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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塔铺》对于刘震云的创作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之前他发表的那些小说都可称为“早期
作品”，而《塔铺》在《人民文学》１９８７年第７期发表之后，《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
以及大型综合性刊物《新华文摘》不约而同予以转载。它与池莉的《烦恼人生》等代表性作品的问

世，形成了被批评界称为“新写实”的文学思潮。根据这篇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于１９８９年获第９
届“飞天奖”（单本剧三等奖）；由王威改编并执导的同名电影则于作品发表三十年后的２００７年上
映。《小说选刊》２０１９年第９期在《新中国文学７０年·经典回望》栏目重新转载这篇作品，可以视为
对这篇作品“经典性”的一次确认。《塔铺》也是后来的《头人》《故乡天下黄花》《一句顶一万句》等

重要作品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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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不能说，在《塔铺》之前刘震云没有写出好
小说，但《塔铺》确实是他的标志性作品。在此之

前，尽管他已经公开发表过《被水卷去的酒帘》

（１９８２）、《村长和万元户》（１９８３）、《大庙上的风铃》
（１９８４）、《栽花的小楼》（１９８５）、《乡村变奏》（１９８６）等
一系列小说，然而正是从《塔铺》以及接下来的《新兵

连》（１９８８）开始，他的小说创作进入佳境，包括发表于
１９８９年的《头人》《单位》《官场》，还有１９９１年的《一
地鸡毛》、《官人》、《故乡天下黄花》（长篇小说），“新

写实主义”渐成一面猎猎飘扬的文学旗帜。

一、《塔铺》初刊本

如果说“个人阅读史”，我本人阅读刘震云的小

说是从《塔铺》开始的。我一直认为这是一部“写高

考”的小说，甚至初次阅读时都未注意到作品中的

“爱情线”。当时读到的还不是《人民文学》的“初刊

本”，而是接下来《小说选刊》１９８７年第９期的转载
本。那时我国恢复高考已经十年，在我们镇上的那

所高中，应届生坐在刚刚开过“高考动员会”的高三

教室里，而对面教室里就是复读生，学校为他们配备

的师资力量、寄予在他们身上的希望甚至远超应届

生。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小说的“同情之理解”，因

为在我们的老师中，就不乏当年结过婚、带着孩子，

甚至交不上伙食费的“老复读”，他们收到大学通知

书时，有的正在镇上卖西瓜，有的正在地头干农活

儿，有的还在砌砖墙的脚手架上……从老师那里听

来的高考故事，我们耳熟能详。所以，学者程光炜后

来撰写的一篇关于高考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论文，其

“可读性”甚至不亚于小说本身 ［１］。

１９８７年７月，以“高考”为主题的小说《塔铺》
于暑假中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它注定是一个

不错的“节点”。

小说以第一人称讲述了“我”从部队复员之后，

恰逢国家正式恢复停滞十年的高考制度，于是，经过

父母同意，“我”来到塔铺中学参加高考复习班。其

间，“我”遇到王全、“磨桌”、“耗子”、李爱莲等许多

同学，在物质条件匮乏的时代，他们遭受经济贫困和

精神煎熬的多重压力。王全由于早已结婚，老婆和

·１·



两个孩子不能够收割麦子，最终被迫回到村里参加

劳动，放弃参加高考；“磨桌”由于身体原因竟然在

高考考场晕倒，后被送到医院接受治疗，也错过一次

改变命运的机会；出身于干部家庭的“耗子”在失恋

后情绪低落；李爱莲由于父亲常年酗酒，家庭生活十

分拮据，在高考前半个月父亲意外患重病，她被迫辍

学照顾父亲，却谎称自己在新乡参加高考，以打消

“我”内心对她的牵挂。后来，李爱莲竟然被迫嫁给

暴发户吕奇，以救治缺少医疗费的重病父亲。“我”

顺利参加高考之后，从王全口中得知此事，独自跑到

李爱莲的新家，二人难掩悲情，抱头痛哭。

高考对当年那一代人命运的改变，是今天的青

年学子无法想象的。许多年之后，刘震云在接受访

谈时是这样表述的：

在延津这个文学世界里，有个地方叫

塔铺。我写过短篇小说《塔铺》，用第一人

称，以“我”为主人公，写 １９７７年恢复高
考，许多社会上颠沛流离、浑浑噩噩的人面

前突然出现了一条新的生路，就是考大学

改变命运。［２］２０

当刘震云的小说创作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之后，

他说自己在《塔铺》中“写了一个非常传统的爱情故

事”，“这个故事比较真实。大多数参加过高考的人

和低层人物都有类似的经历。其实就创作来讲，创

新含量很少，小说痕迹、故事痕迹都很明显”［３］。

小说《塔铺》发表后，获得了《人民文学》１９８７
年度“优秀短篇小说奖”、《小说选刊》１９８７年度“优
秀短篇小说奖”（该刊与人民日报文艺部联合举

办）、１９８７—１９８８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图１　《塔铺》首发于《人民文学》１９８７年第７期

二、转载本、初版本

１９８０年代，对于小说家而言，《小说月报》《小说
选刊》《中篇小说选刊》是三家最具影响力的文学选

刊，这三家刊物不约而同地转载了《塔铺》，按时间

先后依次为：《小说选刊》１９８７年第 ９期、《小说月

报》１９８７年第１０期和《中篇小说选刊》１９８７年第６
期（双月刊）。还有一种人文社科类的大型刊物《新

华文摘》，当时也非常关注文坛动态与文学新作，该

刊１９８７年第１１期也重点转载了《塔铺》。

图２　《塔铺》先后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

《新华文摘》《中篇小说选刊》转载

对比小说的“正文本”，首先我们注意到，《小说

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均删去了小说的原结尾：

后来，我进了我国北方的一座最高学

府。玉阶飞檐，湖畔桃李，莘莘学子。但我

的眼前始终浮动着、闪现着塔铺的一切，一

切。我不敢忘记，我是从那里来的一个农

家子弟。［４］１５

这样，经过处理后的结尾就变成了———

走了二里路，我向回看，爱莲仍站在河

堤上看我。她那身影，那被风吹起的衣襟，

那身边的一棵小柳树，在蓝色中透着苍茫

的天空中，在一抹血红的晚霞下，犹如一幅

纸剪的画影。

……［５］

还有就是对作者的介绍，《人民文学》仅有一行：

作者系某报记者，现年２９岁。［４］１５

《中篇小说选刊》对作者的介绍要详细一些：

刘震云，男，１９５８年出生于河南省延津
县。１９７４年入伍，１９７８年复员后在家乡中
学任教，同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１９８２年
毕业后分配到《农民日报》任记者。１９８２年
开始发表作品，已有《被水卷去的酒帘》《栽

花的小楼》《都市的荒野》《罪人》《乡村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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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等中短篇小说三十余篇。［６］

《小说选刊》的作者简介基本同上。

按照惯例，《中篇小说选刊》要约请作者写一篇

“创作谈”，刘震云这篇题为《〈塔铺〉余话》，开头就

写道：“塔铺是个地名。九年前，我在那里待过几个

月。”接下来的两段文字，我们可以从中隐约读到

“李爱莲”的影子———

记得是九月的一天，天已经有些转凉

了。下午的太阳也不能给人以足够的温

暖。我到田野上去散步。当时的我，只是

一个随时可以被人踢掉饭碗的民办教师，

两拳空空，面对着偌大的世界。到了小河

边，看到一农家姑娘在用筢子收草。收草

也就是收草，为了生活，为了生存，她在干

她该干的活。可等我转了一圈回来，却发

现这农家姑娘不收草了，开始坐在河滩上

梳头。姑娘梳头不在家，而在干了一阵苦

活之后的河滩上，这可让我激动了。她面

前放着一面小圆镜，手中握一把断了齿的

化学梳子，在那里慢慢地梳头。她梳得很

小心，很慢，很仔细，西边天上有晚霞，是红

的，红红的光，在她脸的一侧，打上一层金

黄的颜色。梳了半天，还自己幸福地笑了。

这让我感到，我这故乡可真不错！

还有一天，我又发现另一个姑娘。是

我所在学校复习班的一个学生。人长得谈

不上漂亮，五短身材，胖胖的，梳两根草绳

般的大长辫子；但脸蛋黑黑的，也不能算难

看。又是傍晚，我到后岗散步，发现了她。

不过她没在我的眼前，而在远离我的田间

小路上，一个人背对着我回家，回她的家所

在的村子。天色已经苍茫，地里青黄的庄

稼草已经颜色依稀。空旷的田野上，就她

一个人。她在那里走，越走越远，渐渐就看

不见了。这时我心里好孤独。我觉得我这

故乡，可真让我有点牵挂。［７］

这应该就是作者所说的，“也许有原型，但没有

和小说里完全一样的人物”，“文学是现实的镜子，

但不仅仅是一面镜子。文学不是生活的范围，是生

活停止的地方，文学出现了”［２］２０。

１９８９年１月，刘震云的小说集《塔铺》由作家出
版社出版发行。这是作者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作品

集，收录了《塔铺》《新兵连》《乡村变奏》《栽花的小

楼》《大庙上的风铃》《被水卷去的酒帘》《罪人》七

篇作品。

图３　小说集《塔铺》，作家出版社

１９８９年１月版

小说集《塔铺》系“文学新星丛书”（第五辑）之

一种。该丛书的第一辑始于１９８５年１１月，包括《棋
王》（阿城）、《蝌蚪与龙》（王兆军）、《透明的红萝

卜》（莫言）、《你别无选择》（刘索拉）、《小城无故

事》（何立伟）（以发稿先后为序），其定位为“青年

作家第一部佳作”，至此第五辑虽历时不足四年，但

已广有影响。该丛书《出版说明》如下：

文坛时有新星升起。一批思想敏锐、

艺术个性独特的青年作家，近年来创作了

大量别开生面的优秀作品。从他们身上，

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希望。为

扶植新人、繁荣创作，我们特分辑出版这套

均系青年作家第一部佳作的“文学新星丛

书”。愿这套丛书的陆续出版，能为文学

新军的崛起和壮大，起到铺路搭桥的作用。

我们的事业是伟大而艰巨的。我们深信，

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必将迎来一个群星

灿烂的新时代！［８］

这套丛书的策划风格为：前有作者小传、漫画

像，并请名家作序。《塔铺》的作者漫画像由著名漫

画家苗地绘制，《序言》为著名评论家葛洛所作，作

者的《小传》亦别开生面：

刘震云，１９５８年生于河南延津县。出
生８个月，由外祖母抱到乡下抚养；１９６０
年村里饿死许多人，他全凭姥姥碗底剩下

的豆糁活下；长大成人，开始牵一根绳子，

跟别人到地里拉庄稼；１５岁当兵，来到一
片戈壁滩上，一年到头尽吃海带；１９７８年
复员，到家乡一座中学教书，那段紧张而愉

快的生活，给他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后来上

大学来到北京，第一次见人吃巧克力，临到

毕业那年，第一次穿上皮鞋；毕业分配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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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开始整日奔波在火车上；一片腥臭

中，别人问他：“到哪儿下？”他答：“到哪哪

哪下。”［９］

作者随后出版的几种选集，均收录了这篇作品。

如：

小说集《官人》，长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２月
出版，收录《塔铺》《单位》《一地鸡毛》《官场》《官

人》《温故一九四二》六篇作品。

《刘震云文集》（四卷），江苏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６
年５月出版，其中《一地鸡毛》卷收录《塔铺》《新兵
连》《单位》《一地鸡毛》《新闻》五篇作品。

小说集《刘震云》，人民文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 ９
月出版，收录《塔铺》《土塬鼓点后：理查德·克莱德

曼》《新兵连》《头人》《单位》《一地鸡毛》《官人》

《温故一九四二》《非梦与花朵》九篇作品。

三、电视剧《塔铺》

《北京晚报》１９８８年１２月６日第４版刊登一则
《电视剧〈塔铺〉摄制完成》的消息称：根据刘震云同

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塔铺》（上下集）最近已由山

东电视台拍摄完成，不久将同观众见面。

图４　《北京晚报》刊登有关电视剧《塔铺》的消息

这是作家刘震云第一次“触电”。换句话说，他后

来成为闻名海内外的“影视大咖”，是从《塔铺》起步的。

学者常江认为，１９８２—１９８９年是中国电视行业
“生逢其时的黄金时代”［１０］１９８。１９８２年，我国共有
电视台４７座，到１９８９年迅速增至４６９座，也就是说
七年间增加近十倍。其间，电视新闻、专题片、电视

剧等都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就电视剧而言，他

注意到，“这一时期所有产生重大舆论影响力的电

视剧，几乎无一例外均改编自著名文学作品，原创剧

本数量极少，质量也普遍偏低”［１０］２２７。像１９８５年风

靡全国的《新星》，“该剧的成功是其包孕的思想文

化意涵的成功（文学的成功），而不是电视剧这种独

特的电视艺术形式的成功”［１０］２６０。这一时期，电视

连续剧已成为主流，如 １９８５年的《寻找回来的世
界》（改编自柯岩同名长篇小说）、１９８６年的《凯旋
在子夜》（改编自韩静霆的同名长篇小说）、１９８７年
的《雪城》（改编自梁晓声的同名长篇小说）、１９８８
年的《裤裆巷风流记》（改编自范小青的同名长篇小

说）、《商界》（改编自钱石昌、欧伟雄的同名长篇小

说）等。但是，中国的电视剧产业起步于单本剧，其

时单本剧仍然是不容忽视的存在———当时的“飞天

奖”评选也是采取连续剧与单本剧分别设立奖项的方

式。“飞天奖”于１９８１年开始评选，原名“全国优秀电
视剧奖”，每年举办一届，是对上一年（２００５年起改为
两年一届）电视剧思想艺术成就的一次检阅和评判。

这期间，地方台在电视剧摄制上已经展现出不

容忽视的实力，上述产生广泛影响的代表性连续剧，

除《寻找回来的世界》是由中央电视台摄制之外，其

他则均由地方台（如太原、北京、黑龙江、江苏、广东

等）摄制完成。

电视剧《塔铺》由赵重光编剧，唐敬睿导演。上

述消息（《北京晚报》１９８８年）称：“该剧……在画
面、用光、节奏方面都有自己独特的追求，在今年的

单本电视剧中不失为上乘之作。”［１１］１９８９年，该剧
获第９届“飞天奖”（单本剧三等奖）。

《塔铺》也是赵重光改编的第一部电视剧，其剧

情和人物基本忠实于原著。从这部电视剧开始，他

很快成为一位有影响力的编剧兼导演，其作品风格

逐渐得到观众和业界的认可：从底层社会的人生百

态中汲取创作素材和灵感，以农民的命运与性格冲

突为取向———这些人物的尴尬、无奈、生命活力以及

血液中的传统道德伦理，是他所要向观众呈现的，也

是他表现深层社会生活的个人路径。

四、电影版《塔铺》

电影《塔埔》并非当年追随小说引起“轰动效

应”之后的“跟风”之作，该片上映于小说发表３０年
后的２００７年，由峨眉电影制片厂、成都汤氏文化传
播有限责任公司出品，王威执导并编剧，同时他也是

主演之一。王威出生于“导演家庭”，他的父亲王冀

邢是一名“老三届”，插过队，当过兵，后毕业于北京

电影学院导演系，“科班”出身且有过在河南的生活

经历，执导过《焦裕禄》（１９９０年）、《老娘土》（１９９２
年，根据李佩甫中篇小说《无边无际的早晨》改编）

等———设想如果由他改编并执导《塔铺》，可能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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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另外一种风格；而王威版电影《塔铺》，由于主创

人员与小说作者处于完全不同的时代，他们的社会

背景以及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可以说完全不同，因此

可以看作是新生代导演对上一代作家作品的重新阐

释。这又回到我们平时所说的“变”与“不变”。所

谓“变”，即高考对于他们人生选择的意义与价值，

在他们心目中的分量，已经完全不是３０年前的“决
定性意义”；所谓“不变”，即今天的农村学生仍要全

力参加高考，仍然会为高考而选择复读。尽管学校

条件、生活温饱等有了很大改善，但并没有发生本质

上的变化，而教育问题仍是当前中国农村面临的最

紧要的问题之一。对青少年，尤其是学生这一特定

群体的心路历程的探寻，应该说是一条真正的主线。

主人公正国———小说中的“我”，同名电视剧中

叫“马永祥”———从部队复员回来，成为这个新招收

的补习班的班长，王全、“磨桌”、“耗子”、李爱莲、悦

悦……包括语文老师兼班主任马中，都是“原著中

的人物”。

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些明显的“改编”，比如：

电影中的补习班不是设在校园内，而是在中学

旁边的一个破庙里。

爱莲母亲告诉正国，爱莲爹这次病重被送到邻

县治疗，爱莲也跟着去照料（小说中不是“邻县”是

“新乡”）。

小说中，“耗子”尽管被监考的马中嘲讽了一

番，但仍坚持到考完；电影中“耗子”被监考老师收

了卷子，并当众读了他在卷子上给党中央写的信，

“耗子”屈辱地夺门而逃。

电影的结尾：正国站在贴着大红“驦”字的门

前，久久地凝视着，他多么希望爱莲此时能从门里走

出来，然而，那扇贴着大红“驦”字的门仍然紧紧地

关闭着，直到他离开；小说原作中，两人相见，互诉衷

肠，抱头痛哭，村外相送难舍难分……

正如大家所公认的，“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是

电影这一艺术形式的短板。但是《塔铺》这方面还

是比较成功的，甚至主要选用非职业演员也都暗合

了小说“新写实主义”的风格———像电影中新增加

的人物“伙房师傅”，这个由非职业演员饰演的角色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小说原作中，“悦悦”几乎无法构成一个独立的

人物形象，她是班上一个“扎蝴蝶结”的“小姑娘”，

“耗子”是因为追求她才来复读的，她原来与李爱莲

同桌，“耗子”坚持要与她坐同桌，这样“我”与李爱

莲便成了同桌。后来“耗子”莫名失恋，也只是说她

没良心。电影中对这一人物做了较为深入的挖掘：

她是一个不安于现状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努力的女

生，有些方面近乎网络时代的“傻白甜”。她明白自

身的优势，对高考并未寄予太高的期望，这样她就事

实上游离于这个集体之外。她经常会无聊，因为她

并非真正看得上干部子弟“耗子”，倒是对班长正国

有着某种特殊的“感觉”。她最终没有参加高考（小

说原作对此没有交代），也许暗示了她的某种自我

觉醒，同时她也在试图看透这个世界。

五、余论

在《塔铺》发表３０年之后，《小说选刊》２０１９年
第９期在《新中国文学７０年·经典回望》栏目重新
转载了这篇作品，我们暂且将其称为“重刊本”———

同时它也是对这篇作品“经典性”的一次确认。很

遗憾，该期有一个瑕疵：将原载《人民文学》１９８７年
第７期误为写“１９８７年第５期”。

图５　《小说选刊》２０１９年９月重新刊发《塔铺》

该栏目同期还重刊了刘恒《狗日的粮食》，原载

《中国》１９８６年第９期，《小说选刊》曾在１９８７年第
２期转载。

著名学者孟繁华在《那个难忘的文学年代———

重读〈狗日的粮食〉和〈塔铺〉》中指出：“１９８７年，是中
国当代文学史、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史的一个极为重

要的年头。这一年，池莉的《烦恼人生》、刘震云的

《塔铺》等纷纷问世。这就是被批评界称为‘新写实’

的文学思潮。”“《塔铺》是刘震云的成名作，也是当代

短篇小说的经典之作。那里既有传统现实主义的写

实和抒情，更有新写实小说直面现实的新元素。刘震

云在一篇创作体会中说‘作家的信仰是没有仪式的，

他们的职责不是布道，而是发现，去发现一切可以使

语言生辉的事物’。《塔铺》中普通人的情感关系，就

是刘震云的一大发现……无论是《狗日的粮食》还是

《塔铺》，所表达的文学情怀和诚恳的文学追求，至今

读来仍分外感人。这些作品是那个文学大时代辉煌

成就的一部分，是我们文学经验的一部分。”［１２］

如前所述，《塔铺》对于刘震云的创作而言具有

非同寻常的意义，某种意义上说，它既是“成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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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代表作”。在此之前，他从１９８２年起发表的
所有作品皆可视作“早期作品”。在《塔铺》之后，他

也创作了《单位》《官场》《一地鸡毛》《官人》等一系

列“我”（或者“小林”）“进城”之后的城市底层生活

或职场生活题材的力作，而发轫于《塔铺》的《头人》

《故乡天下黄花》《一句顶一万句》等另一类根植于

民间沃土的“农村题材”的小说，应该说具有更加持

久的文学生命力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进入２１世纪之后，刘震云是以游刃于小说创
作、电影和电视剧的“三栖”形象影响海内外读者

（观众）的，《手机》《我叫刘跃进》《温故一九四二》

《一句顶一万句》等，均可归入“现象级”作品。关于

小说与电影或者电视剧的关系，刘震云自有独特的

理解、独到的体会。比如，小说《手机》是在电影《手

机》之后，而不是像此前那样“由小说改编成电影”；

“小说虽然由剧本改编而成，但不是剧本的简单扩

充，也不是电影的附庸。如果把电影当作素材，把剧

本当作一次实验，小说则在一个更高的台阶上……

先有电影后有小说是特别好的事，站在一个台阶上，

反而可以把小说写得更好。电影在托着小说走，本

来小说只卖出一万本，被一万个人阅读，有电影或电

视剧，小说可能会卖出十万本。”他还十分明确地这

样表达：“排在前十名的中国作家，有多少人跟影视

剧没关系？他们的知名度跟作品改编成影视有极大

关系，这是现实。”［２］１１－１２

以上所述，是作家刘震云在当代文坛的独特存

在。对于研究者而言，在小说、电影、电视剧的交叉

地带，正是有待我们进一步开掘的“富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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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芸斋小说》中的诗学及文化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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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２５－０３－０４
作者简介：程燕（１９７６— ），女，河南原阳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传媒学院副教授，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

向：礼仪、中国现当代文学。

摘　要：《芸斋小说》是孙犁“衰年变法”时期具有自传性质的作品集，也是新笔记体小说的滥觞
之作。在叙事视角上，作者摒弃了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采用第一人称限制叙事追忆往事，聚焦“人

性之暗”“人性之暖”“情感之叹”三类主题，具有鲜明的“回忆诗学”审美特征。作者晚年的生命困

境与精神危机，酿成了《芸斋小说》浓郁的“忧郁诗学”基调。作为叙事人，作者的讲述涉及两个年

代：一是“我”讲述时的年代，另一是“我”回忆中的年代。孙犁通过对古典文学资源加以改造和化

用，以古朴的“芸斋体”呼应着文化政治，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留下了一份无法复制的独家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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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犁的《芸斋小说》，创作于２０世纪八九十年
代，是其“衰年变法”时期具有自传性质的作品集，

也是他晚年影响力最大的作品。孙犁对这部小说集

倾注了深厚情感，曾自述：“近年来了客人，我总是

先送他一本《风云初记》，然后再送他一本《芸斋小

说》……从中你可以了解我的过去和现在。包括我

的思想和感情。可以看到我的兴衰、成败，及其因

果。”［１］３２７这本小说集，不仅承载着孙犁对过往生活

与生命状态的回顾，更蕴含着他对人生的哲学思考。

学界对《芸斋小说》颇为关注，相关评论众多。但

是，关于《芸斋小说》诗学问题的研究，目前尚不多

见。本文试从回忆的诗学、忧郁的诗学和文化政治

三个维度，探究作家如何借助回忆实现情感救赎，分

析其作品忧郁基调的成因，以及作品如何呼应时代、

与社会文化政治互动。

一、回忆的诗学：异化的关系和情感的救赎

在文学创作领域，“回忆”堪称一种极具普适性

的心理程式与写作范式。孙犁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史上的杰出作家，凭借对文学创作的深刻理解与独

特感悟，自觉践行 “回忆”这一写作范式。虽冠以

“芸斋小说”之名，但具有鲜明的纪实性，在与郭志

刚的一次谈话中，孙犁曾说：“芸斋小说，就带有很

大的自传性质。里边有很多地方写到我，都是第一

人称。那里边，虚构的不太多，主要都是事实。”［１］８４

１９８４年在《读小说札记》中，他谈道：“我晚年所做小
说，多用真人真事，真见闻，真情感，平铺直叙，从无

意编故事，造情节。”［１］２３８《芸斋小说》，由约３１个短
篇连缀而成（因为版本不同，导致收录的篇目有所

变化），每篇都以回忆的叙述方式展开，从记忆中召

唤出过往岁月，化用中国古典文学资源中的笔记体

小说写法，以“芸斋体”形式和读者分享特定年代发

生的故事。

《芸斋小说》中半数以上的篇目采用了第一人

称限制视角，“我”既是文本的叙述者，也是当事人。

如此一来，这种叙事方式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性，增添

了主观性色彩，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作者往往开

门见山，直接让 “我”进入所回顾的年代，开启叙

事。《女相士》以“六六年秋冬之交，我被集中到机

关五楼平台上一间屋子里‘学习’”［２］６开篇，点明了

故事发生的时间；《地震》一文的开头，暗示了地震

那年那月的天气氛围与政治氛围，“一九七六年七

月，天气奇热，政治空气也压得人透不过气来”［２］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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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一定的象征意味；《杨墨续篇》的写作时间是一

九八七年四月九日。该文的首句就把读者拉回四十

年代，“一九四九年，干部进城以后，杨墨以他的专

业资格，当了这个市的美术家协会秘书长”［２］９１；《续

弦》第一段以“一九七一年四月间，老伴在医院死

去”［２］１２５开启，交代了老伴去世的时间，因老伴的离

去，自己颇感孤单凄冷，故有了续弦的想法。此外，

还有少许篇目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一九七六

年》的主人公是老赵———老赵其实就是孙犁本人，

我们能够明显感到还有一个隐含作者“我”在场；

《小Ｄ》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描述了小Ｄ这一善于
逢迎、心狠手辣的人物形象；《无题》写于一九九一

年七月二十日，时年孙犁七十八岁，在《致万振环》

的书信中（一九九一年四月十九日通信），孙犁写

道：“我大病一场，近始稍痊。”［３］４０３由此可以推断，

孙犁在写作时身体仍处于较虚弱的状态，年事已高，

疾病加身，无形中会影响到他对人生的理解。在此

文中，孙犁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预叙了“他”的死

亡，并以悼文祭词的形式，对 “他”的一生进行简要

回顾与总结。很明显，这个“他”即为孙犁本人。

“荷花淀”系列短篇小说以及长篇小说《风云初

记》是孙犁对抗战岁月的深情回望，《芸斋小说》则

回忆性地集中呈现了作者在特殊年代亲历的人与

事，大致可概括为“人性之暗”“人情之暖”“情感之

叹”三类主题。如《小 Ｄ》中的小 Ｄ，身上带有流氓
无赖的习气，先后在澡堂、厕所、传达室等底层工作，

得势之后，蓄积于心多年的怨恨与不平衡转化为极

端的报复，甚至用从日本人和国民党那里学来的特

务手段，制造了很多冤案。在训话时，他嘴边经常挂

着一句话：“你们这些人，过去也当领导，今天我来

领导你们……”［４］４５掌权后的心理优越感，心底的恶

念，狰狞与丑陋的面目，尽显笔端。《言戒》中，在机

关传达室值班的中年人，成为造反的头目后，对

“我”百般凌辱，究其原因，竟是因为怨恨自己的生

活水平不如别人，故施以报复。其内心潜藏的人性

卑劣与黑暗，尽显无遗。《幻觉》中，当“我”处于顺

境时，如仙女的她翩然而降，愿意与“我”生活在一

起；当“我”的处境逐渐艰难时，她及时抽身而退，从

此杳无音信。一个爱慕虚荣、富有心机、自私狭隘的

女性跃然纸上。作者以冷静的叙述笔调，让我们看

到特殊岁月中的人性之暗———为保全自己，可以出

卖友人，出卖爱人；可以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可以

伤害对自己曾有过帮助的人。晚年的孙犁，对人间

的这种丑陋，表达了深深的憎恶，对自私、卑劣的人

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人至晚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与生活波折的

孙犁，内心积攒了痛苦与悲伤，一度向往的美好人生

和文学理想，在现实面前被无情击碎。但即使如此，

他仍相信人性中还有真善美的存在。他说：“余至

晚年，极不愿回首往事，亦不愿再见悲惨、丑恶，自伤

心神。然每遇人间美好、善良，虽属邂逅之情谊，无

心之施与，亦追求留恋，念念不忘，以自慰藉。”［４］１３７

在《芸斋小说》中，作者虽用了诸多篇幅刻画人性中

的丑恶，但在世事的艰难中仍有人性之善的亮光，他

曾自述更喜欢“写欢乐的东西”。如《三马》中的三

马，在“我”和老伴被抄家驱赶到一小间南房蜗居

时，受到了周围邻居们的冷落与躲避，唯独十六七岁

的三马富有同情心，主动伸手相助，让“我”心生感

动。在《修房》中，“我”从１９７２年搬回原住处，房屋
漏水，报修屡屡无果，工人敷衍，后来参与修房的王

兴，话不多，却设身处地替我着想，努力寻找好木料，

做活很细致，让“我”感受到人性中的善良。在《我

留下了声音》中，两位来自北京文学团体的姑娘到

天津采访“我”，在录音、拍照时，两位容光照人的姑

娘热心帮助，让“我”体会到人性中的美好。在《鱼

苇之事》中，家境贫苦的“她”是家里的老大，从很小

的时候就知道替父母分忧，编席、捕鱼、卖鱼，样样拿

手，有一次在卖鱼时，捡到五元钱，加上所得的十元

钱，首先想到的是为父亲买一件皮袄，让“我”体味

到了为人儿女的孝道。在这些小说故事中，聚焦着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美德，如互助友爱、孝敬长辈等，

寄寓着作者内心的愿景。

孙犁生性情感细腻、丰富，在《芸斋小说》中，他

描述了一些美好的感情经历。在《无花果》中，他回

忆了晚年在青岛疗养时，与一位年轻护理员之间的

美好交往，这是一位带有乡村朴实气息的二十来岁

的姑娘，护理期间，姑娘还和孙犁分吃一个无花果。

“她把果子轻轻掰开，把一半送进我的口中，然后把

另一半放进自己的嘴内。”［４］１０２这样亲切的举动，令

孙犁心生波澜：“吃了这半个无花果，最初几天，精

神很好。不久，我又感到，这是自寻烦恼，自讨苦吃，

凭空添加了一些感情上的纠缠，后来，引起老伴的怀

疑，我只好写信给她解释。”［４］１０２说明这段感情，的确

在他心上投下了涟漪，对于这份介于爱情与友情之

间的情谊，孙犁将其看得很重，后来还按照地址给这

位女孩写过一封有去无回的信。这虽难以确切定义

为爱情，却温暖了当时孤身于外疗养的孙犁；在《忆

梅读〈易〉》中，他回顾了和学生梅之间的一段感情，

梅对“我”一往情深，分开后一直牵挂着“我”，并想

与“我”一起共度晚年，但“我”都未应允，从青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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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至白发暮年，“我”带给她的皆是负心之痛。之所

以负了梅，是因为孙犁年轻时，接受了父母的包办婚

姻。虽然和原配存在年龄、文化的差异，但受伦理道

德的约束，在纠结与挣扎中，他还是及时从与异性暧

昧的交往中抽身而退。这种退守中，或许也包含着

一种自知无法实现的无力感。

在艰难的生存境况中，从裂隙中透露出来的善

良温暖之光，来自异性之间的情感同频共振，是对回

忆者“我”的一种精神慰藉与自我救赎的方式。通

过对以上文本的分析可以看出，回忆无疑是孙犁

《芸斋小说》的重要主题，并以细腻隽永、简洁传神

的叙事风格，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忧郁的诗学：疾病的纠缠与感伤的文本

提及孙犁，我们更多地会想到他优美的“荷花

淀”与清丽的文风。在大众视野中，孙犁是一位文

采斐然的作家，却很少知道他还是一位抑郁症患者。

孙犁从小患有“惊风疾”，可能影响了其体质和心

理，上中学时又患上神经衰弱，这对他来说，更是雪

上加霜，严重时会眩晕、摔倒。１９５６年３月的一天
中午，孙犁午睡起来晕倒，“跌在书橱的把手上，左

面颊破了半寸多长，流血不止”［５］２５３。疾病随时发

作，对孙犁的日常生活与写作造成了很大影响。倘

若遇上天气阴晴冷暖的变化，也会影响他心境的起

伏，他曾自述遇上阴天，尤其是再下点小雨，就会有

不想活的念头。在他给贾平凹的信中也提及自己心

情经常不佳，极少有高兴的时候［１］６０２。这些都是典

型的抑郁症的表现。１９４７年冬在冀中土地会议期
间，孙犁的作品《一别十年同口镇》《织席记》《新安

游记》受到批判，加上家庭被划为“富农”，父亲病逝

等种种不顺意事件，加剧了他的抑郁症，严重到有强

烈的自杀念头与行为，几乎置孙犁于死地。晚年孙

犁更是深居简出，闭门谢客，拒绝社交。“先天的气

质类型、后天的生活遭遇再加上数不清的、大大小小

的诱发事件，都使得孙犁成为一个典型的抑郁症患

者，尽管文学创作一度曾让孙犁求得解脱并得到人

生升华，但他最终还是被抑郁症无情击倒、黯然谢

幕。”［６］关于患上抑郁症一事，孙犁从来不回避，甚

至在写给肖复兴的信中，主动告知：“我患有忧郁宿

症，情绪时常不稳，过一段时间就好了，希勿

念。”［５］５４９他曾说：“生理上的这种病态，它也可能反

映在我的写作上，好的方面它就是一种敏感，联想比

较丰富，情绪比较激动。”［１］８７因饱受疾病的困扰，孙

犁经常被莫名的苦闷与忧郁情绪纠缠，加之性格敏

感内向、多愁善感、小心谨慎，对他而言，写作成为情

绪宣泄的出口与通道。正如路文彬所言：“忧郁始

终是一种主体在场的自觉意识，麻木永远与它无

缘……快乐趋向于肤浅与遗忘，忧郁则趋向于高贵

和救赎。”［７］因此，对于孙犁而言，忧郁不是消极遁

世的逃避态度。忧郁的孙犁，用独特的体悟与理解，

恰到好处地将忧郁与文学相结合，赋予《芸斋小说》

以忧郁的气质。

《芸斋小说》的写作时间从１９８０年代初跨越到
１９９０年代初。步入晚年的孙犁，难免经常思索死亡
的问题。有一次，他对儿子说：“近来有很多老人，

都相继倒了下去。老年人，谁也不知道，会突然发生

什么变故。我身体还算不错，这是意外收获。但是，

也应该有个思想准备。”［８］８０在《答吴泰昌问》中，他

言称：“待到晚年，艰辛历尽，风尘压身，回头一望，

则常常对自己有云散雪消、花残月落之感。”［９］９经历

半生坎坷，回望过往，其心境与青年时代相去甚远。

“写作本身，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最有效的消遣。

我常常在感到寂寞、痛苦、空虚的时刻进行创作……

新写出来的文字，对我是一种安慰、同情和补偿……

在创作中，我倾诉了心中的郁积，倾注了真诚的感

情，说出了真心的话。在过去的漫长岁月中，烽火遍

地，严寒酷暑，缺吃少穿，跋涉攀登之时，创作都曾给

我以帮助、鼓励、信心和动力。只有动乱的十年，我

才彻底失去了这一消遣的可能，所以我多次轻生欲

死。”［９］１０－１１晚年的孙犁，消极甚至虚无的世界观与

心态，必然会流露到小说创作中。我们看到，在《芸

斋小说》中，轻生欲死成为一种高频表达，当人物命

运面临困境时，通常会用自杀这一方式结束自己的

生命。在《高跷能手》中，李槐因被人揭发见过日本

天皇而多次被批判，后死在牛棚里；在《三马》中，三

马因无法忍受管房人的毒打，喝敌敌畏自杀。在

《小Ｄ》中，小Ｄ吞安眠药自杀。在《王婉》中，王婉
先是尝试卧轨自杀，后用床单自缢身亡。在《地震》

中，文教书记老王因不堪忍受凌辱自杀。在《一个

朋友》中，朋友张跳楼自杀。在《宴会》中，刘二选择

自杀，结束生命。在《颐和园》中，文艺批评家 Ｈ，在
一次繁重的劳动中离世，诗人 Ｇ自焚身亡。在《无
题》中，“他”死了，入殓后，并没有因为死而得到舒

展。在作品中，死亡被孙犁频频提及。与新生相比，

死亡总会让人感到恐惧与悲伤，这使《芸斋小说》充

溢着忧郁而感伤的氛围。

在《〈红楼梦〉杂说》一文中，孙犁曾辨析与评述

曹雪芹关于人生命运的体悟，他认为曹雪芹之所以

能够洞穿命运，是因为他亲历了世事沧桑，体悟到命

运的不可抗拒与难以捉摸———有时候人想挣脱这种

命运，但又被一种神秘的外部力量操纵而无法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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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作为作家的孙犁，通过“芸斋”中的人物，回望

百味人生，于感喟叹惋之中，上升到关于人生哲学的

思考。《芸斋小说》中所记述的多是平凡的小人物，

但每个人物又有着独特的命运故事，在对人物命运

叙述的过程中，呈现出孙犁对人生和命运的深刻理

解。在《鸡缸》中，作者感叹茫茫一生如同失而复得

的瓷器。在《小混儿》中，作者叹惋渺小角色在人生

之路中的挣扎。在《蚕桑之事》中，作者以这样的话

收尾：“不要责备童年的伴侣吧。人生之路，各式各

样。什么现象都是可能发生、可能出现的。”［２］１１９可

见作者对美好事物消散的惋惜以及对童年的无比怀

念之情；在《一个朋友》中，作者回顾了老张从高位

到自杀、大起大落、令人唏嘘的一生。《无花果》和

《忆梅读〈易〉》则让我们感受到作为已婚者，对不期

而遇的其他情感，只能“发乎情，止乎礼义”，以道德

伦理克制复杂的感情。《芸斋小说》中的人物，无论

是亲人、朋友、乡邻，还是那些让人痛恨的迫害者，皆

命运多舛，充满了挫折与不幸；即便是黯淡日子里不

期而遇的异性的温暖之情，也会因诸种因素无法持

续。正是这种种不顺意，加重了文本忧郁和感伤的

氛围。

三、话语讲述的年代及文化政治

作为叙事人，孙犁的讲述涉及两个年代：一是

“我”讲述时的创作年代，另一是 “我”回忆中的过

往年代。孙犁开始《芸斋小说》写作时，正值新时

期，许多“归来”的作家拿起久置的笔，记录充满苦

难的人生，以文字宣泄情感、抚慰心灵、纾解痛苦，反

思过往运动带给个人和民族的创伤，参与到新时期

文学的创作潮流中。《芸斋小说》即是这一写作潮

流中的创作实践。

孙犁虽常闭门不出，远离交际圈与权力话语中

心，但作为能及时与社会历史互动的老作家，从未停

止内心的探索，从未放弃以文学的方式关注时代和

社会。因此，在《芸斋小说》中，作家将目光聚焦于

作品中回忆的年代。在一个个微型叙事里，孙犁召

唤良知与正义，追寻社会关怀，重申人道主义精神，

呼应了新时期的反思文学潮流。作品中钩沉历史与

文化记忆、关注现实问题等，彰显了作者的历史担当

意识与对人性的深层观照，以文学的方式与时代精

神、文学史形成了独特的对话。

１９８０年代，思想解放带来了文学的解放，“八十
年代的文学虽然强调形式变革，但那时对形式的追

求本身就蕴含着对现实的评价和批判，是有思想的

激情在支撑的，那是一种文化政治”［１０］。《芸斋小

说》借用中国传统笔记体小说的形式，融合诗化叙

事风格，形成了兼具纪实性与抒情性的“芸斋小说”

文体特征。通过这种审美表意策略，孙犁重新建构

起与１９８０年代社会文化语境的一种对话关系。从
某种意义上讲，孙犁是一个有创新意识的作家，他的

“芸斋小说”文体超越了同时期直白而嘶哑的控诉

和单一化的小说叙事，刷新了读者的阅读定势，带来

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芸斋小说》的文体创新，是

对束缚人性的批判；是对人格的自由与独立的倡导；

是对人性之美的呼唤———这不仅是对五四新文学思

想启蒙的承续，更通过文学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延续

了现代文学重造民族精神的使命。

孙犁并不是一个躲在书斋中两耳不闻窗外事的

文人，在他的文字中，无论是小说，还是杂文、信件，

均流露出或隐或显地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看法。他

曾说：“古代没有‘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也没有人

提出过这样的要求。但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存在大

量为政治服务的作品。不是间接服务，而是直接服

务。也没有人讳言或轻视为政治服务。文人都是自

觉自愿的。这说明，文学可以为政治服务，文学和政

治的这种关系，自古以来，就是很自然的。”［１］４１８可

见，孙犁更注重文学关注社会现实、推动时代进步，

而非狭义的“政治工具论”。如在《葛覃》中，文末芸

斋主人曰：“个人之命运，必与国家、民族相关联，以

国家之荣为荣，以社会之安为安。”［２］３０由此可见，关

于个体命运与国家命运的同构性，孙犁有着高度的

认同。在《杨墨续篇》文末，作者叹曰：“彼之一生，

有顺有逆，然未尝改移信念。今国家眷顾老人，政策

落实及其身，精神不减，体胖有加，亦可谓同辈中之

一员福将矣。”［２］９４随着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实事求

是、思想解放等政策的推进，政治生态趋向清明，孙

犁的政治态度，彰明较著。在《无题》中，芸斋主人

讲道：“当时民族处危亡，非抗日不足以图存。全国

青年，高歌以赴，万死不辞，亦可谓先天下之忧而乐

矣。当今，处开放之时，国家强盛，人民富足。重驿

来游，商贾满路。万民欢腾，而君似又有所戚

戚。”［２］１５０此文为《芸斋小说》集中的最后一篇，创作

于１９９１年７月份，此时正是改革开放深化期，各种
思想丛生，道德滑坡，面对种种光怪陆离的现象，孙

犁心生忧戚，忧患意识油然而生。他曾说：“作家个

人的生活，如不能透视出时代、社会的特点，则以少

写为好。”［９］１５“小说既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当即反映

时代的风貌。……小说反映时代，这是很自然的事，

作家应是主动的、自觉的、没有任何游离，本来可以

不必出题目加以限制或要求的。”［９］２６７孙犁自觉关注

着社会生活，并以文字积极回应着社会生活，体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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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

天性忧郁的孙犁，却从未被忧郁所羁绊，他的作

品没有郁达夫式地沉浸于个人世界的哀怨忧伤，没

有萧乾式的看透世态炎凉后的幽怨沉郁，他的文字

在朴素平实中透露出一种无畏的气概，他在书斋内

与时代、社会互动。《芸斋小说》之所以聚焦特殊年

代荒诞的人与事，源于孙犁这位老作家的民族责任

感与使命感。在“小我”中彰显与民族国家同构的

“大我”情怀，这是一种积极的有担当的写作立场。

在１９８０年代的文学场域中，孙犁在叙事风格上另辟
蹊径，他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文学诉求与愿景，却

在不经意间成为书写文化政治的范例。可以说，

《芸斋小说》以对特殊年代里人性异化的揭示，对日

常生活细节的深度表达，对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刻

画等，为文学史留下了一份独家记忆与无法复制的

文学样本。

四、结语

“回忆的诗学”是《芸斋小说》的重要特质，也是

孙犁晚年创作的重要主题和他进行心理重建的方

式。“忧郁的诗学”则是其另一特质：沉重的死亡、

命运的无常、情感的难留，都化为忧郁和感伤，为小

说基调着色。“回忆的诗学”与“忧郁的诗学”在《芸

斋小说》中并非割裂，回忆型的叙事往往浸染着忧

郁的底色，两者共同构成了作品的情感基调。

远离名利场的孙犁晚年闭门谢客，在与外界极

少交往的状态中转向内省，并将更多的精力投入文

学创作。他以小说这一艺术形式，在平淡的叙述语

调中，展示人们所遭受的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戕害，以

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回应１９８０年代文化语境中
的历史反思潮流，在个人记忆与时代创伤的交织中

建构情感记忆，在主流文学思潮之外另辟蹊径，开辟

了一条为当代文学史增色的特立独行的新路径。也

许正是这种诗学特质与文化政治反思，为孙犁的

“衰年变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为作家孙犁的晚年

研究提供了可进一步发掘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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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融会中西的现代翻译美学思想及其影响

房凯歌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９）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１２－２０
作者简介：房凯歌（１９９７—），女，河南郑州人，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外文学文化

比较。

摘　要：朱光潜与桐城派有深厚的学理渊源，他以古文传统为翻译美学思想的根基，认真研读西
方美学理论，形成了中西融会的现代翻译美学思想。其译著具有以下特征：翻译与研究相结合，参考

多语种、多译本，综合不同译法，带有批判意识以及采用跨学科视角。他纠正了之前译作存在的不少

错误，通过译介西方著作启迪民智并培养翻译人才，还提出白话文适度欧化的建议，推动了中西文化

的交流，堪称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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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光潜不仅是美学家、教育家，还是中国现代杰
出的翻译家。他毕生致力于西方美学著作的翻译和

研究工作，被誉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

朱光潜自幼学习古文，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又

在西方留学多年，通晓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等

多种语言。这为他的翻译提供了优越条件，也形成

了他融会中西的翻译美学思想特征。朱光潜的翻译

与美学紧密结合，正如有学者所言：“不研究朱先生

对西方美学的翻译和引进，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他在

美学研究上的巨大贡献；而离开他的美学研究去谈

论他的翻译，也难以揭示朱光潜先生翻译思想的深

刻内涵与其翻译实践获得巨大成功的内在

规律。”［１］

当前，学界对朱光潜翻译方面的研究范围较广

且成果较多，涉及个别词语翻译、文学作品翻译、马

列主义等哲学著作翻译、注释翻译以及翻译思想、新

中国成立后美学翻译转向、翻译思想的运用、作为翻

译家的生平、翻译的社会环境、美学翻译与桐城派的

关系、翻译贡献、翻译研究综述等方面，对朱光潜翻

译思想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单一视角，较少从译者思

想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进行系统性的探讨。鉴于

此，笔者结合朱光潜在国内外的学习和工作经历，全

面深入地挖掘朱光潜翻译美学思想的特征与影响。

一、朱光潜翻译美学思想的桐城派渊源

朱光潜的翻译美学思想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

年少时，朱光潜在桐城度过了十几年的光阴，一直学

习古文。因此，桐城派有关义理、辞章、考据的作文

之道启蒙了朱光潜的美学思想，桐城派的古文观奠

定了朱光潜翻译美学的基础。朱光潜成长于安徽桐

城———桐城派的发源地，自小就浸润在这种浓郁的

文化传统氛围里。他的祖父朱文涛是清朝贡生，写

得一手八股文，与处于桐城派姻亲网络之中的吴汝

纶交情深厚［２］１０４，又在桐城县孔城镇主持过桐乡书

院。父亲朱若兰致力于私塾教育［３］１０９，早年曾教导

朱光潜学习古文。随后，朱光潜升入由吴汝纶创办

的桐城中学，在这里遇到了方守敦、孙闻园、潘季野、

李光炯等桐城派传人，他们或是朱光潜的老师，或是

同窗学友。在桐城中学求学期间，朱光潜与桐城派

师友一同博览经史，学习了姚鼐的《古文辞类纂》、

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抄》等古文经典，以及经义策

论之类的科举文章。从四书五经到史传骚赋，从历

代散文到各家诗歌，朱光潜不仅熟读，而且大多成

诵，足见其用功之深，由此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

他曾坦言道：“我是安徽人，是在安徽文化传统和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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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提携之下哺育起来的。”［４］１８５于是，桐城派所秉承

的文学思想融入朱光潜的血液之中，进而成为朱光

潜日后翻译研究难以割舍的精神根脉。

朱光潜虽在西方留学多年，但不曾忘记古文传

统，并通过中西互释的方式予以传承。新文化运动

期间，朱光潜开始接触西方的“自由”“科学”思想，

并受梁启超《饮冰室全集》启发。然而，面对新文化

运动中部分激进派人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

定，朱光潜并没有人云亦云地主张废弃古文，反而以

理性态度为所谓的“桐城谬种”辩护，肯定了古文的

价值，正如他所言：“白话文必须继承文言的遗产，

才可以丰富，才可以着土生根。”［５］４４６与以胡适为代

表的激进派、林纾为代表的保守派不同，朱光潜对传

统文化采取相对理性的态度，在汲取新式思想的同

时保留古典文化［６］１０６。在欧洲留学期间，朱光潜深

入研究了西方美学论著，并用西方先进理念阐释中

国传统文化，实现了桐城古文的现代性转化。这既

彰显了桐城派对朱光潜翻译美学思想的深刻影响，

又反映了朱光潜翻译美学思想的价值追求。学者朱

立元曾评价，朱光潜虽留学多年，其美学思想亦受从

黑格尔到克罗齐等大家的影响，但骨子里还是中国

文人学者［７］。可见，朱光潜的翻译美学思想以中为

体，以西为用，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桐城派提出的审美标准渗入朱光潜的翻译美学

思想，促使他从多方面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桐城派讲求“义法”，“义”指言之有物，也就是文章

的思想内蕴，作家须阐发儒家义理，方通达文章的本

质；而“法”指言之有序，不同的文章在章法技巧上

有不同的取舍，如《史记》本以记事为主，但在《伯

夷》《孟荀》《屈原》等篇中却夹叙夹议，大抵因传达

内容所需而变［８］６８。桐城派还主张诗歌语言要“雅

洁”“创意造言”“去陈言”，虽寥寥数笔却形神兼备，

给人以独特的审美体验。朱光潜继承了桐城派的文

艺思想，在文章的内容、风格等方面颇有桐城遗风。

他指出内容和形式不能分开，好的文章能够兼顾二

者。语文还得随时而变，不能拘泥于一种风格或文

体［９］２３２、２３５。此外，朱光潜还力倡简明精炼，反对过分

雕琢，如他批评学生翻译作业的华而不实。在《诗

论》中，朱光潜引用西方诗韵来点明中国现代诗在

音律上的缺失，进一步提出：“从历史的起源看，诗

的格律出于约定习成（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从哲理的根源
看，它适合表现情感的自然要求。”［１０］这可谓与桐城

派的文法相呼应，也表明朱光潜的翻译带有简洁、平

实、自然的特色。

总之，桐城派的作文之道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朱

光潜的翻译美学思想。他借西方诗论发扬中国传统

文化，推动了中国现代美学的建构。

二、朱光潜西方美学译著的多元化特征

朱光潜毕生致力于翻译西方美学经典论著，对

新中国的美学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早在香港读书

时，朱光潜就走上了翻译的道路，最早的译作可见于

１９２３年发表的《各国对于心理学的贡献》。新中国
成立前，朱光潜翻译了歌德、克罗齐、柏地耶（今译

贝迪耶）、圣伯夫、华兹华斯、叶芝、兰姆、艾略特等

文艺理论家或作家的论著或作品；２０世纪５０年代
后，朱光潜转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累计译作

超３５０万字［１１］２４０。其译作体现了多元化的翻译美

学思想特征。

其一，翻译与研究相结合。朱光潜在翻译时抱

着学术研究的态度，不仅对文本进行字斟句酌地翻

译，而且为读者补充了大量便于理解的论述性注释。

在译著《美学原理》出版之前，朱光潜就在爱丁堡大

学历史系讲师汤姆逊的指导下研读了克罗齐的著

作［１２］５２，随后写了几篇介绍克罗齐学说的文章，后来

他发现自己有误解之处，便下功夫翻译了克罗齐的

《美学原理》，从而为读者呈现原文的全貌。彼时的

朱光潜以精益求精的学术精神，本着忠实于原文的

翻译准则，译介西方美学论著。遇到有些难懂或容

易引起歧义的地方，朱光潜常常附加长篇幅的注解，

如在黑格尔《美学》中译本中，添加有关“浪漫型艺

术”的阐释［１３］，在兰姆《梦中的小女儿———一个幻

想》译文中，添加原文作者的简介和写作背景［１４］。

朱光潜还会在完成译本后写出有关原著的综合性述

评，并将之作为序言或后记。比如，在克罗齐《美学

原理》中译本完成后，朱光潜又撰写了《克罗齐哲学

述评》并将之作为序言，篇幅六万余字［９］３０５。这种把

翻译与研究相结合的做法是朱光潜译著的鲜明特

征，正是这种严谨的学术态度使其译本成为典范。

其二，参考多语种、多译本。在西方留学多年，

朱光潜通晓英语、法语、德语等多种语言，并将这一

优势运用到翻译工作中。他常常参考多种语言和不

同版本的译作，在比较中对其进行借鉴或批判。比

如，在翻译黑格尔《美学》时，他参考了德、英、法、俄

文译本。不仅如此，在对原著中的专有名词进行辨

析时，他还发挥了多语种的特长。比如，在翻译克罗

齐《美学原理》中的“认识的心灵”时，他认为不能把

原作中的意大利语“Ｌｏｓｐｉｒｉｔｏ”对应到英文中的
“Ｓｐｉｒｉｔ”或中文中的“精神”，更准确的翻译是“心
灵”，就是英语中的“ｍｉｎｄ”或德语中的“Ｇｅｉｓｔ”。因
为“Ｓｐｉｒｉｔ”一词源于拉丁语中的“呼吸”，古人迷信的

·３１·



说法是人的神魂是呼吸的气，人死了也就没有呼吸

了，神魂也就消散了，因而“Ｓｐｉｒｉｔ”有神魂之意［１５］４０，

这与原文意思不符。朱光潜提出，译者必须精通至

少一门外语，否则容易囿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偏见，难

以吸收外界的经验［９］２８８。这种参考不同语言、不同

译本的译法，使朱光潜减少了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偏

差，也是其翻译成就令一般译者望尘莫及的重要

原因。

其三，综合多种翻译法。朱光潜认为，译文要尽

量忠实于原文，但也不是机械地照搬照抄，不孤立地

运用直译法或意译法，而是采用灵活多变的翻译方

式。他指出，直译者可能对中西文化不能融会贯通

又不肯细心雕琢，而意译者则存在囫囵吞枣或不忠

实于原文的嫌疑，另有一种改译法也就是基于原作

的思想另作文章，这就完全脱离了原作［９］３００－３０１。如

在翻译华兹华斯的《露西》时，朱光潜将有韵的英文

诗译为中文五言诗［１１］２５５－２５６，使译作在音韵、意境、

主旨上与原作相契合。除了文学作品，朱光潜还翻

译了大量美学论著。在朱光潜看来，文学作品和美

学论著如同情与理：情可以随意附形，自由传达；而

理非得字斟句酌，不加主观臆断。于是，他在翻译西

方论著时讲究文从字顺的直译，采用加词、补题、合

并、删改等译法，并通过阐释、转述、注解、评论等研

究性手段，辅以附录、补遗、序跋等形式，力求传达原

文的意旨，以便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朱光潜

所遵从的“信”，不仅是原文意义上的忠实，而且是

音韵、句式、风格、情感等全方位的对照。一方面，好

的翻译本身是一种创作；另一方面，译作需同时达到

“信”的标准，二者的平衡使得翻译比自著更具挑战

性。通过多种翻译法的综合，朱光潜既做到了忠实

于原文，又实现了创造性转化。

其四，带有批判意识。朱光潜在翻译时，并非抱

着全然肯定的态度，而是进行辩证地批判。比如，针

对克罗齐在《美学原理》中提出的“每一种真直觉或

表象同时也是表现”［１５］１５理论，朱光潜虽然吸收了其

合理内核，即内容与形式不可分离，但在译作序言中

指出克罗齐忽视了艺术的传达过程，因为表现和传

达不是两个截然分开的阶段。他还援引莱辛的“诗

画异理说”来阐明艺术传达媒介的重要性，又借用

康德的审美意象学说来论证克罗齐对传达过程的偏

废，同时否定了康德只注重审美意象的传达而脱离

审美意象本身的错误观念［１６］。为了纠正这些问题，

朱光潜用思想与语言的统一取代了克罗齐的内容与

形式的统一，把二者视为平行而非重叠的关系。他

强调艺术不能脱离传达媒介而独立存在，语言作为

翻译的载体具有表现和传达两种功能，以此完善克

罗齐的美学理论。朱光潜进一步指出，译者不能割

裂思想与语言的关系，否则语言就没有价值，而思想

也无法产生。朱光潜还不断探寻最佳的翻译方式，

不把某种译法视为标准答案，更不把自己所翻译的

作品当作最好的译本，反而鼓励后辈采用不同的译

法，做出更好的译本。

其五，跨越学科的界限。朱光潜以追根究底的

学术态度发现了不少通常译法中存在的问题，并从

语言学、史学等学科视角考证词语的来源，从而厘清

了词语的真正含义。比如，以往学者大多把亚里士

多德《诗学》中的“ｃａｔｈａｒｓｉｓ”译为“净化”，原文指的
是通过悲剧净化内心哀怜和恐怖情绪中的不洁成

分，而朱光潜通过 １９世纪德国学者贝内斯（Ｂｅｒ
ｎａｙｓ）的考定，得知“ｃａｔｈａｒｓｉｓ”是一个医学术语，原意
为发散［１７］，由此确定亚里士多德所指的并非单纯净

化，而是发泄心中淤积的强烈情绪。这种跨学科的

翻译视角与朱光潜在西方留学时的多学科背景不无

关系。正是朱光潜的跨学科研究法使他在翻译实践

中发现既有的问题，并寻觅真相，为准确翻译西方美

学论著提供了路径。

综上，朱光潜的西方美学译著展现了多元化的

特征。朱光潜把翻译与研究相结合，在译作中添加

长篇幅的注解和述评；参考多语种、多译本，以此最

大限度地还原作者的本意；将直译与意译相结合，既

忠实于原文，又实现了创造性转化；怀有批判意识，

提出西方美学论著的缺失，并不设定标准译法；从跨

学科的视角出发，探寻词语的准确含义。从翻译数

量、涉猎范围、学术难度、译本质量及历史影响综合

考量，朱光潜堪称 ２０世纪中国美学翻译与研究领
域的集大成者，其成就至今鲜有比肩者。

三、朱光潜中西融会翻译美学思想的影响

朱光潜一生著作等身，其中译著占了近一半。

从柏地耶到克罗齐，朱光潜大量学习和译介西方美

学论著，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国内美学研究资料的

空缺。对此，有学者评价道：“朱先生的功劳，尤其

在翻译方面的贡献，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现代

美学的历史面貌。”［１８］朱光潜的翻译美学思想贯穿

于他的全部译作之中，亦对中国现代美学建设产生

了重要影响。

（一）发现常见的翻译错误，探索翻译研究的

路径

有些西方美学译本存在不少错误。对此，朱光

潜没有在正文中直接进行修改，而是在序言或后记

中对所参考的译本错误予以指明或商榷。比如，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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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潜在《美学原理》（第一版）的《序言》中指明英译

