｐ５－１６）

司马迁的观点与鲁、齐、韩、毛是一致的，也可以

说这是西汉初年较为一致的观点。经秦末大动乱，

加上古代书籍多写于竹片木条上，数量既少又不便

保存，作为史学家的司马迁虽然掌握有较多的材料，

但仍感到证据不足，所以他在“贤圣”之上加“大抵”

二字。事实上，汉人关于《诗经》的论述大多是汉人

的研究成果，而不像他们所宣称的那样传自子夏、

荀况。

这个观点可以在先秦史籍中找到有力的证据，

因为《诗经》中凡是能够找到作者的，其身份都是明

确的。《诗经》中有４首诗留有作者身份或姓名，它
们是：（１）《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
。［１２］（Ｐ４４１）（２）《小雅·巷伯》：寺人孟子，作为此
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１２］（Ｐ４５６）（３）《大雅·崧
高》：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

伯。［１２］（Ｐ５６７）（４）《大雅·民》：吉甫作诵，穆如
清风。［１２］（Ｐ５６９）

据《诗序》说《节南山》是“家父刺幽王”之诗。

《左传》桓公八年（公元前７０４年）和十五年都有“家
父”。杨伯峻在“天王使家父来聘”下注：“家父，天

子大夫。《诗·小雅·节南山》之末章云：‘家父作

诵，以究王。’《节南山》为刺幽王之诗，两家父相

距近百年，必非一人。孔颖达《毛诗·节南山正义》

以春秋之时，赵氏世称孟，智氏世称伯，仍氏亦或世

字叔，则家父以父为字，或累世同之。杜《注》以家

为氏，何休《公羊注》以家系以采邑为氏。《诗·小

雅·十月之交》‘家伯维宰’，郑玄《注》谓家伯是

字。”［１３］（Ｐ１２０）到底是以什么为“氏”虽有分歧，“家

父”是位大夫当无疑义。就《节南山》内容看，家父

的地位显赫，面对太师尹氏，他敢于弹劾讽刺，因此

“家父”是周大夫的说法，得以长期流传，未见有异

议。“诵”作名词时可训为“诗”。

《巷伯》的作者是寺人孟子。《周礼》将寺人列

入天官之中。关于周代官制现存先秦古籍记录甚

少，汉代著述又各说各的，出入很大，不甚可靠。

《左传》《国语》中常见“寺人”，他们是诸侯的亲信

近侍，常执行诸侯的特殊使命，有论政议政之权。春

秋时晋国有一个颇有名气的寺人叫勃，由他的为

人行事可见寺人身份特殊。僖公五年，“公（晋献

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

曰：‘校者，吾仇也。’?垣而走。披斩其”。僖公

二十四年，重耳已是晋文公了。“吕、?畏翨，将焚

公宫而弑晋侯。寺人披请见。公使让之，且辞焉，

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后余从狄君

以田渭滨，女为惠公来求杀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

虽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犹在。女其行乎！’对

曰：‘臣谓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犹未也，又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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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君命无二，古之制也。除国之恶，唯力是视。蒲

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无蒲、狄乎！齐桓

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

甚众，岂唯刑臣？’公见之，以难告。”［１３］（Ｐ３０５，４１４－４１５）由

此可见，寺人是诸侯亲信。就《巷伯》的内容看，诗

的结尾是“凡百君子，敬而听之”，这种教训君子的

口气，亦足以说明寺人身份之不同寻常。

《崧高》《民》中的吉甫是尹吉甫，姓兮名甲，

又称兮伯吉父，乃周宣王的大臣。周宣王元年（公

元前８２７年）他率师北伐犭严狁，获得全胜。《小雅·
六月》就是记录这次征讨的史诗。从《崧高》《民》

这两首诗来看，这个被周宣王视为股肱的重臣，还是

个文武兼资的历史人物。

除《诗经》本身之外，在《左传》《国语》中，还可

以找到７首诗的作者，这些诗是：
（１）《左传·隐公三年》：“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

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 《硕

人》也。”［１３］（Ｐ３０－３１）

（２）《左传·闵公二年》：“郑人恶高克，使帅师
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郑人为

之赋《清人》。”［１３］（Ｐ２６８）《左传》中，“国名＋人”，如宋
人、郑人、秦人等均为该国之大夫。“郑人”能耍弄

权术，逼使高克背井离乡，远走他方，他应是个手握

重权的奴隶主贵族。杨伯峻注：“据《清人·序》‘刺

文公也’，则郑人者，郑文公及公子素也。”

（３）《左传·闵公二年》：“冬十二月，狄人伐卫。
……卫师败绩，遂灭卫。……卫之遗民……立戴公

以庐于曹。许穆夫人赋《载驰》。”［１３］（Ｐ２６５－２６７）

（４）《左传·文公元年》：秦伯曰：“是孤之罪也。
周芮良夫之诗曰：‘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

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１３］（Ｐ５１６－５１７）

按这是《大雅·桑柔》第十三章。芮良夫即周厉王

时之大夫芮伯。据此《桑柔》是芮伯的作品。

（５）《左传·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
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

哀之，为之赋《黄鸟》。”［１３］（Ｐ５４６－５４７）

（６）《左传·定公四年》：申包胥“立，依于庭墙
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

《无衣》。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１３］（Ｐ１５４８）。

（７）《国语·楚语（上）》“左史倚相儆申公子
?”：“左史倚相曰：……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

犹箴儆于国，曰：‘自卿以下至于师长士，苟在朝者，

无谓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闻

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导我。’在舆有旅贲

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亵

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

书，不失诵，以训御之，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

也。”［１］（Ｐ５５１）按《述闻》卷二一：“‘戒’字涉注文‘戒

书’而衍。”《懿》即《大雅·抑》。《诗序》云：

“《抑》，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儆也。”

这７条材料所记的事，除第１、７两条之外，其余
均发生于春秋年间。这７首诗的作者均为贵族。这
就是说，《诗经》中凡能找到作者的诗篇，均出自贵

族之手，没有一个是“庶民”。这一现象决不是偶然

的巧合，合乎逻辑的推论是《诗经》全部是“圣贤”亦

即贵族们的作品。

　　五、献诗说

先秦古籍中，有关《诗经》来源的材料不多，计

有《国语》２条，《左传》１条。《国语·周语（上）》
“邵公谏厉王弭谤”载：“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

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

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

‘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邵公曰：‘是障之也。防

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

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

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

赋，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

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

不悖。……’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流

王于彘。”［１］（Ｐ９－１０）

周厉王贪财好利，横征暴敛，臣民不堪负担，群

起责难。作为贵族中坚的“国人”更议论纷纷。周

厉王不仅不自省，反而找卫巫去监视“国人”，将那

些敢持异议的人杀掉。用暴力禁止反对意见，周厉

王自以为得计，结果不出三年，周厉王被“国人”赶

出都城，流放到“彘”的地方去了。“邵公”即邵康公

的孙子穆公虎。他清醒地认识到“防民之口，甚于

防川”，禁止人民议论并不能消除议论产生的根源。

作为周天子要治理好国家，应该让“国人”畅所欲

言，听取多方面的意见，了解民间疾苦，才是治国之

道。如何听取意见呢？邵公提出古代天子通过“公

卿、列士”等“献诗”而了解民情。这条材料中有两

点应加以注意：一是“献诗”的是“公卿至于列士”；

二是“瞽献曲”、“瞍赋”、“诵”，其中的“曲”、

“赋”、“诵”均与“诗”关系密切，下文将说明赋与诵

均可解作诗。

“公卿”显然是在朝廷中任职的贵族。“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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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次、位序的意思［２８］（Ｐ９５６－９５７），常用作指同一官阶，

例如 《史记 · 屈原列传》：“上官大夫与之同

列。”［１４］（Ｐ２４８１）进而引申为官爵，如《汉书·韦玄成

传》中 《戒 子 孙 诗》曰：“不 遂 我 遗，恤 我 九

列。”［２２］（Ｐ３１１３）“九列”即九卿。周、秦、汉三代均在中

央政府中设立九个高级官职，叫九卿。三代沿革，官

职称谓变化不少，九卿的名称却沿用下来。因此，

“列士”也是在朝廷中供职的贵族，官职大约在“公

卿”之下。他们所“献”的诗是自己作的，还是收集

来的呢？

《国语·晋语》载：“（范）文子曰：‘而今可以戒

矣，夫贤者宠至而益戒，不足者为宠骄。故兴王赏谏

臣，逸王罚之。吾闻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

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风听胪言

于市，辨妖祥于谣，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有邪而

正之，尽戒之术也。先王疾是骄也。’”［１］（Ｐ４１０）韦昭注：

“列，位也，谓公卿至于列士献诗以讽也。兜，惑

也。”［１］（Ｐ４１０）这里虽然指明是“听于民”，但这个“民”

不一定专指平民与奴隶，正如“防民之口”中的“民”

就专指“国人”一类贵族。因此，顾颉刚曾根据《左

传》与《国语》的几则关于讽谏的记载，提出：“公卿列

士的讽谏是特地做了献上去的。”［２９］（Ｐ３２６）朱自清则认

为：“献诗只是公卿列士的事，轮不到庶人。”［３０］（Ｐ９）

关于“曲”、“赋”、“诵”和“谣”，韦昭注：“无目

曰瞽。瞽，乐师。曲，乐曲也。”“无眸子曰瞍。赋，

公卿列士所献诗也。”“有眸子而无见曰。《周

礼》：主弦歌、讽诵。诵，谓箴谏之语也。”“行歌曰

谣。”［１］（Ｐ１０，４１０）诗三百篇本是古之乐歌，因此诗与乐

往往连用，如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

乐。”［３１］（Ｐ８１）并一再说“诵诗三百”。瞽、瞍、都是

丧失视力的人，他们只能用口“献”上“曲”、“赋”之

类。古代诗与曲、赋都是韵文，与歌词属同一类事

物，因此韦昭的注是有其依据的，盲人以曲艺谋生，

是古老而延续很久的职业。因古代乐官多以盲人充

任，于是“瞽”成了乐官的代名词，“献曲”是其职掌

范围。西周时瞽是乐师，而乐师的身份较为特殊，权

力也大小不一，他们大多是国君的亲近侍臣，有的乐

师还可参与议政，并对国君的决策作出重要影响。

《左传·襄公十四年》载：“师旷侍于晋侯。晋

侯曰：‘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对曰：‘或者其君实

甚。良君将赏善而刑淫，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

如地；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

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

也。……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

有贰宗，士有朋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

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

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故《夏书》曰：遒

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正月孟

春，于是乎有之，谏失常也。’”［１３］（Ｐ１０１６－１０１８）晋悼公认

为卫国人赶走卫献公，做得太过分了。师旷却认为，

也许是卫国国君实在太过分了，卫国人对他失去希

望，用不着他，才把他赶走的。值得注意的是师旷的

观点与邵公很相似，他提出“瞽献诗”，即邵公之“瞽

献曲”，可见那时诗与曲是同一类事物。

《左传》有列国之间赠乐的记载，诸侯进献土乐

于天子也应该是可能的事。《左传·襄公十一年》：

“郑人赂晋侯以师悝、师触、师蠲……歌钟二肆，及

其
!

、磬；女 乐 二 八。晋 侯 以 乐 之 半 赐 魏

绛。”［１３］（Ｐ９９１－９９３）师悝、师触、师蠲三人都是郑国的乐

师。晋国是诸侯盟长之所在地，可以得郑国赠送音

乐，以周天子的地位，列国向他献乐该不是稀有的

事。这段记载更值得注意的是乐师可以送给别国。

乐师本是掌管音乐的职官和专家，他们以歌诗诵诗

为职业，不但熟悉本国的歌谣，还可能是本国采诗工

作的负责人或参加者。乐师们到了列国，有利于各

国乐章的传播，他们聚集到王廷，也就使得各国的歌

诗汇集于王廷了。《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

公子季札到鲁国，乐工们给他演唱了周乐，有周南、

召南、邶风、睟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豳风、秦

风、魏风、唐风、陈风、郐风、曹风、小雅、大雅、颂

等［１３］（Ｐ１１６１－１１６５），差不多将今本《诗经》的内容都包括

在内了，虽然未列篇名，且季札的赞语与今本《诗

经》有关内容不符，但大体轮廓是一致的。《左传》

和《国语》中记载的诗歌有２５０余处，９５％以上的诗
篇见于今本《诗经》，说明当时已经有了比较固定的

本子，《左传》所引不见于今本的篇名，只有祈招、河

水、辔之柔矣、茅鸱、新宫５篇。而河水可能即指考
?，取诗中“河水洋洋”之二字作为题目而已。

贵族所作的诗或是为了讽谏与歌颂，或是为了

典礼。《国语·周语（上）》“邵公谏厉王弭谤”说周

厉王“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邵公谏道：

“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

使 公 卿 至 于 列 士 献 诗，瞽 献 曲，史 献 书

……”［１］（Ｐ９－１０）《晋语（六）》“赵文子冠”记范文子的

话，也提到“在列者献诗”［１］（Ｐ４１０）。《左传·昭公十

二年》：“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

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

获没于祗宫。”［１３］（Ｐ１３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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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有关献诗的记载。《诗经》中大、小

《雅》诗本文中亦有记载，如《小雅·节南山》云：“家

父作诵，以究王汹。”［１２］（Ｐ４４１）《巷伯》云：“寺人孟子，

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１２］（Ｐ４５６）又如《大

雅·卷阿》云：“矢诗不多，维以遂歌。”［１２］（Ｐ５４７）《民

劳》云：“王欲玉女，是用大谏。”［１２］（Ｐ５４８）这些都是王

朝公卿列士献诗的例证。推而至于《国风》，如《魏

风·葛屦》云：“维是褊心，是以为刺。”［１２］（Ｐ３５７）《陈

风·墓门》云：“夫也不良，歌以讯之。”［１２］（Ｐ３７８）则应

为本国卿大夫所作，献于王朝，编录于太师。

而且，从《诗经》本身来考究，献诗是存在的：

（１）楚虽大国，但自称蛮夷，不尊重王朝，不曾献诗，
所以《诗经》中无楚风。（２）宋、鲁两国可用天子礼
乐，他们为了表示不同于他国，只献了《商颂》（宋为

商之后，《商颂》即《宋颂》）和《鲁颂》，而没有献“风

诗”，所以《诗经》中没有宋风和鲁风。（３）《诗经》
中的《王风》是指东周王畿内所采献的诗。《小雅》

中一小部分接近“国风”的民歌，则为西周时代王畿

内所采献的诗。因为“雅”是西周畿内的乐调，所以

直接归入《小雅》。（４）《诗经》止于陈灵公时，这是
因为陈灵公以后，王室益卑，献诗之制不复存在。

（５）《睟风·载驰》为许穆夫人所作，其后４５年，即
鲁文公十三年，《左传》即载有郑子家赋《载驰》三四

章的事，可见当时即已颁布通行。从而又可推知：

《风》诗是随采、随献、随编录、随颁布通行的。

我们采用献诗的说法，可以把采诗说概括进去

并使之合理化。今传本《诗经》的３０５篇，应该是截
至采献时期的基本数字。这样来掌握《诗经》的编

辑情况，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

诗的传授者最初是乐官。古代贵族所受教育以

诗乐为先，而执教者就是乐官。《周礼·春官·大

师》：“大师掌六律六同……教六诗，曰风、曰赋、曰

比、曰兴、曰雅、曰颂。”［１２］（Ｐ７９５－７９６）《礼记·文王世

子》：“春诵，夏弦，大师诏之，瞽宗秋学礼。执礼者

诏之。冬读书，典书者诏之。礼在瞽宗，书在上

庠。”［１２］（Ｐ１４０５）这些都说明乐官兼管教育，他们是诗

学老师。到了孔子时代，学术、教育虽出于私门，诗

仍然为教学的重要科目。

古时贵族阶级学诗有其实用的目的。诗和礼乐

联系紧密，而礼乐是贵族阶级生活的重要部分。除

了上面说到的讽谏与颂美要用诗，典礼要用诗之外，

日常生活中还常常要借诗和音乐来表示情意，其作

用几乎等同于语言。《周礼·大司乐》说：“以乐语

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１２］（Ｐ７８７）这便是以歌

辞来表达情意。《荀子·乐论》说：“君子以钟鼓道

志，以琴瑟乐心。”［３２］（Ｐ３３７）也是说贵族阶级要用“乐

语”来表达情意。以乐歌相语大概由来已久，先民

生活中男女恋爱就是要用音乐歌唱来交流情感的，

这种风俗至今还存留着。

　　六、孔子删诗说

生活在汉武帝年间的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没有采

纳采诗说，他提供了直接与采诗说相癥牾的两条材

料。司马迁提出孔子曾经“删诗”，是《诗经》的整理

者和编订者。《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

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

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

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

《颂》之音。”［１４］（Ｐ１９３６）这就是说，《诗经》３０５篇诗是
孔子由流传的３０００多篇古诗中选编出来的，他把
那些重复的、于礼义标准不合的都删除了。

孔子删诗之说经司马迁提出之后，数百年间没

有人提出怀疑。七百余年之后唐人孔颖达首先对删

诗说发出质问：“如《史记》之言，则孔子之前诗篇多

矣。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

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

信也。”［１２］（Ｐ２６３）

自此以后，反对删诗说的人很多，提出的理由亦

不少，但都没有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孔子没有

删诗。例如，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提出：

“而更重要的反证是公元前５４４年，吴公子季札在
鲁国观乐，鲁国乐工为他所奏的各国风诗的次序与

今本《诗经》基本相同。其时孔子刚刚八岁，显然是

不可能删订《诗经》的。”［３３］（Ｐ２７）这是提出早在孔子

以前，《诗三百篇》就已经定形了。

季札观乐鲁国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九

年》［１３］（Ｐ１１６１）。《左传》成书于孔子之后，《左传》作者

是可以参考删订之后的《诗经》去“安排”季札观乐次

序的。因此，这个反证并不无说服力。何况《左传》

关于季札观乐的记载是有问题的。朱东润在《诗三百

篇探故》中就指出：“（季札观乐）这段记载是靠不住

的。《左传》本来有不少的段落，是春秋后人所捏造，

在成书时插入的，这是一个例证。《传》称：‘其（季

札）出聘也，通嗣君也。’假如季札所通者为吴王夷末，

夷末嗣位在是年五月，季札至鲁在六月，先君余祭初

死，新君嗣位，季札居然请观周乐，那么他至戚以后，

就不应当责备孙文子‘君又在殡而可以乐乎？’假如

杜预所言，季札所通者为吴王余祭，余祭即位在鲁襄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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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二十五年，季札何以迟至二十九年，始到鲁国？至

如篇中论郑国‘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论

陈国‘国无主，其能久乎！’论魏国‘大而婉，险而易

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都透出这是看到郑、陈亡国

和魏人强大而后的言论。所以季札观乐这一段，在考

定《诗三百篇》成书时代的时候，没有很大的

价值。”［２６］（Ｐ１３１－１３２）

又如清人赵翼（１７２７—１８１４）在《陔余丛考》中
统计《国语》引诗３１条，逸诗仅１条；《左传》引诗
２７０条（分而举之为２１９条），逸诗仅１３条。前者是
“逸诗仅删存诗三十之一”，后者是“逸诗仅删存诗

二十之一。”他据此提出质问：“若使古诗有三千余

则，所引逸诗宜多于删存之诗十倍，岂有古诗则十倍

于删存诗，而所引逸诗反不及删存诗二、三十分之

一？以 此 而 推，知 古 诗 三 千 之 说 不 足 凭

也。”［３４］（Ｐ２１－２３）赵翼的这个结论缺乏说服力。首先，

一首诗水平高，影响大，流传面广，被人引用的概率

就大。平庸之作是不会被人称引的。《诗三百篇》

是水平高而流传广的诗篇，在古书中被征引得多乃

是正常现象。既然各首诗被征引的机会不相同，用

引诗次数的简单比例数字说明孔子没有删诗，就没

有说服力了。其次，赵翼以《国语》《左传》作为调查

对象，是整群抽样。这种调查方法有省时省事的优

点，然而缺点是无法控制误差，为同一目的而进行整

群抽样，采用不同的群体，往往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

论。罗根泽曾以《墨子》作为调查对象，《墨子》引诗

共１０首，完全相同者仅１首（编号９）。罗根泽将这
些统计资料概括为：“（《墨子》）中引《诗》者十一

则，以校除重复一则，实十则。在此寥寥十则中，不

见今本《诗经》者至有四则之多；其余与今本次序不

同者三则；字句不同者二则；大致从同者，止一则而

已。”［３５］（Ｐ２７９）他得到的结论是：“孔子‘删《诗》《书》，

定礼乐’之说，虽难遽信，而其经过儒家之修饰润

色，殊有极深之嫌疑。”［３５］（Ｐ２８１）墨子（约前 ４６８—前
３７６）生活年代早于孟子，去孔子不远。《墨子》成书
亦先于《左传》《国语》，以《墨子》作为调查对象，其

资格不会差于《左传》《国语》。朱东润亦曾研究过

《墨子》引诗的情况，得到与罗根泽相似的结论：

“儒、墨两家言《诗》，大抵相同，而《墨子》所引之

《诗》，与今本《诗》三百五篇不同之点如此。其故不

外二种。（一）或则墨家所见之诗与孔子所见之诗

全同，是则今本《诗》三百五篇与孔子所见者有异可

知。（二）或则墨家所见之诗，与孔子所见之诗，本

不相同，是则今日所传之《诗》三百五篇，其祖本乃

有儒、墨两家之不同，甚至在此两祖本以外复有其他

之本，亦未可知。要之，今本《诗》三百五篇，与先秦

通行之本，决非绝对相同，其相异之点，亦不仅在字

句之间，则可断言也。”［２６］（Ｐ７５）

《诗经》从成书到流传都存有许多问题，由于古

文献湮灭已很难将这些问题搞清楚，因而对于古代

的一些提法应持慎重态度。在没有获得确凿证据之

前，我们不宜轻易否定孔子删诗这件事。一方面，司

马迁是位治学严谨的史学家，梁启超就推崇他为

“辨伪学的始祖”［３６］（Ｐ３６）。他“年十岁诵古文”，后来

又求学于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兼通经今古文学。

司马迁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判，屡有创见，以致墨

守正统观念的班固在《汉书》中批评他“是非颇缪于

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２２］（Ｐ２７３７－２７３８）。这

位有点“离经叛道”的太史公异常景仰孔子，尊孔子

为“素王”，将孔子列入“世家”。为了写好《孔子世

家》，他不辞辛劳，实地考察，“北涉汶、泗，讲业齐、

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１４］（Ｐ３２９３）其对

孔子生平事迹的调查研究态度如许审慎，则删诗之

说应该是有所本的。司马迁的生活年代早于刘歆、

班固、王充、许慎、何休、郑玄诸人。班固曾说：“然

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

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

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２２］（Ｐ３０８５）可见班固对司马

迁严格剪裁史料是服膺的。这说明司马迁关于孔子

删诗说是得到汉代学者们公认的。另一方面，孔子

在汉代已被推举到很高的地位，“删诗书，定礼乐”

是他平生之大事。倘若孔子没有删过诗，何以汉代

诸儒无一人有异议，而要等到孔颖达来发难？孔子

删诗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当然，“三千”只是形容

其多，不一定是确数。王充就说：“《诗经》旧时亦数

千篇，孔子删去复重，正而存三百篇。”［３７］（Ｐ５５４）经过

大量删汰，保留下３０５篇古诗，孔子将它们作为教育
学生的课本。

　　七、从《诗经》说“校”的含义

《国语·鲁语（下）》“闵马父笑子服景伯”中闵

马父说：“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

《那》为首，其辑之乱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

恭朝夕，执事有恪。’”［１］（Ｐ２１６）这里的“校”字，通常被

理解为“校正、校对”，这被看作是正考父进行过校

对《商颂》的工作，是我国历史上从事校书的开端。

实际上，这个“校”字的意义并非如此。

清人魏源作“审校音节”的解释。他在《诗古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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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卷六“商颂鲁韩发微”中说：“盖正考父生宋中

叶，礼乐散缺，《颂》虽补作，难协乐章；故必从周太

师审校音节，使合颂声，乃敢施用。”［３８］而近人王国

维则认为这里的“校”应读为“效”字，作“献”的解

释。他在《说商颂（上）》中说：“余疑《鲁语》‘校’

字，当读为‘效’。‘效’者，献也。谓正考父献此十

二篇于周大师。”［３９］

再者，闵马父是春秋末年的人，生活的年代在鲁

哀公八年齐使闾丘明来盟时［１］（Ｐ２１６），时间远在鲁、

齐、韩三家诗说产生以前。关于“名颂”的解释，韦

昭注说：“名颂，颂之美者也。”［１］（Ｐ２１７）更完备些的讲

法，是清人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卷三十二所

说：“《序》：‘有正考甫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

大师。’瑞辰按：《鲁语》闵马父曰：‘正考父校商之名

颂十二篇于周之大师。’此《诗序》所本。然《国语》

言‘校’，则宋必犹有存者，但残缺失次，须考校于周

大师耳。又言‘名颂’者，当读名山、名鱼之名，名者

大也。韦昭注：‘名颂，颂之美者。’美亦大也，则名

颂犹言《大雅》耳。抑或《商颂》残失，徒存其名而亡

其辞，遂以名颂称之，故《诗序》遂谓得于周大师欤？

至《韩诗章句》以《商颂》为美襄公，《史记·宋世

家》太史公曰：‘襄公之时修仁行义，欲为盟主。其

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

《商颂》。’扬雄《法言》亦云：‘正考甫常尹吉甫

矣。’盖皆本《韩诗》之说。然正考甫佐戴、武、宣，见

于《左传》，其子孔父嘉在殇公时为大司马，亦见《左

传》，中隔庄公、盡公、新君、桓公，始至襄公，去戴、

武、宣时甚远，正考父安得作颂以美襄公？固宜《史

记索隐》以为谬说也。”［４０］

《商颂》原有１２篇，后亡失７篇，只存５篇了。
《商颂·那》小序说：“《那》，祀成汤也。微子至于戴

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父者，得《商颂》十二篇

于周之大师，以《那》为首。”［１２］（Ｐ６２０）《毛序》所说“得

《商颂》”其实等于闵马父所说“校《商颂》”，所指事

迹本同，含义应该相同，正考父仅仅像刘向校书一样

整理《商颂》的篇章文字。王国维《说商颂（上）》则

谓：“考汉以前初无校书之说，即令校字作校理解，

亦必考父自有一本，然后取周大师之本以校之。”［３９］

因此这个“校”字非指“校勘”的意思，“校”字可以

作“整理”解，含义较广泛。“以《那》为首”，就是整

理后编排次序，把《那》列在首篇。

　　八、校雠自孔子始

后人认为校雠一事应从孔子开端。如段玉裁在

《经义杂记·序》中说：“校书何放乎？放于孔子、子

夏。自孔、卜而后，汉成帝时，刘向及任宏、尹咸、李

柱国各显所能奏上。向卒，歆终其业。于时有雠有

校，有竹有素，盖綦详焉。”［４１］俞樾在《札?·序》中

说：“余尝谓校书之法出于孔氏。子贡读《晋史》，知

‘三豕’为‘己亥’之误，即其一事也。昭十二年《公

羊传》：‘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子曰：我乃知

之矣！’何劭公谓：‘知“公”误为“伯”，“子”误为

“于”，“阳”在，“生”刊灭阙。’是则读书必逐字校

对，亦孔氏之家法也。”［４２］《公羊传》记载有孔子校

书之法———

《春秋·昭十二年》：“春，齐高偃帅师，纳北燕

伯于阳。”《公羊传》：“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

子曰：‘我乃知之矣。’”何休解诂：“子，谓孔子；乃，

乃是岁也。时孔子年二十三，具知其事。后作《春

秋》。案史记，知‘公’误为‘伯’，‘子’误为‘于’，

‘阳’在，‘生’刊灭阙。”［１２］（Ｐ２３２０）

这说明《春秋经》有误字、缺字，孔子知道应校

正为“纳北燕公子阳生”。至于孔子为什么不迳即

改正《春秋经》之误？《公羊传》下文又说：“在侧者

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尔所不知何？’”

何休解诂：“此夫子欲为后人法，不欲令人妄亿（臆）

错。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１２］（Ｐ２３２０）可见

孔子校勘有自己的原则。他想以自己的行动为后人

示范；让后人懂得不能妄改古书。《论语·卫灵公》

中所说：“吾犹及史之阙文也。”［３１］（Ｐ１６７）也是存疑而

不妄改的意思。《论语·子罕》篇说：“子绝四：毋

意，毋必，毋固，毋我。”［３１］（Ｐ８７）就是不悬空揣测，不作

武断结论，不固执己见，不自以为是。可见孔子治学

精神是很严谨的。

孔子弟子中，子夏也擅长校勘。子夏，姓卜，名

商，是孔子弟子中整理、传授古代文献成绩最显著的

一个人。《吕氏春秋·察传》记载：“子夏之晋，过

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

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

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４３］

“己”《说文》古文作“ ”，脱去两小竖，便误为

“三”，“亥”《说文》古文作“ ”，与“豕”（古文作

“ ”）形体相近。己亥，本是干支纪日，在秦以前的

古文字中，“己”与“三”、“亥”与“豕”形体相近，易

致误混。卫人所读史记（即史书），就是把“己亥”讹

作“三豕”的误本。子夏通晓文字形体及史书用干

支纪日的体例，故能发现其误而加以校正。然而他

又不满足于此，待到晋国之后，又进一步考察史实，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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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无误，始成定论。这被记载在校勘史上，一直传

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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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行理学思想探析
李晓虹

（郑州大学 哲学系，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摘　要］张伯行是清初中原地区重要的理学人士，一生为官清廉，忠孝仁爱，以弘扬程朱理学、传
承儒家道统为己任，主张穷理，重视《小学》，并把自己对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学的信仰贯彻于人

伦日用之间，以指导自己的人生，对中原地区的士人教育和程朱理学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其对道统精神的继承及其清正廉洁、忠事爱民的精神至今仍受人称誉和景仰。

［关键词］张伯行；程朱理学；道统

［中图分类号］Ｂ２４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３．０４．００４

　　张伯行（１６５１—１７２５年），字孝先，号恕斋，晚年
号敬庵，仪封（今河南兰考）通安乡崇儒里人，人称

“仪封先生”。清康熙２４年（１６８５年）进士，考授内
阁中书，改中书科中书。历任山东济宁道、河苏按察

使、福建巡抚、江苏巡抚等，后被任为南书房行走，户

部右侍郎兼管国家钱币、仓场，官至礼部尚书。张伯

行是清初在朝的重要理学人士，以兴利除弊为己任，

为官清廉，忧国忧民，被康熙誉为“天下清官第一”。

据《清史稿》记载，张伯行中进士回家后在南郊

构建精舍，“陈书数千卷纵观之”，及看到《小学》《近

思录》以及二程、朱熹的语录之后，说“入圣门庭在

是矣”，于是“尽发濂（周敦颐）、洛（二程）、关（张

载）、闽（朱熹）诸大儒之书，口诵手抄者七年”。张

伯行一生以弘扬“正学”———程朱理学为己任，曾在

山东建清源书院、夏镇书院，任江苏巡抚时建紫阳书

院，在福建任福建巡抚期间建造鳌峰书院，设立学

舍，收集濂洛关闽等学派的代表著作６３种，又增续
集５种，刊印《正谊堂丛书》，从理学传承的角度出
发，对不同学派的典籍进行整理，对当地的士人教育

和程朱理学传播有极大的贡献。

在贪贿舞弊、追名逐利之风渐盛的官场，在声色

犬马等物欲面前，张伯行为什么能洁身自好，坚守廉

洁作风、以民为本，被康熙誉为“天下清官第一”？

在义理与物欲的较量中，又何以能够坚守为官“誓

不取民一钱”的原则？作为明清之际中原地区重要

的理学人士，张伯行如何把自己对儒家思想尤其是

程朱理学的信仰贯彻在自己的人伦日用之间并用以

指导自己的人生？学界对这些问题均未涉及。本文

拟从张伯行清正廉洁、忠孝仁爱的日常行为，弘扬理

学、提倡道统的儒学自觉，主敬穷理、提倡《小学》的

修行功夫等方面对张伯行的理学思想进行探析，以

管窥儒家思想对知识分子从政理念的影响。

　　一、清正廉洁，忠孝仁爱

张伯行是一位勤政爱民的清廉官员。康熙中

叶，贪污贿赂、徇私舞弊之风气日渐盛行，在这种氛

围之中，张伯行洁身自好，坚持“我为官，誓不取民

一钱”的原则，认为“一黍一铢，尽民脂膏。宽一分，

民即受一分之赐；要一分，身即受一分之污”；“一丝

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

赐不止一分；取一分，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

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１］张伯行

仁民爱民，废除摊派陋习，并于荒年派人到江浙地带

买米，设置义仓，救活大量饥民，深受百姓爱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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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五十年秋的辛卯科场舞弊案件中，张伯行因弹

劾受贿官员噶礼而被免职。为此，苏州百姓罢市，扬

州数千人围集公馆，哭声震野。张伯行离去时，士民

扶老携幼送行并献上果蔬，哭着说：“公在任，止饮

江南一杯水；今将去，无却子民一点心！”

张伯行为什么会坚守廉洁作风、以民为本，被康

熙誉为“天下清官第一”呢？这既与其父张岩注重

德性教育理念有关，也是张伯行对儒家仁政爱民思

想的具体实践。

孔子为后人塑造了积极进取、自强不息、仁以为

己任、博施济众、心怀天下的人生理想和伦理精神，

继承孔子思想的思孟学派则进一步提出“尽心知性

知天”、“与天地参”、“赞天地之化育”，宋明理学则

明确提出“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民，吾同胞；物，吾

与也”，把人放置在天地之间、宇宙之中进行思考，

拓宽了理论视野，为现世的道德生活奠定了形而上

的价值依据。正是儒家的这种精神境界引领了张伯

行，使张伯行摒弃佛道而归于儒，选择以儒家圣贤而

不是佛道二教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并以做一个真

正的与天地并居为三才之一、可以流传后世之人自

期。张伯行认为既然生为今世之人，自然应修今世

之事，而“臣忠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妇随，皆此生不

可不为者也”，只有儒家博施济众、心怀天下的圣贤

才能担当此责任和道义，佛道二教只修己身的处世

态度纯属自私行为。

据《碑传集》卷十七记载，张伯行曾说，“臣父在

日，常训臣以廉谨报效朝廷，若受人一钱，不惟不忠，

且不孝”；并且说“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万善之理

统于一仁”［２］（Ｐ２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人

应该做到“不欺”，“天下惟不欺最难”，具体即是要

上不欺君、下不欺民、内不欺己、外不欺人，只有如此

才能算是“不欺”。［２］（Ｐ４７）《困学录集粹》序文中评价

张伯行说其“躬行实践之功为不可及也，立必以忠

信不欺为主本”、“孝于亲者必能忠于君，廉于己者

必能忠乎民。道理固不可易”［２］（Ｐ５，１３）。正是这种道

德自觉和人生理念使张伯行在道义和物欲的考量中

时刻保持清醒的认识，把“万分廉介不过小节，半点

贪污便成大恶”作为居官律己的戒条［２］（Ｐ６６），并坚守

为官“誓不取民一钱”的原则。

　　二、提倡理学，弘扬道统

针对理学所讲的太极、理、气、性、命问题，张伯

行在继承程朱观点的同时，又做了自己的发挥，认为

“太极”即是“天理”，君子“修之吉”，即所谓“存天

理”；而小人“悖之凶”，即“违天理”。［２］（Ｐ２８）君子遵

循天理而为，因此仰不愧而俯不怍，举止自如而常安

泰自然；小人则徇人欲之私，势必趋利而为，从而为

“气”所局限而常骄横。因此，圣人“定之以中正仁

义而主静”，为世人确定了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标

准，从而使人恢复天理之本善，去除人欲之私，并说

“天以气生人，即命人以理，理不在气之外，人人得

气以成形，得理以成性，性亦在气之中”。从“天”命

人以理、人得气成形、得理成性的角度来说，这与程

朱观点一致；但是张伯行认为“理”不在气之外而独

立存在，“性”也不是与“气”二分，“理”与“性”都在

“气”之中，这又与程朱不同。

张伯行还对王阳明的“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

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之

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有善无恶心之体，有善

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致知，为善去恶是力

行”［２］（Ｐ４４）。这就更突出了其重视躬行实践的思想

特点。

蔡世远在《困学录集粹》序言中说：张学“以立

志为始，复性为归，生平所自勉及所以勉人者，一以

程朱为准的，拳拳然服膺不懈，深悯世俗之沽没于势

利，或溺于辞章，其高明者又为姚江顿悟之学所误，

大声疾呼，如救焚挣溺”［２］（Ｐ４）。可见张伯行提倡理

学主要是因为当时之人为学目的或是为了名利权

势，或是为了辞章训诂，或者空谈顿悟，流于禅学，因

此，其生平以“程朱思想”自勉或勉人，并且“拳拳然

服膺不懈”，对程朱所讲“天理”及格致工夫笃守实

践，认为“格物、穷理、存敬”是为学实工夫，而自古

以来善于学习者“无如朱夫子”，“恪守程朱是入圣

贤的大道，泛滥诸家便错走了路”。［２］（Ｐ２１，２３）正是这

种精神促使张伯行重视儒家的道统思想，并按照自

己的意向对道统做了系统地分析和诠释。

“道统”一词首先见于朱熹《中庸章句序》中，道

统思想的来源却是《孟子》。孟子在《公孙丑下》中

曾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中必定会有留名于世的

人。孟子在讲具体的传承时指出由尧、舜到成汤，再

到文王与孔子，自己是继孔子之后承继道统之人。

唐代韩愈正式提出“道统”，认为“道统”在孟子以后

便失传了。张伯行大力宣传道统观念［３］（Ｐ６６１），并著

《道统录》进行具体发挥。他通过《道统录》、《道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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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委》（６卷）、《伊洛渊源续录》（２０卷）等建立了较
为完整的道统系谱，被称为清初“传道四先生”之

一。在《道统录》中，张伯行把道统的源头追溯到伏

羲，其所说道统系谱主要包括伏羲、神农、黄帝、汤

尧、虞舜、夏禹、文王、武王、周公、孔子、颜回、曾子、

子思、孟子、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杨时、罗

豫章等。从张伯行的道统系谱可以看出，他推尊程

朱理学为正统思想，排斥荀子、董仲舒与陆九渊、王

阳明等人的思想，认为只有程朱得到孔孟真传，因此

为学之人应该对此笃守而不失；而陆九渊和王阳明

提倡的默坐澄心方法虽可以“证道”，但其所讲“心

即理”、“六经皆我注脚”以及王阳明所说“致良知”

等观点却不是圣贤的“正学”，是以学术来扰乱天

下。因此，不能“惑于其说”，应该有自己的立言宗

旨。张伯行还指出当时“圣学”不明的具体原因，一

是陆王心学空疏，特别是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易

于流于禅学；而以颜元为代表的事功学派又扰乱天

下正道，无异于杀人。张伯行认为只有理学中的濂

洛关闽四派、特别是程朱思想才是正学。他的《道

统录》《道南源委》《伊洛渊源续录》三书对程朱一脉

有比较完备的记述，以廓清异学为己任，反对李贽、

颜元的言论以及佛道之学，认为李贽的书“一字一

句皆可杀人”，颜元的言论与李贽的书一样“亦可杀

人”；而“老氏贪生，佛者畏死，烈士殉名，皆刊也”

（《国朝学案小识》卷二《张孝先先生》）。可见，张

伯行的道统观是清初较为纯正的儒家道统观。［４］

　　三、主敬穷理，重视《小学》

张伯行认为，“天理”二字是“定盘针”，虽然人

的世运有升有降，遭遇有常有变，但“天理”二字却

是“移易不得”的，因此为学之人应该循天理而行。

在张伯行看来，“道”、“天理”在天地之间是永不停

息、生生不已的，“道”流行于天地之间犹如日月经

天而行，犹如江河附地而流，是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的。因此志于“道”之人的“体道”工夫也应该是“无

时或息”、精进不已的，不应该“以货利损行”、“以嗜

欲忘生”、“以骄奢败德”，只有这样才可以使自己

“求进于向上一路”。［２］（Ｐ２１－２２）张伯行为学宗旨是

“主敬”以确立其根本，认为“万善之理，统于一仁，

千圣之学，括于一敬”［２］（Ｐ２０），并因此改其号为“敬

庵”。在主敬的同时，与朱熹一样，他主张“穷理”以

致其知，反躬内省以践其实，并提出“存天理，遏人

欲，是学者最切要工夫”，因此要时时刻刻、在起心

动念之际都要存天理，在举手投足、视听言动等具体

的每一事上都要存天理。《困学录集粹》记载张伯

行自少年到老年“发言制行，表里洞达”，遵守其诚

信“不欺”的为人宗旨，同时，整齐严肃、主一无适，

“自私居以至群萃未尝戏言戏动”。［２］（Ｐ５－６）张伯行一

生所为是“敬”身体力行的典范。

张伯行和孙奇逢、汤斌一样，重视《小学》的教

育，并在学习、身体力行的过程中提出《小学》主要

在“敬”。张伯行认为，朱熹的《小学》主要分为内篇

与外篇，合计３８５篇，主要目的是“以立教、明伦、敬
身、稽古为纲；以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心术、

威仪、衣服、饮食为目”，如此纲举而目张，是为学之

人步入大学学习阶段的必由之路。并且，张伯行认

为如果要进入孔学之门，必须以“大学”为“统宗”，

否则“无以知孔子教人之道”；而看朱熹的书，如果

不以《小学》为基本的话，则“无以知朱子教人之

道”。《小学》记载的“立教、明伦、敬身、稽古，井井

乎有条，循循乎有序者”，即是孔子教育弟子“以入

孝、出弟、谨信、爱众、亲仁、学文之旨也”。

之所以强调《小学》，是因为人在幼年的时候如

果不学习《小学》，就无从收敛其心、养其德性，也就

无从奠定大学的根基。因此，朱子的教人之道也即

孔子的教人之道。而《小学》的主旨是“敬”字，因此

必须把《小学》内外两篇章节、句字都“看得敬字义

理，此地分明。体之于身而实践之，方知人之所以为

人”，以“敬”的态度做督导，才能明白人之为人的根

本所在，然后以其身周旋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

朋友之中，而“心术、威仪、衣服、饮食”无不各有“当

然不易之则”，按照这种方法“修之则吉，悖之则凶，

然后有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而大学之基本以

立”。［５］《大学》的三纲八目主要就是让人明白这种

道理。张伯行认为，那种以为《小学》主要在“敬”的

看法并没有了解朱熹“以立教明伦为体，敬其用耳”

的深意。［３］（Ｐ７９）张伯行认为，圣人之学是可以学而至

的，圣人之功却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必须坚持循序

渐进，随事体察，随时涵养，存其善而去其恶，朝夕省

思，不使一理不融于心。张伯行反对专务科举、增饰

文辞、究心势利的作风，主张躬行在先、正己修德，笃

守孝悌的忠信之道，以礼义廉耻规范自己。

此外，在对鬼神的看法上，张伯行坚持张载的说

法。他在注“二气之良能”时指出张载的解释很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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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上下千古未曾有人道得”。张伯行把“神气”解

释为一种不专属“气”、比阴阳二气精微的存在，惟

其如此才能称为“二气之良能”。他进一步解释说

《中庸》中“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夫闻”是从理上讲

“鬼神”；“体物而不可遗”则是“落在气分上”。他

还指出程颐对鬼神的解释只是解释清楚了后者，只

是在“天地功用上见之”，相比之下张载关于鬼神的

界定则是“直究其性情，合理与气而为言也”。对

此，陈荣捷认为张伯行的注解“真能达张子理学之

精义，然彼本人于鬼神之理之诠释，究乏兴趣。故其

《续近思录》采集朱子之言，竟不依朱子《近思录·

道体篇》采入‘鬼神’条”。［３］（Ｐ４４８）

孔子所开创的儒家由人及己、由个人的德性修

养到社会伦理实践的完成和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

充满着由责任感、义务感和神圣感的人生目标而构

成的动力，奠定了后世儒者的人生基调。从孟子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

上》）、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

功”［６］，到顾炎武之“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

也”（《顾亭林诗文集·与人书（二十五）》），无不是

孔子所奠定的志存天下、积极用世思想的写照，宋儒

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

万世开太平”的四句箴言，更是这种精神的最好注

脚。而张伯行清正廉洁，仁德爱民，推崇程朱理学，

重视《小学》、主敬的思想，反对祭祀淫祠、肃正风

俗，更是用自己的行为来践履这种精神。正因为怀

有这样矢志于儒家圣贤之道的理想信念，张伯行才

能在士风日下、人心日奢的环境中超然其上，实践儒

家修己治人、清廉自守的人生理想。而儒家的格致

诚正、修齐治平之道，经一代一代知识分子的身体力

行、躬行实践而流传久远、传承不坠。经张伯行塑造

的清正廉洁、忠事爱民的人格精神，不仅在当时受人

称誉，即使是在当今社会仍受人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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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城中村治理中
政府协同关键要素识别

肖湘雄，张林源

（湘潭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１０５）

［摘　要］城中村问题多、治理难。为了加强城中村治理中的政府协同，使用问卷调查法得出城中
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相关要素，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要素的外接中心度和内接中心度进行

定量分析。结果显示，社会基础设施、区域划分、经济发展水平、组织目标、组织职能、人才保障、制

度保障和信息技术保障８个要素被识别为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关键要素。围绕这８个关键要
素来加强城中村治理中的政府协同，可形成优势资源最优化利用的协同治理格局。

