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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长江文化学术研讨会主旨报告摘编 武汉社会科学总第 ３１ 辑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长江文化
———第三届长江文化学术研讨会主旨报告摘编

　

　 　 编者按: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ꎬ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长江文化”为主题的第三届长江文化学术研讨会

在武汉成功召开ꎮ 会议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武汉大学、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文化

促进会主办ꎬ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湖北省国家文化公园专家咨询委员会、湖
北省社会科学院、武汉市社会科学院、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长江水利委员会宣传出版中心共同承办ꎮ 来自

全国各地深研长江文化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ꎬ深入共商、共话长江文化发展ꎬ系统阐发长江文化的精神内涵ꎬ
深入发掘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ꎬ为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ꎬ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言献策ꎮ 中国科学院

院士、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桂建芳ꎬ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生物地质与环境地

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谢树成ꎬ德国汉学家、特里尔大学教授 Ｋａｒｌ－Ｈｅｉｎｚ Ｐｏｈｌ(卜松山)ꎬ全国政协委员、南京

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ꎬ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傅才

武等五位专家学者分别作了主旨报告ꎮ 现将专家发言内容整理摘编如下ꎮ

长江文化中的渔文化

桂建芳

当人类出现之后ꎬ遇水而居ꎬ长江江湖复合生态系统滋养了中华文明主体文化之一的长江文化ꎬ也奠

定了中国渔业和水产养殖的水及其生物基础ꎬ催生了中国几千年渔业发展的历史源头ꎮ 人类在从事渔业

活动的过程中ꎬ不仅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ꎬ还创造了灿烂的渔文化ꎮ 渔文化是人类从事渔业(以水域和

水生生物为依托ꎬ通过劳动获取水产品的过程)生产实践所取得的物质与精神的总和ꎬ是影响和推动历史

进步的精神动力之一ꎮ

　 　 一、从“捕”到“养”———几千年文明的漫漫长路ꎬ创造了璀璨的渔文化

渔业是中国文明发展、人民智慧不断提升的传统产业ꎮ 中国水产养殖的古老智慧可追溯至距今大约

８０００ 年的河南新石器时代早期贾湖遗址ꎬ其中遗存的鲤咽齿多数具有养殖的特征ꎬ成为确证中国养殖鲤的历

史印记ꎻ５０００ 多年前ꎬ古代神话中记载了伏羲氏结网捕鱼ꎬ说明人类的渔业活动从那时起就开始创造丰富的

物质文明ꎻ３２００ 年前ꎬ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上写有“贞其雨ꎬ在圃鱼”和“在圃鱼ꎬ十一月”ꎬ为古人捕鱼劳作提供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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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文字证明ꎮ 在有关钓鱼的记录中ꎬ我国古代第一个有名气的钓鱼人是古帝舜ꎬ与后世的娱乐性垂钓不同ꎬ
舜以果腹为目的ꎬ出巡时为了获得食物经常钓鱼ꎻ继舜后第二个有名的钓鱼人是驾八骏出巡九万里的周穆王

姬满ꎬ他垂钓于黄河 ꎻ姜太公是第三个有名的钓鱼人ꎬ７２ 岁时在渭水之滨垂钓ꎬ遇到了求贤若渴的周文王ꎬ留
下了“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千古佳话ꎻ名望最大的还是范蠡ꎬ他献策扶助越王勾践复国后ꎬ与美女西

施隐于民间经商养鱼ꎬ写下«养鱼经» “成名天下”ꎮ 与此同时ꎬ由于钓鱼是古代诗人和画家泼文洒墨的爱好

之一ꎬ曾留下许多著名诗词和书画ꎮ 例如ꎬ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ꎬ万径人踪灭ꎮ 孤舟蓑

笠翁ꎬ独钓寒江雪ꎮ”又如唐代诗人张志和的«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ꎬ桃花流水鳜鱼肥ꎮ 青箬笠ꎬ绿蓑

衣ꎬ斜风细雨不须归ꎮ”文献记载方面ꎬ大约 ２５００ 年前范蠡这位“历史完人”创作出世界上第一部养鱼专著«养
鱼经»ꎻ同时ꎬ有关金鱼的文字记录也有 ２０００ 多年的历史ꎬ中国驯养、选育、世界知名的第一种观赏鱼是基因

突变经人为选育ꎬ以及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和渔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ꎮ 总而言之ꎬ通过神话传说、史前遗存、
文字印记、文化记忆、文献记载等多种形式ꎬ在中华民族一批高人的身体力行和文化滋养下ꎬ捕鱼养鱼成为中

国的传统产业ꎮ
几千年积淀的淡水养鱼历史与渔文化对水产养殖产生了深远影响ꎬ也留下了至今还在发挥作用的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ꎮ 其中ꎬ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于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成为中国第一个、世界第一批、首个正式授

牌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试点ꎮ “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于 ２０１８ 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ＦＡＯ)审定为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ＧＩＡＨＳ)①ꎬ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ꎬ距今已有 ２５００ 多年ꎬ该系统是我国传统桑基鱼

塘系统中面积最大、保留最完整的区域ꎮ 通过“塘基种桑、桑叶喂蚕、蚕沙养鱼、鱼粪肥塘、塘泥壅桑”ꎬ浙
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形成可持续多层次复合生态农业循环系统ꎬ其科学的物质循环利用链和能量多级利

用至今依旧堪称完美ꎬ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为“世间少有美景ꎬ良性循环典范”ꎮ

　 　 二、从“吃鱼难”到“食有鱼”———新中国确立了“蓝色粮仓”的大国地位

新中国一代伟人的雅兴宏图催开了新中国水产养殖发展的序幕ꎮ １９５６ 年ꎬ毛泽东主席在武汉调研

时ꎬ曾专门约请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王家楫先生ꎬ问计“解决吃鱼难”问题ꎬ写下了“才
饮长沙水ꎬ又食武昌鱼”著名诗篇ꎮ 随着时代发展ꎬ中国领导人对渔业作出多项决策引领ꎮ １９５８ 年ꎬ毛泽

东主席批示“三山六水一分田ꎬ渔业大有可为”ꎻ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期ꎬ邓小平指出发展渔业“有个方针问

题”ꎬ“应该以养殖为主”ꎻ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０ 日ꎬ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ꎬ
“武汉人喜欢吃活鱼ꎬ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多组织供应”ꎮ

新中国成立以来ꎬ特别是 １９８６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的发布ꎬ确立了“以养为主”的渔业发展方

针ꎮ 养殖ꎬ首先要解决种苗问题ꎬ正是国家需求驱动了中国水产遗传育种与水产种业发展ꎮ 改革开放以

前至 １９８６ 年ꎬ我国渔业主要以养捕结合、捕捞为主ꎻ１９８６ 年至 ２０１５ 年ꎬ以养为主、高效增产为方向ꎻ２０１６
年以来ꎬ逐步转型至生态优先、质量优先的发展道路之上ꎮ 目前ꎬ我国淡水养殖量占世界淡水养殖量的三

分之二ꎬ提供国民动物蛋白消费约占动物蛋白总量三分之一ꎬ育种技术已达世界先进水平ꎬ１９９１—２０２３
年ꎬ通过国家审定的水产新品种共 ２８３ 个ꎮ ２０１８ 年出版的«中国水产养殖:成功故事与发展趋势»(Ａｑｕ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ｒｅｎｄｓ)被欧美专家评价为“现代的养鱼经”ꎬ“向世界洞开了

这个卓越水产养殖超级大国主要生产活动的内在景色”ꎻ说明了中国水产养殖的成功正在引领世界渔业

的未来ꎮ

２

① 杨新立:«“桑基鱼塘”入选全球遗产»ꎬ«浙江日报»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２０ 日第 ２ 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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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从“追求高产”到“高质量发展”———新时代渔业转型升级的全球影响

进入 ２１ 世纪后ꎬ中国水产养殖的成功对世界造成了重要的影响ꎮ 水产养殖对世界水产品供应的作

用以及鱼类等水产品作为较为安全的动物蛋白来源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ꎮ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１ 年国际顶

级科技和人文期刊分别发表了专题评述“未来的鱼”和“鱼的未来”ꎬ文中通过介绍中国水产养殖的成功经

验ꎬ认为水产养殖对满足人类的蛋白需求和食品安全有重要作用ꎮ 作为“可以减少谷物以换取动物蛋白

方法ꎮ 这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技术”的水产养殖已被世界知名经济学家莱斯特Ｒ布朗(Ｌｅｓｔｅｒ Ｒ
Ｂｒｏｗｎ)推介为未来世界面对食物短缺、保障食物安全最有效率的动物蛋白生产方式ꎻ“能为全球食品安全

和经济增长产生持续的利益”ꎮ
２０２２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新发布的«２０２２ 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主题是迈向蓝色转型ꎮ 水产

品作为“蓝色食品”提升国民营养及其低碳排放的环境友好性能ꎬ已成为国际前沿和热点ꎮ 特别是近 １０
多年来ꎬ“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驱动了多种水产养殖模式的创新与变革ꎮ 在池塘工程化循环水

养殖技术模式、稻渔综合种养殖技术模式、大水面生态增养殖技术模式、多营养层级综合养殖技术模式等

多种新型养殖模式的推动和更为合理有效的管控下ꎬ水产品将在长江文明传承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发

挥重要作用ꎬ也将为中国以至全球的食品安全和经济增长产生持续效益ꎮ

　 　 四、从“捕”到“养”再到“护”———十年禁渔对长江文化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

由于养殖产量持续增长催生了让江湖休养生息、生态优先的中国渔业和水生生物养护政策ꎬ曹文宣

院士 ２００６ 年开始呼吁的长江“十年禁渔”于 ２０２１ 年正式启动ꎬ开启了从“捕”到“养”再到“护”的新策略ꎬ
这是新时代中国智慧对世界的新贡献ꎮ

长江“十年禁渔”是党中央为全局计、为子孙谋而作出的重大决策ꎬ是长江大保护的历史性、标志性、
示范性工程ꎮ 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０ 时起ꎬ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十年禁渔”全面启动ꎬ为长江中的水生生物

赢得了休养生息的宝贵时间ꎮ 长江禁渔后ꎬ根据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的 ２０２２ 年全流域长江江豚科学考

察ꎬ长江江豚种群数量为 １２４９ 头ꎮ 江豚科考是 ２００６ 年第一次开始的ꎬ当时普查数量为 １８００ 头ꎬ第二次是

２０１２ 年ꎬ数量是 １０４５ 头ꎬ第三次是 ２０１７ 年ꎬ数量是 １０１２ 头ꎬ这次比 ２０１７ 年增长了 ２０％ ꎬ江豚数量止跌回

升ꎬ实现了历史性转折ꎮ 因此我们可以自豪地说ꎬ已经转型和正在变革的蓝色渔业在“长江大保护”“大食

物观”以及二十大精神的引领下ꎬ将为中国和全球的生物多样性、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作出更大贡献ꎬ必
将在长江文化的传承、弘扬和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ꎮ

作者简介:
桂建芳ꎬ理学博士ꎬ中国科学院院士ꎬ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ꎬ曾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两届

(１９９９—２００７ 年)所长ꎬ淡水生态与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两届(２００１—２０１１ 年)主任ꎬ现任中国动物学

会副理事长、中国动物学会鱼类学分会理事长、中国水产学会副理事长ꎬ主要从事鱼类遗传育种研究ꎮ
(摘编整理:樊厚瑞ꎬ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农村与生态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校:樊厚瑞)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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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学视角看长江文化

谢树成

　 　 一、地学文化

地球科学ꎬ从空间尺度涉及全球规模ꎬ从时间尺度涉及 ４６ 亿年历史ꎬ几乎辐射到自然科学的各个领

域ꎮ 对地球的认识同世界各民族的起源、历史、文化乃至整个世界文明的进展ꎬ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ꎮ
把地球科学和人文社科进行交叉融合十分必要ꎬ地学文化就是地球科学文化ꎬ是最有潜力实现科学与文

化融合的一大学科ꎮ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生物地质与环境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主要工作就是从地质角度来看待生物

与环境的关系ꎬ其中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从地质演化的角度来看长江流域文化、水、碳之间的关系ꎬ从而

探讨地球科学与长江文化的关系ꎮ
地学文化存在以下四个特质:
一是地学文化具有“真”的特质ꎮ 地球科学涉及的时间漫长、空间庞大ꎬ一方面ꎬ４６ 亿年的地球历史与

放眼全球的空间尺度养成了地质人的豁达胸怀ꎻ另一方面ꎬ受到宇宙天体、地球内外的复杂地质过程的影

响形成了地质人谦虚谨慎的态度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理念包括道法自然、天人合一ꎬ注重整

体观、系统观ꎬ因此地球系统科学的地质时空观很容易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融合ꎮ
二是地学文化具有“善”的特质ꎮ 地球科学特别强调生物与环境协同演化ꎮ ６ 亿多年的宏体多细胞生

物历史里ꎬ出现了 ５ 次生物大灭绝ꎬ而大灭绝就是生物与环境之间不协调所导致的严重后果ꎮ 大家很熟

悉的恐龙大灭绝是大灭绝中影响比较小的一次ꎬ影响规模最大的是 ２ ５ 亿年前的大灭绝ꎬ其后果严重到

当时地球上 １００ 个物种中就有近 ９０ 个物种灭绝ꎮ 所以地学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生物与环境是

协同演化的ꎬ只有协同了它们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ꎮ
三是地学文化具有“美”的特质ꎮ 地球科学既有看得见的宏观美ꎬ比如胡焕庸线发端于人口密度差

异ꎬ实质上却深刻揭示出中国自然、人文、经济、社会诸因素的综合分异格局ꎮ 同时也有看不到的微观美ꎬ
比如微生物是宜居地球的引擎ꎬ正是有了微生物ꎬ地球环境才演化到了今天的面貌:从地球生命史来看ꎬ
８５％以上是微生物历史ꎻ从生物学来看ꎬ人体 ９０％是微生物细胞ꎮ

四是地学文化是不断发展演化的ꎮ 从最早的敬畏大自然到后来的战胜大自然再到现在的保护大自

然ꎬ人与自然必须和谐共生ꎮ 盖娅假说(Ｇａｉａ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把地球比作一个能够自我调节的、有生命的有机

体ꎮ 但一旦这个有机体超过某个阈值ꎬ这种调节就会出现问题ꎮ 地学文化的基础是地球科学ꎬ而地学文

化的核心则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ꎮ

　 　 二、地球科学与长江文化

地球科学研究的地质地貌过程及其气候环境变迁与长江文化的演化、发展密切相关ꎮ
一是包括长江经济带在内的国家重大区域发展ꎬ与大江大河流域的区位条件密不可分ꎮ
人类逐水而居ꎬ文明伴水而生ꎮ 人类四大文明均发源于大江大河区域ꎮ 长江流域丰富的自然资源与

适宜的环境条件孕育了长江文化ꎮ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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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下游地区自然条件、区位条件的形成与地质过程紧密相关ꎮ 中国处于一块历经长期发展演化的

复杂拼合大陆ꎮ 随着印度板块俯冲到欧亚板块之下ꎬ古特提斯洋东段开始消失ꎬ青藏高原高高隆起ꎬ形成了

我国东部湿润区ꎬ也造就了长江中游宜居的自然环境ꎮ 造山作用形成的地貌景观影响气候环境的变化ꎬ如降

水量ꎬ从而影响粮食作物的生长ꎬ进一步影响了人口、经济社会的发展ꎮ
二是地质过程形成的地形地貌和气候环境使得长江中游成功驯化水稻ꎬ进而推动了长江文明的形

成ꎬ深刻地影响了楚地文化ꎮ
长江中游的地形地貌和降雨格局是地球深部过程①和地球表层过程②融合形成的ꎮ 长江中游处于我

国的东部湿润区ꎬ加上副热带高压、西风急流、厄尔尼诺与南方涛动等的联动塑造了东亚季风环流格局及

其降水分布ꎬ造就了长江中下游地区水文气候格局ꎮ
通过对神农架大九湖泥炭地好氧细菌的藿类通量的研究推断ꎬ长江中游 １３０００ 年来存在三个相对较

长的湿润期ꎬ分别是距今 １５００—３０００ 年前、７０００—９５００ 年前和 １１５００—１３０００ 年前ꎮ 遗传学研究结果认

为ꎬ水稻(粳稻)最早起源于中国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ꎬ考古学证据则表明水稻最先于 ８０００ 到 １００００ 年前

在中国长江流域被驯化ꎬ这也是区域干湿变化中相对湿润的阶段ꎮ 这个时期所形成的河漫滩十分适宜水

稻种植ꎮ 这也表明了水影响水稻、影响长江文明的过程ꎮ
水对楚文化的诸多方面有明显的影响ꎮ 农业方面ꎬ楚国人除了利用火烧(新石器文化)ꎬ还利用水淹

没草地来获得种植水稻的肥料ꎻ水利方面ꎬ楚国人修建了堤防工程、排灌工程等水利工程ꎻ生活方面ꎬ水产

品特别是鱼成了楚国人除了米饭以外的第二大日常食物ꎻ宗教方面ꎬ水神成为楚地宗教崇拜的重要对象ꎮ
三是大地貌和降雨格局的变化带来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干湿交替ꎬ催生了复杂的、具有国家性质的社

会ꎬ也直接影响了古文化空间的变迁ꎮ
研究显示ꎬ水文变化与长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存在重要时间关系的ꎮ 如新石器时代的城背溪文

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以及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夏商文化和楚文化ꎬ这些文化的演替

都与水文的强湿期相一致ꎬ是在洪涝灾害最严重的时候发生的ꎮ 这是长江流域的重要特点ꎬ洪涝灾害严

重的时候往往是长江文化转换的时候ꎬ水文偏干的时候恰恰是流域文化发展的时间ꎮ 历史记载中ꎬ尧有

九年之水患ꎬ汤有七年之旱灾ꎬ自然记录与文献记录十分吻合ꎮ 楚文化形成的时间正好是长江流域水患

比较严重的时期ꎮ
当然ꎬ较干旱的时期同样会对文化产生影响ꎮ 商代遗址(距今 ３０００ 多年前)江西清江和湖北黄陂盘

龙城ꎬ处于干涸地区ꎬ但同样也发展出了和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基本相同的文化ꎮ 距今 ６０００ 多年前ꎬ出
现了大区域乃至全球性的干旱地带ꎬ相当于现在的全球沙漠带ꎮ 这些事件在撒哈拉东部与埃及、地中海

西部、西南亚地区美索不达米亚的两河流域ꎬ 以及南美洲秘鲁海岸带、北美大平原等地被记录下来ꎮ 在这

个大区域性干旱时期出现了复杂的、具有国家性质的社会ꎮ
通过对湖北省 １６００ 个不同时期的考古遗址分布对比研究显示ꎬ长江文化的空间变迁往往与干湿度

有关ꎬ较干时期古文化遗址明显向盆地迁移ꎬ湿润时期则向山区迁移ꎮ

５

①

②

地球深部过程:是指发生在地球深部的地质过程ꎬ这些过程难以从地表直接观察认知ꎬ但通过理论模拟和众多地质记

录的综合逻辑推断可以识别和感知ꎮ
地球表层过程:地球表层是指地球上的陆地和海洋表面ꎬ一个重要特征是拥有丰富多彩的地球生态系统ꎮ 地球表层过

程包括物质循环、风化侵蚀、搬运沉积、气候环境变迁和生物演化迁徙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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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对策建议

当前党中央非常关注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与长江文化建设ꎬ而湖北省有着不可替代的强大优势ꎮ 一方

面ꎬ湖北武汉市是世界湿地之城ꎬ流域生态环境的关键是“水”和“碳”ꎬ湿地又是“水”和“碳”融合的聚焦

点ꎮ 另一方面ꎬ湖北省具有灿烂繁荣的历史文化ꎬ且与区域水文条件密切相关ꎮ 湖北省“水”“碳”“文化”
资源的集聚优势非常明显ꎮ 湖北省应当做大做强“长江”品牌ꎬ建议依托长江流域构建自然科学与人文社

科交叉融合的大平台ꎬ谋划水、“双碳”目标、长江文化三位一体的国家实验室ꎮ

作者简介:
谢树成ꎬ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生物地质与环境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ꎬ研究方向

为地球生物学ꎬ重点主攻地质微生物研究领域ꎮ
(摘编整理:余佳伲ꎬ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科研处科员)

(责任编校:曹莹)

跨文化对话的反思

Ｋａｒｌ－Ｈｅｉｎｚ Ｐｏｈｌ(卜松山)

　 　 一、跨文化对话的内涵

首先ꎬ我将阐述文化的定义ꎮ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Ｇｅｅｒｔｚ)将文化定义为一

种传承下来的意义系统ꎬ传达着身份和生活取向ꎮ 这个文化定义非常有用ꎮ 德国人马克斯韦伯(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将文化定义为无意义无穷的词汇过程中的一个有限部分ꎬ是人类赋予意义和重要性的部分ꎮ 这个

文化定义非常有趣ꎮ
接下来ꎬ我将介绍文化冰山模型ꎮ 众所周知ꎬ冰山只有一部分在水面上方可见ꎮ 在文化冰山模型中ꎬ

可视的是文化的可见表现ꎬ包括行为、人们穿的衣服、使用筷子的饮食习惯、喝酒习惯等等ꎻ不可视的是水

面下的部分ꎬ包括文化、价值观、伦理道德、与宗教和哲学有关的部分ꎮ 价值观与身份认同话题相关ꎮ 加

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ａｙｌｏｒ)将价值体系称为“意义的视野”ꎮ “意义的视野”(ｈｏｒｉｚｏｎ ｏｆ 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非常重要ꎬ是可理解度的背景ꎬ是用来理解我们身份的东西ꎮ 当我们想要定义自己的身份时ꎬ它
预设了我们对自己之外或超越自己之外的东西的意义的认识ꎮ

接下来ꎬ我将阐述跨文化对话的内涵ꎮ 德国哲学家、诠释学大师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Ｈａｎｓ－

Ｇｅｏｒｇ Ｇａｄａｍｅｒ)指出ꎬ跨文化对话的内涵是理解他者的一种诠释学尝试ꎮ 诠释学是关于理解的学科ꎬ包括

理解来自不同时期的文本和不同的文化ꎮ 我将诠释学应用于文化ꎬ也有其局限性ꎬ因为跨文化的观点试

图假定一种文化间接近的立场ꎬ但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能的ꎬ因为我们无法完全脱离由我们的价值体

系、个人经验、历史、阅读和时代精神等相关偏好所构建的“意义的视野”ꎮ 因此ꎬ理解是有限的ꎬ可以最适

度地说ꎬ理解只是误解的另一种形式ꎮ 著名的心理学家保罗瓦茨警告说ꎬ认为自己对现实的看法是唯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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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现实ꎬ是所有错觉中最危险的一种错觉ꎮ 所以我将谈论我对文化的井蛙之见ꎬ该文化也包括中国文

化ꎮ 我提出ꎬ跨文化对话的内涵是不同社会层面为了实现更好的相互理解而进行的参与ꎬ这些层面涉及

政治、媒体、社会部门和成员ꎮ

　 　 二、跨文化对话的十个方法论

跨文化对话的十个方法论包括如何进行跨文化对话、跨文化对话的影响因素、跨文化对话的限制ꎬ以
及跨文化对话的有利条件等ꎮ 由于时间的限制ꎬ我将进行概述ꎮ

第一ꎬ两个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ꎮ 他们是处于同一个水平还是存在等级差异? 是不对称的吗?
第二ꎬ对话的语言非常重要ꎮ 今天大家都使用英语交流ꎬ是因为我的中文太差了ꎮ 如果我在中国待

得更久ꎬ我也会使用中文交流ꎮ
第三ꎬ历史经验非常重要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欧洲使用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来看待事物和评价事物ꎮ
第四ꎬ符号取向非常重要ꎮ 它指的是我们如何理解文学、哲学等方面ꎮ 例如在西方ꎬ我们自然而然地

提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ꎬ或者歌德、莎士比亚ꎮ 而在中国ꎬ你们提到的是孔子、老子、苏东

坡、杜甫、李白ꎬ这是不同的符号取向ꎮ
第五ꎬ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阻碍了跨文化理解ꎮ
第六ꎬ根据自己的理想来评判他人的现实阻碍了相互理解ꎮ
第七ꎬ考虑相似性陷阱ꎮ 相似性陷阱是指在语言学习中首次发现的现象ꎬ当两种语言之间存在某些

相似之处时ꎬ可能会认为在另一种语言中表示的意思是相同的ꎮ 例如ꎬ在中文和日文中ꎬ日本人也使用汉

字ꎬ但他们通常会指代不同的意义ꎮ 如果看到一些日本的东西ꎬ就认为它和中国的东西是一样的、相似

的ꎬ那么就错了ꎮ 这也适用于文化现象ꎬ比如礼貌ꎬ在西方ꎬ如果你表现得过于礼貌ꎬ人们会感到不适ꎬ但
在中国ꎬ你怎么礼貌都不为过ꎮ 因为礼貌有着不同的哲学背景ꎬ中国礼貌与儒家“礼”的概念相关ꎮ

第八ꎬ考虑意识形态的普遍主义信念ꎮ 普遍主义在西方国家中非常重要ꎬ但当持有这种普遍主义信

念时ꎬ可能会忽视不同文化中的某些特殊情况ꎮ
第九ꎬ考虑历史相对主义ꎮ 历史相对主义是指事物在世界上以不同的速度发展ꎮ 尽管我们生活在一

个时期ꎬ但是亚马逊地区人们的生活条件与我们相比ꎬ相当于我们两千年前的时期ꎬ所以我们有一些同时

发生的事情ꎬ但它们似乎相隔了很长时间ꎮ 这就是历史相对主义ꎮ
第十ꎬ考虑师生关系ꎮ 跨文化对话应该基于平等和相互性ꎬ双方都应当从对话中获益ꎬ而不是一方教

导另一方ꎮ

　 　 三、跨文化对话的四个重要观点

跨文化对话的四个重要观点分别是对自身标准的历史反思与自觉、了解对方文化的价值体系逻辑、
寻找共同理念以及改变视角的开放性ꎮ

第一ꎬ对我们自身标准的历史反思与自觉ꎮ 当我进行跨文化对话时ꎬ很自然地基于我的政治标准和

价值观ꎮ 当我作为一个西方人、德国人ꎬ我很清楚美国模式已经成为所谓现代社会的事实上的标准ꎮ 所

谓现代社会的标准是后工业化、个人主义、多元主义、自由主义、多文化和多种族移民社会的标准ꎮ 但我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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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忘记了全球大多数人既不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ꎬ也不一定会像西方人那样认为这样的标准具有吸引

力ꎮ 因此ꎬ我提出非常重要的警告ꎬ这是 １８ 世纪德国哲学家约翰戈特弗里德冯赫尔德(Ｊｏｈａｎｎ Ｇｏｔ￣
ｔｆｒｉｅｄ Ｖｏｎ Ｈｅｒｄｅｒ)早已警告过的ꎬ“盲目的自大是建立在这样的假定之上的:全世界的公民要想过一种幸

福生活就必须成为欧洲人”ꎮ 我们还遗忘了历史背景ꎬ遗忘了导致我们标准形成的历史进程及其影响因

素ꎮ 关于西方价值体系的标准ꎬ基督教的思想和价值观仍然构成了西方社会的基础ꎮ 虽然现在大多以世

俗化的方式存在ꎬ不容易为人所察觉ꎮ 基督教的思想不再站在我们社会的中心ꎬ它们已经变得世俗化ꎬ所
以我们并不真正意识到这一背景ꎮ 这就是它被称为后基督教价值观的原因ꎮ 然而ꎬ在西方ꎬ欧洲和北美ꎬ
已成功地将其以基督教为基础的价值体系普世化ꎮ 随着科学与军事技术的发展ꎬ西方以寻求发现新大陆

为驱动力ꎬ在帝国殖民时代完成了普世化过程ꎮ 韩国学者金丽寿(Ｙｅｒｓｕ Ｋｉｍ)、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哲

学与伦理部门的前任负责人制定了普遍伦理项目ꎬ并将西方综合体称为个人主义、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和

进步意识形态的结合ꎮ 他提出ꎬ西方综合体成为将西方模式的现代化转变为一种具有巨大全球化或普世

化影响的范式ꎮ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ꎬ不仅半个世界被欧洲人殖民ꎬ而且世界上的多样性被一元发展秩序

所取代ꎮ 我赞同他的观点ꎮ 他首先说过这句话ꎬ他说这个综合论在人们心目中地位牢固ꎬ以至于各国和

社会几乎一致地接受西方化是保证其未来生存发展的唯一手段ꎮ 在现代化的旗帜下ꎬ他们抛弃了既有的

真理、价值观和生活方式ꎬ而以西方化的程度作为进步和衰退的衡量标准ꎮ 这个观点非常适用于 ２０ 世纪

之交特别是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ꎮ
第二ꎬ了解对方文化各方面及其价值体系的逻辑ꎮ 应当考虑到儒家思想在东亚的影响ꎬ儒家思想的

影响可以与基督教在西方的影响相媲美ꎮ 儒家思想被称为基督信仰的功能等同物ꎬ因为儒家价值在中国

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影响已经持续了两千多年ꎮ 儒家思想还赋予其教诲普世的意义ꎮ 但与基督教相比ꎬ
它缺乏狂热的传教精神ꎮ 相反ꎬ它作为一个和谐社会和道德秩序的典范被传播到了东亚其他地区ꎮ 当

前ꎬ儒家思想在东亚和基督教在西方都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ꎮ 我们对它们的评价可能取决于意识

形态倾向ꎬ以及时代精神ꎮ 儒家思想作为一种价值体系ꎬ构成了中国社会的伦理基础ꎬ并被称为“和为

贵”ꎮ 儒家思想是一种基于超越自我、互相负责、家庭美德、血缘关系和中庸之道的伦理ꎮ 美国汉学家安

乐哲(Ｒｏｇｅｒ Ｔ Ａｍｅｓ)指出了儒家思想中角色伦理的重要性ꎮ 他在著作«儒家角色伦理:２１ 世纪道德视

野»中提出并探讨了 ２１ 世纪的愿景这一非常重要的问题ꎮ 我认为ꎬ儒家的“意义的视野”激发了中国文化

中最优秀的品格ꎬ即博爱的概念ꎮ 如同宋代范仲淹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ꎬ后天下之乐而乐”ꎬ就是儒家

的意义视野ꎮ 当前ꎬ中国思想通过与西方哲学的交流发生了变化ꎬ不仅仅是儒家思想ꎬ而是马克思主义、
西方自由主义和儒家思想的混合体ꎬ很难准确定位ꎮ

第三ꎬ寻求共同理念ꎮ 共同理念可能是跨文化普世概念ꎬ比如黄金定律、自然法则、人类尊严ꎬ或者源

自儒家哲学家的理念ꎬ比如仁政等ꎮ 但是当我们谈论这样的跨文化普遍价值观时ꎬ必须注意相似性陷阱ꎬ
必须考虑到形成于不同背景中的相似的哲学或政治理念ꎮ 它们是相似的ꎬ但是不同ꎬ或者可以这样说ꎬ
“相同但不同”ꎮ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ꎮ

第四ꎬ改变视角的开放性ꎬ展现向对方开放的态度和迎纳的意愿ꎮ 美国著名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Ｆｕｌｂｒｉｇｈｔ)提出了关于跨文化教育的有趣观点ꎬ即跨文化教育的本质是培养共情能力和同理心ꎬ
即能够以他人的视角看待世界ꎬ并允许他人看到、或者更准确地看到我们未能看到的东西ꎮ

综上ꎬ我认为西方国家的社会问题和生态危机是由欧洲中心主义的发展导致的ꎮ 因此ꎬ全世界可能极大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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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受益于另一种思维方式ꎮ 应当欢迎其他文化的知识分子为解决所有人都关心的问题提供他们的观点ꎮ 对

繁衍在这个星球上的人类而言ꎬ这些非西方的价值观或许同我们西方优先的价值观同样重要ꎮ 我重申ꎬ视角

的改变、跨文化的开放和对话对于处于任何文化的人而言都非常有益ꎬ有助于意识到各自文化、政治和意识

形态定向中的盲点ꎮ 视角的改变可以避免“鸡同鸭讲”似的对话ꎬ顺利进入下一个阶段ꎬ使我们能够以特定文

化背景为基础来看待人类最终目标的另一种概念ꎮ 这是对这个星球上人类事业的丰富ꎮ

作者简介:
Ｋａｒｌ－Ｈｅｉｎｚ Ｐｏｈｌ(中文名:卜松山)ꎬ德国知名汉学家、德国特里尔大学教授ꎬ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史、

伦理学与中国近现代美学、中西跨文化交际与对话ꎮ

(翻译、摘编整理:肖尧ꎬ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校:肖尧)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与长江文化传承发展

贺云翱

　 　 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理念的产生和实践要求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习近平总书记在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２ 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
提出的重大时代命题ꎮ 我们需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这一时代命题的过程、现代

实践价值和战略性指向ꎮ

　 　 (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提出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ꎮ 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
的发展过程ꎬ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ꎬ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ꎮ 我们要

后来居上ꎬ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ꎬ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ꎬ工业化、信息化、城镇

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ꎮ”中国现代化是后来者居上的“并联式”的发展过程ꎬ具有不同发展目标的

叠加型、融汇型、创新型、赶超型特点ꎮ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即“五位

一体”现代化建设方略正体现了这一特点ꎮ
在“中国梦”和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之后ꎬ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又提出中国现

代化建设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ꎮ 在党的十九大之前ꎬ习近平总书记已提出“文化自

信”问题ꎬ为此ꎬ十九大报告中说:“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ꎮ 文化兴国运兴ꎬ文化强民族强ꎮ 没有

高度的文化自信ꎬ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ꎬ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ꎮ”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显得无比重要ꎮ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ꎬ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时ꎬ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即“两个结合”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ꎻ２０２２ 年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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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月ꎬ又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ꎮ 其经验和指向之一是以马克思主义激活古老的中华文明ꎬ以开创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ꎻ二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成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

“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ꎮ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大会上ꎬ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概念ꎻ党的二十大又正式提

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建设目标ꎬ这样就从理论上完成了从“五位一体”现代

化建设方略到“人类文明新形态”及“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目标建构ꎮ 其中ꎬ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都

是核心内容之一ꎮ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２ 日ꎬ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中正式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重大命题ꎬ提出要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征: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ꎮ

　 　 (二)“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

在中国共产党史上ꎬ“第一个结合”是由毛泽东同志提出的ꎮ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ꎬ毛泽东同志对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做了系统阐述ꎬ并提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要求ꎮ 改革开放后ꎬ
邓小平同志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ꎬ走自己的道路ꎬ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ꎬ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ꎮ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时代性创新实践和理论才得以产生ꎮ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ꎬ涉及

到中国人的灵魂和根本的“文化”问题逐渐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ꎮ 从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ꎬ到胡锦涛同志的“四位一体”现代化建设方略及“科学发展观”ꎬ再到习近平同志的“中国梦”、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方略、文化自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ꎬ乃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等ꎬ呈现出党中央决策思路的发展逻辑ꎮ
“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关于“第二个结合”的重要论述ꎬ正是在这个逻辑过

程中产生的一次具有文化创新和思想解放意义的重大成果ꎬ由此也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

大命题及时代任务ꎮ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政治理念的、科学

的民主的大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文明ꎻ是坚持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生态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代文明ꎻ是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ꎻ是建立在中华五千年文明连续发展基础上、植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具有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现代文明ꎻ是“两个结合”并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现代文

明ꎮ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遵循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ꎬ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ꎬ体
现出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ꎬ代表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ꎮ

　 　 (三)如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ꎬ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ꎬ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ꎬ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ꎮ”“如果不从源

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ꎬ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ꎬ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ꎬ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

国”ꎮ 因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ꎬ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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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ꎮ 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

规律性的认识ꎬ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ꎮ 这就是习近平在建党百年讲话中提出的“两个结合”及通

过“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从而让“两个结合”生根、开花、结果的目标指向ꎮ “两个结合”的成果是互相

成就ꎬ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ꎬ让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五千年文明基础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经由“结合”而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新形态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新实践ꎮ

　 　 二、“长江文化”的当代认知

“长江文化”作为一个特定学术概念和学术体系ꎬ其研究开始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至 ２１
世纪初形成研究高潮ꎮ 其研究兴起的原因:一是得益于长江流域若干考古新发现ꎻ二是得益于当时的思

想解放和区域发展及区域文化复兴需求的推动ꎮ 但是ꎬ将长江文化的学术研究引向“传承与发展”的时代

主题ꎬ则是来自于党中央实施“长江经济带”建设的战略ꎬ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在南京

召开的第三次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座谈会上首次提出“要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及相关工作的指示ꎮ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等相关指示给学术界带来了新认识新课题ꎬ促成了“长江国

家文化公园”事业的诞生ꎬ也对长江经济带发展提出了新任务和新要求ꎮ 同时为我们探索“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与长江文化有机融合提供了契机ꎮ
长江文化指的是依托长江流域自然地理空间诞生、发展和持续发展形成的文化体系ꎬ是长江流域文化内

涵和文化特征的总和与集聚ꎮ 它既包括历史长江文化和当代长江文化ꎬ也包括长江物质文化、长江精神文化

及长江生态文化ꎬ还包括史前文化、农业文化、青铜文化、都市文化、建筑文化、陶瓷文化、水运文化、水利文

化、工业文化、商贸文化、教育文化、科学和技术文化、红色文化、文学艺术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生态文

化、景观文化等ꎬ以及神话传说、史诗歌谣、口承故事、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工艺美术等文学艺术领域ꎬ是中国

和世界的一个悠久博大、丰厚精深、不断演进发展的无尽宝库ꎮ 我们对长江文化地位的基本认知是:
一是长江与黄河都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母亲河ꎮ 考古学揭示了“中华文明”是世界东方的黄河

和长江“两河文明”ꎮ 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的协同ꎬ构成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最深层动力和根本性保障ꎮ
长江和黄河都是 ５０００ 多年中华文明的诞生地ꎻ是先秦时代西羌、巴、蜀、楚、吴、越文明的核心所在ꎻ是秦

统一中国的战略要地ꎻ是大汉文化的重要元点ꎻ是六朝文化的中心ꎻ是隋唐文明的经济支撑ꎻ是宋、元、明、
清时代的经济中心和文化高地ꎮ 长江流域崇文重教ꎬ人文大师层出不穷ꎻ学派、书派、画派、教育、科举、文
学流派、理学、心学、禅学、道学、医学、出版、文房四宝、茶道、陶瓷产业、美术、建筑、园林、航海等都占据着

中国的文化高峰地位ꎮ 我们可以认为ꎬ无长江流域便无中华文明的连续发展和万年华章ꎮ
二是古代历史上的“长江经济带”作为支撑中华文明的“经济脊梁”已经具有千年的尺度ꎬ其间包含着

深刻的自然和文化历史规律ꎬ包括千年间长江流域生态良好、人口集聚、运输畅通、工农业兴旺、商业繁

荣、城市密集、文化发达、战乱较少等等状况ꎮ
长江流域史前时代的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ꎬ高庙文化、大溪文

化、屈家岭文化ꎬ马家窑文化、桂圆桥文化等各有风姿ꎻ良渚文明开中华文明五千年之先河ꎬ石家河文明特

色鲜明ꎻ商周的三星堆文化面貌奇异ꎬ震惊世人ꎻ春秋战国的荆楚文化缤纷多彩ꎬ问鼎华夏ꎻ吴越文化崛起

东南ꎬ一度争霸中原ꎻ秦统一中国离不开对长江上游的控制ꎻ西汉的建立者都是楚人ꎬ西汉的文化根基是

楚文化与秦文化的融合ꎻ长江流域的“六朝时代”开创中国的第二次百花齐放ꎬ融合中外ꎮ 长江流域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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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明发展史上已经有超过千年的领先地位ꎬ早在唐代ꎬ长江下游区域已经是“茧税鱼盐ꎬ衣食半天下”

“天下大计ꎬ仰于东南”之胜地ꎬ唐代中叶韩愈则说“当今赋税出天下ꎬ江南居十九”即江南赋税占天下十分

之九ꎬ唐代晚期则有“扬一益二”之说ꎮ 这种雄厚的发展态势此后日益得到强化ꎬ宋代的“上有天堂ꎬ下有

苏杭”“苏常熟ꎬ天下足”ꎻ明清的“衣被天下”、“湖广熟ꎬ天下足”、工艺精湛等都是明证ꎮ

长江流域有着“崇文重教”的文化传统ꎮ 美国学者马麦可认为:１５—１８ 世纪ꎬ苏州儒、商结合的社会精

英分子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文化上的独特创造能力ꎬ他们能通过诗礼传家、科举考试等途径ꎬ一代一代形

成良性循环ꎬ从而影响整个江南乃至明代中国ꎮ 从更大的范围而言ꎬ明清时代ꎬ长江流域整体上处于全国

经济的高位ꎬ由此推动了文化的发达和思想的创新ꎮ 一个区域ꎬ如果只有经济ꎬ没有文化ꎬ其经济也不可

能持久ꎬ只有让经济与文化互相促进ꎬ螺旋上升ꎬ才能保证社会的良性发展ꎬ而明清时代的长江流域正体

现出这种态势ꎮ

三是长江流域是我国近代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发展的最重要区域ꎬ也是我国近代思想创

新、市场化和革命文化孕育发展的高地ꎮ 近代以来长江流域引领时代潮流ꎬ汲取西学ꎬ善于创新ꎬ工业、商

贸、教育、科学、文学、民主、思想俱领先全国ꎮ «海国图志»、五口通商、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实业报国、教

育救国、科学救国ꎻ辛亥革命、建立民国ꎻ新文化运动、«新青年»创办、中共成立、国共合作、南昌起义和人

民军队建立、革命根据地建立、瑞金建国、开始长征和遵义会议、新四军抗战、渡江战役等展现了长江文化

的创新与创造ꎮ

四是改革开放之初确立的“Ｔ”字形经济空间格局为当代长江经济带崛起提供了战略引领ꎮ 从学术背

景看ꎬ长江经济带所隐含的相关理论形成较早ꎮ １９８４ 年 ９ 月ꎬ北京大学经济地理学家陆大道就在全国经

济地理与国土规划学术讨论会上作了“２０００ 年我国工业生产力布局总图的科学基础”的报告ꎬ初步提出

“点—轴系统”理论及我国国土开发和经济布局的沿海带和长江带构成的“Ｔ”字形空间结构发展战略ꎮ

“长江经济带”建设中的长江沿线四大中心城市重庆、武汉、南京、上海以及攀枝花、成都、宜宾、泸州、万

州、宜昌、荆州、襄阳、鄂州、长沙、岳阳、南昌、九江、景德镇、池州、安庆、合肥、芜湖、马鞍山、扬州、镇江、泰

州、南通、常州、无锡、苏州等城市或三大城市群ꎬ共同构成中国“长江经济带” “长江城市带” “长江文化

带”ꎬ经过若干年的发展ꎬ它将会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协同区域和城市群带ꎬ并且与沿海城市带、新丝绸之

路城市带、京广城市带、京沪杭城市带、沿边城市带等共同构成中国的城市骨架体系ꎮ

五是“长江经济带”及“长三角一体化”等上升为国家发展核心战略之一ꎬ既体现了中央决策中对历史

规律的充分尊重ꎬ更是赋予长江流域在中国现代化事业进程中率先示范的重大使命ꎮ 在中国这样一个区

域多样性的大国ꎬ长江流域有条件为“中国式现代化”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作出更大贡献ꎮ 首先从

历史上看ꎬ长江流域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已经有超过千年的领先地位和规律性趋势ꎮ 其次ꎬ也是更为重

要的是ꎬ当代“长江经济带”依托长江流域百年积淀的工业文明根基优势ꎬ承东启西、接南济北、通江达海

的水陆联运优势ꎬ丰富多样的自然开发资源和人文经济资源优势ꎬ国内先进的工业、农业、商业等产业优

势ꎬ具有科学和教育及新质生产力相对发达的人力资源优势ꎬ上中下游多个城市群连续分布和现代物流

业协同的城市化、市场化优势ꎬ东中西部相互协作联动发展的国家统筹优势ꎬ物质、精神、社会、生态诸文

明发展相对协调的成果优势ꎬ面向国际、吸收创新、内外循环的空间战略优势等ꎬ成为具有世界能级的内

河经济带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高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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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协同建设

长江流域不仅经济相对发达ꎬ科学研究、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及先进技术研发机构与先进科技企业

相对密集ꎬ现代文化产业、文艺创作、出版、传播、文旅融合等事业走在全国前列ꎬ而且文化遗产资源丰厚ꎬ
发展潜力巨大ꎮ

据初步统计ꎬ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涉及的 １３ 个省(市)共有不可移动文物 ３４２６９０ 余处ꎬ其中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２１２１ 处ꎬ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８３４４ 处ꎮ 有国家一级博物馆 ９１ 家、二级博物馆 １７９ 家、三
级博物馆 ２３０ 家ꎮ 现有世界文化遗产 １４ 处ꎬ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 ３ 处ꎬ国家文化公园 ５ 处、国家文物保护

利用示范区 ３ 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２１ 处ꎮ 有文物资源集中分布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６７ 处、历史文化

名镇 １９５ 处、历史文化名村 ２０２ 处、国家级历史文化街区 １６ 处ꎮ
长江流域是今天中国的“经济脊梁”ꎬ全线汇聚全国 ４０％ 以上的人口ꎬ创造了全国近 ５０％ 的经济总

量ꎮ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综合实力最强、战略支撑作用最大的经济区域ꎬ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支柱性保障ꎮ 从历史发展规律和战略层面上而言ꎬ“长江文化”既是长江区域历史发展的产物ꎬ又是

助力当代“长江经济带”和“中国式现代化”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最重要力量ꎮ
“长江经济带”建设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特别是十八大以来的重大发展战略ꎬ已经取得让世界瞩目的成

就ꎬ而且它先后走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物质文明”建设阶段、“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生态文

明”建设阶段ꎬ现在进入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新阶段ꎮ
国家文化公园依托最深厚最辉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文化ꎬ整合

具有突出意义、重要影响、重大主题的文物和文化遗产资源ꎬ展现中华文化的深刻内涵和重要特征ꎬ能够代表

国家形象、彰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ꎮ “长江经济带”和“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统筹建设ꎬ能够促进东、中、西区

域均衡协调发展ꎬ同时联动南、北两翼的“沿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带”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带”
及“黄河国家文化公园”ꎬ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推进发挥“中枢”“脊梁”“协同”的关键作用ꎮ

万里长江浇灌了长江文化数万年之花ꎬ生成了中华文明五千年果实ꎬ滋养着近现代无数的仁人志士

持续奋进ꎮ 今天ꎬ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进程中ꎬ长江肩负起新的伟大使命ꎮ 从“三峡工程”到“南水北

调”ꎬ从“长江经济带”到“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双城经济圈”“长三角一体化”ꎬ从“一带一路”交汇地到

“生态文明”先行区ꎬ长江流域及长江文化的崛起成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的坚强脊梁和磅礴力量!
万年以上持续发展的长江文化形成鲜明的特质ꎬ它既呈现出历史创造性ꎬ也蕴含着现代文明性ꎮ 当

代长江文化保护传承弘扬及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ꎬ成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最佳途径ꎮ “人类文

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时代命题具有着内在的统一性ꎬ“长江文化”保护传承

弘扬发展是践行这些时代命题的必然工作使命!

作者简介:
贺云翱ꎬ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教授ꎬ研究方向为历史学、考

古学、文化遗产学、国家文化建设ꎮ
(摘编整理:余佳伲ꎬ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科研处科员)

(责任编校: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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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

傅才武

中华文明本质上是一种超级“两河文明”ꎮ 长江和黄河是中国人的母亲河ꎬ凭着它们ꎬ不仅仅创造出

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ꎬ而且建构了中华民族最深沉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ꎮ
借助数字信息技术ꎬ将长江文化遗产与现代文化场景相融合ꎬ形成当代中华文化的再生产系统ꎬ有利

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ꎬ形成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支撑作用ꎮ

　 　 一、“母亲河”的集体记忆ꎬ构筑了中国人精神家园的基底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ꎬ长江与黄河一起ꎬ不仅建构了中国农耕的基本经济生活和稳定的社会结构ꎬ

持续地将中华农耕文明推进到人类社会的极高水准ꎻ而且建构了区别于黄河麦(粟)作文化的稻作文化形

态ꎬ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ꎮ

　 　 (一)发达完备的稻作经济结构ꎬ维持了中华民族的人口繁衍和民族文化传承

首先ꎬ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革命”ꎬ促进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发展ꎮ 世界上的四大文明古国都诞生

于人类社会第一次“农业革命”浪潮中ꎮ 两河流域(即“新月沃地”)、印度河恒河流域是麦作文明发源地ꎬ而

中国长江流域则是世界稻作文明的发源地ꎬ并对世界其他文明产生了重大影响ꎮ 目前ꎬ中国考古发现早于

８０００ 年的水稻农业遗址共有 １６ 处ꎬ除了广东的牛栏洞遗址和河南的贾湖遗址外ꎬ其余 １４ 处遗址全部位于长

江流域ꎮ 这是人类社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农业革命”ꎬ让原始先民们获得了稳定和丰富的生活资料ꎬ从而实

现了人类文明的一大飞跃ꎮ «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称之为人类社会的“第一次浪潮”ꎮ

其次ꎬ水稻良好的经济性ꎬ支撑了中华民族人口大规模地繁衍ꎬ维持了中华文化的持续性ꎮ 经历数千

年的驯化ꎬ易于采收、颗粒饱满的水稻ꎬ十分符合人类社会的经济性原则ꎬ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主粮ꎬ维持

华夏民族万年以来的人口繁衍ꎮ 长江流域的粮食供养能力ꎬ是理解古代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结构的关

键因素ꎮ 正因为有了长江流域的水稻的供养能力ꎬ才弥补了黄河流域小米和小麦人口承载力的不足ꎮ 但

要把长江流域的粮食运到黄河流域ꎬ还需要开凿一条连通南北的大运河ꎮ 绵延千年的运河ꎬ不仅改变了

古代中国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ꎬ让大半个中国沐浴在大运河的滋养中ꎬ也深刻地影响到中古时期中国的

文化结构ꎮ 如原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认为ꎬ正是“大运河漂来紫禁城”ꎮ

长江流域先民万年的生产活动和文化创制ꎬ积累了极为丰富的遗产资源ꎬ同时也造就了长江流域地

区独特的自然—文化景观ꎬ例如湖南新化紫鹊界梯田、江西崇义上堡梯田等ꎬ构成了古老中华民族的“农

耕文化记忆”ꎮ ２００６ 年我国公布的第一批 ５１８ 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ꎬ长江流域 １３ 省(市、

自治区)就拥有 ３４５ 项ꎮ 在文物领域ꎬ包括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传统村落、世界遗产ꎬ均保留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精华ꎬ构筑了数量巨大、类型丰富的长江文化基因宝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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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长江稻作文化与黄河麦作文化的循环流动ꎬ形成了支撑中华文化五千年不断发展

的内生动力

世界四大古文明中ꎬ中华文明不曾中断是偶然(初始条件)中的必然(文化策略):长江与黄河文化汇

合交融、互补互依所形成的“江河互济”动态体系ꎬ是中华文化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ꎮ
马克思认为ꎬ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于宗教观念都是从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ꎬ经济方式决定了文化形态ꎮ 经济生产活动借助于艺术的、文学的和宗教的通道ꎬ转变

为华夏族群的审美范式ꎬ建构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世界ꎬ经过千百年的传承积累ꎬ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文

化基因ꎮ
黄河文化整体上体现出传统农业社会重本轻末、厚重少文、庄严正统、安天乐命的特点ꎬ但长江文化

却是中国浪漫主义的代表ꎬ富于玄思ꎬ具有浪漫、灵动、超越的特征ꎮ 正是以长江与黄河文化的内在差异

性为基础形成的文化循环流动ꎬ在世界地理大发现之前支撑了东亚同一文化系统的内部大循环ꎬ从而避

免了世界上其他古文明因趋同化而陷入板结停滞的“内卷化陷阱”ꎮ

　 　 二、基于长江流域的民族集体记忆ꎬ发挥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

族群的文化记忆ꎬ是民族国家和个人价值的基石ꎮ 阿莱达阿斯曼认为ꎬ在国家与记忆的关系上ꎬ记
忆是表征民族、国家和历史之间关系的纽带ꎮ 他在«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中指出ꎬ“功能记

忆与集体、个人等载体相关联ꎬ贯穿过去、现在和未来ꎬ具有选择性ꎬ把个人的记忆和经验勾连成一个整

体ꎬ作为‘生’的自我的形象ꎬ给予行为以方向性ꎮ”

　 　 (一)开放长江:长江文化具有开放包容、交流互鉴的独特品质ꎬ支持中华民族的文化自

信和文化开放

长江不仅包含了作为中华民族神圣地点的重要遗产地ꎬ更重要的是作为长江文化带ꎬ还是联通中华民族

过去—现在—未来的平台ꎬ是当代民族文化再生产的超级装置ꎮ 长江通江达海ꎬ通达天下ꎬ自古以来就是一

条开放的江河ꎮ 由长江流域先民驯化的水稻向外传播ꎬ改变了亚洲早期文明的发展格局ꎮ 中古时代ꎬ长江与

“海上丝路”共生ꎬ一直就是瓷器之路、万里茶道的重要生产集散之地ꎬ四川邛窑、湖南长沙铜官窑、江西吉州

窑、江西景德镇御窑厂等通过长江与世界相连接ꎬ形成了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通道ꎮ
１８４３ 年 １１ 月ꎬ上海正式开埠ꎬ在近代中国相继开辟的 ８０ 多个通商口岸中ꎬ长江沿岸就有 ２０ 余个ꎬ这

些通商口岸城市往往成为吸纳西方工业文明、推动中西文明融合的窗口ꎮ “开放长江”的三个阶段分为被

动开放、主动开放和深度开放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ꎬ要构筑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ꎮ 要统筹沿海沿江沿

边和内陆开放ꎬ加快培育更多内陆开放高地ꎮ 沿江省市要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找

准各自定位ꎬ主动向全球开放市场ꎮ

　 　 (二)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ꎬ要发挥长江“心脏地带”的功能作用

百年前ꎬ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提出了世界文明进程中的“心脏地带”的概念ꎮ ２１ 世纪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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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不仅仅是中国的“心脏地带”ꎬ更是影响 ２１ 世纪全球发展格局的“历史的地理枢纽”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ꎬ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ꎬ是关系国家

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ꎮ 长江经济带覆盖沿江 １１ 省市ꎬ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板块ꎬ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占

据全国“半壁江山”ꎬ生态地位突出ꎬ发展潜力巨大ꎬ应该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

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ꎮ 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和共建“一带一路”的融合ꎬ加快长江经济带上的“一带一

路”战略支点建设ꎬ扩大投资和贸易ꎬ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ꎮ

　 　 (三)发挥长江作为中华文化代表性符号的世界传播价值

在传播地理学看来ꎬ长江作为超级地理媒介ꎬ在数字技术的背景下ꎬ进入到一个“媒介生产空间、空间

又生产传播”的循环中ꎬ长江特定地理空间、族群、媒介成为一个整体ꎬ为居民和游客提供一种“地理想

象”ꎬ建立起由受众欲望、幻想以及各种先验性的地理知识所建构起来的话语体系ꎬ赋予了长江作为地理

媒介不同于传统媒介的本质特征ꎮ
２０２２ 年ꎬ国家宣布规划建立长江国家文化公园ꎮ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建立ꎬ建构了一种独特的中华

文化叙事结构ꎮ 长江作为富含象征、意义、符号、价值、情感和记忆的场所或地点ꎬ在全球化和信息技术化

时代ꎬ是全球顶级的地理传播媒介ꎬ具有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话语权的“地理媒介”能力ꎮ

　 　 三、结语:长江所拥有的文化资本ꎬ具有巨大的时代价值

什么是文化资本?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托马斯索威尔在«征服与文化:一部世界史»写到:“不是我

们生活在过去之中ꎬ而是过去体现在我们身上ꎮ 征服的历史不仅仅限于过去ꎬ也关乎现在ꎬ关乎我们如何一

路走来ꎬ形成了今日之经济、思想和道德状态ꎮ”富裕和征服与被征服关系并不大ꎬ国家富裕是因为拥有了更

好的文化资本ꎬ只要积累了更好的文化资本ꎬ就会有更好的生产力ꎬ也就自然会拥有更多的财富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ꎬ习近平总书记在南京召开的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指出ꎬ要保护传承弘扬

长江文化ꎮ 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ꎬ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

性象征ꎬ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ꎮ 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ꎬ延续历史文脉ꎬ
坚定文化自信ꎮ 长江流域“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的丰富的实证ꎬ建构了当代中国

文化自信(文化资本)的深厚根基ꎮ

作者简介:
傅才武ꎬ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ꎬ主要从事文化艺术教育管理、文物管理、艺术管

理、文化政策和文化产业研究ꎮ
(摘编整理:余佳伲ꎬ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科研处科员)

(责任编校: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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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国家文化公园视域下的
长江商业文明创新表达研究

　

樊志宏　 赵煌　 张学标

　 　 摘　 要:商业文明是长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ꎬ也是人类文明从源起到演进的重要支撑ꎮ 探求长江

商业文明演进脉络ꎬ深入挖掘其价值内涵ꎬ持续推进长江商业文明的传承创新ꎬ对探求中华文明起源、挖

掘中华文明现代化起源本土内生力量、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重大历史现实意义ꎮ 武汉地区是长江

商业文明演进的主要区域和集中代表ꎮ 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ꎬ应通过打造以武汉地区为主要的长江商

业文明传承创新核心区、建设长江商业文明博物馆群、策划商业高峰论坛和商业文化主题游径等路径ꎬ突

出长江商业文明的创新表达ꎮ

关键词:长江商业文明ꎻ武汉ꎻ创新表达

商业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商业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ꎮ 挖掘好弘扬好商

业文化ꎬ对于保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ꎮ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了

传承弘扬商业文明的重要性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ꎬ习近平总书记在南通参观张謇生平展陈时强调ꎬ传承“张謇

精神”ꎬ不仅要借鉴他的成功哲学ꎬ更应常怀赤子之心ꎬ时刻将国家装在心中ꎬ将社会责任扛在肩上ꎮ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２９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调研日昇昌票号博物馆时强调ꎬ“要坚定文化自信ꎬ深入挖掘晋商文化

内涵ꎬ更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ꎬ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ꎮ 应通过加强主题展示和

打造主题游径等方式ꎬ加强商业文明的创新性表达利用ꎬ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ꎮ

　 　 一、商业文明在人类社会文明和现代化起源中的作用

商业文明是人类社会文明起源的重要源动力和引领力ꎮ 商业文明不仅是早期人类文明社会形态的

重要组成部分ꎬ而且还支撑着人类文明向前演进ꎬ并构成了早期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ꎬ对人类文明的进步

产生了重要的意义ꎮ
首先ꎬ从文明形态来看ꎬ早期商业文明是人类社会原生文明形态之一ꎮ 原始手工业是人类社会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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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形态之一ꎮ 早在旧石器时代ꎬ人类原始工业就已存在ꎬ主要有火石打磨ꎬ刮制骨头和象牙ꎬ以及兽皮

加工等ꎮ 产品的出现和增多ꎬ必然推动部落与部落之间产生交易ꎮ 如在法国中部洞穴中所发现的贝壳ꎬ
很有可能来自于地中海ꎮ 这些都说明“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商业关系的存在”ꎮ① 新石器时代后ꎬ商品交

换频繁和手工业日益专业化ꎮ 因此ꎬ在新石器时代ꎬ商业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ꎮ 在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

的红花套遗址一带ꎬ发现周围数百公里内的其他遗址中出土众多与石质相同、制法和类型相同的完整器

物ꎬ由此说明红花套的石器“实际是一种商业性的生产”ꎮ② 新石器时代的欧洲ꎬ虽然以游牧业为主ꎬ但也

兼有手工业、航海业、商业等ꎮ③ 这说明在人类社会早期ꎬ商业的诞生与人类社会发展息息相关ꎬ它不仅是

人类社会早期文明形态之一ꎬ也推动了社会文明的进步ꎮ
其次ꎬ商业功能是人类文明社会起源的重要支撑ꎮ 文字、青铜(矿冶)、城市是人类社会出现的三大主

要标志ꎬ而这三大文明标志的形成和发展均与商业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ꎮ 就文字的发明使用来看ꎬ文字

的早期应用之一就是用于商业交易记录ꎮ 早在公元前 ３２００ 年左右ꎬ世界上最早的文字是由两河流域的

苏美尔人发明的楔形文字ꎮ 楔形文字诞生之初就是服务于经济的ꎬ用来“统计牲畜、食物以及商品的数

量”ꎮ 除了楔形文字外ꎬ事实上ꎬ人类所有地区的文字“诞生之初都是为了服务于经济功能”ꎮ④ 文字的出

现不仅服务于商业ꎬ也通过记录的方式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ꎮ 从金属器的出现来看ꎬ也与早期商业密

不可分ꎮ 从公元前 ４０００ 年开始ꎬ人类社会先后进入青铜时代ꎮ 青铜时代的到来ꎬ金属冶炼制造、制陶等

手工业日益专业化ꎬ导致第二次社会大分工ꎮ 随后升级了商品生产和原始货币流通ꎮ 正因为如此ꎬ“金属

器时代开创了商业主义的新时代”ꎮ⑤ 城市的诞生也与商业密切相关ꎮ ５５００—６１００ 年以前ꎬ人类各地就

纷纷出现城市ꎮ 在新石器时代ꎬ农业生产促使了原始居民点形成ꎮ 而随着手工业、商业发展ꎬ居民点逐渐

扩大ꎬ形成了萌芽时期的城市ꎮ⑥

再次ꎬ商业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和关键支撑ꎮ 从空间治理格局来看ꎬ国家的都城或区域治理中心

城市大多布局在不同社会大分工经济区之间接壤的交通流动枢纽上ꎮ 这种布局有利于政府加强对商业

交易行为的管理ꎮ 从现实需要来看ꎬ官营商业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ꎮ 秦汉时期政府就实行盐铁专卖政

策ꎮ 宋元时期ꎬ政府对茶、酒、盐等商品实行专卖政策ꎬ并设置专门机构管理ꎮ 北宋时期ꎬ专卖制度已成为

政府主要收入的来源ꎮ 宋太宗时期ꎬ一年专卖收入高达 １１２３ 万 ３ 千余贯ꎮ⑦ 通过官营商业制度的设立ꎬ
政府不仅获得了大量的税收ꎬ也有效地调控了市场ꎬ从而更有效地保障了社会的稳定ꎮ

最后ꎬ商业文明是人类社会现代化起源的重要引领和支撑力量ꎮ 商业文明相对于农耕文明来说ꎬ更
易于促进劳动分工ꎬ有利于分工劳动者乃至整个社会增进和积累专业化技术知识ꎬ因而更易于内生出理

性精神和科技革命ꎮ 在人类早期的古文明中ꎬ古希腊文明因在商业文明、科学知识和民主政治等方面取

得不错的成就而较为特殊ꎮ 这些成就的取得正是“依赖于商业文明的发达ꎬ它导致人的个性解放ꎬ科学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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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ꎬ志扬译ꎬ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６３ꎬ第 １６６ 页ꎮ
严文明:«求索文明源:严文明自选集»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７ꎬ第 １０６ 页ꎮ
赵承楷:«考古文化»ꎬ文化艺术出版社ꎬ２００９ꎬ第 １４６ 页ꎮ
罗伯特赖特:«非零和博弈:人类命运的逻辑»ꎬ赖博译ꎬ新华出版社ꎬ２０１９ꎬ第 １１７ 页ꎮ
露西英格里斯:«天堂之奶:一部鸦片全球史»ꎬ徐海幈译ꎬ浙江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２２ꎬ第 １０ 页ꎮ
胡欣、邵秦、李夫珍编«中国经济地理»ꎬ立信会计出版社ꎬ１９８９ꎬ第 ２１６ 页ꎮ
张晋藩:«中国古代法律制度»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ꎬ１９９２ꎬ第 ５３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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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和知识发达ꎬ民主政治的发展”ꎮ① 在商业文明的持续作用下ꎬ特别是商业革命时期ꎬ欧洲西部的英国、
法国等地孕育出了创新型市场制度ꎬ如使用汇票用于商业交易提供贷款、保险市场兴起等ꎮ② 荷兰也出现

了合伙人公司和商人接受存款、支付利息等“一种新的公司形式及革命性的融资模式”ꎮ③ 这些具有现代

色彩的市场制度和企业制度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起源ꎮ 与之相对的中国封建社会时期ꎬ由于长

