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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历史自信的

新时代探究与实践审思

王　东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　２１００６４］

摘　要：历史自信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精神标识，其形成有着鲜明的叠变特征，即源于

对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的伟大社会实践、中华民族历史赓续的深厚积淀和推进人类历史发展的中国

贡献等方面的自信。面向新征程，坚定历史自信面临着个体、社会、国家以及国际等层面挑战可能导

致的嬗变，要求我们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努力提升认知系统性、理论自觉性和

政治坚定性与继续坚持以伟大斗争坚定自信和掌握主动等原则纲举目张，从夯实社会实践基础以固本

培元、强化人才支撑以强筋壮骨、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润物无声中探索新时代坚定历史自信的实践进

路，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关键词：历史自信；历史叙事话语权；历史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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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要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

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始终以历史思维

推进伟大事业建设，注重总结和运用历史经验

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坚定历史自信、赢

得历史主动的重要法宝。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

日起，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成为中

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秉持科学的社

会历史思维，特别是对于党百余年奋斗中取得

伟大成就、伟大精神的历史自信，是新时代中

国共产党人鲜明的精神标识。基于此，有学者

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历史自信的马

克思主义政党，①从唯物史观的哲学根基出发②，

对历史自信的 “生成机制”③ “精神功能”④

“深厚基础”⑤等内在意蕴展开了深入探讨，并

对历史自信与 “四个自信”之间关系⑥等延展

话题也进行了详细阐释，进而对如何坚定历史

自信、掌握历史主动的可行方案展开探索。上

述研究成果为全面系统认识中国共产党人历史

自信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在明晰历

史自信科学内涵的前提下为后续研究澄明了思

想误区。随着踏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新征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在新的历史方

位中面临着新的历史使命和更为复杂多元的机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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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和挑战。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来看，

如何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

新发展格局并以此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

要历史智慧的启迪，也需要在应对经济社会风

险挑战中不断增强战略定力、把握历史主动；

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看，各种不稳定性

不确定性因素广泛存在，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

面临着更多考验。如何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

局中开新局，续写党的百年伟大征程的新篇章，

必须认识、把握和运用历史规律。唯有更加坚

定历史自信，才能以丰富的历史经验、科学的

历史思维和强烈的历史主动，推动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继续前进。

一、何以形成：中国共产党坚定

　　历史自信的时代叠变　　　

　　自信作为一种积极向上的心理状态，是对自

我价值、自我能力和自我意义的积极表达和确

证。真正的自信不是盲目的，而是具有强大内在

支撑的精神力量。作为一个走过百年辉煌历程的

马克思主义政党，“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教科

书，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成长的沃土”，① 中国

共产党人的历史自信有着无比强大的底气，所展

现出来的是始终初心如磐、使命在肩、踔厉奋

发、勇毅前行的昂扬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

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

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② 同样如此，

当今世界也只有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

民最有历史自信，其底气源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

奋斗的伟大实践，源于中华民族历史赓续的深厚

积淀，源于推进人类历史发展的中国贡献。

（一）叠变之基：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

的伟大成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

自信，既是对奋斗成就的自信，也是对奋斗精

神的自信。”③ 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

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跨越，创造

了中华民族复兴史、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和人

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奇迹。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党和国

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

党和国家事业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尤其是中

国式现代化的进一步拓展与发展，实现了对近

代以来西方式现代化的全面超越，为其他国家

走向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智慧与经验，这也是我

们提出历史自信、坚定历史自信最为直接的实

践基础。纵观党的百年奋斗伟大实践，从多个

方面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所做出的巨大历史贡献，

这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历史自信的最

大底气。在这一实践过程中，底气主要表现为

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取得了伟大的实践成就。在国家蒙辱、

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团

结带领中国人民以无畏的伟大斗争精神，始终

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先后

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等 “四个伟大成就”，不仅实

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更让中华民族以更

加昂扬的状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具有

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大国强国。这一系列伟大成

就世所罕见、前所未有，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在此基础上，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并谋划了一系列改革举措，让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更加行稳致

远。二是培育了崇高的实践精神。“历史自信作

为一种正向的精神力量”，④ 与中国共产党人精

神谱系一道成了百年奋斗实践的精神支撑。以

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形成于党的百余年奋斗伟大实践过程之中，深

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的奋

斗品质、敢于斗争的崇高风骨和不惧风险的胜

利风貌。这是我们党最为鲜明的特质，也是新

·６·

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２４卷·第１期　　　　　　　　　　　　　　马克思主义理论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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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历史自信最为深厚的精神来

源。三是形成了独特的实践优势。自信的实质

是对于自身优势的确认，自身优势的形成必然

奠定自信的基础。百年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

党勇于自我革命并且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

社会革命，形成了强大的理论优势、政治优势、

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

等，① 使我们党相较于西方资本主义政党和其他

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来说都有着自己独特而又鲜

明的优势，也让我们党更有自信展现在世界面

前。四是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总结历史经

验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党从弱小走向

强大、不断赢得新胜利的重要法宝。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

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系统全面总结

了十条历史经验，加之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

“三个务必”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贯彻的 “六个坚持”重

大原则等等，都充分彰显了百年大党的清醒和

自信，标志着新征程上的中国共产党人能够以

崇高面貌和斗争姿态不断推进新的历史进程。

（二）叠变之魂：中华民族历史文明赓续

的深厚积淀

如果说百年来伟大实践是新时代中国共产

党人历史自信的直接来源，那么我国百万年的

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和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则是历史自信最为根本、最为深厚也是最为强

大的基础所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

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信标注了 “历

史起点”，也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信

标明了 “历史特色”，在赓续绵延的积淀中为

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重新开创中华民族新的历

史篇章奠定了坚实基础，也在中国共产党的百

年奋斗实践中重新焕发出民族历史发展的新动

力。历史地看，这种深厚积淀既有原有历史文

化资源的滋养，也有根据历史特征进行创新创

造地实践活动，在 “两个结合”中形成了习近

平文化思想，共同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

史自信提供了重要支撑。

其一，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丰厚滋养。从最

早进入文明的社会之一，到创造举世瞩目的繁

荣文化，中华文明始终以自己独特意蕴展现着

中华民族发展的物质力量、政治力量、文化力

量和社会力量。作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延绵

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期间饱受磨难但依

旧在抗争中求生存、在斗争中求发展，其民族

价值、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内核保持了延续

性和稳定性，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

深刻塑造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新时代中

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文

明自信，是对中华文明以及植根于此基础上创

造出来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自信。因此，无论

处于什么历史方位和历史阶段，中华文明的滋

养必不可少。其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有机融合。 “文明是实践的事情”，②

文明也必须要在实践中得到发展。近代以来，

中华文明蒙尘现象的解决得益于马克思主义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在保存中华文

明合理内核的同时，为其注入了马克思主义的

科学性、价值性和真理性，在两者同频共振中

“不断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生机和活力，

为马克思主义找到最契合的文化土壤”，③ 实现

了中华文明的新生。其三，中国共产党人在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赋予了历史文化传统

以新的时代呈现。文明的积淀最终需要通过主

体的创造与创新才能真正发挥滋养的功能。一

直以来，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在优秀传统文化

中汲取精华、传承基因与赓续文脉，在强烈的

文化自信中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华文明的内生力和国际影响力得到显著提升，

这对于形成历史自信、坚定历史自信具有重要

意义。

（三）叠变之要：推进人类社会历史发展

的中国方案

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以

极短的时间实现了全世界人口最多、最大的发

展中国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让中共

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

史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这一波澜壮阔的历程永

远镌刻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从结束半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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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地半封建社会到引领民族解放潮流，从独立

自主建设社会主义到提出 “三个世界”理论主

张，从改革开放到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从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的发展始终与世界息息相关，世界的进步

也离不开中国的发展。总的来看，推进人类历

史发展的中国贡献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全

世界一切想要谋求独立发展、促进人民幸福的

国家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作为后发现

代化国家，中国从 “以苏为师” “以苏为鉴”

到 “中国特色”，探索出了一条既不同于西方

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不同于苏联式现代化道路，

又能够最大程度上实现适合本国发展的新道路，

在彰显现代化中国特性的内涵中体现了现代化

发展的共性，在证明人类文明多样性、现代化

道路多元性之中让越来越多的国家坚定了走自

己的路的信心。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以自身

成就探索出新的发展道路的同时，始终关注全

人类共同福祉，为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

献中国力量。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秉持人

类视野和深厚情怀，始终做人类社会发展的推

动者、建设者。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

代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应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

和历史之变，努力回答世界之问、时代之问和

历史之问，强调以更加包容和普惠的文明态度、

更加公正平等的国际秩序来推动全人类的共同

发展，得到了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谋求发展

的人民和国家的支持，也让新时代中国共产党

人和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现了大国责任、大国担

当，极大增进了我们的大国自信、大党自信，

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历史自信的世界意义。

二、有何挑战：新时代坚定

　　历史自信的嬗变之思　

　　历史自信不是纯粹思想推进、逻辑演绎的

产物，而是建立在党的百年奋斗成就和伟大精

神基础上的积极状态和科学的认知体系。它既

是实践发展的产物，也将在实践中不断接受各

种挑战和考验。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

刻变化，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导致国际治理

格局发生深刻调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应

对的风险和挑战、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比以

往更加错综复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想突

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这也使得新时代坚定历

史自信面临着更多的现实挑战。这些挑战可以

从个人、社会、国家以及国际等四个层面来认

识。科学审视新时代坚定历史自信的现实挑战，

对于我们以正确的战略策略来加强应对具有重

要影响。

（一）部分个体的认知不够系统全面

系统化的历史认知是形成历史自信、坚定

历史自信的重要基础。进入新时代，党史、新

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

民族史等有关学习教育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

特别是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的持续推进，

对广大党员干部和社会民众学习历史、掌握历

史、客观评价历史等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

于个体能力和水平的差异、历史自身发展的复

杂性等多重因素影响，部分个体系统化的历史

认知仍旧不足，严重影响了其历史认同和现实

判断。

一是部分个体对我国历史发展没有客观公

正的了解。历史认知作为一种主体思想活动，

往往都会受到特定价值取向的影响，也就是说

主体意识会出现 “先入为主”的情况。认知的

偏差可能导致走向极端，比如复古主义和全盘

西化就是这种不客观、不公正历史认知的集中

体现。部分个体由于自身教育经历、社会经历

等差异，特别是在一些错误思想的诱导下难以

做到客观公正地看待历史、看待党史，历史意

识淡薄、历史知识缺乏，所以会出现 “人云亦

云”的言行，影响自己的客观评判。二是部分

个体对我国历史发展没有全面深刻的认识。在

我们以往的历史学习教育中，没有很好的区分

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

史，对中华民族复兴史、中华文明发展史等内

容的教育宣传也存在一定的缺失，这也使得部

分个体没有形成对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全面

认识。一些零散的历史知识、拼凑起来的历史

碎片难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也无法让个体

形成关于历史发展全过程的科学认识。不了解

过去，就难以了解现在，更难以把握未来趋势，

不深刻认识历史规律就难以建立起坚定的历史

自信。三是部分个体对我国历史发展没有严谨

比较的意识。自信不自信，关键在于客观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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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部分个体却是有选择性的比较，比如拿

当前的市场经济对比建国初期的计划经济、拿

中国的民生保障建设对比欧美国家的福利社会，

又或者拿当前思想文化领域的落后现象对比传

统社会等，在历史不自信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总言之，部分个体没有形成历史自觉意识和科

学历史思维，历史认知大多存在碎片化、零散

化、分隔化的情况，我们需要对此加以重点

关注。

（二）社会领域文化思潮的多样化

新时代中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

变化，社会领域文化多元化、思想差异化等趋

势愈加明显，这给坚定历史自信带来了极大挑

战。马克思曾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

变成物质力量。”① 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要让党

的创新理论 “飞入寻常百姓家”，这对于引领

多元社会思潮起到了良好作用。不可否认的是，

在现实生活特别是人民群众思想文化生活中，

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

发展史在不同程度上被歪曲、污名，马克思主

义、社会主义等主流意识形态也在不同程度上

被消解，严重削弱了新时代坚定历史自信的社

会心理基础。对于以下几种情况，我们要深刻

认识其严重危害性。

一是历史虚无主义危害极大。历史虚无主

义是有选择的 “空”和 “无”，意图通过虚无

历史、否定历史、更改历史达到 “乱人心、乱

国家、乱民族”的目的，并最终实现走资本主

义道路的政治图谋。在信息化、智能化的影响

下，历史虚无主义形式愈加隐蔽、传播更加隐

匿、危害更加巨大，比如学术反思、影视剧创

作、网络媒体等等，都不乏历史虚无主义的言

行论调，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群体

毒害颇深。其中，对于党史进程中的重要历史

人物、重大历史事件等进行虚无，想要掩盖或

者根本上否定党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

以此否认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合法性。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

社会思潮，也是别有用心者苦心经营的一种社

会思潮。对此，在意识形态领域和思想文化建

设中必须坚决予以抵制、驳斥。二是马克思主

义庸俗化、娱乐化的错误论调影响深远。马克

思主义 “过时论” “失灵论” “无用论”等论

调，其根本目的就在于通过消解理论自觉和理

论自信，严重摧毁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自信，

这对于历史自信而言也具有极其严重的危害。

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

也是我们坚定其他自信包括历史自信在内的根

本理论遵循，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

丝毫动摇。社会思想文化领域针对马克思主义

的错误论调，就是想通过撼动、摧毁马克思主

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侵蚀社会主义

文化的思想根基，从而根本上切断马克思主义

及其中国化成果与历史传统和当代现实的联系。

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就是想要以唯心

史观代替唯物史观，站在历史对立的一面，这

值得我们高度警惕。三是用西方价值来 “嫁

接”中国现实。西方国家的 “普世价值” “民

主宪政”等在国内大有市场，其思想渗透、意

识形态渗透对坚定历史自信同样危害巨大。它

们 “对中国的价值渗透愈加隐蔽和急迫，与马

克思主义的交锋日益激烈”，② 普世价值的 “迷

惑性”以及背后硬实力的 “支撑性”降低了国

内部分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认同，

也使得个体层面的理想信念出现了不同程度的

崩塌。因此，意识形态的较量、价值观的斗争

和理论的交锋将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和一个政党能否自信、如何自信。

（三）国家层面战略环境的复杂性

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

绝非一帆风顺，而是在伟大斗争中不断前行，

取得历史性成就和发生历史性变革。随着我们

进入新发展阶段，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叠加影响，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上遭遇的

风险挑战可能更加风急浪高甚至是惊涛骇浪，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等各领域

可能存在重大风险挑战，国家安全的总体形势

不容乐观。加之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等一

些不确定且具有重大历史影响的突发事件，也

为我国谋划各项工作、推动伟大事业带来了不

稳定性。新时代新征程，国家发展的复杂性严

峻性前所未有，能否处理好这些因素也将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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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信。

从国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来看，

我们面临着更加繁重的发展任务，全面深化改

革进入攻坚期、深水期，如何有效统筹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和疫情防控、扎实推动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在发展中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等都是摆在面前的紧迫问题。习近

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

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

苦的努力。”① 当前经济社会各个领域都面临着

一些共有问题和特殊问题，也有一些急需解决

的重点难点问题，能否解决得好、处理得好，

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影响着是否具有坚

定强烈的历史自信；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来看，全球治理格局、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等加

速演进，尤其是全球经济面临疫情反复、俄乌

地缘政治冲突以及高通胀的三重冲击，加剧了

全球经济动荡，也造成了地区安全问题更加突

出。虽然当前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运动呈

现出蓬勃发展态势，但总体而言与西方国家存

在较大差距，并且西方国家利用差距大做文章、

利用优势拉大差距，对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

“围追堵截”，这种力量强弱对比还要持续较长

一段时间，这也是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

国人民历史自信的一种考验。

（四）国际范围内历史叙事话语权竞争日

趋激烈

如何向国际社会展现中国历史、讲好中国

历史故事是新时代大国自信的重要支撑，这与

话语权密切相关。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辉煌灿

烂和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奋斗史的伟大成就举世

瞩目，如何将这种实践优势、历史优势转换为

话语优势，特别是在当前西方话语占据主导地

位并以话语霸权的形式对我国造成不利影响的

时候，加快历史叙事的话语权建构显得尤为

重要。

一方面，当前我国社会历史叙事的话语体

系和表达方式尚不成熟，向外彰显历史自信的

传播进路不够宽广、不够灵活、不够深入。一

直以来，我们都面临着如何把中华文明中内含

的政治思想、价值理念、文化传统等具有中国

特色的历史叙事展现在世界面前的难题。我们

不是 “没话说、没内容说”，而是 “说得不好、

说得不多、说得不透”。比如中华文明中的宇宙

观、天道观、伦理观、礼义教化观等内容，始

终贯穿于中华文明发展的全过程，凸显了 “敬

天保民” “家国同构”等中国人的价值遵循，

也内含了全人类共有的一些精神价值。但是囿

于种种原因，丰富的历史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

挖掘并形成成熟的话语体系。不仅如此，对外

的话语表达方面也面临同样问题，使得对于中

国历史、中国文明的国际阐释和宣介出现 “失

语” “势弱”的现象。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利

用话语霸权建立起文明叙事、历史叙事的话语

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历史和中华文

明的世界影响力。世界各国发展历史和文明演

进各有不同、各具特色，本应该都拥有彰显

“个性”“特性”的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但是

当前国际话语格局中，西方国家的话语霸权很

大程度上垄断了文明和历史的阐释权，并且它

们通过话语霸权对其他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

当前发展道路等横加指责，对社会主义中国更

是如此。西方国家不遗余力地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进行抨击，还时

常通过所谓的学术交流植入西式的话语范式和

研究概念，披着 “学术”的外衣来进行观念消

解，长此以往必将侵蚀 “四个自信”和历史自

信的认知基础，也将危害党的长期执政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社会基础。

三、如何推进：新征程坚定

　　历史自信的实践促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新的赶考之路上，

我们能否继续交出优异答卷，关键在于有没有

坚定的历史自信。”② 如何做到坚定历史自信，

是摆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面前重要的实践课

题。可以说，坚定历史自信就是明确宣示党在

新征程上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鲜

明旗帜，始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始终以全面深化改革与自我革命的精神状态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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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继续前进。为

此，我们必须要在基本原则引领下不断夯实坚

定历史自信的实践基础，强化坚定历史自信的

人才支撑，构建坚定历史自信的自主知识体系，

在创新创造中讲好中国的文明故事和历史故事。

（一）纲举目张：明确坚定历史自信的原

则引领

面对上述的现实挑战，既有国内层面也有

国际层面，有个体层面也有社会层面，需要明

确科学的实践原则来有效应对挑战并解决实际

问题。这些原则是对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并运用

历史规律的反映，对于切实推进新时代坚定历

史自信的实践进路有着重要的指导价值。

一是要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

点和方法，牢固树立大历史观和正确党史观。

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和人类文明进程的广阔视

野对百年党史、千年中华民族发展史进行科学

审视，是形成并坚定历史自信最关键的基础。

在党史领域历史虚无主义危害严重、党的建设

新的伟大工程以及两个大局影响下不确定性不

稳定性因素的叠加，更需要大历史观和正确党

史观的价值指引，明晰党史发展的主题主线、

主流本质，以此凝神聚力不断增强新时代中国

共产党人的历史自信。二是努力提升认知系统

性、理论自觉性和政治坚定性。既要对历史内

容全面性进行深刻审视，也要对历史思维科学

性进行准确把握；既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过去、

现在和将来，也要认真对待和客观评价历史经

验和历史教训，进而形成关于党史、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中华民族发展

史的整体看法，更加深刻明确中国共产党团结

带领中国人民开创的伟大历程是建立在历史经

验、历史选择、历史自觉的基础上，始终站在

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三是

要继续坚持以伟大斗争坚定自信和掌握主动。

一方面要继续发扬伟大斗争精神、不断提高广

大党员干部的斗争本领，始终做到 “三个务

必”，以坚定的斗争意志和高超的斗争艺术，从

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朝好的方向努

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其中，关键是要与党的

自我痼疾作坚决斗争，在自我革命中永葆党的

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治

理水平。另一方面，讲斗争也要讲合作，要团

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在斗争中争取团结，在斗争中谋求合作，在斗

争中争取共赢。在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

历史之变等特征更加明显的时候，更要以伟大

斗争坚决捍卫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基本面，在

斗争中历练广大党员干部，使其能够勇担历史

责任、强化历史意识和保持历史清醒，在增强

忧患意识和牢记底线思维中做历史进步的推进

者、奋斗者、勇毅者，而不是历史进步中的犹

豫者、懈怠者和畏难者，以 “千磨万击还坚

劲”的斗争意志继续夺取新的历史胜利。

（二）固本培元：夯实坚定历史自信的实

践基础

众所周知，实践基础对思想上层建筑和精

神文化活动等具有承载性、支撑性、引领性的

重要作用，历史自信只有在实践基础上稳固扎

根才能成为更具普遍性的精神状态和更具现实

影响的思想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出

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版本，具有强大生命力和

巨大优越性。坚持走这条道路，党和人民具有

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

具有无比强大的历史定力。因此，夯实坚定历

史自信的实践基础，方能固本培元深化党员干

部和社会民众对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历史认同、情感认同和价值认同。实践基础的

内涵极其丰富，归根到底的一点是走自己的路

和最根本的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在此前

提下，重点夯实如下四大实践基础具有更为关

键和长远的意义。

一是要不断夯实坚定历史自信的经济基础。

历史唯物主义中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

意识能动反作用社会存在的基本原理对坚定历

史自信有重要指导意义。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要牢牢把握新时代新征

程党的中心任务，努力创造新的经济发展奇迹，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经

济体系，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持续推

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为坚定历史自信

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也可以说，夯实坚定历

史自信的经济基础就是要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道路自信，努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的发展，以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和历史自信相

互促进，彰显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共

创伟业的时代风貌。二是要不断夯实坚定历史

自信的组织基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历

·１１·

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历史自信的新时代探究与实践审思



史自信必然要把自身建设摆在重要位置，以自

身的历史自信带动社会范围内的历史自信，这

就需要协同推进干部教育组织系统和国民教育

组织系统，让党组织、社会组织、其他重要组

织等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融通起来，通过严密有

序、高效运转的组织系统成为活动主体坚定历

史自信的重要载体。三是要不断夯实坚定历史

自信的制度基础。其中，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

领导制度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

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等具有决定性意义，绝不动

摇，始终坚持。除此之外，要大力推进主题教

育学习常态化长效化机制建设，融入日常，抓

在经常，让学习党史、学习正史蔚然成风。四

是不断夯实坚定历史自信的微观基础。一方面

要建设实体空间的微观基础，比如在党史学习

教育和 “四史”教育中建设一批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纪念馆、展览馆等，发挥好地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的积极作用，

使其成为培育广大党员干部和社会民众正确党

史观的信息中心、思想中心和活动中心；另一

方面要建设好虚拟空间的微观基础，用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意识形态，与对党史污

名化、虚无化的网络大 Ｖ、意见领袖等作坚决

斗争，在融合媒体发展中加强监管，打造有利

于坚定历史自信、传承历史文化的风朗气清的

网络文化空间。

（三）强筋壮骨：强化坚定历史自信的人

才支撑

历史知识、历史意识、历史思维等既不会

自动进入人的头脑，也不会自动被人们所吸引、

所熟悉、所认同。只有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才工

作队伍，使其自觉成为历史自信的坚守者、践

行者，才能够让更多的人树立坚定的历史自信，

在全社会逐步形成对于历史发展的广泛共识。

强化人才支撑需要从三个方面来努力。

一是培养好一支强大的中华文明研究和保

护的人才队伍。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是我们发

展的根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信也

是植根于此。因此，我们要加大对中华文明历

史演进的深入研究，推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

得更多成果，从而系统完整地呈现中华文明的

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培养更多高素

质的专业人才，既可以深化中华文明特质和形

态的学理研究，形成具有原创性的文明理论，

又可以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

传承，让更多文物和遗产真实展现在人们面前，

使其承载的中华文化、中国精神增强新时代中

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在向世界彰显辉煌

灿烂、独具特色中华文明的同时树立起当代中

国人的文化自信、文明自信和历史自信。二是

培养好一支强大的中共党史学术研究的人才队

伍。坚定历史自信的基础还在于对百年党史伟

大实践成就和伟大精神的自信，培养强大的党

史研究人才队伍是坚定历史自信的基础性、战

略性工程。所以要在高校、党校等哲学社会科

学主要机构建立、建好和建强一批中共党史党

建学科，形成本硕博贯通的专业人才培养体系。

同时，要组织专家学者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

学术问题展开积极探讨，要在这些问题上拿出

真本事，取得好成果，以此有力回击党史研究

领域中的歪风邪气。当然，广大研究者要继续

加强对党的百年奋斗光辉历程、重大成就、伟

大意义和历史经验的研究。三是培养好一支强

大的讲好中国文明故事和历史故事的外宣人才

队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立足中国大

地，讲好中华文明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

爱、可敬的中国形象。”① 特别是在当前国际话

语权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培养一支强大的外宣

人才队伍显得尤为迫切。要培养外宣人才提高

站位、拓宽视野、放眼长远，积极发挥主观能

动性，强化协同联动，在深刻把握中国文明和

中国历史的基础上，把中华文明、中国共产党

百年奋斗、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以及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等置于人类文明发展

历史进程来讲好中国故事。与此同时，对外传

播的人才队伍建设要与构建 “大外宣”工作格

局统一起来，通过持续完善工作体系和机制，

创新思路、载体和方法，让人才队伍建设适应

时代趋势，真正成为中华文明的传播者、世界

文明交流的推动者。

（四）润物无声：构建坚定历史自信的自

主知识体系

中国之治的实践展现，同样离不开中国之

理的内在支撑，“形成更多主体性、本土化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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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力的中国自主理论，展现世界知识体系建

构发展大进程、大历史之中的 ‘中国担当’”，①

必定会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信提供

重要支持。总的来看，构建坚定历史自信的自

主知识体系既要深化唯物史观的研究和指导，

也要进一步加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

系等三大体系建设，真正建构起阐释中国历史

发展、宣传中国历史发展、引领中国历史发展

的自主知识体系。

首先，要在加强唯物史观教育中深化唯物

史观的研究和指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

一些同志之所以理想渺茫、信仰动摇，根本的

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牢固。”② 作为马克思

主义政党强大的思想武器，也是新时代构建中

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最为根本的思想来源。我们

要始终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加强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研究，

以清醒的历史认识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同

时，还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 “深刻剖析资

本主义世界体系，消除西方中心主义的影

响”，③ 引领全党全国人民在镜鉴中明晰本质、

明确差异和明达趋势，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信念、坚定 “两个必然”的信心。其次，要完

善坚定历史自信的 “三大体系”支撑。知识体

系作为 “三大体系”的基础，同样需要在 “三

大体系”的完善中不断提升知识解释力和创新

力。一要立足中国特色建构和完善 “三大体

系”，在发现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中赋予中

国知识与时俱进的生命力；二要有重点地推进

体系建设，如学科体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重点加强党史党建等学科建设，学术体系

要推陈出新，建构具有民族个性与世界共性的

学术概念和学术方法、话语体系，更要打造融

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三是 “三

大体系”要在回答世界之问、时代之问、历史

之问和人民之问中加强协同，让中国知识更具

有生命力和解释力；最后，构建坚定历史自信

的自主知识体系要把重点放在阐释中国历史发

展、宣传中国历史发展和引领中国历史发展的

目标上，明确党史党建等研究领域知识体系的

主题主线、核心要义、重要范畴和概念对象等，

形成独特的关于中国历史和党史发展的体系化

知识，在学术研究中不断增强历史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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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文化思想研究聚焦与学术探微

李　癑，李　艳
［东北师范大学，长春　１３００２４］

摘　要：随着学界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新时代文化思想研究成果呈现出较为显

著的主题聚焦性，专家学者从生成动力、理论资源、内涵要义、科学体系、原创性贡献等方面进行了

深入探讨，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思想观点，主要聚焦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化自信观、文化交融观、文

化创新观，并从生成论和认识论视角取得重要研究进展。但目前研究还有较大的学术空间需要思考和

探索：习近平文化思想基础研究需聚焦提升学理厚度和学术广度；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体系研究需聚

焦延展学术谱系和内容衔接；习近平文化思想实践应用研究需聚焦拓展研究形态。展望未来，新时代

文化思想研究需要更加聚焦于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立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高度，回应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的关键议题，推动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走向学术化、系统化、应用化，并达成对于习近

平文化思想研究的一种学术自觉。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新时代；新观念；新实践

中图分类号：Ｇ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５）０１－００１４－０９

　　新时代文化思想研究的重要学术聚焦是习

近平文化思想 （２０２３年１０月召开的全国宣传

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 “习近平文化

思想”），可以看到非常清晰的学术脉络，总体

上确认的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

上的创新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

求，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文化篇。深入学习研究习近平文化思想，

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揭

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任务，勇于面对各种文

化不断交织、碰撞、融合的挑战，实现文化强

国建设和达成文化自信，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

学术责任与使命。在这一重要背景下，“习近平

文化思想”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和热点，本文

就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的理论视点、逻辑焦点、

实践落点进行学术探微，把握学术脉搏，揭示

研究趋势，以期在理论和实践上深切把握习近

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理论创新和世界意义

等内容，达成一种学术自觉。

一、指向 “新时代”：习近平

　　文化思想研究的理论视点

　　指向 “新时代”，意味着新时代文化思想

研究，在理论上关键是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深

切把握，洞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

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任务，勇于面对各种

文化不断交织、碰撞、融合的挑战，实现文化

强国建设，把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推进到一个

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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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 “新时代”的理论视点在于习近平文

化思想生成动力研究。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

及提出是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整体上要从

国家之维、中国共产党之维、人民之维、个人

之维四个方面进行理论研究：一是源于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建设实践需要坚实的理论支撑。全

面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是铸就社会主义

新辉煌的中心任务，其实现需要强大的思想武

器和科学的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思想有力地

回答了如何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根基，如何推

动文化建设实践不断开创新局面。二是扎根于

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实践性经验。习近平文化思

想植根于新时代文化建设实践，是习近平总书

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宣传思想文

化工作的经验总结和思想结晶。① 党领导文化建

设的百年探索，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着眼

文化繁荣发展，体现了守正与创新、合规律性

与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

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经验借鉴、奠定了实践根

基。② 三是熔铸于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现实

性诉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新变化，催生出人们对自我

价值认同的新需求，昭示着促进人民精神生活

共同富裕成为我国精神领域高质量发展的迫切

要求，习近平文化思想准确把握这一要求，着

力激活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文化生命力。③ 四是

源自于习近平总书记文化底蕴与工作经历的主

观性条件。优良家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

广泛阅读习惯以及基层工作磨砺等方面都塑造

了习近平深厚的文化底蕴，家庭成长环境以及

习近平本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是形成的主

观条件，七年知青岁月和三十年地方执政实践

是重要实践积累。④

指向 “新时代”的理论视点在于习近平文

化思想理论资源研究。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是马

克思主义文化观在中国实践的深化，又是科学

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大地上进入新时代的表征。

一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

理论基石。在推动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的过程

中，习近平总书记尤为注重学习马克思主义的

文化理论，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来指

导文化实践。其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经济

发展为基础，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等重

要理论，充分阐明了文化对于历史发展的能动

作用，是我国文化建设事业发展的根本指针。⑤

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

神命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命脉”，⑥ 内蕴了卓绝灿烂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观

念，塑造出了中华文明极具个性的鲜明特征和

极为深厚的历史底蕴，⑦ 铸就起支撑中华民族世

代生存和发展的 “精神命脉”“突出优势”“最

深厚的文化软实力”，⑧ 其丰富价值理念、优秀

道德传统、宝贵人文精神⑨运用在当代中国发展

实践和当今人类发展实践中，形成了独具民族

特性的习近平文化思想。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历史探索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支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形成发展具有内在而

深刻的理论根据，那就是其熔铸于革命文化、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瑏瑠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充分汲取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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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期中的经验养分，对新时代文化工作取得

历史性成就进行深刻总结与理论升华，① 正是基

于我国不断发展的文化建设要求和文化发展实

践，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现实土壤。② 四是

汲取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成习近平文化思想的

世界视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文明历史

揭示了一个规律：任何一种文明都要与时偕行，

不断吸纳时代精华”，③ “要积极借鉴人类文明

的有益成果”。④ 不同国家、民族的文明各有千

秋、独具本色，以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

发展为基本态度和原则，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

慧、汲取营养，结出不同样态的文化果实，为

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涵育习近平文

化思想的全球眼光和世界情怀。

指向 “新时代”的理论视点在于习近平文

化思想内涵要义研究。一方面，探究习近平文

化思想的战略内涵时，在理论上要用多维的逻

辑分析视角：依据构成性逻辑，其思想构成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

组成部分，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

时代化的新篇章；⑤ 依据总结性逻辑，其思想是

新时代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

经验的科学总结；⑥ 依据系统性逻辑，其思想涵

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

各个维度；⑦ 依据发展性逻辑，其思想是当代中

国的文化建设和理论研究的新的历史起点，做

出了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与行动纲

领；⑧ 依据价值性逻辑，其思想是推动民族绵延

发展的精神支撑，是满足人民文化需求的内在

诉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条件。⑨

另一方面，在学术上探究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

论内涵：从基本理论框架和内在逻辑角度，将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的重要论述内容概括为

指导思想论、发展道路论、方针方法论、核心

精神论、基本方略论、传统文化论、文化创造

论、理想信念论、交流互鉴论、战略目标论；瑏瑠

从文化建设各领域的工作部署角度，在理论上

归纳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地位论、马克思主义

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根本制度论、广泛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论、 “两个结合”与新时代新

的文化使命论、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论、

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论、推动媒体融合发

展，提升新闻舆论 “四力”论、网络安全和网

络强国论、加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论、文明交

流互鉴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论、

加强党对文化建设的全面领导等方面内涵；瑏瑡 从

文化观念角度，学界要关注文化价值观、文化

发展观以及文化育人观瑏瑢研究；从文化发展向度

来看，要聚焦历史文脉传承发扬的精髓要义、

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问题意识、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的根本遵循、推动时代进步与历史发展

的价值导向研究。瑏瑣

指向 “新时代”的理论视点在于习近平文

化思想科学体系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

平总书记就文化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内涵丰富的

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一个不断展开的、

开放式的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体系，以 “明体

达用、体用贯通”为重要方法论原则，提出不

同内容的体系形态：理论体系形态论聚焦点在

于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内容包含文化问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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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贵，许川川：《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精髓要义与践行路径》，《宁夏社会科学》２０２４年第１期。
胡洪彬：《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理论体系与践行路径》，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４年第１

期。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３卷，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４７０页。
张林，刘海辉：《习近平意识形态思想的五大理论特色》，《思想政治教育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沈壮海：《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理论结晶与思想引领》，《光明日报》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２７日第１１版。
辛向阳：《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体系》，《红旗文稿》２０２４年第２期。
王学斌：《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三个维度》，《中国青年报》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２４日第１０版。
辛鸣：《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学习时报》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１１日第Ａ１版。
张光哲，徐艳玲：《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科学内涵和价值意蕴》，《思想教育研究》２０２４年第２期。
胡海波，侯鉴洋：《习近平关于文化重要论述的总体性探讨》，《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赵剑英：《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内涵》，《世界社会科学》２０２３年第６期。
冯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及其特质》，《四川日报》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２３日第９版。
韩升：《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丰富内涵的四个向度》，《中国社会科学网》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１６日第９版。



文化主义论、文化方法论、文化知识论、文化

功能论等系统化的新时代文化理论；① 政治话语

体系形态论聚焦点在于提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宣

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指示，应包含十一个方

面的主要内容，即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推动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两个结合”

的根本要求、新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掌握信息化

条件下舆论主导权、广泛凝聚社会共识、以人

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构

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促进文明交流互

鉴；② 核心命题体系形态论聚焦点在于提出文化

使命论、文化道路论、文化领导论、文化立场

论、文化实践论和文化布局论等方面重要观

点；③ 结构体系形态论聚焦点在于提出以文化事

业总体谋划层面的内容、文化建设基本领域层

面的内容、文化理念深化创新层面的内容、文

化工作贯彻落实层面的内容为基本方面，由文

化发展、文化任务、文化理论、文化实践为基

本逻辑，构成一个内在联通、结构严谨的逻辑

架构；④

指向 “新时代”的理论视点在于习近平文

化思想原创性贡献研究。从宏观视野上看，其

思想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回答了在新时代建设什

么样的文化和如何建设文化的重大问题，标志

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

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

理论发展的崭新境界。⑤ 在原创性贡献研究上理

论视点主要在于原创性新提法，提出 “两个结

合”“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全人类共同价值”等一系列具有创新

性的重大论断，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历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还是在中华

民族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的

原创性意义。⑥ 在原创性贡献研究上理论视点主

要集中于理论贡献上的思考，习近平文化思想

是在实践中不断展开的、开放式的理论体系，

是对以往的文化认识和思想的系统整合和升华。

习近平文化思想既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

物质基础与精神文化辩证关系的思想以及马克

思主义文化视域下的意识形态批判思想，也推

动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

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亦冲破了西方资本主义文

化观的藩篱，形成关于世界文化发展的科学世

界观和方法论。⑦

二、指向 “新观念”：习近平

　　文化思想研究的逻辑焦点

　　新时代文化思想是以 “推动文化繁荣、建

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

使命为主线，聚焦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中的新观

点、新论断、新理念。紧扣时代的问题关切，

学界从文化创新论、文化自信论、文化交往论、

传统文化论、文化遗产论、文化平等论等方面

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重要论述

的核心要义，“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

坚持守正创新”，⑧ 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的逻辑

焦点在于文化自信观、文化交融观、文化创新

观，力求用 “新概括” “新标尺”为习近平文

化思想研究给予新视角，不断推进我国文化工

作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

新时代文化自信观。习近平总书记三次对

文化自信的集中论述，从 “更基本、更深沉、

更持久”到 “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更基

本、更深沉、更持久”，呈现出文化自信思想逐

渐走向成熟的发展过程。追溯来源，马克思主

义是新时代文化自信观的理论支撑，中华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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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伟：《习近平文化思想：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指向》，《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年
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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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志晓：《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容体系论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２０２４年第１期。
陈家付：《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在逻辑、理论创新和重大贡献》，《思想理论教育导刊》２０２４年第１期。
辛向阳：《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体系的三个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２０２４年第５期。
田鹏颖，刘颖晴：《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江苏社会科学》２０２４年第２期。
习近平：《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２０２３年６月２３日。



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是其历史依据，中国社会

发展的历史经验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传统是其

经验基础，当代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是其现实

基础。① 考究内核，中华文明是坚定文化自信的

扎实底气，“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

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这是人类文明的奇迹，

也是我们自信的底气。”② 中国人民在长期历史

演进中逐步形成了独特的价值体系、精神品格、

道德风尚，也造就了中国人民必然要坚持走自

己的路的发展逻辑，继而传承与赓续中华文明

成为文化自信的重要课题。一方面，文化自信

根植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认同是新时代文化自信自强的根基

所在，“如何对待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是判断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没有文化自信的重要标

准。”③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指出 “从先秦子学、两汉经

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

明理学，经历了数个学术思想繁荣时期”，④ 中

间夹杂着数十个朝代的兴替与多次文化融合，

凝练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意蕴，形成了

“深刻的思想体系、丰富的科技文化艺术成果、

独特的制度创造”，⑤ 概括出 “讲仁爱、重民

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⑥ 的

思想精髓，阐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显著特

征与独特魅力，即 “始终一脉相承” “兼收并

蓄” “应物变化”，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

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特征，强调了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进路与发展要求，

即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弘扬的 “双

创”方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弘扬，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互交

融。聚焦习近平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论

述，在学理上探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根

源，彰显中华文明自信。另一方面，文化自信

还在于对国家和民族深厚文化遗产的传承。文

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基因与血脉，既是见证

中华文明绵延发展的重要载体，又是新时代推

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也是增

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习近

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

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新时

代文化遗产观。论其传承要义是让文化遗产

“活起来”， “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

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

起来”，延续和激活文化遗产的生命活力。论其

传承宗旨是 “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历

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

着当下和未来，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重要

事业。论其传承意义是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

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精神标识要从文化遗产中去提炼，中华

民族的发展智慧要从文化遗产中去彰显，具有

中国精神、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明形象要

从文化遗产中去展示。

新时代文化交融观。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的一项重要方法论原则是 “秉持开放包容”，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文化

胸怀，中华文明也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

不断焕发新的生命活力，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

文化交融观：在观念上秉持文明多样性、平等

性、包容性，摒弃文明偏见、排斥和歧视，弘

扬文明无高低优劣之分的价值理念；在目标上

让文化交融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不竭动力、

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在实践上打造以相互尊

重、平等相待为基础，以开放包容、互学互鉴

为路径，以和谐共生、美美与共的新型文明交

往范式。⑦ 在理论上，新时代文化交融观：一是

魂脉与根脉的交融互构。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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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时代化的背景下提出了 “第二个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

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

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

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以马克思主

义为魂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推进

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实现了魂脉和根脉

两者的双向融合，推动了文化创新和社会发展，

也是中华民族文明现代化的重要方法论。二是

民族与民族的交融互助。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重要会议和重要政策

文件中指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的本质是文化的交融，各民族文

化承载着丰富的民族历史信息、深厚的民族情

感以及鲜明的民族精神风貌，促进各民族文化

交融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是极其重要的。中国历史上也存在一系列

关于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的深刻印记，诸如我们

所熟知的敦煌及河西地区，作为多民族聚居区和

中外文化的交汇之地，涵盖了如月氏、乌孙、匈

奴、吐蕃、突厥、蒙古等不同民族，各民族间在

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使敦煌文化发展更加繁荣，

成为中华民族关系史中的典范。① 在历史上民族

文化交融能够推动民族文化发展，在互通有无、

相互交流、相互融合中弱化民族隔阂与偏见，通

过文化尊重实现文化平等，通过文化感知实现文

化认同，通过文化合作实现文化发展，在交融交

汇中形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自觉。

三是世界与中国的交融互鉴。当今世界各国的命

运紧密相连，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

高度提出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方案，表达出 “我

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

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

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② 的中国观念。鉴真

东渡、郑和下西洋、张骞出使西域等历史事例已

然可以证明我国自古便以开放的姿态、包容的胸

怀与世界融通，尝试以交流互鉴破解文明固化，

丝绸之路作为文化廊道更是承载了多元文化交融

的历史印记。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融互鉴的

支点在于对话与交流，从和合共生理念出发，在

保持文化根基的同时，积极地参与到世界文化互

动中，以此实现文化的共同繁荣。

新时代文化创新观。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

视文化创新，他从社会发展、国家实力和文化

自信等方面深刻阐述了文化创新的重要价值，

指出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坚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

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③ 新时代文化创新观的重要原则是要坚定

人民立场、确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本方向、

提升思维观念上的创新能力、遵循客观实际和

文化发展规律，④ 重要内容是文化作品创新、思

想理论创新、科学技术创新、文化体制创新，

重要前提是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

态领域指导地位之正，守的是 “两个结合”根

本要求之正，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

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之正。创新，创的是

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⑤ 创思路之

新。思路创新是一切创新的内在灵魂，中国式

现代化的新实践向文化工作提出了新的方法论

要求，即文化工作需展现新气象、取得新成效、

提升新质效。为达成这一要求，关键是要把握

新时代的文化主题，深入认识当前社会主要矛

盾与文化发展趋势，“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

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

新”，实现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

践、主要与次要的贯通，为文化思路创新拓展

广阔空间。创话语之新。新时代呼唤文化理论

中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这种话语的创

新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创造和中华文明的

现代更新基础上，凝结而成具有强烈时代特征、

鲜明内生特质、高度实践取向的新话语，如党

的文化领导权论、新的文化使命论、文化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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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论、新的文化生命体、魂脉根脉论、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论等，构成文化创新的重要推动力。

创机制之新。体制机制创新是具有基础性、全

局性的途径，通过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可

以打破固有文化体制机制的束缚和障碍，为文

化领域提供更加开放、更具活力的发展环境，

在推动文化业态多样化发展、健全现代文化产

业体系、促进文化产业高质高效发展、增强文

化国际影响力、培育高素质文化人才等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创形式之新。当前科技发展日新

月异，包括空间技术、生物科技、新材料新能

源技术等不同业态相互融通，为文化发展与创

新提供了崭新的传播方式和无限可能的表现形

式，营造了文化发展新态势，文化与科技的深

度融合已经成为推动文化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三、指向 “新实践”：习近平

　　文化思想研究的学术拓展

　　以目前学界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成果为基

础进行学术勘探，可以从总貌上反映此方向研

究的学术脉络、学术积淀、学术焦点，进而把

握创新实践。从呈现出学术话语与政治观点互

动共进的研究格局来看，学术触角已经延展至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的重要论述中文化领导

权、文化使命、文化主体、文化繁荣、文化强

国、文化自觉等基本观点，其理论贡献显著。

面对实践，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立场观点

方法聚焦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建设，回应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议题，描摹新时代

的文化实践全貌，把握研究发展趋势，推动习

近平文化思想研究走向学术化、系统化、应用

化，这是学术上的最大张力。

指向 “新实践”在于拓实基础性研究，提

升研究成果的学理厚度。基础性理论研究是开

展学术研究工作的必要前提和扎实基础。习近

平文化思想已经成为研究热点，随之涌现出不

少的研究成果，其中关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生成

逻辑、学理逻辑、价值逻辑等方面的基础性研

究已有一定积累，但大部分研究仍呈现为解读

性和宣传性的学习成果，需要站在历史的厚度、

哲学的深度、视野的广度、时代的温度、实践

的力度，进一步凝练和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的

学理性意蕴，扩展其理论外延，充分彰显其学

术张力和穿透力。具体来看，可以聚焦以下问

题：其一，注重政治话语与学理话语的融通转

化。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战略性的政治话语，

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新征程、铸就中华文

化新辉煌中形成的理论，既需要从政治性高度

与站位解读和阐释，也需要从学理性维度构建

扎实的知识体系，更需要以专业的学术研究范

式，将政治话语及理念融通转化为有理有据的

学术话语及观点，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思想的理论活力。其二，注重基础理论研究与

实践应用研究的辩证统一。一方面，不断深化

和挖掘基础理论。思想研究之于大众的通达、

之于现实的指导，根本在于自身的理论彻底性，

所谓彻底，就是深入把握事物的根本。习近平

文化思想的基础理论研究应当聚焦于习近平文

化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阐释其基本范

畴、重要命题、核心概念、理论逻辑、价值理

念等方面，深刻揭示其学理意蕴。另一方面，

关照理论研究的问题意识与现实意识。习近平

文化思想是一个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的重要问

题，应在实践和理论的互动中科学而准确地阐

释这一思想的学理内涵，由 “事理”看 “学

理”。其三，注重宏观研究与专题性研究的有机

结合。对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研究，除了从宏

观层面形成一系列原创性成果，也要紧扣新的

文化使命这一主题主线，对相关理论和实践问

题开展专题化、聚焦化研究，立足党的百年道

路探索，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思维方式，聚焦重点课题重点探究，如文化领

导权、文化繁荣、精神富裕、七个着力要求

论等。

指向 “新实践”在于拓伸研究视野，提高

研究成果的学术广度。未来一个时期的研究，

需强化古今中外的比较视野，激活习近平文化

思想的思维优势和特色话语。现有研究普遍内

嵌于 “自我”的立足点位，而鲜有脱嵌至 “他

者”的互证意识，比较研究作为重要的方法论，

在横向增进国际交往和纵向增强理念连续性上

皆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一，面向历史，拓伸纵

向视野。考镜源流，立足古今之维，细致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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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文化思想同以往历届领导人文化思想的

创新点，继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实践洞察，在文化主

体观、文化价值观、文化治理观等方面强化和

提升习近平文化思想独有特征，于比较之中使

其研究成为一个有生机、有活力的学术生命体。

其二，面向世界，拓伸横向视野。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文化交流的相关

论述中，充分体现出我国 “亲诚惠容”的外交

理念和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世界意识，在多场

外事活动中，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出访国的民族

文化和文明形态如数家珍，彰显出我国对待世

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基本态度，以及对实现不同

文明间平等对话的不懈追求，对于习近平文化

思想的研究，更应主动以国际化视野广泛地解

读与阐释，在比较中借鉴他国文化建设之长处，

增强我国文化发展道路之自信。其三，面向现

代化，拓伸交叉视野。一则注重以交叉思维探

讨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习近平经济思想、法治思

想、文化思想、生态文明思想、强军思想、外

交思想等思想之间的逻辑关联，形成习近平文

化思想全方位延展性的思想空间。习近平文化

思想提出前，已有多个领域重要思想被总结和

阐述，已然闪耀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之光，照亮国家文化发展前行之路。

再则融入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等

多学科理论进行交叉研究，全面把握习近平文

化思想这一综合性、实践性的时代命题。其四，

面向理论研究，拓伸系统视野。将习近平文化

思想的研究置于系统化、体系化的总体视域中

展开，形成重点明确、层次明晰、功能明朗的

科学架构。笔者认为，从学术创新和理论升华

的视角来看，科学体系的研究可以成为重要的

学术生长点和拓展域，即需要归纳与构建出习

近平文化思想中所内含的科学体系，并且在此

过程中要充分厘清 “具体论述”与 “思想体

系”之间的联系和区别，需要对其中蕴含的核

心理念和主要观点按照一定逻辑思路进行整体

性的架构和梳理，这也是未来研究所致力的目

标和方向。

指向 “新实践”在于拓展研究形态，强化

研究成果的创新特质。只有多维度、多形态、

展望式的创新研究才能全面认识和理解习近平

文化思想，才能深刻把握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

客观规律，才能推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建设的新局面。其一，创新习近平文化思想

的知识体系研究。应构建具有习近平文化思想

自觉的共识性知识体系和多学科知识体系。从

一定意义上说，习近平文化思想是贯穿当代中

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思想，一方面，用习近

平文化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自主知识体

系构建，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

创新。另一方面，将习近平文化思想有机融入

各学科知识体系，以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的文

化智慧为根基构建具有中国式风格和知识结构

的学科范式。其二，拓展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话

语体系研究。习近平文化思想就内在逻辑而言

具有战略性、科学性与原创性的话语自觉，就

发展脉络而言具有历史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的

话语承接，就外在表征而言具有民族性、时代

性与人民性相适应的话语品格。面对国际文化

日益激荡的时代背景和意识形态博弈交锋的复

杂局势，需推动习近平文化思想独特话语体系

的构建，坚定 “新的文化使命”的话语立场，

设置文化建设、文化自信、文化强国、文化繁

荣等话语主题，拓展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

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深厚资源的话语

内容，发展大众化意识形态话语、特色化文化

传播话语、主旋律化文艺话语等话语形式，推

进中西文明互鉴视野下中国思想的话语传播。

其三，实现习近平文化思想赋能立德树人研究。

习近平文化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的伟大实践中，在深厚的历史底蕴中积淀与

凝结成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成果，

是有效辨明多元文化背后深层次价值取向和承

担起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文化使命的强大思

想武器，应推动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重大理论

成果赋能铸魂育人，将其纳入立德树人体系之

中，培养具有 “中国气质”、葆有 “文化根

性”、赋有 “文化认同”、含有 “文化思辨”、

兼备 “文化素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同时，加大学术力量关注习近平文

化思想中有关以文化人的育人研究：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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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关于立德树人的重要论

述研究。另一方面，拓展习近平文化思想中育

人一体化的实践研究，在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

的内涵式研究基础上，深透立德树人一体化的

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主体、教育生态等

文化层次类型，探索全新的育人一体化文化模

式。其四，激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层动能研

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干革

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

的现实问题。”① 关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研究也

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以求实扎实的原则

遵循进行调查研究，对基层文化建设落实情况

进行摸底排查，直面文化建设在基层具体落实

过程中一系列长期积累的遗留问题及新出现的

突出矛盾，在指导实践中丰富习近平文化思想

研究，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强大的真

理力量和独特的思想魅力。另外，习近平文化

思想最终需要指导基层文化建设，政府通过政

策制定和资源供给推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有效

传达，基层组织在领会具体精神实质基础上，

形成日常文化建设的本领，基层群众从习近平

文化思想的转化成果中感受新时代中国文化的

先进和魅力，彰显习近平文化思想管用、好用、

实用的实践优势，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建设

赋予源源不断的基层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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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马克思与斯宾诺莎的关系

———从马克思对 《神学政治论》的阅读谈起

杨礼银，何鸿杰
［武汉大学，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摘　要：马克思对 《神学政治论》的阅读笔记并不能展现他与斯宾诺莎的真实关系。他在阅读

《神学政治论》时直面斯宾诺莎，但并未真正重视斯宾诺莎的哲学，且在不久之后的 《神圣家族》中

便将斯宾诺莎视为 “形而上学的代表”予以否定。事实上，马克思在其自然观和唯物史观的阐释中

灵活运用了斯宾诺莎的哲学，对斯宾诺莎的态度逐渐转向正面，并在１８５７年以后多次给予其正面评

价。马克思与斯宾诺莎的真实关系以 “内在性原则”，即严格基于世界本身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原

则为核心，它是二者的批判所共同遵循的原则。探究二者的思想关系，可以更好地挖掘马克思思想背

后的丰富思想资源，以便于更好地将其思想理解为批判、开放和不断发展的学说。

关键词：马克思；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内在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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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和斯宾诺莎的关系一直是学界历久弥

新的论题，特别是阿尔都塞提出了 “斯宾诺莎是

马克思在哲学上唯一的祖先”这个论断，使得马

克思思想中的斯宾诺莎问题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研

究和争论。但令人费解的是，就连阿尔都塞本人

也并未对这个论断做出详细的解释说明，他甚至

关于斯宾诺莎的课程都很少。即便当代西方激进

左翼掀起了 “斯宾诺莎的复兴”，斯宾诺莎主义

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派，但马克思思

想中的斯宾诺莎因素仍然没有得到系统的说明。

如果按照阿尔都塞的主张一意孤行地去强调马克

思是一个斯宾诺莎主义者，那也注定是徒劳无功

的。马克思的思想溯源工作是极其重要的，正如

佩里·安德森在 《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指出

的那样：“换句话说，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不

断试图建立起一个上溯到马克思以前的学术渊

源，那是有着某些合理性的。因为，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任何创造性发展本身，必然要对马克思本

人所忽视或绕过的复杂的认识史，作一番重新考

虑。马克思著作本身内的现有出发点，则为数太

少、范围太窄，因此这种重新考虑就非要不

可。”①因此，对这一回溯的得失进行反思，同样

是有必要的。

一、马克思阅读 《神学政治论》

　　及其所作摘录的疑点

　　马克思关于斯宾诺莎的讨论散落在他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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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著作体系之中，他没有用大篇幅的文字分析

和批判斯宾诺莎的哲学体系，在这个相对薄弱

的文本环节中，得到最多关注的是他对 《神学

政治论》的阅读并留下的一个摘录笔记，这个

摘录笔记往往被视为研究马克思和斯宾诺莎关

系的核心文本。重新认真审视这一笔记，有必

要纠正过去的一些误解，以便更好地探讨二者

的真实关系。

（一）马克思阅读 《神学政治论》的时间

错位

通过对比马克思在不同时期对斯宾诺莎哲

学体系的态度和其阅读 《神学政治论》的发

生时间，会发现其中存在一个明显的逻辑矛

盾，其对 《神学政治论》的阅读发生在 １８４１

年，而在１８４５年初的 《神圣家族》中，他将

斯宾诺莎的哲学视作 “形而上学的代表”加

以批判。从马克思的表述来看，１８５７年在

《资本论》中谈及黑格尔的辩证法时他才给予

了斯宾诺莎肯定性的评价，在此之后，他才特

别强调要在斯宾诺莎的哲学体系中，揭示真正

构成它的东西。１８５８年马克思给拉萨尔的回

信中提到：“即使在那些赋予自己的著作以系

统的形式的哲学家如象斯宾诺莎那里，他的体

系的实际的内部结构同他自觉地提出的体系所

采用的形式是完全不同的。”① １８７９年马克思

给马克西姆·科瓦莱夫斯基的信是其对斯宾诺

莎的最后一个陈述，他提到：“此外，对一个

著作家来说，把某个作者实际上提供的东西和

只是他自认为提供的东西区分开来，是十分必

要的。这甚至对哲学体系也是适用的：例如，

斯宾诺莎视为自己体系的基石的东西和实际上

构成这种基石的东西，两者完全不同。”②

简而言之，既然马克思对 《神学政治论》

的阅读发生在他的青年时期，而他表达对斯宾

诺莎的正面态度则发生在１８５７年以后，二者

在时间关系上存在明显的偏差。既然如此，那

么 《神学政治论》如何在马克思基本否定斯

宾诺莎哲学体系的前提之下给予他重要的影响

呢？他又为何如此吝啬笔墨以至于没有留下评

析 《神学政治论》的只言片语呢？遗憾的是，

当马克思明确肯定斯宾诺莎的哲学时，他的批

判重心已经转向，也已经和 “纯粹哲学”告

别，因而无法在他本人的陈述中找到答案。因

此，将马克思的思想向斯宾诺莎的回溯时，将

目光主要放在其对 《神学政治论》的阅读之

上，其实是一种极大的误读。

另一条线索是来自 “应试说”的诘难。

１８４０年３月３０日，鲍威尔在给马克思的一封

信中建议他亲身了解斯宾诺莎的哲学，为的是

敦促马克思尽快攻读博士学位。鲍威尔提到：

“我听这里的默勒说，在柏林考试通常主要围

着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转，没有

别的。”③ 于是，马克思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阅读并摘录了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休谟和

斯宾诺莎的哲学，但对斯宾诺莎哲学的摘录大

多是来自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言论。也就是说

其很有可能是在应付考试的前提下仓促地阅读

了斯宾诺莎的哲学。这种 “应试说”并非空

穴来风，学界已经注意到，由鲍威尔所打听到

的考试内容构成了马克思 《柏林笔记》的主

要内容，其对 《神学政治论》摘录和对斯宾

诺莎书信的摘录也包含在其中， 《柏林笔记》

的部分内容甚至是由马克思所雇的一位 “不

知名的抄写员”所代为摘录的，因而也就无

法体现其真实思想状况。④ ＭＥＧＡ２的编者也提

到了 《柏林笔记》的创作动机：“可以肯定的

是，马克思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用于科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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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而是将这个笔记视作一种工具。”① 因此，

《神学政治论》对青年时期的马克思产生的影

响是有限的，这大概就是其阅读 《神学政治

论》只是摘录而没有任何评注的原因。

还应注意的是，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对斯宾

诺莎哲学的基本命题还存在着明显的误读。斯

宾诺莎以 “神或实体”为核心建构起整个哲

学，但神并不是超越自然的存在，他有时也将

神与自然并称，神就是自然，神的律法就是自

然法则，神的力量就是自然力量本身。马克思

一开始对斯宾诺莎的神并没有正确理解，他认

为斯宾诺莎将实体称为神，将爱神视为幸福，

是一种无用的自我慰藉，并对此嗤之以鼻。他

还把斯宾诺莎的实体理解为 “形而上学地改了

装的、同人分离的自然”，② 即僵死的自然。斯

宾诺莎说，神即自然，但神是 “能生的自然”

（ｎａｔｕｒａｎａｔｕｒａｎｓ），自然界是 “被生的自然”

（ｎａｔｕｒａｎａｔｕｒａｔａ）。当马克思说斯宾诺莎的实体

是 “同人分离的自然”时，就陷入了黑格尔对

斯宾诺莎的理解窠臼当中，也就意味着此时的

他并未真正理解斯宾诺莎哲学。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其青年时期对斯宾诺

莎哲学的基本态度出发，还是阅读 《神学政治

论》的背景出发，都不能将马克思对 《神学政

治论》的阅读及其笔记置于其思想向斯宾诺莎

回溯的核心，他对斯宾诺莎的肯定性评价同阅

读 《神学政治论》的时间关系存在着明显的错

位。因此，他的摘录笔记无法真正展现他与斯

宾诺莎的真实关系。

（二）摘录笔记只凸显了马克思的问题

意识

在马克思对 《神学政治论》的摘录笔记当

中，引起研究者最多兴趣的是他并未按照 《神

学政治论》的本来目录顺序进行阅读和摘录。

他着重关心的是 《神学政治论》讨论思想自由

和民主政体的部分，据统计，其共摘录 《神学

政治论》１６７处，该部分就占到５９处。这本来

是斯宾诺莎从讨论神学、批判 《圣经》一步步

引向的作为结论的核心高潮部分，在他这里首

先获得了关注，斯宾诺莎的结论似乎只是成为

了马克思政治哲学批判的前提，这样看来，其

政治哲学批判确实要比斯宾诺莎激进得多。传

统观点认为，马克思这样的调整展现了 《神学

政治论》更加真实的、活的自在体系，克服了

斯宾诺莎展现的僵硬的自觉体系，从而将其政

治哲学批判在某种程度上和斯宾诺莎关联起来，

传递一种信号：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批判有强烈

的斯宾诺莎色彩。③ 但并不能认为马克思通过这

样的调整，就揭示了 《神学政治论》更加真实

的、活的体系，更不能由此断定这份摘录笔记

对其之后的批判及新世界观的形成意义重大。

原因在于马克思的阅读并非一种 “无辜的阅

读”，而是一种 “有罪的阅读”，青年时期的他

批判重心是哲学和政治，他按照自己的问题意

识去阅读和挖掘与之相关的文本，所以，这种

阅读顺序的调整可以理解为其有意为之，但其

目的并非挖掘 《神学政治论》中被斯宾诺莎僵

硬的哲学体系掩盖了的更加真实的东西。马克

思的这个特殊阅读方式只是展现了自己的问题

意识，无关 《神学政治论》的 “双重体系”。④

在马克思给拉萨尔和马克西姆·科瓦莱夫

斯基的信中，他以斯宾诺莎为例，强调要区分

其哲学所蕴含的双重体系，目前也没有直接的

文本依据证明，其所指的是 《神学政治论》。

但可以做出这样一个推断，由于青年马克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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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４２页。
在国内学界对马克思与斯宾诺莎的关系研究中，冯波以宗教批判和政治哲学的视角切入，其文章 《马克思对斯宾诺莎的双