本中的错误和不当之处［１５］５。针对在翻译中发现的

常见的错误用法，朱光潜运用词源法或比较研究法

进行纠正。比如，朱光潜在１９４６年发表了《几个常
见哲学译词的正误》一文，通过追溯词语的来源或

采用跨学科的方法，论证了人们长期以来对若干词

语的错误认识，并解释了这些词语的真实含义［１９］。

新中国成立后，朱光潜陆续发表了《〈共产党宣言〉

译文校对的小结》《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译文

的商榷》《马克思的〈经济学 －哲学手稿〉中的美学
问题》等有关马列主义经典论著误译的论文［２０］。为

了提高翻译的准确性，朱光潜的手边常备字典。他

曾说，看书和译书都要勤翻字典，但也不可完全依赖

字典，否则就难以读懂文字的精妙［９］２９３。朱光潜不

仅对他人译作中的错误进行纠正，而且时常反思自

己翻译中的不足之处。

由此，朱光潜纠正了西方译著的不少错误，帮助

人们正确理解术语、词汇和概念，同时他寻找正确译

法的过程，为中国学者提供了翻译研究的有效路径。

（二）借助译著进行启蒙教育，培养杰出翻译

人才

香港大学毕业后，朱光潜与好友创办立达学园

和开明书店，并为《一般》（即后来的《中学生》）杂

志撰稿、筹资，旨在推行启蒙教育。欧洲留学期间，

朱光潜密切关注国内文化动态。彼时，他开始翻译

《歌德评〈最后的晚餐〉》《愁斯丹和绮瑟》（今译《特

里斯丹和绮瑟》）等西方经典作品。这些译作大多

在开明书店出版或发表于《中学生》杂志。获得博

士学位后，朱光潜从欧洲回国，正式开启了文艺美学

的翻译工作，出版了《艺术是什么》《歌德与白蒂娜》

《叶芝诗选》《美学原理》等译著。在翻译西方著作

时，他采用中西文明互释的方式，对中国现代美学的

建立具有开创性意义。比如，针对诗歌语言的变革，

他指出：“中国诗现在还在‘白话运动’期。欧洲文

学史上也起过数次的白话运动。最重要的有两个：

一个是中世纪行吟诗人和但丁（Ｄａｎｔｅ）所提倡的，一
个是浪漫运动期华兹华斯诸人所提倡的。”［５］１０４朱光

潜将西方文化译介到中国，给国内带来了新思想、新

方法和新批评模式。

除了译著带来的思想启蒙，他还把毕生的感悟

传授给学生。新中国成立前，朱光潜曾任北京大学

西语系教授，给学生们讲授文艺批评史和世界文学

名著课程，并指导学生学习翻译技能。他的课颇受

欢迎，经常吸引其他学院的学生前来旁听。［４］１５４就这

样，朱光潜为祖国培养了一批兼具中西文化素养的

美学人才。

（三）推动白话文的适度欧化，促进中西文化

交流

在翻译的过程中，朱光潜深切地感受到中西语

言的差异。他提出西方语言具有结构严谨、逻辑性

强、表达直接的特点，相对而言，白话文存在句式较

为松散、概念界定不清、意义表达不明确。比如，白

话文缺少时态的变化，用“曾”“已”“正”“将”来表

示时间概念，这些字还经常在口语交流中被省略。

然而，英语、法语、德语都有明确的过去时、现在时、

将来时的词形变化。此外，汉语（无论文言还是白

话）倾向于言简意赅，句式以简短的单句或复句为

主，而西方文法多复句，句式复杂，句间常用连接词

或关系代词。除了语法方面的差异，词语的语义具

有较大的区别，给翻译带来挑战。由于历史文化的

差异，一些中文字词的深层意蕴难以在外文中得到

表达。比如，“梅”“兰”“竹”“菊”“松”“柳”“月”除

了指代客观物体，还隐含着中华儿女的精神品质和

情感追求，难以找到能恰切表达这种深层内涵的西

方词语。同样，外文中许多词语的意境也难以在中

文中找到对应的表达。比如，英文中的“ｓｅａ”“ｒｏｓｅ”
“ｆｉｒｅ”“ｃａｓｔｌｅ”“ｓｈｅｐｈｅｒｄ”“ｃｏｕｎｔｒｙ”，在英国人看来
有着深刻的象征意味，而中译后却鲜能表现原语境。

这就造成从概念术语到繁复句式再到作品风格的翻

译难点。

面对翻译时遇到的语言不对称性问题，朱光潜

提出对白话文进行适度欧化的建议。他认为，这样

便于实际的翻译工作，也有助于提高中文的逻辑性。

时至今日，白话文中已有不少从西方引进的音译词，

如“咖啡”（ｃｏｆｆｅｅ）、“芭蕾”（ｂａｌｌｅｔ）、“披萨”（ｐｉｚ
ｚａ）、“吉普车”（ｊｅｅｐ）。同样，西方国家也学习了不
少汉语词汇，如“春节”（ｔｈｅＳｐｒｉｎｇＦｅｓｔｉｖａｌ）、“饺子”
（ｄｕｍｐｌｉｎｇ）、“茶”（ｔｅａ）。通过这种方法，译者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专业术语、文化语境、思想内涵上

遇到的问题，从而实现对西方美学著作的全面准确

翻译。在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下，语言的融合必将有

利于中西文化的进一步交流和发展。

整体而言，朱光潜在中西融会的翻译美学思想

指引下进行了大量西方著作的译介。他不仅纠正了

原先译著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引进西方美学论著和

文学作品启迪民智，而且提倡白话文的适度欧化。

这对２０世纪中国现代美学的建设具有引领性作用。
四、结语

朱光潜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翻译了大量

西方美学著作。其译作呈现出鲜明的特征：把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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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研究相结合，参考多语种、多译本，灵活运用直译

与意译，带有批判意识，运用跨学科研究法。在中西

融会的翻译美学思想指引下，朱光潜发现并纠正已

有译著的错误，通过翻译开展启蒙教育，同时提倡白

话文的适度欧化。这些实践不仅促进了中西文化的

交流与发展，也推动了中国现代美学的建构。

朱光潜中西融会的翻译美学思想，体现在他毕

生的译著中。他严谨的译风和卓越的成就，对当下

的翻译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国际局势不断

变化的今天，中西文化的深度融合已成为增进不同

文明互鉴的关键路径。因此，在翻译实践中，我们应

在继承中不断创新，在思想、语言、文法等方面精益

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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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金圣叹的欧阳修词批评
———兼及陈廷焯对金圣叹词评的批评

刘　芳
（郑州师范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４）

收稿日期：２０２５－０４－０９
作者简介：刘芳（１９８６—），女，河南中牟人，管理学硕士，郑州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史。

摘　要：评点家金圣叹选批欧阳修词十二首，晚清词论家陈廷焯对其词评进行了全面否定，认为
其毫无是处。笔者辨析指出，陈氏评价有失公允，金圣叹词评具有独特价值：深入发掘作品角色心理

内涵，重视传神与虚写手法，追求词作篇章布局的“精严”。金圣叹对欧阳修词的选批，虽数量不多，

却展现出其独到的文学见解和批评艺术，应给予其更为公正和全面的学术评价。

关键词：金圣叹；欧阳修词；陈廷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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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５）０３－００１７－０５

　　金圣叹对《水浒传》和《西厢记》的评点，见解独
到、精彩绝伦，在中国文学评点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对后世的文学批评和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相比之

下，其对诗、词、古文的评点，则不为人所重。其中，

对欧阳修词十二首的选批即在被轻之列。著名词论

家陈廷焯就对金圣叹论诗词进行了全面的否定。笔

者认为，陈氏所评过于苛刻，有失公允；若能平心考

察，则金圣叹之评自有其特色与价值，不应被粗暴地

一概抹杀。

一、陈廷焯对金圣叹词评的批评

陈廷焯（１８５３—１８９２），字亦峰，又字伯与，原名
世琨，丹徒（今江苏镇江）人，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举
人。陈氏有词学著作多种，而奠定其词学地位的则

是大型词选《词则》和论词专著《白雨斋词话》。对

于金圣叹的诗词评论，陈廷焯一则说“全是魔道”，

再则以为“直是门外汉”。对于金圣叹的欧阳修词

选评，更是持全面否定的态度，认为“其评欧阳公词

一卷，穿凿附会，殊乖大雅。且两宋词家甚多，独推

欧公为绝调，盖犹是评《水浒》《西厢》之伎俩

耳”［１］１３８。而且对于具体词的评述也深致不满：

“‘深花枝，浅花枝，深浅花枝相并时。花枝难似伊。

玉如肌，柳如眉，爱著鹅黄金缕衣。啼妆更为谁。’

欧阳公《长相思》词也。可谓鄙俚极矣。而圣叹以

前半连用四‘花枝’两‘深浅’字，叹为绝技，真乡里

小儿之见。”［１］１３８总之，在陈氏眼中，金圣叹论词毫无

是处！

然而，在陈廷焯的著作中，明显存在观点上的矛

盾。对于上文提到的《长相思·美人》，陈廷焯在

《白雨斋词话》中，称此词“可谓鄙俚极矣”，又以金

圣叹的评论为“真乡里小儿之见”；在《词则》中，他

却发表了这样的见解：“连用四‘花枝’二‘深浅’字，

姿态甚足。后半殊逊。”［２］８７６－８７７这里，他不但同意金

圣叹对欧阳修词用字的赞许，就连对总体结构的评

价也是“（上阕）姿态甚足，后半殊逊”，与金圣叹称

前半阕“异样绝调”，后半阕“丑拙不可耐”同一判

断［３］８３３。再看欧阳修词《诉衷情》：“清晨帘幕卷轻

霜，呵手试梅妆。都缘自有离恨，故画作远山长。思

往事，惜流芳，易成伤。未歌先敛，欲笑还颦，最断人

肠。”金圣叹批云：“即有恨，亦何与画眉事？以画眉

作使性事，真是儿女性格也。”［３］８３３－８３４先反诘词中主

人公行为之无理，又判其以“使性事”传“儿女性

格”；至陈氏则曰：“纵画长眉，能解离恨否？笔妙，

能于无理中传出痴女子心肠。”［２］８７７－８７８其遣意用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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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相似！

由此可见，陈廷焯也赞同金圣叹批欧阳修词的

一些观点。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中，“全是魔道”

“直是门外汉”的批评，是有失公允的。因此，正视

金批文本，拨开陈氏的覆蔽，方能识得庐山真面目。

朱东润先生曾说：“圣叹批评《西厢》《水浒》，其长处

在于认识主角之人格，了解全书之结构。”［４］３１０深入

检视金圣叹的欧阳修词批语，不难发现，他深入发掘

了词作中角色的心理内涵，重视传神的表达，并追求

词作的结构整体性。这些特点在金圣叹对其他作品

的批评中也有所体现，是其文学批评的重要组成

部分。

二、金圣叹对欧阳修词心理内涵的深入发掘

方孝岳先生道：“圣叹对于这些名作（《庄子》

《离骚》《史记》《水浒》《西厢》和杜诗），都能够设身

处地，替作者的心理设想。这种批评眼光，确是他最

见本领的地方。”［５］２８８金圣叹这种“最见本领”的批

评眼光，在其早期的《水浒传》评点中已有出色体

现，在《西厢记》的评点中更是达到极致。金圣叹同

样将这种“设身处地”的能力，用于其诗词评点中。

在《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甲集七言律》中随处可见

的是，金圣叹如化身作者一般，带领读者神游于作品

境界之中。如批张谓《西亭子言怀》“数丛芳草在堂

阴，几处闲花映竹林。攀树玄猿呼郡吏，傍溪白鸟应

家禽”云：“……乃我独有神解于此诗者，看他前解，

为堂阴，为芳草，为数丛，为竹林，为闲花，为几处，为

树，为猿，为溪，为鸟，全是一人指指点点、申申夭夭

于其间。”［６］２１１批王建《故梁国公主池亭》云：“一解

四句中，全写池馆门前，一人彷徨叹息。”［６］３０４批杨巨

源《寄江州司马》云：“夫亦从本人自己心窝中，设身

处地，代抒其诚然者。”［６］３３６刘勰云：“缀文者情动而

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７］７１５优秀的文学作品往

往是作者缘情而发，而读者需通过文辞逆向追溯作

者本心。赵岐注孟子“以意逆志”云：“人情不远，以

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矣。”［８］６３８正是人类

情感的共通性，为解读文学作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金圣叹《答沈匡来元鼎》说：“作诗须说其心中之所

诚然者，须说其心中之所同然者。说心中之所诚然，

故能应笔滴泪；说心中之所同然，故能使读我诗者应

声滴泪也。”［９］１０９－１１０要想感动别人，须首先感动自

己，诚然之情是感动自己的基础，而同然之情是感动

他人之前提。金圣叹的批评艺术，正是基于这种情

感共鸣，其评点不仅揭示文本表层，更触及作者内

心，使文学文本成为心灵对话的桥梁。

前文所举欧阳修词《诉衷情》中，金圣叹正是以

同理心入词，注意到女主人公的“以画眉作使性事，

真是儿女性格也”［３］８３３－８３４。如此评点，不仅析词意，

更揭人心，正是金圣叹批评之精髓所在。这也恰恰

传达出金圣叹批评跨越文体类别的特征。再如欧阳

修词《蝶恋花·春睡》“海燕归来栖画栋。帘影无

风，花影频移动。”金圣叹批云：“深闺独坐，活画出

来。”总评中又说：

盖人徒知“帘影无风”是静，“花影频

移”是动，而殊不知花影移动，只是无情，

正为极静。而“帘影无风”四字，却从女儿

芳心中仔细看出，乃是极动也。呜呼！善

填词者，必皆深于佛事者也。只一帘影花

影，皆细细分别不差，谁言慧业文人不生天

上哉！［３］８３７－８３８

“慧业文人”语出《宋书·谢灵运传》，指有文学

天才并与文字结为业缘的人。金圣叹所解未必就是

作者欧阳修原意，然而令人读之却觉并未超出此词

文本，而且批出了如此丰富的意蕴。我们可以将其

与《西厢记》中的例子相参照理解。在《酬简》中写

张生等待莺莺时唱道：“风弄竹声，只道金佩响；月

移花影，疑是玉人来。”金圣叹批云：“一片搔爬不着

神理。”［１０］１０４４对张生而言，此刻外界一切声响与动

静只有与张生所等待的人即莺莺相系时，才能为其

所关心。故而，此处的景物描写实则是写出了张生

等莺莺的急迫难耐之心。同样，欧阳修词也正是写

出了女主人公独坐深闺思人等人的情态。那么，金

圣叹焉能有此神解呢？我们依旧以之与《西厢记》

中的批解对看。在《赖简》中写红娘与莺莺去烧香，

出闺时先写窗后写帘，金圣叹将其与此前写红娘由

外入闺时先写帘外之风后写窗内之香加以比较，他

说：“夫帘之与窗，只争一层内外，而必不得错写者，

此非作者笔墨之精致而已，正即《观世音菩萨经》所

云，应以闺中女儿‘身得度者’，即现闺中女儿‘身而

为说法’。盖作者当提笔临纸之时，真遂现身于双

文闺中也。”［１０］１０１９其中所云“现身说法”正可作为金

圣叹神解欧阳修词的注脚，正是这种设身处地的能

力与思维，使他能够解出常人难以看到的心理内容。

更值得注意的是，金圣叹这种设身处地的能力

还导向作词的章法。如欧阳修的名作《踏莎行·候

馆梅残》：“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薰风暖摇征辔。

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寸寸柔肠，盈盈

粉泪，楼高莫近危栏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

春山外。”金圣叹评道：“杜诗‘今夜州月，闺中只

独看’，此便脱化出‘楼高’句；‘遥怜小儿女，未解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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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此便脱化出‘平芜’二句。”又说：“前半是自

叙，后半是代家里叙，章法极奇。”“从一个人心里，

想出两个人相思，幻绝妙绝。”［３］８３４这种对章法与视

角转换的敏锐捕捉，可见金圣叹在评点过程中不但

善于“现身说法”，而且能够自由地进行角色转换来

“设身处地”，在这种转换的同时又剖析了作品的章

法结构。

三、金圣叹对“传神”与“虚写”表现手法的推重

金圣叹既长于体会作品中人物性格与心理情

状，又转而以之要求于创作。于是，便有传神之论，

他说：“低手写色，高手写神。”［６］１３６

传神是我国古代美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范

畴，第一个明确提出这一概念的是东晋著名画家顾

恺之。明代以后，随着通俗文学的蓬勃发展，传神论

被进一步引入小说、戏曲评点中。清人沈宗骞说：

“画法门类至多，而传神写照由来最古，盖以能传古

圣先贤之神垂诸后世也。不曰形，曰貌，而曰神者，

以天下之人形同者有之，貌类者有之，至于神则有不

能相同者矣。”［１１］可见，形有相同，貌有相类，唯有

“神”才是一个人能够区别于他人最本质的因素。

金圣叹深谙此理，故在评点中强调传神之重要，认为

唯有捕捉人物之神韵，才能刻画出栩栩如生的形象。

如《水浒传》中写潘金莲“一只手拿着注子，一只手

便去武松肩胛上只一捏”，金圣叹批道：“写淫妇便

是活淫妇。”［１２］４３８所谓“写活”，也正是“只一捏”这

个动作，传达出潘金莲的淫荡“神理”。金圣叹的传

神论不仅限于人物刻画，更扩展至景物描写。如

《水浒传》第五回写鲁智深遇见一所破败的寺院，

“看那山门时，上有一面旧朱红牌额，内有四个金

字，都昏了”，金圣叹于此句下批道：“只用三个字，

写废寺入神。”［１２］１４８传神之笔不仅能勾勒人物内心，

更能让景物鲜活，情感与景致交融，使读者如临

其境。

在准确锁定人或物的神理所在之后，就可以付

诸笔墨了。金圣叹尤为推崇虚写，认为它是传神的

重要手法，而且运用虚写要做到笔墨经济，以简驭

繁。《水浒传》第三十七回写“戴宗便起身下去，不

多时引着一个黑凛凛大汉上楼来。宋江看见，吃了

一惊”。金圣叹对写李逵的用词特别欣赏：“黑凛凛

三字，不惟画出李逵形状，兼画出李逵顾盼、李逵性

格、李逵心地来。”［１２］６８０金圣叹以此法揭示，虚写不

仅能描绘外貌，更能透过简练文字，勾勒人物“顾

盼”“性格”“心地”之内在神韵，使读者在想象中补

全形象，感受其鲜活生命。虚写之妙，犹如画龙点

睛，寥寥数笔，却能引发无尽遐想。

再来看他评欧阳修词《蝶恋花·采莲》“越女采

莲秋水畔。窄袖轻罗，暗露双金钏”：

九个字，只写得上句中一个“采”字

耳。却亦只须写一“采”字，便活画出越女

全身，此顾虎头所谓“须向阿堵中落笔”

也。［３］８３９

轻盈罗衣，袖口微窄，金钏隐露，秋水映影，越女

轻盈之姿跃然纸上，采莲之态尽显。此即采莲女

“采”之“神”，所谓“须向阿堵中落笔”，正是此意。

此笔法精妙，正合顾恺之以形写神之理，既绘形又绘

神，神韵毕现。而且于此传神处要不惜笔墨，所谓

“九个字，只写得上句中一个‘采’字耳”，看似简笔，

却在传神处用心经营。由此观之，“简”的背后其实

又需要“繁”来支撑。

金圣叹《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中讲：“文章

最妙，是先觑定阿堵一处，已却于阿堵一处之四面，

将笔来左盘右旋，右盘左旋，再不放脱，却不擒

住。”［１０］８５７此论有两个要点：其一，要找到着力点，即

“先觑定阿堵一处”。要尽传事物之神，其着力点非

止一处，故涉及谋篇布局、章法安排等问题。故而，

其二，要有章法，即“于阿堵一处之四面，将笔来左

盘右旋，右盘左旋”。可见，金圣叹所谓“虚写”已不

仅仅是一种单纯的“传神”手法，而是同时涉及篇章

结构的。金圣叹评《蝶恋花·闺思》：“庭院深深深

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

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

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通篇不出正意，只是怨庭院，怨春，怨

花，章法奇甚。［３］８３８

此处所谓“正意”，即词题“闺思”。整首词并未

实写闺思，却又满纸皆是闺思———怨庭院之深，怨春

光之逝，怨落花之无情，实则皆因闺中女子内心深处

之无尽相思与无奈。以景寓情，怨意层层递进，情感

深挚而含蓄；庭院、春光、落花皆成寄托，虚写、实写

交织，尽显闺中女子无尽愁绪，章法布局着实巧妙。

四、金圣叹对篇章布局“精严”的追求

王国维先生说：“唐五代之词，有句而无篇。南

宋名家之词，有篇而无句。有篇有句，唯李后主降宋

后之作，及永叔、子瞻、少游、美成、稼轩数人而

已。”［１３］６７其中，就将欧阳修词作为“有篇有句”的代

表，而所谓“有篇”即注重作品的篇章布局。这正是

金圣叹评点所极为重视的，词之佳处不仅在个别妙

句，更在篇章布局。《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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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三》云：“盖天下之书，诚欲藏之名山，传之后人，

即无有不精严者。何谓之精严？字有字法，句有句

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是也。”［１４］２１金圣叹所言“精

严”，正是对作品篇章布局的极致追求。他认为，

字、句、章、部皆须法度谨严，方能成就传世之作。

金圣叹于欧阳修词所选不多，我们仅举一法以

窥其全。“草蛇灰线”法是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

法》中特为拈出的文法之一，金圣叹在《水浒》批点

中明确提及四次，且于《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有解

释、有举例：

有草蛇灰线法：如景阳冈勤叙许多

“哨棒”字，紫石街连写若干“帘子”字等是

也。骤看之，有如无物，及至细寻，其中便

有一条线索，拽之通体俱动。［１５］３４

所谓“草蛇灰线”原意即青蛇潜行于草丛，白线

掩映于土灰，粗看似无，细寻方见，金圣叹用以喻指

行文中的脉络连贯与叙事走向。学者王靖宇认为：

“作者通过在其作品中反复而又不露痕迹地使用某

一关键性的意象或象征，成功地达到某种和谐和效

果，犹如交响乐中由某一基调的重复出现所达到的

和谐和效果一样。”［１６］６５

基于此，我们再看金圣叹批欧阳修词《蝶恋

花·荡船》：“红粉佳人翻丽唱。惊起鸳鸯，两两飞

相向。且把金樽倾美酿，休思往事成惆怅。”他批

道：“从丽唱生出鸳鸯，从鸳鸯生出往事，文字只是

一片。”［３］８３９丽唱之韵，鸳鸯之舞，皆如草蛇灰线，隐

于词中，牵连情感，使读者于细微处见深情，于平淡

中感波澜，此正是金圣叹所推崇的文法之妙。他评

《蝶恋花·闺思》道：“‘杨柳堆烟’句，是衬‘庭院’

句；‘雨横风狂’句，是衬‘留春’句；‘乱红飞过’句，

是衬‘问花’句。”［３］８３８分别衬空间封闭、因果逻辑和

情感之怨，“此借彼衬”，编织出景与情、动与静的对

照，构成空间、时间、情感的递进链条。金圣叹之评，

揭示词中隐秘脉络，寻常字句间领略词人起伏心绪，

不仅见字句之工，更识章法之妙。

他批《生查子·即事》时将“草蛇灰线”矜为独

得之法，批“雁柱十三弦，一一春莺语”道：

此二句之妙，人未必知，予不得不说。

盖从“十三”字，生出“一一”字；从“雁柱”

字，生出“莺语”字也。

正因特重此法，故金圣叹于词末又以总批再次

加以强调：

迩来填词家，亦贪得好句而苦无其法，

遂终成呕哕。殊不知好句初不在“风雨”

“珠玉”等字而成，只将目前本色言

语，只要结撰照耀得好，便觉此借彼衬，都

成妙艳。如此词，第三、四句，“一一”字只

从“十三”字注沥而出；“莺语”字，只从“雁

柱”字影射而成也。苟若不得此法，即髯

枯血竭，政复何益？［３］８３６

再来回顾陈廷焯的再批评。综观陈氏之论，其

不满之理由有三：其一，“两宋词家甚多，独推欧公

为绝调”；其二，运用“评《水浒》《西厢》之伎俩”；其

三，“穿凿附会，殊乖大雅”［１］１３８。

首先，关于欧阳修词的总体成就，正如冯煦所

云：“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１７］其在词史上之

特殊地位不容小觑，金圣叹加以选批，当自有其会心

处，然金圣叹并未有任何“独推欧公为绝调”之类的

表述。因此，陈氏之批评恐难成立。

其次，是关于“以论曲论传奇之例论诗词”，“评

《水浒》《西厢》之伎俩”的运用。金圣叹的评点活

动，包罗子史各类，跨越雅俗界限，且自云：“圣叹本

有才子书六部……然其实六部书，圣叹只是用一副

手眼读得。”［１８］８５５故而，陈廷焯所云“盖犹是评《水

浒》《西厢》之伎俩耳”这个否定金圣叹诗词评论的

重要理由，反倒正是金圣叹论词的一大特色。通过

金圣叹批《水浒》《西厢》与欧阳修词的共通之处，可

见金圣叹批欧阳修词的独特价值，以及跨文体批评

的可能性。

至于“穿凿附会，殊乖大雅”，审视金圣叹批欧

阳修词十二首，最能入“此罪”者莫过于《减字木兰

花·艳情》，“楼台向晓，淡月低云天气好。翠幕风

微，宛转《梁州》入破时。香生舞袂，楚女腰肢天与

细。汗粉重匀，酒后轻寒不著人。”金圣叹批云：

衣袂、腰肢、汗粉还说得，至末句真不

好说得矣。今骤读之，乃反觉衣袂、腰肢、

汗粉等句之尚嫌唐突，而末句如只在若远

若近之间也者，此法固非俗士之所能也。

又云：

前半之末句，只说《梁州》入破，便暗

藏一妙人；后半之末句，只说春寒无妨，便

暗藏一妙事：真是镜花水月之文。［３］８３５

此词写宴席之间舞女情态，而金圣叹赞为妙文。

从中可见：其一，金圣叹评文学作品，无论雅俗，本不

讳言男女之情。其选批唐人七律，则选录万楚《五

日观妓》，并于此诗后两联“新歌一曲令人艳，醉舞

双眸敛鬓斜。谁道五丝能续命，却疑今日死君家”

批道：“宋人不是不肯作，直是不能作也。”［６］２０５且曾

自言：“圣叹自幼学佛，而往往如汤惠休绮语未

除。”［１０］１０５２－１０５３此为诗可写儿女私情之证。评《西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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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则云：“自古至今，有韵之文，吾见大抵十七皆儿

女此事。此非以此事真是妙事，故中心爱之，而定欲

为文也；亦诚以为文必为妙文，而非此一事则文不能

妙也。”［１０］１０４１足见其认为，俗文学不忌两性情事，只

在意是否为妙文。其二，金圣叹提倡虚写传神，以成

就“镜花水月之文”。这样就可以把“真不好说得”

之人、事与情“暗藏”，则所谓“妙人”与“妙事”并不

比“衣袂、腰肢、汗粉等”更嫌唐突。因此，金圣叹

“本不讳言男女之情”并非宣淫，而是既写真情而又

能不显淫荡，或许即王国维先生“永叔、少游虽作艳

语，终有品格”之谓［１３］１９。

以上所论金圣叹词评之观点，全部见于其对小

说、戏曲的评点中，我们虽未敢断言这些即等同于陈

廷焯之所指，然而当有所中。孙琴安先生对金圣叹

词评给予极高评价：“金圣叹对词所说的都是内行

话；他对词所作的评点，决不比对诗、文的评点逊

色。”［１９］２０１由于金圣叹关于词之见解，仅见于选批欧

阳修一人之词作，且只有十二首，同时词体自有其不

同于以叙事为主的小说、戏曲等其他文体的特殊艺

术品格，因此，关于金圣叹词评，应给予更为公正和

全面的学术评价，既不夸大其词，也不忽视其独到的

文学见解和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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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方法耦合的“五维协同”
人才吸引力评价模型构建

杨建坡，康旋子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６）

收稿日期：２０２５－０３－１６
基金项目：２０２５年度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基于乡村振兴视角的习近平文化思想‘一线三化’河南实践机制研究”

（２５２４００４１０７０６）
作者简介：杨建坡（１９７９—），男，河南西华人，哲学博士，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

哲学、意识形态理论。

摘　要：为了更科学合理地衡量地方的人才吸引力综合水平，综合采用文献分析法和 Ｄｅｌｐｈｉ法
构建包含人才引进吸引力、人才培育吸引力、人才管理吸引力、人才激励吸引力、人才评价吸引力５
个准则层指标，以及ＧＤＰ总量、人均ＧＤＰ等４０个指标层指标组成的“五维协同”人才吸引力评价指
标体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层次分析法—熵值法—ＴＯＰＳＩＳ法耦合评价模型，并以Ｈ省部分地
级市为例进行应用实证研究。结果显示，Ａ市、Ｃ市、Ｆ市、Ｄ市、Ｅ市、Ｂ市的人才吸引力综合水平依
次减弱，且均存在着人才管理吸引力环节的短板。人才引进吸引力作为首要环节，在地方人才吸引

力方面起到关键性作用，建议构建经济腾飞吸引人才、人才助力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模式。

关键词：人才吸引力；“五维协同”；指标体系；评价模型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５．０３．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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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言
人才是发展的第一资源，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

不竭动力，创新发展离不开人才的强力支撑［１］。

２０２１年中央人才工作会议强调，深入实施新时代人
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

地，为２０３５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人才支
撑，为２０５０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好人
才基础［２］。近年来，全国各地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人

才政策，如武汉“英才计划”、深圳“孔雀计划”、沈阳

“兴沈英才计划”、天津“海河英才”行动计划等，旨

在吸引和保留人才。在此背景下，科学合理地评估

地方人才吸引力成为关键一步，这对于认清并进一

步提升人才吸引力具有重要意义。

在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才红利正在逐步

形成的关键时间节点，地方人才吸引力问题受到了

普遍关注。纵观现有研究发现，在研究内容上主要

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地方人才吸引力影响因素的解

析，主要涉及地方经济、社会、公共服务、文化等多个

维度对人才吸引力的影响分析［３－５］；二是地方人才

吸引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众多学者在前人关于

人才吸引力多维度影响因素分析结果的基础上，出

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和评价对象，尝试构建一个相对

客观、全面的评价指标体系［６－８］。在研究尺度上，包

括单个城市、省域的个体研究［９－１１］，也有涉及较大

体量的城市群研究［１２－１３］。在研究方法上，早期的研

究主要以定性的理论探讨以及影响机制的定性分析

为主［１４］，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单纯的人才

吸引力定性分析已无法满足地方人才开发与管理的

需求，定量分析开始逐渐成为人才吸引力研究的主

要趋势［１５－１６］。综合来看，已有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

的研究成果，相关研究也在支撑人才吸引力现状解

析和提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现有研究仍

存在以下知识不足需要弥补：（１）现有研究的评价
维度较为单一，很少全面涉及人才开发与管理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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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综合评价，进而导致研究结果难以反映地方整

体的人才吸引力水平；（２）尽管人才吸引力的定量
研究趋于增多，但多数研究往往只关注对某地某一

时间截面人才吸引力状况的解析，多地区动态比较

型研究较为缺乏，这不利于找出不同地方之间的差

距和短板，进而因地制宜制定政策。

Ｈ省地处中原，有着重要的“地理优势”“交通
优势”，还有着天然的“人才优势”。然而，随着中央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推进，全国各地“抢

人之战”相继爆发，Ｈ省面临着激烈的人才竞争挑
战。在此背景下，本研究拟以 Ｈ省为例，基于人才
引进、培育、管理、激励、评价“五维协同”的递进式

全过程链，科学构建“五维协同”人才吸引力评价指

标体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人才吸引力评价模

型，从而立足于省内地级市之间的差异和共性特征，

对多个地级市近五年的人才吸引力进行应用实证分

析，以期为地方政府制定人才队伍建设策略、增强人

才竞争力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二、人才吸引力评价模型构建

（一）“五维协同”人才吸引力评价模型研究

框架

通过对我国人才开发与管理现状的分析可知，

人才引进→人才培育→人才管理→人才激励→人才
评价这一递进式全过程链在人才吸引力评价过程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本研究选取人才引进吸引

力、人才培育吸引力、人才管理吸引力、人才激励吸

引力和人才评价吸引力作为人才吸引力评价的五个

维度，采用文献分析法、Ｄｅｌｐｈｉ法进行“五维协同”
人才吸引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结合多种模型方

法构建“五维协同”人才吸引力评价模型，最后以 Ｈ
省典型地级市为例开展应用实证分析。具体的研究

框架如图１所示。

图１　“五维协同”人才吸引力评价模型研究框架

　　（二）“五维协同”人才吸引力评价指标体系
构建

１．文献分析法构建初步指标体系
本研究根据人才吸引力的内涵和特征，确定人

才吸引力评价指标体系的目标层和准则层：以“五

维协同”人才吸引力为目标层，以人才引进、培育、

管理、激励、评价的“五维协同”各过程为准则层。

随后，以“人才吸引力”“人才引进”“人才培育”“人

才管理”“人才激励”“人才评价”等为关键词，在中

国知网和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等中英文数据库中进行检
索，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和梳理，初步拟定包含

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三个层次的人才吸引力评

价指标体系的基本内容。

２．Ｄｅｌｐｈｉ法构建最终指标体系
运用Ｄｅｌｐｈｉ法开展两轮专家咨询以完善指标

体系。第一轮专家咨询旨在对初步构建的三级指标

体系的指标设置、指标描述、指标可行性进行修改和

调整；第二轮专家咨询则依据专家权威程度、专家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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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系数以及专家的补充、修改意见等，对指标体系进

行再修改和调整，同时为层次分析法中判断矩阵的

构造环节提供重要性程度的参考依据。

（三）模型构建方法

１．指标无量纲化处理
由于各项指标的量纲不一致，导致无法直接进

行指标之间的对比。因此，采用最小—最大值归一

化方法［１１］对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以保证指

标之间的可比性，为后续指标权重等的计算提供数

据基础。

对于正向指标：

ｕｉｊ＝０．９９８
ｘｉｊ－ｍｉｎ｛ｘ１ｊ，ｘ２ｊ，…，ｘｎｊ｝

ｍａｘ｛ｘ１ｊ，ｘ２ｊ，…，ｘｎｊ｝－ｍｉｎ｛ｘ１ｊ，ｘ２ｊ，…，ｘｎｊ｝
＋０．００２

（１）
对于负向指标：

ｕｉｊ＝０．９９８
ｍａｘ｛ｘ１ｊ，ｘ２ｊ，…，ｘｎｊ｝－ｘｉｊ

ｍａｘ｛ｘ１ｊ，ｘ２ｊ，…，ｘｎｊ｝－ｍｉｎ｛ｘ１ｊ，ｘ２ｊ，…，ｘｎｊ｝
＋０．００２

（２）
式中：ｕｉｊ表示第ｉ个样本第ｊ项指标归一化后的值；ｉ
＝１，２，…，ｎ，ｊ＝１，２，…，ｍ；ｘｉｊ为各项指标的实际值。
２．指标权重确定
本研究采用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相结合的方式

对指标权重进行确定。层次分析法是根据专家经验

对指标进行打分，进而确定指标权重，可以充分体现

各项指标在指标体系中的作用，但存在忽视指标数

据本身客观情况的问题；熵值法通过分析指标数据

的离散信息进行权重确定，可以充分反映指标数据

蕴含的客观信息，但缺乏专家知识和实践的支持，权

重结果可能会偏离实际情况。因此，本研究将层次

分析法、熵值法两种方法的指标权重计算结果进行

综合，以求在考虑专家实践经验的同时，突出数据本

身的变化情况，进而使指标赋权结果更准确。

（１）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是一种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特

别适合用于分析复杂决策问题的方法。运用层次分

析法，决策者通过将复杂问题依次分解为若干层次

和若干因素，并在各因素之间进行简单的对比分析，

其权重确定过程如下：

①明确问题，构建层次结构模型。
②建立判断矩阵，并对其进行一致性检验。
③权重的计算：层次分析法中，最重要的计算任务

就是求解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及对应的特征向量。

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第一步，计算判断矩阵每一行元素的乘积：

Ｍｊ＝∏
ｍ

ｉ＝１
ｂｉｊ　　ｊ＝１，２，３，…，ｍ （３）

第二步，计算Ｍｊ的ｍ次方根：

Ｗｊ＝
ｍＭ槡 ｊ　　ｊ＝１，２，３，…，ｍ （４）

第三步，将向量Ｗ ＝［Ｗ１，Ｗ２，Ｗ３，…，Ｗｍ］
Ｔ做

正规化处理，即：

Ｗ′ｊ＝Ｗｊ∑
ｍ

ｊ＝１
Ｗｊ　　ｊ＝１，２，３，…，ｍ （５）

第四步，计算最大特征根：

λｍａｘ＝∑
ｍ

ｊ＝１

（ＡＷ）ｊ
ｍＷｊ

（６）

式中：λｍａｘ为特征矩阵的最大特征根；Ｗ为对应于
λｍａｘ的正规化特征向量；Ｗ的分量Ｗ′ｊ就是对应元素
单排序的权重值。

④一致性检验：需要计算一致性指标 ＣＩ，ＣＩ＝
（λｍａｘ－ｍ）／（ｍ－１）。其一致性指标ＣＩ与同阶的平
均随机一致性指标ＲＩ（见表１）之比，称为判断矩阵
的随机一致性比例，即为ＣＲ，ＣＲ＝ＣＩ／ＲＩ。当ＣＲ＜
０．１时，认为判断矩阵有令人满意的一致性，即通过
计算得到的各项指标权重是可以接受的。否则需要

对判断矩阵进行重新调整，直到 ＣＲ＜０．１为止。层
次分析法的权重计算结果见表２。

表１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阶数 ＲＩ 阶数 ＲＩ 阶数 ＲＩ
１ ０ ８ １．４１ １５ １．５９
２ ０ ９ １．４６ １６ １．５９
３ ０．５２ １０ １．４９ １７ １．６１
４ ０．８９ １１ １．５２ １８ １．６１
５ １．１２ １２ １．５４ １９ １．６２
６ １．２６ １３ １．５６ ２０ １．６３
７ １．３６ １４ １．５８

　　（２）熵值法
熵值法［１７］能够较好地反映信息的效用价值，克

服指标间的信息重叠，同时能够有效消除主观因素

对于指标权重确定的影响。计算公式如下：

设有ｎ个样本，每个样本有ｍ项评价指标，构建
原始矩阵Ｕ＝｛ｕｉｊ｝ｎ×ｍ（０＜ｉ≤ｎ，０＜ｊ≤ｍ），则第
ｉ个样本第ｊ项指标的比重为：

ｐｉｊ＝ｕｉｊ∑
ｎ

ｉ＝１
ｕｉｊ （７）

第ｊ项指标的熵值为：

ｅｊ＝－ｋ∑
ｎ

ｉ＝１
ｐｉｊｌｎｐｉｊ （８）

式中：ｋ＝１／ｌｎｎ。
第ｊ项指标的差异系数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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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ｊ＝１－ｅｊ （９）
最终第ｊ项指标的权重表示为：

ｗ″ｊ＝ｇｊ∑ｇｊ （１０）

式中：ｗ″ｊ为第ｊ项指标的权重，结果见表２。
（３）综合权重结果

基于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的权重计算结果，确

定各项指标的综合权重ｗｊ：
ｗｊ＝βｗ′ｊ＋（１－β）ｗ″ｊ （１１）

式中：β为偏好系数，本研究取值０．５，最终计算得出
各项指标的综合权重如表２所示。

表２　“五维协同”人才吸引力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结果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层次分析法权重 熵值法权重 综合权重

“五维协同”

人才吸引力

人才引进

吸引力（０．３４５）

ＧＤＰ总量 ０．１３２ ０．０２５ ０．０７８
人均ＧＤＰ ０．０２９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２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４
教育行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０．０６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３８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０．０３９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９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０

城市人均拥有道路面积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１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４
年平均气温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年平均降水量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２
民用汽车拥有量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平均每千人口卫生机构床位数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３

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数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２
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２
公共安全支出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４
普通小学数量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９
普通初中数量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２
普通高中数量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９

人才培育

吸引力（０．２４０）

Ｒ＆Ｄ经费内部支出 ０．０６１ ０．０２４ ０．０４３
Ｒ＆Ｄ机构数 ０．０９０ ０．０２３ ０．０５６
省级重点实验室 ０．０１８ ０．０４５ ０．０３２
普通高等学校 ０．０３８ ０．０５３ ０．０４５

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０．０１２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２
图书馆藏书量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６
实现创新企业数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６

人才管理

吸引力（０．２０３）

技术合同成交数 ０．０５４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８
技术合同成交额 ０．０９１ ０．０４６ ０．０６９

专利所有权转让及许可数 ０．０１９ ０．０４５ ０．０３２
专利所有权转让及许可收入 ０．０３１ ０．０７６ ０．０５４

人才激励

吸引力（０．１１５）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与人数 ０．０４３ ０．０２４ ０．０３４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参与人数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８ ０．０２９
城镇职工失业保险参与人数 ０．０１３ ０．０３７ ０．０２５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１
科学技术支出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８ ０．０１６

人才评价

吸引力（０．０９７）

发表科技论文 ０．００５ ０．０４２ ０．０２３
出版科技著作 ０．００９ ０．０３８ ０．０２４
有效发明专利数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６

形成国家或行业标准数 ０．０１６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３

　　３．人才吸引力评价模型
本研究选取 ＴＯＰＳＩＳ法［１８］，即逼近理想解排序

法，对人才吸引力进行评价。该方法是通过计算各

项指标与最优解和最劣解的距离来进行排序，进而

确定相对优劣的评价方法，具有计算灵活、评价结果

准确等优点。ＴＯＰＳＩＳ法的关键环节是评价指标权

重的确定，因此本研究通过构建层次分析法—熵值

法—ＴＯＰＳＩＳ法耦合评价模型对人才吸引力进行评
价。计算步骤如下：

（１）构建规范化加权决策矩阵
基于各项指标的归一化和权重计算结果，构建

规范化加权决策矩阵Ｒ，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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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ｒｉｊ）ｎ×ｍ ＝
ｕ１１×ｗ１ ｕ１２×ｗ２ … ｕ１ｍ ×ｗｍ
ｕ２１×ｗ１ ｕ２２×ｗ２ … ｕ２ｍ ×ｗｍ
   

ｕｎ１×ｗ１ ｕｎ２×ｗ２ … ｕｎｍ ×ｗ












ｍ

（１２）

（２）确定最优解Ｒ＋和最劣解Ｒ－

Ｒ＋＝（ｒｍａｘ１，ｒｍａｘ２，…，ｒｍａｘｍ） （１３）
Ｒ－＝（ｒｍｉｎ１，ｒｍｉｎ２，…，ｒｍｉｎｍ） （１４）

（３）计算第ｉ个评价对象到最优解、最劣解的距
离Ｄ＋ｉ、Ｄ

－
ｉ

Ｄ＋ｉ ＝ ∑
ｍ

ｊ＝１
（ｒｍａｘｊ－ｒｉｊ）槡

２ （１５）

Ｄ－ｉ ＝ ∑
ｍ

ｊ＝１
（ｒｍｉｎｊ－ｒｉｊ）槡

２ （１６）

（４）计算第ｉ个评价对象与最优解的贴近程度，
即贴近度Ｔｉ

Ｔｉ＝
Ｄ－ｉ

Ｄ＋ｉ ＋Ｄ
－
ｉ

（１７）

根据 Ｔｉ的大小即贴近度大小进行排序，Ｔｉ∈
［０，１］，其值越大，表明评价对象越接近理想状态，
即人才吸引力越高。

４．案例区选择与数据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Ｈ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变“人

口大省”为“人才大省”，大力实施创新驱动、科教兴

省、人才强省战略，人才发展呈现深入推进、整体提

升的良好态势。因此，本研究综合 Ｈ省地级市之间
在区位、人口规模、经济水平、产业发展定位以及政

府财政等方面存在的共性和个性情况，选取 Ｈ省
Ａ、Ｂ、Ｃ、Ｄ、Ｅ、Ｆ六个地级市作为评价对象，进行“五
维协同”人才吸引力评价模型的应用案例研究。其

中，鉴于数据的可获性以及数据统计口径的一致性，

以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为研究期进行案例分析，所涉及的
指标数据主要来自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的《ＸＸ统计年
鉴》，缺失数据由六地市相应年份的《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进行补

充。此外，本研究选用 ＳＰＳＳ２２．０软件、Ｍａｔｌａｂ
Ｒ２０１７ｂ软件以及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７软件进行数据处理、模
型构建和应用案例评价。

三、结果与分析

（一）Ｄｅｌｐｈｉ法结果
１．专家基本情况
共选取３０名专家，其中，来自省内各普通高等

院校的教师 １０名，来自 Ｒ＆Ｄ机构的研究人员 １０
名，来自高新技术企业的专业人员１０名。平均年龄
为３７．０３±４．２１岁；硕士及以上学历占９３．３３％。咨
询专家的基本情况见表３。

表３　咨询专家的基本情况

项目 例数 构成比

性别
男性 ２０ ６６．６７％

女性 １０ ３３．３３％

年龄（岁）
３０～ ２４ ８０．００％

４０～ ６ ２０．００％

本科 ２ ６．６７％

教育程度 硕士 １６ ５３．３３％

博士 １２ ４０．００％

初级 ３ １０．００％

职称 中级 ２２ ７３．３３％

副高 ５ １６．６７％

　　　　　合计 ３０ １００％

　　２．专家积极系数、权威程度、协调系数
专家咨询表的有效回收率为１００％，表明专家

参与本研究的积极程度非常高。用专家权威系数

Ｃｒ表示专家权威程度，其值由指标的判断系数和熟
悉程度系数求取平均值得到，一般认为专家权威系

数Ｃｒ≥０．７即认为结果可靠；经计算，本研究 Ｃｒ的
平均值为０．９０，表明专家判断的科学性较高，其结
果可靠。专家协调系数（Ｋｅｎｄａｌｌ’ｓＷ，简称 Ｗ系
数）用来检验专家对指标意见是否一致，是咨询结

果可信度的指标；采用 ＳＰＳＳ２２．０软件计算 Ｗ系
数，结果如表４所示，所有Ｗ系数值的假设检验Ｐ＜
０．００１，说明专家对指标的评价结果具有一致性，结
果可取。

表４　专家咨询中专家的协调系数

指标
重要性

Ｗ系数 Ｐ值
可行性

Ｗ系数 Ｐ值
灵敏性

Ｗ系数 Ｐ值
人才引进吸引力 ０．４５９ ＜０．００１ ０．４２９ ＜０．００１ ０．４０７ ＜０．００１

人才培育吸引力 ０．４４５ ＜０．００１ ０．４１２ ＜０．００１ ０．４７６ ＜０．００１

人才管理吸引力 ０．４７９ ＜０．００１ ０．４３２ ＜０．００１ ０．３９７ ＜０．００１

人才激励吸引力 ０．５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４０６ ＜０．００１ ０．３８５ ＜０．００１

人才评价吸引力 ０．４９５ ＜０．００１ ０．４２５ ＜０．００１ ０．４０２ ＜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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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指标体系和权重结果
１．指标体系构建结果
经过前期文献梳理和两轮专家咨询确定了“五

维协同”人才吸引力评价指标体系，结果如表２所
示。指标体系以“五维协同”人才吸引力为目标层，

主要包含人才引进吸引力、人才培育吸引力、人才管

理吸引力、人才激励吸引力、人才评价吸引力５个准
则层指标，ＧＤＰ总量、人均 ＧＤＰ、城镇居民人均消费
支出等４０个指标层指标。
２．指标权重计算结果
根据式（３）～式（６）确定层次分析法的主观权

重计算结果，根据式（７）～式（１０）确定熵值法的客
观权重计算结果，最后根据式（１１）确定综合权重，
结果如表２所示。从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的权重计
算结果来看，两种方法的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也

反映了基于主客观相结合思想进行综合权重计算的

重要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指标综合评价的科

学性。从准则层指标综合权重的大小来看，准则层

指标存在着人才引进吸引力（０．３４５）＞人才培育吸
引力（０．２４０）＞人才管理吸引力（０．２０３）＞人才激
励吸引力（０．１１５）＞人才评价吸引力（０．０９７）这种
过程的链条式权重递减规律，可见人才吸引的首要

环节（即人才引进吸引力）在人才吸引力方面占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从指标层指标综合权重的大小

来看，ＧＤＰ总量、技术合同成交额、Ｒ＆Ｄ机构数、专
利所有权转让及许可收入、技术合同成交数、普通高

等学校、Ｒ＆Ｄ经费内部支出、教育行业就业人员平
均工资对人才吸引力的影响较大，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率、民用汽车拥有量、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对人才

吸引力的影响较小。

（三）Ｈ省地级市人才吸引力评价结果
１．“五维协同”各过程人才吸引力的量化评价
根据上述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构建的层

次分析法—熵值法—ＴＯＰＳＩＳ法耦合评价模型，以 Ｈ
省Ａ、Ｂ、Ｃ、Ｄ、Ｅ、Ｆ六个地级市为案例区进行实证应
用，以检验本研究构建的“五维协同”人才吸引力评

价模型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图２显示了 Ｈ省六个地级市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
“五维协同”人才引进吸引力、人才培育吸引力、人

才管理吸引力、人才激励吸引力、人才评价吸引力等

各过程的评价结果。可以发现，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Ｈ省
六个地级市的人才引进吸引力由大到小呈现出 Ａ
市＞Ｃ市＞Ｆ市＞Ｅ市＞Ｄ市＞Ｂ市的地域差异，人
才培育吸引力、人才管理吸引力和人才评价吸引力

由大到小均呈现出 Ａ市 ＞Ｃ市 ＞Ｄ市 ＞Ｆ市 ＞Ｅ
市＞Ｂ市的地域差异，人才激励吸引力由大到小呈
现出Ａ市＞Ｃ市 ＞Ｆ市 ＞Ｄ市 ＞Ｂ市 ＞Ｅ市的地域
差异。此外，六个地级市在研究期内存在着一个普

遍性的规律，即在人才管理吸引力方面具有明显的

不足，其评价值与人才吸引力的其他四个过程相比

处于明显劣势，仍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总体来说，

Ａ市、Ｃ市和Ｄ市人才管理吸引力是其人才吸引力
中的短板，Ｂ市和 Ｆ市人才管理吸引力与人才评价
吸引力是其人才吸引力中的短板，Ｅ市人才管理吸
引力、人才激励吸引力及人才评价吸引力是其人才

吸引力中的短板。

２．“五维协同”人才吸引力综合水平的量化
评价

Ｈ省六个地级市“五维协同”人才吸引力综合
水平的评价结果如图３所示。通过分析可知，六个
地级市的人才吸引力综合水平的评价值在２０１７—
２０２１年均呈现上升趋势，表明“五维协同”人才吸引
力在研究期内一直在增强。具体来说，Ａ市的人才
吸引力最强，其评价值在２０２１年高达０．６７６；Ｃ市的
人才吸引力次之，２０２１年的评价值为 ０．４８７；相比之
下，Ｂ市、Ｅ市、Ｄ市和Ｆ市的人才吸引力相对较低，
其评价值在研究期内不足０．１７０，可见部分地级市
的人才吸引力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此外，随着时

间推移，Ｃ市的人才吸引力提升非常明显，与 Ａ市
的差距趋于缩小。总体来说，六个地级市的“五维

协同”人才吸引力由强到弱依次为Ａ市、Ｃ市、Ｆ市、
Ｄ市、Ｅ市、Ｂ市。

四、讨论

人才吸引力评价是认清并进一步提升人才吸引

力的基础工作，而一个地方的人才吸引力往往是通

过指标来衡量的，这说明构建科学合理的人才吸引

力评价指标体系尤为重要。不过，要想衡量一个地

方的人才吸引力，不可能也没必要建立包罗万象的

指标体系，这就需要优化选择具有代表性和可操作

性的指标。本研究在 Ｄｅｌｐｈｉ法开展过程中，各位专
家提出了大量的建设性意见，专家积极系数高达

１００％，表明专家对本研究具有浓厚的兴趣，这为建
立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提供了良好的专家知识支

撑；与此同时，专家权威程度、协调系数也进一步证

明了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重要的是，人才是一个地区发展的第一资源和

核心问题，如何优化良好的人才成长环境，如何集聚

人才、使用人才、培育人才是各地区发展的关键之处。

·７２·



图２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六市“五维协同”各过程人才吸引力的评价结果

图３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六市“五维协同”人才吸引力综合水平的评价结果

通过对比分析，那些在人才吸引力方面具有优势的

城市，可以使人才在这个环境中有效地满足自身需

求，比如说在高工资和高生活水平方面，享有健康环

保的绿色生活，医疗有保障，子女教育得到妥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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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能够满足其特殊需求，如良好的发展前景、更多

的教育和学习机会等。因此，要想把提高人才吸引

力的工作落到实处，就要从人才切实关心的利益需

求着手，加强长板、补足短板，充分发挥人才开发与

管理的政策优势，多措并举优化人才引进、培育、管

理、激励、评价“五维协同”过程链，从而促使人才引

得进、留得住、用得好，保障地方可持续发展。

不可避免地，本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一

方面，本研究在选择指标时，由于一些指标在量化方

面存在较大的难度和争议，使得个别比较具有代表

性的指标因无法量化而被其他相关指标进行替代描

述；另一方面，本研究在采用 Ｄｅｌｐｈｉ法构建评价指
标体系时，咨询的专家来自 Ｈ省内，专家的知识经
验可能会受限于 Ｈ省的实际情况。由于我国幅员
辽阔，地域之间的差异显著，当尝试将该指标体系应

用于其他省域进行人才吸引力评价时，要注意在本

研究框架与模型的基础上结合地域差异适当进行本

地化修正。

五、结论

本研究综合采用文献分析法和 Ｄｅｌｐｈｉ法，构建
了“五维协同”人才吸引力评价指标体系；在为各项

指标确定权重时，本研究采用基于专家主观意见的

层次分析法和基于数据客观特征的熵值法相结合的

方式；此外，本研究还进一步耦合了层次分析法—熵

值法—ＴＯＰＳＩＳ法构建了人才吸引力评价模型，并以
Ｈ省Ａ、Ｂ、Ｃ、Ｄ、Ｅ、Ｆ六个地级市为案例进行模型的
应用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１）综合文献分析
法和Ｄｅｌｐｈｉ法构建的“五维协同”人才吸引力评价
指标体系科学性较高，指标体系包含人才引进吸引

力、人才培育吸引力、人才管理吸引力、人才激励吸

引力、人才评价吸引力５个准则层指标，其下则包含
ＧＤＰ总量、人均ＧＤＰ、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等４０
个指标层指标，该指标体系合理。（２）人才引进吸
引力作为人才吸引力的首要环节在人才吸引力方面

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且经济实力是权重最高的影响

因素，应积极谋求经济腾飞吸引人才，人才助力经济

发展，形成良性循环。（３）Ｈ省六个地级市“五维协
同”人才吸引力一直在增强，且总体上呈现出 Ａ市
＞Ｃ市＞Ｆ市＞Ｄ市＞Ｅ市＞Ｂ市的地域差异；研究
期内六个地级市在人才管理吸引力维度具有明显的

不足，其评价值与“五维协同”人才吸引力的其他四个

维度相比明显处于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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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职业分化、经营规模与农业生态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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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挂职），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域和产业经济。

摘　要：为了探究农民职业分化的广度、深度和农地经营规模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本研究基
于县域数据，利用非期望产出ＳＢＭ模型对农业生态效率进行测度，并利用 Ｔｏｂｉｔ模型分析了农民职
业化、农地经营规模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农业生态效率整体低于传统农业生产效

率，且存在农地异质性；农民职业分化广度增加并不一定加深农民职业分化深度；较低的农民职业分

化深度不利于提高农业生态效率；农民职业分化广度和农地经营规模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分别呈

现负向和正向作用，但在小麦种植区和山地、丘陵农地特征区域这种影响刚好相反；单纯机械动力投

入和化肥施用量增加不利于农业生态效率提高；单纯复种指数改变和种植业作物结构微小变动并不

影响农业生态效率。

关键词：农民职业分化；经营规模；农业生态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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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献综述
农业可持续发展旨在农业领域保护农业相关资

源和农业生产环境，其中农地资源充分利用和农业

生产环境保护至关重要，农业生态效率也因此成为

学术界重点研究方向之一。全国第三次农业普查数

据显示，小农户占所有农业经营主体的比例为

９２．４％，且以兼业经营为主，其经营耕地面积占总耕
地面积的７０％。由于中国农民职业分化不彻底，且
小农户以兼业经营农地为主，农村出现了大量农地

抛荒、低效率经营以及农业生态系统脆弱化等现象。

《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农业污染源已

经成为中国第一大污染源。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需

要提高农业生态效率、发展生态农业，然而在以农户

兼业经营农地为主的背景下，这种经营模式是否有

利于提高农业生态效率？农民兼业程度和农地经营

规模又如何影响农业生态效率？这些问题亟待验

证。因此，本文将深入分析农民职业分化、经营规模

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并探寻提高农业生态效率

的有效途径。

效率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虽然研究

的角度和表达方式有所差异，但基本上形成了一定

的共识，即既定产出水平下降低投入水平，或者既定

投入水平下提高产出水平。学术界最早由德国学者

Ｓｃｈａｌｔｅｇｇｅｒ＆Ｓｔｕｒｎ（１９９０）提出生态效率的概念，随
后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对生

态效率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关于生态效率内涵的研

究国内学术界呈现出两种观点：一是单纯从资源节

约和环境保护的角度考虑，认为人类活动对资源和

环境的影响不应该超过环境承载力；二是从资源利

用、环境保护和社会产出的角度考虑，认为应该尽可

能减少资源投入和污染物排放，增加社会产出水平。

农业生态效率是在农业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却面临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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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污染问题的背景下，在农业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下提出的，所以学术界对农业生

态效率的界定侧重于经济效率和环境效率组合，即

经济产出、资源投入和环境污染的综合效率。关于

农业生态效率评价方法的研究文献较多，具体方法

主要有比值法、生命周期评价法、随机前沿分析法

（ＳＦＡ）和数据包络分析法（ＤＥＡ）。比值法是从产出
角度用农业产出和环境影响的比值进行评价，该方

法忽略了投入端的作用，无法真正评价综合性的农

业生态效率概念。生命周期评价法又称为环境协调

评价法，基于不同的目标类型得出综合指数的评价

方式，具有较强的主观性。随机前沿分析法是一种

参数分析方法，分析实际产出和最大期望产出的差

距，但会因为指标选取和单一输出问题产生较大的

误差。数据包络分析法是一种非参数分析方法，理

论由 ＭｉｃｈａｅｌＦａｒｒｅｌｌ提出，分析方法由 Ｃｈａｒｎｅｓ和
Ｃｏｏｐｅｒ创建，构建思路为降低投入而扩大产出，主要
有ＣＣＲ、ＢＣＣ、ＦＧ、ＴＧ等模型。早期的模型只能从
投入或产出一个角度进行测算，在未考虑松弛变量

的基础上容易高估效率值。Ｔｏｎｅ提出了基于松弛
变量（Ｓｌａｃｋｓｂａｓｅ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ＢＭ）ＤＥＡ模型，将非期
望产出纳入模型［１］。随后，考虑非期望产出的 ＳＢＭ
模型被学术界广泛应用于农业生态效率的测度，本

