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1 2

*+3456

*78956

: ;

< = > ?

@ A

@ B C D

E F

5 G H I

J 5 K L

!"#$%&

!'()

* +

!!'()),

!

-./)0

"

"

123

456789:;<=

>5?@AB

CD#

#$%&'

EFFGHIJKL<=

!

MN

())

OP

"

CD#

*+ ,&#-

QFRS@B

.-!"

T

##

U

#&

V

/0'(%,,1# 2 /

3440,#1,%1',,

>W?XYZ[)\]^_"`

!"[)XYaZbcded

#'-$%&

!-&1,"#$%"#!"' ('-(.-))

)*+,,-!!!!.#("/012

fgh

,$5--

i

j k

!%%!

!

'

"

!'

#

MNOP'

>%QRN

! S lmn

T!S * +

Q R !'()*+,-"

opq rst uvw

xFy z { | }

~�� � + ��q

l�n



!!"#$%&'

!!"

!"# !"#$%&'()*+,-./012345

!#$

$ % !"6789:;<=>?@AB,CDEFGH

!( )

*+()

%&'

&'( !I5JKL"MNOPQL,RSTUV#

%('

) * WX,YZ1[\,]9

!!!!"#$%&'()*+,-./0

%)*

+,-! . / ^_`abcdL,efghijdklm

,+()

!"+

012 !no<"pq!rst"#

!!!"1#"2#3456789:

!-.)

!+'

&34! 5 6 uvwxyz<{|4}~�,��������

!!!;<

!

=.>?

! "

789:

!

;<= 9 >

!

? @ ABCD

!

EFG HIJK

!

LMN



!

!"#$%&

" #$%&'(()* + #!,--,!.!/0!!""!12!3!(#4--!,---!!$!,-%&''!

-()

!"# #'

*+,,%)'-

()&*+,-./012

!!!!"

!"##$%%&

#$%&'()*+

)."

$%& !

"#

345"+6789:;<=>?@

"!"#

')%

'()! *+, ABCDEFGHIJK+LMNO#PQRS:TUVW

''%

- .! /01 XYZ[\]^_`ab3:cdef12

!!!,-

'()*)+*,-./0

./

'%%

234 gQhijklmnopq+rstu:vwxy

"$ #

'$)

566 z{z|}~�+�*�����^

'"%

$������%��Z��&'

%)%$

5���

789:;<=>?@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E

F"]^R_`a78bc!Jdefghij78klmnop!eqr78stcuEvwFx

yzx{|7}~#

78�F�r����Z�$



!"#$%&$'

!!" !"#$% &'()*+, #$%&$%%'() *+,'$-$.$%&/ (%0 1'/&23'+() 456$3'$%+$ 27 &,$

#2..8%'/& 9(3&: 27 #,'%( '% 932.2&'%; &,$ <$-$)26.$%& 27 =(3.$3/

!>? -#. /! *% @%&$363$&(&'2% 27 &,$ @%&$3%() A2;'+ 27 #2%/&38+&'%; ( B)2C()

#'-')'D(&'2% '% &,$ 9$3/6$+&'-$ 27 &,$ #,'%$/$E/&:)$ F20$3%'D(&'2%

!GH 0#$% &'()*123 @/

!

I3(%/+$%0$%&() *%&,3262)2;:

"

(% *663263'(&$ #,(3(+&$3'D(&'2%

27 J(%&

#

/ 9,')2/26,:K

!LH 4# 563 =23;$&&'%; 27 I$+,%'+/ (%0 I3(%/723.(&'2% 27 <'77$3$%+$/M N&'$;)$3

#

/

#3'&'+'/. 27 1$'0$;;$3

#

/ I,'%O'%; 27 I$+,%'+/

!PQ &#$ 7,'*83() 9 :.$% &,;( I,$ #23$ @//8$/ 27 R').$3

#

/ 92)'&'+() 4&,'+/

(%0 '&/ I,$23$&'+() N';%'7'+(%+$

!"S <=#$% >3*?,( I,$ 4%&'3$ R23)0 @/ F'3323$0 '% T'M* <'()$+&'+() @%&$363$&(&'2%

27 <(2U T' (%0 V,8(%;D'

#

/ #2/.2)2;:

!SH 0#$% &;(*@3( 9 >"$ >3() * N&80: 27 &,$ F8)&'E%$&W23O 4.C$00'%; 27 &,$

X32O$3(;$ I3(%/(+&'2% '% F28%&('%28/ *3$(/ '% &,$ #2%&$5& 27 Y83() Y$-'&()'D(&'2%M

I,$ #(/$ 27 R I2W%

!?! %A. B6*C,( Z% &,$ #,(%;$ 27 &,$ #2%+$6& 27 =')'() 9'$&: X(/$0 2% ( #2.6(3'/2%

27 #BNNG!>Q N83-$: <(&( (%0 #BNNG!!S N83-$: <(&(

!HP <=#$% B;(*D26( #(&$;23'D(&'2% *%():/'/ 27

!

P"! [28&,

"

(%0 #8)&'-(&'2% 27

( N&38;;)'%; /6'3'&

>!G &#$ E3;(*F;' 9 -#" =;3*G'() I,$ 4-2)8&'2%(3: 932+$//U I,$23$&'+() A2;'+ (%0

=8&83$ Z3'$%&(&'2%/ 27 &,$ Z3;(%'D(&'2%() =23./ 27 *;3'+8)&83() F(%(;$.$%& '% &,$

9$26)$

#

/ Y$68C)'+ 27 #,'%(

>>G <.A $; 9 /" H3;'*?3() * N&80: 27 &,$ F$(/83$.$%& (%0 @%7)8$%+'%; =(+&23/ 27

&,$ <$-$)26.$%& 477'+'$%+: 27 &,$ Y$;'2%() N+'E&$+, I()$%&/ X(/$0 2% &,$ 4XFEFAE

I2C'& F20$)

>GG <=I$% ='()*F,;( * 93$)'.'%(3: N&80: 27 &,$ Y$()'/&'+ <')$..(/ '% &,$

#2%/&38+&'2% 27 &,$ 4.$3;$%+: Y$/62%/$ 9)(% N:/&$. '% #,'%$/$ \%'-$3/'&'$/ (%0

#26'%; *6632(+,$/

>L! =A#$% &3*F3 I,$ 4-'0$%&'() *&&3'C8&$/ (%0 <$-$)26.$%& 27 &,$ *77'0(-'& 27 B8')&:

#2%7$//'2% (%0 98%'/,.$%& *++$6&(%+$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３－０６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长三角地区农民现代化的实践路径与社会支持研究” （项目号：２３ＢＺＺ０５２）的阶段性研究

成果。

作者简介：蒋永甫，南京审计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共产党推动农民发展的

百年成就与历史经验

蒋永甫
［南京审计大学，南京　２１００１４］

摘　要：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它始终把切实维护、增进和发展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

放在农村工作的首位，把握历史趋势，掌握历史主动，走出了一条基于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

发展道路。回眸中国共产党推动农民发展的百年奋斗历程，可以发现，组织和动员农民开展土地革

命、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集体化发展道路、赋予农民发展权利和增强农民发展能力、带领农民摆脱贫

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构成这一宏大历史画卷中的壮美篇章。中国共产党推动农民发展的百年历史，就

是党领导广大农民摆脱阶级压迫实现阶级解放，脱离普遍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百年奋斗史。全面总结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推动农民发展的伟大成就与历史经验，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与实践价值。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农民发展；百年成就；历史经验

中图分类号：Ｋ２０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３）０６－０００５－１３

　　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成就和历史经验的

决议》 （以下简称 《决议》），全面总结了中国

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为中

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入下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提供了新遵循。 《决议》把党的百年奋斗历

史分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时期、完

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进

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以及开

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重大的历史时

期。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

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

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终把切实维护、增进和发

展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放在农村工作的首位，

领导广大农民把握历史趋势，掌握历史主动，

走出了一条基于中国国情的农民发展道路。回

眸中国共产党推动农民发展的百年奋斗历程，

可以发现：动员和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消

灭封建土地制度及盘踞其上的农村封建势力，

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并建立了农民当家做主

的农村基层政治制度；教育和引导广大农民群

众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通过农村改革，赋予

农民各种发展权利，提升农民发展的内在能力；

推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带领广大农民

脱离普遍贫困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等等构成这一

宏大历史画卷中的壮美篇章。中国共产党推动

农民发展的百年历史，就是党领导广大农民摆

脱阶级压迫实现阶级解放，脱离普遍贫困走向

共同富裕的百年奋斗史。总结百年来中国共产

党推动农民发展的重大成就与历史经验，对于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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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实践价值。

一、动员与组织：

提供农民发展的革命路径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民占

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制

度以及建立在封建土地制度基础上的封建势力

的剥削和压迫使农民处于生存的边缘，时刻面

临灭顶之灾。农民为生存所迫往往铤而走险，

又引发了传统封建王朝的社会动荡和统治危机。

传统封建王朝由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土

地问题而始终摆脱不了兴衰治乱的循环怪圈。

帝国主义的入侵打破了中国传统封建王朝的治

乱循环怪圈，也把中国推入到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的深渊。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各

种反动势力集中在沿海及内地的各大中城市，

但广大农村社会仍然是其统治的根基。广大农

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

剥削和压迫。由于农民不具有阶级自主性，他

们自己不能代表自己。因而，他们不可能依靠

自己的力量来推翻各种压迫势力，而必须借助

外部力量的推动和领导。进入２０世纪以来，中

国的小农经济日益内卷化并转变为贫民经济。①

土地占有的极不平等和高密度的人口两个因素

相互叠加，加剧了广大农民的贫困和苦难。到

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政治、社会、经

济的衰败和农民困苦引发了乡村社会的政治危

机和社会动荡。在此背景下，不同的政治势力

基于其阶级属性提出了不同的挽救乡村危机的

主张，并进行了不同路径取向的乡村建设实践。

知识精英基于其 “教育救国”的理念，积极投

身于乡村建设运动，把乡村教育作为解决农民

积贫积弱问题的 “万灵丹”。他们企图以乡村

教育入手推动包括行政改革、基层自治、发展

教育、推广科技、移风易俗、提倡合作、自卫

保安、卫生保健等诸项事业在内的乡村建设。

由于无法触动农村不平等的土地占有制度和改

善农民的政治经济地位，满足不了处于生存困

境的农民的真正需求而得不到农民的支持，最

终只能以失败而告终。国民党政权为了巩固其

在农村的统治基础，增强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

也积极推动以地方自治为主要内容的乡村建设

运动，其主要目标是将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扩

张，构建起一张严密的乡村社会控制网络。但

这种以行政控制为导向的乡村建设路径，既没

有解决农村农民的经济破产问题，也没能实现

对乡村社会整合与控制的目标。

从１９２１年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就关注

农村农民问题，认识到中国几千年来的农民问

题的实质就是土地问题，不平等的封建土地占

有制度是中国农村落后和农民贫穷原因的症结。

在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通过

围绕土地、阶级分析以及革命的底层动员问题

的调查，② 科学地分析了农民的各个阶层对革命

的态度，充分肯定了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

伟大作用，并提出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

依靠群众的农民革命思想。面对农村经济破产

和农村社会矛盾冲突，中国共产党站在农民的

立场，正确地分析了农村社会中农民、地主与

专制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在乡村建设实践中

嵌入革命议题，为农民发展提供了革命路径。

农民虽然有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愿望，但并不是

天然的革命者。小生产者和小私有者的经济属

性和阶级属性使他们无法从一个 “自在的阶

级”自动转变为一个 “自为的阶级”。农民的

历史主体性的丧失需要革命政党的启发和动员。

在正确分析农村社会阶级矛盾的基础上，中国

共产党根据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区分了农民阶

级的内部构成，掌握了农民各阶层对革命的态

度，从而确立了稳定富农、团结中农，依靠贫

雇农的正确方针。土地革命消灭农村封建土地

制度，打倒了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

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

恶劣习惯，使农民重新分配到大片的土地及其

他财产。同时，在土地革命中，中国共产党渗

透到每一个村庄，组织贫下中农参加农会，并

且从当地农民选拔干部领导农会，在地方上建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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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０年，第３０１页。
吴重庆：《中国革命中的阶级分析、底层收益与社会再造》，《现代哲学》２０１３年第６期。



立了新的领导和以农民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并

取代了原先包括宗族势力在内的地主阶级的统

治结构。①

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

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和重构乡村社会权力结

构和社会关系作为推动农民发展的中心议程，

动员和组织农民参加改变自己命运的土地革命，

消灭农村封建土地制度，使广大农民翻身成为

土地的主人，挖掉了农民贫穷落后的重要根子，

解放了农村生产力。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土

地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从１９５０年冬季开始

到１９５３年春季为止，除了约有７００万人口的少

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以外，土地改革已全部完成。

通过土改，使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几亿

亩土地和其他大量生产资料，彻底地摧毁了封

建土地制度。② 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推动农民

发展的最具 “革命性的变革政策”之一。土地

改革不仅使农民获得了发展的历史主体性，而

且还重构了农村社会权力体系，从而为农民发

展创造了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

二、改造与引导：

探索农民发展的合作化道路

　　土地改革使千百万农民获得了土地，成为

小生产者和小私有者，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

产积极性，焕发了农村的生机活力。但小农生

产方式的落后性并没有改变，小农经济的进一

步发展不可避免地导致农村社会的两极分化。

马克思、恩格斯曾对小农生产方式的分散性

（孤立性）、落后性作了比较深刻地分析并指出

其必然被消灭的命运。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

生产形式的发展，割断了农业小生产的命脉，

这种小生产正在无法挽救地灭亡和衰落。③ 因为

这种小生产只是向自然界索取简单的生活资料，

表现不出伟大的作为和任何首创精神。同时，

小农生产的孤立性决定了小农经济地位的脆弱

性，无数偶然事故都意味着小农的贫困化。市

场经济和大工业发展，不仅把小农抛于自然风

险的冲击波尖，更把小农拽入市场和商品的漩

涡，于是他们的 “生活每况愈下，捐税、歉收、

继承人分家、诉讼，将一个又一个农民驱向高

利贷者”。④ 因此，推动农民发展，必须改造小

农及其生产方式。小农及小农生产方式的改造

主要有两种道路，一种是农业资本主义道路，

另一种是农业的社会主义道路。农业资本主义

道路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英国圈地运动

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暴力模式，即通过暴力侵夺

把农民与土地生产资料分离开来，推动农民的

市民化。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通过市场竞争，

实现小农家庭经营向大家庭农场和资本主义农

业发展的自耕农竞争模式。

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改造小农的理

论，结合当时中国农村土地改革后的实际情况，

选择了一条引导和改造小农走农业合作化发展

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要引导农

民走合作化发展道路，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从农村阶级关系来看，土地改革摧毁了几

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了农民千百年来

“耕者有其田”的阶级理想。但随着农村经济

的恢复和发展，作为土地所有者和小私有者的

农民的自发力量也在不断发展，农村社会出现

了新的两极分化。如何估量农村阶级分化状况？

如何避免农村出现新的两极分化？农民应该经

由什么样的道路走向共同富裕？这是中国共产

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以后面临的一个

中心任务和重大的政策选择。具体而言，是继

续坚持新民主主义政策，容忍一定程度的两极

分化和允许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还是改弦易

辙，把农民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从而

使绝大多数农民实现丰衣足食和共同富裕？中

国共产党在正确地分析了农民在土地改革后所

发扬起来的两个积极性即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和

互助合作的积极性的基础上，分析其利弊，做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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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积极引导农民走农业合作化道路的重大政策

选择。二是从农业生产力角度来看，土地改革

后，极大地释放了农业生产力，使粮食产量迅

速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但是，这种建立在小农

经济基础上的生产力发展仍然无法满足国家工

业化建设日益增长的粮食需要。为了最大限度

地提高农业生产力，增加农业产量，当时所能

提出的主要办法，就是实现农业生产的合作化，

把分散的小农家庭经营组织成几十户或者更多

户的联合经营，才能实现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

规模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经营。三是

从国家工业化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建

立在高度发展的工业化基础之上，这是马克思

主义的基本观点。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的

任务显得更加重要且迫切。小农经济增产不多，

不能满足国家工业化发展对粮食的日益增加的

需求。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主义工业化

的快速进行，城镇人口大量增加，对粮食的需

求大大增加，粮食产需矛盾、供求矛盾就变得

十分尖锐。解决这两对矛盾的出路就是对小农

个体经济进行改造，加快推进农业生产合作社

的建立，同时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

销政策。到１９５６年，农业生产合作社已普遍建

立并开始向高级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转变。

国家不再跟农户发生直接的粮食关系。“国家在

农村统购统销的户头，就由原来的一亿几千万

农户简化成了几十万个合作社。”① 农业合作化

使中国广大农民摆脱了小块土地私有制的束缚，

通过土地利用的合理规划、大规模的水利灌溉

以及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大大改善了农业

生产条件。同时，“农业合作化也奠定了农村基

层组织的基础，培养了大批基层经济和行政管

理人才，他们至今还在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

进步中发挥着积极作用”。② 农业集体化还有一

个重要贡献就是促进了农村公共事业的发展，

包括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农业科技的推

广以及农村基础教育的普及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教育和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

发展道路时，也存在发展速度过快、行政强制

色彩较浓等问题。列宁指出：“改造小农，改造

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这件事要花几代人的

时间。”③ 中国共产党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原

来预设用十五年时间，结果只用了三年时间便

宣告完成。对小农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恩

格斯强调 “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

此提供社会帮助”。中央文件也明确指出 “发

展农业合作化，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根据农

民自愿这一根本原则”。但在实践工作中往往急

于求成，发生了强迫命令等许多问题。一般说

来，在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上，贫农的社

会积极性较高，而富农和中农则持保守态度。

决策层往往站在贫农的立场思考问题，而忽视

了富农和中农的立场。快速发展的农业生产合

作社，由于存在侵犯中农利益的问题，从而导

致许多合作社经营不善，维持不下去。农业生

产合作社道路是小农经济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由

之路，但入社不入社，何时入社，终究是必须

尊重农民自愿的事情。党只能用典型示范和思

想教育的方法启发农民走这条道路，而不能强

迫命令。在引导农民经由合作社转向社会主义

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急于求成和夸大主观能动

性的思想根源作祟，轻率地发动了 “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带

来了严重的影响，对农民生产积极性造成了摧

残和对农业生产力产生了破坏。因此，在完成

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民

虽然在政治上获得了解放，但是在经济上仍然

处于一种贫困的状态。

三、赋权与赋能：

推进农民发展的内涵式增长

　　根据阿马蒂亚·森的发展理论，一个群体

的贫困或发展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发展权利

及可行能力的贫困。中国农民的贫困或发展不

足的根本原因同样在于农民发展权利的匮乏和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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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能力的贫弱。在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推动农民发展进

入了一个赋权赋能的新时期，通过赋予农民包

括土地权利在内的各种发展权利和提升农民发

展能力，推动了农民发展的内涵式增长。

农民经济权利的发展始于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的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坚持土地

集体所有的基础上，把土地的经营使用权通过

集体发包的方式转移到农户家庭，从而重新肯

定了农户家庭作为农业生产的基本经营单位，

通过赋予农户家庭生产经营自主权，充分调动

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１９８２年到１９８６年，

中共中央连续颁发了五个中央 “一号文件”，

其主要政策目标就是肯定、巩固和完善各种形

式的生产责任制，稳定家庭经营，赋予农民经

营自主权，包括农民有权因地制宜地进行种植、

有权决定增产措施、有权决定经营管理方法、

有权分配自己的产品和现金、有权抑制任何领

导机关和领导人的瞎指挥。对于农民发展而言，

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更多地具有劳动支配权

的意味。五个中央一号文件中多次使用 “可

以”“允许”“也允许”等表述反映了在特定历

史条件下为农民松绑的政策举措。随着生产责

任制由包产到户到包干到户的发展，农民的生

产经营自主权的政策调整也实现了外延的扩大

和内涵的深化。包括：扩大农民自主经营的范

围、自主的选择生产模式、对生产资料进行自

主改进可以跨地区组织生产、允许农民实行多

种经营以及自由选择从事农林牧渔的各个行业

进行个体经营或者组合经营、允许农民从事农

村工业、乡镇企业来达到致富、增收的目的，

等等。为了进一步丰富农民的经营自主权和经

济自由权，国家还调整和改革农副产品购销政

策，取消农副产品的统派统购制度，改为合同

制并逐步朝着市场化方向发展。进入９０年代以

来，农村土地政策调整的核心是稳定和强化农

民的农地使用权属。所谓稳定就是要稳定农民

的土地承包关系，明确在原定的承包期到期后，

再延长３０年不变。所谓强化就是要扩展农民承

包和经营土地的权限范围，从而赋予农民长期

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农民不仅拥有集体土

地的占有、经营和收益权，而且逐渐拥有土地

的处分权。在整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农民虽然

获得了生产自主权、生产经营权和经济自由权，

但农民劳动力素质低、资本有机构成低、经营

集约化程度低以及缺乏有效的外力辅助构成农

民发展能力的现状。①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各种

农业税费和摊派又成为农民发展的沉重负担。

农民增收乏力、农业徘徊不前，农村社会矛盾、

干群矛盾突出。 “三农”问题以 “农民真苦，

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形式表达出来直达

中央高层。２００２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的国家发展目标。统筹城乡发展、

调整工农城乡关系，坚持 “多予少取放活”方

针，不断稳定、完善和强化各项支农政策成为

中共中央 “三农”政策的主要指导思想，政策

注意力转移到赋 “权”赋 “能”上来，通过增

强农民的土地权利，提升农民的发展能力来促

进农民增收成为政策着力点。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５

年、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四个中央 “一号文件”都

是以 “促进农民增收”为主题，通过农村土地

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以加强农民土地权益保护，

增加土地的财产性质。如２００４年 “一号文件”

提出加快土地征用制度改革，完善土地征用程

序和补偿机制，提高补偿标准；２００５年 “一号

文件”提出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

必须坚持 “自愿有偿”的原则。其中，“自愿”

意味着处分权的释放， “有偿”原则暗示着农

户的土地收益权得到保护。２００８年 “一号文

件”提出加快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土地

变为农民的一项不动产，具有了用益物权的性

质，农民可以流转土地获得财产性收入。党的

十八大以来，对农民赋权朝着土地财产权利方

向发展。２０１３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用５年时间

基本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

作。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

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 “赋

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２０１４年的中央一号

文件提出了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

“三权分置”的政策。赋予农民对承包地的占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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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使用、收入、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

保权能。２０１５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强调要赋

予农民对承包地的各项权能。农民土地承包经

营权在不断强化、细化与稳定的同时，土地的

财产性质也得到强化，特别是农地确权、登记

和颁证使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由合同管理转向不

动产管理，推动了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向农民

土地财产权的转化。土地权利并不是使农民贫

穷的主要因素，而农民发展能力和素质却是决

定贫富的关键。农民发展受到诸如贫困与健康、

教育水平、竞争意识、就业水平、农村产业落

后等多方面的制约。因此，除了赋予农民土地

权利外，国家还充分运用财政政策、补贴政策

实现了国家对农业农村农民从 “取”到 “予”

的根本性转变，包括国家连续提高粮食最低收

购价，推行农村税费改革直到全面取消农业税，

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农业支持补贴制度，不断强

化对农业和农民的支持力度和补贴力度，从而

大大增强农民的内生发展能力。基于发展农村

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对于提升农民内

生发展能力的重要性，以提高科技素质、职业

技能、经营能力为核心，大规模开展农村实用

人才培训、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实施高素

质农民培育计划，以及加强农村公共服务水平

等成为支农惠农政策的着力点。农民职业发展

机会的增多也带来了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关系的

减弱，２亿多农民 “洗脚上岸”进入了城市的

工业化产业链体系中。各种阻碍农民的自由择

业权，农民的平等发展机会的制度难题逐步得

以破解。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

移到城市工商业领域的大多数障碍基本破除，

但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仍然步履维艰。为此，

从２００８年开始，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快大中

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探索将在城镇有稳定职业

和固定居所的农民登记为城市居民的办法。

２０１０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强调拓展农民非农

就业空间，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和农民就地就

近创业，将农民工返乡创业和农民就地就近创

业纳入政策扶持范围。

权利的发展遵循着扩张的逻辑。农民经济

权利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同时，农民政治权利和

社会保障权利的发展也构成了农民发展的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农民政治权利虽然从１９５４年宪

法就得以确立，但由于农民自身条件的限制，

农民参与政治主要是通过基层组织来实现的。

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来的是村民自治

制度的发展。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村民自治制

度作为个别地方农民群众的首创以来，经由中

央的认同和推广成为中国农村的基本政治制度，

并被载入１９８２年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１９８７年全国人大制定并通过的 《中华人

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试行）》（以下简

称 《村组法 （试行）》）、１９９８年全国人大常委

会修订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

法》 （以下简称 《村组法》）以及２０１０年全国

人大常委会再次修订的 《村组法》等宪法和法

律体系之中。在村民自治制度下，广大农民群

众通过村民委员会的组织形式，行使选举、决

策、管理和监督等四项民主权利，实现自我管

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经过多年的实践探

索，村民自治制度在组织体系和制度规范两个

方面获得了全面成长。包括村党支部、村民委

员会，村民小组、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

村民理事会、村务监督委员会等在内的村民自

治制度的组织形式不断丰富和完善，并形成了

“一事一议”制度、“四议两公开”制度、“村

务公开”制度等在内的一系列规范村民自治制

度运行的制度规范体系。在此背景下，２００６年

的 “一号文件”指出要切实维护农民的民主权

利，进一步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议事制度，培

育农村新型社会化服务组织。２００７年的 “一号

文件”指出要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２００８年

的 “一号文件”指出要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探

索乡村有效治理机制。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４年的中央

一号文件都强调通过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来引

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以及保障和规范农民政治

参与权利。总之，农民政治权利和农民政治参

与意识不断增强促进了传统农民向具有现代公

共精神的现代农民的发展转型。

社会保障权既是农民发展权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提升农民发展能力的政策措施。进入

２１世纪以来，土地的保障功能日益弱化，社会

保障制度在促进农民发展中的保底作用日益显

得重要，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成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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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关怀。从２００６年开始，中央一号文件增

加了一系列丰富农民社会保障权的内容。具体

来说，就是通过农村综合改革，给予农民平等

的国民待遇，使农民享受与市民相同的医疗、

教育和养老保障，使农民社会保障权不断提升。

自此以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力度不断

加强，尤其是在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农村社会

养老保险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三个方面进行了

大量的制度建设和资金投入并取得了巨大的成

效。在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方面，早在２００２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发布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

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首次提出了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制度并确立到２０１０年在全国实现建立基

本覆盖农村居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目

标。从２００３年开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经

由试点、全面推进和稳固深化三个阶段，农村

基本医疗服务能力不断提升，县、乡、村医疗

卫生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逐步完善，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的政府补助标准不断提高并积极推进异

地结算，农民的重大疾病保险和救助制度日益

完善，并朝着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城乡统筹方向

发展。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方面，２００９年国务

院颁布 《关于开展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的指

导意见》，提出了建立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

府补贴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确立到

２０２０年之前基本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

等目标。２０１０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

次会议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规定 “国家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制度”，确认了新农保的法律地位和政府的法律

责任。此后，通过不断健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

保险政策体系，建立科学合理的保障水平调整

机制并探索与其他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整合等政

策措施，构建了日益完善的农村社会养老服务

体系。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方面，２００７年国务

院出台 《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

保障制度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

活保障制度，对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农村

人口给予保障，将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人口全

部纳入保障范围，稳定、持久、有效地解决全

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① 农民社会保障权

的最后实现，就是要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

制度体系，使农民享有与城市市民相同的医疗、

养老保障，破除户籍制度对农民 （农民工）保

障的限制，使农民社会保障权不断提升。反映

在这一时期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就是在农村加

速建立健全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全覆盖和

均等化，促进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发展。总之，

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党

和国家通过赋予农民发展的经济权利、政治权利

和社会保障权利，提升农民内生发展能力，拓展

农民发展机会，推动了农民发展的内涵式增长。

表１　中央一号文件与农民发展权利的内涵式增长

中央一号文件 农民发展权利 政策措施

１９８２年 《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

要》
赋予农民生产自主权

肯定、坚持和完善各种农业生产责任制。但社员承

包的土地，不准买卖，不准出租，不准转让，不准

荒废

１９８３年 《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

若干问题》
扩大农民生产自主权

允许多种责任制形式同时并存；实行生产责任制特

别是联产承包制；适当发展和扶持农村个体商业和

各种服务业

１９８４年 《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

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

１９８５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

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

赋予农民经济自由权

扩大农民经济自由权

允许农民从事非农产业。

全面改革统购派购制度；放开大部分农产品价格；

农民可以实行多种经营，自由选择从事农林牧渔的

各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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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中央一号文件 农民发展权利 政策措施

１９８６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

进一步扩大农民经济自

由权

农民可以通过农村工业、乡镇企业来达到致富、增

收的目的；鼓励耕地向种田能手集中，发展适度规

模的种植专业户；鼓励各类专业户勤劳致富；允许

个体经济发展

２００４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

意见》

解决农民负担，增强农

民发展能力

坚持 “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实行减征或

免征农业税；对主产区种粮农民进行直接补贴；促

进农民增收的各项政策措施；深化农村改革，为农

民增收减负提供体制保障

２００５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

综合生产能力的若干政策的意

见》

增强农民发展能力；保

障农民包括农民工的土

地权利

完善和强化各项支农政策；进一步加大补贴力度；

尊重和保障农户拥有承包地和从事农业生产的权

利；尊重和保障外出务工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和经营

自主权；发展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

２００６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

干意见》

保障农民政治权利；增

强农民自我发展的能力

保障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稳定、完善、强化对农

业和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切实维护农民的民主权

利，进一步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议事制度，让农民

真正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监督权；完善

村民 “一事一议”制度

２００７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增强农民发展能力

培育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加强农民转移就业培训和

权益保护；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提高农村公共

服务人员能力

２００８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切实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进

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

若干意见》

赋予农民土地权益；扩

大农民发展机会

加快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推进征地制度

改革试点，健全对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加

快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探索在城镇有稳定职业

和固定居所的农民登记为城市居民的办法

２００９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

收的若干意见》

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

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强化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保护；建立健全土地

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尊

重农民的土地流转主体地位

２０１０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

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

意见》

增强农民发展能力；保

障农民发展机会

拓展农村非农就业空间；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和农

民就地就近创业；维持农民工合法权益；健全农民

工社会保障制度

２０１１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
增强农民发展能力 大力发展民生水利，保障城乡居民饮水安全

２０１２年 《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

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

障能力的若干意见》

增强农民发展能力
以提高科技素质、职业技能、经营能力为核心，大

规模开展农村实用人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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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一号文件 农民发展权利 政策措施

２０１３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

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

赋予农民的土地财产权

利；培育和提升农民发

展能力

开展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推进征地制度改

革，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鼓励

农民兴办专业合作社和股份合作等多元化、多类型

合作社；大力培育新型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

２０１４年 《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

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

意见》

赋予农民对承包地的各

项权能

农村土地 “三权分置”政策，稳定农户承包权，

放活土地经营权，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

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

２０１５年 《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

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

意见》

赋予农民对承包地的各

项权能

赋予农民对承包地的各项权能，允许农民土地承包

经营权向金融机构抵押、担保

２０１６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

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

见》

培育农民内生发展能力；

提高农民社会保障权利

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创业和农民工市民化；提高农村教育、医疗保险、

养老保险水平。推进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

证工作

２０１７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

能的若干意见》

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增强农民发展权利和农

民发展能力

推进脱贫攻坚；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增加

农民财产性收入；健全农业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农村

创业创新体制；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２０１８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农民土地权利扩展；增

强农民发展能力

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 “三权分

置”；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提高农

村民生保障水平；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农民

增收；精准脱贫攻坚；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

包权

２０１９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

“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

扩大农民土地权利；增

强农民发展能力；拓展

农民发展机会

全面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

就业；支持乡村创新创业；建立健全支持家庭农

场、农民合作社发展的政策体系和管理制度；完善

落实 “三权分置”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

２０２０年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抓好 “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

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

增强农民发展能力

脱贫攻坚；加快补上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

板；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发展富民乡村产业，建立

健全农民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机制；推动农村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稳定农民工就业

２０２１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

村现代化的意见》

增强农民发展能力

打造农业全产业链，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

益；加强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提升农村基

本公共服务水平；实施家庭农场培育计划；推进农

民合作社质量提升；发展壮大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服

务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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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一号文件 农民发展权利 政策措施

２０２２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做好２０２２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重点工作的意见》

２０２３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做好２０２３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重点工作的意见》

增强农民发展能力；加

强农民社会保障权利

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

众的内生发展能力

促进脱贫人口持续增收；促进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创

业；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县域统筹促进农民就业增

收、农业经营增效增收、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

权益、拓展农民转移收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能

力。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开展农村创业带头

人培育行动

四、脱贫与共富：

开启农民发展的现代化新征程

　　农民发展的终极目标是消除贫困，实现共

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要富，农民

必须富”，“让农民们都过上幸福生活，是我们

很重要的任务”。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

表大会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 “以

人为中心”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动农民发

展致力于解决农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锚定的是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人民生活

幸福是 ‘国之大者’”成为推进农民发展的价

值理念。中国共产党聚全国之力开展精准扶贫

和乡村振兴两大国家战略，前者立足于２０２０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主要解

决农村部分贫困农民 “脱贫”问题，努力消除

绝对贫困，而后者则着眼于２１世纪中叶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目标，全面破

解农民 “不能富”的问题，实现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多年来的扶贫开发，

农民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农村贫

困人口从改革开放时的７７亿减少到２０１２年末

的９８９９万人。但农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

题仍然存在，农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工农业、

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仍然存

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

的党中央始终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把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视为社

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党的重要使命，把农村贫

困人口全部脱贫作为实现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

目标，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精准扶贫、脱贫攻坚

战略行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扶贫开发推进

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

败之举在于精准。” “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

实现了国家扶贫开发的重大政策调整，确立了

把扶贫脱贫对象由区域转到贫困家庭和贫困人

口的正确方向。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精

准扶贫要做到 “六个精准”（即扶贫对象精准、

措施到户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

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的基本要求，

党和政府分类施策，切实解决扶持谁、谁来扶、

怎么扶、如何退的 “四个问题”。２０１５年 １０

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 《中共中央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

划的建议》，把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基本标志，明确到２０２０年，我国现

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体实现脱贫，贫困县

全部摘帽，完成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目标任

务。在习近平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重要思想指

引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构建了产业扶贫、

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扶贫大格局，

领导全国人民经过五年的脱贫攻坚战，使农村

贫困人口从２０１２年底的９８９９万人减到２０１９年

底的５５１万人，同期贫困发生率由１０２％降至

０６％，每年减贫１０００万人以上。① 在脱贫攻坚

战中，政府主导的产业扶贫发挥了积极作用，

涉及面最广、带动人口最多，成为脱贫攻坚的

中坚力量。到２０２０年，我国基本实现消除绝对

贫困战略任务，广大农民开始迈进小康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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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征程。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

全面破解 “三农”问题的重大决策部署，也是

中国共产党推动农民发展的行动纲领。乡村振

兴战略以促进农民发展为价值目标，要求优先

发展农业农村，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２０１８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乡村振兴战略行动，

必须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切实发挥农民在乡村

振兴中的主体作用，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把维护农民群众根本利益、

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

农民持续增收，不断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乡村振兴战略确立的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二

十字方针，充分体现了以农民发展为中心的农

业、农村和农民协同发展的理念。第一，农民

发展离不开乡村产业兴旺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

件。乡村产业不仅仅是农业，而且还包括涉农

的第二、三产业。通过推动第一、二、三产业

的融合发展，带动乡村经济的繁荣，可以促进

农民就地充分就业和实现农民收入的增长。第

二，农民发展需要良好的农村生态环境，生态

宜居既能为农民发展提供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又能吸引更多的人才、资源留在乡村，推动乡

村产业可持续发展。在此基础上，党的二十大

进一步提出了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乡村建

设理念。第三，农民发展不仅要实现农民物质

生活的富裕化，而且更要实现农民精神文化生

活的富有化。乡风文明就是通过乡村教育、文

化、卫生、体育等事业发展，促进农民思想观

念和价值观念的现代化。治理有效就是在保障

农民民主自治权利的基础上实现乡村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四，生活富裕既是农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也是农民发展的终

极目标。生活富裕主要体现为农民具有较高的

物质生活水平，而这种较高的物质生活水平又

要通过乡村产业兴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乡村教育文化发展、高质量的乡村基本公共服

务体系建设特别是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

建设来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把农民发

展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之中，强调中

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

化意味着要解决占人口规模最大部分的农民的

现代化问题。农民现代化的核心任务就是在保

障农民各项发展权利，提高农民素质和内生发

展能力的基础上，提高农民收入，使农民跻身

中等收入群体或使农民收入不低于其他产业群

体的收入水平。促进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

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

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这既需要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加快农业产业化，盘活农村资产，增加农

民财产性收入，使更多农村居民勤劳致富；还

需要深化改革，在体制上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缩小城乡差距和工农差距；更需要通过农业农

村现代化改造农民生活的物质生活条件，通过

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事业

来提高农民素质和内生发展能力来改善农民精

神生活条件，才能最终实现农民物质生活富裕、

精神生活富有，使农民有较高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满足普通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结　语

如何把农民带入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推动

农民发展的一个重大的理论与实践课题。中国

共产党坚持以农民利益为中心，始终把实现好、

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作为推动农

民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认识到农民发

展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经历了动员与

组织—引导与改造—赋权与赋能—脱贫与共富

四个阶段的百年探索，坚忍不拔，在农民发展

的初始路径选择、方向道路探索、动力机制和

现代化目标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发展问题提供了中国智

慧和中国经验。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是推进农民发展的政

治保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领

导力量，也是推动农民发展的重要政治力量。

在 “三农”工作中，中国共产党践行 “以农民

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把不断实现好、维护好、

发展好最广大农民群众根本利益作为自己的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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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和使命，团结带领广大农民群众不断为美好

生活而奋斗。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伊始，就深刻

把握中国国情，认识到近代中国的农村封建土

地制度及各种盘剥农民的封建势力是造成农民

长期贫困的经济政治根源。通过解决农民的土

地问题，推动农民进行自下而上的土地革命，

消灭农村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和各种宗法、宗

教关系，扫除了农民发展的社会桎梏，为农民

发展提供了政治和经济社会基础。进入完成社

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

产党基于国家工业化发展的需要以及农村社会

两极分化的现实情况，教育和引导农民走集体

化发展道路，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进行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

党积极运用市场机制和政府力量，赋予农民各

种发展权利、提升农民发展的内在能力、扩大

农民发展的各种机会，千方百计提高农民收入，

带领广大农民群众努力摆脱贫困状态。在开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把精准

扶贫作为推动农民消除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伟

大实践，通过五年脱贫攻坚行动，在解决农村

绝对贫困问题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同时，通过乡村振兴战略，全力破解农民不能

富的问题，并领导农民走向共同富裕。总之，

农民发展离不开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推

动农民发展的一条最为重要的成功经验。

第二，尊重和坚持农民的主体性地位。中

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民占全国人

口的绝大多数，由此决定了农民主体性存在具

有长期性、贫弱性和规模性等特征。中国农民

是中国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也是推动中国农

业农村现代化的主体，更是中国改革、中国奇

迹、中国现代化的积极推动者、贡献者和决定

者。农民主体性存在的特征决定了农民发展具

有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发展路径。立足于中国农

民的主体性以及小农户家庭经营始终存在并构

成中国农业经营主体这一事实，中国共产党在

推动农民发展中始终尊重和坚持农民的主体性

地位，一方面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强调

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尊重群众的创造精

神”，“凡是群众要求实行这种办法的，都应当

积极支持，群众不要求实行这种办法的，也不

可勉强”，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另一方面又注重 “教育”和 “引导”，而

不是撒手不管，任其自流。在农业市场化条件

下，中国共产党更是积极地引导农民自我组织

起来，建立各种形式、各种类型的农民专业合

作社，实现农民的横向和纵向的联合，增强农

民市场话语权，提高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总

之，中国共产党在推动农民发展的过程中，坚

持农民发展的主体性地位，既承认农民可以根

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通过自身努力来促进自身的

发展，又着力解决农民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内生

发展动力和能力贫困问题，为农民发展创造内

外条件。

第三，通过赋权与赋能推动农民发展的内

涵式增长。农民发展的根本问题是农民的发展

权利贫困、发展能力贫困和发展机会贫困等问

题。农村改革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赋权与赋

能，保障农民发展的各项权利、提升农民发展

能力和扩大农民发展空间，大大促进了农民发

展的内涵式增长。从最初的劳动自由权扩大到

土地经营自主权，从土地经营自主权又不断扩

展到经济自由权和土地财产权。村民自治的不

断完善推动了农民政治权利的发展和扩大。伴

随着国家对农村教育、卫生医疗和养老保障等

社会事业的推动和建设，农民的文化和社会权

利也实现了从无到有，由少变多。进入２１世纪

以来，国家政策注意力朝向如何提升农民发展

能力和赋予农民平等的发展机会。减轻农民负

担、取消农业税费、大规模开展农村实用人才

培训、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实施高素质农

民培育计划，加强农公共服务水平等成为支农

惠农政策的着力点。针对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过

程中大量农民选择进入城市和非农产业谋求就

业机会和收入增长的情况，国家积极推动以人

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通过户籍制度改革

和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探索农民市民化的可行

道路。通过赋权赋能，中国共产党推动农民发

展实现了权利增长、能力提升和机会拓展在内

的内涵式增长。

第四，注重农业农村农民协同发展。农业

农村农民是一个有机整体，具有相互协同发展

的内在逻辑。农民发展离不开农业农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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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的发展归根结底要依托农民发展。这

是因为，农民发展离不开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

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和农村社会的善治。前者直

接关系到农民增收和物质生活富裕，后者保障

和促进农民自治权的实现。自 １９８２年到 ２０２３

年，中共中央总共颁布了二十五个中央 “一号

文件”，在同一政策领域，可以说时间跨度大，

政策连续性强，政策内容涵盖农业农村农民发

展的方方面面，体现了中共中央对农业农村农

民协同发展的高度重视。在政策实践中，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的中央一号文件以农业为主题，同时

突出农村改革和农民赋权。进入２１世纪以来的

中央一号文件或者以农村改革为主题，或者以

农民增收为主题，始终贯彻农业农村农民协同

发展的理念，要么以农业发展带动农村改革和

农民发展，要么以农民增收带动农业生产方式

变革、农业结构调整以及农村综合改革。在农

业农村农民协同发展中，存在一个以谁为主的

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推动农业农村农民协同发

展过程中，经历了从农业到农村再到农民的政

策重心转移。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确

立了以农民发展为中心的协同发展理念，以农

民发展带动农业农村发展，以农民现代化带动

农业农村现代化。

第五，确立消除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农民

发展的现代化目标。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

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推动农民发展的终极目

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总结正反两方面

的历史经验，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打破传

统体制束缚，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

来，推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农村政策的调整既

鼓励农民个体 （家庭）通过劳动实现一部分人先

富起来，也特别强调农民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

路，致力于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以党的十八大召

开为契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

时代确立了以人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把消灭农

村贫困现象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

全力推动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彻底解决了作为

农民发展最大障碍的贫困问题。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全力破解 “农民不能富”的世界难题，满足

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了

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宏图，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

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目标蓝图为农民发展提供

了新的时代内涵与实践路径。促进共同富裕的最

艰巨最繁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为此，除了要切

实保障农民发展权利、提升农民发展能力和拓展

农民发展的平等机会外，还要积极推动乡村振兴

战略的实施，通过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千方百计

地提高农民收入，使农民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

平，实现农民物质生活富裕、精神生活富有的农

民现代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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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构建

全球文明的内在逻辑阐释

曹　绿
［陕西师范大学，西安　７１０１１９］

摘　要：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必将在其历史进程中致力于历史性、批判性、能动

性建构全球文明。建构全球文明是人类现代化发展这一时代逻辑的内在规定，不仅体现出 “一体化的

世界”这一时代境遇，而且致力于应对全球性危机的时代挑战。全球文明的实践逻辑在于继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坚持不同文明之间和而不同，推动文明共同发

展；倡导不同文明之间对话交流，实现文明和谐发展；全球文明的理论逻辑蕴含着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和

理论路径，本质上就在于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和顺应文明的全球性；全球文明的价值逻辑不仅在于培育和

生成关照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思想意识和全人类共同价值，而且重点还在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全球性危机；全球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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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月１５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

党高层对话会上发表 《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

的重要讲话，首次郑重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①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面对科技

革命迅猛发展和全球性危机日趋严峻，全球文

明这一重大命题的提出恰逢其时，具有非常重

大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全球文明倡议不仅

为应对当前人类文明面临的挑战提供了中国方

案，而且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繁荣指明了前进

方向。全球文明的提出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时代

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和价值逻辑的内在

规定和本质要求。全球文明以维护全人类整体

利益为宗旨，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指引，体现

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的新质与特点。换言之，

全球文明论证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主要特征、

内在机制、根本要求，提出了人类文明和谐相

处、创新发展、共同繁荣的基本遵循和未来指

向。具体而言，全球文明不仅吸取中华文明和

社会主义文明的精华，而且在占有现代西方资

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开创人类文明新阶段；

不仅有助于推动中华文明和社会主义文明创新

发展，而且彰显出世界文明一体多元的根本特

征和时代新质。总之，全球文明的形成和发展

是 “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根本方向，是马

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使然，是当今时代发

展的必然反映，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要求，

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方案。

一、全球文明的时代逻辑

习近平指出：“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

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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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一

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

世界也会拒绝他。”① 当前，在以人工智能为核

心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推动下，人类社会加速进

入了 “一体化的世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

界历史时代。放眼世界，人类现代化事业正在

经历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或智能社会、工业

文明向生态文明或绿色文明转型的历史关口，

一方面享受着生产力变革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

和精神财富，另一方面遭遇转型期间出现的全

球生态环境问题、全球政治经济危机、全球发

展失衡等诸多挑战。如果说当前突飞猛进的科

技变革从正面催生全球性新文明的诞生，那么，

日益严重的全球性危机则从反面倒逼全人类共

同培育一种全球性新文明。在此背景下，中国

式现代化表征的全球文明顺势而为，应运而生，

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应对全球危机

的根本要求。

（一）全球文明的时代境遇：顺应 “一体

化的世界”

当今时代，科技革命和全球危机催生的

“一体化世界”，或曰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无

疑是全球文明所处的时代境遇，或曰全球文明

生成的时代背景。从唯物史观审视人类社会发

展现状，全球文明的实践基础必然是全球性经

济政治的历史性生成。马克思说道：“人们在自

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

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

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②

因此，基于唯物史观，尤其是马克思世界历史

理论来探究，全球文明不仅顺应了全球一体化

发展的历史趋势，而且体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时代特征。从全球政治、全球经济、全

球文化等多维度来审视，一方面表现在经济、

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的深度全球化，尤其是

全球市场的形成和全球自由贸易的发展；另一

方面表现在区域经济和政治一体化、双边或多

边军事和科技组织、全球跨国公司等方面。真

正印证了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中的历史洞见———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

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③

那么，随着全球经济、贸易、科技引发并生成

的全球性生产力和全球性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变

革，必然要求我们构建一种崭新的全球性生产

关系。正如 《共产党宣言》深刻阐明的那样，

“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

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

的文学”。④ “民族的文学”走向 “世界的文学”

无疑隐喻或表征全球文明。全球文明本质上就

是一种含括全世界、全人类，不分种族、民族，

超越国家、区域的全球性新文明。总之，全球

经济和全球政治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协

调发展，共同推进人类社会加速走向了全球一

体化，因此，顺应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构建

全球文明无疑是时代逻辑的紧迫任务。

（二）全球文明的时代课题：应对人类全

球性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

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⑤ 当前，

全球问题日益突出，给人类文明的发展构成巨

大的威胁。全球问题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全球性生态危机，已经成了全球文明生成

的首要威胁；二是全球性发展失衡，已经成了

全球文明生成的重大挑战；三是全球性经济政

治文化科技等其他危机，已经成了全球文明生

成的巨大障碍。在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时期，

由于资本逻辑和形而上学的双重宰制，也由于

人类片面强调生产力和坚持发展至上的理念而

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全球性危机。总之，当人

类社会在加速走向全球一体化的同时，面临和

遭遇的这些日益严峻的各种全球问题，给人类

文明发展构成了极其严重的威胁。

面对威胁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危

机，反观人类自身走过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人们

该如何反思过去？人类过去的存在意义和生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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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简言之，问题的实质就在

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下，人与自然、人与社

会、人与人之间，长期处于激烈竞争和矛盾对抗

的状态。早在１８４８年，马克思恩格斯就非常形

象地讽刺道：“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

野蛮状态；……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

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① 当然，除了资本主

义社会危机之外，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的

生态环境问题，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

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

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② 直至今

日，在全球资本统治的力量推动下，整个人类依

然生活在 “物的世界”和 “异化的社会”，所谓

的发展至上、消费主义和工具理性等等，无不使

全球问题变得异常复杂严峻。

由此可见，全球性危机给人类文明构成了

最为巨大的挑战，严峻的现实倒逼着全球新文

明的孕育和成长。当然，要开创全球文明必然

要直面和解决各类全球性挑战，尤其是全球气

候变暖和全球发展失衡。唯有如此，全球文明

才能更好维护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引领人类社

会发展的历史潮流。由此可见，全球文明已然

是人类社会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理性规范和价值

标识，必然会凝聚起全人类的共同力量和智慧，

必将有力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解决各种全球

性危机，为人类社会发展做出贡献，为人类文

明发展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二、全球文明的实践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应对共同挑战、迈向

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

文明力量。”③ 中国式现代化在变革全球经济秩

序和加快科技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必然建设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继而致力于构建一种崭新的全

球文明。中国式现代化构建的全球文明最根本

的实践逻辑就在于传承以天人合一、和而不同

为本质特性的中华文明，扬弃和超越基于资本

逻辑和权力宰制的西方现代文明，倡导社会主

义文明坚持的 “平等、多样、包容、开放”的

新理念。换言之，全球文明的实践逻辑在于继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坚持不同文明之间和而不同，

推动文明共同发展；倡导不同文明之间对话交

流，实现文明和谐发展。

（一）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

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历史实践中形成了独特

的处世之道、价值导向、精神气质和生存理念。

面对当今人类文明发展遭遇的全球性困境及其

问题，以儒家文化为内核的中华文明，恰恰能

够提供一种具有全球意义的思想价值，为全球

文明历史性生成和发展开辟一条崭新的道路。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未来统一全世界的

既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恐怕

会是中国。”④ 同时他还强调：“最近五百年来，

全世界被西方在除了政治以外的所有领域所统

一。恐怕只有中国能够承担在政治上和平统一

半个世界甚至整个世界的使命。”⑤ 世界历史发

展到今天，中华民族日益显露出黑格尔世界历

史意义上具有世界精神的民族，必然要勇于承

接人类新文明发展的历史指派。当下，中华文

明特有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

两大理念之中：

一是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理念。在病毒

传播、气候变暖、资源枯竭、物种灭绝等全球

性危机日益严重威胁人类文明的今天，天人合

一，万物一体的思想理念无疑是中华文明对世

界文明最具有启发意义的基本原则之一。在

《文化中国：扎根本土的全球思维》一书中，

哈佛大学杜维明提出要重新了解自然，肯定自

然，实现人类和自然的持久和解，人心和天道

的合一合德。⑥ 在西方工业文明造成人与自然严

重冲突的今天，天人合一的思想就是顺应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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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违背自然；保护自然，而不是征服自然，

与自然和谐相处，最终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

唯有树立这样的新文明发展理念，才能从根本

上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进而有效应对当前人

类面临的全球性生态挑战及其对文明的威胁。

二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１９９３年

的世界宗教会议通过 《全球伦理宣言》以来，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逐渐成了人类社会共

同的核心价值，并为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和接受。

中国政法大学蔡拓教授等人在 《全球学导论》

一书中认为：“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行

为体，……中国传统儒家伦理 ‘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 ‘和而不同’以及崇文不尚武的伦理

风范将对全球伦理做出巨大贡献。”① 杜维明提

出了人类共存的两大基本原则，其一就是 “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并将此解释为 “恕道”

原则，即不能将自己的价值强加在别人身上；

其二就是人道原则，把人当人看，不要把人当

物看，即儒家的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

人”。② 由此可见，在当今大国博弈加剧，地缘

政治矛盾凸显，文明和价值观日趋对立的时代，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显得尤为重要。

当然，中华文明的思想理念还蕴含着的

“伟大的和平主义传统”，世界大同的人类旨

趣，刚健有为的个体生活，等等。只要基于上

述理念，继承和发展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

能更好地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站在唯物史观立脚点 “社会化的人类”的

高度来审视，中华文明的思想要旨和精神实质

无疑能为人类历史发展指明方向，不仅能够推

动中华文明更好传承和创新，而且必将致力于

开创和建构崭新的全球文明。

（二）坚持不同文明之间和而不同，推动

文明共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而不同是一切事物

发生发展的规律。”③ 在人类社会走向命运共同

体时代，各国文明唯有坚持和而不同的思想理

念，才能从根本上推翻不合时宜的旧文明观，

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维护人类文明

的多样性，推动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坚持和

而不同理念是全球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根本

保障，因而是人类文明发展应该遵循的主要准

则和基本理念。２０００年７月，社会学家费孝通

先生在 “２１世纪人类生存与发展国际学术会

议”发表主旨演讲，指出全球化过程中坚持

“和而不同”的主张。④ 其后，费孝通提出并阐

释 “和而不同”已成为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

继而倡导创建一个 “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⑤

他认为，在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和思想理念中，

追求 “天人合一”长期以来都是一种最高的最

理想的状态或境界，而在 “天人”之间的社会

规范或者说是秩序目标必然是 “和而不同”。

在与不同民族或国家相处时，必然坚持一种

“和”的理念来处理具体事件和相互关系，这

就是 “和而不同”理念的基本内涵。一般认

为，中国历史上所讲的 “和而不同”，也是当

前人们坚持多元一体理论的另外一种说法。在

世界范围内，任何主体必然承认相互之间的区

别和不同，但是要坚持 “和”为基本理念和准

则，这是世界政治文化必走的一条道路，否则

肯定会出现各种纷争和各种矛盾。从另外一个

角度来看，如果各主体之间只强调 “同”而不

能维持 “和”，那文明只能是在斗争，甚至是

战争中毁灭。要保证人类文明繁荣兴盛，“和而

不同”就是人类共同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条件

之一。⑥ 江泽民同志在 《和而不同是人类各种

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一文中指出： “和而不

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

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

·１２·

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构建全球文明的内在逻辑阐释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蔡拓等：《全球学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４７７页。
参见杜维明 《文化中国：扎根本土的全球思维》，第２１４、２４７－２４８页。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２５６５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

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５日第２版。
费孝通：《文化自觉和而不同———在 “二十一世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国际人类学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民俗研究》

２０００年第３期。
费孝通：《创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在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中期会议上的主旨发言》，《思想战线》２００１年

第６期。
参见费孝通 《创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在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中期会议上的主旨发言》， 《思想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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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① 尤其在人类文

明进入信息化时代，面对价值理念的多元化和

不同社会思潮的猛烈冲击，不同文明之间坚持

和而不同的思想观点和实践准则显得尤为重要，

极为珍贵。

由此可见， “和而不同”不仅是消解文明

冲突的一剂良药，而且是人类文明共同发展的

主要原则和规则。面对当前人类文明发展的现

状和面临的挑战，不同文明之间必须消除各种

中心主义思想的藩篱，培养和树立和而不同的

新文明观，才能更好地推动人类文明共同发展。

（三）倡导不同文明之间对话交流，实现

文明和谐发展

当前，人类文明的首要任务就是开展不同

文明之间的对话，建立一种有效的 “对话交

流”的体制机制，进而推动构建全球文明。新

世纪刚刚拉开帷幕，２００１年就被联合国确定为

“不同文明对话年”（ｔｈｅＹｅａｒｏｆ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ａｍｏｎｇ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致力于不同文明之间展开对话交

流。２０１２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 “文明对

话”列入联合国的重要使命，不仅组建了如世

界文明联盟、罗德岛论坛等，而且发布了文明

对话的一系列活动报告。在世界文明对话大背

景下，以开展世界不同文明对话为主题的中国

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２０１２年５月的第二次大

会上提出了 《世界文明对话研究报告》，总结

了对话在组织、活动和影响上的丰富经验。②

２０１０至今，已举办八届的尼山论坛不仅推动了

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交流，而且为世界文明的

和谐发展和繁荣兴盛做出了贡献。“文明对话”

是对文明冲突论、世界文明一元化、普世文明

等西方中心主义思想的重新审视，是全世界所

有文明之间交流的根本动力，是维护世界文化

多样性的根本要求，有利于增进不同文明之间

的相互尊重和相互包容，推动不同文明共同应

对全球性挑战。如果没有文明之间的对话，人

类文明就难以消除彼此间的误解和不信任，就

无法走出对抗和斗争的深渊，更无法应对当前

全球性危机对人类文明的挑战。杜维明多年来

一直致力于开展 “文明对话”项目的研究，并

在 《文明对话中的儒家：２１世纪访谈》一书中

对此进行了全面阐释和解读。他指出：“‘文明

对话’不仅是新轴心文明之间，还包括同原住

民、非洲文明之间的讨论、辩难、对话，形成

一种共识，这是人类走向和平文化的最重大的

问题。”③ 因而，只有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的思想理念，倡导不同文明对话交流，才能实

现不同文明之间的和谐发展，共存共荣。

“回看历史，中华文明先后同印度文明、西

方文明进行对话交流，这推动了中华文明吸取

其他文明的精华，实现了中华文明同其他文明

的 ‘文明共存’。中华文明漫长的发展史说明，

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交流、融合是人类文明发

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人类文明进步、完善、发

展的根本要求。”④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中

华文明的精神血脉所孕育的天人合一、仁爱之

心、民胞物与、协和万邦、世界大同等深邃思

想和价值理念，必然为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深

度对话提供借鉴和启示。因此，无论是历史悠

久的中华文明，还是近现代西方的资本主义文

明，无论是基督教文明还是伊斯兰教文明，无

论是非洲文明还是其他地方性文明，都应展开

不同形式、多种层次的对话。通过不同文明之

间均衡、有序、和谐、包容的对话交流，形成

对话交流的共识和意愿，构建对话交流的机制

和体制，继而实现人类文明的和谐发展。

三、全球文明的理论逻辑

当下，中国式现代化如何遵从全球文明发

展的理论逻辑规定，如何消除文明优越、文明

冲突、文化霸权等旧思想旧观念，无疑是世界

历史时代全球文明的理论任务和理论挑战。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

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

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⑤习近平总书记

有关文明交流互鉴的论述，其核心和实质构成

了全球文明基础性的理论范式和理论路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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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尊重文明多样性，探究文明发展方向，必

然要基于全球文明的理论范式和理论路径展开

思想性、理论性、实践性研究。

（一）全球文明的理论范式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人类社会需要孕

育和发展文明交流互鉴的理论范式，进而取代

“西方中心论”“文明冲突论”等不合时宜的理

论范式。文明交流互鉴的理论范式不仅反映了

全球文明生成的本质特性与时代新质，而且体

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必然趋势。从

哲学层面来看，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完全相同的

事物，差异性和特殊性是一切事物存在的基本

特性。正如古人言：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不同文明之间存在差异实质上是世界文明的根

本特征，是世界文明发展的内在根源和动力机

制。因此，全球文明的理论范式在今天凸显出

极为重要的时代价值，就是尊重文明发展的多

样性，而这无疑是２１世纪应对人类文明挑战的

指导思想和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

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

步的源泉。”① 只有世界各国牢牢坚持文明多样

性的根本遵循和价值理念，不同文明之间才能

实现包容和谐、平等对话、共同发展的基本目

标，才能更好地推动人类文明应对全球性挑战，

才能再现 “轴心文明”时代的历史荣光，才能

开创世界文明发展的新境界。总之，全球文明

的理论范式彰显世界文明多样性的根本特征和

基本准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文化价值观的多样性。世界文明多

样性首先体现在文化价值观的多样性方面。任

何一个民族国家都有其自身的文化价值观，这

不仅是自身文明的基本标识，而且是与其他文

明进行区别的主要标志。文化价值观反映了一

个民族国家的思维方式和精神特质，展现出一

个民族国家的历史脉络和价值取向。西方资本

主义国家在全世界持续不断地宣扬所谓的 “自

由、民主、平等、法治、人权”等普世价值，

妄图以此取代真正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而

言，当今世界最为强势的西方文明，尤其是美

国文化，其价值观的本质特性之一就体现在宗

教传播、民主输出、意识形态灌输等方面。”②

西方普世价值本质上是将其单一的价值观向全

世界渗透和扩张，以此实现其文化侵略和扩张

的根本目的。与此相反，中华文明在漫长而悠

久的历史中则形成了仁义礼智信等具有自身特

质的文化价值观，包含了恕道、仁道、孝道、

和合等核心思想，同时吸收资本主义文明的市

场经济，民主法治和社会主义文明的自由公正，

和谐发展，构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价值观。中

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价值观长期以来一直坚守

“和而不同”的人类文明新准则，体现了文化

价值观的多样性，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独特

的贡献。总之，不同文明之间理应遵循文化价

值观的多样性，顺应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要求

和历史趋势。

其二，社会制度的多样性。一般而言，马

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是从低级向高级，

从原始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演变，从

“人的依赖性”到 “物的依赖性”再到 “自由

个性”的真正人的历史阶段。然而，具体在社

会历史实践中，人类社会发展并非整齐划一、

直线前进，而是由不同民族国家所处的历史环

境及其生产力发展现状所决定的。历史发展的

规律性和必然性，并不能否定在特定历史阶段

中不同社会制度相处的复杂性。因此，社会制

度的多样性成了世界文明多样性的主要表现之

一。正如习近平所言：“我们要深刻认识资本主

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充分估计到西方发达

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长期占据优势的客观

现实，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

的各方面准备。”③ 当前，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

主义制度在进行长期激烈斗争的同时表现出更

多的新特质和新趋势，比如经济全球化与逆全

球化，普遍交往与脱钩断链，相互尊重与霸凌

霸道等。从人类文明多样性的视角来审视，人

们不仅应该推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

从你死我活的斗争转向友好相处，互利共赢。

与此同时，在少数民族和土著居民等生活的地

方还存在一些其他社会制度，需要保护少数他

者的宗教、文化等具体的社会制度。唯有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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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社会制度的多样性，才能更好发展人类文明，

