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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革命与劳动力市场冲击:
问题、现状和应对

　 　

陈永伟

　 　 摘　 要:作为一种通用目的技术ꎬ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在大幅提升生产力的同时ꎬ也可能对就业市场

造成显著的冲击ꎮ 究竟这种冲击是否会引发“技术性失业”ꎬ已经成为各界关注的一个问题ꎮ 为了理解这

一问题ꎬ本文首先对“历史上的技术性失业”问题进行了讨论ꎬ并重点分析了该问题背后的补偿问题ꎮ 其

次ꎬ在此基础上ꎬ本文讨论了由人工智能技术引发的“技术性失业”问题的特殊之处ꎬ并给出了与之相关的

一些经验证据ꎮ 最后ꎬ本文就应对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技术性失业”问题给出了一些政策研究ꎮ
关键词:人工智能ꎻ通用目的技术ꎻ“技术性失业”

自“深度学习革命”以来ꎬ人工智能(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ꎬ以下简称“ＡＩ”)就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ꎮ
尤其是在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ꎬＣｈａｔＧＰＴ 横空出世之后ꎬＡＩ 技术的进步更是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ꎮ 几乎每一

天都有新的 ＡＩ 模型涌现ꎬ模型的性能则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迭代ꎮ
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ꎬ让历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所积蓄的巨大能量开始得到释放ꎬ为经济增长提

供了新引擎ꎬ让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提升ꎮ 它正在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各个经济环节进行重

构ꎬ催生大量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ꎬ引发经济结构、生活方式ꎬ乃至思维方式的重大变

革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目前的人工智能技术还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ꎬ如果“强人工智能”“超人工智能”取
得了突破ꎬ它所激发出的生产力将更为强大ꎮ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ꎬ相比于之前的历次科技革命ꎬ“人工智

能革命”要来得更猛烈、更彻底(库兹韦尔ꎬ２０２４)ꎮ
对于中国来说ꎬ“人工智能革命”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高文ꎬ２０２３ꎻ陈永伟ꎬ２０２３ꎻ戚聿东ꎬ２０２４)ꎮ 作

为一个大国ꎬ我国不仅储备了大量相关领域的专业人才ꎬ拥有发展该技术所必需的海量数据ꎬ还具有庞大

的潜在应用市场ꎬ这些都让我国在发展人工智能时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ꎮ 如果能够善用这些有利条件ꎬ
就能帮助我国大幅提升社会生产力和国际竞争力ꎬ为在国际竞争中成功实现弯道超车创造有利条件ꎮ

党和政府已充分认识到了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性ꎬ并对其发展提出了战略规划ꎮ 早在 ２０１７ 年的«政
府工作报告»中ꎬ就已明确提出了要加快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研发ꎮ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ꎬ国务院又发布了«新
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ꎬ对未来一段时期内人工智能发展的指导思想、战略目标和重点任务进行了全面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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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ꎮ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ꎬ明确提出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ꎬ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
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①ꎮ 在 ２０２４ 年的«政府工作

报告»中ꎬ更是首次提出了“人工智能＋”行动ꎮ 可以预见ꎬ在党和政府的引导下ꎬ我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将会

迎来重大的发展ꎬ并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发挥巨大的带动作用ꎮ
不过ꎬ在大力发展人工智能的同时ꎬ我们也必须对其可能带来的问题引起足够重视ꎮ 其中一个尤其需要

关注的问题就是就业ꎮ 任何一次大的技术变革都是“创造性毁灭”(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ꎬ在创造出新的生产

力、新的生产组织方式的同时ꎬ也必然伴随着对旧的生产力、旧的生产组织方式的摧毁(熊彼特ꎬ１９９０ꎻ熊彼

特ꎬ１９９９)ꎮ 在此过程中ꎬ往往会伴随着大批失业的出现ꎮ 无论是第一次工业革命ꎬ还是第二次工业革命ꎬ都
印证了这一点ꎮ 作为新型通用目的技术的人工智能ꎬ其对就业的冲击将更为剧烈、更为持久、更为全面ꎬ因
此ꎬ其可能造成的失业问题也可能会更加严重(Ｂｒｙｎｊｏｌｆｓｓｏｎ ａｎｄ ＭｃＡｆｅｅꎬ２０１７ꎻＦｏｒｄꎬ２０１６)ꎮ

在这样的背景下ꎬ明确人工智能的通用目的技术属性ꎬ了解其可能对经济和就业产生的影响ꎬ做到心

中有数ꎬ并在其基础上做好应对可能的就业冲击的准备ꎬ就变得相当重要了ꎮ 在本文中ꎬ我们将对人工智

能的通用目的技术属性ꎬ以及它对就业市场产生影响的可能机制进行介绍ꎬ并在其基础上评估其带来的

“技术性失业”的可能规模ꎮ 此外ꎬ我们还将就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技术性失业”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ꎮ

　 　 一、人工智能及其通用目的技术属性

　 　 (一)通用目的技术

“通用目的技术”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经常被提及的一个概念ꎮ 区别于仅用于某些具体用途的专

用目的技术(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简称“ＳＰＴ”)ꎬ通用目的技术的应用范围通常十分广泛ꎬ因而它们

对经济的影响是整体性的ꎮ 例如ꎬ蒸汽机、电气化等技术就是最常被提及的通用目的技术ꎮ 在文献当中ꎬ

这些技术通常被称为“经济增长的引擎”ꎮ

布里斯纳罕和特拉特纳格最早对通用目的技术进行了研究(Ｂｒｅｓｎａｈａ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ｊｔｅｎｂｅ８８ｒｇꎬ１９９５)ꎮ 根

据他们的定义ꎬ通用目的技术应该具有如下三个基本特征:

一是普遍适用性(Ｐｅｒｖａｓｉｖｅｎｅｓｓ)ꎮ 通用目的技术可以作为投入品ꎬ被广泛地应用到各个不同的部门ꎮ

比如ꎬ作为通用目的技术的新能源在不同的行业都能够得到使用ꎻ而作为通用目的技术的计算机也可以

为各个行业赋能ꎮ

二是进步性(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ꎮ 通过持续的创新和学习ꎬ通用目的技术的表现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

改进ꎮ 这种改进可能是多维度的:它可能表现为与通用目的技术相关的产品、系统ꎬ以及组件的成本降

低ꎬ也可能表现为它们的质量改善ꎮ 随着通用目的技术表现的改善ꎬ使用它们将会变得越来越有利可图ꎬ

而这也会有助于它们的进一步扩散ꎮ

三是创新孕育性(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ｐａｗｎｉｎｇ)ꎮ 通用目的技术的创新会促进相关应用技术的创新ꎬ进而提高

应用部门的研发生产率ꎬ而应用部门的技术进步又会反过来促进通用目的技术自身的进步ꎮ 显然ꎬ创新

２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２２ꎬ第 ３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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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育性的存在会让通用目的技术创新和应用部门创新的回报率同时得到提升ꎮ

里普赛等人在合著的«经济转型:通用目的技术和长期经济增长»中曾对历史上的 ＧＰＴ 进行过专门

的研究ꎮ 在他们看来ꎬ从公元前 ９０００ 年至今ꎬ只有 ２４ 种技术可以称为 ＧＰＴꎮ 按照出现的顺序ꎬ它们分别

为:植物驯化、动物驯养、矿石冶炼、轮子、写作、青铜、钢铁、水车、三桅帆船、印刷术、蒸汽机、工厂体系、铁

路、铁轮船、内燃机、电力、汽车、飞机、大规模生产、计算机、精益生产、互联网、生物技术、纳米技术ꎮ 显

然ꎬ这些技术中的每一种都对推动人类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ꎮ

从历史上看ꎬ很多通用目的技术的发明和扩散都会对既有的工作方式产生重大的冲击ꎬ并随之带来

显著的就业影响ꎮ 一方面ꎬ新技术的扩散会让很多采用旧技术的人失去工作ꎻ另一方面ꎬ新技术的扩散又

会产生很多新的就业岗位ꎬ从而产生“补偿效应”ꎮ 比如蒸汽机和工厂体系的出现夺走了很多手工业者的

饭碗ꎬ但同时却创造出了工人这个新职业ꎻ汽车的出现抢走了马车夫的生意ꎬ却同时创造出了司机这个新

就业岗位ꎮ 尽管从长期看ꎬ上述的后一种效应通常会胜过第一种效应ꎬ从而使得新增的就业数量超过消

失的就业数量ꎬ但从短期看ꎬ前一种效应通常会更占优势ꎬ因而“技术性失业”就成了新技术ꎬ尤其是通用

目的技术扩散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一种现象ꎮ

　 　 (二)作为通用目的技术的人工智能

按照定义ꎬ可以验证人工智能满足通用目的技术的全部特征(陈永伟ꎬ２０２３)ꎮ

首先ꎬ人工智能满足普遍适用性ꎮ 自从“深度学习革命”之后ꎬ人工智能就在工业、农业、金融等大量

的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ꎮ 借助人工智能ꎬ各领域的从业人员都可以有效增强预测能力、提升决策能力ꎮ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兴起之后ꎬ人工智能的应用门槛更是大幅度降低ꎬ这使得它无论是在消费端还是在产

业端都有了更为广阔的应用ꎮ 在很多领域ꎬ使用者只需要用提示词(Ｐｒｏｍｐｔ)对预训练模型进行引导就可

以得到符合专业需要的版本ꎬ这使得人工智能进一步地深入了更多的行业ꎮ

其次ꎬ作为一种技术ꎬ人工智能的进步十分迅速ꎮ 仍以 ＧＰＴ 系列为例ꎬ在 ＧＰＴ－３ 之前ꎬ由于模型的参

数量和训练数据都很少ꎬ因此其表现并不突出ꎮ 而 ＧＰＴ－３ 和 ＣｈａｔＧＰＴ 在大幅增加了参数量和训练数据

之后ꎬ无论是语意识别能力、逻辑推理能力、问题解决能力都有了质的飞跃ꎮ 到了 ＧＰＴ－４ꎬ这种提升就更

加明显ꎮ 比如ꎬ根据 ＯｐｅｎＡＩ 官方公布的技术报告ꎬ如果让 ＣｈａｔＧＰＴ 参加总分 ４００ 分的美国律师资格考

试ꎬ其得分为 ２１３ 分ꎬ大约只能胜过 １０％的人类考生ꎻ而如果让 ＧＰＴ－４ 参加这一考试ꎬ则可以得到 ２９８ 分ꎬ

可以胜过 ９０％的人类考生ꎮ

最后ꎬ人工智能对于创新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ꎮ 在现实中ꎬ大多数的创新都是“组合式创新”ꎬ即对已

有要素的组合利用ꎮ 传统上ꎬ利用人力的方式对要素进行重新组合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成本ꎮ 而在使

用了人工智能之后ꎬ人们可以以更低廉的成本去探索更多的组合可能ꎬ这就让创新可以在更大程度上突

破既有知识的藩篱ꎬ有了更大的可能性ꎮ 目前ꎬ人工智能已经在生物、化学、制药等需要大量试错的领域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ꎬ并对这些领域的知识和要素充足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ꎮ

综上所述ꎬ人工智能可以被视为一种新的通用目的技术ꎮ 可以预见ꎬ它会像以前的通用目的技术一

样ꎬ对经济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ꎮ 但与此同时ꎬ其“创造性毁灭”作用也不容忽视ꎬ尤其是其可能引发的失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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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问题ꎬ必须加以重视ꎮ

　 　 二、 “技术性失业”问题的历史讨论和经验证据

　 　 (一)关于“技术性失业”问题的历史讨论

人工智能技术可能造成的失业ꎬ是“技术性失业”(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的一个特例ꎮ 顾名思

义ꎬ“技术性失业”就是由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失业ꎮ 技术的进步ꎬ会通过两个渠道影响劳动力需求:一方

面ꎬ它会创造出更为廉价的工具(例如机器)ꎬ从而替代劳动力的使用ꎻ另一方面ꎬ它还会摧毁某些旧的行

业ꎬ从而消灭一大批就业岗位ꎮ
关于“技术性失业”问题的关注ꎬ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ꎮ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ꎬ曾畅想过

“梭子会自动工作ꎬ乐器会自动演奏”的情形ꎬ并指出在这种情形下ꎬ匠师将不再需要从属ꎬ奴隶主将不需

要奴隶ꎮ 针对“技术性失业”的第一次政策实践是在古罗马时期ꎮ 当时ꎬ皇帝韦巴芗拒绝了一位工匠提出

的改进运输工具的建议ꎬ理由就是这样会挤占掉劳工的工作机会ꎮ
在此后的近 ２０００ 年中ꎬ或许是因为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缓慢ꎬ关于“技术性失业”问题的探讨一直比

较沉寂ꎮ 但在工业革命之后ꎬ这一问题却变得突出起来ꎮ 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ꎬ欧洲各地开始进入大规

模工业化的时代ꎬ工厂取代了手工工场ꎬ冰冷的机器占据了很多原本属于工人的岗位ꎮ 为了夺回属于自

己的工作ꎬ工人们行动起来ꎮ 在英国的莱斯特郡ꎬ一名叫卢德的工人一怒之下砸碎了一台纺纱机ꎮ 这一

行为很快被争相效仿ꎬ对机器积怨已久的工人纷纷自称“卢德主义者”ꎬ并以摧毁机器表达自己的愤怒ꎮ
在工人们以实际行动对“技术性失业”作出反应的同时ꎬ经济学家们则开始从理论角度对此展开了探

讨ꎮ 以马尔萨斯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ꎬ机器的普及会导致需求不足、资本短缺等问题ꎬ从而导致失

业ꎮ 而以萨伊为代表的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采用新机器所导致的产品供给增加会引起产品需求的

增加ꎬ进而会引起劳动力需求的增加ꎬ从而使得被新机器替代的工人重获就业机会ꎮ 在«政治经济学及赋

税原理»一书中ꎬ李嘉图用整整一章的篇幅就机器对就业的影响进行了分析ꎮ 在他看来ꎬ机器对就业会产

生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ꎬ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机器会对工人形成替代ꎬ因此ꎬ至少会在短期内造成部

分工人的失业ꎻ另一方面ꎬ机器也会创造出更高的产量ꎬ从而让用于投资的资本增加ꎬ这会引起劳动力需

求的增加ꎮ 李嘉图认为ꎬ从短期看ꎬ前一种影响可能会占主导ꎻ而从长期看ꎬ后一种影响可能是更重要的ꎮ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对机器和大工业的影响进行了详细的讨论ꎮ 他指出ꎬ技术的进步和机器的普及会

带来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ꎮ 这会导致人口的相对过剩和利润率的下降ꎬ从而造成大规模失业ꎬ形成庞大

的“产业后备军”ꎮ 更为严重的是ꎬ利润率的下降会让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ꎬ为了在竞争中获得优

势ꎬ他们会进一步增加机器使用ꎬ从而让资本有机构成进一步提高ꎬ这就会造成恶性循环ꎬ让失业问题变

得更加严重ꎮ
就在经济学家们争论不休之时ꎬ“第二次工业革命”已经悄悄展开ꎮ 从对生产力的释放看ꎬ“第二次工

业革命”的作用远远超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ꎬ大量新的产业、新的岗位被创造出来ꎮ 这些新岗位的出

现ꎬ让这个过程中发生的机器对劳动力的替代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掩盖了ꎮ 但是ꎬ当“第二次工业革命”
业已完成ꎬ经济从繁荣走向萧条时ꎬ这个被掩盖的问题就重新回到了人们的眼前ꎮ 一些人甚至认为ꎬ机器

对劳动力的替代其实是造成“大萧条”中大规模失业的重要原因之一ꎮ 凯恩斯在其名篇«我们子孙后代的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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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可能»中曾敏锐地指出ꎬ“一种新的疾病正在折磨着我们ꎬ某些读者也许还没有听说过它的名称ꎬ不过

在今后几年内将听得不想再听———这种病叫作‘由技术进步而引起的失业’”ꎮ

凯恩斯的预言是对的! 在之后的几十年中ꎬ技术条件突飞猛进ꎬ关于“技术性失业”问题的忧虑也开始弥

漫开来ꎮ 尽管关于“技术性失业”的经验证据并不充分ꎬ但很多学者却坚定地认为ꎬ人们之所以还没有遭遇到

严重的“技术性失业”只是因为运气ꎬ这样的失业总会在今后的某次技术冲击之下集中爆发ꎮ 诺贝尔经济学

奖得主里昂惕夫曾经发过一番感慨:“马匹曾在农业生产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ꎬ可一旦出现了拖拉机ꎬ马匹就

日趋减少ꎬ最后彻底消失ꎮ 人类如今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ꎬ但这个角色注定会像马匹一样走向没落ꎮ”对于坚

信技术进步将导致大规模失业的人来说ꎬ里昂惕夫恐怕是说出了他们的心声ꎮ

　 　 (二)关于“技术性失业”的经验证据

在现有的文献中ꎬ有关“技术性失业”的经验研究分为两类ꎬ一类是用宏观数据进行的ꎬ另一类则是基

于微观的企业数据进行的ꎮ

先看宏观层面的检验ꎮ 辛克莱在 ＩＳ－ＬＭ 分析框架下对美国的就业数据进行了分析ꎬ结果表明当需求

弹性和要素替代弹性都足够高的情况下ꎬ“补偿效应”将可以有效地抵消“技术性失业”问题ꎮ 莱亚德和尼

克尔在一个准一般均衡框架中模拟了技术进步对于就业的影响ꎮ 结果表明ꎬ如果技术进步可以有效提高

劳动生产率ꎬ那么它将会带来就业的增加而不是导致失业ꎮ 尼克尔和孔对英国两位数产业的就业数据进

行了分析ꎬ结果表明节约劳动力成本的技术进步可以有效转化为产品的价格下降ꎮ 当需求弹性足够高

时ꎬ这一效应会带来就业的增加ꎮ 西莫内提等人对美国、意大利、法国和日本的就业数据进行了研究ꎮ 结

果发现除了美国之外ꎬ技术进步都促进而非减少了就业岗位ꎮ 费尔德曼通过对 ２１ 个国家数据的分析发

现ꎬ在 ３ 年内ꎬ技术进步会让失业显著增加ꎬ但这一效应会在更长的时间内逐渐减弱ꎮ

再看微观层面的检验ꎮ 克拉克考察了英国制造业部门就业状况的变化ꎮ 结果表明ꎬ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

代前ꎬ技术进步对于就业的效应主要是扩张性的ꎬ但在此之后ꎬ技术进步则会倾向于减少就业岗位ꎮ 维瓦

雷利对意大利制造业的研究表明ꎬ生产率和就业之间存在着负相关的关系ꎬ因此ꎬ生产流程上的技术进步

会导致就业岗位的减少ꎮ 安东努奇和皮安塔等分析了欧洲五国的制造业就业数据ꎬ发现总体来说技术进

步对于就业会产生负面影响ꎮ 博里亚奇诺和皮安塔对欧洲五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数据进行了分析ꎬ

发现将服务业纳入样本后ꎬ技术进步将会促进就业机会的增加ꎮ 科德和劳分析了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就业

状况ꎬ发现技术进步将会促进这些产业的就业ꎮ 博里亚奇诺和维瓦雷利分析了 １９９６—２００５ 年欧洲 １５ 国

２５ 个制造行业的就业数据ꎬ结果显示技术进步总体上会促进就业增加ꎬ并且这种促进效应在高科技产业

上尤为明显ꎮ 皮瓦和维瓦雷利对意大利的就业市场进行了研究ꎮ 他们用创新性投资作为技术进步的代

理变量ꎬ结果发现技术进步并没有导致就业岗位减少ꎬ相反ꎬ它还让就业岗位获得了一定的增加ꎮ 拉亨迈

尔和罗特曼用多个技术创新指标ꎬ对 １９８２—２００２ 年间德国制造业企业的数据进行了分析ꎬ结果发现技术

创新可以显著地增加就业机会ꎮ 格里高利等人研究了欧洲 ２３８ 个地区的机器使用和劳动力就业之间的

关系ꎬ发现机器的使用会促进劳动力的需求加大ꎮ 他们的解释是ꎬ虽然机器对劳动力产生了一定的替代ꎬ

但是由于使用机器带来的效率改进使得对产品的需求大大增加ꎬ由此带动的就业需求抵消了前一种效

应ꎬ因此从总体上看就业需求增加了ꎮ

５



武汉社会科学总第 ３４ 辑

　　　　　

总而言之ꎬ目前的经验研究———无论是宏观层面的还是微观层面的ꎬ都没能确切证实“技术性失业”

的存在ꎮ 尽管在部分研究中确实发现技术进步会在短期内导致失业的增加ꎬ但短期的失业很快就会被技

术进步创造出的就业机会所抵消ꎮ 事实上ꎬ根据现有的经验研究ꎬ在大多数情况下技术进步会让就业岗

位的总量增加而非减少ꎮ

　 　 (三)争论的焦点:补偿问题

纵观数百年来经济学家有关“技术性失业”问题的讨论ꎬ不难发现尽管不同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观点

各异ꎬ但基本都认可从长期看技术的进步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ꎮ 即使对技术持较为悲观态度的李嘉

图ꎬ也认为技术从长期看会增加投资ꎬ而“很难想象出在任何情况下资本增加后劳动力需求不随之增加ꎬ

至多只能说这种需求是递减的”ꎮ 而马克思也认为ꎬ技术的进步从长期看会促进产业间的分工ꎬ从而创造

出新的吸纳劳动力的就业岗位ꎮ

关于“技术性失业”问题的争议主要集中在短期ꎮ 究竟从短期看ꎬ技术进步会不会引发大规模就业?

这主要取决于技术进步所创造出的新就业岗位能否补偿因此消灭的就业岗位ꎮ 经济学家们认为ꎬ技术进

步可以通过多种机制提供就业补偿ꎮ

第一个机制是新的机器生产ꎮ 技术的进步会导致企业使用更多的机器和更少的劳动力ꎬ一方面ꎬ它

会挤占进行产品生产的工人的就业机会ꎻ但另一方面ꎬ它则会在生产机器的产业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ꎬ这

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前一种效应造成的失业ꎮ

第二个机制是价格的下降ꎮ 技术进步在导致工人被取代的同时ꎬ也会使生产的总成本下降ꎻ这将引

起价格下降ꎬ而需求会因此而增加ꎬ产出和就业也会因此而上升ꎬ“技术性失业”最终会得到补偿ꎮ

第三个机制是新投资的增加ꎮ 技术进步可以为企业节约成本ꎬ这些被节约的成本可以被重新用于投

资ꎮ 这些投资可以创造新的岗位、提供新的就业机会ꎮ

第四个机制是新产品的出现ꎮ 技术的进步会导致新产品、新业态ꎬ甚至新产业的出现ꎬ从而创造出新

的就业机会ꎬ这可以部分抵消因技术进步而占领的就业机会ꎮ

第五个机制是工资的下降ꎮ 如果技术让劳动力变得过剩ꎬ那么工资就会随之下降ꎬ这又会让使用劳

动力变得更为划算ꎮ 此时ꎬ就会有企业使用劳动力密集型的技术ꎬ提供更多的岗位来吸引过剩的劳动力ꎮ

需要说明的是ꎬ尽管从理论上看以上五个机制都能对“技术性失业”产生补偿ꎬ但是关于这些机制的

作用程度ꎬ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ꎮ

关于第一个机制ꎬ马克思就曾经给出过犀利的批判ꎮ 在马克思看来ꎬ技术进步的影响通常是十分广

泛的ꎬ它不仅会影响到生产产品的部门ꎬ也会影响到生产机器的部门ꎮ 在很多时候ꎬ很可能出现产品生产

部门和机器生产部门的就业岗位数量同时下降的局面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第一种补偿机制就失灵了ꎮ

关于第二个机制ꎬ其成立与否严重依赖于市场结构ꎮ 如果市场是竞争性的ꎬ那么技术进步带来的成

本节约可以导致产品价格的下降ꎮ 但是ꎬ如果市场结构是垄断的ꎬ或者寡头型的ꎬ那么这个机制就不成立

了ꎮ 虽然技术进步可以引发成本下降ꎬ但价格未必随之下降ꎬ就业和产出也未必会随之增加ꎮ

关于第三个机制ꎬ其实严重依赖于一种“萨伊法则”式的假设ꎬ即由技术进步所节约的资金可以顺利

转化为投资ꎮ 但正如凯恩斯在«通论»中所强调的那样ꎬ“萨伊法则”经常会出现失灵ꎮ 此时ꎬ即使技术进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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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让资金更加节约了ꎬ这些资金也不能成功转化成投资、创造出就业ꎮ 此时ꎬ这一补偿机制就失灵了ꎮ
关于第四个机制ꎬ其成立与否主要依赖于产业间分工的速度和劳动力的适应程度ꎮ 一方面ꎬ新产业

的产生可能是缓慢的ꎬ甚至不可预测的ꎮ 它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容纳从旧岗位上失业的人群ꎬ其实很难

估计ꎮ 另一方面ꎬ劳动力在不同岗位间的转化并不容易ꎮ 例如ꎬ我们很难指望一名失业的工人在短时间

内胜任程序员的工作ꎬ也很难指望一名失业的司机在短时间内变成一名优秀的金融人才ꎮ
关于第五个机制ꎬ虽然一方面工资的下降可以吸引企业吸收更多雇员ꎬ但同时工资的下降也意味着

总需求的减少ꎬ这会让企业降低对未来的预期ꎬ从而减少雇员数ꎮ 因此ꎬ从净效应上看ꎬ第五个机制的作

用并不明确ꎮ
总而言之ꎬ从理论上看ꎬ虽然有不少机制可以补偿由于“技术性失业”而减少的工作岗位ꎬ但这些机制

的效果都是有争议的ꎬ它们在实际中是否可以真正发挥作用ꎬ取决于很多条件ꎮ

　 　 三、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性失业”问题

　 　 (一)这次不一样? 人工智能时代“技术性失业”的特征

相比于之前的历次技术革命ꎬ“人工智能革命”具有十分鲜明的特点ꎬ其对就业市场的冲击也有所不同ꎮ

首先ꎬ从冲击范围上看ꎬ“人工智能革命”要比以往的历次技术革命都要更为广泛ꎮ 无论是“第一次工

业革命”还是“第二次工业革命”ꎬ都是从某一产业开始ꎬ然后逐步扩散到各个行业的ꎮ 而“人工智能革

命”的冲击则是全方位的ꎬ几乎所有行业、所有职业的人都会受到其影响ꎮ 不仅是蓝领工人ꎬ就连包括律

师、医生在内的白领职业都会遭受严重冲击ꎮ

其次ꎬ从冲击力度上看ꎬ“人工智能革命”比以往的历次技术革命都要剧烈ꎮ 过去的技术革命ꎬ并不会

在短时期内摧毁某一个产业ꎬ让这个产业的岗位需求量发生大幅度下降ꎮ 而“人工智能革命”的影响显然

要剧烈得多ꎬ它可能迅速对某些产业进行重塑ꎬ从而引发比较激烈的就业动荡ꎮ

再次ꎬ从持续性上看ꎬ“人工智能革命”比以往的历次技术革命都要持久ꎮ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ꎬ技术进

步往往在短期内对就业展现出强大的冲击力ꎬ而随着劳动力在部门之间的再配置ꎬ这种冲击会逐渐减弱、

消失ꎮ 但由于“人工智能革命”的成果可以迅速扩散到各个产业ꎬ因此一旦由于技术冲击失业的工人被配

置到某一产业ꎬ导致这一产业的工资上升了ꎬ企业就马上会激励用人工智能对工人进行替代ꎮ 在这种情

况下ꎬ再就业的工人很快就会重新面临失业的风险ꎮ

最后ꎬ“人工智能革命”会对就业产生更大的极化效应ꎬ进而产生更大的不平等ꎮ 相比于以往的各类

新技术ꎬ使用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技术对于技能和知识的要求更高ꎬ因此这一冲击的偏向性会更为强烈ꎮ

在短时期内ꎬ高学历、熟悉人工智能相关技能的人员会在就业中获得优势ꎬ而那些低学历、不熟悉人工智

能相关技能的人则会在就业市场中遭受更大的挫折ꎮ

尽管由于数据的缺失ꎬ我们现在仍然很难评估“人工智能革命”的真实影响ꎬ但一些关于机器人影响

的实证研究至少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证据ꎮ 格雷茨和迈克尔斯分析了 １９９３—２００７ 年间 １７ 个国家的机器

人使用及经济运行状况ꎮ 发现总体上机器人的使用让这些国家的 ＧＤＰ 增速上涨了 ０. ３７ 个百分点ꎮ 同

时ꎬ机器人的使用还让生产率获得了大幅增加ꎬ并减少了中、低端工人的劳动时间和强度ꎮ 阿西莫格鲁和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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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斯特雷波利用 １９９０ 年到 ２００７ 年间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数据进行了研究ꎮ 结果发现ꎬ机器人和工人的比

例每增加千分之一ꎬ就会减少 ０. １８％ ~０. ３４％的就业岗位ꎬ并让工资下降 ０. ２５％ ~０. ５％ ꎮ

除了实证研究外ꎬ也有不少学者采用不同的方法就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进行了预测ꎮ 弗雷和奥斯

本曾对美国的 ７０２ 个就业岗位的职业特征和被人工智能替代的概率进行了分析ꎬ结果表明 ４７％的岗位面

临着被人工智能替代的风险ꎮ 而崔、马尼卡和米尔马迪则预测ꎬ美国 ４５％ 的工作活动可以依靠现有技术

水平的机器来完成ꎻ而如果人工智能系统的表现可以达到人类中等水平ꎬ该数字将增至 ５８％ ꎮ

当然ꎬ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人工智能的冲击并不会像想象中的那么剧烈ꎬ持这种观点的包括罗伯

特戈登、乔尔莫基尔等知名学者ꎮ 在一次麻省理工学院组织的研讨会上ꎬ戈登指出从“第一次工业革

命”以来的这 ２５０ 年间ꎬ还没有哪个发明引起了大规模的失业ꎮ 尽管工作岗位持续地在消失ꎬ却有更多的

就业机会涌现了出来ꎮ 在他看来ꎬ同样的机制将会保证“人工智能革命”并不会造成剧烈的冲击ꎮ 而莫基

尔则认为ꎬ随着经济的发展ꎬ服务性行业的比例将会上升ꎬ这些行业相对来说较难被人工智能所替代ꎮ 即

使人工智能替代了其中的一部分岗位ꎬ但老龄化等问题会带来巨大的劳动力需求ꎬ由此提供的就业岗位

将足以抵消人工智能带来的影响ꎮ

　 　 (二)关于人工智能带来的“技术性失业”的经验证据

尽管从整个就业市场来看ꎬ我们并没有找到确切的“技术性失业”的证据ꎬ但对于某些职业或就业岗

位ꎬ技术的冲击确实是存在的ꎮ 事实上ꎬ技术进步对于不同职业的冲击是不同的ꎮ 根据奥托等人的观点ꎬ

技术进步会对程式化的职业产生替代作用ꎬ而对于非程式化的职业则会产生互补作用ꎮ 在论文中ꎬ他们

对 １９６０—１９９８ 年的美国劳动力市场进行了分析ꎮ 结果发现在 １９７０ 年之后ꎬ计算机化(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导致了极化效应———对程式化工作的需求大幅下降ꎬ但同时导致了对非程式化工作需求的增加ꎬ尤其是

在 １９８０ 年之后ꎬ这种趋势更加明显ꎮ

弗雷和奥斯本在 ＡＬＭ 框架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ꎬ引入了三个维度———“社交智慧”、“创造性”、以及

“感知和操作能力”来分析人工智能对人力的可替代性ꎮ 根据这个改进后的框架ꎬ他们对美国 ７０２ 种职业

可能受人工智能替代的概率进行了估计ꎮ 结果显示ꎬ在这些职业中ꎬ有 ４７％的职业可能在未来 ２０ 年中受

到人工智能的巨大冲击ꎬ涉及的人数可能达到数千万ꎮ 除此之外ꎬ他们还分析了职业可能被替代的概率

同职业从业者的教育水平之间的关系ꎬ结果显示那些容易被替代的职业通常也是对技能和教育水平要求

更低的职业ꎮ 后来ꎬ国内外有很多学者利用弗雷和奥斯本的框架进行了类似的研究ꎬ得出的结论都是相

似的ꎮ 相比之下ꎬ阿恩茨等人的预测则要乐观得多ꎬ他们认为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ꎬ只有约 ９％

的工作会被取代ꎮ 在中国ꎬ 陈永伟和许多用弗雷和奥斯本的方法对中国的就业岗位被人工智能取代的概

率进行了估计ꎬ结果显示ꎬ在未来 ２０ 年中ꎬ总就业人口的 ７６ ７６％会遭受到人工智能的冲击ꎬ如果只考虑

非农业人口ꎬ这一比例是 ６５ ５８％ ꎮ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兴起之后ꎬ人工智能冲击的行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ꎮ 和分析式人工智能不同ꎬ以

ＣｈａｔＧＰＴ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仅具有很高的创造能力ꎬ还在和用户交流的过程中展现出了很好的

社交智慧ꎮ 这使得很多专家开始认为生成式 ＡＩ 可能替代的主要人群将是那些教育程度较高、技能较强ꎬ

８



武汉社会科学总第 ３４ 辑

　　　　　

同时薪酬水平也较高的中高层白领ꎮ 例如ꎬ美国杂志«商业内幕»(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ｓｉｄｅｒ)最近通过访谈专家ꎬ得

出了最可能被生成式人工智能替代的十个职业ꎬ包括:技术人员、媒体工作者、法律行业工作者等值得注

意的是ꎬ除了客服等少数几个职业外ꎬ被列出的其他职业通常都要求较高的技能和教育水平ꎬ并且薪资水

平也很高ꎮ 在弗雷和奥斯本的预测中ꎬ这些都属于被替代概率很低的职业ꎮ

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特殊性ꎬ有不少研究对人工智能的就业冲击进行了重新的研究ꎮ 比如ꎬ

Ｚａｒｉｆｈｏｎａｒｖａｒ 根据“国际标准职业分类”(ＩＳＣＯ)中提供的职业要求描述ꎬ分析了各种职业可能受到 ＣｈａｔＧ￣

ＰＴ 影响的概率ꎮ 结果显示ꎬ在他考察的 １２６ 个专业类的职业中ꎬ有 ９５ 个会受到“完全影响”ꎬ９ 个会受到

“部分影响”ꎬ只有 ２２ 个不受影响ꎮ 而相比之下ꎬ在他考察的 ５１ 个基础类职业中ꎬ没有一个会被“完全影

响”ꎬ有 ３５ 个会受到“部分影响”ꎬ而有 １６ 个不受影响ꎮ 由此可见ꎬ在生成式 ＡＩ 的冲击下ꎬ白领失业、高学

历失业或许可能成为需要社会重点关注的问题ꎮ

ＯｐｅｎＡＩ 的一份报告利用 ＯＮＥＴ 数据库ꎬ构建了大语言模型暴露指数ꎬ并将其与美国劳工统计局的就

业与薪资数据进行匹配分析ꎬ以此构建了大语言模型可能对就业造成的冲击ꎮ 研究发现ꎬ约 ８０％ 的美国

工人的工作内容中ꎬ至少有 １０％可能受到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ꎬ特别是在信息处理、文档编写等脑

力劳动密集的职业领域ꎮ 随着大语言模型的普及ꎬ越来越多的职业将面临技术替代的风险ꎮ

麦肯锡公司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 到 ２０３０ 年ꎬ欧洲 ２７％ 的岗位和美国 ３０％ 的岗位将会被生成式人

工智能所取代ꎬ影响比我们想象得还要深远ꎮ 跟 ２０１７ 年的报告比起来ꎬ职业转型加速了约 １０ 年ꎬ将彻底

影响一代人的职业黄金期ꎮ 从 ２０３０ 年至 ２０６０ 年间将会有 ５０％的现有职业被人工智能取代ꎬ中点为 ２０４５

年ꎬ而且与之前的估计相比ꎬ加速了大约 １０ 年ꎮ

高盛的报告显示ꎬ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兴起可能会让全球劳动力市场出现重大的颠覆ꎬ人工智能会影

响相当于 ３ 亿份全职工作的工作量ꎮ 在美国和欧洲ꎬ三分之二的工作岗位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自

动化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的研究表示:全球近 ４０％的就业机会受到人工智能的影响ꎮ 其中ꎬ发达经济体

虽然面临的风险更大ꎬ但较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ꎬ前者在利用人工智能方面更具优势ꎮ 该研究显示ꎬ在

发达经济体中ꎬ由于“以认知任务为导向”的就业岗位更为盛行ꎬ约 ６０％的工作将受到人工智能的影响ꎮ 一

项衡量人工智能潜在互补性的新指标表明ꎬ上述工作中ꎬ约半数就业将通过人工智能整合提高生产力而受

益ꎮ 另一方面ꎬ人工智能的应用可能取代目前由人类执行的关键工作ꎬ导致劳动力需求降低ꎬ带动薪资和招

聘的下降ꎮ 在最极端的情况下ꎬ其中的一些岗位可能会永远消失ꎮ 相比之下ꎬ在新兴市场经济体和低收入经

济体中ꎬ人工智能对就业的总体风险敞口分别为 ４０％和 ２６％ꎮ 报告解释称ꎬ尽管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

济体可能不会立即遭遇来自人工智能的直接破坏ꎬ但鉴于上述国家缺乏相关基础设施或匹配劳动力ꎬ即没能

具备抓住人工智能的优势ꎬ长期而言ꎬ这可能导致数字鸿沟和跨国收入差距的加剧ꎮ

在国内ꎬ也有一些研究就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冲击进行过研究ꎮ 例如ꎬ北大国发院的研究团队

利用智联招聘平台随机抽取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至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间发布的 １０２ 万条招聘信息ꎬ采用了两种技术途

径构建了适用于中国的大语言模型人工智能暴露指数ꎬ以此分析了大语言模型技术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

潜在影响ꎮ 研究结果显示ꎬ中国劳动力市场在过去 ６ 年中ꎬ在线招聘平台新增职位的大语言模型暴露指

数呈加速下降趋势ꎮ 根据暴露指数的高低ꎬ职业被分为四组ꎬ结果表明ꎬ暴露指数最低的职业组劳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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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ꎬ而高暴露指数组的劳动需求则明显下降ꎬ这反映出了新技术对高暴露指数职业的强烈替代效应ꎮ

　 　 四、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技术性失业”问题的若干建议

“人工智能革命”在给我们带来无限机会的同时ꎬ也可能会带来“技术性失业”等负面冲击ꎮ 相比于以

往的历次技术革命ꎬ“人工智能革命”对就业市场的影响将会更广、程度也会更激烈ꎮ 同时ꎬ由于本次冲击

的特殊性ꎬ对就业岗位进行补偿的几个机制可能面临失灵ꎬ因此如果完全等待市场调节ꎬ那么在相当长的

一段时间内ꎬ我们可能都要饱受失业问题的困扰ꎮ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ꎬ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兴起之后ꎬ人工

智能对于就业市场的冲击性质将会发生很大的改变ꎮ 如果说ꎬ过去的人工智能冲击只是让人们短暂失去

工作的话ꎬ那么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冲击则可能成为“就业的终结者”ꎮ

不过ꎬ正如布雷恩约弗森和麦卡菲指出的ꎬ“技术性失业”并不是“人工智能革命”本身的问题ꎬ而是由

于当代社会的组织、公共政策还不能适应这次“革命”ꎮ 如果可以用好公共政策ꎬ同时对社会的组织结构

进行适当的调整ꎬ就完全有可能从容应对“人工智能革命”所带来的就业冲击ꎮ

具体来说ꎬ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是最需要引起重视的:

第一ꎬ应当积极鼓励服务业的发展ꎬ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ꎮ 正如前文中所指出的ꎬ人工智能对劳动力

的替代ꎬ既会带来失业的威胁ꎬ也会促进需求的上升ꎮ 一方面ꎬ人工智能替代了繁重的工作ꎬ让很多人得

以有更多的闲暇ꎻ另一方面ꎬ人工智能也让使用相关技术的企业拥有了更多的财富ꎮ 这两个方面的因素ꎬ

都会激发人们对服务业的需求ꎬ从而创造出庞大的新市场ꎮ 相对来说ꎬ服务业需要更多的社交属性、更多

的创意和更大的灵活性ꎬ是比较难被人工智能替代的ꎮ 因此ꎬ政府应当积极鼓励服务业的发展ꎬ这样既可

以更好地满足人们的新消费需求ꎬ也可以创造出大量就业ꎬ对冲人工智能所造成的“技术性失业”ꎮ

第二ꎬ应当鼓励新的工作形式的发展ꎬ引导和促进分享经济、零工经济的发展ꎮ 在人工智能时代ꎬ就

业的性质可能发生两个重要变化:一方面ꎬ劳动的时间会大大减少ꎬ人们或许不再需要用整块时间从事工

作ꎻ另一方面ꎬ工作的更替可能会越来越频繁ꎬ人们可能需要不断地更换自己的工作ꎮ 在这种背景下ꎬ就

要求有更有弹性、更为灵活的工作形式ꎬ充分利用人们的碎片时间ꎬ同时能很好地起到就业的蓄水池作

用ꎮ 从目前看ꎬ分享经济、零工经济等新型的就业形式可以较好地实现这两个目标ꎮ

第三ꎬ应当建立适应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需要的终身学习和就业培训体系ꎬ加强对相关技能的教育

和培训ꎮ 纵观历次技术革命ꎬ虽然在消灭大批就业岗位的同时也会创造出另一大批就业岗位ꎬ但是岗位

之间的技能需求是不匹配的ꎬ因此ꎬ由政府推行就业培训就是引导失业人群向新就业机会转移的关键ꎮ

而“人工智能革命”的冲击还有其特殊性ꎮ 它冲击的不只是就业岗位ꎬ还包括就业技能ꎬ不少技能在很短

时期内会因为没有对口工作而过时ꎮ 面对这种情况ꎬ政府有必要为劳动力提供终生的教育培训机会ꎬ让

他们不断对新技术及时适应ꎬ从而帮助其实现再就业ꎮ

第四ꎬ应当借助新的金融工具ꎬ促进劳动者、雇主ꎬ以及培训机构三者之间的合作ꎬ促进就业ꎮ 可以考

虑推出“工作抵押”贷款ꎬ让寻找工作的劳动者以未来的工作收入为抵押ꎬ接受相关的技术培训ꎮ 雇主对

于采用“工作抵押”进行培训的劳动者可以意向性录用ꎮ 政府可以根据雇主最终录用的劳动力数量给予

一定的补贴ꎮ 通过“工作抵押”ꎬ可以很好地消除劳动者、雇主和培训机构三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ꎬ让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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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按需提供培训ꎬ劳动者按需接受培训ꎬ这将使整个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效率大大提高ꎮ

第五ꎬ应当加强社会保障制度ꎬ做好兜底工作ꎮ 对于那部分在冲击中下岗失业ꎬ并且无力通过教育培

训实现再就业的劳动者ꎬ政府应当做好保障ꎬ保证其基本生活ꎮ 这不仅是出于人道ꎬ也是维护社会稳定、

保障经济进步的必要之举ꎮ

第六ꎬ应考虑对那些成功的人工智能企业征税ꎬ用以支持针对人工智能的福利计划ꎮ 如前所述ꎬ人工

智能的冲击有着高度的偏向性ꎬ它既可能造成一部分人的失业ꎬ同时也会给一些企业带去超额的财富ꎮ

为了防止由此造成的不平等ꎬ应考虑对那些由于人工智能而成功的企业开征税收ꎬ并将税收所得用于为

因人工智能失业的群体提供教育、社会保障等服务ꎮ

总而言之ꎬ虽然人工智能的普及和应用可能会对就业市场带来较大的冲击ꎬ但只要我们用好政策ꎬ就

一定可以扬长避短ꎬ将其负面影响降到最低ꎬ让“人工智能革命”可以更好地造福于我们ꎮ

作者简介:

陈永伟ꎬ«比较»研究部主管ꎮ

(责任编校: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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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武汉智能医学发展的对策研究
　 　

顾晓焱　 叶哲伟

　 　 摘　 要:未来是智能医学的时代ꎮ 促进智能医学发展ꎬ是武汉发挥科教医疗优势ꎬ主动适应现代医学

新形态、新范式ꎬ加快武汉医疗健康数字化、智能化转型ꎬ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的必然

选择ꎬ也是积极开辟未来生命健康新赛道ꎬ创新驱动武汉生命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ꎮ 面向未

来健康发展趋势ꎬ立足武汉优势ꎬ本研究认为应重点打造智能医学“三大中心”、提升“三项功能”ꎬ即打造

智能医学知识创新中心ꎬ提升国际引领力ꎻ打造智能医学人才培养中心ꎬ提升源头创新力ꎻ打造智能医学

转化中心ꎬ提升产业带动力ꎮ 并提出建设国际化综合性武汉智能医学中心、加强顶层设计、加大资金支

持、促进数据共享应用等支持武汉智能医学发展的对策建议ꎮ
关键词:智能医学ꎻ未来健康ꎻ生命健康新赛道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ꎮ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问题ꎬ多次指出要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

健康服务ꎮ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需求ꎬ面对人口老龄化、慢病及医疗资源短缺等挑战ꎬ医疗大数据、远程医

疗、微纳机器人、可穿戴诊疗设备等新兴智能医学技术的应用ꎬ有效缓解医患供需矛盾ꎬ优化提升医疗服

务效率ꎬ极大地增进社会民生福祉ꎮ
智能医学不仅代表了医学的未来发展方向ꎬ又具备极为广阔的产业前景ꎬ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在

药物研发、医疗诊断、健康管理等领域应用场景广泛ꎮ 据估算ꎬ全球智能医学领域产值在万亿美金规模以

上ꎮ 而且ꎬ智能医学相关产业具备需求导向、创新驱动、数字赋能等新质生产力的典型特征ꎬ是拓展经济

新赛道、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强力引擎ꎮ
生命健康是湖北省重点打造的万亿支柱产业之一ꎬ当前正处于发展关键期ꎮ 智能医学的崛起ꎬ将成为医

学乃至生命健康产业创新和改革的强大动力ꎮ① 与此同时ꎬ传统医学研究、生命健康产业面临研究范式变革、
人才培养模式革新、产业链重构、产业生态重塑等严峻挑战ꎮ 当前ꎬ应大力促进武汉智能医学发展ꎬ加快传统

医疗数字化、智能化转型ꎬ积极开辟未来健康新赛道ꎬ加速引领全省生命健康产业向万亿规模跨越ꎮ

２１

① 叶哲伟:«“智能医学”十年发展历程与成就»ꎬ«中国医刊»２０２２ 年第 ９ 期ꎮ



武汉社会科学总第 ３４ 辑

　　　　　

　 　 一、智能医学的内涵及特征

学者普遍认为ꎬ现代医学的发展在经历了古典医学、生物医学之后已进入智能医学的崭新阶段ꎮ① 人工

智能、脑机接口、扩展现实、３Ｄ 打印、机器人、可穿戴医疗设备、区块链、远程医疗、医疗大数据等一系列前沿

技术在医学领域的融合应用ꎬ将医学带入智能医学时代ꎬ②智能医学快速发展并逐渐形成完备的学科体系ꎮ

　 　 (一)智能医学的内涵及范畴

从学科的角度ꎬ智能医学是一门医—理—工高度交叉的新兴学科ꎬ是以现代医学与自然科学理论为

基础ꎬ挖掘人的生命和疾病现象的本质及规律ꎬ探索人机协同的智能化诊疗方法和临床应用的新兴交叉

学科ꎮ③

从技术及应用角度来看ꎬ智能医学是人工智能、大数据与云计算、脑科学、智能感知与机器人、功能材

料等多学科前沿技术与现代医学的深度融合ꎮ 目前主要的智能医学技术包括医学人工智能、手术机器

人、远程通信、医学大数据、５Ｇ 手术、医学 ３Ｄ 打印、可穿戴医疗设备等前沿科技ꎮ 通过提供先进的智能诊

疗及健康服务ꎬ保护疾病早期筛查健康管理、诊断治疗、康复与护理等环节ꎬ智能医学广泛应用与医院信

息化管理、电子病历、新型药物研发、疾病诊断治疗、健康监测等各个方面ꎬ能有效解决看病难、看病贵、医
疗资源分布不均等问题ꎬ成为推动人民生命健康与社会进步的重要引擎ꎮ

关于智能医学体系的范畴ꎬ有学者认为包含智能诊断、智能疾病防控、智能医疗、智能健康和智能医

院五个方面ꎬ④也有学者将其拓展到伦理及治理等方面ꎬ归纳为:智能医学工程ꎬ智能与信息化医院、互联

网医院和智慧医疗ꎬ智能医学伦理、准则、法规与监管等ꎮ⑤

　 　 (二)智能医学发展趋势及特征

一是“人脑智能”与“人工智能”融合的人机协同ꎮ 智能医学体系中ꎬ“智能”既包含“人工智能”ꎬ也包

含“人脑智能”“人的智能”ꎮ “人工智能”和“人的智能”在智能医学的发展中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相辅相

成ꎮ 人工智能为医生在临床疾病诊断、治疗和预后监测等方面提供强大的工具和全新的思路ꎬ呈现出人

脑智慧与医学设备“１＋１>２”的协同增效作用ꎮ⑥

二是智能医学知识体系持续动态更新ꎮ 智能医学知识体系的构建和进步与人工智能技术、医疗设备

以及工程材料和技术的快速发展密不可分ꎮ 随着智能医学材料、智能医学设备、智能医学技术的不断发

展ꎬ新概念、新理念推动基础理论研究、工程技术创新、产业布局升级、临床转化应用等环节发展ꎬ从而推

动智能医学体系多层次、全链条的发展与完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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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哲、石钰、林延带、杨焱惜:«智能医学的现状与未来»ꎬ«科学通报»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０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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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智能医学创新及应用不断融合拓展新场景、催生新兴产业赛道ꎮ 智能医学涉及医学方法、理学

知识、工程技术等跨学科知识体系、跨领域技术应用与跨业态行业发展ꎮ 随着新兴技术与医学的融合发

展ꎬ智能医学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ꎬ如可穿戴医疗设备等用于疾病早期筛查、健康监测ꎬ诊断模型、图像识

别用于辅助诊断ꎬ人机协同、手术机器人、影像导航辅助外科手术ꎬ在 ５Ｇ 网络、人工智能、云端数据等技术

的支持下ꎬ远程医疗得以实现ꎮ 智能医学的应用范畴从传统医院的场景拓展到社区乃至家庭医疗护理及

健康管理等领域ꎬ推动生物医药、生命健康、智能医学医疗设备、智能医学材料等产业发展ꎬ并不断打破原

有产业边界ꎬ持续促进以智能医学为核心的相关产业体系发展ꎮ
总体而言ꎬ智能医学已呈现出以基础理论创新驱动、以技术应用迭代为特征的现代医学新形态、新范式①ꎮ

　 　 二、智能医学国际国内发展态势及前景展望

为抢抓发展新机遇、新赛道ꎬ抢占技术产业制高点ꎬ引领未来生命健康产业发展ꎬ世界各国加大了对

智能医学相关产业的投入与布局ꎮ 目前ꎬ全球超过 ５０ 个国家已经发布国家级人工智能战略ꎬ并把医学应

用作为人工智能的主要发展方向之一ꎮ 我国及美国、英国、日本、印度等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医

学及生命健康领域的应用ꎬ在国家层面提前规划布局ꎬ支持科技与产业创新ꎬ推动数据共享和开放ꎬ加强

人才培育和储备ꎬ完善标准和法规等ꎮ②

国内外产业界近年加快了智能医学相关赛道的布局ꎮ 生命健康被称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金矿”ꎬ全球

智能医疗正进入智能化、规模化的高速发展机遇期ꎮ 不仅生命健康领域的医药巨头、传统医院加快了研

发和医疗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ꎬ健康医疗也是全球 ＡＩ 投资最活跃的领域ꎬ在福布斯连续 ６ 年发布的

人工智能 ５０ 强企业榜单中ꎬ专注生命健康领域的人工智能企业一直保持在 ４ ~ ７ 家ꎮ 此外ꎬ全球科技巨头

ＩＢＭ、Ｇｏｏｇｌｅ、苹果、微软、亚马逊等依托在软件、数据和 ＡＩ 技术方面的优势ꎬ也不断加大生命健康产业链的

投资力度ꎮ 据 Ｇｒａｎｄ Ｖｉ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市场研究咨询公司)数据ꎬ２０２２ 年全球数字医疗市场规模为 ２１１０ 亿

美元ꎬ到 ２０３０ 年将增至 ８０９２ 亿美元ꎬ年均增长率接近 ２０％ ꎮ
国内众多城市把智能医学作为城市竞争力角逐发力的重点ꎬ决胜未来的新赛道ꎮ 在国家“十四五”规

划对医疗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进行了全方位布局的背景下ꎬ近年来ꎬ新医改政策持续出台ꎬ智能医学发展

的思路和路径逐渐明确ꎬ呈现加速发展态势ꎮ 国内众多城市根据自身产业基础和创新能力ꎬ北京、上海、
深圳、天津等城市从完善顶层设计、提升源头创新力、打造产医融合等跨学科跨领域协作平台、加强数字

基础能力建设、积极拓展多元应用场景等不同的角度切入ꎬ探索出各具特色的智能医学发展模式ꎮ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入发展ꎬ全球医学医疗正进入智能化、规模化的高速发展机遇期ꎮ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ꎬ美国著名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 ＯｐｅｎＡＩ 发布基于大语言模型的聊天生成预训练转换器(Ｃｈａ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ｒｅ－ｔｒａｉｎ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ꎬ ＣｈａｔＧＰＴ)ꎬ在知识理解、逻辑推理、人机交互等方面表现出高度通用化和智能化特

征ꎬ这一大语言模型(ＬＬＭ)的技术革新进一步加速了医疗行业的变革ꎬ加上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算法等 ＡＩ
技术的赋能ꎬ使智能医学特别是医疗大数据领域的发展更加迅速ꎮ 可以预见ꎬ伴随技术的不断进步及相

关应用生态的持续建设ꎬ大语言模型技术集群将引发生命健康领域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变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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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武汉具备智能医学发展的良好基础条件

在湖北省、武汉市大力支持生命健康产业发展的背景下ꎬ武汉智能医学发展的宏观政策环境不断优

化ꎮ 武汉高校、研究机构及医院密集ꎬ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医、理、工等综合学科优势强ꎬ智能

医学交叉学科体系建设走在全国前列ꎬ叠加生命健康及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好、优质医疗卫生资源集

聚等优势ꎬ武汉具备发展智能医学的良好基础条件ꎮ

　 　 (一)智能医学发展的政策环境不断优化

«“健康武汉 ２０３５”规划»提出争取建成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等战略ꎮ «武汉市大健康产业发展

规划(２０１９—２０３５ 年)»将智慧医疗设备、互联网＋健康管理等作为发展的重点领域ꎬ并提出借助人工智

能、物联网等信息化技术ꎬ以促进医药、医疗、养老等多业态融合发展ꎻ紧盯“精准诊疗”“智慧医疗”发展趋

势ꎬ鼓励新业态、新经济的发展ꎮ ２０２３ 年下半年出台«武汉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实施方案

(２０２３—２０２５ 年)»ꎬ明确要实现智慧医疗多场景协同ꎬ加快智能穿戴等智能终端产品及医疗机器人的创

新及规模化应用ꎮ 此外ꎬ武汉市专门设立了总规模 ３００ 亿元的大健康和生物技术产业投资基金ꎬ发挥市

区财政资金杠杆作用ꎬ撬动各类社会资本形成千亿规模基金群ꎮ ２０２４ 年世界大健康博览会逐步成为国际

国内有影响力的大健康产业交流平台ꎮ

　 　 (二)智能医学交叉学科体系建设走在全国前列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学院协和医院智能医学研究室团队在国内率先定义“智能医学”概念ꎮ
２０２０ 年ꎬ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叶哲伟教授主编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智能医学»国家教材ꎬ并担任

“十四五”普通高等教育规划教材—智能医学系列教材总主编ꎮ “十四五”普通高等教育规划教材—智能

医学系列教材已入选中国科技出版传媒教材类 ２０２３ 年度重大项目ꎬ汇集了国内外医学及工程等多领域

极具影响力的院士专家参与编审ꎬ建立了医、理、工各学科领域高度交叉融合ꎬ系统化的智能医学知识体

系ꎬ开辟了我国智能医学教材领域的先河ꎬ在智能医学方面ꎬ起到了开创、引领、示范的作用ꎬ意义深远ꎮ
此外ꎬ协和医院智能医学团队应用虚拟混合现实及医学元宇宙等技术ꎬ开发了模拟真实临床场景的临床

医生培训系统ꎮ 学科理论体系与实践操作体系共进ꎬ培养具有扎实综合素质的综合医学人才ꎮ 团队在国

际数字医疗顶级期刊发表多篇智能医学相关论文ꎬ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ꎮ

　 　 (三)智能医学相关平台已有布局

华中科技大学和武汉大学发挥“双一流”学科综合优势ꎬ已建设了智能医学发展的相关平台ꎮ 武汉智

能医学研究院成立于 ２０２０ 年ꎬ以建设促进前沿科技与医学深度融合创新的新型研发机构为目标ꎬ是“产
学研政”相结合的科创平台ꎮ 目前已与华为、小米人工智能、烽火科技区块链、微软混合现实展开合作ꎬ完
成多项专利布局ꎮ ２０２２ 年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医学人工智能研究院成立ꎬ由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与武汉大学

计算机学院合作成立ꎬ定位为医学人工智能的前沿与交叉研究平台ꎬ已取得了在全球率先研发内镜质量

改善人工智能监测系统ꎬ开发部署了 ＣＴ 影像的新冠肺炎智能诊断系统等成果ꎮ 在数据、算力等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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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方面ꎬ２０２１ 年ꎬ“同济云数据中心”正式启用ꎬ是全国医院最大规模的云数据中心ꎬ也是跨地域、跨机

构、跨部门数据融合的健康云数据中心ꎮ 此外ꎬ武汉市全民健康信息市区一体化平台也在建设完善中ꎬ武
汉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和超算中心能为大数据驱动的智能医学研究提供强有力的算力支撑ꎮ

　 　 (四)优质医疗卫生资源集聚、传统医科实力雄厚

在医疗卫生及临床资源方面ꎬ同济医院、协和医院跻身全国十强ꎬ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中南医院位列

全国百强ꎬ是中部高端医疗资源集中度最高的城市ꎮ ２０２３ 年末武汉三级医院达到 ８２ 家ꎬ床位数达到

１０ ５７ 万张ꎬ其中三甲医院 ２９ 家ꎬ进入全国医疗卫生资源强市行列ꎮ 在传统医科方面ꎬ武汉拥有 １２２ 个国

家级重点专科ꎬ器官移植、心血管疾病等专科诊疗技术达全国顶尖水平ꎮ 此外ꎬ武汉拥有武汉生物技术研

究院、肿瘤工程研究中心等一批成果转化平台ꎮ

　 　 (五)生命健康及人工智能产业基础良好

武汉光谷生物城是国家级的生物产业基地ꎬ位列全国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第一方阵ꎬ２０２３ 年营收规模

突破 ４０００ 亿元ꎮ 依托光谷生物城建设的湖北省智慧医疗健康产业基地ꎬ聚合健康管理与大数据、医疗服

务及康复、医药类产品电子交易等三大平台ꎬ是智慧医疗服务、智慧健康管理以及相关医学成果转化及产

品推广应用的专业园区ꎮ 在人工智能方面ꎬ根据 ＡＭｉｎｅｒ 联合智谱研究发布的“２０２３ 年全球人工智能最具

创新力城市”榜单及«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力城市 ５００ 强分析报告»ꎬ武汉位列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力城市第

３０ 位ꎬ在全国副省级及以上城市中名列第 ８ꎬ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得到了全球认可ꎮ
在产业层面ꎬ武汉已基本形成涵盖基础层、技术层、应用层较为完整的人工智能产业链条ꎬ一批医疗大模

型企业崭露头角ꎮ

　 　 四、促进武汉智能医学发展的对策建议

促进智能医学发展ꎬ是武汉面向未来ꎬ发挥科教医疗优势ꎬ主动适应现代医学新形态、新范式ꎬ加快武

汉医疗健康数字化、智能化转型ꎬ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的必然选择ꎬ也是积极开辟未来

生命健康新赛道ꎬ创新驱动武汉生命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ꎮ 面向未来发展ꎬ武汉应重点打造

智能医学“三大中心”、提升“三项功能”ꎬ并以建设国际化综合性智能医学研究中心为抓手ꎬ完善相关政策

支持体系ꎬ促进智能医学发展ꎮ

　 　 (一)打造国际智能医学知识创新中心ꎬ提升国际引领力

目前ꎬ国际国内在智能医学学科理论体系建设方面站在同一起跑线上ꎮ 国际上尚无智能医学专业顶

尖权威刊物ꎮ 武汉医学、工学、理学学科人才储备丰富ꎬ综合性研究型高校实力强ꎬ已经开创性地联合各

领域院士专家ꎬ跨学科组织编写了我国第一部«智能医学»国家级教材ꎬ有基础有条件打造国际智能医学

知识创新枢纽ꎬ塑造武汉在智能医学研究领域的话语权ꎮ
提升智能医学研究国际引领力ꎬ一是以建设智能医学国际顶刊体系为着力点ꎬ加强“新医科”学科体

系建设ꎮ 按照国际顶刊模式ꎬ依托在汉顶尖医学院、医院等ꎬ打造智能医学期刊体系ꎬ吸引全球最先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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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数据和研究理念ꎬ强化智能医学基础研究能力ꎬ加快“新医科”学科建设ꎬ打造武汉成为国际化的智能

医学知识创新中心ꎮ 二是支持协和医院智能医学研究室等核心研究平台进一步提升功能ꎬ向国家级智能

医学平台跃升ꎬ进一步提升智能医学基础研究的影响力ꎮ

　 　 (二)打造国际智能医学人才培养中心ꎬ提升源头创新力

智能医学是典型的医工融合、医理融合的交叉学科ꎮ 由于我国高校长期以来学科领域划分较细ꎬ人
才培养格局狭窄ꎬ具有交叉学科背景的智能医学复合型创新人才严重缺乏ꎮ

促进智能医学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培养和集聚ꎬ一是打造交叉型、复合型的教学及实践培养平台ꎮ 组

织医科、工科、理科等学科背景的教师打造复合型团队ꎬ协同共建、共同开发交叉学科课程ꎬ建设多学科虚

拟教室、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等ꎬ培养跨学科思维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ꎮ 建设企业、高校、医院融合聚

合的虚拟及实体平台ꎬ开展“专题式、项目制、案例化”教学ꎬ形成“产教医”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ꎮ 二是召

开智能医学国际会议ꎬ集聚链接全球智能医学创新人才ꎬ持续提升武汉在智能医学领域的国际知名度和

影响力ꎬ吸引集聚全球创新人才ꎮ

　 　 (三)打造综合性智能医学转化中心ꎬ提升产业带动力

高校、院所、医院等研究及临床机构主体与企业、产业、园区的联动不足ꎬ创新链与产业链的融合不

够ꎬ导致武汉智能医学在科学研究、学科建设、临床诊疗、基础数据等方面的优势难以形成闭环ꎬ以及转化

为创新优势和生命健康产业发展优势ꎮ 当前ꎬ亟须抢抓发展机遇ꎬ在智能医学成果转化应用等方面ꎬ深化

医学高校—医院—企业合作ꎬ打通研究实验室、人才培养和临床应用之间的阻碍ꎬ形成智能医学创新闭

环ꎬ为服务健康武汉事业、引领生命健康产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ꎮ
一是搭建“政产学研资创”全面协作的智能医学成果转化平台ꎮ 支持武汉智能医学研究院、武汉大学

人民医院医学人工智能研究院等创新体制机制ꎬ联合“产学研”搭建转化平台ꎬ更有效集聚运营政府资金、
市场资本、企业资源、高校平台ꎬ打通新技术产品及服务在医院内快速验证和应用渠道ꎬ驱动成果转化ꎮ
二是建设完善综合性、支撑性的公共服务平台ꎬ如医学大数据及算力公共服务平台、智能医疗器械及软件

创新研发平台、创新治疗技术研发服务平台等ꎬ完善智能医学创新创业生态体系ꎮ

　 　 (四)建设国际化综合性武汉智能医学中心

国际化综合性武汉智能医学中心是武汉打造智能医学“三大中心”、提升“三项功能”的重要抓手ꎬ也是

汇聚高校、院所、医院、企业等主体ꎬ集聚国内外各类智能医学创新资源的重要创新平台ꎮ 一是明确国际化综

合性的武汉智能医学中心的功能定位ꎮ 武汉智能医学中心是集医学科研、教育以及医学转化“三位一体”ꎬ是
面向临床需求及关键问题解决ꎬ“产、学、研、医、用”主体集聚ꎬ深入推进医—理—工三方交叉融合的平台ꎮ 武

汉智能医学中心深入探究智能医学相关理论、实践和应用ꎬ完善智能医学知识体系ꎬ培养“新医科”交叉学科

人才ꎬ加快智能医学成果转化和临床应用ꎬ为武汉生命健康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发展奠定良好的理论

和实践基础ꎬ为全省生命健康产业向万亿跨越数智赋能ꎬ为全国智能医学发展探索“武汉模式”ꎮ 二是明确武

汉智能医学中心的建设与管理主体ꎮ 支持具有教学科研及医疗功能ꎬ学科实力强、医疗资源丰富、具有强号

召力的武汉高校、医学研究机构等为建设管理主体ꎮ 三是落实武汉智能医学中心的空间承载ꎮ 在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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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协和国家医疗服务区布局武汉智能医学中心ꎮ 合理布局智能医学创新楼宇ꎬ承载智能医学科研、教学、
临床及孵化等复合功能ꎬ提升楼宇创新及产业资源密集程度ꎬ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ꎮ

　 　 (五)加大对武汉智能医学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

智能医学的发展涉及政府、企业、高校院所、医院ꎬ以及资本市场等ꎬ需要多主体形成合力ꎬ多要素协

同创新ꎮ 政府在智能医学创新生态构建等方面必须加强引导、发挥重要作用ꎮ 一是市级层面加强促进智

能医学发展的顶层设计ꎮ 制定支持智能医学发展的政策ꎬ完善优化政府服务ꎮ 建立完善多部门协同、市
区联动的工作机制ꎬ形成促进智能医学发展的合力ꎮ 建立武汉智能医学创新发展智库ꎬ汇聚政府、金融、
领军企业、产业政策等各领域专家ꎬ积极探索以智能医学基础研究引领驱动产业发展的“武汉模式”ꎮ 二

是加大对智能医学的资金支持ꎮ 加大对智能医学及相关产业投早、投小、投硬科技项目的基金的投入支

持ꎬ培育“长期资本、耐心资本”ꎮ 优化市医保支付结算模式ꎬ探索将符合条件的智能医学创新药械及相关

技术服务纳入本市医保ꎮ 三是促进医疗数据共享应用ꎮ 推动标准化、信息化临床研究数据共享ꎬ打通医

院之间数据链接ꎬ拓展医疗数据在创新研发端的应用ꎮ 由市卫健委、市疾控中心、数据局牵头ꎬ探索建设

各类医药医疗大数据库ꎬ促进相关数据的共享应用ꎮ 加快医疗、医保、药监等数据底座建设ꎬ支持医疗大

模型开发和落地应用ꎮ 引导算力企业加大对人工智能医疗的支持ꎮ

作者简介:
顾晓焱ꎬ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经济与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ꎬ主要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区域创新体系ꎮ
叶哲伟ꎬ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智能医学研究室主任、武汉智能医学研究院院长ꎮ

(责任编校: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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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突破性发展智能网联汽车产业ꎬ
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课题组

　 　 摘　 要: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驱动汽车从交通工具向智能终端、储能单元和数字空间转变ꎬ智
能网联汽车产业成为全球各地争相发力的战略制高点ꎮ 武汉市作为我国六大汽车产业集群区域之一ꎬ近
年积极布局构建“下一代汽车”生态圈ꎬ试点示范和应用创新走在前列ꎬ但仍存在产业能级不高、产品竞争

力不足、核心技术能力待突破、商业模式待完善等问题ꎬ汽车重镇地位面临巨大挑战ꎮ 下一步ꎬ要把智能

网联汽车产业作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ꎬ因地制宜ꎬ克服劣势短板ꎬ发挥优势特色ꎬ持续厘清产

业发展思路ꎬ深入优化产业发展生态ꎬ加快拓展“双智”试点示范ꎬ积极打造多元应用场景ꎬ着力构筑发展

新动能新优势ꎬ用心用情用力用智谋划好、发展好ꎬ争取将其打造成为武汉的新名片和新形象ꎮ
关键词:智能网联汽车ꎻ新质生产力ꎻ新型工业化ꎻ汽车产业

智能网联汽车ꎬ又称为智能汽车或自动驾驶汽车ꎬ是指搭载先进的车载传感器、控制器、执行器等装

置ꎬ融合现代通信与网络技术ꎬ实现车与人、车、路、云等动态信息的实时交互ꎬ具备复杂环境感知、智能决

策、协同控制等功能ꎬ可实现安全、高效、舒适、节能行驶ꎬ并最终可实现替代人来操作的新一代汽车ꎮ 智

能网联汽车产业是一个涉及汽车、交通、通信、测绘、安全等多方面的系统工程ꎬ与人工智能、低空经济(飞
行汽车)、物联网、５Ｇ / ６Ｇ、北斗、激光、芯片、软件等产业ꎬ以及智能交通、智慧城市、出行服务等应用场景高