文也将采用该模型进行测度。前期国内较多学者利

用该模型测度农业生态效率［２－８］，并进行了区域差

异和空间特征分析［３－８］。国内部分学者也对农业生

态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利用宏观统计数据

和微观调研数据分别从农业生产投入、农业补贴、劳

动力转移、土地流转、农业市场化、农地细碎化、农业

产业结构、城乡收入差距、社会服务及支持等角度进

行了研究［１１－１５］。关于农民职业分化和农地经营规

模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学术界的观点存在

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导致农业经

营劳动力老弱化、兼业化、机械化，农户会通过增加

化肥、农药等化学品投入替代劳动，甚至使农地经营

趋于粗放型，从而对农业生态效率造成负影

响［１５－１７］。另一种观点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导致农

地经营规模化、机械化、市场化，新兴经营主体更加

重视农业技术投入、降低化学品投入和农产品绿色

化，有利于农业生态效率提高［１８－２０］。

通过对前期文献梳理发现，研究农村劳动力转

移和农地经营规模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的成果颇

多，为后期研究奠定了研究基础并指明了方向。但

较多文献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地经营规模分开研

究，探讨二者对农业生态效率影响的研究较少；文献

中考虑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变化（农民职业分化的

广度）较多，而研究农村劳动力职业化程度（农民职

业分化的深度）较少；以宏观统计数据和微观调研

数据，从空间分异和农户分化角度分析农业生态效

率的文献居多，而考虑农地异质性角度的较少。所

以，本文拟利用县域数据，从空间分异和农地异质的

视角，分析以下问题：农民职业分化的量（广度）和

质（深度）如何影响农业生态效率？农地经营规模

如何影响农业生态效率？在空间分异和农地异质视

角下农民职业分化、农地经营规模如何影响农业生

态效率？

二、农业生态效率的测度与空间特征

与传统的农业生产效率测度相比，农业生态效

率测度不仅要考虑期望产出，还要考虑非期望产出，

主要包括化肥、农药、地膜等化学品的使用导致的农

地环境污染。早期的数据包络分析法（ＤＥＡ）中的
ＳＢＭ模型无法加入非期望产出，Ｔｏｎｅ在２００１年对
ＳＢＭ模型进行了改进，综合衡量投入和产出（期望
产出、非期望产出）的关系，提出了考虑非期望产出

的ＳＢＭ模型。
（一）考虑非期望产出 ＳＢＭ模型的农业生态效

率测度方法

假定农业生产过程的决策单元（ＤＭＵ）有 ｎ个，
每一组决策单元有三组向量组成，分别为投入向量、

期望产出向量和非期望产出向量。定义三组向量

ｘ∈Ｒｄ、ｙ∈Ｒｇ、ｚ∈Ｒｂ，表示每一决策单元中有 ｄ类投
入要素、ｇ类期望产出、ｂ类非期望产出。将 Ｘ、Ｙ、Ｚ
三个矩阵分别定义为：Ｘ＝［ｘ１，ｘ２，ｘ３…，ｘｎ］∈Ｒ

ｄ×ｎ，

Ｙ＝［ｙ１，ｙ２，ｙ３…，ｙｎ］∈Ｒ
ｇ×ｎ，Ｚ＝［ｚ１，ｚ２，ｚ３…，ｚｎ］∈

Ｒｂ×ｎ，其中Ｘ、Ｙ、Ｚ均为正值。可以将包含非期望产
出的生产可能集合表示为：

ｐ＝｛（ｘ，ｙ，ｚ）｜ｘ≥γＸ，ｙ≥γＹ，ｚ≥γＺ，γ≥０｝
那么，基于变动规模报酬的情况，考虑非期望产

出的ＳＢＭ模型可以设定为：

ρ＝ｍｉｎ
１－１ｑ∑

ｑ

ｉ＝１

ｆｄｉ
ｘｉ０

１＋ １
α１＋α２

∑
α１

ｍ＝１

ｆｇｍ
ｙｍ０
＋∑
α２

ｒ＝１

ｆｂｒ
ｚｒ( )
０

ｓ．ｔ．ｘ０＝Ｘμ＋ｆ
ｄ，ｙ０＝Ｙμ＋ｆ

ｇ，ｚ０＝Ｚμ＋ｆ
ｂ

∑
ｎ

ｉ＝１
μ１＝１，ｆ

ｄ≥０，ｆｇ≥０，ｆｂ≥０

其中，ｆｄ、ｆｇ、ｆｂ分别为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
产出的松弛变量，μ为权重向量，模型中的下标“０”
为评价单元。ρ表示决策单元的生态效率，其数值
介于０到１之间，当ρ＝１，即ｆｄ、ｆｇ、ｆｂ均为零，决策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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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是有效率的；当 ρ＜１，则意味着决策单元是存在
效率损失的。

（二）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１．投入指标。基于生产函数中劳动、土地、资本
等主要投入要素，选择投入指标。劳动力投入用农

林牧渔从业人员数量表示，土地投入用农作物播种

面积衡量，资本投入指标包括农用机械总动力、化肥

投入量、农药使用量和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

２．产出指标。期望产出用实际农业增加值表
示，由于选择区域均为粮食主产县，该指标与投入指

标中农林牧渔从业人员数量、农作物播种面积数据

对应并不完全一致，但基本能够处于同一口径。非

期望产出指标用化肥、农药和塑料薄膜残留造成的

环境代价表示，其中利用《全国第一次污染源普查》

（农药流失、农膜残留系数分册）获得相应残留系

数，然后乘以各县农药、塑料薄膜的投入量得到其残

留数值；采用赖斯芸等 （２００４）［２１］、田红宇等
（２０１８）［２２］方法提取ＴＮ、ＴＰ作为化肥残留数据。
３．数据来源。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县域统计

年鉴》、ＥＰＳ县市数据库、《河南省统计年鉴》等。
（三）农业生态效率比较与空间特征

本文基于产出角度，利用ＤＥＡＳＯＬＶＥＲ软件对
２００９—２０２２年３３个粮食主产县的农业生态效率进
行了测度。鉴于篇幅有限，文中只呈现出按照年份和

按照县平均化处理后的农业生态效率值（详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０９—２０２２年３３个县农业生态效率平均值

序号 县
农地

特征

农业生态

效率
序号 县

农地

特征

农业生态

效率

１ 方城县 丘陵 ０．４１ １８ 遂平县 平原 ０．３４
２ 固始县 丘陵 ０．８４ １９ 卫辉市 平原 ０．３６
３ 光山县 丘陵 ０．９８ ２０ 温县 平原 ０．８３
４ 潢川县 丘陵 ０．９３ ２１ 舞阳县 平原 ０．４０
５ 浚县 平原 ０．５３ ２２ 西平县 平原 ０．８８
６ 罗山县 丘陵 ０．６０ ２３ 夏邑县 平原 ０．３３
７ 泌阳县 丘陵 ０．９０ ２４ 项城市 平原 ０．５４
８ 内乡县 山区 ０．５７ ２５ 新蔡县 平原 ０．２６
９ 宁陵县 平原 ０．２７ ２６ 新乡县 平原 ０．９４
１０ 平舆县 平原 ０．３０ ２７ 偃师市 丘陵 ０．５３
１１ 濮阳县 平原 ０．４４ ２８ 叶县 平原 ０．４８
１２ 淇县 平原 ０．９４ ２９ 虞城县 平原 ０．３１
１３ 清丰县 平原 ０．８０ ３０ 禹州市 丘陵 ０．４１
１４ 汝南县 平原 ０．２８ ３１ 原阳县 平原 ０．４６
１５ 商水县 平原 ０．７４ ３２ 镇平县 丘陵 ０．５３
１６ 上蔡县 平原 ０．３０ ３３ 正阳县 平原 ０．３７
１７ 沈丘县 平原 ０．３０

　　首先，将各县１４年的农业生态效率进行平均化
处理，比较每个县的农业生态效率水平。其中，农业

生态效率较高的县有光山县、淇县和新乡县；而农业

生态效率较低的县有宁陵县、汝南县、新蔡县。如图

１所示，从１４年的平均值来看，农业生态效率在０．６
以上的县仅有１１个，仅占三分之一，说明整体农业
生态效率并不高。

图１　３３个县传统农业生产效率与农业生态效率比较

　　其次，农业生态效率明显低于传统农业生产效率，
并且存在农地异质性。从２００９—２０２２年３３个县的平
均值看出，农业生态效率与传统农业生产效率逐年变

化趋势基本一致，均呈现一定的递增趋势，但前者明显

低于后者且未缩小差距；山区和丘陵地区的农业生态

效率高于平原地区的农业生态效率。如果利用传统农

业生产效率进行测度和分析，明显忽视了农业生产中

的环境代价，高估了农业生产率。所以，本文后面将利

用农业生态效率进行分析，并分析其农地异质性。

三、农民职业分化、土地规模经营对农业生态效

率的影响

（一）理论分析与假设

理论上，农业生态效率的提升有外生和内生两

条路径：一是在外生技术推动下实现生产技术进步，

在农业投入要素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通过良种研发

与推广使用、生产过程技术改进，实现农业污染面源

减少；二是内生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的改变，通过农

业产业化、市场化经营，提升农业投入要素配置效率

和绿色化生产过程，减少农业生产的环境代价，实现

农业生态效率提升。这两条路径均需以农地经营规

模的扩大或农户经营行为的协同为基础，同时要摆

脱分散式家庭传统农业经营方式。农民职业分化涵

盖农民非农就业及其兼业状况，会影响农民对农地

和劳动力要素的配置，进而决定农户经营行为的协

同程度。因此，研究农民职业分化、农地经营规模对

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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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职业分化包含广度与深度，广度是指农民

非农就业比例，深度是指农民非农就业和经营农业

的职业化程度。农民职业分化广度越大，意味着非

农就业比例越高；农民职业分化深度越强，表明农民

非农就业和全职经营农业的程度越高，兼业程度越

低。随着农民非农就业比例增加，农业生态效率能

否提升尚不确定，这取决于农地经营规模和农民兼

业程度。若较高比例的农民非农就业且兼营农业，

同时农业经营规模偏低，或土地流转仅在小农户中

进行，那么农地经营可能处于被忽视状态，反而不利

于农业生态效率的提升。反之，若随着农民非农就

业，其职业化程度增强，且农地经营规模扩大、经营

方式得以改善，则有利于提高农业生态效率。在不

同农地特征条件下，由于农地区位优势和自然禀赋

存在差异，农民职业分化状况和农地经营规模会影

响农户对农业经营方式的选择，进而影响农业生态

效率水平。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１：农民职业分化广度增加并不一定增强
农民职业分化深度，二者发展状况将会影响农业生

态效率水平，且作用方向不确定。

假设２：农地经营规模增加有利于改变传统农
地经营方式，提高农业生态效率。

假设３：农民职业分化、农地经营规模对农业生
态效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分异性和农地异质性。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为了验证农民职业分化、经营规模对农业生态

效率的影响，建立基本模型，详见式（１）。
Ｅｃｉ＝α０＋α１Ｆｃ＋α２Ｎｃ＋α３Ａａｌ＋∑βｉ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εｉ

（１）
其中Ｅｃｉ为被解释变量农业生态效率，用前面

测算出的２００９—２０２２年３３个县农业生态效率值衡
量；主要的解释变量为 Ｎｃ、Ｆｃ和 Ａａｌ，分别代表农民
职业分化广度、深度和农地经营规模，分别选择用农

民非农就业比例、兼业程度和劳均农地经营面积衡

量。控制变量选取基于柯布—道格拉斯函数，选择

农地生产中可能投入的要素，其中，农业机械总动力

（Ｔｐａｍ）表示农业生产中资本投入水平；人均教育投
入（Ｅｄｕ）代表农村教育状况，衡量人力资本水平；人
均ＧＤＰ（Ｐｇｄｐ）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种植业作物
结构（Ａｓｌ）表示农业生产结构变化，衡量农地经营市
场化程度；化肥投入量（Ｆｅｉ）、复种指数（Ｍｃｉ）表示
农业经营方式；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Ｌｏａ）
代表区域金融对农业发展的支持程度。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利用河南省３３个产粮大县２００９—２０２２

年的县级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县域统计年

鉴》《河南省县市统计数据库》《河南省各地市统计

年鉴》、ＥＰＳ数据库等，通过剔除缺失数据后获得平
衡面板数据。

解释变量中，农民职业分化广度（Ｎｃ）用非农就
业比例衡量，数据以各区域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占

三次产业总从业人员的比例表示；农民职业分化的

深度（Ｆｃ）用农民兼业程度反向衡量，数据采用各区
域整体非农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例表示；农地经营

规模（Ａａｌ）用劳均农地经营面积（公顷／人）衡量，数
据通过农作物播种面积除以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

得到并取对数；农业机械总动力（Ｔｐａｍ）（万千瓦）、
化肥施用量（Ｆｅｉ）（吨）和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
额（Ｌｏａ）（万元）采用原始数据并取对数；人均教育
（Ｅｄｕ）和人均 ＧＤＰ（Ｐｇｄｐ）利用区域年末总人口平
均得到并取对数；种植业作物结构（Ａｓｌ）用粮食作物
播种面积与非粮作物播种面积之比计算得到；复种

指数（Ｍｃｉ）数据通过农作物播种面积除以耕地面积
获得。具体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数据描述性统计结果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Ｏｂｓ Ｍｅａｎ Ｓｔｄ．Ｄｅｖ． Ｍｉｎ Ｍａｘ
Ｅｃ ４６２ ０．５５３ ０．２８９ ０．１８０ １．０００
Ｆｃ ４６２ ０．４５６ ０．１４７ ０．０６８ ０．８４０
Ｎｃ ４６２ ０．４８８ ０．１４６ ０．１０１ ０．９２７
ｌｎＡａｌ ４６２ １．７２０ ０．３１８ ０．７８１ ２．８３４
ｌｎＴｐａｍ ４６２ ４．３８５ ０．６１２ ３．６５３ ５．８２７
ｌｎＥｄｕ ４６２ ６．２５４ ０．６１５ ５．３７６ ７．２４３
ｌｎＰｇｄｐ ４６２ ９．８７０ ０．８４３ ８．１６８ １１．６８２
Ａｓｌ ４６２ ３．４６２ ３．１３９ ０．８９６ ２３．７７６
ｌｎＦｅｉ ４６２ １０．１７５ ０．６５７ ７．８１４ １２．７３５
ｌｎＬｏａ ４６２ １４．５９２ ０．７４３ １２．７９４ １７．０８２
Ｍｃｉ ４６２ １．９７７ ０．２３７ １．３６８ ２．７１９

　　（四）实证结果
由于被解释变量分布于（０，１］的农业生态效率

值，明显具有截断特征，利用 ＯＬＳ估计会得到非一
致且有偏的结果，故采用面板Ｔｏｂｉｔ模型进行回归分
析。由于固定效应的 Ｔｏｂｉｔ模型无法找到个体异质
性的充分统计量，无法进行条件最大似然估计；即便

是直接在混合Ｔｏｂｉｔ回归中加入面板单位的虚拟变
量，所得的固定效应估计结果同样是不一致的。所

以，拟采用随机效应的 Ｔｏｂｉｔ模型，通过 ＬＲ检验结
果显示存在个体效应，表明可以采用随机效应的面

板Ｔｏｂｉｔ回归。回归分析前进行方差膨胀因子的共
线性检验，对相应的变量取自然对数后，ＭａｘＶＩＦ为
４．８４，平均方差膨胀因子（ｍｅａｎＶＩＦ）的值为２．６７，
ｍｅａｎＶＩＦ＜１０，表明各解释变量间也不存在多重共
线性问题。在回归分析过程中，采用总体样本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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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１）、按照种植作物类型（小麦、水稻）不同分
南北两个区域（方程２和３）回归、按照农地特征分
为平原和非平原地区（方程４和５）回归，具体回归
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农业生态效率随机效应面板Ｔｏｂｉｔ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ＳＪＥｃ ｓｏｕｔｈＥｃ ｎｏｒｔｈＥｃ ｆｌａｔＥｃ ｍｏｕＥｃ

Ｆｃ －０．６３１ －０．９９９ －０．１６８ －０．４７９－１．３１８

（０．０７２７） （０．０９６１） （０．０９１２） （０．０８８４）（０．１０００）
Ｎｃ ０．５２５ １．２５７ －０．４８２ ０．４５５ ２．５７８

（０．１２００） （０．１７５０） （０．１４２０） （０．１２４０）（０．２５７０）
ｌｎＡａｌ ０．１０６ －０．０３７ ０．２７２ ０．０８１ －０．９０３

（０．０４３１） （０．０７０８） （０．０４７５） （０．０４６１）（０．１１８０）
ｌｎＴｐａｍ －０．２２２ －０．２１４ －０．０５０ －０．０９４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２８） （０．０３３６） （０．０３３９） （０．０３５３）（０．０３３０）
ｌｎＥｄｕ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３ －０．１２６ －０．１４３０．１６９

（０．０２８７） （０．０５２１） （０．０２８４） （０．０３７４）（０．０３９１）
ｌｎＰｇｄｐ ０．０８１ －０．０９３ ０．３６７ ０．２１９ －０．２６９

（０．０３１１） （０．０５５４） （０．０４３８） （０．０３９３）（０．０４９３）
Ａｓｌ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３８） （０．０１２４） （０．００３８） （０．００４１）（０．０２２４）
ｌｎＦｅｉ －０．０２９ ０．０１２ －０．０６９ －０．０６２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９９） （０．０２４１） （０．０２６４） （０．０２４８）（０．０２２９）
ｌｎＬｏａ ０．０５４ ０．０８４ －０．１３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８３） （０．０４０４） （０．０４０４） （０．０３３１）（０．０４８５）
Ｍｃｉ ０．０６３ －０．０２８ ０．０６６ －０．０４６ ０．３２７

（０．０４９９） （０．０７３０） （０．０６１８） （０．０７５０）（０．０６９５）
＿ｃｏｎｓ ０．３６８ ０．７８４ ０．２３８ ０．１００ ２．９８０

（０．３１４０） （０．４６７０） （０．３５２０） （０．３９２０）（０．４５００）
Ｎ ４６２ ２５２ ２１０ ３２２ １４０

　　注：表中括号中数据为 ｔ统计量，、和分别代表 １０％、

５％和１％水平上显著。

１．较低的农民职业分化深度不利于农业生态效
率提高

农民职业分化深度以农民兼业比例反向衡量，

即农民兼业比例越高，表明农民职业分化深度较低。

回归结果显示，随着农民兼业比例增加，农业生态效

率显著降低；分区域和分农地类型的分组回归结果

同样显著为负。这表明农民非农就业后兼营农业，

是农民职业分化深度较低的体现。在当前农民家庭

收入以非农收入为主的背景下，兼业导致其忽视农

业经营、固化传统经营理念，阻碍农业生态化发展。

尽管分区域和分农地特征的回归结果均显示农民兼

业对农业生态效率呈负向影响，但这种负效应在南

部小麦种植区高于北部水稻种植区，在平原地区高

于非平原地区。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从

农业经营机械化程度（机耕、机播和机收比例）来

看，小麦种植区高于水稻种植区，这意味着小麦种植

区农民投入农业劳动力时间更少，更易忽视农业经

营，因此农民兼业经营小麦类作物时降低农业生态

效率的概率更高。相对于平原地区，山地和丘陵地

区农地经营难度大、平均收益低，导致农民对兼业经

营农地的重视不足，抛荒比例较高，进而使得该区域

农民兼业程度增加时，农业生态效率降低的风险更

突出。

２．农民职业分化广度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存
在区域差异性和农地异质性

总体而言，农民职业分化广度（即农民非农就

业比例）增加显著不利于农业生态效率提升。全国

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普通农业经营户中，高中

及以上学历的劳动力人数占比仅７．３％，５５岁以上
的劳动力人数占比 ３４．６％，女性劳动力人数占比
４７．８％，接受过农业技术培训的劳动力人数占比
９．９％。这表明，随着农民非农就业，高人力资本劳
动力外流，农业经营呈现劳动力老弱化、女性化及技

能培训不足等特征。这些问题制约了传统农业改

造，削弱了农民转变经营方式的动力，成为提升农业

生态效率的关键瓶颈。

农民职业分化广度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

显著区域差异，且作用方向不同。在不考虑农民职

业分化深度、农地经营规模水平和控制其他变量的

情况下，农民非农就业比例增加对农业生态效率的

影响在小麦种植区呈正作用，但在水稻种植区呈负

作用。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农民非农就业比例增加，

小麦种植区与水稻种植区相比，更易采用规模化、市

场化经营，对农业生态效率提升有利。农民职业分

化广度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也因农地特征不同而

存在差异，且作用方向不同。农地特征以平原为主

的区域，农民非农就业比例增加会造成农业生态效

率的降低；而农地特征以山地和丘陵为主的区域，农

民非农就业比例增加可以促使农业生态效率提高。

以山地和丘陵为主的区域农民非农就业后，选择农

业经营的农户更多以非粮作物经营为主，更倾向于

市场化和生态化经营方式，这与前文所述“山地和

丘陵地区的生态效率高于平原地区”的结论相

印证。

３．扩大农地经营规模有利于提高农业生态效率
总体来看，扩大农地经营规模对提高农业生态

效率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按照区域和农

地特征分组分析发现，组内影响方向存在差异。这

表明，从整体上扩大农地经营规模，有助于改变传统

农业经营方式，推动农业生态效率提升。然而，在南

部小麦种植区，农地经营规模扩大对农业生态效率

影响是显著的负向作用；北部水稻主要种植区域这

种影响为正。这是因为在当前以小农户为主的农地

经营模式下，单位面积小麦种植相对于水稻其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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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占用非农劳动时间更少，经营农地的机会成本较

低。因此，农民通过土地流转扩大农地经营规模，对

其非农收入影响并不大，所以农民并不会考虑改变

传统的经营方式。相反，经营水稻等其他作物所需

劳动时间相对较多，经营农地的机会成本较高，农民

增加农地经营规模则会考虑增加农业劳动时间，为

弥补农业劳动的机会成本将会改变传统农业经营方

式，主动选择生态化和市场化经营模式。

在农地特征方面，平原地区农地经营规模扩大

有利于提高农业生态效率，但山地和丘陵地区农地

经营规模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却呈现负作用。全

国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普通农户占所有农业

经营主体的比重达到９２．４％，即使通过土地流转转
入农地扩大经营规模，也主要是依靠农民家庭内部

劳动力经营，平原地区单位劳动力能够耕作的农地

规模要大于山地和丘陵地区，所以平原地区农民通

过增加农地经营规模获得的收益有可能大于其机会

成本，更倾向于市场化、生态化经营；而山地和丘陵

地区农民扩大农地经营规模受到家庭劳动力数量限

制，扩大农地经营规模有可能导致更加粗放经营，进

而降低农业生态效率。

４．控制变量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
机械动力投入和化肥施用量增加显著降低了农

业生态效率，且不存在区域差异性和农地异质性。

在以小农户经营为主的状况下，机械动力投入和化

肥施用量增加可以节约农业生产所需劳动力，降低

农民兼业的机会成本，强化其采用传统经营模式兼

业的倾向，不利于提高农业生态效率。人均教育投

入并没有显著影响农业生态效率，这可能是教育投

入的边际效应主要体现为高人力资本劳动力数量的

增加，而这部分劳动力大多流向非农领域，使得实际

从事农业经营的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并未明显提

升。区域人均ＧＤＰ水平总体上对农业生态效率具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

无论是农产品需求还是供给两端均具有生态化倾

向。此外，复种指数和种植业作物结构对农业生态

效率的影响均不显著：复种指数的变化在经营方式

不变的情况下，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有限，其虽影

响农业生产效率，但未必作用于农业生态效率；从各

县数据变化趋势来看，种植业作物结构（即粮食作

物与非粮作物播种面积之比）变动较小，反映出农

业生产市场化程度不足，进而导致其对农业生态效

率的影响不显著。

四、结论和对策建议

基于前面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１）农

业生态效率整体低于传统农业生产效率，且存在农

地异质性；（２）农民职业分化广度和深度并没有必
然的联系，职业分化广度仅仅是职业分化深度的前

置条件；（３）较低的农民职业分化深度，即较高的农
民兼业程度，这种情况不利于提高农业生态效率；

（４）农民职业分化广度增加总体上降低农业生态效
率，但对小麦种植区和山地、丘陵农地特征区域的农

业生态效率有正向影响；（５）扩大农地经营规模总
体上可以提高农业生态效率，但对小麦种植区和山

地、丘陵农地特征区域的农业生态效率有负向影响；

（６）单纯机械动力投入和化肥施用量增加不利于农
业生态效率提高，且不存在区域差异性和农地异质

性；（７）单纯复种指数改变和种植业作物结构微小
变动并不影响农业生态效率。

根据以上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１）在农民
职业分化广度增加的同时，要注重提升农民职业分

化深度，通过市场机制以及政策扶持等手段，引导农

民进行市场化、生态化的农地经营，进而提升其农业

经营的职业化能力；（２）随着农民职业分化广度增
加，不应单纯依靠机械动力投入和化肥等化学制剂

投入来节约劳动力并维持传统农业发展模式，而应

在当地政府的引导下，发展“一村一品、一乡一业”

的特色绿色农业，基层政府和村集体应充分发挥组

织引导作用；（３）不仅要通过土地流转来扩大农地
经营规模，更要重视通过统一小农户经营行为实现

规模经营，通过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生态理

念和农业经营技能，推动小农户发展现代化、绿色化

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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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测度及区域差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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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新型劳动者、科技生产力、绿色生产力和数字生产力四个维度出发，构建新质生产力
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ＴＯＰＳＩＳ法测算了２０１２—２０２２年中国３０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新质生产
力水平，并利用Ｄａｇｕｍ基尼系数法对各区域新质生产力的差异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全国新质生产
力水平总体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从空间角度分析，新质生产力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东部、中部、东

北、西部；从时序角度分析，新质生产力增长速度由快到慢依次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区域间新

质生产力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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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３年９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新时代
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强调，要积极培育新能

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

新动能［１］。在现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智

能互联、数据挖掘和智能算法等信息技术持续更新，

显著提升了生产效率。为充分释放技术赋能效应，

推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２］，

加快发展以高科技和创新为驱动力的新质生产力迫

在眉睫。不仅是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更

是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当今世界，新

质生产力正在成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各国政

府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培育，纷纷

出台相应的战略规划和政策措施。例如，德国的

“工业４．０”战略、美国的“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
等。这些措施旨在提升新质生产力，加强国家在国

际科技竞争中的地位。在此背景下，科学测度新质

生产力水平，分析区域差异，对于优化资源配置、促

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综述

关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学界主要从生产力构

成要素和传统生产力跃升两个角度进行深入研究。

一是从生产要素构成的角度。部分学者指出，新质

生产力是生产力三要素及其优化组合跃升的先进生

产力，其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３］；新质生产力是

生产要素的升级和拓展［４］。例如：王珏从劳动力、

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这三要素的角度研究新质生产

力［５］；韩文龙等考虑生产要素的多样性，以生产力

三要素为基础，加入新技术、生产组织和数据要素三

个拓展要素分析新质生产力［６］。二是从传统生产

力跃升的角度。高帆通过对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

力的产业形态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两者所适应的社

会发展阶段有所不同［７］。周文等认为传统产业不

仅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先决条件，也是未来产

业发展的基础，传统产业通过整合新技术，不仅能实

现自身的产业升级，还可以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

来产业转型，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坚实的产业

基础［８］。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新质生产力代表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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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力发展形态的一种转变，它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

动力，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实现了传统生产力

的跃迁［９］。新质生产力的“新”主要体现在新技术、

新业态和新产业的应用上［１０］，而“质”则主要体现

在追求高质量、多质性和双质效 ［１１］。

学者对于新质生产力内涵理解的侧重方向不

同，构建的指标体系也有所不同。一是从生产力构

成要素视角出发，构建评价指标体系［１２－１３］。其中，

劳动者主要包括劳动者技能、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意

识；劳动对象涵盖新质产业和生态环境；生产资料分

为物质生产资料与无形生产资料。二是从传统生产

力升级视角出发，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卢江构建了

包含科技生产力、绿色生产力及数字生产力三个维

度的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１４］。李阳等从技术创新、

产业创新、要素创新三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１５］。吴

文生等从产业创新体系、人才供给体系、经济支撑体

系和未来产业发展体系四个方面反映新质生产力水

平［１６］。测算方法主要有熵值法［１５］、熵权 ＴＯＰＳＩＳ
法［１７］和改进的 ＴＯＰＳＩＳ综合评价法［１４］。虽然选取

指标各异，使用方法不同，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新质

生产力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

部分学者将重心放在研究新质生产力对经济系

统的影响。例如：新质生产力与现代化产业体

系［１８］、经济高质量发展［１９］、产业链韧性［２０］和新型

工业化［２１］的关系探究。学者通过构建评价体系，分

析新质生产力对经济发展的传导机理和影响效应。

梳理现有文献可知，学者主要从新质生产力的

理论内涵、水平测度和对经济系统的影响三个层面

进行研究，为本文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仍存在不

足：一是对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莫衷一

是，评价结果的稳健性有待考证；二是对新质生产力

的异质性分析较少。基于此，本文在构建新质生产

力评价指标体系时，兼顾了经济发展的“量”和

“质”，不同于现有文献，本文用劳动力人力资本反

映为劳动者带来效益的知识、技能及能力等质量因

素之和，用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成交金额反映技术

转移，选取的统计指标能够更客观、更有效地体现新

质生产力。同时，采用Ｄａｇｕｍ基尼系数法剖析新质
生产力的异质性，并分析其逻辑动因。

二、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来源

（一）指标体系构建

依据目的性、客观性、全面性、可比性和可操作

性原则，参考相关文献［１２－１７，２２］，选取评价指标。构

建了包含４个一级指标、８个二级指标和２０个三级
指标的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见表１。

表１　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 二级 三级 指标解释 属性

新型劳动者
人力资本

受教育程度 人均受教育平均年限 ＋
劳动力人力资本 实际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 ＋

人力资源 人力投入 规上工业企业Ｒ＆Ｄ人员全时当量 ＋

科技生产力

创新

创新环境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
创新投入 规上工业企业产业创新经费 ＋
创新产出 专利申请授权数 ＋
未来产业 机器人安装密度 ＋

技术

技术引进 技术引进经费支出 ＋
技术改造 技术改造经费支出 ＋
技术转移 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成交金额 ＋

绿色生产力
绿色环保

森林覆盖率 森林覆盖率 ＋
环境保护 环境保护支出／一般财政支出 ＋

绿色科技
水资源利用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
无害化处理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数字生产力

数字产业

基础设施 单位面积长途光缆线路长度 ＋
信息化水平 每百家企业拥有网站数 ＋
网络普及率 人均互联网接入端口数 ＋

产业数字

软件业务 软件业务收入／地区生产总值 ＋
信息技术 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地区生产总值 ＋
电子服务 企业电子商务销售额／地区生产总值 ＋

　　新型劳动者选取了实际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作
为三级指标，该指标包含教育、就业和收入等多方面

的信息，为反映人力资本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持。

关于科技生产力，参考了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

化产业统计司公布的《中国创新指数研究》，采用人

均地区生产总值反映创新环境。国家技术转移示范

机构作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的重要平

台，对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本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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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成交金额衡量技术转移情

况，其发展能够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２３］。关于绿

色生产力，选取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和生活垃圾无

害化处理率体现能源的循环利用和绿色经济可持续

发展的能力。结合数字生产力的实现路径，从数字

产业和产业数字两个方面反映数字生产力，其中产

业数字涵盖软件和信息等技术指标。

（二）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人力资本报告》《中

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火炬统计年鉴》《中国劳动

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及各省政府工作报

告。对于缺失数据，采用移动平均法和插值法进行

补充。为科学反映不同区域的新质生产力发展状

况，参照国家统计局标准，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

北①四大地区。由于西藏部分数据缺失，研究对象

为中国３０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三、新质生产力的水平测算

（一）不同省域新质生产力水平

本文采用熵权 ＴＯＰＳＩＳ法测算各省份的新质生
产力水平，并计算年平均增长速度②。

表２　３０个省份新质生产力水平及增速

省份 ２０１２ 排名 ２０１５ 排名 ２０２０ 排名 ２０２２ 排名 年平均增速（％）
北京 ０．１８０ ４ ０．２２２ ４ ０．３７３ ２ ０．３９１ ４ ８．０６６
天津 ０．０８７ １５ ０．１０４ １２ ０．１７８ ７ ０．１９８ ７ ８．５７１
河北 ０．０７３ １９ ０．０８７ ２１ ０．１１０ １９ ０．１２０ ２０ ５．０９６
山西 ０．０６２ ２５ ０．０５９ ２８ ０．０８９ ２４ ０．１６８ １１ １０．４８２
内蒙古 ０．０５５ ２６ ０．０６８ ２６ ０．０８２ ２６ ０．０９８ ２５ ５．９４６
辽宁 ０．０９４ １０ ０．１０９ １０ ０．１１９ １７ ０．１３３ １６ ３．５３１
吉林 ０．０７３ ２０ ０．０９２ １９ ０．１０７ ２１ ０．１０３ ２２ ３．５０３
黑龙江 ０．０７１ ２２ ０．０８０ ２３ ０．０９３ ２３ ０．０９８ ２６ ３．２７５
上海 ０．１８４ ３ ０．２４１ ３ ０．３４５ ４ ０．４３２ ３ ８．９１０
江苏 ０．２６５ １ ０．２７５ ２ ０．３６３ ３ ０．４３５ ２ ５．０８１
浙江 ０．１５８ ５ ０．１９７ ５ ０．２７９ ５ ０．３１１ ５ ７．００７
安徽 ０．０７７ １８ ０．０９４ １６ ０．１３６ １２ ０．１６７ １３ ８．０４９
福建 ０．１２６ ７ ０．１３５ ７ ０．１６５ ８ ０．１８６ ８ ３．９７１
江西 ０．０８９ １４ ０．０９７ １４ ０．１２５ １４ ０．１３３ １７ ４．０９９
山东 ０．１４９ ６ ０．１７２ ６ ０．２１０ ６ ０．２８１ ６ ６．５５０
河南 ０．０６９ ２３ ０．０８３ ２２ ０．１１０ ２０ ０．１２７ １８ ６．２９１
湖北 ０．０８３ １６ ０．１００ １３ ０．１４１ １１ ０．１７１ １０ ７．４９６
湖南 ０．１１２ ８ ０．１０８ １１ ０．１２３ １５ ０．１４６ １５ ２．６８７
广东 ０．２３５ ２ ０．３１４ １ ０．５３４ １ ０．５９９ １ ９．８０８
广西 ０．０９０ １３ ０．０９３ １８ ０．１１４ １８ ０．１１９ ２１ ２．８３３
海南 ０．０９４ １１ ０．１１３ ９ ０．１５１ １０ ０．１７８ ９ ６．５９３
重庆 ０．０８２ １７ ０．１１７ ８ ０．１３６ １３ ０．１６８ １２ ７．４３６
四川 ０．１００ ９ ０．０９４ １７ ０．１６５ ９ ０．１６６ １４ ５．１９９
贵州 ０．０６５ ２４ ０．０７２ ２４ ０．０８３ ２５ ０．０９９ ２４ ４．２９７
云南 ０．０７３ ２１ ０．０８９ ２０ ０．０９４ ２２ ０．１００ ２３ ３．１９７
陕西 ０．０９３ １２ ０．０９５ １５ ０．１２０ １６ ０．１２３ １９ ２．８３５
甘肃 ０．０４４ ２８ ０．０４５ ２９ ０．０５９ ３０ ０．０７１ ３０ ４．９０１
青海 ０．０３３ ２９ ０．０７０ ２５ ０．０６４ ２９ ０．０８０ ２９ ９．２５９
宁夏 ０．０４６ ２７ ０．０６６ ２７ ０．０７７ ２７ ０．０９１ ２７ ７．０６０
新疆 ０．０２４ ３０ ０．０３９ ３０ ０．０６６ ２８ ０．０８１ ２８ １２．９３５

　　由表２可知，东部地区的广东、江苏、上海、北
京、浙江、山东和福建均排名靠前，这些省份不但是

东部地区的领跑者，也是全国的领头羊。由水平测

算结果可知，省域新质生产力具有异质性，例如：

２０２２年广东的新质生产力水平为０．５９９，而同期甘
肃的新质生产力水平仅为０．０７１。从增长速率看，

全国新质生产力的年均增速为６．４０２％，新疆的新
质生产力增速最为显著，年均增速达到１２．９３５％。

（二）不同区域新质生产力水平

根据上述结果，计算各区域新质生产力的平均

水平，如表３所示。

表３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年不同区域新质生产力测算结果

区域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东部 ０．１５５ ０．１６７ ０．１７６ ０．１８６ ０．２０５ ０．２１５ ０．２４１ ０．２４１ ０．２７１ ０．２８９ ０．３１３
中部 ０．０８２ ０．０８５ ０．０８５ ０．０９０ ０．０９３ ０．１０３ ０．１１３ ０．１１２ ０．１２１ ０．１３４ ０．１５２
西部 ０．０６４ ０．０７２ ０．０８５ ０．０７７ ０．０９８ ０．０８０ ０．０８７ ０．０８９ ０．０９６ ０．１０３ ０．１０９
东北 ０．０７９ ０．０８２ ０．０８８ ０．０９４ ０．０９０ ０．０９４ ０．０９４ ０．１１９ ０．１０６ ０．１２１ ０．１１１
全国 ０．１００ ０．１０７ ０．１１５ ０．１１８ ０．１３２ ０．１３１ ０．１４４ ０．１４７ ０．１６０ ０．１７３ ０．１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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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发展水平来看，各区域新质生产力水平整体
呈上升趋势，水平由高到低依次表现为东部、中部、

东北、西部。从增长速率来看，东部、中部、西部和东

北分别为 ７．２８１％、６．３６６％、５．４６９％、３．４５９％，相
比之下，东北地区的增长速率略缓。由于人才流失

严重、技术水平落后、产业结构单一等问题，东北地

区新质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２０２２年新质生产力的
平均水平为０．１１１，但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这能够

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充足的空间。就全国而

言，新质生产力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提高科技生产

力和数字生产力仍是当前的重点工作。

四、新质生产力水平区域差异分析

（一）全国新质生产力水平差异

本文参考Ｄａｇｕｍ和Ｙａｏ等（１９９７）［２４］提出的基
尼系数，对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差异进行分析，计算结

果如表４所示。
表４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年全国的Ｄａｇｕｍ基尼系数

年份
基尼系数

全国 区域内 区域间 超变密度

贡献率（％）
区域内 区域间 超变密度

２０１２ ０．２８５ ０．０６１ ０．２０５ ０．０１９ ２１．３０３ ７２．０２７ ６．６６９
２０１３ ０．２９２ ０．０６３ ０．１９７ ０．０３１ ２１．７３９ ６７．５８９ １０．６７２
２０１４ ０．３０２ ０．０７１ ０．１７５ ０．０５６ ２３．５４４ ５８．０１４ １８．４４３
２０１５ ０．２７９ ０．０５７ ０．２０７ ０．０１５ ２０．３５０ ７４．４１４ ５．２３６
２０１６ ０．３３０ ０．０７９ ０．１９１ ０．０６０ ２３．９２８ ５７．８７１ １８．２０１
２０１７ ０．３０７ ０．０６１ ０．２３２ ０．０１３ １９．９７５ ７５．６８２ ４．３４３
２０１８ ０．３２３ ０．０６７ ０．２４２ ０．０１５ ２０．６０８ ７４．７５８ ４．６３４
２０１９ ０．３０３ ０．０５９ ０．２３３ ０．０１１ １９．５５２ ７６．９５１ ３．４９７
２０２０ ０．３２５ ０．０６６ ０．２４５ ０．０１４ ２０．１８０ ７５．３９３ ４．４２７
２０２１ ０．３１８ ０．０６３ ０．２４２ ０．０１４ １９．７１６ ７６．０３０ ４．２５４
２０２２ ０．３２４ ０．０６２ ０．２５０ ０．０１１ １９．２０７ ７７．４００ ３．３９４

　　我国基尼系数由２０１２年的０．２８５上升到２０２２
年的０．３２４，均值为０．３０８，表明全国新质生产力水
平存在差距，且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基尼系数趋势

表现为“上升—大幅下降—波动上升”三个阶段，

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４年基尼系数增加０．０１７，２０１５年大幅
下降至最小值０．２７９，２０１６—２０２２年，基尼系数呈波
动式上升。主要原因是中部和西部不仅承接了东部

产业转移，还加强了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因而科技生

产力得到了有力提升。例如：陕西省的新兴产业成

交金额在全国排名靠前。由差异贡献率的分解情况

可知，区域内部差异的贡献率小于２５％，区域间贡
献率介于５０％—８０％之间，说明区域间差异成为总
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因此，需验证区域间差异是否

显著。

（二）区域间新质生产力水平差异

测算区域间的Ｄａｇｕｍ基尼系数，如表５所示。
表５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年区域间的Ｄａｇｕｍ基尼系数

区域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东部—中部 ０．３２４ ０．３４０ ０．３５７ ０．３５４ ０．３８５ ０．３６４ ０．３７７ ０．３７２ ０．３９１ ０．３７９ ０．３６０
东部—西部 ０．４２４ ０．４１３ ０．３９４ ０．４１９ ０．４３４ ０．４６２ ０．４７５ ０．４６５ ０．４８０ ０．４７９ ０．４８９
东部—东北 ０．３３１ ０．３５０ ０．３４６ ０．３３８ ０．３９３ ０．３９３ ０．４４１ ０．３５１ ０．４３８ ０．４１７ ０．４７７
中部—西部 ０．１９１ ０．２０２ ０．２３８ ０．１４６ ０．２４９ ０．１７８ ０．１８５ ０．１４９ ０．１７３ ０．１７８ ０．１８８
中部—东北 ０．０９６ ０．１１４ ０．１０９ ０．０８７ ０．０８７ ０．１０５ ０．１２８ ０．１１６ ０．０９３ ０．１００ ０．１５７
西部—东北 ０．１７５ ０．１９４ ０．２４０ ０．１４２ ０．２４２ ０．１４７ ０．１３９ ０．１８５ ０．１４９ ０．１５２ ０．１２７

　　东部与中部的 Ｄａｇｕｍ基尼系数均值为０．３６４，
表明两地区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差距在合理范围之

内。东部与西部的 Ｄａｇｕｍ基尼系数均值为０．４４９，
演变趋势为“下降—波动上升”：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 Ｄａ
ｇｕｍ基尼系数下降，降幅为７．０７５％，２０１４年达到最
小值０．３９４，２０１４—２０２２年，波动上升。这是因为在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西部地区科技生产力水平显著提
升，缩小了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但由于数字生产力发

展不均衡，２０１４—２０２２年差距又呈现波动上升趋
势。东部与东北的 Ｄａｇｕｍ基尼系数均值为０．３８９，

说明东部与东北之间存在一定差异。东部与其他三

个地区存在差异的原因在于：东部包含广东、江苏、

上海、北京、浙江这类经济领先的省（直辖市），这些

省（直辖市）的新型劳动者、科技生产力和数字生产

力水平远高于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中部、西

部和东北这三个地区之间的 Ｄａｇｕｍ基尼系数在样
本观察期内低于０．３，表明这三个地区在新质生产
力发展上具有较高的均衡性。总体来看，东部地区

与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在新质生产力水平上存在一

定差异，且差异有逐渐变大的趋势；中部、西部和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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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这三个地区的新质生产力水平差异较小。

（三）区域内新质生产力水平差异

对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区域内部新质生

产力水平的差异程度展开研究，计算各区域内的

Ｄａｇｕｍ基尼系数，结果如表６所示。

表６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年区域内的Ｄａｇｕｍ基尼系数

区域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东部 ０．２１８ ０．２１５ ０．２２０ ０．２２４ ０．２５０ ０．２３６ ０．２６１ ０．２４２ ０．２５６ ０．２４７ ０．２５４
中部 ０．１０７ ０．１１３ ０．０９５ ０．０９２ ０．０８３ ０．１１０ ０．１２２ ０．０７１ ０．０７８ ０．０９４ ０．０６３
西部 ０．２１９ ０．２４３ ０．３０７ ０．１５９ ０．３３０ ０．１７４ ０．１７１ ０．１４９ ０．１８３ ０．１６７ ０．１５４
东北 ０．０６４ ０．０８７ ０．０９８ ０．０６９ ０．０６２ ０．０５９ ０．０６６ ０．１２５ ０．０５４ ０．０７６ ０．０７０

　　由表６可知，区域内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差异为：
东部＞西部 ＞中部 ＞东北。中部和东北的 Ｄａｇｕｍ
基尼系数低于０．２，表明区域内各省在新质生产力
发展上呈现出高度的趋同性。东部和西部的Ｄａｇｕｍ
基尼系数基本介于０．２—０．３之间，表明这两个区域
内各省新质生产力水平存在较小差异。因此，四大

区域内部各省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差异并不显著。

综上所述，全国新质生产力水平存在异质性，且

差异有逐年扩大的趋势。为避免全国新质生产力在

总体水平上出现过大差距，应着重缩小区域间差异。

发达地区应带动欠发达地区，提高整体新质生产力

发展水平。而要解决区域间差异问题，应重点从人

才培养、科技创新、节能减排和数字经济这四个方面

发力，促进新质生产力在各地区协调、健康发展。

五、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本文以我国３０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
对象，构建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收集２０１２—
２０２２年数据，经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全
国新质生产力水平稳步提升。新型劳动者呈现逐年

上升的趋势，其发展质量高低直接影响新质生产力

的发展水平。绿色生产力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

成部分，为推动新质生产力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稳

固基础。科技生产力和数字生产力作为新质生产力

的核心要素与主要驱动力，其水平持续提升，有效促

进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第二，不同区域间新质生产

力水平存在一定差异。东部地区新质生产力水平较

高，中部、西部和东北三个地区之间在新质生产力发

展水平上的差异相对较小。第三，区域内新质生产

力水平差异不显著。各地区实施的发展政策，表明

国家的区域政策在促进均衡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

成效。

（二）启示

通过对新质生产力水平测算和区域差异化的实

证分析，本文得出以下启示：

从新质生产力的指标体系及测算结果来看，为

持续提升我国整体的新质生产力水平，应从新型劳

动者、科技生产力、绿色生产力和数字生产力四个维

度着手：其一，加大教育体制改革力度，强化职业教

育，着力培养新时代亟需的技术人才与新型劳动者；

其二，强化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搭建创新平台，优

化创新环境，针对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核心技术

“卡脖子”问题，需增加高技术研发投入，加强国内

外技术合作与转移；其三，深入践行“双碳”战略，坚

持节能减排，持续提升环境污染治理水平，大力发展

绿色生产力；其四，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力，深入探索

和应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科技，发展

数字经济，加快各领域数字化转型。

从新质生产力水平差异的视角分析，区域间差

异是导致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均衡的主要原

因。因此，应加强区域间合作，培育新质生产力联动

发展模式。对新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省份，需加大

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力度，缩小区域间发展差距。

深入分析各地区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科技基础及产

业结构，因地制宜制定发展战略；鼓励地区间在关键

领域和主导产业开展合作，推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

地区进行人才、技术和资本的交流；搭建企业与科研

机构交流平台，促进信息共享与经验互鉴，实现区域

经济互补共赢和可持续发展，推动新质生产力均衡

发展。

注释：

①东部：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
和海南；中部：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

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

夏和新疆；东北：辽宁、吉林和黑龙江。

②由于数据量过多，文中只报告部分结果，若需全部结果，备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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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加强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的现实意义及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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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国化、时代化。

摘　要：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议题，是事关党以及国家前途命运和民
族凝聚力、向心力的大事。立足于现实与未来考察新时代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它既是坚持党的全

面领导的应有之义，也是巩固人民文化主体地位的内在要求，更是担负新的文化使命的重要保证。

未来，应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立场，完善党领导文化发展的制度

机制，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理论引领，从核心任务、价值取向、关键举措、实践要求等层面为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重要保障。

关键词：文化领导权；习近平文化思想；党的领导；意识形态；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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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领导权”关乎一个政党在文化领域的主
导能力和话语权。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

谈会上首次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１］的

命题，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强调“加强

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随后又在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上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２］作为深

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方面并做出具体部署。

当前，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文化环境，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要在世界文化大发展潮流中明晰现实

方位与未来地位，就必须在推进党的文化领导权建

设中铸就理论深厚、实践丰富、人民认同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考察新时代加强党的文化领导权建

设的现实意义及路径，不仅对于深化发展党的文化

领导权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进而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新时代加强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的现实意义

当前，我国文化工作正遭遇国际国内各种错综复

杂因素的合力冲击。从国际视角看，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加速演进，不同民族和国家间的思想文化交

流、交融、交锋呈现出新态势。国内，我国社会主要矛

盾的变化对党的文化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社会转型

引发的思想观念变化，使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面临新形

势、新任务、新挑战。故而，考察新时代加强党的文化

领导权建设的现实意义，对于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价值。

（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题中应有之义

文化事业“由谁领导”的定位事关文化发展的

方向与全局，是文化领导权的第一性和根本性问题。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程，各个民族和国家在不同历

史发展阶段中，作为领导主体的政治力量，“是社会

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３］１７８。先进的无产阶级

政党掌握文化建设的话语权、主动权、主导权、领导

权具有必然性、应然性与实然性。无产阶级的革命

斗争必然包含着思想文化的斗争，牢牢掌握本阶级

思想文化的主导权和领导权，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

广大民众最终夺取政权的必然要求。无产阶级政党

在取得政治领导权的基础上要进一步掌握文化领导

权，“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生

活”［４］。由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赋予了中国

共产党不可比拟的理论与实践优势。共产党作为

“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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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其“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

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３］４１３。因而，国家政权的一

切政治经济工作都由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

领导。中国共产党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

阶级政党，“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

导”［５］。其中，思想领导是政治领导、组织领导的重

要前提和基础，对党进行国家建设的政治逻辑与组

织形式具有深刻影响。

党的文化领导权是党的全面领导地位在文化领

域的具象表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

导，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了最基本、最深沉、最

持久的力量。其一，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

权，确保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事业激浊扬清、扶正祛

邪。我们党汲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深刻教训，建

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使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向上向好态势不断保持。

其二，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新时代宣传思

想文化事业铸魂育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被全

体人民自上而下地融入生产生活，党的宣传思想文

化工作为人民提供了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其三，

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彰显新时

代思想文化事业的中国气派。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

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契合的产物，其既

赋予中华文明先进因素又融入特定的时代性内涵，

为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事业走向世界作出积极贡

献。新时代我国宣传思想文化事业之所以能取得历

史性成就的基本经验在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二）巩固人民文化主体地位的内在要求

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文化领导权的实现客

观上要求政党处理好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人民群众

只有承认政党对文化领导的合法性，认同政党的具

体理论、体制与文化，才能确保政党政治体系的正常

运转。无产阶级政党实现文化领导权的根本驱动力

在于政党文化“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反映了人

民群众怎样的利益、怎样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

１８７１年４月，马克思曾在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
中肯定了巴黎人的灵活性、历史主动性、自我牺牲精

神等特质，称赞“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

范例”［６］。马克思通过对巴黎人的讴歌，揭示了人

民群众依靠自身的历史主动性，推动文化创新、进而

建立新政权的历史事实。因此，只有依靠人民群众

的主动精神进行文化建设，确保“文化上的每一个

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７］，才能最终实现马克

思在《资本论》中所描述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

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８］。这就要求无产

阶级政党赋予人民文化主体地位，将人民群众作为

巩固政党领导的有效支撑，通过文化价值功能凝聚

社会成员内心强大的文化观念力量，并从社会个体

对政党文化的认同中提炼出共同的认知和行动准

则，以增强无产阶级政党文化领导权的说服力、感召

力和引领力。

在新时代伟大征程上，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人

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把“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２］作为推动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历史经

验和重要法宝。其一，新时代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我们党通过不

断推进文化形式、文化载体、文化活动创新，以满足

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坚持文艺创作生产应反映人民

心声、体察人民情感、表达人民愿望，并将人民作为

文化产品、文艺作品的“鉴赏者”和“评判者”。其

二，新时代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以不断促进全体人

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为价值目标。通过发挥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在人民精神生活塑造中的价值引领、价

值导向功能，增强人民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

思想认同、情感认同，提高人民道德水准和文明素

养，引导人们追求和践行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

生活，营造全社会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其三，新时

代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以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文化权

益为价值追求。我们党加快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不断缩小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差距，进一步提升公

共文化服务水平，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努

力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壮大，以此保障了人民群众的

各类文化权益，体现出鲜明的人民立场，彰显了深厚

的人民情怀，进一步巩固了人民的文化主体地位。

（三）担负新的文化使命的重要保证

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无产阶级最可靠的领导者，

其历史使命就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整个社

会关系高度优化和谐的‘自由人联合体’”［９］。就文

化意义而言，党既要不断强化“占统治地位的经济

力量”，也要坚持巩固“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在

“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同时，

也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１０］。只有

同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文化决裂，消解

资本主义文化异化作为“一种非人的力量”［１１］对人

的精神的压迫与奴役，才能建设以人的自由全面发

展为价值尺度的未来文化形态，即共产主义社会。

中国共产党根据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不断明确和更

新其历史内涵。无论是在革命实践中将文化使命具

体化为建设 “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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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１２］，还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进程中

“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或是在新

时代背景下号召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

新文化，中国共产党都根据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

段，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既提出科学的文化纲

领又明确新的文化目标，引领文化建设使命的历史

性转变与现实性变迁，承担起时代和人民所赋予的

文化使命。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担负新时代文化使命

的重要保证。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是保

持中华民族独立性与先进性、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其一，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为继续推动文化繁荣提供根本

政治保障。只有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才能通过制

度设计、资源赋能和价值观引导，将“自上而下”的

文化供给与“自下而上”的文化实践相结合，让人民

群众真正成为文化事业发展的主人。其二，坚持党

的文化领导权为建设文化强国提供思想引领和行动

指南。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

的根本指导地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广大

人民群众，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

想基础，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其三，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提供重要保障。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文化建设

的必然要求，是在“两个结合”中推进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建设的前提。文化是民族的根脉，文化建设是

为人民立心、为民族铸魂的工作，坚持党的领导是把

握文化发展正确方向、引领人民文化蓬勃发展的重

要保障。因此，中国共产党遵循坚定文化自信、秉持

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的重要原则，担负起新的文

化使命。

二、新时代加强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的路径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蕴含着党领导文化建设的

重要经验，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对文化发展规律的

深刻把握。在当前社会结构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

刻调整的背景下，构筑与社会变迁相适应的有效价

值文化体系，是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

精神保障。新时代新征程，加强党的文化领导权建

设要牢牢抓住核心任务、把握价值取向、明确关键举

措、贯彻实践要求。

（一）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的历史经验表明，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在于始终坚持和不

断巩固党的文化领导权。然而，文化领导权往往和

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相互交织［１３］。在此意义上，党

的文化领导权建设与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建设具

有一致性。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面临新的

背景、出现新的变化、呈现新的特点。因此，加强党

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是新时代加强党的文化领导

权建设的核心任务。其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大众化的推进中强化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既要以“守正”确保“创新”的正确

方向，又要以“创新”推动“守正”与时俱进，在二者

的辩证统一中完善主流意识形态工作体制机制；马

克思主义时代化要在把握时代发展潮流、回应时代

发展诉求中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的“三个重大问

题”①与“三大体系”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以通

俗易懂的方式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

果“化大众”，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对主流意识形态

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其二，在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管理权、话语权的辩证统一中统筹意识形态建设。

在意识形态工作的“三权”中，领导权的建构是前

提，管理权的掌控是保障，话语权的把握是重点。基

于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全局性、总体性地位，要注

重改进和完善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的方式方法，

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主管负责原则推进意识

形态建设的制度体系建设，通过党内法规明确各级

党组织的主体责任，将打造富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

格的话语体系作为掌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的关键

环节。其三，在领导干部政治判断力、领悟力、执行

力的淬炼中增强意识形态自觉。一方面，要加强各

级领导干部的意识形态教育，实现“主题教育”与

“自我教育”相结合，增强各级领导干部对意识形态

领导权的风险意识、忧患意识与责任意识。另一方

面，要提升各级领导干部对意识形态的驾驭与掌控

能力［１４］，进一步提高意识形态问题的鉴别和思考

能力。

（二）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立场

人民群众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动力，也是社

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主体力量。中国共产党作为

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无产阶级政党，只有保障文化

事业发展中的人民主体地位，才能在文化强国建设

中获得人民群众最广泛的认同。因此，坚守以人民

为中心的文化立场是新时代加强党的文化领导权建

设的根本价值取向。其一，坚持人民利益至上，以满

足人民对美好文化生活的向往作为工作导向。一是

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通过创作更多文艺精品持

续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满足人民精

神文化生活的多层次、多样化、多维度需求。二是坚

持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激发和调动人民群众参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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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创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活力，将人民的文化实践创

造作为推动党和国家文化事业发展的源头活水。三

是坚持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通过完善文化法

律法规体系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其二，

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最大限度体现人民

意志。一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增强人

大监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加强人大代表与群众的

密切联系，提高人大议事质量与效率。二是健全制

度化协商平台工作机制。健全各类制度化协商平台

的工作机制，发扬“有事好商量”的民主精神，进一

步拓展和创新民主协商途径。三是完善基层民主制

度体系和工作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同级各

类组织和各项工作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既保障基层

人民群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又拓宽人民反映意见和

建议的渠道。其三，坚定“人民至上”的文化工作导

向，凝聚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磅礴力量。一是

不断优化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结构，创作出更多符合

时代需求的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精神文化产品，

以感染群众、陶冶群众、赢得群众。二是丰富人民群

众文化生活，定期开展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实

现公共文化的整体布局均衡化、服务质量优质化、供

给方式智能化。三是尊重并满足各类特殊群体文化

差异化需求，倾听不同区域、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

群体对精神文化需求的合理呼声，精准定位并满足

人民群众的差异性精神文化需求。

（三）完善党领导文化发展的制度机制

政党权力只有通过制度机制的系统构建与合理

运作，才能在实现既定政治目标的过程中确保其规

范性、系统性与科学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 ”［２］

的重大任务。只有重视党领导文化发展制度机制的

完善，才能在政党文化领域中明确角色定位、把控关

键环节。因此，完善党领导文化发展的制度机制是

新时代加强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关键举措。一是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

度。要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进一步筑牢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高

地，以科学的理念、创新的思维应对多元多样多变的

社会思潮。二是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

化建设。将理想信念教育作为基础性工程、战略性

任务，以高效化拓展、常态化开展、制度化推进的方

式实施，以“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方式去完善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律政策体系，以增强中华文

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

展工程，以推动志愿服务制度化、社会化、专业化完

善志愿服务体系，以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体系完

善诚信建设长效机制。三是健全以正确导向为舆论

引导的工作机制。要坚持党管媒体、正确舆论导向、

正面宣传为主的基本原则，加快建立健全全媒体传

播体系、内宣外宣协同联动机制、重大舆情和突发事

件舆论引导机制等，坚持基本原则与重要举措并举

的体制机制运行模式。四是完善文化创作生产体制

机制。一方面，正确认识文化创作生产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的辩证关系，强化文化创作生产的方向引

领作用。另一方面，把握文化创作生产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在不同条件下的独特属性，完善文化创作生产

的激励机制［１５］。此外，全球化进程加速了科学技术

的日新月异，许多新科技、新产业、新手段不断涌现，

文化在现代市场体系中有更加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

只有加快构建文化创作生产的科技保障机制，才能在

风急浪高的世界文化势潮中破浪前行。

（四）坚持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引领

文化领导权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在文化领域的强

大精神武器，必须在具体的实践中发挥其强大的理

论引领作用。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新时代文化强国

建设的强大精神武器，深刻回答了党的文化领导权

“何以生成、何以必要、何以可能、何人可依与何以

可为”等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根

本性问题。因此，坚持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引领

是新时代加强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实践要求。其

一，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神实质。要认真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

述，深入理解文化自信、以人民为中心、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讲好中国故事等重要思想的核心内涵

和具体要求。通过学习，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文化自

觉，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奠定坚实的理论基

础。例如，举办专题讲座、研讨会、培训班等活动，组

织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邀请专家学者结合实际

案例进行分析解读，以加强广大干部群众对这一思

想的理解和掌握。其二，坚持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文

化建设实践的指导。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回答了新

时代文化建设的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不仅从理论

创新上深化了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而且明确

了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做好新时代宣传思

想文化工作，既要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深

刻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定不移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又要善于运用习近

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文化建设

实践、科学解决新时代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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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习近平文化思想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习近

平文化思想既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又是历史与现

实的贯通，还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这一文化

思想彰显了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明体达用、

体用贯通”的鲜明特性。既要坚持习近平文化思想

在推进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中的理论引领，又

要紧紧围绕“七个着力”的重要要求守好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主阵地，在实践运用中绘制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路线图和任务书。