保障人类文明多样性。否则，当资本主义制度

一统天下，真正实现了 “历史的终结”之时，

将预示着人类文明走向衰落甚至面临威胁的开

始。因为这种文明一元论不仅违背了人类社会

发展的规律，而且必然会阻碍人类文明的进步。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社会制度的多样性将依然

是人类文明多样性的表征，人类文明必然在社

会制度多样性的发展演变中走向未来。

其三，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习近平强调：

“我们要秉持独立自主原则，探索现代化道路的

多样性。……发展中国家有权利也有能力基于

自身国情自主探索各具特色的现代化之路。”①

历史表明，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

种文明可以模仿其他国家、其他文明的现代化

道路而取得成功的。如果一个国家、一种文明

不能把历史发展规律同自身实际结合起来，不

能开创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现代化道路，那么，

这个国家、这个文明必然无法顺应历史发展的

潮流，也就无法应对文明的挑战。马克思在

《给 〈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论述俄

国社会发展道路时，专门针对尼·康·米海洛

夫斯基等人将 “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

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进行

批驳，并强调这样做 “会给我过多荣誉，同时

会给我过多侮辱”。② 从唯物史观来审视，人类

历史发展就不可能有各国都可以不顾自身历史

和时代条件就能够走通走成功的 “一般发展道

路”或 “世界历史大道”。就中国现代化而言，

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曾经仿照苏联现代化，

走苏联现代化道路，不但没有赢得成功，反倒

付出了巨大代价。在吸取历史教训之后，中国

人民在实践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

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解放思想、大胆探

索、勇于开拓，最终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正是

因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没有采用苏联模式，

也没有采用华盛顿共识，而是在学习这二者的

基础上开创了一条顺应历史，符合实际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

开创不仅实现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繁

荣兴盛，而且有力地证明了人类社会发展道路

的多样性。

总之，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同一条发展道

路，更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两条现代化道路。

因此，任何国家不仅要遵从现代化发展的内在

逻辑规定，而且要把这种抽象的规定性必须同

自身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结合起来，才能开创

新的适合自身发展的现代化道路。

（二）全球文明的理论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

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③ 全球

文明的理论逻辑阐释不仅要坚持和强调文明交

流互鉴的理论范式，而且要阐明推进和构建全

球文明的理论逻辑。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１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

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一部不同文明在相互

交流中消除隔阂，走向相互交融、彼此包容的

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近代以来，从哲学家黑格

尔到历史学家斯宾格勒再到政治学家亨廷顿为

代表的西方文明论者，无不认为西方资本主义

现代文明代表整个人类文明，是全人类文明的

主体。这些代表性人物，其思想或明或暗都透

射出一种西方中心主义思想，不仅不利于人类

文明的交流，反而更容易造成文明的隔阂。直

至今天，“西方文明论者认为西方文明优于或者

高于其他文明，西方文明理应主导人类文明的

未来。在他们的眼中，非西方文明要么挑战西

方文明，要么转向并依附西方文明”。④ 西方中

心主义者，尤其极端民族主义者，大都具有单

一性或一元化的文化价值观，而这无疑是人类

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的最主要的思想障碍。

“面对经济全球化时代不同国家、不同人群

的隔阂与疏离，中国主张把握人类利益和价值

的通约性，在国与国关系中寻找最大公约数，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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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崇 ‘开放包容’而不是 ‘相互隔绝’的文明

观。”① 当下，无论是面对俄乌战争还是巴以冲

突，美国等西方国家无不采取拱火浇油的办法，

对全球文明交流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严峻的挑

战。比如，美国为了遏制中国、俄罗斯等国家

发展，在全球贸易交往中采取脱钩断链、长臂

管辖等措施，甚至基于自身科技优势推行科技

霸权政策。在高度全球一体化时代，美国等西

方国家的所作所为无异于同人类文明发展背道

而驰。与此相反，针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问题，

中国向世界各国提出 “全球发展”“全球安全”

“全球文明”等三大全球性倡议。中国在全球

范围内搭建 “一带一路”合作交流平台，推动

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的

交流互鉴。总之，在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全人类更加需要牢牢坚守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

隔阂的思想理念。

２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

１９９３年夏季号的美国 《外交》（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

ｆａｉｒｓ）杂志，发表了哈佛大学塞缪尔·亨廷顿

教授的 《文明的冲突？》 （ＴｈｅＣｌａｓｈｏｆＣｉｖｉ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一文，提出未来世界的冲突将是文明的

冲突，也就是众所周知的 “文明冲突论”。简

言之，当今世界发展的基本范式——— “文明的

冲突”，将主宰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亨廷

顿说道：“在所有的文明之中，唯独西方文明对

其他文明产生过重大的、有时是压倒一切的影

响。”②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典型的西方中心

主义论调，充满了西方文化的傲慢和偏见，本

质上就是服务于美国文化霸权和输出西方文化

的意识形态工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各种文明本没有冲

突，只是要有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我们

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又要为他国文

明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

艳。”③ 文明的冲突这一观点无论在理论层面还

是在现实层面都是无法成立的。在理论层面，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无疑是马克思世界历史

理论和经济全球化理论的本质，而文明冲突论

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和要旨；在现实

层面，整个人类社会在高科技革命推动下加快

走向命运共同体时代，而文明冲突论背离了历

史实践发展的根本走向。总之，“从马克思唯物

史观来审视和观察，文明的冲突不符合历史向

世界历史转变的基本规律，违背了人类历史发

展的内在逻辑和历史趋势”。④ 因而，世界各国

必将超越和消除 “文明冲突论”，还原人类文

明最真实的面貌，推动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

总之，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是世界各国

为人类文明应负的历史性责任，是人类文明发

展兴盛的根本出路。

３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是平等的，人类

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各种人类文

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

足。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

一无是处的文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

分。”⑤ “文明优越论”背离了人类不同文明都

是平等的这一文明的基本观点。“文明优越论”

反映了植根于西方文化基因中的傲慢、偏见和

自负，是一种典型的 “西方中心主义”，也称

“西方中心论”。 “西方中心主义”的代表性人

物主要包括黑格尔、马克斯·韦伯 （ＭａｘＷｅ

ｂｅｒ）、拉尔夫·爱默生 （ＲａｌｐｈＷａｌｄｏＥｍｅｒｓｏｎ）

等人。其中，黑格尔是 “西方中心主义”，更

准确讲是 “日耳曼中心论”或 “欧洲中心论”

思想和文化比较有代表性的哲学家之一。他在

《历史哲学》中宣称：“世界历史由东方向西方

发展，因为欧洲是世界历史的绝对终点，就像

亚洲是世界历史的起点一样。”⑥ 直至今天，黑

格尔中心主义思想已经演变发展成了福山的

“历史终结论”和亨廷顿的 “文明的冲突”，但

其借文化和文明的思想观点输出和扩张西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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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本质却是相同的。浙江师范大学叶险明教

授对这种中心主义思想进行深入的研究后说道：

“‘西方中心论’实质上是 ‘放大化’了的西方

资产阶级的狭隘民族主义。它以扭曲的形式反

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

的不平衡发展规律。”① 时至今日，西方 “文明

优越论”者经过所谓的理论扩展和逻辑论证，

为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在全球扩张发挥了巨

大作用，同时也对人类文明的共存共荣，繁荣

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文明优越论”本质上是一种不平等的思

想文化，是一种不和谐的思维方式，不仅会威

胁世界的和平发展，而且会阻碍人类文明的和

谐共处。相反，马克思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为文

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奠定了思想基础。习近平

指出：“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

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

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② 站在马克思唯物史观

及世界历史理论的高度来审视，我们必须跳出各

种各样的中心主义思想窠臼，从理论和实践双重

层面对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进行批判性扬弃和

解构，才能够真正实现 “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

越”，推动全球文明的孕育和生成。

四、全球文明的价值逻辑

全球文明不仅是以科技革命为动因的全球

一体化时代的理论和实践要求，而且也是当前

人类生存和发展困境的价值逻辑规定。全球文

明的价值逻辑规定凸显了当前人类价值观正在

发生着历史性变革，凸显了一种以全球、全世

界、全人类为价值主体的价值旨趣。全球文明

的价值逻辑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超越国家、民族、文化、意识形态

界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国互联互通，命

运休戚与共。要超越国家、民族、文化、意识

形态界限，站在全人类高度，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共同建设好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家

园。”③ 那么，站在全人类共同的价值立场，超

越有形无形的人类思想文化束缚，具体表现就

是正在突破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固有的不合时

宜的思想文化，走向全球层面的全球治理和人

类命运共同体时代。德国思想家乌尔里希·贝

克和埃德加·格兰德强调： “日益扩张的全球

化，使国家的职能大大超越了它有限的能力，

动摇了它行使这些职能的认识论基础。”④ 在此

背景下，如果任何主体只局限于民族国家范畴

之内，继续无条件固守国家主权至上，而不顾

全人类的权利，继续无条件固守国家利益高于

一切的思维理念，而不顾全人类的利益，甚至

坚持以意识形态划界，坚持文明冲突论，而无

视全球一体化和全球性危机的日趋严峻，这不

仅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和未来的发展，而且根

本无力应对人类文明面对的各种严峻挑战。中

国政法大学蔡拓教授等人认为，从民族与国家

主体转向人类主体，从人类的整体性角度观察

和处理种种社会生活与公共事务，这正是主体

的全球性的内涵。⑤ 大致来讲， “直到今天为

止，大多数人仍然顽固地维护着这种把社会与

民族国家等同起来，将社会想象为有限的领土

空间的本体论观念”。⑥ 如果直接跨越民族国家

主体和意识形态藩篱转向人类主题，显然是一

种激进的超越现实的思维方式。那么，基于人

类文明走向全球一体化时代的发展趋势，必然

要求人们超越主权国家、民族文化和思想意识

形态的思维定式，转向坚持民族国家和人类社

会双重主体的思维理念，继而培育一种以全人

类生存和发展为根本目标的全球新文明。总而

言之，面对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变革和全球性危

机、全球问题对人类社会的威胁，全球文明必

须要超越国家、民族、文化、意识形态界限。

唯有如此，人类文明才能更好顺应时代变革和

应对全球性挑战，全球文明才能更好表征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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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蔡拓等 《全球学导论》，第４８８页。
［德］乌尔里希·贝克、埃德加·格兰德：《世界主义的欧洲：第二次现代性社会与政治》，第１５－１６页。



生存和发展的价值逻辑。

其次，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共产党宣

言》指出：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

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

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

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

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文学形成了一种

世界的文学。”① 马克思恩格斯以 “一种世界的

文学”形象地说明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世界历史

进程中，必然生成一种全球性的观念上层建筑。

当下，面对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和全球危机日趋

严峻，全球文明的价值旨趣必然指向孕育并弘

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有必要指出，西方现代文

明毕竟是地域性文明的全球性扩展，其所谓的

普世价值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当下，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已然发展到了自

身的历史限度，其自由贸易、市场经济、民主

法治等西方普世价值凸显出理论上和实践的双

重局限。只有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完成历史性

占有的基础之上，对其所谓的普世价值进行一

场批判性改造和扬弃之后，人类社会才能从根

本上培育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才能从本质上完

成人类文明形态的历史性再造。当前，人类文

明遭遇的各种危机，尤其是以科技革命和气候

变暖为主的全球性危机，以及大国地缘政治激

烈竞争引发的民族国家间的战乱冲突，最根本

的原因就在于资本逻辑和形而上学思维宰制下

的现代文明走到了自身的历史限度。历史需要

一种超越西方文明，顺应时代潮流的新文明。

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同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

“对谈录”中共同指出了西欧文明正面临着衰

退的观点，而且强调，“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

进一步深入探索新的文明孕育、发展繁荣之路

则成了当务之急”。② 当今全球资本主义为人类

社会创造了极其巨大的科技生产力的同时，也

使西方现代文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和时代

的困境之中难以自拔。

在文明危机的时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代

表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当务之急必然是致力于

培育一种全球性思想理念，尤其是全人类共同

认可和接受的共同价值，即全人类共同孕育和

造就的一种全球性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要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

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各国人民的

共同追求，要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

内涵的认识，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

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③ 全人类共同价值体

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逻辑规定和实践要求，代

表着当今时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哲学

指向。当下，必须加快培育一种全球性价值体

系和价值观念，进而凸显人类共同价值和共同

利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总而言之，全球文明

反映的是当今时代人类社会为应对科技革命和

全球危机的挑战做出的必然选择。

最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已然超越先哲的理想国和大同世界的乌

托邦描绘和畅想，成为当今时代人类社会发展

的根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个世界，

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

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

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④ 人类现代化发展至

今日，历次工业革命，尤其是科技革命，创造

了史无前例的极其巨大的物质生产力，推动人

类社会走向高度发达的全球化一体化时代。人类

现代化发展为 “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创造了最

根本的物质条件，使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再

是空中楼阁，而是现实的选择和时代的要求。

当前，以俄乌战争和巴以冲突为主的和平

与发展问题，以中美竞争为主的大国矛盾和地

缘政治冲突，以气候变暖为主的全球性生态危

机，以ＣｈａｔＧＰＴ大语言模型等人工智能为主的

科技革命，等等，实实在在地威胁着人类文明

的生存与发展。后人类主义的倡导者和推进者，

华东师范大学吴冠军教授，在最新出版的 《从

元宇宙到量子现实：迈向后人类主义政治本体

论》一书中，他强调 “世界正在塌方”，“这个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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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里的文明，正在进入剩余时间”。① 对此，

他号召大家成为一个负责任的能动者或玩家，

“一起来全情以赴地 ‘沉浸’于攻克奇点资本

主义 （全球资本主义／化石燃料资本主义）这

个难关险阻”。② 当前，人类文明遭遇的这一切

困境和必须直面的难题，无疑会倒逼整个人类社

会加快超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藩篱，加快推动构

建含括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地域文明、不同国家

形态的全球文明。当下，这种全球文明的价值逻

辑无疑体现在不同文明之间开展广泛的交流互

鉴，彼此吸取对方的精华，祛除自身的糟粕，共

同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由此可见，在构

建全球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其价值逻辑层面必然

要求全人类共同致力于应对全球性危机和挑战，

加快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结　语

构建全球文明基于全球科技革命和全球性

危机的客观实在，既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及其世

界历史理论的内在逻辑规定，也是人类自我反

思、自我批判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实践旨趣。

全球文明发展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推动资本主义

现代文明向全球文明转变，而这不仅仅只是应

对全球危机和全球问题，而且关乎人类文明的

生存和发展。因此，必然要在扬弃西方现代资

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上，推动构建以全球文明为

表征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唯有如此，才能更好

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增进全人类共同福祉，守

护全人类共同利益。

复旦大学吴晓明教授强调：“在成为一个现

代化强国的同时开启出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

性；在把现代文明成果积极地据为己有的同时，

使社会主义的定向和重建的传统整合到新文明

类型的构造过程之中。”③ 回望过去，中国式现

代化在扬弃和超越西方现代化的基础上正在为

整个人类社会创造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而这

种人类文明新形态本质上必然要求呈现为一种

全球文明。审视当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本质上必然要求构建一种全球文明。全球文明

不仅代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方向，而且是人

类社会迄今为止最进步的一种文明形态。放眼

未来，中国式现代化必将在建构全球文明的时

代洪流中提出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为人类文

明的发展做出属于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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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一说法由伽达默尔提出。相关说法参见倪梁康 《胡塞尔与普莱斯纳———从现象学到哲学人类学》， 《西南大学学报》

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②　本文在引证康德文本时采用科学院版 《康德全集》，以学界惯例标注缩写、卷数及页码，《纯粹理性批判》按 （Ａ／Ｂ）格

式标注。中译参考李秋零编译的 《康德著作全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邓晓芒译，杨祖陶校： 《三大批判合

集》，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为行文简洁，《纯粹理性批判》简称为 “第一批判”。

③　这一确切的嫁接工作可以在斯蒂默马赫 （ＶｏｌｋｅｒＳｔｉｍｍｅｒｍａｃｈｅｒ）完成于１９５１年的博士论文题目看出来，其题目为 《康德

的 ‘纯粹理性批判’作为一种先验人类学的奠基》（Ｋａｎｔｓ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ｒｅｉｎｅｎＶｅｒｎｕｎｆｔａｌｓＧｒｕｎｄｌｅｇｕｎｇｅｉｎｅｒ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ｉｇｉａ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ｉｓ）

ＰｈＤｄｉｓｓＵｎｉｖｏｆ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斯图姆 （ＴＳｔｕｒｍ），马夸德 （ＯＭａｒｑｕａｄ）等哲学家则将康德视为２０世纪哲学人类学的先驱。相关

说法参见 ＴＳｔｕｒｍ，Ｋａｎｔｕｎｄｄｉｅ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ｖｏｍＭｅｎｓｃｈｅｎＰａｄｅｒｂｏｒｎ：Ｍｅｎｔｉｓ，２００９，ｐ３９０ｎ３０；ＯＭａｒｑｕａｄ， “Ｚｕ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ｎＢｅｇｒｉｆｆｓ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ｅｓｅｉｔｄｅｍＥｎｄｅｄｅｓａｃｈｔｚｅｈｎｔｅｎＪａｈｒｈｕｎｄｅｒｔｓ”，Ｃｏｌｌｉｇｉｕｍ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ｕｍ，Ｂａｓｅｌ：Ｓｃｈｗａｂｅ＆Ｃｏ，１９６５，

ｐｐ２０９－３９；ＲＬｏｕｄｅ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ｍｍａｎｕｅｌＫａｎｔ，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ｅｄＧüｎｔｅｒＺｌｌｅｒ／ＲＬｏｕｄｅｎ，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ｐ６

“先验人类学”是对康德哲学的恰当刻画吗？

王咏诗
［武汉大学，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摘　要：康德哲学诠释史中有一个十分强大的传统是将其批判哲学整体上视为 “先验人类学”

或 “哲学人类学”。支持者们基于 《纯粹理性批判》写作与康德人类学兴趣的高度相关性以及康德自

己对 “人是什么？”这一根本哲学问题的发问而持有这一立场。近年来，学界对科学院版 《康德全

集》中讲义部分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这一诠释路径在康德本人的语境中难以充分证立。成熟时期的

康德完全弃用了 “先验人类学”这一称谓，并特别在其批判体系中指派了 “实用人类学”的部分。

康德的思想资源重新诠释人类学视角与先验哲学的关联与差异，对我们今天反思 “人是什么”也有

特别的意义。

关键词：先验人类学，形而上学，实用人类学，康德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３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３）０６－００２９－１０

　　随着 “技术时代”叙事的滥觞以及近期智

能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人类世”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

ｃｅｎｅ）、“超人类主义” （ｔｒａｎｓｈｕｍａｎｉｓｍ）、“后

人类主义” （ｐｏｓｔｈｕｍａｎｉｓｍ）的提法愈演愈烈。

基于人类增强的 “赛博格”或物种平等的生态

主义，技术界和思想界对人类未来生存形态构

想的种种方案层出不穷。“人是什么？”这一古

老问题在技术爆炸的促逼下似乎又重新回到了

哲学关注的中心，这也是哲学人类学思潮重新

泛起的一个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严格意义上的

哲学人类学是由２０世纪的现象学家舍勒、普莱

斯纳和盖伦共同缔造的，①但也有学者将这一思

想渊源直接追溯到康德先验哲学的工作，并以

康德自己于 “沉默十年”时期 《反思录》（Ｒｅ

ｆｌ９０３，ＡＡ１５：３９５３１－３２）②中曾使用过的 “先

验人类学”概念称谓之。③胡塞尔、海德格尔、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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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等重要哲学家对康德哲学的定性无疑塑造

了这一印象。邓晓芒也支持对康德哲学整体进

行 “先验人类学”的刻画，将回答 “人是什

么？”作为康德哲学的最高使命。然则康德是否

将自己的批判体系规划等同为某种意义上的人

类学却是非常可疑的，因为 “先验人类学”仅

在 《反思录》一个不太起眼的地方出现过一

次，当他着手 《纯粹理性批判》的写作时就放

弃了这个称谓，转而采取更为审慎的表达 “实

用人类学”（１７７５）。《人类学讲义》中大量关

于人类学性质的描述印证了康德立场转换的意

图。但我们要如何恰当理解他在很多地方都强

调 “人是什么？”作为其哲学归宿这一事实呢？

本文以康德思想发展不同阶段的 《形而上学讲

义》《人类学讲义》《通信集》等尚未得到深入

阐发的文稿作为经典文本的参照，指出 “先验

人类学”并不是一种对康德哲学立场的恰当刻

画，反之，它可能导致多个层级的混淆。尤其

将康德的构想置于今天的思想对话场景，先验

哲学超出人类学范围的意义不仅无法被消去，

更不应被消去。

一、康德文本中的 “先验人类学”

德语思想界对康德人类学的兴趣由来已久，

不仅与康德同时代的哲学家施莱尔马赫就人类

学主题与之有过深刻的对话，而且被海德格尔

称为 “人类学趋势”的一种哲学奠基活动经由

康德处发源，或明或暗地运行在整个后康德的

德国理念论、浪漫主义、马克思主义、新康德

主义直到现象学的传统中。当海德格尔把一切

有关人的内容———包括体质人类学、人种学和

文化人类学，以至于心理学和社会学都统统排

除出对 “人类学趋势”的考察范围时，他其实

指涉的并非学科意义上的人类学，而是 “标志

着某种核心的、广泛的和本质的认识”，① 一种

“哲学人类学”，也有学者直接将其等同于康德

文本中的 “先验人类学”。② 但人类学作为形而

上学的奠基方式在康德这里却显得并不像后来

者重构的那么清晰。因为，康德这里有许多显

而易见的文本证据都有可能与这种解读相左。

首先，康德将人类学视为一个基于广泛经验观

察的具体学科，他对人类学的长期致思体现在

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著作 《实用人类学》中，

这似乎意味着康德认为人类学是哲学的一个部

门 （关乎 ‘实用’），却未必有全局性意义，将

他的哲学立场刻画为先验主义或者批判主义都

不至于引发理解上的困扰，然则将其整体上视

为 “人类学”却是另外一码事。其次，康德对

人类学的定性并不总是那么稳定，有些性质甚

至看上去还相互磗格，学界争议最大的就在于

“经验人类学”与 “先验人类学”之间。最后，

康德并未真正写出一本 《先验人类学》，实际

上这一称谓在康德的文本中仅出现过一次，并

且是在８０年代高峰创作期之前，不是在他被人

熟知的重要出版物中。辩护或反对 “先验人类

学”恰当性之前，回到康德的文本都是十分必

要的。

这则著名的文本是关于人类学的反思９０３。

康德向我们描绘了 “科学的唯我论者”的形

象，他将其比喻为 “独眼巨人”库克洛普斯

（Ｚｙｋｌｏｐ）。这种学者是博闻强识的，“过于相信

自己的力量”。根据康德，他们可以是任何一位

专家———医生、神学家、律师，甚至几何学家，

但他们 “缺乏第二只眼睛”，因此 “他还需要

另一只眼睛，使自己站在别人的视角看待自己

的对象”…… “第二只眼睛就应该是人类理性

自我认识的眼睛，没有这只眼睛我们不会有测

量我们认识范围的眼力。这只眼睛为测量提供

了基准……应该有知性与理性的自我认识。应

该有先验人类学。”（Ｒｅｆｌ９０３，ＡＡ１５：３９５）

康德在此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 “科学的唯

我论者”，而 “先验人类学”作为 “知性与理

性的自我认识”，则纠正 “唯我论者”的错误。

康德以独眼巨人所缺失的 “第二只眼睛”来进

行功能比喻，但他对这种 “自我认识”具体指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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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Ｇｅｓａｍｍｔａｕｓｇａｂｅ，Ｂａｎｄ２８，Ｄ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Ｉｄｅａｌｉｓｍｕｓ（Ｆｉｃｈｔｅ，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Ｈｅｇｅｌ）ｕｎｄｄｉ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ｌａｇｅ
ｄｅｒＧｅｇｅｎｗａｒｔ，Ｖｉｔｔｏｒｉｏ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ＧｍｂＨ，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１９９７，Ｓ１４为行文简洁，本文以下关于海德格尔的引文按学界惯例标注
全集缩写、卷数和页码。

相关说法参见邓晓芒 《评海德格尔对哲学人类学的消解》，《德国哲学》总第４０期，２０２１年，第１６２－１６４页。



什么语焉不详，因此引发了研究者们的诸多猜

测。布兰特 （ＲＢｒａｎｄｔ）认为这里的 “独眼巨

人”形象与Ａ版 《纯粹理性批判》序言开篇所

树立的形而上学独断论者形象是重合的。对于

独断论者 “专制地”建立形而上学的意图，康

德为自己订立了针锋相对的任务，那就是为理

性吁求的 “一切任务中最困难的那件任务，即

自我认识的任务”委任一个法庭，这个法庭

“依据理性的永恒不变的法则”来处理独断论

“无根据的非分要求”，这个法庭正是 “纯粹理

性的批判”（ＫｒＶＡ：ＸＩ－ＸＩＩ）。虽然康德并未

直接将 “批判”称作缺失的 “第二只眼睛”，

却做了一个十分相似的比喻，“更高的理性法官

的批判眼光”。在这种眼光之下，纯粹理性在其

独断运用中并未遵守真正的先天法则，所以它

“不得不带着羞愧，甚至完全放下一切自以为是

的独断架子”，“批判”则相反，“任何时候都

只不过是自由公民的协调一致” （ＫｒＶＡ７３８／

Ｂ７６６）。由于这些相似的表述，我们似乎可以

在 “先验人类学”和 “批判”之间建立某种思

想关联，那么反思９０３中 “自我认识”的功能

就非常清晰了，它是康德 “批判的形而上学”

的核心要义：即对感性和理性界限的审查。

但这种理解可能引发一个疑问：如果反思

中 “第二只眼睛”的涵义如上所示，那康德为

什么不直接把这只眼睛称为 “纯粹理性批判”

呢？要知道，早在 １７７２年给赫茨 （ＭＨｅｒｚ）

的信中康德就已经提出了 “纯粹理性批判”的

构想，１７７６—１７７７年间，他还两次向赫茨表达

了自己被批判计划完全占据的状况。如果 “第

二只眼睛”等同于 “纯粹理性的批判”，很难

想象康德会特别提出一个扎眼的 “先验人类

学”来指代之。

首当其冲的争议是这则反思写下的时间。

目前学界讨论比较广泛的有三种可能：阿迪克

斯 （ＥＡｄｉｃｋｅｓ）认为这则笔记可以追溯至

１７７６—１７７８年，这个时段是康德紧张筹备他划

时代巨著 《纯粹理性批判》的冲刺阶段，思想

已趋成熟。埃德曼 （ＢＥｒｄｍａｎｎ）则将其归入

康德 “批判经验主义”的阶段，大约在１７６２—

１７６９年间。这个分期至关重要，因为这恰好对

应着康德思想前批判时期和过渡时期 （‘沉默

的十年’）的转轨。１７６９年对康德来说非常特

殊，根据他自己的告白，在此之前，“对自己与

他人的所有意见感到极度淡漠，数次翻转自己

的思想体系，从各个不同角度加以审视，以期

把握到可以如实演绎出体系的观点”（１７６８年５

月７日致赫尔德 （ＪＧＨｅｒｄｅｒ）的信，ＡＡ１０：

７４）。康德认为批判哲学代表一个全新的开始，

那是突然、坚决且彻底地改变哲学取向的结果，

而不是持续专注探索的果实。１７７０年９月２日

写给兰贝特 （ＪＨＬａｍｂｅｒｔ）的信康德指出，直

到１７６９年，他才找到 “获致这门科学 （形而上

学）清晰的轮廓并认识其确切的方法”。

（ＡＡ１０：９７）根据库恩 （ＭＫｕｈｎ）的传记研

究，这个重要思想转折指的是康德放弃感性—

理性的连续性理论。① 正如发表于１７７０年的就

职论文题目所揭示的：可感世界和理知世界具

有完全不同的形式与原则，时空和理念之间是

断裂的。这是批判哲学的核心要件之一，它也

系统影响了康德对实践的看法。② 如果埃德曼的

说法成立，就很难将 《纯粹理性批判》中对感

性和理性界限③的审查即 “批判”与反思 ９０３

重点提示的 “第二只眼睛”即 “知性与理性的

自我认识”关联起来，因为这个时期的康德对

感性与理性的界限问题还并不敏感，或者我们

就得重新勾勒康德思想的批判化历程，而这与

康德自己的告白冲突。欣斯克 （ＮＨｉｎｓｋｅ）和

托马斯 （ＦＶＴｏｍｍａｓｉ）都认为埃德曼的立场

站不住脚。因为康德正式将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ｉｓ当

作术语使用不会早于 １７７２年 ２月，直到 １７７０

年的就职论文，康德在其出版物中也才两次使

用该词。但他们也认为阿迪克斯的认定过晚，

因为１７７６—１７７８年间康德已经明确提出了 “实

用人类学”，不再采用 “先验人类学”这个暂

时性表达。这可以由从 １７７２／１７７３冬季学期就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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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说法参见 ［美］曼弗雷德·库恩 《康德传》，黄盛添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２３－２２４页。
相关说法参见王咏诗 《技术实践的界限———重提 “回到康德”》，《道德与文明》２０２２年第１期。
根据康德于１７７１年６月７日写给赫茨的信，我们知道 《纯粹理性批判》最初可能的标题是 “感性与理性的界限” （Ｄｉｅ

ＧｒｅｎｚｅｎｄｅｒＳｉｎｎ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ｕｎｄｄｅｒＶｅｒｎｕｎｆｔ）（ＡＡ１０：１２３）。



开始开设的人类学讲座内容来得到勘定。欣斯

克倾向认为这则反思出现于 Ａ版第一批判写作

之前以及人类学讲座开设之后的某个时段，此

时的康德处于思想过渡阶段。康德曾于１７７２年

的通信中明言开始着手他的批判计划。也许当

批判计划酝酿成形之后———大约在 １７７５年，

“先验人类学”的功能就让位给了 “批判”，而

康德也为人类学找到了更恰当的 “建筑术”定

位：实用的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ｓｃｈ）。欣斯克特别提示我

们，反思９０３写作时康德处于就职论文之后为

哲学 “重新定位”的时期。① 此间康德一再指

出，对纯粹理性的批判源于对１７７０年论文问题

的不断审视。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就是 “休谟的

提醒”（１７７１年）使康德意识到即使我们头脑

中的先验概念也无法理解世界本身，它们只能

服务于经验世界的秩序。虽然成熟时期康德依

然沿用 “两个世界”的提法，但两个世界并非

柏拉图式线性奠基的关系，甚至也很难讲是并

立的，它更像隐喻两种差异化规定在人身上的

共舞 （直观／概念、感性／理智、自然／自由）。

形而上学考量之外，康德也被迫重新思考哲学

的可能性和任务，重新定义其在大学整体结构

中的功能②。哲学的任务不仅是丰富知识以及提

供思辨，而是确保大学教育的最终目的。大学

不会分裂成单独的学科，这些学科最终只是外

部联系，彼此之间没有任何交叉。基于康德对

哲学的重新定位，他指出哲学的真正任务是照

顾 “人道主义”，即学科互动中的内在开放性，

这种开放性有它体现在教育上的独特价值。也

许康德一度将哲学的这种中介功能与人类学联

系在一起，并因此成为十年来他对纯粹理性进

行批判背后的潜藏动机。这些动机却很容易被

具有思辨爱好的学院读者所忽略。

从学者们的争议中我们可以把握到如下信

息：第一批判的写作和康德高涨的人类学兴趣

之间的确具有某种联系，这种联系不仅体现在

时间线的大致吻合上，还体现在措辞的类似上，

因而与康德对哲学的理解有关，“先验人类学”

并不像一个随意写下的称呼。但康德也清楚意

识到形而上学与人类学的距离，前者不能等同

于后者的功能，所以他在自己的哲学体系中特

别指派了 “实用的”领域，当他通盘考虑成熟

之后，就不再使用 “先验人类学”这个令人多

少有些困惑的称呼了。

二、“人是什么？”作为

　奠基性的哲学发问

　　上一节我们澄清了 “先验人类学”在康德

文本中的涵义以及康德对待这个称呼的态度。

但这显然不是康德人类学的先验诠释支持者所

理解的 “先验人类学”之整全内涵。他们也有

坚实的文本支持，那就是康德另一处更加著名、

被不同时代思想家广泛引用的文本：

“……哲学领域可以归结为以下问题：

１我能知道什么？

２我应当做什么？

３我可以希望什么？

４人是什么？

形而上学回答第一个问题，道德回答第二

个问题，宗教回答第三个问题，人类学回答第

四个问题。但是从根本来说，可以把这一切都

归结为人类学，因为前三个问题都与最后一个

问题相关。”（Ｌｏｇｉｋ，ＡＡ９：２５）

从康德的这段话看来，用以回答 “人是什

么？”的人类学似乎就不仅仅是哲学的一个部

门，反之，它被拔高到了全部哲学一个至高的

顶点，或者最基础的奠基地位。类似表述还见

于９０年代初的 《形而上学讲义》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ｋ

Ｌ２ＡＡ２８： ５３３ －５） 和 康 德 致 司 徒 林

（ＣＦＳｔｕｄｌｉｎ） 的 一 封 著 名 信 件 （ＡＡ１１：

４２９）。如果这种理解成立，那我们可以说，康

德唯一出版的人类学著作显然不能承担这个任

务。正因如此，当代诠释者们将目光投向了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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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相关说法参见ＮＨｉｎｓｋｅ，“ＧｉｂｔｅｓｂｅｉＫａｎｔｅｉｎｅ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ｅ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ｅ？”，ＤｅｒＺｙｋｌｏｐｉｎｄｅ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Ｋａｎｔｕｎｄｄｉｅａｎ
ｔｈｒｏｐｏｌｇｉａ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ｉｓ，ｅｄＦＶＴｏｍｍａｓｉ，Ｈａｍｂｕｒｇ：ＦｅｌｉｘＭｅｉｎｅｒ，２０１８，ｐｐ１３－１８

１７７５年底哥尼斯堡大学收到来自柏林官方的书面警告，要求进行课程整顿，政府不希望 “学生的头脑为没有营养的玄思

所败坏，教授应该为他们带来有用的概念”。虽然康德收到的是嘉许而不是申诫，但这种氛围足以让康德留心。相关说法参见库恩

《康德传》，第２５３页。



个文本中的孤例：先验人类学。

现象学传统对康德先验哲学的人类学定性

无疑强化了这一印象。１９２９年卡西尔 （作为新

康德主义的代表）与海德格尔 （作为现象学的

代表）的达沃斯论辩是２０世纪思想史最重大的

事件之一。而这届达沃斯高校课程的核心主题

名正是 “人是什么？哲学人类学替代单纯的理

性哲学成为讨论的基础”。① 张任之指出这场论

辩存在一位 “隐匿的第三者”，那就是因早逝

缺席的马克斯舍勒，理由是卡西尔所做的四

场报告之一直指舍勒，海德格尔所做的报告同

年底出版时也向舍勒献辞。张任之认为 “根本

来说，无论是达沃斯论辩的两位主角，还是达

沃斯论辩中隐匿的第三者，他们都关心这一问

题：人是什么？”② 根据邓晓芒， “把全部哲学

问题最终归结为 ‘人是什么？’的问题这一思

考由康德最先表达出来。”③ 如果达沃斯论辩多

方拥有一个共同的对话平台，可以说这个平台

是康德搭建的。不唯如此，康德还以与舍勒几

乎同样的方式成为 “不在场的在场者”，因为

海德格尔作了题为 《康德的 ‘纯粹理性批判’

与形而上学奠基的任务》的三场报告。

深入海德格尔的思路，会发现他对康德诠

释做了这样一种努力，即试图去论证康德的第

一批判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奠基活动，并不是当

时新康德主义诠释所主导的认识论。这种奠基

意味着对人的本质的追问，海德格尔借用了康

德自己的提法， “关于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ｋｖｏｎｄｅｒ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ｋ）。④ 他将康德的

先验哲学理解为哲学人类学的类似物，并有限

地认同了康德的工作。海德格尔指出更本源的

形而上学奠基不能以 “人类学主义”（Ａｎｔｈｒｏ

ｐｏｌｏｇｉｓｍｕｓ）的方式，而必须以一种 “先于一切

哲学人类学或文化哲学的方式”提出人的本质

存在问题。康德虽然正确地在 “关于形而上学

的形而上学”中思考人的本质，但他在 “有限

性”作为此在形而上学奠基之可能性的道路上

复返了：“康德仅仅指出了这一点 （Ｄａｓｓ），却

没有提出具体如何实现 （Ｗｉｅ）。康德自己的作

品中就包含了分裂。恰恰不是人类学，也不是

‘什么和哪些限度’，而是 ‘有限性’。不是人

类的理性 （！），而是 ‘关于形而上学的形而上

学’，避免了人类学主义……”⑤

根据康德， “关于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

就是 “对于促进一门彻底的、作为科学的形而

上学”的 “一种暂时的、必要的举措”，康德

将它也称作 “形而上学” （ＢＸＸＸＶＩ），“仅仅

一种纯粹知性的分析学” （Ａ２４７／Ｂ３０３），用来

替代传统的本体论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ｅ）。之所以要使用

这样一个不那么 “傲慢”而是 “谦逊”的名

称，乃是因为康德已经将 “是” （Ｓｅｉｎ－Ｅｒｓ

ｃｈｅｉｎｕｎｇ／Ｐｈａｅｎｏｍｅｎａ）与 “应当” （Ｓｏｌｌｅｎ－

Ｄｉｎｇａｎｓｉｃｈ／Ｎｏｕｍｅｎａ）分属为两种截然不同的

规定，探讨 “是”的传统本体论就再也无法充

当一般形而上学的角色。这一工作也被称为

“批判”（ＢＸＸＸＶ），而它是通过分析可能经验

（一般对象得以可能）的先验条件及其运用范

围得到证成的。海德格尔准确抓住了康德的思

路，但他批评康德没有将 “有限性”原则贯彻

到底，因此导致了系统的二元论，错失了 “此

在的形而上学”。

其实同等分量的隐匿者不止舍勒和康德，

还应该算上胡塞尔。早在１９００年 《逻辑研究》

的 “纯粹逻辑学导论”中，胡塞尔就展开了对

“人类学主义”的批判：“一切真理它们的唯一

来源都在普遍的人类构造中”，⑥ “真理的相对

性意味着，我们称为真理的东西都依赖于人这

个种类的构造”。⑦ 胡塞尔也把这种倾向称为

·３３·

哲　学 “先验人类学”是对康德哲学的恰当刻画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Ｓａｌｏｍｏｎ，ＤｉｅＤａｖｏｓ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ｋｕｒｓｅ，ｉｎ：ＤａｖｏｓｅｒＲｅｖｕｅ４（１９２９），Ｎｒ５ｖｏｍ１５０３１９２９，Ｓ１２３转引
自张任之：《舍勒与卡西尔对 “人是什么？”的回答》，《同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５期。

相关说法参见张任之 《舍勒与卡西尔对 “人是什么？”的回答》，第２－３页。
邓晓芒：《评海德格尔对哲学人类学的消解》，第１６２页。
见１７８１年康德写给赫茨的信 （ＡＡＸ：２６８）。也见于海德格尔 《康德书》，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ＧＡ３，Ｓ２３０。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ＧＡ２８，Ｓ３２
Ｈｕｓｓｅｒｌ，ＨｕｓｓｅｒｌｉａｎａＸＶＩＩＩ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ＥｒｓｔｅｒＢａｎｄ：ＰｒｏｌｅｇｏｍｅｎａｚｕｒｒｅｉｎｅｎＬｏｇｉｋ，ＥＨｏｌｅｎｓｔｅｉｎｅｄ，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

１９７５，Ｓ１２６
Ｈｕｓｓｅｒｌ，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ＥｒｓｔｅｒＢａｎｄ：ＰｒｏｌｅｇｏｍｅｎａｚｕｒｒｅｉｎｅｎＬｏｇｉｋ，Ｓ１２７



“种类相对主义” （ｓｐｅｚｉｆｉｓｃｈ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ｓｉｍｕｓ），

他对康德 “形式先天”观念的批评就在此脉络

之下。在胡塞尔看来，康德混淆了心理学意义

上的普遍性与必然性以及认识论意义上的普遍

性与必然性，因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先验的，

仅仅是一种 “人类学主义”的认定。① 到了３０

年代，也就是达沃斯论辩之后不久，胡塞尔更

是在 “现象学与人类学”的标题之下对哲学中

的人类学趋势展开了系统批评。这次他的主要

目标是舍勒的哲学人类学、狄尔泰的生命哲学

和海德格尔的生存哲学：“近十年来，在德国较

年轻的哲学一代人中可以看到一种急速增长的

哲学人类学倾向……所谓的现象学运动也受到

这个新趋势的侵袭。据说哲学的真正基础仅仅

是在人之中……”胡塞尔认为，严肃的哲学必

须 “在人类学主义和先验主义之间做出原则性

决断……凌驾于哲学和人类学／心理学的所有历

史形态之上的原则性决断”。② 胡塞尔对待哲学

人类学的态度看似坚决，以批评为主，但几乎

与此同时 （１９３２），他将自己晚年的哲学任务

概括为 “面向现象学人类学” （ｚｕｒ

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ｎ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ｅ），意图对人类

学进行先验重塑。其中，未出版手稿ＥＩＩＩ部分

已被编者命名为 “先验人类学”。③ 胡塞尔以一

种戏剧性的方式与历史中重构的康德相遇了。

这种将康德的批判哲学视为 “先验人类

学”的诠释传统延续至今。斯蒂默马赫的博士

论文题目名称就叫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作为

一种先验人类学的奠基》（１９５１），他指出作为

人类理性自我认识的 “先验人类学”与 “纯粹

理性的批判”任务是一致的。１９６０年准备博士

答辩的福柯以副论文的方式提交了他翻译康德

《实用人类学》的导言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Ｋａｎｔｓ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后来成熟地反映在 《词与物》

中。他这样评价康德处哲学与人类学的纠缠：

“康德的人类学……无非是一些经验例子的聚

合”，但却得出了自相矛盾的结论，“纯粹哲学

……没有人类学的任何空间”，尽管如此，“第

一批判……被埋藏在人类学的文本中，作为它

的框架……作为一个结构性事实”。福柯认为哲

学与人类学的结合是一场灾难，只能产生 “人

类学的睡眠”，“统治和控制了从康德到我们自

己时代的哲学思想道路”。④ 范得彼 （ｖａｎｄｅＰｉｔ

ｔｅ）《作为哲学人类学家的康德》（１９７１）也将

康德的批判哲学从整体上诠释为一种先验人类

学，并在第一批判和康德的人类学兴趣之间建

立起一种因果关联 （ｃａｕｓａｌ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⑤ 格哈

特 （ＶＧｅｒｈａｒｄｔ）《伊曼努尔·康德：理性与生

命》 （２００２）一书将康德的 “先验人类学”视

为其 “哲学活动之纲领”，“这一科学的人的学

说对康德而言有多重要……对康德的批判思维

而言是指点迷津的标杆”。⑥

回顾现象学传统及其思想辐射圈对康德批

判哲学的人类学定性，我们不禁会发出如下疑

问：首先，这里存在着不可忽略的事实，那就

是１７７５年左右康德明确放弃了 “先验人类学”

这一称谓，并再也没有启用过。而这个时间点

甚至还没到达他 “盛产的十年”时期。如果康

德真的需要一部 《先验人类学》来统摄他的哲

学体系，为什么如此漫长的学术盛产时间没有

充分利用呢？即便我们承认康德对 “人是什

么？”这一问题始终上心，这里存在着诠释空

间，但将第一批判的工作与 “先验人类学”进

行嫁接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换言之，将

“人是什么？”视为奠基性的哲学发问真的能够

得到证成吗？怎么理解康德说的 “可以把这一

切都归结为人类学”，他提出的四个问题究竟遵

循怎样的建筑术？最后，如果康德并不像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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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说法参见张伟 《质料先天与人格生成》，台北：台湾政治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４０－４１页。
ＥＨｕｓｓｅｒｌ，ＡｕｆｓａｅｔｚｅｕｎｄＶｏｒｔｒａｅｇｅ（１９２２－１９３７）（ＨｕａＸＸＶＩＩ），ＤｅｎＨａａｇ：Ｋｌｕｗｅ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８８，Ｓ１６４
相关说法参见张怡怀 《普遍人类学的先验建构与实践定向———对胡塞尔晚期 “现象学人类学”体系的重构》，《世界哲学》

２０２２年第５期。
相关说法参见Ｍ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Ｋａｎｔｓ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ｅｄ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ＲＮｉｇｒｏａｎｄＫＢｒｉｇｇｓ，ＬｏｓＡｎｇｅｌｅｓ：Ｓｅｍｉｏｔｅｘｔ（ｅ），

ｐｐ１０８，７３－７４；ＴｈｅＯｒｄｅｒｏｆＴｈｉｎｇｓ，ｔｒａｎｓＡＳｈｅｒｉｄａ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ＶｉｎｔａｇｅＢｏｏｋｓ，ｐ３４２
相关说法参见ＦＰｖａｎｄｅＰｉｔｔｅ，Ｋａｎｔａ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ｓｔ，ＴｈｅＨａｇｕｅ：Ｍ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７１，ｐｐ３８－３９．
［德］福尔克尔·格哈特：《伊曼努尔·康德：理性与生命》，舒远招译，邓晓芒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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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先验诠释支持者那样理解形而上学与人类

学的关系，我们能从康德这里赢获什么？

三、人类学的实用面向与

先验哲学的关系

　　为了回答上一节的疑问，我们需要澄清康

德如何看待人类学和形而上学的关系。早在

１７６２年，康德就开始在形而上学讲座中涉及人

类学主题。这并不是他的突发奇想。康德所处

的时代，虽然人类学还并非一个独立成熟的学

科，但启蒙思想家们普遍对这样一门 “人的科

学”报以极大的期待，甚至许多启蒙作者认为

“对人性的研究应该占据中心地位”。① 就１８世

纪迫切希望从神权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欧洲而言，

康德对人类学的关注毫无疑问响应了这个时代

吁求。赫尔德的论文让我们得知 “康德的……

形而上学包括１人类学，２物理学，３本体

论，４万物的起源，上帝，和世界，因此是神

学”。② 康德的形而上学课程长期以鲍姆加登的

《形而上学》为纲要。鲍姆加登也将形而上学

分为四个部分，它们分别是：本体论，宇宙论，

心理学和自然神学。其中心理学是 “关于灵魂

的一般谓词的科学”③，又分为经验心理学和理

性心理学。经验心理学 “在最切近手边的经验

基础之上演绎出自己的主张”，也表现为一种官

能心理学，注重经验性考察人的各种认识能力。

根据赫尔德的记录，康德以人类学取代了鲍姆

加登所理解的经验心理学，并且在形而上学部

门的顺序上也做了调整，人类学成为形而上学

的先导部分，而不是主干部分。这似乎可以透

视康德对鲍姆加登形而上学布局的不满，后来

的人类学讲义佐证了这一点：“我们既然已主要

通过那些英国学者而获得了关于人类行为和人

类灵魂诸种表象的完整考量，就可以像我们在

物理学中所做的那样来阐述这门学说了……人

们可以轻易看到，该学说是如此不能构成形而

上学的一个部分，因为后者的主题仅仅是纯粹

概念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ｓｐｕｒｉ）……” （Ｐａｒｏｗ，ＡＡ２５：

２４３）康德开设独立的人类学课程之后，尤其到

了８０年代，他的形而上学课程就不再讲授经验

心理学部分。这些信息无不向我们表明康德一

开始就把人类学视为一门观察学 （Ｂｅｏｂａｃｈｔ

ｕｎｇｓｌｅｈｒｅ），这几乎是人类学的核心特征。康德

很长时间的努力显示出他想将形而上学与人类

学 （经验心理学）进行剥离的强烈动机，人类

学不能是一种思辨的学说，将人类学置于形而

上学之中可能导致双向妨害。

除此之外，康德之所以决心将人类学作为

一门正式学科来建设，还有一个重要 “刺激”，

那就是当时德国最负盛名的人类学家普拉特纳

（ＥＰｌａｔｎｅｒ）１７７２年出版了 《为医生和世俗智

者写的人类学》。康德在１７７３年底致赫茨的信

中对普拉特纳的工作表达了强烈不满，他指出

这本书仅算一本生理学著作，“完全删掉了对身

体器官与思想发生关联的方式的细腻研究”

“这种研究永远是徒劳无功的”（ＡＡ１０：１４５）。

紧接着，１７７５年康德就出版了他 《论人的不同

种族》（ＡＡ２：４２９），这是康德首次在出版物中

提及 “人类学”这个词。其中，他将人类学与

自然地理学的讲座一并进行预告。之所以二者

并提，是因为它们具有共同的建筑性功能，致

力于 “实用性”，它被定义为 “世界认识的初步

练习……从而把完成学业的学生引入他的使命的

舞台即世界里面”（ＡＡ２：４４３）。这表明康德认为

人类学不仅不能是思辨的，也不能是生理学式

的，不能以自然科学的方式进行探究，因为真正

意义上的实践性认识并不是有关自然客体的知

识。康德的这个理解也同时针对沃尔夫－鲍姆加

登对人类学的理解。在 《形而上学》 §７４７中，

鲍姆加登这么理解人类学：“尽管如此，对人类

灵魂的哲学的和数学的知识依然是可能的，正是

因为人类的身体。人类由有限的灵魂和身体构成

……因此，关于人类灵魂，哲学的和数学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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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能的，ｉｅ哲学人类学和数学人类学，或人

类测量学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ｍｅｔｒｙ），① 正如通过经验的经

验性人类学一样……”② 而康德在１７７０年就意识

到数学和真正意义上的哲学遵循不同的形式条

件，尤其关涉理念的实践性认识不能像自然科学

那样以数学为基础。③

康德对人类学的定性似乎在写作第一批判

之时就已经非常明确：这门关于人的科学不是

思辨的，不是自然科学的，而是实践 （准确说

“实用”④）的。尤其当他发现批判计划还需要

扩展，判断力自身也需要一个批判之时，人类

学和形而上学的体系联结点才真正得到合理的

说明。这涉及康德对理性的统一和理性建筑术

的思考。威尔森 （ＨＷｉｌｓｏｎ）认为人类学与批

判哲学的关联在于目的论判断力，因此其体系

性意义表现为：“人类学的主要特征让它与任何

其他经验科学都不一样，即它的目的论本质。

它并不仅仅考虑人类是什么，而且考虑他们应

该何如成为自身。这种朝向完善性目标的目的

论针对性是贯穿人类学的普遍教导……是人类

道德决断与自然决定之间的中介。”⑤ 威尔森的

解读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也许长期以来

对康德所言的 “归结于人类学”有一种不恰当的

理解，它被误读为一种奠基，因而过于 “形而上”

了。但实际上，从建筑术的角度，它可以是使得

一个体系具有生命力的纽带，也可以是一种顶层

的表现，却未必是最底层的根基。打个比方，对

养花来说，能够让植物开出绚烂的花朵才是旨归，

但养花的努力却在于呵护根苗，修剪枝叶，防治

虫害……一切功夫都在花外。

劳登 （ＲＬｏｕｄｅｎ）对 “先验人类学”诠释

的反对也值得我们特别留意：“所有这些将先验

人类学与第一批判的先验哲学等同起来的努力

都搁浅在一个错误的假设之上，即对经验可能

性条件的考察仅仅涉及人类经验。而康德明确

拒绝了这种假设。”⑥ 在劳登看来，康德所言的

经验和先验之间存在着一个 “鲜明对峙”

（ｓｔａｒｋｃｏｎｔｒａｓｔ），当康德言说先验条件时，并未

局限于 “仅人类经验”，而是有更广阔的指涉。

（ＧＭＳＡＡ４：３９０３０－３３，ＫｒＶＡ４８０／Ｂ５０８，ＧＭＳ

ＡＡ４：３９０３５－３７）⑦ 超出人类经验的部分却要

以 “人类学”作为根据 （Ｇｒｕｎｄ）来统摄，这

多少显得古怪，“先验人类学这个语词是自相矛

盾的”。张志伟持有类似观点：“人类理性只是

一切理性存在者中的一种理性存在者，理性法

则是对一切理性者普遍有效的……就此而论，

康德并非人类中心主义者，他不仅是理性主义

者，甚至是宇宙理性主义者……理性显然不能

仅仅理解为人类的族类性。”⑧ 两位学者的评论

都让我们意识到——— “先验—人类学”，它的

陷阱在于要么容易把人类拔高到超越的层面，

要么容易把超越矮化到族类的层面。其实践后

果也让人警惕：前一种立场过分强调人的主体

能动性，把人超拔到无所不能的拟神；后一种

立场难免导致相对主义，人类的知识和信念突

破不了它的族类宿命，轻则陷入怀疑，重则堕

入虚无。海德格尔基于 “有限性”对康德做出

了前一种批评，胡塞尔基于 “先验性”则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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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ｔｒｙ作为学科后缀常见翻译为 “－学”，比如几何学ｇｅｏｍｅｔｒｙ，三角学ｔｒｉｇｏｎｏｍｅｔｒｙ。但这个后缀与－ｌｏｇｙ的区别在于，它
强调测量和计量，有明确的数学性涵义，－ｌｏｇｙ则由ｌｏｇｏｓ派生，偏语言和逻辑的涵义。鲍姆加登这里的理解表明他将人类学也视为一
种具有数理性质的学科。

Ｂａｕｍｇａｒｔｅｎ，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ｐ２６３
相关说法参见王咏诗 《技术实践的界限———重提 “回到康德”》。

对康德来说，广义的实践包括 “技术上实践的”和 “道德上实践的”两个部分，狭义的实践则只指道德实践 （ＫＵ，Ｅｉｎ
ｌｅｉｔｕｎｇ，ＡＡ５：１７２－３）。实用的 （明智的）领域康德把它归入了技术实践。关于技术、实用、道德关系的分析可参见王咏诗 《实

用人类学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康德式道德学说》，《哲学研究》２０２３年第１０期。
ＨＷｉｌｓｏｎ，Ｋａｎｔｓ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ＩｔｓＯｒｉｇｉｎ，Ｍｅａｎｉｎｇ，ａｎｄ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Ａｌｂａｎｙ：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ｅｗＹｏｒｋ

Ｐｒｅｓｓ，ｐ５１
ＲＬｏｕｄｅｎ，“Ｋａｎｔｓ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Ｍｏｓｔｌｙ）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Ｎｏｔ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ＤｅｒＺｙｋｌｏｐｉｎｄｅ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Ｋａｎｔｕｎｄｄｉｅ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

ｇｉａ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ｉｓ，ｅｄＦＶＴｏｍｍａｓｉ，Ｈａｍｂｕｒｇ：ＦｅｌｉｘＭｅｉｎｅｒ，２０１８，ｐｐ１９－３３
相关说法可参考劳登近些年来的重要著作 ＲＬｏｕｄｅｎ，ＫａｎｔｓＩｍｐｕｒｅＥｔｈｉｃｓ：Ｆｒｏｍ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ｅｉｎｇｓｔｏＨｕｍａｎＢｅｉｎｇｓＮｅｗＹｏｒ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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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ｉｅｗ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２１。

张志伟：《究竟是 “人为自然立法”还是 “知性为自然立法”？》，《天津社会科学》２０２２年第６期。



了后一种批评。吊诡的是二人自己的哲学立场

却难逃对立面的指摘。

如何避免先验哲学自身的辩证法？考察两

种批评共同的隐含理解，恰恰是将 “人是什

么？”这一本质问题视为了先验哲学的根基或前

提，康德据说需要对此负责。但正如我们之前

的分析，这种理解在康德自己的认同里是站不

住脚的，他在形而上学和人类学之间、先验和

经验之间留出了足够的缝隙。在笔者看来，这

正是康德体系具有鲁棒性的地方。当我们更有

耐心地对待康德的文本，误解就更容易消除。

比如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ｋＬ２ＡＡ２８：５３３那段话，虽然与

ＬｏｇｉｋＡＡ９：２５中的表述基本一致，都将人类学

视为最后一个问题，且前三个问题都归结为最

后一个，但这种关系并非奠基性，而是目的性

的。康德在此特别指出：“学院概念中，哲学就

是技巧；但最突出的意义而言，哲学却旨在教

导这些技巧为之服务的东西。”在与学院哲学相

对的意义上，康德提出了 “世界公民”的哲

学，它并不单单为了思辨的兴趣，而是针对着

人类此世对自身占有条件的善加运用，并必须

时刻朝向作为最终目的之 “人”。“人”仅仅是

先验条件的占有者之一，但却是自身所能达到

的最终目的全部。作为条件，我们对超出

“人”的部分无法确证地说出什么，却需要允

诺其存在的可能；作为目的，我们只能自身肩

负起人类改善的全部使命，不能期待来自于外

部的拯救。人类学关怀的 “人道主义” （Ｈｕ

ｍａｎｉｓｍｕｓ），毋宁说散布于康德批判体系繁荣的

伞端，却并非那个先验的根基，将人类学视为

对可能经验条件的追问 （先验），在康德这里

无疑是结构错置了。

结语：康德式人类学　　
　　　对我们今天的意义

　　通过前面的爬梳，我们发现康德对人类学

的理解是非常独特的，不仅与他同时代的主流

看法相异 （沃尔夫 －鲍姆加登，普拉特纳），

并且也与今天现象学人类学的进展不同①。其中

最关键的差异就是康德彻底拒绝了对人的目的

做出任何思辨的或数学性的想象。相反，他坚

持人身上有真正实践的使命：“在我们里头有某

种东西，只要我们发现了它，从此就不会停止

对它的好奇。它把人类提升到尊严的概念高度，

而在我们把人当作经验对象时，是不会想到这

一切的。” （ＡＡ７：５８）基于这种理解，康德在

先验层面固守了他的严格，在经验层面引入了

他的人道 （Ｈｕｍａｎｉｔｔ）。

关于人道， 《实用人类学》给出了一组有

趣的形象，那就是美惠三女神，这组形象也出

现于第二版 《纯然理性限度内的宗教》康德回

应席勒的一个新添脚注。康德与席勒的经典对

话展现了先验与经验的张力以及康德对自身立

场的态度。席勒以道德哲学为靶，如此描述康

德先验主义遭受的误解： “在康德的道德哲学

中，义务概念表现出一种冷酷无情，它吓跑了

所有妩媚女神而且可能轻而易举地就诱使软弱

的知性，在黑暗和修道士的禁欲道路上寻找道

德的完美。”② 对此，康德的回应是： “德性，

即严格履行自己的义务这种有坚实基础的意念，

就其结果来说是慈善的，它比大自然或这个世

界上的艺术所能提供的一切还要多；而且人性

的庄严形象，既然在它的这种形态中被树立了

起来，也完全允许诸美惠女神的陪伴。然而，

如果所说的还仅仅是义务，那么，美惠女神便

要敬而远之了。”③ 《实用人类学》里的表述也

基本一致：“……犬儒派的纯粹主义和隐修士的

残害肉体，都是德性的扭曲形象，对于德性来

说是没有诱惑力的；相反，被美惠三女神所抛

弃，它们就不可能有资格谈人道。” （ＡＡ７：

２８１）康德认为，“人道……构成了文明的一方

面是感性的、另一方面又是道德上理智的人的

·７３·

哲　学 “先验人类学”是对康德哲学的恰当刻画吗？

①

②

③

据倪梁康的观察，当今哲学人类学方向可以视作纯粹现象学的哲学理论最终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具体实践成就。现象学人

类学在与身体现象学的关联中，可以继续伸展到 “神经哲学”“有机体现象学”等方面。相关说法参见倪梁康 《胡塞尔与普莱斯纳

———从现象学到哲学人类学》，第３５页。这里面也有一种现象学和分析哲学合流的趋势。
［德］席勒 《论秀美与尊严》，本段译文引自韩水法２０２３年在东南大学 “自主与共同体”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三届中国德

国哲学专业委员会年会上所提交的主旨报告 “康德哲学与席勒思想”。韩水法就这两段引文对话关系的考察对本文很有启发。

康德：《纯然理性限度内的宗教》，译文出处同上。



全部目的。”（ＡＡ７：２７７）

技术时代的今天，各种超人类主义、后人

类主义已经为非人类话语打开了大门，数学性

的强力宰制几乎成为无可避免，它一方面通过

技术进步极大增强了人的感性适应性，一方面

也倚仗着技术进步诱使人放弃道德 （自由—自

主）的规定。虽然康德与我们站在不同的历史

关头，人与强力的关系呈现为不同的世界图像，

但他的提醒，即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放弃掉

“在我们里头的……东西”（ＡＡ７：５８），凭借着

筣，人作为一个族类 “有理性存在者的从恶到

善不断进步、在阻力之下奋起向上的” （ＡＡ７：

３３３）文明形象，依然可以为我们的行动提供坐

标和指引，让我们在审慎的乐观中对明天抱有

希望。这也是康德对人类学的哲学定性带给今

天的启示。

■责任编辑／张瑞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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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海德格尔对黑格尔的现象学阐释研究”（项目号：２２ＦＺＸＢ０６６）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马飞，四川大学哲学系副研究员。

①　例如唐·伊德在其题献给海德格尔的著作 《技术与实践》中专章讨论 “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时便集中在 《技术的追

问》和 《存在与时间》两个文本 （ＤｏｎＩｈｄｅ，ＴｅｃｈｎｉｃｓａｎｄＰｒａｘｉｓ，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Ｄ．Ｒｅｉｄｅ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７９，ｐｐ１０３－１２９．）；又

如安德鲁·芬伯格在 《技术体系》一书中讨论 “批判建构主义中的功能概念”时特辟两节分别讨论海德格尔早期和晚期的技术哲

学 （［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上海社会科学院科学技术哲学创新团队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

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２０６－２１７页）。

②　参见王宏健 《存在论与诠释学视域下的技术哲学———海德格尔论技术的本质》，《自然辩证法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５期。

技术的遗忘与差异的转化

———斯蒂格勒对海德格尔技术之思的批判

马　飞
［四川大学，成都　６１００６５］

摘　要：斯蒂格勒在 《技术与时间》中对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进行了整体性的阐释和具体的批