度关联ꎬ是典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ꎮ
对于武汉而言ꎬ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是传统汽车与未来汽车的重要结合点ꎬ是必须锲而不舍、持之以恒

做优做强做大的重要产业ꎬ是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标杆ꎬ是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重要支柱ꎮ
因此ꎬ要克服劣势短板ꎬ发挥优势特色ꎬ把智能网联汽车产业作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ꎬ用心用

情用力用智谋划好、发展好ꎬ争取将其打造成为武汉的新名片和新形象ꎮ

　 　 一、相关文献综述

智能网联汽车是有基础、有规模、短期内能见效的新兴和未来产业ꎬ是传统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攻

方向ꎬ是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ꎮ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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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创新ꎬ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ꎬ发展新质生产力ꎮ 新质生产力代

表着一种生产力的跃迁ꎬ是科技创新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生产力ꎮ 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ꎬ进一步明

确了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以产业升级构筑新竞争优势赢得发展主动权的发展方向ꎮ 从经济学角度

分析ꎬ新质生产力突破了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ꎬ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

型升级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ꎬ以高效能、高质量为基本要求ꎬ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

的质变为基本内涵ꎬ以创新性、融合性、引领性和超越性为基本特点ꎬ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ꎮ
智能网联汽车实践发展日新月异ꎬ相关研究也日渐丰富ꎬ主要集中于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突破、产业创

新、安全保障、治理体系建构和发展环境营造等方面ꎮ 李克强等①认为智能网联汽车的体系架构包括价值

链、技术链与产业链ꎬ其发展阶段可分为自主式驾驶辅助、网联式驾驶辅助、人机共驾、高度自动 /无人驾

驶ꎬ涉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控制执行、人机共驾、通信与平台、信息安全等关键技术ꎻ孙超等②通过产业

政策比较分析ꎬ提出加强战略规划、完善法规政策、支持核心技术研发、建设新型配套设施、加强产业生态

协同创新ꎬ构建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政策体系ꎻ宋琦等③提出以数据分类分级为基础ꎬ以数据生命周期安全

管理为主线ꎬ构筑包括数据安全管理、数据安全技术、数据安全运营和数据处理场景安全管理在内的整体

数据安全治理框架ꎻＢａｇｌｏｅｅ 等④认为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技术发展对现代交通网络建设具有重要意义ꎬ未
来更高效、更智能的交通网络、配套完善的交通法规将成为主流ꎮ

整体而言ꎬ关于智能网联汽车的研究随着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蓬勃发展不断丰富ꎬ国内外学者聚焦

于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趋势、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产业发展困境与对策等多个方面展开研究ꎮ 既有政

策分析和技术路径探讨ꎬ也有产业发展的地方实践案例解析ꎮ 然而ꎬ既有研究更多着眼于智能网联汽车

发展本身ꎬ对智能网联汽车发展与新质生产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之间的关系关注不多ꎻ更多着眼于智

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现状ꎬ结合科技前沿、产业前沿、经济形态前沿等对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的前沿趋势研

究不多ꎮ 在地方实践研究方面ꎬ更多关注城市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比较和发展指标指数综合评价ꎬ聚
焦湖北省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发展思路及对策建议的系统性研究成果较为缺

乏ꎬ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ꎮ

　 　 二、全球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态势

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是传统汽车产业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ꎬ也是智能网联汽车领域研究和

发展起步较早的国家ꎬ在智能网联汽车领域技术、立法、产业链、市场等方面全方位领先ꎬ并呈现出技术快

速进步、场景测试应用充分、产业链不断健全、市场需求扩大的良性发展态势ꎮ

　 　 (一)美国:支持创新应用ꎬ构建产业发展综合体系

美国是最早发展自动驾驶的国家ꎮ 美国凭借联邦顶层政策指引、资金支持和各州开放的法律环境ꎬ

０２

①

②

③

④

李克强、戴一凡、李升波、边明远:«智能网联汽车(ＩＣＶ)技术的发展现状及趋势»ꎬ«汽车安全与节能学报»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ꎮ
孙超、黄愉文、张凯、张永捷:«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政策趋势分析及发展思考»ꎬ«城市交通»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ꎮ
宋琦、武波、刘永东:«关于智能网联汽车数据安全治理框架的探究»ꎬ«网络安全与数据治理»２０２４ 年第 ３ 期ꎮ
Ｂａｇｌｏｅｅ Ｓ Ａꎬ Ｔａｖａｎａ Ｍꎬ Ａｓａｄｉ Ｍꎬｅｔ ａｌꎬ“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ꎬ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ꎬ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ꎬ”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２４ꎬ Ｎｏ. ４(２０１６):２８４－３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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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领先地区率先开展自动驾驶载人示范应用、商业化试运营探索商业模式ꎬ推动技术优势转换为产业优

势ꎮ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ꎬ加州议会公共事务委员会宣布ꎬ允许谷歌 Ｗａｙｍｏ 和通用 Ｃｒｕｉｓｅ 的 Ｒｏｂｏｔａｘｉ 在旧金山不

受限制载客ꎬ７×２４ 小时、区域不限、全无人、可收费ꎬ自动驾驶将产生全新的商业价值ꎮ ２０２４ 年 １０ 月ꎬ特
斯拉 Ｌ５ 级自动驾驶汽车亮相ꎬ这款无方向盘全自动驾驶汽车预计 ２０２７ 年前量产ꎮ

美国率先支持自动驾驶ꎬ初步建立起在全球领先的产业发展体系ꎬ该体系为涵盖“战略规划—创新支

持—法律法规—标准规范—推广应用”的综合性体系ꎮ 以连续性的产业发展战略规划建立健全顶层布

局ꎬ从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２１ 年间ꎬ着重谋划支持车用无线通信技术与自动驾驶的持续发展ꎬ每 ５ 年颁布一次智

能交通战略ꎻ从 ２０１６ 年至 ２０２１ 年间ꎬ为详细制定相关研发、应用、标准等细则ꎬ多次颁布 １ ０ 至 ４ ０ 自动

驾驶及其综合计划ꎮ 以自动驾驶技术研发应用专项资金强化创新支持ꎬ其中运输管理局拨款合计超过

８００ 万美元ꎮ 以自动驾驶法规解释修订加强制度保障ꎬ如众议院通过«联邦自动驾驶法案»ꎬ加州通过 ８ 部

相关法案ꎬ内华达州通过 ４ 部相关法案ꎬ涉及新技术车辆豁免、测试、税收、运输安全等多个领域ꎮ

　 　 (二)欧盟:引导商业落地ꎬ探索产业发展专项保障

面向自动驾驶商业化的全方位布局ꎬ欧盟统筹推动自动驾驶产业发展ꎬ促进欧洲各国积极推动自动

驾驶技术及相关配套设备发展ꎬ尤以德国和英国为代表ꎮ 德国是首个允许完全无人的自动驾驶汽车上路

行驶的国家ꎬ目前ꎬ已在柏林、汉堡、亚琛等多个地区开展相关测试ꎮ 德国依靠其强大的汽车产业基础ꎬ如
博世、大陆等企业ꎬ在车载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摄像头等产业方面都保持领先或占主导地位ꎮ

欧盟致力于构建自动驾驶发展保障ꎬ率先建立健全法律法规、战略规划、标准规范等多种形式的保障

方案ꎬ关涉自动驾驶道路测试、安全责任、保障保险及文明伦理等多个方面ꎬ推动产业保障体系日益完善ꎮ
战略规划上ꎬ着眼于自动驾驶创新应用、基础设施、数据安全等方面ꎬ积极推动顶层路线设计ꎬ通过«通往

自动化出行之路:欧盟未来出行战略»的出台ꎬ明确到 ２０３０ 年欧盟及成员国将持续普及完全自动驾驶ꎮ
标准规范上ꎬ以跨国协同的方式ꎬ有力促进智能交通系统合作战略ꎮ 研发应用上ꎬ英国针对自动驾驶最新

技术、商业模式、保险基金等方面ꎬ成立 ２ 亿英镑的专项基金ꎮ 安全责任上ꎬ英国«自动与电动汽车法案»
在全球首次明确规定责任分担及保险保障ꎮ 文明伦理上ꎬ德国自动驾驶道德准则是全球首个专项的自动

驾驶伦理规范要求ꎮ

　 　 (三)日本:注重协同效应ꎬ产学官共建协作机制

为稳步有序地推动智能网联汽车实现商业应用ꎬ日本于 ２０１４ 年正式启动“战略性创新创造项目自动

驾驶系统研究开发计划”ꎬ其中要求构建自动驾驶推进委员会ꎬ并成立一体化的自动驾驶产学官协作研发

机制ꎮ 日本企业加大对自动驾驶的投入ꎬ同时推动联盟的形成ꎮ 其中ꎬ以丰田为首的日系车企和供应商

加速对自动驾驶初创企业的投资和收购ꎬ同时在技术方面不断加快车联网、自动驾驶平台等方面的部署

和研发ꎮ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ꎬ日本川崎重工、ＺＭＰ、ＴＩＳ、Ｔｉｅｒ ＩＶ、日本邮政、松下、本田和乐天集团 ８ 家公司成立了

一般社团法人机器人配送协会ꎬ普及无人配送服务ꎮ
日本聚焦协同推进智能网联汽车与新型基础设施智慧标准的构建ꎬ出台«自动驾驶汽车安全技术指

南»ꎬ制定明确的运行管理规范ꎮ 为解决上路合法性、执法合理性的突出问题ꎬ日本通过修订«道路交通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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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道路运输车辆法»等政策法规ꎬ针对自动运行装置管理事项进行增补ꎬ在传统汽车强制保险适用范围

中吸纳新的安全标准ꎬ使其涵盖自动驾驶交通事故安全处置事宜ꎮ

　 　 三、国内主要城市汽车产业发展特点

我国智能网联汽车进入快速发展通道ꎮ 预计到 ２０２５ 年ꎬ我国智能网联汽车渗透率达到 ５０％ ꎬ到 ２０３０

年智能网联汽车渗透率超过 ７０％ ꎮ 北京、上海、无锡、深圳等地在重点项目落地、关键技术研发、复杂场景

应用、产业强链补链和智慧网联建设等领域呈现明显特色ꎬ走在全国城市前列ꎮ

　 　 (一)北京:扎实布局全产业链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ꎬ北京正式启动全球首个网联云控式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建设ꎮ 北京聚集了全国半数

以上的自动驾驶企业ꎬ相关企业数量超过 ２００ 家ꎬ已基本形成覆盖产业链各环节的智能网联汽车产业体

系ꎬ包括百度、小马智行、新石器、主线科技、云控智行、亮道智能、国汽智图等 ４０ 余家“车路云网图”产业

链关键环节企业ꎬ以及清华、北大、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北京微芯区块链与边缘计算研究院等知名

高校和科研机构ꎮ

北京先后发布了全球首个车路协同自动驾驶数据集和全球首个开源开放的智能网联路侧单元操作

系统“智路 ＯＳ”ꎬ完成了国家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中心的体制机制改革ꎬ建成了车规级芯片的测试验证实

验中心ꎬ支持国创中心建设了孵化基地ꎬ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孵化等优质服务ꎮ 领先建设城市级的工程

实验平台ꎬ通过“车路云网图”五位一体建设以及一体化技术路线的深入实践ꎬ加速实现车路协同的应用

推广ꎬ着力推动 Ｌ４ 级别以上自动驾驶的规模化应用ꎮ 支持构建产教联合体ꎬ目前已汇集 ９ 个政府部门、

清华与北航等 １７ 所中高职本科院校ꎬ百度、小马智行、阿里、腾讯、海康、电信等 ３１ 家企业以及 ５ 家科研机

构、４ 个行业协会组织ꎬ建成具备人才培养、创新创业、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等多功能的综合平台ꎮ

　 　 (二)上海:积极探索创新应用

作为国内汽车产业重镇以及全球汽车产业核心聚集区ꎬ上海不但拥有上汽集团、特斯拉等全球知名车

企ꎬ而且成为众多跨国汽车零部件企业的全球总部基地ꎮ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ꎬ上海在国内率先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开

放道路测试ꎬ以及首批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牌照发放ꎮ 为落实智能网联汽车测试道路典型应用场景ꎬ上海

通过嘉定、临港、奉贤和金桥等 ４ 个创新测试区联动ꎬ运用全车型、全出行链、全风险类别、全测试环节和融合

新基建基础设施方法ꎬ历经了三个阶段ꎬ包括“从无到有”的探索期、“从点到域”的完善期和“从量到优”的成

熟期ꎬ形成了“四全一融合”测试战略布局ꎬ并率先创建了分批次分类别开放的全出行链条测试场景模式和发

展格局ꎮ 研发了分级定量的全维度测评工具链ꎬ支撑了全球第一个智能重卡大规模示范运营ꎬ以及国内第一

个智能网联汽车封闭测试区建设、第一批开放测试道路选择、第一批测试牌照发放、第一次自动驾驶示范应

用、第一个真实业务商业运营等ꎬ持续引领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和创新应用ꎮ

截至 ２０２３ 年底ꎬ上海实现自动驾驶开放测试总面积达 ９１２ 平方公里ꎬ其中嘉定 ４６４ 平方公里和临港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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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６ 平方公里实现全域开放ꎮ 累计向 ３２ 家企业 ７７４ 辆车颁发道路测试和示范应用牌照ꎮ 测试总里程

９６３ ３ 万公里ꎬ其中自动驾驶测试里程 ７４３ ７ 万公里ꎬ较 ２０２２ 年分别增加 ２５％ 、４３％ ꎻ测试总时长 １１５ 万

小时ꎬ其中自动驾驶测试时长 ６５ 万小时ꎬ较 ２０２２ 年分别增加 １９０％ 、２００％ ꎮ

　 　 (三)无锡:着力建设车联网和智能路网

“智慧的车ꎬ聪明的路”是无锡车联网及智能网联汽车的主要发展方向ꎮ 无锡集聚了超 ３５０ 家车联网及

智能网联汽车相关企业ꎬ其中近 ８５％为智能网联汽车零部件及自动驾驶相关企业ꎮ 由“点”连“线”延“面”ꎬ

编织出一张智能路网ꎬ已有近 １２００ 公里智能网联道路实现全域有条件自动驾驶开放ꎬ拥有自动驾驶微循环

接驳小巴超 １００ 辆并覆盖 １１ 条线路ꎬ实现了 ４５０ 平方公里、８５６ 个点段的车路协同基础设施覆盖ꎮ

江苏(无锡)车联网先导区是我国第一个国家级车联网先导区ꎮ 在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的支

持下ꎬ无锡与中国移动、华为、中兴、平安、京东、奥迪、上汽、福特、吉利等龙头企业形成了深度合作ꎬ特别

是在车路协同自动驾驶领域ꎬ实现了 ４５０ 平方公里、８５６ 个点段的车路协同基础设施覆盖ꎬ始终保持技术

领先态势ꎮ 推动全球首个城市级 Ｃ－Ｖ２Ｘ 示范应用项目落地无锡ꎬ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车联网城市级

ＬＴＥ－Ｖ２Ｘ 网络ꎬ积极引入文远知行自动驾驶华东总部项目、海容电子车辆智能传感器生产线项目、吉利协

同创新中心项目等多个智能网联汽车领域重大项目ꎬ形成了较强的产业带动效应和应用服务生态ꎮ 积极

探索商业应用ꎬ如京东无人配送车辆已开展规模化运营ꎬ多家功能型低速无人车企业将在梁溪、新吴等地

陆续开展运营ꎻ自动驾驶物流线路 ２ 条ꎬ实现综合保税区重点企业、上汽大通周边的自动驾驶物流运输ꎻ

自动驾驶环卫业务已商业化开展ꎬ覆盖 ３４０ 万平方米街区ꎮ

　 　 (四)深圳:全面规范应用管理

深圳运用特区优势ꎬ主动探索创新智能网联汽车管理机制ꎬ逐步实现从头部集聚向产业集群、从业态

培育向生态优化、从封闭测试向全域开放的跨越发展ꎬ助力深圳建成世界一流汽车城ꎮ ２０２３ 年ꎬ深圳智能

网联汽车同比增长 ３８ ２％ ꎬ连续两年保持 ３５％以上的增长态势ꎻ新能源同比增长 １３ ５％ ꎬ连续 ３ 年保持

两位数增长ꎮ 目前ꎬ已经形成了两个主要的新能源汽车产业聚集区ꎬ即新能源汽车产业双创基地和坪山

新能源汽车产业园区ꎬ以及位于宝安区的华丰国际新能源汽车产业园ꎮ 覆盖关键零部件、整车制造、算法

设计、移动通信等上下游环节ꎬ打造了一个全球自动驾驶集卡规模化应用港口和坪山全无人商业化示范

等若干个示范区ꎮ

深圳持续建立健全产业体系、智慧体系、营商体系、运输体系、标准体系、法规体系、治理体系等七大

体系ꎬ统筹布局和加快推动深圳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ꎮ 其中ꎬ在标准体系方面ꎬ加快地方性准入 １０ 项

标准实施落地ꎬ支撑深圳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地方准入管理ꎻ加快编制智能网联汽车登记地方标准和团标ꎬ

为智能网联汽车登记上牌合规化提供保障ꎮ 在智慧体系方面ꎬ加快探索构建适配智能网联汽车运行的智

能化基础设施环境ꎬ推进全域基础设施网联化、智能化升级ꎬ推动城市级智能网联汽车统一政府监管平台

建设ꎬ构造安全、高效、可扩展、可演化的智能网联汽车、智慧交通、智慧城市集成体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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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武汉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现状

　 　 (一)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现状

一是汽车产业基础较好ꎮ 作为全国汽车重镇ꎬ目前武汉市共有 ９ 家乘用车整车企业、３ 家客车企业以

及汽车零部件企业 １２００ 余家ꎮ ２０２３ 年ꎬ全市汽车(乘用车)产量 １２６ ７ 万辆ꎬ汽车产业产值 ３４７７ 亿元ꎬ同
比增长 ０ ９％ ꎬ汽车产业已连续 １４ 年成为全市第一大支柱产业ꎮ 其中ꎬ新能源汽车产量达 ２８ １ 万辆左

右ꎬ同比增长 ４５ ５％ ꎮ
二是全产业链加速布局ꎮ 持续推进“车谷”“光谷”“网谷”“星谷”各产业基地和产业集群优势互补ꎬ

初步形成以整车制造为核心、零部件企业聚集、初创型企业不断孕育的完整产业链ꎬ成为国内少数覆盖

“车”“路”“网”各细分领域的城市ꎮ 目前ꎬ已培育和引进了 ２００ 多家新能源与智能网联领域企业ꎬ建立从

上游的感知、通信系统ꎬ到中游整车制造、自动驾驶解决方案ꎬ再到下游的运营服务、数据服务等全链条要

素体系ꎮ
三是科技创新动能显著增强ꎮ 集聚了一批高水平创新平台ꎬ由院士领衔ꎬ联合武汉大学、武汉理工大

学、华为等建立了院士工作站、智能网联联合创新实验室及工业技术研究院ꎬ为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提

供雄厚扎实的技术支持ꎮ 先后成立“智能汽车与智慧城市协同创新联盟” “武汉市智能汽车产业创新联

盟”ꎬ推动“产学研用金”一体化发展ꎮ 形成了一批有竞争力的创新技术和产品ꎬ如智新科技建成国际一流

的车规级 ＩＧＢＴ 模块生产线ꎬ芯擎科技首款自主研发智能驾驶芯片“龙鹰一号”实现量产和供货ꎮ
四是配套服务功能持续优化ꎮ 武汉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速ꎬ车桩比位列全国前五ꎮ 集聚国家

级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检测中心、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武汉分中心等一批新能源汽

车检验检测机构和研发机构ꎮ 以数字化手段赋能智能网联城市建设ꎬ建成车城网基础平台和车城融合应

用平台ꎬ初步实现互联互通ꎮ
五是道路测试和示范应用国内领先ꎮ 截至 ２０２３ 年底ꎬ全市累计开放测试道路里程已突破 ３３７８ ７３ 公

里(单向里程)ꎬ辐射面积约 ３０００ 平方公里ꎬ均保持全国第一ꎮ 面向智慧公交、出租、智慧交通、景区观光、
末端物流、智慧停车共 ６ 大类 １５ 个具体应用场景ꎬ开展智能网联汽车特色示范应用ꎮ 加快打造“自动驾

驶第一城”ꎬ在全国率先发布全无人驾驶商业化运营试点政策ꎬ实现了跨区通行、跨江通行、机场高速通行

等多个应用场景的全国首创ꎮ

　 　 (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是产业能级不高ꎬ与其他城市相比存在差距ꎮ 作为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的基础ꎬ新能源汽车产量及

其占比在武汉仍然较低ꎬ与深圳、上海、西安存在一定差距ꎮ 新能源汽车产品除东风岚图、吉利路特斯外ꎬ
东风本田、小鹏等项目还在推进之中ꎬ且大部分传统车企转型步伐较慢ꎬ与武汉汽车产业在国内的地位不

匹配ꎮ
二是企业品牌竞争力不强ꎮ 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进一步向头部企业集中ꎮ ２０２３ 年ꎬ新能源汽车销量

排名前十位的企业集团ꎬ销量合计占比达到 ８６ ８％ ꎬ前三家市场份额达到 ５３ ３％ ꎮ 武汉参与新能源汽车

竞争主要依靠本土头部车企的转型布局ꎬ除东风岚图外ꎬ其他汽车产品或品牌的市场占有率都不高ꎬ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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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支撑全局发展的龙头企业ꎮ
三是核心技术能力待突破ꎮ 与部分领先城市相比ꎬ武汉在人才、技术、创新、数据等资源要素供给方

面滞后ꎬ很难跟上整车的技术开发进度ꎮ 目前ꎬ在智能网联汽车核心基础材料和零部件、工业软件等方

面ꎬ仍存在明显短板ꎮ
四是商业模式待完善ꎮ 当前ꎬ武汉并未明确智能网联汽车在城市交通体系中的定位ꎬ尚未挖掘出各

个交通领域中的痛点ꎬ“有场景ꎬ无定位”是智能网联汽车由示范应用到大规模推广的主要障碍ꎮ 高级别

自动驾驶领域ꎬ则更多处于商业模式探讨阶段ꎬ尚无企业真正实现商业闭环ꎮ

　 　 五、武汉发展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思路与建议

积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指示精神ꎬ抢抓先行先试

机遇ꎬ从全局全域视角出发ꎬ因地制宜ꎬ基于武汉现有产业基础和优势ꎬ坚持“单车智能＋网联赋能”两线融

合ꎬ坚持发展与安全两手并重ꎬ坚持推动汽车产业转型升级与新兴技术、规模化商用牵引两业并举ꎬ引领

带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革新、跨区域跨行业深度融合ꎬ构筑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新优势ꎮ

　 　 (一)持续厘清产业发展思路

一是强化全市统一布局ꎮ 顺应无人化、商业化、规模化等发展趋势ꎬ高站位谋划ꎬ高标准布局ꎬ建立由

市主要领导亲自挂帅、相关部门参加的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委员会和办公室ꎬ设立专项产业发展基金ꎬ
集聚科技、产业、人才、资金、保险、政策等资源ꎬ推动跨区域、跨部门、跨行业、跨领域协同合作ꎬ形成“一个

标准、一张网、一体化运营”格局与“一盘棋”发展合力ꎮ
二是探索未来汽车发展道路ꎮ 顺应硬件趋同、软件定义、数据驱动等未来汽车商业模式颠覆性变革

趋势ꎬ坚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ꎬ以产业促进和支持创新为根本目标ꎬ支持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新产

品、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ꎬ努力建设国家“双智”协同发展先行区、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发展示范区ꎬ推
动智能网联汽车由单纯交通工具向移动智能终端、储能单元和数字空间转变ꎮ

三是积极促进“三智融合”ꎮ 顺应单车智能与车路协同融合并举发展趋势ꎬ最大程度地寻找智能网联

汽车、智能交通、智慧城市三者的结合点ꎬ推动相关产业加快转型升级ꎬ提速提质发展ꎮ 合理规划和优化

城市新型基础设施建设ꎬ推进传统道路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ꎬ运营壮大车城网平台ꎬ推动“聪明的车”“智
慧的路”与“智慧的城”同步发展、同步成熟ꎮ

四是统筹发展和安全ꎮ 顺应安全性和驾乘体验感同等重要的发展趋势ꎬ坚持安全与发展并重ꎬ统筹

协调产业促进和安全发展ꎮ 明晰主体责任ꎬ建立监管机制ꎬ既能有效应对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给国家安全、
车辆安全、道路交通安全、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等带来的新挑战ꎬ又能为智能网联汽车规模化生产、示范

应用、商业化运营及事故处理留有余地ꎬ激发产业发展内生动力ꎮ

　 　 (二)深入优化产业发展生态

一是推动全产业链发展ꎮ 充分发挥属地车企牵头引领作用ꎬ引进和培育龙头企业ꎬ构建新型“整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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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部件”“生产企业—使用主体”合作关系ꎬ培育规上企业、上市公司、隐形冠军、“专精特新”小巨人和独

角兽等多层次企业梯队ꎬ打造上中下游协同创新、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集群ꎬ形成

“车、路、云、图”全产业生态ꎬ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ꎮ
二是深化区域协同和产业融合ꎮ 统筹产业布局ꎬ推进“车谷” “光谷”两翼一体ꎬ促进“车光融合互

补”ꎬ实现智能网联汽车与电子、软件、新材料、人工智能等领域跨界协同ꎮ 加强与襄阳、十堰等地合作ꎬ共
建汉江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带ꎬ实现“两区带动一市ꎬ一市带动一集群”ꎮ

三是营造优良产业生态ꎮ 发挥整车带动作用ꎬ依托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应用平台和产业促进联盟等

本地行业机构ꎬ集聚更多企业参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化应用ꎬ搭建供需交流与产业化应用平台ꎮ 联合头

部企业、科研院所设立智能网联汽车新型研发机构ꎬ集中力量研发智能网联通用技术、治理技术、安全保

障防护技术等ꎬ并优化治理制度和规范体系ꎮ

　 　 (三)加快拓展“双智”试点示范

一是建设城市新型智能路网系统ꎮ 按照不同场景需求ꎬ推进全市范围内的道路基础设施数字化、智
能化改造ꎬ统筹规划、配套建设通信、感知、计算等车路协同基础设施ꎬ形成全域高精度地图和城市位置网

络ꎬ打造城市新型智能路网系统ꎮ
二是建立示范应用与运营监管平台ꎮ 为节约投入、减少重复建设ꎬ采用共同建设、共同使用、共同维

护模式ꎬ将武汉经开区现有车城网平台扩容并推广应用范围ꎬ逐步实现全市及各区人、车、路、环境等车城

网数据统一接入、统一管理及统一服务ꎬ形成示范应用与运营监管平台ꎮ
三是提升车城网服务功能ꎮ 推进车城网与更多公共服务平台实现关联对接ꎬ开放共享车路协同基础

设施的数据信息、通信网络等资源ꎬ引导企业进行技术研发迭代ꎬ探索商业化路径ꎮ 复制推广“双智”试
点ꎬ实现车城网与智慧城市建设平台互联互通ꎬ打造“双智”协同发展的全国样板ꎮ

四是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ꎮ 打造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ꎬ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组建“产学研用”技术创新联合体ꎬ进行关键共性技术联合攻关ꎬ在系统软件、车载芯片、智能座舱、自动驾

驶、高精地图、智能感知、信息安全等关键领域突破一批卡脖子技术ꎬ缩小与国际产品之间在稳定性、可靠

性、性价比、量产能力等方面的差距ꎮ

　 　 (四)积极打造多元应用场景

一是完善国家级智能网联汽车测试示范区建设ꎮ 构建以武汉经开区、东湖高新区、中央商务区为主

的智能网联汽车测试示范区ꎬ建设仿真测试平台、封闭测试场与开放测试区“三位一体”的智能网联汽车

测试体系ꎬ推动智能网联汽车应用场景从封闭迈向开放、从专用迈向公用ꎮ
二是智能网联汽车道路全域开放与专用车道并举ꎮ 选择车路协同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行政区ꎬ支持

特定区域全域开放ꎬ打造全国“自动驾驶第一城”ꎮ 选择适当路段、区域、时段ꎬ探索建设自动驾驶汽车专

用道路ꎬ逐步建立起高速路、快速路以及至高铁站、机场等核心交通枢纽的自动驾驶运营专线ꎮ
三是分级别分场景逐步推进自动驾驶商用化应用ꎮ 推进自动驾驶网约车、自主代客泊车与智慧停

车、自动驾驶公交与智慧公交等规模化应用及商业落地ꎮ 在应用场景相对简单固定的景区、园区、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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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中心等区域ꎬ支持规模化应用低速无人车ꎬ承担运输、配送、餐饮、零售等服务功能ꎮ
四是鼓励智能网联汽车商业化运营ꎮ 支持智能网联汽车商业模式创新ꎬ布局智能网联汽车相关的信

息服务、智能出行、终端设施等新业态ꎮ 支持满足要求的企业便利化、快捷化取得道路测试和示范应用等

资质ꎬ鼓励企业聚焦特定场景ꎬ建立可自循环的商业模式ꎬ推动示范与应用、技术与模式同步发展ꎮ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成员:
杨瑜娴ꎬ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ꎬ法学博士ꎬ研究方向为城市法治、数字法学、司法制度ꎻ
周阳ꎬ武汉市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ꎬ经济学博士ꎬ研究方向为城市经济、区域

经济、产业经济ꎻ
陈进ꎬ武汉市社会科学院政治与法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ꎬ经济学博士ꎬ研究方向为经济金融、城市治理ꎻ
胡玉桃ꎬ武汉市社会科学院政治与法学研究所助力研究员ꎬ法学博士ꎬ研究方向为城市法治、数据法

学、行政法学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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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硕士ꎬ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数字

经济ꎮ

(责任编校:夏芸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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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湖泗瓷窑遗址的重大价值、
保护现状与开发利用

　 　

王光艳

　 　 摘　 要:武汉市江夏区湖泗瓷窑址群是迄今为止长江中游地区出现时期最早、数量最多、延续时间最

长的古窑址群ꎮ 该窑址保存了中国古代长时段的制瓷遗迹ꎬ显示了长江流域陶瓷文化的连续性存在ꎬ改

写了宋瓷研究中“湖北无瓷窑”的历史ꎬ填补了湖北古代瓷窑史的空白ꎮ 然而ꎬ湖泗瓷窑址群保护现状堪

忧、考古发掘不够、文化研究不深、博物展陈不足等问题日益突出ꎮ 建议对标«湖北省流域综合治理和统

筹发展规划纲要»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申请要求ꎬ建设湖泗瓷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ꎬ擦亮湖北陶瓷文

化名片ꎬ促进考古发掘与遗产保护、文化传承与流域治理、经济发展与文旅融合等工作全面展开ꎮ
关键词:湖泗瓷窑遗址ꎻ陶瓷文化ꎻ长江文化ꎻ文物保护ꎻ湖泗瓷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ꎬ陶瓷是中华瑰宝ꎬ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

片ꎮ①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ꎬ瓷器是显示中华文明连续性的优秀代表ꎬ江夏湖泗瓷是长江文明中器物文化的

亮色ꎮ 湖泗原名湖泗桥ꎬ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ꎮ «江夏县志»载:早年有大沟湖水直达镇头ꎬ木船可经

梁子湖通往长江ꎬ镇内有四座大桥ꎬ桥下湖水常流如泗ꎮ “泗”的意思是“鼻涕”ꎬ“湖水长流如泗”的意思

是湖水不停地长流ꎬ湖泗由此而得名ꎮ 湖泗瓷窑址群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的梁子湖和嘉鱼、江夏、咸
安三县区交界处的斧头湖一带ꎬ整个窑址群南北长约 ４０ 公里、东西宽约 ３０ 公里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湖北

省武昌县(现武汉市江夏区)和鄂城县(现鄂州市)的文化干部在文物调查过程中ꎬ在湖泗公社夏祠湾首次

发现湖泗瓷窑遗址ꎮ １９８２ 年后ꎬ文保和考古人员陆续在梁子湖沿岸的湖泗、舒安、保福、土地堂、龙泉、贺
站ꎬ鲁湖、斧头湖沿岸的法泗、安山等地发现大量的古瓷窑堆积和古瓷残片ꎮ 迄今为止ꎬ湖泗瓷窑址群已

发现窑址堆积 １４５ 处ꎬ窑膛 １７０ 余条ꎬ包括梁子湖沿岸湖泗、舒安、保福、土地堂、贺站所发现的青白瓷系窑

址和斧头湖沿岸安山、法泗、范湖所发现的青瓷系的窑址ꎬ两个瓷系窑址年代上起唐末五代ꎬ主要造烧在

８２

① «习近平在江西考察时强调:解放思想开拓进取扬长补短固本兴新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ꎬ«人民日报»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第 １ 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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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ꎬ下至元明时期ꎮ① 武汉市江夏区湖泗瓷窑址群是长江流域最重要的瓷器考古发现ꎬ是迄今为止长江

中游地区出现时期最早、数量最多、延续时间最长的古窑址群ꎮ 该窑址的发现填补了湖北古代瓷窑史的

空白ꎬ弥补了湖北文物考古的缺环ꎮ

　 　 一、湖泗瓷窑址群发现的重大价值

英文中“瓷器”与“中国”的写法一样ꎬ都用 ｃｈｉｎａ 来表达②ꎬ可见瓷器在全球地位之高ꎮ “由唐至清ꎬ在
长达 １０００ 多年的历史中ꎬ中国瓷器大量通过中外船舶被运往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非洲”③ꎬ见证了东西

方文明的交流交融ꎮ 作为中国瓷器的一朵小浪花ꎬ湖泗瓷窑址群的发现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ꎮ

　 　 (一)湖泗瓷窑具有深厚的历史研究价值

湖泗瓷窑址群是历史的见证者ꎬ对于研究中国陶瓷史、文化史、经济史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ꎮ
一是湖泗瓷窑址群改写了长期以来宋瓷研究中“湖北无瓷窑”的历史ꎬ填补了湖北古代瓷窑史的空

白ꎮ 唐宋时期是我国制瓷手工业空前发展和繁荣的时期ꎬ唐代基本形成了“南青北白”的瓷业布局ꎬ宋代

则出现了“官、汝、钧、定、哥”五大名窑ꎮ 然而ꎬ有关湖北制瓷文献记述语焉不详ꎮ “湖泗窑在两宋时期形

成了窑场林立的空前盛况ꎬ是宋代经济重心南移的一个实证”④ꎬ湖泗瓷窑址群的发现ꎬ改变了民间“白云

黄鹤无瓷窑”的说法ꎬ纠正了“湖北无瓷窑”的偏见ꎮ 整体来看ꎬ湖泗瓷窑址群的规模十分宏大、分布范围

极为广泛、延续生产时间较长ꎬ在长江中游的古代窑址中十分罕见ꎮ 湖泗瓷窑并非凭空降生ꎬ而是充分利

用当地资源禀赋创新发展的结果ꎮ 唐末五代时期ꎬ中国北方战乱频仍ꎬ民不聊生ꎬ一些从战乱中的北方南

迁定居的窑工匠师来到梁子湖ꎮ 历史上的梁子湖、斧头湖地区有丰富的瓷土、流动的水源、茂密的树林ꎬ
为瓷器制造提供了丰富的原料和燃料ꎮ 来到梁子湖的窑工匠师们“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烧造瓷器的技艺ꎬ
从而解决了创烧本地瓷器的技术问题”⑤ꎮ 在地理上ꎬ“其东部梁子湖水系由江夏中部的宁港古航道进入

金水河ꎻ西部斧头湖水系ꎬ与金水河连通由金口入长江ꎬ中部为南北向的低岗丘陵特征的陆地走廊ꎬ两湖

周边窑址对外交通均十分便利”⑥ꎮ 优渥的自然资源、南迁的窑工匠师ꎬ成就了湖泗瓷近千年的辉煌ꎮ 湖

泗瓷窑是迄今为止湖北地区发现的宋代制瓷规模最大的窑场ꎬ也是长江中游古陶瓷生产的一个重要链

接ꎮ 湖泗窑址发掘出土的瓷器ꎬ使中国的南方和北方、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陶瓷生产历史有机衔接成

为一个完整系列ꎮ
二是湖泗瓷窑址群保存了中国古代长时段的瓷业遗迹ꎬ显示了长江流域瓷文化的连续性存在ꎮ 文化

的连续性主要体现在文化发展层面ꎬ是因时间连续而形成的系列文化留存ꎬ湖泗瓷窑遗址群文化连续性

主要体现在历史沿袭、工艺传承、瓷器外销等方面ꎮ 从历史沿袭来看ꎬ湖泗瓷窑具有源远流长的连续性ꎬ

９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祁金刚:«江夏湖泗古代瓷窑综述»ꎬ«江汉考古»２００７ 年第 ２ 期ꎮ
为方便也为了区分ꎬ英文中“瓷器”通常用 ｐｏｒｃｅｌａｉｎ 来表示ꎬ如“瓷窑”常翻译为 Ｐｏｒｃｅｌａｉｎ ｋｉｌｎꎮ
董少新:«中国瓷器及制瓷技术在欧洲的流传»ꎬ«光明日报»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５ 日第 １４ 版ꎮ
蔡路武、赵丹、翁蓓:«馆藏湖北出土瓷器的几个重要阶段和成果»ꎬ«文物天地»２０２３ 年第 ９ 期ꎮ
陈文学、冯务建:«浅析长江中游湖北瓷文化的特点»ꎬ载刘治云编著«武汉江夏湖泗瓷窑址考古发现与研究»ꎬ武汉出

版社ꎬ２０１９ 年ꎬ第 ３１ 页ꎮ
祁金刚:«江夏湖泗古代瓷窑综述»ꎬ«江汉考古»２００７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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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湖北陶瓷文化中没有中断、连续发展近千年的文明ꎮ 湖泗瓷窑涵盖了湖北瓷器从蓬勃兴起到制造高

峰ꎬ再到衰落的全过程ꎬ是长江流域瓷文化连续性存在的史证ꎮ 尽管在文献中对湖泗瓷窑语焉不详ꎬ但其

连续性存在的历史不容忽视ꎮ 从工艺传承来看ꎬ湖泗瓷窑的瓷器明显受到全国各地制瓷工艺的影响ꎬ是
各种文化融合的结果ꎬ“青山窑出土的青瓷、白瓷和青白瓷(即影青瓷)三大瓷系齐全ꎬ产品具有很强的时

代特征和过渡性现象ꎬ和全国各地同时代的其他瓷窑及其产品都有联系ꎬ共性甚多ꎬ这无疑是居于长江中

游的湖北这个交汇地区的地理环境与特点在瓷文化上的反映”①ꎮ 湖泗瓷窑因地制宜制作瓷器和外销四

方ꎬ展示了长江流域瓷文化的适应性生存特性ꎮ 得长江航运之便ꎬ湖泗瓷窑瓷器向北过梁子湖ꎬ走金口入

长江ꎬ运往黄石、九江ꎬ深入安徽、江苏等地ꎻ向西经南桥进入斧头湖ꎬ经鲁湖ꎬ走金口进入长江ꎬ深入宜昌、
四川等地ꎬ甚至“远销东南亚很多国家和地区”②ꎮ 湖泗瓷窑依托百姓日常用瓷之便ꎬ建立起了湖北瓷文化

的巨大传播网ꎮ 再次ꎬ湖泗瓷窑址群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ꎬ体现了中华文化自强不

息的精神ꎮ 湖泗瓷窑并非凭空降生ꎬ而是充分利用当地资源禀赋创新发展的结果ꎮ 充分利用自然资源ꎬ
自强不息ꎬ艰苦奋斗ꎬ终于成就了湖泗瓷通江达海的近千年辉煌ꎮ

　 　 (二)湖泗瓷窑具有丰富的科学研究价值

湖泗瓷窑址群揭示了湖北瓷器制造技术的历史图景ꎬ是中国古代陶瓷技术史研究的遗珍ꎮ 湖泗瓷窑遗

址覆盖面广、数量众多、类型丰富ꎬ为了解古代陶瓷生产的技术、工艺和原料等方面的信息提供了丰富的珍贵

的实物资料和研究对象ꎮ 首先ꎬ湖泗瓷窑址群保存了不同时期较为完整的制瓷遗迹ꎬ揭示了湖北地区瓷器制

造技术的历史图景ꎮ 湖泗瓷窑址群包括梁子湖青白瓷窑和斧头湖青瓷窑ꎬ烧制的瓷器数量众多、纹饰精美ꎬ
展示出当时制瓷工匠高超的工艺水平和瓷器烧制技术ꎮ 梁子湖窑址主要采用垫饼匣钵装烧ꎬ制作技术与北

宋早、中期景德镇湖田窑烧制方法大致相似ꎬ显示出两者之间的某种联系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青白瓷产地多集

中于沿海地区ꎬ梁子湖的青白瓷在长江中游地区尚属首次发现ꎬ为青白瓷系增添了新的内容ꎮ③ 斧头湖青瓷

窑主要烧制民间实用器ꎬ以青瓷器为主ꎬ纹饰简单ꎬ绝大多数为素面无纹饰ꎬ仅仅在罐类器具的肩部有一

圈的凹弦纹ꎮ 湖泗瓷窑址群从瓷窑形制、制瓷材质、器具审美、烧制工艺等方面显示出区域性瓷器制造技

术的发展水平ꎮ 其次ꎬ湖泗瓷窑址群显示了不同时期烧制瓷器的瓷土成分ꎬ为当代陶瓷产业发展提供了

重要的参照信息ꎮ 从瓷器烧制技术来看ꎬ除了制作工艺、火候控制外ꎬ瓷土的选择极为重要ꎮ 即便是在现

代瓷器制造过程中ꎬ选择优良的瓷土仍然是最重要的环节ꎮ 在湖泗瓷窑出土文物研究中ꎬ对梁子湖青白

瓷窑瓷土的调查及数据测试引人注目ꎮ 调查组分别挑选了湖泗瓷窑址群出土的 １０ 个样本进行检测ꎬ结
果显示:“梁子湖周边的青白瓷窑生产的青白瓷以及瓷土的化学组成以高硅(６８ ０７％ ~ ７９ ０６％ )和低铝

(１１ ９６％ ~２２ ４３％ )为特征ꎮ”④这个结果为江夏古陶瓷的烧制技术和工艺流程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ꎬ同
时也解释了梁子湖沿岸瓷窑多烧制青白瓷器ꎬ而斧头湖沿岸多烧制青瓷器的奥秘在于两地瓷土成分有很

０３

①

②

③

④

陈文学、冯务建:«浅析长江中游湖北瓷文化的特点»ꎬ载刘治云编著«武汉江夏湖泗瓷窑址考古发现与研究»ꎬ武汉出

版社ꎬ２０１９ꎬ第 ３０ 页ꎮ
«湖泗瓷窑址概况»ꎬ载刘治云编著«武汉江夏湖泗瓷窑址考古发现与研究»ꎬ武汉出版社ꎬ２０１９ 年ꎬ第 ８ 页ꎮ
雷兴军、姚晶华:«湖泗窑址调查综述»ꎬ«武汉文博»１９９６ 年第 １ 期ꎮ
祁金刚、刘治云:«江夏梁子湖青白瓷窑瓷土调查及测试数据探析»ꎬ载刘治云编著«武汉江夏湖泗瓷窑址考古发现与

研究»ꎬ武汉出版社ꎬ２０１９ꎬ第 ６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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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关联ꎬ但也有区别ꎮ

　 　 (三)湖泗瓷窑具有多维的文化艺术价值

湖泗瓷窑遗址经过 ４ 次考古发掘①收获颇丰ꎬ出土了大量生活器皿ꎬ湖泗瓷器的文化艺术露出冰山一角ꎮ
一是湖泗瓷窑遗址及其瓷制品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ꎬ反映了五代至明清江夏地区的社会风貌和价值

观念ꎮ 唐代瓷器在发展中形成了“南青北白”的两大瓷窑系统ꎮ 南方以浙江越窑青瓷为代表ꎬ釉色葱翠、
滋润光滑ꎻ北方以河北邢窑白瓷为代表ꎬ瓷白如雪、细腻坚实ꎮ 湖泗瓷窑可以同时生产青白瓷、青瓷ꎬ表明

其制瓷工艺具有兼容性ꎬ但以南方工艺为主ꎮ 青白瓷、青瓷两种不同的表现方式ꎬ或与不同的产品定位有

关ꎬ或与制瓷者审美相涉ꎬ显示出古人生活情趣ꎮ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瓷器发展的黄金时代ꎬ由于市场需求

扩大ꎬ瓷器业得到空前发展ꎬ湖泗瓷窑也在此阶段走向繁荣ꎮ 经过唐代 ２８０ 多年的发展ꎬ湖泗瓷器制造工

艺趋向成熟ꎬ除日用品外ꎬ一些兼顾实用性与观赏性的瓷器生产出来ꎬ如宋代湖泗瓷窑产的青白弈棋瓷

枕ꎬ可用于睡觉、消暑纳凉等用途ꎬ构图巧妙ꎬ造型大方ꎬ场景生动ꎮ 最为精绝的是ꎬ瓷枕内部专门安放了

四人围坐对弈的场景ꎬ集实用性、艺术性和趣味性于一体ꎮ 斧头湖瓷窑产品的纹饰相对简单ꎬ多为素面无

纹饰ꎬ可以看作是对实用性的追求ꎮ
二是湖泗瓷窑遗址出土陶瓷制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ꎬ是中国艺术史研究不可或缺的素材ꎮ 湖泗瓷

窑出产瓷器多为民用ꎬ兼具独特性和多样性ꎬ也不乏精品ꎮ 如梁子湖青山 １、２ 号窑的精品瓷器ꎬ可与龙泉

窑瓷器相媲美ꎮ 它在故宫文华殿“全国文物精品特展”中占有一席之地ꎮ② 从种类来看ꎬ梁子湖窑以青白

瓷为主要特色ꎬ种类主要有:碗、盏、盘、碟、壶、罐、高足杯、瓶、粉盒、六管瓶等ꎬ还有瓷枕ꎮ 斧头湖窑以生

产青瓷为主ꎬ种类以瓜棱执壶、碗、盘、盏、碟、平底钵、擂钵、带流罐为主ꎬ还有炉、熏、壶、瓶、烛台、坛、缸等

器物ꎮ 从纹饰来看ꎬ梁子湖窑瓷器的装饰手法有刻划法和画线法ꎬ“题材有卷草纹、折枝荷花、菊花、菊瓣、
梳篦水草纹或波浪纹ꎬ还有蝴蝶、婴戏等纹饰”③ꎬ富于变化ꎮ

　 　 (四)湖泗瓷窑具有极高的经济利用价值

湖泗瓷窑址群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ꎬ通过对瓷窑遗址的发掘和保护ꎬ可以带动当地文旅产业发展ꎮ
一是湖泗瓷窑址群本身就是文旅 ＩＰ 资源ꎬ可以建造湖北古瓷文化集中展示区ꎮ 湖泗瓷窑址群主要分

布在区境内的梁子湖西岸、斧头湖周边及鲁湖西岸ꎬ大部分为龙窑ꎬ少量为馒头窑ꎬ产品包括青瓷系及青

白瓷系两类ꎬ产品有碗、盘、碟、盏、钵、壶、枕、炉、瓶、罐、杯、盒、灯、盂、熏、灶、缸、匣钵等遗物ꎮ 根据初步

调查ꎬ目前窑址范围可分为五个区ꎬ其中山坡保福远景窑址区、湖泗浮山窑址区、安山新窑窑址区ꎬ作为窑

址展示区首选ꎻ其次鲁湖窑址区、龙泉升华窑址区作为窑址保护区ꎮ 大量的窑址遗存、丰富的出土文物、
渐丰的研究成果以及优美的周边环境ꎬ都为湖泗瓷窑址群的文旅 ＩＰ 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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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１９８９ 年、１９９５ 年、１９９６ 年、１９９８ 年ꎬ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大学考古系、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江夏区博物馆联

合考古队进行的 ４ 次发掘清理工作ꎮ
陈文学:«梁子湖龙窑与龙泉窑关系初探»ꎬ载刘治云编著«武汉江夏湖泗瓷窑址考古发现与研究»ꎬ武汉出版社ꎬ２０１９ꎬ
第 ７７ 页ꎮ
祁金刚:«江夏湖泗古代瓷窑综述»ꎬ«江汉考古»２００７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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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湖泗瓷窑址群周边文旅资源极为丰富ꎬ可以打造武汉文旅高质量发展示范区ꎮ 湖泗瓷窑址群窑

堆分布范围广ꎬ涉及 ８ 个街道ꎬ沿梁子湖、斧头湖、鲁湖的湖岸线依次排列ꎬ井然有序ꎮ 窑址周边环境总体

现状良好ꎬ自然生态和人文环境优越ꎮ 浮山村、夏祠村是两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ꎬ天子山是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ꎬ梁子湖、斧头湖、鲁湖水系蜿蜒曲折景色优美ꎬ湖泗瓷窑址群周边分布着大量的古树、古桥、古民

居、古村落、古驿道、古河道、古水网、古码头等ꎬ湖泗街道周边还有徒步步道、休闲农庄、苗圃园等休闲景

点ꎮ 充分利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湖北省流域治理以及武汉新城规划建设的历史性机遇ꎬ将这些优

质的文旅资源有机整合ꎬ形成文化产业链ꎬ合理盘活历史文化与自然资源ꎬ可以擦亮湖泗瓷窑址历史文化

名片ꎬ打造武汉文旅高质量发展示范区ꎮ

　 　 二、湖泗瓷窑址群保护存在的问题

中国瓷器最早烧制于商周时期、烧成于东汉中晚期ꎬ宋代名瓷名窑遍及大半个中国ꎬ是瓷业最为繁荣

的时期ꎮ “陶瓷之所以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ꎬ不只是因为其精湛的工艺与东方美感ꎬ还因为其蕴含着中

华民族的文化气质ꎮ”①长江流域是陶瓷文化的重要承载和光大之地ꎬ商周以来陶瓷技艺极大地促进了长

江文明进程和古代南北文明融合ꎬ留下了数量众多且造型精美的瓷器ꎬ湖泗瓷是其中的典型代表ꎮ 自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湖泗瓷窑址群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来ꎬ武汉市江夏区委、区人民政府十分重视

湖泗瓷窑址群的保护与利用ꎮ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ꎬ江夏区组织窑址调查专班ꎬ对全区古窑址开展专题调查、绘
图、拍照等工作ꎬ全面掌握窑址的第一手基础材料ꎬ并邀请湖北省古建筑保护中心制定«湖泗瓷窑址群总

体保护规划»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ꎬ国家文物局通过该规划ꎮ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ꎬ湖北省人民政府也对该规划核准通

过ꎮ 遗憾的是ꎬ无论是考古发掘还是遗址保护ꎬ湖泗瓷窑址群目前还存在很多问题急需解决ꎮ

　 　 (一)瓷窑遗址保护难达预期

湖泗瓷窑址跨越武汉市江夏区的湖泗街、舒安街、山坡街、乌龙泉街、安山街、法泗街、金口街、龙泉街

等街的 ５０ 个自然村ꎬ共有各类大小窑堆 １８０ 处ꎬ其分布范围南北长 ４０ 公里、东西宽 ３０ 公里ꎬ窑堆总面积

达 ５０ 余万平方米ꎮ 由于湖泗瓷窑烧制的杯盘碗盏在当年大多数已经运销外地ꎬ目前出土的文物中传世

珍宝并不多ꎬ残留在窑膛里并被掩埋保留至今的多为残次品ꎬ部分窑炉的最后一炉遗存也并非鼎盛时期ꎬ
多显出衰败关炉的景象ꎮ 正因如此ꎬ湖泗瓷窑受外界扰动相对较小ꎮ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ꎬ湖泗瓷窑址群被列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ꎬ但由于窑址占地面广、散落分布、文保级别高且与街道村湾杂处ꎬ外加文物保护

经费相对不足ꎬ考古发掘和遗址保护都难达预期ꎬ部分遗址甚至沉寂于荒草ꎮ 眼下ꎬ快速发展的商业开发

已经和正在对这些瓷窑遗址造成不可逆的影响ꎬ亟须进行抢救性发掘和保护ꎮ

　 　 (二)瓷窑遗址考古发掘不够

湖泗瓷窑以民窑为主ꎬ官窑为辅ꎮ 长江水运得天独厚ꎬ江夏瓷土供应充足ꎬ瓷窑烧制用材丰富ꎮ 北宋

初期ꎬ湖泗一带出现了以生产青瓷为主的制瓷作坊ꎮ 北宋中期到南宋前期ꎬ这里窑业繁荣ꎬ生产的青瓷品

２３

① 柴小君:«让千年窑火散发时代魅力»ꎬ«光明日报»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第 １２ 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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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很多ꎬ质量也很高ꎮ 宋后期ꎬ由于制瓷原料所限等原因ꎬ湖泗窑逐渐衰落ꎮ 除窑外还有墓葬 １００ 多座ꎬ
窑址 ２０ 余座ꎬ其中 ７ 座为宋元时期墓ꎬ其余均为元代墓ꎮ 所有这些遗存都有待进一步考古发掘和深入研

究ꎮ １９７４ 年文物调查过程中ꎬ江夏湖泗夏祠村窑址被首次发现ꎮ 经过 １９８２ 年、１９９２ 年和 ２００８ 年的三次

文物普查及 ２０ 余年的文物调查考古ꎬ现在已经基本了解了湖泗瓷窑址群的地理分布和生产产品等情况ꎮ
截至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ꎬ江夏区共发掘瓷窑址 ７ 座ꎬ占窑址总数的 ３ ８９％ ꎬ出土文物标本瓷片达万件ꎬ更深入的

考古发掘尚未展开ꎬ更多的历史谜团有待进一步解开ꎮ 考古遗址发掘必须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

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ꎬ原则上不允许主动发掘ꎮ 现阶段湖泗窑考古发掘资料不丰富ꎬ原因在于前

期考古发掘次数不多ꎮ 至于古墓葬的发掘ꎬ应该会有相关瓷器出土ꎬ但其同样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

护法»等法律法规制约ꎮ 目前仅有的一些墓葬发掘ꎬ多是配合国家工程建设进行的抢救性挖掘ꎬ与瓷窑遗

址考古关系并不大ꎮ

　 　 (三)湖泗瓷窑文化研究不深

湖泗瓷窑址主要为龙窑结构ꎬ也有少量馒头窑ꎬ产品分青白瓷系和青瓷系两大类ꎮ 湖泗窑是武汉地

区唯一一处保存较为完整的宋代瓷窑遗址ꎬ是研究武汉地区宋元时期制瓷业和瓷器生产分布情况的重要

资料ꎬ也是研究长江文化之陶瓷文化的重要对象ꎮ “长江流域特殊的自然人文环境孕育出独具特色的长

江文化”①ꎬ通过对部分窑址的发掘清理和整理研究ꎬ基本了解了湖泗瓷窑址群的文化面貌ꎮ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ꎬ武汉博物馆主办了“宋窑遗珍ꎬ湖泗风华———武汉湖泗窑址群出土文物及标本展”ꎬ展出瓷器文物及标

本 ３２９ 件(套)ꎬ其中国家一级文物 ９ 件(套)ꎬ介绍了湖泗瓷窑址群的发现经过和考古工作情况、宋代陶瓷

烧造过程、湖泗窑产品的特点以及近年来对湖泗瓷窑址群的保护利用ꎮ 这是首次对湖泗瓷窑址群进行梳

理和集中展示ꎬ是一大进步ꎮ 但从整体来看ꎬ对湖泗瓷窑的考古发掘、文化研究还很不够ꎬ对湖泗窑窑炉

结构功能研究不充分ꎬ对原料、工艺研究还不够ꎮ 仅有的几篇文献为考古报告、遗址保护和湖泗青白瓷审

美形态等ꎬ至于文旅融合、文化创新等研究阙如ꎮ

　 　 (四)湖泗瓷窑博物展陈不足

湖泗瓷窑为研究长江中游地区瓷窑遗址的文化堆积层次、窑体结构与营造方法、瓷器烧造工艺流程、
青瓷与青白瓷器的类型等ꎬ提供了丰富、充足、翔实、典型的实物例证和科学依据ꎮ 湖泗瓷窑遗址出土文

物以瓷器为主ꎬ同时出土有瓷器残片、陶瓷罐、碗、盏、杯等多种器物标本ꎬ出土的瓷器标本中有龙纹壶、双
耳壶等ꎻ瓷碗上发现有缠枝莲花纹及缠枝花卉纹等ꎻ瓷罐上发现有莲花、鲤鱼纹等图案ꎻ瓷瓶上发现有牡

丹、缠枝花卉纹ꎻ窑具有青花盘、釉里红碗等ꎬ其中不乏国家级珍品ꎮ 目前ꎬ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博物馆、江
夏博物馆均有湖泗瓷展区ꎬ并设立有湖泗窑文化研究基地ꎮ 目前ꎬ江夏区湖泗街拟在浮山小学旧址改造

建设湖泗古窑文化展示馆ꎮ 然而ꎬ这些展陈都非常有限且不能完整地展示湖泗瓷文化全貌ꎬ更不能替代

湖泗瓷窑博物馆的功能ꎮ 与展陈有关的另一个因素是ꎬ随着后期考古发掘的进行ꎬ可以预计的是ꎬ还会有

３３

① 王光艳、邹梦瑶:«论长江文化的丰富内涵、主要特征与传承弘扬———兼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ꎬ«老区建设»２０２４
年第 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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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批瓷器或瓷器残片陆续出土ꎬ这些文物也需要展示场所ꎮ

　 　 (五)历史考据研究欠缺

在公开发行的中国古代瓷器研究专著中ꎬ很少有湖泗瓷窑的身影ꎮ 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ꎬ可以大致

推测出其发展历程ꎮ 唐天宝年间ꎬ安史之乱爆发ꎬ当北方狼烟四起、战乱纷争之时ꎬ南方凭借长江天险远

离战火硝烟ꎬ生活环境相对安全ꎬ也自此掀起了北方人民南迁的洪流ꎬ①湖北移民以自北而南的生存型移

民为主ꎬ②也就是北方人为了维持生存而不得不迁入湖北定居ꎮ “安史之乱后的北人南迁高潮中ꎬ‘尽投

江、湘’的是‘襄、邓百姓’和‘两京衣冠’ꎮ”③梁子湖地区位于长江中游南岸ꎬ水网密布湖汊纵横ꎬ山水相间

物产丰富ꎬ凭江避险足可安居ꎬ富有烧制瓷器的优质瓷土、树木和水源ꎮ 唐末五代时期ꎬ一些窑工匠师从

北方南迁至此ꎬ“他们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烧造瓷器的技艺ꎬ从而解决了创烧本地瓷器的技术问题ꎬ使生产

力最活跃的因素———人ꎬ和科学技术及生产资料结合起来ꎬ为梁子湖窑群和青山窑的创烧、发展与兴盛开

辟了新的天地”④ꎮ 经历宋代制瓷辉煌后ꎬ江夏湖泗瓷窑逐渐走向衰落ꎬ两宋之际的剧烈动荡是造成本地

制瓷业衰落的社会因素ꎻ另一方面ꎬ与南宋名窑景德镇窑、龙泉窑等相比ꎬ江夏瓷窑在原料、燃料、窑炉形

制、制作工艺等方面的不足是本地区瓷业退出竞争的内在原因ꎬ⑤此后在元明时期逐渐消亡ꎮ 这种考证还

十分粗糙ꎬ该窑址群的历史源起、发展脉络、逐渐衰落等历史过程尚不清楚ꎬ还有待包括考古发掘在内的

进一步研究ꎮ

　 　 三、开发利用湖泗瓷窑遗址的建议

湖泗瓷窑址群是长江中游的文明之光ꎬ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湖北瓷文化ꎬ合理开发利用好这一宝贵

文化资源是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ꎮ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ꎬ推进实施流域综合治理ꎬ加快建设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武汉示范区ꎬ进一步推进湖泗瓷窑址群的考古发掘与遗址保护ꎬ建议建设湖泗瓷窑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ꎮ

　 　 (一)以湖泗瓷窑址群的考古发掘和历史研究为先导ꎬ持续加大投入

湖泗瓷窑址群整体体量大ꎬ其制瓷业的存在与发展为两宋时期经济重心的南移提供了具体例证ꎬ是研究

长江中游地区瓷器文化的优良场域ꎬ且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ꎬ«湖泗瓷窑址群总体保护规划»已获国家文

物局批复ꎬ因此ꎬ完全应该持续加大投入ꎬ深入开展对湖泗瓷窑址群的考古发掘和历史研究ꎮ 目前ꎬ考古工作

比较零散、文物修复力量有限、文化研究相对薄弱ꎮ 更为关键的是ꎬ部分瓷窑遗址与村湾并处、街道交杂ꎬ各

４３

①

②

③

④

⑤

康丹平:«唐末五代北方人口南迁的过程与影响»ꎬ«兰台世界»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ꎮ
宋传银:«移民与古代湖北农业开发»ꎬ«中州大学学报»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期ꎮ
宋传银:«秦至清代湖北人口迁移特征析论»ꎬ«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２０１３ 年第 ５ 期ꎮ
陈文学、冯务建:«浅析长江中游湖北瓷文化的特点»ꎬ载刘治云编著«武汉江夏湖泗瓷窑址考古发现与研究»ꎬ武汉出

版社ꎬ２０１９ꎬ第 ３１ 页ꎮ
杨果、陈曦:«宋代江夏地区制瓷业的兴衰及其原因探析———以考古资料为中心»ꎬ载刘治云编著«武汉江夏湖泗瓷窑

址考古发现与研究»ꎬ武汉出版社ꎬ２０１９ꎬ第 ５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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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建筑物的叠加和农田水利的影响ꎬ系统考古工作难以全面展开ꎮ 建议有关部门牵头ꎬ对湖泗瓷窑进一步考

古工作进行专门立项ꎬ框定考古范围ꎬ制定考古规划ꎬ进行必要拆迁ꎬ将考古核心地段彻底暴露出来ꎮ 组织考

古、文物、历史、文学等领域的专家ꎬ进行系统性考古发掘ꎮ 组织考古、历史、文化、陶瓷研究等领域专家ꎬ对考

古成果进行深入研究ꎮ 组织出版湖泗瓷研究成果ꎬ举办学术研讨会ꎮ 在此基础上ꎬ申报建设湖泗瓷窑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ꎬ并将其作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武汉示范区建设和流域综合治理项目ꎮ

　 　 (二)对标«湖北省流域综合治理和统筹发展规划纲要»ꎬ弘扬湖北瓷文化

湖泗瓷窑址群所在的梁子湖是湖北省的第二大淡水湖ꎬ面积仅次于洪湖ꎬ蓄水量却位居全省第一ꎮ
该湖水系发达ꎬ湖岸线蜿蜒曲折ꎬ湖泊水系贯通ꎬ于樊口连通长江ꎬ是长江流域的重要水系ꎮ 近年来ꎬ湖北

编制实施«湖北省流域综合治理和统筹发展规划纲要»ꎬ开展流域综合治理试点ꎮ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ꎬ湖北出台

«关于加强湖泊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ꎬ对梁子湖流域、斧头湖流域治理提出明确要求ꎮ 以此为契机ꎬ湖北

省、武汉市有关部门牵头ꎬ谋划流域综合治理和统筹发展规划目标下的湖泗瓷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事宜ꎮ 进一步调查摸底湖泗瓷窑情况ꎬ结合梁子湖流域、斧头湖流域综合治理ꎬ提出保护性利用措施ꎮ 统

筹生态与文化ꎬ在防洪治涝、截污控污、生态修复、湿地建设、园林绿化、景观营造、数字湖泊、文物保护等

方面打组合拳ꎬ加强瓷窑文化遗产与自然生态资源的开发利用ꎮ 注重传承与创新ꎬ组织力量ꎬ深入挖掘湖

泗瓷窑文化内涵ꎬ在考古发掘、文物修复、古瓷研究、文明探源、保护规划、乡村振兴、新城建设、文旅融合、
非遗传承等方面ꎬ推出研究成果ꎬ扩大影响力ꎮ

　 　 (三)对标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申请要求ꎬ尽快补足短板

按照«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试行)»规定ꎬ符合下列条件的遗址ꎬ可向国家文物局提出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立项申请:(一)已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ꎻ(二)保护规划已由省级人民政府公布实施ꎻ
(三)考古工作计划已获批准并启动实施ꎻ(四)具备符合保护规划的遗址公园规划ꎻ(五)具备独立法人资

格的专门管理机构ꎮ 这五个条件中ꎬ湖泗瓷窑址群已经具备三个ꎬ即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已

由省级人民政府公布实施、考古工作计划已获批准并启动实施ꎮ «湖泗瓷窑址群总体保护规划»获国家文

物局批复ꎬ按照规划ꎬ湖泗瓷窑址群未来将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ꎬ向遗址保护、发掘研究、教育展示、旅游

休闲等多维保护利用方向发展ꎬ但截至目前ꎬ湖泗瓷窑址群国家遗址公园动议已经出台ꎬ但详细控制性规

划尚未出台ꎮ 目前建设湖泗瓷窑址群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亟须补足的短板有:第一ꎬ有关部门牵头制订符

合保护规划的遗址公园控制性规划ꎮ 第二ꎬ建立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专门管理机构ꎮ 第三ꎬ以建设长江

国家文化公园为契机ꎬ迅速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制度建设、体制机制ꎬ进一步加强湖泗瓷窑址群数字化测

绘和考古调查、勘探工作ꎮ

　 　 (四)深入研究区域协调推进文旅融合发展ꎬ促进文旅融合

统筹梁子湖旅游和湖泗瓷窑遗址资源ꎬ一体化谋划文旅融合发展ꎮ “文化线路是时空演化的结果ꎬ承
载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丰富信息”①ꎬ深入研究湖泗瓷窑址群山水空间布局和遗址遗产分布ꎬ打造文化线

５３

① 王光艳、樊志宏:«文化线路的内涵、功能与时代价值:基于时空重构与价值共享视角»ꎬ«学习与实践»２０２３ 年第 ７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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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饶玉之路”①ꎬ串联古窑址、博物馆、古村落、工作坊等建筑ꎬ体现了人类跨越时空的共有生存方

式②ꎮ 开展湖泗窑遗址的保护与开发利用研究ꎬ建设湖泗瓷博物馆、湖泗陶瓷工作坊等ꎬ举办新闻发布会ꎬ
组织引导公众科学考古ꎮ 挖掘和利用湖泗瓷窑文化资源ꎬ依托国家历史文化名村和为数众多的古遗址、
古桥、古树、古民居、古井、古码头等文化资源资产ꎬ通过系统整治ꎬ创设消费新场景ꎮ 举办旅游文化节ꎬ组
织考古沙龙、学术研讨会等活动ꎬ扩大湖泗瓷窑遗址的影响和知名度ꎮ 制定湖泗窑遗址品牌宣传规划ꎬ拍
摄纪录片、短视频等ꎬ整理发布湖泗窑信息、文章ꎬ宣传湖泗瓷文化ꎮ 建设湖泗瓷文化体验园ꎬ讲解瓷器制

作过程ꎬ传授青白瓷烧造工艺ꎬ在文化体验中重燃窑火ꎬ延续文脉ꎮ 注意联动周边文化建设ꎬ特别是明楚

王墓考古遗址公园、熊廷弼公园以及历史文化名村等资源ꎬ规划建设古窑遗址、瓷器转运之路、湖泗瓷窑

博物馆、瓷器考古、明楚王墓葬、明藩王生活、创意文化、陶瓷文化景观带和协同展示等展示体验功能区ꎮ

　 　 (五)结合高标准高水平建设武汉新城目标ꎬ打造文化地标

湖泗瓷窑址群位于武汉新城生态控制范围内ꎮ 按照省市部署ꎬ武汉新城将“推进世界创新策源地攻

坚、高效畅达交通提效、创新人才吸引力提升、蓝绿成网生态提质、韧性安全设施保障等五大计划精准发

力ꎬ以实施现代服务提升、交通互联互通、生态环境治理、产业创新示范、公共服务提质、基础设施完善等

六大工程”③ꎬ湖泗瓷窑是武汉新城建设中不可多得的文化资源ꎮ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ꎬ越来越多的城

市加入文化地标打造者的行列ꎬ希望文化地标成为宣传城市形象、彰显城市特色、扩大城市知名度、提升

城市文化品位的有效载体”④ꎬ湖泗瓷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ꎬ有望成为武汉新城的文化地标ꎮ 做好

湖泗瓷窑中华文化新地标顶层设计ꎬ制定打造湖泗瓷窑中华文化新地标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的规划和行

动方案ꎬ明确武汉新城文化发展的战略定位、主要思路和推进的重大专项ꎬ高位推进湖泗瓷窑中华文化新

地标打造工作ꎮ 建成后的湖泗瓷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将全方位展示湖泗瓷窑考古成果和长江中游陶瓷

文明发展高度ꎬ推动武汉新城打造成世界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典范ꎮ

基金项目:湖北省长江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研究重点课题“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湖北段建设的机制创新和传

播推广措施研究”(项目编号:ＨＣＹＫ２０２４Ｚ０３)、武汉市委市政府重点课题«武汉深化国际友城建设ꎬ推动更高

水平对外开放研究»(项目编号:ＺＤ２０２４００７)、武汉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课题“武汉推进文旅资源整合利用和