［关键词］城中村治理；政府协同；社会网络分析

［中图分类号］Ｃ９３６；Ｄ６３０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３．０４．００５

　　中国社会的转型是整体性、综合性和系统性的
结构型社会变迁，其实质是覆盖政治制度、经济生

产、社会生活与文化习俗领域的全面社会变革与社

会大转变。［１］在这个社会全面变革与社会大转变的

过程中，城中村无疑是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

进阶的热络地带。城中村见证并直接推动了中国由

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

济的转变，由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２］正因

如此，城中村成了社会各种矛盾的交汇区，是社会矛

盾与社会冲突频发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城市政权

组织和农村政权组织利益博弈的集聚点。城中村

具有流动人口急剧膨胀、违章建筑四处泛滥、基础

设施破败落后、安全隐患层出不穷、社会矛盾日益

集中、社会冲突此起彼伏、健康风险规避困难等特

征，是我国稳步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必须解决的

痼疾。由于城中村问题多、治理难，加上受各种复

杂因素的影响，以区、街道办（部门）为代表的城市

政权组织与以县、乡镇政府（部门）为代表的农村

政权组织对其均存在某种程度的排他性，影响了

城中村治理的健康发展。德国著名物理学家 Ｈ
哈肯认为：“组成社会环境的各个元素存在相互影

响又协调一致的关系，通过协同会使社会环境从

混沌变为有序。”［３］同理，组成城中村治理大环境

的城市政权组织和农村政权组织两大元素之间，

存在既相互影响又协调一致的关系。找出并解决

影响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关键要素，推动城

市政权组织和农村政权组织的协同契合，是完善

和加强城中村治理的重要途径。

国内外学界对城中村治理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Ｈ．Ｃａｎｔｅｒ［４］第一次把城中村理论引入城市地理学
中；Ｊ．Ｗ．Ｒ．Ｗｈｉｔｅｈａｎｄ［５］认为城中村是介于城市与
乡村之间的特殊区域，具有不同于城市和乡村的特

征；加拿大学者麦基用 Ｄｅｓａｋｏｔａ来概括城中村这一
空间模式［６］；希腊学者瓦西利斯·斯古塔斯［７］认为

应把重心转移到城市边缘正面的潜力上来，指出土

地是核心问题，必须加大城市边缘的规划和政策扶

持，运用“适宜技术”维护城市边缘秩序；Ｊ．Ｗ．Ｒ．
Ｗｈｉｔｅｈａｎｄ［５］还认为应注重对城市边缘区人口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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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城乡过渡性等方面的研究。国内的研究成果

主要集中在城中村治理的理论与内涵、体制与制

度、问题与对策等方面，针对城中村治理中之政府

协同作用的研究仍比较薄弱。本文拟从政府协同

这一新视角，对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要素进

行调查和分析，以推进城中村治理中城乡政权组

织协同行动，形成优势资源最优化利用的协同治

理格局。这对推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

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

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基层现代社会

组织体制，扩大基层民主，激发基层社会活力，增

加基层和谐因素，减少基层不和谐因素，营造和谐

社会环境等工作的相关政策制定，有着重要理论

意义与应用价值。

　　一、研究方法

一项基于加利福尼亚州阿拉梅达县６９２８名居
民为期９年的随机抽样调查显示，“缺乏社会联系
及社区联系的人，与那些有着广泛接触面的人相比，

死亡率更高”。［８］同时，“保有一个广泛的联系网络，

会使患普通感冒的概率大大降低”。［９］另一项研究

显示，若与组织中的不同群体的人保持网络联结，会

产生或获得更高的绩效评分。［１０］以上关于网络联结

的探讨给我们的启示是：个人或组织嵌入到关系网

络，会对其开展的活动产生积极影响，甚至会对活动

的成败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１１］社会学理论认为，

社会是由网络构成的，网络中包含结点（行动者）以

及结点之间的关系（关系纽带）。社会网络分析方

法（简称ＳＮＡ）是通过分析网络中的关系来探讨网
络的属性和结构，并在此基础上来探究网络改进策

略的一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Ｂ．韦尔曼（Ｂａｒｒｙ
Ｗｅｌｌｍａｎ）指出：“网络分析探究的是深层结构———
隐藏在复杂的社会系统表面之下的一定的网络模

式。”［１２］ＳＮＡ具有通过用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运算方
案、法则、程序等来分析网络关系的特色，通过对构

成社会网络的多个结点和各结点间连线关系的状况

进行简单分析，然后运用 Ｕｃｉｎｅｔ、Ｐａｊｅｋ等软件进行
计算，对各种关系进行精确的量化分析，以探究出网

络组织的深层结构。本文拟运用 ＳＮＡ中的网络中
心性分析法，以影响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要素

为网络结点，以各个要素之间的关联为关系纽带来

分析各要素之间的关联，从中找出影响城中村治理

中政府协同的关键要素，进而找出改善城中村治理

中政府协同的对策。

　　二、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现状

调查

　　为了对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基本状况有更
真实全面的认知，本文采取立意抽样的形式，从湘潭

市雨湖区选取了３００个调查对象，向雨湖区政府、雨
湖路街道、羊牯塘街道、中山路街道、窑湾街道５个
城市政权组织部门，鹤岭镇、楠竹山镇、昭潭乡、护潭

乡、响水乡５个农村政权组织部门以及雨湖区城中
村的基层群众，共发放调查问卷３００份，其中有效问
卷２６３份，有效回收率为８７．６７％（见表１）。将问卷
进行编码之后，运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社会统计调查软件
进行分析。调查问卷主要涉及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

同的满意度、重要性及基本现状等。

表１　调查问卷发放及回收情况
选项 发放频次 回收频次 占比／％

城市政权组织部门 １００ ９２ ３５．０
农村政权组织部门 １００ ８９ ３３．８
城中村群众 １００ ８２ ３１．２

从雨湖区城中村治理的现状来看，认为城中村

治理非常好的只有４．６％，认为差和非常差的却占
到了３８．０％（见表２）。不难看出，雨湖区城中村治
理现状堪忧。在调研过程中，我们看到雨湖区城中

村的道路交通设施、环境卫生、生活服务设施以及社

会治安状况等存在很多问题。可见，当前亟需进一

步完善和加强城中村的治理，而加强政府协同是改

善城中村治理的重要路径。

表２　雨湖区城中村治理现状调查

选项 频次 占比／％
非常好 １２ ４．６
好 ２３ ８．７
良好 ４２ １６．０
一般 ８６ ３２．７
差 ７９ ３０．０

非常差 ２１ ８．０

事实上，城乡政权组织间的协同契合对城中村

治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调查发现，有５３．６％的
调查对象认为加强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非常重

要，认为重要的占到了３５．７％，认为不重要的只占
３．１％（见表３）。加强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可以
实现城市政权组织与农村政权组织的资源共享，为

城中村的治理提供更多保障，从而不断提升城中村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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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的效率及质量。但是，另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当

前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群众满意度较低，感到

非常满意的只占 １１．８％，基本满意的也只有
２８１％，而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却占到了６０．１％
（见表４）。

表３　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重要性调查

选项 频次 占比／％
非常重要 １４１ ５３．６
重要 ９４ ３５．７
一般 ２０ ７．６
不重要 ８ ３．１

表４　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满意度调查

选项 频次 占比／％
非常满意 ３１ １１．８
基本满意 ７４ ２８．１
不太满意 １１０ ４１．８
很不满意 ４８ １８．３

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满意度较低，表明其

重要作用并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因此，找出并解决

影响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关键要素，推进城市

政权组织和农村政权组织之间的协同行动，对完善

和加强城中村治理非常重要。

　　三、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关键

要素分析

　　根据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运用网络中心性分析，
通过要素分析、关联分析、矩阵分析来逐步确立城中

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关键影响要素。［１３］首先，对城

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各项要素进行综合分析，确

定一套反映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要素类别的指标

体系。根据调查结果、文献探究和规范分类原则可

以构建起基础设施建设、基本结构划分、基本发展现

状、组织基本构成、各种相关保障５个一级要素指标
类别，每类一级要素指标中包括多个二级要素指标，

二级要素指标由具备不同主体、内容、视角等属性的

具体要素指标构成。其次，对已经确定和识别下来

的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分析，确立起各要素

间的关系网络，构建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要素的

邻接矩阵。因为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强弱不同，所以

必须根据各要素之间影响程度的不同来判断关联值

（０代表无联系，１代表弱联系，２代表中等联系，３

代表强联系）。通过关联分析和专家论证，最终构

建起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要素的邻接矩阵。最

后，通过对已构建的邻接矩阵进行分析，识别出城中

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关键要素。要识别关键要素需

要借助网络中心性分析法中的度数中心性分析方

法，运用Ｕｃｉｎｅｔ软件来测算邻接矩阵的内接中心度
和外接中心度，而关键要素的基本特征是“具备较

低的内接中心度和较高的外接中心度”。［１４］

邻接矩阵构建的科学性和可靠性是识别城中村

治理中政府协同关键要素的先决条件，也是重中之

重。为了对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要素进行科学

的关联分析，本课题组对邻接矩阵的每一个关系结

点的关联值进行了多次论证，并形成了城中村治理

中政府协同要素的邻接矩阵设计初样；之后，邀请相

关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城乡政府部门代表、社会公众

等参与邻接矩阵设计初样的认证讨论会，后经课题

组修改完善，最终形成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要素

的邻接矩阵模型（见表５）。
根据已构建的邻接矩阵，借鉴美国弗里曼教授

运用内接近中心度和外接近中心度测量企业智力资

本核心要素的方法［１４］，对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

关键要素进行识别。通过运用 Ｕｃｉｎｅｔ软件进行计
算，将那些具有较高外接中心度（９０＜外接中心度≤
１００）以及较低内接中心度（（７０＜内接近中心度≤
９０）双重属性的要素确定为影响城中村治理中政府
协同的关键要素。［１３］经统计，社会基础设施、区域划

分、经济发展水平、组织目标、组织职能、人才保障、

制度保障、信息技术保障８个要素为城中村治理中
政府协同的关键要素（见表６）。

　　四、结论与不足

通过对湘潭市雨湖区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

现状调查，可以看出当前城中村治理的现状不容乐

观，人们对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现状感到不太

满意。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我们构建了城中村治

理中政府协同要素的邻接矩阵，识别出了城中村治

理中政府协同的关键要素。

首先，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受经济发展水平

以及人才、制度、信息技术等关键要素的影响。从表

６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水平、人才保障、制度保障、信
息技术保障等是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关键要

素。因此，要不断加快城中村的经济发展步伐，推动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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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要素的邻接矩阵模型

一级要素 二级要素
生产基

础设施

生活服

务设施

社会基

础设施

产业

结构

人口

构成

区域

划分

社会管

理现状

地域文

化格局

经济发

展水平

生产生

活方式

组织

文化

组织

目标

组织

职能

组织

关系

组织

人事

人才

保障

制度

保障

信息技

术保障
点出度

基础设

施建设

生产基础设施 — ３ ２ １ ０ １ ２ ０ ２ ３ ０ １ １ ０ ０ ２ １ １ ２０
生活服务设施 ３ — ２ ０ ２ １ ２ １ ２ ３ ０ １ １ ０ ０ ２ １ １ ２２
社会基础设施 ３ ３ — ２ ２ １ ３ ２ ２ ３ ０ ２ ２ １ ２ ３ ２ １ ３４

基本结

构划分

产业结构 １ ０ ０ —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１１
人口构成 ０ ２ ０ １ — １ ２ ２ ０ ２ １ ０ ０ ０ ２ ０ ０ ０ １３
区域划分 １ ２ １ １ １ — ２ ３ １ １ ３ １ ２ ２ ２ １ １ １ ２６

基本发

展现状

治理现状 １ ２ ２ １ ２ ２ — ２ １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２０
地域文化格局 １ １ ２ ３ ３ ３ ２ — ３ ３ １ ０ ０ ２ ２ ３ ２ ２ ３３
经济发展水平 ３ ３ ２ ２ ２ ２ ３ １ — ２ １ １ １ １ １ ３ ３ ２ ３３
生产生活方式 ２ ２ １ １ １ １ ２ １ １ — ２ ０ ０ ２ １ １ ０ ０ １８

组织基

本构成

组织文化 ０ ０ ０ ２ １ １ １ ３ ０ ０ — ２ ２ ３ ２ ０ ０ １ １８
组织目标 ２ ２ ２ １ ２ １ ２ １ １ １ ２ — ３ ２ ２ ３ ２ １ ３０
组织职能 ２ ２ ２ １ ２ ０ ２ １ １ ２ ３ ３ — ２ ３ ２ ３ ２ ３３
组织关系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２ ２ １ １ ３ １ １ — ２ ０ ０ １ １６
组织人事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２ １ ０ ２ ２ １ １ ３ — ０ ０ ０ １４

各种相

关保障

人才保障 ２ ２ ２ ２ ２ １ ３ ２ ２ ２ ２ ３ ３ ２ ２ — ２ ３ ３７
制度保障 ２ ２ １ ２ ２ １ ３ ２ ２ ２ ３ ３ ２ ３ ３ １ — ２ ３６

信息技术保障 ２ ２ １ ２ ２ １ ２ ０ ３ ２ １ ２ １ ３ ２ ２ １ — ２９
点入度　　　　　　　 ２５ ２８ ２０ ２４ ２７ １８ ３５ ２５ ２３ ３１ ２６ ２１ ２１ ２８ ２８ ２４ ２０ １９

表６　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关键要素识别分析

一级要素 二级要素 内接中心度 外接中心度 是否关键要素

基础设

施建设

生产基础设施 ８０．９５２ ７７．２７３ 否

生活服务设施 ８０．９５２ ８０．９５２ 否

社会基础设施 ７７．２７３ ９４．４４４ 是

基本结

构划分

产业结构 ９４．４４４ ７３．９１３ 否

人口构成 ９４．４４４ ６５．３８５ 否

区域划分 ８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是

基本发

展现状

治理现状 ９４．４４４ ８９．４７４ 否

地域文化格局 ８９．４７４ ８９．４７４ 否

经济发展水平 ８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是

生产生活方式 ９４．４４４ ８０．９５２ 否

组织基

本构成

组织文化 ８５．０００ ７０．８３３ 否

组织目标 ７７．２７３ １００．０００ 是

组织职能 ８０．９５２ ９４．４４４ 是

组织关系 ８５．０００ ７３．９１３ 否

组织人事 ８９．４７４ ６８．０００ 否

各种相

关保障

人才保障 ７７．２７３ １００．０００ 是

制度保障 ７７．２７３ １００．０００ 是

信息技术保障 ８０．９５２ ９４．４４４ 是

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和特色经济的创新发展，同时

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人才、技术、信息、制度等相关

保障。

其次，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受社会基础设施

建设以及城乡区域划分等关键要素的影响。城乡区

域划分一直是影响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重要要

素，受区域划分的影响，城中村承受着不同于城市和

农村的文教体卫、治安管理、社会保障以及生产生活

方式等压力。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是推进城

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重要保障，包括社会福利设

施、文化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商业服务设

施等。［１５］

最后，城中村治理中的政府协同受城乡政权组

织目标和组织职能等关键要素的影响。随着城镇化

的不断推进，城中村流动人口、征地拆迁、环境污染、

食品安全等治理问题层出不穷，加强城中村治理既

要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完善的制度保障，又要有坚强

的政治领导、全体成员思想上的统一。因此，明确城

中村治理中城乡政权组织的目标，加强组织职能建

设，可以凝聚城中村基层社会力量、激发基层社会活

力、增加基层和谐因素、减少基层不和谐因素，从而

确保城中村的和谐稳定。

由于整体社会网络数据收集难度大，我们无法

采用大样本随机抽样，只能采用便利抽样，从而使得

本文的研究结论带有很强的个案特征。此外，在研

究内容上，我们只对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进行了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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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网络结构的分析，若在研究中加入时间变量，可

能有助于进一步揭示政府协同关键要素的形成与流

动。上述问题有待今后做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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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研究述评

宋玉军

（阜阳师范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安徽 阜阳 ２３６０４１）

［摘　要］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在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的研究不断深入，不仅阐述了农
民工基本公共服务缺失的现状，分析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而且从制度改革、实现机制等层面提

出了相应的对策。从整体上看，这方面的研究尚有不足之处，还需要准确界定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的内涵，在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专题性研究、实证性研究方面形成权威性研究成果，在政策

体系建议上更具整体协调性。由于农民工的代际转换，新生代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的相关问题研

究将会成为今后关注的重点。

［关键词］农民工；公共服务；均等化

［中图分类号］Ｆ２９９．２３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３．０４．００６

　　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出现
了农民工阶层。围绕农民工问题，国内学术界就农

民工的概念与属性、农民工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经济

社会的影响、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及其新变化、农民工

的城市社会融入与拒斥等方面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

究。近年来，随着民生问题的凸显和中共中央“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的提出，农民工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问题成为学术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本

文基于近年来已有的研究成果，对农民工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的内涵、缺失表现及原因、对策进行

综述。

　　一、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内

涵及缺失表现

　　总体上，我国学术界的共识是农民工基本公共
服务普遍存在着缺失问题；他们不能像所在城市的

市民一样同等地享有城市的各项公共服务，被排斥

在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之外。

１．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之内涵
对于“何谓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

不同研究视角呈现不同的观点，大体上可以归为

“量”与“质”的两个方面。从均等化“量”的视角

看，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要为农民工提供

大致相等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吴业苗［１］认为，均

等化只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一个大原则，农民工公

共服务应该是“等值化”，农民工公共服务等值化就

是政府为农民工提供基本的、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

标准的、最终大致均等的公共物品和服务，包括就

业、社保、住房、文化娱乐等方面。从服务均等化

“质”的视角看，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是维

护农民工的基本权益，这包括平等的政治权利、平等

的参与经济与发展成果分享权（涵盖就业权与择业

权、合法权益的保护和社会保障权）以及平等的教

育权、与市民享有同等的合法权益［２－３］。

以上研究成果，均表明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缺

失问题的现实存在，但对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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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内涵仅从质或量两个角度来解读有失偏颇。笔者

认为，界定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涵既不

能仅停留于定性描述，也不能单纯地以数量来度量，

应将两者有机结合。

２．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缺失的表现
对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缺失的表现，众多研究

成果做了一定的描述和分析。有的是从宏观上作一

概括描述；有的是从就业、社会保障、文化生活等微

观方面具体阐述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缺失的现实表

现；还有一些研究文献从指标体系上衡量农民工基

本公共服务缺失的程度。

在宏观研究方面，一些研究成果将农民工基本

公共服务缺失的总体表现概括为就业和培训服务不

到位、子女教育不平等、医疗卫生等社会保障服务处

于“盲区”、居住条件差、文化娱乐生活单调等［４－５］。

现有宏观描述可以概括农民工公共服务缺失的全

貌，但研究不够具体，缺乏深度。

在微观研究方面，李占五［６］认为，整合社会力

量和各种资源，搞好农民工流动就业服务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国际金融危机下严重的农民工失业形

势，也反映出我国公共服务的缺位，表现为公共就业

服务整体水平偏低、结构发展不平衡等［７］。对于农

民工返乡就业创业问题，一些研究成果表明，政府对

返乡农民工就业的公共服务需求缺乏有力的回应，

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存在主体单一和供需失衡问

题，农民工在就业服务需求解决的过程中参与有

限［８］。在农民工返乡创业方面同样面临政府服务

不到位等问题［９－１０］。农民工居住条件差一直是困

扰农民工的一个现实问题。临建房或简易房在农民

工自租的住房中占８０％以上，这些房子面积小、建
筑密度大、安全隐患高，地理位置偏远［１１］。金三

林［１２］认为农民工居住条件差的成因是市场失灵和

政府失灵的双重因素作用所致，其中政府的不作为

是主要因素。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课

题组［１３］认为，农民工定居城镇的条件正在形成，需

要通过多方面政策措施解决他们的居住问题。对于

农民工精神文化方面的研究，２００５年受国家宣传文
化部门的委托，华中师范大学全国农民工文化生活

状况调查课题组［１４］在全国１４个地区就农民工文化
生活问题进行了大规模专题调查，结果发现，农民工

文化生活贫乏，文化需求高，但在供给方面，由于企

业为农民工提供的文化设施或活动过于单一、贫乏，

政府和社区提供的文化设施也倾向于简单供给，造

成了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不足，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

需求难以得到满足。赵立新［１５］认为，目前，农民工

精神文化生活比较匮乏，文化生活“孤岛化”现象日

趋明显。正确分析和解决农民工文化生活“孤岛

化”现象，不仅能够更好地实现农民工的文化权益，

而且能更好地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中宣部宣教

局课题组所做的《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服务

研究》发现，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面临

的主要是精神文化需求旺盛与精神文化产品有效供

给不足之间的矛盾。何宇鹏［１６］基于湖北省调研材

料认为，目前农民工培训、教育、计划生育等服务有

了明显的改善，但社会保障、住房等服务还处在改革

探索阶段，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新生代农民工与其前辈之不同在于他们不再

有浓厚的“乡土情结”，而他们在城市中又与其前

辈们所处的状态基本相同，他们同样面临着社会

福利、劳动就业权利、文化教育、公共卫生等基本

公共服务方面得不到保障的问题［１７－１８］。这可能

导致他们“城市融不进”、“农村回不去”，处于被

“双重边缘化”的境地。因此，一些学者认为，农民

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迫切需要融入城市，而基

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不均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

城市的主要障碍［１９］。

从就业、居住条件、精神文化生活、自身特点等

具体角度切入研究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缺失问题，

这在研究内容上显得更加具体、深入；并且这方面的

研究文献越来越多，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农民工基

本公共服务问题研究的热点趋势。但是，由于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工程，一定范围

上的单兵突进，一方面容易造成研究领域彼此之间

缺乏融通，另一方面因为基本公共服务之间的交叉

重复，各自为战会导致大量的重复性研究，在理论指

导实践层面难以形成有效的对策建议体系。

一些研究采用实证方法研究农民工基本公共服

务缺失状况。李梅香［２０］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

的角度，以浙江省调查为例建立指标体系，得出的结

论是新生代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水平偏

低，综合指数为４１．７３，还不及城市居民的一半；社
会保障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最低，只有２７．７３。金
南顺［２１］运用类似质量管理 ＰＤＣＡ的指标体系对农
民工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进行了调查研究。从该研

究调查数据看，农民工对城市公共服务 ＰＤＣＡ的各
个环节感觉很差和较差者居多，二者合起来占

４７５％，感觉一般的占３９．３％，感觉较好和很好的
只占１３．２％，得出的结论是农民工对城市公共服务
满意度甚低。实证调查研究可以真实反映农民工基

本公共服务缺失的状态，但由于区域、个体间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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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单从一个省或区的个案分析，难以准确反映农民

工基本公共服务的全貌，实证调查研究需要拓展区

域范围。

总的来说，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已从总

体性研究拓展至对具体问题和领域的分析，从直接

表述型定性研究逐渐转变为实地调查的实证性研

究，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研究体现出梯

度累进的研究特征。

　　二、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缺失的

原因

　　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农民工在享有的基本公
共服务方面与流入地居民显然有较大的差距。这种

状况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大体可以归纳为制度

因素、非制度因素以及综合性因素等方面。由于研

究侧重点存在差异，对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缺失原

因与制约因素的考察角度和结论不尽相同。

１．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缺失的主因是城乡二元
的制度因素

徐增阳等［２２］认为虽然制约农民工不能同等享

有公共服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制度是其中的关

键性因素，农民工不能同等享有公共服务是由城乡

二元制度造成的。中宣部宣教局课题组所做的《新

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服务研究》也提出制约新

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水平提高的体制因素是缺乏整

体规划和制度安排。在哪些具体制度是根本原因方

面学术界还存在一定的分歧。一般而言，户籍制度

被认为是造成农民工不能同等地享有公共服务的根

本原因，或者是制约农民工享有公共服务的核心

因素。

但有些学者认为，户籍制度并不是影响农民工

同等享有公共服务的核心因素，“积淀”在户籍制度

上的一些派生制度应是重要的阻碍因素，主要包括

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两方面。有学者认为，劳

动就业制度是影响农民工不能同等享有公共服务的

主要因素。［１９，２３］农村人口可以自由进城务工经商，

表明户籍制度的影响正在削弱，但建立在户籍制度

基础上的城市就业制度仍然在阻碍着农村流动人口

在城市社会的生存和发展，阻碍着他们与城市社会

的融合，影响着农民工应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水

平［２４］。吴业苗［１］认为鉴于当前取消户籍制度的社

会和经济成本太高，而农民工最大的问题是无力应

对市场和城市生活风险，因此，农民工公共服务等值

化建设的着力点并非户籍制度改革，而在于建立和

完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

２．农民工不能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非制度
原因

这主要有２方面：一是农民工自身的个体因素，
二是政府管理因素。杨昕［２５］认为，制度虽然很重

要，但一些非制度因素如农民工的年龄、性别、流入

时间、受教育水平、经济收入、职业等自身条件会影

响农民工的权利意识和争取权利的能力；农民工与

城市居民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社会距离，这都构成了

影响农民工公共服务享有水平的重要的非制度因

素。高益群［２６］以甘肃省为例对农民工享有公共服

务的现状做了分析，认为农民工群体身份的错位和

边缘化的社会地位导致了他们权益保障的缺失，欠

发达地区农民工这种现状折射出区域差别和城乡分

割所带来的弊端。

陈振明等［２７］基于对厦门市某区外来人口劳动

就业、社会保障、子女教育以及社会治安等方面的调

查，认为现行外来人口管理体制中仍然存在着重管

理、轻服务，重直接管理、轻社区参与，重多部门齐

抓、轻部门协作，重经济利用、轻社会融入等问题，地

方政府即使增加了对外来人口的公共服务供给，执

行了“农民工新政”，也会因管理体制的桎梏而导致

政策目标难以落实，或是政策效率严重受损，从而影

响农民工享有公共服务的水平。

笔者认为，由于依附于户籍制度而衍生出的城

乡二元化的制度有很多，所以只要是学者在对不同

制度的重要性的认识上不同，就会对农民工不能同

等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产生的原因方面有不同的见

解。户籍制度改革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但“毕其功

于一役”是不现实的，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农民工

不能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

的结果。

　　三、推动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的对策措施

　　农民工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却一直享受不公平的待遇。推进农民工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需要从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农民工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功能作用，以体制、机制创新为

重点，构建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路径。

１．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功能定位
基本公共服务事关农民工生存与发展，是他们

的生存底线与发展的空间。蔡窻［２８］认为，准确区分

公共服务与非公共服务、基本公共服务与一般性公

共服务，这不仅关系到科学界定政府职能与市场功

能的边界，而且也能突出针对农民工公共服务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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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重点、难点，有利于改革顺利推进。

针对于此，有学者认为需要从战略高度认识农

民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

要意义。于建嵘［３］认为，“凡是没有让农民工享受

到均等的服务，都可以看做是对农民工基本权益的

侵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提出为解决农民工

问题提供了基本原则、普遍标准和行动框架。而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于促进农民工城市化（融入城

市）具有重要作用。徐增阳等［２２］认为，与我国工业

化的进程相比，当前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比较缓慢，政

府在回应亿万农民工的市民化诉求上显得滞后；推

进农民工市民化，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提升农民工

享有公共服务的水平。何宇鹏［１６］通过实地调研，更

为明确地表明：“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实质是公共

服务均等化的过程”。在市民化过程中，户口的转

换只是形式上的改变，基本公共服务的分享才具有

现实的意义。公共服务对解决农民工工资偏低和贫

困同样具有重要作用。［２９］

２．推动农民工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对策
如何让农民工享有同等基本公共服务，不同学

者有不同的见解与主张，大体可以概括为２点：一是
确保农民工平等享受公共服务的制度安排，包括基

本性制度、相关性制度和保障性制度在内的框架体

系设计；二是完善农民工公共服务体系的实现途径，

特别是模式选择、路径选择和机制建设。大多数学

者将“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作为一项重要的应对举

措，并指出应以推动管理体制机制创新来推动农民

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１）以户籍制度改革为着眼点，建立一系列确
保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国家发展改

革委社会司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课题组［５］从稳步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转变政府管理与公共服务方式、

加强基础工作、搞好制度化建设等６个方面提出了
推动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对策措施。龚维

斌［４］从政府转变管理观念、强化服务意识、改革体

制以及农民工自组织、自服务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

对策。

在构建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的制度

化路径方面，一些研究者强调了依法保障农民工合

法权益的重要性。于建嵘［３］认为除了需要进一步

改革户籍登记和管理制度，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外，还

需要采取具体措施转变政府职能，切实保障农民工

的基本权益，并把农民工基本权益归纳为平等就业

和选择职业权、劳动报酬权、休息休假权、劳动安全

保护权、接受职业技能培训权、享受社会保险福利

权、土地承包权、农民工子女享受义务教育权、提请

劳动争议处理权、集体谈判权１０项基本权利。赵
明［３０］则通过对四川省成都市农民工劳动纠纷案的

调查认为，农民工是易受各种侵害的弱势群体，要从

根本上解决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

政府必须提供公共服务，合理调配各种资源，以制

度、法规的力量，使农民工在城镇建设中得到充分的

社会保障。

推动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的制度体

系重建是一个系统工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

组［３１］认为，农民工市民化的重点在于加快推进劳动

就业、义务教育、公共住房、社会保障、户籍等制度的

改革，并且逐步形成农民工与城市居民身份统一、权

利一致、地位平等的公共服务制度体系，才能促进农

民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因而，亟待从社会保险、医

疗、就业、教育、住房和文化等各基本公共服务入手，

构建改进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现状的制度体

系［２１，３２－３５］，以保障农民工能够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２）转变政府职能，构建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实现的体制机制路径。政府在推动农民工享

有同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需

要转变观念，树立公共服务的理念，将农民工对城市

公共服务满意度纳入政府考核指标体系当中［２１］；把

管理寓于服务之中，不断创新实现农民工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的体制机制。在机制创新方面需要建立

梯度累进的公共服务获得机制、公共服务需求导向

的供给机制与市场化和社会化供给机制、财政保障

机制、农民工满意的评价机制等［２２］。陈振明等［２７］

提出了依托于社区的参与式管理、依托于服务的激

励式管理和依托于专门机构（综合常设机构）的一

体化管理等一整套社区参与型外来人口社会管理新

模式。胡艳辉［３６］强调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模

式的改进和创新，需要在参与机制、协调机制、评估

机制、监督机制等方面加以改善和建设，以构建实现

城乡有效对接的机制体系。

笔者赞同“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解决

农民工问题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这一观点，但

由于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涵盖的范围较广，在推行

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中究竟遵循全面推

进的路径还是从某一关键领域如就业、义务教育等

入手进行局部突破的渐进方式，在这方面有待于进

一步深化研究。因而，在解决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对策措施方面同样不能强调“形式化”的制

度改革，更要联系农民工具体实际，解决突出问题，

要使他们获得并感受到自身权益的重大改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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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政策体系研究中应具体化、细致化，充分考虑

对策措施的整体性和协调性。

　　四、结论

概括起来，我国学术界在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

方面的研究，既有总体性宏观研究，也有专题性研

究；既有理论性分析，也有实证性研究；在原因、对策

研究方面既有共识，也有分歧。这方面的研究整体

上尚有不足之处，还需要准确界定农民工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的内涵，在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专题性

研究、实证性研究方面形成权威性研究成果，在政策

体系建议上更具整体协调性。由于农民工的代际转

换，新生代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相关问题研究将成

为今后关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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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以上海为例［Ｊ］．社会科学，２００８（１０）：８８．

［２６］高益群．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视角下的农民工权
益保障———以甘肃为例［Ｊ］．发展，２００９（１）：５．

［２７］陈振明，丁煜，吴永键，等．外来人口社会管理与公共
服务供给机制的创新———基于厦门市某区调研的分

析［Ｊ］．东南学术，２００７（６）：３９．
［２８］蔡窻．人民日报：推动政府职能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转变［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０－１２－０１（０７）．
［２９］农民工城市贫困项目课题组．农民工生活状况、工资

水平及公共服务：对北京、广州、南京、兰州的调查

［Ｊ］．改革，２００８（７）：８４．
［３０］赵明．试论政府的公共服务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

基于四川省成都市农民工劳动纠纷案件调查数据的

思考［Ｊ］．农村经济，２００６（１０）：３．
［３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十二五”时期推进农民

工市民化的政策要点［Ｊ］．发展研究，２０１１（６）：４．
［３２］卢海元．走进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Ｍ］．北京：经

济管理出版社，２００４．
［３３］桂世勋．我国城镇外来从业人员养老保险模式研究

［Ｊ］．市场与人口分析，２００４（４）：２９．
［３４］任建萍，徐玮．城市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及筹资意愿

调查研究［Ｊ］．中国卫生经济，２００６（８）：３７．
［３５］许力平．中国城市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现状与对策

［Ｊ］．太原大学学报，２００８（４）：２１．
［３６］胡艳辉．均等化视角下农民工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Ｊ］．湖湘论坛，２０１１（２）：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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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丑文化异化倾向分析
刘燕

（南昌工程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江西 南昌 ３３００９９）

［摘　要］审丑是审美的对立面，审丑的目的是为了衬托美，因为有审丑的存在才使得审美的意义
更饱满、更鲜活；审丑是一种文化反映，是人类价值体系、思维方式的重要指向，是社会活动的重要

成果。当审丧失了立场，沦为纯粹围观、跟风、追捧状态，美便让位于丑，出现以丑为美、为利而丑的

状态，即发生了审丑文化异化倾向。审丑文化异化倾向的表现与危害在于：审丑背离审，消解为围

观；冲击主流文化价值观和道德底线；审丑异常崛起违背了审美的初衷。审丑文化异化倾向的经济

根源在于泛经济主义的滋长，社会根源在于公共生活的匮乏和公共精神的缺失，文化根源在于文化

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匮乏。要消除审丑文化异化影响，必须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坚持文

化发展的正确价值取向，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培育公共精神，同时还要加强

对公民的审美教育，优化审美生态环境。

［关键词］丑；审丑文化；异化

［中图分类号］Ｂ８３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３．０４．００７

　　“丑”乃“”的简化字。丑字起源于甲骨文 ，

表示与手指有关的动作，其造字本义为拧、扭、搓、

转，汉字简化后与酉字合并为，意为酒醉后疯狂的

神情，其义进一步引申为恶心难看的意思。丑为多

义字，作为序数词排在地支第二位，与天干配合纪

时；作为名词指戏曲角色，为脸部化装古怪滑稽的人

物。在欧洲美学史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最早探

讨了丑的问题；我国学界对丑现象的关注始于明代，

但是审丑文化作为常用概念如此招摇却是一个崭新

的话题。

在近代社会以前，对丑的研究都是来源于美学

的副产品，所以李斯托威尔说，审丑是近代社会精神

的产物，“与美不同，在艺术和自然中感知到丑，所

引起的是一种不安的甚至痛苦的感情”［１］。１８５３
年，《丑的美学》的出版不仅奠定了罗森克兰兹现代

丑学奠基人的地位，而且也标志着丑从此真正成为

一种特殊的审美形态。据考证，我国学者对“丑”的

关注始于明代，１９８０年代以后，审丑成为先锋文学
的常用范式。１９８０年代后期，学术界开始引进西方

审丑理论并尝试用“审丑”概念进行批判实践，涌现

出一批著作，如刘东《西方的丑学：感性的多元取

向》（１９８６）、王庆卫《丑的轨迹：理性视阈中的非理
性变奏》（２００６）、潘道正《丑的象征：从古典到现代》
（２０１２）等，从不同角度对西方审丑观念进行了系统
的梳理。美学大家朱光潜认为：“特别在近代美学

中丑转化为美已日益成为一个重要问题。丑与美不

但可以互转，而且可以由反衬而使美者愈美、丑者

愈丑。”［２］

丑普遍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人们与客

观事物之间形成的一种否定性关联，源自主体的否

定性体验。审是一种态度定位，审丑是大众携带评

判标准，以一种围观的心理，对“丑”客体予以不同

性质及不同程度的关注。审具有合法性和独立性，

无论于美于丑都代表着一定评判标准或价值取向，

然而当审非审，审丧失了立场，沦为纯粹围观、跟风、

追捧状态，美便让位于丑，出现以丑为美，为利而丑

的状态，即发生了审丑文化异化倾向。本文讨论的

“丑”，主要是指始于２０００年代，以芙蓉姐姐、凤姐、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２０１３年

小月月为表演主体，以网络为主要传播媒介，掀起的

全民审丑浪潮。《新华日报》《光明日报》等先后刊

发了《消费网络红人：全民审丑过程中价值观的扭

曲异化》《网络审丑现象透析：莫把“呕像”当榜样》

《以正确价值观矫正过度娱乐化》等文章，对审丑的

超常规流行，表达了深度关切。本文主要从审丑文

化内涵、审丑文化异化表现、审丑文化异化的根源、

扬弃审丑文化异化的措施等几个方面进行探索

研究。

本文研究的意旨在于：第一，追溯“审丑文化”

发展的历史过程，以期有助于探讨“审丑文化”发展

的一般规律，推动文化建设的理论研究；第二，分析

社会心理和价值理念的特征、走向，以期有助于利用

公众的窥视心理、从众心理、补偿心理，推动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第三，解构转型时期中国的时代

特征，以期有助于加强中国语境、中国模式的民族心

理建设研究。

　　一、审丑文化的内涵

基于主客体的差异性，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

所产生的体验往往具有多方面、多层次的属性，所以

“审丑”的内涵也是不稳定的，具有很强的包容性、

普适性和鲜明的个性色彩。

从其存在意义来看，审丑包括两层含义：（１）审
丑是审美的对立面，审丑的目的是为了衬托美，是人

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产生的一种负面情感，是人与

周围事物之间的一种否定性关联，东施效颦的客观

效果即以丑衬美；（２）审丑是一种特殊的审美，审丑
是非理性精神的产物，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

不和谐、无规则、不平衡状态，因为有审丑的存在才

使得审美的意义更饱满、更鲜活，丑到极致就是美，

“齐美丑”是也。

从其研究内容来看，审丑是一种文化反映，是人

类价值体系、思维方式的重要指向，是社会活动的重

要成果。随着学科领域的相互融汇，审丑的研究视

域也在扩展。其一，审丑是一个美学范畴，是对研究

对象形态、结构、本质、规律的另类刻画，也是情感失

序和失真的表达；其二，审丑是一种文学塑造，它是

《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是鲁迅塑造的阿 Ｑ，是余
华笔下的“现实一种”；其三，审丑是一种伦理现象，

是对观念、行为、关系、结果产生的价值判断，其指向

是褒扬合理的存在；其四，审丑是一种心理状态，它

反映了大众窥视、猎奇的欲望，剖析的是某种特定的

社会心理和行为现象。

从其性质来看，丑本身具有双重规定性，积极意

义上的丑是自然和社会的必备元素，是人类世界的

重要表达和规制；消极意义上的丑则是人类生产生

活的失败作品，是社会发展规律的背离，是伦理道德

的失序。审丑本身是对丑性状的关注，是人们对丑

的认识、评价和改造活动，具有合法性和独立性。

　　二、审丑文化异化倾向的表现与

危害

　　美与丑是对应的。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审美文
化与审丑文化的发展往往是不同步、不平衡的，而今

审丑文化独立性异常凸显，大有喧宾夺主之势，具体

表现为以下３个层次：
１．审丑背离审，消解为围观
在文艺复兴运动以前，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审

丑文化源自对自然力量的恐惧、无助；在现代社会

中，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会分工日益专业

化、细致化，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出现

严重异化，审丑文化的流行是对工业理性的另类彰

显。从审丑主体角度而言，审丑在否定理性力量的

同时，也在追求主体意识的回归，是人们对自我的全

面认知和洞察，是在丑陋现实面前的自我觉醒，也是

现实社会的真实折射。

审丑贵在审，没有审的定位，丑无所皈依。无原

则地追捧无论是主体基于对丑的非正常追捧，还是

对丑的无休止批判，客观上都产生了对丑的过度关

注，对行为主体起到了“广而告之”效应。围观者对

公序良俗漠视，以看客的心态消解了其作为批判主

体的自觉，就像鲁迅在《药》中描述的一样，“却只见

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

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３］。当审丑信息大面

积袭来，从作弊到腐败、从办证到欺诈、从对天涯论

坛中爆出的最极品女小月月的消极围观延伸到对佛

山相继被两车碾压的小悦悦的袖手旁观，人们从最

初的惊愕到最后的见怪不怪、从最初的新鲜到最后

的麻木状态，人的本质力量在对象世界中被扭曲，主

体自觉意识丧失，主体丧失了其为主体的本质，客体

背离了其作为主体确证力量的存在。当主体非主

体、客体非客体，主客体关系被曲解时，社会风气随

之滑坡。

２．冲击主流文化价值观和道德底线
主流价值观具有规范社会行为、引领社会风尚

的重要功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

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４］真善美

是人类的不懈追求，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题

中之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倡导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在社会层面弘扬自由、平等、公

正、法治，在个人层面推崇爱国、敬业、诚信、友爱。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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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美的都是和谐的和比例合度的，凡是和谐的

和比例合度的就是真的，凡是既美而又真的结果上

也就是愉快的和善的”。［５］然而，在当前情势下，审

丑文化非正常发展，主流价值观不断遭到非议和背

弃，某些人为成名无底线上镜，真善美与假丑恶的界

限难以确定，似乎一切都可以理解，一切都可以接

受。价值观因利益取向的左右而摇摆不定，规则被

肆意践踏，道德底线不断遭到挑战，何是何非任意评

说，令人无所适从。精神上的荒芜、幸福感的降低，

必然干扰社会风尚的建设。从踩猫到虐婴，丑陋的

人性被肆意散播；从染色馒头、瘦肉精到毒胶囊，职

业道德接连被葬送；从芙蓉姐姐到干露露，羞耻之心

被彻底解构……非理性因素的过分张扬不是对个

性、平等的肯定，就像卢梭说的，人类只有放弃天然

自由，才能获得契约基础上平等的社会自由和道德

自由。审丑领域的乱象丛生，反映了主流认同流于

形式，主体信仰集体缺失，人民群众的精神诉求不能

得到有效满足，如不加以引导必然会使人类社会由

内在焦虑演变成共同的精神危机。

３．审丑的异常崛起违背了审美的初衷
所谓“审美”，就是人类基于完整、圆满的经验

而表现出的一种身心洽适、灵肉协调、情理交融、知

行合一的自由和谐的心理活动、行为方式和生存状

态。［６］“万物莫不有对”，美丑相依，自古以来皆以美

为本位。审丑无论是作为美的烘托，还是作为特殊

的社会现象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一方面，审

丑是对人的精神和意识层面的深度挖掘，是物质文

明的全面反映，是对人类生存困境乃至内心情境的

真实写照；另一方面，审丑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产

物，社会的发展推动精神个性主动释放，审丑是人类

渴求自由平等的体现，在否定自我中超越自然本性。

恰如恩格斯所说：“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

前进一步。随着文明而产生的社会为自己所建立的

一切机构，都转变为它们原来的目的的反面。”［７］审

丑初衷是为了以丑衬美，化丑为美，而审丑文化过度

泛滥则背离了审丑的最初目的：丑的异常崛起脱离

了美的向度，美丑不分，美无所谓美，丑无所谓丑，美

丑何解？芙蓉姐姐、凤姐自称闭月羞花、沉鱼落雁，

赞成者、鼓励者不计其数；官二代、富二代以炫富为

美，笑贫不笑娼的现象司空见惯……美丑的界限被

搅乱，美丑的地位被颠倒，美感的平衡被打破。丑具

有相对独立性，并不意味着丑是对审美价值的否定，

审丑只有与审美联系才能实现其独特的社会价值。

总之，当今审丑文化的发展偏离了人类文明长

期运行的正常轨道，使得美丑关系发生易位，当前必

须正本清源，遏制审丑文化的错位蔓延。

　　三、审丑文化异化倾向的根源

在中国，审丑经常性地跃入人们的视线是１９８０
年代以后的事情，审丑背离审美的要求是历史发展

的阶段性产物，与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城镇化的

发展阶段相关联。

审丑文化异化倾向的经济根源在于泛经济主义

的滋长。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的经济

运行机制，它把经济效益最大化作为主要追求目标。

泛经济化现象就是将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市场

经济意识扩展到政治、文化、社会等非经济领域，其

本质是泛市场化———包括良心在内的一切都可以进

行交易。政治、文化、社会皆有其特殊运行规律，将

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思想盲目照搬挪用，对非经济活

动的影响是负面的，将泛经济化思想延伸到文化领

域，必然导致文化发展的非公益性，扭曲文化的社会

功能。泛经济化体现在审丑文化领域是指人们对丑

文化的界定、评判都坚持经济效益第一位的思想，是

非、美丑、善恶的界定皆依据经济效益的多少。“顺

从他人的最下流的念头，充当他和他的需要之间的

牵线人，激起他的病态的欲望，默默盯着他的每一个

弱点，然后要求对这种殷勤服务付酬金”。［８］（Ｐ３４０）人

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肢解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两省三地争夺西门庆故里，都是 ＧＤＰ惹的祸，当经
济利益成为干部政绩的唯一考量指标时，这样的发

展值得提倡吗？审丑文化异化的实质是拜金主义价

值观的充分展现。表演者为出名不计代价，自曝其

丑自毁名誉，究其本质无非是为了追求成名之后的

巨大经济利益；宣传部门、媒体机构为赢得收视率、

点击率、上座率，无底线炒作，主动迎合人们的低俗

文化需求，其动机仍为物质利益。审丑文化的功利

性使得人们过度关注审丑为经济、为政治服务的功

能，忽视了审丑的社会作用。当审丑文化的发展背

离了弘扬美的真谛，为丑而丑，必然沦为庸俗化、低

俗化的社会现象。

审丑文化异化倾向的社会根源在于公共生活的

匮乏和公共精神的缺失。一直以来，我们国家并没

有对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进行明确的界定。民国时

期，公共生活局限于知识分子与士绅阶层，普通大众

过着一种闭塞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后相当一段时

间，党的组织生活为普通民众提供了一个新的参与

公共生活的方式，日常生活被批斗大会、动员大会、

集体劳动填满，这种公共生活养育的是民众的狂热

情绪。改革开放后，农村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城市

居民回归家庭，公共生活被长期束之高阁。长期以

来公共生活处于空洞状态，社会关系网络建立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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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是血缘、亲缘关系。在关系面前，信息、资源的不