期推行重农抑商政策ꎬ导致了社会缺乏科学知识发展与积累的环境ꎬ因而科学技术难以实现发展ꎬ继而形

成了著名的“李约瑟之谜”ꎮ

　 　 二、长江与商业文明之间的关系

长江不仅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的重要区域ꎬ还是商业文明的主要源发地和勃兴地ꎮ 长江流域诞

生了中国最早的城市文明、最早的商业活动ꎮ 而处在长江和汉江交汇的武汉地区则又是长江商业文明的

重要源发地和主要枢纽ꎮ
江河是人类社会商业文明的主要孕育演进地区ꎮ 河流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ꎮ 河

流不仅为人类文明的繁衍提供了必需的水源和物资ꎬ还是迁移的主通道ꎬ同时催生出了统一的国家和集

权政权ꎬ影响了人类精神文明的创造ꎮ 同时ꎬ人类与河流之间产生的互动ꎬ塑造出了不同的文明形态ꎬ并
实现着文明的交流传播ꎮ④ 就商业文明而言ꎬ河流仍是人类商业文明演进的主要孕育区ꎮ 从作用功能和

空间来看ꎬ河流特别是通海的江河对人类商业文明的兴起和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ꎬ它是人类商业文明源

起和发展的主空间、路径、通道ꎮ 在人类文明的早期ꎬ水运相对于陆运来说具有较大的优势ꎮ 由于水的动

能能提供长距离的远途负重运输ꎬ因而水运较陆运具有更高的运输效率ꎮ 因此ꎬ江河支流、近海区域是早

期商业活动的主要空间ꎬ其中包括水运通道和码头节点等ꎮ 随着人类造船和水运技术及能力的逐步提

升ꎬ人类社会的商业活动逐渐扩展到大江大河的干流和外海区域ꎮ 为了提高商品物资的运输效能和加强

对区域的管理ꎬ人类还挖掘了诸如灵渠、大运河等人工运河来充分发挥水运优势ꎮ 由以上可以看出ꎬ商业

文明的发展是高度依赖于大江大河及其所流入的近海的ꎮ
长江是中华商业文明的主要源发地和勃兴地ꎮ 长江是商业文明的摇篮ꎮ 长江流域不仅诞生了中华

大地最早的城市ꎬ还是中华民族最早出现商业活动的区域之一ꎮ 距今 ６０００ 多年的湖南城头山古文化遗

址是中国已发现的历史最早、保存最完整、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址ꎬ是中国最早的城市ꎮ 遗址中出土的大量

陶温锅器物ꎬ说明了城头山地区饮酒之风盛行ꎮ 同时所生产的陶器被作为商品用来交换ꎬ“证明早期商品

贸易的出现”ꎮ⑤ 长江流域还诞生了早期的手工贸易ꎮ 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出土的距今 ２ 万年的早期陶

器ꎬ证明了长江流域是人类最早烧制陶器的地方之一ꎮ 而良渚城址中产生的门类众多ꎬ具有商品属性的

手工业ꎬ以至于有学者认为良渚文明是“长江流域从 ７０００ 年以降商品经济发展在史前时期创造的文明最

高水平”和“中国文明起源商品经济模式的集成代表”ꎮ⑥ 城市的出现和商贸的兴起ꎬ证实了长江流域是

９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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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文明的发祥地ꎮ
长江还是中华商业文明发展演变过程中的重要黄金水道ꎮ 在商业文明演进过程中ꎬ长江自始至终都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ꎮ 商代以盘龙城遗址为代表的区域反映出长江流域是“金道锡行”和物资转运的重要

航运通道ꎮ 鄂君启节见证了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发达的水陆贸易ꎮ 唐代出现的扬一益二等全国著名商业

城市则都集中在长江流域ꎮ 宋代ꎬ长江航运每年漕运粮食达到了 ６００ 万石以上ꎬ是运输的大动脉ꎮ 宣德

四年(公元 １４２９ 年)ꎬ朝廷在大远河与长江下游沿线的徐州、扬州等处设立 ７ 座钞关ꎬ向过往舟船征收ꎬ其
中有 ４ 个就位于长江流域ꎮ① 清代诞生的全国四大米市ꎬ全部位于长江沿线ꎮ 这些都说明了长江流域在

商业文明发展演变史中占有重要地位ꎮ
湖北及武汉地区自古以来就是长江商业文明的重要源发地和主要枢纽ꎮ 在我们的祖先还不具备足

够的造船和水运能力征服长江干流的文明早期ꎬ长江的支流就成为不同区域之间文明交流与贸易的主要

通道ꎮ 其中ꎬ汉江的独特地理方位ꎬ使得其在黄河和长江中上游区域演绎的中华文明早期多元一体化过

程中ꎬ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ꎬ甚至于有不少人认为汉江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ꎮ «山海经»中将汉水称为

四条“神泉”之一ꎮ 汉水在很早的时候就实现了开发利用ꎮ 早在夏朝时期ꎬ梁州地区的贡品就通过长江、
汉江运输到黄河流域ꎮ 千百年来ꎬ汉水都是连通南北的重要通道ꎮ 历代王朝为把各地贡赋运往京畿之

地ꎬ都将汉水航运治理作为国家水利建设的重要内容ꎮ 如汉武帝时期褒斜道漕运和唐代的江汉漕运等ꎮ
汉水还是“南船北马”水陆联运路线ꎮ 围绕汉水打造的商道推动了沿岸“商贾连樯ꎬ列肆殷盛ꎬ客至如林”
景象的出现ꎬ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连接欧亚世界的万里茶道ꎮ

正因为如此ꎬ汉水流域一直都是战争期间争夺的咽喉之地ꎮ 周昭王南巡、三国时期吴蜀之争、宋元战

争等都将汉水流域作为重点ꎮ 在兵商互动下ꎬ汉水文化形成了南北交融、多元共生的特色ꎬ成为中华文明

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湖北武汉地区位于汉水入江口ꎬ是汉水文明和长江文明的融汇之地ꎬ水运在推动武汉城市文明起源

和商业发展中发挥着独特作用ꎮ 早期的张西湾城址ꎬ商代的盘龙城ꎬ东汉时期的却月城和夏口城ꎬ唐宋时

期鄂州城的兴起和商业发展都与长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ꎮ 至明清时期ꎬ借助长江水运优势ꎬ汉口已成为

全国性的区域贸易中心城市和“与当时西方拥有的最大的城市一样大的城市”ꎮ② 因水运而兴的武汉商业

史成为长江商业文明发展演变过程中的重要代表和集中体现之一ꎮ
综上所述ꎬ汉水流域是长江商业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和主要形成区ꎬ湖北武汉地区又构成了汉水流域

商业文明的主要枢纽和重要节点ꎮ 探寻中华文明演进中的商业文明ꎬ必然要以长江流域为重点ꎬ必然离

不开现在的武汉地区ꎬ其中必然包括明之前的武昌(鄂州)、明清及之后的汉口(以汉正街为代表)ꎮ

　 　 三、长江商业文明的创新性传承表达路径

商业文明是长江文明的重要内涵ꎬ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是打造中华文化标识的重要举措ꎮ 沿江商

业城市应将创建长江商业文明传承弘扬创新区作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内容ꎬ深入挖掘区域商

业文明的历史资源和当代价值ꎬ加快推进商业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利用及创新性发展ꎬ为推动长江经济带

０２

①

②

罗传栋主编«长江航运史(古代部分)»ꎬ人民交通出版社ꎬ１９９１ꎬ第 ３８０ 页ꎮ
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１７９６—１８８９)»ꎬ江溶、鲁西奇译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６ꎬ第 ５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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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重要文脉支撑ꎮ
一是打造长江商业文明核心展示区ꎮ 以汉正街为代表的武汉地区是长江商业文明的集中代表之一ꎬ

其区域内的商业文化遗迹遗存带类型丰富、可塑性强ꎬ是打造长江商业文明核心主题展示区的理想场所ꎮ
按照国家文化公园主体功能区建设要求ꎬ可选址武汉汉正街核心区域ꎬ建设长江商业文明博物馆及相关

配套设施ꎬ形成长江商业文明的自然景观和人文遗存遗迹景观的集聚聚落区ꎬ通过营造原真性、完整性保

护场景和沉浸式体验ꎬ形成中华商业文明探源、文物活化利用和文明交流互鉴的开放场所ꎮ
二是建设长江商业文明博物馆群ꎮ 长江流域城市的商业文化内涵和历史遗迹遗存各不相同ꎬ应按照

整体性和差异化思路ꎬ加强长江流域商业文明展示空间的整体布局和谋划ꎬ突出不同城市的商业文化特

质和交流互动关系ꎮ 结合沿江流域商业城市的商业资源禀赋和现有文博资源ꎬ可重点以上海、重庆、武
汉、南京、苏州、南通、杭州、景德镇等城市为代表ꎬ在长江上中下游等不同区域合理布局唐宋商业、近代工

商业、长江商帮、长江航运等类型各异的的商业主题博物馆ꎬ构建以武汉长江商业文明博物馆为主体、联
动沿江重要商业城市的特色商业主题博物馆ꎬ形成长江商业文明博物馆群落ꎮ

三是策划举办长江商业高峰论坛ꎮ 商业文明的兴起、发展与不同流域间文明的交流密不可分ꎬ应借

助共同探讨商业文明主题为契机ꎬ策划举办长江商业高峰论坛ꎮ 论坛可定期举办一届ꎬ汇聚知名专家学

者、全球商业精英ꎬ共话长江商业文明传承弘扬ꎬ共谋长江商业创新发展ꎬ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搭建一

个文明交流互鉴、合作发展共赢的平台ꎮ
四是打造中国长江商业文化主题游径ꎮ 文化主题游径是打造文化遗产旅游线路的一种方式ꎬ对于文

化资源保护利用、推动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ꎮ ２０２３ 年ꎬ国家文物局、文化和旅游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等部委就专门部署开展中国文物主题游径建设工作ꎮ 长江流域作为商业文明发生演进的

主通道ꎬ沿江商业文化遗存遗迹丰富ꎬ呈线性分布特征明显ꎬ具备打造中国长江商业文化主题游径的现实

基础条件ꎮ 可以以武汉汉正街为起点和核心ꎬ依托古商道、古码头、古商贾和古商业事件ꎬ重点打造长江

中游青铜商路文化线路、万里茶道文化线路、近代工商业文化线路ꎬ连通长江上游茶马古道文化线路和长

江下游明清江南古商道文化线路ꎬ以及长江流域商贸航运文化线路ꎬ立体展示长江流域商业文明脉络ꎬ构
建起长江商业文化主题游径网络ꎬ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游径的建设标准体系ꎮ

本文为第三届长江文化学术研讨会入选论文ꎮ

作者简介:
樊志宏ꎬ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ꎬ研究方向为城市经济、长江文化ꎮ
赵煌ꎬ武汉市社会科学院文化与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ꎬ研究方向为城市史、文化史ꎮ
张学标ꎬ湖北省艺术研究院研究员ꎬ研究方向为媒介社会学、大众媒体与政治、媒介文化、传播与社会

理论、艺术史、长江文化等ꎮ

(责任编校:张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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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以来长江江豚保护
的进展、困难与对策

　 　

周硕　 寇垠　 梅志刚　 范飞　 邓晓君　 王克雄　 郝玉江　 郑劲松　 王丁

　 　 摘　 要:新时代以来ꎬ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ꎬ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全局性变化ꎬ标
志性事件就是衡量长江水生态健康的晴雨表、检验长江大保护战略成效风向标的中国特有、长江仅存的

淡水鲸豚———长江江豚实现种群数量的历史性止跌回升ꎮ 本文拟对新时代以来长江江豚保护工作进行

总结ꎬ分析长江江豚保护的进展、困难及成因ꎬ提出下一步完善保护工作的相关建议ꎮ
关键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ꎻ长江江豚ꎻ长江大保护

新时代以来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长江生态环境保护ꎮ 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重

庆、武汉、南京、南昌发表系列重要讲话ꎬ强调长江经济带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方针ꎬ要从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出发ꎬ着眼中华民族永续发展ꎬ把长江生态修复放在首位ꎬ探索出一条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新路子ꎮ 这一系列重要论述精神为长江生态保护与长江经济带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ꎮ
长江流域的生物多样性丰富ꎬ其中大型哺乳动物长江江豚(以下简称“江豚”)是长江水生态系统中的

顶级物种ꎬ是中国特有、长江仅存的淡水鲸豚(白鱀豚已经功能性灭绝)ꎬ２０１３ 年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ＩＵ￣
ＣＮ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列为“极度濒危”物种ꎬ①２０２１ 年被调整为国家一级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ꎮ②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ꎬ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全局性变化ꎬ江豚种群数

量实现历史性的止跌回升ꎮ 据农业农村部 ２０２２ 年全流域江豚生态科学考察结果ꎬ江豚种群数量为 １２４９
头ꎬ其中长江干流约 ５９５ 头、鄱阳湖约 ４９２ 头、洞庭湖约 １６２ 头ꎬ实现了有监测记录以来的种群数量首次止

跌回升(２０１７ 年为 １０１２ 头)ꎮ 江豚对水环境要求较高ꎬ处在整个长江水生动物食物链的顶端ꎬ江豚的生存

状况是长江生态环境质量的“显示器”ꎮ③ 可以说ꎬ长江的水生态保护修复怎么样ꎬ江豚的数量说了算ꎮ 江

２２

①

②

③

Ｗａｎｇ Ｄｉｎｇꎬ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ꎬ ｔｈｒｅａ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ｆｉｎｌｅｓｓ ｐｏｒｐｏｉｓｅꎬ”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ｎｏ １(２０１３):４６－５５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农业农村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１ 日修订)ꎬ«野生动物学报»２０２１ 年 ２ 期ꎮ
李思辉、孙慧:«长江江豚极度濒危状况仍未改变»ꎬ«中国科学报»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３ 日第 １ 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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豚已成为衡量长江水生态健康的晴雨表、检验长江大保护战略及禁渔成效的风向标ꎬ是向世界展示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和长江文明的重要符号和叙事载体ꎮ 本文在文献分析、专家访谈、实地调研基础上ꎬ结合

日常工作实践梳理了新时代以来江豚保护工作取得的进展与挑战ꎬ提出未来江豚保护工作的建议ꎮ

　 　 一、新时代以来江豚保护的主要进展

　 　 (一)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高度重视ꎬ出台系列江豚保护政策法规

中央政府建立健全保护政策法规ꎮ 一是调整江豚的保护级别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ꎬ农业部(现农业农村部)
要求按照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保护要求ꎬ对江豚实施最严格的保护和管理措施ꎮ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ꎬ
新修订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将江豚由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调整为国家一级ꎮ 二是健全抢

救性保护机制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ꎬ农业部 (现农业农村部) 颁布实施 «长江江豚拯救行动计划 (２０１６—
２０２５)»ꎬ明确未来十年全面推进和加强长江及两湖生态环境修复及物种资源恢复ꎮ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ꎬ«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加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实施抢救性保护行动ꎬ强调江豚栖息地保护ꎮ 三是

健全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体系ꎮ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ꎬ农业农村部发布“长江十年禁渔计划”ꎬ旨在恢复长江生态ꎬ为
江豚提供更好的生存环境ꎮ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ꎬ中国首部流域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实施ꎬ强调

严守长江生态保护红线ꎮ ２０２１ 年ꎬ«长江生物多样性保护实施方案(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发布ꎬ为长江流域生物

多样性保护提供了政策依据ꎮ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修订ꎬ提出强化

江豚等水生动物栖息地保护和生态修复ꎮ 四是积极推动江豚科学考察ꎮ 在 ２００６ 年、２０１２ 年、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２２ 年分别进行了 ４ 次全流域的科学考察ꎮ 五是将江豚纳入长江流域水生态环境考核指标ꎮ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２９ 日ꎬ生态环境部等部门联合印发«长江流域水生态考核指标评分细则(试行)»ꎬ考核包括鱼类物种

数、重点保护水生生物数量、水源涵养区生态系统质量等多项指标ꎬ其中江豚被作为单独一项指标纳入考

核体系ꎮ 国家政策法规和重大战略的出台ꎬ展示出党中央、国务院对江豚保护的高度重视和坚定信心ꎬ强
化了各级政府、各类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实施江豚保护的理念和动力ꎮ

长江流域各级政府积极制定地方性法规政策和保护政策ꎮ ２０２０ 年ꎬ湖北武汉发布«武汉市推进长江

江豚重返武汉城区江段工作实施方案»ꎬ提出江豚保护的“十大举措”ꎮ ２０２１ 年ꎬ江西九江提出«关于加强

长江江豚保护工作的意见»ꎮ ２０２１ 年ꎬ安徽省人大常委会批准了«安庆市长江江豚保护条例»ꎬ成为全国

首部保护长江江豚的地方性法规ꎮ 江苏南京、镇江和安徽马鞍山三市所辖江段汇集约 １００ 头江豚ꎬ占长

江干流江豚数量的 ２２％ ꎮ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ꎬ这三个市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长江江豚保护的决定»ꎬ是中国首

次对单一物种流域性协同立法的尝试ꎬ将保护范围从自然保护区的“点”延伸到长江流域的“面”ꎬ明确以

协同立法形式健全上下游、左右岸跨地区跨部门协同保护制度ꎬ强调对江豚的全生命周期保护ꎮ①

　 　 (二)以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为基础平台ꎬ健全江豚科学保护网络

针对长江豚类保护危机ꎬ水生所统筹研究与保护工作ꎬ１９８６ 年提出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和人工繁育研究

３２

① 金歆:«区域协同立法 共护绿水青山»ꎬ«人民日报»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６ 日第 １８ 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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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长江豚类三大保护措施ꎬ①并持续推动健全江豚科学保护网络ꎮ 现已建立和发展 ８ 个就地保护区、３ 个自

然迁地保护种群、一个半自然迁地保护种群和 １ 个人工繁育研究基地ꎬ全面保护江豚栖息地和生存环境ꎮ
在就地保护方面ꎬ在长江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已建立 ８ 个就地保护区ꎮ 依次为湖北长江天鹅洲白

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１９９２ 年)、湖北长江新螺段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１９９２ 年)、岳阳东洞庭湖江

豚自然保护区(１９９６ 年)、铜陵淡水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２０００ 年)、镇江长江豚类省级自然保护区(２００３
年)、鄱阳湖长江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２００４ 年)、安徽安庆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２００７ 年)和南京长江江

豚省级自然保护区(２０１４ 年)ꎮ② 这些保护区在科研监测、执法管理、科普宣教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ꎮ
在迁地保护方面ꎬ于湖北和安徽共建立 ３ 个自然迁地保护群体和一个半自然迁地保护群体ꎮ １９９０

年ꎬ湖北石首天鹅洲故道被选为迁地保护区ꎬ５ 头江豚被迁入天鹅洲故道开始迁地保护的新尝试ꎮ 科学家

们在 １９９２ 年成功监测到故道内的江豚实现了自然繁殖ꎮ ２０２１ 年ꎬ监测发现天鹅洲故道的江豚种群数量

已增至 １０１ 头ꎮ③ 此外ꎬ在监利何王庙 /华容集成垸和安庆西江也建立了自然迁地保护区ꎮ 这些迁地保护

区为江豚提供一个互相支撑的初步保种网络ꎮ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ꎬ湖北新螺段保护区和天鹅洲保护区成

功野化放归四头迁地保护的江豚到长江干流ꎬ标志着江豚保护进入新的征程ꎬ实现了江豚保护技术体系

关键技术的闭环ꎮ
在人工繁育方面ꎬ水生所于 １９９６ 年启动江豚人工繁育研究ꎻ２００５ 年ꎬ世界上第一头在人工环境中成

功繁育的江豚在白鱀豚馆顺利降生ꎬ江豚的人工繁育工作取得里程碑式突破ꎻ２０２０ 年成功实现第二代江

豚的人工繁育ꎮ 截至目前ꎬ已在人工环境下成功繁育两头二代江豚ꎮ 在江豚人工繁育技术研究与成功实践

中ꎬ江豚的繁殖生物学、发育生物学、行为学、营养学等得以发展ꎬ为江豚保护提供了更加系统的科学支撑ꎮ
此外ꎬ在农业农村部主持下ꎬ我国连续开展了四次长江流域豚类科学考察ꎬ对江豚种群进行及时有效

的评估ꎮ 基于 ２０２２ 年的考察ꎬ科研人员编写了«２０２２ 年长江江豚科学考察总结报告»ꎬ提供了江豚数量、
分布、生态需求等关键信息ꎬ为制定和调整江豚保护策略提供了科学依据ꎮ

　 　 (三)深入实施科技赋能生态保护策略ꎬ已建成江豚智慧监测监管平台

数字化时代ꎬ要实现江豚保护的“数智化”ꎬ必须不断探索前沿科技ꎬ搭建数智化平台ꎬ使江豚保护成为落

实数字中国战略中生态保护数智化的重要载体ꎮ ２０２２ 年ꎬ在第四次江豚全流域生态科学考察中ꎬ科研团队首

次引入影像辅助系统监测、无人机航拍、声场监测等科技手段ꎬ提高江豚种群监测的准确性ꎬ更好地监测江豚

数量、分布特征、行为习性、迁移规律和栖息地偏好等ꎬ更全面地掌握通航船舶、过江通道、港口码头、洲滩开

发等人类活动对江豚生存的扰动影响ꎬ从而更及时地采取相应的保护修复措施ꎮ ２０２３ 年ꎬ我国首个江豚声影

像智慧监测平台投入使用ꎬ能实时识别江豚声呐信号ꎬ估算动物个体数量和方位ꎬ分辨动物巡游和捕食行为ꎬ
能协同摄像头和无人机等实时抓拍水面活动影像ꎬ监测航运水下噪声并发出预警ꎬ实现 ２４ 小时实时监测和

预警ꎬ为江豚物种保护、科学监测及栖息地高效管理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ꎮ

４２

①

②

③

郝玉江、王克雄、韩家波:«中国海兽研究概述»ꎬ«兽类学报»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ꎮ
尹登花:«基于血液转录组和补体基因家族分析的长江江豚免疫适应性研究»ꎬ博士学位论文ꎬ上海海洋大学ꎬ２０２２ꎬ第
４—５ 页ꎮ
陈永生、赵辉、徐春永:«这里是世界首个鲸类迁地保护区»ꎬ«中国绿色时报»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第 ２ 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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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创新打造江豚特色品牌活动ꎬ营造全民参与长江大保护的氛围

江豚保护需要全社会参与ꎬ通过创新打造各类江豚特色品牌活动ꎬ成功带动全社会广泛参与“江豚保

护”和“长江大保护”行动ꎬ以下为江豚特色品牌活动:
“为江豚奔跑”活动ꎮ 江豚保护社会化参与的重要里程碑可以追溯到 ２０１３ 年ꎬ由武汉白鱀豚保护基金会

(ＷＢＣＦ)、世界自然基金会(ＷＷＦ)发起ꎬ得到湖北省黄石东贝机电集团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热心赞助的“生命

长江———为江豚奔跑”活动ꎬ至今已开展 １０ 届ꎮ 这一活动沿长江顺流而下ꎬ关注江豚主要栖息地和经常出没

的江段ꎬ通过志愿者接力的方式ꎬ途径 ６ 个省、１５ 个城市、７ 个豚类保护区ꎬ总距离达 ３８００ 多公里ꎬ有超过

４０００ 名志愿者自发参与ꎮ 这项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对江豚保护的广泛宣传ꎬ同时也开启了江豚保护的

社会化参与ꎮ
“长江江豚拯救联盟”ꎮ 在“长江大保护”战略提出后ꎬ江豚保护相关社会组织出现井喷式发展ꎬ至今

已有 ３０ 余家江豚保护社会组织成立ꎬ关注和参与江豚保护的国内外社会组织 ６７ 家、企业 ２００ 多家ꎮ ２０１７
年ꎬ在农业农村部的支持下ꎬ全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分会发起了“长江江豚拯救联盟”ꎬ首批联盟成员单位

由 ６０ 多家政府部门、科研机构、高校、企业和国内外社会组织组成ꎮ
“守护江豚示范学校”ꎮ ２０１７ 年ꎬ武汉白鱀豚保护基金会联合长江流域渔业资源管理委员会办公室ꎬ

共同发起长江全流域征集“守护江豚示范学校”ꎬ旨在向小学生传播江豚保护知识ꎬ为长江生态保护培养

后备力量ꎬ通过小手牵大手ꎬ带动全社会广泛参与江豚保护ꎮ 自 ２０１７ 年第一所守护江豚示范学校在武汉

大兴路小学挂牌成立以来ꎬ已建成 １０ 所江豚学校ꎮ
“全民爱豚月”ꎮ 武汉白鱀豚保护基金会与水生所发起了“全民爱豚月”活动ꎬ期间会联合社会各界开

展多种形式科普宣教活动ꎬ现已成为江豚保护和长江生态文化传播的知名品牌ꎮ
“渔民协助巡护”ꎮ ２０１７ 年中央提出“率先在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实现全面禁捕”的决策后ꎬ在农业

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支持下ꎬ湖北省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启动“渔民协助巡护”公益项目ꎬ开
启“渔民转业转型”的创新发展之路ꎬ协助退捕上岸的渔民转产转业成为协助巡护员ꎬ协助渔政部门打击非法

捕捞、宣传政策法规、开展水生生物保护和安全应急救助等行动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ꎬ«关于推动建立长江流域渔

政协助巡护队伍的意见»发布ꎬ明确通过政府财政支持建立 ８４６ 支协助巡护队ꎬ共 ２ ５ 万余名队员ꎮ
“江豚随手拍”ꎮ 越来越多网友喜欢将随手拍到的江豚影像上传至社交平台的“江豚随手拍”活动ꎬ其

在持续传播江豚热点事件、引发全民关注、普及江豚和长江大保护知识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传播作用ꎬ吸引

着越来越多摄影爱好者和江豚爱好者的积极参与ꎬ也成为沿江城市打造江豚文旅名片的重要载体ꎬ如打

造江豚雕塑艺术、江豚主题公园等ꎮ

　 　 (五)挖掘江豚保护的国家文化传播内涵ꎬ推动长江江豚保护故事走向世界

为传播生态保护中国声音ꎬ向世界展示中国长江大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中国方案ꎬ水生所联合武汉

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新华社、长江日报等各界力量ꎬ挖掘江豚保护的文化内涵和生动故事ꎬ推动江豚保

护故事走向世界ꎮ ２０２１ 年ꎬ«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ꎬ江豚作为我国生物多样性的典型代

表ꎬ出现在组委会和新华社发布的主题海报上ꎮ ２０２２ 年ꎬ«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上ꎬ江豚以多种形

式出现在组委会发布的主题海报上ꎬ同时在“共建生命长江ꎬ传承大河文明”主题边会上ꎬ专家院士对江豚在

内的长江生物多样性保护开展专题研讨ꎮ 这些国际性的活动和展示为江豚赢得了更广泛的国际认可和关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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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ꎮ 江豚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代表性物种ꎬ在国际舞台上的亮相有助于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ꎬ并为长江

及其生态环境的保护争取更多的支持ꎮ ２０２２ 年ꎬ在德国北威州“中国节”上ꎬ４００ 只武汉江豚公仔成为武汉生

态文明建设的新晋代言人ꎬ受到当地市民和小朋友的喜爱ꎬ并进行了江豚相关的交流互动ꎮ

　 　 (六)顺应数字传播新趋势ꎬ将江豚打造为长江大保护战略“流量明星”

数字化传播时代ꎬ建立江豚数字化传播体系对江豚保护高质量发展十分重要ꎮ ２０２２ 年７ 月５ 日１７ 时ꎬ白鱀

豚馆与新华社合作ꎬ开展科普公益行动“见证长江江豚分娩”全网直播活动ꎬ吸引 ２ ２ 亿网民共同见证“江豚添

丁”的喜悦瞬间ꎬ让更多人了解到长江生态保护与江豚生存的关系ꎬ更加深入全面认识新时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内涵ꎬ更坚定地践行生态保护理念ꎮ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ꎬ中央电视台组织全球范围内的第二代江豚“ＹＹｃ”征名活

动ꎬ新闻点击率超过 １ 亿次ꎬ形成了矩阵式媒体传播机制ꎮ 这些活动使江豚形象更加深入人心ꎬ让江豚成为长江

大保护战略的“流量明星”ꎮ 在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和各国家平台的长期深入报道和直

播传播下ꎬ长江江豚已成为引发全民参与长江大保护的网红流量担当和符号象征ꎬ成为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
兴文化、展形象的重要文化载体ꎬ为长江大保护战略深入实施注入了更多鲜活元素ꎬ为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提供了

更多新的契机ꎮ

　 　 二、面临的主要挑战

　 　 (一)江豚种群斑块化分布的趋势短期内难以实现自然逆转

«２０２２ 年长江江豚生态科学考察总结报告»显示ꎬ江豚主要分布于宜昌至南京大桥以上江段ꎮ 江豚分

布模式与之前的三次考察相比并未发生显著变化ꎬ主要集中分布在荆江门、黄石戴家洲、湖口至安庆、芜
湖黑沙洲、南京保护区水域和扬州三江营水域ꎮ 随着长江航运和岸线开发活动的持续开展ꎬ岸线河漫滩

的面积可能进一步缩减ꎬ同时质量存在恶化的风险ꎬ使得江豚种群斑块化分布的趋势在短期内难以实现

自然逆转ꎮ 当前江豚种群数量实现了有监测记录以来的首次止跌回升ꎬ但是江豚种群数量不足 １３００ 头ꎬ
其极其濒危的现状并未改变ꎬ保护形式依旧严峻ꎮ

　 　 (二)长江航运对江豚保护造成的严峻挑战仍待科学应对

随着“十年禁渔”政策持续推进ꎬ江豚饵料资源问题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ꎬ但长江航运的快速发展

及其产生的水下噪声对江豚栖息地和生存构成的威胁日益严峻ꎮ 这导致江豚分布呈现进一步“片段化”ꎬ
对江豚种群有效恢复会造成不利影响ꎮ 另一方面ꎬ繁忙的航运带来大量水下噪声ꎬ干扰到江豚的导航、沟
通和觅食ꎬ影响江豚的免疫和生殖系统ꎬ导致其对近岸栖息地的利用减少ꎬ不利于江豚种群的有效恢复和

栖息地质量持续提升ꎮ

　 　 (三)江豚保护科研攻关面临的资金和专业人员短缺问题仍然存在

截至 ２０２３ 年底ꎬ江豚智慧监测平台在长江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等江豚重要栖息地布设了近 ４０ 个声

影像监测点ꎮ 然而ꎬ由于设备费用高、维护成本昂贵、现有科研经费有限ꎬ导致监测点布局无法完成对江

豚分布区的全覆盖ꎬ该系统尚未完全实现对全流域江豚的数字化监测和预警ꎮ 在江豚保护科研领域ꎬ仍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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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主要依托于中国科学院和农业农村部科研单位ꎬ高等院校尚未开展江豚保护相关本科教育ꎬ导致江豚

保护领域人才主要来自于动物学、水产养殖学、生态学、生物学等相关专业ꎬ亟待完善人才供给体系ꎮ

　 　 (四)江豚数字化保护基础科学和应用技术研发体系仍需健全

数字技术赋能生物保护处于发展初期ꎮ 从已有公开信息看ꎬ陆生生物大熊猫的数字化保护启动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ꎬ四川大熊猫数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签署战略协议ꎬ双方围绕熊

猫基地安全、保护、发展三方面深入合作ꎬ运用云平台、大数据、５Ｇ 网络、ＡＩ 算法等数字技术ꎬ实现熊猫谷

景区一脑统筹、一网监控、一屏可视、一体产研、一机畅游的数字化管理效果ꎮ 大熊猫数字化保护核心在

于数字化监测技术的应用ꎬ路径是依托合作企业技术资源平台ꎬ构建以森林草原数字化监测保护技术平

台为基础架构的数字化监测预警体系ꎮ 考虑到长江江豚活动的范围空间大尺度、水下环境高度复杂ꎬ江
豚数字化保护所需的技术条件、设备要求、数据采集精度等要求会更高ꎮ 虽然目前已突破江豚实时声影

像数字化监测的难题ꎬ但江豚保护其他领域的自主技术创新能力仍比较薄弱ꎬ江豚人工繁殖的关键技术

尚未形成体系化的知识谱系ꎬ江豚数字化保护相关核心技术研发存在巨大挑战ꎮ

　 　 (五)跨区域跨部门的江豚保护协同联动工作机制仍待建立健全

江豚保护涉及长江食物网恢复、江豚栖息地自然保护等各个方面的专业内容ꎬ牵涉到农业农村、林
草、水利、交通、生态环境、保护区等多层级多门类的业务部门ꎬ江豚保护行动本身与相关部门的主业存在

一定的博弈均衡关系ꎬ如江豚基础信息尚未完全实现全流域共享ꎮ 当前ꎬ长江沿岸已建立 １０ 处长江豚类

自然保护区和迁地保护保护区(基地)ꎬ并完成湘、鄂、赣、皖的江豚迁地保护工程ꎮ 但由于江豚保护在行

政管理上的归口不一ꎬ尚未真正实现长江流域江豚科学监测及栖息地环境管理信息的有效开发和共享ꎬ
存在各自为政、封锁闭塞现象ꎬ导致江豚保护出现信息孤岛、呈现数据碎片化ꎮ

　 　 (六)江豚保护科普教育、文创开发和国际传播的体系化建设有待加强

江豚保护科普教育和文创产品开发处于零散状态ꎮ 尽管江豚是长江中几乎唯一幸存的大型动物ꎬ但
由于其长期生活在水中ꎬ普通公众难以直接接触和观察ꎬ也缺少能体验的文创产品或服务来系统认识江

豚及其在长江生态中的作用和保护紧迫性ꎮ 江豚保护相关新闻传播信息也分散在不同媒体或组织ꎬ相关

媒体传播缺乏统一渠道和口径ꎬ难以实现专业化、系统化和常态化ꎮ 江豚保护科普教育主要是举办各种

零散的讲座、展览等简单活动ꎬ尚未建立专业系统的科普教育服务体系ꎬ自然教育课程不够完善、形式也

不够新颖、内容也不够新潮ꎬ限制了科普教育的吸引力和效果ꎮ 此外ꎬ江豚保护相关国际传播体系尚不健

全ꎬ除专业学术会议和论坛外ꎬ缺少国内外喜闻乐见的民间交流传播机制ꎮ

　 　 三、江豚保护相关建议

　 　 (一)建立健全多方联动协调保护机制

江豚保护涉及长江沿线多个省市ꎬ必须建立健全多方联动协调机制ꎬ才能确保江豚保护展现新气象ꎮ
要从国家层面建立农业农村部与相关部门及流域地方政府之间的协调的联动机制ꎬ统筹协调涉水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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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政、林草、海事、航道、交通、公安等)ꎬ从整体上综合规划和实施长江水生环境的保护和恢复工程ꎬ制定

江豚核心分布区域限航、限速、降噪等相关规定ꎬ统筹解决物种保护、栖息地保护及地方发展之间的矛盾ꎬ
降低水下噪声及船舶航行对江豚可能产生的致伤致死风险等ꎬ规划江豚的生命通道ꎮ 持续开展对江豚的

科学监测和研究ꎬ适时地评估相关措施效果ꎬ针对性地调整管理方案ꎮ 健全江豚保护相关工作任务的部

门责任分工制度ꎬ特别是明确省市级业务主管部门的工作任务ꎬ充分调动不同部门推进相关政策的积极

性ꎮ 要推动建立江豚保护流域性的保护平台ꎬ建立联合沟通协调机制ꎮ

　 　 (二)在武汉建设国家级的江豚研究保护平台

建议在武汉建设“江豚科研与保护中心”ꎬ统筹江豚保护科研资源ꎬ完善江豚保护跨区域资源的整合、
共享机制ꎮ 武汉有长期开展长江豚类保护工作的国家级科研机构———水生所ꎬ其是全国最具影响力、积
累最丰富、学科最完整的长江豚类科研机构ꎬ其 ４５ 年来从未间断对长江豚类的研究和保护ꎬ经历了 ４ 代研

究人员的科研和保护的文化传承ꎬ具有国家和地方共同投资建设的国内首个江豚人工饲养和繁育群体及

综合保护技术研究平台———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白鱀豚馆ꎮ 此外ꎬ武汉所在的湖北省拥有多个长

江豚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ꎬ距离洞庭湖、鄱阳湖等其他主要省级及以上自然保护区比较近ꎬ基本覆盖全国

８０％的自然江豚种群ꎻ相关高校科研院所规模和实力强ꎬ高科技企业等合作资源也丰富ꎮ

　 　 (三)提升江豚科研与保护队伍的能力

目前从事江豚保护的科研人才有限ꎬ亟需壮大科研队伍ꎮ 建议由农业农村部和中国科学院等牵头建

立技术科研组ꎬ通过技术创新和协同机制ꎬ形成保护研究的合力、整体提升科学研究水平ꎻ提供保护研究

的资金保障ꎬ设立江豚保护专项基金ꎬ增强硬件设施的运维能力ꎬ加大科研团队的基础性扶持力度ꎬ提升

综合科研实力ꎻ积极引导开展江豚保护技术联合攻关工作ꎬ突破江豚保护的技术瓶颈ꎬ培育高水平江豚保

护科学家ꎻ建立稳定的江豚监测队伍ꎬ推动沿江六省市建立健全稳定的江豚监测队伍ꎻ完善科学管护巡护

的队伍体系ꎬ加强江豚巡护队伍建设ꎮ

　 　 (四)完善江豚保护科技支撑体系

推动江豚保护的基础科学研究和技术研究ꎮ 推动江豚保护的技术创新ꎬ通过对物种演化、声呐特征、生
态适应、遗传多样性和濒危机理等基础科学的深入研究ꎬ不断夯实江豚保护的基础科学理论ꎮ 加强 ５Ｇ、声呐

定位、声纹、大数据、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等技术在江豚保护中的落地应用研究ꎬ充分吸收国内外相关领域科

技前沿应用技术ꎬ结合长江和江豚特性ꎬ研发江豚保护新技术ꎬ实现对江豚全天候、全流域的即时监测ꎮ 鼓励

将新技术成果应用于江豚保护之中ꎬ积极开展江豚及其水生生物的个体识别、动态预测、环境评估及管理规

划的应用研究ꎮ 并推动江豚保护线上线下交互体验技术发展ꎬ实现江豚保护与科普的交互展示ꎮ

　 　 (五)打造江豚国际交流传播体系

江豚种群在多年实践保护后实现历史性止跌回升ꎬ社会力量在其中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ꎬ为世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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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濒危鲸类保护探索了一套“中国经验”ꎮ 要参考大熊猫的保护经验ꎬ建立健全长江江豚的对外传播体

系ꎮ 大熊猫是中国对外交流的标志性陆生动物吉祥物ꎬ江豚要作为国家对外交流的水生动物吉祥物ꎬ必
须研究二者在对外交流中的生物性、文化性、传播性等的共性与个性ꎬ明确江豚在对外文化交流合作中的

功能定位和活动边界ꎬ找到江豚在展现中国国家形象时的独特叙事焦点ꎬ理清江豚对外交流传播场景、形
式和目的等ꎬ让江豚走出一条差异化、国际化外交之路ꎮ 要重视发挥社会组织在江豚保护对外交流传播

中的特殊作用ꎬ加强与国内外社会团体及民间力量的交流合作ꎬ建立江豚对外民间交流合作的活动项目

库ꎬ开展丰富多样的民间外交活动ꎮ

　 　 (六)推动江豚保护与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

挖掘江豚文化、社会和经济价值ꎮ 推动长江沿岸城市在城市空间布局各类江豚主题雕塑、江豚创意

公园、江豚文创空间等ꎻ引导社会各界开展江豚特色文创活动ꎬ如开发江豚文创产品ꎬ举办江豚文化节、江
豚马拉松等ꎬ让江豚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走进群众日常生活ꎬ持续扩大江豚的影响力ꎻ孵化培育江

豚特色产业ꎬ推动涌现更多反映生态江豚、科技江豚、人文江豚、旅游江豚的特色产品或服务ꎻ推动长江沿

岸城市将江豚纳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ꎬ发展江豚特色文化和旅游项目ꎬ打造长江江豚主题特色文旅

线路ꎮ 以此ꎬ将江豚保护融入长江经济带发展整体战略布局ꎬ实现绿色协调均衡的高质量发展ꎮ

本文为第三届长江文化学术研讨会入选论文ꎮ

作者简介:
周硕ꎬ 法学硕士ꎬ任职于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武汉白鱀豚保护基金会ꎬ主要从事长江生态及

鲸豚保护的科普宣教ꎮ
寇垠ꎬ 经济学博士ꎬ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教授ꎬ主要从事文化创意产业研究ꎮ
梅志刚ꎬ水生生物学博士ꎬ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ꎬ武汉白鱀豚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ꎬ

研究方向为长江江豚种群生态学ꎮ
范飞ꎬ遗传学硕士ꎬ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学术秘书ꎬ研究方向为保护遗传学ꎮ
邓晓君ꎬ动物学硕士ꎬ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武汉白鱀豚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ꎬ主要从事长江

生态及鲸豚保护的科普宣教ꎮ
王克雄ꎬ水生生物学博士ꎬ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二级研究员、武汉白鱀豚保护基金会秘书长ꎬ

研究方向为水生哺乳动物生物声学、行为生态学ꎮ
郝玉江ꎬ水生生物学博士ꎬ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武汉白鱀豚保护基金会常务副秘书

长ꎬ研究方向为长江豚类及其他小型鲸类动物的生理学及保护生物学ꎮ
郑劲松ꎬ水生生物学博士ꎬ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ꎬ研究方向为保护遗传学ꎮ
王丁ꎬ 水生生物学博士ꎬ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二级研究员ꎬ武汉白鱀豚保护基金会理事长ꎬ研

究方向为鲸类保护生物学ꎮ

(责任编校:樊厚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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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水利文化在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中的展示研究

　 　

韩诗

　 　 摘　 要:长江水利文化作为长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对长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

用ꎮ 我国历史上对于长江的治理、开发、利用ꎬ决定了长江流域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历程ꎬ为中华文明

的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ꎮ 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中ꎬ长江水利文化应当成为重要建

设内容、重要文化标识ꎮ 本文针对长江文化缺乏深入研究阐释和时代弘扬这个突出问题ꎬ通过对长江文

化的核心内容———长江水利文化进行探讨ꎬ让长江水利文化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中得到进一步呈现和展

示ꎬ助力长江文化弘扬ꎮ

关键词:长江文化ꎻ长江水利文化ꎻ长江国家文化公园ꎻ文化遗产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ꎬ是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ꎬ它纵贯 ６３００ 多公里ꎬ形成了羌藏、巴蜀、滇黔、

荆楚、湖湘、赣皖、吴越七大文化片区特色彰显、相互促进的文化发展格局ꎬ生动诠释出中华文明的连续

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ꎬ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ꎮ

近年来ꎬ关于长江文化的概念和内涵ꎬ学界一直有讨论和界说ꎬ也不断在完善和丰富ꎮ ２０２１ 年底ꎬ长

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式启动ꎮ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这一概念涵盖“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四个关键词ꎬ

同时又是“长江”与“国家文化公园”两个实践主体的有机结合ꎮ “长江”是“国家文化公园”的具体承载与

实践场所ꎬ“国家”是“文化公园”的基本框架ꎬ“文化”是“公园”的特征属性ꎬ而“公园”又是以上概念的表

现形式ꎬ可以说ꎬ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是以长江文化为内核的文化凝结、文化保护与文化表达ꎮ①

长江水利文化更是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内容ꎮ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作为超级文化空间复合

体ꎬ包含了长江区域范围内的历史建筑、纪念物、历史遗址、文化街区、历史城镇和文化景观等文化遗产与

线路所依存的长江自然和生态环境的融合共生ꎮ② 长江水利工程遗址、水利历史、水利精神与文化是长江

０３

①

②

路璐、李胜疆:«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国族认同与国家形象的双向建构»ꎬ«艺术管理(中英文)»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ꎮ
傅才武、程玉梅:« 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构建的历史逻辑»ꎬ«文化软实力研究»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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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积累、创造出的文化ꎬ具有重要传承创新价值ꎮ 这些宝贵的财富都应该成

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ꎬ«长江文化保护传承弘扬规划»公布并提出七个方面的主要任务ꎬ第一个任务就是挖掘

弘扬长江文化内涵ꎮ 本文通过梳理长江水利文化发展过程ꎬ聚焦长江水利文化ꎬ围绕其缺乏深入研究阐

释和时代弘扬这个突出问题进行探讨ꎬ旨在让长江水利文化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中得到进一步呈现与展

示ꎬ助力长江文化弘扬ꎮ

　 　 一、长江水利文化的发展脉络———长江水利发展的历史进程

长江流域自然条件优越ꎬ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ꎬ水利兴起较早ꎮ

　 　 (一)长江水利的萌芽

长江流域水系发达ꎬ流域先民勤劳智慧ꎬ因此ꎬ长江水利文化启蒙很早ꎮ 根据考古发掘资料ꎬ早在新

石器时代中晚期ꎬ长江流域已有较发达的原始水稻种植业ꎮ 江西万年县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湖南道县

玉蟾岩遗址内发现的栽培稻ꎬ可将长江流域的灌溉农业史ꎬ提前到 １ 万多年前ꎮ 水稻喜温喜湿ꎬ在生长过

程中需要充足的光照和热量ꎬ尤其需要大量的水分ꎮ 水稻种植离不开灌溉事业ꎬ水利条件的好坏直接决

定稻作农业的兴衰ꎮ 早期先民们在低洼地区利用骨刀、石犁等农具开沟筑埂ꎬ排水辟田ꎬ引水灌溉ꎬ利用

原始的稻作农业繁衍生息ꎬ并由此形成长江流域水利文化的萌芽ꎮ

考古发掘认为ꎬ５０００ 年前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建筑遗存ꎬ是已知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ꎬ也是世界最

早的水坝系统ꎮ 而在大约 ５０００ 年前ꎬ几乎同时出现的屈家岭、石家河、良渚古城ꎬ除均有完备的护城河及

排水设施外ꎬ还发掘出较大拦水坝、小型水库等ꎬ表明长江的水利文化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ꎮ 河姆渡遗址

出土的独木舟ꎬ以及风帆遗物ꎬ可将长江流域的航运史ꎬ追溯到 ７０００ 年以前ꎮ

　 　 (二)长江水利的早期开发

长江水利早期开发的突出成就是大型渠系灌溉工程都江堰的兴建ꎬ以及沟通其他流域的人工运河邗

沟、灵渠的开凿ꎮ

１ 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ꎬ长江流域早期兴建的大型灌溉工程有:公元前 ２５６ 年李冰主持在四川岷江修建的都

江堰ꎬ以及湖北汉水流域的木里沟和白起渠ꎮ 这一时期楚都纪南城内已有由排水管道—排水沟—城内河

道—城垣水门—护城河构筑的多级防洪排水系统ꎮ

２ 秦汉时期

秦始皇为统一中国ꎬ公元前 ２１９ 年使监禄开凿灵渠军运ꎬ沟通湘漓二水ꎬ促进了长江与珠江流域经济

文化的交流ꎮ

长江堤防工程的兴建迟于黄河ꎮ 最早见于记载的长江堤防是汉代汉江襄阳堤防的修筑ꎮ 汉代ꎬ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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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开始应用蓄洪技术在太湖兴建余杭南湖ꎬ蓄纳上游苕溪洪水ꎮ

两汉时期长江流域的水利发展ꎬ主要表现在汉中地区和南阳地区陂塘水利的兴盛ꎮ 其中汉中最著名

的山河堰、五门堰和杨填堰ꎬ南阳最著名的召信臣开凿的六门堨ꎮ 上游云南滇池水利始于王莽时ꎬ下游安

徽、江苏的陂塘水利则始于东汉ꎮ

３ 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ꎬ北方政局动荡ꎬ人口大量南迁ꎬ带来了先进技术ꎮ 此时长江流域水利的重点ꎬ一是

桓温修筑的江陵金堤ꎬ揭开了长江干流修建堤防的序幕ꎻ二是太湖及洞庭湖区不断得到开发ꎬ三是长江下

游沿海地区ꎬ出现了宏大的海塘工程ꎮ

　 　 (三)长江水利的兴盛

隋、唐、宋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ꎬ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ꎬ长江流域水利事业发展迅速ꎬ突出

成就为南北大运河的兴修和江南圩田水利的兴起ꎮ

１ 隋唐时期

隋炀帝时期开凿南北大运河ꎬ形成了横贯中国腹心地区、东西南北纵横相通的水运网络ꎮ

唐前期ꎬ长江上游成都平原和下游太湖平原的灌溉工程建树最多ꎮ 从中唐到五代时期ꎬ适宜于南方

地理条件的各种水利工程形式大量涌现ꎮ 平原洼地兴建水网圩田ꎬ丘陵高亢平原必建陂塘ꎬ东南沿海构

筑挡潮蓄淡工程ꎮ 唐代长江上游四川已有开河泄洪与兴建堤防的记载ꎬ中游两湖与江西堤防屡有业筑ꎬ

下游太湖东南面的环湖堤岸已经形成ꎬ江浙海塘渐成系统ꎮ

２ 两宋时期

两宋时期ꎬ长江流域的防洪问题开始受到重视ꎮ 四川一些县城相继兴修防洪工程ꎮ 荆江两岸各州县

堤防分段兴筑荆江大堤ꎮ 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的江湖堤防相继修筑ꎬ江汉平原的堤垸与洞庭湖区筑堤

始有记载ꎮ

随着人口迅速增长ꎬ太湖水利矛盾加剧ꎬ湖区防洪思想也由江河防洪扩展到对平原湖区防洪排涝的

探索ꎮ 北宋朝廷颁布的«农田水利约束»及一系列诏令ꎬ推动了长江中下游沿江滨湖地区圩田水利的发

展ꎬ形成浙西围田、江南圩田、浙东湖田等不同地区的圩田水利形式ꎬ创造了丰富的水网圩田工程技术ꎮ

　 　 (四)长江水利的大发展与严峻的水利形势

元、明、清时期ꎬ农业经济的重心移至长江以南ꎬ这一个时期水利建设特点是长江流域堤防体系的形

成和两湖地区的开发ꎮ

１ 元代

元代定都北京ꎬ水利建设受到保障漕运安全的影响ꎬ为满足京都的供需ꎬ在隋代南北大运河的基础上ꎬ全

线贯通京杭大运河ꎮ 大运河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流域ꎬ成为南北交通的主动脉ꎮ

２ 明代

明代ꎬ长江中游江汉洪水频发ꎬ除继续修荆江大堤和汉江堤防外ꎬ长江中下游河段及其支流逐步筑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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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ꎮ 长江上游堤防也时有兴筑ꎮ 嘉靖年间ꎬ荆江北岸的最后一个穴口被堵塞ꎬ荆江大堤自堆金台至拖茅

埠段连成一线ꎬ成为江汉平原重要的防洪屏障ꎮ 而潘季驯采取蓄清排浑的方式ꎬ大修高家堰ꎬ保障了运河

畅通ꎬ但恶化了淮河下游局势ꎬ并使长江受到影响ꎮ

３ 清代

清朝廷对长江的治理十分重视ꎬ长江堤防和湖区坑堤大量修筑ꎮ 长江干支流堤防渐成系统ꎮ 荆江大

堤、武汉市堤、黄广大堤、无为大堤等重要干堤连成整体ꎻ江浙海塘系统完整ꎬ险要段多改为石塘ꎬ清代鱼

鳞大石塘甚为雄伟ꎮ

沿江滨湖地区大量修建圩垸ꎮ 继太湖地区之后ꎬ两湖地区成为全国粮税收入的重要地区ꎬ有“湖广

熟ꎬ天下足”的美誉ꎮ 长江流域的围垦ꎬ主要集中在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鄱阳湖平原和长江下游沿江地

区ꎮ 盲目大量的围垦ꎬ影响江湖蓄泄ꎬ洪涝灾害加剧ꎬ“围湖造田”和“废田还湖”之争连绵不断ꎮ

咸丰二年(公元 １８５２ 年)ꎬ荆江南岸马林之堤溃决ꎬ未堵塞ꎮ 咸丰十年(公元 １８６０ 年)ꎬ冲成藕池河ꎮ

同治九年(公元 １８７０ 年)ꎬ荆江南岸松滋堤溃ꎮ 同治十二年(公元 １８７３ 年)ꎬ冲成松滋河ꎮ 此后终于形成

荆江向洞庭湖四口分流的格局ꎬ荆江和洞庭湖的江湖关系更趋复杂ꎬ对近现代的治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ꎮ

４ 近代

民国时期成立长江流域水利机构ꎬ是实施流域水利管理的开端ꎮ 长江流域的治江机构ꎬ初期以为航

运服务的水道整理为单一目标ꎬ以后逐步确立“以防洪、航运、灌溉、水力兼筹并顾”的综合治理目标ꎮ 长

江水利工程总局研究编制的«长江治本计划大纲»是接近于现代水利规划的文件ꎬ为当代的长江流域规划

提供了启示ꎮ

　 　 (五)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７０ 多年治江活动

新中国的成立ꎬ标志着新中国治水进入崭新的历史时期ꎮ

１９５０ 年成立了长江水利委员会ꎮ １９５２ 年ꎬ兴建了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荆江分洪工程ꎬ对确保江

汉平原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１９５８ 年兴修的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ꎬ是新中国自行勘测、设计、施工的第一座

大型水利枢纽ꎬ被誉为“五利俱全”的水利工程ꎮ １９５９ 年长江水利委员会编制完成«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

要点报告»ꎬ提出以防洪为中心的“治江三阶段”战略任务ꎮ 在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建设中ꎬ较好地解决了通

航、发电、泄洪及泥沙淤积等复杂问题ꎬ并进行了长江首次截流ꎮ １９９４ 年开工ꎬ２００９ 年竣工的三峡工程具有

防洪、发电、航运、水产养殖、供水、灌溉和旅游等综合效益ꎮ 南水北调工程顺利通水ꎬ创造了人工调水世界奇

迹ꎮ 亭子口、构皮滩、向家坝、溪洛渡、乌东德、白鹤滩等大型水利枢纽相继建成ꎬ发挥了巨大效益ꎮ 鄂北水资

源配置工程全线通水、滇中引水工程等重大水利工程开工建设ꎬ流域水资源配置能力得到显著提升ꎮ “’９８

抗洪”、堰塞湖应急处置ꎬ凝聚了伟大抗洪精神、伟大抗震救灾精神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

系列治水兴水重要论述ꎬ其中蕴含着深厚的水文化内涵和最新成果ꎮ 近年来全国推行的河湖长制ꎬ是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在治水领域的生动实践ꎬ也是先进水文化在制度建设上的成功拓展ꎮ

新中国成立的半个世纪ꎬ长江水利建设从防治水患到综合利用水资源和依法治水ꎬ从单一目标治理

江河到多目标开发治理的历程ꎬ在防洪、水资源利用、水能开发、生态环境建设、流域水资源管理等方面ꎬ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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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适应治江事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ꎬ取得了可喜的成绩ꎮ

　 　 二、长江水利文化及长江水利遗产

　 　 (一)全面梳理长江水利文化脉络ꎬ对于传承优秀治江文明、弘扬长江文化精神ꎬ具有重

大作用

长江水利文化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兴盛ꎮ 我国的历史发展表明ꎬ先人们对长江这样一条大江的治理、
开发、利用ꎬ不仅决定了长江流域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进程ꎬ而且对整个国家的文明进步也带来了全局

性的重要影响ꎮ 因此长江水利发展是长江文化和长江水利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ꎮ
长江水利文化是长江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部分ꎮ 生态兴则文明兴ꎬ生态衰则文明衰ꎮ 水是生态之

基ꎬ水利文化体系则是生态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环节ꎮ 推进长江水利文化建设ꎬ把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
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到长江治理与保护工作方方面面ꎬ建立完善长江水利文化体系ꎬ有助于构筑

起长江流域生态文明体系的“四梁八柱”ꎬ是推进长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性工作ꎮ
长江水利文化是长江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２０１１ 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就明确提出文化强国

战略ꎬ２０２０ 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确定到 ２０３５ 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ꎮ 这期间ꎬ党中央多次就

推进长江文化建设谋划部署ꎬ先后出台的«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等都对推进长江文化建设作出具体

规定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为推进长江水文化建设提供了法律遵循ꎮ 从长江流域治理管理要

求看ꎬ水利事业肩负着为人民群众提供持久水安全、优质水资源、健康水生态、宜居水环境和先进水文化

的历史使命ꎬ①推进长江水利文化建设是加强长江流域治理管理的内在要求ꎮ 长江水利文化的繁荣发展

也必将为长江流域治理管理提供强大的思想保障与精神支撑ꎮ

　 　 (二)系统界定长江水利遗产的构成和范围ꎬ对于激活历史文化资源ꎬ深挖长江文化时代

价值ꎬ具有重大影响

长江水利文化遗产概念的提出ꎬ是以“长江”为纽带ꎬ整合已有的遗产元素ꎬ同时也是为了挖掘潜在的

文化遗产资源ꎮ 长江水利文化遗产不宜泛化ꎬ应以体现千百年来人与长江流域上的河湖共生共存的历史

过程为主线ꎬ它是以长江水系的水利工程(以下简称“水工”)遗产为基础ꎬ构建的多种文化遗产资源集合

体和复杂系统ꎮ 长江水利文化遗产的整理保护工作ꎬ不应纠结于博大长江文化统一的表达和严格文化遗

产价值标准的评判ꎬ宜立足于延续历史文脉ꎬ着眼于新时代价值需求ꎬ为讲好“水故事”提供载体支撑ꎬ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ꎮ 长江水利文化遗产的构成既体现物质性ꎬ也需要体现

非物质性ꎮ 长江水利文化遗产的构成体系界定为ꎬ包括水工遗存、各类伴生遗存、历史街区村镇ꎬ以及相

关联的环境景观和非物质文化遗产ꎬ同时近代以来兴建的水工设施ꎬ凡具有文化代表性和突出价值的ꎬ也
属于长江水利文化遗产的构成元素ꎮ

长江流域作为我国长度最长、流量最大的河流ꎬ可以考虑以长江干流为主线ꎬ以干流两岸各 ５０ 公里

为核心区域ꎬ以干流流经县区为主要范围ꎬ同时纳入雅砻江、岷江、嘉陵江、汉江、湘江、沅江、乌江等长江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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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支流的沿线区域ꎬ以文物保护利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为抓手ꎬ通过实施一系列试点示范项

目ꎬ初步构建长江文化遗产廊道ꎮ 其中水利文化遗产可以包括以下项目:以良渚古城遗址及荆江大堤及

险工等为代表的防洪工程ꎬ以都江堰、灵渠、京杭大运河等灌溉航运工程设施等为代表的古近代水利工

程ꎬ以长江三峡、南水北调中线等为代表的现代水利成就ꎬ讲述着中华先民与长江和谐互动的历史故事ꎮ

　 　 (三)深入了解水利遗产分布现状ꎬ对于保护悠久的水利文化ꎬ保护长江文化之根ꎬ具有

现实意义

保护长江流域丰富、多元的文化遗产ꎬ是传承、弘扬长江文化的前提ꎮ «长江文化保护传承弘扬规划»
针对长江流域文物和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不够这个突出问题ꎬ提出了坚持保护第一ꎮ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

查显示ꎬ长江沿线共有全国不可移动文物 ３０ ６ 万余处ꎬ约占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总量的 ３９ ８％ ꎮ 但在其

中ꎬ长江水利遗产占比不大ꎬ遗产保护存在较多问题ꎬ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对水利文化遗产调查不够全面ꎮ 目前ꎬ流域各省市已成立相关机构对水利工程遗址、涉水文化

遗址和非物质水利文化遗产进行了大普查ꎬ编辑出版了名录和图谱ꎬ挖掘整理工作成效显著ꎮ 但还存在

调查内容不够详细、形式设计不够规范的问题ꎬ各地市水利文化遗产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
资源现状及存在问题描述过于简单模糊ꎬ水利文化遗产家底还没有完全摸清ꎬ水利文化遗产的调查工作

远远不能满足水利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工作需求ꎮ
二是非重点水利文化遗产保护力度不够ꎮ 许多省市对列入全国以及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遗产保护

较好ꎬ并成功申报多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ꎬ但是对大部分非重点的水利文化遗产缺乏保护的经费支持ꎬ尤其

是位于基层的中小型堰、坝、陂、塘、庙等水利文化遗产和已失去现实功用的水系、水利工程遗迹ꎬ缺乏相应的

详尽调查与保护措施ꎬ难以有效落实科学的保护与利用计划ꎮ 因此ꎬ需要继续完善水利文化遗产普查、挖掘

活化、保护与传承等工作ꎬ有步骤、有计划、按顺序全面进行水利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工作ꎮ
三是水利文化遗产内涵挖掘有待进一步加强ꎮ 已有的水利遗产名录虽然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ꎬ但对

调查内容、形式的设计不够专业ꎬ加上目前水利文化研究尚处于自发状态ꎬ文物部门的参与较少ꎬ使得已

经开展的水利文化遗产价值挖掘理论研究等工作不够深入ꎬ深层次的水利文化研究成果不多ꎻ且现有研

究对水利文化遗产的保护、整修与利用的技术路径较窄ꎬ对非物质形态的水利文化遗产的关注还不够ꎬ水
利文化遗产的内涵挖掘、创新利用等研究工作还需要深入推进ꎮ

四是水利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体制机制有待健全ꎮ 水利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工作虽得到高度

重视ꎬ但是相关政策、制度和办法尚未出台ꎬ水利文化及水利文化遗产的科学评价体系和相关配套政策体

系尚未建立ꎬ总体层面的规划相对缺乏ꎬ无法规范全省水利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工作有序开展ꎮ 已出台

的相关水利文化建设指导意见及规划尚存在执行措施不力、落地不足的问题ꎮ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ꎬ为长江水利文物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良好机遇ꎬ同时也对我们提出了严

峻挑战ꎮ

　 　 三、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路径:长江水利文化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中的展示

我们应当致力于寻找长江水利文化同水生态文明建设的最佳结合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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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推动“两创”总体思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ꎬ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ꎬ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ꎬ对
接长江水生态文明建设ꎬ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ꎬ着力构建“三大体系”ꎬ即保护传承体系、展示阐释体

系、传播交流体系ꎬ加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ꎬ实现长江优秀传统水利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ꎮ

　 　 (二)着力构建“三大体系”

１ 长江水利文化保护传承体系

摸清文化遗产家底ꎬ抓好保护传承ꎮ 长江沿线地区不仅保存有形文化遗产资源ꎬ也孕育了无形文化

遗产资源ꎮ 这些遗产不可多得、不能再生ꎬ必须要坚持保护优先、强化传承的原则ꎬ严格落实“保护为主、
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ꎮ 对长江相关的古代渠系、堤坝、渡口、漕运故道、管理机构、祭祀

场所等水利遗产开展全面的现状调查与评估ꎬ推动实施一批具有带动和示范效应且影响力重大的水利遗

产本体保护、安全防护和周边环境保护项目ꎻ针对具有代表性的水利遗产ꎬ及时开展保护修缮工作ꎬ有序

进行科学修复ꎻ结合水利遗产的“在用”特点ꎬ探索采用在用遗产保护技术ꎬ形成不同主题类型的“在用”或
“活态”水利遗产保护样板或案例ꎮ 统筹抓好保护传承、研究发掘、环境配套、文旅融合、数字再现等重点

工程ꎬ建立长江水利文化遗产数据库ꎬ构建起长江水利文物体系、长江水利遗产体系以及长江水利保护体

系ꎬ做到“政府主导、依法保护、科技投入、社会参与”并举ꎮ①

挖掘长江水利文化的时代价值ꎬ讲好“长江故事”ꎮ 长江水利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建设的核心是通过这

些文化遗产共同讲好“中国水利故事”ꎮ 要组织社科界及有关水利部门对长江水利文化开展深入、系统的

研究ꎬ以服务于长江水利保护传承弘扬实践工作ꎮ 一是构建长江水利文化研究理论体系ꎮ 进一步加大工

作力度ꎬ对长江水利文化研究对象及相关问题进行系统的学术探讨和理论建设ꎬ理清长江水利文化范围

和建设着力点ꎬ以健全的理论体系指导实践ꎮ 二是开展长江水利文化研究ꎮ 开展流域古代水利工程内涵

研究、治江与中华文明关系研究等专题课题研究ꎮ 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水利文化及其历史研