塑造提升研究———基于文化线路的价值意蕴视角”(项目编号:ＷＨＳＫＬ２０２３０４４)阶段性成果ꎮ

作者简介:
王光艳ꎬ文学博士ꎬ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任编辑ꎬ研究方向为历史文化ꎮ

(责任编校:莫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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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中国首部陶瓷专著«陶记»中称:景德镇陶ꎬ昔三百余座ꎮ 埏埴之器ꎬ洁白不疵ꎬ故鬻于他所ꎬ皆有“饶玉”之称ꎮ 这是作

者对青白釉质量的高度概括和赞美ꎬ“饶玉”喻其质类玉也ꎮ 自此以后ꎬ“饶玉”之称沿用ꎬ有口皆碑ꎮ 湖泗瓷窑在宋代

生产的瓷器可与景德镇比美ꎬ故借用“饶玉”之名来命名湖泗瓷窑文化线路ꎮ
王光艳、樊志宏:«从概念到理念:文化线路理论的逻辑演化与哲学思考»ꎬ«文化软实力研究»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ꎮ
吴曈、陈卫东等:«武汉新城:２０２３ 年推进世界创新策源地攻坚»ꎬ«长江日报»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１ 日ꎮ
赵鹏飞:«既要有“面子”ꎬ又要有“里子”———今天如何打造城市文化新地标»ꎬ«光明日报»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３ 日第 １３ 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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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舞蹈在长江文化当代传播中的
创新实践与展望

　 　

章凌

　 　 摘　 要:长江文化丰富的文化传统和地理多样性为环境舞蹈的实践提供了独特的文化背景ꎮ 环境舞

蹈作为身体表达的媒介ꎬ研究与探索其如何传达关于地理空间、文化景观和社会关系的信息ꎬ呈现与文化

地理及城市可持续性发展之间的互动ꎬ具有创新性、实践性以及研究价值ꎮ 本文从环境舞蹈的视角切入ꎬ
阐述其作为身体媒介的理论基础和行动实践ꎻ分析其在长江文化当代传播中的价值和意义ꎬ并探讨环境

舞蹈在长江文化当代传播中创新表达的方向与路径ꎮ 本文旨在深入探究如何将环境舞蹈作为身体媒介ꎬ
为长江文化的创新表达提供新的视角ꎬ推动长江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传播与影响ꎮ

关键词:长江文化ꎻ身体媒介ꎻ环境舞蹈ꎻ公共艺术

长江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之一ꎬ孕育并滋养了中华文明ꎬ使其于数千年间延绵伸展ꎮ 长江文明在

中华文明中具有重要的意义ꎬ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并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ꎮ 近代以来ꎬ长江

成为新旧、中外文化竞演的舞台ꎬ引领着中国的近代化进程ꎮ 直到今天ꎬ长江仍为中国最广阔、繁盛之流

域经济区ꎬ在保持经济强劲增长的同时ꎬ也纾解着生态的巨压ꎬ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持久生命力ꎮ① 在传承、
弘扬长江文化ꎬ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ꎬ助力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以及开发长江文

化历史大 ＩＰ 的时代背景下ꎬ挖掘弘扬长江流域舞蹈艺术的时代价值ꎬ通过身体表达的实践探索绘制长江

文化的“美学地图”ꎬ对长江文化的传承创新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ꎮ 本文旨在探讨环境舞蹈如何以

其在地性、即时性、交互性和流动性等特点ꎬ以身体作为媒介ꎬ展现长江流域自然地理、人文景观和社会生

活信息ꎬ再现长江流域多元共生、和而不同的文化特征ꎬ重新构建起连接过去与现在、传统与当代、单一与

多元(区域与协同)的文化表达ꎻ如何以身体体验创造公共参与、营造公共空间ꎬ将长江流域舞蹈文化作为

一种公共艺术介入当代文化与社会建构之中ꎬ使身体、舞蹈及其观念在社会的互动中完成深度的情感沟

通ꎮ 探讨这一命题不仅能为长江文化的传承创新提供新的呈现方式与不同视角的思考ꎬ也能拓展舞蹈的

７３

① 冯天瑜、马志亮、丁援:«长江文明»ꎬ中信出版社ꎬ２０２１ꎬ第 １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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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ꎬ为研究舞蹈实践中的“身体与空间”“身体与社会”“身体与自我”提供观照ꎮ

　 　 一、身体作为媒介ꎬ环境舞蹈为长江文化当代传播提供了新的视野

　 　 (一)创造与观众共有的经验和互动ꎬ环境舞蹈以身体对话空间

环境舞蹈ꎬ又叫 Ｓｉｔ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ｄａｎｃｅ(特定场地的舞蹈)ꎬ最初诞生于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ꎮ 对于环境舞

蹈的定义并没有统一的表述ꎬＨｕｎｔｅｒ 认为特定环境舞蹈是在特定的地点进行的表演和创作活动ꎬ空间是

其主要组成部分ꎻＭａｃＢｅａｎ 把特定环境舞蹈定义为“发生在传统空间之外的舞蹈”ꎻＫｌｏｅｔｚｅｌ 与 Ｐａｖｌｉｋ 认

为ꎬ特定场地舞蹈指的是“在特定地点呈现的舞蹈ꎬ环境会启发编舞过程”ꎻＫａｒｅｎ Ｂａｒｂｏｕｒ 和 Ａｌｅｘ Ｈｉｔｃｈ￣
ｍｏｕｇｈ 提出ꎬ环境舞蹈会在场地、表演者和观众之间创造一种关系ꎬ这种关系建立在表演者对场地的构成、
设计等特征以及社会和文化、历史等综合因素的感受与表演之上ꎬ创造与观众共有的感官经验和情感互

动ꎮ 朱一峰通过综述外文文献将环境舞蹈界定为 ｓｉｔ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ｄａｎｃｅ(特定环境舞蹈)和 ｓｉｔ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ｄａｎｃｅ(环境感知舞蹈)两个方面ꎬ认为其核心本质旨在与不同的空间建立起多样而密切的关系ꎮ①

环境舞蹈将舞蹈表演从传统的剧场舞台转向了更广阔的天地之间ꎬ任何地点———包括不同地形地势

的场地、公共设施、街道、建筑等所有场地ꎬ都可以成为表演的场地ꎮ 这不仅是位置的改变ꎬ更是舞蹈观念

的革新ꎮ 继现代舞对传统舞蹈革命之后ꎬ一批后现代艺术家包括莫斯康宁汉、崔莎布朗 、史蒂夫帕

克斯顿、梅雷迪斯蒙克等再次颠覆传统ꎬ开始了一系列的舞蹈实验ꎮ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崔莎布朗

的作品«沿着墙壁行走»———在惠特尼美术馆的外墙上ꎬ其借用绳索、轨道等工具ꎬ让舞者们在器械的帮助

下ꎬ用平静的运动姿态倒挂在美术馆的外墙上ꎻ观众则用不同于往常的方法观赏舞者ꎬ他们平躺在地面

上、欣赏墙壁上运动者的身体ꎮ 这部作品产生的偶然性一方面来源于后现代舞者对表演空间探索的创意

发现ꎬ另一方面也受制于当时的物质条件ꎮ 布朗在起初缺乏演出空间的无奈中ꎬ将计就计ꎬ因地制宜ꎬ将
道家宇宙哲学对大自然的心怀敬畏借鉴过来拓展出前所未见的身体意义空间ꎮ② 另一个著名的作品是梅

雷迪斯蒙克创作的«巡演»ꎬ观众不再是在舞台前面作者观看ꎬ而是进入了舞蹈并在其中扮演某个角色ꎬ
新的观演关系也由此产生ꎮ

这一时期ꎬ艺术家们尝试了多种形式的创作———“挑战传统的表演模式”“重新思考观众的角色和地

位”“即兴创作”等等ꎮ 研究者玛丽亚纳兰霍认为他们具有共同的特点:拒绝假装创造某种风格ꎬ提倡

“一切皆有可能”ꎻ用观察和分析代替审美判断ꎬ旨在让舞蹈更贴近生活和大众ꎻ把日常生活带入舞蹈之

中ꎬ开启了舞蹈在当代对不同社会议题的表达和探讨ꎮ
随着时间的推移ꎬ当代环境舞蹈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多元的、动态的艺术表达形式ꎬ超越了传统的表演

空间ꎬ与不同的环境互动ꎻ融合了更多的艺术元素和创新手法ꎬ如新媒体影像、装置艺术、虚拟现实技术

等ꎻ借鉴特定场地性、即兴创作和跨学科合作的原则ꎬ环境舞蹈的表演和创作者不断探索身体与环境的相

互作用ꎬ创造引人入胜的体验ꎬ并且拓展着当代舞蹈艺术实践的边界ꎮ
北京的首钢工业园里ꎬ在钢铁、厂房、高炉环绕的环境里、舞者的身体与坚硬的钢铁环境自然相融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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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朱一峰:«当舞蹈遇上环境———环境舞蹈应用于教育中的思考»ꎬ«艺术教育»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２ 期ꎮ
郑岩:«环境舞蹈中身体的介入性建构»ꎬ«北京舞蹈学院学报»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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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一静、亦刚亦柔ꎬ如同一幅用运动着的身体勾勒的后工业时代的美学地图ꎻ在云南大理的田野中ꎬ篝火

掩映、鸟虫作伴ꎬ舞者们走走停停ꎬ与当地的居民讲述着她们的故事ꎻ武汉的里份角落ꎬ舞者们在即兴创

作ꎬ记录着他们与这个城市的同频共振ꎻ“以天为幕、以城为景”ꎬ以长江作为舞台ꎬ舞动在长江文化艺术季

的浪漫一景近年来ꎬ环境舞蹈在中国大地上的实践也开始带着人们走进不同的“现场”ꎮ

　 　 (二)“身体在场”在当下和未来具有不可替代的仪式意义

半个多世纪前环境舞蹈对“以身体作为媒介”的探索ꎬ在当下信息革命逐渐深入的时代尤其凸显出其重

要性ꎮ 这也是当下技术革新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迅速发展所带来的传播命题以及哲学思考ꎮ 当下的传播

无处不在、无时不在ꎬ可以说是“万物皆媒”ꎬ人的身体也成为感知和认识外部世界最重要的媒介ꎮ

麦克卢汉提出了“媒介即人的延伸”的观点ꎬ探讨了传播中的“身体”ꎬ他以身体的角度去想象、隐喻媒

体ꎮ① 他把技术看作人类身体或感官在社会和心理上的外延ꎬ“一切技术都是肉体和神经系统增加力量和

速度的延伸”ꎬ是人类为了应付各种生存环境而延伸的身体感官或部分ꎬ是人类力量的再体现和放大ꎮ②

彼得斯认为ꎬ对于传播而言ꎬ身体的在场是至关重要的ꎮ 过去的交流的成功标志是触摸灵魂ꎬ现在是触摸

身体ꎮ 在远距离交流大行其道的今天ꎬ身体在场具有媒介传播不可替代的仪式意义ꎮ 身体是我们感受爱

欲或者对话的唯一方式ꎮ

重新审视身体与技术的关系ꎬ思考当下和未来的身体问题迫切且重要ꎮ “一切从身体出发”ꎬ这是一

个多世纪前尼采的呐喊ꎮ 尼采说:“我完完全全是身体ꎬ此外无有ꎬ灵魂不过是身体上某物的称呼”这

是历史上身体前所未有地被肯定ꎬ尼采提出“身体是一切事实的评价基础”ꎮ 布尔迪厄认为身体是个体承

载知识的场所和获得思想的中介ꎬ是种种关系的“场域”ꎮ 张素琴由此提出“身体社会”的概念:作为一个

“社会”的身体已经不是肉体和灵魂的二元对立ꎬ身体是同时包含了肉体和灵魂的二元合一ꎮ 舞蹈是身体

最直接、最原始的表达ꎬ舞蹈的身体媒介已经决定了它的表达ꎬ这个媒介是活的ꎮ③

当我们把对“以身体作为媒介”的探索拉回到长江文化当代传播的视野之中ꎬ环境舞蹈的创新表达无

疑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ꎬ为挖掘弘扬长江流域舞蹈艺术的时代价值展开了新的图景ꎮ

　 　 (三)重视环境舞蹈对于长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价值和作用

深入发掘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ꎬ由身体参与叙事ꎬ传播长江文化ꎬ讲好长江故事ꎬ让长江流域的舞蹈

文化重新焕发时代价值、重回当代生活和公众视野ꎬ是回到“原点”ꎬ也是走向未来ꎮ

樊志宏认为ꎬ面对信息文明这样一个新的文明长周期的到来ꎬ就像探寻史前那些无法感知的历史一样ꎬ

需要更多感性的认知、感性的实践、感性的传播等ꎬ来与理性的力量一道引导、支撑、推动人们向前ꎮ 舞蹈、绘

画等古老而现代的艺术ꎬ自始也必然至终地ꎬ源远也必然流长地ꎬ给予这样的感性力量和情感引领ꎮ④

９３

①

②

③

④

刘海龙:«传播中的身体问题与传播研究的未来»ꎬ«国际新闻界»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ꎮ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５５ 周年增订本)»ꎬ何道宽译ꎬ译林出版社ꎬ２０１９ꎬ第 ３２ 页ꎮ
张素琴:«审视舞蹈媒介的诸多眼光»ꎬ«吉林艺术学院学报»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ꎮ
樊志宏主编«武汉社会科学总第 ２８ 辑»ꎬ武汉出版社ꎬ２０２３ꎬ第 ７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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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素琴提出要创造新流域的舞蹈文化ꎬ以一种公共性的传播唤起公众的感受ꎮ 舞蹈应该在其综合性

艺术的特点及极强的身体参与性和互动性中ꎬ成为公共资源服务的重要资本ꎬ使长江流域舞蹈的文脉和

舞脉并存ꎬ使长江流域的舞蹈文化互动超越历史的和传统民族学意义上的认知ꎬ进入当下的言说之中ꎬ参

与城市的文化叙事ꎬ真正成为公共艺术发展中重要的组成部分ꎮ①

殷梅提出以身体作为媒介ꎬ践行“身体即学术ꎬ实践即研究”的理念ꎬ不断探索身体与认知、身体与空

间、身体与社会的关系②ꎮ 走出剧场ꎬ打破在舞台被观赏的娱乐价值观ꎬ让身体和舞蹈回归本初ꎬ践行人与

空间、人与环境、人与大自然的相互观照ꎮ 她与她的舞者、学生ꎬ以跨学科的、实验性的方式在纽约、武汉

亲身探索身体的无限可能ꎮ

在长江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的过程中ꎬ重视环境舞蹈这种艺术表达方式对于长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价值

与作用ꎬ有必要充分挖掘长江流域舞蹈文化的特色和时代价值ꎬ探索构建连接历史与现在、传统与当代、单一

与多元表达的方式ꎬ连接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之间的互通互融ꎮ 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过程中ꎬ发掘环境

舞蹈的当代特征与多元表达、从公共传播的角度激活舞蹈艺术的活力ꎬ创造与观众新的连接ꎮ

　 　 二、身体参与叙事ꎬ环境舞蹈在长江文化当代传播中的探索实践

２０２１ 年ꎬ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启动ꎻ２０２３ 年 ７ 月ꎬ«长江文化保护传承弘扬规划» (以下简称“«规

划»”)公布ꎮ «规划»在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长江文化等方面作出安排部署:充分发挥长江文化在长江

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ꎬ推动长江文化育民、惠民、利民ꎬ使长江文化成为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

同富裕的重要引领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ꎮ

　 　 (一)以身体实践构建情感连接ꎬ寻找对话的多种可能

武汉位居长江之腰ꎬ集人文地理、经济地理、人口地理三大中心于一体ꎬ是长江文化的集大成之地ꎮ
在环境舞蹈的艺术实践中ꎬ武汉也走出了先行一步ꎮ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ꎬ以回应变局中的世界关切为主体ꎬ在汉

口历史街区的老工业厂房内创作和展演的环境舞蹈作品«回答»ꎬ是身在纽约的殷梅与武汉的舞蹈学生一

次跨越山海、线上线下的在地身体实践ꎮ 武汉的师生进入了老武汉的街巷ꎬ以田野调查、即兴创作与影像

记录共同展开了他们的在地创作ꎮ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ꎬ同样的在地创作在武汉长江之滨的黄鹤楼再次展开ꎬ以
«光»为题ꎬ这次他们从李白与波德莱尔的诗歌对话开始ꎬ表达出武汉敢为人先的城市精神ꎬ以及与国际对

话的视野与远见ꎮ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ꎬ环境舞蹈«长江的回响»在武昌的老厂房所在地演出ꎬ他们以长江的江豚

为观照再次展开创作ꎮ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ꎬ«长江之歌»舞到了上海ꎬ一次由 Ｇ３１８ 国道展开的线索ꎬ串联起长江

的回响ꎬ将身体实践从武汉“舞”到了上海ꎮ 每一次的在地创作ꎬ都引发观众、社会居民的好奇、互动和参

与ꎬ舞者在身体的创作与表达中传播了一种超前的艺术观念ꎬ参与者通过对话、共舞完成了一次从身体到

心灵的深度沟通ꎮ
在南京ꎬ张素琴和她的学生也在进行着身体的探索ꎮ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ꎬ她和团队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０４

①

②

樊志宏主编«武汉社会科学总第 ２８ 辑»ꎬ武汉出版社ꎬ２０２３ꎬ第 ７９ 页ꎮ
樊志宏主编«武汉社会科学总第 ２８ 辑»ꎬ武汉出版社ꎬ２０２３ꎬ第 ８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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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难同胞纪念馆呈现跨界作品«殇园遇»ꎮ 舞蹈身体语言主要是选择了与长江流域文化有关的红色文

化、战争文化、水文化和农耕文化ꎬ运用长江流域舞蹈文化的元素和符号ꎬ把它改造为一种公共传播学意

义上的建构ꎮ 包括一些哭泣的母亲的形象ꎬ都成为我们对长江流域新的舞蹈文化的重新建构和创造ꎮ 这

个作品呈现之后有较大的反响ꎮ ２０２１ 年ꎬ以长江为主题的环境舞蹈«江城———相依ꎬ共生»在南京创意

设计周上演出ꎬ南京艺术学院舞蹈学院的师生以舞蹈影像寓意流动的江水ꎬ进行身体与空间的探索表达ꎬ
他们也在不断寻找身体和城市里面不同的环境空间对话的可能ꎮ 在重庆ꎬ荣涛与他的舞蹈团队也在尝试

与探索ꎮ 他在武汉与重庆两地进行舞蹈编创与教育ꎬ将不同的感受与体验融入实践与教学之中ꎮ
如果说环境舞蹈的叙事与表达才刚刚被关注ꎬ环境舞蹈艺术节才走进大众的视野ꎬ那么把镜头拉远

一点ꎬ近年在国内正风靡的各类大型沉浸式演出却早已拉开了对长江的多元叙事ꎮ 以长江上的游船为场

景ꎬ在游览长江的过程中与观众分享一次旅程的«知音号»成为长江之上最受欢迎的演艺项目ꎻ在武汉的

地标黄鹤楼ꎬ仅在夜晚上演的沉浸式演艺«夜上黄鹤楼»不仅让观众沉浸在夜晚的长江之畔、游园之中ꎬ也
让观众登上黄鹤楼远眺长江的夜景和武汉的江城夜色ꎻ宜昌的«三峡盛典»ꎬ以三峡大坝工程师穿越时空

的对话为轴线ꎬ将纤夫情爱、屈原求索、昭君出塞、峡江保卫、三峡大坝建设等故事进行创编演绎ꎬ通过结

合新技术、融入音乐、舞蹈、影像等多种艺术表现手段ꎬ为观众创造一段奇妙的记忆ꎻ荆州的«屈原»ꎬ将融

合了高科技的舞台与表演相结合ꎬ营造如梦似幻的«离骚»幻想“诗”界、再现屈原波澜壮阔的一生ꎬ由此彰

显地域文化特色以及荆楚文化底蕴ꎻ还有南京的«南京喜事»、上海的«不眠之夜»这些将各种艺术形

式融合表达、打破观演关系、创造沉浸体验的大型沉浸式演出正在成为新的城市名片ꎬ为创造新的城市文

旅场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表达提供了新的路径与参考ꎮ

　 　 (二)以身体实践营造情感体验ꎬ重塑长江流域人们的身份认同

纵观当前的身体实践和环境舞蹈表达的探索ꎬ无论在地理空间的表现、场景的开发与运用、ꎬ还是文

化内涵的深入刻画上都有无尽的空间有待探索ꎮ 作为一种开放的、动态的、多元的艺术表现形式ꎬ环境舞

蹈的创新实践有助于弘扬与传承长江流域舞蹈文化ꎬ进一步推动长江文化的当代传播ꎮ
长江流域舞蹈文化是一种流域文化ꎬ是长江流域地理空间之上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结晶ꎮ 在漫长

的历史进程中ꎬ长江文化累积出自身与众不同的流域整体性和共同性特征ꎬ使得这些不同文化区域和文

化体系之间的交流“你中有我ꎬ我中有你”ꎬ①各具特色又和而不同ꎬ形态多样又互相交融ꎬ其文化底蕴和丰

富内涵亟需放在新的时代视野之下重新理解、表达、进行再创造ꎮ
环境舞蹈不局限于自然环境ꎬ其可以展现长江流域的自然风貌和人文景观ꎬ也可以充分运用城市空

间和历史遗迹创造独特的舞蹈景观ꎬ可以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创造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ꎬ让观众真实

地感受到长江流域的文化魅力ꎬ构建历史与当代的对话ꎮ 环境舞蹈区别于传统的剧场舞蹈ꎬ着力在场地、
表演者和观众之间创造一种关系———观众不是被动的观看者ꎬ是主动的参与者ꎻ通过身体的互动ꎬ舞者和

观众在共同的空间中交流和分享ꎬ由此产生共同的情感体验和互动交流ꎮ 环境舞蹈不断挑战不同的创作

模式ꎬ提倡对日常生活的观察和分析ꎬ让舞蹈贴近地方、贴近生活、贴近观众———在创作中采集、记录、再
现长江流域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ꎬ重塑长江流域人们的身份认同ꎬ让即兴创作更具真实性和感染

１４

① 涂文学、王耀:«繁荣长江文化　 复兴长江文明———基于长江文化带建设的考察»ꎬ«学习与实践»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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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ꎬ进一步呈现长江流域舞蹈文化精神与美学的当代表达ꎮ

　 　 三、对话世界大河文明ꎬ环境舞蹈以身体构建场域

半个世纪前ꎬ皮娜鲍什以舞蹈剧场的实践开启了她的实验性探索ꎮ 她说:“我在乎的是人为何而

动ꎬ而不是如何动ꎮ”每一个演出片段所反映的ꎬ都是我们与他人、与生活的关系ꎬ而不是规划好的技术或

动作方式ꎮ 舞蹈作品结构的基础ꎬ一是对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调查研究ꎬ二是深入编

舞家和舞蹈演员内心的调查研究ꎬ并将其公之于众ꎮ

她在 １９８９ 年为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巴勒摩市创作了«巴勒摩巴勒摩»ꎮ 鲍什观察西西里岛人民的性

格ꎬ其作品表现方式围绕城市里平常男女的孤寂与爱恨ꎬ并通过生活在巴勒摩的居民的社会行为揭示西

西里岛的生活样貌ꎮ① 这是舞蹈与地方的一次呈现ꎬ舞蹈家以个人对生存空间的观察与感知ꎬ将所处的地

方人文、风景、社会、习俗等纳入其舞蹈创作之中ꎬ用作品来描写地方给其带来的感受ꎬ并通过演出产生影

响ꎮ 中国台湾舞蹈家林怀民的作品«关于岛屿»ꎬ以诗歌、多媒体和舞蹈ꎬ表达了他对他认识的地方的深刻

感受ꎬ其中蕴含着他对当代生活的观察、对身份认同的思考ꎬ以及对社会的不安和批判ꎮ

社会与文化地理学家克瑞斯威尔说: “地方是一种观看、认识和理解世界的方式ꎮ”从人的视角思考

人与地理的关系ꎬ这是文化地理学视角下舞蹈的观看与叙事ꎮ 这也是环境舞蹈的视角———创作者从个人

观察地方的现象—感知出发ꎬ从人最根本的身体、意识、感知与舞蹈构作进行创作ꎬ以呈现其对地方的人

文、环境、社会的观照ꎬ表现其在地经验以及自我存在的意义ꎮ

　 　 (一)发挥武汉、南京、重庆、上海等长江沿线中心城市的引领作用ꎬ联动长江流域的舞蹈

交流与传播

长江流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文化禀赋及其发展历程为当代舞蹈的传承创新、实验探索提供了丰

富的地理媒介、空间要素和文化内涵ꎮ 以环境舞蹈实践为方法ꎬ可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过程中创

作、展演、互动、共生ꎮ
首先ꎬ以身体作为媒介重新想象和创造长江流域的地理空间ꎬ在舞蹈书写地理景观、自然环境与城市

空间的过程中ꎬ唤醒人们对长江流域古老文明的感受与认知ꎬ塑造长江流域人民的集体认识与身份认同ꎬ
创造新的时空叙事ꎮ

环境舞蹈的实践不局限于剧场舞台、特定的舞蹈场景ꎬ走向天地之间ꎬ与自然环境、城市空间ꎬ与山

川、河流、大地、建筑、雕塑、装置对话ꎬ与“身边”的人和“走近”的人对话ꎬ以身体构建共同想象、共同参与

的空间ꎬ邀请人们与之“共舞”ꎻ让舞蹈与音乐、绘画、装置、影像、屏幕甚至是机器合作创造ꎬ以身体连接感

官与意识ꎬ营造沉浸式的共享空间ꎬ邀请人们与之“共情”ꎻ打破舞蹈的专业壁垒ꎬ舞蹈者不再只是专业舞

者ꎬ人人都可以进入舞蹈的场域参与互动言说ꎬ以身体连接彼此ꎬ共同书写当下的叙事ꎮ

其次ꎬ以身体实践营造公共体验与公共生活ꎬ将环境舞蹈作为公共艺术的一部分介入当下社会生活

与文化建构之中ꎬ创造公共表达空间ꎬ构建话语共同体ꎮ 以身体合作探索跨学科的联动ꎬ与不同的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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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如画家、音乐家、视觉艺术家、声音艺术家、社会学者、人类学者、传播者、城市规划者、环境保护者、政府

机构人员、企业家以及社区居民等共同合作ꎬ“获得更多与创意艺术、跨美学实践共鸣的语汇与方法ꎬ以更

好地理解我国现当代文化政治经济的情感属性ꎬ思考舞蹈、音乐和绘画等艺术形式影响下城市与地方的

差异化ꎬ以及艺术表达的环境、科学与政治关切”①ꎬ创作当下的长江文化艺术作品ꎬ传播走向世界的长江

文化ꎮ
发挥武汉、南京、重庆、上海等长江沿线中心城市的引领作用ꎬ借助长江文化艺术季的联动机制与共

创方式ꎬ谋划构建长江舞蹈文化 ＩＰꎬ推动长江舞蹈文化与时俱进ꎬ尤其需要指明舞蹈地理标志ꎬ进行地理

空间再造、身体意象指引以及共享平台创建ꎬ与世界对话ꎮ

　 　 (二)借环境舞蹈之“力”呈现长江文化之“多元”ꎬ以艺术季对话世界大河文明

与世界大河文明对话ꎬ是长江面向未来的时代使命ꎬ也是中华民族拥抱世界的姿态与证明ꎮ 习近平

总书记以全球化视野擘画新时代万里长江图:深化向东开放、加快向西开放ꎬ统筹陆海开放ꎬ扩大沿边开

放ꎬ打造横贯东中西、联结南北方的对外开放走廊ꎬ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纵观世界上的其他大河文明ꎬ在当代传播中无不借艺术节的力量重新再现、表达和创新其历史与时

代价值ꎮ 曾经ꎬ莱茵河—鲁尔区以其成功的经济结构转型、环境治理与工业遗产保护更新闻名世界ꎬ其以

一个三年的艺术计划“鲁尔三年展”激活了鲁尔区沿岸的老工业城市ꎬ以艺术的力量拉开了工业遗产保护

与城市更新的序幕ꎮ “鲁尔三年展”以鲁尔工业区的五大城市———杜伊斯堡、奥伯豪森、埃森、波鸿和多特

蒙德为中心展开ꎬ覆盖了鲁尔区的其他 ５０ 多个城市ꎮ 那些在 ２０ 世纪作为欧洲传统工业基地的重镇ꎬ分布

其间的采矿和钢铁行业的厂房、废弃的矿井、发电厂、焦化厂和垃圾场都变成了艺术节的场所ꎬ舞蹈、音
乐、戏剧表演、视觉艺术在这里轮番上演ꎬ带领人们走进曾经工作和生活的地方ꎬ亲身体验当今舞台和音

乐厅中最为激动人心的鸿篇巨制ꎮ
基于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国家战略ꎬ“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引领ꎬ

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长江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的时代背景下ꎬ有必要、也有基础以艺术的力量推动

长江文化与世界大河文化的对话ꎮ ２０２４ 年 ９ 月在武汉启幕的长江文化艺术季已经拉开了序幕———以环

境舞蹈为载体ꎬ未来可进一步推动舞蹈文化 ＩＰ 的在地探索、创作展演和传播交流ꎬ以长江文化艺术季的联

动机制引领长江流域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联合创作与展演ꎬ激活那些见证长江历史发展、融汇长江文化

交融、再现长江文化精神力量的文化地理空间与场所ꎬ营造开放对话的空间、场域ꎮ 环境舞蹈将有更多的

可能创造对话世界的身体表达ꎬ在未来谱写新的乐章ꎮ

作者简介:
章凌ꎬ武汉设计工程学院创新设计研究院教师ꎬ研究方向为传播学、艺术学与教育学的交叉研究、应用ꎮ

(责任编校:熊莉　 莫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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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大河文明的保护、传承与弘扬
———“长江对话黄河:新时代大河文明保护传承弘扬研讨会”发言摘编

　

　 　 编者按:２０２４ 年 ８ 月 ２３ 日至 ２５ 日ꎬ“长江对话黄河:新时代大河文明保护传承弘扬研讨会”在湖北省

丹江口市举行ꎮ 研讨会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ꎬ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ꎬ聚焦长江文化、黄
河文化的对话交流及保护传承弘扬ꎬ赓续历史文脉ꎬ阐发时代价值ꎬ助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ꎮ 会议由长江

文化促进会、湖北省国家文化公园专家咨询委员会主办ꎬ长江水利委员会宣传出版中心、湖北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武汉市社会科学院、长江设计集

团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院、长江网承办ꎮ 中国文物学会、长江文化促进会、国家文化公园专家咨询委员会

秘书处、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大学等十多家国家级权威学术研究机构代表ꎬ北京、江
苏、湖北、河南等长江和黄河流域省份的数十位知名专家ꎬ以及 ２０２４ 年度湖北省长江文化保护传承弘扬

研究课题负责人等历史文化领域产学研代表共 １８０ 多人齐聚一堂ꎬ深入探讨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创新ꎬ并

就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建言献策ꎮ 现将部分专家发言内容整理摘编如下ꎮ

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原创性贡献

———走出了建立中国话语体系的第一步

刘礼堂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ꎬ为世界文明起源作出了原创性贡

献ꎬ提升了中华文明影响力和感召力ꎮ 中国方案实事求是地打破了理论依据的唯一性ꎬ重新定义了文明ꎬ
提供了中国自己的判断标准ꎬ文明的三要素是:城市、阶级、王权国家ꎮ 简而言之ꎬ是以国家的出现作为文

明的社会标志ꎮ 按照这一标准ꎬ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ꎬ在距今 ５１００ 年到 ４３００ 年前ꎬ一些文化和社会发

展较快的地区相继出现了早期的国家ꎬ跨入了文明阶段ꎮ 不能不说ꎬ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的文明标准

是更加科学和全面的ꎬ这也是根据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实际情况的“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

国方案”ꎮ 那么ꎬ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中国方案”和原创力贡献ꎮ

　 　 一、有利于促进世界文明起源理论的更新和完善

对文明的定义、对一种考古学文化是否进入了文明社会的判断ꎬ以往是以西方学术界提出的理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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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的ꎮ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开展的过程中ꎬ秉持着历史唯物主义精神ꎬ根据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实际

情况ꎬ实事求是地打破了这种理论依据的唯一性ꎬ提供了中国自己的判断标准ꎬ这就是文明定义和认定进

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ꎮ “中国方案”的提出ꎬ一方面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提供了更合适、更有针对性

的理论框架ꎬ另一方面也丰富和发展了全人类的文明起源理论ꎬ推动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从一元化转向多

元化、从西方中心视角转向全球视角ꎬ这是中国学者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的“原创性贡献”ꎮ 具体来

说ꎬ这种“中国方案”和“原创性贡献”的创造性内涵集中表现为三个方面ꎮ
首先ꎬ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立足于中华大地ꎬ相对于过去的同类研究来说ꎬ研究对象和理论原型有所不

同ꎮ 现代考古学起源于欧洲ꎬ当时的欧洲学者往往立足于东地中海一带ꎬ以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为主要

研究对象ꎬ关于文明起源的理论模型也是基于这些地区的考古发现抽象而成的ꎬ这导致世界文明起源研

究从一开始就带有地域上的局限性ꎮ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的重要遗址为

主要研究对象ꎬ基于这些地区的考古发现构建理论模型ꎬ在文明认定上自然会得出与以往西方学界不同

的结论ꎮ 这种以中国境内考古发现为依据的结论ꎬ否定了以个别地区为模板框定全人类文明起源研究的

荒谬做法ꎬ对原有的理论模型形成了巨大的冲击ꎬ有利于促进世界文明起源理论的更新和完善ꎮ
其次ꎬ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ꎬ将考古探索、自然科技手段分析同中国历史文献解

读紧密结合起来ꎬ在学术眼光和理论秉性上拥有自己的特色ꎮ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的重大成就ꎬ离不

开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引ꎮ 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学者们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有机体思想ꎬ摒弃了

孤立的要素溯源分析ꎬ更加注重古代文明的整体考察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物质决定意识的基本原理ꎬ着力

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生产力基础ꎻ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论述ꎬ重视探讨文明起

源过程中社会分工分化的形成、阶级的产生和原始宗教的发展等因素ꎮ 此外ꎬ古代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完

整、最庞大的历史文献体系ꎬ其中包含了大量关于文明起源的文献记载和古史传说ꎬ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充

分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ꎬ将这些文献内容与考古材料、科技分析结果相对照ꎬ不仅在文明探源

领域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ꎬ还进一步证实了古代中国文献记录的可靠性ꎮ 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思想和

重视文献资料的工作原则ꎬ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表现出独特的学术风格ꎬ体现了中国学人的学术眼光和

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论秉性ꎮ
最后ꎬ在具体研究中ꎬ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了一些更加科学全面的文明判断标准ꎬ使我们对于早期

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ꎮ 过去ꎬ国际学界判断一个考古学文化进入文明社会的三要

素ꎬ就是冶金术、文字和城市ꎬ这是基于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考古材料作出的判断ꎮ “中国方案”摆脱了

原有模式的束缚ꎬ它提出的判断标准包括:生产发展ꎬ人口增加ꎬ出现城市ꎻ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

剧ꎬ出现阶级ꎻ权力不断强化ꎬ出现王权和国家ꎮ 总而言之ꎬ是以国家的出现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ꎮ
按照这一标准ꎬ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ꎬ在距今 ５１００ 年到 ４３００ 年前ꎬ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相

继出现了早期国家ꎬ跨入了文明阶段ꎮ 可以看出ꎬ这一“中国方案”更注重文明的整体性ꎬ视野更加开阔ꎬ
论证也更加科学合理ꎬ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早期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ꎮ

　 　 二、为当今世界文明交流互动提供古老的中国经验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与当代中国的联系ꎬ主要分为社会层面和学术层面ꎮ 在社会层面ꎬ文明起源研究

致力于寻找文明源头、还原文明发展历程ꎬ能够有效地增进民众对自身文明的了解ꎬ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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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向心力ꎬ因此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非常重视自己的文明起源研究ꎮ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作为我国重大研究

工程的典型代表ꎬ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ꎬ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

史ꎬ也进一步论证了中华文明强大的延续性和旺盛的生命力ꎬ使人们能够更加深切地认识到中华文明是

唯一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ꎮ 因此ꎬ这一工程取得的学术成就绝不是仅仅深藏在“象牙塔”里ꎬ而是极大地

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坚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ꎮ 此外ꎬ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还展示了早期中华

文明多元共生、融合发展的光辉历程ꎬ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更多证据ꎬ也揭示了中华民

族开放包容的文化基因ꎬ有利于为当今世界的文明交流互动提供古老的中国经验ꎮ
在学术层面ꎬ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ꎮ 现代考古学、人类学是在

西方殖民主义浪潮中形成的ꎬ是西方学者到世界各地探险、发现“消失的文明”的产物ꎬ因此ꎬ现代考古学、
人类学虽然为人类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ꎬ但不免受到殖民主义思想的影响ꎬ表现出一定程度的

文化殖民色彩ꎮ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克服了现代考古学、人类学的局限性ꎬ从中华文明起源的实际出发ꎬ提
出自己的理论与标准ꎬ堪称中国学人消化吸收国外经验、“洋为中用”的典范ꎮ 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为代

表的中国考古学ꎬ利用我国在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方面的优势ꎬ率先迈出了建立中国话语体系、争取国际

学术话语权的重要一步ꎬ不仅使考古学界感到振奋ꎬ也极大地鼓舞了整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ꎮ 今后ꎬ在
历史学、文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人文社会学科领域ꎬ广大学术工作者必将以考古学界为榜样ꎬ奋起

直追ꎬ努力建设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学科话语体系ꎬ不负时代赋予的使命和责任ꎮ
对于我们考古研究者来说ꎬ要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中国方案”和“原创性贡献”服务于当下的民族复

兴事业ꎬ就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ꎬ积极响应习

近平总书记号召ꎬ一方面要继续推进和深化中华文明起源研究ꎬ另一方面也要同步做好我国“古代文明理论”
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转化工作ꎬ加强对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ꎬ提升

中华文明影响力和感召力ꎮ 以长江文明考古研究为例ꎬ在继续推进和深化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方面ꎬ要发扬武

汉大学考古学科与历史学科的自身优势ꎬ同时加强与湖北省文博部门的合作ꎬ立足长江流域ꎬ研究中华文明ꎬ
放眼世界文明ꎬ积极寻找新兴学术增长点ꎮ 武汉大学有着悠久的早期文明研究传统ꎬ从郧县后房遗址到襄阳

凤凰咀遗址的发掘和保护ꎬ从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到荆州胡家草场西汉简牍的挖掘、整理、解读ꎬ考古学者和

历史学者的研究工作贯穿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商周秦汉等各个时期ꎮ
今后ꎬ要继续发扬学科传统ꎬ努力还原长江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程ꎮ 在做好我国“古

代文明理论”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转化工作的同时ꎬ继续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

务ꎬ以传承文明为己任ꎬ更好地发挥史学育人的作用ꎬ践行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ꎮ 要积极

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ꎬ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ꎬ不仅要教育师生更好认识和

认同中华文明ꎬ更要立足中国大地讲好中华文明故事ꎬ让中华文明的光芒照亮民族复兴之路ꎬ让大遗址保

护成为社会共享的文明课堂ꎮ 同时ꎬ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ꎬ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演进轨迹ꎬ构建中

国特色的考古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ꎬ倡导考古学学科问题意识的全球化、研究方法的前沿化、
技术水准的国际化ꎮ

　 　 三、为中华现代文明发展提供强大而持续的精神动力

长江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ꎬ它的早期发展既具有中华文明的共性ꎬ也有一定的个性ꎮ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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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流域最有代表性的文明标志是稻作文明、丝绸文明和玉文明ꎬ这是它不同于世界其他早期文明的特色

所在ꎬ与黄河文明也有一些区别ꎮ 从长江文明的角度来看ꎬ稻作的产生、丝绸的起源、玉器的生产使用及

其背后的宗教文化内容ꎬ也应当作为考古学文化进入文明社会的部分判断标准ꎬ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国

际上更加看重的冶金术等因素ꎬ这也是“中国方案”的重要内涵ꎮ
水稻起源于中国ꎬ相比传播范围更广的小麦等作物来说ꎬ更能够体现中华早期文明的特色ꎮ 长江中

游的城头山发现的水稻种子距今 ６０００ 多年ꎬ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最早的水稻种子遗存ꎻ古水稻田遗址

距今约 ６５００ 年ꎬ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水稻田遗址ꎮ 长江流域也是我国古丝绸文明的重要发源地ꎬ从目前出

土的文物来看ꎬ丝绸在长江流域的出现时间在距今 ４７００ 多年前ꎬ与黄河流域丝绸文明几乎是同时产生

的ꎬ古史传说中丝绸业创始人嫘祖出身“西陵氏”也就是今湖北宜昌一带ꎬ侧面印证了长江丝绸文明的源

远流长ꎮ 玉文明是中华早期文明显著区别于世界其他早期文明的重要标志ꎮ 长江流域的玉文明发展ꎬ一
方面以本土玉材为主ꎬ展现出发达的工艺水平ꎻ另一方面ꎬ注重玉器的装饰性和文化内涵ꎬ呈现出与黄河

流域玉文明不同的发生动力ꎮ 它贡献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器型和文化元素ꎬ丰富了中华玉文明的多样

性ꎬ并且与中国其他地区的玉文明深度交流ꎬ彼此涵化ꎮ 总之ꎬ决定长江文明起源的种种因素ꎬ与决定黄

河文明、辽河文明、珠江文明起源的种种因素一起ꎬ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起源时期的总体面貌ꎮ 考古工作

者依据这一总体面貌概括抽象出的“中国方案”ꎬ自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质ꎮ
“中国方案”的特色ꎬ还体现在文明的多元格局和交流互动上ꎮ 从长江文明考古研究的角度来看ꎬ早

期文明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ꎬ有高峰期也有衰落期ꎮ 距今 ５５００—４０００ 年前ꎬ是长江文明发展的一个高

峰期ꎬ长江流域创造出了不逊于黄河流域的辉煌文化ꎬ并且与黄河文明有着频繁的交流互动ꎻ到了距今

４３００—４１００ 年前ꎬ长江中下游的区域文明相对衰落ꎬ中原地区持续崛起ꎬ汇聚吸收了包括长江文明在内的

周边文明的先进因素ꎬ政治、经济、文化持续发展ꎬ为进入王朝文明阶段奠定了基础ꎻ到了战国时期ꎬ长江

文明又一次崛起ꎬ作为已经形成整体的中华文明的一部分ꎬ与黄河文明共同发挥着文明塑造作用ꎻ在此后

的历史进程中ꎬ长江流域作为不断开发的“南方”ꎬ为中华文明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空间ꎬ尤其是在黄河文明

遭遇挫折的时期ꎬ多次承接文明延续的历史重任ꎮ 中华文明的这种多元格局ꎬ比如长江文明、黄河文明以

及辽河文明、珠江文明等的良性互动ꎬ是中华文明能够延续 ５０００ 多年而不中断的重要因素之一ꎮ 可以

说ꎬ多元包容、开放交流ꎬ是中华文明宝贵的历史经验ꎬ也是铭刻在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中的重要历史记忆ꎬ
它将为中华文明在当代和今后的发展提供强大而持续的精神动力ꎮ

　 　 四、走出了建立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一步

现代考古学、人类学虽然为人类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ꎬ但不免受到殖民主义思想的影响ꎬ表
现出一定程度的文化殖民色彩ꎮ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没有照抄前人的答案ꎬ也没有照搬套用国外的模板ꎬ
而是克服了现代考古学、人类学的局限性ꎬ从中华文明起源的实际出发ꎬ提出自己的理论与标准ꎬ堪称中

国学人消化吸收国外经验、“洋为中用”的典范ꎮ
古代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完整、最庞大的历史文献体系ꎬ其中包含了大量关于文明起源的文献记载和

古史传说ꎬ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为代表的中国考古学ꎬ充分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ꎬ利用我国在

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方面的优势ꎬ将文献内容与考古材料、科技分析结果相对照ꎬ不仅在文明探源领域取

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ꎬ还进一步证实了古代中国文献记录的可靠性ꎮ 中国方案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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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独特的学术风格ꎬ体现了中国学人的学术眼光和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论秉性ꎬ也率先迈出了建立中

国话语体系、争取国际学术话语权的重要一步ꎬ不仅使考古学界感到振奋ꎬ也极大地鼓舞了整个中国哲学

社会科学界ꎮ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作为我国重大研究工程的典型代表ꎬ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１ 万年的文化

史、５０００ 多年的文明史ꎻ也进一步论证了中华文明强大的延续性和旺盛的生命力ꎮ 并且ꎬ这一工程取得的

学术成就绝不是深藏在“象牙塔”里供人瞻仰的“舍利子”ꎬ而是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坚定中华民族

文化自信的“打火石”ꎮ
截至目前ꎬ５０００ 多个考古发掘项目有序展开ꎬ中国境内的人类起源、文明起源的探索不断收获重大成

果ꎮ 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国家层面的重大考古项目也接续而来ꎬ“中国方案”
所蕴含的丰富意义将越来越清晰ꎬ也更明确地回答了“中华文明为世界贡献了什么”这个中国考古学的永

恒之问ꎮ

作者简介:
刘礼堂ꎬ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院长、教授ꎮ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

娄晓琪

很高兴受邀参加“长江对话黄河:新时代大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研讨会”ꎬ之所以要用«弘扬全人类共

同价值　 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作为今天我发言的题目ꎬ是因为长江黄河见证和承载了距今百万年以

来中华人类史的主要遗存、距今万年以来中华文化史的主要形态和距今 ５０００ 多年来中华文明史的主要

范畴ꎬ本质上是以其极为丰富的文化样态和极为厚重的文明底蕴表达和实践了全人类共同价值ꎮ 可以这

样说:长江黄河不仅仅是中华文化最壮丽的符号ꎬ更是中华文明最悠久的时代标识体系和最宏大的空间

标识体系ꎬ同样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主要历程和重要标识之一ꎮ
２０１４ 年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文明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动力机制的历

史性演讲暨“２０１４«文明宣言»”ꎬ倡导和呼吁世界各国尊重人类发展所创造的文明成果ꎮ 为了纪念这次有

着重大历史意义的演讲ꎬ同时也为了构建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相融合的价值体系ꎬ作为东西方文明交流

互鉴平台之一的«文明»杂志ꎬ在中央的部署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ꎬ２０１５ 年特别策划推出«人类

的文明记忆世界遗产»系列珍藏特刊 Ｉ:«中华文明的瑰宝———中国世界遗产»ꎬ精要阐释和全方位展示

了中国的世界遗产ꎬ以及中国为世界遗产保护所作出的突出贡献ꎮ 特刊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３８ 届大

会上受到博科娃总干事、秘书处高级官员和世界各国与会代表的好评ꎬ一致认为«文明»特刊内容丰富、图
文并茂、易于阅读和传播ꎬ不但很好地展示了中国政府和人民ꎬ以及中国在与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所

形成的辉煌文明成果ꎬ也为世界各国阐释和展示自己国家的世界遗产提供了可参照的模式ꎮ
２０２１ 年ꎬ«文明»杂志组织课题组ꎬ参加了北京中轴线申遗工作的课题研究项目ꎬ推出«文明北京中

轴线»中英文版特刊ꎮ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 ２７ 日ꎬ北京中轴线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ꎮ 从申遗研究和论证中可以

知道ꎬ北京中轴线的都城规划理念ꎬ其思想支撑的中和哲学与和合文化ꎬ是作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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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之一ꎬ实践于 ７００ 年前的元大都“定中”时代ꎬ持续至今ꎻ依据于 ３０００ 年前开创的周礼“建中”时代ꎬ延
续至今ꎻ追溯于距今 ６０００ 多年以来观象授时的“择中”时代ꎬ弘扬至今ꎻ北京中轴线今天作为世界文化遗

产ꎬ正是鲜明表达人类文明共同价值的一种具体形态ꎬ更是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ꎮ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ꎬ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决定»ꎬ强调“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ꎮ 围绕这一主题ꎬ今天主要谈谈以下四个话题ꎮ

　 　 第一个话题:讲一个故事ꎬ«文明»杂志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相融合ꎬ发展和探索构

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成功案例

«文明»杂志经过 ２０ 多年的不懈努力ꎬ探索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相融合、丰富和发展奥林匹克文

化ꎬ推动奥林匹克文化的全球传播ꎬ已成为得到国际奥委会认可与授权的全球唯一媒体ꎬ中国北京也因此

成为现代奥林匹克文化传播互动中心ꎮ
北京中轴线的北延线ꎬ是奥林匹克文化中心线ꎬ第 ２９ 届北京夏奥会和第 ２４ 届北京冬奥会正是在这条

中心线上举办的ꎬ北京冬奥会向北延伸到延庆、崇礼ꎬ张扬了中国人的理想都城建设与世界和平秩序的一

致性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奥林匹克物质文化、科技文化和生态文化遗产ꎮ 而最重要的现代奥林匹克精神

文化遗产就是通过开展“«奥林匹克宣言»全球文明传播”活动ꎬ建成了全世界第一座“奥林匹克宣言广

场”ꎬ并出版融入世界多元文化和连接奥林匹克大家庭纽带的“«奥林匹克宣言»———美丽的奥林匹克文化

长卷”系列ꎬ其成为传播奥林匹克理念最重要的载体和方式之一ꎮ
为迎接巴黎奥运会和奥运圣火重返巴黎ꎬ法国跳伞队携带«奥林匹克文化长卷»丝绸展示版从天而

降ꎬ在巴黎荣军院完成高空跳伞和«奥林匹克文化长卷»展示ꎬ成为一次北京携手巴黎探索讲好有世界意

义的中国故事的成功案例ꎮ

　 　 第二个话题:如何建立长江黄河作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时代轴ꎬ我们提出“中华流

域文明”的概念ꎬ其标识体系有六个历史阶段

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ꎬ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ꎬ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ꎬ打造融

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ꎬ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ꎮ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加
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ꎬ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ꎮ”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ꎬ可将万年以来中华文化史划分为六大时代ꎬ形成一条以“中华流域文明”为核心

标志的时代轴:一是文明创前时代标识体系ꎻ二是文明创生时代标识体系ꎻ三是文明创世时代标识体系ꎻ
四是文明创建时代与世界轴心文明时代标识体系ꎻ五是文明创制时代标识体系ꎻ六是文明创举时代标识

体系ꎮ
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依据ꎬ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三”和“两个五”的方法论ꎮ 其中ꎬ“两

个三”ꎬ一是三个“有利于”ꎬ二是三个“之中国”ꎻ“两个五”ꎬ一是“五个关键词”ꎬ二是“五个突出特性”ꎮ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ꎬ习近平总书记对于良渚古城遗址申报世界遗产作出批示ꎬ指出在申遗的价值阐释ꎬ也就

是在建构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要做到“三个有利于”:一要有利于突出中华文明历史文化价值ꎻ二要有利

于体现中华民族精神追求ꎻ三要有利于向世人展示全面真实的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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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年 ５ 月ꎬ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今日之中国ꎬ不仅是中

国之中国ꎬ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ꎮ 未来之中国ꎬ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

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ꎮ”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ꎬ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文章«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增强历史自

觉　 坚定文化自信»ꎬ提出了通过历史自觉达到文化自信的五个关键词ꎬ即“还原”“破解”“阐释”“挖掘”
“建立”ꎮ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ꎬ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ꎬ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

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ꎮ 这五大突出特性是建构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核心价值标准ꎮ

　 　 第三个话题:建构中华文明标识体系ꎬ离不开中华黄河文明标识带和中华长江文明标

识带

这里ꎬ长江黄河与流域是作为文明学概念使用的ꎬ包括但不限于地理学意义上的河流概念ꎮ 也就是

说ꎬ以长江黄河为主体ꎬ其干流、支流和并流、分流等组成流域文化带ꎮ 经过初步研究发现:万年以来ꎬ中
国人拥有 ２０ 多个古流域文化带ꎬ覆盖和演化了中华文明史上丰富而深厚的主流文化形态ꎮ

强调一下ꎬ建立流域文明标识轴和流域文化带的范畴有助于实现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整体性、真实

性、完整性的认识论意义ꎮ
中华流域文明标识带是指:拥有史前遗址、族群活动、建制文明化特征、政权建都、民俗文化特征、史

载著名人物和重大事件、物产与产业、科技萌发状态等文化遗产密集区域的集群ꎬ标识其相互关联性的文

化形态和文明创造性ꎮ
中华黄河文明标识带有(从上游到下游的流域连接排序):河湟—河洮文化带ꎻ河西(走廊)文化带ꎻ西

域文化带(中华西域文明标识带)ꎻ河套—草原文化带ꎻ河桑—河海文化带ꎻ河汾文化带ꎻ河渭—河泾文化

带ꎻ河洛文化带ꎻ河淮文化带ꎻ河汴文化带ꎻ河济—黄海文化带ꎻ河漳文化带ꎻ辽河—滦河文化带ꎻ东北三江

文化带(黑龙江、松花江、鸭绿江)ꎻ以及跨流域特色文化带ꎻ等等ꎮ
中华长江文明标识带有(从上游到下游的流域连接排序):藏域文化带(三江源—雅鲁藏布江:中华藏域

文明标识带)ꎻ西南三江文化带(怒江、澜沧江、金沙江)ꎻ岷江—沱江文化带ꎻ湘江—赣江文化带ꎻ江汉文化带ꎻ
江淮文化带ꎻ江南文化带ꎻ闽江—东海—台湾文化带ꎻ珠江—南海文化带ꎻ以及跨流域特色文化带ꎻ等等ꎮ

２０１４ 年ꎬ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大文明连接为一个整体的中国大运河成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ꎮ «文明»杂志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２０２０ 年和 ２０２２ 年推出以运河文明为主题的«北京通州»特刊、«中华运

河文明史　 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城市副中心与运河历史文化战略定位研究课题报告»以及«北京城

市副中心»中英文版特刊ꎬ为«文明»杂志在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础上推动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ꎮ

　 　 第四个话题:我们提出三组范畴作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主题化研究方案

第一组范畴是用文明范式包括文明美学、文明哲学来描述和阐释、研究和论述中华文明标识体系ꎬ将
呈现天人合一、道器合一、知行合一的哲学关系ꎮ 如何用四个字来概括中华文明的哲学标识ꎬ这就是“天
地人和”ꎬ因而具有包含“天地人和之中和五体”(即中华文明的主体性是由天地人和五大体系构成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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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标识内容:一是天象地貌人事不断相适应的技术体系和知识谱系ꎻ二是天道地德人文不断相一

致的制度体系和治理结构ꎻ三是天经地义人性不断相契合的思想体系和精神形态ꎻ四是天时地利人和不

断相统一的实践体系和组织模型ꎻ五是天长地久人寿不断相协调的生态体系和生命哲学ꎮ
第二组范畴是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将表达五大文明形态的传承融合内涵与十大创新升华意义:一是物

质文明形态的科技发明与推广升华意义ꎻ二是政治文明形态的制度创建与规范升华意义ꎻ三是精神文明

形态的价值凝聚与道德升华意义ꎻ四是社会文明形态的德治秩序与治理升华意义ꎻ五是生态文明形态的

自然协同与生命升华意义ꎮ
以上文明形态的融合升华意义趋势化为:六是产业文明形态的推动力和规模化升华意义ꎻ七是法治

文明形态的起源和发展进程升华意义ꎻ八是生活文明形态的艺术审美与美学升华意义ꎻ九是人格文明形

态的自律自觉与道德升华意义ꎻ十是文明复兴形态的社会与制度创新升华意义ꎮ 其中ꎬ第十条是指应对

天灾人祸、冲突动荡的文明衰微或社会崩溃的危机解决和纠错能力ꎬ也叫社稷理性ꎮ
第三组范畴是在文明形态和文化模式的梳理过程中ꎬ文明阐释体系可呈现的文明复杂性展开、体系

化涌现的十大主题:第一是文明的天道生态:宇宙、星空、山水、生物到人类文明ꎻ第二是文明的地德本源:
农牧业态、“非遗”传统、文化传承与文明交流和普惠化的幅度ꎻ第三是文明的曙光晨曦:文明起源的黄金

线、流域文明与国家形态ꎻ第四是文明的精神华章:信仰机制、科学探索、知识追求与思维方式的理性能

力ꎻ第五是文明的器物序列:制造、技术、工艺、创新力与风险控制ꎬ文明兴起能力ꎻ第六是文明的治理结

构:德治与自治、文治与法治、制度文明要素与文明复原能力ꎻ第七是文明的经济动力:商业文明、产业机

制与市场贸易体系ꎻ第八是文明的生活家园:国家社会、城市乡村、生态人居ꎻ第九是文明的人格精华:圣
贤文化、英雄文化、劳动模范精神、科学家精神、爱国主义与公民意识相统一ꎻ第十是文明的大同未来:中
西互补、国际正义、世界文明与人类命运共同体ꎮ

对于以上三组范畴ꎬ我们研究、阐释和展示的规范是实施文明美学的认知和叙事方法ꎮ 即化无形为

有形ꎻ化价值为阐释ꎻ化湮没为鲜明ꎻ化哲学为美学ꎻ化单一为体系ꎻ化厚重为智慧ꎻ化物质或非物质遗产

的文化标志为文明的价值标识ꎻ化文明的历史规律为文化的未来趋势ꎻ化文明的坚守如一为文化的梦舞

欢扬ꎬ最终可归结为四个字:守正创新ꎮ

作者简介:
娄晓琪ꎬ首都文明工程基金会执行会长、«文明»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奥林匹克宣言»全球文明传播

执行人ꎮ

屈原与«楚辞»: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对话的伟大精神标识

彭红卫

　 　 一、为什么在这里讲屈原?

第一ꎬ按«史记楚世家»记载ꎬ西周初年周成王“封熊绎于楚蛮ꎬ封以子男之田ꎬ姓芈氏ꎬ居丹阳”ꎬ楚
国的始都丹阳就在丹水与淅水交汇处ꎬ都城位于丹水之北ꎬ荆山之南ꎬ故名丹阳ꎮ 宽泛一点讲ꎬ今天的丹

江口市就在丹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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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ꎬ战国时期ꎬ秦楚争霸ꎬ秦居关中ꎬ关塞众多ꎬ其中东南方向的武关ꎬ自古就属于秦楚古道的咽喉ꎬ
很多战争就发生在这一带ꎬ比如«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楚怀王受秦国张仪欺骗后ꎬ“怀王怒ꎬ大兴师

伐秦ꎮ 秦发兵击之ꎬ大破楚师于丹、淅ꎬ斩首八万ꎬ虏楚将屈匄ꎬ遂取楚之汉中地ꎮ 怀王乃悉发国中兵以深

入击秦ꎬ战于蓝田”ꎮ 丹水之战和蓝田之战ꎬ发生在公元前 ３１２ 年ꎬ实际上是争夺丹江通道控制权ꎮ 后来秦

昭王欺骗楚怀王ꎬ想与楚国通婚ꎬ屈原力谏怀王不能去秦国ꎬ说:“秦虎狼之国ꎬ不可信ꎬ不如毋行ꎮ”但楚怀

王从武关入秦后被囚禁ꎬ最终死在秦国ꎮ
第三ꎬ屈原«九章抽思»诗句曰:“有鸟自南兮ꎬ来集汉北ꎮ”学术界一般认为«九章»的大部分篇什写

于汉北ꎬ甚至很多学者认为«离骚»也写于汉北ꎮ 汉北在哪儿呢? 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曰:“汉北ꎬ今郧

襄之地ꎮ”实际上就在丹江口附近ꎮ
第四ꎬ屈原«渔父»中有诗曰:“沧浪之水清兮ꎬ可以濯吾缨ꎻ沧浪之水浊兮ꎬ可以濯吾足ꎮ”此诗也见于

«孟子»一书ꎮ 大部分学者认为ꎬ沧浪之水就在丹江口ꎮ
第五ꎬ秦岭—淮河一线是中国南北分界线ꎬ而秦岭以南的汉水谷地ꎬ包括汉中盆地—南阳盆地一线以

及秦楚古道ꎬ自古以来就是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碰撞和交融带ꎬ或战争、或商贸、或文化ꎮ 从传统文化圈

层来看ꎬ鄂西北正处在楚文化、中原文化和巴蜀文化圈的交汇点ꎮ 从这个角度看ꎬ本次会议的主办方选择

在丹江口市召开ꎬ是非常学术化的考量ꎮ
已故历史学家冯天瑜曾说ꎬ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ꎬ湖北是“关枢之地”ꎬ而既然是“国家文化公园”ꎬ

“文化”二字的分量特别重ꎮ 无独有偶ꎬ新华社十多年前曾经搞过一个网络调查ꎬ湖北的形象代言人是屈

原ꎮ 纯网民投票的结果得到冯天瑜教授的肯定ꎬ他说:“屈原当选湖北代言人ꎬ我认为很合适ꎬ他的精神是

经过几千年历史洗礼的ꎬ远胜过当红明星带给我们的ꎮ”
屈原出生于湖北秭归ꎬ成长于荆州ꎬ自沉汨罗ꎬ足迹遍布长江流域、淮河流域与黄河流域ꎮ 仅在湖北

就到过武汉、襄阳、宜昌和汉北丹江口一带ꎮ
所以愚以为ꎬ在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过程中ꎬ屈原文章要做大做强ꎬ在大河文明对话视野下展开

研讨ꎬ更是切中肯綮的话题和学术增长点ꎮ

　 　 二、屈原是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对话的伟大先驱

屈原曾两次出使齐国ꎬ到过齐国国都临淄稷下学宫ꎬ我们不知道他当年的行走线路ꎬ但他一定跨越了

黄河ꎬ对黄河文化也十分熟悉ꎮ
在中国历史上ꎬ屈原是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对话的伟大先驱ꎬ肩负了南北文化融合的历史使命ꎮ
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指出:“而大诗歌之出ꎬ必须俟北方人之感情ꎬ与南方人之想象合而为

一ꎬ即必通南北之驿骑而后可ꎬ斯即屈子其人也ꎮ 屈子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也ꎮ”王国维接着以屈赋所称

圣王、贤人、暴君等“皆北方学者之所常称道ꎬ而于南方学者所称黄帝、广成等不一及焉”为据ꎬ认为“屈子

固彻头彻尾抱北方之思想ꎬ虽欲为南方之学者ꎬ而终有所不慊者也”ꎮ 在王国维看来ꎬ屈赋乃南北文学融

合的产物ꎬ屈原也肩负了南北文学融合的使命ꎮ
游国恩在«屈赋考源»中认为ꎬ构成屈原思想的四大观念———宇宙观念深受齐国阴阳家邹衍的影响ꎬ

在«天问»中为最多ꎻ神仙观念即出世观念ꎬ主要来源于老庄道家思想ꎬ也与齐国阴阳家邹衍和齐国思想家

管子的思想有关ꎬ以«远游»为最ꎻ屈原的神怪观念也与道家和阴阳家有关ꎬ以«招魂»为最ꎻ屈原的历史观

２５



武汉社会科学总第 ３４ 辑

　　　　　

念即善恶因果观念、教训劝戒观念依然来自齐国阴阳家邹衍ꎬ以«离骚»«天问»为最多ꎮ
结合现当代学者对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研究ꎬ我总结如下:黄河文明:以孔孟之道和礼乐文化为精

神主体———理性实用、温柔敦厚、入世现实ꎻ长江文明:以老庄哲学和楚骚文学为精神主体———感性浪漫、
率真急切、出世虚无ꎮ 具体来说ꎬ黄河文明属于华夏史官文化ꎬ长江文明属于楚国巫官文化ꎬ二者大致分

野有这些ꎬ核心是理性精神和感性精神的分野ꎮ 而屈原面对两种文明形态的态度ꎬ我们只能从屈原的作

品中窥探ꎮ

　 　 三、«楚辞»是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对话的崇高结晶

关于屈原ꎬ湖北社科院原副院长刘玉堂先生有一个经典表述ꎬ他说:“屈原是楚文化的天际线ꎮ”后来ꎬ
我受刘玉堂先生的启发ꎬ说过一句话:“«楚辞»是中国诗歌的天花板ꎮ”

屈原之前的诗歌ꎬ现存的主要就是«诗经»ꎮ «诗经»是周朝礼乐文明的理性表达ꎬ以黄河流域的文化

为主ꎬ以儒家经典的形式幸存在华夏的历史长河ꎮ 比如«诗经»的主体是十五国风ꎬ大部分在黄河流域ꎬ只
有“二南”即«周南»«召南»主要描写秦岭以南的汉水流域ꎮ

大家最熟悉的莫过于«周南关雎»ꎬ君子追求淑女的议题ꎮ 再看看«周南汉广»:
南有乔木ꎬ不可休思ꎻ汉有游女ꎬ不可求思ꎮ
汉之广矣ꎬ不可泳思ꎻ江之永矣ꎬ不可方思ꎮ
翘翘错薪ꎬ言刈其楚ꎻ之子于归ꎬ言秣其马ꎮ
汉之广矣ꎬ不可泳思ꎻ江之永矣ꎬ不可方思ꎮ
翘翘错薪ꎬ言刈其蒌ꎻ之子于归ꎬ言秣其驹ꎮ
汉之广矣ꎬ不可泳思ꎻ江之永矣ꎬ不可方思ꎮ
抒情主人公是个青年樵夫ꎬ说南方有很大的树ꎬ但他不能躺在树下休息ꎬ因为他看到了自己心仪的女

性正在汉水边上走ꎬ他想追求她ꎬ但“汉之广矣”“江之永矣”ꎬ江面很宽阔ꎬ我没有能力游泳游过去ꎬ去追求

对岸的那个女性ꎬ他也不可能扎一个小船(筏)渡河ꎬ划船去追求这样一个女性ꎬ这叫“不可方思”ꎮ
«毛诗序»曰:«汉广»ꎬ德广所及也ꎮ 文王之道被于南国ꎬ美化行乎江、汉之域ꎬ无思犯礼ꎬ求而不可得也ꎮ
闻一多«风诗类抄»中说:求女也ꎮ 终篇叠咏江汉ꎬ烟水茫茫ꎬ浩渺无际ꎬ徘徊瞻望ꎬ长歌浩叹而已ꎮ 借

神女之不可求以喻彼人之不可得ꎬ已开«洛神赋»之先声ꎮ
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中说: 故二南之诗感物兴怀ꎬ引辞表旨ꎬ譬物连类ꎬ比兴二体厥制益繁ꎬ构

造虚词不标实迹ꎬ与二雅迥殊ꎮ 至于哀窈窕而思贤才ꎬ咏«汉广»而思游女ꎬ屈宋之作ꎬ于此起源ꎮ
屈原的代表作«离骚»写到抒情主人公受到现实挫折之后ꎬ三次“求女”:求宓妃之所在ꎬ见有娀之佚

女ꎬ留有虞之二姚ꎬ胎息于«诗经»ꎮ 只不过屈原更为体系化ꎬ正如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序»所言:善鸟

香草ꎬ以配忠贞ꎻ恶禽臭物ꎬ以比谗佞ꎻ灵修美人ꎬ以媲于君ꎻ宓妃佚女ꎬ以譬贤臣ꎻ虬龙鸾凤ꎬ以托君子ꎻ飘
风云霓ꎬ以为小人ꎮ

今人将“风骚”并称ꎬ实际上“风骚”反映了中国诗歌的进路ꎬ也反映了黄河流域诗歌与长江流域诗歌

的分野ꎮ
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中说:“自«风»«雅»寝声ꎬ莫或抽绪ꎻ奇文郁起ꎬ其«离骚»哉! 虽取熔经意ꎬ

亦自铸伟辞ꎮ”刘勰充分注意到屈原的传承与创新ꎮ 从风到骚ꎬ是一个从写实到想象的进阶ꎬ是艺术的自觉ꎮ
屈原的挑战与创新表现在对“子不语怪、力、乱、神” 和“辞达而已矣”以及 “乐而不淫ꎬ哀而不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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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诗歌观念的挑战ꎬ从写实到想象ꎬ从中庸到极端ꎬ正如司马迁所说:“国风好色而不淫ꎬ小雅怨诽而不

乱ꎮ 若«离骚»者ꎬ可谓兼之矣ꎮ”
屈原主要有两大魅力:艺术魅力和人格魅力ꎮ
屈赋的艺术魅力“惊采绝艳”ꎮ 他在继承«诗经»写实主义传统的基础上ꎬ融合了中国古代神话和南方

巫术文化ꎬ创造出迷离惝恍的艺术幻境ꎬ开中国浪漫文学之先河ꎬ其艺术创造深刻改变了中国诗歌、中国

文学的发展面貌和方向ꎮ
屈原的人格魅力“与日月争光”ꎮ 他“志洁行廉”“忠君爱国”的政治人格成为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的人

格样板ꎬ其人格光芒ꎬ使中国一代又一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精神困境中ꎬ借解骚拟骚ꎬ自觉肩负历史的责任

和文化的使命ꎬ通过文学艺术和学术活动的创造性转化ꎬ铸造了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之链ꎮ
我最近注意到武汉大学钟晟老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长江:诗性文化与家国情怀»ꎬ该文分为

三个部分:千年流淌的长江诗性文化ꎻ长江诗歌滋养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ꎻ长江内化为中华文化的符号象征ꎮ
我非常认可他的框架结构ꎬ并对文章的结语深表赞同ꎮ 他说:“流传千年的长江诗性文化ꎬ不仅影响