三、结语

捍卫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文化领导权是获

得中华民族最广泛精神认同的前提和基础。未来，

还需要继续深入研究新时代加强党的文化领导权建

设的学理性、制度性、对策性议题，破解其在推进过

程中所面临的具体困境与现实难题，为促进社会主

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最大限度地凝聚人心、形成共

识、激发活力，为推动世界文明发展进步提供中国方

案、贡献中国力量。

注释：

①“三个重大问题”，即重大理论问题、重大现实问题、重大
实践经验。

②“三大体系”，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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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价格歧视反垄断法规制因应

师煜淋
（郑州大学 法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５－０４－０２
作者简介：师煜淋（２００１—），男，河南安阳人，郑州大学法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经济法学。

摘　要：算法价格歧视已然成为数字经济中的突出现象，企业借助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剖析
消费者的支付意愿，推行动态个性化定价策略，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然而，该机制在优化市场效率的

同时，也滋生了诸多关乎消费者权益与市场公平的严峻问题，特别是诸如“大数据杀熟”这类隐性价

格操控行径，致使消费者处于信息劣势地位，市场竞争环境遭受破坏。通过分析算法价格歧视的三

大关键机制———数据收集与用户画像构建、支付意愿预测、动态个性化定价策略，提出算法价格歧视

具有隐蔽性强、算法逻辑繁杂等特性，加大了反垄断监管的难度。与此同时，国际上，像欧盟的《数

字市场法案》以及中国的《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虽已作出相关规制安排，但算法透明度欠缺和法律

责任界定不明晰依旧是主要阻碍。为有效应对这一挑战，理应完善算法透明披露制度、细化企业与

算法开发者的法律责任、强化监管机构的执法能力等，进而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维护市场公平，推

动数字经济环境下的技术创新与规范发展。

关键词：算法价格歧视；反垄断法；市场公平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５．０３．００９
中图分类号：Ｄ９１２．２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５）０３－００４８－０７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的深度运用催生了算法
价格歧视的普遍化态势。市场主体凭借动态定价机

制，依托算法模型精准甄别消费者支付意愿的差异，

力求达成利润最大化目标。这种技术驱动的商业实

践，在助力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引发的公平性

质疑愈发显著。尤其是“大数据杀熟”现象的频繁

出现，已然激起社会公众对价格透明度的深切担忧。

消费者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被动接纳差异化

定价，此类隐蔽的价格操纵机制不仅侵害消费者合

法权益，更有可能诱发市场信号失真以及竞争生态

的扭曲。当前法律体系在应对算法黑箱特性以及市

场支配地位滥用方面尚存在规制空白区域，迫切需

要构建契合数字经济发展的反垄断法律框架，在维

护市场公平竞争和激发创新活力之间寻求动态平

衡，这已然成为数字时代法治建设的关键命题。

国内外学术界与监管机构对算法价格歧视的关

注热度持续攀升。国际上，欧盟出台的《数字服务

法案》（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Ａｃｔ，ＤＳＡ）和《数字市场法
案》（Ｄｉｇｉｔ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ｓＡｃｔ，ＤＭＡ）着重强调算法透明
度与问责机制，明确要求企业披露算法逻辑以及定

价依据，以此防范价格歧视对消费者权益造成损害。

可见，强化算法透明度与问责机制是应对算法价格

歧视的关键举措。在消费者保护维度，监管者需厘

清现行规则，例如细化各类告知义务以及个人数据

处理的限制要求，切实加强对消费者的保护［１］。反

观美国，其传统的《罗宾逊—帕特曼法》（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ＰａｔｍａｎＡｃｔ）虽已对价格歧视行为予以明确规制，却
因法律的滞后性，尚未能切实覆盖由算法驱动的现

代商业模式。有学者指出，在算法竞争时代，价格歧

视与算法合谋彼此作用，极有可能损及消费者利益，

故而反垄断法理应重新聚焦价格歧视问题，尤其是

在大数据与算法驱动的平台环境下，合谋的算法价

格歧视应该受到更严格的审查［２］。

在我国，《反垄断法》第９条和第２２条已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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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或者在无正当理由的情形

下实行差别待遇。但囿于算法的“黑箱效应”，消费

者很难知悉价格的形成依据，监管机构也难以追踪

潜在的违法行径。与此同时，算法开发者与使用者

之间的责任划分依旧模糊不清，这致使现有法律框

架在应对算法价格歧视时遭遇重重阻碍。学者陈群

峰等指出，平台企业借助算法加固市场壁垒、侵吞消

费者剩余，此类行为严重破坏市场公平［３］。而学者

喻玲等则认为，以“大数据杀熟”为典型代表的算法

消费者价格歧视不能简单地一禁了之，而应以保护

竞争并兼顾对创新的必要妥协作为价值追求［４］。

总体而言，尽管国内外针对算法价格歧视行为业已

开展诸多研究，且法律法规方面也有诸多探索，然而

这恰恰反映出当下反垄断法在应对算法驱动的价格

歧视时，依然存在显著短板。

本文旨在系统剖析算法价格歧视的理论根基与

实践样态，并结合具体案例深入探讨算法价格歧视

对反垄断法律法规的挑战。本文运用理论梳理、案

例分析以及比较研究等多元方法，提出完善算法价

格歧视反垄断法规制的应对策略与建议，力求为我

国在数字经济大背景下的反垄断法优化提供坚实的

理论支持与切实可行的政策参照，达成消费者权益

保护与市场公平竞争之间的平衡。

一、价格歧视行为的理论基础

价格歧视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其要

义在于企业依照消费者支付意愿的差异来厘定不同

的商品或服务价格，进而达成利润最大化之目的。

算法技术的融入，促使价格歧视的样态与内在机制

发生了深刻变革。在剖析其理论根基时，可从价格

歧视的传统理论、算法驱动的价格歧视机制等层面

展开。

（一）价格歧视理论概述

价格歧视是一种经典的经济学现象，其关键要

点在于企业依据消费者支付意愿的差别拟定各异的

商品或服务价格，以此实现利润最大化。依据传统

经济学理论，价格歧视分为一级价格歧视、二级价格

歧视、三级价格歧视三种主要类型。一级价格歧视

又称完全价格歧视，指企业针对每位消费者的最高

支付意愿精准设定价格，使消费者剩余被完全吸

收［５］。该形式理论上能使资源配置效率达到最优，

但在实践中因信息不完全和操作复杂性较难实现。

二级价格歧视中，企业通过设置不同的产品包或服

务条件，吸引消费者根据自身偏好进行选择［６］。例

如，不同容量的手机套餐或折扣力度差异的促销活

动，消费者会根据其支付能力或需求偏好选择适合

的选项。三级价格歧视基于明确的市场分割，例如

按地域、年龄或职业等特定特征划分消费者群体，并

对每个群体实施不同定价策略［７］。这一形式在传

统市场环境中最为常见。

（二）算法驱动的价格歧视机制

算法价格歧视的核心在于通过数据收集、支付

意愿预测和动态个性化定价策略，精准实施差异化

定价。这种机制以技术为依托，将传统价格歧视理

论从静态推向动态、从局部转向全面，同时为企业带

来了显著的商业效益。然而，这一过程中暴露出的

隐蔽性和不透明性，也引发了外界对消费者权益和

市场公平的广泛质疑。

１．数据收集与用户画像构建
数据收集与用户画像构建共同构筑起算法价格

歧视机制的技术根基，其运行机理深植于信息不对

称与数据垄断的双重架构之中。企业通过爬取交易

轨迹、行为偏好等多源异构数据，运用神经网络与协

同过滤算法搭建动态用户画像系统。此类画像能够

动态反映消费者的支付能力与需求偏好，进而为个

性化定价筑牢根基。电商平台凭借用户留存时长与

终端设备特征构建价格敏感度分层模型，落实不同

消费群体间的梯度定价策略。尽管这种数据驱动的

精准画像提升了市场效率，却开辟出一条隐蔽的

“剥削路径”———消费者在未充分知情状态下被迫

让渡数据主权，而平台企业则凭借掌控信息解释权

攫取超额利润。当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固然对数据使用和消费者知情权

进行了明确规范，然而针对算法画像的透明性管控

与数据采集的实质性约束，依旧显得力不从心。

２．算法分析与支付意愿预测
算法分析与支付意愿预测构成价格歧视机制的

技术中枢，其实质是借助数据建模，把消费者行为转

化为具备可计算性质的经济价值。企业依托神经网

络与随机算法，对用户消费轨迹、需求弹性等参数进

行深度挖掘，搭建基于价格弹性系数的预测模型。

平台通过分析用户搜索频次、预订时间差，融合季节

性供需波动状况，动态推算个体消费者剩余空间，以

达成收益最大化的目标。这种算法决策系统虽然契

合差别定价理论中的价格敏感度分层逻辑，却因非

对称信息结构加剧了决策偏差———一旦算法将历史

消费能力与行为惯性设定为核心参数，那么高复购

率用户以及消费能力受限群体便极易被锁定为价格

歧视的对象，进而催生出“数据茧房”效应下的系统

性价格剥削现象。我国《反垄断法》第１７条尽管对
市场支配地位滥用行为有所规制，可算法价格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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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定价策略因其自身的复杂性与隐蔽性，致使监管

部门难以追踪溯源，明确具体责任主体。要化解这

一难题，需从价格依据的透明化披露以及算法偏见

检测层面切入，切实保障算法的公平性与可解释性。

３．动态定价与个性化策略
动态定价策略将价格歧视机制推向更高层次。

企业通过实时检测市场供需动态变化，结合已然构

建好的用户画像实施动态调整。例如，网约车平台

利用高峰时段的订单量以及用户支付习惯来制定差

异化价格。尽管动态定价优化了资源配置成效，但

也因其隐蔽特性引发了消费者对于公平性的诸多质

疑。尤其是“大数据杀熟”现象，实质上是企业依据

用户忠诚度标签精心设定的隐形差别价格。此类隐

性价格歧视不但危及消费者的知情权，甚至可能触

碰反垄断法律法规中有关“差别待遇”的红线。鉴

于此，有必要借鉴欧盟《数字市场法案》（ＤＭＡ），责
令企业披露个性化定价的依据，同时构建消费者监

督机制以及算法备案制度，以此确保市场的透明性

与公平性。

算法驱动的价格歧视机制借助数据收集、支付

意愿预测以及动态个性化定价策略，成功地将传统

价格歧视理论从静态模式转化为动态实践。算法技

术的介入使得价格歧视行为愈发复杂、隐蔽，为企业

缔造巨大收益的同时，也给消费者权益以及市场公

平性带来了全新挑战。通过结合具体案例深入剖析

算法价格歧视的典型表现，能够进一步揭示这一机

制在实践中的具体运作方式及其对市场产生的深远

影响。

二、算法价格歧视行为的典型表现

算法价格歧视在实际应用中呈现出多元多样的

形式，其关键特性在于依据消费者特征实施差异化

定价并进行动态调整。这些表现形式在全球市场俯

拾皆是，涵盖诸多行业以及形形色色的市场主体，既

助力商业模式推陈出新，又引发诸多涉及法律与社

会伦理层面的深刻争议。依据数据处理流程以及算

法策略的差异，算法价格歧视的典型表现可归纳为

三个递进维度：基于用户画像的差异化定价、依托实

时数据流的动态调价机制，以及依赖算法黑箱的隐

蔽性价格操控。

（一）基于用户画像的差异化定价

差异化定价是算法价格歧视最直观的表现形

式。企业通过深度剖析消费者的交易记录、设备信

息、历史购买行为等数据，动态地将消费群体加以甄

别划分，进而针对不同群体量身定制差异化价

格［８］。例如，全球知名电商平台亚马逊曾被曝光向

不同用户显示同一商品的不同价格，这背后是其基

于用户购买历史、浏览频率以及平台访问途径等特

征的个性化定价策略。基于消费者画像的差异化定

价诚然有利于平台企业深度挖掘客户资源、促成交

易，然而却极易侵犯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以及自主

选择权。

在线旅游和外卖平台的差异化定价现象尤为典

型。例如，在线订票平台通过用户的设备类型和历

史预订记录对用户实施区分定价———同样的机票价

格对新用户显示更低，而对老用户则更高。这一现

象典型地体现了“大数据杀熟”现象。尽管这种策

略提升了市场效率和企业利润，但其隐蔽性和选择

性操作引发了广泛质疑。对此，我国《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第１０条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权，
《电子商务法》第３２条也要求企业遵循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然而，由于算法运行的“黑箱效应”，

消费者通常难以察觉差异化定价的依据，企业的定

价机制也未被充分披露。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引入强

制性的算法透明披露制度，并通过第三方机构定期

审查算法运行结果。

（二）依托实时数据流的动态调价

依托实时数据流的动态调价是算法价格歧视的

重要策略，广泛应用于网约车、外卖配送、酒店预订

等市场环境。其主要特征是根据实时供需变化、市

场竞争环境以及消费者支付意愿，动态调整商品或

服务价格。以全球网约车平台Ｕｂｅｒ为例，其动态定
价系统会在高峰时段大幅上调车费，以缓解市场供

需失衡，满足更多用户的出行需求［９］。然而，这种

价格机制在供需极端失衡的情况下，可能导致不合

理的价格上涨，消费者不得不支付数倍于正常价格

的费用。

国内市场中的典型案例是大型外卖平台的“高

峰时段配送费”机制。通过实时监控订单量、配送

员数量与用户位置，平台算法能动态计算运费。尽

管动态调控的市场化机制符合经济学供需理论，但

由于算法的高度隐蔽性，消费者往往无法提前预知

价格变化，甚至在相同环境下不同消费者的运费定

价也会不同。动态调控的价格机制在提高市场效率

的同时，可能产生对弱势消费者的系统性歧视，扩大

市场不平等。

法律层面上，我国《价格法》规定了市场价格形

成应“公开透明，公平合理”，而《反不正当竞争法》

禁止不公平的市场交易行为。然而，算法实时定价

往往被企业解释为“动态市场调节”，并未被法律明

确规制。针对这一问题，可以参考欧盟《数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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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ＤＳＡ），要求具有“守门人”地位的企业需披
露关键算法的逻辑、数据来源及参数。此外，应赋予

消费者对价格异议的申诉权，确保算法实时定价的

公平与透明。

（三）依赖算法黑箱的隐蔽性价格操控

依赖算法黑箱的隐蔽性价格操控是算法价格歧

视中最为难以识别和规制的表现形式。企业通过深

度挖掘消费者的行为数据，构建消费者画像，并在消

费者无感知的情况下操控价格。这一机制依赖于对

消费者行为数据的持续跟踪和分析，其背后的算法逻

辑和定价规则通常被视为商业机密，难以对外公开。

我国市场上，“大数据杀熟”现象广为人知。在

线旅游平台曾通过跟踪用户的历史搜索行为，对经

常查询同一航线的用户提高机票价格，而对首次访

问的用户则提供更优惠的报价。消费者在不知情的

情况下被迫支付更高的价格，造成了隐蔽性经济剥

削。在法律层面，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个人数

据的收集、处理与使用进行了严格规范，但由于算法

运行过程的不可视性，消费者难以察觉数据被用于

何种目的及如何使用。

为遏制数据依赖与隐蔽性价格操控，应强化数

据保护与算法审查机制。例如，构建算法价格审查

平台，定期公开企业的数据使用情况与价格决策模

型。同时，法律制度应明确数据操控与价格歧视之

间的法律边界，要求企业在实施差异化定价时，主动

披露相关算法机制。借鉴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

例》（Ｇｅｎｅｒａｌ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ＧＤＰＲ），中
国可以制定更严格的数据透明化法规，并建立专门

的监管机构，负责监督企业数据使用的合规性与公

平性。

算法价格歧视在差异化定价、动态调控与隐蔽

性价格操控等方面展现了复杂的运作机制。这些机

制在提高市场效率与企业盈利的同时，也对消费者

权益与市场公平性构成了深刻挑战。为应对这些问

题，需要在算法透明性、数据保护与消费者知情权方

面进行全面的法律与政策创新。在此基础上，本文

将进一步探讨算法价格歧视在反垄断法规制中的挑

战与应对策略。

三、算法价格歧视行为的反垄断规制挑战

算法价格歧视作为数字经济中的新型市场行为，

其隐蔽性与复杂性对传统反垄断法律体系提出了深

刻挑战。与传统经济学中的价格歧视不同，算法驱动

的价格歧视不仅是经济行为，更是技术与数据分析的

产物，涉及算法透明度、法律责任划分与市场公平性

等核心问题。以下将从三个关键挑战出发，深入分析

算法价格歧视在反垄断规制中的主要障碍。

（一）算法透明度欠缺，难以有效识别

算法价格歧视的核心在于其高度隐蔽性和算法

运行机制的“黑箱效应”。算法通过实时分析消费者

行为数据，动态调整商品或服务价格，使得消费者难

以察觉定价依据。而企业通常将算法模型和数据处

理过程视为商业机密，拒绝公开算法逻辑，导致消费

者和监管机构在价格歧视识别上处于显著信息劣势。

这种信息不对称在经济学中可通过“信息不对

称模型”解释［１０］。在算法定价环境下，企业拥有有

关消费者支付能力和市场供需的完整信息，而消费

者对算法如何设定价格一无所知，导致“劣质市场”

问题。在传统市场中，价格歧视需基于明显的消费

者特征（如年龄、职业等），而算法驱动的价格歧视

则完全隐性，消费者甚至在交易完成后仍不清楚自

己是否遭受了差别定价。

算法透明度欠缺导致监管机构和消费者利益受

到严重损害。２０２０年欧盟对亚马逊的反垄断调查
显示，亚马逊通过算法追踪第三方卖家的销售数据，

并动态调整自营商品的价格，排挤竞争对手。然而，

亚马逊以“算法逻辑受商业秘密保护”为由拒绝公

开定价依据，监管机构在缺少算法透明机制的情况

下耗时三年才完成调查。这一案例反映了算法透明

度欠缺导致的执法困难。无独有偶，在国内市场中，

某在线旅游平台也因“大数据杀熟”现象多次被曝

光。消费者发现，在多次搜索同一航线后，机票价格

显著上涨，但平台声称“价格浮动由市场供需决

定”，拒绝披露其算法规则。这种“价格信息不对

称”直接削弱了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加剧了消费者

受到的经济剥削，反映出算法透明度欠缺对消费者

权益的严重侵害。

（二）责任界定模糊，法律主体难以明确

算法价格歧视行为的实施涉及多个主体，包括

算法开发者、数据提供方、平台运营者及决策执行

者。然而，现行法律框架往往未明确各方责任划分，

导致算法定价行为的法律追责面临重大障碍。算法

定价过程中的责任界定难题，源于平台企业与技术

供应商之间复杂的合同关系以及算法设计的高度技

术性。

在“委托—代理理论”（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ＡｇｅｎｔＴｈｅｏｒｙ）
框架下，平台企业作为“委托人”，往往将算法的开

发、维护与数据分析外包给“代理人”算法公司［１１］。

由于算法具有“自主学习”能力，企业在面对价格歧

视指控时，通常会以“算法自动决策、企业无法干

预”为由规避责任，推卸监管义务。例如，亚马逊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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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反垄断调查中辩称，其第三方算法开发商负

有算法设计责任，而公司本身只负责平台运营。这

一“责任转移”策略导致算法滥用行为的法律追责

链条被人为割裂。

从法律层面看，现有法律法规在界定算法驱动

的“市场主导地位”时，往往忽视了算法供应商在价

格形成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反垄断法》第２２条仅
规定了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类型，却未

涉及算法设计、数据提供与平台运营之间的动态责

任划分。这一模糊性使企业在发生算法滥用争议

时，能够借助多主体合作链条逃避法律追责，严重削

弱了法律的震慑力。

（三）隐形价格歧视普遍，市场公平受损

隐形价格歧视作为算法驱动的典型现象，其运

作机制在于通过数据挖掘与用户画像构建，动态预

测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并自动设定个性化价格。这

一策略的关键在于其隐蔽性：消费者在完全不知情

的情况下被动态分类，并支付不同于市场标准价格

的个性化价格。

这一现象在国内外均有体现。美国票务平台

Ｔｉｃｋｅｔｍａｓｔｅｒ因基于用户搜索行为和设备类型动态
调整票价而遭遇集体诉讼。消费者在多次搜索后，

发现票价不断上涨，但平台未提前告知任何定价依

据。这一行为违反了美国《谢尔曼法》（Ｓｈｅｒｍａｎ
Ａｃｔ）中的公平交易原则，被视为“隐性垄断”行为。
在我国，隐形价格歧视的普遍存在进一步加剧了社

会不公平。例如，外卖平台的“高峰时段调价机制”

通过监控实时订单量与用户位置，自动设定“个性

化运费”，消费者难以获取公开透明的定价信息。

这种隐形价格操控不仅加剧了市场竞争的不平等，

更可能违反《价格法》和《反垄断法》中关于“公开透

明”的法律要求。

综上所述，算法价格歧视在透明度欠缺、法律主

体责任不明与隐形价格操控三大方面表现出显著的

反垄断规制挑战。其复杂的技术基础与多方责任结

构大幅提高了执法难度，加剧了市场公平与消费者

权益的受损程度。这些问题的解决需从法律框架的

完善与监管机制的技术化入手，为市场竞争秩序的

重塑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

四、算法价格歧视行为的反垄断规制因应

面对算法价格歧视对市场公平性和消费者权益

的影响，中国在２０２２年修订的《反垄断法》中引入
了对数字经济中算法滥用行为的针对性规制。然

而，随着算法技术的快速演进，传统的反垄断法条款

在执法实践中仍面临诸多挑战。因此，有必要基于

现有法律法规，结合国内外先进的监管经验，提出切

实可行的反垄断规制对策，以有效应对算法价格歧

视的复杂性和隐蔽性。

（一）完善算法监管条款，推动算法透明

算法透明度是规制算法价格歧视的前提，也是

增强反垄断执法能力的关键。算法价格歧视的关键

在于企业利用消费者信息优势进行数据驱动的动态

定价，而算法运行过程的“黑箱效应”使消费者与监

管机构难以追踪价格形成依据，导致市场透明度严

重受损。《反垄断法》（２０２２年修订）第９条和第２２
条虽明确禁止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差别待

遇，但未对算法披露与价格形成的透明性设定量化

具体标准，导致执法过程中证据收集难度较大。相

比之下，欧盟在《数字市场法案》（ＤＭＡ）和《数字服
务法案》（ＤＳＡ）中对大型平台企业的算法透明度作
出了详细规定，要求企业披露算法逻辑、价格决策标

准及其潜在市场影响。典型案例包括欧盟对亚马逊

算法主导的“自我优待”行为的调查，通过算法审计

发现其隐藏的差异化推荐机制［１２］。因此，反垄断法

应增设“算法透明披露”条款，要求具有市场主导地

位的平台企业主动公开价格决策算法的核心机制与

风险评估结果，拒绝披露者应视为违法行为。此外，

应引入定期算法合规报告制度，通过第三方技术机

构进行算法审计和风险评估，确保算法定价的公开

性与可追溯性，从而弥补算法价格歧视中信息不对

称的根本缺陷。

（二）明确法律责任分配，细化主体界定

算法价格歧视涉及数据收集、算法开发与平台

运营等多个主体，传统反垄断法规制中的“市场行

为主体”概念难以适应算法主导的商业环境，责任

界定模糊成为执法实践中的主要障碍。中国《数据

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虽对数据控制者与处

理者设定了特定义务，但在算法决策链条中的责任

分配仍不明确，尤其是在平台企业通过算法外包和

数据共享规避责任的情况下更为突出。域外针对相

关责任的划分已有相关案例。例如，美国司法部在

２０２１年针对谷歌的反垄断调查中，明确了算法供应
商、平台运营者和数据合作伙伴的连带责任，要求其

共同承担广告定价算法的市场滥用责任。这一案例

表明，算法驱动的市场行为往往涉及多主体协作，单

一主体的责任追究难以涵盖整个决策链。因此，

“算法使用者最终责任”原则应成为反垄断法规制

的基本准则，要求平台企业作为算法决策结果的直

接受益者承担首要责任。此外，算法开发者与数据

提供方应被纳入连带责任体系，平台不得以算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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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学习和外包服务为借口规避监管。在这一思路

下，可借鉴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ＧＤＰＲ）的做
法，设立数据责任链条与算法设计者责任规则，确保

反垄断调查的全链条覆盖与执法的综合性。

（三）强化执法能力建设，打击隐形价格歧视

算法价格歧视的隐蔽性源于算法逻辑的高度复

杂与实时数据处理的动态性，传统的反垄断执法工

具难以适应这一新型市场现象。２０２２年修订的《反
垄断法》第 ４６条规定了针对平台经济的“数据滥
用”与“算法操控”的法律责任，但在实践中仍需借

助更强的技术手段与跨部门合作机制。监管机构应

当建立算法审计程序，并将公平性准则融入算法评

估体系之中，以防止算法对特定群体作出违反常理

或带有歧视性的判断。［１３］例如，欧盟通过设立算法

透明度中心，以期“为人们和企业创造一个更安全、

更可预测和更值得信赖的在线环境”。我国可参考

这一做法，设立全国性的“算法审查与监管中心”，

负责算法审查与模型重构，必要时可直接进入企业

数据系统进行技术审计。此外，由于算法价格歧视

的市场行为往往具有跨境特性，应加强国际反垄断

执法协作，通过多国联合调查机制规制全球化平台

企业的跨国市场滥用行为，从而构建全方位的反垄

断执法体系。

五、结语

随着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算法

价格歧视已成为现代数字经济中的普遍现象。虽然

其在提升市场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方面具有积极作

用，但也带来了诸多挑战，尤其是在公平性、消费者

权益保护和市场竞争秩序方面。在当前的法律框架

下，传统的反垄断法律法规尚未完全适应算法驱动

的新型价格歧视行为，算法的不透明性和复杂性使

得监管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

针对这些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和监管机构都在

不断探索新的法律规制路径。未来，反垄断法应更

加关注算法价格歧视的独特性，采取更具灵活性和

适应性的监管措施。例如，进一步强化算法的透明

度与问责机制，明确企业在定价过程中对消费者的

信息披露义务，完善消费者保护机制，尤其是在数字

平台环境下，确保消费者不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

迫支付更高的价格。此外，在促进创新与保护竞争

之间找到平衡点，避免过度监管的负面影响，也是制

定相关政策时不可忽视的方面。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完善反垄断法

规，不仅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必要手段，也是推动市

场公平竞争、促进技术创新的重要保障。如何应对

算法价格歧视带来的挑战，将决定数字经济未来发

展的健康轨迹，值得持续关注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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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ＤＰＳＩＲＴＯＰＳＩＳ模型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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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ｕｎ．２０２５　

论红军长征中的医疗卫生保障工作思想
———以《红星》报为核心资料的考察

裴恒涛
（西安科技大学，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５４）

收稿日期：２０２５－０３－２５
基金项目：２０２３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中国共产党以革命文化教育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历史经验研究”

（２３ＹＪＡ７１００３０）；２０２１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红军长征史”（２１＠ ＺＨ０４８）
作者简介：裴恒涛（１９８０—），男，河南宜阳人，历史学博士，西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

向：红军长征史、革命文化等。

摘　要：红军长征时期医疗卫生保障极为困难。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医疗
卫生保障工作思想：一是高度重视并加强对医疗卫生工作的全面领导；二是采取预防为主和积极治

疗相结合的原则；三是因地制宜，科学贯彻中西医相结合理念；四是依靠群众，坚持军民两用、专兼结

合，群众救护与部队救治有效衔接。在这些工作思想指导下，红军医疗卫生保障工作成效显著，成为

实现长征胜利的强大保障力量。作为长征中党和红军的机关报，《红星》报集中反映了红军医疗卫

生保障工作思想，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关键词：红军长征；医疗卫生；工作思想；《红星》报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５．０３．０１０
中图分类号：Ｒ２－０９；Ｋ２６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５）０３－００５５－０７

　　红军长征中的医疗卫生保障工作思想是长征精
神的重要体现，但相关研究是红军长征史研究中的

薄弱环节。红军长征胜利近９０年来，学界关于红军
长征中医疗卫生保障工作有一些研究：或介绍红军

长征中某一军团的卫生工作［１］，或总体介绍红军长

征中的医疗卫生工作内容及作用［２］，或探讨红军长

征中的医疗卫生建设、如精简机构充实一线、宣传普

及卫生知识等［３］，或总结长征中医疗卫生工作的特

点［４］。本文以《红星》报为核心资料，结合相关长征

文献档案，系统考察红军长征中的医疗卫生保障工

作思想及其价值，以深化长征史及长征精神的研究。

红军长征中医疗卫生保障工作形势严峻，伤亡

疾病导致的减员严重。长征途中行军战斗频繁，急

行军、夜行军更是常态，特别是国民党军队频繁的空

袭，导致红军伤员不断出现。长征道路崎岖难行，战

士摔伤、伤风感冒较多。物资供应短缺，营养不良和

消化道疾病常见。钟有煌回忆红军在桂、黔山区行

军，“部队生活很差，买不到油盐和米菜，吃的是苞

谷米饭，很不习惯，又不好消化”［５］１２。在川西北雪

山草地行军更是困难重重，医疗卫生保障工作面临

更大挑战。干部战士“体重渐渐减轻，全身无力，面

黄肌瘦，病人大量增加，药品又非常缺乏，治疗工作

难以跟上”［５］９１。红军医疗卫生人员缺乏，医疗器械

和药品严重不足。如钟有煌所在的红三军团十三团

全团只有钟有煌一个医生，他需要在行军途中完成

全部的医务工作。红军在白区转战，缺乏后方依托，

对于不能随部队行动的伤病员，没有后方医院可送。

红军战士文化水平低，公共卫生观念淡薄，部分行军

地区卫生状况差，如长征初期某些部队行军宿营中

存在“每家房子前都翻得一塌糊涂，禾草人粪残饭

剩菜遍地皆是”［６］２００的不良现象。部分战士基本卫

生知识欠缺，饮水和食物中毒等情况时有发生［７］，

甚至有长期饥饿后饱餐导致伤亡的情况。

面对严峻的医疗卫生保障工作形势，党领导各

路工农红军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医疗卫生保障工作。

党在开展形式多样、卓有成效的医疗卫生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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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形成了弥足珍贵的医疗卫生保障工作思想。

一、高度重视并加强对医疗卫生保障工作的全

面领导

党的领导是红军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红

军长征医疗卫生保障工作有效开展的根本前提和组

织保障。

（一）健全长征中的医疗卫生保障工作体制

红军健全医疗卫生保障工作机构，并且依据形

势变化不断调整机构编制。长征中，中央红军医疗

卫生系统的最高行政机构是中央军委总卫生部，部

长为贺诚。总卫生部隶属第１野战纵队２梯队，该
梯队代号为“瑞金”，贺诚任司令员，直接领导总卫

生部机关、医院、卫生教导队（即卫生学校）、担架运

输队等。总卫生部下设政治部、医政局、保健局、药

材局和总务处。各军团设有卫生部及野战医院，各

师设有卫生部，团有卫生队，营有卫生所，连有卫生

员。团卫生队编制有卫生队长、医生、医助、司药、看

护等１０余人，配备７副担架，装备有小型手术器械，
“能做简单的缝合、结扎、整复等小手术”［８］４４８。卫

生部（兼野战医院）隶属于各军团后方部，军团后方

部为各军团的后勤供应领导机关，各军团卫生部下

属医政科、保健科、材料科、医疗所、运输队、担架队

等。湘江战役后，红军部队后勤机关大为精简，军团

只剩下供给部、卫生部、野战医院（２个所），师的医
院和供给机关也相继取消。如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４日，
《中革军委关于后方机关和直属队进行缩编的命

令》规定“军团医院：一、三军团缩编为两个所，五军

团一个所”［９］４２８。

（二）强化政委与政治机关负责医疗卫生工作

的监督检查机制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９日，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副
主任贺昌联名发布的《红军总政治部关于准备长途

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强调：“必须加强对供给、

卫生部门工作的直接监督与检查”，主要“检查连队

中的卫生工作，应特别加强防止疾病的办法，与疾病

现象作坚决的斗争。”各军团设有医院，“各军团自

己的医院和军委指定各军团负责的医院，必须加紧

突击，争取伤病已愈的归队和轻伤轻病随队行

动”［９］４１６。１０月１０日，总政治部发布关于目前进攻
战斗的政治工作训令，强调在迫近敌人的夜行军中

应注意在战士中进行行军的卫生运动，“使之成为

习惯，在秋收气候中，反对喝冷水吃生物，每天洗脚，

行军走热了不要脱衣，清洁宿营地与厕所等。每一

部队要定出‘行军时的卫生须知’向指战员解释且

自觉遵守”［６］１５５。为了更好地督导部队的卫生防病

工作，长征中总卫生部在遵义召开各级卫生机关参

加的卫生工作会议，评选卫生模范单位。评选工作

在各级军政首长领导下，以发病少和不丢掉伤病员

为条件，自下而上民主评定，红２师４团被授予“卫
生模范团”的光荣称号。“经过这次会议的推动，部队

卫生防病工作得到了普遍重视”［８］４５３。

（三）设置收容队及干部休养连等，收治救护特

殊群体

设置收容队，对掉队人员中的伤病员进行安置。

收容队由各团政治处、供给处和卫生队抽调人员组

成，一般走在全团最后，主要负责帮助掉队的人跟上

队伍和安置不能随部队行动的伤病员。总政治部对

收容队的医疗救护职能多次给予明确指示，强调

“收容队须有医生看护参加，并携必需的救急药水，

收容队对于一般轻病者，须负责全部收容，督促归

队；对于重病确无法走者，除尽量请临时运输员抬走

外，必须负责安置到妥当的居民家中”［６］３０７。设置干

部休养连，以加强对特殊群体的救护，保护革命精

英。对老干部、生病负伤的红军干部及女红军进行

特殊护理。长征开始前，总卫生部首先对所属各医

院的伤病员进行突击治疗，使大部分伤员归队，然后

把不能出院的伤病员，以及妇女与一些老人编为３
个休养连，随军行动。部队到黎平后进行整编，总卫

生部所属医院大为缩小，卫生教导队解散，多数卫生

干部离开医院直接充实部队。土城战役后，进一步

缩编为两个干休连，１连专门收容党中央、中革军委
的一些领导干部。２连收容一般休养干部。加强对
重要行军作战任务中救护工作的政治要求，特别是

对战后的人员伤亡，总政治部特别强调“所有的彩

号要很快地收集起来，抬送医院上药，并派人给以很

好的安慰；牺牲的同志立即派人找棺材来安葬

好”［６］３０５。

（四）领导重视，集中力量采购征集医疗卫生药

品和器械

长征途中缺医少药，党和红军负责医疗卫生工

作的领导人高度重视医疗卫生药品和器械的采购征

集，亲自参与相关工作。长征在遵义期间，中央军委

总卫生部部长贺诚积极行动，联系当地开明医药商，

为红军采购了大量急需药品。这家医药商店名为

“太平洋药房”，是当地唯一一家经营西药的药房，

老板叫谌明道，他将整箱的药品和医疗器械，全部卖

给红军，价值１０００多元［１０］。中央红军转战云南途

中，截获龙云送给薛岳的系列物资，包括治疗外伤的

云南白药，该药在红军行军转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红军截获的云南白药正好用来医治贺子珍正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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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伤口，不然她的伤情难以想象。”［１１］

（五）高度重视部队医疗卫生宣传工作，通过党

报、军报多次强调

作为红军和党中央的机关报，《红星》报连续刊

发命令，要求各部队注意医疗卫生工作，保障红军指

战员的健康，保持红军的战斗力。如针对如何克服

部队行军中的疲劳现象，红军总政治部要求“各级

特别是连队的首长和政治工作人员，应根据各种不

同的环境，提出更具体的办法来克服疲劳”［１２］。鉴

于伤风咳嗽日益增多的情况，提出五点预防举措，要

求“各部队卫生员应将这一预防方法传达到各红色

战士中去，并每日在行军驻军时实行检查”［１３］。由

于长征在西南、西北地区食物匮乏、饮食不卫生等引

起的肠胃病增多，红军总部要求加强卫生运动，卫生

部门提出“尽可能地吃蔬菜十日”等七点消灭肠胃

病的办法，指出：“这些是消灭疾病巩固部队很具体

的办法，各级政治机关应切实地督促执行。”［１４］

（六）尊重医护人员，重视医疗卫生人才的培养

对于加入红军的医生，党和红军高层倍加爱护，

在生活、交通等方面予以特别关照。军委专门发布

关于优待技术人员的指示，强调“各级首长特别是

政治工作人员应加强对特种技术人员的领导，使他

们参加各项政治的研究与政治活动”，以“加强他们

对革命胜利的信心”，在物质上“可给予用苏维埃纸

票兑换现洋的便利，同时打土豪来的食物用具应多

多地分配给他们”［６］２５８。长征初期，军医傅连賞体弱

多病，且不会骑马，党中央就安排他坐轿子。“中央

的同志告诉他，路还很长，又不会骑马，不坐轿恐怕

连一天也坚持不了。”［１５］１３６红军战士抬着他，后面跟

着八个大医药箱子。红军卫生学校是中央苏区时期

党培养医疗卫生人才的专门学校，长征中编入中央

纵队，在驻留时间较长的地方坚持办学，培养急需的

医护人才。从江西出发时，卫生学校改编为卫生教

导队，带着教学仪器设备，边行军边坚持教学。进入

贵州后，部队卫生人员减员严重，卫生教导队解散，

学员被派回原部队参加卫生工作，教员被分到中央

纵队医院各所担任医生。１９３５年１月，红军进入遵
义后，找回学员，利用休整时间组织学习，把贵州省

第二中学的校址作为教室，由王斌任教务主任，李

治、孙仪之、俞翰西、胡广仁等任教员，讲授部队多发

病和战伤救护知识，以适应部队行军作战需要。后

来，卫生学校一部跟总卫生部随红四方面军主力行

动，在四川天全、芦山一带复课教学，招收３００余人
进行培训，并于１９３６年７月在炉霍举行毕业典礼。
红军中的名医也在途中驻军休息时，争分夺秒培训

医护人员。如傅连賞在随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

时，利用行军空暇办起一个医疗班。“他找了六个

女同志，白天领她们行军，晚上给她们上课，教她们

如何治疗、护理，讲药物知识。”［１５］１５２

二、采取预防为主和积极治疗相结合的原则

卫生预防宣传方面，红军利用休息时间，进行卫

生常识的宣传教育工作。包括注意个人卫生，防止

疾病传播；注意伤风咳嗽；注意饮食，防止肠胃病等。

如部队常常利用途中五分钟的小休息，以班排为单

位，向战士们讲卫生课和防病知识，“主要是讲怎样

防治胃肠病，不喝生水和不吃不卫生的食物，预防感

冒，怎样防治脚打泡等”［５］１７。针对红军长征中常出

现的四大疾病，如痢疾、疥疮、疟疾和腿部溃疡，在药

品匮乏的情况下，以傅连賞为代表的红军军医们特别

强调要以预防为主，“他十分强调饮食卫生，不许喝生

水，不许吃不干净的食物”，同时，“很注意宣传行军卫

生，比如到了驻地设法用热水烫脚，注意保持衣服、鞋

袜的干燥”［１５］１４８。《红星》报作为长征中坚持发行的

红军机关报，充分发挥媒体的卫生宣传功能，刊发了

大量医疗卫生常识，进行卫生知识的宣传普及。

（一）针对保持沿途清洁卫生的预防宣传

大部队行军时，卫生工作容易出问题。红五军

团参谋长陈伯钧在１９３４年１１月３日的日记中指
出，这几日“行军卫生太差，沿途粪便狼藉，污秽不

堪，对我之健康实有很大妨碍，这的确是需要即起纠

正的一件大事”［１６］１１。针对此情况，红军政治部及卫

生机关积极预防应对，如１９３４年１１月第四期《红星》
报第四版刊发《不要到处屙屎》，认为这种现象不仅有

碍卫生，且给沿途群众留下不良影响，要求“每到一

处，实行以排或班为单位挖厕所，出发时将厕所用土

埋好”，“对原有的厕所，出发前打扫一次”［１７］。１２月
第七期《红星》报第二版连续刊发多篇短文，如《在

行军中克服部队的疲劳》《预防伤风咳嗽》等，宣传

如何克服行军疲劳、保持体力、避免生病，强调要做

到“不吃生饭，不吃有谷糠的饭”，“在行军中要严格

实行大小休息”，“尽可能做到不露营”，“注意卫生

工作，有病的及时医治，并督促洗脚”［１２］等。

（二）针对风餐露宿、夜行军等艰苦环境易引发

伤风咳嗽的预防宣传

《红星》报提出五点要求，如“行军时戴上斗笠遮

蔽雾露，不要张口呼吸，上山出汗应用手巾擦干”，“休

息时应将脱去或解开的衣服穿上”，“室内不宜熏烟烧

火，以防刺激喉头鼻管发生咳嗽流鼻水”［１２］等。１９３５
年４月１０日出版的《红星》报第十四期刊发《不吃冷
水不生病》的短文，针对天气转热红军战士喝冷水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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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现象，号召“全体红色指战员，不吃冷水，每人做个

竹筒，带开水路上吃”，要求“炊事员同志们，要更加努

力，经常供给开水，为巩固我们的战斗力而斗争”［１８］。

５月１１日的《红星》报设置《卫生常识》栏目，刊发《预
防目前发生的疾病》，针对腹痛、腹泻、疟疾、感冒、烂

疤子等红军中易发疾病，提出预防治疗措施，如不喝

冷水、不吃不卫生的食物、注意扑杀蚊蝇、经常洗衣洗

浴等［１９］。

（三）针对冻伤、眩晕等的预防宣传

长征途中自然环境严酷，如爬雪山过草地时期，

高寒缺氧，易出现冻伤、晕倒现象。红军卫生部门积

极开展行军前的医疗卫生宣传工作，以应对恶劣环

境的挑战。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雪山前，部队开展

了相关卫生知识预防宣传工作，“卫生队开了全团

的卫生员会议，讲了雪山上的救护工作，发了万金油

等药品”［５］４８。翻越第一座雪山后，红军卫生部门及

时根据实践经验，制定预防冻伤和晕倒的注意事项，

如在翻山前一天到达登山出发地，夜间睡好，部队天

不亮就出发，力争中午前翻过山顶，避免下午气候多

变；出发前吃热的熟食，吃饱吃好，带足开水和干粮，

多穿衣服，准备驱寒生热的烧酒、生姜、胡椒、辣椒

等；各团组织登山前锋队和收容队，分别负责探出安

全路线和收容掉队人员；开始登山时控制速度，保存

体力；越过雪线后，不能停步；呼吸困难时，再走慢

些，别人要主动搀扶，并代为呼唤卫生员前来急救

等。以上要求由各级司令机关以命令形式下达部队

遵照执行。在草地行军中，为避免因食物缺乏而盲

目取食野菜造成食物中毒，红军卫生队到各营连去

教会卫生员和有关人员救治食物中毒的方法，他们

教会每一个干部和战士分辨可食野菜和有毒野草。

红军总卫生部在《健康报》上还专门刊发了一期介

绍可食用野生植物的种类及如何识别的常识。这些

举措，有效预防了食物中毒的发生。

此外，在从物资匮乏的雪山草地进入物产丰富

的农耕区前夕，为防止暴饮暴食引发肠胃疾病，红军

部队加强宣传教育，红三军团领导对全体指战员提

出五项具体要求，其中一项就是“不要暴饮暴食，要

逐步适应肠胃消化功能，预防胃肠疾病”［５］１３１。

三、因地因时，科学贯彻中西医相结合的理念

红军长征中的医疗卫生工作救治体系、治疗方

式等体现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等原则。

（一）因形势变化调整后方医院设置及伤病员

安置

长征初期，红军距离苏区根据地较近，方便设置

后方医院，按照一定路线转运重伤病员。到长征中

后期，随着距离苏区越来越远，转运重伤病员已不现

实，红军主要采取就地安置或者随部队行动的方式。

例如，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２０日，《朱德关于收容野战军逃
亡与落伍伤病员致各兵团、各纵队电》，强调通过后

方医院、兵站、收容队、阻拦队等减少减员现象，维持

红军兵员的稳定：“各兵团、各纵队首长：为严重注

意阻拦与收容野战军的逃亡与落伍疾病人员及收容

二十二日战役的重伤人员，规定办法如下：赣南军区

在小溪、新陂设后方医院，在马岭、畚岭各设一医务

所收容全野战军的重伤病员，并由蔡司令员亲到小

溪指挥。”［９］４２０红军长征进入广西、贵州、云南以后，

因逐渐远离苏区，一些不能随军行动的重伤病员，主

要寄放在沿途群众家中。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

目前行动的政治工作训令》强调：“在战斗中要注意

后方勤务机关的卫生供给工作，注意伤病员的处理，

重伤员不能随走的，要发动当地群众力量掩护安

置之。”［６］１６２

（二）在长征沿线设立医院，救治红军伤病员

在长征经过的一些城市，如贵州遵义，红军出

资，通过当地友好人士设立贫民医院，后改为平民医

院，成为艰险征途中灵活务实的一种救护方式。

１９３５年初，中央红军在遵义城休整期间，总政治部
代主任李富春和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召集与

红军有过接触的张鑫华、医生田庆云等，在“福音

堂”谈话，希望他们想法照顾不能随军行动的红军

伤病员，最好办一个医院。红军大部队撤离遵义后，

开中药铺的田庆云就将不能随军行走的伤病员包扎

后，暂时安置在龙栖寺。一些开明工商业主和进步

人士也捐钱捐药。田医师得到社会支持，便邀集其

曾参加红军卫生部短期学习的徒弟，开办了一间贫

民医院，收治军人伤病员。贫民医院收治的军人伤

病员多至数百人。他们伤好后，由医院资助，或还

乡，或自谋职业；死亡的以“义匣”安葬。贫民医院

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为医治红军伤病员作出了

贡献。

（三）中西医结合治疗内外伤，充分发挥中医中

药的优势

因战斗造成的外伤是长征中红军面临的主要问

题，西医的救护及手术治疗是有效办法。钟有煌回

忆湘江血战期间紧张的救护伤员工作时说：“卫生

队的工作非常忙，对每一个伤员都要进行清创、消

毒、固定、包扎伤口。”［５］９对于枪炮外伤，采用西药及

时施治是有效的手段。随总卫生部行动的军医李治

回忆休养连遭敌机轰炸后的紧急救治情况时说：

“重伤者，当时注射止血针和强心剂，在创口部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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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汞纱布或碘酒纱布，个个都救活起来，而且治愈

了。”［２０］６６３对于伤势较重、需要手术的指战员，红军

军医利用有限的条件，积极进行外科手术治疗。

１９３５年初，中央红军转战黔北期间，在遵义市老城
天主教堂内布置临时手术室，为在娄山关战斗中负

重伤的胡耀邦、钟赤兵、孔宪权等实施手术。胡耀邦

在战斗中被国民党飞机扔下的炸弹炸伤了右臂，经

医生实施手术治疗后，继续走完了长征。在遵义期

间，足部负伤引发骨膜炎的红五军团参谋长陈伯钧

也接受了手术治疗。手术于 １９３５年 １月 １７日进
行，“施以腰椎麻醉，经过两小时之久，弄出一个小

碎骨，并且把骨面刮平了一下”［１６］３５。红军停留遵义

期间手术治疗数量大，效果好，正如张汝光回忆：

“到达遵义后，部队获得１０余天的休整，各级医院
都利用短期休息的时间，全力突击治疗。将行军途

中来不及做手术的，都做了手术，使百分之八十以上

的伤病员治愈归队。”［８］４５１红三军团十二团政治委员

钟赤兵经手术锯掉右腿，仍以非凡毅力随军行动，走

完长征。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２２日，红二、六军团在绥宁
北部战斗中，红五师师长贺炳炎身受重伤，军医在简

陋的环境中实施手术，截去右臂，使其成为该军团长

征中的第一位“独臂将军”。１９３６年９月，在之前的
乌蒙山回旋战中负重伤的红二军团十八团政治委员

余秋里，在甘肃徽县，因伤势越来越重，左手五指肿

胀坏死，不及时手术治疗就会危及生命。红二方面

军卫生部长侯政利用缴获敌人的一批医疗器械、消

毒棉和纱布，亲自为余秋里实施截肢手术。余秋里失

去左臂，成为红二方面军第二位“独臂将军”。

与此同时，红军积极发挥中医药的优势。红军

中具有中医治疗经验的医护人员就地取材，使用中

草药开展疾病救护工作。牺牲在遵义的红三军团十

三团二营卫生员龙思泉，曾凭借家传中医中药知识

给人治病，疗效显著，在部队内外很有影响。像龙思

泉这样兼具中西医知识和治疗经验的红军医护人员

不在少数，他们因地制宜，充分利用中草药治疗各种

常见内外科疾病。针对西南地区容易出现的疟疾等

疾病，红军医护工作者采用中医方法进行治疗，如

《红星》报在《预防目前正在发生的疾病》中提出了

治疗疟疾的中药配方：“每人每天要吃砒石 ０．００１
克”，并指出“在中药铺多有卖，由各卫生队或各连

队自行买用”，“服用一星期可以防止生疟，如久老

疟疾的人，可隔三四日继续服一星期或数星期”［１９］。

伤寒病是长征中红军战士易患的疾病，得了伤寒病，

患者往往高烧４０℃以上，昏睡不醒，肠道易破裂出
血，如护理不当，死亡率很高。红军当时采取两个方

法治疗，一是用冷敷退烧，一是喝浓茶。傅连賞指

出：“茶里面含有鞣酸，能止血，还含有咖啡因，能强

心利尿。沿路打土豪，夺到的茶叶不算少，把茶煮得

浓浓的，每两小时喂一次。得了伤寒的同志，经过这

样治疗，很多人都好了。”［２１］１６２针对红军中肠胃病多

发，尤其是腹泻现象，红军卫生部门采用中医疗法，

就地取材，方法如：“每饭前可吃大蒜子半个，吃前

先将蒜子连皮放火中烧枯其皮，然后将皮剥去便可

以吃”，肚子饱胀或疼痛“可吃半克石碱”［２２］。为解

决长征中药品匮乏的问题，红军卫生部门采取中西

医结合方式救治伤病员，一般用西药治疗伤员，用中

药治疗病员。为了获取药材器械，红军就地取材，如

以植物叶子、喇嘛经文用纸蒸煮后代替纱布，以蒸煮

过的羊毛代替脱脂棉，以动物油脂代替软膏。仅有

的一些强心、止血、镇静等西药，用于危重病人。红

军充分利用沿途的中草药治疗相关疾病，如利用麻

黄、柴胡、大黄、枳壳和黄连治疗感冒、肠胃病。红军

部队还加强中医知识培训，红二、四方面军都有一些

中医师，例如，“四方面军总医院，还设有一个由中

医、中药人员组成的中医部和一个中医训练班，受到

伤病员的好评”［８］４５３。红军充分利用中医偏方治疗

特殊疾病，取得良好疗效。长征在川西雪山阶段，不

少红军患上雪盲症，医护人员用牛羊肝进行治疗，收

效良好。针对药品不足问题，在川西北和康区，红军

医疗部门利用当地丰富的草药资源，开办药厂，解决

用药难题。据当时参与开办药厂的谢珍全回忆，厂

内设挖药组、制药组、纺织组，“我当时分配在制药

组工作，年龄小，我和另一名小同志背着背篓到处拣

牛羊骨，像烧木炭那样，烧炼成骨灰研成炭末，这种

炭末可以配合在药中用来止泻”［２３］。

（四）科学分类，救治不同伤病

特别是把传染性疾病与非传染性疾病相区分，

对传染性疾病患者采取必要的隔离措施。１９３５年５
月１１日的《红星》报刊发《预防目前发生的疾病》，
针对肚痛、腹泻、疟疾、感冒、烂疤子等在红军中流行

且具有传染性的疾病，提出预防治疗措施，“隔离”

是重要的方法。李治谈到在藏人区域的卫生治疗工

作时，强调病与伤的分类：“对于伤和病分班休养，

凡有传染病的，另外隔离休养，呼吸气的传染病和消

化器的传染病，又分开隔处，免得蔓延。”［２０］６６４

四、依靠群众，军民两用，群众救护与部队救治

有效衔接

长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红军打胜仗，

人民是靠山。红军长征中，各类专兼医护人员特别

是人民群众在救治红军伤病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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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红军专兼医护人员密切配合，科学施治

红军长征队伍中专职医生较少，大部分是有初

级卫生救护知识的救护员。对于重要战役造成的大

量伤员，红军卫生队根据病情轻重缓急，组织专兼医

护人员积极配合，最大限度减少伤亡率。如湘江血

战中，红军折损过半，伤亡惨重。面对大批伤情不同

的伤病员———有骨折的、有胸腹部伤的、有头部伤

的，还有各类炸伤的，专职医生“一个一个进行检

查，与看护排一起共同对伤口进行清洁整理，严格止

好血，骨折的固定好，重新包扎，以争取安置到平民

百姓家时不发炎、不化脓，达到早期治愈”［５］７８。

（二）充分发挥群众在救护伤病员中的作用

对于无法跟随部队长途远征的红军伤病员，部

队一般会选择在偏僻的村庄找穷苦人家安置休息、

治疗伤病，并给伤病员本人和老乡一些银元，留下药

品。很多受伤的红军指战员留在长征沿途群众家中

得到了有效救治，正如林伟长征日记所记：“九军团

进抵太平渡附近，上次我们寄留的伤病人员，现在又

纷纷回到军中来了。”［２４］长征沿途群众，特别是广大

妇女，在护理红军伤病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红二

十五军长征转战陕南袁家沟期间，有些被战士们称

为“红军干妈”的老大娘，主动将伤员接到家里，精

心照看、治疗［２５］。宁陕县西岔河佛洞庙里的一位老

和尚，带着药品主动为红军伤员治伤［２６］９。

红军伤病员康复之后，有的留在当地播撒革命

火种。在娄山关战斗中负伤的红十二团作战参谋孔

宪权，胯骨被打断，伤口不能愈合。由于他勇敢机

智，军团领导给予他特殊的待遇：留下一个医生、一

个卫生员，还有３００多块银元，安置在当地一财主家
里。后来，孔宪权伤口愈合了，但成了一个跛子，在

遵义烧瓦谋生。期间，他在群众中秘密宣传党和红

军的主张。新中国成立后，孔宪权参加了新生红色政

权的建设工作。有的伤病员历经艰难回到根据地，或

者千方百计追上红军主力部队，继续完成长征。

（三）军民两用，强化宗旨，最大限度服务民众

长征时期，广大人民群众缺医少药，生活贫困。

长征中，红军卫生人员在为广大红军指战员提供医

疗卫生服务、保障红军的战斗力之外，在行军转战之

余，积极为沿途缺医少药的穷苦群众免费治病、送

药，最大限度解决民间疾苦，赢得了群众的大力支

持。在黔东南台江县台拱，红军医生帮助医治东河

边苗民邵顺标的脚伤［２７］。在黔北遵义，红军卫生员

龙思泉为群众治病耽误行程，被反动民团杀害，老乡

们悲痛地安葬了他，并在白色恐怖下冒着风险千方

百计保护红军坟，把龙思泉比作救苦救难的“红军

菩萨”［１１］７５。在广西桂北地区，红军军医施医送药治

好了灌阳县水车村翟顺修两岁儿子的高烧［２８］。在

甘肃甘南藏区，红军进入某藏族村寨后，村中只剩一

位病重的老阿婆，红军战士热情地将老人送到驻扎

在岗岭村的卫生队治病，老人特别感动［２６］１５。

五、结语

长征途中，医务卫生人员在党的领导下，群策群

力、不怕困难、不怕流血牺牲、救死扶伤，他们忘我工

作，肩负起保障长征中广大指战员及人民群众生命

健康的历史使命。

首先，红军长征中医疗卫生工作思想产生于血

与火的长征医疗工作实践中，熔铸于一段段感人的

医疗救护故事当中，见证了广大红军指战员的团结

协作、患难与共、艰苦奋斗、实事求是、心系民众的精

神品质，是伟大长征历史和长征精神的见证和有机

组成部分，是党领导人民军队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

深入认识红军长征中的医疗卫生保障工作，能为新

时代缅怀革命先烈、学习革命历史、弘扬伟大长征精

神、赓续红色基因提供取之不竭的资源。

其次，长征中的医疗卫生保障工作，坚持党的全

面系统领导，秉持预防为主、积极治疗、因地制宜、中

西结合、依靠群众、专兼结合、军民两用、强化宗旨等

原则，其思想是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做好人民卫生工

作，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进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的应有之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

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

的重要标志。”［２９］科学把握红军长征中医疗卫生保障

工作思想，对于新时代加强党对卫生与健康工作的领

导、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以健康中国服务中国式

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其三，长征中，红军医疗卫生保障工作也是人民

军队后勤保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新时代强

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必须建设强大的现代化

后勤。现代化的后勤需要联合、精干、高效，需要贯彻

艰苦奋斗、勤俭建军的优良传统。红军长征中组建了

精干有效的医疗卫生保障工作队伍，医疗救治体现的

军民结合、专兼结合、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等宝贵思

想，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后勤、实现新时代强军目标

提供了多维方法和智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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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长征中领导地位确立的历史必然、应然和实然
———以红军将士为中心的考察

胡安徽，张　可
（临沂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临沂 ２７６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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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胡安徽（１９７１—），男，河南唐河人，历史学博士，临沂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共医

疗卫生史研究。

摘　要：毛泽东在长征中领导地位的确立是历史必然、应然和实然的统一。从红军将士反映的
情况看，自第五次反“围剿”到湘江战役，红军将士在“左”倾错误造成的战斗惨败中认识到排挤毛泽

东正确领导带来的恶果，他们呼唤毛泽东回到领导岗位，这是历史的必然；自通道会议到遵义会议再

到会理会议，红军将士在战斗中真切感受到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能力和正确的军事思想，进一步

增强了对毛泽东的尊崇和对毛泽东领导长征走向胜利的信心，这是历史的应然；在毛泽东回到红军

领导岗位的精神力量鼓舞下，红军将士克服重重困难，胜利走完长征路，用实际行动拥护毛泽东的领

导地位，这是历史的实然。毛泽东在长征中领导地位的确立，既是红军将士们的意愿，也是中国革命

历史的选择。

关键词：毛泽东；领导地位；将士反响；历史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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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在长征中领导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一个动
态变化的过程。学界关于该问题的研究成果不少，

多是从共产国际、中共中央等自上而下的视角探讨

其领导地位确立的过程、原因、意义和标志等内

容①，却很少从广大普通红军指战员的视角去探究。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创造历史的真正主人，毛

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不仅是共产国际、中共中央的认

可，更是广大红军将士拥护和支持的结果。

一、必然：从第五次反“围剿”到湘江战役

（一）第五次反“围剿”前军民心中的毛泽东

毛泽东很早就在党的历史上崭露头角，从参加

五四运动到创办《湘江评论》，从出席中共一大到出

任中央组织部长，从担任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

到八七会议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从发动秋

收起义到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从担

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兼总前委书记到担任苏区中央

局代理书记，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央苏区的创建与发

展过程中，建立了无可替代的历史功绩。这得到了

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高度认可，故而在党的六届

三中、四中全会上，毛泽东缺席当选为中央候补委

员。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同样在缺席的

情况下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１］。在毛泽东的军

事指挥下，中央红军在赣南闽西取得了多个战斗的

胜利。在指挥中央苏区数次反“围剿”战斗中，毛泽

东一次次展现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获得了中央

代表团的肯定［２］２４９。不仅如此，在瑞金召开的“全苏

一大”上，当任弼时宣布请毛泽东为大会题词时，台

下掌声四起。毛泽东以他的才华、智慧和声望，赢得

了苏区广大军民的信任，他在党和军队中拥有崇高

威望和深厚的群众基础。

（二）第五次反“围剿”时将士们心中的毛泽东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宁都会议上，由于党内教条主义
者对毛泽东的排挤，他被剥夺了军权。这一消息传