公平分配阻碍了信息、资源的合理流动，造成社会的

不平等，很多人被排除在机会之外。人与人之间的

信任过度地依赖于熟人关系而不是社会规则，久之

便形成封闭性的帮派结构。公共生活的缺失导致公

共精神缺失，公民责任意识不强，对公共秩序的建构

规则缺乏足够的认识，养成了对社会规章制度漠视

的习惯态度。政府部门公共精神缺失导致政府片面

追求ＧＤＰ，重发展轻服务，领导干部工作作风不正、
不实，没有在群众中树立良好的责任形象。媒体缺

失公共精神，片面追求经济利益，无原则地进行商业

炒作，不能以严肃科学态度对待各种审丑信息，导致

新闻报道的丑闻化、娱乐化。企业缺乏公共精神，唯

利是图，恶性竞争，为追求利益，不惜将整个企业乃

至整个行业置于危险境地，三鹿奶粉事件并不是个

例。公众缺失公共精神，片面追求个性、自由，将个

人利益得失作为评判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以眼

前利益为视域，藐视社会规制，漠视他人权利，或者

盲目跟风追捧，或者亲力亲为，以丑博利，损害了公

共舆论生态环境。总而言之，公共精神缺失，使得公

共生活在审丑文化的异化面前毫无招架之力。

审丑文化异化倾向的文化根源在于文化自觉和

文化自信的匮乏。文化自觉、自信是民族存在的精

神确证，是民族强盛的灵魂支撑。自觉、自信的认知

力源于对文化实力的积极认识，对文化生命力的强

烈认同。当下，我国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匮乏，其

实质是对现有文化资源的轻视。其一，缺乏对传统

文化的自信心。五四运动时期，提倡新文化反对旧

文化，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加强了对传统文化糟

粕的批判，却没有注重对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弘扬。

似乎西方文化对应的就是坚船利炮，中国文化匹配

的就是愚昧落后。凡事皆采用西方的价值体系、规

则语境、评判标准。我们在为莫言欢呼的同时也会

发现中国人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尊崇已经达到走火入

魔的地步。民族文化中没落的不只是诗歌辞赋，还

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道德礼仪。对传统

文化缺乏自信导致我们在认识领域不能捍卫真善美

的地位；将艺术创造的表现曲解为迎合、娱乐，没有

独立的思维去准确把握，不具备足够的鉴赏力和辨

别力，一味追求薄、透、露，没有底线，没有界限，没有

立场。其二，缺乏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自信心。从

１９２１年建立中国共产党，我们毕衫褴褛、历尽艰辛，
共产主义的概念日益清晰，而今在市场经济的负面

影响下共产主义目标好像越来越遥远，马克思主义

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用共产主义视野下“人类精

神境界的极大提高”和“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的理念鞭策人们愈见乏力，人们更关心的是眼前的

利益得失。很多人对共产主义的把握停留在理想描

述上，没有真正贯彻到行为实处。文化领域也是一

块充满斗争的阵地，没有足够的文化自信，不能产生

真正的文化自觉，这使审丑文化异化倾向有了可乘

之机。

简而言之，审丑文化出现异化倾向是有其特定

历史根源和时代环境的，审丑文化泛滥是积极文化

发展乏力的表现。为扭转审丑文化的异化发展，必

须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进行深层次的

文化体制变革。

　　四、消除审丑文化异化影响，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要消除审丑文化异化影响，必须大力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重构民族文化信仰，增强民族文化软实力和道

德竞争力，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１．坚持文化发展的正确价值取向
文化首先是一种精神力量，具有意识形态的属

性。规范文化的发展方向，必须厘清文化发展与商

业经济的界限，树立科学的理念，建构完善的价值评

判标准，突出文化的教化功能，科学引导人们的思想

与行为。“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非、善恶、

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

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９］在指导思

想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重建中国传统

文化的基础，以弘扬真善美为主题，实现马克思主义

与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内化和

现实化。在发展原则方面，尊重个体需要，弘扬整体

性思想，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作为实际行动的出

发点和最终归宿，坚持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追求价值原则与科学原则的统一。在发展宗旨方

面，营造和谐的文化氛围，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文化的

优势，使民众的精神获得解放、文化潜力得到充分挖

掘、文化诉求得到充分实现、创造才能得到充分发

挥、创造成果得到充分应用。在发展文化产业方面，

树立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的理念，倡导社会

效益的优先性，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大力发展非经营

性的公益文化事业，以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的文

化需求。在发展内容方面，突出道德建设的重要地

位，加强道德回馈力度，匡扶社会正义。完善道德建

设的制度支撑，严惩道德失范行为，加大道德失范的

各种社会成本，设立见义勇为基金，广泛塑造、宣传

道德典范，为道德模范创造发展机会和生活环境，加

强道德宣传、维护的延续性和有效性。总之，要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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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建设、管理、传播、生产等各个方面进行全面规

范，切实提升文化发展的品位，引领审丑文化发展步

入正确轨道。

２．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培育公共精神

首先，要培养公民意识，促进公民对自我身份的

觉醒，使公民充分认识自身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对

公民意识的培养需要采用灌输与渗透相结合的策

略，要在义务教育初始阶段进行，实现公民教育的低

龄化、系统化、全面化，最终达到内化。其次，要培养

公民的道德意识。加强外部规范的约束，改变传统

教育过度依赖自律调控的模式，建立政府、企业、社

会组织、公民的信用档案。政府部门要加强政务信

息的公开、公平、透明，统计部门要保证信息的真实、

时效，同时整顿各部门的执政作风，改进执政方式，

优化公共环境建设，发挥公务员对坚守公共精神的

表率作用。立法机关要制定详细、具体、科学的行业

规范，行政执法部门要加强监管，做到执法不越位、

不缺位，促进各要素、各环节之间的衔接，确保行业

规则的贯彻落实。企业要树立品牌意识、质量意识，

丰富企业文化，锤炼良好企业精神，提升职业道德水

平。公民要积极参加公共生活实践，维护社会整体

利益，建立和谐友爱、互帮互助的社会关系。再次，

要培养公民公益意识。要逐步建立完善的慈善制

度，慈善组织、基金会等社会组织要确保捐赠信息的

透明性、捐赠行为的直接性、捐赠资金的公开性、捐

赠监督的有效性和长期性。加大公益活动的宣传力

度，提高公民对公益事务的重视程度，利用网络信息

技术打造公益平台，推动全民公益活动的开展。通

过提高公民意识、公民道德意识和公益意识等路径

培育公共精神，从而创设和谐、健康的公共环境，抵

制各种审丑信息的泛滥，引导公民明晰责任、规范行

为，从事积极向上的社会活动，践行审美精神，引导

审丑文化的规范化、健康化。

３．加强对公民的审美教育，优化审美生态环境
加强生态环境的建设与保护，为提升大众审美

意识奠定环境基础。自然界是人类生产生活活动的

作品和现实，它确定人类是一种类的存在。“动物

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

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

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

美的规律来构造。”［８］（Ｐ２７４）马克思主义认为，破与立

之间是辩证统一的，破是立的前提，立是破的根本。

消除审丑文化的异化倾向，重在建设。要让广大人

民群众活得有尊严，减少先赋性因素影响，坚定奋斗

就能改变人生的信仰，积累关于社会生活的正面体

验，建立生产生活的积极情感，形成对社会现象的正

面解读。注重审丑能力的培养，提高对丑文学、丑道

德、丑艺术的理解，解剖丑、分析丑、评判丑，采用自

我审丑与社会审丑相结合的方法，实现审丑能力的

升华。破除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思

想对公众的不良影响，大力提高公民的审美意识。

审美意识提高主要依赖于后天实践养成，所以要丰

富义务教育的内容，提高美育的比重与力度及公民

对美的理解能力。文艺界要大力提升文学作品、音

乐作品、广告作品、影视作品、艺术作品的创作品位，

加大对积极健康、具有丰富内涵作品的支持与鼓励，

以满足公民的多样性文化需求，从而使得广大民众

能够广泛接触与欣赏高层次的作品，不断陶冶情操、

提高审美能力，大力推进公民审美情趣的提高，因为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

件”［１０］。总之，要从审美环境、审美形式、审美内涵

等方面提升审美意识，增添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

在魅力，从而消除审丑文化异化倾向的恶劣影响。

综上所述，审丑文化的正常发展有利于在批判

中形成共同的思想价值体系和共同的心理素质，从

而实现文化的社会教化功能。审丑文化的异化是误

入歧途，如任其泛滥，必将走入穷途末路。其治理途

径在于对审美能力的提升与审美氛围的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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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民工作为亦工亦农的劳动主体，是目前我国城市化和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但二元户
籍制度的束缚、收入偏低的经济制约、角色转换的不适应以及社会各界的忽视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使他们在当前社会中陷入了精神文化生活缺失的困境。要充实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政府部门

须改革完善户籍制度、贯彻落实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就业制度、为农民工提供充实且均等

的公共文化服务；企业应重视农民工群体的经济利益，为农民工开展教育培训，给予农民工更多的

人文关怀；社区要通过多种途径丰富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媒体要积极引导社会关注农民工的精神

文化生活，农民工也应通过自身努力不断提高自己精神文化生活的质量。

［关键词］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公共文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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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的发展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引入使得大
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民工这一支城市

建设的新型劳动大军应运而生。随着城市化进程的

加快，“农民工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工人阶级队伍的

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正在逐渐演变成为工人阶级的

主力军”［１］。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２０１２年统计公报
显示，２０１２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２６２６１万人，随之
农民工问题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农民工精神生

活贫困化、孤岛化的现象明显与我国以人为本、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格格不入。因此，充

实与提高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成为当下我国精神文

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并成为彰显社会公平、缩小城乡

差距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国学术界从２１世纪初开始正式研究农民工
文化生活问题，当前对这一问题的描述使用频率较

多的词汇是“孤岛化”、“荒漠化”、“边缘化”、“过

客”、“缺失”、“匮乏”等。有学者从社会稳定的层面

出发，通过调查研究等实证分析法重点研究农民工

精神文化生活缺失带来的负面影响［２］；也有学者从

文化公平、社会和谐角度论证当前政府和社会对农

民工文化生活的保障滞后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３］；

还有学者从农民工自身分析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匮

乏的原因，如乡土文化、小农意识等抑制了农民工的

文化消费意识，从而牵制了他们精神文化的发展步

伐［４］。本文拟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分析造成农

民工精神文化现状的多重因素，进而以２０１１年文化
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下发

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民工文化工作的意见》为蓝

本，并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用系统分析法提出改进

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一系列措施。

　　一、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现状

当前我国农民工已达２亿之多，他们在为城市
建设做贡献的同时，也将自身淳朴善良、勤劳勇敢的

传统美德带到城市。他们拾金不昧、乐于助人，他们

与邻为善、见义勇为，他们诚实守信、舍己为人，成为

城市文明、社会文明的楷模。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

普遍提高，思想观念较为积极，权利意识不断增强，

能够正确认识自己的身份特征和社会地位，有远大

理想，重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需求，重视职业发展前

景，不再满足于做一个纯体力的一线工人。尽管目

前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与以往相比有所提高，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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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活动内容、思想观念、社会心理和感情生活等方面

仍然与城市居民有很大差距。

１．活动内容单调贫乏，平庸低俗
目前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与发达的城市文明

几乎脱节。南京大学对农民工的业余时间支配所做

的一项调查显示：排在前 ６位的休闲方式有：打牌
（占３８％），看电视（占３７％），听收音机（占３６％），
聊天（占３５％），逛街（占３０％），看书报（占２０％），
其他休闲方式还有睡觉、干家务、上舞厅、找老

乡等。［５］

２．思想观念保守落后，法律意识淡薄
由于进入城市不久，目前多数农民工对城市新

生活持观望态度，对城市生活的新事物和快节奏往

往有排斥、抗拒心理，再加上几千年来的小农思想和

农民阶层固有的自私狭隘心态，部分农民工过分追

求物质利益，以衣食无忧为最高目标，忽视精神文化

生活。此外，许多农民工对法律知之甚少，当自身利

益被侵犯时，常常抱着“吃亏是福”的心态自我安

慰、默默忍受，不去维权反抗，有的农民工采用自杀、

自残、绑架老板等极端的方式维权，侵犯了他人合法

权益，扰乱了社会秩序，严重的还构成了犯罪，断送

了自己的前程。

３．存在自卑自闭心理，对社会有不满情绪
由于语言、生活习惯、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差异，

农民工群体不自觉地把自己和城市居民划为两个世

界的人，再加上有些城市居民在生活中疏远农民工，

怀疑农民工的道德素质，将农民工做为防范对象，更

加重了农民工原有的自卑、自闭心理，致使他们把自

己局限在基于业缘、地缘和亲缘关系建立起来的社

交圈里，不敢去做那些他们看起来只有城市居民才

有资格做的文体娱乐活动，无法很好地融入城市生

活。由此产生的孤独情绪被长时间的压抑之后就会

滋生出不满、怨恨情绪，有的甚至演化为对社会的仇

视心理，进而报复社会。

４．情感空虚寂寞，精神压力大
《望东方周刊》曾对农民工做过一次调查，在

回答“城市打工生活，您最大的感觉是什么”这个题

目时，２２％的男性农民工、３０％的女性农民工选择了
“空虚寂寞”。［６］由于外出农民工多为中青年，长期

远离家乡，与配偶两地分居影响了他们正常的夫妻

生活，他们情感世界空虚，性生活遭遇尴尬，部分农

民工陷入心理和生理的双重压抑。同时，受教育程

度低，收入水平低，政府、企业极少为农民工提供充

足且对口的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使他们巨大的精

神压力无法缓解，少数人甚至走向极端，２０１０年轰
动一时的富士康“Ｎ连跳”事件就是一个个血淋淋
的例子。

马克思曾向我们诠释过人的精神生活的内在规

定性：“真正的人＝思维着的精神”［７］。人与动物的
最大区别就是是否具有思维能力，就是精神世界的

有无。在我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广大人民的

精神生活是不容忽视的，“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

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仅要使人民

物质生活丰富，而且要使人民精神生活充实”［８］。

因此，现阶段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现状亟待改观。

　　二、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缺失的

成因

　　造成当前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缺失的因素是多
重的，主要有以下４个方面的原因。
１．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造成这一问题的深层制

度根源

户籍制度是农民工在心理上蒙有阴影的制度根

源。身份不明，工作不稳，使他们被屏蔽在城市的公

共社会资源之外，加深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政治、

经济、文化、心理方面的隔阂，阻碍了社会公平，拉大

了贫富差距。而且，由于没有城市户口，农民工往往

不被许多由政府提供的社会公共文化服务所覆盖，

他们只能生活在自己的“文化孤岛”上。

２．农民工收入偏低是其精神文化生活缺失的经
济原因

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目前

的制度环境下，农民工的实际收入是临时性的，他们

对持久收入的信心并不太强，农民工将大部分暂时

收入储蓄起来，收入的‘暂时性’制约了农民工的闲

暇消费。”［９］而今多数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低下，日常

生活消费无疑占去了他们收入的绝大部分，而城市

中的文化设施和休闲娱乐场所大多收费较高，超出

农民工的实际经济承受能力，这导致农民工精神文

化生活单调、贪乏。

３．社会各界的忽视导致农民工在精神文化层面
受到不公平待遇

第一，各级政府对农民工精神文化建设投入不

足，没有专门建立丰富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长效

机制。在当前的公共文化建设中，各地政府更多考

虑的是城市居民的需要，而对农民工这一城市中的

特殊社会群体考虑不足。另外由于财政、资源等因

素限制，党中央提出的关注农民工、解决“三农”问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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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等政策未能认真贯彻执行，各地政府应当承担的

农民工教育培训、文化建设等，投入严重不足。

第二，企业人文关怀缺失，农民工的文化供给严

重不足。多数企业把农民工当做“招之即来挥之即

去”的廉价劳动力，在用工过程中违反劳动法规，强

迫农民工加班加点，忽视他们的精神文化权益。虽

然部分用人单位建有职工阅览室、体育馆等文化设

施，但大多是为应对上级检查而建的形象工程，并没

有很好地向农民工开放。

第三，社区忽视本地农民工的文化需求，部分市

民歧视农民工。城市的社区文化建设考虑的多是社

区成员的需求，外来农民工多未被纳入其中，甚至设

有限制农民工使用的歧视性壁垒。另外，部分市民

把农民工看成是来城市卖苦力的“乡巴佬”，给他们

贴上各种不良标签，有的甚至把城市的各种不和谐

不安定因素都归咎在农民工身上，使得原本就存在

自卑心理的农民工群体与城市文明渐行渐远。

４．角色转换的不适应和偏低的文化程度是农民
工精神文化缺失的内在原因

从乡进城、由农转工，职业和环境的改变以及城

乡生活习惯、思想意识的巨大差异直接冲击着农民

工的角色定位。同时由于脱离了乡村文化土壤又未

能完全融入城市文明，农民工的文化生活处于独立

于城乡文化之外的一个孤岛上。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２０１２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中
文盲占１．５％，小学文化程度占１４．３％，初中文化程
度占６０．５％，高中文化程度占１３．３％，中专及以上
文化程度占１０．４％。偏低的文化程度是农民工的
精神文化生活单调贫乏的内在原因。

　　三、提升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质量

的对策建议

　　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和发展既是农民融
入城市化的根本途径，也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

的重要环节。２０１１年９月，文化部、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

强农民工文化工作的意见》，要求建立相对稳定的

农民工文化经费保障机制，将农民工文化服务纳入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并指出，到２０１５年，我国要形成
相对完善的“政府主导、企业共建、社会参与”的农

民工文化工作机制。解决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缺失

问题应以此为指导方针。

１．政府主导
常住地政府是保障农民工文化权益、满足农民

工文化需求的首要责任主体。各地政府要提高认

识，重视保障农民工的各项权益，切实将农民工作为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服务对象，使农民工能够

享受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议从以下

４个方面入手。
第一，改革户籍制度，为丰富农民工的精神文化

生活提供制度保障。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导致农民

工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精神文化生活匮乏的制度

性根源，要改善城市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现状就

要首先“加快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着力解决流

动人口就业、居住、就医、子女就学等问题”［１０］。目

前我国已有十多个省市取消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和

农业与非农业户口划分，将之统称为居民户口，实现

了农民与市民在身份上的基本平等。但要真正使我

国的２亿多农民工都能享有同城市居民平等的生存
发展权利，真正实现我国宪法规定的“人人平等”，

还需要中央和地方的共同努力，因地制宜、循序渐进

地推进各地户籍改革，加快城乡一体化制度建设，在

统筹城乡发展的思想指导下，推进城乡制度变迁，确

定广大农民工的社会地位，改变他们事实上的“二

等公民”待遇，为丰富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提供

制度保障，使农民工能够分享社会公共文化资源。

第二，贯彻落实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他

们在城市的基本生活条件。首先，各级政府要针对

农民工流动性强、收入低等特点制定详细、对口的社

会保障法律法规，将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纳入法

制化轨道。其次，各级社会保障部门要因地制宜地

制定专门针对农民工的配套措施和管理办法，建立

包括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住房、子女教育等

全面公平稳定的农民工社会保障管理制度。再次，

各级政府有必要设立专门保障农民工利益的执法机

构，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工作，使制定的一系列法

律法规不至于成为一纸空文。

第三，改革就业制度，消除歧视性就业政策，实

行平等就业。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要为农

民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

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因此，要“搞好

农民工的就业服务和培训，要理清和取消各种针对

农民工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限制，真正做到一视

同仁”［１１］。首先，要消除原有的歧视性就业政策，建

立公平合理的就业新规定，在就业市场准入上实现

劳动者的平等就业权，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

场。其次，要鼓励农民工积极学习专业知识和专业

技能，以拓宽他们的就业面，增强他们的工作能力和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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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能力。再次，既要加强对用人单位订立和履行

劳动合同的指导与监督，又要设立农民工的绿色维

权通道，为农民工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和相应的法律

服务，保护农民工平等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

第四，提供充实且均等的公共文化服务，改变农

民工文化生活失调的状况。一方面，加强硬件文化

建设，健全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加大对公益性文化设

施的投入，为改善农民工文化生活创造物质和环境

条件。应结合各地物质生活水平和农民工不同层次

的精神文化需求，为他们量体裁衣，尽可能多地开设

一些适合农民工的廉价或免费的图书馆、博物馆、科

技馆、体育馆、文化广场等活动场地，让农民工在闲

暇时有处可去，以便他们能尽快融入城市，与城市居

民一道享受精神文明成果。另一方面，要加强软件

建设，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和引导。坚持学历教育

与职业教育并重的原则，举办各种文化知识、法律常

识等讲座，加强基本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他们的文

化素养和职业技能，使其有可能去追求积极向上的

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同时，还要加大文化市场监

管力度，抵制黄赌毒等毒害人们身心的颓废消费，净

化文化环境，让绿色、先进的文化成果滋养农民工的

精神世界。

２．企业共建
企业作为用工单位，是农民工依存的载体，在农

民工文化建设中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随着企业社

会责任意识的增强以及“民工荒”问题的出现，企业

逐渐意识到农民工对企业的满意度是企业得以顺利

发展的力量源泉。因此，关注并改善农民工的精神

文化生活，是企业不容推卸的责任。

第一，各用人单位应重视农民工群体的经济利

益，严格遵守我国劳动法第４６条的规定：“工资分
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同工同酬”，公平合

理地分配并及时发放农民工的工资，确保他们的最

低工资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水平，严格杜绝克扣、拖

欠员工工资、规避各种社会保障等违法行为，提高他

们的福利待遇。不仅如此，还要积极改善农民工的

生产生活条件，严格遵守我国相关的劳动法和合同

法中关于工作时间与劳动强度的规定，保证他们有

进行精神文化活动的时间、体力和精力。

第二，经常对农民工进行教育培训，提高他们的

职业技能和知识水平。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认

为：劳动力价值中的一部分就是劳动力的教育或培

训费用。一般的人要获得一定劳动技能和技巧，成

为有技能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接受一定的教育

或训练。用人单位要改变以往对农民工重使用、轻

培训或只使用、不培训的做法，加大培训投入和力

度，并且要针对农民工收入不高、生活压力大等特

点，对他们实施侧重于基础性和实用性的补偿式教

育培训，在方便他们工作生活的前提下帮助他们提

高劳动技能和综合素质。

第三，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给予农民工更多的人

文关怀。企业要重视农民工的业余文化生活，提供

符合农民工特点的图书馆、阅览室、放映室、网吧、简

易歌舞厅等文化娱乐设施以及符合中国乡村特色的

“农家乐”文化休闲大院和休闲广场，经常开展一些

适合农民工参与的健康向上而又简便有趣的文化娱

乐活动。这不但有助于培养农民工积极向上的团队

合作精神，营造浓厚的企业文化氛围，还能进一步增

强他们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调动他们工

作的积极性，为企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３．社会参与
第一，社区要通过多种途径丰富农民工精神文

化生活。城市社区是人们交流互动的重要平台，也

是更好地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空间。在马克思看

来，“对于不希望把自己当做愚民看待的无产阶级

来说，勇敢、自尊、自豪感和独立感比面包还重

要”［１２］。城市居民应改变对农民工的不正确看法，

消除对他们的排斥、歧视心理，正确评价农民工的地

位和作用，要以“善待农民工就是善待我们城市的

现在和未来”的思想观念来认同和接纳农民工；对

农民工的管理应由“劳动力管理模式”转变为“居民

管理模式”，充分尊重其利益需求，积极扩大农民工

参与社区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活动的权利和机

会，积极将进城农民工纳入其居住地和所在地区的

组织之中，并通过社区的力量，帮助农民工解决实际

生活问题；主动组织农民工参与社区的文化活动，逐

步增强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增进他

们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相互认同感和信任感，消除彼

此间的隔阂，让他们尽快从自卑、寂寞的精神“孤

岛”上走出来，真正融入到和谐社会的大家庭中。

第二，媒体要通过宣传报道引导社会关注农民

工精神文化生活。媒体是改善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

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既能迅速报道国家的政策

方针，又能加深广大市民与农民工的相互理解，缩小

彼此间的心理距离。丰富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是一

项系统工程，媒体在其中能发挥特殊作用。因此，广

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大众媒体有必要设置专门报

道农民工生活状况的栏目，引导全体社会成员来关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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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农民工的精神生活。一是媒体要更多地对农民工

进行正面宣传，要客观、真实地反映农民工的工作和

生存现状以及他们对社会、对城市的贡献，使城市居

民认识到农民工在城市经济建设和社会文明进程中

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二是要向农民工积极宣传党和

政府为他们制定的各项优惠政策，增强他们对党和

国家的信任；三是要通过媒体曝光来减少农民工违

法犯罪，教育、引导他们提高自身素质，改变保守落

后的思想观念和人生价值观，进而培育他们的现代

公民意识。

第三，农民工要通过自身努力来提高自己的精

神文化生活的质量。农民工的自我提升是改善他们

精神文化生活的内在动力。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

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农民工作为自身文化活动的主

体，其本身对于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及重视程度是

最根本、最主要的因素。而精神文化建设归根到底

是人的心态乃至人格的洗礼。“我国的现代化进程

归根到底是个农民社会改造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

变农业人口为城市人口，更重要的是改造农民文化、

农民心态和农民人格。”［１３］因此，一方面，农民工要

树立自我改造、自我提升的信心，通过学习专业知识

和职业技能来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素质，增强就业

竞争力，从而提高收入水平，获得丰富自己精神文化

生活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要加强自身道德修养，

改变以往的不良生活习惯，破除封闭保守、自由散漫

的小农意识，克服自卑自闭心理和“外来人”心态，

积极学习城市的生活文明准则，学会正确处理个人

与社会、竞争与协作的关系，把自己当作城市文明的

建设者，主动融入城市生活。

　　四、结语

“读不懂农民就读不懂中国”，对于像中国这样

一个有着２／３农业人口的大国来说，“三农”问题的
解决显得尤为重要。而农民工这一游离于城乡之间

的弱势群体，无疑是我们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贯彻落

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必不可少

的一环。２０１１年春晚上，由两位农民工歌手组成的

演唱组合“旭日阳刚”用一曲《春天里》表达了农民

工阶层对梦想的执着追求，让人们意识到农民工对

精神生活的渴望。如何加强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

建设，使农民工群体早日走出“文化孤岛”，真正走

进他们精神世界的“春天里”，将是我们解决“三农”

问题的当务之急，也是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重中

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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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视域下的灾后重建研究
———以汶川“５·１２”地震为例

王萌

（天津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 ３００２０４）

［摘　要］灾难是人类社会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人类学在灾后重建中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和实践
意义。其中，民族志的撰写、文化的重建和保护、悼念仪式的扩大化和人文关怀等方面，都可以发挥

不同于其他学科研究与行动选择的特殊作用。（１）民族志的记录和表达是灾后重建的重要手段。
灾后重建中的民族志有着重要的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民族志的撰写要将“真实性”与

“超越真实性”、对“他者”关怀与“以人为本”、“深度体验”与“追踪调查”相结合。（２）文化的重建
和保护是灾后重建的重点内容，具体包括对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族群文化的重建和保护。灾后重

建中，文化重建和保护的原则是考察并体现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整体性。（３）悼念仪式扩大化是
灾后重建的有效路径。灾后重建中的国殇仪式是举国悲痛哀思的表达、民众力量的凝聚。灾后重

建中的丧葬仪式表达了生者难以言说的情绪，丧葬仪式通过相应的情感表达、行为活动使人们对死

亡的认知得以加深，丧葬仪式的节点时段使人们得以持续一个相当的哀伤过程。（４）人文关怀是
灾后重建的本质要求。灾后重建中人文关怀的主要对象包括幸存者、遇难者家属、救援人员和特殊

群体。灾后重建体现人文关怀，应充分做好灾难救治的准备工作，尊重灾区当地的民俗和灾区人民

的自主选择，加大与受灾民众的沟通与交流。

［关键词］人类学；灾后重建；民族志；文化重建；悼念仪式；人文关怀

［中图分类号］Ｄ６３２．５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３．０４．００９

　　与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不同，人类学对灾害有
着不同的诠释。人类学家将灾害看成是由自然、技

术、人为因素共同导致的，给环境、经济和文化都带

来重大损失与破坏的事件，它的发生是环境脆弱性

和人类群体脆弱性交织的产物。“灾难人类学为整

个人类学提供了多视角、整体论的平台，它既涉及理

论，也长于应用。”［１］在我国，灾害人类学在理论研

究和实践探索方面都取得了丰厚的成果。随着近几

年自然灾害发生次数的增加和程度的加重，如何用

人类学的理论知识来解决灾害中所遇到的问题更成

了众多学者研究的重点。本文拟从民族志的撰写、

文化的保护和重建、悼念仪式扩大化和人文关怀等

方面，对人类学在灾后重建中的实践意义进行探讨，

并结合汶川“５·１２”地震灾后重建的具体事例进行
说明，以期为未来应对灾难做好充分的理论准备和

应有的行动选择。

　　一、民族志的记录和表达是灾后重

建的重要手段

　　在大型自然灾害面前，仅靠新闻媒体对灾难的
报道是不够的，要从灾难中总结经验和教训还需要

更加专业的眼光和深度的思考，这就需要民族志来

记录和书写。

１．灾后重建中民族志的重要价值
（１）文化价值。文化需要被传承。民族志就是

能够保持文化传承和延续的有价值的文字。而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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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记录的民族志，更有着深刻的文化价值。这种

价值可以从两个层次来理解。首先，可以对灾难中

出现的社会现象和文化变迁进行科学的认知。灾难

发生后，社会各要素的结构、功能等都会发生翻天覆

地的变化，这些变化大多是长期的、多方面的。民族

志中反映客观现象的文字记录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到

灾后社会文化的变化规律，帮助人们提高对灾难问

题的认知。其次，民族志中的文字记载，可以帮助我

们获取应对灾难的经验，辨别、改革灾难来临时的应

对措施：一方面有助于我们考察、论证灾难时有效

的、可以被保留下来的处理方法；另一方面有助于我

们辨明不够科学的措施并加以改革。

（２）社会价值。民族志会带来许多更为实际的
社会价值，如促进灾区旅游业的发展。在汶川地震

中，依赖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灾区很快投入到了

灾后重建和发展的过程中，许多地震遗址和抗震纪

念碑也得以建立，民族志对这一过程的记录可以有

效地向社会各界传递抗灾重建的步伐和措施，这对

促进当地旅游业及其他产业的恢复和发展有着很大

的作用。同时，民族志的撰写包括广泛而深刻的内

容，如抗震救灾时发生的感人事迹、灾区人民在灾害

中表现出的顽强精神以及社会各界对灾区提供的帮

助等，而这些正是我国核心价值体系的现实体现，能

够在公众中起到宣传作用，提高国民的素质和精神

面貌，有效提升公众的集体意识。

（３）历史价值。民族志所记录的原始资料和研
究成果，对我国乃至世界的历史及其他人文类学科

的研究和发展都是极其宝贵的。它不仅为其他学科

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和理论成果，更

丰富了历史文献的视域。灾难中留下的民族志资

料，就像一个巨大的资料宝库，不仅能提供一般的比

较资料，还能提供一些具备人类学家独特视角的更

为宝贵的资料。研究人员对于灾害的研究，如民族

志中关于制度、风俗、文化变迁等方面的记录，对灾

后建设都将有一定启示意义。

２．灾后重建中民族志撰写的特点与取向
（１）“真实性”与“超越真实性”相互结合。真

实性一直都是民族志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传统民族

志侧重于对客观事实的描述，是人类学家通过田野

研究对现实社会和文化的一种客观体认。在灾难研

究中，撰写民族志必然也应遵循真实性原则，如对遇

难人数、受伤人数和失踪人数的记录，对城市损毁程

度的描述，对灾后重建工作的介绍等。撰写时不夸

大、不掩饰，每一个数字、每一条信息都要如实地反

映灾难中的客观事实。但随着灾难造成的社会与文

化变迁、社会关系的改变，“真实性”会在实际中呈

现不同的样态，所以民族志中势必会充斥着人类学

家的主观性、情感体验等“部分真实”的文本，这些

文本往往超越真实性，表达出研究者最真实的个体

体验以及客观事实背后更为深邃的文化意义。

在汶川“５·１２”地震中产生的民族志除了包含
着事实真实、经验真实、认知真实、表述真实等多种

不同的真实性样态外，也因包含了许多超越事实的

真实，而开辟了一条“理解的真实”的路径，如以人

类学研究者的独特视角，在对民族文化进行研究时

的无可替代的真切的主体经验、对灾难中深受重创

的民族遗存的感同身受般的关怀和忧虑、传达给全

社会的挽救危在旦夕的民族传统的召唤等。

（２）对“他者”的关怀与“以人为本”相互协调。
与其他人文学科不同的是，人类学对人的关怀更多

的是指向对“他者”的关怀。“他者”是与“自我”相

对应的一种指称，人类学创立之初是以对“他者”的

关怀为学科基础的，现代人类学更是把“他者”作为

田野工作的对象。人类学家认为只有从“他者”中

获得对“自我”的反思，才能获取对整个人类社会更

新的观察视角和诠释方式。沿袭这种人类学传统，

在灾后重建中，我们也应对“他者”给予更多的实际

观照，并且自觉从“他者”的立场出发，这就要求研

究者不能仅仅扮演传统观察者的角色，更应该切实

参与到为“他者”谋求利益的行动中。从人出发，最

后回到人，尊重“他者”，也尊重自身，这种对“他者”

的关怀与“以人为本”的理念相契合，已成为人类学

家灾后重建工作中的独特视角。

在“５·１２”大地震中，某些新闻工作者有一些
不当行为，如闯入手术室进行采访，干扰手术环境；

对刚刚救出的奄奄一息的伤员追着采访……出现这

些行为，归根结蒂是因为一些记者缺乏对“他者”的

最基本的关心与关怀，缺乏“以人为本”的人文精

神。对于这些行为，具备专业素养的人类学研究者

应给予指导，为灾难中的“他者”作出实际贡献。

（３）“深度体验”与“追踪调查”相结合。撰写
民族志要求记录者必须深入到一个场景中去，跟

“他者”一起生活，将自己转换成“他者”，以研究对

象的视角来看待社会，这就是“深入体验”。而“追

踪调查”，就是要探索社会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和

变迁过程，它所具有的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就是通

过这种方式可以探索由灾害引发的社会现象及文化

变迁对人们社会生活产生的长期影响。因此，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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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得到的资料相较于一般研究所得的资料具有更

加长期的应用价值。“深度体验”与“追踪调查”相

结合应是在灾后重建的民族志撰写过程中所采取的

基本工作方式。

汶川地震中，许多社会科学工作者都通过“深

度体验”及“追踪调查”的方式对灾害过后人们社会

生活的不同方面进行了记录，如《中国汶川抗震救

灾纪实》《我们在一起———四川汶川大地震纪实》

《羌在汉藏之间》等。

　　二、文化的重建和保护是灾后重建

的重点内容

　　文化是一定地域内社会成员通过长期的生产、
生活所形成的大多数社会成员共享的一套符号体

系，包括特定的生产生活用具、当地的语言和文字，

也包括社会成员共享的道德规范和精神信仰。文化

可以维持社会秩序，促进社会整合，是整个社会发展

的见证，我们应当保护它。灾害无疑对文化造成非

常大的负面影响，文化重建和保护是灾后重建工作

中的重要任务。

１．灾后重建中文化重建和保护的侧重点
（１）对物质文化的重建和保护。物质文化主要

是指民族特有的生产、生活用具或与之相关的物质

建构，如雕刻、建筑、墓葬、遗址、绘画与人工器物等。

物质文化是最容易在灾害过程中被损坏的，灾难过

后，如何修复或重建这些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工作

的一个重点。

在汶川“５·１２”大地震中，绵阳市北川羌族自
治县和阿坝羌族藏族自治州的汶川县受灾严重，这

片区域有羌、藏、回、朝鲜等多个少数民族，其中以藏

族和羌族为主。“在北川县近３０００平方公里的土
地上生活的１５．８万人中，就有羌族、藏族、回族等少
数民族人口近８万，占总人口中的５０％。汶川县有
羌族 ３５５３５人，占 ３４％，藏族 １９７４３人，占
１８６％”［２］。物质文化遗产在震区分布非常密集，
仅成都、绵阳、阿坝等地区，就有世界文化遗产１处、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４９处。以羌族为例，不但有
羌族雕楼、村寨等，还有大禹的故乡北川羌族自治

县，大量的大禹遗存和独特的大禹文化。而在地震

当中，除了大量的羌族人死亡失踪之外，９７％以上的
羌族居所倒塌，北川县民俗博物馆的上万件文物更

是葬身废墟之下，其中损失有多件国宝级文物，长期

搜集整理的大量关于羌族民间文化和习俗等众多文

字、影像资料也在地震中损失。鉴于这些物质文化

具有重要的纪念意义和族群认同意义，在灾后重建

中应将此作为文化重建和保护的一个重点。

（２）对精神文化的重建和保护。精神文化往往
包含着一个族群的历史和信仰，是族群长期以来形

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其表现形式为各类的民间知

识、音乐、舞蹈、文学、艺术和宗教等。精神文化由于

传承着整个族群的智慧和文化，对一个族群来讲十

分重要。而在遭遇特大灾害时，这种精神文化一旦

被打破，单靠本族群的文化自身愈合力来实现精神

文化的重建非常困难，况且少数民族文化往往本身

就是一种亚文化，其生存的情况并不乐观。所以灾

后重建中，对族群精神文化的重建至关重要。

汶川地震中羌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损失重大，

北川羌族研究所和北川文化馆的民间老艺人，包括

民族舞蹈家、音乐家以及民俗研究者等，约有８０％
不幸遇难。许多储存在电脑里的有关当地文化和习

俗的研究成果、资料等也都被地震毁掉了。如果在

重建过程中，外来重建工作人员不考虑当地的文化

或理解程度不高，就会造成当地精神文化的中断。

因此应将精神文化的重建和保护作为灾后重建的重

要内容。

（３）对族群文化的重建和保护。族群文化是指
少数民族成员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的，用

于约束社会交往的行为规范、道德观念以及规章制

度等。在遭遇特大灾害时，由于大量民众伤亡或失

踪，社会关系因遭到重创变得不再完整。对于一个

族群来说，社会关系是成员交往互动的总和，它关系

着民族文化的延续与传承，所以怎样在幸存的零星

成员之间延续原来的社会关系对于族群文化的重建

和保护显得尤为重要。

在汶川大地震中，北川羌族自治县内羌族人死

亡失踪人口达１９０００多人，占总人口的１／５。汶川
县１６０００多人遇难，而汶川受灾最严重的莫过于映
秀镇，几乎被夷为平地，而映秀镇恰恰是汶川县内少

数民族聚居区［２］。另外，伴随地震而来的还有许多

社会问题。地震摧毁了许多家庭，而家庭是一个社

会得以维持的最基本的单位，是一个社会的细胞。

所以如何重新建构这些小的家庭，进而重建族群关

系，确保整个社会的平稳发展，应得到社会各界的普

遍关注。

２．灾后重建中文化保护的原则和措施
（１）灾后重建需考察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区域

民族文化与主流社会文化不同，具有独特性。在灾

后重建过程中，我们应尊重其独特性，充分参考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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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愿和建议，协同政府和民众共同开展工作，对不

同的文化保护采取不同的方式。如建立专门机构、

成立专项基金，并由了解当地文化的专门人员负责

文化重建工作的开展。

在汶川地震后重建工作开展初期，当要在汶川

县建起高高的居民建筑时，当地居民产生了许多不

同的声音，有人认为“厕所不应该建在屋子里面”，

有人觉得居所“太小了，东西没有地方放”。很明

显，这些不同的声音正是当地文化特殊性的表现。

相关工作人员在了解了当地的文化和征求了居民的

意见之后，拿出了群众认可的方案，这对灾后重建工

作来说是一个值得借鉴的经验。

（２）迁移安置需考虑民族文化的整体性。灾难
过后，大量的灾民产生。对于灾民的安置工作，既可

选择原地重建，也可采取异地安置。但不论是哪种

安置方法，都必须考虑民族文化的不可分割性，要尽

可能保持族群原有的社会形态和关系。若选择迁移

安置，要注意两点。第一，在选择新的居住地时，应

尽量选择与原有居住地的地理地貌、自然环境或经

济社会文化的发展水平相类似的区域。因为文化的

产生是与所处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的，如果环境发

生了太大变化，就会使文化氛围发生较大改变，对民

族文化的保护不利。在选择新的居住地时，应尽可

能在临近的区域中选择，因为这些区域的民众在语

言、习俗和文化信仰上存在相似之处。如四川北部

一带一直是羌、藏等少数民族活动和聚居的地带，经

济、文化发展水平都较为接近，在这一地带安置灾民

更加符合保护文化的现实性要求。第二，迁移时应

尽量确保民族文化载体的完整性。因为在地震中，

本身数量较少的少数民族遭到重创，使得文化的载

体变得支离破碎。如果在迁移过程中再将民众分散

安置，必会导致民族文化无法完整保留。因此，只有

整体迁移才能够给文化的再生提供较好的环境。

　　三、悼念仪式扩大化是灾后重建的

有效路径

　　仪式的解读是理解人类社会构成的关键因素，
仪式理论把仪式分为时节性仪式和生命危机仪式两

种。“显然，有关灾难的历史记忆除了文本之类的

记录之外，还可以通过仪式的操演（纪念仪式）等公

民宗教活动存续下来。”［３］结合受灾期间社会所特

有的情景状态，我们可以对灾难进行仪式性构建。

１．灾后重建中的国殇仪式
仪式最基本的功能就是缓解和疏导情绪。因此

在突如其来的灾害面前，及时举行哀悼活动是必要

的。当举国悲痛之时，由国家官方发起的国殇仪式，

既可以为死难者致哀，又可以通过仪式的形式来缓

解幸存者的情绪，寄托他们的哀思，将他们悲痛的情

绪缓解、抒发、释放出来。同时，争取将这种国家哀

悼仪式制度化，从而可以定期、按时地强化集体意识

和情感，使社会获得更加统一的凝聚力。国殇仪式

虽然大多数是由国家发起的，但在整个过程中，普通

民众并不是被动的，而会积极响应。集体意识、共同

的想象和认知，是民众产生认同情绪的基础。通过

国殇仪式，民众的爱国情绪会空前高涨，凝聚力大大

增加。国殇仪式充分发挥了灾难中仪式的作用，有

助于民族精神的重塑和重生。

２．灾后重建中的丧葬仪式
（１）丧葬仪式表达了生者难以言说的情绪。首

先，这种表达方式增加了生者对死者死亡现实的确

认感，葬礼的举办可以充分地传递一个信息，就是死

者已经死亡的确定性和真实性，这有利于抒发哀伤

的情绪。其次，面对灾难，人类往往有一种无力感和

不可控制感。丧葬仪式恰恰相反，在准备各种繁复

仪式的过程中，丧亲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一些

具体的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心理感觉，有利于多种

负面情绪的宣泄和表达。最后，丧葬仪式可以建立

和他人的联系。通过群体性的仪式，多人一起进行

的哀悼活动可以减轻个体的痛苦，使个体感觉到他

人的抚慰。

（２）丧葬仪式通过相应的情感表达、行为活动
使人们对死亡的认知得以加深。首先，直面死亡这

一事实。死亡是人类无法回避的自然现象，丧葬仪

式就是人类应对死亡的一种形式。亲人通过参加遗

体告别仪式、将遗体送入坟墓等，真正完成与死者的

分离，降低对死亡的恐惧感。其次，加深对死亡的理

解。人类对死亡产生的恐惧，通常试图从宗教里寻

求答案和解脱。如基督教认为人活着是为了赎罪，

死后才能进入天堂。道家认为，生死本是连续一体，

人应颐从命运；人死如蝉脱壳，死只是随物而化罢

了［４］。这些宗教思想让仪式参与者增强了对死亡

的理解，精神得到寄托。

（３）丧葬仪式的节点时段使人们得以持续一个
相当的哀伤过程。灾难发生后，许多人都会呈现不

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和障碍，这往往是由于在亲人丧

失之后没有得到有效的修复。亲人去世两三年间，

是修复哀伤的正常时间。传统丧葬仪式的“头七”、

“百天”、“守孝３年”的习俗，因提供了一个持续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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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的过程而降低了出现心理问题的机率。