了中国人的审美方式ꎬ培育出超功利的人生境界ꎬ更是熔铸在中华民族精神血脉里的家国情怀ꎬ是中华文

化的符号象征ꎬ对中国人的国民文化结构和精神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ꎮ”
我想ꎬ将这段话中“流传千年的长江诗性文化”置换为屈原ꎬ也非常贴切ꎮ 这正说明屈原和楚辞是长

江诗性文化的源头ꎮ
最后ꎬ我总结两点:
第一ꎬ我认同刘玉堂在«关于长江文化研究的若干问题»(２００５)一文中关于长江文化特质的概括ꎬ并

认为这对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有指导意义ꎮ 他认为ꎬ长江文化具有普遍性、持久性和相对稳定的文化

特质———创新、进取和开放ꎮ
第二ꎬ将屈原和«楚辞»置于长江文明体系中考察ꎬ将屈原和«楚辞»研究从楚文化视域中延展开来ꎬ赋

予屈原和«楚辞»研究更广袤的时空背景ꎬ并在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的比较与交融中ꎬ在长江文明内部区

域文化的比较与交融中ꎬ考察屈原«楚辞»作品如何呈现长江文明的各种质素ꎬ在屈原和«楚辞»研究领域

寻找新的视角ꎬ重估屈原和«楚辞»的文明背景和内涵ꎬ进而丰富长江文明的研究ꎮ

作者简介:
彭红卫ꎬ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ꎮ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考古成果的历史与当代价值

刘海旺

　 　 一、河南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考古发现与诠释

黄河与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源地ꎬ广袤的平原、丘陵、低山山脉为中华民族主体提供了广阔

的生存、繁衍、发展的空间ꎮ
现在的长江与黄河的总流域面积为 ２５９ ５ 万平方千米ꎮ 古代的黄河流域下游又称为“河济地区”ꎬ要

比现在流域面积大得多ꎬ黄河流域以农耕加游牧为主ꎬ而长江流域则以农耕加渔猎为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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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文物保护区域主要包括“丹江口库区、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汉江中下游四项工

程”三大部分ꎮ 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总干渠(含天津干渠)跨越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流域ꎬ渠线全

长 １４３２ 公里ꎮ 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工程涉及文物点 ５５０ 处ꎬ丹江口大坝加高一期工程涉及文物点 １１０
处ꎮ 南水北调工程的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量远远超过三峡工程ꎬ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特大文物保

护工程ꎮ
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沿线是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地带ꎬ这里是史前时期的山前过渡地带ꎻ先

秦时期商文化中心ꎻ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郑韩文化、赵文化、燕文化中心ꎻ东汉、三国魏晋南北朝以及金、
元、明、清时期的文化中心ꎮ

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范围内河南省文物部门调查确认文物点 ３３０ 处ꎬ考古发掘总面积 ８５ 万平方米ꎬ
累计出土石器、陶器、铜器、玉器、铁器、金银器等各类文物 ６ ９ 万余件(套)ꎮ 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考古发

掘项目中ꎬ河南省有 ６ 个遗址当选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荥阳关帝庙、新郑唐户、鹤壁刘庄、新郑胡

庄、荥阳娘娘寨、安阳固岸东魏北齐墓地等 ６ 个遗址当选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ꎮ
南阳盆地位于黄河与长江中游文化区的联结地带ꎬ也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库区和渠首所在地ꎬ考古

发掘项目和出土文物数量均接近整个中线工程总量的一半ꎮ 其中ꎬ发现多处旧石器遗址ꎬ系沿线其它地

市所未见ꎮ 南阳发现的一系列仰韶文化(距今 ７０００—５０００ 年)、屈家岭文化(距今 ５３００—４５００ 年)和石家

河文化(距今 ４６００—４０００ 年)环壕聚落ꎬ以及在环壕聚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石家河古城址ꎬ见证了中国早

期历史由聚落定聚向“邦国”过渡的历史变迁ꎮ
夏路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通向中原华夏诸国的交通要道ꎮ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夏路以左ꎬ不足

以备秦ꎮ”司马贞索隐引刘氏云:“楚适诸夏ꎬ路出方城ꎬ人向北行ꎬ以西为左ꎬ故云夏路以左ꎮ”据«水经水

注»记载ꎬ楚国在其北境ꎬ沿今伏牛山东北麓修筑长城ꎬ称为方城ꎻ在长城侧控扼伏牛山隘口有小城名方

城ꎬ当即夏路所出之方城ꎬ在今河南方城县东北保安镇附近ꎬ当南阳盆地东北方城县伏牛山缺口隘道ꎮ
旧石器时代ꎮ １９９４ 年ꎬ为配合南水北调工程ꎬ相关文物部门对丹江口水库淹没区进行了一次较全面

的史前考古和古生物化石考察ꎮ ２００５ 年在该区域对原发现的旧石器地点进行复查补充ꎬ并开展了新一轮

的旧石器时代考古调查ꎬ发现一大批旧石器时代遗存和古生物化石地点ꎬ仅在南阳淅川县境内调查发现

３７ 处之多ꎮ 其中ꎬ淅川县双河 １ 号地点、双河 ２ 号地点、马岭 ２ 号地点等ꎬ从石器加工方法看ꎬ有的主要属

于南方砾石工业系统ꎬ也有北方石片石器工业系统的因素ꎬ这种组合也显示出南北工业在此汇集的区域

特征ꎮ 其时代主要为中更新世中期ꎮ 淅川县坑南遗址出土丰富的文化遗物ꎬ包括陶器残片、石制品、动物

化石等 ８０００ 余件ꎬ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连续地层ꎬ石制品兼具南北文化特征ꎬ可
能是一处古人类的临时性活动场所ꎬ其地址年代为晚更新世早期ꎬ时代为旧石器时代中期ꎮ 坑南遗址的

发现ꎬ对进一步研究揭示丹江流域石器技术发展、文化交流、人群迁徙具有重要学术意义ꎮ
裴李岗时代(距今 ９０００—７０００ 年)与周边同时期其他考古学文化的关系ꎬ在对比裴李岗文化与磁山、

老官台、后李、彭头山、皂市下层文化、城背溪文化等考古学文化内涵后ꎬ认为其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文

化联系和互动因素”ꎬ表明“不同区域的人们之间ꎬ已经不是处在相互封闭、与外界隔绝和完全独立的发展

阶段”ꎮ 裴李岗文化对外扩张ꎬ包括磁山、白家等文化均受到了来自前者的强烈影响ꎮ 主体文化因素为东

方的北辛文化和南阳盆地的下王岗一期文化所继承ꎮ
仰韶时代(距今 ７０００—４８００ 年)和龙山时代(距今 ４８００—４０００ 年)ꎮ 以淅川丹江库区沟湾遗址(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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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为例ꎬ该遗址以新石器时代堆积为主ꎬ包括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王湾三期文化四个

时期ꎮ 初步的研究表明ꎬ遗址所在区域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人群可能是豫中裴李岗文化人群南下形成ꎻ仰
韶文化早期该区域接受有来自西面关中地区文化因素的影响ꎬ随后ꎬ仰韶文化中前期受到来自北面豫中

大河村文化类型较强烈的影响ꎬ同时ꎬ开始与南面的大溪文化交流ꎻ发展壮大后(三期时聚落的规模达到

最大ꎬ大量相对聚居型的房址表明ꎬ聚落的结构有了很大的发展ꎬ聚落内不同族群的规模、居住范围、力量

对比在房址等遗迹的分布上都有所表现)ꎬ到仰韶文化中后期其文化向东、向南、向西扩展影响ꎻ仰韶文化

晚期突然收缩后逐渐被屈家岭文化所取代ꎮ
在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库区建设中ꎬ其他一些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也得到了较大面积的发

掘ꎬ如淅川丹江库区龙山岗遗址、下寨遗址等ꎮ
其中一个夏文化时期非常独特的考古发现是ꎬ淅川下王岗 ２００８Ｔ２Ｈ１８１ 出土了 ４ 件塞伊玛—图尔宾诺式

铜矛ꎬ推测这些铜矛年代应该属于下王岗遗址龙山文化末期或稍晚ꎬ绝对年代大概在公元前 １８００—公元前

１６００ 年之间ꎮ 塞伊玛—图尔宾诺倒钩铜矛经天山北麓三大河流通道约公元前 ２０００ 年左右进入新疆ꎬ向东传

播ꎬ经河西走廊中转ꎬ以齐家文化为中介ꎬ逐渐作为文化因素的代表器物继续向东影响ꎬ北达晋陕高原包括鄂

尔多斯地区ꎬ东南经关中以至中原腹地及丹江流域ꎮ 这说明当时欧亚大陆文化的交流的广度ꎮ
西周时期南阳盆地已经纳入周文化的范围ꎮ 春秋早期鄂国贵族墓地是东周时期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考古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ꎬ其中的一号墓出土的铜鼎、铜簋、铜鬲上均有“鄂侯夫人”铭文ꎬ说明一号墓

主人为鄂侯夫人ꎬ其他墓葬铜器上也有“鄂”字字铭ꎮ 早年已多有重大考古发现的淅川徐家岭墓地又有重

要发现ꎬ其中的一座战国早期贵族墓葬中出土的一件铜鼎上的铭文说明ꎬ该器铸造年代为公元前 ５０７ 年ꎬ
印证了楚国实行岁星纪年的文献记载ꎬ弥足珍贵ꎮ 东周时期是楚文化影响逐渐超前扩大的时期ꎬ最终随

着秦汉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与巩固ꎬ共同构成了汉文化的基础和主体ꎮ
此后的历史时期ꎬ南北的交流融合越来越密切ꎬ特别是当北方草原民族南下入侵北方和中原时ꎬ长江

流域成为黄河流域人民躲避战乱的平安之地ꎮ

　 　 二、长江与黄河一体化融合在中华文明中的历史地位

黄河—黄土高原—黄淮海大平原三位一体ꎬ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创造了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ꎮ 黄河—
长江流域大平原不仅地域辽阔ꎬ土地肥沃ꎬ而且受惠于东亚季风气候ꎬ水热条件十分优越ꎮ 从气候条件

看ꎬ北半球副热带高气压沙漠带囊括了几乎除中国黄河—长江流域以外所有的古老文明区ꎮ 也就是说ꎬ
在这个地域辽阔的环球沙漠带上ꎬ中国的黄河———长江流域大平原是面积最大的“绿洲”ꎬ这是中国文明

的幸运ꎮ (王会昌«古典文明的摇篮与墓地»)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考古工作成果更加实证了自古以来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人民之间畅通无阻的相

互交流、扶持、融合ꎬ共同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的历史ꎻ历史昭示未来ꎬ当今的南水北调工程融通古

今ꎬ更加密切了沿线人民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深厚情感ꎬ共同奔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

作者简介:
刘海旺ꎬ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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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融合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文明认同

孙九霞

关于国家文化公园的研究ꎬ目前热度逐渐上升ꎮ 长期以来ꎬ该领域研究成果曲线相对平缓ꎬ但如今已

开始加速上升ꎮ 在这一快速发展过程中ꎬ文化研究占据了重要地位ꎬ旅游研究亦开始迅速上升ꎮ

本报告的核心议题是探讨国家公园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空间系统ꎬ如何连接华夏文化与

人类文明之间的多重主体要素与意义ꎬ并在其中凸显空间体系和文明系统中的主体间性和文化间性ꎮ 作

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可选路径之一ꎬ文旅融合如何有效地转化大河文化背后的生态基础、社会效益及

发展创新的逻辑? 关于国家文化公园的构建以及实现跨地方乃至超地方的文化与文明认同如何达成?

　 　 一、大河文明与国家文化公园:文化内核和建设模式

首先ꎬ关于大河文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ꎮ 其文化内涵与建设模式均有一定的前提条件ꎬ并非所有

宏伟的河流都能孕育出世界级的文明ꎮ 然而以长江和黄河为代表的大河流域文明ꎬ却在时间的维度上展

现了文明的持续传承和文化的深刻印记ꎬ在空间的维度上则展现了其广泛的影响力、相互交织的复杂性ꎬ
以及其活态文明的广泛传播状态ꎮ

从农业发展的视角审视ꎬ中华文明的起源可以追溯至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国北方旱作农业、以长

江中下游为中心的中国南方稻作农业ꎬ以及珠江流域的中国古代热带农业ꎮ
在探讨黄河文明时ꎬ我们可以观察到它在历史的纵向传播上具有强大的影响力ꎬ见证了诸如仰韶文

化、龙山文化以及大地湾文化等众多文明ꎮ 从长江文明的视角来看ꎬ其流域文明贯穿了我国整个文明的

发展历程ꎬ是人类最早迎接文明曙光的地区之一ꎮ 这样的国家文化公园在全世界文明中是独一无二的ꎮ
发言题目特别强调文旅驱动下的“文明认同”ꎬ是因为我深感忧虑ꎬ在整个文化公园的建设过程中ꎬ国

家和各个省市区都在积极投入力量并出台一系列建设政策ꎮ 在这些政策的指导下ꎬ我们是否将再次面临

区域利益的争夺? 如何应对在公园总体定位中的本土资源开发的争议? 如ꎬ江河文明博物馆应该设在何

处? 各地应如何开发以吸引最大量的游客前来参观? 自己是源头、中间环节ꎬ还是枢纽? 这些问题都是

我在今天的报告中想要回应的问题ꎮ
我们可以看到黄河文化是一个统一且不可分割的文化整体ꎬ长江同样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

标志性象征ꎬ它们是相辅相成的一体两面ꎮ 因此ꎬ我希望在实施过程中ꎬ江河文明型国家公园建设的做法

应有别于国家生态公园的建设ꎬ甚至有别于西方国家公园的建设ꎬ而应以真正的国家文化公园为旨归ꎮ
这是全球性的议题ꎬ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伟大精神文明体系ꎮ 立足这种判断ꎬ我们的中国范式、文明传承

方式和文明治理模式是中国为全球提供的宝贵财富ꎮ

　 　 二、大河文明型国家文化公园现状:物质—文化—社会空间体系的理论透视

关于大河文明型国家公园的现状ꎬ本文采用了列斐伏尔空间三元理论进行分析ꎮ 依据该理论ꎬ长江

和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三重性依然显著ꎮ 尽管其空间规模庞大ꎬ但并不意味着不可以用具体理论予

以阐释ꎮ 即便列斐伏尔本人也未将其理论实证化ꎬ我们可尝试其理论解释中国文化ꎬ这亦是与西方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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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对话ꎮ
物质空间指的是国家文化公园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景观ꎬ是游客最直接感知到的空间形态ꎮ 当前ꎬ国

家文化公园的物质空间开发面临着片段化的问题ꎬ即开发的重点往往集中在某些特定的区域ꎬ而缺乏整

体的系统性规划ꎮ 这种片段化开发不仅导致文化资源利用效率的下降ꎬ还可能给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

带来不利影响ꎮ 以长江三峡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为例ꎬ重庆各区县策划储备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项

目共计 ２７０ 个ꎬ涉及博物馆纪念馆、遗址遗迹、特色公园、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街

区、文化旅游复合廊道等六大类项目建设ꎮ 但片段化的建设难以形成文化与自然的和谐共生ꎬ直接导致

文化资源的利用效率下降ꎬ仍需思考的问题是不同区县如何依托 ２７０ 个项目释放资源联动效应? 在区域

间如何与上下游省份如四川、湖北等地开展共建? 在更大空间尺度上如何依托长江三峡的历史与文明价

值ꎬ凝聚全国乃至全亚洲跨文化、跨地方的社会认同?
文化空间则是由规划者和政策制定者构建的空间概念ꎬ它不仅包括文化内容的展示ꎬ还包括文化内

涵的表达和教育功能ꎮ 然而ꎬ在实际建设过程中ꎬ文化空间的建设往往重视物质层面的开发ꎬ而忽视了文

化精神内涵的深入挖掘ꎮ 黄河流域早期的开发存在一种乱象———共有文化符号的地方争夺ꎮ 一直以来

黄河的“母亲形象”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被广泛认知ꎬ１０ 年前山东滨州与山西大宁曾因“黄河母亲”雕塑山

寨行为对簿公堂ꎮ 即使是在当下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期ꎬ甘肃、陕西、河南和山东等省份更注重保护的

是黄河文化的物质载体如石像、纪念馆、书籍等ꎬ纪录片、戏剧之外的活态传承与创新方式依旧有待挖掘ꎮ
社会空间是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中最为复杂的一部分ꎬ它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其在空间中的互

动ꎮ 在当前的文化公园建设中ꎬ社会空间的开发往往过度关注经济利益ꎬ而忽视了社会功能的发挥ꎮ 这

导致了居民参与度不高ꎬ社会认同感薄弱的问题ꎮ 文化公园的建设不仅仅是为了经济收益ꎬ更是为了文

化的传承和社会的和谐ꎮ 因此ꎬ在社会空间的建设中ꎬ必须加强对居民的参与和支持ꎬ增强他们对文化公

园的认同感和归属感ꎮ 长江和黄河具有涵盖广泛时空与主体的社会功能价值ꎮ 但在“重经济、轻社会”模
式中ꎬ作为中华文化共同主体的居民与游客ꎬ常常呈现出我者与他者的身份对立ꎮ

此外ꎬ物质空间、文化空间与社会空间的互动关系也在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中表现得尤为复杂ꎮ 物

质空间为文化空间提供了展示的平台ꎬ而文化空间则通过社会空间的互动得以传播和认同ꎮ 三者的协调

发展ꎬ是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ꎮ

　 　 三、国家文化公园的文旅赋能:基于社会—生态和生产—消费双重融合视角

国家文化公园文旅融合中的文旅赋能和文旅融合ꎬ包括生态与社会、生产与消费这四个维度ꎮ 一方面ꎬ
文旅发展中表现出社会生态融合的主要特征ꎮ 以三江并流区域的青藏高原为例ꎬ这是我们两个文明发育的

核心区域ꎮ 早先我去藏区时总认为他们缺水ꎬ实际上发现那里的水系不仅发达ꎬ而且整个自然资源的丰富度

大与文化的多样性强ꎬ当地人展现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强烈意识和融合机制ꎬ体现了一种独特的本土现代性

特征ꎮ 西方早期传教士引入的葡萄品种ꎬ至今仍在当地被种植并用于酿造葡萄酒ꎮ 尽管在西方ꎬ这一品种已

实现工业化和葡萄园化ꎬ并融入了当地文化ꎬ如酥油茶与葡萄酒ꎬ成为重要的文化饮品ꎮ
在文化旅游领域ꎬ普遍认为民宿经营颇具挑战ꎮ 黄河宿集的隐喻ꎬ反映了黄河本身的特质ꎬ汇聚了最

优质、最精华的元素ꎬ并赋予了文明体验的内涵ꎬ这亦是其成功的关键ꎮ 这种现象激发了人们的自豪感和

归属感ꎬ增强了文化自信和认同ꎮ 尽管黄河地区的生活条件并不理想ꎬ在快速的现代化进程中似乎被忽

视ꎬ但恰恰在此处给予文旅融合极大的创造性空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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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ꎬ文化旅游发展中的生产和消费融合特征显著ꎮ 旅游活动中的生产和消费实际上是相互融

合的ꎮ 生产可视为一种再消费ꎬ而消费亦可视为一种再生产ꎬ这构成了旅游的本质特征ꎮ 在重庆西沱古

镇的长江岸边调研时ꎬ我目睹了巴盐古道上的老人们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复原碑岩ꎮ 尽管碑岩的复

原过程艰辛ꎬ但老人们表演得极为认真、执着和悠闲ꎬ他们视此为一种文化活动、文化资本化过程和一种

独特的休闲方式ꎮ 他们渴望复原祖先的生活ꎬ并希望游客看见长江岸边小镇的历史ꎮ 另一个广为人知的

文创产业的新型文化展演空间是戏剧幻城ꎬ这是一种创新的消费生产场域ꎮ 参与其中的观众会感受到强

烈的情感冲击力ꎬ体验到中华民族历史的厚重和积淀ꎮ

　 　 四、小结

在行动实践中应探寻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三重路径ꎮ 国家文化公园应被视为一个融合空间ꎬ整合物

理空间、文化空间和社会空间中的各种要素、主体和关系ꎬ形成文化媒体象征符号、集体记忆和社会情感

等要素ꎮ 在物理空间上ꎬ需关注国家标准的在场和统合ꎬ同时考虑精神层面ꎬ避免仅遵循客观标准的建设

路径ꎻ在文化空间中ꎬ特别是在大河文明和流域文明的传承过程中ꎬ我们特别强调精神空间的凸显和强

化ꎻ在社会空间中ꎬ我们期望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共服务供给的平衡ꎬ同时突出其强大的教育功能ꎮ 我

提出了“游育”这一概念ꎮ 众所周知ꎬ教育体系要求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ꎬ我希望旅游能够实现德智体美

劳游的融合ꎮ 因此ꎬ文化场所所展示的文明ꎬ乃至整个大河文明ꎬ可以通过旅游领域进行整合ꎮ 即使面对

老年群体ꎬ仍然需要通过旅游来陶冶情操、重新认识和认知我们的文明ꎮ 最终ꎬ我们需要通过文化融合和

江河文明来凝聚集体精神和家国认同ꎮ 在当前社会逐渐个体化的趋势下ꎬ我们的孩子甚至不了解家族ꎬ
更不用说民族、国家的历史和文明精神的内核ꎮ 因此我们需要透过长江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ꎬ缔造

中国文明的精神标识ꎬ向新生代讲好中华文明故事ꎮ 同时ꎬ透过长江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ꎬ能够展现出

更多的现代性ꎬ从本地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本土现代性ꎬ从全流域全历史的褶皱中通过生产性消费和

消费性生产迸发出新的文化生机ꎬ缔造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ꎮ
今天ꎬ我们在这里探讨“长江对话黄河”ꎻ未来ꎬ长江和黄河将与中国对话ꎬ中国将与世界对话ꎬ中华文

明将与世界文明对话ꎮ

作者简介:
孙九霞ꎬ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教授ꎮ

推动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的创新路径

厉新建

　 　 一、文旅融合面临的挑战

第一ꎬ作为文旅融合的重要空间ꎬ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面临不小的挑战ꎮ 国家公园和国家文化公园都

是“回到来处”ꎬ只不过前者是回到自然ꎬ突出保护、游憩ꎬ重在自然之美ꎬ是块状发展空间的保留ꎻ后者是

回到历史ꎬ突出传播、意义 ꎬ重在人文之美ꎬ是线性发展空间的重构ꎮ 因此ꎬ国家文化公园有很重要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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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ꎬ是与国家(自然)公园并进的模式创新ꎬ但需要突破的问题很多ꎮ 因为国家文化公园不是传统的块

状区域模式ꎬ最主要的挑战来自线性空间的大跨度和大协同ꎬ难度很大ꎬ需要关键节点的增长极带动ꎬ需
要有创新示范模块ꎮ

中央的原则是ꎬ构建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分级管理、分段负责的工作格局ꎮ 如果各自为政ꎬ没有统一

管理机制ꎬ国家文化公园的整体效能没法发挥ꎬ明晰的市场认知形象也没法建立起来(如果仍然支离破

碎、一如既往的分割性认知ꎬ建设国家文化公园的意义可能会大打折扣)ꎮ 要处理好空间、认知、网络和云

平台等空间问题ꎬ需要构建形象、标识、服务、标准方面的统一ꎬ需要通过授权体系推动价值拓展ꎬ通过网

络平台推动空间延伸ꎮ
第二ꎬ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前提就是对文化概念范畴的认知深化以及旅游形式创新、业态创新的管

控要求ꎮ 当前关注文旅融合的重点其实主要被局限在优秀传统文化与旅游的融合上ꎬ广受关注的文旅融

合的创新主要也是集中在优秀传统文化层面上ꎬ“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优秀传统

文化”的任务在文旅融合发展中没有充分体现ꎮ 下一步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过程中ꎬ如何更好地贯彻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中提出的“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ꎬ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健全文化和旅

游深度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等任务还有很多工作要做ꎮ

　 　 二、文旅融合主要的困难

第一ꎬ用现代的时间模式去浏览过去的空间意义所造成的困难ꎬ在错位中增加了体验设计和产品开

发的难度ꎮ “在他们的灵魂里ꎬ我们无法找寻到他们所见的痕迹ꎮ”大量的史前文明、大量的历史文物、大
量的文化记忆如何在中华文明探源之外转化为在地体验的热情是历史留给现在的难题ꎮ

第二ꎬ在“线”场的体验如何转化成在“现”场的消费的难题ꎮ 国家宝藏也好ꎬ唐宫夜宴也好ꎬ文化领域的创

新频频出圈ꎬ都是展示方式的创新ꎬ也都是在线场的体验ꎮ «黑神话:悟空»火遍全国ꎬ各地也都在积极宣传这个

游戏中场景的现实景观ꎬ但这并不是说游戏迷自然会转化为游客(想想诺奇克设想的虚拟体验机和巨大的虚拟

体验图书馆、普特南设想的“钵中之脑”)ꎮ 如何转化为在现场的体验? 还需要考虑如何弥合从文化的线上展示

到旅游的线下体验而形成的巨大缝隙ꎬ从在线场到在现场的转化还需要谋划和打磨ꎬ宣传的视角如何转化为游

客的视角也还需要高度重视(视频中的美轮美奂如何转化为眼见为实?)ꎮ
第三ꎬ越是古代遗址等文明遗存ꎬ越是遥远历史的文化故事ꎬ越是考验转化创新解说能力ꎮ 需要构建

符合时代需求的解说系统ꎬ其中既包括技术层面也包括市场层面ꎮ 解说系统如何根据技术革命来一场革

命(人工解说、电子解说、虚拟技术、人工智能生成式)ꎬ如何根据受众特点和偏好来设计好解说(信息爆

炸、历史陌生、建立连接、产生共情、深化体验)ꎻ需要构建讲好故事的基本标准或主要模式ꎬ明确究竟怎样

才算把故事讲好了、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故事来讲(即如何平衡喜欢听的和应该听的)、究竟应该如何

将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当下的社会关切建立关联ꎬ如此等等ꎮ

　 　 三、文旅融合深化的路径

第一ꎬ应在文化强国的宏观战略中谋划文旅深度融合发展ꎮ 文化强国需要对内文化认同度高ꎬ文化自

信度高ꎻ对外文化认知度高ꎬ文化好感度高ꎮ 此外ꎬ还要体现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能力强ꎬ现代文化创

新性发展能力强ꎻ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高(不是指保护得好ꎬ而是要突出保护弘扬传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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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间的协调)ꎬ科技化水平高(包括资源数字化和管理的智能化)ꎬ学术化水平高(在文化学术研究上有

全球影响力)ꎬ实战化水平高ꎬ包容性水平高(包容性越强ꎬ创新性越强ꎬ要能“瓷器店里捉老鼠”)ꎬ国际化

水平高(国际话语、国际技术、国际要素、国际手段、国际影响、国际开放、国际标准、国际规范)ꎮ
第二ꎬ要在三种文化的整体体系架构维度思考文旅深度融合发展ꎮ “任何文化ꎬ固化和回头都不是正

道”ꎬ不做文化发展上的“啃老族”ꎬ要用好体现好三种文化ꎮ 在传统文化非常厚重的情况下ꎬ如何在古今

思辨、革故鼎新中发展出新的文化印记? 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ꎬ同时ꎬ这里的“两
创”也可以分别用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ꎬ就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现代优秀文

化的创新性发展ꎬ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就是“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ꎮ
要处理好有意思和有意义之间的关系ꎮ 文化已经在旅游中“被看见”ꎬ下一步要解决如何让旅游在文

化中“被记住”的问题ꎮ 如果一个文化产品无趣的话ꎬ就无法成为旅游者选择和体验的对象ꎬ“以文塑旅”
就成了空中楼阁ꎻ如果一个文化产品只被“打卡”的话ꎬ就无法被真正唤醒和重新发现ꎬ“以旅彰文”就是镜

花水月ꎮ
第三ꎬ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视角下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ꎮ 要秉持“保护第一、加强管

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ꎬ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ꎬ在理念上重新梳理保护传承弘扬的关

系ꎮ 保护好是传承好和弘扬好的基础ꎬ但是只是保护好ꎬ并不能体现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ꎬ应
该将科学保护、精准利用ꎬ也就是要把效能化发展纳入文物和文化资源治理水平和绩效评价的重要指标ꎮ
总体上ꎬ要让文物文化更开放(保护传承利用)ꎬ文物文化更可亲(基因解码、文化符号、解说革命ꎬ在身边

的文化、可消费的文化)ꎬ文物文化更时尚(科技元素ꎬ展示方式ꎬ创新创意)ꎬ文物文化更可忆(带走文创ꎬ
带走记忆)ꎮ

作者简介:
厉新建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ꎮ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时间轴线的初步厘定

李江风

国家文化公园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化公园的概念和理念ꎮ 在借鉴世界文化遗产、国外文化线路遗产以

及文化景观类国家公园的基础上ꎬ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致力于打造中华文化的重要标志ꎬ展示中华文明ꎬ彰
显文化自信ꎮ 因此ꎬ文化内核的挖掘、具有核心价值的文化符号提取和文化遗产的传承ꎬ是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的精髓和初衷ꎮ
国家文化公园属于一种特殊的记忆形式ꎬ因此ꎬ在建设中需要有特定的记忆选择ꎬ同时ꎬ在选择记忆

源远流长的文化遗产中ꎬ应该有“历史轴线”“历史信度”和丰富的“历史内涵”ꎮ 任何特定的文化历史记

忆ꎬ必须有特定的空间边界和时间范围ꎬ超出这个文化历史的空间边界和时间范围ꎬ就无法精准地体现这

种特定的文化遗产内涵和价值ꎮ 因此ꎬ“历史轴线”是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历史场景活化过程中绕不过

去的基线之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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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现有国家文化公园的时空界定

　 　 (一)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时空界定

长城是典型的线性文化遗产ꎬ尤其是明代长城ꎬ代表了我国古代军事防御系统的最高成就ꎮ 长城的

兴建ꎬ最早起源于公元前 ７ 世纪的楚国ꎬ即现今河南南阳、平顶山、驻马店、信阳一带ꎬ是具有军事防御功

能的建筑ꎮ 春秋战国时期ꎬ各国纷纷修建长城ꎬ至秦始皇横扫六国后ꎬ修缮遗留下来的战国长城ꎬ并扩建

链接ꎬ形成防御ꎬ延续到汉代ꎮ 至此以后ꎬ万里长城成为中原地区历代政权统一与强盛的象征ꎮ 明代又前

后经历了 ２００ 余年的修建ꎬ完成了东起鸭绿江ꎬ西至嘉峪关ꎬ全长 １２７００ 余里的万里长城ꎬ并形成了九边十

三镇的防御体系ꎮ 因此ꎬ长城的时间最早可以上溯到 ２０００ 多年前ꎬ长城遗存涉及 １５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的 ４０４ 个县(市、区)ꎮ 这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研究划定了空间范围和时间界限ꎮ

　 　 (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时空界定

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的运河ꎮ ２０１４ 年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ꎬ２０１９ 年大运河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开始启动ꎬ至此ꎬ大运河具备了世界文化遗产和国家文化公园的双重身份ꎮ 开凿运河的时

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４８６ 年ꎬ吴王夫差为了北上争霸ꎬ开凿了南接长江、北入淮河的邗沟ꎬ这是最早记载

的第一条有确切开采年代的运河ꎮ 秦汉及之后ꎬ历代均有开凿运河的记载ꎬ但都是区域性的ꎬ规模不大ꎬ
没有形成完整的系统ꎮ 隋朝统一全国之后ꎬ从隋文帝开皇四年(公元 ５８４ 年)到隋炀帝大业六年(公元 ６１０
年)２０ 余年间ꎬ终于开通了以洛阳为中心ꎬ北抵河北涿州ꎬ南达浙江余杭的大运河ꎮ 元世祖忽必烈时期ꎬ大
运河直接贯通南北ꎬ奠定了此后南北京杭大运河的基本走向及规模ꎮ 大运河地跨 ８ 个省(市)ꎬ沟通了海

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ꎬ历经 ２０００ 余年的持续发展和演变ꎬ至今仍发挥交通和水利功能ꎮ
大运河的存在大大地促进了南北经济的发展ꎬ两岸市镇的繁荣ꎬ南北文化的交流ꎬ以及国家的统一和稳

定ꎮ 所以说ꎬ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时间上限公认为 ２５００ 多年前ꎮ

　 　 (三)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时空界定

伟大的中华民族史诗长征ꎬ从 １９３４ 年 １０ 月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离开中央苏区ꎬ开始大规模战略

转移为起点ꎬ随后ꎬ红二、四方面军和二十五军ꎬ也离开了各自的根据地ꎬ进行战略转移ꎮ １９３６ 年 １０ 月ꎬ红
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ꎬ伟大的长征胜利结束ꎮ 历时整整两年ꎮ 两年的日日夜夜ꎬ在中央红军行程

二万五千里、各路红军总计六万五千里的征途中ꎬ红军纵横 １５ 个省份ꎬ跨越近百条河流ꎬ攀越 ４０ 余座高山

险峰ꎬ遭遇国民党军队数十倍于红军人数的围追堵截ꎬ经历 ６００ 余场激烈战斗ꎬ红军将士以满腔热血ꎬ大
无畏的精神ꎬ坚定的信念和崇高理想ꎬ书写了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史诗ꎬ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ꎬ成为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重要基石之一ꎮ
从建设较早的国家文化公园中可以看到清晰的“历史轴线”ꎬ这为活化“历史场景”划定了明确的时间边界ꎮ

　 　 二、从地学的视角看人类演化和文化文明进程

地球年龄约为 ４６ 亿年ꎬ经历了冥古宙、太古宙、元古宙、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ꎮ 地球上最早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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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ꎬ出现在 ３０ 多亿年前ꎬ以藻类的形式出现ꎮ 真正大规模的生物ꎬ出现在显生宙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ꎬ以
及接下来的奥陶纪生物大辐射等ꎮ 那些早期出现的生物ꎬ基本奠定了地球上如今生物的界和门类ꎬ后面

的生物演化ꎬ只是在不断丰富生物的纲、目、科、属、种ꎮ 生物的演化过程ꎬ是遵循由单细胞到多细胞、由简

单生物到复杂生物、由低级生物到高级生物的规律ꎮ 而人类的出现ꎬ具有划时代的意义ꎬ不仅反映了生物

进化的高级阶段ꎬ而且ꎬ也是地球上高级智慧生物出现的标志ꎮ
科学界公认人类出现在新生代(６６ ００ 百万年以来)的第四纪(２ ５８ 百万年以来)ꎮ 科学家发现最早

的类人猿祖先ꎬ是在湖北松滋发现的大约 ５５００ 万年前的阿喀琉斯基猴ꎮ 但是ꎬ作为人类出现的起点ꎬ科
学界还是认为澳大利亚古生物学家雷蒙德达特(Ｒａｙｍｏｎｄ Ａｒｔｈｕｒ Ｄａｒｔ)于 １９２４ 年在南非汤恩采石场发

现的 ２００ 万年前的“汤恩小孩”ꎬ即“南方古猿非洲种”作为现代人类的起源ꎮ 如果从第四纪算起ꎬ人类的

出现与地球的年龄、生物的起源相比ꎬ只是短暂的一瞬间ꎬ即在地球演化最近的瞬间才出现的ꎮ 假设地球

的年龄按照 ２４ 小时计算ꎬ人类大概在最后不到 ４ 秒钟才出现ꎬ而人类的文化和文明ꎬ出现的时间更晚ꎮ

　 　 三、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时间界定的初步建议

　 　 (一)长江的起源与演化

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脉主峰各拉丹冬西南侧ꎬ全长 ６３００ 千米ꎮ 长江流域横跨我国东部、中部

和西部三大地理区域ꎬ涉及 １１ 个省区市ꎬ流域总面积 １７８ ３ 万平方公里ꎬ是中国第一大、世界第三大流域ꎮ
长江ꎬ是伴随着 ３０００ 多万年前青藏高原的隆升、造就中国西高东低的地质地貌变迁的过程中逐渐形

成的ꎮ 长江ꎬ跨越几个大地构造体系和地理地貌单元ꎮ 主体部分为北东方向的稳定地块———杨子准地

台ꎬ四周围绕一系列活动性强的造山带ꎬ西缘为三江源高大山系和褶皱带、松潘—甘孜褶皱系ꎬ北缘为秦

岭—大别山中央造山带ꎬ东南缘为华南褶皱山系ꎬ是串联不同地质时代、不同地质体的一条轴线ꎬ是反映

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地质演化最清晰的流动证据ꎮ
关于长江演化ꎬ姜月华等从流域的视角ꎬ对长江中下游的砾石层成因、岩相古地理、长江上游三峡夷

平面、阶地特征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ꎬ研究结果表明ꎬ长江由西向东完全贯通的时间大约是 ７５ 万年

的早、中更新世完成的ꎮ 长江贯通后的中游地区的深切河谷和河网纵横多为晚更新世形成的ꎬ这种地貌

水系格局又为全新世(１ 万年前)以来江湖演化奠定了基础ꎮ

　 　 (二)全新世(末次冰期)以来长江的河湖演化

末次冰期结束后ꎬ全新世早期(距今 １ 万年)以来ꎬ长江中游江湖演化最显著的特征是“一江(长江)四湖

(云梦泽、澎蠡泽、洞庭湖和鄱阳湖)”的演化ꎮ 长江以北的云梦泽、澎蠡泽两个通江湖泊在距今 ７０００—５０００
年间发育至鼎盛ꎬ这一时期与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早期文化的时间大致相当ꎬ如云梦泽周边的城背溪文化(距
今 ７０００ 年)、屈家岭文化(距今 ５３００—４５００ 年)、石家河文化(距今 ４６００—４０００ 年)便发生在这一时期ꎮ 而长

江下游的中国东部地区ꎬ在全新世距今 ７０００ 年以前ꎬ为海平面最高时期ꎬ全新世中期海退以后东部沿海地区

形成大面积的湿地平原ꎬ诞生了以稻作生产为特征的河姆渡等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ꎮ 稍晚ꎬ形成了新石器时

代晚期的良渚文化(距今 ５３００—４０００ 年)ꎮ
大约在距今 ３０００ 年前ꎬ“云梦泽”和“澎蠡泽”因泥沙沉积而逐渐淤填、分裂、收缩并在原来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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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留了长湖、洪湖、龙感湖、大官湖等孤立小湖ꎬ这一时期正好处于春秋战国时期ꎬ也是长江中游重要的青

铜文化时期ꎮ 随着长江以北“云梦泽”和“澎蠡泽”两大湖的消亡ꎬ长江以南的洞庭湖和鄱阳湖开始兴盛ꎬ
到距今 １４００—１０００ 年的唐宋时期达到鼎盛ꎮ 至此ꎬ由于自然和人为的作用ꎬ江南两大湖逐渐萎缩ꎮ 由此

可见ꎬ江河湖泊的演替与周边的文化兴衰存在必然的联系ꎮ

　 　 (三)长江文化和文明进程

长江流域独特的地质地貌背景ꎬ深邃的地质地貌演化ꎬ为流域历史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

然基础ꎬ造就了流域文化的特殊性ꎬ使长江成为全球重要的地理标志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源ꎮ
奔腾不息的长江孕育的文化丰盈多姿、博大精深ꎬ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见证ꎮ 长江流域下游地区的河

姆渡文化ꎬ良渚、马家浜文化ꎬ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ꎬ上游的大溪文化等遗址ꎬ发现大量新石器早期

人类的工具、器皿等ꎬ尤其是稻作遗存的发现ꎬ使长江流域成为世界稻作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ꎬ也是中

华农耕文明延续几千年的重要支撑ꎮ 长江上游至今成谜的三星堆青铜文化、成都金沙文化ꎬ中游以随州

曾侯乙墓编钟为代表的战国青铜文化ꎬ下游以“吴王金戈越王剑” 为代表的青铜铸造文化ꎬ无不代表青铜

时代中华文明的最高水平ꎮ 长江文化源之于水、滋润于水ꎬ２０００ 多年前的战国时期ꎬ长江流域先民建造了

领先于世界的、至今不衰的都江堰水利灌溉工程ꎮ ２０００ 多年后的今天ꎬ长江干流上“截断巫山云雨”ꎬ建造

了举世闻名的三峡大坝水利枢纽工程ꎬ理水治理、造福人民ꎬ再次“当惊世界殊”ꎬ从而造就了长江文化中

延续不断的水利伟业而屹立于世界之林ꎮ 一条河见证一个文化的进程ꎬ一条河彰显一个文明的兴盛ꎬ长
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ꎬ就是要彰显大河文明的历史精华ꎬ就是要增强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的时代精神ꎮ

　 　 四、结论

习近平总书记于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２７ 日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中指出ꎬ经过几代

学者接续努力ꎬ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ꎬ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

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ꎮ 他还说ꎬ我们运用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化学、地学、物理学等前沿学科的最新技

术分析我国古代遗存ꎬ使中华文明探源有了坚实的科技分析依据ꎬ拓展了我们对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的

认知ꎮ 人类的诞生以百万年计ꎬ人类文化ꎬ尤其是与近现代文化密切相关的新石器文化ꎬ应该与末次冰期

结束的一万年以来的时间轴有关ꎬ因此ꎬ建议将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时间上限界定为末次冰期结束后一

万年以来ꎬ作为长江文化、文明发展的时间轴线ꎮ

作者简介:
李江风ꎬ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旅游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ꎮ

长江对话黄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

李江敏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ꎬ长江和黄河滋养了历史悠久的华夏文明ꎬ哺育了一代代中华儿女ꎬ长江文化

４６



武汉社会科学总第 ３４ 辑

　　　　　

和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深层动力和根本性保障ꎮ 习近平总书记满怀对母亲河的赤子之情ꎬ曾
经多次来到长江和黄河流域相关地点调研考察ꎬ前后数次召开有关长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文化传承、
经济发展等主题的座谈会ꎬ其中对于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ꎬ习近平总书记格外强调“要把长江文化保护

好、传承好、弘扬好”“要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ꎬ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ꎬ讲好‘黄河故

事’”ꎮ 为推动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可持续性的保护、要传承与弘扬ꎬ助力中华文化海外传播ꎬ以长

江、黄河流域种类丰富、数量巨大的文化遗产为载体ꎬ深化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ꎬ对于延续历史文脉ꎬ坚定

文化自信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ꎮ

　 　 一、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的内涵价值

早期的人类文明都诞生于大河流域———古巴比伦文明自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孕育而出ꎬ古埃及

文明诞生于尼罗河流域ꎬ印度河和恒河孕育了古印度文明ꎬ而中华文明在黄河和长江的滋养下生生不息ꎮ
但其中ꎬ唯有中华文明没有中断而延续至今ꎬ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也在流域范围内不断繁衍发展、流通互

鉴ꎬ在长期的冲突、混合、交流中形成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ꎬ充分体现出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

性、包容性、和平性、开放性的五个突出特性ꎮ
长江奔腾不息、浩浩荡荡ꎬ穿巴山蜀水ꎬ越云贵高原ꎬ过荆楚大地ꎬ入江南水乡ꎬ干流先后流经 １１ 个

省、市和自治区ꎬ最终注入东海ꎮ 长江文化是长江流域干流和支流流经区域文化特性的集合ꎬ是一个跨越

时空的文化复合体ꎮ 广义上的长江文化指以长江流域独特的自然地理及人文地理区位优势而形成的一

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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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长江精神

文化ꎮ
而我们的另一条母亲河———黄河ꎬ发源于青藏高原ꎬ自西向东流经 ９ 个省、市和自治区ꎬ最终汇入渤

海ꎬ支流众多、水系纷繁ꎮ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ꎬ是黄河流域多民族人民在与自然的交互

中创造的灿烂文化ꎬ是古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思想的中心和重心所在地的文化ꎮ 国家认同、民
族认同和中华大一统是以黄河文化为核心而凝聚和发展起来的ꎮ 人文初祖炎黄二帝在此称雄ꎬ仰韶文

化、大汶口文化、马家窑文化等在此发育ꎮ
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分别以稻作文化和麦作文化为核心ꎬ文化形态表现各异ꎮ 从文化起源来说ꎬ传

说中的中华民族的先祖“三皇五帝”大都诞生和活动于黄河流域ꎬ长江流域现代居民的主流应是世代居住

于此地的土著民族后裔ꎮ 从文化特质来说ꎬ受地质环境影响ꎬ黄河文化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结合ꎬ长
江文化则是农耕文化与渔猎文化的结合ꎮ 而从文化相关性来说ꎬ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ꎬ黄河中能通航的

河段较为有限ꎬ受冰封和水患的影响ꎬ黄河流域各地间的文化关联性较弱ꎻ而长江以“黄金水道”著称ꎬ各
地通航较为顺畅ꎬ文化关联性较强ꎮ

　 　 二、长江黄河流域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

长江、黄河文化源远流长ꎬ在中华大地上留下了许多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文物、遗址、建筑群ꎬ传承了

无数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ꎬ这些都是建设先进文化、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的重要基础ꎬ对于实现长江

文化、黄河文化可持续性的保护传承弘扬具有重要意义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遍

及全国ꎬ探寻文明根脉ꎬ考察文化遗产ꎬ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弘扬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ꎮ 此外ꎬ长江、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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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国家文化公园作为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工程ꎬ承载着中华文化的深厚内涵ꎬ是文化载体、文
明标识、精神象征ꎬ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也是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的必然要求ꎮ

为了充分发挥文化遗产的经济、社会、科学、教育功能ꎬ全方面展现其历史文化价值、经济价值、旅游

价值、传承价值ꎬ需要以“活化”的理念保护传播文化遗产ꎬ把遗产资源转化成文化资产ꎬ使社会大众看得

到、看得懂、可参与、可传承ꎮ
与此同时ꎬ为使文化遗产发挥出更加深刻的时代价值ꎬ文旅融合成为推动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途径ꎬ以“文化＋旅游＋科技＋产业”赋能文化遗产双创发展ꎬ以文旅融合为抓手

促进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转化ꎬ推动文化遗产的保护性传承与数字化传播ꎬ对于培育文旅新质生产力、提
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影响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ꎮ

　 　 (一)文化赋魂ꎬ擦亮“三位一体”发展底色

文化是遗产活化的核心和基础ꎬ不仅是串联游客与地方的纽带ꎬ更是推动文旅持续、健康发展的不竭

动力ꎮ 一是需要深入挖掘文化内涵ꎬ回溯文化乡愁ꎬ连接情感纽带构建文化归属ꎻ二是要注重盘活文化资

源ꎬ打造沉浸式传统文化体验ꎬ不断创新文化表现形式和传播方式ꎬ持续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ꎻ三是打造区域文旅名片ꎬ树立文化地标ꎬ增强来自不同地方游客的共情价值ꎮ
“文化遗产＋沉浸式体验”ꎬ带来深度文化体验ꎮ 作为湖北省武汉市长江文化主轴的重点和亮点项目ꎬ

长江首部漂移式多维体验剧«知音号»打造了以知音文化为核心主旨、以武汉 ２０ 世纪的大汉口长江文化

为背景的沉浸式体验ꎬ项目借船借景借江水ꎬ将故事、人物、风貌连接起来ꎬ深入细致地讲述了一个城市的

故事ꎬ打造了武汉的城市文旅新地标ꎮ
“文化遗产＋主题公园”ꎬ助力全方面感知地方文化ꎮ 作为我国首座全景式戏剧主题公园ꎬ«只有河

南戏剧幻城»以黄河文化作为创作根基ꎬ通过一种深度沉浸的全新艺术形式和表现方式ꎬ以主题公园为

载体ꎬ再现了河南丰富的历史文化ꎮ 在时间上ꎬ项目内故事既讲述了河南在唐宋时期的繁荣昌盛ꎬ也介绍

了地方民众在 １９４２ 年所经历的苦难ꎻ在内容上ꎬ公园详细描绘了河南文化从绘画、音乐、服装、诗词到农

业文明等多样化的文化内涵ꎮ

　 　 (二)旅游赋力ꎬ构筑三产联动发展模式

作为第三产业ꎬ旅游业能够有效激发各方力量参与ꎬ将城乡居民嵌入涵盖农业、工业、服务业的产业

链中ꎬ以三产融合带动全产业链发展ꎮ 在纵向上ꎬ要实现全产业链联通ꎬ推动产业向后端延伸、向下游拓

展ꎬ助力产品增值、产业增效ꎮ 在横向上ꎬ聚焦“文旅＋生态”“文旅＋休闲”“文旅＋康养”“文旅＋会展”等跨

界融合ꎬ推进农文旅、体文旅等产业精深化、多元化ꎬ丰富产业类型ꎬ提升经济价值ꎮ
“文化遗产＋旅游街区”ꎬ增强文化价值转化能力ꎮ 长江不夜城引入长江流域 １１ 个省市区文化、自然

风光、历史传承ꎬ将其与长三角地区的特色文化融合ꎬ并结合马鞍山采石矶生态旅游区独特的自然风光、
人文历史、非遗民俗等元素ꎬ通过一街、一卷、一乐园、四广场的整体布局、场景化沉浸式体验ꎬ立体呈现创

新型场景空间模式ꎮ
“文化遗产＋文创”ꎬ有效提高文化传播力ꎮ 随着甘肃天水麻辣烫的火爆出圈ꎬ甘肃省博物馆打造的

“甘肃麻辣烫”系列毛绒文创产品又成为新晋网红ꎬ在线上线下掀起了追捧热潮ꎮ 近年来ꎬ甘肃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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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探索文化创意衍生产品开发模式ꎬ推出“绒化博物馆”计划ꎬ通过建立立体化新媒体平台、开发多元化

产品和打造特色文创 ＩＰ 形象ꎬ让文物“活”起来ꎬ也“火”起来ꎮ
“文化遗产＋演艺”ꎬ打造文化特色体验形式ꎮ 三峡千古情将三峡地区文化名人、历史典故、风土人情

有机融合ꎬ建设“三峡千古情”主剧场、夜游艺术街区、灯光秀场、演艺剧场等数十个各类剧场ꎬ聚集多元业

态ꎬ深入挖掘巴楚文化、三峡文化、屈原文化、昭君文化、三国文化等地方性文化资源ꎬ建设极具特色和底

蕴的永久性旅游目的地ꎮ

　 　 (三)科技赋智ꎬ锚定三维驱动发展目标

数智文旅为打造文化 ＩＰ 提供了新思路:文化消费体验迎合了场景化发展趋势ꎬ围绕 ＩＰ、场景、体验三

维驱动追求文化 ＩＰ 化、产品场景化、内容体验化的发展目标ꎮ 一是可以结合时代特点和市场需求ꎬ串联沿

线地方文化ꎬ培育优质文旅 ＩＰꎻ二是可以建设覆盖多元业态的“数字文化场”ꎬ利用多种新兴技术实现业态

升级ꎻ三是需要加强应用场景牵引ꎬ将科技元素融入旅游场景设计ꎬ推动新兴产业技术交叉融合ꎮ
“文化遗产＋夜游”ꎬ形成全新文化消费增长点ꎮ «夜上黄鹤楼»以武汉文化地标黄鹤楼为主体ꎬ以黄

鹤楼的前世今生、辛氏酒楼、黄鹤白云为创造内容ꎬ充分体现黄鹤楼的仙文化、诗文化ꎮ 以“科技＋文化”融
合为手段ꎬ采用现代数字光影技术ꎬ以“声、光、电”结合的手法ꎬ融入艺术表演的方式ꎬ通过高科技光影技

术打造新的城市地标ꎮ
“文化遗产＋数字技术”ꎬ重构文化创意新体验ꎮ «何以长江»———长江文化数字大展充分利用数字技

术ꎬ以诗意艺术手法展现了穿越千古的长江文化ꎮ 通过数字长卷、分屏影像、手工艺装置、声音可视化装

置等融入新兴技术的艺术装置ꎬ以数字化手段充分展现长江精髓ꎬ浓缩长江上、中、下游的自然风貌和人

文风情ꎬ诠释人地和谐共生理念ꎮ
“文化遗产＋元宇宙”ꎬ实现全链条式文化保护传承弘扬ꎮ 苏州丝绸博物馆自 ２０２２ 年起开展馆藏内文

物与丝绸样本的数字采集工作、探索手工艺品授权合作模式、推动丝绸纹样的二次创作与跨界融合ꎬ为专

题类型博物馆实现文化数字化创新的应用提供了创新思路ꎮ 此外ꎬ博物馆打造的“丝绸元宇宙”数字纹样

体验空间、丝绸纹样数字展等系列活动吸引近 １２ 万人次观众ꎮ
“文化遗产＋数字游戏”ꎬ创新遗产保护和文化教育方式ꎮ «黑神话:悟空»刚刚上线就已经火遍海内

外ꎬ熟悉的建筑元素大多取材于真实的中国古建筑ꎮ 数字游戏成为一种可行的遗产保护方式ꎬ也是文化

教育的重要工具ꎮ

　 　 (四)产业赋值ꎬ创造“三生协同”发展体系

文旅产业涉及生产、生活、生态的多个维度ꎬ围绕文化、旅游、科技等产业可以构建“三生协同”创造高

质量发展体系ꎮ 第一ꎬ构建多业态打造、多主体参与、多机制联结、多要素发力、多模式推进的产业融合发

展体系ꎻ第二ꎬ落实双碳行动ꎬ绿色发展助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ꎻ第三ꎬ强调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ꎬ延续

代际公平增进民族聚力ꎻ第四ꎬ注重居民生活品质提升ꎬ提升城市公共文化服务水平ꎻ第五ꎬ在城市更新中

注重文化空间的集约高效利用ꎬ合理规划文旅产业、居住和生态空间ꎮ
“文化遗产＋全域旅游”ꎬ进一步深化文化影响力ꎮ 武当山充分挖掘武当文化和特色资源优势ꎬ以研

学、直播、会展等多种形式带动文化传播ꎮ 因地制宜开发以传承武当“非遗”文化、自然教育、户外拓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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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的研学课程ꎬ让学生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ꎮ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ꎬ“与辉同行”武当山直播活动直播销

售武当山景区门票近 ２ 万张、“神农蜂语”蜂蜜近 ５ 万单、房县小花菇近万单ꎮ ２０２３ 年ꎬ在首届世界武当太

极大会中ꎬ由无人机构成的“祈福胜地太极武当”形象定位火爆出圈ꎬ全媒体曝光量达 ３３ 亿次ꎮ
“文化遗产＋产业化”ꎬ注入文化可持续发展新动能ꎮ 秭归县文化馆内屈原故里“非遗”小巷致力于打

造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的“非遗”传承保护基地ꎬ培育扶持和开发设计互动性强、体验感好的“非遗”文化商

品和旅游体验产品ꎬ拓展“非遗”及文化旅游商品研发、孵化和销售功能ꎬ不仅为“非遗”传承人带来可观收

入ꎬ同时也吸引了更多年轻人加入传承队伍中ꎮ
文化遗产作为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的重要文化载体ꎬ以文旅融合为抓手ꎬ能够有效激励遗产的多方

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的保护传承ꎬ形成新时代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新窗口ꎬ进一步

促进民族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ꎬ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ꎮ

作者简介:
李江敏ꎬ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教授ꎮ

会议综述

樊志宏　 傅才武　 张学标

本次会议围绕“大河文明的传承和创新”“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文旅融合发展”等主题展开热烈研讨ꎬ
达成了一系列基本共识ꎮ 面向未来ꎬ为更加深入地研究大河文明对话ꎬ我代表会议各承办单位提出五点

倡议ꎬ与大家共勉ꎮ

　 　 一、四点共识

　 　 共识一:进行文明对话十分必要ꎬ非常重要ꎬ亟需加强ꎮ

韩子勇院长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五性的高度ꎬ指出我们只有跳出现有地域、流域、行政边界ꎬ才能更

好地认识理解、谋划推进文化文明传承弘扬创新发展ꎬ包括建设好国家文化公园的重要原则ꎮ
刘礼堂教授概述了中华文明溯源(探源)工程的重要意义、重大发现、重要观点ꎬ并以此解释加强中华

文明与全球其他文明的对话交流ꎬ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表达自己、认识世界、创造文明新形态都有

重要的意义ꎮ

　 　 共识二:黄河、长江同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ꎬ具有同等的地位ꎬ作出了同等的贡献ꎮ

韩子勇院长纵横上万年、上万里ꎬ提出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双核结构、双螺旋体系、二
重奏和弦ꎮ

顾玉才会长以详实的出土文物实证了古代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各有优势ꎬ交相辉映ꎬ互相借鉴ꎬ共同

为中华文明形成、发展作出各自贡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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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云翱教授概要回顾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源头、演进进程ꎬ从更宏大的地质时间、人文时

间和历史时间维度ꎬ提出黄河和长江是构成中华文明的二元结构ꎮ
郑晓云教授深度探讨了长江与黄河互动四个历史阶段的分期标志、基本特征、主要贡献等ꎬ以此揭示

出长江和黄河自史前以来的不可分割性、相互融合性ꎬ共同为中华文明的形成作出主体性贡献ꎮ
方勤院长综述了近些年长江中游的系列重大考古发现ꎬ特别是石家河遗址的考古发现ꎬ揭示了新石

器时期长江上中下游、黄河与长江流域文化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地理空间脉络ꎮ
刘海旺院长站在世界大河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初步发展脉络考察的基础上ꎬ站在黄河文

明视角来看黄河与长江流域文化交流交融的历史路径和当下场景ꎬ特别是南水北调工程的文明交融价值ꎮ

　 　 共识三:如何进行文明对话ꎮ

娄晓琪总编向我们介绍了«文明»杂志在推动中华文明国际传播、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卓有成效的工

作ꎬ特别是北京奥运文化传播、北京中轴线申遗、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等方面的工作ꎬ提出以三组范畴

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主题化研究方案ꎬ在进行文明对话的方法、路径和模式等方面ꎬ做出体系性的探

索ꎬ值得广泛学习与推广ꎮ
曹劲松院长提出ꎬ文明对话有两种:一种是不同文化共同体之间的对话ꎬ另一种是同一文化共同体中的

对话ꎮ 两者在导向上是不同的ꎬ前者是异中有同ꎬ后者是同中有异ꎮ 对话的目的ꎬ是形成更大的文化共同体ꎮ
彭红卫教授以丹江口为枢纽支点进行历史人文考察ꎬ认为屈原是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对话的伟大先

驱ꎬ«楚辞»是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对话的崇高结晶ꎮ 这启示我们ꎬ文明对话的最真、最善、最美的呈现ꎬ应
该是文明融合之后所涌现的ꎬ能够书写民族、书写时代、书写世界的“大诗歌”ꎮ

　 　 共识四:处理好空间与时间的对话关系ꎬ是我们做好文化对话的重要命题ꎮ

这里的对话ꎬ包括跨流域、跨地域、跨领域的文明文化对话ꎬ包括长江和黄河的文化对话ꎮ
傅才武教授指出ꎬ线性文化遗产博物馆的展陈方式不同于历史类博物馆和区域综合性博物馆ꎬ就在

于必须以空间性统筹时间性ꎬ而不是以时间性统筹空间性ꎮ 以此为基础ꎬ深入研究了线性文化遗产博物

馆的展陈设计理念ꎮ
孙九霞教授认为ꎬ国家文化公园具有世界性意义ꎬ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不可分割性ꎬ空间上具有三重

性:物质空间、文化空间(多元载体)、社会空间(经济、社会和文化效益的共创)ꎬ需要国家标准和统合ꎬ精
神空间的凸显和强化ꎬ经济与公共服务的平衡ꎮ 她特别提出了第六育———游育ꎬ可以理解为在时间、空间

上传承、弘扬与发展文化的一个重要路径ꎮ
厉新建教授认为ꎬ国家文化公园的挑战ꎬ也是其与国家公园的最大区别ꎬ就是它们都是线性的ꎬ缺少

统一管理的制度安排ꎬ这其实也是空间上的问题ꎻ三种文化中ꎬ目前只重点关注优秀传统文化ꎬ特别是在

新型文化形态方面做得不够ꎬ这其实是时间维度上的问题ꎬ“用现代的时间模式去浏览过去的空间意义”ꎮ
鲁安东教授讨论了未来信息时代的长江文化传承弘扬创新发展主题ꎮ 他介绍了欧洲时光机案例、历

史模拟器等创新案例ꎬ让我们看到未来文化文明在时空多维度上映射、模拟与推演的可能ꎮ 基于此ꎬ他提

出了“长江时光机”———长江文化的时空地图———的整体构想ꎬ极具前瞻性ꎮ
杭侃教授系统展示了云冈石窟数字化工作的缘起、基础数据采集、数据的应用等方面工作ꎬ让我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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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了解文物数字化赋能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路径ꎬ为鲁安东教授的报告做了很好的案例展示ꎮ
李江风教授从地学的视角审视了人类演化和文化文明演进进程ꎬ探讨了五个国家文化公园的时空界

定ꎬ提出将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时间上限界定为末世冰期结束后一万年(即新石器时代开始)的设想ꎮ
张新斌研究员站在黄河文化视角下探讨了黄河与长江文化的差异与互补(干流北变南不变)、“黄河国

家战略”中重要论断所体现的中华文化高度ꎬ阐释了“黄河国家战略”的文化高度与黄河文化的国家使命ꎮ
陈波教授深入探讨了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价值ꎬ认为国家文化公园是超级公共文化空间ꎬ是历

时性和共域性的再现和再生产———也就是时间和空间的再生和再造ꎬ并进而提出了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场

景设计的理论构架、内容表达、实施策略及相关案例ꎮ
李江敏教授全面评介了长江、黄河流域中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ꎬ重点聚焦了文化遗产的各方面

时代功能和价值的活化工作ꎬ特别介绍了学校师生在暑期期间所做的文化遗产科普调研工作ꎮ 这也是文

化、文明在时空上得以连续性发展的重要保障ꎮ
李小芬高工探究了“ＣＯＤ”模式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应用ꎬ即以文化为导向的空间开发模

式ꎬ讨论的也是以文化时间与空间来引领城市时空发展的实践性、实施性问题ꎮ

　 　 二、五点倡议

围绕大河文明对话这个主题ꎬ大家应共同构建一个学术共同体ꎬ经常性聚会ꎬ建设一个常态化的思想

市场ꎬ更为深入、深度、深化地挖掘下去ꎬ促使学术交流研讨更为广泛、广大、广阔地拓展开来ꎮ
一是联合推动建立大河文明对话常态化举办机制ꎮ 概要来说ꎬ就是要做到“三化”ꎮ 即:年度化ꎬ争取

每年定期举办ꎻ跨界化ꎬ以学术为切入ꎬ争取逐步成为汇聚政府、经济产业、人文艺术、社会组织等各界精

英的高端文明论坛ꎻ国际化ꎬ争取逐步成为全球性大河文明对话高端平台ꎮ
二是联合推进大河文明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建设ꎮ 重点聚焦两个大局下、大文明视野下ꎬ人类文明

的时代性、前瞻性、系统性、关键性命题ꎬ包括但不限于大河文明与海洋文明、大河文明与现代化、大河文

明与信息革命等领域具体主题ꎮ
三是联合推动江河重大文化工程协同策划实施工作ꎮ 重点包括国家文化公园(黄河、长江与长征、大

运河、长城等)的协同策划建设ꎬ跨流域文化线路的协同策划建设ꎬ跨流域文化遗产的协同保护等ꎮ
四是联合开展江河流域人文、社会、自然等跨领域科考研究ꎮ 重点包括江河源头(含重要支流)地区、

分水岭地区、古道(陆运及水运)关口地区、流域边缘交汇地区等ꎮ
五是联合开展大河文明社会科普、媒体宣传等活动ꎮ 包括联合策划报道、组织科普讲座、培训、游学

等活动ꎮ

作者简介:
樊志宏ꎬ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ꎻ
傅才武ꎬ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ꎻ
张学标ꎬ湖北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专家咨询委员会秘书处负责人、研究员ꎮ

(责任编校:夏芸芸　 胡玉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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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新区打造枢纽经济新高地研究
　 　

辜小勇

　 　 摘　 要:长江新区“以发展枢纽经济为基本战略方向”是十分明智的抉择ꎮ 要进一步坚定信心ꎬ保持

战略定力ꎻ抓住宏观经济中周期景气的机会窗口ꎬ辅之以在全国率先开展土地批租“年租制”试点的改革

举措ꎬ加快塑造 １６０ 平方公里长江新区核心区基本骨架ꎮ
关键词:长江新区ꎻ枢纽经济ꎻ新高地

长江新区位于武汉市汉口地区东北部的长江之滨ꎬ跨新洲、黄陂及江岸三个行政区ꎬ承担着建设长江

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新标杆、中部地区绿色崛起新引擎、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链接新枢纽、国家中心城市建

设新支撑等重要任务ꎮ 按照其规划ꎬ长江新区将以枢纽经济发展为引领ꎬ聚焦低碳、健康、智造三大产业

集群ꎬ推动发展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ꎮ 因此ꎬ长江新区枢纽经济的布局发展在其整个发展战略的实施

中就显得尤为关键ꎮ 如果这一战略在理论上科学可行ꎬ在实践中执行得坚决有力ꎬ则新区发展未来可期ꎬ
否则就不宜过于乐观ꎮ 为此ꎬ本文拟有针对性地研究解决两方面的问题ꎬ其一ꎬ论证在长江新区实施枢纽

经济发展战略的合理性与必要性ꎬ以进一步坚定战略自信ꎻ其二ꎬ研究如何更有效地在新区推进枢纽经济

发展战略ꎬ使远景谋划更好地转化为战略成果ꎮ

　 　 一、关于枢纽经济发展的几个基础性认知

　 　 (一)枢纽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底层模式———它所体现的是一种最基本、最基础的城

市经济发展方式

社会经济的发展ꎬ除财富总量的增长外ꎬ在空间形态上主要体现为城镇(城市)的发展ꎬ而几乎所有的

城市或城镇ꎬ无不是以各种类型的枢纽为最初依托ꎬ发育、发展起来的ꎮ 据统计ꎬ当今世界 ３５ 个国际大都

市中有 ３１ 个是依托交通枢纽发展起来的ꎬ全球财富的一半集中在交通枢纽发达的城市ꎮ 对于枢纽经济

现象ꎬ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多有涉及ꎬ包括点———轴理论、增长极理论、流量经济理论、工业区位论、综合

交通运输理论等ꎬ基本覆盖了枢纽经济的主要方面ꎬ只不过是没有特别强调枢纽经济这一视角而已ꎮ
显然ꎬ不能简单地把枢纽经济定性为“新经济模式”ꎮ 通常来说ꎬ枢纽经济是一种以交通枢纽、信息服

务平台等为载体ꎬ以聚流和辐射为特征ꎬ以科技制度创新为动力ꎬ以优化经济要素时空配置为手段ꎬ重塑

１７



武汉社会科学总第 ３４ 辑

　　　　　

产业空间分工体系ꎬ全面提升城市能级的经济发展新模式ꎮ 仝新顺等人在«枢纽经济———区域经济发展

新动能»一书中开宗明义地说:枢纽经济是交通枢纽与区域产业融合发展的一种新经济模式ꎬ是我国建设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环节ꎬ具有枢纽驱动性、经济开放性、资源集聚性、产业融合性、区域辐射性等多种

特点ꎮ 随着我国综合交通枢纽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ꎬ枢纽经济加速发展的时机已经成熟ꎬ成为了我国经

济高质量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动能和新的增长极ꎮ”起点上的差之毫厘ꎬ或导致最终结论上的谬

以千里ꎮ 一项严肃的研究应当首先摆好“起手式”ꎮ

　 　 (二)对枢纽经济的理解要点就是“枢纽＋经济”

很多学者对枢纽经济概念进行了界定ꎬ比较有影响的如汪鸣(２０１７)、吴文化(２０１８)、宫银峰(２０２０)、
赵伟伟(２０２０)、李国政(２０２１)、刘伟(２０２１)等ꎮ 几乎所有的定义均认同“枢纽经济就是‘枢纽＋经济’”ꎬ但
不同的专家对“枢纽”概念在内涵、外延方面的理解有差异ꎬ由此带来理论后续发展上的不同结果ꎮ 本文

认为ꎬ对“枢纽”概念定义的内涵宜尽可能宽泛ꎬ如此理解更有包容性ꎬ结论更有说服力ꎻ外延方面则宜尺

度严谨ꎬ不宜牵涉过多ꎬ如此研究内容容易聚焦ꎬ认识更有深度ꎮ
综合相关研究结论ꎬ本文认为ꎬ所谓枢纽经济就是一种充分利用枢纽的集聚扩散功能ꎬ吸引各种生产

要素ꎬ使之在枢纽(所在区域)交汇、集聚ꎬ从而发展区域产业ꎬ进而不断提升枢纽综合竞争优势和规模经

济效应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ꎮ 枢纽经济的基本特征包括:第一ꎬ集聚和扩散效应并存ꎻ第二ꎬ平台和要素

具有多样性ꎬ交互产生作用ꎻ第三ꎬ总体效果体现于产业发展状况ꎮ 枢纽经济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

面:“集聚功能”“扩散功能”及“增值功能”ꎮ “转换产出”和“放大价值”是枢纽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ꎬ核心

在于创造和实现新价值ꎮ 枢纽经济的形成机理:一般是从交通枢纽到要素枢纽ꎬ再从要素枢纽到产业枢

纽ꎮ 最终是从产业枢纽演变到枢纽经济ꎮ

　 　 (三)枢纽经济中的“枢纽形式”有其复杂性

枢纽经济的产生依赖于枢纽的存在ꎬ并随着枢纽的形成而发展ꎬ因此枢纽是枢纽经济产生的基础ꎬ也
是理解枢纽经济概念的基础ꎮ 枢纽者ꎬ牵一发而动全身ꎬ符合这种定义的应该都是“枢纽”ꎮ 正是在这个