重阅读———以马克思的 〈神学政治论〉摘录为中心》（载 《哲学动态》２０１８年第１期，第２３－２８页），对 《神学政治论》摘录笔

记的解读就存在着过度解读的嫌疑。

日本学者内田弘在其文章 《马克思的斯宾诺莎 〈神学政治论〉研究的问题像》 （载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２０１６年，第２６３－２９３页）中同样强调了马克思的摘录顺序与他的问题意识是紧密相关的，而且他认为马克思的特殊阅读顺序并未
影响其问题意识的连续性。



批判重心是哲学和政治， 《神学政治论》中得

到他最多重视的是关于自由、国家和民主的讨

论，这与他的问题意识是一致的。而１８５７年之

后，当他强调要重视斯宾诺莎哲学中真正构成

它的东西，揭示其僵硬外壳之下的 “活的体

系”，此时他早已将批判重心转向了政治经济学

批判，晚年马克思甚至关注的是人类学，《神学

政治论》所探讨的内容早已经不再身处他的主

要问题域之中，所以其所意指的对象并非 《神

学政治论》。① 虽然马克思与斯宾诺莎的直接文

本关联发生在 《神学政治论》中，但是二者关

系的真正基石并不在 《神学政治论》当中，正

确审视其对 《神学政治论》的阅读及其所做的

摘录笔记是理解二者关系的重要前提。

二、马克思文本中的斯宾诺莎形象

当马克思对斯宾诺莎的态度转向正面时，

他已经和 “纯粹哲学”告别，其没有专门的写

作去分析斯宾诺莎哲学对他的积极影响。所以，

有必要承认马克思的思想向斯宾诺莎的回溯是

有限度的。② 但是，仍然可以回到他直接谈论斯

宾诺莎哲学的地方，重新思考马克思思想中的

斯宾诺莎因素。

（一）马克思两封书信的启示

在给拉萨尔和马克西姆·科瓦莱夫斯基的

信中，马克思两次提到了要注意哲学家们自觉

提供的体系和哲学思想本身的自在体系的区别，

他强调的是要善于扬弃思想体系的僵硬外壳，

发现其中的真实的、活的体系。他在信中的陈

述常常被当作斯宾诺莎在其思想来源中占据重

要地位的依据。但是，难道这两次以斯宾诺莎

为例的陈述仅仅是证明马克思对斯宾诺莎哲学

的态度转向正面而已吗？为什么他特别提到的

是斯宾诺莎，此时其所指的斯宾诺莎哲学的

“实际内部结构”即在他看来斯宾诺莎哲学的

真正基石是什么？事实上，这两封信中所隐含

的上述问题很少被关注，而仅仅被作为结论记

下来以作为马克思熟悉斯宾诺莎的旁证，如果

把目光投向书信本身的内容，特别是马克思

１８７９年给马克西姆·科瓦莱夫斯基的信中，就

会找到回答上述问题的线索。

事实上，马克思在讨论斯宾诺莎时所涉及

的问题都与 《神学政治论》的论域无关。在

１８７９年的信中，马克思在阅读了卡列耶夫的

《十八世纪法国农民和农民问题》之后，就重

农主义的问题向马克西姆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他强调： “只是我不完全同意他 （卡列耶夫）

对重农学派的看法。就拿资本的理论，即现代

社会结构的理论来说吧。”③ 然后他接着批判卡

列耶夫只是把农业和工商业对立起来，只看到

社会职业表面的对立，没有看到深层次的阶级

对立，从而没有做到像魁奈那样在农业体系中

发现经济领域当中的阶级关系。最后，马克思

才以斯宾诺莎为例，强调思想的 “自觉体系”

和 “自在体系”是完全不同的。马克思在一封

批评重农主义，阐释自己主张资本的理论的信

中，突然将目光转向斯宾诺莎，这绝不是偶然。

这封信讨论的问题并不是宗教批判和政治哲学，

所以，这里所指的斯宾诺莎哲学体系的真正基

石绝不是所谓的早年在 《神学政治论》中被其

激进化了的斯宾诺莎的政治哲学。虽然马克思

没有接着说明这个 “真正基石”是什么，但有

理由相信，其对斯宾诺莎哲学的汲取超出了宗

教批判和政治哲学的范围。洪汉鼎先生在其德

文著作 《斯宾诺莎与德国哲学》中就详细讨论

了马克思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方面对斯宾诺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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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克思与斯宾诺莎思想关联的有限性，以及阿尔都塞论点的出发点及其欠妥之处，邹诗鹏教授在其论文 《马克思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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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的影响仅限于启蒙，止步于唯物史观。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第５２７页。



哲学的吸收。① 学者尤伟尔 （ＹｉｒｍｉｙａｈｕＹｏｖｅｌ）

也特别指出：“关于斯宾诺莎的思想，马克思灵

活运用的场合比他自己以为的还要多得多。”②

在 《资本论》中有一段经典表述介绍辩证法，

在此马克思也特别提到：“正当我写 《资本论》

第一卷时，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愤

懑的、自负的、平庸的模仿者们 ，却已高兴地

像莱辛时代大胆的莫泽斯·门德尔松对待斯宾

诺莎那样对待黑格尔，即把他当做一条 ‘死

狗’了。”③ 虽然这段话强调的是不能简单地把

黑格尔当成一条 “死狗”，但也应看到，斯宾

诺莎在其眼中同样是一个悲惨的受害者，他对

一些伟大的思想家在思想狭隘、不宽容的环境

中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感到愤慨。在１８７９年的信

中，马克思首先说 “这甚至对于哲学体系也是

适用的。”④ 然后才以斯宾诺莎为例，说明马克

思此时看到了斯宾诺莎整个哲学体系的真正价

值所在，这为跳出宗教批判和政治哲学的范围，

从更宽广的角度探讨斯宾诺莎对马克思的积极

影响提供了重要支撑。

（二）马克思对斯宾诺莎哲学的灵活运用

由于马克思在不同时期的批判重心是不同

的，当他对斯宾诺莎的态度转向正面，他已经

不会用专门的文字去剖析斯宾诺莎的哲学，所

以，想要寻找其对斯宾诺莎哲学汲取的直接文

本依据是很困难的。庆幸的是，恩格斯在这方

面提供了重要思路，他对斯宾诺莎哲学是如何

融入马克思的新世界观的有很多精彩的论述。

在其著作 《自然辩证法》的序言中，恩格斯将

斯宾诺莎与１８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直接联系起

来。他写道： “当时的哲学博得的最高荣誉就

是：它没有被同时代的自然知识的狭隘状况引

入迷途，它———从斯宾诺莎一直到伟大的法国

唯物主义者———坚持从世界本身来说明世界，

并把细节的证明留给未来的自然科学。”⑤ 恩格

斯认为， “坚持从世界本身说明世界”是斯宾

诺莎哲学核心概念 “自因”的方法论展示，也

是其与马克思思想的真正关联之所在。有了这

个基础，再把目光投向马克思的诸多论述时，

会发现其确实灵活运用了斯宾诺莎的哲学。

首先，在自然观中，马克思紧跟斯宾诺莎，

坚持自然和人作为具体的、物质的存在，他将

自然视为人类能动性与宇宙原始物质之间的综

合体。人作为有限的存在必定不是自给自足的，

它需要来自自然的 “他者”元素补充，同时，

自然不断地被人类改变和重塑。人的有限性需

要客观自然作为补充，它们在辩证关系中共同

构成新的内在整体，取代了斯宾诺莎的上帝或

实体。其次，马克思赋予人作为主体的特殊地

位并没有将他置于唯心主义的阵营中，人类通

过劳动和生产完成对自然的重塑，在这之中，

人是作为一个自然实体履行角色，而不是超越

自然的高级精神。马克思这样回答人与自然的

创造问题：“我只能对你作如下的回答：你的问

题本身就是抽象的产物。……既然你提出自然

界和人的创造问题，你也就把人和自然界抽象

掉了。你设定它们是不存在的，你却希望我向

你证明它们是存在的。那我就对你说：放弃你

的抽象，你也就会放弃你的问题，……因为一

旦你那样想，那样提问，你就会把自然界的存

在和人的存在抽象掉，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也许你是个设定一切都不存在，而自己却想存

在的利己主义者吧？”⑥ 马克思带着强烈的斯宾

诺莎主义色彩，否定超越的世界，肯定没有自

然和人本身就不存在任何存在。“人与自然因自

身而存在”，自然作为内在世界的基础，不存在

任何外在事物作为自然存在的原因，自然是

“自因”的，这一点马克思肯定无疑。他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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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内在世界可能不存在的想法视为逻辑上的荒

谬予以驳回，从而确立了内在世界的必然性和

自足性。内在存在 （“人与自然的统一体”）对

他来说是整体存在。因此，它必然存在，不允

许任何外部解释，也不要求任何外部解释，马

克思的这个论点本质上是斯宾诺莎主义的。其

认为在本体论上自足的实体不是斯宾诺莎同质

意义上的 “自然”，而是自然与人的辩证互动，

它们通过人的实践相互影响。

同自然观一样，在其社会历史理论中，马

克思也灵活运用了斯宾诺莎的哲学。首先，马

克思很早就从科学的角度看待社会，即使他的

思想当时仍然被启蒙运动和黑格尔思想占领，

并以政治为改革的主要领域，马克思写道：“不

过先是马基雅弗利、康帕内拉，后是霍布斯、

斯宾诺莎、许霍·格劳秀斯，直至卢梭、费希

特、黑格尔则已经开始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

了，他们从理性和经验出发，而不是从神学出

发来阐明国家的自然规律。”① 他已经意识到社

会规律必须从神学中解放出来，用科学的眼光

看待，他将这个原则从政治扩展到了经济领域。

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当中，马克思说： “我

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②

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同样需要用科学的方法进

行考察，唯物史观因其科学性，从而揭示了人

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成为历史之谜的真正解答。

其次，马克思将物质资料的生产视为是人类的

一项基本活动，他们通过这种活动来表达和实

现他们的存在，这种生产比人类知识、理性思

辨、宗教或道德奉献具有更高的价值属性，他

很早就开始将实践物质或经济现实视为新的现

实，这种现实是马克思意义上的 “内在物质”，

他把这种经济基础作为根本性的第一原理，作

为整个内在性领域的基础。从存在论的角度来

看，它对马克思来说，就如同水对泰勒斯、火

对赫拉克利特、精神对黑格尔、自然对斯宾诺

莎一样。但它既不只是物质，也不是纯粹的精

神，而是人类劳动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的实践

综合，而人类劳动又创造了人类自身。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自然观和历史观中都

蕴含了斯宾诺莎哲学的因素，从其写作的时间

线索和文本逻辑来看，可以推断，青年马克思

并未真正重视 《神学政治论》，其摘录笔记所

体现的是自己的问题意识，青年时期的他并未

真正意识到斯宾诺莎哲学的真正价值，因此在

《神圣家族》中给予了斯宾诺莎否定性的评价。

随着其思想进程的逐步推进，开始灵活运用斯

宾诺莎的哲学，他逐渐转变了对斯宾诺莎的态

度，才真正在斯宾诺莎哲学僵硬的外壳之下发

现了活的体系。最后，马克思才在 １８５８年和

１８７９年的两封信件中，以斯宾诺莎为例，强调

去区分哲学的 “自觉体系”和 “自在体系”，

这里提及斯宾诺莎这绝不是偶然，他的态度表

明，在他的批判过程中，灵活运用了斯宾诺莎

哲学，对斯宾诺莎的哲学真正实现了扬弃。

三、马克思与斯宾诺莎的真实关系

根据前文所述，马克思对 《神学政治论》

的阅读和其所留下的摘录笔记并不能真实反映

其对斯宾诺莎哲学的吸收，也不能将青年马克

思的特殊问题意识理解为激进化了的斯宾诺莎

的宗教批判和政治哲学。马克思与斯宾诺莎的

真实关系是以 “内在性原则”为核心的， “内

在性原则”在马克思和斯宾诺莎的哲学中都占

据着重要地位。

“内在性原则”是严格基于世界本身解释

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原则。在斯宾诺莎那里是

“自因”概念的方法论展示，在其哲学中，他

将实体等同于上帝，当他说上帝是实体或上帝

是自然时，指的是哲学的最高原则，除了实体

或自然和自然的规律外、没有上帝，人必须从

宗教的桎梏中走出来，用科学态度看待自然和

实体。他的实体观念首先是 “自因”的，恩格

斯高度赞许 “自因”概念，即不承认宇宙和自

然的外部存在外在的创造者，坚持从世界本身

出发说明世界。恩格斯高度重视斯宾诺莎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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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唯物主义基础，他认为斯宾诺莎主义在一

定程度上融入了马克思主义。１８８９年恩格斯与

普列汉诺夫就斯宾诺莎进行了一次谈话提到：

“有一次，我们的谈话转向了哲学。恩格斯严厉

地指责了斯泰恩所谓的自然哲学唯物主义的东

西。恩格斯回答说：当然，斯宾诺莎老头是完

全正确的。”①

斯宾诺莎的哲学只承认现世的存在是唯一

现实的存在，是任何伦理价值和政治权威的唯

一来源，一切存在都是现世的，没有超越现世

的东西，没有将神圣意志强加于个人的上帝，

也没有任何超自然的力量或价值观，认识到这

一点，是人类获得解放的前奏和先决条件。尤

伟尔认为， “内在性”这个概念比 “泛神论”

或 “自然主义”更准确也更根本地表达斯宾诺

莎的哲学，他将斯宾诺莎对德国哲学 （包括马

克思）产生的影响解读为 “内在性的历险”。②

阿尔都塞同样看到了这一点，在 《自我批评论

文集》中，他多次谈到斯宾诺莎的 “内在性”

思想，阿尔都塞指出，斯宾诺莎 “抛弃每一种

起源、先验或不可知的世界的论点，（上帝）

甚至在本质绝对的内在性里伪装起来”，③ “上

帝”就是 “内在世界”本身。斯宾诺莎完全抛

弃一切意识形态的幻想，而与意识形态相对应

的真知识不完全只是一种知识，而是 “人所生

活的物质世界，即他们具体的和历史的存在的

物质世界”。④ 另一方面，阿尔都塞强调： “如

果它想掌握这些现实，唯物辩证法就不能以残

余的黑格尔辩证法形式为自满。它需要在黑格

尔的辩证法中找不到的其他的形式。正是在这

里，斯宾诺莎作为一种参照点符合我们的需

要。”⑤ 阿尔都塞认为，斯宾诺莎拒绝一切主体

和开端，马克思借助这一特征批判黑格尔的抽

象辩证法，由此实现了内在论的唯物主义。

马克思以自己的方式追随斯宾诺莎，他将

社会经济领域作为决定其他领域的最基本领域。

他坚持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遵循社会

经济现实本身的规律，人类即将实现的任何解

放都将通过现实本身的内在运作和内在规律来

实现，而不是像康德或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

通过将外在道德意志强加于现实。其在 《资本

论》中，全面展开了这种斯宾诺莎主义的方法，

详细分析了社会现实本身的内在规律，提供了

实现人类解放目标的动力，用一种 “新经济

学”的方式取代了斯宾诺莎的 “几何学方法”。

马克思的方法在两个方面是斯宾诺莎主义的，

从而展现了 “内在性”。首先，他认为社会是

由其自然过程科学地决定的，解放的科学必须

尊重自然规律；其次，二者拒绝乌托邦和唯意

志论，否认上帝和所谓的道德意志在历史事务

中的作用，他们以现实本身来解释现实，人类

自身的发展将成为解放的载体。不同的是，马

克思对社会现实有更深刻的看法，他在自由的

概念和解放的计划中都加入了不可或缺的经济

维度。

总而言之，马克思的自然观中保留了斯宾

诺莎主义的基本框架，他将自然理解为人与自

然的辩证统一体，他在自然观上完成了对斯宾

诺莎的超越。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体，作为实

践的内在物质本体，从而是解释整个内在世界

和自然观的第一原则。在社会历史中，他重视

社会变革的物质条件，强调社会经济领域是作

为决定内在领域的根本，必须尊重社会经济现

实的基本规律，涉及人类的任何解放都要通过

现实本身的内在运作和内在规律来实现。马克

思的思想从根本上说也同样坚持 “基于世界本

身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从而也可以被解读为

一种新的 “内在性哲学”。综上所述，结合马

克思讨论斯宾诺莎哲学的时间线索和他特殊的

批判逻辑，二者所共同遵循的 “内在性原则”

展现了二者的真实关系，同时也是马克思所强

调的斯宾诺莎哲学的真正基石。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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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论

马克思与斯宾诺莎的关系是其思想溯源中

的薄弱环节，尽管斯宾诺莎对马克思产生了不

可忽视的影响。 “内在性原则”作为他们思想

中的重要原则，体现了二者的真实关系。但是，

将马克思贴上斯宾诺莎主义的标签是大错特错

的，马克思主义自身的话语体系和解释原则和

斯宾诺莎是根本不同的。斯宾诺莎毕竟没有挣

脱形而上学的束缚，而马克思完成了哲学革命，

以至于他的学说 “不再是哲学，而是一种新世

界观”。探讨马克思思想中的斯宾诺莎因素，目

的是挖掘其思想背后更加丰富的思想资源宝库，

这不仅具有理论意义，同时也具有极大的现实

价值，我们只有看到马克思思想背后的丰富思

想资源，才能更好地理解他的思想，真正认识

其学说是批判、开放和不断发展的学说，才能

更好地就今天所面对的时代难题求教于马克思。

阿尔都塞绕道斯宾诺莎，却未详细说明为

什么马克思是一个斯宾诺莎主义者，他的目的

也是揭示马克思学说的科学性和开放性，反对

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社会理论软化为

“人道主义的胡言乱语”，避免狭隘地理解马克

思。阿尔都塞的后学们，面对新的时代难题，

求教于斯宾诺莎的哲学，掀起了斯宾诺莎的复

兴。即便他们更多的是求教于斯宾诺莎，但同

时也不希望马克思的学说在今天像当年斯宾诺

莎、黑格尔那样被轻蔑地、不屑一顾地对待。

■责任编辑／张瑞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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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克斯 “劳动过程辩证三角形”

思想的批判性解读

王鹏飞
［云南大学，昆明　６５０５００］

摘　要：数字时代的人类劳动在形式与内容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为了阐明这些变化的原因

与影响，当代英国学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Ｆｕｃｈｓ）在其 《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一

书中，试图运用黑格尔式辩证法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进行重构，并提出了 “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

劳动过程辩证三角形”概念，旨在刻画数字劳动的运行逻辑和数字经济的发展规律。但是，福克斯忽

视了数字劳动服务于数字商品生产的根本目的，没有充分解释数字商品对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 “反作

用”。本文以 “数字商品”概念为切入点，批判性地考察福克斯 “劳动过程辩证三角形”思想的解释

力与局限性，结合当代世界数字经济的发展和我国数字经济的实践，思考如何在数字时代更好地继承

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数字经济；数字劳动；劳动过程辩证三角形

中图分类号：Ｂ５６１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５）０１－００３１－０８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从政治经

济学和哲学角度考察了商品的二因素、劳动的

二重性、交换价值和商品拜物教等重要内容，

他分析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过程及其内在

规律，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为了在数字时代更好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劳动价值论，对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形式

和内容方面的变化做出合理的解释，正确应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理论和

实践方面的问题与挑战，我们需要准确把握数

字时代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化和数字

经济的运行规律，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劳动

价值论，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当代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代表人物、英

国学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Ｆｕｃｈｓ）

立足于马克思主义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

统一”的基本观点，旨在克服当代数字经济

研究中的 “劳动盲点”。他将 “数字劳动”概

念作为理解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

规律以及数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劳动剥削与

阶级关系的 “钥匙”，提出 “劳动过程辩证三

角形”的分析框架，用以刻画数字劳动涉及

的劳动力、生产资料、劳动商品之间的复杂关

系。然而，由于福克斯忽视了数字劳动服务于

数字商品生产的根本特征，即数字商品既是数

字劳动的结果，也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数字劳动

的目的，使得数字商品对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

“反作用”没有得到充分解释。当然，福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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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揭示了 “数字劳动”在数字经济中的

双重角色，为人们探索数字劳动内在规律提供

了全新方法依据，有助于更好地研究数字时代

劳动价值的生成机制和数字商品的价值特性。

一、福克斯 “劳动过程辩证三角形”

　　思想的生成背景与核心内容　　

　　福克斯认为，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和哲学

层面对 “劳动”概念进行了最为全面和深刻的

分析，人们可以借助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理解

数字时代劳动在形式与内容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与实质。在 《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Ｄｉｇ

ｉｔａｌＬａｂｏｒａｎｄＫａｒｌＭａｒｘ）一书的第二章中，福

克斯尝试用黑格尔式辩证法对马克思的劳动价

值论进行解读，并提出了 “ｔｈｅＨｅｇｅｌｉａｎＭａｒｘｉｓｔ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ｋｐｒｏｃｅｓｓ”① 概念，

以期准确刻画数字劳动的本质。

（一）“劳动过程辩证三角形”思想的生成

背景

１理论背景

在福克斯看来，当代西方学术界关于信

息经济以及所谓的 “创意或文化产业”的研

究主要关注资本方面的分析，人们对劳动方

面的研究相当缺乏。② 针对数字时代资本主义

特殊的生产方式和劳动形态，一些学者试图

借助 “受众劳动”“产消者劳动”“非物质劳

动”等概念对数字劳动的本质进行刻画，并

围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数字时代的解释力

展开争论。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

值论是基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社

会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方式所作出的论断，

已经难以涵盖当代数字经济的发展，因而理

论解释力有限。另一些学者坚持马克思主义

劳动价值论的普遍性，认为这一理论在数字

时代并未 “过时”。福克斯希望立足于马克

思主义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基

本观点，突出并克服当代数字经济研究中的

“劳动盲点”，澄清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

误解，并将 “数字劳动”概念作为理解数字

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以及数字资本

主义生产关系中劳动剥削与阶级关系的 “钥

匙”。

２．现实背景

随着当代 “跨国信息资本主义”③ 的逐

步形成，信息技术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产、

生活方式，国际分工与合作使得数字资本主

义加速将触角伸向全世界。然而，数字资本

主义的发展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

矛盾，尤其是 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

来，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民粹主义、逆全球化

愈演愈烈，阶级矛盾此起彼伏。福克斯将目

光聚焦于数字时代的资本逻辑与生产方式的

变化，重点考察了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业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简

称 “ＩＣＴ”）相关领域的劳动，包括南非矿物

开采行业中的 “奴隶劳动”、（东亚）芯片代

工厂对劳工的剥削、印度软件业中的不正义

分工以及美国硅谷行业工人的高压工作等，

并以此为基础分析数字劳动的剥削属性，试

图揭示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具体表

现形态、核心特征与根本原因。

（二）“劳动过程辩证三角形”思想的核心

内容

福克斯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基础，运用

黑格尔的主客体辩证法，提出了 “劳动过程

辩证三角形”这一概念，以此构建当代资本

主义社会数字劳动的分析模型。黑格尔认为，

在人类实践过程中，主体借助各种形式的工具

与客观环境进行互动，从而实现对客观环境的

改造与扬弃，达到实践目的。在 《资本论》

中，马克思明确地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

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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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Ｆｕｃｈｓ．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ａｂｏｕｒａｎｄ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４，ｐ５７．周延云教授将其翻译为 “马克思主义的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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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延云，闫秀荣：《数字劳动和卡尔·马克思：数字化时代国外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６页。
周延云，闫秀荣：《数字劳动和卡尔·马克思：数字化时代国外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研究》，第３页。



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①

在福克斯看来，马克思借助黑格尔的主客体辩

证法思想，② 准确界定了 “劳动”概念的内涵

与外延，并以此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

质。福克斯希望模仿马克思和黑格尔的思路与

方法，借助 “劳动过程辩证三角形”概念分

析和揭示数字时代人类劳动在形式和内容方面

的 “变”与 “不变”。

福克斯的 “劳动过程辩证三角形”思想

刻画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劳动主体、劳动对

象和劳动工具之间的互动关系。在他看来，

数字劳动依然遵循马克思对劳动过程的基本

定义，即具备劳动能力的主体通过工具改造

对象，以生产出满足人们需要的劳动商品。

具体而言，数字时代的劳动主体是具备数字

技能的工人，他们通过计算机、编程软件、

数据平台等工具加工和处理数字劳动对象，

如数据和虚拟商品，最终生产出符合消费者

需求的应用、平台或服务。在这一过程中，

数字劳动表现出即时性和虚拟性的特点，不

同于传统劳动以物质形态为主的成果，数字

劳动商品以数据、代码或信息流等非物质形

态存在，使得这种劳动商品在形式上更难以

触及和确切界定。由于数字劳动商品可以在

虚拟空间中被高度复制、无限传播，福克斯

指出传统的劳动 “物化”概念在数字劳动中

需要重新理解。在数字劳动中，物化过程不

再是对物质实体的改造，而是对信息、数据

等 “非物质性客体”的操控和重构。例如，

一个软件开发人员的劳动成果可能不是一个

具体的物理商品，而是成百上千行代码，这

些代码可以通过网络瞬间传播，并被不同的

用户在不同的设备上运行。这种非物质性的

劳动商品让传统劳动过程分析面临挑战，因

为传统劳动的 “物化”强调了劳动转化为可

以直接控制的实体对象，而数字劳动商品具

有较强的流动性和模糊性。这种差异引发了

人们对数字劳动中劳动价值、生产方式与劳

动力使用的再思考，使得数字劳动中的劳动

主体、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之间的关系呈现

出新的辩证结构。

图１　劳动过程辩证三角形：生产力系统—

劳动过程作为主体—客体的相互作用

　　注：本文图表均为作者自制。

图２　Ｔｈｅ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ｋ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ｆｏｒｃｅｓｔｈｅｌａｂｏｕ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ｓ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ｓｕｂｊｅｃｔｏｂｊｅｃｔ

三、“劳动过程辩证三角形”思想的

局限与偏误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加深了人类社会的数

字化程度，对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产生了

持续而广泛的影响，深刻改变了劳动的形式和

内容，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劳动商品以及劳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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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０７－２０８页。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Ｆｕｃｈｓ．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ａｂｏｕｒａｎｄ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４，ｐ２８．原文为：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

ｍｙ，ｏｒｗｈａｔｓｏｍｅｔｅｒｍｔｈｅ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ｏ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ｓｉｄｅｏｆ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ｈｅｒｅａｓｔｈｅｌａｂｏｕｒｓｉｄｅｈａｓ
ｂｅｅｎｒａｔｈｅｒｍｉｓｓｉｎｇ．



动本身都在经历数字化变革。福克斯试图以

“劳动过程辩证三角形”概念为基础，建立一

个理论模型，用以刻画数字时代人类生产活动

中劳动力、生产资料与劳动商品之间的辩证关

系。然而，他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特别

是 “生产性劳动”概念的片面理解，导致 “劳

动过程辩证三角形”思想存在一些显著的局限

和偏误。

在福克斯看来，数字劳动是一种生产性劳

动，他从劳动力、生产资料与劳动商品的相互

作用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释。但是，他

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数字劳动商品对劳动力和生

产资料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揭示出数字劳动作

为生产性劳动所具有的目的性，回避了数字劳

动本身服从于数字商品的生产———数字劳动的

最终目的———这一本质特征。使得 “劳动过程

辩证三角形”思想产生了三个新的 “理论盲

区”：数字商品的特殊性、数字商品对生产资料

与劳动力的反作用、生产资料与劳动力之间相

互作用的新变化。

（一）“劳动过程辩证三角形”思想的三个

理论盲区

福克斯试图以数字商品的生产作为切入点，

刻画数字劳动的本质，在他的 “劳动过程辩证

三角形”理论中，劳动力与生产资料之间的相

互作用 “决定”了数字商品的生产，但是数字

商品对于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 “反作用”没有

得到充分澄清。

１．数字商品的特殊性

根据马克思的理解，劳动商品是人类劳动

创造出来的社会商品。福克斯理解的数字劳动

商品是数字劳动者运用算法分析和系统加工而

成的、满足人类需求的数据信息，即数字商品。

与传统意义上以具体物质形态呈现的劳动商品

不同，数字商品突破了时空限制，以数据信息

的形态存在，人们能够通过相应的技术进行提

取、处理、复制，具有显著的共享性、便捷性

和重复性。马克思认为，商品是用于交换的、

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劳动商品，它具备两个

核心特征，一是涉及人类具体劳动的参与和抽

象劳动的投入；二是能够进入流通领域，满足

人们的各种需要。在此意义上，数字商品以数

据为核心构成要素、以信息为具体表现形态，

是数字劳动者生产出来的、用于交换的、能够

满足人类特定需求的劳动商品。

相较于传统意义上的实物商品，数字商品

具有以下鲜明的特征。第一，数字商品突破了

实物商品的诸多物理特性。数字商品能够抽象

独立出来，负载于技术媒介之上，表现为数据、

图像、文字、视频等形式。第二，数字商品的

流通突破了传统实物商品的物流形式。数字商

品能够重复使用、多次交换、提取分离，并借

助相应技术实现数字商品的表达、复制、分析、

传输和共享。第三，数字商品的交换突破了传

统交易方式，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原本物

理空间中商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面对面的

交换活动受到地理位置的诸多限制，交换双方

必须在同一时间出现在同一地点，而现代社会

的运行节奏日趋加快，面对面的直接交易方式

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高效率、远距离、多场景

的要求。在传统的实体交易平台之外，人们需

要借助网络平台进行数字商品的交易活动，并

由此衍生出数字货币等新的交换手段。网络平

台为人们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渠道，消费者通过

搜索引擎输入商品条件，获得相关商品的信息，

进行充分对比并做出选择，使用线上支付方式

完成商品购买。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需要通过

数字平台建立相互之间的信任。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活劳动”和 “死劳

动”在数字劳动中呈现出密切的依存关系，相

互作用。在数字商品的生产过程中，“活劳动”

直接作用于数字商品的内容与形态，赋予它们

独特的使用价值；“死劳动”凝结在技术设备、

软件系统、算法模型和其他生产资料中，集成

在数字商品生产的基础设施，支撑着生产过程

的顺利运转。 “死劳动”提供了基础设施和工

具，赋予 “活劳动”以更高的效率和实现可

能；而 “活劳动”通过创作和改造来激活和应

用这些 “死劳动”，使其潜在价值得以实现。

这不仅体现在生产环节，也呈现在交换过程中。

尽管数字商品的交易模式因线上平台和数字货

币等技术手段发生显著的变化，其价值依然源

于 “活劳动”的即时贡献和 “死劳动”的技术

积累。所以说，无论是 “活劳动”还是 “死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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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都没有脱离实际的生产性的劳动过程，数

字商品的交换价值依然依赖于数字劳动。

２．数字商品对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反作用

数字商品的另外一个鲜明特征是消费者持

续的增值服务需求会不断激励生产者对数字商

品的生产、营销、反馈等环节改进升级。为了

更好地掌握消费者的需求，获得更为全面的消

费者标签，形成更加精准的数字化运营，企业

将数字平台作为消费者与生产者互动交流的重

要渠道，不断提升商品的价值。企业借助数字

平台将消费者的各种需求信息投入到生产过程

之中，从而更精准地将受消费者欢迎的、“量身

打造的”商品推向市场，某种程度上降低了生

产的盲目性。数字商品凝结了劳动力和生产资

料的价值，而且以最终生产目的的形式反向作

用于生产过程，指导和影响生产活动，即如图

３所示。

图３　相较于图１的 “劳动过程辩证三角形”，

增加了数字商品对劳动力和

生产资料的反作用

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

对资本主义消费与生产之间的关系曾做过如下

经典的阐述：“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需要，因而

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

的前提。”① 在马克思看来，消费需求是生产的

前提，生产提供消费的对象，规定消费的数量、

种类等方面，而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是客观存

在的，只是相较于生产对于消费的作用而言表

现得更为间接。生产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人

们的消费需求，生产者只有主动适应消费需求

的变化，才能保障生产的良性运作。在数字资

本主义时代，个性化的消费需求迅猛发展，信

息技术带来的产业链变化让消费对生产的反作

用表现得更为显著。一方面，消费者借助数字

平台向企业生产者提供需求信息， “定制”购

买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消费者所提供的需求

信息成为企业生产者的重要参考；另一方面，

生产企业必须持续改善生产方式与供给结构，

主动收集、分析消费者的需求信息及其变化，

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商品生产，避免商品的积

压或过剩。具体来看，数字商品对企业生产活

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生产

资料的反作用，即数字商品规定了劳动对象和

劳动工具。数字商品能够满足消费者的特定需

求，事实上已经成为生产的内在动机和最终结

果，决定了生产者采用什么材料进行生产———

确定了劳动对象；通过精准的客户画像———确

定了生产对象；决定了生产者采用什么方式进

行生产———确定了劳动工具。第二，对劳动力

的反作用，即数字商品规定了劳动力。马克思

提出：“消费生产出生产者的素质，因为它在生

产者身上引起追求一定目的的需要。”② 劳动力

是生产的主体，消费需求的个性化与多样化提

高了对劳动力的要求。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数

字商品的生产依旧服务于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

的目的，但是这个目的的实现要以马克思强调

的 “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环节的顺利实

现和持续为前提，正是数字商品与劳动力和生

产资料的相互作用推动着数字经济持续向纵深

发展。

３．生产资料与劳动力之间关系的变化

数字商品对劳动力与生产资料产生的反作

用导致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相互作用发生了根

本性变化。然而，福克斯的 “劳动过程辩证三

角形”思想关于生产资料与劳动力之间关系的

解释未能充分揭示出资本主义数字经济 “产销

一体化”的特征。

首先，从劳动力对生产资料的作用来看，

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带来了生产工具与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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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变革。企业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

技术，优化了生产流程，提高了生产效率。这

种 “数据驱动”的生产模式打破了传统的劳资

关系，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的角色从直接生产

者逐渐转变为数字工具的操作者。然而，福克

斯未能揭示在产销一体化的模式下，企业通过

对数据的实时监测与反馈机制合理调整生产计

划，具有更好的市场适应性。这种模式提升了

劳动生产率，但也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异化，劳

动者不再是生产活动的自主控制者，而是越来

越受控于数据系统和算法。

其次，从生产资料对劳动力的反作用来看，

数字技术显著提升了生产效率，但也深刻的改

变了劳动力市场的格局。数字化和智能化的生

产设备和技术大幅节约了成本，在取代传统工

人的同时加剧了活劳动的异化。新的 “数字工

人”在程序化、标准化的工作中进行更长时间、

更高强度的劳动，劳动从有意识的、创造性的

活动，变成了被迫的、受控制的活动。在数字

生产越发隐秘和强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

和技术设备之间的主客体关系发生了本质性颠

倒。在传统意义上，人是劳动的主体，技术是

为劳动者服务的工具。然而，在数字商品的生

产过程中，工人被技术系统和算法所控制，成

为机器的辅助者和附庸。许多企业在数字商品

的生产过程中，利用算法和数据分析进一步压

缩工人的自主性与创造性，加剧了劳动力市场

的不平等，实现了资本家对数字劳工更强的控

制和剥削。

第三，产销一体化作为数字资本主义隐藏

剥削的重要特征，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异化，数

字劳工成为数字资本运行过程中的被动一环。

在传统意义上，商品的生产与销售是相对独立

的两个环节，而在数字商品的生产过程中，生

产和销售之间的时间界限日趋模糊，数据和技

术将其紧密连接成了一个连续的过程。数字劳

工随时都处于 “待机”状态，分不清何时在劳

动、何时在休息，各种算法将网络上主体的行

为转化为数据，根据平台拥有者的利益需求，

精准的将广告和商品投放给目标消费者。消费

者在自觉或不自觉的情况下选择了那些投入大

量广告费的商品和服务。通过实时的数据分析，

资本家有针对性的调整生产线，提高了生产效

率和收益水平，而数字劳工在这一过程中日益

被动，变成了技术设备与资本运作的附属品。

掌握大量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在数字经济的发展

过程中获益最大，不仅控制了生产过程和劳动

商品，对劳动力的剥削也更加隐蔽和高效。

（二）福克斯陷入三个理论误区的原因

资本主义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资本

家通过数字技术不断加强对于商品生产、消费

等环节的全面控制，从而更有效的攫取剩余价

值。事实上，福克斯已经认识到人类社会数字

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必须摆脱资本主义的挟制，

但他并未对如何扬弃数字资本主义及其弊端进

行深入分析。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涉及以

下几个方面：

１．未能充分触及和揭示数字劳动背后的生

产资料私有制

生产实践是人类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基

础，它作为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决定了消

费及其他社会活动的形式与内容。人类生产实

践活动是有目的的，旨在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

的各种需要。斯大林曾指出：“与满足社会需要

脱节的生产是会衰退和灭亡的。”① 在不同经济

制度与社会条件下，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也会发

生相应的变化。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实践活动

旨在满足资本家的利益最大化需要，数字劳动

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福克斯对于数字经济

和数字劳动的现象梳理与分析并没有充分揭示

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资本家与无产

者之间的深层矛盾：资本家需要的是过剩的生

产，而无产者面临着消费需求的难以满足。数

字资本家更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将人们控制在数

字资本的影响之下，引导甚至创造各种消费需

求，从而保障自身持续获得高额利润。因此，

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数字劳动者依旧受制

于资本，生产与消费实践都是借助对数字劳工

的剥削服务于资本家的利益。

马克思提出：“生产方式，生产力在其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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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

们及其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相适应的东西，人们

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

变化。”① 生产关系是受作为生产力发展的表现

和结果的分工所决定的，生产关系包括对劳动

材料和工具等生活资料的所有制关系，以及由

所有制关系和商品分配关系决定人们在生产过

程中的相互关系。②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关系和

生产力、生产方式紧密相关，因而具有历史性，

是在历史中生成的。③ 因此，我们要准确把握数

字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与特点，必须

立足于数字资本的发展规律。福克斯指出，当

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活动越来越依赖于

互联网、移动平台、社交软件等数字化媒介，

政治家借助数字平台进行更加广泛和快速的政

治宣传和动员，从而影响人们的政治态度、倾

向和行为。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表现

出了新样貌，国家对资本的占有形式、社会保

障制度的完善、劳资矛盾的缓和，体现出资本

主义的自我调适能力。然而，这些改变都是以

维护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前提和目标，

生产方式的数字化并没有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生

产关系，资本主义国家需要通过数字技术手段

进一步维护资本主义的统治地位。

２．未能充分揭示资本主义国家的 “数字霸

权”

在人类历史的不同发展阶段，资本逻辑的

表现形式不尽相同，资产阶级拥有大量生产资

料，因而可以操纵生产过程，劳动者不得已出

卖自身劳动力，承担商品 （产品）的生产。④

随着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和数字资本相互交织，

数字时代资本的运行方式正在发生深刻转变。

全球化与数字资本的扩张几乎同步，资本主义

国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殖民掠夺，强制将欠发

达地区、国家和民族纳入资本的全球化进程，

把自然资源与人口转变为资本的生产要素，并

将生产环节所产生的危机和灾难转嫁到其他地

区。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新科技革命形成的技术

优势，以及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方

面的霸权，希望在数字时代继续巩固和强化

“数字霸权”，即在互联网中通过技术优势建立

行业标准，进行数据垄断，占领市场份额，实

现数字控制，从而缓和资本主义生产危机，隐

瞒发达资本主义的消费逻辑，掩盖数字资本主

义的 “数据殖民”。⑤

在全球化加速和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

下，数字帝国主义逐渐成为资本逻辑的新表现

形式。数字帝国主义的核心是通过数字资本在

全球范围内实施控制和掠夺，以扩展其市场影

响力和资源占有。以互联网、数据和平台经济

为基础的数字资本，通过技术垄断、数据控制

和市场占领，进一步强化了跨国资本对欠发达

国家和地区的支配。例如，大型跨国科技公司

不仅主导了关键技术的研发，还通过专利保护、

行业标准的制定和数据协议的掌控，将全球数

据和信息流动牢牢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中。这些

企业的 “数字霸权”将数据这一核心资源集中

掌握在少数跨国公司手中，进一步压制了其他

国家在数字经济领域的独立发展。

同时，数字帝国主义通过控制数据资源，

使得欠发达国家沦为 “数据殖民地”，迫使其

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放本地数据资源，而本

地政府和企业则难以对这些资源的使用和管理

拥有平等权利。跨国科技公司通过这一过程不

断积累全球数据资源，并运用人工智能、机器

学习等技术对数据进行深度分析和预测，以实

现资本增值。数据殖民不仅带来经济上的不平

等，更对本地文化和社会结构产生深远影响，

造成信息的不对称，扩大了全球数字鸿沟。资

本主义国家借助这种全球化的技术霸权，试图

在数字时代进一步巩固其在全球经济和信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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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的主导地位，以数字技术的优势为基础，

在数据流动中设置壁垒或门槛，延续发达资本

主义的消费逻辑，同时转嫁资源掠夺和生产危

机的成本，以减缓经济压力。数字帝国主义不

仅重塑了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流通关系，也

以各类不同方式体现了其霸权与剥削本质。

结　语

数字技术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

商品形态以及流通过程，数字商品的生产充分

体现了劳动力与生产资料之间的相互作用。福

克斯试图用 “劳动过程辩证三角形”思想阐明

劳动力、生产资料和资本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进而探讨数字商品和数字劳动的本质，指出数

字技术和数字商品并非仅仅是工具或媒介，而

是深刻嵌入现代生产体系的结构要素。然而，

由于他过分强调了数字劳动与数字商品对资本

增值的促进作用，弱化了劳动力作为主体自发

抗争和反制资本异化趋势的潜在可能性，因此

未能全面揭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与数字

劳动之间的内在关联与张力。福克斯的 “劳动

过程辩证三角形”思想在揭示数字时代生产关

系变迁上具有启发性，阐发了数字劳动及其运

行规律，有助于我们思考如何在数字时代继承

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但是关于劳动主

体地位的异化问题还需我们加以更深刻的批判

性探讨。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时代的资

本逻辑发生了相应的改变，由此产生的诸多问题

难以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框架下得到根本解决。

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数字经济的过程中，我

们应该避免当代资本主义数字劳动异化的消极影

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找到解决数字

劳动异化、隐蔽剥削等问题的方案，全面推进我

国乃至世界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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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ｂｏｒａｎｄ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ｔｏ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ｔｈｅｃａｕｓｅｓａｎｄ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ｆｓｕ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Ｈ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ｔｈｅ“Ｈｅｇｅｌｉａｎ
Ｍａｒｘｉｓｔ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ｋ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ｏ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ｌｏｇｉｃ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ａｂｏｒ，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ｔｒａｊｅｃｔｏ
ｒｙ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Ｈｏｗｅｖｅｒ，Ｆｕｃｈｓｉｇｎｏｒｅｓｔｈｅ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ｇｏａｌ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ａｂｏｒｓｅｒｖ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ｃｏｍｍｏｄｉ
ｔｉｅｓ，ａｎｄｆａｉｌｓｉｎｆｕｌｌｙ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ｉｅｓｏｎｔｈｅｍｅａｎｓ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ａｂｏｒｆｏｒｃｅ．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ｅｘａｍｉｎｅｓ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Ｆｕｃｈｓ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ｆ“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ｋｐｒｏｃｅｓｓ”ｂｙｆｏ
ｃｕｓ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ｔｈ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ｉｔ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ｓ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ｃｏｎｏ
ｍｙ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ａｎｄｅｘｐｌｏｒｅｓｈｏｗＭａｒｘｓｌａｂｏｒ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ｖａｌｕｅｃａｎｂｅｍｏｒ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ｎｈｅｒｉｔｅｄ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ｉｎ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ｒ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ｌａｂｏｒ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ｖａｌｕ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ａｂｏｒ；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ｋＰｒｏｃ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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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１１－０７
著译者简介：艾伦·怀特 （ＡｌａｎＷｈｉｔｅ），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哲学博士，现任美国威廉姆斯学院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Ｃｏｌｌｅｇｅ）马克·霍普金
斯荣誉教授 （ＭａｒｋＨｏｐｋｉｎｓ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Ｅｍｅｒｉｔｕｓ）；严木远，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博士研究生；舒远招，湖南大学岳
麓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原文为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ａｎＮｉｈｉｌｉｓｍ：ＡＴｙｐｏｌｏｇｙ，载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１９（１９８７）：２９－４４。本文的 “摘要”和 “关

键词”为译校者增补，正文的全部脚注皆为原文所注。本文所引用的部分尼采原文，在翻译时参考和借鉴了孙周兴译本 （尼采：

《权力意志１８８５—１８８９年遗稿》，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７年版；尼采：《权力意志》，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９年版）中的译文，特此致谢。
①　ＰａｕｌＥｄｗａｒｄｓｅｄ．，Ｔｈｅ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ｏｆＰｂｉｌｉｓｏｐｈｙ，ｖｏｌ．５，ＮｅｗＹｏｒｋ，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１９６７，ｐ５１４．
②　Ｗ．ＭｕｌｌｅｒＬａｕｔｅｒ，“Ｎｉｈｉｌｉｓｍｕｓ”，ｉ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ｂｅｓＷｏｒｔｅｒｂｕｃｈ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ｅｄ．Ｊ．ＲｉｔｔｅｒａｎｄＫ．Ｇｒａｎｄｅｒ，ｖｏｌ．６，Ｄａｒｍｓｔａｄｔ，Ｗｉｓ

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Ｂｕｃｈ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１９８４，ｃｏｌｕｍｎ８４６．
从范畴的角度来看，“虚无主义”的多义性并不令人惊讶。“虚无主义”之所以具有普遍适用性，是因为它源于 “虚无”，而

“虚无”是 “存在”范畴的对应物。肯定、重视或信仰任何事物，就是将它与其他事物区别开来，而人们会因此不得不否认、贬低

或不相信其他一些事物。如果用 “存在”和 “虚无”这两个范畴来表达这种区分，那么，任何被肯定的事物———例如自律或禁欲

主义———都可以算作 “存在”，任何被否定的事物———例如快乐或享乐主义———都可以算作 “虚无”。然而，一旦做出这些判断，

辩证的发展就是不可避免的：被否定的东西不能简单地是 “虚无”，否则它就不能被否定，也不能使被肯定的东西变得可见；因

此，被否定的东西必须以某种方式存在。但如果说它是存在，那么它的对应物———被肯定的东西———一定是虚无，而无论谁肯定

它，一定在某种意义上是 “虚无主义者”。

这种辩证的发展完全独立于肯定和否定的对象；它完全取决于 “虚无主义”一词在范畴基础上的贫乏。我怀疑，正是认识到

这种贫乏，才导致黑格尔在１８０２年后放弃了 “虚无主义”，而代之以 “讽刺”一词。

尼采的虚无主义：一种类型学

艾伦·怀特１ （著），严木远２ （译），舒远招２ （校）
［１美国威廉姆斯学院，ＭＡ０１２６７，ＵＳＡ；２湖南大学，长沙　４１００８２］

摘　要：尼采对 “虚无主义”术语的使用在哲学上具有重要意义，他不是将虚无主义呈现为众

多立场中的一个或一种偶然的信念，而是将其视为西方哲学传统的必然结果。虚无主义可分为三个基

本层面：宗教的、激进的和完成的。宗教虚无主义者无意识地否定了内在世界的价值；激进虚无主义

者明确拒绝我们的世界存在价值；完成虚无主义者在完全经历虚无主义之后，通过肯定世界本身来超

越它，而不诉诸外在价值。这样一种三层划分，引出了尼采哲学中对逻辑的特别看法、价值与整体之

间的关系，以及从激进虚无主义到完成虚无主义的步骤为何需要力量等问题。在此意义上，尼采与黑

格尔哲学之间的冲突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重要话题。

关键词：虚无主义；类型学；宗教的虚无主义；激进的虚无主义；完成的虚无主义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４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５）０１－００３９－１１

　　近几个世纪， “虚无主义”这个术语既用

来指唯心论，也用来指唯物论；既用来指基督

教，也用来指无神论；既用来指唯我论，也用

来指泛神论；除此之外，还用来指悲观主义和

怀疑论等类型。它的各种用法并没有一个连贯

的历史，这主要是因为其使用者往往并不知晓

他们的前辈。屠格涅夫声称自己于１８６１年创造

了这个术语，而且似乎说服了为 《哲学百科全

书》①撰写虚无主义词条的罗伯特·奥尔森

（ＲｏｂｅｒｔＯｌｓｏｎ）：然而，其他学者却确定他搞晚

了一个多世纪 （目前有文献记载的虚无主义的

首次使用是在１７３３年）。②

我不打算花时间回顾 “虚无主义”术语的

使用历史；历史本身的重要性微不足道。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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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无主义”术语在哲学上具有活力的，与其

说是它的历史，毋宁说是尼采对它的使用。当

它不是被呈现为众多立场中的一个，或是一些

人偶然信奉的教条，而是被呈现为西方哲学传

统的必然结果时，虚无主义就在哲学上变得有

活力了。尼采告诉我们，在他自己的时代以及

随后的两个世纪中，有思想的人必然是虚无主

义者 （没有思想的人亦然，尽管他们不太可能

意识到这一点）。

那么，尼采所呈现的这种 “不可避免的”

虚无主义是什么呢？只熟悉尼采著作的读者，

可能并不记得对它的描述。《善恶的彼岸》

（１８８６年）是出现该术语的第一部出版著作，

然而，当该术语出现在尼采编辑出版的大部分

后期著作中时 （除了两部与瓦格纳有关的著

作），它始终不是核心。同时，一些在尼采死后

才出版的大纲———有些出版于最近二十年内

———显示，该术语本应是 《权力意志》的重

点。① 更恰当地说，该术语在标准版的 《权力

意志》中很是突出；② 那个版本不仅包含了对

“虚无主义”本身 （ｐｅｒｓｅ）的各种定义，还引

入了令人眼花缭乱的许多特定类型的虚无主义。

“积极的”（ａｃｔｉｖｅ）和 “消极的”（ｐａｓｓｉｖｅ）虚

无主义成对出现，就像 “理论的”（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和 “实践的” （ｐｒａｃｉｃａｌ）虚无主义，以及 “完

全的”（ｃｏｍｐｌｅｔｅ）和 “不完全的”（ｉｎｃｏｍ

ｐｌｅｔｅ）虚无主义成对出现一样；其他形式则相

对孤立地出现，包括 “真实的”（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虚

无主义、“传染的”（ｃｏｎｔａｇｉｏｕｓ）虚无主义、

“迷狂的”（ｅｃｓｔａｔｉｃ）虚无主义、 “最极端的”

（ｍｏｓｔｅｘｔｒｅｍｅ）虚无主义、“最初的 （ｆｉｒｓｔ）”

虚无主义、“最终的” （ｆｉｎａｌ）虚无主义、“基

础的”（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虚无主义、“真正的”

（ｇｅｎｕｉｎｅ）虚无主义、 “激进的”（ｒａｄｉｃａｌ）虚

无主义、“宗教的”（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虚无主义、“疲

乏的”（ｔｉｒｅｄ）虚无主义和 “自杀性的” （ｓｕｉ

ｃｉｄａｌ）虚无主义。评论者们把问题进一步复杂

化了：海德格尔增加了 “古典的”（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虚无主义，好像这是尼采的术语一样，③ 德勒兹

也用 “反应的”（ｒｅａｃｔｉｖｅ）虚无主义做了同样

的事情。④

根据尼采的观点，虚无主义是我们的遗产，

或者说，是我们的命运。如果我们暂且承认他

可能是对的，那么提出如下问题就非常有意义：

那到底是哪一种虚无主义？而且无论它是哪一

种，就术语而言，它是什么？它意味着什么？

它是一种祝福，还是一种诅咒？是我们攀登的

高峰，还是我们陷入的深渊？ 《权力意志》并

没有回答这些问题，因为它没有系统地把各种

形式的虚无主义相互关联起来 （据我所知，海

德格尔或德勒兹的著作，以及其他评论者的著

作也没有）；标准版确有几处重要文本受到损

害，导致尼采的思想变得模糊。⑤ 尽管如此，理

解尼采的虚无主义需要这种相互关联。在这里，

我尝试通过将他的各种形式的虚无主义与我称

为 “宗教的” “激进的”和 “完成的”虚无主

义的三个基本层面联系起来，来澄清尼采的虚

无主义概念。我将表明：尼采定义的虚无主义

的几乎所有其他形式，都落在我所说的 “激进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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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见 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ＳａｍｔｌｉｃｂｅＷｅｒｋｅ：ＫｒｉｔｉｓｃｂｅＳｔｕｄｉｅｎａｕｓｇａｂｅ，Ｍｕｎｉｃｈ，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Ｔａｓｃｈｅｎｂｉｉｃｈ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８０，ｖｏｌｓ．１２ａｎｄ１３，ｅｓｐ２
［１００］，９［１］，９［１２７］，１０［５８］，ａｎｄ１３［４］；ａｌｓｏ５［７０］，５［７５］，５［９７］，６［２６］，７［４３］，７［６４］，１１［３２６］，１１［３２８］，１２［２］，１３
［１］，１３［２］，１３［３］，１４［１１４］，１４［１３７］，１４［１５６］．考订研究版 （ＫＳＡ）是以考订全集版 （ＫＧＡ）为基础的。考订研究版的第１２和
１３卷相当于考订全集版的ＶＩＩＩ部分；根据前面给出的引用，在任何一个版本中都可以轻松找到这些文章。从这里往后，所有ｘ［ｙ］
形式的引用都是指批判研究版的第１２和１３卷以及批判全集版的ＶＩＩＩ部分；当我引用批判全集版 ＶＩＩ部分 （即研究版１０－１１卷），
我会在ｘ［ｙ］的基础上加罗马数字。我的研究正依赖于这两个版本与 《权力意志》（ＴｈｅＷｉｌｌｔｏＰｏｗｅｒ，下文简称ＷＰ）之间那些随处
可见的一致性。

这就是说，彼得·加斯特 （ＰｅｔｅｒＧａｓｔ）和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福斯特 －尼采 （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Ｆｏｒｓｔｅｒ－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编辑的版本
最初出版于１９０６年；考夫曼 （Ｋａｕｆｍａｎｎ－Ｈｏｌｌｉｎｇｄａｌｅ）的译本 （Ｖｉｎｔａｇｅ，１９６７年）则保留了它的 “标准版”称号。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Ｐｆｕｌｌｉｎｇｅｎ，Ｎｅｓｋｅ，１９６１，ｖｏｌ．２，ｐ２８１：“迷狂的虚无主义变成了 ‘古典虚无主义’”。也见ｐｐ
３５，４２，８８，ａｎｄＨｏｌｚｗｅｇｅ，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５ｔｈｅｄ．１９７２，ｐ２８１．

ＧｉｌｌｅｓＤｅｌｅｕｚｅ，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ａｎ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ｔｒ．ＨｕｇｈＴｏｍｌｉｎｓ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Ｐ．，１９８３，ｐ１４８．
这些文本中最重要的是：２［１３１］，其中很多在 《权力意志》被省略了，包括在内的则分别见于 ｎ６９，ｎ３９１，ｎ８５６，ａｎｄ

ｎ１０５４；５［７１］，在 《权力意志》中分别见于ｎ４，ｎ５，ｎ１１４，ａｎｄｎ５５；７［８］，不完整的见于ｎ１１３ａｎｄｎ８；９［３５］，混乱的见于
ｎ２３，ｎ２，ｎ２２，ａｎｄｎ１３；９［１０７］，分别见于ｎ３７，ｎ３５，ａｎｄｎ２６．



的”虚无主义的层面上；在我看来，它们之间

的区别，不如这些层面本身之间的区别重要。

通过引入层面区分，我暗示了一些问题来表明

这一点，这些问题的解答对于理解和评估尼采

的积极教导至关重要。①

一

尼采断言，虚无主义的出现是一种 “心理状

态”，它与试图为世界赋予价值的失败尝试有关，

这种尝试想将世界归结为三个范畴：“目的”

（ｐｕｒｐｏｓｅ）、“统 一 性”（ｕｎｉｔｙ）或 “真 理”

（ｔｒｕｔｈ） （１１［９９］／ＷＰ：ｎ１２）。② 它们的失败导

致了虚无主义的出现，即 “对价值、意义和愿望

的彻底否定” （２［１２７］／ＷＰ：ｎ１）。这表明，虚

无主义源于一种否定，即源于一种失败，或者说

源于对一种所谓的价值的否定。然而，这两种否

定都不可能是通往虚无主义的第一步，因为它们

根本不是第一步。一种尝试的失败必定预设了已

经进行的尝试，任何拒绝都预设了事先的接受，

或者至少是事先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因此，我认为通往虚无主义的第一步 （在

尼采看来，这一步不可避免地导致第二步）是

伴随着这样的判断迈出的：我们的生成的世界

的实存，只能通过一个尚未达到的目的，通过

一种潜在的 “无限宝贵的”统一，或者通过与

另一个世界，一个 “真实的世界”或 “存在”

的世界的关系才能得到证明 （１１［９９］／ＷＰ：

ｎ１２）。这一步，像拒绝的步骤一样，是一种否

定，因为它至少隐含了这样的判断：我们的

“生成的世界”就其本身而言，孤立于这样的

目的、统一或真理，甚至 “不应该实存”（见９

［６０］／ＷＰ：ｎ５８５）；这一步预设了一个判断，

即如果没有某种在 “生成的世界”的流动之外

的价值来源，那么，这个世界———我们的世界

———将是没有价值的。

迈出这第一步的人———判断世界需要证明

的人———是一位虚无主义者吗？当然，他不会

是一位公开自称的虚无主义者：无论如何，这

个人要是使用 “虚无主义者”这个称呼，他只

会用来称呼别人。尽管如此，如果说那些简单

地承认了生成的世界的人不是 “虚无主义的”，

那么，这个人又的确是 “虚无主义的”。从尼

采的视角来看，那些为世界假设了外在的价值

来源的人就是虚无主义者，因为 （１）他们判

断我们的世界 （若仅凭它自身）本不应该存

在，并且 （２）他们相信有那么一个实际上

“完全由心理需要而臆造的”世界，一个我们

其实 “根本无权”创造的世界，尽管他们的信

仰恰恰相反 （１１［９９］／ｎ１２）。当然，他们没有

意识到他们所信仰的世界只是一种虚构；这就

是为什么他们会否认自己是虚无主义者。因此，

如果要适当地称他们为 “虚无主义者”，必须

加上一个基本的限定：他们是无意识的虚无主

义者。或者，使用一个更尼采式的术语，他们

是宗教的虚无主义者：他们对另一个世界或价

值来源的肯定，与对我们的世界 （作为它自身

价值的承载者）的否定联系在一起。③

随着第二步的迈出，虚无主义变为自觉的

———公开自称的，或者用尼采的术语说，“激进

的”———这一步带着这样的判断：价值的来源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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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尼采在他出版或准备出版的作品中提到虚无主义时，比在他的笔记中要谨慎得多：在早期的作品中，“虚无主义”总是贬

义，通常是指我所说的 “宗教虚无主义”。在我看来，如果尼采有出版 《权力意志》的打算，他应该会更谨慎地使用虚无主义的术

语 （这很有可能）。无论如何，我认为我对归类的尝试 （除了我在归类的基础上提出的那些问题）并没有以任何方式批评尼采。

我试图将尼采的作品和笔记中的使用了术语 “虚无主义”或它的变体 （我没有检查过这些字母）的所有段落都纳入考虑。由

于缺乏计算机索引的帮助，我的列表可能是不完整的，但我认为我不太可能错过任何尼采的重点段落。

文本１１［９９］／ｎ１２在理解尼采虚无主义时的重要性被海德格尔所强调 （见海德格尔著 《尼采》第二卷第５５－１０１页）。在
《权力意志》中，它被题为 “宇宙论价值的黄昏”，但是尼采自己标题是 “对虚无主义的批判”。在之后的一个目录中，尼采把它放到