究ꎬ开展水生态文明研究等ꎮ 三是深入研究长江水利文化内涵ꎬ以长江水利文化的内涵外延、历史渊源、
发展历程、表现形态等为重点ꎬ讲清楚长江水利文化所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ꎬ讲清楚长江水利文化所体现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ꎮ 以生动的形式、清晰的脉

络讲好长江故事ꎬ使长江水利文化成为厚植家国情怀、凝聚精神力量的不竭源泉ꎮ
２ 长江水利文化展示阐释体系

阐释与展示是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通过阐释与展示ꎬ提升公众对文化遗产历

史、文化价值的认知ꎬ增进公众对文化遗产的理解、欣赏ꎬ是现阶段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关键议题ꎮ②

宣传展示长江水利文化遗产ꎮ 实施一批古代堤防、闸坝、沟渠等重要水利遗产的发掘与展示工程ꎬ以
文化公园、科技馆等形式ꎬ结合生态绿化工程ꎬ保护水利遗产及其周边区域的整体生态ꎬ平衡文物保护利

６３

①

②

贺云翱:«展现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的江苏作为»ꎬ«群众»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ꎮ
刘莹:«文化遗产的数字化阐释与展示———以日本姬路城为例»ꎬ«新媒体研究»２０２０ 年第 ９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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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和遗产功能的发挥ꎬ探索创新水利遗产、灌溉遗产保护利用的模式和手段ꎻ开展长江祭祀相关遗产的展

示与活化ꎬ打造文化片区ꎬ延续民俗文化ꎮ
展示现代水工文化景观ꎮ 建国以来ꎬ长江中下游修建了三峡大坝、葛洲坝、丹江口大坝等一大批重点

水利工程ꎬ这些现代水利工程都具有“准遗产”的意义与价值ꎮ 选取代表近现代中国水利发展水平、展现

人民智慧的灌溉工程、水利水电工程、防洪排涝工程等ꎬ推进展陈和教育项目的植入ꎮ 大力开展宣传推介

工作ꎬ推动流域更多水利工程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通过原址展示、陈列展览、实物复原、虚拟现实技术

复原、科普著作和数字影视作品发行等手段ꎬ对社会公众进行科普宣传ꎬ让公众更多地了解长江ꎬ激发公

众保护长江的自觉生态意识ꎮ
打造长江水利文化精品工程ꎮ 强化规划引领ꎬ及时更新有关水利工程建设规程、规范、定额、技术标

准及相关评价指标ꎬ把人文风情、河流历史、传统文化等元素融合到新建水利工程规划设计建设管理过程

中ꎬ打造生态水利工程ꎮ 推进河湖水域岸线生态化、景观化ꎮ 总结推广流域水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成果和

经验ꎬ结合长江岸线清理整治ꎬ推动流域水域岸线生态化、景观化以及文化融合建设的实践探索ꎮ 推动水

利和工程与水利和文化有机融合示范工程建设ꎮ 重点建设一批富含水元素的精品水工程ꎮ 开展水工程

与水文化有机融合案例推选工作ꎬ总结经验ꎬ示范推广ꎮ
３ 长江水利文化传播交流体系

构建技术先进、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现代传播体系ꎬ具有基础性作用ꎮ 高度重视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兴

媒体ꎬ依托于互联网、手机兴起的新型社交媒体已成为信息传播的主渠道ꎮ 要建立湖北长江文化官方网站以

及长江文化政府公众号ꎬ定期推送相关资讯和文章ꎮ 借助微博、微信、博客、论坛等社交网站ꎬ加大宣传力度ꎮ
加强长江水利文化宣传教育载体建设ꎮ 积极组织建设涉水文化设施ꎬ充分发挥水博物馆、展示(览)馆以及

博览会的重要作用ꎬ面向社会公众开展长江水利文化宣传教育ꎮ 在流域创建一批水情教育基地、水利风景区ꎮ
广泛宣传交流ꎮ 组织新闻媒体及文艺工作者行走长江ꎬ开展主题采访宣传报道和文艺采风创作交流

活动ꎬ展示长江丰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特色ꎮ 开展水利文化进社区、进校园、进课堂活动ꎮ 结合国际、国
内交流活动ꎬ开展流域文化交流工作ꎮ

用水利故事阐发长江精神ꎮ 收集治江和航运先进人物、典型工程、治江科技等资料ꎬ制作短视频、科
普读本和研学课件ꎬ形成讲好长江故事系列教育产品ꎬ用讲故事的策略和艺术替代传统的说教方式ꎬ让长

江文化生活化、生动化、具体化ꎬ提高长江文化传播的亲和力和感染力ꎬ使受众在“润物细无声”中感受长

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精妙之处ꎮ
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是传播弘扬长江文化的有效路径ꎮ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旅游组织

测算ꎬ全球近 ４０％的旅游业是由文化驱动的ꎮ 长江作为一条文化线路是促进长江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

最佳载体ꎬ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ꎬ推进历史文化遗产与旅游深度融合ꎮ

本文为第三届长江文化学术研讨会入选论文ꎮ

作者简介:
韩诗ꎬ长江水利委员会高级工程师ꎬ中国水利作协副秘书长ꎬ主要从事长江水文化研究ꎮ

(责任编校:徐灿)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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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ｒａ 对新生产新生活新交易新治理
的影响及其对策思考

　 　

楼崇

　 　 摘　 要:当前全球正处于新一波科技革命之中ꎬ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对生产、生活、交易、治理具有颠覆

性影响ꎮ 以 Ｓｏｒａ 为代表的大模型将逐渐成为新质生产力重要的一部分ꎮ 本研究通过案例分析法ꎬ以 Ｓｏｒａ
大模型为例ꎬ分析了 Ｓｏｒａ 的技术特性、应用场景ꎬ以及其在影视制作、科研、制造业、教育、养老服务、电商

等行业的具体应用ꎬ探究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ＡＩＧＣ)对新生产、新生活、新交易、新治理的影响ꎮ 面对

ＡＩＧＣ 技术的发展ꎬ在治理层面ꎬ需深度融合数据驱动与第一性原理的方法ꎬ优化技术应用框架ꎬ实现数字

孪生与大模型的有机整合ꎻ在政策层面ꎬ应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ꎬ构建数据联盟ꎬ推动 ＡＩ 技术与传统产业

的融合ꎻ在技术层面ꎬ应关注芯片、生物医药、航天航空等其他技术的发展ꎬ促进技术的整体进步ꎮ
关键词:人工智能ꎻＳｏｒａꎻ治理规范

综观全球ꎬ新一波的科技革命正推动区域竞争重新聚焦于产业发展ꎮ 各经济体相继启动“再工业化”
策略ꎮ 发达国家先后瞄准 ５Ｇ、人工智能、合成生物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型材料、新能源及智能驾驶等前

沿行业ꎬ抢占未来产业竞争制高点ꎮ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是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ꎬ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ꎬ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ꎮ”
“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ꎬ用新技术改

造提升传统产业ꎮ”可以说ꎬ新质生产力将会对我们目前的生产生活交易治理产生颠覆性的影响ꎮ
２０２４ 年春节期间ꎬＯｐｅｎＡＩ 最新发布的 Ｓｏｒａ 大模型在国内外科技圈引起了热潮ꎮ 根据谷歌趋势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８ 日的搜索热度数据ꎬ“Ｓｏｒａ”一词在中国的搜索热度在全球是最高的①ꎮ 这一

现象不仅反映了我们对于前沿技术的极高敏感度ꎬ也证明了在意识层面ꎬ我们并未落后于科技的快速发

展ꎮ 在这场隐形的大变革中ꎬ同时抓住先发优势和后发优势ꎬ对我们来讲ꎬ要有和国际最前沿“同步对齐”
的紧迫性ꎮ 关于 Ｓｏｒａ 等大模型ꎬ我们思索的是ꎬ面向已知的未知领域、未知的未知领域ꎬ必须满腔热情地

８３

① 谷歌趋势显示“Ｓｏｒａ”一词在中国的搜索热度值为 １００ 分(数字代表相对于图表中指定区域和指定时间内最高点的搜

索热度ꎮ 热度最高的字词得 １００ 分ꎻ热度是前者一半的字词得 ５０ 分ꎻ没有足够数据的字词得 ０ 分)ꎬ而排名第二的斯

洛文尼亚只有 ２９ 分ꎮ



武汉社会科学总第 ３１ 辑

　　　　　

拥抱这一次的人工智能开发与应用浪潮ꎬ“以满腔热忱对待一切新生事物”ꎮ

　 　 一、Ｓｏｒａ 的独特表现给世界带来震撼

Ｓｏｒａ 大模型的亮相ꎬ开辟了文本至视频技术的新篇章ꎮ 与谷歌(Ｇｏｏｇｌｅ)的 Ｌｕｍｉｅｒｅ①、元公司(Ｍｅｔａ)的Ｍａｋｅ
－Ａ－Ｖｉｄｅｏ② 以及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Ｉ 的 Ｓｔａｂｌｅ Ｖｉｄｅｏ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③ 等现有顶尖模型相比ꎬＳｏｒａ 具备独树一帜的综合性能ꎮ

Ｓｏｒａ 从大型语言模型(ＬＬＭ)中汲取灵感ꎬ使用视觉 ｐａｔｃｈｅｓ④ 替代文本 ｔｏｋｅｎｓ⑤ꎬ从而在大规模的视觉数

据训练中获得更好的通用能力ꎮ 并且 Ｓｏｒａ 是一个扩散自注意力模型(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ꎬ这使得它在语言

建模、计算机视觉和图像生成等多个领域都表现出显著的扩展特性ꎮ 另外 Ｓｏｒａ 利用 ＤＡＬＬ－Ｅ ３ 的字幕生成

(ｒｅ－ｃａｐｔｉｏｎｉｎｇ)技术ꎬ训练高度描述性的字幕模型和使用生成式预训练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 模型(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ｒｅ－
Ｔｒａｉｎ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ꎬ简称 ＧＰＴ)将用户提示转换为更详细的字幕来理解语言ꎮ Ｓｏｒａ 还在大规模训练后ꎬ涌现

模拟物理世界中的人、动物和环境的能力ꎬ验证了模型在一定规模后可以理解物理世界的一些规律ꎮ
只要输入一段文本描述ꎬＳｏｒａ 可输出最长一分钟、最高 １０８０ｐ 的视频ꎬ其中不仅融入了丰富的角色、动

作类型及背景细节ꎬ更在语言理解、内容连贯性、视频时长、清晰度以及空间时间的处理上ꎬ显著超越了其

他同类产品ꎮ 此外ꎬＳｏｒａ 还能“延伸”现有视频片段ꎬ巧妙填补信息缺失、更换视频的风格与元素ꎬ赋予创

作者前所未有的自由度与灵活性ꎬ开启了视频创作的新纪元ꎮ
Ｓｏｒａ 的发布ꎬ无疑是技术领域的一大进步ꎮ 虽然在短期内ꎬ它的价值可能被过度高估ꎬ但从长远来

看ꎬ其深远的意义和潜在的价值却往往被低估ꎮ 正如古语所言ꎬ“无用之用ꎬ方为大用”ꎬ这引发了一个值

得深思的问题:我们可能还没有准备好迎接这一技术革命ꎮ

　 　 二、Ｓｏｒａ 对人类社会发展带来全面影响

以 Ｓｏｒａ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ꎬ是基础设施和生产工具ꎬ同时也是交易标的ꎬ更是游戏规则ꎮ 对于

各个行业来说ꎬ运用好新工具ꎬ在产业转型升级的当下ꎬ更可赋能现有优势产业ꎬ催生一批新经济和新场景ꎮ

　 　 (一)Ｓｏｒａ 为新生产带来新范式

Ｓｏｒａ 是新工科、新理科和新文科的结合ꎮ 技术打开了工业的天花板ꎬ想象力将成为我们未来的瓶颈ꎮ
人机结合ꎬ人机互动ꎬ能熟练运用 Ｓｏｒａ 等大模型工具开展生产的企业ꎬ将有机会成为新赛道的领军人、某
个领域的新兴独角兽企业ꎮ

９３

①

②

③

④

⑤

Ｌｕｍｉｅｒｅ 是由谷歌公司研发的一种视频生成的时空扩散模型ꎮ Ｌｕｍｉｅｒｅ 引入了一种时空 Ｕ－Ｎｅｔ 架构ꎬ通过模型中的一次传递ꎬ
可以一次性生成视频的整个时长ꎮ 另外ꎬ基于该模型设计的多模态系统ꎬ支持文本和图像输入ꎮ
Ｍａｋｅ－Ａ－Ｖｉｄｅｏ 是由元公司研发的人工智能系统ꎬ能够根据给定的文字提示生成短视频ꎮ
Ｓｔａｂｌｅ Ｖｉｄｅｏ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是由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Ｉ 公司基于其图像模型 Ｓｔａｂｌｅ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研发的开源生成式 ＡＩ 视频模型ꎮ 此模型可以从

文本或图像提示生成视频ꎮ
在 Ｓｏｒａ 中ꎬ“ｐａｔｃｈｅｓ”是将视频和图像数据分解成的小块ꎬ这些小块包含了视频的空间(图像的部分区域)和时间(连续

帧)信息ꎬ称为“ｓｐａｃｅｔｉｍｅ ｐａｔｃｈｅｓ”ꎮ
在大型语言模型(ＬＬＭ)中ꎬ“ｔｏｋｅｎ”是处理文本数据的基本单位ꎮ 它可以是一个单词、一部分单词(如词根)、或者一个字

符ꎬ取决于模型的设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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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直面冲击的影视行业

影视制作领域是受 Ｓｏｒａ 影响最大的垂直领域之一①ꎮ 传统的制作流程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的摄影器

材、提前准备场地和布景ꎮ 然而ꎬ随着 Ｓｏｒａ 的介入ꎬ创作者可以方便地完成文本到视频、图像到视频、替换

元素、擦除、绿屏等操作ꎮ 比如奥斯卡获奖影片«瞬息全宇宙»ꎬ部分内容使用了 Ｒｕｎｗａｙ 旗下产品 Ｒｕｎ￣
ｗａｙＭＬ 进行制作②ꎮ 除了人工智能生产内容(ＡＩ－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ꎬ简称 ＡＩＧＣ)的显性影响ꎬ人工智能支

撑内容生成(ＡＩ－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ꎬ简称 ＡＩＳＧＣ)也在工具中发挥隐性影响ꎮ 许多影视制作软件

本身使用方式没有变化ꎬ但是其某些功能的底层技术已经切换到了人工智能技术ꎮ 因此ꎬ传统的影视基

地亟需探索新的发展模式ꎬ为转型做足准备ꎮ
２ 打开视野的科研行业

智能化科研(ＡＩ４Ｒ)也将催生范式变革ꎬ融合创新成为新常态ꎮ 科技创新发展正从过往倚重重大科学

装置ꎬ迈向“重大科学装置 ＆ＡＩ＋科创”双引擎的时代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试验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数据成为了

数据驱动的人工智能与科技创新的关键基石ꎬＳｏｒａ 通过分析这些数据ꎬ学习现实世界的规则、挖掘关键规

律ꎬ储备了人类未知的“隐知识”ꎮ 到目前为止ꎬＡｌｐｈａＦｏｌｄ ２③ 已预测了超过 １００ 万个物种的 ２ １４ 亿个蛋

白质三维结构ꎬ几乎涵盖了地球上所有已知的蛋白质④ꎮ 人工智能(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ꎬ简称 ＡＩ)运用

“隐知识”在科研过程中发挥了机器猜想的作用ꎬ在没有现实交互约束条件下ꎬ短时间内完成了大量精准

的预测ꎬ还能以图像、视频、虚拟现实等多种方式呈现科研成果ꎬ从而加速科技创新的步伐ꎮ
３ 创新驱动的制造行业

在生产环节中ꎬ企业追求低成本、高效率ꎬ缩短时间和降低错误率已成为共识ꎮ 这需要精确的逻辑流

程和严格的操作控制ꎬ以符合严苛的制造标准ꎮ Ｓｏｒａ 等大模型技术表现的高度随机性ꎬ在一定程度上ꎬ与
工业生产中对精度和稳定性的高要求似乎形成了对立ꎮ 然而ꎬ正是这种高随机性ꎬ为某些生产环节的创

新提供了可能性ꎬ尤其是在研发、测试等容错空间相对较大的环节ꎮ 同时ꎬＡＩ 的应用也简化了制造流程设

计和控制程序的编写工作ꎬ节约了大量的人力资源ꎮ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优化ꎬ预计未来大模型将在

更多工业生产环节发挥关键作用ꎬ推动制造业的全面升级和转型ꎮ

　 　 (二)Ｓｏｒａ 为新生活催生新场景

Ｓｏｒａ 的出现无疑为各行各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ꎮ 这款先进的 ＡＩ 工具不仅推动了生产效率的提升ꎬ
也为满足个性化需求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ꎮ 在 Ｓｏｒａ 的帮助下ꎬ定制化生产的成本大幅降低ꎬ为生产

者和消费者提供了一个整体便利、相对便宜、更为丰富的定制平台ꎮ
１ 休闲娱乐迎来新革命

在休闲娱乐领域ꎬＳｏｒａ 使得栩栩如生的视频制作变得触手可及ꎮ 借助 ＡＩ 可以让普通人制作影视的

门槛大大降低ꎬ有微博网友利用 ＡＩＧＣ 工具自制«流浪地球 ３»预告片ꎬ得到导演郭帆的亲自回复⑤ꎮ 这不

仅使人类更容易共情ꎬ也为创造一个更加沉浸式的娱乐世界提供了接口ꎮ 正如电影在 ２０ 世纪初给娱乐

０４

①

②

③

④

⑤

王春水:«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及其对影视制作的影响»ꎬ«影视制作»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０ 期ꎮ
李玉洋:«ＡＩ 生成视频渐成风口»ꎬ«中国经营报»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第 ２２ 版ꎮ
ＡｌｐｈａＦｏｌｄ ２ 是一个由 ＤｅｅｐＭｉｎｄ 开发的革命性人工智能系统ꎬ它能够预测蛋白质的三维结构ꎮ
李国杰:«智能化科研(ＡＩ４Ｒ):第五科研范式»ꎬ«中国科学院院刊»２０２４ 年第 １ 期ꎮ
黄惠忠:«ＡＩ 与动画学科建设:历史、现状与未来»ꎬ«北京印刷学院学报»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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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带来的革新一样ꎬ特别是“转译”小说、动画、游戏中不存在于真实世界的人、事物ꎬＳｏｒａ 等大模型的

“想象力”将使更多的创意和奇思妙想得以快速呈现ꎮ
２ 教育领域产生深影响

教育工作者利用 Ｓｏｒａ 生成定制化视频ꎬ可以为教育提供更丰富、更生动和更有针对性的教学资源ꎮ
截至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１ 日ꎬ一个名为“Ｓｔｅｌｌａｒ Ｓａｇａｓ”的视频账号专注于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历史故事短视

频ꎬ该账号发布的视频数量仅 ４７ 条ꎬ观看数量就已达到了 １ ８ 亿次ꎮ 这一超高的观看率反映了视觉内容

在历史故事呈现上表现得富有吸引力ꎬ更能为观看者带来深度的情感共鸣ꎮ ＡＩ 在历史事件的重现、科学

现象的模拟以及文学作品的视觉化等方面都能提供更加直观和沉浸式的学习体验ꎬ极大地提高了学习的

效率、趣味性和互动性ꎮ
３ 养老服务催生新机遇

Ｓｏｒａ 等大模型帮助老年人生成定制化的视频内容ꎬ提供了更加个性化和多样化的娱乐、学习体验ꎮ
“相册回忆”是手机中的一项热门功能ꎬ未来借助 Ｓｏｒａ 等大模型可以将老年人过去的照片转换为更生动的

视频ꎮ 并且有相当数量的老年人难以通过文字说明学习新兴电子产品的使用方法ꎬ企业可以在 Ｈｅｌ￣
ｐｌｏｏｋ① 等平台上借助 ＡＩ 快速完成一份生动的说明书ꎬ这些讲解、动画、视频说明书可以帮助老年人更容

易学习使用产品ꎮ 无论是回忆往昔或是学习新技能、娱乐消遣ꎬＳｏｒａ 都能够帮助老年人享受到更加丰富

多彩的生活ꎬ从而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ꎮ

　 　 (三)Ｓｏｒａ 为新交易开拓新模式

我们正站在商业模式和交易模式变革的前夜ꎮ Ｓｏｒａ 等大模型的出现ꎬ不仅将重塑交易平台和交易模

式ꎬ更将重新定义商业行为、行业效率和企业竞争力ꎮ 它预示着资源的重新配置和部分产业定价权与定

义权的重构ꎮ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ꎬ许多企业和个体将不得不重新思考他们在行业中的地位和角色ꎬ甚
至是让渡部分“主权”ꎮ

１ 交易平台的变革

在大模型的推动下ꎬ交易平台不再仅仅是商品和服务交换的场所ꎬ而是变成了智能化、高度定制化的

服务提供者ꎮ 利用大模型的高效数据处理和个性化输出能力ꎬ交易平台能够为每位用户提供更加精准和

个性化的服务ꎮ 阿里推出的“绘蛙”能够帮助商户快速地从文字生成商品展示图片与数字模特ꎬ并且用户

也可以“试穿”商品ꎬ未来 Ｓｏｒａ 等大模型提供的视频生成能力能为商户和用户提供生动的服务ꎬ从而大大

提升交易效率和用户满意度ꎮ
２ 交易模式的创新

随着 ＡＩ 技术的应用ꎬ交易模式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ꎮ 传统的线性交易流程正在逐渐被更加灵活、
动态的交易模式所取代ꎮ 这些新模式能够实时响应市场变化ꎬ更加精准地匹配供需双方ꎬ降低交易成本ꎬ
缩短交易周期ꎮ 此外ꎬ大模型还可以为央行数字货币赋能ꎬ比如基于 ＡＩ 技术的智能合约、自动化交易系

统等ꎬ为行业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ꎬ也为数字人民币跨境结算提供了利器ꎮ
３ 竞争优势的提升

大模型能够帮助企业更有效地配置资源ꎬ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快反应”“高并发”的特性ꎬ减少生产时

间ꎬ提升产量空间ꎮ 这不仅改变了企业内部的运作方式ꎬ也重塑了企业之间的合作模式和竞争格局ꎬ更重

１４

① Ｈｅｌｐｌｏｏｋ 是一个由人工智能驱动的一体化自助服务平台ꎬ借助 ＡＩ 帮助用户创建产品说明书、技术文档、知识库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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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是ꎬ大模型的应用使得部分产业的定价权和定义权开始向技术驱动型企业倾斜ꎮ 美国 ＳａａＳ 概念龙头

赛富时在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中的公告中宣布ꎬ公司旗下一系列产品将平均涨价 ９％ ꎮ 赛富时特意强调了生成式

ＡＩ 的存在ꎬ并且上一回涨价已经是 ７ 年前了ꎮ 这也迫使传统企业必须适应这一变化ꎬ以免在激烈的市场

竞争中落后ꎮ

　 　 (四)Ｓｏｒａ 为新治理提供新手段

Ｓｏｒａ 等大模型的出现ꎬ尤其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ＡＩＧＣ)的能力大幅提升ꎬ使得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

的挑战ꎮ 面对大肆泛滥的逼真假信息ꎬ面对快速传播的有害假视频ꎬ还要面对这些生成内容所带来的知

识产权侵权事件ꎬ都是对职能部门的重要考验ꎮ 同时ꎬ伴随行业颠覆性的发展ꎬ市场上将涌现更多的弱组

织、强关联的“自由职业”ꎮ 个人不但摆脱“人的依赖关系”ꎬ也将摆脱“物的依赖关系”ꎮ “自由人联合体”
成为现实ꎬ用工共享、零工市场、弹性就业等ꎬ对当下的监管提出新挑战ꎮ

１ 行业自律

人工智能企业需要在提升大模型能力的同时ꎬ开发与之匹配的人工智能对齐技术ꎬ确保生成的内容

符合伦理和法律标准ꎬ不被用于制造和传播有害信息ꎮ 其中ꎬＯｐｅｎＡＩ、谷歌、Ｍｅｔａ、百度等机构已在人工智

能对齐中做了不同的探索ꎮ 比如ꎬ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６ 日ꎬＯｐｅｎＡＩ 宣布正在组建一个由其联合创始人兼首席科

学家参与领导的新团队ꎬ致力于开发能够引导和控制超智能人工智能(Ｓｕｐｅｒ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ＡＩ)的系统ꎬ并且他

们将新训练的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ＧＰＴ 作为 ＧＰＴ－３ 的继承者ꎬ使得模型输出更符合人类的预期ꎮ
２ 行业标准

为 ＡＩＧＣ 内容制定明确的标准和规范极为关键ꎬ特别是检测、检验与认证(ＴＩＣ)在 ＡＩＧＣ 的行业标准

确立的过程中亟待技术更新ꎮ 利用数字水印技术①可以在不影响图像视觉效果情况下ꎬ对合成内容追根

溯源ꎮ 利用“ＡＩ＋安全技术”ꎬ通过使用检测定位模型识别和对抗同样由 ＡＩ 生成和篡改的内容ꎬ从而有效

检测并鉴别虚假信息ꎮ 另外ꎬ还可以利用技术侦测已训练模型的缺陷ꎬ如哥伦比亚大学开发的 ＤｅｅｐＸｐｌｏｒｅ
软件ꎬ通过诱导错误揭示神经网络缺陷②ꎬ以便企业在应用的中间层加入消除缺陷的代码ꎮ

３ 法律法规

在大模型的训练中使用了大量公开或非公开的数据集ꎬ其中有相当数量版权保护内容ꎬ为了保护原

创内容不被未经授权使用ꎬ亟需立法ꎬ保护知识产权ꎮ 第一ꎬ将生成式人工智能纳入国家文化事业发展规

划、数字出版产业发展规划ꎮ 第二为该领域提供专门的数字出版技术规范ꎬ以便整体规划调控③ꎮ 此外ꎬ
对待技术创新ꎬ宜相对“宽、松、软”ꎻ反之ꎬ对待商务模式创新ꎬ应该相对“窄、紧、硬”ꎮ

　 　 三、对策思考

就现状而言ꎬＳｏｒａ 等大模型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了一些物理规律ꎬ但这种“理解”可能更多地仅停

留在高级的“模仿”阶段ꎮ 它能够相对准确地预测相邻图像块出现的概率ꎬ构建出一个结构良好、相对合理的

画面ꎬ但似乎无法深刻理解多个实体在世界中的相互作用ꎬ更不用说从全局的角度去构建世界了ꎮ 将基于统

２４

①

②

③

李倩楠:«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数字图像水印算法研究»ꎬ硕士学位论文ꎬ西安理工大学ꎬ２０２３ꎮ
乔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在内容安全治理领域的风险和对策»ꎬ«电信科学»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０ 期ꎮ
任安麒:«数字出版领域智能语言模型的应用、风险与治理———基于 ＣｈａｔＧＰＴ 技术特征的分析»ꎬ«出版科学»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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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概率的数据驱动方法与基于第一性原理①的方法深度融合ꎬ将具有较高确定性的数字孪生技术与具有较高

不确定性的大模型进行有机整合ꎬ是未来的发展方向ꎮ 在这一框架下ꎬ数字孪生的世界中嵌入微分几何②这

样可以较为精确描述物理世界的知识ꎬ负责绘制出宏观的粗略框架ꎬ而大模型根据规则生成实体和个体行

为ꎬ负责填补更为细致的内容ꎮ 这种结合方式将使得大模型可以更加实时、准确模拟城市和区域的状态ꎬ为
循证决策提供了新路径ꎮ 以往ꎬ是循着过去和当下的“证据”ꎬ做经验性决策ꎮ 有了 Ｓｏｒａ 这一工具后ꎬ可以对

未来进行更逼真的多情景的仿真模拟ꎬ循着将来的“证据”去做决策ꎬ从而使决策者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城市和

区域的运行状况ꎬ有利于决策者及时作出精准的判断和实施有效的措施ꎮ
有人说ꎬ当所有人把目光聚焦于 Ｓｏｒａ 等 ＡＩＧＣ 领域的时候ꎬ或许真正的赢家是英伟达(Ｎｖｉｄｉａ)等芯片

企业ꎮ 人工智能发展的四个支柱包括数据、算法、算力和应用ꎬ因此我们在关注 ＡＩ 所展现的神奇能力的

同时更不能忽视其他领域的发展ꎬ如高端芯片、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绿色能源等关键领域ꎬ以及脑科学、
脑机接口、虚拟现实、数字孪生等元宇宙入口技术ꎮ 这些技术的发展不仅自身具有革命性的意义ꎬ同时也

能够与 Ｓｏｒａ 等大模型相互促进ꎬ加快整个科技领域的进步ꎮ 其次ꎬ以实施«上海市推动人工智能大模型创

新发展若干措施(２０２３—２０２５ 年)»为契机ꎬ积极建立质量高、数量多、形式广的数据联盟ꎬ完成用生产创

造数据、用数据增强 ＡＩ、用 ＡＩ 赋能生产的闭环ꎮ 总之ꎬ以 ＡＩ 为基石ꎬ可以催生出增量型的新质生产力ꎬ也
可以有存量型的新质生产力ꎬ关键是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推向产业化应用ꎬ使之迸发新的“质态”ꎬ摆脱传

统路径依赖ꎬ整体提升价值链ꎮ

作者简介:
楼崇ꎬ上海前滩新兴产业研究院决策 ＡＩ 中心副总监ꎬ主要从事数据与深度学习技术驱动的政策工具

研究ꎮ

(责任编校:曹莹)

３４

①

②

邓楠、Ｐａｓｔｕｒ Ｌｕｃ Ｒ 、Ｎｏａｃｋ Ｂｅｒｎｄ Ｒ :«基于第一性原理和机器学习方法的深度平均场建模»ꎬ第十二届全国流体力学学术

会议摘要集论文ꎬ西安ꎬ２０２２ꎬ第 １ 页ꎮ
陈跃、朱善军:«现代微分几何学的发展(下)»ꎬ«科学»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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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中国(武汉)文旅博览会
品牌效应的对策研究

　 　

蒋昕　 钟晟

　 　 摘　 要:中国(武汉)文旅博览会创造了文旅行业盛典ꎬ搭建了国际化的文旅交流合作新平台ꎬ形成了

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传播平台ꎬ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ꎬ对于建设湖北文旅强省意义重大ꎮ
进一步办好中国(武汉)文旅博览会ꎬ强化其品牌效应ꎬ一是要扩大组展、招展、邀观的全球视野ꎬ培育会展

服务商品牌群ꎬ以全面提高博览会的国际化品质ꎬ完善国家级展会第一阵列的中部布局ꎻ二是要找准湖北

武汉作为文化长江、经济长江和生态长江汇合点的战略定位ꎬ打造“大美中国 万里长江”主题品牌ꎻ三是

要做深文旅深度融合主题、做新“科技＋文旅”特色、做足湖北文旅主场优势ꎬ强化特色功能ꎬ打造湖北建设

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助推器ꎮ
关键词:文旅博览会ꎻ品牌效应ꎻ湖北武汉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ꎬ“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ꎬ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ꎬ这是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推动实现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的有力举措ꎮ 在«“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中ꎬ办好以中国(武汉)文化旅游博览会为代表的一批文旅

博览会项目ꎬ是创新旅游宣传推广、拓展大众旅游消费体系的重要任务ꎮ 从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到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ꎬ
两届中国(武汉)文旅博览会在湖北武汉举行ꎬ这场盛会是激发文旅产业活力、促进文旅交流推广、展现国

家和湖北文旅品牌形象的最佳展示平台ꎮ 进一步办好中国(武汉)文化旅游博览会ꎬ强化其品牌效应ꎬ对
于繁荣文旅产业、建设湖北文旅强省意义重大ꎮ

　 　 一、中国(武汉)文旅博览会是展现文旅融合最新成果和湖北文旅品牌形象的重要窗口

两届中国(武汉)文旅博览会由中宣部、文旅部、湖北省政府主办ꎬ湖北省委宣传部、武汉市政府、湖北

省文旅厅承办ꎬ以“美丽中国 美好生活”为主题ꎬ坚持“全球视野、国家站位、行业盛典、企业峰会”的定位ꎬ
采用“主会场＋分会场”的办展形式ꎮ 主会场展览总面积约 ８ 万平方米ꎬ吸引了全国各省份、港澳台地区和

１５ 个国家文旅主管部门及国际旅游机构参展ꎬ吸引了 ２２ 家头部文旅企业参展ꎬ参展单位合计超过 ２０００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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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ꎬ吸引到场观众 １７ ９ 万人次ꎬ３５２ 万人次参加各项活动ꎬ打造了国家级、国际化、综合性的展会平台和文

旅盛会ꎬ产生了巨大的品牌效应和综合效益ꎮ
一是积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部署ꎮ 会展业具有乘数效应ꎬ不仅能够有效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推动产

业融合创新、塑造城市品牌形象ꎬ还能够发挥生产性服务业的牵引作用、挖掘新消费热点、培育经济发展

新动能ꎮ① 中国(武汉)文旅博览会在释放文旅消费潜力、助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ꎬ创造了产

业盛典、企业峰会ꎬ大力推动了全国文化旅游合作发展机制的建立与完善ꎬ搭建了国际化的文旅交流合作

新平台ꎬ形成了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传播平台ꎬ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和湖北文旅强省建设注入新动能ꎮ
二是充分展现文旅产业创新发展新成果ꎮ 当前ꎬ文旅融合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态势ꎬ特别是在信

息技术、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时代背景下ꎬ“文旅＋”经由科技赋能ꎬ展现了

跨界孵化和培育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的强劲动能ꎬ打通了更多的行业边界ꎬ开辟出更多交叉融合的新

天地ꎮ 中国(武汉)文旅博览会做足“文旅＋科技”的文章ꎬ用科技感、时尚感、体验感包装了文旅融合新业

态、新模式、新产品ꎬ诠释了文旅行业创新驱动发展的内涵意蕴ꎮ 两届博览会设立“大美中国”综合馆、“科
创体验展区”ꎬ集中展示 ＶＲ / ＡＲ 技术、地屏、冰屏、裸眼 ３Ｄ、全息投影、人工智能等文旅与科技融合创新成

果ꎬ丰富观众沉浸式文旅体验ꎬ彰显湖北“光芯屏端网”产业的巨大优势ꎮ
三是高效搭建文旅产业交流交易平台ꎮ 会展业是平台型产业②ꎬ对服务面向的产业有积极的促进作

用ꎮ 展览会期间同一产业链上的企业在特定时空内发生短期的、高效的集聚ꎬ进行着产业价值链上临时

的、定期的、高强度的横向与纵向知识的交换ꎬ成为一个临时产业集群ꎬ加快了市场需求信息与知识在市

场主体中的循环速率ꎬ形成跨级传播ꎬ不仅服务产业发展ꎬ而且具有促进产业创新裂变的作用ꎮ 中国(武
汉)文旅博览会作为文旅产业的展示、推介、交易综合平台ꎬ将湖北、武汉与世界各地的文旅参展商、采购

商、服务商以及相关政府部门、行业组织、广大消费者紧紧联系在一起ꎬ产生了强大的聚合效应ꎬ文旅产业

的新业态、新产品、新模式成为博览会现场交易的主流ꎮ
四是有力推广湖北文化旅游品牌形象ꎮ 会展经济是注意力经济ꎬ会展活动是城市形象塑造与推广的

重要方式ꎬ助推举办地有效地展示城市文脉和营商环境ꎬ强化城市软实力建设ꎮ 在中国(武汉)文旅博览

会筹备和举行期间ꎬ湖北充分发挥举办地、东道主的主场优势ꎬ借助博览会平台充分展示了荆楚文化的独

特魅力、灵山秀水的迷人风采和全省经济社会的发展成就ꎮ 湖北依托博览会举行期间的全媒体聚焦效

应ꎬ构建了湖北良好形象展示的多元渠道ꎬ“让世界看见湖北ꎬ让湖北走向世界”ꎬ展示了湖北建设世界级

文化旅游目的地的自信和气魄ꎮ

　 　 二、相较著名展会ꎬ中国(武汉)文旅博览会品牌建设面临三大挑战

作为国家级展会ꎬ中国(武汉)文旅博览会一经亮相ꎬ就以“中国文旅第一展”的形象吸引了社会关注ꎬ
它承担着服务文旅行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湖北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重要使命ꎬ但举办历史尚短ꎬ其平

台效力和品牌效应还需时日不断强化ꎮ 当前ꎬ与国内顶级展会相比较ꎬ中国(武汉)文旅博览会的品牌标

５４

①

②

张萌、狄乾斌:«中国会展业发展效率时空特征及竞争力研究———基于三阶段 ＤＥＡ 模型的实证分析»ꎬ«资源开发与市

场»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２ 期ꎮ
蔡卫民、丁梅:«产业会展的功能与运营研究评述»ꎬ«商业经济»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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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度和创新性尚有不足ꎬ难以成为中部地区国家级展会的标杆示范ꎻ与同类型博览会相比较ꎬ服务于文旅

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平台效力尚未形成“普遍性中的独特性”ꎬ差异化功能和个性化模式不突出ꎻ与世界级

旅游目的地文旅产业集聚发展的功能要求相比较ꎬ中国(武汉)文旅博览会辐射全球的影响力尚有不足ꎬ
还不能达到世界级文旅传播平台的建设要求ꎮ

　 　 (一)如何在与国家级展会第一阵列的比较中定义中部展会标杆

我国最具代表性的国家机制性展会是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ꎬ举办地广州)、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简称“进博会”ꎬ举办地上海)、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简称“服贸会”ꎬ举办地北

京)、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简称“消博会”ꎬ举办地海南)ꎬ并称中国“四大展会”(见表 １)ꎮ 四大展会分

别面向多边外交、进出口贸易、服务贸易、全球消费等领域ꎬ搭建高品质、专业化、综合性的国际交流和交

易平台ꎬ打造了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会展平台ꎬ构建了各国共享机遇、扩大交流的国际平台ꎬ履行了贯彻落

实国家战略部署、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使命ꎬ代表着我国国家级展会的最高水平ꎮ

表 １　 “四大展会”办展情况(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名称(举办城市) 届数 主承办方 目标定位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
易会(广交会ꎬ广州) １３４ 届

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ꎬ中
国对外贸易中心承办

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促进国际贸易高质量
发展、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平台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进博会ꎬ上海) ６ 届

商务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ꎬ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国家会展中心(上
海)承办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窗口、推动高水平开放的
平台、全球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

中国(北京) 国际服
务贸易交易会(服贸
会ꎬ北京)

１０ 届
商务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ꎬ世
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经合组织等
国际组织共同支持

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服务贸易展会

中国国际消费品博
览会(消博会ꎬ海口) ３ 届

商务部、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ꎬ商务
部外贸发展局、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承办

全球消费精品展示交易平台

当前为了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ꎬ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ꎬ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的持久

动力ꎬ国家出台了«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措施»ꎬ对丰富文旅消费、促进文娱体育会展消费、大力发展乡村旅

游等作了专门部署ꎮ 中国(武汉)文旅博览会是释放旅游消费潜能、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力举措ꎬ经过

两届的孵化培育ꎬ初步形成了议题设置、决策执行、成果发布、经费保障、全媒体传播等一体化的运营体系ꎬ影
响力逐步扩大ꎮ 如何充分吸收“四大展会”的创新机制ꎬ不断提高办展水平、服务功能和国际影响力ꎬ将中国

(武汉)文旅博览会打造为全球旅游业积极复苏中的国际对话与产业合作平台ꎬ使其成为落户湖北、填补中部

地区空白的国家机制性展会ꎬ是主办方未来策划、组织、管理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ꎮ

　 　 (二)如何在与同类型博览会的比较中彰显湖北的创造性作为

近年来ꎬ全国涌现出多个国家级和地方文旅博览会(见表 ２)ꎬ形成文旅产业发展的风向标ꎬ持续推动

文旅深度融合发展ꎮ①

６４

① 于帆:«从博览会看文旅创新发展更多可能性»ꎬ«中国文化报»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１３ 日第 １ 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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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知名文旅博览会办展情况(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名称(举办城市) 届数 主办方 目标定位
最近一届
主题与规模

中国(深圳) 国际文
化产业博览交易会
(深圳)

１９ 届

中宣部、文旅部、商务部、国
家广电总局、中国国际贸易
促进委员会、广东省人民政
府、深圳市人民政府

国际文化产业头
部展

主题:无
规模:展览面积 １２ 万方ꎬ设 ６ 个展馆ꎻ
参展机构覆盖国家和地区超过 １００ 个

中国义乌文化和旅
游产品交易博览会
(义乌)

１７ 届
文旅部、中国国际贸易促
进委员会、浙江省人民政
府

中国文化和旅游
产品与项目展示
交易示范平台

主题:启航新征程、乐享新生活
规模:展览面积 ６ 万方ꎬ设 ８ 个展馆ꎻ
参展机构覆盖全国 ３１ 个省市区

中国国际文化旅游
博览会(济南) ４ 届

中国文化产业协会、山东
省文化产业发展协会

沿黄九省区文化
旅游产业融合创
新成果展示平台

主题:创见美好 智造未来
规模:展览面积 １０ 万方ꎬ设 ９ 大展区ꎻ
参展机构覆盖 ３０ 余个国家和 ２０ 余个
省份

北京国际文旅消费
博览会(北京) 首届 北京市文旅局

文旅消费领域的
专业化国际性展
会

主题:新产品、新场景、新业态、新商品
规模:展览面积 ２ 万方ꎻ设 ６ 大主题
馆ꎻ参展机构覆盖全国 ２０ 个省(市、
自治区)和 １８ 个国家

中国(武汉) 文化旅
游博览会(武汉) ２ 届

中宣部、文旅部、湖北省
人民政府

中国文旅第一展
主题:美丽中国 美好生活
规模:展览面积 ８ 万方ꎻ参展机构覆盖
全国各省份和 １５ 个国家

会展业不仅是生产性服务业ꎬ就其构建现代市场体系和对外开放体系的平台效应而言ꎬ会展业还具

有先导性服务业的属性ꎬ是产业链、供应链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ꎬ连接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的重要桥

梁ꎮ① 会展活动集中出现的领域ꎬ往往代表着该领域的发展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和战略性ꎬ各地以会展活

动为杠杆ꎬ加速产业转型升级和区域创新发展ꎮ

当前为了贯彻落实文旅消费激励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部署ꎬ一批国家级、区域级文旅博览会集中面

世ꎬ且数量具有增长态势ꎮ 各级、各地政府通过博览会来呈现文旅产业发展的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新

成就ꎬ彰显了文旅产业未来发展的巨大潜力ꎮ 这同时也提出了同类型博览会如何错位竞争的严峻挑战ꎮ

对于湖北武汉而言ꎬ要将中国(武汉)文化旅游博览建成全国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风向标”ꎬ就要在

国家战略部署中找准定位和创新方向ꎬ发掘区域性优势ꎬ在回应国家需求与强化区域特点的交叉定位中

彰显博览会落户湖北武汉的创造性作为ꎬ这是中国(武汉)文旅博览会突破同类展会的共性特征与同质竞

争ꎬ打造独树一帜、独具一格的文化软实力传播平台所面临的又一重要挑战ꎮ

　 　 (三)如何在功能比较中强化博览会促进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建设的平台效应

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地ꎬ是“十四五”时期包括湖北在内的多个省份提出的旅游发展目标ꎬ是各地积

极应对世界形势新格局和国际旅游新变化、提升目的地知名度和竞争力、拓展国际旅游市场的重要抓手ꎬ

也是新时代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推进中国式文化和旅游现

代化的重要支撑ꎮ②

７４

①

②

储祥银:«发挥会展先导性平台功能 助力“一带一路”共商共建»ꎬ«中国贸易报»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第 Ａ５ 版ꎮ
黄震方:«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基本概念与建设要求»ꎬ«旅游论坛»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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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地ꎬ需要世界级文旅资源和旅游吸引物体系、世界级文旅产业要素布局、世
界级文旅传播和营销推广平台三大支撑ꎮ 中国(武汉)文旅博览会不仅是展示文化和旅游的重要窗口ꎬ也
是推动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国之间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重要平台ꎮ 湖北如何发挥举办中国(武汉)文旅

博览会的主场优势和平台综合效应ꎬ将其打造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展示平台、湖北文化走向世界的交

流平台、文旅深度融合创新的促进平台ꎬ是进一步完善中国(武汉)文旅博览会功能体系所面临的重要使

命和重要挑战ꎮ

　 　 三、从三个方面发力ꎬ进一步强化中国(武汉)文旅博览会品牌效应

展会品牌具有公共属性ꎬ既是展会现场服务品质和产业先导与产业服务功能的有力保障ꎬ又是推动

举办地实现“办好一次会ꎬ搞活一座城”综合效益的关键要素ꎮ 在扩大内需和释放消费潜能的总体战略部

署下ꎬ湖北从国际化品质、个性化主题、特色化功能三个方面发力ꎬ建好用好中国(武汉)文旅博览会品牌ꎬ
不仅可以促进会展消费ꎬ形成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有力抓手ꎬ也可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ꎬ不断满足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ꎮ

　 　 (一)提高中国(武汉)文旅博览会国际化品质ꎬ完善国家级展会第一阵列的中部布局

不断提高中国(武汉)文旅博览会的组织和管理水平ꎮ 扩大组展招展邀观的全球视野ꎬ提高博览会国

际化程度ꎮ 进一步开辟和扩大与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ＵＮＷＴＯ)、世界旅游业理事会(ＷＴＴＣ)、国际会议

及会议协会(ＩＣＣＡ)、亚太旅游协会(ＰＡＴＡ)等国际权威旅游组织的合作领域ꎬ积极邀约世界著名旅游目

的地的管理机构、国际著名航空公司、酒店集团、旅游企业等参展和观展ꎬ以中国(武汉)文旅博览会强化

我国国内旅游、入境旅游、出境旅游三大市场的协调发展ꎬ搭起中国和世界共商、共建、共享的桥梁ꎬ在全

球旅游业的积极复苏中发出中国最强音ꎮ
持续强化中国(武汉)文旅博览会品牌影响力建设ꎮ 发挥博览会作为平台品牌孵化器的作用ꎬ培育会展

服务商品牌群ꎮ 设立中国(武汉)文旅博览会服务商品牌评选和认定机制ꎬ发挥国家级展会平台的引领效应、
传播效应和服务效应ꎬ形成会展服务品牌孵化器效应ꎮ 主办方联合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湖北省知识产

权局ꎬ为参与博览会平台建设的服务供应商提供“湖北品牌”认证ꎬ将会展服务品牌纳入“荆楚服务”有机组

成部分ꎬ推动会展服务企业向数字化、专业化发展ꎬ向价值链高端延伸ꎬ逐步成长为全国知名的服务业品牌ꎬ
从而形成对中国(武汉)文旅博览会服务供应商的长效激励ꎬ完善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办展机制ꎮ

　 　 (二)彰显“大美中国　 万里长江”主题品牌ꎬ奏响长江文旅融合大合唱

长江作为具象的文化空间ꎬ是我国富含象征、意义、符号、价值、情感和记忆的场所或地点ꎬ具有延伸

历史轴线、增强历史可信度、丰富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景的独特作用ꎬ具有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话语权的“地理媒介”能力ꎮ① 在全球化和信息技术化时代ꎬ对湖北和武汉来说ꎬ长江是全球顶级的地理传

播媒介ꎮ

８４

① 傅才武:«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国家目标、区域特色及规划建议»ꎬ«决策与信息»２０２２ 年第 ８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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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地处长江中游ꎬ国家级文化旅游博览会落户湖北武汉ꎬ就是要找准其作为文化长江、经济长江和

生态长江汇合点的战略定位ꎬ在中国(武汉)文旅博览会这一世界级传播平台上举起“大美中国　 万里长

江”主题旗帜ꎬ突出湖北特色和比较优势ꎬ建好用好人民群众满意的现代文旅传播平台ꎬ传承长江文明ꎬ讲
好湖北故事ꎬ弘扬荆楚文化ꎮ 同期连续举办“长江文明与世界大河文明对话”论坛ꎬ强力建设湖北、武汉通

往世界的形象窗口和长江文明全球传播的典型性文化符号ꎬ以博览会和论坛的平台叠加实现长江文明传

播力、影响力的倍增效应ꎮ
以“空间叙事”思维规划博览会的展览布局ꎬ吸引长江文明宏大主题下具象文化 ＩＰ 集聚参展ꎬ演绎中

华文明两河互济的源流ꎬ以情感叙事的逻辑建构独特的文旅体验空间ꎬ奏响长江文旅融合大合唱ꎬ推动广

大群众体验文化传承发展的时代脉搏ꎮ

　 　 (三)强化中国(武汉)文旅博览会特色功能ꎬ打造湖北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助推器

通过做深文旅深度融合主题、做新“科技＋文旅”特色、做强湖北文旅主场优势ꎬ强化博览会特色功能ꎬ
打造湖北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助推器ꎮ

一是做深文旅深度融合主题ꎮ 立足中国(武汉)文旅博览会展示、交易、推介、人文“四合一”功能ꎬ彰
显文旅新内涵、新业态、新风向ꎮ 策划、邀请国际旅游组织联合举办推动全球旅游业复苏发展、加强国际

旅游交流合作的主题活动ꎬ提高博览会的全球代表性和国际影响力ꎮ 利用元宇宙技术开发和举办海外旅

游目的地线上展览ꎬ创新增强展示效果ꎬ推动全球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交流对话ꎬ强化博览会促进文化交

流、文明互鉴的功能ꎮ
二是做新“科技＋文旅”特色ꎮ 从参展机构到展示手段全方位发力ꎬ以科技赋能文旅产业ꎬ丰富文旅内

涵ꎬ实现湖北武汉抢占数字时代发展先机的战略意图ꎮ 提高中国(武汉)文旅博览会数字化运营水平ꎬ加大其

大数据累积与挖掘力度ꎬ打造文旅行业的科技会展样板ꎬ强化湖北武汉作为国家级科技创新中心的形象ꎮ
三是做强湖北文旅主场优势ꎮ 强化湖北与世界文旅发展的交流对话ꎬ进一步用好中国(武汉)文旅博

览会平台ꎬ以平台的品牌影响力带动湖北文旅影响力ꎬ充分展示湖北的世界级文旅资源和旅游吸引体系ꎬ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ꎬ推动优质文旅产业要素布局湖北ꎬ推进湖北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和世界级旅游目的

地建设ꎮ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文旅融合机制创新研究”(２３ＢＨ１５３)阶段性成果ꎮ

作者简介:
蒋昕ꎬ博士、副教授ꎬ湖北经济学院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副院长ꎬ湖北省文化产业学会理事ꎬ研究方向

为会展经济、文化旅游ꎮ
钟晟ꎬ博士、副研究员ꎬ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文旅规划中心主任ꎬ湖北省文化产业学会秘书

长ꎬ研究方向为文化规划、文化旅游ꎮ

(责任编校:樊厚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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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实施武汉上市国企
市值管理的对策建议

　 　

陈进　 徐柳怡

　 　 摘　 要:国企在助力国家战略实施和履行社会责任方面担当重任ꎮ 实施武汉上市国企市值管理ꎬ对

于增强武汉国企在高端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的引领功能ꎬ倒逼解决影响国企发展的深层次治理问题ꎬ夯实

国企履行社会责任的经济基础ꎬ具有重要意义ꎮ 当前ꎬ武汉应借助有利政策环境ꎬ大力推进上市国企市值

管理ꎬ从制度设计、管理手段、战略导向和治理架构上着手ꎬ顺应新时代新阶段新要求ꎬ坚持长期主义ꎬ做

大国企板块市值ꎬ支撑城市赢取未来发展主战场的竞争高地ꎮ

关键词:武汉上市国企ꎻ市值管理ꎻ国企改革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ꎬ深化国资国企改革ꎬ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ꎬ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

企业做强做优做大ꎬ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ꎮ 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ꎬ是资本市场中一支举足

轻重的力量ꎬ在助力国家战略实施和履行社会责任方面担当重任ꎮ 一直以来ꎬ国有企业特别是上市国企

普遍价值被低估ꎬ影响了国企和国有资本经济社会功能的发挥ꎮ 在此背景下ꎬ２０２３ 年 ３ 月ꎬ国务院国资委

对国有企业对标开展世界一流企业价值创造行动进行动员部署ꎬ证监会提出要构建“中国特色估值体

系”ꎮ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ꎬ国务院国资委产权管理局负责人谢小兵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ꎬ将把市值管理成

效纳入对中央企业负责人的考核ꎬ引导中央企业负责人更加重视所控股上市公司的市场表现ꎬ及时通过

应用市场化增持、回购等手段传递信心、稳定预期ꎬ加大现金分红力度ꎬ更好地回报投资者ꎮ 随着中央企

业层面市值管理工作的推进ꎬ地方国企将紧随政策ꎬ稳步推进国企市值管理ꎬ上市国企迎来价值重估和突

破发展的历史机遇ꎮ 武汉作为国有企业、国有资本集中的超大城市ꎬ推进实施上市国企市值管理正当其

时、意义重大ꎮ

　 　 一、实施上市国企市值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市值管理”是伴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创新发展而出现的全新概念ꎬ于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股权分置改革启动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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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首次提出ꎮ 所谓“市值管理”ꎬ是指从稳定和提升公司市值出发ꎬ利用股权控制、资本经营和股权投资等

措施来调整股价ꎬ使股价充分地反映公司的内在价值ꎬ追求长期、持续、健康的企业真实资本价值最大化ꎮ
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背景下ꎬ国企改革步入新阶段ꎬ武汉推进上市国企市值管理具有重要意义ꎮ

一是增强国企在高端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的引领功能ꎮ 从本质来说ꎬ市值主要是未来的盈利价值期

望ꎬ暗含了城市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的信息ꎮ 一个城市的企业市值越高ꎬ代表城市的未来更被看好ꎮ 当前ꎬ
武汉着力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ꎬ打造“９６５”产业体系ꎬ这些都离不开国企的深度参与ꎮ 尤

其是在高端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的起步阶段ꎬ更需要国企和国有资本的引导投入ꎬ在创新平台搭建、创新

载体构筑等方面突破、发力ꎮ 相比深圳、常州、合肥等科创明星城市ꎬ武汉市属国企参与城市科技创新的

力度、深度还不够ꎬ主要资源和精力仍然集中于传统业务领域ꎮ 通过市值管理ꎬ能充分发挥市场引导作

用ꎬ推动国企顺应国家战略和政策方向ꎬ面向未来进行产业和功能布局ꎬ在国家战略实施中充分发挥国企

优势、履行国企战略责任ꎮ
二是倒逼解决影响国企发展的深层次治理机制问题ꎮ 当前ꎬ武汉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取得显著成绩ꎬ市国

资委出资企业从 ３１ 家整合为 ９ 家ꎬ打造了武汉城投集团、武汉城建集团、武汉文旅集团等一批功能清晰、主
业突出的核心企业ꎮ 到 ２０２２ 年底ꎬ武汉市属国有企业资产总额 ２ ６５ 万亿元ꎬ较 ２０２０ 年增长 １９ ３％ꎻ营业收

入 ２５７４ ５９ 亿元ꎬ较 ２０２０ 年增长 ５６ ４％ꎻ上缴税费 １７７ ８２ 亿元ꎬ较 ２０２０ 年增长 ７５ ６％ꎬ主要经济指标创历史

新高ꎮ 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ꎬ政企不分、缺乏激励等影响国企发展的深层次治理机制问题逐步显现ꎮ 通过推

进市值管理ꎬ可以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倒逼上市国企改善治理结构、完善现代企业制度ꎬ进一步深化政企、政资

分离ꎬ不断提升国企治理能力和市场竞争力ꎬ更好地服务国家和省市战略全局ꎮ
三是夯实国企履行社会责任的经济基础ꎮ 国企社会责任的履行ꎬ依靠的是国企的高质量发展ꎬ高市

值则是体现其履职能力的重要基础ꎮ 当前ꎬ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下ꎬ国企的社会责任更加凸显ꎮ
以社保为例ꎬ人口老龄化带来了对社保资金的巨量需求ꎬ２０２０ 年武汉作为拥有约 １３００ 万人口的超大城

市ꎬ老龄人口占到 １７ ２３％ ꎬ①近年来ꎬ武汉社保基金压力逐步增加ꎮ 通过市值管理ꎬ有效提升国有资产价

值ꎬ丰富社保资金来源渠道ꎬ从而为国企更好履行社会责任提供强力后盾ꎮ

　 　 二、实施武汉上市国企市值管理的有利时机与现实问题

当前ꎬ我国正着力构建中国特色估值体系ꎮ 新时代中国特色的估值体系应是契合“中国式现代化”内
涵的估值体系ꎬ凸显高质量发展特征ꎬ其核心在于助力国家战略实施ꎬ履行社会责任ꎮ 中国特色估值体系

既要将企业的收益性、成长性作为重要的价值评估要素ꎬ也要充分体现新时代的阶段特征、市场风险偏好

和行业特征ꎬ还必须将盈利以外的国家战略、环境保护、政策导向、社会责任、国家安全等影响因素纳入考

量ꎮ 在此逻辑下ꎬ对具备高科技成长性、社会责任性、国家总体安全性、生态环保性等特征的企业ꎬ资本市

场应给予高估值ꎮ 显然ꎬ国企将成为未来资本市场取得高估值的重要板块ꎬ也为我们推进国企市值管理

提供难得机遇ꎮ
与此同时ꎬ具体到武汉实际情况ꎬ推进上市国企市值管理还存在一些问题ꎮ
一是上市国企市值偏小ꎮ 截至 ２０２２ 年底ꎬ武汉市共有 Ａ 股上市公司 ７５ 家ꎬ总市值达 ６８０７ ８７ 亿元ꎮ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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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ꎬ２５ 家属于国企ꎬ数量占比 ３３ ３％ ꎻ市值为 ２３７１ ８８ 亿元ꎬ市值占比 ３４ ８％ ꎮ 不论是数量还是市值ꎬ
武汉市民营企业都占到全市上市公司的 ２ / ３ꎮ 从上市公司平均市值来看ꎬ２０２２ 年武汉上市国企的平均市

值为 ９４ ８８ 亿元ꎬ低于上海的 ２１１ １５ 亿元、广州的 １５２ ８５ 亿元、深圳的 １２６ ９６ 亿元ꎮ 从上市国企市值占

地区 ＧＤＰ 的比重来看ꎬ武汉这一比率为 １２ ５７％ ꎬ明显低于上海、广州等传统意义上国企集中的城市ꎬ这
反映出武汉上市国企的规模相对偏小ꎬ国企的资本市场参与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ꎮ

二是行业龙头较少ꎮ ２０２２ 年ꎬ武汉上市国企市值超百亿的有 ９ 家ꎬ而同期上海共有 ７ 家上市国企市值

超过５００ 亿ꎬ还有３ 家国企市值超１０００ 亿ꎮ 国企底蕴和经济实力不如武汉的合肥ꎬ也拥有市值超千亿的上市

国企———科大讯飞ꎮ 由于资本市场更青睐龙头企业ꎬ往往给予行业龙头企业、领军企业显著高于行业内其他

企业(包括行业第二名)的估值溢价ꎬ缺乏龙头企业不利于武汉上市国企获得资本市场的高估值ꎮ
三是科技创新引领力不强ꎮ 作为国内为数不多同时拥有两家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的城市之一ꎬ武

汉区域科技创新能力一直位居全国前列ꎬ企业在研发创新方面的投入也不断增加ꎮ ２０２１ 年ꎬ在武汉上市

公司中研发费用率超过 ５％的公司达到 ２５ 家ꎬ然而国企只有 ７ 家ꎬ占比 ２８％ ꎮ 武汉上市国企研发投入资

金长期偏少ꎬ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不够突出ꎬ使得国企市值依托科创赛道实现全面提升的

空间相对狭窄ꎮ
四是盈利能力偏弱ꎮ 在 ２０２１ 年武汉市 Ａ 股上市公司中净资产收益率(ＲＯＥ)超过 ２０％的均为民营企

业ꎬ超过 １０％ 的上市国企仅有 ５ 家ꎮ 同期深圳上市国企净资产收益率超过行业均值的数量比例为

５７ １％ ꎬ其中相当一部分企业盈利水平超过行业均值的 １ ５ 倍ꎮ 相比之下ꎬ武汉上市国企盈利能力较弱ꎬ
难以要求资本市场给予更高的市场估值ꎬ因而市值提升空间有限ꎮ

此外ꎬ推进上市国企市值管理ꎬ还面临着市场经济制度体系不健全ꎬ市场定价机制、信息披露机制、监
管机制和违规惩戒机制等制度不完善ꎬ股价不能全面客观反映企业市场价值等问题ꎬ需要在国家层面对

制度予以完善ꎮ

　 　 三、国内外先进地区推进国企市值管理的经验做法

近年来ꎬ国内外先进地区在推进国企改革、提升国企价值、实施国企市值管理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尝

试ꎬ积累了很多可供借鉴的经验ꎬ值得武汉参考ꎮ

　 　 (一)瞄准战略性新兴产业ꎬ优化国有资本布局

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ꎬ是国有企业培育发展新动能、获取未来竞

争新优势的关键领域ꎮ 为推进国有企业改制ꎬ新加坡政府于 １９７４ 年成立淡马锡控股(私人)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淡马锡”)ꎮ 截至目前ꎬ淡马锡资产净值增长近千倍ꎬ复合年化股东总回报率为 １４％ ꎮ 作为一个

单一国有股东的企业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ꎬ在世界范围内极为罕见ꎮ 淡马锡自 ２０１６ 年开始围绕四大趋

势塑造投资组合ꎬ即数字化进程、可持续的生活、未来新消费和更长的寿命ꎮ 契合这些趋势的投资ꎬ已经

从 ２０１６ 年的 １３％增至 ２０２３ 年的 ３１％ ꎮ 在企业选择上ꎬ定位为新兴的龙头企业ꎬ如投资国内具有稳固基

础的公司ꎬ也投资在转型过程中具备潜能发展为区域或全球的最佳企业ꎬ包括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腾讯、ＢｌｕＪａｙ、Ｉｎｔａｐｐ 等ꎮ 同时ꎬ淡马锡在中国市场投资了蚂蚁金服、美的集团、药明康德、明码生物科技等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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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企业ꎮ
近年来ꎬ我国上市国企积极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ꎬ持续提升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营收

占比ꎮ 广州以市场化方式推进国企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ꎬ加大力度布局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ꎮ 目

前已完成广州环投集团并购博世科、珠实集团并购苏交科、广州工控并购鼎汉技术工作ꎬ实现环保产业资

产证券化零的突破ꎬ进一步完善在工程设计、智慧城市、轨道交通装备的产业布局ꎮ 广汽集团全力打造以

广汽埃安为代表的新能源汽车战略性新兴产业ꎬ广州市国资委旗下三家公司出手入股“软包动力电池第

一股”孚能科技ꎬ大力构建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汽车万亿级全产业链集群ꎮ 深圳国资也频频参股具有优势

地位的新兴产业龙头ꎮ 老牌上市国企深赛格已将业务范围拓展到了新能源ꎬ布局完成较为完整的光伏新

能源产业链ꎮ 深纺织 Ａ 从上市之初的主营纺织业务成功转向以液晶显示用偏光片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

业ꎬ偏光片营收占比达 ９６ ３％ ꎮ

　 　 (二)发挥资本市场优势ꎬ增强国企价值创造能力

商业化运作的投资收益和资本回报是检验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成效的有效标准ꎮ 淡马锡成立之初就

把商业化运作和投资收益最大化作为基本目标ꎬ尽管全球市场下行、宏观环境充满挑战ꎬ但其投资组合表

现始终保持韧性和前瞻性ꎮ 在淡马锡的投资组合中ꎬ境外投资占到 ７０％ ꎬ主要采取“渐进式”并购模式ꎬ通
常是先购买某国某企业小部分的股权ꎬ以便快速进入到目标国家或者目标行业ꎬ等充分了解该企业与受

资国的实际情况后ꎬ再以“蚕食式”方式增加持股ꎬ逐步达到并购或参股的目标ꎮ 同时对有长期结构性风

险的投资进行了减持ꎬ从而确保公司不断强化资产负债表ꎮ
只有坚持市场化商业化运作ꎬ把投资收益和资本回报放在主要位置ꎬ才能让我国国有企业走向市场ꎮ

上海发行“上海国企 ＥＴＦ 基金”ꎬ全面覆盖上海地方国企参控股的 ６６ 家优质沪市上市公司ꎬ推动各类资本

向优秀国有上市公司聚集ꎬ提升上市公司的价值创造能力ꎮ 深圳大力实施“上市公司＋”和“基金群”战
略ꎬ盐田港集团成功发行全国首批基础设施 ＲＥＩＴｓ(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ꎬ水规院、城交中心登陆创业板ꎬ
全系统上市公司增至 ３５ 家ꎬ资产证券化率达 ５９ ４％ ꎮ 广州大胆尝试资产证券化融资渠道ꎬ广州交投集团