意义上ꎬ我们承认枢纽的多样性ꎬ有形枢纽与无形枢纽ꎬ单一枢纽与复合枢纽ꎬ均是我们认可的枢纽范畴ꎮ
也正是具体枢纽形式的复杂性ꎬ使得枢纽经济在实践中百花齐放ꎬ展现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ꎮ 其中ꎬ交通

枢纽是枢纽的基本形式ꎬ综合交通枢纽是枢纽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ꎻ现代物流体系是枢纽经济形成和发

展的载体ꎬ发展多式联运是提升枢纽经济运营效率的关键ꎮ
枢纽经济不是封闭性经济ꎬ而是一种高度开放的辐射性经济形态ꎮ 由“通道＋枢纽＋网络”构成的交通

运输和物流系统是枢纽经济存在的基础条件ꎮ 一般而言ꎬ各种资源要素优先布局在通路(通道)沿线ꎬ并
积极向枢纽节点集中ꎬ进而强化枢纽在通道线路中的重要性ꎻ另一方面ꎬ枢纽区域经济的有效发展ꎬ又必

须依赖通道线路ꎬ形成网络辐射周边地区ꎬ开放融合背景下的“通道—枢纽—网络”ꎬ构成了枢纽经济发展

的基本脉络ꎮ 正因为如此ꎬ枢纽经济也被认为是以交通枢纽为核心要件的通道经济ꎬ是以枢纽地区和枢

纽城市为载体的流通经济、门户经济ꎬ同时ꎬ也是以集聚经济流为目标的网络经济ꎮ 随着互联网和计算机

技术的飞速发展ꎬ传统交通枢纽与通信信息枢纽之间的融合也日渐紧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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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从本质上讲ꎬ枢纽经济是一种依靠综合成本优势取胜的发展模式

一种发展模式之所以持久不衰ꎬ必然有其符合“适者生存”原则的核心依据ꎬ形形色色的枢纽经济现

象ꎬ其背后共同的支撑都是综合成本优势上的考虑ꎮ 城市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ꎬ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在

于集聚ꎬ通过集聚产生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ꎬ可以使城市中的企业和居民分摊城市建设成本ꎬ在较低的

成本水平上享有城市(工作、生活)的种种便利ꎬ进而形成城市集中、扩张、发展、进一步集聚的良性循环ꎮ
枢纽经济可以被认为是城市发展的最初源头ꎬ是集聚现象产生的种子ꎮ 有了枢纽经济现象ꎬ才有了后来

城市发展的一切ꎮ 从这个意义上讲ꎬ可以认为所有城市经济发展都是一种广义的、宽泛意义上的枢纽经

济现象ꎮ
“底层模式”“依靠成本优势取胜”是枢纽经济的基本特征ꎬ这些特征与供给侧改革的基本目标指向是

相通的ꎮ 现实经济运行中ꎬ往往是在需求侧无计可施的情况下ꎬ人们的注意力才会转移到供给侧改革方

面ꎮ 因为供给侧改革ꎬ往往会涉及对既有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ꎬ其政治上的风险和难度远远大于对需求

的管理———需求管理很多时候可以通过“面多加水、水多加面”式的简单操作使问题得以解决ꎮ 历史经验

表明ꎬ中长期经济形势不乐观时ꎬ外在环境压力与内在利益格局的阻力“抵消”ꎬ才有很大概率使得供给侧

改革得到实质性推动ꎮ 可以想见ꎬ枢纽经济受到人们重视时的背景理应与此类似ꎮ

　 　 (五)中长期视野下ꎬ枢纽经济发展始终处于动态演化的进程中

枢纽经济是经济发展的底层模式ꎬ由此也就决定了这种模式在中短期背景下具有相当的稳定性ꎮ 但

在中长期视野下ꎬ这种稳定性却并非必然ꎬ多数情况下ꎬ动态演化(升级)特征反而体现得更为显著ꎮ 这种

状况大致可归结为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外界环境的重大变化ꎮ 枢纽所体现出的空间(位置)重要性ꎬ是基

于特定的环境而言ꎬ进一步来说ꎬ是基于若干重要的环境要素而言ꎮ 当重要的环境因素发生变化时ꎬ如互

联网兴起、高铁取代传统低速铁路时ꎬ空间层面上的枢纽重要性必然会相应地起伏ꎬ进而导致枢纽经济发

生动态演变ꎮ 二是枢纽经济区域内部的转型升级ꎬ典型路径如:农产品集散中心—工商业中心—金融贸

易中心等ꎮ 这也必然会推动枢纽经济发展的演化与升级ꎮ
依据上述观点进一步推演可知ꎬ当人们规划大面积城市区域枢纽经济发展时ꎬ必须有动态演化的意

识ꎬ特别注重发展的阶段性ꎮ 一方面ꎬ应清醒地认识到“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ꎬ要有长期发展、分阶段发

展、久久为功的思想准备与谋划ꎻ另一方面ꎬ则是密切联系实际ꎬ尤其是当下的实际———“接地气”ꎬ以找到

与现状吻合的枢纽经济发展具体形式ꎮ 先将雪球滚起来ꎬ而后再寻求使枢纽经济向高级化方向演进、提
升枢纽经济效率的方向和路径ꎮ

　 　 二、长江新区“以发展枢纽经济为基本战略方向”是十分明智的抉择

近 １０ 年来ꎬ越来越多的内陆省市开始以枢纽经济为抓手ꎬ推动区域经济发展ꎬ并收到积极成效ꎮ 典

型如南京、西安、郑州、成都、无锡、南通等ꎮ 似乎在突然之间ꎬ相关省市就不约而同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发

展枢纽经济———这一早已存在的、相对传统的底层经济发展模式上ꎮ 为什么呢? 分析起来ꎬ大体有三个

方面的原因ꎮ 理清了这三个方面的线索ꎬ也就能够很好地理解长江新区“以发展枢纽经济为基本战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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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必要性与可行性ꎬ进一步坚定对新区发展战略的信心ꎮ

　 　 (一)长周期背景下的宏观经济持续下行ꎬ限制了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空间

１９６１ 年ꎬ我国 ＧＤＰ 增速以－２７ ３％ 的年增长率创下新中国成立以来 ＧＤＰ 增长的绝对低点ꎬ由此ꎬ
１９６１ 年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宏观经济长周期的起点ꎮ 而后ꎬ以改革开放、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革命、城
市化为基本背景ꎬ宏观经济长周期景气渐次展开ꎮ １９６１—２００７ 年ꎬ宏观经济保持上涨趋势的时间长达 ４６
年ꎬ从长波时长角度看ꎬ宏观经济扩张得已相当充分ꎮ 以 ２００８ 年次贷危机的爆发为转折点ꎬ我国 ＧＤＰ 增

速从 １４ ２％的高点大幅度下滑ꎮ 此后ꎬＧＤＰ 增速连续 ８ 年在 ８％ ~ ６％的区间稳健下行ꎬ直至 ２０２０ 年ꎬ在
疫情冲击下ꎬ我国 ＧＤＰ 增速降至改革开放 ４０ 多年来的最低点 ２ ３％ ꎬ大幅度低于对应中波周期起点的

７ ７％ (１９９８ 年)ꎮ 显然ꎬ国民经济早已在长波意义上转入下行阶段ꎮ
长波周期下行ꎬ经济生活中的基本矛盾转化为供给全面过剩、长期需求不足ꎮ 这种需求不足是在长

时期的长波周期景气中累积而成的ꎬ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ꎬ绝非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所能解决

的ꎮ 政策刺激有短期作用ꎬ但从长期看ꎬ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帮助不大ꎮ 缺乏主导产业及高增长产业

带动产业部门形成不平衡发展态势ꎬ经济发展只能另辟蹊径ꎬ走补短板、强基础之路ꎮ 区域发展只能在供

给侧想办法ꎬ以挖掘深层次的发展动力为目标ꎮ 如此ꎬ可选择的政策方向有且仅有制度创新、科技进步、
枢纽经济等寥寥数项ꎮ 由是ꎬ就决定了枢纽经济是当下区域经济发展为数不多而又具较强操作性的发展

战略选项之一ꎮ 枢纽经济模式随之站到了“Ｃ 位”ꎮ

　 　 (二)推进双循环一体化、加快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政策举措ꎬ为提升城市枢纽价值打

开了上升空间

原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对我国市场格局的变化有一个三阶段的清晰划分:一是 １９５０ 年到 １９８０ 年ꎬ这
３０ 年时间ꎬ是一个比较绝对的内循环阶段ꎮ 二是 １９８０ 年到 ２０１０ 年ꎬ这个 ３０ 年是一个比较绝对的外循环

阶段ꎮ 最近十多年ꎬ我国则进入了一个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阶段ꎬ以 ２０２２ 年为例ꎬ进出口

贸易占 ＧＤＰ 的比重大约为 ３８％ ꎮ 当下ꎬ国家开始在推进双循环一体化、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上发力ꎮ 包

括:更多地推出鼓励进口的各种措施ꎻ实施全方位、宽领域、多渠道的开放ꎬ服务贸易、金融ꎬ教育卫生文化

行业等政府管得比较严的领域也都有了很多开放动作ꎻ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政策ꎬ要么不推出ꎬ推出就是东

中西同步发展ꎮ ２０２４ 年 ８ 月 １ 日起开始实施«公平竞争审查条例»ꎬ着力解决国内各省市经济政策不统

一、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ꎮ 总体目标就是力争到 ２０３５ 年全面形成内外循环一体化的市场环境ꎮ
这么一种方向性的变化意味着通过不断降低“交易费用”ꎬ中国市场将逐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完整

的超大规模的市场ꎮ 在规模经济效应作用下ꎬ超大市场会明显降低制造业的科研开发成本、固定资产投

资成本、采购成本、人力成本、物流成本、市场开拓成本等ꎬ提升整体劳动生产率ꎮ 最近 １０ 年ꎬ虽然劳动力

成本不断提高ꎬ在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综合制造业ꎬ中国产品比欧美同类产品的成本仍然大体要少一

半ꎮ 加快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过程ꎬ也正是市场网络价值不断提升的过程ꎮ 其中的各种枢纽ꎬ其价值

自然也就跟着水涨船高ꎮ 由此ꎬ枢纽经济发展战略有了较为广阔的发挥空间ꎮ 城市之间争相“卡位”ꎬ抢
占枢纽地位亦是理所当然ꎮ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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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现状条件下我国物流效率较低、物流枢纽建设不成熟ꎬ加快枢纽建设、发展枢纽经

济亦是现实需要

物流业是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产业ꎮ 物流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各个方面都

有重要影响ꎮ ２０２３ 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为 １８ ２ 万亿元ꎬ物流费用占 ＧＤＰ 的比重为 １４ ４％ ꎮ 而发达国

家综合物流成本占 ＧＤＰ 的比重通常低于 １０％ ꎮ 差距就是动力ꎬ差距就是空间ꎮ 在供给侧改革的大方向

下ꎬ物流业显然会是国家重点发展且发展潜力巨大的核心产业之一ꎮ 物流业发展与枢纽经济有着天然的

联系ꎬ两者同向共生ꎬ相辅相成ꎮ 顺应时代潮流ꎬ统筹谋划物流业与枢纽经济发展ꎬ必将使两者相互促进、
相得益彰ꎬ进而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良好的作用ꎮ

一般认为ꎬ现阶段我国物流效率较低ꎬ主要是由于多式联运发展不足以及相关物流信息沟通效率低所

致ꎬ且前一方面更为关键ꎮ 因为多式联运不畅必然会直接降低物流信息的市场价值ꎬ减缓其流动性ꎮ 我国多

式联运“堵点”迟迟难以根除ꎬ关键的是铁路方面的“最后一公里”问题难以很好地解决———建设费用分摊矛

盾多数时候无法有效地达成妥协ꎮ ２０１９ 年ꎬ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曾经下发«关于加快推进铁路专用线

建设的指导意见»ꎬ依靠行政命令的方式建设了一批铁路专用线项目ꎮ 但要彻底解决这方面的矛盾ꎬ单纯依

靠行政手段显然是不够的ꎬ经济手段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式ꎮ 其中ꎬ枢纽经济发展应该是个很好的途径ꎮ
由于枢纽的存在ꎬ天然具备了资金分摊机制的雏形ꎬ在这个局部上ꎬ打通“最后一公里”的难度将会大大降低ꎬ
同时ꎬ强化物流信息的交互亦属于枢纽经济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ꎮ 因而这方面的举措极其有利于物流效率

的整体提升ꎮ 自 ２００８ 年世界性金融危机以来ꎬ全国性铁路建设大提速ꎬ全国性高铁网络基本建成ꎮ 原有的

铁路运力转向货运方向就成为最基本的选择ꎬ这种背景也非常有利于物流业和枢纽经济发展ꎮ

　 　 (四)长江新区坚持实施枢纽经济发展战略ꎬ既由客观必然所决定ꎬ同时也是区域发展的

机遇和希望所在

武汉位于我国中部地区、长江中游ꎬ是全国的经济地理中心ꎬ素有“九省通衢”之称ꎬ也是全国唯一一

个同时布局航空货运枢纽、长江航运枢纽、国际铁路货运枢纽的城市ꎮ 站在国家和省市的立场看ꎬ促进武

汉把交通区位优势转化为枢纽链接优势ꎬ加快建设国内大循环重要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枢纽ꎬ实
乃理所当然ꎮ 根据武汉市最新的城市总体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５)ꎬ武汉将形成“１＋４”的城市空间格局ꎬ其中

“１”是主城区ꎬ就是三环内区域ꎬ“４”就是四大副城ꎬ分别是长江新区副城、光谷副城、车谷副城、临空经济

区副城ꎬ每个副城规划人口为 １００ 万 ~ ２００ 万ꎬ出于城市功能分区的考虑ꎬ未来武汉建设综合交通枢纽、发
展枢纽经济的使命主要应落实在长江新区ꎮ

根据相关文件ꎬ武汉都市圈“１００ 公里商贸物流大走廊”西至孝感临空经济区ꎬ东至黄石港ꎬ直线长度

约 １００ 公里ꎮ 在这 １００ 公里内ꎬ天河机场、花湖机场、阳逻港、黄石港、武汉北铁路编组站等区域性交通枢

纽设施ꎬ滠口货场、中国内陆小商品市场汉口北大市场、京东亚洲分拣中心、阳逻综合保税区、武汉国际贸

易城、黄石新港(物流)工业园区等商贸物流高度集聚ꎮ 加上城市圈大通道、绕城高速、四环线等高快速

路ꎬ其在商贸物流方面具备独特的优势ꎮ 长江新区段位于商贸物流大走廊的“龙腰”位置ꎬ长度约 ２０ 公

里ꎮ 这里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核心港———阳逻国际港、紧邻武汉天河国际机场、鄂州花湖机场、武汉北编

组站ꎬ中欧班列(武汉)在此与长江黄金水道“无缝衔接”ꎬ铁、水、公、空多元立体交通汇集ꎬ长江岸线 ２６ ６
公里ꎬ拥有国家级综合保税区、省级经济开发区、服务业示范园区等多个产业园区ꎮ 更兼区域以农郊形态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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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ꎬ开发程度低ꎬ土地价格低廉———仅相当于普通光谷、沌口地价的二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ꎻ与中心城

区联系便捷ꎬ从新区中心片区到汉口江滩ꎬ仅 １５ 分钟车程ꎬ十分便于接受主城的支持与辐射ꎮ 种种有利

条件ꎬ决定了长江新区在建设综合交通枢纽、发展枢纽经济上责无旁贷ꎮ 也只有枢纽经济发展见到成效ꎬ
长江新区的发展才能真正算得上“成势”ꎮ

　 　 三、以打造枢纽经济新高地为牵引ꎬ加快推进长江新区跨越式发展

　 　 (一)坚定信心ꎬ要对城市化的未来有信心ꎬ对工业化的未来有信心ꎬ对房地产周期的未

来有信心

长江新区的未来ꎬ与我国城市化、工业化、房地产等领域的发展前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ꎮ 认清这些

基本形势、坚定奋斗的信心ꎬ对于“加快长江新区发展ꎬ打造枢纽经济新高地”有着重要的意义ꎮ
要对城市化的未来有信心ꎮ 我国城市化进程以城乡二元制度为基本初始条件ꎬ农村人口众多、耕地

严重不足ꎬ城乡差距巨大ꎬ由此积蓄起的城市化“势能”也格外充沛ꎮ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经

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经断言:“２１ 世纪影响世界进程和改善世界面貌的有两件事:一是美国高科技产业的

发展ꎬ二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ꎮ”可以想见ꎬ城市化对于我国经济的强大促进作用ꎮ 截至 ２０２３ 年底ꎬ我国

按常住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达 ６６ １６％ ꎬ较上年增加 ０ ９４％ ꎮ 如果诺瑟姆的观点———７０％ 的城市化增长

转折点正确的话ꎬ则按目前的城市化增长率粗略估算ꎬ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还将持续 ５ 年左右ꎮ 城市化

对经济景气的直接刺激作用依旧比较强劲ꎮ
要对工业化的未来有信心ꎮ 当前ꎬ我国已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ꎮ 但必须特别强调的是ꎬ实现工业化

并不意味着完成工业化ꎮ 以经济学的眼光来看ꎬ工业化时代的终结对于整个人类社会还将是很遥远的

事ꎬ即使在少数最发达国家ꎬ这种转折点也远未发生ꎮ 对步入工业化后期的中国而言ꎬ更是必须要有一个

长期的工业化深化阶段ꎮ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后成为普遍趋势的发达国家“再工业化”ꎬ是对前述观点最好的

实践注解ꎮ 以重振制造业和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战略ꎬ并不是简单地提高制造业产值

比例ꎬ而是通过现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ꎬ提升复杂产品的制造能力以及制造业快速满足消费者个性

化需求的能力ꎮ 这种趋势将使制造业重新获得竞争优势和价值创造能力ꎬ再次成为产业发展的关键制高

点ꎬ未来我国有望成为服务业大国ꎮ 但这与我国成为制造业强国的目标并不冲突ꎬ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

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的ꎮ 其中的关键点和共同基础就在于现代服务业(主体为生产性服务业①)的发展ꎮ
而枢纽经济与现代服务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重合的ꎮ

要对房地产周期的未来有信心ꎮ 房地产是强周期性产业ꎬ潮起潮落十分正常ꎮ 中长期视野下的宏观

经济背景并不支持房地产业深度调整:快速城市化对房地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依旧比较强劲:新一轮宏

观经济中周期景气即将来临ꎬ房地产发展的中期前景将会比较乐观ꎻ等等ꎮ 从技术上看ꎬ房地产周期性调

整的时间与空间大体上已能满足经验性的要求ꎮ ２０２４ 年 ９ 月 ２６ 日ꎬ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ꎬ要降低存款准

备金率ꎬ实施有力度的降息ꎮ 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ꎮ 要回应群众关切ꎬ调整住房限购政策ꎬ降低存量

６７

① 世界经验表明ꎬ当城市化超过 ５０％以后ꎬ人均 ＧＤＰ 超过一定阈值ꎬ服务业和消费比重上升迅速ꎬ城市发展将从物质集

中生产特性转向为人提供服务ꎬ这一服务主要是基于提升人力资本的现代服务业ꎮ 如科教文卫体、信息、通信和金融

等ꎮ 资料显示ꎬ发达国家生产性服务业要占到服务业总额的 ６０％左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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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贷利率ꎬ抓紧完善土地、财税、金融等政策ꎬ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ꎮ 显然ꎬ上一轮房地产周期的底

部基本探明ꎬ预计随之而来的是 ５ 年左右的房地产景气ꎬ“改善性需求”将成为新一轮房地产业周期的主

导ꎮ 以土地资源为主要资源禀赋的新区必将因此趋势而受益ꎮ

　 　 (二)保持战略定力ꎬ坚持枢纽经济这个基本的战略方向ꎬ推动新区经济发展稳步迈进

枢纽经济发展是一种“重资产”发展模式ꎬ投资量大、投资期长ꎬ这也是这种模式在长波景气时期不太

受人待见的原因ꎮ 然而ꎬ枢纽经济发展起来后ꎬ好处也是很明显的:稳定性超强ꎬ基本上不担心竞争ꎬ受益

时间特别持久ꎮ 发展枢纽经济需要有较强的耐心ꎮ 实践也会证明ꎬ保持战略定力是有价值的ꎮ 具体到新

区而言ꎬ主要的战略性措施应包括:

坚持“基础设施先行ꎬ基本功能先建”ꎬ围绕城市功能和产业布局ꎬ推进一批重大功能性项目建设ꎮ 以

阳逻港武湖作业码头扩建工程为核心ꎬ以汉新欧班列起点调整为抓手ꎬ以铁、水、公、空多式联运网络建设

为支撑ꎬ打通堵点ꎬ补齐短板ꎬ抓紧形成高效完善的综合交通枢纽网络ꎮ 当前在新区道路建设中尽可能地

采取市政道路而非交通道路的交通组织形式ꎬ是非常有远见的ꎬ虽然短期内增加了新区道路建设的资金

压力ꎬ但对提高未来新区路网的营运效率ꎬ显然是非常正确和适宜的ꎮ

坚定以制造业为主ꎬ以枢纽偏好型产业为重点ꎬ以六大产业园为骨架ꎬ发展枢纽经济ꎮ 产业发展定位

上ꎬ主打低成本战略ꎮ 即现阶段在新区落地的企业ꎬ其产品的共同特征是价廉物美———均是依靠高性价

比的产品占领市场ꎮ 不强求科技含量与创新水平ꎬ不强求服务型企业ꎬ而更注重与实际需要相符ꎮ 对产

业招商ꎬ制订、实施产业发展负面清单ꎬ凡无禁止皆可为ꎮ 将“绿色、低碳、健康”作为产业长远发展目标ꎬ
分阶段推进落实ꎮ

进一步完善新区规划ꎬ并分步实施ꎮ 当前ꎬ在空间布局上ꎬ可以重点考虑谌家矶、阳逻两个片区ꎬ采取

双集中策略ꎬ力争在数年内ꎬ使这两个片区的面貌得到明显改观ꎮ 然后以这两个成熟片区为依据ꎬ两面对

进ꎬ使成熟区域的面积不断扩展ꎬ最终联为一体ꎮ 这样分步进行规划实施ꎬ比较符合市场实际ꎬ总体效果

或许会比较好ꎮ

　 　 (三)抓宏观经济中周期景气的机会窗口ꎬ争取在此期间塑造 １６０ 平方公里长江新区核

心区的基本骨架ꎬ使新区面貌得到迅速而明显的改变

２００７ 年之后ꎬ我国国民经济在长波意义上已转入下行阶段ꎮ 以 ７０—８０ 年的时间跨度估算ꎬ我国本轮

长周期的下行时长可能会有 ３０ 年左右的时间ꎬ在这么长的时间里ꎬ宏观经济不可能一直简单下行ꎬ出现

一轮中周期意义上的“反弹”符合一般周期规律ꎮ 对 １９６１ 年之后的经济增长情况进行中周期划分ꎬ可划

分出五轮完整的中周期ꎮ 依据一般长周期包含 ６ 个中波周期的周期嵌套规律ꎬ自 ２０２０ 年之后宏观经济运

行一轮中波周期亦属理所当然ꎮ

推动本轮中周期的核心动力应是“内需”ꎮ 截至 ２０２３ 年ꎬ中国人均 ＧＤＰ 为 ８９３５８ 元ꎬ人均国民总收入

为 ８８７６５ 元ꎮ 按照世界银行最新标准ꎬ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 １２６９５ 美元以上的经济体ꎬ就成为高收入经济

体ꎮ 我国恰好迈过高收入国家门槛ꎮ 在双循环战略背景下ꎬ国民财富存量和增量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有望更为充分的发掘、释放出来ꎬ由此形成了本轮中周期景气的基本推动力量ꎮ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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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ꎬ反弹性质的中周期走势会较正常上行趋势背景下的中周期走势“弱”ꎮ 这种“弱”主要体现

为走势的曲折、漫长和复杂ꎮ ２０２０ 年以来宏观经济的表现显然符合这一判断ꎮ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年我国宏观经

济仅仅运行了一个为期 ３ 年的短波周期ꎬＧＤＰ 增速再次回到历史低点水平附近ꎮ 然而事物的发展往往具

有两面性ꎬ２０２２ 年宏观经济表现不佳ꎬ客观上对 ２０２０ 年中周期低点形成了一个回抽确认ꎬ而当对这个底

部支撑的试探成功后ꎬ则预示着支撑未来上行趋势的群众心理基础构造完毕ꎮ 因而自 ２０２３ 年以来ꎬ宏观

经济总体向好的趋势相当明显、相当坚实ꎮ 当下ꎬ可以认为宏观经济已处于一轮中周期景气的进程中ꎮ
按一般中周期时长估算ꎬ这轮中周期景气有望在今后 ４—５ 年中延续ꎮ

中周期又被称为设备投资周期ꎮ 这期间景气周期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全社会ꎬ尤其是大中企业对中

长期的未来有着较为乐观的预期ꎬ一直会保持着较高的投资热情ꎬ因而ꎬ这一时期的招商引资、经济发展

工作往往会事半而功倍ꎬ直至景气逆转ꎮ 显然ꎬ抓住这 ４—５ 年的景气窗口期ꎬ塑造 １６０ 平方公里长江新区

核心区的基本骨架ꎬ对新区发展甚为关键ꎮ 机不可失ꎬ时不再来ꎬ必须抓住!

　 　 (四)进一步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ꎬ争取在全国率先实现土地批租“年租制”试点ꎬ盘
活土地资源ꎬ实现土地出让(招商引资)的高效率

我国房地产发展有两项重大制度缺陷ꎮ 一是商住用地、非商住用地地价与使用效率“双失衡”的问

题ꎮ 理论上讲ꎬ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应在城市土地上形成合理的分摊机制ꎮ 也即不同用途的城

市土地应在数量、价格方面保有适当的比例关系ꎮ 然而现状情况下ꎬ仅占城市土地 ２０％ ~ ２５％ 的商住用

地ꎬ提供了近乎所有的城市土地出让金ꎬ而工业用地及其他用途的用地ꎬ则对城市建设资金的贡献乏善可

陈ꎮ 前者ꎬ普遍存在着过度开发利用的问题ꎻ后者ꎬ土地利用效率均较低下ꎬ两种情况反差严重ꎮ 二是土

地出让金一次性收取的问题ꎮ 地价是地租的资本化ꎬ所谓土地出让金ꎬ实质上是若干年地租提前收取形

成的资金集合ꎮ 由于这个提前的时段过于漫长———长达 ５０ 年或 ７０ 年ꎬ其间地租水平的具体变化ꎬ很难测

算ꎮ 由此就会产生一个问题:预先收取的出让金总额与未来 ５０ 年或 ７０ 年市场实际形成地租的累计和在

价值量上很难吻合ꎬ多数时候差别巨大ꎬ这种状况实际上动摇着房地产健康发展的根基ꎮ ２０ 多年来ꎬ我国

房地产市场乱象频出ꎬ与这个基础性问题有很大关系ꎮ
前一项制度缺陷的形成与我国现行财税体制有莫大的关系ꎬ涉及复杂的中央、地方利益分配关系ꎬ相

关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ꎮ 在基础条件完备之前ꎬ想对这一方面的问题进行有效改革ꎬ不具备可行性ꎮ
后一方面制度缺陷的改革ꎬ方向是实行“年租制”ꎮ 这在理论上、法律上均不存在问题ꎮ 改革难点在于ꎬ这
一变革要求相关各方有很强的契约精神ꎬ而当下中国社会恰恰缺乏这些以及配套的制度保证ꎮ 同时ꎬ政
策执行成本较原方式也可能大幅上升ꎮ 综合考虑下来ꎬ先进行“年租制”试点ꎬ观察得失ꎬ摸索经验ꎬ较为

合适ꎮ
可以考虑将“年租制”试点安排在长江新区进行ꎮ 因为长江新区作为试点样本ꎬ规模比较合适———太

大不便于掌控ꎬ太小则不足以发现问题ꎬ失去试点意义ꎮ 同时ꎬ长江新区建设、发展的任务很重ꎬ而未来房

地产景气的时间窗口又有限ꎬ要在这个有限的时间段内达成新区建设目标ꎬ不突破常规恐怕是不太可能

的ꎮ 万一过了景气时间窗口ꎬ而新区建设进展不理想ꎬ后果可能会很严重ꎮ 此外ꎬ长江新区作为武汉改革

发展的先行区、示范样本ꎬ也有为武汉改革发展先行闯关、作表率的试点责任和义务ꎮ 总而言之ꎬ在长江

新区试点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都很充分ꎬ而可能会有的困难和问题相对有限ꎬ值得大胆地去试一试ꎮ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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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长江新区最主要的资源ꎬ盘活土地资源对新区发展有着关键性意义ꎮ 有必要进一步深化土地

使用制度改革ꎬ制定好相关配套政策ꎬ争取在全国率先实现土地批租“年租制”试点ꎮ 原则上ꎬ一次性批租

与年租制相结合ꎬ但在房地产主流产品的普通住宅(包括小区商业配套)部分ꎬ坚决实行年租制ꎬ杜绝炒

作ꎬ这样ꎬ既可以长期有效地控制地价、房价ꎬ保持新区的低成本竞争优势ꎬ增强新区招商引资的吸引力ꎻ
同时也保证了新区的城市建设、房地产业持续健康发展ꎮ 推行“年租制”ꎬ无形中还大大地降低了国有土

地出让的“门槛”ꎬ①有利于实现土地出让(与招商引资)的高效率和新区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ꎬ更加适应

新区建设发展的快节奏ꎮ

作者简介:
辜小勇ꎬ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经济与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ꎬ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周期与经济形

势分析、城市化、房地产等ꎮ

(责任编校:顾晓焱)

９７

① 在原有的集中批租模式下ꎬ几乎任一地块的出让条件都是“特殊定制”的ꎬ程序繁琐ꎬ流程冗长ꎬ使得土地资源的大面积

利用、充分利用在较大程度上成为一句空话ꎮ 而在“年租制”模式下ꎬ当规划条件确定时ꎬ租金水平几乎立刻就可以按

标准推算出来ꎮ 简单透明ꎬ出让效率大大提高ꎬ土地资源大面积使用与充分利用有了更好的实现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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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实现形式与运行机制研究

———以武汉为例

朱哲学

　 　 摘　 要:通过资料分析和实地调研ꎬ研究了武汉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主要实现形式和运行机制ꎬ结合国

内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历史经验ꎬ根据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方向ꎬ提出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现代化发

展的思路ꎬ建议通过大力发展现代智慧农业、有序发展混合所有制股份联合体、因地制宜推动多元化产业融

合发展、稳步推进现代企业化改造等途径ꎬ推动农村集体经济改革创新ꎬ促进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ꎮ

关键词:武汉ꎻ新型农村集体经济ꎻ实现形式ꎻ运行机制ꎻ改革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把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方

向ꎬ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ꎬ发展新型集体经济ꎬ走共同富裕道路ꎮ”后来总书记又多次强调要发展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ꎮ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ꎬ“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ꎬ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ꎬ发

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①ꎮ 武汉作为中部地区超大城市ꎬ多年来以

城带乡促进市郊农村地区的全面发展ꎬ高度重视农村集体经济ꎬ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ꎬ鼓励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创新实现形式和运行机制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ꎬ促进农民增收ꎮ 截至 ２０２３ 年底ꎬ武汉已有

１７６７ 个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赋码ꎬ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２４５ ４０ 万人ꎬ清查核实集体土地总面积

７４１ ４４ 万亩ꎬ集体资产 ３０６ ５５ 亿元ꎬ集体经济组织累计股份分红金额达 ９ ９ 亿元ꎮ 在快速发展的同时ꎬ

也出现了部分组织产权不够明晰、治理结构不够完善、经营产业比较落后、利益分配机制不太合理等情

况ꎬ制约了农村集体经济的进一步发展ꎮ 本文以武汉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为研究对象ꎬ总结成功经验ꎬ分析

短板弱项ꎬ有针对性地提出进一步改革创新的建议ꎮ 武汉的经验及本文提出的未来发展思路ꎬ也能为其

他地区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提供参考借鉴ꎮ

０８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２２ꎬ第 ３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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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研究综述

国内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历程ꎬ并呈现出各自的特点和趋势ꎮ 国外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的发展历史因国家和地区而异ꎬ但普遍经历了从自发形成到政府引导、从小规模经营到规模化专

业化发展的过程ꎮ① 发达国家如欧洲、北美等地的农民合作社产权关系相对灵活ꎬ经营领域比较广泛ꎬ长
远发展注重创新和国际化合作ꎮ② 国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起源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合作化运动ꎬ改革开放

时期明确了“统分结合”的基本经营体制ꎬ既有统一的集体经济组织发挥一定的保障作用ꎬ又鼓励分散经营调

动农民的积极性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深入推进ꎬ农村集体经济逐渐发展壮大ꎬ产权关

系比较明晰和稳定ꎬ经营领域以农业为主ꎬ收益分配合理ꎬ比较注重专业化管理和多元化经营ꎮ③

传统的农村集体经济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ꎬ特点是农村土地等重要生产资料

归集体所有ꎬ主要围绕农业生产展开ꎬ集体统一制定生产计划、安排劳动力和分配生产成果ꎮ 新型农村集

体经济是相对传统集体经济而言的ꎬ是一个不断拓展的概念ꎮ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ꎬ新型农村集

体经济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机制不断改革创新ꎬ出现了股份制、合作制、股份合作制等多种组织形式ꎬ经营

模式包括特色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农业上下游产业领域ꎬ并在产权、分配机制等

方面发生优化变革ꎮ④

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内涵、意义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分析ꎮ 从内涵进行界定ꎬ
产权归属清晰是基础ꎬ成员职责明确是重要保障ꎬ组织结构合理是有效运行关键ꎬ利益共享是核心目标

(涂圣伟ꎬ２０２１)ꎻ⑤集体经济以股份合作集中资源ꎬ以市场需求为导向ꎬ以市场积极效率为基础ꎬ充分体现

社会主义公平性(孙乐强ꎬ２０２１)ꎻ与传统集体经济有很大区别ꎬ它符合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需求ꎬ
其基础是保持农民土地承包权益不变ꎬ通过流转推行适度规模经营ꎬ不断提高集体经济比重ꎬ确保实现共

同富裕(舒展、曾耀岚ꎬ２０２２)ꎮ⑥ 从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的意义来分析ꎬ其对于促进农民增收、推动农村产业

升级和乡村振兴方面具有显著作用(芮秀兰、牛晓静ꎬ２０２３⑦ꎻ张霞ꎬ２０２４⑧)ꎻ组织为成员分红可增加农民

的财产性收入ꎬ集体收益可用于加强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公益事业、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提高村民福

利ꎬ强有力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可在上级政府的支持下发展各类新产业新业态ꎬ为农民提供大量就近就

业机会(陈锡文ꎬ２０２２)ꎻ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通过形成共识、整合资源以激活内生动力ꎬ促进产业转型升

级、重塑经营机制ꎬ优化分配方式ꎬ提升村社福祉水平ꎬ实现村民与集体合作共生、协同发展(赵黎ꎬ
２０２３)ꎮ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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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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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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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ꎬ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指在农村地区ꎬ以农民为主体ꎬ通过集体所有制或合作制等形式ꎬ实
现资源共享、利益共享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ꎮ 它强调农民的主体地位ꎬ注重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ꎬ旨在提

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ꎬ促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ꎮ
２０２３ 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ꎬ其运行机制要“产权关系明晰、

治理架构科学、经营方式稳健、收益分配合理”ꎬ发展方式要“探索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务、资产参

股等多样化途径”ꎮ ２０２４ 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ꎬ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健康发展ꎬ严格控制农村集体经营风险”ꎬ明确了激励措施“对集体资产由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登记到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名下实行税收减免”ꎮ
新时代背景下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ꎬ其产权结构、组织形式、经营方式和分配机制等方面与传统集体

经济有明显的差异ꎮ 产权的核心基础依然是坚持集体所有制不动摇ꎬ强调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ꎬ但将集

体资产细化量化到每个成员ꎬ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式进行集体决策和管理ꎬ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

利用ꎬ强调合作共赢ꎬ倡导农民自愿联合ꎻ实现形式是多样化的ꎬ包括但不限于农民专业合作社、股份合作

制企业、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等ꎬ这些模式在实践中还不断创新和完善ꎬ以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ꎻ其经

营模式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农业产业ꎬ而是根据情况延伸上下游产业链ꎬ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ꎻ合作

方式多种多样ꎬ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联合与合作ꎬ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企业、合作社等市场

主体的合作ꎬ通过组织联合解决生产、供销、市场、信贷等问题ꎬ提高集体经济的规模效益和竞争力ꎻ分配

机制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ꎬ注重公平与效率的统一ꎬ保障农民经济权益ꎬ让农民共享发展成果ꎮ

　 　 二、武汉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ꎬ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成为必然趋势ꎮ 武汉作为

全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验区ꎬ积极探索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ꎬ对农村土地进行了确权登记ꎬ明
确了土地权属ꎬ几乎每个村都成立了一个或多个合作社ꎬ为农民提供了土地流转和各种形式合作经营的

基础ꎮ 总体来讲ꎬ有以下几种类型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形式ꎮ

　 　 (一)农民专业合作社模式探索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ꎬ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

务的提供者、利用者ꎬ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ꎮ 近年来ꎬ武汉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数量持续

增加ꎬ截至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末ꎬ武汉市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数量为 ６４３１ 户ꎬ涵盖了种植、养殖、农机服务等多个

领域ꎬ为农民提供了广泛的服务和支持ꎮ 主要类型包括四大类ꎮ
生产服务型ꎮ 聚焦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ꎬ合作社为农户提供“保姆式”全托管和“菜单式”半托管模

式ꎬ农户可以选择将全部农事作业托管给合作社ꎬ或者根据自身需求选择部分作业环节托管ꎮ
生产加工型ꎮ 在发展生产的同时进行农产品加工ꎬ以加工带动生产ꎬ促进农产品转化增值ꎬ实现生

产、加工的良性互动ꎮ 如东西湖区强鑫蔬菜产销专业合作社ꎬ通过注册自己的品牌、建立藕带加工车间ꎬ
并与大型超市、企业食堂和大专院校等建立了长期稳定的蔬菜供应关系ꎬ实现了农产品的产业化经营和

品牌化发展ꎮ
产业融合型ꎮ 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ꎬ利用组织优势发展产业ꎬ利用产品优势发展加工ꎬ利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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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提供综合服务ꎬ利用资源优势发展观光旅游等ꎮ 如蔡甸区万顺农产品专业合作社ꎬ在规模化种植养殖基

础上ꎬ加工生产豆丝ꎬ其品牌已入选“江城百臻”目录ꎬ该合作社研发的全自动豆丝加工设备和相关技术ꎬ获得

国家专利ꎬ该合作社不仅带动当地农户种植豆类致富ꎬ还为周边种植户、加工厂提供专业技术服务ꎮ
联合合作型ꎮ 农民合作社之间、合作社与企业、合作社与科研院校等开展联合合作ꎬ通过整合资源、

优势互补ꎬ实现抱团发展ꎬ提升合作社的生产经营能力ꎮ 如黄陂区荆地养蜂专业合作社联合社ꎬ由 １８ 个

养蜂专业合作社联合而成ꎬ并逐步吸纳全区所有的养蜂户ꎬ推进蜂业产业化ꎬ品牌“黄陂荆蜜”被国家认定

为中国有机食品ꎬ并在全国农博会多次获金奖ꎬ产品大量出口ꎮ

　 　 (二)土地股份合作制模式分析

该模式是农民将确权后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合作社ꎬ由合作社对入社土地进行规划、统筹和运营ꎬ
在保持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变的前提下ꎬ将土地集中流转给合作社或企业ꎬ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和高效

利用ꎬ农民的土地权益资本化ꎬ可以获得股利分红等收益ꎮ 这种模式唤醒了沉睡或闲置的土地资源ꎬ为适

度规模的现代农业打好了基础ꎮ
如新洲区广湾村ꎬ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ꎬ村里 ２２００ 亩基本农田利用效率不高ꎮ ２０１９ 年ꎬ村里

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ꎬ积极探索“农民＋土地股份合作社＋企业”的模式ꎬ鼓励村民将自家土地“存入”村集

体合作社ꎬ在保证农民各项补贴、惠农收入的前提下ꎬ土地交由合作社从产到销统一经营管理ꎮ 合作社引

进优质农业经营企业并签订订单销售合同ꎬ依托地域资源禀赋发展辣椒、春喜桃、板栗等特色产业ꎬ实行

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一体化销售ꎬ既保障了村民的收益ꎬ又推动了产业发展ꎮ
在探索土地股份合作制经营管理的过程中ꎬ也陆续出现了一些问题ꎬ如有的合作社存在组织管理不

够规范、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等问题ꎬ影响合作社的长期稳定发展ꎻ有的合作社在股权设置、收益分配等

方面ꎬ与农民对土地股份的价值评估存在差异ꎬ导致利益分配争议ꎻ有的合作社抗风险能力较弱ꎬ碰到天

灾或者市场波动ꎬ经营出现亏损ꎬ影响农民的收益ꎬ降低农民参与的积极性ꎮ

　 　 (三)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模式研究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是由一家或多家龙头企业牵头ꎬ联合多个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参与ꎬ以服务和

收益联成一体的新型产业形态ꎮ 联合体通过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源ꎬ实现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的

紧密衔接和高效协作ꎬ从而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和农产品质量ꎮ 近年来各类农业经营主体逐渐意识到联

合发展的优势ꎬ积极参与到联合体的组建当中ꎬ这种模式在武汉地区得到了快速发展ꎮ 联合体所涉及的

农业产业范围不断扩大ꎬ涵盖了粮食、蔬菜、水果、畜牧、水产等多个领域ꎮ 每个领域都形成了具有一定特

色和规模的产业化联合体ꎬ推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ꎮ
联合体运行的关键在于协作ꎬ龙头企业发挥引领作用ꎬ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纽带ꎬ家庭农场是基础生

产单元ꎮ 如武汉经开汉南甜玉米农业产业化联合体ꎬ由武汉思念绿色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发起并引入

多家企业作为龙头企业ꎬ负责整个联合体的规划、组织和协调ꎬ进行新品种研发、引进和推广ꎬ开展甜玉米

的加工、流通、销售以及品牌打造等工作ꎻ以汉南地区相关经济合作社为桥梁ꎬ组织家庭农场进行标准化

生产ꎬ提供农资采购、技术指导、农机作业等服务ꎬ并协调各方利益ꎻ家庭农场按照联合体的要求和标准ꎬ
专注于甜玉米的种植生产ꎬ为加工和销售环节提供优质的农产品原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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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实现了产业的规模化、标准化和专业化发展ꎬ提高了产业的整体效益ꎬ为农民提供

了稳定的收入来源ꎬ助力当地特色产业成长为优势产业ꎮ 但武汉地区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发展还不够

快ꎬ主要是融资相对较难ꎬ社会资本投入不足ꎬ政府扶持资金有限ꎬ复合型人才较为缺乏ꎬ品牌建设、市场

营销、产品创新等方面还需加强ꎮ

　 　 (四)其他创新实现形式

在武汉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探索中ꎬ还涌现出了一系列其他创新实现形式ꎬ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注

入了新的活力ꎮ 如“互联网＋农村集体经济”模式ꎬ通过电商平台、直播带货等新兴手段ꎬ有效拓宽了农产

品的销售渠道ꎬ提升了农产品的附加值ꎮ 同时ꎬ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发展智慧农业ꎬ
对农业生产、销售等环节进行精细化管理、自动化作业ꎮ

“乡村旅游＋集体经济”模式也是一大亮点ꎮ 武汉周边的一些乡村依托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资

源ꎬ发展乡村旅游产业ꎬ通过集体经营或村民入股的方式ꎬ实现了旅游资源共享和收益合理分配ꎮ 如黄陂

区杜堂村ꎬ推动“乡村变景区、资源变资产、村民变股民、民房变民宿”四变改革模式ꎬ流转村集体和村民的

土地ꎬ建设四季花海ꎬ还原«木兰辞»故事场景ꎬ打造具有北魏风格的古代街区“木兰不夜城”ꎬ发展全天候

旅游综合体ꎬ村民将闲置房产入股并由企业改造成民宿、农家乐、商业街ꎬ成为武汉夜游新地标ꎬ２０２４ 年

“十一”期间共计接待游客突破 ２０ 万人次ꎮ

　 　 三、武汉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运行机制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运行机制是一个复杂而多维的体系ꎬ包括产权制度、成员确认与股权设置、内部治理、
经营机制与模式创新、收益分配与利益联结、监管与风险防控等多个方面ꎮ 这些机制相互关联、相互促进ꎬ产权

明晰、民主决策、合作经营、分配合理、风险可控是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要素ꎮ

　 　 (一)产权结构与治理结构优化

在武汉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进程中ꎬ产权结构与治理结构的优化是核心环节ꎬ直接关系到集体

经济的运行效率与稳定性ꎮ 当前ꎬ武汉地区正积极探索和实践多种产权明晰、权责明确的集体产权制度ꎬ
如通过土地确权颁证ꎬ明确农民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ꎬ为土地股份合作制奠定了坚实基础ꎮ 据统计ꎬ截至

２０２３ 年底ꎬ武汉市已完成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ꎬ涉及农户超过百万户ꎬ确权面积达到数百万亩ꎬ这
一举措极大地激发了农民参与集体经济发展的积极性ꎮ

治理结构方面ꎬ武汉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注重构建现代化企业管理制度ꎬ引入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

等组织架构ꎬ实现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相互分离与制衡ꎮ 很多合作社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决策机

制ꎬ同时设立理事会负责日常运营ꎬ监事会负责监督财务和运营情况ꎬ确保了合作社的透明度和公正性ꎮ
此外ꎬ有的较大规模的集体经济组织还积极引入职业经理人提升管理水平ꎬ委托咨询公司进行市场分析

和战略规划ꎮ 如蔡甸区星光村ꎬ利用紧邻武汉经济开发区的区位优势ꎬ积极对接开发区发展工业ꎬ通过拆

迁腾地建设工厂ꎬ吸引企业入驻星光工业园ꎬ聘请专业团队对园区进行经营管理ꎬ推动农村集体经济规范

化、专业化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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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优化产权结构与治理结构的过程中ꎬ武汉还注重发挥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作用ꎮ 政府通过出台相关

政策文件ꎬ明确集体产权的归属和流转规则ꎬ为集体经济的发展提供法律保障ꎮ 同时ꎬ政府还加大对农村

集体经济的财政扶持力度ꎬ设立专项基金支持集体经济发展项目ꎬ降低集体经济发展的融资成本ꎮ 此外ꎬ
政府还积极搭建服务平台ꎬ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供法律咨询、财务审计、技术培训等全方位服务ꎬ助力

其提升治理能力和市场竞争力ꎮ

　 　 (二)利益分配与激励机制构建

在武汉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中ꎬ利益分配与激励机制的构建是确保集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

键环节ꎮ 合理的分配机制能够激发农民积极性ꎬ科学的激励机制能进一步促进集体经济的创新与活力ꎮ
具体而言ꎬ武汉很多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实施“按股分红、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利益分配模式ꎬ有效平衡了集

体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ꎮ 有的土地股份合作社通过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ꎬ对土地价值进行科学评估ꎬ
并据此确定股份比例ꎬ确保每位成员都能按照其贡献获得相应的收益ꎮ

在激励机制构建方面ꎬ武汉针对不同类型的合作社和联合体ꎬ制定差异化的激励政策ꎬ如为农业产业

化联合体提供税收减免、贷款贴息等优惠政策ꎬ以支持其扩大规模和提升竞争力ꎮ 充分利用政策优势ꎬ引
导社会资本投入ꎬ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注入强劲动力ꎮ 通过设立“创新奖” “技术进步奖”等专项奖

励ꎬ鼓励成员在农业生产、产品加工、市场营销等方面进行创新尝试ꎮ 有的合作社设立了“绩效奖励基

金”ꎬ对在生产经营中表现突出的成员给予额外奖励ꎬ进一步激发了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ꎮ

　 　 (三)风险防范与可持续发展策略

武汉建立健全农村集体经济监管机制和服务体系ꎬ严格控制并防范各类风险ꎮ 全面开展农村集体资

产清查ꎬ规范资产管理ꎮ 强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审计监督ꎬ确保集体经济运营合法合规ꎮ 运用信息化技

术搭建监管平台ꎬ如武汉经开区等区域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监管系统ꎬ实现村集体经济活动实时监控ꎬ并
通过智能分析设置预警机制ꎮ 针对突出问题ꎬ开展专项整治ꎬ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ꎮ 针对土地流转过

程中的法律风险ꎬ引入专业法律服务机构或法律顾问进行合同审查ꎬ确保土地流转的合法性和合规性ꎮ
武汉鼓励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引入农业科技ꎬ大力发展现代智慧农业ꎬ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ꎬ

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ꎬ保护生态环境ꎮ 指导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农村休闲旅游、农产品深加工等多元

化产业ꎬ拓宽农民增收渠道ꎬ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ꎮ

　 　 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改革创新思路

农业现代化未来发展趋势是生产手段、生产技术、经营管理、农业劳动者素质等全面实现现代化ꎬ农
村现代化要求生活设施现代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生态环境优化美化、乡村治理现代化ꎮ 新型农村集体经

济是支撑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力量ꎬ其未来发展趋势ꎬ也必将沿着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路径推进ꎮ
具体而言ꎬ生产层面要大力发展现代智慧农业ꎬ提高生产效率ꎬ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ꎬ稳定提高产量和质

量ꎻ组织形式要创新合作模式ꎬ有序发展混合所有制股份联合体ꎬ发挥规模效应ꎬ做大做强新型集体经济ꎻ
产业发展要充分发挥各地的山水资源、文化底蕴、生态环境、消费市场等优势ꎬ推动多元化产业融合发展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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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集体资产、资源增值ꎬ带动村集体和农民增收ꎻ经营管理要进行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稳健化经

营ꎬ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ꎬ提升管理效率ꎬ降低经营风险ꎬ实现可持续发展ꎮ

　 　 (一)大力发展现代智慧农业

加强农业智能装备技术研发与创新ꎮ 有条件的大城市充分发挥科教优势ꎬ支持关键技术领域攻关ꎬ
提升无人化智能设备的精准度、稳定性和效率ꎮ 积极参与国际智慧农业技术合作项目ꎬ举办或参加国际

智慧农业技术研讨会和展览会ꎬ通过交流合作引进先进技术和经验ꎮ 激活装备制造能力ꎬ大力推进智能

农机生产制造ꎬ研制生产适应南方农业的北斗导航拖拉机、智能插秧机、智能收割机、无人机、无人船等新

型农机ꎮ 探索新能源智能农机的研制及应用ꎬ降低能耗和污染ꎮ
建设智慧农业示范园ꎮ 围绕农业生产合作社、种养大户和大型农场等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ꎬ创建

一批无人化智慧农场、数字渔场示范项目ꎬ改善农田水利、交通、网络、物流等基础条件ꎬ大规模应用智能

化、无人化农机ꎬ广泛布设智能传感器监测种植养殖环境ꎬ实现无人化作业、智能决策、精准管理等ꎮ
完善智慧农业大数据与配套服务ꎮ 建设农业大数据平台ꎬ全面收集和分析农业数据ꎬ为智能化作业

提供精准支持ꎮ 建立现代智慧农业服务平台ꎬ为企业和农民提供技术咨询、生产托管、装备共享等服务ꎮ
推动无人化智慧农场与农产品加工、物流、电商等产业的融合ꎬ提高加工效率和产品质量ꎬ优化物流运输

系统ꎬ降本增效ꎮ

　 　 (二)有序发展混合所有制股份联合体

组织结构规模化ꎮ 集体经济的重要优势是集中利用资源ꎬ形成规模效应ꎬ增强市场影响力和抵御风

险能力ꎮ 有条件的村集体可通过引入外部资本ꎬ包括国有资本、民营资本、个人资本等ꎬ按照股份制的合

作方式ꎬ与农村集体资产共同组建混合所有制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ꎮ 具体表现形式包括但不限于股

份经济联合社、专业合作联社、产业化联合体、农业合作社公司等ꎮ
产权多元化ꎮ 在股权设置上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农村集体资产(如土地、经营性资产等)入股ꎬ

外部经济主体以货币资金、技术、设备等入股ꎮ 各方按照股权比例行使相应的表决权ꎬ参与企业的决策、
管理和利润分配ꎮ 这种联合体的产权结构多元ꎬ打破传统农村集体经济单一产权结构的局限ꎬ可吸引更

多的资源投入农村经济发展中ꎮ
经营市场化ꎮ 联合体引入公司的成熟管理团队ꎬ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进行经营ꎬ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

整策略ꎬ灵活自主进行生产、销售等方面的决策ꎮ
利益共享化ꎮ 不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如何改革创新ꎬ集体所有制这个根本属性不能变ꎬ必须保障村

集体和村民的利益ꎮ 通过合理的股权设置和收益分配机制ꎬ确保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营资本和个人资

本都能获得相应的投资回报ꎬ实现利益共享ꎬ促进共同富裕ꎮ

　 　 (三)因地制宜推动多元化产业融合发展

产业联动发展ꎮ 特色农产品资源丰富的地方ꎬ可以引导农民扩大特色种植养殖规模ꎬ引进加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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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农产品加工园ꎬ村集体以土地、资金等方式入股ꎬ并为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供应ꎬ以订单农业的形式

参与到产业链上游ꎮ 具有技术和人力优势的集体经济组织ꎬ可承接外部企业的服务外包业务ꎬ如农产品

采摘外包、农业机械服务外包、农村电商客服外包等ꎮ
城乡协同发展ꎮ 交通区位优势明显、靠近中心城区的村ꎬ可利用农村闲置土地和劳动力资源ꎬ承接城

市产业外溢ꎬ建设小型加工厂ꎬ发展农村工业ꎬ以集体经济组织为主体进行运营管理ꎬ吸纳当地村民就业

并增加集体收入ꎮ 还可利用集体建设用地或闲置房屋ꎬ建设经营性物业ꎬ如厂房、仓库、商铺、公寓等ꎬ对
外出租或自主经营ꎮ

农文旅融合发展ꎮ 自然景观和人文历史资源丰富的村ꎬ集体经济组织通过成立旅游合作社ꎬ整合村

民的闲置房屋、土地等资源ꎬ进行统一规划和开发ꎬ充分挖掘农村的自然风光、民俗文化、历史遗迹等旅游

资源ꎬ打造特色乡村旅游景区ꎬ开发蔬果采摘、种植体验、花卉观赏、乡土餐饮、民宿、民俗表演、节庆活动

等旅游项目ꎬ不断提升旅游服务质量ꎬ恒久为功ꎬ打造文旅品牌ꎮ 还可与文化创意企业合作ꎬ成立农村文

化创意工作室ꎬ培养当地农民成为手工艺人ꎬ共同开发文化创意产品ꎬ通过线上线下销售渠道ꎬ将产品推

向市场ꎮ

　 　 五、稳步推进现代企业化改造

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ꎮ 参照现代企业制度ꎬ建立法人治理结构ꎮ 注重内部人才的选拔和培养ꎬ强
化人力资源管理ꎮ 建立规范的财务会计制度ꎬ加强财务管理ꎮ

发展市场运营机制ꎮ 建立市场调研和营销团队ꎬ根据市场需求调整生产和服务ꎮ 创新营销渠道ꎬ积
极发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电商模式ꎮ 集体经济组织之间开展分工合作ꎬ细分营销领域ꎮ 打造特色品牌ꎬ
进行广泛推广ꎮ

建立创新激励机制ꎮ 按贡献给予股权奖励ꎬ对于高素质人才实行薪酬福利激励ꎬ加大培训力度ꎬ提升

从业者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ꎬ鼓励成员申报如武汉“新农人计划”之类的创新创业帮扶项目ꎬ加大力度

奖励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ꎬ探索创新成果转化收益分享机制ꎮ
强化民主决策与监督机制ꎮ 定期召开成员大会ꎬ讨论和决定组织内的重大事项ꎮ 利用现代信息技

术ꎬ建立手机 Ａｐｐ 或在线投票平台等系统ꎬ方便外出成员参与决策ꎮ 构建内外结合的监督机制ꎬ内部由监

事会负责日常监督ꎬ外部由政府相关部门(如农业农村部门、审计部门等)定期进行审计监督ꎮ

作者简介:
朱哲学ꎬ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农村与生态研究所所长ꎬ研究方向为农村发展、党建研究ꎮ

(责任编校: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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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水平测度和区域差异研究

———以武汉及同类城市为例

张玲玲　 徐柳怡

　 　 摘　 要:本文构建了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指标评价体系ꎬ并运用 ２０１１—２０２１ 年武汉与其他 ７ 个考察城市

的数据对各城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水平进行了具体测度ꎮ 在此基础上ꎬ利用 Ｄａｇｕｍ 基尼系数法系统分

析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水平的区域差异及其原因ꎮ 研究发现ꎬ考察期间ꎬ各城市现代化产业体系综合指数

稳步上升ꎬ四个维度指数均有提高ꎬ但变化趋势不同ꎬ其中武汉的实体经济和人力资源指数整体水平要优于

考察的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均值ꎬ现代金融发展水平也在 ２０２１ 年接近考察的其他城市ꎬ但武汉的科技创

新水平与考察城市还存在较大差距ꎮ 在城市间的差异方面ꎬ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总体差异逐渐减小ꎬ除实

体经济的城市间差异有所扩张ꎬ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的城市间差异逐渐缩小ꎬ四个指数中各城市

间的科技创新差距最大ꎮ 具体到城市之间ꎬ武汉与一线城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仍然存在较大差距ꎬ有很

大的追赶空间ꎬ考察的三个新一线城市与武汉的发展水平相差不远ꎬ竞争激烈ꎮ

关键词:现代化产业体系ꎻ指标评价体系ꎻ城市差异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ꎬ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ꎮ 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是发展新质生产力ꎮ 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推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

融合化ꎬ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ꎮ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ꎮ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

“发展现代产业体系”ꎬ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ꎬ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着

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ꎬ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

现代化产业体系ꎬ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ꎮ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底

盘”和高质量发展的“根基”ꎮ 一方面ꎬ因工业而兴的武汉作为传统的老工业基地ꎬ产业结构偏重ꎬ构建现

代化产业体系有助于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和协调发展ꎮ 另一方面ꎬ武汉总体上仍然处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和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的关键期ꎬ需要从多个层面推进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率的提升ꎬ包括从现代化产业体

系构建角度进一步强化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对武汉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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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献综述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水平是一个复杂而系统的工程ꎬ目前我国学者从多个方面进行综合考虑和深入

研究ꎮ 一是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方面ꎬ有学者认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主要构成要素包括现代化的工业、
农业、服务业和基础设施ꎮ 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四梁八柱”ꎬ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支撑ꎮ① 二是构成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本特征方面ꎬ有学者认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应具备智能化、绿
色化和融合化三个基本特征ꎬ同时还应符合完整性、先进性和安全性三个基本要求ꎮ② 三是推进现代化产

业体系建设的政策路径与实践方面ꎬ有学者认为存在以技术进步和结构变动为核心的产业政策路径和以

竞争政策为中心的推进路径ꎬ这两条路径在实践中逐渐走向相互模仿和融合ꎬ形成了综合性的产业链政

策ꎮ③ 四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指标评价体系方面ꎬ有学者通过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评价体系ꎬ采用时空极

值法等测度中国各地区的发展水平ꎬ揭示了不同地区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上的差异ꎮ④

现有文献的不足之处在于:一是关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理论探讨ꎬ实证分析较少ꎻ二
是对全国层面的分析相对较多ꎬ深入探究区域差异ꎬ尤其是城市间差异的文献相对较少ꎻ三是现有文献的

研究对象以单一省份或局部区域居多ꎬ考察时间相对较短ꎬ缺少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水平全面、系统的

考察ꎮ 有鉴于此ꎬ本文构建了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指标评价体系ꎬ选取 ２０１１—２０２１ 年 ８ 个城市的数据ꎬ使用

熵值法进行了测度ꎬ再利用 Ｄａｇｕｍ 基尼系数法分析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水平的城市间差异及其来源ꎮ

　 　 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水平的测度

　 　 (一)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指标评价体系

表 １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指标评价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方法 属性

实体经济

生产能力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率 正

生产实力 规模以上工业总资产 /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 正

基础设施 人均拥有城市道路面积 正

实体投资 工业固定资产投资 / ＧＤＰ 正

外贸开放度 进出口总额 / ＧＤＰ 正

外资开放度 外商直接投资 / ＧＤＰ 正

工业升级 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 / 从业人数比重 正

服务业升级 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 / 从业人数比重 正

信息化 每百人固定互联网用户数 正

绿色发展 单位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能耗降低率(±％ ) 正

９８

①

②

③

④

赵福军:«如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ꎬ«第一财经日报»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第 Ａ１１ 版ꎮ
韩文秀:«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本要求和重点任务»ꎬ«人民日报»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１ 日第 ９ 版ꎮ
刘志彪:«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新时代经济建设的总纲领»ꎬ«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ꎮ
吕承超、崔悦、杨珊珊:«现代化经济体系:指标评价体系、地区差距及时空演进»ꎬ«上海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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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方法 属性

科技创新

科研投入 全社会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 / ＧＤＰ 正

实体创新 规模以上工业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 / 规模以上工业总资产 正

科研成果 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 正

科研产出 国内三种专利授权数 / 总人口 正

成果转化 技术市场成交额 / ＧＤＰ 正

现代金融

金融发展 金融业增加值 / ＧＤＰ 正

实体经济
融资成本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息支出总额 / 资产总额 负

金融供给 人均存款余额 / 人均 ＧＤＰ 正

金融需求 人均贷款余额 / 人均 ＧＤＰ 正

保险密度 保费收入 / 万人 正

金融结构 贷款余额 / 存款余额 正

保险赔付率 保险赔款给付支出 / 保费收入 正

人力资源

人才储备 每万人口高等教育在校人数 正

教育投入 教育经费 / 地方政府一般预算支出 正

医疗投入 医疗支出 / 地方政府一般预算支出 正

医疗实力 每万人医生拥有量 正

人文环境 图书馆藏书量 / 总人口 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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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ꎬ林木西和王聪(２０２２)认为这四个方

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ꎬ实体经济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经济基石ꎬ而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则为实

体经济的发展输入源源不断的动力ꎬ因此他们构建了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四个维度

综合评价我国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年 ３０ 个省份的现代化产业体系ꎮ② 由于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城市的现代化产业

体系ꎬ因此在这些指标的基础上ꎬ增减了部分指标ꎬ最终构建出由 ４ 项一级指标、２７ 项二级指标组成的指

标评价体系ꎬ具体如表 １ 所示ꎮ③

　 　 (二)数据来源及测度方法

１ 数据来源

原始数据均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统计年鉴、政府官方网站ꎮ 在数据

０９

①

②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要»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２１ꎬ第 ２３ 页ꎮ
林木西、王聪:«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水平测度与区域差异研究»ꎬ«经济学动态»２０２２ 年第 １２ 期ꎮ
马挺、韩廷春:«金融发展影响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产业链的视角»ꎬ«宏观经济研究»２０２３ 年

第 ７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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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过程中ꎬ针对个别年份出现的数据缺失问题ꎬ本文采用插值法予以补齐ꎬ其中南京市未公布历年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利息支出总额ꎬ通过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占全省比重来预估ꎮ 文中的负属性指标在

原始数据计算过程中进行了正向处理ꎮ
２ 测算方法

本文选择使用熵值法来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值ꎬ在最大程度上消除主观因素的干扰ꎬ更客观地反映

各项指标对整体的影响ꎬ再采用集中求和的方式得到现代化产业体系综合指数ꎮ 该指数值越大ꎬ说明现

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水平越高ꎬ反之亦相反ꎮ

　 　 三、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水平的测度结果分析

　 　 (一)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整体水平测度

按照前述方法ꎬ本文测算出了 ２０１１—２０２１ 年武汉等 ８ 个城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综合指数ꎬ具体如表

２ 所示ꎮ
表 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１ 年各城市现代化产业体系综合指数的测算结果

城市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２１ 年

北京 ０ ３５９ ０ ３８７ ０ ３８４ ０ ３９１ ０ ３７６ ０ ４０６ ０ ４４４ ０ ４０４ ０ ３８５ ０ ４０３ ０ ４５４

上海 ０ ２５６ ０ ２６８ ０ ２７５ ０ ２８６ ０ ２８０ ０ ３０３ ０ ３０９ ０ ３０６ ０ ３１６ ０ ３２３ ０ ３５４

广州 ０ １６７ ０ １７６ ０ １８０ ０ １９２ ０ １９２ ０ １７６ ０ ２０５ ０ ２２８ ０ ２２６ ０ ２９６ ０ ３０６

深圳 ０ ２２９ ０ ２６２ ０ ２７７ ０ ２８６ ０ ２６３ ０ ２７５ ０ ２６１ ０ ２７３ ０ ２８６ ０ ３２２ ０ ３４７

武汉 ０ １９８ ０ ２５９ ０ ２８５ ０ ２９５ ０ ３５７ ０ ３１２ ０ ３３８ ０ ３６１ ０ ３８５ ０ ４０６ ０ ４００

成都 ０ ２２６ ０ ２９０ ０ ３０８ ０ ３０９ ０ ３５１ ０ ３３６ ０ ３７１ ０ ３６２ ０ ３４４ ０ ３００ ０ ３１２

南京 ０ ２８２ ０ ３１６ ０ ３２３ ０ ３１１ ０ ３２７ ０ ３４４ ０ ３４１ ０ ３６１ ０ ３９０ ０ ４２９ ０ ４４５

杭州 ０ ２２９ ０ ２２２ ０ ２４７ ０ ２４０ ０ ２４８ ０ ２４７ ０ ２５９ ０ ２６９ ０ ２７６ ０ ２９９ ０ ３３３

图 １ 描绘了 ２０１１—２０２１ 年 ８ 个城市现代化产业体系综合指数及其增长率的变化趋势ꎮ 整体而言ꎬ现
代化产业体系综合指数在波动中逐渐上升ꎬ稳步向好ꎮ 从相对数值来看ꎬ现代化产业体系综合指数在考

察期间超过 ０ ４ 的为北京、南京和武汉ꎮ 这说明目前我国城市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是一个系统提升的

过程ꎬ不仅仅包括提升产业竞争力ꎬ还包括科技、金融和人才整个链条实力的提升ꎬ因此作为传统科教中

心的武汉和南京ꎬ其综合指数超过了上海、广州和深圳这三个一线城市ꎮ 在新一线城市中ꎬ武汉现代化产

业体系综合指数提高较为稳健ꎬ从 ２０１１ 年 ４ 个新一线城市中的最末位稳步上升至第二位ꎬ处于稳步上升

态势ꎬ波动较小ꎮ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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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０１１—２０２１ 年各城市现代化产业体系综合指数

　 　 (二)现代化产业体系不同维度的指数变化

本文使用熵值法对现代化产业体系不同维度指数进行测算ꎬ并以折线图的形式分析实体经济指数、
科技创新指数、现代金融指数、人力资源指数的变化趋势ꎮ 如图 ２ 所示ꎬ四个维度指数均有提高ꎬ但变化

趋势迥异ꎮ
武汉的实体经济和人力资源指数在考察年份都高于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的均值ꎬ尤其是实体经济

的绝对值和增长幅度都遥遥领先ꎬ这是因为武汉工业基础雄厚ꎬ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资产只略逊于北

京ꎬ因此驱动武汉的实体经济高速发展ꎬ虽然考察期间有波动ꎬ但其指数增长了一倍ꎮ 数字化时代实体经

济的驱动离不开信息化底座的发展ꎬ固定互联网用户数直接体现了一个城市现阶段的信息化发展水平ꎬ
２０１１—２０２１ 年武汉固定互联网用户数增长两倍以上ꎬ相继建成了互联网国家级骨干直联点、国际互联网

专用数据通道、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国家顶级节点、域名解析 Ｌ 根镜像服务器、“星火链网”国家级区块

链超级节点等一批网络重器ꎬ这些关键设施的落成不仅标志着武汉市在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走在

了全国前列ꎬ更为其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铺设了坚实的数字基石ꎮ ２０２１ 年武汉获评全国首批千兆城市ꎬ
这一荣誉不仅是对武汉信息化发展水平的高度认可ꎬ更是对其在推动实体经济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方面

的充分肯定ꎮ
在人力资源上ꎬ武汉高于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的主要原因是教育基础和医疗环境优越ꎬ武汉的

每万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数量在考察期间排名第一ꎬ每万人执业医师的数量也超过了上海、广州和

深圳这三个一线城市ꎬ其他的考察指标武汉也处于平均值ꎬ因此ꎬ综合之下武汉的人力资源指数超越了

其他城市ꎮ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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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１ 年各城市现代化产业体系不同维度的指数平均变化情况

武汉现代金融指数在考察初期起点较低ꎬ２０１１ 年其指数为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的三分之一左右ꎬ