到军队中，红军将士们极度茫然、无法理解，这从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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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反映了毛泽东在红军将士心中的地位。即便毛泽

东毫无军权，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不少红军将领

仍不时地就李德、博古下达的作战要求去和毛泽东商

讨。在他们心目中，毛泽东仍是中央政府的首脑、中

央苏区的“军师”、红军的统帅和灵魂［２］４７２，不少红军

将士仍尊其为“毛总政委”［２］５０４“毛大帅”［２］５０５。

与此相反，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及其恶果遭到

部分红军领导和战士的批评。时任红军总政治部主

任的王稼祥曾说，如果再让李德这样瞎指挥下去，红

军就不行了［３］。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的聂荣臻

曾说：“我参加了第二、三次反‘围剿’，两次都取得

了那样大的胜利，完全是毛泽东同志采取诱敌深入、

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

等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指挥的结果。”［４］２０２在聂荣臻

看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王明“左”倾分子在

中央排挤了毛泽东正确领导的必然结果，是否定毛

泽东积极防御方针的必然结果，是拒不接受毛泽东

将红军突入闽浙赣外线去调动敌人回援建议的必然

结果。越是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将士们就越能发现

王明等人推行的路线是错误的。只要毛泽东的主张

得到贯彻，革命就大发展，反过来，如果王明路线占

上风，革命就受挫折，红军和根据地老百姓就遭

殃［４］２４２。广昌战役由李德一手包办，很多红军高层

将领不同意他的打法，提出了不少可行性意见，但李

德一意孤行，故而在广昌失守后，彭德怀斥责李德：

“你作孽太多了，中国革命要被你葬送光了！”［２］４９８

足见其愤怒之情。即将离开中央苏区时，彭德怀又

是深深的抑郁和愤懑［５］。这种情感反映了红军将

士对“左”倾路线的不满和对未来征程的担忧，实际

是对毛泽东正确军事指挥的真切怀念和对博古、李

德错误指挥的强烈声讨。时任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兼

军委纵队司令员的刘伯承，通过对比五次反“围剿”

的情况，逐渐认识到这是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

执行了错误路线所致，他回忆道：“部队中明显地滋

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

绪，随着我军失利而日益显著，在湘江战役达到了

顶点。”［６］４

不仅红军高级将领对博古、李德的错误深恶痛

绝，很多红军一般干部和普通战士亦是如此。时任

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三团党总支书记的萧锋，对战士

们关于李德、博古错误指挥的看法做了总结：五次反

“围剿”以来，我军数战失利，高兴坪战役也没打好，

连队思想情况较乱，埋怨情绪较大，营、连干部和战

士们都反映吃了堡垒对堡垒、工事对工事、死打硬拼

的亏［７］１。跟随毛泽东多年的警卫员陈昌奉说：“我

们当红军虽然才四五年，但是打恶仗、大仗跟着主席

可以说见过不少，就是在敌人眼皮子底下行军、作战

也不仅仅是第三次反‘围剿’一回，碰到的困难、险

情也不算少，可是从来没有像第五次反‘围剿’这样

没有底，这样越来越使人揪心。”［８］红军战士的话语

反映了他们对当时战斗状况的郁闷情绪和对“左”

倾错误指挥致使战斗失败的不满心理。

（三）红军将士对湘江战役惨败的反思

长征初期，追堵的国民党军死死咬着红军，红军

总是处于被动地位，走也走不动，打也打不好，萧锋

对此百思不得其解：红军真像“叫化子打狗，边打边

走”［７］７。面对处处挨打，处处被动的局面，战士们一

边行军一边议论，对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怨声载

道，对由于错误路线造成的损失非常痛心［９］３５。尤

其是湘江战役的惨败，进一步唤醒了将士们的觉悟，

为毛泽东重回红军领导岗位奠定了群众基础。

将士们的眼睛是雪亮的。湘江战役之后，他们

目睹了王明错误路线造成的恶果，普遍存在不满情

绪。虽然战士们没有高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高超

的战略战术，但他们在战斗实践中真切领略了毛泽

东军事策略和军事思想的正确和伟大，从而形成了

对毛泽东的高度认可并产生了深厚情感。很多战士

在长征路上念念不忘毛泽东：“从这打回江西该多

好呀！我们想念毛主席创建的井冈山和中央根据地，

想念家乡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想念无数的江西老

！”［７］８过湘江时，战斗打得极为惨烈，战士们最挂念

毛主席是否过江，当听到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

等首长安全渡过了湘江，红军战士们才松了口气［７］２１。

从第五次反“围剿”到湘江战役，不管是军团领导

还是普通战士，他们对毛泽东高度认可，盼望毛泽东出

来指挥红军，深切呼唤他回到领导岗位，这是毛泽东

领导地位确立的群众基础，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二、应然：从通道会议到遵义会议②

（一）通道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决策对红军将

士的影响

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处境仍极端危险。这时，

蒋介石已明白红军行动意图，并在通往湘鄂西的道

路上部署了重兵，准备再次围歼红军主力。不仅如

此，过了湘江的红军，极度疲劳，需要休整，如果仍按

原定计划到湘鄂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合，必将钻进蒋

介石设计好的包围圈，带来难以预料的灾难性后果。

惨重的教训已使越来越多的红军将士更加清醒：不

能再任凭“左”倾领导人瞎摆弄了，必须下决心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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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根本的改变！在此关键时刻，中央召开了通道

会议，毛泽东提出暂时放弃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师

的原计划，转而向西进军，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

这一建议得到多数人的赞同。根据通道会议的决

定，红军转兵贵州。战士们以饱满的战斗激情攻克

黎平县城，一扫湘江战役惨败的压抑氛围，开始重振

往日雄风，以激昂的战斗姿态向贵州进发，很快占领

了黔北重镇遵义。通道会议客观上挽救了中央红军

仅存的武装力量，避开了强敌，迈出了红军走出困境

至关重要的一步，为黎平会议和遵义会议的召开奠

定了基础［１０］。故而刘伯承指出：“正是在这危急关

头，毛主席挽救了红军。”［６］５通道会议另一重要意义

是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已开始在中央领导层内被接

受，并重新影响中革军委的最高决策。尽管如此，毛

泽东的领导地位仍未确立，虽然此后召开的黎平会

议开始转变了我军战略方向，不再往敌人部署好的

口袋里钻了，但由于博古、李德仍把持着党和军队的

领导权，红军难以彻底地由被动变为主动。因此，时

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的聂荣臻在黎平会议后思考：

为什么不能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这不只是我

个人思考的问题，也是当时广大红军指战员思考的

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提到中国革命的议事日程

了！”［４］２４２他对李德的瞎指挥十分生气，因为李德对

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

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

的事，他都横加干涉”［４］２４８。这种做法让军团指挥员

根本无法放开手脚机动指挥，实乃兵家大忌，因此，

聂荣臻强烈主张让毛泽东出来统帅部队［４］２４６。聂荣

臻在长征初期经常与王稼祥交换意见，他们一致认

为博古、李德不行，必须改组领导。据他回忆，“王

稼祥同志提出，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我说我

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而这个问题，势必要在

一次高级会议上才能解决”［４］２４３。王稼祥认为，像李

德这样指挥军队，哪有不失败的呢？这样下去不行，

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把博古和李德“轰”下台［２］５６９。

为此，王稼祥、张闻天等人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刘

伯承、彭德怀、杨尚昆等红军将领的支持。即便是普

通战士，也迫切希望毛泽东回到领导岗位指挥红军。

黎平会议精神被传达后，战士们议论说：“毛主席又

出来领导我们了，我们再不会吃苦头了。”“在中央

苏区时，毛主席领导我们天天打胜仗，今后也一定会

指挥我们粉碎敌人的进攻。”［１１］红八军团无线电队

的袁光听了黎平会议的精神后说：“我多么盼望毛主

席重新领导红军啊，我相信，这也是此刻广大红军指

战员的共同心愿。有了毛主席的领导，我们一定会打

更多的胜仗，一定会重新回到中央根据地去。”［１２］红

军将士迫切希望改变原有的领导结构，这为遵义会议

顺利召开并确定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红军将士对遵义会议决策的积极响应

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的实际指挥下，红军获得

了新的生命，处处主动，使得敌人疲于奔命。这与

“左”倾路线形成鲜明对照，全军指战员更深刻地认识

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和高度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军事

艺术，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保证［６］７。

在遵义会议及此后的系列会议上，毛泽东重新

回到军事指挥岗位，这给红军极大的鼓舞，全军振

奋。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在贵州仁怀一个场镇

大院给连以上干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大家都拥护

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４］２４９。当叶剑英给红军干部团

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并通告红军成立以毛泽东为首的

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时，全场欢呼。战士们说：“自从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踏上长征路后，红军处处挨

打，我们好像在黑夜中行走，大家早已盼望北斗星为

我们指路，盼望毛主席出来领导中央红军。现在，这

一愿望终于实现了。怎能不高兴呢？遵义会议犹如

一盏明灯，在黑沉沉的长夜中照亮了红军前进的道

路。”［９］３９－４０干部团战士曾万标说：“行军途中，连长

向我们传达了这次遵义会议的精神。当我们听到这

次会议重新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

领导时，我们都欢腾起来了。行军路上歌声、口号声

不断，似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１３］战士们的喜悦心

情溢于言表。当遵义会议精神传达到红九军团时，

指战员们欢欣鼓舞，战士钟南辉回忆说：“虽然我们

正在长征途中，条件很艰苦，环境很险恶，但觉得红

军有了希望，革命有了前途。从此，中国革命在以毛

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下，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

利！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引下，红军灵活地变换作

战方向，声东击西，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方重兵之

间，红军处处掌握主动，在川黔边界之间四渡赤水，

使数十万川、黔军和蒋介石嫡系部队周、吴中央纵队

感到扑朔迷离，疲于奔命，晕头转向。”［１４］时任红九

军团供给部部长的赵，听完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关

于遵义会议精神的报告，感觉“顿时好像在眼前放

射出了万道霞光，在脑海里开了一个明亮的天

窗”［１５］。当时会场上就沸腾起来，干部们交头接耳，

议论纷纷，情绪异常激动。时任红九军团司令部参

谋处作战参谋的林伟听了遵义会议精神后，在日记

中写道：“相信党在检讨了过去在军事路线上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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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以后，在毛主席领导下，我军一定能够冲破一切困

难走向胜利。”［１６］１３７时任红一军团司令部教育科科

长的彭绍辉，听了毛泽东关于遵义会议的报告后，

“非常高兴，过去许多怀疑、不清楚的问题，得到了

明确的答案”［１７］。时任中央政治保卫团参谋长的孙

毅，听到遵义会议的精神，无比高兴，他说：“毛主席

又回来掌舵了！”［１８］时任红五军团十三师三十九团

政治处宣传员的赖达元记忆犹新：当遵义会议的精

神传达到部队时，红军战士无比振奋，大家兴奋地奔

走相告：“毛主席又回来领导我们了。”［１９］萧锋所在

红一军团一师三团营以上干部听了遵义会议精神

后，分组讨论了两天。广大干部对机会主义者错误

指挥造成的损失很不满，有的气得直冒火。通过上

级引导，战士们认识到：“我们贯彻遵义会议精神，

就是要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高举苏维埃的红

旗，克服困难，搞好创建黔滇川边苏区的工作，执行

北上抗日方针。”［７］４５黄盨政委根据两天的讨论，解

答了很多问题，并表示坚决拥护毛主席回到领导岗

位上来，坚决拥护军委组成三人小组统帅全军。大

家听后精神振奋，纷纷表示要打回遵义去，消灭国民

党反动派，为创建黔滇川边苏区而战斗。第三团电

话班长谢古军说得很直白：“毛主席就是站得高，看

得远，如果不是毛主席的英明指挥，我们这些人可能

早在长江喂王八了。”［７］５２话虽直白朴素，但反映了

战士们对毛泽东领导地位的高度认可。

毛泽东重新主政的消息，迅速在全军将士中广

泛传播，将士们欢欣鼓舞。然而，他们还有一个隐忧

和疑虑：“博古仍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还仍在台上

呢！”［２］５６９这种担忧既反映了李德、博古“左”倾错误

在红军将士们心中造成的巨大阴影，也反映了红军

将士渴望正式确立毛泽东中央和红军领导地位的迫

切心情。

从通道会议毛泽东正确主张被中央接纳并付诸

实施，到遵义会议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尽

管此后又经过一系列会议和多次斗争，才最终确立

了他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但是，遵义会议后广

大红军将士对遵义会议精神的热烈回应和高度支

持、对毛泽东复出的愉悦心情和饱满热情，昭示了毛

泽东在党和红军中领导地位确立的历史应然。

三、实然：从精神的力量到实践的效应

（一）长征中毛泽东指挥红军产生的精神力量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

实施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适时适地变换作战方向，

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尤其是遵义大捷和四渡赤水，再

次打出了红军的威力，提升了红军的士气，重新树立

起红军将士的信心，红军将士敬佩毛泽东用兵如神，

他们以实际行动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萧锋

１９３５年的日记对此有真切反映，节录如下：
４月７日：怎么前头向南，不向东？我

在瞎猜。走吧，党中央、毛主席怎么指挥，

我们就怎么走，怎么打［７］５６。

４月１４日：战士们说，围住贵州打圈
子吧！毛主席正在想办法指挥蒋介石，让

他们东奔西拖，把国民党胖的拖瘦，瘦的拖

死［７］５８。

５月 ３日：师部总结月余来滇、黔行
动。这个大圈子转得可妙，把薛、吴、龙、王

等军阀都甩在后面。大家都说，毛主席、周

副主席、朱总司令的棋子下得好［７］６４。

５月９日：前面部队走过，什么东西都
吃光了，粮食很困难。我们饿点没有关系，

无论如何要保证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

令和刘总长等首长的食物。他们的健康，

是我们胜利的保证［７］６６。

５月２８日：听说党中央、毛主席和中
央纵队已经过了泸定桥，使人放心［７］７４。

６月２６日：（从遵义到懋功）这段艰苦
的行程，幸有党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和

朱总司令的英明指挥，才调出了黔、滇军，

分散了蒋介石和地方军阀的兵力，保证了

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７］８３。

８月９日：侦察连在北山借粮时，找到
四个帐篷，麻布做的。左权参谋长和朱瑞

主任研究后，决定除前梯队留两个备用外，

其余两个连同６０斤青稞麦，派一个班，用
两头牦牛驮着，送给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朱

总司令等领导同志用［７］９４。

《萧锋日记》以上内容的核心观点有三个：１．对
毛泽东重新回到领导岗位的兴奋和喜悦；２．对毛主
席指挥的拥护和支持；３．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信赖
和崇敬。这种高兴、拥护和尊崇入骨入髓，以至于对

毛主席的食物和住处也牵挂于心。不仅萧锋如此，

很多红军战士都牵挂着毛泽东。过草地时，战士小

刘和政委谈革命胜利后的打算，他说要把石头山的

石头打烂，运到湖南，给毛主席盖座石头房子，因为

石头房子冬暖夏凉［２０］。纯朴的想法饱含着战士们

对毛泽东的挚爱。甚至有战士看到毛主席过了草

地，心里便如释重负。红四方面军战士徐芝富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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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们四方面军的指战员，除了极少数人看到过

毛泽东外，其余都没见过，只是听说过毛泽东的名

字。在进入藏族地区以后，虽然大家都很疲劳，但听

说毛泽东带领着部队快到了，大家都非常高兴，士气

更加高昂，急切盼望与中央红军会师。”［２１］其中蕴含

的精神力量不言而喻。

（二）红军将士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批评和

抵制

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并不单因红军将士的热爱和

支持就能顺利确立，而是通过与张国焘和王明的斗

争并取得胜利后才稳固的。长征途中主要是同张国

焘斗争，在此过程中，广大红军将士由原来的不知所

措到坚决支持毛泽东。林伟在１９３６年９月２１日的
日记中记载，张国焘“野心破坏中央决定”，造成“大

家的情绪都甚为不安”。９月２２日，听说西南局正
在开会，大家都害怕再过雪山草地，议论纷纷：“真

是如同失掉了正确的方向一样。这是我们党内最大

的一次思想斗争。张违反了党在两河口和毛儿盖会

议上的决议，制造了分裂事件，使得红四方面军１１
万人，经过这一年多的所谓南下打成都已损失了几

乎一半，该是血的教训了。”９月２３日，部队按张国
焘决定，放弃对岷州的围攻。“大家闷闷不乐，人心

惶惶，真是满腔忧虑。”９月２４日，西南局开会，与张
国焘的斗争异常激烈，红四方面军的许多同志都认

识到了张国焘的错误，提出要坚决执行中央正确方

针。９月２５日，“今天张仍下令要向西宁方向进发，
大家都不愿意再过雪山草地，反对张的分裂错误，使

得张成了‘孤家寡人’脱离群众。朱总司令、刘伯承

总参谋长、徐向前总指挥及中央在四方面军的同志

追上劝说，要张回来仍然东进，到陕北会师”。９月
２７日，当部队到达岷州时，“弄得敌人、群众、广大指
战员都莫名其妙，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当张

国焘分裂党和红军失败之后，“今晨又继续东进，沿

路我们又欢谈起来，一年多来的雪山草地生活的痛

苦，现在终于战胜了张的错误，引到正确的方向上

来”［１６］２７１－２７４。从日记中能感受到红军战士们的惆

怅、担忧之情，尽管如此，战士们都知道张国焘是在搞

分裂，所以旗帜鲜明地反对，张国焘分裂的阴谋没有

得逞，战士们“又欢谈起来”。

萧锋１９３５年的日记对中央同张国焘斗争的情
况也有很多记载，其中７月１１日，朱瑞向军团部分
干部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一方面指出这次会议否

定了张国焘向西退却的错误主张，另一方面明确了

毛主席强调北上发展红军的正确主张。萧锋记述：

“大家听后很振奋，一致拥护党中央的路线。”［７］８９当

听说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不愿意北上，还想当党

中央和军委主席，并讽刺挖苦一方面军像叫化子军

队一样，萧锋气愤地说：“这算什么话！”［７］９２表达了

对张国焘的强烈不满。９月１４日，朱瑞传达俄界会
议精神，再次指出张国焘违抗中央命令的严重错误，

到会同志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毛主席采取的果断

措施［７］１０７。９月２３日，毛泽东在哈达铺为红一方面
军团以上干部作政治报告，萧锋听了报告后记述：

“毛主席的指示，使我们信心百倍。”当天晚上，萧锋

和严雄政委到工兵连传达报告精神并参加战士座谈

会。战士们认为，毛主席的讲话总结了将近一年来

白区斗争的经验，打到陕北去，有个希望，对全连鼓

舞很大。战士胡卿汉说：“如果张国焘不另搞一套，

我们早到陕北了，该有多好！”二排长崔洪才说：“我

看张国焘怕苦，总想打回四川老根据地去，哪能打回

去？”连部小林最后发言说：“不管东南西北，党中

央、毛主席到哪，我们就跟到哪。”［７］１１１战士们的发

言，鲜明地表达了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坚决反对、对

党中央和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强力支持。张国焘南下

碰壁，也激起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不满，经朱德、

刘伯承、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同志多

方做工作，张国焘不得不同意北上。在此背景下，

１９３６年９月９日，战士们在行军途中对张国焘阻挠
四方面军北上问题议论纷纷，二连陈川胜连长说：

“张国焘真可恶，拿中国革命闹着玩，这顶机会主义

帽子给他戴定了。”［７］１５６议论之后，大家认为，不管怎

么说，只要他能北上就行，还是热烈欢迎。这表明红

军战士既对张国焘分裂行径不满又希望保持红军内

部的团结。有些红军战士忍不住对张国焘的分裂行

为骂起来，童小鹏在日记中写道：“饮水思源，在回

忆长征路中的酸、甜、苦、辣时，不禁要怒发冲冠地唾

骂那中国革命的大害虫———李德、张国焘王八

蛋。”［２２］红军战士忍不住爆粗口，正是出于对“左”

倾错误以及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憎恨和愤怒。时

任红二军团政治保卫局分局局长兼湘鄂川黔省革命

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的吴德峰听了朱德、刘伯承谈一、

四方面军分歧问题后，“气恨张的反党”［２３］。

红二、六军团也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做了坚决

斗争。据时任红二军团第六师师长的贺炳炎回忆，

贺龙曾对一些师的干部说：“同志们！头脑要放清

醒些，这里是假中央，真中央是毛主席，已经到了陕

北，为了抗日，我们必须马上北上，与真中央和一方

面军会合。”［２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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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泽东成为党和红军领导核心的实践

效应

长征中通过与张国焘的斗争，毛泽东事实上成

为党和红军的领导核心，指挥并激励红军将士以实

际行动克服困难，胜利走完长征之路。过草地时，面

对几天无粮的严重情况，二军团六师领导们动员大

家吃野草野菜，想办法活着出去与中央会师。当与

红一方面军即将会师的消息传来，战士们身上仿佛

产生了一股巨大的力量，饿和累似乎消失了，一瘸一

拐地直往前奔。在战士们看来，他们所走的大道，就

是一方面军、党中央、毛主席留在草地上永远也不会

消失的道路，“会师”就是走上了毛主席走过的道

路。战士们嘶哑地喊出：“加油！我们走上了毛主

席的道路，很快就要出草地了。”［２４］２２战士们心中只

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活着去见毛主席，去见党中央！

红军通讯员朱子学，经过两个多月过雪山的折磨，本

来衰弱的身体更加消瘦，但“北上抗日，到陕北去找

毛主席”的号召，使他忘记了一切疲劳，情绪特别高

昂，在不幸滚下山坡时，他留下了临终最后一句话：

“我不行了，我看不见毛主席了，我没有完成任

务。”［２５］战士许义华的叔叔念念不忘教育自己的侄

子，一定要到陕北和中央红军会合，去见毛主席［２６］。

红六军团某部三营九连战士张致中回忆：“当时我

们的思想是，走！只要有一口气就要走！一定要和

中央红军会师，一定要看到毛主席。凭着这个坚强

的信念，我们顽强地克服了风雨、沼泽等无数困难，

终于走出了草地。”［２７］红二师炮连神炮手吴民选快

咽气时流着眼泪对萧锋说：“总支书，你们快走吧，

不要管我了，快跟着毛主席打出去。”［７］９９红军过草

地时，从事宣传工作的战士，说得最多的鼓动话语

是：“同志们，党中央、毛主席已胜利过完了草地，我

们跟着党中央、毛主席使劲地走啊！草地难不倒铁

的红军！”［７］１０４毛泽东成为激励战士们克服困难、走

出草地的伟大精神动力。１９３６年８月，萧锋在陕北
接受美国新闻记者史密斯采访时回忆长征走过的

路，他说：“跟着共产党、毛主席、周副主席从南走到

北，什么困难都不怕。”［７］１５３这是红军战士对毛泽东

领导地位的认同和真情流露。林伟目睹了毛泽东成

为党和红军领导核心后的军事变化：“红军一方面

军在执行新的战略（为了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任务

中，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果然有着巨大、惊人的转

变与进步。”［１６］２２６红二、六军团于１９３５年２月才知
道中央在遵义开会，并否定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

误军事指挥。自此以后，军团开始贯彻毛泽东的军

事思想，在战役战术上有很大的转变，即集中红军主

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各个击破之，采取决

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

战［２８］。正是贯彻实施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红二、

六军团逐渐摆脱了不利的作战局面，取得了一系列

战斗的胜利。

综上所述，长征时期尤其是遵义会议以后，毛泽

东不仅成为红军将士战胜困难的精神符号，而且成为

他们用实际行动同张国焘斗争、同恶劣自然环境斗争

的强大动力。红军将士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和

维护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领导地位的历史实然。

从第五次反“围剿”到湘江战役，从通道会议到

遵义会议再到会理会议，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

导地位逐步确立，这是红军将士们的意愿，是历史的

选择。长征时期，在漫长的战斗和行军生活中，广大

红军将士从正反两方面的结局，深刻体会到毛泽东

正确决策和军事指挥带给部队的信心和力量，进一

步增进了对毛泽东的崇敬和支持、拥护和爱戴，他们

以实际行动维护着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

位。一言以蔽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既有深厚

的群众基础又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是历史的必

然、应然和实然三重逻辑的统一。

注释：

①参见以下文献：廖心文《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过
程研究：兼谈毛泽东的核心地位是怎样确立的》，《党的文

献》２０１２年第１期；王毅、燕文堂《长征中毛泽东领导核心
地位确立的两个重要指标》，《党政论坛》２０１６年第２４期；
刘志兵、高晓《从军事到政治：长征中毛泽东领导核心地

位确立的历史轨迹》，《西安政治学院学报》２０１６年第 ４
期；杨志强《刘少奇对毛泽东党内核心领导地位确立的贡

献》，《毛泽东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５期等。
②此处的遵义会议既包括遵义会议前的通道会议、黎平会
议、猴场会议，也包括遵义会议后的扎西会议、苟坝会议、

会理会议，是广义的遵义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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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萧锋．长征日记［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
［８］陈昌奉．踏上长征第一步［Ｃ］／／陈昌奉口述，赵骜整理．
跟随毛主席长征．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５：１０５．

［９］曾克林．戎马生涯的回忆［Ｍ］．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１９９２．

［１０］邓丽华．毛泽东与通道会议历史记忆的建构［Ｊ］．湘潭
大学学报（哲社版），２０２０（６）：１３．

［１１］孙毅．忆红军长征初期的教导师［Ｃ］／／中共中央党史研
究室《中共党史资料》编辑部．红军不怕远征难：纪念红
军长征胜利 ６０周年征文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１９６６：３４．

［１２］袁光．风烟滚滚的岁月［Ｍ］．北京：战士出版社，１９８２：
１２６．

［１３］曾万标．我为遵义会议当警卫［Ｃ］／／中共南京市委党史
工作办公室．红旗漫卷：南京部分老红军口述长征史．北
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６：６９．

［１４］钟南辉．转战湘赣黔滇的日日夜夜［Ｃ］／／中共南京市委
党史工作办公室．红旗漫卷：南京部分老红军口述长征
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６：７３．

［１５］赵．长征日记［Ｍ］．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２５０．
［１６］林伟．一个老红军的长征日记［Ｍ］．北京：中共党史出
版社，２００６．

［１７］彭绍辉．彭绍辉日记［Ｍ］．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８：

６６．
［１８］赵勇田．孙毅与毛泽东［Ｊ］．百年潮，２０１７（１０）：３３．
［１９］赖达元．长征，让我永生难忘［Ｃ］／／中共南京市委党史
工作办公室．红旗漫卷：南京部分老红军口述长征史．北
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６：３５．

［２０］马忆湘．通过炎热的缺水地区［Ｃ］／／曾志．长征女战士
（第二卷）．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１９８７：４８．

［２１］徐芝富．长征岁月［Ｃ］／／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
室．红旗漫卷：南京部分老红军口述长征史．北京：中共
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６：１３５．

［２２］童小鹏．军中日记［Ｍ］．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６：１７９．
［２３］吴德峰．第二次长征日记［Ｍ］．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２００７：１９７．

［２４］贺炳炎．雪山草地红旗飘［Ｊ］．中国工人，１９６０（１９）．
［２５］江洪洲．过草地［Ｊ］．边疆文艺，１９６４（７）：４０．
［２６］许义华．过雪山草地［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
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编（第２辑）．北
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７９：１１．

［２７］张致中．征途的回忆［Ｃ］／／中共楚雄州委党史资料征集
小组．红军长征过楚雄．内部资料，出版地不详，１９８７：２２７．

［２８］陶汉章．忆任弼时同志［Ｃ］／／《红六军团征战记》编写
组．红六军团征战记（下）．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４：４０６．

（责任编辑　谢春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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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耗散结构论的文化折扣价值特征与结构要素分析

陈文泰，王丹妮
（河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６）

收稿日期：２０２５－０４－０２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国际传播中多级文化折扣生成机理及治理研究”（２３ＹＪＣ８６０００３）；河南省

研究生教育改革与质量提升工程项目“传媒经济研究”（ＹＪＳ２０２４ＫＣ２７）
作者简介：陈文泰（１９９０—），男，江苏南京人，博士，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河南大学中部传媒与社会发展研究

院研究员，研究方向：国际传播，传媒经济；王丹妮（２０００—），女，河南新乡人，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
向：跨文化传播。

摘　要：流动与杂糅成为当今文化传播的新特征，传统二元认知框架较难充分阐释文化折扣内
生发展的新内涵。耗散结构理论作为研究开放性系统的理论，可为文化折扣研究提供全新的视角。

依托耗散结构理论，文化折扣是复杂非线性反馈机制的文化系统中的重要子系统，其中，文化折扣具

有开放性、非平衡性、非线性、波动性的价值特性；文化距离的游移、文化认同的流动、文化接受的异

化是文化折扣的现实表征；文化间隙、表征与文化身份是文化折扣的核心构成。通过耗散结构理论

考量文化折扣的价值所在与结构特征，能够突破还原主义与线性逻辑的结构困境，实现对文化折扣

的积极性阐释。

关键词：文化折扣；耗散结构理论；跨文化传播；文化杂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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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信息技术迭代创新、跨境人口流动频繁及
全球化纵深发展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与冲击，文化杂

糅现象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愈发凸显。文化自身的

流动性、内生异质性特征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模

糊文化的传统边界，“单一文化观”或“文化间性”所

代表的“二元”认知框架难以全面透视当下跨文化

传播的现实意涵。为此，学界开展一系列理论探索

来理解和把握当下现实，这些探索带来的全新概念

纬度，也为理解文化从无序向有序的演化提供了新

的思考。在当代文化变迁与传播理论演进背景下，

重新审视具备意义消减与价值折损含义的文化折

扣，会发现其错位和遮蔽现象实质上揭示了文化内

在生长与不同元素相互交织的杂糅过程；这种复杂

性既表现为现实阻碍，又成为推动文化创新与发展

的契机。

综观国内外文化折扣研究，通常存在聚焦现象

分析的问题，忽略其内容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多次折

损的问题，同时对文化折扣的认识存在“主客”“自

我—他者”二元论逻辑框架，不足以支撑阐释当下

全球文化的复杂性。为此，本文从文化折扣的理论

反思切入，结合文化变局厘清文化折扣概念，阐释当

代社会与文化形态的局限性，进而通过耗散结构与

文化折扣的同构分析，基于耗散结构理论维度重新

梳理文化折扣发生过程中的构成要素与特征，探求

文化系统从混沌走向动态平衡的可能机理。

一、文化折扣研究梳理与耗散结构的适配可能

（一）文化折扣研究梳理

何为文化折扣？文化折扣又称“文化贴现”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ｄｉｓｃｏｕｎｔ），文化折扣概念自诞生起便具有
浓厚的传媒经济学含义，指因文化背景差异，国际市

场中的文化产品不被其他地区受众认同或理解而导

致其价值降低［１］。霍斯金斯 （ＣｏｌｉｎＨｏｓｋｉｎｓ，１９９８）
等人在１９８８年发表的论文《美国主导电视节目国
际市场的原因》中首次提出了此概念，并认为文化

·９６·



折扣现象的产生主要是文化结构差异的结果［２］。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数字技术的推广，经济与文化的

因素在国内外文化折扣研究中各有侧重，梳理发现

其具有双重内涵：作为贸易摩擦的文化折扣与作为

传播障碍的文化折扣［３］。

作为贸易摩擦的文化折扣研究是国外研究的主

要偏向，国外文化折扣研究在实用主义影响下呈现

出对商业效益的执着追求，更关注产品维度的传播

与转化。国外研究基于实证分析，普遍应用霍夫斯

泰德所提出的文化距离来衡量市场的一般文化环

境，并对电影类型、题材、电影成就、演员种族、明星

力量对票房收入的影响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在国外

文化折扣相关研究中，文化折扣更直接地被认为是

消费中的一种贸易摩擦，也被看作是文化产品国际

贸易的关键变量，相关研究大多以“国别”为单位，

服务于集体层面文化产品贸易研究。

对传播障碍的文化折扣研究是国内研究的主要

偏向，国内在文化走出去战略指引下，更关注文化维

度的出海研究。文化折扣被看作是中国本土传统文

化海外传播的主要障碍，文化折扣现象成为学者力

求克服与降低的研究对象。文化折扣本身所蕴含的

跨文化意义更受国内学者关注，相关研究尝试从各

个案例中寻找降低文化折扣的成功经验，总结规律

服务于“走出去”战略及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不可

忽视的是，文化折扣的概念存在滥用的趋势，被广泛

应用于任何解释传播障碍的分析中，忽视了文化折

扣本身的传媒经济含义。

通过梳理国内外文化折扣研究发现其暗含三条

基本逻辑：一是区域研究范式，即认为文化存在清晰

可分的边界，并且将地理边界、疆域当作界定文化边

界的主要因素，进而将“民族国家”视为文化背景差

异的主要来源。相关研究建立在文化是孤立的、闭

合的、独立存在的岛屿基础之上；二是“中心—边

缘”的认知框架，强调两种或多种文化的二元对立

（例如“欧美中心主义”），并将政治、文化资源嫁接

到文化关系之上。传统二元论空间观念下对等级空

间秩序的坚持成为学者探寻文化折扣成因的主要视

角；三是单一线性研究框架，关注文化产品触达与价

值接受的单向线性过程，忽略了文化内容传播与接

受过程当中“多次”与“往复”的问题。三条基本逻

辑相互联结，共同构成了国内外文化折扣研究的底

层逻辑。随着人口流动、科技发展与全球化，当今文

化呈现出杂糅特征。二元认知框架无法描绘当下社

会的文化形式，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文化主体

区分，不足以概括当下文化身份构成的复杂性。文

化异质内生性、流动性与复杂性塑造了一种文化的

新变局，这种变化重塑了文化折扣的内涵意指与外

延拓展，变革了文化折扣研究的底层逻辑。

（二）耗散结构与文化折扣的适配可能

当今全球文化的复杂性代表了文化系统中存在

内部随机性，处于混沌的边缘。文化系统的研究是

一门复杂性科学，机械的、线性的、平衡静态的还原

论和确定论已不能解释和解决日益复杂的文化问

题。比利时物理学家普列高津（Ｐｒｉｇｏｇｉｎｅ）在自组织
现象的基础上，创立了耗散结构理论。耗散结构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ｖ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是指一个远离平衡态的非线
性的开放系统（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乃至社会

的、经济的），通过不断地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

在系统内部某个参量的变化达到一定的阈值时，通

过涨落，系统可能发生突变即非平衡相变，由原来

的混沌无序状态转变为一种在时间上、空间上或功

能上的有序状态。耗散结构的形成是一个由量变到

质变，由无序到有序的过程，是一个自组织过程［４］。

根据耗散结构理论，耗散结构的形成至少有四个条

件：一、系统必须是开放的，通过与外界交换物质和

能量，引入负熵流，才可能从无序走向有序；二、系统

必须远离平衡态，才有可能形成新的稳定有序结构；

三、系统的不同元素之间必须有非线性相关作用机

制；四、系统从无序向有序的演化，是通过随机的涨

落来实现的［５］。

当今文化传播演化过程是由诸要素组成的复杂

系统，受内部要素与外部环境的影响充满不确定性。

文化折扣具有明显的耗散结构特征，两者都涉及系

统在开放环境中的演变与自组织能力。耗散结构所

体现的从无序到有序的自组织过程，对于传播现象

来说亦是如此。随着经济全球化与数字信息技术的

不断发展，世界文化子系统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增

多，文化折扣现象发生在文化交流中，文化系统吸收

外来元素，在文化杂糅与内生中产生新的文化形态，

文化系统呈现熵增的趋势。同时，文化折扣也是认

知和信息维度的意义衰减，为文化系统引入了“负

熵流”。认知差异、话语权争夺、空间重塑等外部力

量的介入，使文化系统更具开放性，为文化系统趋于

有序提供了可能。从静态、孤立的文化走向杂糅共

生的文化貌似仅仅是从有序走向无序的熵增过程，

但“非平衡是有序之源”，文化折扣所带来的非平衡

态能够使文化系统在有序演化之后形成新的稳定系

统。文化折扣是一种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的开放体

系。它不是脱离社会关系的形而上的文化冲突，不

是脱离文化再生产的经济摩擦，亦不是单纯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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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学层面的释义障碍，而是具有复杂非线性反馈

机制的文化系统中的重要子系统。

二、耗散结构视角下文化折扣的价值特征

世界社会与文化之变局使文化折扣的底层逻辑

面临语境坍塌，以耗散结构理论的视角重新审视文

化折扣，可见文化折扣处于复杂、开放系统中，是具

有复杂非线性反馈机制的文化系统中的重要子系

统。文化折扣及其内部的随机涨落可能会对文化系

统带来质变。耗散结构理论视角赋予了文化折扣全

新的价值意蕴与机理逻辑。

（一）文化折扣的价值意蕴

１．文化折扣具有开放性特征
文化折扣现象的产生具有天然的开放性。文化

折扣是文化大系统在不断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和

信息的过程中，内部不同文化碰撞、融合的产物。这

种交换不仅包括文化产品本身的传播，还包括文化

产品所承载的价值观、信仰、习俗等信息的传递和接

纳。在这个过程中，文化产品会不断地吸收新的元

素、适应新的环境，并且随着数字技术迅猛发展，文

化流动性增强，文化边界日益模糊，开放性日益

明显。

２．文化折扣具有非平衡性特征
文化折扣会带来文化系统的非平衡性。文化产

品在传播过程中会遭遇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价值观、

习俗等的挑战和冲击，使其远离原始的文化背景和

平衡态。当文化产品在传播过程中与异质文化冲突

时，其内部可能会发生突变，即非平衡相变。这种突

变可能导致文化产品的内容、形式或意义发生变化，

以适应新的文化环境。当今文化杂糅性、内生性正

是文化折扣带来非平衡后，经过有序演化所形成的

新的稳定系统的体现。

３．文化折扣具有非线性特征
文化折扣不是文化单向线性传播过程，而是经

历动态、多次反复的过程，产生直接或间接、显性或

隐性的折扣。文化传播不是原来“跨”文化交换，而

是互动交融生成新的文化形态；不是单向传递，而是

在多种复杂的非线性的正负反馈机制中逐渐形成“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杂糅与交织趋势。信息传

播技术穿透文化政治生态并内嵌其中，使文化传播的

“多次”与“往复”成为可能。

４．文化折扣具有波动性特征
文化折扣能够对文化系统带来波动，其随机涨

落的过程，是文化系统内部的重要触发点。在耗散

结构中，涨落被看作是系统发展演化的建设性因素，

通过涨落达到有序。文化系统中，存在着大量涨落

现象，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变化、信息技术的革新等，

在一定条件下都有可能成为重要的触发点，通过相

互作用引发波动，推动整个文化系统的生态变革。

（二）文化折扣的机理逻辑

１．文化距离的游移：地理区位让位于心理接近
地理区位让位于心理接近，使文化折扣价值测

度呈现多元化趋势。传统时代，特定的文化具有明

显的疆域特征，地域文化特征是人与区域环境之间

互动的结果，区域文化现象是文化地理的研究面向，

并形成了如大中华文化圈、西方文化集散地等区域

特征明显的文化地理研究领域。处于同一“文化

圈”的习俗文化，例如语言、文字、宗教以及价值观

和信念具有相似性、接近性、亲和性［６］。此时地理

空间的远近是衡量文化距离的判断标准。然而，全

球化带来了文化地理的悖论：信息传播技术发展打

破了地理空间的限制，线上社群塑造文化潜势，从本

土到全球不同层级文化身份共存，媒介技术消解地

理空间上的离散，使心理空间的联系成为可能。媒

介化生存使相对静止的地理距离让位于动态的心理

距离，文化距离的判定由此带有游移特征。

２．文化认同的流动：媒介时间模糊文化记忆
文化记忆的媒介流动重新塑造文化认同的价值

影响。文化记忆最重要的功能是建构身份认同，特

殊的文化记忆塑造特定群体的一致性，勾勒出集体

的“自我形象”［７］。传统时代，软记忆与硬记忆共同

构成文化记忆体系，软记忆的文本、书籍与硬记忆的

博物馆、纪念碑，共同承载了文化记忆，拥有共同文

化记忆的群体建构文化认同呈现出文化接近性特

征。但是伴随媒介化时代的到来，媒介以自身特定

的规则内嵌社会，并促进了“媒介时间”的来临，过

去时间参考标准是单向一维的，媒介技术以自身逻

辑压缩分割时间、消灭时序，多维立体的媒介时间对

文化及记忆建构机制形成冲击。媒介是人的思想外

化，媒介本身就是记忆，并且在媒介全球化时代，文

化记忆的全球流动使各民族各地区间的记忆越来越

趋向同质化，弱化了从记忆到认同的过程［８］。同质

化虽然让跨国文化产品拥有世界受众，但是受众也

在同质化的产品中难以获得认同，同质的媒介记忆

主导文化记忆进而影响深层次的文化认同，拉大了

文化产品在价值维度的折扣差距。

３．文化接受的异化：产品形式延展内容价值
文化产品形式延展内核价值，文化接受过程出

现异化。从文化折扣研究的沿革可看出其存在两个

偏向，即作为经济现象的文化折扣与作为文化现象

的文化折扣，这对应着分析文化折扣的两个维度：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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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维度与文化维度。二者维度之间折扣的程度存在

差异并常常被忽视，在实际传播情境中存在文化接

受层面的差距。以游戏这一文化产品为例，在其生

产过程中会借用异质文化的元素，在题材、背景、世

界观层面，通过对异质文化的取用实现差异化竞争；

在游戏环境中元素的借鉴不是纯粹的，会以自身文

化熟悉的玩法或普世规则实现丰富的想象。异质文

化元素被放置在自身文化的认知体系之中建构，造

成了文化接受过程的异化。文化产品的内核并没有

改变，多数情况下，是借异质文化实现自身文化陌生

化，而自身文化的影响作用，在文化接受过程中常常

被忽略。这就导致了处于复杂环境的文化产品在接

受过程发生异化，受众通过产品层次的本地服务、通

俗化玩法认可产品，推动内涵价值与意识形态传播，

但产品维度与文化维度的接受过程难以同步。产品

维度的折扣是单一线性且直观的，而文化维度的折

扣具有话语建构与权力争夺的非线性逻辑，文化折

扣现象内部存在维度的割裂，载体的触达不代表价

值的认同与接受，文化意义存在于产品流动的全过

程与各环节，非线性逻辑贯穿于文化产品的多维传

播实践，离不开文化形态背后所粘连的生产、社会关

系空间。

三、耗散结构视角下文化折扣的结构要素

文化折扣最初具有浓厚的经济学意味，文化产

品的商业效益转化、价值诉求是文化折扣研究的现

实关切，但研究越向纵深处发展，就越不能忽略参与

其中的社会意义与生产实践过程。外部世界与文化

系统开展物质交换、进行能量供给，文化折扣是外部

科技、经济、社会、政治和国际秩序等因素内嵌于文

化系统后，权力流转与分配的结果。文化间隙、表征

与文化身份是意义折损与价值损耗的空间场所、运

作机制与现实面向。

（一）文化间隙：文化折扣的空间场所

文化间隙是文化折扣发生过程的空间场所。现

代性批判的“空间转向”引发文化思潮转型，人的活

动给空间打上社会烙印，空间因而具有社会性，文化

是一定空间的社会性产物［９］。但关注文化的空间

维度，并非聚焦文化封闭、孤立、静止的边界。地理

的边界不一定是文化的边界，文化背景也不一定因

边界而存在差异。文化边界不是区隔彼此的鸿沟，

而是竞相进入、纠缠不清的所在，原来清晰的自我在

文化的间隙发生改变，模糊起来。文化背景差异在

文化间隙中体现，种族、性别、信仰、身份等只有在不

同文化因素交往的碰撞中才会呈现［１０］，进一步而

言，文化折扣在文化间隙中交织、碰撞，其意义折损

与价值损耗的过程是文化协商的结果，新的文化意

义也诞生于此。异质文化之间一般不存在直接对译

过程，这就为文化折扣的发生提供了空间。处于文

化间隙的文化交流，不是单向线性的文化输出，而是

文化主体间的意义协商与争夺。文化间隙是文化与

政治、经济深层互动的权力关系场域，任何文化对

“他者”单方面的界定，都是权力关系的强加和对真

实的扭曲，会遭遇另一方的抵抗，文化折扣就发生在

话语建构与意义争夺过程中。在媒介全球化时代，

各文化主体可以获取异质文化背后的语言、文字、宗

教、价值观等文化因素，文化背景的表面差异不是文

化折扣发生的主要原因，文化背后所暗含的权力关

系对文化意义、价值的接受与理解起到主要作用。

文化间隙是文化折扣现象发生的空间权力场域，文化

折扣是发生于文化间隙中权力主体文化协商的过程。

（二）表征：文化折扣的运作机制

表征是文化折扣的运作机制。文化对译需借助

表征过程实现，文化折扣的发生事实上是一种“误

表征”现象。表征即用中介客体指涉目标客体形成

的“中介性指涉关系”，表征对事实的构造是基于

“特定语境”的，表征具有语境性。中介客体能否可

靠地、客观地再现目标客体，取决于主体能否根据特

定问题在特定语境中，让中介客体适应目标客

体［１１］。表征存在科学表征与误表征，文化折扣的发

生其实就是误表征、不可靠表征，即主体没有根据特

定问题在特定语境中使中介客体适应目标客体。

文化折扣过程中的误表征不只是单纯的语义学

层面中介客体未适配目标客体，作为误表征的文化

折扣，主要体现于现实表征、心理表征、语言表征三

个层面。现实表征是客观世界的存在样式，心理表

征以现实表征为基础，语言表征是心理表征的语言

实现［１２］。文化的现实表征，是以人为前提的，媒介

化时代，人对异质文化的感知呈现体外化、中介化特

征，现实表征与心理表征间存在媒介表征间隔，而媒

介本身也是一种表征。信息传播技术深度重塑了人

感知世界的方式，文化相遇在不断变换的文化间隙

与媒介时间中，催生了多重文化身份与多层次文化

认同，文化在此繁衍与杂交。然而，社会变迁的速度

远远落后于文化变迁的速度，客观现实与媒介表征

的错位，造成深层次文化交往的现实困境。语言表

征再现心理表征时受到主客观限制，语言的一维与

线性难以呈现心理的复杂性。语言是文化之间相互

理解与认知的表达媒介，特定的语义、语法以及文化

语境，会影响文化意义与价值的表达。在文化折扣

过程中，词不达意与翻译的问题是一方面，更多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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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利用语言表征这一过程，对意义空间形成压迫，

也即各行为主体具有主观倾向性的有意误表征。无

论是现实、心理、语言不同表征层面的纵向指涉，抑

或各层级间的横向关联，都使得文化对译过程的价

值折损与意义流失不断发生。

（三）文化身份：文化折扣的现实面向

文化身份是文化折扣的现实面向，人在建构身

份与进行身份协商时，会主动或被动地出现文化折

扣情况。人们对文化产品的认同来源于其所代表的

社会身份，文化产品中出现的性别、种族、民族等身

份元素，都会影响该产品在不同文化身份主体中的

接收与认同程度。身份原指内在的一致与协调，身

份与差异相伴而生，只有在与他人的比较和辨别中

获得自我，获得特质，并在将特质转化为自身时建构

身份［５］。文化身份是人认识自身与所处环境关联

的方式，借此获得对生活意义的阐释，是个人得以安

稳的来源，否则会引发身份危机或认同危机。当异

质文化相遇时，双方以对方来反映自己，在文化间隙

中利用双方文化界定自己，同时不甘心另一方对自

己身份的界定与强加。对自身文化进行改写或对另

一方文化进行积极的抵抗是协调自身、建构自身的

过程，意义折损与价值损耗是一种策略性叙事。在

文化间隙中改写、界定、言说的过程繁衍了第三文

化。在当今时代，文化是共生的，文化身份会出现多

元视角下的“流动”与“重叠”，作为策略的文化折扣

伴随文化身份的动态流动而多次反生。文化身份是

文化主体在书写与被书写、压迫与反抗过程中的现实

面向，在这个过程中，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性与统一性

进行协商而造成或主动或被动的文化折扣。

四、结语

耗散结构理论指出，一个开放系统通过与外界

交换物质和能量，可以从外界吸收负熵流以抵消自

身的熵产生，使系统的总熵保持不变或逐步减小，实

现从无序向有序的转化。文化系统与外部世界进行

物质交换和能量供给，但外部条件并不是针对文化

系统中的特定部分的，而是平均地供给到文化体系。

外部政治、经济力量的深层互动，使文化间隙呈现各

向异性的对称性破缺，进行让文化间隙更具开放属

性。在文化的相互交流中，强势文化可以将弱势文

化塑造成愚昧、落后、无知的模样；弱势文化，则可以

借助积极的抵抗，在文化再生产、戏谑等活动中构建

权力关系，这样的“协商”通常利用“误表征”表现出

来。对于原始文化来说，“误表征”导致了价值的遮

蔽与意义的衰减，但从整个开放的文化系统来说，这

是文化的内生，是处于耗散结构中的涨落因素。同

时，在文化产品传播中，外部政治、经济力量介入文

化产品生产流通过程，在非线性相互作用之下造成

价值降低与意义折损，演化出多次与反复的折

扣［１４］，为文化系统引入了“负熵流”，使系统具备从

无序向有序转化的可能。

在一定的条件下，系统内部自发组织并从无序

变为有序的现象，称为自组织现象。在耗散结构理

论的视角下，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折扣现象是文化

系统走向混沌无序的逻辑起点、未知变量，又是向有

序转化的涨落因素、负熵流，是新结构产生的杠杆。

原本孤立封闭、处于平衡态的文化系统，只能走向无

序。而“非平衡是有序之源”，文化折扣所带来的非

平衡态，能够使文化系统在有序演化之后形成新的

稳定系统。基于耗散结构理论的文化折扣现象具有

双重性。文化折扣现象在过往研究中常常被看作干

扰因素起消极作用，是不利于系统稳定的因素，如何

克服其负面影响构成了文化折扣研究的主要内容。

但在耗散结构理论中，作为涨落因素的文化折扣现象

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在一定条件下，文化折扣现象可

以是文化系统发展演化的建设性因素，通过涨落达到

有序，经由文化杂糅与内生促进系统向有序演化。

文化折扣作为全球文化传播中的重要现象，过

往研究对其存在二元对立与静态片面的迷思。耗散

结构理论以更加开放、包容的视角赋予文化折扣研

究新的价值特性与结构特征，能够走出还原主义与

线性逻辑的结构困境，构建新型文化传播范式，为推

动文明交流互鉴与文化“走出去”提供理论参考与

智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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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社交媒体平台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算法作为信息分发与受众聚合的核心机制，日
益深度介入网络道德教育的分众化进程，重塑道德教育的传播逻辑与认知生态。聚焦算法对网络道

德教育分众化的干预效应，首先梳理其在内容匹配、受众划分与价值导向三方面的核心介入逻辑，揭

示其实现道德教育的精细化推送与人群定向引导的路径。探讨以算法干预正向效应为导向的网络

道德教育分众化路径，包括构建差异化的教育内容体系、打造协同教育模式、建立动态化的评估指标

体系等；揭示算法干预在网络道德教育中的影响，探讨提升网络道德教育效果和可持续性的应对

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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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在数字社会加速演化的背景下，社交媒体平台

日益成为价值传播的重要途径，其背后的算法机制

深度介入信息分发与舆论引导，正重塑着网络道德

教育的实施逻辑与价值结构。道德作为规范人类社

会共同生活的基本准则，其传播本应具备普遍效力

和社会凝聚力；然而在算法主导的网络空间中，面对

高度异质化的用户群体与复杂多变的媒介生态，传

统道德教育依赖的统一化话语体系和线性传播路

径，逐渐暴露出适应力不足的问题。与以消费性与

即时性为主导的广告或短视频内容不同，道德教育

的传播更注重价值内化与理性认同，这种独特的目

标导向与伦理诉求，使其在算法生态中面临更高的

传播转化压力。尽管道德教育与其他媒介产品同样

嵌入算法机制，但在内容属性、受众响应机制和价值

导向等方面，二者存在本质差异。因此，文中提出的

“网络道德教育分众化”概念，旨在回应技术语境下

受众认知多元化、需求差异化的现实挑战。所谓

“分众化”，并非价值标准的相对化或碎片化，而是

在坚守底线伦理和公共规范前提下，借助算法识别

与用户画像技术，对不同年龄层、职业群体、文化背

景与兴趣偏好的用户进行内容精细化配置与传播路

径调适，从而提升网络道德教育的触达率与接受度。

在政策层面，国家已对该趋势作出明确回应，《中共

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决定》中提出“加快形成网上思想道德教育分众化、

精准化实施机制”［１］，为网络道德教育的技术转向

提供了制度依据与现实正当性。如今，“基于技术

迭代而衍生的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及其应用场

景等新形态已深度融入人们的社会生活。”［２］然而，

“网络空间中的受众因年龄特点、职业种类、认知水

平和兴趣偏好等差异而对教育资源需求存在明显不

同。”［３］算法推送逻辑的价值中立性仍面临质疑，其

依据点击率、停留时长等用户行为指标进行内容优

化的机制，易诱发“兴趣迎合—认知固化—价值异

化”的传播闭环，从而加剧道德认知分裂与群体偏

·４７·



见生成。在当前研究中，对于算法传播的关注多集

中于其在商业传播、信息推荐、舆情操控等方面的应

用，而对其在网络道德教育中可能产生的认知引导

机制、价值传播偏差与道德教育效果的双重影响，尚

缺乏系统性分析。在《第三次浪潮》中，未来学家阿

尔文·托夫勒提出：分众化传播内容具有差异性，能

够满足不同受众的信息需求；受众也能够在平台提

供的信息里自主选择所需内容，即服务平台根据受

众的差异性，为其提供满足特定需求的信息服务。

本文聚焦社交媒体平台中网络道德教育的分众化发

展趋势，探讨算法干预机制下的运行逻辑、价值效应

及其优化路径，旨在为构建适应技术逻辑、契合受众

差异、保障公共伦理的道德传播新范式提供理论支

撑与实践参考。

二、算法干预对网络道德教育分众化的介入

逻辑

（一）分众识别逻辑

在社交媒体平台深度介入公共传播生态的当

下，网络道德教育的分众化路径越来越依赖算法技

术的精准识别与智能推送机制［４］。算法干预的核

心在于凭借技术逻辑，重新界定“何种道德信息”应

向“何类人群”传达，并决定“以何种形式”介入其认

知结构和价值判断过程，其干预本质，是对道德传播

链条开展全程渗透与结构重塑。从底层逻辑看，算

法通过深度学习模型和多维数据挖掘手段对用户进

行动态画像，实现对个体道德认知特征的精准识别。

在这一过程中，“‘人’始终是技术助力网上思想道

德教育分众化、精准化的核心要素”［４］。用户数据，

涵盖属性类数据（如年龄、性别、职业、地域等）和行

为类数据（如搜索关键词、点击偏好、评论倾向、转

发对象等）被系统化采集，进而生成具有预测功能

的用户道德需求模型。例如，针对青少年群体，算法

可优先识别其在校园欺凌、网络暴力、个人诚信等道

德议题上的高敏感度，从而推送相关场景化内容；而

对于中老年群体，则更倾向于提供与社会责任、代际

伦理、传统道德价值有关的深度解读。在这一识别

过程中，算法技术不仅是用户偏好与内容之间的中

介者，更在本质上成为道德议题“选择权”与“再组

织权”的实际掌控者，其影响已超越信息过滤范畴，

逐步渗透至公众价值构建与认知预设的深层维度。

这一识别机制产生的效应，一方面提升了道德教育

的触达率与触及深度，让“教育对象—教育内容”间

达成前所未有的匹配度；另一方面也对道德传播的

多元性与价值包容性形成挑战，尤其是当识别模型

过度简化用户画像或误判道德接受能力时，易使传

播内容陷入“刻板定向”与“认知标签化”的困境。

（二）内容筛选逻辑

基于上述识别逻辑，算法进一步介入内容筛选

与优先级排序环节，形成了道德传播内容供给的

“第二筛选机制”。不同于传统道德教育中依靠专

家判断或教材体系构建内容权威，算法以用户行为

反馈和系统训练目标为驱动，依据特定的权重算法

对海量道德信息进行排序与调度，进而决定哪些内

容能够进入用户视野，实现“思想道德教育的‘精准

滴灌’”［５］。在此机制中，内容的道德价值并非唯一

判断依据，传播性、交互性与情绪激发潜力成为核心

考量标准。一则以真实案例展现诚信缺失代价的视

频，因其强烈的情绪冲击和可视化叙事结构，更容易

获得高点击与转发，因而被算法赋予更高权重，推送

频率与可见度显著提升；相比之下，一篇逻辑严密但

风格平实的伦理学分析文章，若用户初期反馈不佳，

则很可能被算法判定为不符合“教育对象的特征和

需求”［６］，而逐渐边缘化。这种算法排序机制的干

预效应体现出明显的双面性：一方面使得网络道德

教育具备更强的传播效率与情境感召力，借助内容

与技术的协同赋能提升受众参与度；另一方面也可

能出现道德内容“浅层化”与“情绪化”的趋势，使道

德教育更多依赖“传播驱动”而非“价值驱动”，最终

在某种程度上削弱其理性启发功能与深层内化能

力。此外，算法在评估内容可信度时，虽然整合了内

容源的权威性、语义相似度与历史互动数据，但在识

别道德复杂性与多维价值张力方面仍显局限，尤其

在多元伦理立场交错、社会议题高度敏感的情境下，

算法更倾向于回避风险、固守主流，导致道德讨论空

间收窄与边缘声音被排斥，进而影响教育内容的多

样性与公共理性生成。

（三）精准推送逻辑

在分众识别与内容筛选的基础上，算法通过推

送机制完成其对网络道德教育传播链条的深度干

预。当前主流推荐算法包括协同过滤、基于内容推

荐、图神经网络与强化学习等多种形式，它们通过对

用户兴趣演化、行为反馈、社交图谱及内容语义的持

续学习，实现了道德信息的精准推送。从技术层面

看，这一推送机制体现为两个关键效应：其一是路径

优化效应，用户在平台上的停留时间、互动频率与接

受度可显著提升，道德信息传递更加高效；其二是认

知塑造效应，用户在连续接触同类道德内容后，价值

倾向可能被重塑，形成稳定认知结构。这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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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内容—用户”之间的闭环联动，在提升教育效