评。斯蒂格勒的阐释从 “遗忘”出发在整体上把握海德格尔的思想道路，把技术与时间的关系问题

置于存在问题的基础位置上。斯蒂格勒对海德格尔的批评是后者由于未能恰当理解和转化 “谁”与

“什么”的生存论差异而忽视了技术对于时间的构成性作用。斯蒂格勒的阐释和批评切中了海德格尔

存在论差异问题的本质方面，并且有其自身的技术哲学和社会批判的旨趣。

关键词：技术；存在；时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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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作为其自身思想道路

的本质性延展，对当代技术哲学产生了深远影

响。这些影响不仅来自其晚期的著名演讲 《技

术的追问》中对现代技术的本质之为集置的规

定，而且可以追溯到 《存在与时间》中对用具

的生存论—解释学分析。①技术哲学家往往会借

助海德格尔的思想显微镜在技术哲学的工作台

上对技术时代的各种切片展开观察和诊断，海

德格尔思想的研究者则更倾向于在思想道路的

曲折蜿蜒中去确定技术之思的位置。②海德格尔

思想道路转向前后的技术之思是一脉相承，还

是有所不同？晚期对技术之本质的追问包含了

一种对早期生存论解释学的自我批判，抑或在

看似相去甚远的技术理解背后隐藏着一致的思

想原则？然而，如果说技术哲学家容易在具体

的问题关切中忽略对海德格尔思想足够内在的

理解，那么海德格尔研究者则难免陷入海德格

尔的思想漩涡，向着深渊般的涡心旋转动荡而

丧失自身。

如何能够在穿过漩涡时借力驶向自己的方

向？当代法国技术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为

我们提供了一条可能的路径。作为解构主义大

师德里达门下高足，斯蒂格勒浸淫现象学传统，

深谙海德格尔思想之道，其代表作 《技术与时

间》一书从书名开始就在致敬海德格尔的同时

做出了自己的回应———技术与时间，而非存在

与时间。从该书已出版三卷各自的副标题来看，

斯蒂格勒抓住了海德格尔思想中的 “爱比米修

斯的过失”，看到技术的速度带来的 “迷失方

向”之危险，在以 “电影的时间”刻画技术与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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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关系之后，揭示了在现代工业技术带来

的共时化背景下个体化所面临的 “存在之痛的

问题”。① 概言之，斯蒂格勒技术哲学与海德格

尔的深层缠斗没有凝滞于海德格尔，而是从技

术与时间的问题出发，展开了其别具一格的技

术史和技术批判的工作。

本文分为两部分讨论斯蒂格勒技术哲学宏

大规划中对海德格尔技术之思的阐释和批评。

第一部分呈现斯蒂格勒的重构性阐释，在其中

斯蒂格勒不仅顾及海德格尔思想的整体性和统

一性，而且尝试把技术问题置于存在问题的源

始层面上来理解。第二部分探讨斯蒂格勒对海

德格尔的具体批评，即技术对于时间的构造性

意义没有得到海德格尔的足够重视，我们将会

看到，这一批评通过转化 “谁”与 “什么”的

存在论差异而更新了技术与时间的存在论关联。

一、从 “存在与时间”到

“技术与时间”　

（一）技术的遗忘

在 《技术与时间》的 《导论》中，斯蒂格

勒以技术与知识的关系问题和技术的动力问题

为双重线索勾勒出一幅技术观念史的图景：从

古希腊哲学家与智者的争辩开始，技术就被哲

学家排除在真理的要求之外，技术物则因其动

力不在自身而与自然物相区别。近代的技术观

念虽然已经不再单纯地把技术贬低于知识，也

开始承认技术物作为生命印迹的意义，但技术

物的机械类的动力仍然不同于生命物的动力。

技术在现代社会生活的支配地位使得人们开始

不得不承认技术的独立性，也就是说技术自身

具有了动力，同时又因此重新呼吁对技术领域

的膨胀进行限制，为那些非技术的领域留下余

地。重建生活世界和交往领域的努力是对技术

化的形而上学回应，但正如斯蒂格勒所指出的，

这又回到了哲学最初与技术相分离的立场。②

斯蒂格勒从技术观念史的这两条线索出发

把握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从技术与知识的关

系来看，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思考放弃了理性重

建的工作，立足于日常的技术经验，从此在与

用具打交道的切近处展开对操劳在世的生存论

分析。与之相应，静观地进行认知的理性在此

在生存的操心中有其基础。从技术的动力学角

度来看，特别是在海德格尔晚期对现代技术之

为集置的本质规定中，技术的促逼力量在无休

止的订造过程中把人与自然裹挟其中，技术的

发明者和操作者反而附庸于技术。斯蒂格勒特

别指出，虽然知识的技术化问题仍然处在海德

格尔存在历史之思的中心位置，但理性在形而

上学历史中归属于计算，归属于集置一切存在

者的技术化过程。③ 不难发现，这两条线索恰恰

分别对应于海德格尔思想转向前后的技术理解。

斯蒂格勒看到了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伴随

着存在之思的转向，因而全面地把握海德格尔

技术之思就意味着必须同时理解其早期的生存

论解释学和晚期的存在历史思想。为此，斯蒂

格勒把 “遗忘”作为海德格尔思想的主导问题

来展开对海德格尔思想道路的整体性解释。海

德格尔把存在之真理思为存在之无蔽，而遗忘

意味着遮蔽。④ 从斯蒂格勒提供的技术观念史来

看，“遗忘”本就是哲学开端时对技术之危险

的担忧：技术带来遗忘。

在海德格尔早期的生存论分析中，技术带

来的遗忘表现为沉沦于世的此在在操劳着与上

手用具打交道中遗忘了源初的时间性，亦即此

在在其非本真的展开性中遗忘了它自身的本真

来源。对于海德格尔晚期的存在历史思想来说，

技术带来的遗忘则表现为无蔽之真在形而上学

历史中自行遮蔽的过程，即真之本质从无蔽转

变为正确性并最终落实为理性的确定性。

（二）从时间到技术

具体来看，斯蒂格勒对 《存在与时间》进

行了反向重构，把海德格尔通过此在的操心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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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１》，第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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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揭示源始时间性的思路倒转过来，从此在的

时间性和历史性开始，一步步退回到此在首先

与通常操劳其中的周围世界。这个世界的实际

性被斯蒂格勒揭示为技术性，也就是说，此在

在其中筹划自身或丧失自身的那个世界是一个

已经存在的技术世界。

斯蒂格勒的分析格外关注此在在每一个环

节上的自我理解和选择以及其中蕴含的个体化

问题。与海德格尔赋予将来以时间性的优先地

位不同，斯蒂格勒一上来就在此在的时间性中

抓住 “过去”的把手。 “此在是时间性的：它

有一个过去，在过去的基础上此在可以预期，

并由此存在。”① 过去并非直接地属于此在，而

是此在未曾经历但可以继承的一份遗产，它为

此在提供了一种不同的可能性，即不是从当前

的生存状态出发理解自己，而是征用自己继承

的遗产。能够选择自己 “未曾”经历的过去作

为自己的存在，这绝不意味着此在会受缚于某

种既成的事实，相反，这意味着此在的 “已经

存在”是与它自己的 “尚未存在”息息相关

的，此在对过去的继承就是对自己的先行。先

行到死的此在能够继承自己的过去，此在延展

于 “已经”和 “尚未”之间。海德格尔曾在论

及此在的历史性的延展时径直指出： “作为操

心，此在就是 ‘之间’。”②

与对过去的继承一样，在先行于自身的筹

划中，此在也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不考虑自

己的向终结存在，而是从他人的可能性来理解

自己的可能性，因而没有向原本属于自己的未

来敞开；另一种是把自己的可能性当成一种

“不可公约的”个体，选择 “本质性的孤独”。③

在斯蒂格勒看来，孤独的原因一方面在于个体

的真实生存根本不能由他人或公众来确定，另

一方面则在于那真正属于此在自己的死亡本身

是不确定的。死亡作为此在本己的 “尚未”，

作为此在生存的本真可能性，与此在的生存保

持着一个时间差。斯蒂格勒把这种源始的时间

差理解为此在个体化的因素。④

按照斯蒂格勒的解释，无论是对过去的继

承，还是对未来的筹划，阻碍此在选择本真可

能性的都不是他人，而是此在自己的操劳在世，

是此在的操劳通过确定不确定性而消除了尚未

到来的未来的真正可能性。⑤ 操劳意味着此在消

散于世界之内的用具。海德格尔对用具的分析

表明用具的存在承载着世界的牵连整体，换言

之，此在首先在其中操劳与筹划的那个世界是

一个技术的世界。这个技术世界使得此在能够

在其本真的可能性中继往开来，也是这同一个

技术世界，使得此在沉沦着消散于世界之内的

上手事物，消散于常人而遗忘了自己的时间。

正如此在的操劳既作为切近的生存现象构

成生存论分析的出发点，又在生存论的时间性

分析中成为需要被去除的遮蔽，晚期海德格尔

对技术的本质之为集置的规定同样呈现出某种

二重性，但这种二重性不再能够通过存在论差

异得到说明。而从斯蒂格勒的技术观念史阐释

来看，我们前面已经提到，技术所处的问题语

境在海德格尔思想转向前后也有转变。在生存

论解释学中，技术首要地处在与 “知识”的关

联之中，一方面是寻视操劳着的技术性活动对

于静观的认知活动的优先，另一方面是对于此

在的 “自知”来说，本真性的要求乃是放弃从

技术世界来理解自身。转向之后，在海德格尔

对现代技术的思考中，技术问题则是 “作为形

而上学历史之解构的独特可能性的动力结构提

出来的”，⑥ 现代技术的集置之危险中蕴含着拯

救的可能性。

（三）技术与时间的问题

在以 《技术的追问》为代表的后期技术之

思中，海德格尔把技术思为去蔽，并且进而把

现代技术中起支配作用的去蔽规定为促逼，“此

种促逼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

身能够被开采和储存的能量”。⑦ 现代技术的促

逼不仅把自然订置为持存物，而且把人聚集入

此种订置。海德格尔用 “集—置”来命名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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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１》，第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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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逼的聚集。①

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的思考与他克服形而

上学的努力保持一致。海德格尔曾在对 “返回

步伐”进行说明时指出其中的关联： “从形而

上学而来进入形而上学之本质中的返回步伐，

从当代来看并且根据对当代的洞见来理解，乃

是从技术学和对时代的技术学上的描绘和说明

而来进入有待思的技术之本质中。”② 就此而

言，斯蒂格勒把海德格尔晚期思想中的技术问

题理解为解构形而上学历史的动力问题并非一

厢情愿。

现代技术的集置对于海德格尔来说 “仿佛

一个中转站，呈现出双重的景象，可以说是双

面门神雅努斯”。③ 集置的一面是形而上学历史

的终章，④ 另一面则是 “本有”的 “前奏”。⑤

因此，如同 《存在与时间》中此在的沉沦并非

价值评判，现代技术的集置也不应被简单当成

负面的。海德格尔曾用照相技术中的负片来说

明集置与本有的 “负面”关系： “集—置就好

像是本有的负片。”⑥ 这套摄影术所需要的显影

液乃是语言。视语言为存在之家的海德格尔在

把本有描述为 “在自身中飘荡着的建筑”时，

相应地把语言比作用于本有之建筑的建造工

具。⑦ 然而，问题在于，语言在何种意义上是工

具？还有谁比海德格尔更加不满于语言的工具

论理解吗？与对技术之本质的追问一样，在尝

试沉思语言的本质时，海德格尔首先要避免的

就是人类学的和工具论的理解，而这也就意味

着把语言的本质与通常的技术概念区分开来。

斯蒂格勒结合生存论的时间性分析来理解

海德格尔对语言与技术的区分，指出海德格尔

做出这一区分的原因在于，语言包含着源始的

时间性，而器具性的技术则退回到了日常操劳

的时内性。技术与时间的问题是斯蒂格勒所关

心的 “更深层的问题”，当海德格尔提醒人们

注意语言的技术化问题时，斯蒂格勒则并不为

此感到困扰。⑧ 相反，斯蒂格勒倒是担忧海德格

尔 “把技术置于一端，使其本身不成为个体化

的构造因素，这样的配置本身是否还是 ‘形而

上学’的”，也就是说，“还停留在最古老的哲

学传统中”。⑨

斯蒂格勒对海德格尔技术之思的重构基于

海德格尔思想的转向展开，但没有依循通常的

海德格尔研究采取的以存在问题或真理问题为

核心的路径，而是把技术问题置于更基础的位

置上，存在之遗忘归被因于技术的遮蔽。在斯

蒂格勒看来，尽管对传统的技术理解做出了极

其深刻的批判，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仍然与传

统哲学共享着某些观念，例如对技术事物的工

具化理解，因而对技术现象的把握在整体性和

具体性方面都是不够的。海德格尔在此在的时

间性和存在的历史性中孜孜以求于存在之意义

和存在之真理的时候却在时间问题上命运般地

遗忘了技术。接下来我们会看到，斯蒂格勒对

海德格尔的这种遗忘的批评在技术对于时间的

构造性问题中得到具体化。

二、“谁”与 “什么”的

差异之转化　

（一）“谁”“发明”“什么”？

在技术与时间的关系问题中，斯蒂格勒对

海德格尔的批评是海德格尔忽视了技术对于时

间的构成性作用，用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

中的话来说，世界历史事物对于时间性—历史

·２４·

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２２卷·第６期　　　　　　　　　　　　　　　　　哲　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第２０页。另参见海德格尔 《同一与差异》，孙周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年，第
４５页：“促逼使人与存在相互投递，使得它们相互摆置自身。表示这一促逼之聚集的名称乃是集—置。”

海德格尔：《同一与差异》，第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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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讨论班》，王志宏，石磊译，孙周兴，杨光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８年，第４４３页。
参见海德格尔 《同一与差异》，第４８－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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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构造性意义被遗忘了。

这个批评涉及海德格尔此在生存论分析中

的一个基本区分： “谁”与 “什么”的区分。

在 《存在与时间》中， “谁”与 “什么”的区

分是基于生存论规定与范畴这两种不同的存在

规定做出的，前者是对此在的存在规定，后者

是对非此在式的存在者的规定。这一区分作为

存在论差异构成此在生存论分析诸环节的重要

抓手，此在的世界性之展开与时间性之绽出都

蕴含着这一区分的具体形态。生存着的此在具

有存在者层次上和存在论上的双重优先性。这

种优先性来自它的存在领会，来自它的能区分

的生存。世界之内的存在者随着此在的在—世

界—之中—存在的展开而得到揭示，世内存在

者的存在作为诸范畴规定在时间性上以此在的

到时为基础。此在的基础存在论不仅使得自己

和其他存在者的存在论得以可能，而且以一般

存在论为最终目的。在 “谁”与 “什么”的区

分中，此在的 “谁”优先于非此在的 “什么”，

“谁”是第一位的，“什么”则是第二位的。

在 《技术与时间》中， “谁”与 “什么”

的关系是从 “人的发明”这个歧义性的表达而

来得到理解的。从通常的观念来看，技术是人

的发明，“人”是发明的主语。因而 “谁”与

“什么”的关系就呈现为 “谁”发明 “什么”。

但实际上， “人的发明”这个表达并非如此简

单：“表面上看，‘谁’和 ‘什么’各自都有特

定的含义：人和技术。但是，所有格的模糊迫

使我们不得不疑问： ‘谁’是否指技术？ ‘什

么’是否指人？或者，我们是否应该摆脱并超

越 ‘谁’与 ‘什么’之间的一切差异？”① 斯蒂

格勒的疑问并非单纯的语言游戏，而是以对技

术之起源的技术史、技术学、人类学考察为基

础，例如，勒鲁瓦 －古兰的人类学、古生物学

研究揭示出 “人在发明工具的同时在技术中的

自我发明”，这种发明不是由内向外的发明，而

是一个内外互动的过程，内在和外在 “二者在

同一个运动中互相发明，好像人的形成必须求

助于技术的助产”。② 斯蒂格勒把德里达的 “延

异”概念引入到与勒鲁瓦 －古兰的对话中，把

“谁”与 “什么”的区别规定为延异。“谁”与

“什么”在 “人的发明”的模糊性中相分又相

连：“延异既不是 ‘谁’，也不是 ‘什么’，它

是二者的共同可能性，是它们之间的相互往返

运动，是二者的交合。”③

在此在的生存论分析中，“谁”与 “什么”

之间的存在论差异在解释学循环中回归于作为

此在的 “谁”。此在的本真性就在于对这一差

异的明确实行：从此在的本真整体能在即先行

的决心中提取出源始的时间性，并且说明流俗

时间领会的时内性如何从源始时间派生出来。

“谁”与 “什么”的区别呈现为 “谁”的时间

与 “什么”的时间的区别。

然而，在斯蒂格勒看来， 《存在与时间》

中的时间问题仍然是在与知识问题的关联中提

出的，“知识的问题在海德格尔的著作中无所不

在：正是存在论差异的知识构成了此在的优先

地位”。④ 斯蒂格勒把 “谁”与 “什么”之间的

存在论差异转化为相互构造的延异，时间的知

识问题转变为时间的构造问题，而在时间的构

造中，“什么”并不低 “人”一等，“谁”的时

间也不优先于 “技术”的时间。针对海德格尔

对两种时间的区分以及 “什么”从源始时间中

的脱离，斯蒂格勒主张 “技术的时间 （“什么”

的时间）对 ‘谁’的时间性具有构造意义”。⑤

（二）“什么”对时间的构成作用

甚至海德格尔也曾有意无意地用到了构造

性的 “什么”。通过分析海德格尔１９２４年的演

讲 《时间概念》，斯蒂格勒表明，“‘什么’的

问题在海德格尔最初对时间问题的思考中具有

构造意义。”⑥ 也就是说，在 《存在与时间》明

确地实行存在论差异之前， “什么”曾经是通

达时间的道路。这个 “什么”就是时钟， “物

理学家”通过它与时间照面，我们也通过它经

验时间，在时钟每每所 “固定”的现在中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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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１》，第１４６页。
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１》，第１５５页。
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１》，第１５４页。另参见第１９４页。中译本把ｄｉｆｆéｒａｎｃｅ译为 “相关差异”，本文仍然采用 “延异”

这个译名。

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１》，第２３１页。
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１》，第２３０－２３１页。
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１》，第２３２页。



到自己的此在。①

斯蒂格勒认为 《时间概念》 “提供了把知

识的构造性差异作为 ‘什么’和 ‘谁’之间的

区别和关联来剖析的典范”，② 可是海德格尔自

己却在得到此在即时间之后表示 “这是一条弯

路”。③ 尽管海德格尔也提到，对于时间问题来

说，关键是要获得 “时间性存在的各种方式由

之而得领悟的一个答案”，并且要澄清 “在时

间中存在的东西”与 “本真的时间性”之间的

关联，④ 然而，在讲座的最后，问题还是明确地

转变了： “‘什么是时间？’这个问题变成了

‘谁是时间？’这样一个问题。”⑤

问题的这一转变意味着在生存论的时间性

分析中，“什么”与 “谁”的关联断裂了，“此

在只能通过从 ‘什么’中的解脱来构造自

身”。⑥ 在斯蒂格勒那里，此在需要从其中解脱

的这一 “什么”恰恰被理解为 “谁”不得不面

对的 “已经在此”，作为此在的 “过去”，已经

在此的 “什么”实际上外在于此在。因而对于

斯蒂格勒来说，时间性的构造问题不在于此在

如何从 “什么”中解脱，而是在于此在如何能

够进入自己的 “过去”。

《技术与时间》第一卷中对 《时间概念》

展开分析的这一章标题就叫作 “已经在此”，

斯蒂格勒把 《存在与时间》中的一句话放在标

题之下作为章节题辞：“历史编年、在天文学上

加以计算的世界时间与此在的时间性和历史性

之间的各种联系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⑦

这句话出自 《存在与时间》第８０节的一个

注释，海德格尔在这个注释中首先提到了他

１９１５年的执教资格试讲的演讲 《历史科学中的

时间概念》 （论文发表于１９１６年），可见这句

话中的 “进一步探索”首先是针对 １９１５年的

“初步尝试”而言的；而在 《存在与时间》的

时间性分析的思路里可以引申出的意思则是，

对历史编年、天文学计时的分析要以此在的时

间性和历史性分析为基础，在后者得到明确分

析之前，前者在存在论上无法得到澄清，因此

二者之间的联系 “需要进一步探索”。

但斯蒂格勒显然是把这句话中的 “历史编

年、在天文学上加以计算的世界时间”理解为

已经在此的 “什么”，从而以 “断章取义”的

方式暗示他所关注的研究恰恰是海德格尔在生

存论分析中无法展开的 “进一步探索”。

《存在与时间》中并非毫无关于过去了的

“什么”的探讨。海德格尔不仅以博物馆里的

古董为例追问 “什么 ‘过去’了”，而且在对

历史性的分析中承认 “用具和活计，比如说书

籍，有其 ‘命运’，建筑与机构有其历史”，甚

至还提到一个 “代代相传”的戒指， “这戒指

所遭际的并非简简单单的位置变化”。⑧

然而，这些有历史的事物的历史性被归于它

们的过去了的世界。世界是此在的世界，但世界

的 “过去”并不意味着此在的不再在世，而是此

在的 “曾在”。海德格尔宣称： “首要地具有历

史性的是此在。而世内照面的东西则是次级具有

历史性的。”⑨ 这些东西因其属于世界而具有历史

性，海德格尔称之为 “世界历史事物”。瑏瑠

世界历史事物向来已经随着此在的历史性

的在世而被纳入世界的历史，海德格尔提醒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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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参见海德格尔 《时间概念》，《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６年，第１０－１１页：“关于时间，我
们从时钟上经验到了什么呢？时间是某种东西，在其中可以任意地固定一个现在点，使得两个不同的时间点总是一个在先一个在

后。”“时钟向来做的初始规定并不是对当前流逝着的时间的长短和多少的报告，而是对现在的当下的固定。”（译文有改动，“固

定”在中译本中为 “确定”。斯蒂格勒批评海德格尔混淆了 “固定”与 “确定”，因而把时钟的固定作用完全视为与此在时间的不

确定性相悖的对时间的 “确定”。中译本对 “固定”与 “确定”不加区分，可视为混淆的一个证据。参见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

１》，第２４４页。）“我在时钟上看到的这个现在是什么呢？……我是现在吗？其他每一个人都是现在吗？倘若这样，则时间就会是
我自己，而其他每一个人也都会是时间。” “人类此在在发明怀表和日晷仪之前就已经为自己装备了一个时钟，这是怎么一回事？

是我支配着时间的存在，并且也在现在中意指我自己吗？我自己就是现在，并且我的此在就是现在吗？”

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１》，第２３１页。
海德格尔：《时间概念》，《海德格尔选集》，第１２页。
海德格尔：《时间概念》，《海德格尔选集》，第１１－１２页。
海德格尔：《时间概念》，《海德格尔选集》，第２５页。
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１》，第２６４页。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５０３页；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１》，第２２３页。
参见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第４５８页，第４６７页，第４６８页。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４５９页。
参见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第４５９页，第４６７页。



者注意 “世界历史”这个存在论上的表达的双

重含义：“一方面，它就世界与此在的本质上的

生存上的统一而意味世界的演历。但就世内存

在者向来已经随实际生存上的世界得到揭示而

言，‘世界历史’同时就意指上手事物与现成

事物在世界之内的演历。”① 然而，正如 《存在

与时间》中许多地方对于具体问题的论述止于

此在的基础存在论的界限内，世界历史之演历

的存在论结构问题也只是意在 “引向一般演历

之变动的存在论之谜”。②

令斯蒂格勒感到遗憾的不仅是 “一般演

历”在此有可能变得无关紧要，而且更严重的

是，“在来临、在场和消失的现成事物的意义上

得到经验和解释”③ 的世界历史事物首先引发

了历史性的沉沦。④ 时钟不但丧失了在 《时间

概念》中对时间就是此在的指示作用，而且反

过来形成了对此在时间的遮蔽，此在在时钟上

看到的 “现在”不再是每一个此在自己，而是

流俗领会中的 “现在时间”。

时间性—历史性的沉沦意味着此在从源始

时间中 “落出”，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这是对

时间性之源始性的说明。黑格尔那里落入时间

的精神正是用来反衬此在与时间性的关联：

“‘精神’不落入时间，而是：实际生存作为沉

沦的生存，从源始而本真的时间性 ‘沦落’。”⑤

斯蒂格勒的态度则是，重审 “实体—主体”问

题，从而把 “已经在此”的构造性整合到此在

的 “被抛”的具体性中。⑥ 生存论的时间性分

析在此在的本真性和非本真性的区分中寻找

“什么”的时内性的可能性，而这种时内性尽

管被刻画为与历史性同样源始，但本身却不构

成历史性的根源。⑦ 与之相反，斯蒂格勒在其

“整合”工作中不但致力于揭示技术作为 “什

么”具有历史性，而且力图表明技术对于历史

和时间的构成作用。 “技术与时间”这个表达

不仅意味着以时间作为理解技术的可能境域，

而且更意味着技术构成时间，技术给予时间。⑧

（三）思想的转向未能转化差异

在 《存在与时间》中并非生存论分析核心

关切的技术问题随着海德格尔思想的转向成了

存在历史之思的一个重要主题。着眼于技术与

时间的关系，这一转变表现为，技术不再是脱

离源始时间性的日常生存现象，而是自身构成

了历史性的命运：现代技术的集置以命运性的

方式促逼着人，遣送人于极端的危险之中，而

这种遣送同时也是救渡之允诺。现代是技术统

治的时代， “现代技术”一方面意指现时代的

技术，因而是时间中的技术，另一方面也同时

说出了现代的技术化，即时间的技术化。

这一转变意味着什么？当技术以雅努斯的

面孔出现在形而上学历史的终点时，斯蒂格勒

关于世界历史事物之历史性的批判是否失效了？

海德格尔晚期对技术本质的追问是否弥补了生

存论技术分析的缺陷？

《技术的追问》拒斥对技术的人类学和工具

论理解，不是因为它们错了，而是因为它们正确

但不真。⑨ 海德格尔把技术的本质理解为真理意

义上的去蔽。瑏瑠 在 《存在与时间》中，正如此在

的历史性是首要的而世界历史事物的历史性是次

要的，在真理的问题上，此在的展开性也优先于

非此在的存在者的被揭示性，前者是 “源始的”

而后者是 “第二位”的，“只有通过此在的展开

性才能达到最源始的真理现象”。瑏瑡 与之相比，在

无蔽领域内思考技术，或者说把技术的本质思为

无蔽，这无疑是迈出了一大步。

但是，这一大步并非向着已经在此的 “什

么”迈出，而是向着存在之真理的回行。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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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４６７－４６８页。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４６８页。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４６８页。
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１》，第２９６页。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５２３页。
参见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１》，第３００－３０１页。同时参见２８５－２８６页。
参见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第４５５页；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１》，第２９３页。
参见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１》，第３０－３１页；《技术与时间２》，第２０页。
参见海德格尔 《演讲与论文集》，第６－７页。

参见海德格尔 《演讲与论文集》，第１４页：“技术是一种解蔽方式。技术乃是在解蔽和无蔽状态的发生领域中，在α
，
λη＇θεια

（无蔽）即真理的发生领域中成其本质的。”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２７１页。



格尔晚期的思想特征可以用他自己的说法 “不

顾存在者而思存在”① 来描述，由此，海德格

尔的存在之思便被刻画为一条从 “通过存在者

思存在”转向 “不顾存在者思存在”的道路。

如果说 “不顾存在者”尤其意味着不顾 “此

在”这种特殊的存在者，因而 “谁”不再优先

于 “什么”，那么这是斯蒂格勒乐于看到的。②

然而，海德格尔的返回步伐走得更远，“不顾存

在者而思存在”更确切地意思乃是不顾 “存在

与存在者的关系”而思存在，③ 因而也就是不

顾 “存在论差异”而思存在。这样一来，“谁”

与 “什么”之间的区分恰恰随着 “谁”的优先

地位的废黜而被一同放弃了。这是斯蒂格勒更

不能接受的，差异的转化并非转化到不顾差异

的思想中去。针对海德格尔晚期 “不顾存在

者”的技术之思，斯蒂格勒的批评是，海德格

尔混同了 “工具性”与 “器具性”，在放弃对

技术的人类学和工具论理解时忽略了技术的器

具性条件。④

结　语

着眼于海德格尔的思想道路，斯蒂格勒的

上述批评并非表面的与局部的批评，它不仅直

接关乎生存论的时间性分析中世内存在者的时

内性问题，因而关乎时间性分析中非此在式的

存在者的存在论意义，而且还在更深的层面上

涉及海德格尔思想转向中存在论差异的存废

问题。

尽管斯蒂格勒对海德格尔思想的把握遗漏

了 《哲学论稿 （从本有而来）》这一关键文

本，⑤ 但他对海德格尔技术之思的阐释并未因此

而失之片面。斯蒂格勒带着整体的眼光审视海

德格尔转向前后的技术之思，不仅洞悉了作为

存在之遗忘的技术在生存论解释学与存在历史

思想中一以贯之的遮蔽性意义，亦未忽视海德

格尔无论在其早期还是晚期都曾或隐晦或直接

地论及技术对于时间性和历史性的积极意义。

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技术对于时间性和历

史性的积极意义仍然以某种方式从属于存在问

题，斯蒂格勒则以 “技术与时间”取代 “存在

与时间”，从技术对于时间的构造性意义出发，

批评 《存在与时间》中世界历史事物的历史性

没有得到其应有的地位，通过对 “谁”与 “什

么”的差异之转化呈现了技术与时间的深层关

联。这些阐释与批评在斯蒂格勒的 《技术与时

间》中有其技术哲学和当代工业技术批判方面

的旨趣，也作为哲学基础支撑着其更广泛而直

接的社会文化批判的工作。

■责任编辑／张瑞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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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ＴｅｃｈｎｉｃｓａｎｄＴｉｍｅ，ＢｅｒｎａｒｄＳｔｉｅｇｌｅｒｍａｋｅｓａ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ｏｆ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ｏｆｔｅｃｈｎｉｃｓ．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ｆｏｒｇｅｔｔｉｎｇ”，ｗｈｉｃｈｉ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ｏｎ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ｐｌａｃｅｓｔｈ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ｅｃｈｎｉｃｓａｎｄｔｉｍｅａｓｔｈｅ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ｏｆＢｅｉｎｇ．Ｓｔｉｅｇｌｅｒ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ｅｓ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ｆｏｒ
ｔｈｅｎｅｇｌ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ｉｍｅｉｎｔｅｃｈｎｉｃｓｂｅｃａｕｓｅｔｈｅｌａｔｔｅｒｈａｓｆａｉｌｅｄｔｏｐｒｏｐｅｒｌｙ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ｗｈｏ”ａｎｄ“ｗｈａｔ”．Ｓｔｉｅｇｌｅｒｓ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ｐｉｎｐｏｉｎｔｓ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ｈａｓｈｉｓｏｗｎ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ｅｃｈｎｉｃｓ；Ｂｅｉｎｇ；ｔｉｍ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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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第４页。
参见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１》，第９７－９８页。
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第３６页。
参见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１》，第２２５页。
按照张一兵教授的说法，斯蒂格勒甚至不知道 《海德格尔全集》第６５卷 《哲学论稿 （从本有而来）》的出版。参见张一

兵 《斯蒂格勒：西方技术哲学的评论》，《理论探讨》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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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尔默政治伦理学的核心议题及其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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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一员，维尔默无疑也受到学派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态度以及

社会批判理论传统的重要影响。其政治伦理学的核心议题可以分为对商谈伦理学的批判和重构以及对

民主伦理学的构想。前者是维尔默转向政治伦理学研究的理论起点，引起了其关于道德原则与合法性

原则，亦即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区别和联系问题的思考；后者构成了维尔默政治伦理学的核心内

容，关注的是现代民主政治的规范性基础及其现实形式问题。总的来看，维尔默很少谈论人性的道德

本身是什么，亦即很少谈论一种拘泥于元伦理学的道德命题，而是更多地关注诸多规范性原则的现实

情境及其实践的可能性，其政治伦理学对批判理论语言学转向的必要性和正当性进行了揭示。

关键词：政治伦理学；商谈伦理学；民主伦理学；道德；语言学转向；社会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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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布莱希特·维尔默 （ＡｌｂｒｅｃｈｔＷｅｌｌｍｅｒ，

１９３３—２０１８）是介于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与第三

代核心成员之间的桥梁型人物，曾在２０世纪６０

年代末期担任哈贝马斯的科研助手，由于彼时的

哈贝马斯正处于 “五月风暴”的影响之下，因而

维尔默也被卷入其中，与哈贝马斯一起面对着同

样的社会现实和理论问题。出走法兰克福大学之

后，维尔默历任康斯坦茨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教

授，他的早期作品主要集中于对批判理论和实证

主义的研究，如 《作为认识论的方法论：波普尔

的科学理论》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ｅａｌｓＥｒｋｅｎｎｔｎｉｓｔｈｅｏｒｉｅ：

ｚｕ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ｓｔｈｅｏｒｉｅＫａｒｌＲＰｏｐｐｅｒｓ，１９６７）和

《批判的社会理论与实证主义》 （Ｋｒｉｔｉｓｃｈｅ

Ｇｅｓａ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ｓｔｈｅｏｒｉｅｕｎｄＰｏｓｉｔｉｖｉｓｍｅｓ，１９６９）等。随

着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学的逐步形成，维尔默受其

影响，其研究方向也开始转向关于伦理学的规范

性建构问题，《实践哲学与社会理论：批判的社

会科学的规范基础问题》 （Ｐｒａｋｔｉｓｃ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ｕｎｄＴｈｅｏｒｉｅｄｅｒ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ＺｕｍＰｒｏｂｌｅｍｄｅｒｎｏｒ

ｍａｔｉｖｅｎ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ｅｉｎｅｒｋｒｉｔｉｓｃｈｅｎＳｏｚｉａｌｗｉｓｓｅｎ

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１９７９）便是其中一例。同时，不仅仅是

哈贝马斯，阿多诺的道德哲学也对维尔默产生了

巨大影响。在其 《决胜局：不可和解的现代性》

（Ｅｎｄｓｐｉｅｌｅ：Ｄｉｅｕｎｖｅｒｓｈｎｌｉｃ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ｅ，１９９３）

中，维尔默曾毫不犹豫地指出阿多诺是法兰克福

学派的真正领袖①，这一观点也同样较早地在维

尔默的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辩证法：阿多诺以来

的理性批判》 （ＺｕｒＤｉａｌｅｋｔｉｋｖｏｎＭｏｄｅｒｎｅｕｎｄ

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ｅ：ＶｅｒｎｕｎｆｔｋｒｉｔｉｋｎａｃｈＡｄｏｒｎｏ，１９８５）中

有所体现。在８０年代后期，伴随着哈贝马斯商

谈伦理学的成熟和完善，维尔默对于哈贝马斯的

商谈伦理学的批判性越发强烈，并在一定意义上

演变为维尔默以康德哲学为标靶对批判理论视域

下的道德哲学的再批判，这些内容集中现在 《伦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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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与对话：在康德那里与商谈伦理学中的道德

判断要素》（ＥｔｈｉｋｕｎｄＤｉａｌｏｇ：Ｅｌｅｍｅｎｔｅｄｅｓｍｏｒ

ａｌｉｓｃｈｅｎＵｒｔｅｉｌｓｂｅｉＫａｎｔｕｎｄｉｎｄｅｒＤｉｓｋｕｒｓｅｔｈｉｋ，

１９８６）中。例如，维尔默这样评价道：“阿佩尔

和哈贝马斯试图表明道德原则是奠基在论证的普

遍结构之上的。而我对迄今为止的对话伦理学的

异议，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它一方面依然是过于

康德式的，另一方面又不够康德式”。① 而所谓的

“过于康德式”，指的是 “伦理学必须走出绝对

主义与相对主义的虚假的非此即彼的处境，这就

是说，道德和理性不会随着最终一致或终极奠基

的绝对主义一道沉浮”；所谓的 “不够康德式”，

则是指商谈伦理学在道德与法律问题的区分上并

未像康德的道德哲学所做出的那样清晰明确。②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一员，维尔默的政治伦理学

无疑也受到学派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态度

以及社会批判理论传统的重要影响。相较于哈贝

马斯而言，维尔默对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

“重建”走得更远，其理论内容也更加集中于对

政治伦理学的论述。

一、维尔默政治伦理学　
　　对商谈伦理学的批判

　　对商谈伦理学的批判和重构是维尔默政治

伦理学建构的起点。商谈伦理学要求 “只有那

些符合 （或可能满足）所有受到影响的实践话

语参与者认可的规范，才能声称是有效的”。③

这是哈贝马斯在普遍语用学的基础之上，以主

体间的理性共识建立起来的一种道德普遍主义，

它是哈贝马斯试图弥合事实与价值之间悖论的

努力，其最基本的程序性规范一方面来自于在

实践中对有关规范的普遍有效性的检验，另一

方面则来自于对这些规范共识达成的条件和规

则的分析。哈贝马斯对商谈伦理学给予如下表

述：“商谈伦理学一部分继承了康德，一部分依

赖于理性的自然法，同时也吸收了功利主义的

观点。按照韦伯的理解，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

认知 主 义 的 责 任 伦 理 学 （Ｖｅｒａｎｔｗｏｒｔｕｎｇｓ

ｅｔｈｉｋ）。”④ 经过了长期在普遍语用学的框架内

关于主体间性的道德意识以及伦理规范的讨论

之后，商谈伦理学的目标已然十分鲜明，即消

解话语的统治，高扬话语权力的平等和自由，

为实现道德的社会交往确立社会规范。其前提

是进行交往行为和对话的人要拥有理性的语言

资质和道德资质。“所谓语言资质，即能够说出

某一社会的成员共同使用这一语言的合乎规范

的句子或话语，并且其他社会成员能够理解他

所说的意思。”⑤ 而道德资质则是在科尔贝克的

道德意识阶段论上予以阐发的，它要求正当的

行为是要根据与自我选择的伦理原则相一致的

合乎良心的决定来确定，这些原则同时又必须

合乎逻辑上的完整性，普遍性和一致性，它们

不是具体的道德原则，而是普遍的争议原则，

是互惠与人权平等的原则，是尊重作为个人的

人之尊严的原则。⑥ 此外，针对事实与价值之间

的理论断裂，哈贝马斯还受到斯特劳森的道德

现象学影响，后者认为个人的一般性的情感反

应都涉及道德的有效性问题，并且将道德现象

视为是从参与者的施为性态度中推导出来的。

这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哈贝马斯以普遍语用学的

分析方法来论证道德规范有效性的条件问题。

因为根据普遍语用学的语言分析，不论是以摩

尔为代表的价值论直觉主义、以史蒂文森为代

表的情感主义伦理学还是以图尔敏等人为代表

的规定主义伦理学，它们在本质上都是仅仅以

第一人称的意识哲学的主体性话语来理解道德

判断，从而排除了伦理学的规范性探究意义并

最终滑向道德怀疑主义。哈贝马斯希望能够借

助 “理想言谈情境”（ｉｄｅａｌｅＳｐｒｅｃｈ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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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德］韦尔默：《伦理学与对话：在康德那里与商谈伦理学中的道德判断要素》，罗亚玲，应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第４页。
参见 ［德］韦尔默 《伦理学与对话：在康德那里与商谈伦理学中的道德判断要素》，第４页。
Ｊüｒｇｅｎ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Ｍｏｒａｌ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Ａｃ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ｂｙ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ＬｅｎｈａｒｄｔａｎｄＳｈｉｅｒｒｙＷｅｂｅｒＮｉｃｈｏｌｓｅ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Ｐｏｌ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ｐ６６
［德］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１卷，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２９１页。
龚群，陈真：《当代西方伦理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３４８页。
根据科尔贝克 “道德意识阶段论”的第六阶段内容，哈贝马斯认为只有这一阶段的道德规则才符合道德资质要求。



话语共识的规范性确定下来，使之形成一种由

主体间的交往理性确定下来的真理共识；反过

来，这种真理共识的证得也为商谈伦理学的规

范性原则提供具有普遍性的道德基础。对此，

哈贝马斯将真理视为合理共识的基本内容。这

是哈贝马斯对商谈伦理学为何要构建一种语用

学基础的回答，是对意义理解与行动规范之所

以具有内在关联性的理解和论证。然而维尔默

认为，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虽然能够在一定

的实践经验范围内确定话语共识，但是这最多

只是一种合理共识而不是真理共识，二者之间

存在质的差别。这表明，维尔默并不是以一个

继承人的身份来承袭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

而是更多地反思商谈伦理学自身存在的问题，

并把公共自由和民主伦理作为其政治伦理学的

核心关切。他一方面承认商谈伦理学的基本立

场以及规范性意义；另一方面，正如哈贝马斯

提出要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规范性重

建一样，维尔默提出，要想克服道德哲学的形

式主义缺陷，就必须对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

进行批判和重构。维尔默认为，商谈伦理学在

哈贝马斯那里已经完成了一个关键步骤，即 “从

范畴上把合理性和行动的类型区分出来，特别是

把工具合理性和工具性行动与交往合理性和交往

行动区分开来”。①只不过在他看来，商谈伦理学

的真理共识论前提以及关于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

之间关系的含混处理方式必须得到修正。

哈贝马斯将真理共识与合理共识几乎等同，

这是一种形式主义的刻画，因而所谓的 “真理

共识”也就不能反过来为商谈伦理学的规范性

原则提供前提性支撑。这便是维尔默对哈贝马

斯商谈伦理学的规范性基础做出的首要批判

———真理共识论批判。维尔默认为，真理共识

论的基本观点，实际上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

一是共识的合理性等同于 “理想的言谈情境”

的形式化结构特征；二是将真理定义为合理共

识的内容。对此，维尔默指出：（１）共识的合

理性不能以一种形式化的方式界定；（２）共识

的合理性与共识的真理性不能等同；（３）合理

的共识不能作为真理的标准；（４）一个不能把

共识当作标准来解释的合理共识论，即使在内

容上不是空洞的，也不能用来支撑商谈伦理学

的普遍化原则。维尔默之所以对此展开批判，

并不是想要彻底否定商谈伦理学的积极意义，

实际上他十分赞同在处理规范性问题时从意识

哲学向语言哲学进行范式转换的做法，只不过

他希望能够比哈贝马斯更彻底地摆脱纯粹的形

式结构描述。因为他已然看到，哈贝马斯为了

弥合真理共识与合理共识之间的差别时，已然

滑入了无限共识论，这最终必然使得原本以超

越形式主义伦理学的商谈伦理学重新陷入康德

道德形而上学的窠臼。

在对真理共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之上，维

尔默开始重新思考商谈伦理学中的普遍化原则

（即Ｕ原则）问题。在哈贝马斯那里，商谈伦

理学的普遍化原则是指 “所有受到影响的人都

能够不经强制地接受其结果以及随之而来的附

加影响，并且可以预见的是，其 （对于规范

的）普遍遵守将使每个人的利益都能得到满足

（并且这些后果比已知的其他的替代规则更可

取）”。② 哈贝马斯将普遍化原则视为一种兼具

道德规范与合法性规则的原则，并将其涉及的

程序合法性的相关命题放置在政治伦理学的核

心位置上来加以阐述。这在维尔默看来是完全

错误的混淆做法。因为根据商谈伦理学的共识

论前提，普遍化原则首先解决的应当是道德原

则的普遍主义，而不是合法性原则的普遍化；

然而根据普遍化原则的表述，维尔默发现其普

遍可接受性概念仅仅适用于解释法律合法性，

而不能扩展至道德规范的有效性上来，并且一

种道德原则的普遍主义能否作为合法性原则的

普遍主义来加以理解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由

此便引入了维尔默关于政治伦理学之问题域的

重新思考，最直接的就是关于道德原则与合法

性原则，亦即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区别和联

系问题。实际上，这仍旧是黑格尔与康德之间

的争论分歧。黑格尔的法哲学认为伦理学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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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哲学是统一的，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则认为

二者是分离的，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在关注

规范性原则的实质性内容时更加接近于黑格尔

主义，但是就其论证道德的基础性来源问题上

则仍旧是康德主义的，这种模糊化的处理方式

在维尔默看来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一

伦理学的研究议题最终成为维尔默政治伦理学

研究的思想起点。

二、维尔默政治伦理学　
　　对民主伦理学的构想

　　对民主伦理学的构想是维尔默政治伦理学

的核心内容。维尔默的政治伦理学将民主作为

一种伦理诉求，追求一种 “伦理生活的民主形

式”（ｔｈｅ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ｏｆｅｔｈｉｃａｌｌｉｆｅ）。这实际上是

承接了黑格尔以来的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传

统。在现代政治伦理中，民主概念对差异化的

权利诉求和多元价值的承认有着直接的理论关

联。民主政治的实践经验与民主价值的伦理争

论已然成为现代政治秩序的热门议题。黑格尔

的自由主义权利是在一种普遍性的伦理生活中

才能够得以实现的权利形式，但是现实的民主

诉求却必须在一种能够诉诸实践的伦理框架内

得到发展。因此，一方面，政治伦理必须直面

个人对于民主价值的基本需要；另一方面，民

主价值反过来对个人参与政治实践的过程提出

了规范性要求。维尔默的政治伦理学希望 “把

自然权利理论的传统纳入一种共同体主义的伦

理生活观念之中”①，从而建构出一种能够调和

个人主义与共同体主义的民主伦理学。民主的

伦理生活必须具有程序性，它要求 “并不确定

良善生活的具体内容，而只确定多元互竞的善

观念的一种平等主义的和交往共存的形式”。②

而在现代社会中，需要赋予政治伦理以民主的

价值，并且区分道德与法律的规范性问题的基

础之上对社会多元主体间的交往实践进行规范

性要求，才能逐渐使之建构成为一种区别于传

统习俗的新的伦理秩序。在这种意义上，维尔

默的民主伦理学实际上就等同于维尔默的政治

伦理学，其关注的是现代民主政治的规范性基

础及其现实形式问题。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分别

剖析维尔默在论述民主伦理学的致思路径：

（１）作为一种规范性的学说，民主伦理学的规

范性基础在本质上能否诉诸道德规范与法律规

范的普遍统一性；（２）在民主政治当中，其赖

以形成规范原则的共识机制本身究竟是由抽象

的形式主义程序确定下来的，还是由经验性的

实践归纳而来的；（３）民主共识在多大程度上

与道德原则相契合，如何实现民主生活与伦理

生活的统一。

首先，维尔默用大量的篇幅来论证道德规

范与法律规范之间的区别，其本质上是对伦理

生活与政治生活之间关系的一场辩论，目的在

于确立其民主伦理学所聚焦的基础性问题。在

维尔默看来，道德和法律规范之间有三个特有

区分：第一，道德规范是与一种规范有效性要

求的奠基联系在一起的，法律规范则是与一种

规范的社会的 （并从而在一定意义上是事实

的）有效性联系在一起的；第二，法律规范对

于一种特定的实践通常是构成性的，没有大量

构成性的规则就不可能设想法律体系，因而其

往往把自己表现为体系的形式，而道德规范关

心的则是既定行为是否正确的问题；第三，法

律规范通常与外部制裁联系在一起，道德规范

则并非如此，与法律上正确的行为形成对照，

道德上良善的行为并不能强制执行。综合以上

三点来看，“一种普遍主义的道德原则应当与合

法性的民主原则区分开来”。③ 这意味着，民主

伦理学所聚焦的基础性问题一方面涉及道德规

范和法律规范各自拥有何种普遍性及其相应的

适用范围，另一方面则是关于法律规范与道德

规范之间的实践分野。这两方面都对现存民主

理论本身产生了极大影响。

在民主政治当中，无论是从道德规范的角

度来论证民主的合理性，还是从法律规范的角

度来论证民主的合法性，都涉及交往主体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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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机制问题。在商谈伦理学所关注的政治伦

理学中，关于共识的形成和产生存在两种理论

可能性：其一认为共识本身就是由抽象的形式

主义程序确定下来的，其二则认为共识实际上

乃是源于经验性的实践归纳。而在维尔默这里，

对这两种共识形成基础的区分，实际上对应于

康德伦理学基本思想与霍布斯以来现代自然法

契约论结构基本特征的区分，前者过于注重形

式主义对于共识的普遍确定性意义，后者则易

于滑向实践对于共识形成的特殊影响。虽然商

谈伦理学正是希望将这两者进行综合，它把抽

象的形式主义程序仅仅当作一种确定共识的结

构而非共识的内容，将主体间的交往实践视为

共识内容唯一来源，这本身是对意识哲学的一

种超越。但是无论如何，商谈伦理学中所有参

与者的合理共识概念是一个不可能的概念，因

为只要将商谈伦理学的共识前提放置在现实的

民主政治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通常情况下民

主决策不能依据所有参与者的话语共识来建立，

而是要以较高程度的共识作为民主合法性的基

础。因此，在重要的权利问题中不可能有罗尔

斯意义上的纯粹程序正义。在民主政治当中，

其赖以形成规范原则的共识机制仍旧是值得探

讨的命题，正如维尔默在 《人民与主权》中所

说：“如果人们像哈贝马斯一样假定，所有阶段

的法律判决都只是由于所有参与者的合理共识

而获得合法性，那么立刻就清楚，为什么规范

判决的兑现必然事先赋予其相应的规范有效性

要求：判决并不能够期待规范共识”。① 在这个

意义上，“判决就意味着合理共识与法律事实创

造之 ‘事先的’断裂，最终并不包括暴力转变

为法律实施的合法性。”②

此外，维尔默对共识性问题的追问走向了

一种关于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理解。民主

的规范性共识在多大程度上与道德原则相契合，

被具体体现在人权与公民权的辩证法当中，这

正是一种个人的特殊性与多大程度、何种层面

的共同体达成和解的问题。在维尔默看来，公

民权总是指涉及权利共同体，或者说，只有在

权利共同体中公民权被承认为一种权利，而人

权总是代表一种普遍主义的道德概念，这就形

成了人权与公民权之间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

张力，在人的交往共同体当中，人权的共识和

公民权的共识往往关注于不同的侧面，后者被

视为是从前者向天然的权利形式的转变。在现

代意义上，人权概念还总是关涉到政治合法性

问题，它总是以一种 “自然”权利的形式为政

治提供合法性基础，并且必然关涉到法律的制

定问题。与此相对，“公民权则是处于或对立于

一定的权利共同体的法律权利 （无论如何，就

这个概念而言）而作为权利被提起的”。③ 就

此，特殊主义的公民权与普遍主义的人权之间

在政治合法性问题上总是处于复杂的关系之中，

并且常常表现为结构性的冲突，一方面，“与公

民权特殊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民主政治特殊主义，

为不属于特殊主义的人权实现带来了消极后果；

人们只能思考经济政策、外交政策、环保政策

和当代西方工业社会的政治避难政策”。④ 但是

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以道德为基础的人

权在向着由法律认可的公民权的转变过程中，

还应当建构出一个新的民主合法性类型。就此，

人的交往共识演变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个人在

人类共同体中对于人权的普遍共识，另一种则是

个人处于某一政治共同体中对于公民权的特殊性

共识。这两种共识能否走向一致，乃是民主伦理

能否形成道德共识的具体表现。维尔默对此给出

了德国将尊严这一道德原则写入宪法的例子。在

他看来，这意味着无论是作为主权德国的本国公

民还是外国公民在法律中都具有了一种 “人权”

保障。又比如在对政治避难者的申请延期的批复

情况中，“人权侵犯，通过宪法即通过法律而被

禁止，不论对德国公民还是外国难民都是一样

的”，⑤ 这种 “对非公民的人权的认可并将它转

变为民主法律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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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与对公民权的认可是并行不悖的”。①这实际上

是要求实现一种世界范围的道德共识，一种普遍

的民主变革。因为单一主权国家对于其他国家被

侵犯人权公民的接纳是有限度的。因此，“人权

普遍主义要求民主的公民权的普遍化；在世界公

民社会中，人权能够变为保护的和被认可的权

利”。②如此一来，一种规范性的共识本身便具有

了历史地发展向度。

三、维尔默政治伦理学的理论意义

关于政治伦理的思考，哈贝马斯指出，“黑

格尔耶拿时期所阐述的精神哲学的理论体系的

特殊地位，至今并未得到足够的考虑”。③ 而这

一发现不仅影响了其本人对于交往主体的发现，

更是对其后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们产生了重大

影响。哈贝马斯甚至早早便开始重新考量了马

克思关于无产阶级 “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

器”这一经典表述，并在 《理论与实践》中指

出 “政治对话在公众社会中，在政党和社会团

体中，在议会中纯粹是假象”④，因为现实的利

益服从了权力以及权力的平衡，它与启蒙以来

的价值理性相去甚远，这也是马克思批评建立

资产阶级民主，同时也公开否认资产阶级的理

想的根本原因。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至今，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

法兰克福第三代学者开始真正转向政治伦理的探

究。 “所谓 ‘转向’，可以从两个角度理解：一

是指研究思路、基本观点转变；二是指研究领

域、研究侧重点转变，这里的 ‘政治伦理转向’

是从后面意义上说的。”⑤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

的诸多著作中，哈贝马斯对法权本身所蕴含的事

实与价值之间的张力关系、公民身份认同、民族

国家、多元主义等一系列政治概念放置于商谈伦

理学的规范性之下，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讨论，

其思想不仅在德国内部影响了一大批优秀理论

家，而且更是与罗尔斯、德沃金、卢克斯等当代

政治哲学家产生了持久的论辩，其思想中既有着

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法哲学传统的继承和改造，也

有着对韦伯等社会学家关于价值理性的当代审

视，同时也兼具了对后现代主义关于政治伦理价

值分歧的批判性看法。在哈贝马斯政治伦理思想

的指引之下，当代德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政

治伦理转向经由维尔默的阐发，最终在霍耐特的

“承认理论”中得以完成，其中最重要和关键的

联结点就是维尔默。

作为哈贝马斯的助手，维尔默廓清了商谈

伦理学的理论脉络，并对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

批判理论进行了重新梳理，他的政治伦理学对

批判理论语言学转向的必要性和正当性进行了

揭示。维尔默对此谈到，“我与阿佩尔和哈贝马

斯一样，抓住了从形式主义伦理学到对话伦理

学的过渡和从意识哲学到语言哲学的过渡之间

的联系”。⑥ 同时可以看到，维尔默在批判理论

自身的发展问题上没有认同哈贝马斯对于后现

代主义的非理性主义排斥，而是认为批判理论

本身有必要接受后现代主义的积极要素，比如

对于价值多元和历史偶然性的承认等。因此在

这一点上，维尔默是少数有意同后现代主义以

及法国新理论家进行严肃对话的社会批判理论

家。维尔默的道德学说之所以被视为是一种政

治伦理转向，正是由于维尔默将商谈伦理学的

道德规范性转化为政治伦理中的规则合法性。

他很少谈论人性的道德本身是什么，亦即很少

谈论一种拘泥于元伦理学的道德命题，而是更

多地关注诸多规范性原则的现实情境及其实践

的可能性。商谈伦理学实际上已经在一种普遍

语用学的层面上规定和限定了道德规范性的产

生和实践条件，维尔默的突出贡献则在于他将

哈贝马斯 “理想化言谈情境”还原为现实，并

使之不再需要一种形式结构来框定规范性的道

德普遍化。在现实社会政治的条件下，如何保

证自由民主制度和法律权利不与一种普遍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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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权道德相违背，这是维尔默留给我们的一

个重要的政治伦理命题。无论是人权与公民权

之间的联系与张力，还是民主伦理的合法性根

基，都是在一种政治公共性的层面上，来讨论

道德规范与合法性之间各自的用武之地。在这

一层面上，道德应当成为实践行为的合法性来

源，但是合法性本身并不等于道德规范性。可

以说，维尔默的政治伦理学对于法兰克福学派

乃至整个战后德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 “政治

伦理转向”作出了突出贡献，并尝试性地促进

了批判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和解。哈贝马

斯曾多次直言他晚期的许多著作，尤其是在政

治伦理转向的问题上受到维尔默的影响，这集

中体现在哈贝马斯的 《事实与规范之间》中，

在那里，维尔默的 《现代世界中的自由模式》

与 《伦理学与对话》的影响多次出现。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维尔默这里

承担了一种可供问题切入的导入者角色，他把

关于无产阶级社会的政治构想视作一个讨论道

德问题的出发点，认为 “马克思的这一构想以

及这一构想在哈贝马斯那里的重构形式的问题

在理性主义的理性概念和自由概念的固定结构

之中”，而问题在于，“理想的标准本身———就

其自然本质而言，这一问题正是维特根斯坦论

及日常语境时看到的问题，即不存在 ‘精确性

的理想’”。① 这一致思路径最终导致维尔默将

其自身的历史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主义

区别开来，他的一个重要论点就在于把抽象的

规范原则和规范价值具体化为具体的历史叙事

和社会实践，但是与此同时包容和承认了具体

历史偶然性的存在。由此，现代性问题不再是

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后现代主义也仅仅作为现

代性的历史延续而存在。就现代性本身而言，它

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日常交往实践。对此，维尔默

希望能够将哈贝马斯已然阐明的商谈伦理学的规

范性在政治伦理学当中再次重建，并以一种共同

体主义的价值立场将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与商谈

伦理学结合起来，促使其形成一种能够介之于形

式主义伦理学与商谈伦理学之间的民主伦理学。

在维尔默这里，他极力反对哈贝马斯对普遍主义

的道德原则与合法性的民主原则采取的模糊化态

度，并且对真理共识论这一商谈伦理学的基本前

提产生质疑。他不仅要在规范性问题上将商谈伦

理学完全放置在现实的应用性层面上来理解，而

且还希望能够在一种后形而上学的语境之下阐明

后现代主义的积极意义。“相较哈贝马斯为了捍

卫现代性对后现代主义拒绝显现的被动坚守，维

尔默立足后形而上学视域对二者关系饱有和解意

味的重建似乎更显洞察力。”② 按照维尔默的观

点，后现代主义不应当被现代主义所拒斥，恰恰

是在历史主义的层面上，后现代主义 “就其道德

和理智的实质而言，仍然是伟大的欧洲启蒙传统

的继承者，而不是终结者”。③ 因此可以说，正是

对批判理论的规范性基础重建为维尔默的政治伦

理学提供了理论前提，而对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问题的历史主义认知则构成了维尔默论述政治伦

理学的重要视角。

然而从维尔默的致思路径来看，他并不是

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辩护者。在维

尔默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构想的问题在于，它

没有足够严肃地对待黑格尔对启蒙—理性主义

的自由概念和———个人以及社会的———理性自

决概念的批判”。④ 因此，在很多时候他都在试

图论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在理论与实践的关

系中可能存在矛盾，认为马克思的 “感性实

践”隐含着固有的政治涵义，并以此来表明马

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符合其认识论标准。

因此，与其说维尔默将批判理论视为马克思主

义的继承者，不如说他将批判理论视为一种马

克思主义的修正者，是一种黑格尔主义的马克

思主义。虽然维尔默的政治伦理学尚未脱离马

克思主义伦理学所关心的现实问题，但是在维

尔默的眼中，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是对

市民社会要求与现实之间内在矛盾的揭示，根

本上仍是对黑格尔哲学的一种承袭和激进的发

展，即对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采取的是一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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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上的统一性理解，他对此指出：“马克思关于

自由、平等、所有制与等价交换内在关联的分

析清楚地表明，这非常接近于黑格尔分析的缩

写。”① 维尔默还认真反思了马克思关于革命伦

理与人性的问题，他在批判理论关于马克思主

义革命观进行修正的意义上有着独到的见解，

指出：“首先，在马克思那里丧失了双重含义的

历史重新获得了双重含义；第二，有关革命必

需的所有预设可能 ‘成熟’起来的思想现在变

得可疑了：向自由王国的过渡似乎在历史的每

一个瞬间都有可能，人们必需认识到这一点。”

②他深刻地认识到，“马克思比黑格尔更加清楚

地意识到他的时代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社会的

灾难性的、非人道的和异化的方面。因此，他

不是把黑格尔所谓现代国家的主要成就———普

遍性与特殊性的调和，在一种普遍解放的主体

性的条件下恢复实质性的 ‘伦理生活’，也就

是建立一个没有奴隶的城邦———当作已被实现

的，而是当作还要在共产主义革命中提出的人

类的历史任务”。③ 但是在维尔默看来，马克思

的这种以通过资本主义交换关系的普遍化、生

产力的无限发展、经济危机的不断加剧以及革

命的无产阶级不断产生的现实历史的辩证法来

解释人类未来解放的尝试，是一种忽视了现实

历史的偶然性的错误。他认为，“马克思事实上

又被带回到乌托邦思想的绝境中，只不过现在

它们是以伪装的形式出现的”。④ 之所以说马克

思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种 “伪装”起来的乌托

邦，是因为维尔默认定马克思在批判了现代性

条件下的自由的建制化的黑格尔式问题之后，

并没有形成一种现实的非建制化的具体的自由

理论。自由王国奠基于生产者的自由联合的观

念很有可能最终成为集体生产过程的乌托邦观

点。马克思把劳动的非人性以及资本主义社会

缺乏对经济的民主控制同以普遍人权原则为基

础的形式法律同一起来，这导致他得出一个结

论：只要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就可以为恢复社

会中的自由人性扫清障碍。然而，维尔默的这

一结论实际上并未跳出抽象理论的形式逻辑藩

篱。马克思意义上的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必须

以现实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而不是超越历

史发展阶段的空想。自由的现实基础被马克思

归结为物质基础而不是精神，无产阶级的革命

以及资产阶级的灭亡同样是以生产方式的发展

为前提，这其中包括资本主义法律和道德原则

的摧毁以及共产主义组织原则的重建可能性，

并且马克思从未声称一种共产主义的社会无须

规范性的建制，只不过这种规范性建制并不是

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为前提，而是必然代之

以自由的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和交往模式，这并

不能说明马克思的自由理论是否为建制化或非

建制化。此外，在方法论上，虽然维尔默意识

到马克思所论述的共产主义社会不是一种单纯

的理想而是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辩证否定的

必然结果，但是显然维尔默却没有真正认识到

马克思关于现实社会历史的具体发展的现实意

义，继而将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的自由统一和

团结混同为一种现实的乌托邦，因为显然，所

有制关系的现实变革所产生的实践影响并没有

被维尔默实际地考虑进去。他采取了一种倒退

的抽象的观念方案，即没有在历史中推进马克

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规律，而是以特殊的偶

然性来反对社会历史的一般规律性，这从根本

上是不符合马克思关于特殊与普遍之间关系的

辩证法论断的。

此外，对于历史观，维尔默没有采取历史

唯物主义的发展必然性态度，而是发展了一种

偶然性的历史观。在他看来， “随着历史的进

步，也就是当进步 （进步也是灾难）越来越

多，不但不自由和奴役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自

由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⑤ 这促使他赞同一种

对其他文化历史 “偶然性”的尊重。不过，在

其深层次上仍旧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自由民主意

识形态，他认定西方民主政治的公民权虽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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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时代被客观条件所限制，但是它一定是作为