但武汉现代金融发展迅猛ꎬ合理分工、相互补充、功能完整的现代金融体系初步形成ꎬ到 ２０２０ 年武汉市现

代金融发展水平就已经接近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ꎬ增长了四倍左右ꎮ

武汉的科技创新实力较低ꎬ在考察期间虽然增长了一倍以上ꎬ但是起点较低ꎬ２０１１ 年只有一线城市均

值的四分之一、新一线城市均值的三分之一ꎬ虽然增长速度快ꎬ但差距依然明显ꎬ主要原因是武汉的科研

投入较少和产出成效较差ꎬ仍有较大的追赶空间ꎮ

　 　 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水平的区域差异

　 　 (一)研究方法

为分析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水平的区域差异ꎬ本文采用 Ｄａｇｕｍ 基尼系数法对总体差异和区域间差异

进行测算ꎬ关于城市内部的差异ꎬ本文没有涉及ꎮ 基尼系数公式如下:

Ｇ ＝ ∑ ｎ

ｉ ＝ １∑
ｎ

ｊ ＝ １
ｙｉ － ｙ ｊ ｐｉ ｐ ｊ[ ] / ２ｕ (１)

式中ꎬｙｉ、ｙ ｊ( ｉ ＝ １ꎬ２ꎬ ３ꎬ ꎬｎ) 是第 ｉ、第 ｊ 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综合指数ꎬｕ 是所有城市现代化产业体

系综合指数的平均值ꎬｎ为地区个数ꎬｐｉ、ｐ ｊ 为第 ｉ和第 ｊ地区城市现代化产业体系综合指数占所有考察城市

的比重ꎮ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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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水平的区域差异及其来源

根据上文使用 Ｄａｇｕｍ 基尼系数法对总体差异和区域间差异进行测算ꎬ具体结果见表 ３ 和图 ３ꎮ

表 ３　 ２０１１—２０２１ 年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水平的城市间差异

指标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２１ 年

整体 ０ １１９ ０ １１７ ０ １０５ ０ ０９９ ０ １１２ ０ １１９ ０ １２３ ０ ０９８ ０ ０９７ ０ ０８ ０ ０８１

实体经济 ０ １２２ ０ １５６ ０ １３１ ０ １１４ ０ １５１ ０ １６４ ０ １７８ ０ １６８ ０ ２０４ ０ １４３ ０ １４９

科技创新 ０ ３８９ ０ ３３４ ０ ３１５ ０ ３１４ ０ ２７１ ０ ２８３ ０ ２３５ ０ １７３ ０ ２１２ ０ ２ ０ ２０３

现代金融 ０ ２２６ ０ １９７ ０ ２０９ ０ １９８ ０ １６８ ０ １４９ ０ １５ ０ １１６ ０ １１８ ０ ０７１ ０ ０５２

人力资源 ０ １３４ ０ １８３ ０ ２０７ ０ ２１７ ０ ２１６ ０ １６６ ０ １７２ ０ １７３ ０ １７６ ０ １３ ０ １２

１ 总体差异

从整体变化趋势来看ꎬ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水平的总体差异逐渐减小ꎬ基尼系数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０ １１９
下降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０ ０８１ꎬ降低了 ３１ ９３％ ꎬ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使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水平差异趋于

缩小ꎮ
从各维度指数来看ꎬ四大维度指数的基尼系数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ꎬ实体经济基尼系数呈波动上

升趋势ꎬ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０ １２２ 上升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０ １４９ꎬ提高了 ２２ １３％ ꎬ区域差异最大的年份出现在 ２０１９
年ꎬ其差异值达到 ０ ２０４ꎬ增长了近一倍ꎬ说明实体经济的发展具有惯性ꎬ实体经济基础较为雄厚的城市发

展始终领先ꎬ后进城市追赶所需时间较长ꎬ在短短的考察期内差距始终处于加大状态ꎮ 在数字化时代背

景下ꎬ实体经济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创新驱动力的强劲推动ꎬ而互联网建设水平作为这一创新进程中的关

键基石ꎬ对于本文所聚焦的城市实体经济长远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ꎮ 自 ２０１１ 年起ꎬ我国积极强化互

联网基础设施建设ꎬ并大力推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ꎮ 这一系列举措显著提升了我国的整体

信息化发展水平ꎬ本文所考察的成都、杭州、南京和武汉这 ４ 座新一线城市ꎬ在固定互联网用户数方面展

现出了惊人的增长态势ꎬ其增长幅度均超过了两倍ꎬ其中成都的增长更是达到了四倍以上的惊人水平ꎮ
这一显著增长ꎬ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缩短了新一线城市与一线城市在实体经济发展上的先天差距ꎮ 然而ꎬ
尽管新一线城市在信息化发展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ꎬ但鉴于一线城市原本就拥有更为坚实的信息化发展

基础ꎬ目前新一线城市的信息化水平仍只是接近一线城市ꎬ尚未实现全面超越ꎮ 因此ꎬ要实现所谓的“弯
道超车”ꎬ新一线城市仍需付出更为持久的努力ꎬ并经历一段相对较长的时间历程ꎮ

与实体经济指数不同ꎬ科技创新指数的基尼系数虽然差距较大ꎬ但处于快速下降的过程ꎬ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０ ３８９ 下降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０ ２０３ꎬ降低了 ４７ ８１％ 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

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ꎮ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必须将科技创新置于核心位置ꎮ 各

个考察城市近年来意识到了科技创新对于实体经济的驱动作用ꎬ逐步加大科技投入ꎬ加强科技成果转

化力度ꎬ２０２１ 年虽然各个城市间科技创新的差距依然最大ꎬ但按照之前的降低幅度ꎬ各个城市间的差

距将逐步缩小ꎮ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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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现代化产业体系四个维度指数的城市间差异

现代金融指数基尼系数的降低趋势与科技创新类似ꎬ本文所考察的 ８ 个城市 ２０１１ 年现代金融差距仅

低于科技创新ꎬ随着考察期内金融业与数字化技术的深度融合ꎬ各城市之间因地理距离而存在的金融壁

垒被逐步打破ꎬ各城市的金融业发展水平差距也逐渐接近ꎬ到 ２０２１ 年基尼系数降到最低ꎬ降到 ０ ０５２ꎬ降
低了 ７６ ９９％ ꎮ

２０１１—２０２１ 年人力资源指数的基尼系数经历了一个快速上升ꎬ在 ２０１４ 年达到顶峰ꎬ增长幅度超过

６１ ９４％ ꎬ随后呈现波动下降趋势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ꎬ以创新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ꎬ必须充分发挥人才资源的关键作用ꎬ加快塑造现代化人

力资源ꎬ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ꎬ近年来各个考察城市意识到人力资源是产业升级

发展的关键ꎬ而城市的医疗和教育等人文环境是吸引人才的关键ꎬ加大对人文环境的财政投入ꎬ各城市的

人文环境呈现良性发展态势ꎮ
２ 城市间差异

从图 ４ 可以看出ꎬ实体经济方面ꎬ武汉与一线城市还存在较大的差距ꎬ其中广州的差距最大ꎬ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差距都高于武汉与其他一线城市ꎻ武汉与北京基尼系数在考察期内呈现 Ｍ 型发展趋势ꎬ差
距分别在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９ 年达到顶点ꎻ武汉经济实力与上海的差距也在逐步扩大ꎬ考察期内差距扩大了一

倍以上ꎻ武汉与深圳实体经济在 ２０１１ 年较为接近ꎬ差距在考察城市中最小ꎬ但 ２０１４ 年以后差距急剧扩大ꎬ
到 ２０２１ 年其差距增长了四倍左右ꎬ与武汉差距高居其他城市之首ꎬ这可能与深圳近年来逐步重视工业经

济发展相关ꎬ经济重心由向第三产业倾斜转为工业与第三产业并驱发展ꎬ因此其实体经济实力远远超过

武汉ꎮ 武汉与新一线城市的实体经济差距较小ꎬ其中基尼系数最低的是成都ꎬ２０１１—２０２１ 年基尼系数都

基本低于 ０ １ꎬ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８ 年接近零ꎬ实体经济发展相当ꎻ武汉与杭州的实体经济差距在新一线城市中

差距最大ꎬ２０１１ 年以来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ꎬ主要原因是杭州相比武汉具有区位优势ꎬ不仅毗邻一线城市

上海ꎬ并且处于沿海省份ꎬ产业发展具有天然优势ꎻ与杭州具有同样优势的还有南京ꎬ２０１１ 年武汉和南京

的差距与武汉和杭州持平ꎬ但武汉与南京实体经济差距在波动中降低ꎬ越来越接近ꎮ
科技创新指数的城市间差距方面ꎬ一线城市中武汉与北京实力相差最远ꎬ但其差距在不断缩小ꎬ２０１１ 年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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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降低了一半多ꎻ深圳与武汉的差距仅次于北京ꎬ但其在 ２０１８ 年以后超过了北京ꎬ但总体差距在缓慢缩

小ꎻ上海与武汉的基尼系数曲线与深圳大致相同ꎬ都呈缓慢下降趋势ꎬ且都在 ２０１６ 年出现上升ꎬ然后持续缓

慢下降ꎻ广州与武汉的基尼系数曲线呈现 Ｚ 字形发展趋势ꎬ２０１１ 年与武汉的科技创新发展差距徘徊在 ０ ２ 到

０ ３ 之间ꎬ２０１６ 年断崖式下降到接近 ０ꎬ随后在 ０ 到 ０ １ 之间徘徊ꎮ 在新一线城市中ꎬ南京与武汉科技创新差

距最大ꎬ这是由于南京的科研投入和科研产出都较优于武汉ꎻ武汉与杭州的差距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ꎬ降低

了一半左右ꎬ２０２１ 年与武汉的差距在新一线城市中最低ꎻ成都与武汉的科技创新差距呈现波动上升趋势ꎬ从
２０１１ 年所有考察城市中差距最小ꎬ逐步超过其他三个城市ꎬ２０２１ 年差距排于最中间ꎮ

图 ４　 武汉与各城市现代化产业体系四个维度指数的差异

现代金融指数的基尼系数方面ꎬ武汉与各个考察城市的差距变动趋势基本一致ꎬ基本呈 Ｚ 字形ꎬ除了

武汉与广州的差距在 ２０１６ 年出现一个高峰后继续回落ꎬ其他城市与武汉的现代金融发展差距在 ２０１３ 年

后开始出现快速回落ꎬ２０１６ 年以来持续在低水平阶段ꎬ造成这种发展现状的原因是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ꎬ
打破了各城市间金融业的行业壁垒ꎬ各城市间的金融发展水平差距也越来越小ꎮ

人力资源的评价指标选取时偏向于政府财政投入方面ꎬ着重考察城市医疗和教育环境ꎬ各项指标的

可变动性大ꎬ因此各个城市间人力资源发展的差距变动也较大ꎮ 一线城市中ꎬ武汉与深圳的人力资源发

展差距最大ꎬ武汉具有悠久的医疗和教育发展背景ꎬ深圳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新成立的城市ꎬ与武汉有着较

大的差距ꎬ但近年来深圳加大了教育和医疗的财政投入ꎬ效果立竿见影ꎬ所考察的指标与武汉的差距急速

缩小了七倍左右ꎻ北京、上海和广州也有着悠久的医疗和教育背景ꎬ同时一线城市因为财力雄厚ꎬ财政投

入也不断加强ꎬ虽然武汉在不断赶追的路上ꎬ但客观差距还将持续存在ꎮ 新一线城市中ꎬ与武汉人力资源

发展差距持续扩大的城市是成都ꎬ两者间医疗和教育投入都较为接近ꎬ造成差距的原因是高等教育ꎬ武汉

高校林立ꎬ在校学生人数远超成都ꎻ杭州和成都情况相似ꎬ与武汉的差距也是高等教育ꎬ但杭州高等教育

水平优于成都ꎬ因此与武汉的差距小于成都ꎻ与武汉的医疗和教育环境最为接近的是南京ꎬ两者差距很长

时间都接近 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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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结论与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ꎬ２０１１—２０２１ 年武汉与其他 ７ 个考察城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综合指数稳步上升ꎬ四个

维度指数均有提高ꎬ但变化趋势不同ꎬ其中武汉的实体经济和人力资源指数整体水平要优于考察的一线

城市和新一线城市均值ꎬ现代金融发展水平也在 ２０２１ 年接近考察的其他城市ꎬ但武汉的科技创新水平与

考察城市还有较大差距ꎮ 在城市间差异方面ꎬ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总体差异逐渐减小ꎬ除实体经济的

城市间差异有所扩张ꎬ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的城市间差异逐渐缩小ꎬ四个指数中各城市间的科

技创新差距是最大的ꎮ 具体到城市之间ꎬ一线城市与武汉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仍然存在较大差距ꎬ有

很大的追赶空间ꎬ考察的三个新一线城市与武汉的发展水平相差不远ꎬ竞争激烈ꎮ 基于上述结论ꎬ本文提

出以下建议ꎮ

第一ꎬ以强化服务为基础ꎬ营造一流人文环境ꎮ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ꎬ“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

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ꎬ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ꎬ充分体现了新时代以高素质人才引

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意义ꎮ 以“生活无忧”准则打造教育医疗配套宜居环境ꎬ创新人才服务

机制ꎬ妥善解决人才发展面临的医疗、教育等现实问题ꎮ 对高层次人才子女申请转(入)我市义务教育阶

段学校就读的ꎬ按规定予以保障ꎮ 为人才父母落户武汉提供便利ꎮ 建立高层次人才医疗咨询服务专员制

度ꎬ为人才提供医疗咨询意见和就医服务保障ꎮ 鼓励用人单位为高层次人才提供商业医疗保险补贴支

持ꎮ 健全完善高层次人才健康管理制度ꎮ 同时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ꎬ为武汉加

快建设具有全国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全方位打造创新之城提供坚强人才支撑ꎮ①

第二ꎬ做大优势产业ꎬ筑牢发展基础ꎮ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ꎬ“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ꎬ培育壮大先

进制造业集群ꎬ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ꎮ 这要求立足实体经济这个根基ꎬ做大做强先进

制造业ꎬ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ꎬ改造提升传统产业ꎬ培育壮大新兴产业ꎬ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ꎬ加快构建

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ꎮ 制造业是武汉实体经济增长的主引擎ꎬ２０１１ 年以来ꎬ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占全市 ＧＤＰ 的比重长期接近三分之一ꎮ② “制造业当家”是武汉这座工业重镇应对风险挑战

的底气所在ꎮ 武汉工业高速发展ꎬ得益于武汉制造业的深厚底蕴ꎮ 作为华中地区最大的制造业城市ꎬ在

联合国划分的 ４１ 个工业大类中ꎬ武汉涵盖其中的 ３８ 个工业大类ꎬ基本形成梯次型现代制造业体系ꎮ 坚持

把发展实体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先进制造业上ꎬ加快构建强大的制造能力、创造能力、要素保障能力、资源

整合能力和完善的生态系统ꎬ全力推进全球领先的重要的先进制造业中心建设ꎬ不断增强推进新型工业

化的动力与活力ꎮ 强化工业企业主体地位ꎬ发挥大企业的引领支撑作用ꎬ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ꎬ

实现大中小企业协同配合ꎬ增强实体经济实力ꎬ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性、稳定性和竞争力ꎮ

第三ꎬ激发源头创新活力ꎬ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及时将科技创

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ꎬ改造提升传统产业ꎬ培育壮大新兴产业ꎬ布局建设未来产业ꎬ完善现

代化产业体系ꎮ”科技创新与转化能力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关键动力ꎮ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开展基础

７９

①

②

«深圳出台‹关于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　 促进人才高质量发展的意见›»ꎬ«深圳特区报»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第 Ａ０１ 版ꎮ
数据为作者自行计算得出ꎬ原始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武汉统计年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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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源头创新的重要策源地ꎬ武汉基础研究具有天然优势ꎬ除继续加大对基础研究的财政支持力度ꎬ还
应探索“学校＋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学校＋大型科研院所”和“学校＋龙头企业”等形式ꎬ推进高水平研究型

大学建设ꎬ强化提升基础前沿探索和关键技术突破能力ꎮ 持续推进高校一流学科建设ꎬ着力夯实高校科

研基础ꎬ深化科教融合ꎻ在培育世界级科技领军企业群方面ꎬ促进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ꎬ增强企业自主创

新硬实力ꎬ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ꎮ
第四ꎬ以服务实体为宗旨ꎬ大力推进“金融＋”战略ꎮ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ꎬ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

应的科技金融体制ꎬ加强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ꎬ完善长期资本投早、投小、
投长期、投硬科技的支持政策ꎮ 充分发挥武汉金融市场发达、组织健全、创新活跃的优势ꎬ大力探索金融

支持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业等重点领域的有效途径和方式ꎬ提升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匹配度ꎬ构建金融有

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ꎮ 加强金融供需精准匹配ꎬ加快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

金融＋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生态链ꎮ 鼓励创新专项科技金融产品和服务ꎬ支持和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
发展壮大ꎮ 鼓励有条件的金融机构建立先进制造业融资事业部制ꎬ加强对“高精尖”等先进制造业的专业

化支持ꎮ 引导商业银行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和信用贷款ꎬ发挥信贷对制造业企业技术改造、固定资产

投资的支持作用ꎬ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金融业深度融合ꎬ筑牢经济发展“压舱石”ꎬ打造一流制造业企业

融资服务生态ꎬ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ꎮ

作者简介:
张玲玲ꎬ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ꎬ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发展ꎻ
徐柳怡ꎬ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ꎬ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ꎮ

(责任编校:徐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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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建设“氢能城市”的
路径与政策研究

　 　

吴传清　 赵豪

　 　 摘　 要:当今世界ꎬ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正在重塑世界经济发展新格局ꎬ以氢能产业为代表的

未来产业成为世界各国经济竞争的新焦点新赛道ꎬ也成为中国锻造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引擎ꎮ 武汉市建设

“氢能城市”在研发、制备、应用等领域具有明显优势ꎮ 武汉市可通过打造氢能全产业链示范城市、氢能技

术研发示范城市、氢能产业人才示范城市、氢能标准示范城市、氢能应用示范城市等路径推进氢能产业高

质量发展ꎬ打好“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土地保障”四张牌ꎬ为建设“氢能城市”提供政策支持ꎮ
关键词:氢能城市ꎻ武汉市ꎻ实践路径ꎻ政策体系

氢能作为一种来源广泛、清洁零碳、用途丰富的二次能源ꎬ是优化能源结构、助推能源转型、实现“双碳”
目标的理想媒介ꎮ “氢能城市”的建设可以为氢能产业的发展壮大提供良好载体ꎮ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ꎬ国家“十四

五”规划强调要加快氢能产业谋划布局ꎻ２０２２ 年 ３ 月ꎬ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氢能产业发展

中长期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ꎬ这成为未来中国氢能产业发展布局的纲领性文件ꎬ为中国氢能产业发展路径

指明方向ꎮ 武汉市地处长江中游城市群、长江经济带战略交会处ꎬ地理位置优越ꎬ产业基础雄厚ꎬ科教资源丰

富ꎬ建设“氢能城市”对于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升级、培育城市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区域协同发展、提升城市竞

争力ꎬ具有重大战略意义ꎮ 本文基于武汉市区域视角ꎬ聚焦“氢能城市”建设主题ꎬ先后走访宝武集团、武汉市

经济和信息化局等企业及行业主管部门ꎬ采用文献分析和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法ꎬ系统性分析国内外氢能产

业发展态势、武汉市建设“氢能城市”的现实基础、实践路径与政策支持体系ꎮ

　 　 一、国内外氢能产业发展态势

　 　 (一)国际氢能产业发展态势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ꎬ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重大机遇正在重塑世界经济

政治发展新版图ꎮ 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意识到氢能在能源绿色转型、实现“双碳”目标中的重要作用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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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抢占氢能产业发展先机ꎬ占领发展制高点ꎮ 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和韩国等国纷纷出台一系列利好

政策引导氢能产业发展ꎬ重点围绕汽车研发与示范、分布式发电、家用能源等领域加强战略部署ꎬ并妥善

考虑能源转型、绿色低碳等需求ꎬ结合本国实际情况采取适当推进政策ꎬ形成了一批具有自主技术的龙头

企业ꎬ掌握了关键核心技术ꎬ在氢能产业国际竞争版图中占据领先优势ꎮ①②③④⑤

　 　 (二)国内氢能产业发展态势

当前ꎬ中国氢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ꎬ利好政策不断完善ꎮ⑥ 国家层面相继颁布«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

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等政策文件ꎬ将氢能纳入未来发展方向ꎮ 地方层

面ꎬ河北、山西、山东、江苏、广东等省将发展氢能产业作为政府工作重点ꎮ 武汉、张家口、如皋、佛山等城

市也加紧推进氢能产业发展步伐ꎬ正形成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川渝鄂四个氢能产业集聚区ꎬ氢能产

业发展迎来新机遇ꎮ

１ 京津冀地区

京津冀地区工业经济日益发展ꎬ随之而来的碳排放问题也日益凸显ꎬ“绿色”逐步成为京津冀地区经

济发展的重要底色ꎮ 发展氢能产业具有推动能源转型、优化产业结构、助推“双碳”目标实现等重大战略

意义ꎮ 因此ꎬ京津冀地区十分重视氢能产业发展的顶层设计ꎬ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涉及氢能产业相关政策

(见表 １)ꎬ重点围绕制氢、运氢、加注、燃料电池及汽车、应用示范、政策支持等领域加强谋划ꎮ

在制氢领域ꎬ北京市重点聚焦质子交换膜电解制氢ꎻ天津市重点加强制氢设备的研发工作ꎻ河北省重

点依托张家口氢能资源优势ꎬ打造多样化供应体系ꎮ

在运氢、加注领域ꎬ北京市重点谋划高压气态、高密度液态等储运技术ꎻ天津市发展高压氢气存储材

料与设备、液态氢储运装备等配套产业ꎬ鼓励中能普发新能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开展加氢站成套装备

研发生产制造ꎻ河北省加速压缩机、加注机的关键阀体和高压件等关键部件产品国产化ꎬ降低加氢站建设

和运营成本ꎮ

在燃料电池及汽车领域ꎬ北京市重点突破膜、炭纸、催化剂、双极板、膜电极、氢气再循环泵、空压机等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关键材料、部件批量制备技术ꎬ车用燃料电池安全监管保障技术ꎬ固体氧化物燃料电

池热电联供系统技术ꎻ天津市重点突破推动新型氢燃料电池客车、氢燃料叉车的样车开发及市场投放ꎬ引

进整车生产企业开展氢燃料电池车辆样车开发和批量生产ꎬ支持企业参与氢燃料电池整车生产ꎮ 河北省

以亿华通氢燃料电池发动机为突破口ꎬ进一步突破电堆关键技术ꎬ提高产品的性能并大幅度降低成本ꎮ

在应用示范领域ꎬ北京市重点强调氢能应用范围的扩大ꎻ天津市鼓励结合船舶运输、无人机、应急电

源、通讯基站、储能调峰等需求ꎬ拓展氢能在其他领域的产业发展ꎬ探索掺氢天然气在工业、商业、民用等

０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高慧等:«国内外氢能产业发展现状与思考»ꎬ«国际石油经济»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ꎮ
刘坚、钟财富:«我国氢能发展现状与前景展望»ꎬ«中国能源»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ꎮ
孟翔宇等:«中国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前景»ꎬ«科技导报»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４ 期ꎮ
徐硕、余碧莹:«中国氢能技术发展现状与未来展望»ꎬ«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ꎮ
邵志刚、衣宝廉:«氢能与燃料电池发展现状及展望»ꎬ«中国科学院院刊»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ꎮ
孟照鑫等:«我国氢能产业发展现状与思考»ꎬ«现代化工»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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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应用ꎻ河北省制定氢能示范应用“三个一批”战略目标:在城市公交等领域规模化商业运行一批、公
务用车等领域创新发展一批、在微电网等领域重点示范一批ꎮ

表 １　 京津冀地区关于氢能产业发展规范性文件

地区 文件名称 发布时间

北京市

«北京市加快科技创新培育新能源智能汽车产业的指导意见»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北京市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管理办法»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北京市氢能产业发展实施方案(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天津市
«天津市新能源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天津市氢能产业发展行动方案(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年)»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河北省

«河北省推进氢能产业发展实施意见»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河北省氢能产业链集群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年)»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河北省氢能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ꎮ

２ 长三角地区

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经济最为发达、资源要素最为丰富、对外开放程度最高、基础设施最为完善的地

区ꎬ提前谋划布局氢能产业ꎮ ２０１８ 年以来ꎬ上海、浙江、江苏和安徽四地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部署氢能

产业发展(见表 ２)ꎬ重点围绕制氢、运氢、燃料电池及汽车和应用示范等领域进行战略部署ꎮ
表 ２　 长三角地区氢能产业相关规范性文件

地区 文件名称 发布时间

长三角 «长三角氢走廊建设发展规划»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上海市

«上海市燃料电池汽车发展规划»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上海市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创新发展实施计划»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上海市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２０２２—２０３５ 年)»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浙江省 «浙江省加快培育氢能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江苏省 «江苏省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２０２４—２０３５ 年)»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安徽省 «安徽省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ꎮ

在制氢领域ꎬ上海市主要聚焦工业副产品制氢、天然气制氢、甲醇制氢、煤炭制氢等方式ꎬ通过多种制

氢方式来确保氢气来源渠道的畅通性ꎬ保障经济社会发展需求ꎻ浙江省重点鼓励工业副产品制氢ꎻ江苏省

重点支持发展工业副产氢提纯、水电解制氢、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制氢与高纯氢制备ꎻ安徽省主要是通过引

进一批龙头企业来实现氢气供给ꎮ
在储运领域ꎬ上海市主要通过高压管路、加氢枪、换热器等核心技术来实现氢气的安全储运ꎻ浙江省

通过引进国外知名企业ꎬ加大储运技术研发ꎬ并加强企业和高校合作ꎬ重点突破氢气储运过程中的关键核

心技术ꎬ并通过扩建加氢站ꎬ保障氢能储运的合理布局ꎻ江苏省通过重点发展液氢储运、低温泵、液氢加氢

枪、压缩机等储运技术ꎬ加强氢气的储运领域布局ꎬ保障经济社会发展需要ꎻ安徽省重点引进龙头企业ꎬ加
强储运领域核心技术研发ꎮ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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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燃料电池应用领域ꎬ上海市重点研发燃料电池商用车ꎬ加快研发燃料电池乘用车ꎬ持续突破整车底

盘和动力系统集成技术ꎬ攻关燃料电池整车核心共性技术ꎻ浙江省大力支持整车生产企业开发氢燃料电

池汽车ꎬ积极引进具备国际先进水平的氢燃料电池整车企业ꎬ推动氢燃料电池汽车在城市公交、港口物流

等领域应用ꎬ加快发展氢燃料电池及发动机ꎻ江苏省重点加快攻克质子交换膜、催化剂、高品质碳纸等关

键材料及工艺ꎬ提高双极板、膜电极、扩散层、电堆及其关键零部件生产技术水平ꎻ安徽省重点鼓励各地研

究制定支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政策措施ꎬ完善新能源汽车充电服务价格政策ꎬ规划建设或改建新能源

汽车专用停车位ꎮ
３ 珠三角地区

珠三角氢能产业发展的典型地区为广州市、深圳市和佛山市ꎮ
在制氢领域ꎬ广州市重点开展可再生能源制氢、煤炭分级制氢、太阳能水解生物质制氢、工业副产氢

高效提纯制氢、甲醇热解制氢技术ꎻ深圳市重点发展海水制氢、高温固体氧化物电解池制氢、核能高温制

氢、天然气水蒸气重整制氢、质子交换膜水电解制氢等ꎻ佛山市重点研发可再生能源制氢、谷电制氢、天然

气制氢协同组合的制氢供氢技术ꎬ积极同周边地区协调规划清洁能源制氢示范项目ꎮ
在储氢领域ꎬ广州市重点发展大规模低温液氢储运、有机液态储氢、合金固态储氢ꎬ加快加氢站等基

础设施规划建设ꎬ鼓励利用现有的加油站、加气站改建或扩建加氢设施ꎬ鼓励开展低温液态、有机液态、固
态合金等储运加注示范技术与加氢站建设ꎻ深圳市重点发展金属储氢、液化储氢工艺流程及液氢储罐、有
机液态化合物储氢、天然气管道掺氢等ꎮ 支持开展长距离、大规模管道输氢技术研究ꎬ为未来氢能产业规

模化发展探索可行的氢气运输方案ꎻ佛山市重点开展高压储氢装备制造技术ꎬ建设质量监督氢能储运装

备检验站ꎬ完善氢能高效储运体系ꎬ推进氢气长管拖车运氢ꎬ加强氢气高压长管拖车和液氢运输技术研究

与示范ꎬ规划布局涉氢专区输氢管道示范工程ꎬ提高氢气储运效率ꎮ
在氢燃料电池领域ꎬ广州市重点发展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技术ꎬ重点聚焦燃料电池质子交换膜、低铂

催化剂、碳纸等核心材料ꎬ以及膜电极、金属双极板ꎬ氢气循环部件、空压机、增湿器等关键零部件ꎬ以及长

寿命、高性能、低成本的燃料电池电堆及系统ꎻ深圳市重点围绕质子交换膜、气体扩散层、双极板、密封材

料、连接体等关键材料及核心零部件布局一批技术攻关项目ꎬ增强氢燃料电池系统集成能力ꎬ提高性能ꎬ
降低成本ꎬ推动燃料电池规模化应用ꎻ佛山市依托氢能产业装备制造业基础配套ꎬ加快催化剂等核心部件

国产化进程ꎬ抢占国内市场高地ꎮ
在应用示范领域ꎬ广州市推进氢燃料电池交通装备示范及商业化应用ꎬ重点发展燃料电池汽车在公

务、公交、环卫、物流等公共服务领域的应用ꎮ 推动燃料电池叉车、重型卡车等在仓储、港口等领域的应

用ꎮ 支持对于网约车、巡游出租车等应用场景开展燃料电池乘用车示范应用ꎬ支持燃料电池商用车在如

机场快线(空港快线)等地的交通专线示范应用ꎻ深圳市推动氢燃料电池汽车在仓储、物流、港口、环卫和

工地等场景开展应用示范ꎮ 率先在公务船舶领域开展氢燃料电池船舶应用示范ꎮ 开展分布式发电与热

电联供、氢燃料电池与小型燃机联合循环分布式发电等应用示范ꎻ佛山市鼓励扫地车、洒水车等公共服务

领域使用氢燃料电池车辆ꎮ
４ 川渝鄂地区

川渝鄂地区也是中国氢能产业发展集聚区之一ꎮ 川渝鄂三地政府高度重视氢能产业发展ꎬ积极与国

家上位氢能产业发展规划紧密对接ꎬ科学布局氢能产业发展ꎮ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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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 年 ３ 月ꎬ四川省人民政府印发«四川省“十四五”能源发展规划»ꎬ重点强调对接国家氢能规划ꎬ
着眼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先机ꎬ统筹氢能产业布局ꎬ推动氢能技术在制备、储运、加注、应用等环节取得突破

性进展ꎬ支持成都、攀枝花、自贡等氢能示范项目建设ꎬ探索氢燃料电池多场景应用ꎮ
与此同时ꎬ重庆市人民政府发布«重庆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以下

简称«规划»)ꎬ并采用大量篇幅重点谋划氢能产业发展蓝图ꎮ «规划»强调ꎬ要紧扣时代发展潮流ꎬ加快氢

能产业发展ꎬ重点围绕制氢、储运、燃料电池及汽车、应用示范等领域加强谋划布局ꎮ
湖北省高度重视氢能产业发展布局ꎮ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ꎬ湖北省人民政府印发«湖北省能源发展“十四五”

规划»ꎬ重点强调积极探索氢能开发利用ꎬ聚焦制氢、储运、加注、燃料电池等氢能产业链核心环节ꎬ推动基

础前沿和共性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ꎮ 随后颁布«关于支持氢能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等系列文件支持引

导氢能产业发展ꎮ

　 　 二、武汉市建设“氢能城市”的现实基础

　 　 (一)武汉市建设“氢能城市”的优势

武汉市作为中部地区重要城市ꎬ承担着中部地区崛起的使命ꎬ也承担着建设“美丽湖北”的重任ꎬ产业

绿色转型迫在眉睫ꎮ 氢能产业是优化能源消费结构ꎬ推动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抓手ꎮ 武汉市建设“氢能

城市”基础良好ꎬ优势突出ꎬ主要表现在:
１ 氢能研发优势

武汉市拥有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武汉理工氢电、东风公司、武汉雄韬氢雄、武汉众

宇、武汉绿动氢能等高校和大型企业ꎮ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研发出常温常压液体有机储氢技术ꎬ诞生了

全球首台常温常压氢能客车ꎮ 武汉理工氢电掌握了膜电极核心技术ꎬ成为目前国内最大的膜电极出厂

商ꎮ 东风公司等企业在燃料电池电堆技术领域占据核心优势ꎬ具有较强的竞争力ꎮ 武汉雄韬氢雄研发的

氢能动力系统产品的国产化率超过 ９０％ ꎮ
２ 氢能制备优势

武汉并非天然氢气的生产地ꎬ但周边地区拥有丰富的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ꎬ这些资源为武汉发

展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提供了有力支撑ꎮ 武汉在氢能制备技术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地位ꎮ 武汉理工大

学在电解水制氢技术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ꎬ提高了制氢效率ꎬ降低了制氢成本ꎮ 此外ꎬ武汉已集聚了东风

汽车集团、武汉雄韬氢能、武汉理工氢电、武汉众宇、武汉雄众、国氢能源科技、武汉绿动氢能和康明斯等

重点氢能制备企业ꎮ
３ 氢能应用优势

氢能应用优势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应用场景丰富ꎮ 在交通运输领域ꎬ武汉市已推广了多辆氢

燃料电池汽车ꎬ涵盖了公交车、物流车、环卫作业车等多个车型ꎮ 此外ꎬ武汉还在氢能船舶研发方面取得

了重要进展ꎬ成功研发了全国首个 ５００ｋＷ 级的船舶用燃料电池系统ꎬ并推动了氢能船舶的商业化应用ꎻ二
是基础设施不断完善ꎮ 目前ꎬ武汉市已建成多座加氢站ꎬ并计划在未来继续扩大加氢站的建设规模ꎬ以满

足日益增长的氢能车辆需求ꎮ 同时ꎬ武汉市还积极推动氢能储运体系的建设ꎬ探索多种储运方式的实践

和应用ꎬ为氢能产业的规模化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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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武汉市建设“氢能城市”的劣势

１ 产业链条尚未完全打通

氢能产业是建设“氢能产业”的亮丽名片ꎬ近年来ꎬ武汉市依托自身发展优势ꎬ积极抢占氢能产业发展

先机ꎬ初见成效ꎮ 然而ꎬ武汉市氢能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ꎬ产业链相关企业数量较少ꎬ尚未形成制氢、储
运、加注、应用等完整的产业链条ꎬ产业链条亟须打通ꎮ

２ 关键核心技术亟须突破

武汉市氢气储存和运输技术尚不成熟ꎬ需要解决高效、安全的氢气储存方案(如高压储氢、液态氢和

化学储氢)和经济可行的运输系统ꎮ 氢气的生产成本较高ꎬ特别是绿色氢气的生产技术(如水电解制氢)
尚需进一步优化ꎬ降低生产成本是实现氢能产业商业化的关键ꎮ 质子交换膜、金属双极板、氢循环部件等

方面的核心技术尚未实现完全突破ꎬ一些产品的关键核心部件主要依赖进口ꎬ技术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

仍存在较大差距ꎮ
３ 检验检测标准有待加强

目前ꎬ武汉市针对氢能及燃料电池产业各环节的相关产品的质检能力较弱ꎬ缺乏相关产品的性能认证能

力ꎬ不利于氢能及燃料电池产业的健康安全发展ꎮ 此外ꎬ武汉市氢能相关的检测标准和规范有待进一步完

善ꎬ对高压氢气储存、氢燃料电池性能等特殊领域的检测能力尚待提高ꎬ缺乏针对性强的检测方案ꎮ

　 　 三、武汉市建设“氢能城市”的实践路径

为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ꎬ抢占氢能产业发展先机ꎬ推动武汉市建设“氢能城市”ꎬ建议

从五个方面重点发力:

　 　 (一)打造氢能全产业链示范城市

积极推行氢能产业链“链长制”ꎬ由武汉市政府主要领导亲自挂帅ꎬ担任总链长ꎬ总揽氢能产业发展大

局ꎮ 在氢气制储运发等领域ꎬ发挥武汉市青山区“氢都”作用ꎬ积极引进一批国内外具有产业技术引领作

用的氢能优质企业或投资项目ꎻ在燃料电池关键零部件领域ꎬ重点支持氢能产业基础开发、燃料电池发动

机系统、燃料电池电堆、燃料电池膜电极等关键环节ꎻ在燃料电池整车领域ꎬ对标国际先进燃料电池汽车

整车技术水平ꎬ基于已有整车设计平台和制造产线基础ꎬ建立燃料电池整车工程化开发技术平台ꎬ开发适

用于各类示范运营场景的燃料电池汽车ꎻ在跨区域合作领域ꎬ建设由武汉、襄阳、十堰、随州、孝感组成的

“零部件与整车制造带”和由荆门、潜江、宜昌、黄冈组成的“氢能制造带”ꎮ

　 　 (二)打造氢能技术研发示范城市

强化重点领域技术研发ꎬ加强在制氢、储运、燃料电池等方面开展“卡脖子”技术攻关ꎬ突破产业技术

关键环节ꎬ开展高技术水平燃料电池整车和核心零部件技术研发ꎮ 构建“政产学研用”联合推进的创新发

展机制ꎬ鼓励相关企业联合高校、科研机构等组团申报国家(省)级重大项目联合开展前沿技术研发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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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科研院所的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ꎬ推动各类创新创业服务载体开展良性互动ꎬ实现

资源共享ꎬ促进技术成果转化ꎮ 支持合作共建“氢能学院”“氢能技术研究中心”等科技创新平台、中小企

业公共服务平台和服务机构ꎬ打造氢能产业技术研发基地ꎮ

　 　 (三)打造氢能人才示范城市

以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为依托ꎬ大力培育和引进氢能专业人才ꎬ推动氢能创新载体

和专业人才相互支撑、协同发展ꎮ 将氢能产业人才列入紧缺人才目录ꎬ通过实施国家、省、市级等重大科

技项目引进关键技术高端专业人才ꎬ通过市级人才政策吸引企业管理运营人才和专业技术人员等高层次

人才ꎮ 培育和引进高层次人才ꎬ建立全球顶尖人才“猎头机制”ꎬ采取“全球邀约”“举荐制”等方式ꎬ构建

多层次人才梯队ꎮ 实施“学子留汉”“英才聚汉”“楚才回汉”等重大人才工程ꎬ扎实推进“车谷英才计划”ꎮ

壮大高技能人才队伍ꎮ 推进“双高计划”ꎬ整合现有职业教育资源ꎬ培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ꎮ 支持与

境外知名职业院校、企业等合作ꎬ引进高水平职业教育资源ꎬ培育大型职业教育集团ꎮ 创新人才激励和评

级机制ꎮ 完善项目“揭榜挂帅”机制ꎬ赋予创新领军人才更大的财物支配权、技术路线决定权ꎬ加大对氢能

产业发展有突出贡献人员的奖励ꎮ 建立健全符合新技术与新产业发展规律要求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ꎮ

加快推动本地人才培养计划ꎬ依托湖北省内高等院校ꎬ开展氢能相关学科建设ꎬ培养一批氢能技术研究、

产品开发和应用检测等研究型及实用型人才ꎮ

　 　 (四)打造氢能标准示范城市

建立健全氢能及燃料电池检测认证、安全监管、质量监督、标准规范等体系ꎬ引进如质子交换膜、催化

剂、碳纸等关键材料、燃料电池辅助系统零部件、燃料电池动力系统集成与控制、整车与关键零部件等检

测机构ꎬ打造国家级氢能监督检测中心ꎮ 积极出台氢气安全管理政策ꎬ加强氢气安全监管ꎬ完善氢气制、

储、运、用等环节法律法规和安全技术标准ꎬ实现全流程、各环节的全覆盖ꎮ 全力保障标准高效实施ꎬ强化

政府在氢能领域标准实施中的指导作用ꎬ建立标准监督及实时更新机制ꎮ

　 　 (五)打造氢能应用示范城市

打造氢能应用示范城市是一个系统工程ꎬ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精准发力ꎮ 一是强化顶层设计ꎮ 充分

发挥“氢能产业促进联盟”引领作用ꎬ加快成立“氢能示范应用推进领导小组”ꎬ负责氢能应用示范相关事

宜ꎮ 二是制定详细应用示范计划ꎮ 根据武汉其他地区或行业的实际需求ꎬ选择具有代表性和示范意义的

领域进行示范ꎬ确定合适的实施步骤和时间表ꎬ明确各阶段的任务和目标ꎬ确保应用示范工作的有序进

行ꎮ 三是拓展氢能应用场景ꎮ 构建多样化氢能应用场景ꎬ在交通领域ꎬ重点推广应用氢燃料电池汽车ꎬ可

以将应用场景拓宽至船舶领域ꎻ在发电领域ꎬ开展分布式发电领域应用示范ꎻ积极探索氢能在农业、服务

业方面的应用领域ꎮ 四是加强推广宣传ꎮ 定期举办氢能产业论坛和展览ꎬ提高公众对氢能产业的认知和

了解ꎬ利用媒体平台加强对氢能产业的宣传和报道ꎬ提高氢能产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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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武汉市建设“氢能城市”的政策支持体系

　 　 (一)健全产业链链长制ꎬ打好“产业链”牌

推行“双链长”模式ꎮ 重点梳理氢能产业链ꎬ完善产业链“链长制”ꎬ构建“链长＋链主”的双链模式ꎮ

“链长”由政府主要领导人担任ꎬ包括“市级总链长＋市级副链长＋区级链长＋区级副链长”ꎻ“链主”由龙头

企业负责人或产业联盟盟长担任ꎮ①

构建“四长联动”工作格局ꎮ 依托氢能产业发展重点领域ꎬ构建“链长牵总、盟长搭台、校长支撑、行长

支持”的工作格局ꎬ调动社会各主体的参与积极性ꎬ搭建完善的产业链工作体系ꎬ保障产业链健康、稳定、

持续、协调发展ꎮ

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ꎮ 滚动编制氢能产业链全景图ꎬ围绕产业链关键环节ꎬ着力“补链、强链、延

链、育链”ꎬ促进“政产学研”合作ꎬ引进培育链主企业和具有“杀手锏”产品的配套企业ꎬ加快形成上下游

配套生产体系ꎬ打造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产业链ꎮ

　 　 (二)构筑技术创新平台ꎬ打好“创新链”牌

打造高能级技术研发平台ꎮ 争取国家科技力量在武汉市布局ꎬ引进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国字

号”分支机构ꎬ建设产业技术研究中心ꎮ 依托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科研机构ꎬ组建新兴产业技术研

究院ꎬ聚焦前沿科技ꎬ突破核心技术瓶颈ꎮ

打造科技成果转移平台ꎮ 支持政府建设特色化、区域性科技成果转化基地ꎮ 推动大学科技园成为高

校科技成果转化“首站”和区域创新创业“核心孵化园”ꎮ 布局专业化国际技术转移渠道ꎬ为全球创新资

源、创新人才、创新成果跨区域高效流动提供便利化空间ꎮ

打造产业交流会展平台ꎮ 支持政府依托产业联盟ꎬ定期举办高端峰会、产业博览会、产业年会等论

坛ꎬ广泛邀请行业龙头企业、国内外优秀企业ꎬ在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发展方向上进行全方位交流ꎮ

　 　 (三)创新招商引资模式ꎬ打好“资金链”牌

采取“对赌招商”新模式ꎮ 政府可采取对赌招商方式释放利好政策ꎬ与招商对象设立互为前提的边界

条件ꎬ这与过去“砍胳膊砍腿、自残式”的粗放式优惠政策不同ꎬ政府层面在赋予特定优惠政策时ꎬ企业须

完成相应的高水平投资和产量目标ꎮ

开展产业链精准招商ꎮ 政府在分析现有氢能产业链基础上ꎬ以培育和壮大产业链为目标ꎬ寻找强链、

补链和延链环节ꎬ从而确定目标企业和机构ꎬ有目的、有选择性地进行招商引资ꎮ

采取“以投带引”新模式ꎮ 通过吸引外部资金、技术或其他资源进入区域ꎬ借助投资的引导效应ꎬ吸引

相关企业或项目的落地ꎬ促使相关产业链条的上下游企业聚集ꎬ形成完整的产业生态系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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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提高供地用地效率ꎬ打好“土地保障”牌

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ꎮ 建立和完善土地市场交易平台ꎬ推动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化交易和流

转ꎬ增强市场的透明度和公平性ꎮ 逐步放开土地价格ꎬ依据市场供需关系确定土地价格ꎬ避免政府过度干

预ꎬ使价格更具市场导向ꎮ 优化土地使用审批流程ꎬ减少行政干预ꎬ提升审批效率ꎬ鼓励市场主体更便捷

地获取土地资源ꎮ 推动土地用途优化调整ꎬ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ꎬ鼓励集约化和高效利用土地ꎮ
深化“亩产论英雄”改革ꎮ 通过对资源要素的配置ꎬ让“优等生”在资源上享受优质待遇ꎬ让“后进生”

加速智能化改造、新动能引进ꎮ 健全资源要素优化配置ꎬ“区别对待”企业ꎬ建立以“单位产出效益”评价为

基础、以差异化要素配置为导向的引导机制ꎬ实现产业和资源、环境、生态的协调发展ꎮ
深化“标准化用地”改革ꎮ 对新增的成片工业用地均按照产业用地标准化方式出让ꎮ 产业项目入区

时签订产业用地标准化协议ꎬ明确“标准地”指标体系ꎮ 并且ꎬ筹划制作产业用地标准化地图ꎬ实现土地区

域评估、指标体系等要素信息的线上查询、线上追踪ꎬ实现数字化赋能用地信息查询ꎮ

基金项目:武汉政协智库理论研究课题“武汉打造‘氢能城市’研究”(项目编号:ＷＨＺＸＺＫ２０２４Ｂ１３)ꎮ

作者简介:
吴传清ꎬ武汉大学中国发展战略与规划研究院副院长ꎬ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ꎬ研究方向

为区域经济研究ꎻ
赵豪ꎬ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ꎮ

(责任编校:顾晓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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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 ＧＥＰ 核算体系研究
———以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为例

樊厚瑞　 张丽文

　 　 摘　 要:以生态文明建设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ꎬ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的历史必然和

时代大势ꎮ 基于武汉市东湖风景区的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状况ꎬ借鉴国内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环

境质量价值的量化研究成果和现有的 ＧＥＰ 核算案例ꎬ本文以东湖风景区为研究对象ꎬ重点分析该区域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特点ꎬ确定其生态产品生产总值内涵及量化方法ꎬ选取了产品提供价值、调节服务价值和

文化服务价值 ３ 个方面的 １４ 项功能指标构建城市 ＧＥＰ 核算体系ꎬ对 ２０２０ 年该区域生态系统 ＧＥＰ 进行核

算ꎮ 建议武汉从城市整体、城市部门和城市功能等不同层次开展 ＧＥＰ 核算工作ꎬ建立本土化、标准化的核

算框架和价值核算方法ꎬ形成完整的城市 ＧＥＰ 核算体系ꎬ健全城市 ＧＥＰ 核算的数据支持体系ꎬ深化城市

生态资源配置改革ꎬ创新 ＧＥＰ 成果应用体系ꎬ推动武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ꎮ
关键词:生态系统生产总值ꎻ东湖风景区ꎻ生态产品价值实现ꎻ数字化转型ꎻ生态城市发展策略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ꎬ生态

环境的支撑作用越来越明显ꎮ”以生态文明建设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ꎬ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

展的历史必然和时代大势ꎮ 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ꎬ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ꎮ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ꎮ 以评估生态系统状态为基础ꎬ生态系统生产总值(ＧＥＰꎬ也
称“生态产品总值”)核算是一套与 ＧＤＰ 相对应的核算体系ꎬ其动态变化能够反映一个区域生态系统对经

济社会发展支撑作用的变化趋势ꎬ可以用来衡量一个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ꎬ考核一个地区的生态保护

成效ꎬ还可以作为定量评价生态文明建设的指标ꎮ①

现阶段ꎬ我国已处于生态价值研究由理论探讨向实践应用转化的快速发展时期ꎬ②但因核算区域生态

系统功能定位不同、数据监测和采集的基础不一致ꎬ故 ＧＥＰ 核算本地化是明确区域经济—生态关系的量

化举措ꎬ是践行生态资源价值化的重要依据ꎮ 武汉市作为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ꎬ有必要在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ꎬ加快推进城市 ＧＥＰ 核算改革试点ꎮ 本文以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以下简称为

“东湖风景区”)为例ꎬ探索建立武汉市 ＧＥＰ 核算体系ꎬ为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优美的、高质量

发展的美丽武汉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依据ꎮ

８０１

①

②

马国霞、赵学涛、吴琼、潘韬:«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概念界定和体系构建»ꎬ«资源科学»２０１５ 第 ９ 期ꎮ
於方、杨威杉、马国霞、周颖:«生态价值核算的国内外最新进展与展望»ꎬ«环境保护»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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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概况

东湖风景区的自然资源丰富ꎬ位于湖北省武汉市中心城区东部(见图 １)ꎬ是国家 ５Ａ 级旅游景区、全
国文明风景旅游区示范点、首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ꎮ 风景区内湖泊面积广阔ꎬ山脉横贯南北ꎬ区位条件

优越ꎬ位于建成区之中ꎬ和城市相映生辉ꎮ 同时ꎬ人文历史深厚ꎬ秀美山水镌刻了华夏五千年文明ꎮ 其总

体规划将东湖的性质确定为以大型自然湖泊为核心ꎬ湖光山色为特点ꎬ旅游观光、休闲度假、科普教育为

主要功能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ꎮ

图 １　 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示意图

该风景区以武汉市的第二大城中湖———东湖(３０°３３′５２ ７８″Ｎ ~ ３０°３６′０ ０４″Ｎꎬ１１４°２０′３２ ８９″Ｅ ~ １１４°
２７′２９ ５８″Ｅ)为主体ꎬ属于典型残丘性河湖冲积地形ꎬ集水面、港汊、岬湾、湖滩、山丘、谷地等地貌类型于一

体ꎮ 其是以湖光山色为特色ꎬ集旅游观光、休闲度假、科普教育为主要功能的旅游景区ꎬ是华中地区最大

的风景游览地ꎮ 东湖因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东部ꎬ故此得名ꎬ现为中国水域面积最为广阔的城中湖之

一ꎬ水域面积达 ３３ 平方公里ꎬ是杭州西湖面积的 ６ 倍ꎮ① ２０１４ 年前曾是中国最大的城中湖ꎬ２０１４ 年因武

汉中心城区扩大ꎬ东湖面积排名退居武汉市江夏区的汤逊湖之后ꎬ是中国第二大城中湖ꎮ

　 　 (一)自然地理特征

东湖风景区面积 ８８ 平方公里ꎬ由听涛、磨山、落雁、吹笛、白马和珞洪 ６ 个片区组成ꎮ 屈原曾经在泽畔

行吟ꎬ刘备在磨山郊天ꎬ李白于湖边放鹰ꎻ毛泽东主席 ４８ 次视察东湖ꎬ６４ 个国家的贵宾在此留下足迹ꎮ 历

史的一次次留痕ꎬ日积月累出东湖的“名湖气质”ꎮ 东湖湖岸曲折ꎬ港汊交错ꎬ素有“九十九湾”之说ꎮ 东湖

风景区有景观景点 １００ 多处ꎬ大小湖泊 １２ 个ꎬ岛渚星罗 １２０ 多个ꎬ１１２ 公里湖岸线曲折ꎬ环湖 ３４ 座山峰绵

延起伏ꎬ１００００ 余亩山林林木葱郁ꎮ

　 　 (二)经济社会发展

毛泽东一生钟爱东湖ꎬ称其为“白云黄鹤的地方”ꎮ 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等

９０１

① 周文昌、史玉虎、潘磊、付甜、郑兰英:«２０１７ 年武汉东湖湿地生态系统最终服务价值评估»ꎬ«湿地科学»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ꎮ



武汉社会科学总第 ３４ 辑

　　　　　

全国重点大学坐落在东湖湖畔ꎬ成为一道绝佳的风景线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开通运营世界级绿道———东

湖绿道ꎬ总长 １０１ ９８ 公里ꎬ为国内最长 ５Ａ 级城市核心区环湖绿道ꎮ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８ 日ꎬ武汉东湖风景区

“东湖之眼”摩天轮正式对外开放ꎮ ２０２０ 年ꎬ东湖风景区接待游客总人数 １３８６ ７９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２５ ４１ 亿元ꎮ

　 　 (三)气候环境特征

东湖风景区以大型自然湖泊为核心ꎬ东湖水域面积 ３３ ７５ｋｍ２ꎬ湖岸线总长为 １３３ ７ ｋｍ２ꎬ该区气候属

于亚热带季风气候ꎬ年均温度为 １６ ７℃ꎬ多年平均无霜期 ２４５ 天ꎬ湖区雨量充沛ꎬ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１１８０ｍｍꎬ降水集中在 ４—７ 月ꎬ约占年降水量的 ６０％ ①ꎮ 文献记载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年间ꎬ武汉东湖大气氮、磷年

沉降通量分别为 ２２ ８０、１ ３７ｋｇｈｍ－２ａ－１ꎻ总氮年沉降负荷为 ７６ ９４ｔａ －１ꎬ氨氮年沉降负荷为

３１ ８３ｔａ－１ꎬ总磷年沉降负荷为 ４ ６１ｔａ－１ꎬ分别占其东湖年入湖污染物的 ７ ２８％ 、７ ６１％和 ４ ４１％ ②ꎮ

　 　 (四)生态资产现状

生态资产是自然资源资产组成的重要部分ꎬ包括森林、湿地、草地等自然生态系统与野生动植物资

源ꎬ以及农田、人造林、城镇绿地等以自然生态过程为基础的人工生态系统ꎮ 东湖风景区生态资产的主要

类型包括:森林、湿地、草地、林地、农田、城市绿地及生活在该区域内的各类野生动植物ꎮ 按照 ２０１８ 年自

然资源及规划部门对东湖风景区进行的调研ꎬ东湖风景区土地资源年末存量 ８１６９ 公顷ꎬ其中水域及水利

设施用地 ３６８２ 公顷、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２３０３ 公顷ꎬ林地面积 ６８８ 公顷、耕地面积 ７６８ 公顷、园地面积 ２０
公顷、草地面积 ２ 公顷以及其他土地 ８４ 公顷ꎮ

图 ２　 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土地类型分布格局

０１１

①

②

张新:«武汉东湖风景区水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ꎬ«合作经济与科技»２０１０ 年第 １４ 期ꎮ
彭秋桐、李中强、邓绪伟、苏命:«城市湖泊氮磷沉降输入量及影响因子———以武汉东湖为例»ꎬ«环境科学学报»２０１９ 年

第 ８ 期ꎮ



武汉社会科学总第 ３４ 辑

　　　　　

为提高核算准确性和可行性ꎬ根据卫星影像数据源清华大学基于 １０ 米分辨率的 Ｓｅｎｔｉｎｅｌ－２ 数据的

２０１７ 全球 １０ 米分辨率地表覆盖数据(ＦＲＯＭ－ＧＬＣ１０)ꎬ提取东湖风景区各土地类型分布格局如图 ２ꎬ按照

数据元对应得出各种土地类型面积ꎮ 根据国际上对于湿地的定义ꎬ在计算各类生态系统面积时ꎬ将水体

与湿地合并面积记为湿地生态系统面积ꎻ将不透水地面和裸地面积记为城镇生态系统面积ꎮ 因此ꎬ东湖

风景区湿地、森林、草地、城镇生态系统面积依次分别为 ３６ ５７ｋｍ２、８ ６７ｋｍ２、１２ ８６ｋｍ２、６ ５４ｋｍ２ꎮ

　 　 二、ＧＥＰ 核算指标体系与核算方法

生态产品总值(ＧＥＰ) 是指一定行政区域内各类生态系统在核算期内提供的所有生态产品的货币价

值之和ꎮ 结合实地调研结果ꎬ本文重点研究了东湖风景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特点以及 ４ 类生态系统生产

总值内涵ꎬ选取了产品供给功能、调节服务功能和文化服务功能 ３ 个方面的 １４ 项功能指标进行 ２０２０ 年该

区域 ＧＥＰ 的核算ꎮ

　 　 (一)核算指标体系构建思路

核算指标体系构建需遵循客观性原则、循序渐进原则、简明性原则、可操作性原则以确保科学性ꎮ 东

湖风景区 ＧＥＰ 核算主要分为三步:第一步ꎬ对生态系统产品与服务的功能量进行核算ꎻ第二步ꎬ确定生态

系统产品与服务的价格ꎻ第三步ꎬ核算生态系统产品与服务的价值量ꎮ 核算边界为东湖风景区内的生态

系统植被覆盖面积和水域ꎬ同时根据生态系统类型的差异ꎬ具体分为湿地、森林、草地和城镇生态系统 ４

个类别进行核算(见图 ３)ꎮ

图 ３　 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生态系统价值核算思路图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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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指标体系框架与方法

根据研究区域生态系统组成类型、结构特征、利用情况和地域特点ꎬ确定其主要功能为产品供给功

能、调节服务功能、文化服务功能这三大类ꎬ并编制生态产品目录清单ꎮ 经调查研究ꎬ东湖风景区 ＧＥＰ 核

算指标共包括 ３ 个一级指标ꎬ１４ 个二级指标ꎬ２３ 个三级指标ꎬ其中各类指标的评价方法见表 １ꎮ
表 １　 城市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指标体系及评估方法

序号
功能类型

(一级指标)
核算指标

(二级指标)
核算科目

(三级指标) 评估方法

１

２

３

４

５

产品供给功能

淡水供应
生活用水量 市场价值法

生态用水量 市场价值法

渔业产品 水产品产量 市场价值法

森林供给产品 森林物质生产量 替代成本法

草地供给产品 草地物质生产量 替代成本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调节服务功能

水源涵养 水源调蓄量 影子工程法

洪水调蓄 洪水调蓄量 替代成本法

气候调节
植被蒸腾降温量 替代成本法

水面蒸发降温增湿量 替代成本法

水质净化

净化 ＣＯＤ 替代成本法

净化总氮 替代成本法

净化总磷 替代成本法

空气净化

粉尘吸收量 替代成本法

净化二氧化硫量 替代成本法

净化氮氧化物量 替代成本法

固碳释氧
固定二氧化碳量 替代成本法

释放氧气量 影子工程法

土壤保持

减少泥沙淤积量 机会成本法

土壤肥力保持量 机会成本法

减少面源污染量 机会成本法

生物多样性维持 维持生物多样性的面积量 支付意愿法

２２

２３
文化服务功能

景观游憩 游客人数 旅游费用法

科学研究 科研论文产出量 成果参照法

由于影响生态系统价值的因素众多且难以确定ꎬ故而 ＧＥＰ 核算暂未非常精准ꎮ 参考«生态产品总值

核算规范»ꎬ根据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相关研究成果ꎬ对东湖风景区 ＧＥＰ 的核算方法主

要包括:市场价值法、替代成本法、影子工程法、机会成本法、支付意愿法等(详见表 １)ꎮ 本文采用的统计

数据和核算参数来自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管委会、武汉市统计局、武汉市生态环境局、武汉市园林和林业

局、湖北省气象局等相关部门或有关资料、国家标准及各类文献ꎮ

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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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东湖风景区 ＧＥＰ 核算结果

　 　 (一)产品供给功能价值量

东湖风景区生态系统产品供给功能价值量主要由水资源、渔业产品、森林和草地生态系统物质生产

供给等 ４ 项服务价值的总和构成ꎮ ２０２０ 年东湖风景区产品供给价值总量为 ３ ４５×１０７ 元ꎬ具体情况如下:

在提供水资源方面ꎬ武汉市自 １９９９ 年已经停止使用东湖湖水作为生活用水ꎬ故仅以农业用水量作为

核算项目ꎮ 据«２０２０ 年武汉市水资源公报»显示ꎬ东湖风景区用水量中ꎬ生活用水 ０ ０８ 亿 ｍ３ꎬ生态环境用

水 ０ ０３ 亿 ｍ３ꎬ按照生活用水供水价格 １ ３７ 元 / ｍ３ 和非居民用水供水价格 ２ １２ 元 / ｍ３ 计算ꎮ 按照生态系

统产品提供价值公式ꎬ计算得出东湖风景区水资源供给价值为 １ ７３×１０７ 元ꎮ

在提供直接产品方面ꎬ据负责研究区域的统计和管理部门反映东湖风景区作为功能区ꎬ并不对其生

产功能及价值进行数据采集ꎮ 因此ꎬ仅核算了东湖湖泊可生产的渔业产品作为生态系统直接产品供给功

能价值量ꎮ 由于长江大保护战略的实施ꎬ长江及其通江湖泊自 ２０２０ 年起开启了为期 １０ 年的禁捕行动ꎬ
东湖也在禁捕名单之列ꎮ 禁渔前ꎬ武汉市东湖渔业主要以鲢鱼和鳙鱼为主ꎬ占鱼类总捕获量的 ８３％ ~
９７％ ꎮ① 根据 １９６０—２００３ 年间东湖的渔获量ꎬ模拟东湖环境承载力的鱼产量为 １１５０ ｔꎮ 本文采用的鱼产

量为 １１５０ｔꎬ单价按照文献记载的研究区域淡水产品单价 １４ 元 / ｋｇꎬ②核算出 ２０２０ 年东湖风景区渔业产品

价值为 １ ６１×１０７ 元ꎮ 在森林和草地生态系统产品生产方面ꎬ按照武汉市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物质生产价

值ꎬ森林、草地生态系统的 ＰＰＳ 分别取值为 ３７２５ ８７ 元 / ｈｍ２、８７６ ６７ 元 / ｈｍ２ꎬ按照其对应面积ꎬ计算得出

森林和草地生态系统产品供给功能服务价值为 ３ ２３×１０６ 元和 １ １３×１０６ 元ꎮ

　 　 (二)调节服务功能价值量

东湖风景区生态系统调节服务功能价值量由水源涵养、洪水调蓄、气候调节、水质净化、空气净化、固
碳释氧、土壤保持、生物多样性维持等 ８ 项服务价值的总和构成ꎮ 东湖风景区 ２０２０ 年调节服务价值总量

为 ２３０ ３８×１０８ 元ꎬ具体项目价值如下:

在水源涵养服务价值上ꎬ 根据东湖面积在正常高水位 １９ ７８ 米时为 ３１ ７５ｋｍ２ꎬ 湖泊容积

８ １５×１０７ｍ３ꎬ③经计算得到东湖风景区水源涵养服务价值为 １１ ６１×１０８ 元ꎮ

在洪水调蓄服务价值上ꎬ根据全国湖库(水库)调蓄洪水功能评价模型ꎬ防洪库容为总库容(湖库或水

库)乘以系数 ０ ３５ꎮ④ 研究区域湿地丰水期时的总库容为 １ ３５×１０８ｍ３ꎬ⑤则武汉东湖调蓄洪水量为 ４ ７２×

１０７ｍ３ꎬ经计算得到东湖风景区洪水调蓄服务价值为 ４ ０６×１０８ 元ꎮ

在气候调节服务价值上ꎬ由森林生态系统蒸腾降温价值和湿地生态系统水面蒸发价值组成ꎮ 其中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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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刘中华、王庆、黄伟建:«武汉市东湖鱼产量时间序列模型及回归分析»ꎬ«生态科学»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ꎮ
陈耀华、李斐然:«城市型风景区的风景区经济发展模式研究———以武汉东湖风景名胜区为例»ꎬ«生态经济»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ꎮ
武汉市武昌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昌区志»ꎬ武汉出版社ꎬ２００８ꎬ第 ９１—９３ 页ꎮ
饶恩明、肖燚、欧阳志云:«中国湖库洪水调蓄功能评价»ꎬ«自然资源学报»２０１４ 年第 ２９ 期ꎮ
张新:«武汉市东湖风景区水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ꎬ«合作经济与科技»２０１０ 第 ３９７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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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腾降温价值:按照东湖风景区森林生态系统面积 ８ ６７ｋｍ２ꎬ估算出森林蒸腾降温量相当于节约了 １ ２８×

１０８ ｋＷｈ 的电力ꎮ 由此ꎬ核算出研究区域森林生态系统蒸腾降温价值为 ７ ３０×１０７ 元ꎮ 水面蒸发价值:

东湖风景区按照湿地生态系统面积 ３６ ５７×１０６ｍ２ꎬ年蒸发量 １２６９ ６ｍｍꎬ计算得出水面年蒸发体积量为

４６ ４３×１０６ｍ３ꎬ进而核算出 ２０２０ 年研究区域湿地生态系统水面蒸发产生的降温增湿价值为 ２１２ ４４×１０８

元ꎮ 因此ꎬ东湖风景区气候调节服务价值为 ２１３ １７×１０８ 元ꎮ
在水质净化服务价值上ꎬ此核算只针对研究区内湿地生态系统水质净化服务功能价值进行ꎬ估算其

净化 ＣＯＤ、总氮、总磷的价值来反映水生态系统的水体净化功能ꎮ 东湖风景区按照湿地生态系统面积为

３６ ５７×１０６ｍ２ꎬ按照公式计算得出年净化 ＣＯＤ、总氮和总磷总量分别为 ４０３８ ４３ｔ、３１３ ０４ｔ、３１３ ０４ｔꎬ按照 ３

种污染物净化估算单价得出研究区域湿地生态系统净化 ＣＯＤ、总氮、总磷的价值分别为 ２ ８３ ×１０６ 元、
２ ７４×１０５元和 ８ ７７×１０５ 元ꎬ进而核算出东湖风景区水质净化价值为 ３ ９８×１０６ 元ꎮ

在空气净化服务价值上ꎬ环保部门 ２０２０ 年公开数据显示ꎬ东湖风景区所在的中心城区粉尘没有造成

明显污染ꎬ故以降尘量作为空气净化服务的功能量ꎮ 根据 ２０２０ 年武汉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ꎬ中心城区降

尘平均值为 ６ ７ｔ / ｋｍ２ 月ꎮ 东湖风景区按照湿地生态系统面积为 ３６ ５７ｋｍ２ꎬ计算出年降尘量估算为

２９４０ ２３ｔꎬ进而核算出湿地净化粉尘功能价值为 ４ ４２×１０５ 元ꎮ 对于森林生态系统而言ꎬ则以其对污染物

的自净量作为空气净化服务的功能量ꎮ 东湖风景区按照森林生态系统面积为 ８ ６７ｋｍ２ꎬ故对二氧化硫、二
氧化氮、粉尘年吸收量分别为 １９６ ２９ｔ、７ ０９ｔ、５ ２３ｔꎮ 参考 ３ 种污染物处理成本ꎬ可分别计算出森林对二氧

化硫、二氧化氮、粉尘净化价值分别为 ２ ３６×１０５ 元、４４６６ ７ 元、７８４ ５ 元ꎬ故核算出东湖风景区森林净化空

气功能价值为 ２ ４１×１０５ 元ꎮ 综合湿地和森林对空气净化功能价值ꎬ估算出东湖风景区净化空气价值为

６ ８２×１０５ 元ꎮ
在固碳释氧服务价值上ꎬ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１)固碳价值ꎮ 东湖风景区森林、草地、湿地面积分

别为 ８ ６７ｋｍ２、１２ ８６ｋｍ２、３６ ５７ｋｍ２ꎬ计算得出森林、草地、湿地生态系统年固碳量分别是 １ ３８ ×１０４ ｔ、

１ ０３×１０４ ｔ、５００ １２ｔꎬ进而推算出森林、草地、湿地生态系统固碳价值分别为 ４ ０９ ×１０６ 元、３ ０５ ×１０６ 元、
１ ４８×１０５ 元ꎮ 综上所得ꎬ东湖风景区各生态系统固碳价值为 ７ ２９×１０６ 元ꎮ (２)释氧价值ꎮ 根据东湖风景

区森林、草地、湿地面积计算得各生态系统类型的年释氧量分别是 １ ０１×１０４ ｔ、７４８９ ４８ｔ、３６５ １２ｔꎬ推算出

森林、草地、湿地生态系统释氧价值分别为 １ ０１×１０７ 元、７ ４９×１０６ 元、３ ６５×１０５ 元ꎮ 综上所得ꎬ东湖风景

区各生态系统释氧价值为 １ ８０×１０７ 元ꎮ 因此ꎬ核算区固碳和释氧价值总和ꎬ即东湖风景区固碳释氧服务

价值为 ２ ５３×１０７ 元ꎮ
在土壤保持服务价值上ꎬ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１)减少泥沙淤积价值ꎮ 武汉市水土侵蚀类型主要

为水力侵蚀ꎬ按照长江流域水土保持能力低区域平均保持量 １６０ｔ / ｋｍ２ 计算ꎬ①以森林和草地为该功能主

要核算项目ꎬ分别得出森林和草地减少泥沙淤积量约为 ３３２ ９３ｔ 和 ４９３ ８２ｔꎬ对应得到森林和草地减少泥

沙淤积价值量为 ４３４７ ７３ 元和 ６４４９ ０５ 元ꎮ 综合得出ꎬ东湖风景区减少泥沙淤积价值为 １ ０８ ×１０５ 元ꎮ
(２)土壤肥力保持价值ꎮ 以森林和草地为该功能主要核算项目ꎬ分别得出森林和草地土壤 Ｋ 肥肥力保持