“虚无主义的原因！最后结论！”（１２［１］）之下。
必须强调，我对术语 “宗教的虚无主义”的使用是一种改编；尼采称佛教为一个 “虚无主义的宗教”，但在我的框架之中

佛教应当属于一种激进的虚无主义；见９［３５］／ｎ２３．
尼采提到虚无主义的宗教的文本包括：《偶像的黄昏》“小冲突”２１；《自传》ＩＩＩ１，关于 《悲剧的诞生》２；ＶＩＩ：３４［２０４］；ＶＩ

ＩＩ：２［１００］；９［３５］／ＷＰ：ｎ２３；１１［３７０］／ＷＰ：ｎ１５６；１１［３７１］／ＷＰ：ｎ１５３；１１［３７２］；ｌｌ［３７３］／ＷＰ：ｎ２２０；１４［１０］；１４［１３］／
ＷＰ：ｎ１５２；１４［２５］；１４［１１４］；１４［１３５］／ＷＰ：ｎ４６１；１４［１３７］／ＷＰ：ｎ４０１；１４［１７４］／ＷＰｎ７０３关于基督教与 “虚无主义宗教”

之首———佛教的不同之处，见 《敌基督者》２０和２［１２７］／ＷＰ：ｎ１．



是缺失的，价值的三个范畴没有得到体现。根

据尼采的明确定义， “激进的虚无主义”是一

种此在 （Ｄａｓｅｉｎ）绝对站不住脚的信念，如果

（关乎）人们认可的最高价值的话，还要加上

这样一种洞见：我们根本没有权力去设定一个

彼岸或事物的自在，然后说它是 “神性的”，

说它是真正的道德。（１０［１９２］／ＷＰ：ｎ３）

这些 “最高价值”本身并没有被激进的虚

无主义者否认；问题是，在我们的世界里———

我们唯一对之有 “一些权力”的世界———没有

任何东西能够与这些价值相应。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是尼采使用 “激

进的虚无主义”这个术语的仅有的段落。然而，

在多个使用不带限定形容词的 “虚无主义”一

词的段落中，我看到他在谈论同样普遍的立场，

即尼采在９［１０７］／ＷＰ：ｎ３７中所表达的，“人

们保留的唯有指向性的价值（ｄｉｅｒｉｃｈｔｅｎｄｅｎ

Ｗｅｒｔｅ）”，此外无他。或者，根据１１［９９］／ＷＰ：

ｎ１２，虚无主义者 （我会说是激进的虚无主义

者）保留了 “对理性范畴的信念”，相信世界

只有在有目的且展现出 “无限宝贵的”统一，

或与另一个 “真实”的 “存在”世界相关时才

可能有价值。激进的虚无主义者继续用传统的

价值范畴来评判整个世界；然后他们对自己被

迫得出的结论感到恐惧，那是一个绝对谴责的

结论。在接受那个结论时，他们成了公开的虚

无主义者。

如果这种虚无主义真的是 “激进的”，人

们会期望它是虚无主义的最终形式；人们会期

望它触及虚无主义的根源。但如果它真是最终

形式，为什么尼采会把它呈现为所谓 “最高价

值”不存在于我们的世界 （１０［１９２］／ＷＰ：

ｎ３）的一种 “信念”，而不是把它呈现为他在

谈论其他事情时经常使用的术语 “认识”或

“洞见”呢？也许尼采在这里使用 “信念”只

是偶然的，或者尼采并不想带有贬义色彩；但

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这样认为，反而有很多理

由不这样认为。已经介绍的段落揭示了，他不

仅将这个立场描述为 “信念”，而且也是 “信

仰”。对其他相关文本的考察揭示了他在描述那

些 “保留指向性的价值”的虚无主义者时非常

一致 （也是我一贯强调的）：虚无主义是 “对

无价值状态的信仰”（７［８］／ＷＰ：ｎ８），“信仰

自然的绝对不道德，它的无目的和无意义” （５

［７１］／ＷＰ：ｎ５５），“信仰绝对无价值，即无意

义”（７［５４］／ＷＰ：ｎ６１７），“穿透性的 ‘虚无’

的感觉” （１１［２２８］／ＷＰ：ｎ１０２０）；它是这样

一个人的立场， “他断定实然的世界不应该存

在，又断定应然的世界实际上也不存在”（９

［６０］／ＷＰ：ｎ５９５）。

所有我强调的这些术语，在传统上都是认

识论的术语：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信念与知识相

对，观点与真理相对。在２［１０９］／ＷＰ：ｎ５９９，

尼采又增加了一个对大多数哲学家来说可能是

贬义的额外限定，即信仰不是必要的：

“发生事件的无意义状态”：这样一种信仰

乃是一个对于以往种种解释之虚假性的认识的

结果，一种对无勇气状态和虚弱状态的概括

———并不是必然的信仰。

人的不谦逊———：在他看不到意义的地方，

就否定之！

在这个层面上的虚无主义者不仅是 “不谦

逊”的，也是 “不一致的”，正如上面引用的

其中一个段落后续表明的：

……一个虚无主义者是这样一个人，他判定

如其所是的世界不应该存在，并且判定如其应当

所是的世界并不实存。因此，此在 （行动、忍

耐、意愿、感觉）没有意义，“徒劳”的激情是

虚无主义者的激情———同时，这种激情还是虚无

主义者的前后不一致。（９［６０］／ＷＰ：ｎ５９５）

对这个虚无主义者来说，所有的激情都是

“徒劳的”，“没有意义”，所以虚无主义者自己

的激情并不比任何其他激情更重要，包括宗教

信仰的激情。以下文本也暗示了这种不一致性：

“那大得惊人的概括、那对根本无意义的推论本

身就是有病的”（９［３５］／ＷＰ：ｎ１３）。我认为，

这正是ＷＰ：ｎ５９９（２［１０９］）中的 “不谦逊”。

除了 “不谦逊”和 “不一致”，还有一种

激进的虚无主义者是 “不合逻辑的”：积极的

虚无主义者 （稍后会更多地讨论）① 不仅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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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承认，将 “活跃的虚无主义”安置在中间层次而不是最高层次仍是有些疑问的；但我将在后面的第二部分辩护我的立场。



所有的价值都被破坏了，而且还主动寻求破坏

它们。 “也就是说，不合逻辑：但是虚无主义

者”（我会说激进的虚无主义者）“不相信有合

逻辑的必要性” （１１［１２３］／ＪＹＰ：ｎ２４；参见９

［３５］／ｎｎ２２－２３）。

这些段落结合起来表明，第二层面上的虚

无主义者拥有的是信仰而不是知识，是由感情

而不是理性支配的，依赖判断而不是洞察；他

们也是不谦逊的、不一致的和不合逻辑的。当

然，也许这些都没有错，至少在尼采的观点中

是这样；毕竟，他的著作包含了各种针对逻辑

和理性及其对一致性的要求的论战，以及对

“激情”不如 “理性”优越这个传统哲学观点

的反对。也许我一直强调的术语仅仅在一种被

尼采明确拒绝的哲学传统中才是贬义词。确有

这种可能，但我出于很多原因不这么认为。我

简要提出其中三个：

第一：如上所述，２［１０９］／ＷＰ：ｎ５９９将

激进虚无主义者所采取的立场描述为 “对无勇

气状态和虚弱状态的概括”；尼采是不会接受这

种概括的。

第二：尼采反对根除 “感情” （他认为是

基督教的投射）；但他同样强烈反对感情的统治

（１１［３５３］／ＷＰ：ｎ９２８，９［１３９］／ｎ９３３，１０［２］／

ｎ１０２１）。①

第三：在其他段落中 （精确地说就是当他

谈到虚无主义时），尼采使用 “逻辑”一词是

改善性的，而不是贬义的；但那时他所说的虚

无主义不是我所描述的 “激进的”虚无主义，

而且我认为，在那些段落中，他并不是以激进

虚无主义者的身份说话。考虑以下文本 （也是

我一贯强调的）：虚无主义是 “我们伟大的价

值和理想的已经得到彻底思考的逻辑” （１１

［４１１］／前言）， “颓废的逻辑” （１４［８６］／ＷＰ：

ｎ４３；也见于９［１２６－７］／ｎ１０）；虚无主义意

味着 “最高价值的自行贬黜”（９［３５］／ＷＰ：

ｎ２）；“正是我们之前的价值观得出了它们是

虚无主义的最终结论”（１１［４１１］／前言）。最高

价值自行贬黜的断言特别有启发性；认识到这

种贬黜之后的虚无主义不可能是激进的虚无主

义，因为激进的虚无主义者继续接受价值的

价值。

所有这些都表明，激进的虚无主义仍然是

某种 “需要被克服的东西”。那么问题来了：

由谁来克服？如何克服？已经介绍的段落为第

一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提示：当我一直在说的激

进虚无主义出现时，“人们保留的唯有指向性的

价值（ｄｉｅｒｉｃｈｔｅｎｄｅｎＷｅｒｔｅ）”，此外无他 （９

［１０７］／ＷＰ：ｎ３７）。这表明，对于那些价值观

“自行贬黜”的人来说，他们必然什么也不剩。

从词源学上讲，称这样的人为 “虚无主义者”

当然是有意义的。此外，尼采暗示，以这种方

式一无所剩的人实际上是有所得而不是有所失：

在否认世界需要宗教虚无主义者所肯定的，和

激进虚无主义者所否认的 “目的” “统一性”

或 “真理”时，人们可能会重新获得生成的世

界的原初纯真：

人们不能够校准、衡量、比较或者哪怕是

否定整体。为何不能呢？———盖有五个原因，

统统是连智力平平者都能理解的：譬如，是因

为在整体之外什么也没有了。———重复一遍，

这是一帖清凉剂，其中含着一切此在的清白。

（１５［３０］／ＷＰ：ｎ７６５；参见 《偶像的黄昏》

“错误”８）②

尼采式的术语暗示了由此产生的立场是

“完成的（ｖｏｌｌｅｎｄｅｔｅｒ）虚无主义” （译者注：区

别于 “完全的”（ｖｏｌｌｋｏｍｍｅｎ））；但是这个术

语必须谨慎使用。我是引用自 《权力意志》的

前言，在那里尼采将自己呈现为 “作为欧洲第

一位完成的虚无主义者，他却已经在自身中彻

底经历了虚无主义本身，———他已经在自身之

后、在自身之下、在自身之外经历了虚无主义

……”（１１［４１１］／前言）。这段话的措辞表明，

尽管尼采是欧洲第一个完成的虚无主义者，但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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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信念，见 《敌基督者》５４，和１１［４８］．
正如迈克尔·麦卡锡在回应这篇论文的早期版本时所指出的那样，这篇文章提出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证明了尼采将

生成世界定义为全部的世界。在尼采的文本中我没有发现哪一条能使我反对欧金·芬克的断言：“这是惊人的，尼采甚至没有提出

这个关键问题，他幻想自己 （的观点）在自己的直觉中是绝对安全的，此处他对于 ‘生成’的原初真实采取一种审美视角。”

（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Ｋｏｈｌｈａｍｍｅｒ，１９６０，ｐ３２）．



他不再是虚无主义者。我将这个立场描述为

“完成的虚无主义”，即已经被完全经历了的虚

无主义，它是 “我们那些伟大的价值和理想的

已经得到彻底思考的逻辑”（１１［４１１］／前言）。

我对术语的使用从尼采声称他已经彻底经

历虚无主义的说法中获得了一些正当性 （尽管

只是在他心中）；他告诉我们，虚无主义在世界

范围内的出现，将主宰 “未来两个世纪的历

史”。在这之后的两个世纪，“在未来的某个时

候”，将会有一个反运动，一种重新评估，将会

“取代这种完全的虚无主义”（１１［４１１］／前言）。

如果尼采不能完成这种重新评估，他至少可以

预见到它，并且因此，他将在自己内心中彻底

经历虚无主义；但是，再次，只有当他超越了

尽头，只有当他看到那尽头之后不再是虚无主

义之后，他才能够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才能

够意识到尽头是尽头。一个人只有在彻底经历

了虚无主义，从而不再是虚无主义者时，才是

一个完成的虚无主义者。①

尼采自己彻底经历了虚无主义吗？如果他确

实 “在自身之后、在自身之下、在自身之外经历

了虚无主义”，那就是的；但是其他段落表明，

他没有。在 《道德的谱系》中，尼采将我所说的

“完成的虚无主义”———超越虚无主义的人———

称为 “反虚无主义者”，并将这种人描述为 “未

来的人”，而不是直接描述为他自己：

这个未来人类，他将使我们解脱出来，从

迄今为止的那个理想、也从那些必然从中生长

出来的东西那里，从巨大的恶心、求虚无的意

志、虚无主义那里，把我们解脱出来，这一记

伟大决断的正午钟声，重新使意志自由，他把

大地的目标回赠给大地，把人类的希望回赠给

人类，这个反基督者和反虚无者，这个胜过了

上帝和虚无的胜者———他必将到来——— （ＧＭＩＩ

２４；ｍｙｉｔａｌｉｃｓ）。②

我认为尼采在这里所说的 “迄今为止的理

想”正是宗教虚无主义者认为我们的世界所拥

有的，激进虚无主义者认为它所缺乏的那种辩

护；要摆脱它，一个人必须超越对辩护的需求，

这样，他就不会再将世界视为有缺陷的。一个

超越了 “巨大的恶心”，超越了悲观主义的人，

不再是激进的虚无主义者。查拉图斯特拉在尼

采献给他的著作中的第四部分达到了这个水平；

其他段落，包括１６［３２］／ＷＰ：ｎ１０４１，将它呈

现为狄俄尼索斯的立场。至于尼采本人是否达

到了这个立场，这是另一个问题，与我做的类

型学分析有效与否没有直接关系。③

宗教虚无主义者与激进虚无主义者不同，

他们否认自己是虚无主义者，那么完成的虚无

主义者呢？当然，后者承认我们的世界与传统

的 “最高价值”不相符，并且我们 “没有权

力”拥有任何别的世界，但这种承认也意味着

不接受任何别的世界的 “应然”，也意味着不

同意我们的 “生成的世界”不应该存在。对于

完成的虚无主义者来说，因为世界缺乏目的而

贬低它是没有意义的，这就好比批评一篇哲学

论文缺乏故事情节，批评一首交响乐缺乏文本，

或者批评一幅画只是代表了而不是包含了运动

或深度一样毫无意义。用非尼采的术语来说：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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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至于尼采对 “完全的”虚无主义的一些其他用法 （有些与我对该术语的理解相冲突），见１０［４２］／ＷＰ．ｎ２８，１０［４３］／
ｎ２１，１１［２２９］，ａｎｄ１１［１４９］．

尼采至少是以超越虚无主义 （我称其为 “完成的虚无主义”）为目标的，这在他几处提到 “虚无主义的自我克服”的文本

中都有体现 （尽管这些文本在 《权力意志》的大纲中被加斯特和伊丽莎白忽视了）：９［１２７］，９［１６４］，１３［４］在其他大纲中，尼采
列举了 “虚无主义和它的对应图像：那些回归的”（１４［１６９］）以及 “虚无主义和它的反面：‘回归’的原则”（１６［５１］）；尽管如
此，这些标题仍然是模棱两可的，因为两者都是多义的，既可以表示相似也可以表示相反。

我并不是说这仅仅是一个传记问题，而与尼采的教导无关。下面我简单说说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当然，这些都需要仔细的

论证）：对尼采来说，从激进的虚无主义过渡到完成的虚无主义，至关重要的是一种关于永恒轮回思想的特定体验；人们没办法跳

过它而直接提取该思想的逻辑后果 （所以有查拉图斯特拉的挣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部分）。第四部分中的查拉图斯特

拉是尼采本人的投射，他展示了如果一个人能够思考到永恒轮回，并且对它回应道 “这就是生活吗？那再来一次！”，他便能够从

那种挣扎之中解脱出来。但是 《查拉图斯特拉》中的情节发展表明，这样的投射是不充分的：一个人只有在自己已然解脱了，或

者知道有某人已然解脱了的情况下才能获知如何解脱。在第四部分，查拉图斯特拉已经承受了最沉重的负担，已经接受了永恒轮回

思想，他和书中第一部分第三节的自己的区别在于，他已然超越了厌恶。然而，厌恶渗透了尼采后期的 （查拉图斯特拉之后的）

著作。米歇尔·米勒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Ｍｉｌｌｅｒ）认为，这种厌恶可能是为了治疗的目的而假装的———查拉图斯特拉只能通过假装厌恶来打动
他人。但他也需要证明尼采是否持有这样的治疗目的。



完成的虚无主义者认为虚无主义本身是范畴错

误的结果。因此，完成的虚无主义者回到了宗

教虚无主义者所放弃的立场：完成的虚无主义

者 “将生成的和表象的世界当作唯一的世界来

神化，并称之为善”（９［６０］／ＷＰ：ｎ５８５）。①

像宗教虚无主义者一样，完成的虚无主义者

也会否认自己是虚无主义者；根据尼采的观点，

前者的否认是错误的——— “基督徒和虚无主义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和‘ｎｉｈｉｌｉｓｔ’）这两个词押韵，且不仅

仅是押韵”（《敌基督者》５８）———而后者的否

认则不是：完成的虚无主义者是反虚无主义者。

“完成的虚无主义”从更低的角度来看，只是表

面上的虚无主义，因为它坚持最高价值的无价值

性。尽管这个称呼具有外在性，但 “完成的虚无

主义”本质上仍然与虚无主义有关，就像我所说

的 “宗教虚无主义”一样：而 “宗教虚无主义”

是 “激进虚无主义”的直接且必要的前身，“完

成的虚无主义”则是它的逻辑结果，尽管不一定

是它的历史结果 （毕竟人类可能会退化到 “末

人”）。这三种立场在重要的意义上都是 “虚无

主义”的；但只有那些持有第二种立场的人会承

认自己是虚无主义者。

二

我已经区分了 “虚无主义”的三个层次，

但正如我指出的，尼采似乎区分出了更多的形

式。现在，我将转而讨论其他那些形式，以表明

为什么它们全部 （可能除了 “最极端”的虚无

主义之外）都处于我所说的 “激进”虚无主义

的层次。这种情况不足为奇，至少有两个原因：

首先，如果我的区分大体上是正确的，那么第二

层，即 “激进的”虚无主义，可以说是虚无主义

的中心地带：宗教和完成的虚无主义者在他人眼

中才是虚无主义者；两者都否认这个称呼的最终

恰当性。那么，人们可能会倾向于将虚无主义的

其他形式归入 “激进的”虚无主义。第二个原因

是激进虚无主义是一种欧洲虚无主义，它因否定

对存在的 “基督教—道德解释”而产生；这种否

定可以有多种形式。尼采本人对那些在欧洲历

史、艺术、经济学、政治和自然科学中出现的各

种 “虚无主义的特征”进行了区分 （２［１３１］／

ＷＰ：ｎ６９；２［１２７］／ｎ１）；每一个这样的 “特

征”都可能导致不同种类的虚无主义，而所有这

些都属于 “激进的虚无主义”的属。我将仅仅简

要讨论其中的几个，因为全部讨论完可能会需要

数小时。

我将从我认为最具争议的部分开始：我的论

点是，“积极的”和 “消极的”虚无主义都停留

在我所说的第二层。这个论点起初是令人不安

的，因为 “积极的”和 “消极的”是尼采本人

最明确地对立起来的两种形式。这表明他认为这

种区分非常重要，因此人们应该以此为出发点确

定类型学的方向，而不是根据像我所说的什么三

个层次之类的东西。

将 “积极的”和 “消极的”虚无主义都归

入我所说的激进虚无主义之下的最强有力的原

因是，它们都表现出后者的特征———悲观主义。

宗教虚无主义者并不悲观，因为他们对某种最

终的统一性、目的或存在的信仰为他们保证了

一切都会是最好的。完成的虚无主义者也不悲

观；他们将实践的 “实验哲学”并不打算

坚持一种否认，坚持一种否定，坚持一种

寻求否认的意志。相反，它更愿意跨越到它的

对立面———一种对如其所是的世界的狄俄尼索

斯式的肯定。（１６［３２］／ＷＰ：ｎ１０４１）

如果悲观主义是 “激进虚无主义”大类的

特征，那么尼采所说的 “本真的虚无主义”就

是它的一种。在 １０［２２］／ＷＰ：ｎ１１２（标题为

“总体认识”）尼采断言：

有时候，一种影响深远的、极其重要的增

长的标志，向新的此在条件过渡的标志或许就

在于：悲观主义的极端形式，即本真的虚无主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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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前虚无主义和后虚无主义之间的这种相似性可能是海德格尔引入 “古典虚无主义”作为尼采的 “完全的虚无主义”（林中

路，第２０７页）的同义词的基础。例如，尼采在１６［３２］／ＷＰ：ｎ１０４１中做了这样的联系：“我曾在历史中寻找这种对理想反向建构
的开端 （‘异教’‘古典’‘高贵’等新发现，新阐述的概念）。”但必须注意两点：（１）重要的是，这些古代概念是 “新发现和新

阐述的”；借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不再是虚无主义者的人和从未是虚无主义者的人是不一样的。（２）语境表明，尼采对古代理想
的追求是一种反应———也许是一种 （针对基督教对这些理想的否定的）极端的过度反应 （见５［７１］／ＷＰ：ｎ５５）。如果是这样，那
么回归到古代理想 （的态度）也仍然处于激进虚无主义的水平。见我在后文对９［３５］／ＷＰ：ｎ１３的评论。



义，诞生了。

它可能是增长的标志，但也不一定是；它

是一个模糊的标志，正如尼采在９［３５］／ｎ２２中

强调的：

（虚无主义）是两义的：

Ａ．作为权力意志增长的标志的虚无主义：

作为积极的虚无主义……

Ｂ．作为权力意志下降和没落的虚无主义：

消极的虚无主义。

尼采提供了进一步的分析 （９［３５］／ＷＰ：

ｎ２３）：

（虚无主义）可以是强者的标志：精神力量

可能已经增长得如此强大，以至于以前的目标

（“信念”、信条）已经变得与之不相称了……

另一方面，（它可能是）不充分的强者的标

志，目的是创造性地重又设定一个目标，一个

为何之故，一种信仰。

作为强暴性的破坏力量，它达到其相对力

量的最大值：作为积极的虚无主义。

积极的虚无主义，作为 “激进虚无主义”

的一种形式，作为一种只有破坏力量的形式，

能代表的只是一种相对力量的最大值；它所能

施加的力量取决于它所要破坏的现存事物的力

量。积极的虚无主义者无法从破坏走向创造。①

尼采对积极的虚无主义的描述表明，“消极的

虚无主义”应该是缺乏破坏力量的激进虚无主义

者的立场；９［３５］／ｎ２３的延续证实了这一期望：

它的对立面或许是不再进攻的疲乏的虚无

主义；它最著名的形式就是佛教：作为消极的

虚无主义，是软弱的标志。②

这一段的直接延续在 《权力意志》中被分

开了 （在那里，它出现在 ｎ１３，而先于它的部

分在ｎ２３）。当它们被放回原位时，它们为我

的主张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即积极的虚无主

义仍然处于中间种类，因为在提出虚无主义是

“两义的”———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之后，尼采转向了包含这两个亚种的虚无主义

类别，并将其描述为 “一个病态的中间状态”

（９［３５］／ｎ１３）。

由于时间关系，我将不深入讨论 “哲学

的”或 “迷狂的”虚无主义；我只是断言这两

种都属于激进虚无主义的种类。③ 但有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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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经常说 “创造往往伴随着毁灭”，但这并不意味着 “创造必然伴随着毁灭”。

尼采论说 “冷漠的虚无主义”（１４［９４］／ＷＰ：ｎ４３５）的语境显示，这是被动的虚无主义的一种形式；但是在１４［１０２］／
ＷＰ：ｎ４５，尼采又认为在 “冷漠的虚无主义”中有一种类似于激进虚无主义的模糊性：“冷漠”可能象征着虚弱，也可能象征着

力量。

根据１１［９７］／ＷＰ：ｎ３６，“哲学的虚无主义者相信世界上所有事情都是无意义且徒劳的，并且实际上不应该有无意义且徒
劳的事情存在。”类似的，“哲学的虚无主义”相信根本就没有真理，“对那些不停与丑陋真理抗争的知识战士来说，这是一种莫大

的慰藉”（１１［１０８］／ＷＰ：ｎ５９８）。《敌基督者》７将 “对生命的否定”表现为虚无主义哲学的教导。１８８８年秋尼采的 《重估一切

价值》大纲第三部分标题提到了 “我们这些坚信者。作为虚无主义运动的哲学批评”；第四部分题为 “狄奥尼索斯。永恒轮回的哲

学”（２２［１４］）。也见ＶＩＩ：３４［２０４］。
“迷狂的”虚无主义也仍然是悲观的 （见ＶＩＩ：３５［８２］／ＷＰ：ｎ１０５５），“艺术家的虚无主义”也一样 （１０［５２］／ＷＰ：Ｎ８５０），

尽管后者无法被定义为消极的或者积极的虚无主义。另外，１０［１６８］／ＷＰ：ｎ８５２把艺术的悲观主义表现为对宗教道德的悲观主义
的一种反击；在语境中，我认为 “反击”一词在这里是具有积极意味的，它标志了这两种形式的本质。话虽如此，但尼采也在别

处 （有时是不自觉地）说艺术在本质上是反虚无主义的：１４［１７］，１７［３］／ＷＰ：ｎ８５３。浪漫主义是艺术的特别虚无主义形式 （２
［１２７］／ＷＰ：ｎ１，１５［１６］）。

关于悲观主义的局限性，以及尼采对把价值应用于全体的据斥，见１１［７２］／ＷＰ：ｎ７０８：
“生成在每个瞬间都是等值的：生成的价值总额保持相同：换言之：生成根本就没有价值，因为找不到某个东西可以用来衡量

生成的价值，并且使 ‘价值’一词具有相关的意义。世界的总价值是无法被评估的，因此，哲学上的悲观主义成为滑稽的东西。”

下面的文段有助于我们更加接近于全面的理解：在５［７１］／ＷＰ：ｎ５５，尼采还提到了 “实践的”和 “理论的”虚无主义。“实

践的”虚无主义在１４［９］／ＷＰ：ｎ２４７又出现了：基督教式的对世界的否定本应导致一种 “实践的”虚无主义，然后鼓励 “虚无主

义的行动”，例如自杀；这本应成为 “传染的虚无主义”。但宗教的谎言却阻碍了这种发展，因为对基督教式的 “真实世界”而言，

自杀是不被接纳的。根据 《论道德的谱系》第三部分第２８条，所有禁欲的理想都尝试 “把导向自杀的虚无主义的门关上”，都尝

试把痛苦说成有意义的。价值的贬黜是否必然导致这种 “虚无主义的行动”，仍然是 “我们的问号”（《快乐的科学》第五部分第

３４６条）。
尼采除了经常把实践的虚无主义和自杀联系起来之外，在 《敌基督者》７，他把悲悯也当作虚无主义的实践 （当然，悲悯也同

样是查拉图斯特拉最后的罪行）。最后，《悲剧的诞生》“自我批评”７将 “实践的”虚无主义等同于尼采更频繁提到的 “主动的”

（毁灭性的）虚无主义：“‘宁可无物为真……也胜过你们的真理得理！’”



必须考虑。在９［３５］／ｎ１３的结尾部分，尼采提

出了处理积极和消极虚无主义的前提，即 “没

有真理；没有事物的绝对性质，没有 ‘自在之

物’”。这确实是 “最极端的”虚无主义；它

“将事物的价值径直设入其中，而没有任何实在

与它们相适应或曾经适应，相反，它们只是价

值设定者力量的标志，一种对于生命目的的简

化”。这里有两个问题：

（１）这是一种关于特定价值的断言———比

如上帝、统一性、理性、乌托邦等———还是关

于价值范畴的断言———目的、统一性和真理？

如果是前者，它仍然是激进虚无主义的立场；

如果是后者，它则是完成的虚无主义的立场。

这段话没有提供足够的信息来进行明确的分类。

（２）尼采告诉我们，没有任何实在 （现

在） “适应”或 （过去） “适应过”这些价

值；这为 （未来）将会与重估后的价值相适

应的实在留下了可能性。最极端的虚无主义

者认可当下和过去的价值，因为它们不是它

们所声称的另一个实在的谓词———而是 “力

量的标志”， “一种对于生命目的的简化”。

对价值的重估也会是这样的简化吗？如果是

对超人而言，也许是；如果是对作为整体的

“生成的世界”而言，则不是的。这表明超

人的教义可能是对生命目的的简化的教义，

是永恒轮回教义的简化。

三

我对尼采虚无主义形式的系统化概述完成

了。现在我将转向由此产生的问题。

（１）激进的虚无主义者拒绝逻辑和理性：

“虚无主义者不相信有合逻辑的必要性”（１１

［１２３］／ＷＰ：ｎ２４）。然而，虚无主义本身是

“我们伟大的价值和理想的已经得到彻底思考的

逻辑”（１１［４１１］／前言）。这些结合起来的段落

表明，尼采对逻辑和理性的抨击可能是从激进

虚无主义出发，为了反对宗教虚无主义， “逻

辑”和 “理性”可能被后者用来支持所谓世界

的目的或统一性，或者它与 “真实”世界的关

系。尼采本人依赖于他称之为 “逻辑”的东西

来断言，虚无主义的出现是必然的。那么问题

就来了：尼采是否发展了这种逻辑？在我看来，

只有他称之为 “谱系学”的东西才有资格这么

说，但即便如此，这种谱系学也是不够的。正

如芬克所言：

这种解蔽的方法总是可以被增加，可以被

超越；人们同样可以问，某人在邻里之爱中只

发现复仇的欲望，在对上帝的尊重中只发现神

经病———这种渣滓心理本身是否是一种对生活

盲目的、看不见价值的残缺生命的表现？（１３０）

必须声明：我只承诺了提出问题，而没有

承诺回答它。第一个问题是：尼采是否拥有他

本人坚持的，他的 “肯定”教导所依赖的某种

更高 “逻辑”？

（２）在我的分析中，虚无主义的整个发

展过程，都是围绕 “价值范畴”与生成世界

之整体的相关性问题展开的。① 在宗教和激进

虚无主义的层次上，人们假设只有当整体是

有意义的或有目的的时候，部分才能是有意

义的或有目的的。但在这两个层次上，人们

也都假设世界需要被证明。然而，完成的虚

无主义者认为，证明这个世界是没有意义

的。② 换句话说，证明总是在超越的基础上才

能进行，而整体不能被超越，对尼采来说，

整体是生成着的。

那么，对于部分来说，我们该怎么办？

如果关于证明、目的以及意义的问题都与整

体无关，那么它是否与部分相关？如果我承

认询问世界的目的或意义是没有意义的，我

是否也必须同意，询问我追求哲学而不是爬

行动物学的目的或意义是没有意义的？在加

缪的小说 《鼠疫》中的医生当然否认世界整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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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我用的 “ｗｈｏｌｅ”一词在此意味着 “ｔｏｔａｌｉｔｙ”（总体），所以先不必考虑有问题的总体是一个真正的整体，还是仅仅
意味着全体。

这表明，截止到 《悲剧的诞生》，尼采自己仍然停留在激进的虚无主义者的阶段：他在这本书中坚持 “世界只有在

一种审美现象中才被证明”，这假设了对世界的证明是一个合法的问题。然而，在１８８８年春回看 《悲剧的诞生》时，尼采

说：“艺术在这里发挥着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抵抗力量，它反对所有对生命的否定性意志：艺术在反基督教、反佛教，以

及反虚无主义的方面是卓越的。”（１４［１７］）



体有意义或目的。他也意识到他不能从痛苦

中拯救所有的小孩；但他提议从痛苦中拯救

一些。对整体否认目的或意义，是否会使医

生的立场在道德上与那些虽然不能折磨所有

的小孩，但发誓要折磨他所能折磨的所有小

孩的人无法区分？

像第一个问题一样，这也是层次的问题。

伊万·卡拉马佐夫 （ＩｖａｎＫａｒａｍａｚｏｖ）说：

“如果上帝已死，那么一切都是允许的。”尼

采也引用了战斗的口号： “一切都是假的！

一切都允许！”（ＶＩＩ：２Ｓ［５０５／ＷＰ：ｎ６０２；

ｃｆＶＩＩ：２５［３０４］，２６［２５］，３１［５１］，３２

［８］）。激进的虚无主义者当然会这样说话；

完成的虚无主义者也是吗？如果有一种基于

部分而非整体的价值重估，或者更好的说，

一种内在而非超越的价值重估，它能否在尼

采的意义上成为价值重估？

在我看来，这不会。尼采坚持认为，除

了对整体的肯定，爱命运，之外没有任何肯

定。对尼采来说，否认任何部分就是在否认

整体： “很少有人清楚愿望的立场，每一个

‘它应该是这样但没有’甚至 ‘它本应该是

这样’，包含了什么：对事物的全过程的谴

责”（７［６２］／ＷＰ：ｎ３３１；ｃｆ１４［７５］／ｎ４０，

１４［３１］／ｎ２９３，１４［１５３－４］／ｎ５８４，１４

［７９］／ｎ６３４）。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会

这样？我将在提出另一个问题后再回到这里。

（３）我把从激进到完成的虚无主义的步骤

呈现为逻辑上的步骤，不仅因为尼采断言它是

一个 “逻辑”结果，而且因为它是仅通过思考

完成的：当人们发现无论是对整体的目的或意

义的肯定还是否定，都会产生黑格尔所说的

“无限审判”时就会发现：我们的世界无法恰

当地被诸如 “目的”和 “意义”这样的谓词肯

定或否定； “世界没有目的”这一命题，并不

比黑格尔的例子 “精神不是红色的”更有信

息量。

尼采也谈到了最高价值贬黜的 “逻辑”，

但他并没有把从激进的到完成的虚无主义的步

骤呈现为一个完全基于思考或逻辑洞察的智性

步骤。对尼采来说，这一步需要的是力量，而

不仅仅是逻辑：我们仍然处于 “虚无主义的中

间阶段”———激进虚无主义的阶段———直到有

“力量逆转价值，将生成的和表象的世界当作唯

一的世界来神化，并称之为善”（９［６０］／

ＶＦＰｎ５８５；ｃｆ９［１０７］／ｎ３７，１１［１５０］／ｎ５６）。

问题是，为什么这一步需要力量？最明显

的答案将这个问题与前一个问题联系起来：到

完成的虚无主义，超越虚无主义的步骤，是走

向完全肯定的步骤。

一个人只有能够克服对许多事物的厌恶，

才能肯定一切：如同一个人必须有力量咬掉蛇

的头，才能免于窒息。① 如果接受这个答案，它

将把我们带回到我的第二个问题：对任何部分

的肯定是否预设了对整体的肯定？或者，以不

同的方式陈述，对任何部分的谴责是否意味着

对整体的谴责？如果是这样，为什么？

我一开始就只承诺了提出一些关于尼采的

积极教导的问题，而没有承诺回答它们。最后

我指出，为什么我认为我提出的这些问题是很

关键的问题———因为它们的答案最终将尼采与

黑格尔对立起来。黑格尔在 《法哲学》中从道

德到伦理 （Ｓｉｔｔｌｉｃｈｋｅｉｔ）的转变 （一个超越了

“讽刺”的步骤，具有 “激进虚无主义”的基

本特征），是在拒绝对超越的呼吁，甚至是拒绝

对未来的超越 （例如康德的乌托邦）的呼吁。

但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对整体的肯定；与尼采

不同，黑格尔既不想 “神化”世界，也不想称

之为 “善”。与尼采不同，黑格尔坚持认为，

同意关于整体的目的和意义的问题是不可理解

的，同时又继续以意义和目的来评估个别的行

为和个体，这两者是完全协调的。② 他详细发展

了一种逻辑 （当然不是激进虚无主义者所拒绝

的传统逻辑），并承诺能提升这种评判的水平，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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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见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 《幻影和谜》篇。我相信这个牧羊人与蛇的比喻是相关的，但肯定不是充分的。被需要

的不是那种寻求负担的骆驼的力量；对于完成的虚无主义者来说，永恒轮回的思想不是什么 “最重的负担”，因为它根本不是负

担。

我在我自己的另一本书中辩护了我对黑格尔的这种理解，见：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Ｈｅｇｅｌａｎｄｔｂ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Ａｔｈ
ｅｎｓ，Ｏｈｉｏ，Ｏｈｉ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３．



使它不再仅仅是一种任意。

即使是这种最简短的比较也表明 （１）黑

格尔和尼采对现代病的诊断是可比的，尽管它

们基于不同的 “逻辑的”调查；以及 （２）尽

管在诊断上达成了一致，但两者提供了截然不

同的处方。鉴于这种病症的致命后果，接受一

个观点之前寻求第二意见是无可厚非的；所以

那些严肃对待尼采的人可能也应该同样关注黑

格尔。

尼采和黑格尔之间的冲突从未得到充分分

析，更不用说解决了。① 我相信，出于各种原因

（我暗示了其中一些），这场冲突至少对所有对

尼采或黑格尔感兴趣的人来说都是有趣的。甚

至有一些理由相信，这对那些通常认为已故哲

学家必然过时的人来说可能也很重要。阿拉斯

代尔·麦金泰尔在他有广泛影响的书 《美德之

后》中，② 认为现在所有哲学家面临的中心问

题是尼采与亚里士多德。尽管我在这里聚焦于

尼采，但我仍然认为他不是后启蒙运动时代对

亚里士多德的唯一替代品。③

■责任编辑／张瑞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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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在 《尼采与哲学》中，德勒兹提供了一个看上去比较仔细的分析；但德勒兹理解的黑格尔充其量是科伊夫 （Ｋｏｊｅｖｅ）的水
平。

ＡｌａｓｄａｉｒＭａｃＩｎｔｙｒｅ，ＡｆｔｅｒＶｉｒｔｕｅ：ＡＳｔｕｄｙｉｎＭｏｒ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ＮｏｔｒｅＤａｍ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ｏｔｒｅＤａｍｅ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１．
对麦金泰尔来说，尼采唯一值得读的部分是那些否定性的部分；至于那些肯定性的部分 （尼采对那些他提出来的问题的

“轻浮的解决办法”（ｐ１０７）），麦金泰尔则安于声称：“超人……与其说是严肃的讨论，不如说是一些哲学寓言 （ｐ２１）。”幸运的
是，我们可以在 “尼采具有核心的重要性”上同意他，同时在 “什么让尼采具有这种重要性”方面不同意他。值得注意的是，当

他认为超人只是一些 “哲学寓言”时，麦金泰尔其实比他自己意愿的更加像尼采：毕竟，如果一本书中有末人、各种堕落者、最

丑陋的人、驼背者、一只鹰、一条蛇还有两只火狗，它还能叫什么呢？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９－０６

基金项目：本文系２０２４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重点项目 “本体与现实之间：朱子思想研究” （项目号：２４ＦＺＸＡ００３）的阶

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傅锡洪，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副教授。

本文原稿首次宣读于２０１９年１１月中山大学哲学系 （珠海）举办的 “身·心·天下”学术研讨会，受方朝晖、郑泽绵、赖区

平和张梦婷等师友赐教，谨致谢忱！

①　近年的研究在此仅举两例：翟奎凤，刁春辉：《君子最高美德、政德修养与世界大同———孟子 “与人为善”大义通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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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朱子与王阳明对成己成物关系的不同理解

———兼及张岳对阳明的质疑及其可能回应

傅锡洪
［中山大学，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

摘　要：《大学》修身以上条目和齐家以下条目分别表达了成己和成物的意思。朱子和阳明在成

物领域中的新民与亲民之争受到学界重视，相比之下他们在成己成物关系问题上的异同则并未受到足

够重视。在这一问题上，双方存在本末论和合一论的差异。其差异的关键是成己的完成是否有赖于成

物的完成。明代朱子学者张岳批评阳明合一论遗漏了无事时的慎独工夫。不过事实并非如此。阳明认

为无论慎独还是亲民，都可涵盖实现一体之仁的整体。朱王差异的根源可以追溯至双方在是否直接凭

借本心来指引和推动工夫问题上的不同态度。

关键词：成己；成物；慎独；亲民；一体之仁

中图分类号：Ｂ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５）０１－００５０－１５

　　儒家倡导的道德修养与改善群体生活甚至

政治社会治理的关系，或抽象言之成己与成物

的关系，历来是学界关注的问题。①从儒家的观

点来看，好的群体生活离不开道德修养这一点

自然没有疑义，值得注意的是，离开了群体生

活的参与和政治社会治理的实践，道德修养工

夫能否完成，却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一问

题并非单纯的理论问题，且不论家庭生活无人

能避开，宋明时代不少士人在很年轻时便进入

仕途，或者即便身处村野，也作为乡绅承担着

基层社会治理的重任。政治社会治理是他们在

道德修养过程中难以回避的问题。宋明儒学两

大高峰朱子和王阳明对此问题都做出了回答，

只是他们的回答是大异其趣的。以往研究注重

道德修养之于改善群体生活的意义，而较少论

及改善群体生活之于道德修养的意义，而阳明

正是非常重视后者，因而可以成为我们了解儒

家在这方面看法的一个窗口。

朱子和阳明对成己成物关系的不同理解，

是通过对 《大学》的不同诠释体现出来的。这

一点并不奇怪，因为事实上，“唐宋之际儒学复

兴其实又是一场重建儒家 ‘经典世界’的文化

运动”。②在 《大学》诠释上，以往不少学者措

意于朱子和阳明在究竟是新民还是亲民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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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异。① 这无疑是他们在 《大学》诠释方面

不容忽视的重要差异。不过也应注意到，朱子

并未忽视亲民，阳明说的亲民也包含新民的内

涵。因此虽然分别使用 “新民”和 “亲民”的

不同表述，看起来存在显著差异，不过事实上

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而没

有非此即彼的对立。

就朱子而言，虽然他采纳了二程改 “亲

民”为 “新民”的主张，不过这不意味着他不

重视亲民。且不论亲亲仁民，连草木鸟兽也与

人是 “均气同体”的关系。他的这一主张虽然

落脚点在均气同体之 “理”上，但却与阳明万

物一体、亲亲仁民爱物的主张有着相通之处。

他说： “目前事事物物，皆有至理。如一草一

木，一禽一兽，皆有理。草木春生秋杀，好生

恶死。……自家知得万物均气同体，‘见生不忍

见死，闻声不忍食肉’，非其时不伐一木，不杀

一兽，‘不杀胎，不竨夭，不覆巢’，此便是合

内外之理。”② 需说明的是，尽管朱子不喜提万

物一体，认为这只是 “仁之量”。③ 不过这并不

影响他赞同人之爱应推及草木禽兽，从而形成

万物一体的局面。他与阳明的差异在于，他认

为工夫的重点是对均气同体之理的把握，当然

这是在居敬的条件下进行的，而非如阳明一样

凭借发自一体之仁的动力和准则以直接做成己

成物的工夫。此外，如阳明所说，朱子虽然改

“亲”为 “新”，不过齐家以下条目仍是在阐发

亲民的含义，而他其实并不反对这些内容。阳

明说： “下面 ‘治国平天下’处，皆于 ‘新’

字无发明，如云 ‘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

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

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

皆是 ‘亲’字意。”④

就阳明而言，他反对改 “亲民”为 “新

民”，只是因为改动会造成对亲民的忽略从而出

现偏失，而不是因为他反对新民：“说 ‘亲民’

便是兼教养意，说 ‘新民’便觉偏了。”⑤ 对他

来说，亲民并不意味着完全顺从民众，而包含

了成就民众德性亦即新民的内容。正如他以下

说法所体现的：“惕己之易，而因以得民之所忽

也；去己之蠹，而因以得民之所患也；明己之

性，而因以得民之所同也。”⑥

因此，本文以下虽就明德新民而谈朱子，

就明德亲民而谈阳明，然而新民不废亲民，亲

民不废新民，无论明德新民，还是明德亲民，

谈论的都是成己与成物的问题。朱子的明德新

民本末论实际上就是成己成物本末论，阳明的

明德亲民合一论则是成己成物合一论。如后文

所述，这一点可以在他们自身的说法中得到

印证。

与新民亲民之异相比， 《大学》修身以上

和齐家以下条目，亦即成己与成物、内圣与外

王的关系问题，或许才更能反映他们思想的特

色。余英时先生从史学角度触及了理学和心学

在这一问题上的异同。⑦ 吴震先生在该书的书评

中指出： “其 （按：指余先生）出发点乃在于

纯粹的史学目的，亦即力图重构宋代士大夫政

治文化的历史图景。”“余先生主要关注宋代士

大夫在内圣外王领域中的 ‘同’的一面，而未

能充分讨论理学家内部在此问题上的 ‘异’的

一面。”吴先生指出双方争论的要害在于：“以

朱陆两人为代表的两套为学进路，我们究竟应

如何判定？亦即：１只有充分实现内圣才能进

而实现外王之道？２还是可以说内外两种进路

的同时并进亦能实现外王之道？”⑧ 依本文之

见，前者是朱子主张的本末论，后者是象山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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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近年的研究在此仅举三例：陈立胜：《“新民”与 “亲民”：从传统到现代》，《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０年第５期；邓国元：《王阳明对儒家政治文化的诠释———以 “古本”〈大学〉“亲民”说为中心的考察》，《王学研究》第７辑，
２０１７年，第２１－３７页；李旭：《民之君师与民之父母———阳明与朱子亲民、新民之辩再审视》，《浙江学刊》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黎靖德编 《朱子语类》卷十五，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２９６页。
黎靖德编 《朱子语类》卷六，第１１８页。
钱德洪编 《传习录》第１条，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 《王阳明全集》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第２页。
钱德洪编 《传习录》第１条，《王阳明全集》卷一，第２页。
王守仁：《书朱子礼卷》，《王阳明全集》卷八，第３１３页。
参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４年。
分别见吴震：《对 “内圣外王”的一种新诠释———就余英时 〈朱熹的历史世界〉而谈》，《国学学刊》２０１０年第２期。



及阳明主张的合一论。事实上，孙钦香等学者

正是分别以本末论和合一论来概括朱子和阳明

的主张。①

要言之，在成物方面，朱子和阳明都认同

万物一体、教养兼顾，相比于他们在成物方面

侧重点的不同，更值得关注的是他们在成己成

物关系问题上的异同。在此问题上，双方都强

调成己工夫的重要性，都反对工夫初始阶段忽

略成物工夫，但却也存在着以本末还是以合一

来理解成己与成物关系的重大差异。本文前两

节力图在孙钦香一文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出朱子

本末论与阳明合一论的要义，而第三、四节则

试图通过考察明代中期朱子学者张岳从本末论

立场向阳明提出的挑战以及阳明可能的回应，

进一步揭示合一论的深层内涵，最后一节从朱

王各自工夫论的总体出发探索双方差异形成的

原因，由此全面而深入地展现他们对成己成物

关系理解的异同。

在此需说明的是，根据后文的分析，与朱

子的本末论相比，阳明的确是用体用的框架来

分析明德亲民的关系，本文之所以不以体用论

概括阳明的主张，原因在于在人们的印象中，

体比用更为根本和重要，不过阳明一定程度上

强调的则是用之于体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离用

无体而必须由用以显体、达用以立体。因此，

一般而言的体用论不足以刻画阳明的主张。陈

来先生便注意到了在阳明处：“亲民是明明德的

具体方式和手段，离开了亲民明明德就无法实

现。”因而，明德和亲民实际上是 “互为体用”

的关系，这是富有见地的。②

一、朱子本末论的要义

朱子认为 《大学》的纲领是 “在明明德，

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其中的 “明明德”往

往被简化为 “明德”。朱子在 《四书或问》中

凸显出明明德和新民是缺一不可的：“自孟子没

而道学不得其传，世之君子各以其意之所便者

为学。于是乃有不务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

度为足以新民者；又有爱身独善，自谓足以明

其明德，而不屑乎新民者。”③ “徒”表明单纯

政教法度应该是无法新民的，由此可见新民是

有赖于明明德的。而佛道中人只是 “自谓”在

即便不屑于新民的情况下也可以明明德，朱子

的看法则并不明朗。

事实上，考察朱子的其他论述可以发现，

他并不认为只有完成新民才能完成明明德。因

为他同时又分明明德和新民为先后、内外和本

末。这就使得他只是认为新民的完成有赖于明

明德的完成，而不认为明明德的完成有赖于新

民的完成。

总体而言，朱子从内外、本末和先后三个

维度来定位明德和新民的关系，他说：“明德新

民两物而内外相对，故曰本末。知止能得，一

事而首尾相因，故曰终始。诚知先其本而后其

末，先其始而后其终也，则其进为有序，而至

于道也不远矣。”④

首先，内外是就空间而言，主要是指自己

与他人，他人之中，又有由亲及疏，由近及远

的差别，这些都属于内外。故朱子说：“自齐家

至平天下，自内以及外。”⑤

其次，先后是就时间而言。朱子认为 《大

学》自致知以后各个工夫条目 “节节有工

夫”⑥。由此可知，修身以上的明德是不能涵盖

齐家以下的新民的，明德之后有着相对独立的

新民工夫。当然，先后不是说起始时间的先后，

而是说完成时间的先后。⑦ 亦即朱子并不是说只

有完成明德之后才能启动新民，而是说只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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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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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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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论述可参傅锡洪：《朱王工夫论的结构差异》，《学术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１期。



德完成之后，新民才能取得真正的成效。对此

可参他的如下说法： “有国家者，不成说家未

齐，未能治国，且待我去齐得家了，却来治国；

家未齐者，不成说身未修，且待我修身了，却

来齐家！无此理。但细推其次序，须着如此做。

若随其所遇，合当做处，则一齐做始得。”① 他

的类似观点还可从如下问答中得到印证：

或问：“明德新民，还须自家德十分明后，

方可去新民？”曰：“不是自家德未明，便都不

管着别人，又不是硬要去新他。若大段新民，

须是德十分明，方能如此。若小小效验，自是

自家这里如此，他人便自观感。‘一家仁，一国

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自是如此。”②

朱子又说：“若曰未到伊尹田地做未得，不

成块然吃饭，都不思量天下之事！若是见州郡

所行事有不可人意，或百姓遭酷虐，自家宁不

恻然动心？若是朝夕忧虑，以天下国家为念，

又那里教你恁地来？”③ 显然，朱子并非主张明

德不完成则无须新民或不可新民，而是说新民

若要取得成功，即所谓 “大段新民”，则必依

赖于明德的完成，亦即所谓 “德十分明”。要

言之，《大学》对明明德和新民的关系并无详

细说明，但对八条目的关系却有详细说明。事

实上，朱子之所以以先后本末来理解明明德和

新民的关系，并非因为主张新民说而不是亲民

说，而正和他对 《大学》八条目关系的理解有

关。他把八条目理解为 “节节有工夫”，亦即

层层推进的关系。前一工夫的完成是后一工夫

完成的必要条件，由此才形成后一条目依附前

一条目的本末关系。换句话说，不仅新民，而

且即便亲民的完成也有赖于明德的完成。这种

本末关系不因为亲民抑或新民而有所改变。朱

子上述三段话中，第一段未突出新民还是亲民，

第二段 “他人便自观感”是新民，第三段 “恻

然动心”则是亲民，就是很好的证明。总之，

先后不是徒然的先后，而意味着本末，亦即朱

子有关先后的论述的归宿是本末。

最后，本末是就依存关系而言，亦即在外、

在后的新民有赖于在内、在先的明德。由此内

外、先后都归结于本末。从内外、先后都归结

于本末可以看出，从根本上来说，朱子是以本

末来定位明德和新民的关系。故他说：“明德为

本，新民为末。”④ 他以下说法事实上也是以本

末来论述明德和新民的关系： “新民必本于明

德，而明德所以为新民也。”⑤ “所以为”的意

思可以理解为 “之所为”。整句话是说新民以

明德为本，明德就是为了新民。他在此突出了

明德的地位，新民只是作为明德的目的而出现。

在上述关系中，先后关系最鲜明地体现出

新民的完成依赖于明明德的完成，而明明德的

完成不依赖于新民的完成，亦即先后关系最能

体现明明德与新民的本末关系。故朱子反复强

调明明德和新民是先后关系。他说：“大抵圣人

之教，‘博之以文’，然后 ‘约之以礼’，而大

学之道，以 ‘明明德’为先，‘新民’为后。”⑥

朱子分明明德和新民为先后的观点，在其代表

作 《四书章句集注》中也有体现。他解释

“新”的含义之后，便阐明了新民与明明德的

关系： “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

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

也。⑦ 他在晚年的 《经筵讲义》中也说了几乎

完全一样的话，在此从略。从表示前后相继的

“既……又……”的说法中，可以鲜明地看出

时间上在先的明明德的完成是不依赖于时间上

在后的新民的完成的。

另外，《大学》还提到：“古之欲明明德于

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

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此，“明明

德于天下”既可以理解为明自己的明德，也可

以理解为明天下人的明德。朱子的理解是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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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德于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

也。”① 如后所述，阳明的理解则是明自己的明

德。很显然，如果理解为明自己的明德，那

《大学》这段话就是说明自己的明德必须以齐

家、治国等领域的事务的完成为前提，这就与

朱子本末论的主张背道而驰了。幸而朱子不采

取这种解释，就避免了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说，

朱子明天下人的明德的解释，避免了与其本末

论的潜在冲突。

在 《四书或问》中，朱子批评了 “不务明

其明德”和 “不屑于新民”等错误之后说：

“其能成己成物而不谬者，鲜矣。”② 可见，在

他这里明明德和新民的问题的确可以归结为成

己和成物的问题。而朱子在成己和成物关系上

的主张为：“成己方能成物，成物在成己之中。

须是如此推出，方能合义理。”③ 他有关成己成

物关系的观点乃是成己成物本末论。而其要义

便在于成物的完成依赖于成己的完成，而成己

的完成并不依赖于成物的完成。朱子的观点继

承自伊川，伊川主张：“道必充于己，而后施以

及人。是故道非大成，不苟于用。然亦有不私

其身，应时而作者也。出处无常，惟义所

在。”④ 可以说， “充”意味着成己的完成。伊

川认为理想的状态是只有成己完成之后才能开

始成物，但也不应该死守这一条，如同朱子认

为 “若随其所遇，合当做处，则一齐做始得”

一样，伊川也认为可以把握机遇、有所变通。

二、阳明合一论的要义

阳明对明德与亲民关系的解释受到了朱子

的影响。就问题意识与批评对象而言，他以下

说法可谓脱胎于朱子 《四书或问》的相关说

法：“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矣，然或失之虚罔

空寂，而无有乎家国天下之施者，是不知明明

德之在于亲民，而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亲其

民者矣，然或失之知谋权术，而无有乎仁爱恻

怛之诚者，是不知亲民之所以明其明德，而五

伯功利之徒是矣。”⑤ 从 “明明德之在于亲民”

和 “亲民之所以明其明德”可以看出，阳明比

朱子走得更远，他不仅认为两个工夫缺一不可，

而且进一步认为它们是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

关系。

尽管阳明同时承认亲民有赖于明德和明德

有赖于亲民，但如果以朱子的明德新民本末论

为参照的话，那么其显著的特色，无疑就在于

其对明德有赖于亲民的强调。他 “明明德之在

于亲民”和 “亲民之所以明其明德”的说法，

事实上点出了明明德的完成是有赖于亲民的完

成的。这一点也使得明明德不是不同于并且先

于亲民的一个工夫，两者实际上是同时完成的，

因而是合一的关系。⑥ 强调明德的完成有赖于亲

民的完成，可以说是阳明明德亲民合一论的要

义所在。而阳明明德亲民合一论的提出，正是

针对朱子的明德新民本末论而来。如前所论，

朱子这一主张的要义是明德的完成不依赖于新

民的完成。

关于阳明明德亲民合一论的内涵，可参考

其与弟子围绕朱子明德新民本末论的讨论：

直问：“‘物有本末’一条，旧说似与先生

不合。”先生曰：“譬如二树在此，一树有一树

之本末。岂有以一树为本，一树为末之理？明

德亲民，总是一物，只是一个工夫。才二之，

明德便是空虚，亲民便是袭取矣。‘物有本末’

云者，乃指定一物而言。如实有孝亲之心，而

后有孝亲之仪文节目。 ‘事有终始’云者，亦

以实心为始，实行为终。故必始焉有孝亲之心，

而终焉则有孝亲之仪文节目。事长、事君，无

不皆然。自意之所着谓之物，自物之所为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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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者事之物，事者物之事也。一而已矣。”①

阳明在此明确提出了 “明德亲民总是一

物”，两者 “只是一个工夫”的主张。换句话

说，明德和亲民是各有所指但却相互蕴含，亦

即异名同指的关系。我们在后文对此还会展开

详细分析，因为这是阳明回应朱子学者张岳挑

战的一大关键。在阳明看来，朱子的明德新民

本末论事实上陷入了分明德新民为二物的错误

之中。由此明德很可能脱离新民而陷入空虚，

相应地，脱离明德的新民也难免袭义于外。而

阳明自身明德亲民合一论的完整意图，正在于

避免明德沦为空虚，亲民沦为袭取。也就是说，

明德唯有贯穿于亲民之中，亲民成为明德的内

在环节，亲民才能有坚实的内心支撑，明德也

才能真正得以落实。

在阳明看来，朱子之所以改亲民为新民，

是因为没有真正认识到明德亲民只是一事。他

说：“即以新民为亲民，而曰明德为本，亲民为

末，其说亦未为不可，但不当分本末为两物耳。

夫木之干谓之本，木之梢谓之末，惟其一物也，

是以谓之本末。若曰两物，则既为两物矣，又

何可以言本末乎？新民之意，既与亲民不同，

则明德之功，自与新民为二。若知明明德以亲

其民，而亲民以明其明德，则明德亲民焉可析

而为两乎？先儒之说，是盖不知明德亲民之本

为一事，而认以为两事，是以虽知本末之当为

一物，而亦不得不分为两物也。”② 朱子为什么

要改亲民为新民呢？阳明认为，这是因为不知

道明德亲民本为一事。意思是只有知道了明德

亲民为一事，才不至于改亲民为新民，也才不

至于把明德与新民分为两事。由此也可看出，

从阳明的角度来说，朱子解释的问题的根本不

在主张新民与否，而在主张合一与否。

明德的完成有赖于亲民的完成这一点，在

阳明自身的论述中是始终被强调的。如他说：

“自 ‘格物致知’至 ‘平天下’，只是一个 ‘明

明德’。虽亲民，亦明德事也。明德是此心之

德，即是仁。‘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使有

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③ 阳明首先强

调亲民在明德之中而不在之外或之后。之所以

如此，是因为明德是万物一体之仁，亦即妥善

安顿包括人在内的万物是我们的光明本性，因

此如果不能亲民，不能妥善安顿万物，那就不

足以明明德。由此，离了亲民无所谓明明德，

只有完成亲民，才可说是完成了明明德。第三

节所引如下内容事实上也表达了类似意思：“明

明德之功只在亲民”，“非亲民之外，别有一段

明德工夫也”。由此，我们可以模仿阳明 “虽

亲民，亦明德事也”的说法，认为 “虽明德，

亦亲民事也”在他那里也是成立的。质言之，

明德亲民只是从不同角度描述同一个工夫，两

者是异名同指的关系。

原本亲民不过是明德的题中之义，两者实

际上不过是同一工夫。然而之所以还有必要说

亲民，是因为两者毕竟是从不同角度对同一工

夫所做的描述。如果只讲明德，不讲亲民，那

就可能会导致趋近于佛道二教，忽略儒家亲亲

仁民之伦常日用的弊病。故阳明说： “只说

‘明明德’而不说 ‘亲民’，便似老、佛。”④ 佛

道二教在阳明看来因忽略亲民而流于自私。他

曾说：“自从悟得亲民宗旨，始勘破佛氏终有自

私自利意在。”⑤

在代表阳明晚年成熟思想的 《大学问》

中，明德的完成有赖于亲民的完成这一点也被

特别凸显出来。针对大人之学何以在亲民的设

问，他作了如下回答：“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

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

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

其明德也。”⑥ 在第一句话中，值得注意的有两

点：第一，阳明将明德、亲民纳入 “天地万物

一体”的思路中加以诠释；第二，他将明德、

亲民分别理解为体和用，在体用思维中把握明

德、亲民的关系。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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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句话推导出的结论，亦即第二句话表达的

