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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观的百年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缩

影，其理论重点演进，具有清晰的逻辑理路：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从迷

信个别论断，到坚持基本原理，再到掌握精髓，最后到坚持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从照搬别国模式，到坚持走自己的路；从强调

生产关系变革，到注重生产力发展；从非均衡发展，到社会全面进步。在对基本

国情的认识上，从认识革命实际，到认识建设实际；从认识“未发展阶段”的国

情，到认识“发展起来以后”的国情。这表明，经过百年历练，中国共产党在理论

上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清醒、越来越自信。详细梳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观的

百年演进，可以为我们坚定“四个自信”，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提供

重要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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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实事求是观是一个相互联系、相辅相

成的理论整体，系统回答了什么是实事求是，为

什么要坚持实事求是，怎样坚持实事求是，坚持

实事求是的理论重点是什么等基本问题。详细

梳理不同历史时期党的实事求是观的丰富内

容，尤其是深刻把握其理论重点的演进态势，对

于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

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

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不

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１］，具有重大理论意义

和实践意义。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实事

求是观的确立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实事求是是一种治学态

度和治学方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

实事求是的含义作了创造性转化，赋予其十分丰

富的内涵，确立了我们党的实事求是观。

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实事求是观的

基本内容

（１）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１９３０年５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

毛泽东首次提出“思想路线”的概念，并明确提

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

合”［２］１１１－１１２等重要命题。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

后，我们党开始有目的地批判王明等人的“左”

倾教条主义，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１９３７

年７月，在《实践论》中，毛泽东从思想根源上

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同各种错误思想之间的本质

区别：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

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２］２９６，而一切

“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

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２］２９５。延安整

风时期，毛泽东系统阐述了实事求是的内涵：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

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

我们去研究。”［３］８０１也就是说，要一切从实际出

发，通过调查研究，详细地占有材料，然后在马

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通过对这些材

料的科学分析，从中发现事物变化发展的客观

规律，以此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毛泽东由此

揭示了实事求是的本质：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

联系实际，按规律办事。这标志着我们党实事

求是观的确立。

（２）实事求是是一种科学态度，是一种优

良作风，是党性的表现

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毛泽东指出，“无

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

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

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

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３］８３５－８３６，并明确指出，

“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

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

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３］８０１。这两段话表明，实

事求是本质上是一种科学态度和科学思维方法，

要求人们不唯书、不唯上、不唯人，而是要做到主

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并认为只有这样，

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优良作风。而强调这种态度

也是党性的表现，这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是真

理性和党性、科学性和阶级性的有机统一。

（３）坚持实事求是，要求“放下包袱，开动

机器”

“所谓放下包袱，就是说，我们精神上的许

多负担应该加以解除”，“使自己的精神获得解

放”［３］９４７。“所谓开动机器，就是说，要善于使用

思想器官”［３］９４８，开动脑筋多想苦想。“要去掉

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

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３］９４８－９４９毛泽

东提出的“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包含有解放思

想的内容，与强调坚持实事求是的目的是一致

的，都是为了从思想根源上彻底清除从１９３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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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１９３４年底“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使党

内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达到思想上的统一。

２．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实事求是观的

理论重点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党的实事求是

观，是回答中国革命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迫

切需要，是对中国革命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

深刻总结，具有反映这个时代特征的特定理论

重点。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１）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

毛泽东详细分析了两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不同态度及其影响。一种是主观主义的态

度。主观主义有两种表现形式：教条主义和经

验主义，其中，当时对党危害较大的是教条主

义。教条主义的特点是，“抛弃了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实质，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若

干个别词句搬运到中国来当做教条，毫不研究

这些词句是否合乎中国现时的实际情况”［３］９８８。

毛泽东明确指出，主观主义的态度和方法，“是

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

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

现”［３］８００。“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

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

革命。”［３］８００与主观主义根本对立的另一种态度

是实事求是，它要求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

和方法，并且运用它去认真研究和科学分析中

国历史中和中国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找

出其发展规律，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

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作出合乎中国需

要的理论性创造，并在群众实践中进行检验，不

断发展。这才是唯一正确的态度，也只有这样

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以其指导中国革命

取得胜利。

（２）中国的实际问题是什么的问题

中国的实际问题具体包括中国的历史问题

和现实问题，现实问题又包括中国革命的政治、

军事、组织、思想等种种问题。政治上需要回

答，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

命的道路、中国革命的规律等问题；军事上需要

回答，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关系、党和军队的

关系，在相当长时间内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

件下，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革命的战略和

策略、军政军民关系等问题；组织上需要回答，

在小农意识和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汪洋大海中，

如何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在党内严

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等问题；思想上则需要回答

如何实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

际相结合的问题。１９４５年４月，中共六届七中

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在

这些问题上党内存在的认识分歧和思想斗争进

行了详细的说明。

以上两点涉及理论联系实际中的“理论”

和“实际”两个方面，党在幼年时期对这两个理

论重点的认识比较肤浅、比较贫乏。为解决这

些问题，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进行了艰苦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探索，虽然曾经

有过曲折和失败，但最终思想上逐渐走向成熟，

并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探索的结晶、留给我

们的最大精神财富，就是党的实事求是观及其

思想路线。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

党坚持实事求是观的理论探索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创造性

地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开始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

此时，我们党在坚持实事求是观方面，既取得了

一些理论成果，也出现了一些理论失误。

１．取得的理论成果

从坚持实事求是观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积

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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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理论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１）明确提出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

中国共产党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的时候，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存在着照

搬照抄苏联的经验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

义社会设想的问题。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一

种自然而又必然的选择。１９５６年，苏共二十大

暴露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促使我党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

设道路。１９５６年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

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

章时，毛泽东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

期，我们要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找出中国怎样建设

社会主义的道路”［４］。在《论十大关系》中，毛

泽东又说：“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

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

合。”［５］７４２之后召开的中共八大，对当时面临的

国内形势和任务做出了正确判断，提出一系列

富有创造性的新方针，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

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２）系统论述社会主义社会矛盾

１９５６年９月，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

决议》明确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

决定性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

矛盾已经基本解决。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

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

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

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

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人民当

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

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

工业国［６］３９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的问题》中，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充

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不断向前

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

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

础之间的矛盾”［５］７６７，其性质是非对抗性的，其

特点是“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社会主义社会

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

矛盾，不同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正

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目的是“团结全国各族

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

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５］７７０。中共八

大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论

述以及毛泽东的讲话，科学揭示了社会主义社

会的发展动力和矛盾运动规律，以独创性的内

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社会主义

社会矛盾理论。

（３）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

设道路

这一时期，我们党在经济、政治、文化、外

交、党的建设等多方面都进行了积极探索。在

经济建设方面，明确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尊重

经济规律。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经济建设就出

现了急躁冒进的倾向，１９５６年初，党中央和国

务院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发现了这一问题，

并努力加以纠正。２月８日，在国务院第二十

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指出：“现在有点急躁的

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

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

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７］１９０“各部门订计

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

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７］１９１讲话对纠正急躁

冒进倾向起到了重要作用。之后，中共八大制

定了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

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初步反映了我们党对

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在经济管理方

面，陈云在中共八大的发言中提出“三个主体、

三个补充”的思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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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

营作为补充；在生产的计划性方面，计划生产是

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且在国家计

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作为补充；在社会主

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附有一定范

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为补充。这是从理

论和实践上突破苏联模式，探索经济体制改革

的重要尝试。

２．出现的理论失误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的建设事

业取得很大成就，但也遭遇了“大跃进”、人民

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等严重挫折。造成

这种局面的原因复杂多样，其中背离党的实事

求是观是主要原因之一。

（１）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教条化

在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建设

社会主义，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课题。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对这一历史课题

并没有完全弄清楚，曾经把一些不利于生产力

发展的思想和做法，当作“社会主义原则”加以

固守；把一些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认识和做法，

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加以反对；特别

是在所有制问题上过于求纯、急于过渡；这实际

上是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设想和观点加以误

解和教条化。因此，尽管一再强调要坚持实事

求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

合，但始终缺乏对现实国情和时代特征的深刻

把握，违背了客观规律。

（２）社会主义建设脱离实际

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有社会

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

济基本状况认识不足方面的原因，但更主要的

是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能动性的作用，脱离

实际，急于求成。这种头脑发热的现象，不仅领

导人有，在党员干部中也较为普遍，是当时那个

发展阶段急于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

的群体心理特征。邓小平后来总结这一段历史

时说：“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

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

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

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

规律。”［８］１３９－１４０

（３）思想方法上主观主义作风盛行

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开始，党和国家的

政治生活逐渐不正常，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个

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等现象滋长起来，削

弱以至破坏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严重的

“左”倾错误不仅没有得到及时制止，反而在当

时的环境下，不断被放大，以致全社会范围内主

观主义盛行，各种错误观点大行其道。１９５８年，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后，《人民日报》发表多篇文

章，大批所谓“条件论”“悲观论”和“粮食增产有

限论”，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

不到只怕想不到”，宣称“只要我们需要，想生产

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在虚报浮夸的

气氛下，居然还产生了“粮食多了怎么办”的忧

虑，报刊还为此展开了“热烈讨论”［６］４８４－４８５。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实事求是

观的恢复和发展

　　改革开放新时期，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的经验教训，澄清一些理论上的是非对错，实现

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新局面等，不仅呼唤恢复党的实事求是观，而

且也推动着党的实事求是观不断丰富和发展。

１．党的实事求是观的发展

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对实事求是在马

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

内容，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等，进行了多方

面、多角度的展开和论述，完善和发展了我们党

的实事求是观。

（１）阐明了实事求是的理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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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必须坚持而不能背离党的实事求是

观，实践上这是总结革命和建设成功经验和失败

教训得出的必然结论，理论上则在于实事求是“是

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

础”［９］１４３，“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８］３８２。“基础”表

明，实事求是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的基

石，没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就没有马

克思主义；“精髓”表明，相对于个别论断、基本

原理，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坚持

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坚持实事求是。

改革开放之初，为了澄清当时党内和社会

上存在的严重的思想混乱，我们党面临着如何

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这个事关党

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理论和政治问题。邓小

平以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

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丰富政治经验和高超领

导艺术，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毛泽东思想

的历史地位作出了科学评价，强调“实事求是，

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９］１１４，带领我

们党成功实现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为改革开放

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则

把实事求是概括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此外，邓小平还直接把实事求是等同于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说：“搞社会

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

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８］１１８又说：“如

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

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

讲就是实事求是。”［８］１０１

正是实事求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中的特殊理论地位，决定了其在中国革命

和建设中的重要指导作用。邓小平说：“我读

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

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

也靠这个。”［８］３８２

（２）发展和完善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

的思想路线，但对其内容的表述却不统一，有时

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工

作方针”，更多时候则是强调“理论联系实际”。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实

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

路线。”［９］２７８在此基础上，中共十二大通过的新

党章对党的思想路线进行了规范性表述：“党

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

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这一表

述，不仅理顺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

际、实事求是三者之间的关系，而且增加了“在

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这一新的内容，使得

党的思想路线内容更完善、内涵更科学、形态更

完整。

针对改革开放初期，党内严重的思想僵化

状况，邓小平还突出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必

须解放思想。所谓“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

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

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９］２７９。解放思想和实

事求是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解放思想是实事求

是的前提和条件，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

就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因此，“解放思想，开

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

放思想”［９］１４１。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目的和

标准，解放思想不是脱离实际的胡思乱想，更不

能以解放思想为名，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社会

主义，否定党的领导，解放思想的最终目的还是

为了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

合，也就是实事求是。强调解放思想和实事求

是的辩证统一，是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对党

的思想路线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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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邓小平还详细分析了解放思想、实事

求是的重要条件。一是明确指出“民主是解放

思想的重要条件”［９］１４４。二是强调要做到实事

求是必须走群众路线。邓小平多次谈到：“农

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

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

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８］３８２三是

强调要“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９］１４３。

他说：“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

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

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８］３７２这也

是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发展。

（３）强调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

在邓小平看来，实事求是不仅是我们党的

思想路线，更是党员干部在工作、学习、生活，说

话、干事、做人等方面都要坚持的一种科学态

度、优良作风和基本党性。他说：“我们的工作

态度是实事求是，老老实实。”［１０］又说：“培养好

的风气，最主要的是走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

两条。特别是科学，它本身就是实事求是、老老

实实的学问，是不允许弄虚作假的。”［９］５７在谈

到干部选拔标准的时候，他强调：“要选那些艰

苦朴素，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

人，作风正派的人。”［９］７５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

表明，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同样重要，是坚

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必不可少的精神条件。

２．党的实事求是观理论重点的变化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实事求是观的理论

重点即“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

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

的”［８］６３，或者说，“没有完全搞清楚”［８］１３７。与此

同时，还要对我国的基本国情作出科学判断。新

时期我们党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

（１）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认识的变化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什么是社

会主义”的认识，更多是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

筑方面来理解的，甚至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越

大、越公越好，而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１９６２

年，毛泽东在《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

话》中说道：“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

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

的知识很少。”［５］８２９邓小平也谈道：“毛泽东同志

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

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

发展社会生产力。”［８］１１６在总结改革开放前后正

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基础上，１９９２年年初，邓小

平在南方谈话中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了新的理

论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

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

共同富裕。”［８］３７３这一科学概括，包括生产力和

生产关系两方面，是一个有机整体。一方面，提

出必须“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纠正了过

去忽视发展生产力的错误观念，反映了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顺

应了新科技革命推动生产力迅速发展的世界大

趋势，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深入到本

质层面；另一方面，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设定了

目标，即必须“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

达到共同富裕”，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生

产力的根本目的和社会主义社会与剥削阶级社

会之间的本质区别。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

括，为明确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确立“三个

有利于”标准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２）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认识的变化

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认识的变化，突出

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调要掌握马克思主义

的精髓。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

论断和别国模式、别国经验，是典型的教条主

义，为了反对这种教条主义，我们党强调要以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或基本原理为指导。

然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

命”的错误实践表明，脱离中国实际，把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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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原则教条化，把马克思主

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绝对化，同样会导致教条主

义。因此，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强调更多的是要

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即实事求是。我们党对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从迷信个别论断，到坚持基

本原理，再到掌握精髓，一方面表明，客观上中

国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

所面临的问题不可能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

著作中找到现成答案；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共

产党“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

思主义”［８］２９１的理论自觉越来越清醒。二是更

多关注马克思主义发展生产力方面的内容。马

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博大精深，涵盖自然界、人类

社会、人类思维各个领域，涉及历史、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党建等各个方

面［１１］２２２。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

生产力”［８］６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

要大幅度发展社会生产力”［９］２５１。对马克思主

义认识的变化，为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

移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３）对中国国情认识的变化

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对认识我国国情具有

高度的理论自觉。１９７９年３月，邓小平在党的

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过去搞民

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

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

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

路。”［９］１６３他指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

少有两个重要特点必须看到：一是底子薄；二是

人口多，耕地少。１９８７年８月中共十三大召开

前夕，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谈道：“我们党的十

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

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

义……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

际来制订规划。”［８］２５２这里明确把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基本国情作为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

总依据提了出来。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来近四十年的曲折探索，中共十三大系统提出

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以此为据确立了

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党在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标志着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之后，中共十五大、十

六大对该理论又有所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理论，是对中国国情的准确把握，揭示了当代中

国的历史方位，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批判

“左”和右两种错误思潮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

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的重大发

展，是新时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最重要的理论

成果之一。

　　四、新时代党的实事求是观的进一

步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实事求

是观角度看，意味着“实际”“实事”发生了深刻

变化，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

上，这必然要求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理

论与实践新的统一。

１．新时代党的实事求是观的深入发展

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６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春

季学期第二批学员开学典礼上，以《坚持实事

求是的思想路线》为题发表重要讲话；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１２０周年大会

上的讲话中，对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

灵魂进行了系统阐述。以上内容散见于其他报

告、讲话中的有关论述，在新时代推动了党的实

事求是观的深入发展。

（１）系统阐述了坚持实事求是的重大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

有直接用过“实事求是”这个词，但他们创立的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突出强调的就是

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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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１２］２５，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１３］；是包括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

髓；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

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

导方法；是党带领人民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

革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１４］。实践反

复证明，坚持实事求是，就能兴党兴国；违背实

事求是，就会误党误国。

（２）深刻揭示了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实事求是，基础在

于搞清楚“实事”，就是要了解实际、掌握实情。

对于领导干部而言，最重要的是要清醒认识和

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既要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

变，也要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每个阶段呈现

出来的新特点”［１１］１２６。坚持实事求是关键在于

“求是”，就是探求和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要

“勇于实践、善于实践，在实践中积累经验、进

行理论升华，再用以指导实践、推动实践，在实

践中使认识得到检验、修正、丰富和发展，这是

认识客观规律的根本途径，也是把握客观规律

的必由之路”［１４］。只有坚持一切从人民群众的

根本利益出发，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深入群众听

取意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才能真

正做到实事求是，使各项决策和各方面工作符

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人民意愿。

（３）明确指出了坚持实事求是的努力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从四个方面指出了坚持实事

求是的努力方向。首先，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

理论，打牢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善于运用马克

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

题，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理论前提。其次，加强

党性修养，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心为公、大公无

私，有敢于说出事实真相的正气，敢于担当责

任、直面矛盾的勇气，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的大气，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基础。再次，

弘扬求真务实作风，讲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

实人，特别是能够做到讲实情、出实招、办实事、

求实效，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保证。最后，

坚持解放思想，开拓进取，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

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冲破思想观

念障碍、突破利益固化藩篱，解放思想是首要

的。”［１２］８７实事求是永无止境，解放思想也永无

止境。

２．新时代党的实事求是观理论重点的持续

深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需要回答

的问题首先是新时代的基本特征是什么，然后

是新时代怎样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这两个问题是其他所有问题的理论前

提，居于基础性地位。

（１）新时代的基本特征

从中共十八大开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

束，这一段历史时期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在我国发展历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具有

鲜明的阶段性特征，需要从新的历史方位加以

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

从发展阶段看，进入新时代意味着我国发

展经过长期量的积累，实现了阶段性和局部性

部分质变。具体而言，新时代处于“发展起来

以后但还不发达的阶段”，初级阶段结束后我

国将进入“发达阶段”。２０１３年３月，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指出：“当前，全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

题，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我国发展起

来后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１２］４０１２０１５

年１０月，他又进一步展开论述：“过去，我们常

常以为，一些矛盾和问题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

低、老百姓收入少造成的，等经济发展水平提高

了、老百姓生活好起来了，社会矛盾和问题就会

减少。现在看来，不发展有不发展的问题，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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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有发展起来的问题，而发展起来后出现的问

题并不比发展起来前少，甚至更多更复杂

了。”［１５］

从社会主要矛盾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

发展之间的矛盾。”［１６］这一次社会主要矛盾的

转化，不同于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本帝国主义同

中华民族的矛盾所发生的根本变化，也不同于

１９５６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阶级斗争从

主要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而是原有社会主要

矛盾的升级换代，是原有社会主要矛盾的阶段

性和局部性部分质变。

从制度成熟程度看，新时代意味着我国社

会主义实践进入“后半程”。２０１４年 ２月 １７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

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从形成更加成熟

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

程已经走过了，前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

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

改革，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后半程，我们

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

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

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１７］

从奋斗目标看，新时代，我们要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然后乘势而

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由此必然引

起我国国际地位和世界格局的变化，给我国发

展既创造了一些难得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新

的挑战。

（２）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推动我国生

产力发展水平、人民生活水平、综合国力、国际

地位等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党的面貌、国家的

面貌、人民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

未有的变化。事实雄辩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这条路，走得通、走得对、走得好。找到一

条好的道路不容易，既然我们找到了，那就要坚

定不移走下去，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

扰所惑。

中共十八大以来，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

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行艰辛理论探

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了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

局、战略布局和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发展动力、

发展格局、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

本问题，确立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基本方略，使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

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

了新高度。因此，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地位不动摇。

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事业越前进、越发

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就会越多，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

多”［１２］２３。我们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

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进行理论创

新，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辩证统一，实现理

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

动中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五、结语

　　中国共产党１００年实事求是观的发展，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缩影，其理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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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演进，呈现出一条清晰的线索，那就是，在

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从迷信个别论断，到

坚持基本原理，再到掌握精髓，最后到坚持和发

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上，从照搬别国模式、别国经验，到坚持走自己

的路；从强调生产关系变革，到注重生产力发

展；从非均衡发展，到社会全面进步。在对基本

国情的认识上，从认识革命实际，到认识建设实

际；从认识“未发展阶段”的国情，到认识“发展

起来以后”的国情；从完成“前半程”，到进入

“后半程”。所有这一切都表明，经过百年磨

练，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清

醒、越来越自信，因此，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坚

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将越来越成熟、越

来越完善，中国发展道路对世界的影响也必将

越来越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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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本的哲学澄明
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ｃｌａｒｉｔｙ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

关键词：

金融资本；

资本哲学；

范式转换；

发展路径

刘志洪１，２，逯叶红３

ＬＩＵＺｈｉｈｏｎｇ１，２，ＬＵＹｅｈｏｎｇ３

１．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２．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３．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外街道办事处，北京 １０００１０

摘要：金融资本成为当代资本的主导形态和世界的最高主宰，对当下中国的冲

击亦日益凸显。金融资本需要哲学的探讨，哲学也需要研究金融资本。国内哲

学界对金融资本的研究，在思想梳理、理论建构和现实解剖等方面已取得若干

重要成果，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但总体上仍处于起步阶段，亟待从研究课

题、研究方式和功能作用等向度进一步加以强化。深化对金融资本的哲学澄

明，实现从资本一般到金融资本的范式转换，使金融资本哲学构成资本哲学的

当代形态，是新时代中国资本哲学发展的迫切要求和关键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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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资本业已取代产业资本，成为资本的

主导形态和世界的最高主宰，当代资本主义本

质上就是众多学者所指认的“国际金融垄断资

本主义”。金融资本越来越强力地座架人类的

生存模式与发展方式，也愈加强劲地冲击着中

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希法亭强调：“不了解金

融资本的规律和作用，就不可能明察当今的经

济发展趋势，更不可能对经济和政策有任何科

学的认识。”［１］但不止如此。离开对金融资本

的澄明，不从金融资本的高度和角度出发，就无

法全面、深刻地理解整个当代世界，也无以全

面、深刻地把握当下中国。尽管哲学理当成为

黎明报晓的“高卢雄鸡”，但它作为“密纳发的

猫头鹰”等黄昏时再起飞也是有必要的。不

过，哲学的反思本身也需要再反思。在国内金

融资本哲学研究兴起十余年之际，对其加以反

思、总结经验教训有助于未来的探索。总体而

言，哲学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金融资

本的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有进一步深化

的广阔空间。

　　一、金融资本研究的哲学视角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苏

轼《题西林壁》）视角规约人们的所见所思。每

一种视角都具有各自的意义和限度。从不同视

角出发研究同样的问题，结果大有差别。更为

重要的是，有些问题只有从恰当的视角出发，才

能生成较为深刻的认识，甚至才能发现和正确

地提出。这是问题的切入方式或打开方式。作

为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的显学，经济学常常不自

觉乃至自觉地认为只有自己的研究方式才是真

正科学的，在金融资本这种所谓“纯经济”问题

上更是当仁不让。任何学科都不可避免地具有

自身的局限，经济学的探讨当然有其独到之处，

但也不例外地存在源于其学科范式的偏狭。西

方经济学囿于自己特定的理论框架，马克思主

义经济学也难以完全越出本学科的眼界。反过

来说，其他学科都可以从自己的层面和角度展

开关于金融资本的讨论。哲学对金融资本的探

究也无可置疑地拥有独立的价值，是一种剖析

金融资本的不可替代的视角。

金融资本需要从哲学上进行研究。对金融

资本的驾驭与超越，是当代人类自我觉解和自

我提升的基本途径与方式，而哲学是“人类生

存自我觉解、自我提升的方式和途径，是永无尽

头的人类自我攀登的阶梯”［２］。因此，哲学的

本性同人对金融资本的认知与应对根本一致。

各门科学对金融资本的探讨存在各自的侧重

点。哲学对金融资本的审视，具有其他学科所

没有的特质与优势，能够为它们提供有益补充，

进而一定程度地提升这些具体研究。作为一种

总体性的存在与力量，金融资本关涉整个世界

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各个领域，内

在地同人类的生存发生本质性的关联。哲学能

够从人与世界发展的高度，总体地、根本地、前

提性地省思金融资本及其相关问题，洞察其关

键性的规定与规律性的联系，使之更为清晰地

显露出来。有理由认为，对金融资本的研究，如

果缺失哲学的视域、情怀与方式，亦即缺失哲学

的方法论，是无法达到深刻的。在金融资本越

来越关涉当代人类和中华民族生存的背景下，

迫切需要哲学在经济学等学科的实证研究基础

上，对金融资本做出睿智而清晰的解剖与呈现。

人类生存条件的改善和人类世界的优化，既要

有对于金融资本的科学分析，也必须有真正意

义上的哲学透视。虽然经济学等学科对金融资

本的研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哲学思考，但毕竟

是不自觉、零散和有限的，还需要专门的系统性

的哲学探讨。

但同样确定的事实是，哲学也需要研究金

融资本，或许这个方面在当前表现得更为突出。

马克思主义作为“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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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３］，以认识和改变现实的人与人的现实为

己任。在当代，金融资本对世界的型塑，是人类

发展最核心的现实。要想为人所接受和喜爱，

哲学就得实现人对自己的希望，从根本上抓住

人，因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４］。金融资本

支配人是当代“人本身”的“根本”。马克思主

义哲学必须紧紧抓住这个现实和根本，深入

“历史的本质性一度中”［５］。人渴望解放、自由

和幸福，但这些都基于对束缚与奴役的超越。

唯有从金融资本造成的枷锁中挣脱出来，人才

能通达相对而言的解放、自由和幸福。引领这

种挣脱，是哲学的责任。可是，哲学从前对金融

资本关注得很不够，甚至有些望而却步。毋庸

置疑，对金融资本及其相关问题展开深入的哲

学解剖，能够改变这种既不利于人也不利于哲

学的局面，生成并确证哲学的“真理性”———

“现实性和力量”［６］５８。相反，如果没有为人类

把捉和超越金融资本付出应有努力，作出应有

贡献，哲学可能同当代人类的生存和心灵渐行

渐远，也无法获得本可实现的发展。

质言之，在金融资本越来越有力地掌控和

同化人的现时代，人应该把哲学作为认识与应

对金融资本的思想指南，哲学也需要把对金融

资本的理解与剖析作为实现自我的行动方向。

思想的光芒一旦照耀这块亟须耕耘的广袤土

地，人和哲学就踏上了自我完善的“康庄大

道”。不过，在批评“经济学帝国主义”及其对

金融资本研究的科学性“垄断”的同时，哲学也

必须谨记这样的事实而不僭越，即自己的省思

同样并非“全知、全能、全善”。无论经济学还

是哲学抑或其他学科，在金融资本乃至所有问

题的研究上，明智的作法应是在“各美其美”的

基础上达到“美人之美”，进而“美美与共”“天

下大同”，而不是走向“独断论”“霸权主义”“单

边主义”等。

　　二、金融资本哲学研究的进展与

局限

　　在金融资本不断崛起的过程中，思想家和

学者们给予了其日益增加的关注与重视。经济

学、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学等社会科学乃至一些

自然科学，都从各自视角对其进行了不同程度

的探讨，特别是经济学作了较为充分的研究，获

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这似乎让一些人产生错

觉，以为只有经济学才有能力和资格研究金融

资本。相比之下，哲学对金融资本的思索虽然

并不短暂，但可以说明显失色，尽管以斯威奇、

福斯特和哈维等为代表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

家也提出了富有价值的洞见。当然，对金融资

本的哲学沉思往往同其他学科特别是经济学交

叉在一起，无法甚至也无需截然分隔开来，“家

族相似”现象在这里同样存在。不过，整体而

言，在对金融资本的解剖上，哲学还是相形见

绌，国内的状况尤甚。在很长时间内，关于金融

资本的探讨也主要是在经济学范围内进行的。

经济学界持续数十年关注金融资本，取得了较

为丰硕的成果。应该承认，较之其他学科特别

是经济学，国内哲学界关于金融资本的研究在

很长时间内并不突出。

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内理论界

掀起了研究金融资本的热潮。在译介国外研究

成果的基础上，各门学科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见

解。然而，随着金融危机效应的“日常化”或者

说热度的降低，２０１２年后，其他学科对于金融

资本的研究逐渐从高潮中平复下来。虽然研究

也一直处于推进之中，持续有较高数量和质量

的成果问世，但已经不再像２０１２年之前那样大

规模地研究金融资本问题。哲学界对金融资本

的探讨也主要在此次金融危机后起步。虽然介

入较晚，但是，一旦哲学智慧发现了这一当代统

治力量，就没有也不可能让它离开自己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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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很快意识到，在这个问题域中，蕴藏着诸多

关涉当代人类和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关键课

题，从而，哲学思索金融资本的热情并没有像其

他学科一样消减，而是持续升温。以张雄、鲁品

越、任平和王庆丰等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

哲学学者，对金融资本相关问题给予了越来越

多的关注与思考。应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

学对金融资本问题的研究进展相当迅速，以金

融资本为主题的论著加速问世，并逐渐受到重

视。近年来，多项同金融资本相关的课题获得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

院等机构形成了实力雄厚的研究金融资本的团

队。整体而言，主要形成了思想研究（对重要

金融资本思想的研究）、理论研究（对金融资本

理论的建构）和现实研究（以金融资本理论对

现实问题的研究）三种路向。同这三种研究路

向相一致，目前取得的成果主要有以下三个相

互关联的方面。

其一，梳理了马克思主义金融资本思想。

在上述三种研究路向中，第一种路向最为明晰，

其研究的焦点是对马克思、希法亭、列宁、斯威

齐、福斯特和哈维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金融资

本（批判）思想的梳理。越来越多的学者将金

融资本批判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的关

键内容，认作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

究的重要范式和观照现实的基本路径。可以

说，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当代学者金融资

本思想尤其是哲学思想的梳理，对其思想资源

与前提的发掘和勘定，是当前中国金融资本哲

学研究最重要的进展。还有一些学者考察和借

鉴了罗伯特·席勒、乔治·阿克洛夫等西方经

济学家关于金融资本的思想。当然，在研究前

人思想的基础上和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

学学者也作了不同程度的阐释与升华。

其二，形成了若干金融资本哲学理论。学

者们从马克思主义金融资本思想，尤其是马克

思、列宁金融资本批判思想出发，立足金融资本

的现实及其当代变化，考察了金融资本的发展

历程、内在矛盾、作用机理、社会效应、总体地位

和历史趋向等基础性问题，分析了人与世界的

金融化及其机制等难题，阐释了金融资本的本

体论、价值论、伦理观和历史观等向度的意义，

提出了“金融资本批判”［７］“生存世界的金融

化”［８－９］“金融化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二律背

反”［１０］等重要命题，特别是探索了金融资本对

于当代人类和中华民族生存的型塑与侵蚀，初

步构建了既依据基本原理又开拓创新并具有时

代特征与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金融资本哲学，

将金融资本哲学乃至整个资本哲学都向前推进

了一步。

其三，以金融资本为锁钥解决了若干重要

现实问题。绝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金融资本有

力宰制着当代世界，是诸多当代性问题产生和

衍变的根源，主张并实际地从金融资本角度分

析和解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各个

领域的问题。学者们既从金融资本的视角出发

探究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自由平等正义、精神

生活金融化、战争与和平、生态危机和人的物化

等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也审视了同金融资本

相关的信用、预期、投机和财富等普遍性问题，

又考察了金融寡头治理、金融风险防范和新兴

产业发展等较为具体的问题，还特别注意联系

金融资本分析经济发展、国家安全、文化建设、

民族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当前中国

的特殊问题。这些研究对于世界和中国的发展

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显然，对金融资本的哲学研究取得了显著

进展，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但也必须清醒

地看到，在总体上，我们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

段，距离应有的水准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各种研

究路向，无论是思想梳理、理论建构还是现实分

析，都仍然需要进一步强化和推进；目前问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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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论文，专著比较鲜见。这一定程度地说

明我们的研究尚不够系统，还未形成体系性的

思想。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研究状况透露出，

我们还需要更多地借助他人的思想理论来生成

自己的见解，而不是确立自己的思想理论并以

之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中国学术要有“自我

主张”。“独立之思想”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须臾不可懈怠的奋斗方向。但在这个领域中，

还有诸多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需要研究和回

答，众多核心的理念与思想有待澄清和生成，许

多关键的原则与方法仍需探索和确立。最为重

要的是，目前的金融资本探讨还没有让金融资本

得到足够自觉而充分的重视和关注，还没有让国

内资本哲学研究的整体视域和重心离开以工业

资本为主导形态的资本一般，更遑论实现从资本

一般到金融资本的研究范式的根本转换［１１］。

　　三、深化金融资本哲学研究的向度

　　从当前金融资本衍变的态势和金融资本哲

学研究的局限看，进一步推进金融资本哲学研

究，首先必须确立金融资本作为当代资本主导

形态的基本理念，强化金融资本的范式自觉，从

金融资本出发透视全部资本和资本世界，实现

资本研究视域和重心从以工业资本为典型的资

本一般到金融资本的转换。没有这种转换，仍

停留于资本一般范式，是无论如何也不能透彻

理解与全面呈现金融资本和金融时代的。因此，

未来还需要着力从研究课题、研究方式和功能作

用等向度进一步深化对金融资本的哲学澄明。

在研究课题上，直面关键的理论和现实问

题是金融资本哲学研究的基本要求。首先，必

须更为深刻地洞察金融资本的本性，对其形成

系统深入的理论把握。目前，现实剖析是金融

资本哲学研究的热点之一，但没有基础理论的

现实问题研究是无根的。在研究之初，基本理

论而非现实问题的探讨应作为主要工作。金融

资本的含义、逻辑、规定和效应等基础问题必须

先行得到最大程度的透彻解析，不应继续含混

地使用金融资本概念。而且，在新的时代条件

下，不能拘泥于列宁和希法亭等对于金融资本

的界定，也不能直接搬用经济学的定义，而应以

哲学理性作出既依据其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

又最有益于学术研究和实践超越的规定。金融

资本运作的逻辑及其同资本一般和产业资本逻

辑“本质的差别”［１２］，对于理解金融资本乃至当

代资本具有核心意义，应该像探究资本逻辑那

样热切地探索金融资本的逻辑。金融资本在运

动中所呈现出的矛盾、性质和特征等规定性，以

及它对当代资本逻辑和人类生存模式的形构也

必须加以深入反思。我们需要在这些关键问题

上生发出自己的、新的见解，进一步建构和完善

金融资本哲学。

在求解基本理论问题的同时，探索金融资

本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同样重要。未加反思的方

法论前提可能将我们引向迷途弯路，自觉的方

法论则是金融资本哲学进一步发展的有力保

障，甚至就是这种发展的内在表征。在此基础

上，应强化对金融资本驾驭与超越之道的探讨。

相对而言，哲学在基础理论层面的反思和批判

能力较强，而面向实践的建构和超越作用略弱。

目前整个资本哲学研究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对

驾驭和超越资本的路径与方式解析不够深入，

难以为人们获取较具体的行动指南提供足够帮

助，导致人们在大量理论研究之后仍然在实践

面前不知所措。毫无疑问，我们不只需要关于

金融资本本性与逻辑的基础理论理解，而且也

需要建基于此的驾驭和超越之道的应用理论研

究。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使金融资本研

究切实有助于解决金融资本所引发的重要问

题，帮助人们实际地驾驭和超越金融资本，真正

有益于人们良性的生存与发展，是更为关键的

维度。探讨当代人类和中华民族驾驭和超越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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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本之道，这是哲学通向现实的桥梁。