　　四、人文关怀是灾后重建的本质

要求

　　人文关怀也是人类学角度进行灾后重建工作的
必要依据和准则。灾害带来巨大的物质损失，也留

下了难以抚平的精神伤害。这种精神伤害和由其引

发的一系列相关行为，很大程度上会扩大灾害导致

的经济社会损失。因此，在灾后救助过程中，时刻遵

循“以人为本”的原则，对最大程度地减轻灾害的损

失和对人们造成的心理创伤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

１．灾后重建中人文关怀的主要对象
（１）幸存者。灾难发生之后，幸存者由于亲历

惊心动魄的灾难现场，受到的打击最大，除了物质上

的巨大损失，精神上的创伤更是不容忽视，所以他们

是最需要关怀的对象。在汶川大地震中，幸存者大

多会患有创伤后遗症，主要表现有：一是暂时的心理

麻木感，对周围环境的觉察力减弱，恍惚并伴随暂时

性失忆；二是对灾害的持续体验，即脑海反复出现灾

难的场景、情景、梦魇等；三是逃避关于灾害相关事

物的刺激，逃避某些地方、人群和活动；四是过度警

觉或焦虑，极易出现发怒、失眠、惊吓等症状。这些

症状如果无法得到化解，将会持续多年甚至影响其

一生。幸存者的这些心理创伤能否得到及时的关怀

和调节，对日后恢复生存信念和重建家园有着不可

估量的作用。

（２）遇难者家属。面对失去亲友的事实，遇难
者家属往往陷入深切的悲痛之中，并且伴生许多心

理问题。如精神麻木，不愿与外界交流，长时间痛哭

不已，甚至不吃不喝；也有的表现为对现实的恐惧和

逃避，不想承认失去亲人的事实；还有许多家属会把

亲人遇难的原因归于自己，认为自己无法将其救出，

由此产生深深的悔恨和负罪感。汶川地震后，零点

公司对灾区居民进行的专业调查显示，“自己和亲

人都受伤以及失去亲人的成年人，约有６２％具有更
为严重的创伤后综合征”［５］（Ｐ３１４）。

（３）救援人员。面对灾害这种突发性的强烈刺
激，特别是那些大量人员死亡的悲惨场面，即使是心

理正常的人也可能出现心理失衡。对于救援人员来

说，面对满目疮痍的灾害现场，面对大量的尸体、倒

塌的房屋等，心理上也会受到很大的刺激，所以人文

关怀和心理救助对于他们也同样重要。“２００８年１０
月３日，一直奋战在抗震一线的北川县委农办主任、
４０岁的羌族干部董玉飞在住所自缢。遗书里留下

了短短几句话：压力太大，支撑不下去了，想好好休

息。”［５］（Ｐ２９５）地震使得北川县失去了４２８名干部［６］，

幸存的干部中大多有亲人遇难，再加上灾后工作繁

多且庞杂，带着悲痛情绪进行工作的干部不仅工作

量上升了数十倍，心理压力和需要面对的问题也徒

然增多。许多工作人员在离开一线、调整休息之后，

仍有很大一部分人存在着明显的焦虑、抑郁症状，表

现为失眠多梦、情绪不稳等。

（４）特殊群体。研究表明，儿童、老人、穷人等
特殊群体在遭受灾害时情感创伤的风险较其他群体

更高。以儿童为例，零点公司对汶川地震后的统计

调查显示，１７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约有４２．３％的人长
时间处在地震冲击所带来的影响中。《中国教育发

展报告（２００９）》抽样调查显示：灾区的中小学生出
现不同程度的心理创伤。震后３个月左右，学龄前
的儿童并未表现出明显的悲伤，但许多日常行为发

生了变化，如睡觉易做噩梦、不爱睡觉、蜷缩着身体

睡觉等；小学生出现了一些明显的退行行为，如爱哭

闹、躁动不安、黏人等；初中生由于自我发展伴随着

创伤一同发生，所以会引发如睡眠不好、头痛、消化

不良、同老师家长对抗增多等问题；高中生所面对的

高考压力随着多重心理矛盾的产生而被放大，出现

对未来的恐慌、焦虑和悲观等消极情绪。

２．灾后重建中如何体现人文关怀
（１）充分做好灾难救治的准备工作。在进行灾

后救治工作之前，应做好以下准备工作：第一，了解

灾区的背景，如经济发展情况、人口、文化现状、少数

民族地区的基本情况等，并掌握参与救治工作的其

他机构的资源；第二，了解灾区各个地区、各个阶层

民众的财产物质损失程度，并针对不同情况作出应

对方案；第三，了解政府和各个社会机构进行灾后重

建工作的进程，了解相关卫生、安全和后勤保障的基

本情况，与其他机构进行沟通，共同做好灾区的人文

关怀工作；第四，制定具体人文关怀工作的计划和目

标，与幸存者、遇难者家属等重点关怀人群进行初步

接触，拟定需要采取的治疗模式和方案；第五，对参

与人文关怀工作的人员进行培训，使其具备心理辅

导和心理危机干预等专业技能。

（２）充分尊重受灾地的民俗和灾区人民的自主
选择。在进行灾后救助时应该从灾区发展的长远利

益出发，兼顾不同地区文化的差异性，尊重“地方性

知识”。汶川大地震不同于其他地震，从人口结构

上看，其重灾区多是少数民族的聚集地，民风民俗多

样化，民族文化各有特色。因此，从保护少数民族文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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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角度来说，灾后人文

关怀工作必须充分考虑当地民俗文化情况。同时，

不仅要考虑当地的文化传承和延续的需要，还要更

大程度地保障灾区人民的权利，体现人文关怀。只

有体现了群众意志才能获得群众的认可，才能够唤

起受灾群众共建家园的愿望。

（３）加强与受灾民众的沟通和交流。这是决定
人文关怀工作成功的关键因素。如何接近受灾者是

最困难的，因为在受到灾害的强烈刺激之后，人们通

常把自己封闭在狭小的空间中，对其他人和事物都

反应麻木，这就需要救助人员做更加细致的工作，要

站在受灾者的角度，充分理解他们的感受，并通过高

超的沟通方法和技能，有目的地与他们进行沟通和

交流。首先，工作人员应用大量的时间陪同受灾者，

同他们生活在一起，帮助他们，以分担其痛苦。其

次，应从细节做起，关心他们的饮食起居，帮助他们

解决力所能及的实际问题，如照看孩子、病人等。在

汶川地震中，帮助灾民填写表格、领取救援物资的社

会工作者就颇受欢迎。最后，在交往过程中应观察

受灾群众的各种心理反应和行为变化，初步诊断其

心理受伤程度，做好记录和统计，为之后的心理救援

和干预工作奠定基础。

灾难是人类社会不能回避的问题，人类学在灾

后重建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其中，民族志的撰

写、文化的重建和保护、悼念仪式的扩大化和人文关

怀等，都可以发挥不同于其他学科研究与行动选择

的特殊作用。在汶川大地震之后，人类学视域下关

于灾害研究的内容变得越来越丰富，人类学家对灾

后重建过程以及整个过程中发生的社会与文化变

迁、个体对灾害不同的回应方式等进行了系列研究，

这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灾害人类学的理论成果。今

后，人类学视域下的灾害研究应更加关注于实际应

用，制定更多更具有实际意义的防灾计划，从而为未

来应对灾害做出更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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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契合性
陈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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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化产业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着内在的契合性，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文化产品是
具有创新性的智力成果，属于知识产权保护对象；文化产业发展的目标与知识产权法的立法宗旨是

一致的，都是为了促进文化创新和知识共享；文化产业生产经营者是能享有知识产权的民事权利主

体。总之，文化产业发展离不开知识产权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和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不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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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２０１２年国家统计局出台的《文化及相关产
业分类》，所谓文化产业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

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活动的集合。可见文化

产业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生产出文化

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二是要将这些生产出来的文

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提供给社会公众。文化产业

的顺利实现不仅需要文化产业工作者的创造性活

动，还需要以完善的法律制度予以保障。无论是作

为文化产业核心的文化产品本身，还是文化产品的

生产、流转过程，都离不开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保驾

护航，可以说文化产业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着

内在的契合性。

　　一、文化产品与知识产权保护客体

的契合性

　　什么是文化产品？目前尚缺乏权威的定论。此
前，国家机关发布的某些文件中对文化产业及文化

产品也有论及，但缺乏统一的认定标准，因而造成了

人们对文化产业及文化产品内涵与外延认识上的混

淆。２００７年４月，由商务部、外交部、文化部、广电
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国务院新闻办公室６部委联合
发布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指导目录》，对文化产

品的种类作了描述，指出文化产品分为新闻出版类、

广播影视类、文化艺术类、综合类，包括实物、产品或

制品，如出版物、影视产品、音像制品等形式。这一

分类显然是从产业角度划分的，“注重的是生产者

或提供者的生产与提供行为和过程，没有具体划分

文化产品。但就所涉及的实物来看，包括了文化产

品、文化用品、文化设备和相关文化产品”。［１］２０１２
年国家统计局最新出台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

规定，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的范围包括四类：一是以

文化为核心内容，为直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而进

行的创作、制造、传播、展示等文化产品（包括货物

和服务）的生产活动；二是为实现文化产品生产所

必需的辅助生产活动；三是作为文化产品实物载体

或制作（使用、传播、展示）工具的文化用品的生产

活动（包括制造和销售）；四是为实现文化产品生产

所需专用设备的生产活动（包括制造和销售）。显

然第一类是文化产业的核心内容，而后三类只是为

了实现第一类文化产品的生产、传播、展示、销售等

活动而涉及到的辅助活动。正因如此，《文化及相

关产业分类》中将第一类界定为文化产业，而将后

三类界定为文化相关产业。根据该文件的规定，文

化产业所涉及到的文化产品种类包括新闻出版发行

服务、广播电视电影服务、文化艺术服务、文化信息

传输服务、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文化休闲娱乐服

务、工艺美术品的生产等。从表面上看，这些文化产

品是指某个文化行业或部门的整个服务或生产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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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不同于一般意义的静态物品，但如果仔细分析，

这些服务或生产活动仍然是以提供某种满足人们精

神需求的知识产品为核心的。如新闻出版发行服务

中的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等的出版、发行、批

发、零售活动，表面上是各种生产与服务活动，但其

核心仍然是围绕着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进行

的。而这些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的核心并非表

现为纸质或电子版本的物态产品，而是蕴含在其中

的知识信息，即知识产权法中著作权法所要保护的

客体———作品。当然，文化产业发展中所涉及到的

知识产权客体并非仅作品一种，还涉及到专利、商标

等类型。因此，在讨论文化产品与知识产权保护客

体的契合性之前，对知识产权客体有清楚的认识是

十分必要的。

随着知识经济和国际贸易的迅猛发展，知识产

权法已成为法学中的一门显学，但是与此不相称的

是，知识产权基础理论中的一些概念至今尚存争议，

而知识产权客体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首先，

知识产权客体与对象是否为同一范畴？刘春田教授

主张严格区分知识产权客体与对象，认为“知识产

权客体是指基于对知识产权对象的控制、利用和支

配行为而产生的利益关系或称社会关系”［２］（Ｐ４）。与

此不同的是，许多学者认为知识产权客体与对象是

同一范畴。特别是在多数民法学著作中，权利的客

体、标的、对象都是作为同一概念来使用的［３］。所

以，按照学界通说，知识产权客体与知识产权对象没

有区分，知识产权的对象也即知识产权的客体，是指

知识产权所针对的事物。物权的对象是物，债权的

对象是行为，知识产权的对象是知识。不过作为知

识产权对象的知识不是一般的知识，而是人们在文

学、艺术、科学、技术领域的创造性智力劳动成

果。［４］其次，知识产权客体是什么？这一问题是自

改革开放后知识产权法兴盛以来就一直被学界热议

并争论不已的问题，可谓是观点纷呈。其中比较有

影响的有精神产品说［５］、创造性智力成果说［６］、创

造性智力成果与工商业标记说［２］（Ｐ６）、信息说［７］、无

体物说［８］、知识产品说［９］等。这些观点都具有一定

的合理性，反映了知识产权客体某个或某些特征与

属性。但是，从根本上讲，这些观点在对知识产权客

体进行界定时都更多地关注知识产权客体所涉及到

的事物之外部特征，如无形性、信息属性等，而没有

对知识产权法的功能与作用以及在此目标下对知识

产权客体的法律规范性予以涵摄，或者说，现有学说

更多关注的是知识产权客体所反映的客观存在的外

部特征而不是法律所要求的知识产权客体的法律特

征，因此现有学说大多是对作为“社会事实”或“自

然事实”的知识产权客体之事物的特征描述，而不

是对作为“法律事实”的知识产权客体之认识。也

就是说，从社会事实或自然事实提炼出法律事实的

过程，“绝不是自动的如河水倒映着物体一般，而是

涵摄着主体的心智努力从而去更加深入细致地刻画

与解释社会生活。法律规则固然不能脱离事实，但

须注意的是在此基础上还有重要的一步，即必须能

从日常生活中分离提升出一个法律世界”。［１０］在知

识产权法的世界里，知识产权客体应该与知识产权

法的立法目标和法律功能保持一致。有学者认为，

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目的从诞生到近代发展再到现

代扩张的过程中，分别体现了保护创作者利益、推动

社会进步、过度追求经济利益等不同立法目的。［１１］

事实上这三种目的在当前知识产权立法中都不同程

度地存在。因为，无论就世界范围而言，还是就某个

国家或地区来说，知识产权法的发展水平是不均衡

的。知识产权法必须将激励创新与推动社会进步同

时作为其立法目的，所以，现代知识产权法在制度设

计上必须在保护创作者个人利益与维护社会公共利

益之间保持平衡。［１２］由此而言，知识产权的客体应

该是承载知识产权法所要保护的利益之载体，表现

为符合一定条件的知识产品。

１．文化产品具有文化内容，符合知识产权客体
的智力性要求

文化产品虽然常表现为一定的物，如图书、音像

制品、电影胶卷等。但是与一般物不同的是，文化产

品必须具有文化的内容。所谓文化内容，是指“源

于文化特征或表现文化特征的象征意义、艺术特色

和文化价值”。［１３］文化内容影响到该产品使用者的

情感、认知、对是非的判断。“文化被理解为一整套

渗透于人类生活的外在形式以及思想深处的规范和

价值。”［１４］因此，文化产品有时也被称为精神产品，

凸显出文化产品不同于一般物质产品的特殊性质。

根据《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的规

定，文化产品具有经济和文化双重属性，具有传递文

化特征、价值观的意义，甚至没有商业价值也可能构

成文化产品。版权产业、创意产业、内容产业等不同

称谓都突出了文化产品的特性。［１］

２．文化产品的核心内容，符合知识产权客体的
非物质性特征

与物权客体不同，知识产权客体的特殊性在于

其非物质性。所谓非物质性是指与物质性相区别的

精神属性，而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无形性或无体

性。［１５］（Ｐ３６－３８）有学者认为知识产权客体的非物质性

主要表现为：（１）知识产权的客体不具有实体性，它
必须以依赖于一定的载体为存在条件；（２）知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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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客体的非物质性，也就决定了智力成果是不可占

有的，也就是说，它不像物权那样可对其客体直接支

配和控制，具有排他性；（３）知识产权客体的非物质
性使它不受有形磨损的影响；（４）智力成果作为形
式，在时间上具有永存性特点，受其非物质性决定，

它在空间上可以无限地再现和复制自己，具有可传

播性；（５）因为其非物质性，知识产权的客体不发生
消灭信息（智力成果）的事实处分与有形交付的法

律处分。［１６］可以说，正是知识产权客体的非物质性

决定了知识产权法的特殊性，决定了知识产权法需

要提供不同于物质性财产的保护模式。文化产品尽

管表现形态各异，如图书、广播、电影、演艺活动等，

但这些文化产品的核心内容是一定文化的表现形

式，其本质是非物质性的信息而不是其所附着的物

质载体本身。如图书本身虽然是物，但图书的核心

内容与价值体现在其内在的作品上，而不仅仅是一

些纸张的集合。所以，文化产品更多地需要知识产

权法予以保护。

当然，与一般的知识产权客体不同的是，文化产

品也不仅仅是其中的精神内容，还包括了外在的载

体，是精神信息与物质载体的综合。因此对文化产

品的保护除了知识产权法外，还需要物权法的保护。

３．文化产品生产投入成本高、复制成本低、易受
侵权，需要知识产权法的保护

由于文化产品的内容信息占据了文化产品的绝

大部分价值，因此文化产品具有同一般知识产权客

体比较相近的特征，那就是复制成本低、易受到侵

权。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复制技术日新月异的发

展，使得复制信息产品的成本降低。于是，高生产成

本与低复制成本之间的差额就成为某些不法分子竞

相逐利的对象。对此，如果缺乏有效的法律保护，文

化产品生产者的积极性就会被打消，文化企业也会

因为合法的预期利润无法收回而丧失生存空间。所

以，文化产品的特征决定了知识产权法应当且必须

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二、文化产业发展目标与知识产权

立法目的之间的契合性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强文化软实力，为此，努力
使“文化产品更加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

成，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中华文化走

出去迈出更大步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基础更

加坚实”、“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

业快速发展。”［１７］可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共同

发展是推进文化产业的基本目标。增强文化产业的

经济效益就是要激励文化企业生产的积极性，不断

创造出丰富的文化产品，满足和不断挖掘社会公众

文化消费需求，增加文化产品在国民财富中所占的

比重。但是，文化产品不同于一般的物质产品，“文

化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它对人们的素质、品

德和价值观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把好文化产

业内容关是第一。中共中央提出在文化产业上要坚

持社会效益第一，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

统一，这才是发展文化产业的正确道路。”［１８］这与知

识产权法的立法目的是完全一致的。

１．文化产业经济效益的实现离不开知识产权法
的保障与激励

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是指文化产业发展中各个

文化产品的生产者、经营者通过其生产经营活动所

取得的经济收入。发展文化产业的主要目的之一就

在于将具有一定价值的文化信息通过创新性思维、

想法、手段、载体等再现或包装成一定的文化产品，

以满足社会公众的文化需求，从而实现文化产品的

经济价值，促进国民经济财富的增长。因此，文化产

业的经济效益可以说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点。没有

对经济效益的追逐就没有发展文化产业的必要。

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是建立在文化企业对其所

拥有的文化产品合法权益的实现上。文化企业对其

拥有的文化产品的合法权益不仅体现在占有、使用、

收益、转让等各项物权权益方面，还体现在发表、署

名、修改、保持作品完整、复制、发行、出租、展览、表

演、放映、广播、信息网络传播、摄制、改编、翻译、汇

编等各项知识产权权益方面。文化企业正是通过挖

掘文化产品不同层面的价值而实现其经济效益。一

个地域中所有文化企业经济效益之和就是该地域文

化产业整体的经济效益。所以，文化产业经济效益

的实现首先需要知识产权对文化产品创造者或生产

者的合法权益予以确切保障。

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建立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所提供的许可、转让、质押等一系列文化产品流转方

式上。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从静态看，是其所拥的

文化产品的价值；从动态看，它体现在通过文化产品

的流转而实现的其内在的财富。但是与一般的有形

物不同，文化产品的核心内容是知识信息，具有无形

性，既不能通过占有而实现拥有，也不能通过交付而

实现转让，所以不仅需要通过知识产权法予以确权

保护，更需要知识产权法提供合法有效的交易方式。

对此，现行知识产权法对于知识产品的交易规定了

合法交易的模式，如著作权法规定的“许可使用和

转让合同”、“著作权质押登记”，专利法规定的“专

利申请权和专利权可以转让，转让专利申请权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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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权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并向国务院专

利行政部门登记，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予以公告。

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转让自登记之日起生

效”，商标法规定“转让注册商标的，转让人和受让

人应当签订转让协议，并共同向商标局提出申请。

受让人应当保证使用该注册商标的商品质量。转让

注册商标经核准后，予以公告。受让人自公告之日

起享有商标专用权”。通过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

出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为文化产品的流转和经济价值

实现提供了特殊的保护方式，由此促进了文化产品

经济价值的实现。而文化产品经济价值的实现无疑

会从根本上激发文化企业及文化产品的创造者、生

产者、经营者继续创造的积极性，也会激发其他社会

公众的创造热情。

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还建立在知识产权法通过

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保护文化企业生产者、经营者合

法权益，维护文化产品交易市场秩序方面。由于文

化产品的侵权成本低，文化产业领域的侵权行为就

非常普遍，而且花样翻新。显然只有遏制违法犯罪

行为，才能真正维护文化企业生产者、经营者的合法

权益，使其保持继续创新的积极性。对此，现行著作

权法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如我国著作权法规定对

于侵权行为，“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

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公

共利益的，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

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并可

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还可以

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

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专利法、商

标法等知识产权法也都有相似规定。

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还有赖于知识产权制度通

过调解文化产品生产经营过程所形成的利益纷争而

实现。在现代分工体系下，绝大多数文化产品的形

成都不是一个人所能完成的，往往需要很多人，甚至

是不同行业的人之间的配合。以图书印刷发行为

例，除了需要作者完成作品以外，还需要出版社的出

版发行才能将图书投放到市场，此后还需要书商的

介入才能将图书推介给广大读者。因此围绕图书这

一文化产品所形成的经济利益并非是某一单方主体

的，需要在很多主体之间分配。如果没有一套公平

的分配机制就会挫伤文化产品市场经营者的积极

性，并影响到文化产业的良好发展。知识产权法的

相关规定有助于这些纠纷的解决，或者说为解决文

化产品形成过程的利益纷争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依

据。如著作权法对合作作品的认定及利益分配则规

定：“两人以上合作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由合作作者

共同享有。没有参加创作的人，不能成为合作作者。

合作作品可以分割使用的，作者对各自创作的部分

可以单独享有著作权，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合

作作品整体的著作权”；对职务作品规定：“公民为

完成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工作任务所创作的作品是职

务作品，除本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外，著作权由作者享

有，但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在其业务范围内优先

使用。作品完成两年内，未经单位同意，作者不得许

可第三人以与单位使用的相同方式使用该作品”；

对图书出版规定：“图书出版者出版图书应当和著

作权人订立出版合同，并支付报酬。图书出版者对

著作权人交付出版的作品，按照合同约定享有的专

有出版权受法律保护，他人不得出版该作品。著作

权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期限交付作品。图书出版者

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出版质量、期限出版图书。”显

然，这些规定能在一定程度上为有效解决文化产品

生产经营中存在的利益纷争提供有力依据。

２．文化产业社会效益的实现离不开知识产权法
的规范与平衡

从文化产品形成来看，任何文化产品的产生，特

别是其中的知识信息部分的形成都离不开对前人或

社会知识存量的学习、借鉴和创新。从消费角度而

言，文化产品的消费不仅仅是物质与信息的交换过

程，更是一个文化价值与理念影响甚至改造受众心

理、认识乃至世界观、生活价值观的过程。从内部构

成来看，文化产品内在具有的文化内容使得文化产

业不仅具有物质财富特征，还具有精神财富的特征，

而后者对文化产品而言更为重要。从文化产品的外

在特征来看，文化产品所具有的公共性或可共享性，

决定了文化产品可以为不特定多数人同时共同享有

或使用，即具有公共物品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这

就说明文化产品的价值并不因为使用者增多而减

少。反过来说，文化产品具有的外在特征决定了文

化产品应该为更多人使用，而且使用越多，其社会价

值就越大。可见，文化产品从其诞生时起就不是简

单的私人物品、不是私人知识产品，而是一种社会物

品、社会知识产品，因此具有极强的社会属性和社会

效益。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至少可以反映在两个方

面。首先，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体现在文化产品应

该为尽量多的人使用，从而在整体上增加其社会财

富价值量；其次，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体现在文化产

品的内容应该与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社会公共道德

观念等保持一致，为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精神动力提

供正能量。

现代知识产权法的立法目的与上述增强文化产

业社会效益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并且在具体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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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上为实现文化产业社会效益提供了有力保障。

首先，知识产权法要求文化产品的生产必须符

合社会公共利益，这就为发展文化产业、助推社会精

神文明的进步而实现文化产业的社会效益提供了制

度支撑。如著作权法明确规定其立法目的是：“为

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以及与著

作权有关的权益，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

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促进社会主义文

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同时规定著作权人

行使著作权：“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公共

利益。国家对作品的出版、传播依法进行监督管

理”。专利法规定了：“对违反法律、社会公德或者

妨害公共利益的发明创造，不授予专利权”。商标

法也明确规定，商标设计“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

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不得作为商标使用。

其次，知识产权法通过合理使用、法定许可等制

度规定，最大限度实现文化产品的社会共享，促进文

化产业社会效益的实现和社会利益的平衡。如何在

保护文化产品的生产经营者个体利益的同时，实现

文化产品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不仅是文化产业发展

的重要目标也是知识产权制度的立法追求。知识产

权法在几百年的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了如下几种实

现利益平衡的制度设计。一是合理使用制度。所谓

合理使用，是指依照著作权法规定，使用人可以在不

经过权利人同意的情况下无偿使用其作品的权利，

但是必须在使用中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

得侵犯著作权人其他合法权利的行为，如为个人学

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二是

法定许可制度。这是指在某些情况下，使用者可以

不经过权利人同意使用其作品，但是应当按照规定

支付报酬，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

著作权人其他合法权利。目前我国著作权法主要规

定了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教材编写可以适用法定许可

制度。三是报刊转载许可制度。作品刊登后，除著

作权人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外，其他报刊可以转载

或者作为文摘、资料刊登，但应当按照规定向著作权

人支付报酬。四是专利法中的强制许可制度。在某

些情况下允许特定主体强行使用他人专利而后给予

专利权人合理使用费用。由于强制许可是以损害专

利权人的合法权益为前提的，所以，专利法对此作了

严格规定。只有在为了公共利益、公共健康等目的，

或者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或者非常情况，或者为消除

不正当竞争等特殊情形时方可使用。

　　三、文化产业中的生产经营者与知

识产权主体的契合性

　　“从权利角度来看，知识产权的主体即为权利所

有人，包括著作权人、专利权人、商标权人等”。［１５］（Ｐ２４）

从民法角度来看，知识产权主体是民事权利主体之一

种，而民事权利主体是指能以自己名义享有民事权利

的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文化产业中的生产经营者

就是能以其自己名义享有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各种

民事权利的自然人与法人。因此，文化产业中的生产

经营者与知识产权主体的契合性从一般民事立法角

度来讲没有太多讨论价值。但是，由于知识生产的特

殊性，因此对于某些特殊知识生产行为中权利主体的

界定，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１．文化产品生产经营中法人作品的权利主体
界定

按照现行著作权法规定，“由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主持，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视为作者”，即符合上述条件的作品就是法人作品。

法人作品的著作权归法人单位所有。

文化产品生产经营者大多数属于法人或非法人

单位，其本身不具备智力创作活动的能力，而是由其

内部职工进行创作。其内部职工与法人单位基于劳

动或人事合同而形成劳动用工或人事用工关系，这

种关系决定了内部职工行为属于单位的职务行为而

非个人行为，相应地，所创作出的文化产品上的物权

或知识产权也属于单位所有。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文化产品生产不同于

一般的物质产品的生产，它不仅是劳动者为单位生

产物质或精神财富的过程，也是劳动者个人智力活

动自由创作的过程；不仅是劳动者工作职责或义务，

也是劳动者行使科研自由等个体权利的过程。因

此，对于作为法人作品的文化产品之界定，法律规定

了严格的限制条件：第一，必须由单位主持；第二，必

须是代表单位意志创作；第三，必须是由单位承担责

任的作品。不符合上述条件规定，即使是劳动者在

单位工作场所、工作时间内并借助单位设施所形成

的作品，也不属于法人作品。

２．文化产品生产经营中职务作品的权利主体
界定

按照著作权法的规定，“公民为完成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工作任务所创作的作品是职务作品”。所

以，理解职务作品内涵的关键点在于：一是职务作品

是公民所创作；二是职务作品是公民为了完成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工作任务所创作的智力成果。这里需

要注意的是对其中“工作任务”的理解。一般来说，

工作任务是存在一定工作关系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

之间，由劳动者按照劳动用工合同约定的工作内容

而需要完成的任务。所以，存在劳动或人事关系是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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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品中职务作品存在的前提。如果没有劳动或

人事关系，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就不存在工作任

务。这时即使有劳动者为用人单位服务并完成了一

定的任务，这种任务也不是工作任务而是其他任务，

如委托任务，从而形成的文化产品也就不是职务作

品而是委托作品。这种界分对于文化产品著作权主

体的界定具有很大影响。依据现行著作权法规定，

职务作品的著作权主体是创作者，即为完成一定工

作任务的公民。但为了平衡利益，著作权法同时规

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在其业务范围内优先

使用。作品完成两年内，未经单位同意，作者不得许

可第三人以与单位使用的相同方式使用该作品”。

特别是如果创作者“主要是利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的物质技术条件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

责任的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计算机软件

等职务作品”，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合同

约定著作权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的职务作

品”，那么该作品的创作者就仅享有署名权，著作权

的其他权利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可以给予创作者一定奖励。

３．文化产品生产经营中委托作品的权利主体
界定

所谓委托作品是指受委托而创作的作品。随着

现代科技的发达，文化产品需要借助多媒体的表达

方式和载体形式，因此文化产品的形成往往需要许

多文化生产经营者之间的合作才能够完成。这种情

况下，委托他人代为从事一些文化产品的创作就成

为必需。当然，随着市场经济与知识经济的纵深发

展与不断融合，知识产品的商品化进程已不可逆转。

当市场资本将文化产品作为谋利对象时，资本拥有

者委托他人生产文化产品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所

以，委托作品也是文化生产经营中非常普遍的现象。

从民事法律角度而言，委托本身是一种合同行为，是

由合同双方基于委托事项达成的合意。所以，对于

委托作品的知识产权归属，法律规定“由委托人和

受托人通过合同约定”。同时考虑到文化产品生产

的特殊性，又规定：“合同未作明确约定或者没有订

立合同的，著作权属于受托人。”

　　四、结语

文化产业的发展是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关

键，而发展文化产业的原动力是基于市场经济竞争

的需要，是市场经济在文化市场中的体现，同时也是

基于对人的主体性的尊重和对人的智力劳动成果价

值的肯定。所以如何保护文化市场主体的创意成

果，并建立起激励和实现创意成果参与市场价值分

配的制度体系就成为推进文化产业有效发展的重要

保障。这就需要深入研究知识产权与文化产业发展

的内在契合性，探索二者契合的关节点，通过知识产

权制度创新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当然，

徒法不足以自行，除立法外，还需要从执法、司法、守

法以及创意法律服务等各个环节建立起保障文化产

业良性发展的长效机制。显然，就是要完善以知识

产权法律制度、知识产权法律运行机制以及知识产

权法律文化为核心的知识产权法制环境。所以，文

化产业发展离不开知识产权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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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珠宝原创设计维权第一案”
看珠宝设计的法律保护

姚泓冰

（中国政法大学 民商经济法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８）

［摘　要］珠宝行业中珠宝设计侵权现象比比皆是，“中国珠宝原创设计维权第一案”的发生引发公
众对珠宝设计法律保护的热议。究竟是以外观设计专利来保护珠宝首饰设计，还是以著作权来保

护珠宝设计，一直是学界和司法实践争议的焦点。考虑到外观设计应用的产品应具有一定的独立

性，以及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周期长、外观设计专利审查程序本身带来的重复授权现象，以外观设计

专利的模式来保护珠宝设计不可行且不适当，而以著作权来保护则具有可行性和适当性。珠宝设

计作品可作为著作权中的图形作品、美术作品进行保护，随着我国著作权法的不断完善，珠宝设计

作品还有望作为实用艺术作品受到保护。在司法实践中判定珠宝设计侵权应遵循和适用民法中侵

权法的“四要件说”，并借鉴美国著作权侵权认定“抽象 ＋过滤 ＋对比”的三段认定法，运用法律武
器打击珠宝行业盛行的剽窃侵权之风，切实保护珠宝首饰设计者及相关权利人的智力成果和利益，

以促进珠宝行业和珠宝市场良性、有序地发展。

［关键词］珠宝设计；外观设计专利保护；著作权；实用艺术作品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３．４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３．０４．０１１

　　珠宝行业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并不长，然而珠宝
设计市场乱象丛生，同样款式或相似款式的珠宝设

计会出现在不同品牌上，让消费者难分真伪、难辨原

创与仿制。行业内相互仿冒、抄袭的现象层出不穷，

已成为珠宝行业亟待解决的问题。然而，从２０１１年
由电视剧《夏家三千金》道具引发的“天使之翼”吊

坠侵权案，到２０１３年初发生在深圳市同泰富珠宝首
饰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西黛尔首饰有限公司之间

的、号称“中国珠宝原创设计维权第一案”的“胜利

之Ｖ”侵权案，珠宝设计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被带进
公众的视野，引发公众热议。本文将以这起“中国

珠宝原创设计维权第一案”为切入点，剖析我国珠

宝首饰外观设计专利保护模式的缺陷，提出应适用

著作权法中的美术作品或者实用艺术作品的保护模

式，进而探索以侵权“四要件说”和“抽象—过滤—

对比”的三段论认定法来解决珠宝设计的侵权判定

难题，以期为珠宝企业和整个行业的发展提出可行

性的建议和设想。

　　一、案件再现

１．“天使之翼”吊坠侵权案
２０１１年电视剧《夏家三千金》热播，带热了在该

剧中频频出现的道具———“天使之翼”吊坠，该道具

是由克徕帝珠宝提供的。然而，细心的网友以及珂

兰珠宝产品部员工却辨识出该吊坠仿冒了珂兰珠宝

的原创设计。珂兰珠宝声称，“天使之翼”吊坠为其

公司设计师２００７年设计的款式，２００９年已注册设
计专利并将之推广，此次无疑是克徕帝公司盗用其

设计，侵犯其专利权。由此，引发了一起克徕帝珠宝

与珂兰珠宝之间的“百万版权赔偿案”。

２．“胜利之Ｖ”侵权案
该案的焦点是一款蛇年生肖首饰设计作品《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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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之Ｖ》（见图１），该设计为深圳同泰富珠宝首饰股
份有限公司（下文简称为“同泰富”）２０１３蛇年生肖
首饰设计大赛的获奖作品，在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４日便
通过其官方网站、微博等途径向社会公布。然而在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８日，同泰富却发现广州西黛尔首饰
有限公司（下文简称为“西黛尔”）新推出的“俏灵

蛇”首饰产品（见图２）与《胜利之 Ｖ》具有极高的相
似度，认为后者侵犯其珠宝设计《胜利之 Ｖ》的著作
权，遂于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８日将后者诉至广州市越秀
区人民法院。这被称为是“中国珠宝原创设计维权

第一案”。

图１　《胜利之Ｖ》设计图［１］

图２　俏灵蛇设计图［１］

　　二、珠宝设计保护模式探讨

同样是珠宝设计侵权，但是两案件中的权利人

却采用不同的案由，主张不同的权利。珂兰珠宝以

外观设计专利保护“天使之翼”，认为克徕帝珠宝侵

犯其专利权；而同泰富却以著作权来保护《胜利之

Ｖ》，认为西黛尔侵犯其珠宝设计的著作权。到底应
当用何种权利来保护珠宝设计者的首创权，值得我

们深思。

１．外观设计专利保护模式不可行且不适当
依据我国《专利法》第２条第４款之规定，外观

设计是指对产品的形状、图案或者其结合以及色彩

与形状、图案的结合所作出的富有美感并适于工业

应用的新设计。而珠宝设计是以珠宝和贵金属等为

加工材料，由珠宝设计师运用相关的美学知识所做

的富有美感的设计，该种设计可以表现为珠宝首饰

成品本身，也可以表现为设计绘图。就珠宝首饰成

品的属性而言，大致符合外观设计专利的特点：一是

珠宝设计是由可被感知的形状、图案和色彩三种因

素的结合而组成；二是具有新颖性、装饰性（或艺术

性）；三是珠宝首饰可为生产经营的目的制造、使用

和销售；四是其为外观设计和产品结合的统一

体。［２］（Ｐ２１７－２１８）简而言之，珠宝设计基本上符合外观

设计专利中新颖性、实用性、美观性的要求，故将珠

宝设计的权能界定为专利权是合理的。然而，外观

设计专利定义中有一个隐含的条件，即外观设计应

用的产品应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不应仅是产品的不

可拆分的一部分。就珠宝设计而言，其设计与其产

品本身紧密结合，并不存在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部分。

因此，笔者认为以外观设计专利来保护珠宝设计是

不可行的。

此外，外观设计专利保护模式还有其难以克服

的缺陷。首先，对处于潮流漩涡中的珠宝首饰而言，

其设计随着消费者的喜好而快速变化，一款珠宝首

饰设计刚面世几年甚至几个月便已被列入淘汰款式

之中［３］，这与动辄耗时八九个月的外观设计专利申

请周期格格不入，甚至可能出现外观设计专利证书

还未到手，珠宝首饰已经被市场潮流所淘汰的情况，

如此，它将不能为权利人带来任何利益，其专利申请

费用以及缴纳的专利年费还会给权利人增加成本，

造成损失。其次，因外观专利技术含量较低，专利审

查程序仅就其是否具有新颖性进行初步审查，而无

需进行实质审查，这就可能导致大量彼此相似而本

身具有一定新颖性的珠宝设计均可获得外观设计专

利，出现重复授权的现象，这为珠宝设计维权诉讼埋

下了隐患。所以，以外观设计专利的模式保护珠宝

设计不仅不可行，也不适当。

２．著作权保护模式具有可行性和适当性
以著作权保护模式保护珠宝设计是学界的主流

观点，而国际上处理珠宝设计方面的争端也往往采

用此种模式。根据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 ２
条之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

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

智力成果。判断珠宝设计是否能以著作权进行保护

必须看其是否同时满足构成“作品”的三个条件：其

一，珠宝设计属于首饰设计师智力成果，其反映了一

定的思想或感情，是富含精神创作的财富；其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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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设计师的设计具有独创性，即设计作品由设计师

独立创作完成，且设计作品富有个性；其三，根据著

作权法上的思想表达二分法（著作权法只保护含有

作者独创性创作的表现形式，而不保护被表达的思

想感情），珠宝设计作品应当具有一定的表现形

式———无论其表现形式为平面的设计绘图还是立体

的珠宝首饰成品本身———以保证其作品本身可以被

复制。［２］（Ｐ１０９－１１０）由此可见，将珠宝设计界定为受著

作权法保护的“作品”是可行的。

与申请专利需经历的繁复而漫长的程序不同，

以著作权保护模式保护珠宝设计，基于著作权保护

的自动取得原则，设计师对珠宝设计完成时即自动

取得著作权，而不需经过任何手续，也无需缴纳申请

费用和年费，可减轻设计作品权利人的经济负担。

因此，以著作权保护珠宝设计是适当的。当然，为方

便解决著作权纠纷，并提供初步证据，设计师或者珠

宝设计作品的其他权利人可以到我国著作权行政管

理部门注册登记。

３．珠宝设计作品的保护类型
（１）图形作品、美术作品的保护
珠宝设计的表达方式有两种———设计图样（或

设计方案）和珠宝设计成品，可依据现行《著作权

法》所规定的“图形作品”或“美术作品”予以保护。

著作权法中的“图形作品”是指为施工、生产绘制的

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以及反映地理现象、说明

事物原理或者结构的地图、示意图等作品；而“美术

作品”，是指绘画、书法、雕塑等以线条、色彩或者其

他方式构成的有审美意义的平面或者立体的造型艺

术作品。毋庸置疑的是，珠宝设计成品作为一种立

体的造型艺术作品当然以美术作品保护最为恰当。

而珠宝设计图样，即珠宝设计成品的产品设计图，其

自身也是一种平面的造型艺术作品，笔者认为，既可

适用图形作品，也可适用美术作品对其进行著作权

保护。当然，现实生活中并不会将珠宝设计作品按

照其形成过程而细分为设计图样和珠宝设计成品，

而通常看成一个不可分割之整体———实用艺术品。

因目前我国的著作权法对实用艺术品的保护未作出

明确规定，我们仅能将之作为美术作品予以考虑。

根据有关国际公约，只要是视觉艺术作品都可

以作为美术作品纳入著作权保护。而在现实生活

中，我们依据美术作品的功能可将其分为纯美术作

品和实用美术作品两种。纯美术作品是指绘画、书

法、雕塑等仅具有欣赏价值的造型艺术作品；而当一

件以美术技术形成的作品既具有欣赏价值，又具有

实用价值时，也就成了实用美术作品，如带有精美图

案的地毯以及本文涉及的珠宝首饰。而根据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编写的《著作权法和邻接权法律词汇》，

实用艺术品是指具有实际用途的艺术作品，无论这

种作品是手工艺品还是工业生产的产品，例如小装

饰品、玩具、珠宝饰物、金银器具、家具、墙纸、装饰

物、服装等。

通过以上分析，关于实用艺术品与美术作品的

界限便可见一斑：实用艺术品看似是美术作品的下

位概念。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所做的分析

是在“作品”范畴的前提下，即上述实用艺术品仅是

能够构成作品的实用艺术作品，而非其全部。从广

义的角度来讲，实用艺术品有产品与作品之分，只有

属于作品范畴的才能受著作权法的保护；而对于实

用艺术产品，如果其符合新颖性、实用性和美观性，

可予以外观设计的专利保护；对于既不属于作品范

畴也未符合专利条件的实用艺术产品，则著作权法

和专利法都不能予以相应的保护。

（２）实用艺术作品的保护
虽然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中无“实用艺术作

品”的规定，但《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的第６
条却提及这一概念，并仅仅规定了对外国的实用艺

术作品的保护措施，而对于我国国民的实用艺术作

品是以美术作品保护还是不保护却一直未作明确规

定。此种超国民待遇的规定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学术

界和实务界的质疑。

２０１２年３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０月，国家版权局陆续
颁布了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草案的３个修改稿。为
了改变对我国实用艺术品保护空白和学界对此认识

不统一的现状，修改稿在保留 “美术作品”和“图形

作品”相关规定的情况下，均对我国现行《著作权

法》第三条“作品范围”的规定进行了扩充和完善。

３个修改稿草案均根据《伯尔尼公约》规定，增加了
“实用艺术作品”这一新的作品种类，并将其保护期

规定为２５年。这一保护期限既有效地保护了珠宝
首饰等实用艺术作品，又平衡了著作权人与社会公

众之间的利益。第三稿修改草案中的第三条第二款

第９项还对“实用艺术作品”作出明确界定，即实用
艺术作品是指“玩具、家具、饰品等具有使用功能并

具有审美意义的平面或者立体的造型艺术作品”。

由定义可知，实用艺术作品不仅具有独创性、可复制

性等作品的一般特征，而且具有实用性、艺术性的特

殊属性。由此，珠宝设计作品有了明确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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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珠宝设计侵权判定

１．珠宝设计侵权类型
珠宝设计屡遭抄袭、模仿，其作者的复制权、署

名权等权利也屡屡受到侵犯，归结起来，其侵权类型

可分为两种：第一类为“抄袭”，即原封不动地、原样

地去再现他人的珠宝设计作品，其图案、款式与原设

计一模一样；第二类为“模仿”，即剽窃、盗用他人珠

宝设计作品的主要部分或实质部分，以其主要部分

为“母样”，对原设计的非实质部分进行修改和变

造，也就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抄袭，其并未对原创珠宝

设计作品的表达形式进行实质性的改变。第一类侵

权手段和结果均显而易见，容易识别，仅需通过对比

即可判定，因而现实中少有发生，而第二类在模仿的

基础上对原作品加以改造，其手段较隐蔽，模仿结果

与原作的相似度也难以辨别，侵权难以认定，因而，

珠宝首饰市场中的此种侵权行为最为常见。上文所

述的两个案例即为第二类侵权行为。

无论是直接的抄袭式剽窃，还是隐蔽的模仿式

剽窃，都应当受到法律的规制。然而我国现行《著

作权法》第４７条第５款仅将“剽窃他人作品”作为
著作权侵权行为中的一个行为方式作出原则性的列

举，并未对何为剽窃行为、怎样认定剽窃性侵权等问

题作出明确的界定。学界对此众说纷纭，实务界中

的认定标准和方法也不统一，以珠宝设计作品为对

象的剽窃行为更加难以判定。

２．珠宝设计侵权构成要件
珠宝设计侵权的构成要件，正如著作权法中其

他作品的侵权构成要件一样，都要遵循和适用民法

中侵权法的基本理论，即“四要件说”。首先，要有

剽窃他人原创珠宝设计作品的不法行为和事实；其

次，剽窃行为给珠宝设计原创作者带来损害，包括以

署名权为代表的著作人身权的伤害及以复制权为代

表的著作财产权的侵犯；再者，剽窃行为、事实与被

侵权的著作权人的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最

后，也是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珠宝设计的侵权行为

人在实施剽窃行为时应当具有主观故意。

对于著作权侵权的主观过错要件，无论在学界

还是在司法实务界都还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

笔者认为，无论是直接的抄袭式剽窃还是隐蔽的模

仿式剽窃，其对象多为具有一定影响力或者是即便

还未有一定影响力但仍具有一定价值的作品，行为

人往往是在明知原作品存在的基础上，为了一定的

利益，故意从事剽窃行为，尤其是对于珠宝设计这种

处于时尚潮流前端、曝光率较高的美术作品或者实

用艺术作品，更难逃脱为谋取非法利益而侵权之主

观故意。

“胜利之Ｖ”侵权案中的《胜利之 Ｖ》作品即为
同泰富在微博和官网中发表的２０１３蛇年生肖首饰
设计大赛的获奖作品，其知名度、影响力、曝光率以

及切合蛇年生肖的设计价值自然都不必多言，西黛

尔的“俏灵蛇”是否有侵权之故意也就显而易见。

３．珠宝设计侵权判定标准和方法
直接的抄袭式剽窃侵权仅需通过对比即可判

定，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对较为隐蔽且更为常见的

模仿式剽窃侵权如何进行判定。

由于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的不完善，司法实务

中多借鉴外国的著作权侵权判定标准和方法，尤其

是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１９９２年在“阿尔泰”案中
首创的著作权侵权认定“抽象 ＋过滤 ＋对比”的三
段论认定法。以上文所述的“胜利之 Ｖ”侵权案为
例，若以“抽象＋过滤＋对比”的三段论认定法要求
判断“俏灵蛇”是否存在侵犯《胜利之 Ｖ》的剽窃行
为时，可分为三步进行。

第一步为“抽象”，即如果“俏灵蛇”和《胜利之

Ｖ》都属于著作权法所保护的美术作品或者实用艺
术作品，则需根据“思想表达二分法”将两个作品中

不受著作权保护的“思想”部分从作品整体中分离

出来，使二者的对比物仅剩受著作权保护的“表达”

部分。

第二步为“过滤”和“排除”，即将两件珠宝作品

中相同或者相似，但属于公共领域的非原创性图案

从中过滤出去，并排除被告作品与原告作品创作相

似之巧合以及适当引用或者合理借鉴的部分。笔者

认为，对于大多数的珠宝设计而言，圆形、方形、环形

等属于公共领域早已经存在的非原创图案，而对于

本案中的《胜利之 Ｖ》的“Ｖ形”蛇身及形象独具特
色的蛇头设计，既非公有领域的常见图案设计，也难

以将此独特设计认定为创作巧合部分和合理借鉴

部分。

第三部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对比”，即对

经过前两步“抽象”、“过滤”剩下的作品实质部分进

行对比。总结美国判例中比较两部作品实质部分的

思路和方法，我国实务中较多地采用“接触加实质

性相似”标准，看涉嫌剽窃的被告是否接触了涉案

的原告之作品，并且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实质性的相

似。笔者认为，就本案原告作品《胜利之 Ｖ》而言，
考虑到其珠宝设计的知名度以及在官网和微博中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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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的事实和时间，即可确认被告有接触之事实。而