观点。

要充分理解阳明第二句话 “明明德必在于

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的观点，可

以将其与前引朱子 “新民必本于明德，而明德

所以为新民也”的观点进行比较。如果套用阳

明的句式，那么朱子这句话可以转换为 “新民

必在于明明德，而明明德乃所以新其民也”。其

背后的体用论是立体以达用的模式，重心在明

德之立体。如果仅仅从阳明 “明明德者，立其

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

一体之用也”的说法来看，他和朱子相似，把

明德视为立体，亲民视为达用，仿佛同样采取

了立体以达用的思维。然而，阳明推导出的结

论，却又强调了另一层意思。他第二句话说的

“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

也”，重心不在明德而在亲民。阳明之所以会得

出不同于朱子的结论，原因在于他采取了如下

的体用观：立体必在于达用，达用乃所以立其

体也。前一句是说达用才能立体，立体依赖于

达用，非达用不足以立体。其意思接近于他在

本体和工夫关系中说的 “做得工夫，方是本

体”。后一句是说达用的目的是为了立体，立体

对达用构成了限定，非立体不足以称为达用。

其意思接近于他说的 “合着本体，方是工

夫”。① 就后一句所说内容而言，朱子也能同

意，且是朱子强调的重点。尽管朱子仅仅认为

性、理是本体，而不认为良知本心是本体，这

是他们的不同之处。这一点且不论，重要的是，

阳明却将立体之于达用的意义置于其次的地位，

而将达用对立体的意义放在第一位，这是他不

同于朱子的关键。这实际上体现了他即用是体、

离用无体的思维。

亲民之于明德的意义究竟是怎样体现出来

的呢？阳明在 《大学问》中紧接着说： “是故

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

后吾之仁实与吾之父、人之父与天下人之父而

为一体矣。实与之为一体，而后孝之明德始明

矣。亲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

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兄、人之兄与天下人之兄

而为一体矣。实与之为一体，而后弟之明德始

明矣。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

鬼神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

体之仁，然后吾之明德始无不明，而真能以天

地万物为一体矣。夫是之谓明明德于天下，是

之谓家齐国治而天下平，是之谓尽性。”② 阳明

以 “吾之明德始无不明”解释 “明明德于天

下”，这是他不同于朱子之处，也使他必然得出

明明德有赖于亲民的结论。在他的思路中，无

论明德还是亲民，都包含了 “以及”前后不同

层次的内容。对他来说，亲民不是明德之后的

另一件事情，明德的过程就是亲民的过程，亲

民的过程就是明德的过程。这就凸显出了亲民

与明德的合一关系，不至于像朱子一样分明德

和新民为二。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 “然后”

给人留下亲民的完成在先，明明德的完成在后

的印象。实则阳明只是强调明明德并非如朱子

所说的那样可以脱离新民或说亲民先行完成而

已，只有在亲民完成的情况下明明德才能完成，

而不是说两者的完成有先后的时间差。

要言之，阳明认为成己成物只是一事，这

是他在这一问题上的根本主张。正如他所说：

“成己成物，本无二道。”③当然，这只是说成己

离不开成物，成物完成才是成己完成，而不意

味着先成物再成己，或者只要成物而不必成己。

果真如此的话，他的主张不仅违背儒学以德为

先的取向，而且也颇显荒唐。他以下对门人的

提醒便反映了这一点：“君子学以为己。成己成

物，虽本一事，而先后之序有不容紊。孟子云：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诵习经

史，本亦学问之事，不可废者。而忘本逐末，

明道尚有 ‘玩物丧志’之戒，若立言垂训，尤

非学者所宜汲汲矣。”④ 阳明在此并非主张成己

在先成物在后，否则它们就不是一事了。他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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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强调成物不能脱离成己而进行，以此纠正门

人对成己的忽视而已。

三、朱子学者张岳对阳明的挑战

正是成己有赖于成物，离了成物无所谓成

己的主张，引发了其他学者的批评，这一批评

构成对阳明成己成物合一论的严重挑战。

张岳 （１４９２—１５５２）字维乔，号净峰，福

建惠安人，是明代中期重要的朱子学者。他在

成己成物关系问题上对阳明提出了挑战。阳明

生在朱子之后，可以对朱子提出批评，朱子则

无法批评阳明，作为朱子学者的张岳的挑战，

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朱子的看法。《明儒学案》

引张岳的回忆说：

明德新民之说，往岁谒阳明先生于绍兴，

如知行博约精一等语，俱蒙开示，反之愚心，

尚未释然。最后先生忽语曰：“古人只是一个学

问，至如明明德之功只在亲民，后人分为两事，

亦失之。”騐然请问，先生曰：“民字通乎上下

而言，欲明孝之德，必亲吾之父，欲明忠之德，

必亲吾之君，欲明弟之德，必亲吾之长，亲民

工夫做得透彻，则己之德自明，非亲民之外，

别有一段明德工夫也。”某又起请曰：“如此则

学者固有身不与物接时节，如戒慎乎其所不睹，

恐惧乎其所不闻，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

又如 《礼记》九容之类，皆在吾身，不可须臾

离者，不待亲民，而此功已先用矣。先生谓明

德工夫只在亲民，不能无疑。”先生曰：“是数

节虽不待亲民时已有此，然其实所以为亲民之

本者在是。”某又请曰：“不知学者当其不睹不

闻之必戒慎恐惧，屋漏之必不愧于天，手容之

必恭，足容之必重，头容之必直等事，是着实

见得自己分上，道理合是如此，工夫合当如此。

则所以反求诸身者，极於幽显微细，而不敢有

毫发之旷阙焉。是皆自明己德之事，非为欲亲

民而先此以为之本也。如其欲亲民而先此以为

之本，则是一心两用，所以反身者必不诚切矣。

故事父而孝，事君而忠，事长而弟，此皆自明

己德之事也。必至己孝矣、忠矣、弟矣，而推

之以教家国天下之为人子、为人臣、为人弟者，

莫不然矣，然后为新民之事。己德有一毫未明，

固不可推以新民，苟新民工夫有毫发未尽，是

亦自己分上自有欠缺，故必皆止于至善，而后

谓之 《大学》之道，非谓明德工夫只在新民。

必如先生之言，则遗却未与民亲时节一段工夫，

又须言所以为亲民之本以补之，但见崎岖费力，

圣贤平易教人之意，恐不如是也。”先生再三镌

诲曰：“此处切要寻思，公只为旧说缠绕耳，非

全放下，终难凑泊。”①

从开头可知，阳明之所以提及明德亲民的

问题，是因为张岳无法理解其所说的有关知行、

博约和精一的学说。阳明提出的明德亲民问题，

实际上与这些问题是近似的问题。张岳之所以

无法理解，关键原因就在于他坚持朱子的观点。

如所周知，朱子在知行问题上的一项重要主张

是知先行后，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以反对之。如

前所引，朱子在博约问题上的看法是先博文后

约礼，而阳明的看法则是 “博文是约礼的工

夫”，亦即博文服务于约礼，约礼借由博文以实

施。阳明在精一问题上 “唯精是唯一的工夫”

的看法，思路与之相同。② 这些都反映了他

“只是一个学问”实即只是一个工夫的主张。

其在明德亲民问题上的看法也是如此，即认为

明德亲民只是一个工夫。

在阳明的进一步解释中，“民字通乎上下而

言”，是说民不仅仅是指一般民众，而且包含了

君师父母，甚至天地万物。他 “非亲民之外，

别有一段明德工夫也”，则进一步指出并不存在

亲民之外的明德，这正是张岳所不能同意的

观点。

张岳接下来便申述了自己的立场。他认为

独立于亲民的明德工夫是不能被遗漏的。这是

他的正面主张。他之所以要指出 “学者固有身

不与物接时节”，正是为了说明在亲民之外独立

存在着明德的工夫。阳明在回应中承认存在不

待亲民而有的慎独之类工夫，但他又强调 “其

实所以为亲民之本者在是”。这一观点颇有些难

解，看似与朱子的本末论无异，对此我们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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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从张岳进一步的诘难可以看出，他认为

阳明此说陷入了有所为而为，而非出于理之当

然的错误之中。亦即果真如阳明所说的话，那

么一个人虽然尚未涉入亲民的领域，但所有工

夫都是为了亲民才实施，由此就既要考虑工夫

本身，又要考虑工夫的亲民的目的，这样就不

免陷入 “一心两用，所以反身者必不诚切矣”

的错误和困境之中。① 也就是说，张岳认为，主

张明德亲民合一论的阳明，在自己的理论体系

中无法容纳慎独之类并不直接与亲民有关的工

夫。这可以说是他对阳明批评的关键所在。

接着张岳叙述了自身对明德新民的看法。

他认为 “事父而孝，事君而忠，事长而弟，此

皆自明己德之事也”。他在这里所说的明德，已

经是 《大学》中的齐家以下的工夫了。这样，

他就让明明德跨过了修身的范围，而侵入了齐

家以下的领域，在事实上已经承认了明明德是

依赖于齐家以下的工夫的。当然，他并不认为

这是明明德依赖于新民，因为 “事父而孝，事

君而忠，事长而弟”还不是真正的新民，只有

在做到了这些以后，将自己的明德 “推之以教

家国天下之为人子、为人臣、为人弟者，莫不

然矣”，才是新民。他实际上是彻底落实了

“新民”的字面含义，使之不再包含亲民的内

涵。而正如阳明已经指出的，如果误把亲民当

作新民，就难免于将明明德和新民断为两截。

而张岳正是将它们断为两截，从而认为明明德

是不依赖于新民的。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张岳认为只有自身

充分明德之后，才能从事于新民；新民在效果

上若有欠缺，问题的根源在于明德的工夫有欠

缺。他主张的 “己德有一毫未明，固不可推以

新民”，与伊川 “道必充于己，而后施以及人”

的观点相同，而失去了 “随其所遇，合当做处，

则一齐做”以及 “应时而作”的弹性。可以

说，张岳将伊川、朱子的观点片面地推进了。

这也就无怪乎阳明最后批评他仍然为 “旧说缠

绕”了。

张岳最后批评阳明 “遗却未与民亲时节一

段工夫，又须言所以为亲民之本以补之”。由此

可见他仍然坚持认为存在着不属于亲民，而专

属于明德的工夫，而阳明的体系在他看来遗漏

了并且也无法容纳这些工夫。对此阳明只是作

了 “此处切要寻思，公只为旧说缠绕”的指

点，而没有真正为自己的主张做出有力辩护。

这也导致张岳最终没有被阳明说服，并在其后

对阳明学保持了批评的态度。

总结而言，张岳批评阳明明德亲民合一论

遗漏了，并且也无法容纳慎独之类明德工夫。

在他的记载中，阳明并没有直接回应他的批评。

那么，阳明是否有可能对他的批评做出有力的

回应呢？② 对此具体有三个问题有待回答：第

一，阳明是否果真遗漏了不与事物相接时的慎

独工夫？如果遗漏了的话，亲民就将失去坚实

的基础。第二，如果没有遗漏的话，慎独之类

工夫是否独立于亲民之外，如果独立于亲民之

外，那么阳明明德亲民合一论的主张就将自行

瓦解。如果并非独立于亲民之外，那么亲民与

慎独关系究竟如何实现合一？合一的同时又是

否还有差别？第三，如果慎独并非独立于亲民

之外，那么做慎独工夫是否存在一心两用的问

题？以下我们援引阳明的已有观点分别加以

回答。

四、基于阳明学思想义理的可能回应

根据上述思路，我们可以分三个层次总结

阳明的观点，以回应张岳的挑战。

第一，阳明并未遗漏慎独之类工夫。这从

他 “是数节虽不待亲民时已有此”的说法可以

得到确认。这一点在他的表述中也非常常见。

如以下涉及谨独的对话便是一例：

问：“正其不正以致其良知，于事物相接之

时，其工夫则有着落矣。事物未相接时，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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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岳的思路来自伊川和朱子，可以代表理学的思维：“问：‘伊川临终时，或曰：“平生学底，正要今日用。”伊川开目曰：

“说要用，便不是。”此是如何？’曰：‘说要用，便是两心。’”见黎靖德编 《朱子语类》卷九十七，第２４９５页。
说 “可能”并不意味着是主观猜测，而没有逻辑和证据。我们完全可以基于阳明自身在其他地方表达的观点对张岳的诘

难提出回应。只是因为阳明以及弟子并未对此做出直接回应，我们才说 “可能回应”，而非我们在自说自话。



用功？”师曰：“只是谨独。”①

由此可见，阳明并未遗漏与事物不相接时

的慎独工夫，在他这里亲民有着慎独之类工夫

作为坚实的基础。在此我们不能因为阳明主张

致良知可以贯穿有事之时和无事之时，因此有

事无事在他这里没有究极的意义，就认为张岳

的质疑没有击中阳明思想的要义，因而轻视其

提出的问题。因为那样的话就完全站在了阳明

学的立场上，而没有正视来自朱子学者的批评。

实际上，有事无事的分别在阳明这里是存在的，

不能说从这个角度提出的质疑是不成立的。张

岳的质疑是从阳明 “工夫只是一个亲民”可能

忽视无事阶段的工夫这一点切入的。如果我们

只是简单回应 “工夫只是一个致良知”，是回

避了问题，而没有回应张岳的挑战。因为阳明

的问题并不出在他说工夫只是一个致良知上，

而是出在工夫只是一个亲民上。从朱子学者的

角度来看，当然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看也是

如此，这无疑扩大了亲民工夫的范围，以至于

吞没了无事时的工夫。这个问题是很合理的质

疑，不是朱子学者的误解所致。阳明正是在承

认存在有事无事阶段工夫的前提下来回应张岳

的挑战，指出它们是内在一致的。

第二，慎独与亲民是异名同指的关系，两

者既有各有所指、相对独立的一面，也有相互

蕴含、同指一事的一面，这两种关系是并行不

悖的。用宋明儒学的话来说，前者是偏言，后

者是专言。在宋明儒学史上，伊川首先提出这

组概念： “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

事，专言则包四者。”② 伊川在此是说仁既是专

言也是偏言，根据朱子的观点，义礼智也不仅

仅是偏言，而可指代全体，从而成为专言。进

一步地，专言也不仅仅限于四德，而可以扩及

其他用语。原本慎独与亲民等词是各有所指的，

这些词都揭示了工夫的一个侧面。从这个角度

来说，这些词是 “偏言”。所谓偏言，就是每

个词都只是揭示出一个对象的一个方面的内涵，

只有多个词组合起来，才能把一个对象的完整

内涵揭示出来。不过阳明又认为慎独与亲民、

成己与成物是合一的，是相互蕴含的，言及其

一则得其余。就此而言它们又是 “专言”。所

谓专言就是一言而足，说其中一个就足以把工

夫的完整内涵指点出来，其他词语的含义也包

含在内。③

慎独指的是无事时的工夫，亲民指的是接

物时的工夫，此时两者是偏言，各有所指，相

对独立。阳明说明明德的完成有赖于亲民的完

成中的亲民，就是偏言，是与无事时的慎独相

对而言的。张岳担心的阳明在强调明明德必在

于亲民时难免会遗漏的慎独，也是与亲民相对

的偏言。在偏言的意义上，慎独和亲民是不能

合一的。但是慎独和亲民并非只能是偏言，而

还可以是专言，即单独慎独或亲民就可以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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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颐：《周易程氏传》卷一，《二程集》，第６９７页。
“专言”与 “偏言”并非伊川或者理学家的专利，阳明说的能够 “一言而足”的就是专言，“专”的意思就是 “一”，“补

偏救弊的说话”则是偏言。如他就知行关系说 “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

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

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

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若见得这个意时，即一言而足”。在他的思想

体系中是完全可以容纳专言、偏言的观念的，而不是非得提到 “专言”和 “偏言”的术语不可。有关例子可参傅锡洪：《王阳明工

夫论演进的内在线索》，《上饶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２２年第５期。当然，他对两者也是有侧重的，他强调知行合一、一言而足，这无
疑是突出它们能够蕴含对方的一面，这是就专言而言。但他又明白知与行又可以各有所指，一为 “主义”亦即动机，一为 “工夫”

亦即落实的过程，这是就偏言而言，哪怕这样说容易让人误以为两者不是相互蕴含的。另外，原本他也完全可以如知行关系的情形

一样说：“若会得时，只说一个心，已自有理在；只说一个理，已自有心在。”可他又为什么批评朱子 “心虽主乎一身，而实管乎

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的观点 “是其一分一合之间，而未免已启学者心理为二之弊”呢？这是因为很

显然朱子的主张是离心求理于物，以至于偏离了说心则理便在其中、说理则心便在其中的轨道了。阳明对此纠正道：“在物为理，

在字上当添一心字，此心在物则为理。”唯有如此，才能重建心与理相互蕴含对方的内在关联。朱子的主张丢失了这一内在关联，

自然不能用偏言专言的一套逻辑了，因为即便偏言的心或者理，也是蕴含着对方的。另外，从阳明的角度来看，朱子那里的知行关

系最大的问题是知导不出行，亦即知而不行，这就不仅不是专言，而且不是偏言了，因为即便知行作为偏言各有所指，原本也是相

互蕴含的。阳明的这种分合相互补充、相互支撑的思维可以让思想既精密又统一，不能谈到一分一合，就认为只能是朱子学的思维

方式。分别见钱德洪编 《传习录》第５条、第１３３条、第３２１条，《王阳明全集》卷一、卷二、卷三，第５、４８、１３７页。



工夫整体。那么，阳明是怎样使这两者成为专

言从而两者可以合一的呢？他需要做的最重要

的是使慎独延伸到亲民的领域，使亲民延伸到

慎独的领域，从而使两者构成相互涵摄的关系。

首先，慎独可以延伸到亲民的领域。阳明

固然认为不与人相接时或说无事时应该做慎独

工夫，就此而言的慎独工夫与亲民是各有所指、

相对独立的，分属无事时语有事时的不同阶段，

但他又认为并非只有在不与人接触之时所做的

才是慎独工夫。张岳认为慎独是 “学者固有身

不与物接时节”所做的工夫。在阳明看来，如

果认为只有在此时做的工夫才是慎独工夫，那

就将慎独与亲民割裂为二，窄化了慎独工夫的

内涵。事实上，独处时的慎独不仅仅具有修养

自身的意义，且本就是亲民的一个内在环节，

因为我们无法设想一个不慎独的人可以做到亲

民，所以慎独本就不仅仅限于自我的范围，且

有更为广大的意义。进一步地讲，慎独不仅限

于无事时，而可以指代整个工夫，涵盖工夫的

完整范围。如阳明以下所说包括慎独在内的各

个指点语都可以指代整个工夫：“故凡致知者，

致其本然之良知而已。 《大学》谓之 ‘致知格

物’，在 《书》谓之 ‘精一’，在 《中庸》谓

之 ‘慎独’，在 《孟子》谓之 ‘集义’，其工夫

一也。”① 原本这些指点语各有所指，都从一个

侧面揭示出工夫的一部分内涵，是偏言。不过

阳明又说 “其工夫一也”，则表明这些工夫指

点语又是专言，可以指代整个工夫，言及其一

则得其余，构成相互蕴含的关系。在如下问答

中，阳明也特别强调它们是相互蕴含的关系：

以方问曰： “先生之说 ‘格物’，凡 《中

庸》之 ‘慎独’及 ‘集义’ ‘博约’等说，皆

为 ‘格物’之事。”先生曰： “非也。 ‘格物’

即 ‘慎独’，即 ‘戒惧’。至于 ‘集义’ ‘博

约’，工夫只一般，不是以那数件都做 ‘格物’

底事。”②

阳明的辨析是精微的。按照黄以方的说法，

慎独等仍有自身独立的意义，而格物不过是这

些工夫项目的统称。然而按照阳明的说法，格

物就已经是慎独、戒惧，以及集义和博约等了。

这些工夫指点语之所指不是格物以外的工夫。

这些指点语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作为这个工夫

的称呼。不同称呼所说的不过是同一个工夫而

已。工夫虽然有有事无事的区别，但无论有事

无事，都必须慎独。慎即不轻忽，独即独知、

良知，慎独即对良知采取不轻忽而依循之的态

度。如此则慎独可指代包括亲民在内的整个工

夫。正如陈立胜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在阳明那

里：“‘独知’之范围不再仅限于对初动之念或

行迹未彰状态的觉察，而是涵括了整个心灵

生活。”③

其次，亲民也可以延伸到慎独的领域。亲

民不仅仅是指与民相接时的工夫，也可以指代

整个工夫。具体可以分三层来看。其一，阳明

在与张岳辩难时所说的 “所以为亲民之本者在

是”。其意无非是说无事阶段的慎独本身具有亲

民的意义。与民相接时做好相关工作固然可以

称为亲民，但未与民相接时通过慎独对各种私

欲保持清醒、警觉状态，以便与民相接时可以

妥善处理相应事务，无疑具有亲民的意义，故

阳明才说 “所以为亲民之本者在是”。如果因

为此时未与民相接，就说此时的工夫不具有亲

民的意义，是失之片面的。其二，亲民指的无

非是改善包括人在内的天地万物的处境。无事

时的慎独使我变得更好，而我是天地万物之一，

使我变得更好无疑也是使得天地万物处境变得

更好的努力之一。因此慎独在更好地实现亲民

的同时，本身就是亲民。阳明是通过 “惟夫明

其明德以亲民也，故能以一身为天下”表达这

一意思的。对一身的修养，就是兼济天下，就

是亲民。这里的亲民是包含了一般认为不属于

亲民，仅仅属于无事阶段的工夫的。其三，终

究而言亲民源自人的本性的内在需求，慎独是

在实现这一内在需求过程中的慎独，由此亲民

非外，慎独非内，两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实现

合一，而不存在张岳批评的一心二用的问题。

从朱子的角度来看，成物被视为外，成己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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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内，成己可以脱离成物而单独完成。这可能

带来的深层问题是，亲民不是自我内在的本性

和需求，而是必须履行的责任和义务，甚至是

人的负担和困扰。阳明最终要反对的正是这种

割裂内外的观点。他不仅说 “明其明德以亲民

也，故能以一身为天下”，揭示出成己具有的兼

济天下的意义，而且说 “亲民以明其明德也，

故能以天下为一身”，① 这意味着天下就是我的

一身的内在组成部分，使万物得到妥善安顿是

我内在的本性的要求，我的本性赋予了我妥善

安顿万物的动力和能力。由此亲民并非是外在

的，慎独也并非是内在的，工夫只有一个，两

者是融合为一的。正如阳明所说：“人必要说心

有内外，原不曾实见心体。我今说无内外，尚

恐学者流在有内外上去。若说有内外，则内外

益判矣。况心无内外，亦不自我说。明道 《定

性书》有云： ‘且以性为随物于外，则当其在

外时，何者为在内？’此一条最痛快。”② 由此

使万物得到妥善安顿对我来说就不是负担和困

扰，对我来说就不会感到紧张和压力，让万物

得到妥善安顿反而让我感到内在需求得到满足，

从而感到幸福。慎独非内，亲民非外，慎独与

亲民以及道德与幸福的内在统一构成了阳明明

德亲民合一论的深层内涵。

要言之，偏言与专言虽出自伊川，但在阳

明这里也有广泛的应用。阳明正是通过一个词

同时是偏言和专言，来说明各个词既有差别又

能合一的关系。明明德必须依赖于亲民的完成

才能完成，这里说的是偏言的亲民，也就是一

般理解的亲民；与明明德等同，包含未与民相

接时的成己工夫的亲民，则是专言的亲民，是

涵盖工夫整体的亲民。两种用法同时存在于阳

明的思想中，张岳只看到了前者，没有看到后

者，因此才对阳明有遗漏了慎独工夫的质疑。

第三，以上重点突出了慎独与亲民内在统

一、相互蕴含的一面，不过也不应轻视它们各

有所指、相对独立的一面。这一面的存在也进

一步使得做慎独工夫并不存在一心两用的问题。

阳明认为良知原本就是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

中发用流行。包括慎独以及亲民在内的说法都

是从不同角度指点同一个致良知工夫。因此不

仅不应割裂有事与无事、内与外的紧密关联，

更不应该认为其中一部分的工夫是服务于另一

部分工夫的。

首先，阳明认为良知发用具有时间节律。

如其所说：“夜来天地混沌，形色俱泯，人亦耳

目无所睹闻，众窍俱翕，此即良知收敛凝一时。

天地既开，庶物露生，人亦耳目有所睹闻，众

窍俱辟，此即良知妙用发生时。”可见人心与天

地一体，故 “上下与天地同流”。相应的工夫

就是 “日间良知是顺应无滞的，夜间良知即是

收敛凝一的”。③ 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工夫要做，

这是自然的节律。 “人心与天地一体”提示我

们良知的这种节律源自天道。天道即道体、造

化。阳明高足王龙溪记载阳明对周濂溪 “无极

而太极”的诠释： “无极而太极，是周子洞见

道体，力扶世教，斩截汉儒与佛氏二学断案，

所谓发千圣不传之绝学。朱陆皆未之悉也。”龙

溪对此进一步阐发：“夫无极而太极、而阴阳五

行万物，自无而达于有，造化之生机也。万物

五行阴阳、太极而无极，自有而归于无，造化

之杀机也。”④ 生生是在生杀交替循环中展开

的，生杀构成了生生的内在环节。在此意义上，

合乎节律的肃杀也是仁的一种表现形式，不能

说肃杀就不是仁的表现形式。没有生杀的交替

循环，亦即不受义的节制和限定的仁，将最终

耗散而枯竭。生杀即是仁的发散和收敛，对应

到良知上，就是良知的发散 （有事时的运用）

和收敛 （无事时的存养）。无论发散，还是收

敛，只要符合良知固有的节律，都可以说是致

良知。阳明所谓 “未与民亲时节一段工夫”，

张岳理解的慎独以及一般所说的存养等，均可

以理解为良知的收敛，都是致良知的题中之义。

由此，有事无事不过是自然的节律，无所谓其

中一阶段的工夫服务于另一阶段工夫的问题。

其次，良知在空间中则自然展现出以己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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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由亲亲而仁民，由仁民而爱物的差序格

局。如阳明所说：“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虽

弥漫周遍，无处不是，然其流行发生，亦只有

个渐，所以生生不息。如冬至一阳生，必自一

阳生，而后渐渐至于六阳，若无一阳之生，岂

有六阳？阴亦然。惟其渐，所以便有个发端处；

惟其有个发端处，所以生；惟其生，所以不息

……父子兄弟之爱，便是人心生意发端处，如

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爱物，便是发干生

枝生叶。墨氏兼爱无差等，将自家父子兄弟与

途人一般看，便自没了发端处；不抽芽便知得

他无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谓之仁？孝弟

为仁之本，却是仁理从里面发生出来。”① 生生

之仁以己为中心，在亲亲、仁民、爱物的差序

中展开，构成一个万物一体的仁爱世界。源自

《大学》的亲民一词从字面意思来说，只是揭

示了其中与无血缘关系的人有关的一部分，但

不能因此就说一体之仁的展开仅仅限于这部分

民众。实际上亲民只是从亲近、爱护以及成就

众人的角度，指点了一体之仁的一个环节而已，

其内涵则包含了亲亲、仁民、爱物以及前面提

到的慎独等自我修养。故阳明说 “民字通乎上

下而言”。重要的是，由己及人、由厚而薄是良

知自然本有的条理，而非出于人为的刻意。阳

明说：“惟是道理，自有厚薄。比如身是一体，

把手足捍头目，岂是偏要薄手足，其道理合如

此。禽兽与草木同是爱的，把草木去养禽兽，

又忍得？人与禽兽同是爱的，宰禽兽以养亲与

供祭祀、燕宾客，心又忍得？至亲与路人同是

爱的，如箪食豆羹，得则生，不得则死，不能

两全，宁救至亲，不救路人，心又忍得？这是

道理合该如此。及至吾身与至亲，更不得分别

彼此厚薄。盖以仁民爱物，皆从此出；此处可

忍，更无所不忍矣。 《大学》所谓厚薄，是良

知上自然的条理，不可逾越。”② 无论是保持源

头的仁爱本性，还是在具体情境中以不同方式

对仁爱的落实，都是对良知自然的条理的遵循，

是出自仁爱本性的不容已，并无所谓慎独为了

亲民，或者亲民为了慎独之类的问题。

综合而言，慎独和亲民都贯穿于良知的收

放节律和差序展开中，它们既是指不同阶段的

相对独立的工夫，又是从不同侧面指点同一工

夫的内涵。唯其慎独和亲民等不过是从不同角

度对同一工夫的指点，阳明才能证成明德亲民

的合一。进一步地，良知之收敛和发散都是良

知固有的节律，由己及人与成就万物也是人的

本性的内在要求。既然都是良知固有的节律、

本性的内在要求，因而也就不存在其中一者为

了另一者，以至于一心两用的问题了。要言之，

从工夫的异名同指，以及良知的收放节律和差

序展开角度，阳明可以回应张岳提出的挑战，

维护明德亲民的合一，一方面排除独立于亲民

之外的明德工夫的存在，另一方面又不至于陷

入无事时一心两用的困境中。

五、朱王异同源自对本心的不同态度

通过以上讨论可知，朱子的主张的要义是

成己的完成不依赖于成物的完成。正因从根本

上来说成己相对于成物具有自足性，阳明才说

尽管朱子明白成己成物不是两事，但却难免使

得两者成为两事。朱子的本末论更符合 《大

学》划分工夫条目的本意，也更符合循序渐进、

由知而行、推己及人的常理，这是其长期广受

尊崇的主要原因。阳明弟子蔡宗兖便指出其在

文献贴合方面的优势： “文公 《大学》新本，

先格致而后诚意工夫，似与首章次第相合。”相

比之下，经阳明重新解释之后， 《大学》就会

出现与原文次序不合的问题。即所谓 “若如先

生从旧本之说，即诚意反在格致之前”。③ 牟宗

三先生对阳明解 《大学》有正面评价，不过也

意识到其解释与 《大学》本意不同。他说：

“阳明是想以纵贯系统之第一义讲 《大学》之

‘明明德’与 ‘致知在格物’，此在义理上自可

通，而不必合于 《大学》之本义。”④ 尽管朱子

意识到在成己过程中不能忽略成物的实践，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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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本末来定位成己成物关系，确实抹杀了成

己工夫内含的成物的意义，窄化了成己工夫的

内涵，并忽略了成己工夫依赖于成物才能顺利

推进的一面，进而有可能让人误以为人可以首

先与他人和万物隔绝开来静修，仿佛人可以在

完成成己之后再去成物。这就引发阳明提出合

一论以扭转这一可能趋向。

阳明并未否定慎独工夫，他只是在更大的

框架中亦即万物一体之仁的框架中来谈论慎独

工夫。他致力于打破成己领域的相对封闭性和

独立性。在他看来，每个人已经先行地与他人

乃至万物构成一体同在的关系，这是人的本性

决定的。因而即便独处时也并非与万物隔绝，

即便是独处时做的慎独之类工夫也具有推进一

体之仁的意义。在独处时固然可以做成己工夫，

不过成己工夫则无法在独处中完成。如果以为

可以在一个与他人隔绝的世界中先行完成成己，

然后开始与他人接触，感化他人，成就事功，

无疑是有悖于人的本性的内在要求与自然节律

的。果真如此的话，就难免于终身停留在所谓

成己的阶段，以为自己的德性尚且未能成就，

成物之事更无从谈起。成物在与成己割裂为二、

无从落实的同时，成己在失去成物实践的参与、

督促以及检验的情况下自然也就难以落实，以

至于出现终身不行因而也终身不知的问题。如

此则成己便成为 “空虚”，即便硬要成物，那

也不过是 “袭取”而已，而不是出自本性的自

然流露。而他成己成物合一论的意义便在于克

服这一问题。

但是一旦击穿这一领域的相对封闭性和独

立性，朱子学者就难免会有如下疑问：成己工

夫是否被忽略？进而言之，没有成己作为基础，

又由什么来保证成物的正确方向呢？张岳对阳

明的质疑正是由第一个疑问而起。张岳并未提

出第二个疑问，不过第二个疑问却与朱子质疑

心学工夫论的一个思路接近，而朱子的思路和

张岳一心两用的批评思路是一致的。即在成物

工夫中人是不可能一心两用，同时做到既应对

事物又听顺本心的。朱子的这个观点参其对象

山兄弟的如下批评：“子寿兄弟气象甚好，其病

却是尽废讲学而专务践履，却于践履之中要人

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为病之大者。”① 之所

以此为大病，就是因为在践履之中同时悟得本

心和进行践履在朱子看来终究是不可能的，就

更不用说由此依循本心以行了。只有居敬和穷

理才能使人真正依循本心而行。只是张岳的思

路用于质疑心学无事时的工夫，而朱子的思路

则用于质疑有事时的工夫而已。

从阳明的角度来看，不仅第一个疑问，而

且第二个疑问也不成其为问题。第一个疑问前

已详论，仅就第二个疑问而言，阳明认为作为

一体之仁的本体或直接说本心不仅应该，而且

可以直接在工夫中发挥指引和推动作用，并保

证人可以面对不同情境而有恰当的应对，从而

使工夫具有统一性。牟先生以先验主义来指称

这一点，他在论述阳明的理解不同于 《大学》

本意时说：“象山阳明等以完整而彻底的先验主

义讲明德以及其他乃是根据孟子学的精神而说。

凡此皆不是在 《大学》内所能决定者。”② 《大

学》本意如何姑且不论，牟先生所说的 “先验

主义”，若就本文的观点而言即是阳明直接凭借

本心以做成己成物的工夫。尽管在初学阶段呈

现于人的意识中的本心的动力不够充足，准则

不够明晰，尚需辅以着实用意和精察克治，③ 不

过无论如何人都可以直接凭借本心以展开成己

成物的工夫。因为本心发用具有直接性，所以

并不存在理学认为的一心两用问题。弟子请教

阳明如下问题时表达的观点，和朱子所说的一

心两用之不可能是一致的。弟子问：“功夫欲得

此知时时接续，一切应感处反觉照管不及。若

·３６·

哲　学 论朱子与王阳明对成己成物关系的不同理解———兼及张岳对阳明的质疑及其可能回应

①

②

③

朱熹：《答张敬夫》，《晦庵朱文公先生文集》卷三十一，《朱子全书》第２１册，第１３５０页。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 （下）》，第５１页。
着实用意和精察克治是内在的辅助，而不是外在的辅助。另外，阳明固然承认良知具足，但具体到不同人尤其初学者现实

的良知，则又是有局限的。他说的只是原本具足：“不信自家原具足，请君随事反身观。”现实则往往并不具足，只有尽力了才现实

具足，“各人尽着自己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纯天理上用功，即人人自有，个个圆成”。正因如此，所以如果不是在工夫上有很高造

诣，是无法洞悉良知具足的真相的：“我亦近年体贴出来如此分明，初犹疑只依他恐有不足，精细看无些小欠阙。”如果现实中总是

具足，又何须阳明长久磨炼、仔细观察才得以确认？本来和现实是不容混淆的。引文分别见 《示诸生》，钱德洪编 《传习录》第

１０７条、第２０６条，《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卷一、卷三，第８７１、３５－３６、１０５页。



去事上周旋，又觉不见了。如何则可？”阳明在

回答中强调了心事合一，而这正是基于对良知

发用无内无外而具有直接性的体认。他回答：

“此只认良知未真，尚有内外之间。我这里工

夫，不由人急心认得。良知头脑是当，去朴实

用功，自会透彻。到此便是内外两忘，又何心

事不合一？”①

朱子并不否定本心包含动力和准则，也不

否认其可以直接呈露。牟先生如下观点并不确

切：“朱子大体是依据伊川之义理纲维依经验主

义与实在论的路数来解析。”究其原因则在于朱

子 “即使对于心亦说其本有灵觉 （人心之灵莫

不有知），但亦是认知意义的，而不是实体性

的、超越的道德本心之创生直贯之自主自律与

自定方向”。② 实则朱子并非不承认本心，他只

是不直接凭借本心以做成己成物的工夫而已。

这不仅如前所述因为他认为一心两用并不可能，

而且因为他认为人若无对本体的真切体认和确

信，那就不会依循本体而行，体现本体的本心

即便被把握，那也只是暂明暂灭而已。他认为

只有通过居敬穷理的方式才能使人获得对本体

的真切体认和确信，并将其落实，所以他的工

夫并非像心学一样直接从成物 （同时也是成

己）切入，而是从成己而非成物切入，具体而

言是从居敬穷理切入，并由穷理而层层推及诚

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阳明来说，正

是本心可以直接发挥指引和推动作用这一点，

使得直接切入成物的领域不至于造成工夫缺乏

指引、无从下手的问题。质言之，阳明与朱子

之所以会在成己成物关系问题上出现合一论与

本末论的分歧，关键原因就在于双方在是否直

接凭借本心来指引和推动工夫这一点上持不同

态度。

■责任编辑／张瑞臣

Ｏｎ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ｅｌｆａｃ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ＨｅｌｐｉｎｇＯｔｈｅｒｓＢｅｃｏｍ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ｂｙＺｈｕＸｉａｎｄＷａｎｇＹａｎｇｍｉｎｇ：

ＡｌｓｏｏｎＺｈａｎｇＹｕｅｓ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ｏｎＷａｎｇＹａｎｇｍｉｎｇａｎｄ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ＦＵＸｉｈｏｎｇ

（ＳｕｎＹａｔｓｅ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５１０２７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ｅｎｔｒｉｅｓ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ｔｅｒｍ“ｓｅｌ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ｐｈｒａｓｅ“ｇｏｏｄｆａｍｉｌ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ｈａｖｅ
ｔｈｅｍｅａｎｉｎｇｓｏｆ“ｓｅｌｆａｃ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ｅｌｐｉｎｇｏｔｈｅｒｓｂｅｃｏｍ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Ｉｎ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ｌａｔｔｅｒ，ｔｈｅｄｅｂａｔｅｓｏｖｅｒ“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ｃｅｎｔｅｒｅ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ｐｅｏｐｌ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ｂｅｔｗｅｅｎＺｈｕＺｉａｎｄＷａｎｇＹａｎｇｍｉｎｇｈａｖｅ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ｍｕｃｈ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ｔｈｅ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ｗｏｒｌｄ．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ｙ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ａｓｆｏｒ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ｔｈｅ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ＺｈｕＺｉａｎｄＷａｎｇＹａｎｇｍｉｎｇｈａｖｅｎｏｔ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ｉｓｉｓｓｕ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ａｎｄ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ｓａｎｄ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ｕｎｉｔｙ．Ｔｈｅｋｅ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ｓｗｈｅｔｈｅｒ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ｏｒｍｅｒｄｅ
ｐｅｎｄｓｏｎ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ａｔｔｅｒ．ＺｈａｎｇＹｕｅ，ａｓｃｈｏｌａｒｏｆｔｈｅＺｈｕＺｉＳｃｈｏｏｌｉｎｔｈｅＭ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ｅｄＷａｎｇ
Ｙａｎｇｍｉｎｇｓ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ｕｎｉｔｙｆｏｒｉｇｎｏｒｉｎｇｓｅｌ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ｒｉｖａｃｙｗｈｅｎ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ｔｈｉｎｇｔｏｄｏ．Ｂｕｔｔｈｉ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ｉｓｎｏｔｃｏｒ
ｒｅｃｔ．ＷａｎｇＹａｎｇｍｉｎｇｂｅｌｉｅｖｅｄｔｈａｔｂｏｔｈｓｅｌ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ｒｉｖａｃｙ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ｐｅｏｐｌ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ｎｃｏｍｐａｓｓｅｄｔｈｅｅｎｔｉ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ｈｕｍａｎ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ｃｅｆｏｒａｌｌ．Ｔｈｅｒｏｏｔｃａ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ＺｈｕＺｉａｎｄＷａｎｇＹａｎｇｍｉｎｇｃａｎｂｅｔｒａｃｅｄｂａｃｋ
ｔｏｔｈｅｉ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ｔｏｗａｒｄｓｗｈｅｔｈｅｒｏｒｎｏｔｔｏｇｕｉｄｅ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ｒａｌ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ｂｙ
ｖｉｒｔｕｅｏｆ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ｅｌｆａｃ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ｈｅｌｐｉｎｇｏｔｈｅｒｓｂｅｃｏｍ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ｓｅｌ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ｒｉｖａｃｙ；ｔｈｅｐｒｏｐｅｏｐｌ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ｈｕｍａｎ
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ｃｅｆｏｒａｌｌ

·４６·

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２４卷·第１期　　　　　　　　　　　　　　　　　哲　学

①

②

钱德洪编 《传习录》第２６３条，《王阳明全集》卷三，第１１９页。
均见牟宗三：《心体与性体 （下）》，第５１页。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６－１１

作者简介：沈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教授；陈玉真，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　沈杰：《社会变迁的心理维度：心理现代性作为探究主题》，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第１页。

②　刘同舫：《启蒙理性及现代性：马克思的批判性重构》，《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③　英国心理学家麦独孤和美国社会学家罗斯在１９０８年各自出版了 《社会心理学》，因此，一般把这一年确认为社会心理学

学科诞生的元年。

文化社会心理学的主体间性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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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心理学的诞生源于特定时代精神的推动和特定地理区域的孕育，它诞生时的方法论

则立基于主体性哲学。从２０世纪初期诞生直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扩展的这一演进时期，可称作社会心

理学的传统阶段，其特征是社会心理学所生产的经典知识体系中缺乏文化意识，即无视多元文化存在

或不同文化共存的学科意识。这种特征导致社会心理学生而固有视域盲区和应用偏见，从２０世纪３０

年代文化人类学对其发出了挑战，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文化社会心理学诞生并对有关挑战做出回应，这

一进程在社会心理学哲学方法论上发生的变革就是从一种主体性哲学到一种主体间性哲学的转向。作

为基于主体间性哲学所形成的研究范式的文化社会心理学，不论其哲学方法论还是其具体研究方法，

都推动了社会心理学知识体系的变革和发展，对于社会心理学传统阶段上所形成的经典知识的局限性

产生了具有历史超越性的意义，促进社会心理学学科体系呈现出新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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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科学任何一个学科都是特定时空所形

塑之物，换言之，社会心理学是特定时代背景

和地理区域中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心

理因素复合作用的结果。而社会心理学具体学

科形态的演变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特定时空构架

发生演变的一种反映，①进言之，是学科知识对

于新进入的时代和地域坐标中诸种因素复合作

用的一种再度观照。

一、主体性哲学范式下

　　社会心理学的产生

　　１社会心理学：现代性的知识表征之一

社会心理学 （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是现代性

一种具体的知识表征。１７世纪笛卡尔理性主义

哲学奠定认识论基础、１８世纪启蒙运动确立社

会发展观，从而引发了现代性这一人类迈向崭

新历史阶段的最重大实践进程及其结果。就

“启蒙方案”这一现代性理想目标而言，其核

心宣称是：以理性为基础，追求知识的标准化、

达成普遍真理，实现社会进步和人的解放。②

社会科学无论产生还是演进都与现代性之

间存在密切关联，社会科学逐渐构筑其整个学

科大厦的过程就是反思性地参与现代性构建的

过程。社会科学成为现代性的一种建构力量，

对于现代社会的成长和发展从多个层面上发挥

了特有功能。可以说，社会科学与现代性之间

表现为一种互构的过程及其结果。

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具体学科形式，社会

心理学在欧美发端，正式诞生于１９０８年。③从其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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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育到诞生再到壮大的整个过程始终脱离不了

哲学方法论的指导。

２主体性范式成为社会心理学方法论的

主导

西方现代哲学以理性作为根基，而表现在

认识论上的一个核心特征则是对主体性的强调，

作为奠基人的笛卡尔所提出的 “我思故我在”

这一命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之前哲学对于

本体论的重视，转变成了对于人的主体性的强

调，推动了哲学发生脱离本体论朝向认识论的

转变，① 简称为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康德通过以

先验范畴对客观世界的塑造而实现了 “人为自

然立法”，换言之，使得精神活动的主体性得以

确立。从内涵上说，主体性哲学就是以 “我

思”（或 “自我意识”）作为根基的哲学。从外

延上看，包括了以笛卡尔哲学为起始到黑格尔

为完结的西方现代哲学。然而，这种划分的不

完善之处就在于表现了过于刚性的时间界标，

如果以精神气质抑或思想内核作划分依据，那

么，只要以某种形式的 “我思” （或 “自我意

识”）作为根基的任何一种哲学，都可以看作

属于主体性哲学或归于现代哲学范畴。

主体性哲学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构建出了

“主体”与 “客体”，其重要后果是，使得一切

科学研究都变成主体对于客体的认识。这种认

识论上的两分法进一步的结果是导致形成了本

原—派生、实体—属性、支配—从属、主动—

被动、原因—结果等具有二元对立性的一系列

范畴。

１８７９年作为一门学科的心理学诞生，表明

了它从哲学母体中独立出来并获得学科的合法

性。新降生的心理学必然以主体性哲学作为其

方法论基础，而把一切研究对象视为客体，从

（自然）科学化的视角选择及其方法运用来探

寻客体的发生和演变规律。从另一面看，这种

做法体现了对于主体性或人的价值的肯定，即

主体高于客体，主体是能动的方面。主体性哲

学对于心理学方法论上主导范式的确立产生了

根本性的影响。

主要作为心理学和社会学结合物的社会心

理学自１９０８年问世后，在独特的时空背景下长

足发展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在整个学科布局中很

快占据了主导地位，其方法论的关键特征表现

为，个体主义定位和实证主义取向。这种特征

的研究在社会心理学学科格局中长期处于一种

支配地位。②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情势的社会

心理学体现了对于其母体之一心理学研究范式

的直接继承，实际上则表现为心理学取向居主

导地位的社会心理学对整体学科格局的重要影

响。③为了表述方便，我们把自 １９０８年诞生至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社会心理学称作传统社会心

理学或传统阶段的社会心理学，换言之，这是

其学科发展进程的开创阶段，在这一阶段上产

生了奠基性的或深刻影响后来社会心理学的众

多经典性知识成果。

３传统社会心理学与生俱来的问题性

由于以主体性哲学作为其方法论根基，传

统社会心理学从一开始就潜伏下了固有的问题

性，并且在其诞生后的半个世纪发展进程中逐

渐呈现出来：其学科的关键特征之一表现为，

对于自身知识局限性处于一种无意识状态，或

者说，其自身知识局限性的问题意识缺场。具

体地说，在社会心理学知识的最早的生产者看

来，这种学科知识具有普适性的特质或无限制

的适用范围，即所揭示的是人类社会心理的普

遍规律，换言之，这些知识普适于全人类。而

导致形成了这种知识盲点的第一个原因是，在

社会心理学诞生之后，以生物决定论为方法论

基础所形成的知识普适论占据了主导地位。对

于这种知识局限性的挑战，或者说问题意识的

产生，首先来自文化人类学家所做出的 （跨

文化）研究结果。最主要的是，文化—人格学

派④的学者经由田野工作提出，在西方文化中

所产生的社会心理学，它所揭示的一些规律并

不适用于解释另外的文化或非西方文化中的社

会心理。玛格丽特·米德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Ｍｅａ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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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金惠敏：《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对西方哲学发展史的一个后现代性考察》，《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５年第１期。
沈杰：《对西方社会心理学危机的反思》，《社会学与现代化》１９９１年第１期。
沈杰：《论心理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思想战线》１９９２年第４期。
文化—人格学派产生时属于文化人类学的一个重要流派，而在其演进过程的后期阶段称为心理人类学。



文化人类学家所做出的一些具有冲击力的研究

发现，从深层上推动了传统社会心理学在方法

论上开始发生从原先的生物论决定朝着文化论

决定论转向，并且衍生出知识论上从原来的普

遍论到特殊论的变化。① 从此西方社会科学家

在自己的研究成果上都不免小心翼翼地加上

“在我们的文化中”这一句限定语。②正是在这

种背景之下，文化社会心理学开始登场了。

文化社会心理学的诞生从一定意义上说乃

是社会心理学 “文化转向”的一个重要产物，

即在学科方法论上由生物决定论朝向文化决定

论，在研究范式上由实验主导趋向文化—社会

研究，在知识论上由普遍适用论趋向特殊适用

论。就社会心理学发生这一变革的动因而言，

除了文化人类学的贡献，还应该加上跨文化

（社会）心理学和本土 （社会）心理学的推

动。③这些探索不仅力图说明在不同的文化—社

会④场景中人们的社会心理是存在差异的，而且

还力图说明在不同文化—社会场景中的社会心

理必须在不同的方法论指导下以更加有针对性

的具体方法加以探究，对于在跨文化或比较文

化视角下的研究工作而言，必须做出主体间性

的考量。然而，达成这种顶层要求的动因则是

来自时空的演进，具体地说，必须适应特定时

代背景和社会场景及其变迁的要求，时代精神

则具有引导性的作用。而表现这种变化的最深

刻层面和聚焦之点就在于哲学方法论上的主体

间性转向。

从更具体的层面上说，由于主体性范式的

社会心理学存在其固有的局限，它在强调理性

和肯定主体性的向度时，却缺失反思和审视这

种向度的意识和能力，而一味强调理性和肯定

主体性由于缺乏其他参照系则不免最终走向具

有唯我核心特征的主体中心主义。

二、对传统社会心理学局限性的超

　　越：文化社会心理学的兴起　

　　１传统社会心理学的固有局限性分析

传统社会心理学知识体系的固有局限性逐

渐暴露的过程，从另一角度看，也就是促进文

化社会心理学产生的过程，而文化社会心理学

的产生不仅有助于超越传统社会心理学的局限

性，而且在新的基点上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心理

学知识体系迈向一个新阶段。

对于传统社会心理学生而俱有的问题性，

文化社会心理学所产生的变革作用表现在多个

方面：切实地正视文化对于社会心理的各种影

响；强调从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来说明社会心

理的规律，以克服传统社会心理学内含的单一

文化中心主义，避免传统社会心理学知识体系

中的文化盲点和实际应用上的文化偏见；充分

关注文化的动态性、多元文化的共存性以及文

化之间的交互性，以弥补传统社会心理学无视

文化作用、多元文化存在以及多元文化之间作

为主体的人可以能动转换身份的知识缺陷。

新生的文化社会心理学在学科方法论和研

究范式上所呈现的深刻变革实质上是哲学方法

论发生了深刻转向所致：从原来的主体性哲学

转变到了主体间性哲学。而在学科具体研究方

法上的转变最具代表性的方面则是：从强调客

位研究，到强调主位研究，再到进一步强调两

者即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的有机结合。

２文化社会心理学的兴起与发展进程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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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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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帆：《人类学与社会心理学的结合：玛格丽特·米德之文化决定论综述》，《社会科学评论》２００７年第３期。
［美］Ｇ墨菲，Ｊ柯瓦奇：《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林方，王景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第６１６页。
文化社会心理学和跨文化社会心理学之间在很多方面难以严格地区分，如果要做出一种硬性区分的话，可以说，文化社会

心理学的明显特征是试图追求比较细致、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跨文化社会心理学的明显特征是试图追求比较广泛、内涵多样的知

识。文化社会心理学和跨文化社会心理学的共同方面在于，在揭示社会心理的文化—社会差异的基础上，寻求社会心理的共性方面

和基本规律，力图建立一种具有恰当的文化契合度和知识普适性的社会心理学知识。“跨”文化研究只是一种手段或途径，而其终

极目标则是，发展出一种在不同文化中都适用的社会心理学知识。因此，我们更愿意用文化社会心理学这一名称来统整跨文化社会

心理学。就是说，本文所说的文化社会心理学，包括了跨文化社会心理学的精华内容。

文化人类学惯用 “文化”这一概念，社会学惯用 “社会”这一概念，当然，社会学家在这里所使用的 “社会”概念是狭

义上的 “社会”，而广义上的 “社会”概念是指与自然相区别和对立的 “社会”，而狭义上的 “社会”则是指与政治、经济、文

化、生态领域相区别的那个领域。但是，在没有严格界定的语境中，文化人类学惯用的 “文化”这一概念与社会学惯用的 “社会”

这一概念，在一些程度上是重叠的。



作为对此前跨文化社会心理学①等学科成果

的一种新的综合形态，文化社会心理学内含有跨

文化的视角，或者说，跨文化探究是文化社会心

理学与生俱来的学科元素。与跨文化社会心理学

更注重用传统社会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在不同文

化背景中加以验证和修正为主要旨趣所不同的

是，文化社会心理学更强调文化内在的动态性、

文化构成的复杂性、文化之间的互动性，重视不

同情境中人在文化—社会角色之间的互构性与转

换性，尤其是在不同文化情境中作为社会心理主

体人所具有的能动性及其具体表现。

促使文化社会心理学②兴起的根本动力之一

是，对传统社会心理学知识体系固有局限性的

超越及其在新基上的拓展，它的学科知识养分

又得益于跨文化 （社会）心理学、本土 （社

会）心理学等学科的提供。需要指出的是，这

是从知识层面上做出的表述方式。我们先采用

这种视角的分析及其相应的表述，然后再从哲

学方法论视角进行分析并加以阐述。

从文化意识角度来看，文化社会心理学的

兴起和演进过程可以分为以下阶段：

第一阶段，不具备文化意识 （或文化意识

缺失）的传统社会心理学的时期。不具备文化

意识，即没有认识到关于这一学科知识体系的

文化局限性。诞生于西方的传统社会心理学知

识在非西方社会中并非完全地或普遍地适用，

但是，这一洞见在很长时间里并没有形成。这

里所谓的文化，其定义在内涵上涉及价值观、

规范、风俗、习惯等，在外延上涉及族群、社

会、国家、地区等。

第二阶段，有文化意识的相关社会心理学

学科的时期。先前兴起的称作文化心理学、跨

文化心理学和跨文化社会心理学的几个学科，

导致社会心理学萌发了最初的文化意识。西方

学者在研究非西方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发现，在

西方文化中产生的社会心理学知识并非普遍地

适用于其他非西方文化。对社会心理学知识的

文化局限性产生问题意识，不仅成为知识进步

的重要前提和动力，而且促进了知识生产的取

向与定位，即提示应该寻求与特定文化背景更

相符合的知识的具体有效性，而不是奢望一种

学科知识的无限普适性。

第三阶段，具有文化自觉的文化社会心理

学的时期。作为更早一些时候出现的文化心理

学、跨文化心理学和跨文化社会心理学等学科

发展出来的一种更具有内涵综合性和维度超越

性的成果，文化社会心理学具有了更崭新和更

博大的文化意识，即形成了更清晰、更精准的

学科知识适用范围和情境考量指标及其相关洞

见，作为与这一外在知识生产相应的哲学方法

论的转换，就明确地体现为社会心理学学科研

究范式的更新，具体而言，主体性范式的式微，

主体间性范式的兴起。

三、主体间性范式作为文化社会

　　心理学的方法论取向　　　

　　１主体间性哲学兴起的思想脉络与内在

逻辑

社会科学学科一种新范式的出现，首先体

现为新的时代精神在特定地域上的结晶。而新

旧范式之间的更替则体现为时空转换的一种结

果。作为社会科学一种新范式的根基，被哈贝

马斯 （ＪüｒｇｅｎＨａｂｅｒｍａｓ）和海德格尔 （Ｍａｒｔｉｎ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分别命名③的主体间性 （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

ｔｉｖｉｔｙ）哲学，④ 对于它的兴起而言，其动力机制

是综合性的且极为复杂。从思想脉络上看，这

一转向乃是哲学内在逻辑关系演进的一种必然

结果。在西方哲学的主体间性转向过程中，三

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人物及其思想产生了推动

性作用。首先应该提及胡塞尔 （ＥｄｍｕｎｄＨ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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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跨文化社会心理学者英国史密斯、加拿大彭迈克和土耳其库查巴莎，跨文化社会心理学的英文表述是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Ａ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文化社会心理学，其英文应该是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或者是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ｆｒｏｍＣｕｌｔｕｒｅｓ，而不宜用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ｅｓ。它是对于比更早一些时期出现的、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越传统社会心理学某些局限性的跨文化社会心理学、本土社会
心理学研究成果的在更高一个层次上的综合和提升。

哈贝马斯称之为 “主体哲学”，而海德格尔则称之为 “主体性立足点之哲学”。

根据不同的语境，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这一词语又可译作 “主体之间性”“主观际性”“主体 （观）通性”“共 （多）主体性”

“主体间本位”，等。



ｓｅｒｌ），是他最早提出了主体间性哲学，而认识

论是其基础，所关切的焦点是自我和他人之间

的相互认识，以及自我和他人对于认识客观对

象上的认同。而这一问题则是通过 “视域互

换”的 “共同呈现”（即 “类比统觉”（ａｎａｌｏｇ

ｉｃａｌａｐ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加以达成的。①其次应该提及

海德格尔。在胡塞尔思想的基础上，又区别于

胡塞尔认识论的 “思我”特征，海德格尔构建

出生存论 “此在”作为灵魂的主体间性理论，

“此在就是相互并存的存在，与他人一道存在：

与他人在此拥有这同一个世界”。②他关注的重

点是自我和他人之间的共同存在，以及自我和

他人对于客观对象的工作上的认同，而这一问

题则是借助一种 “工具使用”的 “整体因缘”

加以解决的。③再次应该提及马丁·布伯 （Ｍａｒ

ｔｉｎＢｕｂｅｒ）。他以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思想更

加精细的对话主义主体间性理论登场。在布伯

的本体论概念中，最表现出创造性的就是根本

上区别于 “我—它”这一范畴的 “我—你”这

一新范畴。④在他看来， “我—它”范畴表达的

是这样一种关系，即人对于世界的认识和利用

———我把一切存在者看作外在于我的对象性客

观存在，我根据自己的需要、价值观对其加以

认识，并在此基础上使其为我所用。而 “我—

你”范畴表达的是这样一种 “相遇”（ｍｅｅｔｉｎｇ）

的关系性质———我把一切存在者都看作像我一

样的主体性存在。⑤于是，一种以我为中心、以

我为坐标原点的 “透视性关系”不存在了。新

的关系体现为一种名副其实的相互交谈性的双

边关系。不再从传统的 “自我”出发，而是从

“我们”这一哲学新理念出发，不再以 “主—

客”性质来构建主体相互之间的关系模式，而

第一次以主体平等性质来构建主体相互之间的

关系模式。于是，原先表现人与物性质的关系

让位于新的表现人与人性质的关系，理论和伦

理二者之间实现了最终的统一。

由笛卡尔开端，经康德奠基，主体性哲学

的发展进程，到胡塞尔处达到了顶峰。“这个客

观的世界，……是从我自身中，作为先验自我、

作为只有借助先验现象学的悬搁才会呈现出来

的自我的这个我中，获得它每次对我所具有的

全部意义及其存在效果的”。⑥胡塞尔深深地感

到，只是从 “经验自我”迈向 “先验自我”依

然不够，还须从 “自我”迈向 “他人”，从

“我”迈向 “我们”。随着 “我们”概念凸显，

成为现象学的一个焦点，一种不同于主体性哲

学的主体间性哲学，便成为晚期胡塞尔现象学

所关注的中心，并且促进形成了一种系统化的

主体间性理论。⑦

此外，从 “主体性”到 “主体间性”的转

向，不仅体现于以胡塞尔为代表的欧洲大陆人

本主义哲学当中，主要呈现为一种本体论上的

变化，而且也反映在以维特根斯坦 （Ｌｕｄｗｉｇ

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为代表的英美科学主义哲学当中，

主要呈现为一种方法论上的变化。⑧进一步分析

可以看到，当代西方哲学重要表征之一的后结

构主义，其多元决定论，或者其 “互文性”

（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和 “去中心性” （ｄｅｃｅｎｔｅｒｉｎｇ）特征

的思想，在实质上却可以看作是对哲学 “主体

间性”转向所做出的一种独特回应。在当代一

些重要思想家的理论中，一样可以找到从主体

性哲学转向主体间性哲学、从一元论转向多元

论所呈现的不同表达方式，应该提及的有：伽

达默尔 （ＨａｎｓＧｅｏｒｇＧａｄａｍｅｒ）的解释学、罗蒂

（ＲｉｃｈａｒｄＲｏｒｔｙ）的教化哲学、哈贝马斯的沟通

行动理论等。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及其强调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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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达：《同感与回忆———对胡塞尔 “类比统觉”理论的两个解读》，《哲学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９期；张再林：《关于现代西
方哲学的 “主体间性转向”》，《人文杂志》２０００年第４期。

［德］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 （上）》，孙周兴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６年，第１３页。
雷德鹏：《论海德格尔对现代科学本质的哲学反思》，《科学技术与辩证法》２００５年第６期。
［德］马丁·布伯：《我与你》，陈维钢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２年，第４页。
胡军良：《现代西方哲学的 “对话”之维：从布伯、伽达默尔到哈贝马斯》，《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１６年第１１期。
［德］埃德家·胡塞尔：《笛卡尔式的沉思》，张廷国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３５页。
在哲学世界里，胡塞尔的主体间性理论对海德格尔 “共在”学说以及萨特 “为他”学说都产生了一定的启迪。