在研究方式上，应更加自觉地以哲学的原

则和方法探索同金融资本相关的重要问题。单

纯思辨的哲学研究是空疏的。对金融资本的哲

学反思，离不开经济学等各门实证科学的相关

成果，它们是哲学思考的重要源泉。这要求哲

学更加有机地同这些学科相结合，更为有效地

吸收其研究成果，特别是提升阅读和借鉴经济

学成果的能力，同经济学展开有足够深度的对

话，为补充和超越经济学研究创造条件。应该

承认，目前的哲学较为欠缺这种能力，这甚至是

哲学对金融资本望而生畏的主要原因之一。但

这些皆以哲学依据自己的本性探究金融资本作

为保障。我们的研究必须足够自觉地从哲学的

立场出发，以哲学的方式展开，而不能外在地以

哲学话语乃至词句进行点缀，更不能在实证科

学后面“邯郸学步”。我们必须以哲学的智慧

和精神使其机理绽露出来，令“隐形者显形”，

内在地生发出有穿透力的思想。唯有如此，哲

学才能彰显自己的价值。最为关键的是，应始

终以辩证的、历史的眼光审视金融资本及其所

有相关问题，包括其效应与趋势。这是哲学的

优势。马克思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

样。但相对而言，目前研究者们更习惯也更集

中于对金融资本加以批判，而对其历史进步性

和可能的积极意义重视不足，这需要调整。

从本体论、价值观、伦理学、经济哲学、政治

哲学、文化哲学、发展哲学以至宗教哲学等众多

具体视角都可以分析金融资本，但最为重要的

是从同现实的人的生存和发展联系最为紧密的

人学、生存论、历史观的层面加以研究。对金融

资本的解剖不能只是停留在经济哲学的层面，

而必须将其进一步提升至人学、生存论和历史

观的高度。从一般的经济哲学层面考察金融资

本当然是有意义的，但从人学、生存论、历史观

视角透视，具有更高的思想高度。马克思对资

本的剖析从来都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从人

类的生存与发展，从社会历史演进的视野展开

的。对金融资本的当代审视，也必须站在人的

存在及其历史发展的高度展开。换言之，对金

融资本的经济哲学探索必须达到人学、生存论

和历史观的层面。当然，真正深刻的经济哲学

也就是人学、生存论与历史观。不仅如此，在持

续研究、取得进展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要始终自

觉地优化研究方式，完善理论范式，使金融资本

的哲学研究不断跃升至新的境界。

从功能作用上看，在理论反思与建构的基

础上，应更充分地发挥批判、超越现实和引领、

塑造未来的功能。建构金融资本哲学基本理论

在研究之初是迫切的，但依据基本理论批判和

超越现实则是理论形成后的主要任务。“哲学

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

变世界。”［６］５７较之理论的探索与构建，对现实

进行科学的批判与超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金融

资本哲学研究更核心的使命。这要求更好地发

掘、求索和解答金融资本所生发的各种现实课

题，最大限度地提示和促动包括中华民族在内

的当代人类体察自己受金融资本支配的“实

情”，进而更为合理地应对和改变这一根本性

的生存状态，有力地驾驭和超越金融资本，实际

地创生和维护更高文明形态。当然，基础理论

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完全可以在良性互动中相

互促进、共同发展。

在金融资本问题上，哲学目前更多表现出

的是“猫头鹰”的形象，还应积极地使自己成为

“啄木鸟”“高卢雄鸡”乃至普罗米修斯之火。

这既有助于现实的发展，也有益于哲学的发展。

思想引领时代，行动构筑未来。反思是重要的，

但引领同样重要。事实上，在洞悉金融资本的

本性与逻辑的基础上，哲学有能力预测进而引

领金融资本和社会历史的未来，创造更加美好

的前景。而且，人类也需要哲学对于现实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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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预测与引领。我们可以有这样的自信。黑格

尔说得好：“对于优秀的东西，我们必须抱有这

样的成见，相信它会使它自己有用并为人所喜

爱。”［１３］哲学对未来的引领，既包括对现实未来

的引领，也包括对理论未来的引领。哲学必须

主动地反思、批判和优化包括自身在内的各门

科学对于金融资本的研究，使之走上更为良性

和有益的道路，更好地促进人们理解金融资本

以及驾驭和超越金融资本。

　　四、结语

　　进一步强化和提升对金融资本的哲学解

剖，澄明金融资本的本性与逻辑，以金融资本透

析和阐释整个资本与资本世界，实现由工业资

本和资本一般向金融资本的视域转变、重心转

移和范式转换，使金融资本哲学真正成为资本

哲学的当代形态，是新时代中国资本哲学发展

的迫切要求和有效路径。理论道路的开拓离不

开对现实高峰的攀登。金融资本正是我们这个

时代的现实高峰。更为自觉地从历史演进和理

论发展的广阔视野出发，对金融资本展开有原

则高度的反思与超越，促进当代人类和中华民

族通达更高的解放和自由之境，是中国哲学尤其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时代责任与思想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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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０

摘要：在“五四”时期的文化之争中，杨明斋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批

判梁漱溟的“用中国文化儒化西方文化”、梁启超的“孔孟之道已包含社会主

义”、章士钊的“农村立国主义”等文化保守主义观点。他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儒

学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关系，指出儒学是建立在封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基础之

上的社会意识形式，儒学对封建经济、政治制度的维护，使中国封建社会得以长

治久安。同时，他还看到，随着近代中国经济形势的改变，儒学已经不能作为主

导意识形态适用于近代中国，但其中的优秀部分仍然具有实用价值。杨明斋对

儒学及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认识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对

于当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具有借鉴意义。

·９１·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　第２２卷第５期

　　杨明斋是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做出

重要贡献的早期共产党人。李大钊曾称他“万

里投荒，一身是胆”。周恩来称赞他是一位受

人尊敬的“忠厚长者”。事实上，杨明斋不仅是

一位革命家，更是一位对文化问题有独到见解

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五四”时期的东西文

化之争中，杨明斋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

方法对传统儒学进行评价，在当时社会产生了

较大影响。本文拟从杨明斋对文化保守主义儒

学观的批判，对儒学与中国封建社会之关系的

论述，以及对儒学与近代中国社会关系的认识

三个方面，对杨明斋的马克思主义儒学观进行

初步介绍，以求教于学界。

　　一、对文化保守主义儒学观的批判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出现了一股文化保

守主义思潮，它向新文化运动发起了挑战。

１９２１年梁漱溟出版《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主

张用中国文化儒化西方文化；１９２２年梁启超撰

写《先秦政治思想史》，提出孔孟之道已包含社

会主义，根本不必学习西方的社会主义学说；章

士钊的《农国辩》则宣传“农村立国主义”，意图

证明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面对文化保

守派对儒家文化的捍卫和对马克思主义的非

难，杨明斋在１９２４—１９２９年间，先后撰写《评中

西文化观》和《中国社会改造原理》，运用马克

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文化保守主义儒学

观进行了有力的批驳。

１．批判梁漱溟对孔子人生观的错误解释

杨明斋对文化保守主义的批判，始于对梁

漱溟以“意欲决定文化”为核心的唯心主义文

化观的批判。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梁漱溟断

定孔子的人生观是以“调和”为基调的，“孔子

的话没有一句不是说这个的，始终只是这一个

意思———调和”［１］４８。他所说的“调和”是通过

比较中国、西方和印度的文化得出的。梁漱溟

认为，文化就是生活的样式，生活是未尽的意欲

的满足与不满足。他将生活划分出三种不同的

路向：一是本来的路向，对生活采取奋斗的态

度，改造局面，使其满足我们的要求；二是意欲

调和的路向，遇到问题不去求解决，不想奋斗去

改变局面，而是采用回想的随遇而安的态度；三

是遇到问题，根本不想着去解决，而是根本取消

问题或要求的路向。西方走的是第一种路向，

以征服自然的态度发展科学，满足意欲；印度走

的是第三种路向，从根本上取消意欲；而中国走

的是第二种路向，以儒学为核心，遇到问题时，

调和自己的意欲，以求随遇而安。他将孔子的

人生观描述为“调和为中国文化全部的精神，直

觉为儒家唯一的精神”“儒家尽用直觉绝少讲理

智”“孔子所说‘仁’也是个敏锐的直觉”［１］４８。

杨明斋对梁漱溟的儒学观进行了批判。首

先，杨明斋站在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揭示梁漱

溟文化观的唯心主义实质。他明确指出，“人

类的意欲并不是生活的根本，更不是产生文化

的本因。人类生活的根本，原来就是那些养生

的物质。意欲是人类生理之要求借神经系的一

种表现。他受生理之要求的支配且倾向物质之

美”［１］９。其次，杨明斋反对梁漱溟的“人生三路

向”说，提出“人类的意欲只有前进求荣、脱痛

苦的一个方向，并无向后走的路向”［１］１０，认为

中、西、印的意欲并不是调和、前进、后退三个不

同方向，而是当遇到特别的境遇，可能会乱了步

骤的前进。再次，杨明斋坚持从物到感觉和思

想的唯物主义反映论路线，对梁漱溟的直觉论

进行了批判。他辨析了梁漱溟所提到的三种认

识活动：感觉、理智、直觉，指出感觉是生理的自

然反应，理智是由经验和习惯得来的，“直觉是

不自觉取用非意识里隐藏的经验”［１］８２，三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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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获得知识的过程中的顺序应该是感觉为

先，理智次之，直觉为最后。直觉是“顿悟的结

论”，和中国所说的“悟性”的作用类似，直觉必

须通过想象记忆加工等过程才能得到。梁漱溟

赞美直觉，贬低理智，说儒家只用直觉不用理

智，其实是对直觉概念的错误理解，他把情感当

作直觉，把理智理解为刻薄无情卑鄙算计的心

理。杨明斋指出，如果合理理解直觉和理智，那

么“儒家用理智比较直觉还要多得多”［１］５０。

事实上，就当时而言，并非杨明斋一个人反

对梁漱溟的文化哲学。宣传实用主义的胡适也

曾质疑过梁漱溟的“人生三路向”，认为梁漱溟

犯了“笼统的大毛病”［２］１２３，并认为“简单的公

式决不能笼罩一大系的文化”［２］１２５。梁漱溟的

好友李石岑也反对梁漱溟的说法，他运用逻辑

方法，分析梁漱溟观点上的逻辑漏洞，并认为

“世界文化，无论西洋、印度和中国，都只是朝

前面走的，不过走法不同，或者走的快慢不

同”［３］。比起胡适，杨明斋和李石岑等马克思

主义学者的分析和批判更切中要害。

２．批判梁启超“孔孟率先发明三大主义”

的观点

梁启超是文化保守主义的另一重要代表人

物，其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判定中国在先秦

时期已经具有世界、平民、社会三大主义的特

色。梁启超以“中国人自有文化以来，始终未

承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儒学在政治上提

倡“平天下”，进而得出中国没有“国家主义”而

有“世界主义”和“反国家主义”或“超国家主

义”的结论，并且认为“国家主义”是“常利用人

类交相妒恶之感情以灌溉之”［１］９７，其“愈发达

而现代社会杌隍不安之象乃愈著”［１］９９。他还

认为，孔孟早就发明了社会主义，他说“我国最

大特色在注重生计之分配，而生产论次之。欧

洲所谓社会主义者其倡导在近百年间，我国则

孔墨孟荀韩以至许行白圭之徒，其所论列殆无

一而不带有社会主义色彩。故全国人在比较的

平等组织及条件之下以遂其生计之发展。世界

古今诸国中盖罕能与我比者”［１］１１０。针对梁启

超的这一观点，杨明斋从三个层面进行了批驳。

首先，杨明斋批判其不仅曲解了“国家主

义”，还混淆了“平天下主义”与“世界主义”。

“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都是经济历史的产

物”［１］１１２，各国相互对立、社会不安的现象并不

是“国家主义”导致的，而是由于经济原因造成

的。“平天下主义”是除去干涉人的东西———

经济、法律、宗教等，通过人人提高自身修养，达

到自治效果，国家不用治理，就能达理想状态。

“欧洲所谓世界主义有两种见解：（一）是属于

经济的，即国际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二）是

属于宗教的，即基督教义。无论是经济的或宗

教的世界主义，都是取干涉主义的。”［１］９４故“平

天下主义”与“世界主义”不同。

其次，杨明斋指出梁启超把“平民主义”和

“民本主义”也混为一谈，并认为中国两者都具

有。杨明斋指出，“平民主义”形成的条件是必

须经历贵族、诸侯、平民、奴隶等等的“阶级制

度”的崩塌、灭亡。而梁启超说中国社会人人

平等，没有阶级差异。他既然不承认中国有过

“阶级制度”，那么何来“平民主义”！况且，“民

本主义”是以民为本，以群众为本，民本主义并

不是中国所独有的。杨明斋还认为中国没能产

生“平民主义”，是因为受儒学教育的人不想改

革社会，没受教育的人又没有能力改革社会，以

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阶级制度”没能崩塌。

再次，杨明斋认为梁启超混淆了“社会主

义”与“社会政策”的概念。杨明斋承认，“中国

历代之土地制实有社会政策的色彩”［１］１６７，“王

莽时曾禁买卖田，使贫而无田耕种而纳收获之

几分于富人”，但“这并不是社会主义，只可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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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社会政策而已”［１］１６３。“社会主义”产生的

条件是要打破资本私有制经济，而中国封建社

会的小农经济根本没有产生过这种资本私有

制，更不用谈打破了。杨明斋评价梁启超只是

为了附和当时的西方社会热词，“而硬拿什么

‘同情心’与三大特色主义———世界、平民、社

会———等等以来取悦社会”［１］１６０。

３．批判章士钊“以农立国”论

另一位复古派代表人物章士钊在《农国

辩》中，将农业国和工业国的政治、经济相比

较，阐述了其“以农立国”的观点。他称赞农业

国在经济方面，生活尚俭，人民节欲不起贪心；

能以国内土地人口的多少，平均生产分配自足，

不和外国起经济上的争夺。在政治方面，相比

言建设、争物质、求进步、爱平等、讲幸福的工业

国，农业国戒争，守静无为而自治，更加重阶级、

修礼仪、务苦行、让人情、守伦理。章士钊还认

为中国不应盲目提倡科学，把旧的尽唾弃，中国

需长为农国，欧洲各国也该变工为农。他说，工

业国之间的战争是为了争夺农业国殖民地，工

业国是霸者，农业国是养育霸者。

杨明斋评论章士钊是“只见人之恶而不觉

己之弊”［１］１７９。首先，杨明斋用经济基础决定上

层建筑的唯物主义观点阐明，生活尚俭和“农

国不摄国外之利益以资邑注者”并不是社会风

气导致的，是国内经济条件决定其不能，而不是

不要。“那些中下户农民和不很阔绰的工商以

及穷读书人，的确是节欲，但是他们的节欲是被

经济条件所逼迫的，不得不节。”［１］１８８而且，他还

举反例，中国的官僚富户阔家子弟多半是极奢

纵欲，外国的奢侈品遍布中国各地等，推翻了章

士钊所说的中国是“尚俭的农国”这一论断。

另外，杨明斋用国内“富者家有粮万石，而贫者

夏则食粮与草根糟糠，冬则冻恶而死于壕

沟”［１］２１２，证明农国并非“取义在均”。

其次，杨明斋就章士钊直接将我国跟农业

国画上等号，笼统地说“农国戒争”，提出质疑。

杨明斋用唯物史观看待历史，指出我国并非

“戒争”，中国每隔一两百年朝廷必有暴政起

义、占山为王、强盗豪杰之乱；欧洲还未成为工

业国之时，也曾经历农业国阶段，那时就有封建

吞并、宗教信仰等引发的战争；此外，中国人恶

诉不能作为戒争的论据，恶诉是因为我国法律

不够完善，遇到诉讼案严刑拷打，常以“人情”、

金钱了结诉讼，以至于诉讼费超过本案所值。

再次，杨明斋批驳了章士钊对科学的偏见，

指出反科学者，未能辨别历朝阉人制度、皇帝嫔

妃数千、幼女缠足等“真淫巧”，反而将能救助

凶年天灾的科学看作“淫巧”。“章君的主张明

是去找黑暗绝向不通的小道走，要把人类世界

的生活延长黑暗。”［１］１７９

最后，杨明斋指出“返农”无法施行也不可

能施行。究其原因，一是中国仅靠农业抵抗自

然环境之力，终会受自然的淘汰；二是工业业已

进入中国，铁路纺纱厂不可能去除。

　　二、对儒学与中国封建社会之关系

的论述

　　杨明斋对儒学的认识不是仅局限于批驳文

化保守主义的言论，他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

场、方法论述了儒学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关系。

杨明斋从儒学产生的时代背景着手，用唯物史

观阐明了儒学产生及其在中国封建社会保持思

想统治地位的原因，并说明儒学对封建社会长

治久安的维护作用。

１．儒学的产生及其在封建社会居统治地位

的原因

杨明斋认为，“构造文化之工作是自然与

人事，他自身的成分是情和理。原来是人生所

有的问题不外对自然及对人之关系的解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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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这两种问题不外用理或情或理情并

用”［１］１８８。他结合时代背景，分析了当时社会的

主要矛盾，从而对儒学的产生做出唯物主义的

解释。

孔子生活在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制度处于

由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转变时期。由于争夺

“社会所有权”，诸侯兼并，赋税苛征，人民颠沛

流离，民不聊生。可见，孔子时代社会生活的主

要矛盾不是人与自然的矛盾，而是人与人的矛

盾。孔子正是希望能够缓和人与人之间的矛

盾，人类不再自相残杀，君臣、父子、兄弟、夫妻

都能以礼相待，完成他救世的理想，于是创立了

儒学。他借用人类日常生活活动，施行仁教训

练，要求人们做到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

妇从、君仁、臣忠、朋友相信，从而实现“不忍”

和“留情”的生活状态。

杨明斋还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理

论阐明了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保持思

想统治地位的原因。

其一，中国没有像欧洲那样的经济变迁，农

业经济历四五千年不变，当上层建筑和经济基

础相互适应时，上层建筑不会轻易变化，所以中

国人的精神信仰也没有变化。上层建筑又反作

用于经济基础，儒学“不理俗事、不讲经济”的

教育理念对政治经济的影响也是封建社会一直

停留在农业经济时代的原因之一。

其二，中国人完全靠历史经验生活，经验父

传子、师传弟，一代一代传下去，越是环境变迁

之时，越要用旧的经验解释现实问题。当经验

能够解释社会变化时就自然不会要求改革；当

经验不能应付环境挑战时就把它看作自然的，

用“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一治一乱

自古皆然”“乐极生悲，否极泰来”等让人相信

天理本该如此，非人为能改变。“回顾取譬”和

“苟安与循环”的心态，造成了文化的“历史的

循环”。

其三，儒学能被定为一尊是“在他提倡实

地训练之达到仁义之伦理的组织，其组织中最

重要的是家族，这是儒家人情文化之特色。假

使他没有伦理的组织空倡仁义道德，老实说，中

国两千余年来的文化就不能够被儒独尊

了”［１］２１２。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在一家一户小

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下，家庭既是生活单位，又是

生产单位、教育单位，家庭既是自然组织，又是

社会组织，所以家庭、家族在中国是一支十分重

要的力量，儒学正是借助了这种强大力量在封

建社会意识形态中占据主导地位。

２．儒学对封建社会长治久安的维护

毛泽东强调：“我们是唯物史观论者，凡事

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

相。”［４］杨明斋坚持用唯物史观看待儒学文化，

认为文化是长时期复杂因素构成的，要从大多

数平民生活中去考察它，有所得，再拿它与书本

上的文化比较，用归纳的方法看出是什么文化。

由此，他得出结论：儒学是一种维护封建专制的

宗教。他指出，“儒家既掌政治大权，除非是自

己革自己，不然则只有更换君主，并无所谓革

命”，“所以若是儒家主张改革及打破君臣之

义，那乃是非儒，为大逆不道”［１］１０９。李大钊、陈

独秀等早期共产党人也曾指出孔教对封建专制

制度的维护。李大钊说：“孔子者，历代帝王专

制之护符也。”［５］在对于儒学是否为宗教的问

题上，陈独秀认为，“宗教的实质重在灵魂的救

济，出世之宗也。孔子不事鬼，不知死，文行忠

信，皆入世之教，所谓性与天道，乃哲学，非宗

教”［６］。但杨明斋对此有独到见解，他认为人

类生活离不开信仰，即使没有统一形式的宗教，

也肯定有一种迷信或者系统的伦理来代替宗教

的角色，儒学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普遍信

仰。他认为，“儒家的教义实在是一种宗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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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其组织与教义不同罢了”［１］３２。

一方面，从儒学内容本身来看，孔子创立儒

学的初衷是为了缓和“社会所有权”之争带来

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他以“情”字为出发点，

创造了以忠、孝、悌、忍、善为准则的君臣、父子、

兄弟、夫妇、朋友五伦关系，并借助国家、家族、

朋友的组织施行“仁”的一系列教育。具体来

说，儒学的那一套教育，一是“正名”，让所有人

明确自己的身份，即分尊卑大小上下等差，如

“名不正则言不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二

是让人“安命”，如宣扬“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

类安身立命的思想来麻痹贫民。在封建社会有

两大阶级，士和官僚绅士等为一阶级，农工商和

贫民等为一阶级，“所有幸福虚荣名誉等差不

多都被官僚绅士士子占尽了，所以常说‘有富

就有贵，富贵相连’”［１］２２５，并且士阶级羞于与农

工商为伍。虽是遭到如此不公平对待，但是由

于习惯成自然，“农工商习惯了这种环境，便以

为是‘自然’了”［１］２２６，就死心塌地地过自己的

生活，不指望通过教育或者国家政治改变阶级。

三是儒学极力宣扬“留情”“不忍”的为人态度，

用“情”来缓和各种矛盾，从而维护各个阶层的

稳定和整个封建社会的安定。例如，“像什么

同榜科取，年兄年弟等类的情分，非常的紧要，

无论遇到什么事说起年兄年弟来是要看情

的”［１］１９４，“所以报答‘提拔’之恩义是不可忘的，

又加上官僚与士界之年兄年弟等类的情结成一

团”“各亲姻也都有情分之义务”“凡事无论公私

遇到知己之朋则必格外表示情分”［１］１９５，等等。

另一方面，杨明斋还着眼于实际生活，观察

到封建统治者运用儒学维护封建专制制度。中

国封建社会推行儒学的结果，在国家政治生活

方面表现为“无治主义”，“所以事实上两千余

年的政治只有受钱粮兼惩办犯罪的皇室官僚是

与民接触的”［１］２１９，国家只是一个虚名，官自治

官，民自治民。无治政府所做的事基本都是为

了维护皇室的封建统治地位，如以反对迷信之

名禁止白莲教等教会，然而皇室却“求仙拜佛

崇拜喇嘛”，实际禁止的目的不是怕它愚民，而

是怕聚众造反推倒皇室；皇室政府以功名爵位

相赠笼络士子，以帮助其牢牢把握“社会所有

权”；封建统治阶级以威仪阵容威慑群众，加固

等级尊卑意识，让贫民安命、守本分；为加强封

建统治中央集权，八股取士禁锢思想，禁止一切

提倡精神与理性创造的事情，就连戏剧演出也不

能触犯忠孝节义之事，压制人们的精神世界等。

通过上述分析，杨明斋指出儒学并不是恒

常不变的“天理”，其产生和发展都与封建经济

政治制度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三、对儒学与近代中国之关系的认识

　　杨明斋对儒学的认识是全面具体的，他既

分析了儒学与中国封建社会之间的关系，又研

究了儒学与近代中国之间的关系。在儒学与近

代中国的关系方面，杨明斋运用唯物主义辩证

法看到了儒学的两面性，一方面，他坚定地认为

儒学已经不适用于近代中国发展，另一方面，他

又看到儒学中有价值的部分，并进而提出应该

秉承一种批判继承的态度对待儒学。

１．儒学不适用于近代中国的原因

杨明斋基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

指出，儒学在中国生存两千余年而不变，人民习

惯了农业生产的经济组织，所有的政治、道德、

法律、思想都变成了一种习惯，但是如果破坏这

种经济组织，“不用说其法律政治思想道德习

惯不适用，并他的伦理恐怕也要去一大

半”［１］２４８。他还利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社会

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理论分析，人类演进历史

经历了四个阶段：渔猎、畜牧、农业、工业，每个

阶段人类生活的物质资本都要有与其适应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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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知识，人类从畏惧自然到利用自然的过程，由

农转化为工，就产生了新世界。新世界出现，旧

世界自然就会崩坏。

具体来说，近代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使中国

的农业生产方式转变为工业生产方式，生产力

水平提升，商品种类更加丰富，人民的生活水平

不断提升。生产力的大变动带来思想上的大变

动。农业时代盛行的儒学不讲经济、俗事，故其

生产知识多由家长或者师父传授，但是新世界

的生产发展要求大量的人才，工业时代要求大

规模的学校教授技术、知识。这时社会就分为

两个新旧知识阶级，旧知识阶级是举着儒学大

旗的农业时代读书人，新知识阶级是接受自然

科学的人。旧知识阶级的读书人在工业新生产

的洪流中，有坚持者，也有赴西方学习后著书立

说的救国者，还有干脆随着潮流学习新知识者。

在社会秩序方面，儒学宣扬自修，“农业时

的秩序随着家庭集中的经济而寓于家庭，因此

以风俗尚古训道德可维持者居多，故其法律简

单，亦可为治”［１］２４９。但是工业时代的经济是以

工厂为团体，具有社会性，沿袭儒学的人情代法

已经不能维持社会的安定，于是新的政治、法

律、道德就产生了。随着经济的发展变迁，工业

的发展使得社会交往增加，男女交际机会增多，

“三从四德”的道德标准自然不可能再适用。

经济形势已变，旧的政治、法律、道德自然也会

随之失效。

２．儒学对于近代中国的价值

杨明斋并非全盘否定儒学的价值。他说，

“一般人之过于轻视中国文化，以为全是僵石，

没有存在的余地，这固然是错误；但是更有一

般人过于尊重它，极力地拉笼些好听的新名词，

硬加到它身上去 ……把本存的价值抹杀了。

这明明是作贱中国文化”［１］１９１。他坚持用辩证

法客观评价儒学对于近代中国的价值。

首先，杨明斋对儒学思想核心———“仁”持

赞同的态度，并对“仁”进行了解读：“一、仁是

人类行为的一种结论。二、是指人之关系上而

言并不是使他去对自然。三、完全是出于人

情。”［１］２０１杨明斋认为，孔子所提倡的“仁”是希

望人们能互相原谅，做到“不忍”和“留情”，亲

亲仁民，父亲对孩子慈爱，孩子对长辈孝顺，做

臣子忠厚，当君主要仁爱，这在经济条件满足的

情况下是可以做到的，只是后儒把“仁”解读得

太过火了，宣扬“仁者无私心而合天理之谓”

“仁义礼智我固有也”，意图使人做到毫无私

心，但是人活着受生理需求的约束，最终展现出

来的是“仁”的效果与经济条件正相关。例如，

渔猎时代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比不上畜牧时

代，其“亲亲仁民爱物”也比不上畜牧时代；畜

牧时代的经济不如农业时代，其“仁”的效果也

不如农业时代。正是由于根本不可能达到后儒

所说的“仁”，这才使本来有用的礼教走向了

虚伪。

其次，杨明斋对于儒学所提倡的部分传统

道德准则是持肯定态度的。他认为，“忠孝可

谓旧思想真代表”［１］１２３，“孔子要使人富有情感

的生活才提倡孝弟和礼乐，礼乐尤其是作用于

情感的。这话是很对的”［１］７９。他还讽刺社会

对“忠孝节义”的偏见。他说：“今有许多人提

倡再读经与行孔子的理想人生，可是他们都要

回避社会的锋芒，不愿再提倡忠孝节义，最奇怪

的是自民国招牌挂起来后，社会上的报纸杂志

论文专著等差不多一致把“忠孝节义”四字不

谋而合的作为‘大讳’了，以为我们已经是民国

了，不便再提‘忠孝’二字了。其意思好像是不

谈‘忠孝’，这便是‘民国的国民’了。”［１］２１２杨明

斋认为，儒学提倡的“忠孝节义”并不全是糟

粕，某些部分仍有传承必要。陈独秀也说：“记

者之非孔，非谓其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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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恕之道不足取……士若私淑孔子，立身行己，

忠恕有耻，固不失为一乡之善士，记者敢不敬其

为人。”［６］可见，早期共产党人对于儒学中的道

德标准也有类似的看法。

再次，杨明斋对孔子鼓励求学的观点和学

习方法也是认同的。他批驳梁漱溟说孔子的思

想来源于直觉，支持“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

则殆”的学习方法，强调理性思考对于学习的

重要性。另外，杨明斋认为，孔子“学而时习

之”等鼓励人读书学习的思想也值得后人

采纳。

综上所述，杨明斋的马克思主义儒学观是

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批判文

化保守主义观点的基础上，通过对儒学与中国

封建社会、儒学与近代中国的关系进行分析而

形成的。杨明斋的马克思主义儒学观不仅在

“五四”东西文化论战时期帮助青年人解决了

文化疑难问题，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

传播，而且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也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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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基层社会从“单位制”社会向“社区制”社会的转变，使得人们大部分

的社会生活下沉到社区中来，但高度异质化的社区成员之间缺乏信任、规范和

人际交往所必要的社会网络，导致其无法对社区产生归属感，致使城市社区社

会资本存量低迷，为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带来极大挑战。社会工作者作为社会治

理的重要主体，凭借其独特的专业优势，在城市社区治理的价值引领和实践建

构方面均发挥着重要作用。从社会资本视角审视城市社区治理，社会工作可在

以下三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一是通过专业的价值引领，营造相互信任的社区

氛围；二是在互惠主义的指导下形成公认的社区规范；三是整合社区的资源，构

建丰富的社会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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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０年代，我国的住房制度进行了市场化

改革，城市社区的组成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商品

房住宅社区取代了单位家属院，成为我国城市

社区的主要存在形态。之后，我国的经济社会

快速转型，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社区的发

展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与此同时，我

国城市社区也呈现出人口结构日趋复杂，社区

居民交流匮乏，以及邻里关系趋于功利、冷漠、

封闭的特点。在城市社区中，不同职业、不同背

景的社区成员间缺乏必要的社会联系，彼此之

间冷漠、封闭、不愿交流，公共情感淡漠、缺失。

近些年，城市社区独居者猝死多日后方被闻到

其腐臭味的邻居发现的事件频频发生，正是城

市社区居民彼此关系淡漠、公共情感缺失的典

型表现。极具现代性的“相见不相识”取代了

我国“远亲不如近邻”的优秀传统，并成为我国

城市社区居民互动关系的主要表现，给国家和

社会的有效治理带来了诸多挑战。

实际上，此类问题的根源与本质是急剧加

速的现代化进程所引发的人际关系区隔和社会

资本的缺失。作为最具有奉献精神的社会治理

活动，社会工作可以通过独特的专业视角、高效

的专业工作，增进城市社区居民之间关系、提升

社会资本存量、提高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基于

此，本文拟以社会资本为视角，审视社会资本在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重要价值，探讨社会工

作通过提升社会资本存量增进城市社区治理有

效性的基本路径，以期为我国的社会治理现代

化提供参考。

　　一、社会资本与城市社区治理

　　１．社会资本的缘起与内涵

社会资本是技术资本、人力资本之外的一

种新的资本形式。学界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兴起

于１９８０年代，最早由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在

《社会资本随笔》一文中提出，他认为社会资本

是“实际或潜在的资源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

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

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１］。科尔

曼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人拥有的、表现为社

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财产，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

的要素组成，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

中，并为社会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

利”［２］。林南强调，社会资本是“投资在社会关

系中并希望在市场上得到回报的一种资源，是

一种镶嵌在社会结构之中并且可以通过有目的

的行动来获得或流动的资源”［３］１８。普特南则

从政治学角度通过对制度绩效的研究将社会资

本界定为社会组织的那些可通过促进协调行动

而提高社会效能的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

络等［４］。

社会资本理论一经提出，便在社会学、政治

学等学科领域引起了广泛关注，学者分别从各

自学科的视角对社会资本进行了诸多有价值的

研究。随后，社会资本理论被广泛地应用于社

会治理、社会发展等领域。

２．社会资本视域下的城市社区治理

１９９０年代，我国学者开始将社会资本理论

用于社区发展和社区治理的研究，深刻论证了

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之间的关系，为现代化社

会、社区治理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赵孟营

等［５］首次将重建社会资本和善治作为社区建设

的双重目标，认为重建社会资本包括重建信任

关系、社会协调的共识性规范和市民的社会网

络。吴光芸等［６］认为，有效的社区治理依赖于

社区内丰富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存量丰富且

分布均衡，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就强，社区治理的

效果就好，社会资本的缺失则会制约社区治理

的发展。陈捷等［７］提出，大量的社会资本能把

当前有着多元化背景的社区居民凝聚在一起，

使他们关注社区的共同问题并对之形成共识，

从而有利于社区治理的有效运转，并同时对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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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成都、西安三个城市中１４４个社区的社会资

本进行调查，发现共通性社会资本对社区治理

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蒋慧等［８］认为，社会资本

与社区治理有着天然的联系，社会资本的存量

越丰富，社区治理的绩效越高。孙璐［９］指出，社

区社会资本的多寡决定了社区活力和凝聚力的

强弱以及社区治理的绩效和效率，其包括关系网

络、社区信任和社区规范三个基本方面。

以上研究为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打下了坚实

基础，明确了社会资本在社区治理过程中的重

要作用，即社会资本的缺失会阻碍社区治理的

发展。但就现有研究来看，学界对如何提升社

区内社会资本的存量这一问题的研究尚显

不足。

　　二、社会工作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

必要性与可能性

　　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是实现我国治理现代

化的重要途径，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当前，我国城市社区

人际关系没落、社会资本缺失问题较为突出，给

城市社区的有效治理带来了较大挑战。作为社

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工作参与城市社

区治理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能性。

１．社会工作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必要性

其一，城市社区治理问题客观上需要社会

工作参与。随着我国“单位制”社会的逐渐解

体，人们大部分生活内容下沉到社区中来，“社

区制”社会取代了“单位制”社会。在过去的

“单位制”社会中，人们几乎所有的社会生活都

可以在单位中完成，其中包括了从结婚生子到

退休养老等人生的各个阶段，单位就是个人社

会资本的唯一“容器”。但是，随着“单位制”社

会向“社区制”社会的转变，人们的社会生活环

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单位制”社会中的

社会关系被打破，而“社区制”社会中的社会关

系仍未建立起来时，个人社会资本的“容器”已

不复存在，这就使得生活在同一社区中的居民

无法对社区产生类似于单位的情感，社区居民

社会资本的产生条件和渠道丧失，社区社会资

本的建构与积累无从谈起，城市社区治理面临

重重困难。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

国》一书中形象地将我国传统社会描述为“乡

土社会”或“熟人社会”，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

社会，而现代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社会［１０］６。随着

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

快，人口流动规模不断扩大，具有不同背景的人

们被简单的行政区划粗暴地联系起来，共同生

活在相同的社区。然而，由于缺乏基本的社会

人际关系，城市社区居民相互之间被水泥钢筋

区隔开来，彼此相见不相识，地缘性的陌生人社

会取代了亲缘性的熟人社会，传统的熟人社会

受到冲击，开始产生裂变［１１］。过去是“远亲不

如近邻”，而现在部分邻里关系趋于功利、冷

漠、封闭，这是社会进步带来的社会病、社区病

和邻里病［１２］。社区成员之间缺乏必要的互动，

单纯的房产关系只能将社区成员机械地联系起

来，以人际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关系在城市社区

中尚未真正构建起来。

其二，社会工作参与是城市社区治理现代

化的内在要求。社区治理现代化一直以来都是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２０２０年，习近平

总书记在视察长春长山花园社区和长春社区干

部学院时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社区治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１３］。而

社会组织作为城市社区治理格局中的关键变量

和承接国家治理重心下移、回应基层社会结社

意愿的重要平台，在国家治理重心下移与社会

结社意愿高涨的平衡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１４］。伴随着全球社团组织的兴起和治理理

念的提出，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空间进一步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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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社会组织的种类不断增多，其在创新社会治

理、繁荣社会事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

解决许多传统管理型政府无法解决的问题，成

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和构建社

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主体［１５］。其中，社会工作

作为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城市社区治

理现代化进程中有着独特的地位。

现代社会，尤其是城市社会，人与人之间缺

乏最基本的沟通和交流，呈现出相互严密防范

和安全感缺失的“龟缩社会”形态。社区失落

论认为，现代城市是由社会分工和契约联系起

来的、缺乏感情的、关系疏远的组织和团体，盛

行的是一种消解情感、崇尚理性的生活方式。

针对这一特点，人本主义的社会工作始终将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重要的服务内容，关注人