一种实现普遍人权的起点出现的，并将之视为

一种未来世界公民社会得以实现普遍人权的核

心方案。他甚至承认， “向 （世界）公民法状

态的过渡已经包括了 ‘伦理中的悲剧’，作为

特殊文化传统的相对化同时意味着它的变革，

至少被部分地剥夺了权力”，并且这种 “部分

地剥夺权力的过程肯定也是学习和解放的过

程”，我们甚至应当保证我们自己忘记 “这个

过程中强加给部分参与者的伤害和非正义”。①

他还强调，“民主并不能仅仅为自己作为民主的

生存而斗争，而不同时为其对手的人权，最终

为所有人的人权而共同斗争”。②

相对于自由主义民主的个体自由的来说，

以维尔默为关键联结点的法兰克福学派政治伦

理转向，其所倡导的民主伦理尝试在保证主观

良心和个人自由不被过度制度化的伦理所遮蔽

的前提下，通过一种程序正义来保障自我实现。

其中，对政治伦理的扩展以及对社会规范的经

验重构就成为民主伦理学进一步发展的选择路

径。并且，对习俗和规定关于伦理价值的固定

化和转化所做出的贡献加以讨论不可避免地成

为实现差异化的 “好生活”的关键。讲民主的

“好生活”既不是个人或者自由主义的抽象的

自我实现，也不是单纯依靠某种形而上的制度

或者概念就能一蹴而就的，它必然要求一种持

续的历史性的实践，而这种实践最为具体的形

式就是参与民主生活的个人与社会所进行的政

治 “互动”。一方面，民主的实现要求把民主

的生活伦理化、规范化，进而促成伦理生活的

民主形式；另一方面也要防止伦理生活过度

“制度化”，保留必要的个体主观自由和权利。

这就需要一种民主政治的共同体主义的伦理建

构方式。正如维尔默所言：“黑格尔已经在努力

表明，自由主义权利的本真实现只有作为现代

形式的共同体主义伦理生活的实现才是可以想

象的。”③ 在维尔默之后，霍耐特以承认伦理学

对民主伦理学进一步发掘和延伸，提出了反思

性的合作民主概念，力图在共同体中实现民主

程序与自我实现的调和。这在商谈程序之外为

民主价值的现实实现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论。

在日益多元化、异质化的社会中，若要在充分

尊重民主价值的前提下达成某种一致的政治意

见和政策方案，就不应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

而是要把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合作意识纳入

到民主伦理的规范中来。换言之，要想避免在

一种普遍主义的道德原则和一种程序主义的合

法性原则之间产生混淆，就要在现实的社会结

构与民主实践的相互作用中把 “讲民主”与

“好生活”的期待联结起来。

■责任编辑／张瑞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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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德］维尔默：《人权与民主》，王凤才译，《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德］维尔默：《人权与民主》，王凤才译，《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德］韦尔默：《后形而上学现代性》，第２３５页。原文 “共同体主义”翻译为 “社群主义”，这里考虑用词与文章其他部

分保持一致，故在引文时选择使用 “共同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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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天下”为何 “一气耳”？

——— “道”“气”与庄子宇宙观辨正

章启群
［北京大学，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摘　要：庄子宇宙观主要由 “道”论和 “气”论构成。相比 《老子》 “道”论的笼统粗略和神

秘的特点，庄子 “道”论细致明晰，具有经验可证的性质，是对于 《老子》“道”的思想飞跃。庄子

认为，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基质，本身不是 “道”。因为万物皆 “以息相吹”，每个人类个体人不能

例外，吸气而生，闭气而亡。这与是否得 “道”无关。万物的构成可能与气的不同种类以及组合排列

相关。但是，气的运行所遵循的规律则是 “道”。庄子宇宙观，虽然与古代希腊的自然哲学也有交叉

和相似的地方，但显然不能完全等同。

关键词：庄子；老子；道；气；宇宙论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３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３）０６－００５６－１３

　　古代汉语 “宇宙”指上下四方和古往今来

之意。现代汉语 “宇宙”一词是英文 ｃｏｓｍｏｓ的

对译。可见古今汉语中 “宇宙”意涵不尽相

同。本文所用 “宇宙”一词即指 ｃｏｓｍｏｓ之意，

非古汉语 “宇宙”之意。

庄子宇宙观主要由 “道”论和 “气”论构

成。庄子认为，宇宙的发生和万物的化育，在

根本上归因于 “道”。 “道”是宇宙万物的本

原。然而， “道”不可见、不可闻、不可嗅、

不可触碰，是人类所有外在感官无法认知的。

而展示在人类面前的大千世界则是万紫千红、

千奇百怪。就是说，从人类感知的角度说，

“道”是 “无”，而大千世界是 “有”。那么，

“道”是如何从无到有的？在 “道”与大千世

界之间是否有个介质？同时，这个介质是否也

是构成大千世界最基本的元素，即外在世界的

以及整个宇宙的基质？

本文就此问题展开，并对于学术界涉及此

问题的专家学者的观点进行辨析。期望方家不

吝赐教，并由此推进庄子哲学研究的深入。

一、庄子 “道”与 《老子》

“道”之差异　　　

　　老庄并列，皆为道家奠基人。学界一般都

认为他们关于 “道”的思想相近。其实，它们

有同有异，而且差异很大，甚至有质的区别。

庄子对于 “道”有一些具体描述。从表象

上看：

渊渊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终则复始也，运

量万物而不 （匮）〔遗〕。则君子之道，彼其外

与！万物皆往资焉而不匮，此其道与！（《知北

游》）

夫道，于大不终，于小不遗，故万物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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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广乎其无不容也，渊乎其不可测也。 （《天

道》）

夫道，渊乎其居也，誒乎其清也。……荡

荡乎！忽然出，勃然动，而万物从之乎！（《天

地》）①

“运量万物而不匮 （遗）”，意即支配运化

万物而不遗漏。庄子形容 “道”为 “渊兮”

“魏魏乎”（巍峨之貌）“广广乎”“誒乎”（水

幽深清澈之状） “荡荡乎”。这里的 “渊”是

《老子》与庄子形容 “道”共同使用的词语，

意义有相交之处。《老子》曰：“道冲而用之或

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四章）② 但是，《老

子》把 “道”比作 “冲”（即 “盅”），意谓空

虚。 《老子》还形容 “道”为 “夷” “希”

“微”（十四章），其实义同 “恍惚”。可以说，

“恍惚”是 《老子》描述 “道”的点睛之笔。

“恍惚”为浑沌之象，故很明显， 《老子》的

“渊兮”指幽眇、幽深之意，与下文 “窈兮冥

兮”义近。

庄子描述 “道”不见 “恍惚”之说。如果

说 《知北游》 《天道》引文中的 “渊”字不能

排除幽深、幽眇之意，那么 《天地》中的 “誒

乎”“荡荡乎”，则毫无疑问是关于水的性状描

述。可见，庄子的 “道”有水的性状。《老子》

说过：“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

几于道。”（八章）水 “几于道”确切表明水不

是 “道”。在全部 《老子》中，没有发现任何

关于 “道”的水的性状描绘之词。这是庄子与

《老子》关于 “道”的思想的一个重大差异。

因为 “道”与水有关联，让我们不免有很多联

想和推测。③

从特性看，《老子》认为 “道”不可指称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二十五章），不

能推问 （“不可致诘”，十四章）。庄子也说

“道”是不能通过一般的认识途径认知，言语

和思维都不能把握道：“道昭而不道”（《齐物

论》），“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 （《大

宗师》）。但是，如果 “道”超越了人类的任

何认知能力，那么，关于 “道”的学说就是

一个宗教或神秘主义的话题，无法成为哲学讨

论的对象。而道家的理论就是言说 “道”的

理论。因此，无论老子还是庄子，都力图告诉

人们，可以通过某种途径了解、体悟 “道”。

《老子》开篇说：“道可道，非常道。”意思是

不能用一般的言说来解释 “道”。由于 “道”

既不能明确地说，也不能用知识传授， 《老

子》认为，无知无为是悟 “道”的最好方式：

“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四十一

章）反过来，如果用学习知识的方法来学

“道”，则是南辕北辙： “为学日益，为道日

损。”（四十八章）

同样，庄子也认为 “道”“可传而不可受，

可得而不可见”（《大宗师》）。《知北游》中说

一个名叫 “知”的人，北游玄水，在名为 “隐

?”的山丘上，向一个叫 “无为谓”的人问

“何谓道”，无为谓不回答。而黄帝告诉他：

“无思无虑始知道，无处无服始安道，无从无道

始得道。”并说： “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如果说了 “道”，那就不是 “道”了。因为

“道不可致”。但是，庄子还认为：

道物之极，言默不足以载；非言非默，议

有所极。（《则阳》）

言说和沉默都不能体悟 “道”。面对这个

悖论，庄子也是采用 “非常道”的方式谈论这

个问题。《天地》篇有个寓言说，黄帝游赤水、

登昆仑，回来时把 “玄珠”遗失了。他先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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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本文所引 《庄子》皆出自章启群：《庄子新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８年。
本文所引 《老子》皆出自楼宇烈：《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９年。
出土的郭店楚简是战国时期的思想资料，其中 《太一生水》的宇宙模式由 “天—地—水”构成。而水是次一级的太一。

“太一生水”，再生天，再生地。在 《太一生水》的理论建构中，水比天、地更为本源。被称为西方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说：“万物

的本原是水。”这是西方人对世界认识的第一次哲学表述。古罗马晚期的普洛丁 （Ｐｌｏｔｉｎｕｓ）建构的哲学宇宙论体系是：宇宙万物的
本源是 “太一”，从 “太一”中流溢出 “世界大法”，从 “世界大法”中流溢出 “精神”，从 “精神”中再流溢出千千万万的个体

事物。“流溢”也是水的性状。现代科学发现，有水才会有生命。地球上的万物都是从水中演化出来的。宇宙中有水的星体可能会

有生命。而且，人类的早期文明都与水有关。两河文明、埃及文明、希腊文明，以至华夏民族的黄河文明，皆是沿河流、海洋而诞

生的。当然，庄子认为的 “道”肯定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水，只是具有某些水的性状。



有智慧的人 （知）、聪明人 （离朱）和善于声

辩行动迅疾之人 （吃诟）去寻找，皆无功而

返。最后被一个 “象罔”找到了。 “玄珠”当

是黄帝的至宝，象征 “道”。“象罔”即浑沌之

意。庄子认为 “道”是不可以用理性、思维、

语言把握的，只有浑沌之中能够得 “道”。庄

子用寓言手法言说此意旨，或可谓自解其 “连

环”，达到一种逻辑的自足。在如何言说 “道”

的问题上，庄子提出了具体的方法，即 “三

言”和吊诡的方式言说 “道”。这是庄子与

《老子》的又一个不同。

此外， 《老子》和庄子都认为 “道”是宇

宙万物发生的本源。但是， 《老子》有时说

“道”为 “无物”（“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

状，无物之象”十四章），有时是 “物”（“道

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

兮惚兮，其中有物”，二十一章）。而庄子则明

确指出 “道”非物：

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知北游》）

物物者非物…… （《知北游》）

杀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大宗师》）

这也是庄子与 《老子》关于 “道”的思

想的重大差异，可说具有本质的不同。因为，

原始宗教在解释宇宙万类起源时，基本上都用

人格神作为万物的创始者和最高主宰。这些人

格神都是有形之物。不管是希腊的宙斯、印度

的湿婆，还是中国的盘古、女娲，都是如此。

《老子》认为 “道”是一种物，应该带有原始

宗教的痕迹。而这些原始宗教思想在 《庄子》

中则基本消失。这从下面的文字中看得很

清楚：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

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

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

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

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大宗师》）

“情”义为情实。“自”为动词，意思是

“道”本身就是 “本”和 “根”。 “神”同

“生”，与 “生天生地”之 “生”一义。故

这里说 “道”“自本自根”“神鬼神帝”“生

天生地”“在太极之先” “在六极之下”，所

指具体明确，不难理解。说明 “道”是最高

本原，但不同于人格化的宗教造物主，并没

有渲染对于 “道”的恐惧或畏惧心理和神秘

色彩。庄子明确界定 “道”为 “非物”，与

原始宗教做了清晰的切割，因此是一种纯粹

的哲学表述。

由于 《老子》的 “道”还遗留宗教色彩，

因此，《老子》的 “道法自然”思想，就不仅

仅是一种自然、无为的意思。 “道”除了本

然、天然的意指之外，也具有一种令人恐惧的

力量：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

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

下贞。其致之，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

恐发，神无以灵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

侯王无以高贵将恐蹶。（三十九章）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

而自来，坦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三十七章）

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

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七十七章）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五章）

“一”即 “道”。《老子》的 “道”具有一

种超现实、甚至超想象力的力量，人力是无法

与之抗争的。因此，在 《老子》中，对于

“道”存在着一种敬畏甚至惶恐的心理。由此

更加说明， 《老子》中存有较浓的原始宗教遗

留。① 《老子》因此从天道自然伸展到治道无

为，用 “道”把哲学宇宙论与政治哲学勾连

起来。

庄子也认为，天地万物之中，有一个总的

规律、道理： “天地虽大，其化均也；万物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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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冯友兰认为：《老子》与古代宗教的联系颇深，这是因为 “李耳为楚人”。《汉书·地理志》曰：“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

饶，民……信巫鬼，重淫祀。”（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第２１７页。）孔子也说过：“获罪于
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论语·季氏》）明显表露出一种自然崇拜的原始宗教的色彩。先秦

哲学中这种对于自然力的敬畏，在 《荀子》的 “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思想中才基本消失。



多，其治一也” （《天地》）。 “化”即化育，

“治”意即治理。世间万物的最高统御就是

“道”。庄子也常把 “道”与自然联系起来。

《天运》篇是以提问的方式开端的：

“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

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意

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邪？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

止邪？云者为雨乎？雨者为云乎？孰 （隆）

〔降〕施是？孰居无事淫乐而劝是？风起北方，

一西一东，（有）〔在〕上彷徨，孰嘘吸是？孰

居无事而披拂是？敢问何故？”巫咸纐曰：

“来！吾语女。天有六极五常，帝王顺之则治，

逆之则凶。”

天在运行吗？地在安处吗？日月相争于其

处所吗？谁主张、维系这个秩序？风云雨露，

吐纳呼吸，是谁在掌控？庄子的回答：是天之

“六极五常”，① 意即是自然运行掌控宇宙万

物。 “机缄”意为关闭。 “彷徨”意即 “翱

翔”。“披拂”意为扇动。“巫咸纐”传说为殷

代宰相，又传为古代著名占星家。可以看出，

庄子认为天道与自然是难以分割的。与 《老

子》一样，庄子也把 “道”从外在自然运行

伸展到社会治理，把天道与帝王治道联成一

体。而且庄子描述 “道”的自然无为也有经

验的论证：

六合为巨，未离其内，秋豪为小，待之成

体。天下莫不沈浮，终身不故；阴阳四时运行，

各得其序。愍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万

物畜而不知。此之谓本根。（《知北游》）。

道无终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虚一

满，不位乎其形。年不可举，时不可止；消息

盈虚，终则有始。是所以语大义之方，论万物

之理也。物之生也，若聚若驰，无动而不变，

无时而不移。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

（《秋水》）

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帝道运而无

所积，故天下归；圣道运而无所积，故海内服。

明于天，通于圣，六通四辟于帝王之德者，其

自为也，昧然无不静者矣。（《天道》）

故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

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艺者，技也。技兼于

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

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

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天地》）

“无所积”意即不停滞。“六通四辟”指上

下四方和四季。正是由于 “道”，宇宙万物，

无论大小、巨细，其生成、发展以及衰亡的运

动，才有规律。而 “道”就体现在自然规律之

中。帝王圣治的奥秘，就在于他深谙这其中的

“道”，应该自然无为。

庄子还认为，“道行之而成”，是在事物的

自然运动之中，“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齐

物论》）“道”又无所不在：除了在好看的事物

之中，也在 “蚁蝼”“薒稗”“瓦甓”这些不好

看的事物之中，甚至还在 “屎溺”之中。并

且，无论处于美好的还是丑陋肮脏的事物中，

“道”与具体事物没有交集、交际：“物物者与

物无际，而物有际者，所谓物际者也”。（《知

北游》）所以，“道”决定万物的盈虚积散等变

化，本身却没有变化。“彼为盈虚非盈虚，彼为

衰杀非衰杀，彼为本末非本末，彼为积散非积

散也。”（《知北游》）在事物的千变万化之中，

道则始终如一：“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谲

怪，道通为一。”（《齐物论》）“莛”是屋上的

横梁，“楹”是屋柱，厉是丑女，西施是美女，

可是从 “道”的方面看，他们都是一样的。

庄子把自然又称为 “天”，把人为之事称

为 “人”。自然与人为之分，即 “天人之分”，

是庄子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

曰：“何谓天？何谓人？”北海若曰： “牛

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

（《秋水》）

在庄子看来，原生态的牛马是自然的，而

被人役使的牛马则是反自然的。庄子对于人类

违反自然驯马服牛，有着切齿的愤怒 （《马

蹄》）。庄子还说明，如果违反自然，那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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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六极五常”原指 《尚书·洪范》之 “五福六极”。《尚书·洪范》： “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

德，五曰考终命。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



与愿违，适得其反。《至乐》篇鲁侯试图以国

君之生活方式养鸟，违背了海鸟的自然习性，

导致海鸟三日而死。① 因此，庄子对于人为之

所有规矩、规则，一概反对。这里宣扬了一种

彻底的自然主义理念。可见，庄子关于自然的

思想，与 《老子》的自然思想也存在很大的

差异。

从内在的功能上说， 《老子》认为 “道”

的德性是 “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

不恃，功成而弗居。”（二章）意思是 “道”创

始万物而不以此自居、自傲。因此， “道”本

身就有至德：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

宰，是谓玄德。” （十章）而得 “道”则为德。

故 “道生之，德蓄之，物行之，势成之。是以

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五十一章）庄子同样

也有关于 “德”的论述：

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

未形。物得以生，谓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

无间，谓之命；留动而生物，物成生理，谓之

形；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性修反德，

德至同于初。（《天地》）

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天地》）

宇宙初始 （泰初）为 “无”。 “一”即

“道”。“一之所起”即无万物之状。“有一而

未形”即是万物尚未形成未有分际的混沌之

时。“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意思是，事物

还不能清晰可辨。“留动”同 “流动”。“形体

保神，各有仪则”意为，形体保守住精神，

各有应有规则、法则。庄子认为，万事万物都

得 “道”而生，故有德。而有德者才有命，

有命者才有形，有形者才有神，有神者才有

性。在这里，庄子把 《老子》“德”的思想作

了具体推演，而且还涉及 “德”与 “命”

“形” “神” “性”的关系。 “德”也是连接

“道”通万物的桥梁。

最后，从创生宇宙万物的过程来说，创生

万物是 “道”的首要功能，也是 “道”的学说

首义要义。《老子》曰：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四

十二章）

关于这里的 “一” “二” “三”有很多解

释。汉儒用 《易传》 “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

象，四象生八卦”来指代此处 “一” “二”

“三”。清代王夫之认为，“一”是气，“二”是

气加阴、阳，“三”是阴阳重复一体。② 但所有

这些解释都不是清晰的逻辑论证，属于猜测的

性质。因为 《老子》的说法高度抽象，差不多

成为一个与具体事物无关的数学命题，其解释

空间近于无限，给理解带来巨大困难。

庄子的宇宙创生论认为：

夫道，然难言哉！将为汝言其崖略。夫

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精神生于道，

形本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故九窍者胎生，

八窍者卵生。其来无迹，其往无崖，无门无房，

四达之皇皇也。……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

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与！

（《知北游》）③

“”意谓杳冥， “崖略”意即大概、大

略。“昭昭”为可见自明之物，“冥冥”为不可

见之物。 “伦”意谓伦序、秩序。此段文字大

意是：可见者生于不可见者，有伦序之物生于

无形之太初，精气神魂生于 “道”。下文 “九

窍”者指人和兽，是胎生； “八窍”者指禽、

鱼，为卵生； “万物以形相生”意思是，具体

可感知的事物之出生繁衍，无论胎生、卵生，

都是有形的。但所有的这些有形者最原初的来

源是精气。天覆地载，日月运行，四时代序，

山川河流，花草树木，是先在的世界，人类与

飞禽走兽鱼虫共存于其中。这一切都遵循一个

自然的法则——— “道”。在这里，庄子描述

“道”与万物的分际和关联，从可见到不可见，

从有形到无形，从精神到 “道”，由感知到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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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值得讨论的是，人类将牛马驯服，驱使它们拉车、耕地、打仗，却并没有带来类似鲁侯养鸟的灾难。故西晋时郭象认

为：“牛马不辞穿落者，天命之固当也。築当乎天命，则虽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庄子注》）就是说，牛马本来就有被

穿鼻、络首的天性。因此，穿牛鼻、络马首是符合自然的。郭象的批注为 《庄子》的自然学说洞开了另一个新的视域。

见王夫之 《老子衍 庄子通 庄子解》，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第２３－２４页。
此段文字本为寓言，云孔子问道于老聃。实际是庄子借口言说自己的宇宙创生论。《庄子》中类似手法很多。



维，极具概括力和逻辑性。庄子的这些表述，

展示了经验世界生衍的类别和第次、层级，以

及生命发展的阶段性。①

可见庄子的宇宙创生论亦与 《老子》的学

说有重大差异。比起 《老子》的 “一” “二”

“三”这些极为抽象的数字，庄子描述宇宙万

物的生成演化，既丰富，又符合经验直观，有

知识特征。当然，从常识来说，庄子对于外界

自然的认识还停留于直观。

概而言之， 《老子》作为一本哲学著作

是毫无疑问的。但是， 《老子》的思想和观

念与上古原始文化之间，有一种亲缘的关系，

带有浓厚的原始神话宗教色彩。人类早期哲

学所具有的直观、朴素以及神秘的特点它都

具有。它经常用一种神秘的体验代替日常经

验描述和论证。相比两家 “道”论，《老子》

笼统粗略而庄子细致明晰， 《老子》神秘而

庄子具有经验可证的性质。因此，从纯粹哲

学形上学的角度来说， 《庄子》比 《老子》

有质的飞跃。②

庄子宇宙观，还有与 《老子》更多的不同

之处，这就涉及 “气”。

二、“气”与宇宙

对于宇宙发生之初始的状况，庄子这样

描述：

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

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为之纪而

莫见其形。消息满虚，一晦一明，日改月化，

日有所为，而莫见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

乎归，始终相反乎无端而莫知乎其所穷。非是

也，且孰为之宗！（《田子方》）

“肃肃”“赫赫”形容阴阳二气。肃肃，阴

气寒；赫赫，阳气热。 “纪”指纲纪，有法则

和规律之意。阴阳二气交通，遂成和合，合气

而物生。虽然四序炎凉，万物按照规律生长繁

衍自化，但看不见法则和规律自身。阴消阳息，

夏满冬虚。日迁月徙，新新不住，故每日万物

皆有所为。但看不见自然法则和规律本身的作

用。就形迹而言，万物有萌生、萌发与回归、

气散之别，但死生终始，反复往来，既无端绪，

也无穷极。没有 “道”（非是也），万事万物哪

里有本源 （宗）！可见宇宙发生之时，天地万

物皆氤氲于一气，气分阴阳，阴阳交合，然后

万物化成。而 “道”是宇宙发生的本原。③

因此，

天无为以之清，地无为以之宁，故两无为

相合，万物皆化。芒乎芴乎，而无从出乎！芴

乎芒乎，而无有象乎！万物职职，皆从无为殖。

故曰：天地无为也而无不为也，人也孰能得无

为哉！（《至乐》）

“无为”是 “道”的性状和特征。“芒乎芴

乎”义同 “恍兮惚兮”。 “无有象”即为混沌。

“万物职职”形容万物繁盛之状。“殖”意即繁

殖、繁衍。人类对于宇宙初始运动的认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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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庄子还说：“以有形者象无形者而定矣。出无本，入无窍。有实而无乎处，有长而无乎本剽，有所出而无窍者有实。有实

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无见其形，是谓天门。天门者，无有也，

万物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为有，必出乎无有，而无有一无有。”（《庚桑楚》）“剽”即末。此段文字大意为，宇宙万物生死出入

都根源于 “道”，而 “道”是无形的。由于 “道”是不可见的，故我们不能直观自然事物的生和死与 “道”的直接关系。即使那

些出生而没有孔窍的事物，也是源自 “道”。而人们所说的 “宇宙”，实际上也是无形的。故曰 “天门者 （道），无有也”。“一”

犹 “常”。

关于 《老子》与庄子 “道”的关系，学界提及很多，但是没有具体论述二者的不同和差异，更没有阐发二者之本

质不同。例如张岱年说：“到庄子，发挥老子的思想，亦主张道是宇宙之究竟根本。”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北京：

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７年，第８６页。）北京大学哲学系编 《中国哲学史》说：“庄子和老子一样，认为世界的本源是神秘主义

的精神实体 ‘道’。……因此，这样神秘的 ‘道’既不能用感性来觉察它，也无法用理性认识来把握它，而只能靠主观直

觉去体会它的存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中国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８８页。）
《则阳》篇有个寓言，少知问：“四方之内，六合之里，万物之所生恶起？”少知所提问的应该是一个哲学问题：自然事物

在本源的意义上是如何发生的？太公调回答：“阴阳相照相盖相治，四时相代相生相杀，欲恶去就于是桥起，雌雄片合于是庸有。”

太公调的回答也是哲学的。他认为，阴阳交感，四时相代，雌雄相合，聚散以成，故有自然万类。但是，“言之所尽，知之所至，

极物而已”，意即言说和知识，只能极于可见之物而已。如果言说具体事物的本源，则无从说起。



为没有近代科学，仅仅通过直观的认识是无法

解释宇宙发生、万类衍化之奥秘。庄子这里所

谓 “芒乎芴乎，而无从出乎！芴乎芒乎，而无

有象乎！万物职职，皆从无为殖”，则是对于宇

宙初始万物混沌无知的一种想象。浑沌中有时

也有阴阳不调的状况，也需要 “六气之精”进

行调节：

云将曰： “天气不和，地气郁结，六气不

调，四时不节。今我愿合六气之精以育?生，

为之奈何？”（《在宥》）

“云将”是寓言人名，亦义含云之主帅的意

思。“六气”意指阴阳风雨晦明。“四时不节”意

即四时不合乎节气。很显然，“六气之精”与 “精

气”之意可以等同。① 庄子也在概念上明确将

“精”与 “气”直接对接起来：

夫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精神生

于道，形本生于精。（《知北游》）

精神四达并流，无所不极，上际于天，下

蟠于地，化育万物，不可为象，其名为同帝。

（《刻意》）

今 （应为 “合”）彼神明至精，与彼百化，

物已死生方圆，莫知其根也，扁然而万物自古

以固存。（《知北游》）

此处所谓 “精神”“精” “神明至精”，都

应指精气。② 精气四通旁 （并）流，无所不及。

上际于天，下盘 （蟠）于地，就是元气淋漓之

状。万物化生，生生不息。不可得而为迹象，

与天帝 （同帝）同用。万物与天地 （彼）至精

神明相合化生，自身生长死亡，往来不住，新

新相续。翩然顺时繁育，自古而然。

毋庸置疑，庄子认为宇宙创始之初，就是

一种气化的状态。不仅如此，庄子还非常强调

这种宇宙混沌初开的气，也是宇宙运动的

动力：

天地之强阳，气也…… （《知北游》）

“强阳”意即运动。天地运动在于气，气

之聚散流行，大化氤氲，滋养万物。从上文即

可知，庄子所谓 “气”有 “天气” “地气”

“六气”以及 “六气之精”。可见庄子的宇宙观

以及万物、人与六气的关系。而且，气是可以

看见的。因此，万物皆依赖气生存：

生物之以息相吹也。（《逍遥游》）

“息”就是气。可见，庄子所谓的 “气”，

与今日我们所称谓的 “空气”近似。但 “六

气”“精气”“天气”“地气”等说法，又与今

日说法不完全相同。气不仅是万类生存所必须

依赖的首要之物，也是万类构成最基本的元素。

人也是气的聚散。故庄子云：

通天下一气耳。（《知北游》）

从上述引证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断言：在

庄子的宇宙论中，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基质。

“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和原则，也是事物运

行所遵循的规律。应该区别的是，气作为宇宙

的基质，本身不是 “道”。论证这个区别很容

易，因为万物皆 “以息相吹”，每个人类个体

人不能例外，吸气而生，闭气而亡。这与是否

得 “道”无关。万物的构成可能与气的不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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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 “精”与气的关系，《管子》明确提出 “精”即是气：“一气能变曰精。”（《心术》下）“精也者，气之精者也。”（《内业》）

可见 “精”是一种精细的气，即大气中在质量和等级上最精致最精贵的气。而且 《管子》认为，“精”与 “道”的关系极为密切、直接：

“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心术》上）“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知得以职道之精。”（《心术》上）“德”为 “道”之

载体。万物得 “道”而生。“知得以职道之精”意即获得对于 “道”的认知 （职）即为智慧。“道之精”实质就是指 “道”本身。因此，

《管子》有时把 “道”与 “精”混合使用：“凡物之精，（得）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

之圣人。是故民气，杲乎如登于天，杳乎如入于渊，淖乎如在于海，卒乎如在于己。是故此气者，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内业》）

“民气”即指 “精”。从上述可见，“精”与气、“道”与气相关，是非常古老的观念。（见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 《管子校注》，北京：中

华书局２００４年。）《淮南子·天文训》曰：“道始于虚靄，虚靄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清
妙之合专易，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地后定。天地之袭精为阴阳，阴阳之专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气之

精者为日；积阴之寒气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日月之淫为精者为星辰。”（见刘文典撰，封逸，乔华点校：《淮南鸿烈集解》，北京：中华

书局，１９９７年。）这是一个比较系统完整的宇宙发生论，应该晚于 《管子》和 《庄子》。
冯友兰说：“这里所说的 ‘精’‘神’和稷下黄老学派所说，是一致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７年，第３１３页。）



类以及组合排列相关。但是，气的运行所遵循

的规律则是 “道”。①

①　庄子宇宙观与气的关系是个大问题，学界看法不一。冯友兰一方面说：“在庄子中也有很多地方讲到 ‘气’和 ‘精’，并

且也把它们看成是构成万物的要素。在这些地方庄子也认为，天地万物是由气构成的：万物的生成是由于气的凝聚；万物的死亡是

由于气的消散。”（《中国哲学史新编》上，第３１２－３１３页）但是，他在解释 “道”“气”关系上出现了混乱：“《知北游》说：

‘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同 《天地》篇联合起来看，‘一’就是精气。”（同上，第３１４页）“一”是精气的
说法应该受到质疑。他甚至认为：庄子 “于一之上加了个 ‘道’，这就把稷下黄老学派的唯物论改成了唯心论。” （同上，第３１５
页）张岱年说：“庄子书说：‘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 （《至

乐》）气是一种无形的存在。气非无，乃是有；气又非形，乃是无形之有而能变成形的。气之观念，实即由一般所谓气体之气而衍

出的。气体无一定形象，可大可小，若有若无，一切固体液体都能化为气体，气体又可结为液体固体。以万物为一气之变化的见

解，当是由此事实而导出的。”（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第１０９页）这个描述具有经验论的色彩。冯契说：“在庄子那里，这个
‘自本自根’而又 ‘生天生地’的道，具有明显的泛神论色彩。他说：‘夫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

精，而万物以形相生。’（《知北游》）这里，他指出了形体从精神产生，而个别精神生于绝对精神 （道）。这显然是唯心主义观点。

但他又称道为 ‘一’，说 ‘通天下一气耳’（《知北游》）。所以道即气，道作为世界统一原理，不是在天地万物之外的 ‘造物者’，

它是一切事物内在的原因。这就成了泛神论了。”（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第１７１页。）他也把 “道”与 “气”说成一体。刘笑敢说：“气和道的关系，庄子没明确讲过。总的看来，气和气化的观念与道无

为无形的性质是协调的，但是，气远不如道重要。道 ‘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气却是 ‘杂乎芒忽之间，变而有气’，这说明

庄子还没有把气当作最根本的存在。《大宗师》有 ‘伏羲氏得之，以袭气母’的说法，关于 ‘气母’，成玄英疏曰：‘气母者，元

气之母，应道也’。气母的概念也说明庄子认为气之上还有更为根本的存在。庄子自身的逻辑应该是气由道生，道为气本，这和精

气说认为道就是气，把气作为最根本的存在是不同的。”（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第１３６－１３７页。）“道为气本”的说法没有推演和论证，比较牵强。陈鼓应一方面说：“庄子始提出 ‘一气’概念作为万物生成的

最初基始。”但又认为 “《大宗师》将 ‘造物者’与 ‘一气’并提谓：‘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造物者即指创生化育

万物的道。此处庄子将 ‘一气’与道并列，含隐着将道具象化为 ‘一气’的倾向。”（陈鼓应：《论道与物的关系问题 （下 ）———

中国哲学史上的一条主线》，《哲学动态 》２００５年第８期）孙以凯、甄长松认为：“庄子的道与气不存在谁生谁的问题，通天下皆
一气所化，道亦在大化流行之中，气为万物生成的始基，道为万变中不变的本质关系。”（林以凯等 《庄子通论》，北京：东方出版

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３３页。）但是，从 “道”是宇宙万物本原的立场说， “道”是本原、本源，气只是一种质料。不能完全割裂

“道”与气的关系。“道”是形上学的对象。气是物理学的对象。李存山说：庄子的 “‘道’比产生天地之形的阴阳之气更为根

本。”但是，他又认为 “而 ‘通天下一气耳’只不过是一句 ‘终不见道’的话。”（李存山 《中国气论探源与发微》，北京：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１２６页。）他也完全隔断了 “道”与气的关系。也有学者从美学角度谈论庄子的 “道”“气”关系，叶

朗说：“庄子认为，作为宇宙本体的 ‘道’是最高的、绝对的美，而现象界的 ‘美’和 ‘丑’则不仅是相对的，而且在本质上是

没有差别的。因为 ‘美’和 ‘丑’的本质都是 ‘气’”。 （叶朗： 《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１０６
页。）“‘美’和 ‘丑’所以能够互相转化，不仅在于人们的好恶不同，更根本的是在于 ‘美’和 ‘丑’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它们

的本质都是 ‘气’”。（同上，第１２６页）庄子没有说过 “道”是最高的、绝对的美。从 “通天下一气耳”，也不能推导出美的事物

或丑的事物的本质是气。

②　 《管子》说：“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气，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内业》）

意即人合气而生。气得 “道”乃有生命，有生命则有心智，有心智则有知识，有知识则能有行止。

三、“气”与人

人也是宇宙万类之一。庄子的宇宙创生论自

然也包括人类的创生。庄子在丧妻时说了一段话：

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

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

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

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至乐》）

此段文字大意为，庄子说自己妻子的初始

本自无生，未生之前亦无形质，无形质之前亦

无气。在驳杂不纯恍惚之内，造化自然和杂清

浊，变成阴阳二气。气变化而使万物成形，形

质变化而出现生命与人生，今天又变化成死亡。

这个过程正如春秋冬夏四时代序。可见，庄子

认为，人的生命和身体是由气聚合而成的。下

文庄子对于宇宙生成之时天地合气情形的描述

则更加直接、明确：

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

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

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

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

神奇复化为臭腐。（《知北游》）

“徒”即类别。“纪”意为开端、端绪。死

生循环无穷，莫知其端绪也。人生为气之聚合，

死为气之散发。②但每个人的所好各异。他人之

所美，我则厌恶之。我之所为美，他人又厌恶

之。天下万物，皆同一气。故臭腐神奇，是非

美恶，难以确定。

对于每个人来说，是什么因缘而导致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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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庄子说： “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

止。”（《达生》）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是命定，

对于 “我”来说，或可以说是偶然。而出生之

后的人，有性格、气质、才资、禀赋等不同。

在庄子看来，人之本在于气，这都与气相关。

气有不同类型。庄子谈到的人体之气时，主要

是阴阳二气和精气。

庄子认为，正常健康的人体和精神为阴阳

二气之调和，生病则是 “阴阳之气有畛”，即

阴阳二气紊乱。在日常状态，普通人之身体和

精神与神气、心气相关。人之养生保健很重要

的就是养气。那些不利于健康的因素有几种。

首先是 “忿蟜之气”：

夫忿蟜之气，散而不反，则为不足；上而

不下，则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则使人善忘；

不上不下，中身当心，则为病。（《达生》）

“忿蟜之气”意即愤懑郁结之气。人忿怒

则蓄聚邪气。这种 “忿蟜之气”属于人的情绪

和心情，而阴阳二气和精气属于人体和精神的

构成要素。因此，二者具有本质的不同。但是，

这种 “忿蟜之气”可能导致疾病。“散而不反”

“上而不下”“下而不上”“不上不下”皆描述

“忿蟜之气”在体内运行之状。“不足”意谓衰

疲。精神有逆，魂魄散于外，故曰不足。气在

体内运行状况，是与人的心情、情绪相关的。

用 “忿蟜之气”来解释得病之源，应与上古疾

病认识有关。今本 《黄帝内经》应是战国以后

才出现的，但其阴阳五行病理说，是上古这些

思想和知识的系统总结。消除、化解了外在社

会压力，使人的心情、情绪处于轻松状态，体

内之气就会运行正常，人就不会得病。庄子把

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合而为一，认为只要人们的

心灵平静，身体也不会有病。虚静即为养气。

很显然，喜气怒气，尤其是大喜大怒，对

于身体的阴阳之气的平衡是很有害的：

人大喜邪？毗于阳；大怒邪？毗于阴。阴

阳并毗，四时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伤人

之形乎！（《在宥》）

“毗”意即伤害。“阴” “阳”即指人体内

的两种气。在日常生活中，人若不能够守护精

元，易喜易怒，则容易得病。人之喜怒哀乐忧

惧之情，会直接导致生病。 《达生》篇说了一

个非常有趣的故事，说明情绪心理对于疾病的

立竿见影作用。齐桓公狩猎，说看见鬼了。回

去后精神萎靡，身体不适，几日不出门。一个

叫 “皇子告敖”的人告诉桓公说，到处有鬼：

灶有灶精、灶神；垃圾其中有鬼，叫雷霆；住

宅的东北墙下有鬼，名叫 “倍阿鲑馺”，跃状

如小儿；住宅的西北方之下有名叫 “?阳”的

豹头马尾鬼怪；水中有叫 “罔象”的水神，状

如小儿，赤黑色，赤爪，大耳，长臂；丘陵中

有名叫 “緈”的鬼怪，状如狗，有角，文身五

采；大山中有名叫 “夔”的神兽，大如牛，状

如鼓，一足；田野中有名叫 “彷徨”的怪兽，

状如蛇，两头，五采文；大泽之中有名叫 “委

蛇”的鬼神，大小如为车轮中心之毂，长短如

马车前驾马之辕。他问桓公见到了什么鬼，桓

公说见到了 “委蛇”。皇子告敖说，这是他就

要成为霸主的预兆。桓公听了大笑，病状立即

消退。类似齐桓公这样的情形，在生活中并不

少见。因此，庄子认为人之有病，基本上是精

神与心理问题，即 “阴阳之患”（《人间世》）。

从根本上说，打破阴阳二气平衡的，主要是

世俗的名誉、地位这些精神枷锁，即 “勃志”

“谬心”“累德”“塞道”这些情绪和心理因素：

贵、富、显、严、名、利六者，勃志也。

容、动、色、理、气、意六者，谬心也。恶、

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去、就、

取、与、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荡

!

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

为而无不为也。（《庚桑楚》）

在庄子看来，荣贵、富瞻、高显、威严、

名声、利禄，此六者为乱情志之具。容貌、变

动、颜色、辞理、气调、情意，此六者为绸缪

束缚心灵之具。憎恶、爱欲、欣喜、恚怒、悲

哀、欢乐，此六者为道德患累之具。去舍、从

就、贪取、施与、知虑、技能，此六者为遮蔽

真道之具。以上四种六字所指外在的功名利禄，

和内心的喜怒哀乐，如果不动荡于胸中，则心

神平正。因此，庄子要求人们 “彻志之勃，解

心之谬，去德之累，达道之塞”，意即撤消心志

之乱，解除心理束缚，丢弃道德累赘，打通道

的堵塞。这样心神平正则安静，安静则清明，

清明则虚通，虚通则恬淡无为，应物而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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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在内，治在外，德与治名相反而实相顺。如

果心胸淡定，则身心俱健。因此，情绪问题说

到底还是自己心的问题：

兵莫賀于志，莫邪为下；寇莫大于阴阳，

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非阴阳贼之，心则使之也。

（《庚桑楚》）

为外刑者，金与木也；为内刑者，动于过

也。宵人之离外刑者，金木讯之；离内刑者，

阴阳食之。夫免乎外内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列御寇》）

刀剑如著名的莫邪，就伤人的锋利来说，

弱于人的心志。人最大的敌寇是阴阳之气。因

此，无论人们躲在什么地方，都逃不了阴阳之

气的残害、贼害。而所谓阴阳二气对人的残害，

其实就是人心使然。外在的刑罚是铁镣枷锁，

内在的刑罚是惑 （动）于悔过。小人 （宵人）

罹 （离）难外在的刑罚就是镣铐枷锁。罹难内

在刑罚则是阴阳二气的侵蚀、消耗 （食）。可

见，人的内心有喜怒哀乐忧患，这些情绪扰乱

了人体内阴阳二气的平衡，这是人自己的大敌。

心有躁竞，喜怒战于胸中，其寒凝水，其热遶

火，此阴阳之寇。劲敌巨寇，犹可逃之，而兵

起内心，如何逃避！除非一些人，达到临危不

惧、神气不变的境地，就不容易受到外在事变

的干扰，心平气和，百病不侵。

除了阴阳二气，庄子还说到精气。庄子认

为，人保养自己的身体，核心在于守护自己精

元、精气，这是根本。

弃事则形不劳，遗生则精不亏。夫形全精

复，与天为一。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合则

成体，散则成始。形精不亏，是谓能移；精而

又精，反以相天。（《达生》）

形劳而不休则弊，精用而不已则劳，劳则

竭。……夫有干越之剑者，柙而藏之，不敢用

也，宝之至也。（《刻意》）

抛却世事则无所牵累，无所牵累则心灵平

静安宁，心灵平静安宁则与造化与日俱新，与

日俱新则接近 “道”了。天地是万物之父母，

合则成万物之体，散则万物成本始。形精不亏，

是谓能自然应变迁移。养精之至，反以相助参

赞自然而为。形体劳累不息就疲惫不堪，生命

和精神劳累不息就会枯竭。就像有干溪、越山

那样的名剑，也要藏于匣剑鞘 （柙）之中，守

住精元。因此，祸害莫大于色欲：

人之所 （取） 〔最〕畏者，衽席之上，饮

食之闲；而不知为之戒者，过也。（《达生》）

人应该最畏惧的是卧席之上、饮食之间

（色欲）。然而却不知为之戒备，真是罪过。常

人对于色欲之害，置于死地仍无戒心。就养生

而言，色欲可谓阴阳大乱，丧失真气，亏损精

元，可谓祸首。①

按照庄子的观点，人类的身体、精神、心

理状况与气相关。气在体内的运行平衡与否，

会对心理、情绪产生直接影响，因而也会对人

体健康和疾病产生直接影响。因此，要涤荡内

心杂念，去除邪气戾气，耳聪目明，身心爽朗

而轻举，归根结底还是要得 “道”。得 “道”

与精气守护密切相关，自然能够守护精元，百

毒不侵，健康长寿。传说中黄帝的老师广成子

蓄气养精，延年一千二百岁。

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

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

清，无劳女形，无摇女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

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女神将守形，形乃长

生。慎女内，闭女外，多知为败。我为女遂于大

明之上矣，至彼至阳之原也；为女入于窈冥之门

矣，至彼至阴之原也。天地有官，阴阳有藏，慎

守女身，物将自壮。我守其一以处其和，故我修

身千二百岁矣，吾形未常衰。（《在宥》）

“内”“外”意指思虑、行为。“大明”意

即如日月之明。 “天地有官”意指日月星辰和

金木水火土。阴阳二气如藏府。可见精气是形

体之根本。得 “道”的途径，就是通过调息吐

纳、修炼气的功法。在庄子看来，这种修炼不

仅保健养生甚至长寿不老，也能通向 “天地之

道，圣人之德”。养身保健与修炼得 “道”于

是并行不悖，是个水到渠成之事。这是从保健

和医学领域向宗教领域的无缝对接。

纯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与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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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庄子认为，精气与精子相关：“并溃漏发，不择所出，漂疽疥
"

，内热溲膏是也。”（《则阳》）意即精气遗漏，热毒肿痛脓

疮之类迸发，内热遗精。“溲膏”意即遗精。在古人观念中，精子与精气有关。如此之人，外枯内槁，不能保命，更不能长生。



一；一之精通，合于天伦。野语有之曰：“众人

重利，廉士重名，贤人尚志，圣人贵精。”故素

也者，谓其无所与杂也；纯也者，谓其不亏其

神也。能体纯素，谓之真人。（《刻意》）

视乎冥冥，听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

焉；无声之中，独闻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

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天地》）

“素”意即白。 “一之精通” “圣人贵精”

之 “精”皆指精气。 “天伦”即天理、天道。

“晓”意即昭明。“能物”犹 “有物”。这里的

气是人类呼吸吐纳之气，也是天地运行之气。

精气与 “道”相通。但是，吸气不等于得

“道”，必须有某种功法进行吐纳导引。能体悟

妙契纯素之理，获得 “精气”，可谓得真道之

人。而得 “道”者是极为少有之士。

在庄子生活的时代，通过修炼气的功法，

以防治疾病、保健养生，甚至实现长寿，已经

是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后人将此称为行气导

引之术。① 《庄子》中出现的行气导引人物，上

有传说中的神人圣人，到当时君王名臣诸子百

家和山林隐士，下有农夫戍卒江湖术士，到鸡

鸣狗盗之徒甚至虎啸山林的强盗，还有肌肤如

冰雪的天仙和四肢不全相貌丑恶的怪人，囊括

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所有角色，散见于庄子各篇，

栩栩如生跃然纸上。②

通常人们的身体有病，可以通过调节阴阳

修生养息来恢复正常。但是，命中注定的一些

不治之症，例如 《大宗师》中所说的子桑户生

病，则无法通过养气痊愈。那么，人们应该如

何面对这样的命定之事？顺其自然，安之若素

是智慧的。但是，如果对于整个生命的意义作

一个与日常普通人完全不同的全新理解，对整

个人生作一个与尘世生活完全不同的崭新设计，

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生呢？庄子给人生意义

的这一指向，基本上是在宗教的义域之内了。

从上述可见，庄子认为人从肉体到精神，

都与气的种类及其在人体内的运行状况相关。

但庄子在谈论人体之气时，不是一种生命科学

的探讨，要旨是人的身心健康。因为这与庄子

哲学和思想密切相关。

四、余　论

西方哲学在开端的时候，关注的主要问题

是 “世界是什么”。后来，哲学注意力特别集

中于伦理问题，即：什么是至善？什么是人生

的目的和目标？哲学史家梯利说：“希腊哲学从

探究客观世界的本质开始。它最初主要是对外

在的自然感兴趣 （自然哲学），只是逐渐地转

向内部，转向人类本身而带有人文主义性质。

第一个大问题：什么是自然，因而什么是人类？

第二个问题：什么是人类，因而什么是自然？

从自然到人类这一兴趣的转移导致人类精神问

题的研究，即研究人类思想和人类行为，研究

逻辑、伦理学、心理学、政治学和诗论。”③

从泰勒斯提出 “万物的本原是水”之后，

古希腊哲学家们对于宇宙万物的本原问题作出

了种种探索性的思考。比较著名的有阿拉克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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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按照王国维说法，这种行气导引之术经历了原始舞蹈、巫术、方术，后来成为道教的道术。（见 《王国维最后的讲义》之

《古史新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吕氏春秋·古乐》曰：“昔陶唐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
原，民气郁阏而滞着，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倡导之。”（许维?：《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可见原始
舞蹈的功能之一也是为了健身却病。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帛书中有 《导引图》《却?食气篇》《阴阳十一脉灸经》等关于行气导

引的文字、图录数据，湖北张家山汉墓中的汉简 《引书》等，就是这种修炼气的功法左证。马王堆汉墓年代在西汉初年，张家山

汉墓的年代约在吕后时期，距离庄子生活的战国晚期不过几十年时间。在战国至秦汉时期具有行气导引之术的著名人物有张良、华

佗、甘始等人。参阅唐兰 《马王堆帛书 〈却?食气篇〉考》，《文物》１９７５年第６期。）
通过修炼气的功法，人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将会发生奇特的变化。而庄子甚至认为，不仅人如此，动物也是如此：“纪蔎子

为王养斗鸡。十日而问：‘鸡已乎？’曰：‘未也，方虚賅而恃气。’十日又问，曰：‘未也，犹应向景。’十日又问，曰：‘未也，

犹疾视而盛气。’十日又问，曰：‘几矣。鸡虽有鸣者，已无变矣，望之似木鸡矣，其德全矣，异鸡无敢应者，反走矣。’” （《达

生》）“应向景”意为对响声物影有反应。“疾视而盛气”意为顾视速疾义气强盛。“几”意即 （盛气）穷尽，不骄矜，心神安定。

“无变”意指不为外界所动。“异鸡”指其他的鸡，见到 “木鸡”纷纷逃离，不敢应战。故事或许有点夸张，但合乎庄子的思想逻

辑。我们亦可由此深入理解庄子思想的宇宙论含义。

梯利：《西方哲学史》，葛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第７－８页。



曼德 （Ａｎａｘｉｍａｎｄｅｒ）的 “无定”说、阿拉克西

美尼 （Ａｎａｘｉｍｅｎｅｓ）的 “气”说、毕达哥拉斯

（Ｐｙｔｈａｇｏｒａｓ）学派的数本原说，以及赫拉克利

特 （Ｈｅｒａｃｌｉｔｕｓ）的 “永恒的活火”说等，而德

谟克利特 （Ｄｅｍｏｃｒｉｔｕｓ）的 “原子论”是这个

追问的总结性思想。哲学史家把这一阶段称为

自然哲学阶段。从智者学派尤其是苏格拉底开

始，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被界定为希

腊古典哲学阶段。苏格拉底对于真理和道德的

阐述，柏拉图用 “相—现实”的二元论解释世

界的范式，以及亚里士多德百科全书式的哲学

体系建设，奠定了西方哲学的基本形态。这个

形态直至今日也没有产生根本性的颠覆。而自

然哲学家们所探索的这些问题，今日大多已经

属于自然科学例如宇宙科学、物理学等的问题，

还有些应该属于今日科学哲学的问题。黑格尔

的 《自然哲学》几乎是一种逻辑化的自然科学

史。可见自然哲学还是哲学的初级阶段。

东、西方古代哲学家、思想家关于气的理

论非常丰富。阿拉克西美尼提出宇宙万物的气

本原说时描述道：“气的形状是这样的：当它处

于最平稳状态时，不为视力所见，但却呈现于

热、冷、潮湿和运动之中。”气稀疏为火，浓聚

则依次为云、水、土、石。① 这就从日常经验的

范围，伸展为哲学的想象。而古印度亦有地、

水、火、风 “四大”之说，认为这是构成宇宙

的基本元素。由此可见，古代哲学家们对于气

的形上学思考，绝不是偶然的。

中国古代道家哲学对于宇宙万物本原的探

讨，与古希腊自然哲学具有比较相近的意旨。道

家哲学认为， “道”是宇宙万物的源起和规律，

而 “道”与气的关系则是难分难解。 《老子》

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二十五章）这种

“混成”之物，一般解释为 “道”。由此可以推

测，《老子》所谓的 “道”，本身就与气纠缠一

体。而在 《老子》看来，宇宙生成之后，气则充

斥天地之间，无孔不入： “天地之间，其犹橐

?。”（五章）“橐?”即是风箱之类器物，天地

就像一个大风箱。 “道”是万物的根据和规律，

而万物的构成则离不开气。 “万物负阴而抱阳，

冲气以为和。” （四十二章）雨雪云雾，皆为气

之变化。“天地相合，以降甘露。” （三十二章）

而人类的每一个个体，都不可能须臾离开气而存

活。“载营魄抱一，能无离？”（十章）而且，人

的修行和智慧，与对于气的修炼极为相关：“专

气致柔，能婴儿？” （十章）达到婴儿的状态，

是道家修炼的极致境界：“终日号而不嗄，和之

至。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

强。”（五十五章）从气可以体悟 “道”，还可以

实现人在现实世界的超越。②

《老子》关于 “道”和气的学说，在后来道

家哲学中有进一步的发展。庄子的 “道”论对于

《老子》的 “道”论是一个质的飞跃。虽然庄子

也认为宇宙万物处于不停的变化之中，在这一点

上与赫拉克利特的思想有某种类似，但是，庄子

的思想与赫拉克利特具有很大的不同。第一，赫

拉克利特认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是火，而庄子认为

宇宙万物的本原是 “道”，“道”却有水的性状；

其次，赫拉克利特认为：“道 （ｌｏｇｏｓ）为灵魂所

固有，是增长着的。”③ 庄子则认为，只有极少数

人通过修炼才能够能够体悟 “道”。

同时，庄子说：“通天下一气耳。”（《知北

游》）气是宇宙基质，是一切事物构成的最根本

元素。而且庄子认为，“道”是人不可感知和认

识的，但是，气则是可以时刻感知和认识的。人

活一口气，没有气就是死亡。因此，气应该是可

感知的不可再分的最小实体。在这个意义上，可

以把庄子的 “气”看作是构成事物的最小粒子。

因此，这个思想与古希腊自然哲学家的思想，特

别是德谟克利特 “原子论”思想是相通的。但

是，与德谟克利特认为，只有理性才能认识到宇

宙万物的本体———原子和虚空。而庄子则相反，

认为理性不能认识我们的对象世界及其本质。然

而他却认为，我们可以反观内省我们的身体，通

·７６·

哲　学 “通天下”为何 “一气耳”？——— “道”“气”与庄子宇宙观辨正

①

②

③

苗力田：《古希腊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３１页。
冯友兰在 《中国哲学史》和 《中国哲学史新编》中，把老子的 “道”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和原理。在 《新理学》中，他认

为老子的 “道”接近于 “气”。（参见王中江 《道家学说的观念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５年，第９０页。）
苗力田：《古希腊哲学》，第３１页。当然，“道”可以 “生天生地”生万物，逻各斯没有这个功能。可以看出，《老子》与庄

子的 “道”与逻各斯是不能完全等同的，也不能直接对应翻译。



过修炼气的功法，突破人的日常认知界限，达到

一种难以言说的状况——— “逍遥游” “心斋”

“坐忘”“无何有之乡”“虚室生白”等等，甚至

能够体悟 “道”本身。因此，庄子的宇宙观，虽

然与古代希腊的自然哲学也有交叉和相似的地

方，但显然不能完全等同。①

庄子关于气的理论，不仅包括现在自然科

学，例如生命科学、人体科学、医学等，也是

一种健身养生的方法；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

理想，又与后来的道教直接关联，因而具有原

始宗教的色彩；甚至与艺术创作和鉴赏以及美

学也有关系。同时，即便在自然科学迅猛发展

的今天，我们对于气的认识也极为有限。尤其

是在中国传统医学、武术、绘画、书法等门类

之中，气的转化以及功能作用，所有的自然科

学知识都无法解释。② 这里面的问题很多，内容

也极为丰富。而国内学界这一方面的研究，基

本流于表面，亟待深入。

庄子在哲学上是极端的怀疑论者。但是，

庄子的宇宙观也是很清晰的。这似乎是个悖论。

或许庄子就是以说 “不可说”的方式对自己进

行挑战。这也是庄子哲学的吊诡之处。

■责任编辑／张瑞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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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李存山说：“气论与原子论是两种不同形态的物质观，如果说原子论主要强调了物质存在的间断性，那么气论则主要强调了

物质存在的连续性。在物理学的发展突破了原子论的思维框架之后，新的宇宙图景必然与气论有某些相通。”他还引用何祚庥的话说：

“如果说古希腊的原子说曾经预示着道尔顿的原子学说出现的话，那么元气学说就是现代量子场论的滥觞。”（李存山：《中国气论探源

与发微》，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６、７页。）把庄子气论与现代量子学联系起来，还缺乏很多中间环节和推论。郑
开说：“考道家所谓气，确有某种宇宙创化论的特征。且不说 《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

以为和’（第４２章）这样的典据，就以 《庄子·大宗师》‘方且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来说，其中就包含着宇宙创化论

的理论模式：经过上引 《至乐》和 《知北游》 ‘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

……故曰：通天下一气耳’的发挥，道家以气的聚散解释了万物生灭的现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气相当于古希腊的始基 （ａｒｃｈｅ）或
原子，而 ‘气论’也类似于古希腊的物理学。但是，介于有无之间的气乃是道物间的桥梁，因为从理论上说，‘在无为无形的道产生

具体有形的万物的过程中，需要有一个过渡状态’，这就是 ‘气’。玩味道家所谓气，非有非无，即有即无。”（郑开：《道家形上学研

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７１页。）“道家以气的聚散解释了万物生灭的现象”，这里的 “道家”指代不明确，其

实主要是庄子思想。其次，“气相当于古希腊的始基 （ａｒｃｈｅ）或原子，而 ‘气论’也类似于古希腊的物理学。”这个表述则更加模糊

不清。因为 “始基”“原子”“物理学”都是具体哲学家提出来的，“始基”概念出于毕达哥拉斯学派，“原子”概念出于德模克里

特，而 “物理学”通常指亚里士多德 《物理学》，不能一概以 “古希腊”来统摄。第三，“玩味道家所谓气，非有非无，即有即无”，

这个说法值得商榷。气是 “有”，而不是 “无”。证明很简单，人要不吸气就会死。可以说气 “无形无状”，但不是 “非有非无，即有

即无”。此外，魏晋王弼玄学认为 “道”的性状是 “即体即用”“体用一如”。用 “即有即无”描述气，很容易让人把气也看作 “道”

本身了。

汉字有关 “气”的词汇非常丰富，形容人的通常有 “才气”“气质”“气象”“神气”“胆气”“浩气”“邪气”“正气”

“鬼气”“妖气”“阴气”“阳气”“盛气”“元气”“真气”，以及孟子说的 “浩然之气”，大多都是描绘人的精神的。东汉 《人物

志》以及魏晋时期品藻人物用语，都离不开 “气”。曹丕所谓 “文以气为主”，谢赫说 “气韵生动”，揭示出气是中国艺术之魂。

而 “星气”“节气”等则与占星、农时相关。由此可见气对中国文化影响之深之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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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山区经纪交易的

多重网络嵌入探赜

———基于 Ｗ镇的个案

王彦斌，秦　庆
［云南大学，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摘　要：本文以Ｗ镇为个案，采用饱和抽样原则确定访谈对象，运用 “链接设计”的网络分析

方法对山区农产品交易活动及经纪网络进行研究。经纪人建构了具有亲缘性信任的经纪人群体网络，

其关系结构塑造了经纪人从属和依赖群体网络的资源交换方式；同时，经纪人个体建构了具有信用性

信任的客商交易网络，其关系结构影响了经纪人在外部市场的农产品交易方式。而二者的联合形成了

具有多重结构特点的经纪网络，表现出水平的和垂直的结构依赖，为经纪人提供了一个有效的、不断

增长的交易活动 “空间扩散”路径。经纪交易活动嵌入多重网络，其结构性嵌入特点促动和制约了

经纪人的市场经营行为，在改善整体市场网络、塑造信任交易环境、平衡经纪人市场地位等方面具有

显著的优势。“经纪人＋多重网络＋市场”的经济活动方式是山区农产品流通环节中实现农民和现代

大市场有效联接的一种地方性形式。

关键词：经纪；农产品交易；多重网络；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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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

（一）问题的提出

经纪机会容易出现在信息分布不足的环境

中，如市场或等级制度不完全发展的地方或正

式制度较为薄弱和低效的农村地区。①在西南山

区，农业市场信息化水平不高、农业经营组织

化程度较低，农村经纪人长期大量存在并成为

承担农商产品采运营销功能的重要市场经营主

体。②他们对地方社会和外部市场的关系网络进

行投资，由此吸引了众多习惯和偏好与自己进

行农产品交易的市场主体，建构形成了具有地

方和市场特色的经纪网络，并促使网络成员之

间按照长期回报的原则交换产品和资源。在农

产品经纪行为普遍存在的地方性情境下，政府

推荐和鼓励发展的一些农村经济合作组织难以有

效发挥农产品经营和流通的功能，经纪人及其建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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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经纪网络代替那些正式组织和制度成为安排