对于涉案两作品“实质性相似”的判断，则需从珠宝

首饰的相关消费者出发，从设计元素、作品结构及其

他产品设计细节的角度来认定。在本案中，通过对

比涉案的两款珠宝产品的实质部分，可以发现“俏

灵蛇”本身有一定的独创性，即在蛇眼以及蛇身中

部镶钻、加上一条灵动的蛇尾，但这些改造并不能排

除其与原告作品《胜利之 Ｖ》独创性集中表现的蛇
头和蛇身形状的实质性相似。故而可以断定，被告

设计“俏灵蛇”剽窃了原告作品《胜利之 Ｖ》的独创
性、实质性部分。因此，笔者认为，无论从美术作品

的角度，还是从实用艺术作品的角度，被告至少构成

部分侵权。

　　四、结语

珠宝行业盗版侵权问题屡禁不止，即便像珂兰

公司注册专利等维权措施，仍然难禁抄袭。此种怪

象的原因何在，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笔者认为，

该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珠宝首饰企业连同珠宝首饰

相关消费者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薄。一方面，笔者

通过市场观察发现，虽然我国珠宝市场一直呈迅猛

扩张之势，但包括本土大牌珠宝公司在内的各珠宝

企业的珠宝设计款式单一，原创设计少之又少，珠宝

企业大多只注重产品的加工制造，却忽视珠宝的原

创设计创作；而另一方面，对于多数非收藏家的珠宝

消费者而言，最重要的考虑因素仅是珠宝品质和价

值，其并不在意该珠宝设计是否原创、是否侵权。当

然，也有人认为，珠宝行业潮流变化快、更新率频繁

及珠宝企业对旗下设计师激励措施的力度不够等因

素导致原创不足、盗版频发的产业弊端。但这些也

是受大环境下珠宝设计知识产权保护观念淡薄

影响。

正如恶性循环一般，珠宝行业盗版侵权现象的

屡禁不止将进一步淡化行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原创意识，久而久之将严重影响整个珠宝行业的发

展。因此，无论从企业发展的角度还是从市场发展

的考虑出发，都需增强原创意识和知识产权保护意

识。就珠宝企业自身而言，设计时应当重视、遵循原

创性的设计理念，谨慎模仿现有设计，克服实质性近

似［４］；在珠宝设计作品向市场发表之前，要做好版

权登记以作为拥有版权的初步证明，并在出售的每

款珠宝设计产品上标注表明权利人的印记；在珠宝

设计作品被剽窃侵权后，应积极应对侵权行为———

及时搜集和保留证据，通知并配合工商行政部门进

行查处，运用著作权这一法律武器启动司法诉讼程

序。而就珠宝行业整体而言，需相关行业监管部门

或者行业协会内部通过制定、出台珠宝设计著作权

保护的相关条款或者行业规范，遏制业界内部盛行

的剽窃侵权之风，切实保护珠宝首饰设计者及相关

权利人的智力成果和利益，进而提高知识产权保护

意识，促进珠宝行业和市场良性、有序地发展。

［参　考　文　献］

［１］　知识产权杂志．中国珠宝原创设计维权第一案［ＥＢ／
ＯＬ］．（２０１３－０２－０１）［２０１３－０３－１０］．ｈｔｔｐ：／／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ｉｐ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ｃｏｍ／ｎｅｗｓｈｏｗ．ａｓｐ？ｉｄ＝８２６１．

［２］　冯晓青．知识产权法［Ｍ］．２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０．

［３］　新民网．阴差阳错李逵遇李鬼　珠宝行业版权问题严
重［ＥＢ／ＯＬ］．（２０１１－０５－３１）［２０１３－０３－１０］．
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ｍｉｎ．ｃｎ／ｒｏｌｌｎｅｗｓ／２０１１／０５／３１／１０８７７２５．
ｈｔｍｌ．

［４］　郎宇清．珠宝设计、模仿及相关知识产权探讨［Ｎ］．中
国黄金报，２０１２－０６－１９（００Ｇ）．

·７６·



第１４卷　第４期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 Ｖｏｌ．１４　Ｎｏ．４
　２０１３年８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ｕｇ．２０１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６－１１
［基金项目］河南省人民政府重点招标课题（２０１２Ａ００２）
［作者简介］纪德尚（１９５２—），男，山东省青岛市人，郑州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工业社会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管理。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３）０４－００６８－０６

河南省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与“三化”
协调发展问题探析

纪德尚

（郑州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摘　要］在践行科学发展观、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背景下，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不是一个简单的、
线性的产业层次提升问题，而是在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持续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与“三化”

协调密切相关的重大战略性问题。针对河南省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与“三化”协调发展中存在的不

平衡、不协调问题，诸如经济结构调整滞后、科技创新驱动不足、生态环境约束加剧、资源能源供应

乏力、农业现代化基础薄弱、民生与就业问题突出等，应立足省情，从现代化战略高度出发，形成一

个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与“三化”协调发展的互动共进模式；坚持五个原则：节约集约原则、协同共进

原则、稳粮强农原则、生态和谐原则、以人为本原则；实施五大策略：新型工业化进程中内涵式产业

调整升级策略、新型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式产业调整升级策略、农业现代化与城乡一体共进式产业

调整升级策略、“三化”协调发展中加强生态保护的产业调整升级策略、加强和改善民生保障社会

性基础的产业调整升级策略。

［关键词］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三化”协调发展；互动共进发展模式

［中图分类号］Ｆ１２１．３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３．０４．０１２

　　河南省作为人口大省、粮食和农业生产大省、新
兴工业大省，在“十二五”规划全面推进的新时期，

面对着跨越式发展的重大机遇，也面临着经济结构

不合理、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难度大、城镇化发展滞

后、公共服务水平低等诸多挑战。研究河南省产业

结构调整升级与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

代化（以下简称“三化”）的协调发展问题，是破除城

乡二元结构、加快新型工业化步伐、推进城镇化进程

的需要，也是促进“三化”协调发展，为全国同类地

区实现由传统工业化道路向新型工业化道路转变提

供新的经验的需要，对于带动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

以及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具有重要的应用

价值和现实意义。

目前国内对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研究成果颇

多，主要侧重于以下方面：优化升级基准、指标体系、

评价方法研究，形成了较完整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基准理论体系，进一步优化了升级的指标体系［１］；

关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动因、模式、效应研究，对

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动因的解释有所改变，提出了不

同条件下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模式［２］；区域、省市

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问题研究，通过对产业结构的演

变和问题的分析提出相关政策建议［３］；产业结构调

整升级相关政策研究，分析了如何发挥相关土地政

策、财税政策的积极作用，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

级［４］；不同产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问题研究，针

对经济全球化形势下许多产业的现状进行分析，提

出了相关产业结构调整和良好的业态培育等方面的

对策建议［５］。目前我国对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理论

方面的研究较为深入，但结合省区尤其是与“三化”

协调发展相联系的研究成果偏少。因此，本文拟将

河南省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问题，放在中原经济区建

设的国家战略背景下，与“三化”协调发展结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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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从二者“互动共进模式”的视角展开更加深入的

探讨和研究，以期实现河南省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与

“三化”协调发展，加快中原崛起、河南振兴。

　　一、河南省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与

“三化”协调发展的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是在不断深化
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不

断前行的。其中持续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尤

其是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重点。回顾河南省经

济社会发展的历程，其总体思路是把改革开放作为

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根本动力，坚持以科学

发展为主题、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从而在稳

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破瓶颈、增后劲、惠民生等方

面迈出了坚定的步伐，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早在“八五”规划时期，中共河南省委、省政府

就根据省情提出了“一高一低”的发展战略：一是经

济发展的速度要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二是人口自

然增长率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战略实施的核心

内容已触及到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在“九五”规划

时期，中共河南省委、省政府针对经济发展中存在的

突出问题，提出了两个根本转变的战略指向：一是由

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

由粗放型发展模式向集约型发展模式转变。前者体

现了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后者反映

出产业发展中面临的能源资源约束及其挑战。在

“十五”规划期间，产业结构问题逐步显现出来，根

据发展要求，中共河南省委、省政府提出了产品结构

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城乡结构调整、人才培养结构

调整、所有制结构调整共５个方面的结构调整，期望
通过调整“五个结构”实现较快的增长速度和较高

的增长质量。在“十一五”规划期间，根据科学发展

观，为适应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共河南省委、省

政府又提出了加快发展和加快转型的发展要求：一

是由投资拉动为主向投资与消费、出口拉动并重转

变，二是由工业推动为主向三次产业协调推动转变，

三是由资源主导型向创新主导型转变，四是由粗放

型向集约型转变。通过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推动“四

个转变”，加快实现由传统农业大省向经济大省和

新兴工业大省的跨越。

在完成“十一五”规划、进入“十二五”规划之

后，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河南省产业结构调整升

级依然是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任务。经多年努力，其

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

一是三次产业比例逐步趋于优化。在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中，河南省经过多年努力，其产业结构逐步

实现了由“二、一、三”到“二、三、一”的历史性跨越。

三次产业比例及其所体现的产业结构可以反映区域

伴随着经济发展的资源结构及其经济发展的进程和

水平。［３］其中建立在第二产业稳固发展基础上的第

三产业比重的上升，标志着河南省经济发展水平在

原有基础上得到了显著提高。

二是产业结构布局趋向集聚分布。产业结构调

整升级，不仅在于实现三次产业比例趋于合理，而且

还要谋求产业结构布局和分布趋于合理，使产业结

构的集聚形态和产业配置格局适应新的发展要求。

根据２０１３年３月河南省政府提交省人大审议的工
作报告中的数据，为推动生产力由分散向集聚布局

转变，河南省先后创建了１８０个产业集聚区，启动并
实施了现代农业和服务业发展载体建设，２０１２年产
业集聚区投资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对全省的贡献

率均达到６０％以上，成为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
和市县区域经济的重要增长极。

三是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日渐完善。对于人口大

省河南省而言，以工业化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

目标，旨在加快建立区域性的现代产业体系。河南

省在制定和实施产业结构调整振兴规划中，在发展

壮大六大高成长性产业、改造提升四大传统优势产

业、积极培育四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四大服

务业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根据２０１３年３月河南
省政府提交省人大审议的工作报告，２０１２年六大高
成长性产业增加值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

５７．９％，比２００７年提高８个百分点，成为带动工业
经济增长的主力军；传统优势产业精深加工和终端

产品占比迅速提高；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５．６％，比２００７年提高了２个
百分点；物流、金融、文化、旅游、信息等现代服务业

得到持续快速发展。

四是“三化”协调发展取得新成效。在中原经

济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后，中共河南省委、省政府

在发展思路上更加注重发挥战略规划的作用，在践

行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积极探索加快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的河南具体实践形式，不断寻求实现“三化”

协调发展的新路子，在加快“一个载体”（以产业集

聚区为载体）、“三个体系”（现代产业体系、现代城

镇体系、自主创新体系）建设中，使不以牺牲农业和

粮食、生态环境为代价的“三化”协调发展取得了实

质性成效。

　　二、河南省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存在

的问题及成因

　　综合分析河南省从“十一五”到“十二五”期间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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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应该说河南省在产业结

构调整升级上已迈出了新的步伐，不仅农业基础地

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而且服务业显现出快速

发展、明显提速的势头，尤其是自主知识创新能力不

断提高和节能减排取得明显成效，进一步加快了新

型产业体系建设，为河南省实现由经济大省向经济

强省跨越和“三化”协调发展奠定了良好的产业结

构基础。但同时也面临一些突出问题，即“三个特

殊”：一是特殊省情：人口多、底子薄；二是特殊基

础：基础弱、人均水平低；三是特殊阶段：问题多、发

展不平衡。这些使站在新的战略起点上的河南省在

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与“三化”协调发展上还面临诸

多困难和挑战。

１．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中经济结构调整滞后
经济结构调整的核心是解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过程中存在的各种结构性矛盾，尤其在解决制约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方面，需要把改

善消费结构与优化产业结构有机地结合起来，把产

业结构调整升级与“三化”协调发展有机地统一起

来，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及发展实体经

济这一坚实基础。但从发展的现实来看，由于河南

省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在整体上相对滞后，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改善消费结构与优化产业结构的协调

发展，因而城乡居民消费活力未能充分显现。根据

《河南统计年鉴２０１２》，２０１１年河南省城镇居民家
庭恩格尔系数为３４．１％，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为３６．１％，食品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依然较高，扩
大消费的长效机制尚未完全形成；同时导致实体经

济基础不够牢固，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较低，三次产

业就业占比情况为４６．５％：２８．２％：２５．４％［６］，第二

产业所占比重偏高（５７．７９％）且对就业拉动较低，
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优势产业的腾飞以及产

业结构升级对新型城镇化的有力支撑和现代服务业

的发展壮大。

２．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中科技创新驱动不足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推动产业结

构调整升级和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加快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一项事关

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举措，其核心要义是坚持走中

国特色自主发展道路，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

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

力。当前，推动河南省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需要从省

情和科技基础现状出发，逐步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

市场为导向、以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把科

技创新与产业转型结合起来，“前者主要是通过加

大研发投入掌握核心科技，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而后者主要是要调整、改进和提升传统产

业”［２］。二者结合可概括为产业转型升级。进入

“十二五”规划时期后，河南省产业结构调整虽然迈

出了新的步伐，但由于长期以来产业基础起点低、企

业技术创新投入少、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不多、企业

技术创新能力薄弱，造成在产业调整升级中真正依

靠科技创新驱动的动力不足。２０１０年，河南省Ｒ＆Ｄ
经费（指企业在产品、技术、材料、工艺、标准的研究

与开发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费用）支出仅占生产总值

比重的０９２％，远低于东部沿海及中部其他省份。
科技创新投入不足直接导致了创新能力的欠缺，

２０１０年，河南省万人专利授权量仅为１．５８件，虽然
相对于河南省以前的专利授权量有了大幅度的攀

升，但与东部省份及中部部分省份相比，还有较大差

距。［７］上述种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产业结构

调整升级及对优秀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降低了河

南省产业结构调整的成效。

３．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中生态环境约束加剧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

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

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观念，把生态

文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融入经济建设、政治

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个方面和全过程，努力

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发展的可

持续性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河南省

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中，始终面临着生态环境恶化

的威胁。据统计，２０１０年河南省万元 ＧＤＰ的 ＳＯ２
排放量是５．８千克／万元，这个指标高于东部及中部
大部分省区。［８］生态环境保护是河南省产业结构调

整升级中不可忽视的价值准则和不可动摇的战略要

求。目前，河南省先后制定实施了“８５１１投资计划”、
“转型升级双千工程”、“稳增长促转型保态势行动计

划”等，这些无不具有发展、调整、转型和参与国内外

新一轮竞争的背景，同时又是立足当前河南省发展现

实、着眼长远水平的重大战略选择。但从现实看，河

南省各地市县对招商引资、承接产业转移等大的投资

建设项目抱有更高的热情，并且对其可能带来的经济

效益也寄予厚望，然而对目前河南省已出现的生态环

境约束这一倒逼机制则认识不足，尤其对有些投资项

目建成后可能对生态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估计不够，

这些会影响到发展的可持续性。

４．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中资源能源供应乏力
在发展的意义上，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

生产生活的基本需要，必须要有充足的能源资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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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和基础建设的有力支撑，而处于成长期的中国不

仅是能源消耗大国，并且其发展还会受到资源约束

趋紧的条件限制。因此，如何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

革命、确保国家能源安全，如何节约集约利用资源、

推动资源利用方式出现根本转变等，正逐步成为我

国坚持科学发展的优先选项。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中，无法回避能源资源在产业内和产业间的配置和

供给问题，其中河南省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中最难

以应对的有两个突出的矛盾。一是大力发展高成长

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导致的能源资源刚性需求的持

续增长与现有能源资源供应条件约束加剧的矛盾。

根据《河南统计年鉴２０１２》，２０１１年河南省能源生
产总量为１８２９８万吨标准煤，而２０１１年河南省能
源消费总量为２３０６１万吨标准煤。二是经济运行
中对新兴产业投资过度和缺乏对传统产业产能的消

化途径，以及由二者并存形成的结构非均衡和能源

资源的浪费现象与全面落实节约能源资源基本国策

的矛盾。化解这两个难题决定了河南省必须充分考

虑能源供应能力有限、资源约束条件加剧、环境承载

能力和基础支撑能力不强、目前发展阶段等基本省

情，同时也决定了河南省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中，须

坚持落实节约能源资源的基本国策，大力发展绿色、

低碳产业，努力降低生产生活能耗，以推动资源利用

方式、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的根本转变。

５．产业结构调整中农业现代化基础薄弱
河南省是人口大省和农业大省，根据河南省

“十二五”规划纲要，在着力构建和谐社会、积极探

索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三

化”协调科学发展新路子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但在“十二五”期间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统筹

城乡协调发展难度较大。河南省城镇化建设与发达

省区相比发展滞后，尤其在农业现代化建设中，农业

基础薄弱，防灾、抗灾、减灾能力不强，人口多、底子

薄、基础弱、发展不平衡的基本省情没有变。根据

《河南统计年鉴２０１２》，２０１１年河南省三次产业就
业人口占比为４３．１２９．９２７．０，农业劳动人口占
到了将近一半；而三次产业产值占比为１４．２５７．７
２８．１，也就是说，将近一半的农业就业人口仅创造
了１４．２％的产值，农业生产效率极其低下。在这些
省情前提条件下，依托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推进农业

现代化建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三化”协调发展可

谓任重道远：一是推进农业现代化与所面对的农村

人口多、底子薄、基础弱、差距大的现实；二是推进农

业结构调整与所面对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高、优

质高效特色农业不突出的现实；三是农业产业链短，

生产经营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水平低等问题依然

存在。上述短板是目前河南省谋求以稳粮为基础推

进农业现代化必须解决的瓶颈问题，同时也是加快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谋求“三化”协调发展值得高度

关注的重点基础领域。

６．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中民生与就业问题突出
在现阶段，发展仍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为经

济建设不仅是兴国之要，还是解决转型社会所有问

题的物质基础。同时，在经济发展基础上更加注重

社会建设，保障和改善以“五有”为重点的民生问

题，也是我们坚持科学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基于以上思考，河南省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必须兼顾

民生保障和就业问题，因为在发展水平上，河南省与

发达地区相比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距，城乡居民收

入不高、公共服务水平较低、民生保障问题突出，如

果不能彻底解决民生保障问题和收入水平问题，单

靠微薄的优惠补贴难以满足扩大内需的市场需求。

但在短时期内大幅度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又极不现

实，它会受到河南省情和现阶段发展水平以及经济

结构的制约，其结果反会恶化投资环境，导致外资企

业撤离河南市场或使省内各类企业加快利用机器替

代人工劳动，使解决就业和收入水平问题更加艰难。

所以，短期内仅靠大幅度提高收入来推进企业产业

结构调整转型是不符合省情的激进方案。即使放弃

这一选择，在以工业化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中，仍不可避免地使企业凭借工业上的技术进步和

使用更加先进的进口设备来代替人工劳动，从而使

就业成为不可避免的发展难题。可见，无论是民生

保障还是就业问题，都是河南省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中值得高度关注和研究的热点问题。

　　三、加快河南省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与“三化”协调发展的实施策略

　　在启动和实施中原经济区建设国家战略的大背
景下，加快推进河南省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是实现经

济发展方式转变不容置疑的行动路线，同时也是践

行科学发展观在河南省具体实践形式的基本要求。

针对当前河南省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中面对的一系列

难题，我们需要从更高的发展战略层面上，把产业结

构调整升级与“三化”协调发展结合起来。笔者认

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研究和制定推进河南省产业

结构调整的实施策略。

１．转变发展方式，构建河南省产业结构调整升
级与“三化”协调发展的互动共进模式

２０１３年３月河南省政府提交省人大审议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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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报告提出，今后５年，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目标，要求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取得重

大进展，同时要求在加快信息化进程中实现更高

水平的“三化”协调发展。实现上述目标要求，决

定了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必须从

河南省省情、发展阶段和现实约束条件出发，在谋

求更高“三化”协调发展总体思路上做出整体的战

略思考，既不能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中为单纯追

求工业化而放弃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也不能为

一味追求城镇化而忽视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

化，更不能为农业现代化而放弃工业化和城镇化。

明智之举是在加快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及推进农

业现代化的进程中，彻底改变以往的单向思维和

线性发展方式，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借转变发

展方式之契机，把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与“三化”协

调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依托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形

成工农城乡利益协调、土地资源集约节约利用、农

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新型城镇化建设稳步推

进的互动机制，在此基础上构建“三化”协调发展、

互为支撑、互动共进的“中原模式”。

２．坚持节约集约，制定新型工业化进程中内涵
式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实施策略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建设，必须坚

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２０１３年３月河南省政府提
交省人大审议的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了强化新型工业

化主导、持续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的发展要求。

在持续构建现代产业发展体系中，无论是继续实施

优势行业扩亮点行动计划、推进示范项目及其新增

长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还是以精深加工、技术

改造、垂直整合为重点的传统优势产业改造升级，都

应该在上述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与“三化”协调发展

的协同共进模式下，把坚持承接产业转移与培育内

生动力并举、把坚持创新驱动战略与传统产业改造

升级并重有机结合，在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中以

“三化”协调发展为前提，以“四化”同步为基础，坚

持节约集约的发展方针，加快实施创新驱动的发展

战略。在此基础上，制定新型工业化进程中内涵式

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实施策略，使产业结构调整升

级的发展路向与有助于持续构建现代产业发展体系

相契合，与有助于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建

设相协调，使之在发展方式上与有利于推进耕地保

护、节约用地、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制度创

新相一致，通过这种内涵式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实施

策略的不断推进，全面提升河南省的可持续发展

能力。

３．坚持协同共进，制定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与工
业化互动式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助推策略

根据河南省的省情和发展现状，在转变发展方

式中政策选择的关键是路径选择。根据刘志彪［２］

教授的观点，产业转型升级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

一是以工业化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为主线，二是以城

市化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为主线。此外，他认为根据

中国国情，在选择产业转型升级序列或道路时，最需

要考虑的是庞大的就业人口和过剩的产能这两个因

素的约束。河南省作为一个人口和农业大省常被称

之为中国的缩影，在推进“三化”协调发展中，郑州

等地市提出了以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发展

的新思路，按此思路，推进其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路

向选择，应以城镇化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为主线。河

南省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有着

不同的区域性特征和社会基础，产业转型出现的就

业压力与产业升级出现的创新人才短缺的矛盾比较

突出，加之河南省现阶段收入水平和市场容量的限

制，所以选择以新型城镇化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升

级的策略似乎更符合河南省省情。此外，近年来中

原城市群建设进程加快也为新型城镇化建设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在河南省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中，制定

新型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共进、互为支撑的助推策

略，有利于发挥中原城市群对产业转型、集聚、链接

和服务共享的辐射带动作用，进而形成产业布局合

理、资源节约利用、人口有序转移、生态环境宜居的

发展新格局。

４．坚持稳粮强农，制定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城乡
一体化共进式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带动策略

河南省是一个农业大省，因而需要把“三农”工

作作为重中之重，即便是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中，仍

需不断强化农业的重要基础地位，全面落实强农富

农政策，持续加大对农业基础建设的投入，在“三

化”协调发展中不断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在国家

耕地红线制约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坚持稳粮强农

和持续推进农业现代化，仍不失为符合国情、省情、

民情的不可动摇的策略；而依托新型工业化和城镇

化建设，实现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以及农村剩余劳

动力有序转移，也是当前河南省谋求“三化”协调发

展和协同共进的可行之路；凭借转变发展方式和产

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契机，探索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

长效机制，是河南省当下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缩小

城乡差距、有效解决“三农”问题的可行之策。基于

上述考虑，坚持稳粮强农，制定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城

乡一体化共进式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带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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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有利于在“三化”协调发展中，无论是以工促农

还是以城带乡，都可以借助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

方式来带动农业现代化、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同时也

有利于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中，加快转变农业发展

方式，在持续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更有效地化解

“三农”难题，使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５．坚持生态和谐，制定“三化”协调发展中加强
生态环境保护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支撑策略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建设美丽中国，在具体举措

上提出要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这就为当前我国

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提出了更

高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在生态资源日趋匮乏、资源

环境约束加剧的现实条件下，河南省在“三化”协调

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应始终不渝地坚持节约

集约利用资源能源、不断强化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

展战略。随着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对能源资源需求

刚性持续上升以及生态环境约束进一步加剧，对当

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及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已经形成了不可逆转的倒逼机制。所以，在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中，依托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在谋求“三

化”协调发展、实现“四化”同步中，必须以建设资源

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为基本出发点，结合河南省

省情探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与生态环境之间不可超

越的共生关系，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中利于资源

能源节约集约利用、生态环境保证持续改善的制度

建设。在此基础上坚持节约集约，制定“三化”协调

发展中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支

撑策略，通过策略的制定和实施，实现河南省经济社

会发展的可持续性，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良好

的生态环境支撑。

６．坚持以人为本，制定加强和改善民生保障为
社会性基础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协同策略

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实践过

程。如果说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要义是发展，那么科

学发展观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就是以人为本。坚持科

学发展的人本原则，要求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中既

要坚持科学发展的价值取向，又要坚持以人为本的

基本原则。区域性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产业经济行

为，必然会带来职业变动、失业就业、职业培训、权益

保障，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工资收入、子女上学、住

房、医疗等一系列民生保障问题。所以，在统筹经济

社会发展中，要把切实保障民生放在更加重要的位

置，通过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逐步提高和高质量就

业目标的逐步实现，夯实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

社会性基础，这不仅有利于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

之间的关系，还有利于为转变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

调整升级提供强有力的社会支持。因此，坚持以人

为本，制定加强和改善民生保障为社会性基础的产

业结构调整升级协同策略，既是统筹经济与社会协

调发展、在经济发展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关注

民生的应有之义，也是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中践行

发展为了人、依靠人这一人本原则的生动体现。

　　四、结语

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是河南省实现新型工业化、

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新型工业化、

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又是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

应有之义。在“十二五”规划全面推进中，如何实现

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与“三化”协调发展，是河南省全

面完成“十二五”规划指标、实现科学有序发展的关

键。当前，积极应对河南省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与

“三化”协调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关键是创新一个

模式，即互动共进模式；坚持五个原则：节约集约原

则、协同共进原则、稳粮强农原则、生态和谐原则、以

人为本原则；实施五大策略：新型工业化进程中内涵

式产业调整升级策略、新型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式

产业调整升级策略、农业现代化与城乡一体共进式

产业调整升级策略、“三化”协调发展中加强生态保

护的产业调整升级策略、加强和改善民生保障社会

性基础的产业调整升级策略。唯有多措并举，才能

实现河南省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与“三化”协调发展，

开创中原崛起、河南振兴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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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工业主导产业优化选择研究
李锐杰

（郑州轻工业学院 机电工程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以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河南省３６个工业部门工业增加值的统计数据为分析样本，以中国工业
增加值的统计数据为参考标准，采用ＳＳＭ模型对河南省的工业结构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河南省的
工业主导产业应为有色金属矿采选、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采选及其矿物制品业，农副食品

加工业，食品制造业。河南省应充分发挥有色金属工业、钢铁工业、纺织工业等传统部门的优势，加

快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促进汽车及零部件行业、电子信息产业、装备制造业、

食品工业、轻工业和建材工业等高成长性行业发展。

［关键词］ＳＳＭ模型；主导产业；河南省；工业结构
［中图分类号］Ｆ１２７；Ｆ０６２．９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３．０４．０１３

　　随着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主导产业的优化与选
择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主导产业是指具有一定

规模、能够迅速有效地吸收创新成果、满足大幅度增

长需求而获得持续的高增长率，并对其他产业有广泛

影响的产业。产业经济学理论和世界工业化国家的

发展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往往是由

数个主导产业部门的高度发展带动起来的。［１］

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省的经济总量增长迅速，

《河南省统计年鉴（２０１１）》显示，河南省 ＧＤＰ占全
国的比重由 １９７８年的 ４．５％提高到了 ２０１０年的
９２％；三次产业占比由 １９７８年的 ３９８４２６
１７６变化为２０１０年的１４１５７８２８６，由一个
地道的农业大省转变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大省。明确

并着力促进与区域经济发展阶段、发展条件相适应

的主导产业，更有利于区域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

本文拟通过 ＳＳＭ模型分析，选出河南省的主导产
业，并给出相应发展建议。

　　一、河南省工业经济发展现状

近年来，河南省按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

大力推进工业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加快优势产

业发展，工业经济实现了大跨越，工业在全省国民经

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增强，全部工业增加值

２０１０年达 ９９０１．５２亿元，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年均增长
率为３２．１％，２０１０年占ＧＤＰ的比重达４２．９％，工业
已成为河南省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行业。

河南省在工业结构调整方面也取得了突破性进

展，工业竞争力得到明显增强。２０１０年全省食品、
有色金属、化工、汽车及零部件、装备制造业、纺织服

装等六大优势产业在全省工业经济中的比重提高到

了５１．３％。有色工业中，氧化铝、电解铝、钼产量均
居全国第一；食品工业中，有双汇、思念、三圈、百姓、

华英等一批在全国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企业；装备制

造业中，大型农机、大型水泥设备、煤矿机械、输变电

设备等产品的竞争力进一步提高；汽车及零部件行

业中，有宇通客车、新航集团、中轴等一批行业地位

进一步提升的企业；化工工业中，煤炭加工、甲醇的

生产能力均居全国首位。此外，传统产业的技术改

造升级已加快步伐，在超硬材料、电子信息材料等高

新技术产业方面也具有较强竞争能力。

　　二、模型构建

ＳＳＭ模型是由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Ｂ·克雷
默于１９４２年提出，在国外区域与城市经济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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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得到广泛应用。这种方法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和动

态性，是揭示区域与城市部门结构变化原因，确定未

来发展主导方向的有效方法。ＳＳＭ的基本原理是
把区域或城市经济的变化看做一个动态的过程，以

其所在区域或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参照物，将区

域或城市自身经济总量在某一时期的变动分解为份

额分量和偏离分量（偏离分量又分为结构偏离分量

和竞争力偏离分量），以此来说明区域城市经济发

展或衰退的原因，评价区域或城市具有相对竞争优

势的产业部门，进而确定城市未来发展及产业结构

调整的合理方向。［２］本文以河南省３６个工业部门的
数据为蓝本，运用 ＳＳＭ模型分析法，分析确定河南
省工业经济的主导产业。

１．数据的选用
根据数据来源的可比性与可得性，本文将河南

省的３６个工业部门纳入筛选对象（见表 １），选取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河南省及中国各工业部门的全部国
有及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加值的数据，来分析河南

省的工业经济增长情况和工业结构。本文之所以选

择河南省几乎全部的工业部门，没有对其整合或剔

除，主要是想尽可能提高 ＳＳＭ分析的精确性和客
观性。

２．模型的构建
假设Ｈ为河南省的经济规模，Ｈ０表示河南省基

期（２０００年）总的工业增加值，Ｈｔ表示河南省报告
期（２０１０年）总的工业增加值，分别以Ｈｊ０，Ｈｊｔ（ｔ＝１，
２，…ｎ）表示河南省第ｊ个工业部门在基期和报告期
的工业增加值；另外，用 Ｃ表示全国总的工业增加
值，Ｃ０表示我国基期（２０００年）总的工业增加值，Ｃｔ
表示我国报告期（２０１０年）总的工业增加值，分别以
Ｃｊ０，Ｃｊｔ（ｔ＝１，２，…ｎ）表示我国第 ｊ个工业部门在基
期和报告期的工业增加值，则河南省和全国的第 ｊ
个工业部门在［０，ｔ］时间段的变化率（增速）ｒｊ和 Ｒｊ
分别为

ｒｊ＝
Ｈｊｔ－Ｈｊ０
Ｈｊ０

　　　（ｊ＝１，２，３，……，ｎ） ①

Ｒｊ＝
Ｃｊｔ－Ｃｊ０
Ｃｊ０

（ｊ＝１，２，３，……，ｎ） ②

以全国各工业部门增加值所占的份额，将河南

省各工业部门规模标准化，以ｈｊ来表示，则

ｈｊ＝Ｈ０×
Ｃｊ０
Ｃ０

（ｊ＝１，２，３，……，ｎ） ③

在［０，ｔ］时段内河南省第 ｊ个工业部门的增长
量Ｇｊ可以分解为３个分量Ｎｊ，Ｐｊ，Ｄｊ，其表达式分别

表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河南省与中国的３６个工业部门数据表 亿元

序号 部门
河南省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１０年
全国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１０年
１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７８．２８ ９４６．５５ ５８３．０９１５７０５．００
２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７４．５２ ９８．８６２２０９．０２ ２４０．００
３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０．７３ ５７．１０ ６２．３１ ２１９６．８８
４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２１．８９ ３４５．７６ １３９．７７ ９８４．７４
５ 非金属矿采选业 ４．７３ ９４．７０ １２２．６４ ７９１．１８
６ 农副食品加工业 ６３．４５ ６８１．６２ ８３５．２９ ６９６７．０４
７ 食品制造业 ３１．６２ ３０８．８５ ４１５．８１ ２１３１．４０
８ 饮料制造业 ２８．３１ ２０９．３０ ６１８．９０ １６８７．５９
９ 烟草制品业 ３９．８３ １９０．０５ ９３５．８０ ９１７．５４
１０ 纺织业 ５０．７２ ３９４．２７１２７２．８４ ５５３６．５２
１１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４．８１ ９２．８４ ５９２．０２ １８８６．４４
１２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１７．４３ １４３．９９ ３２３．６２ １４７１．９３
１３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５．６２ １５８．６１ １５７．５３ １６３３．５８
１４ 家具制造业 ２．８７ ７２．１１ ９４．８６ ９８３．６９
１５ 造纸及纸制品业 ２７．８７ ２２０．７６ ４１２．６２ ２１６９．７０
１６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６．５６ ５１．８２ ２０１．３９ ５９０．０１
１７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０．３３ １２．５６ １５５．３０ ５２３．２７
１８ 石油加工、炼焦业及核燃料加工业 ４５．０１ ２７４．１７ ７８７．９９ ７７４６．２０
１９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６２．５５ ５１０．６６１４１５．８１１１０１１．３９

序号 部门
河南省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１０年
全国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 医药制造业 １８．２７ ２２４．６３ ６３３．８８ ２２９８．０１
２１ 化学纤维制造业 １４．５２ ３１．５７ ２９５．７８ １１２５．６７
２２ 橡胶制品业 ９．６５ ８９．４５ ２１８．９８ １１３８．８１

２３ 塑料制品业 １１．１２ １４７．１１ ４６４．４３ ２９０２．８０
２４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９５．３５ １２８１．００ １１２６．７２ ７２１３．３６
２５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４１．８１ ４９５．５１ １２９９．２９ ９１９７．４３

２６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４２．８０ ５２３．０６ ５１２．６９ ７５５１．８１
２７ 金属制品业 １３．４０ １６４．６３ ６０９．４６ ４０５１．６６

２８ 通用设备制造业 ３１．３２ ５２５．３８ ８４０．７５ ７７７１．２２
２９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４２．５７ ３９９．９１ ５８０．９７ ４７７７．４３
３０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２６．９３ ３２０．７５ １３２３．６１ １３７２２．３１

３１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３１．７６ ２５８．４７ １２３１．５０ ９５８６．４２
３２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２０．９４ ４４．６９ １８２４．３１ １０４０８．０４
３３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２．６４ ６３．５９ ２１４．３６ １３１５．７６

３４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６４．１５ ３０２．５６ ２３２８．６２ ７１１５．７０
３５ 煤气生产和供应业 １．２０ ３３．００ ３４．７４ ５８４．３０
３６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５．０４ １４．４４ １５０．８８ １２４．８２

合计 １１５４．３９ ９９０１．５２１３７７７．６８１５０２７９．１２

　　注：数据主要来源于（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中国统计年鉴、河南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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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Ｇｊ＝Ｈｊｔ－Ｈｊ０＝Ｎｊ＋Ｐｊ＋Ｄｊ ④
Ｎｊ＝ｈｊ×Ｒｊ ⑤
Ｐｊ＝（Ｈｊ０－ｈｊ）×Ｒｊ ⑥
Ｄｊ＝Ｈｊ０×（ｒｊ－ｒｊ） ⑦
其中，Ｎｊ为份额分量，其值一般都为正；Ｐｊ称为

结构偏离分量，其值为正，说明第 ｊ个工业部门具有
产业结构方面的优势，为负则说明其具有劣势；Ｄｊ
称为竞争力偏离分量，其值为正，说明第 ｊ个工业部

门具有产业竞争力方面的优势，为负则说明其具有

劣势；假设ＰＤｊ＝Ｐｊ＋Ｄｊ称为总偏离，即结构偏离分
量与竞争力偏离分量之和。

　　三、计量分析

１．ＳＳＭ模型分析数据的计算与结果分析
结合表１的数据，通过计算得出河南省３６个工

业部门的相应数据（见表２）。从表２可以看出，在
考察期（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河南省所有工业部门的经

表２　河南省３６个工业部门的偏离份额分析数据表

序号 ｒｊ Ｒｊ ｈｊ Ｈｊ０－ｈｊ ｒｊ－Ｒｊ Ｇｊ Ｎｊ Ｐｊ Ｄｊ ＰＤｊ
１ ４．６０ ７．０５ ４８．８６ ２９．４２ －２．４５ ２０８．５７ ３４４．４６ ２０７．４１ －１９１．７９ 　１５．６２
２ ０．７１ １．９２ １８５．０９ －１１０．５７ －１．２１ ５２．９１ ３５５．３７ －２１２．２９ －９０．１７ －３０２．４６
３ ２７．０７ １３．９１ ５．２２ －４．４９ １３．７７ ２０．２０ ７２．６１ －６２．４６ １０．０５ －５２．４１
４ ６．３２ ５．９６ １１．７１ １０．１８ ０．３６ １３８．３４ ６９．７９ ６０．６７ ７．８８ ６８．５５
５ １０．４１ ３．２２ １０．２８ －５．５５ ７．１９ ４９．２４ ３３．１０ －１７．８７ ３４．０１ １６．１４
６ ５．０７ ４．５６ ６９．９９ －６．５４ ０．５１ ３２１．６９ ３１９．１５ －２９．８２ ３２．３６ ２．５４
７ ４．０７ ３．４８ ３４．８４ －３．２２ ０．５９ １２８．６９ １２１．２４ －１１．２１ １８．６６ ７．４５
８ ２．４９ ２．０４ ５１．８６ －２３．５５ ０．４５ ７０．４９ １０５．７９ －４８．０４ １２．７４ －３５．３０
９ １．６１ ２．１２ ７８．４１ －３８．５８ －０．５１ ６４．１３ １６６．２３ －８１．７９ －２０．３１ －１０２．１０
１０ ２．８６ ２．８６ １０６．６５ －５５．９３ ０．００ １４５．０６ ３０５．０２ －１５９．９６ ０．００ －１５９．９６
１１ ６．１４ ２．８３ ４９．６１ －４４．８０ ３．３１ ２９．５４ １４０．４０ －１２６．７８ １５．９２ －１１０．８６
１２ ３．４４ ３．５７ ２７．１２ －９．６９ －０．１３ ５９．９６ ９６．８２ －３４．５９ －２．２７ －３６．８６
１３ ９．２８ ５．５４ １３．２０ －７．５８ ３．７４ ５２．１６ ７３．１３ －４１．９９ ２１．０２ －２０．９７
１４ ７．３９ ５．８２ ７．９５ －５．０８ １．５７ ２１．２１ ４６．２７ －２９．５７ ４．５１ －２５．０６
１５ ４．１６ ３．２２ ３４．５７ －６．７０ ０．９４ １１５．９５ １１１．３２ －２１．５７ ２６．２０ ４．６３
１６ ３．６６ ２．４４ １６．８７ －１０．３１ １．２２ ２４．００ ４１．１６ －２５．１６ ８．００ －１７．１６
１７ １０．１２ ２．５７ １３．０１ －１２．６８ ７．５５ ３．３４ ３３．４４ －３２．５９ ２．４９ －３０．１０
１８ １．８９ ２．９３ ６６．０３ －２１．０２ －１．０４ ８５．０７ １９３．４７ －６１．５９ －４６．８１ －１０８．４０
１９ ３．７０ ４．１８ １１８．６３ －５６．０８ －０．４８ ２３１．２６ ４９５．８７ －２３４．４１ －３０．０２ －２６４．４３
２０ ５．１８ ２．６１ ５３．１１ －３４．８４ ２．５７ ９４．６８ １３８．６２ －９０．９３ ４６．９５ －４３．９８
２１ ０．３１ １．７４ ２４．７８ －１０．２６ －１．４３ ４．４５ ４３．１２ －１７．８５ －２０．７６ －３８．６１
２２ ４．２５ ３．３８ １８．３９ －８．７４ ０．８７ ４１．０４ ６２．１６ －２９．５４ ８．４０ －２１．１４
２３ ５．６５ ３．６０ ３９．０１ －２７．８９ ２．０５ ６２．８８ １４０．４４ －１００．４０ ２２．８０ －７７．６０
２４ ４．７３ ３．３０ ９４．６４ ０．７１ １．４３ ４５０．９７ ３１２．３１ ２．３４ １３６．３５ １３８．６９
２５ ８．６９ ５．９３ １０９．１４ －６７．３３ ２．７６ ３６３．５１ ６４７．２０ －３９９．２７ １１５．４０ －２８３．８７
２６ ８．３５ ７．７３ ４３．０７ －０．２７ ０．６２ ３５７．３６ ３３２．９３ －２．０９ ２６．５４ ２４．４５
２７ ４．７９ ３．９４ ５１．１９ －３７．７９ ０．８５ ６４．２４ ２０１．６９ －１４８．８９ １１．３９ －１３７．５０
２８ ５．７６ ５．０７ ７０．６２ －３９．３０ ０．６９ １８０．４１ ３５８．０４ －１９９．２５ ２１．６１ －１７７．６４
２９ ３．０４ ４．２８ ４８．８０ －６．２３ －１．２４ １２９．５５ ２０８．８６ －２６．６６ －６０．４５ －８７．１１
３０ ３．７７ ４．２７ １１１．１８ －８４．２５ －０．５０ １０１．６０ ４７４．７４ －３５９．７５ －１３．４７ －３７３．２２
３１ ３．１０ ３．９２ １０３．４５ －７１．６９ －０．８２ ９８．３７ ４０５．５２ －２８１．０２ －２６．０４ －３０７．０６
３２ ０．６８ ３．４３ １５３．２４ －１３２．３０ －２．７５ １４．２０ ５２５．６１ －４５３．７９ －５７．５９ －５１１．３８
３３ １３．３５ ４．４３ １８．０１ －１５．３７ ８．９７ ３５．２５ ７９．７８ －６８．０９ ２３．６８ －４４．４１
３４ １．５１ ２．７９ １９５．６０ －３１．４５ －１．２８ ２４８．２３ ５４５．７２ －８７．７５ －２１０．１１ －２９７．８６
３５ ６．３９ ７．８３ ２．９２ －１．７２ －１．４４ ７．５８ ２２．８６ －１３．４７ －１．７３ －１５．２０
３６ ０．２３ １．４３ １２．６４ －７．６３ －１．２０ １．１６ １８．１２ －１０．９１ －６．０５ －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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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增量Ｇｊ都为正值，为增长型部门。有２１个工业
部门的经济增长速度都快于全国（ｒｊ－Ｒｊ＞０），其
中，黑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文教体育

用品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４
个工业部门的增长速度最快，属于有竞争力的部门。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物

制品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这４个工业部门的Ｈｊ０－
ｈｊ值为正，说明在初始期，这些工业部门在河南省工
业经济中的比重要大于其在国内的比重，其他工业

部门则正好相反，其中尤以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为甚。

２．部门优势分析
部门优势包括结构优势和竞争力优势，即总偏

离ＰＤｊ。以横轴代表所选河南省的３６个工业部门
（用序号表示），纵轴表示份额分量和总偏离分量，

建立河南省的工业部门优势分析图（见图１）。从图
１可以看出，份额分量Ｎｊ都为正，总偏离分量（ＰＤｊ）
有正有负，由此可以将这 ３６个工业部门分为 ２
大类。

（１）份额分量为正，总偏离分量也为正，即Ｎｊ＞０
且ＰＤｊ＞０。在这一大类里根据份额分量与总偏离
分量的大小又可以分为两个小类：①总偏离分量大
于份额分量即 ＰＤｊ＞Ｎｊ，这意味着具有部门增长优
势且对部门总增量的贡献大于份额分量的作用。河

南省目前只有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一个部门属于此类

型部门，说明河南省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还是以粗

放型为主，仍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②总偏离分
量小于份额分量即ＰＤｊ＜Ｎｊ，具有部门增长优势，但
其对总增量的贡献小于份额分量的作用。河南省的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农副食品加工

业、食品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

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都属于这种类型。

（２）份额分量为正，总偏离分量为负，即 Ｎｊ＞０
且ＰＤｊ＜０。河南省大部分工业部门都属于这种类
型，这意味着河南省相对于全国水平，虽然都属于增

长部门，但大部分都不具有部门优势。

为使我们的选择更加客观准确，下面继续对部

门优势进行深入分析，即对部门偏离分量进行分析。

３．部门偏离分量分析
部门偏离分量包括结构偏离分量 Ｐｊ和竞争力

偏离分量 Ｄｊ。以横轴代表所选的河南省３６个工业
部门（用序号表示），纵轴表示结构偏离分量和竞争

力偏离分量，建立河南省的工业部门偏离分量分析

图（见图２）。由图２可知，按照结构偏离分量和竞
争力偏离的正负值，可以将其分为４个大类。

图１　河南省工业部门优势分析

图２　河南省工业部门偏离分量分析

（１）结构偏离分量为正、竞争力偏离分量为正，
即Ｐｊ＞０且Ｄｊ＞０。河南省的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和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属于这一类型。按照结构偏离分