与社会的和谐共生，其独特的知识体系为解决社

会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不同于其他治理主体，

社会工作主要将目光聚焦于人，重视人与人之间

的社交关系，强调人际关系的重要性，相信人的

问题可以通过强大的社会支持来解决。总的来

说，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有着现实的必要性。

２．社会工作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可能性

其一，社会工作对人际关系的重视。我国

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意识形态的

人情社会。早在《礼记·礼运》中，孔子就谈到

大同社会的理想模式［１６］；康有为将中国传统社

会称为“家族社会、宗法社会”［１７］；梁漱溟把中

国社会称为“伦理本位”社会［１８］；费孝通创造性

地对中国社会进行了总结，形象又深刻地把中

国社会称作“差序格局”的社会［１０］２５，并得到了

国际社会学界的认可。费孝通认为，中国乡土

社会的格局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生成

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愈推愈远，也愈推愈

薄，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

中心［１０］２８。不论是大同社会，还是宗法社会、伦

理本位社会，抑或是费孝通所提出的熟人社会，

都说明了以人际关系为主的社会伦理关系一直

以来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而

人际关系也正是社会工作关注的焦点。２０１９

年，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ＩＦＳＷ）将社会工作

日主题定为“促进人际关系的重要性”。２０２０

年初，国际社会工作教育联盟（ＩＡＳＳＷ）、国际社

会福利理事会（ＩＣＳＷ）与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

会（ＩＦＳＷ）共同提议的《社会工作与社会发展全

球议程（２０２０—２０３０）》把加强对人际关系重要

性的认识作为《全球议程（２０１０—２０２０）》的四

大支柱之一，认为其对促进国际社会发展仍然

具有重要性。

社会工作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工作，

社会工作的过程是一个先解决人的问题再解决

事的问题的过程。一直以来，社会工作都致力

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认为只有处理

好人际关系，才能避免人们之间的孤立和隔膜。

在社会资本视角下审视人际关系的重要性，是

社会工作专业不同于其他专业的独特视角。从

微观层次上看，社会资本可帮助我们说明某些

个人的理性行为和非理性行为比他人更成功的

原因是，这些人的人际关系网络不但存在优势，

而且运用得当［１９］。从宏观治理的角度看，社区

成员间人际关系的淡漠造成了社会资本的缺

失，降低了治理效率，加大了基层社会治理的难

度。美国当代社会学家科尔曼在谈及人际关系

和社会资本之间的依存关系时指出，社会资本

存在于人际关系之中，社会组织或关系的瓦解

意味着人际原有的利益控制关系的断裂，社会

资本就丧失了存在的前提［２０］。也就是说，社会

资本存在的前提是人与人之间可重复交往的社

会人际关系，而培育和发展良性的可持续的人

际关系是社会资本视角下社会工作的着力点和

总抓手。

其二，社会工作专业的独特性。社会工作

是一个以利他主义为指导，以科学知识为基础，

·０３·



闻英，等：社会资本视域下社会工作参与城市社区治理路径探析

运用专门的方法进行的制度化、专业性助人活

动［２１］，助人自助是社会工作最基本的原则。这

一原则坚信，每个人都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社会

工作者的作用在于，通过向服务对象赋能来帮

助其主动利用个人的资源和社会网络来解决自

身的问题。社会工作的基本原则和专业理念决

定了以人际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关系始终是社会

工作服务的出发点和着力点，而社会工作专业

的独特性正是社会工作能够在社会治理过程中

发挥重要作用的深层次原因。社会工作专业的

独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１）以人为本的专业价值观。社会工作发

源于英国早期的慈善组织，在人本主义思潮的

影响下，社会工作专业自诞生以来，始终秉承着

以人为本的道德基础和伦理规范，可以说，社会

工作是人本主义的社会工作。人本主义对社会

工作的影响，使得社会工作在发展过程中始终

坚持以人为中心，关注人的问题和需要。人本

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马斯洛认为，人有归

属和爱的需要，归属和爱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

系的结晶与升华，而良好的人际互动关系是其

主要的内在逻辑。在当下的城市社区治理中，

人际关系的重建始终是社会工作的重要课题。

（２）具体展示了社会资本的社会支持功

能。社会工作的价值目标是实现社会公平、创

新管理体制、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完

善社会服务、促进人与社会发展，而这些目标的

实现都离不开社会资本的支持［２２］。原因在于，

个人通过支持网络获取的、用来维持个人社会

身份的物质资源、情感资源、信息资源，实质上

都是存在于社会网络之中的社会资本。在以往

的一些研究中，有学者期望通过鼓励社区自治

组织发展、培养公共精神等途径来增加社会资

本的存量［２３］，但目前学界对于“谁来发展”“如

何发展”的问题尚未进行充分的讨论。徐祖

荣［２２］曾提出，社会工作是社会资本的社会支持

功能的具体展示，即社会工作可通过提供社会

支持来增加社会资本。

　　三、社会资本视域下社会工作参与

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

　　社会资本视角为城市社区治理提供了新的

方向。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来审视目前我国城市

社区中的问题发现，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

“单位制”社会的解体，我国城市社区中普遍存

在着社会资本缺失的现象，这阻碍了我国社会

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与此同时，社会工作者作

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以其独特的专业价值

和服务理念，在参与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

有着重要价值。在社会资本理论指导下，社会

工作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建立协调的社区

人际关系，促进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存量，从而

达到社区治理的目的。

１．营造相互信任的社区氛围

在城市社区中，社区环境的可信任度是居

民是否愿意走出私人领域、走入社区公共空间

的决定性因素。社区环境的可信任度越高，居

民之间越有可能建立起相互的义务和期望。营

造一个信任度高的社区环境，是社会工作参与

城市社区治理的首要目标。在价值引导和环境

营造方面，社会工作应主要通过其专业理想和

价值追求对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社

会习俗和社会成员的大众心理，以及该社会的

公民道德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发挥作用，提升社

区社会资本［２４］。另外，社会工作者还应通过助

人自助、自助互助等价值理念的引领，在社区内

积极营造社区人文环境和公共文化，提升社区

居民的共同体和“我们感”意识，培养社区居民

的公共精神，促进居民之间相互建立起合理的

义务与期望。

２．形成公认的社区规范

社会工作强调人的社会性和人们之间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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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连带与承认［２５］。当前，我国城市社区中的社

区成员多具有不同的社会背景，相互之间缺乏

必要的沟通，感情缺乏、关系疏远，尚未形成共

同认可并身体力行的社区规范。基于此，社会

工作者应通过法律、公序良俗等对城市社区居

民进行引导，对人们的道德进行约束，重视在社

区内形成公认的道德规范，为社区居民间的交

流提供制度和道德保障，从而缩小社区成员间

的交往距离，达到有效社区治理的目的。需要

说明的是，这里的“社区规范”是指居民之间互

惠的道德规范，其目的在于为遵守规范的人提供

便利，而不在于对不遵守规范的人进行惩罚。

在社会工作实务中，社会工作者应以互惠

主义为重要指导理念，强调助人的回报性。有

学者指出，我国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状

况差的原因在于缺乏必要的利益关联性［２６］。

这一研究结果为社会工作提供了极具现实性的

指导———要想改善居民参与状况，增加社区社

会资本存量，就要增强社区成员间的利益关联

性。除社会工作服务本身的利他属性外，社会

工作者应致力于倡导居民之间相互的利他行

为，强调利他行为的回报性，最终形成互惠互利

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范式。需要说明的是，虽然

互惠互利的道德规范相比于法律法规等法治条

款，通常不具有刚性的约束力，但我国传统的、

强共识的伦理规范对人们行为的软约束力足以

使得城市社区成员之间形成共同的精神文化，

成为约束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规范与规则。

３．构建丰富的社会网络

社会资本是嵌入社会网络关系中的可以带

来回报的资源投资［３］１９。虽然社会资本不完全

等同于人际关系网络，但对人际关系网络的运

用，是提升社会成员社会资本的重要途径［２４］。

一言以蔽之，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网络或社会

关系之中，不能离开社会关系来谈论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源于社会网络，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

的载体。据此，社会工作者要想提升城市社区

社会资本的存量，尤其应注重对各网络关系和

社会资源的整合，构建起丰富而强有力的社会

网络。

　　四、结语

　　我国经济体制和住房制度改革以来，城市

社区分化严重、社会疏离加剧，人们以往在“单

位制”社会中形成的组织归属感在进入到城市

社区后面临着严重挑战。在这一背景下，社会

工作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应通过组织社区成员

共同活动和在社区成员间建立起新的连接，将

每个人的利益进行结合，形成新的共同利益。

同时，社会工作者应引导增进社区成员间良性

的、可持续的互动，增强以个人、组织和团体为

中心的社会支持网络，并在此基础上，将网络与

网络之间进行有机联结，形成巨大的、错落有致

的社会支持网络。

我国基层社会从“单位制”社会向“社区

制”社会的转变，改变了我国城市社区的主要

存在形态，改变了容纳人们社会资本的“容

器”。由于相互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渠道，我

国城市社区成员社会资本存量低迷，给我国城

市社区治理带来极大阻碍。社会工作者在社会

治理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在价值引领和实践建

构等方面，可为提升城市社区社会资本提供独

特的专业方案，为实现有效社区治理提供新的

思路，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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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变迁与新乡贤崛起
———基于返乡务工人员创业精英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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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０

摘要：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我国乡村治理经历了传统乡村控制、乡镇自

治、政社合一、乡政村治和村治行政化等多个阶段。乡村治理行政化虽然能够

促进治理规范化，提高行政效率，但也造成了村级组织膨胀、治理缺位、基层信

任危机等问题，从而导致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困境。近年来，在“双创”政策的指

导下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并以其知识、能

力和技术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返乡务工人员也因此被赋予新乡

贤的角色。返乡务工人员创业精英们以新乡贤身份参与乡村治理，有助于破解

乡村治理行政化困境，形成村民自治、政府法治、乡贤德治、农村善治的总体格

局，这对于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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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层治，天下安。”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

基础，我国乡村治理经历了传统乡村控制、乡镇

自治、政社合一、乡政村治和村治行政化等多个

阶段。当代中国的乡村治理变迁是一个群众参

与和创造的过程，也是一个始终由政府主导的

国家建构现代乡村社会的过程［１］。２０１８年，中

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意见》明确提出要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新乡贤在实现乡村有效

治理过程中因发挥了积极作用而引发诸多关

注。近年来，在“双创”政策的指导下和乡村振

兴战略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务工人员返乡创

业，并以其知识、能力和技术为乡村发展注入了

新的活力和动力，返乡务工人员也因此被赋予

了新乡贤的角色。一些返乡务工人员创业精英

开始以新乡贤身份参与乡村日常政治生活，有

效推动了乡村公益事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一、乡村治理的历史变迁与现代化

困境

　　治理既是一种管理方法或技术，也是社会

结构平衡机制的建立方式［２］。而乡村治理则是

将治理限定于乡村，即国家权力对乡村的渗透

和控制方式。摸清乡村治理的历史变迁，洞悉

其现代化困境，有利于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

１．乡村治理的历史变迁

不同历史阶段的乡村治理，生动反映了乡

村治理的历史变迁。传统中国社会的乡村治理

以贡赋制为核心，贡赋体制下地方村落的社会

结构和经济活动深受历朝君主制国家资源获取

和运用方式的影响，作为其基础的户籍制度和

相应的社会组织也在不停变动之中［３］。萧公

权［４］将１９世纪的清王朝对乡村的控制分为治

安监管、乡村税收、饥荒控制和思想控制，将基

层的行政组织分为保甲和里甲，将地方绅士的

行为看作影响乡村经济平衡的关键力量。这一

时期，国家默认了乡村的自治体系，小农经济、

民间宗教和乡绅文化共同塑造了传统封建社会

的乡村治理形态，乡民服从专制等级文化的伦

理价值观并依附于土地，乡村精英依附于国家

政权。

民国时期，由于时局动荡、军阀割据，出现

了多种乡村治理形态的变革。一是国家政权主

导的全国乡村治理，以南京国民政府的县自治

为代表；二是社会力量推动的乡村治理，以开明

绅士、知识分子社会改造为代表；三是知识精英

和地方政权合作的乡村治理，以梁漱溟为代表；

四是割据政权推行的乡村治理，具有地方行政

领导人的行为特色；五是革命党的乡村治理，如

共产党将农民纳入治理的多元治理形态之

中［５］。总之，民国时期的乡村治理受地方主政

者影响深刻，而地方主政者频繁更换和对乡村

资源的掠夺，使得乡村治理形态复杂而又边

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如何将国家权力

延伸到基层社会，实现国家权力下沉，是必须要

完成的一个首要任务。赵一夫［６］将７０年来我

国乡村治理形态分为四个阶段：乡镇自治、人民

公社制、乡政村治和乡村共治。蒋永穆［７］将我

国乡村治理形态分为四个阶段：村社合一、政社

合一、乡政村治、“三治”（自治、法治、德治）结

合。但两人在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战略布

局上存在差异，两人对第三和第四阶段的划分

存在分歧。乡镇自治时期，乡镇政权领导乡村

工作，土改后互助组成为农村合作组织，逐渐形

成乡村治理的村社合一形态；集体化时期，人民

公社成为基层国家政权，国家权力以全能主义

政治形式对乡村社会进行强力渗透和控制，形

成了政社合一的乡村治理形态；改革开放后到

新农村建设时期，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形

成乡政村治格局；新农村建设时期，税费改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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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农业税，政府服务下移，乡村共治模式形

成；“三治”结合阶段，多元主体和多样化乡村

治理形态出现。

２．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困境

综观我国乡村治理的历史变迁，从治理主

体来看，是一元转向二元、二元转向多元的治理

模式，并且当前的多元主体治理格局将会长期

存在［８］；从治理形态来看，是自治转向全能主义

治理，再转向自治和多元治理。乡村治理的多

元主体主要来自国家权力体系和乡村自生的权

力体系，前者包括乡镇基层政权，后者指所有除

国家政权外的农村社会力量，如村党组织、村委

会、宗族、宗教、水利组织、生产合作组织等。虽

然多地出现了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个案，

但并没有改变普遍的乡村治理的行政化状况。

乡村治理行政化虽然能够促进治理规范化，提

高行政效率，但也造成了村级组织膨胀、治理缺

位、基层信任危机等问题，从而导致乡村治理的

现代化困境［９］。

当前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困境的产生，一

方面源于乡村治理基础的削弱，另一方面则源

于治理机制的失效。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发展，大量村民长期外出务工，乡村治理的

主体数量减少。村民与城市联系密切，第二代

务工人员对乡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消弭，人际

关系衰弱，乡村内部凝聚力减弱。务工人员接

受城市价值观和经济理性观念，乡土观念日益

淡薄，村内集体意识和协调能力减弱，村庄个体

原子化，社会联结松散。由于城乡差距导致的

乡村精英流失和城市非主流意识形态引发的乡

土观念消弭，作为乡村治理基础的乡村内生秩

序削弱。

治理机制的失效也是引发当前我国乡村治

理现代化困境的原因。我国取消农业税之后，

乡村治理机制逐渐由国家对乡村的资源汲取转

为资源输入，基层政府对农民由汲取转为服务。

国家惠农政策绕过乡村治理组织直接对接农民

个体，乡镇政府组织在各类事务中发挥功能较

少，只发挥辅助配合作用，而无治理功能。政府

建构村干部绩效考核制度致使村委会行政化，

村内自治组织向办事机构发展，基层乡村治理

权力削弱，治理的中间层消失，农民和基层政府

关系疏远，乡村治理机制失效［１０］。

解决乡村治理现代化困境的途径是强化乡

村治理基础和培育多元自治组织。强化乡村治

理的基础首先要鼓励务工人员返乡，务工人员

返乡不仅可以增强自治主体，还能够盘活乡村

振兴活力，为此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自２０１５年

起纷纷出台了关于务工人员返乡创业的扶持政

策。而随着乡村社会城镇化的推进，农村经济

合作、互助组织等逐渐发展成为社会治理组织。

２０１９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也明

确提出加快培育技术协会、青年和妇女组织、经

济合作组织、返乡务工人员创业组织等，构建共

建共享的多元社会治理格局。不论是强化乡村

治理基础还是培育多元自治组织，都离不开返乡

务工人员的参与，尤其是返乡务工人员创业精英

在参与乡村治理中逐渐发展成为新乡贤群体。

　　二、返乡务工人员创业精英新乡贤

的崛起

　　在我国古代，乡贤通过取得学品、官职或功

名而获取地位。在民间，乡贤泛指被当地民众

尊重且具有品行、才能和声望的人。在漫长的

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乡贤扮演着上层官吏与

下层民众之间的中介角色，成为乡村社会建设、

风习教化、乡里公共事务的主导力量。随着时

代的变化和发展，乡贤的内涵和范围也随之日

趋扩大、深化，形成了新乡贤。新乡贤与传统乡

贤在产生的制度环境、权威形式、治理机制等方

面均不相同，所以谓之“新”［１１］。新乡贤是对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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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公共利益有所贡献并得到村民敬重且在当代

农村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处于优势地

位的农村精英。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步伐的

加快，传统与现代不断交织碰撞，包括乡贤文化

在内的传统文化受到剧烈冲击，农村的社会结

构和社会秩序也随之发生巨大改变。乡村精英

通过升学、参军、提干、进城务工等渠道流出农

村的情况相当普遍，在促进城市繁荣的同时，加

剧了农村的“空壳化”现象，让农村的发展成为

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原有的礼制秩序被破

坏，乡村治理在现代化进程中举步维艰，乡贤文

化遭遇传承危机。

我国新农村建设以来，参与乡村治理的乡

村精英日益被冠以“新乡贤”的名号。近年来，

作为有学识、有人脉、有能力、有资源的能人群

体，新乡贤在实现有效治理宏伟目标进程中成

为不容忽视的一部分，在乡村治理方面发挥着

特殊作用。在新时代背景下，大力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新乡贤群体是一支重要的支撑力量。

历史经验表明，依靠外力、资本注入式的乡村建

设，会因缺少内部持久动力而导致失败；同时，

村民很难在外力输入的作用下激活和培育起发

展的积极性。因此，乡村振兴过程中亟须解决

的一个难题，就是如何从村庄内部发掘更有效

的治理方式以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宏伟目标。

近年来，我国整体上进入了“以工补农、以

城带乡”的城乡统筹发展新阶段。一方面，城

乡之间畅通的信息、物流网络，使得农村优质资

源和城市消费市场的有效连接成为可能，务工

人员因在农村有田有地有社会资本，又了解城

市需求，且掌握一定的网络技能，返乡创业能够

享受城乡联动的红利。另一方面，精准扶贫在

全国范围的铺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大量

沿海产业向内地农村的转移，给返乡务工人员

创业提供了更多的市场机遇，也为返乡务工人

员就业提供了更多的岗位。在这种背景下，务

工人员返乡创业就成为一种潮流，其中，一部分

返乡务工人员因为有技术、有资金、有能力、有

资源而成为返乡务工人员中的创业精英。

返乡务工人员创业精英以其知识、能力和

技术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返乡

务工人员也因此被赋予了新乡贤的角色。从务

工人员自身来说，其返乡创业是将优秀传统乡

贤文化与现代文化理念对接的黏合剂。一方

面，返乡务工人员创业精英生长于乡村，对家乡

的风俗、人情有着深刻的了解，对家乡有着强烈

的感情和责任心，与乡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家乡的传统文化与风俗习惯深深根植于他们内

心而久久难以消散，能够充当内外交流的通道，

在半熟人社会中避免村内外的排斥和冲突，减

少潜在风险、降低创业成本，具备引领乡村振兴

的优势。另一方面，返乡务工人员在城市打工，

想要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就必须学习现代文

化理念，就必须对城市的经济、政治、文化状况

进行全面了解，而这方面知识和能力的获得有

助于他们去除乡贤文化中的封建糟粕，并保留

仁爱、道义等精华。因此，返乡务工人员创业精

英这一特殊群体凭借其自身优势无疑能够成为

新乡贤的担任者。返乡务工人员创业精英发挥

着新乡贤在乡村产业发展、乡风涵养、矛盾化

解、治理水平提升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有效推动

了乡村公益事业和服务业的发展，而且也为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内驱力。

总之，从内部看，返乡务工人员创业精英群

体属性契合了治理行政化困境的破解之道；从

外部看，则顺应了国家整体布局，加之有地方具

体政策的扶持，所以其新乡贤身份的获得有其

必然性。

　　三、返乡务工人员创业精英新乡贤

参与乡村治理的社会效应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返乡务工人员创业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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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以新乡贤身份参与乡村治理，是乡土中国自

我组织与治理能力在更高水平上的一种回归，

对涵养文明乡风、改善乡村文化生态、推进社会

基层管理创新、促进乡村振兴、加快城乡融合，

具有显著的社会效应。

１．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社会联结体系

由于国家政策执行不同、先天资源配置差

异，国家对农村的资源配置不可能面面俱到。

修建乡村公路这种公共基础设施，政府会立项

建设，但村里修条小桥、建个祠堂等，政府就不

会拨款。而农村恰恰需要这些更加细微和传统

的公共空间，以维持其社会联结网络。返乡务

工人员创业精英本身具有嵌入式的情感认同，

他们能够深切感受到村民的需求和共同利益，

愿意牵头参与公共事业，并发动关系积极捐资

完成目标。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获得了村民的

认可和尊敬，乡村中原本困于资金和关系而无

法完成的公共事业，也有了破解之道。可以说，

积极参与公益事业，是返乡务工人员创业精英

获得新乡贤认同的重要方式。返乡务工人员创

业精英通过私人资源补充公共资源，优化了公

共资源配置；通过参与公共事业，强化了乡村社

会联结。由此，乡村多层面的社会联结体系得

以形成，乡村治理公共性也得以重塑。

２．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建立适合乡村的社

会价值观体系

目前，村落“空心化”、村民“原子化”、公共

性消解是当前我国农村发展的几大困境，而返

乡务工人员创业精英以新乡贤的身份进行德治

有利于摆脱这些困境。新乡贤的定位是德治辅

助村民自治而非成为治理主体。新乡贤给农村

发展提供资源，村民则还以尊重和名誉。由此，

返乡务工人员创业精英通过积极参与举办敬老

节等活动方式以宣传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建

立适合乡村的社会价值观体系。一方面，他们

以实际行动向长期居于村中的父母尽孝，获得

尊老敬老的名誉；另一方面，他们能在敬老节活

动中宣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婆媳和睦等传统

家庭美德。通过宣传、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获得

村民的认可和尊重，是返乡务工人员创业精英

获得新乡贤认同的另一重要方式。

３．辅助乡村自治，构建多元乡村治理体系

乡村治理的关键是村民自治，最好的结构

是治理主体多元化。返乡务工人员创业精英即

使成为村民都认可的乡贤，也不具备治村的合

理性和合法性。乡村治理的转型格局也规定了

返乡务工人员创业精英辅助乡村自治的角色。

返乡务工人员创业精英的私人资源可以补充农

村公共资源，人际关系能够促进村内公共事业

的建设和公共性的形成，但基层政府的社会服

务不能因此而缺失。

此外，乡村并无针对乡贤的监督机制，需要

靠乡贤自身的道德觉悟和村民舆论来制约。乡

村治理的关键是村民的自治能动性，乡贤理性

不能代替集体理性。乡村治理的多元格局应当

由乡镇基层政府、村委会、村内留守精英、返乡

精英、村民共同形成，各自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塑造共治的平衡机制。而返乡务工人员创业精

英可以以新乡贤的身份参加村民议事会，担当

顾问、商议对象、调解员等角色；也可以参与宗

亲会、互助组等，通过文化、血缘关系和经济合

作关系，团结村民，维护村落共同体权益。

４．发挥创业经济带动作用，激发乡村振兴

活力

务工人员在发达城市打工是经验和资金的

双重积累，与未出村的本地农民相比，更具有眼

界和胆识，能够应对不确定的创业风险和市场

竞争。随着“双创”政策的推行，以及中央与各

级地方政府关于支持下乡、返乡人员创业政策

的落实，返乡务工人员已经成为农村创业的主

体。创业不仅能够解决农村就业、养老等社会

问题，还能够带动农村经济发展，激发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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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

返乡务工人员创业精英能够推进农村产业

结构优化，推动产业兴旺。返乡务工人员在外

务工经历使其积累了一定知识技能，其返乡后

的创业方式也与其务工内容相关，多种形式的

创业方式优化了农村产业结构。返乡务工人员

既能够发挥自身人力资本创业优势进行多形态

创业，也能发挥未外出农民的本地资源优势，使

农村呈现以农业为主体的多产业兴旺模式。本

地优势资源不仅包括人力、土地等农业产业要

素，还包括具有地方特色的地理风貌、人物历

史、信仰文化、手工艺民俗等自然和人文环境资

源。返乡务工人员通过联合创业、金融互助等

形式，可实现自身人力资本优势和本地环境资

源优势的有效整合，以发挥创业带动经济发展

的作用。更为关键的是，成功的创业企业具有

核心示范作用，能够吸引本地农民和其他返乡

务工人员加入创业活动，共同推进产业兴旺。

示范性创业有利于促进区域产业内部竞争与合

作，深化区域产业分工，从而降低创业难度，以

创业产业集群发展激发乡村振兴活力。

５．促进资源双向流动，加速城乡互动与

融合

从微观上看，务工人员携带自身资源往返

于城乡之间，促进了资源在城乡间的双向流动。

从宏观上看，城乡资源流动先是经历了二元体

制下的劳动力、资本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

再到当前的双向流动与融合。近年来，随着国

家政策扶持和项目下乡，资源和资本向农村流

动的速度加快和规模增大，促使务工人员从沿

海返乡回流。务工人员的返乡回流促进了农村

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２０１５年后国家下乡、

返乡创业扶持政策的大力推行，促使城市带动

乡村发展，乡村被动发展的状态逐渐转变为城

乡互动发展状态。返乡务工人员成为城乡互动

的关键人口要素，由其引起的资本下乡加速可

促使建设用地增加，进一步加快城乡之间的土

地配置和资本化，促进农村消费和收入增加，进

而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良性互动。

务工人员返乡创业能够促进城乡分工的合

理化。一方面，大城市继续发挥区域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作用，集聚创新、知识、产业优势，

为城乡人口就业创业提供机会和场所。另一方

面，务工人员流动和返乡促使农村分化加剧，城

乡之间发展出承担城市产业转移的过渡区域，

农村产业也能在城乡互动中盘活。城乡互动的

进一步发展就是城乡融合。务工人员的返乡回

流形成了城乡互动基础，但实现城乡融合不仅

需要城乡合理化分工带来的产业要素交换与资

源合理分配，更需要从根本上消除体制障碍。

城乡互动融合也是两种文化形态的融合，城市

文化有对乡愁、历史文化、传统手工艺和自然的

需求，农村文化也有借助城市工业实现农村的

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务工人员返乡创业意味着

农村向城市和城里人的开放，必将加速城乡的

互动和融合。

　　 四、返乡务工人员创业精英参与乡

村治理的路径选择

　　在乡村治理中，一批返乡务工人员创业精英

发挥了新乡贤在乡村产业发展、乡风涵养、矛盾

化解、提升治理水平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有效推

动了乡村公益事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推动返乡

务工人员创业精英以新乡贤身份有效参与乡村

治理，可从环境、能力、动机、体制四个方面着手。

１．营造返乡务工人员创业精英新乡贤转型

的整体环境

营造返乡务工人员创业精英转型为新乡贤

的环境，应从其所处的政策、社会、文化环境等

多方面考虑。政策环境的营造侧重于务工人员

返乡创业扶持政策的制定。自２０１５年国务院

办公厅颁布《关于支持务工人员等人员返乡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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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意见》以来，返乡务工人员创业的金融、税

收、用地、登记手续、项目、培训、教育咨询等政

策环境得到进一步优化，越来越多的务工人员

也因此愿意返乡创业。社会环境的营造强调村

内组织与关系网络，既应重视返乡务工人员创

业氛围的培育，也应重视返乡务工人员创业精

英新乡贤的培育。返乡务工人员创业组织和关

系的营造包括成立经营合作社、产业化企业等，

前者通过同类农业经营进行自愿的联合形成互

助型合作社，后者通过农产品加工或流通与农

户联系，形成生产、加工、销售的产业化企业形

式。返乡务工人员创业精英的社会环境营造既

需要借助官方的乡贤理事会、调解室、大讲堂等

形式，也需要借助宗族、会社、庙会等组织形式，

并将官方和民间的组织形式有机结合起来，充

分营造能够培育返乡务工人员创业精英新乡贤

的社会环境。此外，将返乡务工人员创业精英

转变为新乡贤的关键，还在于文化环境的营造。

首先，应通过媒体宣传等方式，多途径地弘扬乡

贤典范、乡贤文化，以新农村、新乡贤为主题进

行文化宣传。其次，应进一步宣传乡情、乡愁文

化，以乡愁为纽带吸引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参与

家乡建设，传承农村传统文化，以家风带动乡风

文明。再次，应弘扬乡村义行善举，以具体的人

和事营造文化环境。最后，应加强城市文化建

设，孵化新乡贤文化，注重城市居民的奉献精神

建设，通过城市反哺农村和务工人员返乡，以造

就更多的新乡贤［１２］。

２．提升返乡务工人员创业精英参与乡村治

理的能力

首先，返乡务工人员创业精英参与村级治

理要具有经济带动能力，因此政府应鼓励务工

人员多种形式创业，提高创业成功率。其一，应

鼓励返乡务工人员围绕农产品进行特色或专业

化种植养殖，形成家庭农场、专业大户、龙头企

业的层级农业经营规模。农村资源、技术、资本

有限，种植和养殖是广大农民谋生的主要手段，

农产品商品化经营是其必不可少的创业形式。

其二，应鼓励务工人员返乡进行乡村旅游、民

宿、农家乐等基于家户有限资源的创业。乡村

旅游发展已久，对于资源和资金无法形成规模

农业的务工人员来说，借助旅游开发发展民宿、

农家乐等，是其有益选择。其三，应鼓励务工人

员发展农村电商、以个体经营融入县域经济发

展。“互联网 ＋”时代，农村物流电商机会增

加。务工人员在城市打工获得了一定技术技

能，城乡交流融合的加强，也使得务工人员在县

域经济范围内有更多的创业机会。

其次，返乡务工人员创业精英参与村级治

理要具有政治参与能力，这需要基层政治组织

和村民支持其参与村级事务，给予其议事话语

权。一方面，返乡务工人员创业精英作为新乡

贤政治参与能力的培育有赖于与体制精英的合

作。当地村干部、大学生“村官”等，具有相应

的政治优势，而创业精英具有资金等经济优势，

两者合作互补，能够实现村级治理利益最大化。

返乡创业务工人员在体制精英的带动下，能逐

渐提升政治参与能力。另一方面，返乡务工人

员创业精英的政治参与能力需要在与体制精英

的对抗中产生。村级治理的基层政治权力和组

织职位无法满足创业精英的政治需要，双方合

作未能实现时，体制精英就会对其产生压力。

返乡务工人员创业成功获得财富后，会产生模

仿效应并逐渐成为村民的“代理人”，当其面对

体制精英的压力时会主动寻求对话，争取政治

参与机会。返乡务工人员创业精英的政治参

与，有利于引导村级治理中体制精英的单中心

权力结构向多中心多元化治理结构发展。

再次，开展传统节日活动，增加新乡贤的公

共曝光度，提高返乡创业务工人员的文化引导

能力。一是应塑造返乡务工人员创业精英的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内涵。新乡贤与传统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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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不同之处在于文化价值内涵，传统乡贤的价

值观以儒家仁孝思想为核心，虽然能够传承一

些优良家风文化，但还需与时俱进，融合社会变

革、生态保护、民主自由、文明友善、敬业和谐等

文化内涵。二是应经常组织传统节日和爱党爱

国教育活动，在举行活动时强调新乡贤中的道

德模范、优秀典范，增加返乡务工人员创业精英

曝光度，使其成为村民见贤思齐的榜样，以公开

弘扬和宣传的方式培育返乡创业务工人员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涵的文化引导能力。

３．激发返乡务工人员创业精英参与村级治

理动力

返乡务工人员创业精英参与村级治理的动

力激发需要从制度层面和精神两方面进行。返

乡务工人员创业精英在经济上取得成功后，村

内能给予的物质奖励有限，需要从制度和精神

层面对其进行激励。

从制度层面上，应建立村内聘请制度，仿照

传统族老等德高望重之辈，聘请返乡务工人员

创业精英参与村级治理，主要负责协调村内纠

纷调解、传达村民意见、宣传政策法规等。此

外，还可通过建立爱心基金会、教育基金会等方

式，由新乡贤参与运作，基金会用于支持村内儿

童教育、建桥修路等公共事业。以聘请制度、基

金会制度参与村级治理的返乡创业务工人员能

通过日常管理获得更多资源，同时基层组织应

予以政策优惠和资源优先，从制度上吸引务工

人员返乡创业精英向新乡贤转变。

从精神层面上，激发返乡务工人员创业精

英参与村级治理的动力，应从情感、荣誉和教育

上展开。首先，务工人员返乡创业的目的不仅

是为了自身发展，也是为建设美丽家乡做出贡

献。务工人员返乡创业精英在情感上对家乡发

展高度认同，他们愿意支持并参与家乡建设，视

乡村为落脚点，因此能够从情感上顺利激发其

以新乡贤的身份参与家乡建设。其次，应将新

乡贤塑造为一种荣誉身份和称号，只有真正为

建设家乡做出贡献，在经济、政治、文化上起到

引领作用的村民才能称为新乡贤。古代将有德

行的社会贤人称为乡贤，为其造册立祠，亦是一

种荣誉表彰。当下也可通过制作纪念册、雕刻

功名碑、发放牌匾等形式，记录历史，供后人瞻

仰效仿。再次，应通过组织教育的方式培育返

乡务工人员创业精英成为新乡贤。可召集村内

的返乡创业务工人员集中对其进行文化教育，

总结各个地方的新乡贤发展经验，对村内新乡

贤的义行善举进行颂扬。此外，还应将乡贤教

育融入儿童启蒙教育中，在校园内宣传义行善

举文化，确保新乡贤文化代代相传。

４．建立健全返乡务工人员创业精英参与村

级治理体系

建立健全返乡务工人员创业精英参与村级

治理体系，应以法律规范防止其过度参与而导

致的治理异化现象。健全的村级治理体系是村

民自治、政府法治、乡贤德治、农村善治的总体

格局。营造返乡务工人员创业精英向新乡贤转

变的环境，培育其能力，激发其参与村级治理的

动力，目的是促进村级治理多元治理结构的形

成。返乡务工人员凭借其经济和社会资源直接

参与乡村治理，会导致乡村权威性资源、配置性

资源和规范性资源的改变，使他们直接主导乡

村治理，从而形成精英阶层［１３］。这种类似“富

人治村”的治理方式可能会出现私利大于公

利、富人利益抱团、阶层加剧分化等负面情况，

从而扭曲返乡务工人员的新乡贤角色。

建立健全返乡务工人员创业精英参与村级

治理体系，首先，应警惕创业精英联盟，因为这

会将其个别经济优势发展成集团和阶层优势，

从而损害普通村民利益。其次，应明确新乡贤

的荣誉性质及其组织的民间性质。新乡贤的民

间性质决定了其参与村级治理时的协调和协同

角色，而非治理主体角色。再次，应给返乡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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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工人员发挥新乡贤角色作用提供平台，给予

其一定的治理合法性。务工人员尽管返乡了，

但一定程度上还会被村民视为非土生土长的

人，因此没有家乡主人的位置［１３］。应充分利用

各类庆祝活动、公开场合、基金会等平台使其发

挥新乡贤角色，不断恢复他们家乡主人的角色。

只有这样，村民自治、政府法治、乡贤德治、农村

善治的总体格局才能形成，乡村振兴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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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务工人员；

绿色创业；

创业意愿

宋德涛，郝宏杰，孙广宁
ＳＯＮＧＤｅｔａｏ，ＨＡＯＨｏｎｇｊｉｅ，ＳＵＮＧｕａｎｇｎｉｎｇ

郑州轻工业大学 政法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摘要：推动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对带动农民就业、促进乡村经济高质量发

展、加快美丽乡村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下，创业禀赋、激励政策是影响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主要内在因素

和外在因素。基于河南、湖北两个省份１５４８份调查数据，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
创业意愿的有序逻辑回归分析表明，年家庭纯收入、前期创业经历和风险偏好

三个一般创业禀赋变量，以及受教育年限、绿色行业从业经历、培训经历和生态

价值观四个特定创业禀赋变量都显著为正；政策激励的效果存在较大差异，财

税扶持等政策效果比较显著，创业培训等政策作用还有待提升；地级市的“溢出

效应”显著高于县城，乡镇的正向作用不明显。应促进县域经济发展、重视创业

禀赋的动态积累，以促进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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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剧了能源