能的同时，也可能带来“道德回音室效应”，即用户

因持续接受与其已有道德倾向相近的内容，导致对

异质道德观的接受意愿下降，逐步面临价值偏好固

化与认知失衡的风险。此外，推送算法往往依据用

户当前状态进行动态调节：在碎片化使用场景中，倾

向推送短视频、图片类道德故事，激发情感共鸣；而

在深度使用阶段，则推荐专题报道、案例分析或长篇

文章，引导深入思考。尽管这一机制提升了道德传

播的适配性与用户参与感，但其背后隐藏的“算法

主导传播节奏与内容深度”的趋势，也可能在无形

中弱化教育者对传播过程的控制力与引导权，使道

德教育更多依赖平台技术逻辑而非教育伦理目标。

因此，探究算法推送机制下的道德教育传播效应，既

要关注其在触达效率与教育精准性上的技术增益，

也应警惕其在认知建构、价值导向乃至教育主权方

面所引发的结构性风险。

三、以算法干预正向效应为导向优化网络道德

教育分众化路径

（一）基于分众群体需求，定制差异化网络道德

教育内容

在社交媒体平台算法治理框架下，基于分众群

体需求构建差异化网络道德教育内容体系，是提升

算法干预正向效应的核心抓手。面对用户群体在价

值取向、认知图式、行为模式等方面的结构性差异，

平台需突破传统道德教育同质化传播范式，通过算

法驱动的内容适配机制，实现道德教育供给与用户

需求的精准匹配。这种分众化教育路径不仅要求对

用户群体进行深度解构，“关注到不同地域、不同年

龄、不同经济条件、不同教育背景下的受教育群

体”［７］，更需建立动态化的内容生产与分发逻辑，使

算法干预真正成为网络道德建设的赋能工具。

针对用户画像所揭示的价值偏好差异，社交媒

体平台需在道德教育内容层面进行有针对性的差异

化设计，以实现教育目标与用户需求的有效对接。

在内容主题选择上，应紧扣各群体所关注的伦理议

题。例如，青年群体更易聚焦于数字公民意识、网络

诚信与社交礼仪等具有时代特征的议题；职场人士

则倾向关注职业操守、数据道德、职场人际伦理等实

际性问题；而网络意见领袖群体，则常对公共责任、

道德引领与舆论伦理具有更强表达需求与参与意

愿。在内容表达方式上，不同群体的信息接受习惯

也存在显著差异。面向青年用户，应以情境化、故事

化、互动化表达方式为主，借助短视频、网络剧集、漫

画或互动测试等形式，潜移默化传递道德理念，增强

情感共鸣与认知转化。通过微短剧演绎网络诚信失

范的后果，引导青年从情境体验中形成道德判断。

针对职场群体，宜采用案例分析、专家访谈、模拟决

策等方法，将真实情境中的道德困境置于可反思框

架之下，引导其理性思辨、形成规范共识。而针对网

络社群中的意见领袖，可提供更具深度与开放性的

专题讲座、价值辩论或学术型讨论，强化其道德认知

深度，并借由其影响力辐射更广泛的社群，实现道德

价值“由点及面”的扩散。

值得强调的是，道德教育的分众化并不仅仅止

步于内容的“定制生产”，更应在传播渠道与媒介呈

现方面，体现精细匹配。用户媒介使用偏好的差异，

决定了教育内容的到达方式与接受效果。例如，青

年用户更习惯通过快节奏、高互动的短视频平台获

取信息，教育内容宜融入话题挑战、直播互动等传播

机制；而专业用户则倾向于通过微信公众号、知乎专

栏等深度内容平台吸收知识，适合推送长篇分析、访

谈纪实等形式。在这一过程中，算法不仅承担内容

分发的调度任务，更应在传播路径中引入用户反馈

机制，通过实时数据分析动态调整推送频率、内容深

度与表现样态，形成“识别—定制—投送—反馈—

再优化”的闭环式教育流程。此外，分众化策略的

实施还应注重教育内容与平台价值导向之间的协调

平衡，确保算法引导的内容传播始终服务于公共道

德提升与网络空间良性互动的教育目标。通过这种

技术引导与价值教育的协同融合，社交媒体平台不

仅可实现更具针对性与实效性的道德教育干预，也

有望构建起以“用户为中心”的新型网络道德教育

生态系统。

（二）明确多元主体职责，构建协同化网络道德

分众教育模式

在社交媒体平台语境中推进网络道德教育的分

众化，需跳出单一内容供给或被动接受的传统模式，

转而构建一个由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算法系统动态

干预的智能教育生态。教育的分众化不仅意味着为

不同群体提供差异化内容，更意味着各类教育资源、

传播渠道、干预手段需在技术逻辑主导下实现高效

匹配和策略协同。社交媒体平台、教育机构与社会

组织构成了当前网络道德教育最为关键的三元结

构。其中，平台掌握技术主权与数据中枢；教育机构

具备理论生成与内容供给能力；社会组织则负责延

展公共参与和社会实践触角。三者在算法推荐、内

容建构、传播引导、评价反馈等环节中各司其职、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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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补位，才能在深度融合中达到“优化网络思想道

德教育格局，精心整合育人力量”的实际效果［８］，推

动网络道德教育实现从泛化灌输向智能匹配、从零

散倡导向结构治理的根本转型。

社交媒体平台作为算法技术的核心载体，在网

络道德分众教育中承担着枢纽角色。其首要职责是

构建智能化内容分发体系，借助机器学习算法，对用

户行为数据、兴趣偏好、道德认知水平等进行深度分

析，实现教育内容的精准匹配。以抖音平台为例，针

对青少年群体，平台可利用青少年模式算法，优先推

送以动画、短视频形式呈现的网络文明规范、个人信

息保护知识课程；对于企业管理者，基于职业属性标

签，推送包含商业贿赂案例剖析、ＥＳＧ（环境、社会和
公司治理）实践路径的商业伦理课程；针对公众意

见领袖，则结合其社交影响力与舆论导向，推送关于

公共事件伦理争议解析、社会公平正义理论建构的

深度内容。为避免算法导致的教育内容碎片化与浅

表化，平台应建立分级分类的道德教育内容矩阵，设

立“网络道德学院”专区，按照“认知启蒙—行为规

范—价值塑造”的进阶逻辑，构建包含基础课程、专

题研讨、实践案例库的系统化课程体系。同时，平台

需深化与外部机构的技术协同，通过开放 ＡＰＩ接口
与标准化数据协议，支持教育机构上传定制化课程

模块，助力社会组织接入舆情监测与反馈系统，构建

“技术赋能、内容共创”的教育资源整合模式。

教育机构作为网络道德分众教育的理论创新与

实践引领者，需以多学科交叉研究为基础，构建科学

的分众教育理论体系。依托社会学群体分层理论、

传播学精准传播模型、伦理学价值建构范式，深入剖

析不同年龄、职业、文化背景群体的道德认知特征与

教育需求。针对 Ｚ世代用户对虚拟社交场景的高
度依赖，研发以元宇宙社交伦理为主题的课程；面向

银发群体，设计防范网络诈骗、数字隐私保护的实操

课程。在教学模式创新方面，教育机构可联合科技

企业，运用 ＡＩ智能助教、ＶＲ／ＡＲ沉浸式教学技术，
打造“虚拟道德实验室”。以网络暴力防治课程为

例，借助ＶＲ技术模拟网络暴力事件全过程，让学习
者在角色代入中体验受害者困境，强化道德共情与

责任意识；结合ＡＩ实时反馈系统，对学习者的道德
决策进行动态评估与指导，提升教育实效性。在师

资培养领域，建立“社交媒体环境下网络道德教育

师资认证体系”，通过线上慕课学习、线下工作坊实

训、平台实践挂职相结合的方式，培养既懂教育理论

又熟悉算法技术的复合型师资队伍。同时，设立

“网络道德教育大数据研究中心”，与社交媒体平台

共享脱敏用户数据，运用大数据挖掘与可视化分析

技术，揭示不同群体的道德认知演进规律，为优化教

育内容与传播策略提供实证依据。

社会组织作为连接理论与实践的桥梁，在网络

道德分众教育中发挥着社会动员与生态治理的关键

作用。通过策划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公益活动，社

会组织能够激发公众的道德参与意识。中国互联网

协会联合微博平台开展的“清朗·网络文明建设”

系列活动，通过发起“文明上网金句创作大赛”“网

络正能量故事征集”等互动项目，吸引超５００万用
户参与，话题阅读量突破２０亿次，有效提升了公众
对网络道德议题的关注度。在舆论引导层面，社会

组织可组建由专家学者、媒体从业者、网络大 Ｖ构
成的“网络道德舆论引导智库”，针对热点网络事件

开展伦理分析与价值引导。当某社交平台出现“网

红炫富争议”事件时，智库成员通过撰写深度评论、

参与直播辩论等方式，引导公众理性看待财富观与

网络行为规范。此外，社会组织依托社交媒体构建

垂直化道德教育社群，针对青少年群体打造“网络

文明成长营”，通过打卡学习、同伴互助、导师答疑

等形式，培养青少年的网络自律能力；为职场人士设

立“职业伦理交流圈”，组织行业案例研讨、职业道

德承诺等活动，促进职业伦理规范的内化与践行。

（三）建立评估指标体系，实现精准化网络道德

分众教育闭环

“网络道德基于网络信息技术的普遍应用而产

生。”［９］在社交媒体深度融入社会交往的时代背景

下，算法技术驱动的信息传播模式重塑了网络道德

教育生态。然而，算法黑箱、信息茧房等问题导致教

育效果监测存在盲区，亟须构建科学的评估指标体

系。该体系不仅是量化算法干预网络道德教育分众

化效果的核心工具，更是通过数据反馈优化教育策

略、实现教育闭环的关键环节。基于社会认知理论、

教育评价理论与传播学使用与满足理论，从理论维

度构建评估框架，结合算法技术特性与分众群体需

求，建立兼具科学性与实操性的指标体系，能够有效

提升网络道德教育的精准度与实效性。

在社交媒体平台运行过程中，用户不可避免地

会接触到大量碎片化信息，进而产生“在一定程度

上弱化人的理性思辨力”［１０］这一问题。评估指标体

系的构建需以理论为根基，遵循科学方法论。社会

认知理论强调个体通过观察与经验形成道德认知，

这为道德认知与行为评估提供理论支撑；教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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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中的ＣＩＰＰ模型（背景、输入、过程、成果评价）
为指标设计提供系统框架，确保覆盖教育全流程；传

播学使用与满足理论则要求指标考量不同群体的信

息需求差异。在此基础上，结合算法技术的可追踪

性、数据挖掘能力，将评估维度划分为“道德认知的

深化、道德行为的塑造以及道德情感的共鸣”等关

键维度。网络道德分众教育评估指标体系，如表１
所示。

表１　网络道德分众教育评估指标体系

评估维度 评估内容 评估方法 青少年群体指标 成人群体指标

道德认知 对道德规范和伦理知识的理解 道德认知测试、问卷调查 测试正确率≥８０％ 测试正确率≥７０％
对道德情境的辨识能力 案例分析与情景模拟 情境判断正确率≥７５％ 情境判断正确率≥７０％

道德行为 道德行为的养成与实践 行为观察、社交媒体数据分析 行为改进率≥５０％ 行为改进率≥４０％
遵守社会规则与公德的程度 行为记录、互动参与度分析 行为合规率≥８０％ 行为合规率≥７５％

道德情感 对社会责任感和公民义务的认同 情感共鸣调查、心理测试 认同感提高率≥６０％ 认同感提高率≥５０％
对社会公德和公益活动的参与度 调查问卷、在线互动统计 参与度≥７０％ 参与度≥６０％

群体协作 群体合作意识的培养与增强 小组任务完成情况、协作评价 协作评分≥７５分 协作评分≥６５分

　　评估体系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是受众反馈。受众
反馈绝非仅局限于对道德教育内容的简单评价与回

应，更体现在其行为模式的调整以及态度倾向的转

变。因此，构建科学合理的反馈机制，对于精准衡量

道德教育对受众的深层次影响，具有不可或缺的作

用。就受众反馈的评估指标而言，可从多个视角切

入。情感反馈方面，借助情感计算技术和心理学分

析方法，深入洞察受众接触道德教育内容后情感层

面的变化。比如，判断其对社会责任的认同感是否

增强，对他人权益与公共利益的关注度是否有所提

升。行为反馈上，通过数据监测技术和行为分析手

段，评估受众在接受道德教育后实际行为的变化情

况，如网络暴力言论有无减少、所传播信息的真实性

与可信度是否提高、助力社会和谐的行为是否增多。

认知反馈维度，则依托问卷调查、访谈交流，或是对

社交媒体讨论数据的深度剖析，了解受众在道德认

知领域的提升，特别是对社会道德准则、伦理价值观

念以及法律法规的理解深度与认同程度，进而拓展

道德教育的深度与广度。

四、结束语

综上，社交媒体平台内算法干预深刻作用于网

络道德分众传播，正向效应与负向效应并存。面对

此类状况，实施网络道德分众化教育的优化举措，可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算法干预衍生的负面问题，助力

道德教育实现精准化、可持续发展。展望未来，伴随

技术迭代，算法干预会更智能与精准。在此进程中，

如何妥善权衡技术发展与道德传播，维护网络空间

健康道德生态，成为亟待深入探究的关键议题。期

望借由更多研究和实践，为社交媒体平台道德教育

提供更科学、高效的方案，推动社会整体道德水准稳

步攀升。在应对互联网时代，提升公民的网络道德

素养，推动社会文明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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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课程的四维向度

杨　丽
（郑州西亚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新郑 ４５１１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１２－１６
基金项目：２０２４年度河南省教育科学规划一般课题“书院制模式下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党建品牌创建机制研究”

（２０２４ＹＢ０４２４）；２０２５年度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数智时代高校思政课增强学生社会思潮辨析力路径研究”
（２０２５－ＺＺＪＨ－２１５）；２０２４年度郑州西亚斯学院校级科研项目“数智化赋能高校‘大思政’教育精准化路径研究”阶段性成果
（２０２４ＸＫＢ０１２）；２０２４年度河南省社科联调研课题“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河南民办高校思政课教学研究”（ＳＫＬ－２０２４－３０）；
２０２４年度郑州文化基因解码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专项课题“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乡村文化振兴的郑州实践研究”
（ＸＷＨＹＪ２０２４０１１）。

作者简介：杨丽（１９８７—），女，河南南阳人，硕士，郑州西亚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理论。

摘　要：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深厚的理论内涵与实践价值，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的
教学资源。将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对于赓续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深化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意蕴。实践层

面上，应坚持系统讲授与专题研讨相结合，提升学生理论素养与思辨能力；实现理论讲解与实践研学

的有机统一，增强学生实践体验与应用能力；促进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深度融合，拓展教学时空，丰

富教学资源；统筹校内活动与校外联动协同推进，拓宽育人场域，实现全方位育人。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四维向度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５．０３．０１４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５）０３－００８０－０５

　　习近平文化思想与高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以下简称“原理”）课程，在内涵上具有高度的

契合性与一致性。聚焦二者内容的融合点，将习近

平文化思想融入“原理”课程教学，能够为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巩固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开创思政教

育新局面，培养更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

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明确方向。对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者来说，这无疑是一项意义重大的关键任务。

一、价值取向：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原理”课

程的价值意蕴

（一）赓续和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习近平文化思想着重突出坚守中华文化本位立

场，深度萃取并精准展现中华文明独有的精神标识

以及深邃的文化精要，全力助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达成创造性蜕变与创新性升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１］对于高等院校思想政治

教育体系而言，“原理”课程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

位，肩负着塑造学生科学的世界观、正向的人生观以

及正确的价值观的重要使命。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其

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鲜明的时代特征，为“原理”课程

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价值引领，把其融入“原

理”课程，有助于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传

承创新的热情，在增强文化自信的同时，增强民族自

豪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

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

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

好。”［２］这一论断揭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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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高校“原理”课程讲授过

程中，教师借助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阐述，引导

学生明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乃是中华民族历经漫长

历史发展所凝结而成的智慧瑰宝。从唯物史观维度

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汇聚了先辈们在应对自然

环境、社会构建、人伦规范等诸多问题时的深邃思

索，承载着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风貌与民众诉求。

在此基础上，助力学生深度挖掘传统文化精髓，精准

领悟其精神内核与时代意义。

（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

部分，揭示了文化的本质和发展规律［３］。习近平文

化思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基

础上，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对

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根本任务、发展方向等问题进

行了深入阐述，其中关于文化自信、文化强国、文明

交流互鉴等重要论述，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注入

了新的时代内涵，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

代化的最新成果。这一思想不仅揭示了文化发展的

本质和规律，提出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目标和任务，

同时还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

导地位，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在“原理”课

程中，通过介绍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本质、文化发展

规律、文化功能等方面的理论，结合新时代文化建设

的实践案例，引导学生探讨如何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

导地位的基础上，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同时，也为“原理”课程教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

生动的实践案例，增强了课程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三）深化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

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源自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

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４］习近平文化思想

的形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

根本遵循。这一思想不仅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的发展方向，而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发

展道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为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将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

“原理”课程，有助于学生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的内涵和特征，增强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培养学生的文化自觉和

文化担当。在“原理”课程中，可以通过分析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渊源、现实基础和未来发展

趋势，及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让学生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独特优

势和巨大潜力。

二、理论指向：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原理”课

程的理论构架

（一）阐明和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意蕴的实然

之举

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包括关于

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根本任务、发展方向等一系列

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将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原

理”课程，需要深入阐明和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的

内涵和价值意蕴。首先，要深入研究习近平文化思

想的理论渊源和发展脉络，把握其与马克思主义文

化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通过原理

课程，在阐述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现实基础和未来

趋势的同时，进一步深入解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

论内涵和实践要求，帮助学生准确把握习近平文化

思想的精神实质和时代价值。其次，要结合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分析习近平文化思

想在文化建设中的具体应用和创新发展。例如新时

代文化建设的实践案例，尤其是文化产业发展、文化

遗产保护、文化交流合作等方面的发展，强调在传承

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创造具有强大生

命力和创造力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为文化发展注入

新的活力和内涵。在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的基础

上，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实现文化建设

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

化发展优势。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深化

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５］亟须用中

国特色话语讲本土故事、传时代强音，进一步增进世

界对中国了解与认同，增强中华文化全球影响力。

（二）培养和坚定大学生文化自信自强的必然

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６］

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 “原

理”课程极具战略意义。从教育目标看，这对提升

学生综合素养极具意义。一能精准培育学生文化认

同感，筑牢本土文化归属感。二能帮助学生提升文

化鉴赏力，辨析古今中外文化精华与糟粕。关键的

是，它能激发学生文化创造力，促其汲取养分、推陈

出新，并自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勇挑文化发展重担。一方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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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课程的教学中，可以通过介绍文化自信的内

涵、特征和作用，帮助学生理解文化自信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让学生深刻认识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和

价值，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另一方

面，要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和对待外来文化，在文化交

流互鉴中不断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在

“原理”课程的教学中，应积极且深入地结合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论述，把弘扬全人

类共同价值作为关键教学目标之一。通过系统且深

入的理论阐释与案例分析，引导学生深刻认识到，在

全球化与多元文化深度交融的时代背景下，不同文

明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与相互依存性。

（三）完善和提升“原理”课程建设的应然之路

“原理”课程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核心课

程之一，对于培养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科

学思维方法具有重要作用。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新

时代党的文化建设的重要理论成果，为“原理”课程

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通过融入习近平文化

思想，可以丰富课程内容、创新教学方法、提高教学

效果，从而推动“原理”课程的持续发展和不断完

善。首先，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原理”课程提供了丰

富的教学资源和理论支撑。习近平文化思想涵盖广

泛，内容丰富，将其融入“原理”课程，可以拓展课程

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使课程更加贴近时代发展和学

生需求，增强课程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其次，将习近

平文化思想融入“原理”课程教学，可以创新教学方

法和手段，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习近平文化思想

强调实践性和创新性，将其融入“原理”课程，需要

创新教学方法，注重实践性和创新性教学，让学生在

实践中学习和掌握理论知识，感受习近平文化思想

的魅力和价值。

三、内容导向：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原理”课

程的基本内容

（一）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原理”第二

章“真理与价值”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

面，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不断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平、文明素养不

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７］在讲授“原理”第二章

“真理与价值”时，思政课教师应把握契机，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马克思主义真理观与价值观阐

释中，使学生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

贴合国情、反映人民利益，兼具真理客观性与价值主

体性。以“诚信”为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引下，

真理是对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价值是客体对主体

的有用性。“诚信”的内涵体现社会多领域对诚实

守诺的要求，反映社会运行规律，具有真理客观性；

对个体成长，它塑造品德、赢得信任、拓宽空间；对社

会发展，它能维系市场、保障秩序、促进传承，展现重

大实践价值。“诚信”作为一种价值观，既体现了人

们对真善美的追求，也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和实践

意义。通过对“诚信”的分析，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

理解真理与价值的辩证关系，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重要性。同时，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和

价值观，引导学生认识到真理和价值的统一是人类

认识和实践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真

理和价值统一的具体体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

导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思考如何在日常生活

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

和道德标准。

（二）将文化自信融入“原理”第三章“社会存在

与社会意识”内容

在“原理”第三章“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内容

中，可以将文化自信与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相结

合，通过阐述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

识的基本原理，以及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

帮助学生理解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在实际

教学过程中，进一步分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

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引导学生认

识到文化是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存在

具有反作用。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

同”思想为例，其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对和谐、包容、多元的价值

追求。在当今时代，“和而不同”思想对于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同时，可以

结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的原理，

引导学生认识到文化自信不是盲目自信，而是建立

在对自身文化的深刻认识和对世界文化的正确判断

基础之上的自信，从而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推

动社会进步和发展。

（三）将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融入“原理”第三章

“文明及其多样性”内容

在“原理”第三章“文明及其多样性”内容中，可

以将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与阐释文明的多样性相结

合，引导学生认识到不同文明之间应该相互尊重、相

互学习、相互借鉴，这有助于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和

跨文化交流能力。在“原理”课程教学中，教师可以

通过分析不同文明的特点和价值，引导学生认识到

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文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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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历史过程。同时，可以结合马克思主义关于

世界历史的理论，引导学生认识到文明交流互鉴是

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只有通过文明交流

互鉴，才能实现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以“一带一

路”倡议为例，分析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内涵和价

值。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世界历史是各个民族和国

家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历史。“一带一路”倡议作

为中国提出的重要国际合作倡议，旨在促进沿线国

家的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是中国在与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中的实践探

索和成果与经验。通过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分析，

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意

义，以及中国在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中的责任和担当。

此外，还可以通过引导学生对文明交流互鉴的学习

和思考，使其形成正确的国际视野和增强文化包容

性，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贡献自己

的力量。

（四）将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融入“原理”第六

章“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内容

在“原理”第六章“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内

容中，可以将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与科学社会主义

的基本原则相结合，引导学生认识到坚持党的文化

领导权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当代中国的具体

体现。在“原理”课程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分析中

国共产党在文化建设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引导学

生认识到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的根本保证。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建

设历程为例，分析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内涵和价

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文化建设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成就，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到社会主义文

化，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文化始终保持

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通过对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文化建设历程的分析，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意义，以及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要求，使其形成正确的政治观念

和增强文化自觉，为新时代文化建设贡献自己应有的

力量。

四、实践路向：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原理”课

程的实践进路

（一）系统讲授与专题研讨相结合

系统讲授可以帮助学生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

使其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内容和发展脉络；

专题研讨可以引导学生深入思考习近平文化思想的

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高学生的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一方面，通过系统讲授，围绕习近平文

化思想的核心观点和实践要求，对课程内容进行精

心设计和安排，让学生全面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

基本内容和重要意义。通过采用课堂讲授、多媒体

教学等方式，深入浅出地讲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

涵和价值。另一方面，通过专题研讨，可以针对特定

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交流，如文化自信、文化创新、

文化强国等，引导学生深入思考习近平文化思想的

具体问题和实践应用。通过组织学生开展小组讨

论、主题演讲等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

性。比如在讲解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时，可以组织学生进行专题研

讨，让学生结合自己的专业和兴趣，探讨如何在文艺

创作中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二）理论讲解与实践研学相结合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

“原理”课程教学的重要方法。将习近平文化思想

融入“原理”课程，应将理论讲解与实践研学相结

合。通过理论讲解，使学生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精髓；通过实践

研学，使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生活中，增强其

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一方面，通过理论讲解，让学

生掌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内涵和逻辑体系。可

以采用案例分析、问题导向等教学方法，引导学生深

入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要点。另一方面，通

过实践研学，使学生在实践中体会习近平文化思想

的魅力和价值。例如，在讲解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时，可以组织学生参观博物馆、文化遗址等，让学生

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情况，同时引

导学生思考如何在新时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三）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相结合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线上教学已成为高校教

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原

理”课程，应将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相结合，充分发

挥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的优势，拓展教学空间，丰富

教学手段，提高教学效果。一方面，通过线上教学，

拓展教学资源和教学空间，提高教学效率和效果。

可以利用网络教学平台、在线课程等资源，为学生提

供丰富的学习资料和互动交流平台。例如，在线课

程、虚拟实验室等，为学生提供更加灵活多样的学习

方式。另一方面，通过线下教学，加强师生之间的面

对面交流和互动，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组

织课堂讨论、小组活动等，引导学生深入思考习近平

文化思想的问题。例如，在讲解习近平文化思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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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时，可

以利用线上教学平台发布相关学习资料和讨论话题，

让学生在线上进行自主学习和交流讨论，然后在课堂

上进行总结和点评，进一步深化学生的认识和理解。

（四）校内活动与校外联动相结合

高校思政课教学不仅要依靠校内教学资源，还

应积极拓展校外教学资源，实现校内活动与校外联

动相结合。将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原理”课程，应

积极开展校内文化活动，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同

时，应加强与校外文化机构、企业、社区等的合作，开

展校外实践教学活动，让学生在社会实践中感受习

近平文化思想的魅力和价值。一方面，通过校内活

动，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和综

合素质。可以组织学生开展文化讲座、文艺演出、主

题展览等活动，让学生在校园内感受习近平文化思

想的魅力和价值。另一方面，通过校外联动，拓展教

育资源和教育空间，提高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和创

新能力。组织学生开展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活动，

让学生在社会实践中了解社会、服务社会，同时加深

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认识和理解。例如，在讲解习

近平文化思想中的“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时，可以组

织学生参加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志愿服务活动等，让

学生在实践中感受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同

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和社会责任感。

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原理”课程，是新时代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重要任务。不仅有助

于提升课程的教学质量，而且对于培养学生的文化

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价值取向、理论指向、内容导向和实践路向四个

方面的深入探讨，可以为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原

理”课程提供有益的思路和方法。高校思政课教师

应积极探索和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原理”课

程的有效路径，在教学实践中，应不断探索创新，努

力提高教学质量和实效性，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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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跨境电商国际化人才“四位一体”培养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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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郑州职业技术学院为例，提出一种新的人才培养模式，旨在解决高职教育在国际化人
才培养方面存在的供需脱节和培养能力不足问题。通过模式的理论建构分析和现实的创新实践，考

察高职跨境电商国际化人才 “四位一体”培养模式的实施效果。该模式通过整合多方资源和优势，不

仅推动教育内容与企业需求的同步，还促进学生的国际化综合能力提升，助力区域创新与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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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化与信息化的双重驱动下，跨境电商行
业已成为驱动全球经济的新引擎，对具备国际视野、

专业技能、创新能力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国际化人

才需求日益迫切［１］。当前我国高职教育在跨境电

商国际化人才培养中存在供需脱节、教育模式滞后、

国际视野狭窄及创新能力不足等［２］问题，这些问题

不仅关乎教育体系的自我革新，更直接影响到国家

人才战略的实施与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跨境电商行

业的快速发展要求高职教育紧跟时代节奏，加快教

育改革与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以满足行业对高素质、

复合型国际化人才的需求。

一、跨境电商国际化人才培养“四位一体”模式

的提出

高职教育作为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国际化人才培养已成为提升教育质量和国际竞争

力的重要途径。早在１８９０年马歇尔指出人才之间
的流动会产生知识溢出效应，并能够影响区域的经

济活动［３］，保罗·罗默（１９８６）用知识的溢出效应说
明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进一步

丰富了知识溢出理论［４］。加里·贝克尔（１９６４）在
其人力资本理论中强调了教育对于个人职业发展和

经济行为的重要性，对理解产业发展对特定技能人

才需求的动态关系具有重要意义［５］。卢卡斯

（１９８８）认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是个体通过学
习和投资于教育获得的知识与技能的积累，这些知

识和技能可以通过社会互动在人群中传播，从而产

生正向的外部性，推动整体经济增长［６］。弗里曼

（１９８７）的创新理论强调了人才在创新生态系统中
的核心作用［７］。而最早对职业教育进行系统哲学

思考的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杜威［８］提出“儿童中心

（学生中心）”“活动中心”“经验中心”的“新三中心

论”，与传统教育“课堂中心”“教材中心”“教师中

心”的“旧三中心论”形成鲜明对比。西方的上述研

究为理解教育、技能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提

供了理论基础，有助于解释教育与产业紧密结合的

重要性，国际化人才培养及其对产业发展、区域创新

的推动作用。

在国内，基于教育与产业深度融合理念徐丹阳

等（２０２４）提出高职院校应与外部环境相适应推动
融合文化的形成［９］，白玲等（２０２４）讨论了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十年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成就、瑕

缺与展望［１０］，强调通过校企合作，实现教育内容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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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需求的同步，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创新

精神。曾青生等（２０２３）强调专业教学标准和课程
标准输出在增强职教话语权中的作用［１１］，徐巧云等

（２０２３）探讨了新加坡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的国
际化特征及对我国的启示［１２］，通过重视学生国际视

野的拓展，培养其跨文化沟通和全球市场运作的能

力，以适应全球化的商业环境。荣玮等（２０２３）研究
了“双高计划”下高职复合型国际化人才培养的路

径［１３］，通过政府、院校、企业及第三方教育机构的协

同合作，构建多元化的育人平台，以促进教育资源的

整合和优势互补。李婧（２０２３）探索了现代学徒制
电子商务人才培养模式，强调产教融合的理念、内涵

和特征［１４］，陈燕予（２０２３）研究了数字经济背景下产
教融合的电子商务人才培养模式［１５］，金荣洲（２０１１）
探索了课堂教学［１６］，倡导了教育创新和教学方法的

多样化，以培养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和创新发展能

力，满足未来职场的需求。

上述研究为我国跨境电商国际化人才培养提供

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对于推动跨境电商

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促进教育现

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但研究视角较为单一，多从政

策、企业或教育单方面出发，缺乏多视角、多维度的

综合分析；实践应用不够广泛，尽管提出了许多创新

策略，但在实际应用中仍存在推广难度大和实施效

果不佳的问题，目前仍然存在供需脱节、培养能力不

足［２］、未能满足“一带一路”建设需求、产业和教育

国际化发展未能同频共振等问题［１０］，探索适应跨境

电商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新模式，以促进学生的国际

化综合能力提升和区域创新及产业发展迫在眉睫。

二、跨境电商国际化人才培养“四位一体”模式

的理论建构和意义

（一）跨境电商国际化人才培养“四位一体”模

式的历史演进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国际化人才的培养成

为教育发展的重要方向。历史上，职业教育更多关

注本土人才的培养，而近年来职业教育在国际化人

才培养方面越来越引起重视，特别是“一带一路”倡

议实施以来，对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人才

需求日益增加。教育技术的革新为人才培养模式的

创新提供了可能。从传统的黑板教学到现代的数字

化教学，教育技术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教学手段和

方法。因此，充分利用数字化和信息化技术改造传

统教学，是提高教育的质量和效率的有效手段。政

策导向和市场需求是推动教育模式创新的重要动

力。政府对于教育的宏观调控和产业界对于人才的

具体需求，共同推动了“四位一体”模式的产生和发

展。这一模式的实施，既是对政策导向的响应，也是

对市场需求的满足。

探索跨境电商国际化人才培养新模式是高等职

业教育对全球化挑战的积极回应，是教育模式演进、

产教融合深化、国际化人才培养探索、教育技术发展

以及政策导向与市场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四

位一体”模式的提出和实施，体现了教育改革的深

化，也标志着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

阶段。通过对历史演进的分析，我们可以更深刻地

理解“四位一体”模式的内涵和价值。

（二）跨境电商国际化人才培养“四位一体”模

式的理论建构

跨境电商国际化人才培养不仅需要对教育内容

和方法进行创新，更需要各方面的积极参与和有效

协调，以确保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培养出真正符

合市场需求的国际化人才［１７］。“四位一体”模式以

行业需求、教育理论、技术发展和国际化视野为关键

要素，基于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理论，推

进跨境电商产业命运共同体建圈强链，深化产教融

合，促进教育链、产业链、人才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

首先，“四位一体”模式通过政府的政策引导、

院校的教育实施、企业的实践参与和第三方教育机

构的国际间强强联合，实现更优的整体效果，共同推

动教育内容与方法的创新。模式注重在课程设置和

教学方法上与国际接轨，在师资队伍建设、学生交流

等方面强调国际化元素的融入，以突出国际化主线；

通过多主体联动，促进教育活动与产业实践紧密结

合，确保教育活动能够紧跟产业发展的步伐，培养学

生的职业技能和市场适应能力。

其次，共建教（中外合作学院）、学（国际化实践

创新基地）、研（跨境电商研究院）、创（产教融合共

同体）的人才培养高地。中外合作学院承担着跨境

电商国际化人才培养的专业教育工作，是人才培养

的基础。为促进教育与产业需求的紧密结合，政府、

院校、企业和第三方机构共同制定跨境电商国际化

人才培养方案。国际化实践创新基地则能够引进国

际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促进教育内容和教

学手段的国际化，提升学生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

流能力。研究院的建立有助于推动学术研究和技术

创新，为专业教育提供理论支撑和技术支持，同时为

学生提供参与科研项目的机会，培养其研究能力和

创新思维。产教融合共同体是连接教育与产业的桥

梁，通过整合各方资源，推动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

合，实现教育内容与企业需求的同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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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四位一体”跨境电商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

　　再次，根据技能形成规律，深入推进教 ＋学 ＋
研＋创“四位一体”进阶式跨境电商国际化人才培
养模式。

教：以高质量的教育教学为基石。其包括构建

国际化的课程体系，引入国际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

学方法，以及提供多元化的教育资源。通过系统的

教学，学生能够掌握跨境电商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技

能，为后续的学习和实践奠定坚实的基础。

学：以技能培养为核心。在教育的基础上，强调

技能培养的核心地位，通过实践教学、模拟实训、企

业实习等多种方式，学生能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

际操作中，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注重培

养学生的语言能力、跨文化交流能力和国际视野，以

适应跨境电商国际化发展的需求。

研：强调对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通过建立跨

境电商研究院或实验室等平台，鼓励学生参与科研

项目，培养其独立思考、科学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科研成果不仅能够为教学提供理论支撑和技术

支持，还能够推动跨境电商行业的创新和发展。

创：以创新能力为引领。通过开设创新课程、举

办创新大赛、建立创新孵化器等措施，激发学生的创

新热情和创业精神，推动跨境电商国际化人才培养

的持续发展。学生在创新实践中不断探索新的商业

模式、技术应用和市场机会，为跨境电商行业的发展

注入新的活力。

最后，坚持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学生的全面发

展，以提高教育的适用性和有效性。“四位一体”模

式不仅注重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和实际应

用，更通过教学与科研的双向互动，实现教育质量和

科研水平的协同提升。注重质量保障与持续改进，

通过建立有效的质量监控和反馈机制，确保教育质

量的持续提升，并根据反馈进行教育内容和方法的

不断改进。此外，该模式还注重发挥政府在该模式

中的政策支持和资源整合作用，强化政策支持与市

场需求的有效对接，确保教育模式与国家战略和市

场需求相匹配。

总之，通过政府、院校、企业和第三方教育机构

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实行资源共建、平台共享、模式

共商、人才共育，全面建设跨境电商专业教育、国际

实践基地、研究院和产教融合共同体等教学研创育

人高地，教、学、研、创“四位一体”开展跨境电商国

际化人才培养，见图１。
（三）“四位一体”模式的价值意义

实现教育模式创新与系统构建。首先，该模式

实现系统论视角下的教育模式创新。“四位一体”

模式以系统论为理论基石，创新性地将教学、科研、

创新与创业四个关键要素融为一体，构建了一个多

维度、全方位的教育生态系统。这一系统不仅强调

各要素间的内在联系，更注重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

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功能的最大化发挥。其

次，该模式促进了动态平衡与协同发展。该模式通

过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促进与协同发展，形成了一个

动态平衡的教育体系。教学为科研提供基础知识和

方法论支撑，科研则反哺教学，推动教学内容更新和

教学方法改进；创新与创业作为实践的桥梁，将科研

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同时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实

践能力。

提升教育教学的国际化与数字化。首先，“四

位一体”模式融入了国际化教育理念。该模式积极

引进国际先进的教育标准和资源，拓宽了学生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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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视野，增强了其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全球竞争力。

通过与国际接轨的教育体系，学生能够在全球范围

内寻找机遇、应对挑战，为跨境电商的国际化发展贡

献力量。其次，该模式充分利用数字化和信息化技

术，推动教育教学的数字化转型。通过在线学习平

台、虚拟仿真实验室等现代化教学手段，该模式提高

了教学效率和学习体验，使学生能够在更加便捷、高

效的环境中获取知识和技能。

加强科研创新与创业实践的双重驱动。首先，

该模式强化了科研与创新的引领作用。科研与创新

是“四位一体”模式的关键驱动力。通过建立研究

院所、实验室等平台，激发学生的科研兴趣，培养其

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这些平台不仅为学生提供了

广阔的学术研究空间，还推动了技术创新和产业升

级，为跨境电商的国际化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其

次，该模式坚持了创业教育的实践导向。该模式注

重创业教育的实践性，通过创业孵化器、创新大赛等

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创业精神和实践能力。这些实

践活动不仅帮助学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成果，还

为其未来职业生涯的创业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跨境电商国际化人才培养“四位一体”模式

的创新实践

（一）“四位一体”模式的高地建设

立足跨境电商产业发展优势和特色资源，郑州

职业技术学院以金课程、金师资、金教材、金模式、金

平台等“五金”为建设重点，突出课程建设“主战

场”、课堂教学“主渠道”、教师队伍“主力军”［１８］，深

化三全育人，多主体协同建设跨境电商专业教育、国

际实践基地、研究院和产教融合共同体等教学研创

“四位一体”跨境电商国际化人才培养高地。

全面加强优质教学资源建设。多主体共建跨境

电商国际教育云平台，开发适合境外跨境电子商务

专业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的双语课程、教材、网络

教学资源，建设优质核心课程、精品课程、网络课程、

教学课件等优质教学资源。同时，优化教材形态，创

新推出立体化、活页式、工作手册式及融媒体教材，

并辅以融智创新的数字化教学资源，为外国留学生

提供丰富多元的学习体验。

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持续推动教育

教学改革创新，增强课程的理论深度、思想引领力、

亲和力与实效性。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答疑解惑，凝

聚共识，启迪学生思想，丰富学生文化。借助信息化

手段，积极推进“互联网＋”和“智能＋”职业教育教
学新模式，探索职业教育教学的变革与创新。坚持

“课堂革命”，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理论与实践一体、

模块化与项目化教学组织方式交替进行，运用情景

模拟、角色扮演等方法，提升国际化教学效率，打造

更高效、更互动的学习体验。

实施国际化人才战略，面向全球聘请知名专家

教授担任教师，遴选行业知名企业精英担任企业导

师，构建由具有国际视野的领导团队、专业化与职业

化的辅导员队伍、高素质且具备国际视野的专业课

教师以及经验丰富的兼职教师组成的强大师资队

伍。积极组织国际培训与交流活动，开展赴国外学

习培训、留学生干部及汉学教育培训和国际交流，加

强骨干教师、专业教师培训。通过这些活动的实施，

全面提升教师队伍的国际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二）“四位一体”模式的机制保障

加强体制机制创新。在宏观方面，多主体协商

构建办学模式，形成多主体分工合作沟通机制、重大

事项集体决议制度等体制机制；中观方面，深化国际

化人才培养的教育教学改革，创立完善内部质量保证

框架与运行机制，精简并优化教学工作的诊断与改进

机制，确保人才培养质量的核心地位得到切实体现；

微观方面，推动国际化标准体系建设，深入推进“三全

育人”综合改革，以更好地适应国际化人才培养需求。

强化监督考评机制，确保各方利益达成。构建

全员参与、全程监控、全面管理的跨境电商国际化人

才培养质量考核评价体系。由研究院、第三方机构

联合制定教考评标准，多主体联合对人才培养效果

进行考核考评，以确保企业等各主体在人才培养中

的利益和目标达成。配套形成考核结果的长期应用

机制，并定期发布质量年报，积极接受政府及国际社

会的监督与指导，从而不断提升办学质量与国际化

水平。此外，设置对外交流与合作工作的专项考核

指标，激发院校对国际化工作的积极性。

（三）“四位一体”模式的数字化改造

充分把握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信息技术革命的契

机，以职业教育数字化改造带动、支撑、服务跨境电

商人才培养的国际化，让一流课程破边跨界，走出校

园，走出国门，服务学习。

改造传统教学。深化信息技术与跨境电商专业

建设融合，与人才培养融合，革新传统教育教学理

念，服务国际化跨境人才培养的课程开发、教学设

计、教学实施及教学评价，更好地适应深度学习、个

性化学习、跨界跨地学习、混合式教学等需要，满足

学习者多样化学习需求。

优化教学资源。全面整合“专业教学资源中

心”“虚拟仿真实训中心”“精品在线课程中心”，扩

大优质资源覆盖面，提高资源的共享度和应用的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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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度，为教师教、学生学提供更加多元、个性化的资

源支撑，促进学习革命，实现学生在校内校外、线上

线下均能根据学习需要进行学习，推动课堂教学、实

习实训形态发生重大变化。

提升管理水平。建设决策支持中心，提升决策管

理的精准度和科学性。全面推动数字化改造升级，科

学系统地推进信息化设计，建设信息中心，实现校内

行政、教学、科研、学生管理、后勤等系统的互联互通，

使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水平得到有效提高。

同时创建国际教育云平台、中国大学慕课等国际网络

资源教育平台，创设教学场景，解决实训难题，助力人

才培养，服务学生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四）“四位一体”模式的质量提升

秉承国际化办学理念，积极引进并融合国际前

沿的职业标准、专业课程、教材体系及数字化教育资

源，汲取国际优质职教精髓，实施“五改造”以更新

教学模式，“两优化”以强化资源配置，“一提升”以

增强教育品质，推进办学水平和质量的跨越式提升。

“五改造”，即对跨境电商国际化人才培养标准、专

业课程、教学设计、教学实施、教学评价进行全面改

造，强化学生的跨文化沟通、国际市场竞争等能力培

养；“两优化”，即优化教学资源、优化师资队伍；“一

提升”，即全面提升跨境电商海外人才培养水平。

四、跨境电商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四位一体”模

式的分析评价

传统跨境电商国际化人才培养主要采用“以教

为中心”和目前具有较大影响的双元制［１９］、中外合

作办学［２０］、校企协同育人［２１］、中文 ＋职业技能［２２］

等“以学为中心”的人才培养模式，其特点如下：

以教为中心：强调知识的系统传授和理论基础的

重要性。教师通过讲授、示范和指导来确保学生掌握

必要的专业知识和行业背景，重点放在学科知识的完

整性和深度上，以及学生对这些知识的理解和记忆。

以学为中心：专注于实践技能和操作能力的培

养。认为职业教育的核心在于使学生通过模拟或参

加真实工作环境的实训、实习和工作实践，来掌握具

体的技能和工作流程。教学方法包括案例研究、角

色扮演、虚拟仿真、技能竞赛等，旨在通过“做中学”

的方式，提高学生的职业适应性和就业能力。

“四位一体”模式吸收并发扬了现有“以教为中

心”和“以学为中心”培养模式的优势，创新提出了

教学研创并重的跨境电商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新模

式。该模式既注意知识和技能的传授，更强调学生

的创新能力、研究能力和创业精神的培养，是一种更

为全面和综合的教育理念，其与“以教为中心”和

“以学为中心”的人才培养模式对比分析如下：

教育目标的差异：前者的目标是系统传授专业

知识，构建学生的理论基础。后者的目标是培养学

生的职业技能和实践能力，以适应特定职业的要求。

而本模式旨在培养兼具国际化视野、专业知识、科研

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复合型人才。

教学内容与方法的对比：前者通常采用讲授法，

教师主导课堂，重视知识的系统性和逻辑性。后者

强调实操和模拟训练，通过案例分析、角色扮演等方

法，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本模式则采用更加多样

化的教学方法，包括项目导向学习、探究学习、国际

交流和创新实践，鼓励学生主动探索和解决问题。

学生角色的转变：前者，学生通常扮演知识接受

者的角色，被动接收教师传授的内容。后者，学生的

角色更倾向于参与者，通过实践学习来掌握技能。

本模式中，学生成为自主学习者和探索者，教师角色

转变为指导者和协作者。

教育环境与资源的配置：前者教育环境和资源

配置相对传统，侧重于课堂教学和教材。后者则要

求教育环境能够提供实训设施和工作场景，以支持

技能训练。本模式则需要更加开放和灵活的教育环

境，整合国际化教育资源、科研平台和创新实验室，

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评价与反馈机制：前者的评价通常侧重于理论

知识的掌握，通过考试和测验来评估学生的学习成

果。后者则更注重技能的应用和实践能力的展示，

通过实际操作和项目成果来评价。本模式的评价则

更为全面，不仅评价学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还包括

创新能力、国际视野和终身学习能力。

对国际化人才培养的适应性：前者可能在培养

学生的国际化视野方面存在局限。后者有助于学生

掌握跨境电商所需的专业技能，但在创新和科研能

力培养上可能不足。本模式则更好适应了国际化人

才培养的需求，通过教学研创“四位一体”的模式，

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人才。

综上所述，跨境电商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四位

一体”模式不仅涵盖了知识传授和技能培养，还包

括科研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育，有助于培养适应全

球化竞争环境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在跨境电

商国际化人才培养中展现出更强的适应性和前瞻

性，能够更好地满足全球化背景下对人才的多元化

需求。同时，“四位一体”协同育人模式对学校的领

导力和统筹协调能力提出了新挑战，对综合管理水

平和管理能力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四位一体”模式为跨境电商国际化人才培养

·９８·



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通过政府、院校、企业、第三方

教育机构的协同合作，构建了一个多维度、交互作用

的教育生态系统，有助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专业技

能、科研能力和创新精神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满足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化人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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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提升高职院校足球课堂学生
参与度的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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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领域深度融合是高校“课堂革命”的时代特征。国家政策的支持
也为人工智能在校园足球教学中的应用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但人工智能技术在教学改革中的应用

仍面临师生对新型学习方式的适应性挑战。聚焦高职院校学生对使用人工智能的态度，通过问卷调

查和实地访谈，剖析校园足球课堂中学生学习的现状和困境，探究影响学生课堂参与度的因素，提出

人工智能技术支持的个性化教学与训练策略。

关键词：人工智能；校园足球；课堂参与度；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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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应用，课堂教学改
革面临着诸多挑战，主要集中在资源和设备的限制、

教师对科技使用的知识和技能不足、学生对科技学

习工具的接受度及参与度不一，以及对隐私和数据

安全的担忧［１］。特别是教师和学生对新型学习方

式的犹豫是阻碍科技在教育中广泛应用的主因［２］。

而当前人工智能融入体育训练的研究多聚焦职业运

动员的训练数据分析，缺乏对校园体育教学的关

注［３］。因此，探索人工智能与校园体育教育有效融

合，成为当前校园体育教学领域的迫切需求。

本研究以校园足球课程为例，通过调查职业院

校大学生对人工智能的态度，深入分析影响学生在

足球课上的参与度的因素，并通过探索人工智能应

用的潜力，揭示人工智能与学生之间的复杂关系，为

体育教学的改革和创新提供可靠的理论和实证依

据。这不仅有助于丰富体育教学理论和实践，促进

明智的决策，还有望为教育领域的信息技术应用提

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一、文献综述与假设

人工智能在体育教育中的应用有巨大的潜力和

价值。它融入校园足球课堂能够通过个性化训练计

划优化教学方法［４］，利用运动捕捉和数据分析提升

学生足球技能，以及开发辅助教练决策的实时分析

和战术规划系统［５］。这不仅能够提高教师教学效

率和质量，而且能够推动学生和教练朝着更高水平

发展。在对人工智能如火如荼的关注与开发利用

中，也有学者表示人工智能的运用受学生对技术的

接受度和参与度的影响，也为对其所带来的伦理和

法律问题担忧［６］。虽然大多数学生对使用科技学

习持积极态度［７］，但也有研究表明，部分学生对在

线学习和使用科技工具学习体育课程的兴趣不高，

他们更倾向于传统的面对面教学方式［８］。科技的

使用引发了关于学生隐私和数据安全的担忧。收集

和分析学生的健康和运动数据时，必须确保数据的

安全性和学生隐私的保护，这对于许多大学来说是

一个新的挑战［９］。

（一）感知有用性与使用人工智能的态度

感知有用性源于技术接受模型（ＴＡＭ），由 Ｆｒｅｄ
Ｄ．Ｄａｖｉｓ于１９８９年提出。它是指个体对特定工具、
技术或资源在完成特定任务或达到某种目的时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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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和价值的主观评价［１０］。在教育领域，学生的感知

有用性对其学习动机、参与度和学习成果有重要影

响。特别是在课堂参与度方面，感知有用性成为一

个核心因素，影响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的深度［１１］。

研究表明，感知有用性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

们对使用人工智能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又对学生的

课堂参与度产生积极影响。如果学生在校园足球课

堂中对人工智能应用产生兴趣，则更可能主动参与

体育学习，并且逐步对这些技术的信任和依赖程度

越高［１２］。通过人工智能虚拟技术，学生可以获得针

对其个人表现和需求的定制建议，这将有助于提高

他们对体育课堂的参与度。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１：感知有用性对使用人工智能的态度产生积极
影响。

（二）感知易用性与使用人工智能的态度

感知易用性是指个人认为使用任何系统时的直

观性和友好程度［１３］。这种感知到的易用性是影响

个体对系统的态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评估一个系

统时，人们往往会关注它的操作是否简单直观、是否

能够快速上手以及是否具有友好的使用界面。

研究表明，用户对系统的感知易用性与其态度

密切相关。如果用户认为一个系统易于使用，他们

更有可能持有积极的态度，并愿意频繁地使用该系

统。因为它减少了学习新技术的预期努力，使得用

户更容易接受新技术，尤其是初次接触或尝试使用

人工智能技术时［１４］。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采

纳而言，确保学生在体育课堂上能够轻松地学习和

使用这些技术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在使用过程中感

受到挫败或困难，可能会导致学生对人工智能技术

的抵触和负面态度。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２：感知
易用性对使用人工智能的态度产生积极影响。

（三）感知兴趣与使用人工智能的态度

当代方法将兴趣定义为一种动机变量，它引导

学生注意特定的物体和刺激，并引导他们参与特定

的活动。在体育教育领域，对兴趣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发挥其激励作用方面［１５］。学生对某个主题的兴

趣不仅可以减少焦虑，还可以增强后续的学习行为

和学习成果。

感知兴趣是学生对人工智能学习能够满足自身

发展需要的感知［１６］。学生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辅

助学习时会有愉悦、专注和好奇心的感知体验。娱

乐性强的人工智能能够满足学生学习需求，帮助学

生改变学习态度［１３］，实现虚拟情景人机互动，那么

学生就会接受继续使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学习运动

技能。

当学生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体验到虚拟情景和人

机互动时，他们更有可能接受并继续使用这项技术

来辅助学习运动技能。这种积极的感知兴趣将直接

影响学生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态度，使他们更愿意积

极参与学习过程，并享受学习的乐趣。因此，感知兴

趣与使用人工智能的态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

它们共同推动着学生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积极认可和

持续使用［１７］。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３：感知兴趣
对使用人工智能态度产生积极影响。

（四）感知有用性与学生课堂参与度

研究表明，感知有用性促使个体产生内在激励。

个体对某一事物、行为的感知有用性越强，越会采取

该行为或积极行动以达成目标［１８］。当学生认为课

堂活动、教学资源或技术工具对其学习有实际帮助

时，他们的课堂参与度会显著提高［５］。此外，感知

有用性也与学生的自我效能感相关，影响他们的学

习动机和教学活动的参与程度［１９］。

感知有用性作为一种心理状态，直接影响学生

的学习态度和行为。当学生认为学习工具或资源对

提升其学习效率和效果有实质性帮助时，他们在行

为、认知和情感上的参与度都会提高［２０］。当学生认

为足球训练和课堂活动有助于提高他们的足球技

能、知识和整体体育素养时，他们的感知有用性增

强，从而更可能积极参与课堂和训练活动。这种积

极的参与不仅体现在行为层面，如出勤率和主动参

与各种训练练习，还包括认知层面的参与，如在学习

足球技巧和战术时表现出更深入的思考和理解，以

及情感层面的参与，如展现出对足球学习的热情和

兴趣［１２］。学生对课堂活动感知的有用性越高，他们

投入的精力和热情就越大，从而在技能掌握、团队协

作以及体育精神方面获得更显著的进步。因此，本

研究提出假设４：感知有用性对学生课堂参与度产
生积极影响。

（五）感知易用性与学生课堂参与度

感知易用性影响着用户对系统的态度和接受程

度［２１］。用户在面对新技术时，往往首先评估学习和

使用这项技术所需的努力大小。如果用户预期使用

过程复杂或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即使

这项技术非常有用，用户的接受度和使用意愿也可

能降低。相反，如果技术看起来容易使用，用户更可

能愿意尝试并继续使用它。

当学生觉得足球训练设备容易操作、学习资源

易于理解，以及技术工具简单便捷时，他们更倾向于

积极参与课堂活动，表现出更高的行为参与度（如

出勤率、主动参与练习），认知参与度（如投入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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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力理解技术和战术），以及情感参与度（如对足球

课堂表现出更多热情和兴趣）［２２］。这种积极的参与

进一步促进了学生技能的提升和对足球运动的深入

理解。此外，教师在感知到技术工具的易用性后，更

倾向于将这些工具集成进教学设计中，进一步促进

学生的积极参与和互动［２３］。

因此，感知易用性通过鼓励更广泛和深入的技

术应用，直接促进了教学和学习过程的互动性和参

与度。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５：感知易用性对学生
课堂参与度产生积极影响。

（六）感知兴趣与学生课堂参与度

感知兴趣与课堂参与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

系。它是驱动学习动机和参与度的重要内在动力。

当学生对课堂内容或学习活动感兴趣时，他们更有

可能积极参与其中，表现出更高的注意力、更强的学

习动机，以及更积极的情感态度［２４］。兴趣不仅可以

增强学生对学习材料的注意和记忆，还能促使他们

主动探索和深入理解学习内容，从而在认知参与上

表现得更加积极。

研究表明，当学生对足球课堂内容或足球运动

本身感兴趣时，他们更有可能以积极的态度参与课

堂活动，展示出更高的行为参与（如主动参与训练

和比赛）、认知参与（如积极学习足球技巧和策略）

和情感参与（如在课堂上展示出热情和积极的情绪

反应）［２５］。学生的感知兴趣不仅能激发他们对足

球学习内容的好奇心，还能促进他们在学习过程

中的自我驱动和深入探索，从而提高学习效果和

体验。因此，教师在设计和实施课程时，应尽可能

地调动学生的兴趣，利用各种策略和资源来激发

他们的好奇心和探索欲，这样不仅能提高学生的

课堂参与度，还能促进他们的整体学习成效。因

此，本研究提出假设６：感知兴趣对学生课堂参与
度产生积极影响。

（七）使用人工智能的态度与学生课堂参与度

态度被定义为使用系统相关的某种行为。学生

对使用人工智能的态度与其在体育课堂参与度之间

的关系涉及技术应用、个人态度以及教育环境等因

素。ＡＩ技术通过个性化训练计划、技能分析与反馈
以及增强现实体验等方式在体育教学中的应用可能

提升学生的兴趣和参与度。同时，学生对ＡＩ的知识
和认识、之前的体验和感知、以及文化和社会因素等

都可能影响他们接受 ＡＩ教学的态度［２６］。因此，本

研究提出假设７：感知兴趣对学生课堂参与度产生
积极影响。

（八）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感知兴趣、对使

用人工智能的态度和学生课堂参与度

感知有用性通过个体的态度变量影响接受意

向。态度接受的概念是为了解决与技术有效性和整

合相关的具有挑战性的个体差异，感知有用性对技

术使用态度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可以正向影响使

用技术的行为意愿，人工智能系统可以通过回答学

生询问并根据收集的数据得出结论来增强学生感知

有用性，从而增强学生课堂参与度［２７］。

兴趣和易用性可以培养人们的内在和外在动

机。学生学习人工智能是因为他们对此感到好奇或

发现该主题有趣，并且人工智能技术易于操作。通

过合理的教学设计培养学生对人工智能的初步兴趣

对于增加学生对该学科的知识并帮助他们决定是否

应该长期学习该学科至关重要［２８］。学生对人工智

能准备程度的看法受到他们对自己能够学习和使用

人工智能知识的信心以及对人工智能知识与他们的

生活相关的评估的影响。人工智能课程在建立坚强

和乐观的前景方面的作用不应被低估。未来可以进

行时间序列研究来确定人工智能学习的效果［２９］。

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假设８：感知有用性对
使用人工智能的态度和学生课堂参与度具有中介效

应；假设９：感知易用性对使用人工智能的态度和学
生课堂参与度具有中介效应；假设１０：感知兴趣对使
用人工智能的态度和学生课堂参与度具有中介效应。

综上，得到本研究的概念框架，见图１。
二、研究设计

（一）问卷设计与标准测量

本研究旨在分析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感知

兴趣、使用人工智能态度和学生课堂参与度的关系。

问卷是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依据概念模型进行设

计的。所有题目采用封闭式问题。问卷内容包括两

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受访者基本信息。第二部分是

各变量的测量题项。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采用

Ｖｅｎｋａｔｅｓｈ＆Ｂａｌａ于２００８年提出的决定因素量表来
测量［３０］。感知兴趣采用Ｋｌｅｅｓｐｉｅｓ等于２０２１年提出
的心理兴趣构念量表［３１］。使用人工智能的态度采

用Ｓｃｈｅｐｍａｎ＆Ｒｏｄｗａｙ在２０２０年提出的验证对人工
智能应用态度量表［３２］。学生课堂参与度采用 Ｗａｎｇ
＆Ｈｏｌｃｏｍｂｅ于２０１０年提出的学生学校参与量表［３３］。

为保证问卷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选择３位校园足球
专家，针对本问卷涉及的测量变量的合理性进行访

谈，并修正问卷。问卷的测量题项均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５级
量表，１表示“非常不同意”，５表示“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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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结构模型

　　（二）样本和数据收集
鉴于高校人工智能课堂并未普及，而东北大学

已开展足球运动智慧化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故以该

校本科生为研究对象，发放问卷进行调查。根据

２０２３年１２月东北大学本科生人数，采用摩根量表
的方法确定样本规模为３７９。由于问卷回收率通常
低于１００％，因此，以问卷回收率为５０％计算，共发
放７５８份问卷。本次发放的问卷最终回收了 ６３０
份，经过数据清洗，有效问卷为５９２份。

根据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知，受访者是年龄段为

１９～２４岁的本科学生，其中男性（５７．８％）与女性
（４２．２％）的数量相当。根据Ｌｉｋｅｒｔ５级量表计分规
则，题项均值处于３．５～５．０分区间，便可认为拥有
较高的认同度。从问卷题项的均值和方差可以看

出，受访者对感知有用性（均值３．９０２）、感知易用性
（均值３．６３４）、感知兴趣（均值３．７０７）、使用人工智
能的态度（均值 ３．７９１）和学生课堂参与度（均值
３．６１２）认同度较好。见表１。

（三）共同方法偏误检验

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感知兴趣、使用人工

智能的态度和学生课堂参与度是在一份问卷中同时

测量的。受限于受访者的主观倾向、社会预设、情感

波动以及对问卷内容的解读能力，他们在回答问卷

时可能表现出某种一致性的偏差，这种偏差会导致

测量变量间误差方差的共享。这种现象不仅可能使

数据结果与真实情况产生偏差，还会对研究结果的

精确性造成不良影响。为此，本研究采用 Ｈａｒｍａｎ
单因子检测法对所涉及的变量进行探索性因子分

析。结果显示，共同方法偏误不显著。采用未旋转的

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出特征值大于 １的 ５个因子，累
计解释方差为６６．３１％，其中因子 １的解释方差为
３８．８２％，Ｐｏｄｓａｋｏｆｆ＆Ｏｒｇａｎ认为，探索性因子分析
（ＥＦＡ）未旋转得到的单因子解释变异不超过