在维特根斯坦那里从一种 “基础主义”的 “实有”哲学走向了一种 “关系主义”的 “场有”哲学，这意味着必须以一种

宽容的态度对待语言的使用以及使用语言的人。正如在语言的语用世界里语词具有其多样性的意义，在使用语言的人的世界中也并

没有所谓唯一的绝对主体性，主体性不过是一种多元的和相对的主体性。



活动中主体间的 “视域交融”，并视之为一个

不断 “汲舀”文本意义的过程，即接受者与文

本之间的对话是无限的，①从而充分肯定了解读

过程中读者与作者之间交互作用的深度性。罗蒂

的教化哲学认为，先验综合判断为我们提供了一

种看待科学真理的可能性，即科学真理永远无法

为我们的主张提供答案，我们的论述、证明以及

我们对于应该做什么的道德决定都是基于对世界

本质的认识，②目标在于把对话视为将人从 “陈腐

的自我”中解放出来而通向实现的唯一途径，在

于把人际交流而非发现真理视为哲学的 “终极境

域”。而哈贝马斯在关于理性的论述中提及，理

性面临批判表达时，可以是一个陈述，也可以是

一个目标导向的行动……有道理的言语和有效的

行动是理性的标志，③这意味着区别于工具理性的

沟通理性 （或商谈理性）成为抵制工具理性所需

要重建的新理性，当然，是处于一种更高层次上

的重建。沟通理性的实现需要 “理想的言说情

境”（ｉｄｅａｌｓｐｅｅｃｈ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④ 在理想的情境中

才能顺利地进行言说主体之间的互动。此外，尤

其值得指出的是，吉登斯 （ＡｎｔｈｏｎｙＧｉｄｄｅｎｓ）所

提出的结构化理论，从实质上看，也是一种具有

主体间性范式特征的社会理论，是对此前一直居

于主导地位的结构与能动二元性范式社会理论的

一种超越。⑤

概言之，发生于２０世纪下半叶的哲学的主

体间性转向，所产生的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和具

体方法功能就表现在引导人们去理解一个完整主

体与另一个完整主体之间的互动。对于社会科学

而言，“主体间性”这一概念的出现，无论在本

体论意义上还是认识论意义上，尤其在方法论意

义上，都引发了一种标志性转折。首先，从本体

论意义上看， “主体间性”概念改变了 “存在”

这一哲学范畴的基本内涵。从此 “存在”的属性

既非主体性，也非客体性，而是主体间性，换言

之，是主体之间的一种共同存在。作为 “主体

性”概念的对应物，“主体间性”概念在本体论

意义上呈现出对 “主体—客体”二元对立性质关

系的超越。以语言的存在方式进入沟通领域所构

建出来的主体间性，则代表着一种互为主体性和

共同主体性，所呈现的状况和特征是一种 “主体

—主体”关系性质的结构，在实质上则意味着互

为主体的主体之间的相互交往、相互沟通。这便

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表明了社会性是人与动物

之间的根本区别特征。其次，从认识论意义上

看，主体间性哲学由于将关注的重点从先前的主

体性和 “主体—客体”关系转变到了 “主体—

主体”关系上面，因此，进一步把人类的认知对

象世界 （其中既包括物质世界，也包括精神世

界）不再当作客体而是当作主体看待，从而确立

了自我主体和对象主体之间的共生性、互构性和

沟通性关系。

２“主体间性”转向：促生文化社会心理

学的新范式

除了哲学体系内在逻辑的演进之外，主体

间性哲学的兴起还有其多重方面的社会原因。

现代性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比如，工

业社会产生了种种异化现象，使主体性哲学遭

遇了困境。这些社会历史境遇使哲学家在反思

之后深刻地认识到，单向性主客关系的认识论

取向以及立基其上的工具理性的无限扩张，已

使 “启蒙方案”所规划的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

发展的理想愿景在现实中面临严重危机。找寻

超越困境的力量及其实现的途径便成为时代精

神发出的呼唤。而主体间性哲学的出现正是满

足这种时代需求的一项智识成果。作为新时空

的表征形式，主体间性哲学是对现代性思想困

境的一种积极的突破。它反映了当代社会发展

趋势的一个重要的应然取向，即回归最真实的

人本，重返人和人关系的本真样态。

主体间性哲学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

上，都为传统社会心理学摆脱时代困境带来了

新的契机，传统社会心理学知识由于沉浸于

“主体—客体”二分性质，导致了研究者主体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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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研究对象客体之间的分离和对立。而社会心

理学方法论的主体间性转向的核心要求就在于

按照沟通理性去寻求并构建主体间性 （或互为

主体性）的交往关系，而这种互为主体性关系

的性质可以说将会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最

充分地呈现出来。

主体间性哲学的兴起，已经带来了多个方

面的理论意义。对于包括社会心理学在内的整

个社会科学的发展而言，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促

进了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整体性转变。

不仅体现为认识领域的一种变化，而且体现为

方法领域的一次革新。哲学的 “主体间性转

向”必然具体地走向一种建构主义的方法论，

必然导致对消解单一中心原则的确认，必然导

致形成一种关系实在论的方法论原则，引发

“关系自身”最终得以确立。①

文化心理学的诞生从实质上看表征了一种没

有冠之以 “跨”字但实际上内含了在不同文化之

间进行比较的文化社会心理学的初级形态，而当

其名副其实地进行跨文化研究时，名为跨文化心

理学的学科实际上逐渐走向了跨文化社会心理

学，而在这些早期学科形态的综合基础上提升出

文化社会心理学这一更高级的学科形态。

早先的文化心理学研究，以跨文化的形式

或比较文化的视角开启了对于 “他者”的思

考，而在后期的研究中，由于研究方法的改进

与创新，比如，与客位研究法相对的主位研究

法的创用，比强加式客位法 （ｉｍｐｏｓｅｄｅｔｉｃ）更

有改进的衍生式客位法 （ｄｅｒｉｖｅｄｅｔｉｃ）的形成，

使得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逐渐地深入

地演变成具有主体间性特征。而这种认识活动

和研究实践的形成，可以说是作为一种时代精

神符号的主体间性哲学所形成的方法论在社会

心理学领域的映照物。

四、主体间性范式预示的　
　　文化社会心理学新前景

　　１主体间性范式带来了多个层面的变革

文化社会心理学在哲学方法论领域中所发

生的主体间性转向，其产生的影响表现在多个

层面：一是指导性的哲学理论和方法论层面；

二是具体研究方法和技术层面；三是实际研究

领域和内容层面。

不论在哪个层面，转向主体间性范式便意

味着开始反思以往客位法的即便是强加式客位

法和衍生式客位法的社会心理学研究状况，对

此前由主体性范式所规定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

之间、研究者与研究者之间、研究对象与研究

对象之间的关系性质进行重新定位，即应该做

出符合主体间性范式要求的积极而合理的调整。

通过这种转向，使社会心理学中人的价值和尊

严得到了崭新重视和全面正视，使人和人之间

交往关系的平等性、和谐性受到充分强调。

主体间性转向，在哲学理论和方法论层面

的深刻意味是，必须对单一文化中心主义 （在

此之前，主要表现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进行

超越，对 “他者” （把中心文化之外的文化视

为 “他者”）偏见加以消解；在具体研究方法

和技术层面的意味是，必须更加全面地认识主

位研究所蕴含的价值，同时注重将主位研究法

与客位研究法加以有机结合；在实际研究领域

和内容层面意味着必须更加重视多元文化情境

中的主体能动和心理转换，并且正视每一种具

体文化社会心理表现形式的合理共存。

从某种角度上看，这些变化的趋势与后现

代社会心理学家提出的某些主张之间呈现出一

定的契合度。在葛根 （ＫｅｎｎｅｔｈＧｅｒｇｅｎ）看来，

后现代时期的社会心理学者从事研究时，应该

敏锐地意识到独特历史条件和文化脉络所具有

的影响作用，从而对自己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

持有基本的反省意识。②可以认为，这一类后现

代社会心理学的主张，从一种独特角度表明了

社会心理学方法论主体性范式的式微。

（１）哲学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变革

主体间性哲学对于超越它之前的主体性哲

学的固有问题性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用 “主体—主体”特征的关系取代

了 “主体—客体”特征的关系。主体性研究范

式是一种基于 “主体—客体”特征的关系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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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客二分法）的分析框架。而主体间性研究范

式则是一种基于 “主体—主体”特征的关系

（或交互作用）的分析框架。研究者与研究对

象的关系不再是对于 “他者”的发现和认识，

而是一种 “相遇”，是和同 “我”一样的另一

个主体的互动。

第二，“绝对同一”原则被 “相对差异”原

则所取代。主体性研究范式遵奉的是单一主体模

式，体现了一种 “绝对同一”原则。以独存、唯

我特征的自我作为出发点，必然导致主体与客体

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主体间性研究范式从 “自

我”中心走向了与 “他者”共处，实现了从单

数的 “我”向复数的 “我们”的转变，人和人

之间的关系不再具有陌生性和对立性的特质，而

是以沟通和理解的特质朝着主体和主体间原初、

本真的性质关系回归。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

正是海德格尔确立了本体论的主体间性。而布伯

则是提出了 “我—它”和 “我—你”两种思维

模式，前者是为我所用的世界，后者则是我们与

之相遇的世界。“我—你”是一种对话关系而不

是一种单一向度的以 “我”为中心性质的关系，

这种性质的关系特征是双方或多元之间既包容差

异又和谐共处。①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更深一步

地揭示了主体间性存在的合理差异性。在他眼

中，主体间的 “偏见”不仅是不能消除的，而且

唯有在 “偏见”之间经由 “问答逻辑”达成视

域融合，理解才得以达成。

第三，以 “互相交往”原则取代了 “支配

与从属”原则。主体性研究范式所奉行的重要原

则之一就是支配与从属。主体处于支配性地位，

客体则处于从属性地位。而到了主体间性研究范

式中，原来的支配与从属性质的关系被解构。

“相互之间”的实质已经变成了 “共同交往”。

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社会行动被区分为两大类

型即工具行动和沟通行动。前一类型的行动涉及

的是主体和客体之间关系，而后一类型的行动涉

及的则是主体间性关系， “通过沟通行动实践，

沟通行动的主体同时也明确了他们共同的生活语

境，即主体间共同分享的生活世界”。②在主体间

性的视域中，主体间在 “对话”“沟通”的过程

中形成共识、达成认同、建立信任，从而建立起

人和人、人和自然之间天然、平等的关系。

（２）研究方法和技术层面的变革

对于传统社会心理学而言，实际上仅仅存

在客位研究法，它不仅没有意识到客位研究法

本身的局限性，而且没有意识到当时社会心理

学知识体系中仅仅存在客位研究法这一问题性

的局面。因此，从总体上看，传统社会心理学

呈现出独尊客位研究法的姿态特征，换言之，

只以研究者及其所处文化作为基点和准则去审

视和判断研究对象及其所处文化中产生的社会

心理现象———它以一个外来者的视角去理解调

查地所存在的文化，以标准化的尺度对调查地

人们的社会心理进行分析和解释，用比较的角

度和历史的观点去分析一切调查资料。③

人类学家在语言学家所做出的 “主位”

（ｅｍｉｃ）与 “客位”（ｅｔｉｃ）区分的基础上，进一

步提出了主位研究法 （ｅｍｉｃａｐｐｒｏａｃｈ），其核心

特征是以所要研究的文化作为研究者的出发点和

准则去考察置身这种文化中的社会心理特质。主

位研究法的基本意涵是指研究者不先在地以自己

原有的价值取向、认识模式作为前提和预设的依

据，而尽可能地从当地人的角度去理解当地的社

会文化，以收集当地文化中的调查资料为基础，

进而对当地人的社会心理做出分析和判断。④这一

切都要求在运用主位研究法的时候必须熟悉当地

研究对象的传统习俗、价值观念、知识体系、话

语语境等。总之，主位研究法的优势体现在有助

于较为精细地了解当地文化的细节和深度，特别

是其中潜在的独特含义，从而尽可能地克服由于

自身文化与调查地文化之间差异所形成的研究者

的主观之沟，尤其是先入偏见、刻板印象等，进

而避免这一切对于理解研究对象心理的所导致的

偏差甚至谬误。

出于对客位研究法局限性的超越而自觉地

运用主位研究法，这是对传统社会心理学知识

局限性或文化盲点无意识状况的一种积极的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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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国安：《社会心理学理论新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９１－３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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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努力，是对单一文化中心主义偏颇的一次有

效校正。然而，这还没有真正地达到主体间性

研究范式，因为从本体论上看主体间性哲学改

变了 “存在”范畴的基本含义，而将其理解为

主体之间的一种共同存在，即主体间性既非主

体性的同时也非客体性的。这样的话，主体间

性作为本体论上的基本规定性就表现于对 “主

体—客体”对立性的一种超越。

在研究方法层面上，从主位研究法的产生一

直到主位研究法与客位研究法之间达成有机结

合，这才算文化社会心理学方法论上主体间性转

向的完成，或者说，只有以研究对象及其所处的

文化情境作为依据和判准，把主位研究法和客位

研究法加以高度的结合，达成了研究者对于处在

特定社会文化情境中的研究对象的互通理解，才

可以说是采用了一种主体间性研究范式。

２文化社会心理学的主体间性范式的运用

文化社会心理学所致力于的目标就是要达

成一种具体的文化—社会情境中人与人交互作

用时心理上于动态中的求同存异，因此，需要

寻求一种在具体文化—社会规定性中对于人的

主体间性的学科知识表达。

（１）文化社会心理学的核心特质

文化社会心理学是强调文化—社会规定性

和人的主体间性对于理解社会心理具有重要作

用的社会心理学分支学科，其主要内容结构特

征是：第一个层面，强调文化—社会情境对于

置身其中的人们社会心理的影响或塑造作用；

第二个层面，强调对于不同文化类型的尊重，

因此，需要对不同文化类型中发生或表现的社

会心理现象和特征做出充分的理解；第三个层

面，强调对处于不同文化类型中的社会心理现

象之间进行比较和分析，因此，需要一种

“跨”的视角。 “跨”在特定意义上就表明了

“文化之间”；第四个层面，强调交互 “跨”的

视角，即从多元文化、文化动态和主体能动的

角度来理解社会心理，因此，必须正视其多样

态和多变性的特质。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在初级层面上，

文化社会心理学乃是从跨文化 （或比较文化视

角）对传统社会心理学的主要知识领域和方法

内容进行了探究；然后，进一步提升了跨文化

或比较文化视角，最后达成一种交互 “跨”文

化的视角，对社会心理世界做出了很多方面的

独特探究。因此，在文化社会心理学这一学科

名称下实际上包括了交互性的跨文化或比较文

化视角对于社会心理的研究。文化社会心理学

一旦采用了交互性的跨文化或比较文化的进路，

势必就会产生超越传统社会心理学隐含的单一

文化中心主义的旨趣，并揭示出其学科体系的

局限性或者其效用范围的非普适性，有助于实

现克服产生于特定时空 （即２０世纪上半叶的西

方社会）的传统社会心理学所生而俱来的知识

盲点和应用偏向。

在高级层面上，出于对文化的多样性和主

体的能动性的重视，文化社会心理学特别强调

从动态性、互构性的角度来理解具体文化—社

会情境中的社会心理机制及其运行。因此，文

化社会心理学中新兴的一些理论视野，十分重

视研究对象所处文化的本土特质，理解不同文

化中人们社会心理的能动方面，通过了解文化

的动态性和人的主体间性来提炼出不同文化—

社会情境中人们社会心理表现形式的独特功能

和一般规律。

在更宏观的理论视野中，文化社会心理学

的价值观表现在强调文化之间的平等，主张不

同文化并不存在优劣之别、高下之分，而仅存

在传统差异、特色分别。而这一切也是形成人

类共同体的基本的文化社会心理知识。在正视

差异的基点上强调特色并寻求共性，才能够达

成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境界。

（２）文化社会心理学的知识特征

第一，鲜明的文化自觉、强烈的反思意识。

文化社会心理学对传统社会心理学知识体系的

局限性做出了积极的反思，对塑造具体社会心

理的特定文化类型表现了应有的尊重，对不同

文化情境中呈现的主要社会心理差异做出了基

本的区别。

第二，研究视角多元和分析方法凸显。在

有的学者看来，跨文化社会心理学更主要地只

是一种观察社会心理的视角或分析社会心理的

方法，而并非一个完整的学科。我们认为，作

为文化社会心理学重要的学科知识或来源的跨

文化心理学、跨文化社会心理学，在一定意义

上，既具有一种理论视角的意义，又具有一种

研究方法的意义，它们为文化社会心理学提供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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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关注多元文化因素影响的基础，也启迪和催

生了文化社会心理学的诸多独特方法。文化社

会心理学是名副其实的多元理论视角和独特研

究方法的一个集大成者。

第三，关注生态—社会—文化—心理互动

中的主体间性。文化社会心理学不仅于外在层

面上关注多种形式的文化互动心理 （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

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而且在深度层面上关注不同文

化人们之间由于相互接触所发生的涵化心理

（ａｃｃｕｌｔｕｒａｔｉｃ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在复杂、动态的文

化脉络和知识框架中将人们之间的交互心理加

以更多重维度和更复杂层面的探究。

第四，追寻构建和谐完善的文化社会心理。

以一种多元、平等、动态的文化观作为基础，

经由文化社会心理学学科知识生产而致力于这

样的目标，即促进人们的社会心理结构中形成

这样的认知、情感和意向状态：对于多样的承

认、尊重、欣赏和共融。

（３）文化社会心理学的多极目标

以个体主义取向、实证主义主导为方法论

特征以及以同质论、普适论为知识特征的传统

社会心理学，转变到了以文化视角、社会取向

为方法论特征以及以差异论、具体论为知识特

征的新形态社会心理学，它就是社会心理学文

化转向的结果，换言之，其具体学科形态就是

文化社会心理学，这是社会心理学学科发展进

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

认识到传统社会心理学学科体系中存在不

适用于其他文化情景的知识储存，并努力加以

改造和创新，以及进一步发展出更加独特的知

识，对于文化社会心理学来说，这仅只是初级

目标；有意识地开展不同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

了解或查明不同文化中的社会心理特质，对于

文化社会心理学而言，这可以算作中级目标；

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不同文化中社会

心理特质的了解，从而寻求获得对于人类社会

心理特质和规律的更加全面或完整的认识，对

文化社会心理学而言，这应该成为高级目标。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社会心理学的最高

目标，是要发展出这样一种学科知识，即其实

践效用和理论意义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助力

不同文化之间及其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知晓—

推动不同文化之间或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关联

—促进不同文化之间及其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

适宜—达成不同文化之间及其不同主体之间的

相互分享。而一旦具有了这种知识特征，便可

以称之为综合性的文化社会心理学。从另外一

种意义上说，这种文化社会心理学正是建立在

多元文化基础之上平等互尊的具有主体间性的

文化社会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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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社区参与视角下的身份认同研究

刘　珊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　２０１６２０］

摘　要：我国在以 “一老一小”为重点完善人口服务体系中，将儿童发展作为人口发展重点任务。

作为未来公民的儿童参与社区事务是他们走出家庭迈向社会参与的第一步。儿童社区参与是从儿童本身

出发，用儿童视角来审视和观察社区生活，从被动的儿童福利转变为主动的社区参与，从而实现社区成

员的身份认同。本文以公共性为理论基础，分析儿童社区参与的基本要素是空间、关系和情感，通过分

析Ｓ市Ｇ街道的儿童议事会项目开展，研究认为城市社会空间分异、城市化生活方式的转变、儿童成长

自身、所处环境 （包括家庭环境）、政策支持力度和资源充足程度是影响儿童社区参与的主要因素，并

可以从空间意象、社会关系、认同感和归属感等方面积极推进儿童社区参与中的身份认同。

关键词：儿童友好；社区参与；公共性；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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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儿童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创造各种条件

保障儿童全面发展是一项重要的社会政策。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社会都要了解儿童、尊重

儿童、关心儿童、服务儿童，为儿童提供良好

社会环境。”① “十四五”以来，中国积极推进

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以 “一老一小”为

重点完善人口服务体系中，②将儿童发展作为人

口发展重点任务。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２０２０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报

告，２０２０年中国总人口位居世界首位，占世界

总人口的 １８２％；０—１７周岁的儿童人口为

２９８亿，占全国总人口的２１１％；中国儿童人

口位居世界第二，占世界儿童人口的１２７％。③

儿童作为未来公民，一方面，需要在社区中与

其他社区居民共享社区环境、公共政策以保障

其成长；另一方面，他们是社区中最小年龄的

社区公共事务参与者，儿童可以在社区中实现

参政议政社会化。基于此，儿童能逐渐明白他

们的发展目标不仅要对自身负责，还要对其所

生长的社会环境和生活环境承担一定的责任义

务。④因此，儿童的社区参与是儿童迈向社会参

与的第一步，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发

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也体现了社会的文

·５７·

社会学 　　　　　　　　　　　　　　　　　　　　　　　　　　　　　　　　　　



明程度和发展水平。

一、问题的提出

（一）儿童社区参与的逻辑起点：儿童

本位

儿童研究的逻辑起点是要回答 “儿童是

谁”“童年怎样”“如何关注儿童”等一系列问

题。回到儿童本身，决定着儿童研究的价值取

向。① 当前儿童研究往往源自成人视角，儿童处

于被动地位和相对失语状态。当前对儿童的研

究多采用问卷、测量、实验等量化研究方法，

抑或是采取观察、询问等质性研究方法。以成

人视角将儿童作为客体对象，研究儿童身心发

展特点、归纳总结儿童身心发育的普遍性和客

观规律，从而研究儿童的教育方式和方向。但

随着研究的不断推进和反思，研究者开始关注

“儿童视角”。② “儿童视角”意味着儿童有能力

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权利，同时被赋予各

种权利和途径参与表达，并获得政策、理论和

实践支持。

理论上，新童年社会学把童年阶段作为积

极建构的社会现象加以研究，而不仅是一种生

物学存在。③ 儿童视角需要研究者、决策者和教

育者将儿童纳入 “儿童研究”的本身，儿童不

仅是研究的对象和客体；④ “儿童有一百种语

言，一百种想法，一百种思考、游戏和说话的

方式”，⑤ 儿童是自在的人们 （ＨｕｍａｎＢｅｉｎｇ），

而不仅仅是有待发展和形成中的人们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因此，回到儿童自我主体本身，考

虑儿童的立场，从儿童作为对世界感知和体验

的主体出发，肯定儿童的独立能力和独立精

神，⑥ 肯定儿童具有自主性和主动性，是自己童

年的建构者，而不单单受成人驱使，本文以此

为逻辑起点研究儿童社区参与。

（二）儿童社区参与研究：若干视角

在２０１８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从儿童人权

保护的视角整合并发布的 “儿童友好型城市９

项权利目标”中，⑦ 最重要的是儿童的参与权

（儿童参与家庭、文化、城市以及社会生活，并

有权利参与到关乎他们生活的政策决策中，有

权利获得表达他们意见的机会），它是实现其他

权利的先决条件。同时，在中国全国各地兴起

的儿童友好城市和儿童友好城市社区建设中，

强调儿童参与社会事务的权利保障，要培养儿

童参与意识和能力，在涉及儿童的法规政策制

定、实施和评估以及重大事项决策，听取儿童

意见。⑧

国内外对儿童社区参与从参与意义、参与

方式和途径、参与困境等方面开展研究。其中，

有代表性的是国外学者 Ａｌｄｅｒｓｏｎ、⑨ 杜威、瑏瑠

ＤｒａｋｅｆｏｒｄＭ瑏瑡等认为儿童参与社区活动 （如社

区文体活动、社区发展、社区生活体验等）、参

与社区决策、在社区发展中有发语权，瑏瑢 能有助

于培养儿童的认知、自信和兴趣，进而有助于

儿童的全面发展。国内学者的研究多是从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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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好城市建设的角度出发，从儿童基本权利、①

发挥主动能动作用与他人互动从而形成更积极

的自我、② 增强社区社会资本和社区文化从而加

强居民关系网络和凝聚力等角度对儿童社区参

与进行研究。影响以及与儿童社区参与相关的

因素有：儿童的参与年龄、参与意识、参与渠

道、参与内容等，③ 以及家庭对儿童参与的支持

程度。④ 学者们认为儿童参与社区活动可以完善

社会化的成长，提出通过构建 “家庭—学校—

社区”三位一体的多元力量互动模式，⑤ 提升

社区归属感；通过探索儿童视角下的游戏活动

和组织儿童议事会来聚集儿童参与社区的公共

活动。⑥ 还有从社会工作角度介入儿童参与社区

治理的研究，通过开展小组活动，提高儿童社

区活动参与率和公平参与的机会，培育儿童的

参与意识、参与信心和参与能力，实现个人和

社区层面的双重发展。⑦ 然而，儿童的社区参与

中，大多停留在浅层参与、⑧ 被动参与成人主导

的活动中，⑨ 这一方面是由于受限于儿童的思维

能力、认知和语言行动能力不足，另一方面是

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参与方式和程度不同，导

致儿童社区参与没有形成统一认知和安排，加

上内卷的学业压力导致儿童没有足够的时间和

精力参与社区活动。因此，应充分考虑儿童的

生理等特点，以儿童视角来看儿童社区参与，

并从儿童社会参与的深层逻辑进行思考成为儿

童社区参与的必由之路。

（三）儿童视角下的社区参与：身份认同

现有社区治理研究中，以儿童作为参与主

体的研究较少，基层政府在居民代表参与社区

治理的规定中对人员身份规定往往是依据 《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瑏瑠 中规

定的 “年满１８周岁”的年龄要求。即使一再强

调和推行教育社会化，社区教育也已然逐渐成

为儿童教育中重要组成部分，但实践中儿童在

社区治理中一直处于被动地位，儿童没有真正

参与到社区治理中去。可喜的是，中国在建设

儿童友好城市过程中，逐步意识到儿童参与的

重要性，其内涵是 “根据儿童年龄和发展水平，

儿童和成人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对话交流，

积极参与各项决策，表达自身诉求”。瑏瑡 儿童有

效的社区参与能让社区成人和部门改变儿童

“没有能力”的刻板印象，瑏瑢 从而能够实践 “儿

童视角”来看待儿童社区参与。儿童视角下的

社区参与需要儿童社区成员身份认同。

“儿童视角”下关注儿童不仅需要把他们

作为客体和对象来看待，还需要从儿童本体和

主体出发，对儿童的关注不仅需要为他们提供

相应的福利，保证健康正常的成长；从社会化

的角度看，还需要关注到儿童自主参与对成长

的不可替代性，这是他们政治社会化中的关

键，瑏瑣 也是儿童身份认同的题中之义。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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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群体间的同化阶段，意味着群体间的融合过

程，① 能够作为群体成员给自己带来的价值意义

和情感支持；儿童的身份认同表明自己属于某

个特定的社会群体。② 儿童在社区中扮演的是小

市民的角色，是社区共同体中不可缺少的重要

成员，儿童作为社区治理共同体多元主体之一，

与其他治理主体共治共建共享社区社会价值，

体现为社区有机团结中的 “公共精神培育”或

“公共性生产”，③ 这也是儿童社区参与的动因

和目的。

综上所述，当前儿童社区参与仍存在儿童

参与主体的自主性较弱、话语权不足、参与空

间不够、参与程度较浅、参与水平不足、参与

效能不高和社区活动类型单一等问题。虽有不

少关于儿童社区参与的研究多从参与意义、参

与形式和存在问题进行描述，但都未能解释实

践中儿童社区参与的动因、影响因素是什么？

如何有效而持续地参与社区公共活动？儿童社

区参与的价值何在？儿童社区参与的困境？等

一系列问题。本研究以 Ｓ市 Ｇ街道的儿童议事

会中儿童社区参与为案例，系统分析儿童社区

参与的解释框架、影响因素和提升途径，阐明

儿童在社区参与过程中逐渐实现身份认同的启

示借鉴，进而为完善儿童福利政策、提升国民

素质水平、构建儿童友好城市提供经验。

二、基于公共性的儿童社区

　　参与的解释框架　　　

　　儿童社区参与是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

一部分，④ 儿童参与社区治理不仅可以改变社区

环境，还能促进成人参与，增加社区社会资

本，⑤ 其中，社区社会资本的核心在于公共性，

是基于一定的空间地域和范围，人们就某项公共

议题或共同意向，平等对话、交流、合作，达成

共识并建构关系，在此过程中获取情感支持。社

区公共性至少应该关注三个要素：空间、关系和

情感。社区公共性视角下的儿童参与需要考虑儿

童的活动空间要素、儿童在社区活动和互动中产

生的关系要素、与社区及他人建立情感联系，从

而实现社区成员的身份认同。本文将借助社区公

共性的视角中的 “空间—关系—情感”框架来

理解和分析促进作为未来公民的儿童参与社区公

共活动的动力、壁垒及其化解 （参见图１）。

图１　儿童社区参与中身份认同的解释框架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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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儿童社区参与的空间要素

当前理论界和实践领域将建设儿童友好社

区作为抓手，促进儿童有效参与社区公共活动。

列斐伏尔认为，“交往空间包含着生产关系和再

生产关系，并赋予这些关系以合适的场所”。①

社区公共空间始终是公共性的一个重要维度和

载体，承载着公共性的抽象性和物质性的内容。

公共空间与其他类型物理空间的区别在于具有

“公共性”特征。物化的公共空间如广场、公

园、街区等是由公共部门和机构提供给所有社

会成员共享和使用的场所，② 也是儿童在社区的

主要活动空间。公共空间具有开放性和共享性

的公共属性，是儿童社会化阶段必不可少的公

共场所；儿童成长过程中在社区公共空间与同

伴互动、与社区其他成员接触和联系，对于培

育和激发公共意识和社会交往动机具有独特的

作用。社区公共空间是儿童活动的物化空间，

产生以认同感和归属感③为特征的公共性是其内

在属性和社区活力来源。④

（二）儿童社区参与的关系要素

列斐伏尔认为，“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

生产方式，都会生产出自己的联结方式”。⑤ 社

区内主体之间在相互交往中形成复杂的联结纽

带和社会关系认同，从而在社区中呈现出多元

主体互动交往和共享利益的社会性关系。良性

的社区交往是社区内多元主体间通过协商对话

凝聚共识，并通过合作共同维护公共利益。⑥ 当

前推动儿童社区参与的行动路径中，多数采取

政府主导儿童参与的会议类、工作坊、项目类、

游戏类等方式，参与的内容涉及社区环境保护、

社区儿童安全、社区儿童空间优化和改造等项

目。儿童在参与社区公共事务中，与社区中他

人进行交流、建立关系。⑦

儿童的未成年人属性使得他们的社区参与

必然和社区不同成人产生联系，在罗杰·哈特

的儿童参与阶梯模型中，⑧ 根据儿童与成人在社

区参与中的主体性差异程度不同，由弱到强，

将儿童的社区参与分成五个层次：成人提出且

指派给儿童；儿童提出参与，但成人并不关注；

儿童提出参与，且得到成人采纳；儿童与成人

一同提出参与意见和一同决定；儿童自行组织

并邀请成人参与。⑨ 当然，这里的 “成人”是

一个广泛意义，是以其他成人个体、成人群体

和成人组织等。

当然，儿童和成年人社区参与的区别在于，

他们之间较少存在文化隔离、居住隔离和教育

隔离。儿童在社区内的游戏、学习、交往和互

动中，产生具有共同认知的价值和规范的新型

社会关系。这是具有公共性的社会关系，是一

个强调居民平等、认同、包容和沟通的互动与

交往的过程；同时是一个复合关系体，是社区

成员公共交往的纽带和社会关系网络。通过完

善相关制度，促进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

妇联等部门的相互合作，共同为儿童提供参与

的平台和渠道。在儿童参与社区社会关系网中，

通过参与社区公共事务了解和认识自身所处社

区的空间环境、人文环境和社会关系环境，认

识和提升社区参与的能力，实现自我身份认

同。瑏瑠 成人通过观察、引导和激发儿童的兴趣、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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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并改变原有的儿童观念，尊重儿童、理

解儿童、从儿童视角出发促进儿童社区参与，

实现对儿童的身份认同。如在香港开展的 “儿

童友好社区”活动中，通过策划安排系列活动，

加强了社区各阶层、各年龄层群体的联系和交

流，增进彼此的相互理解。①

（三）儿童社区参与的情感要素

情感分析有助于理解和分析儿童社区参与

中身份认同的形成和内在逻辑，② 情感是社区共

同体形成和运转的纽带，③ 社区共同体合作的社

会基础不仅是法律，更需要的是道德和情感。④

共同情感将分散的个体整合成牢固的文化共同

体，以情感生产为导向的内在凝聚力可以促使

社区共同体稳定持续地展现力量。社区社会交

往中的情感要素是社区有机结合的基本保障，

儿童在社会生活参与中感知和接纳这样的共情，

从而展现出一致的认同感和行动。社区生活的

公共情感认同是社区成员的精神寄托，拥有共

同社区情感是增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意识

的有效手段，是推动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公共事

务讨论和开展活动的动力，从而促进社区认同

和归属，提升居民的凝聚和融合，并形成地域

和文化的 “共同体”。儿童通过社区参与获得

提出需求和改变环境的机会和渠道；⑤ 通过参与

社区公共事务讨论，培养交流、协商、辩论、

分辨主次和决策的技能，⑥ 提升人际交往和沟

通、自我组织和服务、顾及整体周全等方面的

能力。⑦ 社区 （会）方面，儿童参与能有助于

推动基层民主的发展，⑧ 能够使社会更安全、更

人性化和更有响应力。⑨ 因此，从社会化的角度

来看，儿童期社区交往中形成的情感经历，形

成对社区成员的身份认同感，是社区成员公共

情感的基础，也是社区有机体的联结纽带。

三、儿童议事会中的社区参与：

　　Ｓ市Ｇ街道的案例　　　　

　　不同阶段的儿童在社会交往互动、自我意

识认知、情绪表达以及人际合作等社会性方面

展现出不同的发展水平。研究表明，儿童的社

会性发展在９岁开始进入巩固时期，自我意识

逐渐达到相对成熟，开始更多地参与集体组织

活动。瑏瑠 同时，儿童１２岁之前处于小学高年级，

或即将进入初中，学业相对比较轻。因此，考

虑儿童社区参与者的生理特征、参与意愿、时

间要求等因素，Ｓ市 Ｇ街道将９—１２岁儿童作

为儿童社区参与的主要对象开展相关工作。

当前儿童社区参与多是以建设儿童友好社

区为契机和平台，在基层政府主导下，开展儿

童代表参与议事会为主要形式。以 Ｓ市 Ｇ街道

为例，Ｇ街道位处发达城市 Ｓ市腹地老城厢，

总面积２９１平方公里，下辖２５个居委会，户

籍人口８８２４１人，其中，９—１２岁３４６２人 （男

孩１８１０人，女孩１６５２人）。Ｓ市采取自下而上

的方式创建儿童友好城市，Ｇ街道首先在街道

层面积极落实 “儿童优先、儿童友好”理念，

通过制度、空间、服务、文化等四个层面开展

儿童友好社区创建，以儿童需求为导向，配置

了７５个儿童资源点位，打造 “神童广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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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分钟儿童服务覆盖集聚平台，培育出 “妙想

先锋队”———Ｇ街道儿童议事会项目，搭建儿

童参与社区治理平台，引入第三方社会组织协

同培育和开展项目，通过开展儿童议事会活动

提升儿童自治能力，以儿童视角参与到儿童友

好社区创建中，并在完成议案后由第三方进行

项目评估 （能见图２）。

图２　儿童议事会项目流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一）整合多方资源，使空间呈现参与性

“空间友好”是 Ｇ街道儿童社区参与的前

提基础，通过整合多方资源统筹布局与营造社

区儿童活动空间，以儿童为纽带建立联系，带

动居民增强与社区的融合度。

１打造 “１＋２６＋Ｎ”儿童友好１５分钟生

活圈。Ｇ街道在打造儿童友好社区空间中形成

“１＋２６＋Ｎ”的１５分钟友好生活圈，即：依托

Ｇ街道第一市民驿站，打造成儿童服务覆盖集

聚平台，建立１个 “儿童服务中心”；通过菜单

式配送项目活动，使原有阵地资源与儿童服务

活动有机结合，在街道和 ２５个居民区建立 ２６

个 “儿童之家”；通过依托市民驿站、文化中

心、中小学校、幼儿园、居民区活动室等阵地，

联手专业社会组织，为辖区内儿童提供多样化、

专业化的服务资源和服务阵地，与社区内的儿

童友好站点形成 “一中心多站点”的网格布

局，建立布局Ｇ街道儿童友好社区生活圈，是

儿童社区参与的主要活动空间。

如果某次儿童议事会的选题主要针对儿童

安全问题。我们会先针对这个主题进行引导和

讲解，讲到安全包括哪些方方面面。然后孩子

们到社区里面去走两次，去找社区里的安全问

题，对相关人员进行采访，提升他们的沟通和

表达能力。他们出小报，所有的小报我们都进

行展示。我们把儿友好设计的东西，包括儿友

好的地图 （这也是很关键的一个元素），都拿

过去给他们提过意见，他们提的意见，我们也

会采纳。（社区组织人员，Ｓ）

２构建 “室内活动空间 ＋户外观赏空间 ＋

户外运动场地”的社区儿童友好空间体系。依

托现有服务场所，从安全性、舒适性考虑建设

儿童友好空间，从儿童视角，以及符合儿童心

性特点出发开展活动，吸引儿童充分融入其中，

在游戏中开展议事会。在第一市民驿站打造面

积约１８５０平方米的街道儿童服务中心，包括喘

息式服务点、亲子活动室、儿童议事厅、观影

厅等。在第四市民驿站建立面积约１０４３５平方

米的 “乐焙儿童之家”，设亲子烘焙坊，增进

亲子之间互动共融。在面积约１１８平方米春满

园小区活动室设 “乐绘儿童之家”，举办 “童

趣墙”绘画展，以儿童绘画视角参与到社区治

理中去，并以点状儿童之家为试点推广覆盖全

居民区。在第一市民驿站四楼室外休憩区开辟

面积约４５０平方米的 “空中花园”，种植多种当

季植物，带领孩子一起走近自然，培养博物眼

光、人文素养和科学探究精神。在１２００平方米

的宏苑小区网球场建立户外运动空间，鼓励家

长带着孩子走出家门、走进社区进行运动，强

身健体。

我们在做 “妙想先锋队”儿童议事会项目

时正值疫情期间，举办的活动也很少，我们那整

幢楼就只为他们和家长开放，所以就比较安全，

他们也愿意来。孩子们来了以后，可以先在图书

区阅读或者游戏区玩耍，然后再进行议事会的议

程。小朋友是要玩的，我们这正好有个儿童乐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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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还有一个很大的儿童花园，所以孩子来了以

后我们不是所有时间都在议事，他们每次来都要

玩的，玩得很开心。（社区组织人员，Ｙ）

（二）依托 “妙想先锋队”儿童议事会项

目钩织社区关系网

Ｇ街道在儿童友好社区创建过程中，积极

推动辖区儿童参与社区实践，由街道妇联承接

和落实，通过向专业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方式，

培育 “妙想先锋队”儿童议事会项目。通过网

络报名、网络筛选和面试的方式，挑选出符合

条件的儿童代表加入儿童议事会。儿童代表通

过议事会成员身份践行儿童参与权利，并邀请

街道人大代表倾听儿童议事会成员建议，绘制

《妙想先锋报》，形成议事提案和 《社区儿童安

全保护倡议书》，先后开展８次议事活动，在社

区自治共治中建立健全儿童参与机制，同时邀

请第三方对项目进行评估。

我们购买东方社会组织来开展活动，就是

看好他们的专业性和优良文本。东方社会组织

专门承接儿童友好项目的，他们有较强专业性，

所以给他们承接这个项目，首先是能成出成果；

第二他们的文本非常好，在市里面进行检查的

时候就肯定能通过，这块工作可以拿满分。我

们当然是要有这样一个功利性的考量。（社区组

织人员，Ｓ）

“妙想先锋队”议事会项目开展由东方社

会组织进行策划，然后公开向社区内符合年龄

的儿童进行招募，在依据一定的选拔要求招募

到相应的人数 （通常为十几人），随后对被选

中参与儿童议事会的孩子进行引导、辅导和激

发；同时要对家长进行意识引导，家长才能辅

助孩子开展议事。每次活动前，第三方社会组

织人员和Ｇ街道妇联工作人员对接设计好主题，

依据选题开展议事活动，街道负责人也全程参

与和观察。

报名参与 “妙想先锋队”议事会的孩子人

数蛮多的，在选拔时会参考几个条件，比如首

先看年龄，要求９—１２岁的孩子，一般是在校

小学生，２到５年级都有，最小是２年级。其

次，要考察孩子的特长，比如有没有主持、文

艺，乐器或者诗歌朗诵等一些特长。依据这些

条件筛选后再电话访谈或者面试，看看孩子的

表达能力怎样。（社会组织人员，Ｄ）

我们招募的人数最多也就十几个孩子，因为

活动是在放学后和晚饭前，就这么一个小时里完

成，并且要让每个孩子在每次活动中都发言，人

数太多的话时间上来不及。（社区组织人员，Ｐ）

孩子提出的议案同时也需要得到家庭的支持

和帮助，儿童提出自己的想法，需要家庭一起参

与帮助把它呈现出来，家长在参与的同时调动其

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和社会资本。在参与儿童议

事会的家庭中，往往会有表现比较突出的家长和

孩子，他们常常是儿童议事会中的 “达人”，是

儿童议事会项目的核心成员，具有较强的召集能

力，能够将儿童议事会的家长和孩子紧密联系；

同时，也是社区工作人员的好帮手，是儿童议事

会群体和基层政府之间的沟通桥梁。

我们在做场馆安全微更新的小项目中，有

个孩子非常厉害。他觉得他们学校停车的问题

很不好，小朋友们很不安全。他给政府做了一

个针对怎样安排小朋友们更加安全、措施怎样

等方面设计很详细的提案，包括配图。然后我

们把这个交给了教育部门和他们学校，但最后

落没落地，我们确实没有跟踪。配图是他妈妈

帮忙设计的，他妈妈是设计院高级工程师。（社

区组织人员，Ｓ）

儿童的社会性发展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儿

童从自身的生理条件 （智力和语言发育水平、思

辨能力等）出发，与他们的家庭 （支持程度、家

庭社会网络资本）、学校 （支持重视程度、资源

供给）、社会 （社区平台资源、社区工作人员的

意识观念和能力）、经济发展和社会组织 （社会

组织专业性、公益性和市场属性）等因素交织的

网络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儿童社区参与。

（三）通过 “妙想先锋队”儿童议事会项

目形成良好的情感交联

Ｇ街道以创建儿童友好社区为契机，通过

整合社区儿童服务工作的资源和经验积累，提

供儿童参与的机会，创造儿童参与的环境，提

升儿童参与的能力，支持儿童的参与行为，打

造有温度、有显示度、有感受度的 “神童广

达”儿童友好社区。

孩子们经过几次议事会活动得到成长，许

多原本已是非常优秀的孩子得到了更加全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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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２４卷·第１期　　　　　　　　　　　　　　　　　社会学



发展。“妙想先锋队”儿童议事会项目产生良

好的社会效应，社区内家长纷纷打听如何加入，

但目前由于经费问题该项目处于搁置状态，居

民需求得不到满足也给工作人员带来了难题。

我们的儿童议事会项目很受欢迎的，大家很

希望孩子通过这得到个历练，这个做好了以后很

出名，社区里面还有人继续想报，包括我们好几

个分管领导，街道其他分管领导也都知道了，有

朋友托他们过来问，都说要来参加。但是我们因

为没有了相关活动经费，所以没办法继续。如果

经费到位，只要搞得起来，我们分管领导也说继

续开展下去。（社区组织人员，Ｓ）

“妙想先锋队”儿童议事会在开展中，充分

激发了儿童的创造力、想象力，提高他们的参与

能力和表达能力外，还激发了他们所在家庭的社

会资本。家长给予孩子充分的支持，积极融入社

区参与中来，在参与过程中也逐渐成长为社区达

人，助力社区治理和社区整体性发展 （参见图

３）。

孩子在议事会中，要根据主题制定项目计划

和实施计划，还要设计一些空间布局图纸方面的

操作事项，这些正好是我的专业和工作内容，所

以帮助起来比较轻松和方便。（孩子家长，Ｌ）

在议事会开展过程中，充分发挥和利用孩

子所在家庭的社会资本助力社区治理的过程中，

亲子关系、邻里关系进一步融洽，社区治理共

同体的各主体之间相互合作交流，产生共同的

情感交流。

家长参与的过程中，我还结识了其中一个

家长，他特别重视孩子的培养，也在各类活动

中一直在帮我。所以，比如我们去征文，或者

出作品，或者来现场展示小朋友特长什么，我

一直会邀请他们。他也会来分享他育儿的想法、

做法什么的，慢慢地就变成我的一个达人了，

就是我的一只脚了，当然我给他也争取了很多

荣誉。（社区组织人员，Ｓ）

图３　 “空间—关系—情感”分析框架下的儿童议事会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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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影响儿童社区参与的现实困境

（一）城市社会空间分异影响儿童社区

参与

现代化发展带来个体化社会，传统互惠互

赖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规范式微。现代城市社区

的是基于 “原子化”个体的 “陌生人”社会生

活形态，邻里之间的互动交流甚少。同时，缺

乏沟通和交流的空间平台和关系纽带，不利于

形成公共空间交往和社区公共文化，社区的公

共生活也越来越远。① 当前社区中儿童参与多集

中于他们所能接触的空间和场景，如图书馆在

设计时会专门为儿童设计一个区域；社区内的

公共区域的口袋公园等会有儿童乐园。

我们街道内在海伦路有专门的以儿童为主

题的爱思儿童公园，在和平公园那边有很大面

积的儿童游乐互动场所，非常棒。这些都是纯

粹给小朋友玩的，有各种大型装置和小型沙滩，

孩子玩得很开心。（孩子家长，Ｔ）

儿童社会化初期依附于家庭，儿童的社区

交往基于家庭所处的社区空间环境。在中国现

代化建设和经济结构转型的进程中，城市化发

展加快城市转型的步伐和社会阶层分化，伴随

而生的是城市社会空间不断发生着破碎和重构，

人群的分异和隔离也产生了居住空间的分异和

隔离，同样也影响人们日常活动和交往。其中，

城乡结合区域是外来人口的聚居地，城市郊区

建设大量的经济适用房居住着低收入群体，而

中高收入群体居住的社区门禁与外部公共生活

隔离开来。居住空间的地理分异和人群的社会

隔离产生了一系列城市社会问题，如可达性、

公共健康、空间错位等。② 即使同住在一个社区

的居民，也会由于就业选择和生活交往习惯的

差异形成不同的活动空间，导致社会交往不足。

有研究以上海市郊区为例实证研究了社区居民

的活动空间隔离状况，③ 研究表明城市郊区由于

居住人口密度较低，社区公共资源配套有限，

居民之间发生空间隔离的可能性较高；加上户

口制度、收入差异等原因，不同群体之间的分

异和隔离进一步加剧。家庭居住空间的分异对

儿童的社区交往产生较大影响，不同类型社区

中儿童参与程度不同、方式不同。因此，城市

社会空间的分异所产生的机会和资源不均衡会

造成儿童发展水平不均衡，影响儿童参与城市

公共生活的意愿、机会和方式。

要不是参与儿童议事会，我也没机会认识

这些好朋友，他们都很优秀，有好多我没想到

的想法和点子，在他们身上我学到了很多。（孩

子，Ｙ）

（二）城市化生活方式的转变影响儿童社

区参与

现代城市大多从成人视角进行规划，以政

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目标出发开展城市建设，

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儿童身心成长的空间。虽然

近几年城市建设和改造中有意识地考虑 “儿童

友好”空间的规划，但总体来看，虽有部分城

市社区在儿童友好的政策指针下开展样板工程，

但多数城市社区、街道和街区的建设在高密度

的建筑空间布局下并未充分考虑儿童活动的空

间需求、忽视了儿童天性发展需求、减少了儿

童与自然接触的机会；社区配套设施也不尽完

善、缺乏足够的有利于儿童身心发展的公共活

动设施。特别是在人工化和模式化的城市发展

中，儿童的成长环境不同程度阻碍了他们的自

然认知和肢体发展。这一方面是由于儿童处于

决策地的弱势地位，另一方面城市规划中习惯

了以成人视角来规划和决策，甚至不理解何谓

“儿童参与”。

目前除了在学校和社区开展儿童参与项目

外，出于儿童友好城市的要求，医院也要求做

到 “儿童友好”，但他们做儿童参与这一块就

非常弱，甚至完全都不懂什么是 “儿童参与”。

他们的做法就是把职工小孩的画拿出来，挂在

上面。还有的单位搞了一个信箱放在那让孩子

投信进去，说这就是儿童参与。 （社区组织人

员，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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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给人们的生活方

式带来巨大变化。交通出行的便捷和私人汽车

的广泛普及使居住地与工作地、购物休闲场所

分离。家长高强度内卷的工作和社会方式，缩

减陪伴家人的休闲时光，人们往往为了避开交

通堵塞早起出门，晚上延迟回家，在社区公共

区域活动的时间较少，社区中很少产生居住功

能以外的活动，这对儿童生活产生了十分巨大

的影响。同时，便捷的公共交通工具和私人汽

车也允许儿童的活动空间与居住空间隔离；交

通的便捷度和可达性让家长可选择的学校更多，

然而这些好学校往往可能是远离居住的社区；

不仅是上学，儿童的许多活动都发生在分隔和

碎片化的地理空间，结果是居住空间 “附近”

的消失，① 儿童的学校、游戏场、俱乐部、购物

场所等之间缺少物理空间的步行链接和互动。

这种隔离进而减少了儿童获得独立行动能力的

机会，如克劳赫斯特·伦纳德 （ＣｒｏｗｈｕｒｓｔＬｅｎ

ｎａｒｄ）说的 “在这种隔离的环境下，儿童很难

发展出有意义的人文情感和场所精神”，② 同时

也意味着儿童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成长和走向

独立。

我很喜欢参与儿童议事会，因为每次活动

就像去参加一次集体活动和游戏，能遇到我的

好朋友，可以和他们一起玩耍，还可以一起商

讨一些关于社区的事务，我们在这些活动中成

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其他时间有空还要约着

一起玩。（儿童，Ｐ）

参与儿童议事会的孩子毕竟只有少数，但

是游乐场、图书馆这种公共场所，应该就是儿

童比较聚集的地方，儿童在社区玩耍其实也是

一种参与。但是你看现在街区中连小朋友都很

少看到，大多数时候在社区中看到的是老头老

太太。只有在一些游乐场所或者公园里才能看

到孩子的身影。（社区组织人员，Ｓ）

（三）儿童家庭教育环境影响社区参与

当前中国教育环境充斥着焦虑情绪和高度

内卷，家长思索着如何让孩子在这个消费主义

社会和内卷时代获得成功，对孩子的教育往往

伴随着拔苗助长、过度满载、过度补习等教育

焦虑，这些牺牲了孩子游戏和探索环境的时间，

缺乏体验 “快乐和好奇”的自由，更不会有太

多机会去自主探索周边的社区环境，因为这些

行为和活动被打上 “浪费时间”的标签。城市

中的孩子们都像溺爱中的囚徒———被宠爱、被

包办，被限制、被责备。因此，许多儿童过着

剧本式的被切割、被规划、被过度保护的生活，

在充满焦虑的生活场域和氛围中，无法自由地

参与学习以外的社会活动和互动，缺乏自理能

力，缺少自我成长的机遇。

如果说参与意识的话，实际上就是要求他

们有自主意识。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通常招募的

是９—１２岁孩子，很多是１０岁孩子———但事实

上因为Ｓ市通常习惯报虚岁，所以实际上是９

岁。因为再往上，学业压力很大———也就不会

来参加这个活动，初中生虽然在表达和理解力

上更好，但现在孩子学习太内卷，学业压力太

大，我们一般喊不出来；再往下小一点的话，

你讲的那些东西他不太能理解。因此，９—１２

岁年龄段的孩子比较活跃，也比较有自主意识，

在表达和理解方面没什么问题。这种自主意识

体现在对自我的关照，比如爸爸妈妈你不能够

把我东西放在你的朋友圈里面去。他如果能提

出这样一句话，我都觉得要给他点赞。他觉得

我的东西如果你要放可以，但要经我同意你可

以放。如果我不同意你不能放，不代表我的东

西就是属于你了，完完全全属于你了，我是独

立的。当然，在参与社区治理活动中去，还是

需要培育和引导的。同时，基本上这个年龄段

相对来说，还没有完全脱离家长，学业没那么

大，压力没那么大还能喊得动。 （社区组织人

员，Ｓ）

然而，由于心理和生理发展规律的需要，

游戏是儿童幼儿时期人性自由的表达，是儿童

创造性的表现，是儿童的有规则活动，即游戏

就是儿童的工作。③ 因此一点也不奇怪当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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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溺爱的囚徒”从被禁锢的空间逃离到一望无

际的自由网络世界时，无拘无束的游戏空间让

自由得以实现。现实生活中，儿童通常没有同

伴自由无限地打闹和玩耍，但是他们能够在

“整个世界乃至银河系”进行 “战斗”，建造自

己的城市甚至自信满满地设计理想的家庭。然

而，虚拟游戏毕竟无法取代现实互动，虚拟体

验中无法建立真实的现实关系和情感，这些影

响了儿童参与现实社会的意识和意愿。

社区中初中以上高年级的孩子很难喊出来，

我们在组织的社区活动中，有些科普类活动他

们会出来，他们对桌游这类比较感兴趣，能够

喊一喊，其他的就很难。（社区组织人员，Ｙ）

儿童是正式的社区居民，同时也是社区中

特殊的群体，是社区里的小居民。儿童参与社

区活动的主要形式以游戏为主，但是如果涉及

参政议政，对儿童能力的要求还是较高的，需

要有参政议政的意识和表达观点的能力。儿童

从家庭走向社区时，挟带着家庭和学校培育的

基础能力，接受过优质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

的儿童也更有社区参与意识、更易获得社区参

与机会、更具社区参与能力。

我们班级里有一位同学参加了街道的儿童

议事会活动。这个孩子在学校学习成绩很好，

特别是在道德与法治等课堂上能积极发言，表

达自己的想法，平时也是个热爱集体和关心爱

护同学的孩子。 （某个参与议事会孩子的班主

任，Ｃ）

我们在挑选参政议政的孩子的时候，可以

考虑从学校少先队里选，因为少先队里的那些

孩子本身就有负责心，他们大概有这种意识，

相对来说有较强的独立精神，他们有愿望发表

自己的意见建议，而其他孩子不太愿意发这个

声。（社区组织人员，Ｓ）

儿童是重要的家庭成员，受家庭环境与家

庭教养方式，受父母认知水平及其教育理念影

响，同时也受到所处社区环境和城市公共生活

环境的影响。城市社会中家庭的社会阶层分化

导致不同家庭背景的儿童能触及的机会和资源

存在差异。① 城市中较高收入家庭或者拥有较高

社会地位的家庭往往能通过各种方式获得更优

质的教育资源，他们也有更多资源获得更宽阔

的视野和机会，更愿意积极参与到社会公共生

活中去。城市中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则无法通过

家庭来获取此类资源，从而发展受限，他们只

有通过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有机会实现自我发

展和阶层上升；这部分 “弱势”儿童，往往表

现出对参与公共生活并不感兴趣，不愿意表达

意愿，他们甚至缺乏相应的意识和途径参与公

共生活。因此，儿童的社区参与受其成长环境

影响，其中家庭环境占据较大比重。

我们这一代家长，当然希望孩子首先在学

校学习中能有好的成绩，但也看到现在社会对

个人的全方面素质要求都很高，需要有自我意

志、组织能力、领导力和协作能力。正是因为

很清楚地知道这些，所以孩子能有幸参与儿童

议事会，我们一定会竭尽所能地协助。（孩子家

长，Ｍ）

前面提到一个非常优秀的孩子，他妈妈是

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很重视孩子的教育，投

进去不得了的精力，所以小朋友能培养成这样

子，我看到真的是汗颜啊。他小学就这么成就

高，肯定是家长助力的。但小朋友本身真的也

很厉害。小朋友他不单单是在学习和议事方面

厉害。他还是剪纸的非遗传承人。他很小的时

候自己就能剪出很多很多东西来，家长看他越

剪越喜欢，这就带他去拜师了。拜了师以后他

自己一直勤练，从很小就开始练的，现在已经

十几岁了，练了七八年了，现在练成了非遗传

承人。（社区组织人员，Ｓ）

（四）社区政策支持力度和资源充足程度

影响儿童社区参与

儿童社区参与是在建设儿童友好社区的政

策环境中发生和发展的，Ｓ市自下而上开展儿

童友好城市的建设，首先在街道和社区层面开

展儿童友好社区建设，然后到区级层面，最后

到市级层面。社区层面的儿童友好社区建设的

重任由街道妇儿工委承接，妇儿工委由多个政

府部门和单位组成，负责协调和推动妇女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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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妇联在妇儿工委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

此，事实上儿童友好社区建设的工作在街道便

由妇联来完成，这激发了基层政府工作的积极

性和创新性。

但由于机构设置和责权规范，妇联在实际

工作中存在缺少人力物力财力的困难。据调查

得知，从经费上看，Ｇ街道妇联在创建儿童友

好社区中开展 “妙想先锋队”项目活动一年总

经费是３万元。Ｓ市的各个区财政用于开展儿

童友好社区建设中的支持力度不同，Ｇ街道所

在区给各个街道拨款和 Ｓ市的一个财政相对富

余的区比算是很少的。

我们的经费有限，给社会组织的钱太少了，

人家区一般都要５万，我们就只有３万块，然

后我们还要对这个项目进行一个评估，还要给

评估方一笔钱，加上去才３５万，当时正值新

冠疫情期间，这个社会组织因为项目少所以才

接单，后来疫情结束后他们的项目多起来，我

们就这点钱他们就不愿意再做了。（社区组织人

员，Ｓ）

基层工作常常因人力、经费等资源不足而

影响工作开展，在实际工作中需要动用组织者

自身的人情面子获得相应的协助和支持。从人

员配备上看，Ｇ街道的妇联实际工作人员较少，

儿童友好社区建设只是其工作职责中的一个部

分，儿童参与也是儿童友好社区建设工作中的

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在有限的人员和资金条

件下，“妙想先锋队”项目的开展需要借助其

他部门的协同。Ｇ街道的妇联负责人在该单位

工作逾２０年，具有良好的工作中人际关系，往

往需要动用私人关系和情面获得其他部门的支

持和协作。

我们这项工作没钱没人，且不说没有资源，

也没有调动力，很多事情就是完全是靠面子来

做事情，我在这里待得比较久了，大家可能都

帮帮忙，想想办法。儿童友好社区的建设就这

个样子来操作的，所以也特别痛苦。关于儿童

参与，我也是做儿友好的时候才去学习，因为

是儿友好社区评价标准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块，

当然也是全民民主参与的一部分。这个观念非常

先进，和世界接轨，一米看世界，也要参与到这

个世界的创造当中去。（社区组织人员，Ｓ）

五、如何促进儿童社区参与

（一）型塑儿童社区空间意象

场域空间 （地域和时间）的缺失限制了儿

童自由活动和自发游戏的机会，不利儿童的健

康和身心发展。尽管中国当前城市建设和规划

中积极探索儿童参与的因素，如：深圳市在

《深圳市建设儿童友好型城 市 战 略 规 划

（２０１８—２０３５）》中将建立儿童参与的长效机制

作为中长期目标之一；宁波市通过 “我是规划

师”儿童主题绘画活动，提取出儿童对城市空

间建设的期望并依此对城市进行改造，① 构建儿

童友好公园、商场和游戏场，但这些都并非最

优方案。儿童应该是可以在任何地方轻松地获

得游戏机会，而并不必强迫在游乐场、公园等

特地场所。正如现代环境学家罗宾·摩尔指出

“培育一个社区，需要一个孩子”。实践中，有

各种儿童社区参与的案例，如由成人指导和带

领儿童进行上海社区花园实操，② 在社区墙绘、

口袋公园等空间层面探索儿童参与的范式，③ 儿

童与成人一起参与社区公共空间的改造干预实

验④等一系列对社区公共空间进行改造和规划的

行动；也有由成人根据孩子特点和需要进行的

规划，如上海市浦东新区洋泾街道的 “彩虹斑

马线”和花木社区儿童运动空间和运动设施改

造等探索体现了儿童社区空间意象的思考。这

些举措，无一例外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孩子

到社区公共空间来参与社区公共活动。社区治

理也就通过空间生产重塑邻里关系，以儿童及

其参与为纽带，让更多的儿童参与社区活动，

带动家庭参与社区公共活动，进一步带动社区

多元互动，激发社区内生动力，实现个人和社

区等多重层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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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辰，申立：《儿童参与城市规划编制的方法与机制研究—以上海为例》，《上海城市管理》２０２２年第５期。
刘悦来，许俊丽，陈静：《身边的自然都市的田园：基于自然教育的上海社区花园实践》，《景观设计》２０１９年第５期。
唐燕：《儿童与空间：城市微空间的参与式设计》，《人类居住》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谈小燕：《社区治理视角下的社区儿童参与》，《中国校外教育》２０１８年第７期。