农产品市场交易的一种主要地方性经济形式。而

且，在地方产业化政策引导下，一些农业合作组

织开始尝试把经纪人及其关系网络纳入到农业产

业经济体系中，政府也在努力促成农产品经纪与

组织化经营管理相结合以发展新型产业经济。因

此，对经纪网络嵌入进行研究，可以解构山区农

产品交易的自组织形式，在理解地方社会经济重

要特征的基础上，为经纪人带动地方农业经济产

业发展的政策制定，以及 “完善农产品流通骨干

网络、提升产地市场建设”提供现实依据。

在经济社会学领域，网络常常被视为社会

结构，经济行动嵌入网络的方式和结构会对经

济行动及其结果产生重要的影响。不仅农村经

纪人与其他市场主体的关系对个体交易行动有

直接的效果，而且经纪交易行动所嵌入网络的

整体结构对农产品市场和行业经营活动能产生

更加强大的经济效应。格兰诺维特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

最早提出了分析经济行动的网络嵌入观点，指

出 “经济行动是在社会网内的互动过程中做出

决定的”，① 他的网络嵌入研究聚焦于讨论由具

体关系以及网络产生的信任对防止市场欺诈的

作用。实际上，网络嵌入不仅会通过信任对经

济行动产生影响，而且能通过其他中间性要素

影响经济行动的效果。经纪网络的结构性嵌入

引出了需要对包括信任扩散在内的一些中介性

要素的探讨，比如资源依赖、信息交换、权力

平衡等，这些中介性要素构成了较为完整地解

释网络结构如何影响市场交易活动现象的因果

关系链条。在云南Ｗ镇，农村经纪人所形成的

复杂性网络关系结构在某种意义上展现了这种

复杂的因果关联。为此，有必要深入分析网络

结构形态对山区农产品交易行动绩效影响的路

径，充分阐释网络结构性嵌入的作用机制，以

进一步推动网络嵌入解释框架的发展。

（二）农村经纪交易活动的研究回顾

农村经纪人是分散经营向订单农业和规模

经营发展的产物，以往对农村经纪交易活动的

研究主要是从以下两个层面展开；一个是从农

村经纪人作为重要市场主体发展的角度，考察

农村经纪人在农产品市场中的角色和功能，指

出该群体的发展困境，并从政府扶持、经纪人

协会培育、经纪人职业培训、法律地位规范等

方面提出促进农村经纪人队伍建设的政策建议；

另一个是从农村经纪人与地方社会之间关系的

角度，分析农村经纪人如何参与小农户与大市

场的联接，尤其是他们在农产品产地的经纪活

动方式。一些学者注意到，在广大农村市场中

相当多的农产品交易都是以一种嵌入地方社会

和文化的非组织形式存在，他们倾向于对复杂

的地方性社会文化情境进行深入考察。王秋月

指出，“地方经纪人发挥作用的基础和能力来源

于熟人社会的作用机制”，包括能降低交易成本

的关系网络和约束风险的村庄道德规范。② 陈义

媛对村庄嵌入展开研究，指出 “农产品经纪人

利用自身在村庄社会内部的关系资源”③ 推动

外来中间商和小农户的交易，包括为中间商寻

找货源、提供信任担保、化解双方矛盾等。曾

凡木认为，经纪人通过熟人关系的再造为新农

业村庄的经济活动提供支持。④ 也有少数学者注

意到经纪人的类组织活动方式，并对其作用机

制进行了探讨。陈冰琳等认为，“在经济欠发达

的农村地区中，经纪人带动型产业化组织一般

运用关系治理机制来确保交易的顺利进行”。⑤

艾云指出，中间商的社会地位、资源动员能力

以及相互间关系决定了当地的市场结构和市场

交易形式。⑥ 这些研究有助于网络嵌入架构中的

关系性嵌入概念发展，同时为农产品市场流通

建设提供了有意义的经验材料和理论思考。

通过对农村经纪交易活动的研究回顾可以

发现，已有研究侧重于分析农村经纪人与农户

联接的地方社会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对地方市场

运作的影响，但是对关系网络的结构性嵌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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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和作用机制缺乏深入讨论。格兰诺维特的网

络嵌入理论架构，重点对经济行动方式及产出

受到行动者与特定他人之间关系影响的关系性

嵌入问题进行了阐述，① 但是对经济行动者受到

所嵌入网络整体结构影响的结构性嵌入问题分

析不足。农村经纪人一只脚嵌入地方社会，另

一只脚跨入全国农产品市场，因而仅仅从关系

性嵌入层面对经纪交易活动进行分析是不够的，

需要从经纪网络的结构性嵌入层面展开讨论。

“经济行动者行为的有效性常常依赖于他们与其

他机构性部门之间的网络重叠，”② 而农村经纪

人的交易行动绩效主要与其所建构经纪网络的

多重性结构特征有关，两者具有类似性也存在

差异性。聚焦于研究经纪人在连接农民与大市

场过程中所形成的经纪网络的整体结构，深入

分析多重经纪网络结构如何重组农产品交易活

动中的资源、信息、信任、经济权力等中间性

要素，探讨山区农产品交易活动有效 “空间扩

散”并不断增长的机制及其路径，有助于对山

区农产品交易流通的地方性形式做出深刻解释，

并促进网络嵌入理论的发展。

二、Ｗ镇农村经纪人基本情况
　　及研究方法　　　　　　

（一）Ｗ镇农村经纪人发展基本情况

Ｗ镇是一个集山区、高寒于一体的彝族聚

居乡镇，全镇有４０６３户，总人口约１８６００人，

其中彝族人口占９０％以上。Ｗ镇连接南华、楚

雄、大理祥云三县市，处于龙川、沙桥、一街、

三街、普棚等五乡镇的交界地带，是山区乡镇

通往州县城市的交通咽喉之地。Ｗ镇的地理区

位优势、农产品经纪人以及经纪交易活动的发

展促使该镇成为山区农产品交易集散中心，山

区乡镇的核桃、萝卜条、大白芸豆、黑瓜子、

野生菌等大宗农产品主要经由 Ｗ镇经纪人销往

全国市场。Ｗ镇的农产品经纪活动农村经济体

改革开始历时三十余年，在从业人数、经营规

模、范围、行业知名度、经济影响力等方面不

断发展壮大，形成了以网络自组织形态联接小

农户和大市场的农产品市场流通渠道。其特点

主要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Ｗ镇经纪人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具有

较大经营规模，在山区农产品市场中形成市场

集中度和重要影响力。Ｗ镇集镇上近五分之一

的铺面经营农产品生意，大约每１５个劳动力中

就有１人常年从事农产品经营活动，经纪人数

量超过５００人，以农产品经纪活动为业的家庭

约占全镇家庭的１０％左右。据当地政府工作人

员和经营规模位居前列的中间商老板对２０２１年

的几种大宗农产品交易情况粗略估计，萝卜条

的年销售量有八九千吨，而且有持续增长的趋

势；核桃的年成交量有六七千吨，也有继续扩

大市场空间的可能；白芸豆的年销售量超过并

稳定在千吨以上。

第二，Ｗ镇经纪人与全国市场的联接经历

了由间接关联到直接联系的发展过程，在外部

市场中建立行业知名度和良好声誉。早期，当

地经纪人主要通过省内的城市中间商与全国批

发市场、原材料消费市场联接；２０１０年以后，

他们逐渐建构形成自己的客商交易网络，从而

直接联接全国市场。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经纪

人和客商受到利润增加的经济动机激励，进行

了积极的双向联接互动。一方面，各地客商直

接到Ｗ镇与经纪人商谈合作、购买地方农产

品；另一方面，当地经纪人也主动到客商所在

城市进行市场考察，寻找和发掘外部市场。

第三，随着农产品市场的专业化发展、地

方市场与外部市场的整合性提高，Ｗ镇经纪人

群体内部形成层级结构分化。根据农村经纪人

所拥有的资源、要素的配置情况，Ｗ镇经纪人

群体分化为收购型小贩、转化型小贩 （介于收

购小贩和中间商老板之间的类型，有少量外部

网络）、中间商老板三种类型。相较而言，小贩

集中于巩固地方性关系以促进地方市场交换的

效率，而中间商老板在维系地方性关系的同时

着重向外部市场发展新的关系。虽然中间商老

板人数远远少于小贩，但是他们在山区农产品

经纪活动中占据主导性地位，是经纪网络的核

心建构者。因此，本文重点对中间商老板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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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农产品交易活动中形成的多重经纪网络结构

和作用机制进行分析。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实地研究方法，以云南省 Ｗ镇作

为个案，以该镇的农村经纪人为调查对象，深

度追踪该镇经纪人及其农产品交易活动。笔者

于２０２０年至２０２１年间多次深入实地进行参与

式观察，并对不同经营规模、种类和年限的经

纪人进行了深度访谈。其中重点对１０个 “中间

商老板”经纪人的亲属关系网络进行了调查，

对他们的客商交易网络的关系人构成、类型、

网络规模等进行了分析，并采用 “链接设计”

的技术方法对经纪网络的整体结构进行研究。

研究对象的获取方式。在实地研究中，样

本量是一个影响研究效度的重要问题，“质性研

究者常视饱和为一个可接受的评估样本量是否

充分的标准”。① 研究采用既定主题饱和的原则

来确定访谈对象的数量，而 “该类饱和的核心

在于构成理论的所有要件都能有充分的数据支

撑”。② 交易网络的研究涉及关系属性、关系类

型、网络规模、社会资本、交易信任以及经济

权力等要素，需要对样本的构成、基本特征和

交易类型等重点甄选。基于调查过程中的摸底，

中间商老板数量约为四五十人，研究共选择了

１０个 “中间商老板”作为访谈对象。其中，年

均销售量在千吨以上的５人，年均销售量为数

百吨的５人；经营年限在三十年以上的 ３人，

二十年以上不足三十年的４人，十年以上不足

二十年的３人。这１０个访谈对象能反映中间商

老板总体的基本构成和特征，具有一定的总体

代表性。对这些访谈对象的网络的数据收集和

分析能保证数据达到饱和度，从而充分支撑

“网络结构如何影响交易行动”这一主要研究

问题。

研究分析的具体方法。 “链接设计”是一

种对个体间的和群体间的关系联接模式进行分

析的技术方法。③ 它要求分别考察行动者个体之

间的关系网络 （Ｐ），行动者所从属群体或组织

的网络 （Ａ），以及群体 （组织）与群体 （组

织）之间的网络 （Ｇ）。这种技术方法对分析多

重网络结构具有重要贡献。其一，“链接设计”

是对传统的 “单模网络”分析方法的超越，可

以对双模或多模的网络结构进行分析。其二，

“链接设计”不仅需要单独考察每一层次的关

系网络，而且要求对个体和群体层次的关系网

络进行共同研究。由于每一层网络都构成了一

个不同资源之间的交换系统，有自己的时间性

和逻辑，所以需要单独考察它们；而对不同层

次网络的联合研究则能够进一步识别行动者的

机会结构，确定从中获益行动者的获益方式并

衡量他们的行为绩效表现。其三，“链接设计”

建立了个体性社会资本和集体性社会资本之间

的联系，能探索个体和群体联系的共同作用机

制。经纪网络是一个具有多重结构特点的网络，

研究采用 “链接设计”的技术方法对经纪网络

进行分析，首先分别考察每一个完整网络，然

后把多个网络结合起来考察。第一个完整网络

主要发生在地方社会内部，是经纪人从属于群

体的网络 （Ａ）；第二个完整网络是经纪人个体

和若干客商之间关系的网络 （Ｐ）；两类网络结

合后，形成了对经纪人群体和外地客商群体联

合构成的农产品市场网络 （Ｇ）的分析。

三、Ｗ镇多重经纪网络的形成
　　和结构　　　　　　　　

（一）基于亲缘性信任的经纪人群体网络

结构和资源交换方式

在Ｗ镇，亲属制度和关系到生产与再生产

了经纪人群体网络，并通过亲属情感和义务维

持网络的稳定及资源的生产和交换。当一系列

行动者既以一种有意义的内部关联方式紧密联

系在一起，又共享某种相同类别或 “群体成员

身份”时，就出现了类属网。④ Ｗ镇经纪人群

体基于农产品经营事业、亲缘性关系联接形成

了经纪人类属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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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亲属制度所形成的分支家族作为五代

以内同一男性祖先传下来的父系小群体，是 Ｗ

镇彝族社会最重要的一种社会结构和社会经济

活动组织形式。按照分支家族对经纪人群体进

行梳理后，可以清楚地勾画出 Ｗ镇经纪人群体

网络的关系脉络和网络结构。调查发现，Ｗ镇

农产品年均销售量最大的５位中间商老板主要

来自于４个家族，ＬＢ村罗氏家族、ＤＭ村罗氏

家族、ＤＸ村罗氏家族、ＬＷ村罗氏家族。 （见

图１）这些家族的众多家庭成员在本家族经纪

活动 “先行者”的影响和支持下也纷纷参与到

农产品经纪活动中，从而形成家族式的农产品

生意。在经纪人群体网络的关系构成中，兄弟、

堂兄弟、父子、叔侄、堂叔侄等族亲关系约占

一半以上的比例。不同家族之间又通过姻亲密

切联接在一起，翁婿、郎舅①、连襟、表舅甥、

姨表亲等因婚姻而建立的各类姻亲关系在经纪

人群体网络的关系构成中约占四分之一。经纪

人之间还通过 “认亲家”“结师徒”“称兄弟”

等建立各种 “拟亲”关系，这类关系在经纪人

群体网络的关系构成中占比超过十分之一。图

１为Ｗ镇部分经纪人的网络关系，其中 ＤＸ村

罗氏中行二的兄弟娶了ＳＢ村罗氏的女儿，该家

族行三的兄弟娶了 ＱＣ村周氏的女儿，三个家

族由舅亲和姨亲联系起来；ＬＢ村罗氏带动和扶

持ＭＨ村ＰＲＣ、ＤＭ村 ＬＷＨ做农产品生意，三

个家族成员由亲密的师徒关系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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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Ｗ镇经纪人群体关系网络 （部分）

在经纪人群体网络内不存在孤立的成员，

每个人都与其他人具有强弱、亲密程度不一的

社会关系。因此，Ｗ镇经纪人群体网络是一个

具有较高密度、强烈情感义务、高度凝聚的网

络，经纪人个体对群体网络具有较高程度的从

属性，网络成员之间具有较强的亲缘性信任。

经纪人群体网络的密集性强连带和亲缘性信任

特点造就了Ｗ镇经纪人从属和依赖群体网络的

资源生产和交换方式。

其一，经纪人群体网络的关系结构塑造了

Ｗ镇的农产品经营行业，使得其农产品资源、

资金、资本规模集中。格兰诺维特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

ｔｅｒ）提出，行业群体能不能在一个有利的经济

环境中出现，取决于重要家庭间的联系结构；

行业以什么方式被型构，取决于引导行动者的

人际网络情况。② 在 Ｗ镇，农产品经营事业的

纵向延伸首先考虑家族血亲，而家族事业的扩

展联合优先选择基于姻亲的亲属关系。经纪人

一方面通过父子承继、近亲扶持、师徒式的雇

主提携等方式影响和带动家族成员从事农产品

经营活动，另一方面通过姻亲合伙经营扩大资

金来源、提高行业竞争力。因此，地方农产品

市场的资金、客商等资源主要集中在几个家族

成员手中。

其二，经纪人群体网络的关系属性直接影

响经纪人的农产品经营方式，使经纪交易活动

具有社会经济的性质。经纪人主要基于亲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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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的丈夫为郎，妻的兄弟为舅；指男子与其妻兄弟的合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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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的非竞争性协作方式进行农产品经营活动，

具体表现为相互介绍和共享外地客商资源、调

配农产品货源、帮忙发货等互助支持形式。可

以看出，其内在的 “以亲缘和 ‘拟亲缘’关系

为基础的 ‘特殊信任’是中国农民走向合作的

行动逻辑，能帮助个体农民在面临市场挑战时

产生合作行为”。① 亲缘性关系属性使网络成员

在农产品经营活动中考虑情感性利益、对称性

义务并进行平衡性交换。亲属关系及构成原则

促动和限制了经纪人进行劳动力联合的方式，

并为秩序化的农产品经营提供了基础，由此网

络成员愿意以一种积极合作的姿态共同应对农

产品交易活动中的风险。

（二）基于信用性信任的客商交易网络结

构和农产品交易方式

中间商老板是经济关系系统中的中间人纽

带，他们在进入现代大市场的过程中，通过学

习和创新获得了联接外部市场的能力和资源。

被Ｗ镇经纪人联接的全国市场主体主要有三种

类型：第一类是以农产品为原材料做食品加工

的厂家；第二类是做农产品批发的一级市场批

发商；第三类是在云南省内其他产地做大宗农

产品交易的中间商。Ｗ镇经纪人个体基于农产

品交易活动、信任关系联接形成了客商交易

网络。

客商交易网络的关系人来自于全国各地，

是不同地区市场的代表，通过他们的地区分布

和经济活动可以了解网络的关系人构成，以及

Ｗ镇经纪人与外部市场的农产品贸易联系特点。

第一，客商关系人具有一定的地区分布集中性，

在同一城市经营同一类型农产品的客商通常是

相互认识的。比如，萝卜条厂商集中于广东花

都和东莞，他们彼此熟识并且分别与 Ｗ镇的中

间商老板建立了长期稳定的萝卜条买卖合作。

第二，根据对应性分析，客商关系人的地区分

布与几种大宗农产品类型存在一定的对应性关

系。比如，核桃干果客商主要来自四川、重庆、

湖北、河北等地城市；萝卜条批发客商主要来

自贵州、四川、广西、广东、湖南等地城市；

对保鲜程度和物流速度要求较高的野生菌客商

则集中于省会昆明。第三，近几年，省内其他

产地中间商与Ｗ镇中间商的交易互动比过去增

加。较为突出的是，作为大理地区核桃交易中心

的永平、漾濞中间商和 Ｗ镇中间商，会根据核

桃上市时间差、价格差互相进行带有投机和期货

性质的其他产地 “买货”。因此，与经纪人群体

网络相比，客商交易网络是一个开放和相对松散

的网络。

基于交易频率和交易时间年限的差别，可

以把Ｗ镇农产品交易分为一次性交易、发展型

交易、老主顾交易等三种类型。与中间商老板

发生一次性交易的客商人数反映了一次性交易

关系，它是典型的市场关系行为。与中间商老

板发生多次交易且打交道时间在３年以上的客

商人数是一种老主顾关系，它基本是嵌入性关

系。发展型交易所建立的交易关系为不完全熟

悉关系，反映了与中间商老板打交道多次但时

间不满３年的客商关系情况，它是一种从市场

关系向嵌入关系的过渡。通过对１０个中间商老

板的客商交易网进行调查，分别计算每位中间

商老板的各类关系人数与其客商关系总数的比

值，然后分别计算每一类关系数比值的平均值，

得出结果如表 １。从中可以发现，老主顾关系

占对客商关系总数的一半以上，不完全熟悉关

系约占三分之一，一次性交易关系仅仅占约十

分之一。

市场性关系是一种个体在市场交易中追求

利益最大化的关系，表现为不即不离、短期性、

利益至上等特点；而嵌入性关系则是一种个体

在市场交易中兼顾利益和友谊的关系，表现为

密切联系、长期性、信用至上等特点。在现实

中，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纯粹市场性交易通常难

以持久。乌兹 （Ｕｚｚｉ）关于市场运行方式的网

络研究指出，为了能成功进行商业运作，需要

在市场关系和嵌入关系二者之间取得平衡或把

二者结合起来形成一种 “整合的网络”。② 因

此，客商交易网络是在反复交易互动过程中基

于 “业缘”和时间性而形成的以嵌入性关系为

主兼具市场性关系的网络。与经纪人群体网络

建立在亲缘性信任基础上的嵌入性关系结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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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赵泉民，李怡：《关系网络与中国乡村生活的合作经济———基于社会资本视角》，《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０８第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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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客商交易网络是一种建立在信用性信任基

础上的后致性关系结构。信用性信任是指信任

建立在信用的期望之上，而信用是在某些情况

下把他人利益置于自己利益之上并履行承诺的

品质。① 信用性信任不仅提供了中间商老板和外

地客商交易互动的基本原则，而且它能使新关

系发展成为嵌入性关系并维持客商交易网络的

持续再生产。

表１　２０２１年Ｗ镇中间商老板的外地客商关系类型

中间商

老板
主要经营农产品类型

一次性交

易关系数

不完全熟

悉关系数

老主顾

关系数

对客商关

系总数

ＬＲＧ 萝卜条、核桃、黑瓜子、野生菌 ３（０１０） １０（０３４） １６（０５５） ２９

ＬＫＳ 核桃、（曾经做萝卜条、黑瓜子） ２（０１２） ４（０２３） １１（０６５） １７

ＺＫＪ 萝卜条、野生菌 （鲜菌、干片） ２（００９） ７（０３０） １４（０６１） ２３

ＬＷＨ 萝卜条、核桃、白芸豆、黑瓜子 １１（０１２） ３４（０３８） ４４（０５０） ８９

ＬＨＣ 萝卜条、核桃、白芸豆、黑瓜子 １２（０１４） ３０（０３４） ４５（０５２） ８７

ＰＲＣ 野生菌 （松茸为主）、黑瓜子 ２（０１２） ６（０３５） ９（０５３） １７

ＬＹＨ 核桃 ３（０１４） ７（０３２） １２（０５４） ２２

ＬＪＺ 萝卜条、核桃、白芸豆 ７（０１１） ２１（０３２） ３８（０５７） ６６

ＬＲＫ 萝卜条、核桃 ７（０１３） １８（０３５） ２７（０５２） ５２

ＬＳＨ 萝卜条、野生菌、核桃 ８（０１５） ２１（０３６） ２８（０４９） ５７

关系数均值 ０１２２ ０３２９ ０５４８ —

　　注：ＬＲＧ、ＬＫＳ、ＺＫＪ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开始做农产品生意，是初代经纪人；ＬＷＨ、ＬＨＣ、ＰＲＣ、ＬＹＨ于

２１世纪初期开始做农产品生意，ＬＪＺ、ＬＲＫ、ＬＳＨ于２０１０年前后开始经营农产品，是二代经纪人。

　　在客商交易网络中，中间商老板和客商基

于信用性信任的交易互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第一，不论交易量大小、交易时限长短，

双方以非正式的口头契约来订约和履约。大多

数外地客商通过电话联系中间商老板确定货物

规格、类型以及发货量、时间等订单信息，不

需要亲自现场交易。第二，双方依据信用和关

系熟稔程度选择相应的农产品交易付款方式。

长期合作、高度信任的双方通常采用先支付

２０％的款项、收货后再分期支付余款的方式，

尾款一般在农产品收购季结束后三个月内付清。

第三，双方会及时沟通和传递农产品市场行情

和价格变化信息，从而帮助对方避免一些不必

要的损失。基于信用性信任的双方不仅减少了

交易互动中重复谈判、价格欺诈与农产品质量

监督等成本，而且更容易增地相互理解并建立

市场风险分担的合作意识。因此，客商交易网

络是一个建立在信用性信任基础上的关系网络，

市场主体在外部市场的交易活动强烈依赖于这

一网络特征。

（三）经纪行动的多重网络结构

许多对社会网络的研究通常关注 “单模网

络”，侧重于单独分析个体间的非正式网络或企

业间的商业网络。布莱利 （Ｂｒａｉｌｌｙ）认为重新

建构一个可联合分析经济网络和非正式网络的

多重框架，用以解释行动者的经济机会和行为

表现是必要的。②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埃尔瑟韦尔多重网

络界定为：在不同层次 （如个体和群体）上定

义的不同类型的节点联系，这些联系可能发生

在层次内和跨层次的所有节点之间。③ 在本文研

究的个案中，当把经纪人群体网络和客商交易

网络联合起来分析时，可以发现经纪网络确实

是一个具有多重结构特点的市场交易网络。这

个经纪网络具有多重结构特征，不仅在于它包

含了不同类型的关系，比如经纪人之间的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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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关系、经纪人与其他市场主体之间的经济

交易关系，还在于节点集包含了不同层次上定义

的实体，比如经纪人和农产品交易市场。在多重

经纪网络中，经纪人是具有多重成员身份的行动

者，而群体节点之间的联系程度是从属于群体节

点的个体节点之间联系聚集性的体现。

对多重经纪网络进行结构分析，实际上是

讨论网络中的经纪人个体如何利用经纪人间关

系和群体成员身份关联，管理和控制市场交易

网络，以追求合理经济利益。在多重网络中，

经纪人通过所从属的群体网络 （Ａ）不断调整

和完善经纪人个体的客商交易网络 （Ｐ），并与

经纪人群体和外地客商群体联合构成的农产品

市场网络 （Ｇ）形成交叉重叠，从而对这两个

网络的信息交换和资源控制产生影响。这一过

程具体表现为：第一，经纪人隶属经纪人群体

网络。在群体网络的同化机制作用下，经纪人

个体通过经营学习和经验复制来消除相互间的

差异，通过资源协作和信息交换来维持成员之

间的密切关系。他们感知并构建其网络成员身

份的方式使该群体产生了一种经纪行动的集体

效应，进一步影响经纪人以群体身份与外地客

商交易互动的行为方式。第二，经纪人都有自

己的客商伙伴，他可以从伙伴那里获得主要的

经济利润和有限的市场信息。第三，客商交易

网络和农产品市场网络部分重叠、相互嵌套。

经纪人可以从个体层次与其他节点 （客商）发

生交易关系，同时也能够以从属于一个群体网

络的群体层次与其他节点产生联系。（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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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经纪网络的多重结构和关系联接模式

从图 ２可以看出，经纪人 Ａ１不仅与客商

Ｂ１和 Ｂ２发生直接的农产品交易互动，而且通

过所属群体网络中的成员 Ａ２和客商 Ｂ３、Ｂ４相

识并形成潜在的交易互动机会，通过成员Ａ３和

客商Ｃ３、Ｃ４相识并生成潜在的交易互动机会。

在这个多重网络中，任何一个经纪人都可以借

助这种群体网络关系快速找到潜在的交易对象，

资源获取和信息交换的路径大大缩短了。一旦

交易需求被提出，潜在的机会可以很快转化为

实际的交易行动。经纪人通过网络 Ａ建构形成

了农产品市场网络 Ｇ，同时经纪人的网络 Ｐ又

受到市场网络Ｇ的促动和制约。经纪多重网络

的结构依赖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与传统的

社会网络一样，在每个层次上都存在水平结构

依赖，即每个层次的行动者都在一定的社会

（网络）结构中行动。其根源在于，每个层次

的网络都构成了一个不同资源、信息之间的交

换系统，行动者必须依赖于这些交换系统才能

实现其资源交换目的。而行动者对水平结构的

依赖程度与多重网络中的关系性质有关。如果

网络中的关系表现出积极性联接而非消极性联接

的性质，那么行动者对水平结构的依赖性较高。

积极性联接意味着一个交换关系促进了另一个交

换关系，而消极性联接意味着与一个伙伴的交换

排除了与其他伙伴的交换。① 其次，层次之间存

在垂直结构依赖，即个体网络部分地依赖其所在

群体网络，反之亦然。而且，个体网络的集合过

程和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群体网络的结构。

垂直结构依赖使经纪人个体的客商交易网络与经

纪人群体的市场交易网络之间形成交叉嵌套结

构。一个经纪人的客商网成员可能是另一个网络

的关系人，经纪人各自的客商网被嵌套性地联系

起来。由于嵌入多重网络中的行动者既受到水平

结构也受到垂直结构的影响，因而在农产品交易

市场中可以观察到经纪人个体和经纪人群体、客

商群体的相互作用，尤其是群体层次对个体层次

的资源供给和经营决策影响。

四、多重经纪网络嵌入的势能

（一）多重经纪网络嵌入改善农产品市场网络

由于农产品交易行动嵌入多重经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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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经纪人可以很容易在个体与群体相互关联

的网络结构中，通过积极性连带和借用其他经

纪人的社会资本来帮助自己完成在外部市场的

交易。这一过程对农产品经营活动具有提升效

应，它意味着经纪人能借助同属网络的其他成

员的多向联系和资源来提高自己的交易活动效

率。拉扎加 （Ｌａｚｅｇａ）将这种效应称之为 “网

络提升”，这一概念使我们能衡量个体层面的行

动绩效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体所属群体和群

体间环境的多层次组合特征。①

经纪人的网络提升与多重网络中的关系联

接性质以及个体对群体网络的从属结构有关。

其一，经纪人之间的关系对经纪人与其他市场

主体之间的关系产生促进性影响。一般情况下，

从桥接分离行动者或居间分离交易中获益的企

业家有较强的动机维持这种分离状态以保持结

构洞优势。但是在多重网络中，群体从属性和

亲密关系使经纪人能认识和发现结构洞利益，

并愿意共享这种潜在利益。比如，Ｗ镇经纪人

群体有一种不成文惯例，一个经纪人的大客户

来五街，其他关系亲密的经纪人会受邀陪同一

起吃饭。从这种意义上，经纪人充当了其他经

纪人与外地客商接触和取得联系的 “桥梁”。

其二，经纪人与外部市场的关系联接有助于其

他经纪人与外部市场关系的发展。当经纪人把

外部市场的新信息、新资源、新技术、新设备

带回内部市场时，这些新信息和资源很快在经

纪人群体内得到传播和交流，新技术、新设备

很快被网络成员学习和采用。比如，一个经纪

人引入一套先进的核桃加工设备，其他经纪人

向其打听后很快跟上。经纪人与外部市场之间

的发展型关系没有阻隔、而是增进了其他经纪

人与外部市场之间的关系。因此，嵌入在多重

网络中的经纪人能够快速建构大量与外部市场

的积极性连带关系，使整体的农产品市场网络

得到改善和发展。

在竞争的经济环境中，当行动者所属的群

体具有紧密的联系，并且在群体之外存在较多

的经纪机会时，他们往往会进行更多的资源协

作、社会资本借用，并由此形成较高程度的集

体性社会资本依赖。从访谈中可以了解到，经

纪人在多重网络中进行资源协作、社会资本借

用的经济行为包括相互调货、帮忙代发货、攒

货、搭桥介绍外地客商等。比如，经纪人的现

有农产品库存量不能满足其客户需求，他可以

从同行那里调货以解决这一危机；经纪人的农

产品库存积压严重，他可以请求其他经纪人利

用其客户资源帮助消化库存；经济实力不够强

的几个经纪人把货集中起来形成一定数量规模，

然后和有大宗货物需求的客商进行交易。虽然

借用社会资本是经纪人个体行为并使个体直接

受益，但是 “借用”的经济活动不以赚取利润

为目的，而是以协作互助、互惠往来作为实质

性特征，客观上促进了集体性社会资本的积累

和发展。因此，多重网络嵌入提供了社会资本

扩展的机会结构，使经纪人能及时获得有用的

间接联系和资源，这有助于促进经纪人群体在

外部市场的农产品经营效益。

（二）多重经纪网络嵌入塑造信任交易

环境

由于农产品交易行动嵌入多重经纪网络，

经纪人作为网络节点，既是以个体经营者身份

和外地客商进行交易，同时也是以从属于经纪

人群体网络的成员身份和外地客商群体打交道。

经纪人在不同层次上的节点联系在确保交易主

体的信用、缩短对陌生人信任所需时间、扩展

大范围内的交易信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有助于塑造一种值得信赖的市场交易环境。

特殊主义的关系网络能增强成员信任程

度，② 在商业活动中对传统人际网络的利用能支

撑起广泛的信用网络的发展。③ 而信任交易环境

的形成不仅与网络的关系属性有关，更是受到

多重网络中层级性结构的影响。多重网络产生

市场主体遵守市场交易信用和规则的结构性压

力，这种结构性压力来自于群体层次上的信息

获取和 “信用奖惩”。农产品交易、经营行业

等市场信息的非正式交换并非仅仅发生在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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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之中，相反，众多信息交换、甄选和获取

发生在群体层次上。因此，嵌入多重网络中的

信息传播和获取路径优于单模的人际关系网络，

而且远远优于匿名性的交易市场。在此意义上，

嵌入多重网络中的交易关系对市场经营主体产

生的约束力远远大于匿名市场。因为失信和违

约行为不仅仅造成个人关系的中断，而且意味

着群体性的共同 “惩罚”，其成本和代价过于

高昂。如果经纪人没有按约定交付农产品或者

交付农产品出现较大质量问题，那么他有可能

失去由客商群体构成的外部市场；如果外地客

商出现过分拖欠货款的重大违约现象，那么他

可能失去经纪人的群体信任，从而失去这个农

产品原材料市场。

多重网络具有一种使陌生人信任基于群体

身份进行扩散的结构，这种结构也具有缩短对

陌生人形成信任所需时间的功能。网络成员通

过观察和了解嵌入多重网络的经纪交易行动来

识别和评估潜在客户的信用状况，从而判断该

客户是否可以成为值得信任的交易对象。因为，

“如果人们能够信任那些给出 ‘间接’允诺的

人，那么信任就可以扩展到比只有直接纽带才

能带来信任大得多的结构之中”。① 比如，外地

客商Ｂ和经纪人Ａ２进行交易，经纪人Ａ２信任

客商Ｂ，则与 Ａ２同属于一个群体的经纪人 Ａ１

也会信任客商 Ｂ，并愿意与 Ｂ进行交易，尽管

Ａ１和Ｂ以前没有打过任何交道。在多重经纪网

络中，个体层次上个别交易关系产生的交易信

任通过该节点在群体层次上的身份和连带关系

在群体内进行扩展。这种从 “个人信任”转向

“群体信任”的交易信任扩散方式在经纪人群

体和客商群体之间形成 “扩大信任”，从而有

助于塑造一种可靠的外部市场交易环境。

（三）多重网络嵌入平衡交易双方市场地位

由于农产品交易行动嵌入多重经纪网络，

经纪人个体的经营活动与群体性的市场活动存

在关联，从而产生了大量的结构等位和非垄断

性的网络利益，也提升了经纪人整体的经济权

力。“经济权力代表这样一种可能性，一个行动

者能够通过提供金钱使其他行动者自愿地集中

他们的精力去完成某一任务。”② 传统观点认

为，不论是小农还是经纪人，在面对大市场时

总是处于经济权力弱势地位。而嵌入多重网络

中的经济行动改变了经纪人的市场交易地位，

使经纪人在面对客商时处于一种相对平衡的经

济权力关系。

市场交易地位的平衡与多重网络中关系人

的结构等位、个体网络和群体网络的共同进化

有关。多重网络中，经纪人一端形成的是密集

网络，另一端联接的是松散网络，这种结构特

点为经纪人群体和客商群体的市场地位平衡提

供了基础。具体来说，一方面提升了经纪人的

经济交换地位，另一方面则消减了客商的垄断

权力。在信息分布不足的市场环境中，当经纪

人是离散的行动者时，客商在与经纪人的经济

权力关系上往往处于支配性地位，然而在多重

网络中，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由于经纪人之

间为亲缘性信任的强关系联接，作为一种具有

内聚力的群体，他们能以一致行动抵消外地客

商的经济支配优势。伯特 （Ｂｕｒｔ）指出，“两个

人如果拥有一样的关系人，他们在结构上就处

于同等位置”。③ 处于结构等位的关系人因为导

向同样的信息和资源而产生冗余，拥有冗余性

关系网络的行动者很难获得垄断性的网络利益。

多重网络中，一个客商的经纪人交易对象也是

另一个客商的交易对象；同样的，一个经纪人

的客商网成员可能是另一个网络的关系人，这

使得网络中存在大量的结构等位和冗余性关系。

因此，多重经纪网络整体具有一种结构对称性，

经纪人能通过对称的非直接联系获得替代性的

信息和资源，客商很难对经纪人形成信息利益

和控制利益。

多重网络中，客商交易网络和农产品市场

网络是相互建构、共同进化的关系，这促使经

纪人在与外部市场的经济关系中拥有更强大的

谈判底气和市场话语权。中间商老板每年都会

在农产品收购淡季 “跑市场”，以向外发展可

以合作的新客商，这种新的客户关系一旦被引

入，会很快嵌入到多重网络结构中，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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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簇”中的一个节点关系。“簇”是指由若干具

有强关系的经纪人围绕同类农产品交易所建构

的市场网络。新客商增加了新的关系到现在的

客商交易网络中，而 “簇”内成员凭借类属网

成员身份和强关系以对称交换方式共享 “簇”

内信息和资源。因此，经纪人对内保持密切的

交往互动和积极的经济联系，对外一致扩大客

商交易网络，吸引和聚集更多的外地客商，个

体交易网络和市场网络表现出同步化发展的趋

势。农产品交易行动嵌入多重网络不仅有助于

增强经纪人的市场主体性，而且进一步提升了

他们在行业市场中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使他们

能够以平等的地位与客商群体进行农产品贸易。

结　语

Ｗ镇的个案研究表明，不仅山区农产品交

易活动嵌入经纪网络中，而且经纪交易活动具

有多重网络嵌入的结构性特点，存在着水平和

垂直的结构依赖。这种结构性嵌入通过对资源

依赖、信息传递、信任关系、经济权力平衡等

中介性因素产生影响，促动和制约了地方经纪

人的市场经营行为，在农产品市场网络、交易

环境和市场地位等方面为经纪交易活动提供了

势能。在传统社会文化影响较强的山区农村，

多重经纪网络具有较高的农产品交易行动绩效，

能代替一些正式组织和制度框架发挥农产品市

场经营和流通的重要功能。乡村振兴要求 “推

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流

通业”，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经纪交易活动的多

重网络嵌入不仅成为地方经济体系中具有创新性

的产销衔接模式，而且对完善农产品流通骨干网

络、提升产地和集散地批发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张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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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郭德君，管理学博士，重庆医科大学医学人文研究中心教授。

①　ＣＧＳＳ２０１７年的调查数据已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日发布，相关信息参见：ｈｔｔｐ：／／ｃｇｓｓｒｕｃｅｄｕｃｎ／ｉｎｆｏ／１０１４／１０９ｈｔｍ，文中
图１—图８数据皆源自ＣＧＳＳ２０１７相关数据或经整理而得，由于笔者开启此项研究时该数据不能下载，因而本文所用数据是联系
ＣＧＳＳ负责部门后由相关工作人员提供，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②　笔者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９日联系ＣＧＳＳ相关负责人员对此进行了确认。
③　ＣＧＳＳ２００６中相关７个问题的回答均为３２０７个人，而此次虽然每个问题的回答人数不同，但至少都超过４０００人。
④　笔者以前在进行相关研究时已进行过相应文献梳理，此处不再赘述。
⑤　为了便于文中叙述以及后边的制表需要，７个孝道观问题在很多地方尽可能保持原意基础上采取了相对简洁的表述方式。

基于 ＣＧＳＳ２０１７调查数据的孝道观嬗变研究
———兼与 ＣＧＳＳ２００６调查数据比较的视角

郭德君
［重庆医科大学，重庆　４０００１６］

摘　要：基于ＣＧＳＳ２０１７调查中７个孝道观问题，在兼与ＣＧＳＳ２００６数据比较的视角下对当下孝道

发展趋势进行了简要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定序ｌｏｇｉｔ回归对当下孝道观所受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深

入的定量研究，进而提出了传统孝道在当代社会仍有持续发展的基础以及当下孝道在多维网络中存在

的格局决定了相应政策设计的视角要多元化等研究结论。

关键词：孝道观；孝道发展；政策设计

中图分类号：Ｄ６６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３）０６－００８０－１４

　　在ＣＧＳＳ２０１７家庭问卷调查中，①有７个孝道观

方面的问题，其中６个问题与ＣＧＳＳ２００６家庭问卷

中的相关问题内容完全相同，仅次序有所调整，

另外，此次调查把ＣＧＳＳ２００６家庭问卷家庭价值观

中第一个问题作为本次孝道观调查中第一个问题，

因而本次孝道观调查中的问题增加为７个。需要

指出的是：ＣＧＳＳ调查数据并非跟踪调查数据，②因

此，２０１７年数据是１１年后在不同人群中所做调

查，且数量与上次亦不同，③相较而言，此次回答

了这些问题的被访者人数较 ＣＧＳＳ２００６多。虽然

ＣＧＳＳ２０１７调查数据公布以后已促生了一些研究成

果，但目前以此为基础的孝道研究还未大规模展

开。尽管之前以ＣＧＳＳ２００６数据为基础的研究数量

并不少，④而且ＣＧＳＳ２０１７数据中的孝道观问题本质

上与ＣＧＳＳ２００６数据中的相同，但这并非目前可以

忽略相关研究的理由，因为其间毕竟存在１１年的

时间差，在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作为孝道中的

重要构成之孝道观必然要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而且从孝道自身构成角度而言，孝道观对孝行有

重要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一种决定性

的影响因素。基于这些考虑，笔者拟利用

ＣＧＳＳ２０１７数据首先对相应孝道观整体上进行分析。

一、对ＣＧＳＳ２０１７调查中７个
孝道观问题的分析———与

ＣＧＳＳ２００６数据比较的视角

　　 （一）ＣＧＳＳ２０１７调查中７个孝道观问题的

具体分析⑤

１对任何条件下家中父亲权威应受尊重问

题的调查

此次调查中第一个孝道观问题为：“无论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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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家中父亲的权威都应该受到尊重”，

剔除１５个不知道，２个拒绝回答的被访者后

一共有 ４１１５人做了回答，具体结果如图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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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任何条件下家中父亲权威应受尊重之调查结果

　　从中可看出，被访者看法压倒性集中在同

意一侧，将不同程度的同意所占比重集中起来，

整体上其所占比重达到８４１３％，与 ＣＧＳＳ２００６

相应数据作比较，① 彼时各种同意所占比重集中

起来一共达到 ８３４１％，因而在这个问题上二

者整体倾向高度一致，② 由此可看出，在不同对

象、不同数量人群中，相隔１１年后所做调查，

其观点倾向仍然高度相同，反映出在这个观点

上传统孝道影响的相对持久性。事实上，在笔

者看来，此观点虽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传统孝

道的部分内涵，但既不属于其中的精华，也与

现代的主流价值观不相符合，但在１１年时间里

仍能产生相对持久的影响力确实有点意外。

２对应做些事为父母增光问题的调查

此次调查中第二个孝道观问题为：“子女应

该做些让父母有光彩的事”，剔除９个不知道与

２个拒绝回答的被访者后一共有４１２１人做了回

答，具体结果如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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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应做些事为父母增光之调查结果

　　从中可看出，被访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与

第一个问题的基本倾向一致，虽然相应同意的

具体程度有所不同，但被访者观点主要集中于

同意一方是显而易见的，其人数所占比重达到

８８３８％。再与 ＣＧＳＳ２００６相应数据作比较，基

本趋势亦高度一致，因为彼时各个程度同意比

重相加，其所占比重达到８８２４％，两相比较，

反映出在这个问题上传统孝道亦保持了相对持

久的影响力。因为在对孝道的认识与践行过程

中绝非仅仅针对父母或老人一方，在生命传递

历程中父代与子代在多个方面呈现出了高度的

一体化关系，该问题至少从这个层面对此进行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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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ＣＧＳＳ２００６数据来源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ｓｄａｏｒｇ／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ｒ＝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ｖｉｅｗ＆ｉｄ＝１２６１２０１６。
由于调查对象不同，人数不同，因此，此处仅从整体倾向角度做简单分析，以下相应情况与此相同，不再一一赘述。



了较好的反映。

３对传宗接代问题的调查

此次调查中第三个孝道观问题为：“为了传

宗接代，至少要生一个儿子”，剔除１２个不知

道，２个拒绝回答的被访者后一共有４１１８人做

了回答，具体结果如图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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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至少生一个男孩传宗接代之调查结果

　　从中可看出，在这个问题上，被访者观点首

次出现了分化，其中持 “无所谓同意不同意”观

点的人占１９４５％，以此为界，持各种程度不同

意观点的人数所占比重为３５９４％，持各种程度

同意观点的人数所占比重为４４６１％，整体上差

距并不悬殊。再与ＣＧＳＳ２００６数据比较，基本趋

势也基本相似，彼时持各种程度同意观点的人数

一共占４５２５％的比重，各种程度不同同意的人

数所占比重为３００２％，反映出在此观点上，虽

然社会不断在发展，但其仍保持了相当的恒定

性。在这个观点上，葛剑雄立足历史因素从人口

持续发展角度将其上升到孝道本质的高度，其中

当然也论及对其现代转化问题，这主要是从当下

较长一段时间里人口生育率持续低下等社会背景

下所进行的分析。① 因此，对传统孝道的一些重

要观点不能简单地进行价值判定，而是要将历史

与现实结合起来进行全面的分析。

４对感恩父母养育的调查

此次调查中第四个孝道观问题为：“对父母

的养育之恩心存感激”，剔除６个不知道，２个

拒绝回答的被访者后一共有４１２４人做了回答，

具体结果如图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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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感恩父母养育之调查结果

　　从中可看出，被访者的观点几乎压倒性集

中集中于同意一方，统计结果显示：除过

２３８％的中立观点外，持各种同意观点的人数

占到９６７５％，而且同意人数呈递增态势，持

“非常同意”的人数高居第一位，占 ４５８５％。

再与 ＣＧＳＳ２００６数据比较，其整体倾向亦基本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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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葛剑雄：《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以孝道为例》，《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一致，当时也是有 ９５６０％的被访者持各种程

度的同意观点，但其中居第一位的是持 “相当

同意”的人群，所占比重为 ３８３８％，其次才

是持 “非 常 同 意”的 人 群，所 占 比 重 为

３３５５％。因此，两相比较，似乎能反映出这个

观点在１１年时间里似乎有向不断认同方向发展

之趋势。不过，这一点毫不意外，因为，传统

孝道之所以历尽波折仍能得以不同程度的延续，

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中一些重要内涵是建

立在人之正常感情需要之上的，即感恩父母在

正常情况下是普通民众应该具备的感情，也是

人之所以成为人的重要体现，两份调查在不同

时间条件下取得高度相似的结果对此进行了很

好的反映。

５关于在绝对意义上善待父母的调查

此次调查中第五个孝道观问题为：“无论父

母对您如何不好，仍然善待他们”，剔除１０个

不知道，２个拒绝回答的被访者后一共有４１２０

人做了回答，具体结果如图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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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在绝对意义上善待父母之调查结果

　　从中可看出，被访者对这个问题也是主要

持同意观点，各种程度的统一综合起来，其所

占比重为９１７２％，除保持中立观点的人群外，

３７４％的人群持各种程度的反对意见。再与

ＣＧＳＳ２００６数据比较，其基本倾向亦保持一致，

当时有９３２７％的人群持各种程度的同意观点，

除保持中立观点的人群外，１９９％的人群持各

种程度的反对意见。两相比较，似乎反映出对

这个观点的认可程度略微有降低之趋势，这在

某种程度上映衬出子女对能否积极实施孝道越

来越要放至代际交互的整体框架中去认识。

６关于放弃志向以遂父母心愿的调查

此次调查中第六个孝道观问题为：“放弃个

人的志向，达成父母的心愿”，剔除４０个不知

道，１个拒绝回答的被访者后一共有４０９１人做

了回答，具体结果如图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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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放弃志向以遂父母心愿之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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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可看出，与前边多个问题主要集中于

不同程度同意一方的整体倾向相比，在此观点

上却再次出现了分化。其中持 “有些不同意”

的人群高居第一位，所占比重达到 ２７５７％，

持各种程度不同意观点的被访者总共达到

４５３６％；与之相对应，持各种程度同意观点人

群所占比重为 ３９０９％，虽然并未出现较大差

距，但整体上偏重于不同意一方是显而易见的。

再与 ＣＧＳＳ２００６数据比较，与其所呈现出的分

化特征亦基本一致，但是，当时有 ５５７２％的

被访者持各种程度的同意意见，持各种程度不

同意意见的被访者仅占 ２６３５％，还不及

ＣＧＳＳ２０１７调查中持 “有些不同意”的被访者，

整体上仅略高于 ＣＧＳＳ２０１７调查中持各种不同

程度不同意见被访者一半的比重。如果仅仅简

单进行比较，可见在此问题上虽然两次调查都

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分化倾向，但其相对集中的

倾向却恰好相反，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在这

个问题上所出现的一些新变化，也再次反映出

绝对以父母为指向的孝道之不可持续性，当下

孝道必须兼顾子代的权益。

７关于赡养父母使其生活更好的调查

此次调查中第六个孝道观问题为：“赡养父

母使他们生活更为舒适”，剔除９个不知道，１

个拒绝回答的被访者后一共有 ４１２２人做了回

答，具体结果如图７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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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赡养父母使其生活更好之调查结果

　　从中可看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与上边多

个问题的回答基本倾向一致，就是整体上向同

意方集中，其所占比重为 ９５２０％，再与

ＣＧＳＳ２００６数据比较，其趋势也基本一致，彼时

有９２８５％的被访者观点属于各种程度的同意

范畴。

（二）与ＣＧＳＳ２００６数据比较视角下的孝道

发展趋势分析

以上仅从基本发展趋势角度对２００６与２０１７

年调查的两份数据中所涉及孝道观变化情况作

以简单分析。整体而言，虽然在诸多历史发展

阶段经历了巨大的社会波澜，但孝道在社会生

活中的持续性影响仍不断得以发挥，在多个方

面对人的观念与行为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

较之传统孝道所经历的数千年漫长岁月，１１年

只不过是其中极其短暂的构成，而且在这期间，

我国经济等许多方面均在持续发展，社会稳定，

人民生活安康，因而无论从内在理论构成还是

从外在社会环境的角度而言，都不存在促使孝

道发生巨变的可能与条件。这一点从 ２００６与

２０１７年进行的两项调查中所涉及多个具体孝道

观的比较中亦可得到印证：即使所调查对象不

同，而且跨度也超过了１０年时间，两项调查中

被访者所处具体社会环境肯定有所区别，但在

孝道的核心要求亦可称之为底线要求方面，两

项调查中被访者所呈现出的观点倾向整体上高

度相似，具体表现在赡养父母使其生活更好、

为父母增光这些观念上，有些观念似有加强的

趋势，如被访者对感恩父母养育的认识。尤其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与现代社会价值理念相悖

的孝道观在这段时间内并未削弱，如对任何条

件下父亲权威都要受到尊重以及对传宗接代的

认识，这反映出孝道影响力虽然远不能与传统

社会相比，但其中一些重要理念仍在现代社会

得以持续，且有较为顽强的生命力。不过，个

别相对极端的观念确有不断变弱的趋势，如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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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志向以遂父母心愿的认识，反映出孝道中

一些重要的理念与行为方式在现代社会同样要

面临被淘汰之危机，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孝

道要不断发展的现实需求。

二、基于ＣＧＳＳ２０１７数据的７个
孝道观问题的回归分析

　　 （一）相应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孝道观形成与作用发挥受到诸多因素影响，

为了进行相对深入的分析，接下来还需对孝道

观所受影响因素作较为深入的分析，为了实现

此目标，首先需对７个孝道观问题的调查进行

相应描述性分析，其中取值依照李克特七级量

表设计原则从１到７分别代表了非常同意到非

常不同意的程度。相关描述性分析具体如表 １

所示。

在此基础上，结合调查问卷所提供信息，

还需对影响孝道观的变量进行相应描述性分析，

具体内容如表２所示。

表１　被访者孝道观的描述性分析

变　量 定　义 均　值 标准差

任何条件下家中父亲

权威应受尊重

１＝非常同意，２＝相当同意，３＝有些同意，
４＝无所谓同意不同意，５＝有些不同意，
６＝相当不同意，７＝非常不同意

２４９ １２８

应做些事为父母增光 同上 ２２７ １１０

至少生一个男孩传宗接代 同上 ３７４ １７９

感恩父母养育 同上 １７５ ０８５

在绝对意义上善待父母 同上 ２０９ １０８

放弃志向以遂父母心愿 同上 ３９７ １６７

赡养父母使其生活更好 同上 １８８ ０９３

　　注：表２中的均值、标准差均剔除了回答 “不知道”“拒绝回答”的被访者，后边的回归分析中亦同。

表２　影响孝道观的变量之描述性分析

变　量 定　义 均　值 标准差

性别 １＝女，０＝男 ０５３ ０５０

年龄 将被访者出生年月转化为实际年龄 ５１０１ １６８６

民族 １＝汉，０＝少数民族 ０９２ ０２６

宗教 １＝不信仰宗教，０＝信仰 ０９０ ０３１

教育程度

０＝没有受过任何教育，３＝私塾、扫盲班，６＝小学，９＝初中，
１２＝普通、职业高中，１３＝中专或技校，１４＝大学专科 （包括

成人与正规），１６＝大学本科 （包括成人与正规），１９＝研究生及以上①
９０４ ４７３

去年全年总收入 在原来收入基础上适度处理后取对数② ８３５ ３８５

政治面貌 １＝加入了不同党派或有相应政治归属，０＝群众③ ０１６ ０３７

户口
１＝非农业户口、居民户口 （以前是非农业户口），

０＝农业户口、居民户口 （以前是农业户口）④
０３７ ０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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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剔除了回答 “其他”的被访者。

剔除了回答 “不适用”“不知道”“拒绝回答”的被访者，同时将其中一位个人全年总收入高于百万位数的被访者赋值为

一千万。但是，为了避免取对数后１９０９个收入为０的被访者相对应的值成为缺失值，根据以往的经验先给每位被访者收入统一加１
后再取对数。另外，考虑到后边的子女孝行以及代际支持等调查的都是过去一年的情况，其中涉及经济援助情况，故此处变量选择

的是去年全年总收入，而未选择去年全年职业／劳动收入。
剔除了回答 “不知道”“拒绝回答”的被访者。

剔除了回答 “军籍”“没有户口”“其他”的被访者。



　　考虑到孝道观与孝行的相互影响，因而还

需对被访者的孝行进行考察，与 ＣＧＳＳ２００６的

问题一致，被访者孝行在此次调查中也主要体

现在一些相对具体的日常事务中。相应问题分

为两个层面进行，一个是对子女孝行的调查，

即从被访者过去一年中是否为其父母 “给钱”

“帮助料理家务 （包含打扫等细节）或照顾小

孩或其他家人” “听他们的心事或想法”三个

方面进行调查。与此同时，也从父母角度提出

这三个问题进行调查。基于这些调查所提供的

信息，再将理论认识与生活经验结合起来分析

可知：相应孝道观不可能孤立存在，其与诸多

孝行以及代际支持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互动，

因此，接下来还需对这六个问题进行描述性分

析。具体内容如表３、表４所示，另外，表中被

访者孝行及其父母所给予的代际支持原始问卷

中按照５级李克特量表的原则赋值。

表３　过去一年被访者孝行的描述性分析

变　量 定　义 均　值 标准差

给钱
１＝很经常，２＝经常，３＝有时，

４＝很少，５＝完全没有
３０８ １１５

帮助料理家务 （包含打扫等细节）

或照顾小孩或其他家人
同上 ２９９ １０９

听他 （们）的心事或想法 同上 ２８２ ０９６

　　注：表３中的均值、标准差均剔除了回答 “不适用” “不知道” “拒绝回答”的被访者，后边的回归分析中

亦同。

表４　过去一年被访者父母是否为其提供相应代际支持的描述性分析

变　量 定　义 均　值 标准差

给钱
１＝很经常，２＝经常，３＝有时，

４＝很少，５＝完全没有
３８０ １２２

帮助料理家务 （包含打扫等细节）

或照顾小孩或其他家人
同上 ３５０ １２９

听您的心事或想法 同上 ３１４ １０２

　　注：表４中的均值、标准差均剔除了回答 “不适用” “不知道” “拒绝回答”的被访者，后边的回归分析中

亦同。

　　 （二）因变量、自变量与方法

１因变量

本次回归分析的因变量为７个孝道观问题。

２自变量

本次回归分析中的自变量为问卷中所提供

的所有直接影响孝道观的因素，具体见表 ２、

表３及表４。虽然父母受教育程度等也在不同程

度上影响被访者孝道观的形成，但是，这些因

素的影响层层作用，最终还是可通过一些更直

接的因素表现出来，因此，本次研究选择的自

变量是更为直接的一些因素。

３方法

因为是对孝道观进行的分析且原始问卷中

按照７级李克特量表原则赋值，因此，按照一

般经验，用定序 ｌｏｇｉｔ进行相应分析为宜。这里

需要指出的是：在分析过程中，本研究中未改

变孝道观、过去一年被访者孝行以及被访者父

母是否为其提供相应代际支持的初始赋值。

（三）具体归回结果分析

在明确了相应因变量、自变量以及具体方

法的基础上，接下来通过定序 ｌｏｇｉｔ回归构建了

７个模型，具体内容如表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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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以ＣＧＳＳ２０１７数据为基础的被访者７个孝道观的定序ｌｏｇｉｔ回归

孝道观１ 孝道观２ 孝道观３ 孝道观４ 孝道观５ 孝道观６ 孝道观７

性别
０１３８
（００８５）

０１０３
（００８５）

０５７３

（００８４）
－００５３
（００９０）

０１７２

（００８７）
０４１９

（００８４）
００２１
（００８９）

年龄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４）

民族
０４４８

（０１６４）
０２３３
（０１６１）

０４１８

（０１６３）
０００８
（０１７１）

０１４５
（０１６６）

０３４９

（０１５８）
０１２５
（０１６５）

宗教
０１３３
（０１４８）

０１６９
（０１４８）

０２９７

（０１４６）
０２６１
（０１５５）

０３４３

（０１５１）
－０１１２
（０１４３）

－００８４
（０１５１）

教育程度
００５０

（００１３）
００６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８９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４）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７５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４）

去年全年

总收入

００２９

（００１１）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３６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２）

００４８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２）

政治面貌
－０１３２
（０１１４）

－０１６２
（０１１４）

－０００７
（０１１０）

－０２６８

（０１２０）
－０２８３

（０１１５）
００８８
（０１１１）

－０１５０
（０１１９）

户口
０２４８

（００９８）
０１８１
（００９８）

０２８７

（００９５）
００６
（０１０２）

００４４
（００９９）

０２４４

（００９５）
－００２２
（０１０２）

孝行１
０１０３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０）

０１５５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３
（００４１）

００２４
（００４０）

００７１
（００３９）

－００１７
（００４１）

孝行２
００１９
（００４５）

００８１
（００４７）

－００６１
（００４５）

００１２
（００４７）

００６２
（００４６）

００１１
（００４５）

００１８
（００４８）

孝行３
－００７５
（００６１）

－０１４０

（００６２）
－０１４５

（００６１）
０１１２
（００６３）

０１５４

（００６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６１）

０１６５

（００６３）

代际支持１
－００５３
（００４３）

－００８３
（００４４）

００３１
（００４２）

－０１７３

（００４６）
－０１６６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９
（００４３）

－０１６９

（００４５）

代际支持２
－００６２
（００４１）

－０１０６

（００４２）
－００９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２６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１）

－００２３
（００４２）

代际支持３
０１０５
（００５４）

０１７２

（００５５）
００７７
（００５４）

０１２０

（００５６）
０１１８

（００５５）
０１４３

（００５４）
０１２８

（００５５）

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３０４１４３３ －２８６８５１６ －３６８９５９６ －２１９３１６２ －２６６８２０３ －３５５９１５１ －２３２０２８５

ＬＲｃｈｉ２ｔｅｓｔ ８８５７ １１０６４ ２７７３４ ４００８ ８４１９ １９６６０ ４７４５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０

Ｎ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９

　　注：、、分别表示在００５、００１、０００１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各个模型的切点参数值略。
另外，为了制表需要，相应孝道观、孝行及代际支持未完整叙述，其次序与表１、表２、表３、表４中的一一对应。

　　１模型一分析

模型一在０００１水平上显著，从中可看出：

第一，民族在００１水平上对任何条件下家中父

亲权威应受尊重的孝道观有正向影响，这反映出

不同民族在一些具体孝道观上所呈现出的差别。

第二，教育程度在０００１水平上对此观点有正向

影响，即教育程度越高，越不认可此观点。这反

映出随着教育程度增加，一些体现出明显权威性

特征的孝道观与一些个人理念必然出现碰撞、冲

突。第三，去年全年总收入在００５水平上对此

观点有正向影响，即收入水平越高越不认可此观

点，反映出在当下社会孝道观与经济因素的密切

关联。第四，户口在００５水平上对此观点有正

向影响，即非农业户口、居民户口 （以前是非农

业户口）较之农业户口、居民户口 （以前是农业

户口）者更不认可此观点，这反映出不同生活背

景对其孝道观也会产生不同程度影响。第五，过

去一年子女给父母钱在００１水平上对此孝道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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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正向影响，即过去一年子女给钱越少，越不认

可此观点，由此可看出孝行与一些具体孝道观之

间所存在的密切关联。

２模型二分析

模型二在０００１水平上显著。从中可看出：

第一，教育在０００１水平上对应做些事为父母

增光的孝道观有正向影响，即教育程度越高，

越不认可此观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随着

教育程度的提高，许多个体的自我意识也在不

断增强，其在理解一些孝道内涵时很有可能还

要从意义与价值的角度去体悟，而非简单地认

可与服从。第二，去年全年总收入在００１水平

上对此观点有正向影响，即收入水平越高越不

认可此观点，再次反映出随着收入的提高，以

父母为中心的观念越是淡薄。第三，被访者在

过去一年听父母心事或想法的孝行在００５水平

上对此孝道观有负向影响，即此种孝行实施越

少越认可此观点，结合生活经验分析，如果父

母心事与想法与应为父母增光相关联，子女当

然将其视为心理负担了。第四，过去一年父母

在帮助被访者料理家务等方面进行了必要的代

际支持在００１水平上对此观点有负向影响，即

父母在过去一年为被访者提供相应代际支持越

少，其反而越认可此观点，这从一个侧面揭示

了在一些具体孝道观审视下子代对父代所提供

的一些代际支持的认识。第五，被访者父母在

过去一年听其心事或想法的行为在００１水平上

对此观念有正向影响，即父母听其心事或想法

越少，被访者越不认可此观点，由此可反映出

代际联络在强化代际情感方面的重要作用。

３模型三分析

模型三在０００１水平上显著。从中可看出：

第一，性别在０００１水平上对至少生一个男孩传

宗接代的孝道观有正向影响，从中可看出，女性

对此观点较之男性对此更不认可。说明在社会不

断发展过程中，女性的独立意识、自主地位不断

在增强。第二，年龄在００５水平上对此观点有

负向影响，即随着年龄增大，对此观点越认可，

这反映出生命阅历对一些传统孝道观的重要影

响。第三，民族在００１水平上对此观点有正向

影响，反映出不同民族在一些具体孝道观上的认

知差异。第四，宗教在００５水平上对此观点有

正向影响，反映出道德在生活中绝非孤立的存

在，如从元伦理学角度分析亦如此。第五，教育

在０００１水平上对此观点有正向影响，即教育程

度越高者越不认可此观点，教育程度已第三次显

示出其强劲的影响力。第六，去年全年总收入在

００１水平上对此观点有正向影响，联系前边两个

模型，不断反映出经济因素与孝道观的密切关

系。第七，户口在００１水平上对此观点有正向

影响，即非农业户口、居民户口 （以前是非农业

户口）较之农业户口、居民户口 （以前是农业户

口）者更不认可此观点，户口再次显示其对一些

孝道观的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二元经

济结构背景下一些孝道观所存在的差异。第八，

被访者过去一年的给钱程度在０００１水平上对此

观点有正向影响，即给父母钱越少则越不认可此

观点，反映出孝道观念与行为之间相互有深层的

影响。第九，被访者过去一年听父母心事或想法

在００５水平上对此观点有负向影响，结合生活

经验分析，如果父母在至少生一个男孩传宗接代

方面不断进行唠叨，子女当然将其视为心理负担

了。第十，过去一年父母在帮助被访者料理家务

等方面进行了必要的代际支持在００５水平上对

此观点有负向影响，再次反映出父代所给予的代

际支持与子代对一些传统孝道观的认同方面之间

所存在的复杂关系。

４模型四分析

模型四在０００１水平上显著。在此模型中，

仅有３个因素对感恩父母养育的孝道观有不同

程度的显著影响。具体分别为：第一，政治面

貌在００５水平上对此观点有正向影响，这也是

其首次显示出影响力。第二，被访者父母在过

去一年给被访者钱在０００１水平上对此观点有

负向影响，即其父母给其钱越少，被访者越认

可此观点，从而首次对父代经济支持与一些孝

道观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揭示。第三，在过去一

年父母听被访者心事或想法在００５水平上对此

观点有正向影响，即父母听其心事或想法越少，

被访者越不认可此观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出子女在精神层面对父代的依赖。

５模型五的分析

模型五在０００１水平上显著。在此模型中，

对在绝对意义上善待父母的孝道观有不同程度显

著影响的因素有７个。具体情况为：第一，性别

在００５水平上对此观点有正向影响，即女性较

之男性更不认可这个观点，这不断反映出在一些

具体的孝道观方面性别所带来的不同程度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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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宗教信仰、教育程度亦在００５水平上对