５０％［３１］，因此本研究数据无严重的共同方法偏误

现象。

表１　样本均值和标准差

编码

Ｃｏｄｅ

单项均值

Ｍｅａｎ

标准差

ＳＤ

总体均值

ＯｖｅｒａｌｌＭｅａｎ

感知

有用性

（ＰＵ）

ＰＵ１ ４．１３ １．０６９

３．９０２
ＰＵ２ ３．５３ １．０２５
ＰＵ３ ３．９４ １．０８５
ＰＵ４ ３．９４ １．０９７
ＰＵ５ ４．０１ １．０３８

感知

易用性

（ＰＥＵ）

ＰＥＵ１ ３．９６ １．１６１

３．６３４ＰＥＵ２ ３．７６ １．０１９
ＰＥＵ３ ３．９４ １．１０３
ＰＥＵ４ ３．６４ １．１１６

感知

兴趣

（ＰＩ）

ＰＩ１ ３．６７ １．１２１

３．７０７ＰＩ２ ３．７１ １．１４４
ＰＩ３ ３．６６ １．１４６
ＰＩ４ ３．７ １．１９２

使用人工

智能态度

（ＵＡＩＡ）

ＵＡＩＡ１ ３．９２ １．００４

３．７９１ＵＡＩＡ２ ３．１４ １．３１４
ＵＡＩＡ３ ３．６６ １．１２１
ＵＡＩＡ４ ３．６８ ０．９９２

学生课堂

参与度

（ＳＣＰ）

ＳＣＰ１ ３．６９ １．１３１

３．６１２ＳＣＰ２ ３．７１ １．１３７
ＳＣＰ３ ３．６４ １．１２５
ＳＣＰ４ ３．８５ １．１１１

　　三、数据分析
（一）信度与效度检验

利用ＳＰＳＳ２６．０软件进行信效度检验，发现样
本的ＫＭＯ值为０．９５８，大于临界值０．７。并且巴特
利特球形度检验结果显著（见表２）。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
大于临界值０．７，样本的信度较好；组合信度（ＣＲ）
都大于临界值０．７，说明样本的内部一致性程度较

表２　ＫＭＯ检验

ＫａｉｓｅｒＭｅｙｅｒＯｌｋｉ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ｏｆ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Ａｄｅｑｕａｃｙ．
０．９５８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ＴｅｓｔｏｆＳｐｈｅｒｉｃｉｔｙ Ａｐｐｒｏｘ．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 １３８１７．２７１
ｄｆ ６３０
Ｓｉｇ． 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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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因子载荷都大于临界值 ０．６，Ｚ值都大于
３．２９，Ｐ＜０．００１，达到显著水平，这表明各测量项对
潜变量的解释程度较好；ＡＶＥ都大于临界值０．５，样

本收敛效度较好（见表３）。本研究中各构面 ＡＶＥ
的开平方值均大于与其余构面之间的相关系数，因

此构面之间具有较好的区别效度（见表４）。
表３　信度和收敛效度检验

编码

Ｃｏｄｅ

非标准化系数

Ｕｎｓｔｄ．

标准误

ＳＤ

Ｚ值

Ｚ

Ｐ值

Ｐ

标准化系数

Ｓｔｄ．
ＣＲ ＡＶＥ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

ＰＵ１ １．１４２ ０．０４４ ２５．９５５  ０．７９８

０．９１７ ０．５８０ ０．９２６

ＰＵ２ １．０５１ ０．０４２ ２５．０２４  ０．７２２
ＰＵ３ １．１７６ ０．０４５ ２６．１３３  ０．７７３
ＰＵ４ １．２０３ ０．０４５ ２６．７３３  ０．７８
ＰＵ５ １．０７８ ０．０４３ ２５．０７０  ０．７４９
ＰＵ６ １．３４７ ０．０４８ ２８．０６３  ０．７９８
ＰＵ７ １．０３９ ０．０４２ ２４．７３８  ０．７０５
ＰＵ８ １．２１７ ０．０４５ ２７．０４４  ０．７６１

ＰＥＵ１ １．２４５ ０．０４６ ２７．０６５  ０．７４４

０．８９６ ０．５５３ ０．８８７

ＰＥＵ２ １．２５７ ０．０４６ ２７．３２６  ０．７６１
ＰＥＵ３ １．３０９ ０．０４７ ２７．８５１  ０．７９２
ＰＥＵ４ １．３１３ ０．０４７ ２７．９３６  ０．７０４
ＰＥＵ５ １．４２１ ０．０４９ ２９．０００  ０．７１６
ＰＥＵ６ １．００９ ０．０４１ ２４．６１０  ０．７４１

ＰＩ１ １．２５６ ０．０４６ ２７．３０４  ０．７６６

０．８６６ ０．５２０ ０．８７９

ＰＩ２ ０．９８５ ０．０４１ ２４．０２４  ０．６９
ＰＩ３ １．２７９ ０．０４６ ２７．８０４  ０．７２７
ＰＩ４ １．２９２ ０．０４７ ２７．４８９  ０．７０３
ＰＩ５ １．２６７ ０．０４６ ２７．５４３  ０．６９６
ＰＩ６ １．２３４ ０．０４６ ２６．８２６  ０．７４１

ＵＡＩＡ１ １．３５１ ０．０４８ ２８．１４６  ０．７７９

０．８９１ ０．５４０ ０．９２１

ＵＡＩＡ２ １．２６ ０．０４６ ２７．３９１  ０．７４８
ＵＡＩＡ３ １．１０６ ０．０４３ ２５．７２１  ０．６９５
ＵＡＩＡ４ １．１９５ ０．０４５ ２６．５５６  ０．７４１
ＵＡＩＡ５ １．１９５ ０．０４５ ２６．５５６  ０．７１
ＵＡＩＡ６ １．２２５ ０．０４５ ２７．２２２  ０．７４５
ＵＡＩＡ７ １．１９ ０．０４５ ２６．４４４  ０．７２４

ＳＣＰ１ １．１５５ ０．０４４ ２６．２５０  ０．７１４

０．９０６ ０．５４７ ０．９２８

ＳＣＰ２ １．４４９ ０．０４９ ２９．５７１  ０．６８４
ＳＣＰ３ １．２０９ ０．０４５ ２６．８６７  ０．７７４
ＳＣＰ４ １．１４２ ０．０４４ ２５．９５５  ０．７６５
ＳＣＰ５ １．２７８ ０．０４６ ２７．７８３  ０．７４６
ＳＣＰ６ １．３４６ ０．０４８ ２８．０４２  ０．７９５
ＳＣＰ７ １．３３ ０．０４７ ２８．２９８  ０．８０１
ＳＣＰ８ １．２９３ ０．０４７ ２７．５１１  ０．６２１

　　注：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为克朗巴哈系数；ＣＲ为组合信度；ＡＶＥ为平均方差抽取量

表４　区别效度

提取相关性和平均方差

ＡＰＵ ＡＰＥＵ ＡＰＩ ＡＵＡＩＡ ＡＳＣＰ

ＡＰＵ ０．７６２

ＡＰＥＵ ０．４３６ ０．７４４

ＡＰＩ ０．４３２ ０．４３２ ０．７２１

ＡＵＡＩＡ ０．５０５ ０．４６２ ０．５４７ ０．７３５

ＡＳＣＰ ０．４４２ ０．４７ ０．４９７ ０．５７７ ０．７４０

　　注：对角线粗体字为 ＡＶＥ之开根号值，下三角为维度之皮尔逊

相关

（二）拟合优度检验

利用 ＡＭＯＳ２６．０软件对模型拟合优度进行检
验。当χ２／ｄｆ在 ０～３之间时表示模型适配度较好；
相似度指标（ＧＦＩ、ＡＧＦＩ、ＴＬＩ、ＣＦＩ）大于 ０．９００且越
接近 １时，表明数据与模型的适配度越好；差异性
指标（ＲＭＳＥＡ、ＳＲＭＲ）小于０．０８０时，模型具有较好
的拟合优度。经检验，χ２／ｄｆ＝１．７７２、ＧＦＩ＝０．９１４、
ＡＧＦＩ＝０．９０１、ＴＬＩ＝０．９６６、ＣＦＩ＝０．９６９、ＲＭＳＥＡ＝
０．０３６、ＳＲＭＲ＝０．０３９。因此，样本模型具有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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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合优度，如表 ５所示。
表５　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优度指数

拟合指标 χ２／ｄｆ ＧＦＩ ＡＧＦＩ ＴＬＩ ＣＦＩ ＲＭＳＥＡ ＳＲＭＲ
参考值 ＜３ ＞０．８００ ＞０．８００ ＞０．９００ ＞０．９００ ＜０．０８ ＜０．０８

结构模型检验值 １．７７２ ０．９１４ ０．９０１ ０．９６６ ０．９６９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９

　　注：χ２／ｄｆ为卡方自由度之比；ＳＲＭＲ为标准化残差均方根；ＲＭＳＥＡ为近似误差均方根；ＧＦＩ为拟合优度指数；ＡＧＦＩ为调整的拟合优度指

数；ＴＬＩ为相对拟合指数；ＣＦＩ为比较拟合指数。

　　（三）模型假设检验
１．直接效应检验
由表６及图２结果显示，假设 Ｈ１、Ｈ２、Ｈ３、Ｈ５、

Ｈ６、Ｈ７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 ０．２７５、０．１９５、
０．３８２、０．２０２、０．１８２、０．３７２，Ｐ值均小于 ０．０５，假设
成立。感知易用性对使用 ＡＩ态度的标准化路径系
数的０．１９５约等于０．２。感知兴趣与学生课堂参与
度（Ｐ＜０．０５，ｓｔｄ＜０．２），假设 Ｈ６示感知兴趣与学
生课堂参与度有直接正向效应，虽然在路径系数上

略低于Ｈ５，但二者系数数值水平相当。因此，该假
设成立。感知有用性与学生课堂参与度均值大大低

于０．２。这一差异可能与学生不能持续参与人工智
能课堂有关。因此，假设Ｈ４不成立（标准化系数＝
０．０５８，Ｐ＝０．０１５）。

表６　路径关系检验结果

研究
假设

路径关系
非标准
化系数

标准误 Ｚ值 Ｐ值 标准化
系数

假设
结果

Ｈ１ 感知有用性

使用ＡＩ态度 ０．２９２ ０．０４７６．２１３  ０．２７５ 支持

Ｈ２ 感知易用性

使用ＡＩ态度 ０．２４１ ０．０５７４．２２８  ０．１９５ 支持

Ｈ３ 感知兴趣

使用ＡＩ态度 ０．４０２ ０．０５０８．０４０  ０．３８２ 支持

Ｈ４ 感知有用性

学生课堂参与度
０．０９０ ０．０４５２．００００．０４５０．０８８不支持

Ｈ５ 感知易用性

学生课堂参与度
０．２４３ ０．０５５４．４１８  ０．２０２ 支持

Ｈ６ 感知兴趣

学生课堂参与度
０．１８５ ０．０４９３．７７６  ０．１８２ 支持

Ｈ７ 使用ＡＩ态度
学生课堂参与度

０．３６０ ０．０５１７．０５９  ０．３７２ 支持

　　注：Ｕｎｓｔｄ．为非标准化系数；Ｓ．Ｅ．为标准误；Ｚ－ｖａｌｕｅ为 Ｚ值；
Ｓｉｇ．为显著性；Ｓｔｄ．为标准化系数；：Ｐ＜０．００１

图２　模型路径图与标准化估计值

　　２．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表７所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置信区

间都不包含０。因此，在本研究中 ＰＡＭＰ在三个自
变量和运动员能力间起中介作用。ＰＵＶＳＰＥＵ、ＰＵ
ＶＳＰＩ、ＰＩＶＳＰＵ的间接效应间的对比的置信区间包含
０。这说明它们虽然有差异，但没有达到统计学的显
著性水平。路径１的中介效用占总的间接效用的比
重为０．４３０；路径２的中介效用占总的间接效用的

比重为０．３１２；路径３的中介效用占总的间接效用
的比重为 ０．２５８。间接效用占总效用的比重为
０．３９４。

四、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本研究以东北大学本科生为研究对象，通过构

建结构方程模型，验证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感

知兴趣与学生课堂参与度之间的作用关系。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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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生使用 ＡＩ态度的中介作用进行实证检验。 结论如下：

表７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中介效应检验

路径关系
点估

计值

系数衍生值

ＳＥ Ｚ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检验
Ｂｉａｓ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９５％ Ｐｅｒｃｅｎｔｉｌｅ９５％
Ｌｏｗｅｒ Ｕｐｐｅｒ Ｌｏｗｅｒ Ｕｐｐｅｒ

结果

间接效应

ＰＵＵＡＩＡＳＣＰ ０．１４５ ０．０２７ ５．３７０ ０．０９９ ０．２０７ ０．０９７ ０．２０５ 支持

ＰＥＵＵＡＩＡＳＣＰ ０．１０５ ０．０２３ ４．５６５ ０．０６２ ０．１５７ ０．０６３ ０．１５７ 支持

ＰＩＵＡＩＡＳＣＰ ０．０８７ ０．０２４ ３．６２５ ０．０４１ ０．１４ ０．０４１ ０．１４１ 支持

总间接接效应 ０．３３７ ０．０５３ ６．３５８ ０．２３７ ０．４４７ ０．２４１ ０．４５６ 支持

直接效应

ＰＵＳＣＰ ０．０９０ ０．０４６ １．９５７ －０．００８ ０．１６９ ０．００１ ０．１８２ 支持

ＰＥＵＳＣＰ ０．２４３ ０．０５４ ４．５００ ０．１４２ ０．３５ ０．１４３ ０．３５ 支持

ＰＩＳＣＰ ０．１８５ ０．０５２ ３．５５８ ０．０８７ ０．２９４ ０．０８３ ０．２８９ 支持

总直接效应 ０．５１９ ０．０７１ ７．３１０ ０．３７ ０．６５２ ０．３８８ ０．６６１ 支持

总效应

总效应 ０．８５６ ０．０５７ １５．０１８ ０．７２９ ０．９６ ０．７４８ ０．９７１ 支持

比较

ＰＵＶＳＰＥＵ ０．０４０ ０．０３０ １．３３３ －０．０１８ ０．１０４ －０．０１８ ０．１０２ 不支持

ＰＵＶＳＰＩ ０．０５８ ０．０３１ １．８７１ ０ ０．１２７ －０．００１ ０．１２５ 不支持

ＰＩＶＳＰＵ ０．０１８ ０．０３０ ０．６００ －０．０３５ ０．０８５ －０．０３５ ０．０８４ 不支持

百分比

Ｐ１ ０．４３０ ０．０３ １４．３３３ ０．３２８ ０．５２５ ０．３３１ ０．５２９ 支持

Ｐ２ ０．３１２ ０．０５１ ６．１１８ ０．２１３ ０．４１２ ０．２１４ ０．４１６ 支持

Ｐ３ ０．２５８ ０．０５ ５．１６０ ０．１３９ ０．３５１ ０．１４ ０．３５１ 支持

Ｐ４ ０．３９４ ０．０５４ ７．２９６ ０．２８５ ０．５２９ ０．２８４ ０．５２７ 支持

　　注：Ｐ感知有用性；ＰＥＵ为感知易用性；ＰＩ为干感知兴趣；ＵＡＩＡ为使用ＡＩ态度；ＳＣＰ为学生课堂参与度；ＳＥ为标准误；Ｚ为 Ｚ值；Ｌｏｗｅｒ为

９５％置信区间下限；Ｕｐｐｅｒ９５％置信区间上限。

　　１．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感知兴趣均显著正
向影响学生使用ＡＩ的态度，且 ＡＩ使用态度与学生
课堂参与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在本研究中，我们发

现感知易用性和感知兴趣对学生课堂参与度均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然而，感知有用性与学生课堂参与

度的关联未达显著水平，可能受以下因素影响：首

先，人工智能在教学中的应用与现有的学习方式可

能存在不兼容之处。此外，学生在日常学习中使用

人工智能辅助的课堂相对较少，这限制了他们对其

有用性的感知，进而可能导致课堂参与度不会因使

用人工智能而显著增加。

２．使用 ＡＩ态度对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感
知兴趣与学生课堂参与度起到中介作用。由此可

知，在感知有用性与学生课堂投入之间的中介效应

可以通过几个中介因素来解释。人工智能在教育环

境中的感知有用性可能会通过感知兼容性和使用频

率等变量间接影响学生的参与度。具体来说，如果

学生认为人工智能工具与他们目前的学习方法兼

容，他们更有可能认为这些工具是有用的，并更多地

参与到课堂中。同样，增加接触和频繁使用人工智

能可以增强学生对其有用性的认识，从而提高他们

的参与度。这种中介关系表明，为了使人工智能对

学生的参与产生重大的直接影响，必须努力提高其

与现有教育实践的感知兼容性，并促进学生更经常

地使用人工智能。这种方法可以弥合人工智能在教

育中的理论实用性与其在提高学生参与度方面的实

际影响之间的差距。

（二）启示

１．学生对ＡＩ工具的接触和使用频率
在足球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注重展示ＡＩ工具在

实际应用中的优势和具体效果。建议引入基于 ＡＩ
工具的实践项目，鼓励学生在真实情境中应用所学

知识。例如，可以使用ＡＩ穿戴技术分析学生的技术
动作，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战术安排和球员表现。

通过定期评估学生使用ＡＩ工具的情况，收集反馈意
见，不断改进教学设计，确保 ＡＩ工具在课程中的有
效应用。这不仅可以有效推动 ＡＩ教育在普通高校
中的应用，还能提高学生对ＡＩ工具的接触和使用频
率，从而提升他们的课堂参与度和学习效果。未来，

期待更多关于ＡＩ教育应用的实证研究，为教育改革
和创新提供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

２．建立反馈机制
根据学生的反馈不断优化 ＡＩ工具在教学中的

应用，是确保其有效性和实用性的关键。研究结果

表明，学生对ＡＩ工具的使用体验和反馈直接影响他
们的学习效果和课堂参与度。因此，教育工作者应

·７９·



建立系统的反馈机制，定期收集学生在使用ＡＩ工具
过程中的意见和建议。通过分析这些反馈，可以识

别出ＡＩ工具在实际应用中的优点和不足，从而进行
针对性的调整和改进。反馈机制不仅应关注技术层

面的改进，还应重视教学方法和内容的调整。教师

可以根据学生的反馈，调整教学计划，增加 ＡＩ工具
在课堂中的应用场景，设计更多与实际学习需求相

契合的ＡＩ应用项目。通过这种反馈驱动的优化过
程，可以不断提升 ＡＩ工具的实用性，使其更好地服
务于学生的学习和成长。

３．鼓励学生探索和创新
鼓励探索和创新是提升学生在 ＡＩ工具使用过

程中创造力和创新意识的关键。本研究表明，创建

一个宽松且鼓励创新的学习环境，可以显著增强学

生对ＡＩ工具的使用态度和课堂参与度。因此，教育
工作者应致力于营造一种支持探索和试验的氛围，

鼓励学生大胆尝试新技术，并从中发现和解决问题。

教师应设计开放式的学习任务和项目，允许学生在

使用ＡＩ工具时自由发挥创意，而不是局限于固定的
操作步骤。这种自主探索的方式不仅可以提高学生

对ＡＩ工具的兴趣，还能帮助他们培养解决复杂问题
的能力。例如，在足球教学中，教师可以让学生使用

ＡＩ技术分析比赛数据，自主提出改进战术的方案，
并通过实际演练验证其效果。这种学习模式能有效

激发学生的创造力，使他们在反复试验中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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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工智能技术赋能高校美术设计教育的探索

张　鹏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 设计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１１－２０
基金项目：２０２１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智慧旅游推动河南红色旅游创新发展促进红色基因传承研究”

（２０２１ＢＫＳ０３６）
作者简介：张鹏（１９８４—），女，河南开封人，硕士，河南机电职业学院设计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美术设计方面的研究。

摘　要：ＡＩ技术打破了传统教学的时空限制，为美术设计教学提供了新工具、新方法，丰富了教
学资源，并拓展了教学空间。在美术设计课程中，ＡＩ技术主要应用于个性化创作启发、理论知识传
授、实践创作辅助及评价反馈等环节。ＡＩ激发了学生的创作灵感，提高了学习效率，优化了设计流
程，实现了对学生作品的多维度分析评价。然而，ＡＩ应用也带来技术依赖与创造力弱化、教师角色
转变等挑战。高校应积极探索ＡＩ与美术教育的深度融合，优化课程体系，加强师资培训，创新教学
方法与评价体系，推动美术设计教育事业迈向新高度。

关键词：人工智能技术；美术设计教育；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美术设计人才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５．０３．０１７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５）０３－０１００－０６

　　一、引言
在教育领域，人工智能（ＡＩ）在高校美术教育中

的应用为高校美术教学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钱

初熹在《人工智能时代学校美术教育的发展方向与

实施路径》中指出，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

泛应用在一定程度上革新了当前美术学科成果的生

产方式和应用结构，同时对当前美术专业的理论教

学与实践教学方式提出了挑战［１］。

ＡＩ打破了传统教学的时空限制，提供了更加个
性化、多样化的学习体验。而在美术设计教育中，ＡＩ
技术的融入更是引发了广泛关注和深入探讨。美术

设计作为一门创造性的学科，注重培养学生的审美

能力、创新思维和实践技能。ＡＩ技术的出现，为美
术设计教学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方法，丰富了教学资

源，拓展了教学空间。

二、ＡＩ在高校美术设计课程中的应用现状
（一）ＡＩ技术简介
人工智能（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简称 ＡＩ）是一

门融合了计算机科学、控制论、信息论、神经生理学、

心理学、语言学、哲学等多学科的交叉领域。其核心

在于通过计算机模拟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使机

器能够执行通常需要人类智能才能完成的任务，如

学习、推理、解决问题和理解自然语言等。ＡＩ的诞
生源于人类对智能本质的探索和对机器智能的追

求，旨在赋予机器类似人类的认知、学习和决策能

力，从而拓展人类的能力边界，解决复杂的现实

问题。

（二）应用领域与方式

根据于洋帆在《基于人工智能辅助下的美术学

科教育数字化转型教学实践》中的论述，在美术教

育个性化教育、现代化教学等转型需求的推动下，当

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美术教学中的应用主要涉及美术

学习路径、平台搭建两个方面，旨在通过人工智能技

术辅助美术专业学生进行数字艺术、交互艺术、ＶＲ
（虚拟现实）设计等方向的个性化创作，同时深化美

术专业学生对于人工智能技术操作性、功能性的认

知，促进数字化教学技术的应用与普及［２］。

在课程教学领域，ＡＩ正逐渐改变着传统的教学
模式，为美术设计教学带来了新的活力和方法。

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分析、提取美术作品的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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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实现对美术作品的精准标注，还可以通过虚拟

现实技术为学生提供沉浸式的美术学习体验。这些

技术的应用不仅能够提高美术教学的质量，还可以

培养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为高校美术教育的发展

注入新的活力［３］。

在创意启发环节，教师借助 ＡＩ工具，能够快速
将抽象的创意概念转化为直观的视觉图像，激发学

生的创作灵感。例如，在讲解服装设计课程中的未

来主义风格时，教师输入 “未来主义风格、金属质

感、流线型线条、高科技元素”等关键词，ＡＩ工具瞬
间生成一系列充满科技感和未来感的服装效果图。

这些独特的设计造型和新颖的元素组合，打破了学

生传统的思维定式，引导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

和探索设计方向，帮助学生突破创意瓶颈，拓展设计

思路 。

在设计理论知识传授方面，ＡＩ的智能交互功能
发挥了重要作用。以 Ａｄｏｂｅ公司推出的 Ａｄｏｂｅ
Ｓｅｎｓｅｉ为例，它集成在 Ａｄｏｂｅ系列设计软件中，当学
生在学习平面设计课程中遇到色彩搭配、排版布局

等理论知识难题时，可通过该 ＡＩ助手获取实时解
答。学生在使用 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进行海报设计时，对于
色彩对比度的把握不确定，只需向 ＡｄｏｂｅＳｅｎｓｅｉ提
问，它便能依据色彩理论知识和大量的设计案例，提

供专业的色彩调整建议，并展示调整前后的效果对

比，使学生更加直观地理解色彩搭配原理，这种智能

交互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和对理论知

识的理解深度 。

在实践创作环节，ＡＩ更是学生强大的创作助
手。在平面设计中，学生利用 ＡＩ图形设计工具，如
ＡｕｔｏＤｒａｗ，它能够根据学生绘制的简单草图，自动识
别并转化为高质量的矢量图形，大大节省了绘图时

间，提高了设计效率。例如，在处理复杂的图形元素

时，学生只需大致勾勒出形状，ＡｕｔｏＤｒａｗ便能快速
生成精确、美观的图形，学生可以将更多的时间和精

力投入到创意构思和设计优化中。在三维建模领

域，如 Ｂｌｅｎｄｅｒ结合 ＡＩ插件，能够实现智能建模。
学生输入简单的文本描述，如 “一座现代化的城市

建筑，具有独特的弧形外观和大面积的玻璃幕墙”，

ＡＩ插件便可以自动生成初步的三维模型框架，学生
在此基础上进行细节调整和材质添加，大大缩短了

建模周期，使学生能够更快速地将创意转化为三维

模型 。

在动画制作方面，ＡＩ助力动作捕捉与生成。传
统的动画制作中，动作捕捉需要复杂的设备和专业

的人员操作，成本较高且效率较低。而现在，借助

ＡＩ技术，如 Ｇｏｏｇｌｅ的 ＡｕｔｏＤｒａｗ和一些新兴的 ＡＩ
动画制作平台，通过对大量动作数据的学习和分析，

能够自动生成逼真的人物动作，学生只需对关键动

作进行简单调整，即可完成复杂的动画动作设计。

在制作人物奔跑动画时，ＡＩ可以快速生成流畅的动
作序列，学生根据动画的风格和情节需求，对动作的

速度、幅度等参数进行微调，即可得到满意的效果，

大幅提高动画制作的效率和质量 。

在评价反馈方面，ＡＩ也展现出了独特的优势。
ＡＩ智能评价系统能够对学生的作品进行多维度的
分析和评价。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自主研发的一款

ＡＩ美术作品评价系统为例，它基于深度学习算法，
能够从创意性、技巧性、审美性等多个维度对学生的

绘画作品进行评估。

（三）典型案例分析

温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在“设计无界———服

装系列设计”课程中，大胆引入 ＡＩ技术，为课程教
学带来了全新的活力与变革。学院携手无界 ＡＩ平
台，将智能ＡＩ平台深度融入课程，旨在引导学生更
高效地运用 ＡＩ进行服装创意设计 。

在创意启发阶段，学生充分利用 ＡＩ强大的图
像生成能力，突破传统思维的局限。当学生接到以

“未来城市”为主题的服装设计任务时，他们只需在

ＡＩ平台输入 “未来感面料、几何形状拼接、科技元
素装饰”等关键词，ＡＩ便能迅速生成一系列充满科
幻感的服装草图。这些草图不仅展现了独特的造型

设计，还融入了诸如发光线条、金属质感面料等新颖

元素，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创意灵感，帮助学生从不

同的角度思考服装设计的可能性，激发了学生的创

新思维 。

在设计实践环节，ＡＩ成为了学生的得力助手。
学生运用 ＡＩ工具进行面料纹理设计，通过输入不
同的材质参数和图案指令，ＡＩ能够生成各种逼真的
面料纹理，如丝绸的光泽感、皮革的纹理质感等。在

制作一款具有复古风格的服装时，学生利用 ＡＩ生
成了精美的蕾丝花边和复古印花图案，这些元素的

加入使得服装更具艺术感和历史韵味。ＡＩ还帮助
学生进行服装版型的优化，通过模拟人体运动数据，

ＡＩ可以分析出不同版型在人体活动时的舒适度和
美感，为学生提供最佳的版型建议，大大提高了设计

的效率和质量 。

通过这一课程的实践，学生在创意和设计能力

上取得了显著的提升。在课程作品展示中，学生们

的作品风格多样、创意十足，融合了传统文化与现代

科技元素，展现出了独特的设计理念和创新思维。

·１０１·



许多学生的作品在各类设计比赛中获得了优异成

绩，得到了业界的认可和好评。这充分证明了 ＡＩ
技术在激发学生创意、提升设计能力方面的积极

作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新媒体艺术与设计学院在

“插画艺术”课程中，巧妙地将 ＡＩ技术与教学相结
合，探索出了一条创新的教学路径 。

在诗歌插画单元，课程要求学生运用人工智能

软件进行创作。首先，学生利用微软小冰写诗，输入

“春天、花朵、阳光”等关键词，微软小冰会生成多首

诗歌初稿。随后，学生根据自己的创意对这些初稿

进行再创作，将这些创作的文字作为指令让人工智

能生成绘画。最后，学生们参考这些ＡＩ的作品进行
二次创作，在创作过程中融入自己的创意和情感，使

作品更加生动、富有感染力 。

ＡＩ在美术大学生创作中的应用，使得许多学生
的插画作品在国内外插画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了

众多奖项，这充分体现了 ＡＩ技术在插画教学中的
显著成效 。

三、ＡＩ应用对高校美术设计课程的影响
（一）积极影响

１．丰富教学资源与手段
ＡＩ技术的融入为高校美术设计课程带来了前

所未有的教学资源与手段变革，极大地拓展了教学

的广度和深度。在教学资源方面，ＡＩ为教师提供了
海量且丰富多样的素材，使教学内容更加充实和生

动。通过 ＡＩ驱动的艺术数据库和在线资源平台，
教师能够轻松获取来自全球各地的艺术作品，涵盖

绘画、雕塑、设计等多个领域，时间跨度从古代艺术

到当代先锋艺术，风格囊括了古典主义、印象派、立

体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流派。通过对这些作品的分

析，学生能更直观地理解色彩的情感表达与搭配

原则 。

ＡＩ还能生成虚拟画廊和数字艺术展览，为学生
营造沉浸式的艺术学习环境。利用虚拟现实（ＶＲ）
和增强现实（ＡＲ）技术，学生可以身临其境地参观世
界各地的著名艺术展览，如卢浮宫的经典画作展览、

威尼斯双年展的当代艺术展示等，仿佛置身于真实

的艺术殿堂之中，近距离欣赏艺术作品，感受艺术氛

围。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方式打破了传统教学中时间

和空间的限制，让学生能够接触到更多的艺术资源，

拓宽了学生的艺术视野 。

在教学手段创新方面，智能教学系统成了教师

的得力助手。智能教学系统还能实现实时互动，当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问题时，可以随时向系统提

问，系统会根据问题的类型和难度，提供详细的解答

和指导，就像拥有一位随时陪伴的专属导师 。虚拟

仿真教学也是 ＡＩ技术带来的重要教学手段创新。
２．激发学生创意与创新思维
ＡＩ在高校美术设计课程中对学生创意与创新

思维的激发作用显著，为学生提供了全新的创意启

发和设计思路，成为培养学生创造力的强大助力。

ＡＩ工具能够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深度学习，挖掘海量
艺术作品和设计案例中的潜在元素和创意点，为学

生提供多样化的创意启发。以 ＤＡＬＬ－Ｅ２为代表
的图像生成 ＡＩ，学生只需输入简洁的文字描述，如
“融合中国传统山水画意境的未来城市建筑”，它便

能迅速生成一系列充满想象力的图像，将中国山水

画中的空灵意境与未来城市建筑的科技感巧妙融

合，展现出独特的视觉效果。这些图像打破了学生

传统的思维定式，激发他们从不同的文化、风格和概

念中寻找灵感，拓宽了创意来源的渠道 。

ＡＩ能够激发高校美术学生的个性化学习的积
极性，而个性化学习是根据学生的学习风格、兴趣倾

向、能力水平等量身定制的教学模式，核心在于尊重

个体差异。然而，受限于师资力量和教学资源，个性

化学习往往很难在传统教育体系中实现。教师承担

着繁重的教学任务，很难满足每个学生的个性化需

求，再加上教学资源分配不均，造成了一些学生匹配

不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材料。随着人工智能与教育领

域的深度融合，个性化学习迎来了发展的全新契机。

包括智能测评系统、定制化学习路径规划、情感识别

与心理支持技术、虚拟助教等在内的ＡＩ技术为个性
化学习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智能评估系统精

准分析学生学习情况，提供个性化学习建议；定制化

学习路径规划根据学生的兴趣和能力，量身打造学

习计划；情感识别与心理支持技术能够及时了解学

生的情绪变化，提供必要心理支持；虚拟助教随时解

答学生疑问，为其提供个性化学习辅导。人工智能

在高校美术教学中的应用，有效提升了高校美术教

学的质量和效率，同时，每位学生都会享受到量身定

制的学习体验。这种创新的学习模式，有效提升了

学生的学习兴趣，使高校美术学生的学习潜能得到

充分挖掘，学习方式发生了颠覆性变革。

在教学评价环节，ＡＩ的评价功能大大提高了评
价的效率和客观性。这能够有效地帮助学生对自己

的学习成果和存在的问题明了在胸，从而促进学生

的学习和成长 。

此外，ＡＩ还可以通过智能辅导系统为学生提供
即时的学习帮助。帮助学生快速解决问题，提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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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效率 。

（二）消极影响及应对策略

１．技术依赖与创造力弱化风险及应对策略
在高校美术设计课程中，学生过度依赖 ＡＩ工

具，可能会导致手绘能力下降，创造力也随之弱化。

ＡＩ工具的便捷性使学生容易产生依赖心理，减少对
手绘的练习和运用。这将导致手绘能力逐渐弱化 。

并且，随着人工智能的应用，一些学生对其产生依赖

性，创新思维和创造力将难以得到有效的培养和提

升。高校美术教学必须强化学生手绘基本功的训练

和创新思维的培养。

２．教师角色转变与适应困难及其应对策略
在 ＡＩ时代，教师面临着从传统知识传授者向

学习引导者的重大角色转变。传统教学中，教师主

要负责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示范，学生处于相对被

动的学习状态。而在 ＡＩ融入美术设计课程后，学
生可以通过 ＡＩ工具获取大量的知识和信息，教师
的知识传授角色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挑战。需要进行

角色的转变。

教师要从授业解惑者角色转变成为美术大学生

个性化发展的引领者。美术教师的新定位与职责要

进行重塑。

在ＡＩ时代，美术教师的作用、职责在教育界正
发生革命性变化。在大量信息充斥的当今，教师应

该帮助学生找到正确的发展方向。从职责上来讲，

教师需要借助智能技术开展个性化教学、精准满足

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教师教学工作的核心任务

之一就是情感关怀和德育工作。因为智能技术在情

感交流和价值观塑造方面存在局限性，而教师的人

文关怀和道德引领至关重要。除此之外，教师要格

外重视对学生创新能力、团队协作等非技术能力的

培养。概括起来，人工智能时代对教师的要求更加

苛刻。教师必须积极顺应这种变化，不断提高自己

的综合素质，成为学生成长道路上的一盏明灯，为培

养有创新精神的未来人才贡献自己的力量。这场教

育变革，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革新，更重要的是重塑

和升华了教师的职业价值。

第一，教师要以学生需求为导向，量身定制教育

方案。由于学生的知识背景和理解能力存在差异，

他们在学习时会展现出各自独特的个性与偏好。所

以，教师需要因材施教，依据学生的个性特点、特长

以及兴趣来定制教学内容，设计富有吸引力的教学

方案，以此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热情，保证课堂教学

目标得以顺利达成。随着智慧课堂的广泛应用，人

脸识别、动作识别、语音识别等技术让师生互动有了

更多可能。通过分析ＡＩ记录的交互数据，教师能够
更真实、更细致地描绘学生的成长轨迹，构建起精准

的学生画像。这种基于数据的深入分析使教师能够

更加关注每个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表现和需求，从

而为学生提供更加精准、更有针对性的指导。最终，

这种个性化教学方式能够有效推动学生的学习进

步，助力他们成长为兼具独特优势且全面发展的人

才。智慧课堂与新技术辅助相结合，正引领教育领

域朝着更加个性化、高效化的方向迈进。

第二，高校的美术教师要从传统人机分离的教

学执行者转变为人机协同的创新教育者。在高校美

术教学中，要利用大数据优化教学决策。人工智能，

作为模拟人类运算智能、感知智能和认知智能的自

动化系统，正逐渐渗透到高校美术教育教学的各个

环节。其应用为制度化的高校美术教育带来了显著

的变革。在移动终端和“互联网 ＋”的助力下，高校
的美术教育要构建融合线上线下资源的混合式教学

体系，要为高校美术专业学生提供更为丰富的学习

体验。面对这一新形势，高校美术专业的教师需积

极应对挑战，不仅要熟练掌握大数据处理和分析技

巧，还要深入了解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

前沿技术。高校美术教师参与高校美术新型教学形

态的构建，要善于利用人工智能优化高校美术教学。

通过深入分析高校美术专业的大学生的学习行为，

能够更精准地把握学生学习中的需求和存在的困

难，从而制定出有的放矢的教学策略。人工智能与

高校的美术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正引领着一场高校

美术专业的教育变革，高校美术教师在教学中角色

的转变是这场变革的必然。

四、ＡＩ时代高校美术设计课程面临的挑战与应
对策略

（一）面临的挑战

１．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的适应性问题
在 ＡＩ时代，高校美术设计课程体系和教学内

容面临着诸多适应性问题。传统的美术设计课程体

系侧重于培养学生的手绘能力和传统设计技能，如

素描、色彩、平面构成等基础课程，以及基于传统设

计软件的操作技能训练。然而，随着 ＡＩ技术在美
术设计领域的广泛应用，这些课程内容已难以满足

行业对人才的新需求。许多高校在课程设置上缺乏

专门的 ＡＩ相关课程，导致学生无法系统地学习 ＡＩ
绘画、ＡＩ辅助设计等前沿技术，毕业后难以适应工
作岗位对 ＡＩ技能的要求。

设计史论、设计美学等理论课程中，对 ＡＩ艺术
的发展历程、美学特征及对设计行业的影响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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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较少，学生难以从理论层面理解 ＡＩ在美术设
计中的地位和作用。传统课程内容与 ＡＩ的融合也
存在不足，在平面设计课程中，虽然会教授一些设计

软件的使用，但对于如何利用 ＡＩ技术进行创意构
思、图像生成和设计优化等方面的教学相对薄弱，使

得学生在实际设计中难以充分发挥 ＡＩ技术的
优势。

２．教师 ＡＩ素养与教学能力的提升需求
教师作为教学的主导者，其 ＡＩ素养和教学能

力直接影响着 ＡＩ在美术设计课程中的应用效果。
在将ＡＩ技术融入教学方面，教师也面临着诸多挑
战。如何将 ＡＩ技术与传统教学内容有机结合，设
计出既符合教学目标又能充分发挥 ＡＩ优势的教学
方案，是教师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部分教师因习

惯了传统的教学模式，难以适应 ＡＩ时代以学生为
中心、强调自主学习和创新能力培养的教学理念，导

致教学效果不佳 。

３．学生 ＡＩ技能培养与综合素质提升的平衡
在 ＡＩ时代，培养学生的 ＡＩ技能固然重要，但

如何在掌握 ＡＩ技能的同时实现综合素质的全面提
升，是高校美术设计教育面临的挑战。一方面，过度

强调 ＡＩ技能可能导致学生忽视审美能力、艺术素
养和创新思维的提升。学生过于依赖 ＡＩ生成的设
计方案，缺乏对设计作品的深入思考和审美判断，可

能会使设计作品缺乏个性和艺术感染力。另一方

面，若只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而忽视 ＡＩ技能
的训练，学生又难以适应行业对 ＡＩ技术的需求，在
就业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因此，如何在两者之间找

到平衡，构建一个既能培养学生 ＡＩ技能，又能促进
学生综合素质全面提升的教育体系，是高校美术设

计教育需要深入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

（二）应对策略

１．优化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
高校应积极调整课程体系，增设与 ＡＩ技术紧

密相关的专业课程，为学生提供系统学习 ＡＩ技术
的机会。开设“ＡＩ绘画原理与实践”课程，深入讲解
ＡＩ绘画的算法原理、模型训练方法以及在实际创作
中的应用技巧。课程内容可包括对生成对抗网络

（ＧＡＮｓ）、变分自编码器（ＶＡＥｓ）等 ＡＩ绘画核心算
法的剖析，让学生了解 ＡＩ绘画的技术本质。通过
大量的实践案例，引导学生掌握 Ｍｉｄｊｏｕｒｎｅｙ、Ｓｔａ
ｂｌｅ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等主流 ＡＩ绘画工具的使用方法，使学
生能够根据不同的创作需求，运用 ＡＩ生成高质量
的绘画作品。设置 “ＡＩ辅助设计”课程，重点培养
学生在设计过程中运用 ＡＩ技术进行创意构思、方

案优化和效果呈现的能力。课程涵盖 ＡＩ在平面设
计、工业设计、环境艺术设计等多个领域的应用，如

利用 ＡＩ进行标志设计的创意生成、产品设计的参
数优化以及室内设计的空间布局规划等，使学生熟

悉 ＡＩ在不同设计场景中的应用流程和方法 。
在传统美术设计课程中，有机融入 ＡＩ技术元

素，实现教学内容的更新与拓展。在 “平面设计”

课程中，增加 ＡＩ图像识别与分析在设计素材筛选、
图像风格迁移等方面的应用教学。教师可引导学生

利用 ＡＩ图像识别技术，从海量的图像素材中快速
筛选出符合设计主题和风格要求的素材，提高素材

收集效率。通过 ＡＩ图像风格迁移算法，将一种图
像的风格应用到另一种图像上，为设计创作提供独

特的视觉效果。在 “三维建模”课程中，引入 ＡＩ智
能建模技术，如基于深度学习的自动建模算法，使学

生能够通过简单的操作生成复杂的三维模型。学生

只需输入物体的大致形状和关键特征，ＡＩ就能自动
生成初步的三维模型框架，学生在此基础上进行细

节调整和优化，大大提高了建模效率和质量。

高校还应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通过项目实

践、课程作业等方式，让学生在实际操作中加深对

ＡＩ技术的理解，提升应用能力。与企业合作开展实
际项目，让学生参与到 ＡＩ在美术设计领域的实际
应用项目中，如利用 ＡＩ进行品牌形象设计、产品包
装设计等，使学生在实践中了解行业需求和市场动

态，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

２．加强教师培训与专业发展
高校应制定系统的 ＡＩ技术培训计划，为教师

提供全面、深入的 ＡＩ技术培训。邀请 ＡＩ领域的专
家学者和行业资深人士，举办 ＡＩ技术专题讲座和
培训课程，内容涵盖 ＡＩ绘画、ＡＩ设计软件、机器学
习算法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组织教师参加 ＡＩ绘
画工具培训，让教师熟练掌握 Ｍｉｄｊｏｕｒｎｅｙ、ＤＡＬＬＥ２
等工具的使用方法，包括如何准确输入指令以生成

高质量的图像、如何调整参数以实现不同的绘画风

格和效果等。开展机器学习算法的培训，使教师了

解 ＡＩ背后的基本算法原理，如神经网络、决策树
等，以便在教学中更好地引导学生理解 ＡＩ技术的
本质 。

为教师提供 ＡＩ教学实践指导，帮助教师将 ＡＩ
技术有效地融入教学中。建立 ＡＩ教学实践指导团
队，由教学经验丰富且熟悉 ＡＩ技术的教师组成，为
其他教师提供一对一的教学指导。在教师准备将

ＡＩ技术融入课程教学时，指导团队可以帮助教师设
计教学方案，选择合适的 ＡＩ教学资源和工具，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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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评价标准等。

教师可以研究如何利用 ＡＩ技术实现个性化教
学，根据学生的学习特点和需求，为学生提供定制化

的学习内容和指导。

３．创新教学方法与评价体系
积极采用项目式学习、合作学习等多样化的教

学方法，充分发挥 ＡＩ技术在教学中的优势。在项
目式学习中，教师可以设计基于 ＡＩ技术的美术设
计项目，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运用 ＡＩ工具完成从
创意构思、设计制作到成果展示的全过程。

将ＡＩ智能评价系统作为辅助评价工具，对学生
的作品进行快速、客观的分析和评价，为教师和学生

提供参考。ＡＩ智能评价系统可以从多个维度对学
生的作品进行量化评估，如色彩搭配的合理性、构图

的稳定性、创意的独特性等，生成详细的评价报告，

指出作品的优点和改进方向。在高校美术教育中，

教师应把握好人工智能技术与人文理论的平衡，重

视人在艺术创作中的主体地位，实现人与科技的协

同发展。

五、结语

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新质生产力正影响当代美术

的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对新美术表现形式的持续

探索已成为数字化创新背景下美术学科的重要

课题［４］。

展望未来，ＡＩ技术在高校美术设计课程中的应
用将呈现出更加多元化和深入化的趋势，为美术设

计教育带来全方位的变革。随着 ＡＩ技术在美术设
计领域的不断创新和发展，其在高校美术设计课程

中的应用将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高效、个性化的学

习体验，培养出更多适应时代需求的创新型美术设

计人才，推动美术设计教育事业迈向新的高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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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深入探讨ＡＩ赋能的智慧课程在化工类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剖析当
前高校课程教学所面临的挑战，从ＡＩ赋能教学内容的更新迭代、教学方法的创新变革以及实践教学
的强化升级等方面系统介绍郑州轻工业大学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化工类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有

益探索，揭示ＡＩ赋能的智慧课程在人才培养中的积极作用，以期对创新型人才培养提供借鉴和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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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在这样的时

代背景下，国家对人才，尤其是创新型人才的需求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培养创新型人才是国家、民族长远发展的大

计。”［１］化工行业是我国重要的基础性和支柱性产

业。由于行业自身技术迭代加快，新技术不断涌现，

迫切需要能够引领行业发展的创新型人才。

一、ＡＩ赋能智慧课程：化工人才培养的变革力量
（一）时代必然：ＡＩ课程的开展与深入在创新型

化工人才培养中的格局性变化

传统的化工类专业教育模式面临生源质量参差

不齐、教学方法单一、师生互动不足、理论教学与实

践脱节、实践教学薄弱等问题，难以满足当前社会对

高素质化工人才的需求。在现行的人才培养模式

下，课程教学占据了学生在校时间的８７．５％［２］。课

程教学作为高校培养创新型人才的主战场，需要通

过课程设置、课程内容、实践环节培养学生的创新思

维和实践能力。然而，传统教学模式面临课堂容量

大、教学理念陈旧、过程性评价缺乏量化指标、教学

效果反馈周期长等问题［３］，无法真正有效落实因材

施教、持续改进的教育理念。因此，需要不断优化教

育资源配置、改革教学方法和评价体系，培养出更多

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化工类人才，为

国家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的持续进步贡献

力量。

在科技飞速迭代的时代，ＡＩ已从前沿概念深度
融入社会运转的各个领域。ＡＩ涉及计算机科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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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心理学、神经科学、语言学等多个领域的知识和

技术，以其强大的数据处理、模式识别和智能决策能

力，为教育领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２０２４年新
年伊始，中国自主研发的 ＤｅｅｐＳｅｅｋ开源模型发布，
引发全球ＡＩ领域的广泛关注。这一突破性进展犹
如关键信号，势必快速推进ＡＩ技术在全行业范围内
的变革。而ＡＩ技术的全面渗透，也意味着一场教育
领域的革新风暴即将来袭［４］。在化工类专业课程

中，ＡＩ技术可以应用于教学内容的智能推荐、教学
方法的个性化定制、实践过程的智能监控与评估等

方面，显著提升学习体验和效果。创新型人才培养

的格局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重塑，而ＡＩ课程的开展
与深入正是这场变革的关键驱动力，是时代发展无

可阻挡的必然。ＡＩ课程的深入开展，更在学生创新
思维的培养上成效显著。ＡＩ智慧课程借助前沿的
教学方法与智能工具，引领学生在浩如烟海的数据

中抽丝剥茧，深度挖掘隐藏的内在规律。在这一过

程中，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造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得以充分激发和培养，逐步成长为具备跨学科

知识与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放眼未来，随着 ＡＩ
智慧课程在教育体系中扎根更深，它必将持续推动

化工类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格局朝着更具前瞻性、

更能适应时代需求的方向大步迈进，为社会源源不

断地输送适应未来挑战的栋梁之材。

（二）实践要求：实现三全育人教育理念和化工

专业学生综合素质的跨越式发展

２０１９年新冠疫情暴发，使大学教育教学面临前
所未有的挑战，传统化工类专业教学模式的局限性

凸显。疫情封控期间，线下授课被迫按下暂停键，老

师们不得不“赶鸭子上架”开展线上教学，并建立了

包含教学视频、题库等在内较为丰富的线上教学资

源。当下正处于ＡＩ技术在各行各业蓬勃发展的时
代，化工专业教育领域的数字化建设变得势在必行。

而此前广泛开展的线上教学模式为 ＡＩ智慧课程的
建设提供了坚实基础。从教师的主观视角来看，降

低了技术门槛，更消除了他们对新教学模式的畏惧

和使用偏见。正因如此，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能

够更加顺利地接纳这一全新教学模式，开启教育领

域的新变革。ＡＩ赋能智慧课程在人才培养进程中
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为实现三全育人教育理念

和学生综合素质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三全育人，即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

是一种全面且系统的教育理念［５］。全员育人要求

学校的教师、行政人员、后勤职工等全体人员，都要

承担起育人的责任，形成教育合力。全程育人注重

从学生入学到毕业的每一个阶段，依据不同阶段的

特点，开展连贯且有针对性的教育活动，确保学生在

成长的每一步都能得到悉心引导。全方位育人则强

调将课堂教学、校园文化、社会实践等各个方面有机

结合，营造全方位的育人环境，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

受到熏陶和感染。ＡＩ赋能智慧课程为全员育人开
拓了全新局面：教师借助智能教学工具，能精准洞察

每个学生的学习状况，实现个性化辅导，提升教学成

效；行政人员通过数据分析系统，优化管理流程，为

教学提供更有力的支持；后勤职工可利用智能设施

精心维护实验设备，各方协同，凝聚成强大的育人合

力。于全过程育人而言，智慧课程从学生踏入校园

直至毕业，始终如一地发挥作用。入学初期，通过智

能评估系统能迅速了解学生的知识基础与学习特

点，帮助教师为其量身定制教学计划；学习过程中，

智能助教随时答疑解惑，助力学生稳步前行；毕业阶

段，模拟职场情景的智能课程又能帮助学生提前适

应社会需求，让学生在成长的每一步都得到精准引

导。全方位育人层面，线上开展一系列校园文化活

动，如线上社团活动、文化讲座等，促进学生之间的

交流互动，增强校园文化凝聚力；社会实践环节，学

生借助智能调研工具，远程收集数据、分析问题，提

升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全方位促进学生成长。

（三）先行先试：建立多元主体有效参与的 ＡＩ
智慧课程体系

建立多元主体有效参与的ＡＩ智慧课程体系，成
为推动教育创新、培养适应未来社会人才的关键举

措，具有先行先试的紧迫性与重要性。只有率先在

高校成功落地ＡＩ智慧课程，充分发挥其在人才培养
与科研创新方面的引领作用，才能为ＡＩ智慧教育在
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等各个教育阶段的全

面数字化建设开辟道路，实现教育全阶段的智能化

转型与升级。

一方面，高校教师凭借其自身的学术造诣和教

学经验，是ＡＩ课程内容设计与开发的主体参与者。
借助超星泛雅等网络教学平台，提炼课程体系知识

点并结合化工类专业领域的前沿知识，从基础理论

到实践应用，构建系统的知识框架。另一方面，以教

务处为代表的高校职能部门积极组织开展各类智慧

课程培训，从技术支持、设备维护到资源调配，精心

做好引导和保障工作，为智慧课程的顺利推进筑牢

根基。此外，依托 ＡＩ智慧课程群，紧密衔接化工类
专业中通识教育、学科基础教育、专业教育以及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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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教育模块，打破各个教学模块间的壁垒。让学

生在多维度的学习体验中，不仅能获取丰富多元的

知识，还能切实提升实践能力，实现知识与技能的深

度融合。通过这种有机整合与协同运作，极大地拓

宽了学生的学习视野，为全方位、系统性地提升学生

综合素质注入强劲动力。

ＡＩ智慧课程的打造，离不开企业的深度介入。
石油化工、环境工程、生物医药等各类化工企业凭借

在行业内积累的海量实践经验，以及丰富多样的实

际应用场景，能为专业课程输送紧扣时代脉搏、极具

时效性的真实案例［６］。这些案例犹如源头活水，让

课程内容始终与化工行业的时代发展同频共振。企

业与高校携手共建实习实训基地，为学生提供了宝

贵的实践平台。在实习中，学生可将课堂所学知识

应用于实际项目操作中。在此过程中，他们不仅能

切实提升自身实践能力，更能在应对实际问题的过

程中，锻炼并强化解决问题的能力，实现从理论到实

践的质的飞跃。

建立多元主体有效参与的ＡＩ智慧课程体系，需
要高校发挥教育科研优势，企业提供实践资源，政府

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社会组织助力普及推广，共同

推动ＡＩ智慧课程体系不断完善，为培养具有创新精
神和实践能力的创新型人才奠定坚实基础。

二、高校化工课程教学困境：亟待突破的瓶颈

课程教学是化工类专业人才培养的核心环节和

基本单元。在当今高校的课程教学中，一系列共性

问题逐渐凸显，这些问题犹如横亘在教育发展道路

上的巨石，迫切需要我们深入洞察并探寻行之有效

的解决路径。

（一）课程体系不完善，缺乏系统性和前瞻性

在当前化工类专业高等教育领域，诸多高校在

课程体系方面暴露出显著短板。课程设置缺乏科学

的顶层规划，致使课程之间难以形成有机联动，存在

内容重复和知识体系严重脱节的情况。这使得学生

在学习进程中难以整合知识，无法搭建起完整且连

贯的知识架构，极大地阻碍了知识的灵活运用与融

会贯通。此外，部分专业课程在教学大纲制定中未

能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不同层次学生的个体差异，课

程内容或晦涩难懂，远超学生的理解范围；或过于简

易，无法满足学生的求知渴望，难以实现因材施教的

教育目标。课程顺序编排同样存在缺陷。受学时限

制，部分专业基础课程学时被删减，对于后续需要前

置知识支撑的课程，学生理解起来困难，严重影响学

习效果与知识掌握。与此同时，公共课程与专业课

程之间融合度欠佳，公共课程难以有效助力专业学

习，学生难以将公共课程中习得的通用技能迁移至

专业领域，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与教育成效的折扣。

在教学实践环节，实验室容量限制、周学时限制等因

素导致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无法达成理想的平

衡［７］。学生缺少充足的实践机会将理论知识用于

解决实际问题，这极大地制约了学生综合创新能力

的培育与提升。

从课程前瞻性来看，部分课程内容更新缓慢，远

远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步伐。多数高校实验室设备陈

旧，更新换代效率低下，严重束缚了学生视野的拓

展。此外，高校对未来职业发展趋势及社会需求的

预判不够精准，未能针对性地开设旨在培育学生未

来核心竞争力的课程。比如，在未来社会对复合型

人才跨领域协作能力需求日益增长的背景下，现有

课程体系却缺乏系统培养团队合作、沟通协调等关

键能力的课程设置，使得学生在面对复杂多变的职

场时，明显准备不足，难以快速适应并胜任工作

岗位。

（二）教学方法有局限性，难以顾及个体差异

大部分高校课堂仍以传统讲授法为主，教师在

讲台上单方面输出知识，这种“一刀切”的模式全然

忽视了学生间的显著差别。学生的学习能力、兴趣

爱好、知识储备和认知风格各不相同，有些学生抽象

思维能力强，能迅速理解诸如伯努利方程这样复杂

的理论知识；而有些学生则更擅长通过实践、案例分

析等方式获取流体力学的相关知识。但传统讲授法

难以满足多样化的学习需求，导致学习能力较强的

学生“吃不饱”，学习进度滞后，无法充分挖掘自身

潜力；而基础薄弱或学习方式不匹配的学生则“吃

不消”，面对大量知识感到吃力，逐渐丧失学习信心

和兴趣。

情景式教学、翻转课堂、项目式学习等教学方法

虽已在部分化工教学课堂中运行，但受班级规模庞

大、教学资源匮乏等现实因素的制约，难以深入、全

面、有效地开展。教师分身乏术，难以对每个小组、

每位学生都给予细致入微的指导，使得这些原本旨

在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的教学方法，最终流于表面，

无法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线上 ＋线下”混
合教学模式的实践中，往往要求学生通过线上学习

知识点的相关文本和观看教学视频完成预习，这无

疑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有着较高要求。然而，现

有的评价体系通常简单地将任务点的学习次数、视

频反刍时长等作为观测指标，纳入学生的平时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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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范畴。这种方式存在明显漏洞，难以避免自制

力差的学生仅通过刷视频等手段获得成绩，无法真

实反映学生的学习投入与知识掌握情况。同样，小

组讨论活动在实际操作中，通常仅能凸显组长一人

的工作成果，对其他组员缺乏有效约束力，难以精准

衡量每个学生在其中的贡献。鉴于以上种种情况，

许多课程的评价方式还是更多倚重随堂测试、中期

测试、期末考试等传统测验方式评判学生的学习成

果。但这种做法同样存在明显局限性，未能全面考

量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努力程度、进步幅度以及独

特的思维方式和创新见解，进一步加剧了教学与学

生个体发展的脱节。

（三）实践学时不足，验证性实验比重过大

在实践学时分配方面，化工类专业教育在课程

设置上存在明显失衡，理论教学学时远超过实践教

学。化工类专业本应依靠大量的实践操作来夯实理

论知识，全方位提升学生的动手能力；然而现实却

是，学生真正投入实践操作的时间被严重压缩，尤其

是那些依赖大中型设备、仪器开展的实践环节，受限

更为显著。这就导致学生在遇到实际问题时，由于

实践经验匮乏而无从下手。即便他们在理论知识层

面掌握得较为牢固，却难以构建起完整的工程思维

体系，更无法将所学理论灵活运用到真实的实践

场景。

此外，验证性实验在实践教学中占据主导地位。

这类实验通常遵循既定的操作步骤，以验证某个已

知的理论或结果。学生只需按部就班地完成实验任

务，极大地限制了对学生创新思维和探索能力的培

养，并使学生形成“照方抓药”的实验模式，思维被

禁锢，主动思考和创新的意识愈发淡薄。一般而言，

学生只有在毕业设计阶段才有机会参与设计性、综

合性实验，这类实验能够让学生自主设计实验方案、

选择实验方法，使其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锻炼

综合能力。但这类实验在当前实践教学中的占比偏

低。学生耗费大量时间在基础性、验证性化学实验

上，尽管实验操作技能得到了一定锻炼，但对于设计

新型化学合成路线、探索未知化学性质等更具挑战

性和创新性的实验，却鲜有接触机会，这无疑严重制

约了他们在化学领域的深入研究与长远发展。

三、ＡＩ赋能智慧课程实践：化工类专业创新型
人才培养的探索之路

在科技浪潮汹涌澎湃的时代背景下，教育领域

正以开放的姿态积极融入科技变革的洪流。无论是

从国家政策大力倡导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宏观导向出

发，还是立足教学实践中对提升教学质量、满足学生

多元学习需求的实际考量，借助ＡＩ技术赋能的智慧
课程建设已然成为未来课程建设的必然趋势。它不

仅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推动化工类专

业高等教育迈向更高质量发展、培养创新型人才的

关键所在。针对当前高校在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

题，本文以郑州轻工业大学材料化学与工程学院为

例，深入探索与实践ＡＩ赋能的智慧课程在人才培养
中的创新育人模式，旨在推动化工类专业课程的全

面升级，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化

工类专业人才。

（一）衔接有序，整合教学内容

ＡＩ技术可以对教学内容进行智能整合和优化，
形成系统化、结构化的知识体系，尤其是知识图谱的

构建，将教学目标、课程内容、教学方法等要素以图

谱形式呈现［８］。从课程团队的层面设计教学内容

和教学方法，进行统一规划部署，全面优化教学方

案。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从素材选取、案例讲解、

翻转课堂设计等方面入手，让课程内容达到“两性

一度”的要求，并协同挖掘思政育人元素，使知识传

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同向同行［９］。分析学生

的学习数据，动态调整教学计划与内容，持续提升

教学质量。ＡＩ技术还可以实时跟踪和分析化工行
业的最新动态和技术进展，将最新的科研成果和

技术应用融入教学内容中，确保学生掌握前沿的

知识和技能。通过建设专业课程群知识图谱，充

分发挥协同效应，共同促进化工类专业的创新型

人才培养。

以我院应用化学专业为例，以知识图谱的方式

构建了应用化学专业分析方向的课程群，将课程群

的七门课程关联起来，从教师的配备、授课内容、课

时分配等方面统筹安排（图１）。循序渐进地设置学
习内容，有助于学生逐步建立学科思想，掌握分析学

科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了解前沿技术和应用领域，培

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课程群中的实验课程从基

础的滴定分析实验到仪器分析实验、综合实验、专业

实验，再到最后的毕业设计环节，通过逐层递进的实

践环节全面提升学生的实践和创新能力。各科授课

教师之间的沟通和协调确保课程之间的内容衔接和

互补。联动模式下的课程体系可以帮助学生打下扎

实的学科基础，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和综合素质，为

未来的科研和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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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应用化学专业分析方向的课程群知识图谱