（二）织密儿童社区社会关系网

每个儿童背后约有４—６个成人，儿童是社

区治理中的重要人群，儿童参与也是社区居民

参与中的关键因素，在社会治理中发挥重要作

用。良好的儿童成长环境和儿童成长过程需要

教育、医疗、体育、卫生等多方通力合作来保

障。儿童的社区参与也需要激活社区中政府、

物业、社区社会组织等多元治理主体功能，通

过儿童参与将整个社区各主体联动起来，① 盘活

公共空间、重塑社区的社交活力，形成社区共

同体。以Ｓ市为例，伴随着儿童参与意识的培

育和儿童权利的知识普及，２０２０年 《市民政局

“三社联动”项目统筹管理办法 （试行）》出台

后，社区自主申报以儿童为主题的相关项目有

２６个，占项目申报总数的３０％。通常的做法是

在老旧小区或者成熟社区开展类似 “小小规划

师” “儿童议事会”的活动，通过宣传和技能

培训等方式引导儿童深入了解所在社区，从儿

童的视角为社区发展献策献计、成为社区治理

中的 “小能人”。

（三）激发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

儿童社区参与带动与此相关的社区社会关

系之间的关联性和紧密性，家庭社会资本和社

区社会资本相互渗透，增加增强社区社会资本。

拥有较高社会资本量的社区往往拥有积极活

力。② 社区活力体现为社区社会资本中更强的人

际信任和更紧密的社会网络；③ 同时，人际信任

越高、社会网络越是紧密的社区，社会活力越

强，社区参与程度也越高，④ 进一步增强社区公

共性和社区身份认同。如，香港通过开展 “儿

童友好社区”活动，通过策划安排使社区各阶

层和各年龄层群体相互联系和交流，促进彼此

群体的相互沟通和认同；⑤ 英美等国注重社区参

与对青少年教育产生的影响，认为青少年的社

会参与过程需要学校、社区和家庭三方互动合

作形成支持体系。同时，儿童参与社区活动能

推动建设强有力的公民身份，促进其关注社区

的公共议题，关注社区环境和发展，并对社区

基层民主的发展起到带动作用。⑥ 在儿童社区参

与的过程中，通过邻里之间、社区多元主体之

间互动塑造熟人社会；从浅层的互动共同体再

到深层的价值共同体，⑦ 唤醒 “共同体意识”，

激发社区公共性，提升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

归属感。⑧

六、结论与讨论

伴随着儿童友好城市的建设，社区治理者

逐渐改变治理观念，人们的儿童观发生改变，

儿童不再是 “被动”和 “失语”群体，儿童逐

渐成为社区治理的积极性行者，越来越多的儿

童与社区之间的关系由疏远转向亲密，他们在

热衷于参与到社区治理的实践中实现社区成员

的身份认同。广义上说，对于大多数儿童来说，

社区参与的有效路径是在社区空间场域中参与

的一切活动，包括游戏、玩乐、学习、交往等

一系列活动。狭义上说，儿童的社区参与首先

需要建立社区成员的身份认同，涉及对于社区

公共事务的观察、思考和建议，影响社区公共

治理事务的决策和行动；儿童通过社区参与，

在社区友好的空间范围内、与社区成员建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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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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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⑧

引自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４日召开的２０２０年中国城市规划学术季 “营造社区公共空间：从儿童友好开始”专题会议中中国城市

规划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楠的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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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社会关系，与此同时，将自身家庭及其社会

资本投入到参与行动中去，形成良好的社区治

理体系，并形成具有社区共同体价值理念的社

区共同情感支持，从而进一步加强儿童社区成

员的身份认同。

儿童的社区参与建立在公共性中 “空间—

关系—情感”解释框架基础上，与儿童社区成

员身份认同相伴而生。儿童通过议事会项目参

与社区治理中去，在社区场域中通过制度、仪

式、规范等手段建立起儿童参与的角色，并被

引导、教育、规范如何行使儿童参与权。通过

发挥家庭、社区、学校的培育功能激发起儿童

的参与意识和参与意愿、提高他们的参与能力、

观察能力、思考能力、创造能力和表达能力，

并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推动儿童的持续参与。

在社区参与过程中，儿童一方面通过参与社区

事务完善其主体性、能动性和公共性的社会化

过程，完成社会成员的身份认同，为成为未来

公民做准备；另一方面，儿童的社区参与带动

家庭、社会多元治理主体共同参与，使社区治

理网络体系进一步完善，社区治理效果进一步

提升，儿童在此过程中获得社会认同。

然而，当前的儿童社区参与仍停留在建设

儿童友好社区的框架下，儿童议事会是儿童社

区参与的形式之一，这是一个需要以基层政府

为主导，有意识地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由专

业社会组织设立主题和议题，对儿童进行引导

完成的项目。但由于对儿童自身要求比较高、

儿童参与人数有限、受益人反复重复、活动本

身针对性强等因素，儿童参与的覆盖面较低，

且缺乏来自儿童深层的需求和呼声；儿童参与

的主动性不够，参与的深度不足。同时，儿童

议事会的提议和提案虽然会提交有关部门给予

相应的建议和意见，但是究竟有多少得到了最

终落实，并产生了怎样的社会效应，无从得知。

因此，儿童社区参与的研究任重而道远。

■责任编辑／宋雨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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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边疆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廖林燕
［云南大学，昆明　６５０５００］

摘　要：全球化时代，我国发展越来越处在一个巨大地理空间场域中。在此形势下，边疆的 “空

间”价值前所未有地凸显，对中国式现代化深入推进具有举足轻重的特殊战略意义。但在内外因素交

织下，边疆及其治理面临诸多掣肘与风险挑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短板。解决现有与应有矛盾，

关键在推进治理现代化。因传统差序与内敛式治理愈发面临突出挑战，因此，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时代命题。其中，中国式现代化是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的政

治指针与方向指引。在中国式现代化 “全局”框架与人民性本质 “方向”引领下，推进边疆政治治

理现代化坚持党的领导、全过程人民民主与依法治边的有机结合，经济治理现代化以高质量发展为首

要任务，文化治理现代化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主线，社会治理现代化以安全稳定为底线，生态治

理现代化以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为使命，从而全面支撑与促进中国式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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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２０１３年３月９日，习近平在参加十二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西藏代表团审议时，首次提出

“治国必治边”重大战略论断。在第二次中央

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明确指出：“以推进

新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引领。”①

２０２０年１月考察云南时，习近平强调： “不断

增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能力。”②２０２４年１２月９

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

习时，进一步强调指出：“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

义。”③这一系列重要论述，从提出到发展，从

完善到升华，表明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将边疆治理上升到战略新高度。从强

调治边对于治国的特殊战略意义，到进一步突

出 “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

式现代化的重大时代命题与紧迫要求。

目前，学界围绕边疆治理现代化的研究不

断深入，但是结合中国式现代化展开的研究，

还是初步的。笔者认为，边疆治理现代化与中

国式现代化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中国式现代

化是边疆治理现代化的政治指针和方向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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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治理现代化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和有机内容。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边疆治理现代化对

强国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特殊战略意义。但因

独特区位、民族宗教、地缘政治、国际关系等

多重内外因素交织叠加，边疆是一个发展滞后

且复杂敏感的特殊区域。局部地区亦呈现国内

问题国际化、国际问题国内化的交织局面，治

理难度艰巨繁重，治理现代化面临诸多掣肘与

风险挑战，是中国式现代化深入推进的战略短

板与推进难点。解决边疆功能 “现有”与 “应

有”之间的矛盾，关键在 “治理”，根本在推

进治理 “现代化”。基于这一治理形势与要求，

习近平深刻指出：“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聚焦

国家战略，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视域，深入解析

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意蕴、

内在逻辑与推进要求，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实

践价值。

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边疆的　
　　 “空间”价值前所未有的凸显

　　国家治理总是在特定的政治地理空间下展

开，并随着时代发展不断 “完善空间治理”。①

今天的中国，无论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国家

发展越来越处在一个 “前所未有的巨大地理空

间场域”② 之中，还是随着我国整体发展能力

的增强，对国家各区域的空间协同与联动发展

提出新的期待，这些都对国家的空间谋划提出

全新的时代要求。如此观之，边疆的 “空间”

价值快速凸显，不单是拱卫国家的安全屏障，

更是促进内外空间联动的 “区域空间中心”。

不仅具有 “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③

的 “国家发展”特殊意义，而且具有 “区域—

世界”发展的独特意义。

（一）从 “固国藩篱”拓展到 “区域空间

中心”

第一，边疆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

要安全屏障。实现民族复兴，前提是国家安全。

如果说 “站起来”阶段，我们更强调的是安

全； “富起来”阶段，更重视的是发展；那么

“强起来”阶段，则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其

中，安全又是发展的前提。没有安全，一切都

无从谈起。由于疆域之 “边”的特殊地理空间

属性，边疆又是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关

键性区域，承担着以 “一隅之稳”护 “全局之

安”的主体功能。特别是随着 “两个大局”加

速演变与深度互动，触动并导致国家间力量对

比发生根本性变化，使得 “国家安全面临外来

型威胁最为严峻”。④ 在这一形势下，边疆的国

防战略地位更是极其重要，从地理空间上构成

国家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具有保障国家安全的

重要屏障意义。

第二，边疆是促进内外空间联动的区域空

间中心。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关键一招，亦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随

着我国深度融入世界，国家利益外溢且越来越

全球化的现象成为新常态。正是在全球化时代，

边疆基于特殊地理空间属性与连接国内外的独

特地缘优势和纽带作用，其 “空间”功能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单是 “固国藩篱”，更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缘政治、经济、文化意义，

从而在强国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快速凸显。其中，

既是对外开放的前沿，亦是我国走向世界的桥

头堡，还是促进内外空间联动的 “区域空间中

心”。不仅是经济上开放互动的中心区域，亦是

文化上文明互鉴的交互中心，从而一举成为

“中国当下最活跃的政治空间与经济地带”。⑤

（二）从 “国家发展”意义拓展到 “区域

—世界”发展意义

第一，边疆的 “国家发展”意义：拓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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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随着我国发展进入历

史新阶段，无论是整体发展能力的增强，还是

国家发展的空间场域变化，都对促进 “核心—

边缘”的双向互动发展与内外联动发展提出了

新的期待。这 “既是全球化时代国家疆域变化

的结果，也是中国国家发展在实力增强基础上

的疆域整体结构凸显的结果。”① 我国边疆地域

辽阔，其中，５７０多万平方公里的陆地边疆和

４７０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边疆，不仅为国家发

展提供了宏大战略纵深，而且为培育国家发展

新的增长点提供了重要潜力源。此外，因紧邻

他国的独特区位优势，边疆还是促进国内市场

与周边市场融通，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

节点，从而为拓展现代化发展空间提供了重要

支撑。

第二，边疆的 “区域—世界”发展意义：

承载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战略支点。中国式

现代化的人民性内涵，既为中华民族谋发展，

亦为世界发展注入新动力。因此，与西方 “文

明冲突” “斗争思维”不同，我国以 “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全球治理的新发展。在这

一理念引领下，因边疆有着与周边国家在地理

上毗邻、经济社会上相连、人文环境上相通的

天然区位优势与地缘联系，从而被赋予人类命

运共同体构建以前所未有的使命期待，一举成

为 “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地带与承载周边命

运共同体构建的中心地带。这一进程不仅推动

边疆空间属性从发展末梢转向 “辐射中心”的

华丽转变，亦推动边疆空间功能由地方意义上

升到 “国家发展”意义、再拓展到 “区域—世

界发展”意义的功能升华。

二、边疆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

　　现代化的战略短板　　　

　　全球化进程中，边疆在强国战略中的空间

价值与战略作用空前凸显，“从一定意义上说，

边疆决定国家的未来”；② 但是，边疆这一特殊

区域的治理却具有复杂性与艰巨性。其中，“发

展不协调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③ 边疆地区

不仅发展滞后，难以全面支撑强国建设的战略

基础；而且，发展与稳定、物质与精神等不协

调问题突出。边疆不仅是国家安全的敏感区与

矛盾风险的高发地，而且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

相互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叠加，这些

都给边疆治理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是边疆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强国必强边，

要充分发挥边疆对强国建设的战略支撑，前提

条件是实现边疆的繁荣富裕。富裕边疆不仅是

辐射周边、睦邻富邻的前提，亦是团结稳边、

合力戍边的基础。由于我国现代化采取的是东

部地区率先发展的梯度发展战略，自２０世纪９０

年时末，国家相继推动 “兴边富民” “西部大

开发”与 “东北振兴”战略等。但因历史、自

然与地理等原因，边疆与东部之间的发展差距

不断拉大。而发展差距不仅制约了整体发展水

平，也使 “木桶效应”愈加显现。十八大以

来，精准扶贫使边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

困历史性解决。在这一历史性胜利下，也要看

到，因边疆多处深山峡谷、雪域高原、戈壁荒

漠等地带，自然条件恶劣，加之历史起点、生

态制约、人才资源短缺等，边疆仍然是现代化

程度最低的区域。从２０２１年看， “５个自治区

的地区生产总值之和不及１个广东省，３０个自

治州之和不及 １个广州市，１２０个自治县之和

不及百强县前３位的总量大”。④ 可见，实现富

裕边疆仍然任重道远。

二是边疆安全形势复杂。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越是进入关键时期，所面临的安全风险的压

力也就越大。随着 “百年变局”加速推进，美

国 “抛弃冷战后实施的对华 ‘接触 ＋遏制’政

策中的 ‘接触’而全面倒向 ‘遏制’一端”，⑤

并以涉疆、涉藏、涉港、涉台、涉海等为幌子

遏制中国。这样的国际形势与国内问题相裹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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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边疆安全形势更加复杂。就陆地边疆看，我

国陆地边界线长达２２万多公里，与周边１４个

国家毗邻，有３０多个跨界民族。因独特地理空

间属性的 “边疆”因素与复杂的 “民族”因素

相叠加，以及国内与国际相互动，局部地区安

全形势复杂敏感。就海洋边疆看，我国有３万

多公里海岸线，与８个邻国相望。在越来越刚

性化的国际竞争与战略围堵下，我国海洋安全

形势尤为严峻，如南海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面

临严重威胁。因此，如何从系统思维统筹发展

与安全，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成为

边疆安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

之要。

三是局部地区认同问题突出。因多民族构

成，中华现代国家又是 “多民族国家”，从而

使得现代国家的国民又具有两种身份，即公民

身份和民族身份，进而形成两种认同，即国家

认同与民族认同。由于边疆是我国少数民族聚

居地，民族构成多元，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往

往相互交织与纠缠。随着边疆地区加快发展，

边疆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持续提升，各民族的

凝聚力与向心力持续增强，但是，境外势力的

宗教渗透等活动对我国边疆一些地区国家认同

的挑战仍不容小觑。因此，加强少数民族国家

认同建设是边疆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议题，攸关

边疆稳固与民族复兴大局。其中，发展又是认

同建设的第一要务，但是发展并不意味着必然

带来认同。如何统筹物质与精神，将 “物”的

现代化与 “人”的现代化有机结合起来，成为

边疆治理现代化的时代之需。

四是边境虚空化显现。随着全球化与现代化

进程的深入，边疆不仅面临一般的社会治安问题

与边疆特有的社会公共问题，如民族与宗教问

题，而且面临独特地缘环境所带来的错综复杂的

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毒品走私、跨国犯罪等。因

边境线长、越境通道隐蔽，因此治理难度大。

“军防有限，民防无限。”其中，边民又是稳边固

边的基础性力量。然而，近年来 “边境虚空化”

问题正日益显现。据胡焕庸线显示：我国线西北

人口稀少，６４％左右的国土仅居住４％左右的人

口。其中，“新疆是我国面积最大的省区，平均

每平方公里不足１６人，西藏平均每平方公里仅３

人”。① 据统计，我国边疆人口自改革开放以来呈

增长下降趋势，其中东北边疆一带尤为突出，而

且我国边境一些地区人口流失明显。有学者根据

全球夜间灯光遥感数据测度指出：在中越、中缅

边境，我方边境呈明显的持续虚空化，在中老边

境亦存在一定虚空化趋向。②

五是边疆生态环境脆弱。边疆是我国水系

源头区与生态屏障区，在国家 “两屏三带”生

态安全战略格局中具有突出重要的位置。在２５

个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中，陆地边疆就占

１７个。③ 边疆拥有全国７５％的草原面积、４４％

的森林面积、６６％的水资源。④ 十八大以来，我

国边疆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但因

“压力叠加”，生态环境基础仍然脆弱，生态系

统退化与土地荒漠化问题依然突出，生态保护

任务依然艰巨。边疆面临如何统筹实现 “发

展”的迫切需要与守护好 “生态”的责任之间

的张力问题。鉴于传统粗放型发展方式的不可

持续，新时代如何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统筹

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成为边疆生态治理

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三、在中国式现代化全局框架中

　　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　　　

　　如何实现边疆共同协调发展，并在共同协

调发展中支撑与促进强国建设，关键在于有效

的治理；然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与我国整体

发展能力增强，由于发展形势的根本变化，诸

如 “边缘定势”等传统边疆观，以及 “差序治

理”“内敛式治理”等治理模式已面临严峻挑

战，明显滞后于强国建设要求，不利于边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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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服务与全面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并迫切要求

从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出发，推进边疆治理转型

与发展。

（一）传统边疆治理观已不适应强国建设

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国家形态

向民族国家的根本转变，主权原则对边疆的范

围及其治理产生了结构性约束，同时新型国家

制度体系亦为推动边疆治理从传统窠臼迈向新

型现代性产生了根本影响，同时也要看到，民

族国家时代的边疆认知与治理模式依旧带有传

统色彩。特别是边缘定势观与差序治理、族际

主义治理、内敛式治理等，仍然是传统边疆观

的当代延续。

一是 “边缘定势观”滞后于时代发展形

势。边缘定势观深受王朝国家时代 “藩屏治边

论”的影响。历史上，王朝国家因受 “一点四

方”世界认知观影响，通常以王畿之地为中心

由内至外看边疆。边疆即为王朝统治外围 “边

缘之地”，亦是 “夷狄之区”，充当 “固国藩

屏”。但在全球化快速推进的今天，边疆空间功

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既是疆域之 “边”，

亦是开放 “前沿”，还是区域空间 “中心”。不

单具有 “屏障”意义，更具有突出的 “发展”

意义与 “纽带”意义。因此，对边疆空间属性

认知不能拘泥于边缘定势观的传统认知，而要

与时俱进实现 “边缘”与 “中心”的辩证认

知，并由 “族际主义”转向 “区域主义”治理

思维，① 实现边疆稳定意义与发展、地缘意义的

辩证认知与升华。

二是 “差序治理”与 “内敛式治理”已不

适应全球化时代国家整体发展需要。进入新时

代，由于我国发展能力有了历史性跃升，着眼

历史新方位与发展新阶段，亟须对新中国成立

以来具有非均衡、单向度治理特点的，即将边

疆从属于中心的 “差序治理”进行调整与重

构，同时亦需对具有封闭治理特点的，即拘泥

内部自我封闭发展与自我循环的 “内敛式治

理”进行转型与调适，向着对内实现核心—边

缘双向互动，对外实现边内—边外有机衔接的

“整体性治理”发展，从而推进边疆 “内向循

环”与 “外向循环”有机结合的治理创新。此

外，因强国建设对领土空间整合与联动发展的

内在需要，也要突破 “重陆轻海”的 “陆疆主

义”治理思维，向着 “陆海统筹”要求促进国

家整体发展。

（二）在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全局中推进边

疆治理全面转型

全新的国内外形势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

边疆治理观念。着眼强国建设的历史新征程与

世界新坐标，迫切要求从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出

发，将边疆治理的认知视野拓展至全新的高度，

即从 “核心区”出发的认知视野上升到更为广

阔的 “国家治理”与 “区域—全球治理”有机

结合的认知视野，从而实现传统边疆观的全面

转型。这不仅是顺应新时代人民对边疆共同协

调发展的美好生活需要，亦是强国目标下国家

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一是从 “国家治理”视野，以治国与治边

有机结合的整体性思维推进边疆治理转型。当

前，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任务与根本动力，已

由改革开放时期的 “发展”向新时代的 “国家

治理现代化”转变。这是因为强国建设，根本

在治理。“国家治理现代化竞赛的胜负是大国崛

起竞赛制胜的关键。”② 而国家治理又在特定政

治地理空间下展开，我国要在 “超大规模”国

情下实现大国崛起，必然要从 “空间治理”之

维，“把地理空间的规划或谋划作为国家治理的

重要向度”，③ 以提升国土空间整合度。而如何

从空间治理之维发挥边疆对强国建设的战略支

撑作用，本质上是如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

下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无论是 “治国必治

边”，还是 “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论断，都清晰表达了将边疆治理纳入国

家治理全局进行战略谋划的治理新思维。其深

层次的内涵是以治国与治边有机结合的整体性

治理超越传统差序治理，从而改变因边疆边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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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位赋予其发展末梢层次的传统差序认知，同

时调整 “重稳定轻发展” “重陆轻海”等过时

观念，进而置于战略全局框架下，以 “系统”

“辩证”“协调”的思维观念，促进陆疆、海疆

与核心区的空间互动与联动发展。

二是从 “区域—全球治理”视野，以边内

与边外有机衔接的开放发展思维推进边疆治理

转型。在全球化时代，着眼历史新方位与时代

新坐标，从空间治理之维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不仅要将陆地边疆、海洋边疆与核心区域融合

成一个有机整体，而且要积极拓展与维护对国

家发展有利的外部空间环境。前者 “关系到国

家的平衡发展和全面发展”，后者 “关系到国

家的持续发展”。① 基于空间治理思维，不仅要

从国内看边疆，亦要从我国与世界的关系出发

推进边疆认知升华。因此，与内敛式治理不同，

新时代则要求置于 “区域—全球治理”的广阔

视野，以边内与边外有机衔接的开放发展思维，

推进边疆治理转型与创新。

四、以中国式现代化方向引领边疆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从中国式现代化全局推进边疆治理创新的

出发点与落脚点，则是 “人”，即实现现代化

发展与 “人”的发展有机统一。这是中国式现

代化人民性本质的应有之义与根本体现，亦是

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式现代化的本质区别。

与西方式现代化的全面物化逻辑与资本本质完

全不同，人民性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属性

与真实社会基础。② 人民性对边疆治理现代化亦

具有本质性规定与引领意义，从根本上决定着

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即坚持以人民为

本位，不断实现人的现代化。从这个意义说，

所谓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本质上

就是在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全局下，不断推进党

领导下管理边疆的各领域制度创新，并使之科

学化、民主化、法治化，且将制度优势转化为

治理效能，从而不断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发展过

程。这个过程既在中国式现代化总体布局中推

进实现，亦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性在边疆地

区持续强化的发展过程。

（一）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出发点：为了人民

中国式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以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坚持人民性，就是

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

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

人为本。”③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明确提出 “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 “实现发展为了人

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④

在人民性本质引领下，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出发

点亦始终坚持为了人民。其中，无论是决战脱

贫攻坚还是建设富裕边疆，着眼点都是造福人

民且实现共同富裕。之所以从统筹发展与安全

的系统性思维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出发点，

亦是为了人民安全。之所以以物质与精神、发

展与生态的协调观念推进治理现代化的着眼点，

亦是为了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与永续发展。而以

开放睦边的思维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出发点，

则在激发边疆全新生机活力的同时，亦实现现

代化成果惠及世界各国人民。

（二）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根本动力：依靠人民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

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与推动者。毛泽东指

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

动力。”⑤ 习近平强调： “人民是真正的英

雄。”⑥ “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紧紧依靠人民

创造历史。”⑦ 人民亦是边疆治理现代化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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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体与发展动力，是推进边疆治理体系与治

理能力现代化最深厚的基石。其中，无论是决

战脱贫攻坚，还是建设现代化富裕边疆、和谐

边疆、开放边疆与美丽边疆，抑或是筑牢边疆

安全稳定屏障与稳边固边的铜墙铁壁，最深厚

的基石都在人民。现代化边疆既为人民，亦靠

人民。

（三）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价值旨归：实现人的现代化

习近平深刻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

代化。”① “人的现代化”亦是推进边疆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旨归，即边疆治理

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旨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同

时亦靠 “现代化的人”推动完成。英格尔斯指

出：“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

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

……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

否则，高速稳定的经济发展和有效的管理，都

不会得以实现。”② 在我国边疆一些地区，何以

发展并不必然带来认同，何以发展并不必然带

来稳定，根本则在于人的现代化迟缓于物质的

现代化。物质文明进步未能与现代人格、现代

心理、现代思想同步，从而成为推进边疆治理

现代化的巨大阻碍。如，有可能居住于现代田

园别墅中的主人，其思想观念依旧禁锢与束缚

在传统宗教迷信、依附人格与陈规陋习中。因

此，推进边疆治理各领域体制机制创新，都要

以塑造与提升人的现代性为旨归。

五、以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促进中国式现代化　

　　在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全局与人民性本质方

向引领下，着力围绕善治惠民、发展富民、团

结聚民、安全为民、生态利民，深入推进边疆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建设一个团

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生态美丽的现

代边疆，并以此全面支撑与促进中国式现

代化。

（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全过程人民民

主与依法治边的有机结合，推进边疆政治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

在人民边疆建设中，无论是满足边疆人民的发

展需求，实现边疆各族人民共同富裕，推动边

疆地区高质量发展，还是满足边疆人民在安全、

稳定、和谐、民主、法治、生态等方面的美好

生活需要，抑或是从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与行

为方式等方面不断提升人的现代性，从而实现

边疆地区人的全面发展与各族人民共同发展，

关键皆在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党的领导既是

边疆治理现代化的最大制度优势，亦是边疆地

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习近平

强调：“要坚持把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边疆治理

各方面全过程。”③ 在这一根本方略下，又要把

党的领导、全过程人民民主与依法治国在边疆

地区有机结合起来，着力推动边疆各族人民更

加深入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全过程与各领域，

从而使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性在边疆地区持续

深化与丰富拓展。

（二）在融入新发展格局中实现边疆高质量

发展，推进边疆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

化。”④ 因此，发展成为边疆共同富裕的第一要

务，亦为人的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与社

会保障。新时代推进边疆经济治理现代化的首

要任务，则是实现边疆地区 “高质量发展”。

其中的 “现代性”治理内涵及其对治理体系与

能力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一是从国家治理与

全球治理有机结合的广阔视野，从 “内向循

环”与 “外向循环”有机结合的双重维度，在

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

全新高度，实现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二是在

内向循环上，将边疆区域现代化融入国家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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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中推进。既要破除体制机制，以整体性

与系统性思维，将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等发

展战略与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等发展战

略对接协同，促进东西互动发展与陆海联动发

展；又要破除思想桎梏，以创新为第一动力，

结合资源禀赋发展 “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三是在外向联动上，进

一步解放思想，以开放发展思维，促进边内与

边外共同发展。通过治理的制度化、法治化与

民主化创新，“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打造市场

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① 从而全面激发边

疆开放发展新活力，深度融入共建 “一带一

路”，促进周边共同发展与命运与共。

（三）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主线，推

进边疆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

调的现代化。”② 以物质与精神的协调观念推进

边疆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要求，则是以 “推进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主线，推进边疆文

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时代边疆文

化治理 “现代性”的重要内涵与实践要求，

主要体现在：一是以协调观念，在边疆地区物

质的现代化基础上同步推进人的思想观念的现

代化。二是以主线要求，将 “中华民族共同

体建设”作为边疆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

从中深刻反映了边疆文化治理在新时代的重大

突破与创新。三是将 “人的现代化”作为中

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出发点与着力点。既通过

民生安边、产业强边、富民兴边、依法治边、

团结稳边与文化润边，在现代化发展与现代文

明塑造的有机结合中，全面提升人的现代性；

进而又通过文明素养提升与国家认同强化，筑

牢边疆安全稳定与国家团结统一的重要心理根

基，并为强国建设提供巨大内生动力与强大发

展合力。四是强调民族团结与国民身份双重维

度建设的有机结合，以及共同性与差异性的辩

证统一。既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又

深入推进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与法治意识等现

代文明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四）以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为底线，

推进边疆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

基础。”③ 新时代国家安全治理 “现代性”的重

要内涵与实践要求，一是以 “人民安全”为根

本宗旨，坚持 “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

依靠人民。”④ 二是注重国家安全维护的系统性

与整体性，从统筹发展与安全等系统思维，提

出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三是从系统观念

强调 “坚持陆海统筹”，并将 “加快建设海洋

强国”作为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

四是将主权范围的硬边疆与 “非领土的不具排

他性”⑤ 的软边疆结合起来。包括统筹太空边

疆与利益边疆，“维护海外利益安全”。⑥ “中国

是北极事务的重要利益攸关方”⑦ 等。如果说

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石，那么稳定则是中

国式现代化的前提。新时代不仅在边疆治理现

代化方略中共同凸显了一个 “稳”字，如西藏

治理坚持 “治边先稳藏”，新疆治理以 “社会

稳定和长治久安”⑧ 为总目标，党的二十大报

告强调 “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⑨ 而且，

在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上，强调 “协同高效、

法治思维、科技赋能、基层基础”。瑏瑠 如建设法

治边疆，打造边疆社会治理共同体，健全党政

军警民合力戍边机制，提升信息化戍边能力，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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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等。

（五）以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为战略要求，

推进边疆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① 新时代以来，我国将边疆生态文明与美

丽中国相结合，赋予边疆重要的 “生态安全屏

障”主体功能。新时代生态治理的 “现代性”

内涵及其对治理体系与能力的要求，主要体现

在：一是从 “共同体”的理念，提出 “人与自

然生命共同体”，深刻反映了中国特色生态文明

建设在新时代的理论升华。二是将生态文明建

设提升至关系人的现代化 “永续发展”的历史

高度。三是以系统化、科学化、法治化的思维

方式推进生态治理创新。以山水林田湖草沙系

统治理为基础，以最严格制度与最严密法治为

支撑，以生态保护补偿为保障，推动边疆生态

优势更好转化为发展优势。四是强调治理的整

体性与协同性推进。建立跨区域与跨部门联防

联治机制，加强与周边国家合作，切实筑牢国

家生态安全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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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产业链韧性建设：

基于全产业链风险识别视角的研究

炎天尧，张哲晰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北京　１００８１０］

摘　要：当前国内国际不可逆、不稳定、不确定的新形势对粮食产业链韧性建设提出更高要求，

如何合理进行延链、补链、强链，从而全面提升粮食产业链韧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成为迫切需要关

注的问题。本研究从全产业链视角入手，结合 “产业韧性强”的建设要求，在全面检视我国粮食产

业链面临的各项风险挑战的基础上，提出通过多元供给体系、监测预警体系、防灾减灾体系、应急保

障体系、科技研发体系和政策治理体系等体系建设，促进粮食产业链在抵抗能力、适应能力和变革能

力３个韧性维度的提升，从而有力应对要素供给风险、生产决策风险、自然灾害风险、生物防控风

险、市场波动风险、国际贸易风险、政策决策风险和突发事件风险等风险挑战。

关键词：粮食安全；产业链韧性；全产业链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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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确保粮食、能源

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当前，国内国

际不可逆、不稳定、不确定的新形势，①对保障

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

从国内形势来看，我国粮食产业链供应链基础

设施亟须升级、数字化运营水平较低、整合能

力较弱等新问题不断涌现。从外部形势来看，

地缘冲突影响外溢，国际粮食市场不确定性、

不稳定性明显增强，全球粮食供应链脱钩、断

链风险加大。为更好应对新形势新挑战，我国

从政策层面逐步调整了农业产业链的建设目标

导向，从强调 “稳定性建设”转向强调 “韧性

建设”。具体而言，２０２１年印发的 《农业农村

部关于加快农业全产业链培育发展的指导意见》

重点强调 “提升全产业链稳定性和竞争力”；

２０２２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 “着力提升产

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２０２３年中央一

号文件提出 “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装备强、

经营体系强、产业韧性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

强国”。政策层面对粮食产业链建设的要求在逐

步提高，提高粮食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是全面夯

实农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前提条件。近年来，

尽管我国粮食产量稳步增长、自给能力显著增

强，但是从长远来看，保障粮食安全依然任重

道远，特别是提升粮食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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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紧迫，亟须通过延链、补链、强链实现粮

食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升级，持续推动粮食产

业高质量发展，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粮食领域关于韧性的研究发展较晚，但也

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韧性”早期源

自生态学相关研究，用以评价生态系统在外部

冲击干扰下自我调节及恢复的能力，① Ｒｅｇｇｉａｎｉ

等②较早将韧性概念引入经济学领域，用以描述

经济系统在冲击下的恢复力，此后韧性在区域

经济韧性、③ 城市经济韧性、④ 乡村经济韧性⑤

等更多经济学领域研究中得到体现，相关研究

对经济韧性内涵、韧性程度测算以及时空演化

等开展分析。其中，农业经济领域中对韧性的

关注聚焦在小农户韧性、⑥ 农业产业链韧性、⑦

农业经济韧性⑧等。韧性研究介入粮食安全领域

的时间不长，相关研究聚焦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讨论粮食体系韧性理论内涵。Ｔｅｎｄａｌｌ等⑨

较早将韧性引入到粮食体系相关研究中，并提

出粮食体系韧性指粮食体系遭受各种外部冲击

后，能够保持系统稳定运行的能力。Ｂｅｎｅ等瑏瑠

提出粮食安全体系是多维的，包括个人、政府、

国家及全球供应链在面对冲击时的适应能力、

变革能力等。二是对粮食体系韧性进行测算。

左秀平、叶林祥提出三维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从冲击抵抗能力、冲击适应调整能力和创新转

型能力对我国粮食体系韧性进行测算；瑏瑡 蒋辉从

抵抗力、恢复力维度构建韧性水平评价指标体

系，对区域粮食生产韧性水平及空间格局进行

分析。瑏瑢 三是研究粮食体系韧性的影响因素。相

关研究指出数字乡村建设、瑏瑣 数字普惠金融、瑏瑤

数字化技术应用瑏瑥等会影响粮食体系韧性，数字

化建设将促进粮食体系向着更稳定、更强韧的

方向发展。四是粮食体系韧性建设路径。青平

等提出加强生产抗逆性和可持续性，保持政策

连续性，增强国内外市场协同性是粮食安全韧

性及风险管理的可行路径，瑏瑦 何亚莉，杨肃昌瑏瑧

指出应从强化优势、延伸链条、拓展范围、补

齐短板、创建接点、产业链备份六个维度着手，

张玉梅、龙文进瑏瑨强调在大食物观下提升科技竞

争力是关键。

通过对当前文献的综述发现，韧性问题已

经成为政策领域和学术领域关注的重要议题，

但是当前成果多数集中在经济韧性方面，粮食

安全相关的韧性研究起步较晚，而已经关注到

粮食安全相关韧性的研究尚缺少从全产业链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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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下的现状及风险识别分析，同时缺少从韧性

角度切入的对粮食产业链建设的系统分析框架，

学术研究未能充分跟进并指导政策制定。基于

上述，本研究在界定粮食产业链韧性内涵的基

础上，对我国粮食产业链全链条韧性建设现状

及面临的风险展开分析。本文的贡献主要为：

第一，从全产业链的视角入手，全面系统开展

了我国粮食产业链韧性建设情况及风险因素分

析，梳理了我国粮食产业链在产前、产中、产

后环节分别面临要素供给、生产决策、自然灾

害、生物防控、市场波动、国际贸易、政策决

策和突发事件８个方面共２０个子项的主要风险

因素；第二，针对全产业链风险因素提出系统

性应对举措，指出未来应通过多元供给体系、

监测预警体系、防灾减灾体系、应急保障体系、

科技研发体系和政策治理体系等体系建设，全

面提升粮食产业链在冲击中的抵抗能力、适应

能力和变革能力，最终实现粮食产业链供应链

现代化转型升级。

一、关于粮食产业链韧性的内涵

本研究从以往文献的回顾中发现，与粮食

安全议题相关的韧性研究的主体对象较为丰富，

但同时也存在概念庞杂的问题。相关概念包括

但不限于粮食安全韧性、粮食产业链韧性、粮

食供应链韧性、粮食体系韧性等，本部分尝试

对相关主体的概念及范围进行梳理，以期为后

续研究提供参考。

（一）粮食安全韧性相关研究对象的区分

粮食产业链与粮食体系。联合国粮农组织

（ＦＡＯ）《２０２１粮食及农业状况》报告中对粮食

体系韧性的内涵、测度等进行了系统分析，这

也是目前粮食安全相关韧性研究中通常会参考

的。报告中将粮食体系定义为包括粮食生产、

储存、聚集、收获、运输、加工、分配、销售、

处置和消费等环节的参与主体及相关活动。国

内相关文件则将农业产业链定义为 “研发、生

产、加工、储运、销售、品牌、体验、消费、

服务等环节和主体紧密关联、有效衔接、耦合

配套、协同发展的有机整体”。① 对比来看，粮

农组织粮食体系概念中的 “体系”对应国内

“产业链”的内涵。但其 “粮食”定义的口径

与国内 “食物”的口径一致，指包含来自种植

业、畜牧业、林业、渔业等所有可供食用的食

物，对应到国内的学术语言体系，其可称为食

物产业链。

粮食产业链与粮食供应链。韩喜艳等指出

产业链是中国化的名词，② 国际上使用产业链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Ｃｈａｉｎ）概念的文献有限，并没有特地

将其作为研究对象，国际上最接近农业产业链

议题的研究是农产品供应链 （Ａｇｒｉｆｏｏｄ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相关研究。国内供应链概念则有特定内

涵，更偏重管理学，指产品的生产流通中，所

有为终端用户提供产品及服务的活动，即上下

游的企业间的网链结构联系，以及产品自商家

到客户手中的完整传播链条。③ 但是借鉴国际上

农产品供应链的定义，即 “农产品从农场到餐

桌的连续过程，包括生产、加工、运输、销售、

包装、批发、零售直到消费者手中的各环节及

其环节间的相互联系”，④ 指农产品从生产到最

终消费的转移过程。⑤ 按照国际上供应链的定

义，其与国内产业链的内涵基本一致。

对现有研究中研究对象概念范围的梳理和

阐述，一是为了说明不同研究的联系与区别，

方便后续研究参考借鉴；二是为了说明本研究

聚焦关注产业链的动机，即产业链是本议题下

更符合我国语言体系的表述形式，本质是关注

粮食的 “产运储加销”等各环节主体之间客观

形成的、像链条一样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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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韧性的内涵及外延

韧性的定义。ＦＡＯ《２０２１年粮食及农业状

况》报告中将韧性定义为相关主体、系统、社

会面对各种风险时，积极高效地预防、预判、

消化、适应和转型，以维持可接受的运转水平

且不损害全人类长期福祉的能力。综合以往研

究，韧性的核心指受到外部冲击后，仍继续积

极实现目标的能力。此外，对小农韧性的研究

将其界定为面对压力时，表现出的 “脆而不折、

弱而不怠”的特点，以及从环境适应中获得自

我稳定、持续生产和发展的能力；① 关于农业韧

性的研究将其定义为农业系统在自然灾害、政

策干预、市场变动等外界扰动下，维持本身特

征和关键能力的本领，② 并将韧性进一步划分为

抵抗力、重构力、恢复力等。③

决定韧性的关键因素。粮农组织的定义中

指出韧性建设的关键在于预防能力、预判能

力、消化能力、适应能力和转型能力。其中，

预防能力、预判能力分别为基于长期和短期的

事前措施，预防能力侧重长期，强调加强系统

基本能力建设、减少风险中脆弱性的暴露，预

判能力侧重短期，强调针对预测到的风险、威

胁，提前部署行动、减少不良影响。消化能力

和适应能力则对应风险冲击临时的事中措施，

消化能力强调运用既定对策维系、恢复关键基

本结构，在风险和压力下重整旗鼓的能力，适

应能力则强调逐步调整、改变系统机构，维系

核心功能持续运行 （但不发生重大结构变化）

的能力。转型能力对应事后调整措施，即在生

态、经济或社会结构难以维系既有系统时，建

立全新系统的能力。Ｍａｒｔｉｎ等将韧性划分为抵

抗力、复苏力、重构力和更新力。④ 抵抗力指

主体对冲击的敏感程度或反应深度，复苏力指

系统从冲击中恢复的速度和程度，重构力指系

统应对冲击时的重新定位和适应程度，更新力

指恢复到冲击前状态的能力或转变为新状态的

能力。

综合以往研究，本研究按照冲突前中后期

进行划分，对决定韧性的关键因素归纳为产业

链应对外部冲击 （风险、压力）的抵抗能力、

适应能力和变革能力三个方面。其中抵抗能力

包括ＦＡＯ概念框架下的预防能力和预判能力，

适应能力为ＦＡＯ框架下消化能力和适应能力的

综合，变革能力对应ＦＡＯ框架下的转型能力。

二、我国粮食产业链韧性现状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始终把粮食安全作

为 “国之大者”和头等大事来抓，落实 “藏粮

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强化 “产运储加销”

协同保障，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

源，推动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粮食

宏观调控和现代化治理能力，初步构建起富有

韧性和稳定性的粮食产业链，经受住了国内外

的重大风险挑战，为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奠定了

坚实基础。结合前文对产业链韧性的内涵界定，

本部分从抵抗能力、适应能力和变革能力三个

维度着手，对我国粮食产业链韧性现状进行

分析。

（一）粮食产业链抵抗能力建设

抵抗能力是对外部冲击的事前预防和预判

能力，从长期角度看主要是粮食产能提升及其

稳定供给能力的建设，从短期看则主要体现为

对潜在风险监测预警能力的建设。目前，我国

已经具备扎实的粮食生产能力，初步建成粮食

安全预警机制，粮食产业链应对冲击的反应能

力逐步提升，总体具备良好的抵抗力。

１生产不断迈上新台阶，具备保基本的良

好基础。提高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强化

粮食生产体系抗风险能力是提升粮食产业链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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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基础。２０２３年，我国粮食总产量已连续９

年稳定在１３万亿斤以上，稳步迈向７亿吨粮

食生产能力。同时，随着粮食产量持续攀升新

台阶，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从２０１２年４５０公斤

以上增长到２０２３年的４９３公斤，远超过国际公

认粮食安全线，主粮自给率超９５％，有能力满

足极端情况下的自给需求。此外，国家持续加

大投入力度开展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提升

农业生产系统风险抵御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

农田水利建设水平不断提高，可灌溉面积逐年

增长，截至２０２３年９月，全国已建成耕地灌溉

面积１０５５亿亩，占耕地总面积的 ５５％；① 持

续改造中低产田、推动各地高标准农田建设，

２０２３年全国新建高标准农田４５００万亩，累计建

成１０亿多亩。农业机械化程度加深、生产效率

显著提升，２０２３年底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

械化率超 ７３％，携带北斗定位装置的设备达

１８０万台 （套），农业机械作业覆盖范围从作物

耕种收环节向烘干、秸秆处理等收后环节延伸，

机收损失率进一步下降。近年来，随着农业生

产基础条件不断改善，农业稳产高产能力稳步

提升，粮食生产系统有效抵御了极端秋汛、罕

见干旱等气候灾害带来的不利影响，生产系统

保供韧性显著增强。

２粮情监测预警体系落成，具备良好的

风险预判能力。对潜在风险的识别与预警是防

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最大化减少损失的前

提，也是粮食产业链韧性建设的重点环节。党

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

部署完善预警监测体系，风险预测及应急管理

能力日益增强。一是构建了覆盖１６９万户城

乡居民的粮油供需平衡调查体系，实现了对粮

油生产、流通、消费及库存等关键信息的系统

性掌握。国家粮食和储备局依托此体系，每年

定期开展固定调查工作，确保对我国粮油市场

信息掌握的全面性和准确性。二是建立了涵盖

全国及各级行政区域的粮油市场信息监测网

络，实现对国家级粮油市场及地方市场信息监

测点的有效覆盖。通过该网络能够实时监控全

国重点区域和主要粮油品种的市场动态，及时

捕捉价格变化信息，为政策制定和市场调控提

供有力依据。三是在国际粮油市场信息监测方

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充分利用国际组织的网络

平台资源，定期收集并整理重点国家的农产品

市场信息，为深入分析国际粮油市场形势和变

化趋势提供了重要参考。四是进一步优化完善

了粮食安全预警模型和警情层级评估机制。国

家粮食和储备局会同相关部门及专家团队，从

粮食产业链各维度出发，对粮情预警模型进行

了深入研究和完善，健全了警情层级评估确认

机制；加快构建更加权威、可靠的粮食价格发

现机制，积极探索建立粮食价格指数，以进一

步提升粮食市场的稳定性和透明度。②。经过近

年来的持续建设，我国已形成覆盖国家省市县

四级的粮食监测预警体系，不断健全粮油市场

监测网络，借助信息技术精准把握国内外粮食

市场形势，为相关主体风险防范提供及时、准

确、全面的信息支撑。

３农业防灾减灾能力日益增强，灾害响应

能力逐年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

视灾害应对能力建设，切实提升农业防灾减灾

救灾能力，农作物受灾率、成灾率显著降低，

２０１３—２０２３年间，农作物成灾面积占比、受灾

面积占比平均为 ５６％、１１９％，相较于 １９７８

年以来的平均水平分别降低了７３、１３５个百

分点 （见图１）。

防灾减灾能力提升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防灾设备装备逐渐增加。截至２０２２年，我

国农用水泵、排灌动力机具约５０００万台，年抗

洪排灌能力达２０００万亩以上；农用节水灌溉机

具约３００万台 （套），年抗旱及抽水灌溉能力达

１亿亩以上。③ 二是技术减灾能力持续增强。例

如，节水抗旱品种的大规模推广以及地膜覆盖、

滴灌喷灌、水肥一体等节水抗旱培植技术的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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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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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提高了粮食生产对自然灾害的抵抗能力。

截至２０２２年底，全国高效节水灌溉面积达４亿

亩以上。三是灾害预警能力稳步提升。我国已

经建成了县、市、省、部四级灾情调度体系，

在各地布局田间监测点、墒情监测站等作为数

据采集触角，同时大力开展农业遥感技术推广

与应用，实现对农业灾情数据的实时监测、联

动分析和趋势研判。在 “十三五”期间，我国

建成了对大宗粮食作物、特色林果作物等农产

品的气象灾害监测预警体系和防灾减灾救灾决

策支持平台，完成了从灾害识别到决策服务、

再到灾后补救的全链条技术服务。① 四是制度救

灾能力显著强化。一方面，形成水利、农业、

气象等多部门联席会商制度，组建灾情及时响

应的专家指导组，分区分类制定防灾减灾救灾

指导意见，并开展实地指导。另一方面，持续

加大对农业防灾减灾的财政支持力度，政策性

农业保险从保成本向保收入过度，保险覆盖品

种、面积稳步扩大，保障水平持续增强；救灾

物资保障水平不断提高，中央财政支持设立农

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资金、全国救灾备荒种子储

备补助经费等专项，支持受灾地区生产资料购

买和相关物资储备。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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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１９７８年—２０２３年我国农作物受灾、成灾概况

数据来源：１９７８—２０２３年的 《中国统计年鉴》及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二）粮食产业链韧性适应能力建设

适应能力是对外部冲击的事中反应能力，

强调产业链的耐力和持久性，强大的适应能力

往往表现在通过多样化、多渠道、多库存分散

风险。当前，我国已经建立起多元化储备体系，

能够充分发挥备战备荒、市场调节功能。同时，

粮食进口多元化稳步推进、海外供应链融入更

为广泛，粮食产业链适应能力较强。

１多元化储备体系日益完善，粮食应急

保供能力不断提升。一方面，国家持续加强粮

食储备管理，储备能力不断提升。自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开始，我国粮食调节储备体系逐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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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以中央、省、市、县为构架的四级储备体

系已经落成并高效运转。近年来，中央储备规

模稳中略增，储备结构及布局不断优化，“守

底线、稳预期”能力不断强化。地方储备规

模持续增长，其中口粮及成品粮储备充分保

障，政策性库存稻谷和小麦日常在国家粮食交

易平台公开投放，确保市场供应充足。北京、

上海、广州等粮食主销区也持续推动粮食储备

建设，加强产销区的省际合作，增强整体储备

保障能力。此外，在政策引导下，也形成了以

国有企业为主、其他多元市场主体并存的收储

新格局。另一方面，不断健全粮食应急保供体

系。保障粮食安全除了 “产得出”还要 “运

得走” “供得上”。近年来，我国对粮食产运

储加销全链条、多环节持续发力，粮食加工流

通方面，每天可以加工稻谷 １５０万吨、小麦

８０万吨；粮油市场体系和配送、供应网络健

全，能够迅速将米面油投放到终端消费市场，

３６个大中城市、价格易波动地区的成品粮库

存可满足当地供给２０天以上；全国粮食应急

加工企业、应急储备企业、应急配送中心、应

急供应网点提供应急加工能力１６４万吨，能够

满足全国人民２天的需求，① 有能力应对重大

自然灾害和公共突发事件。

２进口多元化稳步推进，海外供应链建设

成效显著。在开放程度逐渐加深的背景下，国

际市场成为国内市场的重要调剂。加强国际粮

食供应链建设是我国粮食产业链韧性建设的重

要组成部分。我国积极开展多元化进口策略，

继续巩固与巴西、阿根廷等具备自然禀赋优势

的农产品出口国的合作，强化农产品贸易供应

链的稳定性；把黑海地区作为进口多元化的重

要目标地区，加强自北半球其他地区的农产品

进口替代渠道建设，高度重视并发挥 “一带一

路”对国际粮食供应链合作的重大意义和关键

作用。截至２０２０年底，我国已与世界１４０多个

国家开展农业合作，与９４个国家建立了稳定的

农业合作关系。此外，我国通过培育国际大粮

商提升海外粮源掌控能力和国际议价能力，其

中粮食行业的 “领头羊”中粮集团，２０２１年营

收位列国际粮商之首，其海外资产和业务覆盖

了１４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下属的中粮国

际结合国内需求布局全球供应链，借助其粮源

掌控能力，将国内物流、加工、分销网络接入

全球供应链系统，以特有竞争优势重塑全球粮

食市场竞争格局。此外，我国北大荒、农垦集

团、首农集团等国内大型粮油企业也在积极提

升综合实力，朝着成为国际大粮商的目标迈进。

多元化进口战略和海外供应链建设，有效降低

了进口不确定性。

（三）粮食产业链韧性变革能力建设

变革能力指应对外部冲击的事后建设能力，

即通过重构转换升级到更好状态的能力。良好

的变革能力植根于富有弹性的治理框架，以科

技作为重要驱动因素，且对多元主体具备更好

的包容性。当前，我国粮食安全政策治理体系

逐步完善，现代农业科技迅速发展，各类农业

主体经营能力不断提升，产业链转型升级动力

较强，具备良好的变革能力。

１宏观调控体系日趋完善，现代化治理能

力更具弹性。完善的粮食安全治理体系是粮食

产业链韧性的保障。我国高度重视粮食安全，

不断完善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政策设计。一是压紧压实粮食安全责任。出

台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考核办法、省级党委和政

府推进乡村振兴考核办法等，根据各地实际情

况，将粮食生产目标逐级分解。加强粮食主产

区支持力度，探索主产区、主销区横纵向利益

补偿机制，推动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

共同担起粮食安全责任。二是加大粮食生产支

持保护力度。自２００４年起逐步建立并推动农业

支持保护体系改革，如推动价格支持政策与市

场调节逐步分离，推动直接补贴改革，推动三

大主粮完全成本保险、种植收入保险对产粮大

县全覆盖等。目前已建立起以补贴、价格支持

和保险为主体的 “三位一体”保障机制。三是

构建财政支农稳定增长机制。２００４—２０２３年

间，财政支农资金从 １５６１５亿元增长到 ２１１５

亿元，年均增速１６％。

２农业科技水平显著提升，农业现代化生

·５０１·

管理学 粮食产业链韧性建设：基于全产业链风险识别视角的研究

① 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同志出席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介绍 “保障粮食安全 端牢中国饭碗”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产能力不断强化。我国农业科技供给水平和应

用能力不断提升，为农业高质量发展和粮食产

业链转型升级奠定坚实基础。近年来，国家持

续推进四大粮食作物良种联合攻关，水稻、小

麦、玉米和大豆主要粮食作物自主选育品种提

升至９５％以上，① 小麦、水稻、玉米基本实现

良种全覆盖；聚焦提升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

加快推进水稻全程机插、机抛薄弱环节，２０２２

年，小麦、水稻、玉米三大粮食作物耕种收综

合机械化率分别超９７％、９０％和８５％。② 启动

粮油等主要作物品种单产提升行动，选取大豆、

玉米各１００、２００个重点县，集成良田良种良法

良机，提出 “一县一策”综合技术方案，为全

国粮食增产做出每亩２９公斤的贡献。

３规模经营和社会化服务能力增强，包容

发展和带农效能明显提升。有韧性的粮食产业

链应具备良好的包容性。近年来，我国通过推

动土地流转、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鼓励实现

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有效地将小农户卷

入到现代农业生产链条中，提升了粮食产业链

的发展兼容性。一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模不

断扩大。截至２０２１年底，我国土地流转规模达

５３２亿亩，占家庭承包经营面积的４０％，３０亩

以上、５０亩以上规模化经营主体分别达１０００多

万家、３００多万家，参与实际经营活动的农民

专业合作社达１００万家以上、家庭农场约８９万

家。③ 二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日益完善。全国

农业社会化组织超１０７万家，服务面积超１９７

亿亩次，服务小农户超９１００万户，社会化服务

内容逐渐丰富，既覆盖代耕托管的全环节服务，

也包括育秧育种、农药喷洒、机收机播等单环

节作业服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

组织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的采纳上具备

先发优势，同时通过技术分享、信息传导、组

织带动等方式赋能小农户，成为引领现代粮食

产业发展的生力军。

三、粮食全产业链韧性　
　　建设面临的主要风险

　　综合来看，我国粮食产业链在应对外部冲

击的抵抗能力、适应能力和变革能力方面取得

了积极成效，粮食产业链韧性稳步提升，具备

应对极端天气、突发事件等重大风险的良好基

础。但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下，粮食产业

链依然面临许多风险挑战，本部分在梳理以往

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提出我国粮食产业链潜在的

风险类型，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重点讨论未来

粮食产业链韧性建设中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

参考农业风险相关研究，当前对农业风险的分

类方式十分丰富，国际上通常采用自然风险、

市场风险的二元分类法，国内学者则基于不同

研究目的，提出了更为丰富的分类观点，包括

数量风险、④ 质量风险、⑤ 结构风险、⑥ 营养风

险、⑦ 国际贸易风险、⑧ 生物风险⑨等。在统筹

考虑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本研究加强粮食

产业链韧性的目标，从全产业链角度出发，将

我国粮食产业链风险分为产前、产中、产后和

突发性风险，具体包括要素供给风险、生产决

策风险、自然灾害风险、生物防控风险、市场

波动风险、国际贸易风险、政策决策风险和突

发事件风险等 （见图２），并加以有效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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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农业农村部： 《抓好提升粮食产能四个关键点———良田、良种、良机、良技》，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ａ／３８５５３６６９８＿
８０２０７２，访问时间：２０２４年２月２７日。

农业农村部：《小麦、玉米、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分别超９７％、９０％和８５％》，ｈｔｔｐｓ：／／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ｓ？ｉｄ＝
１７３６７８１３３７１６３５５９８２０＆ｗｆｒ＝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ｐｃ，访问时间：２０２４年２月２７日。

国家统计局：《党的十八大以来农业农村发展成就》，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ａｏｙａｎｇｇｏｖｃｎ／ｈｔｍｌ／ＣＹＳＺＦ／２０２２０９／０１６６３９９６２８５６４２９７ｈｔ
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２４年２月２７日。

李雪，吕新业：《现阶段中国粮食安全形势的判断：数量和质量并重》，《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２１年第１１期。
韩杨：《中国粮食安全战略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改革》２０２２年第１期。
辛良杰：《中国居民膳食结构升级、国际贸易与粮食安全》，《自然资源学报》２０２１年第３６期。
青平：《构建新型农食系统保障粮食与营养安全》，《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年第６期。
朱晶，张瑞华，谢超平：《全球农业贸易治理与中国粮食安全》，《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２２年第１１期。
黄季，胡瑞法：《中国种子产业：成就、挑战和发展思路》，《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年第２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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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基于全产业链视角的粮食安全风险体系

注：图表为作者自制。

（一）产前风险

产前风险主要包括要素供给风险和生产决

策风险。其中要素供给风险包括长期的水土种

质资源要素保障、周期性的农资供给风险等。

水土资源要素保障风险指城镇化、工业化进程

中，因发展需要对水土资源的规划缺乏合理性

和持续性，导致用于粮食生产的土地、水资源

的数量减少、质量下降。农资供给风险主要包

括种质资源保护不充分导致的种源消失、育种

核心技术创新不足的 “卡脖子”风险，以及价

格大幅波动导致的农资可得性风险等。生产决

策风险主要指经营主体因种粮比较收益偏低等

因素影响产生的种植积极性下降风险，主要包

括 “非粮化”生产决策和土地撂荒。

１要素供给风险。一是耕地数量减少，地

力下降。据自然资源部数据，２０２２年全国耕地

面积达１９１４亿亩，相较于２０１９年的１９１８亿

亩，降０２％。在城市发展、农地后备资源不

足背景下，要实现２０３０年稳定在１８２５亿亩水

平的目标还存在一定压力。同时，由于休耕力

度不够、化肥农药等投入过量，导致部分地区

出现耕层变浅、地块板结、肥力退化等地力下

降问题。二是我国水资源供求偏紧、空间分布

不均。据水利部数据，２０１６至２０２１年间，农业

用水占全国用水总量的六成以上，是水资源需

求最高的产业。其中，北方粮食主产区耕地占

全国耕地总量的 ６４％，但水资源仅占全国的

１９％，水土资源存在严重的空间错配，且我国

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仅０５７、灌溉效率相对较

低。① 三是一定程度上种质资源优势不足，且面

临断种风险。② 目前我国粮食作物已实现 “中

国粮”主要用 “中国种”，粮食安全整体有保

障。风险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其一，区域性

品种消亡、种源丰富度下降。据第三次全国农

作物种质资源普查数据，１９５６年我国粮食作物

品种１１５９０个，２０１４年减少到３２７１个，七成以

上品种流失，其中小麦从１０００个左右降至４００

余，部分优质抗逆品种绝迹。③ 其二，育种核心

技术 “卡脖子”问题显著。相较于世界先进水

平，我国种业关键核心技术开发与创新不足，

自主知识产权品种相对较少，适宜轻减化机械

化生产的突破性品种开发进度缓慢。此外，在

对外开放程度加深进程中，要警惕外资在新品

种选育和研发方面的控制风险。

２生产决策风险。近年来，随着经济快速

发展、城乡融合程度加深，农民务农机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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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蒋辉，陈瑶，刘兆阳：《中国粮食生产韧性的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经济地理》２０２３年第６期。
梅旭荣，张琳，袁龙江等：《基于全产业链视角的粮食安全风险识别与管控策略》，《中国工程科学》２０２３年第４期。
朱启臻：《打好种业翻身仗 确保农业安全》，《乡村振兴》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提升，叠加农业生产成本逐年增长、农产品价

格波动频繁，农业生产收益空间遭挤压，小规

模农户仅凭借种粮收入无法有效满足家庭日常

生活所需，不利于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２１世

纪以来粮食生产的人工成本、土地成本及化肥

农药等物质费用成本显著上涨，推动中国粮食

生产成本步入快速上升通道，２００４—２０２３年，

中国稻谷、小麦、玉米三种粮食的平均总生产

成本从３９５５元／亩增加到１２８４９元／亩，年均

增６４％。同期，三种粮食的亩均生产净利润

在２０１１年后显著下降，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间甚至为

负，２０２０年后逐渐回升 （见图３）。从近五年的

整体水平来看，种粮收益偏低。据不完全统计，

２０２２年全国土地撂荒面积达１３亿亩。在更为

开放的农业市场环境下，农业生产成本不仅面

临趋势性上涨态势，还可能受到区域冲突、能

源、金融等其他因素的扰动，为保障粮食安全

带来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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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２００４—２０２３年三种主粮作物成本收益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２００５—２０２４年 《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二）产中风险