积极推进广州广河 ＲＥＩＴｓ 项目ꎬ广州港集团成功落地 ＣＭＢＳ(商业地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项目ꎬ有效盘活

存量低效闲置资产ꎬ破解了项目资金短缺瓶颈ꎮ

　 　 (三)深度转换经营机制ꎬ不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是国有企业管理的世界性难题ꎮ 新加坡国有企业也经历过政企不分的阶段ꎬ后来

新加坡以淡马锡为核心进行了政企分开的改革ꎬ改革关键是政府和企业保持恰当距离ꎬ这个距离被称为

“一臂之距”ꎮ 首先ꎬ新加坡财政部对淡马锡拥有 １００％的控股权ꎬ但并不参与其经营管理ꎬ公司治理更多

依赖不占股权的独立董事ꎬ形成了“政府—淡马锡—企业”三级监管体制ꎮ 其次ꎬ新加坡对国有企业有明

确的盈利要求和考核指标ꎬ一旦政联企业不能赢利或盈利能力变差ꎬ政府就会将其卖掉或允许其破产ꎮ
清晰授权、政企分开是深化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ꎮ 上海持续优化市场化经营机制ꎬ提升上市国

企价值实现能力ꎮ 一是深化“两类公司”(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ꎮ 构建了以上海国际、上海国盛、
上海国投三大平台为支撑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新格局ꎬ重点服务上海国资国企改革重组ꎬ持续提升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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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存量资产价值ꎮ 二是开展上市国企高质量专项行动ꎮ ２０２１ 年上海市建立市值管理绩效水平分析评

价机制ꎬ探索将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纳入企业考核评优体系ꎬ积极探索企业员工以科技成果出资入股ꎬ在金

融企业实施员工持股计划ꎮ 同时ꎬ上海市率先提出支持和引导国有股东持股比例较高的上市国企ꎬ引入

战略投资者作为重要积极股东参与公司治理ꎬ实施“二次混改”ꎮ

　 　 四、推进武汉上市国企市值管理的相关建议

推进上市国企市值管理ꎬ其根本目的是提升国企价值ꎬ更好地履行经济职能和社会责任ꎮ 整体来看ꎬ
我们不仅要提升上市国企市值ꎬ也要提升未上市国企价值ꎬ促进更多优质国企上市ꎬ做大上市国企板块ꎮ
在制度设计上ꎬ建立国企市值管理常设机构和市场化评价管理体系ꎬ组建市值管理专项基金ꎻ在管理手段

上ꎬ用好资本工具ꎬ推进市属与区属国企整合重组ꎬ充分利用资本市场提升国企价值ꎻ在战略导向上ꎬ引导

国企在高端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进行合理布局ꎬ充分发挥国有资本的科创引领和平台支撑功能ꎻ在治理

架构上ꎬ着力解决影响国企发展的深层次治理机制问题ꎬ构建适应新时代市场经济体系的现代企业制度ꎮ
总的来说ꎬ我们应当顺应新时代新阶段新要求ꎬ坚持长期主义ꎬ做大国企板块市值ꎬ支撑城市赢取未来发

展主战场的竞争高地ꎮ

　 　 (一)加强制度设计ꎬ健全市值管理机制

建立市值管理常设机构ꎮ 市值管理涉及战略发展、实体经营、资本运作等全方位多领域ꎬ应建立常态

化管理机构ꎬ完善管理机制ꎮ 可以考虑由市国资委牵头组建常态化上市国企市值管理机构ꎬ负责全市上

市国企的市值管理工作ꎮ
出台市值管理试点方案ꎮ 建立市值管理指标与评价体系ꎬ按照各部门工作职责建立责任分工机制ꎬ

对全市上市国企进行市值管理ꎮ
组建上市国企市值管理专项基金ꎮ 为平抑资本市场非正常波动带来的国企市值异动ꎬ可从国企上缴

利税中提取一定比例ꎬ成立上市国企市值管理专项基金ꎬ必要时入市干预ꎮ 积极引导证券、保险等金融机

构参与上市国企市值管理基金的建立工作ꎬ畅通长期资金参与国企市值管理的渠道ꎮ 专项基金应将国企

市值的平稳波动和国有资本的控制权作为主要任务ꎬ把握宏观政策动态和趋势ꎬ合理运用资本市场工具ꎬ
提升财务规划和资本运作水平ꎮ 专项基金应遵守国家金融市场、证券市场法律法规进行合法合规运作ꎬ
配合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实施ꎮ

　 　 (二)用好资本工具ꎬ有效提升国企资产价值

推进市属与区属国企整合重组ꎮ 经过最近一轮的国企改革重组ꎬ市属国企由 ３１ 家整合为 ９ 家ꎬ市场

竞争力大大提升ꎬ效果显著ꎮ 下一步可针对当前市属与区属国企存在的定位差异、资源差异、融资能力差

异等问题ꎬ实施市属国企与区属国企的整合重组ꎬ通过深化“两类公司”(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ꎬ
在城市建设、生态环保、公共服务、科创平台等领域进行优化重组ꎬ发挥资产协同、管理协同、市场协同、债
务协同等多方面的协同效应ꎬ进一步提升国企整体价值ꎮ 在条件成熟时ꎬ实施跨行业、跨区域的进一步整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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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ꎬ打造行业枢纽和超级航母ꎬ不断强化高端资源配置、产业科技创新、开放枢纽门户等功能ꎬ助力湖北建

设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先行区ꎮ
利用资本市场提升国企资产价值ꎮ 发展基础设施 ＲＥＩＴｓ 对于盘活企业资产、提升资产经营效率和企

业价值具有重要意义ꎮ 当前可充分摸清全市家底ꎬ加快对国有企业的资产清理ꎬ整合港口航运、交通物

流、市政燃气等优质存量资产ꎬ重组打包一批资产优质、产权清晰、收益稳定的 ＲＥＩＴｓ 底层资产ꎬ引入投

行、券商、基金公司进行资产证券化ꎬ组建项目公司和资产专项计划并运营上市ꎮ 积极与国家、省发改委

和证监会ꎬ以及沪深证券交易所等加强对接ꎬ引导券商、基金公司做好服务和辅导ꎬ加大基础设施 ＲＥＩＴｓ
推进力度ꎮ 通过基础设施 ＲＥＩＴｓꎬ推进上市国企资产优化和价值提升ꎬ促进未上市国企有效盘活存量资

产ꎬ储备上市后备企业ꎮ

　 　 (三)明确战略导向ꎬ引导国企布局未来产业

未来产业代表着产业发展方向和趋势ꎬ是产业价值链高端区域ꎬ因而也应是国企市值管理的重要突

破方向ꎬ需要国企以更大的魄力、更强的担当ꎬ夯实未来产业发展阵地ꎮ 当前ꎬ应抢抓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机遇ꎬ在元宇宙与未来网络、智能汽车与无人交通、未来医学与生命健康、生物育种与未来农业、氢能与

储能、航天北斗与深海空天科技、量子信息与超级计算、前沿材料、类脑智能等优势领域ꎬ支持市属国企、
在汉大院大所、高端智库和企业研发中心ꎬ聚合高端资源ꎬ建设一批“技术先进、产业前沿、区域协同、要素

集聚”的未来产业先导区ꎬ培育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未来产业发展平台和龙头骨干企业ꎬ积极创建国家

级未来产业先导试验(示范)区ꎬ打造未来技术创新策源地、未来企业孵化示范区、未来场景应用先行区和

未来产业集聚高地ꎮ

　 　 (四)优化治理架构ꎬ完善国企现代企业制度

积极推进国企完善市场化经营机制ꎬ对符合条件的国企按照“市场化选聘、契约化管理、差异化薪酬、
市场化退出”原则ꎬ深化职业经理人制度改革ꎮ 进一步优化政府与国企关系ꎬ明确国资委出资责任和董事

会管理责任ꎬ减少国企对政府的资金、土地、政策依赖ꎮ 参照国务院国资委«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央企业控

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资发考分规〔２０１９〕１０２ 号)等文件精神ꎬ出台地方上市国

企和非上市国企股权激励实施细则ꎬ完善薪酬体系制度ꎬ加大股权期权、分红激励力度ꎬ健全完善长效激

励约束机制ꎮ

作者简介:
陈进ꎬ武汉市社会科学院政治与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ꎬ研究方向为经济金融、城市治理ꎮ
徐柳怡ꎬ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经济与金融研究所助理研究员ꎬ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数字经济ꎮ

(责任编校:张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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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我国冰雪产业
“南展”高质量发展对策思考

———以武汉冰雪产业发展为例

李翠军

　 　 摘　 要:我国“冰雪＋”正迈向万亿级产业规模ꎮ 发展特色文旅ꎬ把发展冰雪经济作为新增长点ꎬ推动

冰雪运动、冰雪旅游、冰雪文化、冰雪装备、冰雪教育全产业链发展ꎬ是武汉等南方城市适应新时代新消

费、新经济、新增长的应有之举ꎮ 文章从新时代冰雪产业“南展”的概念内涵和发展机遇谈起ꎬ以武汉为

例ꎬ分析了南方城市冰雪产业发展现状和制约其突破发展的关键性问题ꎬ并从构建体制机制、规划引导、
政策扶持、科技文化赋能“冰雪＋”融合发展和培育引进冰雪人才等多方面阐述了促进我国冰雪产业“南

展”高质量发展的策略ꎮ
关键词:冰雪产业ꎻ“北冰南展”ꎻ冰雪旅游ꎻ“冰雪＋”ꎻ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注国内冰雪产业发展ꎬ他强调“要大力发展特色文化旅游ꎮ 把

发展冰雪经济作为新增长点ꎬ推动冰雪运动、冰雪文化、冰雪装备、冰雪旅游全产业链发展”ꎮ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ꎬ国家实施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战略ꎬ要“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ꎮ 在国家战略推动下ꎬ越来越

多的非寒地城市开始重视并大力发展冰雪产业ꎬ非寒地室内冰雪运动场馆和培训机构大力发展ꎬ冰雪产

业“南展”成为南方城市未来产业新亮点之一ꎮ ２０２０ 年底ꎬ国家体育总局把湖北命名为“北雪南展和北冰

南展”的示范区ꎮ 为打造好示范区ꎬ湖北省提出“一区两圈三基地”区域冰雪发展战略ꎬ即以武汉城市圈为

重点的都市冰雪休闲圈和以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为重点的冰雪旅游圈ꎬ以武汉、恩施、神农架大型冰雪场

地为基础的冰雪运动发展基地ꎮ 可见ꎬ武汉是中部地区“北雪南展和北冰南展”示范区极为重要的冰雪运

动发展基地之一ꎮ 面对冰雪经济新风口ꎬ武汉冰雪产业发展现状怎样ꎬ存在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ꎬ如何实

现突破性发展ꎬ是当前亟需关注且有重要研究意义的几个问题ꎮ

　 　 一、冰雪产业“南展”的概念内涵与发展机遇

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和科技信息技术不断迭代ꎬ助推了国内冰雪消费需求蓬勃发展ꎮ 冰雪市场需

求推动相关产业与冰雪产业深度融合发展ꎬ正在加速形成“冰雪＋体育＋赛事＋旅游＋文化＋科技制造＋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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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等多种组团的融合发展ꎬ市场巨大ꎬ潜力巨大ꎮ

　 　 (一)冰雪产业“南展”的概念内涵

冰雪产业是以冰雪资源为依托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的总称ꎬ是以冰雪运动、冰雪休闲为主体产

业ꎬ以冰雪制造业、冰雪场馆业、冰雪旅游为支撑产业ꎬ以冰雪文化业、冰雪传媒业为外围产业ꎬ结合第二

产业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链形态ꎮ 冰雪产业在延伸产业链条、提高产业关联度和增强产业带动力

方面具有较大的潜力ꎬ对于地区经济发展和区域竞争力提升具有重要作用ꎮ 随着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和

文化的不断发展ꎬ人民对物质和精神的需求也不断升级ꎬ冰雪产业的领域在不断拓宽ꎬ已形成了较为丰富

的产业门类ꎬ包括冰雪旅游、冰雪运动、冰雪文化、冰雪装备、冰雪制造、冰雪餐饮、冰雪人才等多个领域的

各类新业态和产业形态ꎮ
冰雪产业“南展”的概念源于我国“北冰南移”战略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ꎬ为了让经济发达的南方省份

参加到开展冰雪运动的队伍中来ꎬ国家体育总局提出并推进了“北冰南移”战略ꎮ 随后ꎬ为了进一步提高

我国冰雪运动竞技体育水平ꎬ并尽可能地扩大冰雪运动项目的影响范围ꎬ专家们将“北冰南移”修改为“北
冰南展”ꎮ ２０１８ 年ꎬ在“北冰南展”的基础上又增加“西扩东进”ꎬ即“南展西扩东进”战略ꎬ形成了国内向更

广泛区域推广冰雪运动的战略ꎮ

　 　 (二)冰雪产业“南展”的机遇

１ 国家战略机遇和政策红利持续助力冰雪产业“南展”
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冰雪产业发展ꎬ国家相继出台了多个政策文件ꎮ 这些政策文件为我国冰雪产业

“南展”提供了战略支持和政策保障ꎮ ２０１６ 年发布的«冰雪运动发展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５ 年)»和«群众冬季

运动推广普及计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ꎬ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冰雪产业的发展方向、发展内容、产业规模和发

展步骤ꎻ２０２１ 年 ２ 月发布的«冰雪旅游发展行动计划(２０２１—２０２３ 年)»ꎬ提出了冰雪旅游要形成较为合理

的空间布局和较为均衡的产业结构ꎬ加大冰雪旅游产品供给ꎬ推动冰雪旅游高质量发展ꎬ更好地满足人民

群众的冰雪旅游消费需求ꎻ我国“十四五”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ꎬ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ꎬ持
续推进冰雪运动发展ꎻ我国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步伐不断加快ꎬ在全国范围内对冰雪运动推广和发

展进行全方位布局ꎬ①该战略的实施使冰雪产业受到地域、季节、人群和文化等因素的消极影响逐渐被弱

化ꎬ南方人可以在家门口就参加冰雪运动、进行冰雪消费ꎮ
２ 我国冰雪产业处于上升期ꎬ有利于冰雪产业“南展”发展

整体来看ꎬ我国冰雪产业处于发展的上升期ꎮ 一是冰雪资源不断扩展ꎮ 据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

统计ꎬ截至 ２０２２ 年底ꎬ全国冰雪运动场地共计 ２４５２ 个ꎬ较上年度增长 ８ ４５％ ꎮ 其中ꎬ滑冰场地 １５７６ 个ꎬ
滑雪场地 ８７６ 个ꎬ分别增长 ８ ６９％和 ８ ０１％ ꎮ ２０２２ 年ꎬ全国冰雪运动特色学校达到 ２０６２ 所ꎮ② 二是国内

冰雪产业规模持续扩大ꎬ增势较强ꎮ 据亚洲数据集团发布的«中国冰雪产业发展研究报告(２０２３)»分析ꎬ
我国冰雪产业总规模从 ２０１３ 年的 １１７７ 亿元增加至 ２０２３ 年的 ８９００ 亿元ꎬ年均增速达 ２７ １％ ꎻ预计 ２０２５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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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冰雪产业总规模将达到 １００００ 亿元(见图 １)ꎮ 以健身休闲、竞赛表演、场馆运营、装备制造、冰雪旅游为

主要内容的冰雪产业体系初具规模ꎮ 三是国内市场需求持续放大ꎬ冰雪热潮成为趋势ꎮ 据中国旅游研究

院分析ꎬ２０２３—２０２４ 冰雪季我国冰雪休闲游人数首次超过 ４ 亿人次ꎬ仅冰雪休闲旅游收入就达到 ５５００ 亿

元ꎮ 天猫平台数据显示ꎬ２０２３ 年滑雪服成交量同比 ２０２２ 年增长超 １０６％ ꎬ滑雪镜涨约 ７３％ ꎬ滑雪头盔涨

超 ８１％ ꎬ滑雪装备在天猫平台上成长为 １０ 亿级新市场ꎮ

图 １　 ２０１３—２０２５ 年中国冰雪产业规模及预期(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亚洲数据集团«中国冰雪产业发展研究报告(２０２３)»)

我国冰雪产业的上升期有利于南方城市冰雪产业的发展ꎮ 近几年ꎬ一些南方城市不断抓特色、延链条、
优服务ꎬ室内外滑冰、滑雪、玩雪的场馆增多ꎬ承接冰雪市场需求的能力明显增强ꎬ冰雪文旅、冰雪装备的供给

能力也有所增强ꎬ我国冰雪产业“南展”发展驶入快车道ꎬ冰雪产业对南方城市经济的拉动能力增强ꎮ 诸如:
神农架林区推出多项“滑雪＋景区”“滑雪＋演艺”“滑雪＋赛事”等产品组合ꎬ加快推进神农文化与旅游产业深

度融合、高质量发展ꎻ武商热雪奇迹室内滑雪场设施齐全、四季运营、人头攒动ꎻ广州聚焦创新“冰雪＋体育”模
式ꎬ打造全民冰雪运动场地和平台ꎬ冰雪运动和冰雪文化不断升温ꎬ持续推动冰雪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ꎮ

３ 市场供需两旺助力冰雪产业“南展”
随着我国冰雪产业的发展和冰雪文化的传播ꎬ南方冰雪市场需求得到释放ꎬ出现供需两旺的好势头ꎮ

一是南方雪场、冰场承办方增多ꎮ 室内外冰雪场地作为南方城市冰雪产业的主阵地ꎬ除了国资背景企业

在承办ꎬ还吸引了万科、万达、华润等房地产商以及糕点品牌好利来等的投资ꎮ 二是南方城市人造冰雪

城、商业体内冰场和冰雪主题乐园等冰雪产品供给明显增多ꎬ给冰雪产业“南展”带来便利ꎮ 三是南方冰

雪运动培训机构增多ꎮ 冰雪运动培训机构大多分布在自营性质的雪场、冰场ꎬ还有一些散落在第三方机

构的小型室内培训场地、专业俱乐部和运动队培训基地ꎮ 四是南方冰雪消费场景增多ꎬ冰雪消费热度渐

起ꎮ 如重庆有旅游景区推出“雪地火锅”ꎬ广州等地则将东北雪乡场景、东北特色服饰、美食小吃等搬进本

地雪场ꎬ湖北神龙架滑雪与演艺、赛事等被“打包”成产品组合ꎮ

　 　 二、武汉冰雪产业发展现状与问题

武汉冰雪产业有较好发展基础ꎬ在新时代新的发展机遇下ꎬ发展空间还很大ꎮ 当前ꎬ武汉冰雪产业主体

和载体增多ꎬ市场供给能力在逐步增强ꎬ冰雪业态也逐渐丰富ꎬ但仍然存在阻碍其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性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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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武汉冰雪产业发展现状

１ 市场需求激增ꎬ发展空间很大

近几年ꎬ武汉冰雪经济市场需求激增ꎮ 长江云数据显示ꎬ武汉市经常参加滑冰等冰上运动的人数在

２００００ 人左右ꎬ注册的青少年冰球选手约 ４００ 人ꎮ ２０１８ 年至 ２０２２ 年ꎬ武汉的滑雪爱好者群体从 ５００ 人增

至 ２ 万人ꎬ消费水平也在攀升ꎬ人均消费在 ４０００ 元左右ꎮ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ꎬ武汉冰上运动中心对外开放ꎬ至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ꎬ武汉冰上运动中心已为近 ８ 万人提供培训、研学和体验服务ꎬ有固定会员 １５００ 余人ꎮ ２０２１
年ꎬ武汉体育中心发展有限公司群体发展部负责人表示ꎬ武汉市参与冰雪运动总人数在 ５０ 万以内ꎮ

２ 冰雪产业载体增多ꎬ市场供给增加

面对冰雪产业“南展”的发展机遇ꎬ武汉市加大了对冰雪产业的投入ꎮ 目前ꎬ武汉市共有建好的冰场、雪
场 １３ 家(详见表 １)ꎮ 其中ꎬ雪场面积和雪场容量最大的是鄂武商投资兴建的梦时代 ＷＳ 热雪奇迹ꎬ雪场总面

积 ２ ７ 万平方米ꎬ理论上日均可容纳游客 １００００ 人ꎻ武汉趣谷四季滑雪场面积 １ 万平方米ꎬ理论上日均可容纳

游客 ５０００ 人ꎬ实际上 ２０２３—２０２４ 冰雪季高峰日接待游客达 １０００ 人ꎻ武汉体育中心冰上运动中心雪场面积

１８００ 平方米ꎬ日接待游客 １０００ 人ꎮ 武汉在建的大型冰雪户外场地是甘露山文创城雪世界ꎬ建成后将集运动

培训、社交体验、时尚潮流集市、主题餐饮、健康管理等多重业态为一体ꎬ日总接待人数可达 ５０００ 人ꎮ
表 １　 武汉市主要冰雪运动场所的情况(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开业
时间

地　 点 冰雪场所名称
雪场面积(平方米) /
模拟滑雪机数量(台)

雪场容量
(人) 经营特点

２０１１ 武商 ＭＡＬＬ 国广店
(江汉区)

全明星滑冰俱乐部
(国广店) １２００ ５００ 以冰上运动项目培训为核心ꎬ俱乐部冰球队和花

滑队多次在全国赛事中获得好成绩

２０１１ 凯德西城三楼
(硚口区) 冠军冰场 １８００ ６００ 以冰上运动项目培训为核心ꎬ其俱乐部冰球队和

花滑队多次在全国赛事中获得好成绩

２０１５ 武汉荟聚店
(硚口区)

全明星滑冰俱乐部
(荟聚店) ８００ ２００ 有世界顶级滑冰运动品牌商店、特色“冰”吧及专

业舞蹈形体室

２０１７ 维佳体验城购物中心
(洪山区) 维佳真冰俱乐部 １０００ ３５０ 武汉市中小学生夏令营、冬令营活动指定培训基地

２０１８ 武汉宜家荟聚中心
(硚口区) 宜家飞凡冰场 ８００ ３００ 以大众滑冰培训、花样滑冰培训、冰球教学为主ꎬ

兼顾冰上表演、冰球赛事

２０１９ 星汇维港购物中心
(硚口区) 雪酷滑雪中心

有２ 台室内
模拟滑雪机

８０ 以初级滑雪培训为主ꎬ雪场上的技术动作均可以
在室内模拟滑雪机上练习

２０２１ 武汉体育中心
(蔡甸区) 武汉冰上运动中心 １８００ １０００ 可以承办专业赛事的标准化冰场ꎬ集专业赛事、青少

年培训、全民健身于一体的冰雪运动培养场地

２０２１ 众圆广场 Ｂ 馆 ４ 楼
(青山区) 奥山冰场 １２５０ ５００ 开展冰球培训、青少年体能训练、冰球比赛

２０２１ 世纪广场店
(青山区) 奥山冰场 ８００ ３００ 开展基础滑冰、花样滑冰培训ꎬ举行滑冰等级考

级、比赛

２０２１ 江宸天街店
(江汉区) ＳＥＥＳＫＩ 城市滑雪

有３ 台室内
模拟滑雪机

１２０ 以推广普及滑雪技能为主

２０２１ 光谷店
(武昌区) ＳＥＥＳＫＩ 城市滑雪

有３ 台室内
模拟滑雪机

１２０ 以推广普及滑雪技能为主

２０２２ 亚贸商圈
(洪山区) 梦时代 ＷＳ 热雪奇迹 ２７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包含滑雪、嬉雪项目ꎬ武汉市最大室内滑雪场

２０２２ 龙灵湾度假区
(蔡甸区) 武汉趣谷四季滑雪场 １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按东北雪乡实景 １ ∶ １ 打造武汉版雪乡ꎬ冰雪庙

会ꎬ还有打铁花、戏剧等表演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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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冰雪产业业态逐渐丰富

近几年ꎬ武汉市已运营、在建或即将开业的冰雪活动载体快速增加ꎬ初步形成了以冰雪运动、冰雪装备销

售和冰雪培训为主的冰雪产业体系ꎮ 一是滑冰、滑雪运动爱好者增加ꎮ 近几年ꎬ武汉市经常参加滑冰的爱好

者有 ２ 万人ꎬ经常参加滑雪运动的爱好者有 ３ 万人ꎮ 二是冰雪品牌店华中首店落户武汉ꎮ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

会期间ꎬＢＵＲＴＯＮ 成为抖音综合指数最高的滑雪装备品牌ꎮ ２０２２ 年ꎬＢＵＲＴＯＮ 华中首店入驻武汉万象城ꎬ其
明星单品在武汉均同步发售ꎮ 三是冰雪运动培训增加明显ꎮ ２０２１ 年ꎬ武汉市公布了“首批冰雪运动特色学

校”名单ꎬ在 １９ 所中小学内开设冰雪运动课ꎮ ２０２２ 年ꎬ武汉市参与各项冰上运动孩子人数大大增加ꎬ各个冰

场基本都是爆满ꎮ 四是重视冰雪竞技活动ꎮ ２０２２ 年ꎬ湖北省省运会加入冰球、花样滑冰、短道速滑等冰上项

目ꎮ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ꎬ在湖北省第十六届运动会冬季项目中ꎬ武汉选手收获花滑 ４ 金 ３ 银 ３ 铜、冰球 ３ 金 ２ 银和

短道速滑 ２ 银ꎬ良好成绩的取得与武汉市参与冰雪运动和竞技的人数增加相关ꎮ

　 　 (二)武汉冰雪产业发展存在问题

１ 缺乏规划引导ꎬ冰雪产业门类不全

一是武汉冰雪产业发展缺乏规划引导ꎮ 武汉冰雪产业的体量、规模小ꎬ其发展没有引起政府重视ꎬ目
前还没有出台武汉冰雪产业的近期和长期发展规划ꎬ这使得武汉冰雪产业发展严重滞后于武汉经济、社
会和文化的发展ꎮ 二是武汉冰雪产业门类不全ꎮ 武汉冰雪产业起步较晚ꎬ主要行业类别是依托武汉的大

型冰场而生的冰雪游乐、冰雪休闲健身、冰雪培训、冰雪体育等ꎬ而冰雪装备、冰雪购物、“冰雪＋互联网”、
“冰雪＋旅游”等门类还非常欠缺ꎮ

２ 产品和内容供给不足ꎬ冰雪产业规模太小

一是冰雪产品和内容供给不足ꎮ ２０２３ 年武汉有 １３７３ ９ 万常住人口ꎬ现有的 １３ 个冰雪活动场地非常

不够ꎬ人均冰雪资源严重不足ꎬ在冰雪产品供给的质与量两方面均缺乏ꎬ这压制了武汉人的冰雪经济消费

需求ꎬ武汉冰雪经济的消费需求没有得到释放ꎮ 二是武汉冰雪产业规模小ꎮ ２０２１ 年武汉市参与冰雪运动

人数在 ５０ 万以下ꎮ 而从 ２０１５ 年北京申冬奥成功到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间ꎬ全国冰雪运动参与人数达到 ３ ４６ 亿

人ꎬ居民参与率达 ２４ ５６％ ꎻ２０２３—２０２４ 冰雪季ꎬ我国冰雪休闲游人数有望首次超过 ４ 亿人次ꎮ 按武汉常

住人口占全国人口比例ꎬ武汉应有大约 ３００ 万人参与冰雪活动ꎬ但实际上武汉参与冰雪运动的人数远远

低于 ３００ 万人ꎮ
３ 冰雪文化培育不够ꎬ群众参与度较低

一是武汉少有大型冰雪赛事、冰雪运动活动ꎬ国际性冰雪竞技赛事几乎没有ꎮ 赛事少、活动少就很难

有投入ꎬ资金投入与回报的经济效益不对等ꎬ更难以提高冰雪赛事的影响力ꎮ 二是参与冰雪活动受到季

节性、区域性、穿戴装备价格高的限制ꎬ不能像其他体育锻炼一样可以随时参与ꎮ 冰雪文化也没有和冰雪

经济很好地融合在一起ꎬ导致游客在游玩的过程不能融入进去ꎮ 三是冰雪活动和冰雪文化宣传不够ꎬ冰
雪运动文化价值都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ꎬ致使冰雪运动的普及缺乏内生动力ꎮ 四是参与冰雪活动意识与

技术储备普遍欠缺ꎮ 冰雪运动本身的功能开发不足ꎬ内容形式呈现单一ꎬ民众参与性较低ꎮ
４ 冰雪产业人才缺乏

武汉冰雪产业发展的人才缺口却很大ꎬ国内冰雪行业中高学历、高素质、高技术水平、多经验的“三高

一多”人员仍十分短缺ꎮ 一是武汉冰雪产业高端管理人才缺乏ꎮ 冰雪产业是一个高投入的产业ꎬ高端管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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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才既要懂市场研究和运营管理ꎬ又要懂冰雪高端设施设备ꎬ这样才更有利于运营和实现投资价值ꎮ
二是实施管理、操作和维修方面的专门技术人员缺乏ꎮ 对冰雪人才的使用管理缺乏制度体系建设ꎬ冰雪

产业人才储备不足和整体水平偏低ꎮ 三是冰雪运动专业技术人才缺乏ꎮ 对冰雪运动专业人才的培养、储
备的增长速度落后于大众冰雪体育发展速度ꎬ人才不足的短板显现得愈发明显ꎮ

　 　 三、促进我国冰雪产业“南展”高质量发展的对策思考

在国内“冰雪＋”产业蓬勃发展之际ꎬ以武汉为首的冰雪产业“南展”城市应从构建支持冰雪产业发展

的体制机制、积极规划引领、加强政策扶持、坚持跨界融合、促进“冰雪＋科技＋体育＋文旅”深度融合、培养

冰雪人才、增加人才供给等方面发力ꎬ促进我国冰雪产业“南展”实现高质量发展ꎮ

　 　 (一)构建体制机制ꎬ加强政策扶持ꎬ把冰雪产业“南展”做大做强

１ 搭建冰雪产业“南展”政府专班

为抢抓国内“冰雪＋”产业蓬勃发展机遇ꎬ以武汉为首的冰雪产业“南展”城市应尽快构建政策体系ꎬ
搭建起各城市冰雪产业“南展”政府专班或工作小组ꎬ明确专班主旨和职责ꎬ包括制定冰雪产业发展规划、
出台支持冰雪产业发展政策、出台冰雪市场管理规范和政策保障等ꎮ

２ 编制冰雪产业发展规划ꎬ明晰冰雪产业“南展”的主攻领域

南方受限于冰雪自然资源稀缺、开发难度大、冰雪运动远未大众化等因素而导致冰雪产业规模小且

不健全ꎬ冰雪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供给不优ꎮ 以武汉为首的南方城市应尽快出台城市或区域冰雪产业

“南展”的发展规划ꎬ明晰顶层设计ꎬ用规划指明冰雪产业发展方向ꎬ布局冰雪产业体系ꎬ并构建相适宜的

冰雪产业链ꎮ 南方城市或区域可因城施策、因地制宜ꎬ在冰雪运动、冰雪培训、冰雪服务、冰雪健身、冰雪

休闲、冰雪装备等领域培育和壮大冰雪产业链ꎮ
３ 加大政策扶持ꎬ引导社会力量投入

首先ꎬ依据国家多部门出台的冰雪规划政策文件ꎬ①“南展”城市应出台区域性配套政策文件ꎬ积极引

进和支持世界 ５００ 强企业、“中国旅游集团 ２０ 强”及其他各类大中小型企业来投资发展冰雪产业ꎮ 其次ꎬ
“南展”城市可制定相应的规划和政策文件ꎬ依据投资规模、营业收入、年游客接待量等指标出台扶持、激
励政策ꎬ让更多的企业把目光转向冰雪产业投资ꎮ 再次ꎬ鼓励改造或新建室内滑冰场ꎮ 对符合规划要求ꎬ
利用闲置工业厂房、仓储用房、校园建筑、商务楼宇、商业网点等房产改造或新建室内滑冰场ꎬ且常年正常

运营的ꎬ给予补助或奖励ꎮ
４ 降本增效ꎬ培育和壮大市场主体

室内冰雪场馆建设是南方冰雪旅游发展的一大亮点ꎬ但投资大、运营成本高ꎬ使得市场主体兴建和运

营室内冰雪场馆的意愿不足ꎬ这严重制约了南方区域冰雪运动的普及和市场开拓ꎬ成为冰雪产业“南展”

１６

①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ꎬ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国家旅游局印发«冰雪运动发展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５ 年)»ꎻ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 日ꎬ国家体育总局印发«全国冰雪场地设施建设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２ 年)»ꎻ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０ 日ꎬ工业和信息

化部、教育部、科技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体育总局、广电总局等多部门联合印发«冰雪装备器材产业发展

行动计划(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年)»ꎮ



武汉社会科学总第 ３１ 辑

　　　　　

的难题之一ꎮ 据此ꎬ南方城市应给予政策ꎬ多举措扶持市场主体降本增效ꎬ提高南方冰雪场馆的盈利能

力ꎮ 一是冰雪企业按国家规定享受相关税收优惠ꎮ 社会资本参与政策允许的国有冰雪产业企业重组改

革ꎬ可按国家规定享受相关税收优惠ꎮ 二是可把大中型冰雪运动场馆建设纳入旅游发展规划和公共体育

设施建设规划ꎬ做好对它们的统筹安排、用地协调、基础配套ꎮ 三是利用相关财政资金以贴息贷款等方式

支持企业兴建商业冰雪运动设施ꎬ并鼓励、协助企业利用闲置体育场馆经营冰雪运动项目ꎮ

　 　 (二)拓展“冰雪＋科技＋文旅体＋教育”的产业链ꎬ促进融合发展

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以冰雪为载体和媒介ꎬ推进相关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ꎬ进而提升冰雪

产业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ꎮ 将冰雪与科技、文化、旅游、教育、设计、影视、娱乐、会展、健康产业等相结合ꎬ
通过“冰雪＋”发展模式延长冰雪产业链ꎬ扩大冰雪产业乘数效应ꎮ

１ 促进南方城市“冰雪＋科技”融合发展

南方城市冰雪产业普遍规模较小ꎬ还在发展潜力期ꎬ促进冰雪产业“南展”的空间还很大ꎮ 在推进冰雪产

业“南展”的进程中ꎬ可顺势促进“冰雪＋科技”融合发展ꎬ支持 ５Ｇ、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ＶＲ /
ＡＲ、ＡＩＧＣ 等技术在冰雪文化、冰雪旅游、冰雪体育、冰雪装备、冰雪教育等领域转化应用ꎮ 当前ꎬＳｏｒａ(ＯｐｅｎＡＩ
发布的人工智能文生视频大模型)生成高清视频场景如幻如真ꎬ可弥补南方冰雪资源禀赋不足的短板ꎮ 以武

汉为首的冰雪产业“南展”城市ꎬ可适时引进以 Ｓｏｒａ 为首的 ＡＩ 新技术ꎬ做全球知名 ＡＩ 冰雪主场ꎬ促进冰雪企

业开发 ＡＩ 冰雪旅游休闲、ＡＩ 冰雪教育、ＡＩ 冰雪康养、ＡＩ 高山滑雪比赛等多种 ＡＩ 冰雪项目ꎮ
２ 促进南方城市“冰雪＋文旅体”融合发展

南方城市的冰雪产业门类比较单一ꎬ主要包括大型冰雪场地的冰雪休闲、冰雪运动和冰雪培训等ꎬ产
业链比较短ꎬ冰雪消费的广度和深度显然不足ꎮ 可通过“冰雪＋”旅游、体育、装备、文化、动漫、会展等ꎬ实
现冰雪产业与相关产业广泛、深度融合发展ꎬ进而促使冰雪产业实现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发展ꎮ 如武

汉可将楚文化元素、武汉民俗与冰雪元素有机融合ꎬ提升冰雪运动与休闲的服务品质和产品丰富度ꎻ武汉

可聚焦冰雪服务业ꎬ打造冰雪特色小镇、冰雪度假民宿、冰雪文创、冰雪休闲与运动等“文旅体”综合体ꎬ通
过促动“冰雪＋旅游度假”新体验ꎬ把城市及周边的小众竞技运动发展成为大众时尚生活方式和新型消费

方式ꎬ有效拉动冰雪经济“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ꎮ
３ 促进南方城市“冰雪＋教育”融合发展

“冰雪＋教育”是冰雪产业“南展”的薄弱环节之一ꎮ 以武汉为首的冰雪产业“南展”城市ꎬ可依据国家

和湖北省扶持冰雪经济发展的政策ꎬ多措并举地促进冰雪企业与学校联动ꎬ在一些中小学、高等院校ꎬ特
别是体育院校ꎬ要把“冰雪＋教育”作为一项常规开设的特色课程来抓ꎮ 武汉市有丰富的高校资源ꎬ一直以

来为国家为世界培养了大批的体育人才ꎮ 值此“冰雪＋”产业蓬勃发展之际ꎬ武汉更应该从多层面支持开

展“冰雪＋教育”ꎬ力争培养多层次冰雪专业人才和冰雪爱好者ꎮ

　 　 (三)促进市民“上冰上雪”ꎬ扩大冰雪消费

针对南方城市冰雪运动、冰雪消费普及率低ꎬ冰雪市场狭小ꎬ政府部门和市场主体可多举措促进市民

“上冰上雪”ꎬ扩大冰雪消费ꎮ
１ 加强冰雪文化宣传ꎬ持续推动南方冰雪运动普及进程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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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ꎬ在南方城市多建仿真溜冰场、旱雪场ꎬ多用旱雪滑雪机、虚拟滑雪机等仿真冰雪设施ꎬ在较低的

成本上实现四季运营ꎬ让冰雪运动潜移默化地进入大众的生活ꎮ 针对不同人群、不同谱系的消费者ꎬ举办

有针对性的冰雪促销费活动ꎬ如举办“冰雪体育之冬”“百万青少年上冰雪”“冰雪达人秀”“寻找冰雪技能

狠人”等活动ꎮ 可在多个购物中心、商场举办冰雪主题艺术展等系列活动ꎮ 提倡“半日冰雪健身圈”ꎬ倡导

市民参与溜冰、滑雪、踏雪、冬泳等冰雪健身活动ꎮ 力推进校园系列冰雪活动ꎬ组织开展市区两级青少年

短道速滑、速度滑冰等项目的赛事活动ꎮ
２ 开展具有延续性的冰雪品牌赛事

借助品牌赛事ꎬ推进南方城市“冰雪＋体育” “冰雪＋旅游”等深度融合ꎬ打造一批自主冰雪品牌赛事

ＩＰꎮ 借鉴我国各城市马拉松的品牌打造ꎬ让市民像喜欢“北马” “汉马” “重马”一样喜欢“汉雪” “重雪”ꎮ
２０２３—２０２４ 赛季全国冰壶冠军赛将于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１０ 日—１７ 日在武汉举办ꎬ武汉可借助品牌赛事进行宣

传ꎬ激活武汉冰雪热度和消费活力ꎬ助力武汉冰雪产业发展ꎮ
３ 加大“冰雪＋研学”等系列促销活动

利用好南方已有和在建的冰雪场地ꎬ发挥南方城市室内冰雪资源丰富的优势ꎬ抢抓“冰雪＋研学”的热

度ꎬ持续推出“冰雪＋研学”“冰雪＋影视”“冰雪＋漫展”“冰雪＋亲子”等系列促销活动ꎬ多举措促进市民“上
冰上雪”ꎬ扩大冰雪消费ꎮ

　 　 (四)完善冰雪人才培养体系ꎬ加大冰雪人才供给

当前ꎬ国内冰雪经济呈爆发式增长ꎬ全国均面临冰雪人才缺乏的局面ꎮ 南方区域冰雪产业规模较小ꎬ
冰雪人才更是缺乏且不容易留住ꎮ 完善冰雪产业“南展”人才培养体系ꎬ加大冰雪人才供给刻不容缓ꎮ

一是自主培养冰雪产业人才ꎮ 武汉等城市高等院校聚集ꎬ教育资源丰富ꎬ可开设冰雪产业所需要的

专科、本科及研究生学历的不同等级的冰雪人才ꎬ在专业方向上根据市场需求ꎬ培养如冰雪运动员、冰雪

教练员、冰雪场馆经营管理人才、冰雪艺术人才、冰雪旅游人才、冰雪康复人才等ꎬ逐步构建起南方区域体

系化的冰雪人才培养体系ꎮ
二是委托培养冰雪产业人才ꎮ 可通过政府购买培训服务等方式为南方冰雪运动场馆培养教练员等

紧缺人才ꎬ也可以鼓励南方城市的滑冰场、滑雪场与东北城市的滑雪场开展业务合作ꎬ可在淡季时派管理

人员、技术人员赴北方滑雪场进行考察交流与培训学习ꎮ
三是积极引进冰雪产业人才ꎮ 南方城市相关部门应为冰雪企业引进人才提供政策利好和条件ꎬ企业

为人才提供高薪、有利成长空间和良好工作环境ꎬ积极引进冰雪管理人才、冰雪艺术人才、冰雪运动员、教
练员和辅导员等ꎬ如帮助新引进的高层次冰雪产业复合型人才解决社会保险、医疗保险等问题ꎬ按照相关

规定落实其子女入学政策ꎬ符合要求的给予购置、租赁办公及居住用房补贴ꎮ

作者简介:
李翠军ꎬ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ꎬ研究方向为旅游文化、区域经济ꎮ

(责任编校: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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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微短剧发展观察及建议
　 　

陈强　 刘靖

　 　 摘　 要:网络微短剧是一种新兴的非常活跃的文艺形式ꎬ具有时长短、投资小、创作快、题材和体裁灵

活多样等特点ꎬ对于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文化需求意义重大ꎬ对于城市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用显著ꎮ 本

文从网络微短剧的发展历程、生态特点、发展问题分析ꎬ以及武汉市微短剧产业发展路径四个方面进行详

细分析ꎬ系统梳理我国网络微短剧发展脉络ꎬ找到发展痛点和难点ꎬ理清未来发展趋势和脉络ꎬ形成武汉

市坚守主流价值观、规范发展产业的政策建议ꎬ鼓励武汉市微短剧行业向制作专业化方向进化ꎬ向广大网

民提供更多元多样、专业有深度的内容ꎬ让网络微短剧产业为武汉高质量发展赋能ꎮ
关键词:网络微短剧ꎻ武汉文化事业ꎻ主流价值观

近年来ꎬ网络微短剧凭借短小精悍、节奏明快、冲突集中、情绪带动性强等特点ꎬ迎合了快节奏、碎片

化的市场需求ꎬ赢得网民青睐ꎮ 网络微短剧进入门槛低、耗费成本低、制作周期短ꎬ同时享有流量分成、充
值分成、广告植入等多种赢利模式ꎬ一旦爆款出圈其回报可达百倍甚至千倍ꎬ引得各路资本蜂拥而至ꎮ 一

路“狂飙”后ꎬ网络微短剧粗制滥造、格调低下、审美恶俗等内容问题也浮出水面ꎬ严重冲击网络文明建设ꎬ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造成侵蚀ꎮ 自 ２０２２ 年开始ꎬ相关部门针对网络微短剧的监管力度逐渐加大、管理

举措逐渐细化ꎬ其野蛮生长态势得到一定遏制ꎬ但要做到长效治理ꎬ仍需各方主体持续发力ꎮ 本文基于网

络微短剧的生态特点ꎬ聚焦其内容生产方面存在的问题ꎬ针对性提出监管建议ꎬ为推动武汉市网络微短剧

规范化提供参考和发展建议ꎮ

　 　 一、网络微短剧发展历程

第一阶段:微短剧诞生于短视频平台ꎬ幽默搞笑反转类题材率先出现ꎮ 微短剧始于 ２０１８ 年前后ꎬ乘
着短视频平台快速发展的东风崭露头角ꎬ抖音、快手等平台上涌现了一批短剧作者ꎬ以幽默、搞笑、反转为

特点ꎬ开辟了“竖屏短剧”这一全新的视听艺术新品类ꎮ 微短剧真正兴起于 ２０１９ 年ꎬ快手率先布局微短

剧ꎬ成立“快手小剧场”ꎬ为创作者提供发布渠道ꎮ 同时ꎬ短视频平台通过采买优质微短剧ꎬ长视频平台则

推出分账模式鼓励生产短视频内容ꎬ但由于商业模式未跑通ꎬ不少团队铩羽而归ꎬ微短剧“虚火”一度

“退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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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政策推动和平台激励扶持ꎬ微短剧进入快速发展阶段ꎮ ２０２０ 年被称为“微短剧元年”ꎬ一方

面ꎬ微短剧正式获官方认可ꎬ广电总局设立了网络微短剧登记备案模块ꎬ加强了对微短剧的管理ꎮ 另一方

面ꎬ快手、抖音、腾讯等平台相继推出不同形式的激励计划ꎬ鼓励短剧创作ꎬ例如:快手“星芒”计划率先用

分账政策推动短剧发展ꎮ ＭＣＮ 机构、影视工作室等纷纷入局ꎬ抢滩微短剧红利ꎻ视频平台加码自制ꎬ专业

化团队加入拍摄制作ꎬ微短剧迎来爆发期ꎬ优质作品不断涌现ꎮ 微短剧爆火也吸引明星入局ꎬ例如:今日

头条出品的科幻悬疑微短剧«剩下的 １１ 个»由李现主演ꎬ一度成为网络热议话题ꎮ 与此同时ꎬ出品方开始

注重成本控制与投入产出比ꎬ微短剧行业逐步建立可持续发展模式ꎮ
第三阶段:小程序短剧兴起ꎬ爆品高收益刺激行业野蛮发展ꎮ ２０２２ 年ꎬ微短剧在制作、分发、订阅模式

等方面的探索逐渐成熟ꎬ与此同时ꎬ一种新的微短剧形式———小程序短剧开始出现ꎬ这类微短剧单集时长

约数十秒或两三分钟ꎬ通过投放方式大面积触达用户ꎬ吸引用户跳转小程序观看ꎬ往往是前半部分免费观

看ꎬ后半部分需付费解锁ꎮ 这类微短剧成本可低至 １０ 万元 ~ ２０ 万元ꎬ拍摄周期短、故事简单但融合爽文

网络梗ꎬ一旦成为爆款回报可达百万元甚至千万元ꎬ让众多机构趋之若鹜ꎬ刺激微短剧行业野蛮发展ꎮ
第四阶段:监管趋严ꎬ微短剧走向规范化和精品化阶段ꎮ 进入 ２０２３ 年ꎬ文娱产业的复苏进一步刺激

微短剧出圈ꎬ微短剧成为资本市场风口ꎬ资本逐利的背景下导致微短剧粗制滥造、格调低下、内容低俗等

乱象频现ꎮ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起ꎬ广电总局加强网络微短剧治理工作ꎬ快手、抖音、微信等平台逐步开展对违规

微短剧和相关账号的清查处置工作ꎬ取得积极成效ꎬ清理了大批低俗有害的网络微短剧、违规小程序和账

号ꎮ 在监管加强后ꎬ各平台微短剧内容开始走向规范化管理ꎬ逐渐向精品化发展ꎮ 业内人士认为ꎬ短剧赛

道将进入“内容为王”的阶段ꎬ未来一年将有细分领域的头部玩家脱颖而出ꎮ

　 　 二、网络微短剧的生态特点

根据国家广电总局的定义ꎬ网络微短剧是指单集时长从几十秒到十五分钟左右、主题和主线相对明

确、故事情节较为连续和完整的剧集ꎮ 按照生产主体可分为三大类ꎬ包括以优酷、爱奇艺等为主的长视频

平台短剧ꎬ以抖音、快手等为主的短视频平台短剧以及小程序短剧ꎮ 小体量、快节奏、高密度等特点ꎬ让微

短剧高度匹配网民碎片化的观看需求ꎬ形成网络视听新的“流量高地”ꎮ

　 　 (一)市场规模:微短剧爆发式增长ꎬ规模剑指千亿元

当前我国网络微短剧市场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ꎮ 一是市场规模迅速增长ꎬ五年内有望超千亿元ꎮ 数

据显示ꎬ国内微短剧 ２０２３ 年市场规模达到 ３７３ ９ 亿元ꎬ较 ２０２２ 年同比上升 ２６７ ６５％ ꎬ２０２７ 年中国微短剧

市场规模预测将超过 １０００ 亿元ꎮ 二是供给数量持续增加ꎬ２０２３ 年备案微短剧超 ４０００ 部ꎮ 据德塔文数

据ꎬ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２０２３ 年 ８ 月ꎬ长短视频平台上线 １１２５ 部微短剧ꎬ首度年产破千部ꎻ同比 ２０２２ 年 ４４２
部、２０２１ 年 ４２０ 部ꎬ实现阶梯式增长ꎮ 另据巨量引擎数据ꎬ２０２１ 年全国微短剧备案 ３９８ 部ꎬ２０２２ 年备案

２７７５ 部ꎬ增长近 ６ 倍ꎻ至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已有超过 ４０００ 部微短剧备案ꎮ

　 　 (二)运营主体:长短视频平台、影视公司等纷纷入局

微短剧迅速发展的背后ꎬ是长短视频平台、影视公司、ＭＣＮ(Ｍｕｌｔｉ－Ｃｈａｎｎｅ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ꎬ即多频道网络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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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网红和自媒体提供内容策划制作、宣传推广、粉丝管理、签约代理等各类服务的实体或组织)机构、网文

平台等纷纷入局的结果ꎮ 长视频平台方面ꎬ２０１８ 年ꎬ爱奇艺率先推出“竖屏控剧场”ꎬ旗下微短剧«生活对

我下手了»引起广泛关注ꎮ ２０２１ 年ꎬ腾讯视频首推业内首个短剧品牌“十分剧场”ꎬ芒果 ＴＶ 推出短剧 ＡＰＰ
“大芒”ꎬ深度聚合微短剧受众ꎮ 短视频平台方面ꎬ２０１９ 年ꎬ快手布局微短剧内容ꎬ截至目前其短剧 ＤＡＵ
(Ｄａｉｌｙ Ａｃｔｉｖｅ Ｕｓｅｒꎬ日活跃用户数量)已达 ２ ６ 亿人ꎬ短剧创作者达 １３ 万人ꎮ 抖音、小红书、Ｂ 站等也纷纷

下场助推微短剧创作ꎮ 网文平台方面ꎬ手握海量优质内容的网文平台如阅文集团、中文在线以及掌阅科

技等ꎬ利用内容优势迅速成为微短剧行业主力军ꎬ并将触角伸向产业中游ꎬ转型成制作方和出品方ꎮ 影视

公司方面ꎬ头部制作公司如新丽传媒、柠萌影视、完美影视等亦加速布局微短剧ꎬ发力制作精品微短剧ꎮ
ＭＣＮ 机构方面ꎬ银色大地、古麦嘉禾、神狼文化、星拓传媒等利用现有网红资源以及体系化的营销推广等

参与微短剧市场竞争ꎮ

　 　 (三)用户画像:女性用户关注感情题材ꎬ中年男性青睐小程序短剧

用户群体的迅速扩张是微短剧发展的推动力ꎮ 数据显示ꎬ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ꎬ我国网民规模达 １０ ７９
亿人ꎬ较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增长 １１０９ 万人ꎬ互联网普及率达 ７６ ４％ ꎮ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ꎬ３６ １９％的微短剧用

户几乎每天观剧ꎬ３８ １５％的网民每周观看数次ꎬ整体黏性极高ꎮ 平台微短剧主要吸引年轻群体和女性群

体ꎬ小程序短剧用户多为中年男性ꎮ 据美兰德数据ꎬ从平台热播微短剧用户结构看ꎬ２０２３ 年上半年ꎬ“Ｚ 世

代”(１５ ~ ２９ 岁)群体占比达 ６４ ８％ ꎬ“Ｙ 世代”(３０ ~ ３９ 岁)占比达 ２４ ２％ ꎻ女性用户占比达 ７３ ０４％ ꎮ 小

程序短剧用户群体则相反ꎬ骨朵网络影视指出ꎬ小程序短剧内容贴近生活ꎬ其用户主要是下沉市场 ３５ ~ ５５
岁的男性ꎬ题材以逆袭爽剧为主ꎮ

　 　 (四)出海情况:微短剧 ＡＰＰ 不断涌现ꎬ北美地区成出海主阵地

在国内微短剧市场快速拓展的同时ꎬ微短剧公司通过 ＡＰＰ 快速渗透海外市场ꎬ北美地区成出海主阵

地ꎬ数据显示ꎬ美国已成为短剧出海首选地区ꎬ东南亚地区及中东地区正成为国内企业重点开发的地区ꎮ
网文平台、视频平台涌入出海赛道ꎬ多个短剧 ＡＰＰ 上线成爆款ꎮ ２０２２ 年ꎬ头部网文平台中文在线在海外上

线微短剧 ＡＰＰ“ＲｅｅｌＳｈｏｒｔ”ꎬ主打欧美市场ꎬ推出多部爆剧ꎬ下载量快速增长ꎬ曾登上美国 ｉＯＳ 下载总榜榜首ꎻ
安悦科技、新阅时代、畅读科技分别上线 ＦｌｅｘＴＶ、ＧｏｏｄＳｈｏｒｔ、ＭｏｂｏＲｅｅｌｓ 微短剧 ＡＰＰꎬ头部微短剧制作平台九

州文化和点众科技也推出 ＳｈｏｒｔＴＶ、ＤｒａｍａＢｏｘꎬ上述五个微短剧 ＡＰＰ 的海外下载总量已超过 ３００ 万次ꎮ
国产微短剧出海内容模式主要有两种ꎬ一是将国内原有微短剧翻译上传至应用或第三方视频平台ꎬ

其主要市场是东南亚ꎻ二是选择符合当地用户喜好的本土化剧本进行拍摄ꎬ制作成本及后期难度较高ꎬ目
前主要由出海网文平台主导ꎮ 国内微短剧出海仍在摸索阶段ꎬ在文化壁垒、制作成本、变现能力、内容供

给等方面须做好内容策略和专业引导ꎮ

　 　 三、网络微短剧发展问题分析

２０２２ 年以来ꎬ广电总局多次开展微短剧专项整治工作ꎬ制定«网络微短剧创作生产与内容审核细则»ꎬ
不断完善常态化管理机制ꎬ行业监管与内容扶持双管齐下ꎮ 虽然对微短剧产业和市场产生一定正向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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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ꎬ但内容良莠不齐、运营乱象频出、产业生态鱼龙混杂等现象短期内无法彻底解决ꎬ亟需政府、平台、行
业及用户等多方携手发力ꎬ推动微短剧行业朝着规范、有序和健康的方向发展ꎮ

　 　 (一)剧情同质化

一些平台为争夺流量而快速扩充内容库ꎬ降低了作品的准入门槛ꎬ部分创作者忽略对社会、文化、心
理等更深层次主题的探讨ꎬ追求短快爽ꎬ导致微短剧主题集中在商战、幻想、霸总、赘婿、穿越、重生、逆袭、
暴富等主题上ꎬ情节脉络千篇一律ꎬ缺乏深度和内涵ꎮ 此外ꎬ同样的剧情存在大量团队翻拍情况ꎬ也导致

抄袭、侵权问题泛滥ꎬ俗气、低幼、浮夸是许多观众对微短剧的第一印象ꎮ

　 　 (二)内容质量低

微短剧以轻量见长ꎬ制作成本低、周期短ꎬ１０ 天编剧、７ 天拍摄、１ 个月上线的情况屡见不鲜ꎬ内容质量

自然无从谈起ꎮ 且由于准入门槛较低ꎬ许多微短剧并非出自专业编剧ꎬ对剧本打磨不够ꎬ加上导演能力不

足ꎬ演员非专业出身ꎬ无法较好地演绎角色ꎮ 部分制作方为逐利而粗制滥造ꎬ画面、音效和特效等制作质

量低ꎬ影响成片质量ꎮ

　 　 (三)背离主流价值观

为博眼球吸引流量ꎬ不少微短剧背离主流价值观ꎬ有的刻意放大家庭矛盾、制造对立冲突、宣扬封建

迷信ꎻ有的塑造霸道总裁、平民赘婿ꎬ渲染深情宠溺、娇妻文学ꎬ传播不劳而获的婚恋观ꎻ有的宣扬重生复

仇ꎬ场面血腥暴力ꎬ是非观念混淆ꎬ过度渲染人性中的恶ꎻ有的过度渲染拜金、炫富、挥金如土等情节ꎬ脱离

生活实际ꎬ违反现实逻辑ꎬ传递金钱至上、过度消费的思想ꎬ与勤俭节约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不符ꎬ更与国

家提倡的“幸福是奋斗出来的”的主流精神价值不符ꎮ 我国网民中存在大量的未成年人ꎬ若年轻人长期受

到歪风邪气的影响ꎬ可能滋生攀比、奢靡等不良风气ꎬ极其不利于网络文明建设和社会和谐稳定ꎮ

　 　 (四)色情低俗擦边等违规问题频现

部分微短剧以赚快钱为目的ꎬ为吸引观众ꎬ不惜突破底线ꎬ色情低俗、血腥暴力、格调低下、审美恶俗

等乱象凸显ꎮ 特别是在小程序短剧领域ꎬ内容低俗化、恶俗化问题尤为明显ꎬ部分微短剧未取得上线备案

号就上线ꎬ打擦边球ꎬ充满性暗示或血腥场面ꎮ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ꎬ咪蒙短剧团队制作的«黑莲花上位手册»
«李特助如此多娇»等 ４ 部微短剧被全网下架ꎬ原因正是其内容涉嫌物化女性、色情低俗擦边、违反公序良

俗和宣扬极端复仇ꎮ

　 　 (五)内容广告化滋生虚假宣传等乱象

由于微短剧爆火ꎬ很多品牌商将其作为广告宣传渠道ꎬ在剧中植入广告或品牌定制短剧的情况越来

越普遍ꎮ 例如ꎬ腾讯微视上线的首部微短剧«上头姐妹»在剧情中植入美妆、日化、零食、乳饮等品牌ꎬ实现

了微短剧带货、品牌推广ꎮ 而据海汇营销智库数据ꎬ２０２２ 年 ６ 月以来ꎬ仅抖音就有包括韩束、珀莱雅、茶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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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丸美、小度等 １２ 个品牌制作了 ２４ 部定制短剧ꎻ以软广等方式植入的微短剧数量更多ꎮ 随着微短剧内

容广告化ꎬ虚假宣传、误导性表述、发布违禁广告等乱象浮现ꎬ由此衍生的消费纠纷、法律诉讼等案件将随

之增多ꎮ

　 　 四、武汉网络微短剧产业发展的路径建议

微短剧是一种新兴的非常活跃的文艺形式ꎬ作为文化发展新模式ꎬ对于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文化需

求意义重大ꎬ未来将成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ꎬ也成为众多城市竞相鼓励发展的新型产业ꎮ 经过前

期市场野蛮生长的洗礼ꎬ目前ꎬ武汉市聚集了未来畅想文化传媒、一芳映画、纳莱影视文化、司贝影业、蓝
色狮子、征途影业等微短剧中小企业ꎬ但企业规模、制作数量和制作质量都明显低于中文在线、阅文集团、
掌阅科技等国内巨头企业ꎬ武汉市还没有形成微短剧产业链一体化发展的态势ꎮ 斗鱼作为本土大型互联

网企业ꎬ２０２１ 年开始积极布局微短剧市场ꎬ围绕“主播梗”出品«如果»«勇者无鸡»等电竞微短剧ꎬ产生了

良好的市场反响ꎬ但微短剧仍不是斗鱼发展的业务主线ꎮ 从目前看ꎬ武汉市微短剧产业发展的核心问题

是缺少组织机制护航ꎬ缺乏龙头企业带动ꎬ产业规模、市场发展程度、剧集数量等方面明显落后于北京、广
州、杭州、深圳等城市ꎮ 建议将网络微短剧发展融入武汉市文化事业产业发展大局ꎬ引导网络微短剧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方向ꎬ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ꎬ研究出台武汉市微短剧产业规范发展措

施ꎬ鼓励武汉微短剧行业向制作专业化方向进化ꎬ推动网络微短剧业态高质量发展ꎮ

　 　 (一)弘扬主流价值观ꎬ为武汉高质量发展赋能

为加快网络微短剧与武汉市文旅产业深度融合ꎬ助力武汉市经济发展ꎬ武汉市应从文化大发展大繁

荣的高度出发重视微短剧发展ꎬ坚持“小故事也能演绎大主题”ꎬ以人民为中心ꎬ把微短剧创作融入文化事

业发展大局ꎻ坚信“小成本也能撬动大价值”ꎬ立足文化自信ꎬ把微短剧内容创作作为重点文化项目推进落

实ꎻ坚持“小篇幅也能拥有大舞台”ꎬ聚力协同联动ꎬ让微短剧建设为武汉高质量发展赋能ꎮ

　 　 (二)研究出台规范发展措施ꎬ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建议武汉市有关部门加强多方调研ꎬ借鉴先进城市发展经验ꎬ研究出台鼓励微短剧产业发展的指导

意见和配套措施ꎬ从源头上引导微短剧产业沿着健康良性的道路发展ꎬ鼓励微短剧企业生产优质多元的

短视频内容ꎬ在内容创意上出新出彩ꎬ在形式上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向广大网民提供更多元多样、
更专业且有深度的内容ꎮ

　 　 (三)充分发挥协会作用ꎬ强化精品内容扶持

发展网络微短剧ꎬ加强对主流价值观的引导意义重大ꎬ有利于指导微短剧行业走出品质洼地ꎮ 研究

成立武汉市微短剧行业协会ꎬ制定行业规范和道德准则ꎮ 通过协会积极开展各项微短剧行业指导工作ꎬ
建立自律机制ꎬ加强业内交流ꎬ通过组织培训、交流会等方式ꎬ推动微短剧制作方形成更广泛的自律共识ꎬ
提升行业参与者整体素质ꎮ 组织开展优秀微短剧展播活动ꎬ以专业视角、官方认可赋予优秀微短剧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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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力ꎬ正向引导网络微短剧创作不断向专业化、精品化进阶ꎮ 通过评优评奖、资金扶持、税收优惠等

方式ꎬ引导制片方进行自我革新和品质提升ꎬ如设立示范性典型作品评选机制ꎬ鼓励创作者积极创作有深

度、有思想、有正能量的微短剧ꎮ

　 　 (四)形成多方合力ꎬ引导向规模化专业化发展

现阶段我国微短剧行业发展迅速ꎬ涌现出的众多微短剧相关企业规模可观ꎬ微短剧的制作越来越专业

化ꎬ因此提高微短剧的制作能力ꎬ保障作品质量ꎬ才是微短剧文化产业的专业路径ꎮ 结合武汉市文化产业高

质量发展需要ꎬ将微短剧发展与城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深度结合ꎬ研究成立市级层面的微短剧产业发展基

金ꎬ从制作质量、主流价值观、城市宣推等方面制定奖励标准和条件ꎬ鼓励有潜力、有市场的微短剧企业做大

做强ꎻ联合行业主管部门、协会、平台、制作机构形成四方合力ꎬ策划发起武汉网络微短剧扶持计划ꎬ通过打造

网络微短剧精品项目ꎬ推动网络微短剧业态高质量发展ꎬ树立武汉市文化产业新名片ꎮ

作者简介:
陈强ꎬ武汉市互联网舆情研究中心高级经济师ꎬ研究方向为互联网生态、网络舆情、网络传播、网络空

间安全、互联网经济ꎮ
刘靖ꎬ武汉市互联网舆情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ꎬ研究方向为互联网经济、网络舆情、网络传播、网络空间

安全ꎮ

(责任编校:张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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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城市集约发展导向下的
武汉新城规划建设模式研究

　 　

李春洋

　 　 摘　 要:本文立足超大城市加快发展方式转变ꎬ以武汉为例ꎬ探索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的高质量发

展路径ꎬ认为武汉要以新城、新区建设为平台ꎬ实现非核心功能疏解、建设新增长极、向都市圈拓展城市发

展空间ꎬ实现城市空间优化、城市能级提升、区域引领增强等发展目标ꎮ

关键词:超大城市ꎻ集约发展ꎻ武汉新城

集约发展是超大城市空间建设发展的根本要求ꎬ是指在超大城市发展过程中整合各种要素进行相应

的综合利用ꎬ为超大城市多余空间提高利用效率以及盘活闲置土地利用价值ꎮ 超大城市集约发展路径是

通过郊区化发展ꎬ建设新城和新区ꎬ疏解主城区非核心功能ꎮ 武汉新城位于武汉、鄂州的临界区域ꎬ该区

域已经成为武汉、鄂州两地城市经济最活跃的区域ꎬ建设武汉新城ꎬ既有助于武汉市疏解城市功能ꎬ又有

利于发挥都市圈作用ꎬ通过中心城市带动周边城市发展ꎮ

　 　 一、超大城市集约发展综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建设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人