和资源的过度消耗，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严重，

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和资源的关系，引起

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与思考。绿色创业既可

拉动就业和经济增长，还可节约能源和资源，成

为众多国家促进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在产业转移和乡村振兴

战略的影响下，近年来我国东南沿海等地出现

了务工人员的返乡潮。返乡务工人员通常具有

一定的资金积累，并掌握了较为先进的技术和

经营理念，在政府政策扶持下，与其他群体相

比，其创业比例相对较高。推动更多返乡务工

人员从事绿色创业，对带动农民就业、促进乡村

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美丽乡村建设有着重要

的现实意义。

伴随我国新发展理念的提出，绿色创业逐

步成为国内学者研究的热点。一方面，绿色创

业是个人或企业基于盈利和环保双重目标进行

绿色产品或服务创新，承担一定程度风险进行新

市场开拓，创业的同时改进、提高生态环境质量，

最终实现经济和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１－２］。

另一方面，绿色创业从本质上有别于传统创业

模式，是传统创业模式的重大变革。再者，绿色

创业的驱动因素包括外部力量（如消费者价值

观、市场需求、政府政策、外部环境等）和内部

力量（如创业者生态观、道德感，绿色技术，创

业管理技能等）等多种因素［３－６］。总体来说，国

内学者关于绿色创业的研究大多是理论和案例

探讨，缺乏数据支撑和实证分析。

目前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问题还未受到

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相关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还

比较薄弱。理论研究层面，邓俊淼［７］探讨了农

民专业合作社带动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的模

式；李贵成［８］分析了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可

能面临的问题，以及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伦

理培育等问题。在实证研究方面，梁志民

等［９－１０］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进行了

调查分析，发现返乡务工人员的绿色创业意愿

相对农村其他群体虽比较强烈，但也面临创业

环境差、政府扶持不到位等诸多障碍，而且这些

实证研究在样本量、调查深度、分析精准度等层

面都有待提升。总之，关于返乡务工人员绿色

创业问题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还需要进一步

加强。

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返乡务工人员绿色

创业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大部分返乡务工

人员绿色创业的意愿和热情还不够强烈。返乡

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活动受到内部创业禀赋和外

部政策环境等因素的共同影响，要促进返乡务

工人员绿色创业不仅需要基础设施、社会支持

等外部环境的优化，也需要从创业禀赋视角出

发研究如何不断提升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的

各项素质和能力。

基于此，本文拟从理论上阐明创业禀赋和

政府激励政策影响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

的机理，并基于河南、湖北两省１５４８份样本数

据，实证检验影响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的因

素，并识别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的地区分层

差异，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作用机理与变量设定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

场和政府合理分工，实现资源最优配置。而创

业是市场发展壮大的源泉，这一过程不仅需要

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自主性、能动性作用，也需

要积极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公共服务职能。

一方面，市场主体依托自身资源禀赋，面对技

术、市场等风险做出创业选择；另一方面，政府

实施创业支持政策，从资金、技术、市场等方面

降低潜在创业风险，解决创业过程中的市场失

灵问题。绿色创业意愿指潜在创业者从事绿色

创业活动的主观态度，是预测绿色创业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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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指标。所以，从廓清绿色创业活动中政府

与市场边界视角看，创业者的创业禀赋和政策

激励应当是影响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的两大

核心因素。

１．创业禀赋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

的影响

返乡务工人员自身的禀赋特质是影响其绿

色创业意愿的基础性因素。罗明忠等［１１－１２］关

注到了禀赋因素对创业行为的影响，实证分析

发现返乡务工人员初始禀赋、务工禀赋积累、家

庭禀赋拓展对务工人员回乡创业的地域选择具

有重要影响。影响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

的禀赋因素，除资金禀赋、社会禀赋、经验禀赋、

风险认知等与传统创业项目具有共性的禀赋因

素外，还有教育禀赋、技术禀赋、环保意识和行

为等特定禀赋因素。

（１）影响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一

般禀赋因素

创业离不开资金投入和社会关系网络支

持，也需要创业经验的积累，还需要创业者能够

承受创业失败所带来的风险，所以资金禀赋、社

会禀赋、经验禀赋、风险认知等共性因素对返乡

务工人员绿色创业的影响机理在学术界已形成

较大共识。例如，罗明忠等［１１］的实证分析表明

农民创业者的家庭总收入、个人在银行的贷款

余额等资金禀赋对农民独立创业产生显著正向

影响；罗军等［１３－１４］通过实证分析证实了社会资

本促进务工人员返乡创业的假说；Ｍ．Ｚ．Ｓｏｌｅｓ

ｖｉｋ［１５］认为有创业家庭背景的学生创业倾向明

显更高；朱红根等［１６］对江西省的实证分析表明

敢于冒险者更具有创业意愿。所以，从理论上

讲，资金禀赋、社会禀赋、经验禀赋越充裕，创业

风险偏好越高的返乡务工人员从事绿色创业的

意愿也越高。故本文选取年家庭纯收入、家族

社会网络、前期创业经历、创业风险偏好为变

量，检验一般禀赋因素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

业意愿的影响。

（２）影响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特

定禀赋因素

与传统创业项目相比，绿色创业项目所蕴

含的知识、技能、经验、意识和理念等因素更多。

所以，除一般禀赋因素外，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

业意愿还受到一些特定禀赋因素的影响。

首先，大量研究支持教育禀赋对创业意愿

的影响。例如，Ａ．Ｈ．Ｅａｇｌｙ等［１７］认为，那些经

常接触企业教育的经管专业学生比没有接触过

相关课程的理工科学生更有创业动力。受年

龄、性别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影响，返乡务工

人员群体受教育水平通常存在较大的地区和群

体差异，返乡务工人员受教育程度越高，其获取

知识技能的能力越强，同时其对绿色创业环境

和政策的了解也越深入，返乡后从事绿色创业

活动的可能性越大。所以，从理论上讲，返乡务

工人员受教育程度与绿色创业意愿呈正相关

关系。

其次，拥有足够的技术禀赋是创业的前提。

与传统创业项目相比，绿色创业项目的技术门

槛更高，返乡务工人员如果前期具有在相关绿

色行业从业的经历，特别是在绿色行业从业时

间越长、担任职务越高，技能和管理经验的积累

就越多，务工人员返乡后越愿意也越容易从事

绿色创业活动。

再次，选择绿色创业的创业者通常都具有

强烈的环保意识或生态价值观。Ｐ．Ｈｏｎｋａｎｅｎ

等［１８］认为，具有积极生态价值观的个体，总希

望通过创业为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做出贡献。

Ｓ．Ｓｃｈａｌｔｅｇｇｅｒ［１９］认为，个体生态价值观是促使

创业者开展绿色创业活动的拉动因素。王季

等［２０］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环境导向价值观、

社会责任感与大学生的绿色创业意愿具有显著

正相关性。当前我国农村环境保护问题日益突

出，不仅清洁水、垃圾处理等设施缺乏，空气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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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水污染和塑料垃圾等污染问题严重，一些传

统的创业项目如养猪场、化工厂等还进一步加

剧了污染程度。所以，环保意识越强的返乡务

工人员选择创业项目时，越可能选择绿色行业。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选取返乡务工人员受

教育水平、从业经历、技能培训情况、环保意识

和生态价值观５个变量来检验特定禀赋因素对

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影响。

２．政策激励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

的影响

创业政策与创业活动紧密关联，直接影响

地区范围内创业者的创业意愿、方式和手段。

绿色创业是商业活动和生态保护的结合体，是

兼顾环保和盈利而进行的一次生态革命，需要

同时实现经济效益（与创业对应）、环境效益

（与绿色对应）和社会效益（与社会对应）三重

目标。虽然绿色创业具有环境利好的特点，同

时也具有绿色市场商机，但初创的绿色企业往

往因创新能力不高、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愿不

强、绿色技术不成熟等原因而面临来自各方面

的挑战与挫折，这时构建成熟的创业政策就显

得格外重要。为扶持返乡务工人员创业，我国

各级政府出台了诸多有关促进返乡务工人员创

业的政策，主要包括工商登记、税务、用地支持、

技术扶持等方面，分别对应创业培训、项目扶

持、创业园区、用地优惠、简化工商登记手续、信

贷扶持、信息咨询、税收减免等。这些激励政策

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返乡务工人员的创业意愿，

也对其绿色创业活动产生重要影响。为此，本

文参考孔凡柱等［２１－２２］学者的做法，依据我国中

央及地方政府已经颁布的关于支持返乡下乡人

员创业的政策法规，分别选择工商登记、创业项

目、创业园区、创业培训、土地优惠、财税扶持、金

融支持、信息服务８个政策变量，来检验政策激

励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影响。

　　二、模型构建、数据来源与描述性

统计

　　１．模型构建

由于本文主要分析创业禀赋、政策激励对

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影响，而因变量

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和大部分自变量都

属于定类数据，所以本文的实证估计模型选择

有序逻辑回归模型，具体模型构建见公式①：

Ｙｔ ＝β０Ｘｉ＋β１Ｋｉ＋β２Ｚｉ＋ε
其中，ｉ代表所调查的样本序号，ε是随机

扰动项，Ｙ表示不能被直接测定，具体运行规

则为：

Ｙ＝

０，若Ｙ≤Ｌ０

１，若Ｌ０＜Ｙ≤Ｌ１

２，若Ｌ１＜Ｙ
{



①

其中，Ｌ０＜Ｌ１，为待估量的参数。

Ｙ是因变量，即返乡务工人员的绿色创业

意愿，是具有有序特征的离散变量，选项“不愿

意”“看看情况再说”“愿意”分别用“０”“１”“２”

表示，反映了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由弱

到强的序次变化。

本文解释变量包括三类：Ｘ是反映返乡务

工人员人口社会学特征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

性别、年龄和婚姻状况３个变量；Ｋ代表创业禀

赋类变量，具体包括年家庭纯收入、家族社会网

络、前期创业经历、创业风险偏好度、受教育程

度、从业经历、技能培训情况、环保意识、生态价

值观９个变量，其中年家庭纯收入、家族社会网

络、前期创业经历、创业风险偏好度用来反映影

响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一般创业禀赋

因素，受教育程度、从业经历、技能培训情况、环

保意识、生态价值观５个变量用来衡量特定禀

赋因素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影响；

Ｚ表示政策激励类变量，具体包括工商登记、

创业项目、创业园区、创业培训、土地优惠、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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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扶持、金融支持、信息服务８个变量，用来衡

量政策激励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

影响。

由于激励政策工具较多，难以直接量化和

加权综合，本文通过满意度测评的方式获取上

述八类创业政策变量的值，满意度测评采用里

克特五级量表形式设计，“１”表示对该项创业

政策扶持力度“不清楚”，“２”表示“不满意”，

“３”表示“基本满意”，“４”表示“满意”，“５”表

示“非常满意”，进行有序逻辑回归分析。量表

自设，在调查前选择河南省郑州市进行了１００

份预调查，回收调查问卷８６份，信效度检验状

况良好。

２．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对象为返乡务工人员群体，调查

对象选取务工人员输出与返乡人口较多的大

省，于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选择河南、湖北两个省份

展开调查，调查对象是返乡务工人员。调查按

照ＰＰＳ抽样分地县、街道／乡镇、村委会、家庭户

四级抽样，调研了８个县２０个乡镇的６０个村

庄。调查共发放问卷 １８００份，获得有效问卷

１５４８份，有效问卷回收率８６％。调查提纲由个

人和家庭基本情况、所在村区域特征、返乡前就

业特征、环境保护意识、绿色创业意愿、绿色创

业政策支持特征、绿色创业社会经济环境特征

七部分组成，题目类型包括意愿量表和多选题。

本文数据来源于此次调查所得的１５４８份有效

问卷。

３．描述性统计

主要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１。

　　三、实证结果分析

　　１．基准估计结果

为了检验公式①是否适合有序逻辑回归模

型，本文对模型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拟合优度检

验即伪Ｒ方检验。多重共线性检验中，容差最

表１　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结果

类别 变量 变量含义与赋值 均值 标准差

控制变量

性别 女性为“０”，男性为“１” ０．６５ ０．４８
年龄 个人年龄（岁） ３８．３０ １０．３０

婚姻状况 未婚为“０”，已婚为“１” ０．７７ ０．４０

一般创业禀赋变量

年家庭纯收入 家庭年纯收入的对数 １０．３０ ０．６１

家族社会网络
直系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在政府或

金融系统工作为“１”，没有为“０”
０．２８ ０．４７

前期创业经历 个人或家庭有过前期创业经历为“１”，没有为“０” ０．２５ ０．４３
风险偏好 保守型为“０”，中间型“１”，冒险型为“２” ０．７８ ０．６４

特定创业禀赋变量

受教育水平 受教育年限（年） ９．３７ ２．６８
绿色行业从业经历 务工期间绿色行业从业年限（年） ０．８７ １．６６

技能培训 务工期间接受过技能培训为“１”，没有为“０” ０．４６ ０．４９
环保意识 经常关注环保信息为“１”，不关注为“０” ０．４２ ０．４９
生态价值观 生活中环境保护行为：从不为“０”，偶尔为“１”，经常为“２” ０．８２ ０．５４

政策激励变量

工商登记

不了解为“１”，不满意为“２”，基本满意为“３”，
满意为“４”，非常满意为“５”

２．６８ １．８４
创业项目 ２．２２ １．６８
创业园区 １．５６ １．４２
创业培训 ２．９３ １．８８
土地优惠 ２．４４ １．７６
财税扶持 ３．１２ ２．０３
金融支持 １．６８ １．２２
信息服务 １．２２ 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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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值为１．０５，方差膨胀因子最大值为１．５６，说

明解释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不太明显，

故不必对变量进行增加调整。在拟合优度检验

结果中，Ｐｅｒｓｏｎ统计量和偏差统计量的ｓｉｇ都大

于０．１，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伪 Ｒ方的

检验值为０．７６５，平行线检验 Ｐ＝０．０８＞０．０５，

自变量具有统计学意义，表明控制变量、共性禀

赋因素、特定禀赋因素、政策激励因素对返乡务

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具有较强解释力。同时，

因为本文因变量（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

愿）设置为“不愿意—一般—愿意”的次序变

化，所以在有效显著性水平下，解释变量的估计

系数为负代表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产

生消极影响，系数为正代表产生积极影响。

本文首先基于１５４８个有效调查样本数据，

运用 Ｓｔａｔａ１８．０对式①进行估计，并采用逐步

添加解释变量的方法来检验解释变量的稳健

性，基准估计结果见表２。

（１）控制变量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

愿的影响

由表２可知，从模型（１）到模型（４）中性别

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说明性别与返乡务工人员

绿色创业意愿没有直接关系。从有关返乡务工

人员创业动机的研究文献来看，性别变量的估

计结果也存在很大差异。例如，马芒等［２３－２４］的

调查数据显示男性比女性更愿意也更容易创

业，而胡俊波［２５］的研究结论则显示女性比男性

更愿意创业，这可能与返乡务工人员创业以农

产品深加工、休闲旅游、居民生活服务等为主的

领域没有明显的性别偏向性有关。

从模型（１）到模型（４）中年龄的估计系数

也不显著，说明年龄与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

意愿没有直接关系。既有的返乡务工人员创业

研究均以实证数据验证了青壮年是返乡创业的

主体，因为青壮年文化程度、整体素质、社交能

力、风险承担能力均较高。但绿色创业具有对

表２　创业禀赋、政策激励与返乡务工人员

创业意愿的基准估计结果

类别 变量
模型

（１） （２） （３） （４）

控制

变量

性别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８
年龄 ０．２１５ －０．１１２ －０．１０８ －０．１０２

婚姻状况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一般

创业

禀赋

变量

年家庭纯收入 ０．０５５ ０．５２０ ０．５００

家族社会网络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９
前期创业经历 ０．０８７ ０．０８４ ０．０７６

风险偏好 ０．３３０ ０．３２０ ０．３００

特定

创业

禀赋

变量

受教育水平 ０．１３６ ０．１２７

绿色行业
从业经历

０．２７６０．２４６

技能培训 ０．０７８ ０．０７４

环保意识 ０．０７４ ０．０７２
生态价值观 ０．１２７ ０．１２１

政策

激励

变量

工商登记 ０．１１８

创业项目 ０．０５７

创业园区 ０．１０２

创业培训 ０．０６１
土地优惠 ０．０８７

财税扶持 ０．３４７

金融支持 ０．０２２
信息服务 ０．０３７

　　注：、、分别表示估计系数通过显著性水平为 １０％、
５％和 １％的统计水平检验，下同

环境友好的内在生态属性要求，提高了其对创

业者机会识别、知识技能、人际关系、社会资本

等各方面的要求，同时因为绿色创业周期较长，

这对具有养家糊口压力的青壮年来说可能并不

是最优选择，因此年龄无法成为绿色创业意愿

的影响因素。

从模型（１）到模型（４）中婚姻状况的估计

系数也不显著，说明婚姻状况与返乡务工人员

绿色创业意愿没有直接关系。关于婚姻状况与

创业意愿的研究成果较少，朱红根等［１６］的研究

认为已婚务工人员由于对家庭的牵挂，返乡意

愿高于未婚者。但已婚家庭往往承受更高的赡

养老人和抚养子女的经济与时间成本，多种因

素作用下，婚姻状况并不一定对返乡务工人员

绿色创业意愿产生直接影响。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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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性别、年龄、婚姻状况三个控制变量

的估计系数都不显著，这些人口社会学基本变

量与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没有直接关

系，也说明影响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

创业禀赋变量不包括性别、年龄和婚姻状况，符

合本文的理论判断。

（２）一般创业禀赋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

业意愿的影响

从模型（２）到模型（４）的估计结果来看，影

响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一般创业禀赋

变量总体上比较显著且为正，说明绿色创业作

为创业方式的一种选择，遵循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下创业活动规律。

年家庭纯收入的估计系数均为正，且在

５％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年收入越高的家庭从事

绿色创业的意愿越强烈。从根本上讲，绿色创

业是一种市场化经营行为，需要创始人把绿色

经营理念和技术转化为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

务，这一周期通常比传统创业项目要长，需要大

量设备、人力和技术等方面的投入，在农村投融

资市场发展薄弱的背景下，许多投资者的资本

金都来源于多年家庭财富的积累，返乡务工人

员在外务工期间通常会把大部分务工收入储蓄

下来，所以返乡务工人员创业的比例一般高于

留守农民。而要鼓励更多农民从事绿色创业，

就需要进一步提高务工人员收入或者通过县域

经济的发展为本地农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积

累农民绿色创业的原始资本。

家族社会网络的估计系数虽然不太显著，

但估值为正，说明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扩大支

持了返乡务工人员从事绿色创业。返乡务工人

员的社交渠道比较单一，其社交网络主要是依

赖家族关系向外延伸，如果直系或旁系近亲中

有人在政府机关或金融领域工作，就可能近距

离为返乡务工人员解读政府创业扶持政策、为

其创业贷款提供抵押担保，甚至为其创业活动

提供市场开拓等便利。在加快绿色经济发展和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背景下，有关绿色创业的政

策导向首先会由上级部门传递给政府机关和金

融部门，所以家族社会关系网络支持务工人员

绿色创业的作用会更加明显。

前期创业经历的估计系数均为正，且通过

５％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具有前期创业经历的家

庭，绿色创业的积极性更高。这一点比较容易

理解，本人或家庭成员的创业经历会形成创业

经验和人脉关系，有利于创业项目选择、项目管

理运营和市场开拓。尤其是在传统创业项目领

域有过失败经历的创业者，会对“环境友好、前

景广阔、附加值高、持续性强”的绿色创业项目

更加青睐。

风险偏好的估计系数在模型（２）（３）（４）中

都通过了５％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系数为正，

这说明冒险型返乡务工人员更愿意进行绿色创

业，这也符合创业行为的基本理论逻辑。在对

返乡务工人员创业研究中，冒险精神被视为务

工人员创业的基本素质［１６］；风险倾向也被验证

为大学生绿色创业意愿的正向影响因素［２０］，此

处进一步验证了偏好冒险的返乡务工人员更愿

意进行绿色创业。同时该结果也说明大部分返

乡务工人员的“低风险型”偏好阻碍着其创业

积极性，目前还需要建立系统性创业风险的防

范体系。

（３）特定创业禀赋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

业意愿的影响

模型（３）和模型（４）中有关影响返乡务工

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特定创业禀赋变量系数值

均为正，且显著程度相比一般创业禀赋因素明

显增强，说明绿色创业项目蕴含了大量的知识、

技能、环保等因素，这对返乡务工人员的教育禀

赋、技能禀赋、环保意识和行动提出了更高

要求。

受教育水平变量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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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这说明受教育年限与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

业意愿正相关，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返乡务

工人员绿色创业的概率就可能增长１３％左右。

与传统农村创业项目呈现土地、劳动力等资源

密集型特征相比，绿色创业是典型的知识技能

密集型项目，其既要吸收国内外先进的技术和

管理经验，还需要充分利用本地特色的自然条

件和历史文化资源，融合成有核心竞争力的经

营模式和完善的企划方案，受教育水平偏低的

返乡务工人员群体很难适应这一要求。就调查

样本来看，返乡务工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不

足１０年，这将是未来农村绿色产业发展的重要

制约因素。

技术禀赋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

影响主要通过绿色行业从业经历和技能培训两

个变量来考察，模型（３）和（４）中这两个变量的

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尤其是绿色行业从业经

历的系数通过了１％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务工

人员返乡前的工作经历与绿色创业的行业越密

切，接受的技能培训越多，技术禀赋越得到不断

积累，越了解绿色技术信息，越具备运用绿色技

术的能力，其从事绿色创业的意愿也越高。

环保意识和生态价值观两个变量主要考察

环保禀赋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影

响，两个变量的估计系数虽均为正，但环保意识

变量即环保信息的关注度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生态价值观变量即环境保护的行为通过５％的

显著性检验，这说明是否关心环保并不直接影

响返乡务工人员的绿色创业意愿，只有把环保

理念转化为日常行动，上升为每位居民的社会

责任，才能从根本上激发人们投身于绿色创业

的欲望。

（４）创业政策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

愿的影响

模型（４）从８项创业激励政策对返乡务工

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影响进行了估计，８个变

量的估计系数均为正，除创业培训、金融支持、

信息服务三个变量外，其他变量都通过显著性

检验，这表明在返乡务工人员自身创业禀赋因

素受限的情况下，来自外部的政府政策的激励

对提升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具有重要作

用，但不同的激励政策由于政策力度、实施方式

以及与返乡务工人员需求的匹配性等方面的差

异，其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激励作

用也存在较大差异。

工商登记、创业项目、创业园区、土地优惠、

财税扶持５个变量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这

５类政策对弥补返乡务工人员内在创业禀赋的

不足具有重要作用，政策满意度越高，返乡务工

人员绿色创业意愿也越强烈。其中，财税扶持

政策的系数值和显著性均最高，这说明我国近

年来实施的“减税降费”改革政策力度大、执行

得力，大幅度降低了绿色创业的初始投入成本、

中间成本和最终所得税，对绿色创业意愿具有

重要激励作用。土地优惠和创业园区政策对绿

色创业意愿的激励作用也比较明显，其可以为

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提供土地等方面的空间

环境和共同条件，有利于创业企业集聚发展，具

有空间溢出、规模经济等效应。工商登记和创

业项目两类政策主要针对具体的创业项目，一

方面降低企业登记注册门槛，提高行政审批效

率；另一方面有针对性地解决每一个创业项目

的具体困难，对提高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

愿具有积极作用。

创业培训、金融支持、信息服务３个变量不

显著，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的激励作用不

明显。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是受长期以来二元

化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影响，面向返乡务工人员

绿色创业的创业培训、融资支持和信息服务总

量不足；二是由于返乡务工人员内部群体间的

差异性，政府提供的相关服务与不同群体的需

求不够匹配；三是政策执行效率不高，中央和上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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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政府针对绿色创业做足了顶层设计，但地方

政府出于政绩需要把优势资源向传统制造业等

领域倾斜，不利于绿色行业领域的创业。

２．地区分层估计结果

表２的基准分析局限于从单个返乡务工人

员的视角考虑务工人员个人、家庭与当地政策

环境的影响，事实上人口、要素、产业和经济活

动在城乡之间频繁流动的现代社会，许多空间

因素也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产生着重

要影响，其中具有“中心地”功能的城市对周边

农村地区的创业行为可能产生“溢出效应”，也

可能产生“虹吸效应”。为了识别这一影响，本

文把上述１５４８个调查样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

地级市及其郊区，第二类是县城（包括县级市）

及其郊区，第三类是乡镇地区，然后根据式

①，分别对这三类样本进行了估计，估计结果见

表３，由于篇幅原因，本文只分析核心变量的估

计结果。

表３中，模型（１）是对地级市及其郊区样

本的估计结果，模型（２）是对县城及其郊区样

本的估计结果，模型（３）是对其他乡镇地区样

本的估计结果。由估计结果一方面可以看出，

模型（１）和模型（２）的估计结果与表３基本吻

合，这进一步验证了表３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另

一方面，模型（３）的估计结果大部分变得不显

著，一些变量的估计结果甚至为负，同时模型

（１）相对于模型（２）的估计结果更加显著，系数

值也更大，这表明创业禀赋、政策激励对返乡务

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影响具有较大的地区分

层差异。由于我国中部地区地级市、县城和乡

镇经济在发展水平和城市功能等方面存在较大

差异，相比县城和乡镇，地级市城市化水平高、

经济规模较大，对周边地区的影响由过去的

“虹吸效应”向“溢出效应”转变，所以该地区及

表３　创业禀赋、政策激励与返乡务工人员

创业意愿的地区分层估计结果

类别 变量
模型

（１） （２） （３）

一般

创业

禀赋

变量

年家庭纯收入 ０．５８ ０．５２ ０．４２
家族社会网络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３ －０．０３
前期创业经历 ０．１１２ ０．０６６ ０．０４７

风险偏好 ０．５３ ０．３４ ０．１２

特定

创业

禀赋

变量

受教育水平 ０．２２７ ０．１０２ －０．０３３
绿色行业从业经历 ０．２９３ ０．２０２ －０．００５

技能培训 ０．１６６ ０．０９４ －０．０３２
环保意识 ０．１１２ ０．０８４ ０．００１
生态价值观 ０．２８２ ０．１２３ ０．０１２

政策

激励

变量

工商登记 ０．１５２ ０．１２８ －０．０１８
创业项目 ０．０９４ ０．０６２ ０．００２
创业园区 ０．２４６ ０．１２２ ０．０４２

创业培训 ０．１１２ ０．０４５ ０．０１２
土地优惠 ０．２７８ ０．１６６ ０．１１２

财税扶持 ０．４３３ ０．３９１ ０．１１２

金融支持 ０．０５４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１
信息服务 ０．０４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３
样本数量 １１２４ １０３１ ９４１

其郊区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影响显

著为正。近年来，我国中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

比较缓慢，县城经济规模还比较小，城市化水平

不高，该地区及其郊区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

业意愿的正向作用小于地级市及其郊区；中部

地区中心城市的辐射范围有限，偏远乡镇的经

济发展普遍落后，非农产业发展落后，缺乏就业

创业的良好环境，导致创业禀赋、政策激励对返

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影响不明显。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阐明创业禀赋、政策激励对返乡务

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利用

河南、湖北两个省份１５４８个返乡务工人员调查

数据，运用有序逻辑回归模型实证估计了影响

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因素，主要得到

·１５·

 由于一些县城与地级市距离非常近，所以一些调查样本可能同时位于县城郊区和地级市郊区，对于该类样本统一划分

到第一类。由于现阶段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的地域还是以城市和县城为主，所以在样本抽样中适当偏向于这两类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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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结论：其一，在一般创业禀赋变量中，年家

庭纯收入、家族社会网络、前期创业经历和风险

偏好均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具有正向

影响，而目前我国农民收入偏低、农村社会关系

网络单一、创业经验交流平台缺乏、创业风险防

范体系不健全等因素是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

的基本障碍；其二，绿色创业项目蕴含了大量的

知识、技能、环保等因素，教育禀赋、技能禀赋、

环保意识和行动等特定创业禀赋变量对返乡务

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其中受教

育年限、绿色行业从业经历、培训经历和生态价

值观４个变量的显著性更高；其三，政策激励变

量总体上均对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有正

向促进作用，其中工商登记、创业项目、创业园

区、土地优惠、财税扶持５类政策的影响比较显

著，创业培训、金融支持、信息服务３类政策的

激励作用还有待提升；其四，对样本进行地区分

层的估计结果表明，创业禀赋、政策激励对返乡

务工人员绿色创业意愿的影响具有较大的地区

分层差异，地级市及其郊区实现了从“虹吸效

应”向“溢出效应”的转变，对返乡务工人员绿

色创业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县城及其郊区的正

向作用小于地级市及其郊区，乡镇的正向作用

不明显。

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本文的研究有四点政

策启示：一是以城市群建设、乡村振兴等发展战

略为契机，统筹城乡发展，依据比较优势形成城

乡合理的产业分工体系，在强化中心城市辐射

带动作用的同时，大力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以产业升级和就近就业带动返乡务工人员

绿色创业；二是注重返乡务工人员教育、技能、

创业经验和社会关系等创业禀赋的动态积累，

大力推进城市务工人员、返乡务工人员职业教

育和技能培训工作，搭建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

业经验交流和服务平台，积极发挥行业协会的

专业化指导作用，增加农村地区博览会、交易

会、直播带货等线上线下活动，拓展返乡务工人

员社交网络，延伸创业项目的市场空间；三是加

大农村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力度，用图文并

茂等形式普及相关科学知识，增强农村居民生

态环境保护意识，使其树立牢固的生态价值观，

尤其是应以生活垃圾分类等日常环境保护工作

为抓手，建立激励和惩罚措施，形成全员参与生

态环境保护行动的长效机制，释放绿色创业项

目的有效需求；四是建立返乡务工人员诉求反

馈机制，及时了解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面临

的难题，并基于“整体性绩效评估”理念，定期

评估政府扶持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相关政策

的实施效果，适时调整政策工具和内容，形成支

持返乡务工人员绿色创业的政策合力，同时加

大农村地区“放管服”改革力度，为返乡务工人

员绿色创业提供高效和个性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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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测度与评价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
Ｃｈｉｎａ

关键词：

高质量发展；

新发展理念；

经济运行；

熵值法

林桢，柳林
ＬＩＮＺｈｅｎ，ＬＩＵＬｉｎ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６

摘要：基于新发展理念，结合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从经济运

行、创新驱动、结构协调、绿色持续、对外开放、福利共享６个维度构建我国区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对３０个省区市、四大区域和全国层面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的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从综合评价结果与分项评价结果，
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以及时间和空间的角度展开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

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总体水平不断上升，区域差异依然明显；东、中、西部差距逐

渐缩小，东北地区与东、中、西部的差距仍在拉大；六大维度中创新驱动和对外

开放的区域差异最为明显，绿色持续和结构协调发展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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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质量发展”是中共十九大以来我国经

济发展的主题，也是我国“十四五”时期乃至更

长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理念。进入２１世纪，

我国经济总体发展良好，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的问题一直存在，甚至还有进一步拉

大差距的趋势。“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深

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

功能区战略，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构建

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鉴于此，本文拟

对我国各区域近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

度，准确把握各区域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长板

和短板，发挥优势，补齐短板，以推动我国经济

高质量发展。

　　一、文献综述

　　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首先要

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含义有较为清晰的理解，

近年来学者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进行了充

分的探讨。金碚［１］从人的角度出发，指出高质

量发展是能够更好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真实需

要的经济发展方式、结构和动力状态，其本质特

征是以各种有效和可持续方式满足人民不断增

长的多方面需要。王永昌等［２］从社会运行的环

境角度出发，认为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生产要素

投入少、资源配置效率高、资源环境成本低、经

济社会效益好，本质上是一种可持续发展。

解读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为经济高质量

发展水平的测度提供了理论依据，但由于不同

学者的切入点不同，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构

建尚未形成一套统一的标准。与金碚［１］的思路

一脉相承，任保显［３］基于使用价值的视角，从经

济循环入手，围绕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四个

环节及其外部性，构建包括２８项二级指标的高

质量发展评价体系。以新发展理念为出发点构

建指标体系是大多数学者的选择。朱启贵［４］从

动力变革、产业升级、结构优化、质量变革、效率

变革、民生发展６个维度用共计６２个指标构建

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张军扩等［５］构建

了包含高效、公平和可持续３个方面共计１６项

指标的指标体系以衡量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

平。任保平等［６］从新发展理念切入，构建了新

时代中国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以全国

层面的数据为研究对象，致力于在测度中提出

使中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呈现繁荣盛况的

路径设计。郭芸等［７］进一步缩小了测度范围，

从发展动力、发展结构、发展方式和发展成果４

个维度评级看四大板块和五大经济带的高质量

发展水平。

梳理现有文献可以发现，学者们对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内涵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在

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构建方面取得了重大

成果，虽然研究角度不同，但都认为高质量发展

是一个具有高度综合性的概念，应从多维度、多

层次对其水平进行考察。由于高质量的概念比

较复杂，相关数据浩繁，现有研究大多是止于理

论阐释或指标体系的构建，相关的实证分析并

不多，即使进行实际测度，也大多是从高质量发

展的整体水平进行讨论，鲜有文献对各子维度

的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基于此，本文拟从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出发，结合

经济运行整体状况，从经济运行、创新驱动、结

构协调、绿色持续、对外开放、福利共享６个维

度构建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利

用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

析，以期找出各区域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短板。

　　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

　　１．指标体系构建

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

系，需要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作为依据和

参考。高质量发展标志着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

的发展阶段，其特征与以往的高速增长不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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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体现在：发展目的由数量追赶转为质量追赶；

发展模式由规模扩张转为结构升级；发展动力

由要素驱动转为创新驱动；发展成果从分配失

衡转向共同富裕；发展方式由高碳增长转向绿

色发展［８］。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统筹推进经

济、社会、文化、生态全方位建设，深入贯彻落实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在

经济整体运行良好有效的情况下，不仅注重经

济发展结果，也注重经济发展过程，在宏观上实

现经济稳定均衡增长的目标，在微观上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基于上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特征、要

求和目标的认识，本文拟以新发展理念为抓手，

以考察经济运行稳定有效为背景，分别从６个

维度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见表１），力图全面刻画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

表１　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维度 指标 类型

经济

运行

Ａ１：人均ＧＤＰ（元） 正指标

Ａ２：消费者价格指数（％） 负指标

Ａ３：城镇登记失业率（％） 负指标

Ａ４：城镇化率（％） 正指标

创新

驱动

Ｂ１：Ｒ＆Ｄ人员全时当量（人年） 正指标

Ｂ２：Ｒ＆Ｄ投入强度（％） 正指标

Ｂ３：人均专利授权数（件） 正指标

Ｂ４：人均技术市场成交额（元） 正指标

结构

协调

Ｃ１：第三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 正指标

Ｃ２：城乡收入差距（％） 负指标

Ｃ３：老年人口抚养比（％） 负指标

Ｃ４：文化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正指标

绿色

持续

Ｄ１：单位ＧＤＰ电力消费量（千瓦时／元） 负指标

Ｄ２：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正指标

Ｄ３：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正指标

Ｄ４：省会城市（直辖市）空气优良天数（天） 正指标

对外

开放

Ｅ１：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与ＧＤＰ的比值（％）正指标
Ｅ２：货物进出口总额与ＧＤＰ的比值（％） 正指标

Ｅ３：外商投资企业年底注册数（户） 正指标

Ｅ４：接待国际游客数量（百万人次） 正指标

福利

共享

Ｆ１：每十万人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人） 正指标
Ｆ２：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人） 正指标

Ｆ３：每万人拥有高速公路里程（公里） 正指标

Ｆ４：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册／人） 正指标

态演进路径。该体系指标数量不多但新发展理

念的关键方面都有涉及，指标不重复，数据易

获得。

２．测度方法与数据来源

熵值法在经济评价中运用广泛，其相比主

观赋权法更加客观公正，相比因子分析法和主

成分分析法更具有合理性，因而本文选择熵值

法来确定指标权重。

熵值法的计算过程如下：

（１）假设有ｍ个研究对象，ｎ项测评指标。

运用极差法将原始数据标准化，以消除不同指

标量纲的影响：

Ｙｉｊ＝
Ｘｉｊ－ｍｉｎ（Ｘｉｊ）

ｍａｘ（Ｘｉｊ）－ｍｉｎ（Ｘｉｊ）
（正指标）

Ｙｉｊ＝
ｍｉｎ（Ｘｉｊ）－Ｘｉｊ

ｍａｘ（Ｘｉｊ）－ｍｉｎ（Ｘｉｊ）
（负指标）

（２）计算第ｊ项指标的熵值：

Ｅｊ＝－
１
ｌｎｎ·∑

ｎ

ｉ＝１

Ｙｉｊ

∑
ｎ

ｉ＝１
Ｙｉｊ
·ｌｎ

Ｙｉｊ

∑
ｎ

ｉ＝１
Ｙ















ｉｊ

（３）计算第ｊ项指标的权重：

Ｗｊ＝
１－Ｅｊ

∑
ｍ

ｊ＝１
（１－Ｅｊ）

（４）最终得到综合指数ｒｉｊ＝Ｗｊ·Ｙｉｊ。

样本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和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的《中国统计年鉴》，部分数据通