产中风险主要指粮食生产过程中面临的自

然灾害、生物防控等风险。自然灾害风险指因

气象、水文或地质灾害导致的粮食大规模减产，

常见的影响农业生产的自然灾害包括干旱、洪

涝、冰雹、低温等。生物防控风险指因病虫害

大规模暴发导致作物减产的风险，以及在国际

交流频繁背景下的生物入侵风险。

１自然灾害风险。我国是受自然灾害和极

端气候事件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所遭受的

风险包含了几乎所有灾害类别，且灾害发生的

频率较高。近年来，我国频繁遭受极端天气冲

击，如２０２０年秋季三次台风登陆东北，２０２１年

夏季河南暴雨及秋季华北五省的秋涝，２０２２年

南方持续高温干旱，２０２３年夏季河南的大雨及

京津冀强降水过程，整体判断应对气候变化和

气象灾害工作将进入新阶段。尽管我国农业损

失约等于其潜在产量的１８％，低于国际４％的

平均水平，但因农业生产体量大，绝对值相对

较高。根据ＦＡＯ数据，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我国遭

受的农业损失累计达１５３０亿美元，占全球总损

失的５５％。① 有研究表明，气候存在周期性变

化，２０２０年后的十年，有可能进入气象灾害相

对较重的阶段。②

２生物防控风险。农作物重大病虫害多发

重发态势明显，影响区域广泛。小麦条锈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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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霉病、纹枯病、茎基腐病以及穗期蚜虫 “四

病一虫”，水稻稻飞虱、稻纵卷叶螟、二化螟以

及稻瘟病、纹枯病 “三虫两病”，玉米草地贪

夜蛾、粘虫、棉铃虫、玉米螟以及南方锈病、

大斑病 “四虫两病”偏重发生。① 据全国农作

物病虫预测网监测及专家会商研判，预计２０２４

年主要粮食作物病虫害发生面积相较于２０２３年

和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平均水平分别增１５％、１１％，

对七成以上粮食作物产区产生影响。②。有害外

来物种入侵数量增多、频率增高，危害程度加

重，例如福寿螺、加拿大一枝黄花等品种对水

稻生产造成影响，草地贪夜蛾成为玉米生产的

主要病虫之一。外来物种每年对我国经济和环

境造成的损失高达２０００亿以上，如不及时预防

将造成区域范围内３０％以上减产。

（三）产后风险

产后风险来源包括市场波动风险和国际贸

易风险。市场波动风险指销售环节因产品市场

价格低于合理范围导致农户收益受损而影响再

生产的情况。国际贸易风险指粮食进口受限，

进口量低于国内进口需求产生的风险，包括粮

食出口国减少或禁止出口等政策影响，以及国

际交通物流阻塞导致的当期进口下降等。

１市场波动风险。粮食市场价格波动受多

方面因素影响。我国粮食空间分布不均，产销

区之间调运存在风险。伴随我国粮食生产区域

的逐渐集中，我国北粮南运格局逐步深化，而

大范围、长距离的粮食跨区域运输对交通通畅

的依赖程度较高，当前跨省份调运中仍存在运

输周期较长、基础设施布局不合理等问题。在

突发性因素干扰下，产地与销地之间的粮食流

通可能受阻，发生产地滞销、销地抢购状况，

导致价格大幅波动。此外，需求结构变动也会

导致粮食消费用途改变，例如玉米工业用粮需

求的增加会同饲料用粮需求产生竞争，造成粮

食品种之间比价关系偏离合理区间，使食用粮、

饲用粮消费空间受挤压。

２国际贸易风险。我国粮食进口品种较为

集中，最为突出的是占农产品进口总量超六成

的大豆。③ 在对外开放格局下，过度依赖大豆进

口来满足国内消费需求，容易受国际市场价格

波动影响，从而影响我国粮食产业链适应力。

同时，我国粮食进口来源地相对集中，大豆进

口主要集中在巴西、美国、阿根廷、澳大利亚

和乌克兰；玉米进口主要来自美国、乌克兰；

小麦进口主要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法国；

大麦进口主要来自阿根廷、加拿大和法国；高

粱进口主要来自美国、阿根廷和澳大利亚；大

米进口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地区和印度等国家。

自美国和巴西两国进口的粮食数量合计达到我

国粮食进口总量的７３％。此外，我国的粮食出

口地区较为分散，主要为东亚、中亚、西亚地

区的一些国家，粮食出口竞争力偏弱。

（四）突发性风险

突发性风险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政策决

策风险，二是突发事件风险。其中，政策决策

风险指在宏观调控中，因政策脱离实际、执行

存在偏差等导致政策达不到预期目标、甚至损

害涉粮主体利益的情况。突发事件风险指突然

发生的对经济环境、公共卫生环境、生态环境、

国际关系等造成冲击，进而传导波及粮食安全

的风险。

１政策决策风险。２１世纪以来，伴随农业

税的全面取消以及农业支持保护体系的落成，

我国粮食安全政策环境整体向好，农业政策体

系更加科学、系统，但也面临潜在的政策风险。

一是政策调控节奏不稳定。虽然农业支持保护

体系的 “四梁八柱”已经落成，整体框架稳定

性较好，但是部分政策存在较强的应急特征，

市场一旦出现风吹草动就容易引发政策层面的

紧张与 “救火”心态，其中，政策反复性在我

国粮食收储政策改革领域体现较为明显，存在

“一调就减，一减就慌，一慌就收”的循环，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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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粮食产量、农户收益存在波动，或造成库

存高企、财政负担加重。二是政策协调性问题。

粮食生产支持保护政策协调性有待提升，部分

政策存在短期性、反复性特征，不利于稳定主

体预期。另有部分政策在执行中存在 “一刀

切”做法，对局部地区种粮农户收益保障产生

不利影响。三是与国际规则接轨压力增大。我

国农业领域发生的国际争端诉讼率增高、涉及

的事由和品种范围持续扩大，① 据统计，２０１６—

２０１９年间，我国涉讼农业争端共４起，超过同

期世界其他国家涉讼频率。

２突发事件风险。重大突发事件对粮食安

全尤其是粮食可得性的影响加剧。例如新冠疫

情期间，国内方面实行了严格的封锁隔离措施，

导致前期短暂地出现过交通阻滞、物流不畅的

情况，对粮食局部可得性造成影响；国际方面

疫情的暴发加剧了世界范围内对粮食供给的普

遍担忧，许多国家在短期内陆续出台了粮食出

口禁令，据ＷＴＯ统计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２１年，

新冠疫情期间其成员国颁布出口禁令高达 ７７

项。② 同时，重大突发事件暴发后的封锁政策也

抬高了粮食进出口企业的流通成本。例如新冠

疫情封锁政策下，由于集装箱回流受阻，加剧

了运费上涨压力，２０２２年初至２０２３年初，中国

—南美航线运费上涨 ４４３％，亚洲—北美东海

岸运费上涨６３％。③

四、粮食全产业链风险防控

　　及韧性建设思路　　　

　　针对我国粮食产业链韧性建设存在的突出

问题，应坚持 “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

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新粮食安全观，

按照 “产业韧性强”的发展要求，加强前瞻性

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强化重点领

域安全能力建设，加快粮食产业建链、延链、

补链、壮链、强链，持续提升全产业链扩产能、

增效益、抗风险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链韧

性和竞争力，确保粮食产业链安全。具体的，

可通过多元供给体系、监测预警体系、防灾减

灾体系、应急保障体系、科技研发体系和政策

治理体系等６大体系建设，进一步增强粮食产

业链面对冲击的抵抗能力、适应能力和变革能

力，从而更好地应对要素供给风险、生产决策

风险、自然灾害风险、生物防控风险、市场波

动风险、国际贸易风险、突发事件风险和政策

决策风险等风险挑战 （见图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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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粮食产业链韧性建设及风险应对思路

注：图表为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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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多元食物供给体系

全方位、多途径发掘食物资源，构建多元

食物供给保障体系。一是树立大食物观。在生

态环境承载力允许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

个国土资源拓展，按照 “宜粮则粮，宜经则经，

宜牧则牧，宜渔则渔，宜林则林”原则，向森

林草地、江河湖海要食物，向设施农业要食物，

注重有序开发、实现可持续利用。二是开发创

新型食物。从传统种养业向生物产业拓展。在

充分抓住市场需求的前提下，发展生物科技，

向植物、生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发展

食用微生物、藻类食物产业规模，推进一氧化

碳合成蛋白、二氧化碳合成淀粉等生物技术发

展。三是协调粮饲结构。构建多元供给体系要从

全局视角审视粮食安全，重视饲料粮供需与口粮

供需间联动性增强的事实，在保障口粮绝对安全

前提下，继续调整优化饲料粮结构布局，进一步

明确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中饲料粮的重要

性，加快推进饲料粮生产综合能力建设。

（二）加强监测预警体系建设

应加强粮食全产业链监测预警体系建设，

逐步构建和完善生产、供求、价格等相关信息

发布制度和平台，分类施策、制定调控和应急

保障措施。一是建立粮食安全监测预警制度保

障。通过上下游环节间紧密配合，共同构建大

数据基础，及时掌握粮食生产、消费、市场等

环节数据。二是研发和应用先进的监测预警技

术。加强数据采集、提取等基础科技研发，提

升数据准确获取能力，发挥在重大自然灾害、

突发事件、国际环境等应用场景下的预警作用。

三是建立专业的粮食安全监测预警团队。组织

具备监测基础、拥有监测体系网点布局的优势

单位，组建专业的分品种监测预警团队，协同

开展粮食 “产运储加销”全链条跟踪分析。四

是建立统一的信息发布制度。建立统一的粮食

安全信息发布标准，建设公共信息发布官方平

台渠道，通过政府和权威机构统一发布口径，

提升相关信息对市场和生产的引导、促进产销

对接。

（三）加强防灾减灾体系建设

应进一步提高预警系统的精准性和覆盖范

围，增强基础设施的韧性，完善应急救援体系，

加强公众培训和教育。一是加强极端气象灾害

的精确研判与信息应用。强化极端气象灾害的

影响分析，明确极端天气影响的时间、范围、

程度，定量化评估气象灾害对重点地区、重要

行业、重大设施的影响及造成的潜在损失，为

调度指挥、应急储备奠定基础。二是持续完善

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加快构建国家级、省级水

网，基于骨干水源配置工程建设，推进重点水

系连通，建设不同等级的水源调蓄工程，实现

区域内水资源合理配置。周期性开展灾害防御

汛前检查，加强沟渠、水库、泵站建设管理。

三是提高灾害应急救援能力。强化组织领导，

突出常态与特殊相结合的指导思想，督促指导

制定细化应急预案。大力发展区域性农事服务

中心，培育专业化农业防灾减灾队伍，补齐装

备、科技、人员短板。四是加强防灾减灾技术

的培训与宣传。结合灾情预测情况、抓住关键

生产节点，对相关主体开展病虫害、洪涝、干

旱等相关风险防范技术培训，并通过官方平台

发布相关技术指导，引导农户自发预防。

（四）加强储备应急管理建设

围绕增强调控力、保障力、支撑力目标，

继续深入完善粮食储备及应急保障管理体制机

制。一是优化储备结构。在统筹风险防范需求、

新时期发展需求和居民消费需求基础上，不断

优化储备品类、规模，坚持有保有压，保证优

储适需、储为所用；同时，结合粮食品类特征，

通盘考虑生产、运输、消费风险及灾害分布情

况，统筹调整储备区域布局，保证 “拿得出、

调得快、用得上”。二是构建多元储备。以中央

与地方政府为主导，发展社会储备、多元补充

机制。支持粮食生产加工主体建立社会责任储

备，适时合理增加商业储备规模，鼓励消费主

体按需储备。三是健全管理体制机制。深入完

善中央和地方储备联动机制，强化部门协调，

健全区内储备合作机制，加强跨区协作。坚持

市场化改革，确立常态化轮换机制，确保常储

常新。四是强化应急保障。健全运输枢纽、末

端网络，管理粮食应急保障资源，切实落实应

急配送和供应最后一公里畅通高效。

（五）加强科技研发体系建设

应按照 “补链、升链、强链”思路，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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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技领域布局，推动粮食产业链转型升级。

一是聚焦粮食产业链短板进行补链。围绕粮食

产品质量安全、生态安全、绿色低碳等领域加

强技术供给，推进投入品科学减量化、产业模

式生态化，全面提升粮食的可持续生产能力。

二是聚焦传统生产模式进行升链。加快新品种、

新工具、新产品的研发应用，培养一批高产、

优质、多抗、宜机化重大突破性品种，全面提

升土地生产率；推动智能农机装备的研发推广，

重点提升劳动生产率。三是聚焦新兴产业进行

强链。重点关注农作物遗传机理、合成生物学

等基础研究，关注基因编辑、生物育种、细胞

工厂等前沿和核心技术研究，推进产业基础现

代化。加强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技术在粮

食全产业链中的应用。

（六）加强政策治理体系建设

应进一步完善政府与市场互为补充、相辅

相成的农产品市场风险管理制度。国内方面，

遵循农产品价格周期和季节性波动的市场规律，

合理研判政策干预时机、干预范围；充分利用

价格保险、收入保险等市场化管理工具，创新

“保险＋救济”相结合的灾害管理模式；借助

财政金融手段，建立粮食市场应急调控基金，

基于多元化、市场化的管理工具，加强政策治

理弹性。国际方面，积极融入全球粮食产业链

供应链，加强对全球粮食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

节和关键节点的布局。大力培育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大粮商，加快推动农业企业走出去，深化

粮食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充分挖掘粮食合

作潜力。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粮食运输通道及物

流基地建设，优化调整运输通道布局，开辟多

元化的海外粮食进口通道，提高粮食运输效率

和运输能力，扩展粮食运输通道，降低粮食运

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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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村治边：一种贯通性的边疆治理机制

范　俊
［云南大学，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摘　要：驻村工作在不同区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在明显有异于内地的边疆地区，驻村对于克

服边疆问题引起的治理难题与边疆治理 “内卷化”问题，推动边疆社会中的国家基础权力建设，以

及实现国家对边疆的贯通式治理，具有特殊意义。从组织形态来看，驻村如同一把楔子，直接将国家

治理对接到一家一户，使得 “国”与 “家”连在一起。从治理资源来看，驻村将多样性的治理资源

直接投放于以家户为单位的农民群体，实现了治理资源由国家贯通于农户的功能。从治理内容来看，

驻村把边疆治理活动直接下沉于基层社会，通过治理重心下移来解决微观与基础的边疆问题。经由上

述路径，驻村工作强化了边疆治理活动从中央到基层的贯通，将国家与边疆在乡村基层对接了起来。

关键词：边疆；边疆治理；国家治理；驻村；贯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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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追根溯源，驻村工作并非今天才有，而是

一个历史的产物。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

前，共产党人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候，

就大量使用了向农村下派工作队的方式。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驻村工作在社会改造、

经济建设、意识形态宣传等方面，均起到了十

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专门针对

农村扶贫开发与乡村振兴，并在全国范围内来

动员实施，进而将其作为一项专门性政策，这

是史无前例的。正因如此，该政策自实施以来，

也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成果集中

体现为：一是驻村工作的定位，涉及群众路线

说、外力介入说、反科层制说等；二是驻村工

作的功能，主要体现为政治沟通、基层组织夯

实、利益综合，以及在维护边疆安全稳固等方

面的特殊功能；三是驻村工作的运行，涉及驻

村干部的选配、驻村工作的开展及调适等；四

是驻村工作的影响因素，较为明显的有资源因

素、结构因素、能力因素等；五是驻村工作的

实践困境，涉及驻村干部与 “村两委”之间的

权力边界问题，以及驻村工作形式上的制度化

与内容上的非制度化、临时性等问题。

诚然，同全国其他区域一样，地处国家僻

远地带的边疆基层农村也开展了驻村工作。但

由于历史传统、地理区位、地缘结构、人文构

成、经济因素等与其他非边疆区域的差异性和

异质性，使得以减贫方式出场的驻村工作在边

疆基层的蓬勃开展，在某种意义上已超出了乡

村扶贫振兴的意义，实实在在地发挥了边疆治

理的功能，并且在实际运行中被 “边疆化”

了，形成了不同于内地的组织和运行逻辑。尤

其在民族、宗教、意识形态、境外渗透、“三股

势力”干扰等问题较为突出，贫困的广度和深

·３１１·

管理学 　　　　　　　　　　　　　　　　　　　　　　　　　　　　　　　　　　



度较为集中的特殊边疆场域中，驻村组织在其

中所承载的功能往往被赋予多重意涵，并有别

于其他区域。诚然，虽有部分研究关注到这一

点，但大多集中于驻村治边具体实践探讨，对

于其中的理论逻辑关注还不够，尤其是边疆基

层在已有常规性 “乡政村治”治理体制下，驻

村治边何以必要等，还有深化研究的必要。

事实上，驻村在边疆区域的实施，本质上

也是一种边疆治理方式，发挥着重要的边疆治

理功能，并形成了对其他常规性治理方式的有

效补充，因而应被视为一种边疆治理机制而加

以看待。不仅如此，驻村机制在承担了边疆农

村基层治理中的重要治理任务，解决了特定的

边疆问题的同时，使得国家与边疆在制度性体

制之外，进一步得到有效对接，从而推动了有

效边疆治理。那么，驻村机制究竟是一种什么

样的治边机制？其特殊治边功能又是如何实现

的呢？本文试图从学理上对此进行剖析，以便

形成新的认知和贡献。

二、边疆治理中的难题与

　　驻村机制的出场　　

　　边疆问题虽然存在于边疆地区，但其影响

却有着极强的外溢性特征，会对整个国家的稳

定与发展产生全局性的影响。因此所谓的边疆

问题，就是国家的边疆问题。① 正是如此，边疆

治理也成了一项必要的国家治理活动，亦即边

疆的治理不可失去国家的在场，必须将边疆作

为国家的一个特殊性问题提出，并针对有由

“边”生成的特定的具体问题展开国家治理。

但需注意的是，边疆问题并非一个存在国家边

缘的整体性问题，而是以不同的具体问题形式

存在于边疆区域和社会之中。所以国家对边疆

社会，尤其是广大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成了边疆

治理的题中之意。但是，在当前 “乡政村治”

的制度框架下，国家在努力实现边疆基层社会

的在场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困境。

（一）边疆的特殊问题与治理的困境

历史上，国家权力在向基层社会渗透过程

中，会遭遇到原生权势阻隔形成乡村 “板结社

会”状态，② 使得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存在

十分稀薄。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土地

革命以及基层政权建设，打破了这一 “板结社

会”，实现了国家权力与权威根植于乡村社会之

中。但在包括边疆在内的全国广大基层社会，

却长期存在一种基层 “政权悬浮”问题，基层

政权维持 “不出事”原则、④ 消极行政，⑤ 是其

存在的起初原因。后又因基层形式主义行动策

略⑥等原因，导致基层出现 “忙而无效”⑦ “行

政空转”⑧ 的 “内卷化的政权悬浮”新现象。⑨

与此同时，在一些边疆基层农村，受交通闭塞、

发展滞后、认同多样等问题影响，存在极端民

族主义、境外势力等思想与力量的侵入风险，

甚至可能会侵蚀国家在基层政权组织的政治忠

诚。于是，在基层政权 “悬浮”以及边疆基层

社会的特殊情况双重影响下，一定程度会阻隔

或削弱国家在边疆基层社会的渗透，影响国家

权力在基层社会影响力、整合力。

一是境外反动势力侵害国家权威影响。边

疆基层社会传统氛围浓厚，思想习惯保守，是

境外各种势力入侵的主要区域。这些反动势力

以非法宗教思想，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等为武器，

扰乱社会秩序、蛊惑基层群众心理，进而谋求

长期独霸一方的异化权威。他们的行动隐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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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平：《我国的边疆治理研究》，《学术探索》２００８年第２期。
陈军亚：《超越内卷：“板结社会”与国家渗透》，《社会科学》２０２２年第４期。
陈军亚：《“经验的自主表达”：概念建构的田野政治学路径———以 “板结社会”概念为例》，《学海》２０２３年第１期。
欧阳静：《“维控型”政权：多重结构中的乡镇政权特性》，《社会》２０１１年第３期。
张勇：《农村基层权力 “悬浮”之本源与解决路径》，《理论视野》２０１０年第９期。
贺雪峰：《规则下乡与治理内卷化：农村基层治理的辩证法》，《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林彬，刘红波：《逆向压力型体制与农村基层政府空转执行的形成逻辑———基于粤西Ｌ镇数字资源下沉的考察》，《经济社

会体制比较》２０２３年第３期。
张现洪：《技术治理与治理技术的悖论与迷思》，《浙江学刊》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陈义媛：《内卷化的基层政权悬浮：县域多中心工作模式下的基层治理困境》，《湖北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２３年第６期。



迷惑性极强，容易与地方黑恶势力等结合，扩

大影响、壮大力量，从根本上瓦解边疆安全与

稳定的基石。进而直接弱化了国家权力在基层

社会的影响力。在我国边疆一些地方，这种情

况曾经出现过，后得到很好治理。但在当前边

疆治理中，时刻警惕这一问题仍然非常必要。

二是政治认同失衡弱化国家基础性权力。

在部分边疆基层地区，各族民众的认同心理往

往是非常复杂的。除了 “五个认同”为主要内

容的国家认同之外，在边疆地区的各族民众当

中，还传承和传播着其他类型的认同心理，姑

且可以称之为 “亚国家认同”。第一，民族认

同———特别是少数民族认同。边疆是多民族聚

居地区，可以说每个民族都传承着不同的历史

文化，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各自的民族认同。

第二，宗教认同。宗教现象在边疆基层长期且

广泛存在，也使得宗教认同不仅由来已久而且

相对稳固。第三，传统社会规则的认同。由于

边疆在地理和社会环境方面具有封闭性特征，

因而更有利于熟人社会的形成，以及传统社会

规则的保留和存续。另外，“在边疆地区独特的

治理生态中，以民族习惯法和宗教习惯法为代

表的传统习俗和规则在维持社会秩序、处理人

际关系和分配社会价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①

这些 “亚国家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有时会存

在一定的张力，特定条件下 “亚国家认同”还

可能压过国家认同。此时便会对国家法治建设

带来挑战和冲击，也会削弱国家在基层社会中

的动员、调节、吸纳等基础性权力。

三是治理资源短缺引起国家治理能力不足。

边疆地区的基层治理，普遍面临着资源不足或

资源匮乏的问题。这样的治理资源不足的困境，

在边疆基层乡村社会更加突出。边疆乡村面临

的治理资源匮乏问题，首先表现在财政和经济

资源短缺方面。同内地相比，边疆地区 “是我

国贫困人口大面积分布区，具有贫困人口众多、

贫困发生率高的特点”。② 除经济资源的欠缺之

外，边疆地区的广大农村在社会资本形式的资

源禀赋方面，也明显不足。关于社会资本的内

涵，美国学者福山提出：“社会资本是由社会中

的普遍信任产生的一种力量……社会资本与通

过文化机制诸如宗教、传统或风俗等创造和转

化的其他形式的人类财富不同。”③ 受到历史因

素、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生产生活条件的影响，

边疆乡村能够为边疆治理和发展提供积极支持

作用的社会资源往往存量较低。

从根本上来看， “国家必须运用政权的力

量，动员其他社会力量，运用国家和社会的资

源，去解决边疆问题，这就形成了边疆治

理”。④ 由于治理资源的缺乏，导致体制内力量

在边疆乡村治理中发挥作用的空间和效度受到

了很大限制，同时也容易造成国家影响力的真

空，为极端宗教势力、境外势力等的入侵创造

机会。

（二）常规治理的内卷与驻村治理的出场

表现为认同整合、境外势力渗透防范、边

境安全维护、发展滞后治理等的边疆治理，根

本问题是要在基层社会进行深入的 “五个认

同”塑造，准确的信息发现与共享，强大的基

层群防群治动员，惠民政策的实在落户，以及

更多资源争取与合理配置。也就是说，要让村

民更加认同国家政策法规、法律制度，深刻感

知 “民族团结一家亲”，深深感受国家政策暖

人心。因此，不同于其他区域的治理，边疆基

层治理更加的强调村民生活治理、观念改造、

情感治理等内容，它涉及村民习惯习俗、个体

琐事等，触及更多家庭私人空间。这就需要将

国家权威权力下沉到农户家庭，让个人深刻地

感受到国家的存在并受此影响。

而与此矛盾的是，由特殊边疆问题带来了

国家权威、基础权力和治理能力在边疆基层乡

村的多重弱化。同时，边疆基层社会治理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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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更多私人领域，额外增加出一般乡村所不

涉及的事务，势必造成边疆基层治理的超大负

荷。导致全国基层政权长期存在的 “悬浮”问

题会在边疆基层加重，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

边疆基层治理突出的 “内卷化”问题，出现了

大量的现有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机制无法触及

的，或 “改而不变”的区域和领域。例如，国

家专项或综合边疆政策与资源下沉中，不仅存

在政策变通执行或资源挤占挪用可能，而且存

在简单化执行现象，其应有的惠民感化效应被

打折扣。边疆基层政府的公信力不足，边疆基

层社会治理能力弱化，面对边疆基层宗教、民

族、安全等特殊问题时，“不敢管、不想管、不

会管”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可见，由一般性正式体系承载的制度机制、

组织机制、政策机制、项目机制等常规性的治

理机制，在面对边疆基层治理中需要侧重私人

领域、生活空间的治理需求时，出现了各种内

卷问题，表现出治理乏力的现象。这就需要创

制和使用常规性治理体制之外的，能够切实解

决边疆基层问题的治理机制。这类特殊的边疆

治理机制必须符合几个基本条件：一是能够深

入边疆基层社会乃至农户，直接针对个体来差

异化、精细化解决琐碎事务；二是组织形态上

能够与现有的边疆治理体制融合和协同起来；

三是能够灵活而有效地承接自上而下安排的边

疆基层临时性的任务。在这样的条件下，历史

上被创制的，并且在实践中不断被检验和调整

的，在内地和边疆地区广为采纳的，组织和运

行模式较为成熟的驻村机制，就自然而然地成

为一种选择。

三、驻村与国家治理力量的嵌入

在常规性的基层治理过程中，基层组织的

架构与运行既是一种治理机制，也是其他治理

机制实现各自功能的基本载体。基层组织的结

构和功能的有效运行，是实现农村基层治理目

标的基本前提。但是，边疆部分农村基层组织

在建设与发展上一定程度上面临着涣散乃至失

效的局面。从乡镇政权建设来看，没有得到及

时加强，而是 “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一定

程度上引发了基层社会治理问题。不同于其他

地区的基层政权的 “悬浮”，边疆基层的这种

“悬浮”突出的发生于农村基层组织层面，并

表现为几个方面：

第一，组织结构的稳定问题。受到待遇差、

生活环境恶劣等因素的影响，边疆一些地区的

基础组织存在着严重的不稳定问题。主要表现

为组织成员更换频繁，很多工作的开展缺乏连

续性，或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由于如此，一

些村治中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并且形成了

“越拖越久，越久越难解决”的治理怪圈。这

样的情况使得，即便重新组织班子成员，也很

容易被历史问题与现实环境束缚住思想和行为，

因而又一次导致人员流失问题的出现。

第二，组织成员的素质问题。“村党支部书

记难选，村班子难配，好干部难留”，是普遍存

在于边疆某地方政府文件中的词句。组织成员

的文化素质低下，民主意识淡薄，政治效能感

低下等问题广泛存在。与此相关，基层组织的

领导能力、管理能力和服务能力偏低，执行力

不够。对于一些棘手的、影响重大的边境走私

活动、非法宗教活动不愿管、不敢管、不会管。

对如何因地制宜组织村民发展，开展文化浸润

活动，办法不多，思路不活，路子不广。

第三，基层组织的忠诚性问题。受错误思

想的蛊惑，或惧怕于极端势力，抑或自我利益

驱使，边疆少数地方基层组织中有时可能出现

“两面人”“老好人”现象。这就带来基层组织

的忠诚性问题。自然，基层政府也很难与村级

组织之间形成良好的协同治理关系。严重的情

况是，一旦受极端思想侵蚀或与极端势力勾结，

还可能异化基层组织性质，成为动摇边疆地区

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负面势力。

第四，基层组织的权威性问题。受到上述

各个方面的影响，边疆基层组织在从事乡村治

理过程中，缺乏必要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得不

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由于乡村治理主体

的权力并不是一级国家政权，不具备强制执行

的资格，因此，一旦丧失政治信任和政治认同，

基层组织便形同虚设。党支部和村委会做事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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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大、说话无人听的现象可能出现。这样一来，

在一些边疆基层地方 “一盘散沙”情况就会在

一定程度上存在，不仅使得公共性的问题难以

解决，而且还可能给极端势力和极端思想的向

私人领域渗透提供空间。

而驻村队作为一种 “一竿子插到底”的外

来治理力量，有效克服基层组织的各种问题，

将国家治理与农村基层之间贯通和衔接起来，

使二者直接发生关系的同时，也实现了国家的

在场。驻村队并非孤军突入，而是直接由上级

派出，同时又与组织所在单位、上级派出单位、

地方管理单位、村内治理单位形成了一个协作

化的工作网络。同时，在明确而严格的规章制

度的要求下，驻村工作的组织和运行是标准化

和规范化的，是一种任务明确的专项任务组织，

因而也更加准确和完整地承载着国家的边疆治

理目标。因此，驻村组织与以往的村治组织的

组织性质截然不同，它像一根楔子一样，将国

家意志和国家力量深深地契入到了边疆的基层

社会。同时，驻村组织虽不是一级政权，但它

通过国家在场的形式，增强了国家在基层社会

的基础性权力。

作为国家在场的结构载体，驻村工作组织

将国家与农民 “面对面”地对接在一起。边疆

的许多问题最终都是人的问题，边疆问题的治

理自然还是人的治理问题。尤其是对极端思想

束缚、发展思想不足、国家认同意识塑造等的

思想与情感治理，以及打击走私越界、恐怖破

坏等的信息掌握问题，最终都要以 “家户”甚

至是 “个人”为单位展开。因此，只有打破家

庭的组织壁垒，对家庭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

形成引导和影响，才真正地使国家与一个个的

农民连接在一起。因此，作为一种特定的制度

安排，驻村工作打破了现有的治理结构，直接

将国家治理对接到一家一户之中，使得 “国”

与 “家”连在了一起。

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驻村工作队的核心工

作形式就是 “入户”，其他工作基本上都是围

绕 “入户”或以 “入户”为基础来开展的。对

此，如某驻村人员就表示：“我们就像走家串户

的推销员一样，突破了重重限制，踏进农家的

门槛，问他们疾苦，给他们讲国家的宗教民族

政策，讲党和政府惠民政策，面对面地交流，

让基层政府走进老百姓的心中，让老百姓的愿

望直接进入到政府的决策系统，实现了政府与

社会的无缝对接，彻底解决了制约服务老百姓

的 ‘最后一公里’。同时也在入户过程中及时

收集了各种异常信息，便于有效的安全研

判。”① 这样一来，驻村组织就不再是悬浮于基

层社会之上，而是实实在在镶嵌于边疆基层社

会之中了。

四、驻村与边疆治理资源的下沉

边疆一方面需应对与全国一样的经济发展

重任，另一方面还要应对不同于国家中心区域

的特殊任务，自然需要更多的治理资源。但与

此相悖的却是，受多重因素的制约，边疆地区

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对滞后，边疆尤其是基

层地区普遍面临着资源不足的困境。依靠自给

自足缓慢的资源积累明显不能适应当前国家对

于边疆治理发展的迫切性要求。 “外生性”的

资源输入就成了必要。这样一来，在省级政区

范围乃至全国范围调配足够的资源 （包括政府

掌握的资源以及社会资源），下沉到边疆治理过

程之中，就成为保障边疆治理有序和持续开展

并取得预期效果的必然之举。

边疆问题的特殊性以及边疆基层异质性特

征，决定了国家治理资源下沉需要注意两个方

面的因素：一是边疆基层治理资源稀缺的内容。

二是自上而下治理资源的有效配置。前者在于

明晰资源短缺或不足的具体需求，以便增强治

理资源输入的指向性、针对性、实效性；后者

主要是针对这种短缺现状而进行的具体配置

过程。

驻村工作组织在边疆农村的存在，是 “资

源下乡”的一种形式和载体。与之相关的治理

资源包括：一是智力资源，驻村工作队员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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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带的价值观念、知识体系、组织能力、沟通

能力等，可以随着驻村工作的开展而具体渗入

边疆基层治理的各个方面，同时驻村工作从外

部所获取的技术技能则为边疆基层生产生活改

善提供智力帮扶。二是组织资源，作为一种高

效而有力的治理组织，驻村工作队蕴含着丰富

的组织能量，这也是该机制能够顺利推行并发

挥实际作用的关键所在。三是政策资源，在国

家政策自上而下地投放到边疆基层社会的过程

中，驻村工作通过政策研究和政策执行，较为

有力地解决 “最后一公里问题”，保障政策落

地，发挥政策效应。四是经济资源，除了定点

驻村帮扶单位统筹安排经济帮扶外，工作队通

过向其他部门、社会力量、公益力量争取资金、

物资支持，把集聚整合起来的经济资源统筹下

沉到基层，从而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

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基础的同时也是经常

被忽略的资源，这便是人力资源———或者叫作

“人手资源”。这是因为，边疆特殊性决定了国

家对于边疆的特殊性治理要求，带来了边疆治

理任务的繁重性。诸如国家认同意识的培育巩

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等更加需要同千家万户

直接联系在一起，实现 “因地因人制宜、一户

一策”，做实做深做细，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要有

充足的人力资源。而这样的人力资源，显然不

是常规治理主体能够供给的。上述这些短缺资

源，经由驻村工作的开展，直接投放到一家一

户之中，由此实现一种边疆治理的精准化。

此外，在边疆治理过程中，这种 “外生

性”的治理资源必须要通过基层治理才能落到

实处，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即解决资源的配置

运用过程。显然，解决边疆发展滞后问题固然

是边疆治理的基本目标之一，但更为重要的目

标却是要增强各民族的 “五个认同”。那么在

资源下沉中不仅要把资源运用到发展与惠民正

确领域中去，还要通过一定的教育引导使得边

疆各民族群众的感恩意识得到强化，进而在内

心中筑牢 “五个认同”意识。

说到底，这种特殊要求的治理资源的落实，

最终要通过 “人”来体现出来，在边疆农村治

理中，就是要输送到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农民

群体。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就意味着要将国家

治理资源真正落到农户身上，以 “解决基层矛

盾和困难，突出解决好服务民生 ‘最后一截

路’ ‘最远一家人’的问题”。① 同时还需将惠

民政策与惠民资源的落户有效结合起来，有形

有效有感地发挥出资源政策暖人心的政治功能。

因此，边疆基层资源的落实就需要有一种打破

科层体制藩篱直接将资源投放同家庭需要真正

对应起来，同时避免资源 “一发了之” “一用

了之”后可能出现的 “边疆治理资源内卷化”

问题。

可见，通过驻村机制，补充性的将多样性

的治理资源直接被投放到边疆基层社会之中，

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资源短缺的问题。同时经

由这样的工作安排，确保各项惠民政策在落实

过程不走样、不缩水、不打折扣，实质上就意

在避免常规治理体系下容易发生的 “资源内卷

化”问题，实现治理资源在 “需求—投放—效

果”上的贯通，尤其在基层治理能力提升、党

群关系优化、基层民生改善、基层社会治理推

进等方面的发挥了重要治理功能，针对的恰恰

就是边疆地区政治认同的治理。

五、驻村与边疆治理重心的下移

同内地一样，边疆地区的国家治理目标主

要是由科层化和常规性的治理体系来完成的。

但由于常规治理体系内在的不足，一定程度上

也制约着国家边疆地区的治理能力。而作为一

种补充机制发挥相应作用的驻村工作，则把整

个边疆治理活动下沉于基层社会，更进一步把

国家的治理能量嵌入边疆基层，并且瞄准那些

最具根本性、基础性的边疆问题，实现了治理

重心的下移。

（一）巩固国家基础权力

国家基础权力一定程度上体现于国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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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国家 “实行其社会政策、动员公众的能力”，

这种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对社会控制的

掌握。在冲突的环境中，来自宗教、家庭、地

区等社会势力会与国家产生竞争，许多国家诸

多困难的形成正是在这种竞争中国家处于弱势

而造成的。① 相对而言，边疆基层社会就是这样

一种具有一定冲突性的空间，也意味着国家能

力渗透于边疆社会时，各种地方势力同样可能

去削弱国家基础权力和能力，导致 “国家权力

管辖的范围与国家实际贯彻其意志的能力有所

区别”② 的现象。事实上，这个问题一度在少

数边疆基层表现得较为突出。

一方面，“代理人背叛”或 “代理人失控”

现象时有发生。在 “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中，

村级组织、社会组织或个体等非国家政权力量，

是国家开展基层治理的最直接的 “代理人”。

但在边疆一些地方，由于基层组织涣散、治理

主体的自利行为、基层政府监管不力、治理条

件和技术限制等因素的存在，以及存在受极端

势力、境外势力影响的可能，作为国家与农民

的双重代理人有时会处于 “失控”甚至 “背

叛”状态，进而使得国家对于边疆社会的影响

力、控制力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在这样的形势

下，整顿原有组织或确立新的 “代理人”，就

成为重建国家基础权力的必然选择。对此，各

类驻村组织就承担着这样的边疆治理功能：一

是通过自身的组织和工作，来贯彻执行中央政

府和地方政府的方针政策，形成国家对于基层

社会的控制和影响；二是通过打造 “永远不走

的工作队”———帮助村级组织重建权威和治理

能力，来改造原有的 “代理人”，为国家权力

在基层社会的驻扎、延伸提供制度性保障。

另一方面，国家基础权力在边疆基层社会

中的存在和发展，还面临着其他势力 “挤出效

应”带来的挑战。所谓 “挤出效应”，是指非

国家力量在边疆农村基层社会中具有重要地位，

由此形成了对于国家影响力的削弱和排斥。如

在新疆一些地方，之前就存在着 “三股势力”

等力量，会与国家在基层社会形成博弈和竞争

关系，对国家基础权力构成极大威胁。因此，

驻村工作在新疆地区的组织和运行过程中，一

项核心的任务就是开展去极端化的工作。政府

文件、媒体宣传和工作队话语中，经常使用的

“阵地”一词，就饱含了维护国家基础权力，

同反国家势力争夺社会空间的意涵。事实上，

驻村工作本身也意味着 “国家在场”，本质上

也是代表国家 “来协调社会生活”③ 的一种基

础权力。

（二）重整基层治理体系

一是公共权力的整合。在特殊的边疆社会

场域中，承担国家基础性权力的基层组织存在

一定的弱化表现形式，如管控相对松散、“村两

委”关系有待制度化、村干部素质和领导力有

待强化、村干部选拔中的民主因素弱化等问题。

对此，驻村干部作为体制性权威深入基层，根

本目标就在于完成特殊的专项使命和基础再造，

促进边疆基层与国家主体的紧密衔接，确保国

家意志传递和政策调控能力得以强化，实现基

层基础权力的有效整合。

二是组织队伍的建设。组织队伍是国家公

共权力的组织载体，任何国家意志的贯彻，最

终都要依靠基层组织及人员来具体落实，其构

成了国家与社会的连接点，于上承接着国家意

志的执行及公共政策的输入，于下反映着边疆

基层群众的基本利益诉求。尤其在社会情况复

杂，存在境外敌对势力与极端思想侵入风险下，

边疆基层组织队伍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扮演的角

色、发挥的治理功能更具特殊性，直接关系国

家意志和政策在边疆基层的精准实现程度。面

对这种情况，在驻村机制的牵引下，通过学习

培训、结对帮带、制度约束等强化基层组织队

伍建设的方式，实现了国家基础性权力对边疆

基层社会的再嵌入。

三是工作机制的创新。相对传统社会，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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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社会的国家权力实现了对每一个疆域角落的

渗透和贯通。但伴随国家发展及边疆治理形势

的转变，边疆基层社会中原有的科层制治理体

系也表现出了不足之处，表现出边疆治理全局

意识不强、具体专项任务标准把握不准等问题。

这样，承载智力、组织、政策、经济等资源下

沉到边疆基层社会的驻村组织，便能够为基层

组织的重塑和能力提升提供有力支撑。而这一

功能的发挥，是通过驻村组织的一系列工作机

制创新来实现和完成的，较为典型的方面有：

覆盖村民、村干部、党员、复转军人、村社权

威等在内的动员参与机制，面对所有村社群众、

干部的学习培训机制，涵盖多层面、多领域内

容的会议机制，囊括不同层面力量且针对特定

边疆问题的协同联动机制，以及针对不同身份

或情况村民的 “一对一”帮扶机制等。

四是行政文化的更新。诚然，驻村工作队

对基层社会的下沉、嵌入，必然要涉及对基层

治理体系的重整和形塑。但从深层次上来看，

这种形式上的权力整合、队伍建设、工作机制

创新，却萌生一种新的行政文化———对原有基

层行政文化的扬弃、更新和超越，如奉献意识、

执行意识、责任意识、纪律意识等的凝练和强

化。应该说，这是基层治理体系重整的根本价

值和意义所在。如在新疆调研所见，当前的基

层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无论在言谈举止、思

想意识、使命担当，抑或行为模式等方面，均

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用当地干部群众的话语来

说，则是变得更有觉悟、更有家国情怀、更有

为民服务意识，也更为 “讲政治”了。

（三）重塑政治认同

离开政治认同，国家的存续、统治、治理

和发展便丧失了基本的政治文化基础。边疆是

国家的边疆，那么针对边疆基层治理，就不得

不将国家认同纳入其政治议题之中。但在复杂

的社会环境中，国家认同在边疆地区的建立和

强化，天然地就比内地困难。尤其是当基层组

织涣散、社会势力可能凸起的情况下，认同维

度上的问题更容易产生，无法单纯依靠常规性

的治理机制能够充分解决。

为此，驻村这种具有特色和优势的基层治

理机制，也必须要投入到增进国家认同这项基

础性的社会政治工程中来，并承担相应的重要

任务。从目前边疆的情况来看，驻村工作队所

开展的国家认同建设工作无外乎 “五个认同”

的范畴。但是其开展认同建设的形式和路径却

比较特别。从内容上来看包括：政策认同，特

别是与农民切实利益相关的惠农政策的认同；

法治认同，以普法教育和法制宣传作为主要形

式；国家与民族认同，以共同庆祝其他民族的

传统节日、开展 “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等作

为社会化载体；符号认同，以升国旗、唱国歌，

进行歌颂祖国的歌咏比赛等方式来进行。当然，

在实际操作中，这些活动往往是交叉或同时进

行的。如在升国旗的时候，部分地区驻村工作

队又会组织政策宣传、发放补贴、宣传法制等

活动。

六、结　论

驻村机制不是一种专项性的边疆治理机制，

但当这种治理机制施用于边疆地区的农村基层

治理时，却承担起十分特殊的边疆治理功能

———增进了边疆的安全、稳定与发展，这些功

能往往是内地的驻村组织所不具备的。这样一

来，作为一般性的基层治理机制，驻村工作在

边疆地区又被特殊化或 “边疆化”了。因而，

将驻村工作视为一种边疆治理机制，在逻辑上

是自洽的，并可以概括为 “驻村治边”机制。

这种 “驻村”能够在边疆问题治理上发挥

特殊性治理功能，主要在于其内涵的几个基本

特性契合边疆问题治理特性：一是任务性。尽

管不同历史条件下，以及不同的区域范围中，

驻村工作的组织形态和治理功能是不同的，但

无一不是承担着某种特定的治理任务。边疆基

层的驻村机制进入自然也是基于边疆治理任务

的使然。二是弹性化。与任务型治理属性相关

的是，驻村这种机制又是具有高度弹性的，这

一点同正式的行政组织和官僚机构截然不同，

完全可以按照千差万别边疆基层特殊问题治理

需要，对驻村机制进行临时性的权宜性调整。

三是嵌入性。驻村机制打破了传统常规性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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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体制，直接将国家权力、国家资源嵌入到农

村社会之中，契合了边疆尤其需要强化国家基

础性权力在场的需要。四是接点性。驻村在更

深层次上，实现了国家与基层的对接或贯通，

并且使国家与农民直接发生了关系，因而是

“国”与 “家”之间的衔接点。

因而，驻村构成了在边疆社会中推动国家

建设、增进国家对边疆贯通式治理的独特功能，

成了 “驻村治边”的独特性边疆治理机制。一

是驻村机制并非对既有机制的否定或颠覆，而

是在现有框架之下，以辅助性、协同性、强化

性的方式，同常规机制一道解决现实的边疆问

题。二是驻村机制将国家的权力、国家的意志、

国家的资源、国家的符号，深深地嵌入到边疆

社会之中。三是驻村工作所面对的对象不是抽

象的乡村，而是具体的家庭和个人，改造的是

每个家庭、每个村民的言行举止和思想观念，

因而具有对于边疆异质性的底层改造功能，并

以 “润物细无声”的形式使国家与边疆民众更

为紧密地联结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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徇私枉法罪的司法认定难点及对策研究

王昭武，杨静雪
［云南大学，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摘　要：当前徇私枉法罪司法认定的难点主要集中在徇私要素的认定、枉法行为与结果的认定以

及徇私枉法罪与受贿罪的罪数处断等方面。司法实务中将徇私限定为 “一己之私”或者泛化为 “个

人情绪”的做法均不符合徇私枉法罪法益保护的要求，徇私要素认定的核心在于徇利动机、徇情动机

违反司法工作人员职责义务要求的不正当性。对徇私要素的证明应从动机的不正当性以及行为人的明

知两个层面，全面收集主客观证据，合理运用推定规则，借助经验法则从追诉行为违规性和异常性予

以证明。在枉法行为及其结果的认定上，要厘清枉法行为与自由裁量、工作失误的边界，在责任分散

型枉法中根据参与者的地位与作用确定责任主体、准确溯源归责。在 “情节严重”的评价上，可采

用先事实归因后规范归责的双阶层递进式路径，合理解决再犯新罪、引发舆情等枉法 “次生危害”

的归责问题。在罪数处断上，《刑法》第３９９条第４款规定的受贿罪与徇私枉法罪属于牵连犯，牵连

关系是该条款将数罪拟制规定择一重处的正当性基础，属于特别规定，不得类推适用于事先无约定的

事后受贿情形以及索贿情形。

关键词：徇私枉法罪；徇私；归责；受贿；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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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是守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徇

私枉法犯罪不仅侵害案件当事人合法权益、严

重损害司法公信力、甚至影响国家政权安全。

依法精准有力打击司法工作人员渎职犯罪不仅

是检察机关切实履行自身法律监督职责的重要

内容，对于有效落实司法责任制、督促司法工

作人员依法正确履职有着重要意义。而实践中，

徇私枉法罪犯罪主体反侦查意识强、作案手段

隐蔽、专业化程度高，案件办理难度较大，办

案人员对徇私要素认定、枉法行为及其结果的

认定、徇私枉法罪与受贿罪的罪数处断等存在

认识分歧，同案不同判的情况较为突出，从而

使得刑法的平等适用原则面临严峻挑战。

一、徇私要素的司法认定

根据 《刑法》规定，徇私枉法罪的成立除

了枉法故意外，还要求有徇私徇情的动机。所

谓动机是指驱动实施犯罪的心理原因，①属于徇

私枉法罪的主观要素。当前徇私要素的司法认

定难点，一是徇私要素的规范评价，二是徇私

要素的证明。

（一）徇私要素的认定

厘清徇私要素的含义是准确认定徇私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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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当前关于徇私是否限于 “个人之私”，实

践与理论中均存在认识分歧。１９９６年最高人民

检察院 《关于办理徇私舞弊犯罪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牟取单位或小集

体不当利益可以认定为徇私。虽然该司法解释

已于１９９７年 《刑法》颁布后废止，但最高人民

检察院对徇私要素的认定立场没有发生改变。

２００６年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

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 （试行）》

规定，为牟取本单位私利而不移交刑事案件的，

可以认定为徇私舞弊。而２００３年最高人民法院

《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

则规定，徇私应理解为徇个人私情、私利，强

调徇私要素的 “一己之私”。此外，关于徇私

要素的认定，理论上有观点认为，应当尊重徇

私要素的规范意义，将徇私要素与日常生活用

语中的徇私予以区分，要以是否超出一般社会

观念容忍程度作为标准，认为只有主观恶性达

到相当程度，存在利益交换或者利益输送的，

才能认定为徇私。① 而有观点则认为，只要排除

因法律水平不高、事实掌握不全而过失枉法的，

便可以认定为徇私。②

根据 《刑法》关于徇私枉法罪的规定，徇

私枉法可以分为徇私枉法以及徇情枉法，下面

将结合这种法定分类，分别从徇私利与徇私情

两个方面来解释对于徇私的认定。

１．徇私利的认定

徇私利中的 “私利”通常包括财物、财产

性利益或者政绩、荣誉、职务提拔等非财产性

利益。③ 实践中，关于徇私利的认定难点与争议

焦点主要集中在谋取非财产性利益的情形下，

如何界分徇私与出于公心。基于以下理由，本

文认为徇私的界定标准不在于追求的利益是否

属于 “个人之私”。 （１）公与私的界分存在相

对性，将徇私限定为 “个人之私”存在语义表

达以及逻辑的不周延。（２）从动机与法益的关

系看，动机是表征人身危险性、衡量罪责程度

的重要因素，但罪责并非基于道德伦理、个人

好恶的评价，而是法律基于行为人对法律规范

悖反的否定性评价。因此徇私作为构成要件的

动机，其内容必须能反映行为人对侵害法益的

态度，否则将失去其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正当

性。换言之，徇私要素的内容应当由徇私枉法

罪保护的法益来确定，且要能够反映行为人对

法益的悖反程度。一般认为，徇私枉法罪保护

的法益是刑事追诉活动的正当性，④ 只要司法工

作人员明知其行为不符合司法正当性、公正性

要求却仍然放任或者追求，就可以表征出其侵

犯法益的态度，因此将徇私限缩于 “个人之

私”缺乏正当性。（３）从徇私枉法罪保护法益

的特殊性看，司法是守护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

防线，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最后手段。司法权行

使的正当性是绝对不可突破的底线，也是能够

被刑法规范允许的唯一 “公利”。因此，从徇

私枉法罪保护法益的必要性与紧迫性看，也不

应当将徇私的范围限缩于 “个人之私”。 （４）

从徇私枉法罪犯罪主体的特殊性看，本罪属于

司法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犯罪主体作为专业

的法律从业者、规范适用者，对于司法的正当

性以及公正性要求，应当具有高于一般社会公

众的注意义务，存在高于一般社会公众的认知

能力。对其不正当动机评价的标准，也相应地

应当有别于一般社会主体。因此，徇私不应限

于 “个人之私”，“为了单位、集体利益”也并

非徇私要素认定的合理阻却事由。

同时应当注意，并非所有为了单位、集体

利益而枉法的情形都可以被评价为徇私，只有

为单位、集体的利益具有明显的不正当性以及

行为人对利益的不正当性存在明知的情形下，

才能被评价为徇私。如上所述，作为构成要件

要素的动机要能够反映对保护法益的严重悖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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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这种悖反集中体现在其明知不可为却仍

予追求的主观态度，这就要求认定悖反的前提

是行为人对追求内容的不正当性存在明知。例

如，在公安民警为了完成单位查处某类犯罪的

指标，对本不应该立案的人予以立案追诉的情

形中，并不能直接得出其具备徇私动机还是不

具备徇私动机的结论，还要区分不同情况具体

分析，除了需要论证 “被追诉者本不应该被追

诉”这一徇私内容客观上的不正当性外，还需

要判断民警对该不正当性是否存在明知。若该

民警只是因为其业务能力不足而错误地认为追

诉相关行为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由于其对利

益的不正当性缺乏明知，就不能认定存在徇私

的动机。

２．徇私情的认定

徇私情通常是指行为人出于私人关系或感

情、袒护亲友或者泄愤报复等私情。① 由此可

见，私情既包括私人情感也包括私人情绪，而

所谓的情绪实质上就是个人的一种好恶感觉。

因为动机与故意意志因素之间存在天然的 “亲

缘”关系，在逻辑上必然能够推导出故意枉法

情形下一定存在私人情绪、一定存在徇私情的

结论。但是这种推论结果完全架空了徇私要素，

并不能确保结论的妥当性。个人的情绪与情感

并非徇私枉法罪所禁止的内容，也并非所有的

私人情绪都属于徇私情，只有私情内容明显不

符合司法工作人员职责义务规范，违反司法正

当性与公正性要求时，私情内容才会因缺乏正

当性基础而被纳入徇私要素的评价范畴。此外，

徇私情作为主观责任要素，其主观有责性的成

立还需要行为人对私情内容的不正当性存在

明知。

案例１：某法官在办理一起妻子因患癌症

向法院申请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用于治疗的民事

案件中，基于对当事人的同情而做出了先予执

行的裁定。虽然经查证该裁定违反法律规定、

存在错误，但不能据此直接得出法官具有徇私

情动机的结论。只有当法官明知其裁判行为违

反法律规定却仍然基于对一方当事人的同情决

意实施枉法行为时，才可以认定其实施枉法行

为的动机，即所谓的 “同情心”并非出于维护

司法公正的公心而系个人情感的宣泄，得出法

官具备徇私情动机的结论。

案例２：某民警在查处酒驾的过程，经呼

气酒精含量检测发现当事人血液酒精含量超过

２００毫克／１００毫升，已达刑事立案标准。当事

人称自己系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一旦被追究刑

事责任将失去工作。该民警基于对当事人的同

情，未按照规定将其带至医院抽取血样进行血

液酒精含量检测，致使当事人未被追究刑事责

任。本案中，该民警与当事人素未谋面并无私

交，其放纵犯罪的动机纯粹是出于对当事人的

怜悯与同情。除了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之外，２０１１年公安部发布的 《关于公安机关办

理醉酒驾驶机动车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就规

范现场调查、道路交通执法活动中涉嫌饮酒、

醉驾人员的血液采集提取、保存、送检等办案

规范流程作了较为详细且明确的规定。该民警

长期办理该类案件，对于其未依法履职、行为

违反规定应当存在确定的明知。其对当事人的

同情心建立在违反法律规定、违背职责义务的

基础上，不具有任何正当性，应当认定为徇

私情。

（二）徇私要素的证明

实践中，徇私要素的证明是案件办理的难

点，因无法查证徇私动机转而认定为普通渎职

犯罪的情况较为普遍。根据理论上只要排除过

失枉法即可认定徇私的证明推定规则，可以得

出只要有枉法故意就存在徇私的结论。这种做

法看似简化了徇私要素的证明难度，但是故意

的查证同样属于案件办理的难点，将徇私的证

明替换为故意的证明对于司法认定并无实际意

义。司法认定中动机本就是辅助故意判断的重

要内容，虚化徇私要素的证明反倒容易引发司

法误判将本应当认为过失的情形纳入故意的范

畴。为此，对于徇私要素的证明还是应当结合

徇私要素的含义来加以把握。根据上述对徇私

情、徇私利的分析论证，徇私要素不宜限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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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之私”，也不宜泛化为 “个人情绪”。动

机内容的不正当性，即动机违反司法工作人员

职责义务要求的情况，是甄别动机公私属性的

重要标准。此外，作为主观责任要素，徇私动

机的证成还需要司法工作人员对动机内容的不

正当性存在明知。因此，徇私动机要素的证明

应该从动机的证明、动机不正当性的证明、行

为人对动机不正当性明知的证明三个层面予以

把握。

第一，对动机的证明，就是对行为人实施

枉法行为动因的查证。犯罪动机的产生通常需

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行为人内在的需要和愿

望；二是外界的诱因与刺激。① 因此，对于动机

内容的证明，一方面要关注司法工作人员对枉

法行为动机的供述，另一方面要重视对行为个

体之外诱因的查证，重点关注司法工作人员与

被枉法人员的犯意联络、社会关系、认识交往、

利益往来情况以及其他可能诱发枉法行为的事

实要素，结合在案证据证明的客观事实以及行

为人的主观供述与辩解予以认定。

第二，对动机不正当性的证明。为了财产

利益、个人提拔或者为了个人私交、袒护亲友、

泄愤报复等动机，因其徇私属性较为明显，动

机的不正当性往往作为不言自明的事实，而在

徇私要素证明过程中被忽略。但是在 “为了单

位集体利益” “对当事人的同情”等情形中，

动机偏离司法职责义务的不正当性，是判断其

是否符合徇私要素的关键，不宜再被当作免证

事由，而需要从司法职责规范要求本身，以及

动机偏离上述规范要求的具体表现两个方面予

以查证。首先，要重视收集内部规范性文件等

客观证据以及能够证实司法办案规范惯例的口

供，查证实践中不成文的司法职责规范要求。

其次，要注意查证司法行为违规违法的具体表

现，必要时可以通过类案评查，查证追诉行为

偏离同类案件处理常态以及司法工作人员惯常

行为的情况。最后，要注重收集行为人对行为

违规点与异常点的供述与辩解，将审查的目光

流转于规范标准、行为违规点与异常点以及行

为人辩解三者之间，通过分析其辩解的合理性

来判断动机的正当性。

案例３：某县检察院检察长甲，在明知犯

罪嫌疑人乙系持械聚众斗殴案的首要分子、有

多次故意犯罪前科的情况下，召开检委会探究

讨论乙涉嫌聚众斗殴案过程中，率先发表对乙

相对不起诉的意见，并以服务中心工作为由要

求其他委员与其保持统一。本案中，对于甲动

机不正当性的证明，可以通过梳理原案办理前

后几年内该县检察院办理的全部 “聚众斗殴”

类案件，提取 “持械”“首要分子”“故意犯罪

前科”等要素，比对类案处理情况，证实原案

处理严重偏离同类案件法律适用常态，同时结

合甲的供述与辩解予以辨析，若甲不能对其案

件处理异常性做出合理解释，即可以认定其动

机的不正当性。

第三，对动机不正当性明知的证明。实践

中对是否明知的判断，除了依据行为人的供述

之外，借助经验法则从客观行为表现反推主观

要素也是重要证明路径。如上所述，动机的不

正当性集中体现在违反追诉活动正当性及公正

性要求的严重性上。按照一般社会经验，动机

不正当性明知的可能性，与职责义务规范的明

确程度以及行为枉法特征的明显程度呈正相关

性。例如，在 案例２中，司法解释关于醉酒驾

驶机动车的刑事立案标准较为明确，对于长期

办理该类案件的民警而言，不明知其行为违反

规定的情形几乎难以想象，因而可以推定该民

警具备徇私动机。此外，２００６年７月２６日最高

人民检察院 《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

的规定》第一条第 （五）款明确列举了 “对明

知是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人，采取

伪造、隐匿、毁灭证据或者其他隐瞒事实、违

反法律的手段，故意包庇使其不受立案、侦查、

起诉、审批”等五种典型的枉法情形，按照一

般社会经验，通常会得出上述情形中司法工作

人员对动机不正当性存在明知的结论。但是经

验法则并非法律规范，其存在不确定性，可能

会被相反的客观事实所动摇，因而应当允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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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定结论的反证。如果出现足以否定结论的基