民群众需求ꎬ合理安排生产、生活、生态空间ꎬ走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的高质量发展路子ꎬ努力创造宜

业、宜居、宜乐、宜游的良好环境ꎬ推动我国建设发生历史性变革、城市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ꎮ 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印发的«“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明确提出ꎬ要“推动超大特大城市转变发展方式”“增

强全球资源配置、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功能”“提高综合能级与国际竞争力”ꎮ

在城市建设过程中ꎬ中心城市和城市群逐渐成为承载人口经济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ꎬ“十四五”

以来ꎬ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ꎬ超大城市发展成效显著ꎬ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中心城市

和城市群成为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ꎻ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城市群国际竞争力显著提高ꎻ超

大城市发展方式加快转变ꎻ城市有机理念深入人心ꎻ超大城市治理能力有效提升ꎮ 然而ꎬ超大城市作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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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的重要载体ꎬ聚集了常住人口、国土空间、经济总量与技术创新能力等多种要素ꎬ总体上是高强度、
高人口密度开发的ꎬ如何实现协调多种要素实现有机发展同样面临诸多挑战ꎮ 主要表现在高强度、高人

口密度开发下的安全韧性短板突出ꎻ高难度下“摊大饼”扩张模式逐步蚕食生态绿隔ꎬ城市“通透性”指数

下降ꎬ引发热岛效应扩大化ꎬ造成城市舒适度下降ꎻ超大城市公交分担率、绿色交通出行比重偏低ꎬ碳排放

水平远高于欧美同规模城市ꎻ超大城市的轨道交通覆盖密度、延伸度与世界城市还有较大差距ꎮ 因此ꎬ需
要寻求新的发展方式与发展理念ꎬ推动城市空间发展从“量的扩张”到“质的提升”的转变ꎮ

　 　 二、新城新区高质量发展借鉴

　 　 (一)国内外新城新区发展借鉴

１ 国外新城新区发展借鉴

韩国为了疏解首都的政治、行政等城市功能ꎬ解决人口压力ꎬ从源头上解决区域不均衡发展的问题ꎬ于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开始建设世宗新城ꎮ 主要经验有五个方面:一是注重新城功能自足性特征ꎬ吸引中心城区人口ꎮ
韩国大多数新城的建设过程中ꎬ产业集聚区的建设与开发、招商引资的工作是同步进行的ꎮ 政府在推动开发

过程中ꎬ也比较注重服务业氛围的营造ꎮ 二是积极推动土地征收与供给计划的立法和政策制定ꎬ推动一级市

场开发ꎮ 三是融资方式多元化ꎬ采用多方机构与政府合作经营模式ꎮ 四是新城规划设计理念先进ꎬ注重空间

环境的营造ꎬ住在新城的人既能享受城市的各种便利ꎬ还能享受到自然风光ꎮ 五是引入高科技ꎬ打造智能化

绿色节能城市ꎬ尤其是在新城规划和建设中更是强调低碳理念和智能技术的实践和运用ꎮ
日本筑波科学城采用健全的立法制度和大量优惠政策ꎬ保障新城建设的协调发展ꎮ 筑波科学城建设

的法规相当健全ꎬ可以说是世界上新城建设立法最多的城市ꎮ 这些法律法规大体上分为两类: 一类是专

门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地区法律ꎻ另一类是引导与高新城市相关的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ꎮ 重视环境

保护与城市建设协调发展的规划理念ꎬ使筑波科学城绿化面积占筑波总面积的 ６５％以上ꎬ被誉为“人和自

然和谐共存的绿色都市”ꎮ
美国尔湾新城规划在高度发达的城市里设置了大量保护区ꎬ高效使用能源和栖息地保护ꎬ尔湾也是

水资源循环使用的先行者ꎮ
２ 国内新城新区发展借鉴

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样板借鉴ꎮ 雄安新区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ꎬ
采用现代技术、环保技术ꎬ建成绿色低碳、智能高效、环保宜居且具备优质公共服务的新型城市ꎮ 创造“雄
安质量”ꎬ推动雄安新区实现更高水平、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加可持续发展ꎬ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

的创新发展示范区ꎬ成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ꎮ 针对新城建设ꎬ雄安新区的标杆作用值得借鉴ꎮ
一是构建科学合理空间布局ꎮ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ꎬ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空间ꎬ构建蓝绿交织、
和谐自然的国土空间格局ꎬ逐步形成城乡统筹、功能完善的组团式城乡空间结构ꎬ布局疏密有度、水城共

融的城市空间ꎮ 二是塑造新时代城市风貌ꎮ 坚持中西合璧、以中为主、古今交融ꎬ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ꎬ保留中华文化基因ꎬ彰显地域文化特色ꎻ加强城市设计ꎬ塑造城市特色ꎬ保护历史文化ꎬ形成体现历史

传承、文明包容、时代创新的新区风貌ꎮ 三是打造优美自然生态环境ꎮ 践行生态文明理念ꎬ尊重自然、顺
应自然、保护自然ꎬ统筹城水林田淀系统治理ꎬ做好白洋淀生态环境保护ꎬ恢复“华北之肾”功能ꎻ大规模植

树造林ꎬ开展国土绿化ꎬ构建宁静、和谐、美丽的自然环境ꎻ推动区域流域协同治理ꎬ全面提升生态环境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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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ꎬ建成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典范城市ꎮ 四是发展高端高新产业ꎮ 瞄准世界科技前沿ꎬ面向国家重大战略

需求ꎬ通过承接符合新区定位的北京非首都功能ꎬ积极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ꎬ高起点布局高端高新产

业ꎬ推进军民深度融合发展ꎬ加快改造传统产业ꎬ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

的现代产业体系ꎮ 五是提供优质共享公共服务ꎮ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ꎬ引入京津优

质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等资源ꎬ建设优质共享的公共服务设施ꎬ提升公共服务水平ꎬ构建多元化的住

房保障体系ꎬ增强新区承载力、集聚力和吸引力ꎬ打造宜居宜业、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新城ꎮ 六是构建快

捷高效交通网ꎮ 按照网络化布局、智能化管理、一体化服务要求ꎬ加快建立连接雄安新区与京津及周边其

他城市、北京新机场之间的轨道交通网络ꎻ完善雄安新区与外部连通的高速公路、干线公路网ꎻ坚持公交

优先ꎬ综合布局各类城市交通设施ꎬ实现多种交通方式的顺畅换乘和无缝衔接ꎬ打造便捷、安全、绿色、智
能交通体系ꎮ 七是建设绿色智慧新城ꎮ 按照绿色、智能、创新要求ꎬ推广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城市

建设运营模式ꎬ使用先进环保节能材料和技术工艺标准进行城市建设ꎬ营造优质绿色市政环境ꎬ加强综合

地下管廊建设ꎬ同步规划建设数字城市ꎬ筑牢绿色智慧城市基础ꎮ
广州珠江新城优化提升城市设计ꎮ 一是打造高质量发展样板ꎮ 在功能定位、公服配套、公共空间等

方面充分强化与周边区域的联动ꎬ盘活存量用地ꎬ释放高质量发展空间ꎬ补齐发展短板ꎬ增强区域集聚辐

射和带动作用ꎬ引领珠江新城未来的高质量发展ꎮ 二是构建高效便捷、快慢结合的精细化交通空间ꎮ 倡

导绿色交通出行模式ꎬ强化地块地下空间与轨道站点高效衔接ꎬ开展重点片区 ＴＯＤ(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

发展模式)综合利用设计ꎮ 三是打造人文亲厚品质化花园城市名片ꎮ 注重“以人为本”的理念ꎬ构建完善

的文化、教育、医疗、体育等的配套设施ꎮ 四是延续城市文脉、留住城市历史记忆ꎮ 充分挖掘珠江新城建

设以来的发展历程及脉络ꎬ延续东区体育休闲功能的历史记忆ꎬ并整合最新发展需求ꎬ集聚各类高端要

素ꎬ协调场所景观和文化特征ꎬ打造一个以体育休闲为特色的 ＩＰ 和立体复合的城市公共活动中心ꎮ 五是

营造兼具国际视野和岭南特色的未来街区ꎮ 采用前瞻性的国际一流现代化营造理念ꎬ强化生态、低碳原

则ꎬ通过借鉴国内外标杆城市大型综合体规划设计和发展建设的先进经验ꎬ以技术理念先进、立体智慧城

市、持续长远发展的标准ꎬ保障方案设计的创新性与在地性ꎮ

　 　 (二)经验启示

１ 必须重视超大城市集约用地ꎬ优化产业结构发展

超大城市在用地上要往“提质增效”方向发展ꎬ立足产业结构与定位ꎬ推进空间集约化发展ꎮ 一是推

动产业基础高级化ꎮ 在合理调整产业结构的基础上ꎬ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与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并抓ꎮ 实现

产业组织结构、布局结构的优化ꎬ培育壮大龙头企业ꎬ以工业转型升级改造提升传统产业ꎮ 依托产业基

础ꎬ重点发展主导产业板块ꎬ结合配套功能为产业板块提供智力与服务支撑ꎬ促进产业升级ꎮ 二是创建产

业链聚集途径ꎬ提高产业凝聚力ꎮ 积极探索提高协同创新能力的方法ꎬ建立多元主体协同创新互动体系ꎬ
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中的主体作用ꎻ大力引进和加快培育创新型企业人才ꎬ形成“科研院—企

业”助推机制ꎬ使科研成果以最快速度转化为产业链ꎮ 探索产业链创新路径ꎬ立足于建立全球产业链分

工ꎬ谋划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ꎬ提高集成创新能力ꎬ并在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上形成竞争力ꎮ 三是打

造产业品牌ꎬ按照“市场要活、创新要实、政策要宽”的要求ꎬ强化自主创新与外来引入ꎬ切实增强产业发展

的活力与动力ꎬ实现主导产业高端化、传统产业品牌化ꎮ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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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必须重视培育强化核心功能ꎬ促进都市圈高质量发展

核心功能决定城市的核心竞争力、辐射带动力ꎬ做强做优核心功能ꎬ是超大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主

攻方向ꎮ 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心城市带动都市圈、都市圈引领城市群、城市群支撑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动

力机制ꎬ既有利于超大城市在更大范围更好配置资源、加快转变发展方式ꎬ也对实施好新型城镇化战略至

关重要ꎮ 因此ꎬ要引导超大城市与周边城市同城化发展ꎬ通过构建便捷高效的通勤圈、梯次配套的产业

圈、便利共享的生活圈ꎬ培育发展一批现代化都市圈ꎮ
３ 必须重视超大城市资源配置能力ꎬ提升创新活力

超大城市除了具有超大规模的资源聚集优势ꎬ还有较强的资源调动和配置能力ꎬ指的是城市地区对

资源(资金、人才、基础设施、自然资源)的集聚、扩散与利用能力ꎮ 在一定程度上ꎬ提高超大城市的资源配

置能力ꎬ有利于发挥优化空间布局和集聚生产要素优势ꎬ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

革ꎬ实现经济总量与质量的“双提高”ꎮ 超大城市具有创新要素集聚优势ꎬ要以增强城市创新能力为牵引ꎬ
以创新推动创业、带动就业、成就事业ꎻ着力建设创新创业载体ꎬ提升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创新功能ꎬ建
设成本低、要素全、便利化、开放式的孵化器等众创空间ꎻ着力优化创新创业生态ꎬ完善普惠性创新创业支

持政策ꎬ健全更加开放的高水平人才引进培养机制ꎮ 着力推动新兴产业发展ꎬ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和吸

纳就业能力ꎮ
４ 必须重视科创、生态、文化等方面多元化发展

城市发展逻辑正由低价要素供给实现城市扩张转向为多种要素组合促进城市有机发展ꎮ 在知识经济时

代ꎬ科技创新作为城市核心功能之一ꎬ是中心城市与城市群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巨大引擎ꎮ 超大城市应该充分

调动人才、资金、技术等创新要素ꎬ实现各主体协同创新和价值创造ꎬ形成独立的创新生态ꎻ文化在城市高质

量发展中扮演着贡献定位、作用机理、路径模式选择的多重角色ꎬ应该坚持以文化本源动力和核心动力ꎬ积极

构建文化传承创新策源地、构建城市文化 ＩＰ 体系、打造未来城市场景体验集聚地ꎬ打造支撑引领城市未来发

展的枢纽体系ꎻ城市生态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必须坚持以协调共生、区域差异化、协调发展、
全面优化、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原则ꎬ优化产业结构和产业发展方式、改变城市发展方向、完善城市

的绿色建筑和绿色交通、提高市民参与生态建设的积极性ꎮ 超大城市集约发展应秉承“生态筑底、文创为脉、
特色科创”的策略选择ꎬ致力于营造良好的生态生活环境ꎬ打造公共文化创意空间ꎬ形成独具特色的创新生态

系统ꎬ实现科创、文化、生态的多元发展ꎬ为城市发展方式转变注入活力ꎮ

　 　 三、武汉新城打造武汉都市圈发展的先行和示范路径

　 　 (一)优化新城空间布局ꎬ注重产城高效融合

要秉承“绿色低碳、以人为本、智慧治理”的理念ꎬ注重“尊重自然、融入自然、体现自然”和“科技引

领、韧性生长、智慧城市”的特点ꎬ营造武汉新城山水城融合的理想空间模式ꎮ 集约高效利用土地资源ꎬ合
理布局产业结构ꎮ

第一ꎬ在土地投放与建设时序上要合理有序ꎮ 优先考虑基础设施用地投放和开发ꎬ通过高品质的基

础设施建设带动片区发展ꎮ 要严格控制土地的使用ꎬ提高土地绩效ꎬ确保建设的集约高效ꎮ
第二ꎬ在土地投放与产业布局上要合理优化ꎮ 武汉新城开发建设过程中ꎬ要坚持组团式、复合型、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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凑型、内涵式的空间增长模式ꎬ规划建设八大片区ꎮ 通过产业功能与片区相互赋能ꎬ优化空间布局与经济

结构ꎮ 中心片区主要布局以商务金融、科技服务、数字经济等为核心的高端服务业ꎮ 光谷片区和葛华片

区主要布局以高精尖产业和未来产业为核心的高端制造业ꎮ 龙泉山、滨湖半岛、红莲湖、花山、梧桐湖等

特色功能片区分别布局科学研究承载区和文化旅游休闲区、国际会客厅和生态绿心、数字创意宜居区、健
康智慧宜居区、科教文化宜居区ꎮ 通过产业布局优化与城市空间耦合ꎬ着力提高产城融合水平ꎮ 引入山

水融合理念ꎬ实现智慧治理ꎮ 结合地形地貌和既有生态要素ꎬ以生态廊道为自然隔离ꎬ整体构建“十字山

水主轴﹑五山九湖十九廊”的总体格局ꎮ
第三ꎬ按照“山湖相望、组团发展”的空间格局ꎬ合理划分八大片区ꎮ 在新城中心片区布局方面ꎬ坚持

组团式发展ꎬ优化空间配置ꎮ 突出山脉入城、三湖环抱的自然本底特色ꎬ形成融合山水的组团格局ꎬ塑造

山湖相望、功能多元复合的新城中轴ꎬ形成向湖而生、站城景融合的新城中心启动区ꎬ打造为中央商务区

和科技服务中心ꎮ 山水主轴规划为显山透水造园ꎬ引导“峰峦入城、低密疏朗”的中轴形态ꎬ汇聚四大区域

功能ꎬ打造创新共享的新城轴线ꎮ 豹澥内湖规划为九脉入湖、城水交织ꎬ环湖打造尺度宜人的岛链式功能

组团ꎬ共筑新城客厅ꎮ 因此ꎬ通过融合生态优良的自然景观和现代化城市生活ꎬ将新城构建成一个活力、
有机的整体ꎬ既为城市居民提供重要的公共活动场所ꎬ也为城市提供一处城绿交融的城市景观ꎮ

　 　 (二)着力推进创新驱动ꎬ落实新发展理念

科技创新是武汉新城建设的核心竞争力ꎬ要全面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ꎬ着力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

设ꎬ加强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ꎬ为武汉新城建设不断注入新活力ꎮ 充分发挥新城区位优势ꎬ开拓新产业ꎬ
加快聚集各类高水平创新要素ꎬ形成本地创新、协同创新等多元化创新源ꎬ打造“创新绿洲”ꎮ 加快构建协

同产业体系ꎮ
武汉新城建设应依托武汉中心城区现有的产业优势与经济基础ꎬ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

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ꎬ建立科技创新、高端制造、数字经济、商务金融、国际交往、文旅消费等产业

功能体系ꎬ积极推动产业体系形成和转型升级ꎬ高起点布局高端产业ꎬ助推武汉新城实现引领和支撑未来武

鄂黄黄协同发展的科技创新中心、产业发展中心、高端服务中心、对外交往中心的发展定位ꎮ
加快形成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能力ꎮ 依托现有光谷科技中心等科创平台ꎬ大力发展基础科学研究、

前沿创新、应用研究和研发孵化、产业转换、科技服务等业态ꎬ助力全省打造全国科技创新高地ꎮ 推动国

家级创新平台建设与落地ꎬ包括国家重点实验室、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科技企业孵

化器与众创空间ꎬ为创新创业提供高端平台ꎮ 同时ꎬ优化健全领导体制和管理机制ꎬ构建高效配置创新资

源制度优势ꎮ 重点在科研项目立项、科研经费分配使用、高端人才绿色通道、外籍科学家领衔重大科研项

目等方面进行改革探索ꎬ激发创新创业活力ꎮ
加快推进数字城市建设ꎮ 未来要推动武汉新城产业协同发展ꎬ就要夯实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ꎬ依托

自身的比较优势发展数字经济ꎬ利用数字经济赋能高标准和高质量的发展ꎮ 从加速数据要素化进程、推
动要素市场化改革、打造数字技术新优势、赋能重点产业创新发展、加强数字经济治理、增强数字经济发

展支撑六个方面发力ꎬ努力打造数据驱动的数字经济全产业链发展高地ꎮ 完善数字经济功能ꎬ主要发展

大数据、数字贸易、数字创意、数字消费、智慧物流等业态ꎬ助力全省打造全国数字经济发展高地ꎮ 加强武

汉新城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ꎬ建设 ５Ｇ 基站、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ꎬ推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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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信息技术和城市基础设施深度融合ꎬ建设数据原生的城市基础设施体系ꎮ

　 　 (三)提升公共服务水平ꎬ切实增进民生福祉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ꎬ推动公共服务的共建与共享ꎬ全面抓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各项工作ꎬ让
人民群众从新区建设发展中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ꎬ是武汉新城建设的内在要求ꎬ也是构筑新

时代宜业宜居的“人民之城”的必经之路ꎮ
强化基础设施建设ꎬ优化基础设施ꎮ 打造立体交通体系和综合交通枢纽ꎬ提升区域内部交通运输能

力及对外交通便捷性ꎮ 引入“城市交换中心”发展理念ꎬ采用“公交＋停车＋换乘＋商业”的组织模式打造

“交通海绵”ꎬ减少交通拥堵ꎬ从而保障城市交通的畅通ꎬ全面实现截、停、换功能ꎬ提升物流、公交、汽车服

务水平ꎬ实现信息交换、物流交换、文化交换ꎮ 优化市政能源、通信保障、消防等生命线工程以及医疗卫生

等公共服务设施布局ꎬ并在相应的配置中适当增加冗余度ꎬ增强设施的抗风险能力ꎬ提升城市的综合安全

韧性ꎮ
提升公共服务供给质量ꎮ 统筹做好新区就业、医疗、社保、养老以及住房等工作ꎬ加快补齐民生短板ꎬ

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ꎮ 开展文明城市常态化建设ꎬ不断提高居民素质和居民文明程度ꎬ推动

社区自治和民主参与ꎬ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氛围ꎮ 同时要加强居民教育ꎬ激发新区居民的责任感和主人

翁精神ꎬ推动其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和城市建设ꎮ 要把高标准高质量的要求落实到武汉新城建设管理的方

方面面ꎬ在基础设施、承接平台、环境保护、文化建设、创新驱动、乡村振兴和公共服务等方面ꎬ让人民群众

从新区建设发展中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ꎬ打造具备综合服务功能的“城市客厅”ꎮ

　 　 (四)注重文化赋能ꎬ激发新城发展活力

城市文化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与广泛的智力支撑ꎬ在城市高质量发展中扮演着贡献定

位、作用机理、路径模式选择的多重角色ꎮ 因此ꎬ需要注重新城文化活力传承与有机挖掘ꎬ推动城市内涵

式发展ꎮ 注重传承文化ꎬ加强文化融合ꎮ
第一ꎬ武汉新城城区的历史文化在延续与发展创新中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符号ꎬ知音文化、三国文化、

渔文化、民俗文化、生态文化等显示出蓬勃生机和强大活力ꎬ必须把重点放在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上ꎮ 同时要与区域文化、历史底蕴以及时代要求相结合ꎬ进行文化改革创新ꎬ打造武汉新城独特风貌ꎮ
第二ꎬ武汉新城建设涉及大量的人员调整和迁移ꎬ文化的多元化影响因素需要积极引导和融合ꎬ要提

高文化服务的质量和覆盖面ꎬ增强文化凝聚力ꎮ
第三ꎬ积极探索文化发展新体制、新机制、新模式ꎮ 总结探索具有全国示范意义和推广价值的文化改

革创新经验ꎬ在政策、体制、机制和模式创新上实现突破ꎬ形成可供示范、借鉴、推广的“武汉新城”样本ꎮ
利用文化赋能ꎬ构建活力城市空间ꎮ 构建特色鲜明的城市风貌环境ꎮ 在区域总体风貌控制的基础上ꎬ武
汉新城片区应深入溯源城市文化根基ꎬ融合创新产业等新艺术形式ꎬ提取武汉、鄂州等地的显著文化符

号ꎬ对新片区重点项目、重点建筑加强控制ꎬ打造体现地域特色、时代风貌的精品吸引点ꎮ 构建复合的建

筑空间环境ꎮ 在新时期产业创新与未来生活方式多样化的趋势导向下ꎬ武汉新城建筑设计应重视将学

习、研究、创新和生产、生活活动汇集ꎬ并合理组织ꎬ在空间设计上更加强调多元复合、开放共享ꎮ 同时ꎬ注
重有利于激发创意的非正式交往空间的营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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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注重环境保护建设ꎬ营建绿色宜居新生态

积极践行新发展理念ꎬ坚持“尊重自然、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导向ꎬ“分区细化、分步推进、有序实施”ꎬ
高效推进新城的开发建设ꎬ加快武汉“生态新城”建设ꎮ

注重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ꎮ 第一ꎬ开启绿色低碳建设模式ꎮ 在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采用绿色建材和

环保技术ꎬ减少对环境的影响ꎮ 倡导绿色生活方式ꎬ构建绿色交通网络ꎬ打造绿色宜居的生态之城ꎮ 第

二ꎬ聚焦生态保护和流域治理ꎮ 加大新城片区补水、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力度ꎬ恢复自然生态环境的平衡

和稳定ꎮ 第三ꎬ建立完善的环境监测系统ꎬ对城市环境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定期检查和评估ꎬ提高环境管理

的科学性和规范性ꎮ 第四ꎬ注重规划引领ꎮ 规则在生态新城的开发建设中起到引领的作用ꎬ规划科学是

最大的效益ꎮ 建设生态新城ꎬ须注重规划引领ꎬ谋深谋透战略定位、空间布局、主导产业等ꎬ精准落地重大

平台、重大工程、重大项目ꎬ提升规划的系统性和可操作性ꎬ并确保规划的落实ꎮ
注重生态优先ꎮ 生态新城应作为区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城市窗口ꎬ发挥生态环境优

势ꎬ培育新科技、新产业、新经济ꎮ 建设生态新城ꎬ须注重生态优先ꎬ当生态原则与其他原则发生冲突时ꎬ优先

贯彻生态原则ꎬ突出生态空间优先、生态科技优先、生态产业优先、生态产品优先、生态政策优先等ꎮ
注重创新驱动ꎮ 创新驱动是建设高质量生态新城的重要法宝ꎬ是将新城建设成为生态高地、经济高

地、人文高地的重要依托ꎮ 建设生态新城ꎬ须注重创新驱动ꎬ集聚创新资源、发展创新产业、深化创新机

制ꎬ让创新为生态新城高质量发展提供不竭动力ꎮ

　 　 (六)构建精准协同政策体系ꎬ助推新城稳步发展

围绕推进武汉新城规划实施ꎬ制定出台精准协同的支持政策ꎬ打造体制机制高地ꎬ为新城建设发展创

造良好条件ꎮ 坚持创新体制机制与政策ꎮ 深化财税金融改革ꎬ建立长期稳定的资金筹措机制ꎮ 创新人才

吸引政策ꎬ探索有利于激发创新活力的人事、薪酬、住房、税收、养老等政策ꎬ实行开放便捷的人才引进制

度ꎬ因地制宜制定涉及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人才的一揽子公共服务配套措施ꎮ 研究多元化土地利用与

土地供应模式ꎬ加强住房保障政策ꎮ 完善多元区域合作机制ꎮ 立足国家、省级战略ꎬ建立武汉新城与周边

地区多元化的区域合作长效机制ꎬ探索共建共享共赢合作模式ꎬ推进在产业分工、要素流通、设施共建、资
源开发、服务共享、环境共享等方面的统筹协调ꎮ 建立政府、企业和社会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全面参与的

共同缔造治理模式ꎬ发挥各类地区合作组织的作用ꎬ推进非政府间区域合作ꎮ 加快构建要素流动的市场

体系ꎮ 加强轨道交通、公路网、信息网、物流网的建设ꎬ促进基础设施一体化ꎬ为要素流动提供硬基础ꎮ 推

进户籍、土地、金融、科技等关键领域的配套改革ꎬ为要素流动营造良好环境ꎮ

作者简介:
李春洋ꎬ湖北省武汉城市圈研究会会长、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负责人和研究员ꎬ研究方

向为城市群、都市圈、区域经济ꎮ

(责任编校:徐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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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进程中
超大城市人口发展战略研究

———以武汉市为例

曹莹

　 　 摘　 要:超大城市人口发展战略作为国家人口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应以保持适度的人口规模为首

要任务ꎬ以人才引领城市高质量发展为重要抓手ꎬ以优化人口结构为核心要义ꎬ以人口区域均衡发展为发

展方向ꎬ以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最终目标ꎮ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ꎬ以武汉市为代表的超大城市地位

在短期内不会发生改变ꎬ且会逐渐出现人口结构性矛盾凸显、家庭户规模保持基本稳定、人口红利逐步向

人才红利转变、流动多元性趋势进一步加剧等人口发展态势ꎮ 基于以上人口发展要求和未来发展趋势ꎬ
超大城市应从转变人口治理理念、建设生育友好社会、打造创新生态环境、创建老年友好型社区、推进产

业合理布局、统筹人口发展和安全等方面推进超大城市人口发展战略ꎮ
关键词:人口发展战略ꎻ超大城市ꎻ中国式现代化ꎻ高质量发展

人口发展问题是城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ꎮ 从理论和实践上看ꎬ人口数量、素质、结构、
分布状况既是城市发展的禀赋条件ꎬ也是城市发展的衡量指标ꎮ 人口规模大意味着消费、就业、基础设

施、产业发展等方面拥有更大空间ꎬ从而有利于做大城市发展能级ꎮ 适度的人口增长、人口分布以及人口

结构有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ꎮ 否则ꎬ就会影响甚至阻碍经济的发展ꎮ 在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

程中ꎬ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ꎬ在充分考虑当前及未来超大城市和

全国人口变化新形势的背景下ꎬ形成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和前瞻性的超大城市人口发展战略ꎬ能确保

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ꎬ真正实现超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ꎮ

　 　 一、 超大城市在人口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要求

人口发展战略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其人口发展所采取的总方针政策及所作的战略选择ꎬ是具有全局

性、长远性、前瞻性、根本性和可操作性的决策ꎬ是政府在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人口问题上给出的明

确态度和预期目标ꎮ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指出ꎬ要着眼强国建设、民族

复兴的战略安排ꎬ完善新时代人口发展战略ꎬ认识、适应、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ꎬ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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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ꎬ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

源ꎬ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ꎮ① 理论和实践都证明ꎬ人口发展战略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基础性战略ꎬ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ꎮ
超大城市②作为中国城市的领头羊ꎬ是中国具有重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地位的中心城市ꎬ更是全

球商品和服务贸易关键中心的大型城市ꎮ③ 超大城市人口发展战略作为国家人口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必须站在国家战略地位的高度ꎬ始终坚持“稳总量、调结构、提素质、优分布、促均衡”的总体要求ꎬ从人口、
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安全等全系统确定人口发展目标、任务和措施ꎬ使得战略目标明确且可及、战略任

务聚焦需努力、战略措施得当并符合实际ꎮ

　 　 (一) 超大城市是保持中国人口规模优势的稳定器

人口是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的因素ꎮ 适度人口规模是扩大内需、增强国内

大循环内生动力的基础条件ꎻ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ꎬ深化贸易、投资、技术和项目建设等方面的合作ꎬ吸
引外国资金、技术等ꎬ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因素ꎮ 李佳洺等学者研究显示ꎬ中国人口分布正逐步呈

现由改革开放初期胡焕庸线两侧东南半壁人口分布的相对均衡状态ꎬ转变为围绕超大城市所形成的长三

角、珠三角等区域核心的集聚模式ꎮ④ ２０２２ 年中国 １０ 个超大城市常住人口总量达到 １ ７４ 亿人ꎬ占全国人

口总量的 １２ ３％ ꎮ⑤ 同时根据«中国城市群发展潜力排名:２０２３»ꎬ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
渝城市群ꎬ以 １２％的土地、聚集 ４５ ７％的人口、创造 ５６ ５％的 ＧＤＰꎬ已成为国家重要的区域增长极ꎮ⑥

超大城市人口发展战略应以保持适度的人口规模为首要任务ꎮ 在中国人口和产业向大城市或区域

中心聚集有序转移的过程中ꎬ超大城市人口发展战略对中国人口总量变动、人口流动走向和经济发展均

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ꎮ 超大城市应通过不断优化的人口发展战略ꎬ科学应对城市生育率持续走低、人
口流动高度活跃、资源环境承载力超标等人口安全问题ꎬ更好地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适度的人力保障ꎮ

　 　 (二) 超大城市是实现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的有力支撑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ꎮ 从中国人才的影响力来看ꎬ中国数字科技人

８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习近平:«习近平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 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以

人口高 质量 发 展 支撑 中 国 式现 代 化»ꎬ 新 华 网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５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ｗｓ ｃｎ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２３ － ０５ / ０５ / ｃ ＿
１１２９５９２７５４ ｈｔｍꎬ访问日期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６ 日ꎮ
国务院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下发的«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指出ꎬ城区常住人口 １０００ 万以上的城市为超

大城市ꎮ 住建部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公布的«２０２２ 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显示ꎬ中国现有超大城市 １０ 个ꎬ分别为上海、北京、
深圳、重庆、广州、成都、天津、东莞、武汉、杭州ꎮ
王琳、李皎:«我国超大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与实现路径———基于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视角»ꎬ«上海经

济研究»２０２３ 年第 ９ 期ꎮ
李佳洺、陆大道、徐成东、李扬、陈明星:«胡焕庸线两侧人口的空间分异性及其变化»ꎬ«地理学报»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ꎮ
２０２２ 年全国人口 １４１１７５ 万人ꎬ其中上海 ２４７５ 万人、北京 ２１８４ 万人、深圳 １７６６ １８ 万人、重庆 ３２１３ ３４ 万人、广州

１８７３ ４１ 万人、成都 ２１２６ ８０ 万人、天津 １３６３ 万人、东莞 １０４２ ７０ 万人、武汉 １３７３ ９０ 万人、杭州 １２３７ ６ 万人ꎮ
任泽平 团 队: « 中 国 城 市 群 发 展 潜 力 排 名: ２０２３ »ꎬ 泽 平 宏 观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ꎬ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 ｑｑ ｃｏｍ / ｒａｉｎ / ａ /
２０２３１１２８Ａ００５ＰＸ００ꎬ访问日期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５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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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总量 １２ ８ 万人ꎬ占全球总量的 １７％ ꎻ２０２２ 年中国发表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 ９ ３６ 万篇ꎬ占世界总量的

２６ ９％ ꎻ授权发明专利 ７９ ８ 万件ꎮ 以上各项指标均居世界第一ꎮ 从人才分布区域来看ꎬ刘晔等的研究显

示ꎬ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ꎬ中国的高学历人才呈现稳定的东南密集、西北稀疏、由国家级城市群核心区向外围逐

步扩散的空间分布格局ꎮ① ２０２２ 年中国人才总量 ２ ２ 亿人ꎬ其中北京 ７９６ ８ 万人ꎬ贡献率为 ５７ ３％ ꎻ上海

人才总量 ６７５ 万人ꎻ武汉人才总量 ２８５ ６８ 万人ꎮ
超大城市人口发展战略应以人才引领城市高质量发展为重要抓手ꎮ 推进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

高地建设ꎬ是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对加快建设人才强国作出的战略决策ꎬ是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总抓

手ꎮ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ꎬ作为中国重要的人才储备基地ꎬ超大城市必须通过人口发展战略ꎬ推动中国

由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ꎬ促进国民经济转型和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ꎮ 首先ꎬ超大城市应充分挖掘各

年龄段人口潜能ꎬ为解决中国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实现技术自立自强、构建中国完整的产业结构

和产业体系、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增强中国国际竞争力提供完整的人才梯队ꎮ 其次ꎬ超大城市应通过加

快建设世界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ꎬ最大程度集聚人才和智力资源ꎬ培养拔尖创新人才ꎬ保证中国在国际竞

争中赢得更大的比较优势ꎮ

　 　 (三) 超大城市是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关键

人口均衡是指人口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ꎬ并且人口总量

适度、人口素质全面提升、人口结构优化、人口分布合理及人口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协调平衡发展ꎮ 现

阶段ꎬ中国正面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持续下滑、少子老龄化和适婚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日益凸显、人口在

区域间和产业间分布不合理、家庭规模不断缩小等人口非均衡性发展的矛盾ꎮ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

分布结构越来越失衡ꎬ人口性别结构不均衡指数先上升后下降ꎮ② 而这些矛盾很多在超大城市显得异常

突出ꎬ如 ２０２２ 年上海全市户籍人口总和生育率仅为 ０ ７ꎬ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ꎮ
超大城市人口发展战略应以优化人口结构为核心要义ꎮ 超大城市应准确把握人口发展新趋势、新变

化、新特点ꎬ深刻认识人口结构性矛盾对中国经济、社会、文化、技术、治理等各个层面所产生的不利影响ꎬ
通过改革和创新的方式ꎬ着力调整人口治理的方式和模式ꎬ有效改善和优化人口年龄和性别结构ꎬ以实现

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的良性互动ꎮ
超大城市人口发展战略应以人口区域均衡发展为发展方向ꎮ 首先ꎬ超大城市应充分利用中国广袤国

土的空间回旋优势和区域间发展差异特征ꎬ以人口发展功能区为基础ꎬ健全差别化的人口政策ꎬ以超大城

市辐射带动功能强的超大城市都市圈为支撑ꎬ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ꎬ更好地发挥人口集

聚效应、城市群规模效应和行业引领创新作用ꎬ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ꎮ 其次ꎬ超大

城市应加大环境治理与保护力度ꎬ可持续开发利用自然资源ꎬ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ꎬ着力增

强人口承载能力ꎮ
超大城市人口发展战略应以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最终目标ꎮ 中国式现代化与其他国家现代化

的一个本质区别ꎬ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ꎬ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ꎮ 超大城

９７

①

②

刘晔、黄翠盈、李晴、武荣伟:«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中国高学历人才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ꎬ«地理研究»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１ 期ꎮ
祝颖润、周鑫、陈思敏、肖宇慧:«中国人口均衡发展变化趋势研究»ꎬ«统计与决策»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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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应牢固树立“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ꎬ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出发ꎬ通过

完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ꎬ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向常住人口全覆盖ꎬ让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

互帮助ꎬ普遍达到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ꎬ共享

改革发展成果和幸福美好生活ꎬ促进社会公平正义ꎮ

　 　 二、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武汉人口发展态势

２０２２ 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０ ６０‰ꎬ中国成为第三个人口负增长的人口过亿大国ꎮ 中国的人口

再生产类型已经由过去的“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类型转变为“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类别ꎮ 中国

式现代化进程中ꎬ中国人口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ꎮ 在此背景下ꎬ武汉未来人口发展呈现以下趋势ꎮ

　 　 (一) 武汉市超大城市地位短期内不会发生改变

城市人口总量受诸多因素影响ꎮ 从全国人口总量来看ꎬ翟振武研究显示ꎬ中国未来的人口负增长将

呈现“持续时间长、发展速度快、缩减规模大、回弹难度大”等特点ꎮ 预计中国人口到 ２０３５ 年降至 １３ ７ 亿

人ꎬ到 ２０５０ 年将降至 １２ ８ 亿人ꎬ到 ２１ 世纪末将缩减至 ７ ７ 亿人ꎮ① 但短期来看ꎬ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的基

本国情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ꎮ 从地域分布来看ꎬ中国人口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集中的趋势会越

来越明显ꎮ② 从武汉人口吸引力来看ꎬ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２０ 年ꎬ武汉市常住人口总量占全国人口的比例由 ２０１０
年的 ０ ７３％上升至 ２０２２ 年的 ０ ９７％ ꎬ年均增长 ０ ０２０ 个百分点ꎬ其中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年均增长 ０ ００７ 个百

分点ꎬ２０１６—２０２２ 年年均增长 ０ ０３３ 个百分点ꎮ 也就是说ꎬ如果武汉能保持一定的城市人口吸引力ꎬ即使

在全国人口出现负增长的情况下ꎬ其常住人口总量也有一定的上升空间ꎬ武汉市超大城市地位在短期内

不会动摇ꎮ

　 　 (二) 武汉人口结构性矛盾将日益凸显

王金营等学者预计ꎬ在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双重叠加下ꎬ中国 ０—１４ 岁少儿人口规模将由当前的 ２ ５ 亿多

人持续减少到 ２０５０ 年的 ２ 亿人ꎬ少儿人口比重由当前的 １７ ８％左右快速下降到 ２０５０ 年的 １３％左右ꎮ③

根据武汉户籍人口的历年走势ꎬ以 ２０２１ 年户籍人口为基数ꎬ按每年增加 ７ 万出生人口(比较乐观的

估计)和 １０ 万净迁移人口(主体是劳动力人口)ꎬ减少 ５ ４ 万死亡人口(主体是老年人口)进行推算ꎮ 预计

２０２１—２０３０ 年ꎬ武汉市户籍人口总量呈稳步上涨趋势ꎬ其中 ０—１４ 岁人口和 １５—５９ 岁劳动力人口呈下降

趋势ꎬ６０ 岁及以上老人人口呈快速上涨趋势ꎮ 至 ２０３０ 年ꎬ武汉市户籍人口总量将达到 １００１ ７ 万人ꎮ 其

中 ０—１４ 岁人口为 １２５ 万人ꎬ占比 １２ ５％ ꎻ１５—５９ 岁劳动力人口为 ５５１ ４ 万人ꎬ占比 ５５％ ꎻ６０ 岁及以上人

口将达到 ３２５ ３ 万人ꎬ占比 ３２ ５％ (６５ 岁及以上老人将达到 ２５５ 万人ꎬ占比 ２５ ５％ )ꎮ
首先ꎬ武汉市将在十年内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ꎮ ２０２１ 年武汉市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ꎬ在迁移人口

０８

①

②

③

翟振武、金光照:«中国人口负增长:特征、挑战与应对»ꎬ«人口研究»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ꎮ
陈友华:«中国人口发展:现状、趋势与思考»ꎬ«人口与社会»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ꎮ
王金营、李庄园、王冬梅:«中国人口长期发展目标研究———基于增强经济实力的认识»ꎬ«人口研究»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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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出生人口没有出现大幅上涨的情况下ꎬ武汉市预计在 ２０３０ 年前后 ６０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 ３０％ ꎬ

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ꎮ①

其次ꎬ武汉市极有可能长期处于严重少子化阶段ꎮ 以现有户籍人口结构和户籍人口变化趋势进行测

算ꎬ武汉市 ０—１４ 岁人口总量将由 ２０２１ 年的 １４２ ２ 万人下降至 ２０３０ 年的 １２５ 万人ꎻ０—１４ 岁人口占比也

将由 ２０２１ 年的 １５ ２％下降至 ２０３０ 年的 １２ ５％ ꎬ下降近 ３ 个百分点ꎮ 可以预见ꎬ在武汉市户籍政策和生

育意愿没有明显改变的情况下ꎬ武汉市掉入“内生性低生育率陷阱”的可能性极大ꎬ这必然会导致武汉未

来人口的迅速衰退ꎮ

最后ꎬ武汉市户籍劳动力人口总量将逐步下滑ꎮ 以武汉现行户籍人口结构进行测算ꎬ十年内ꎬ武汉市

１６—５９ 岁劳动力人口总数将由 ２０２１ 年的 ５９３ 万人持续下滑至 ２０３０ 年的 ５５１ 万人ꎬ劳动力人口占比也将

由 ２０２１ 年的 ６３ ５％逐步下降至 ２０３０ 年的 ５５％ ꎮ

　 　 (三) 武汉市将逐步由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

王金营等研究显示ꎬ中国到 ２０３５ 年 ２５—４４ 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将达到甚至超过 １４ 年ꎬ２５ 岁及以

上新增成熟劳动力人口中接受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占比将达到 ７８％ ꎮ②

武汉人才聚焦效应将更加明显ꎮ ２０１７ 至 ２０２１ 年ꎬ武汉人才净流入占比呈上升趋势ꎻ２０２１ 年武汉在中

国最具人才吸引力城市排名中位列第九位ꎻ«２０２２ 新一线城市人才吸引力报告»显示ꎬ在中高端人才投递

占比排名中ꎬ武汉位居第五位ꎻ«２０２０ 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指出ꎬ２０２０ 年在国内求职的海归人数

同比增长 ３３ ９％ ꎬ武汉排国内前十ꎬ海归人才吸引力呈上升趋势ꎻ«２０２１ 年度武汉中高端人才就业大数据

报告»显示ꎬ武汉市中高端人才中ꎬ２５—３５ 岁人才占比超六成ꎬ硕博人才占比达 ２０ ０３％ ꎮ 在武汉市“９６５”

产业体系深入布局ꎬ人才政策持续加码等多重因素作用下ꎬ武汉人才集聚效应显现ꎮ 武汉市现有人才资

源 ２８５ ６８ 万人ꎬ预计到 ２０２５ 年武汉市人才资源总量将达到 ４５０ 万人ꎬ其中高层次人才 ３７ ５３ 万人ꎻ常住

人口中具有大学(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数占比仍会上涨ꎮ③

　 　 (四) 武汉人口流动多元化趋势将进一步加剧

“十四五”期间ꎬ中国人口流动趋势既不会减缓ꎬ更不会逆转ꎬ将从单一流动向全方位、多层次的多元

化流动转变ꎬ高流动性社会将是常态ꎮ

首先ꎬ武汉市外来人口总量将不断增加ꎮ 一方面武汉市常住外来人口总量将持续上升ꎬ其占常住人

口的比重将由 ２０２１ 年的 １６ ７％逐步上升至 ３０％左右ꎮ 另一方面从新城区到中心城区和开发区ꎬ武汉户

籍人口人户分离现象将更加普遍ꎮ

其次ꎬ武汉流动人口将逐步转为核心家庭流动阶段ꎮ 按照家庭类型划分ꎬ流动人口家庭化过程大致

１８

①

②

③

国际上一般有这样的认识:一个国家 ６０ 岁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超过 １０％ ꎬ这个国家进入到老龄化社会ꎬ１０％ 到

２０％之间属于轻度老龄化ꎬ２０％到 ３０％之间为中度老龄化ꎬ超过 ３０％是重度老龄化ꎮ
王金营等:«人口与经济发展方式»ꎬ科学出版社ꎬ２０２１ꎬ第 ２８２－２８４ 页ꎮ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武汉人才高质量发展战略研究»ꎬ«武汉社会科学»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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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个人外出流动ꎻ第二阶段是夫妻双方共同流动ꎻ第三阶段是夫妻双方携带未

成年子女参与流动ꎬ也叫核心家庭流动阶段ꎻ第四阶段是其他亲属随同流动ꎬ尤其是老年祖父母辈随迁流

动ꎮ① 目前武汉外来流动人口已基本完成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跨越ꎬ部分人已开始向第四阶段转化ꎮ
最后ꎬ常住人口向开发区和新城区转移的趋势将更加明显ꎮ 随着产业分布的空间转移ꎬ光谷、车谷、

临空经济区、长江新城四个副城越来越多地发挥起接纳常住人口ꎬ特别是外来人口的功能ꎮ 江汉区、硚口

区、青山区等中心城区的人口密度将进一步下滑ꎬ而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临空港开

发区三个开发区和黄陂区、江夏区、蔡甸区、新洲区四个新城区的人口密度将逐步增加ꎮ 未来ꎬ武汉市常

住外来人口居住在开发区和新城区的人数将超过中心城区人数ꎮ

　 　 三、 超大城市人口发展战略的对策建议

　 　 (一) 从现实出发ꎬ转变人口治理理念

在人口负增长将成为中国长期不可控事实的背景下ꎬ超大城市应从长期以来形成的对人口规模巨

大、人口增长所持有的较为负面的单向度治理理念转变为“人口与发展双向互动”的新人口治理理念ꎮ②

一是从控制人口数量向鼓励生育、优化人口结构和提升人口素质并举转变ꎮ 加速构建生育友好、性别友

好、家庭友好、全年龄友好、流动友好的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ꎬ促进家庭和谐、性别和谐与代际和谐ꎬ实现

公平、均衡、长远的可持续发展ꎮ③ 二是按照“产业集聚人才”的工作思路ꎬ围绕超大城市都市圈主导产业

和未来产业ꎬ强链补链固链ꎬ完善产业链并加快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ꎬ以产业促进人才交流合作ꎬ在人才

落户、薪酬、住房、购车、子女入学、配偶就业、医疗保障等方面进一步优化政策ꎬ吸引更多青年人才落户城

市ꎬ优化人口结构ꎬ扩大人才规模ꎮ 三是借鉴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国家成立儿童家庭局、儿童委员会的经

验ꎬ借助专业人才队伍和分析技术创新ꎬ加强人口监测预测预警ꎬ切实掌握城市常住人口、流动人口、老龄

人口、劳动力人口、少儿人口等各类人口的发展情况ꎬ防范各类人口风险ꎮ

　 　 (二) 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ꎬ促进人口长周期可持续发展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步伐的不断推进ꎬ城市ꎬ特别是超大城市吸纳全国人口的趋势仍会继续ꎮ 现阶段

中国要维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ꎬ破解“未富先少” “未富先老”的窘境ꎬ优化人口年龄结构ꎬ首先要解决城

市ꎬ特别是超大城市“未富先少”的问题ꎬ即在深入剖析影响青年生育行为重要因素的前提下ꎬ借鉴先进国

家的有益经验ꎬ实施一揽子适合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时代生育政策支持举措ꎬ切实有效地提升青年的

生育意愿ꎬ促进人口可持续增长ꎮ
一是加快实施新型家庭文化建设工程ꎮ 通过优秀影视作品、网络作品宣传ꎬ广泛开展“家庭友好型”

评比活动等形式ꎬ树立新时代人口婚育观ꎮ 加强青少年婚恋观念的引导ꎬ提倡适龄婚育ꎬ努力在其童年、

２８

①

②

③

段成荣、吕利丹、邹湘江:«当前我国流动人口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对策———基于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

析»ꎬ«人口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ꎮ
王军:«人口负增长背景下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及其人口发展战略»ꎬ«开放时代»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ꎮ
陆杰华、林嘉琪:«中国人口新国情的特征、影响及应对方略———基于“七普”数据分析»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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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和成年早期培养对于生育的积极态度ꎮ
二是倡导周期性、更接地气的生育保障支持ꎮ 将生育保障支持政策和理念渗透到生育主体的全生命

周期ꎬ借鉴荷兰、法国、挪威等国的有益经验ꎬ从婚嫁、生育、养育、教育ꎬ到衣食住行娱医每个环节ꎬ全方位

了解超大城市青年在幼儿托育、子女教育、住房、薪资、出勤交通等方面的需求和困难ꎬ将相关公共服务设

施配置指标纳入 １５ 分钟生活圈专项规划ꎬ逐步加大政府支持力度ꎬ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双提升ꎬ切实减

轻青年生育负担ꎮ
三是努力提高妇女劳动参与率ꎬ保障女性就业ꎮ 首先ꎬ紧跟市场需求ꎬ加大妇女职业教育培训力度ꎬ

为女性提供大量就业岗位ꎬ如护士、护理员、学龄前教师、家庭服务员等ꎮ 提高妇女劳动参与率ꎬ减少女性

因就业不公和职业发展所带来的“母职惩罚”而放弃生育的可能性ꎮ 其次ꎬ加强女性劳动权益保障方面的

监管ꎬ畅通就业性别歧视投诉和处置渠道ꎬ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在招录(聘)人员、晋职晋级、评定专

业技术职称等方面发挥男女平等的示范引领作用ꎮ
四是积极提倡男性参与的双系抚育家庭模式ꎮ 加强对两性平等的社会意识和两性平等的家庭观念

的宣传ꎬ强调男性在养育孩子中的重要角色ꎬ并在政策上为爸爸育儿提供支持ꎮ①

五是支持企业家庭友好型企业文化ꎮ 鼓励有条件的企业为职工提供托育服务或者倡导用人单位为

有家庭责任的男女职工提供具有时间弹性的工作安排ꎬ更好地让青年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关系ꎮ

　 　 (三) 创建老年友好型社区ꎬ充分挖掘老龄社会潜能

超大城市应从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等老龄社会治理的高度来看待养老问题ꎬ着力解决老年人在

养老、健康、精神文化生活、社会参与等方面的现实需求问题ꎬ深入挖掘老龄社会潜能ꎬ激发老龄社会活

力ꎬ切实增强广大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ꎬ整合资源打造“社区养老生活共同体”ꎮ②

一是充分发挥老年人的劳动积极性ꎬ积极打造社区养老生活共同体ꎮ 首先ꎬ在中国老年人教育水平、
健康状况不断向好的背景下ꎬ综合考虑老年群体的健康状况、家庭状况和岗位情况ꎬ实施弹性化、可浮动

的退休年龄制度ꎮ 其次ꎬ适当引入短时、兼职工作等灵活就业模式ꎬ为有能力和意愿继续参与社会生产的

群体创造相应条件和就业渠道ꎬ从而发挥部分老年人的劳动积极性和再工作动力ꎮ
二是扩大供给能力ꎬ完善老年健康支撑体系ꎮ 首先ꎬ为满足多元养老服务需求ꎬ超大城市应推动构建包

括健康教育、预防保健、疾病诊治、康复护理、长期照护、安宁疗护的养老服务体系ꎬ满足高中低各种收入层次

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ꎮ 其次ꎬ积极鼓励智慧健康养老、终身学习和社会参与、适老化居家设施等面向老年

人生命、生活、环境等需求的老龄科技创新ꎬ疏解老龄社会养老、医疗、健康等公共服务的供需矛盾ꎮ

　 　 (四) 打造创新生态环境ꎬ构建完整的高素质人才梯队

目前中国正处于技术创新由“量”到“质”的转型阶段ꎮ 人才是创新驱动发展的根本ꎬ是国家高质量发

展的核心ꎮ 中国要实现经济发展从高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ꎬ人才大量聚集的超大城市必须打破常

规ꎬ突破现状ꎬ通过开展各类人才培育工程ꎬ全方位提升人口综合素质ꎬ构建完整的人才梯队ꎮ

３８

①

②

路娟:«“三孩政策”背景下 ０－３ 岁婴幼儿托育现状调查研究———以西安市为例»ꎬ«新西部»２０２２ 年第 １０ 期ꎮ
王俊美、刘莉:«持续优化人口发展战略»ꎬ«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１０ 日第 ２ 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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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推动校企“双向流动”共同构建顶尖人才联合培养模式ꎬ鼓励企业、科研院所高层次工程科技人

才到高校任职ꎬ引导更多顶尖人才对“卡脖子”问题开展跨学科研究ꎮ
二是最大化利用现有的平台和资源服务企业ꎬ加快推进各领域产业领军人才建设ꎬ探索建立“１＋１＋１＋Ｎ”ꎬ即

“政府＋协会＋行业领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协同发展模式ꎬ更好发挥行业领军企业在促进专精特新企业发展中

的带动作用和赋能作用ꎮ
三是推进产教融合发展模式ꎬ畅通企业与中高职院校、技工学校的信息交流渠道ꎬ促进企业人才需求

与人才工作需求的有效匹配ꎬ大力弘扬工匠精神ꎬ通过丰富课程内容、制定人才培养方案ꎬ让学生毕业即

实现高质量就业ꎬ为经济发展培养出更多的高素质技能人才ꎮ
四是重视青年人才的培养和扶持工作ꎮ 围绕人才成长全周期加强长期性的科研项目支持和保障ꎬ不

将人才“帽子”与项目评审等简单挂钩ꎬ建立资金管理“负面清单”制度ꎬ“非禁即可”保障人才创新创造ꎬ
让年轻人放开手脚ꎬ勇敢向前沿领域进发ꎮ

五是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ꎬ推行工资集体协商ꎬ让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技能工人、经营管理人

才等在作出巨大贡献的基础上获得相匹配的报酬和职称待遇ꎻ进一步明晰工时及加班工资的法律适用标

准ꎬ充分发挥工会积极作用ꎬ杜绝“９９６”“００７”等畸形加班文化泛滥ꎮ

　 　 (五) 推进产业合理布局ꎬ优化人口空间布局

超大城市应根据区域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特点ꎬ通过合理的产业布局ꎬ推动区域内形成分工协作、优
势互补、梯度发展的人口空间格局ꎮ

一是进一步优化高等教育区域布局结构ꎬ增强高等教育与区域人才、产业两大区域经济子系统的耦

合协同关系ꎬ充分发挥区域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集聚优势和引领辐射作用ꎬ促进人才区域合理布局和协调

发展ꎬ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人才在各个行业中的引领创新作用ꎮ
二是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之间、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互动相长ꎬ融合发展ꎮ 支持不同区域围绕产业发

展实际ꎬ谋划城市(际)交通、高校院所和公共基础设施布局ꎬ形成以产促城、以城兴产、产城融合的发展态势ꎮ 推

动产业随功能走、人口随产业走、公共服务随人走ꎬ促进城乡区域间人口有序流动ꎬ支撑区域重大战略实施ꎮ

基金项目:２０２３ 年湖北省政府智力成果“完善新时代湖北人口发展战略ꎬ以人口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

现代化强省”(项目编号:２０２３ＨＢ－ＺＬＣＧ－０７)ꎻ武汉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２０２３ 年度一般课题“人口负增长

背景下武汉生育变迁趋势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ＷＨＳＫＬ２０２３０４９)ꎻ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市委市政府重点

课题“武汉人口发展战略研究”(项目编号:ＺＤ２０２３００８)ꎮ

作者简介:
曹莹ꎬ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农村与生态研究所副研究员ꎬ研究方向为城市社会学、社会统计学、人口社

会学等ꎮ

(责任编校:李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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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家庭诚信档案馆建设的
运作机制、现实境遇与实践进路

———基于宜昌市尾笔村的田野调查

余冬林　 陈常弋

　 　 摘　 要:社会诚信关联基层治理ꎬ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实践ꎮ 家庭得以存在ꎬ家族得以延续ꎬ家风

得以传承ꎬ各段经历得以铭记ꎬ也都离不开家庭诚信档案ꎮ 本文以宜昌市尾笔村为依托ꎬ着眼于农村家庭

诚信档案馆建设的运作机制ꎬ深层次剖析家庭诚信档案馆建设目前还存在基础设施供需错位、运营机制

权责模糊等现实境遇ꎬ并提出农村家庭诚信档案馆建设要科学、有效整合ꎬ建立覆盖全社会的诚信档案体

系ꎬ形成联合惩戒机制ꎬ实现最大程度的共享等策略ꎮ
关键词:家庭诚信ꎻ档案馆ꎻ农村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社会诚信关联基层治理ꎬ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实践ꎮ 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

理的重要手段ꎬ①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社会信用体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社会治理体制建

设中的积极作用ꎬ在多个会议场合提出加强信用建设ꎬ要求坚持以法制规范社会信用ꎬ以道德文化引导和

提升社会信用ꎬ以监督管理保障和促进社会信用ꎬ努力在全社会倡导和培养诚实守信的价值取向与行为

规范ꎮ②

从个体层面而言ꎬ个人诚信是社会诚信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具体体现在诚信度、合规度、践约度ꎮ③ 从社

会层面而言ꎬ人们对“信”的恪守是维持社会和谐、促进社会团结的重要纽带ꎮ 社会由个体的人组成ꎬ人与

人之间如何相处ꎬ决定着一个社会是否有序ꎬ是否和谐ꎮ 在经济活动中ꎬ经营者诚信为本ꎬ货真价实才能

赢得消费者信赖ꎮ 从国家层面而言ꎬ中国传统思想重道德ꎬ将道德原则放在论政的首要位置ꎬ其中尤以政

治诚信为重ꎮ 国之本在民ꎬ取信于民则王ꎬ欺之于民则败ꎬ历史一再证明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ꎮ

５８

①

②

③

李瑞华、魏昌东:«论信用惩戒与腐败治理»ꎬ«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ꎮ
刘菁、杨柳:«诚信文化建设的相关要素与实践逻辑»ꎬ«征信»２０２３ 年第 ７ 期ꎮ
李瑞华、魏昌东:«论信用惩戒与腐败治理»ꎬ«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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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文明诚信档案是将村(居)民“一标三实”(标准地址、实有人口、实有房屋和实有单位)基础信息

关联导入系统ꎬ按照村(社区)积分制管理细则ꎬ对家庭成员文明诚信和违规失信行为进行信息录入ꎬ自动

生成家庭文明诚信积分ꎬ形成家庭文明诚信电子档案ꎬ在法律条文的基础上ꎬ进行相应的奖励与惩罚ꎮ 村

民每家每户门口都设置一个诚信卡ꎬ上面明确标注户主的诚信等级ꎬ等级越高ꎬ可享受的福利越多ꎮ 根据

诚信等级ꎬ村(居)民可在生活用水、用气ꎬ以及就业培训、子女入学方面享受优惠和便利ꎬ还可享受文旅消

费、健康服务的便捷ꎮ 在乡村振兴领域ꎬ对于诚信等级高的村民ꎬ银行可给予低利率甚至免息小额贷款ꎮ
２０１６ 年ꎬ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加强个人诚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①ꎬ２０２０ 年ꎬ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束制度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ꎮ ２０２２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

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意见»等等ꎮ② 基层

信用环境建设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ꎬ③近年来ꎬ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信用赋能社会治

理ꎬ先后出台了«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意见»«关于加快推进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等系列指导意见ꎮ④ 大部分学者认为ꎬ各
级地方政府也展开积极探索ꎬ以信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ꎬ开展“信用＋社区治理”建设实践ꎬ为基层社

会治理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思路ꎮ⑤ 近年来出台的各类文件ꎬ为推进农村家庭诚信档案馆建设ꎬ完
善家庭文明诚信体系ꎬ促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规范化、科学化、精细化发展提供了指导思路ꎮ

但目前学术界从档案学的角度探索农村家庭诚信档案建设的还不够多ꎬ对其他地区推进家庭诚信档

案馆建设上还亟待优化ꎮ 国外关于家庭诚信档案建设目前还处于空白状态ꎮ
综上ꎬ国内有关家庭诚信档案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ꎬ涉及数字家庭地理信息服务、数字家庭技术、家

庭诚信档案价值挖掘等ꎬ但是对于农村地区家庭诚信档案馆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优化对策还不够ꎮ 具体

来看ꎬ国内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方兴未艾ꎮ 本文基于现有成果ꎬ立足农村实际ꎬ深入探讨农村家庭诚信档

案馆的运作机制现实境遇与实践进路ꎮ

　 　 二、当前推进农村家庭诚信档案馆建设存在的难点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ꎬ人们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ꎬ一些投机取巧的消极思想有所抬头ꎬ一些

地方出现道德失范、约束失准、言行失信的现象ꎮ 尤其是在广大农村ꎬ村民自我保护意识不强ꎬ群众面对

假农资、假种子等种种失信行为深受其苦ꎬ但又无所适从ꎬ呼唤诚信的要求更为强烈ꎮ⑥ 社会发展面临信

任危机ꎬ人际之间相互猜忌、冷漠ꎬ直接成为影响发展的不和谐不稳定因素ꎮ 因此ꎬ加强诚信体系建设ꎬ推
进农村家庭诚信档案馆建设已成为社会关注的当务之急ꎮ 但从现有研究来看ꎬ中国农村家庭诚信档案馆

建设目前仍存在以下难点ꎮ

６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吴超:«新时代十年中国全面加强社会建设的探索创新»ꎬ«当代中国史研究»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ꎮ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意见»ꎬ«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２０２２ 第 １１ 期ꎮ
毛通、楼裕胜、顾洲一:«面向高质量发展的基层信用体系建设»ꎬ«宏观经济管理»２０２２ 年第 ６ 期ꎮ
邱志鹏、高建辉、黄天娇:«个人信用档案管理模式研究»ꎬ«北京档案»２０２０ 年第 ７ 期ꎮ
李宗富、董晨雪、杨莹莹:«国家档案治理:研究现状、未来图景及其实现路径»ꎬ«档案学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ꎮ
余厚洪、丁华东:«符号与意义:乡村档案记忆解析»ꎬ«档案学通讯»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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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档案意识淡薄ꎬ管理服务出现错位

部分村民缺少建档、管档、用档理念ꎮ 一是在一些欠发达农村地区ꎬ“档案”是什么? “档案”有什么

用? “档案”怎么管? 村民对此类概念模糊不清ꎮ 目前ꎬ各村委会都在抓经济发展、美丽乡村建设ꎬ却对自

身档案以及村级档案工作不够重视ꎬ无法意识到现有档案对日后村级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子

孙后代来说可谓一笔宝贵的财富ꎮ 二是部分村民对于关乎自身利益的档案资料高度重视ꎬ对于其他档案

资料则抱有随意态度ꎬ甚至认为建设村级家庭诚信档案馆可有可无ꎮ 三是村级文件材料大都散落在个人

手中ꎬ有时出现无法收集和移交的现象ꎮ

　 　 (二)基础设施较差ꎬ档案经费难以落地

做好村级建档工作不仅需要大量时间ꎬ也需要一定建设经费ꎮ 一是部分村由于没有集体经济ꎬ经费

来源比较单一ꎬ也较为紧张ꎬ建设家庭诚信档案馆更是捉襟见肘ꎮ 二是由于档案管理不够规范ꎬ许多村的

档案整理并不符合规范ꎬ大多数的做法是不分类别、不分年限、不分保管期限ꎬ认为只要装订成册就可以

进行整理归档ꎬ部分文书档案则为一些大小不一的纸张装订成册ꎬ上面片言只语ꎬ不管是否具有利用价值

和保存价值ꎬ杂事记成一本ꎬ在查找家庭诚信档案期间费时费力ꎮ

　 　 (三)室藏档案贫乏ꎬ档案队伍不稳定

大部分行政村很少或根本没有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材料ꎬ除村级财务的账册外ꎬ基本为土地二轮承

包档案ꎮ 另外ꎬ由于缺少懂档案业务知识的村干部ꎬ村级档案工作多由村干部中的一员分管ꎬ在整理村级

档案资料期间很少有人经过档案业务学习和专业培训ꎬ并不能真正做到档案的科学化、规范化管理ꎬ给快

速有效地查找利用村级诚信档案带来诸多不便ꎮ

　 　 三、农村家庭诚信档案馆建设的运作机制及实践逻辑

宜昌市宜都市陆城街道尾笔村位于陆城城区东郊ꎬ共有 ６ 个村民小组ꎬ１４４５ 户 ３５３７ 人ꎮ 尾笔村家庭

诚信档案是宜昌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之举、应时之举、有力之举ꎬ成效明显ꎮ 近年来ꎬ尾笔村始终坚持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ꎬ取得明显成效ꎬ先后荣获省级生态村、省级文明村等称号ꎮ 而尾笔村社会诚信机制在