过原始数据计算得到。由于港澳台地区和西藏

自治区的数据缺失较多，所以本文未将其纳入

研究范围，本文以除上述之外的３０个省、自治

区和直辖市为研究对象。本文对所有的价值型

指标以２０１１年为基期进行平减，以消除物价波

动的影响。

　　三、实证评价

　　１．综合评价

运用熵值法并结合 ＳＰＳＳＡＵ软件，得到各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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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的权重，再进行加权计算，得到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９年中国３０个省区市和四大区域的经济高

质量发展综合评价结果（见表２）。

（１）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态势，但

区域差异明显

由表２可知，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既反映

了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也反映了地区间变化

趋势的不同。

总体来看，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全国均

值从 ２０１１年的 ０．１４６９提高到 ２０１９年的

０．２０２８，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和社会各界越来越

重视经济发展的质量，在保持经济长期稳定的

同时，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五大

抓手，全面促进经济转型，迈上新台阶。在总体

向好的同时，四大区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也在稳步提升。

从区域来看，在四大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水平的排名中，东部地区以远高于全国均值的

表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中国３０个省区市和四大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结果

地区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均值 年均增长率／％
北京 ０．３９１８ ０．３７３０ ０．３８９０ ０．４３１２ ０．４３０５ ０．４９６２ ０．４９５３ ０．５２５１ ０．５５７７ ０．４５４４ ４．５１２６
天津 ０．２１８３ ０．２２４４ ０．２２７２ ０．２３１０ ０．２４９６ ０．２５７５ ０．２５８９ ０．３００７ ０．３０８４ ０．２５２９ ４．４１４４
河北 ０．０８８４ ０．０９３４ ０．０９００ ０．１４００ ０．０９８７ ０．１００１ ０．１０３９ ０．１３４９ ０．１２４０ ０．１０８１ ４．３１２９
上海 ０．３７９４ ０．３７９９ ０．３７３２ ０．３７７６ ０．３８２３ ０．４０２６ ０．４２０６ ０．４３９０ ０．４５１２ ０．４００６ ２．１９１０
江苏 ０．２８１３ ０．３０４９ ０．２８９５ ０．２８６４ ０．２９９６ ０．３０２８ ０．３１０８ ０．３２７８ ０．３４７０ ０．３０５６ ２．６５６８
浙江 ０．２４３６ ０．２６９４ ０．２６３３ ０．２６３９ ０．２８６１ ０．２８８８ ０．２９８０ ０．３２６６ ０．３４３１ ０．２８７０ ４．３７３３
福建 ０．１７２５ ０．１８３０ ０．１８２８ ０．１８７５ ０．１８７２ ０．２０７１ ０．２１４７ ０．２２６０ ０．２３５０ ０．１９９５ ３．９４２９
山东 ０．１６０６ ０．１７２６ ０．１６８７ ０．１６７４ ０．１７１８ ０．１７５９ ０．１８３４ ０．１８９８ ０．１８１３ ０．１７４６ １．５２９３
广东 ０．３７１５ ０．３９２０ ０．３９５２ ０．３８４９ ０．３９７９ ０．４１１９ ０．４６７７ ０．５３２３ ０．５０８６ ０．４２９１ ４．００４２
海南 ０．１３９２ ０．１４８３ ０．１３５２ ０．１３３９ ０．１３２８ ０．１５７６ ０．１５５５ ０．１７０１ ０．１７９８ ０．１５０３ ３．２４７６
山西 ０．１００２ ０．１０８０ ０．１０７０ ０．１０６２ ０．１０９８ ０．１１３０ ０．１１２２ ０．１１８４ ０．１２５１ ０．１１１１ ２．８１１８
安徽 ０．０９８０ ０．１０８４ ０．１１０１ ０．１１６０ ０．１２８８ ０．１２５９ ０．１３０２ ０．１４２０ ０．１５２２ ０．１２３５ ５．６６０４
江西 ０．１０７５ ０．１０８９ ０．１０６６ ０．１１２５ ０．１１８９ ０．１２３９ ０．１２７３ ０．１３８７ ０．１４８２ ０．１２１４ ４．０９０８
河南 ０．０８６５ ０．０９５７ ０．０９６５ ０．１０２８ ０．１０７０ ０．１１３６ ０．１１２３ ０．１１８５ ０．１２４８ ０．１０６４ ４．６８２２
湖北 ０．１０８４ ０．１１７５ ０．１２４８ ０．２０２７ ０．１４０２ ０．１４７５ ０．１９５８ ０．１７１０ ０．１８４１ ０．１５４６ ６．８４９４
湖南 ０．０８７７ ０．０９４４ ０．０９６２ ０．１０２９ ０．１１１１ ０．１１６２ ０．１３３７ ０．１４２７ ０．１５４１ ０．１１５４ ７．３０５３
内蒙古 ０．１０５１ ０．１１３３ ０．１１１８ ０．１１５５ ０．１１９６ ０．１３９０ ０．１３００ ０．１２９８ ０．１３３２ ０．１２１９ ３．００７３
广西 ０．０８６７ ０．０９３７ ０．０９３４ ０．１０２２ ０．１１１７ ０．１１３２ ０．１２１９ ０．１２６３ ０．１３３７ ０．１０９２ ５．５５９１
重庆 ０．１１２０ ０．１２４７ ０．１２６４ ０．１３６２ ０．１４１０ ０．１４６０ ０．１４６１ ０．１６１７ ０．１６１１ ０．１３９５ ４．６４８７
四川 ０．０８８６ ０．１００８ ０．０９９９ ０．１０６７ ０．１１１３ ０．１１３８ ０．１２２７ ０．１３８４ ０．１５４１ ０．１１５２ ７．１６４０
贵州 ０．０６２７ ０．０７１２ ０．０７２３ ０．０７８９ ０．０８６７ ０．０８８２ ０．０９３２ ０．１０２６ ０．１０９９ ０．０８５１ ７．２７４５
云南 ０．０７８３ ０．０８２７ ０．０７８８ ０．０８１２ ０．０９３１ ０．１００２ ０．１０８３ ０．１１５５ ０．１２２６ ０．０９５６ ５．７６７８
陕西 ０．１１０６ ０．１２７４ ０．１３２５ ０．１３７２ ０．１３７２ ０．１５９９ ０．１５９４ ０．１７１６ ０．１７９７ ０．１４６２ ６．２５７４
甘肃 ０．０７１６ ０．０８０７ ０．０８６５ ０．０８９０ ０．０９３８ ０．０９９２ ０．１０１３ ０．１０３５ ０．１１０６ ０．０９２９ ５．５７４９
青海 ０．０８８２ ０．０８９９ ０．０９２７ ０．１０６９ ０．１２６５ ０．１３２８ ０．１４１９ ０．１４５６ ０．１４７３ ０．１１９１ ６．６１８８
宁夏 ０．１０１７ ０．１００３ ０．１０４８ ０．１１１５ ０．１１７７ ０．１２２９ ０．１４２２ ０．１４８１ ０．１４８０ ０．１２１９ ４．７９５９
新疆 ０．０９１９ ０．０９９４ ０．０９８４ ０．０９３１ ０．１００３ ０．１０１５ ０．１０３３ ０．１０６９ ０．１１１８ ０．１００７ ２．４８４８
辽宁 ０．１５９３ ０．１６９４ ０．１５９７ ０．１５８８ ０．１６１０ ０．１６５４ ０．１８０３ ０．１８４１ ０．１９０９ ０．１６９９ ２．２８５４
吉林 ０．１０５４ ０．１０７７ ０．１０６４ ０．１１０２ ０．１１４６ ０．１２００ ０．１２１３ ０．１３２９ ０．１４２４ ０．１１７９ ３．８３６３
黑龙江 ０．１１０７ ０．１０９７ ０．１０５７ ０．１０４６ ０．１０２４ ０．１０５４ ０．１０６９ ０．１０７６ ０．１１３５ ０．１０７４ ０．３０５６
全国 ０．１４６９ ０．１５４８ ０．１５４２ ０．１６２６ ０．１６５６ ０．１７４９ ０．１８３３ ０．１９５９ ０．２０２８ ０．１７１２ ４．１０９５

东部地区 ０．２４４７ ０．２５４１ ０．２５１４ ０．２６０４ ０．２６３６ ０．２８０１ ０．２９０９ ０．３１７２ ０．３２３６ ０．２７６２ ３．５５７５
中部地区 ０．０９８１ ０．１０５５ ０．１０６９ ０．１２３８ ０．１１９３ ０．１２３３ ０．１３５３ ０．１３８５ ０．１４８１ ０．１２２１ ５．２８９１
西部地区 ０．０９０７ ０．０９８６ ０．０９９８ ０．１０５３ ０．１１２６ ０．１１９７ ０．１２４６ ０．１３１８ ０．１３７４ ０．１１３４ ５．３３７６
东北地区 ０．１２５１ ０．１２８９ ０．１２４０ ０．１２４５ ０．１２６０ ０．１３０３ ０．１３６２ ０．１４１５ ０．１４８９ ０．１３１７ ２．１９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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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遥遥领先，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处于中间

位置，西部地区排名末尾。除东部地区外的其

他三大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均值均低于

全国均值，东部地区均值相当于中部地区均值

的２．２６２１倍、西部地区的２．４３５６倍、东北地

区的２．０９７２倍，东部地区与中部、西部、东北

地区之间差距显著，但中部、西部、东北地区间

均值差距并不明显。不过应该看到，即使东部

地区整体发展水平较高，但各省份之间差距依

然不小，既有均值超过 ０．４的北京、上海和广

东，也有均值仅为０．１０８１的河北。

（２）高质量发展速度：中、西部发展快，东

部提升趋缓，东北增速滞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全国的平均增长率为

４．１０９５％，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分别以

５．３３７６％和５．２８９１％的年均增长率位于前两

名，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约是东部地区增速的

１．５倍，显示出强大的后发优势。高质量发展

水平最高的东部地区在发展速度上有趋缓态

势，以３．５５７５％的增长速度位居第三，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是中部和西部地区发展速度的２／

３左右，这说明东、中、西部的差距正在逐步缩

小。发展速度最慢的是东北地区，９年间的年

均增长速度为２．１９８４％，远低于中、西部地区，

不足中、西部地区发展速度的一半，不足东部地

区增长速度的２／３，这说明东北地区与东、中、西

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在加速拉开。由此可以判断，

“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正在逐步

实现，而“振兴东北”战略落实得并不令人满意。

２．分项评价

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提高经济高质量发展

水平，不仅要了解目前的综合发展水平、发展潜

力如何，更重要的是弄清楚经济高质量发展过

程中的长处与短处，才能找准方向走对路、对症

下药。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六

大维度的发展趋势和２０１９年我国四大地区的

分项指标分别见图１、图２。

从分项结果的时间角度看，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

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六大维度的表现各有特

色。经济运行总体上比较平稳，经济运行指数

稳定在０．０３００左右，这为经济在技术创新、发

展结构、发展方式、对外交流等方面实现突破提

供了良好环境。创新驱动和对外开放实现了快

速增长，尤其是创新驱动发展势如破竹，这彰显

了我国对创新的高度重视提升了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成效。然而在２０１９

年这一年，创新驱动这一指标增长明显趋缓，和

２０１８年水平相当，可能的原因是一直以来我国

的创新大多数属于学习式创新，是在模仿、改进

他人的基础上进行的，一旦基础供应不足，创新

发展就会受到明显影响。２０１９年，中美贸易摩

擦不断升级，美国在限制高科技产品和中国人

图１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六大维度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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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１９年我国四大区域分项指标水平

赴美学习先进技术等方面实行了较大限制，这

使中国高科技领域的人才、技术、投资和供应链

面临严峻的挑战［９］。协调发展和绿色发展的增

长趋势基本一致，均是徐徐前进，这说明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促进社会协调发展任重道远，需要

久久为功。增长速度最均匀的是福利共享维

度，这说明我国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理念，

把实现人民群众最广泛、最根本的利益放在第

一位，解决人民最关心的问题。

从分项结果的空间角度看，六大维度中除

绿色持续维度外都是东部地区领先，呈现出东

强西弱的格局，而在绿色持续方面各地区的表

现相近，虽然东部地区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

占据绝对优势，但是其他地区也有各自的比较

优势，如中部地区的创新发展显著高于西部地

区和东北地区，东北地区的开放发展紧跟着东

部领头羊。湖北省作为中部地区的中流砥柱，

是我国重要的科研教育基地，众多的科研院所

为该省创新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人才支持，从而

使其创新表现鹤立鸡群，也为中部其他省的创

新发展起到了榜样作用。东北地区的开放测评

分数位居第二主要归功于辽宁省。在开放维度

上，东北三省中的辽宁省评分为０．０６８１，相当

于黑龙江省的３倍、吉林省的４倍。辽宁省作

为东北地区唯一沿海沿边地区，具有天然的区

位优势，未来辽宁省应继续借助自身禀赋推动

向东北亚特别是日韩的深层次开放。西部地区

虽然在共享层面与排名第一的东部地区相近，

但这一方面不能归于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人

均量提升的可能原因是西部地区人口流出量

大、人口基数小。东部地区在绿色持续发展方

面有待提高，中部地区的短板表现为绿色持续

发展和福利共享发展方面，西部地区的创新驱

动和对外开放在四个地区中均排名最后，东北地

区的经济运行和结构协调发展还存在一定问题。

　　四、结论与启示

　　１．结论

从综合评价结果来看，我国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总体水平稳步提升，但区域差异明显，发展

水平最高的是东部地区，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

紧随其后，排在最后的是西部地区；整体发展水

平趋势为由东向西依次递减，但发展速度却与

此几乎相反，中西部地区发展势头强劲，东部地

区稍逊一筹，东北地区发展最为缓慢。从分项

评价结果来看，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我国经济运行

总体平稳，创新驱动和对外开放水平增长最快，

结构协调和绿色持续发展缓慢，福利共享发展

匀速前进。从四大地区的角度来看，东部地区

除在绿色持续发展方面与其他地区持平外，其

他五个维度的评分都高于其他三个地区，尤其

是在创新驱动和对外开放方面；中部地区和东

北地区分别在创新驱动、对外开放上占有比较

优势，西部地区在各个方面基本上都处于中等

水平。而在短板方面，东、中、西、东北地区尚存

在较大改进余地的方面分别是绿色持续发展和

福利共享、创新驱动发展和对外开放、结构协调

发展和经济运行。

２．启示

其一，发挥自身比较优势，促进区域优势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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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由于各地的要素禀赋和所处的发展阶段不

同，应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制定发展目标，以

比较优势为出发点，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新的

增长极。同时，各地区应加强互联互通、打破空

间束缚、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形成供应、生产、销

售一体化且资源最优利用的循环体系，破除区

域发展瓶颈，为区域发展注入新的血液。党政

干部作为区域行政层面的领导者，其个人行事

作风和思想导向会对地区发展产生影响，各地

区可通过对口帮扶、干部挂职等形式将发展成

功地区的经验带到发展落后地区，有效发挥党

政干部的引领作用。应积极提升城市群和中心

城市的带动和辐射能力，以点带面，缩小区域发

展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其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经济发展动

力。我国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应坚持

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并匹配以相应的制度创新，

为科技创新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形成制度创

新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互利局面。在核心科

技方面，要由改进式创新转向原研式创新，实现

更多由０到１的突破；在创新成果转化方面，要

建立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区，促进产学研结合，推

进自主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市场化应用。人作为

创新中最活跃的因素，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用

好人才应作为地方政府制定人才政策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各地区应充分挖掘人力资本潜能，

全力促进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如每年为特殊人

才提供免费的教育培训、给予人才落户奖励和

定期举办人才交流会等。另外，应加大对基础

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资金投入力度，引进先进装

备，提高研发人员的工作效率。

其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绿色发展。

在政策引导方面，应鼓励企业采用清洁技术进

行生产，根据不同盈利状况设置企业绿色节能

环保设备使用率的下限，以严格执法、不定期抽

查等方式倒逼企业严格按照规定标准进行碳排

放；在融资支持方面，应给予绿色环保企业优惠

贷款，强化绿色产业扶持，减轻相关企业的治污

资金压力；在资源配置方面，应大力促进排污权

交易市场化、透明化，满足不同主体的排污需

要，使得排污量的分配各得其所，既在当期环境

的自我净化范围内，又能扩大社会生产量；在监

测监督方面，应推动形成完善的生态环境监测

预警机制，及时向社会公众发布相关情况，通过

环境污染的奖惩机制提高社会公众的参与度与

监督力。另外，应以水力、风力、太阳能等来源

可持续的能源代替煤炭、石油的使用，落实垃圾

的分类、无害化处理和再回收，促进资源的循环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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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要：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迈进的新发展阶段，对科技创新的需求愈加强烈，也对更好发挥财政作用

提出了更高要求。作为发展中大省，河南财政支持创新驱动发展方面还存在着

投入强度相对不高、撬动作用不明显、推进机制不健全、绩效评价不完善等突出

问题。在这方面，先进省市进行了有益探索，形成的主要经验有：对接国家战

略、聚焦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发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撬动更多企业增加研发投

入、围绕投入深化改革等。为更好发挥财政在支持创新驱动发展中的应有作

用，河南应积极借鉴这些先进经验，聚焦国家重大战略，抓好“两个关键”；发挥

撬动作用，引导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着眼创新能力提升，给予基础研究和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支持；围绕创新环境营造，加大支持力度；强化财政科技投

入绩效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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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

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创新被提

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我国应对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的关键所在。投入是开展各种科技创

新活动的重要物质基础和基本保障，是反映一

个国家和地区科技实力的重要指标。《中国区

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２０２０》显示，河南综合科

技创新水平居全国第１７位，与经济大省、人口

大省的地位明显不符，这与河南财政支持创新

发展不足不无关系。《中共河南省委关于制定

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２０３５年

要基本建成中西部创新高地、“十四五”时期河

南中西部创新高地建设要实现更大跃升，彰显

了河南对创新的强烈需求，也对更好发挥财政

作用提出了更高要求。站在新起点，面对新阶

段、新任务、新要求，迫切需要以更高站位、更大

力度抓好财政支持创新驱动发展工作，助力创

新在中原大地释放出强大动力，这既是必须扛稳

的政治责任，也是必须回答的时代命题。

　　一、财政支持创新驱动发展研究

综述

　　从既有研究来看，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政

府进行科技投入是由于研发活动“市场失灵”。

美国学者 Ｍ．Ｅ．Ｐｏｒｔｅｒ［１］认为，政府科技经费投

入是为了确保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能够有效完

成各自目标。法国学者Ｇｎｅｌｌｅｅ等［２］认为，政府

资助比例与对企业研发支出的影响呈倒 Ｕ形

关系等。具体到国内研究而言，尹曼琳［３］运用

随机前沿边界模型测算了深圳上市科技型企业

利润率，认为政府采购和政府补贴均有利于深

圳企业利润率的提升。吴芸［４］分析了４０个国

家近３０年的面板数据，得出了政府科技投入能

显著促进科技创新但资金使用效率仍需提升的

结论。吴松强等［５］总结了欧盟主要成员国在完

善财政科技投入、健全绩效评价体系等方面的

经验，并对优化我国财政科技投入提出了针对

性建议。张明喜［６］认为，科技财政职能正在从

分配资源向创新服务转变，要重视财政科技经

费投入方式的综合运用。翟启江［７］认为，应重点

从立法、组织体系、分类评估和基础条件建设入

手，以推动我国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等工作。

纵观已有研究，近年来财政支持创新驱动

发展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成果丰

硕，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从整体上看，相对于

新阶段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创新驱动提出的新要

求，现有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１）问题导向略

显不明，对制约财政科技投入、绩效提升的机制

因素、结构因素、政策因素等分析得较少；（２）

需求导向略显不明，对财政科技投入与区域重

点产业、重点领域结合分析得较少，很多的对

策、措施精准性欠佳；（３）战略导向略显不明，

对财政科技政策与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目标、重

点任务结合得不够紧密，应用价值未充分实现。

鉴于此，本文拟以河南省为例，分析财政支持创

新驱动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

期为地方财政支持区域创新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二、河南财政支持创新驱动发展存

在的问题

　　“十三五”时期，河南省财政积极发挥国家

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不断强化财政对

创新驱动发展的支持、引领功能，加大投入、完

善政策、强化引导，有力促进了全省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的深入实施。２０１９年，全省财政科技支

出达到２１６亿元，是２０１５年的２．５７倍，年均增

长２６．７％，推动全省研发经费投入达到７９３．０

亿元，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由２０１５年的１．１８％

提升至２０１９年的１．４６％，对河南综合科技创

新水平在全国位次由２０１５年的第２０位晋升为

２０１９年的第１７位发挥了重要作用［８］。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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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河南财政在支持创新驱动

发展上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１．科技投入强度相对不高

整体上，河南财政科技资金的投入规模与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需求还不匹配，具体

表现在：（１）Ｒ＆Ｄ投入强度偏低。虽然近年来

河南Ｒ＆Ｄ投入强度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有所

缩小，但由于河南大院大所名校少、科技资源弱

省的省情没有显著改变，目前离全国平均水平

仍有明显差距（见图１）。（２）财政科技支出占

比偏低。２０１８年全国地方科技支出占一般预

算支出比重为２．７６％，而河南仅为１．７％，列全

国第１５位、中部地区第５位。２０１９年虽大幅

提升至２．１２％，但仍未达到全国地方平均水

平［９］。（３）地市财政支持力度参差不齐。例如

２０１８年，郑州、洛阳、新乡、许昌、漯河、鹤壁六

市财政科技支出占比超过２％，而周口、濮阳、

信阳等地市科技支出占比不超过 １％［１０］。因

此，河南财政在支持创新驱动发展上的资金投

入仍显不足，引领作用发挥不够。

２．支撑撬动效能不够显著

目前，在财政支持创新驱动发展的政策实

施上，相关机制还不够完善，仍有较大改善空

间，具体表现在：（１）撬动企业研发投入效应不

够突出。以２０１８年为例，河南企业 Ｒ＆Ｄ经费

投入规模为５７６亿元，与广东（２３６９亿元）、江

苏（２１８２亿元）、山东（１４６０亿元）、浙江（１３０３

图１　２０１２—２０１９年全国、河南Ｒ＆Ｄ经费

占ＧＤＰ比重情况
数据来源：历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

亿元）等第一梯队差距较大；同年，全省财政科

技支出总规模为１５６亿元，其中用于Ｒ＆Ｄ经费

的仅为３２．９８亿元，Ｒ＆Ｄ经费财政资金投入为

６０．４亿元，仅占全省 Ｒ＆Ｄ经费投入的９％［９］。

（２）支持方式较为单一。资金使用上间接扶持

比重偏低，“评项目”仍是科技部门主要的支持

手段，风险补偿、股权投资、创投引导基金等市

场化的投入方式运用不足，财政资金的“乘数

效应”没有得到很好发挥。（３）资金拨付速度

较慢。资金拨付过程中牵涉到项目立项、任务

审批、牵头组织单位拨付资金等环节，管理层次

较多，造成“资金等项目”、预算执行慢、基层拨

款慢等现象，影响了财政资金应有效益的发挥。

３．联动推进机制不够健全

财政支持创新驱动发展本身是一项系统工

作，牵涉到不同主体、不同层级、不同部门的协

作配合，但河南在协同推进科技投入方面联动

明显不足，具体表现在：（１）联动投入合力尚未

形成。以企业研发补助政策为例，实施该项政

策的目的除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外，更重要

的是引导市县财政增加投入，但是个别地市财

政甚至没有相关配套支持，说明围绕增加科技

投入目标，上下联动、部门统筹的机制还没有真

正建立起来，相关投入政策的衔接、配合特别是

落实还不够顺畅；（２）支持政策碎片化现象突

出。科技投入政策涉及财政、发改、工信、科技、

科协等多个主管部门，各个部门就各自职能制

定支持投入的政策，缺乏对整个体系、链条的谋

划，影响了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３）存在省市

重复投入现象。由于省、市两级职能分工和政

策目标不同，在创新投入领域存在交叉重复投入

现象，削弱了财政科技投入的产出效果。

４．绩效评价体系有待完善

一直以来，河南对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价

重视不够，长期形成的“重安排，轻监督；重争

取，轻管理；重使用，轻绩效”的局面尚未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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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具体表现在：（１）绩效管理意识不强。部

分预算单位和项目承担单位绩效评价主动性不

够，以结果为导向的绩效管理理念尚未完全深

入人心，创新活动还有一定的随意性，造成资金

使用绩效不高。（２）绩效评价方式有待完善。

当前，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价带有明显的滞后

性，更多的绩效评价为事后评价，缺乏绩效监控

和过程评价，对项目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

能及时纠正；同时，事后绩效评价也缺乏有效的

数据支撑，导致在执行中的监控关注重点仍然

局限于支出进度和资金合规性、安全性，评价质

量不高，对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作用不大。

　　三、先进省市财政支持创新驱动发

展的做法

　　广东、江苏、浙江、上海等省市是全国综合

创新能力排名靠前的地区，其财政支持创新驱

动发展的做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主动对接国家战略

广东、浙江、江苏、上海等先进省市在科技

投入方面形成了聚焦国家战略、坚持需求导向、

立足长远、精准发力的政策体系，推动其科技创

新工作始终走在全国前列。地方财政坚持把支

持创新驱动发展摆在突出位置，广东出台了

“科创１２条”、上海出台了“科创２５条”、江苏

出台了“科技改革３０条”等政策文件；同时大

幅增加创新投入，如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上海市财

政科技支出分别为３４１．７１亿元、３８９．８９亿元、

４２６．３７亿元，累计投入１１５７．９７亿元，年均增

幅约１６．２％［１１］，可以说形成了创新驱动发展的

政策高地，打通了主动对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的渠道。此外，广东、浙江、江苏地方财政围绕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等重大国

家战略，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有效推动了创新驱

动发展。比如，广东建立了省级财政科研项目

资金跨境拨付港澳高校使用机制，支持港澳地

区高校和科研机构积极参与广东财政科技计划

等，加快了港澳创新资源融入国家创新体系的

进程。

２．聚焦基础创新能力提升

顺应经济发展规律，结合自身发展阶段，广

东、上海等发达省市对创新的支持已由以应用

研究为主转向以基础前沿研究为主，并建立了

以“加大投入、稳定支持、多元投入”为导向的

多元投入机制。在科研基础设施投入方面，广

东、上海等集中资金建设同步辐射光源、中微子

试验站等一大批大科学装置和张江综合性国家

科学中心等世界高水平研究机构，为原始创新

能力提升提供了保障。在持续稳定支持方面，

广东、上海、浙江等省市均设立了自然科学基

金，建立了稳定支持机制，其中，广东省自然科

学基金与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四市和相关企

业建立了联合基金，有力助推了区域和企业基

础创新能力的提升。同时，为鼓励所在地区更

多承接国家重大课题任务，深圳对获得国家重

大课题的给予配套支持。江苏也将基础研究和

应用基础研究作为省科技计划项目的重点，加

大财政支持力度，有力地推动了全省基础研究

能力的提升。

３．精准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对于促进高质量发

展，特别是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加速新旧动能转

换、保障产业安全意义重大。广东、江苏、浙江

等省份，围绕国家与区域经济发展重大战略、任

务、计划，不断加大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支持

力度，应对国际竞争挑战。２０１９年，广东对国

外技术封锁目录进行梳理，针对元器件、关键零

部件等与广东经济联系紧密的七个领域实施重

点领域研发计划，安排财政专项资金面向全国

进行集中攻关和突破，推动解决区域产业发展

中技术“卡脖子”问题。江苏、浙江等省份也围

绕区域产业发展面临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共

·４６·



袁金星：河南省地方财政支持创新驱动发展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性难题，加大支持力度，支持技术攻关的突破，

提升了区域创新能力，在新一轮竞争中走在了

全国前列。

４．以多种投入方式撬动企业投入

企业是创新驱动发展的主体，广州、深圳、

上海等地通过不断丰富、创新多形式的财政支

持方式，有效激发了科技企业的创新活力。比

如，深圳积极实施“科技倍增”计划，在全国率

先推出大规模企业研发补助等政策；广东采取

核准制、事后补偿等普惠性支持方式，支持企业

开展创新创业活动；上海扩大“科技创新券”使

用范围，加大对重大创新产品和服务、核心关键

技术的政府采购力度，明确要求市级部门年度

采购项目预算总额中专门面向中小微企业的比

例不低于３０％，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支持

力度。此外，这些省市还积极采用贴息、基金、

科技信贷、政府性基金等方式支持企业开展创

新活动，有效推动了企业创新发展。

５．围绕科技投入深化相关改革

广东、江苏、上海等省市均围绕简政放权、

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方面进行了财政科研项

目资金管理方面的改革，以科技投入管理创新

为创新驱动发展营造更好环境。在简政放权方

面，江苏出台了“科技改革３０条”，扩大了科研

人员预算调剂权、经费使用自主权和技术路线

决策权，有力保证了科研人才潜心研究。在放

管结合方面，广东２０１８年颁布了《广东省财政

预算绩效指标库》，依托信息系统对绩效指标

信息进行自动收集、识别和对比，财政科技经费

的绩效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在优化创新服务

方面，广东省财政厅联合审计厅印发《关于省

级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的管理监督办法》；上海

市科研经费实行包干制试点，并允许给在职人

员发放劳务费等，这些都真正做到了为科研人

员松绑助力，让科研人员有了更多获得感。

　　四、新阶段河南财政支持创新驱动

发展的对策建议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演化趋势已

然清晰，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重点任务已然明

确。立足新发展阶段，河南要进一步发挥财政

支持作用，聚焦短板弱项，借鉴先进经验，积极

作为，完善科技投入政策体系，创新财政支持方

式，提升财政引导效能，夯实创新根基，为国家

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更多河南力量。

１．聚焦国家重大战略，抓好“两个关键”

广东、江苏、上海等省市围绕大湾区、长江

经济带、国际科技中心等国家战略部署，结合自

身区域特点出台了一系列财政科技投入政策，

进行了相关体制机制改革探索，取得了良好效

果。实践表明，站位高远，勇于担当，立足实情，

积极服务重大国家战略，是财政科技投入支持

创新驱动发展的根本遵循。为此，河南财政应

紧紧围绕融入新发展格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中部地区崛起国家战略，以及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战略等，抓好“两个

关键”。一是抓好发挥好财政的基础和重要支

柱作用这一关键。应用好预算管理改革、科技

经费管理改革两项抓手，优化资金支持方向，重

点围绕国家战略和河南发展的切入点、结合点、

落脚点，出思路、定政策，以高站位落实大战略，

以小切口推动大变局。二是抓好全面增加财政

科技投入这一关键。应始终将科技作为财政支

出的重点领域，通过开展税式支出政策试点、开

展对县市创新驱动发展财政奖补和全面加强财

政科技投入考评等具体措施，改变长期以来河

南财政科技投入强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局

面，为河南做强科技“硬支撑”、下好创新“先手

棋”提供坚实的资金保障。

２．发挥撬动作用，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广东、浙江等省份的经验表明，实施创新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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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发展战略的核心是要培育一批区域优势产业

和核心企业，在此基础上，吸引人才、平台、项

目、机构等创新要素进一步集聚，形成创新发展

的强大合力。河南高新技术产业规模偏小、企

业创新能力普遍较弱，因此，财政应在引导企业

研发投入上多策并举。一是加大财政研发投入

力度。一方面，省、市、县三级财政应建立财政

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不断优化投入方式，扩

大政府研发投入规模；另一方面，应积极争取中

央财政资金，支持省内企业承担国家科技重大

专项、重点研发计划等，按规定予以足额经费支

持。此外，应综合运用项目支持、基金引导、股

权激励、风险补偿、支持上市等形式，引导企业

加大研发投入。二是建立研发导向的激励机

制。省、市、县三级财政扶持资金应优先支持研

发投入强度大的企业，对高于全省研发投入平

均水平的企业，优先支持申报国家级、省级重点

研发计划项目和重大创新平台载体；同时应完

善研发投入风险分担机制，引导银行保险机构

创新发展科技保险等金融产品和服务，分散企

业研发风险。三是强化企业研发主体地位。应

加大财政资金奖补力度，实施“小升高”培育行

动、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行动、“科技小巨人”

企业培育行动，让更多创新型企业脱颖而出。

３．着眼创新能力提升，给予基础研究和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支持

新一轮科技革命已经到来，发达国家和广

东、浙江、江苏等发达省份都在基础研究领域加

大了投入力度，并且不断加大了对事关国家、区

域经济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支持力度，

在全球科技竞争中占据了有利位置。河南区域

创新能力不强，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基础研究能

力弱、区域产业发展中技术“卡脖子”问题较为

突出，迫切需要财政在这方面加大投入。一是

加大对重大创新平台的投入。应加大财政支持

力度，实施创新能力建设重大工程，集中资源建

设一批类似超算中心、生物育种中心的国家级

科学基础设施和重大平台，发挥“塔尖”“重器”

的引领力、爆发力、支撑力，占领“头部领域”、

掌握“头部技术”，做强创新引擎。二是大力支

持重点领域转型升级。应发挥财政政策的导向

作用和专项资金的杠杆作用，聚焦科技支持乡

村振兴战略这一核心任务，重点围绕小麦、玉米

等优势农产品产业发展中的重大关键共性技

术、技术集成和推广应用等加大支持力度；聚焦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这一主攻方向，加大“十百

千”转型升级创新专项支持力度，支持制造业

企业技术改造和实施创新引领示范项目，推动

全省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跃升。三是激励高校

加大研发投入。应把高校、科研院所的研发投

入、创新绩效等作为财政科技资金分配、绩效考

评等工作的重要指标，通过财政科技投入政策的

优化，引导高校加大研发投入，提升其原始创新

能力。

４．围绕创新环境营造，加大支持力度

广东、上海、浙江等地之所以综合创新能力

走在全国前列，与良好的创新环境不无关系。

因此，河南也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对于全省创

新环境营造的投入力度，向全社会释放更多政

府支持创新、鼓励创新的清晰信号，推动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速度再加快、深度再拓展。一是完

善科学技术奖励制度。应进一步提高河南省科

学技术奖奖金标准，同时加大宣传力度，激发科

研人员申报积极性。二是加大对科普工作的财

政投入力度。科普工作对全社会创新文化氛围

形成有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应加大科普经费的

投入力度，支持河南科技馆等科技基础设施建

设，促进科普资源的开发和共享、科普活动的开

展和落实，切实提高科普效果。三是积极实施

财政科技投入服务“再提升”行动。应突出抓

好科技计划和资金管理改革，实施以增加知识

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健全科技成果利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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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金星：河南省地方财政支持创新驱动发展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配机制，让科研人员有更多获得感。此外，还应

简化科研仪器设备政府采购流程，对科研急需

的设备和耗材，建立特事特办、随到随办的政府

采购机制；财政部门、科技部门应会同其他相关

部门统筹科研项目监督检查工作，实现监督检

查结果共享和互认，最大限度降低对科研活动

的干扰。

５．强化财政科技经费绩效管理，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

广东、浙江、江苏等先进省份经验表明，财

政科技投入不仅要聚焦国家战略、区域发展需

求、重点企业，更要发挥财政资金绩效管理的引

导作用。因此，河南财政科技投入应进一步强

化绩效管理理念，全面加强财政预算绩效管理，

强化绩效评价，加快形成以结果为导向的绩效

管理模式，提高财政科技资金使用效益，切实改

善河南财政科技资金支撑效应不突出问题。一

是应强化财政科技投入绩效目标管理。应运用

定量、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合理制定各类财政科

技专项绩效目标，同时应提前明确第三方机构

评测、专家评价、用户评价等考核方式，便于进

一步开展绩效评价。二是应强化绩效监控。应

坚决落实中央精神，对相关计划项目“按照任

务书约定、在关键节点开展里程碑式管理”，并

实施年度报告制度，加强项目执行过程中的监

控，避免偏离绩效目标。三是应强化绩效导向。

应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财政科技资金调整、后

续安排的重要依据，对预算支出速度较慢、项目

实施进度严重滞后或难以达到预期绩效目标

的，分类采取收回、撤销、压减、调整等措施，倒

逼其提高财政资金使用实效，扭转河南财政科

技投入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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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萍
ＣＨＥＮＰｉｎｇ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区域经济研究中心，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要：２０２０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持续蔓延，导致全球供应
链、产业链至今仍然不稳定，世界经济复苏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同时我国经济依