量约为 １９ ４０ｔ 和 ２８ ７８ｔꎬ对应得到森林和草地土壤 Ｋ 肥肥力保持价值量为 ８ ５４×１０４ 元和 １ ２７×１０５ 元ꎮ
综合得出ꎬ东湖风景区土壤 Ｋ 肥肥力保持价值为 ２ １２×１０５ 元ꎮ (３)减少面源污染价值ꎮ 以森林和草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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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白翠霞等:«城中型风景区水土保持措施设计探讨———以武汉环东湖绿道工程为例»ꎬ«中国水土保持»２０２０ 年第 ８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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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功能主要核算项目ꎬ分别得出森林减少氮、磷面源污染总量分别是 ２３８９ ４５ｔ 和 １８１５ ５０ｔꎬ草地减少氮、
磷面源污染总量分别是 ３５４４ ２２ｔ 和 ２６９２ ８８ｔꎬ对应森林和草地减少面源污染总价值量为 ７ １７×１０６ 元和

１ ０６×１０７ 元ꎮ 故东湖风景区减少面源污染价值为 １ ７８×１０７ 元ꎮ 综上可得ꎬ东湖风景区土壤保持总价值

为 １ ８１×１０７ 元ꎮ
在生物多样性维持服务价值上ꎬ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１)在湿地生物多样性功能ꎮ 按照研究区域

森林生态系统面积 ８ ６７ｋｍ２ꎬ核算出东湖风景区森林生物多样性维持价值为 ２ ６３×１０６ 元ꎮ (２)森林生物

多样性维持功能ꎮ 据东湖风景区园林局介绍ꎬ东湖区域内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ꎬ共有国家Ⅱ级重点保护

动物 ２９ 种ꎬ湖北省重点保护动物 ５８ 种ꎮ 文献资料显示ꎬ东湖风景区及周边地区是武汉市古树最主要、密
度最大的分布区ꎬ据统计古树名木 １９ 科 ２１ 属 ２５ 种 １０１ 株ꎮ① 按照单位面积森林生物多样性维持价值公

式计算得出 Ｐｓｃ 约为 １ １９×１０５ 元 / ｈｍ２ꎬ对应研究区域森林生态系统面积 ８ ６７ｋｍ２ꎬ核算出东湖风景区森

林生物多样性维持价值为 １ ０３×１０８ 元ꎮ 综合统计可得ꎬ东湖风景区生物多样性维持服务功能价值为

１ ０６×１０８ 元ꎮ

　 　 (三)文化服务功能价值量

此次核算的文化服务功能价值量由景观游憩和科学研究这 ２ 项服务价值的总和构成ꎮ 东湖风景区

２０２０ 年产品供给服务价值总量为 ２５４ １０×１０８ 元ꎮ 具体情况如下:
在景观游憩服务价值上ꎬ据东湖风景区管委会提供数据显示ꎬ２０２０ 年研究区域接待游客总人数

１３８６ ７９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２５ ４１ 亿元ꎮ 故而 ２０２０ 年东湖风景区生态系统景观游憩价值核算为

２５４ １０×１０８ 元ꎮ

在科学研究服务价值上ꎬ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以“武汉东湖风景区”为主题词进行搜索ꎬ检索到 ２０２０ 年

共发表了 ２０ 篇论文ꎻ在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ｉｒｅｃｔ 数据库以“Ｄｏｎｇｈｕ Ｌａｋｅ”为主题词进行搜索ꎬ搜索到 ２０２０ 年

发表论文 １９ 篇ꎻ在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数据库上搜索到 ２０２０ 年发表论文 ５ 篇ꎮ ３ 个数据库 ２０２０ 年共发表关于武汉

东湖风景区的论文 ４４ 篇ꎮ 在计算论文投入时ꎬ发表每篇论文大约投入的科研经费为 ３ ５７６×１０５ 元ꎬ由于

中国科研项目的完成期限一般为 ３ａꎬ所以武汉市东湖风景区每篇论文投入的科研经费为 １ １９２×１０５ 元ꎬ

作为评估科研教育价值ꎬ则 ２０２０ 年东湖风景区生态系统科学研究价值为 ５ ２４×１０６ 元ꎮ

　 　 四、城市 ＧＥＰ 核算分析与讨论

　 　 (一)城市 ＧＥＰ 核算分析

综上可得ꎬ２０２０ 年东湖风景区生态系统生产总值为 ４８４ ８３×１０８ 元ꎮ 其中ꎬ生态系统提供的文化服务

功能价值最高ꎬ为 ２５４ １０×１０８ 元ꎬ占东湖风景区 ＧＥＰ 总值的 ５２ ４１％ ꎻ其次是生态系统文化调节服务功能

价值ꎬ为 ２３０ ３８×１０８ 元ꎬ占东湖风景区 ＧＥＰ 总值的 ４７ ５２％ ꎻ生态系统产品供给服务功能价值仅为

３ ４５×１０７元ꎬ占比仅为东湖风景区 ＧＥＰ 总值的 ０ ０７％ ꎮ 由此可见ꎬ文化服务功能和调节服务功能是东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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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殷照东等:«武汉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植物资源现状及其类型»ꎬ«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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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区生态系统服务的核心功能ꎮ 同时ꎬ在研究区域生态系统调节服务功能中ꎬ气候调节功能比重最高ꎬ

占到了调节服务功能总价值的 ９２ ５３％ ꎬ其次是水源涵养和洪水调蓄功能ꎬ分布占 ５ ０３％和 １ ７６％ ꎬ其余

各服务功能价值占比均不足 １％ (见表 ２)ꎮ
表 ２　 ２０２０ 年东湖风景区生态系统调节服务功能价值构成

功能类型 核算指标 价值量 /元 价值占比

调
节
服
务
功
能

水源涵养 １１ ６１×１０８ ５ ０３％

洪水调蓄 ４ ０６×１０８ １ ７６％

气候调节 ２１３ １７×１０８ ９２ ５３％

水质净化 ３ ９８×１０６ ０ ０２％

空气净化 ６ ８２×１０５ <０ ００１％

固碳释氧 ２ ５３×１０７ ０ １１％

土壤保持 １ ８１×１０７ ０ ０８％

生物多样性维持 １ ０６×１０８ ０ ４６％

１ 直接使用价值和间接使用价值分析

直接使用价值指的是生态系统产品所产生的ꎬ可用产品的市场价格来估计的价值ꎻ间接使用价值指

的是无法直接用产品的形式来估计的价值ꎮ① 本次核算中ꎬ直接使用价值包括淡水供应、渔业产品、森林

供给产品、草地供给产品、景观游憩等 ５ 个二级核算指标构成ꎬ间接使用价值由水源涵养、洪水调蓄、气候

调节、水质净化、空气净化、固碳释氧、土壤保持、生物多样性维持、科学研究等 ９ 个二级核算指标构成ꎮ

图 ４　 东湖风景区生态系统直接使用价值和间接使用价值的比例

通过统计各直接使用功能指标的价值量ꎬ经货币化转化得出东湖风景区 ２０２０ 年直接使用价值共计

２５４ ４５×１０８ 元ꎬ占 ＧＥＰ 总值的 ５２ ４８％ (见图 ４)ꎻ其中ꎬ淡水供应总价值为 ３ ４５×１０７ 元ꎬ各类物质生产总

价值为 ２ ０５×１０７ 元ꎬ景观游憩价值为 ２５４ １０×１０８ 元ꎮ 这个结果显示出直接使用价值中景观游憩价值显

著高于产品供给价值ꎬ说明作为国家级风景区的东湖风景区为外来游客及武汉市民提供了集休闲、观光、

度假等功能于一体的场所ꎬ具有极其重要的生态价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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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ꎬ东湖风景区 ２０２０ 年间接使用价值为 ２３０ ４３×１０８ 元ꎬ占 ＧＥＰ 总值的 ４７ ５２％ (见图 ４)ꎮ 按

照核算结果ꎬ可知各功能价值大小如下:气候调节价值>水源涵养价值>洪水调蓄价值>生物多样性维持价

值>固碳释氧价值>土壤保持价值>科学研究价值>水质净化价值>空气净化价值ꎮ 间接使用价值中气候

调节功能最显著ꎬ但空气净化能力不明显ꎮ 由此可知ꎬ有必要在风景区管理和功能优化中ꎬ保持其蒸腾吸

热、涵养水源、调蓄洪水、维持生物多样性等功能ꎬ协同处理好区域内植被固碳释氧功能、土壤保持等功能

与旅游开发之间的关系ꎬ并提高固碳释氧功能ꎬ增强水质净化、空气净化能力ꎮ
２ 不同的生态系统类型提供的 ＧＥＰ 价值构成分析

表 ３　 不同生态系统类型的服务功能价值构成 单位:元
功能类型 森林生态系统 草地生态系统 湿地生态系统

产品供给功能 ３ ２３×１０６ １ １３×１０６ ３ ３５×１０７

调节服务功能 ２ ０３×１０８ ２ １３×１０７ ２２８ １４×１０８

由于不同的生态系统类型对应的服务功能强弱不同ꎬ同时研究区域内森林、草地、湿地的面积也存在

较大差异ꎬ故在产品供给和调节服务功能上表现出不同的价值量(见表 ３)ꎮ 在产品供给功能方面ꎬ核算结

果显示湿地生态系统所能提供的淡水供应价值占产品供给总价值的 ５０ ３２％ ꎬ渔业产品价值占产品供给

总价值的 ４６ ６７％ ꎬ均远大于森林和草地物质生产价值ꎮ 在调节服务功能方面ꎬ湿地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

最为显著ꎬ尤其在气候调节、水源涵养和洪水调蓄等 ３ 个方面ꎻ 森林生态系统的调节服务功能主要表现在

生物多样性维持、气候调节和固碳释氧等 ３ 个方面ꎻ草地生态系统的主要调节服务功能主要表现在土壤

保持和固碳释氧等 ２ 个方面ꎮ 本次核算结果表明在东湖风景区中湿地生态系统相较于森林和草地生态

系统ꎬ展示出明显的 ＧＥＰ 核算价值优势ꎮ 这应该与该研究区内湿地的面积占比优势显著正相关ꎮ 不同生

态系统类型对应的生产总值差异说明ꎬ需要有针对性地对生态系统进行保护和管理ꎬ加强对湿地生态系

统和森林生态系统的保护与监管ꎬ应长期对其生态效益进行监测与评估ꎮ

　 　 (二)讨论与建议

１ 核算值与真实值之间存在偏差的原因

在生态系统产品供给价值核算方面ꎬ由于作为核算对象的东湖风景区是国家 ５Ａ 级旅游景区、全国文明

风景旅游区示范点、首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ꎬ在武汉城市功能区定位中以生态保护为主要功能ꎬ其直接生

产数据没有纳入政府统计口径ꎬ据武汉市统计局和东湖风景区管委会反映ꎬ均无法提供核算区内相应的产品

生产统计记录ꎬ甚至可调研的生产企业清单也存在缺失ꎬ故而本文在产品提供价值中仅核算了东湖风景区淡

水供应和渔业产品这两项指标ꎮ 农业产品、林业产品、畜牧业产品等都未以相应价值纳入此次核算指标体

系ꎬ森林和草地生态系统产品供给价值采用成本替代法ꎬ利用文献记载的武汉市各类生态系统单位面积食物

和原料生产价值ꎬ对应出森林和草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物质生产总量进入核算项目ꎮ 此外ꎬ东湖风景区内生

态能源ꎬ包括水能和生物质燃料(一般以农林废弃物等作为原材料ꎬ经粉碎、混合、挤压、烘干等工艺制成可直

接燃烧的新型清洁燃料)等价值也未计入ꎮ 因此ꎬ缺少直接计入的统计数据和用以推算的相关材料是造成本

次核算结果中产品提供价值可能与真实值之间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ꎮ
在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核算方面ꎬ东湖风景区生态系统监测及核算体系有待完善ꎬ部分基础数据

难以获取ꎬ使得本文有无法核算的指标ꎬ例如防风固沙、病虫害控制等服务价值没有计入 ２０２０ 年东湖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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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生态系统生产总值ꎮ 同时ꎬ存在相关的基础数据无法直接获取的问题ꎬ需要经过各种核算方法转化

后估算得到ꎮ 在生态系统文化服务方面ꎬ景观增值价值没有数据支撑ꎬ故而没有纳入核算体系ꎬ例如ꎬ未
计入的生态景观的美化和对人类的吸引、对房价的贡献价值等ꎮ 上述情况均是造成本次 ＧＥＰ 核算结果中

与真实值之间存在差异的相关因素ꎮ
２ 武汉城市 ＧＥＰ 核算优化建议

本次以东湖风景区为试点的城市 ＧＥＰ 核算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些客观问题亟待解决ꎮ 首先ꎬ
支持区域 ＧＥＰ 核算的基础数据不足ꎬ相关部门常规业务监测统计数据和资源清查数据有待完善ꎬ且缺乏

常态化ꎮ 现有的监测数据采集频度普遍较低、时间序列较为分散ꎬ未能为核算结果的客观精确性提供坚

实的数据支撑ꎮ 其次ꎬ卫星遥感技术尚未系统积累中小尺度的生态系统监测数据ꎬ区域性遥感数据虽可

通过全球数据产品获得ꎬ但精确度和正确率有待提升ꎮ 例如ꎬ原本此次核算计划采用 ２０２０ 年全球 ３０ ｍ 地

表覆盖精细产品(ＧＬＣ＿ＦＣＳ３０－２０２０)来测算最新的东湖风景区土地类型分布格局数据ꎬ但数据提取后发

现对于农田数据元分类存在错误ꎬ故无法更新至 ２０２０ 年ꎮ 再次ꎬ武汉市城市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体系

尚未标准化ꎬ不同指标体系及方法会使同一地区 ＧＥＰ 核算结果产生差异ꎮ
目前ꎬ为提高核算工作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ꎬ推动核算结果在政府决策、绩效考核、生态补偿

等方面广泛应用ꎬ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国家统计局已于 ２０２３ 年委托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了«生态产

品总值核算规范»ꎮ 但 ＧＥＰ 核算工作仍处于国家和地方试点状态ꎬ需要政府管理部门和学者不断探索ꎬ
研究出一套较为完善的核算体系与本地化的统一标准ꎮ 根据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最新进展ꎬ其评估技术当

前主要依靠参数法、综合模型法、定量指标法等三大类ꎮ 国际上通用的生态系统价值评估方法可分为:市
场价值法、替代市场法和假想市场法ꎬ①这些评估理论方法是开展 ＧＥＰ 核算的技术支持ꎮ 在数据获取方

面ꎬ将 ＧＩＳ、ＲＳ、ＧＰＳ 等地理信息技术应用于 ＧＥＰ 核算ꎬ可使基础数据的获取更为便捷、准确ꎬ并降低了数

据监测的成本ꎮ

　 　 五、加快启动武汉 ＧＥＰ 核算工作的建议

综上所述ꎬ武汉应积极响应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要求ꎬ创建城市 ＧＥＰ 核算和应用体系ꎬ完善生态资源评

价体系和基础设施数字化建设ꎬ探索 ＧＥＰ 核算成果应用创新ꎬ在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机制创新、制度供给、
模式探索上大胆探索、先行先试ꎮ

　 　 (一)创建武汉城市 ＧＥＰ 核算标准化体系

强化武汉城市ＧＥＰ 核算顶层设计ꎬ创建全面、多层次的城市ＧＥＰ 核算体系ꎮ 以国家规范为指导ꎬ创建武

汉城市 ＧＥＰ 核算地方标准ꎬ建立健全符合武汉城市和区域特征的 ＧＥＰ 核算评估指标体系ꎮ 对城市分区域、
分类型编制城市 ＧＥＰ 核算技术规范ꎬ实现不同区域间 ＧＥＰ 核算结果的可比性、费用效益决策可参考性ꎬ为生

态产品跨区域交易提供一套标准化的技术依据ꎮ 充分考虑武汉城市特点和生态本底的情况ꎬ在指标设置、参
数选取和价格体系等方面进行本地化研究ꎮ 夯实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制度基础ꎬ加强城市 ＧＥＰ 核算工作机制

建设ꎮ 首先ꎬ成立由政府主导ꎬ跨部门、跨领域、跨学科的城市 ＧＥＰ 核算工作领导小组ꎬ统一协调和指导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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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Ｐ 核算工作ꎮ 同时ꎬ建立城市 ＧＥＰ 核算专家咨询委员会ꎬ并由发展改革、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统计等相关

部门会同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科研院所等成立多方协同合作的城市 ＧＥＰ 研究中心ꎬ统一核算框架和指标

体系ꎬ以标准化的核算方法ꎬ组织对各区域、各生态系统的 ＧＥＰ 进行科学评估ꎮ

　 　 (二)健全城市 ＧＥＰ 核算的数据支持体系

完善城市生态系统监测和生态数据库基础设施建设ꎬ结合智慧城市的数字化转型ꎬ为城市 ＧＥＰ 核算提

供更加全面、精细的数据支持ꎮ 以数据获取、数据互通、数据分析、数据可视化等为重点工程ꎬ加快城市 ＧＥＰ
核算的数据支持体系建设ꎮ 利用智慧城市建设支持体系ꎬ提高生态产品基础数据获取的便捷性和精确度ꎬ收
集城市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数据ꎬ实现权威数据互通ꎮ 把握城市数字化转型发展机遇ꎬ借助大数据分析和人

工智能等高维技术ꎬ对城市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数据进行更加细致的分析ꎬ将城市 ＧＥＰ 核算的数据以更加

直观、生动的形式强化生态认知感受ꎬ引导发展理念转变和社会效应提升ꎮ 同时ꎬ在数据安全方面ꎬ利用智慧

城市建设中的信息安全技术可以保障城市生态数据安全性ꎬ确保城市 ＧＥＰ 核算数据的可控性和安全性ꎮ 通

过智慧城市建设与城市 ＧＥＰ 核算的结合ꎬ推动武汉生态系统数字化建设成为全国样板ꎮ

　 　 (三)深化城市生态资源配置改革

推动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生态环境监督与管理部门建立基于 ＧＥＰ 和生态资产核算的生态保护与生态

恢复成效评估机制ꎬ 定期发布全市、县、区 ＧＥＰ 和生态资产核算报告ꎬ 促进武汉市生态保护与恢复工作更

多围绕“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宏伟目标发展ꎮ 同时ꎬ根据

各区域发展的主体功能ꎬ对各区域的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进行分区监测、评估和预警ꎮ 尤其要加强对重

点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保育ꎬ严密监测生态功能变化的区域差异性ꎮ

　 　 (四)创新 ＧＥＰ 核算成果应用体系

突破现有政策与机制存在的难点、堵点问题ꎬ综合运用行政、市场、社会等手段ꎬ形成 ＧＥＰ 核算成果应

用的运行机制链条ꎮ 在探索决策应用方面ꎬ建立 ＧＥＰ 核算的奖惩制度、优化 ＧＥＰ 核算的数据支持体系、
支持 ＧＥＰ 核算成果在决策中的应用等相应措施ꎬ推进 ＧＥＰ 核算工作的开展ꎮ 一是完善以 ＧＥＰ 核算结果

为依据的市级生态保护补偿转移支付制度ꎬ将 ＧＥＰ 核算结果作为补偿资金分配和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ꎬ
引导各级政府强化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责任ꎻ二是完善生态环境保护者受益、使用者付费、破坏者赔偿的

利益导向机制ꎬ构建基于 ＧＥＰ 核算的生态补偿标准ꎬ建立差异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ꎻ三是将 ＧＥＰ 核算

结果纳入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体系ꎬ评估区域生态文明建设ꎬ分析生态功能的变化和发展趋势ꎬ指导生态总

体规划ꎬ构建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等生态文明制度体系ꎮ

　 　 (五)推动武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以 ＧＥＰ 核算促进生态产品从“有价”到“有市”ꎬ探索具有武汉特色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ꎮ 通过

加强生态产品调查ꎬ细化生态产品分类和研究ꎮ 完善生态产品交易运行系统ꎬ加快培育生态产品区域公

９１１



武汉社会科学总第 ３４ 辑

　　　　　

用品牌ꎬ推动生态资源权益交易、拓宽生态产品融资渠道ꎬ让 ＧＥＰ 核算出来的生态资源价值ꎬ加速转化为

经济来源ꎬ促进 ＧＥＰ 向 ＧＤＰ 转化的通道加速打开ꎮ 通过产业化实现路径、市场化实现通道、数字化实现

手段以及国际化实现平台等“四化融合”推动生态资源资产化、资产资本化ꎬ进一步打通和拓宽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机制转化通道ꎮ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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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生态学博士ꎬ研究方向为城市生态学ꎻ
张丽文ꎬ武汉区域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ꎬ主要研究方向生态气象与遥感技术应用ꎮ

(责任编校: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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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低碳基础建设调查研究
　 　

徐灿

　 　 摘　 要:城市基础建设直接构成城市运行和发展的支撑体系ꎬ是低碳城市建设的重要领域ꎬ更是赋能

千行百业实现“双碳”目标的原动力ꎮ 武汉市近年来不断加大基础设施投资ꎬ低碳基础建设发展水平较

高ꎬ在能源供应、交通运输、低碳建筑、环保环卫设施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ꎬ低碳体制机制方面也在不断完

善ꎬ但仍存在能源结构转型压力大、区域协调性不足、数据支持和核心技术路径欠缺、资金投入渠道不多

等问题ꎮ 针对武汉市存在的具体问题ꎬ建议从加强政府引领完善城市低碳建设政策法规、建立统筹兼顾

的协同治理体系、发挥科教优势构建绿色低碳核心技术体系、提升全民低碳意识等方面完善城市低碳基

础建设ꎬ助力武汉建成低碳发展全国典范城市ꎮ
关键词:“双碳”目标ꎻ低碳城市ꎻ基础建设

在全球能源短缺和气候变暖日趋严重的背景下ꎬ低碳经济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突破资源环境瓶颈制约、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共同追求ꎮ 城市是人为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角”ꎬ７５％的人为温室气体是从城市产生ꎬ要达到

“双碳”目标ꎬ推动绿色低碳发展ꎬ城市是关键ꎮ ２０１３ 年武汉市获批国家第二批“低碳试点城市”ꎬ多管齐下建

设“低碳城市”ꎬ推动中部地区绿色崛起ꎬ武汉一直在系统谋篇布局ꎮ 通过节能减排、发展新能源产业、发展绿

色交通、推行绿色建筑等多元化策略ꎬ建立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体系ꎬ推进以集中展示低碳绿色发展为

特色的城区、园区、社区和企业ꎬ形成具有示范效应的低碳生产生活武汉模式ꎮ 城市基础设施作为公共服务

体系ꎬ城市建设及运行管理的基础组成部分ꎬ位于低碳城市建设工作的最前沿ꎬ也最容易贯彻低碳生态理念ꎬ
从而形成示范效应ꎮ 本文拟对武汉市低碳基础建设现状和未来规划展开调查ꎬ分析武汉低碳基础建设存在

的问题ꎬ并针对性提出对策建议ꎬ助力武汉建成低碳发展全国典范城市ꎮ

　 　 一、低碳基础建设的概念阐述

　 　 (一)概念

根据«城市规划基本术语标准(ＧＢ / Ｔ５０２８０－９８)»ꎬ城市基础设施定义为城市生存和发展必须具备的

工程性基础设施和社会性基础设施的总称ꎮ 从系统论的观点ꎬ可以把城市基础设施分为 ６ 个子系统:能
源供应系统、供水排水系统、交通运输系统、邮电通讯系统、环保环卫系统、防卫防灾系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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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基础建设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ꎬ一是城市基础设施的低碳化发展ꎬ在设施系统的规划、设计、建
设、运营、拆除、回收利用等各个阶段实现碳排放性能优化ꎬ这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在工程领域的应用ꎬ实践

中需要落脚在中微观的具体项目上ꎻ另一层面就是服务于清洁能源、低碳生产、低碳生活等方面的基础性

建设ꎬ包括绿色低碳技术的实际应用、保障低碳发展的管理、制度体系建设ꎬ低碳产业、低碳交通的配套基

础设施等等ꎬ统称为低碳基础建设ꎮ 鉴于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过程的能耗统计工作还在探索阶段ꎬ仅能

从工艺和材料方面进行说明ꎬ因此本文主要针对低碳基础建设第二层面的定义ꎬ包括城市基础的各个子

系统中低碳技术的实际应用ꎬ以及相关管理、制度体系ꎮ

　 　 (二)分类

充分考虑低碳基础的准公共物品属性、可持续发展要求和低碳经济要求ꎬ对应城市基础设施的概念

及分类ꎬ将低碳基础划分为五个类别ꎮ
一是能源供应方面ꎮ 能源领域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主战场ꎮ 能源基础设施涉及能源生产、交通、照明、

加热、制冷、烹煮等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的各方面ꎬ而低碳能源基础设施主要是非化石能源领域的基础设施ꎮ
二是交通运输方面ꎮ 交通运输业是仅次于电力行业的全球第二大碳排放行业ꎮ 优化城市路网结构

和交通运行结构ꎬ应用节能环保技术对交通工具进行低碳改进ꎬ倡导公共交通和慢行交通ꎬ是城市低碳交

通的重点发展方向ꎬ与此对应的低碳交通基础设施包括便捷的公共交通网络、通达的道路系统、充足便利

的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等ꎮ
三是建筑方面ꎮ 低碳建筑是指在从建筑材料、设备、施工建造到建筑物使用的整个生命周期内ꎬ减少

化石能源的使用ꎬ提高能效ꎬ降低碳排放量ꎮ
四是环保环卫方面ꎮ 城市绿地属于绿色基础设施ꎬ是城市范围内唯一的碳汇来源ꎻ污水处理、垃圾处理

基础设施作为城市环境保护重要载体之一ꎬ在提升基本环境公共服务、改善环境质量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ꎮ
五是有利于低碳发展的体制机制ꎮ 一套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ꎬ可以营造一个有利的大环境ꎬ让低碳

发展成为一个可以自我持续、自我实现的过程ꎮ 这个制度包括经济的、法律的、政治的ꎬ包括各种市场的ꎬ
决定了成本收益ꎮ

　 　 二、推进低碳基础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城市基础设施的低碳发展潜力巨大

进入高速发展新阶段ꎬ基础设施建设加速ꎮ 根据«城市建设统计年鉴»ꎬ近 １０ 年我国城市供水日综合生

产能力增长了 １６ ８％ꎻ天然气储气能力增幅高达 ２ ６１ 倍ꎻ城市道路长度增长了 ６２ ８％ꎻ城市污水日处理能力

增长了 ５８ ８％ꎮ «２０２３ 中国建筑与城市基础设施碳排放研究报告»显示ꎬ２０２１ 年全国城镇污水处理、生活垃

圾处理、建筑集中供热等市政基础设施全过程碳排放总量占全国碳排放的比重约为 ５ ７３％ꎮ 基础设施建设

及运维行业项目规模大、能耗高ꎬ产业链分布广ꎬ是碳排放的主要贡献行业ꎬ节能降碳潜力巨大ꎮ

　 　 (二)推进低碳基础设施建设是服务“双碳”目标的必然要求

基础设施是绿色低碳发展的主要载体ꎮ 长期以来ꎬ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促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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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战略布局、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上起引领和支撑作用的支柱行业ꎬ无论从规模

效益还是社会影响ꎬ从带动产业链上下游行业发展还是促进行业科学技术升级上ꎬ都具有转化“双碳”目
标发展成本、增强降碳减排效应、实现长期经济效益的功能ꎮ 推进低碳基础设施建设ꎬ是未来推动地方建

设和绿色发展的战略关键点ꎬ是服务“双碳”目标的必然选择ꎮ

　 　 (三)加强低碳基础设施建设要抢抓新能源“起飞期”的新机遇

从基础设施的演变历史可以看到各类基础设施的发展均呈现出相似的三段模式:缓慢的“创新期”ꎬ
新技术体系快速建成并在某一区域内全面采用的“起飞期”和稳定的“完成期”ꎮ① 当前ꎬ全球可再生能源

发电的“起飞期”已经开始并快速推进ꎬ其中太阳能发电和风力发电是进步最快的ꎮ ２０２２ 年可再生能源在

全球发电中的份额增长了 ８ １％ ꎬ可大幅减少碳排放ꎬ助力更快实现碳中和ꎮ 发展中国家可借助可再生能

源发展跳过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阶段ꎬ直接建成新一代低碳基础设施ꎮ

　 　 三、武汉市低碳基础建设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中国净零碳城市发展报告(２０２２)»显示ꎬ综合考虑城市战略定位、发展水平、碳排放信息披露等多因

素ꎬ武汉在 ３０ 个城市净零碳发展水平总排行中位列第七ꎮ ２０１０—２０２１ 年ꎬ武汉市不断加大基础设施投

资ꎬ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约 １０５％ ꎬ碳减排效果明显ꎬ特别是 ２０１２ 年获批“低碳试点城

市”以后ꎬ碳排放水平降低超 ２１％ ꎮ 经过多年的发展与巩固ꎬ低碳基础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ꎮ

　 　 (一)武汉市低碳基础建设基本情况

１ 能源供应方面

武汉市在产业结构上属偏重型ꎬ能源资源消耗量大ꎬ同时又面临着“缺煤、少油、乏气”的天然制约ꎬ各
类能源对外依存度极高ꎬ其中煤炭、成品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均为 １００％ ꎮ ２０１０—２０２１ 年ꎬ全市规上工

业化石能源消费总量持续增长ꎬ年均增长 ２ ４５％ ꎻ从规上工业能源消费结构看ꎬ煤炭的消费比重从

４３ ４２％下降到 ２８ ８８％ ꎬ原油从 １７ ５２％增长到 ２２ ５１％ ꎬ电力从 ６ ４％增长到 ９ ５％ ꎬ燃气从 ４ ８５％增长

到 ５ ７８％ ꎬ结构有一定程度的改善ꎮ 能源使用效率也有一定提高ꎬ２０２１ 年ꎬ全市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为

０ ５４６ 吨标准煤 /万元ꎬ较 ２０１０ 年下降 ４８ ４９％ ꎮ
优先发展非化石能源ꎮ “十三五”期间ꎬ武汉市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从 １１ ５％提升至 １５ ７％ ꎬ煤炭实

物消费量年均下降 ６ ７％ ꎮ 武汉市还加大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利用ꎮ 推进生物

质和垃圾规模化利用ꎬ全市沼气工程总容积达到 １０ 万立方米以上ꎮ 同时还将推进氢能示范应用ꎬ加快氢

气储运中心、氢气管道等基础设施建设ꎮ 力争到 ２０２５ 年ꎬ非化石能源占比达到 ２０％以上ꎮ
天然气储备供应能力提升ꎮ 截至 ２０２１ 年ꎬ武汉市天然气储气能力、供气管道长度、供气总量相比

２０１０ 年分别提升 ４４ ２ 倍、２ ０ 倍和 ２ ５ 倍ꎮ 依据«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城镇燃气安全

管理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ꎬ武汉市继续加大力度ꎬ完善城镇燃气基础设施ꎬ建设与西气东输三线、

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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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气东送二线等国家干线联通的输气管道ꎬ完善天然气高压骨干管网布局ꎬ提升气源下载分输能力ꎻ加快

建设配套中低压管网ꎬ补齐供气薄弱区域末端管网设施短板ꎬ增强城市终端配气能力ꎮ 预计到 ２０２５ 年ꎬ
天然气储备能力提高至 ２ １ 亿立方米ꎮ

加快电力设备改造ꎮ “十三五”期间ꎬ武汉电网变电容量年均增长率只有 ４ ７７％ ꎬ远低于武汉 ＧＤＰ 年

均超过 ８％的增长率ꎬ电网项目落地速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ꎮ ２０１９ 年ꎬ武汉市启动了建设世界一流城

市电网工作ꎬ“三年攻坚“行动后 ꎬ全市变电站数量达到 ２５５ 座ꎬ容量为 ５９０１ ０２ 万千伏安ꎬ架空输电线路

长度 ６５２９ 千米ꎬ输电电缆线路长度 １１９７ 千米ꎮ 现有 ５００ 千伏变电站 １０ 座ꎬ１０００ 千伏变电站也于 ２０２２ 年

底进入调试阶段ꎬ这座变电站将为武汉市、湖北省乃至华中地区的经济发展ꎬ增添强劲动力平台ꎮ 随着更

多新能源及储能资源接入电网ꎬ虚拟电厂参与电力市场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ꎬ当前黄石磁湖电厂已

启动市场化交易运营ꎬ未来将接入省级虚拟电厂平台ꎬ参与武汉都市圈城市电力资源调控ꎬ预计每年可减

少区域碳排放 ４ 万吨ꎮ
此外ꎬ武汉市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可再生能源应用项目ꎬ例如江水源可再生能源项目ꎬ利用长江水作

为介质进行热交换ꎬ不消耗水资源ꎬ是一种绿色、低碳、节能的供能方式ꎬ综合节能率超过 ３０％ ꎬ在城市节

能减排中会发挥重要作用ꎮ
２ 交通运输方面

系统优化公共交通网络ꎮ 基于已公布的统计数据ꎬ截至 ２０２１ 年底ꎬ武汉市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

１０ ４ 标台ꎬ城区 ５００ 米半径公交站点覆盖率达到 １００％ꎻ现有城市轨道交通(建成)线路长度达 ４８２ １２ 公里ꎮ
«２０２２ 年度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显示ꎬ武汉市 ４５ 分钟以内通勤比重为 ７２％ꎬ在超大特大城市中排名

第 １０ꎬ超过 ６０ 分钟的极端通勤比重为 １４％ꎬ排名第 １１ꎬ单程平均通勤时耗为 ３８ 分钟ꎬ通勤减碳行动压力增

加ꎮ 但轨道 ８００ 米覆盖通勤比重为 ３２％ꎬ在超大特大城市中排名第 ２ꎬ４５ 分钟公交服务能力占比 ４４％ꎬ在超

大特大城市中排名第 ７ꎬ轨道、城市公交通勤服务保障较好ꎮ 政策支持方面ꎬ«武汉市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实施

方案»明确要推动全域公交一体化和公交优先发展以及车路协同创新应用ꎬ在 ３—５ 年内基本实现中心城区

公共交通机动化出行分担率达到 ６０％ꎬ市域“１ 小时”、中心城区“４５ 分钟”公交通勤可达率 ５５％以上ꎮ
新能源汽车及其配套基础设施保持快速发展ꎮ ２０１９ 年ꎬ«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若干政策的通知»印发ꎬ完善了加大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优化新能源汽车使用环境等支持政策ꎮ 截至

２０２２ 年底ꎬ全市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累计 ２２ ２ 万辆ꎬ已累计建设 １７ 万余个新能源汽车充电桩ꎬ公共充电站

超过 １１００ 处ꎮ «２０２２ 中国城市新能源汽车发展指数»统计数据显示ꎬ武汉市在新能源汽车消费指数榜上

排名第 ５ꎬ其中消费保障最完备ꎬ车桩比达到 ０ ８３ ∶ １ꎮ 此外ꎬ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ꎬ武汉市有各类氢能源汽车

共计 １８６ 台ꎬ汽车加氢站 １２ 座ꎬ其中 ８ 座已建成ꎬ４ 座在建ꎬ也在逐步推进汽车加氢站经营许可证的办理

工作ꎬ促进整个武汉市的氢能源产业的正规有序的发展ꎮ
慢行交通发展迅速ꎮ 近年来ꎬ武汉市鼓励市民乘坐公共交通绿色低碳出行ꎬ把打造“地铁＋公交＋慢

行”的复合出行体系ꎬ作为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重要途径ꎮ 每年新建 １００ 公里绿道ꎬ鼓励两轮出行ꎬ实施

了科学调控、合理投放ꎬ施划停放点位 １ ２ 万个ꎬ有效解决市民“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问题ꎬ同时共享单车

也在弥补城市深夜公共交通空白上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通行路网效应显现ꎮ 通过优化路网可以缓解城市交通拥堵ꎬ提高车辆的运行效率ꎬ减少城市交通碳

排放ꎮ ２０２２ 年ꎬ武汉市已经建成快速路 ２８３ 公里ꎬ主城区“三环十四射”的快速路网基本成型ꎬ全市主干路

网、微循环路网、慢行交通网络发展迅速ꎬ全市两江过江通道也形成了“长江 １１ 桥 ２ 隧、汉江 １０ 桥”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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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ꎬ通行路网效应显现ꎮ
３ 建筑方面

２０１０ 年ꎬ武汉市在全国率先发布«武汉市绿色建筑管理试行办法»ꎬ绿色建筑工作得到快速发展ꎬ建设

体量逐年递增ꎮ 截至 ２０２１ 年底ꎬ武汉市共计推广绿色建筑 １７８５４ １５ 万平方米ꎮ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ꎬ«武汉市绿

色建筑管理办法»正式施行ꎬ重点对绿色建筑的推广范围、绿色建筑全过程的管理、绿色建筑的支持鼓励

措施及法律责任等内容作了具体规定ꎬ推动建筑产业现代化发展ꎬ支持绿色低碳产业园区建设ꎬ在新建民

用建筑中ꎬ绿色建筑占比达到 ９９％以上ꎮ
４ 环保环卫方面

绿色基础设施不断提质升级ꎮ 当前全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４３ １２％ ꎬ绿地率 ４０ ０７％ ꎬ人均公园绿地

面积 １５ ０１ 平方米ꎮ ２０２２ 年的«中国主要城市公园评估报告»显示ꎬ武汉市公园分布均好度指数为 １ ９１ꎬ
在全国 ３５ 个主要城市中排名第 ５ꎬ人均公园保障度指数为 ５７ ８％ ꎬ排名第 １２ꎬ武汉市公园服务覆盖情况

总体较好ꎬ建成区内人均公园面积空间分布呈现四周高中心低的总体特征ꎮ 报告还显示ꎬ武汉综合公园

服务覆盖率、社区公园服务覆盖率、游园服务覆盖率均高于 ３５ 座主要城市相对应公园服务覆盖率的平均

值ꎮ 此外ꎬ武汉市当前已建成绿色驿站近 ５００ 个ꎬ实现城市建成区社区绿色驿站覆盖率达到三分之一ꎮ
同时ꎬ武汉市推进提升城市建设管理精细化水平三年行动ꎬ全面构建园林绿化立体管养体系ꎬ突出精细化

管养ꎮ
不断改进污染处理设施ꎮ 截至 ２０２１ 年ꎬ武汉市有污水处理厂 ２０ 座ꎬ排水管道长度达 １３０１１ ４ 公里ꎬ

污水处理率为 ９７ ４％ ꎬ处理能力为 ４９７ ５ 万立方米 /日ꎬ再生水生产能力为 １１６ 万立方米 /日ꎬ工业用水重

复利用率为 ９１ ５２％ ꎮ 截至 ２０２１ 年ꎬ武汉市有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厂(场)１１ 座ꎬ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

力为 １３７００ 吨 /日ꎬ处理率达到 １００％ ꎮ
５ 体制机制方面

强化项目准入机制ꎬ完善节能监察机制ꎮ 围绕节能“双控”和碳排放控制目标ꎬ严格项目能评碳评制

度ꎬ严控高能耗、高排放项目建设ꎮ 加强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监察ꎮ 探索在本市碳交易市场引入第四方机

制ꎬ对碳核查机构出具的报告进行核查ꎬ对排放单位的履约情况进行监察ꎮ 现已实现区级节能监察机构

全覆盖并依法开展节能监察工作ꎮ
推进低碳市场化机制建设ꎬ构建绿色金融体系ꎮ ２０２１ 年７ 月１６ 日ꎬ全国碳市场正式开市ꎬ采用“双城”模

式ꎬ交易中心位于上海ꎬ注册、登记、结算设在武汉ꎬ由中碳登负责运维ꎮ 截至 ２０２２ 年底ꎬ湖北碳市场配额累

计占全国份额的 ４４ ６％ꎻ累计成交总额占全国交易总额的 ４６ ９％ꎬ累计交易量和成交总额持续保持全国前

列ꎮ 作为区域“双碳”工作探路者ꎬ湖北碳市场也开启了转型之路ꎬ通过新设中碳资管公司ꎬ由碳交易向碳服

务、碳金融和碳投资转型ꎬ初步构建起多元化、可持续的商业模式ꎮ 截至 ２０２２ 年底ꎬ湖北碳市场覆盖企业数

量从最初的 １３８ 家扩大到 ３３９ 家ꎬ形成了多元化、多层次的市场主体结构ꎮ 为充分发挥“中碳登”在绿色低碳

领域的核心竞争力ꎬ武汉市正开展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试点申报、设立“武汉碳达峰”基金、规划建设长

江低碳产业园、谋划举办“碳中和国际峰会”、申报国家级绿色金融改革试点ꎬ打造全国碳金融中心ꎮ
健全财税激励机制ꎮ 进一步推进绿色低碳转型ꎬ规范专项资金管理ꎬ提高财政资金引导作用ꎬ武汉市

颁布或修订了多项政策ꎬ包括«武汉市推动降碳及发展低碳产业工作方案»«武汉市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

专项资金项目管理办法»«武汉市支持氢能产业发展财政资金管理办法»等ꎬ落实节能低碳财税支持政策ꎬ
统筹安排相关专项资金ꎬ支持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建设、能力建设以及公益宣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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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存在的问题

一是低碳发展整体水平领先ꎬ但基础建设还有较大提升空间ꎮ 武汉市传统产业结构比例偏重ꎬ高耗

能行业体量大ꎬ对化石能源依赖度较高ꎬ但受自然资源禀赋约束ꎬ武汉市煤炭、天然气、原油等化石能源主

要依靠从外地调入ꎬ属一次能源匮乏地区ꎬ自有风光水等可再生能源开发量相对较少ꎬ新能源燃料项目推

广应用成本相对较高ꎬ绿色电力采购比例较低ꎬ能源结构转型压力较大ꎮ 能源结构清洁化是实现碳中和

的根本途径ꎬ专家预测ꎬ为实现碳中和目标ꎬ中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例需在 ２０３５ 年至少达到

３０％以上ꎬ２０５０ 年达到 ７０％以上ꎬ２０２３ 年武汉市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为 １５ ７％ ꎬ要在 １２ 年内达到 ３０％ ꎬ
能源基础设施面临巨大的挑战ꎮ①

二是区域建设协调性不足ꎬ可能影响减污降碳效果ꎮ «武汉市国土空间“十四五”规划»进一步明确了

“主城做优、四副做强、城乡一体、融合发展”的发展格局ꎬ城市建设的主要方向是由中心向四周发散ꎬ规划

市区以外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远低于规划市区内ꎬ而市区外的城市周边地区过去 １０ 年和今后二三

十年恰恰是城市建设非常活跃的地区ꎮ 相反绿色基础设施却是四周领先于中心城区ꎬ另外从局部区域来

看ꎬ西南方向的基础建设略滞后于其他方向ꎬ跟不上城市发展速度ꎬ低碳建设的区域协调性还有待提升ꎬ
可能不利于低碳效果目标的实现ꎮ 另一方面ꎬ武汉市过去制定了一系列单项的基础设施规划ꎬ但对全市

统一的基础设施综合规划研究不够ꎬ系统性优化协调发展还有待补足ꎮ
三是数据支撑和核心技术路径欠缺ꎬ科创成果转化有待加强ꎮ 低碳技术是城市低碳发展的关键ꎬ武

汉市作为我国重要的科教基地和国家级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ꎬ拥有丰富的高校资源和雄厚的科研实力ꎬ
多所高校在开展碳中和学科建设尝试ꎬ例如华中科技大学的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武汉大学的水文学碳

中和实验班、湖北经济学院设立的低碳经济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和武汉大学等成立的湖北碳中和技术创

新研究院、武汉职业技术学院设立的碳中和产业学院等ꎬ发展迅速、前景看好ꎬ但与发达国家在低碳技术

层面还存在较大差距ꎬ而且由于受到目标各异、机制欠缺等因素的困扰ꎬ低碳产业的协同创新能力还不

够ꎬ潜在的科技潜力并没有转换为低碳发展的实力和竞争力ꎮ
四是资金投入渠道不多ꎮ 武汉市当前对低碳建设的投资模式还是政府专项资金为主ꎬ辅以财税激励

政策ꎬ在新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民生发展三年行动计划中ꎬ也在尝试政银企对接ꎬ但仍是政府主

导ꎬ社会化的投融资机制还未形成ꎬ当技术成果转化后、建设项目投产后ꎬ政府投入减少可能会造成资金

缺口ꎬ影响低碳成效的发挥ꎮ

　 　 四、武汉市推进低碳基础建设的对策建议

对于基础设施这样一个庞大的系统来说ꎬ要实现其低碳化发展ꎬ是既宏观又具体的工作ꎬ既需要政府

６２１

① 根据国家能源局相关数据ꎬ我国 ２０２３ 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为 １７ ９％ ꎬ预计到 ２０２５ 年将达到 ２０％左右ꎬ到 ２０３０ 年达

到 ２５％左右ꎮ 根据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发布的«２０２０ 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展望报告»ꎬ我国非化石能源比重会持续高

速增长ꎬ预计在 ２０３５ 年提升至 ３０％以上ꎮ 武汉市近两年未给出具体数值ꎬ但根据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印发的«武汉市碳达峰

实施方案»ꎬ武汉市将大力推进八大行动ꎬ预计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也将跟随全国趋势继续提升ꎬ到 ２０３０ 年达到 ２５％
左右ꎬ２０３５ 年达到 ３０％左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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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的政策支持、资金投入、管理监督ꎬ又需要具体日常运营ꎮ 针对武汉市如何推进低碳基础建设主

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ꎮ

　 　 (一)积极发挥政府的引领作用ꎬ完善城市低碳建设政策法规

低碳基础设施作为准公共物品ꎬ其建设和运营过程主要由政府部门主导ꎮ 政府职能的发挥都是以法

律为基础ꎬ通常体现在立法以及执法过程中ꎮ 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的低碳城市立法ꎬ«武汉市再生资源回

收管理条例»«武汉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武汉市建筑节能与新型墙体材料应用管理条例»«武汉市

湖泊保护条例»«武汉市水土保持条例»«武汉市城市绿化条例»等地方性立法对于低碳城市的建设能起

到积极的推动作用ꎬ但低碳建设的立法还没有专门化ꎬ应更多重视低碳基础设施建设的顶层设计ꎬ遵循公

平公正原则、公众参与原则、创新发展原则、激励原则ꎬ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关法律和政策ꎮ 此外ꎬ按照政府

引导、企业参与、政策配套的原则ꎬ鼓励各类资本参与建设武汉市低碳基础建设ꎬ增强低碳基础能力ꎬ研究

出台配套土地、贴息及税收等相关支持政策也是重中之重ꎮ

　 　 (二)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ꎬ建立更加高效的协同治理体系

从城市的角度来看ꎬ要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ꎬ坚持因地制宜和协同推进ꎬ强化机制创新和政策支

撑ꎬ考虑多重目标、多重约束的系统性变革ꎮ 一是分区域、分行业精准规划ꎬ全市统筹谋划ꎮ 强调统筹兼

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ꎬ全方位、全过程地推进低碳基础设施建设ꎮ 二是适时出台绿色低碳指导性文件ꎮ
出台加快低碳基础建设的指导意见ꎬ提出“双碳”背景下绿色低碳基础设施建设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

组织保障措施ꎬ细化行动路径与举措ꎬ指导建设项目制定绿色低碳专项方案ꎮ 三是构建全过程节能降碳

管理链条ꎮ 针对设计、施工、运营各个阶段的管理特点和需求ꎬ建立评估—审查—监测—调优长效管理机

制ꎬ并建立激励机制ꎬ激发企业作为节能减碳措施实施主体的能动性ꎮ

　 　 (三)突出技术引导ꎬ构建绿色低碳核心技术体系

发挥武汉高校资源和现代产业体系优势ꎬ汇聚低碳领域创新人才ꎬ助力打造安全可控的低碳关键共

性技术支撑体系ꎮ 一是摸清城市生态固碳家底和绿色低碳技术发展家底ꎮ 编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ꎬ厘清

碳排放基本情况ꎬ特别是基础设施领域ꎬ为低碳基础建设提供数据基础ꎻ全面掌握绿色低碳技术发展现有

水平ꎬ完成现有技术的盘点ꎬ是低碳基础设施选择何种技术路线的基础工作ꎮ 二是推进低碳科技协同创

新体系建设ꎬ围绕能源、交通、城乡建设等节能减排关键领域ꎬ基于市场导向构建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

新体系ꎬ加强绿色低碳领域颠覆性技术协同创新ꎬ引导和支持在汉高校、科研院所和相关行业企业面向长

江大保护和武汉绿色转型等重大战略需求ꎬ通过兴建一批“绿色产业发展研究院”和“碳中和技术创新研

究院”等ꎬ加强绿色低碳领域创新人才培养ꎬ稳步推进行业共性关键技术研发ꎬ支持低碳发电与绿色动力、
新型电力系统、零碳交通和建筑、工业深度减排、碳捕获和封存、可再生能源外送和并网等绿色低碳关键

共性技术成果转化ꎮ 三是通过数智赋能ꎬ充分发挥信息基础设施赋能作用ꎮ 大力推动数字技术赋能高耗

能领域绿色化转型ꎬ打造绿色制造、可持续能源网络和低碳交通网络等ꎬ助推武汉市“双碳”目标的实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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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提升全民低碳意识ꎬ加快培育低碳生活方式

全民参与是必由之路ꎬ民众的低碳意识直接影响城市碳排放ꎮ 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第一ꎬ加强

从业人员培训工作ꎮ 组织相关人员定期参加专业培训ꎬ因地制宜地制定节能减排培训制度ꎬ增强从业人

员的低碳意识ꎬ提升低碳专业知识储备ꎮ 第二ꎬ加强宣传引导ꎮ 发挥新媒体和户外宣传阵地作用ꎬ在报

纸、网站等媒体上开辟“低碳城市建设”宣传专栏ꎬ制作“低碳生活”系列公益宣传片ꎬ建设“低碳公园”ꎬ开
展“低碳生活”体验活动等ꎬ通过全方位、立体式的宣传ꎬ宣传普及低碳相关知识ꎬ提高全社会认知度和接

受度ꎬ引导低碳消费ꎮ 第三ꎬ加强监督工作ꎮ 建立城市碳排放发布制度ꎬ通过媒体、互联网等多种形式向

社会公布城市碳排放信息ꎬ接受社会和公众的监督ꎮ

作者简介:
徐灿ꎬ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农村与生态研究所助理研究员ꎬ研究方向为城市生态化建设ꎮ

(责任编校: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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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格局下推进武汉市国际经贸合作区
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周勇　 张佳　 张永叶

　 　 摘　 要:国际经贸合作区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抓手ꎬ在新发展格局下ꎬ有助于推动国际国内两个

市场、两种资源联动和衔接ꎬ进一步深化全球产业链、生产链分工ꎬ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ꎮ 武汉市国际经

贸合作区多层级格局初步形成、合作领域多元化、合作区域多点开花ꎬ但同时发展缓慢、内外联动不足、可
持续能力不强等问题依然存在ꎮ 对标中印尼经贸创新发展示范园区、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等先

进案例ꎬ武汉应完善政府间合作机制、健全资金保障体系、强化内外联动机制、创新建设运营模式、聚焦要

素流通保障、拓展新领域新市场ꎬ以推动国际经贸合作区高质量发展ꎮ
关键词:国际经贸合作区ꎻ新发展格局ꎻ“一带一路”

国际经贸合作区是指以企业为主体ꎬ由投资主体根据市场情况、东道国投资环境和引资政策等多方

面因素进行决策的经济区域ꎮ 按照合作区的实际建设地ꎬ国际经贸合作区包括境外经贸合作区和境内国

际合作园区两种类型ꎮ 在“一带一路”倡议以及相关配套政策支持下ꎬ国际经贸合作园区已成为我国对外

投资、吸引外资的贸易通道和重要载体ꎮ 当前ꎬ全球经济增长放缓ꎬ在中美贸易争端、地缘冲突背景下ꎬ全
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遭到严重冲击ꎬ我国正全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ꎬ需要发挥国际经贸合作区链接全球价值链的比较优势ꎬ释放联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的潜能ꎬ深化国际经贸合作ꎬ推动我国企业高质量“走出去”“引进来”ꎮ

　 　 一、国际经贸合作区的重要作用

　 　 (一)以高水平对外开放赋能新质生产力形成

新质生产力成为我国提升生产效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最大驱动力ꎬ而促进生产要素跨境流动和科学技术

国际交流ꎬ提升全球配置资源能力ꎬ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路径ꎮ① 全球化时代之前ꎬ我国制造业推行“市

９２１

① 李杏等、戴一鑫«新发展阶段提升我国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战略»ꎬ«江苏社会科学»２０２４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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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换技术”策略ꎬ实践证明ꎬ市场换不来技术ꎬ只会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的陷阱ꎬ无法形成自己的研发能

力ꎮ 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ꎬ国际经贸合作区吸引全球资源要素ꎬ
促进贸易、投资、跨境资金、人员、科技、交通等要素资源跨境流动ꎬ依靠创新和知识资本等高级要素ꎬ推动我

国制造业从资源获取走向资源配置整合ꎬ逐步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ꎬ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ꎮ

　 　 (二)以促进市场融合加快推动内外贸一体化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ꎬ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

要求ꎮ① 一方面ꎬ国际经贸合作区作为新时代对外投资、经贸合作的新方式ꎬ依托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ꎬ
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合作国(地区)的资源要素ꎬ有效推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和衔接ꎻ另一

方面ꎬ国际经贸合作区将合作双边协议纳入同一规则水平ꎬ给予关税、外汇等方面的优惠ꎬ促进贸易和投

资自由化便利化ꎬ从而提升贸易投资水平ꎮ 其过程本身就是内外贸一体化的重要体现ꎮ

　 　 (三)以国际产能合作推动产业链重新布局

在中美贸易争端、经济衰退、地缘冲突的背景下ꎬ一些国家鼓吹“脱钩断链”ꎬ构筑“小院高墙”ꎬ掀起

“逆全球化”风潮ꎬ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遭到严重冲击ꎬ我国“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产业发展模式的脆弱

性凸显ꎮ② 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国际产能合作的带动下ꎬ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中埃泰达苏伊士

经贸合作区、中国—白俄罗斯工业园等境外经贸合作区ꎬ已成为推动国际产能合作的主要平台ꎮ③ 国际经

贸合作区作为跨境产业链枢纽ꎬ以点带面、从线到片ꎬ通过联动产业链协同发展和跨境供应链链式助推模

式ꎬ逐步带动更多发展中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ꎬ并协助主导产业链供应链的话语权ꎬ推动全球产业

链、生产链分工进一步深化ꎮ

　 　 二、武汉市国际经贸合作区发展的现状及问题

　 　 (一)发展现状

１ 多层级格局初步形成

境外经贸合作区方面ꎬ武汉现有 １ 个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中俄“湖北—托木斯克”国际双向合作示

范区)ꎬ以及中国—比利时科技园、缅甸曼德勒缪达产业新城(加工制造)工业园区、莫桑比克(湖北)联丰农

业产业合作区、华新(柬埔寨)建材产业园等 ４ 个省级境外经贸合作区ꎻ境内国际合作园区方面ꎬ武汉现有 ８
个国际合作园区ꎬ其中 ３ 个为国家级ꎬ分别为中法武汉生态示范城、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武汉产业园、武汉吴

家山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园ꎬ５ 个为市级筹划推进的园区ꎬ多层次布局的格局初步形成ꎮ
２ 合作领域多元化

０３１

①

②

③

国家发展改革委:«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坚强支撑»ꎬ«宏观经济管理»２０２２ 年第 ７ 期ꎮ
杨楠:«构建我国新发展格局的三重逻辑»ꎬ«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ꎮ
王树文、王文颖:«“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国际产能合作的政策工具变迁———基于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ꎬ«山东社会

科学»２０２４ 年第 ４ 期ꎮ



武汉社会科学总第 ３４ 辑

　　　　　

按照商务部对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功能类型划分ꎬ武汉市覆盖农业产业型、加工制造型、科技研发型、
资源利用型、商贸物流型和综合利用型 ６ 种类型ꎮ 具体来看ꎬ农业产业型合作区数量最多ꎬ共 ６ 个ꎬ占比

３７ ５％ ꎻ其次是加工制造型ꎬ共 ３ 个ꎬ占比 １８ ８％ ꎻ科技研发型、资源利用型、商贸物流型合作区均为 ２ 个ꎬ
分别占比 １２ ５％ ꎻ综合利用型有 １ 个ꎬ占比 ６ ３％ ꎮ 境内国际合作园聚焦产业合作和绿色生态建设理念与

技术合作两大领域ꎮ 产业合作主要包括新能源汽车及智能网联汽车、智能制造、电子信息技术、现代物

流、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文创旅游等多个领域ꎬ如中印武汉科技产业园、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武汉产业园

等ꎮ 绿色生态领域主要是中法武汉生态示范城ꎬ重点学习借鉴法国在建筑节能、低碳生态城建设方面的

先进理念与技术开展的探索和实践ꎮ
３ 合作国家(地区)多点开花

武汉市国际经贸合作区合作国家(地区)持续拓宽ꎬ境外经贸合作区遍布全球五大洲、１５ 个国家ꎬ其中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占比高达 ８４％ ꎻ具体来看ꎬ主要分布在东南亚等亚洲地区和中非等非洲地区ꎬ分别占

比 ５６％ 、１９％ ꎬ多为欠发达地区ꎬ发达国家仅占比 １３％ ꎮ 境内国际合作园区合作的国别主要为发达国家ꎬ
合作的国家(地区)主要为法国、德国、日本、美国、韩国、印度、台湾ꎬ其中ꎬ与法国、德国、日本合作的各有 ２
个、与美国、印度、泰国合作的各有 １ 个ꎮ

４ 央国企是推动合作区建设的主力军

多数合作园区由央企、国企投资建设ꎬ民营企业投资意愿相对较低ꎮ 武汉市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投资

主体多是国有企业或者有国有企业参股与民企联合开发ꎬ纯以民营企业为投资主体的仅 ３ 个ꎬ占比约

１９％ ꎮ 而从全国范围来看ꎬ民企是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的中坚力量ꎬ其主导建设的合作区数量占比 ６３％ ꎮ
相比国企ꎬ民企由于产权清晰、运营机制丰富多样、市场反应速度快等特点ꎬ在境外经贸合作区投资市场

逐渐形成较强的国际竞争力ꎬ这也符合全球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投资规律ꎬ即世界各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

投资建设活动主要是由非政府机构完成ꎬ投资主体普遍是私营投资者ꎮ① 这一差异性反映武汉市民营企

业境外投资信心不足、意愿较低ꎮ

　 　 (二)主要问题

１ 合作区发展相对缓慢

一是高层次合作区数量较少ꎬ武汉市仅 １ 个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和 ４ 个省级境外经贸合作区ꎬ而仅

温州市就有 ４ 个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ꎬ相较而言武汉认定的国家级和省级境外经贸合作区较少ꎮ 二是

投入营运的较少ꎮ １６ 个境外经贸合作区中ꎬ仅有 ６ 个投入营运ꎬ其他均处于谋划或在建阶段ꎮ 三是建设

成效不高ꎮ 中法武汉生态示范城历时近 ５ 年才完成系列规划批复工作ꎬ到 ２０２３ 年底ꎬ累计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仅 ７２７ 亿元ꎬ相比青岛中德生态园(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１２１２ 亿元)等差距较大ꎮ
２ 内外有效联动还不足

一是“走出去”带动经济发展还不足ꎬ全省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带动鄂籍企业 ２２ 家“走出去”ꎬ带动进

出口额 ３ ２１ 亿美元ꎬ而仅浙江温州市的 ４ 个境外经贸合作区高峰时年带动出口额近 ６ 亿美元ꎬ带动近 ３０
家温州企业“走出去”ꎮ 浙江省的泰中罗勇工业园入驻企业共 １１８ 家ꎬ中国企业 １０５ 家ꎬ其中有 ２５ 家为浙

企ꎬ武汉抱团出海的发展模式还未形成ꎮ 二是“双园”联动不足ꎬ以江苏省为例ꎬ江苏省属国有企业中江国

１３１

① 程大为、樊倩:«民营企业投资建设“一带一路”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挑战与对策»ꎬ«经济纵横»２０２１ 年第 ７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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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集团ꎬ２０１７ 年联合苏州工业园区、江宁经开区、扬州经开区和海门经开区共同组建了“江苏省海外合作

投资有限公司”ꎬ投资建设中阿产能合作示范园ꎮ 而武汉市境内国际合作园区暂未有一个园区联合园内

企业抱团走出去ꎮ
３ 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

一是园区技术支撑不足ꎬ武汉市境外经贸合作区主要为农业产业型、加工制造型等劳动密集型合作

区ꎮ 这类劳动密集型合作区技术含量不高ꎬ产业趋同性强ꎬ容易造成恶性竞争ꎮ 二是合作国发展水平不

高ꎬ武汉市境外经贸合作区主要分布在欠发达地区ꎬ而位于发达国家的较少ꎬ仅有 ２ 个合作区位于发达国

家( 比利时、澳大利亚)ꎬ占比仅 １２ ５％ ꎮ 合作国经济发展水平一定程度上与合作区的创新能级存在相关

性ꎬ科技研发型、商贸物流型合作区位于东道国发展水平相对较好的比利时、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ꎬ武汉

市在海外布局境外合作区的国家多数经济水平发展不高ꎬ当地科技创新能力一般较弱ꎮ

　 　 三、国内外优秀案例对武汉市的启示

　 　 (一)融入特区ꎬ缓解跨境投融资困难

融资困难是合作区发展的一大瓶颈ꎬ一方面ꎬ中资企业在境外的公司无法利用国内母公司授信额度ꎬ
不实行内保外贷ꎬ因此合作区实施企业很难从海外商业银行获得资金支持ꎻ另一方面企业在海外资产不

能抵押盘活ꎬ无法获得国内贷款支持ꎮ 香港作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和全球领先的人民币离岸中心ꎬ成
为连接内地与国际资本市场的重要纽带ꎮ 中国越南(深圳—海防)经贸合作区是深圳首个境外经贸合

作区ꎬ由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下称“深圳投控”)投资建设和运营ꎮ 在融资方面ꎬ深圳投控在香港设

立了金融平台ꎬ承担境外功能型控股、投融资和国际化资本运作等任务ꎬ一方面ꎬ公司借助香港的专业项

目估值、可持续发展评估服务ꎬ用以引进外部资金ꎻ另一方面ꎬ利用香港高效的营商环境ꎬ协调内地和越南

双边ꎬ提升项目整体运营效率ꎮ

　 　 (二)“两国双园”ꎬ创新国际合作方式

“两国双园”是指两个主权国家在对方境内互设园区、联动发展的一种新型产能合作模式ꎬ对于促成两国

优势互补、盘活两国优势资源、完善两国相关产业链供应链、促进两国经贸往来具有重要意义ꎮ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ꎬ
中国—印度尼西亚经贸创新发展示范园区在福建福州设立ꎬ在具体运作上ꎬ福州提出了“指挥部＋管委会＋投
资公司＋产业基金＋智库”开发运作模式ꎬ成立“两国双园”控股集团ꎬ同时启动“两国双园”联合工作委员会机

制ꎬ推动双方对园区建设合作内容达成共识ꎮ 在国际分工上ꎬ“两国双园”形成以产业链为基础的生产要素分

工模式ꎮ 以渔业为例ꎬ印尼是渔业大国ꎬ水产品资源丰富ꎬ福建是中国海洋渔业大省ꎬ在水产食品加工领域发

展较为成熟ꎬ经验丰富ꎬ双方最终形成了“印尼供料、中国加工、世界销售”的国际分工模式ꎮ 中国—印度尼西

亚经贸创新发展示范园区为“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提供了一个可复制的模式ꎬ其本质实际上是两边互为自贸

区ꎬ以供应链和经贸为纽带ꎬ以经贸合作区为平台ꎬ促进中外双方资源的整合ꎮ

　 　 (三)内外联动ꎬ合作构筑双循环格局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ꎬ浙江省商务厅牵头制定了«浙江国际国内园区合作构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莫干山行

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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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方案»ꎬ旨在共同构建境外经贸合作区与省内经济开发区的联动合作体系ꎬ加快打造一批外循环高能

级合作平台ꎬ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研发＋生产＋市场”的新型经贸合作体系ꎮ 具体包括打造创新合作平

台、联动招商平台、招才引智平台、金融支持平台四大目标ꎮ 创新合作平台方面ꎬ支持科技型境外经贸合

作区利用全球智力资源、资本资源打造全球领先的技术研发基地ꎬ适时将前沿技术引进省内ꎬ与省内经济

开发区企业开展技术和业务合作ꎮ 联动招商平台方面ꎬ支持省内经济开发区参股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
在境外经贸合作区设立园中园、输出先进管理经验等多种形式合作ꎬ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ꎬ抱团出海、
共同发展ꎮ 招才引智平台方面ꎬ依托浙江省在欧美建立的境外经贸合作区集聚全球高尖端人才ꎬ与省内

经济开发区进行联动ꎬ打造人才对接交流和招引平台ꎬ帮助省内企业储备全球人才资源ꎮ 金融支持平台

方面ꎬ鼓励政策性金融机构、商业银行加强与省内经济开发区的对接机制ꎬ优化产业链供应链金融保障ꎬ
会同省内经济开发区支持园区企业开展全球产业链布局ꎬ对产业链协同创新项目给予优惠利率贷款支

持ꎬ形成“中国为主＋全球布局”的全球产业格局ꎮ

　 　 (四)“三动”协同ꎬ优化内外资源配置

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是天津市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与埃及苏伊士运河走廊开发计划对接

的标志性项目ꎬ自 ２００８ 年中埃合作推进建设以来ꎬ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已发展为埃及目前综合

环境最优、投资密度最大、单位产出最高、中资企业最集中的工业园区ꎮ 其做法主要有三点:一是产创双

链驱动ꎬ合作区内巨石、丰尚、西电、大运、美的等龙头中资企业ꎬ在国内开展核心技术研发ꎬ在埃及生产制

造ꎬ成功布局产业链ꎬ市场半径辐射中东、欧美区域ꎬ实现了以国内自主技术创新为主导、国际产业链为核

心的双循环格局ꎮ 二是龙头企业带动ꎬ合作区开展产业聚集能力提升工程、产业服务能力提升工程、产业

配套能力提升工程ꎬ培育一批竞争优势突出、带动能力强的龙头骨干企业ꎬ进而推动产业集聚和集群发

展ꎮ 三是内外双区联动ꎬ合作区对外借助苏伊士运河独特的地理优势ꎬ对内与天津东疆综保区“内外双区

联动”ꎬ打造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ꎬ推动世界名优产品进出口ꎮ

　 　 (五)海外孵化ꎬ产业化资源引才

外商投资中国ꎬ通常存在信息不对称、效率不高、真假难辨的情况ꎮ 杭州硅谷协同创新中心通过海外

孵化项目ꎬ实现了国外“精选”ꎬ投资“筛选”ꎬ产业化资源与服务主动“引才”ꎮ 杭州硅谷协同创新中心是

由杭州市科委会同杭州经开区管委会在美国硅谷地区设立的ꎮ 该中心的做法主要有三点:一是建立以

“海外创业投资孵化”为核心的市场化机制ꎬ长期就地跟踪海外前沿创新创业项目ꎬ以投资方式对海外具

有重大产业化潜力的优质创新创业项目进行市场化选择ꎮ 二是通过促进浙商杭企海外研发中心与创新

创业团队的协同合作ꎬ实现知识产权的有效转移和创新团队与全球研发的有机整合ꎮ 三是帮助全球顶级

高新技术企业开拓中国市场ꎬ对接中国需求ꎬ协调推进优势产业全链条式招商引资ꎮ

　 　 四、推动武汉市国际经贸合作区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一)强化政府顶层设计ꎬ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

健全双边合作机制ꎮ 加强政府双边合作磋商ꎬ有序推动与合作基础较好、合作意愿较强的国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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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战略和规划对接ꎬ稳步谋划和推进武汉市与外方政府、商会、协会、机构、中介的合作ꎻ积极拓宽对外

合作渠道ꎬ丰富合作内容ꎬ大力推行“外事＋”工作新模式ꎬ积极承办和参与对外交流活动ꎬ拓展绿色、人文

等多边合作领域ꎮ 健全园区建设政策体系ꎮ 强化顶层设计ꎬ推动出台国际经贸合作区高质量发展的相关

规划ꎬ明确合作区发展定位、产业布局等ꎬ加快国际合作区从“市级”到“省级”ꎬ再到“国家级”培育及认定

进程ꎮ 推动园区集中集约集群发展ꎮ 抓实精准招商引资ꎬ制定产业招商地图ꎬ围绕电机电控、车规级芯片

等优势产业短板环节ꎬ引进世界 ５００ 强、行业龙头企业来汉投资ꎻ围绕产业主题ꎬ推动园区产业融合发展ꎬ
积极引导现代生产、生产性服务业进入合作区ꎬ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ꎮ

　 　 (二)健全资金保障体系ꎬ增强高质量发展支撑

加大财税支持力度ꎮ 用好国内外税收优惠政策ꎬ统筹中央、省市外贸发展基金ꎬ运用税收工具、出台

武汉市国际经贸合作区专项引导资金等方法ꎬ设立梯度扶持机制ꎬ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等

方面给予资助ꎮ 拓宽园区融资渠道ꎮ 优先推荐园区纳入双边投资促进机制ꎬ鼓励园区积极引入境外、省
外和市场资本及管理机构、企业等ꎬ共同参与园区建设运营ꎻ加强银行贷款保障ꎬ优先向国家开发银行、中
国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等推荐并协调争取给予资金支持ꎮ 创新投融资模