村庄(社区)的运行ꎬ得益于推进家庭诚信档案馆建设中“积分制”的巧用活用ꎮ

　 　 (一)规则制定:对治理事务进行积分赋值

一是制定加分规则和减分规则ꎮ 家庭诚信档案来源于千家万户ꎬ有广泛的社会基础ꎬ同时家庭诚信

档案涉及家庭成员的工作、学习、生活ꎬ涵盖了家庭的所有方面ꎬ其载体、形式也多种多样ꎮ 守法诚信行为

和违法失信行为几乎涵盖基层治理中所有事务ꎮ 尾笔村社区党委发动党员在 ３ 个月内走访群众 １１００ 余

户ꎬ搜集相关意见建议 ２７６８ 条ꎬ召开党小组会、支委会和党委会逐项评议意见建议并经村民代表大会表

决ꎬ颁布实施«宜都市陆城街道尾笔村村规民约»«尾笔村家庭诚信档案暂行规定»«文明诚信积分细则»ꎬ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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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接地气、易操作的 ２８ 项规定、２２ 个加分项、３１ 个减分项和 ３ 个“一票否决”项ꎬ将治理事务所针对的

行为统筹纳入积分范畴ꎮ
二是以家庭户为基本单位建立诚信档案ꎮ 将社会治理行为、个人约束行为等纳入自治评价范围ꎬ采

取统一编号、一人一卡、一户一档的方式进行建档ꎬ依法依规对家庭成员的违法失信行为和守法诚信行为

进行详细记录ꎮ 同时ꎬ印制«诚信档案承诺书»ꎬ组织党员集中签订、率先示范ꎬ形成“一户一档”诚信档案

１１２８ 件ꎬ实现村民家庭人口、房、车等信息全覆盖ꎻ并开发家庭诚信档案管理软件系统ꎬ村民可扫描二维码

随时查询家庭诚信情况ꎬ实现管理数据化、动态化、智能化ꎮ

　 　 (二)规则执行:对具体行为进行量化管理

一是实施分类治理ꎮ 将家庭划分为“诚信户”和“失信户”两类ꎬ采取党委统筹、党员发动、村民参与的

模式ꎬ推选并组建道德评议会ꎬ对诚信记录实行一季度一评议一公示ꎬ并及时录入加减分情况ꎮ 年终召开

村民代表大会ꎬ按分值确定失信户和诚信户ꎮ 按诚信积分进行一至五星分级ꎬ村民可凭分值在爱心超市

兑换奖品ꎬ并优先考虑“道德模范”“文明家庭”等先进典型评选ꎮ 失信户则取消村级福利待遇ꎬ在本人或

家庭成员参加机关企事业单位招录、参军走访、入党政审、入职就业时如实填写失信记录ꎮ
二是建立诚信档案管理系统ꎮ 乡镇(街道)成立工作领导小组ꎬ指导各村(社区)信息录入工作ꎮ 建立

诚信档案信息采集、录入、动态管理等相关制度ꎬ违反村规民约行为由各村委会(居委会)录入ꎬ违法行为

由各行政执法部门依据处罚决定书录入ꎬ刑事犯罪行为由司法部门依据判决书录入ꎮ 有较大影响的好人

好事、行善助人等诚信行为ꎬ由相应部门予以记录ꎮ

　 　 (三)奖惩驱动:发挥社会诚信机制作用

一是建立诚信档案的运用制度ꎮ 在诚信档案信息平台上ꎬ对违法失信户以“黑点”予以警示ꎬ对守法

诚信户以“红点”做好标记ꎬ由村委会(居委会)以“红黑榜”的形式ꎬ定期在党员代表大会上进行通报和公

示ꎮ① 同时ꎬ向社会提供诚信查询服务ꎮ
二是实行失信户诚信修复机制ꎮ 通过参加公益劳动或志愿服务ꎬ经道德评议会评议后进行加分ꎬ分

值达 ９０ 分后恢复诚信户ꎬ次年方可享受村级福利待遇ꎮ 积分的一加一减ꎬ激发群众的主动参与感ꎬ让正

能量看得见、摸得着ꎮ
家庭诚信档案馆建设启动以来ꎬ尾笔村有效化解了村内各种矛盾纠纷 ２００ 余起ꎬ和谐了家庭、邻里、

干群之间的关系ꎬ解决了一批长期困扰基层群众的揪心事、烦心事ꎬ摸索出一套可推广、可复制的党建引

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尾笔经验”ꎮ 湖北省宜昌市尾笔村也入选 ２０２１ 年度全国基层治理创新典型案例ꎮ

　 　 四、推进农村家庭诚信档案馆建设的实践进路

推进诚信建设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ꎬ需要党和政府持之以恒ꎬ更需要不断创新方式方法ꎮ② 如何保证

８８

①

②

曹玉、武家鹏:«善管与善治:资本市场诚信档案信用价值探索的伦理视角»ꎬ«档案与建设»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０ 期ꎮ
沈茜、茅鸯对、俞成功:«诚信体系下社会责任档案的建设与应用价值»ꎬ«浙江档案»２０２１ 年第 ８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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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诚信档案长期的归档管理ꎬ如何保证家庭诚信档案管理记录的真实有效性ꎬ任重而道远ꎮ

　 　 (一)向外拓展:丰富家庭诚信档案的应用场景

第一ꎬ规范家庭诚信档案记录内容ꎮ 家庭文明诚信档案记录的内容主要包括:遵纪守法、团结友善、
勤俭自强、助人为乐、保护环境、热心公益、奉献社会、见义勇为、孝老爱亲、明礼诚信、移风易俗等ꎮ 从现

有的行政村的探索与实践中ꎬ筛选出乡村治理的“关键小事”清单ꎬ如“集体观念”“定期义务清扫志愿服

务”“卫生整洁程度”等ꎬ因地制宜ꎬ将这一做法复制推广到全国各地ꎬ加快在其他地区形成“大事一起干、
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乡村治理新格局ꎮ

第二ꎬ推广家庭诚信档案建设经验ꎮ 农户诚信档案建设ꎬ是一项从社会基层单元做起、完善基层信用

体系的有益探索ꎬ应在更高层次、更宽领域、更广范围上推广ꎮ 农村可结合文明城市创建ꎬ抓好星级诚信

社区创建的同时ꎬ率先对外向型“窗口”部门和企业商户等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分系列分层次建立诚信档

案ꎬ制定完善评估激励措施ꎬ加大媒体监督力度ꎮ 切实以此形成示范效应ꎬ积极打造诚信政府ꎬ培育诚信

企业ꎬ塑造诚信公民ꎬ真正把“社会管理公平公正、经济交往履约践诺、人际之间真诚相待”在全社会叫响

抓实ꎬ进一步提升社会公信力ꎮ
第三ꎬ丰富诚信档案建设内涵ꎮ 将农村家庭诚信档案的整体脉络与新农村建设全局相联结ꎬ形成以

诚促建、举纲带目的良好局面ꎬ使新农村建设健康快速发展建在人的文明素质提高的基础上ꎬ让广大农民

群众共享更加丰富的成果ꎮ 档案部门要充分发挥引导者和指导者的作用ꎬ尤其要认真做好建什么、如何

建、建后如何用等工作ꎮ

　 　 (二)向内渗透:打通丰富家庭诚信档案的数字链路

第一ꎬ推动人员专业化ꎮ 目前ꎬ尾笔村村民诚信档案相关信息主要依靠居民骨干手工采集且未实现

全县乡镇部门数据联通ꎬ以致交通违法、贷款逾期等失信行为尚不能及时有效反映到各村考评结果中ꎮ
建议相关部门优先选拔任用具有档案管理教育背景和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员ꎬ及时开展岗前培训、岗中实

训和岗后验收ꎬ一人一岗、一岗一训ꎬ在常态化培训中提升管档人员的专业性ꎮ 推进村民诚信档案与“基
层治理四平台”互联互通ꎬ在基层综治工作、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便民服务四大应用场景中设置信用数据

共享接口ꎬ形成社会治理重点对象数据库ꎬ为乡村精准治理提供数据支撑ꎮ
第二ꎬ推动各类信用分的互认转化ꎮ 把个人信用分值作为评价村居自然人公共信用状况的重要参

考ꎬ研究制定个人信用分(如芝麻分、钱江分)与自然人公共信用评价结果双向转化的细则ꎬ并在此基础上

积极探索建立公认度高、适用面广的新型个人信用评价制度ꎮ 另外ꎬ家庭诚信档案是不断更新的ꎮ 信用

主体会不断增多ꎬ原来的信用主体内容也会逐渐变化ꎬ这样就会不断产生新的信息ꎬ只有将家庭诚信档案

实行动态管理ꎬ才能保证诚信档案内容的准确、完整和真实ꎬ才能客观的反应信用主体的信用状况ꎮ① 诚

信档案由形成单位管理有一定好处ꎬ但这种“相对封闭”“各自为政”的管理方式ꎬ不利于诚信档案的综合

开发利用ꎬ难以充分有效地发挥诚信档案的作用ꎮ 因此ꎬ将诚信档案信息联网、整合、互通和共享ꎬ集中统

９８

① 邹纯龙、马海群、王今:«面向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数据信用体系构建研究»ꎬ«情报理论与实践»２０２３ 年第 ７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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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理是大势所趋ꎬ否则家庭诚信档案馆的建立就失去了意义ꎮ

　 　 (三)惩戒教育:创新村民守信激励的方式方法

第一ꎬ日常管理与监督相结合ꎮ 尾笔村村民在诚信档案评价结果运用上已经做了大量探索ꎬ如推出

了诚信积分兑换等举措ꎬ部分镇村将诚信指数与银行小额贷款进行挂钩ꎬ但激励效果还不够明显ꎮ 特别

是在鞭策后进方面ꎬ对未达标户的惩戒需要等到评优、入伍、入党等关键节点时才能实现ꎮ 建议增加诚信

档案评价结果运用方式ꎬ将家庭诚信档案建设与社会人员的日常管理服务相结合ꎬ将社会治安、环境整

治、精神文明等方面的失信行为和优秀表现以“信用分”的形式记录下来ꎮ 首先ꎬ整合村居社区公共服务、
社会保障等资源ꎬ不断向守信居民倾斜ꎮ 如建立村民个人信用报告制度ꎬ在入团、村(居)两委换届推荐选

举、“两代表一委员”甄选、公务员(事业单位)招录等方面设置一些加分项目ꎮ 其次ꎬ整合区内资源ꎬ试点

建设诚信奖惩联盟ꎬ将更多优质资源、优惠服务向诚信文明村民倾斜ꎮ
第二ꎬ注重提高惩戒失信效力ꎬ力推社会风气好转ꎮ 家庭诚信档案信息以各级文件、文书、证书等有

效资料为依据ꎬ通过村道德评议会评审确定后录入ꎮ① 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ꎬ采取经济、法律、舆论

等方式进行综合施治ꎬ切实增强威慑力和惩处力ꎬ利用失信成本使失信者感到震动ꎬ以此祛除失信“顽症”ꎬ扭
转信任危机的不良势头ꎬ进一步净化社会风气ꎬ努力形成人人诚信友爱、和谐相处的良好局面ꎮ 如今ꎬ社会各

行业系统已经形成并保存了不少失信记录ꎬ关键是如何把这些分散于各个组织的诚信档案科学、有效地整合

起来ꎬ并实现最大程度的共享ꎬ最终建立起覆盖全社会的诚信档案体系ꎬ形成联合惩戒机制ꎮ
第三ꎬ传承弘扬与发展家文化ꎮ 家族宗亲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

深厚的家国情怀ꎬ由此产生的归属感、凝聚力以及责任担当意识ꎬ支撑着我们不断缔造着小家和大国的更

加美好的明天ꎮ 通过利用社交媒体、家族网站等网络平台ꎬ展示家族文化ꎬ分享家族故事ꎬ让更多人了解

家族ꎬ不断丰富其内涵ꎬ拓展其外延ꎬ使其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ꎬ成为每一个人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引领ꎬ推
动发展进入崭新境界ꎮ 同时ꎬ通过网络平台加强与亲友的联系ꎬ传承家族精神ꎬ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家庭

美德、树立良好家风ꎬ形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ꎮ

　 　 五、结论与讨论

家庭得以存在ꎬ家族得以延续ꎬ家风得以传承ꎬ各段经历得以铭记ꎬ都离不开家庭诚信档案ꎮ 宜昌市

家庭文明诚信档案建设旨在弘扬文明诚信传统美德ꎬ增强家庭文明诚信意识ꎬ加强家庭文明诚信体系建

设ꎬ促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规范化、科学化、精细化发展ꎬ不断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ꎮ
本文在建设农村家庭诚信档案馆的优化策略上进行了深入探讨ꎬ阐述了农村家庭诚信档案馆对于社

会治理、乡村振兴、信用体系建设以及档案事业发展具有的重要意义ꎮ② 同时ꎬ从整体框架角度描述了完

善农村家庭诚信档案体系建设的实践进路ꎮ 目前ꎬ对于农村家庭诚信档案馆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ꎬ但
农村家庭诚信档案馆的发展地位举足轻重ꎬ需要考虑综合制度、管理、数字等因素ꎮ 本文从相对全面的视

０９

①

②

江必新、过安衡:«法治乡村建设论纲»ꎬ«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ꎮ
余泳泽、郭梦华、郭欣:«社会信用的经济效应研究回顾与展望»ꎬ«宏观质量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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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探讨了这一现实问题ꎬ明确了农村家庭诚信档案运作的前提以及治理事务纳入的范畴等ꎬ可能在某个

环节上缺乏详细论述ꎬ在总体框架上还不尽完善ꎬ但作为该领域的一点创新思考ꎬ希望能为其他地区建设

家庭诚信档案馆提供有益借鉴ꎮ

基金项目:中南民族大学引进人才项目“‘互联网＋’时代民族地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建研究”(项
目编号:ＹＳＺ２００２８)ꎮ

作者简介:
余冬林ꎬ哲学博士ꎬ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ꎬ研究方向为农村发展ꎮ
陈常弋ꎬ武汉轻工大学经济学院硕士毕业生ꎬ现工作单位为黄石市下陆区新下陆街道办事处ꎬ研究方

向为农村发展ꎮ

(责任编校:曹莹)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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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特大城市远郊农村
土地整合与种粮大户的自我认同

———以武汉市 Ｌ 村为例

杜连峰　 娄健

　 　 摘　 要:土地整合是土地制度视角下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内容ꎬ种粮大户作为土地整合后产生的农

业新主体ꎬ是维持乡村经济和基本社会秩序发展的重要力量ꎮ 当前的研究大多从经济、制度等宏观角度

分析论述土地整合对种粮大户的影响ꎬ较少从微观的自我心理认同角度研究土地整合对种粮大户在当今

乡土村落中的社会地位和自我认同的影响ꎮ 本文以武汉市远郊农村的种粮大户为例ꎬ从土地整合带来的

生产效益、关系重构、角色定位与自我认同角度论述土地整合对种粮大户的多方面影响ꎬ并深入剖析其在

乡村现代化发展中作为中坚角色的产生与认同过程ꎮ
关键词:远郊农村ꎻ土地整合ꎻ种粮大户ꎻ乡村发展

　 　 一、引言

大国小农不仅是我国的现实国情ꎬ也是基本农情ꎬ更是中国共产党制定“三农”政策、推进乡村现代化

发展的重要考量点ꎮ①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２３ 年连续二十年中央 １ 号文件以“三农”为主题ꎬ强调“三农”问题在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的重要地位ꎮ ２０１３ 年中央 １ 号文件指出:“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ꎬ引导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ꎬ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ꎬ发展多种形式的

适度规模经营ꎮ” ２０２２ 年ꎬ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ꎬ农业现代化的推进ꎬ归根到底还是需

要“人”的力量进行推动ꎮ 作为“中坚农民”的种粮大户在长期的农业制度改革、土地经营走向专业化、集
约化的进程中应运而生ꎮ 随着超大特大城市现代都市农业示范区的建设ꎬ农村人口的减少和农业生产方

式的转变ꎬ乡村土地流转、多元化经营成为当前江汉平原农村发展的重要议题ꎮ 乡村土地整合不仅可以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ꎬ还可以优化土地资源配置ꎬ促进农民增收致富ꎮ 而在这一过程中ꎬ种粮大户作为土地

整合的主要参与者之一ꎬ其身份认同和角色定位对于农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ꎮ

２９

① 胡博成、朱忆天:«培育“中坚农民”:新时代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机制建构研究»ꎬ«现代经济探讨»２０２２ 年第 ６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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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文献综述

从概念来看ꎬ土地整合是指在坚持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基础上ꎬ在农民自愿的前提下ꎬ在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ꎬ在一定空间范围内ꎬ通过农户之间土地互换并地ꎬ对农村土地进行合理的利用和重

新优化组合ꎬ使土地聚集和再配置的过程ꎮ 种粮大户是指在农村地区承包大规模土地资源ꎬ投入大量资

金和现代化生产设备ꎬ开展现代化、规模化种粮ꎬ在农业生产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农户ꎮ 种粮大户一般以个

人或家族形式组织ꎬ依托自身的经验和资源积累ꎬ通过规模化、专业化的经营方式ꎬ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ꎬ
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ꎮ 随着我国农业政策的不断演进ꎬ农业规模化经营加速推进ꎬ种粮大户作为一种

家庭农场式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崭露头角ꎬ参与中国农业现代化转型ꎮ
土地整合所造成的农民分化、作为乡村“中坚农民”的种粮大户如何进行自我身份界定是近年来农村

社会出现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ꎬ目前国内看法影响较大的观点是:目前中国的农民实际上已经逐渐分

化成若干个利益不同、愿望不同的阶层ꎬ而且正在进行更剧烈、更彻底的分化ꎮ 刘鸿渊从定性角度ꎬ分析

土地整合制度改革下的土地流转的好处ꎬ普通农户既可以通过土地流转获得土地租金ꎬ还可以从土地中

解放出来ꎬ通过在农业专业化公司和非农产业部门就业ꎬ获得额外的工资性收入ꎬ提高收入水平ꎮ① 并且ꎬ
种粮大户能更加方便快捷地完成土地的集中利用ꎬ加速农业生产ꎮ 同时ꎬ也有部分学者认为ꎬ在我国农地

产权不清晰的前提下ꎬ现有的农地制度依然能起到增加种粮大户收入的作用ꎻ但是ꎬ通过实证分析发现ꎬ
在土地产权不清晰的背景下ꎬ这种增收效应对种粮大户收入的影响非常有限ꎮ 许庆、田士超等分析了我

国原有农地制度的直接后果是土地的细碎化ꎬ而土地细碎化会在农业产出、农地有效利用、种植业多种经

营、农产品价格风险和劳动力有效利用 ５ 个方面来影响种粮大户的收入ꎬ最后证明我国现有的土地整合

制度可以提高种粮大户的收入ꎮ②

上述土地整合对种粮大户影响相关的研究ꎬ主要从土地整合动因、农民权益保障、土地整合困境等方

面进行ꎬ形成了一批代表性成果ꎮ 但是ꎬ研究多停留在是否要大力开展土地整合ꎬ而仅有少量研究关注到

土地整合对作为乡村“中坚农民”的种粮大户的影响ꎬ如陈成文、罗忠勇等认为土地整合正在深刻重塑当

前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ꎬ并将永久地影响其未来变迁态势ꎮ③④ 温铁军⑤、李昌平⑥等人认为土地整合的持

续进行、土地流转的长期放开将带来农民的加剧分化ꎮ 杨华指出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的土地流转使得土

地集中到一些农户手中ꎬ形成了“中间阶层”ꎬ而近年激进的、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又使得“中间阶层”趋于瓦

解ꎮ⑦ 赵晓峰和赵祥云也指出在农业生产领域规模经营中ꎬ农村社会阶层分化趋势明显加快ꎬ中坚农民和

普通农户处于弱势地位ꎬ而在农业服务领域规模经营中ꎬ主要负责为农业生产提供相关服务的是农村能

３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刘鸿渊:«农地流转与农民土地财产收入关系研究———一个利益属性与主体策略行为的视角»ꎬ«农村经济»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ꎮ
许庆、田士超、徐志刚、邵挺:«农地制度、土地细碎化与农民收入不平等»ꎬ«经济研究»２００８ 年第 ２ 期ꎮ
陈成文、余丽敏、陈静:«土地托管对资产收益扶贫的影响———基于湖南省 Ｈ 县的实证研究»ꎬ«经济地理»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ꎮ
陈成文、罗忠勇:«土地流转:一个农村阶层结构再构过程»ꎬ«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０６ 年第 ４ 期ꎮ
温铁军:«农村政策的底线是不搞土地私有化»ꎬ«中国市场»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６ 期ꎮ
李昌平:«中国土地流转制度过去、现在和将来»ꎬ«吉林农业»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５ 期ꎮ
杨华:«农村新兴中农阶层与“三农”问题新解»ꎬ«广西社会科学»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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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ꎬ中坚农民和普通农户主要负责开展农业生产ꎬ农业收益由多元主体共享ꎮ① 还有一部分学者尝试对土

地整合后的农户类型进行新的考量和划分ꎬ高帆认为在新的中国乡村战略实施视域下ꎬ依据要素配置方

式ꎬ可以将我国农民划分为传统农民、离乡农民、离土农民、内源式新型农民、外源式新型农民五种类型ꎮ②

冯小、席莹在对 Ｔ 镇的农业转型深入调查中发现ꎬ当地农业经营主体由“小农＋中农”的格局演变为“小农

＋家庭农场＋企业农场”ꎬ家庭农业群体分化为企业的“代管户”和“合同户”ꎬ或者“二包户”ꎮ③ 上述研究

尝试分析了土地整合对农户分化中的种粮大户群体的影响ꎬ但此类研究多为定性分析和讨论ꎬ对分化后

的种粮大户作为新的农业经营主体的土地利用行为和自我认同问题尚未开展深入研究ꎮ
可以看出ꎬ以往研究着重探讨土地整合后农户分化对农地流转的决策影响ꎬ对土地整合带来的土地

流转对种粮大户造成了怎样影响的问题关注不足ꎬ新时期农户分化标准未形成定论ꎬ也未能进一步阐述

种粮大户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农地利用行为对乡村现代化转型的作用ꎮ 基于以上判断ꎬ本文以武汉

市远郊农村土地整合过程中种粮大户的自我认同为切入点ꎬ将土地流转与种粮大户的农地利用行为结合

起来ꎬ着重分析土地整合后对农户分化的影响ꎬ讨论种粮大户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定位与自我认同ꎮ

　 　 三、武汉远郊农村的土地整合与种粮大户

本文调研的 Ｌ 村是典型的超大特大城市的远郊农村ꎬ距离市中心约 ６０ 公里ꎬ土地平坦开阔ꎬ水系发

达ꎬ适宜耕作ꎬ并且土壤的酸碱适中ꎬ由北向南渐减ꎬ适合作物生产需要ꎮ Ｌ 村是一个以棉花和蔬菜种植为

主的传统农业大村ꎬ全村有 ３３００ 亩耕地ꎮ 但传统的种植模式效益低下ꎬ２１ 世纪以来ꎬＬ 村将部分撂荒地

集中通过流转的方式进行集约经营ꎬ除支付承包地农户每亩数百元不等的流转费用外ꎬ在农忙季节用计

时的方式聘请农民工就地打工ꎬ实现经济效益翻倍ꎬ亩均收入过万元ꎮ Ｌ 村的土地整合成效作为典型案例

受到了武汉市农业农村局的关注ꎬ以其为案例进行研究具有一定代表性ꎮ 下文将结合案例进一步分析土

地整合对种粮大户产生的影响ꎮ

　 　 (一)土地整合提高了种粮大户的生产效益

在我国农村发展的大背景下ꎬ土地整合被认为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ꎬ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

手段ꎮ 种粮大户作为土地整合进程中的重要参与者与经济受益方ꎬ承受着土地整合带来的多方面影响ꎮ
一方面ꎬ土地整合实现了整个农村土地资源的集中和优化ꎬ大范围治理、整改角田和边地ꎬ调整原来

不规范和无效的农田利用方式ꎬ促进经济效益提升ꎮ 土地整合的调控和组织ꎬ为种粮大户提供了获取大

片、连续的可供使用的耕地的快捷途径ꎬ使得他们能够实现农田的集约化利用ꎬ实现高效的农业规模化经

营ꎮ 不仅有利于提高农作物的种植效率和产量ꎬ还能够降低生产成本ꎬ增加经济效益ꎮ
更重要的是土地整合后的集中流转有效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稳定性ꎬ降低了种粮大户的风险成本ꎮ 笔

４９

①

②

③

赵晓峰、赵祥云:«农地规模经营与农村社会阶层结构重塑———兼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社会学命题»ꎬ«中国农

村观察»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ꎮ
高帆:«中国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的农民分化及其引申含义»ꎬ«复旦学报»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ꎮ
冯小:«农业转型中家庭农业的分化与农利再分配———以 Ｔ 镇的农业转型道路为考察对象»ꎬ«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ꎮ



武汉社会科学总第 ３１ 辑

　　　　　

者的主要访谈对象是 Ｌ 村的种粮大户 ＤＭＱꎬ他属于家庭农场群体ꎬ主要是夫妻二人ꎬ外加一台拖拉机ꎬ耕
种中等规模的土地ꎮ 自 ２００７ 年开始ꎬ他进行土地承包ꎬ从一开始承包几十亩地ꎬ到如今承包二百多亩地ꎮ
他说:“农民种地只有种到最后一年才知道自己赚没赚钱ꎮ”①他刚开始进行土地承包时由于规模受限ꎬ机
器参与生产少ꎬ付出的劳动力成本极高ꎬ且收获情况受自然条件的极大影响ꎬ收入不稳定ꎬ收支难以平衡ꎮ
加之缺乏提前规划的能力ꎬ他甚至会因为在参与耕种前没有留够投入成本ꎬ通过借贷款去耕种ꎬ待收获后

归还ꎮ 随着土地整合工作的进行ꎬＤＭＱ 逐渐扩大承包土地的规模ꎬ且同农业生产合作社积极对接ꎬ每年会

提前规划好下一年的农业生产投入成本ꎬ选择耕种品种与耕种方式ꎬ灵活对接市场需求ꎮ 据他的初步估

算ꎬ２０２３ 年二百多亩的单季水稻能为其带来近 １８ 万元的年收入ꎬ其中有近 ４ 万元将作为下一年的投入成

本ꎬ参与新的农业生产ꎮ
另一方面ꎬ土地整合加速了种粮大户对于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的适应ꎬ提升土地使用效率ꎮ 土地整合

还为种粮大户提供了硬件上的生产条件和资源支持ꎮ 在土地整合进程中ꎬ农业机构为种粮大户提供了大

型农机和其他生产设施ꎬ应用于土地生产的各个环节ꎬ实现科技赋农ꎬ为种粮大户创造更加良好的生产环

境ꎮ 此外ꎬ他们可以获得先进的农业科技成果和示范种植技术ꎬ提高农作物的品质和市场竞争力ꎮ “现在

种地没以前那么操心了ꎬ种子用的是种子站的ꎬ犁地播种开自己买的旋耕机ꎬ怕生虫了交钱让无人机洒农

药ꎬ等丰收的时候请收割机来ꎬ我们两口就能照顾这二百亩地ꎮ”②在农业生产环节ꎬ种粮大户的体力劳动

参与越来越少ꎬ生产方式越发走向技术化、现代化ꎮ

　 　 (二)土地整合重构了种粮大户的关系网络

土地整合为种粮大户群体提供了集中土地、扩大收益的机遇ꎬ同样也影响了其原有村落关系网络ꎮ
种粮大户作为农村人口严重外流背景下的在乡农民ꎬ受土地整合的影响ꎬ利益核心愈发向农村集中ꎬ与此

同时ꎬ关系网络却在不停扩大且愈发外延ꎮ
土地整合带来的经济利益影响了种粮大户与同村农民原先的社会关系ꎮ 同样以 ＤＭＱ 为例ꎬ他并不

是 Ｌ 村本地人ꎬ其父亲因为缺乏可用耕地ꎬ多年前举家搬到 Ｌ 村ꎬ并在此扎根ꎮ 在早年的乡村生活中ꎬ
ＤＭＱ 一家因缺乏与 Ｌ 村村民的血缘与宗族的联系ꎬ同村民相处得相对生疏ꎮ 他开始当家后ꎬ在日常生活

中积极开展同村民的礼尚往来等互惠活动ꎬ努力维护人情ꎬ维系好同村民的社会关系ꎬ不仅填补了之前人

际关系的缺失ꎬ还搭建立新的情感联系ꎮ “刚开始大家觉得他热情、能干ꎬ是个不错的人ꎬ都乐于同他来

往ꎮ”③２００７ 年起ꎬ因村中大量人口外流ꎬ耕种土地的劳动力成本上升ꎬ大部分村民选择将土地外包给种粮

大户ꎬ这样既省事ꎬ又可以每年领取土地租金ꎮ ＤＭＱ 有意承包村中土地ꎬ而村民受到土地的地理位置限

制ꎬ同村的人如果想要外包土地只能承包给他ꎮ 于是ꎬ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ꎬＬ 村的村民们开始进一步同

ＤＭＱ 开展经济利益上的往来ꎮ 但鉴于土地位置、资源情况的不同和他自身生产效益的考量ꎬ他给村中每

户的土地承包价格都不尽相同ꎬ且差别较大ꎮ 这个举动在一定程度上招来了村民的不满ꎬ觉得他在依据

个人关系上的远近决定价格的高低ꎬ村里还有几户人家同他闹起了经济纠纷ꎮ 他早年辛苦维护的人际关

５９

①

②

③

访谈对象:Ｌ 村种粮大户 ＤＭＱꎬ访谈日期: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２ 日ꎮ
访谈对象:ＤＭＱ 之妻 ＷＳＦꎬ访谈日期: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２ 日ꎮ
访谈对象:ＤＭＱ 的乡邻 ＺＰＬꎬ访谈日期: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５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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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ꎬ这也在某些事情上体现出来ꎮ ２０２３ 年五一假期ꎬＤＭＱ 的儿子在市区举办结婚

时ꎬ只有一小部分村民前去随份子、送礼贺喜ꎮ

ＤＭＱ 在成为种粮大户之后ꎬ同村外的乡镇政府与农业合作社的联系也越发紧密ꎮ “现在基本每隔几

星期都要去乡里一趟ꎬ去农业合作社问人家问题ꎬ有空就请人家去地里看看ꎬ人家也挺乐意过来ꎬ合作社

的人还组织过我们免费去找河南新乡的优秀种粮大户学习ꎮ”①一方面ꎬ作为种粮大户的他迫切需要乡镇

政府的政策制度支持与农业合作社的技术学习来提升自己的经济效益ꎻ另一方面ꎬ乡镇政府认为他作为

种粮大户亦是在乡农民中的经济领头人ꎬ能为基层治理、乡村振兴工作提供助力ꎬ乐意同他打交道ꎮ 同

时ꎬ在土地整合的推动下ꎬ农村社会长期存在的地理隔离和信息壁垒被逐渐打破ꎬ种粮大户同村外组织、

种粮大户群体之间开始紧密地组织起来进行合作和交流ꎬ形成经验共享和资源共享的网络ꎮ 他们通过合

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形式ꎬ共同经营耕地ꎬ共享农机具和其他生产资源ꎬ实现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ꎮ

在此过程中ꎬ种粮大户通过与他们展开的积极互动ꎬ逐渐与生活村落之外的群体建立起紧密的社会联系ꎮ

　 　 (三)土地整合加强了种粮大户的角色定位

种粮大户作为土地整合过程中集中土地、达到规模经营与更高收益的农民群体ꎬ属于乡村发展进程

中的“中坚农民”ꎮ 在乡村经济领域上ꎬ种粮大户不仅仅是单纯的农民ꎬ更是在当地乡村经济中发挥重要

作用的农业经营主体ꎮ 他们通常拥有大片的耕地和现代化的农机设备ꎬ采用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管理模式

进行生产ꎬ实现了农业种植规模的扩大和效益的提升ꎮ

从农业生产来看ꎬ土地整合加强了种粮大户农业生产的主力军、粮食生产保障者、农业技术带头人等

角色定位ꎮ 首先ꎬ种粮大户群体流转集中了大规模的耕地ꎬ能够种植大量的粮食作物ꎬ是农业生产的中坚

力量ꎬ对农村粮食生产稳定供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ꎮ 其次ꎬ种粮大户作为农业现代化的推动者和参与者

参与乡村生产活动ꎬ在村中扮演了经济和技术领头人的角色ꎮ 他们积极引进新技术、新品种和新设备ꎬ通

过引入规模化、机械化的农业生产方式ꎬ推进农业的现代化进程ꎬ改变了传统农业的生产模式ꎬ提高了农

业生产效益ꎮ 再次ꎬ种粮大户的经营模式也对周边农户产生了引领示范效应ꎮ 最后ꎬ种粮大户更加熟悉

市场需求ꎬ并且在农村产业链条中的地位较高ꎬ具备较强的谈判合作能力和竞争优势ꎬ他们能通过与农民

合作社、农产品加工企业等环节的紧密合作ꎬ构建起一个综合的农业产业链ꎬ从而灵活调整种植结构ꎬ提

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ꎮ 种粮大户的现代化经营模式为农村经济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动力和支持ꎮ

从乡村治理来看ꎬ土地整合加强了种粮大户乡村治理参与者、公共物品提供者、乡村文化引导者等的角

色定位ꎮ 种粮大户在维护农村社会基本秩序方面也发挥了显著的作用ꎮ 种粮大户的唯一收入来源与主要社

会关系都在农村ꎬ在生产和生活方面ꎬ种粮大户群体都有着强烈地维护农村生产生活基本秩序的意愿ꎮ 首

先ꎬ种粮大户极度关心乡村公共品供给的状况ꎬ包括但不限于乡村中的电力设施、水利设施、道路建设等ꎬ并

且他们乐于代表村民向乡镇上级表达公共品需求的偏好ꎬ既是造福村民ꎬ也是为自己谋求福利ꎬ这些农村公

共产品作为重要生产要素参与其农业生产ꎬ供给情况严重影响着他们的经济效益ꎮ 其次ꎬ种粮大户积极参与

村中政策的制定与落实ꎬ对村庄实施的财政支农项目进行着密切监督ꎬ提议村民共同协商解决生产难题ꎬ并

６９

① 访谈对象:Ｌ 村种粮大户 ＤＭＱꎬ访谈日期: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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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用自己相对开阔的眼界与丰富的农业现代化生产经历为乡村建设建言献策ꎮ 最后ꎬ种粮大户是农村人情

的主要参与者ꎬ主持参与了众多婚丧嫁娶等农村重要仪式活动ꎬ维系了农村传统社会秩序ꎮ 种粮大户不仅作

为农业生产的引领者ꎬ同时也作为乡村基本秩序的稳定器参与乡村社会生活ꎮ

　 　 (四)土地整合促进了种粮大户的自我认同

伴随着土地整合带来的经济地位上升、乡村社会关系外延与角色定位变化ꎬ种粮大户的自我认同也

受到影响ꎮ
首先ꎬ土地整合促进了种粮大户对于职业和社会地位的自我认同ꎮ 他们不再仅仅是普通的农民ꎬ而

是能够流转承包大片耕地和拥有现代化生产设备的农业经营主体ꎮ 土地整合过程中ꎬ种粮大户通过规模

经营和现代化管理取得了较好的农业经济效益ꎬ拥有相对较高的收入和生活水平ꎬ一跃成为村中的“富
人”ꎮ 这种特殊的身份地位和经济效益使得种粮大户对自己的农业生产和经营更加自信ꎬ形成积极的认

同感和极高的自豪感ꎬ认为自己是值得自豪的农村创业者ꎮ 同时ꎬ种粮大户在村中的社会地位也得到了

提升ꎬ成为乡村发展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持力量ꎬ这也为他们的自我认同增添了自信心和自豪感ꎮ
其次ꎬ种粮大户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习得是形成自我认同的重要基础ꎮ 作为农业生产领域的专业人

士ꎬ种粮大户需要不断学习且要具备较高的农业知识和技能ꎬ包括种植养殖和管理规划等方面的专业知

识ꎮ 他们一直学习和更新自己的知识ꎬ不断改进和创新自己的农业经营方式ꎬ且在学习过程中取得了较

好的经济效益ꎮ 这使得种粮大户对自己的农业专业能力和技术水平有了积极的评价ꎬ有了成为乡村中的

知识分子、技术分子的自豪感ꎬ增强了其自我价值认同ꎮ
再次ꎬ种粮大户通过参与农村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组织ꎬ与其他农民和农业机构建立了紧密的

联系ꎬ通过与其他农民和专业人士的交流和合作ꎬ分享经验和学习成果ꎬ实现了互相促进和共同发展ꎮ 这

种社会交往和合作互助增强了种粮大户的认同感和自豪感ꎬ使他们更加乐观和自信地从事农业经营ꎮ
最后ꎬ种粮大户的社会认同和价值观也对其自我认同产生了重要影响ꎮ 以 ＤＭＱ 为例的种粮大户具

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乡土情怀ꎬ他们认为自己是为农村发展和农民福祉作出贡献的重要力量ꎮ “我们

是农民ꎬ不管别人怎么看ꎬ把地种好就是我俩最大的本事ꎬ只要地种得好ꎬ我俩就能直起腰ꎮ”①他们尊重农

业劳动和农民文化ꎬ并对传统农耕文化具有强烈的价值认同感ꎮ 这种社会认同和价值观的影响使得种粮

大户对自己的农业生产经营有了更高的评价和认同ꎬ从而增强了自己的农业经营信心和自我认同感ꎮ

　 　 四、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背景下种粮大户模式的矛盾与局限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在农村ꎬ要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ꎬ鼓励依法自愿有偿转让ꎮ 报告也指出ꎬ到二〇三五年ꎬ我国发展的总体

目标含括: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ꎬ社会保持长期稳定ꎬ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

明显的实质性进展ꎮ ２０１８ 年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与十九大报告提出实

７９

① 访谈对象:ＤＭＱꎬ访谈日期: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２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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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共同富裕都明确了“两步走”的阶段目标ꎬ这表明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政策内涵是统一的ꎮ① 在面对

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这样的新时代新任务下ꎬ种粮大户模式也面临着复杂的矛盾问题ꎬ这些矛盾限制了

种粮大户模式在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中应发挥的积极作用ꎮ

　 　 (一)农业农村发展的结构性矛盾

农业农村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是指基于农村生产的软硬条件而产生的显性矛盾ꎮ
一是生产性基础设施硬件限制了种粮大户的发展意愿和能力ꎮ ２０１７ 年发布的«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

主要数据公报»显示ꎬ中部地区灌溉耕地面积 ２００６４ 千公顷ꎬ有喷灌、滴灌、渗灌设施的耕地面积仅有 １８９９
千公顷ꎬ仅占 ９ ４６％ ꎻ仍有 ４ ７％的农村主要路面类型是沙石路面ꎮ 近年来ꎬ虽然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硬

件绝对数量增加迅速ꎬ但相对比例仍需提高ꎮ 以武汉市远郊农村为例ꎬ过去大部分土地只种一季水稻ꎬ秋
收之后便出现大量闲置田地ꎬ形成季节性撂荒的冬闲田ꎮ 随着农机设施增加、电商社群出现和数字乡村

建设普及ꎬ形成集农产品种植、购销、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农业产业链条ꎬ种粮大户能直接看到生产效益ꎬ
才会增强发展意愿ꎮ 种粮大户获益之后才会持续加大对农村生产性设施的投入ꎬ进而形成建设与收益的

良性循环ꎮ 如果缺乏足够的硬件条件ꎬ种粮大户生产能力受限ꎬ也无法发挥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ꎮ
二是农业农村发展的软件不足ꎬ且长期存在ꎮ 这里的“软件”主要指人力资本ꎬ种粮大户群体呈现出

年龄较大与文化程度较低的两种结构性问题ꎮ 由于工业生产的年龄极限为 ５５ 岁左右ꎬ被劳动力市场排

斥的农民群体则会重回农业生产ꎬ由此形成了以老年人为主要群体的农业发展格局ꎮ ２０２２ 年国家统计局

数据显示ꎬ我国总计超过 ５０００ 万的就业低龄老人ꎬ其中六成以上从事农林牧渔行业ꎬ农业是就业老人的

主要领域之一ꎮ 武汉市远郊农业生产同样是典型的“老年农业”ꎬ如今种粮大户内部面临年龄结构老化问

题ꎬ难以形成推进群体持续发展的动力ꎮ 同时ꎬ种粮大户群体普遍学历水平较低ꎬ这对农业技术的传播、
培训都会造成不利影响ꎬ不利于农业经济和农村地区的发展ꎮ 当前种粮大户本身的人口素质在一定程度

上限制了种粮大户模式和土地整合效益的提升ꎮ

　 　 (二)农村内部贫富差距加大

种粮大户模式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城乡差距ꎬ但也造成了农村内部贫富差距的出现ꎬ这不利

于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ꎮ 由于我国人多地少ꎬ农业人口集中在有限的土地上ꎬ人均耕地面积较少ꎬ农业规

模化和机械化生产转型较慢ꎬ我国农村现代化水平偏低ꎮ 农业现代化生产方式的不足导致更多的农业劳

动力从事小规模的农业生产ꎬ而种粮大户虽然能够通过整合土地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ꎬ但也在拉开与零

散种植户的效益差距ꎮ 作为土地承包方的种粮大户积极参与土地整合的开展ꎬ并且获得了比较大的经济

收益ꎮ 种粮大户虽然经常以合作社的方式出现ꎬ但社员并不是平均分配ꎬ本质上还是先富带动后富的

模式ꎮ
在本案例中ꎬ土地整合过程中ꎬ以土地的经济利用效率最大化为主导进行土地整治与重新划分ꎬ不仅

出现利益上的贫富差距ꎬ还有村内人际关系的不和谐化ꎮ 原有的乡土社会关系因土地整合后的土地耕

８９

① 李实ꎬ陈基平ꎬ滕阳川:«共同富裕路上的乡村振兴:问题、挑战与建议»ꎬ«兰州大学学报»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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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流转承包的经济纠纷问题发生变化ꎬ导致同乡亲戚邻里之间的关系走向松散ꎬ部分村民不自觉地将土

地整合后带来的负面影响转嫁到种粮大户身上ꎬ甚至视其为原有农村社会关系和凝聚力产生问题的“罪
魁祸首”ꎮ “他把我们的地都拿去种了ꎬ还赚了那么多钱ꎬ把好事都占光了ꎮ”① ＤＭＱ 曾表示自己近二十年

的土地承包过程中曾多次遭到村中某些人的故意为难与批判ꎬ甚至产生过放弃承包土地、离开农村ꎬ去城

市谋求发展的想法ꎮ “承包土地后ꎬ身体没那么受累了ꎬ但精神上老生气ꎬ有时候真的想自己应不应该搞

包地ꎮ”②对于种粮大户而言ꎬ村中人的敌视情绪对他们在村中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产生了一定程度的

消极影响ꎮ

　 　 (三)自身发展面临壁垒

种粮大户本身也面临着自身发展上的壁垒ꎮ 从理想状态上看ꎬ种粮大户模式发展应该是两个阶段ꎬ
第一阶段:种粮大户增加ꎬ土地集中利用率高ꎬ规模化经营与产出效益提升ꎻ第二阶段ꎬ种粮大户减少ꎬ现
代化与规模化农业经营进一步提升ꎮ 种粮大户本身也是农民ꎬ并不是越多越好ꎬ而是越少越好ꎬ城市化发

展最终是要让更多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ꎬ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实现规模化经营的现代农业ꎮ 而种粮大

户面临的隐形壁垒却阻止其进一步发展ꎮ 这种隐形壁垒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制度上城乡要素壁垒对种

粮大户扩大生产的阻碍ꎬ二是社会文化上传统家庭角色认同带来的代际剥削ꎮ
城乡土地要素交易有着制度壁垒ꎮ 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缓慢ꎬ农村土地流转只可以在集体内承包给种

粮大户ꎬ或是集体交给公司ꎬ不能像城市住房一样有出售、抵押等财产性质ꎮ 一方面ꎬ国家政策提倡土地

“适度”流转ꎬ但未明确多大面积是这个“度”ꎬ地方政府有着不同的比例限定ꎮ 另一方面ꎬ流转对象的限

制、更多工商资本或种粮大户的出现ꎬ也会限制每个种粮大户的土地流转规模ꎮ 制度上的壁垒还体现在

征地补偿和流转金上ꎮ 农民只能通过集体到国家所有的土地变更获取征地补偿收益ꎬ而这个收益是相对

较低的ꎮ 流转金则和土地收益分配紧密联系ꎬ农村土地流转的定价权实际上在转入方ꎬ承包经营权的价

值普遍等同土地产出的价值ꎬ但种粮大户的生产投入是没有制度性保障的ꎮ
社会文化上传统家庭角色认同带来的代际剥削在本质上是农民流动的隐形壁垒ꎮ 作为中老年群体

的种粮大户而受农村传统文化等因素影响ꎬ一边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ꎬ为子女的未来发展积攒物质成本ꎻ

一边还要为城里子女操心ꎬ时不时进城照顾小孩ꎮ 同时ꎬ为了应对城市的户籍制约与城市日渐增加的生

存压力ꎬ种粮大户的群体家庭财富不得不大部分集中在子代婚姻中ꎬ以更好地完成家庭再生产ꎮ 例如ꎬ

ＤＭＱ 的儿子 ＤＺＷ 曾因个人自身条件问题长期找不到结婚对象ꎬ为了帮助儿子顺利娶妻ꎬＤＭＱ 向女方提

供了 ４０ 万彩礼和一辆汽车ꎬＤＺＷ 在 ２０２３ 年顺利结婚ꎬ婚后儿媳坐月子时ꎬＤＭＱ 夫妻二人要轮流去镇上

照顾儿媳ꎮ 由于对传统家庭角色的认同ꎬ种粮大户必须投入大量的物质和精神生产的时间与成本到下一

代去ꎬ这也导致了种粮大户群体数量和规模不断被压缩ꎮ 当种粮大户的角色定位和自我认同由于代际剥

削回归到家庭ꎬ他们农业再生产的投入就会减少ꎬ原本在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中应发挥的积极作用就会

削弱ꎮ 这些制度、文化上的生存压力给种粮大户制造出一层隐形的结构壁垒ꎮ

９９

①

②

访谈对象:ＤＭＱ 的乡邻 ＤＪＹꎬ访谈日期: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５ 日ꎮ
访谈对象:Ｌ 村种粮大户 ＤＭＱꎬ访谈日期: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２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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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结论与对策建议

我国长期以来的土地整合政策ꎬ旨在优化农村土地资源配置ꎬ提高农业生产效率ꎮ 然而这一过程并

非一帆风顺ꎬ它涉及多方利益的重新分配ꎬ包括地方政府、村集体、种粮大户和普通村民等ꎬ这些主体之间

的利益关系复杂ꎬ土地整合意味着对原有农村利益格局与社会生活的重新分配ꎬ因此必然会是一个充满

困难的协调过程ꎮ

　 　 (一)加强农村农民软硬件条件优化

乡村振兴ꎬ不仅仅是农业的振兴ꎬ更是整个乡村社区的全面振兴ꎮ 产业兴旺作为这一进程的重点ꎬ意
味着我们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经济的结构和发展模式ꎮ 首先ꎬ实施积极的财政支农政策尤为重要ꎮ 这

不仅需要对农业基础设施进行大量投入ꎬ还需要加强对农村教育和培训的支持ꎮ 只有当农民具备了现代

化的农业知识和技术ꎬ乡村经济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ꎮ 其次ꎬ考虑到我国农村地域辽阔、人口居住分

散、不同地区之间存在较大的异质性ꎬ全面开发建设的传统模式既不现实ꎬ也不具备可持续性ꎮ 因此ꎬ借
鉴国外的乡村振兴经验ꎬ实施集约型村庄建设成为一个可行的选择ꎮ 通过科学规划ꎬ减少数量众多的小

村落ꎬ打造具有一定规模和集聚效应的大村落ꎮ 这样不仅可以降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建设和维护成

本ꎬ还能提高农村社区的组织化水平和管理效率ꎮ 再次ꎬ在集约型村庄的基础上ꎬ我们需要因地制宜地发

展各地的优势产业ꎮ 这不仅包括发展传统的农业种植和养殖业ꎬ还可以充分利用乡村的资源优势ꎬ发展

乡村旅游、特色手工艺、绿色食品加工等新兴产业ꎮ 通过这些产业的发展ꎬ逐步形成生产、加工、销售、经
营产业融合的完整体系ꎮ 不仅能提高农村经济的整体效益ꎬ还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ꎬ吸引更多的年轻

人回到乡村ꎬ从而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ꎮ 最后ꎬ政府和社会应提供全方位的培训指导服务ꎮ
这些培训应涵盖农业技术、市场营销、财务管理等多个方面ꎬ帮助种粮大户掌握现代农业知识和管理方

法ꎮ 政府还可以邀请农业专家和企业家为种粮大户提供一对一的咨询和辅导服务ꎬ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

题和困难ꎬ提高他们在改革中的竞争力ꎮ

　 　 (二)加快落实土地流转与利益分配政策

完善的政策体系ꎬ是实现种粮大户自我认同的基本保障ꎮ 首先ꎬ为了保障种粮大户的合法权益ꎬ增强

他们对土地整合的信心和认同感ꎬ政府应制定一系列公平合理的政策ꎮ 这些政策应包括土地流转、农业

保险、农业贷款等方面的支持措施ꎬ确保种粮大户在改革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ꎮ 其次ꎬ政府还应建立健

全监督机制ꎬ防止在土地整合过程中出现违法违规行为ꎬ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稳定ꎮ 为了确保土地整合

政策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ꎬ政府应建立及时收集和处理种粮大户的意见和建议的反馈机制ꎮ 通过设立专

门的反馈渠道、定期开展调研等方式ꎬ及时了解种粮大户在土地整合过程中的问题和困难ꎬ并采取有效措

施加以解决ꎮ 再次ꎬ政府还应定期评估土地整合政策的实施效果与收益分配情况ꎬ根据土地整合收益及

时调整和完善利益分配政策ꎬ确保政策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种粮大户和农村经济发展ꎮ 最后ꎬ通过文化宣

传调整社会心态ꎮ 先富带动后富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前提ꎬ要保护先富带头发展的积极性ꎮ 乡镇甚至

村内可以制定乡规民约ꎬ组织文化活动ꎬ既能减少村内纠纷ꎬ也能加强人情联系ꎮ 和谐的乡村社会小环境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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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加强种粮大户对其文化引导者、社会稳定器、公共服务提供者等角色的自我认同ꎮ

　 　 (三)加快城乡要素市场化改革

种粮大户自身发展隐形壁垒的破除有赖于城乡要素的市场化改革ꎮ 城乡要素市场的制度分割限制

了城乡间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有效配置ꎬ制度下沉也带来了社会文化角色上的家庭代际剥削ꎬ阻碍了农村

劳动力流动、乡村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与乡村的协同进步ꎮ 首先ꎬ顶层设计上必须对现有的户籍制度进行

改革ꎮ 当前ꎬ户籍制度与城市公共服务紧密绑定ꎬ导致城乡人口流动受到限制ꎮ 通过改革户籍制度ꎬ降低

城市公共服务与户籍的关联度ꎬ可以促进城乡间的人口流动ꎬ释放出巨大的市场潜力ꎬ消解代际发展的隐

形壁垒ꎮ 其次ꎬ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也亟需推进ꎮ 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ꎬ其流转和配置在城乡经济

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ꎮ 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ꎬ政府应创新土地制度设计ꎬ建立区域间、
城乡间的建设用地指标增减挂钩机制ꎮ 这一机制能够盘活农村的土地资源ꎬ提高土地利用效率ꎬ激发农

村经济活力ꎮ 最后ꎬ资本下乡经营管理改革也是至关重要的ꎮ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资本的积累ꎬ引导

资本进入乡村开展多元化的农业经营模式具有重要意义ꎮ 这不仅可以为乡村经济发展注入资金ꎬ还可以

引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ꎬ提升农业产值和附加值ꎮ 在推进资本下乡的过程中ꎬ我们必须坚守粮食安

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ꎬ确保农业的可持续发展ꎮ 政府应制定并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ꎬ为城乡要

素市场的自由流动提供法律保障ꎮ 同时ꎬ加大对改革措施的宣传力度ꎬ提高农民和企业家对改革的认知

度和参与度ꎬ激活城乡间的主体、要素、市场ꎬ促进城乡经济的协同发展ꎮ

作者简介:
杜连峰ꎬ社会学博士ꎬ信阳师范大学法学与社会学院讲师ꎬ大别山乡村振兴研究院副研究员ꎬ研究方

向为农村社会学ꎮ
娄健ꎬ信阳师范大学社会学专业本科生ꎮ

(责任校编: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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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成本的阶层差异及其政策启示
———基于 ＣＦＰＳ 调查数据的分析

王俊

　 　 摘　 要:降低家庭教育成本的第一步ꎬ是了解不同阶层的家庭在孩子的教育过程中究竟需要付出多

少成本ꎮ 囿于数据与方法选择中可能存在的困难ꎬ现有研究没有对这个议题予以有效回应ꎮ 在代际地位

再生产的理论视野下ꎬ本文建构了“总和教育成本”这一指标ꎬ使用 ＣＦＰＳ２０１２—２０２０ 年共 ５ 期调查数据ꎬ

对家庭教育成本的阶层差异及其时期发展趋势进行测算ꎮ 研究发现ꎬ统计年间中国家庭教育成本的均值

大幅上升ꎬ这主要是因为更高阶层的家庭在孩子教育中进行了越来越多的成本投入ꎻ与此同时ꎬ低阶层家

庭的教育成本并未明显上升ꎻ教育成本的阶层分化愈加显著ꎮ 回归分析证实了社会经济地位对家庭教育

成本的影响效应ꎮ 本研究的政策启示在于ꎬ应正视家庭对代际社会流动和教育质量的追求ꎬ降低教育成

本只是政策手段和方式ꎬ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家庭发展、促进教育的均衡发展ꎬ才是政策的最终目标ꎮ

关键词:家庭教育成本ꎻ阶层差异ꎻ总和教育成本ꎻ代际流动

在生育水平持续下降的大背景下ꎬ降低家庭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ꎬ成为现阶段中国家庭支持政策

体系的关键着力点之一ꎮ 降低教育成本的第一步ꎬ是对不同阶层的教育成本有一个直观的认知ꎬ只有这

样ꎬ才能够有的放矢、提高政策效率ꎮ

中国自实施义务教育政策以来ꎬ家庭在基础教育阶段的校内教育支出大幅下降ꎬ所谓的教育成本主

要指向校外培训ꎮ ２０１８ 年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实施以来ꎬ以“双减”政策的实施效果评估为目的的

研究ꎬ开始关注家庭教育成本的变化趋势及其群体差异ꎮ 研究发现ꎬ“双减”政策实施之后ꎬ在家庭教育成

本总体下降的情况下ꎬ城镇地区尤其是一二线城市家庭中ꎬ孩子参与校外补习的可能性反而进一步提

高ꎻ①农村家庭教育成本的绝对值远低于城镇家庭ꎬ但教育成本在家庭总消费中的占比却高于城镇家庭ꎬ②

２０１

①

②

魏易、薛海平:«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是否有效? 基于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数据的分析» ꎬ«教育科学研

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ꎮ
鄢姣、许敏波:«中国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的变化特征及驱动因素»ꎬ«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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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ꎬ受教育程度更低、收入水平更低的农村家庭的校外教育支出ꎬ正随着均值的提升而不断提高ꎮ①

已有研究主要着眼于“双减”政策的实施效果评估ꎮ 从这些研究当中ꎬ我们无法得到关于不同阶层家

庭所付出的教育成本的直观认知ꎮ 我们依然不知道ꎬ不同阶层的家庭在孩子的教育过程中究竟需要付出

多少成本? 阶层之间的差异如何? 我们依然不清楚ꎬ阶层地位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通过怎样的方式ꎬ影

响一个家庭的教育成本付出?