然处于恢复阶段，面临诸多结构性风险。在此背景下，河南对外贸易发展在

２０２０年实现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进出口增速，对外贸易在疫情稳定后逐步恢
复，实际吸收外资与对外投资均大幅下降，新型贸易方式跨境电商在逆境中保

持增长。虽然外部经济环境趋紧，但国内经济发展形势持续向好。应落实“六

稳”“六保”，稳住外贸基本盘，积极对接和融入国家“双循环”战略，加强“四路

建设”，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以跨境电商驱动河南对外贸易转型升级，以

加快河南对外贸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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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萍：新形势下河南对外贸易发展的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

　　２０２０年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和

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给河南经济社会发展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面对严峻形

势，河南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和指示精神与国家稳外贸稳外资政策措施，贯

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决

策部署，在确保打赢疫情阻击战的同时，服务保

障全省外经贸企业复工复产，进一步做好稳外

贸、增外资、促外经工作，出台《关于积极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做好外经贸工作若干措施的通

知》，科学统筹疫情常态化防控，保持全省外经

贸工作平衡发展［１］，对外贸易发展在经历２月

份的短暂“停滞”后，第二、三、四季度步入稳步

恢复和快速发展通道［２］。目前，学界对河南对

外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

对河南对外贸易现状的研究。例如，孙明

等［３－５］分析了河南对外贸易存在的问题，并结

合最新政策给出了改进措施与对策。二是研究

自贸区对河南对外贸易的影响。例如，吕荣

艳［６］基于“反事实”原理的合成控制法对自贸

区战略对于河南对外贸易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

究，王丽霞等［７－８］全面研究了河南自贸区的发

展现状及其对河南对外贸易结构的影响。三是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从某一特定视角对河南

对外贸易特点进行了研究。例如，范艳萍［９］分

析了加工贸易对河南对外贸易产业配套、新兴

产业培育和利用外资等方面的影响，陈文浩

等［１０－１１］考察了河南省农产品出口竞争状况。

纵观已有研究，学界对河南对外贸易的政策背

景、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概括总结，对对外贸易影

响较大的自贸区进行了部分研究，其中不乏真

知灼见，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对现状的研究

过于空泛，缺少有力的数据支持；二是对河南对

外贸易发展的新特点、新形势和未来新趋势缺

少研究。而新冠肺炎疫情对河南对外贸易的影

响，将通过对河南对外贸易的进出口增速变化

情况、河南的对外贸易结构变化情况、河南在全

国贸易格局的变化情况、新形势下出现的新的

贸易特点的深入分析中找到部分答案，新冠肺

炎疫情带来的国际国内发展环境的变化，也将

极大地影响未来河南对外贸易的发展趋势和方

向。鉴于此，本文拟从分析２０２０年河南对外贸

易的发展现状入手，全面考察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下的国内外发展环境，从而结合河南的现状

找出加快河南对外贸易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２０２０年河南对外贸易的发展现状

　　２０２０年，河南对外贸易在年初受新冠肺炎

疫情的影响“暂停”之后，实现了远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的全年进出口增速，对外贸易在疫情稳

定后逐步恢复，实际吸收外资与对外投资均大

幅下降，新型贸易方式跨境电商在逆境中保持

增长态势。

１．进出口增速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２０２０年河南进出口总额突破６５００亿元大

关，达到 ６６５４．８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增长

１６４％，进出口总额和增速分别居全国第 １０

位、第３位，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１４．５个百

分点。其中，出口总额４０７５．０亿元，同比增长

８．５％，出口总额和增速分别居全国第１０位、第

１１位，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４．５个百分点；

进口总额２５７９．９亿元，同比增长３１．７％，进口

总额和增速分别居全国第１１位、第１位，增幅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３２．４个百分点［１２］。

从月度变化情况看，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

下，２０２０年 ２月进出口总额增速同比骤降

３７７％；自３月上旬河南逐步推动全面复工复

产，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３月当月进出口总

额强势反弹回升，外贸运行整体向常态化复苏，

至第一季度末，在恢复至同期正常水平的基础

上，有５．４７％的增长。第二季度复工复产扎实

推进，主要指标稳步回升，第三季度受苹果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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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发布延迟影响增幅短暂回落后，进入第四

季度，进出口总额实现１０％以上的高速增长，

１—１２月增幅达到１６．４％，创年内新高，１１月

单月进出口总额１１４７．６亿元，更是首次突破

１０００亿元的大关［１３］。２０２０年河南对外贸易进

出口总额的月度变化情况见图１。

图１　２０２０年河南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和

同比增长的月度变化情况

２．对外贸易在疫情稳定后逐步恢复
２０２０年，河南对外贸易的国别分布格局基

本与２０１９年保持一致。２０２０年，河南对外贸
易前三大贸易伙伴分别是美国、东盟、欧盟（２７
国，不含英国）。２０２０年，河南对美国进出口前
１１个月因疫情和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均呈下
降趋势，直到１２月当月对美进出口总额２１９亿
元，一举扭转了前 １１个月下降的趋势，增长
７９４％，全年达１３３４．５亿元，美国仍保持河南第
一贸易伙伴地位。２０２０年，河南对东盟进出口
总额８６８亿元，增长１３．２％；对欧盟（２７国，不含
英国）进出口总额８４４．４亿元，增长４０．１％［１４］。

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占比最高，保税物流

进出口增幅成新亮点。２０２０年，河南加工贸易
总额达４１９５．６亿元，同比增长１６．９％，加工贸
易总额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为６３．１％；一
般贸易总额达２１９０．９亿元，同比增长９．１％，
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为３２．９％；其他贸易
总额达２６８．３亿元，增长１２６．４％，占进出口贸
易总额的比重为４．０％，其中保税物流进出口
２２６．３亿元，增长１９９．３％［１４］。

从企业性质看，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

占比超６成，民营企业增速最快。２０２０年，外

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达４１００．７亿元，同比

增长 １５．７％，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为

６１６％；民营企业进出口总额２０２０．７亿元，增

长１９．０％，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３１．２％；国

有企业进出口总额达 ４７８．４亿元，同比增长

５６％，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７．２％［１］。

３．实际吸收外资与对外投资均大幅下降

２０２０年河南实际吸收外资仅为１２．７亿美

元，同比下降１６．７％，降幅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２１．２个百分点。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２０２０年

前５个月，河南吸收外资均大幅下降，直到６月

份才缓步回升，但是增幅都不大，直到年底才逐

步稳定。从产业分布看，制造业、服务业吸收外

资均保持增长。制造业领域实际吸收外资９３．７

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８％，占比４６．７％，主要分布

在农产品深加工、电子信息与智能终端制造领

域。服务业领域实际吸收外资９５．９亿美元，同

比增长９．４％，占比４７８％，主要分布在房地产、

电力热力、租赁和商业服务等领域，交通运输与

仓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卫生和社会工作领

域增长较快。农林牧业领域实际吸收外资６．０

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５２％，占比３．０％。对外直

接投资大幅下降［１５］。

４．跨境电商保持增长

２０２０年，河南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含快

递包裹）达 １７４５．０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１０４％。其中，出口总额１２７５．７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１２．５％；进口总额 ４６９．３亿元人民

币，同比增长４．８％。快递包裹出口总额５３．４

亿元，下降６４．０％。１８个地市跨境电商进出口

均实现正增长，其中，漯河、郑州、焦作、开封、鹤

壁、驻马店、商丘、濮阳８市增长超过１５％。郑

州市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达９１６．４亿元，同比

增长２２．８％，占各省辖市总额的 ５２．５％［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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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月度变化来看，跨境电商的进出口清单量始

终保持高速增长，即使在外贸按下“暂停键”的

２月份依然增长５．９％。由于北京、上海、广州、

深圳等国际机场防疫物资出口量增大，航空运

力基本饱和，部分跨境电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

业货物运转至郑州出关，郑州海关监管跨境电

商零售进出口大幅增长。郑州航空港实验区

“１＋１＋７”的口岸体系不断完善，已经形成内

陆地区最完善的口岸体系；电子口岸集合全贸

易模式，每秒通关５００单，跨境电商业务规模不

断扩大。郑州航空港实验区形成了包括电商平

台、仓储、物流、关务、结算企业在内的跨境产

业链。

　　二、河南对外贸易发展面临的国内

外环境

　　２０２０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

范围内持续蔓延，孤立主义、保护主义肆虐，国

内经济也受到较大冲击，给河南外贸发展带来

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科学研判外贸发展

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从而有效地制定应对措施，

有助于河南外贸稳健发展。

１．全球经济开始恢复，整体仍面临很大不

确定性

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仍然不稳定，世界经济

复苏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需要保

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继续实施积极

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政策操作上更

加精准有效，把握好政策时效。其一，全球经济

开始恢复，但仍面临不确定性。２０２０年，中国

ＧＤＰ增速２．３％，美国ＧＤＰ增速－３．５％，欧盟区

ＧＤＰ增速－６．８％，日本ＧＤＰ增速－４．８％，中国

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中国供应链相对比较完整，经济又较早恢复，对

外贸出口是个利好因素，中国进出口规模在

２０２０年再创历史新高。其二，全球产业链、供

应链稳定需要较长时间。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导

致精密仪器、机械制造、汽车行业、通信设备四

大行业的关键产业链、供应链断裂，虽然经过一

年多时间，产业链、供应链逐步恢复，但真正完

善还需时日。其三，中美贸易摩擦呈现长期化、

扩大化和不断反复的特征，对国内经济和进出

口产生复杂影响，制约进出口因素较多。一方

面，基于防止疫情输入的风险，中国大幅度减少

与美国、巴西等疫情严重地区的贸易往来，短期

内将抑制对外贸易较大增长。另一方面，中美

贸易摩擦持续不断，全球产业链的加速调整，可

能会对河南进出口产生一定冲击。尽管为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河南出台了诸多鼓励外贸发展的

政策，但是受国外疫情管控的影响，很多政策无

法发挥出更大效力，进出口大幅增长面临较大

挑战。

２．国内出台多项稳外贸政策，外贸发展形

势进一步好转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但是我国政府积

势、蓄势、谋势，努力在逆势中应变取胜，加快在

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全面恢复经济社会正常运

行，创新工作方法，破解发展难题，增强经济恢

复的内生动力。其一，推出了力度空前的稳外

贸政策。比如，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进

一步做好稳外贸稳外资工作的意见》，既营造

了良好的营商环境，又鼓励外贸企业更好参与

国际产业链，坚持做到“四个到位”，即财税支

持政策要到位、促进新业态新模式要到位、优化

通关便利化在内的营商环境要到位、聚焦重点

产业重点企业要到位，在信贷、税收等方面加大

对外贸企业的支持力度，缓解企业资金压力。

同时鼓励外贸企业举办各种线上展会，帮助企

业争取订单。这一系列政策帮助外贸企业树立

了信心，使他们逐步渡过难关［１６］。２０２０年７月

２１日，根据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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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格局”［１７］。双循环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在外部环境高度不确定的情况下，利用我们

产业基础实力雄厚、产业链条完整、战略回旋空

间大、超大市场规模的特点，畅通生产、分配、流

通、消费等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推动实现内部

自我循环。其二，发挥供应链完备的优势，重启

海外市场。疫情让全球实体经济都遭到了很大

冲击，但由于中国有效地控制了疫情，中国工厂

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复工，供应链完备的优势进

一步凸显，弥补了海外供需缺口，并且随着各国

经济恢复，外需市场又重新被打开［１８］。２０２０年

第二季度，中国ＧＤＰ增速达３．２％，美国、欧盟、

日本都是负增长，这三大主要经济体与中国存

在竞争关系。进入第三季度，这三大经济体经

济逐渐恢复，产生了巨大的机电商品需求，中国

出口的外贸需求主要产品也逐渐回稳，并在全

年创历史新高。其三，外贸企业开展了一系列

的自救行动，如不少外贸企业首次通过跨境电

商渠道，尝试将库存商品卖出去。

３．河南省内经济稳步回升，为外贸发展打

下良好基础

２０２０年年初，河南经济在新冠肺炎疫情冲

击下按下“暂停键”，第一季度，河南地区生产

总值１１５１０．１５亿元，同比下降６．７％。自２月

下旬逐步走上推动全面复工复产的道路，特别

是第二季度，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复工复产

扎实推进，主要指标稳步回升，经济运行逐步向

常态化复苏。其一，新型消费不断拓展，市场消

费稳步回升。２０２０年，在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下降的情况下，网络零售额达２７４４．４亿

元，同比增长２３．７％，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

额达２２８０．３亿元，增长２９．２％，占全省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的１０．１％。其二，对外投资降幅

收窄。２０２０年，全省实际对外投资１２．３２亿美

元，下降１２．７％，降幅从年初的８０％以下降低

到全年的 １２．７％，降幅逐月收窄。尤其是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际对外投资达１．０４亿

美元，同比增长１１１．０％。其三，新基建持续发

力，投资增长稳中趋升。疫情暴发以来，河南突

出“两新一重”、产业、能源等重点领域重大工

程建设，投资增速自２０２０年３月起呈现逐月稳

步回升态势。

从总体上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扎实做好“六稳”工作，

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全省生产供给继续改

善，市场需求稳步回暖，新动能不断增强，就业

形势、物价水平总体平稳，经济运行持续稳定

恢复。

　　三、加快河南对外贸易发展的对策

建议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目前仍未完全遏制，中

美贸易摩擦呈现长期化、扩大化和不断反复的

特征，这都会对进出口产生复杂的影响。作为

区位重要的全国人口和经济大省，河南应紧跟

国际国内形势，在国家大势中结合省情实际，找

准河南定位，确保河南外贸平衡发展。

１．落实“六稳”“六保”，稳住外贸基本盘

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外贸发展环境更

加复杂严峻，应多措并举，坚决落实“六稳”“六

保”，稳住外贸基本盘。首先，应充分发挥出口

信用保险作用，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全力支持

外贸企业抓订单、保市场、扩融资、出口转内销，

稳定和优化产业链、供应链，开拓多元化市场，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充分发挥逆周期调节

的政策性作用。同时应进一步扩大出口信用保

险覆盖面，提振外贸市场主体的信心。其次，应

稳定畅通国际物流供应链。利用中欧班列帮助

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外贸企业恢复进出口业务；

发挥中欧班列出口通道作用，保障中欧产业链、

供应链畅通；指导企业用足用好中欧班列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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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关便利化政策。应搭建信息化平台，实现国

际物流供需高效对接，持续优化提高国际航空

货运能力。再次，应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加强

疫情防控的国际合作，共同促进国际产业链、供

应链、物流链的畅通，及时向世贸组织通报与疫

情应对有关的贸易措施，与各国一道确保全球

供应链开放、稳定、安全，为全球经济贸易稳定

作出贡献。

２．积极对接和融入国家“双循环”战略

首先，应在要素循环、产业循环、城乡循环

上下功夫，积极对接和融入“内循环”战略。河

南应充分谋划自身在国家“双循环”战略中扮

演什么角色：一是应考虑如何结合交通枢纽的

地位，在“双循环”战略中发挥流通中心的优

势，打造枢纽经济，服务好要素循环和区域循

环；二是应进一步提升产业竞争力，高度关注第

四次产业革命对产业链与价值链的重塑，利用

“双循环”战略的契机，下大力气培育和引进一

批有竞争力的大个头企业，融入到供需循环和

产业循环中；三是应在城乡循环上下功夫，围绕

第四次产业革命带来的新基建、新投资、新就

业、新消费的经济发展机遇，积极推进城乡高质

量融合发展。

其次，应在持续扩大发展空间上下功夫，积

极对接和融入“外循环”战略。按照以往的观

念，河南属于“内陆”，远离“海外”和“国际”市

场。如前所述，尽管在产业分工上河南具有开

放和对外贸易的内在要求，但在地理区位上，基

本处于内向封闭的环境中。河南的传统产业也

大都具有资源性特点，需要在对外循环中才能

实现其更大的经济价值，这些产业需要只有在

更好的开放条件下，形成更大范围的全国与国

际分工格局，才能发挥产业比较优势，获得更大

的发展空间。所以，产业发展具有内在的开放

要求。通过融入“双循环”战略，河南应将对内

开放和对外开放打造成自身融入经济全球化的

战略两翼，全方位融入全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不

断形成新经济“增长极”，不断拓展新的开放领

域和空间。

３．加强“四路建设”，深度融入“一带一路”

建设

虽然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但经济全球

化依然是贸易的主流。过去的十年，河南凭借

空中、陆上、海上和网上四条丝路融入国家“一

带一路”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获得了国家的

认可。“一带一路”的国际化战略设想和广泛

实施推进，极大改变了河南的地理区位特征。

因为，在“一带一路”构想中，向西开放正成为

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方向，河南完全

有可能从“战略后方”成为开放前沿。河南应

进一步发挥原有优势，继续大胆创新和改革开

放，积极开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

应发挥郑州“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桥头堡作用，

进一步拓展国内外空间、资源和市场；着力打造

内陆开放新高地，构筑中国内陆枢纽门户，完善

跨区域通道建设。应围绕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充分利用“三区一群”国家战略的发展机遇，从

自身优势出发，充分利用区位条件和政策优势，

通过自贸区战略引领开放型经济发展，依托

“公铁空网”多式联运，强化交通枢纽地位，打

造一流的国际物流中心；进一步增强国际开放

意识，促进国际化观念转变。应通过“丝绸之

路经济带”进一步拓宽视野和国际外联空间，

通过加强国际交流的密度和强度，实现观念更

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等。

４．以跨境电商驱动河南对外贸易转型升级

新冠肺炎疫情给河南外贸企业带来的是历

史性的挑战，但跨境电商充分利用线上交易和

非接触式交货的优势，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深化“丝路电商”国际合作，已经成为“一带一

路”沿线各国发展贸易和推动经济复苏的重要

渠道平台，跨境电商行业在应对疫情带来的全

·３７·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　第２２卷第５期

球性挑战、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方面发

挥着重要作用［１５］。首先，应推动跨境电商规则

制定。跨境电商在连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创

新跨境电商理念标准模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但跨境电商的规则体系，在推动跨境电商

联动发展、优化跨境电商运营模式等方面还需

要更多的新共识、新方案。其次，应以跨境电商

促进全省外贸产业转型升级。河南外贸企业的

特点是散、小、弱，外贸人才相对比较缺乏，外贸

经验比较少，同时缺少外贸流通渠道，在对外贸

易中经常处于劣势，跨境电商弥补了以上这些

不足，使中小企业能够走向国际市场。再次，应

培育发展新动能、创造贸易新模式、引领消费新

趋势、创造就业新岗位，通过供给与需求的对接

增加市场的黏度，促进消费回流、产业链向国内

转移，带动全省就业和产业升级。跨境电商和

服务平台在方便国际消费品进入中国的同时，

还可以开创跨境电商的新业态、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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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金融素养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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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教育

王磊玲，邢琪蠧
ＷＡＮＧＬｅｉｌｉｎｇ，ＸＩＮＧＱｉｘｕａｎ

郑州大学 商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摘要：金融素养对提高居民金融市场参与和金融行为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从

金融素养的内涵与测度、金融素养的影响因素、金融素养对消费者金融行为的

影响和金融素养提升路径等方面进行总结梳理，发现：国内外学者对金融素养

的界定和测评方法研究逐渐完善，但如何全面、完整地评估一个地区居民的金

融素养水平还没有公认的测评体系与方法；金融素养的影响因素被广泛研究，

但是不同群体的研究结果存在异质性，需要进一步分析异质性存在的原因；金

融素养理论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提高金融素养应注意社会培训与学校教育相

配合，适当开展教育有效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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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金融

融合日益深入，移动支付、移动借贷、数字银行、

网络保险等数字金融产品大量拥入金融市场，

为金融消费者带来便利的同时，金融诈骗、金融

风险加剧等问题也日益凸显，给金融消费者带

来巨大挑战。金融素养水平低的个人金融决策

错误的可能性较大，容易导致家庭财务失衡［１］。

如何提高消费者金融素养，在日益复杂的金融

市场中更好地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实现消费

者金融健康，不仅是各国政府关注的热点，也是

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鉴于此，本文拟从金融

素养的内涵与测度、金融素养的影响因素、金融

素养对消费者金融行为的影响和金融素养提升

路径等方面，对国内外已有文献进行梳理，以期

为我国金融素养研究与提升、促进居民金融健

康发展提供参考。

　　一、金融素养的内涵与测度

　　１．金融素养的内涵

Ｄ．Ｒｅｍｕｎｄ［２］最初将金融素养局限在金融

知识范畴，认为金融知识是在资金管理和使用

中作出正确判断和有效决策的能力。美国金融

素养和教育委员会将金融素养视为消费者有效

管理自身金融资源以实现金融福祉的知识和能

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将金融素养视为意

识、知识、技术、态度和行为的综合体现。吴卫

星等［３］将金融知识视为个人理解金融问题的能

力，技术是消费者运用金融知识的能力，态度和

行为表现为合理制定金融决策的信心。孟宏玮

等［４］认为，金融素养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

已有研究对金融素养的界定主要从两个路

径来拓展：一是从金融知识到金融能力，研究金

融知识与金融素养存在的差别，或者从金融素

养相对金融知识延展的范围，或者从素养出发，

突出获取和分析金融知识、信息的能力；二是基

于金融素养是人力资本的理念。对于二元经济

结构的中国来说，由于金融环境、文化氛围等不

同，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的金融素养有所不同。

农村居民由于成长环境、风俗习惯、开放程度都

与城市居民截然不同，其思维方式、观念态度也

有自己的独特性，目前我国学术界对中国农村

居民金融素养的研究大多直接用金融素养定义

代替农村居民金融素养定义，少有学者考虑从

农户在生活和生产方面的特殊性来定义农户金

融素养［５］。

２．金融素养的测度

（１）金融素养测度框架

目前金融素养测度框架大致上可分为以下

三类：

其一，区分主观金融素养和客观金融素养。

主观金融素养指的是个人对自身金融知识、能

力的信心和认知，通过居民对自身金融素养评

价来体现。客观金融素养是指个人实际掌握的

金融知识和金融能力、表现出来的金融态度和

风险偏好，通过受调查者能否正确回答一系列

金融方面的问题得到［６］。主客观金融素养测度

框架见表１。

其二，分为基本金融素养和高级金融素养。

Ｊ．Ｌ．Ｊｉａｎｇ等［７］认为基本金融素养是指个体对

金融相关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主要是日常财

务决策（借贷和消费等）涉及的金融知识，包括

利率和复利、通货膨胀和货币的时间价值。高

级金融素养是指在基本金融素养的基础上，个

体参与金融市场、采取投资理财行为涉及的更

复杂和具体的金融知识和能力。基本金融素养

可以依据日常财务决策的基础概念如利率和通

货膨胀等设置问题进行评估，而高级金融素养

主要是设置涵盖金融市场特有问题（主要包括

收益与风险之间的权衡、不同金融资产类别的

区分和股票与债券市场运作）进行评估。基本

金融素养和高级金融素养对金融行为产生的影

响是不同的，应该区分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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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ＰＩＳＡ项目采用

的测度框架，即从金融知识、金融能力和金融态

度等维度出发设置问题构建的金融素养整体测

度框架，具体见表２。

（２）金融素养测度方法

吴卫星等［３，８］将金融知识题目（如利率、通

货膨胀等）视为多个因子，同类归类整合进行

因子分析，选取具备代表性的因子作为金融素

养变量。孟德锋等［９］采用评分加总法，对金融

知识题目答案进行赋值，将个体答案分数加总，

得出该个体金融素养水平的总分。罗文颖

等［１０］认为在测度主观金融素养时，可以从低到

高用李克特五级量表法评估划分等级，让受访

者进行自我评估。Ｋ．Ｎａｍｈｏｏｎ等［１１］在对金融

素养测度问题的回答赋值时，认为必须增加

“不知道”或“拒绝”（ＤＫ／ＲＦ）反应，如果 ＤＫ／

ＲＦ反应不是随机的，在回归时会导致出现偏

差。

　　二、金融素养的影响因素

　　１．个体特征因素

金融素养受个体特征中性别、年龄、婚姻状

态、职业等因素影响较大。男性在家庭中占主

导地位，经常接触外部信息，需要作出家庭财务

决策和金融投资决策，所以男性的金融素养水

平普遍高于女性［１２］。

年龄对金融素养的影响存有争议，有“倒Ｕ

形”、上升说等观点。张欢欢等［１３］认为，青少年

金融知识日益丰富、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参与

金融活动增多，金融素养不断得到提高；到壮年

表１　主客观金融素养测度框架

指标 具体测度内容

主观金

融素养

通过询问“您或您的家庭对下列金融产品（股票、基金、债券）投资方式了解吗？”等相关问题测度（吴卫星

等［３，１４］）。

受访者自我评价其对股票、基金、理财等产品的了解程度（周雨晴等［１５］）。

通过询问被调查者“您如何评估您的整体金融知识和技能水平？从１到１０共１０个等级，其中“１”表示非常低，
“１０”表示非常高”来测评（张欢欢等［６］）。

客观金

融素养

受调查者能否正确回答相关金融问题（具体包括对购房贷款、购车贷款等贷款产品的回答，即“您家了解商业银行

以下贷款产品吗？”等问题）来测度（吴卫星等［３］）。

选取６个具有代表性的金融知识问题（分别涉及利率、通货膨胀、分散化投资、外汇牌价、银行制度等）来测度客观
金融素养（胡振等［１４］）。

通过受访者客观回答“是否上过经济金融类课程？”“假设银行的年利率是４％，如果把１００元钱存１年定期，１年
后获得的本金和利息为多少？”“假设银行的年利率是５％，通货膨胀率每年是３％，把１００元钱存银行１年之后能
够买到的东西将增加还是减少？”“您认为一般而言，股票和基金哪个风险更大？”四类金融知识问题来测度（周雨

晴等［１５］）。

通过受访者客观回答包括基本金融知识认知、金融知识理解和应用、风险和回报、金融规划、金融背景信息分析、

金融责任认知等１３个问题来测度（张欢欢等［６］）。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表２　金融素养整体测度框架

指标 具体测度内容

金融

知识

从“银行利率知识认知 ”“风险收益知识认知 ”“金融产品风险认知”“通货膨胀知识认知”问题测度（陈姿等［８］）。

通过“银行定期利率”“存款到期金额”“存款续期金额”“货币购买力”“价值比较”“投资风险”“分散风险”“购买股

票含义”“股票市场功能”等９个相关问题测度（孟宏玮等［４］）。

金融

技能

通过“存款单利计算技能”“存款复利计算技能”两个问题测度（陈姿等［８］）。

通过“关注财务状况”“制定长期财务计划”“财务收支管理”“养老规划”“记账习惯”等问题测度（孟宏玮等［４］）。

金融

态度
通过“主观倾向”“消费模式”“选择金融产品模式”“筹款难度”和“项目选择投资方式”等问题测度（孟宏玮等［８］）。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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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金融素养达到最高水平；其后随着年龄增

长，老年人认知能力逐渐下降，金融素养水平也

逐渐降低，年龄对金融素养的影响呈现“倒 Ｕ

形”特征。Ｗ．Ｄａｖｉｄ等［１６］利用加拿大金融能力

调查数据发现老年人的金融素养高于年轻人，

年龄越大，金融素养越高。Ｃ．Ｄｏｒｉａｎａ等［１７］研

究了婚姻对金融素养的影响，发现已婚居民金

融素养水平比离异和单身居民的金融素养水平

高，可能是因为已婚居民为了提高家庭生活质

量更加需要关注家庭财务状况和财富积累。何

癉轩［１８］运用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中国消费金融现状

和投资者教育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在已婚群体

中，配偶的学历和风险偏好将对个人金融素养

水平提升产生积极作用。

在我国，有学者关注工作性质对金融素养

水平的影响。何学松等［５］认为从事新型职业的

农村居民，金融需求和接触金融知识、信息的机

会增加，金融素养水平比只从事农业生产的居

民高，且农民非农程度越高，风险偏好越高，越

积极参与市场，金融素养水平越高［１３］，从事与

金融相关的职业会有助于金融素养水平的

提升［１９］。

２．家庭经济特征因素

一般而言，家庭收入和居民金融素养显著

正相关［１７］，净财富越多的居民家庭提高自身金

融素养水平的积极性越高，故而金融素养水平

越高［３］。但张欢欢等［１３］基于湖北、河南两省调

查数据的研究结果并不支持该结论。

金融素养存在代际传递效应，父母可以潜

移默化地影响子女的金融态度和认知。廖理

等［１４］研究认为，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理解

接受金融知识和概念的能力越高，就能更好地

应用金融知识、采取有效的金融行为，言传身

教，帮助子女更好地理解金融概念和金融知识、

接收金融信息、采取金融行为，使子女的金融素

养水平更高。

３．社会资本与外部环境对金融素养的影响

Ｃ．Ｄｏｒｉａｎａ等［１７］研究认为人们可以通过非

正式机制而不是仅仅通过金融教育和咨询来改

善他们的金融知识和金融态度，如在工作场所

或者在闲暇活动中让人们保持与他人的关系并

获得他们的技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

金融机构分布较广，对金融文化宣传会有所偏

重，金融机构的宣传和当地金融风气会促使居

民了解更多金融知识，参与金融意愿更强，有利

于进一步促进其金融素养水平的提高。

　　三、金融素养对消费者金融行为的

影响

　　国内外大部分学者研究认为，提升金融素

养将有助于居民金融行为的改进，金融素养会

对居民借贷行为产生积极影响，促使居民借贷

可得性提高、借贷规模增大，平衡家庭负担，更

加合理借贷。金融素养会对居民的理财行为产

生积极影响，促进居民更加积极地参与金融市

场，提高信息处理能力，降低投资理财成本和风

险，提高理财的科学性和多样性，同时会为退休

养老制订完备计划。金融素养会对居民的保险

行为产生积极影响，增强居民保险意识，居民将

更加善于利用商业保险来防范风险、维护自己

的利益。而这些金融行为的改进最后将有利于

保护自身权益，实现收入水平增长，扩大财富规

模，减少金融纠纷，获得更高的金融福祉［２０］。

１．对融资行为的影响

金融素养对融资行为的影响研究较为充

分，主要从负债态度、负债行为选择和负债结果

三个方面展开。

其一，负债态度。金融素养较低的居民表

现出两种态度：一种是厌恶风险、不愿或者不知

借贷，导致借贷可得性较低，无法利用借贷来平

滑自身家庭消费，获得更高的家庭福祉［２１］；另

一种是非理性负债、过度负债，即对自身家庭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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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状况评估过高，对自己的金融素养过于自信，

高估自身负债承受和偿还能力，盲目借贷，承担

过多债务，最终可能会导致家庭破产、信用损

失［２２］。所以，金融素养的提高有利于居民适度

负债，更加理性和积极地管理负债，既可以承受

负债偿还的利息，还可以利用借贷创造更多家

庭福祉［３］。

其二，负债行为选择。负债行为主要涉及

借贷渠道和借贷品种的选择。曹?等［２３］研究

发现，金融素养提高将会通过改善居民和金融

机构的信息不对称状况，促使居民更多选择正

规信贷渠道借贷，减少对非正规信贷渠道的选

择偏好。同时金融素养的提高有助于选择借贷

产品，降低居民借贷成本。金融素养水平较低

的话，居民将需要支付更高的交易成本和还贷

利息才能获得贷款，加重家庭负担。

其三，负债结果。伍再华等［２４］研究表明，

提高金融素养有利于居民风险偏好增强、缓解

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信贷可得性，贷款规模也

会相应增加。何学松等［５］认为金融素养较低的

居民由于无法合理估计还贷成本，会出现自身

债务负担过重，无法及时还款付息，造成信贷违

约、自身信用水平低下。

２．对理财投资行为的影响

其一，影响消费者参与金融市场意愿。胡

振等［１４］研究发现，居民较高的金融素养可提高

其参与正规金融市场的可能性，增加理财规划

的可能性，提高居民投资理财的科学性，理财规

划的时间跨度也会更长。罗文颖等［１０］研究发

现，金融素养的提高能够增加家庭风险投资的

概率，对风险资产配置影响存在“倒 Ｕ形”特

征。同时，金融素养高的家庭资产组合分散化

程度会更高，该现象在收入高的家庭比在中低

收入水平的家庭更为明显［２５］。居民金融素养

越自信，风险偏好越强，参与股票市场的意愿越

强烈，对股票资产占比的影响越呈“Ｕ形”［２６］。

其二，影响居民理财投资收益。金融素养

较高的居民，其理财投资行为更理性有效，能够

降低成本，最终使居民获得更多收益［２７］。Ｊ．Ｌ．

Ｊｉａｎｇ等［７］研究共同基金散户投资者的金融素

养发现，金融素养与投资业绩具有显著的正相

关关系。金融素养较高的散户投资者比金融素

养较低的散户投资者更不容易遭受损失。这可

能是因为，金融素养较高的投资者比金融素养

较低的投资者更有可能咨询金融顾问，获得更

有效的金融信息和金融建议，减少金融损失［２８］。

其三，对其他金融投资行为的影响。个人

金融素养较高能够对其退休准备的各方面产生

积极的影响，金融素养越高的个体参与养老准

备行为的可能性越大，养老准备越完善［２９］，包

括确定退休财务需求、制订长期财务计划和追

求私人养老保险［３０］。金融素养较高的农户购

买农业保险和商业保险的可能性较高［３１］，能够

优化农户农业保险行为决策，显著提高农户的

农业保险行为绩效。

　　四、金融素养水平提升路径

　　居民受教育程度对其金融知识和金融政策

理解程度有重要影响，提升受教育程度，有助于

人们积累金融知识，并在长期内提高金融知识

水平和金融决策能力［１７］。通过对金融教育参

与者表现的考察发现，对居民开展金融教育，能

够显著提高其客观和主观金融素养［１３］。

金融素养教育包括学校金融教育和社会金

融培训。其中，图书馆金融素养教育作为社会

金融教育的一种，对于提升公众金融素养水平

具有可行性［３２］。同时，在实施金融教育方案时

应注意提高金融教育的针对性、专业性、实务

性、长效性，以及居民接受金融教育的积极性，

要根据运行环境中公民的经济文化和习俗定制

金融教育方案，防止“一刀切”的金融教育项

目。同时，应建立金融教育的长效机制，在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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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结束后，要进行金融行为监测活动，保证金

融教育的长期效果。此外，还应通过改善居民

居住环境来提高个人的金融素养［１７］。

　　五、结论与展望

　　金融素养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本内容，有利

于帮助消费者制定合理金融决策，对居民金融

行为产生积极影响，最终有利于增进家庭福祉

和社会发展。已有对金融素养问题的研究尽管

已经十分丰富，但在金融素养内涵界定、研究方

法等方面仍有待进一步深化。

其一，缺乏国内外普遍认可的金融素养内

涵界定和测度框架。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金融素养研究的起点、内容有较大差异，目前对

金融素养的测度尚未形成共识，金融素养水平

测度结果受数据采集、工作需要等因素影响，具

有一定片面性，不利于各国间的比较，也不利于

一国内部不同区域居民金融素养的差异衡量。

其二，金融素养实证研究结论存有争议。

目前主要分析金融素养的影响因素和金融素养

带来的影响，受技术方法、样本差异的制约，不

同学者对同一影响因素开展研究可能会得出不

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结论，对实证结果有效性

提出较大考验。

其三，金融素养实证研究偏多，理论研究相

对滞后。金融素养属于家庭金融的范畴，目前

研究主要将其视为行为主体的某种能力，注重

分析影响其能力水平的外部因素，以及金融素

养对金融行为主体的行为影响，但对金融素养

的形成机制与内在逻辑等理论研究尚未有突破

性的进展。

其四，金融素养提升路径有效性研究相对

有限。对于金融素养重要的假设基础，已有研

究大多认为金融教育或金融培训能够提升金融

素养，但较少对金融教育或金融培训提高金融

素养的真实效果进行跟踪研究，且缺乏不同教

育途径方式的成本与有效性等方面的比较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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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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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协同创新；

生态系统；

结构方程模型

韩珂
ＨＡＮＫｅ

郑州轻工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摘要：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产学研协同创新是整合各方优势、提高自主