　　（二）因材施教，创新教学方法
现有专业课授课模式由于受到多方面的条件限

制仍以大班授课为主，难以达到因材施教，为学生提

供定制化、个性化的教学方案。ＡＩ赋能的智慧课程
则提供了现有情况下最佳的解决方案［１０］。智慧课

程涵盖了电子课本、重难点讲解视频、练习题、文献

资料等大量资源。通过数字孪生技术生成教学视

频，包括与专业相关的社会热点以及最新科研进展

等内容。ＡＩ批改作业不仅可以减轻教师的工作负
担，使教师将更多的精力投入课程设计、思政育人等

主观创造性工作中，还可以确保评分的客观性和公

正性。ＡＩ助教可以为学生提供及时的反馈和建议，
学生通过查看任务点、反复观看教学视频、ＡＩ测试
等操作，自主掌握学习节奏，真正实现“以学生为中

心”的教学目标。另外，根据学生“课前 －课中 －课
后”的学习行为进行无感化的过程分析与多种角度

的数据采集，可以生成学生群体画像。在此基础上，

智慧课程能够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支持，包括

智能推荐学习资源、规划个性化学习路径、提供实时

反馈与指导等。实行个性化教学和定制测试的手段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过程性考核中的评价失真。

在智慧课程下，教学内容和组织实施相对稳定，不再

受限于课程团队教师个体间的差异以及教师经验、

心情等因素的影响。因此，ＡＩ赋能的智慧课程能够
充分发挥教师和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教学方法

的一大创新。如图２所示，ＡＩ赋能的智慧课堂采用
“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可以为教师提供全面
的教学评估和反馈，帮助教师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

和问题，及时调整教学策略和方法。以我校《仪器

分析》课程为例，由于疫情的影响，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学年
采用“线上 ＋线下”教学模式，课程目标达成值为
０．７５；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学年采用线上授课方式，课程目
标达成值为０．７２；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学年采用 ＡＩ赋能的
“线上＋线下”教学模式，课程目标达成值则为 ０．
７６。考虑到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学年采取了基于真实分析
案例的综合性命题方式，难度有所增加，题量与前两

年相比也提高了约１０％，课程目标的达成值依然稳
中有升。这说明ＡＩ赋能的“线上 ＋线下”混合教学
模式有利于课程目标的达成，切实提高了学生的学

习效果。根据课程教学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学生

对课程的满意程度逐年递增。同时，学生屡次在全

国大学生化工实验大赛等竞赛中斩获奖项，用人单

位也反馈毕业生基础理论扎实、实践能力强、工作踏

实并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

（三）虚实结合，强化实践环节

实践教学环节也是化工类专业课程的重要组成

部分。针对当前实践教学环节存在的学时少、大型

仪器设备台套数偏少等问题，打造虚实结合的实践

教学平台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实践教学的重要组

成部分，ＡＩ技术构建的虚拟仿真实验系统能够让学
生在虚拟环境中随时随地进行实验操作，从而提高

实验技能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北京欧倍尔基

于ＡＩ技术开发了人工智能在智慧化工实验室中的
应用系统，通过流程模拟软件 ＣｓＬａｂ，学生可以自主
设计完成化工原理实验流程，提升实验技能和创新

能力［１１］。如图３所示，我院也自主开发了虚拟仿真
实验平台，其中的仪器分析虚拟仿真实验平台涵盖

了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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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色谱－质谱联用仪、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核磁
共振波谱仪等多个仪器的结构原理以及定性、定量

实验内容。学生可以在线上完成相应的实验，也可

作为线下实验的预习环节。学生还可以通过我们自

主研发的金相技能虚拟仿真实验平台，巩固金相技

能大赛的相关内容，提高学生实践能力，提升学生比

赛成绩。此外，深化与企业合作，利用企业的资源与

技术充分开展产教融合ＡＩ智慧项目，为学生提供更
多的实践机会和平台，提高学生的培养质量和综合

素质。近３年，我院学生在“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
业计划竞赛、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全国化工设

计大赛、全国化工实验大赛、全国金相技能大赛、全

国化妆品大赛等省部级以上赛事中获奖１８０余项。

图２　ＡＩ赋能智慧课堂的“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

图３　郑州轻工业大学虚拟仿真实验平台截图

　　四、结束语
ＡＩ赋能的智慧课程在化工类专业创新型人才

培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通过构建知识图谱、搭建

智能教学系统、开发虚拟仿真实验平台等措施，推动

教学内容动态更新、教学方法的多元化、实践教学的

强化和个性化学习的支持，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

和创新能力。通过不断改进和优化，ＡＩ赋能的智慧
课程将更加符合学生的学习需求和期望，学生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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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积极性将进一步提高，综合素质也将不断增强，为

新质生产力发展和经济社会进步提供智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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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薯山药酒发酵工艺优化及品质分析

冯　冲，刘亚旭，龙佳慧，范伟林，吴祖宇，王照涵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食品与健康工程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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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２０２３年度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紫薯酸啤关键技术研究及推广应用”（２０２３１１０６８Ａ０１７）
作者简介：冯冲（１９７０—），女，河南信阳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食品与健康工程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食品发酵工程

方面的研究。

摘　要：以紫薯山药为主要原材料通过酶解和发酵研制出紫薯山药酒。通过单因素和正交试
验，得出紫薯山药酒的最佳发酵工艺条件为采用接种量为１．０％的ＲＷ酵母，质量比为１３的山药
和紫薯，发酵初始ｐＨ值为３．５。以上实验条件研制出的紫薯山药酒酒精度为１３．３％，自由基清除能
力为８０．８％，总还原糖值为３．８ｇ／Ｌ，总酸度为６．０ｇ／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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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薯（Ｉｐｏｍｏｅａｂａｔａｔａｓ（Ｌ．）Ｌａｍ），富含多种营
养成分，包括淀粉、膳食纤维、维生素、花青素、类黄

酮、黄萜类和多酚等生物活性物质，同时富含硒、铁

等多种微量矿物元素［１－３］。其具有清除自由基、延

缓身体衰老、防癌抗癌、降血糖、降血脂、增强人体免

疫力等功效［４］，经常食用还可以预防心脏病、治疗

肥胖症等［５］。紫薯加工技术相对滞后，缺乏深加工

技术和产品创新能力，这限制其产业的利润空间和

市场竞争力［６］。目前，紫薯主要应用于轻工、食品、

医药、化 工 等 行 业。山 药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Ｔｈｕｍｂ．）富含蛋白质、淀粉等营养成分，含有丰富的
多酚、多糖、皂苷和尿囊素等活性成分［７］。《本草纲

目》记载山药具有益肾气、健脾胃等功效，现代药理

学研究表明其具有调节免疫、改善胃肠屏障功能和

调节糖脂代谢的作用［８］。紫薯保健酒是在发酵前

加入有益于人类健康的功能性食品辅料制成的具有

多种保健功能的酒精饮品，其最大程度地保留紫薯

的营养成分，开辟了紫薯加工的市场前景［９］。国外

也有紫薯酒的相关研究。Ｒａｙ［１０］等研制出紫薯酿酒
的基础工艺后，很多学者在此方法上对紫薯酒的酿

造工艺进行了改进，如加入草本植物以增加紫薯酒

的功能性，或添加不同辅料来稳定紫薯酒中的花青

素和花色苷的含量。本文以紫薯和山药为主料研制

紫薯山药酒新产品，并对其进行品质分析。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主要材料与试剂

紫薯、山药购于郑州惠济区毛庄农贸市场。安

琪果酒酵母 ＲＷ、ＳＹ购于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弗曼迪斯艾尔干酵母 Ｓ０４、Ｓ２３购于弗曼迪斯酵母
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　主要仪器与设备
实验所用仪器设备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主要仪器与设备

仪器设备名称 型号 生产厂家

恒温水浴锅 ＨＨ２ 金坛市华峰仪器有限公司

电子天平 ＬＥＤＡ２００ 福州华志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超净工作台 ＳＪＣＪ２Ｆ 河南捷隆科技有限公司

立式压力蒸汽灭菌 ＹＸＱＬＳ５ＯＳＩＩ上海博讯实业有限公司医疗设备厂
摇床培养箱 ＴＱＬＹ２３２０ 天津泰斯特仪器有限公司

生化培养箱 ＳＰＸ１５０ＢＩＩＩ 天津泰斯特仪器有限公司

紫外分光光度计 Ｔ６新世纪 北京普析通用仪器有限责任公司

阿贝氏折光仪 ＷＹＴ糖度计 成都豪创光电仪器有限公司

ｐＨ计 ｐＨ２１１ 意大利ＨＡＮＮＡ公司

１．３　试验方法
１．３．１　酵母菌的活化

分别取１．０ｇ的 ＲＷ果酒酵母、ＳＹ酵母、Ｓ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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酵母、Ｓ０４酵母、ＡＮ酵母置于５０ｍＬ的烧杯中，各
加入含有４％蔗糖的灭菌的生理盐水或蒸馏水 １０
ｍＬ，在３５～３７℃的水浴锅中进行３０ｍｉｎ活化［１１］。

１．３．２　种子液的制备
取１０ｍＬ筛选后的酵母液放入１００ｍＬ灭菌过

的ＰＤＡ培养基中进行摇床培养（３７℃），１６０ｒ／ｍｉｎ，
４８ｈ制得种子液，便于发酵时的接种。
１．３．３　紫薯糖化酶解

紫薯削皮切丁进行蒸煮，蒸煮时间２０ｍｉｎ，按照
料液比１３加入纯净水打浆。将打浆均质后的紫
薯液ｐＨ调至５．５，加入质量分数０．３％的果胶酶和
纤维素酶，水浴锅中加热５５℃，酶解１ｈ。加入质量
分数０．１５％的α－淀粉酶，温度６５℃，初始ｐＨ调至
７．０，时间６０ｍｉｎ［１２］，巴氏杀菌８０℃，１０ｍｉｎ进行灭
酶处理。

１．３．４　山药糖化酶解
将山药蒸煮３０ｍｉｎ，煮至山药软烂，按照料液比

１３加入无菌水用打浆机进行打浆得到山药液，加
入α－淀粉酶和糖化酶进行酶解［１３］。酶解过程：向

锥形瓶中的山药液加入０．１５％的 α－淀粉酶，水浴
锅加热 ６０℃，１ｈ。用 ０．５％的柠檬酸调节 ｐＨ至
５．５，添加０．１５％的糖化酶，水浴锅升温至６０℃，加
热１ｈ，随即升温到８０℃，加热１０ｍｉｎ灭酶。
１．３．５　工艺流程

紫薯原料→蒸煮→打浆→酶解（果胶酶、纤维
素酶、α－淀粉酶、糖化酶）→发酵→澄清→杀菌与
装罐→成品。
１．３．６　单因素试验设计

（１）最佳山药紫薯配比
山药紫薯质量比分别为２１，１１，１２，１

３，１４，用柠檬酸和ＮａＯＨ调节ｐＨ值为４．０，１．５％
的ＲＷ果酒酵母，在２９℃条件下发酵５ｄ，分别测定
感官评分和酒精度。

（２）最佳酵母种类
分别加入ＲＷ、ＳＹ、Ｓ２３、Ｓ０４、安琪活性干酵母

（ＡＮ）的种子液进行发酵，测定感官评分和酒精度。
（３）最佳酵母添加量
分别添加糖化液质量的０．５％，１％，１．５％，２％，

２．５％的ＲＷ果酒酵母，测定感官评分和酒精度。
（４）最佳ｐＨ值
取灭菌过的紫薯糖化液 ５组，用柠檬酸和

ＮａＯＨ调节紫薯糖化液的 ｐＨ值为３．０，３．５，４．０，４．
５，５．０，测定感官评分和酒精度。

（５）紫薯酒最佳发酵条件的正交试验设计
根据紫薯酒的制作方法，以感官评价和酒精度

为指标，分别考察酵母种类、酵母添加量、山药与紫

薯配比、最佳ｐＨ值等四个因素，分别取三个工艺水
平，进行正交设计如表２。

表２　正交因素水平表

水平
因素

Ａ酵母种类 Ｂ酵母添加量／％ Ｃ山药：紫薯／（ｗ／ｗ） ＤｐＨ
１ ＲＷ １％ １１ ３．５
２ ＳＹ １．５％ １２ ４．０
３ Ｓ２３ ２％ １３ ４．５

１．３．７　清除ＤＰＰＨ自由基能力的检测
分别取２５，５０，１００，１５０，３００μＬ稀释１０倍的样

品定容在２５ｍＬ的容量瓶中，加入０．８ｍｇ／Ｌ的ＤＰ
ＰＨ溶液１．０ｍＬ，蒸馏水定容至２５ｍＬ，室温静置２０
ｍｉｎ，测定５１７ｎｍ处的吸光度值。
１．３．８　理化性质测定

（１）酒精度的测定 采用ＧＢ／Ｔ５００９．２２５－２０１６
《发酵酒及配制酒卫生标准的分析方法》。

（２）ｐＨ的测定 参照 ＧＢ／Ｔ１３６６２－２０１８《黄
酒》中酸度计测定，调整试液温度２５℃ ±１℃，直接
测定，直至ｐＨ读数稳定１ｍｉｎ为止，换算成２５℃时
的ｐＨ，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１．３．９　感官评定

根据国标 ＧＢ／Ｔ１５０３８－２００６《葡萄酒，果酒通
用分析方法》，进行改良，选择２０名受过训练的专
业人员进行产品的感官评分，从色泽、澄清度、香气、

风味、典型性 ５个方面进行感官评分，满分为 １００
分。感官评价标准如表３所示。

表３　感官评价标准

指标 评价标准

色泽５分

色泽明亮，诱人（３．５～５分）
具有该产品应有的色泽（２～３．５分）
与产品该有色泽略有不同（１～２分）
与产品应有的色泽严重不符（０～１分）

澄清度５分

澄清，色泽明亮（４～５分）
澄清，无明显悬浮物（２．５～４分）
澄清透明，无杂质（１～２．５分）
浑浊，色泽不明亮（０～１分）

香气３０分

色味纯正，余味淳朴，酒味芳香（２３～３０分）
具有紫薯山药特有的芳香（１５～２３分）
紫薯山药味较少，略微不足（７～１５分）

酒味使人不愉快，有明显杂志味道（０～７分）

风味４０分

口感丰富，有明显层次感，回味爽口（３０～４０分）
酒质柔顺，酸甜适当（２０～３０分）
口感协调，纯正无杂（１０～２０分）
味道寡淡，酒体不协调（０～１０分）

典型性２０分

风格独特（１５～２０分）
典型明确，风格良好（１０～１５分）

有典型性（５～１０分）
无紫薯山药风味不协调（０～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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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分析
２．１　最佳山药紫薯配比的确定

由图１可知，同等条件下山药紫薯配比量不同，
发酵产品的酒精度和感官评分也不同。山药和紫薯

质量比１２时，酒精度最高为１３．４％，感官评分最
高为８８分，产品色泽明亮，酒味醇厚，带有明显的紫
薯山药芳香气味。

图１　山药紫薯质量比对发酵的影响

２．２　最佳菌种的选择
由图２可知，固定接种量１．５％，山药紫薯质量

比１２，发酵初始 ｐＨ调至４．０，相同发酵条件下，
ＲＷ酵母的产酒精能力最高为１３．８％，ＲＷ酵母的
感官评分最高为８７．９分，ＳＹ酵母次之，Ｓ－２３酵母
和Ｓ－０４差别不大。根据酒精度与感官评价指标综
合考虑，最佳酿酒酵母应选用ＲＷ酵母。

图２　不同种类酵母对紫薯山药酒发酵的影响

２．３　最佳接种量的确定
由图３可知，紫薯山药酒的酒精度和感官评分

都随接种量的增多而上升，在接种量１．５％时达到
最大值８９．２分，酒精度为１３．５％。接种量过多，用
于酒精生产的营养物质减少，酵母菌产生的有害代

谢产物增多，细胞发生自溶产生的分解物质，使酒液

品质下降，影响产品的感官评分。综合分析最适酵

母接种量为１．５％。

图３　不同酵母接种量对紫薯山药酒发酵的影响

２．４　最佳ｐＨ值的确定
由图４可知，采用 ＲＷ酵母，接种量１．５％，山

药紫薯质量比１２，相同发酵条件下，发酵开始酒
精度的大小随发酵初始ｐＨ的提高而增加，当ｐＨ高
于４．５时酒精度开始下降；感官评分随 ｐＨ的升高
而升高，ｐＨ为４．５时感官评分到最大值８７分，酒精
度为１３．６％。综合考虑，发酵初始 ｐＨ的适宜范围
３．５～４．５。

图４　不同ｐＨ对紫薯山药酒发酵的影响

２．５　山药紫薯酒正交试验结果
由表４可知，通过对紫薯山药酒感官评分的极

差分析，得到对紫薯山药酒的影响因素大小为 Ａ＞
Ｄ＞Ｂ＞Ｃ，对产品影响最大依次是酵母种类，发酵初
始 ｐＨ，接种量，山药紫薯质量比，最优组合为
Ａ１Ｂ１Ｃ３Ｄ１，通过对紫薯山药酒酒精度的极差分析，
得到最紫薯山药酒的影响排序大小为 Ａ＞Ｄ＞Ｂ＞
Ｃ，对产品影响最大因素依次是酵母种类、ｐＨ、接种
量、山药紫薯质量比。根据实际经验，酒精度权重为

１，感官评分权重为 ４，通过综合评分法选出最优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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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正交试验表

试验号
Ａ

酵母种类

Ｂ

添加量／％

Ｃ

山药：紫薯

Ｄ

ｐＨ
酒精度／％ 感官评分 综合评分

１ １（ＲＷ） １（０．１０％） １（１１） １（３．５） １３．６ ８２ ３４１．６
２ １ ２（０．１５％） ２（１２） ２（４．０） １４．１ ８１ ３３８．１
３ １ ３（０．２０％） ３（１３） ３（４．５） １４．６ ７８ ３２６．６
４ ２（ＳＹ） １ ２ ３ １４．２ ７７ ３２２．２
５ ２ ２ ３ １ １３．１ ８０ ３３３．１
６ ２ ３ １ ２ １４．０ ７６ ３１８．０
７ ３（Ｓ－２３） １ ３ ２ １２．５ ７８ ３２４．５
８ ３ ２ １ ３ １２．５ ７４ ３０８．５
９ ３ ３ ２ １ １２．０ ７７ ３２０．０

综合评分

ｋ１ ３３５．４３３ ３２９．４３３ ３２２．７００ ３３１．５６７
影响因素

Ａ＞Ｄ＞Ｂ＞Ｃ

ｋ２ ３２４．４３３ ３２６．５６７ ３２６．７６７ ３２６．８６７
ｋ３ ３１７．６６７ ３２１．５３３ ３２８．０６７ ３１９．１００
Ｒ １７．７６６ ７．９００ ５．３７６ １２．４６７

表５　综合评分方差分析

来源 自由度 ＡｄｊＳＳ ＡｄｊＭＳ Ｆ值
Ａ酵母种类 ２ ４８２．４４２ ２４１．２２１ ２．２３５
Ｂ接种量 ２ ９５．９６２ ４７．９８１ ０．４４５

Ｃ山药紫薯质量比 ２ ４７．０２９ ２３．５１４５ ０．２１８
ＤｐＨ ２ ２３７．８２９ １１８．９１４５ １．１０１
误差 ０  
合计 ８ ８６３．２６

表６　验证试验结果

指标 Ａ１Ｂ１Ｃ３Ｄ１ Ａ１Ｂ１Ｃ１Ｄ１
综合评分 ３６０．１±２．３ ３４１．６±３．１

　　 由表 ５可知，感官评分最高的方案为
Ａ１Ｂ１Ｃ３Ｄ１，高于方案 Ａ１Ｂ１Ｃ１Ｄ１，符合正交试验预期
结果。综合考虑选用方案 Ａ１Ｂ１Ｃ３Ｄ１为最佳发酵工
艺，即采用ＲＷ酵母，接种量为１．０％，山药紫薯质
量比为１３，发酵初始ｐＨ为３．５。
２．６　清除ＤＰＰＨ自由基能力的检测结果

由图５可知，紫薯山药酒都具有良好的自由基
清除能力，酒样添加量为１００μＬ时，紫薯山药酒的
自由基清除能力达到了８０．８％。

图５　不同酒样自由基清除能力

３　结论
通过向紫薯酒中加入不同的辅料，研制出两种

不同风味的紫薯山药酒。采用单因素试验研究了山

药紫薯不同配比、菌种的选择、菌种的接种量和初始

ｐＨ值等四个因素对紫薯酒发酵过程的影响。试验
得到紫薯山药酒的最佳工艺条件，山药紫薯质量比

为１３，添加酵母的量为１．０％ＲＷ，发酵初始 ｐＨ
值为３．５，ＤＰＰＨ清除自由基能力为８０．８％，产品酒精
度为１３．３％，总糖值为３．８ｇ／Ｌ，总酸度为６．０ｇ／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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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肝癌严重威胁着人类健康，异斯特维醇衍生物表现出显著的抗肝癌功效，为开发新型抗
肝癌药物提供新的思路和策略。从异斯特维醇Ｄ环和１９位羧基修饰物两个方面综述了近２０年来
异斯特维醇衍生物抗肝癌活性的研究进展，以期为此类化合物的抗肝癌新药开发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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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癌是发生于肝脏的消化系统恶性肿瘤，作为
世界第三大恶性肿瘤，具有高发病率、高死亡率的特

点，且发病率与死亡率逐年升高。全球癌症调查报

告结果显示：２０２１年全球肝癌新增病例９１万人，占
总新增癌症患者的４．７％，位居第６位；死亡病例数
８３万人，占总癌症患者死亡人数的８．３％，位居第３
位。尤其是，独特的饮食结构使我国成为世界肝癌

的高发区，全球每年肝癌造成的死亡人数中，我国占

据了５０％左右。在我国肝癌死亡率高居所有癌症
的第２位。因此，肝癌治疗成为医学领域乃至整个
生命科学领域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肝癌治疗方法主要有放射治疗、手术治疗和药

物治疗即化疗，其中药物治疗依然是治疗肝癌的最

重要方法。早期治疗肝癌的药物主要有５－氟尿嘧
啶、阿霉素、顺铂等，但其治疗效率均在 １０％ ～
２０％，效果欠佳。近年来陆续出现了奥沙利铂、卡培
他滨、吉西他滨以及靶向药索拉菲尼、布立尼布、舒

尼替尼、瑞戈菲尼、贝伐单抗、沙利度胺等抗肝癌药

物。随着药物研发者将目标转移到取材方便、价廉、

低毒的天然产物领域，相继发现青蒿素、花青素、吴

茱萸碱等对肝癌具有较好的治疗效果［１］。因此，采

用从动、植物中寻找毒性低、疗效高的抗肝癌活性成

分，以及在天然药物有效成分上进行进一步的结构

修饰，半合成一些抗肝癌活性更好的衍生物的研究

策略，已是国内外科研工作者的共识。

图１　异斯特维醇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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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斯特维醇是由天然产物甜菊苷在不同条件下
衍生而来的具有贝叶烷骨架的四环二萜类化合物

（图１）［２］。早期研究结果表明：异斯特维醇具有降
血压、降血糖、降血脂、心肌保护、脑的保护作用等药

理功效。近年来，随着对其研究的深入，大量新型异

斯特维醇衍生物被设计和合成［３］，一些新的性能也

被陆续开发，如：抗癌活性、小分子催化性能、材料凝

胶性能、超分子自组装性能等［４］。尤其是部分衍生

物展现出较好的抗肝癌功效，促使研究者进一步设

计新型衍生物以期在抗肝癌新药开发领域有更深层

次的突破。

１　异斯特维醇衍生物的抗肝癌活性
异斯特维醇的分子骨架上含有两个活泼官能团

即是１６位处的羰基和１９位处的羧基，１５位亚甲基
受到１６位羰基的作用，也具有一定的反应活性。因
此，近年来科研工作者主要针对这三个区域进行结

构修饰，合成了系列新型衍生物，并重点对其进行了

体外抗肝癌ＨＥＰＧ－２细胞的活性评价。通过结构
修饰和活性研究，研究者掌握了在异斯特维醇分子

上嫁接何种取代基、何类亚结构单元更能有效提高

异斯特维醇衍生物的抗肝癌效果。

１．１　异斯特维醇Ｄ环修饰物及其抗肝癌活性
异斯特维醇 Ｄ环一直是研究者重点修饰的区

域，在对Ｄ环的１６位羰基修饰的同时，发现１５位亚
甲基也能够与一些小分子如甲醛、溴等发生反应，引

入羟甲基、溴等活性基团，这为进一步改造１５位亚
甲基提供了基础。此外，１５位亚甲基结构改造后能
显著提高异斯特维醇的抗肝癌活性，因此，研究者通

常对Ｄ环进行结构改造，以期获得高抗肝癌活性的
结构分子。

２０１１年，ＬｉＪ等人［５］以甜菊苷为原料经过水解

后获得异斯特维醇及其同分异构体斯特维醇，后经

过乙酰化、氧化、Ｔｏｌｌｅｎｓ反应、磺酰化、选择性氧化
以及消除等反应，对异斯特维醇和斯特维醇的 Ｄ环

区域经过一系列的改造，将 α，β－环外不饱和酮结
构单元，引入到异斯特维醇和斯特维醇的 Ｄ环之
中。并对修饰的化合物进行了抗肿瘤活性的评价，

在评价的三株肿瘤细胞 ＭＤＡ－ＭＢ－２３１，ＨＥＰＧ－２
和ＭＧＣ－８０３中，该系列化合物对肝癌细胞ＨＥＰＧ－
２抑制活性最好，尤其是化合物１（图２）对 ＨＥＰＧ－
２细胞的ＩＣ５０值低至０．９５μＭ，显著地优于阳性对照
药物阿霉素（ＩＣ５０＝２．０８μＭ）和冬凌草甲素（ＩＣ５０＝
３．６６μＭ）。

２０１２年，ＺｅｎｇＹ等人［６］曾以异斯特维醇为原

料，重点对其Ｄ环进行结构修饰，将活性α，β－环外
不饱和结构片段引入到异斯特维醇的分子骨架上，

经过酯化、Ｔｏｌｌｅｎｓ、酰化、氧化、扩环、磺酰化、消去等
系列反应合成了系列Ｄ环修饰的α，β－环外不饱和
内酯衍生物。抗ＨＥＰＧ－２细胞增殖实验结果显示：
化合物２（图２）对该株肿瘤细胞的抑制效果最好，
其ＩＣ５０值达到１２．３９μＭ。
２０１７年，ＬｉｕＹ等人［７］以异斯特维醇为原料，经

过酯化、肟化、缩合等系列反应，将氮氧结构单元引

入到异斯特维醇Ｄ环区域，合成了系列异斯特维醇
氮氧化合物。抗ＨＥＰＧ－２细胞增殖实验结果显示：
化合物３（图２）表现出最好的抑制活性，其ＩＣ５０值为
（１．０５±０．０３）μＭ，显著优于阳性对照药舒尼替尼
ＩＣ５０＝（７．７８±０．０４）μＭ。
２０２３年，邓智建等人［８］以异斯特维醇为原料，

对其Ｄ环进行结构修饰，经过酯化、氧化、肟化、还
原等反应，将氨基醇结构单元引入到异斯特维醇 Ｄ
环区域，合成出化合物４（图２）。抗肿瘤活性结果
显示：该化合物对肝癌 ＨＥＰＧ－２细胞活性最优，其
ＩＣ５０值可达（１９．６０±２．６３）μＭ，优于阳性对照药五
氟尿嘧啶（２５１．５７±６．３３）μＭ。进一步作用机制研
究结果表明：该化合物通过上调 ＰＴＥＮ表达抑制
ＰＩ３Ｋ／ＡＫＴ／ｍＴ０Ｒ生长增殖通路的磷酸化激活，从
而诱导凋亡促进蛋白表达增加，引起肿瘤细胞凋亡。

图２　高抗肝癌活性的异斯特维醇Ｄ环修饰物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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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异斯特维醇 Ｄ环的１５、１６位结构修饰基
础上，进一步通过化学方法将异斯特维醇的 Ｄ环打
开或者进行扩环反应，合成一些结构新颖的异斯特

维醇Ｄ环的开环或扩环衍生物。在丰富异斯特维
醇结构类型的基础上，评价它们的抗肝癌功效，这也

是科研工作者的研究方向之一。

２０１４年，ＷａｎｇＴ等人［９］经过 Ｔｏｌｌｅｎｓ、磺酰化、
开环反应，将异斯特维醇的 Ｄ环打开，进一步进行
还原、缩合等反应，将氮氧化合物结构单元嫁接到Ｄ
环开环的碎片区域合成出一系列新型异斯特维醇Ｄ
环开环产物，抗ＨＥＰＧ－２细胞增殖实验结果显示：
化合物５（图２）表现出最优的抑制活性，其ＩＣ５０值为
（６．４４±０．０４）μＭ。
２０１６年，刘燕等人［１０］对异斯特维醇进行衍生

化，经过酯化、肟化、开环、选择性氧化、脱氢等反应

合成了一系列异斯特维醇Ｄ环开环产物如化合物６
（图２），并评价了该系列化合物对ＨＥＰＧ－２细胞的
细胞毒活性，结果显示：该系列化合物对 ＨＥＰＧ－２
细胞毒活性普遍不佳，ＩＣ５０值均大于２５μＭ。
１．２　异斯特维醇１９位修饰物及其抗肝癌活性

异斯特维醇１９位羧基处于特殊的化学环境中，
其位于由 Ａ、Ｂ环组成的凹型区域内，加之２０位甲
基和Ｄ环的空间位阻效应，这给１９位羧基的改造
带来较大困难。因此，１９位羧基修饰研究的相对较
少。近年来研究发现：可先在１９位羧基上引入小
型、高活性取代基，使引入的取代基脱离凹型区域，

并进一步对取代基结构进行修饰，从而克服空间位

阻效应，丰富异斯特维醇的结构类型。

２００４年，ＬｉｎＬＨ等人［１１］首先开展了此类研究

工作。他们以甜菊苷为原料，经过水解得到异斯特

维醇后，利用乙二胺与异斯特维醇１９位羧基进行缩
合反应，成功将酰胺亚结构单元引入到异斯特维醇

分子骨架上，合成出了双异斯特维醇酰胺衍生物７
（图３），并评价了它对 ＨＥＰＧ－２细胞的抑制活性，
结果显示：该化合物表现出中等的抑制活性，其

ＩＣ５０＝（１７．４±０．２）μＭ，与阳性对照药物阿霉素的
活性（ＩＣ５０＝１２．７μＭ）接近。
２０１４年，ＷａｎｇＴ等人［９］以异斯特维醇为原料，

重点对其１９位羧基进行结构修饰，通过酰氯化、亲
核取代、水解、缩合等反应，成功将氮氧结构单元引

入到异斯特维醇１９位区域上，合成了一系列异斯特
维醇氮氧化合物，抗ＨＥＰＧ－２细胞增殖实验结果显
示：１９位羧基修饰物８（图３）表现出最好的抑制活
性，其ＩＣ５０值为（４．２４±０．０３）μＭ。
２０１７年，ＭａｌｋｉＡ等人［１２］发现在１９位处引入酯

结构片段，也能提高其抗肝癌作用，该研究小组评价

了１２个１９位羧基修饰的酯骈异斯特维醇衍生物对
肝癌细胞ＨＥＰＧ－２的抑制活性，结果显示化合物９
（图３）的细胞毒活性最优，其ＩＣ５０值达２μＭ。进一
步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细胞分裂的 Ｇ１期，化合物
９能提高 ＣＤＫＮ１Ａ，ｐ２１、ＢＡＸ，ＢＩＤ和 ＰＡＲＰ－１表
达，降低ｐｒｏ－ＣＡＳＰＡＳＥ－３表达和 ＡＫＴ的磷酸化
作用，同时也能够降低 ＨＥＰＧ－２细胞中 －钙黏蛋
白、β－连环蛋白、ＶＥＧＦ和ＣＯＸ－２的表达。

图３　高抗肝癌活性的异斯特维醇１９位修饰物７－１４

　　２０１９年，ＬｕａｎＴ等人［１３］以异斯特维醇为原料，

继续对其１９位羧基进行修饰，通过酰氯化、亲核取
代、缩合等反应，在合成出酰胺骈异斯特维醇衍生物

的基础上，进一步衍生化，同时将三氮唑活性结构单

元引入，合成了一系列１９位修饰的酰胺和三氮唑骈
异斯特维醇衍生物，抗 ＨＥＰＧ－２细胞活性结果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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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化合物１０（图３）表现出最佳的抑制效果，其ＩＣ５０
值为（８．９２±０．４４）μＭ，优于阳性对照药５－氟尿
嘧啶的活性ＩＣ５０＝（２３．４５±０．３７）μＭ。
２０２１年，ＬｉｕＪ等人［１４］以异斯特维醇为原料，重

点对其１９位羧基进行结构改造，通过酰氯化、亲核
取代、消除、选择性氧化、脱氢、肟化、醚化等反应合

成了一系列Ａ环修饰的 α，β－不饱和酮衍生物，进
一步评价了它们对 ＨＥＰＧ－２的细胞毒性，结果显
示：该系列衍生物对ＨＥＰＧ－２细胞均具有较好的抑
制活性，尤其是化合物１１（图３）对 ＨＥＰＧ－２细胞
的ＩＣ５０值为０．３９±０．０４２μＭ，优于阳性对照药阿霉
素的活性ＩＣ５０＝（１．６±０．１０）μＭ。
２０２１年，ＧａｒｉｆｕｌｌｉｎＢＦ等人［１５］以异斯特维醇为

原料，重点将糖基引入到异斯特维醇的１９位处，通
过１９位羧基与糖分子的羟基进行缩合反应，又进一
步对糖基进行氨基化，合成了一系列氨基糖骈异斯

特维醇衍生物，抗 ＨＥＰＧ－２细胞活性结果显示：化
合物１２（图３）具有较好的活性，其ＩＣ５０值为（２２．７±
１．５）μＭ，优于阳性对照药物它莫西芬ＩＣ５０＝（２３．４
±１．９）μＭ。
２０２１年，ＶｏｌｏｓｈｉｎａＡＤ研究小组［１６］通过异斯

特维醇的１９位羧基修饰，将铵盐结构片段引入到异
斯特维醇的１９位处，合成了一系列新型异斯特维醇
铵盐衍生物，抗ＨＥＰＧ－２细胞活性结果显示：化合
物１３（图 ３）对该细胞表现出最好的抑制活性，其
ＩＣ５０值为（１９．５±１．７）μＭ。
２０２４年，ＫｕｚｎｅｔｓｏｖａＤＡ研究小组［１７］利用不同

链长的二溴烷烃与异斯特维醇的１９位羧基反应，后
进一步与三苯基膦作用，将頮盐结构片段引入到异

斯特维醇的１９位处，合成出来系列新型异斯特维醇
頮盐衍生物，并对其进行正常肝细胞抑制活性评价，

结果显示：化合物１４（图３）对正常肝细胞表现出最
好的增殖抑制，其ＩＣ５０值为（１６．２±１．２）μＭ。
２　存在的不足

通过对近年来异斯特维醇衍生物抗肝癌研究的

分析可知：尽管利用化学合成方法制备了大量的新

型异斯特维醇衍生物，积累了诸多合成经验，筛选出

了部分高抗肝癌活性的化合物，但是其研究仍存在

一些不足。（１）新型衍生物的设计缺乏系统性、针
对性。目前异斯特维醇衍生物抗肝癌研究主要依据

合成经验将活性亚结构单元嫁接到异斯特维醇分子

骨架上，而深层次的构效关系研究相对薄弱。因此，

对新型衍生物分子设计时，缺乏系统的、针对性的构

效关系理论作为支撑，致使高活性的先导化合物无

法涌现。（２）异斯特维醇衍生物结构类型偏少。异

斯特维醇本身仅有１６位羰基和１９位羧基两个反应
活性位点，又由于１９位羧基受到较大的空间位阻，
修饰相对困难。因此，目前合成研究主要通过对其

１６位羰基修饰以获取新型衍生物，从而导致异斯特
维醇新型的结构类型偏少。（３）异斯特维醇衍生物
抗肝癌研究深度不够。截至目前，异斯特维醇衍生

物抗肝癌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型异斯特维醇衍生物的

合成，以及评价衍生物对ＨＥＰＧ－２细胞的体外细胞
毒活性方面。对于高活性衍生物的动物体内抗肝癌

活性以及受试化合物抗肝癌机制的研究相对较少。

３　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异斯特维醇及其衍生物广谱的药理

功效，尤其是对肝癌细胞显著的抑制作用，为开发新

型抗肝癌药物提供新的思路和策略。总结分析发

现，对异斯特维醇Ｄ环以及１９位羧基修饰，引入氨
基醇、α，β－环外不饱和酯、杂环等活性结构单元，
能够显著提高异斯特维醇的抗肝癌活性。然而，目

前仍存在诸如衍生物设计缺乏系统性、针对性，衍生

物结构类型偏少，抗肝癌研究深度欠缺等方面的研

究不足。因此，后期研究中应利用智能技术开展分

子设计，理解配体与受体的作用机理，以提高化合物

设计的成功率；通过微生物转化，开发异斯特维醇

Ａ、Ｂ环反应活性位点，丰富其结构类型；对高活性
衍生物进行体内抗肝癌活性试验，利用 ＲＮＡ－ｓｅｑ
等技术揭示分子生物学机制，深化研究内容，从而筛

选出高活性先导化合物，加速异斯特维醇抗肝癌新

药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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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人们对安全和可持续能源需求的日益增长，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各种新型清洁能源
和储能系统相继出现并得到了充分发展。铝空气电池得益于超高的地壳资源储量和适宜的电化学

性质近年来引起了科研工作者的广泛关注。与电极材料相比，人们对电解质的开发研究相对较少，

尤其是实际放电性能较为薄弱的液态电解液。因此，综述了酸性、碱性和中性三类液态电解液工作

时的反应机理、存在问题及相应的改性解决方案，且对铝空气电池液态电解液的进一步发展进行了

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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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能源供应短缺持续加剧，人们对清
洁可再生资源的需求日益急迫。为此，不少研究人

员致力于光伏、超级电容器、金属空气电池等新型能

源开发和储能技术研究。在众多新型储能技术中，

金属－空气电池以其超高的理论能量密度、更加安
全的结构、更为平稳的放电电压等特点，被认为是最

具开发潜力的新型储能装置之一。

金属空气电池一般以不同金属（包括锂、锌、

镁、铝等较活泼金属）为阳极，借助阴极上的反应催

化剂将空气中的氧气载入反应，从而实现金属自身

化学能通过氧化还原反应转化为电能。如表 １所
示，不同的金属空气电池表现出不同的性能优缺

点［１］，其中铝 －空气电池具备较高的理论电位、稳
定且快速的电化学反应能力、丰富的地壳资源储量

和超高的体积能量密度等优点，成了该领域的研究

热点。然而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人们主要集中于对

新型电极材料的研究和报道，对液态电解液的研究

进展关注较少［２］。事实上，当前铝 －空气电池液体
电解质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包括副反应严重、电解液

腐蚀性强、阳极钝化、电解液易挥发泄漏以及环境和

安全隐患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铝－空气电
池的实际应用和产业化进程。因此，开发高性能、低

副反应、低腐蚀性且环境友好的液态电解质，成为推

动铝－空气电池技术突破的关键。本文将梳理酸
性、碱性和中性电解质的反应机理与优化策略，并展

望铝－空气电池电解质的未来发展方向，为相关研
究和应用提供理论参考与技术支持。

１　液态电解液简介
液态电解液一般呈现出无结晶和良好的液体流

动性，具有制备成本低、不易燃、离子导电性高等特

性，在市场应用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大

量综述类研究论文多以水性电解质和非水性电解质

作为简要分类依据，但电解质的成分、浓度和 ｐＨ值
的不同同样会对电解质的电化学性能产生影响。为

此，本文以液态电解质的酸碱 ｐＨ值为分类依据，并
依次对各条件下的性能优势、反应机理及优化方案

进行阐明。

１．１　碱性电解液
碱性电解液通常是指 ｐＨ值大于７的电解液，

它主要由碱金属或碱土金属的氢氧化物、盐类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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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金属－空气电池性能对比

类型 相对原子质量 密度／（ｇ／ｃｍ３） 理论电位／Ｖ电化学当量／（Ａｈ／ｇ） 电子转移数目／个 体积能量密度／（Ｗｈ／ｃｍ３） 地壳含量／％
Ｌｉａｉｒ ６．９４ ０．５８ ３．４ ３．８６ １ ７．１ ０．００６５
Ａｌａｉｒ ２６．９８ ２．７０ ２．７ ２．９８ ３ ２１．９ ７．７３
Ｍｇａｉｒ ２４．３１ １．７４ ３．１ ２．２０ ２ １１．８ ２．００
Ｚｎａｉｒ ６５．３９ ７．１３ １．３ １．６５ ２ ９．２ ０．００１５
Ｆｅａｉｒ ５５．８５ ７．８７ １．３ １．２８ ２ ９．４ ４．７５
Ｃａａｉｒ ４０．０８ １．５５ ３．４ １．３４ ２ ７．１ ３．４５

水等组成。碱性电解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氧化

还原反应的进行，因此，同等条件下碱性电解质具有

更快的电化学反应速率和更高的开路电压。与此同

时，碱性电解质所表现的过电位也相对较低，更有利

于降低枝晶形成的可能性。当前，最为常用的两种

碱性溶液为氢氧化钾（ＫＯＨ）和氢氧化钠（ＮａＯＨ）。
Ｆａｎ等［３］曾对该两种水溶液进行放电性能比较后发

现，ＮａＯＨ溶液具有较高的放电电压，但利用率较
低，ＫＯＨ电解质离子导电性好、氧扩散和反应动力
学更快，因此更具应用价值。据下列反应方程式和

图１可以得到，铝基表面钝化物 Ａｌ２Ｏ３和反应沉淀
物Ａｌ（ＯＨ）３都可在强碱性条件下分解

［４］。因此，钝

化反应处理相对较为简单，但强碱环境下所导致铝

基阳极的腐蚀却成了痛点问题。

电池总放电反应：

４Ａｌ＋３Ｏ３＋６Ｈ２Ｏ→４Ａｌ（ＯＨ）３ （１）
Ａｌ２Ｏ３＋２ＯＨ

－２ＡｌＯ－２ ＋Ｈ２ （２）
Ａｌ（ＯＨ）－４Ａｌ（ＯＨ）３＋ＯＨ

－ （３）

图１　铝在２５℃下的Ｐｏｕｒｂａｉｘ图

　　针对强碱环境下铝基阳极易腐蚀的问题，目前
主要有以下几种缓解策略。首先，通过制备多元合

金（如 铝－锌、铝－镓、铝－锡等），可以有效提升铝
基阳极在碱性条件下的抗腐蚀性能。多元合金的原

理在于通过第二相元素的引入，改变铝表面的微观

结构和电化学反应活性，抑制局部腐蚀和氢气析出

现象，合金元素的选择需兼顾与铝的相容性、电化学

稳定性以及对电池整体性能的影响。其次，电解液

添加剂的引入也是缓解阳极腐蚀的重要策略，主要

包括缓蚀剂和絮凝剂等。缓蚀剂通过在铝表面形成

保护膜或改变界面反应动力学，降低铝的自腐蚀速

率；絮凝剂则能吸附或沉淀溶液中的杂质，减少对阳

极的有害影响。选择电解液添加剂时，应考虑其与

电解液和电极材料的兼容性、对电池性能（如离子传

导性、极化等）的影响，以及添加剂本身的环境友好性

和经济性。Ｒａｎｉ［５］等通过对比Ａｌ１２００，Ａｌ８０１１，以
及Ａｌ６０６１这三种不同牌号的铝合金在同一种电解
液中的放电能力发现，其中的不同的合金元素会对

电池的整体放电性能造成显著的影响，也进一步验

证了多元合金对阳极抗腐蚀性能的影响。马景灵

等［６］通过向纯铝中添加 Ｚｎ、Ｉｎ、Ｍｇ等合金元素制备
Ａｌ－Ｚｎ－Ｉｎ－Ｍｇ－Ｔｉ铝合金，经所制合金与纯铝阳
极对比测试发现，所制合金不仅可以减小铝阳极表

面钝化膜的致密性，提高铝阳极的活化性能，还能降

低自腐蚀速率。Ｍｅｎｇ等［７］在研究Ａｌ－Ｓｎ合金于碱
性溶液中的活化及放电性能过程中发现，Ｓｎ的加入
能够在钝化膜表面造成微孔和微裂纹促进阳极活

化，且钝化膜的厚度与 Ｓｎ的添加量有关。Ｌｉｕ［８］等
所制备的Ａｌ－Ｓｂ合金在放电过程中所生成的微纳
米ＡｌＳｂ沉淀经氧化后在电极处会形成一层含Ｓｂ的
保护膜，显著提高阳极放电活性的同时也有效地抑

制了电极自腐蚀速率。

缓蚀剂方面，近年来 Ｐｅｎｇ等［９］利用 Ｍｎ对工业
纯铝阳极进行改性研究发现，Ｍｎ的引入可促进铝
基阳极活化，同时溶解态的 Ｍｎ和 Ａｌ３Ｆｅ金属化合
物所产生的协同作用在自腐蚀速率曲线上呈先升高

后稳定的趋势，具有稳定的腐蚀抑制效果。如图２
所示，Ｎｉｅ等［１０］提 出采 用酪蛋白 （Ｃａｓｅｉｎ）和
Ｎａ２ＳｎＯ３混合抑制剂来缓解电化学腐蚀，实验得到
酪蛋白高效调节锡酸盐层积的同时充分利用其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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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性官能团的强吸附性在铝阳极表面形成均匀稳定

的保护层，其混合抑制剂对析氢反应的抑制效率高

达８３％。Ｗｕ等［１１］采用烷基葡糖苷（ＡＰＧ）来促进
和调整 Ｋ２ＳｎＯ３的沉积使其形成均匀的电极保护
层，利用ＡＰＧ和 Ｋ２ＳｎＯ３的协同效应获得优异的比
容量（高达２１８０ｍＡｈ／ｇ）和析氢抑制效果（析氢速
率从０．７３５ｍＬ／ｃｍ２·ｍｉｎ降低至 ０．０４３ｍＬ／ｃｍ２·

ｍｉｎ，对应抑制效率为９４．１４％）。Ｚｈｕ等［１２］研究了

引入离子液体－乙二醇体系作为局部水包盐电解液
来改善传统的碱性溶液所带来的析氢腐蚀。研究发

现，添加后的铝阳极析氢腐蚀速率显著降低，比容量

可以达到２０１０ｍＡｈ／ｇ，循环稳定性及样机利用率也
得到了显著提升。

图２　（ａ）不同含量酪蛋白表面微观形态和放电曲线对比；（ｂ）酪蛋白的分子结构（Ｒ１、Ｒ２、Ｒ３分别

含有不同的氨基酸官能团）；（ｃ）混合抑制机理的示意图

１．２　中性电解液
中性电解液是指 ｐＨ接近 ７的导电离子液体。

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起，学者们便开始关注中性盐溶
液作为铝空气电池电解质的应用，并对其有效性进

行了系统研究。目前应用较多的中性电解质主要包

括氯化钠（ＮａＣｌ）和天然海水。与酸性和碱性电解
液相比，中性电解液在铝基阳极环境下展现出更优

异的耐腐蚀性和溶解均匀性，有效减缓了铝阳极的

腐蚀速率。此外，中性电解液还具有抑制碳化反应

的潜力，有助于延长电池寿命并提升整体性能。

Ｍａ［１３］及其团队更是将其称为铝空气电池中最合适
的水性电解液。

然而，据以下方程式不难发现，铝基阳极与电解

质所生成的铝阳极产物易形成絮状沉淀。且最为关

键的是金属氧化膜在中性电解质中是稳定的，因此

体积电阻增加的同时严重影响其自身放电性能。

中性电解液下反应方程式：

阳极：Ａｌ＋３ＯＨ－→Ａｌ（ＯＨ）３＋３ （４）
阴极：Ｏ２＋２Ｈ２Ｏ＋４Ｅ

－→４ＯＨ－ （５）
为此，人们开发了各种含有活性合金元素的铝

基材料，并在中性电解质中进行了实验分析。

Ｎｅｓｔｏｒｉｄｉ等［１４］在中性ＮａＣｌ电解质下对Ａｌ－Ｉｎ、Ａｌ－

Ｇａ、Ａｌ－Ｔｉ、Ａｌ－Ｍｇ、Ａｌ－Ｉｎ－Ｇａ等一系列二元和三
元合金进行性能测试发现，Ａｌ－Ｉｎ合金在２０ｍＡ／
ｃｍ２的放电电流下，２ｍｏｌ／Ｌ的 ＮａＣｌ溶液可以产
生－１．２Ｖ的放电电压，利用率高达９５．４％，验证了
中性溶液可作为电池系统中高性能阳极合适电解质

的可能。Ｓｈａｙｅｂ［１５］等在同等实验环境下对二元
Ａｌ－Ｚｎ和三元 Ａｌ－Ｚｎ－Ｓｎ进行对照分析时发现，
Ａｌ－Ｚｎ合金可实现Ｓｎ２＋的界面扩散且 Ａｌ－Ｚｎ合金
上形成的ＺｎＡｌ２Ｏ４可导致表面钝化膜产生缺陷，这
些缺陷和裂纹正为活性金属阳离子通过氧化膜和铝

基合金界面提供了渗透通道，为此锡的加入使得

Ａｌ－Ｚｎ－Ｓｎ合金展现出更高的电位值（具体概述如
下表２所示）。Ｔｏｎｇ［１６］等对比了不同Ｆｅ，Ｓｉ含量铝
阳极在中性电解液中的性能。研究发现，微合金元

素Ｆｅ和 Ｓｉ会加速阳极在中性电解液中的腐蚀，但
与此同时却带来了铝基板活化性能的显著提升。通

过综合对比实验人员发现，Ａｌ－０．１Ｆｅ－０．３Ｓｉ和
Ａｌ－０．２Ｆｅ－０．２Ｓｉ铝合金在中性电解液中表现出的
性能要优于Ａｌ－０．２Ｆｅ－０．８Ｓｉ铝合金。与此同时，
尽管铝基阳极在中性电解液中的腐蚀速率相对适

中，但进一步探索可能有助于提高中性铝空气电池

放电性能的缓蚀剂作用仍具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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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铝空气电池中所用中性电解液研究概况

电解液
实验
温度（Ｋ） 金属阳极 性能表现 引用

ＮａＣｌ ２９８ 铝－锡 电位值随合金中锡含量的增加而减小；当Ｓｎ含量为０．２％和
０．４％时激活效果最佳 Ｇｕｄｉｃ等［１７］

ＮａＣｌ ３０３ 铝－镁－锰－硅－铁－铜－铬－钛 存在半球形和晶体状表面腐蚀且腐蚀电位均接近０．７２０Ｖ Ａｂａｌｌｅ等［１８］

ＮａＣｌ ２９８ 铝－锌－镁－铟－铜－铁－硅 耐腐蚀性能提升显著 Ｍａ等［１９］

ＮａＣｌ ２９３ 铝掺杂（镓、铟、铋、铅、锰）
可在电流０．２９Ａ电压超过１．１Ｖ的状态下持续放电１４０小时；

阳极利用率超过４４％ Ｈａｎ等［２０］

ＮａＣｌ － 铝－铟合金 有效利用率高达９５．４％；２ｍｏｌ／Ｌ条件下电流密度为：２０ｍＡ／ｃｍ２ Ｓｍｏｌｊｋｏ等［２１］

海水 ２９６ 镁－锰－硅－铁－铜－锌－铬 击穿电位随着试验温度的升高而降低且表现出良好的抗腐蚀性能 Ｅｚｕｂｅｒ等［２２］

１．３　酸性电解液
酸性电解液是指 ｐＨ值介于２～７的导电离子

液体，在铝空气电池等金属空气电池体系中应用较

为广泛。常见的酸性电解液主要包括盐酸（ＨＣｌ）和
硫酸（Ｈ２ＳＯ４），其类型及浓度对电池性能具有显著
影响。具体而言，低浓度盐酸能够有效降低铝阳极

的自腐蚀速率，从而提升电池的稳定性，但由于离子

浓度和电化学活性有限，往往表现为较低的开路电

压及有限的电荷储量，难以满足高能量密度电池的

需求。相比之下，高浓度硫酸具备更优异的导电性

能和较高的电化学储能能力，能够提升电池的输出

功率和容量，但强酸环境会加速铝阳极的自腐蚀反

应，导致电池循环寿命缩短，且副反应的增加可能引

发安全隐患。因此，在酸性电解液的选择与应用过

程中，需要在抑制铝阳极腐蚀、提升电池能量密度及

延长循环寿命等性能指标之间进行权衡。未来的研

究可从优化电解液配方、开发新型缓蚀剂、改进电极

材料等方面入手，以实现酸性电解液体系下铝空气

电池性能的协同提升，这种系统性优化思路有助于

推动酸性电解液在金属空气电池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与应用。除此之外，Ｆｌａｍｉｎｉ［２３］曾对 Ａｌ－Ｉｎ－Ｇａ合
金在同等质量下的酸性 ＮａＣｌ和醋酸溶液进行电化
学性能比较后发现，无论是酸性ＮａＣｌ还是醋酸溶液
铝基阳极表面都易形成影响电化学反应速率的钝化

膜。为此，与中性电解质相似，铝基阳极同样需要在

酸性环境下进行活化处理。

为此，Ｓａｉｄｍａｎ等［２４］通过在酸性氯化物电解液

中对纯铝表面沉积铟离子制备出Ａｌ－Ｉｎ合金，其性
能在较高的 Ｉｎ３＋浓度下，当电位大于 －１．５０Ｖ时
Ｉｎ３＋进行电化学还原，而 ＩｎＯ２－离子则沉积在比
－１．５０Ｖ更低的电位处，初步表现出 Ｉｎ３＋离子在促
进酸性溶液活化方面的成效。此外，Ｍｕｎｏｚ等［２５］还

研究了用于酸性电解质下的三元铝合金（Ａｌ－Ｚｎ－
Ｉｎ），其实验结果表明，酸性电解质下的 Ａｌ－Ｚｎ－Ｉｎ
合金由于锌离子的存在，因而可通过置换反应促使

铟离子形成富集的表面，同时还会进一步加速 Ｃｌ－

的积累，实现 Ｉｎ、Ａｌ和 Ｚｎ正电荷离子在电位高
于－１．１Ｖ时产生Ｃｌ－的加速吸附。

近年来，不时有人报道有关双电解质甚至三电

解质的水性铝空气电池。Ｒｏｔａ［２６］曾对双极性结构
的铝空气电池在酸性与碱性电解质中的放电性能进

行比较后发现，０．０４１ｍｏｌ／ＬＨＣｌ和３ｍｏｌ／ＬＨ２ＳＯ４
混合电解质可产生３５Ｗ（在１７０ｍＡ／ｃｍ２时，开路
电压为０．７Ｖ）的最高功率输出，高于４ｍｏｌ／ＬＮａＯＨ
单体电解质所能达到的３０Ｗ（在１１０ｍＡ／ｃｍ２时）
的最高功率输出。Ｃｈｅｎ［２７］结合了铝的三价和混合
ｐＨ热力学优点，以 Ｈ２ＳＯ４为阴极电解液，ＫＯＨ为
阳极电解液制备双电解质体系。全新状态下，该结

构可表现出２．２Ｖ的开路电压和１７６ｍＷ／ｃｍ２的最
大功率密度，比同等条件下的传统单体碱性铝空气

电池分别高出 ３７．５％和 １０４．６％。其反应机理
如下：

酸性条件下反应方程式：

Ｏ２＋４Ｈ
＋＋４ｅ－→２Ｈ２Ｏ （６）

Ｗａｎｇ等［２８］在 Ｃｈｅｎｇ［２９］所成功制备的 ＫＯＨ／
ＣＨ３ＯＨ和ＫＯＨ／Ｈ２Ｏ双电解液基础上，更提出以有
机碱性阳极溶剂、聚合物离子交换膜、有机电解质、

酸性阴极电解液组成三电解质铝空气电池，通过将

三种不同的电解质和两种不同的隔膜进行适当配

置，在５ｍＡ／ｃｍ２电流密度下实现１．９５～２．２Ｖ稳定
放电的同时还有效降低了各电极材料的自腐蚀，如

下图３所示。双电解质或三电解质的出现有效改善
了传统水性铝空气电池的缺点，在一定程度上确实

推动了铝空气电池水性电解质的发展。但值得注意

的是，双电解质或三电解质系统的发展面临着缺乏

可实现持久和有效隔膜的挑战。此外，随着系统复

杂性的提升也相应地导致了铝空气电池在体积和制

备成本方面的增加。

２　总结与展望
液态电解液因其具备较高的安全稳定性、良好

的电极界面接触以及结构尺寸可塑性等优点，目前

在铝空气电池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然而，当前液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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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ａ）实验装置示意图；（ｂ）实物照片；（ｃ）三电解质在不同电流密度下的放电曲线；

（ｄ）经细砂纸打磨后试样表面电镜扫描图

解质仍面临电极材料腐蚀、电极材料活化困难等挑

战。未来电解液的发展方向应具有更强的指导性和

前瞻性，可从以下几方面重点推进：

首先，应加快开发目标导向型、兼具高循环稳定

性和高比容量的先进电解质体系，以满足铝空气电

池在长寿命、高能量密度等方面的需求。

其次，建议结合原位表征技术（如原位电化学

显微镜、原位拉曼光谱等）与先进的机器学习、计算

模拟方法，深入探索电解液与正负极界面的反应机

理。这将有助于揭示界面演化过程中的关键因素，

为电解液成分优化和界面调控提供理论支撑。

再次，可进一步优化抗腐蚀电极材料的制备工

艺，采用如单辊快冷、静电纺丝与热处理结合、增材

制造（ＡＭ）等［３０，３１］高精度、低成本、快速成型的先进

制造技术，提升基础材料的综合性能。

最后，针对金属空气电池中空气电极过电位高、

氧气扩散受限等问题，应加强电池结构的创新设计，

开发耐用、低成本、高稳定性的复合三电解质系统，

并针对不同电解质体系（如金属氧化物、碳纳米材

料、碳量子点等［３２，３３］）开发高性能电催化剂，以提升

氧气渗透能力和界面催化反应速率，进一步增强电

化学活性。

总体而言，未来液态电解液的研究不仅需关注

材料本身的性能提升，更应注重多学科交叉与先进

技术手段的融合，推动铝空气电池在生物医疗、动力

电池等领域实现更广阔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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