量与竞争力偏离分量的大小又可以将其分为２类：
①Ｐｊ＞Ｄｊ，这种类型的工业部门产业结构基础很好，
竞争力较强。河南省的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属于这一

类。②Ｐｊ＜Ｄｊ，这种类型的工业部门产业结构基础
较好，竞争力很强。河南省的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属

于这一类。

（２）结构偏离分量为正、竞争力偏离分量为负，
即Ｐｊ＞０且Ｄｊ＜０。河南省３６个工业部门中只有煤
炭开采和洗选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属于这种类型。

按照结构偏离分量与竞争力偏离分量绝对值的大

小，又可以将其分为２类：①Ｐｊ＞－Ｄｊ，该类型的工
业部门虽然在竞争力上处于劣势，但其产业结构优

势足以抵消该劣势，因此该类型的工业部门仍具有

一定的优势。河南省没有属于该类型的工业部门。

②Ｐｊ＜－Ｄｊ，该类型的工业部门的产业结构优势不
足以抵消其竞争力劣势，以致整个部门处于劣势。

河南省的煤炭开采和洗选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属

于这种类型。

（３）结构偏离分量为负、竞争力偏离分量为负，
即Ｐｊ＜０且Ｄｊ＜０。这种类型的工业部门处于绝对
劣势。河南省３６个工业部门中有１２个属于该类
型，占１／３。按照两个分量绝对值的大小，将其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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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类：①－Ｐｊ＞－Ｄｊ，该类型的工业部门结构劣势很
大，基础很差，竞争力较差。河南省的石油和天然气

开采业，烟草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

品业，石油加工、炼焦业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

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交通运输设

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

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煤气生产和供应业都属

于该种类型；②－Ｐｊ＜－Ｄｊ，该类型的工业部门竞争
力很差，结构劣势较大，基础较差。河南省的专用设

备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

应业都是属于该类的工业部门。

（４）结构偏离分量为负、竞争力偏离分量为正，
即Ｐｊ＜０且 Ｄｊ＞０。河南省３６个工业部门中有２０
个属于该种类型，占了近２／３，说明河南省的产业竞
争力较强，但产业结构基础较差。按照两个分量绝

对值的大小，将其分为２类：① －Ｐｊ＞Ｄｊ，该类型的
工业部门虽然在竞争力上处于优势，但其产业结构

劣势更大，以致该类型工业部门处于劣势。河南省

的黑色金属矿采选业，饮料制造业，纺织业，纺织服

装、鞋、帽制造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

业，家具制造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文教体

育用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橡胶制品业，塑料制品

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通用

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都

属于该类型。② －Ｐｊ＜Ｄｊ，该类型工业部门的竞争
力优势足以抵消产业结构劣势，以致其仍处于优势。

河南省的非金属矿采选业、农副产品加工业、食品制

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属于该类型的工

业部门。

　　四、河南省主导产业选择

通过部门优势的分析和部门偏离分量的分析，

单纯从数据分析来看，在数据分析中各方面都占优

势的行业可以从３６个工业部门缩小为７个：煤炭开
采和洗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

颁布的《２０１２年河南省企业技术改造提升工程实施
方案》，计划对河南省化学工业、有色金属工业、钢

铁工业、纺织工业４大传统产业进行升级，并圈定了
河南省６大高成长性产业分别是：汽车及零部件行
业、电子信息产业、装备制造业、食品工业、轻工业和

建材工业。结合我国国情和河南省的省情，河南省

的工业主导产业的选择分析如下。

１．从传统优势产业角度分析
有色金属工业属于河南省４大传统产业之一，

有色金属工业主要包括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和有色金

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其中，有色金属矿采选业总

增量为３４５．７６亿元，占河南省３６个工业部门总增
量的３．４９％，年均发展速度快于全国同行业３６．１１
个百分点；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实现增量

５２３．０６亿元，占河南省总增量的５．２８％，年均发展
速度快于全国６１．６个百分点。两个行业属于上下
游产业的关系，同时发展有助于延长产业链，增加经

济的规模与质量，河南省有金龙铜管、栾川钼业等该

行业的龙头企业。［３］

从数据分析可以看出，纺织业、金属制品业的工

业部门在竞争力上是处于优势的，这两个行业是河

南省的传统工业，但由于历史原因，产业结构不合

理，产业劣势比较大，该类工业部门在整体上处于劣

势，应从调整产业结构出发，优化产业结构，促进改

造升级。

而从数据分析可以看出，河南省的化学工业是

属于工业部门结构劣势很大、基础很差、竞争力较差

的部门，此工业部门没有明显的优势，如果对此部门

进行改造升级，需要的投入要比纺织业和钢铁业大

得多。

因此，从河南省的传统工业升级来讲，河南省的

工业主导产业应确定为有色金属业、纺织业和钢

铁业。

２．从高成长性产业角度分析
从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农副产品加工业和食品

制造业是河南省的优势产业。食品工业是河南省重

点发展的６大高成长性产业之一，２０１２年，河南省
农副食品加工业实现经济增量６８１．６２亿元，占河南
省总增量的 ６．８８％；食品制造业实现经济增量
１６０１８亿元，占河南省总增量的２．９８％，发展速度
也快于全国同行业５８．８８个百分点。河南省是传统
农业大省，这些行业在河南省具有明显的优势，双汇

集团、华英禽业、莲花味精等企业在该行业中位居全

国前列。

数据显示，木材加工业、轻工行业的工业部门在

竞争力上处于优势，且是河南省重点发展的六大高

成长性行业部门，但由于历史原因，该类型的产业结

构不合理，产业劣势比较大，该类工业部门在整体上

处于劣势，应从产业结构调整出发，优化其结构，促

进其升级。

数据分析显示，河南省的汽车及零部件行业、电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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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信息产业、装备制造业属于工业部门结构劣势很

大、基础很差、竞争力较差的部门，所以此类型工业

部门没有明显的优势，但是由于河南省经济结构的

调整、产业集聚区建设以及招商引资力度的加大，此

类型工业已经开始显现出优势，对河南省经济增长

的贡献也在逐步增大，可以列为河南省的主导产业。

３．从数据角度分析
单纯从数据分析可以看出，河南省的煤炭开采

和洗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也是

具有明显优势的产业，其中，２０１２年非金属矿采选
业总增量为９４．７亿元，虽然仅占河南省３６个工业
部门总增量的０．９６％，但近年来发展速度快于全国
同行业７１９．４７个百分点；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实现增
量１２８１亿元，占河南省总增量的１２．９３％，发展速
度快于全国１４２．５８个百分点。但根据河南省经济
发展的整体规划，此类型的产业部门不应作为主导

产业。

　　五、结论

从ＳＳＭ分析结果可知，目前河南省几个传统的
工业主导产业部门，如有色金属工业、钢铁工业、纺

织工业，具有一定优势，要保持这些部门在河南省工

业发展中的主导地位。企业是参与市场竞争的主

体，应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鼓励企业主动捕捉市

场信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根据市场需求主动进行

调整生产以及经营战略；同时，也要加强政府宏观调

控，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保证产业优势

发挥。

此外，汽车及零部件行业、电子信息产业、装备

制造业、食品工业、轻工业和建材工业是河南省重点

发展的６个高成长性工业产业部门。从数据分析可
以看出，这几个部门中，只有食品工业在分析中显示

出明显的优势，轻工业和建材业只有竞争优势，但没

有结构劣势，其余３个均是新的成长性产业，虽然优
势明显，但缺乏市场竞争力。这说明河南省工业产

业结构不合理，传统产业优势不明显，产业结构亟待

优化调整。因此，应加快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推动

产业结构调整，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建立自己的科研

机构，并在合理范围内加大政府对科研的资金投入，

增强企业产品和技术开发能力，引导企业走产学研

相结合的道路，积极与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和科技人

员合作，不断开发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装备、

新产品，以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加快产品

换代步伐，推动技术和设备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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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灰色关联研究
李静

（许昌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河南 许昌 ４６１０００）

［摘　要］运用灰色关联理论对河南省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近年来河
南省的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第二产业与经济增长关联度最高，但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仍较

大，第二、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不尽合理，第三产业比重仍偏低。应进一步降低第一产业比重，提高农

业的产业化水平，优化第二、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促进经济增长。

［关键词］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增长；灰色关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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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的主攻方向，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

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

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经济

增长与产业结构密切相关，产业结构是经济增长的

基础，合理的产业结构将促使经济向更高的水平发

展；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将阻碍经济增长。河南省是

传统农业大省、人口大省和经济大省。近年来，中原

经济区战略的实施给河南省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

遇，河南省需要通过不断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来进

一步推动经济发展。研究河南省产业结构变动与经

济增长的关系有助于把握影响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

和存在的薄弱环节，为制定有效的产业政策，推动河

南省经济增长提供依据。

关于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国内

外的成果颇丰。许正才［１］认为不同的产业结构会产

生不同的经济效应，从而带来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

而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又会对产业结构产生不同的

需求。蒋勇等［２］认为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是优化产

业结构，产业升级获得的结构效应也能促进经济增

长。罗添元等［３］认为合理的产业结构是经济增长的

动力，经济发展也会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Ｊｅｆｆｒｅｙ
Ｓａｃｈｓ等［４］在用灰色关联度研究中国与俄罗斯转轨

经济绩效时指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是制度

转轨的产物，而是落后的二元经济快速转型的产物，

二元经济转型导致的产业结构升级是中国经济增长

的源泉。弗拉基米尔·波波夫［５］进一步扩展了该

观点，他利用“后发优势理论”分析发现，人们在认

识转轨经济绩效中，过分地强调了制度及制度变迁

模式的重要性，而忽略了改革初始条件的作用。

纵观国内外研究文献，对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

增长关系的研究，定性分析较多，定量研究较少。本

文拟运用灰色关联理论，从三次产业结构着手，研究

影响河南省经济发展的因素，进而提出促进河南省

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河南省产业结构现状比较分析

１．河南省产业结构现状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河南省的产业结

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不断减少，第

二产业比重起初迅猛增加，然后逐渐趋于稳定。尽

管第三产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所占比重仍然偏

低（见表１）。另外，从第一、二、三产业的内部结构
来看，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如工业在第二产业中

的比重有所波动但总体趋势是上升的，从２００１年的
８７．０％上升到２０１０年的９０．４％；建筑业总体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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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河南省产业结构比例（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 ％

产业类别 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第一产业 ２２．３ ２１．３ １７．５ １９．３ １７．９ １５．５ １４．８ １４．８ １４．２ １４．１
第二产业 ４５．４ ４５．９ ４８．２ ４８．９ ５２．１ ５４．４ ５５．２ ５６．９ ５６．５ ５７．３
第三产业 ３２．３ ３２．８ ３４．３ ３１．８ ３０．０ ３０．１ ３０．０ ２８．３ ２９．３ ２８．６

平稳，虽然也有波动，但总的来说，建筑业占第二产

业的比重呈下降趋势，第二产业已变为以工业为主

导的结构。

随着河南省工业化进程的加速，２０１０年三次产
业增长率分别为４．５％、１４．８％、１０．５％。虽然第一产
业总产值在逐年增加，但其增长速度却在逐年下降。

其产值所占比重从２００１年的２１．８６％降至２０１０年的
１４．２２％，年均下降０．７６个百分点，总体呈下降趋势。
与第一产业相比，第二产业取得了迅速发展，占据了

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第三产业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

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２００１年三次产
业产值比重是２１．８４７．２３１０，２０１０年该比重为
１４．２５７．７２８．１，由此可知，非农产值比重不断上
升，表明产业结构正在向高度化与合理化方向发展。

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河南省三次产业结构仍存在

很大不足，主要表现为：第三产业实力不强、发展不

足；第二产业所占比重符合需求，但实力欠缺；第一产

业所占比重偏高。三次产业结构不合理制约了河南

省的经济发展。

２．河南省与全国产业结构比较分析
众所周知，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都经历了由第

一产业为主导过渡到第二产业为主导，再从第二产

业为主导过渡到第三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演进过

程。我国目前虽仍处在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的结构层

次，但正在向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结构层次过渡。

与全国相比，河南省第一产业在ＧＤＰ中所占的比重
仍明显偏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明显偏大（见

图１），而第二产业的贡献率虽然比全国平均水平
高，但是第二产业的实力不够强，第三产业所占的比

重偏低且小于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与全国平均水平

相比，河南省第三产业对经济的贡献率还有一定差

距。总之，河南省的三次产业结构还不够合理，还处

在向第三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过渡阶段。

　　二、河南省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灰

色关联分析

　　１．灰色关联理论简述
灰色系统理论是１９８２年由华中理工大学的邓

图１　河南省与全国平均产业贡献率比较

聚龙教授首先提出的，它是一种研究少数据、贫信息

不确定性问题的新方法。灰色系统理论还提出了一

种新的系统分析方法———关联度分析法，即根据选

取的各因子之间发展动态的相异或相似程度来定量

衡量因子间关联的大小程度，揭示了事物之间动态

关联的特点与大小程度。［６］

灰色关联分析的基本过程具体如下：

（１）选择参考序列（系统特征序列）为
Ｘ０ ＝｛Ｘ０（ｔ）｜ｔ＝１，２，…，ｎ｝
＝（Ｘ０（１），Ｘ０（２），…，Ｘ０（ｎ）） ①

　　其中ｔ表示时刻。假设有 ｎ个比较数列，比较
序列（相关因素序列）

Ｘｉ＝｛Ｘｉ（ｔ）｜ｔ＝１，２，…，ｎ｝
＝（Ｘｉ（１），Ｘｉ（２），…，Ｘｉ（ｎ））

　　（２）初值化
Ｘ０ ＝Ｘ０／Ｘ０（１）＝

｛Ｘ０（１），Ｘ０（２），…，Ｘ０（ｔ）｝；
Ｘｉ＝Ｘｉ／Ｘｉ（１）＝

｛Ｘｉ（１），Ｘｉ（２），…，Ｘｉ（ｔ）｝（ｉ＝１，２，…，ｔ）②
　　（３）计算关联系数。在 ｔ＝ｋ时刻，记 Ｌ０ｉ（ｋ）为
比较序列与参考序列的关联系数，则有

Ｌ０ｉ（ｋ）＝Ｃ／Ｄ ③
Ｃ为ｍｉｎ

ｉ
ｍｉｎ
ｋ
｜Ｘ０（ｋ）－Ｘｉ（ｋ）｜＋ρｍｉｎｉ ｍｉｎｋ ｜Ｘ０

（ｋ）｜－Ｘｉ（ｋ）；Ｄ为ｍａｘｉ ｍａｘｋ ｜Ｘ０（ｋ）－Ｘｉ（ｋ）｜＋

ρｍａｘ
ｉ
ｍａｘ
ｋ
｜Ｘ０（ｋ）－Ｘｉ（ｋ）｜；ρ∈［０，１］为分辨系

数，用来削弱最大值过大而失真的影响，提高关联系

数间的差异显著性，分辨率随分辨系数 ρ值的改变
而改变，与其呈正相关，通常取 ρ＝０．５。称上式中
ｍｉｎ
ｉ
ｍｉｎ
ｋ
｜Ｘ０（ｋ）－Ｘｉ（ｋ）｜和ｍａｘｉ ｍａｘｋ ｜Ｘ０（ｋ）－Ｘｉ（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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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两级最小差、两级最大差。

（４）求关联度。关联系数即上面①式是描述比
较序列与参考序列在某一时刻关联程度的一种指

标，由于每个时刻都有一个关联系数，因此对关联系

数的比较就会显得太过分散不够集中，不便于对总

体的评判和把握，不能进行更好的度量，因此给出了

另一个新的概念关联度，记 ｒ０ｉ为比较序列与参考序
列的关联度，则有

ｒ０１ ＝［∑
ｎ

ｋ＝１
Ｌ０ｉ（ｋ）］／ｎ ④

　　由④式可以看出，关联度是一个总体的平均值，
此方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

的损失，并且对数据要求较低，工作量较少。这是本

文采用灰色关联理论进行河南省产业结构优化分析

的原因。

２．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分析
（１）选择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数据作为参考数

列，其中ｋ＝５。
（２）选择三次产业分别创造的产业总值作为比

较数列，ｎ＝１，２，３分别表示第一、二、三产业。
（３）对数据进行初值化。对数据进行初值化是

用同一数列的所有数去除以数列的第一个数，得到

的新数列即为初值化数列。

（４）利用式③④可以计算出关联系数和关联
度。我们选择ρ＝０．５。

由于灰色系统理论是研究少数据、贫信息不确

定性问题的新方法，所以本文选择了河南省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这５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以使结论更加准
确。由表２数据，运用灰色关联分析软件我们得出
河南省第一、二、三产业与 ＧＤＰ的灰色关联度 ｒ１＝
０．９０４９３３，ｒ２＝０．９４２２１６，ｒ３＝０７８６５０６。结果表
明，第二产业与 ＧＤＰ的灰色关联度最高，所以第二
产业对经济增长即ＧＤＰ总发展的关联也最大，其次
是第一产业，关联度最小的是第三产业。

当ρ＝０．７５时，第一、二、三产业与 ＧＤＰ的关联
度分别是０．９３３６１４、０．９６０３２３、０８２７４１１。当 ρ＝
０．２５时，第一、二、三产业与 ＧＤＰ的关联度分别是
０．８３２２８９、０．８９３６２２、０．７１０７７８。上述数据是改变ρ
值后所得出的，这说明 ρ的改变对关联度的数值大
小有影响，但是对关联度的排序没影响，仍然是第二

产业关联度最大、第一产业次之、第三产业最小。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第三产业
对河南省经济增长的关联作用比较小，第一产业所

占比重有所下降，但作用仍然较大，第二产业对河南

省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最大，但是三大产业对 ＧＤＰ
影响差异并不是很明显。通过分析三次产业结构调

整的过程可知，ＧＤＰ的影响力随着三次产业结构的
变化而变化。从整体层面来看，第三产业无疑对

ＧＤＰ的关联作用越来越大，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第三产
业的发展速度有所加快，并且对河南经济的发展也

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而第一产业在这一阶段对

经济发展的影响降到了最小。

从以上分析中很难看出产业结构内部的变化所

导致的产业结构对 ＧＤＰ影响力的变化。下面我们
以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的数据为研究对象，分析第二产业
内部结构变化对河南省经济增长的影响。

３．河南省第二产业内部结构与第二产业产值灰
色关联分析

分别选择河南省第二产业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所创
造的价值为参考数列，ｋ＝５，再分别选择第二产业的
构成因素（工业和建筑业两个因素）的增加值为比

较数列进行灰色关联分析，步骤同上。

根据表３数据，运用灰色关联分析软件分析得
出河南省的工业与第二产业所创造的价值灰色关联

度ｒ１＝０．８５９２３７，建筑业与第二产业所创造价值灰
色关联度ｒ２＝０．８７７９９８。可见，建筑业与第二产业
的灰色关联度最高，工业与第二产业的灰色关联度

次之，但两者差距并不明显。

　　三、结论与对策

通过以上分析计算可知，近１０年来河南省三次
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形势由原

表２　河南省三次产业产值（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百亿元

年份 一产 二产 三产 ＧＤＰ
２００６ １９．２ ６７．２ ３７．２ １２３．６
２００７ ２２．２ ８２．８ ４５．１ １５０．１
２００８ ２６．６ １０２．６ ５１．０ １８０．２
２００９ ２７．７ １１０．１ ５７．０ １９４．８
２０１０ ３２．６ １３２．３ ６６．１ ２３０．９

表３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河南省第二产业产值
百亿元

年份 工业 建筑业 第二产业

２００６ ６０．３ ６．９ ６７．２
２００７ ７５．１ ７．７ ８２．８
２００８ ９３．３ ９．３ １０２．６
２００９ ９９．０ １１．１ １１０．１
２０１０ １１９．５ １６．８ １３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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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第一产业比重最大，第二产业次之，第三产业

比重最小”调整为“第二产业比重最大，第一产业次

之，第三产业比重偏低”，产业结构状况向合理化、

高度化发展，结构需进一步优化，从而为经济的增长

提供巨大的动力。具体结论与对策如下：

（１）从产业结构变化的时间顺序来看，三次产
业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以下特征：当第二、三产

业比重增加而第一产业比重下降时，经济增长速度

最快。

（２）在河南省的三次产业结构中，河南省第二
产业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

业，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最大。但与合

理的产业结构水平相比，河南省的第一产业所占比

重仍然过高，且农业现代化水平不高。为满足粮食

安全的需要，应继续稳定发展农业，但要降低第一产

业的比重，必须进一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业

的产业化水平。

（３）河南省的第二产业内部结构不够合理，建
筑业的影响过大，工业影响不足，近几年河南省房地

产行业发展速度超过了工业发展速度。应进一步优

化第二产业内部结构，树立工业强省的指导思想，充

分利用河南省的比较优势，加大对工业投资，在增强

传统工业技术改造和水平提升的同时，用高新技术

改造传统工业，以推动工业结构的优化发展，进而不

断提高工业经济的质量和规模。同时，还应把对建

筑业的过多投资转移到实体工业上，为以后经济的

长远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４）河南省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基本上呈上升趋
势，与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程度也越来越高。但与

合理的产业结构相比，第三产业比重仍偏低，与经济

增长的关联度还有待提高，且内部结构也不尽合理。

应在第二产业稳定发展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第三产

业，尤其是具有一定优势的旅游业。另外，加快高新

技术产业发展，加大对信息服务产业的投资，努力提

高第三产业的整体水平，提高第三产业与经济增长

的关联作用，从而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的发

展提供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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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不对称、非理性心理影响下的
短期均衡资产价格

黄士国

（郑州轻工业学院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基于信息不对称以及交易者的非理性心理，构建均衡资产价格模型并进行分析发现：信
息不对称不仅影响交易者对风险资产的需求量，而且影响均衡资产价格。如果私人信息对下期价

格产生正向冲击，或交易者对私人信息精度过度自信，则知情交易者将持有更多的风险资产，推高

资产价格；如果私人信息对下期价格产生负向冲击，或交易者对私人信息精度过度悲观，则知情交

易者将减少风险资产的需求量，促使资产价格下跌，而且知情交易者持有风险资产的数量都比不知

情交易者少。极端情形下，信息不对称和交易者非理性心理的共同作用可能导致资产价格短期暴

涨暴跌。

［关键词］信息不对称；过度自信；过度悲观；贝叶斯法则；均衡价格

［中图分类号］Ｆ２２４．７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３．０４．０１５

　　传统金融理论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与市场有效
等假设之上的，认为经济人具有完全利己性、完全理

性和完全信息，经济人掌握所有可能的信息，以一定

条件下预期效用最大化为原则来选择最优的投资决

策。近年来，这些假设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和金融

实践者的挑战，诸多的金融异象以及越来越多的研

究表明：市场中的信息并非完全，受制度、环境等因

素的影响，信息可能存在不对称，不同的投资者掌握

的信息可能不同；经济人往往并非完全理性，也不是

完全非理性，而更多的表现为有限理性；经济人可以

理性决策，但受所掌握的信息、知识和认知水平等限

制也可能有一些非理性行为。

有关信息不对称以及非理性行为的影响，国内

外已有许多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ＴｈｏｍａｓＥ．
Ｃｏｐｅｌａｎｄ等［１－８］从信息不对称、不完全市场以及投

资个体差异的角度对股票价差、均衡价格、交易量、

价格估计的高低、价格的动能和反转等相关问题进

行了研究。唐伟敏等［９］通过把信息不对称划分为

主观信息不对称和客观信息不对称，解释了“无交

易理论”并建立了动态的资产定价模型；梁玉梅

等［１０］将市场上的信息分为公共信息和私人信息，讨

论了不对称信息下的两期均衡资产价格；李平

等［１１－１２］先后研究了有限记忆以及不完全理性学习

对金融资产价格的影响；宋军等［１３］基于信息不对称

下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来讨论资产定价；袁子

甲［１４］在不完全信息下，考虑投资者的主动学习行

为，通过引入金融市场中的其他现实因素来构建资

产定价模型。

上述研究只考虑了信息不对称或者非理性行为

对资产价格的具体影响，笔者认为，在信息不对称

下，投资个体也可能存在一些非理性行为，考虑这种

综合影响必要且有意义。本文借鉴梁玉梅等对信息

的处理方式，将信息分为公共信息和私人信息，因为

信息的不对称，一部分交易者拥有公共信息和私人

信息，另一部分交易者只拥有公共信息；根据有限理

性，拥有私人信息的交易者可能会对私人信息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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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产生不同的认知，可能理性，也可能会过度自信或

过度悲观，据此，我们又把拥有所有信息的交易者区

分为理性的、过度自信的和过度悲观的。基于此，笔

者拟构建一个既考虑信息不对称又考虑交易者存在

非理性心理条件下的风险资产均衡价格模型，分析

信息不对称以及非理性行为对资产价格的具体影响

机理。

　　一、市场环境设定

（１）假设市场不存在卖空，只有两类可投资资
产：一种是无风险资产，收益为０，供给具有完全弹
性；另一种是风险资产，总供应量固定，人均供给量

为ξ。
（２）风险资产价格 ｐｔ（ｔ＝１，２，…）服从独立的

条件正态分布ｐｔ｜μ～Ｎ（μ，ρ１），假定对所有的投资
者来说，期望价格μ未知而 ρ１已知，对 μ，所有交易
者都有共同的先验信念 μ～Ｎ（μ０，σ

２
０），其中 μ０，σ０

已知。不同交易者根据自己所拥有的信息按照贝叶

斯法则更新先验信念。

（３）为考察信息不对称对风险资产短期价格的
影响，我们把金融市场上的信息分为公共信息和私

人信息，公共信息 ｓ１为风险资产历史价格，私人信
息记为ｓ２。根据拥有信息的不同，把交易者分为知
情交易者和不知情交易者，知情交易者除拥有公共

信息外还拥有私人信息，不知情交易者只拥有公共

信息。知情交易者在第ｎ期获得公共信息ｓ１＝（ｐ１，
ｐ２，…，ｐｎ）之后获得一私人信息，私人信息将对第 ｎ
＋１期风险资产价格产生冲击，设知情交易者的第ｎ
＋１期风险资产价格为ｐｚｎ＋１＝ｐｎ＋１＋ｓ，那么ｓ就反映
了私人信息对资产价格的冲击，并与ｐｎ＋１无关。

（４）所有的交易者对公开信息有相同的认知。
为考察交易者面对私人信息的不同反应对风险资产

短期价格的影响，我们把知情交易者分为理性、过度

自信和过度悲观 ３类。其中理性知情交易者认为
ｓ～Ｎ（珋ｓ，ρ２），过度自信交易者往往高估自己私人信
息的精度，认为 ｓ～Ｎ（珋ｓ，λ１ρ２），过度悲观投资者往
往低估自己私人信息的精度，认为 ｓ～Ｎ（珋ｓ，λ２ρ２），
其中０＜λ１＜１，λ２＞１，λ１和λ２分别反映了过度自
信与过度悲观的程度，λ１越小，过度自信交易者对
私人信息的精度越自信；λ２越大，过度悲观交易者
对私人信息的精度越悲观；珋ｓ＞０，则私人信息利好，
对未来价格产生正向冲击；珋ｓ＜０，则私人信息利空，
对未来价格产生负向冲击。

（５）不知情交易者以及理性的知情交易者、过度

自信的知情交易者、过度悲观的知情交易者所占比例

分别为α１，α２，α３，α４，其中α１＋α２＋α３＋α４＝１。
（６）所有交易者都是贝叶斯理性的，有相同的

风险厌恶系数ｒ，均以期望效应最大化为投资原则。

　　二、均衡资产价格

１．不知情交易者对风险资产的需求量
设不知情交易者Ａ在第ｎ期持有无风险资产的

数量为ＭＡｎ，风险资产的持有量为 Ｘ
Ａ
ｎ，则交易者在第

ｎ期的财富为ＷＡｎ＝Ｍ
Ａ
ｎ＋ｐｎＸ

Ａ
ｎ，在第 ｎ＋１期拥有的

财富ＷＡｎ＋１为第ｎ期财富与风险资产收益之和，即
ＷＡｎ＋１ ＝Ｗ

Ａ
ｎ＋（Ｐｎ＋１－Ｐｎ）Ｘ

Ａ
ｎ ＝Ｍ

Ａ
ｎ＋ｐｎ＋１Ｘ

Ａ
ｎ ①

且服从正态分布。在给定的信息 ｓ１＝（ｐ１，ｐ２，…，
ｐｎ）下，第ｎ＋１期不知情交易者的期望效应为

Ｅ［Ｕ（ＷＡｎ＋１｜ｓ１）］＝
－ｅｘｐ｛－ｒＸＡｎ（Ｅ［ｐｎ＋１｜ｓ１］－ｐｎ）＋
ｒ２
２ｖａｒ［ｐｎ＋１｜ｓ１］（Ｘ

Ａ
ｎ）
２｝ ②

令　
Ｅ［Ｕ（ＷＡｎ＋１｜ｓ１）］

ＸＡｎ
＝０，可得不知情交易者

购买风险资产的数量为

ＸＡｎ＝
Ｅ［Ｐｎ＋１｜ｓ１］－ｐｎ
ｒｖａｒ［ｐｎ＋１｜ｓ１］

③

不知情交易者按公共信息 ｓ１根据贝叶斯法则
更新先验信念μ。根据假设，ｓ１与μ的联合分布为

ｈ（ｓ１，μ）＝ｐ（ｓ１｜μ）π（μ）

＝αｅｘｐ｛－１２［
１
ρ１
（ｎμ２－２ｎμ珋ｐ＋

∑
ｎ

ｔ＝１
ｐ２ｔ）＋

１
σ２０
（μ２－２μ０μ＋μ

２
０）］｝ ④

其中 珋ｐ＝１ｎ∑
ｎ

ｔ＝１
ｐｔ，α＝

１
σ０
（２π）－

ｎ＋１
２ρ１

－ｎ２。进一步

可得

ｍ（ｓ１）＝∫
－∞

－∞ｈ（ｓ１，μ）ｄμ

＝αｅｘｐ｛－１２（ｄ－
ｃ２
ｂ）｝（

２π
ｂ）

１
２ ⑤

其中ｂ＝ｎ
ρ１
＋１
σ２０
，ｃ＝ｎ

珋ｐ
ρ１
＋
μ１
δ２０
，ｄ＝∑

ｎ

ｔ＝１

ｐ２ｉ
ρ１
＋μ２０σ

２
０．

ｂ，ｃ，ｄ均与 μ无关，利用贝叶斯公式可得到 μ的后
验分布

μ｜ｓ１ ～Ｎ
ρ１μ０＋ｎ珋ｐσ

２
０

ρ１＋ｎσ
２
０
，
ρ１σ

２
０

ρ１＋ｎσ
( )２

０

⑥

因此，对不知情交易者来说，其价格预测分布仍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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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分布，期望和方差分别为

Ｅ［ｐｎ＋１｜ｓ１］＝Ｅ［μ｜ｓ１］＝
ρ１μ０＋ｎ珋ｐσ

２
０

ρ１＋ｎσ
２
０
＝ ｅｆ

　⑦
Ｖａｒ［ｐｎ＋１｜ｓ１］＝Ｖａｒ［μ｜ｓ１］＋ρ１ ＝

ρ１
２＋（ｎ＋１）ρ１σ

２
０

ρ１＋ｎσ
２
０

＝ｇｆ ⑧

　　这里的ｅ，ｆ，ｇ一般大于０，且与α１，α２，α３，α４以
及ｒ，珋ｓ，λ１，λ２，ρ２均无关。

将⑦⑧式代入到③中，得不知情交易者的风险
资产持有量

ＸＡｎ ＝
ｅ－ｐｎｆ
ｒｇ ⑨

　　２．知情交易者对风险资产的需求量
与上节相同，我们容易得到知情交易者对风险

资产的需求量

ＸＢｎ ＝
Ｅ［ｐｚｎ＋１｜ｓ１，ｓ２］－ｐｎ
ｒｖａｒ［ｐｚｎ＋１｜ｓ１，ｓ２］

＝
Ｅ［ｐｎ＋１｜ｓ１＋ｓ］－ｐｎ
ｒｖａｒ［ｐｎ＋１｜ｓ１＋ｓ］

＝
Ｅ［ｐｎ＋１｜ｓ１］＋Ｅｓ－ｐｎ

ｒ（ｖａｒ［Ｐｎ＋１｜ｓ１］＋ｖａｒ（ｓ））
　　根据假设，理性的知情交易者对风险资产的需
求量为

ＸＢ１ｎ ＝＝
ｅ＋（珋ｓ－ｐｎ）ｆ
ｒ（ｇ＋ρ２ｆ）

⑩

　　过度自信交易者对风险资产的需求量为

ＸＢ２ｎ ＝
ｅ＋（珋ｓ－ｐｎ）ｆ
ｒ（ｇ＋λ１ρ２ｆ）

瑏瑡

　　过度悲观交易者对风险资产的需求量为

ＸＢ３ｎ ＝
ｅ＋（珋ｓ－ｐｎ）ｆ
ｒ（ｇ＋λ２ρ２ｆ）

瑏瑢

　　３．风险资产均衡价格
均衡条件下市场出清条件为

α１Ｘ
Ａ
ｎ＋α２Ｘ

Ｂ１
ｎ ＋α３Ｘ

Ｂ２
ｎ ＋α４Ｘ

Ｂ３
ｎ ＝ξ 瑏瑣

将⑨⑩瑏瑡瑏瑢代入瑏瑣得风险资产均衡价格

ｐｎ ＝

α１ｅ
ｇ＋

α２（ｅ＋珋ｓｆ）
ｇ＋ρ２ｆ

＋
α３（ｅ＋珋ｓｆ）
ｇ＋λ１ρ２ｆ

＋
α４（ｅ＋珋ｓｆ）
ｇ＋λ２ρ２ｆ

－ｒξ

α１ｆ
ｇ＋

α２ｆ
ｇ＋ρ２ｆ

＋
α３ｆ

ｇ＋λ１ρ２ｆ
＋

α４ｆ
ｇ＋λ２ρ２ｆ

瑏瑤
　　显然，均衡价格与 ｒ，珋ｓ，λ１，λ２，ρ２有关，也就是
说，均衡价格与风险厌恶系数、私人信息对价格的冲

击、交易者对私人信息精度的看法有关。

　　三、风险资产需求量的影响因素

分析

　　将瑏瑤分别代入⑨⑩瑏瑡瑏瑢，可得４类投资者的风

险资产需求量：

ＸＡｎ ＝
ｒξ－ α２

ｇ＋ρ２ｆ
＋

α３
ｇ＋λ１ρ２ｆ

＋
α４

ｇ＋λ２ρ２
( )ｆ珋ｓｆ

ｒｇα１
ｇ＋

α２
ｇ＋ρ２ｆ

＋
α３

ｇ＋λ１ρ２ｆ
＋

α４
ｇ＋λ２ρ２

( )ｆ
瑏瑥

ＸＢ１ｎ ＝
ｇｒξ＋α１珋ｓｆ

ｇｒ（ｇ＋ρ２ｆ）
α１
ｇ＋

α２
ｇ＋ρ２ｆ

＋
α３

ｇ＋λ１ρ２ｆ
＋

α４
ｇ＋λ２ρ２

( )ｆ
瑏瑦

ＸＢ２ｎ ＝
ｇｒξ＋α１珋ｓｆ

ｇｒ（ｇ＋λ１ρ２ｆ）
α１
ｇ＋

α２
ｇ＋ρ２ｆ

＋
α３

ｇ＋λ１ρ２ｆ
＋

α４
ｇ＋λ２ρ２

( )ｆ
瑏瑧

ＸＢ２ｎ ＝
ｇｒξ＋α１珋ｓｆ

ｇｒ（ｇ＋λ２ρ２ｆ）
α１
ｇ＋

α２
ｇ＋ρ２ｆ

＋
α３

ｇ＋λ１ρ２ｆ
＋

α４
ｇ＋λ２ρ２

( )ｆ
瑏瑨

　　１．私人信息对风险资产需求量的影响
由瑏瑦瑏瑧瑏瑨可以看出，知情交易者获取私人信息

后，私人信息对价格的冲击、交易者对私人信息精度

的认知行为等会影响其对风险资产的需求量。如果

珋ｓ＞０，即私人信息对价格产生正向冲击，则所有知情
交易者会购买更多的风险资产；如果 珋ｓ＞０，即私人
信息对价格产生负向冲击，则所有知情交易者会出

售风险资产，减少对风险资产的需求。

进一步比较瑏瑥与瑏瑦瑏瑧瑏瑨可以发现，如果 珋ｓ＜０，
则ＸＢ１ｎ，Ｘ

Ｂ２
ｎ，Ｘ

Ｂ３
ｎ，均比Ｘ

Ａ
ｎ小，即私人信息如果对价格

产生负向冲击，则所有知情交易者持有风险资产的

数量都比不知情交易者少；珋ｓ＞０时，这种比较未有
定论，但如果珋ｓ比较大，则可以导致知情交易者持有
风险资产的数量都不比不知情交易者多。

分析表明，信息不对称对交易者风险资产的持

有量产生重要影响。

２．非理性心理对风险资产需求量的影响
由瑏瑧式可知，ＸＢ２ｎ随 λ１的减小而增大，即交易

者对所获取的私人信息精度越自信，则将持有更多

风险资产。由瑏瑨式可知，ＸＢ２ｎ随 λ２的增大而减小，
即交易者对所获取的私人信息精度越悲观，则将会

减少风险资产的持有量。

　　四、风险资产均衡价格的影响因素

分析

　　１．风险厌恶系数对风险资产均衡价格的影响
由瑏瑤式可知，ｐｎ随ｒ的增加而减小。这表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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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中的交易者风险厌恶程度越高，风险资产价格

越低。

２．信息不对称对风险资产均衡价格的影响
在瑏瑤式中，令 α２＝α３＝α４＝０，即市场中所有的

投资者所掌握的信息均为公开信息，信息不存在不

对称现象，则均衡价格为

Ｐｎ ＝
ｅ－ｒξｇ
ｆ ＝Ｅ［ｐｎ＋１｜ｓ１］＝ｒξＶａｒ［ｐｎ＋１｜ｓ１］

　　显然，结果与瑏瑤式不同，说明信息不对称对风险
资产价格产生重要影响。从瑏瑤式明显可以看出，均
衡价格ｐｎ与 珋ｓ有关并随其增大而增大，也就是说，
知情交易者所掌握的私人信息对均衡价格产生影

响。如果私人信息对价格的平均冲击大于０，则知
情交易者因掌握了私人信息将推高均衡资产价格；

如果私人信息对价格的平均冲击小于０，则私人信
息的到来将拉低均衡资产价格。

３．非理性心理对风险资产均衡价格的影响
改写瑏瑤式，可得

Ｐｎ ＝
ｅ＋珋ｓｆ
ｆ －

α１珋ｓｆ
ｇ ＋ｒξ

α１ｆ
ｇ＋

α２ｆ
ｇ＋ρ２ｆ

＋
α３ｆ

ｇ＋λ１ρ２ｆ
＋

α４ｆ
ｇ＋λ２ρ２ｆ

瑏瑩
　　因禁止卖空，交易者持有风险资产数量为负，由
瑏瑦或瑏瑧瑏瑨可以看出，一般有ｇｒξ＋α１珋ｓｆ＞０。由瑏瑩式容
易看出，ｐｎ随λ１的减小而增大，因λ１越小，过度自信
的知情交易者对私人信息的精度越自信，也就是说，

知情交易者获得私人信息后如果对所掌握私人信息

的精度产生过度自信，则推高风险资产价格，而且过

度自信的程度越高，风险资产的价格越高。从瑏瑩式也
可以看出，ｐｎ随λ２的增大而减小，因λ２越大，过度悲
观的知情交易者对私人信息的精度越悲观，则表明，

知情交易者获得私人信息后对所掌握私人信息的精

度如果持悲观情绪，则促使风险资产价格走低，而且

过度悲观的程度越高，风险资产的价格越低。

　　五、结论与建议

受制度、环境等因素影响，金融市场中的信息往

往并非完全公开，市场中的交易者所掌握的信息未

必相同，由于知识、认知水平等原因，不同的交易者

对私人信息的精度也可能有不同的认知。本文在信

息不对称框架下，考虑交易者面对私人信息的精度

可能产生过度自信和过度悲观，将市场中的交易者

分为４类，建立了４类投资者共存下的金融资产均

衡价格模型，考察了信息不对称和非理性心理对交

易者风险资产需求量和短期均衡价格的影响。结果

表明，信息不对称不仅影响交易者对风险资产的需

求量，而且影响均衡资产价格，知情交易者所拥有的

私人信息如果对下一期价格产生正向冲击，则将促

使交易者持有更多的风险资产，推高资产价格；如果

私人信息对下一期价格产生负向冲击，则知情交易

者将减少对风险资产的需求，促使资产价格下跌，而

且，在这种情形下，知情交易者持有风险资产的数量

都比不知情交易者少。进一步分析表明，如果知情

交易者对私人信息精度产生过度自信，则这样的交

易者往往愿意持有更多的风险资产，从而推高风险

资产价格；相反，如果知情交易者对私人信息精度产

生过度悲观，则这样的交易者往往愿意持有更少的

风险资产，从而促使风险资产下跌，而且这种过度自

信（或过度悲观）的程度越高，风险资产的均衡价格

将越高（或越低）。综合分析结果，市场可能存在极

端情形：如果私人信息的到来对未来资产价格产生

正向冲击，并且知情交易者对私人信息更多表现为

过度自信，则推动资产价格短期快速上涨，这类交易

者越多、过度自信程度越高，资产价格上涨幅度越

大，容易导致暴涨；如果私人信息对未来资产价格产

生负向冲击，而更多的知情交易者表现为过度悲观，

则促使资产价格短期快速下跌，这类交易者数量越

多、过度悲观程度越强，资产价格短期下跌幅度更

大，容易导致暴跌。

研究结果表明，信息不对称以及交易者的非理

性心理行为会导致金融资产价格的短期波动，加剧

市场的不稳定。为减少市场的波动，促进市场健康

稳定运行，上市公司有义务及时准确地披露各类信

息，监管部门应加大监管力度，制定相关金融政策促

进金融市场中各种信息公开透明，减少或消除市场

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这同时也有利于消除交易者

的非理性心理，促使投资者理性投资，进一步推动市

场走向成熟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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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扩大农村居民文化消费，优化农民文化消费结构，满足农民精神文化需要，是开拓新的消
费领域、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内容。目前，在河南省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中，文化消费比重低，公共

文化基础设施差，低俗化趋势严重。河南省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扩大和优化应坚持健康有益、均衡

适度、以人为本的原则，并通过增加收入、提高农民文化消费需求能力，提高文化素质、增强农民文

化消费意愿，调整消费结构、引导农民文化消费需求，多策并举、提高农村文化产品供给能力等途径

来扶持农村文化产业发展。优化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结构要加强宣传引导，转变思想观念，提高农民

文化消费质量，同时加强农村文化市场管理，为农民文化消费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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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大农村居民文化消费，优化农民文化消费结
构，满足农民精神文化需要，是开拓新的消费领域、

拉动经济增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同

时是促进农村社会和谐进步、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的重要途径。本文根据河南省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

实际状况，针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存在的问题，讨论

扩大和优化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基本思路和原则，并

提出解决办法。

　　一、河南省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存在

的主要问题

　　农村居民文化消费作为满足农民精神文化需要
的重要手段，具有加强交流沟通、促进和谐稳定的社

会作用及愉悦身心、提高居民素质的文化作用。当

前河南省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存在着占比较低、公共

文化设施较差，低俗化趋势严重等问题。具体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文化消费占比较低
物质消费以延续生命、满足生理需要为目的，消

费的迫切性较高，其中基本生存资料的消费更是一

种刚性需求；而文化消费属于高层次的消费，不同于

低层次的物质资料的消费，没有保障生命安全的功

用，只是用来满足精神享受和文化需求，不具有紧迫

性。因此当基本的生存发展不能得到满足或者满足

不够充分时，人们总会首先压缩精神文化等并不紧

迫的消费需求。所以在收入水平普遍低下的情况

下，对实物需求更为迫切，而文化消费的弹性较大。

河南省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支出还处于较低水平，

２０１２年河南省农村人均文化消费支出仅为２３４．０１
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１０６．５５元，还不到北京市的
１／４。不但文化消费支出总量偏低，文化消费占生活
消费的比重也较低。根据钱纳里的理论，当人均

ＧＤＰ达到３０００美元时，居民文化消费支出应该占
到总支出的２３％。而目前河南省居民人均 ＧＤＰ已
超过３０００美元，但文化消费支出比重仅为７．８１％，
与国际标准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１．９１个百分点，仅相当于江苏省的１／２。［１］当前河南
省大部分农村居民还处于以满足物质资料需求为主

的消费阶段，文化消费仅限于“拥有”和“可用”即

可，对满足愉悦和享受的文化服务消费热情不高，消

费意愿不强。河南省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以基础消

费为主，在基本文化消费需求得到满足后，农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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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追求更高层次的文化需求，而是把资金转移到其

他更为急需的物质资料的消费上，因此文化消费比

重普遍较低。

２．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差
公共文化设施是农民开展文化活动的载体和平

台，但在过去城乡不均衡发展战略的指导下，河南省

农村文化建设长期不受重视，农村文化基础设施比

较落后，农民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等问题突出。

近年来，虽然各级政府加大了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

力度，但由于历史欠账太多，加之经济发展水平所

限，短期内农村公共文化设施缺乏的状况仍然难以

改变，供给不足问题仍然突出。即使是在经济较发

达的村庄，农家书屋、公共文化广场、体育设施、公共

阅报栏等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同时拥有的也非常少。

文化基础设施的缺乏严重制约了农民文化活动的开

展。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差导致河南农村居民文化消

费出现以下几个不利后果：一是无论是总量还是比

重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２０１２年河南农村人均文
化消费支出比全国平均水平低１１６．２５元，比重比全
国平均水平低１．６个百分点。二是文化消费水平低
下，且层次不高。文化消费仅限于满足基本需求，需