创新能力的必由之路。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将产学研协同创新与生态系

统相结合，从创新主体群落、创新资源群落和创新环境群落三个方面构建产学

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影响因素模型，并提出理论假设。采用结构方程方法，通

过问卷调查、数据分析来验证理论假设，结果表明：知识融合能力、协作程度、利

益分配、信任、共享平台、资源配置、政府政策和市场环境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生

态系统的发展和演进均具有正向影响作用，其中知识融合能力、信任、政府政策

和利益分配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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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珂：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影响因素研究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

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并强调要深

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需要高校、科研院所聚焦重大战略性、基础

性技术问题，发挥科技创新优势，推出原创性科

研成果。同时，高校、科研院所应与企业开展

深度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将科研成果转化为

生产力，增强核心竞争力。因此，产学研协同

创新是整合各方优势、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必

由之路。

协同创新是跨领域、多主体参与的创新组

织方式，众多学者研究发现，从生态学角度研

究协同创新能够更好地揭示主体间关系、主体

特性、主体间运行机制等。王文亮等［１］基于协

同创新中心案例，利用扎根理论研究协同创新

生态机制影响因素；颜盼盼［２］利用扎根理论构

建协同创新生态系统运行图；汪锦熙［３］结合生

态位态势理论对高新技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

培养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笔者通过对相关

文献资料的分析发现，目前学者对协同创新生

态系统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协同创新生态系统

的概念［４－５］、特征［６－７］、运行机制［８－９］等方面，

并且大多是定性分析。协同创新由于参与主

体的复杂性、生态系统的多样共生性和自组织

演化等特点，使得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在

运行过程中面临着众多因素的影响，那么这些

因素究竟是怎样影响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

统的？有哪些因素对产学研协同创新有显著

影响？鉴于此，本文拟基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背景，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影响因素

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基于调研数据，运用结构

方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分析产学研协同创新

生态系统的影响因素，以更好地推动产学研协

同发展。

　　一、理论模型构建与研究假设

　　１．理论模型构建

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是由高校、企业、

政府和经济社会环境等多个创新要素及其之间

的相互作用机制所构成的，除具有一般系统的

整体性、层次性、动态性、复杂性等特点外，还具

有多样共生性、自组织演化、开放式协同等特

征［１０］。借鉴生态位理论，将产学研协同创新生

态系统分为创新群落和创新环境两部分，其中

创新群落包括创新主体群落和创新资源群落。

创新主体群落中的创新主体是产学研协同创新

生态系统内进行创新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包括

高校、企业、科研院所、政府，以及提供信息、资

金等资源的科技中介和投资机构。创新主体间

通过相互协作和合作，能够促进创新生态系统

的发展。在协同创新中，创新主体的融合能力

有利于创造出新知识，实现知识的积累。产学

研协同创新的实质就是企业将现有知识与高

校、科研院所产出的科技知识进行融合吸收，将

其转化为企业内部创新能力，这一过程就是知

识搜索过程。知识搜索能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

能力的提升，并且促使“开发—研究—应用”螺

旋链的有效运行，加快产学研协同创新共享行

为［１１］。另外，创新主体间的知识能够转移和共

享是基于信任，良好的信任基础是产学研协同

创新生态系统运行的前提。

创新资源是创新活动得以有效开展的基

础，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发展起着推

动作用。创新资源群落主要包括创新主体实施

创新活动所需具备的人才、技术、知识、资金等

软硬件资源。高素质、高能力的人才是创新活

动的行为主体，能加快创新成果的转化速度，是

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发展的前提条件。技

术的创新能够提升整个生态系统的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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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创新成果的产出速度，促进整个系统的发

展。而知识的溢出和扩散能促进创新主体之间

知识的吸收、传播和共享，加快知识体系的更新

速度，从而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发

展。此外，创新活动还需要资金的支持，研发资

金越多，技术创新活动越活跃，越能提高协同创

新能力。因此，整合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

中的人才、技术、知识和资金等资源，建立共享

平台，对创新生态系统的发展可起到积极的促

进作用。

创新环境主要包括政策环境、市场环境、产

业环境和技术环境等。创新环境不仅能为创新

主体进行创新活动提供各种丰富的资源，而且

也制约着创新主体的创新行为；营造良好的创

新环境能够确保创新活动的高效率，促进产学

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健康有序发展［１２］。

基于以上论述，可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生

态系统影响因素模型，具体见图１。

图１　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影响因素模型

２．研究假设

（１）知识融合能力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

系统的影响

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是高校、科研院

所、企业与中介组织在知识融合基础上所形成

的创新共同体，知识传递与知识融合是协同创

新的基础。知识融合将信息共享、知识吸收与

集成有机结合起来，承载知识集聚与知识加工

的双重功能，是整个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

的核心环节。通过知识融合，加快知识传播的

有效流动性，共享创新价值，形成相互依赖、相

互影响、共享利益的创新联盟。基于此，提出如

下假设：

Ｈ１：知识融合能力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

系统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

（２）协作程度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

的影响

在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中，创新活动

的协作程度反映了创新主体之间彼此合作关系

的强弱，其受到主体的组织类型的影响。如果

组织类型差异较大，影响知识传播和知识融合，

增加知识传递的消耗，彼此之间协作程度会相

对较弱，降低了创新生态系统知识融合水平和

协同创新效率［１３］。增强创新主体间的协作程

度，促进主体间知识融合，有助于提升创新生态

系统协作创新水平，促进多层次、多渠道的协作

创新。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协作程度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

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

（３）利益分配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

的影响

市场导向下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中利益是整

合的纽带，获取利益、实现共赢是创新主体参与

协同创新的核心目的。合理、有效的利益分配

方式有利于提高创新主体协同创新的积极性。

完善的利益分配机制能促使主体按照要求参与

协同创新，通过满足各主体利益需求，实现产学

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稳定、高效发展。基于此，

提出如下假设：

Ｈ３：利益分配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

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

（４）信任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影响

创新主体间的信任是产学研协作体系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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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整个过程都存在着

信任关系。在合作初期，通过契约、合理的利益

分配机制和目标协同，创新主体之间建立了信

任关系，这种关系有利于形成长期、稳定的合

作，有利于促进信息沟通、资源共享，进而促进

知识的再创造。信任有助于联盟内部隐性知识

和显性知识的转移［１４］，对产学研深度合作有显

著影响。随着主体间的相互了解，信任会由最

初的认知信任升华为情感信任，建立更稳固的

产学研协同创新关系，促进创新主体能力的提

升。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Ｈ４：信任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具有

正向的影响作用。

（５）共享平台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

的影响

产学研协同创新共享活动中各成员在知

识、技术与资源存储方式和传播方式上存在一

定的差异，为了确保共享的效率，需要建立统一

的、完善的共享平台［１５］。共享平台包括共享技

术平台和共享关系平台。完善的共享平台可以

方便对知识、技术与资源的检索、分类和整理，

实现创新主体间知识、技术和资源的高效、多渠

道传递，加强产学研协同创新主体能力［１１］。稳

定可靠的共享平台能够提高对产学研协同创新

参与主体的信任，从而提升产学研协同创新共

享意愿。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Ｈ５：共享平台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

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

（６）资源配置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

的影响

协同创新可以理解为参与主体以各自的战

略目标为基础，通过创新要素的耦合，使系统产

生大于个体参与者之和的整体协同效应的过

程［１６］。技术、人才、资金等多种资源的有效配

置是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基本特征，打

破内部界限，合理配置资源对参与主体而言能

够分散其创新风险，获得利润；对协同创新系统

来说，可以聚焦关键技术，激励参与主体开展协

同攻关，提升创新能力，为高质量创新发展提供

有力支撑［１７］。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Ｈ６：资源配置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

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

（７）政府政策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

的影响

政府政策是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主要外部动

力，是推动协同创新的主要途径，政府主要通过

制定税收优惠、财政补贴、人才、知识产权等相

关政策和法律法规来对创新生态系统进行宏观

调控。此外，政府还可通过提供人才、资金支持

和基础设施等资源，保障系统中创新主体进行

高效率的创新活动。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Ｈ７：政府政策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

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

（８）市场环境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

的影响

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中创新活动受到

市场需求的影响。市场需求的多样化要求生产

出更多适合需求的新产品，这会激励参与主体

的创新行为，促使创新主体增加创新投入，从而

满足市场需求。此外，市场竞争能够使企业从

市场整体趋势和资源利用程度判断协同创新方

向，及时调整自身的市场创新定位和发展方向，

促进创新生态系统朝更好的方向演进。基于

此，提出如下假设：

Ｈ８：市场环境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

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

　　二、研究设计

　　１．变量选取

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影响因素实证

分析，在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产学研

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特点，形成了研究变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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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项。模型包括知识融合能力、协作程度、利

益分配、信任、共享平台、资源配置、政府政策和

市场环境８个潜变量和２７个显变量，具体变量

分类和定义如表１所示。

２．问卷设计

为了保证问卷质量，问卷设计好后征求了

专家的意见，根据专家意见对问卷进行了修改。

调查问卷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被访人基本

信息和被访人所在单位基本资料；第二部分是

不同因素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影响程

度。调查问卷的量表采用李克特５分量表，１～

５分别代表“非常不重要”到“非常重要”或表

述实际情况与观测变量陈述相符的程度。问卷

通过电子邮箱和问卷星网站两个渠道发给高校、

表１　结构方程模型中的变量分类和定义

潜变量 显变量符号 显变量定义

知识融合能力

Ｘ１ 知识的加工管理水平

Ｘ２ 系统知识的加工融合程度

Ｘ３ 共有知识的同质性或相似性

Ｘ４ 知识搜索能力

协作程

Ｘ５ 彼此熟悉程度

Ｘ６ 知识传递、共享程度

Ｘ７ 成员间信息共享水平

Ｘ８ 成员间合作意愿

利益分配
Ｘ９ 利益分配制度完善

Ｘ１０ 协同创新制度完善

Ｘ１１ 合作契约的自我履行机制

信任

Ｘ１２ 合作伙伴具有良好的信誉

Ｘ１３ 建立合作规范

Ｘ１４ 对协同创新共享有信心

Ｘ１５ 稳定的协作伙伴关系

共享平台

Ｘ１６ 信息技术平台的完善程度

Ｘ１７ 关系平台的完善程度

Ｘ１８ 共享平台建设的意愿

资源配置

Ｘ１９ 资源配置合理

Ｘ２０ 资源配置渠道多样

Ｘ２１ 资源配置渠道畅通

政府政策

Ｘ２２ 较完善的税收优惠政策

Ｘ２３ 知识产权保护政策

Ｘ２４ 合理的财政扶持政策

市场环境

Ｘ２５ 市场竞争公平有序

Ｘ２６ 市场需求多样化

Ｘ２７ 市场秩序规范

企业、中介机构的相关人员，共计发放问卷２５５

份，回收问卷２０４份，回收率为８０％，其中，有

效问卷１８９份，有效率为７４．１％。

　　三、问卷数据分析

　　１．信度分析

信度分析用来检验可观测变量的方差对潜

变量的解释程度。本文采用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系数作

为测量标准，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值越大，信度越高，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系数一般在０．７以上。各变量的信

度检验结果如表２所示，各变量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

系数值均在０．７以上，表明各变量信度较高，它

们之间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

表２　各变量的信度检验结果

潜变量 显变量
删除该指标

后的α值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值

知识融合能力

Ｘ１ ０．７７６３

０．８５７１
Ｘ２ ０．８３２７
Ｘ３ ０．７８３１
Ｘ４ ０．７４９２

协作程度

Ｘ５ ０．７８３８

０．８４３６
Ｘ６ ０．７７５３
Ｘ７ ０．７４３５
Ｘ８ ０．７３６４

利益分配

Ｘ９ ０．７８１３
０．８７０２Ｘ１０ ０．７６９１

Ｘ１１ ０．７７１２

信任

Ｘ１２ ０．７７６２

０．８５９６
Ｘ１３ ０．７６８３
Ｘ１４ ０．７４６２
Ｘ１５ ０．８１２６

共享平台

Ｘ１６ ０．７６５２

０．８３５１Ｘ１７ ０．７７８３
Ｘ１８ ０．７８１２

资源配置

Ｘ１９ ０．７３２０

０．８２１２Ｘ２０ ０．７１４３
Ｘ２１ ０．７４６３

政府政策

Ｘ２２ ０．７７４５

０．８０３１Ｘ２３ ０．７５７２
Ｘ２４ ０．７３８４

市场环境

Ｘ２５ ０．７５９２

０．７９１３Ｘ２６ ０．７７５８
Ｘ２７ ０．７６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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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效度分析

效度分析用来检验观测变量，反映测评对

象特质的有效性和准确性的程度。本文首先对

观测变量进行 ＫＭＯ和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结果

见表３），再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来检验观测变

量的收敛效度。

由表３可知，ＫＭＯ值为 ０．９３７，且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球形检验的显著性概率为０．０００，因此，各测量

项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由变量因子载荷检验

结果（见表４）可知，所有变量的标准化因子载

荷均大于０．５，收敛效度较好，说明问卷设计比

较合理。

　　四、结构方程模型建构与假设检验

　　１．模型的拟合优度检验

本文使用 ＡＭＯＳ２０．０软件对产学研协同

创新生态系统影响因素进行假设检验，由模型

的拟合优度检验结果（见表５）可知，各拟合指标

表３　ＫＭＯ和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结果

ＫＭＯ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

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 Ｓｉｇ．
０．９３７ ６７３．５５９ ０．０００

表４　变量因子载荷检验结果

变量
标准化

载荷
变量

标准化

载荷
变量

标准化

载荷
变量

标准化

载荷

Ｘ１ ０．７１ Ｘ８ ０．８０ Ｘ１５ ０．５９ Ｘ２２ ０．６８
Ｘ２ ０．６８ Ｘ９ ０．７５ Ｘ１６ ０．６１ Ｘ２３ ０．６４
Ｘ３ ０．７３ Ｘ１０ ０．７４ Ｘ１７ ０．７５ Ｘ２４ ０．６１
Ｘ４ ０．６６ Ｘ１１ ０．６９ Ｘ１８ ０．６４ Ｘ２５ ０．８２
Ｘ５ ０．７９ Ｘ１２ ０．６４ Ｘ１９ ０．８１ Ｘ２６ ０．７９
Ｘ６ ０．６９ Ｘ１３ ０．７２ Ｘ２０ ０．７７ Ｘ２７ ０．８４
Ｘ７ ０．６１ Ｘ１４ ０．７０ Ｘ２１ ０．７４

表５　模型的拟合优度检验结果

拟合指数 χ２／ｄｆＲＭＳＥＡＣＦＩ ＡＧＦＩ Ｐ值 ＮＦＩ ＩＦＩ ＧＦＩ

测量值 １．８３ ０．０２ ０．９７ ０．８５ ０．０１ ０．９６ ０．９５０．９４

判别标准 ＜５ ＜０．０８＞０．９≥０．７＜０．０５≥０．９ ＞０．９＞０．９

均达到判别标准，证明模型拟合情况良好。

２．假设检验

利用ＡＭＯＳ对模型路径系数的估计结果如

图２所示。通过以上路径系数，最终得到假设

检验结果（见表６）。由表６可知，知识融合能

力、协作程度、利益分配、信任、共享平台、资源

配置、政府政策、市场环境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生

态系统均具有显著正相关影响。

图２　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影响因素路径图

表６　假设检验结果

假设 假设内容
检验

结果

Ｈ１
知识融合能力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

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
成立

Ｈ２
协作程度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具有

正向的影响作用
成立

Ｈ３
利益分配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具有

正向的影响作用
成立

Ｈ４
信任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具有正向

的影响作用
成立

Ｈ５
共享平台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具有

正向的影响作用
成立

Ｈ６
资源配置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具有

正向的影响作用
成立

Ｈ７
政府政策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具有

正向的影响作用
成立

Ｈ８
市场环境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具有

正向的影响作用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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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结论

　　本文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分

析，结果表明：知识融合、协作程度、利益分配、

资源配置、政府政策等因素通过作用于协同创

新生态系统中的创新主体群落、创新资源群落、

创新环境群落，进而影响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

系统的演化和发展。

其一，创新主体群落中创新主体的知识融

合能力是系统成员知识搜索、知识利用的综合

体现，是产学研协同创新的重要基础，其对创新

主体的影响最大。各创新主体的利益目标差异

化使得利益分配成为影响协同创新绩效水平的

重要因素。分配是否公平会对参与主体的行为

产生影响。协同创新中各主体按其贡献的大小

分享利益，以保证创新收益在各行为主体间的

公平分配。产学研协同创新是一个资源共享、

共同研发的过程，只有主体间相互信任，才能使

技术资源得到高效的利用，信任是决定产学研

协同创新成败的关键。实证分析表明，知识融

合能力（０．８２）、信任（０．８０）和利益分配（０．７５）

对创新主体的影响最大，它们通过影响创新主

体进而影响协同创新生态系统。

其二，创新资源群落中资源配置和共享平

台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产生正向驱动作

用。合理的资源配置、顺畅的资源配置渠道可

以打破主体间界限，有效解决创新资源限制问

题，促进资源发挥最优作用和协同创新能力的

提升。实证分析表明，资源配置对协同创新生

态系统的影响要强于共享平台。

其三，创新环境群落中政府政策的引导和

支持、市场竞争和需求是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

系统良好发展的外部推动力。政府政策环境是

创新环境中较重要的影响因素，政府实施税收

优惠和财政扶持政策，可引导和推进产学研合

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协调系统各方利益

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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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西北方言变异研究的价值、现状与展望
Ｖａｌｕ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ｏｕｔｌｏｏｋ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ｄｉａｌｅｃｔ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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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豫西北方言；

变异；

变韵；

入声；

黄河文化

马楠
ＭＡＮａｎ

郑州轻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要：豫西北方言变异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其在晋语和中原官话研究中均占

据着重要位置，深入系统考察该地区语言状况与变异规律对于方言研究和语言

变异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考察豫西北方言变异现象的多样性和规律

性，有助于丰富、完善更加适合汉语的变异理论，对语言变异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有所助益；豫西北方言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变异过程承载着地域历

史文化变迁的轨迹。近年来豫西北方言变异受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成为

目前河南方言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学者们从社会语言学、历史语言学的

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在语音的变韵、入声问题等方面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

然而，目前的研究还存在区域内方言调查的基础性语料较为欠缺、区域内方言

变异所受关注不够和研究对象不全面等问题。今后的研究应重视豫西北各方

言点材料的描写，重视对豫西北方言变异规律的发现和解释，加强对词汇和语

法变异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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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西北地区大致位于河南省内黄河以北、

京广线以西，是一片形似反“Ｌ”的狭长区域，西

与山西东南部的晋城市、长治市接壤，北与河北

省邯郸市接壤，主要包括安阳、鹤壁 、新乡、焦

作、济源５个省辖市，安阳、新乡、延津、林州、汤

阴、淇县、辉县、卫辉、获嘉、沁阳、孟州、修武、武

陟、温县、博爱１５个县（市）。根据李荣［１］对官

话方言的分区，豫西北地区处于晋语与中原官

话的接触带，绝大多数地区方言点为晋语，个别

方言点属中原官话，该区域方言资源丰富，特色

鲜明。豫西北方言变异属于社会语言学和方言

学的新兴交叉研究领域，近二十年来受到了学

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也成为目前河南方言研究

的一个重要部分，涌现出一批研究成果，但也存

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如在研究视角的选择、

研究对象的拓展等方面需要进行一定的思考和

突破。本文拟梳理有关豫西北方言变异研究的

现状与成果，反思问题与不足，据此对未来研究

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提出一些初步思考，以期为

推动豫西北方言变异研究乃至河南方言研究提

供参考。

　　一、豫西北方言变异的研究价值

　　在语言研究历史上，曾出现过机械结构主

义和主观唯心主义的偏向。将语言结构系统绝

对化、概念化甚至人格化，将语言与社会和人分

割开来，本质上否定了社会性是语言的根本属

性，混淆了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的差别，因此难

以揭示语言发展演变的规律。而变异概念将语

言变异和变化问题同语言使用者的行为、认知

和社会性真正联系起来，突破了机械论和先验

论的局限，具有人文思想和人文精神，符合社会

科学发展的新趋势［２］。豫西北方言处于语言接

触的前沿地带，具有悠久的区域历史文化背景

和较高的研究价值。

其一，豫西北方言变异问题在晋语和中原

官话研究中均占据着重要位置，深入系统考察

该地区语言状况与变异事实，对于方言研究和

方言变异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从地理

位置上看，豫西北地区是晋语和中原官话的接

触带，东侧、南面为中原官话郑开片、洛嵩片，西

侧为中原官话汾河片，北面为晋语上党片和晋

语区邯新片磁漳小片。从历史上看，明代山西

晋城、长治有大量人口迁徙至林县、汤阴、获嘉、

修武、武陟、孟县等地，使豫西北地区的人口构

成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也必然影响到该地区方

言的整体面貌。中原官话历史悠久，晋语受地

理因素影响相对封闭、稳定，同时还有普通话的

强势影响，三者之间的相互接触势必对该地区

方言的变异产生直接影响。考察豫西北方言变

异的作用机制能够为方言历时演变考察提供新

的视角，为微观方言史研究、方言描写研究提供

新的材料。

其二，考察豫西北方言变异现象的多样性和

规律性，有助于丰富、完善更加适合汉语的变异

理论，对语言变异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有所助益。

目前国内的变异理论研究相对薄弱，从最初的

翻译引介到后来基本上全盘沿用，不少个案研

究实质上是使用汉语材料验证国外理论，而在

更为重要的解释工作上缺乏建树，未能体现出

变异对本体研究应有的作用。理论建设需要大

规模的材料，豫西北方言本身的复杂性恰恰能

够为研究变异问题提供新的材料。例如，焦作

市区话处于晋语的包围之中，本无入声但古入

声字声调却出现规律性异读的现象，这恰是当

前豫西北地区晋语与中原官话接触变异的一个

缩影。同时，豫西北方言变异研究更多立足于

当下城镇化进程中的中小城市语言生活，充分

利用本地语言资源，适应当地社会需要。这种

基于本土语言实际的研究，既可以扩大变异研

究的辐射面，又能够补充现有变异理论，对于汉

语研究和变异研究都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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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价值。

其三，豫西北方言作为黄河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研究其变异有助于更好地了解黄河文

化变迁的轨迹。相较于河南大部分区域的方

言，豫西北方言特点鲜明，具有特有的文化区域

和文化认知，是河南方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豫西北地区古为覃怀之地，历史悠久，文化遗产

丰富。黄河从南面、东面将其包围，故而历史上

曾被称为河内。司马迁曾在《史记·货殖列

传》中写道：“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

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

也，建国各数百岁。”［３］２０１９年习近平总书记在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了黄河文化的重要性，认为其是中华文明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深入研究

豫西北方言是全面了解黄河文化的应有之义，

从词汇、词义演变的角度可以考察黄河文化的

源流。同时，掌握该地区方言变异情况，有助于

了解该地区方言区语言生活状况，从而做出合理

语言规划，服务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二、豫西北方言变异的研究现状

　　语言变异是在语言演变的基础上发生的，

是能将语言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研究关联起来的

接口，从共时性角度可以观察语言演变的原因

和扩散的过程，从历时性角度可以观察语言演

变的方向。基于不同的研究目标，现有的豫西

北方言变异研究可以分为两类，即社会语言学角

度的变异研究和历史语言学角度的变异研究［４］。

１．社会语言学角度的豫西北方言变异研究

变异是社会语言学的中心问题。陈原［５］曾

提出“没有变异就没有语言的发展，也就没有

社会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角度的变异研究重

点在于考察变异的社会分布和过程机制，但目

前这方面的研究并不理想，主要表现为成果数

量不多、研究范围有限，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个别方言点的入声与变韵问题上。

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以单方言点研究

为主。赵青［６］较早地调查了安阳市区话入声舒

化的现象。劲松等［７］调查了一种特殊类型的变

异，即没有入声调的焦作城区话古入声字按类

变异的现象，使用社会调查和统计的方法发现

了该变异与年龄、受教育程度显著相关，其变异

机制本质上是焦作人在语言学习中发生的逆向

迁移。程敏敏［８］调查了焦作城区话名词变韵在

老中青三代中出现的年龄变异，发现变韵中的

ｏ、ｏｕ类，鼻化类和鼻尾类消变过程明显，其变

异原因与词汇本身的发展变化、方言接触因素

直接相关。这些研究利用社会语言学的调查方

法对方言的变异分布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考察，

并对其变异机制进行了解释。但探讨方言词汇

和语法变异的研究非常少。乔全生等［９］研究发

现，豫北晋语在与中原官话接触过程中受到了影

响，在语法方面呈现出过渡性特征，在其调查的

２０个方言点中反复疑问句的原有特征保留得越

来越少。该研究使用田野调查法，从地理语言学

的角度指出了方言语法中的变化，对丰富和拓展

豫西北方言研究内容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２．历史语言学角度的豫西北方言变异研究

相较于社会语言学角度的变异研究，历史

语言学角度的变异研究重点在于探讨方言的历

史演变，即方言演变的结果，该视角的研究成果

颇为丰硕。陈鹏飞［１０］对豫北晋语的形成做了

较为详尽的历时性研究，深入考察了中古入声

韵和入声调、阳声韵、知庄章声母的历时音变和

Ｄ变韵、Ｚ变韵问题，并对济源、博爱、林州入声

舒化和林州－ｎ尾的消变进行了个案分析。陈

卫恒［１１］依据方言变音语料，考察音系与词汇、

语法、语用不同层面结构关联的机制，具体关注

了林州的音变现象。史艳锋［１２］考察了豫北晋

语声母、韵母、入声的演变过程，构拟了Ｚ变韵、

儿尾的形成过程，提供了新乡、林州、孟州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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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料。支建刚［１３］考察了豫北晋语共时音系

特点，研究了豫北晋语中入声舒化、知庄章组与

部分阴声韵的读音演变问题，并对儿化韵和子

变韵的类型特点进行了归纳。

在该类研究中，变韵和入声舒化始终是学

者们重点关注的问题，相关成果在数量上和质

量上都引人瞩目。赵日新［１４－１５］提出“子变韵很

可能就是儿化韵”，又进一步考察了豫北方言

名词变韵和Ｄ变韵的区别、明清时期河南方言

“儿”和“子”的读音等问题，指出以往所称的 Ｚ

变韵不能排除是儿化韵，提出豫北方言儿化韵

包含了［＿ｏ＿］层、［］层、［］层三个层次。

此外，辛永芬等［１６－２０］依据浚县、林州等不同方

言点材料，探讨其变韵的功能、语音特点和历史

演变；陈鹏飞等［１０，１２－１３，２１］则考察了辉县、林州等

多方言点入声舒化的方式和特点。

词汇语法变异类的研究目前所见并不多。

史艳锋［２２］考察了孟州话中的“厮跟”，指出该词

的最早记录见于元杂剧中，推断其形成时代应

在宋金末年，目前孟州话的用法完整保留了该

词在元、明、清文献中的原有义项。王琳［２３］考

察了安阳话中的助词“也”，指出其来源可能是

古代的语气助词，通过横向分析周边方言“也”

的使用情况，认为语气词的消亡在方言中的表

现并不平衡。

与豫西北方言变异研究密切相关的是豫西

北方言描写研究，其是变异研究的材料基础。

支建刚等［２４－２５］对此进行过详细综述，不再赘

述。晋豫两省在太行山东西两麓形成的既相关

又不同的语言面貌与地理位置、历史人文背景

均密切相关，有学者注意到了豫西北地区的移

民史对方言产生的影响。例如，乔全生等［９，２６］

指出，豫北晋语主要是宋明两代山西地区向河

南境内大量移民形成的，是典型的移民方言，豫

北晋语与山西晋语、中原官话分别在历史源流

和地缘关系上具有紧密联系，方言接解与融合

导致了豫西北晋语呈现出过渡性特征。

综上，目前豫西北方言变异研究主要集中

在语音上，对变韵、入声问题关注较多。这些研

究在实践和理论探索上均有突破，是社会语言

学变异研究的重要成果，为河南方言研究提供

了重要参考。

　　三、豫西北方言变异研究的不足与

展望

　　１．豫西北方言变异研究的不足

目前，豫西北方言变异研究还存在以下不

足之处。

其一，区域内方言调查的基础性语料较为

欠缺。豫西北方言研究历史久远。早在２０世

纪初高本汉［２７］就曾对怀庆（沁阳）方言语音进

行过调查；清末崔鸿达祖孙三代根据温县语音

撰写出《音韵六书指南》，温县档案馆现藏善本

一本。但是，２０世纪以后，除张启焕等［２８］于

１９５７—１９６０年进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方言普

查外，豫西北大部分方言点的资料是空缺的。

目前的研究大多是单方言点的专题研究，且集

中在获嘉、安阳（林州），而黄河沿线的焦作、济

源、武陟、修武等多地基础性研究严重不足，缺

少方言调查语料，这为整体考察豫西北方言变

异情况带来不便，同时也造成一些方言接触的

新鲜案例尚未纳入研究视野。

其二，区域内方言变异所受的关注还不够。

我国的方言变异研究是近三十年来伴随着社会

语言学的发展而兴起的，研究历史并不长，不属

于语言学中的“显学”。在豫西北方言整体研

究并不丰富的背景之下，其与社会语言学相交

叉的变异研究更显不足。然而，近年来国际语

言学界方言学与社会语言学相融合的趋势凸

显，特别是城市语言话题成为不少学者关注的

问题，许多方言学研究也增加了社会语言学内

容，游汝杰［２９］较早地注意到这一研究发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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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指出社会语言学是方言学发展的新阶段。

豫西北方言本身蕴含着丰富的语言资源，如能

结合社会语言学变异研究拓展研究范围和焦

点，必能进一步推动方言学和微观方言史研究。

其三，区域内变异研究的对象还不全面。

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语

音变异上，语法变异主要关注了变韵等变音现

象，而句法结构与词汇变异方面的研究非常少。

词汇和语法变异是最富有争议的话题，甚至对

于如何界定词汇变异（变项）和语法变异（变

项）学界目前尚无统一观点［３０］，其研究难度之

大可见一斑。然而方言历时演变的结果告诉我

们，词汇、语法同语音一样都是处于变化之中

的，如何观察正在进行的变化过程是目前研究

的难点，需要立足方言词汇和语法调查，依据其

特点探索新的研究方法。

２．豫西北方言变异研究的展望

鉴于豫西北方言变异研究的现状和不足，

今后的研究需要在以下方面着力。

其一，重视豫西北方言各方言点材料的描

写。目前在２０个县（市）中，只有安阳市、安阳

县、林州、获嘉的方言材料是较为全面和丰富

的，而汤阴、鹤壁、淇县、新乡市、新乡县、延津、

辉县、卫辉、焦作、沁阳、孟州、修武、武陟、温县、

博爱、济源１６个县（市）的方言材料均较为匮

乏，有的甚至是空白。张启焕等［２８］对部分单点

方言进行了描写，但囿于当时的条件，一些调查

仍需完善。现在距离当时的调查已经过去了半

个多世纪，这些单点的方言情况可能已经发生

了一些变化，亟待补充完善。对方言点材料的

描写是进行变异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如能开展

区域性的逐点系列调查将对推进该地区方言研

究产生巨大作用。

其二，重视对豫西北方言变异规律的发现

和解释。目前受关注较多的变异现象是中古入

声、Ｄ变韵和Ｚ变韵等问题，这些也是豫西北方

言的重要特点。在这些研究中需要进一步将定

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如通过定量统计考

察具体变体的社会分布、系统分布，在此基础上

研究变异起变与传播的过程机制，从而获得对

变异规律的深入认识。目前已有一些以阐释变

异规律为主旨的研究，然而有些研究停滞在社

会分布的调查上，在更为重要的变异机制阐释

上不够深入。此外，各方言点的差异分布本身

就极具价值，如中古阳声韵在各方言点表现不

同，可以至少分出三个类型，而各方言点本身亦

处于变异当中，如能增加横向对比研究和方言

接触影响的视角，则能对演变规律做出更为全

面的解答，显著拓展现有研究的深度。

其三，加大对词汇和语法变异的研究力度。

目前词汇和语法变异研究进展缓慢，原因是多

方面的。首先，词汇和语法变项不容易界定和

量化，存有不少争议；其次，豫西北方言词汇和

语法的调查相较于语音而言，现有成果和资料

较少；再次，方言词汇系统、语法系统和语义场

层次本身要远远复杂于语音系统。而事实上，

豫西北方言中有不少词汇和语法方面的特征正

处在变化之中，如表肯定应答的“中”、动补结

构“ＶＰ＋补语＋句末语气词‘篕’”等在不同人

群中是有显著使用差异的，但是其变异的单位、

范围、方式等还不清楚。豫西北方言词汇、语法

中新老派存在哪些差异，哪些方言词变了，哪些

语法项变了，区域内部词汇、语法的比较研究及

其与晋语、中原官话的比较研究等都是值得关

注的问题。词汇和语法变异研究虽然难度大、

挑战大，但其研究价值较大，应加大研究力度。

总体来看，豫西北方言变异研究目前仍较

为薄弱。豫西北方言在晋语研究和河南方言研

究中的成果虽都不算丰硕，但因其处于语言接

触的前沿地带，具有不少值得注意的变异现象，

因此变异研究或将成为该区域方言研究的新热

点。在今后的研究中，一方面应传承以贺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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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代表的老一辈语言学家的研究精神与成果，

扎实开展区域基础方言材料的调查和描写；另

一方面应紧跟语言学前沿发展趋势，将定性研

究与定量研究、变异研究与语言接触研究相结

合，深入挖掘新的变异类型，揭示其变异规律。

豫西北方言变异研究方兴未艾、任重道远，期待

更多的学者投身其中，为繁荣豫西北方言研究、

社会语言学发展做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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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甘于恩，董一博．河南新乡方言子变韵的语音

类型［Ｊ］．方言，２０２０（２）：２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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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人”构式的认知机制与传播动因
Ｔｈ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ＸＲｅ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关键词：

“Ｘ人”构式；
压制；

隐喻；

转喻；

概念整合

李雪，张鑫
ＬＩＸｕｅ，ＺＨＡＮＧＸｉｎ

郑州大学 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摘要：随着流行语“打工人”在网络上快速传播，“Ｘ人”逐渐成为一种新型语言
形式。“Ｘ人”构式的发展，涉及多种认知过程，其中构式压制与词汇压制、隐喻
与转喻，以及概念整合等机制对“Ｘ人”构式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Ｘ人”的
构式压制表现为整体构式语义制约着构式部分的词汇选择，即具有能进行Ｘ行
为或具有Ｘ特征的新人群适用该构式；词汇压制表现为“人”具有的主观能动性
决定了进入该构式的“Ｘ”成分必须是某类主体进行的动作或所具备的特征。
“Ｘ人”构式的语义生成是词汇压制和构式压制双向互动的结果。“Ｘ人”构式
的字面意义或旧义作为始源域，与目标域产生的引申义或新义通过相似性跨域

映射，赋予该构式新的语义，是隐喻作用的结果。转喻在“Ｘ人”构式语义的拓
展中也有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Ｘ人”与“Ｘ”两个认知域间的替代关系上。“Ｘ
人”构式的形成是固定项“人”构成的概念空间与变项“Ｘ”构成的概念空间进行
单向型与双向型整合的结果。“Ｘ人”构式在语言的认知经济原则、语言的模因
效应、社会文化与社会心理等共同作用下，在网络上迅速蹿红，被不断模仿和传

播，展现出其强大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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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工人”一词入选《咬文嚼字》２０２０年十
大流行语，在网络上被频繁使用，深受大众喜

爱，且广为传播。网络热词“打工人”源于 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与职业相关的特定
称谓“打工仔”，该群体一般指来自内地去沿海

开放城市务工，从事体力劳动、薪水较低的劳动

者。现在网络上所流行的“打工人”被赋予了

新的含义，不仅包括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工

人，也包括为绩效所困的办公室“白领”等非传

统意义上的打工者。之后，随着“打工人”一词

的流行，网络上还衍生出了“干饭人”“工具人”

“祖安人”“阴阳人”等以“Ｘ人”为特征的网络
流行语，用以作为具有Ｘ相关特征的群体代名
词。“Ｘ人”在当下网络环境与口语中被大众
广泛使用，并且不断地被复制而产生新词，这一

语言现象值得探讨。

国内不少学者从各种角度对“Ｘ人”进行
了解析，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例如，夏俐萍［１］探