此观点有正向影响，即有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越

高者较之与其相对者更不认可此观点。第三，政

治面貌在００５水平上对此观点有负向影响，即

有相应政治信仰或归属者较之与其相对者更认可

此观点。第四，从被访者孝行角度而言，过去一

年被访者听父母心事或想法在００５水平上对此

观念有正向影响，这首次从子代角度反映出涉及

精神层面的孝行对一些孝道观能产生积极影响，

当然，这与相应孝道观的内容密切相关。第五，

从代际支持角度而言，过去一年父母给被访者钱

在０００１水平上对被访者观点有负向影响，即父

母给被访者钱越少则被访者更认可此观点。而被

访者父母听其心事或想法则在００５水平上对此

观点有正向影响，即被访者父母听其心事或想法

越少则其越不认可此观点，这些特征都可从一般

生活经验的角度去解释。

６模型六分析

模型六在０００１水平上显著。在此模型中，

对放弃志向以遂父母心愿有不同程度显著影响

的因素有７个。具体情况为：性别在０００１水

平上对此观点有正向影响，即同等条件下女性

较之男性对此观点的不同意程度为高。这反映

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女性独立自主的意识也

在不断增强，从而不可避免地对一些相对保守

的孝道观产生影响。第二，年龄亦在０００１水

平上对此观点有负向影响，即年龄越大越认可

此观点，这应是成年尤其是有了子女后对此观

点有切身体会之故。第三，民族在００５水平上

对此观点有正向影响，这不断反映出不同民族

在一些具体孝道观认知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

异。第四，教育程度在０００１水平上对此观点

有正向影响，即受教育程度越高越不认可此观

点，相对于此问题所表达出的明显倾向，通过

一般生活经验对此亦可进行解释。第五，去年

全年总收入在０００１水平上对此观点有正向影

响，即收入水平越高越不认可此观点，这已经

多次显示出许多具体的孝道观要受到经济因素

的直接影响。第六，户口在００１水平上对此观

点有正向影响，即非农业户口、居民户口 （以

前是非农业户口）较之农业户口、居民户口

（以前是农业户口）者更不认可此观点，这是

户口第三次显示其对一些具体孝道观的影响，

不断说明生活环境对一些孝道观的影响不容忽

略。第七，被访者父母听其心事或想法在００１

水平上对此观点有正向影响，即被访者父母听

其心事或想法越少则其越不认可此观点，这已

经多次反映出在一些孝道观认同方面父代所给

予的精神性因素所起到的重要影响。

７模型七分析

模型七在０００１水平上显著。在此模型中，

对赡养父母使其生活更好的孝道观有３个因素

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显著的影响。具体情况为：

第一，被访者在过去一年听父母心事或想法在

００１水平上对此观点有正向影响，这再次从子

代角度反映出孝行中精神层面的活动对一些孝

道观能产生积极影响。第二，父母在过去一年

给子女钱在０００１水平上对此观点有负向影响，

即给钱越少被访者越认可此种行为，这第三次

对父代经济支持与代际伦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

揭示。第三，父母在过去一年听被访者心事或

想法在００５水平上对此观点有正向影响，第五

次反映出父代针对子代精神层面的行为对子代

孝道观认同所带来的重要影响。

三、被访者整体孝道观的分析

（一）被访者的整体孝道观

在考察被访者具体孝道观的基础上，还需

对其整体孝道观进行研究。基本思路是将７个

具体孝道观相加，在未改变其初始赋值的前提

下，其值越大则表明被访者孝道观整体上向不

同意方向发展，反之则朝同意方向发展。经过

统计以后，被访者整体孝道观如图８所示。

统计结果显示：其均值为１８１８１，标准差

为５３３４。

（二）关于被访者整体孝道观的回归分析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整体孝道观与各种影响

因素之间的关系，接下来还需进行相应回归分

析，其中的因变量为被访者的整体孝道观，自

变量除了表２中的变量外还包括总孝行及父母

所给予的所有代际支持，所处理方法与整体孝

道观相同，即将被访者的三种具体孝行与父母

所给予的三种代际支持分别相加，根据初始赋

值原则，其值越小则表明被访者孝行越佳或被

访者父母所提供的代际支持越多，越大则含义

相反。在此基础上再用定序 ｌｏｇｉｔ回归进行回归

分析，其结果如表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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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被访者整体孝道观

表６　以ＣＧＳＳ２０１７数据为基础的被访者

整体孝道观的定序ｌｏｇｉｔ回归

整体孝道观

性别
０３８９

（００８２）

年龄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４）

民族
０３７６

（０１５５）

宗教
０１６２
（０１４３）

教育程度
００９３

（００１３）

去年全年总收入
００３７

（００１１）

政治面貌
－０１４１
（０１０８）

户口
０３２２

（００９５）

总孝行
００６２

（００１８）

整体代际支持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８）

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５９０７５５３

ＬＲｃｈｉ２ｔｅｓｔ ２１８０４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００１８

Ｎ １９９０

　　注：、、分别表示在００５、００１、０００１水平
上显著，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各个模型的切点参数

值略。

该模型在０００１水平上显著，具体结果为：

第一，性别在０００１水平上对整体孝道观有正

向影响，即在同等条件下女性在较之男性，其

整体孝道观呈现出更多不认可的倾向。第二，

民族在００５水平上对整体孝道观有正向影响，

反映出不同民族在整体孝道观方面所存在的差

异。第三，教育程度与去年全年总收入均在

０００１水平上对整体孝道观有正向影响，即被

访者教育程度、去年全年总收入越高，其整体

孝道观越朝不认可方向发展。第四，户口在

０００１水平上对整体孝道观有正向影响，即非

农业户口、居民户口 （以前是非农业户口）较

之农业户口、居民户口 （以前是农业户口）

者，其整体孝道观越朝不认可方向发展。第五，

总孝行在０００１水平上对整体孝道观有正向影

响，即被访者总孝行欠佳，其整体孝道观越呈

不认可方向发展。

四、结　论

在当下，孝道研究不仅有文化传承方面的

重要含义，而且在社会治理方面也有非常重要

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因为在老龄化不断深入发

展的过程中，老年人群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第

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日零时

我国大陆人口年龄构成中 ６０岁及以上人口为

２６４亿人，所占人口比重为１８７０％，其中６５

岁及以上人口为 １９１亿人，所占人口比重为

１３５０％，较之２０１０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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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分别增了５４４与４６３个百分点。① 因而有关

孝道的研究不仅与老龄化社会如何对待老年人

的价值理念等密切相关，在老龄化治理的研究

与实践过程中，其在治理伦理方面所起到的积

极支撑作用也不言而喻。彭希哲指出：传统孝

道文化是深刻体现老龄化治理 “中国逻辑”中

资源优势之重要构成。② 因此，本研究不仅有立

足文化传承而进行相应理论探究层面的含义，

而且可为老龄化治理等现实问题的认识和应对

提供一些参考，但其现实意义绝不止于老龄化

治理方面，因为无论从家庭伦理还是从治理伦

理等角度而言，孝道在其中的基础性作用不言

而喻，因为 “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

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③ 基于这些

考虑，下边对本次研究结论进行简单总结。

（一）传统孝道在当代社会仍有持续发展

的基础

仅从描述性分析阶段的情况来看，被访者

观点仅在第３、第６个问题上出现了一些分化，

结合相应问题分析，这其实是一个正常表现。

就笔者的认识来看，ＣＧＳＳ２０１７调查中的７个孝

道观问题仅仅是对传统孝道部分内涵的概括，

即使从传统孝道的核心构成来看亦不能将其视

为全部。而且在相应问题表述上，在不同程度

上凸显或放大了传统孝道的一些价值理念，如

在第３个问题中，其中坚定的表述语气即使让

一些同意者也望而生畏，因为在现代社会，生

育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不仅仅是个人意愿

问题，还涉及经济等多方面因素。更为关键的

是：是否生育男孩无法靠个人意志控制，当然，

在传统社会生育无节制时期，其可能性确实要

大一些。而第６个问题涉及个人志向选择方面

的代际抉择，其实，即使依据相应文本资料分

析，传统孝道在子女志向选择方面并未非常极

端地置子女发展不顾而让其完全顺从父母意志，

这不仅有悖常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不符合

传统孝道自身的精神内涵，因为子女成就也是

荣耀父母的重要方式， “母以子贵”，④ 说的就

是这个道理，因而在相应要求上不可能出现逻

辑上的悖论。立足有关重要典籍进行分析，传

统孝道也并未要求一味要求屈从父母，赵歧在

对 《孟子》中 “不孝有三”注解时就指出 “阿

意屈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⑤ 由此可见，

即使在传统社会，也并未强调无原则地顺从父

母。虽然并不能由此而进行普遍推论，但依照

一般情理，如果子女能得到很好发展，并非所

有父母都会强迫子女放弃个人志向，因为子女

发展得好在很大程度上使其尽孝有了可靠保证，

二者不仅不相互排斥而且还有内在统一性。基

于这些分析，在现代社会，对这两个问题的认

识出现分化更在情理之中。

在描述性分析中可看出，在其余５个问题

上虽然每个问题中被访者具体同意的程度并不

相同，但其基本倾向都向同意方向集中，这一

点还是比较明显的。立足这５个问题分析，第

１、５个问题体现了非常明显的权威性孝道特

征，遑论将其放至现代社会，在传统社会对其

也并非一概而论，因为传统孝道也强调 “父慈

子孝”，⑥ 我们很难想象一种完全依靠强制力而

非立足人之基本情感之上的道德体系能产生数

千年的持续影响，因而权威性只能体现传统孝

道的一些特征，而不能代表其全部。虽然如此，

大多数被访者的观点仍集中于同意一方，这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至少在观念层面，传统孝道

一些理念在当下仍有较大影响力。而第４、第７

个问题恰好体现了维系孝道的重要基础，即人

之正常的情感，因为在一般情况下，感恩父母

养育、赡养父母使其生活更好是基于自发情感

之上的正常行为，从道德层面而论，这也是人

之为人的基本要求。从调查结果来看，这确实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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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 《孝经·圣治章第九》，具体参见 〔唐〕李隆基注、〔宋〕刑籨疏 《孝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第５１页。
源自 《春秋公羊传·隐公第一》，具体参见黄铭、曾亦译注 《春秋公羊传》，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６年，第２页。
源自 《孟子注疏解经卷第七下·离娄章句上》，具体参见 〔汉〕赵歧注、〔宋〕孙疏 《孟子注疏》，廖名春、刘佑平整

理，钱逊审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２１０页。
笔者对此曾有简要概括与论述，具体参见郭德君 《社会治理视角下００后为主型大学生孝道现状及重塑的实证研究———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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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般的预判相符合。具体而言，第２个问题

从表述语气与内容角度而言，不应将其置于权

威性孝道范畴，其与现代社会许多重要家庭、

社会理念在本质上并非处于完全对立的两极，

再从个体成长历程与心理机制角度而言，长期

以来，家的理念在国人心目中处于重要的地位，

在人生许多重要阶段，个人的发展离不开家庭

尤其是父母的支持，因此，大多数被访者观点

集中于同意一方也可以理解。

总之，就对７个孝道观问题的描述性分析

而言，至少在观念层面，我们基本可得出传统

孝道在当下仍有重要影响力的结论，从理论阐

释角度而言，这是我们展开更为深入分析的一

种重要基础，也是我们进行相关政策设计的一

个重要前提；立足社会现实进行分析，这在维

系家庭代际伦理关系从而固化家庭养老的基础

性地位等方面当然具有有利的一面。

（二）当下孝道在多维网络中存在的格局

决定了相应政策设计的视角要多元化

１当下观念的相互交错与多种因素综合影

响使孝道在多维关系之网中存在

在相对深入的回归分析阶段发现，多种因

素无论对被访者一些具体的孝道观还是整体孝

道观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显著影响。虽然受制

于调查问卷所提供信息与笔者能力等诸多因素

的限制，因而本次研究所获知的关于孝道存在

状态的信息比较有限，即使如此，还是能大致

勾勒出一个当下孝道存在的基本图景，其与传

统社会孝道发展演绎的图景完全不同。在传统

社会，儒家思想长期以来居于主导地位，作为

其中重要构成的孝道思想在传播与发展过程中

有了坚实的整体性思想所提供的依托。而在当

代社会，孝道是在多种思想与观念相互交织的

社会网络中存在，尤其是要受到与孝道认知与

实践个体直接相关的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这

些因素的不同影响在相应回归分析中已得以呈

现，因而当下孝道与传统社会其在家庭伦理中

居于一元主导地位、在社会生活中处于重要地

位的家庭、社会背景已完全不同。

２教育既是传承孝道的重要方式，也在多

维度中成为孝道发展的重要动力

通过回归分析发现，教育程度是其中影响

最大的一个因素，对７个具体孝道观中的５个

产生了影响。再结合对其产生了相应影响的具

体孝道观分析可发现，其中都体现出非常明显

的权威性孝道特征，或与之有不同程度的关联，

或有相对保守的内容包含其中。因而最后对被

访者整体孝道观的分析中，教育程度的影响也

非常显著，应是对前边具体情况的整体性总结。

这给我们的深刻启示是：虽然可以通过教育的

方式传承孝道，但在教育全面发展过程中，随

着许多个体教育程度的提高，传统孝道中与现

代价值理念相悖的一些内容必然要产生冲突。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通过教育传承孝道，虽然

在传统社会这确实是传播孝道的极其重要的方

式，孝道教育能提升孝行在一些实证研究中也

得到了证实，① 因而在当下通过多种教育方式传

承传统孝道中的精华部分亦是不可或缺的方式。

但是，孝道本身在扬弃的过程中也要发展，要

在固守其精华部分的基础上做到与时俱进，否

则在民众整体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中，排

斥、抗拒孝道构成中与现代社会基本价值理念

不相符合的内容将会成为一种必然。

３经济因素对孝道存在与发展的影响不容

小觑

在回归分析中也发现，去年全年总收入对

４个具体孝道观在不同水平上产生了影响，不

仅与教育程度所影响的具体孝道观相同，而且

影响方向亦相同，后面对被访者整体道德观的

分析中也得出相同结论。至少从短期的经济因

素影响来看，去年被访者收入水平越高，其对

体现出明显权威性特征或与其有不同关联的孝

道观有比较明显的不认同倾向。由此可看出，

个体教育程度及其经济状况与对这些观念的认

识呈现出明显的相悖关系。因此，在当下，不

能将许多孝道观视为孤立于经济等因素之外的

类似道义论框架中的道德观念，亦即不能将其

视为完全道德意义上的概念，虽然在理论研讨

方面可以这样做。事实上，许多人都是普通人，

都在世俗世界中生活，不可能用纯粹意义上的

道德律令指导自己的一言一行。因此，传统孝

道的传承不能仅仅立足于一成不变的孝道理论

进行，还必须要考虑其中一些内容与现代社会

生活是否适应的问题，否则，不加取舍生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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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宣传只能适得其反。另外，我们固然要深

入研究不断提高的经济水平与相应孝道伦理的

不断冲突与对立，也要探寻二者是否存在更多

相互调适的可能，以使经济因素尽可能成为促

进代际伦理和谐的推进剂，而不是相反。

４代际支持中存在的较为复杂的运作机制

需要引起关注，也需进一步探究

按照寻常理解，如果存在较为紧密的代际

联系，可在不同程度上强化代际关系，但本次

回归分析得出的结论并非完全如此。从子代角

度而言，从比较显著的影响因素分析，子女给

父母钱确实强化了相应孝道观，当然，这些孝

道观本身也体现出一定的局限性，这也是必须

考虑的，否则就会陷入金钱可强化代际关系的

认知误区。听父母心事或想法既可削弱对一些

孝道观的认同，这在相当程度上与相应孝道观

的具体内容有关，同时在一些孝道观上体现出

相反的效果，由此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就是孝

行中的精神慰藉不能忽视，古人云：“啜菽，饮

水，尽其欢，斯之谓孝。”① 说的就是这个道

理。在对整体孝道观与总孝行的研究中发现二

者还是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对此进一步进行了

印证。如果从父代角度而言，给子女钱越少则

其更认可一些孝道观，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在代

际关系维系方面金钱并未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

证据，但同时要知道这只是问卷调查的结果，

并非是对实际情况的反映。因为这几个孝道观

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人之为人的基本要求，被

访者一般不会选择一个有悖常理的答案，因而

在此不能把相应问卷答案当成唯一可靠的前提，

必须说明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我们是对相应的

问卷答案进行分析，而不是对事实本身进行分

析。这些特征在父代帮助子女料理家务 （包含

打扫等细节）等方面同样得到印证，但这个环

节所对应的具体孝道观又相对保守，所以其中

的原因还要进一步探究。不过，代际交往情况

应该没有那么复杂，在父母听子女心事或想法

的行为中就呈现出与一般生活经验相符的结果，

即这些行为越少子女越不认可相应孝道观。

总之，几方面结合起来综合分析，以一些

孝道观为切入点透视当下代际关系初步可得出

这样一些结论：目前父代直接的经济、劳动付

出并非强化被访者一些孝道观的重要纽带，从

子女视角审视，虽然子女对涉及精神层面的孝

行并不完全认可，但从相对的视角审视，精神

性因素在维系代际关系方面的作用仍不能忽略。

当然，在孝行等方面此次调查仅仅提供了过去

一年的数据，依据一年数据推出相对普遍的状

况确实有些欠妥，其中的复杂运作机制还需我

们进一步探究。虽然如此，从中仍能获得一些

有价值的信息，因此，无论从着眼孝道传承的

角度而言，还是从当下老龄化治理的角度分析，

其中已经发现的一些问题都要采取切实措施认

真去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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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度青年”的分类探析与奋斗精神培育

张丹琛
［华中师范大学，武汉　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４５度青年”是在社会竞争激烈背景下产生的既不 “前倾”奋斗、又不 “后仰”颓废

的低欲望群体。根据 “４５度青年”在奋斗心态上的程度划分，大致可分为 “苟安一隅”“丧失斗志”

和 “间歇旷废”三种类型。当前，身份建构模糊、激烈竞争机制中的受挫和功利主义的裹挟等问题

持续影响 “４５度青年”奋斗精神的培育。科学有效地引导和帮助其培育奋斗精神，应把好教育关口，

引导 “４５度青年”辩证认识挫折，自觉回归奋斗的本真意义；加强媒介宣传，增添温暖人文关怀，

强化 “４５度青年”奋斗的坚强意志；优化成长环境，加大有效资源支持力度，提升 “４５度青年”奋

斗的效能感，从而增强 “４５度青年”的奋斗意愿与动力，使其在不懈奋斗中绽放青春的绚丽之花。

关键词：“４５度青年”；竞争；自我认同；奋斗精神；理路

中图分类号：Ｂ８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３）０６－００９４－０８

　　２０２２年５月，《半月谈》一篇名为 《４５度

人生：开启另一种可能》的文章引起了整个社

会，尤其是青年群体的广泛关注和共鸣。在这

篇文章中，生活被比喻成一个倾斜的角度，寓

意知足自洽、余裕平衡的人生姿态。①此后，一

些青年群体也将自己认定为 “４５度青年”，意

指其不甘平庸，希望能够在人群中脱颖而出，

但却难以承受竞争过程中的压力，只能反复徘

徊，在社会多重压力之下找到暂时过渡的平衡

点，不再主动做出奋斗进步的努力。当前，“４５

度青年”逐渐成为青年群体消极亚文化的又一

分支，他们的这种消极心态，亟须引起警惕。

“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都要

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谋划人生、创造历

史。”② “青年是继往开来的中坚力量。青年一

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

民族就有希望。”③青年接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接力棒，是 “长江后浪推前浪”

的历史规律，也是 “一代更比一代强”的青春

责任。“精神生活的全面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

的核心内容”。④青年群体的人生若无志向，如

同船之失舵、马之失衔。对于摇摆不定的青年

而言，若心中无所追求，必定会陷入自我否定

的恶性循环，无法承担责任和挑起重担。

因此，立足 “４５度青年”的现实境况，深

入剖析其奋斗心态及奋斗精神培育面临的问题，

探寻其奋斗精神培育的现实理路，有利于助推

“４５度青年”重拾奋斗精神，迸发出更加饱满

的热情和斗志，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勇向前，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中坚力量。

一、“４５度青年”的分类探析

“４５度”是青年群体在结构性不可抗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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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所呈现出的奋斗心态，既有积极向上的精神

和锐气，又有社会高压之下忙于奔波却无果的

疲倦。根据 “４５度青年”在奋斗心态上的程度

划分，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一）苟安一隅类：因奋斗意愿低而与世

无争

苟安一隅类青年不太倾向于过度努力追逐

物质上的成功，也不受外界评价和物质财富的

影响。他们对于奋斗有了新的价值理解：相较

于盲目跟风、拼命内卷，不如及时享乐、过好

当下。单纯的加大劳动力投入未必能确保个人

发展和财富积累。关注个人利益、个人价值和

自我意识的觉醒让他们开始注重寻求自我个性

和兴趣的满足。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

意味着他们完全摒弃了传统的纵向发展途径，

而是更多地采用一种回避式的自我激励方式来

面对日益复杂的财富分配和社会分化现实。经

济高质量的繁荣发展和社会竞争激烈的挑战共

同塑造了 “４５度青年”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

在这种相互牵引的张力之下， “４５度青年”正

积极探索如何在新的现实背景下找到自己的生

存与发展空间。

这类青年虽然还会 “适时奋斗”。但是，这

种 “适时奋斗”也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基本生存

需要，是一种消极懈怠的颓废心理，与自古以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的个体在面对挑战和困难

时坚忍不拔、勇往直前的自强不息品质背道而

驰。当 “４５度青年”表现出消极懈怠时，他们

通常会缺乏积极的目标和动力，可能会逃避面对

挑战或放弃追求个人成长和成功的努力。这表面

上看起来是一种强调洒脱修为的乐观遁世主义态

度，实际上并不乐观、也不积极，究其本质是一

种消极的遁世主义和悲观主义生存论调。① 我们

应警惕这种心态所带来的慢性危害。青年时期是

一个成长和探索的阶段，适度的压力和奋斗可以

激发自身动力和潜能，如果安于现状，容易滑向

颓废，为自己寻求各种托辞，对生命的意义缺乏

认真的追寻，荒废生涯。

（二）丧失斗志类：因奋斗动力弱而自甘

沉沦

“４５度青年”怀着改变命运、实现人生价

值的美好愿望，蜂拥进入一线城市，尽情释放

自己的青春豪迈和激情。然而，随着越来越多

的追梦者涌入，大都市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

就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尤其是金融化所导致

的增长方式和分配逻辑的变化，加剧了 “４５度

青年”地域流动和阶层上升的压力，加之单位

时间内的效率产出成为成功的主要标准，社会

对 “４５度青年”群体试错和失败的容忍降低，

他们无法准确预测整体性风险，奋斗的意愿受

到削弱，导致进入发展困境。这种负面态度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强调的积极奋斗精神形

成鲜明对比。奋斗是实现个人价值、推动社会

进步以及维护国家繁荣的关键途径，同时也是

社会主义社会所倡导的共同繁荣理念的核心之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奋斗精神，要求

个体积极参与社会建设和发展，以自身努力为

社会进步贡献力量。２０１９年３月，习近平在学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就曾指出，青

年要 “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

之中”。②

然而，当青年群体消极懈怠、缺乏明确的

奋斗目标和积极的奋斗动力时，这可能导致他

们对自身、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失去信心，对未

来感到迷茫，甚至可能会逃避肩上所承担的民

族复兴重任。当前， “４５度青年”正在被社会

蚕食，其发展空间越来越小，未来的前途也越

来越不明朗。尤其是在追求成功和成就的过程

中，他们屡屡遭遇失败、挫折和困境。在梦想

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中，他们逐渐形成 “奋斗无

意义”的错误认知，失去了坚持奋斗的勇气和

动力。面对残酷的竞争环境和不确定的未来，

他们感到无望和无助，放弃了奋斗的意志。他

们失去了对困难和挫折的承受能力，缺乏应对

问题和解决困难的勇气和毅力。他们选择逃避

现实，避免面对可能的失败和挫折，进而一蹶

不振、丧失斗志。此外，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也受到了明显的削弱。他们缺乏自发地参与

社会和学习的意愿，对于新的事物和挑战缺乏

好奇心和探索欲望，更倾向于被动接受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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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和环境的塑造，缺乏对个人发展和成就的

渴望。

（三）间歇旷废类：虽无奋斗成就但蓄势

待发

“４５度青年”的出场，是个体既无力面对

分配和分化逻辑的改变，又要承受转型的多重

压力的必然结果。他们既希望能够积极追求个

体价值的实现，但又要直面 “道阻且长”的社

会现实。① 虽然诸多现实因素如家庭、教育制度

和社会期望的高压，让他们感到踌躇与无力，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局促和纠结中产生普遍的

焦虑情绪，但是他们仍然对实现向上流动仍然

抱有期待。因此，尽管 “４５度青年”为了实现

自己的目标付出了大量的努力和牺牲，其身心

都经历了较大的疲惫和压力，但是他们口头上

所表达出的 “自我反抗式逃离”，只是为了寻

求暂时的休息和放松，以恢复体力和精神。他

们以一种 “降维式调整”的方法，来短暂地接

受自身的 “无为”状态，在 “间歇旷废”的时

候，仍然尝试深思熟虑 “奋斗的意义”这个问

题。事实上，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和奋斗仍然怀

有期待和渴望。他们希望通过休息和放松来缓

解压力，重新调整心态和能量，为下一阶段的

奋斗做好准备。这种渴望休息的心理实际上是

对个人成长和发展的一种自我调节机制，以避

免长期的过度劳累和疲惫，更好地迎接未来的

挑战。

从这个角度看， “４５度”是预备起跑的前

奏，也是迎接新挑战前的缓冲。倾斜代表着松

弛与力量兼而有之，或许只有客观面对自己的

能力和欲望，才能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地建立起

自己内心世界的秩序。② 然而需要警惕的是，

“对自我谴责的强调，能暂时地振奋精神，但却

加速了人的尊严的最后崩溃。”③ 这种看似能够

进行自我调整和保护自己的姿态，实际可能使

个体陷入由自己和他人共同构建的言语陷阱和

虚假环境中，导致社会问题的加剧和个体弱点

的显现。久而久之个体便失去了积极性和主动

性，进而陷入一种无意识的主体迷失状态，特

别是在青年群体社会化过程中，一旦他们对

“奋斗”的价值观失去认同，部分群体有可能

会逐渐陷入失去斗志的状态，从而干扰和冲击

弘扬奋斗精神的时代主旋律。

二、“４５度青年”奋斗精神
　　培育的问题透视　　　

　　青年心态对其自身成长至关重要，也是社

会健康发展的 “风向标”。“４５度青年”直观地

反映着一定时期内弥散在青年群体中的心境状

态，尤其是青年的奋斗意愿。透过 “４５度青

年”，可以感知到青年群体的奋斗焦虑，把握当

前青年群体奋斗精神培育的突出问题。

（一）自我破碎：身份建构模糊诱发 “４５

度青年”奋斗的无力感

１“４５度青年”难以准确地定位自己的社

会角色。“我是谁”是 “４５度青年”迈入社会

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难题。只有对 “我是谁”这

个自我认同根本问题的合理且持续追问的过程

中才能对自我发展进行合理定位，明确人生目

标，把握奋斗方向。④ 事实上，自我认同是青年

群体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获得稳定状态并稳定

发展的关键。在奋斗过程中， “４５度青年”会

逐渐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观体系。然而，

现代社会中身份认同的选择变得更加多样化和

复杂化，传统的价值观和职业道路正在发生深

刻的变化。由于青年群体的多元归属和社会流

动增加，他们很难找到自身准确和稳定的归属

信任和依赖，导致自我建构迷茫。当个体内部

状态与外部环境出现不协调时，青年的发展可

能会产生自我同一性的混乱，角色认知不清晰

从而导致偏差行为的发生。⑤

“４５度青年”常常受到来自家庭、同辈群

体或媒体的影响，迷失在他人的期望和社会标

准之中，常常感到无所适从。他们面临着无数

的选择和竞争，不确定哪条道路是最适合自己

的。不同的文化、思想和生活方式在他们的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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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过程中产生了冲突和摩擦。他们需要面对个

人价值观与社会期望之间的差距，也需要在不

同的身份角色和社会期望中进行选择和协调。

这使得 “４５度青年”感到迷茫，难以清晰地界

定自己的社会角色，他们容易被一己之私所困，

没有意识到自我奋斗与社会发展的辩证统一，

缺乏大局意识，其奋斗目标往往局限在 “小

我”之中。缺乏奋斗动力。

２“４５度青年”对自身发展的奋斗目标缺

乏清晰的认知。“我要做什么”是 “４５度青年”

奋斗过程中面临的又一难题。当前正是青年成

长的黄金时期，也是国家发展的关键时期。他

们肩负着 “天道酬勤，心系天下”的时代重

任。在这个时期，青年必须把推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作为奋斗目标。然而相比过

去，现代社会为青年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和机遇，也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和困惑，使

得青年群体处于异化的关系之中。这种异化是

指自我与外部世界理想的、应然的关系应该是

和谐的、共振的、共鸣的，但现实却是自我与

世界的背离、失调和扭曲，也即处于异化之

中。① 在这种 “异化”和 “加速”的体制背景

下，社会整体环境大规模内卷，被时间加速压

得人喘不过气，努力无望、身心俱疲的青年群

体便选择 “减速”进行抵御。② 因此，在面对

众多的选择时， “４５度青年”或缺乏明确的目

标和职业规划，或受困于当前无奈并无力改变

的局面，难以坚持自己应该追求的方向。

权力、财富、声望这三个因素是划分社会

阶层的标准，而且这三个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是

可以相互转化的。编制人员往往具有良好的工

作环境以及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受到了当代

青年的一致追捧。但这反映了当下社会青年对

自身发展毫无目标和功利化的现状：无论学习

何种专业，最终都选择从众参加国家公务人员

考试。理想的社会运行应该是百花齐放，是每

个人都能根据自己的专业、爱好找到一份实现

个人理想和价值的工作。然而，当前的就业前

景并不容乐观，加之父母的 “推波助澜”，竞

争激烈的就业市场倒逼编制内的体面工作成了

大多数青年的最终出路。这反映出当代青年对

高回报率的渴望，其奋斗价值的功利性有待纠

偏。对稳定工作岗位性质内容的误判以及对工

作回报率、投入产出比的过度重视，是培养新

时代青年正确的奋斗价值观所必须面对和补偏

救弊的问题。事实上，每个人的奋斗道路都是

独特的，没有一条固定的模板适用于所有人。

“４５度青年”没有在充分了解自己的基础上做

出决策，在奋斗过程中缺乏明确的目标和指引，

从而产生奋斗无力感。

（二）认知落差：内卷后的受挫加剧 “４５

度青年”奋斗的相对剥夺感

经典相对剥夺理论认为，相对剥夺感是指

当人们将自己的处境与某种标准或某种参照物

相比较而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时所产生的消极情

绪。具体来说，相对剥夺感包括认知和情感两

个成分。③ “４５度青年”在奋斗过程中也会产生

相对剥夺感，当他们将自身当前状态与过去或

与其他群体进行时比较，一旦发现自己处于劣

势，也会产生奋斗消极情绪。

１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打击了 “４５度青年”

的奋斗信心。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是每个青年成

长之路上无法回避的客观问题，其不仅在社会

层面表现为理想图景与现实场景的落差，也在

个人层面体现为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的冲突。④

当代青年在家中都享有比较高的地位，受到家

人的悉心照顾和保护，有着相对安全和便利的

条件。然而，当他们踏入社会时，家人难以再

伸出援助之手，他们会面临更为艰难和严峻的

挑战和竞争。 “４５度青年”为了追求成功而不

断加大精力投入，但其努力奋斗却难以获得应

有的回报和认可。就业机会不足、工作不稳定

和薪资待遇低的问题不断加剧他们奋斗动力的

丧失，高成本的生活压力让 “４５度”青年生活

拮据、社交圈子狭窄和娱乐生活贫乏。这与之

前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残酷的社会现实让他

们感到力不从心， “为什么越奋斗越艰难”的

郁闷让他们对未来的奋斗产生怀疑。

究其根本，这是我国在新时代面临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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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展之间的矛盾投射在当今青年群体身上映射出

的现实和心理难以逾越的双重鸿沟。① 目前，青

年群体在努力实现更美好生活时，面临着各种

挑战。尽管党领导人民积极践行新的发展理念，

塑造新的发展格局，以及推动高质量的发展，

但青年们依然面对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他们

在教育、职业、家庭等方面都感受到竞争的激

烈，这种竞争不断升级。此外，他们对当前社

会转型时期的形势和任务有一定的认知局限，

对伟大事业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了解尚待加深，

缺乏清晰的奋斗方向。这会加剧他们对奋斗的

厌倦，产生不再奋斗的情绪，陷入 “奋斗无

用”困境和疲惫之中。

２失去相对竞争优势稀释了 “４５度青年”

的奋斗意愿。在当代社会竞争激烈的环境中，

青年群体都面临着不同的起点和机会，有些人

可能在某些方面处于较有利的位置，而一部分

青年则需要更多的努力才能达到同样的水平，

更有些甚至达不到。社会的资源分配也的确存

在不公平现象，一些特定群体或个体能够获得

更多的机会、权益和回报，而大部分 “４５度青

年”则相对处于劣势。这种劣势并不是由于其

自身能力不足造成的，而是缺失机会或某种客

观原因导致的。“我努力奋斗一生的终点是不过

是别人的起跑点”是他们内心最真实的写照。

另一方面，现有的社会保障政策张力有限，

适应范围狭窄，有效保障不充分，不能系统全

面解决新就业青年的权益保障诉求。当下青年

也往往因为就业的 “去雇主化”、流动性大、

身份关系模糊等特点导致其与权益保障 “相脱

钩”。② 这种不公平和不完善的分配会让 “４５度

青年”感到在奋斗过程中被剥夺了应有的机会

和权益，产生收入分配不公的 “剥夺感”、社

会阶层固化的 “无力感”和公共资源分配不公

的 “怨恨感”，③ 并在奋斗过程中受到内在的自

我质疑、焦虑和自卑情绪的困扰，觉得自己无

法迎头赶上。长此以往，青年往往会将问题归

因于社会和外部因素，并塑造出对立、疏远的

虚构 “他者”形象。这逐渐削弱了他们对公共

问题的兴趣，导致 “政治疏离”现象，从而引

发对党和国家政治认同弱化的风险。

（三）价值崩塌：功利主义的裹挟消磨

“４５度青年”奋斗的效能感

１功利主义的浪潮滋生了 “４５度青年”

的奋斗功利。“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

之本在身”。“家国一体”揭示了国家的发展与

每个拼搏奋斗的家庭、个体休戚相关，个人价

值的实现最终体现在对集体的贡献。④ 然而，正

如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写道： “一旦有适当

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 １０％的利

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２０％的利润，它

就活跃起来；有 ５０％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

为了１００％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

有３００％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

绞首的危险。”⑤ 市场竞争的逐利性质和资本的

推波助澜必然催生青年功利化认知，以自我利

益为中心。现代社会追求效率和成果，功利主

义观念也强调个体追求最大利益和效益的原则。

这种思维方式影响了当代青年的价值观和行为

取向。他们更关注短期回报和外在成就，追求

物质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迅速获取，并且对成功

的定义往往偏向功利主义的标准。他们接受了

社会对成功的定义，认为只有通过功利主义的

途径才能获得认可和满足。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青年对 “什么是真正

的人生价值”感到困惑，出现了片面强调自我

价值的倾向。⑥ “４５度青年”渐渐失去了奋斗的

成就感和满足感。他们的奋斗意义不再取决于

实现奋斗本身的价值，而更多地受到外界对生

活的工具化和功利化倾向的控制和约束。长此

以往，这种观念导致许多 “４５度青年”将追求

金钱和物质作为主要的目标，而忽视了专业发

展的长远价值，被功利主义和消费主义的诱惑

所迷惑，对自身的发展价值和奋斗动机产生怀

疑，削弱了自身奋斗的发展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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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单一的成功标准矮化了 “４５度青年”

的奋斗意义。自我效能感被认为是人的能动性

的基础。班杜拉将自我效能感定义为 “人们对

自身完成既定行为目标所需的行动过程的组织

和执行能力的判断”。① 当前，以名利、功利和

社会物质条件等作为衡量个人成功的传统价值

观念磨损了青年群体奋斗的自我效能感。人类

正迅速进入一个以消费为轴心的消费社会。消

费主义意识形态成为时代精神背后隐而不彰的

一只 “黑手”。它使人被物的符号和体系所围

困，也成为支撑虚假成功、打造成功学幻象的

重要背景。② 因此，以物质财富、社会地位等作

为衡量个人价值标准的传统观念，在当代社会

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然而，这种观念往往忽视了个体的内在追

求和个性发展。 “４５度青年”在追求传统成功

观念的过程中失去了自我认同和内心的满足。

例如，部分青年在最初的专业报考时，完全屈

从于传统的成功观念：大城市工资高，一定有

发展前景。这是一种忽视自身发展需求、以获

利为目的的就业选择，实质上是一种急功近利、

未经深思熟虑的短视行为。进入工作后他们发

现，通过追求传统的成功观念所带来的外在回

报并不能真正满足内心的需求，加之社交媒体

平台上充斥着虚假的成功展示和完美化的生活

图景，这给 “４５度青年”创造了一种无法实现

的标准和巨大的压力。他们经常与他人的成功

和幸福进行比较，从而感到自己在奋斗中的不

足和不如人。长此以往， “４５度青年”对自己

的能力、价值和自我价值感持有消极的观念，

或者缺乏自信心和坚定的奋斗动机，他们会产

生对自身奋斗能力的怀疑。这种内在心理因素

的存在可能使他们在面对挑战和困难时感到无

助和无能为力，进而影响奋斗的发展效能感。

三、“４５度青年”奋斗精神的
　　培育理路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人生的道路必然

充满着未知与挑战。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

惟其奋斗笃行，才弥足珍贵。近年来，习近平

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奋斗精神培育”

是一条贯穿党和国家青年工作的重要主轴。因

此，面对 “４５度青年”的极端摇摆性，激发他

们的奋斗意识，发扬拼搏意气，不断推进奋斗

精神培育显得尤为紧迫和必要。

（一）把好教育关口，引导 “４５度青年”

辩证认识挫折，自觉回归奋斗的本真意义

１提高 “４５度青年”自我认知和目标设

定能力，树立匹配性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新时代的中国青年面临各种社会思潮的

现实影响，不可避免会在理想和现实、主义和

问题、利己和利他、小我和大我、民族和世界等

方面遇到思想困惑，更加需要深入细致的教育和

引导。”③ 因此，当青年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选择和

挑战，尤其是他们面对学业、职业、人际关系等

多个领域的压力，还要在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中

找到自己的定位和方向时，引导和培养青年的自

我认知和目标设定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学校要积

极完善培养计划，教育引导 “４５度青年”清晰

认知自己的优势和潜力，根据自己的意愿制定适

合自己的奋斗目标，更加有条理地规划自己的行

动和努力方向，不断迈向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只

有这样才能激发青年的内在动力和持久的奋斗意

愿，使他们在奋斗过程中体验到成就感和满足

感。家长也应该与 “４５度”青年建立良好的沟

通和支持机制，鼓励他们分享梦想、目标和挑

战，积极倾听他们的想法和关注，提供鼓励和建

议，帮助他们理解自己的兴趣和追求，树立适合

自身发展的奋斗目标。

２培养 “４５度青年”积极适应和应对挫折

的心态，形成持续性奋斗自觉。马克思指出：

“激情、热情是人热烈追求自己对象的本质力

量。”④ 在人生的道路上，挫折和困难是不可避免

的，唯有时刻充满激情和热情，才能保证青年永

久奋斗的决心和信心。应对挫折、迎难而上是一

个自我成长和发展必经之路。通过适应性的调

整，“４５度青年”能够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质，

不被挫折困难压到，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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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 “４５度青年”在面对挫折时，能够重新评

估目标和计划，做出调整和改变；引导青年保持

冷静和乐观的心态，不被困难所击倒，而是以积

极的态度面对挑战，寻找机会和可能性；引导其

调整自己的心态，找到新的方向和动力，继续向

前奋斗。这需要家庭和学校具备开放的思维和学

习的态度，不断积累经验和知识，引导 “４５度

青年”从挫折中吸取教训。

３引导 “４５度青年”树立正确的奋斗理

念和意义追求，助推发展性奋斗自律。新时代

是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允许青年有自己的

“小确幸”；但新时代更是一个彰显主流价值观

的时代，迫切希望广大青年树立家国情怀，把

自己的 “小我”融入祖国的 “大我”、人民的

“大我”中。① 真正的奋斗不只追求个人的物质

收益，更注重对自我实现、社会进步和人类福

祉的贡献。因此，社会要改变传统的 “成才”

观念，避免高压式教育和单一化评价标准。要

逐渐引导青年认识到个人的价值不仅仅是建立

在物质财富和社会地位上，更要注重人文关怀、

社会责任和共同利益，尤其进行是关于家国教

育、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感的教育，号召青年

认清和主动承担个人的社会责任、家国使命。②

通过正确的价值理念，引导青年能够追求与自

身内心需要和社会价值相契合的目标和意义，

更好地理解社会的规则和价值观念，更加积极

地参与社会事务并为社会做出贡献。通过追求

有意义的目标，青年能够获得内心的满足感和

成就感，激发奋斗动力、形成奋斗自律，不断

追求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

（二）引导媒介宣传，增添温暖人文关怀，

强化 “４５度青年”奋斗的坚强意志

１加强对媒体行业的监管和引导，倡导媒

体传播积极向上、正能量的内容，增强 “４５度

青年”的奋斗动力。面对个体无力超越的结构

性困境，“４５度”似乎成为一种了弥合心理落

差、摆脱现实困境的最佳策略。但当理解了

“４５度青年”的社会心态特征与动力机制后，

我们不难发现，一味指责 “４５度青年”的消极

懈怠只能是适得其反，只有重塑社会性价值的

共识，打破发展困局，才能让青年群体重新回

归主流价值的期待。③ 因此，媒体应坚持客观、

中立的原则，在涉及内卷问题的报道中，客观

全面地呈现事实，不片面夸大或渲染内卷现象

的严重性。同时，媒体在发表评论和观点时，

应提供多样化的观点，鼓励 “４５度青年”进行

理性思考和多方面的讨论，避免一味强调竞争

压力和内卷焦虑。官方主流媒体既要通过的相

互配合，引导 “４５度青年”克服心浮气躁的不

良作风，不被纷纷扰扰的杂音干扰，又要积极

弘扬 “求真学问，练真本领”的品质和 “甘于

坐冷板凳，勇于做栽树人、挖井人”的奋斗意

志，从而增添 “４５度青年”的奋斗信心；要以

习近平总书记青年时期 “干在实处”的 “梁家

河精神”为指引，积极引导 “４５度青年”养成

“立志要高，但起步要低，一定要脚踏实地”

的正确奋斗观。④

２媒介宣传应注重传递人文关怀和关注

“４５度青年”的情感需求，强化 “４５度青年”

的奋斗信心。媒体应关注 “４５度青年”的全面

发展和个体价值，报道和节目内容应多样化。

不仅注重竞争和成功的事实现象，也要关注

“４５度青年”的内心需求、个人成长和自我实

现。要通过报道正面典型案例，展示不同领域

的成功故事，强调个体的独特性和多样性，为

“４５度青年”树立积极的榜样和追求方向，减

少对于内卷竞争的过度关注，增加 “４５度青

年”的自信和自主性。如积极宣传 “北斗卫星

团队”“量子科学团队”和 “中国天眼ＦＡＳＴ研

发团队”的先进个人奋斗事迹，提倡积极健康

的 “成功观”和 “失败观”文化，阻止 “成功

焦虑”的蔓延，增加 “挫折容忍”的供给。尤

其不应嘲笑或否定 “４５度青年”在奋斗中所取

得的成果，而应赞扬他们背后那种像 “野草

般”的奋斗精神。同时，需要适度减轻和缓解

“４５度青年”所承受的社会评价压力，为他们

投身社会实践创造一个真正宽容挫败、友善奋

进的舆论环境。

（三）优化奋斗环境，加大有效资源支持

力度，提升 “４５度青年”奋斗的效能感

１通过政策倾斜，均衡教育资源，提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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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度青年”的奋斗意愿。政府应给予 “４５度

青年”帮助，如提供更为丰富的就业平台，更

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和更为宽松的社会环境。既

要推动教育改革，注重优质教育资源的下沉和

学校的差异化发展。尤其是要统筹规划优质教

育资源布局，建立区域间、区域内和校际教育

资源共享机制；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提升学

校的师资力量和教育设施条件，为 “４５度青

年”提供广阔的学习空间和发展机会，如强化

公共就业服务政策支持责任；要将青年作为公

共就业服务的重点保障对象，建立平台经济用

工状况和人力资源需求预测发布制度，及时发

布薪酬、待遇、用工缺口等信息，帮助企业高

效匹配人力资源；要使国家发展战略的制定、

公共服务的提供、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等物质

保障真正落在青年头上，让 “４５度青年”可以

通过努力奋斗获得更多的机会和发展空间，从

而提振 “４５度青年”的奋斗意愿。

２深入推进校企联合培养，积极探索 “企

业＋高校 ＋专业机构”订单式培养模式，夯实

“４５度青年”的奋斗保障。高校和企业应加强

支持，为青年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企业可以

设立专门的青年岗位和实习计划，为青年提供

就业机会和职业发展通道，培养他们的职业技

能和领导能力。同时，高校和企业可以完善就

业服务体系，提供就业信息、岗位推荐和实习

机会，注重培养青年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推动教育与产业、社会的深度融合，使他们能

够在学校中获得真实的学习体验和职业准备，

包括职业教育、技术培训等，满足不同青年的

需求和兴趣；利用创新创业基金等形式，支持

“４５度青年”创业和创新项目，提供创业培训

和咨询服务，降低创业风险，在实践中激发

“４５度青年”的奋斗活力和创造力。

告别 “４５度青年”，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努

力，营造一个更加包容的社会氛围，引导青年

在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过程中树立远大抱负，促

进青年思想和社会精神的发展，充实青年的精

神生活，让青年从 “奋斗无用”的桎梏中走出

来。少年应有鸿鹄志，当骑骏马踏平川。广大

青年应以奋斗姿态激扬青春，不负时代，不负

华年！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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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农业经营组织形式的

演变历程、理论逻辑与未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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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农业经营组织形式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历程。对农业经营组

织形式的演变历程、理论逻辑进行分析，并为未来的农业发展提供借鉴是学术界持续关注的重要议

题。在市场环境下，我国农业经营组织形式自发向着以降低生产成本、提升议价能力为目的的横向联

合和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目的的纵向联合进行演化；未来，农业组织将经历以区域

规模化为起点，以社会化服务供给为驱动的横向规模化、纵向产业化的交织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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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农业经营组织形式体现相应的农业生产关

系，而生产关系是否符合生产力水平直接影响

生产效率。①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 “加快建

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

生态、组织振兴”。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中国农业经营组织形式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历

程，如何认识和评价不同时期的农业经营组织

形式，并为未来的农业发展提供借鉴是学术界

持续关注的重要议题。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来农业经营组织模式的演变，一方面，对

于理解中国农业经营组织形式的演进逻辑、分

析组织形式如何发挥生产力水平、提高生产效

率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另一方面，对于培育

农业产业组织、支撑现代农业三大体系发展，

加快农业强国建设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从横、纵两个视角进行

观察，横向维度上分析相同主体 （农户）之间

合作生产的经营组织形式、纵向维度上研究产

业链不同主体间联合生产的经营组织形式。沿

着上述两个维度，本文首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

的农业家庭组织、农业合作组织、农业产业组

织的演进历程进行梳理，然后结合演进历程分

析其背后的理论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

农业经营组织演进的可能路径和发展中应注意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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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业经营组织形式的演变历程

农业经营组织可以从主体、制度和网络三

个视角进行观察。首先，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

畴中，经济活动中的任何组织都是一个主体，

因而追溯农业经营组织形式演进的过程其实也

是在回顾不同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农业产业

化主体的发展过程。其次，从制度经济学的角

度来看，组织即为制度，不同的组织形式反映

了不同的制度安排。最后，从管理学的角度而

言，组织具有特殊的社会网络特征，一方面组

织嵌于文化、政治和结构环境中，受到多种因

素影响，另一方面，组织中的成员也受到来自

组织的文化及内部成员关系的影响。① 本部分在

回顾农业经营组织形式演变的过程中，将结合

主体、制度和网络三个方面，对不同时期背景

下不同主体的发展历程、制度安排进行介绍。

根据历史背景、组织特征等因素可以将新

中国成立以来的农业经营组织形式发展划分为

四个阶段：首先是互助组、初级社时期。这一

阶段农业经营组织是为了帮助农户在有限的生

产条件下顺利开展生产；第二阶段，高级社、

人民公社时期。这一时期，农业经营组织作为

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抓手，一方面实现了生

产资料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另一方面承

担了向工业提供生产资料的任务。第三阶段，

改革初探时期。这一时期的农业经营组织旨在

帮助农户适应经营体制、市场体制改革，探索

在新的生产环境中，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的方

式。第四阶段，农业高质量发展时期。在更加

复杂的市场环境下，农业经营组织旨在将产业

链不同主体的资源进行整合，提高产业链整体

竞争力，同时将小农户组织起来加入到农业现

代化进程中。

（一）互助组、初级社时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将土地、

农具等生产资料平均分配给农民，使其开展独

立经营，这虽然实现了农户 “耕者有其田”的

梦想，有效地鼓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在

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率的发展，但在当时生

产资料、基础设施匮乏的情况下，农户独立经

营也面临一定的问题。据统计，１９４９年全国

牛、马、驴、骡 的 拥 有 量 分 别 为 ４３９３６、

４８７５、９４９４、１４７１万头，② 而农户数量超过

１亿，农业生产资料在农户之间进行平分后不足

以支撑一家一户独立开展生产。因此，以生产要

素调剂余缺为目的的农户合作组织逐渐得到发

展，这个时期农业经营组织的作用主要是帮助农

户在有限的生产资料约束下顺利开展生产。

起初的农业经营组织以互助组这种合作组

织形式出现，可以追溯到边区政府时期，在农

户缺乏生产资料的情况下，这种合作方式得到

了很好的发展。互助组以农户自愿为原则，以

家庭独立经营、生产资料私有为基础开展合作，

农户在生产过程中交换耕畜、劳动等以调剂生

产资料余缺，所得农产品归农户个人所有。根

据组织程度，互助组可以分为临时互助组和常

年互助组，前者仅局限于农忙时节劳畜、耕具

等换工互助，后者则拥有共同的发展目标、生

产计划和组织制度安排。土地改革运动完成后，

互助组得到政策肯定并迅速发展起来，１９５２年

２月发布的 《政务院关于一九五二年农业生产

的决定》中指出： “在全国范围内，应普遍大

量发展简单的、季节性的劳动互助组，在互助

运动有基础的地区，应推广常年定型的、农副

业结合的互助组；在群众互助经验丰富而又有

较强骨干的地区，应当有领导、有重点地发展

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政策支持下，

互助组发展迅速，截至１９５２年底，全国互助组

个数达到８０２６万个，以２～５户的临时互助组

为主，常年互助组仅占１０％；参加互助组的农

户为４５４２３万户，③ 占农户总数的４０％。

以互助组为基础，借鉴山西、东北等地的

发展经验，初级合作社逐渐得到发展。初级社

本着入社、退社自由的原则，实行土地入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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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对社员劳动统一管理，并通过 “公分”作

为报酬分配标准，计量社员劳动贡献；另外，

合作社内部还会按一定比例提取公积金、公益

金用于合作社长期发展建设。与互助组相比，

初级合作社同样保证农户生产资料私有、入退

社自由，不同的是它实现了从家庭独立经营向

集体经营的转变，并按生产要素进行统一分红。

初级合作社自１９５１年１２月 《关于农业生产互

助合作的决议 （草案）》发布后逐步开展，

１９５２年底已经形成初级社３６４４个，入社农民总

数接近６万户。① １９５３年１０月，全国第三次互

助合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上农村互助

合作运动的中心出现了转移，即从发展互助组

转向发展合作社，首选发展合作社。１９５３年１２

月，中央通过 《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

议》，总结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十大优势，制定

了发展指标，提出农业在生产上的联合道路为

临时互助组到常年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

社再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此后合作社得到

迅速发展，１９５４年底已达到１１４万个，入社农

户２２８５万户。②

（二）高级社、人民公社时期

从我国建设的整体战略思路来看，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我国便提出了从传统农业国

转变为工业化国家的构想，但工业化的过程对

农业的依存度高，工业设备及建设器材需要的

外汇，绝大部分是通过出口农产品换取的，而

用农产品做原料的工业品又占当时国家工业总

产值的５０％以上。③ 另外，我国当时处于社会

主义探索时期，土改后一部分农户由于无法独

立生产而出卖土地、成为雇工，农村出现新的

贫富分化，这同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相悖，因此

当时领导层面认为需要发展更大规模的合作经

济，④ 引导农户走集体化的社会主义道路。⑤ 这

个时期，农业经营组织形式服务于社会主义工

业化改造，在将生产要素公有化、开展集体生

产的同时也承担起将农业剩余输送给工业发展

的任务。

在初级社发展的基础上，受到政策推动，

高级农业合作社得到迅速发展。高级社时期，

农民私有的土地 （及其附属的私有塘、井等水

利设施）、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统一归集体所

有，分配制度方面取消了土地报酬，统一按劳

分配。与互助组、初级社时期相比，高级社基

本实现了私有产权变革并初步完成了农业生产

的集体化。在高级社开始全面发展之前，注意

到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展过快、合作组织质量难

以保证等现实问题，１９５５年１０月开始，各地对

农业合作化运动实行了短暂的整顿和控制，⑥ 但

是１１月下旬随着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制定和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编撰出版，右

倾保守思想被压制，⑦ 中国农业社会化运动进入

全面高潮时期。此后，１９５６年 １月通过的

《１９５６—１９６７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草案）》提

出，１９５７年要实现每区办一个至几个大型高级

社 （１００户以上），在１９５８年基本完成高级形

式的农业合作化；同年６月，第一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

社示范章程》，开始在全国推展升社、并社活

动。在政策的大力推动下，我国在很短的时间

内便实现了从初级社向高级社的过渡，截至

１９５６年底，全国已发展高级社５４万个，入社农

户占全国农户的近９０％。⑧

１９５６年底，农村集体化和 “三大改造”基

本完成，中央领导人认为私有制改造任务已基

本实现，此时应利用新建成的生产关系积极发

展社会生产力，而充分利用这种生产关系则需

要在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度，并实行高度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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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划经济体制。① 人民公社实行 “政社合

一”，一方面作为国家基层行政机构具备行政权

力，另一方面作为经济组织单位统筹农业生产

经营过程，其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生产中统

一计划指标，劳动过程实行军事化管理，生产

的农产品在分配之前首先满足国家收购计划，

分配制度采取平均分配。人民公社由已有合作

社合并而成，起初是由于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

社、乡、县之间的联合合作需求而组建的，这

种协作关系是正常的。但是，１９５８年的成都会

议由此认为，原有的农业合作社规模过小，应

把小社有计划适当地合并为大社。３月 ２０日，

成都会议通过 《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

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各地很快展开了小社并

大社的工作。１９５８年９月底，全国已建成人民

公社２３３８４个，加入农户１１２亿户，占全国农

户总数的９０４％。同年１１月，参加人民公社的

农户比重上升到 ９９１％，总户数达到 １２７亿

户。② １９６２年 ２月，在前期实践基础上，中央

发布 《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

题的指示》，以文件的形式确定实行人民公社

制度。

（三）家庭承包经营时期

改革开放后，中央对于国家发展整体战略

做出了调整，１９７９年 《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

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出台，摆正了农业作为

国民经济基础的地位，国家开始重视农业的发

展。在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下，地方开始探索

和实践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开启了自下而上

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变革，并在较短的时期

内实现了从生产队集体经营向家庭联产承包经

营的过渡；与此同时，随着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向比较优势战略的调整，中央开始逐步放开农

产品流通渠道，推动统购统销体制向市场体制

改革。这一时期内，农业组织的一个重要任务

是在改革的背景下，探索新的农业生产和农产

品流通的模式。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之后很快在全国

推开，原有的人民公社制度迅速瓦解，１９８５年

全国政社分离工作基本完成，同时统购统销制

度逐渐松动。改革之后，为了弥补农业生产中

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农产品流通方面的主体

缺位，在对原有供销社体系进行改革的同时，

各地也逐渐发展起社区性和专业性合作社，共

同为农业生产提供服务。供销社改革方面，

１９８３年中央１号文件明确指出： “基层供销合

作社应恢复合作商业性质，并在扩大经营范围

和服务领域的同时，要求基层供销合作社逐步

办成供销、加工、贮藏、运输、技术等综合服

务中心”。此后，１９８７年 《把农村改革引向深

处》的５５号文件提出，鼓励供销合作社将农户

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原则和合作经营原则成立

专业合作社。与此同时，地方在原人民公社、

生产大队、生产队基础上组建了不同层次的社

区性合作经济组织，③ 且１９８４年的一号文件对

于其功能进行了定位，认为其应发挥经营和服

务管理的功能，负责土地管理、承包经营管理、

集体资产管理，同时为农户提供植保、防疫、

技术推广服务和负责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

除了社区性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外，为适应农村

经济发展需求，农业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也逐

渐涌现，早期多以专业协会的形式存在，截至

２００３年，我国运行规范的农村各类专业性合作

经济组织将近 １４万家，其中专业协会约占

８５％。自２００７年７月实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

业合作社法》后，专业合作社作为专业性合作

经济组织得到大力发展，截至２０２２年３月底，

全国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达２２２２万家。④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后，随着农业生产力提

升，农产品供给由短缺转为总量基本平衡、丰

年有余，农产品供给开始出现相对普遍的结构

性过剩，解决供给过剩和农户卖粮难问题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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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日程，将小农户和大市场进行对接的产业化

组织形式逐步兴起。１９９２至１９９３年间，在借鉴

山东寿光、诸城等地农业产业化发展经验的基

础上，逐渐形成最初的产业化发展思路，１９９５

年农业部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针对大型工商

业企业进军农业态势进行调查，发布 《关于积

极引导大型工商企业进入农业领域的战略构

想》，其基本观点被中央政策性文件吸纳。在政

策支持下，农业企业同农户之间广泛建立起

“公司＋农户”的产业化组织形式，帮助农户

解决 “卖粮难”问题。进入２１世纪后，随着合

作社的发展和产业链主体间合作需求的加深，

产业组织形式进行了新的探索和发展，以 “公

司＋合作社 ＋农户”为主的农业经营组织形式

逐渐发展起来。

（四）新时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时期

２０１２年以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由高

速增长阶段过渡到高质量发展阶段。与此同时，

农业生产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面对逐渐升级

的农产品需求、逐渐增长的农业生产成本、日

益加剧的农业资源环境约束和更加激烈的国际

竞争环境，提升农业的综合生产效益和农产品

国际竞争力，同时将小农户组织起来卷入到现

代农业发展进程中成为农业组织在这一阶段的

重要任务。现阶段的发展中，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和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培育成为主要工作，在

此基础上，不同环节的主体之间逐渐探索和形

成了更加复杂、紧密的产业组织模式。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农户层面的组织形式，

其对现代生产要素的兼容性更好，更加具备市

场竞争力，因此，在我国农业逐渐向现代农业

转型的过程中，政策支持迅速发展起来。自

２０１２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 “发展农民专业合

作和股份合作，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

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

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后，２０１４

年及之后的一号文件都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

发展培育进行部署。政策鼓励发展专业合作、

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的农民合作社，引导农民

专业合作社拓宽服务领域，促进规范发展；鼓

励发展混合所有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推动

集群发展，密切与农户、农民合作社的利益联

结关系，推进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建设和龙头

企业转型升级；鼓励发展规模适度的家庭农场。

截至２０２２年３月底，纳入全国家庭农场名录系

统的家庭农场超过３８０万个，其中种粮家庭农

场达１６１７万个，种粮面积达２１亿亩。① 在发

展新型经营主体的基础上，政策也积极推动一、

二、三产业融合，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引导

农户以土地经营权入股合作社和龙头企业，同

时探索和完善产业链和农民的利益联结机制。

在政策支持和推动下，更加紧密的农业组织模

式，例如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农业产业联盟等

逐渐出现。在新的农业经营组织模式下，农业

生产者与加工、流通等上下游主体共享资源，

以契约、章程约定的形式构建组织联盟，实现

基地生产、加工技术、销售网络和品牌优势的

有机结合。② 截至２０２０年底，全国有县级以上

龙头企业９万家，其中国家重点龙头企业１５４７

家，省级以上近 １８万家，市级以上近 ６万

家，③ 初步形成国家、省、市、县四级联动的乡

村产业 “新雁阵”，对于促进现代农业建设和

农民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促进农

业现代化转型，我国逐渐培育起一批农业生产

服务主体，并逐步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２０１３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发展社会化服务进行