求量较低。２０１２年河南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基本需
求量比全国平均水平低３９．９元，仅占全国的８１％。
农村居民文化消费还仅限于“拥有”和“可用”，对档

次和质量要求不高。三是文化消费以基础消费为

主，对高层次的文化服务消费难以涉及。２０１２年河
南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基本需求占实际需求的比重为

６７．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１０．６个百分点，河南农
村居民受消费能力的限制对满足愉悦和享受的文化

服务消费热情不高，消费意愿不强。

３．文化消费低俗化趋势严重
文化消费不同于物质消费，需要消费者具有一

定的知识水平和理解能力。河南农村居民文化程度

相对较低，而可以获取的再教育机会和资源又很欠

缺。２０１１年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对河南省
１２７个行政村、１２８０户的调查问卷显示，农村居民
业余文化活动的形式虽然不少，但是主要文化活动

比较集中于看电视、体育运动、宗教活动、打麻将、喝

酒闲聊、打牌、看书报杂志、听广播、下棋、看电影等，

其中比例最高的是看电视，占被调查者的９６．７％，
其他的比例依次是 ５６．２％、４８．９％、４４．５％、
３７８％、３６．４％、２５．７％、２３．２％、２１．８％、１８．１％。
其中，农村居民每天都看电视的比例高达８９．６％，
其他比例依次是 ４８．４％、４２．３％、２４．３％、２２．８％、
２０．２％、２０．１％。［２］教育水平的低下导致农民对文
化产品的欣赏品位较低，重视娱乐型、消遣型消费而

轻视发展型、智力型消费，对高层次、智力型、发展型

的文化消费不感兴趣，消费的格调和档次较低———

以追求感官刺激为主，一些格调低下、庸俗不堪、宣

扬色情、暴力的文化产品在农村很有市场，文化消费

低俗化趋势严重。

　　二、扩大河南省农村居民文化消费

的思路和原则

　　１．基本思路
扩大河南农民文化消费支出规模的重点就是增

强农民文化消费的需求能力和提高农村文化产品的

供给能力：通过增加农民收入、稳定收入预期、减少

防御性支出等方式，提高农民文化消费的经济能力；

通过加强文化教育、强化文化素养、提高农民对文化

产品的欣赏能力；通过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开展多样

文化活动，增加公共文化产品供给；通过大力发展农

村文化产业、引进各类社会资本进入文化生产领域，

增加农村文化产品的市场供给。优化农民文化消费

结构要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加强市

场监管，优化市场环境，为消费者提供质优价廉的文

化产品；另一方面加强宣传引导，转变农村居民的文

化消费观念，提高文化消费质量。

２．基本原则
（１）健康有益的原则
文化消费产生的影响与物质消费不同，物质消

费的效用一般可以及时显现，例如，吃饭可以立即消

除饥饿，穿衣可以立即感受到温暖。文化消费的效

用除了部分可以被立即感知之外，大部分则通过记

忆被留存下来，并通过日积月累潜移默化的方式，将

其传递的思想观念渗透到人们的内心深处，逐渐对

消费主体的价值观产生影响，并最终影响人们的具

体行为。文化消费的这种延迟效应决定了其对消费

主体的影响比物质消费更广泛、更深入、更持久。因

此，不良文化消费比不良物质消费更具有破坏性：通

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毒害人们的灵魂，腐蚀人们的思

想，扭曲人们的行为，造成不良的社会后果。农村居

民由于自身文化程度偏低，价值辨别力不强，容易受

外界的影响，因此文化产品消费一定要坚持健康有

益的原则，有所选择。只有选择健康、有益的精神文

化产品，才能陶冶情操、增长才智，对自身发展与社

会和谐产生积极意义。

（２）均衡适度的原则
消费以满足人类需求为目的，物质消费用来满

足生理需求，文化消费用来满足精神需求，但是任何

消费需求的满足都要有一定的度，超过度量限制，不

但有违初衷，还会产生副作用，比如饮食是为了消除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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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渴，但是过度饮食就会引起肠胃不适，甚至危害身

体健康；精神文化消费可以消除疲劳，愉悦身心，但

是如果不加节制，就会产生不良影响。比如看电视

对增进知识、调剂生活有很大好处，但是，如果每天

沉迷于电视，不但起不到消除疲劳的作用，天天熬夜

看电视还会影响第二天的工作与学习。因此文化消

费一定要遵守适度原则，不能超过一定的界限。例

如，农民闲暇之余，喜欢小聚饮酒为乐，偶尔聚聚，只

要适度适量，并无大碍，还可以起到加强沟通、密切

感情、增进友谊的作用；但是如果不加节制，饮酒过

度，将会损害身体，自控能力变差，敏感暴躁，容易发

生矛盾冲突，影响家庭和睦、社会稳定。因此，文化

消费一定要适度。所谓适度，就是要与自己的经济

条件相符合，以愉悦身心、丰富生活为目的，以健康

向上为标准，坚持均衡和谐、适量适度的消费原则。

（３）以人为本的原则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灵魂，也是科学消

费观的灵魂，开拓农村居民文化消费也要坚持以

人为本的基本原则。以人为本就是以农民的基本

需要为出发点，以农民的消费能力和欣赏能力为

立足点，政府不能将文化产品定位过高，不顾群众

的接受力，要让最广大人民群众有条件、有能力进

行丰富多彩的文化消费。不但注重农民文化消费

的质量和数量，而且注重文化消费的人性化和个

性化，以农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为基本尺度，以愉

悦身心、增加知识、增长才智为根本出发点，文化

产品在保持积极健康的同时，应最大限度地满足

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

　　三、河南省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扩大

与优化的对策

　　１．增收减支，提高农民文化消费需求能力
收入是消费的基础，收入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

着人们支付能力的大小。实践证明，目前河南省农

村居民文化消费水平偏低主要是受收入水平的影

响。一定的收入水平是农民追求精神享受的前提条

件，农民消费结构要实现从生存型到发展型、享受型

的转变，首要的条件就是必须具有坚实的收入基础。

在较低的收入水平下，人们只能节约文化开支，以满

足基本生活必需品的需要，对于讲究愉悦和品位的

文化消费无力顾及。因此，要想扩大农民的文化消

费，就必须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提高他们的货币

支付能力，启动其文化消费欲望，使其对精神文化消

费的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

在影响农民消费的因素中，除了收入之外，还有

预期支出，如果预期支出较大，就会减少当前的消

费。改变农民消费预期的关键就是完善农村社会保

障制度，社会保障水平直接影响农民自我保障的强

度，如果农民的防御性需求较多，必然在一定程度上

抑制农民的消费需求。只有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

度，才能降低农民的消费预期，增强农民的经济安全

感。近年来，农村的各种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水平虽

然有所提高，但总体上仍然十分脆弱，城乡差距仍然

巨大，农村社会保障基本上还处在一种家庭保障、土

地保障及国家救济的低水平上。农民遇上风险基本

上仍然依靠家庭自身化解，因此，基于怕生病、要防

老、为子女攒钱上学等需求，促使农民致力于“节

俭”和“积累”，不敢大胆消费。因为，对于大部分以

农业生产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河南农民来说，收入本

来就不高，除了必要的生产生活之外，还要储蓄部分

资金以抵御未来可能的风险，哪还有更多的资金用

作其他消费，享受型的娱乐消费更不敢想，即使有消

费需求，也只能望而兴叹。因此要尽快建立健全农

村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使农民可以

放心大胆地消费。

２．提高文化素质，增强农民文化消费意愿
文化产品是不同于物质实体的精神产品，是前

人经验、知识、智慧的沉淀和凝结，它在使人们获取

精神愉悦和心灵满足的同时，也使其获取知识、智慧

和才智。由于文化产品凝聚了高强度的人类智慧，

因此，也对消费主体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即消费者必

须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具有对文化产品的理解和

鉴赏能力。只有如此才能领略其中的奥妙，获得巨

大的心灵满足。当前，河南农村由于文化教育还不

发达，农民整体文化素质偏低，大大影响了农村居民

对文化产品的欣赏能力和需求欲望。启动农村居民

文化消费，首先要培养合格的文化消费主体，提高消

费者的文化素质。而提高消费者文化素质首先要做

的就是发展教育。２０００年以来，河南省开始实行九
年义务教育，经过１０多年的实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
成绩，但由于农村基础教育比较薄弱，因此在义务教

育普及的同时，应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

入力度，完善教育内容，提高教育质量。同时，要加

强成人教育和继续教育，按照各地农村、农业、农民

的发展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农村职业化教育，开办

形式多样的专门教育和专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专

业化技能，并把对农村科技知识的普及纳入到专业

性教育中来，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在实践中，

积极开展丰富多彩以文化为主题的休闲教育活动，

在提升农村居民思想觉悟的同时培养其对文化产品

的兴趣爱好，促进文化消费，带动农村居民文化消费

市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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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调整消费结构，引导农民文化消费需求
受小农意识影响，不少农民虚荣心较重，为了充

门面，炫耀自己，往往购买昂贵且不实用的东西，这

种不良消费习气，不但浪费了社会资源，也挤占了合

理的消费支出，影响了农村总体消费水平的提高和

消费结构的升级。据调查，在农民消费支出结构中

建房和婚嫁两项支出的增长最为显著，也最为浪费。

不少地区的农民甚至拿出一二十年的积蓄用来建

房，一味求大、求高，盲目攀比，既不实用，又不美观，

很多农民的房子都是二三层，但是真正居住的就几

间房子，大部分都被闲置，造成了巨大的浪费。不少

农民在孩子还在上小学时，就开始为孩子将来盖房

子娶媳妇攒钱。很多农民一生的花费都主要集中在

这两件事情上了，农民本身也抱怨，无奈大势所趋，

形势使然。压缩这样的消费支出显然有利于增强农

民的消费能力，因此应该改变这种农村消费结构过

度偏移的状况，抑制这方面的消费支出，引导农民进

行适度的文化消费。对于建房，应利用新农村建设

之机，进行统一规划，以够用为原则，统一建房标准。

对于婚嫁，一方面要在人口政策上，大力宣传引导，

优化农村的男女比例结构；另一方面，要加强宣传教

育，改革不健康的婚嫁习俗，提倡节俭的婚俗礼仪。

４．加大投入，提高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能力
农村文化设施是农民文化活动的载体和平台，

缺乏文化设施，文化活动将无法展开。因此加强农

村文化设施建设是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早在

２００５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
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中就明

确规定，要以乡镇为依托、以村为重点，着力发展县、

乡镇、村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场所。之后各级地方

政府纷纷根据本地实际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农村文化

发展的政策措施，农村文化设施建设取得了一些进

展，但是目前农村文化设施不足的问题仍然突出，文

化建设过度重视县、乡两级，村级文化设施建设的力

度仍然不足。目前当务之急就是加大投资经费下

沉，注重基层农村文化设施的建设，尤其是农民急需

的文化休闲室、体育健身场所及设施、文化图书室、

阅报栏等文化设施的建设。充分发挥农村中小学在

农村文化建设方面的作用，尽可能将农村中小学的

图书室、阅览室向附近村民开放，将农村中小学改造

为村文化活动基地。

体制机制是有效运行的保障，推动农村文化建

设必须改造和创新现有的体制机制。首先，推动公

共性企事业文化单位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提高其开

展公共文化服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其次，创新农

村文化设施运行管理机制，通过公办民助、民办公助

的方式整合政府和社会两种力量，健全监督考核制

度，提高农村已有文化设施的利用效率。最后，建设

农村文化工作目标考核责任制，将农村文化建设成

果纳入干部晋升考核指标体系，并建立健全基层文

化单位的评价机制，将服务农村、服务农民情况作为

文化单位工作的重要考核内容，推动农村文化建设

的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３］

５．加强扶持，发展农村文化产业
目前，农村文化产品供给依然短缺，看书难、看

电影难等问题仍然突出。仅仅依靠政府的“文化下

乡”远远不能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因此

必须大力发展农村文化产业，增加文化产品供给。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文化产品商品化的步伐不断

加快，不少地方小型文化团体活跃，但是总体上看，

大多数地区的农村文化产业仍然处于萌芽阶段。个

体农户仍然是主要的经营主体，文化产业尚处于小

型化、分散化的小敲小打的经营阶段，规模化、市场

化程度低，产品生产主要依靠传统技术和手工作坊，

技术含量低，影响力有限。有人认为当前的农村文

化产品生产还不能称作产业，只是部分产品的商品

化。农村文化产业发展滞后大大限制了农村文化产

品供给，解决农村文化产品供需矛盾的根本途径只

能是大力发展农村文化产业。发展农村文化产业应

当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一方面，充分挖掘、利用农村蕴藏的丰富历史文

化资源。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相比，一般文化程度

较低，文化消费一般以民间乡土文化产品为主，指望

他们去看芭蕾、听交响乐也不太现实，因此发展农村

文化产业必须以开发和利用农村特殊文化资源为突

破口。河南省广大农村地区文化资源丰富，如民间

曲艺、民间故事、民间手工艺等，不但保持了农业文

明的文化因子，也蕴含了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

文化魅力。并且，这些文化资源受农村地区长期的

历史文化侵染，乡土气息浓厚，为广大农民喜闻乐

见，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地方戏曲、民间传统表演

等深受农民欢迎。因此农村文化产业发展应该依托

这些特色的文化资源，对其进行梳理和盘点，加以现

代化改造，发掘其中的可用价值，以丰富农村文化产

业的产品。

另一方面，加大政府的扶持力度。由于农村文

化产业基础薄弱，发展程度低，仅仅依靠自身积累和

市场的自发调节，短时间内难以有效发展。因此政

府应加大扶持力度，在投资，财税、审批等方面给予

适当的优惠，鼓励和引导民营机构积极参与，并帮助

其兴起和壮大。政府还要发挥规划和管理的职能，

制定完善的农村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明确文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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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方向，减少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盲目性。此外，

应大力培养农村文化产业经济管理人才，不断提高

农村文化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市场竞争力。

６．加强宣传引导，转变农民文化消费观念
思路决定出路，观念决定行为。消费虽然首先

受到生产力水平和文化水平的制约，但是消费观念

的影响也不可小觑。相同的收入水平，不同的消费

观念，必然有着不同的消费水平。在广大农村地区，

由于生产效率低下，长期停留在短缺经济的水平上，

广大农民养成了勤俭节约、量入为出的消费习惯，对

未来忧患意识较强，消费倾向保守，重积累而轻消

费。这种抑制消费、崇尚节俭的消费思想通过世代

传递的形式，在农村社会延续，从而越发根深蒂固，

并以各种有形和无形的方式影响着农村居民的消费

行为，导致农民病态的节俭，严重抑制了农民的消费

积极性，阻碍了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受这种传统

的消费观念影响，一些潜在的购买力难以转变为现

实购买力，严重制约了农村市场潜力的发挥。物质

消费如此，文化消费这种高层次性的精神消费受此

影响更大。

对此，必须加强引导，充分发挥各有关部门和新

闻舆论的引导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多种途径，大力

宣传文化消费的积极作用，使农民明白从一定意义

上说人类一切活动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满足

消费需求，因此，应该转变消费观念，提高消费品位，

进行适当、适度消费。同时，通过开展形式多样、内

容丰富的文化消费教育活动，丰富人们文化消费知

识，提高人们文化消费自然能力和文化鉴赏水平，促

使人们树立正确的文化消费观和消费习惯；引导农

民从事以不断提高文化素质、满足精神享受、实现自

我全面发展、追求较高的生活品质为目的的文化消

费活动。

不但要引导农民增强文化消费意识，更要引导

农民增强进行高质量文化消费的意识。当前农村居

民文化消费大多以自娱为主，消费内容上追求新奇、

刺激、热闹的效果，不讲求消费质量和消费内容，对

健康向上的精神文化产品消费以及科学技术和文化

教育消费缺乏持久动力和稳定兴趣。广大农民还不

能很好地把精神文化消费同自身发展联系起来，轻

视文化产品购买所带给自己的智慧增长和观念革新

效果。［４］因此必须加强宣传引导，增强其消费高质

量文化产品的意识，使其能够自觉的从文化产品中

得到所需的科学知识及获取重要的人生教益，在潜

移默化之中，接受历史文化和近现代科技文明的教

化，启蒙心智，文明开化，逐渐摆脱落后、愚昧的思想

状态，在健康文明的文化氛围中逐步转变落后的价

值观念，认同主流文化，积极进取，争取早日脱贫。

７．加强市场管理，优化农村文化消费环境
文化市场是文化产业与居民消费的桥梁和纽

带，文化产业只有进入文化市场才能与消费者见面，

才能使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得以实现。没有文化

市场，文化产业就失去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因此发

展农村文化产业必须大力发展农村文化市场。当前

农村文化市场不但总量较小且管理混乱。经营点分

散，文化产品经营者综合素质低，管理方式粗放，文

化产品结构单一，且层次较低。

必须加强对农村文化市场的经营管理。一要放

宽准入限制，培育文化市场主体。根据现行政策，尽

可能地放宽民间资本和外资进入文化产业的准入限

制，降低文化市场准入门槛，鼓励一切有实力、有条

件的社会资本进入农村文化产业领域。尤其要大力

鼓励那些懂管理、会经营的农村文化大户积极从事

文化产品的经营管理活动，并在资金、税收方面给予

优惠照顾。对农村文化产业经营者进行定期培训，

使之尽快走向正规的经营轨道。二要加强市场管

理，优化市场环境。特别是要加强对赌博、封建迷信

活动的打击力度，坚决取缔农村集市上的各种色情

表演和色情、暴力影视书籍，并加大对出版宣扬愚昧

迷信和伪科学内容出版物责任方的处罚力度，严厉

打击歌舞厅、录像厅、游戏厅、网吧等娱乐场所的违

法违规行为。根据农村文化市场的特点，对重点地

区、重点问题加大监督检查的力度，清理死角，不留

空白，加大管理力度，规范市场秩序，营造公平竞争

的市场环境。三要加强农村文化市场管理队伍建

设。尽快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管理队伍，尤其是

加强乡级市场管理队伍的建设，定期对基础文化市

场管理人员进行业务知识培训，提高其管理能力和

水平，促使农村文化市场管理更加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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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地域辽阔，地区口音差异显著，建设针对地方口音英语学习者的语音库显得十分必
要和重要。建设此语音库须科学划分方言区、确定发音人及语料采集地点、根据发音人的特点确定

任务类型及发音语料、科学制定录音方案以确保录音的高保真、根据音系学理论和地方口音特征开

发语音标注系统。其中，语音标注是语音库建设的核心环节。语音库可采用 ＴｏＢＩ及 ＩＶｉＥ标注系
统，对音段、韵律及非语言信息进行全面标注。该语音库既能为学习者的二语语音习得提供有益参

照，又能展示英语学习者语音习得的区域性特点，有助于勾勒中国英语学习者语音习得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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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计算机与语音技术的飞速发展，语音学在
研究方法上已从传统“口耳之学”的质性研究发展

为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相结合，语音库建设也应运

而生并呈繁荣发展的趋势。语音库是为特定目的而

建立的有关语音语料及其标注的集合，与传统的语

音材料相比有明显的优势。首先，语音库能提供真

实语音材料，对学习者更有吸引力和说服性，是传统

教材配套录音材料所不可比拟的。其次，语音库提

供的语音材料包含不同语音变体，有助于学习者熟

悉各种语音变体，消除因口音问题而造成的理解障

碍。基于此，在拥有大量英语学习者且方言区众多

的中国，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地方口音英语学习者的

语音库建设问题。本文拟在梳理分析国内外口语语

料库和语音库建设现状的基础上，阐述建设地方口

音英语学习者语音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以河南

口音英语学习者语音库建设为例提出建设构想。

　　一、国内外口语语料库和语音库建

设现状

　　近年来，国内外在口语语料库和语音库建设方
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国外口语语料库及语音库建

设已经比较成熟。１９７０年代初，英国建成第一个英
语口语语料库———伦敦 －兰德英语口语语料库
（ＬｏｎｄｏｎＬｕｎｄＣｏｒｐｕｓｏｆＳｐｏｋｅｎＥｎｇｌｉｓｈ），该语料库
设计严密，质量上乘，进行了严格的语调、重音、停顿

等韵律标注。［１］比利时Ｌｏｕｖａｉｎ大学 Ｓ．Ｇｒａｎｇｅｒ教授
负责创建的鲁汶国际英语口语中介语数据库（简称

ＬＩＤＳＥＩ：Ｌｏｕｖａ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ｏｆＳｐｏｋｅｎＥｎｇ
ｌｉｓｈＩｎｔｅｒｌａｎｇｕａｇｅ）是一个包括日本、瑞典、西班牙、
意大利、保加利亚和中国等国家英语学习者的中介

语子库。目前，国际上涵盖英语语音变体最全面的

英语口音语音库当属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 Ｓｔｅｖｅｎ
Ｈ．Ｗｅｉｎｂｅｒｇｅｒ教授主持建设的 ＳｐｅｅｃｈＡｃｃｅｎｔＡｒ
ｃｈｉｖｅ，它包含不同母语背景者的英语口音语料。截
至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７日，该语音库已有１７３４个样本，
包含英语母语者和非母语者朗读同一段文字录音，

并且设计者对朗读者的录音进行了详细转写和标

注，可用于对比分析不同母语背景人士的英语语音

特征。此外，由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联合开发

并于２００２年建成的 ＩＶｉＥＣｏｒｐｕｓ（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Ｖａｒｉａ
ｔｉｏｎｉ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Ｃｏｒｐｕｓ），设计科学、语料丰富、标注全
面，堪称口音语音库建设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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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已建成两个大型的英语学习者口语语料

库：２００２年上海交通大学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联合
创建的以大学英语四、六级口语考试录音为语料的

中国学习者英语语料库（ＣＬＥＣ：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ｅａｒｎｅｒｓ’
ＥｎｇｌｉｓｈＣｏｒｐｕｓ，口语部分为５０万词的 ＣＯＬＳＥＣ）和
２００５年南京大学建成的以英语专业四级口试录音
为语料的ＳＷＥＣＣＬ（ＳｐｏｋｅｎａｎｄＷｒｉｔｔｅ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Ｃｏｒ
ｐｕ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ｅａｒｎｅｒｓ，口语部分为 １００万词的
ＳＥＣＣＬ）。近年，国内英语语音库建设紧跟国际潮
流，２００８年陈桦等主持建立的中国英语学习者语音
库 ＥＳＣＣＬ（ＥｎｇｌｉｓｈＳｐｅｅｃｈＣｏｒｐｕ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ｅａｒｎ
ｅｒｓ）以方言区为点、以地域分布为面、以国内４个不
同层次受教育群体（初中、高中、英语专业本科、英

语专业硕士）作为录音对象、以朗读和自主对话为

任务，并结合英美标注系统对学习者录音进行多层

音段及韵律标注［２］；纪晓丽等主持建立的多口音英

语学习者语音库 ＣＥＬＳＣＯＭ（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ＦＬＬｅａｒｎｅｒｓ’
ＳｐｅｅｃｈＣｏｒｐｕｓｗｉｔｈＭｕｌｔｉａｃｃｅｎｔｓ）收集了中国不同方
言区英语学习者（这些学习者是来自北方地区的以

母语为普通话的员工）的英语口语语音语料［３］。

这些国内外已建成的英语口语语料库及语音

库，一方面为语音学、音系学及二语语音习得研究提

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平台；另一方面又提供

了有关学习者语言发展的全面信息，便于研究者对

大量口语事实及语音现象进行分析，进而寻找语言

使用规律，对语音及口语研究和习得有着极大的促

进作用。然而，国外建设的英语口语语料库及语音

库几乎不涉及中国英语学习者，而国内已建成的中

国英语学习者口语语料库及语音库（如 ＥＳＣＣＬ）尽
管覆盖的地域较广，却不能兼顾所有地区细微的区

域性差异，并且未直接使用国外已建成的母语语音

库中的发音语料，不利于研究者及二语学习者进行

语音对比。因此，在借鉴现有口语语料库及语音库

建设成果的基础上，建设真正具有区域特色的英语

学习者语音库显得十分必要和重要。

　　二、地方口音英语学习者语音库的

建库构想与设计

　　以河南地方口音英语学习者语音库的构建为
例，河南省地域辽阔，地区口音差异显著，而目前尚

未建有专门的基于河南口音的英语学习者语音库。

河南口音英语学习者语音库Ｈｅ′ｎａｎＥＦＬ（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Ｌｅａｒｎｅｒｓ’ ＳｐｅｅｃｈＣｏｒｐｕｓｗｉｔｈ
Ｍｕｌｔｉａｃｃｅｎｔｓ（简称 ＨＥＬＳＣＯＭ）正是在此背景下启

动研究与建设的。其建库总体原则是：以河南口音

英语学习者为研究对象，不仅要建设学习者的英语

口音语音库，而且要建设在河南方言语境下英语学

习者的汉语发音字库（附有发音人方言录音），便于

研究不同方音对学习者英语语音学习的影响。另

外，语音库整体上与ＩＶｉＥ在语料上保持一致。
“任何基于语料库的研究均始于语料库建库，

关于要选什么样的语料入库以及有序地筛选语料几

乎决定了后续要做的一切相关研究”［４］。因此，建

设语音库前首先要做好以下工作：科学划分河南方

言区、根据方言区的划分确定发音人及语料采集地

点、根据发音人的特点确定任务类型及发音语料、科

学制定录音方案以确保录音的高保真、根据音系学

理论和地方口音特征开发语音标注系统。

１．科学划分方言区
科学划分河南方言区对 ＨＥＬＳＣＯＭ建库非常重

要，是建库的前提。河南方言是在漫长的演变过程

中受语言本身及社会、历史、地理等诸方面因素的影

响逐渐形成的。关于河南方言区的划分及河南省境

内中原官话区的划分，专家意见不一。根据《河南

省志·方言志》，河南方言分为两大类：一类属晋

语，主要包括豫北的焦作、新乡、安阳等所辖县市；一

类是中原官话，根据其内部语音差异，又可分为５个
片。全省的方言片整体上有６个：郑汴片、洛嵩片、
蔡汝片、信潢片、陕灵片、安沁片。［５］根据《中国语言

地图集》，河南境内的中原官话区包括９个片：兖菏
片、郑开片、安沁片、洛嵩片、南鲁片、漯项片、商阜

片、信蚌片、汾河片。［６］贺魏［７］在此基础上根据若干

语音特点，对中原官话做了调整，删掉了其中的“安

沁片”，把中原官话分为８个片，以求在区域分布上
更趋合理。

在对河南省境内不同口音英语学习者的语音状

况进行综合调研的基础上，结合上述有关河南方言

区及河南省境内中原官话区的划分，本语音库所选

发音人拟从郑开片、洛嵩片、南鲁片、漯项片、商阜

片、信蚌片、汾河片、安沁片８个片中选取，同时兼顾
行政区划分，主要体现在所选的具体县市上。受普

通话推广及城市化的影响，一些重要的方言语音特

征在城市人群中尤其是在年轻人口中已经很难听

到，所以建库时主要选择来自方言区农村乡音比较

浓重的发音人。

２．确定发音人及语料采集地点
参照ＩＶｉＥＣｏｒｐｕｓ的做法，从上述８个方言区中

选取９６名河南口音英语学习者，每个区域１２名，男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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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各６名，使其涵盖我国英语教育的６个层次：小学
生、初中生、高中生、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英语专业大

学生、英语专业研究生。

３．确定发音素材
为了对比研究不同方言（口音）英语学习者的

英语发音与标准发音的差异，以进一步研究其英

语中介语系统，本语音库的录音材料涉及发音者

方言录音及其英语录音，前者为发音者就某个话

题用方言讲述 ２分钟，后者的语料主要基于 ＩＶｉＥ
Ｃｏｒｐｕｓ，并根据不同发音人的英语水平对语料进行
筛选和微调。参照 ＩＶｉＥＣｏｒｐｕｓ的录音素材，发音
人需完成多种类型的任务，包括句子朗读（含陈述

句、一般疑问句、特珠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等）、

故事复述、访谈以及口头交流，以全面客观地反映

学习者的中介语语音状况。朗读的句子取自复述

故事素材中出现的简单句，针对不同层次的朗读

者，朗读的句子难易度不同；故事复述素材取自

《灰姑娘》《黑骏马》《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等经典

儿童文学作品或其改编版；访谈及口头交流话题

为《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所列常用话

题，如天气、购物、旅游等。

４．录音及其整理
录音在专业语言实验室里进行，使用索尼ＩＣＤ－

ＳＸ７１２（２Ｇ）录音笔（带指向性功能的麦克风）进行
录音，确保录音音质的高保真；使用专业的音频编辑

器ＣｏｏｌＥｄｉｔＰｒｏ２．０对录音进行编辑整理，并根据
任务类型和录音人情况（受教育层次、性别、地区分

布等）对编辑好的语音文件进行分类整理。

５．语音标注
语音标注是语音库建设的核心环节，指的是使

用Ｐｒａｔｔ软件对编辑整理好的录音进行详细的语音
标注，包括音段标注、韵律标注及非语言信息的

标注。

６．语音库后期管理
语音库后期管理的主要任务有：上传初始语料，

即按照学习者所在方言区对语料进行分类；语音库

录音备份和数据统计；语音库查询；语音库对比学习

界面设计等。

在ＨＥＬＳＣＯＭ建库过程中，主要难点是确定发
音人、进行韵律标注。在筛选发音人时，要充分考虑

发音人的口音特征和背景，这是建库中的一大难点；

韵律标注较为复杂，要求高（语音库建设需要既精

通技术又懂语音学的专门技术人员），难度大，做起

来费时费力。

　　三、ＨＥＬＳＣＯＭ语音标注方案
ＨＥＬＳＣＯＭ标注方案主要借鉴ＴｏＢＩ标注系统及

ＩＶｉＥ标注系统，并结合本语音库实际情况进行了适
当调整。下面以句子 Ｔｈｉｓｍａｋｅｓｌｉｆｅ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ｆｏｒ
ｔｈｏｓｅｗｈｏｐｒｅｆｅｒｔｏｕｓｅｔｈｅｉｒｌｅｆｔｈａｎｄｓ．的标注为例
（见图１），详细阐述ＨＥＬＳＣＯＭ标注具体方案。

图１　ＨＥＬＳＣＯＭ标注实例

１．音段标注
音段标注实质上是文本信息与声音信息之间

的转换，即将表义的文本形式转化为表音的文本

形式。ＨＥＬＳＣＯＭ的音段标注包括：（１）文本层，将
声音信息转写为文本形式，如图 １中的第 １层；
（２）音位层，将声音信息转写成相应的国际音标形
式（如图１中的第２层）；（３）口音层，将学习者带
有地方口音的实际发音转写成相应国际音标形式

（如图１中的第３层），以便于分析和研究地方口
音英语学习者的发音特征及习得策略。这也是本

语音库的特色之一，它可从口音层标注中找出学

习者的发音错误，如／／－／ｚ／，／ｅＩ／－／Ｉ／，／ａＩ／－／
ｅ／，／ｕ／－／／等。
２．韵律标注
韵律标注即对语音信号中具有语言学意义的

韵律特征进行的质性描写。ＨＥＬＳＣＯＭ的韵律标
注包括２个标注层级：（１）语调层，对讲话人的重
音及语调的变化进行描述（如图 １中的第 ４层）。
Ｈ表示升调、Ｌ表示降调，Ｈ

"

表示升调的重读音

节位置、Ｌ表示降调的重读音节位置，Ｌ＋Ｈ％表
示呈降 －升边界调，Ｌ－表示降调短语。此外，在
进行语调层标注时，还会用到其他标注符号，如

Ｌ＋Ｈ
"

、Ｌ
"

＋Ｈ、！Ｈ
"

、Ｈ＋！Ｈ
"

等。（２）停
顿指数层，对讲话人的停顿进行描述。如图 １中
的第５层中，１表示短语中词与词之间的停顿，３
表示固定短语中两个词之间的停顿，４表示一个语
调群的结尾等。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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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非言语信息及其他信息的标注
交际中除了语言信息之外，还有很多副语言和

非语言信息。ＨＥＬＳＣＯＭ的非言语信息标注即杂类
层：标注各种副语言现象（如拉长、喘气、含混音、哈

欠、清嗓、喷嚏、哭声、咳嗽等）和非语言学现象（如

嗓音等），如图１第６层所示。在标注过程中可根据
情况采用不同的标注方式，如 ｂｒｅ表示喘气；θｒｏ表
示嗓音等。此外，ＨＥＬＳＣＯＭ的标注还包括对有关
语料的注释即评论层的标注，如图１第７层所示，标
注样本为一个ｗｈｏ引导的定语从句。

　　四、结语

具有区域特色的英语学习者语音库建设具有重

要的应用价值：（１）便于国内外语言学习者、研究者
进行语音资料的查询、检索、统计和研究，便于对比

研究方言区不同口音的英语学习者与英语母语者的

发音，更深层、更系统、更客观地研究中国英语学习

者的中介语系统；（２）从语音技术方面为英语语音
识别提供区域性的训练音库；（３）便于对学习者的
英语语音特征和语音发展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描述和

分析，为二语语音习得及研究和口语教学及研究提

供一定的依据，有助于改善英语学习者的语音面貌

及口语交际能力；（４）展示国内英语学习者语音习
得的区域性特点，与其他中国英语学习者语音库互

补，有助于勾勒中国英语学习者语音习得全貌。

河南口音英语学习者语音库建成后将是一个有

母语语音库参照的，附有详细音段标注、韵律标注和

非言语信息标注的具有地域特征和方言特征的英语

学习者语音库，包含文本、语音和声学参数三种形式

的界面，兼具查询、检索和对比学习等功能。可为英

语语音识别提供区域性的训练音库，为二语语音教

学、测评及学习者的二语语音习得提供参照，有助于

改善英语学习者的语音面貌及口语交际能力。更重

要的是，该语音库可为河南口音英语与标准英语的

语音特性差异研究和基于语音库的学习者中介语语

音习得实证研究提供平台，推动中国英语学习者中

介语研究及二语语音习得理论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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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多渠道筹资与多元治理结构研究
张宁

（郑州轻工业学院 改革发展研究中心，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我国高等学校筹资渠道单一，财政拨款和学费收入是其经费主要来源，办学资源紧张、教
育经费短缺。如何广开渠道、多方筹资，可学习借鉴国外高校治理经验。国外高校采取的是政府、

教师、学生、校友及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利益相关者治理结构。相应地，其筹资渠道也多元化，政府

拨款、收取学费、销售及服务收入、发行债券或进行社会募捐等，效果很好。我国高校要实现多渠道

筹资，必须首先改革与构建我国高校多元治理结构，使教师有效参与高校管理、使学生积极参与高

校管理、使政府合理参与高校管理、吸收社会力量参与高校管理。

［关键词］高等教育；多渠道筹资；多元治理；利益相关者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７．５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３．０４．０１８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迅猛。１９９８—２０１１
年，普通高校从１０２２所增加到２４０９所，在校生由
３４０．８７万人增加到 ２３０８．５１万人，年均增加
１４０５５万人。［１］在校人数的剧增，使本来就短缺的
办学资源更加紧张。按国家规定的生均基本办学条

件测算，每增加一名大学生需投入４．５万元，照此计
算，我国高等教育仅基本建设一项每年至少需要增

加投资６３２．４８亿元，而同期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
却达不到这一要求。虽然我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

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２０１２年已经达到４％［２］，

但相对于高校发展所需的资金而言，相差仍然很远。

显然，我国高校必须建立一个多元化的筹资结构，以

国家经费为主，广开渠道，多方筹措。本文拟对国外

高校的多渠道筹资与治理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研

究，并借鉴其经验，提出建立我国高校多元治理结

构，从而实现多渠道筹资。

　　一、国外高校筹资渠道与治理结构

１．国外高校筹资渠道
国外高校筹资渠道多元化，主要有：政府拨款、

收取学费、销售及服务收入、发行债券、社会募捐等。

（１）政府拨款。由于政府是高等教育最直接和
最大的受益者，所以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主要以政

府投资为主。各国大学中政府拨款占经费来源的比

例，美国为５９．３％，英国为５５％，法国为８９．５％，德
国为６８．５％。［３］这充分表明在世界高等教育中，政
府拨款是高校经费来源的主体。

（２）收取学费。按照美国经济学家 Ｄ．约翰斯
通提出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高等教育成本无

论在何种体制、社会和国家中，都必须由政府、家长、

学生、纳税人和高等学校分担。实际上，世界绝大多

数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成本都实行国家和个人分

担。近年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的

学费逐年增长，学费在高等学校的经费中所占比例

也越来越大。美国教育部发布的２０１２年美国大学
学费的相关数据表明，美国大学平均学费为２１９４９
美元。［４］

（３）销售及服务收入。销售及服务收入是高校
通过一些教育活动、附属企业与医院等途径获得的

收入。一是通过产、学、研合作获得的收入；二是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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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转让高校自主研发的专利技术获得的收入；三是

校办企业收入。如美国斯坦福大学就利用身处硅谷

的便利条件成立了若干公司。一方面，企业需要高

校的科研支持及培养的人才；另一方面，能创造就业

机会，树立高校在市场运行环节中的稳固地位。［５］

这样不仅推动了产业的发展，而且为学校提供了可

观的收入。

（４）发行债券或进行社会募捐等。国外高校在
这方面做得相当出色，成立专门的机构进行负责。

美国早在１９９６年就已经有１８９所大学发行债券，当
年债券发行总额达到４１．４亿美元；２００１年债券总
额达到了１８７亿美元，６年增长近４．５倍。［６］剑桥大
学于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０日首次发行了３．５亿英镑的
４０年期的长期债券。［７］发行债券，不仅能使资金得
到有效周转、偿还学校债务，还可以进行大型项目的

建设。社会募捐也是高校筹集资金的传统模式，尤

其是美国，每年都要举行年度募款和大额募款活动。

２００８年一年的时间里，全美各大学共收到３１０亿美
元的捐款。［８］

国外高校之所以能够多渠道筹资，主要在于其

多元治理结构。不管是以政府为主导的美国高校治

理模式，还是以学术为主导的德国高校治理模式，其

治理结构中都充分考虑了政府、社会、教师及学生的

利益，使他们共同参与学校治理。

２．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学校及其模式
相对于多元化的筹资渠道，国外高校采取的是

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学校的模式。利益相关者理论

于１９６３年由美国斯坦福研究院首次正式提出，其代
表人物是Ｍ．布莱尔。该理论指出，最有效率的控制
权安排形式是让那些承担使用资产所带来风险的集

团掌握该资产的控制权。国外高校的利益相关者主

要有政府机构、教师、学生、校友及社会力量。由于

世界各国大学治理结构不同，其利益相关者在高校

筹资渠道中的作用不同，所以在治理结构中扮演的

角色也不同。

其一，政府机构是学校发展资金的主要来源、大

学“战略利益相关者”，他们在学校的多元治理结构

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主要负责对学校的各种行

为进行规范、监督和审计。美国是学术、行政各司其

职，权力范围明确；法国、日本是以行政权力为主导，

政府拥有教育管理的上层权力；英国、德国是学术、

行政分离，以学术权力为主导，政府对教育的干预

较少。

其二，教师是高等教育最重要的参与者，高校要

想获得更多的政府资金支持，无论是按学生数量进

行划拨的政府拨款，还是通过科研争取更多的专项

资金，都需要教师的积极参与，吸收他们参与学校治

理是非常重要的。国外教师参与学校治理的途径

有：美国主要是教师评议会，英国主要是理事会、评

议会等，法国主要是科学委员会，德国主要是评议

会。另外，国外高校绝大部分大学都有明确规定，大

学校长、院长、系主任这些行政职务必须由教授来担

当。他们负责学术和行政事务，也作为各级管理层

中设置的各种委员会的成员，在管理中享有决

策权。［９］

其三，学生和学生组织为自己所受的高等教育

付出了高昂的学费，成为高校经费来源的第二渠道，

所以让他们参与学校治理显得尤为必要，同时也为

未来的捐赠打下基础。美国把学生的要求和期望看

作是学校的培养目标和质量标准，并且让学生参与

学校教学目标规划和教学计划的制订，使学生真正

成为学习的主体。法国则在其颁布的《大学教育改

革法》中规定：在学校的管理委员会中增设一名大

学生，并建立学生评教制度。［１０］在德国，高校学生对

教师的教学评估已成为影响教师职位、晋升、薪水等

的重要因素之一。［１１］

其四，校友及校友之外的捐赠者或者社会团体

为学校的发展捐赠了大量的资金，让他们参与学校

治理，不仅可以促进高校多元治理机制的形成，还可

以利用他们的专业经验和对社会需求的敏感性，帮

助大学确定发展战略和目标，有利于学校更好的发

展。［１２］国外捐赠者参与学校治理的途径为：美国主

要是董事会，英国主要是理事会，法国主要是校务委

员会。

国外高校由于管理体制、文化传统、思想意识等

的不同，其治理结构与管理模式存在着很大差别。

但也有一些共性，即大学治理主体逐步多元化，各治

理主体之间相互独立、相互联系，形成既分工合作又

相互制衡的权力结构。目前，国外高校的治理结构

主要分为以下三种：

（１）学术行政各司其职。这种模式以美国为代
表，特点是学术、行政两种权力严格分开，在各自的

范围内发挥自身的优势。美国大学的董事会拥有最

高权力，主要负责制定学校的大政方针，决定大学发

展方向和脉络。校长是美国大学行政管理的最高负

责人，由董事会任命，是董事会的法定代表和执行官

员，全面管理学校各项事务。教师评议会专门负责

制定学术政策与规章制度等学术方面的事务，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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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学术管理的有效性和高效率。

（２）以学术权力为主导。这种模式以英国和德
国为代表，特点是学术行政两权分离，以学术权力为

主导。政府很少对大学进行干预，主要负责行政管

理和教学工作，而把相当一部分权力都下放到教授

行会、教职工代表大会、学院及系委员会等学术部

门。英国大学副校长一般由教授行会和校务委员会

共同推荐，而其他一些行政人员如学院院长等通常

由教授担任，也都由校务委员会或院系委员会选举

产生，这充分体现出了英国大学教授治校的传统。

德国大学被称为“正教授大学”，即教授的权力很

大，其行使权力的机构主要是大评议会和评议会。

大评议会最重要的职能是选举校长，评议会主要负

责制定校内的一切规定，包括接受和审议校长年终

报告。

（３）以行政权力为主导。这种模式以法国、日
本为代表，特点是学术、行政完全分离，以行政权力

为主导。法国的大多数大学都由中央政府提供资

助，所以国家把握了教育管理的上层权力，教授和行

会把握基层的权力，校级和院级权力比较薄弱。日

本高校内部治理多数实行评议会领导下的一长制，

校长或总长是日本大学的最高行政负责人，代表政

府管理学校一切事务。

　　二、我国高校多渠道筹资出现困境

的根源在于治理结构不完善

　　目前我国高校筹措经费的渠道有财政性教育经
费、学费收入、贷款收入、科研及服务收入、校办产业

收入、社会捐赠收入与融资收入。

虽然我国目前存在上述７种筹资渠道，但财政
拨款和学费收入仍是学校经费的主要来源。贷款虽

然可以很快缓解学校发展所急需的资金问题，但风

险很大。对于少数知名高校来说，科研及服务收入、

校办产业收入、社会捐赠收入、融资收入也是比较可

观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学校教育经费的不

足；但对于大部分高校来说，这类收入微乎其微。我

国高校的筹资渠道没有像国外高校一样呈现多元化

发展，其原因主要在于我国高校的治理结构不够完

善。目前，我国高校的治理结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

长负责制。在这种体制下，学校主要由党政两大班

子人员管理，教师和学生虽然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参

与学校管理，如教代会、学术委员会、学生会、学生评

教等，但参与的有效性不够，社会力量更没有机会参

与学校的管理。由于教师、学生及社会力量很难有

效地参与到学校的决策、执行和监督系统，他们的权

益得不到很好的发挥，所以学校的发展对他们来说

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更别说为学校的筹资捐

款贡献力量了。

　　三、改革与构建我国高校多元治理

结构的建议

　　国外高校由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学校，取得了
很好的效果。我国高校也可以尝试构建这种利益相

关者共同参与学校管理的治理结构。我国高校的利

益相关者包括内部利益相关者与外部利益相关者。

内部利益相关者主要是指高校里的教师和学生，外

部利益相关者则非常广泛，但总体上可概括为政府

和社会力量两类。我国高校要想实现多渠道筹资，

其治理模式中就应充分考虑让教师、学生、政府、社

会力量等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学校的治理。

１．完善治理结构，要使教师有效参与高校管理
大学的三大功能即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

社会，主要是靠教师来实现，所以教师对大学的重要

性不言而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３０条明
确指出：“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通过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等组织

形式，保障教职工参与民主管理和监督。”［１３］这是国

家教育法规对于教职工合法权力的规定。目前来

看，教师参与管理主要指教师参与学术事务的决策。

各高校应制定相关规章制度保证教师参与的有效

性，充分发挥教师的主人翁地位。只有这样，教师工

作起来才更有激情，不管是从事教学还是科研，才会

有更大的主动性，进而取得更大的成就。对于任何

一所大学来说，无论是教师队伍中出现于丹、王立群

之类的大师还是钱学森、袁隆平之类的科学巨匠，都

可以给学校带来良好的声誉，从而吸引到更多的生

源、争取到更多的科研基金。

２．完善治理结构，使学生参与高校管理
我国教育部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中曾明确规定，要“鼓励学生对学校工作提出批评