础事实，则应当承认推定结论不成立，因而不

能认定行为人对动机的不正当存在明知。①

二、枉法行为及其结果的认定

根据 《刑法》关于徇私枉法罪的规定，枉

法可以分为枉法追诉与枉法裁判。首先，在枉

法行为的认定方面，由于追诉行为与裁判行为

具有较强的裁量属性，司法工作人员专业智识、

工作能力、政策水平的客观差异，实践中很难

建立一套统一且明确的枉法行为认定标准，如

何确定枉法与自由裁量的边界，如何区分枉法

与工作失误，往往成为案件认定的难点；此外，

司法案件办理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审批讨论、请

示指示、办案人员更迭等情况也使得渎职主体

的确定、枉法责任的溯源变得异常复杂。其次，

在枉法结果的认定方面，被放纵的原案 （司法

工作人员已经枉法处置的案件）行为人再犯新

罪或者发展成为黑恶势力、引发涉案舆情等

“次生结果”能否认定为 “情节严重”，实践中

也存在较大争议，不仅影响量刑评价，有时还

会影响追诉时效的判断。因而需要予以分析

厘清。

（一）枉法行为的认定

根据 《刑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②

枉法行为是指违背事实和法律，让无罪的人被

追究、让有罪的人未被追究、让罪轻的人被重

处、让罪重的人被轻处的行为。但是在司法办

案实践中，追诉与裁判属于裁量性事务，对其

正当性、妥当性的判断实质上是一种对程度分

寸把握妥当与否的综合性评价，无法按照 “是

与否”二元对立结构予以界分。当前枉法行为

司法认定的难点，一方面源于证明层面对涉案

司法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办案经验、专业水

平等抽象性内容查证的困难；另一方面也源于

规范层面对于自由裁量、适法与枉法的界分尺

度的认识分歧。

１．自由裁量与枉法行为的界限

对于枉法行为与司法自由裁量的界分，司

法实务中有观点认为，只要行为人的司法行为

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就不宜认定为枉法。

案例４：某检察人员在办理一起故意轻伤

害 （二级）案件中，接受请托对犯罪嫌疑人做

出了相对不起诉决定。持上述观点者认为，故

意伤害致被害人轻伤二级属于犯罪情节轻微的

情形，未违反刑事诉讼法有关相对不诉的规定，

检察人员做出相对不诉决定没有超出司法自由

裁量的范畴，因而不能认定为枉法。该观点将

是否突破法律规定作为界分自由裁量权的标准，

与自由裁量权的内涵以及徇私枉法罪保护的法

益并不协调，其正当性与合理性均有待商榷。

自由裁量是指法律规范放弃确定性标准而

给司法工作人员余留的判断空间，因而司法处

断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不确定性与差异性，这是

应当被预见与接受的。通过理性完全排除因司

法工作人员导致的个案差异，既不现实也不值

得追求。③因此，司法工作人员司法处断的差异

化，不能作为界定枉法与否的唯一考量因素。

但与此同时，自由裁量也绝不意味着司法工作

人员可以恣意擅断，而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应该

在法律规范允许的范围内依据其对法律规范的

理解来实现内心确信的正义。因此，自由裁量

与枉法行为的区分可以重点从司法行为的合规

性、惯常性、审慎性、动机正当性等四个方面

予以把握。第一是司法行为的合规性。自由裁

量权源于法律规范为司法工作人员余留的判断

选择空间，司法工作人员做出符合法律规范要

求、符合法定标准的行为，是自由裁量权正当

性的前提。若司法行为明显违反法律规范，突

破司法行为合法性的边界，则不得再被认定为

自由裁量。第二是司法行为的惯常性。禁止恣

意是刑法平等适用原则的应有之义，亦是自由

裁量不得突破的红线。司法工作人员在个案适

用法律的过程中，为了维护法律规范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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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以及可预期性，除了运用司法解释、规

范性文件等标准填补法规范余留的裁量空间外，

通常还应受到自己惯常实务行为方式的约束。

在案例４中，若该检察人员过往对于同类案件

均提起公诉，却仅对该案适用相对不起诉，明

显偏离过往同类案件处置的惯例，其行为的异

常性就值得关注。第三是司法行为的审慎性。

社会公众能够容认自由裁量引发的司法差异化

处置，其基础在于司法工作人员对实现司法公

正所付出的努力，即司法工作人员已尽到足够

的审慎义务、穷尽现有的可供使用的具体化手

段。在案例４中，不能简单地以轻伤害案件没

有超出对不诉适用范围作为否定检察人员枉法

的理由，还需要进一步分析检察人员在做出相

对不起诉决定过程中是否尽到了足够的审慎义

务，其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采信的证据是否

确实充分，对适用相对不起诉的理由是否明确、

充分。最后是动机的正当性。司法工作人员在

追诉、裁量过程中受到无意识的 “前理解”①

或者个人价值偏好的影响在所难免，但是有意

识的 “先入为主”或者 “个人偏见”不符合司

法公正性的要求，是需要被禁止的。司法工作

人员动机的正当性，即主观上对正当性、公正

性的积极追求，亦是区分枉法行为与自由裁量

的重要因素。在案例４中，若该检察人员是基

于当事人的请托而做出相对不诉决定，就违反

了司法公正的职责义务要求，不属于自由裁量

的范畴。

２．工作失误与枉法行为的界限

法律水平不高、工作能力不强、缺少办案

经验、属于工作失误是徇私枉法案件办理中常

见的辩解理由，也是司法认定的争议焦点。

案例５：某民警在办理一起涉嫌运输毒品

案时，明知刑侦大队再次从犯罪嫌疑人车中查

获了９０余克甲基苯丙胺，却仅向领导口头反映

了查获毒品时的取证程序问题，未采取进一步

侦查措施，导致该案在３年多时间内处于停滞

状态。对此，有罪观点认为，该办案民警未采

取相应措施、擅自中断侦查、对重大毒品案件

放任不管的行为属于枉法行为；无罪观点则认

为，该民警的行为属于工作方式不周全、侦办

不力、工作拖沓，尚未达到严重不负责任的程

度，不属于枉法行为。

徇私枉法罪作为渎职犯罪，本质上是一种

义务犯，其刑罚的正当性基础在于司法工作人

员违反了自己所承担的岗位角色提出的履行性

要求。② 从行为性状分析，工作失误与枉法行为

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均具有违反职责规范、未

尽到注意义务的特征。但是并非所有不履职或

不正确履职的司法行为都可以认定为枉法行为，

根据 《刑法》关于徇私枉法罪的规定，只需要

对追诉活动正当性、公正性产生实质影响的司

法行为进行评价。因此，枉法行为与工作失误

的核心区别在于行为人对职责规范、注意义务

的悖反程度，只有严重违反注意义务、严重违

反职责规范，与枉法状态或者结果存在密切关

联的司法行为，才可以认定为枉法行为。

具体而言，应当重点从以下两个方面予以

把握：一方面是涉案司法工作人员违反的职责

规范或者注意义务对于刑事追诉活动的重要性。

刑事追诉活动是由一系列事实认定、证据采信、

法律适用、办案程序履行、文书制作等具体司

法行为组成的。通常而言，司法工作人员未严

格遵守规范，在法律文书制作、文书送达、证

据材料保管、卷宗装订等事务性工作中出现错

误，一般不宜认定为枉法行为。但是如果相关

错误致使刑事追诉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例如在

证据材料保管过程中遗失影响案件定罪量刑的

关键证据，对案件事实被隐瞒、无罪的人被追

究、有罪的人被放纵、重罪轻处、轻罪重处等

结果的发生，具有直接性、关联性的，就应当

认定为枉法行为而非工作失误。另一方面是涉

案司法工作人员违反相关职责规范的严重程度，

即司法行为偏离相关职责规范要求的程度。实

践中， 《刑事诉讼法》以及司法解释、部门规

章、各级司法机关出台的办案细则等规范性文

件以及各办案部门自行制定的办案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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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中形成的规范惯例等，明确了司法工作

人员在刑事追诉活动不同阶段和环节的职责义

务，为司法行为提供了相对明确的规范指引，

为司法行为设定了标尺。在案例５中，根据案

发当时民警掌握的毒品数量，犯罪嫌疑人可能

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以上刑罚，该案属于重大

刑事案件。《刑事诉讼法》《公安机关办理刑事

案件程序规定》等规定明确了民警作为案件承

办人侦查犯罪活动、追诉犯罪分子的直接责任

与义务，但其并未按照规范开展任何侦查活动，

造成案件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使得应被追诉的

犯罪嫌疑人未被追诉。从案件的重大程度、民

警的岗位职责要求和责任分工情况、民警行为

（包括不作为）与犯罪嫌疑人未被追诉的关联

密切程度看，该民警的行为显然已经超出了工

作失误的范畴，属于枉法行为。此外，若民警

提出其未按规定追诉犯罪是因为其法律水平不

高、工作能力不强、缺少办案经验，该辩解内

容属于其主观是故意还是过失的有责判断问题，

不能据此直接认定为工作失误。

３．责任分散型枉法的认定

责任分散型枉法行为是指因为案件审批、

集体审议、批示指示或者办案人员更迭等原因，

致使渎职主体确定、责任溯源困难的枉法行为

类型。

案例６：某法院立案庭庭长在再审案件中，

接收当事人家属请托，明知案件不符合立案再审

条件，却仍然在列席合议庭讨论以及参加审委会

审议时发表应当立案再审的错误意见，案件违法

立案后，犯罪行为人被错误改判并减轻处罚。对

此，有观点认为，该庭长并非案件承办人，再审

案件立案系经由审委会审议决定，行为人经再审

改判减轻处罚与该庭长的行为之间没有直接关

联。但上述观点对于行为认定与责任溯源的结论

并不妥当，理由如下： （１）２０１２年 《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规定，以 “集体

研究”形式实施的渎职犯罪，应当依照规定追究

国家机关负有责任的人员的刑事责任，因此集体

研究讨论并非枉法行为免责的 “护身符”。 （２）

司法实践中，大部分案件的追诉或裁判并非个别

承办人的单一行为，而是如本案一样涉及多环节

多流程。该庭长列席合议庭、参加审委会发表意

见本身就属于裁判行为的范畴。（３）该庭长接受

当事人家属的请托，明知该案不符合规定，发表

错误意见促成案件被错误立案进入再审，客观上

对错误裁判形成具有积极推动作用，其应当对此

承担责任。

综上，对于枉法行为的认定，一是要明确涉

案司法工作人员的职责内容及分工要求；二是要

厘清行为性质，辨析司法行为是否违反规定以及

具体的违规内容，分析违规内容与职责要求的紧

密程度以及违规的严重程度，准确区分自由裁

量、工作过失与枉法行为；三是在责任分散型案

件中，要注意区分各参与人的职务及地位，在枉

法追诉、枉法裁判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否提出

反对意见等。做到准确认定，不枉不纵。

（二）枉法 “次生危害”的归责

根据 《刑法》的规定， “情节严重”并不

属于徇私枉法罪的构罪要件，但是作为法定刑

升格条件，影响徇私枉法罪的量刑，有时还可

能影响案件追诉时效的判断。 《刑法》及相关

司法解释并未明确徇私枉法罪 “情节严重”的

标准，实务中普遍的做法是结合徇私枉法罪的

立案标准、参照其他渎职犯罪关于 “情节严

重”的规定，从行为、结果的恶劣程度，是否

造成人员伤亡、经济损失，是否造成恶劣社会

影响等方面予以把握。但是，对于枉法后原案

行为人实施新的犯罪，枉法行为引发舆情、引

起被害人及其家属自伤自残等枉法行为的 “次

生危害”，能否被评价为徇私枉法罪的加重情

节，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

有观点认为，枉法行为并非上述 “次生危

害”发生的直接、唯一原因，枉法行为与 “次

生危害”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因而不可

以将 “次生危害”归责于枉法行为，不能认定

为 “情节严重”。①

案例７：某派出所民警在办理一起故意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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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轻伤案件中，在呈请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

时，法制室审查认为该案涉及枪支问题，不同

意取保候审的意见。之后该民警既没有对犯罪

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也没有继续侦查案件。

原案犯罪嫌疑人在逃避追诉期间，多次实施行

政违法行为以及寻衅滋事犯罪行为。根据上述

观点，民警的渎职行为与原案犯罪嫌疑人再犯

新罪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不能评价为

枉法的结果，不能认定为 “情节严重”。但是，

在渎职犯罪的结果归责上，强调直接性与唯一

性，要求渎职行为与结果之间达到必然因果关

系的程度，并不妥当。理由如下：（１）我国刑

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没有要求渎职行为与结果

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例如，２００６年 《最

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

的规定》明确规定，渎职行为致使当事人及其

家属自杀自残造成重伤死亡、精神失常的、原

案行为人继续犯罪的，可以被评价为司法工作

人员渎职犯罪的重大损失与严重情节。（２）从

渎职犯罪的构成要件以及刑罚设置上看，渎职

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关系并非直接必然的关系，

而应当是一种缓和的归属关系。① 以 《刑法》

关于滥用职权罪的规定为例，滥用职权造成 １

人死亡的，处３年以下有期徒刑，若要求滥用

职权的渎职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存在直接必然

的因果关系，则无异于将滥用职权的渎职行为

等同于杀人行为，对其处３年以下的刑罚显然

与其罪责的严重程度不相符。

关于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理论上存在条

件说、相当因果说、客观归责理论等诸多学

说。② 虽然各学说之间存在争议，但是多元的学

说理论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一个客观事实：对

于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尤其是对于徇私枉法罪

这样的渎职犯罪、义务犯的因果关系的判断，

并非纯粹的事实判断，而是在客观事实基础上

的规范评价。当前理论界关于因果关系的判断，

区分为归因与归责两个部分，即先在事实层面

判断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引起与被引起的

关系，然后再在规范层面实质性地评价是否有

足够充分正当的理由将结果归责于行为，这种

做法存在相当程度的合理性。

在案例７中，首先，依照经验法则，犯罪

嫌疑人再犯新罪本就属于民警怠于履职放纵犯

罪嫌疑人后可能发生的危险结果之一。客观上，

民警的渎职行为在相当程度上为犯罪嫌疑人再

犯新罪提供了可能性，对犯罪嫌疑人实际再犯

新罪起到了促进作用，因而可以在事实层面认

定民警的渎职行为系引发犯罪嫌疑人再犯新罪

的原因之一。其次，在规范评价层面，民警作

为案件承办人，是查禁犯罪、追究犯罪的第一

责任人。 《刑事诉讼法》及 《公安机关办理刑

事案件程序规定》关于强制措施的规定，既是

为了控制犯罪分子确保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开

展，也具有防范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继续犯罪

的意图。原案犯罪嫌疑人再犯新罪属于民警职

责义务要求防范的内容，将其归责于民警的渎

职行为具有正当性。最后，若民警严格履职、

及时采取强制措施、积极开展侦查，犯罪嫌疑

人逃匿在外再犯新罪就存在避免可能性，因而

将犯罪嫌疑人逃避处罚、再犯新罪的结果归责

于民警的渎职行为也具有现实的合理性。但需

要注意的是，法不强人所难。在规范层面归因

的过程中，既要根据渎职犯罪的保护法益来确

定所发生的结果是否属于其职责范围内查禁、

防范的内容，同时也要全面、客观地考虑司法

环境，结合司法办案实际对司法工作人员尤其

是基层司法工作人员面临的复杂工作局面、工

作难度等给予客观评价。

除了原案犯罪嫌疑人再次实施违法犯罪引

发的 “次生危害”外，案件引发舆情能否被评

价为 “恶劣社会影响”、认定为 “情节严重”，

实践中也存在较大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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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８：某县公安局办案民警在办理一起

寻衅滋事案件中，未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

施、开展侦查、长期放任。在此过程中，犯罪

嫌疑人再犯新罪，逐渐发展成为黑恶势力团伙

的领导者。案件相关情况引发网络舆情，相关

网络文章在某网络平台客户端点击量达到 １５０

余万次，网站上发布的文章评论量达到２０００余

次。有观点认为，公安民警的渎职行为并不会

必然导致犯罪嫌疑人再犯新罪甚至发展成为黑

恶势力犯罪分子的结果，也并不会必然引发社

会舆情，两者之间系偶然的因果关系，只是因

为偶然介入了犯罪嫌疑人的个人行为等，由介

入因素引发了危害结果，因此不可以归责于枉

法行为。但是本文认为，这种观点没有关注徇

私枉法罪的保护法益及其与 “情节严重”之间

的关系，对于 “恶劣社会影响”的理解存在一

定偏差。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情节严重”

作为徇私枉法罪的法定刑升格条件，必须能够

反映对保护法益的侵害程度。社会影响本质上

是社会公众对某一事物的评价与态度。结合该

罪保护法益，徇私枉法罪中的 “恶劣社会影

响”应当理解为社会公众对司法活动的否定性

评价或者对司法公正信赖的降低。枉法行为本

身就是损害司法公正的行为，蕴含着降低社会

公众对司法公正信赖的危险。因枉法行为而引

发涉案舆情，实际上就是上述危险实害化的过

程，进一步扩大了枉法行为的负面影响，加剧

了法益的受侵害程度，因而可以归责于枉法行

为，认定为徇私枉法罪的 “情节严重”。但同

时应当注意的是，在 “恶劣社会影响”的司法

认定过程中，要厘清 “引发舆情”与 “恶劣社

会影响”的关系。 “引发舆情”并不必然认定

为造成 “恶劣社会影响”，只有那些由枉法行

为所导致的社会公众负面评价，引发的涉案舆

情，才可以被归责。例如，当事人家属在网络

上控告司法机关违反法律规定使无罪之人受到

追诉，引发重大网络舆情，但经查证上述控告

内容系当事人家属虚构捏造，司法机关的追诉

行为正当合法的，虽然案件引发重大舆情，对

司法机关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但也不得被

评价为徇私枉法罪的 “情节严重”。

三、徇私枉法罪与受贿罪的罪数处断

根据 《刑法》第３９９条第４款，司法工作

人员收受贿赂、徇私枉法，同时又构成 《刑

法》第３８５条受贿罪的，从一重罪处罚。① 实践

中对于该条款中徇私枉法罪与受贿罪属于何种

罪数形态、该条款属于注意规定还是特别规定、

能否适用于事后受贿以及索贿存在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该条款属于注意规定，受贿罪

与徇私枉法罪属于法条竞合关系， 《刑法》第

３９９条第 ４款规定从一重罪处罚属于当然解

释，② 适用于枉法事后受贿的情形，但不适用于

索贿枉法的情形；第二种观点认为两罪之间系

牵连关系，该条款属于 《刑法》对牵连犯 “从

一重处”处断规则的确认，因此不仅适用于枉

法事后受贿的情形，也适用于索贿枉法的情

形；③ 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受贿罪与徇私枉法罪之

间不存在任何竞合、牵连关系，属于实质的数

罪，《刑法》第３９９条第４款属于特别条款，应

当限缩其适用范围，因而既不适用于枉法事后

受贿的情形，也不适用于索贿枉法的情形。④ 针

对上述 《刑法》第３９９条第４款理解与适用中

存在的分歧，需要结合受贿罪与徇私枉法罪的

构成要件，从两罪的罪数形态以及罪数处断两

方面予以厘清。

（一）《刑法》第３９９条第４款的罪数形态

关于 《刑法》第３９９条第４款的罪数形态，

既有观点主张属于法条竞合，也有观点主张属

于牵连犯。所谓牵连犯，是指犯罪的手段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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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结果行为，与目的行为或者原因行为分别触

犯其他罪名的情形。① 而法条竞合，则是指一个

行为同时符合数个法条规定的犯罪构成，但从

数个法条之间的逻辑关系来看，只能适用其中

一个法条而排除适用其他法条的情形，属于单

纯的一罪。②

从徇私枉法罪的构成要件分析，徇私本质

上是一种动机，属于故意之外的主观超过要素，

徇私枉法罪的成立也并不以受贿行为的存在为

前提，因而收受贿赂并非徇私枉法罪的构成要

件。从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分析，《刑法》第３８５

条规定，收受型受贿罪应当具备 “为他人谋取

利益”这一构成要件要素。但是 “为他人谋取

利益”不要求行为人实施谋利行为，根据２０１６

年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

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的规定，实际或者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明知

他人具有具体请托事项，均属于 “为他人谋取

利益”。因此，实施枉法行为也并非受贿罪的构

成要件要素。因此，受贿罪与徇私枉法罪的构

成要件要素之间并不存在逻辑上的包容关系，

属于数个自然行为符合数个犯罪构成要件、构

成数罪的情形，独立适用任一罪名均无法充分

评价行为人的犯罪行为，不属于法条竞合。但

在收受贿赂、徇私枉法的情形中，受贿行为与

枉法行为在形式上存在手段与目的、原因与结

果的关系。此外，在观念上可以广义地将收受

贿赂理解为徇私枉法罪的徇私、将徇私枉法理

解为受贿罪的为他人谋取利益，③ 受贿行为与枉

法行为之间手段与目的、原因与结果的关系具

有规范上的 “密切性”与 “通常性”。④ 因而

《刑法》第３９９条第４款规定的徇私枉法罪与受

贿罪应当属于牵连犯。

（二）徇私枉法罪与受贿罪的罪数处断

《刑法》第３９９条第４款规定的徇私枉法罪

与受贿罪属于牵连犯。关于牵连犯的处断规则，

理论上存在择一重处、择一重从重处以及数罪

并罚的争议，通说观点认为，牵连犯以择一罪

处断为原则，刑法另行规定的按规定处罚。⑤ 但

是我国 《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却并未明确统

一牵连犯的处断标准。因而采用通说观点，将

《刑法》第３９９条第４款理解为注意规定，当然

地适用于枉法事后受贿或者索贿枉法的做法并

不妥当。

犯罪行为之间的牵连关系本身属于事实的范

畴。考虑到牵连的数罪不论是主观有责程度还是

客观法益侵害程度，相较于没有牵连关系的数罪

都比较轻，与普通数罪一样予以并罚不符合刑法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⑥ 在规范评价层面将牵连数

罪拟制为一罪处罚，有益于调和罪刑矛盾，实现

罪责平衡。因此，我们可以说 《刑法》第３９９条

第４款并非注意规定而属于法律拟制的特别规

定，徇私枉法罪与受贿罪的牵连关系是立法拟制

择一重处罚的正当性基础，不能类推适用。对于

没有法律规范明确规定的，还是应当按照 《刑

法》第６９条的规定，进行数罪并罚。综上，《刑

法》第３９９条第４款能否适用于事后受贿以及索

贿的情形，重点在于事后受贿以及索贿与徇私枉

法之间是否存在牵连关系。

《刑法》第３８５条依据行为模式的不同将受

贿罪分为索贿型受贿、收受型受贿两种类型并

设置了差异化的构成要件要素，其中收受型受

贿的成立还要求具备谋利要素。实践中根据贿

赂收受行为与谋利事项发生先后的不同，收受

型受贿分为事前受贿、事中受贿、事后受贿。

所谓事后受贿，简单地说就是指 “先办事后拿

钱”的情形。在事后受贿的场合，根据有无事

先约定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约定型受贿与未约

定型受贿。因此有必要区分不同情况予以认定：

（１）对于事先约定实施枉法后拿钱的约定型受

贿，其受贿行为与枉法行为在观念上的重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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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与事前受贿、事中受贿并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其作为收受型贿赂的一种类型，应当适用 《刑

法》第３９９条第４款规定。（２）对于事前没有

约定，事后因枉法收受贿赂的未约定型受贿，

事后收受贿赂并不是枉法的徇私动机，此情形

下受贿罪与徇私枉法罪之间的牵连关系不复存

在，不再具备适用 《刑法》第３９９条第４款的

正当理由，应当予以并罚。（３）对于索贿型受

贿，基于以下理由，本文认为不适用 《刑法》

第３９９条第４款规定：首先，索贿的成立不存

在谋利要素的要求，枉法行为与索贿型受贿罪

的犯罪构成要件要素之间不存牵连关系，尽管

在观念上可以将索贿评价为徇私枉法罪的徇私

要素，但相较于收受型受贿，其与徇私枉法罪

的牵连程度也存在差异。其次，在索贿枉法的

情形下，行为人往往是积极地将枉法作为谋取

个人私利的手段，其客观法益侵害程度以及主

观恶性明显高于一般受贿枉法的情形，适用

《刑法》第 ３９９条第 ４款不符合其缓和罪责矛

盾、实现罪责均衡的立法初衷。最后，《刑法》

第３８５条明确区分了索贿与收受贿赂的两种受

贿类型，将索贿解释为 《刑法》第３９９条第４

款规定的 “收受贿赂”，属于不当的类推解释。

综上，《刑法》第３９９条第４款不适用于索贿枉

法的情形。索贿枉法构成数罪的应当根据 《刑

法》第６９条的规定，予以数罪并罚。

■责任编辑／张瑞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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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回溯

与未来进路研究

刘爱玲１，徐飞越２

［１．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２．中国人民警察大学，河北　０６５０００］

摘　要：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设立四十年来，经历了科学筹备、规范化、系统化、纵深化、高质量

五个标志性的历史发展阶段，在专业建设、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等多个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实现了

学科建设的跨越性进步。在学科建设的实践探索中，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始终遵循学科建设规律，不断

规范学科制度建设，强化人才培养队伍，整合建设要素，积累了丰富经验，确保了学科的稳健前行，

为未来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步入新时代，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学科建设再启新程，聚焦

独立性建设，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精准协调教学、研究与实践应用创新，开辟多元路径，培育创新人

才，为学科长足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成就；基本经验；前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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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８４年４月，教育部颁布 《关于在十二所

院校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意见》，文件中指

出：“教育部决定在部分高等学校设置思想政治

教育专业，采取正规化的方法培养大专生、本

科生和第二学士等各种规格的思想政治工作专

门人才，有条件的还可培养研究生。”①经过４０

年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不断体系化、

系统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了

数以万计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回望思想政治教

育学科的发展历程，总结建设经验，探析发展

规律，对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探究思想政治教

育学科未来发展的远景，推进新时代思想政治

教育学科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

意义。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

　　建设的演进与发展

　　４０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从科学统筹到规

范化发展的专业化建设，到人才培养体系的系统

化建构，再到学科体系建设的纵深发展，到新时

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高质量发展和自主知识体

系的建构，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点到面、从一域

到全局、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

（一）科学统筹阶段 （１９７８—１９８４年）

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范围

内展开了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重新认识和恢复

重建的工作，围绕思想政治教育是否需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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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独立成为一门学科展开了热烈讨论，在思想

和舆论上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创设作了准备。

“思想政治工作要科学化”的全国性大讨

论，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科学化发展提出了

新要求。１９８０年５月２７日召开了思想政治工作

座谈会，会上提议 “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研究人

的积极性的这门科学叫做思想政治工作学”，①

并相应做出了其定义及学科名称的设想。８月

１１日 《光明日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 “思想政

治工作是一门科学”的文章，随后， 《解放军

报》等主流报刊也相继发表了相关的文章和报

道，将这一全国性的大讨论推向了高潮。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的论断，推

动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筹备创立与建设发展。

１９８３年１月，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召开

并明确提出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治党和治国的

科学。为支持并推动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发展，

党中央高度重视并做出初步规划，主张创立思

想政治教育学科及对应专业。１９８３年８月，教

育部召开了政工专业论证会，来自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１５所高校的代表参

加会议并就学科及专业名称、课程设置、教材

编写、招生时间等问题达成重要共识，确定了

“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名称和 “思想政治

教育专业”的专业名称，并决定专业于１９８４年

正式开始招生。自此，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形

式上走上了科学化发展的道路。

（二）规范化建设阶段 （１９８４—１９９５年）

从１９８４年正式创立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

开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雏形得以初步形成，

进而不断深化学科理论研究、编写专业教材、

壮大师资队伍，设立硕士学位点，完善学科人

才培养体系，学科建设逐渐体系化、规范化。

１９８４年４月 １３日，教育部印发 《关于在

十二所院校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意见》，决

定批准南开大学等十二所院校首批增设思想政

治教育专业进行试点，“主要为高等学校培养思

想政治工作人员，同时摸索兴办这类专业的经

验”，② 《意见》中明确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

培养目标、本科学制、招生计划、专业课教材

编写、初创保障等五方面内容，这一文件的颁

布标志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正式创立与本科

专业人才培养的正式启动。同年６月，教育部

又相继颁发 《关于在六所高等院校开办思想政

治教育专业第二学士学位班的意见》 《关于在

高等学校举办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班的意见》两

份文件，对培养目标与招生对象做出了更为细

致的规定，为保证招生质量和人才培养水平提

供了规范性指导，确定了本科层次专业人才培

养的各项任务。

设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硕士点，人才培养

开启新路径。１９８６年５月２９日，中共中央、国

务院转批 《国家教委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

治工作的决定》的通知，其中指出 “要认真办

好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包括第二学位班和研究

生班，为正规化培养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专门

人才走出一条新路”。③ 次年，中共中央颁布

《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

定》中再次强调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以马克

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综合性和实践性都比较强

的科学”，“创造条件培养这方面的硕士和博士

研究生，为造就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专门人才

开辟一条新路”。④ 这两份文件推动了思想政治

教育研究生点的筹建。１９８７年９月２０日，国家

教育委员会印发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培养

硕士研究生的实施意见》，决定自１９８８年起开

始在复旦大学、清华大学等１０所高校首批进行

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招生。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本

科生、第二学士学位生、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

的开展，拓展了学科多层次人才培养的路径。

１９９４年，学科建设十周年之际，中共中央颁布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

见》强调 “要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文社会科

学的重点学科加强建设”，⑤ 直接推动了思想政

·４３１·

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２４卷·第１期　　　　　　　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孙友余，钱学森，费孝通，谭滔：《论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３０页。
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组编：《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重要文献选编 （１９７８—２０１４）》，第２３页。
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组编：《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重要文献选编 （１９７８—２０１４）》，第５２页。
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组编：《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重要文献选编 （１９７８—２０１４）》，第７３页。
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组编：《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重要文献选编 （１９７８—２０１４）》，第１４６页。



治教育博士点的筹建工作。

（三）系统化建设阶段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的筹建工作自

１９９５年启动，１９９６年批准设立 “马克思主义理

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博士点，党中央根据形势

发展要求及结合新的历史条件适时调整并推动

重点学科建设，建立了层次完整的学科专业体

系，并在此基础上深化理论研究，培养高层次

研究生，形成了可观的学科发展人才梯队。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 “思想政治教

育”融合，建设专业博士点。基于专业建设十周

年的成果及经验，林泰、陆庆壬等学科带头人联

名提交 《六教授关于设立博士学位点的建议书》，

阐述了设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点的必要性及

现实性。但经调研考量，专家组建议将其与 “马

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合并共同建设博士点 “马克

思主义理论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１９９６年，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六

次授权审核工作，先后批准武汉大学 （与华中师

范大学联合申报）、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

（与北京科技大学、首都师范大学联合申报）设

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

授权点，于１９９７年开始招收第一批 “马克思主

义理论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博士研究生。学

科初步建构起了覆盖本—硕—博三个层次的学位

体系、学历体系及专业人才培养体系。

建设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国家重点学科，提升学科整体实力。博士点的

建设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迈上新的发

展平台，考虑到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科间

共同的理论基础、历史任务、培养目标，１９９７

年６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将这两

个二级学科整合，并将二级学科名称变更为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经过调整

推动二者优势互补。经过前期积淀特别是博士

点设立以来五年多的努力，于２００２年１月，中

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成为首批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国家重点

学科。２００４年中共中央先后印发 《关于进一步

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 《关

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

通知》等重要文件，多次强调加强思想政治教

育学科建设的重要性，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队伍建设以更好地适应进入２１世纪所面临的新

问题与新情况。

（四）纵深化发展阶段 （２００５—２０１２年）

２００５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上升为独立的

二级学科，标志着学科发展进入纵深完善新的

发展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不断向整体化、

全面化和精细化发展，完善学科结构，建设特

色专业，巩固人才培养基础，实现了学科的纵

深化发展。

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思想政

治教育二级学科，明确学科归属。２００５年 ２

月，党和国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要设立马克思

主义一级学科，１２月 ２３日，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和教育部联合发出学位文件 《关于增设马克

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

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确定为 “法学”门类中的一

级学科，并下设五个二级学科，其中思想政治

教育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一个二

级学科。该文件明确了学科定位与学科发展方

向，这一阶段学界还围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内

涵及特性进行了有益探索，规范了学科研究对

象、明确了学科边界、明晰了学科人才培养目

标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名称在本—硕—博三

个层次得到了统一。

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士后流动站，

同时积极发展特色专业。据统计在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间，国家共设立了３４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以实现学科更深层次的研究。

随着学科建设的不断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学位

点和办学点不断增加，各高校在实践探索中结

合自身办学特色，在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创

新性发展方面做了积极尝试。到２０１１年，共有

武汉大学等３０所高校获批为国家级思想政治教

育特色专业建设点，在其他高校同类专业建设

过程中起到良好的带头和示范作用。２０１１年，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要繁荣发展哲学社会

科学，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高质量发展提供

新的发展机遇。

（五）高质量发展阶段 （２０１２年至今）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经过从无到有、从酝酿

到形成、从边缘到重点，在建设进程中适应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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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家的发展需要并不断探索如何推进学科的

科学化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就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

重要批示，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加强学科自主体系建构，强化思想政治教

育学科责任担当。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７日，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要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构建具有

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①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作

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其中之一，要从理论

体系、人才体系等多维度着手整合优质资源，

推进学科创新发展。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０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再次强调 “要把立德

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

实践教育各环节……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

材体系、管理体系要围绕这个目标来设计”，②

鲜明地指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新时代的学

科责任和使命，充分发挥学科、学术、话语、

教材等体系合力。２０２２年４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

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到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

知识体系，③ 为加快构建独立自主的思想政治教

育学科体系指明了大方向，要求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者以更坚定的学科自信与学科自觉实现学

科高质量发展。

契合时代发展要求，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引领作用。新时代立足 “两个大局”，思

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视域更加宽广，面对新的

变化需要拓宽研究思路、调整方式方法、深化

学科内涵、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党的二十大报

告明确指出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

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

治教育一体化建设”，④ 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

学科的政治性、价值性、知识性等多重学科属

性进行协同育人。同时，构建与智能时代相适

应的学科新形态。在网络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

背景下，思想政治工作要因时而动、顺势而为，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各要素也要适应数字

化模式发生变革，要提高网络育人能力，拓宽

学科研究的新领域。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

　　历程的基本经验　　　

　　在回顾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历程中总结

凝练基本经验，分析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

内在逻辑与基本规律，是科学审视和全面谋划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一）遵循学科建设规律，明确学科发展

路径

“要想取得工作的胜利即取得预想的结果，

就必须要使自己的思想和方针符合于客观存在

的规律性”，⑤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有效发

展，是复杂而系统的工程，其关键在于自觉遵

循客观规律，深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特

征、发展趋势以及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并

在此基础上明确学科的发展定位和路径。

其一，凝练学科发展方向，清晰界定思想

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领域和边界，准确判断思

想政治教育学科在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的

位置和作用，使学科定位科学合理。思想政治

教育学科的学科门类和一级学科的归属经历了

多次重要的调整，最终确定为法学门类中马克

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 “思想政治教育”二

级学科。学科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同时

又将其作为主要教育内容，立足中国具体实践

推动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及最新成果的宣传、

传播和教育，彰显出鲜明的政治性、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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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阶级性特征，兼具深厚的人文关怀与科学

精神，达成学科归属与学科性质的内在和谐与

有机统一，为学科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此基础上，着力构建完备的学科群体系，通

过强化理论支撑来进一步规范并促进学科的全

面发展。伴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资源与人才

队伍的日益壮大，学科经历了显著的分化、细

化与综合化过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解决现

实问题的过程中，广泛借鉴并融合多学科的知

识体系与研究方法，形成了适应社会现实需要、

以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为核心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方

法和研究范式。跨学科的研究范式，有益于丰富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基础理论学科与实践创新，

促进了学科内部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同时，随着

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的不断细化，基础理论研究

还衍生出了众多分支领域，这些分支领域依据不

同的学科理论分析框架、研究方法以及多学科成

果的综合运用，进一步丰富了学科的理论内涵与

实践应用。应用理论研究则侧重于解决实践中的

具体问题，特别是在面对不同社会群体与复杂环

境时，展现出强大的延伸性、拓展性、前沿性与

针对性。通过深入分析不同群体的思想动态与行

为特征，结合显性与隐性教育环境的特殊要求，

应用理论学科开发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与实效性

的教育策略与方法，有效提升了思想政治教育的

实际效果与社会影响力。

其二，将契合社会实践需求作为发展导向，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与个人的全面发展，适应时代进步要求。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连接社会历史发展中宏观理

论、价值规范与具体个人成长中微观经验、情

感获得、思想认知之间的桥梁与纽带，恰是处

理好个体与社会发展之间矛盾张力的重要抓手

和关键环节，通过系统化、理论化的方式，有

效地传递并促使个体内化社会所确立、认可及

倡导的价值规范，从而推动社会需求的满足与

个体成长的和谐统一。在这一过程中，学科发

展克服了传统思想政治工作缺乏系统性和理论

性的局限。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经验、

观点及理论的深入整合与体系化构建，学科不

仅增强了自身的科学性和系统性，还提高了发

现问题、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全面

地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规律。同时，学

科建设紧密围绕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核心目标展

开，深入探究人的思想活动规律，遵循思想品

德形成与人才成长的客观规律，致力于培养具

有高尚品德、坚定信念和创新能力的新时代人

才。特别是针对青年学生这一关键群体，在面

对社会变迁中出现的新形势、新挑战时，注重

提供及时有效的思想引导与支持，帮助他们坚

定政治立场、明确理想信念，为未来的成长与

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此外，学科的发展还注

重与高校教育体系的深度融合。通过配合高校

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 “思想政治理论

课”，不断调整和优化自身的学科体系，以更好

地服务于高校人才培养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

需要，提升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影响力和覆

盖面，促进了高校教育体系的整体优化和升级。

（二）注重学科制度建设，优化学科发展

环境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独立创新发展与相关

的政策支持及制度建设密不可分。一个全面而

坚实的学科制度保障体系，涵盖学术研究、专

业建设、人才培养、队伍建设等诸多方面，为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基本准则和有

效指南，对学科建设中所面对的复杂问题、内

外关系与资源配置具有直接的指导性。

其一，注重政策试点与经验总结，推动学

科制度规范化，是过去四十年来该学科实现显

著跨越式发展的关键路径。党和国家的高度重

视与战略规划，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蓬勃发

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石。作为一门深刻反映

党和国家意志的国家学科，思想政治教育不仅

承载着传承红色基因、培育时代新人的历史使

命，还肩负着引领社会思潮、凝聚国家共识的

重要职责，党和国家自然成为推动和策划学科

建设发展的直接领导者，站在总揽学科发展目

标的角度高瞻远瞩，放眼大局抓住学科发展的

重点，从设立专门的学科研究机构，到构建完

善的课程体系、从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到推动

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对每一次学科的重大

改革和发展都提供了政治保障、现实的社会环

境和舆论氛围。特别是在学科制度的建设过程

中，党和国家充分运用了 “政策试点”这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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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策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和不断变

化的青年学生群体特征，直接全面推行未经检

验的新制度显然存在风险。因此，党和国家选

择了先在部分地区或高校进行小范围的试点，

通过实践来检验政策的合理性与实际效果。这

种 “先试点，后推广”的模式，不仅有效降低

了制度变革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还使得政策

在实施过程中能够不断吸取各方智慧，实现精

准优化，极大地提升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

和实效性。同时，不断建立和健全学科发展管

理制度，建设科学的评估体系，在学科发展过

程中进行全面、客观、公正的评价，为学科发

展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其二，多维制度建设，推动学科制度系统

化，构建全面、高效、可持续的学科发展生态。

在学科队伍建设方面，党和国家通过一系列政

策文件的出台，如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和 《关于加强和改

进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等，

明确强调了提升高校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相关工

作主体的业务素养和道德修养的重要性。这些

文件不仅要求教师队伍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

更强调师德师风建设，实行教师师德 “一票否

决制”，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师能成为学生

成长道路上的良师益友。在激励与评价制度方

面，传统的机械单一考核制度已难以满足当前

学科发展的需要。因此，引入更加详细、多元

化的考核名录，对于具有突出成绩与贡献的科

研人员，尤其是学科带头人，不仅提供充足的

科研与保障经费，还通过荣誉精神激励的方式，

如设立学科贡献奖、优秀科研成果奖等，激励

与引导更多人自觉参与和投身到学科建设中来。

这种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的方式，有效

激发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为学科的

繁荣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此外，在完善招生

培养制度和人才评聘制度方面，在政策意见中，

明确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培养方案及选

拔人才的标准，确保学科人才选拔的公正性和

科学性。对于人才的评聘，则以立场坚定、能

力突出、素养全面为导向，不断完善竞争机制、

监督机制等多方面机制，确保学科人才队伍的

持续优化和升级。通过这一系列制度的建立和

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招生、培养、评聘

等各个环节都实现了规范化、标准化和高效化，

为学科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三）强调学科队伍建设，健全人才培养

保障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筹备之初，面临着人才

极度匮乏、专业师资力量薄弱的困境，难以满

足学科发展的迫切需求。经过近四十载的不懈

努力与深耕细作，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人才培

养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其一，优化人才梯队结构并均衡地域与学

校层次的人才培养布局。从纵向维度考察，党

和国家高度重视学历层次与年龄结构的双重优

化策略。通过完善本—硕—博一体化的人才培

养体系，给予政策与资金扶持，尤其是就业支

持，吸引了一大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骨干，

培养了具有深厚学术底蕴和深广学术胸怀的领

军人物，汇聚形成了老中青三层面相结合的学

科带头人和教学骨干队伍，有效解决了学术传

承与师资接续的问题，打造了一流的人才方阵。

针对高校高学历思政辅导员及工作人员比重较

低、难以满足大规模思想教育工作需求的状况，

教育部大力推进第二学士学位班与学位点建设，

提升在职人员的业务、理论与综合素质，弥补

人才数量与年龄结构短板。从横向维度考察，

人才培养的地域分布与学校层次优化同样至关

重要。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硕士及博士授权

点为例，在实践探索中不断推进综合规划与整

体布局。一方面，授权点的院校类型覆盖面显

著扩大，从最初的师范类院校拓展至综合类、

理工类、军事类、党校以及政法类、财经类、

农林类和科研院所等多类型院校，实现了学科

建设的多元化发展。另一方面，授权点的地区

分布也趋于均衡，覆盖了华东、华中、华北、

东北、西北、西南等多个地区，且各地区学位

授权点的数量也在不断调整和优化。此外，学

校层次的全面性也得到了显著提升， “９８５”

“２１１”工程院校及 “双一流”建设高校在成为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硕—博学位授权点的同时，

也积极带动其他高校学位授权点的建设和发展。

这些努力共同优化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生源

结构，提升了学科人才培养的质量，实现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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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优势向质量优势的跨越式转变。

其二，发挥多元主体作用合力，提升整体

素质，促进学科传承与发展。具体而言，首要

任务是培养学科带头人，借助理论研究者的引

领作用，以培养出兼具深厚专业理论、敏锐学

术洞察力及高尚道德品质的学者群体。这些学

者在学术探索中不仅凝聚了学科的共同信念与

价值，还凭借其卓越的凝聚力与组织管理能力，

引领并团结相关学者深入该学术领域的研究，

推动学科的持续进步。此外，通过组织教师讲

习班、备课研讨会、教学观摩等短期培训活动，

强化教师对理论知识的深入研修，并鼓励其积

极参与社会实践考察。为此，建立了一批高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社会实践研修基地，安排

骨干教师前往革命纪念地、西部地区等地进行

实地考察学习。同时，通过半脱产、脱产进修

班等形式，进一步加强对骨干教师的专业培训，

并开展国内东西部交流及国外留学等培训项目，

以拓宽其视野与提升能力。再者，培养学工等

实务工作者的责任担当亦不容忽视。从事思想

政治教育的政工人员切实履行学科建设的基本

保障职责，涵盖学科经费管理、专业教师课时

补助及津贴落实、学科人才培养的教务工作等

多个层面，严格遵循政策规定，确保思想政治

教育学科建设中资金、政策等资源的合理分配

与落实，以实现其合理性、科学性与效益性的

最大化。

（四）聚焦四大体系融合，整合学科建设

要素

学科的发展离不开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教材体系以及课程体系这四大体系的紧密融合

与相互支撑。学术体系赋予学科深厚的理论底

蕴与严谨的研究范式，话语体系则确保了学科

思想的有效传播与交流，教材体系构建起知识

传承的框架，为教学提供丰富的内容和结构，

而课程体系则是这些要素在教学实践场域中具

象化呈现。学科建设要素中最为基本的是专业

建设，而专业培养的核心环节是课程教学，作

为中间环节联通了学术理论研究、学术话语规

范、人才培养发展等多个方面，是推动整个学

科良性发展的关键一环。

其一，学术赋能教学，注重课程体系的科

学设置与教材体系的精心编排。课程体系围绕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特点与人才培养目标，匠

心独运设置专业化课程体系，以 “宽专业、厚

基础、重实践、强个性”① 为导向，致力于为

学生打造多元立体的学习空间。历经多年的砥

砺探索，已初步形成一套完整的复合型课程体

系，有效促进了科研成果向教学育人环节的高

效转化，推动了学科的整体优化。同时，教材

体系作为教学育人的基石，特别强调其政治导

向性、思想引领性和意识形态的坚定性，确保

每一本教材都兼具科学性、权威性和高度的统

一性。为此，采取了多元化的教材建设策略，

涵盖国家统一编纂、院校联合编写、高校自主

编著以及知名学者个人撰著等多种方式，不断

丰富和完善教材结构，成功推出了一大批高质

量、高水平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材。这些教

材不仅为规范化的人才培养提供了坚实的知识

支撑，也为科学化、系统化的专业建设奠定了

牢固的基础。

其二，教学科研相长，全力塑造教学与研

究双向促进、协同共进的良性互动生态。课堂

教学与学科的科学研究并非孤立的两个领域，

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具体而

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课程教学过程中所面

临的各类挑战与难题，往往能够成为学科研究

新的切入点与重要反馈来源。一线教师凭借在

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的丰富实践经验和敏锐洞

察力，能够精准捕捉理论应用中的瓶颈与问题，

通过运用调查研究、案例分析等科学方法，广

泛收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不仅深刻揭示

了既有理论在具体应用场景中的局限性与短板，

同时也为研究者提供了生动鲜活的实践案例与

深刻反思的宝贵素材。与此同时，学科研究的

前沿理论成果又能够及时反哺课堂教学，为教

学质量的持续提升提供强有力的支撑。通过将

最新的研究成果巧妙融入教学内容，不仅能够

更新和完善学生的知识体系，还能够引导他们

以更加开放、多元和批判的视角去审视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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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与内涵。这种教学与研究

相互促进、螺旋上升的良性循环发展模式，为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

的生机与活力，更为其在未来的发展中筑牢了

坚实可靠的根基。

三、新时代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

　　体系完善与发展的前景展望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拓展，站在思想

政治教育学科创立四十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回

望学科建设历史，思考、展望新时代思想政治

教育发展的未来图景，系统回答新时代思想政

治教育如何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如何实

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现代化，是推动学科体

系完善，实现学科的长足发展的有效路径。

（一）强化定位：坚持思想政治教育学科

独立性建设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独立性是保持专业性

和专门性发展的前提与基础，也是学科建设新

起点的关键依据。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

蓬勃发展，必须充分发挥主动性与自觉性，全

方位彰显学科的特质与品格，持续提升学科的

归属感、认同感、自觉性与自信心。

１．强调边界意识，恪守学科职责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以人类思想政治教育现

象为独特研究对象，这一研究范畴在哲学社会

科学体系中具有唯一性与不可替代性。尽管研

究对象呈现出复杂多面性，需借助多学科知识、

方法及理论从多元角度深入研究，但是 “任何

一个学科总有边界，不能无限制扩张和延展；

内涵的确定性和外延的有限性是一个学科的基

本规范和要求”，① 因此，强化学科边界意识至

关重要，有效规避被边缘化或消解的风险。在

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精准把握学科所面临的

基本矛盾，即社会对社会成员的思想政治品德

要求与该社会成员个体思想政治品德现状之间

的矛盾，这是学科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源泉，正

如毛泽东所强调的 “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

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

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

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② 通过对思想政治

教育学科本质特征的把握，深化对学科内涵和

职责的理解，推动学科朝着立体化、动态化、

整体化方向持续创新。

２．坚守学科本色，提升学科自信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具有突出的政治性和意

识形态性，其起源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和

改革的具体实践，不同于其他随着近代科学产

生发展从西方国家移植或深受影响的学科。然

而，这也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一直以来饱受

争议的原因，部分观点质疑其科学性，甚至否

定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这种质疑导致学科领

域内的部分学者与学生学科自信缺失，在面对

时代重大课题时不能勇于强调学科的重要性及

理论的科学性，进而削弱了部分建设主体对于

学科建设的热情与期望。事实上，思想政治教

育学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扮演

着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价值目标的关键桥梁和

中介角色，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

要作用。因此，必须扎根中国大地，观照时代

发展，以独有的学科视野思考和把握当代中国

社会变革中涌现的各类思想问题，坚决摒弃妄

自菲薄的心态，避免局限于既有学科体系中进

行重复抽象的研究。要紧密结合学科价值引领

性、政治导向性等鲜明特色，大胆尝试，找准

学科切入点，从现实问题中汲取养分，丰富学

科理论发展，将学术话语转化为工作话语，切

实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完善，形成良

性循环，提升学科自信。

３．着眼整体布局，挖掘学科潜能

思想政治教育在现实实践中需要回应解决

的问题是复杂、多维和交叉的，因而学科具有

较强的综合性。坚持自身独立性发展并非意味

着孤立存在与封闭保守，而是要秉持开放包容

理念，进行科学合理规划，实现学科体系中内

部各要素间的协同配合以及与其他学科间的良

性互动。一方面，加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

中其他二级学科的协同联动。思想政治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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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依托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其他学科不断

探索前行，在自身学科体系逐步丰富完善的过

程中，也为其他二级学科提供支撑。各二级学

科虽侧重点各异，但需保持适度张力与内在秩

序，在学科群中展开深度互动与创新合作，共

同致力于科学认识、理解与宣传马克思主义，

汇聚形成强大合力。另一方面，妥善协调与哲

学社会科学体系中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面对

多学科研究的多元视角、丰富理论及多样观点，

需把握好学科交叉的跨度与方向，严格遵循自

身学科建设的基本要求和内涵，杜绝生搬硬套、

主次颠倒等脱离学科属性的行为。在契合自身学

科建设需要的前提下开辟新视野、拓展新论域，

实现内在融合式借鉴，并注重探索原创性的思想

观点和方法路径，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辐射

力和影响力，进而实现 “反哺”其他学科。

（二）突出特色：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

自主知识体系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世界高等教育范围内

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学科个性，是独一无二

的学科建设。之所以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

语境下着重强调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乃是基于

对知识体系 “既是学科体系的母体，也是学科

体系的文化根源”① 的深刻认知。

１．注重自主性，立足现实国情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具有天然的中国自主

性，② 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围绕社会发展中

的现实问题建设的学科，同时是以中国共产党

百年探索的实践经验为基础，具有鲜明社会主

义属性的学科。在改革开放其中一条的实践经

验中强调 “摸着石头过河”，充分发挥探索试

验的作用，以问题导向，回答和解决新时代思

想政治教育所面对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同时，

学科并未局限于国内视野，还注重对人类共同

面对的世界性问题进行思考与探索。思想政治

教育学科在对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中揭

示了中国共产党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规律，

也总结凝练了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进

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规律，并在一定程度上

概括了人类社会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一般

性规律和理论，为人类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注

入强劲动力，丰富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宝库。

在学科建设过程中，要更加自觉增强思想政治

教育学科的自主性，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

践中挖掘新材料、聚焦新问题、探索新思路，

繁荣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知识体系。

２．注重知识性，阐释实践问题

在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中，着重强

调了经验的作用及对学科政治功能和价值功能

的突出，但其中弱化了知识的传授。然而 “就

知识的自身规定性而言，它本身并不直接就是

价值立场，而只是能够成为一定价值倾向的载

体”，③ 以知识的存储和传播方能实现思想政治

教育学科成果的长久保存和广泛传播，进而能

够在知识载体上传递情感和建构价值观，充分

彰显学科应有的价值魅力与功能作用。思想政

治教育学科作为一门学问，不能弱化或忽视了

对知识的创造、生产和传播，要高度重视价值

引领和精神塑造的知识载体，注重对实践经验

的凝练升华，将其上升为具备科学高度的理论

成果，突破经验的局限性，得以更加广泛地传

播。在中国社会持续发展进程中，要善于敏锐

地发现新问题，并对其展开深入研究和有效解

决，增强知识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以彰显

“中国之理”的思想追求和价值立场回答思想

政治教育领域所关涉的中国、世界、人民及时

代之问。此外，要始终保持思想政治教育学科

鲜明的政治属性，对中国发展进程中蕴含政治

性的丰富内容及宝贵经验进行学理化阐释和学

术化论证，运用知识的力量讲好政治故事，传

播政治理念。

３．注重体系性，展现中国风格

知识体系建构是对自主性和知识性的综合

与实现，唯有构建严谨有序、有机统一的知识

体系，才能切实有效地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

展提供坚实有力的支撑，这就要求着重强调知

识之间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以内在的逻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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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打造全面庞大的知识体系架构。同时，在

动态演进过程中，在高度重视新知识的生产与

积累基础之上，统筹与原有知识的逻辑关系实

现自我更新与持续优化。一方面，要着眼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经验。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继承了我国古代社会重德治

的传统，其知识体系的创新是在有益历史经验

基础上进行的，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传统经

典资源进行挖掘和开发，探寻其中是否蕴含与

当代学科发展相契合的理念和内涵，以此彰显

学科的民族性。另一方面，要着眼于中国共产

党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历史经验和党的理论创

新成果等新内容，“事实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

的建立，主要是依托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

教育历史经验”，① 因而要进一步加强对中国共

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历史的精细化、系统化梳理

工作，除了深入钻研党的基本文献，还要深入

实体空间红色资源进行实地考察，总结思想政

治教育的基本经验和一般规律，大力提升学科

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思想传播与政治教育等方面

的卓越贡献能力。

（三）提升质量：协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

关键要素创新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作为一个动态演进的学

术领域，其发展历程紧密关联于特定阶段的外

部环境与内部建设目标。为有力推动这一学科

沿着科学、可持续的路径蓬勃发展，必须全面

统筹、深度协调师资队伍、专业架构、课程体

系、经费保障等核心要素，进而形成有机融合、

协同创新的综合性发展体系。

１．构建多方协同的创新合力机制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绝非仅仅局限于高

等教育系统内部的自我循环与封闭式运作，而

是广泛吸纳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参与，深度整合

并与之形成紧密互动与协同合作的稳固学科建

设共同体。在此过程中，党和国家层面的宏观

指导与战略规划具有全局性的关键意义，需精

准洞察时代发展脉搏与学科自身的独特属性，

制定高瞻远瞩、切实可行的战略规划，并提供

物力、人力、财力等多方面的支持，为学科建

设提供全方位坚实的物质基础、人才储备和制

度框架。同时，学科领域内的专家学者作为推

动学科理论创新与学术进步的核心力量，需持

之以恒地致力于自身学术素养的提升与拓展，

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和精湛的研究能力推动高水

平科研项目的实施、高质量学术论文的发表以

及高品质专著教材的编纂，为学科的理论创新、

学位点建设及人才培养贡献力量。此外，借助

政策建议、学术会议等形式，广泛交流学术思

想、分享研究成果，共同探讨并积极应对学科

发展进程中不断涌现的新挑战与新机遇，引领

学科发展的方向与潮流。高校、党校、科研机

构及一线宣传工作者等多元主体则应聚焦于专

业能力的持续提升，以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严格贯彻落实相关政策法规与教育教学要求，

多角度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内在规律，依

据不同主体的职能特点与资源优势，构建层次

分明、结构合理的学术梯队与高效协同的学术

组织架构，促进知识传承与创新的有机衔接，

实现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的紧密结合，从而汇

聚成一股强大的多方协同创新合力，为思想政

治教育学科的繁荣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２．强化一体化教学体系的构建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长远发展需高度重视

专业建设，而专业建设则需以教学课程和教材

为基本载体和必要依托。在课程体系的整体架

构设计上，要注重本—硕—博不同层次间的衔

接与融合，明确各层次课程的特色与定位。本

科阶段应紧密贴合社会实际需求与学生的认知

特点，着重突出课程的应用性与实践性，配合

开展社会实践课程、案例教学课程等多样化形

式，引导学生深入社会基层、了解民生百态，

将抽象的理论知识具象化、生动化，同时巧妙

设置跨阶段选修课程，为学有余力且具有浓厚

学术兴趣的学生开辟提前接触高层次学术内容

的绿色通道，以学术讲座、研讨小组等形式引

导他们初步涉猎学科前沿研究领域，逐步培育

其初步的学术研究意识与基础研究能力。研究

生阶段则需逐步深化理论素养，熟练掌握马克

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方法，并能够灵活运用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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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深入剖析复杂的社会现象与学术问题，在

课程内容方面，注重经典文献研读、专题研究

探讨等深度学术训练环节，培养学生独立思考、

创新研究的能力。在教材建设上，需紧跟时代

发展，及时更新知识原理、优化内容编排结构、

并深化学理阐释逻辑，确保教材既具备严谨的

科学性与鲜明的政治性，又兼具通俗易懂的可

读性与吸引力。同时，将理论内容与现实实际

紧密结合，突出教学过程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解

析，针对学生普遍关心的社会热点、思想困惑

等进行深入剖析与回应解答，为思想政治教育

学科提供一套统一规范、内涵丰富、与时俱进

的学科话语体系，为教学活动的有效开展提供

坚实可靠的文本依据与知识载体。

３．提供全方位学科资源保障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设离不开学术交流

平台搭建、科研经费投入、研修培训机会供给

等资源的全方位保障。在资金支持方面，鉴于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人才

培养体系中的重要战略地位，理应在财政资源

分配过程中给予适度的倾斜与优先保障，并增

设专门针对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科研资助项目，

充分激活并高效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等现有资助

项目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引领示范作用，为

学科内各类创新性研究项目提供充足的资金保

障与资源支持，鼓励学者们勇于探索学科前沿

问题与新兴研究领域。在平台建设方面，积极

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搭建形式多样的学术交流

平台，如定期举办高规格学术研讨会、专题座

谈会等，为广大专家学者、教师学生提供一个

开放包容、互动交流的学术空间，了解学术前

沿动态、加速学科知识的传播与创新转化。此

外，着力打造丰富多元的研修培训平台，为学

科人才的成长提供广阔的上升通道。大力鼓励

优秀人才外出访学、研修，并持续完善骨干教

师研修项目、思政课教师在职攻读博士项目、

全国高校 “思政课教师名师工作室”项目等多

种人才提升平台，从教学技能培训、科研能力

提升、学术团队打造等多个维度为思想政治教

育学科的长远发展提供充足的人才储备与强劲

的智力支持。

（四）拔尖人才：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

人才培养机制

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要

优化人才培养体制机制，实行更加积极、开放、

有效的人才政策，旨在培育具备时代特征、扎实

功底、坚定自信与勇于担当的学科人才队伍。

１．搭建合作平台，培养人才前瞻性思维和

创新实践能力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人才培养是一项复杂

而系统的工程，在新时代背景下，要求我们摒

弃传统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固有模式，

转而寻求更为高效、创新的教育路径。为此，

需积极搭建跨领域、跨行业的合作平台，“着力

完善各育人系统协同攻关、联动协作、合力育

人的体制机制，强化正向牵引、减少互斥损耗、

保持步调统一”，① 打破校校、校企、校所之间

的壁垒，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生态。校

内应实现科教工作与研究工作的深度融合，强

化科研育人的实施保障，优化科研育人的环节

与方式。通过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科研教师的学

科项目，以及鼓励其参与各类科研项目、创新

创业竞赛等活动，有效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

实践能力，涵养其研究精神。同时，要坚持

“立德树人、能力导向、创新创业”三位一体

的人才培养模式，发挥育人合力。通过与企业、

科研机构等合作，形成交叉融合培养模式，建

设校外合作实践基地等平台，为学生提供实习

实践的机会，把课堂学习和实践研究紧密结合，

开拓学科视野，弥补在学校教育中缺乏的具体

实践需求，让学生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综合素

质，切实提高学生的获得感。

２．汇聚优质资源，培养人才跨学科探究精

神和学习能力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作为一门综合性强、与

社会发展紧密相连的学科，其发展过程中不断

衍生出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践形态。然而，面对

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与多元化的教育需求，当

前高校内部组织机构间的界限仍较为明显，不

同学科、专业间的交流与支撑机制尚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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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冯刚：《构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体系》，《中国教育报》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３日第６版。



资源的高效配置与共享机制也未能达到理想状

态。为应对这一问题，我们需在思想政治教育

学科建设中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打破学科壁

垒，打造开放、包容、共享的学科资源平台。

具体而言，要汇聚校内外的各类优质资源，提

供跨学科、跨专业的教育培养，以拓宽思想政

治教育专业学生的知识掌握面与知识建构视野；

要与科研院所协同育人，依托其优质科研资源，

围绕国家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重大课题研究与

育人专项，实现资源的共享与整合，同时构建

学术型人才培养的新模式；要着手开展思想政

治教育的跨学科组织活动，通过举办学科论坛

沙龙、学科建设研讨会等对话实践活动，引导

专业人才开展学科间的对话与交流，寻找学科

间的契合点与交叉点，并引入其他学科知识资

源，推动学科间的相互增进与共同发展。

３．推动互鉴对话，培养人才全球化视野和

国际交往能力

“加大对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力度既是

学科建设的重要基点，也是学科发展的最大增

量，更是提升学科影响力的重要法宝。”① 新时

代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要积极主动适应

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下对人才发展的要求，

在学科交叉的趋势下打破学科壁垒，主动拓宽

交流渠道，培养具有坚定文化自信、广阔全球

化视野和出色国际交往能力的专业人才，为提

升国内外学科声誉和竞争力，增强我国国际话

语权和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坚实有力的人才支撑。

通过优化课程体系与人才培养方案，开设国际

政治经济、专业外语、跨文化交流等相关课程，

组织开展学生交换项目、海外研修班等方式，

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国际交流机会，使其在实际

交往中锻炼跨文化沟通能力，在尊重差异中寻

求共识，在交流互鉴中深化理解。在实践中探

索如何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下，有效

地传播和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从

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人才的全球化视野和

国际交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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