部署，一方面，要求积极强化公益性农业服务

体系，提升乡镇或区域性农业技术推广、动植

物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监管等公共服务机构

的服务能力；另一方面，培育农业经营性服务

组织，支持农民合作社、专业服务公司、专业

技术协会、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农民经纪人、

涉农企业等为农业生产经营提供低成本、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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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全方位的服务，发挥经营性服务组织的生

力军作用，除了专业合作社和集体经济组织外，

市场服务组织也逐渐兴起。此后的一号文件则

是强调加快培育社会化服务组织，为农户提供

全程社会化服务。社会化服务由于需要在连片

的土地上进行作业，因此需要将农户组织起来，

因此，其发展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农户资源整合。

截至２０２０年底，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数量

超９０万个，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面积超１６亿亩

次，其中服务粮食作物面积超９亿亩次，服务

带动小农户７０００多万户。①

二、农业经营组织形式的演进逻辑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农业经营

组织形式的演变呈现出明确的发展脉络，改革

开放以前，组织形式的变化主要发生在生产环

节，以农户之间的横向联合为特征，并且随着

外部环境的变化，横向联合程度逐渐加深。此

后，在农村基本经营体制、农产品流通体制改

革的前提下，为了适应市场环境，农业产业链

各个环节主体之间进行横向联合的同时，也开

始寻求纵向合作。农业组织自发向着横向规模

化、纵向产业化方向演进，进入２１世纪后，随

着农业外部环境改变，农业组织的复杂化、合

作紧密度逐渐加深。本部分结合具体演进历程，

从横向规模化、纵向产业化对农业组织演进背

后的逻辑进行分析。

（一）横向规模化

在结合实际演进历程对农业组织横向发展

逻辑进行具体分析之前，先对横向规模化的动

机、实现途径、时变性进行讨论。首先，农业

生产存在自发扩张规模的动力。从农产品生产

的角度，规模化有利于实现生产环节内部专业

化分工，从而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

从农产品交易的角度，规模化有利于提升主体

的市场力量，从而帮助相关主体提高议价能力，

更多地分享产业链收益。② 其次，规模化的实现

通常可以分为资本制和合作制两种方式。资本

制指通过资本雇佣土地、劳动等生产要素扩大

生产规模，如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即是以资本

制方式实现规模化。合作制指通过组织、制度

等方式将单个独立的生产单元联合起来，进行

要素统一经营，从而实现规模化的过程，如合

作社即是通过合作制实现规模化。另外，规模

化过程中存在均衡规模，其大小随着时间变化，

受到技术、组织制度等因素影响，横向的均衡

规模随着时间发生变化。③ 因此，即使是相同的

组织形式，由于所处的时期背景不同也可能拥

有不同的均衡规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前，

农业经营组织形式主要沿着横向维度发展，体

现为农户之间以合作制形式实现的规模化经营，

但是，这一时期的农业组织规模发展主要受到

国家发展战略和政策影响，并不能完全以规模

化的理论进行解释。建国初期，农地、农具等

生产资料在农户之间进行平均分配，在生产资

料匮乏的情况下，这种分配方式相当于将农户

按照自家分得的农具进行了专业化分工，因此

为了顺利开展生产，农户之间以互助的方式自

发进行耕具、劳动的余缺调剂，互助组模式下，

一般的农活可以提升３０％左右的效率，通过变

工开荒、送粪可提升５０％的效率。④ 互助组时

期生产资料私有，生产经营活动独立进行，合

作化效果尚不明显。过渡到合作社阶段，初级

社的组织形式同互助组有所不同，在土地私有

的基础上，将土地交到社里按股分红，其他生

产资料折价入股，生产时统一分配。初级社虽

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互助组链接松散的问题，

但是存在土地、其他生产资料、劳动三者之间

分红比例分配不均的问题。此后，高级社的发

展将土地转变为集体所有，土地不再参与分红，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分配不均的问题，较大程

度地提升了合作化程度，产生增产的效果，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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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工作部１９５６年在全国１４个省针对１２００多

个高级社的调查显示，增产社达到６７６％。①

建国初期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在当时的

技术水平下，合作社通常在相对小的规模上达

到均衡，实际办社时一般也是小型办得好，大

型多数不太成功。② 过渡到人民公社时期之后，

由于生产核算单位过大、组织成本过高，加上

全盘公有化、供给制的实行，否定了价值规律

和商品交换规律，对生产造成了破坏。以南街

村为例，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２年，南街村以大队为生

产核算单位，由于核算单位过大，村民生产积

极性受挫，加之自然灾害，最艰难的时期，人

均每天四两粮。③ 此后，人民公社制度也很快得

到了调整，从１９６０年起改为 “三级所有，队为

基础”，将规模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并积极发挥

其组织优势。据统计，调整之后的人民公社中

有１５％～２０％办得相对成功。同样以南街村为

例，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至７０年代初，南街村曾持

续进行农田水利建设，随后在１９７５年购置东方

红履带式拖拉机，成立农机队，开始用机耕代

替牛耕。至１９７７年已经建成明渠和地下管道共

计２０００多米，社会化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使

南街村的生产力在当时已达到相当水平，粮、

烟均能够亩产千斤。④

改革开放后，除了可以通过社会化服务组

织、集体经济组织及合作社等合作制方式实现

生产规模化外，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政策指导

和相应的土地制度改革为农户创造了通过资本

制实现规模化的条件。基于家庭独立经营，通

过逐渐积累资本、购买土地、生产工具和雇工，

也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分工和协作并对土地进

行合理利用。当规模维持在家庭劳动可以负担

的程度时，其效率相对较高。家庭内部分工容

易协商，基本不存在交易成本，且家庭掌握全

部的剩余索取权，具备足够的自我驱动力。但

是，基于当时的机械化和基础设施水平，规模

扩大到家庭劳动无法负担的水平时便需要进行

雇工，生产的不确定性、劳动监督的无效性会

迅速提高组织成本，抵消因为规模增加带来的

收益增长，最终，以资本制形式实现规模化将

在相对较小的规模内达到均衡。⑤

规模化除了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外，另一个重要的动机是实现主体议价能力的

提升，使其更多地分享产业链收益。改革开放

之前，生产资料供应、农产品销售均按国家计

划统一分配、收购，合作化运动及人民公社的

建立使集体承担了将农户组织起来进行统一交

易的任务，并且通过统购统销制度的建设统一

了农产品流通渠道。这一时期横向规模化虽然

不是为了提升农户议价能力，但是从国家的角

度，这种横向的规模化确实降低了国家统一收

购的成本，为工业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原料供应。

改革开放之后，确立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散经

营格局，加上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

体制建设，农户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同时

企业也因为面对众多的交易对手，面临高昂的

交易成本，不同主体间对于交易规模化的需求

日益增长。在这种背景下，各类农户组织模式

迅速发展，除了集体经济组织、专业合作社外，

乡贤理事会等农户自发成立的各种民间组织也

得到发展，它们在将农户组织起来卷入农业现

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纵向一体化

纵向产业化组织的发展同样可以从动机、

实现方式、时变性三个方面展开。动机方面，

从农产品生产的角度，纵向产业化有利于产业

链上不同主体之间的专业化分工与合作，主体

之间可以通过联合实现产业链上资源的优化配

置，进而提高产业链生产效率；从农产品交易

的角度，产业化帮助稳定不同主体之间的交易

关系，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风险抵御能力。

产业化实现的途径也可分为资本制和合作制。

资本制指通过资本雇佣生产要素实现产业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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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环节的一体化，如农业企业通过租赁土地自

建生产基地以资本制形式实现产业链向前端的

延伸；合作制则是通过组织将产业链不同环节

进行联合，常见的有 “公司 ＋农户” “公司 ＋

合作者＋农户”等产业化组织模式。另外，威

廉姆森在对交易费用的论证中指出，交易费用

大小取决于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交易频率、

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等因素，① 这些因素对

交易费用的影响因时间和产品不同而存在差异，

因此，不同经济发展时期，农业产业化的具体

形式也会发生变化。

改革开放以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农业

领域依赖统购统销制度的落成实现了纵向一体

化，当时一体化的动机主要是为了向工业输送

生产资料、降低国家收购农产品的成本，这一

阶段的产业化方式不能完全被相关理论所解释。

更加符合市场规律的产业化组织形式是市场体

制形成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并且根据市场需求，

纵向产业组织形式在不同的时期倾向解决的问

题也有所差异。早期纵向合作更多的是为了解

决不同环节主体间农产品交易难的问题。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出现的 “公司＋农户”组织模式，通

过订单确立了公司和农户间的交易合作关系，

通过降低农户和企业的交易费用，在一定程度

上解决了交易难题。企业通过纵向联合一定程

度上稳定了农产品原料供给；农户则获得了相

对稳定的农产品销售渠道。但是，由于双方的

纵向合作仅停留在交易契约层面，受到市场价

格波动的影响，农户和公司都存在较高的违约

可能性。此后，为了解决纵向合作过程中的组

织缺陷，各地对产业化形式进行了创新，形成

了 “公司＋第三方 ＋农户”的模式，其特点是

在企业和农户之间引入一个第三方组织，企业

希望出现一个代表小规模农户的交易对手，以

节约包括时间和精力在内的交易费用；小规模

农户也希望有一个合适的组织来代表他们的利

益与企业进行交易谈判，以摆脱弱势的谈判地

位。② 第三方组织起到了连接企业和农户，稳定

主体间合作关系的作用，其常见的形式有大户、

合作社、协会、民间组织等，具体实践中，根

据各地主体的发展情况和合作需求有所差异。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之后，农业外部环境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农业生产力提高，中

国农产品的供给已经从短缺转为总量基本平衡、

丰年有余，农产品的供求关系正逐渐由供给导

向转为市场需求导向、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

场；进入农业高质量发展阶段，农业生产从注

重质量逐渐过渡到数量、质量并重阶段。此时

农业产业化的目的不仅局限于实现产品销售、

稳定原料供给，而更多的是要考虑如何在产业

链不同主体间合理配置要素、开展标准化生产，

从而实现产业链整体价值的提升。为了切实整

合产业链资源，近年来产业化发展进行了丰富

的产业组织模式创新，基于 “公司 ＋合作社 ＋

农户”形式，更加复杂的产业组织形式逐渐产

生。新的产业化组织模式下，由龙头企业根据

市场需求组织生产，将专业合作社或社会化服

务组织、农户纳入到农业产业链中；农户生产

所需要素的购买和产后农产品的销售由龙头企

业统一进行安排，使小农户以优惠价格获得高

质量生产要素、以更高的价格出售农产品增加

产品收益，规避小农户信息不完全和缺乏议价

能力的问题，同时，将社会化服务组织、专业

合作社等主体整合进产业链为农户提供生产服

务，以满足龙头企业标准化生产的需求。更加

紧密的产业化形式通过企业技术渗透、标准化

生产实现了产业链价值提升和主体间的合作共

赢。但是这种组织方式也存在两个问题：首先，

其实现需要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到一定程度。

若由企业直接为农户提供社会化服务则成本高

昂，但社会化服务是标准化生产实现的基础，

因此更紧密的产业化方式发展一定程度上依赖

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发展。其次，农业产业化的

发展更多地依赖于农业企业产品需求，带动农

户方面更偏向于畜牧业、园艺特产、经济作物、

专用粮食作物等上下游联系紧密，市场交换频

率较高的产品，对于大田作物的覆盖仍然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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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①

农业组织的横向规模化和纵向一体化之间

不是相互独立的，例如合作社、村集体等经济

组织既是横向联合农户、组织农业生产的经济

组织，同时也是为农户提供农产品加工、实现

产业化的带动主体。并且，农业产业化过程天

然地要求参与主体具备一定的规模，因此各环

节主体的横向规模化是主体间纵向产业化的基

础，同时，产业化生产中不同环节主体的专业

化程度更高，而更高的专业化程度对规模具有

进一步的要求，会反过来促进各环节主体的规

模化进程。农业的规模化和产业化两者之间互

相促进，呈现螺旋上升的发展趋势。

三、未来农业组织的发展方向

未来的农业组织会向着更加复杂的方向演

化。实际进程中，农业经营组织形式复杂化将

以横向合作下的地域专业化为开端，逐渐促进

社会化服务体系生成，然后进入横、纵联合的

全面、多层次组织化过程。也就是说，我国农

业组织的进一步演化将主要经历两个阶段，首

先，是地域规模化促进社会化服务发展，在不

改变家庭基本经营的前提下，鼓励农户进行连

片种植、连片加工和连片养殖，一个村子、社

区基本上生产一种或者数种农产品，形成地域

专业化。实现地域规模化生产后，各地对于社

会化服务的需求会明显增加。从社会服务方面

来看，社会服务对象相对集中连片，具有足够

的规模，社会化服务提供主体将具有合理的边

际收益，并且可以降低服务成本，这为社会化

服务的发展提供了空间。② 各地社会化主体的发

展逐步成熟之后，进入第二个阶段：一方面，

社会化服务会进一步促进农业专业化分工和规

模化生产；另一方面，在服务组织发展成熟的

基础上，农业产业链不同主体之间将能够开展

更为深度的分工合作，从而实现更加复杂的产

业化组织形式，农业组织模式进入全面、多层

次发展阶段。沿着我国农业经营组织形式演化

的逻辑，此处对未来农业组织演化方向进行讨

论，其发展进程中要重视几个问题。

首先，要充分利用村集体的组织力量。在

未来农业组织演进过程中，能将农户以区域为

单位组织起来进行规模化生产和专业化分工的

组织载体十分丰富，但其中，最具有制度优势

和发展前景的载体应是集体经济组织。以集体

为载体发展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存在天然的优

势，一方面，集体掌握了农村土地所有权，并

且对农户提供必要的管理服务，因此在组织农

户方面存在天然的制度优势、带动性强。另一

方面，集体经济组织具有服务本集体农户的责

任，对生产作物的种类包容性更强，能够组织

大田作物的规模化种植，同时能够成为基础设

施的有效供给主体。但是，集体经济组织的作

用在当前发展背景下尚未得到充分开发。农村

经营体制改革后，确立了统分结合的 “双层经

营”体制，其中家庭承包对分散经营进行了充

分表达，但是统一经营的内涵及其在现实中的

具体表现却一直没有明确。另外，１９８４年的中

央一号文件提出 “为了完善统一经营和分散经

营相结合的体制，一般应设置以土地公有为基

础的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但是如今仍未出现

真正意义上的将农民组织起来、为农业生产统

一提供服务、服务于农业生产经营的地区性农

业合作经济组织。③ 因此，未来改革进程中应注

重明确集体经济组织的内涵、明确集体经济组

织的职责，真正发挥其在组织农户方面的优势。

其次，要积极培育社会化服务组织。社会

化服务组织在农业横向规模化和纵向产业化过

程中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上文中已经提

到，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同地区规模化与专业

化分工相辅相成，农业专业化生产离不开社会

化服务，而社会化服务主体需要一定的服务规

模才能实现盈利，因此，需要将小农户组织起

来保障专业化生产的规模。因此，社会化服务

组织的发展会自然地促进农业规模化进程。另

外，农业产业化过程也依赖社会化服务主体的

发展，产业链中龙头企业若自行组织社会化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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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则成本过高，通常是以合作的方式将专业的

社会化服务供给主体纳入到产业链中，通过不

同主体的专业化分工与合作实现产业链主体的

合作共赢、带动小农户开展现代化生产。因此，

未来应从三个方面着手构建和培育社会化服务

体系：一是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挥具备农

机的优势，辐射带动周围小规模农户参与社会

化服务；二是培育专业合作社、集体经济等农

民参与度高的经济组织作为社会化服务提供主

体；三是扶持市场主体参与到社会化服务中，

发展专业的社会化服务市场主体。

结　论

回顾中国农业经营组织形式的发展历程，

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和市场经济体制时期，农

业组织均以农户独立经营为起点，通过不同的

方式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横向规模化和纵向一

体化。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农业经营组织形式

的演变更多的是受到政策指导，体现为横向生

产规模的逐步扩大，生产资料的逐渐集中；而

产前的生产物质供应、产后的农产品销售则是

由统购统销制度统一安排、强制一体化。市场

经济体制下，农业组织具有更明确的演进动机，

一方面通过规模化经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市

场地位；另一方面通过产业化降低交易成本，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入２１世纪后，随着主体

的发展和合作需求的加剧，逐渐实现了横向、

纵向维度上更加复杂的组织化形式。

未来农业经营组织形式发展也将从相同主

体间横向联合、产业链不同主体间纵向联合两

个维度展开，且组织形式逐渐复杂化。受到农

产品市场需求指导，结合不同的农业技术条件，

实际演化路径方面，将以区域规模化为起点，

经历区域规模化与社会化服务组织相结合的发

展阶段，此后以社会化服务发展为基础，逐渐

进入区域规模化促进多层次横纵联合发展的阶

段。在未来农业经营组织形式发展进程中，要

注重主体培育，发掘和发挥村集体在组织农户、

提供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优越性；同时，

要培育社会化服务组织，发挥其农业组织横向、

纵向演化过程中加速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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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科技人才开发效率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 ＥＢＭ－ＭＬ－Ｔｏｂｉｔ模型

邹　娜，李小青
［河北工业大学，天津　３００４０１］

摘　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科技人才是国家和区域发展的重要保证，为测度

我国典型区域科技人才的发展，以京津冀地区、长江经济带、黄河经济带三大经济带的区域科技人才

开发效率为研究对象，运用ＥＢＭ－ＭＬ模型对２００７—２０２０年三个经济带的科技人才开发效率进行测算

和动态分析，采用Ｔｏｂｉｔ模型进行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三个区域人才开发效率均处于较高

水平，其中京津冀地区＞长江经济带＞黄河经济带，区域科技人才开发动态效率的提升与综合技术效

率、技术进步的变化密切相关；人才开发效率较低的地区提升速度较快，存在落后者对先进者的 “追

赶效应”，各地区发展趋势趋同；Ｔｏｂｉｔ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三大经济带的关键性驱动因素为政府资助

强度，除此之外，教育水平、产业结构对于区域科技人才的开发效率提高也有重要的作用，因此政府

应当加大资助强度，提升区域教育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进而提高区域人才开发效率。

关键词：区域科技人才开发效率；ＥＢＭ模型；ＭＬ指数；绝对收敛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３）０６－０１１２－１０

引　言

科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产业

结构优化、社会经济发展、综合国力提升的催

化剂。而人才的培养和开发则是科技力量有效

发挥的关键，尤其是掌握先进技术的科技人才，

其在企业竞争、区域发展中起着核心作用。①

区域科技人才的开发效率一直是学者们关

注的问题，提高区域科技人才的开发效率对于

我国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学者们对

于区域科技人才的开发状况也进行了多角度的

研究，在模型上主要运用ＤＥＡ模型测评中国或

不同省域的效率。孙健等基于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面

板数据测算了中国的区域科技人才开发效率，②

王成军等则使用ＧＲＡ－ＤＥＡ模型测算陕西省科

技人才的效率并进行了评价，③丁刚等则利用

ＤＥＡ－ＬＩＳＡ对全国３０个省市科技人才投入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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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进行综合评价。① 除利用模型测算不同省域

科技人才开发效率之外，另外一部分学者则更

加宏观地研究了不同地区整体的人才开发效率，

李培园等运用Ｓｕｐｅｒ－ＤＥＡ模型和 ＭＬ指数测算

长江地区的科技人才开发效率，② 窦超等测算中

部地区整体的人才开发效率并进行相关评价，③

李梓测算西部科技人才的开发效率对西部大开发

以来科技人才开发效率有待进行研究和检验。④

纵观区域科技人才开发效率领域的研究，

其研究方法均集中在 ＤＥＡ－ＳＢＭ模型的构建，

并辅以实证分析，研究视角大多聚焦在全国或

省域区域，研究内容从人才开发效率测算到提

出区域促进人才开发的对策及建议，研究成果

相对丰硕，但仍存在以下局限性，本文也将针

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一是基于松弛变量而获得最优值的 ＤＥＡ－

ＳＢＭ模型，会损失原始科技人才数据之间存在

的比例关系；不利于目前测度人才开发效率这

样复杂的系统，进而影响到整体对人才开发措

施的提出，本文选取ＥＢＭ模型则有效地解决了

损失比例的问题，有利于增加测算的准确性，

丰富区域科技人才开发的研究。

二是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静态效率的测算，

缺少区域科技人才开发效率动态分析，不利于

反应人才开发效率的整体情况，由于动态分析

能够增强对于区域人才开发效率的时空演进特

征分析，可以全面地观察到人才演进的变化，

因此增加ＭＬ指数的动态分析对于目前人才开

发领域具有比较重要作用。

三是目前研究对区域发展间科技人才效率

提升的共性问题关注不足。本研究选择三大经

济带，因其涉及２２个省市，涵盖范围广阔，且

非常重视科技人才的引育，人才引进力度不断

加大，着力构建人才协调发展战略生态圈，同

时经济带内也出现了人才发展不均衡性等问题，

因此三个区域具有一定的共性，进行对比研究

具有较重要的意义。

基于以上研究的局限性，本文尝试构建

ＥＢＭ－ＭＬ模型，应用在人才开发效率研究的领

域，一定程度上解决了 ＳＢＭ损失比例的不足，

并且增加了动态分析和时空演进分析。在此基

础上将多层次指标纳入到了评价体系，并选取

了三大经济带进行对比研究和综合评价，为区

域人才协调发展提出建议，为不同省域和中国

全域的科技人才开发效率研究提供参考。

一、区域科技人才开发效率

　　测度指标的设计　　　

　　本文研究范围选取京津冀地区、长江经济

带、黄河经济带三大经济带。由于京津冀地区

同属京畿重地，是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

群，引领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战略地位十分重

要；长江经济带则是国内综合实力最强、战略

支撑作用最大的区域；⑤ 而黄河经济带的大部分

地区历史悠久，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区

域。但拥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三大经济带区域，

发展不协调不均衡的问题也日益突出，特别是

区域人才的不均衡性问题尤为显著，在经济带

之间、经济带内各省市间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发

展差距，在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上均亟待改善。

为此，研究分析三大经济带整体和区域内部各

省市科技人才开发效率及影响因素，对于区域

内有针对性地做好科技人才战略工作、缩小区

域发展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均衡发展具有重要

指导意义，对国内其他地区的科技人才开发工

作、区域人才协调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的借鉴

意义。

对科技人才开发效率评价时选取的投入指

标为Ｒ＆Ｄ人员全时当量、Ｒ＆Ｄ项目经费；产

出指标为技术市场成交额、国内专利授权数、

国内专利申请书、技术市场技术输出地域合同

数等多个指标，考虑数据的可获取性及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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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性，选择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２０年为时间窗口期。

研究采用的数据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 《中

国科技统计年鉴》等国家统计年鉴和地方统计

年鉴，以及中国统计局公开发布的相关数据。

二、模型建立及求解

传统的ＤＥＡ模型或ＳＢＭ模型均不能处理投

入变量和产出变量同时具有径向和非径向特征的

情形。① 因此，ＫａｒｕＴｏｎｅ提出 Ｅｐｓｉｌｏｎ－Ｂａｓｅ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ｏｆ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ＥＢＭ）模型，通过亲和矩

阵计算各指标之间的离散关系，确定该数据的应

用模型应为ＤＥＡ模型或是ＳＢＭ模型，相关性越

高越适合ＤＥＡ模型，反之则适合ＳＢＭ模型。

在计算区域科技人才开发效率时，本文构

建的ＥＢＭ模型充分考虑了可比性问题，进而对

区域科技人才的开发效率进行进一步的评价，

进行测度时首先确定比例关系。

（一）亲和矩阵

确定各指标间的比例关系，需要确定亲和

矩阵，进而确定比例关系，建模如下：

Ｃｙｊ＝ｌｎ
ｙ１ｊ
ｙ２ｊ
（ｊ＝１，…，Ｊ） （１）

Ｃｙ ＝
１
Ｊ∑

Ｊ

ｊ＝１
Ｃｙｊ （２）

Ｃｙｍａｘ ＝ｍａｘ（Ｃｙｊ）ａｎｄＣｙｍｉｎ ＝ｍｉｎ（Ｃｙｊ） （３）

Ｄｙ ＝
∑
Ｊ

ｊ＝１
Ｃｙｊ－Ｃｙ

Ｊ（Ｃｙｍａｘ－Ｃｙｍｉｎ）
（４）

使用亲和矩阵衡量指标间的亲和关系：

Ｓｙ ＝１－２Ｄｙ（０≤Ｓｙ≤１） （５）

εｙ ＝
ｉ－ρｙ
ｉ－１（ｉ＞１）＝０（ｉ＝１） （６）

Ｗ＋
ｒ ＝

Ｗｒ

∑
ｓ

ｒ
Ｗｒ

（７）

通过亲和矩阵确定投入、产出指标间的相

对重要程度，权重分别为：０５，０５，０２４，

０２６，０２４，０２６。

（二）区域科技人才开发效率测算

本文利用非角度ＥＢＭ模型对三大经济带的

科技人才开发效率进行测算，根据 ＫａｒｕＴｏｎｅ②

等的研究：假设有 ｎ个决策单元 ＤＭＵ，对于

ｔ＝１，２，…，Ｔ时期的任意一个 ＤＭＵｊ（ｊ＝１，

２，…，ｎ）均使用 ｍ种投入 ｘｊ（ｉ＝１，２，

…，ｍ），联合生产 ｓ１种期望产出 ｙｋ （ｋ＝１，

２，…，ｑ）。

其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分别记为

ｘｊ，ｙｊ的效率值可以通过如下 ＥＢＭ模型进行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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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εｘ∑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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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

（９）

其中ρｅ表示决策单元的综合效率；ｘｉｏ，ｙｋｏ
分别为被预测决策单元Ｏ（Ｏ＝１，…，ｎ）的投

入、期望产出，ｓｘｉ，ｓ
ｙ
ｋ分别为投入指标 ｉ和产出

指标ｋ的松弛变量，ｗｉ表示相对重要程度，θ，η

分别表示投入和产出导向下的人才开发效率值，

εｘ，εｙ分别表示在效率值计算中投入、期望产出

非径向部分的重要程度；λｊ为线性组合系数。

通过模型计算效率时，为更好地完成分析，

对人才开发的全局效率及非全局综合效率均进

行计算，其中全局效率及非全局效率如表 １，

综合效率如表２。

通过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２０年的非全局效率值和

全局效率值的对比，北京、上海、浙江地区整

体的开发效率较高，非全局效率值为 １０００、

０９３０、０９６１，但是全局效率降为 ０５左右，

差距较为明显，随着时间的推移，科技人才开

发的效率在不断地上升，因此表明存在多个影

响当地人才开发效率的因素：包括人才引进的

政策、外资的进入情况、金融情况等因素，由

于前期存在全球金融危机和重大自然灾害，会

影响中国整体的经济，经济对于人才开发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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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较大，因此会间接影响区域科技人才的开发

效率。甘肃、青海、宁夏三个省份的非全局效

率值较高，同时全局效率值也位于前三名，根

据２００８年及之后十年的数据，表明金融危机对

于西部省份的影响波及较小，这得益于西部省

份的产业结构对于金融的依赖较低，受到的影

响较小。纵观所有效率值与全局效率值差距较

小的省份，其大都属于产业结构并不过分依赖

金融等第三产业，可见人才的开发效率易受到

外部环境的影响。

表１　全局效率及非全局效率对比表

经济带 地　区 非全局效率 全局效率 经济带 地　区 非全局效率 全局效率

京津冀地区

黄河经济带

北京 １０００ ０６２２
天津 ０８５７ ０５４８
河北 ０７５０ ０４８０
陕西 ０８６１ ０５８１
甘肃 ０９２３ ０６２５
青海 ０９４５ ０６５３
宁夏 ０９３２ ０６２７
山西 ０７６４ ０５００
内蒙古 ０８１８ ０５２８
山东 ０５８４ ０４１９
河南 ０７１７ ０４５５

长江经济带

上海 ０９３０ ０５３２
江苏 ０８８９ ０５０４
浙江 ０９６１ ０５４７
安徽 ０８６１ ０５７３
江西 ０８１４ ０５３４
湖北 ０７７０ ０５２１
湖南 ０７６８ ０４６６
重庆 ０８９３ ０５４２
四川 ０８５０ ０５５１
贵州 ０９２４ ０６１２
云南 ０８９５ ０５６６

　　数据来源：笔者依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各地区统计年鉴等原始数据计算所得。

表２　综合效率表

经济带 地　区 效率平均值 综合效率 经济带 地　区 效率平均值 综合效率

京津冀地区

黄河经济带

北京 １０００
天津 ０８５７
河北 ０７５０
陕西 ０８６１
甘肃 ０９２３
青海 ０９４５
宁夏 ０９３２
山西 ０７６４
内蒙古 ０８１８
山东 ０５８４
河南 ０７１７

０８６９

０８１８

长江经济带

上海 ０９３０
江苏 ０８８９
浙江 ０９６１
安徽 ０８６１
江西 ０８１４
湖北 ０７７０
湖南 ０７６８
重庆 ０８９３
四川 ０８５０
贵州 ０９２４
云南 ０８９５

０８６８

　　数据来源：笔者依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各地区统计年鉴等原始数据计算所得。

　　通过表２对比三大经济带 ２００７年至 ２０２０

年的人才开发综合效率，京津冀地区处于最高

水平，长江经济带紧随其后，与京津冀地区差

距甚小，黄河经济带综合效率最低，但是整体

数值为 ０８１８，也处于较高的水平，可以发现

现阶段几大经济带的整体发展较好，京津冀地

区的发展处于全国较高的水平，北京的人才开

发效率均值最高，这与北京的综合实力密切

相关。

不同地区的效率平均值有所不同，京津冀

地区的北京、黄河经济带的青海、长江经济带

的贵州效率最高，效率平均值分别为 １０００、

０９４５、０９２４，这主要得益于北京作为中国首

都、科技创新中心，对于科技人才的开发一直

处于最高的水平。青海在２００５年后陆续颁布多

项人才相关政策，《青海省促进人才柔性流动的

实施意见》等对青海的整体科技人才开发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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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较高的促进作用。① 贵州省交通改善，依据能

源优势精准定位于十大产业，尤其是烟酒产业、

电子信息工业、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经济发

展动力大大加强，同时开展了多项科技创新人

才团队建设工作，较大地促进了当地的科技人

才开发效率。

除此之外，上海、浙江、宁夏、甘肃的人才

开发效率也处于较高水平，且２００７—２０２０年各

地区的人才开发效率不断提升，这主要得益于

“人才强国，科教兴国”的整体推进，上海、浙

江、宁夏、甘肃各地对人才重视程度的加深、对

人才引进力度的加大以及当地政策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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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全局效率图

　　从三大经济带的全局效率值来看，２００７年

人才的开发效率全国处于较高水平，影响因素

包括人才强国战略成为我国人才事业发展的重

要方向，同时北京奥运会的举办拉动了内需，

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人才的需求加大，使得人

才的开发效率处于很高的水平；但是２００８年全

球金融危机使得全国范围的人才开发受到了较

大程度的影响，其中京津冀地区的下降最快，

受到的影响最大，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３年期间人才开

发的效率值整体上缓慢下降，此期间我国的经

济发展速度持续放缓，影响了全国整体的人才

开发效率。通过图１数据显示，可以发现此期

间影响最小的为黄河经济带，这与 “西部大开

发”战略有一定的关联性，② 此后西部整体的

经济不断增长，人才的开发效率也得到不同程

度的提升，长江经济带中有一部分西部省份，

因此在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１４年期间，人才开发的效

率受到的影响最小。

如图 １所示，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之间人才开

发效率值整体上持续下降，在２０１３年实现转

折，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呈现持续上升趋势。２０１３

年 “长江经济带发展”概念提出，２０１４年

“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各地区间优势互

补，同时此段时间全国经济开始回升，使得

２０１４年之后人才开发效率存在不同程度的上

升，尤其是京津冀地区一直保持高速发展，在

２０１８年已经成为三大经济带中人才开发效率

最高的经济带，且一直保持；２０１４年之后，

长江经济带的人才开发效率整体平稳上升，且

在２０１８之后，一直维持在平均水平以上，人

才开发程度进入新的阶段；值得注意的是长江

经济带，２０１４年至 ２０１６年存在短暂的上升，

但是２０１７年出现下降，２０１７年至 ２０２０年期

间处于整体波动的趋势，长江经济带在此期间

发展重点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改变，创新产业

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地促进改革创新等举措间

接影响了长江经济带的人才开发效率。

三大经济带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２０年科技人才开

发效率整体处于先下降后缓慢回升的状态，下

降主要是因为经济环境的影响，全球金融危机

造成世界经济疲软，人才市场低迷，之后的回

升则主要得益于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各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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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科技人才引进与开发的创新举措不断推进。

（三）区域科技人才开发时空演进分析

使用ＧＭＬ生产率指数评价三大经济带的科

技人才开发效率的动态变化情况，能有效减少

指数线性规划的无解性等问题，进行ＧＭＬ指数

的构建与分解，有助于对不同时期的经济带人

才开发效率进行比较，可有效分析经济带的人

才开发效率的变化趋势，讨论人才开发的时空

演进状况，丰富区域人才开发研究。本文基于

ＥＢＭ模型，借鉴 Ｐａｓｔｅｒ等关于生产率指数的研

究成果，① 参考 ＧＭＬ指数分解思路计算三大经

济带整体及京津冀地区、长江经济带、黄河经

济带２００７—２０２０年人才开发效率。

以ＧＭＬ表示生产率指数，并将其分解为技

术效率变动 ＥＣ和技术差距变动 ＢＰＣ。以 ＧＭＬ

表示生产率指数，其中分解为：

　ＧＭＬＧＣ＝ＭＥＣＣ×ＭＢＰＣＣ （１０）

　ＭＥＣＣ＝
Ｄｔ＋１Ｃ （ｘ

ｔ＋１，ｙｔ＋１）
ＤｔＣ（ｘ

ｔ，ｙｔ）
（１１）

　ＭＢＰＣＣ＝
ＤＧＣ（ｘ

ｔ＋１，ｙｔ＋１）／Ｄｔ＋１Ｃ （ｘ
ｔ＋１，ｙｔ＋１）

ＤＧＣ（ｘ
ｔ，ｙｔ）／Ｄｔ＋１Ｃ （ｘ

ｔ，ｙｔ）

（１２）

式中：Ｄ表示集合在同一前沿上所测算的效率

值；ｘｔ，ｙｔ和 ｘｔ－１，ｙｔ＋１的分别表示决策单元在 ｔ

和ｔ＋１时期的投入、期望产出值；ＧＭＬ表示人

才开发效率值，ＧＭＬ＞１表明人才开发效率提

升，人才开发层面存在上升，ＧＭＬ＜１则表明

人才开发效率下降。

通过对ＧＭＬ指数进行分解，可以获得动态

效率的变化，求解结果如表３。

表３　ＧＭＬ及指数分解

年　份 ＧＭＬ ＭＥＣ ＭＢＰＣ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０８８７ １１４６ ０７８３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０８６４ １１５４ ０７５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１００６ １０１０ ０９９７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０９７７ ０９７８ ０９９８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０９９９ ０９８８ １０１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０９８８ ０９９４ ０９９４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０９７３ ０９６３ １０１０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１０３７ １０１７ １０２１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１０１７ １００９ １００９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１００５ ０９９０ １０１５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１０４８ １０１６ １０３２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０９９２ １００８ ０９８４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１０７７ １０１５ １０６１
均值 ０９９０ １０２２ ０９７４

　　从上表中可以得出：技术效率方面，整体

而言，２００７—２０２０年三大经济带的人才开发的

技术效率变动指数以年均 １０％的速度降低，

技术差距以年均２２％的差距增大，人才开发

效率以年均 ２６％的速度降低。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

间，人才开发效率指数只有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大于

１，其他时间均小于１，说明此段时间人才开发

效率不断下降，经济环境不利于人才的开发，

与前面的论断一致。

２００７年至 ２０１３年，技术差距变动值仅有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大于１，说明其他时间三大经济

带的技术差距缩小，三大经济带存在一定程度

上的趋同，京津冀地区、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在

此阶段变缓明显，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２０年，技术差距

变动加大，技术规模效率整体变动也增大，说

明京津冀地区、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回升，开始

加大人才开发力度，进而人才效率的动态效率

增大。不同经济带的ＧＭＬ及指数分解见表４。

通过表４可以发现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２０年期间，

人才开发效率最高的为黄河经济带、其次为京

津冀地区、最后为长江经济带，人才开发效率

指数分别为１００１，０９９６，０９８０。黄河经济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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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效率差距变动最大，规模效率提升最大，

说明２０００年后我国通过西部大开发以及对部分

地区的优化配置产生了正面的影响。

图２代表全国的 ＭＢＰＣ、ＭＥＣ和 ＭＬ指数

图以及三大经济带的具体值，通过全国的 ＭＢ

ＰＣ、ＭＥＣ和ＭＬ指数图对比可以发现，整体趋

势来看人才开发动态效率随着综合技术效率和

技术进步的升高而升高，因此人才开发动态效

率与综合技术效率、技术进步的变化十分相关，

大致为综合技术效率升高、技术差距下降，人

才的动态开发效率变动升高；综合技术效率下

降、技术差距上升，人才的动态开发效率下降，

因此技术差距增大、效率下降拉低了人才开发

效率的上升。

表４　不同经济带ＧＭＬ及指数分解

地　区 ＧＭＬ ＭＥＣ ＭＢＰＣ
京津冀地区 ０９９６ １０１９ ０９８１

长江经济带地区 ０９８０ １０１５ ０９７２
黄河经济带地区 １００１ １０３３ ０９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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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ＭＢＰＣ、ＭＥＣ、ＭＬ指数及三大经济圈的具体值

三、区域科技人才效率演进

　　影响因素分析　　　　

（一）收敛分析

由于 “人才强国，科教兴国”等政策的推

进，全国科技人才开发进入新的阶段，人才开

发效率低的省份在其发展过程中可以向效率高

的省份趋同，因此本文利用 Ｂｕｒｒｏ提出的收敛

模型研究人才开发的演进过程，① 公式如下：

　ｌｎ（ＤＥｉ，ｔ／ＤＥｉ，０）＝α＋βｌｎＤＥｉ，ｔ＋ｕｉ，ｔ

（１３）

式中ｌｎ（ＤＥｉ，ｔ／ＤＥｉ，０）表示从基期 ｔ与 ｉ时期地

区的人才开发平均增长率，α为截距项；ｕｉ，ｔ为

随机扰动项。

本文利用三大经济带及各区域面板数据进

行估计，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判断应采用面板数据固

定效应模型。通过计算绝对收敛，获得收敛性

情况，如表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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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收敛性情况

变　量 三大地区 京津冀地区 黄河经济带地区 长江经济带地区

ｃ ０００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００２６） ０００７（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０００７）
β －０７６８ （００５５） －０８０４ （０１６３） －０６２２ （００９４） －０８１１ （００７３）

ｐ－ｖａｌｕｅ ０３１５ ０７０６ ０６２６ ０７６５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２８６ ３９ １０４ １４３

　　注：、和分别代表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下显著。

　　由上表可以发现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２０年间三大

经济带整体及三大区域的人才开发效率均表现

出１％水平上显著收敛性。β值为负值，说明各

地区间存在β收敛，在不同的人才开发效率下，

人才开发效率较低的地区相对于人才开发效率

较高的地区效率提升速度更快，长江经济带的

收敛速度要高于 ＭＬ指数较高的京津冀地区及

黄河经济带区域，存在落后者对先进者的 “追

赶效应”，各地区的人才开发效率存在趋同的趋

势。其主要原因是长江经济带虽然受金融危机、

经济受挫、当地相关政策的影响，出现了人才

开发效率降低的状况，但其作为我国重要的经

济带，由众多实力较强的省份组成，且科技创

新能力较强，从而促进了长江经济带的人才效

率提升速度。

（二）区域科技人才开发效率影响因素

研究影响静态、动态效率的因素对于当地

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本节中对于不同的影

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上述分析中发现 ＥＢＭ方

法测算的效率值在０～１之间，符合 Ｔｏｂｉｔ模型

对于不同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处理，因此，选用

Ｔｏｂｉｔ回归进行量化分析。

区域科技人才的开发效率受到多方面的影

响，在本文中选取八个影响因素：个人发展、

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当地产业结构、当地

经济水平发展、当地政府资助强度、当地的企

业结构、当地教育水平、当地对外开放程度。

本节将探讨八个影响因素对于人才开发效率的

影响。

（１）个人发展：一个地区对于个人的发展

越关注，对科技人才的激励政策越多，对高科

技人才的吸引力就越大，有利于促进区域人才

的开发，预计当地个人发展政策对人才开发效

率有正向作用。

（２）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一个地区基

础设施的建设水平决定该地科技人才生活的舒

适程度及交流的便捷性，进而影响科技人才的

地区间流动，影响人才开发效率，预计当地基

础设施建设水平对人才开发效率有正向作用。

（３）当地的产业结构：不同的产业结构对于

人才的吸引力度不同，产业结构对于科技人才开

发效率也有着重要影响。一个地区第三产业的产

值所占比重越高，该地区的总体创新性相对较

高，该地区的科技人才效率相对较高，① 预计当

地的产业结构对人才开发效率有正向作用。

（４）当地经济水平发展：一个地区的经济

越发达，对科技人才的吸引力越高，进而产生

人才集聚效应，促进科技转化，提升科技人才

的开发效率。预计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对人才开

发效率有正向作用。

（５）当地政府资助强度：政府加大科技创

新的投资力度也能一定程度上促进该地区人才

开发效率的提升，预计当地政府资助强度对人

才开发效率有正向作用。

（６）当地的企业结构：有效并且合理的企

业结构有利于发挥人员的创新能力，提高市场

竞争力，进而提升人才开发效率。预计当地企

业结构对人才开发效率有正向作用。

（７）当地教育水平：教育水平能促进提高

人员素质，素质越高，对于新技术的接受能力

越强，创新作用发挥就越强，② 从而促进该地区

科技人才开发效率的提高，预计当地教育水平

对人才开发效率有正向作用。

（８）当地对外开放程度：经济开放地区对

投资的吸引力越大，越能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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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理念，加快科技转化，从而提高科技人才开

发效率。预计当地对外开放程度对人才开发效

率有正向作用。

以科技人才开发综合技术效率值作为 Ｔｏｂｉｔ

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以当地个人发展状况、当

地基础设施等八个要素作为 Ｔｏｂｉｔ模型的解释变

量，对科技人才开发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

分析。回归结果见表６。

表６　回归结果统计

变　量
三大经济带

Ｃｏｅｆ ＳｔＥｒｒ ｔ－ｖａｌｕｅ
个人发展 ０１５８ ００３１ ５０８

当地基础设施水平 ００８９ ００１７ ５２１
产业机构 ０２４３ ００４９ ４９２

当地经济发展情况 －０４２７ ００５４ －７９６
当地政府资助强度 ０５６４ ０２２７ ２４８
当地企业结构 －０４４８ ０１３９ －０３２
当地教育水平 ０５２０ ０３０５ １７１

当地对外开放程度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８ ２４１
常量 －００８３ ０３７１ －０２３

　　通过表６的统计结果可以发现：个人发展、

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当地产业结构对人才

开发效率存在十分显著影响；当地政府资助强

度、当地教育水平、当地对外开放程度均对科

技人才开发效率存在影响。

产业结构、个人发展水平、经济发展状况

等几个因素中只有当地经济发展情况这个因素

对人才效率的开发起到负作用，可能原因为在

三大经济带中，经济发展情况相对落后的地区

更加重视人才对发展的促进作用，近年来加大

了人才引进与投资，促进了科技人才的开发效

率。随着人才强国战略在全国范围内的逐步推

进，各地区加大了人才方面的投入，部分新一

线、二线城市人才引进的力度不断加大，超过

一线城市，进而增加了人才的开发效率。

从影响因素的作用强度分析，三大经济带

驱动因素的作用强度表现为政府资助强度 ＞教

育水平＞产业结构 ＞个人发展 ＞基础设施水平

＞对外开放程度，由此可见，三大经济带的关

键性驱动因素为政府资助强度、教育水平、产

业结构等。说明政府提出的人才相关政策以及

创新计划等可以促进人才开发战略的打造与实

施，政府相关的资助和扶持政策能够为人才开

发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同时教育水平的提升可

以发挥教育的基础性作用，能够提供创新后备

人才，促进人才开发；在产业结构方面，加大

第三产业、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我国的中小企

业是促进产业结构发展的重要支撑，因此有效

促进中小型企业的创新活力，有利于区域科技

人才的引进及开发。

从关键性驱动因素作用效果分析，政府资

助强度对于三大经济带开发效率发挥着重要的

正向驱动作用，这说明政府资助强度高有助于

提升人才开发效率，表现出积极作用。政府具

有信息优势，能够汇总分散的行业信息，在制

定创新战略的过程中做出合理决策；同时政府

资助能够发挥市场信号作用，引导人才资源

汇聚。

四、区域科技人才开发效率提升建议

（一）增加政府资助强度，完善科技人才

政策

通过上述实证分析发现政府资助强度对于

人才开发效率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因为基础

设施建设，包括城市建设，舒适度、便捷度等

因素可以促进人才的引进与开发，科研项目顺

利开展的基础要素包括资金支撑和科研设备保

障，这些均可以通过加大政府资助强度提供保

障。长期以来发达国家高度重视对重大科技项

目和科技人才的政府资助，加大资金投入科学

研究的基础设施建设，出台多个吸引科技人才

的优惠政策，并为其发展提供雄厚的科研资金

支持，从而取得的一系列科研成果，建设高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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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科研平台，更是再次引才聚才的核心基础，

形成了人才开发的良性循环。因此，在我国的

区域科技人才开发过程中，应借鉴发达国家的

人才引进政策，增加政府资助强度，加大基础

设施建设，优化人才引进和培养政策，为科技

人才提供良好的环境，营造尊重人才的氛围。

（二）增强教育水平，营造良好的科创

氛围

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当地的教育水平也对提

升人才开发效率具有重要作用，人才是知识的

载体，提升区域教育水平，能为人才的成长与

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机会与平台，进而提升人

才的开发效率。在人才开发过程中，不断建设

完善我国科技人才体系，营造尊重人才、爱惜

人才的科技创新氛围。政府增加资金投入，加

大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建设力度，为人才的

培育和继续教育提供有力的支撑；高校在提升

教育教学质量的同时，也要重视整合城市资源、

优势产业资源、校友资源等各类资源，为城市

发展提供丰富的青年人才供给。同时加强人才

政策的制定、搭建创新平台，营造良好科创氛

围，提高人才吸引力度，不断提升区域人才开

发效率。

（三）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推动人才与产

业高度融合

产业结构的升级也是影响人才开发效率的

重要因素，因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可以促进经济

的增长，进而吸引人才聚集，提升人才开发的

效率。为提高人才开发的效率，政府可以通过

加大规模投资，促进第三产业及高科技产业的

发展，实行适度的产业优惠政策，实现区域经

济结构的优化。对于区域的产业结构升级与优

化，地方政府应加大政府投入力度，推动人才

与产业的高度融合，以产业集聚人才，进而人

才引领产业，形成人才与产业融合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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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高校应急预案体系建设的

现实困境与解决路径

郑宏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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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构建完善的高校应急预案体系是高校校园安全管理的重要方面。高校应急管理体系建设

起步晚，不断完善应急预案体系有利于将风险隐患控制在事前。目前部分高校已经陆续构建起各自的

应急预案体系，但是普遍存在应急预案专业性、操作性、规范性、协作性不强等问题，还没有形成科

学、高效、完备的高校应急预案体系。本文通过分析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存在问题，以Ｙ大学为例，借

鉴其做法及经验，提出要提升应急预案专业性、提高应急预案执行协调性、增强应急预案可操作性、

完善应急预案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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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建设更高水平的平

安中国，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①，对

应急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此，应急管理不

仅要完善风险预防预警体系，转变重事后处置

的观念，将事后处置的模式转变为事前预防模

式，兼顾事前、事中和事后的风险预防与应对。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应

急管理，将应急管理纳入 “总体国家安全观”

战略框架进行系统谋划和整体设计，不断加快

应急管理机构改革和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构建。②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 “十四五”期间建设高

质量教育体系进行了战略部署，实现高质量教

育体系建设要深刻认识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

段的新特征新要求。“十四五”时期，伴随着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启，迫

切需要进一步重视和强化高校应急管理体系建

设，更充分发挥高校高质量应急预案体系在高

质量教育体系建设中的支撑作用。然而，当前

我国高校应急预案体系建设与教育事业发展之

间相互联系不够紧密，相互促进作用不明显③突

发事件往往具有外部性，具有较强的 “蝴蝶效

应”，在新的形势下，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完善

高校应急预案体系关系到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

关系到社会安全的各方面，进一步构建与完善

高校应急预案体系迫在眉睫。鉴于此，本文以

新时代高校应急预案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为导

向，结合Ｙ大学应急预案建设实践，进一步梳理

·２２１·

管理学 　　　　　　　　　　　　　　　　　　　　　　　　　　　　　　　　　　



高校应急预案体系存在的问题和解决路径，旨为

高校应急管理的深度研究和现实治理提供借鉴。

二、高校应急预案体系建设中

　　存在的问题　　　　　　

　　 高校主要从事风险较低的教育工作，教育

环境较为安全和稳定，但是目前我国高校应急

管理理念滞后。①以往切割式的应急方式倾向于

事后处理，忽视了应急预案事前预防及应对标

准对照的重要性，导致应急预案体系建设从制

定、执行到保障层面都存在问题，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一）应急预案专业性不强

高校应急预案涉及公共卫生、反恐防暴、

自然灾害、群体性事件等方面，从整合的角度，

对跨越层级和边界的整体性治理就有较高要求。

在兼顾专业和部门两个维度下，预案需要政府

工作人员、应急管理专业人员等共同商定，并

在综合考虑可行性、有效性、完备性的前提下，

通过充分调研，不断调整。当前，高校应急管

理专业人才较少，没有专门制定应急预案的人

员，在制定高校应急预案时，通常都是由单位

指派人员撰写，几天的时间就能完成。预案内

容多依据地方政府应急管理条例撰写，缺少深

入的调查研究，普遍忽视从高校实际情况思考

应急预案主要目标和内容，待完成后较少进行

持续性的完善，导致应急预案在知、行两个维

度上都存在明显缺陷。② 整体内容呈 “碎片化”

样态，不能有效发挥应急预案在突发事件应对

中的指导作用。

（二）应急预案操作性不强

高校的应急预案分为不同的层次和类别，

既需要统领的纲要性指导预案，也需要可操作

的具体性执行预案及专项解决突发事件的针对

性预案。“风险管理理论认为预案的执行是快速

高效开展应急响应和恢复的基础”。③ 编制可行

的预案是有效执行的前提。具有可操性的应急

预案都不是单一主体就可以完成的，否则容易

陷入内容涵盖不全、主责不清的困境。在目前

多方主体难以协调的前提下，部分高校应急预

案存在范围过于宽泛、内容过于笼统、权责过

于模糊的问题。一方面单一主体制定出来的应

急预案在执行过程中不具备可操作性，以至于

形成只重视日常安全教育，忽视风险研判和应

急预案制定。正因为存在侥幸心理，仅仅依靠

业务归口部门自行制定的处置流程，难以周全

考虑各种影响因素，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做不

到第一时间反应并实施最紧急的救援。另一方

面缺少实践经验的应急预案实用性不强，日常

制定应急预案后，较少进行演练。前期忽视了

试错环节，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在应对处置中，

弊端就都显现出来了。在突发事件发生后，没

有开展过应急预案演练的主体，临场反应和处

置能力都与应急预案要达到的目标存在较大差

距，包括应急人员、物资的调动都不能按照应

急预案的要求，做到及时响应和调动，难以发

挥规避风险、降低危害的作用。

（三）应急预案规范性不强

高校对应急管理的不重视使得应急科普教

育难以推广，相关应急预案的系统性和规范性

难以构建。④ 长期以往的忽视也使得现有的应急

预案体系现状与核心价值背离⑤，面临着 “违

法性”和 “虚化”的困境。⑥ 综合应急管理理

论强调标准化应急响应组织结构的建立，政策

作为调动多元主体协同的力量，是促成应急联

动组织结构和标准化指导应急处突的关键。尽

管高校应急预案体系遵循分级分类的标准编制

应急预案，让各类型突发事件的应对有了参照

的标准，但高校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往往忽

略法律保障的重要性，仍存在 “法制不健全”⑦

的问题。因高校应急管理政策文件和法律文本

不齐全，对复杂影响因素的突发事件没有具体

的操作性指导意见，各高校依据国家层面的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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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事件应对相关法律文本，结合学校自身情况

编制应急预案。从法律保障而言，存在危机意

识淡薄、组织结构松散、心理干预缺乏、应急

主体单一的问题①。缺乏法律的规定性约束，各

应急主体不能在明确的政策指导和法律要求下

分清应急主体责任、突发事件的紧急程度、优

先救援内容和科学的处理流程等事项，在一定

程度影响应急预案的执行。

（四）应急预案协作性不强

从整体性治理的角度，组织、人员和资源

的全面调动是高效应对突发事件的重要基础，

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调动和凝聚多元主体的力

量是影响应急预案执行最关键的问题。从风险

的视角下体现为缺少多元主体参与及前期的风

险研判分析。② 受制于传统根深蒂固观念的思想

影响，部分高校面对突发事件多为临时组建应

急指挥领导小组，而不设置专门的应急管理机

构，尽管已有个别高校在实验室应急管理等方

面建立起事发高校—临近高校—政府主管部门

等多元主体协同响应的应急联动体系。③ 但是针

对纷繁复杂的校内突发事件，高校应急管理基

础保障和协同联动机制不到位，④ 在突发事件应

对中，上下联动和左右协调作用难以发挥，多

部门协调处理略显生疏与迟钝。又因应急管理

涉及多元主体，各主体应急管理职能容易出现

模糊、交叉和混乱等 “失范”现象。⑤ 在预案执

行中，缺少高校内部与外部之间的明确分工，

缺乏前期的多部门调研、沟通，相关信息披露

程度较差，信息传递不及时，参照上级和其他

高校制定出来的应急预案缺少适用性、情景性

及针对性，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时仅仅依靠高校

难以及时处理。

三、Ｙ大学应急预案建设的实践

高等教育的特殊性聚集了社会公众的焦点，

高校应急管理的成效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对应

急能力水平的要求更加严格，使得应急预案体

系建设更显重要与紧迫。Ｙ大学以问题为导向，

从自身实际出发，积极探索高校应急预案建设

创新实践路径，取得了有益成果。

（一）Ｙ大学应急管理面临的挑战

１Ｙ大学应急管理面临的外部挑战

目前Ｙ大学的应急管理面临着形势严峻的

国际社会、多样化的突发事件及突发事件处置

中的网络舆情等外部挑战。一是面临来自国际

社会的挑战。随着高校国际化的程度越来越高，

校内外籍教师、留学生人数增多，越来越多的

师生频繁开展国际学术研讨、学术调研等活动，

势必助推高校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为此不仅

要防范师生国际性的交流与访问中的人身财产

风险，更要防范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风险。高校

所处的国际环境复杂化，不可预见的风险也趋

多样化，这对高校的安全防范提出新的挑战。

二是面临多样化突发事件的挑战。面对自然灾

害、公共卫生事件、校园安全事件等多样化的

突发事件，高校应急管理面临多领域、多层次

的风险挑战。面对一些网络安全威胁、电信诈

骗等新型风险，应对策略和方法还需调整和转

变。面对受多种致灾因子综合影响形成的复合

型风险，还未形成全面评估和全面应对的观念，

还未掌握应对的方法。三是面临突发事件处置

中的网络舆情挑战。在突发事件发生后，网络

舆情容易对学校造成负面影响及对当事人造成

不必要的困扰。在事件处置中，还未及时转变

管理理念，没有充分考虑信息技术高度发展下，

网络舆情监控和应对的复杂性及对现在应急管

理提出的新要求，还不能完全做到科学预测和

应对。

２Ｙ大学应急管理面临的内部挑战

Ｙ大学面临着应急管理精准化、应急管理

整体性、应急管理与时俱进的能力不足等内部

挑战。一是面临应急管理精细化的挑战。Ｙ大

学作为所属省份唯一一所 “双一流”大学，已

有百年历史，有学生约三万余人。师生众多且

聚集，安全需求各不相同。满足师生差异化和

特殊化安全需求的前提是精准地识别校园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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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和评估现有的安全条件，这对应急管理的

精细化提出新的要求。二是面临应急管理整体

性的挑战。Ｙ大学办学时间长，部分校舍、实

验楼和教学楼已经陈旧，楼栋的消防设施和电

力设施等频繁出现问题，局部的整改始终不能

解决学校整体性的安全问题，包括物资、人员、

技术支持等，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得到优

先的调配和利用，仍是困扰学校整体性应急资

源配置的问题。在局部问题整改过程中，经常

出现部门间相互推诿、 “新官不理旧账”等问

题。进行综合性的安全项目建设过程中，相关

主体责任意识不强，怕出错怕担责，能少做的

项目尽量少做，能不做的项目尽量不做，导致

学校整体性的安全建设难以充分发挥各主体的

作用，从而实现整体性的管理目标。三是应急

管理与时俱进的能力不足。高校应急管理不仅

需要对所有潜在风险进行认真识别，还要根据

突发事件的事态发展及时制定应对措施。突发

事件事态发展具有不可控性，相较于 “双一

流”建设的要求，现有的应急管理能力及水平

不能全面评估学校应急管理面临的风险。在日

常隐患排查过程中，出现相关主体安全意识薄

弱、隐患整改落实不到位等问题，给学校整体

性应急管理带来严峻的挑战。

（二）Ｙ大学应急管理预案建设的原则

面对复杂的风险影响，Ｙ大学深刻认识到

维护学校安全的极端重要性，在应急预案建设

中遵循科学的工作思路和原则。

１综合性原则

随着突发事件多种致灾因子的耦合性越发

突出，突发事件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形成覆

盖多个领域的复合型灾害。①针对应急预案的建

设不仅要围绕突发事件预防、应对与处置全过

程进行总体性的部署与安排，还要综合分析学

校安全呈现出的新特征，从全局性的角度规避

风险。一是全面评估风险。在应急预案制定前，

全面地评估校园及学校周边潜在的风险，覆盖

多样化的紧急情况，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

公共卫生危机等，针对不同风险制定相应的预

案和措施。二是多主体综合应对。各部门、单

位在相应预案指导下，各司其职、各尽其责、

密切配合、快速反应，高效妥善地开展突发事

件处置工作，以确保在不同情况下都能够做出

适当的应对。三是建设综合性的应急队伍。应

急预案的执行效果与执行人员的综合素质与能

力紧密相关，在日常培训应急管理队伍中，要

着重培养一支具有较强应急能力、具备多种应

急管理能力的队伍。

２预防为主原则

应急预案体系建设要牢固树立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的意识，把保障广大师生的生命和财

产安全、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人员伤亡作为

首要任务。一是应急预案制定前期进行风险排

查。遵循预防为主、教育疏导、防止激化、依

法处置的原则，经常性地开展全面排查，通过

前期风险预警，及时化解处置，补齐弱项短板，

有效将风险控制在萌芽状态。二是应急预案制

定前经常性组织应急演练，并在应急演练过程

中逐渐完善预案内容。要专门制定应急演练制

度，定期组织消防、自然灾害、群体性事件等

应急演练，通过细化应急演练的工作细节，找

准并化解风险，加强学校师生员工的应急逃生

意识和团队协作能力。三是积极开展宣传培训。

定期组织校级层面和各二级单位层面的安全教

育培训，通过向师生讲授校园安全要点，增强

师生的安全意识，提高师生对应急预案执行的

配合度。

３快速联动原则

处置的有效性体现在应急行动的迅速性，

通过遵循分级管理、条块结合，谁主管、谁负

责和内紧外松的原则，在预案制定中联动各方

力量，明确各方职责，加强信息共享，建立协

调机制。一是加强学校与属地地方政府的联动，

建立校地联席制度。通过校地联席会议，对突

发事件的预防和应对进行细节上的推敲，常态

化做好应急联动的准备。二是加强学校内部各

部门之间的联动。健全上下沟通和左右联动的

机制，不断地调研各部门实际情况，在应急预

案制定前期广泛地征求学校各部门的意见和建

议。三是加强应急预案各行动小组之间的联动。

针对每一次突发事件处置的情况进行书面总结，

科学分析各行动小组应急处突的表现，改进不

足，继续坚持较好的做法。通过不断的反思与

改进，提高各行动小组的联动性和应急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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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灵活性原则