可能的原因在于数据与方法的选择问题ꎮ 要测算一个家庭在孩子教育过程中所需付出的总的教育

成本ꎬ最直观的做法是ꎬ统计每一年家庭为之支付的教育成本ꎬ然后相加ꎮ 按照这个思路我们至少需要过

去 １７ 年的追踪调查数据ꎬ但中国目前公开发布的数据并不能支持这样的测算ꎮ

在此情形下ꎬ本文拟借鉴人口统计中有关“总和生育率”的测算思路ꎬ构建“总和教育成本”这一指标ꎬ

对家庭的教育成本进行测算ꎬ并进行阶层之间、年度之间的比较分析ꎬ尝试回答“家庭教育成本究竟有多

高”、“阶层地位的影响效应如何”的问题ꎮ

　 　 一、理论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本文在代际地位再生产的理论视野下进行分析ꎮ 在社会分层理论看来ꎬ教育成本的本质是经济资本

的代际传承与转化ꎮ 通过在子代的教育中进行成本投入ꎬ家庭的经济资本得以转化为子代的教育资本ꎬ

最终实现社会地位的代际再生产ꎮ 本文的基本研究假设是:家庭的教育成本因阶层地位而异ꎮ 阶层地位

不同、占有资本的数量和类型不同、对地位再生产的期望不同的家庭ꎬ教育成本的可能规模也不同ꎮ 家庭

教育成本的可能水平ꎬ一方面取决于“能力”ꎬ对于特定家庭而言ꎬ有多大规模的经济资本可用于子代教

育? 另一方面取决于“意愿”ꎬ在有限的经济资本总量中ꎬ家庭愿意将多大份额分配至子代教育? “能力”

和“意愿”的交互作用ꎬ形塑了教育成本的可能规模ꎮ 本文假设ꎬ经济资本、教育资本和职业资本分别从不

同维度、通过不同的作用机制ꎬ影响家庭教育成本的可能规模ꎮ

　 　 (一)经济收入对家庭教育成本的影响

中国改革开放近 ４０ 年来ꎬ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带来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ꎬ丰富了家庭的盈余

和积累ꎬ严格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又使得家庭通常只需要抚育 １ 到 ２ 个孩子ꎮ 这使得即使是普通家庭ꎬ也

有能力在子代教育中进行更多的成本投入ꎮ 与此同时ꎬ工业社会对科学文化的倚重、对高技能劳动者的

青睐、教育回报率的迅速提升ꎬ又提高了家庭进行教育投资的意愿和动力ꎬ更多的家庭寄希望于通过教育

投入ꎬ最终实现代际的向上社会流动ꎬ实现社会地位的代际再生产ꎮ 区别在于ꎬ高收入群体在投入能力上

占据绝对优势———高收入意味着更加丰富的货币资本占有量ꎬ低收入则意味着经济资本总量和投入能力

的相对不足ꎮ

鉴于此ꎬ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１:经济地位与家庭教育成本正相关ꎻ经济地位越高ꎬ家庭的教育成本越高ꎮ

３０１

① 方航、程竹、陈前恒:«农村教育投资存在同群效应吗?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ＦＰＳ)的实证研究»ꎬ«教育与经

济»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ꎮ



武汉社会科学总第 ３１ 辑

　　　　　

　 　 (二)受教育程度对家庭教育成本的影响

教育的理性行为理论(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假设ꎬ阶层地位形塑了家庭对子代的教育期待ꎮ① 父母

通常基于三个方面的考量而做出有关“是否支持孩子继续下一阶段学习”的决定:一是继续学习的直接经

济成本ꎬ如学费等支出ꎬ二是机会成本ꎬ即在现有教育程度下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预期收益ꎬ三是成功升学

的概率ꎮ 每个阶层都会采取策略避免向下的社会流动ꎬ但高阶层和低阶层向下流动的相对风险是不一样

的ꎬ因而他们会采取不同的策略ꎮ

对于较高受教育程度阶层的家庭而言ꎬ子代接受更高程度的教育是维持高阶层的必要条件ꎬ为此需

要支付的学费是相对可负担的ꎻ他们不能接受的是终止教育、提前进入劳动力市场ꎬ因为那样意味着巨大

的向下社会流动的风险ꎮ 所以ꎬ高阶层通常采用的策略是ꎬ无论子代当下学业表现如何ꎬ他们总是义无反

顾地继续投入、支持子代继续接受更高一级的教育ꎮ 在相对风险规避机制的作用下ꎬ高阶层倾向于在子

代抚育中进行更大规模的经济资本投入ꎬ以帮助子代获取更多、更优质的受教育机会ꎮ 对孩子发展的这

种高期待需要相应的、更大规模的货币投入的支持ꎮ

对于较低受教育程度阶层的家庭而言ꎬ支持子代继续接受教育意味着一定规模的经济资本投入ꎬ而

尽快进入劳动力市场则有助于在短期之内提高当下的生活水平ꎮ 重要的是ꎬ子代似乎并不需要更高的受

教育程度ꎬ就可以避免代际继续向下流动的风险ꎮ 在此情形下ꎬ除非子代的学业成绩特别突出ꎬ否则他们

更倾向于以提前终止学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方式进行代际的社会地位再生产ꎮ 中国情境下ꎬ另一种不

同于既有理论假设的可能情形是ꎬ在“补偿效应”的作用下ꎬ学历较低的父母更加重视教育的社会流动功

能ꎬ只要有一点点继续升学的希望ꎬ他们就会尽力投入ꎬ以最大限度地争取向上流动的希望ꎮ 两种可能的

教育成本投入策略会导致低阶层的教育成本产生内部分化ꎬ但总体而言ꎬ本文依然假设ꎬ受教育程度更高

的阶层家庭教育成本更高ꎮ

研究假设 ２:教育地位与家庭教育成本正相关ꎻ教育地位越高ꎬ家庭的教育成本越高ꎮ

　 　 (三)职业地位对家庭教育成本的影响

基于社会经济量表进行职业地位分层是实证研究通常使用的方法ꎻ②其内在的两个评测标准ꎬ一是该

职业的平均收入ꎬ二是该职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水平ꎮ 鉴于前文已经分别讨论了收入和教育两个因

素对教育成本和育儿负担的可能影响ꎬ为避免同义反复以及回归分析时可能出现的自变量之间的共线性

问题ꎬ此处拟用“职业地位(体制 /体制外)”这一中国特色的职业地位划分标准ꎬ继续接下来的讨论ꎮ 理论

依据在于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ꎬ体制内就业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资源的垄断性ꎬ意味着工

作的高稳定、高声望以及高福利ꎬ而体制外就业则意味着竞争、时效性、流动性以及不确定性ꎮ③ 就职业位

４０１

①

②

③

Ｂｒｅｅｎꎬ Ｒｉｃｈａｒｄꎬ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Ｈ. Ｇｏｌｄｔｈｏｒｐｅ "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ｆｏｒｍａｌ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ꎬ"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ｎｏ ３ (Ｓｅｐ １９９７): ２７５－３０５
Ｂｌａｕꎬ Ｐｅｔｅｒ Ｍ ꎬ ａｎｄ Ｏｔｉｓ Ｄｕｄｌｅｙ Ｄｕｎｃａｎꎬ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Ｗｉｌｅｙꎬ１９６７)ꎬ ｐｐ １５１－１５３
刘欣:«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中产阶层的定位»ꎬ«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７ 年第 ６ 期ꎮ



武汉社会科学总第 ３１ 辑

　　　　　

置内含的资本数量而言ꎬ“体制内外”是具有区分度的社会地位测量指标ꎮ

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ꎬ职业地位对教育成本的可能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ꎬ体制内就业

的家庭通常经济状态更稳定、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更高ꎬ①这些因素客观上提高了他们的教育成本投入能

力ꎮ 二是ꎬ中国情境下ꎬ体制内职业蕴含更多的权力资本ꎬ入职门槛相对更高ꎬ②基于“地位下降的风险规

避理论”ꎬ可进一步推论ꎬ在体制内就业的家庭ꎬ为了规避子代(职业)地位下降的风险ꎬ他们会倾向于增加

教育成本、增加子代的人力资本储备ꎬ以确保子代在未来的职业地位竞争中依然处于优势地位ꎮ 也就是

说ꎬ体制内就业的家庭具有更强的教育成本能力和投入意愿ꎮ

研究假设 ３:职业地位与家庭教育成本正相关ꎻ体制内就业家庭的教育成本更高ꎮ

　 　 三、研究设计

　 　 (一)统计分析方法

实证研究涉及描述性统计与回归分析两类统计分析方法ꎮ 描述性统计旨在考察教育成本的绝对规

模及其阶层差异ꎬ回归分析则是为了证明阶层地位与家庭教育成本这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ꎬ证明影

响教育成本的差异源自阶层地位的不同ꎮ

１ 描述性统计

“假想队列”方法是人口学的经典统计方法ꎬ最广泛的应用于“总和生育率”的测算ꎮ 本研究借鉴这一

思路ꎬ构建“总和教育成本”指标ꎬ以进行家庭教育成本的群体比较和趋势分析ꎮ 具体的计算方法是ꎬ首

先ꎬ以年份为单位计算家庭为特定年龄的孩子所付出的教育成本ꎻ然后ꎬ在某一阶层内部计算均值ꎻ最后ꎬ

把各年龄段(比如 ３—１７ 岁期间)的均值进行加总ꎮ 这样ꎬ就可以得到特定阶层在孩子抚育过程中所需付

出的“总和教育成本”ꎮ 该指标支持横向的群体(阶层)之间的比较ꎬ经过 ＣＩＰ 换算后也可支持纵向的年度

之间的比较ꎮ 公式设置如下:

Ｅｄｕｃｏｓｔｓ(ｙｅａｒ) ＝ ∑１７

ａｇｅ ＝ ３

∑ ｎｕｍｂｅｒ

ｎ ＝ ０
Ｅｄｕｃｏｓｔａｇ

ｎｕｍｂｅｒ
(式 １)

式中ꎬＥｄｕｃｏｓｔｓ 表示家庭教育成本ꎬｙｅａｒ 表示统计年份ꎻｎｕｍｂｅｒ 表示各年龄别样本的数量ꎮ

２ 回归分析

本文的回归分析选择使用年份固定效应回归模型(Ｆｉｘｅｄ－ｅｆｆｅｃｔｓ Ｍｏｄｅｌ)进行ꎮ 该模型的优势ꎬ一是内

在地控制了被观测到的和未观测到的、随时间变化的特征ꎬ有助于缓解因遗漏变量而导致的统计偏误问

题ꎻ二是适合追踪数据的处理ꎻ三是能够明确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ꎬ避免内生性问题ꎮ

模型具体设定如下:

ＥｄｕＩｎｖｅｓｔｉｔ ＝ β０ ＋ β１(ｃｌａｓｓ ｓｔａｔｕｓ)ｉｔ ＋ β２(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 ＋ β３(ｆａｍｉｌ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 ＋ αｉ ＋ ｕｉｔ (式２)

其中ꎬＥｄｕＩｎｖｅｓｔ 表示教育成本ꎬｉ 表示被观测个体ꎬｔ 表示观测时间点ꎻβ０ 是截距项ꎻｃｌａｓｓ ｓｔａｔｕｓ 表示以

５０１

①

②

潘胜文:«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状况分析及规制改革»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９ꎬ第 １７１ 页ꎮ
孙妍:«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解析»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ꎬ２０１１ꎬ第 ８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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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收入、受教育程度、职业衡量的阶层地位ꎻαｉ 表示误差项中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ꎬｕｉｔ 则是随时间变化

的因素ꎮ

　 　 (二)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 ＣＦＰＳ 调查数据(Ｃｈｉｎａ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ａｎｅ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中国家庭追踪调查)进行统计分析ꎮ① ＣＦＰＳ 自

２０１０ 年以来ꎬ每 ２ 年发布一次数据ꎬ最近一次数据发布于 ２０２０ 年ꎮ 该数据详细询问了家庭的校内和校外

教育成本ꎬ测量内容满足本文建构指标体系的需求ꎬ数据结构满足有关大样本和随机性的回归分析假定ꎮ

２０１０ 年数据因统计口径不同被舍弃ꎬ本文仅使用 ２０１２ 年、２０１４ 年、２０１６ 年、２０１８ 年、２０２０ 年连续 ５ 期数

据进行分析ꎮ 样本基本情况如表 １ 所示ꎮ

　 　 (三)指标体系

１ 解释变量

(１)经济地位

经验研究通常使用“收入水平”进行经济地位的测量ꎮ 本文沿用这一传统ꎬ以包含“工资性收入、经营

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等所有收入形式”在内的“家庭年总收入”作为自变量ꎬ检验其对教育成

本和育儿负担的影响ꎮ 以家庭年总收入的四分位值为界ꎬ将样本分为 ４ 类ꎬ分别赋值“低收入家庭、中低

收入家庭、中高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ꎮ

(２)教育地位

当家庭成员的社会地位不一致时ꎬ经验研究通常使用地位更高的那个家庭成员的社会地位ꎬ表征家

庭整体的社会地位ꎮ② 借鉴该思路ꎬ本文选取夫、妻之中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个体的学历ꎬ以表征家庭的教

育地位ꎬ并将其划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大学专科、本科及以上”四类ꎮ

(３)职业地位

“体制内就业”是指就业于行政、事业单位或者国企ꎻ在其余性质的单位就业则一并归入“体制外就

业”类ꎮ 按照学术惯例ꎬ夫妻之中有一人或两人同时在体制内就业ꎬ则该家庭的“职业地位”被归入“体制

内”类目ꎮ③

(４)房产价值

６０１

①

②

③

ＣＦＰＳ 是由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组织实施的ꎬ以国民经济活动、教育获得、家庭关系、人口迁移、身心健康等为主

题的调查研究ꎬ有关经济与非经济福利的问题设置是该调查的亮点ꎮ 该调查采用 ＰＰＳ 方法(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ｔｅ ｔｏ
Ｓｉｚｅ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ꎬ按概率比例)进行抽样ꎬ除香港、澳门、台湾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青海省、内蒙古自治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南省以外ꎬ该调查涵盖了中国 ２５ 个省 / 市 / 自治区中的家庭户和样本家庭户中的所有家庭成员ꎮ
李忠路、邱泽奇:«家庭背景如何影响儿童学业成就? ———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差异分析»ꎬ«社会学

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ꎮ
李春玲:«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不平等———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于教育获得的影响(１９４０－２００１)» ꎬ«中国社会

科学»２００３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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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研究发现ꎬ我国城镇家庭平均住房拥有量从 ２００８ 年开始已超过 １ 套ꎬ房屋资产在城镇居民家庭

总资产中的占比超过 ６０％ ꎮ① ２０１４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中国家庭财富的分布及高净值

家庭财富报告»ꎬ显示中国家庭财富的增长 ７７％源自房屋资产的升值ꎮ 与房产市场的快速发展相伴随的ꎬ

是家庭在房产数量、房产价值的占有量方面的越来越显著的分化ꎮ 某种程度上ꎬ作为一个具有区分度的

统计指标ꎬ房产价值从另一个侧面表征了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ꎮ

相比工资性收入、受教育程度、职业等传统的社会经济地位分层指标ꎬ“房产价值”更多体现的

是资本的(代际)累积性特征ꎬ而非即时的经济状态ꎻ正因为如此ꎬ大量的实证研究也注意到了房产

价值的社会分层功能ꎬ有学者建议把“房产价值”作为新的经济地位分层指标ꎬ以弥补现有测量指标

之不足ꎮ②

鉴于此ꎬ本文同时使用“房产价值”这一指标测算家庭阶层地位ꎬ以稳健性检验的方式ꎬ尝试从不同维

度呈现不同类型的家庭资本对教育成本影响ꎬ同时缓解可能的统计偏误ꎬ以得出更加稳健的研究结论ꎮ

ＣＦＰＳ 分 ４ 道题目询问了家庭的房产信息:一是“当前居住的房子市价”ꎬ题目设置为“您估计您家现

在居住的这处房子当前的市场总价是多少元?”ꎮ 二是“其他房产市价”ꎬ题目设置为“除了您家现在的住

房外ꎬ您家所有其他房产当前市场总价加起来是多少万元?”ꎮ 三是“待偿房贷本息总额”ꎬ题目设置为“您

家还欠银行多少万元房贷没有还清?”ꎮ 四是“购房建房装修借款额度”ꎬ题目设置为“为购买或建造、装修

住房ꎬ您家还欠银行以外的其他组织或个人(如民间信贷机构、亲戚朋友、熟人等)多少钱没有还清?”ꎮ 本

文将“当前居住的房子市价”与“其他房产市价”相加ꎬ减去“待偿房贷本息总额”ꎬ再减去“购房建房装修

借款额”ꎬ得到“家庭房产价值”这一变量的最终统计值ꎮ

以“房产价值”的四分位值为界限ꎬ将家庭区分为“低阶层、中低阶层、中高阶层和高阶层”４ 类ꎮ

２ 被解释变量

回归分析的关键被解释变量是家庭年教育成本ꎬ它由校内教育成本和校外教育成本两个部分组成ꎮ

其中ꎬ校内教育成本是指向学校支付的费用ꎬ如学杂费、伙食、住宿及校车费、书本及用具费等ꎻ校外教育

成本是指在校外支付的与教育直接相关的费用ꎬ如参加课外辅导班、请家教、文具费、教育软件及硬件费、

课外活动费等ꎮ

本研究使用 ２０１８ 年的 ＣＰＩ 对所有年度的收入值和支出值都进行了换算ꎬ这样可以使得不同年度的统

计值之间具有购买力的可比性ꎮ

在数据条件允许的情况下ꎬ本文在回归分析的时候对以下几个方面的变量进行了控制:一是户主的

社会经济特征ꎬ如户籍性质(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户籍所在省份、流动状态(流动人口、本地人口)等ꎻ

二是户主的人口学特征ꎬ如民族(汉族、其他民族)、年龄、健康状况(良好、一般、差)等ꎻ三是家庭的结构特

征ꎬ如共同生活的人口数量、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等等ꎮ

分年份进行的关键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 １ 所示ꎮ

７０１

①

②

张浩、易行健、周聪:«房产价值变动、城镇居民消费与财富效应异质性»ꎬ«金融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８ 期ꎮ
李路路:«中国城镇社会的阶层分化与阶层关系» 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０５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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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关键变量及其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名称
统计年份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２０ 年
被解释变量

家庭教育成本(元) ６０５８ ７２
(５２９８ ０１)

６４０５ ７８
(４２７９ ２３)

７５００ １６
(４６８６ ９３)

７７５１ １９
(６２２５ ９２)

８０５９ ２６
(８１５７ ８６)

解释变量

家庭年总收入(元) ５３１４４ １３
(７１４８０ ５７)

５９１６５ ２６
(７０７８６ ５０)

６６４２７ ０７
(１０１２２０ ８０)

７８０８４ ３０
(８６４２８ ４７)

７９１５４ ９７
(９７３２２ ８１)

家庭房产价值(元) ２０８７０３ ７
(４９６９ ０２)

４３７７７５ ２
(３７４９５ ３０)

５０４９１６ ５
(２６７５９ ９０)

６５６２１４ ９
(１６６４７ １９)

７３１１７２ ０８
(１４９８４ ０３)

　 教育地位

　 　 初中及以下 ６７ ４２％ ６３ ５０％ ６４ ３５％ ５４ ７２％ ５２ ２１％

　 　 高中 １９ ２０％ １８ ３１％ １８ ７８％ ２１ ４５％ ２１ ３２％

　 　 大专 ７ ５２％ ８ ３２％ ９ ２９％ １２ ５５％ １４ ３３％

　 　 本科及以上 ５ ８６％ ９ ８７％ ７ ５８％ １１ ２８％ １２ １４％

　 职业地位

　 　 体制内就业 ３７ １８％ ２９ ２７％ ２９ ９６％ ３０ ４２％ ３１ ５２％

　 　 体制外就业 ６２ ８２％ ７０ ７３％ ７０ ０４％ ６９ ５８％ ６８ ４８％

样本量(份) ５７６５ ５３１０ ４６９６ ４３６８ ４８７９

注:类别变量报告的是百分比ꎬ连续变量报告的是均值ꎬ括号内是标准误ꎮ
数据来源:如无特殊说明ꎬ本文有关孩子直接成本的统计数据均来源于 ＣＦＰＳ２０１２ ~ ２０２０ 调查数据ꎮ

　 　 四、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教育成本的阶层差异

统计分析结果表明ꎬ２０１２—２０２０ 年ꎬ中国家庭教育成本随时期发展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ꎬ全样本的统

计均值 ８ 年间上涨幅度超过 ５０％ ꎮ

从经济地位看ꎬ２０１２—２０２０ 年间ꎬ高收入家庭的总和教育成本翻了一番ꎮ ２０１２ 年ꎬ高收入家庭在孩子

３—１７ 岁的过程中所需付出的总和教育成本为 １１ ５９ 万元ꎬ２０１８ 年相应统计值增至近 ２４ 万元———后者是

前者的 ２ 倍ꎮ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ꎬ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成本并未随时期明显上升ꎻ中等收入(中低和中

高)家庭的统计值则只有小幅增加ꎮ

从教育地位看ꎬ大专及以下受教育程度家庭的教育成本在统计年度内稳步增长ꎻ本科及以上受教育程度

家庭的教育成本在 ２０１６ 年开始飙升ꎬ至 ２０２０ 年ꎬ其统计值与 ２０１２ 年相比增长了近一倍ꎬ从 １５ ４７ 万元上升

至 ３０ ４３ 万元ꎮ 横向比较ꎬ２０１２ 年ꎬ教育地位最高(本科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家庭ꎬ与教育地位最低(初中

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家庭相比ꎬ前者的教育成本是后者的约 ２ 倍ꎬ但到了 ２０２０ 年ꎬ前者是后者的 ３ 倍ꎮ

从职业地位看ꎬ体制内就业家庭的教育成本ꎬ在所有统计年度内均高于体制外就业家庭ꎮ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ꎬ体制内家庭的教育成本规模相对稳定ꎬ增幅较小ꎬ２０１６ 年开始大幅上涨ꎻ体制外就业家庭教育成本的

大幅上涨则主要体现在 ２０１８ 年以后ꎮ 从涨幅看ꎬ２０１２—２０２０ 年ꎬ体制内就业家庭的教育成本上涨了

４４ ８％ ꎬ体制外就业家庭教育成本的上涨幅度为 ３６ ７％ ꎮ

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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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分经济地位统计的总和教育成本

图 ２　 分教育地位统计的总和教育成本

图 ３　 分职业地位统计的总和教育成本

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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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回归分析:阶层地位的影响效应

分年份拟合统计模型ꎬ以测查阶层地位对家庭教育成本的净影响效应ꎮ 就收入水平的影响而言ꎬ研

究发现ꎬ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ꎬ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家庭的教育成本显著高于低收入家庭ꎬ影响效应在

统计年度内整体呈上升趋势ꎮ 研究假设 １ 得到验证:经济地位与家庭教育成本正相关ꎬ经济地位越高的

家庭教育成本越高ꎮ 例外的情况是ꎬ在中低收入和低收入这两个群组中ꎬ经济地位对家庭教育成本的影

响效应并没有显著的统计差异ꎮ 中国情境下ꎬ该结果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ꎬ中低阶层和低阶层生活在乡

村ꎬ市场化的教育供给非常有限ꎬ即使则两个群体在收入和资产占有量上存在差异ꎬ在投入能力和投入意

愿上存在差异ꎬ也可能因为乡村市场上可供选择的教育项目有限、投入机会不可及ꎬ导致最终的教育成本

在这两个群组之间没有显著的统计差异ꎮ

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效应在所有群组中统计显著ꎮ 教育地位越高的家庭ꎬ孩子的教育成本水平越高ꎮ

研究假设 ２ 得到验证:教育地位与家庭教育成本正相关ꎬ受教育程度越高ꎬ家庭的教育成本越高ꎮ

体制外就业家庭的教育成本ꎬ在所有统计年度内均显著低于体制内就业家庭ꎮ 研究假设 ３ 得到验

证:职业地位与家庭教育成本正相关ꎬ体制内就业家庭的教育成本更高ꎮ

表 ２　 阶层地位的影响效应模型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２０ 年

收入水平(参照组:低收入家庭)

中低收入家庭
０ ０４１ ０ ０６０ ０ ０２６ ０ ４１３ ０ ４１０

(０ １９７) (０ １３４) (０ １５７) (０ １５６) (０ １８５)

中高收入
０ ２６９∗∗∗ ０ ２６７∗∗∗ ０ ２４３∗∗∗ ０ ４８５∗∗∗ ０ ５０８∗∗∗

(０ １８７) (０ １２７) (０ １５１) (０ １４５) (０ １５５)

高收入
０ ４６７∗∗∗ ０ ４８４∗∗∗ ０ ７４２∗∗∗ ０ ８５９∗∗∗ ０ ９２２∗∗∗

(０ １８２) (０ １３０) (０ １４９) (０ １５６) (０ ４０１)
受教育程度(参照组:初中及以下)

高中
０ ２１１∗ ０ １５９∗ ０ １６０∗ ０ １７９∗ ０ １９６∗

(０ １１０) (０ １０１) (０ １１６) (０ １１８) (０ １２８)

大专
０ ５４１∗∗∗ ０ ３９９∗∗∗ ０ ３８６∗∗∗ ０ ３０１∗∗ ０ ３８６∗∗

(０ １２７) (０ １１７) (０ １４５) (０ １３８) (０ １５５)

本科及以上
０ ６５８∗∗∗ ０ ５４９∗∗∗ ０ ５４２∗∗∗ ０ ５５５∗∗∗ ０ ６０９∗∗

(０ １４２) (０ １３１) (０ １６４) (０ １５６) (０ １８９)
职业地位(参照组:体制内就业)

体制外就业
－０ ０５１∗∗ －０ ０２６∗∗ －０ ０４０∗∗ －０ ０２９∗∗ －０ ０３７∗∗∗

(０ ０９４) (０ ０８７) (０ １０８) (０ １０３) (０ １９９)
其他变量已控制

常数项
５ ４８１∗∗∗ ５ ９１７∗∗∗ ７ ９８７∗∗∗ ６ １１７∗∗∗ ７ ８８８∗∗∗

(０ ３７８) (０ ３２６) (０ ３４１) (０ ３４４) (０ ４２２)

样本量 ９５１ １０１７ ６７１ ７２３ ７４７

Ｒ２ ０ ３０１ ０ ３４２ ０ ３０７ ０ ２９５ ０ ２１２

注:括号中是标准误ꎻ∗ｐ<０ ０５ꎬ∗∗ｐ<０ ０１ꎬ∗∗∗ｐ<０ ００１ꎮ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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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稳健性检验

使用“房产价值”代替教育、收入和职业这三个传统的地位测量指标ꎬ以稳健性检验的方式ꎬ验证阶层

地位对家庭教育成本的净影响效应ꎮ 回归结果总体上是稳健的ꎮ

将房产价值处理为连续变量ꎬ回归结果显示ꎬ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ꎬ家庭房产价值与孩子的教育成

本正相关ꎬ占有房产价值越多的家庭ꎬ孩子的教育成本水平也越高ꎬ影响系数在 ５ 个统计年度内相对稳定ꎮ

将房产价值处理为类别变量ꎬ检验不同阶层的教育成本的异质性ꎮ 发现房产价值对教育成本的影响

依然显著ꎬ且影响系数在统计年份内呈快速上升趋势ꎮ

表 ３　 阶层地位对家庭教育成本影响的稳健性检验模型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２０ 年

房产价值作为连续变量

０ １８８∗∗∗ ０ ２１３∗∗∗ ０ ２２５∗∗∗ ０ ２５６∗∗∗ ０ ２２５∗∗
(０ ０２９) (０ ０２６)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７)

其他变量已控制

常数项
５ ６５４∗∗∗ ５ １８１∗∗∗ ７ ０１０∗∗∗ ５ ６８１∗∗∗ ６ ２０８∗∗∗

(０ ４１６) (０ ４５９) (０ ３６８) (０ ３３９) (０ ４５７)

样本量 １８３８ １６６６ １５６０ １８１３ １９１０

Ｒ２ ０ １５９ ０ ２３２ ０ ２３７ ０ ２２８ ０ ２５８

房产价值作为类别变量(参照组:低阶层)

中低阶层
０ １１８ －０ １５５ ０ ２５２∗ ０ １３７ ０ １１５

(０ １５１) (０ １４５) (０ １４２) (０ １０８) (０ １５４)

中高阶层
０ ０８９∗ ０ ２３８∗ ０ ２７２∗∗ ０ ３４６∗∗∗ ０ ３１３∗∗∗

(０ １２５) (０ １３１) (０ １２９) (０ １０９) (０ １８５)

高阶层
０ ４４０∗∗∗ ０ ５７４∗∗∗ ０ ６１４∗∗∗ ０ ８３３∗∗∗ ０ ６０１∗∗∗

(０ １１５) (０ １１７) (０ １１８) (０ １０１) (０ １６９)
其他变量已控制

常数项
７ ７６９∗∗∗ ７ ５４９∗∗∗ ８ ４３６∗∗∗ ８ ５４９∗∗∗ ８ ３１８∗∗∗

(０ ２１０) (０ ３４８) (０ １４３) (０ １３０) (０ １１１)

样本量 １８３８ １６６６ １５６０ １８１３ １９１０

Ｒ２ ０ １２６ ０ １８４ ０ ２５２ ０ ２０６ ０ １５９

注:括号中是标准误ꎻ∗ｐ<０ ０５ꎬ∗∗ｐ<０ ０１ꎬ∗∗∗ｐ<０ ００１ꎮ

　 　 五、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在代际地位再生产的理论视野下ꎬ本文基于 ＣＦＰＳ２０１２—２０２０ 年共 ５ 期调查数据ꎬ通过建构“总和教

育成本”指标ꎬ测算了家庭教育成本的阶层差异和时期发展趋势ꎬ回答了“家庭教育成本究竟有多高”“阶

层之间的差异到底有多大”的问题ꎻ在此基础上ꎬ应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等统计分析方法ꎬ验证了阶层地

位对家庭教育成本的影响效应ꎮ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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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ꎬ２０１２—２０２０ 年ꎬ中国家庭教育成本在整体上升的同时ꎬ阶层之间的分化愈加明显ꎮ 统计期

间ꎬ高收入家庭、本科及以上受教育程度家庭的总和教育成本都翻了一番ꎬ而低收入和中低收入、低教育

程度家庭的总和教育成本变化并不大ꎻ体制内就业家庭的教育成本在所有统计年度均高于体制外就业家

庭ꎮ 回归分析证实了经济收入、受教育程度、职业地位这三个传统的阶层地位测量指标对家庭教育成本

的影响效应ꎬ基于房产价值进行的统计检验确认了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ꎮ

　 　 (二)讨论:低阶层的育儿负担与中间阶层的育儿焦虑

“教育成本”之所以从一个社会现象演变为一个社会问题ꎬ教育之所以让家庭越来越“焦虑”ꎬ根源在

于家庭对代际社会流动的需求ꎮ

对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而言ꎬ教育是他们实现代际向上流动的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通道ꎬ他

们有足够的动机在孩子教育中进行更多的成本投入ꎮ 问题在于ꎬ面对更高阶层的更高水平的投入ꎬ他们

即便极力压缩父代福利ꎬ将家庭资本的更大份额分配给子代ꎬ也难以弥合阶层之间事实上的投入能力的

差距ꎮ 当投入能力不足以支撑投入意愿、阶段性的教育成本超越收入能力时ꎬ教育成本便成为低阶层实

实在在的负担ꎮ

比较而言ꎬ中间阶层的“过高的教育成本”ꎬ与其解释为“负担过重”ꎬ不如解释为“地位焦虑”ꎬ或是

“对投入结果不确定性的焦虑”ꎮ 中间阶层继续向上流动或至少维持当下所处的社会位置而不至向下流

动ꎬ需要比低阶层付出更多的努力①ꎬ单一赛道上的激烈竞争使得中间阶层内部、成员之间的“保位战”犹

如逆水行舟、愈发艰难ꎮ 他们能做的是在孩子的教育过程当中尽可能增加投入ꎬ但他们永远无法确定这

种投入是否能如预期产生收益ꎬ是否足以帮助子代在当前和长期的地位竞争中保持优势ꎮ 越焦虑越投

入、越投入越焦虑———对投入结果的“不确定”ꎬ是中间阶层教育焦虑的根源之一ꎮ

本文的可能启示在于ꎬ当“降低教育成本”成为政策关注点的时候ꎬ不应忽视家庭对教育质量的追求、

对代际社会流动的追求ꎮ ２０２１ 年以来ꎬ“共同富裕”成为一系列政策文件和高层讲话的重要主题ꎬ要义是

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ꎬ扩大中等收入群体ꎬ“决不能允许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决不能在富的人和

穷的人之间出现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ꎮ 事实上ꎬ与收入能力的均衡化相伴随的ꎬ应该是社会流动能力的

均衡化ꎬ共同富裕的政策目标应同时关注到中、低阶层的代际和代内流动需求ꎮ 某种程度上ꎬ降低教育成

本只是政策手段和方式ꎬ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家庭发展、促进教育的均衡发展ꎬ才是政策的最终目标ꎮ

作者简介:

王俊ꎬ社会学博士ꎬ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ꎬ研究方向为人口社会学ꎮ

(责任编校:樊厚瑞)

２１１

① Ａａｒｓｅｔｈ Ｈ ꎬ “Ｆｅａｒ ｏｆ Ｆａｌｌｉｎｇ – Ｆｅａｒ ｏｆ Ｆ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ｓｅ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ꎬ” Ｓｏｃｉ￣
ｏｌｏｇｙ ５２ꎬｎｏ ５(２０１７):１０８７－１１０２



社会治理 武汉社会科学总第 ３１ 辑

　　　　　

智慧社区助力武汉探索超大城市
现代化治理新路子对策研究

　 　

杜涛　 贺慧　 艾振　 周杨

　 　 摘　 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ꎬ要“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ꎬ健全城乡

社区治理体系”ꎬ为加强智慧社区建设指明了方向和路径ꎮ 本文结合武汉实际ꎬ提出了强化顶层设计、夯实数

字底座、加强法治保障、维护数字公益公平等一系列助力武汉提升数字化治理水平的对策建议ꎮ

关键词:智慧社区ꎻ现代化治理ꎻ对策研究

智慧社区与城市现代化治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ꎮ 首先ꎬ智慧社区是城市现代化治理的重要

组成部分ꎬ通过智慧化的手段实现对社区的精细化管理ꎬ有助于提高城市现代化治理效率和公共服务水

平ꎮ 其次ꎬ智慧社区的建设和发展推动了城市现代化治理的创新和变革ꎬ为城市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

方法ꎮ 同时ꎬ智慧社区与城市现代化治理的协同发展ꎬ有助于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进步ꎮ 因此ꎬ

智慧社区作为一种新型的城市现代化治理模式ꎬ能够有效提高社区管理效率和水平、提升社区居民生活

品质、提高社区安全保障ꎬ有助于提升城市整体的现代化治理水平ꎮ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和信息化的深入推进ꎬ智慧社区建设已经成为城市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ꎬ尤其

对于全国超大城市和国家中心城市的武汉ꎬ意义重大ꎮ

武汉作为超大城市ꎬ理应是城市现代化治理转型的推动者、示范者ꎮ 智慧社区建设正是探究超大城

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的小切口ꎬ本文围绕美好生活共同缔造、夯实城市现代化治理的数字基建、加强数据

共建共享基础上的隐私保护、强化智慧社区建设的法治保障以及数字公益公平等ꎬ探索智慧社区助力超

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新路子ꎬ为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提供解决方案ꎮ

　 　 一、武汉智慧社区建设现状

近年来ꎬ武汉市的智慧社区建设已经实现了初步的数字化ꎮ 各种社区服务ꎬ如公共服务、社会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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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监控等ꎬ都已通过数据化的方式进行管理和优化ꎮ 这种数字化管理方式不仅提高了社区服务的效率

和质量ꎬ也增强了社区的治理能力ꎮ 武汉市在智慧社区建设过程中ꎬ实现了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全面数字

化改造ꎮ 不仅提高了城市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率ꎬ也为城市居民提供了更好的生活环境ꎮ

　 　 (一)人工智能技术在社区管理中得到推广和应用

１ 开展人工智能实验室试点工作

为破解大城养老难题ꎬ近 ３ 年来ꎬ武汉市以市、区、街道、社区四级联动的养老服务信息平台体系为依

托ꎬ试点开展人工智能养老社会实验ꎬ打造健康管理、安全监控、应急呼叫、精神慰藉、移动助行、生活照

料、文娱活动等八大应用场景ꎬ有效降低服务成本、促进产业融合发展ꎮ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ꎬ永清街仁义社

区、劳动街惠中社区、花楼水塔街前进社区、北湖街横堤社区、六角亭街荣东社区、琴断口街百灵社区、中
华路街户部巷社区、水果湖街北环路社区、工人村街青宜居社区、狮子山街玫瑰湾社区等 ２０ 个社区开展

了人工智能实验室的试点ꎮ
２ 社区安全的监控和管理进一步智能化

通过智能化监控设备、人脸识别、智能巡逻机器人等人工智能技术与设备ꎬ加强对社区安全的监控和

管理ꎬ提升了社区治安水平ꎮ 近年来ꎬ为了将数字信息技术应用到社区管理之中ꎬ方便群众生活ꎬ全景智

联(武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景智联”)在武汉多个小区布设了人脸识别、智能烟感等智能设备ꎬ
刷脸进门、高空抛物随时被抓拍、智能烟感设备预防火灾等为社区安全管理“保驾护航”ꎮ 例如ꎬ通过智能

巡更系统ꎬ物业管理人员可以监控保安的巡逻情况ꎬ从而高效地调用安保资源、提升应急防控能力ꎮ 同

时ꎬ很多社区新增了一批电动自行车智能充电桩ꎬ缓解小区的充电压力ꎬ并有效避免了因电动自行车飞

线、充电不当引发的消防安全事故ꎮ 此外ꎬ在智能楼宇管理、智能能源管理等方面也开展了探索和应用ꎮ

　 　 (二)科技赋能社区便民服务更加智慧化

近年来ꎬ武汉市依托物联感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ꎬ以建设智慧社区为抓手ꎬ筑起社区基础

信息数据库ꎬ通过提供在线办事、智慧养老、智能垃圾分类等便民服务ꎬ搭建起以数据为核心的“感知＋智
能＋服务＋治理”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ꎬ在提升社区管理效率、改善居民生活品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１ 智慧养老服务逐步推进

近年来ꎬ武汉已搭建起市区联动的养老服务信息平台ꎬ提高数据自动获取和大数据分析能力ꎬ形成全

市统一的“养老云”数据ꎮ 此外ꎬ开发“武汉养老”ＡＰＰꎬ已将全市老年人、养老服务设施、养老服务商等资

源入网建库ꎬ打造武汉养老“电子地图”ꎮ 例如位于四美塘社区的杨园街智慧养老信息中心ꎬ智能健康监

测设备、５Ｇ 远程医疗系统、智能出入管理系统等人工智能技术和产品被应用于该社区的日常管理和服务

中ꎬ“互联网＋居家养老”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建立了社区老年人基础信息库ꎬ通过系统进行咨询、
预约、需求应答ꎬ目前可与各养老智能产品及网络设备数据接口ꎬ同时对接至区级平台ꎻ汉阳区的徐湾社

区通过安装安全监控、康复护理等智能设备ꎬ打造“五分钟急救圈”ꎮ
２ 智慧便民服务进入社区

近年来ꎬ武汉市一批便民自助政务机器人“入职”街道ꎬ与“大数据”共同缔造智慧场景建设ꎮ 目前ꎬ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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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洪山区、硚口区、江岸区、武昌区等区部署自助服务终端 ２００ 台以上ꎬ让政务服务从政务中心搬到了社

区门口ꎬ实现“办事不跑腿”ꎮ 在武昌区粮道街的便民服务中心、百瑞景社区警务自助区等安放了治安户

政办理一体机、“一站通”便民服务机、港澳台自助签注机等自助设备ꎬ居民群众可以享受“家门口”的服

务ꎬ群众服务体验感不断提升ꎮ 自助政务机器人相当于为街道居民打造了一个高效便捷的一体化服务

“窗口”ꎬ也是武昌区智慧政务领域为广大市民提供创新、智能、有特色的全新线下政务服务新体验的重要

举措ꎻ智能化垃圾分类系统也在全市各小区逐步推广使用ꎮ 通过扫描智能垃圾分类芯片卡ꎬ就能领到一

卷可降解环保垃圾袋ꎬ可满足全家一个月的垃圾倾倒量ꎬ还可通过垃圾袋上的二维码找到垃圾的主人ꎮ
垃圾桶自动开盖ꎬ马上显示可回收垃圾重量ꎬ并同步积分ꎮ 这些社区智慧服务ꎬ不仅提高了社区工作效

能ꎬ提升了社区服务水平ꎬ还为居民提供了更加便捷和高效的服务体验ꎮ

　 　 (三)武汉智慧社区建设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尽管武汉在城市现代化治理和智慧社区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ꎬ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ꎮ
一是缺乏全面的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ꎮ 虽然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武汉市加快

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实施方案»ꎬ但至今尚无智慧社区建设的专门建设方案或实施意见ꎬ顶层设计不足ꎮ
二是智慧社区建设的地域分布不均ꎬ智慧化程度不一ꎮ 武汉市智慧社区建设在地域上呈现出明显的

分布不均ꎮ 一些地区的智慧社区建设较为集中ꎬ发展较快ꎬ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ꎬ而其他一些地区则相对

滞后ꎬ如硚口区、东西湖区等ꎮ 而且武汉市各个社区的智慧化程度不一ꎬ有的社区智慧化程度偏高ꎬ如江

岸区百步亭社区等ꎬ已实现了智能化管理、智能化安防、智能化服务等多种功能ꎬ而大多数社区则智慧化

程度较低ꎬ仅实现了部分智能化功能ꎮ
三是智慧社区的建设内容缺乏系统性ꎮ 虽然武汉市在 ２０ 多个社区开展了人工智能实验室的试点ꎬ

搭建了市区联动的养老服务信息平台ꎬ但缺乏智慧社区建设的系统性谋划ꎮ
四是数据的整合和共享难度较大ꎮ 由于各个社区和部门之间的数据标准不统一ꎬ导致数据整合和共

享的复杂性大大增加ꎬ这不仅影响了数据的利用效率ꎬ也制约了数字化治理水平的进一步提高ꎮ
五是智慧社区建设对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的要求较高ꎮ 在智慧社区建设过程中ꎬ大量的个人信息和

社区数据需要在网络中传输和处理ꎬ如果信息安全保护不到位ꎬ可能会导致个人信息泄露或被滥用ꎮ 这

不仅会损害社区居民的利益ꎬ也会影响智慧社区建设的进程ꎮ 同时ꎬ创新应用能力不强ꎮ
总之ꎬ武汉提升城市数字化治理水平ꎬ推进智慧社区建设任重而道远ꎬ需要在政策、技术、资源和人才

等多方面下功夫ꎬ以便更好地推动智慧社区建设ꎮ

　 　 二、智慧社区建设的国内外经验借鉴

　 　 (一)国外经验做法

新加坡、荷兰阿姆斯特丹、英国伦敦、瑞典斯德哥尔摩、韩国首尔等在智慧社区助力城市数字化治理

方面的一些经验做法ꎬ值得学习借鉴ꎮ
１ 通过大数据、物联网等先进技术的应用ꎬ实现了社区的智能化管理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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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政府通过“一联通”系统和“智慧社区”项目ꎬ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ꎬ对社区进行精细

化管理和监测ꎮ 修建智慧停车场ꎬ安装智慧电风扇ꎬ运用智能垃圾处理系统等ꎬ提高了社区公共服务的效率

和质量ꎬ提升了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福祉ꎻ韩国首尔的智慧社区建设注重信息化和智能化ꎬ全方位应用智

能技术管理社区ꎬ推动城市达到高度“智慧”状态ꎮ 首尔市政府通过“智能首尔 ２０１５”计划推进智慧社区建

设ꎬ该计划覆盖了智能建筑、智能交通、智能安防、智慧垃圾分类等多个方面ꎬ例如社区推行智慧垃圾分类系

统ꎬ利用人工智能和物联网技术提高垃圾分类的准确性和效率ꎻ荷兰阿姆斯特丹积极推广智能家居、智能垃

圾桶等项目ꎮ 例如ꎬ智能垃圾桶可以根据垃圾的重量和种类进行分类ꎬ自动调整回收时间表ꎮ

２ 强调智慧社区建设的公众参与和集体决策ꎬ注重社会治理的公益公平

在智慧城市的建设过程中ꎬ荷兰阿姆斯特丹市政府积极与居民沟通ꎬ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ꎮ 政府

通过各种方式ꎬ如公开论坛、问卷调查和公民投票ꎬ让居民参与到决策过程中ꎬ确保智慧城市项目符合居

民的需求和期望ꎬ提高了居民的满意度和归属感ꎻ伦敦政府与私营企业、社会组织等合作伙伴共同推进智

慧社区的建设ꎬ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ꎬ提高了社区的安全性、便利性和可持续性ꎮ

３ 在智慧社区建设中注重绿色环保和可持续性ꎬ提高了社区的能源利用效率和环境质量

荷兰阿姆斯特丹积极推广智能电网、智能建筑和智能交通等系统ꎬ与当地公司合作ꎬ共同推进智能公

交、共享单车和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等智慧出行项目ꎬ旨在为居民提供更加便捷和可持续的出行方式ꎻ瑞典

斯德哥尔摩的智慧社区建设强调可持续发展ꎬ该市积极推广绿色出行方式ꎬ建设智能交通系统ꎬ提高交通

效率ꎻ在韩国首尔ꎬ政府正在积极鼓励家庭安装智能电表以实现更有效的能源管理ꎮ 这种智能电表可以

监测和分析家庭电器的能耗ꎬ使用户能够全面了解家庭的能源使用情况ꎬ从而进行有效的能源调度和管

理ꎮ 通过智能电表ꎬ家庭可以实现能源的有效利用ꎬ降低电费支出ꎬ同时也对环保作出了贡献ꎮ

　 　 (二)国内经验做法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城市在推进智慧社区建设ꎬ提升城市现代化治理水平方面做出了积极的

努力ꎬ不仅提高了社区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ꎬ也为市民提供了更加便捷、安全、高效和舒适的生活环境ꎮ

１ 北京市全面推进智慧城市建设ꎬ街道社区以数字化、智慧化着力提升社区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

水平

通过“楼码”这一载体ꎬ北京朝阳区居民可随时扫码查看居民楼信息ꎬ还可一键拨打居民楼各类服务

管理人员电话ꎮ “楼码”还联动了临街治理商户数据ꎬ让辖区居民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便捷的日常生活ꎮ

同时ꎬ利用智能环保项目监测空气质量ꎬ与居民分享实时数据ꎮ

２ 上海市依托上海电信的服务经验及技术优势ꎬ搭建连接政府、物业、居民三端多类场景应用平台ꎬ

加快推动新一代通信技术在居民生活方面的应用

上海电信与松江区共同推进“美丽家园”智慧社区服务包ꎬ在政府端ꎬ推出街道云平台ꎬ汇聚“视频收

编”“智慧党建”等应用ꎬ实现一屏统览、一屏统管、一屏统办ꎻ在物业端ꎬ推出智慧物业管理平台ꎬ围绕物业

高频应用ꎬ如智能门禁、物业缴费等ꎬ打造信息化管理流程ꎬ实现一网通办ꎬ为社区物业降本增效ꎻ在居民

端ꎬ依托“小翼管家”Ａｐｐꎬ以智能音箱作为语音中控ꎬ打造全屋智能平台ꎬ包括“翼家智话”“天翼看家”“智

能烟感”等应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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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广州市通过智能物流机器人、无人通勤车等社区智慧化应用场景ꎬ提升了社区的智能化、人性化服

务ꎬ满足了社区居民的普遍需求

黄埔区实地常春藤社区是广州首个 ５Ｇ 全场景智能社区ꎬ可以实现语音下单买菜ꎬ机器人送货上

门ꎮ 智能物流机器人可以覆盖整体社区环境进行无人配送ꎬ保障了居民的隐私和安全ꎮ 常春藤社区的无

人驾驶通勤车是国内首个投入社区运营的无人通勤车ꎬ破解了大型社区中“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难点ꎮ 水

荫南社区的“小黄狗”智能垃圾分类回收设备ꎬ实现了居民不需要物资的“以废代捐”ꎮ
４ 深圳市通过物联视联综合感知系统提升社区治理效能ꎬ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多主体参与、资源共

享、公平普惠的智慧养老服务供给体系

深圳市政府注重智慧民政的深度覆盖ꎬ例如宝安区通过视频监控、移动哨兵、消防感知、环境监测ꎬ智
能分析事件特征ꎬ有效减轻了社区巡检压力ꎮ “ＡＩ 天眼全覆盖”将重点路段、商铺、小区、学校、“三小”场
所信息接入社区“微中心”ꎬ２４ 小时全天候在社区任何地点进行视频监控和音频告警ꎮ 智慧社区创新推行

社区老人“智慧助餐服务”ꎬ打造“智慧慈善超市”为低保困难居民提供线上下单、线下免费配送到家服务ꎮ
５ 杭州市积极构建智治的未来社区建设场景ꎬ“社区智治”为社会治理提供了“点状”示范

杭州市围绕解决居民“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住有所居、文有所化、体有所健、游有所乐、病
有所医、老有所养、弱有所扶、行有所畅、事有所便”需求ꎬ聚焦数字赋能ꎬ加快推进“城市大脑”向社区治理

领域的延伸ꎬ在全市范围有序推进“社区智治”试点的提质扩面工作ꎬ推动形成了一批包括区、街道、社区

各层级范围的智治样板ꎮ 在制定未来社区发展规划时ꎬ充分考虑了城市当前发展需求、社区居民生活需

求和城市未来发展趋势ꎬ明确了未来社区发展的目标、任务和措施ꎬ出台了财政扶持、税收优惠、土地供应

等一系列支持未来社区建设的政策措施ꎬ为未来社区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ꎬ也为杭州市的社会“智
治”提供了“新动能”ꎮ

　 　 三、智慧社区建设助力提升城市现代化治理水平的对策建议

　 　 (一)围绕美好生活共同缔造建设智慧社区ꎬ强化城市现代化治理的顶层设计

一是发挥政府引导作用ꎬ形成治理合力ꎮ 通过构建智慧社区共同体ꎬ将政府、企业、社区和居民等各

方利益相关者联合起来ꎬ政府发挥好供给关键资源的能力优势ꎬ打通社区、企业、居民三方合作渠道ꎬ集聚

居民、社会组织、高校人才等ꎬ共推智慧社区建设ꎬ完善城市现代化治理的组织体系ꎮ
二是打通数据壁垒ꎬ构建开放共享体系ꎮ 着力打通关键部门数据ꎬ形成数据资源全市“一本账”ꎮ 同

时ꎬ建立市、区、街、社区四级数据协同共享更新机制ꎬ推动数据从基层采集并在基层使用ꎬ加快数字公共

基础设施和“一标三实”建设ꎬ推动人、地、物数据精准匹配ꎬ加速城市现代化治理的数据共享ꎮ
三是强化资源保障ꎬ完善政策支持体系ꎮ 出台相关地区标准和扶持政策ꎬ鼓励和引导企业、高校参与

智慧社区的建设ꎬ同时进一步加大市区两级财政配套投入ꎬ为智慧社区建设提供有力保障ꎬ夯实城市现代

化治理的政策体系ꎮ
四是重塑信息资源的纵向传递及横向交互模式ꎮ 在畅通信息流通渠道的基础上ꎬ加强社区虚拟空间

及实体社区的交互建设ꎬ用信息技术整合社区资源ꎬ为社区居民提供高效、便捷、智慧的服务ꎬ畅通城市现

代化治理的信息平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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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推进智慧社区数字基建ꎬ夯实城市现代化治理的数字底座

一是保障智慧社区数据可达、安全ꎮ 社区数字基建是智慧社区的物联网层ꎬ实现社区环境、消防、安
全、健康、能源、人、物、车等社区数据的采集ꎬ并通过网络把数据传输给社区智慧服务平台ꎮ 坚持数字城

市与现实城市共建共生和适度超前ꎬ夯实城市现代化治理的数字底座ꎮ
二是建立统一的基层数据库和社区管理平台ꎮ 由基层治理主管部门明确基层数据资源的定义及范

围ꎬ梳理数据资源目录ꎬ整合各部门业务数据ꎬ形成基层治理智慧表单ꎮ 同时ꎬ对业务应用所需字段进行

规范ꎬ包括数据采集、存储、入库等环节ꎬ实现一次采集、多方使用ꎬ各相关部门从“向基层要数据”转变为

“向系统要数据”ꎮ
三是建设智慧社区一体化平台ꎮ 统一基层管理服务工作入口ꎬ基于市级统一用户认证系统ꎬ围绕社

区治理和服务需求ꎬ打通各类应用系统入口ꎬ实现“一号登录、全网通用”ꎮ 同时ꎬ推进武汉“城市大脑”基
础能力向社区开放ꎬ强化城市共性技术平台、信息模型底座向社区赋能和社区平台“反哺”城市共性技术

平台ꎮ
四是强化智慧社区平台的上下协同ꎮ 推进智慧社区平台向上对接城管、综治平台ꎬ向下对接物业平

台ꎬ形成“问题发现、事件跟踪、统一处置、反馈评价”的闭环ꎮ 同时ꎬ开放居民、物业、社区沟通议事渠道ꎬ
提升社区服务需求识别、事件处置调度、协同共治能力ꎬ提升城市综合治理水平ꎮ

　 　 (三)注重智慧社区数据共享和标准化建设中的数据隐私保护ꎬ加强城市现代化治理的

法治保障

一是建立智慧社区数据共享平台ꎬ制定数据标准规范ꎮ 智慧社区涉及到多个领域的数据ꎬ包括人口、
房屋、公共设施等ꎮ 建立一个统一的数据共享平台ꎬ促进不同部门之间的数据流通ꎬ提高数据利用率ꎮ 制

定统一的数据标准规范ꎬ实现数据的互通互联和信息共享ꎬ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ꎬ避免信息孤岛和

重复建设ꎬ助力市域社会治理平台各领域信息的互联互通ꎮ
二是构建以“武汉云”为支撑的武汉智慧社区服务平台ꎮ 依托城市的数字底座“武汉云”ꎬ通过整合社

区内的各类资源ꎬ构建集合智慧政务、智慧教育、智慧医疗、智慧环保、智慧养老等多方面服务的智慧社区

平台ꎬ引领整合城市资源ꎬ引导市场化运营ꎬ为社区居民提供一站式的综合服务ꎮ 为构建智能化城市基础

设施运行管理体系ꎬ实现城市民生服务智慧运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供技术支持ꎮ①

三是加强智慧社区数据隐私保护ꎮ 武汉市应制定严格的数据管理规定ꎬ在确保居民的个人信息不被

滥用的基础上ꎬ推动数据共享和标准化建设ꎬ促进各部门、各企业之间的数据互通和共享ꎬ以提高智慧社

区的治理效率和公共服务水平ꎮ 同时ꎬ建立信息分级分类管理和使用制度ꎬ明确可开放给社区、物业管理

的数据范畴ꎬ规定“可见”和“不可见”的数据类型ꎬ规范人员标准化工作流程ꎬ严格保护居民和物业的隐私

权ꎮ 应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ꎬ明确智慧社区建设和管理的权利义务关系ꎬ规范数据使用和隐私保护

等方面的行为ꎮ 同时ꎬ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ꎬ维护智慧社区的稳定和安全ꎬ确保城市现代化治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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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保障ꎮ

　 　 (四)维护智慧社区治理中的数字公益公平ꎬ彰显城市现代化治理的公平正义

一是完善相关法律法规ꎮ 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智慧社区建设和治理ꎬ形成多元化的建设

主体ꎬ共同推动数字公益公平的实现ꎮ 特别要关注老弱病残等社区弱势群体的需求ꎬ采取措施缩小数字

鸿沟ꎬ确保每个人都能享受到智慧社区带来的便利和福利ꎮ 明确智慧社区建设中各方主体的权利和义

务ꎬ防止因权责不明而导致的公益受损ꎮ
二是强化对信息市场的监管和惩治ꎮ 防止信息垄断和信息泛滥等问题导致的数字鸿沟扩大和公益

不公ꎮ 积极探索利用法规、制度ꎬ解决涉及数字利用、数字安全等方面一系列问题ꎮ 比如ꎬ防范一些软件

过度收集公民个人信息、大数据“杀熟”、网站钓鱼、木马入侵、电信网络诈骗等数字问题ꎮ 对于违反法律

法规的行为ꎬ应依法进行惩处ꎬ以维护智慧社区建设的正常秩序ꎮ
三是加强智慧社区数字化安全保障和居民数字技能培训ꎮ 设置防火墙、加密技术等措施ꎬ有效防范

社区数字化治理中可能面临的信息安全风险和数据泄露问题ꎮ 研究解决数字鸿沟问题的技术方案ꎮ 加

大科技研发投入ꎬ推动智慧社区相关技术的创新与发展ꎬ提高技术的普惠性ꎮ 提高社区网络覆盖率和接

入速度ꎬ使更多的居民能够享受到智慧社区带来的便利ꎮ 此外ꎬ应加大对居民数字技能的培训力度ꎬ提高

他们的信息获取、处理和利用能力ꎮ 可以通过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培训课程、组织数字技能竞赛等形

式ꎬ激发居民学习数字技能的热情ꎮ
四是建立智慧社区技术标准和评价体系ꎮ 通过制定智慧社区技术标准和评价体系ꎬ实现对智慧社区

建设成果的科学评估和有效反馈ꎮ 同时ꎬ通过引入第三方评价机构ꎬ对智慧社区建设成果进行评价ꎬ确保

智慧社区建设的有效公平ꎬ助力社会治理的规范有序ꎮ

基金项目:２０２３ 年度武汉市社科联一般课题“加快智慧社区建设ꎬ助力武汉提升数字化治理水平的对

策研究”(项目编号:ＷＨＳＫＬ２０２３００３)ꎮ

作者简介:
杜涛ꎬ武汉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ꎬ研究方向为社会治理、物流规划等ꎮ
贺慧ꎬ通讯作者ꎬ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导ꎬ研究方向为城市规划ꎮ
艾振ꎬ湖北物资流通技术研究所主任ꎬ研究方向为物流与供应链管理ꎮ
周杨ꎬ北京新质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ꎬ研究方向为数字经济、产业创新等ꎮ

(责任编校: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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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中职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现状与对策研究

　 　

熊莉

　 　 摘　 要: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ꎬ中职教育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ꎬ中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

素质教师队伍ꎮ 当前ꎬ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对中职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视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ꎮ
本课题研究发现:近年来ꎬ武汉市中职生源基本稳定ꎬ中职师资队伍专任教师学历在继续提升ꎬ“双师型”①

教师队伍人数逐年递增ꎮ 但同时还存在师资队伍结构不合理、德育教育能力不足、部分公办中职学校外

聘兼职教师比例不达标等问题ꎮ 本文针对以上问题提出抓好思政课程的开设和专业化教学师资队伍的

配备、创新中职教育教师引进渠道和机制等若干建议ꎮ
关键词:中职教育ꎻ师资队伍ꎻ“双师型”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ꎬ要“继续实施

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ꎬ引领带动各地建立一支技艺精湛、专兼结合的双师型教师队伍”②ꎮ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明确提出“国家建立健全职业教育教师培养培训体系”ꎮ 中

职教育教师队伍建设关系着职业教育政策执行的“最后一公里”ꎬ直接决定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成败ꎮ 近

年来ꎬ在各方面的共同作用下ꎬ中职生源保持稳定ꎬ在校生人数逐年攀升ꎬ但中职教育师资培养也面临着

“质”与“量”提升的双重挑战ꎮ③

　 　 一、问题的提出

中职教育在培养技术工人和职业技能人才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ꎮ 一方面ꎬ中职教育为社会

提供了大量具有实际工作能力的人才ꎬ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重要的贡献ꎮ 另一方面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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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双师型”教师是指具备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两种能力的教师ꎮ
黄世清、颜岚岚、陈金聪、洪君怡:«深化闽宁职教协作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与思考»ꎬ«黎明职业大学学报»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ꎮ
吴国庆、赵静:«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职业教育教师培养体系建设»ꎬ«中国职业技术教育»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ꎮ



武汉社会科学总第 ３１ 辑

　　　　　

职教育也是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手段之一ꎬ为广大学生提供了多元化的教育选择ꎮ
高素质教师队伍是中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ꎮ 中职教师是非常重要的职业ꎬ正如罗平等所

言ꎬ高水平师资队伍不仅是提高中职学校办学质量的基础ꎬ而且对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

义ꎮ① 作为中职学生职业发展和人生规划师ꎬ中职教师的工作不仅仅是传授知识ꎬ更重要的培养学生的创

新力和实践能力ꎬ帮助他们成为具有竞争力的职业人才ꎮ 这也就要求中职教师不仅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

和教学经验ꎬ更重要是具备良好的教育教学理念和教育教学ꎬ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职业能力ꎮ 章晓

兰等提出ꎬ在创新中职产业学院的基础上建设一支“德才兼备、工匠精神”的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ꎬ更高效

地服务于人才培养ꎬ是中职产业学院工作的重中之重ꎮ② 卢永辉等也曾提出在产教融合的基础上ꎬ搭建以

校企合作工作室为主的师资培养平台ꎬ构建“双向双融”的课程体系ꎬ完善“双兼双聘双培养”的师资培养

机制ꎬ形成中职“双兼双聘双培养”师资队伍建设模式势在必行ꎮ③ 但于颖等也提出在中职教师培训方面ꎬ
我国虽然已开展了校企双主体的教师培养培训ꎬ然而ꎬ由于缺少对大型企业参与培训工作的有效激励措

施ꎬ导致企业参与度普遍不高ꎮ④ 也就是说ꎬ加强对中职教育的投入ꎬ特别是加强对中职教师的培训和教

育ꎬ提高中职教育师资的专业水平和教学能力ꎬ全面提升教育资源的质量和数量ꎬ才能够保证中职学生得

到优质的教育和培训ꎬ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和就业竞争力ꎬ为中职教育的高质量发提供坚实的保障ꎮ

　 　 二、武汉市中职教育师资现状

根据华中师范大学王建梁教授研究设立的“中等职业教育质量指标体系”ꎬ武汉市中等职业教育发展

水平在 １５ 个副省级城市中列居第六位ꎮ 近年来ꎬ武汉市中职师资队伍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ꎬ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选树中职教师先进典型ꎮ 涌现出禹诚、周志文、马丹等一大批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全国最美教师、全国优秀教师、全国模范教师ꎮ 二是“双师型”教师队伍素质明显提升ꎮ 武汉市开展中职

学校“双师型”教师认定ꎬ“双师型”教师比例达到 ７６ ８７％ ꎮ 三是持续推进中职教师培训培养计划ꎮ ２０２２
年ꎬ武汉市积极引导中职学校教师提升自身能力ꎬ聘请企业骨干到校参与实践性教学达 １０９３９ 学时ꎬ组织

１９７５ 人次参加国家、省、市级培训ꎬ１６２１０ 人次参加校本培训ꎬ２５５８ 人次专业教师进企业、实训基地实践锻

炼ꎮ⑤ 四是中职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加固ꎮ 建立健全了专业对接产业的预警、联动、培养、评价协同机制ꎮ
常态化的自主保证人才培养质量的教学诊断与改进制度落地落实ꎬ武汉机电工程学校、武汉市财贸学校、
武汉市新洲高级职业中学 ３ 所学校成为全国教学诊改试点学校ꎮ 武汉市仪表电子学校、武汉市交通学

校、武汉市第一商业学校 ３ 项教改成果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ꎬ武汉市供销商业学校、武汉市第一商业学

校、武汉机电工程学校 ３ 所学校分别入选全国实习管理 ５０ 强、学生管理 ５０ 强、教学管理 ５０ 强ꎮ⑥

２０１９—２０２３ 年«武汉年鉴»数据显示ꎬ武汉市中职学校生源稳定ꎬ高中阶段教育招生职普比例继续保

１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罗平、王自然:«中职学校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研究的实践研究»ꎬ«职业教育»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ꎮ
章晓兰、徐小威、苏晓峰:«“校校行企”协同创新模式下中职产业学院师资队伍建设»ꎬ«科教导刊»２０２２ 年第 ３６ 期ꎮ
卢永辉、赵波:«产教融合下中职“双兼双聘双培养”师资队伍建设研究»ꎬ«中国民族教育»２０２３ 年第 ６ 期ꎮ
于颖、段雅雯:«德国“职业教育 ４ ０ 战略”对我国职校师资队伍建设的启示»ꎬ«职业教育研究»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ꎮ
武汉市地方志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年鉴 ２０２３»ꎬ武汉年鉴社ꎬ２０２３ꎬ第 ４７５ 页ꎮ
武汉教育电视台:«深化产教融合 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十三五”我市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实现可持续式发展»ꎬ武汉

教育电视台网站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９ 日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ｅｔｖ ｃｏｍ ｃｎ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 ｖｉｅｗ / ８３８４ ｈｔｍｌꎬ访问日期: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２３ 日ꎮ



武汉社会科学总第 ３１ 辑

　　　　　

持大体相当ꎬ详见表 １ꎮ 截至 ２０２２ 年ꎬ武汉市共有中等职业学校 ５５ 所ꎬ具有正常办学行为的中等职业学

校 ４８ 所ꎮ 武汉市中等职业学校开设专业 ９４ 个ꎬ专业点 ３１２ 个ꎮ ２０２２ 年新增 １２ 个专业、１４ 个专业点ꎬ涵
盖 １５ 个专业大类ꎮ

表 １　 ２０１９ 年—２０２２ 年武汉市市属中职学校学生规模情况

年　 度
市属中职学校在校生人数

(万人)
学生职普比例

(％ )

２０１９ ６ ６８ ４０ ７３ ∶ ５９ ２７

２０２０ ６ ７８ ４１ １２ ∶ ５８ ８８

２０２１ ６ ８７ ４０ ６５ ∶ ５９ ３５

２０２２ ６ ８４ ３８ １６ ∶ ６１ ８４

数据来源:２０２０—２０２３ 年«武汉年鉴»

武汉中职师资队伍方面ꎬ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年武汉市市属中职学校教职工人数基本保持在 ５０００ 人左右ꎻ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年市属中职学校专任教师数基本保持在 ４０００ 人左右ꎬ近两年略有增加ꎻ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年市属专任

教师占教职工人数比例逐年小幅度提升ꎻ２０２２ 年比 ２０１９ 年“双师型”教师占专任教师比例增加了 ５ ６６％ꎻ武
汉市中职学校办学条件重点监测指标要求ꎬ一般类中职学校师生比大于等于 １ ∶ ２０ꎬ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年武汉市中

职学校师生比平均值符合标准要求ꎻ２０２１ 年、２０２２ 年ꎬ中高级“双师型”占比分别为 ５４ ２４％、５６ ０１％ꎻ师资的

专业技术水平持续提高ꎬ 武汉市中职教育在“质”与“量”方面都有所提升ꎮ 详见表 ２ꎮ
表 ２　 ２０１９ 年—２０２１ 年武汉市市属中职学校师生规模情况

年　 度
教职工
总计人数
(人)

专任教师

人数
(人)

占教职工比
(％ )

“双师型”
占比(％ )

中高级“双师型”
占比(％ )

师生比
(单位:％ )

２０１９ 年 ５０８８ ４０２３ ７９ ０７％ ７１ ２１％ — １ ∶ １６ ６１

２０２０ 年 ４９６３ ３９９０ ８０ ３９％ ７５ ０７％ — １ ∶ １７ ０１

２０２１ 年 ５０７２ ４０７８ ８０ ４１％ ７６ ６３％ ５４ ２４％ １ ∶ １６ ８５

２０２２ 年 ５０４７ ４０８３ ８０ ９０％ ７６ ８７％ ５６ ０１％ １ ∶ １６ ７５

数据来源:２０２０—２０２３ 年«武汉年鉴»

　 　 三、存在的问题

武汉市中职教育虽然得到了大力发展ꎬ但依然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ꎬ中职学校在吸引优秀

职教人才和培养现代化职教师资方面还存在诸多困难ꎮ
一是产教深度融合布局还未形成ꎬ企业接受中职教师职场实践热情度不高ꎮ 目前武汉市中职学校办

学的主体基本上都是学校ꎬ虽有少数学校与企业联合办学ꎬ但企业履行办学主体责任意识不强、办学的动

力不足、参与度不够ꎬ国家对企业参与办学的支持政策也还没有完全落实ꎮ 企业接受教师职场实践很多

都是依靠校长和企业管理人员私人关系推动ꎮ 从中职教师专业化发展需求出发ꎬ教师到企业参加职场实

践可以快速提升中职学校教师队伍的实践教学能力和前瞻性技术技能ꎮ① 中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

２２１

① 王梦月、王少泉:«校企合作背景下中职“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的研究»ꎬ«２０２２ 教育教学与管理三亚论坛论文集

(二)»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３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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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ꎬ有变化快的特点ꎮ 中职教师在技能方面存在动手能力不强、操作不规范、操作方法陈旧等现象ꎻ中
职教师理论知识更新较慢ꎬ而行业企业发展迅速ꎻ这就需要教师经常参与职场实践ꎬ将学到的新知识、新
标准、新方法融入到教学设计和教学实践中ꎬ创新教法ꎮ

二是师资队伍结构不合理ꎬ德育教育能力不足ꎮ 大部分公办中职学校前若干年通过武汉市事业单位

公开招聘途径引进教师较少ꎬ部分公办中职学校出现“人才断层”现象ꎮ 中职教育师资队伍在结构方面的

不足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ꎬ企业兼职教师比例过低ꎬ特别是公办中职学校ꎻ第二ꎬ年龄结构不合理ꎻ
第三ꎬ职称不合理ꎬ新专业高职称教师占比低ꎮ 调研发现:德育教育能力不足ꎬ首先是“量”上的不足ꎬ思政

课是近年来得到重视ꎬ很多学校缺乏思政课教师ꎻ其次是“质”上的欠缺ꎬ表现为课程思政工作推进较慢、
思政教学能力不足、思政教学方法生硬等现象ꎬ这将导致学校难以将立德树人工作落到实处ꎮ①

三是公办中职学校在编教师职称评定困难现象较为突出ꎬ民办中职学校教师评职称热情度不高ꎮ 首

先ꎬ近年来ꎬ公办中职学校大多数实行岗位管理ꎬ中职教师职称评审虽然不受职数控制ꎬ但职称聘任却受

着严格的职数限制ꎮ 中职教师必须在单位岗位结构比例内按岗位推荐申报ꎬ即先在学校内部争夺“出线

权”ꎮ 其次ꎬ受中职学校前几年因招生困难而未招聘教师、事业单位 ６０ 后偏多导致的“退休高潮”、近期中

职学校为达到国家中职学校师生比等指标要求必须大规模招聘教师等因素的影响ꎬ武汉市中职学校近几

年通过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了很多教师ꎬ导致中职教师队伍呈现高学历、年龄段集中等特点ꎬ也导致了很多

人职称聚集在初级、中级阶段ꎬ初级晋升中级竞争尤为激烈ꎮ 最后ꎬ职称评审的部分条件达标是离不开学

校的大力支持的ꎬ而民办中职学校因办学经费不充足、办学硬件条件不好ꎬ致使部分教师即使有追求ꎬ受
现实环境制约难以达到要求ꎮ

四是专业教师引入机制不畅通ꎬ兼职教师课酬普遍较低ꎬ部分公办中职学校外聘兼职教师比例不达

标ꎮ 武汉市要求中职教师必须具备“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ꎮ 但在中职专业教师招聘过程中ꎬ学历高的

高校毕业生不愿意报名到中职学校当老师ꎬ学历低的又不符合报名条件ꎮ 所以ꎬ报名参与竞聘的人数往

往较少ꎬ导致中职专业技能教师岗位常常未达到开考比例而被核减ꎬ并且专业技能岗位对教师的实际操

作能力要求有很高ꎬ即使有高学历的应聘者通过公开招聘入职ꎬ也难以胜任工作ꎮ 同时ꎬ根据教育部印发

的«中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的文件要求:“兼职教师应占本校专任教师总数的 ２０％左右”ꎬ大多数中职学

校未达到此标准ꎬ特别是公办中职学校ꎮ 本次调研发现武汉市兼职教师课酬普遍较低ꎬ兼职教师到学校

任教ꎬ大多数讲的是情怀ꎮ

　 　 四、国内外先进地区城市的主要做法和有效经验

笔者梳理了国内外一些先进地区的成熟经验ꎬ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完善中职教育师资培训体系ꎬ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

一是实施中职学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ꎬ重点引进企业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ꎮ 如:德国职业学校教师

包括专任教师和企业实训教师ꎬ但无论是专任教师还是实训教师都必须具有“双能”ꎬ即既要有理论知识

３２１

① 雷冰:«提质培优行动下中职“双师型”教师师资队伍的建设研究»ꎬ«汽车维护与修理»２０２２ 年第 １６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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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要有实践能力ꎮ① 广东省的“一站一室”工程ꎬ在企业设立教师企业工作站ꎬ建设劳模创新工作室和技能