讨了“Ｘ人”致使结构及其词汇化特征，关注其
使感意义与自感意义的语义发展；雍宛苡［２］以

苍溪方言自感词语模“Ｘ人”为研究对象，研究
了模标和模槽的语义关系；季思媛［３］分析了新

兴“Ｘ人”结构模式的发展，并探析了其蹿红的
意义与价值。然而，以往对“Ｘ人”结构的研究
主要关注其语义层面的历时发展，缺乏对其深

层认知机制和传播原因的探讨。鉴于此，本文

拟在对“Ｘ人”构式的基本特征进行充分考察
的基础上，深入解读其认知机制，并阐明其传播

动因。

　　一、“Ｘ人”构式的基本特征

　　“Ｘ人”构式由来已久，如传统用法“商人”
“好人”“读书人”等，但随着网络用语的发展，

“Ｘ人”词语模的使用范围和涵盖意义不断扩
大，衍生出许多新词，这些新词高度概括且富有

感染力，成为了大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经

考察发现，“Ｘ人”具有以下特征。（１）从音节

上看，Ｘ可以是单音节的词，如“凡人”（传统意
义上指平常、平庸的人或寻常、尘俗的人，在网

络上被赋予新的含义，指以低调方式炫耀自己

高人一等的人）；也可以是双音节的词，如“社

会人”（传统意义为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

的完整意义上的人，与“经济人”相对，网络上

用来戏谑步入社会左右逢源、老于世故的人）；

还可以是多音节的词，如“老阴阳人”（传统意

义指旧时专门替人占卜、看风水、择日等的人，

网络新义为说话经常阴阳怪气、充满嘲讽意味

的人）。（２）从词性上看，“Ｘ人”有“名词＋人”
形式，如“工具人”（指对待他人任劳任怨，被对

方当工具般使唤却得不到平等对待的人）；也

有“动词＋人”形式，如“端水人”（不是字面意
义端茶倒水的人，而是指一碗水端平、不偏不倚

的人）；还有“形容词 ＋人”形式，如“老实人”
（传统意义指为人本分、安分守己、不太懂人情

世故的人，网络新义为不懂幽默而一本正经发

表意见的人）。（３）从构词上看，“Ｘ人”可以是
定中结构，如“电蚊拍人”（指希望人体是与电

子产品结合的发光体，蚊子吸血时可以被自动

电死的人）；也可以是述宾结构，如“吃瓜人”

（指一类不关己事、不发表意见仅围观的人）。

（４）从来源上看，“Ｘ人”有源于旧词的，为适应
当下社会环境而在旧词基础上产生新义，可以

理解为旧词新义，如“打工人”（原来指临时性

的外来务工人员，现在指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既

带有抱怨意味，也带有自嘲的娱乐意味）；也有

源于方言词的，表现为语域范围扩大与地域色

彩淡化，如“干饭人”中的“干饭”是西南官话方

言里“吃饭”的意思；还有源于社会热点的，如

“吹哨人”（指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最早警醒的

人）。（５）从语义上看，“Ｘ人”的基本语义为展
现Ｘ相关特征的人，如“阴阳人”（指明褒暗贬、
表里不一的人）、“工具人”（如工具般被使唤的

人）、“祖安人”（说话粗鄙、擅长语言暴力，仿佛

生活在祖安亚文化时期的人）；或具有 Ｘ动作

·７９·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　第２２卷第５期

或行为特征的人，如“拼单人”（指购物时为得

到更多优惠参与拼单的人）、“防杠人”（防止与

人抬杠而自我认怂的人）等。可见，“Ｘ人”的
语义不再限于传统字面意思，而是有了具有时

代特征的新的含义，往往带有非常规的调侃义

或自嘲义，其相关感情义需要依赖具体语境

而定。

　　二、“Ｘ人”构式的认知机制

　　网络语言具有“避熟求异”的特点，以不同
于常规用法的表达来塑造一种个性化的语言范

式，吸引受众注意［４］。“Ｘ人”从传统构式到新
兴构式的发展，涉及多种认知过程，其中构式压

制与词汇压制、隐喻与转喻，以及概念整合等机

制对“Ｘ人”构式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１．构式压制与词汇压制
美国认知语言学构式语法领军人物 Ａ．Ｅ．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５］认为，构式作为语言的基本单位，是
形式与意义、形式与功能的配对体，任何语言形

式或意义不能从其组成部分或已有构式中获得

完全推测。任何语言表达的形式、语义或功能

的一些方面是不可预测的都可视为构式，不可

预测性决定了构式的特性［６］。构式语法为非常

规的语言现象提供了强大解释力，“Ｘ人”的整
体语义不能从其组成部分来预测，故属于构式。

当构式的整体语义与其组成部分中某一词

项发生冲突时，构式会支配部分词汇的语义使

其符合或顺从整体语义，形成“构式压制”（自

上而下）［７］。王寅［８］认为，只要对语句结构、用

法或意义起关键作用，使其他成分作出调整或

改变的语言现象都可视为“压制”。由于词汇

和构式都具有意义，且词汇义有时会主导构式

语义，进而调整或改变构式语义，形成“词汇压

制”（自下而上）［９］。常规语言现象中，构式与

词汇意义互相协调，而在非规约性情况下，词汇

意义与构式语义会产生冲突，因此，非常规语言

现象需要考虑词汇意义［１０］。综上，构式语义一

般是词汇压制与构式压制双向互动的结果，因

此，构式的语义分析要将两者有效地结合起来。

首先，“Ｘ人”构式的语义是词汇压制的结
果。“人”作为社会群体的统称，与动物、植物

相对，是会思考的、有创造力的高级生物，具有

主观能动性，这决定了进入该构式的 Ｘ成分必
须是某类主体进行的动作或所具备的特征。因

此，“人”自身独特的词汇意义压制了整体构式

语义，形成词汇压制，也增强了该构式的稳定

性。其次，“Ｘ人”构式的语义也是构式压制的
结果。“Ｘ人”的构式语义指能进行某种行为
或具有某种特征的人群。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新

事物、新现象的出现，当 Ｘ进入该构式时，“Ｘ
人”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范畴性人群，也不

再是某种具体的描述性称谓，而且可以指因某

类新现象所致使的新人群的出现。因此，“Ｘ
人”构式的语义是词汇压制与构式压制双向互

动作用的结果。

２．隐喻与转喻
美国著名认知语言学家 Ｇ．Ｌａｋｏｆｆ等［１１］认

为，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方式还是一种思维方

式，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本质上都是隐喻性的。

根据认知的经济省力原则，人们会用隐喻将已

知事物和抽象概念建立联系，从而识解抽象概

念。“Ｘ人”构式中的始源域可以看作该词义
的字面意义或旧义，目标域则是该字面义的引

申义或新义，两者通过相似性跨域映射而产生

新义。例如，“打工人”一词，当代年轻人常以

“打工人”自喻，不仅是自嘲的调侃，更是一种

自我激励，如“不是工作需要我，而是我需要工

作，我打工，我快乐”，“打工不仅能致富，还能

交友娶媳妇”，“今天搬砖不狠，明天地位不稳”

等。网络新词“打工人”既表达了对打工现实

的无奈，也表现了充满干劲，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用隐喻来解释这一新义产生的认知机制，

其始源域为打工谋生的人，为了生存被迫奋斗

的人；其目标域为辛酸苦楚的人，两者存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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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面临压力、没有舒适感等相似性。正是基于

“打工人”旧义中特定称谓的具体表达与新义

中的抽象概念之间的这种相似性联系，通过隐

喻映射，其旧义发展与泛化而产生新义。为保

持语言发展的活力与生命力，人们会有意或无

意地对语义进行隐喻化，以此拓宽义项、增强语

言表现力，这是语言发展的必然趋势［１２］。因

此，隐喻机制在“Ｘ人”构式的产生和流行中起
着重要作用。

转喻是相关的两种认知域间的替代关

系［１３］，转喻与隐喻一样也是一种思维方式，语

言本质上具有转喻性［１４］。转喻在“Ｘ人”构式
语义的拓展中也起着重要作用，这主要体现在

“Ｘ人”中的“Ｘ”意义的理解上。例如，“端水
人”是动作（端水）代结果（端平水没洒）的转

喻，“工具人”是事物（工具）代性质（工具的便

利性）的转喻，“韭菜人”是特征（一茬又一茬被

割后长出的韭菜）代事件（一批顾客被商家欺

骗又出现一批新的甘愿上当的人）的转喻，“名

媛人”是部分（上海名媛）代整体（所有爱炫富

的人）的转喻，等等。因此，隐喻与转喻均在“Ｘ
人”构式的形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３．概念整合
美国认知语言学家 Ｇ．Ｆａｕｃｏｎｎｉｅｒ等［１５］在

心理空间理论基础上提出概念整合理论，认为

人们思考和理解事物或行为时构建的概念组合

为心理空间，包含输入空间１、输入空间２、类属
空间和合成空间［１６］。认知主体提取两个输入

空间里共有或关联的信息，类比映射到合成空

间，在整合过程中，产生了超越部分意义简单相

加的整体含义，形成层创结构，产生最终的语言

意义。“Ｘ人”构式的形成是固定项“人”构成
的概念空间（输入空间１）与变项“Ｘ”构成的概
念空间（输入空间２）整合的结果。“Ｘ人”构式
中Ｘ为形容词或名词时，表示具有某种特征的
群体，其认知机制为单向型概念整合。输入空

间１提供组织框架与角色，即评价对象“人”与

评价性描述“会制造工具开展劳动的高级动

物”；输入空间２提供该框架对象对应的描述，
如“阴阳人”“工具人”“社会人”中的“阴阳”

“工具”“社会”凸显了指称对象具备的特征：

“阴阳怪气、明褒暗贬”“任劳任怨、被人当工具

般使唤”“左右逢源、老于世故”，这也是特征代

人的转喻机制在起作用。两个概念空间中共有

元素“评价对象”“特征描述”进入到类属空间，

输入空间 ２中的指称对象映射到输入空间 １
中，为输入空间１中的人赋予具体的对象，两者
整合到合成空间，最终形成对评价对象“人”的

具体描述。“Ｘ人”构式中 Ｘ为动宾短语时，表
示开展某项活动或动作行为的群体，其认知机

制为双向型概念整合。两个输入空间具有各自

的组织框架，在社会、文化、语境等因素影响下

投射到合成空间形成层创结构［１７］。例如，“吃

瓜人”“端水人”在隐喻机制作用下，“吃瓜”“端

水”事件的概念结构投射到目标域“一边吃瓜

一边闲聊，不发言只围观的人”“端水要端平，

不偏不倚的人”，二者存在经验相似性，产生了

吃瓜时的闲散与端水时的公正特征。此时，输

入空间１“人”构建了输入空间２“Ｘ”这一事件
域，唤起读者关于该事件的概念框架：行为主

体、行为动作、行为特征与行为结果等。这里的

“行为特征”与“行为结果”不是“Ｘ”事件本身
所具备的字面含义，而是与“人”结合形成的新

的构式语义，即“吃瓜”“端水”被赋予了新的意

思，是隐喻发挥作用的结果被认知主体理解并

接受。同时，输入空间１“人”的概念框架也被
激活，指某个动作或行为的主体。两个概念空

间中的共有元素“事件及主体”被投射到类属

空间，激活两者的跨空间映射，最后形成合成空

间“Ｘ人”。

　　三、“Ｘ人”构式的流行动因

　　“Ｘ人”构式被广泛使用，成为时髦用语，
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其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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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原因可以从语言的经济省力原则、语言的模

因效应、社会文化与心理因素等方面进行分析。

１．语言的认知经济原则

“Ｘ人”构式可以简洁形象地描述相关人

群的特征，具有高度概括性。例如，“打工人”

一词言简意赅，既包含传统的体力劳动者，也囊

括各行各业面对打击不懈奋斗的社会群体，具

有丰富的感情色彩。网络语言具有简约、方便、

高效传播等特点，“Ｘ人”构式一方面采用缩略

语提高交际效率，借助原有结构框架，花费最小

的认知努力取得最大的认知效果，减轻了认知

负担，体现了语言的经济省力原则。该构式通

俗易懂，便于推广，可用作网络用语或日常口

语，体现了语言使用的创造性，也展现了人们追

求个性化的独特表达方式，易引起情感共鸣。

同时，“Ｘ人”构式易于搭配，具有极大的能产

性，人们争相创造且运用自如，在认知经济原则

助推下，大量遣词造句可促进该构式广为传播。

２．语言的模因效应

模因是一种以非遗传的方式进行文化传递

的复制因子，任何字、词、句或语篇，如果能通过

模仿来复制和传播，就能称之为模因［１８］。在模

因作用下，词语或句式被复制继而创造新词语、

新句式，形成人与语言互动的新兴模式。模因

具有多产性、长寿性和复制保真性的特点［１９］，

“Ｘ人”作为语言模因简洁明了、含义丰富，人

们在此结构上由熟悉到陌生不断创新，推动该

构式在庞杂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迅速复制传播，

其具有极高的多产性。“Ｘ人”自古以来就存

在，在新时代网络文化推动下，其被赋予更为广

泛丰富的意义，具有长寿性。模因的复制保真

性指保留原有模因的精髓［２０］，“Ｘ人”仿拟产生

的新词，保留了该构式的基本结构，保留了

“人”的“具有某种特征或有动作行为”的基本

语义标记，具有复制保真性。“Ｘ人”作为文化

模因反映了现实生活中不同群体的行为习惯、

情感态度等，与当下流行的文化价值观契合，新

鲜且准确、简洁且生动，可满足模因宿主对该表

达的实际需要和心理诉求。正因为如此，该构

式得以快速记忆、模仿、复制和传播，展现出强

大生命力，属于强势模因。

３．社会文化与心理因素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网络信息技术不断

发展，人们追求更加高效便捷的生活方式，会用

最少时间处理以语言为载体的最大信息量以获

取最大效益。“Ｘ人”构式言简意丰，可满足人

们以最少时间和努力获取复杂丰富的语言信息

的需要。另外，网络世界给人们提供了相对自

由表达看法的虚拟空间，打消了语言使用者的

顾虑，便于语言交流与信息共享，从而引发人们

在网络文化中主动性表达的集体狂欢。语言中

出现的创新结构受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２１］，受

社会心理的驱动。“Ｘ人”构式一经出现就在

微博、抖音、贴吧等网络平台上爆炸式发展，这

符合网络文化中人们追求新奇和怪异，脱离常

规的语言规律，形成非常规的特殊表达式的心

理。同时，人们创造社会热词，有对现实热点的

反映，有对社会问题的心理宣泄，如“打工人”

一词不仅是网友的自我疏解，也是应对就业难、

房价高、工资低等社会问题产生的吐槽，以幽默

的方式来宣泄自己的焦虑不安，轻松活泼，表达

真情实感，自我进行心理减压，使得该词被广泛

使用。网络新词的流行不仅是人们创新运用语

言的结果，也来自人们博取关注与模仿的从众

心理，“人类的本质是复读机”描述了网络新词

的流行一定程度上在于人们重复、跟风与套用

的现象，重复形式的高频化与套用功能的大众

化促进了网络流行语的强势传播。另外，也离

不开年轻一辈的创新心理，他们敢于突破、标新

立异，通过语言创新来展现自我。网络流行语

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网络黑话”，人际交往

中，主动使用与时俱进的网络新词可以拉近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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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双方的心理距离，从而获得归属感和认同感。

无论是交际者主动使用还是被动接受，都促进

了网络流行语的发展。

　　四、结语

　　“Ｘ人”构式打破了传统语言搭配规则，在

旧义或本义的基础上补充或附加新的意义，在

形式和内容上丰富了词义与词汇的发展。“Ｘ

人”构式通过轻松幽默的语言表达形式来传递

相关看法和情绪，即使现实生活中存在压力与

焦虑，借助网络的自由性、开放性和隐匿性等特

点也可得到疏缓和解压，营造出一种更加平和、

舒服、随意的网络文化。人们通过使用或仿拟

该构式来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或情感宣泄或

思想表达来满足自身语言发展的需要。“Ｘ

人”已成为网媒时代大多数年轻人戏谑、调侃

的一种手段。该构式迎合了当代的审美需求和

普通大众的心理诉求，彰显了独具特色的中华

文化语言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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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桶跑路”的称名来源和转喻隐喻解构
Ｎｏｍｅｎｃｌａｔｕ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ｍｅｔｏｎｙｍｙａｎｄ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ｉｃａｌｄ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
“Ｔｉｔｏｎｇｐａｏｌｕ”

关键词：

提桶跑路；

转喻；

隐喻；

语义泛化；

社会话语权

郑亚豪
ＺＨＥＮＧＹａｈａｏ

华中师范大学 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９

摘要：网络热词“提桶跑路”最初表示工厂员工“仓促离职”，后来各行各业都有

使用，并进一步泛化出“及时摆脱某种约束”的含义。“提桶”作为异常现象，以

“提箱”“提包”等标准现象为背景被突显出来，体现了离职的仓促和狼狈；“跑

路”表“逃跑”之义，是方言词“走路”经过普通话系统的改造而形成的，方言词

“走路”则是通过转喻机制而词汇化的。两者突出的表达力效果和对概念的精

准把握，克服了其在称名明晰性上的不足，形成固定搭配，并在隐喻机制产生语

义泛化的基础上被广泛地使用。“提桶跑路”体现了打工者对离职主动性的把

握，使这一原因复杂、五味杂陈的职场行为得到了充分展现，具有特殊语用效

果，其流行体现了底层劳动者对社会地位和社会话语权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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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亚豪：“提桶跑路”的称名来源和转喻隐喻解构

　　２０２０年９月，据人民网、腾讯网等多家媒

体报道，昆山某电子厂管理者在发放证件时直

接将其扔至地上，让新员工排队弯腰去捡，这种

近乎粗暴的方式导致该厂员工极度不满，纷纷

“提桶跑路”，仓促离职，造成该企业用工荒。

该事件中“提桶跑路”一说引起笔者注意。作

为网络热词，“提桶跑路”在最近的工厂类主题

的短视频中出现频率极高，如在抖音短视频平

台搜索“提桶跑路”，可以搜到无数青年打工者

拍摄的相关视频，在其他网络平台如百度、新

浪、腾讯、知乎、哔哩哔哩动画等也可经常见到

其相关用法。“提桶跑路”一般指劳动密集型

工厂员工仓促离职时把日常用品放在容积较大

的水桶里提着离开，后来随着使用范围的扩大

和频率的增加，又衍生出其他相关含义。“提

桶跑路”中的“跑路”出现较早，前人也已对其

有所关注。谢坤［１］用义位、义素分析法具体分

析了该词的衍生过程，并有针对性地讨论了词

义衍生的规律。但对于“提桶跑路”这一新兴

词语，笔者尚未见到相关研究，而此处的“跑

路”较之以往的“跑路”，似乎又有些不同。鉴

于此，本文拟在考察“提桶跑路”使用现状的基

础上，探讨其称名来源、语义泛化现象与流行的

社会动因。

　　一、“提桶跑路”的使用现状

　　“提桶跑路”持续在短视频等网络平台上

高频次使用的同时，衍生出了很多网络流行语。

我们收集到了网络上一些与“提桶跑路”相关

的流行语，具体如下。

１．追魂夺命流水线，暗无天日鬼车间，加班

加点不加薪，提桶跑路在明天，初见不知提桶

意，再见已是提桶人。（《听我一句劝，干啥别

进厂，尤其是暑假工》，腾讯网，２０２０－０８－０５）

２．××电子厂挑战失败，提桶跑路啦，提桶

跑路。（抖音作品，２０２１－０３－０８）

３．电子厂挑战失败，连夜提桶跑路，拿最红

的桶，进最黑的厂！（好看视频作品，２０２１－

０５－２０）

以上“提桶跑路”流行语充满戏谑、调侃和

幽默意味，体现了劳动密集型工厂员工离职时

的狼狈和辛酸，但又隐约透露出其对及时摆脱

不如意的工作环境的庆幸。在网络新媒体的助

推下，“提桶跑路”的适用范围开始扩大，从事

其他工作或居住环境较差的员工也开始用“提

桶跑路”表示仓促离职，并进一步衍生出了“及

时摆脱某种约束”的含义。我们在“百度”“知

乎”等网络平台检索到一些用“提桶跑路”表示

此意的句子，具体如下。

１．《土木工程学子考研成功后提桶跑路，

同行：三年后待你提桶归来》（“百家号”标题，

２０２０－０８－０４）

２．２０２０年６月沿海某９８５化工硕士毕业，

小镇做题家出身，干了几个月材料研发就提桶

跑路了，实在接受不了每天像个实验操作机器

一样撸反应釜。（“知乎”回答，２０２１－０３－１０）

３．拿到（注册岩土工程师）证书后就要面

临一个抉择，是继续在原单位苟着还是提桶跑

路另谋高就？（“知乎”回答，２０２１－０３－２４）

４．私企的同学们两个月不发工资怕不是早

就提桶跑路了，而我们，连走都走不了。（“知

乎”回答，２０２１－０３－０６）

５．最后，吐槽下法国学校起名字太不讲究，

师范、理工、路桥、矿业等等，每一个让人听起来

都想提桶跑路。（“知乎”回答，２０２１－０４－０３）

６．《河南：好心让租客延期交租，结果拖欠

２月房租后，租客提桶跑路了》（网易新闻标题，

２０２１－０１－２７）

７．河北大学突然通知放假，好家伙，同学们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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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提桶跑路回家了。（新浪微博，２０２１－０１－０６）

从例１—例４可见，不同行业和领域的辞

职都可以用“提桶跑路”来表示，说明“提桶跑

路”的词语义域得到了扩展，适用范围有所扩

大；例５—例７已经无关乎职场，这些句子中的

“提桶跑路”仅仅表示“及时摆脱某种约束”的

意思，这种约束可以来自某人（例６），也可以来

自某种环境（例５、例７），词语意义发生了进一

步的泛化。最初，“提桶跑路”可以看作一个临

时组合的连动短语，由“提桶”“跑路”两个动词

结构组成，前项“提桶”表示方式，后项“跑路”

表示目的；在使用中随着意义的变化，其正逐渐

凝固成一个固定习语。

　　二、“提桶”的概念化过程

　　“提桶”的概念化过程与“提桶跑路”最初

形成的环境有关。有过集体宿舍居住经历的人

都会体会到水桶对于生活的重要性。前文已提

到，劳动密集型工厂的集体住宿条件较差，生活

设施不完善，水桶是打工者日常生活中洗衣盛

水的必备用具。水桶一般容积较大，仓促离职

时经常被打工者临时改变功能，用来提装洗发

水、沐浴露、香皂等生活用品，所以便有了辞职

时要“提桶”一说。在深圳龙华区的三和人才

市场附近，经常能见到年轻打工者提着装满生

活用品的红色水桶，奔波于各大电子厂之间的

场景。不过，打工者中水桶盛物的行为虽然普

遍，但不见得就一定比提箱或提包的行为更频

繁。细究起来，真正仓促离职时未必每个人都

会“提桶”，“提箱”“提包”或者持其他装备都是

有可能的，那么又为何不是“提箱”或者“提

包”呢？

心理学中的“标尺两极”理论认为，将偏离

标准的异常现象作为首选认知目标的规律制约

着语言词汇的组成［２］。该理论被俄罗斯语义学

派用于词汇语义学研究，我们认为其对词语概

念的形成同样适用。人类社会存在着保障社会

正常运转必须遵循的社会标准，如法律、规范、

准则等，但也势必存在着一些偏离标准的异常

现象，如离职时不提行李箱或行李包而“提

桶”，就是一种异常现象。标准现象是异常现

象赖以存在的背景，作为前景的异常现象，以标

准现象为衬托而分明地突显出来［２］，更容易引

起人们的感知注意，因而人们首先感知世界的

往往不是符合标准的正常现象，而是偏离标准

的异常现象。“提桶”作为一种异常现象，以

“提箱”“提包”等标准现象为背景而被明晰地

突显出来，进而被概念化并用语素表示出来。

换句话说，“提桶”之所以被从整个离职行为中

单独摘出进行概念化，与这一行为的异质性和

反常性有关。旅行箱和背包等在人们的常识中

是人员流动时的标配，不具备这种异质性和反

常性，不能像“提桶”一样引发人们的异感，于

是人们刻意选择了“提桶”这一动作进行编码，

且与“跑路”结合使用。“提桶”还有一个表达

上的优势，即它更能显示员工离职时的仓促和

狼狈，“提桶而辞”肯定不是有条不紊地离开，

大多带有临时性和突发性特征。

　　三、“跑路”的来源和词汇化

　　相比“提桶”，“跑路”在报刊和网络报道中

出现得较早，经常被用来形容失败的创业者、不

法商人和官员为逃避责任而出逃的行为。《现

代汉语词典》（第七版）把“跑路”标注为方言

词，并给出两个释义：一是走路，二是逃跑、出

逃［３］。我们认为，要想正确理解“跑路”的含

义，就要先弄清楚其来源和词汇化过程。作

“走路”义使用时，“跑路”词汇化程度并不高，

其词义可拆开理解，更类似于动宾式自由短语

或离合词，如以下例句。

１．正是急急如丧家之狗，忙忙若漏网之鱼，

·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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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不知跑了多少路。（清《乾隆南巡记》

（下），ＣＣＬ语料库）

２．也不知花了多少钱，跑了多少路，和我同

住这么久。（民国《留东外史》，ＣＣＬ语料库）

用作“走路”义的“跑路”是普通话中常见

的用法，并不见得其具有方言色彩，《现代汉语

词典》把该义项标注为方言词汇，未免有失偏

颇。作“逃跑”义使用的“跑路”，其方言特色比

较突出，我们在 ＣＣＬ语料库中检索“跑路”，得

到的用例大都具有南方方言背景，如以下例句。

１．而他出来时匆忙间忘记带钱了，所以就

跟陈炳锡提出要十多万元跑路费。（２００５年８

月《女记者与大毒枭刘招华面对面》，ＣＣＬ语

料库）

２．阮头家跑路去大陆，薪水没发给我们，只

好把成衣厂的衣服拿来抵工钱，免本的，只收各

位走路的工钱。（当代《林清玄散文》，ＣＣＬ语

料库）

３．你人又老，钱又没有，连妓女都跑路，你

不死也是个废物。（《周星驰喜剧剧本选·九

品芝麻官》，ＣＣＬ语料库）

结合上述语料中的闽、粤方言背景，我们查

阅相关方言词典，并未见到有“跑路”一词，而

只有“走路”一词，意义和用法与之相同。例

如，《普通话闽南方言常用词典》中收录有“走

路”一词，音记作“ｚǎｏｌｏ”，意为“逃亡”［４］；《闽

南方言大词典》中也有“走路”一词，厦、漳音记

作［ｔｓɑｕ３－１ｌ６］，泉州音记作［ｔｓɑｕ３－２ｌ５］［５］；《广

州方言词典》中也收录有“走路”，词义与闽语

中基本相同［６］；其他方言词典中暂未见到相关

用法。据此，我们推测，闽、粤方言中的“走路”

应该就是“跑路”的原型。但为何词典中只收

录“走路”而没有收录“跑路”呢？我们认为这

与方言和普通话在表达“向前移动”语义时的

差异有关。闽语和粤语在表达“向前运动”语

义时保留着中古汉语的原貌，用“行、走、跳”，

不用“跑”，即用“走”表示“奔跑”，因此方言词

汇“走路”中的“走”即为“跑”的意思；而普通话

的表意系统中早已引入了“跑”，“走”一般已经

不再表示“奔跑”。可见，“跑路”应该是方言词

语“走路”在进入普通话时进行适应性改造而

形成的词语。也就是说，“跑路”其实是闽、粤

等方言中的词受普通话的影响而改造形成的。

陈建萍［７］也认为，“跑路”的“逃跑”之义是

“走”与“跑”在历时平面语义承继替代后，其相

关结构同样具有承继替代性的体现。改造后的

“跑路”更适合普通话的语义系统，从而获得了

广泛使用的语义基础。方言词典的收录带有滞

后性，因此只收录了“走路”；《现代汉语词典》

注重普遍性，所以收录了“跑路”，并将其标注

为方言词。

那么方言中的“走路”又是如何演化而来

的呢？首先，“走路”不太可能由方言系统中的

动宾短语降格而成。方言“走”明显是一个动

词，其动作性并不弱，“路”也经常作为一个具

体的占据确定空间的事物出现，动词和宾语成

分似乎都不符合降格的语义特征［８］。我们认

为，“走路”之所以能产生“逃跑”之义，是由于

整个词是在转喻机制上使用的。一般来说，逃

跑的过程会包含动作主体明显的空间位移（即

方言“走路”所表示的意义），但又不限于此，往

往还包含隐蔽、迂回等策略，并以摆脱原环境的

束缚为目的，用整个过程中较为凸显的一部

分———空间位移“走路”来替代逃跑的整个过

·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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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两者具有相关性，是转喻的机制在起作用。

在转喻意义的基础上，“走”不再是一个具体的

具有时间性的动作行为，而是指称一类活动，表

示“逃奔、逃跑”之义，其动作性被大大减弱了。

“路”除表示“道路”外，还包括摆脱原环境的束

缚、获得自由的意思，其具体性也降低了。因

此，“跑路”是在转喻的基础上完成了语义演变

并逐渐词汇化的。

　　四、“提桶跑路”的表达力特征

　　某一语言单位之所以能够在语言系统中存

活并流行，必定有其特殊的语用价值。“提桶”

和“跑路”最初的组合具有临时性和偶然性，只

是打工人生活场景中的一个截图，由于两者组

合具有的新奇性和较强的概念表达力，其从临

时短语逐渐成为固定表达，并进一步衍生出其

他含义的用法。刘晓波［９］提出了词语称名生成

过程中的称名原则，即明晰性、经济性和表达

力，表达力原则是指人们在交际中渴望使用比

较新奇的表达方式，从而给对方留下深刻的印

象，达到更好的表达效果。人们在进行语言表

达时，经常会有求新求异的表达需求，追求“语

不惊人死不休”的表达效果，从而催生了各种

富有表达力的说法。用“提桶”这一动作行为，

可形象生动地显示离职的仓促性，刻画打工者

离开时的狼狈和辛酸，同时又不失风趣幽默，突

出了称名的“表达力”；而“跑路”来自方言系

统，其本身就自带表达的张力感［１０］。

称名三原则之间经常是相互矛盾的，即三

者不可兼顾，这种现象被称为“称名博弈”［９］。

“提桶跑路”具有独特的语用效果，但也或多或

少地与称名的明晰性原则相抵触，造成“初闻

不知提桶意”的困惑，这主要是因为“提桶”的

说法既不符合人们对盛放行李方式的常规认

知，又属于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最初接触时有些

人或许有不知所云的感觉，加之“跑路”带有的

方言色彩，影响到其概念表达的明晰性。但当

交际者经过进一步的了解后，就会被为何如此

称名的缘由所折服，于是表达力的优势就会克

服其在明晰性上的不足，从而为该词的流行打

下基础。

　　五、“提桶跑路”的语义泛化和社会

动因

　　上文提到，作为流行语，“提桶跑路”在使

用和扩展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语义的演变过程。

“提桶跑路”最先用来指称劳动密集型工厂员

工仓促离职，后来其义域随着使用范围的变化

而扩大，用来表示各行各业的仓促离职行为，继

而又摆脱对具体环境的依赖，进一步泛化演变

出“及时摆脱某种约束”的意义和用法，其使用

范围进一步扩大。以自身语义泛化为支撑而扩

展和变化的流行语更具语言学和社会学价值，

而泛化的发生是无法从语言自身求得解释的，

唯一的理由就是社会背景的选择［１１］。流行语

随着社会变化发展应运而生，反映了一个国家、

一个地区在一个时期内人们的生活状态和心理

状态［１２］。因此要探讨“提桶跑路”语义泛化与

流行的社会动因之间的关系，必须跳出流行语

本身，结合其流行的社会背景进行分析。

流行语是反映社会现象的晴雨表。目前就

业问题是社会关注的重点和热点问题。近年

来，我国进城务工人员就业表现出高流动性的

特点，工作持续时间短、工作变换频繁，“短工

化”趋势明显且不断增强，进城务工人员年龄

越小，这种趋势就越明显［１３］。社会中下层的打

工者往往会由于工资低、环境差、升职空间有

限、不适应企业管理制度等原因频繁更换工作。

“提桶跑路”一词在劳动密集型工厂兴起，是对

社会现实的生动反映。同时，随着各行各业工

作压力的与日俱增，劳动者离职、跳槽成为司空

见惯的职场现象，虽然并不是每个行业的劳动

·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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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离职时都会“提桶”，但利用隐喻的机制，把

各行各业的员工离职和工厂工人的离职处理为

同一关系，都用“提桶跑路”来表示；更进一步

地，同样利用隐喻机制把生活中存在的“及时

摆脱某种约束”的种种行为与职场离职行为处

理为同一关系，也用“提桶跑路”来表示。如此

一来，通过隐喻的方式削平了流行过程中各指

谓对象的区别性特征所导致的语义障碍，使流

行语的使用更加随心所欲、畅通无阻［１１］，由此

推动了“提桶跑路”的语义泛化和流行。

“提桶跑路”也反映了新一代打工者思想

观念的变化，体现了他们对职场不公的抗争和

维护劳动权利意识的觉醒，劳动者离职常态化

是劳动者自我保护意识增强的体现［１４］。改革

开放以来，社会思想状态逐渐多元化，人们的主

体意识、权利意识、自我意识和自我价值空前彰

显，“自我意志”上的需求也逐步明朗化，开始

追求自己的主导权［１５］。由此可见，新时代的打

工者与之前的劳动者相比在思想上已经发生了

很大的改变，他们的权利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更强，懂得为维护自己的应有权益发声，并渴望

提升自我的社会地位。相对于“辞职”“自动离

职”等企业视角的称名说法，“提桶跑路”把称

名视角转变为了劳动者视角，更能展现底层劳

动者做职场抉择时的心态和处境，体现了底层

劳动者对社会话语权的渴望。还有一点值得注

意的就是，在之前“跑路”的使用中，其动作主

体一般是老板、创业者或不法官员，这里使用

“跑路”来指称打工者辞职行为，体现了对原工

作环境的嗤之以鼻，也体现了自身对离职主动

性的把握。加之“提桶”所表现的狼狈和心

酸，使得这一原因复杂、五味杂陈的离职行为得

到充分的展现，这些表达效果都不是“自动离

职”“辞职”等企业视角称名的说法儿所能替

代的。

　　六、结语

　　在“提桶跑路”这一网络热词中，“提桶”作

为异常现象，以“提箱”“提包”等标准现象为背

景被突显出来，体现了离职的仓促和狼狈；方言

词“走路”通过转喻机制而词汇化，进而经过普

通话系统的改造形成“跑路”。两者突出的表

达力效果和对概念的精准把握，克服了其在称

名明晰性上的不足，形成固定搭配，并通过隐喻

机制产生语义泛化，进而被广泛地使用。“提

桶跑路”的形成和流行与人们的认知规律和表

达需求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当下职场以及社会中人们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

态，揭示了新一代劳动者思想观念的变化，用具

有戏谑、调侃意味的语言形式，表达了打工者对

不正常的工作环境和超负荷的工作压力的“非

暴力不合作”式的抵抗，体现了劳动者对社会

地位和社会话语权的渴望。

人们对职场现象和行为的关注使得各种形

象生动的称名层出不穷，如职场上多指白领离

职另谋高就的“跳槽”，指上班时间偷懒或做与

工作无关之事的“摸鱼”，表示在团体合作中不

出力不贡献的“划水”等，它们的来源和形成过

程各有不同，但都具有独特的表达效果，这些词

语有的已经被权威词典收录，有的还处在词义

的稳固阶段，其具体演变过程和语用效果都值

得关注。

流行语隐喻性语义泛化过程有三个阶段，

按顺序分别为以语义隐喻为特征的阶段、以语

义抽象为特征的阶段和以语义含混为特征的阶

段，其中，以语义含混为流行语生命力最旺盛的

·７０１·

 “跑路”最初流行时带有明显的贬义色彩，而“提桶跑路”中“跑路”现在已经基本不含贬义色彩，这种色彩义的变化与

方言和普通话的互相影响以及该过程对词汇的改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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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１１］。从“提桶跑路”的语义泛化程度和使

用现象来看，其可能正处在由第二阶段向第三

阶段转变之中，即从以语义抽象为特征的阶段

转变为以语义含混为特征的阶段，也就是说，

“提桶跑路”还有进一步提升流行频率的潜质。

至于“提桶跑路”能否到达流行语语义泛化的

最高潮阶段即语义含混阶段或被词典收录，还

需要接受时间和现实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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