应急预案的生命力在于能根据不同情况进

行灵活性的转变及完善。应急预案要综合考虑

灵活性和规范性，使得预案在规范的前提下具

备一定的灵活性，能够根据学校发展的要求和

不同紧急情况进行临时性的调整和不同范围的

改进，不定期进行评估和更新，以应对不同的

紧急情况需求。一是设置应急机动组。在应急

预案制定中，灵活根据不同突发事件，设置应

急机动组，以备临时的调动，起到查缺补漏、

快速行动的作用。二是设置舆情监控组。在应

急预案执行过程中，面对具有特殊影响的突发

事件，根据事件发展，成立舆情监测与处置小

组，关注相关事件在网络上的传播，以备及时

处置。三是介入心理咨询服务。在突发事件事

后处理中，根据相关当事人员的需求，灵活介

入心理咨询等服务。

（三）Ｙ大学应急管理预案的内容

Ｙ大学聚焦当前高校应急管理现实挑战，

按照系统性思维，根据应急管理科学原则，从

自身实际出发，构建了一套包括应急管理组织、

响应和保障等方面在内的综合性预案，为高效

开展应急管理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１应急预案组织

应急预案是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首要工作，

是应急管理的基础。① 高校应急预案是高校事业

单位专门编制的，用于校园突发事件的预防和

应对。Ｙ大学应急预案主要包括应急预案制定

的理念、职能分工、运行方式、应急保障等方

面。为了有效应对突发事件，学校专门成立工

作领导小组，划分各单位应急职能，明确人员

职责分工。一方面，将应急职责划分到学校各

个职能部门和单位。根据突发事件预防、监测、

反应、恢复和重建阶段划分，结合各职能部门

的工作职责和学院基本情况，明确各类型突发

事件疏散引导与警戒组、安全防护救护组、紧

急疏散组、信息组、调查组等职责，并依据突

发事件处理的需要，灵活调整人员配置和物资

配置，设置应急处突机动组以备临时调动。另

一方面，从整体层面组织应急管理过程。在 Ｙ

大学应急预案编制前期，调研学校师生安全需

求，明确业务相关部门及学院的工作职责，分

别制定群体性事件、消防安全事件等各种类型

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在全校性文件指导下，

部门及学院又制定本单位的应急处置措施，通

过学校与各单位之间的联动，实现应急预案组

织的整体性和协同性。

２应急预案响应

科学的应急预案响应有利于弥补前期风险

预判不足。Ｙ大学通过不断的实践总结，在响

应内容方面思考得更加全面，应对手段更加多

元化。一是分级响应。根据突发事件的性质、

严重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Ｙ大学

将学校的突发事件分为一般突发事件 （四级）、

较大突发事件 （三级）、重大突发事件 （二

级）、特别重大突发事件 （一级）。针对不同等

级的突发事件，响应处置内容有所不同。事发

单位依据预案进行及时性的处置，相关应急主

体根据事件的级别进行有针对性的响应。二是

全面响应。因突发事件的类型多，影响因素复

杂，Ｙ大学应急预案响应更加强调应对突发事

件方法与能力的提升。针对电信诈骗、网络安

全等新型的风险，专门补充风险预防与响应措

施，并给予舆情控制的多方支持，在响应过程

中调动舆情监测主体力量，加强监管和监测，

预防可能产生的二次风险等。三是协同响应。

针对响应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协调联动问题，联

合属地公安机关等进行深入的协调，积极寻求

属地地方政府的协助，建立起日常的校地联动

机制。

３应急预案保障

从有效支撑应急预案体系正常运转的角度，

Ｙ大学在人员、技术、物资等方面提供了保障。

一是加强应急队伍教育、引导与培训，从思想

观念、工作职责、综合素质等各方面提升应急

反应能力与水平，保障第一时间能在应急预案

科学指导下开展处置工作。二是不断加强学校

技防设施建设，加快人防、物防与技防一体化

的校园安防体系建设，通过技防监控预警、轨

迹回溯等功能为应急管理提供前期风险预警等

辅助性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应急预案

执行的技术化水平。三是常态化做好应急物资

储备，经常性地开展检查排查工作，日常补足

警戒线、锥桶、防刺背心、消毒液、口罩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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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全力做好应急处置保障，发生突发事件后

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调动物资。四是日常应急保

障工作进行中，密切关注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

不受制于外部环境的影响，加强对相关应急主

体的监管，保障应急主体职能履行的可靠性、

稳固性，在发生突发事件时，能做到第一时间

投入救援力量。

（四）Ｙ大学应急管理预案建设的启示

Ｙ大学面对复杂多变的挑战，将寓应急于

常态的理念贯穿于预案制定、执行和保障等各

方面，基本构建了一个响应及时、协同有序和

保障有力的预案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了安

全风险，维护了校园的安全稳定，相关理念与

做法具有一定借鉴价值。

１贯彻常态化应急管理理念

风险的有效防控是应急管理效果的重要方

面。如何预防风险，最主要是贯彻整体性、科

学性、灵活性的常态化应急预案。从运作层面，

通过完善政府与高校对突发事件的联合处置机

制，重视网络舆情应急响应，建立日常化的应

急管理运作机制，① 将应急管理转化为常态化治

理。从主体层面，开展基于治理理念的应急管

理预案建设，从而最大程度将各方力量整合到

高校应急管理的全过程，着力于发挥各主体日

常应急管理的作用。从理念引导层面，不断加

强学校师生的应急宣传教育与引导，营造良好

的安全教育环境，经常性提升师生的应急意识

与能力。

２分类分层制定预案

从分级分类制定应急预案的角度，Ｙ大学

应急预案分工明确。Ｙ大学的应急预案主要分

为全校性的总体预案、各二级单位的部门预案

及专项应急预案。全校性的应急预案明确了各

下一级单位的职责分工、列明突发事件的等级，

在原则上进行宏观指导；院 （部门）应急预案

则明确了各负责人员职责分工，落实具体责任

至分管领导和工作人员，对院 （部门）所发生

的突发事件进行专业性指导；专项应急预案则

根据不同类型的突发事件制定不同的应对方案

有针对性地进行专门性指导。分类分层地制定

预案，明确了各应急主体的职责、协作的方式、

差异化的处置措施等，有利于精准化识别不同

事件风险及快速反应联动。

３预案执行主体的协同化

应急预案的执行是一个多元主体相互协调

配合的过程，相应的主体不仅包括高校本身，

更涵盖地方政府、属地公安部门等主体，应对

突发事件就需要多元主体在此过程中实现动态

管理。Ｙ大学通过校地联席制度，较好协同了

学校与地方政府等多元主体的力量，提高应急

协调能力；通过校内各部门日常沟通与联系，

应急各行动小组不断磨合，健全应急预警机制，

形成应急联动体系。为突发事件的解决提供可

以参考的思路和手段，发挥应急预案常态化治

理的作用。

４应急预案保障的常态化

Ｙ大学从人员、技术和物资等方面完善应

急保障机制，提高危机应对的有效性。② 在常态

化应急准备中，不断培训应急人员，提高应急

队伍的作战能力；不断提升技防水平，加强日

常监控与预警，及时发现和处置突发事件；日

常备好充足的物资，以应对多种形式的突发事

件。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能根据预案安排第一时

间投入力量进行救援，降低突发事件对学校造

成的不利影响，从根本上保障应急管理的常态

化运行。

四、创新高校应急预案体系建设路径

Ｙ大学应急预案体系建设面临各高校普遍

性的挑战，通过不断修正与完善应急预案体系，

在支撑学校发展方面发挥了较大作用，通过回

顾与反思 Ｙ大学的应急预案建设的实践经验，

新时代条件下，我们还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进一步改进与加强我国高校应急预案建设，为

全面做好高校应急管理，推进平安校园建设，

维护社会长治久安贡献力量。

（一）提升应急预案的专业性

高校应急预案体系建设是一个综合性的构

建过程，需要多方主体协同合作。高校安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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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部门应与属地政府形成共同构建应急联动体

系①，高校作为应急管理的主体，政府相关部门

发挥主导作用，在制定应急预案时，应将高校

应急预案体系纳入政府应急预案体系，由政府

设置应急管理总协调机构，高校成立应急领导

小组机构，在政府横向调动相关部门的前提下，

对各类资源进行有效整合，避免高校内闭门造

车，忽视与属地地方政府的协作，同时预防单

靠高校组织应急时资源难以调动的情况。通过

调研与实践等方式，明确高校与属地政府的边

界、职责、合作方式与合作事项等，协同地方

政府部门对高校的安全环境、能调动的资源、

部门职责分工等基本情况进行了解，在科学评

估学校各项因素下，系统制定高校应急预案，

聘请专业的人才参与应急预案的制定、指导，

对高校各级各类应急预案进行细分，保障应急

预案的科学与专业。在应急管理常态化下，加

强校内外各行动主体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科学

合理分配各主体的职责与任务，初步构建高校

应急预案基础上，不断推动体系走向健全、有

序，牢固应急联动，疏通应急运行程序，让体

系内的各主体发挥最大功能，在密切配合下，

形成高校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合力。

（二）提高应急预案执行协调性

当下高校安全形势发生了重要的转变，习

近平总书记着重强调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各高

校需要深刻认识维护学校安全的极端重要性。

有效应对突发事件的最佳时期是萌芽阶段，及

时有效地采取措施，并努力将事件处置在校内，

在事件恶化前将损失降到最低。在新的形势要

求下，以往重事后处置的应急管理观念已经不

适应新的时代发展需求，高校应急管理需要增

强应急 “软实力”，与时俱进，更新观念，认

识到制定应急预案的重要性，转变重事后处置

的应对模式，加强对事前、事中的监督与管理，

从应急管理的理念、方式等方面进行革新。高

校应急管理工作不仅仅涉及学校安全管理部门，

更牵涉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学院和地方政府部

门，涉及不同类型突发事件等，革新应急管理

理念及方式需要加强相关部门及领导干部对高

校应急预案体系建设的重视，在应急预案制定

与执行过程中加强信息对称性，要求高校及时

跟进学习校园安全知识、应急管理方法及安全

防范要点。

（三）增强应急预案可操作性

制定应急预案的目的主要在于有效预防突

发事件的发生，当突发事件发生的初级阶段就

能有效依照应急预案进行应对，所以明确应急

预案的分级分类并邀请专家对应急预案进行反

复论证是及时有效应对突发事件的前提。针对

高校应急预案的分类实施，有学者提出将高校

的安全生产应急预案划分为校级综合和专项应

急预案、② 院 （部门）综合和专项应急预案、现

场处置应急预案，③ 分级的预案由各级负责部门

进行专业编制。在分级的基础上按照突发事件

的种类及高校的实际情况再进行分类编制，涵

盖公共卫生、交通安全、群体事件、政治安全

等领域。相应预案内容具备风险评估、应急准

备、应急处置、事后处置、组织保障等要素；

明晰执行的方式、主体、程序、时效和要求等。

在制定应急预案时，建立完善的学校预警机制

和应急机制，前期要加强与校内其他部门及属

地政府的联系沟通，发挥校内各部门的合力，

并借助属地政府的力量应对单靠高校难以应对

的突发事件，致力于将风险控制在事前，解决

在事前。避免因为预警体系的缺失，缺少科学

合理的控制、减小、消灭事件恶果的应对预案，

使得突发事件发生后师生不知所措而造成更大

的危害。④ 同时加强应急预案的演练，经常性地

开展应急教育训练，增强学校各部门及安全管

理部门工作人员的应急意识，熟悉应急处置的

基本原则、程序、方式和要求等，提升应对突

发事件的灵活性、专业性与实战能力。

（四）完善应急预案保障机制

有效的组织体系能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迅

速组织行动，依照事先制定完备的应急预案，

快速判断突发事件的级别类别、分析现场的情

况、明确调动的人员及资源，及时给出应对的

举措，在突发事件前期就将损失和危害降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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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建立健全组织体系，主要包括领导体制机

制、法律法规、应急预案、支撑保障、应急队

伍、内外协同机制等方面。①在一些高校无法应

对的突发事件上，建立社会联动的机制，达到

地方政府能快速响应的目标。在编制过程中，

坚持问题导向，运用先进管理理论进行编制，

通过利用安全管理经验、高校和国家政策平台

等建立突发事件预警系统、应急响应管理体系

和应急评估体系，做到分级响应，完善应急制

度，从而为合法地应对突发事件提供法律依

据。②以备临时能合理合法快速动员各种资源，

开展紧急救援措施等，满足及时响应与及时处

置的要求。首先，遵循法律要求和相关的政策

要求，坚持科学性、全面性、可执行性、高效

的基本原则。着重加强高校应急管理的法制建

设，加强应急预案制定与执行的法律支持，加

强高校应急预案执行的内外部监督，使得高校

应急管理有法可依，从根本上引起教育行政部

门的重视。其次，为高校应急管理提供稳定的

物资保障，加大应急物资资金投入，备足各种

应急物资，整合相关部门的力量，在必要时提

供帮助。再次，专家不仅仅是应急预案的制定

者，更是处理突发事件的执行者。在现有基础

上，组建应对突发事件的专家智囊团，在安全

岗位行政人员中开展应急管理知识培训，培养

专业人才，不断充实高校应急管理人才队伍。

结　语

高校突发事件具有群体的特殊性、社会的

聚焦性及后果破坏性，完善高校应急预案体系

是识别高校危险源，保障师生生命财产安全重

要方面。高校应急预案的实施效果与校园安全

稳定及和谐有序息息相关。在应急管理常态化

下，高校应急预案体系建设与完善关系到教育

现代化全局、高等教育改革变局、教育新发展

格局、 “十四五”时期开局等目标的实现。随

着社会的发展，各种风险和挑战联动效应更加

明显，从频繁的公共卫生、交通、消防等事件

暴露出高校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及联动处理其

他突发事件应急能力的不足，在应急组织体系、

运行流程、部门协调配合等方面阻碍不断，如

何布好局，破好局将是高校安全生产正常有序、

高效运行的重要突破点，只有不断地提升高校

应急水平和能力，才能发挥高校高质量应急预

案管理在高质量教育发展中的支撑作用。

■责任编辑／张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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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刘少军：《性质、内容及效力：完善认罪认罚具结书的三个维度》，《政法论坛》２０２０年第５期。

认罪认罚具结书的证据属性及其展开

黄嶷嶷
［云南大学，昆明　６５０５００］

摘　要：认罪认罚具结书具有多重属性，包括法律文书属性、契约属性等。从实务功能的角度分

析，具结书发挥着证明作用，具有证据属性。具结书的证明对象是认罪认罚行为本身，对审前供述起

到补强证明作用。具结书无法归入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八种证据形式，在学理上属于言词证据、间接证

据。具结书作为证据在司法程序中适用时，取证方式由被动的审讯程序变成互动的合意过程，并且不

再经历质证程序。具结书的适用不应当造成案件证明标准的降低。因此，在审查认证具结书的自愿

性、合法性、真实性时，应当对被追诉人签署具结书时的认识明知性、评估理智性和选择自由性，以

及案件基础事实、量刑建议合法性等要素进行全面客观地审查，确保案件不会因为诉讼效率的提高而

放松对事实真相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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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结书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书面载体，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起到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

从２０１４年速裁程序试点到现在，具结书在司法

实务中已经运行了９年多的时间。与认罪认罚

从宽制度本身的研究热潮形成鲜明对比，刑事

诉讼法学界对具结书的研究始终涉及不多，尤

其对具结书的属性问题也鲜有研究，无法为立

法和实务中出现的问题提供理论支撑。近几年

来，学界开始出现一些对具结书属性的探讨。

比如，陈瑞华教授从控辩协商的角度，将具结

书的属性界定为量刑协议书，强调具结书对于

检察官和被告人都具有法律约束力。①魏晓娜教

授从汉语词义的角度，将具结书的属性界定为

犯罪嫌疑人单方面向办案机关呈交的保证书，

认为具结书只能约束签署具结书的犯罪嫌疑人，

不具有约束双方的性质和效力。②还有一些学者

从程序功能的角度，将具结书的属性界定为认

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标志性法律文书，认为具结

书的功能在于将量刑建议、拟适用的审理程序

等开诚布公，以具结书的形式确立适用认罪认

罚从宽制度的成果。③也有少数学者将具结书的

属性界定为证据材料，认为具结书与直接证明

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的证据不同，是一种证明认

罪认罚诉讼过程事实的过程性证据，具体可归

入 《刑事诉讼法》第 ５０条的 “笔录类证据”。④

目前，对于具结书的契约属性、保证属性、法

律文书属性，学界的大部分学者都予以认可，

但对于具结书的证据属性还存有争议，争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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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主要集中在将具结书界定为证据的法理依

据，以及作为证据的具结书如何进行司法适用。

本文拟从实务功能的角度出发，将具结书的属

性界定为证据，并就此展开论述，以期为具结

书的功能设定、有效运行等提供合理的理论解

释和完善思路。

一、具结书的多重属性界定

所谓 “属性”，哲学上是指属于实体的本

质方面的特性，是事物所具有的性质和特点。①

准确定位具结书的属性，是研究具结书适用和

运行的基础和前提。

（一）法律文书属性

如同调解书之于调解制度、判决书之于审判

制度，具结书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标志性法律

文书。作为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律文书，具结书

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第一，由特定的司法机关

主导形成。具结书签署前，检察人员告知并释明

犯罪嫌疑人享有的诉讼权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的内容，以及认罪认罚的法律后果，确保犯罪嫌

疑人在知情的基础上签署具结书。具结书签署过

程中，检察机关提出建议，并就涉嫌犯罪事实、

罪名以及适用法律、从宽处罚建议、适用程序

等，听取辩方意见，为达成合意奠定基础。具结

书签署后，由检察机关统一移送法院，检察机关

的主导作用贯穿具结书签署的全过程。第二，经

过严格的法定程序形成。《刑事诉讼法》及相关

司法解释对具结书的签署规定了严格的法定程

序。例如，《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

意见》（以下简称 《指导意见》）第十四条规定，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没有委托辩

护人，拒绝值班律师帮助的，人民法院、人民检

察院、公安机关应当允许。但审查起诉阶段签署

认罪认罚具结书时，人民检察院应当通知值班律

师到场。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允许认罪认罚

的犯罪嫌疑人拒绝律师帮助，但签署具结书时，

辩护人或值班律师必须到场，法律援助具有强制

性。第三，具有统一的内容和形式。早在２０１７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印发了认罪认罚案件法律

文书格式样本，对具结书的内容和形式做了统一

规范。在内容上，具结书主要包括五部分，分别

是犯罪嫌疑人身份信息、权利知悉、认罪认罚内

容、自愿签署声明和落款。在形式上，具结书是

检察机关统一印制的填空式法律文书，犯罪嫌疑

人不能自行起草，只需在空白横线上填写相关内

容。签订具结书前，检察机关还会向犯罪嫌疑人

出具权利义务告知书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告知

书，都是统一的定式文书，由犯罪嫌疑人签署确

认，与认罪认罚具结书配套使用。由此可知，具

结书由特定的机关主导形成，有严格的制作程

序、统一的内容和形式，具有法律文书的典型

特征。

（二）契约属性

从签署过程和内在特质来看，具结书具有

明显的契约性质。 “契约”来源于民法范畴，

是指双方意愿一致而产生的相互法律关系的约

定。② 平等的民事主体关系是当事人双方达成契

约的前提，体现的是诚信、自愿、互利等内在

理念。 “契约”延伸到民事诉讼领域，是指当

事人双方基于平等的诉讼地位，对民事纠纷的

解决达成合意，形成和解协议或调解书。在刑

事诉讼领域，控辩双方一直处于紧张的对抗状

态，且不具备对等的诉讼地位，原理上不存在

达成契约的前提和基础。随着诉讼理念的转变，

刑事诉讼模式逐步由单纯的对抗性模式向对抗

性和合作性模式并存转变，③ 刑事诉讼的控辩双

方开始就诉讼利益、与诉讼有关的程序及相关

事项达成合意，学界称为刑事诉讼契约。④ 最早

的刑事诉讼契约是在美国的辩诉交易中产生的。

１９世纪２０年代，在美国实行禁酒令的背景下，

涉酒刑事案件激增，检察官基于提高办案效力

的需要，在审前尝试就罪名、罪数、量刑等与

犯罪嫌疑人进行协商，以快速获取有罪供述。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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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辩诉交易模式逐步扩大到其他刑事案件，

对美国的司法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我国，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也具有类似的协商特征。《刑

事诉讼法》第１７３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认罪认

罚的，检察院应当就涉嫌的犯罪事实、罪名及

适用的法律规定，从宽处罚的建议，审理适用

的程序听取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或值班律师的

意见。其中， “听取意见”的环节，就类似于

控辩双方的协商程序，签署的具结书也因此具

有一定的契约特征。

如果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辩诉交易制度

比较，可以发现，二者有着明显的区别。从协

商方式看，在辩诉交易中，犯罪嫌疑人可以就

罪名、罪数，甚至是犯罪成立与否与控方讨价

还价，互动幅度较大。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

检察机关单方面提出意见，犯罪嫌疑人决定是

否同意签署，双方只能就量刑程度进行协商，

互动性较弱。从协商目的看，辩诉交易往往是

在控方还未完全查清案件事实的前提下进行的，

目的是获取口供，查明案件事实。认罪认罚必

须在已经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控方遵

循证据裁判原则，全面收集证据材料，不能仅

凭有罪供述得出结论。基于与辩诉交易的本质

区别，有学者提出，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缺乏明显的协商特征，形成的具结书也不宜界

定为契约。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失偏颇。首

先，在认罪认罚案件中，虽然由控方单方面提

出量刑建议，但接受与否，犯罪嫌疑人有自由

选择的权利，控方的量刑建议类似发出的要约，

辩方签署具结书是接受要约，这是形成契约的

前提条件。其次，尽管协商的幅度较弱，但当

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时，辩方也能提出不同意见，

签署的具结书真实体现了双方达成的合意成果。

再次，具结书签署后，检察机关要按照达成的

量刑协议提起公诉，不能随意修改，犯罪嫌疑

人不能随意翻供，这是具结书作为契约产生的

约束力。认罪认罚具结书作为一种刑事诉讼契

约，决定了其所蕴含的合意必然是不充分的，

但不能据此否认具结书的契约属性。

（三）证据属性

法律文书属性和契约属性分别揭示了具结书

的外在属性和内在属性，但没有解释具结书是以

什么属性为前提在诉讼中运行的。本文拟选取认

罪认罚案件的判决书作为研究对象，观察具结书

在诉讼中起到的作用，得出它的运行属性。

笔者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以 “认罪认罚

具结书”为搜索关键词，分别从东部、中部、

西部选取了北京、上海、江苏、湖北、湖南、

贵州、云南等７个省市的１０５份一审判决书作

为分析对象 （每个省份选取 １５份，其中，速

裁、简易和普通程序各５份）。可以看出，各地

区刑事判决书的结构和内容大体一致，具结书

在其中的位置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是与其

他证据材料一起简要罗列。在作为分析对象的

１０５份判决书中，有 ４５份在阐述完案件事实

后，将具结书作为证据和其他证据材料一同罗

列。在罗列顺序上，具结书放在末尾居多，也

有少部分放在中间或开头。具体表述有 “上述

事实，被告在开庭审理中无异议，且有 ××、

××、××……认罪认罚具结书等证据证实，

足以认定”或者是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

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 ××、 ××、 ××

……认罪认罚具结书”等。还有法官直接在判

决书中注明具结书的证据类别，例如 “上述事

实，被告人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并有

书证认罪认罚具结书、常住人口基本信息、 ×

×、××、 ××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或

“上述事实，在开庭审理过程中，被告人未提出

异议，并当庭认罪，且有户籍信息、《认罪认罚

具结书》《量刑建议调整书》等书证证据证

实”。二是与其他证据材料一起详细罗列，写明

具结书证实的具体内容。在部分适用普通程序

的一审案件，特别是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审

案件中，法官往往不是简单罗列证据材料，而

是逐一说明每项证据证明的具体对象。在作为

分析对象的１０５份判决书中，有７份对具结书

的证明对象作了详细说明。具体表述有 “《认

罪认罚具结书》证明， ××年 ×月 ×日，被告

人签署了 《认罪认罚具结书》，对公诉机关指

控的犯罪事实和指控罪名以及提出的量刑意见

均知悉并认可”，“《认罪认罚具结书》证实被

告人认罪认罚的情况”“具结书证实的具体内容

主要有：被告人在知情和自愿的情况下签署，

已阅读并理解认可具结书” “《认罪认罚具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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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证实：被告人表示其自愿适用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认可检察院指控其的犯罪事实、罪名

以及对其行为所提的量刑建议”等等。尽管表

述不同，但 《认罪认罚具结书》的证明对象均

指向了认罪认罚行为，以及认罪认罚的自愿性

和合法性。三是出现在案件事实陈述中。在作

为分析对象的１０５份判决书中，有５３份判决书

只在案件事实中陈述签署 《认罪认罚具结书》

的事实，但并未将具结书作为证据材料罗列。

这种形式以速裁程序的判决书居多，主要是因

为速裁程序的判决书较为简洁，本身就不再单

独罗列证据。

综上所述，在选取的１０５份判决中，有５２

份判决书直接将具结书标记为证据材料，占比

为４９５％。其中，有７份直接标明了具结书的

证明对象。其他５３份证据材料虽然没有直接表

明具结书是证据材料，但在案件事实中都陈述

了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情节，这一情节也只

能通过具结书来证明。由此可得出，具结书作

为证据在诉讼中运行，具有证据属性。

可以看出，笔者是从实务功能的角度，论

证得出具结书的证据属性。事实上，学界也有

学者从其他角度论述了具结书的证据属性。有

的是从证据效力的角度分析得出，即具结书因

被追诉人反悔而失效时，虽不能成为被追诉人

认罪认罚的依据，但仍可成为被追诉人曾作出

有罪供述的证据，审判机关可结合其他证据对

案件事实进行认定。① 有的是将具结书作为量刑

证据的一种。通过明确具结书的证据属性，证

明认罪认罚成立与否，并且将具结书作为证明

被追诉人存在坦白情节的证据材料。② 有的则明

确，具结书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可以证明被

追诉人认罪认罚的事实，但不能作为证明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证据使用。③

总之，从不同角度分析，具结书具有多重

属性。从制度运行的表象分析，具结书是认罪

认罚的法律文书；从具结书的形成过程分析，

具结书是控辩双方达成的契约；从实务功能分

析，具结书发挥着证明作用，具有证据属性。

法律文书属性与契约属性在学界已经达成一定

的共识，证据属性还处在探讨的阶段，没有形

成定论，笔者将就此展开讨论。

二、具结书证据属性的理论支撑

证明是证据的本质特征。④ 要论证具结书的

证据属性，关键在于阐述清楚具结书在诉讼中

起到的证明作用。

（一）证明认罪认罚行为

１证明的可行性分析。 《刑事诉讼法》第

五十条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

都是证据”。可见，立法将证据的证明对象界定

为案件事实。从实务观察来看，具结书作为证

据使用时证明对象是认罪认罚行为，是诉讼行

为本身，而非案件事实。将具结书设定为证据，

显然是突破了立法对证据的界定范围，需要在

理论上做出解释。事实上，类似的问题最早出

现在 《刑事诉讼法》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中。

２０１２年 《刑事诉讼法》修订时规定， “在对证

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

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

“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

……”。可以看出，在非法证据的调查程序中，

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应当提出证据材料对证据收

集的合法性进行证明。证据收集行为显然不是

案件事实本身，但立法还是将起到证明作用的

材料界定为 “证据”，事实上已经突破了证据

的传统界定范围。２０１２年１１月，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 《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

法〉的解释》时规定，物证、书证、视听资

料、电子数据的来源以及收集过程，都需要由

相关的搜查笔录、扣押清单、提取笔录加以证

明。这里的笔录和清单证明的是证据的来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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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过程，它们虽然没有直接证明案件事实，

但司法解释还是承认了它们的证明功能，将其

界定为证据。随后，出于对立法的回应，学界

在理论层面提出了 “过程证据”概念，用于界

定形成于刑事诉讼活动过程之中，对发生在刑

事诉讼中的过程事实提供证明的证据。① 至此，

将证明诉讼行为的材料界定为证据，在立法和

学界已经达成共识。由此可知，具结书在证明

认罪认罚行为时，将其界定为证据已经不存在

立法和理论上的障碍。

２证明的具体路径分析。从具结书的内容

依次来看，每部分都对应具体的证明内容。第

一部分是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信息，包括姓名、

性别、出生年月、身份证号、民族、学历、工

作单位和住址等，证明认罪认罚的主体是否是

犯罪嫌疑人本人。第二部分是权利知悉内容，

表述为 “已阅读 《犯罪嫌疑人权利义务告知

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告知书》，且理解并接

受其全部内容，本人自愿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证明司法人员已经依法履行了告知义务，

犯罪嫌疑人知晓认罪认罚的法律后果，自愿适

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第三部分是认罪认罚的

主体部分，直接证明认罪认罚行为的构成要件，

内容是犯罪嫌疑人知悉并认可检察院指控的犯

罪事实、罪名、提出的量刑建议以及同意适用

的审判程序。第四部分是自愿签署声明，表述

为 “认罪认罚具结书在本人知情和自愿的情况

下签署，未受任何暴力、威胁或其他形式的非

法影响，亦未受任何可能损害本人理解力和判

断力的毒品、药物或酒精物质的影响，除了认

罪认罚具结书载明的内容，本人没有获得其他任

何关于案件处理的承诺”，证明的是认罪认罚的

自由意志。但这类声明仅仅是形式上的宣誓，无

法起到实质的证明作用，法官需要在庭审时结合

其他动态因素对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予以认定。最

后是落款部分，包含犯罪嫌疑人的落款和辩护人

（或值班律师）的落款，证明具结书签署的真实

性，必要时可以通过笔迹鉴定达到证明目的。

（二）证明审前供述

具结书是犯罪嫌疑人做出认罪供述后签署

的具有保证性质的法律文书，是有罪供述的延

伸。基于具结书与审前供述的密切联系，它能

否对审前供述起到证明作用，也是值得探讨的

问题。

１证明审前供述的合法性。审前供述的合

法性，是指获取供述行为的合法性、取证行为

的合法性。首先，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取证行

为由传统的单向审讯向双向互动方式转变。司

法人员获取有罪供述的方式是告知犯罪嫌疑人

认罪认罚的相关规定，提出从宽的量刑建议，

由犯罪嫌疑人自主选择是否接受认罪认罚的条

件。这种相对温和的取证方式，有效避免了刑

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认罪认罚合意的达成，

就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取证行为的合法性。其

次，犯罪嫌疑人签署具结书，不仅是对指控犯

罪事实、量刑建议和适用程序的认可，本质上

也是对控辩双方协商过程的认可，对侦查和审

查起诉阶段取证行为的认可。在充分保证认罪

认罚自愿性的前提下，犯罪嫌疑人通过自身的

默示认可证明了供述取证行为的合法性。值得

讨论的是，当取证行为存在轻微瑕疵时，犯罪

嫌疑人如果自愿签署了具结书，法院是否能基

于犯罪嫌疑人的认可对瑕疵行为予以容忍？笔

者认为，具结书是司法机关与犯罪嫌疑人达成

的刑事契约。契约的核心要义，是尊重当事人

的意思自治，遵守双方达成的合意内容，不宜

随意推翻。如果诉讼行为存在瑕疵，不会影响

当事人的诉讼权益，不涉及危害公共安全，犯

罪嫌疑人又予以默示认可，法院应该维护双方

达成的合意成果。具结书的签署不仅仅证明了

取证行为的合法性，在客观上也有效稀释了取

证行为的瑕疵。

２补强审前供述的内容。在具结书中，检

察机关没有对案件事实做出具体描述，犯罪嫌

疑人对指控事实进行概括承认，无法对认罪供

述起到直接的证明作用，只能从侧面进行补强

证明。一是通过具结书的保证性质起到补强作

用。旧时， “具结”是指对官署提出的表示保

证责任或承认了解的文书，例如 “具结完案”

·４３１·

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２２卷·第６期　　　　　　　　　　　　　　　　　法　学

① 陈瑞华：《过程证据》，《法商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具结领回实物”等。① 在清代，具结书成为一

项正式和特有的司法制度，“主要指由犯人、证

人等出具的保证证言事实真实或对判决书表示

服从的书面保证书”。② 我国现行各类法律中广

泛存在 “具结悔过”的规定。以 《刑法》中的

“具结悔过”为例，是指一种非刑罚处理方式，

即责令免于刑事处罚的犯罪分子用书面方式保

证悔改。③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签署

具结书，不仅仅是同意认罪认罚，更重要的是

保证做出的认罪供述为真，具结书的签署本质

上就是一种书面保证行为。被追诉人签署具结

书后也很少对定罪事实提出异议，即使撤回具

结书也多是因为对量刑有异议或留所服刑的原

因。因此，当认罪认罚案件起诉到法院时，具

结书的保证性质无疑会增强法官对指控事实的

心证，在证明中起到补强作用。实务中，也经

常出现犯罪嫌疑人在审前出具多份口供，部分

承认犯罪事实，部分否认犯罪事实的情况，但

只要犯罪嫌疑人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法官

就会对认罪供述予以认可，这也从侧面印证了

具结书对有罪供述的补强加固作用。二是通过

具结书的签署行为起到补强作用。在刑事诉讼

程序中，类似的能起到补强证明作用的行为是

庭审中的宣誓行为。与庭外书面证言相比，法

官更愿意采纳证人在法庭上经过宣誓做出的证

词。宣誓行为虽然对证词内容无法起到直接的

证明作用，但可以起到补强加固作用。一些学

者甚至将宣誓作为有效的查明真实的手段。④ 与

宣誓行为类似，具结书的签署行为对认罪供述

也能起到补强证明的作用。从犯罪嫌疑人的角

度来讲，他们需要在具结书上亲笔署名并按手

印，表明对检察机关的指控事实予以认可，对

做出的认罪供述负责，保证不能轻易撒谎、不

能随意推翻。从辩护人或值班律师来讲，他们

需要在具结书上亲笔签名、填写律师执业证号，

表明亲身见证签署过程，对签署行为表示负责。

签署行为证明了被追诉人、辩护人或值班律师

在认罪认罚过程中做出的意思表示是慎重的、

可靠的，从而使法官的心证得到进一步的补强。

有学者提出，基于具结书的契约性质，作为达

成契约的另一方，检察机关也应在具结书上署

名或盖章。⑤ 笔者认为，具结书的签署是由检察

机关主导、监督、推动的，检察机关的签署或

盖章行为无疑能让犯罪嫌疑人产生更多的信任

感，减少在庭审中翻供的概率，进一步强化具

结书的补强作用，履行签署程序确有必要。

三、具结书的证据分类界定

具结书的证据分类界定决定了它适用的证

据规则，是研究具结书诉讼流转的基础和前提。

（一）法定证据种类界定

根据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证据

种类有八类，分别是物证，书证，证人证言，

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鉴定意见，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

录，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对上述证据进行初

步筛查后，与具结书有相似特征的主要涉及书

证、犯罪嫌疑人供述和笔录。笔者就从这三类

证据出发，来讨论具结书的法定证据界定问题。

一是书证。所谓书证，是指以其记载或者表达

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文字材料或其他物

品。⑥ 在我国的证据体系中，为了将案件中形成

的书面材料与诉讼过程中形成的书面材料相区

分，书证特指在诉讼活动开始之前形成的，或

者是在与诉讼活动没有联系的情况下制作的证

据。具结书作为书面证据材料，以记载内容发

挥证明作用，在形式上具备书证的特征，但作

为在诉讼活动中产生的证据材料，具结书无法

界定为书证。二是犯罪嫌疑人供述。具结书的

核心内容之一是承认检察机关的指控事实，基

于此，很多学者和司法实务者将具结书界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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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有罪供述，或者是有罪供述的一部分。笔

者认为，从认罪内容上看，具结书没有直接描

述具体的犯罪事实，只是概括承认了检察机关

的指控。除了认罪内容，具结书还包括量刑建

议、程序选择等其他内容。有罪供述则是犯罪

嫌疑人自行书写的或者检察机关根据口供记录

的具体犯罪情节。从证明属性来看，有罪供述

对犯罪事实起到直接证明的作用，具结书只能

起到补强加固的作用。从形式来看，具结书是

具有固定格式的法律文书，犯罪嫌疑人无法任

意发挥，签署时只能按照空格填写。有罪供述

是对犯罪场景的还原，是对事实的陈述。因此，

具结书应与有罪供述明确区分。三是笔录。基

于具结书的过程性，有学者提出将具结书定性

为笔录证据。① 笔者认为，笔录和具结书都是在

诉讼过程中由司法工作人员主导形成的书面材

料，二者确实有相似特征，但不能相互混淆。

从制作主体看，笔录完全由司法工作人员制作，

具结书则由犯罪嫌疑人填写、签署。从材料性

质看，笔录是司法人员对可能与犯罪有关的场

所、物品、人身、实体进行勘验、检查、辨认、

侦查实验时所做的客观记载，具有实况记录的

性质；具结书是被追诉人与检察机关沟通协商

后达成的合意，体现的是控辩双方的主观意志。

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具结书划分到法定的八种

证据种类中。此外，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

采取的是封闭型立法，并没有将八种以外的证

据形式囊括在内。具结书作为八种法定证据之

外的材料，是否还能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

用，也是亟须在理论上予以澄清的问题。

笔者认为，解答这个问题需要对我国法定

证据种类的立法方式作进一步的思考。受苏联

《刑事诉讼法》的影响，我国 《刑事诉讼法》

制定之初就采用了封闭型的立法方式，对证据

种类予以严格限定。② 此后，《刑事诉讼法》几

经修改，虽然规定的证据种类有所变更，但封

闭型的立法方式一直保留了下来。这种立法方

式可以指导侦查人员按照法定证据种类收集证

据，按图索骥地适用相应的证据规则，保证证

据在诉讼程序中正常流转。但随着科学技术和

司法实务的发展，新的证据形式不断涌现，很

多证据突破了法定证据种类的范围，立法、实

务和学界都对此做出了回应。在立法上，刑事

司法解释开始承认一些无法列入法定证据种类

的证据。例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规定的原

物、原件存放于何处的文字说明，被告人进出

看守所的健康检查记录，公诉人提交的取证过

程合法的说明材料等，《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

则》规定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社会调查报告、

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的补正或者做

出书面解释等，都不属于法定的证据种类，但

司法解释还是在相关规定中予以认可。在实务

中，法官在判决书中承认的证据，也不拘泥于

是否符合法定的证据形式，对起到实质证明作

用的非法定形式的证据材料予以采纳，已经是

普遍存在的做法。在学界，很多学者也注意到

封闭的证据种类与司法实务的相互冲突，提出

了诸多解决方案，但加强证据种类的动态化，

拓展证据种类范围的兼容性已经成为学界的共

识。③ 由此可以类推，具结书虽然不具备法定的

证据形式，但作为证据使用已经不存在实务上

和理论上的障碍。

（二）学理证据分类界定

１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的界定。这是基于

证据内容和表现形式的分类。所谓言词证据，

是指以人类语言为内容和表现形式的证据，包

括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口供、

证人证言等；所谓实物证据，是指以实物为内

容和表现形式的证据，包括物证、书证等，是

客观存在的有体物品。④ 划分言词证据和实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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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法形式需要改变，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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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意义是区分二者的收集、保全和审查规则。

言词证据的收集方式是讯问或询问，审查重点

是内容的真实可靠性。实物证据的收集方式是

勘验、搜查、扣押、查封、冻结、调取、当事

人提供等，审查重点是来源是否可靠。具结书

虽然是有形的书面材料，但内容是犯罪嫌疑人

的语言陈述，是对犯罪事实的承认，对指控罪

名、量刑建议、审判程序的认可，是通过犯罪

嫌疑人的主观陈述发挥证明作用，应界定为言

词证据。对应言词证据的界定，具结书的取证

方式是询问，检察机关按照法定程序就具结书

的相关内容征询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或值班律

师的意见，达成合意后签署具结书，完成取证

程序；审判人员审查具结书时重点审查被追诉

人签署具结书的自愿性，以及具结书内容的真

实性和可靠性。

２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界定。这是基于

证据与案件事实关联方式的分类。所谓直接证

据，是指所包含的事实信息足以证明案件主要

事实成立或者不成立的证据，包括证人证言，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等。所谓间

接证据，是以间接方式与案件主要事实相关联

的证据，也就是必须与其他证据连接起来才能

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① 这两类证据各有特

点，在证明过程中的价值和作用也有所不同，

司法实务把二者结合起来，发挥各自的优势，

相互补充、印证、扬长避短，构成完整的证明

体系。具结书基于记载内容的特殊性，在界定

直接证据或是间接证据上容易产生混淆。基于

具结书的内容是犯罪嫌疑人对犯罪指控的直接

承认，很多学者主张将具结书划分为直接证据。

笔者认为，具结书对犯罪指控只是概括式承认，

没有直接陈述犯罪事实，在诉讼中只起到补强

证明的作用，离开了其他证据材料，无法单独

完成证明任务，应该界定为间接证据。这种界

定，对于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据收集、证据标准

适用都有着重要意义。例如，在审查起诉阶段，

当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时，检察机关不能仅凭

具结书就单独对案件事实予以认定，仍然要遵

循证据裁判原则，全面收集、审查和认定证据，

确保证据确实、充分，不能因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认罪而降低证据要求和证明标准。在审判

阶段，法官除了审查具结书外，还要结合审前

移交的卷证以及其他证据材料对案件事实加以

认定，独立地形成心证，做出判决。

四、具结书作为证据的司法

　　适用问题　　　　　　

　　证据在诉讼程序中的流转涉及取证、质证

和审查认证三个环节，笔者就围绕这三个环节

探讨具结书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司法适用问题。

（一）关于具结书的取证问题

在传统的侦查取证过程中，侦查人员获取

口供的方式是审讯，是单向的、主动的、一问

一答的讯问形式，目的是使犯罪嫌疑人无条件

地做出供述，确保口供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对

打击犯罪的目标实现有决定作用和积极意义。②

而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同意认罪认

罚，是以检察机关提出能接受的量刑建议为前

提，是沟通、互动、协商，最终达成合意的过

程，具结书的签署有主观考虑的因素。有些学

者担忧，犯罪嫌疑人是否会为了获得相对宽松、

简易、快速的诉讼程序和从宽的量刑建议而违

心地承认某些犯罪细节。认罪认罚案件中取证

规则的改变是否会对认罪供述的客观性造成挑

战，从而影响认定的案件事实的真实性。笔者

认为，具结书对取证规则的影响只是取证方式

的转变，但不必担心对案件事实的真实性和客

观性造成影响。首先，相比国外辩诉交易和认

罪协商制度的效率取向，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有着多重的政策取向。例如，全国人大常

委会２０１６年出台的 《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

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决定》就规定，实行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 “为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

刑事政策，完善刑事诉讼程序，合理配置司法

资源，提高办理刑事案件的质量与效率，确保

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有罪的人受到公正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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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司法公正”；

《指导意见》规定， “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对准确及时惩罚犯罪、强化人权司法保障、推

动刑事案件繁简分流、节约司法资源、化解社

会矛盾、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具有重要意义”。可以看出，我国的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除了提高诉讼效率、推动刑事案件繁简

分流以外，还需要贯彻宽严相济、及时准确惩

罚犯罪、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等政策取向，

这些政策取向奉行的是实质真实主义，以查明

案件事实为基础和前提。此外， 《指导意见》

明确规定，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应当严格按照

证据裁判的要求，全面收集、固定、审查和认

定证据。由此可知，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检察

机关要全面收集证据材料，与口供相互印证，

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

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才能对犯罪事实予以认

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会随着犯罪嫌疑人认

罪而降低证明标准、简化审查程序，更不会单

纯地因为提高诉讼效率的需要而放松对事实真

相的追求。① 协商得到的口供不是认定案件事实

的唯一证据，不必担心因为取证方式的改变而

影响认定事实的真实性。

（二）关于具结书的质证问题

所谓质证，是指在庭审过程中，由诉讼当

事人就法庭上所出示的证据进行对质、核实的

活动。② 《刑事诉讼法解释》第七十一条规定，

证据未经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

序查证属实，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在认罪认

罚案件中，具结书作为证据使用是否要经历质

证程序，也是需要讨论的问题。

笔者认为，从微观层面看，具结书的合意

性质决定其无法成为质证对象。在庭审过程中，

控辩双方就某项证据材料开展质证的前提是该

项证据存在异议，需要经过各自的说明和辩论

对证据的真伪、与案件的关联程度、证明力等

予以辨析、确认，从而达到对证据予以认定的

目的。但就具结书本身而言，具结书是控辩双

方反复沟通、协商达成的合意，是对犯罪嫌疑

人认罪认罚意思表示的固定。在控辩双方对具

结书不存在异议的情况下，也就失去了质证的

基础和意义。如果被告人在庭审中对具结书提

出异议，其实是撤回了认罪认罚的意思表示，

法院应当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依法作出裁判，

具结书就此失效，也无需对具结书进行质证。

从宏观层面看，认罪认罚案件的庭审程序决定

了无需对具结书进行质证。在审查起诉阶段，

检察机关查明案件事实，主导犯罪嫌疑人签署

具结书，与辩方在审前达成一致。进入庭审程

序后，庭审功能从查明案件事实转变为审查认

罪认罚的自愿性以及具结书内容的真实性、合

法性，庭审调查的重点由控方提供的证据材料

转变为具结书本身，庭审过程已经不存在对抗

的基础，一般也无须履行质证程序。正如 《指

导意见》规定，在审理认罪认罚案件时，审判

人员当庭询问被告人对指控事实、证据、量刑

建议以及适用速裁程序的意见，核实具结书签

署的自愿性、真实性、合法性。其中，速裁程

序一般不再进行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简易程

序对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进行调查、质证，法

庭辩论可以仅围绕有争议的问题进行；普通程

序对无异议的证据，仅就证据名称及证明内容

进行说明，对控辩双方有异议，或者法庭认为

有必要调查核实的证据，进行出示和质证。③ 可

以看出，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庭审的主要任务

是对具结书的 “三性”进行审查，只有控辩双

方对部分证据存有异议时，才进行补充式的质

证程序和证据调查程序，对具结书本身不再履

行质证程序。

（三）关于具结书签署的自愿性审查

被追诉人一旦认罪认罚，就意味着放弃了

辩护权，失去了无罪辩护的机会，丧失了法律

提供的正当程序保护。在审判程序中，为防止

被追诉人在被胁迫或受利诱的情况下做出错误

的认罪认罚，避免可能发生的冤假错案，对被

追诉人签署具结书的自愿性，即认罪认罚的自

愿性进行审查就显得尤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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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针对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审查提出了诸

多标准，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二要素说”

“三要素说”和 “四要素说”。“二要素说”认

为，认罪认罚 “自愿性”的内涵包括知情与明

智两方面。知情是指被追诉人对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认罪认罚后果、案件细节本身有着明确

的认识，明智是指被追诉人有正常的认知能力，

认识是完全理性的。① “三要素说”认为，认罪

认罚的 “自愿性”包括认识明知性、评估理智

性和选择自由性三个要素。认识明知性是指被

追诉人明确知晓所涉罪行和控方收集的证据材

料，评估理智性要求被追诉人具备正常的认识

能力和行为能力，选择自由性是指被追诉人在

是否认罪认罚的问题上可以保持意志自由。②

“四要素说”认为，被追诉人有效同意需要同

时具备四个要件：一为同意能力，被追诉人应

当具备理解、评判、决策与沟通能力；二为知

情同意，被追诉人的同意应当建立在对案件信

息的全面了解与掌握之上；三为自愿同意，被

追诉人认罪认罚的意思表示应当是自由做出的；

四为同意意向性，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意向在

于获得从宽处理。③ 比较以上学说，笔者更加赞

同 “三要素说”。“二要素说”指出了认罪认罚

的前提条件，即正常的认知能力和充分的知情，

但未提出被追诉人认罪认罚时的自由意志，这

是认罪认罚自愿性的核心要素。 “三要素说”

刚好填补了 “二要素说”内容上的空缺，增加

了选择的自由性，即被追诉人认罪认罚时的自

由意志。“四要素说”虽然在 “三要素说”的

基础上增加了认罪认罚的意向是获得从宽处理。

但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初衷本身就是为了获得

从宽的量刑建议，无须在自愿性的审查标准中

再重申这一内容。

事实上，《指导意见》第３９条规定的关于

认罪认罚自愿性的审查重点，也是围绕这三方

面的要素展开的。第一，关于 “被告人认罪认

罚时的认知能力和精神状态是否正常” “被告

人是否理解认罪认罚的性质和可能导致的法律

后果”的规定，审查的是被告人的认知能力和

行为能力，实务中法官通过被告人的年龄、学

历、有无精神病史等因素综合判断得出。第二，

关于 “被告人有无因受到暴力、威胁、引诱而

违背意愿认罪认罚”的规定，审查的是被告人

认罪认罚时的自由意志，实务中法官是通过询

问被告人、审查讯问程序是否合法得出，但具

体的审查标准需要进一步规范和细化。第三，

关于 “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是否履行告知义

务并听取意见”的规定，审查的是被告人的知

情情况。实务中，司法人员告知的具体内容包

括被追诉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和认罪认罚的法律

规定，以及被追诉人涉嫌的犯罪事实、罪名、

适用的法律规定、从宽处罚的建议、审理适用

的程序等。目前，被追诉人对检察机关掌握的

证据情况还无法充分知情，需要对证据的开示、

被追诉人阅卷等做出进一步的规范，确保在完

全知情的情况下认罪认罚。此外，《指导意见》

进一步规定，要审查 “值班律师或者辩护人是

否与人民检察院进行沟通，提供了有效法律帮

助或者辩护”，这是认罪认罚自愿性的保障举

措，但何为 “有效的”帮助，实践中难以把

握，需要细化规定。

（四）关于具结书内容的审查

《刑事诉讼法》 《指导意见》都明确规定，

要审查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以及具结书内容的

真实性和合法性。相比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审查，

学界一直对具结书内容的审查研究鲜有涉及，

立法上对审查标准也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规定，

需要先在理论上予以探讨。

１具结书内容的真实性审查。按照司法实

务部门的理解，具结书内容的真实性审查是对

案件事实基础的审查，即审查被告人供认的犯

罪事实、检察机关指控的事实与法院认定的事

实是否一致。④ 事实上，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法

官在审判阶段是否还需要对案件事实重新进行

审查认定，一直是学界争论的问题。在美国的

辩诉交易制度中，控辩双方达成协议后，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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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对被追诉人有罪答辩的 “自愿性” “理智

性”以及协议的 “事实基础”进行 “形式审

查”，不再适用 “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他们在观念上将被告人认罪视为最好的证据，

当控辩双方对犯罪事实无争议时，法官对事实

基础的审查十分宽松。① 在德国的认罪协商制度

中，真相发现的功能实质上被转移到审前调查，

并且基于审查调查结果的临时裁决是可能的，

审理保留作为检验有罪判决合理性的控制机制

这一剩余功能。② 因此，有学者认为，在我国的

认罪认罚案件中，在审判阶段，双方对控方指

控的犯罪事实及认定的证据材料已经没有异议，

在法庭不对证据材料组织质证的情况下，法官

主要精力是对具结书的自愿性及合法性进行审

查，直接根据审查起诉阶段认定的案件事实确

认量刑的合法性即可，不必再延伸审查案件事

实的真实性。③ 笔者认为，具结书内容的真实性

审查应该包括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形式审查

是指审查犯罪嫌疑人身份信息、署名的真实性

等，而实质审查就是对犯罪事实真实性的延伸

审查。具结书是控辩双方达成合意的书面材料，

审查具结书内容的真实性，实质上是对控辩双

方合意的真实性进行审查。正如前文所述，具

结书只是概括记载了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

但并没有载明被告人的认罪供述。要判断控辩

双方是否在认罪内容上真正达成合意，就需要

对双方的主张进行比对、对案件事实进行延伸

审查才能判断。事实上，在认罪认罚案件中，

虽然不再组织缜密、扎实的庭审质证程序，法

官仍然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实现对案件事实的认

定。例如，在庭前可以阅读检察机关移送的卷

证材料，在庭审中可以询问被告人对指控事实

的意见，对案件事实进行独立认定，从而实现

对具结书内容的真实性审查。

２具结书内容的合法性审查。实务部门认

为，具结书内容的合法性审查，是审查 “检察

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是否超越了实体法规定，

是否突破了从宽的界限”。④ 事实上，控辩双方

是否可以进行突破法律界限的协商，也是我国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国外辩诉交易的主要区别。

在英美法系国家，奉行 “形式真实主义”，控

辩双方主导诉讼进程，可以进行突破法律规定

的协商，具体包括罪名和罪数协商、量刑协商

以及指控和量刑的混合协商等，法官对被追诉

人协商的自愿性进行审查，对量刑建议进行形

式审查和确认。在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奉行实

质真实主义，控辩双方不存在讨价还价的空间，

更不可能就 “罪名” “罪数”进行协商，协商

从宽的程度也不能突破刑法的相关规定。双方

协商达成的量刑建议，本质上仍然属于 “请求

权”的范畴，法院需要进行实质审查，即审查

量刑建议是否在法律规定的界限范围内。因此，

对具结书内容的合法性审查，主要聚焦于量刑

建议的合法性审查。另一方面，这种审查也应

当局限于最低限度的底线审查。因为量刑建议

是控辩协商的结果，是双方达成的合意，更是

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给与宽大处理

做出的承诺，具有司法公信力。为了鼓励被追

诉人认罪认罚，立法者主张司法机关应该兑现

承诺，对量刑建议的审查要紧紧围绕 “合法

性”的底线标准，除确实无法采纳量刑建议的

法定情形外，一般应当采纳量刑建议。⑤

结　语

具结书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书面载体。

探讨具结书，本质上也是从另外的角度讨论认

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运行问题。具结书具有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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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从表现形式看，具结书由特定的机关主

导形成，有严格的制作程序、统一的内容和形

式，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标志性法律文书。

从形成过程看，控辩双方可以在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中就量刑从宽幅度进行协商，具结书是控

辩双方达成的刑事诉讼契约。从实务功能来看，

具结书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发挥着证明作用，具

有证据属性。具结书的证明对象是认罪认罚行

为本身，并且对审前供述起到补强证明作用。

从法定证据分类来看，具结书无法归结到 《刑

事诉讼法》规定的八种法定证据种类中，但不

影响它作为证据发挥证明作用。在证据的学理

分类上，具结书属于言词证据和间接证据，这

对具结书作为证据流转时证据规则的适用具有

重要意义。具结书作为证据在刑事诉讼程序中

适用时，对取证、质证、审查认证等环节的证

据规则都构成了重构式的影响。在取证环节，

取证方式由单向的、被动的审讯程序变成沟通、

互动的合意过程，但不会对认定的案件事实的

真实性和客观性造成影响。在认罪认罚案件中，

庭审的主要任务是对具结书进行审查，只有控

辩双方对部分证据存有异议时，才进行补充式

的质证程序和证据调查程序，对具结书本身不

再履行质证程序。具结书的适用不能造成案件

证明标准的降低。因此，在审查认证环节，要

全面审查签署具结书的自愿性，以及具结书内

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在审查具结书签署的自

愿性时，要重点审查被追诉人签署具结书时的

认识明知性、评估理智性和选择自由性三方面

的要素；在审查具结书内容的真实性时，要延

伸审查案件的基础事实；在审查具结书内容的

合法性时，要重点审查量刑建议是否符合实体

法的规定，确保不会因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而放松对事实真相的追求。本文仅对具结书

的证据属性研究作了初步探索，还有待学界进

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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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荆　晶 （３０２９）
!!!!!!!!!!!!

赫尔德对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的批判

　 陈　漠，陈艳波 （３０３９）
!!!!!!!!

存在概念的思维启动和认知范导功能

　 崔　平 （４０１５）
!!!!!!!!!!!!

“大地的意义”在克尔凯郭尔和尼采

　著作中的不同表现 王　齐 （４０２４）
!!!!

论维尔默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关系的

　理论重建及其启示 孙琳琼 （４０３４）
!!!!

试论朱舜水与胡安国的 《春秋》观之

　异同 林美茂，赵雯萱 （４０４４）
!!!!!!

哲学诠释学的黑格尔主义困境及可能的出路

　———从 “视域融合”到 “身心交融”

　 蔡祥元 （５００５）
!!!!!!!!!!!!

普遍主义还是特殊主义？

　———康德人类学的疑难 毛　竹 （５０１４）
!!!!

康德与元宇宙 陈常遷 （５０２７）
!!!!!!!

“条理”与空时

　———张东荪对康德时空观的修正

　 方　用 （５０３４）
!!!!!!!!!!!!

“先验人类学”是对康德哲学的恰当刻画吗？

王咏诗 （６０２９）
!!!!!!!!!!!

技术的遗忘与差异的转化

　———斯蒂格勒对海德格尔技术之思的批判

　 马　飞 （６０３９）
!!!!!!!!!!!!

维尔默政治伦理学的核心议题及其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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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晏扩明，宋　媛 （６０４７）
!!!!!!!!

“通天下”为何 “一气耳”？

　——— “道”“气”与庄子宇宙观辨正

　 章启群 （６０５６）
!!!!!!!!!!!!

历史学

清代云南食盐产销布局变迁研究

　 马　琦，张学聪 （１０４８）
!!!!!!!!

从 “马头”到 “码头”：码头名称流变考

　 陈俊梁，蓝　勇 （１０６０）
!!!!!!!!

海宁事件影响下的中法粤越段勘界研究

　 段红云，戴龙辉 （２０６１）
!!!!!!!!

中共文书档案史的研究现状与思考

　 陈子丹，杨　霞 （３０５０）
!!!!!!!!

转变、妥协与冲突：洪武时期中安藩属关系

　变迁研究 杨　勇 （３０５８）
!!!!!!!!

明朝早期对安南与占城冲突调停的过程及原因

　考察 卫　魏 （４０５５）
!!!!!!!!!!

文学艺术

《木兰诗》英译本考辨 汪杨静 （１０７１）
!!!

虚构的受众：沃尔特 · 翁的修辞传播观

　 刘中望，潘　蓉 （２０７３）
!!!!!!!!

命名与指称：论鲁迅故乡书写多名目的隐秘

　路径 王卫东，程　程 （４０６５）
!!!!!!

改革开放以来周来祥美学中的 “物性”思想

　之演变 高　峻 （５０４６）
!!!!!!!!!

社会学 · 管理学

吉登斯的社会心理思想

　———高度现代性境况下的自我认同问题

　 沈　杰 （１０８１）
!!!!!!!!!!!!

空间再造与秩序重构：农村互助养老的运行

　逻辑与生成机理

　———基于上海市奉贤区 “四堂间”的经验观察

　 纪晓岚，刘晓梅 （１０９３）
!!!!!!!!

情感式协商：农村基层协商治理有效运行的

　内在逻辑

　———基于Ｃ镇古村落保护利用案例的分析

　 侣传振 （１１０４）
!!!!!!!!!!!!

迈向郊区社会：中国郊区研究的梳理、反思与

　展望 徐　慧，熊万胜 （２０８３）
!!!!!!

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ＯＦＤＩ

　———基于双边政治关系的门槛效应分析

　 张建民，窦　篧 （２０９７）
!!!!!!!!

公共项目推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可持续

　性研究 崔运武，杨映竹 （３０６８）
!!!!!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户借贷供需及政策启示研究

宗一鸣 （３０７９）
!!!!!!!!!!!

生态移民村落治理有效的实现路径探索

　———以陕西Ｙ村为例

　 马良灿，康宇兰 （３０８７）
!!!!!!!!

边疆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社会时空重建路径

　研究 高万红，李晓娇 （３０９６）
!!!!!!

彩礼流动视野下的村庄治理秩序

　———基于两个典型案例的比较研究

　 靳永翥，王程乙 （３１０７）
!!!!!!!!

我国个人养老金制度设计优化刍议

　———基于部分西方国家实践的启示

　 张　磊，陈　龙 （４１０５）
!!!!!!!!

社会支持理论视角下业主委员会 “成立难”

　及其化解 胡仕林 （５１１７）
!!!!!!!!

乡村振兴背景下山区经纪交易的多重网络嵌入

　探赜

　———基于Ｗ镇的个案

　 王彦斌，秦　庆 （６０６９）
!!!!!!!!

基于ＣＧＳＳ２０１７调查数据的孝道观嬗变研究

　———兼与ＣＧＳＳ２００６调查数据比较的视角

　 郭德君 （６０８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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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度青年”的分类探析与奋斗精神培育

　 张丹琛 （６０９４）
!!!!!!!!!!!!

新中国农业经营组织形式的演变历程、理论

　逻辑与未来方向

　 炎天尧，蔡海龙 （６１０２）
!!!!!!!!

区域科技人才开发效率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ＥＢＭ－ＭＬ－Ｔｏｂｉｔ模型

　 邹　娜，李小青 （６１１２）
!!!!!!!!

试论高校应急预案体系建设的现实困境与解

　决路径 郑宏源 （６１２２）
!!!!!!!!!

国际问题

美国 “印太战略”背景下印度对 “２１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倡议的认知、举措和影响

　 成汉平，张　静 （１１１５）
!!!!!!!!

中缅命运共同体构建视域下的中缅减贫合作

　研究 李　涛 （２１０９）
!!!!!!!!!!

国际规范转变视角下的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

　理论与实践 孙云霄 （３１２４）
!!!!!!!

海外中资企业公共外交实践的路径、成效与

　问题的评析

　———以越南中资企业为例

　 毕世鸿，马丹丹 （５１２６）
!!!!!!!!

法　学

“谋利型”诉讼维权的生成机理及其后果

　———基于一起专利诉讼维权个案的观察

　 洪登光 （１１２７）
!!!!!!!!!!!!

“三不”一体推进原则的法理内涵与实践路径

　 封利强 （１１３６）
!!!!!!!!!!!!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纪法衔接的问题与应对

　 周长军，张瑞斌 （２１２１）
!!!!!!!!

论作为监察对象的村委会管理人员

　 赵　恒 （２１３５）
!!!!!!!!!!!!

农村住宅买卖合同的效力

　———以 “房地产权分离原则”和 “房地交易一体原则”

　的区分为研究视角 杨述兴，刘佳玲 （３１１６）
!!

　论追诉时效的几个问题 张智辉 （４１１６）
!!

诉讼话语视角下的女性诉讼离婚难研究

　 甘霆浩，郭　敏 （４１３３）
!!!!!!!!

集体所有权代表行使规则释论

　 石佳友，刘　欢 （５０８４）
!!!!!!!!

公司决议撤销纠纷之裁量驳回制度研究

　 吴高臣，姜　楠 （５０９５）
!!!!!!!!

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困境与出路

　 郑　曦，廖建灵 （５１０６）
!!!!!!!!

认罪认罚具结书的证据属性及其展开

　 黄嶷嶷 （６１３０）
!!!!!!!!!!!!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

思想政治理论课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的

　本质与实现理路 何丹娜 （３１３７）
!!!!!

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内涵、

　问题与推进对策 阿剑波 （５１３８）
!!!!!

政治学

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中的 “永恒共和国”问题

　 段德敏，张　开 （４０７６）
!!!!!!!!

精英与大众之平衡：论莫斯卡的 “精英主义民

　主观” 朱　兵 （４０８７）
!!!!!!!!

空间共同体：中华民族历史地理叙事的取向

　与逻辑 范　俊 （５０５４）
!!!!!!!!!

政治与政治学的概念互通：必然障碍及可能

　路径 郭台辉，乡智洋 （５０６２）
!!!!!!

邻避冲突引发地方政府非常规政策变迁的影

　响因素与改进策略

　 杨志军，张喜东 （５０７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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