和建议，支持学生参加学校民主管理”。目前中国

相当一部分高校让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的主要形式是

学生评教。有些高校的管理机构正在尝试实行让学

生参与学校管理的新模式，比如南开大学校务委员

专门为学生代表设固定席位，让学生参与学校治理；

南昌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中国石油大学等选拔优秀

学生担任校长助理；华东师范大学设立“学生参议

会”制度；北京师范大学设立“听证会制度”；华东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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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大学设立对违纪学生处分的听证会制度等。这种

让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的模式会使学生充分感觉到自

己的主人翁地位，这些学生毕业后也将成为回报学

校的潜在资源，进而有可能为母校捐赠。

３．完善治理结构，要使政府合理参与高校管理
我国高校是由教育部和各省教育厅代表政府直

接对大学进行领导与管理的，包括对大学校长和领

导集体的任命、专业设置、学位设置、招生规模、教师

编制、资源配置以及质量评估等。这种治理结构使

政府对高校进行直接管理并且管理过多，高校缺乏

办学自主权，是非常典型的政府控制模式。政府在

对高校进行决策时，可以引入专家、学者。譬如拨

款，政府就可以成立既有政府人员又有专家学者和

其他社会人员组成的委员会，专门负责拨款，并将高

校获得的资金与资金的使用效果联系起来，建立合

理的治理结构。

４．完善治理结构，就要尽快吸收社会力量参与
高校管理

目前，我国是政府举办高校、政府评估高校，而

最终大学培养的人才却是社会来使用和消化，这就

出现了现在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而企业又招不

到理想人才的矛盾。所以引入社会力量参与高校治

理显得非常有必要。

社会力量的参与，一方面，可以把社会对人才的

需求信息及时传递给高校，便于高校调整专业设置

和培养规模，从而促进学校的长远发展。另一方面，

社会力量对高校内部事务的有序参与，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提高高校工作效率，推进高校管理的民主化

进程。目前，社会力量参与学校治理的主要模式为

高校董事会或理事会。我国已有２００多所院校建立
了董事会，还有一些高校的董事会正在筹建之中。

社会力量参与高校治理，不仅有利于学校的长远发

展，还能吸收一些社会资金注入学校建设之中，从而

实现双赢。

总之，高校要充分发挥教师、学生、政府、社会力

量参与学校管理的作用，建立健全学校的多元治理

结构，把这些利益相关者引入到决策层，树立他们的

主人翁意识，进而实现多渠道、多途径筹措资金，缓

解高校办学经费不足，促进高教事业又快又好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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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高校安全稳定工作科学化的路径探讨
熊项斌

（中州大学 德育教学部，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４）

［摘　要］高校安全稳定关乎自身改革、发展，还有助于维系社会长治久安，历来被公众视为社会秩
序稳定的晴雨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不可忽视的国内问题和亟待解决的高校自身问题，提示我

们高校安全稳定工作不应限于对突发事件的处理，而应常态化、长效化。针对当前我国高校安全稳

定工作突发性事件和潜伏性事件兼而有之、群体性事件和社会性影响相互交织、影响因素复杂性和

维稳任务艰巨性长期存在等新特点，应积极探索构建高校安全稳定工作的长效机制，诸如健全高校

内部矛盾化解机制、高校安全稳定预警机制、高校治安防控机制、高校安全稳定联运机制，以期提高

高校安全稳定工作的科学化水平。

［关键词］高校安全稳定；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０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３．０４．０１９

　　高校作为社会的子系统，其安全稳定既是维系
社会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又是实现自身科学发展

的重要保证。随着近年来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以及

高校与社会的深度融合，影响高校安全稳定的因素

越来越复杂，高校安全稳定问题日益成为学术界研

究的热点。通过对近年来研究文献的梳理与分析发

现，国内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高校安全稳定的内涵

及影响因素和对策分析方面，在探索高校安全稳定

工作的长效机制方面成果较少且多重复研究。究其

原因，就是对高校安全稳定形势总体走向缺乏前瞻

性分析，不能把化解新矛盾、消除不稳定因素的日常

工作纳入高校安全稳定工作机制之中。笔者认为，

把安全稳定工作简单视同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

缺乏建立安全稳定工作长效机制的意识，势必影响

高校安全稳定工作科学化的实现和水平的提升。本

文拟通过分析高校安全稳定工作的内涵、现状及面

临的挑战，试图从矛盾化解、预警监控、治安防控、联

动保障４个方面，探索建立高校安全稳定工作的长
效机制，希望能有助于实现高校安全稳定工作的科

学化及水平的提升。

　　一、高校安全稳定工作的内涵及

现状

　　１．高校安全稳定工作的内涵
“安全”一词在各种现代汉语辞书中有着基本

相同的解释，意为没有危险、不受威胁、不出事故。

《辞海》对“安”字的第一个释义就是“安全”，并在

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含义上列举了《国策·齐策

（六）》的一句话作为例证：“今国已定，而社稷已安

矣。”稳定是指事物在一定的时间内不会轻易发生

变化，处于稳固安定状态，这是事物发展的前提和条

件。从对研究材料的整理来看，国内众多学者对高

校安全稳定工作的重要性都高度重视，达成了广泛

共识。现有成果对高校安全稳定内涵的研究侧重点

虽有不同，但研究重点都主要集中在政治稳定、思想

稳定、教育科研秩序稳定、校园及周边环境稳定４个
方面，具有目标的一致性、行为的共同性、对象的具

体性。笔者认为，高校安全稳定是指高校师生对行

为规范自觉认同，高校系统中各要素协调有序、良性

运转、持续发展的状态。高校安全稳定工作是以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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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良好的高校校园秩序为重点、以保护高校师生人

身财产安全为目的而领导组织的消除安全隐患、处

置突发事件、化解矛盾冲突的实践活动。高校安全

稳定工作涉及校内各领域、各部门，是高校师生都要

积极参与的系统工程。

２．高校安全稳定工作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

成就，为社会输送了大量的高素质人才，对我国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而取得这些

成绩的前提和基础是强有力的高校安全稳定工作。

当前我国高校安全稳定工作的总体状况和态势是好

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就国际形势而言，西方反华

势力借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人权问题及贸易等不断

制造事端，同时又利用网络等现代信息手段，不断进

行思想渗透，进行反动宣传和各种破坏活动，极易影

响社会稳定。就国内情况而言，当前我国既处在黄

金发展时期，又处在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多

发高发时期。就高校自身而言，由于高校扩招，硬件

建设的滞后、软件水平的降低、传统学风校风的弱化

等，为学校增加了很多不稳定因素。可以说，复杂多

变的国际形势、不可忽视的国内问题和亟待解决的

高校自身问题，使得高校安全稳定形势难以预测。

而涉及大学生群体自身利益和价值取向的“就业

难”、“宗教信仰”、“心理健康”、“恋爱人际关系”、

“校园非主流文化”等热点问题，正日益成为高校安

全稳定工作的焦点。以北京市为例，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７
年，北京市高等学校发生各类影响校园稳定事件

５００余起，发生多起因大学生用火、用电或吸烟不慎
而引发的火灾、火险，另有多起大学生死于交通事

故，还有极少数大学生涉嫌违法犯罪而受到治安或

刑事处罚。［１］此外，自１９９９年全国高校扩招以来，很
多高校都建有新校区。新校区建设中校园周边复杂

的环境加大了高校安全稳定工作的难度。以河南省

为例，郑州、洛阳、新乡、焦作、安阳等市都为高校规

划了新校区。郑州市东西南北都建有大学城，大学

城内高校校园四周的卫生、饮食、邮政、储蓄、购物、

出行等条件还不够齐全，这些给各大学城内高校安

全稳定工作带来严峻挑战。此外，长期困扰高校安

全稳定的校园消防安全、大学生心理安全、网络安全

等，稍一放松警惕，就可能酿成高校安全稳定事件。

　　二、当前高校安全稳定工作的特点

与挑战

　　高校稳定是社会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

校健康发展的基础与前提。当今国内各高校正处在

发展的关键时期，特别需要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

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

展，高校的办学规模不断扩大、人员结构日趋复杂、

开放性明显增强，使得高校安全稳定工作呈现出诸

多新特点，面临巨大挑战。

１．突发性事件和潜伏性事件兼而有之
突发性事件是高校安全稳定工作的难点。高校

的功能作用及其所面对的特殊群体，决定了高校是

突发事件易发、频发的场所之一。社会政治事件、自

然灾害事件、公共卫生事件等，都易引发高校突发性

群体事件，从而给高校带来严重不良后果。高校安

全稳定事件具有突发性，许多高校安全事件在事发

前没有任何预兆，发生时间和地点很难预测和控制。

高校应对突发性事件，应在第一时间控制负面影响，

防止衍生出更多安全稳定问题。此外，很多高校安

全稳定事件具有潜伏性。也就是说，有些安全事件

的隐患是能够事先发觉并加以消除的。高校安全稳

定工作者要把消除安全稳定事件隐患纳入自身工作

视野，因为及时发现并消除安全隐患，把安全危机消

除在萌芽状态要求最高、效果最好。扁鹊三兄弟从

医，长兄医术最好，原因是长兄治病于病情发作之

前。对于高校安全稳定工作来讲，隐患早治，才能杜

绝影响安全稳定的事件发生，这就要在超前防范的

基础上，运用逆向思维去查找问题、运用横向思维查

找隐患，对发现的思想、行为、装置等方面的隐患应

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根治，将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２．群体性事件和社会性影响相互交织
高校安全稳定事件具有群体性特点。由于高校

学生的群聚特点，加之利益冲突常常影响某一群体，

使得高校安全稳定事件一旦发生往往有众多的人员

参与和支持，极易酿成对教学管理秩序产生严重负

面影响的集群行为。从安全稳定事件的社会影响来

看，高校安全稳定事件具有社会性特点。随着高校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功能作用的不断发挥，高校与社

会的互动性逐渐增强、高校安全稳定与社会稳定的

相关性也大大增强。高校稳定已经成为社会稳定的

“温度计”和“晴雨表”。高校发生的安全稳定事件

一般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层面原因。加之现今社会对

高校的关注度越来越高，高校稳定事件的处置难度

也随之越来越大，稍有不慎就会引发更大的社会问

题。尤其是在今天，高校９０后大学生以独生子女居
多，其背后是整个家庭的期望和理想。因此，高校安

全稳定问题不可避免地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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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影响因素复杂性和维稳任务艰巨性长期存在
随着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高校办学规模

逐渐扩大，学生层次多元化现象较为普遍，越来越多

的高校包含了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专科生、成人

高等教育生等多种层次的学生。［２］加之国内很多高

校都有自己的新校区，多层次办学、多校区办学为高

校安全稳定工作提出了严峻挑战。而且高校安全稳

定工作涉及要素多，内部要素之间存在错综联系，外

部环境因素极其复杂，使得维护高校安全稳定工作

的任务日益艰巨、繁重。尤其是外部环境，高校受其

严重影响但又无法选择，现今高校存在的一切影响

安全稳定工作的事件背后，几乎都受其外部社会环

境的一定影响。随着高校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进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高校与社会的互

动必将进一步密切和频繁，高校的安全稳定与社会

稳定的相关性大大增强。［３］高校安全稳定工作的影

响因素、应对策略都应该放到社会层面去考虑。国

际形势与国内矛盾相互交织、社会矛盾与校内矛盾

相互交织，加之高校安全稳定工作内在要素又处在

不可控的动态变化之中，使得影响高校安全稳定的

因素复杂严峻，维护高校安全稳定的任务繁重艰巨。

就国际形势而言，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

大调整时期，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呈现新

特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

领域中依然存在并有新的发展。西方国家借西藏问

题、新疆问题、人权及贸易等不断制造事端，同时又

利用网络等现代信息手段，不断进行思想渗透、反动

宣传和各种破坏活动。而现今高校大学生由于缺少

社会经验，对事件起因和社会整体利益理解不够深

刻，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就国内情况而言，当前我

国既处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在人民内部

矛盾凸显期，高校安全稳定影响因素的复杂性决定

了维护安全稳定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三、实现高校安全稳定工作科学化

的机制探讨

　　维护高校安全稳定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如
何构建和谐稳定的校园环境、建立安全稳定的长效

机制、确保高校的安全稳定，是高校的一个重要而迫

切的课题。［４］境外发达国家和地区通过为校园安全

立法，加强师生安全教育，建立校园警察制度，在校

园安全稳定工作长效机制建设方面有很多成功经

验。我国的高校安全稳定工作应该借鉴境外发达国

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探索构建安全稳定工作的长

效机制，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前瞻性，不断提高安全

稳定工作的科学化水平。

１．健全高校内部矛盾化解机制
９０后大学生越来越关心自身的利益，尤其是对

学校后勤保障、教学管理中的一些关乎切身利益问

题的不满，极有可能延伸成对学校的对抗情绪，引发

群体性事件。对高校来讲，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既

无法选择，也不能短时期改变，但一定要把涉及大学

生就业、心理和情感等热点现实问题作为重中之重。

一是要尽快建立安保人员与大学生的交流机制。近

年来，就业、住房、腐败、治安、物价等社会问题，已经

成为影响高校安全稳定的潜在因素。高校的安保人

员也应在本职工作范围内，深入到大学生中与其交

流、沟通、谈心，及时了解学生动态，收集各种舆情信

息，了解安全管理工作的情况和特点，对影响校园安

全稳定的因素提出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二是要尽

早建立诉求引导与协商解决机制。诉求引导与协商

解决一方面可以缓解师生压力，另一方面可以“顺

藤摸瓜”把握师生心态心境，及时化解矛盾，把影响

安全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减少突发性事件

的发生率，避免事态扩大化。高校要不断畅通大学

生反映意见的渠道、方式，使大学生话有地方说、怨

有地方诉、事有地方办，增强安全稳定工作的主动性

和前瞻性。

２．健全高校安全稳定预警机制
突发性事件是高校安全稳定工作的难点，正确

而及时地处理突发性事件是高校安全稳定工作的现

实要求。高校对突发事件的反应速度和处理能力是

应急机制成败的关键，将直接影响到社会政治稳定

和治安稳定。高校要建立安全稳定预警机制，在第

一时间控制突发性事件的负面影响，防止“链带效

应”衍生出更多安全稳定问题。一是要完善网络舆

情监控机制。我国已经进入网络时代，以互联网为

代表的新媒体，正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成为

各种社会思潮、各种利益诉求的集散地，成为社会舆

论的放大器。高校安全稳定工作要充分关注网络新

媒体的影响，主动研究、积极利用高校网络舆情，通

过研究和处理高校网络舆情，及时、客观、充分传播

信息，保持信息的公开和畅通，对影响高校稳定的因

素进行分析判断，以便及早做好预警和预防工作。

二是要制定完备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凡事预则

立，不预则废。”高校突发事件的发生具有很强的爆

发力和破坏力。突发事件一旦发生，演变十分迅速，

如不妥善处置，将会产生“蝴蝶效应”。高校要有效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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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预防和处置影响安全稳定的突发事件，在舆情分

析和超前研究的基础上，制定科学、详细的突发事件

应急预案。应急预案可以使高校安保工作人员率先

从容平稳地从心理上进入防控状态，防止出现手忙

脚乱、疲于应付的局面。

３．健全高校治安防控机制
高校是育人的场所，是求知者的天堂。高校为

师生创造安静、和谐、健康的学习和成长环境，必须

注重平安校园建设。加强平安校园建设要求高校必

须完善治安防控机制，要以师生员工人身、生命和消

防安全为重点，做到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防之

于未然。一是要构建安全防范工作体系。人防、物

防、技防是高校防范工作的三个重要方面，其中人防

是主导、物防是基础、技防是重点发展方向。只有实

现人防、物防与技防的“三结合”，建立“三防一体”

的校园安全防范工作体系，才能确保高校校园的长

治久安。二是要落实校园治安巡逻机制。治安巡逻

是加强校园安全防范的重要手段。高校应建立群防

群治的巡逻体制，实施网格化巡逻，切实增强校园有

警密度，提高安全稳定隐患的发现、处置能力。尤其

是要对在教学区、生活区和易发案的重点路段、重点

部位，要保证出勤警力和巡逻频率。三是要落实校

园周边综合治理机制。校园周边治安环境对保障高

校校园安全稳定影响重大。高校要从周边大环境中

去审视和研究校园内部安全稳定工作，积极与周边

地区政府部门合作，共同构筑起校园周边环境综合

治理防线。

４．健全高校安全稳定联动机制
高校安全稳定联动保障机制，是指高校内部保

卫部门、学生工作部门、后勤部门要整合原有分散的

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建立三级纵向管理联动服务体

系，确保安全稳定工作的主动性，努力将安全稳定工

作覆盖到校园每个角落。一是要加强安全保卫队伍

的专业化建设。高校的特殊性决定了高校安全稳定

队伍的专业化。目前，高校的安全保卫工作者基本

上由转业军人、退役士兵、原武装部人员及其他人员

构成，极少数是专业对口的高校大学毕业生，他们中

的大部分人员学历层次较低，存在语言表达能力和

处理问题能力不足的现象。［５］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高

校普遍建立了职业化、专业化的安全保卫队伍。国

内高校安全保卫部门要结合我国正在加快推行的保

卫职业等级证书制度，认真组织安保人员参加专业

培训，使其具备坚定的政治立场、敏锐的政治意识、

丰富的社会知识以及娴熟的工作技巧等，通过建立

高素质、专业化的安保队伍，为校园安全稳定工作提

供人力保障。二是要建立系统化、科学化、制度化的

大学生安全稳定教育体系。大学生安全稳定教育是

指以维护大学生的人身、财产安全和身心健康等为

出发点，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对大学生进行法律

法规、安全知识与防范技能的教育与管理活动。当

前，我国高校安全稳定教育滞后于安全稳定形势的

发展，是我国高等教育的薄弱环节之一。我国高校

要通过扎实的大学生安全稳定教育，增强政治意识、

强化安全意识，普及安全知识，提高其自我保护和对

安全事故防范能力。

　　四、结语

稳定压倒一切，安全警钟长鸣。２０１０年 ７月，
我国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对当前及未来１０年校园安全稳
定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国内高校必须不断总结经

验，不断完善矛盾化解机制，完善预警应急机制，健

全安全保卫工作联动机制，完善人防、物防和技防

等，创新工作模式，努力使高校安全稳定工作适应新

形势、新要求，为推进高等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提供

强有力的安全保障。

［参　考　文　献］

［１］　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北京高教学会保卫学
研究会．大学生安全知识［Ｍ］．２版．北京：机械工业出
版社，２００８：２．

［２］　董小刚，蔡玉波，余小英．多层次学生结构下高校安全
稳定教育探析［Ｊ］．商业文化，２００９（７）：１７８．

［３］　永锋．从三个层面看高校稳定工作的地位［Ｊ］．卫生职
业教育，２００７（２）：１５．

［４］　尤小涛．新时期影响高校安全的主要因素和对策分析
［Ｊ］．法制与社会，２０１１（５）：２０５．

［５］　余宏明．美国高校安全管理及启示［Ｊ］．中国安全科学
学报，２００４（８）：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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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隐喻的思维模式及其应用
张学东

（安徽工程大学 艺术学院，安徽 芜湖 ２４１０００）

［摘　要］隐喻是人类感知周围世界并形成概念的工具，其实质是通过另一类事物来理解和经历某
一类事物。就语意表征而言，设计隐喻是通过意义转换把不同的语义场联系起来，并在两类不同事

物间建立相似性从而创造出新的意义。所以，相似性是其逻辑基础，用“物体—属性—值”链可以

清晰表达这种“此类事物”与“彼类事物”的逻辑关系。事物之间物理和心理层面的相似性可以促

进设计意义的形成与表达，但这种相似性受个人文化背景及生活经历等因素的影响，因而设计者应

对隐喻设计中的相似程度仔细揣度，以做到恰到好处。

［关键词］隐喻；相似性；设计思维

［中图分类号］Ｊ０４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３．０４．０２０

　　“隐喻”一词来自希腊语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ａ，意思是“意
义的转换”，即将一个词语在惯用法中表达的意义

进行变换，以表达它原本表达不了的意义。“隐喻

是在彼类事物的暗示下感知、体验、想象、理解、谈论

此类事物的心理行为、语言行为和文化行为。”［１］传

统的隐喻理论认为隐喻是一种语言行为，是最基本

的形象化的修辞形式，是从字面意义到修辞性意义

的语言“转变”。现代语言学突破了传统的隐喻学

范畴，认为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法，还是人类的一

种认知方式，人们通过隐喻来认识、了解和感悟新的

事物。隐喻在本质上是人类感知周围世界并形成概

念的工具。“隐喻的实质就是通过另一类事物来理

解和经历某一类事物。”［２］设计隐喻是后现代主义

的一种设计方法，“隐喻的出现主要是针对国际式

反传统、隔断历史、与使用者没有对话、语言单调贫

乏的缺点而提出来的”［３］。现代设计强调产品的意

义、语言及符号功能。在这一点上，隐喻可以丰富产

品的内涵意指，使得产品易于被人接受、理解，更能

产生深远的意义。已有研究多倾向于隐喻的语言学

研究，本文拟从设计的角度来探究隐喻在设计中的

思维模式及其应用。

　　一、隐喻在设计中的语意表征

隐喻是由“彼类事物”、“此类事物”和两者之间

的联系这３个元素组成的（见图１），通过在两类事
物之间建立起某种相似性的联系而创造出新的意

义。所以，隐喻是一种工具，通过这个工具人类可以

更好地理解周围世界并形成概念。因此，作为一种

情感表现的方式，隐喻在视觉传达设计、产品设计等

艺术设计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设计是创造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以表达一种感

情、思想、概念或使用方法。设计的意义不能通过设

计作品本身的话语表达出来，它只能通过作品的造

型符号所形成的语言来传达。但作品的造型符号本

身并不形成任何情感与意义，情感与意义的生成靠

消费者的理解与感悟。然而，消费者的理解与感悟

图１　隐喻意义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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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建立在他们对日常生活经验前理解的基础上。因

此，为了使设计表达出一定的意义与情感，只有通过

消费者所熟悉的物品或故事来促进其对设计作品的

感知、体验、想象和理解。这也是隐喻在设计中所发

挥的最大作用。

例如，在电话答录机这个意义领域，典型的事件

包括接电话、存电话号码、打电话等；电话簿的典型

事件包括打开电话簿、找电话号码、写电话号码等。

电话答录机与电话簿这两类不同事物构成不同的语

义场。如果我们把电话机设计成电话簿的形态，就

把这两个不同的语义场联系了起来，在传统的电话

簿与尖端电子通讯之间建立一种不言自明的相似

性，在技术逻辑与大众心理之间找到一种可以自由、

放松、愉悦地交流的设计语言（见图２）。所以设计
隐喻的本质是借着参考的方式来设计产品外形，表

达暗含的意义。

后现代主义设计充分运用隐喻来表达历史、文

脉、思想等事物对我们的意义。“语意派的核心是

在于设计上‘隐喻’手法的合‘理’化。”［４］后现代主

义设计通过隐喻的合理化方式，构建了现代与传统

之间的文化桥梁。如图３所示的电子罗盘，借助于

图２　电话答录机

传统罗盘概念，包含了天圆、地方、八卦等隐喻

意义。

图４所示的电子壶，参考了古代鼎的造型，表达了电
子产品的功能与造型的设计诉求。图５所示的烤面
包机，通过铝制的外壳波纹隐喻烤面包过程的热气，

而轴的对称则见证了典礼仪式的进行。

　　二、隐喻在设计中的思维逻辑

就设计隐喻而言，设计师通过隐喻去探讨人类

情感愉悦的体验，当人类自身特定的遗传、习惯、学

识、修养等认识图式与视觉对象所蕴涵的意义产生

视觉交触时，心理表现可以达到认同与平衡。［５］

设计隐喻是在彼类事物的暗示下感知、体验、想

象、理解当前物品所隐含的意义。要达到这一目的，

就必须以彼类事物与此类事物之间的相似性作为意

义转换的基础。作为一种需要想象力的方法，隐喻

可以在一种逻辑的基础上创造出来，因为隐喻本身

就源于一些逻辑基础，所有的比较都必须有赖于某

种逻辑关系。正是这类逻辑关系才使得语义“转

换”得以完成。

隐喻是通过已存的符号来塑造一个新的目标。

在设计领域，这里的已存符号被看成是一个潜在的

象征符号，它是一个已存在的物体或物体的一部分。

之所以能形成隐喻关系，是由于其与“其他事物”具

有相同或相似的属性。

为了理清“此类事物”与“彼类事物”的关系，可

用图６来阐释这种逻辑联系。我们假设此类事物Ａ
是具有特征 ａ１、ａ２、ａ３……的已存物，并且具有典型
形态Ａｓ；彼类事物 Ｘ是一个新的具有特征 ｘ１、ｘ２、
ｘ３……的未知物体（新目标），并且还没有一个既定
的形态。在一般情况下，一个设计者选择Ａｓ作为一
个参照形态来塑造 Ｘｓ或 Ｘｓ的一部分，是因为特征
ａ１等于或近似于ｘ１，或者ａ２等于或近似于ｘ２……。

运用“物体—属性—值”链可以更加清晰地表

达它们的关系。在图７中Ａ是一个拥有属性ａ１、ａ２、

图３　电子罗盘　　　　　　　　　图４　电子壶　　　　　　　　图５　烤面包机　　　　

·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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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３……的既存单体，它们的值是 Ｖａ１、Ｖａ２、Ｖａ３……，
Ａｓ代表Ａ的形态；Ｘ是一个具有属性 ｘ１、ｘ２、ｘ３……
的未知单体，它们的值是Ｖｘ１、Ｖｘ２、Ｖｘ３……，Ｘｓ是一
个未知的形态。如在“我的衣服颜色是黑色”这句

话中，物体是“衣服”，属性是“颜色”，值是“黑”。

例如在隐喻“他是一只老鼠”中，他的个性与老鼠的

属性具有相同的值即“羞、怯”，所以用老鼠来隐喻

他们的羞、怯这一特征。图８中的电话答录机设计
重在探讨乡土文化、乡土艺术因素在设计创意上的

运用，整体造型灵感来自于美国各地司空见惯的邮

箱，其表面页状的平行突起部分加强了这一意象。

之所以能用邮箱来隐喻电话答录机这一目标，是因

为邮箱与电话答录机两者共有的一个功能属性

值———接受或发出信息———是相似的。当把邮箱这

一个在逐渐消失的语义场运用到电话答录机语义场

时，在不经意之间就引起了人们对历史与乡土的追

忆，从而达到了设计要传达的意义（见图９）。可见，
在设计隐喻中，建立相似性是意义得以表达的基础。

图６　Ａ有典型形态Ａｓ，Ｘ还没有一个形态

图７　“物体—属性—值”解释

图８　电话答录机

在设计隐喻中，相似性包含物理相似性和心理

相似性两个方面。物理相似性主要指概念与符号之

间在形状、外表和功能等方面相似。如图１０所示的
时钟，以红色转盘的旋转隐喻从山谷里上升的太阳，

涂金小铁条上的固定刻度则是阳光的光芒；以日月

交替（各半圈时针分别以太阳———白色点与月

亮———黄色点代表白天与晚上），日复一日的观点

来表达时间永恒。

设计隐喻的心理方面的相似性主要是指概念与

符号在特殊的文化语境中存在的相似性。图１１的
海棠式杯运用“棠”与“堂”之间的谐音来隐喻“富贵

满堂”和“金玉满堂”之意。这种吉祥隐喻是建立在

特定文化范围的心理认同基础上，局外人对于其中

的意义很难理解。此类相似性的建立在不同的文化

中存在很大差异。

图９　设计隐喻的语意分析

图１０　时钟

图１１　白釉海棠式杯

·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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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设计隐喻的相似性程度

需要指出的是，在设计隐喻中，这种创造性的相

似性比较容易产生语意病理。因为产品自己不能说

话，不能表达自己是什么，只能靠消费者的体会和感

觉。对相似性的理解与人的文化背景、生活经历以

及知识储备有关，不同的人对相似性的理解存在差

异。基于这种考虑，设计隐喻中相似性的建立需要

把握好“度”，即相似性的程度。过于相似则显得太

直白，相似性隐藏得太深则有可能不为人所理解。

其实，隐喻之所以具有存在的可能，也正是因为事物

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彼类事物与此类事物之间

的意义转移只是部分特征的转移。如果两个事物完

全相同，或两者绝然没有相似之处，隐喻都不可能

成立。

在设计隐喻中，有的相似性看起来很容易理解。

例如图１２所示的饮水器，运用水的涟漪来隐喻产品
的用途，在视觉上很容易产生联系。这类隐喻往往

在诠释产品的功能用途时比较常见。而在另外一些

设计隐喻中，两类事物之间的相似形却非常晦涩。

例如说一个好人是“正方形的”时，通常就很难理

解，正方形与好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形状或功能上的

相似性，但是“好人”和“正方形”都是完美的。可见

他们是建立在“完美的事物”这个概念基础上的。

如图１３所示的电话答录机借用抽象艺术形式来为
隐喻服务，通过对高度抽象化、概念化的一座花园的

隐喻，表现民俗文化对设计的影响。这类晦涩、玄奥

的隐喻在暗指某种哲学或思想时运用较多。

在设计隐喻中，相似性的程度是一个很难把握

的尺度。如果相似性太大，在理解上就容易引起乏

味；如果相似性太弱，则在理解上不能达到设计的目

的，甚至引起相反的解读。因此，设计者应仔细揣

度，以做到恰到好处。

图１２　饮水器

图１３　电话答录机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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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服饰文化对旗袍造型发展的影响
魏玉龙

（郑州轻工业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旗袍是中国近代妇女的主要服装款式之一。随着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融合，其造型也在为
适应现代生活而不断发展变化。受西方服饰文化风格的影响，旗袍款式经历了改良、中西合璧、简

化实用以及与现代女装融合４个时期。研究旗袍造型演变历程使我们认识到，文化背景影响服装
造型趋势，东西方文化交融推动了我国服装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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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旗袍是我国的一种典型民族服装，它本是满族
妇女服装，后来随着民族融合，汉族妇女也模仿穿

着，并在原有基础上推陈出新，不断改进，演变成近

现代中国妇女的主要服装类别。

２０世纪以来，西方服饰观念流行，大大冲击和
丰富了中国传统民族服饰文化，使中国女装造型开

始向重视功能性和个性化的方向发展。在吸收西方

女装立体造型的观念后，旗袍在裁剪方法、工艺细节

方面有了较大突破，强调女性人体曲线，从平面造型

转向立体造型，从而衬托出女性自然优美的体态。

本文在总结旗袍各个时期造型变化的基础上，

探讨西方服饰文化对旗袍造型的影响及现代启示。

　　一、近代旗袍服饰特点

１．１９２０年代旗袍改良并成为流行女装款式
２０世纪初的清末旗袍比较宽松、轮廓平直，依

然延续袖长过手的“大挽袖”，在袖里的下半截彩绣

有与袖面色彩不同的繁复纹样并翻折出来彰显隆

重；领、襟、下摆等处有精致的镶边，长度大约到踝关

节之上或者小腿中部，给人严冷方正的感觉，与现代

女装的简约风格大相径庭。［１］

１９２０年代初，随着中西方贸易和交流日渐频
繁，西方国家的纺织品大量涌入中国市场，同时将西

方的服饰观念也带入中国。代表巴黎风貌的纤细造

型、低腰线、短裙长等新的审美观，开始在中国女装

上有所体现，新式旗袍逐渐流行。伴随西方思想文

化、道德观和价值观对中国人的影响，女性不再用厚

厚的层叠布幛包裹、束缚身体。这一时期的新式旗

袍腰身较宽松、直线裁剪，长度缩短到脚面或露出小

腿，袖跟较小、袖口宽松，袖子短到肘部或露出手腕，

整体呈现为喇叭型。下摆和袖子缩短是２０年代旗
袍造型的显著特点，标志着女性开始将适度露肤视

作人体美。由于穿着旗袍非常流行，女性常着套穿

来应对四季变化，单袍、棉袍、罩袍都可以套穿，并能

与多种外衣搭配。

１９２０年代末，旗袍不仅开始收腰、袖口缩小，而
且受欧美短裙流行潮流的影响，下摆线也短至膝盖

以下，在衣服边缘简单地以丝绦滚边，立领上也有一

至三道丝绦装饰，风格轻松活泼。女学生的旗袍袖

长不过肘，袖式为“倒大袖”（喇叭袖），裙长刚刚及

膝，优美的腿部线条成为新的视觉中心。许多摩登

女性喜欢穿腰身合体并在袖口装有西式袖克夫的旗

袍，搭配高跟鞋和丝袜，西方直观、暴露的审美观逐

渐在旗袍造型上得以体现。［２］

２．１９３０年代旗袍具有中西合璧的造型特点
进入１９３０年代后，西风渐强，改良的旗袍广为

普及，旗袍进入鼎盛发展时期。当时的上海被誉为

“东方巴黎”，是全国乃至亚洲的时装中心，欧洲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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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的最新款式隔三四个月就会流行起来。大量服饰

杂志用文字、图画、照片等方式宣传西方服饰文化和

流行资讯，加上新面料的织造和引进，各种服装表

演、服装陈列展览以及媒体围绕西方的生活方式、思

想观念展开的公开讨论，使女性竞相效仿西方女性

的流行装扮。１９３０年代欧洲流行服装趋向收腰和
女性化，旗袍吸收其特点，紧身合体，突出胸部和臀

部的曲线，袖口与肩膀变窄。纤细修长的旗袍造型

更加符合精致玲珑的理想形象，以前那种清新的青

年女学生式的倒大袖和平直的腰身完全消失。［３］旗

袍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既适应了现代工业文明生

活方式对服装功能性的要求，又适应了从传统农业

文明中蜕变而来的东方民族的着衣习惯和心理依

赖，成为海派文化风格的典型服饰。

１９３０年代初期，旗袍长度缩短至膝盖，后来长度
逐渐增长。为了行走方便，在旗袍两侧开高叉、甚至

在前后开叉，同时腰部收紧，充分显示女性凹凸有致

的曲线美。１９３０年代末，旗袍造型在简单模仿西方
流行服装的基础上，吸收其裁剪技术的精华并融会贯

通，不仅有腰省、肩省、领省，还运用了绱袖和垫肩工

艺。局部细节的设计更加变化多端，在流行高领的时

候，即便是炎热的夏季，面料柔软的旗袍也要配及耳

高的硬领，且越高越时髦；接下来又流行低领，越低越

时尚，甚至低到无领的程度。袖子的变化也是忽长忽

短，甚至一度取消了袖子，使旗袍更加轻便、合体。

１９３２年以后，旗袍下摆逐渐趋长，长及脚踝或
小腿下部，须穿高跟鞋才能行走。由于极度贴体，为

了方便行走，下摆必须开衩，这也成了现代改良旗袍

的重要标志。１９３３年，旗袍从低衩、无衩又演变成
高衩。随着向西方学习的不断深入，人们对旗袍造

型进行了不计其数的改革。在一些大都市里，如上

海滩，摩登女郎、交际名媛、电影明星等，更是在旗袍

的款式上刻意标新立异，大大促进了它的变化和发

展。交际花唐瑛等人在上海创办的云裳时装公司在

这方面就起了很大的作用。

相比海派旗袍的时尚，北方地区的京派旗袍继

承了传统旗袍的文化特征：衣长及膝；袖长及肘。即

使冬天穿的棉旗袍也保持衣身宽松，袖仅到肘部，露

出一段手腕，这与北京厚重的文化积淀和政治氛围

关系密切。

总结这一时期旗袍的特点，主要有：（１）胸省、
腰省的运用，充分反映了旗袍受西方服饰文化的

影响，造型从平面向立体演化，突出女性的优美体

态。（２）第一次出现肩缝和装袖，使旗袍更加合

体。（３）旗袍在接受西方服饰文化影响的同时仍保
留自己的传统特点，造型严谨，呈封闭式的整体廓

型，突出中国传统女性的保守和矜持。

１９３０年代的旗袍既保留了中国平面式的审美
精华，又结合了西方立体塑型的技艺。旗袍在当时

不仅是人们日常的便服，也是政府规定的外交活动

中的礼服，几乎成了中国妇女的标准服装。从大家

闺秀到学生、工人、家庭妇女都非常喜欢穿着。可以

说，这时的旗袍造型成熟完美，堪称经典。

３．２０世纪四五十年代旗袍造型趋向简洁实用
进入１９４０年代，旗袍已经成为中国女性的主要

服装，形成近乎一统天下的局面。抗战时期，出于经

济和方便活动的考虑，旗袍大部分采用国产棉布或

者普通毛蓝布，整体风格也趋于简洁。衣身宽松适

度，缩短了旗袍的下摆，长及腓部，简化了许多华丽

的细节装饰。旗袍领子趋低，或使用可以拆卸的领

衬代替，仅保留领子上盘扣的精巧，显得有些仓促与

简陋。夏季，袖子愈来愈短，甚至变成无袖，斜襟和

双开襟旗袍比较流行。１９４０年代的旗袍造型与当
时的国际流行趋势同步，做的都是减法设计，这种风

格一直持续到战后。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有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生

活条件逐渐改善，服饰与１９４０年代相比要实用、单
调些。但从一些文学作品中我们依然能够窥见旗袍

之美：

黑缎暗团花的旗袍，领口和袖口镶有极为漂亮

的两道绦子。绦子上，绣的是花鸟蜂蝶图案。那精

细绣工所描绘的蝶舞花丛，把生命的旺盛与春天的

活泼都从袖口、领边流泻出来。脚上的一双绣花鞋，

也是五色焕烂。我上下打量老人这身近乎是艺术品

的服装……

这位穿着“近乎是艺术品”旗袍的老人，是１９５０
年代中国“最后的贵族”———康有为的次女康同璧。

她的旗袍显然是１９４０年代的作品，足以代表１９４０
年代上流社会女性衣着的最高水平。［４］

随后，旗袍、高跟鞋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暂时退出

了主流服装的舞台。

这种源于古代蒙古游牧民族女性的袍服，至清

代满族得以承袭。后来受到西方女装曲线造型的影

响，经１９２０—１９３０年代改革后，旗袍造型更加贴合
人体，且活动自如，适合我国女性的体态特征。它不

需要口袋、带袢等附件，造型简洁，用料节省，做工精

致。旗袍所用面料广泛，丝、纱、绉、绸、缎、呢、棉布

都可以，且根据季节可以制作成单、夹、裘等。局部

·０１１·



第４期 魏玉龙：西方服饰文化对旗袍造型发展的影响

细节的设计也有多种变化，可以是高领、低领、西式

翻领、一字型平领、方领、圆领、Ｖ形领等；袖子可宽
可窄，窄可束臂、长可过手、短可无袖，甚至能够做成

背心式、背带式；下摆可以是直角、圆角，还可以加飞

边作装饰；既可以刺绣钉珠当作社交场合的礼服，也

可以朴素简单当作日常服装穿着。［５］

旗袍的美在于其造型的流畅舒展，让人穿着舒

适。１９４０—１９５０年代的旗袍与传统完全遮盖式的
保守款式不同，但与西方对于女性人体的极度夸张

也不相同。发展变化后的旗袍融入了西方剪裁和现

代审美。其一，当时的旗袍在造型、装饰工艺、裁剪

技术上更加西化，如熨烫归拔配合加强收胸腰省的

余量，强调身材曲线；结构上既有传统的连袖，也采

用西式装袖，装袖款式令女性肩型挺括，在１９４０年
代风靡一时；甚至西式的垫肩也被引入到旗袍中，称

为“美人肩”，亦中亦西的局部设计使传统旗袍的轮

廓有了很大突破。其二，将传统旗袍的盘扣换成了

来自西方的拉链或按扣，这种改变让旗袍有了追随

时代的痕迹，而且在审美、工艺方面更多地融入了西

方服饰的元素。其三，旗袍的用料除了使用传统的

丝绸、印花布、锦缎、香云纱等，还开始使用西方进口

的时装面料，如提花丝绒、洋绢、洋布、蕾丝。用进口

蕾丝镂空面料配以真丝薄料衬裙的旗袍，明显借鉴

了西方礼服的设计，受到上层女性的喜爱。

　　二、现代旗袍服饰特点

１９５０—１９６０年代，“四清”、“文革”等一系列政
治运动使女装变得男性化。从１９５０年代初期一直
到１９７０年代末，由于东西方处于相互敌视的对立状
态，文化交流一度被阻断，中国的服装既没有对本民

族传统文化进行继承和发扬，也没有受西方服饰文

化影响而继续发展和延伸。

１９８０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服装领域也带来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来自巴黎的服装设计师皮尔·

卡丹与上海的时装模特队合作展示了成衣作品；接

着，另一位著名设计师伊夫·圣·洛朗在北京中国

美术馆举办了他的２５周年作品回顾展，这让中国人
感受到了世界时尚潮流的强烈冲击，也为中国服装

造型的借鉴与发展提供了契机。

２０世纪末，由于政治、经济、科技信息产业的迅
速发展，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日益加强，国际大循

环成为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无法回避的潮流。以西

方服饰文化为主流的国际时装舞台上也经常能够看

到许多西方设计师以中国服饰元素为灵感的设计作

品。１９９９年，巴黎高级定制品牌Ｄｉｏｒ的设计师借鉴
１９３０—１９４０年代旗袍流行的造型，以旧上海十里洋
场为背景，用西方视角诠释了充满东方韵味的旗袍

（见图１）。由西方模特展示的长及脚面的旗袍修长
狭窄、裸露背部、并在下摆形成鱼尾状的拖尾，明显

带有西方礼服造型的特点。但高领、盘扣、裙摆处的

开衩和挺拔细致的滚边、精美的刺绣又带有旗袍的

影子。国际著名品牌的设计使中国人恢复了本民族

服饰文化的意识，重新认识到旗袍的魅力。

图１　Ｄｉｏｒ旗袍元素的礼服

旗袍是一种多元思想的产物，它沿袭了中国平

面式的审美精华又结合了西方立体塑形的技艺，在

社交场合它的上身是经典而保守的，领子密不透风；

下面侧摆处又是开放的和现代的，所以，胸部不够丰

满的女性可以用传统平面修长的方式来表现她的美

丽；胸部丰满的女性又可以展现立体轮廓。适体性

强、传统又摩登的特点让越来越多的时尚女性喜欢

带有现代审美和流行元素的旗袍。这从大量女性选

择旗袍来作为婚礼服、电视台女主持人在舞台上身

穿旗袍作晚礼服就能够感受得到。还有许多展示旗

袍之美的影视作品，如《花样年华》《倾城之恋》《阮

玲玉》等更为它在现代社会的流行起了助推作用。

随着国际文化的大融合，东西方的服饰文化最

大限度地碰撞、混合，相互吸收、兼容，旗袍造型变得

更复杂、丰富和多样。如某些旗袍采用深 Ｕ型领、
一字型领大胆坦露前胸部，袖口呈喇叭形并缀有层

层花边，时装化的旗袍更容易被年轻人接受和喜爱。

甚至很多设计师尝试与西方礼服进行“嫁接”，上身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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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下身裙摆形成东西方两种风格的并存。如法国著

名设计师伊夫圣罗兰设计的旗袍时装有立领、盘扣、

大襟等旗袍元素，但黑色透肤的丝质紧身上衣和泡

泡袖型又显示出西方的浪漫和性感，及膝的裙摆处

巧妙借鉴旗袍的侧面开叉既便于活动又展示了女性

优美的小腿曲线（见图２）。还有中国的金顶奖获得
者梁子在她的自创品牌“天意”中不止一次地将旗

袍风格融于小礼服设计（见图３），滚边、偏襟表现出
东方女性的含蓄内敛，与法式浪漫的洛可可式蛋糕

裙结合非但不突兀，反而显得青春俏丽。

还有许多好莱坞明星在走红毯的时候也选择了

既典雅又时尚的旗袍礼服，展现出曼妙风韵。旗袍

造型的显著变化与流行的国际化状态，反映出现阶

段不同国家、民族的服饰文化在被发掘和使用，国际

大循环正不停地席卷中西方。任何服装如果只从形

式美比较，在多元的审美时代几乎没有可比性，旗袍

万变不离其宗却能得到东方女性乃至世界人民钟爱

的原因，重要的不在于它的形式和材质，而在于它所

蕴藏的东方韵味。

　　三、旗袍造型发展的现代启示

１．文化背景影响服装造型的流行趋势
服装是一种具有文化内涵的特殊载体，其造型

图２　伊夫圣罗兰的
旗袍时装

图３　梁子的旗袍礼服

的流行趋势受社会的一定历史时期、一定数量范围

人的文化品位、意识、生活方式的影响。

中西方服饰造型具有不同的根源，蕴藏于中西

方文化的深层结构中。不同民族在不同的生存环境

中形成了各种应对环境的方式，并形成了为其所独

有的特殊的服饰文化体系。当今国际同化的趋势使

服装流行周期进一步缩短、范围进一步扩大，流行趋

势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元化。因此，盲目跟风不可取，

而是要在深入研究、理解文化背景的基础上分析款

式、轮廓、细节、风格，才能综合性地准确预测服装造

型流行趋势，有选择性地应用于本民族服装设计。

２．东西方服饰文化交融推动我国服装业的发展
旗袍之所以备受人们的喜爱，就是因为它完全

脱离了原来的形式，演变成一种风格新颖、独特，充

满时代气息、融合中西方服饰优点的民族服装。在

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２１世纪，服装造型的演变已
经进化成一种思维性表征。现代意识的推进使服装

快速融入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充分反映了人们在思

想意识上对国际潮流的快速接纳与反应。

西方根据精确的人体数据统计创造出缜密的服

装造型结构和成熟的服装立体裁剪技术，极大地推

动了服装产业的发展。中国要培养世界级的服装品

牌和设计师，就必须在国际交流中博采众家之长，将

西方先进国家的服饰理论精华与工艺技术消化吸

收，为我国的服装产业发展服务。

将民族传统元素与现代服装设计结合，不是简

单的复古，而是与西方服饰优势互补，丰富自身的设

计手法和提高设计水平，在继承传统基础上建立起

更具理性和时代美感的服装体系，完成传统文化的

现代传承，这是中国服装行业发展的目标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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