大师工作室ꎮ 宁波市的“以研促教”活动ꎬ从 ２００６ 年起ꎬ每年举办教学观摩系列研讨活动ꎬ为中职一线教

师的交流学习搭建平台ꎬ通过多样化丰富性的教研活动引领中职教师良性发展ꎮ②

二是推动教师管理机制改革ꎬ组建市级兼职教师资源库ꎬ健全中职学校自主聘任兼职教师办法ꎮ 如:广州市

建立“固定岗＋流动岗”的教师资源配置机制ꎬ规范兼职教师管理ꎬ推动建设市级职业教育兼职教师资源库ꎮ
三是加大名校长、名师、名教学团队的培养力度ꎬ实施 “中职教师赋能” 计划ꎮ 如:浙江省推进

“数字＋”教师培养工程ꎬ全面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ꎮ

　 　 (二)建设中职教育国际枢纽

提升中外合作办学水平ꎬ助推中职教师跟随项目“走出去”ꎮ 如:广州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

中职教育合作ꎬ以旅游、餐饮、建筑等优势专业领域和中药、岭南传统文化等特色专业领域为重点抓手ꎬ让
中职教师输出中华技艺ꎬ积极传播中国和岭南传统文化ꎮ 宁波外事学校罗马尼亚德瓦国际艺术分校ꎬ先
后派遣 ９ 批次专业教师与学生赴德瓦进行教学交流ꎬ成为宁波有计划、系统性推进与中东欧国家的深层

次教育合作和高水平人文交流的重点项目ꎮ③

　 　 (三)落实经费保障ꎬ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探索建立基于专业大类的中职教育差异化生均拨款制度ꎬ针对不同类型的中职学校的办学成本ꎬ划
分等级拨付中职学校生均经费和生均公用经费ꎬ为中职教师的交流、培训、参赛等提供经费保障ꎮ 如:广
州市发布的«广东省职业教育“扩容、提质、强服务”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中提出ꎬ加强工科类

专业生均综合等额拨款系数ꎮ

　 　 (四)加强中职教育督导评价ꎬ提升教育治理能力

一是坚持分类评价ꎬ根据不同学科、不同教龄阶段、不同岗位特点ꎬ突出评价教师的实践技能水平和

专业教学能力ꎮ 如:宁波市教育主管部门针对专业课和文化课教师制定了“分类评比、双线并进”的机制ꎬ
确立了市专业首席 /名师、市双师 /骨干、市教坛新秀 /专业技术能手三个系列的层进式评比标准ꎮ

二是拓展教学督导、教研员的教育视野ꎬ提升督导、教研员的自我效能感、专业素养和胜任力水平ꎮ④

如:广州市引入学术团体、中介评价机构、社会舆论等多元主体开展中职学校办学能力评估ꎮ 建设“督导

４２１

①

②

③

④

刘志兵、许頔凡:«德国工匠精神培育对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工匠精神培养的思考»ꎬ«卫生职业教育»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ꎮ
林如军:«中职教师培养品牌区域实践的理论模型与实施路径»ꎬ«职教治理»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０ 期ꎮ
浙江省发展改革委:«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浙江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浙江省教育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的通

知»ꎬ浙 江 省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ꎬ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ꎬ ｈｔｔｐｓ: / / ｆｚｇｇｗ ｚｊ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 / ２０２１ / ６ / ２８ / ａｒｔ ＿ １２２９１２３３６６ ＿
２３０６４８２ ｈｔｍｌꎬ访问日期: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２３ 日ꎮ
刘青青、周先进:«职业院校卓越教师专业素质特征及构成要素»ꎬ«职业技术教育»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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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行业＋工匠”的督导机构队伍ꎬ提升职业教育督导队伍的专业能力和水平ꎮ①

　 　 五、对策建议

　 　 (一)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师德师风是教育工作者的灵魂ꎬ师德师风要摆在教师队伍建设的首要位置ꎮ 教师的高尚言行、完美

品德ꎬ是学生直接模仿和接受感化的重要来源ꎮ② 教师工作的灵魂是责任心ꎬ包括对学生的责任心、对教

学的责任心、对职业的责任心ꎮ
一是建立校领导带头“听、备、讲”的“全链条”思政课团建体系ꎬ鼓励中职学校主动与同类学校、高职

学校思政课一体化实践研究ꎬ鼓励中职学校围绕专业核心课程建设打造课程思政示范课ꎮ 鼓励教师们建

立课程思政教学创新团队ꎮ
二是坚持师德违规“零容忍”ꎮ 举办师德师风专题教育活动ꎬ印发师德文件汇编ꎬ全校教职工签订«师

德师风承诺书»ꎮ
三是加强党建对中职教育引领ꎬ推动中职教育高质量发展ꎮ 打造基层党建中职学校样板ꎬ评选出中

职学校优秀基层党建示范点ꎬ加大对党建样板学校的宣传ꎬ将优秀党建品牌在武汉市中职学校系统展播ꎬ
起到以点带面作用ꎮ

　 　 (二)创新教学模式与方法

通过组建中职教育培训师资库和校企教学团队ꎬ提升课堂教学质量ꎮ 教学方法是教学实施的路径ꎬ
也是课堂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ꎮ③ 教学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ꎮ

一是中职教师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ꎬ需要组建具有多元化和异质性特点的专家型育训师资库ꎮ 武

汉是“大学之城”ꎬ教科资源丰富ꎬ可以从职业院校、部分企业和其他相关机构中遴选高校教师、企业高管、
产业专家ꎬ高级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规划专家、金牌教练以及具有海外背景的教师等优秀从业人员组建中

职教育培训师资源库ꎬ以研讨、咨询、讲课、点评、辅导、带教等方式开展工作ꎬ助推职教教师培养培训ꎮ④

二是中职“双师型”教师有一部分是企业师傅 (来源于企业)ꎬ这部分教师不是教育类专业毕业ꎬ课堂

上的表达方式和教学方法有所欠缺ꎻ还有一部分教师是教育类专业毕业ꎬ但实践经验和动手能力又有所

欠缺ꎻ将这类人才组建成教学团队ꎬ可以取长补短ꎬ提升教学质量ꎮ

　 　 (三)创新中职教师培养模式

加大复合型人才高质量培养力度ꎬ加强教师队伍建设ꎬ注重人才梯队培养ꎮ 中职学校要在人才培养

５２１

①

②

③

④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州市教育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的通知»ꎬ广州市人民政府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ｚ ｇｏｖ ｃｎ / ｚｆｊｇ / ｇｚｓｒｍｚｆｂｇｔ / ｑｔｗｊ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ｐｏｓｔ＿７９１４６６１ ｈｔｍｌꎬ访问日期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２３ 日ꎮ
李亮亮:«师德建设摭谈»ꎬ«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ꎮ
雷冰:«提质培优行动下中职“双师型”教师师资队伍的建设研究»ꎬ«汽车维护与修理»２０２２ 年第 １６ 期ꎮ
庄西真:«打造高质量的中职教师队伍:问题、理论与路径»ꎬ«职教通讯»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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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上进行系统化改革ꎮ
一是制定教师评价与激励机制ꎮ 及时修订并执行教师岗位职责和工作标准、教学督导工作管理办

法、学术委员会工作管理办法、教师教育教学质量评价考核、奖励办法等各项规章制度ꎬ实行制度管人ꎮ
二是弘扬“传、帮、带”精神ꎬ通过制定教师发展规划和实施方案ꎬ实施“校企互通、岗位互聘”教师培养

模式ꎬ优化教师资源配置ꎬ建设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中职教师队伍ꎮ 如中职学校启动教师师

徒“结对帮扶”工程并制章程ꎻ选定优秀教师担任青年教师的导师并颁发聘书ꎬ充分发挥优秀教师示范引

领作用ꎬ促进青年教师更快更好地成长ꎬ实现中职学校教师队伍素质的整体提高ꎬ为提高教学质量奠定坚

实的基础ꎮ
三是武汉市各级中职学校主管部门要盘活事业编制资源ꎬ按照标准配备教师ꎮ
四是落实中职学校办学自主权ꎬ推动固定岗位与流动岗相结合、校企互聘兼职的教师队伍改革ꎮ

　 　 (四)创新中职教育教师引进渠道和机制

促进校企人员双向流动、相互兼职ꎮ 武汉市应该适当放宽中职学校办学自主权ꎮ 允许学校按规定自

主确定教师招考标准、内容和程序ꎮ
一是实行“先面试ꎬ合格后再笔试”ꎬ这样可以尽量避免招到“黑板上教种田”“会考试不会教书”的教

师ꎮ
二是聘请企业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能工巧匠担任专业兼职教师ꎬ①让能工巧匠走进校园ꎮ 特别

是对确实有相关行业实践经验和稀缺的高技能人才前来应聘ꎬ可通过“绿色通道”直接选聘ꎮ
三是武汉市应该推动采取购买服务方式增强师资配备ꎬ探索建立企业技术人员与学校骨干教师相互

兼职制度ꎮ
四是坚持多劳多得、优绩有酬ꎬ绩效工资分配应向关键岗位、高层次人才、业务骨干和做出突出成绩的工

作人员倾斜ꎬ切实发挥绩效工资的激励导向作用ꎮ② 如:公办中职学校可将校企合作、技术服务、社会培训、自
办企业等收入作为绩效工资来源ꎬ教师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的现金奖励ꎬ计入当年本单位绩效工资总量ꎮ

　 　 (五)拓展中外合作交流平台

中国职业教育应是国际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载体ꎮ
一是武汉市中职学校主管部门和中职学校应该鼓励教师与教师、教师与企业之间的广泛合作交流ꎬ

交流教学经验ꎬ助推中职教育学校、教师跟随中国企业走出去ꎮ
二是职业教育师资的国际化培养主要通过一系列教师进修项目ꎬ分别对职业学校的骨干教师进行选

拔ꎬ满足条件者派遣至国外进修学习ꎬ学习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的教学法与方法论ꎬ了解本专业领域的最新

发展趋势ꎬ进而提高我国职业教育教师的专业教学能力ꎮ
三是通过与发达国家开展合作项目、建设师资中心等形式ꎬ在职业教育师资质量提升方面进行合作

６２１

①

②

黄玲:«高职动力类校内实训基地管理实践探索»ꎬ«中国教育技术装备»２０１３ 年第 ６ 期ꎮ
项建斌:«基于公平感的浙江高职院校辅导员绩效工资探析»ꎬ«教育与职业»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８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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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ꎬ进而提高职业教育师资的整体质量水平ꎬ为武汉市乃至全国的中职教育储备师资和技术人才ꎮ

　 　 (六)加大中职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的资金投入

加强投入资金的审计监督ꎬ确保“专款专用”ꎮ 中职学校的职业教育教学任务的特殊性决定中等职业

学校需要的办学经费要高于普通高中教育ꎬ国家拨付的教育经费是中职学校运营的主要经济来源ꎮ 中职

学校的办学经费少ꎬ对师资队伍建设的资金投入也相对较少ꎮ
一是为了保障中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ꎬ各级政府在财政制度上应给予优先支持ꎮ 尤其应适当提高

中等职业教育教师待遇ꎬ根据各专业实际情况明确外聘教师课酬标准ꎮ
二是各级财政每年增加专项预算ꎬ为中职教育教师定期培训、职场实践等外出交流提供必要的资金

保障ꎮ 在保障中职教育师资队伍建设资金及时足额到位的同时ꎬ审计、监督部门要加强中职教育学校预

算的绩效审计、监督管理工作ꎬ确保政府对中职教育投入的经费见成效ꎮ
三是逐步建立完善对预算绩效的执行、考核、细化预算编制ꎬ合理高效使用资金ꎮ

作者简介:
熊莉ꎬ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ꎬ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ꎮ

(责任编校: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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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商业数据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
———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第十八条

鄢斌　 王喆曈

　 　 摘　 要:２０２２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新增第十八条“商业数据保护”专门

条款ꎬ明确了“商业数据”构成要件及不正当竞争的表现形式ꎬ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二条和第十二条的司法实践经验ꎮ 从商业数据保护中谦抑、审慎的司法立场出发ꎬ修订草案对商业数据

的定义过于严苛ꎬ忽视了其中“合法收集”要件的争议与“商业价值”认定上的障碍ꎬ有必要对其进一步松

绑ꎮ 同时ꎬ关于不正当竞争的损害结果认定标准和方式过于单一ꎬ不利于充分保护数据主体权益ꎬ有必要

进行丰富和拓展ꎮ 此外ꎬ修订草案还将“公众可以无偿利用的信息”排除在了“商业数据”范畴外ꎬ不符合

数据使用的现实情况ꎬ宜作进一步调整完善ꎮ
关键词:商业数据ꎻ反不正当竞争法ꎻ不正当获取ꎻ三重授权ꎻ数字仲裁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ꎬ加快发展数字经济ꎬ促
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ꎬ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ꎮ 数字经济的快速崛起和稳步发

展离不开法治的健全与保障ꎮ ２０２０ 年以来ꎬ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曾多次指出ꎬ司法要为数字经济营

造竞争中性、开放包容的环境ꎬ通过公正裁判为数字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明晰规则ꎬ引导数字经济在法治

轨道上健康发展ꎬ保护平台从业人员劳动权益和消费者合法权益ꎬ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ꎮ
２０２２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修订草案”或“«反不正当竞争法(修
订草案)»”)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ꎬ其细化、完善和新增内容总体上较好贯彻了上述新理念、新目标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下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自 １９９３ 年正式施行以来ꎬ已于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９ 年分别进行了两次修订ꎬ其中 ２０１７ 年版增添的第十二条“反互联网领域不正当竞争”成为

了此次“商业数据保护”专款的前身ꎬ专款的诞生充分体现了对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和第十二条

适用情形和审理思路的汇集和凝练ꎮ 具体而言ꎬ从早前的“大众点评诉百度地图案” [(２０１６)沪 ７３ 民终

２４２ 号]、“微博诉脉脉案”[(２０１６)京 ７３ 民终 ５８８ 号]、“淘宝诉美景案”[(２０１７)浙 ８６０１ 民初 ４０３４ 号]ꎬ
到“微博诉蚁坊案”[(２０１９)京 ７３ 民终 ３７８９ 号]ꎬ再到“抖音诉小葫芦案”[(２０２１)浙 ０１１０ 民初 ２９１４ 号]
等ꎬ我国司法实践已基本形成了以«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十二条为主ꎬ辅之商业秘密、著作权相关

条款的商业数据保护路径ꎬ但是仅凭一般性条款保护商业数据不可避免存在着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评
价尺度标准不一和诉诸抽象“商业道德”概念裁判的固有缺陷ꎬ故建立健全商业数据保护规则ꎬ增强规范

的透明性、预期性和可操作性已甚为迫切ꎮ

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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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界定与司法裁判的立场

当前诉讼和数字仲裁中是否会启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

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正常运行”的规定ꎬ主要会考虑以下几项因素:(１)是否有泄露个人信息或影响数据安

全ꎻ(２)是否有破坏其他经营者的数据展示规则ꎻ(３)是否会增加其他经营者服务器负担或其他经营成本ꎻ

(４)是否会对其他经营者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构成“实质性替代”ꎮ① 例如ꎬ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企业数

据权益保护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情形的调研报告指出:(１)原告主张的数据类型是否属于公开数据

或者衍生数据ꎻ(２)被告的行为是否导致原告网站瘫痪无法经营ꎬ或者产生实质性替代原告产品或者服务

的后果ꎻ(３)被告是否以破坏技术措施的方式获取数据ꎻ(４)被诉数据使用行为是否未进行任何使用创新ꎬ

直接照搬照用他人数据ꎻ(５)获取或者使用数据的行为是否违反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规定ꎮ②

此次«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第十八条第一款不完全列举了四种商业数据“不正当获取或使

用”的行为方式及行为后果:

(一)以盗窃、胁迫、欺诈、电子侵入等方式ꎬ破坏技术管理措施ꎬ不正当获取其他经营者的商业数据ꎬ

不合理地增加其他经营者的运营成本、影响其他经营者的正常经营ꎻ

(二)违反约定或者合理、正当的数据抓取协议ꎬ获取和使用他人商业数据ꎬ并足以实质性替代其他经

营者提供的相关产品或者服务ꎻ

(三)披露、转让或者使用以不正当手段获取的其他经营者的商业数据ꎬ并足以实质性替代其他经营

者提供的相关产品或者服务ꎻ

(四)以违反诚实信用和商业道德的其他方式不正当获取和使用他人商业数据ꎬ严重损害其他经营者

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ꎬ扰乱市场公平竞争秩序ꎮ

本条第(一)项针对盗窃、胁迫、欺诈、电子侵入等行为ꎬ其危害性、破坏性自不必多言ꎬ即使反法不作

此规定ꎬ此类行为也能得到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和刑法等法律的有效规制ꎬ其并非当前

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主要表现形式ꎮ 与第(二)项和第(三)项两种情形不同的是ꎬ第(一)项中对“损害

结果”存在认定的淡化ꎮ 换言之ꎬ在行为定性时一般不过问何谓“不合理”或者“其他经营者运营成本”需

增加到何种程度ꎬ而更多是从责任大小、赔偿数额认定的角度考虑ꎮ

综合前述相关理论和实务经验ꎬ修订草案中关于商业数据领域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并未完整的反

映现实的需求ꎮ

　 　 (一)不正当竞争损害后果认定过于严苛

本款第(二)项和第(三)项则均吸收了当前司法裁判的主流观点和经验ꎬ采取了“特定行为＋损害后

果＋因果关系”的路径对经营者竞争行为进行法律评价ꎬ例如在“微信社交数据爬取案[(２０２１)浙 ８６０１ 民

初 ３０９ 号]”中法院认为ꎬ被告使用技术手段绕过微信客户端ꎬ操控微信账号使用“拟人程序”爬虫工具ꎬ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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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邱福恩:«商业数据的反不正当竞争保护规则构建»ꎬ«知识产权»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ꎮ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课题组:«关于企业数据权益知识产权保护的调研报告»ꎬ«人民司法»２０２２ 年第 １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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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请求操作分发不同云服务器ꎬ获取“用户登录”权限后以云服务器群登录ꎬ利用自动化脚本不间断爬

取微信公众号文章数据(用户数据、阅读数、点赞数、发文时间、文章评论等)ꎬ使被告足以实质性替代原告

提供的部分产品或服务ꎬ故该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ꎮ
相较本款第(一)项ꎬ第(二)项和第(三)项对损害结果认定的规定更为严苛ꎬ均需要达到“实质性替代”

的程度ꎬ而这一标准也使得不少身处灰色地带的竞争行为无法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有效规制ꎮ 如数据

收集方式正当性不足ꎬ但又远未达到产生实质性替代影响的网络爬取行为ꎬ其他经营者对该行为的容忍义务

边界为何ꎬ是否应当启用«反不正当竞争法»ꎬ本款项并未作出正面回应ꎮ 对于一些行业领域、业务范围等相

差甚远的企业ꎬ其大量抓取其他经营者数据的“搭便车”行径ꎬ因短期内不会产生实质性替代的损害结果而采

取完全自由放任的立法态度ꎬ对于数据的所有者抑或其他数据收集者产生实质性的不公平ꎮ

　 　 (二)利用爬虫协议抓取数据的规制力度不足

针对第(二)项ꎬ立法者有意区分了两种并列的规范渊源:(１)为当事人间的明确约定ꎻ(２)合理、正当

的数据抓取协议ꎮ 可以推知后者所指称的“协议”是指未经双方达成一致约定但“合理、正当”的某种规

范ꎬ而非传统民法意义上的合同ꎮ 具体而言ꎬ当前诉讼或仲裁中多以“行业惯例”解释“爬虫协议”的性质ꎮ
“爬虫协议”的效力虽已在司法实践中获得认可ꎬ但法官或仲裁员往往需要做大量的解释、论证和说理ꎬ且
效果难以保证ꎬ故新增该项规定可以为法院或仲裁机构今后审理类似案件提供直接的规范援引ꎮ

对于利用“爬虫协议”抓取数据的行为也不宜过度放松规制力度ꎬ有时即使是正常的数据抓取同样也

会对数据主体产生损害甚至影响其正常运营ꎬ例如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线后ꎬ许多法律服务公司、数据公司

利用爬虫协议在该网站上大量抓取数据ꎬ使其经常陷入卡顿甚至瘫痪的状态ꎮ 中国裁判文书网作为我国

的基础法律服务设施虽不以商业性为目的ꎬ不存在不正当竞争问题ꎬ但是笔者试图说明的是ꎬ类似情形在

商业竞争领域中并不罕见ꎮ ２０１９ 年国务院网信办发布的«数据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第十六条就

曾尝试规定ꎬ网络运营者采取自动化手段访问收集网站数据ꎬ不得妨碍网站正常运行ꎻ此类行为严重影响

网站运行ꎬ如自动化访问收集流量超过网站日均流量三分之一ꎬ网站要求停止自动化访问收集时ꎬ应当停

止ꎮ 该规则之设计表明立法者从未忽视和放弃对“爬虫协议”的规制ꎬ而此次修订草案规定只有违反合

理、正当的爬虫协议ꎬ且产生实质性替代的后果ꎬ方满足这一认定标准ꎬ较之前严苛许多ꎮ

　 　 二、“商业数据”的构成要件应预留扩大解释空间

“商业数据”的概念最早可见于 ２００８ 年商务部«网上商业数据保护指导办法(征求意见稿)»ꎻ２０２１ 年 ８
月最高人民法院对外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征求意见稿)»ꎬ其第二十六条中称为“有商业价值的数据”ꎬ但是正式颁布的司法解释却对该条予以删除ꎬ
当时法律工作者的思考、探索能再次在修订草案中得到呈现ꎬ且规范更为细致完善ꎬ可谓是一大亮点ꎮ

根据修订草案的表述ꎬ“商业数据”的构成要件有三:(１)该数据的收集符合法律规定ꎬ具有合法性ꎻ
(２)数据本身具有商业价值ꎻ(３)采取了相应的技术管理措施ꎮ 公众可以无偿利用的信息相同的数据ꎬ不
属于商业数据ꎮ

对“商业数据”上述构成要件的提炼ꎬ主要源于对以往典型案例中争议情形和裁判思路的把握和认识ꎬ如

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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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博诉超级星饭团 ＡＰＰ 案[(２０２０)京 ０４９１ 民初 ２４８６８ 号]”中法院认定ꎬ原告所收集数据均通过服务协

议、法律声明等途径取得了用户授权许可ꎬ并符合相关法律规定ꎻ原告通过登录规则和其他措施设置了访问

权限ꎬ且投入了大量的经济成本对这些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和维护ꎬ故综合上述因素ꎬ这种数据整体上可以为

平台创造经营利益时ꎬ其他经营者未经许可擅自抓取平台数据的行为ꎬ理应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调整和

规制ꎮ 然而“三要件”是否必须同时满足才能认定为“商业数据”ꎬ草案并未予以明确ꎮ

　 　 (一)数据收集行为的合法边界尚不明晰

就合法性要件而言ꎬ因现行法律规范对商业数据的合法获取方式并未作出详细规定ꎬ故就行为合法

性边界的判断尚存在广泛的讨论空间ꎮ 具体而言ꎬ当前越来越多互联网企业对竞争优势的获取ꎬ已不再

囿于从自身产品或服务中获取用户数据ꎬ而是积极寻求第三方数据来源ꎬ第三方的授权使用许可已构成

了诸多商业数据使用的合法性基础ꎬ但是在“微博诉脉脉案”“淘宝诉美景案”和“微信诉多闪案[(２０１９)
津 ０１１６ 民初 ２０９１ 号]”等案件中ꎬ司法机关则对第三方授权使用予以一定限制ꎬ采用了“三重授权”规则ꎬ
即平台收集和向第三方分享须充分告知并经用户授权ꎬ第三方获取和利用前述数据既要平台授权也要用

户再次明确授权ꎮ 这一裁判观点在理论和实践中尚存在较大争议ꎮ
有观点认为ꎬ任何未得到授权而使用其他平台所拥有数据信息的行为均属于不正当竞争ꎬ应承担相

应法律责任ꎮ “三重授权”对于我国未来数据产业的健康发展具有指导意义ꎮ 中立观点表示“三重授权”
是一种高标准、严要求ꎬ对于互联网平台用户和企业均提供了强保护ꎬ但也存在诸多不适用情形ꎮ① 反对

者则提出ꎬ“三重授权”流程过长ꎬ为企业数据合规平添了高昂成本ꎬ司法实践中更倾向于用户信息保护而

阻碍了数据的自由流动与开发ꎬ限制了数字经济创新ꎮ② 前文提及的司法解释征求稿第二十六条后半段

之规定“经营者征得用户同意ꎬ合法、适度使用其他经营者控制的数据ꎬ且无证据证明使用行为可能损害

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消费者合法权益ꎬ控制该数据的经营者主张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第二

款第四项规定的行为的ꎬ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ꎬ表明司法机关内部对“三重授权”模式亦存在着明显分

歧ꎮ 在如今用户数据产权规则尚不明晰且无法轻易判定为用户所有的前提下ꎬ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任何

第三方对用户数据的合理开发利用都可以使之附上额外的加工成本和商业价值ꎬ个人是否有充分的理由

行使“一票否决权”ꎬ如何平衡、协调好企业和用户间利益的抵牾仍需斟酌ꎮ

　 　 (二)商业数据的价值认定存在一定障碍

具备商业价值似乎是商业数据的应有之义ꎮ 然而事实上ꎬ商业价值的认定受特定的历史环境、使用

主体、技术手段等影响ꎮ 具体而言ꎬ当下没有价值的数据并不意味着未来没有价值ꎬ对 Ａ 公司没有价值的

数据不意味着对 Ｂ 公司没有价值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许多数据并非天然就具备商业价值ꎬ而是需要经过长

期积累达到一定量级ꎬ再经特定算法的反复训练或者与其他数据相耦合方能体现出特定的商业价值ꎮ 因

此ꎬ判断某一部分数据是否具有商业价值在现实中绝非易事ꎮ 若把商业价值作为商业数据的构成要件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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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向秦:«三重授权原则在个人信息处理中的限制适用»ꎬ«法商研究»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ꎮ
张颖、黄廷航:«数据获取“三重授权原则”的适用困境与优化对策»ꎬ«电子知识产权»２０２２ 年第 ８ 期ꎮ



武汉社会科学总第 ３１ 辑

　　　　　

数据所有者在数据纠纷中需首先举证其数据具有的商业价值ꎬ这无疑给数据所有者维护自身权益平添了

极大障碍ꎮ 一般而言ꎬ商业主体收集、存储特定的数据必然有其目的性ꎬ或是出于合法合规的要求ꎬ或是

出于市场竞争的考虑ꎬ并且数据的收集、存储都需要耗费不少成本ꎬ因而反不正当竞争立法应在表述逻辑

上直接推定所有商业数据均具备商业价值ꎬ无需在规范中以“具有商业价值”对“商业数据”进行描述、界
定和解释ꎮ

　 　 三、“公开数据”的外延应当适当限缩

修订草案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ꎬ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与公众可以无偿利用的信息相同的数据ꎬ不属于

本条第一款所称不正当获取或者使用其他经营者商业数据ꎮ 即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与公众可以无偿利用

的信息相同的数据均可以获得新修草案的豁免ꎬ本款之表述尚需进一步予以明晰ꎮ
其一ꎬ本款从文义上看是对“商业数据”的例外性规定ꎬ但从法律后果来看却将“公众可以无偿利用的

信息”的相同数据排除在了反法的保护范围ꎬ即是否意味着只要数据内容是“公众可无偿利用的信息”ꎬ即
便是盗窃、胁迫、欺诈、电子侵入等破坏技术管理措施的行为也绝无可能构成不正当竞争? 尽管上述行为

仍可能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其他

法律法规的限制ꎬ但«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市场规制的核心规范ꎬ理应作为特别法加以规定ꎮ
其二ꎬ商业数据不同于商业秘密ꎬ商业数据不以“秘密性”为构成要件ꎬ即不要求数据所有者采取保密

措施ꎬ公开呈现的商业数据并不罕见ꎬ特别是在互联网商业竞争中ꎬ公众可以无偿利用的信息范围颇广ꎮ
如在“大众点评诉百度地图案”和“汽车质量投诉网与同类网站复制信息引流纠纷案”中ꎬ涉案数据为用户

的评论或投诉ꎬ从其呈现方式看ꎬ无疑属公众可无偿利用的数据ꎮ 但这些信息同样是其企业的核心数据

资产ꎬ是其保有市场竞争力的重要依托ꎬ司法实践中法院亦已明确不认可其他企业可不受限制的获取和

使用ꎮ 此外ꎬ实践中还存在类似的商业模式ꎬ即通过向公众免费公开数据ꎬ吸引流量以广告和附加服务来

营利ꎬ这些数据同样是经营者付出相应成本蓄力竞争优势的重要前提ꎬ理应获得相应的法律保护ꎮ①

其三ꎬ无论是从信息科学还是国内外实在法的角度来看ꎬ“数据”都天然包含有双层结构ꎬ即数据载体

和数据内容(信息)ꎮ② 数据载体在电子计算机中是非物质性的比特(ｂｉｔ)ꎬ物质实体可以为优盘、硬盘、服
务器和其他存储设施等ꎻ数据内容是可以被人们所识别、理解的信息ꎬ如姓名、联系方式、住址、账号密码、
财产状况、行踪轨迹等ꎮ 无论是数据载体还是数据内容均具有独立的经济价值ꎬ而本款之表述无疑混同、
模糊了二者的价值边界ꎮ 换而言之ꎬ数据内容之公开或许一定程度会造成信息经济价值的贬损ꎬ但是并

不能当然减免数据载体的经济价值(稀缺性)ꎬ企业对其排他性占有之状态仍理应受到立法保护ꎮ

　 　 四、结语

«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市场规制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回应数字经济的要求ꎬ如前文所述ꎬ修订草

案在商业数据不正当行为的认定、商业数据内在的构成要件以及“公开数据”的范围等方面均有待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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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吴桂德:«商业数据作为知识产权客体的考察与保护»ꎬ«知识产权»２０２２ 年第 ７ 期ꎮ
姜程潇:«论数据财产权准占有制度»ꎬ«东方法学»２０２２ 年第 ６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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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ꎮ
首先ꎬ在当前互联网市场领域竞争日趋白热化的背景之下ꎬ本修订草案第(二)和第(三)项均以“实

质性替代”作为唯一的损害后果ꎬ过度限缩了“不正当获取或使用”的范围ꎬ为未达到实质性替代的数据抓

取行为及其他领域的数据“搭便车”行为开了方便之门ꎬ同时该条款忽视了数据主体可能受到的“实质性

替代”以外的其他损害情形ꎬ如“爬虫协议”自动抓取造成网站运营成本不合理的提高ꎮ 建议应参考本款

第(一)项的规定ꎬ将“不合理地增加其他经营者的运营成本、影响其他经营者的正常经营”作为第(二)
项、第(三)项的损害结果要件ꎬ以期更全面地维护数据主体的合法利益ꎮ

其次ꎬ数据获取和拒绝数据收集均是法律权益ꎬ合法性要件存在瑕疵的商业数据不应当一概否认其

财产属性ꎬ而应当为司法留下扩大解释的空间ꎮ 具体而言ꎬ草案应当将数据商业价值的判断在损害结果

中加以考量而不应规定为商业数据本身的构成要件ꎮ 草案第十八条中商业数据“不正当获取或使用”均
以损害结果为要件ꎬ已经给数据的合理使用留下了较大空间ꎬ再要求商业数据以商业价值为前提ꎬ除了增

加数据主体的举证难度外并无裨益ꎮ
其三ꎬ草案将“公开数据”定义为“公众可以无偿利用的信息相同的数据”ꎬ完全放开了对公开数据收

集和利用的必要限制ꎮ 在当前的互联网商业模式中ꎬ“流量变现”取代了“直接付费”已经成为主流盈利模

式ꎬ用户验证码、注册、浏览广告或跳转页面、门槛设置等实质上都是变相的“有偿行为”ꎮ 因此在反不正

当竞争保护规则设计中ꎬꎬ应当适应现实需要将“无偿利用”作限缩性规定ꎬ由“无偿取得”改为“无需任何

门槛便可以获取、使用的数据”ꎮ

作者简介:
鄢斌ꎬ法学博士ꎬ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副教授ꎬ研究方向为经济法学、环境法学ꎮ
王喆曈ꎬ法学硕士ꎬ湖北喻家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ꎬ研究领域为网络与信息法学ꎮ

(责任编校:胡玉桃　 张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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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有组织犯罪视阈下
刑事治理的检视与应对
———以抢劫罪为切入点

张晟炜

　 　 摘　 要:传统犯罪网络化、有组织化的发展趋势正在冲击并重塑传统犯罪的保护法益ꎮ 对此ꎬ本研究

以传统犯罪的典型罪名抢劫罪为切入点ꎬ在梳理了抢劫罪的学术争议与适用现状后ꎬ认为在网络有组织

犯罪视阈下ꎬ理应对抢劫罪的法益进行理性调适ꎬ即增加精神法益作为抢劫罪的次要法益ꎬ并在此基础上

提出刑事治理应对路径:一则应注重把握应罚与需罚的限度ꎬ二则要集中破除利用网络致被害人自杀自

残等司法适用难点堵点ꎮ
关键词:网络有组织犯罪ꎻ抢劫罪ꎻ刑事治理

　 　 一、问题的提出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以下简称“«反有组织犯罪法»”)正式施行ꎬ标志着

我国在针对网络有组织犯罪的法治建设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ꎮ 有组织犯罪一直以来都是政府重点打击

对象ꎬ因为其不仅对公民法益产生极为严重的侵害ꎬ更会对国家安全、社会秩序、经济秩序等构成重大威

胁ꎮ «反有组织犯罪法»的施行既将恶势力组织等政策性概念法律化ꎬ又明确提出打击有组织犯罪要“露
头就打”“打早打小”ꎬ注重预防数字化背景下有组织犯罪网络化和网络犯罪组织化两大趋势ꎮ 这就要求

司法机关在处理网络有组织犯罪时既要准确判断当事人所犯何罪ꎬ又需依据犯罪事实ꎬ在刑罚裁量时做

到宽严相济ꎮ 但是ꎬ移动互联网爆炸性的发展常常让司法理论在指导实践中力不从心ꎮ 在网络技术的加

持下ꎬ网友有组织犯罪的危害性极大且极易出现被害人广泛分布、人数众多的情形ꎬ但由于危害结果常常

由不同主体、多个链条、数个阶段共同形成ꎬ①司法机关难以通过传统犯罪的认定标准认定网络有组织犯

罪中的犯罪ꎬ容易出现罪责刑不相适应ꎬ刑罚在个案处置中难以有效保障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ꎮ 基于此ꎬ
本文试图以抢劫罪为切入点ꎬ尝试根据网络时代特征调整抢劫罪的刑事概念和规范ꎬ更新刑事治理理念ꎬ
推动传统犯罪的“网络化”进程ꎬ反思并填补利用网络开展有组织犯罪活动的相关认定漏洞ꎬ进而探寻如

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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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通过既有罪名有效规制网络有组织犯罪的刑事治理路径ꎮ

　 　 二、选取抢劫罪为切入点的原因及该罪现存争议的说明

刑事治理路径的建构不能脱离我国刑法实践ꎬ切入点的选择也必须展开说理论证ꎬ并分析其理论和

实践现状ꎮ 因此ꎬ下文将就选取抢劫罪为切入点的原因及该罪的现存争议展开说明ꎮ

　 　 (一)选取抢劫罪置于网络有组织犯罪视阈下分析的原因

之所以将抢劫罪放置于网络有组织犯罪视阈研究中主要有以下考量:
首先ꎬ对人的强制行为历来是我国刑法最重要的规制对象之一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明确指出要“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ꎬ依法严惩群众反映强烈的各类违法犯罪活动”ꎮ① 这种强制集中体

现于“暴力”及“胁迫”ꎬ抢劫罪与有组织犯罪均具有“暴力”及“胁迫”的强制特征ꎬ所以上述两罪一直都是

司法机关重点打击的犯罪类型ꎮ 对此ꎬ我国展开了连续数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并取得了决定性胜

利ꎬ诸如四川刘汉等盘踞地方多年的黑恶势力都被先后查处ꎮ 可以说ꎬ具有黑恶性质的有组织犯罪已基

本扫除殆尽ꎬ发生在线下的严重暴力犯罪在逐步减少ꎬ反有组织犯罪工作已进入常态化阶段ꎮ 然则ꎬ步入

常态化阶段绝非高枕无忧ꎬ“网络水军”等依托网络有组织性的网暴他人以及“套路贷”等案件的不断出现

警醒我们ꎬ网络社会的高度信息化在不断降低有组织犯罪的门槛ꎬ愈来愈多的犯罪开始利用网络匿名性

等特征ꎬ放弃建立实体型、紧密型、有实际控制能力型的线下成规模化的组织结构ꎬ转而利用单纯可观经

济利益吸引不法成员自愿参与到犯罪之中ꎬ让不法成员采取言语辱骂、恐吓、发送淫秽或晦气图片等网络

“软暴力”方式ꎬ让受害人产生恐惧心理ꎬ迫使受害人给付公私财物ꎮ② 尽管ꎬ党和国家有意识地通过兼具

政治属性与法律属性的专项斗争来进行自我净化ꎬ遏制有组织犯罪的蔓延ꎬ但是ꎬ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与

迅猛革新不仅将组织者、领导者特征模糊化ꎬ而且还方便了犯罪组织将其组织结构嵌入到合法经营活动

中ꎬ想要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时只需通过网络技术便可源源不断地聚拢外围犯罪人ꎬ③增加司法机关刑事治

理难度ꎬ破坏网络有组织犯罪的治理基础ꎮ 因此ꎬ如何巩固现有治理成果ꎬ构建预防性法律制度ꎬ实现遏

制传统犯罪向网络有组织犯罪转变的刑罚功效ꎬ值得学界予以关注与讨论ꎮ
其次ꎬ以往通说所秉持的“以获取超常经济利益为目的、以组织体形式进行、以暴力、威胁等作为基本

手段ꎬ力图确立非法影响或建立非法秩序”的有组织犯罪特征在网络时代中已悄然发生转变ꎮ④ 近年来学

界已有研究指出网络有组织犯罪的犯罪目的不再局限于追求物质利益ꎬ⑤现阶段的网络有组织犯罪所追

求的利益更加多元化ꎬ包括但不限于侵犯人身权益ꎬ谋求政治利益等ꎬ而抢劫罪作为典型的传统财产类犯

罪ꎬ却也在逐步突破传统抢劫犯罪的时空局限性ꎮ 诸如孟加拉央行网络抢劫案等新型案件已然颠覆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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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对抢劫罪的认知ꎬ即使由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全力侦办ꎬ依然无法取得嫌疑人直接参与犯罪

的证据以及其获利证据ꎮ① 说明利用网络实施抢劫罪已经给刑事归责带来了诸多挑战ꎬ抢劫罪的不法属

性与不法程度的评价标准应当根据时代发展要求而做出调整ꎮ 根据刑法学通说ꎬ抢劫罪是以暴力、胁迫

或者其他方法ꎬ当场强行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ꎮ②

　 　 (二)司法实务中抢劫罪适用现状及原因分析

结合 ２０２０ 年版刑事司法大数据蓝皮书的数据可以得出以下结论ꎬ即抢劫罪的涉案数量自 ２０１４ 年后

呈现明显下降趋势ꎬ③且仍将持续ꎮ 上述现象的产生固然可喜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ꎬ国

家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ꎮ 但不可回避的是ꎬ在涉嫌抢劫罪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与审判过程中ꎬ面对嫌疑

人所构之罪处在“此罪与彼罪两可”的情形时ꎬ司法机关往往更加倾向于选择轻罪以定罪量刑ꎮ 本文认

为ꎬ出现上述司法现状的原因有二:一则ꎬ我国犯罪结构随法治的健全发生了明显变化ꎮ 根据 ２０２３ 年最

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显示ꎬ２０２２ 年受理审查起诉杀人、放火、爆炸、绑架、抢劫、盗窃犯罪为近二十年来

最低ꎬ自 ２０１７ 年以来我国便是命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ꎮ④ 网络的跨越式发展也要求刑事治理应从严

刑重刑转向重预防、轻刑化ꎮ 但是ꎬ抢劫罪作为一种严重侵犯公民人身安全和公私财产权益的犯罪ꎬ立法

者普遍认为其社会危害性居于侵犯财产罪之首ꎬ⑤因此在刑罚轻缓化趋势下的抢劫罪仍然保持为 ３ 年以

上 １０ 年以下有期徒刑和 １０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两个罪刑单位ꎬ即仍然将抢劫罪全罪归于重罪

范畴ꎬ难以适配轻罪时代的治理要求ꎮ 二则ꎬ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等罪在行为方式、犯罪对

象、犯罪目的等方面存在诸多相似之处ꎬ如在实践中若出现竞合情况ꎬ即“此罪与彼罪两可”的情况时且案

件不明显符合抢劫罪通说的“两个当场”标准ꎬ司法机关往往在对案件的定性过程中倾向于选择轻罪ꎮ 虽

然基层执法人员遇到司法实务难题时可以通过向上级机关请示法律适用的方式保证法律适用的正当合

理性ꎬ但是法律规范的滞后性与技术应用的前瞻性之间存在天然的冲突与矛盾ꎬ涉及基本民生保障领域

的违法犯罪问题往往是由复杂社会因素交织而成ꎬ⑥上级司法机关往往也难以精准处置纷繁复杂的案情ꎬ

所以替代抢劫罪定罪的其他罪名的法定刑幅度很可能低于抢劫罪ꎬ造成罪责刑不相适应ꎬ却可以保证刑

罚后果可控性ꎬ让处罚“留有余地”ꎮ

　 　 三、网络有组织犯罪视阈下抢劫罪法益的理性调适

毋庸置疑ꎬ有组织犯罪网络化已对国家安全利益、公共利益以及个人权益造成了重大安全风险ꎬ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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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报»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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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群众的安全感ꎬ理性调适抢劫罪规制范围是必要的ꎬ但抢劫罪毕竟属于重罪范畴ꎬ适配刑罚的轻刑化、多
元化趋势ꎬ维护谦抑原则是保持调适“理性”的关键ꎮ 这既需要结合抢劫罪的历史演变ꎬ又要紧密贴合刑法条

文ꎬ将值得科处刑罚的法益侵害行为概念化、类型化ꎬ完善网络有组织犯罪视阈下抢劫罪的规制范围ꎮ

　 　 (一)抢劫罪立法的历史演变

抢劫罪所造成侵害或危险ꎬ亦或抢劫罪所保护的法益ꎬ不应形式地按照字面含义进行纯粹的文理解

释ꎬ许多暴力犯罪的立法价值会随时代的发展而发生变化ꎬ唯有梳理抢劫罪发展的源流ꎬ才能真正阐明刑

法条文的真实含义ꎮ 我国对抢劫行为开展刑法惩处的历史十分悠久ꎬ早在西汉时期ꎬ抢劫罪便以“强盗

罪”的面目出现在国家法律之中ꎮ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盗律»规定:“盗五人以上相与功(攻)盗ꎮ 为

群盗ꎮ 群盗及亡从群盗若缚守将人而强盗之皆磔”ꎮ① 唐代以后ꎬ«唐律»的出台明确了公取与

窃取之盗的区分ꎬ奠定了抢劫罪法律适用的基本条件ꎮ② 至两宋年间ꎬ强盗法、强盗罪六项法等法律的出

台进一步细化了抢劫罪中“持杖和不持杖、得财和不得财、伤人和不伤人”等种类ꎬ完善了抢劫罪(强盗罪)

的量刑和死刑适用标准ꎬ③明清在承袭了唐宋有关抢劫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的基础上更加看重危害性ꎬ如是

否持凶器、是否劫得财物等等ꎮ 上述演变既彰显了抢劫罪所蕴含的中华法系之精华ꎬ也说明了抢劫罪保

护法益及其定罪量刑标准会随时代发展要求而革新ꎮ

　 　 (二)抢劫罪法益的分歧与评述

将抢劫罪的法益问题放置于网络有组织犯罪视阈下反映了新时期人们在网络风险社会中实现人身

和财产权益保护的价值共识ꎬ而抢劫罪在司法适用中的诸多问题以及在网络有组织犯罪视阈下的认定困

难的关键在于法益的含混ꎬ这也导致其以抢劫罪为代表的传统犯罪的立法批判机能与规范解释机能难以

有效发挥ꎮ 目前关于抢劫罪保护法益的思考ꎬ学界有以下共识ꎬ其一ꎬ抢劫罪等财产犯罪作为典型的结果

犯ꎬ其可罚性必须建立在对法益产生实际危险或实害上ꎮ 其二ꎬ抢劫罪的法益具有复合性ꎬ包含人身法益

和财产法益两方面内容ꎮ 但是关于人身法益的具体内涵ꎬ学界却出现了两种立场:立场一主张抢劫罪的

保护法益是人身自由ꎬ④立场二则主张抢劫罪侵害或威胁了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法益ꎮ⑤ 由上可知ꎬ抢劫

罪的保护法益争议较大ꎬ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对犯罪边界的把握立场不一ꎮ

在本文看来ꎬ立场一与立场二的观点都存在明显缺陷ꎮ 立场一学者所要保护的“人身自由”多理解为

“物质性的自由”ꎬ即自由的个体拥有支配个人身体肉身部件的行动自由ꎮ 这种对“物质性的自由”的保护

衍生了抢劫罪“当场对被害人实施强制行为、当场获得财物”的要求ꎮ 但是近年来有学者对“人身自由”的

法益内涵提出了质疑ꎬ认为宪法与民法中的“人身自由”不仅包含了“物质性的自由”ꎬ还同时具备着“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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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性的自由”的属性ꎬ即强调思维决策的结果不应受外界言语或行为的干预ꎬ而应按照人本身对外界事物

的感知和认识自由地做出选择ꎮ① 根据法秩序统一性原理ꎬ所有部门法都应在实务中保证法秩序统一ꎬ尽
可能地消除部门法之间的矛盾ꎬ而立场一的观点未与宪法和民法上“人身自由”保持一致ꎬ明显违背了法

秩序统一性原理ꎮ 相较于立场一ꎬ立场二所要保护的法益则更为抽象、泛化ꎮ 生命权、健康权作为自然人

享有其他一切权利的前提和基础ꎬ自然不允许他人非法侵害或者剥夺ꎮ 然而ꎬ抢劫罪的主体法益毕竟是

侵犯财产法益ꎬ如将生命权、健康权这种绝对权利作为抢劫罪所要保护的法益不仅会增加不切实际的期

望ꎬ还会过度降低入罪门槛ꎬ回到消极性带防御性的严刑峻法模式ꎮ

　 　 (三)网络有组织犯罪视阈下抢劫罪所应保护法益的完善

分歧关联着定罪量刑的准确与否ꎬ说明了调适抢劫罪规制范围对完善刑法规制体系具有必要性ꎮ 分

歧的产生绝非单纯的理论学派之争ꎬ更隐含着对法益认识的巨大差异ꎬ唯有厘清抢劫罪保护法益的内涵ꎬ
才能真正解决分歧ꎮ

作为刑法所保护公民个人和人类社会生活的核心利益ꎬ法益不是法律创设出来的ꎬ而是早已存在于

个体需求和社会生活之中ꎬ被立法者所重视ꎬ并提炼为法律规范ꎬ让其拥有法治价值ꎬ最终成为公众的普

遍经验认知ꎮ② 对于网络有组织犯罪视阈下抢劫罪法益的把握ꎬ既要立足于抢劫罪的本质ꎬ更要结合网络

时代的大背景展开ꎬ不能脱离“网络有组织犯罪”这个关键词ꎮ 具言之ꎬ现行刑法颁布于 １９９７ 年ꎬ彼时抢

劫罪的相关规制措施均是建立在现实物理空间的风险基础之上ꎬ将抢劫罪划归侵犯财产类犯罪并选择财

产权益作为该罪的主要保护法益是合理的ꎮ 但是ꎬ“网络有组织犯罪”这一关键词暗含网络、组织人员、经
济利益三个要素ꎬ这三个要素的相互交织让意欲不法者发现:有组织比个人单干能够获得更大的经济利

益ꎻ运用网络技术优势从不同维度介入犯罪ꎬ所产生的暴力威慑效果丝毫不亚于传统犯罪对人的侵害ꎮ
例如ꎬ在 ２０２３ 年发生的多起网络暴力事件中ꎬ不乏为犯罪组织追求经济利益ꎬ在网络上发动有组织、有策

划的网络暴力ꎬ以强行获取受害者财产利益ꎮ 根据罗克辛客观归属理论ꎬ行为人行为是否构成入罪可进

行三个层次的判断ꎮ③ 首先ꎬ网暴行为给被网暴者制造了不被容许的危险(危险增加论)ꎬ网络暴力以急剧

入侵的方式干涉和控制他者ꎬ所产生的暴力胁迫性也足以甚至远超传统意义上通过暴力、胁迫方式压制

被害人反抗的行为ꎻ其次ꎬ这个危险在现实中实现为具体的结果(因果关系论)ꎬ许多被网暴者出现精神失

常、消极避世ꎬ甚至自杀的恶劣后果ꎻ最后ꎬ这些结果存在于构成要件的效力范围内(规范的保护目的论)ꎬ
即构成抢劫罪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ꎬ对被害人实施暴力胁迫行为ꎬ对其实行精神强制ꎬ使其因恐惧、不敢

反抗而交出财物或不敢阻止行为人夺走其财物的行为ꎬ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ꎮ 但在司法实践中ꎬ司法

机关常常受到“两个当场”的束缚ꎬ对此类行为往往只能以侮辱、诽谤罪加以处罚ꎬ造成罪刑不相适应ꎮ
基于此ꎬ本文提出在抢劫罪原有法益基础上予以进一步完善ꎬ增加精神法益作为抢劫罪的次要法益ꎮ

首先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中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等新罪名的确定颁布说明了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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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洁:«身联网时代人身自由理论的数字法革新»ꎬ«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ꎮ
吴应甲:«新型网络有组织犯罪的结构异化及法律规制»ꎬ«新疆社会科学»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ꎮ
齐文远、童德华、周祥:«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刑法原理»ꎬ法律出版社ꎬ２０１８ꎬ第 ２１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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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承认精神法益符合刑法目的正当性要求ꎬ法益的精神化已成基本趋势ꎮ① 其次ꎬ将精神法益作为抢劫罪

的次要法益ꎬ将有助于准确把握网络时代下抢劫罪的定罪量刑ꎬ做到罚当其罪ꎬ弥补现有立法对有组织性

的犯罪分子利用网络从精神上对被害人实施暴力、胁迫的认识不足的问题ꎮ 然则ꎬ明确将精神法益作为

抢劫罪的次要法益并不是否定了抢劫罪属于财产类犯罪ꎮ 相反当直接法益存在主次之分时ꎬ犯罪行为必

须有侵害主要法益的目的才能构成该罪ꎬ刑事可罚性的考量重点也应是“主要法益侵害的大小”和“主要

法益侵害可能性的高低”ꎮ 但是传统考察路径只能体现出犯罪人实施抢劫行为的客观损害性及主观恶

性ꎬ未能考量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ꎮ 因此ꎬ在引入精神法益的同时提出一条适合于网络语境下的考察路

径ꎬ即“犯罪者对被害人实施精神暴力、胁迫———压制被害人人身自由以及对财产法益的支配权———生

命、身体和自由等人身法益以及财产权益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侵犯”ꎬ这一路径可以有效弥补传统犯罪网络

化所造成的法益评价漏洞ꎬ为司法机关破除“两个当场”的桎梏创造可能ꎮ 当然ꎬ相较于传统线下犯罪中

暴力的认定ꎬ对精神的暴力、胁迫必须以公然性作为要件ꎬ诸如网络暴力若想达到抢劫罪的暴力程度ꎬ必

须要求实施者通过不特定多数人一起传播形成坏的评价而降低他人社会评价的行为ꎬ并存在向社会广泛

散布的危险性ꎮ 如若不符合公然性要件ꎬ则应定性为敲诈勒索罪等暴力程度相对较弱的犯罪ꎮ

　 　 四、从抢劫罪保护法益的完善谈刑事治理的应对路径

在面对传统罪名呈现网络化、有组织化的犯罪类型时ꎬ刑事治理需把握应罚与需罚的限度ꎬ破除利用

网络致被害人自杀自残等司法适用难点堵点ꎬ以应对时代之问ꎮ

　 　 (一)把握应罚与需罚的限度

从网络有组织犯罪的发展趋势上看ꎬ相较于传统的线下犯罪ꎬ网络有组织犯罪往往会由结果犯、侵害

犯转化为危险犯、行为犯ꎬ即行为对行为客体虽然暂未造成外界客观可见的损害ꎬ但已造成客观危险状

态ꎬ实质损害的产生只在旦夕之间ꎬ且一旦发生对国家、社会、公民法益的侵害更为严重ꎮ 正因如此ꎬ这为

我们揭示了网络有组织犯罪相较于一般网络犯罪更应受到刑罚苛责的本质ꎬ即相比于个人行为ꎬ网络有

组织犯罪所造成的整体社会维稳治理成本呈指数级上升ꎬ所引起的法益侵害结果更加不可测ꎬ对待有组

织犯罪的刑法打击理应更加前置化ꎮ 例如有组织犯罪中组织领导者的组织行为和领导行为本身便会被

认定为对公共秩序法益和公共安全法益的抽象危险ꎬ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网信办等部门才会专门出

台«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ꎬ严厉打击网络暴力犯罪等等ꎬ都是我国当前刑事法打

击前置的重要体现ꎮ 所以ꎬ把握应罚与需罚的限度ꎬ关键在于考虑犯罪的手段对被害人危险的程度及其

所造成的后果ꎮ 具言之ꎬ首先ꎬ犯罪的手段要考察行为人有无采用明显的暴力或者暴力威胁手段ꎮ 这里

的“明显”与否不应当指“轻重”的区别ꎬ而应当指“有无”的区别ꎬ且“有无”的判断也不应该局限于物理性

质的ꎬ也应包括精神性质的ꎮ 其次ꎬ对被害人危险的程度及其所造成的后果不宜僵化地适用积量构罪模

式ꎬ需要引入比例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正当性原则进行综合判断ꎮ 依托网络开展的法益侵害ꎬ其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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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性往往存在着一个从无到有ꎬ从小到大或从弱到强的发展积累过程ꎬ不同主体所起作用错综复杂ꎬ主观

因素亦差异巨大ꎮ 一些实行行为的“开始”显然不属于犯罪预备ꎬ但其又因“可能”不具有法益侵害的“紧

迫危险性”而不被视为着手ꎬ则实行行为的“开始”难以判断ꎬ①后期试图通过极为精准的量化标准判断犯

罪积量、犯罪后果的方式往往会差强人意ꎬ无法真正反映行为对信息管理秩序破坏程度ꎮ 这些都需要司

法机关根据具体案件情况ꎬ结合上述原则予以认定ꎬ通过系统论法学视角全盘把握应罚与需罚的限度ꎮ

同样ꎬ网络有组织犯罪中教唆者、帮助者以及间接正犯中利用者等主体的可罚性的判断ꎬ不能仅仅单一地

拎出其行为ꎬ看其行为本身的危险ꎬ而应追究其行为作为结果的危险ꎬ即对法益侵害的确认ꎬ②此时判断法

益侵害的紧迫危险性也具有了一般性和客观性ꎬ罚当其罪的实质追求也就有了实现的可能ꎮ

　 　 (二)破除利用网络致被害人自杀自残等司法适用难点堵点

惩治犯罪ꎬ让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最终目的是更好维护公民的自由和权利ꎬ以及国家、社会安全ꎬ

这就要求执法者必须厘清网络有组织犯罪中犯罪主体的行为所应承担何种刑事责任ꎮ 然而ꎬ正如上文所

论ꎬ网络有组织犯罪者可以借助网络数字技术ꎬ在短时期内迅速对某一特定个体实施具有不可忽视的暴

力胁迫强度ꎬ已对被害人造成精神压迫ꎬ导致被害人自杀自残ꎬ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ꎬ但是诸如此类严重

侵害精神法益的行为ꎬ依靠现行刑法体系处理却往往存在疏漏ꎬ部分司法机关甚至面临此类情形ꎬ直接否

定其与自杀死亡的因果关系ꎬ这种做法显然难以实现罪责刑的相适应ꎮ 为了坚持刑法的基本价值追求ꎬ

保障公民自由权利ꎬ立法者还是司法实务者都必须积极寻求应对之策ꎬ坚决破除利用网络致被害人自杀

自残等司法适用难点堵点ꎮ 只有难点堵点被破除ꎬ刑法的机能才能真正发挥作用ꎮ 下文就利用网络暴力

致被害人自杀自残这一司法适用难点堵点ꎬ提出一个分析框架ꎬ期冀能为法律同仁破除其余司法适用难

点痛点提供借鉴ꎮ

首先ꎬ本文要给自杀寻找一个明确定义ꎬ并对自杀行为作出法律评价ꎮ 通说认为ꎬ自杀是指自杀者必

须完全自主决定选择死亡ꎬ放弃生命的决定不存在重大瑕疵ꎬ是被杀者基于自由的意志决定自己实现构

成要件结果ꎮ③ 我国刑法虽没有处罚自杀参与行为的明文规定ꎬ但不难看出我国立法者对自杀行为持明

显否定态度ꎮ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规定ꎬ“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ꎬ自合同成立

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二年内ꎬ被保险人自杀的ꎬ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ꎬ就是最好的佐证ꎮ

多名学者也从比较法的角度观察论证了自杀行为具有违法性ꎬ自杀者有可责之处ꎬ但刑法谦抑性、刑事政

策对弱者的倾斜性保护ꎬ以及自杀者违法性程度明显偏低ꎬ让立法者不愿再苛责自残自杀者ꎮ④ 然而ꎬ自

杀和自伤行为虽不具备可入罪性ꎬ但这并不改变网络暴力的不正当性ꎬ因为网络暴力严重贬损了被网暴

者立足于社会并受到社会关爱的权利以及其所作为人的人格尊严ꎬ如被网暴者自杀ꎬ则危害不可逆转ꎬ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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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侵犯尊严的行为就应当入罪ꎮ① 如此ꎬ说明促成自杀者自杀的相关行为在很多情景下是具有违法性、可

罚性的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更应在刑事规制之列ꎮ

其次ꎬ不法者若仅仅通过网络手段对被害者实施精神暴力ꎬ达到胁迫或令被害者精神崩溃的地步ꎬ往

往要求不法者实施了强度极高的暴力威胁ꎮ 日本学者山口厚认为ꎬ要想肯定行为人的行为与构成结果之

间的因果关系ꎬ必须是因为行为人当初的实行行为等给被害人的行为带来了一定程度以上的危险性ꎬ并

且使这种危险性现实化成了结果ꎮ② 例如ꎬ日本经典案例“闯入高速公路事件”ꎬ被害人长时间受到精神压

迫ꎬ已对被告抱有极度恐惧感的情况下ꎬ闯入高速公路被车撞死ꎬ被害人的死亡结果应与被告行为存在因

果关系ꎮ 山口厚教授的观点是在传统物理情景下的例子ꎬ放置于网络情景之中ꎬ则应要求行为人当初的

实行行为等给被害人的行为带来了高程度的危险性ꎮ

再者ꎬ也是最核心的问题ꎬ就是如何判断行为具有高度危险性ꎮ 对此ꎬ本文提出“行为暴力程度评

估———行为人认识———心理危机脆弱性”框架ꎮ 该框架不追求指标的可量化ꎬ当有组织犯罪、传统网络犯

罪相互交织的那一刻起ꎬ犯罪形态、犯罪数额等便会产生剧烈的“化学反应”ꎬ这一反应在短时期内难以冷

却ꎮ 故而ꎬ为防止陷入“唯指标主义”陷阱ꎬ本文不会通过设定了一系列强数字目标来解决违法犯罪问题ꎬ

而是会通过提供判断路径的方式ꎬ指引相关司法活动ꎮ 第一ꎬ行为暴力程度评估应从两方面判断ꎮ 一方

面ꎬ基于社会一般观念ꎬ从一般人视角判断行为人利用网络实施的暴力或胁迫是否会对一般人的精神产

生控制或让一般人达到产生精神崩溃带来的不利后果ꎻ另一方面ꎬ就行为而言ꎬ首先ꎬ可以从行为人数量、

影响力、行为频次等方面综合判断ꎮ 如行为人是否是有组织性的、多对一的、连续不断地利用网络实施网

络暴力、威胁恐吓被害人等等ꎮ 其次ꎬ鉴于网络有组织犯罪呈现链条化特征ꎬ可以将行为置于有组织犯罪

链条中ꎬ判断其行为是否成为有组织犯罪的关键犯罪节点ꎮ 例如ꎬ网络暴力犯罪中的推波助澜者虽然并

非网络暴力组织者ꎬ但如若长期或高频度地在各类网暴事件中发挥推波助澜作用的ꎬ此时便可将该行为

人视作长期从事违法犯罪的独立节点ꎬ将其行为纳入网络有组织犯罪中予以评价ꎮ 第二ꎬ综合分析以行

为人所受教育、思维能力等个人基本情况ꎬ分析行为人是否能够认识到其实施行为的不法性和可能预见

到的不法结果ꎮ 在综合分析过程中有些不法意识是可以被推定的ꎬ如行为人利用个人影响力或有组织性

地实施网络暴力ꎬ威胁他人等ꎬ当行为人实施此类在生活共识意义上具有不法性的行为时ꎬ便可认定其具

有不法认识ꎮ 但是ꎬ行为人是否能够认识到行为会导致被害人可能精神崩溃ꎬ甚至出现自残自杀的情形ꎬ

这就需要综合判断ꎮ 例如“粉头发女孩遭网暴自杀”事件中ꎬ女孩郑灵华自杀之前ꎬ已有多家媒体报道其

已患抑郁症ꎬ但网暴仍在持续ꎬ这种网暴给被害人带来了极高程度的危险性ꎬ并且使这种危险性现实化成

了结果ꎬ应当认定网暴发起者、组织者和推波助澜者与郑灵华的死具有刑法层面的因果关系ꎮ 因此ꎬ本文

提出在综合判断中ꎬ可以从行为人是否存在了解被害人现状、精神状态的可能性ꎬ根据可能性大小判断因

果关系的成立与否ꎮ 第三ꎬ行为危险性的程度最终应聚焦到个体身上ꎬ分析被害人的心理危机脆弱性ꎮ

心理危机脆弱性是描述个体心理危机承受能力的概念ꎬ 用于描述个体容易被危机的压力伤害ꎬ 是个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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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ｎｎｉｓ Ｊ Ｂａｋｅｒ:«不被犯罪化的权利:刑法规则的界限»ꎬ王晓晓译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２０２３ꎬ第 １９４－１９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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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危机发生前即存在的一种性质ꎮ① 对此ꎬ学界已有多项研究成果ꎬ并论证得出了心理危机脆弱性越

高ꎬ个体越容易出现心理失衡且不易恢复的结论ꎮ② 当司法机关进行充分的事实取证后ꎬ通过被害人事发

前的行为举止、生活状态等ꎬ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较高的心理危机脆弱性ꎬ如确实存在ꎬ则应当认为行为

人通过网络实施的暴力、胁迫ꎬ对被害人选择自残自杀结果实现的作用力较小ꎬ行为人不应或应减轻刑事

责任ꎮ 反之ꎬ如行为人明知被害人具有较高的心理危机脆弱性仍然实施相关行为ꎬ则实行行为和结果之

间的因果关系就不应被否定ꎮ

　 　 五、结语

研究选取网络有组织犯罪作为研究视阈ꎬ以传统典型罪名抢劫罪为切入点ꎬ通过梳理抢劫罪的历史

演变、适用现状、学理分歧ꎬ提出对抢劫罪的法益展开了理性调适ꎮ 在此基础上ꎬ本文提出以抢劫罪为代

表的传统罪名需要警惕传统犯罪网络化、组织化的发展趋势ꎮ 对此ꎬ研究提出刑事治理应对路径:一则应

注重把握应罚与需罚的限度ꎬ二则要集中破除利用网络致被害人自杀自残等司法适用难点堵点ꎮ 值得注

意的是ꎬ随着数字科技的迅猛发展ꎬ越来越多的传统犯罪必将存在网络化、组织化的发展趋势ꎮ 对此ꎬ学

界同仁必须群策群力ꎬ积极填补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ꎬ为刑事治理的发展提供更多助力ꎬ从而促进中国式

法治现代化刑事治理能力的稳步提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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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晟炜ꎬ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ꎬ研究方向为刑法学、党内法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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