式ꎮ 鼓励国有银行、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ꎬ对园区开展“整体授信”ꎬ用于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入园企业的

融资ꎻ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在境外上市ꎬ通过境外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或申请境外金融机构贷款等方式募

集资金ꎮ 落实金融服务举措ꎮ 优化金融服务ꎬ推动落实国际金融便利化ꎬ完善“政银企”对接功能ꎬ指导金

融机构与重点园区、重点企业做好资金供需对接工作ꎮ 推动商业银行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ꎬ提升贷款智

能ꎬ完善境外企业信用评估机制ꎬ提供一站式投融资服务ꎮ

　 　 (三)建立内外联动机制ꎬ汇聚高质量发展合力

完善内外联动机制ꎮ 强化武汉自贸区内外联动功能ꎬ建立与国际经贸合作区的共建共享合作机制ꎬ
鼓励自贸区与国际经贸合作区在产业发展、招商引资、共建“海外仓”等方面的合作ꎬ促进双循环联动发

展ꎻ鼓励武汉市积极参与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ꎬ主动腾挪ꎬ整体输出优势富余产能ꎬ推进新旧动能转换ꎮ
创新内外联动模式ꎮ 学习“两国双园”模式ꎬ探索在欧美等发达地区建设孵化器ꎬ精准引进武汉市产业链

短板环节企业及项目ꎻ支持武汉企业在海外收购、投资的境外企业ꎬ通过参股、购买国内资产实现返程投

资ꎻ推动国内、境外产业链相互关联ꎬ实现“以内促外、内外联动”的互动局面ꎮ 推动内外贸一体化ꎮ 支持

武汉市国际合作园区申报内外贸一体化试点工作ꎬ赋予试点园区更大改革创新自主权ꎬ促进内外贸市场

渠道对接ꎬ鼓励内外贸企业以国际经贸合作区为平台开展跨国经营ꎻ加快完善相关产品标准、认证程序、
认证机构与国际先进水平的衔接ꎬ着力消除内外贸衔接障碍ꎮ

　 　 (四)创新建设运营模式ꎬ赋能高质量发展动能

推进市场化开发运营ꎮ 以盈利为目标明确园区类型ꎬ围绕产业主题ꎬ建立包含境内外商会、企业、外
方政府等多主体合作的立体化网络ꎬ充分调动社会资本力量ꎬ推广政府推动、企业运营、市场运作、多元投

入的融合开发模式ꎬ积极探索新型 ＰＰＰ 模式(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运用于园区建设运营ꎮ 探索建

设运营创新模式ꎮ 支持“两国双园”“多国多园”建设模式ꎬ促进形成“一国(地区)为主、多元共生”融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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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新格局ꎬ鼓励企业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在非洲等欠发达地区合作共建国际经贸合作区ꎮ 强化合作区创

新驱动ꎮ 聚焦创新发展ꎬ深化双边合作领域ꎬ构建集产业链、投资链、创新链、人才链、服务链于一体的开

放创新系统ꎬ引导建设创新驱动园区ꎬ鼓励双边设立离岸创新创业基地ꎬ服务园区企业转型升级创新发

展ꎮ 构建园区综合服务体系ꎮ 利用 ５Ｇ、工业互联网等前沿技术ꎬ升级园区基础设施ꎬ构建园区发展的“核
心底座”ꎻ完善产业园区生活配套ꎬ打造多元业态融合的生活商业配套服务区ꎻ围绕园区企业全生命周期ꎬ
从金融、技术、人才、市场等方面融合省联投、交投等龙头企业ꎬ构建全面的赋能保障体系ꎮ

　 　 (五)拓展新领域新市场ꎬ激发高质量发展活力

梯次布局合作国家ꎮ 深化现有合作ꎬ积极拓展武汉合作“朋友圈”ꎬ结合产业供需、政策导向等ꎬ深耕

日本、韩国等传统市场ꎬ重点突破欧美国家ꎬ稳固提升俄罗斯ꎬ积极开拓泰国、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ꎬ适度

扩大南非等非洲国家和沙特、阿联酋等中东国家ꎮ 因地制宜统筹全球产业布局ꎮ 在日韩布局机械制造、
新一代信息技术等科技研发型境外合作区ꎬ在东盟国家布局跨境贸易等商贸物流型合作区ꎬ在中东国家

布局能源、北斗产业等资源利用型、科技研发型合作区ꎬ在比利时、匈牙利等重点欧洲国家布局生物医药、
跨境贸易、新能源和新材料等科技研发型、商贸物流型合作区ꎬ在非洲国家布局汽车及零部件、钢铁、建材

等加工制造型、资源利用型合作区ꎮ “引进来”助力武汉产业升级ꎮ 推动“引进来”产业与发挥武汉市产业

优势和加快创新驱动有机结合ꎬ聚焦锻长板补短板ꎬ重点围绕汽车和零部件、生命健康、服务贸易、跨境电

商、大数据和超算等产业ꎬ瞄准世界 ５００ 强、行业龙头企业、跨国公司等境外资本ꎬ助力武汉市重点产业向

附加值高的研发和服务业两端发展ꎮ

　 　 (六)聚焦要素流通保障ꎬ厚植高质量发展沃土

打造外向物流大通道ꎮ 推动武汉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与上海、重庆、成都、郑州等国家物流枢纽的衔

接ꎻ完善中欧班列(武汉)境外通道网络ꎬ拓展欧洲通道辐射范围ꎬ抢抓 ＲＣＥ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机
遇ꎬ进一步发展东盟战略通道ꎻ稳步推进鄂州花湖机场航空货运枢纽建设ꎬ加快国际货运航线建设ꎮ 全面

优化营商环境ꎮ 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ꎬ逐步推动口岸和跨境贸易领域相关业务“单一窗口”办理ꎬ推进“一
件事一次办”ꎻ强化口岸设施设备和数据共享共用ꎻ加快建设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开放生态”ꎬ为外资

企业落户营造更好的生态ꎮ
推进国际人才合作ꎮ 加快建立国内外高精尖人才数据库ꎬ加强与国际人才中介机构合作ꎬ增进对国际人

才数据掌握的主动权ꎬ实现人才资源的全球化配置ꎻ扩展多国家(地区)科技合作渠道ꎬ鼓励企业、风投和民间

社会力量与政府联合设立大科学基金、大科学奖项ꎬ吸引全球顶尖人才进行关键核心技术的联合攻关ꎮ

作者简介:
周勇ꎬ经济学硕士ꎬ武汉市工程咨询部研究中心负责人ꎬ高级经济师ꎬ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与产业经济ꎻ
张佳ꎬ材料物理与化学博士ꎬ武汉市工程咨询部中级咨询师ꎬ研究方向为对外开放ꎻ
张永叶ꎬ经济学硕士ꎬ武汉市工程咨询部助理咨询师ꎬ研究方向为公共经济学ꎮ

(责任编校: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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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接 ＤＥＰＡ 核心贸易规则
面临的挑战及应对
　 　

肖蓓　 李洋

　 　 摘　 要:我国对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核心贸易规则面临诸多挑战ꎬ贸易流程亟待数字化转型ꎬ
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带来文化安全危机ꎬ电子传输关税规则引发税收损失风险ꎬ数字治理体系面临新的

要求ꎬ数字身份规则尚需数字身份制度相互认可ꎮ 对接 ＤＥＰＡ 核心贸易规则面临的挑战ꎬ需要从数字化

转型相关规则的拓展、数字产品的市场准入方案、数字税税收规则、跨境数据开放和监管相平衡的规则体

系、互联互通的数字身份规则等方面予以应对ꎮ
关键词:«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ＤＥＰＡ)ꎻ 数字贸易便利化ꎻ 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ꎻ 数字税ꎻ 数据

跨境流动

数字经济正引发经济领域、社会治理领域等一系列深刻的变革ꎬ极大地改变了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国

家治理方式ꎮ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ꎬ 以下简称“ＤＥＰＡ”)２０２０ 年

６ 月由新加坡、智利和新西兰发起ꎬ旨在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与合作ꎬ是国际社会第一个关于数字经济的单独

规则安排ꎮ ＤＥＰＡ 关注数字贸易便利化ꎬ强调互联互通ꎬ规定数字产品享有非歧视待遇ꎬ提出对电子传输永

久性免征关税ꎬ鼓励数据跨境自由流动ꎬ首次提出数字身份的创新性议题ꎮ 为了深入参与数字经济全球治

理ꎬ促进数字经济对外开放ꎬ加强与国际社会其他数字经济体的互利合作ꎬ中国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正式申请加

入 ＤＥＰＡꎮ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ꎬ中国成立工作组ꎬ全面推进我国加入 ＤＥＰＡ 的谈判ꎮ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ꎬ韩国也正式加入

ＤＥＰＡꎮ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ꎬ加快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

体制机制ꎬ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以把握数字经济发展的机遇ꎬ应对数字经济带来的挑

战ꎬ因此研判我国对接 ＤＥＰＡ 核心贸易规则存在的诸多挑战并提出应对之策显得至关重要ꎮ

　 　 一、ＤＥＰＡ 核心贸易规则分析

ＤＥＰＡ 作为国际上第一个独立的数字经济协定ꎬ采用模块化设计ꎬ由 １６ 个主题模块构成ꎬ包括初始条

款和一般定义、商业和贸易便利化、数字产品待遇和相关问题、数据问题、更广泛的信任环境、商业和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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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信任、数字身份、新兴趋势和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中小企业合作、数字包容性、联络委员会和联络点、
透明度、争端解决、例外和最后条款ꎮ 参与方可以根据自身数字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利益诉求ꎬ选择最适合

的部分模块进行缔约ꎬ无需接受所有模块ꎬ极具开放性ꎮ①

　 　 (一)ＤＥＰＡ 强调无缝高效的数字贸易便利化

ＤＥＰＡ 规定了数字贸易便利化条款ꎬ包括无纸贸易、物流、快运货物、电子发票、电子支付等相关内容ꎬ
注重电子发票系统和电子支付系统的国际标准对接ꎮ

１ 引导贸易无纸化

在无纸化贸易方面ꎬＤＥＰＡ 鼓励缔约方在贸易过程中使用电子文件和数据交换系统ꎬ减少纸质文件的

使用ꎬ提高贸易便利性和效率ꎮ 规定贸易管理文件的电子版本与纸质单证法律效力一致ꎬ倡导缔约方建

立无缝、可信、高可用性和安全互连的单一窗口ꎬ并且鼓励缔约方开发彼此兼容并可交互操作的数据交换

系统来支持数据的交换ꎮ
２ 关注跨境物流与快递的效率

在物流方面ꎬＤＥＰＡ 鼓励缔约方在物流和运输领域采用现代技术提高贸易便利性ꎬ包括使用电子化文

件、数据交换、物流信息共享等手段来简化通关程序和提高运输效率ꎮ 要求缔约方在物流和运输政策方

面提高透明度ꎬ包括公布与贸易和运输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等ꎬ以便贸易商和运输公司更好地了解和遵

守相关规定ꎮ 鼓励缔约方在物流和运输领域开展合作ꎬ包括交流经验、技术和最佳实践ꎬ以促进物流行业

的发展和创新ꎮ
３ 推进电子发票与电子支付采用国际标准

在电子发票方面ꎬＤＥＰＡ 要求各缔约方提高电子发票系统国际互操作性ꎬ敦促各缔约方加快支持电子

发票的基础设施建设ꎬ采用国际标准的电子发票系统ꎬ提高商业交易的效率、准确性和可靠性ꎮ
在电子支付方面ꎬＤＥＰＡ 鼓励各方采用国际公认的电子支付标准ꎬ推动高效、安全和可靠的跨境电子

支付ꎻ要求成员方及时公布各方关于电子支付的法律法规ꎻ鼓励金融机构和支付服务提供者开放其 ＡＰＩ
接口ꎬ促进电子支付生态系统的创新性及交互操作性ꎻ为加强安全和效率对电子支付系统实施与风险相

当的监管ꎮ

　 　 (二)ＤＥＰＡ 明确数字产品享有非歧视待遇

ＤＥＰＡ 将“数字产品”定义为供商业销售或传播目的而生产的、可以电子方式传输的计算机程序、文
本、视频、图像、录音或数字编码的其他产品ꎮ 其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规则明确了无论数字产品定性为货

物还是服务都享有非歧视待遇ꎬ对于参与数字贸易的国家和企业而言降低了数字贸易不确定性的风险ꎮ
１ 未对数字产品的法律属性定性以增加缔约方可接受度

ＤＥＰＡ 没有对数字产品作出“货物”或者“服务”的定性ꎬ目前国际上的通常做法也是对数字产品的法

律属性进行模糊处理ꎬ其原因主要是非歧视待遇下的“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ａｒｉｆｆ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ꎬ ＧＡＴＴ)和服务贸易协议(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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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ＴＳ)项下的要求不一致ꎮ ＧＡＴＴ 相对更注重贸易的自由化ꎬ而 ＧＡＴＳ 倾向于贸易保护ꎬ通过正面清单的

形式来对规则的适用进行限定ꎮ① ＤＥＰＡ 对于数字产品的法律属性不作规定ꎬ一方面增加该协定的开放

性ꎻ另一方面ꎬ充分考虑到缔约方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可能不同ꎬ以增加缔约方对该条款的可接受度ꎮ
２ 通过非歧视待遇的例外条款满足缔约方的文化安全需求

ＤＥＰＡ 规定缔约方确认其对数字产品的非歧视性待遇的承诺ꎬ即任何一方不得对在另一方领土内以

商业条款创建、生产、出版、签约、委托或首次提供的数字产品ꎬ或对作者、表演者、制作者、开发者或对所

有者为另一方人员的数字产品ꎬ与其他类似数字产品相比给予较低待遇ꎮ 若一方给予另一方的数字产品

待遇低于该方给予其他同类数字产品的待遇(无论该数字产品是来源于缔约方或非缔约方)ꎬ那么该缔约

方就实质上违反了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规则ꎮ②

　 　 (三)ＤＥＰＡ 明确电子传输永久性免征关税

关税问题是数字贸易领域的焦点ꎬＤＥＰＡ 规定永久性对于跨境电子传输免征关税ꎬ但同时又不反对缔

约方对以电子方式传输的内容征收国内税ꎬ体现其在数字产品关税规则上的开放性ꎬ有利于凝聚各方共

识ꎬ给对数字产品持不同态度的缔约方提供了协商的空间ꎮ
１ 明确电子传输永久免征关税

ＤＥＰＡ 鼓励数字贸易自由化ꎬ在数字产品关税规则方面的要求相对较高ꎮ 规定不得对电子传输(包括

电子传输的方式和电子传输的内容)征收关税ꎬ并且是永久性的免征关税ꎮ 目前国际上对于数字产品关

税的态度是多元化的ꎬ各国根据自身的经济状况和贸易政策ꎬ对数字产品的关税问题往往有不同的观点

和处理方式ꎮ
２ 允许缔约方就电子传输内容征收国内税

ＤＥＰＡ 允许缔约方以符合本协定的方式对电子传输的内容征收国内税ꎬ即并不阻止缔约方征收数字

税ꎮ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征收数字税可能会增加贸易壁垒ꎬ但同时也承认征收数字税能在一定程度缓解国

内的税收损失ꎮ 免征数字产品关税所造成的税收损失在现阶段缺少统计方法难以估量ꎬ因此是否开征数

字税以及按照什么样的标准征收数字税也是我国在对接 ＤＥＰＡ 时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问题ꎮ

　 　 (四)ＤＥＰＡ 强调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并兼顾缔约方监管自主权

ＤＥＰＡ 规定了数据问题ꎬ包括计算设施、个人信息保护、电子方式跨境传输信息、计算设施的位置等ꎮ
鼓励包括个人信息在内的数据跨境自由流动ꎬ同时也强调对数据的监管和对个人信息的保护ꎮ

１ 细化个人信息保护

ＤＥＰＡ 认为保护数字经济参与者的个人信息对增强数字经济和贸易的信心至关重要ꎬ要求缔约方构

建为数字经济参与者的个人信息提供保护的法律框架ꎮ 其列举了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框架应当遵循的 ８
项原则ꎬ主要包括限制个人数据的收集、确保数据质量、确定数据收集的目的、限制数据的使用、安全保障

措施、透明度、确保个人的参与以及问责制度ꎮ 同时要求缔约方及时公布为电子商务用户提供的个人数

８３１

①

②

罗云开:«货物抑或服务:数字产品属性探究»ꎬ«社会科学研究»２０２３ 年第 ６ 期ꎮ
石静霞、陆一戈:«ＤＥＰＡ 框架下的数字贸易核心规则与我国的加入谈判»ꎬ«数字法治»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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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保护方面的信息ꎮ
２ 支持数据跨境自由流动

当前ꎬ数据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基础性资源、重要生产力和关键生产要素ꎮ 与其他生产要素相比ꎬ
数据具有可复制、非消耗、边际成本接近于零等特性ꎬ打破了自然资源有限供给对增长的制约ꎬ能够为经济转

型升级提供不竭动力ꎮ ＤＥＰＡ 支持包括个人信息在内的数据跨境流动ꎬ且不要求数据存储本地化ꎮ
３ 承认各缔约方对数据出境和存储具有独立管理权

ＤＥＰＡ 在数据跨境流动和数据本地化规则上ꎬ认可各缔约方的独立管理权ꎮ 在对“通过电子方式跨境

传输信息”进行规制时ꎬ承认各缔约方可以对通过电子方式传输信息实施监管ꎬ且规定了合法公共政策例

外条款ꎻ允许缔约方对于计算设施的使用保留各自的监管权ꎮ

　 　 (五)ＤＥＰＡ 提倡构建具备共同标准的数字身份制度

ＤＥＰＡ 数字身份制度要求缔约方致力于增强区域和全球的互联互通ꎬ推进数字身份的技术实施、安全

标准和政策法规方面的专业合作ꎮ
１ 强调建立数字身份制度的共同标准

ＤＥＰＡ 提出数字身份系统的互操作性ꎬ鼓励建立数字身份制度的共同标准ꎬ注重技术的标准转化以及

国际标准的产业转化ꎮ
２ 设置例外条款平衡多方利益

ＤＥＰＡ 允许缔约方为实现合法公共政策目标而实施例外规定ꎬ例外条款可采取与 ＤＥＰＡ 规定不符的措

施ꎬ在建立和利用数字身份系统时允许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个人隐私、保障国家数据安全ꎻ保证所有用户都能

公平地利用数字身份服务ꎬ无论其经济或社会状况如何ꎬ避免因技术、收入差距或地理位置造成数字鸿沟ꎮ

　 　 二、ＤＥＰＡ 给我国现有数字贸易体制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我国一直致力于参与全球数字经贸规则的制定ꎬ加入 ＤＥＰＡ 是中国参与全球数字经贸治理的重要契

机ꎬ有利于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和各成员国加强合作ꎬ促进构建国内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ꎬ推动经济数

字化转型升级和创新性发展ꎮ 中国加入 ＤＥＰＡ 既是机遇ꎬ同时又面临挑战ꎮ

　 　 (一)ＤＥＰＡ 给我国现有数字贸易体制带来的机遇

数字贸易是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ꎬ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被世界主要国家高度重视ꎮ 发展数

字经济ꎬ加快研究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数字经贸相关标准和治理规则ꎬ对于重塑我国在数字经贸领域的

国际合作和竞争优势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ꎮ
ＤＥＰＡ 本身的特点和优势突出ꎬ其模块化的设计ꎬ在现有的全球经贸协定之外ꎬ开启了一种全新的模

式ꎬ为全球数字经贸治理提供了新思路ꎮ ＤＥＰＡ 议题既具有针对性ꎬ又具有开放性、创新性ꎬ我国可以结合

国内数字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ꎬ有选择性地加入相关模块ꎬ以推动我国经济数字化转型和对外开放ꎮ ＤＥ￣
ＰＡ 的发起国不是传统的经济大国ꎬ现阶段缔约成员较少ꎬ这将更有利于中国加入谈判ꎬ提升推进效率ꎬ为
我国在规则谈判上争取更多的话语空间ꎮ

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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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数字经贸领域已具备一定的法律、制度和实践基础ꎮ 在数字贸易便利化方面ꎬ我国着力推动

数字贸易基础设施建设ꎬ完善数字贸易规则体系ꎬ并认识到监管对于数字贸易便利化措施的必要性ꎮ 在

数字产品方面ꎬ我国正逐步扩大数字产品市场的开放程度ꎬ同时关注到数字产品的监管和数字产品税收

等亟待解决的问题ꎮ 在数据跨境流动方面ꎬ我国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和

相关规定对数据确权、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数据跨境流动、数据监管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规制ꎮ 在数字身

份方面ꎬ各界已普遍认识到数字身份制度对于增强区域合作和全球互联互通的重要性ꎬ着力推动数字身

份制度标准制定与互认ꎮ 现有数字贸易体制为我国对接 ＤＥＰＡ 核心贸易规则奠定了基础ꎬ创造了条件ꎮ

　 　 (二)ＤＥＰＡ 对我国现有数字贸易体制的挑战

１ 数字贸易便利化规则对贸易流程数字化转型提出制度要求

(１)数字贸易便利化法律框架不完善

ＤＥＰＡ 强调“单一窗口”对数字贸易便利化的重要性ꎬ然而我国的“单一窗口”制度改革与电子交易形

式的法律框架并没有建立ꎮ “单一窗口”的实践中仅有部门规范性文件ꎬ效力不足ꎬ制度上没有明确的规

定ꎬ授权也不明晰ꎬ导致我国“单一窗口”的法律体系较为混乱ꎬ很难和国际标准的“单一窗口”法律框架进

行对接ꎮ 同时依法行政和法治保障难以协调ꎬ尤其是在各地方、各部门间的事权难以整合ꎮ
(２)电子支付的监管问题难度较大

电子支付具有数字化、信息化和开放性的特征ꎬ监管难度较大ꎬ尤其是跨境电子支付ꎬ给一些违法犯

罪活动如跨国洗钱、走私等提供了操作空间ꎮ 我国目前关于电子支付的法律主要体现在一些部门规章

中ꎬ其法律位阶较低ꎬ法律效力不足ꎬ约束力相对较弱ꎬ因涉及境外的跨境支付机构协调难度较大ꎮ
(３)电子发票系统的互操作性缺乏国际标准

目前我国一部分企业的会计核算系统已经实现了电子化和信息化ꎬ线上就能进行审核、支付、记账ꎬ
但如何使会计核算系统和我国的发票系统进行互联互通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ꎬ在此基础上还要就电子发

票系统的互联互通充分和 ＤＥＰＡ 各缔约方交换意见ꎮ 我国目前电子化入账仅在餐饮、零售、交通等领域

运用较多ꎬ很多行业还不支持ꎬ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互操作的电子发票系统仍然是我国在电子发票领域

面临的挑战ꎮ
２ 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带来的文化安全危机

(１)数字视听产品影响国家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

尽管 ＤＥＰＡ 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规则设置了广播例外ꎬ却未设置视听例外ꎮ 视听产品蕴含文化属

性ꎬ发达国家一直有意通过本国文化产品的输出潜移默化地影响他国国民ꎬ甚至侵蚀他国文化ꎮ 一旦外

国数字视听产品享有和我国本土文化产品相同的待遇ꎬ大量涌入我国时可能给我国国民的价值观带来负

面影响ꎬ不利于文化安全ꎮ
(２)交易体量扩大增加数字产品监管难度

数字产品监管的难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ꎬ数字技术发展迅速ꎬ新的产品和服务层出不

穷ꎬ监管和审查部门需要不断学习和了解新技术ꎮ 其二ꎬ数字产品跨境传播的监管具有复杂性ꎬ需要协调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冲突ꎮ 其三ꎬ数字产品包括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各种类型ꎬ监管和审查部门需

要对大量内容判断其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要求ꎬ以及是否涉及侵权、违法或不良信息ꎮ 其四ꎬ数字产品的无

０４１



武汉社会科学总第 ３４ 辑

　　　　　

形性和传播的广泛性特征极大地增加了数字产品市场监管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ꎮ①

３ 电子传输关税规则引发税收损失风险

(１)电子传输免征税可能带来巨额税收损失

全球数字产品增长迅速ꎬ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数字产业发展难免受到外来产品的影响ꎬ电子

传输免关税在压缩民族企业发展空间的同时还可能导致我国的巨额税收损失ꎮ 如果不对数字产品加以

保护ꎬ关税损失最大的将是发展中国家而非发达国家ꎮ
(２)国内数字税立法不完善

我国现有数字产品税收立法局限于跨境电商货物贸易ꎬ对数字产品征税的立法尚不完备ꎮ② 数字税

国际规则的制定对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ꎬ我国一直主张各国应保留征收数字税的权力ꎬ致力于

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ꎬ但推行数字税的很多现实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ꎬ如“电子传输”的定义和

范围、数字产品的内容提供者和服务平台及内容消费者分属不同国家的征税界定、企业制定较高的产品

价格将数字税的负担转嫁给终端消费者等问题ꎮ
４ 数据跨境自由流动规则对数据治理体系提出要求

(１)数据跨境流动给个人隐私和国家安全带来风险

ＤＥＰＡ 支持包括个人信息在内的数据跨境流动ꎬ个人信息存储监管不当将导致信息泄露、篡改或滥

用ꎬ个人隐私可能被侵犯ꎮ 数据跨境流动还可能导致国家机密信息、重要数据、关键技术、知识产权泄露ꎬ
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ꎮ 由于不同国家在数据保护法律和标准上存在差异ꎬ数据治理的国际合作难度较

大ꎬ各国的法律冲突可能进一步加剧国家间的矛盾ꎮ
(２)数据跨境流动治理体系有待完善

中国对跨境数据流动采取数据分级保护机制ꎬ对于重要数据执行严格的监管ꎮ 尽管如此ꎬ目前针对

跨境数据传输的具体审核程序、条件要求、申报流程等在实践中缺乏明确和细化的操作指南ꎬ现有的安全

评估和管理机制复杂又缺乏灵活度ꎮ③ 数据的分类制度尚不完善ꎬ如国内对“重要数据”的定义仍缺乏清

晰的界定标准ꎬ主管部门的自主裁判空间过大ꎬ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又涉及多个部门ꎬ部门间的协调机制也

需完善ꎮ
(３)ＤＥＰＡ 数据跨境自由流动例外条款的适用具有局限性

例外条款的相关规定大多比较模糊宽泛ꎬ给缔约方留下了较多的裁量空间ꎬ使得不少国家利用例外

条款来限制数据跨境自由流动ꎬ进而保护本国数据安全ꎮ 但例外条款的援引存在相当程度的复杂性ꎬ如
一般例外条款和安全例外条款的援用需要通过严格的证明标准ꎬ需要证明是基于个人隐私、国家安全、公
共道德等内容而采取数据保护措施ꎻ同时还要证明采取措施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ꎮ 此外ꎬ例外条款的运

用是否恰当取决于对例外条款进行适用的争端解决人员ꎬ而这些工作人员也存在受到外界人为干预的可

能性ꎮ 总的来说ꎬ依靠特定条款来限定数据跨境流动存在操作复杂性和有效性局限ꎬ应当审慎考虑其长

远的适用性及效果ꎮ④

１４１

①

②

③

④

张子琳、彭德雷:«ＣＰＴＰＰ 核心数字贸易规则与中国加入谈判因应———基于与 ＲＣＥＰ 的对比分析»ꎬ«上海对外经贸大

学学报»２０２４ 年第 ２ 期ꎮ
冯然:«ＷＴＯ 框架下中国数字产品的关税立场选择»ꎬ«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ꎮ
林秀芹、王轩:«数据跨境法律规制的现实挑战与应对策略»ꎬ«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ꎮ
刘益灯、宋歌:«ＤＥＰＡ 协定下中国参与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制定的机遇与策略»ꎬ«法治论坛»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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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数字身份规则的制度互认挑战

(１)数字身份制度的标准不明确

ＤＥＰＡ 倡导建立关于数字身份制度的共同标准ꎬ但并未明确应当建立什么样的共同标准ꎬ其数字身份

议题只提供了框架性的倡议和指导原则ꎮ 我国数字身份制度的构建应满足本国在数字身份管理上的具

体需求ꎬ和 ＤＥＰＡ 数字身份制度的侧重点不尽相同ꎮ
(２)数字身份制度标准的实施和监管存在国别差异

ＤＥＰＡ 数字身份制度的标准只确立了原则和框架ꎬ具体的实施细节由各国自行决定ꎬ这将导致各缔约

方的实施出现差异ꎮ 比如各方关于隐私保护、数据安全的理解存在文化和观念上的分歧ꎬ个人隐私和数

据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也不同ꎬ这导致即使技术标准一致ꎬ但实际应用也因法律合规性的不同而千差万

别ꎬ各国具体实施的步调无法一致ꎬ数字身份规则难以达成真正的互联互通ꎮ

　 　 三、我国对接 ＤＥＰＡ 核心贸易规则的应对之策

基于 ＤＥＰＡ 对现有数字贸易体制的挑战ꎬ我国要在搭建数字贸易便利化基础设施的过程中不断细化

和拓展相关规则ꎬ尝试提出开放和监管相适应的数字产品市场准入方案ꎬ积极研究构建数字税税收规则ꎬ
建立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开放和监管相平衡的规则体系ꎬ加快数字身份的规则构建和推广ꎮ

　 　 (一)针对贸易方式的数字化转型细化和拓展相关规则

１ 深化贸易便利化“单一窗口”建设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是促进贸易便利化的核心环节ꎬ为我国数字贸易便利化扫清制度障碍ꎮ ２０２３ 年

我国“单一窗口”新增服务功能 ７７ 项拓展至 ２３ 大类 ８７５ 项ꎬ进一步提升“一站式”综合服务能力和贸易便

利化水平ꎬ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更加智能化、便利化和国际化ꎮ 未来还将和更多国家开展交流合作ꎬ促成

我国数字贸易“单一窗口”国际互联互通ꎮ
２ 构建对电子支付的监管机制

ＤＥＰＡ 提出建立互操作的电子支付系统ꎬ要求对电子支付实施有效监管ꎮ 我国要参照国际标准调整

现有支付系统ꎬ加强对第三方支付机构的监管ꎮ① 要加快构建电子支付法律法规体系ꎬ在对接电子支付系

统的国际标准中广泛使用应用程序编程接口ꎬ以确保电子支付市场环境的公平安全ꎬ在防控支付领域风

险时统筹效率和安全ꎮ
３ 制定专门的电子发票管理办法

我国要针对电子发票做好顶层设计ꎬ规范电子发票系统参与者的权利和义务ꎬ同时做好监管ꎬ保障电

子发票系统的安全有效ꎮ 在国内ꎬ深圳对区块链发票系统进行了初步的探索ꎬ打造了全国首个区块链电

子发票系统ꎬ以实现发票申领、开具、查验、入账等流程全方位在链上进行储存、流转、报销ꎮ 未来ꎬ我国要

继续依托自由贸易试验区链接国内法与国际法的窗口功能ꎬ依托经济发达城市互联网企业聚集的地缘优

势ꎬ就电子发票国际标准的互操作标准、监督治理等问题展开更深层次的探索ꎬ为我国对接 ＤＥＰＡ 扫清该

领域制度缺失的障碍ꎮ

２４１

① 宋晓舒:«ＤＥＰＡ 视角下的数字贸易规则发展与应对策略»ꎬ«商业经济研究»２０２３ 年第 ２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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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设置市场开放与监管平衡的数字产品市场准入方案

１ 实行数字产品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我国可以通过“负面清单”排除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条款的适用范围ꎬ保障我国文化安全ꎬ促进我国

文化产业健康发展ꎬ并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缩小负面清单的范围ꎬ有序扩大国内数字产品市场ꎬ逐步推

动数字产品领域的自由化贸易ꎬ以对接 ＤＥＰＡ 数字产品贸易规则的要求ꎮ 在 ＲＣＥＰ 项下的«服务贸易承

诺表»中ꎬ我国明确视听产品与录音制品分销服务仅在不影响中国对音像制品内容的审查权利的情况下ꎬ
允许外商投资发行服务ꎮ① 比较敏感的文化和金融领域可列入我国数字产品贸易负面清单ꎬ并详细列举

不同类型数字贸易产品所能享受的条件和优惠ꎬ以增加贸易主体的预期和缔约国的可接受度ꎮ
２ 建立和完善数字产品监管审查机制

目前我国数字产品的监管主要是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文化旅游部门负责ꎬ监管主体单一ꎮ 随着数

字产品的交易体量增大ꎬ可以考虑请第三方机构审查数字产品ꎮ 此外还可引入监管合作机制ꎬ加强和国

际监管主体的对接合作ꎬ通过国内、国际层面的双重监管减少各数字产品交易主体对监管的质疑ꎬ增强数

字产品监管的国际认可度ꎮ② 同时我国也应当注重增加监管的透明度ꎬ对于监督处理结果及时告知相关

主体并予以公布ꎬ增加数字产品贸易主体在国内进行贸易的可预期性ꎬ统筹数字产品贸易自由和国家安

全管理的需要ꎮ

　 　 (三)构建数字税税收规则

１ 针对电子传输关税承诺展开立法前调研

目前我国需要关注的首要问题是明确 ＤＥＰＡ 电子传输“永久性”免征关税可能带来的实际税收损失

及相关影响ꎬ深入评估可数字化有形产品通过电子传输的体量ꎬ衡量我国可能面临的实际进口关税收入

损失ꎬ以确定我国是否要对电子传输免征关税条款做出承诺ꎮ
对此ꎬ可以对数字产业领域的典型企业进行调查研究ꎬ统计已实现数字化交付产品的规模ꎬ估算大概

的税收损失ꎬ以指导相关法律、政策的制定ꎮ 此外ꎬ由于在大国博弈中ꎬ各国对于关税的立场基本是相同

的ꎬ也即本国设定关税ꎬ他国也几乎同步采取措施ꎬ在这种情况下ꎬ不仅要考虑到我国所受损失ꎬ还要考虑

我国企业走出去所面临的被他国征收关税的风险并做好应对ꎮ
２ 尝试构建我国数字税税收规则

ＤＥＰＡ 并不禁止一国在合法合规的情况下对数字产品征收数字税ꎬ我国亟须加紧构建数字税税收规

则ꎮ 首先ꎬ必须厘清数字产品的属性ꎬ明确是按照“货物”还是按照“服务”的税收标准对数字产品进行征

税ꎬ又或者是另辟蹊径ꎮ 由于数字产品具有“虚拟性”“线上性”和“数字化”的特征ꎬ欧盟、新加坡等国家

或地区倾向于将其定性为“服务”ꎬ我国借加入 ＤＥＰＡ 的契机ꎬ可借鉴他国在数字产品税收方面的做法ꎮ③

其次ꎬ我国还需解决数字税的征收主体、征收对象、税率、监管等问题ꎬ确定数字税税种ꎬ制定相关税率ꎬ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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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陆一戈:«数字产品的非歧视待遇问题研究»ꎬ«武大国际法评论»２０２４ 年第 １ 期ꎮ
廖丽、张颖:«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规则:立法流变、条款特征及中国适用»ꎬ«国际贸易»２０２３ 年第 ６ 期ꎮ
方铸、王成展、王敏:«新加坡商品及服务税:改革目的、实践与政策启示»ꎬ«财政科学»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０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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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公布数字税的征收范围等信息ꎮ 最后ꎬ还应关注数字税对中国数字产业可能造成的冲击ꎬ平衡数字

税征收和数字产业发展的需要ꎬ并预设应对方案ꎮ

　 　 (四)构建跨境数据依法有序自由流动的规则体系

１ 塑造安全和自由并重的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框架

我国可以在以下方面进行调整以实现数据出境安全与发展的平衡ꎮ 第一ꎬ完善数据分类保护制度ꎬ
确定重要数据的认定标准ꎮ 可以考虑在自贸区率先制定重要数据目录ꎬ在探索过程中对目录进行动态调

整ꎬ并以“负面清单”的方式逐步放开数据目录ꎮ 我国基于对国家安全和个人信息的保护ꎬ一般要求数据

本地化存储ꎬＤＥＰＡ 在数据跨境自由流动方面的要求较高ꎬ我国应当依据数据分类和重要程度采取相应的

数据本地化策略ꎮ 第二ꎬ简化数据出境流程ꎮ 在跨境数据传输的条件、审核程序、申报流程等方面公布更

加明确和细化的操作指南ꎬ同时建立更完善的周期性评估及再评估机制ꎬ确保数据跨境流动在可控范围

内保持较高的自由度ꎮ 第三ꎬ确定数据监管重点ꎬ提升数据监管效率ꎮ 跨境流动的管理应依据数据与公

共或个人隐私利益的紧密性、敏感性、关键性以及法律要求的不同ꎬ设定不同的管理措施ꎬ促进低风险非

重要数据更加自由的跨境流动ꎻ只将关键行业和大型数据平台作为监管的重点ꎬ避免对小微企业过多干

涉ꎮ① 第四ꎬ统筹数据跨境前评估和数据跨境后的跟踪及追溯机制ꎮ 数据跨境流动不仅需要事前监管ꎬ数
据出境后泄露风险加剧更需要跨境后的跟踪和追溯以确保数据流向透明ꎬ同时制定数据泄露或滥用的预

警措施ꎮ
２ 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自贸港对接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平台作用

中国需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自贸港的平台优势ꎬ加快在数据跨境流动方面与 ＤＥＰＡ 规则的对

接和落地ꎮ② 上海可以利用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进行开放性试点ꎬ遵循«上海市数据条例»ꎬ在临港

新片区尝试完善数据分类管理制度ꎬ编制低风险的跨境数据流动目录ꎬ让低风险范围的跨境数据更加自

由的流动ꎬ并推动离岸数据中心的建设ꎮ 海南则可充分发挥自由贸易港在对外开放上的引领作用ꎬ实施

个人信息安全出境评估和数据出境安全管理等试点ꎬ细化跨境数据流动的行业标准和制定关键数据指

南ꎬ促进跨境数据安全监管体系建设ꎬ为我国对接 ＤＥＰＡ 提供更多可复制的经验ꎮ

　 　 (五)加快构建促进互联互通的数字身份规则

１ 推动数字身份标准兼容

为了促进我国与 ＤＥＰＡ 数字身份规则对接以及增加和各缔约方数字身份制度的互操作性ꎬ我国除继

续积极参与由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电信联盟等国际组织制定的数字身份国际标准工作ꎬ还要全面和详

细了解 ＤＥＰＡ 各缔约方在数字身份方面已经采纳的标准和框架ꎬ评估我国现有系统存在的差异和兼容

性ꎬ调整或优化我国的数字身份规则框架ꎮ 此外还需与 ＤＥＰＡ 缔约方建立双多边的技术合作和交流机

制ꎬ共同解决数字身份互操作性问题ꎬ促进经验共享和技术互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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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宋丁博男、吴德正:«新安全格局下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监管体系优化研究»ꎬ«情报理论与实践»２０２４ 第 ３ 期ꎮ
霍俊先:«ＤＥＰＡ 数据跨境流动:规制差异与中国因应»ꎬ«国际经贸探索»２０２４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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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推动数字身份国际互认互信

为推动数字身份系统在区域层面互连互通ꎬ我国要尽量采用开放的、具备互操作的技术标准和协议ꎬ
确保不同系统和服务之间可以无缝对接ꎮ① 同时ꎬ要积极研发和推广去中心化的身份验证方案ꎬ以减少身

份验证对单一国家或机构的依赖ꎬ从而推动数字身份验证在 ＤＥＰＡ 各缔约方的互信互认ꎮ 另外我国还要

提高公众对数字身份重要性的认识ꎬ增强用户对使用数字身份服务的信心ꎬ给公众提供了解不同国家和

地区数字身份应用差异的渠道ꎬ使公众可以合理安全地使用相关服务ꎮ

作者简介:
肖蓓ꎬ华中师范大学法学院ꎬ副教授ꎬ硕士生导师ꎬ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ꎻ
李洋ꎬ湖北尊而光(上海)律师事务所ꎬ律师ꎬ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法ꎮ

(责任编校:夏芸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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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赵若锦、李俊、张威:«新加坡数字经贸规则体系构建及对我国的启示»ꎬ«国际贸易»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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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学教育与通识教育的有机融合:
培养新时代“大地学”人才

　 　

周瑞冬

　 　 摘　 要:地球科学是一门研究地球的综合性的学科ꎬ具有跨学科性、理论与实践并重的特点ꎮ 通识教

育主要侧重点在于价值观的导向和立德树人的使命ꎬ以学生为教育的主体ꎬ重点培养学生的完整人格和

全面发展战略ꎬ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ꎮ 在地球科学教育的实施过程中ꎬ将通识教

育有机地融入地学教育ꎬ可以为更好地将专业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深度融合提供新的视角和手段ꎬ培养

新时代的地学人才ꎮ
关键词:通识教育ꎻ地球科学ꎻ人文素质ꎻ新时代

　 　 一、引言

教育的目的是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ꎬ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根本目标ꎬ以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为重要使命ꎮ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召开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强化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协同”ꎬ就是进

一步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重大战略步骤ꎬ也是教育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和发展趋势ꎮ 因此ꎬ加强科技教育

与人文教育相融合的通识教育ꎬ有助于推进教育现代化ꎬ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ꎮ
通识教育是普通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ꎬ旨在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素养ꎬ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ꎬ是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质量的重要保证ꎮ 通识教育的理念可追溯至古希腊的自由教育思想ꎬ
自 １９ 世纪初美国博德学院的帕卡德第一次将它与大学教育联系起来后ꎬ通识教育成为高等教育不断演

变中的教育理念之一ꎮ 其核心追求是培养人的内核能力ꎬ目标是在现代多元化的社会中ꎬ为受教育者提

供通行于不同人群之间的知识和价值观ꎬ让学生成为一个终身学习者、跨界知识高手ꎬ培养学生成为敢于

怀疑、勇于探索、自信而又谦卑、努力而又从容的“完整的人”ꎮ 也有学者认为通识教育是一种广泛的、非
专业性的、非功利性的基本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教育ꎮ①

通识教育是一种教育理念ꎬ即通识教育是一种人才培养模式ꎬ而地学教育是以培养地球科学专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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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为任务及目标ꎮ 进入新时代ꎬ面对信息革命和中国高质量发展需要ꎬ亟须在地学教育中进一步强化通

识教育的有机融合ꎬ以更好培养新一代地学科研技术人才及团队ꎬ抢占全球地学科学研究与相关技术产

业发展制高点、最高峰ꎮ 本文将在调研国内外相关地学教育发展的基础上ꎬ就该问题进行初步探讨ꎮ

　 　 二、加强通识教育对于打造一流“大地学”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地球科学是研究“地球”的科学ꎬ地球经过了几十亿年的发展ꎬ从一个没有生命的黑暗时代逐步演化

成了适合孕育生命的宜居行星ꎬ从生命的起源到现在五彩缤纷多样性的地球ꎬ在这个过程中ꎬ地球孕育人

类的发展历史ꎬ也是人类不断发展和迈向文明进步的唯一载体ꎬ而人类社会作为地球漫长的发生、发展和

演变进程的产物ꎬ也深刻地影响了地球以及人类本身的生存环境ꎮ① 地球的固体圈层、大气圈、水圈、生物

圈等我们称之为自然界的各个组成部分应该是一个和谐平衡的整体ꎬ但是ꎬ人类的进步与文明导致了自

然地球各圈层的污染破坏ꎬ导致人类生活的地球危机四伏ꎬ并加速人类向宇宙空间探索的脚步ꎮ 因此ꎬ地
球科学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脱了“单一学科”的发展模式ꎬ并向“大地学”的系统科学发展的迅速推进ꎮ 针对

目前地球科学发展的挑战ꎬ探讨将通识教育的理念与地学教育进行融合ꎬ对培养新时代创新型地学人才

具有重要的意义ꎮ

　 　 (一)地学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发展ꎬ需要科学通识教育为地学教育提供系列新学科的

支撑

地球科学是一门研究地球的科学ꎬ包括地球化学、地质科学、地球物理学、地理科学、环境科学、海洋

科学、大气科学、空间科学和行星科学等多个学科领域ꎬ同时综合应用其他学科(如数学、物理学、化学、天
文学、生物学、工程技术等)的理论和方法ꎮ② 因此ꎬ地球科学具有跨学科、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学科特点ꎬ具
有显著综合性的特点ꎮ 例如ꎬ一方面ꎬ地学与数学紧密相关ꎬ通过数学方法计算地球的自转速度和轴心偏

移ꎬ理解地球的运动规律ꎻ另一方面ꎬ地学与物理、化学等学科也密切相关ꎬ化学分析可以帮助确定地球岩

石和矿物的成分和结构ꎬ揭示地球内部物质的转化和演化过程ꎬ化学在环境科学中也有重要应用ꎬ如研究

大气中的化学反应和污染物生成ꎬ以及根据检测土壤和水体的化学成分ꎬ评估环境污染程度ꎬ此外ꎬ地学

还与生物学、生态学等密切相关ꎮ 因此ꎬ地球科学致力于探索地球的结构、组成、演化以及地球上的各种

自然现象ꎬ这些研究涉及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ꎬ并将数理统计、物理化学、生态科学、技术科学、信息科学

和人工智能等学科引入地球科学研究ꎮ
随着新的科学观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ꎬ 地球科学研究将会进入一个新时代ꎬ地质学研究对象将不断

向深地、深海、深空和地球系统科学的转变ꎬ 越来越多的新观念、新思维和新方法异军突起ꎬ需要做好前瞻

性的思想意识、理论知识和技术方法的准备ꎮ 而任何地球科学研究的突破ꎬ都与人的主体性作用密切相

关ꎬ科学研究是以物为依据ꎬ而人文素质是以人为依据ꎬ将科学研究和人文素质的协同发展这个关乎人类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理念深深地根植在人文教育的体系中ꎬ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促进互补的关系ꎬ无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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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层面上可以为地球科学的发展提供重要的社会环境ꎮ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永恒主题ꎬ面对

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ꎬ导致人类生存的地球环境不断恶化ꎬ如何营造一个将人类与宜居环境这个关乎人

类可持续发展的人文环境ꎬ不仅是自然科学家的使命ꎬ也是当今人文教育家肩负的学科使命ꎬ而通识教育

的真正意义ꎬ就是在教育过程中体现人文精神ꎬ促进人性的完善ꎬ让人达到工具化价值与主体性价值的和

谐统一ꎬ无疑可以为地球科学的发展提供重要的支撑ꎮ

　 　 (二)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ꎬ需要人文通识教育为地学教育提供多元价值体系的支撑

２１ 世纪的中国已经进入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现代化的时代ꎬ中国特色现代化主要表现在 ５ 个方面ꎬ
即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ꎮ 其中ꎬ中国特色现代化的第 ３ 个和第 ４ 个方面ꎬ深刻诠释

了通识教育的重要性与地球科学发展的和谐统一ꎬ也表达了精神文明建设与人类生存环境协调发展的重

要性ꎮ 特别是人类社会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矿产、化石燃料、土地和水等资源能源匮乏ꎬ以及自然灾害和环

境恶化等问题日益突出ꎬ加之 ２０２０ 年出现的全球性新冠疫情ꎬ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遭遇空前的威胁ꎬ使
得作为与研究人类生存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地球科学ꎬ其发展也面临着一系列从未有过的重大

挑战ꎮ① 为了适应这种情况ꎬ地球科学已经进入了一个建立地球系统科学ꎬ跨学科、大综合、大协调的阶

段ꎬ使得地球科学的发展日益呈现出学科交叉、知识融合、技术集成的特点ꎮ 因此ꎬ随着新兴交叉学科的

不断涌现ꎬ对人才的素养也提出了更高要求ꎬ然而ꎬ近年来地质学科对于优秀人才的吸引力却在下降ꎬ生
源质量下滑ꎬ毕业生就业领域与专业的相关度也明显降低ꎮ 也有调查研究发现ꎬ现今我国高校学生还缺

乏对地球科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及地球科学理论的认识ꎬ对人类与地球构成的命运共同体的社会责任感

以及地学文化素养整体不高ꎬ已落后于新时代对人才的需求ꎮ② 针对这一严峻形势ꎬ从学科自身发展和社

会责任的角度出发ꎬ需要对地质学科教育和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创新ꎬ并培育能够胜任地球系统科学发展

的复合型人才ꎬ这也是目前地球科学家们关注的重要课题ꎮ 在这样的背景下ꎬ通识教育理念可以为地学

教育发展提供新的契机ꎬ这是由于通识教育虽然是一种广泛的、非专业性的、非功利性的基本知识、技能

和态度的教育ꎬ但是通识教育强调培养学生具有广博的知识、创新精神和高尚的品德ꎮ 因此ꎬ将通识教育

的理念融入地球科学教育中ꎬ注重以人为本ꎬ通过培育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ꎬ提升人格境界ꎬ激发高度的

社会责任感ꎬ不仅有助于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ꎬ拓展地学与其他学科间的相互渗透、交叉、综合研究ꎬ并且

也有利于对大学生的适应能力、良好的沟通能力、合作意识和创新思维能力等全面素质的培养ꎮ

　 　 三、地学教育中通识教育的现状及问题

通识教育改革已经成为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ꎬ其中以美国的高等教育在通识教育的发展最为

显著ꎮ 从 １９１７—１９１９ 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始现代通识教育的尝试ꎬ至今已经有悠久的历史ꎬ特别是哈佛

大学在 ２００７ 年进行了通识课程改革ꎬ以应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新变化ꎬ对世界各国大学产生了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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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的影响ꎬ①使得各国高校都非常重视通识教育的发展ꎬ并且围绕办学理念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通识教育课

程体系ꎮ 例如ꎬ美国哈佛大学的核心课程涵盖六大领域ꎬ包括外国文化、历史研究、文学与艺术、伦理思

辨、科学、社会分析ꎮ② 目前ꎬ对通识课程体系的构建及设置并没有统一要求ꎬ可以充分发挥各大学的优

势ꎬ从实际出发ꎬ构建具有特色的通识课程体系ꎮ
经过 ２０ 多年的不懈探索ꎬ我国通识教育的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都取得了长足进步ꎮ 从 １９９５ 年开始

原国家教委在 ５２ 所高校进行“文化素质教育”的试点ꎬ并于 １９９８ 年发布了«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

育的若干意见»ꎬ要求高校开好文化素质教育的必修课和选修课ꎬ以培养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ꎮ
２０１３ 年ꎬ教育部又发布«教育部关于 ２０１３ 年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意见»ꎬ鼓励和支持高校结合实际ꎬ
探索通识教育新模式ꎮ ２００５ 年复旦大学成立复旦学院ꎬ２００７ 年北京大学成立元培学院ꎬ旨在通过低年级

实行通识教育ꎬ高年级实行宽口径的专业教育这样一种培养模式ꎬ达到培养基础好、能力强、素质高的一

流本科生的目的ꎮ③

目前ꎬ国内外学者关于通识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般的通识教育ꎬ即对 “所有大学生的教育”ꎮ 由

于目前国内外拥有独立的地学类院校相对较少ꎬ主要是在各研究型大学开设地学类专业ꎬ同时ꎬ目前大学

地学类相关专业学生人数较少ꎬ非地球科学专业也很少开设地学课程ꎮ 因此ꎬ目前对与地学相关的通识

课程的研究相对较少ꎬ也使得大学生普遍存在对地球科学知识缺乏、资源与环境意识淡薄的现象ꎮ 地学

专业通识课程是指地学类专业学生完成通识教育目标的一系列课程和教学内容ꎬ它的主体应该是相对独

立于专业教育ꎬ但也不排斥能满足通识教育目标的部分专业教学内容(指与专业教育相融合的部分)ꎮ 中

国地质大学(武汉)为了培养面向未来国家发展重大需求ꎬ具有优秀的政治素质、道德品质和科学文化素

养ꎬ适应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发展的地球科学领域高素质人才ꎬ也非常重视通识教育的推行ꎬ并在全校开

设了 ２７５ 门通识选修课ꎬ涉及人文、美学、哲学、法律等众多领域ꎬ学生可以按照科学前沿与工程教育、创
新创业教育、经管法律拓展、劳动教育与职业素养、美育与文化自信以及其他等 ６ 个不同模块进行选课ꎬ
通识选修课程的设置比例见图 １ꎮ

图 １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通识选修课程设置比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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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上来看ꎬ国内高校的通识教育还处在发展与摸索的过程中ꎬ主要表现在课程设置以及课程结构

的系统性、关联性、协调性不够ꎬ尤其在具体的通识课程内容组织与选择上ꎬ偏重于应用型和专业化ꎬ按照

学科专业式的思路进行ꎮ①②③ 相比其他专业ꎬ国内地学专业通识教育目标也有待进一步的提升ꎬ此外ꎬ由
于地球科学的专业划分过细ꎬ专业课程过多、过窄ꎬ地学通识教育目标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也不够清晰ꎮ④⑤

　 　 四、系统推进通识教育有机融入地学教育的建议

通识教育融入地学教育对于培养具有综合素质的地学专业人才ꎬ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ꎬ也是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ꎬ聚焦新质生产力建设ꎬ深入推进“新专业建设、专业建设新

要求、交叉融合再出新”的新要求ꎬ同时也是加强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的建设ꎬ构建形成具有鲜

明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发展范式的重要内容ꎮ

　 　 (一)完善通识教育的课程体系

大学教育过程是通过具体的课程设定实现的ꎬ在高校课程中ꎬ通识课程与专业课程是相对应的一个

概念ꎬ是学校课程的有机组成部分ꎬ泛指专业课程以外的所有课程ꎮ 例如ꎬ目前许多高校将“地球科学概

论”作为非地质类专业的一门通识教育选修课ꎮ 在地球科学知识体系的课程教育过程中ꎬ如果将人文素

质的辩证哲学思维、人生观、价值观、美学价值等元素有机植入地球科学知识体系的教学过程中ꎬ通过对

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学习ꎬ将激发大学生的好奇心和进取心ꎬ有利于学生创新性思维能力的培养ꎮ 值

得注意的是ꎬ对“少而精”的“通识核心课程”的探讨与建设也是非常重要的ꎬ其核心就是建设一套高标准、
严要求和系统性的“核心地学课程”作为地学通识教育主干课程体系ꎬ避免设置一些泛泛而谈、没有任何

训练目标的“通识地学教育大杂烩”讲座课ꎮ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面向非地学专业大一新生ꎬ开设了全校

通识教育“地球科学概论”精品课程ꎬ在课程学习过程中ꎬ充分发挥“金师”教书育人的作用ꎬ采用寓教于乐

与严格考核的教学模式ꎬ并开启堂课、网课及慕课ꎬ将宇宙尺度、国际视野以及家国情怀的教学理念与课

程的思政元素融于地球科学知识体系中ꎬ鼓励学生结合个人专业“跨界”思考ꎬ培养学生高素质的“政产学

研用”高度融合的复合创新能力ꎬ⑥确保地学通识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ꎮ
地球科学是研究人类活动与地球可持续发展关联的科学ꎬ将人—地关系融入地球科学—社会体系这

个大的系统中ꎬ无疑对开阔大学生的认知及视野具有重要的作用ꎮ 在教学中ꎬ可以根据“地球科学概论”
课程的自身特点ꎬ以课程基本知识点为载体ꎬ将课程内容中涉及的前沿热点问题、哲学、社会、生态元素等

展现出来ꎮ 例如ꎬ通过对一些重大环境事件、重大历史事件、地理、生态等方面的认知理解ꎬ增加对于文化

多样性的认知ꎬ从多学科角度来思考ꎬ有利于打破学科壁垒ꎬ促进地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ꎻ将环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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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人类发展历史结合起来ꎬ讨论一个时期的工业发展历史和生态环境的关系ꎬ这是由于工业文明把物

质丰富推到极限的同时ꎬ生态学和环境科学却明确指出了地球生物圈的承载极限ꎬ表明人类物质生产和

消费的增长已趋近极限ꎬ人类必须彻底缓解文明与自然之间的张力ꎮ 此外ꎬ也可以将化学、水资源与矿产

资源和生物、健康医学、生态文明思想等课程整合起来ꎬ让大学生领会人类历史的发展对环境的响应ꎬ环
境恶化对人类生命健康的影响以及所产生的社会效应ꎬ进一步认识人类的生存环境与人类文明发展之间

的关系ꎬ深刻揭示了两者命运与共、兴衰相依的规律ꎮ 因此ꎬ完善地学通识课程的课程体系ꎬ让大学生自

然接触到更广泛的知识领域ꎬ如历史、文学、哲学、艺术等ꎬ有助于大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地学问题ꎬ
丰富对地学现象的认知ꎬ并提升人生观与社会价值观ꎮ

　 　 (二)提高课外课程的思政价值

通识课程也可以分为课堂通识课程和课外通识课程ꎬ课外通识课程是指通过广泛开展社会实践活

动、校园文化活动以及校园文化、学校传统等内容来达成通识教育目的的通识课程ꎮ 地球科学是一个实

践性很强的学科ꎬ相关地学专业的大学生每年暑假都有机会到北戴河、周口店等实习基地参加野外实习

以及其他野外考察工作ꎮ 面对浩瀚的海洋、巍峨的高山、苍茫的沙漠、每次野外工作与生活对大学生的身

心都是一次历练ꎮ 因此ꎬ提高课外实践活动中的思政价值ꎬ从历史的长河思考人生ꎬ从浩瀚的宇宙认识自

我ꎬ无疑对帮助大学生铸造大自然般的博大胸怀以及气魄具有重要的意义ꎮ
地质野外实习是对大学生进行正确人生观以及价值观教育的天然课堂ꎮ 在对大学生讲授地球的形成演

化历史的时候ꎬ相较于广袤的宇宙空间ꎬ人类生活的地球只是太阳系中的一颗行星ꎬ从太阳系到银河系ꎬ再扩

展到河外星系、星系团乃至总星系ꎬ宇宙广阔无垠ꎬ地球只是其中的沧海一粟ꎮ 对于无限的时间ꎬ地球的年龄

约是 ４６ 亿年ꎬ推断宇宙的年龄约是 １５０ 亿年ꎬ人类只是存在时间很短暂的一种物种ꎬ如果把地球历史换算成

２４ 小时ꎬ即使人类活到 １００ 岁ꎬ仅相当于六百分之一秒ꎮ 因此ꎬ人生是很短暂的ꎬ区区百年的人类寿命不及时

间长河的一瞬间ꎬ更不能与亿万年的自然地史相提并论ꎮ 此外ꎬ当今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引入地球村概念ꎬ相
对扩大了我们的空间活动范围ꎬ而绝大多数的人一生中涉足的空间还非常有限ꎬ更不能和博大的地球、浩瀚

的宇宙相提并论ꎮ 如果能从地球、宇宙的角度看待人生ꎬ人类自己是何等微不足道? 谈到雄踞世界之巅的喜

马拉雅山的形成历史ꎬ也是印度板块向亚洲板块冲撞挤压后隆起形成的高地ꎬ并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ꎮ 这

是多个构造板块相互作用共同塑造的地貌ꎬ形成了海拔高达 ８０００ 多米的珠穆朗玛峰ꎮ 这可以类比人类社会

中需要团结协作ꎬ只有大家齐心协力、不断奋斗ꎬ才能克服困难ꎬ创造美好的世界ꎮ 因此ꎬ在野外实践过程中ꎬ
诱导学生站在地球、宇宙演化的角度看待人生ꎬ有助于大学生正确理解个人与社会、物质与精神的关系ꎬ摆脱

了孤立的自我的思维模式ꎬ树立博大胸怀的人文品质ꎮ 因此ꎬ通过野外实践的教学环节ꎬ虽是立足于知识教

育ꎬ但又超越了单纯学习相关知识点的教学目标ꎮ 通过学习ꎬ让大学生敢于正视困难与挫折ꎬ敢于面对现实ꎬ
拥有正确的人生态度和健康的心理素质ꎬ以达到通识教育的目的ꎮ

　 　 (三)探索教学模式的改革

目前高校的通识教育主要以授课模式为主ꎬ师生互动少ꎬ课堂人数多ꎬ导致通识教育课程的教学效果较

差ꎮ 面对高等教育新形势的挑战ꎬ如果课堂教学不能从传统的单一的知识传授模式中走出来ꎬ将难以激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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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ꎬ必然会逐渐丧失通识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的重要作用ꎮ 通识教育强调的是培养学生的

综合素质ꎬ包括批判性思维能力、创新能力、沟通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等ꎮ 因此ꎬ基于通识教育的理念ꎬ不断增

强课程吸引力和感染力ꎬ使学生在课程的学习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思辨能力显得非常重要ꎮ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ꎬ高校通识教育可以采用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参观式等多元化教学模

式ꎮ 例如在教学设计中增加主题讨论课ꎬ先通过网络教学平台发布教学预习视频ꎬ课前给学生发布在线

学习的消息ꎬ使学生了解课堂中将要学习的内容并参与讨论ꎬ为后期课堂学习讨论做好准备ꎮ 在课堂上

教师针对学生提出的有代表性的问题ꎬ例如全球变暖、地质灾害、物种多样性锐减和资源过度开发等与人

类息息相关的社会热点问题ꎬ由学生自主组队ꎬ形成学习研讨小组ꎬ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知识背景

对有代表性的专题进行研究和讨论ꎬ鼓励小组成员积极参与ꎬ逐个进行答辩式提问并回答问题ꎮ 在这个

过程中ꎬ不仅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良好的沟通能力ꎬ为今后与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进行有

效的交流与合作打下基础ꎬ也可以通过对具体社会热点问题分析与讨论式相结合的教学方法ꎬ提高大学

生的思辨能力ꎮ
另外ꎬ地学教育与通识教育的融合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深化:首先ꎬ加强师资队伍建设ꎬ培

养更多具有跨学科背景和通识教育理念的教师ꎮ 教师是教育的关键ꎬ只有教师具备了相应的素养ꎬ才能

更好地引导学生ꎮ 其次ꎬ在课程设置方面ꎬ跨学科的课程开发和实践课程的创新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学

习视野和社会实践ꎬ满足学生的多样化需求ꎬ同时进一步增强社会责任感ꎮ 此外ꎬ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ꎬ
借鉴国外先进的通识教育经验ꎬ推动我国地学教育的国际化发展ꎬ并建立更加完善的评价体系ꎬ全面评价

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ꎮ 总之ꎬ地学教育中重视通识教育的融合是未来教育发展的趋势ꎬ我们应不断探

索和创新ꎬ为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地学人才做出更大的贡献ꎮ

作者简介:
周瑞冬ꎬ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国际教育学院职工ꎬ香港岭南大学国际高等教育与管理文学专业硕士

研究生ꎬ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ꎮ

(责任编校: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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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远城区青少年心理健康调查研究
　 　

刘远明　 杨莉　 卢伟

　 　 摘　 要: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是建设教育强国、健康中国的重要内容ꎮ 当适龄青少年平等接受义务

教育权利得到有效保障的同时ꎬ心理健康义务教育更要均衡发展ꎬ远城区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工作应引起

更广泛的关注ꎮ 本文通过对武汉远城区 ２５４ 名初中学生的问卷调查ꎬ了解到心理健康教育在义务教育阶

段已全面普及ꎬ“家庭教养”“课业负担”“升学压力”是影响学生心理健康的主要原因ꎬ未成年人睡眠质量

堪忧ꎬ负面情绪缺乏宣泄渠道ꎬ心理隐患突出ꎮ 调查发现远城区与中心城区区域之间、城区户籍与乡镇户

籍城乡之间、名校与普校校际之间的教育发展差距逐渐缩小的同时ꎬ远城区青少年心理健康所呈现出的

各种问题和状况也与中心城区的青少年越来越趋同ꎬ而在心理健康教育普及深度与筛查求助等方面ꎬ远
城区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工作依然任重道远ꎮ

关键词:远城区ꎻ青少年ꎻ心理健康ꎻ调查问卷

　 　 一、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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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关心广大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成长发

展ꎮ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ꎮ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ꎬ健全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ꎮ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ꎬ教育部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

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２０２３—２０２５ 年)»ꎬ标志着加强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上升为国家战略ꎬ摆
在更加突出、更加重要的位置ꎮ 同年的全国教育大会上ꎬ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ꎬ要促进学生身心健康、
全面发展ꎬ让广大学生朝气蓬勃、追逐梦想ꎮ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ꎬ教育部以“全社会都行动起来ꎬ共促学生心理健

康”为主题开展首个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ꎮ 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已成为建设教育强国、健
康中国的重要内容ꎬ是党中央关心、人民群众关切、社会关注的重大课题ꎮ

对此ꎬ我们组成了联合调研组ꎬ以武汉市远城区公立中学为重点开展调研ꎬ以期了解远城区青少年的

心理健康状况ꎬ为完善心理服务危机干预机制、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提供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支撑ꎮ

　 　 二、调研对象的选择及研究方法

本次调研对象选择的是武汉市某新城区公立中学的七年级和九年级在读学生ꎮ 调查采取整群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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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ꎬ通过“班级群”发放调查问卷ꎮ 共完成调查问卷 ２５４ 份ꎬ其中有效问卷 ２５４ 份ꎬ回收率 １００％ ꎮ 调查

结果采用 ＳＰＳＳ２０ ０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ꎮ 然后ꎬ针对呈显著性差异的问题进行访谈法取证ꎮ

调查问卷从学业压力、睡眠状况、心理知识、健康自评四个维度设计ꎬ共 ２４ 个调查题目ꎬ均为选择题ꎮ

调查采取不记名方式进行ꎬ调查对象通过“班级群”扫码答题ꎮ 调查时间从 ２０２４ 年 ９ 月 ２５ 日至 １０ 月 ８

日ꎬ历时 １４ 天ꎮ 此期间学校无考试等对学生心理影响较大的事件发生ꎮ

在调查的 ２５４ 份有效问卷中ꎬ男生 １４３ 人、占比 ５６ ３０％ ꎬ女生 １１１ 人、占比 ４３ ７０％ ꎻ七年级 １３５ 人ꎬ

占比 ５２ ７６％ ꎬ九年级 １１９ 人、占比 ４６ ８５％ ꎻ户籍所在地是蔡甸城区的 １４９ 人、占比 ５８ ６６％ ꎬ是蔡甸乡镇

的 ５５ 人、占比 ２１ ６５％ ꎬ其他城区占比 １９ ６９％ (见图 １)ꎻ目前居住生活方式ꎬ与父母同住(或三代同住)的

２３６ 人、占比 ９２ ９１％ ꎬ与祖辈同住(隔代同住)的 １２ 人、占比 ４ ７２％ ꎬ独自居住 ６ 人、占比 ２ ３６％ ꎮ

图 １　 城乡户籍占比图

　 　 三、调查的总体结果和分析

此次调查表明:心理健康教育在义务教育阶段已全面普及ꎬ“家庭教养”“课业负担”“升学压力”是影

响学生心理健康的主要原因ꎬ未成年人睡眠质量堪忧ꎬ负面情绪缺乏宣泄渠道ꎬ心理隐患突出ꎬ健康自评

不高ꎮ 男生心理健康状况好于女生ꎬ低年级好于高年级ꎮ

　 　 (一)心理健康教育在义务教育阶段已全面普及

调查显示ꎬ武汉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成果显著ꎬ８８ ５８％的学生在小学初中阶段接受过心理健康方面的

教育ꎬ５４ ７２％的学生会主动了解心理方面的知识ꎬ了解的目的主要是开导保护自己或他人(３７ ８％ )、了

解自己(３５ ４３％ )、纯粹好奇(２４ ８％ )及其他(１ ９７％ )ꎮ 学生获得心理健康知识的途径主要通过学校教

育(７０ ０８％ )和网络宣传(６８ １１％ )ꎬ然后是家人(３３ ４６％ )、报刊书籍(２７ ９５％ )及医务人员(９ ４４％ )ꎮ

“学校组织的心理健康课程”和“播放心理健康相关电影或宣传片”是学生最喜欢的心理健康知识宣传方

式ꎮ (见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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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学生最喜欢的心理健康知识宣传方式比例图

对于“在什么时候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比较合适”的问题ꎬ４４ ４９％的调查对象认为小学阶段开展心理

健康教育比较合适ꎬ４０ ９４％的认为初中阶段比较合适ꎬ１ ５７％ 的认为高中阶段比较合适ꎬ１１ ０２％ 的认为

小学以前开展比较合适ꎬ仅有 １ ９７％的认为无需开展ꎮ
调查结果表明学生普遍认为在义务教育阶段ꎬ甚至越早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越合适ꎮ 这与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开展首个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的通知»内容相吻合:各地教育行政部门

和学校指导幼儿园关注幼儿心理发展需要ꎬ使幼儿保持积极的情绪状态ꎮ 指导中小学校重视培养学生积

极乐观、健康向上的心理品质ꎮ

　 　 (二)“家庭教养”“课业负担”“升学压力”是影响学生心理健康的主要原因

本次调查发现ꎬ影响学生心理健康的原因分别是:家庭教养、课业负担、升学压力、同伴交往、外形外

貌、网络社交、遗传因素、其他ꎮ (见图 ３)作业量过大、父母期待值过高、课外培训密集让当代读书郎不堪

重负ꎮ

图 ３　 影响学生心理健康的主要原因柱形图

１ 课后作业多

调查发现ꎬ家庭作业占用了学生过多的课余时间ꎮ 只有 １７ ３２％ 的学生能在校内完成作业ꎬ４６ ８５％

５５１



武汉社会科学总第 ３４ 辑

　　　　　

的学生完成作业需要 ２ 小时ꎬ１６ ９３％的学生需要 ３ 小时ꎬ１２ ６０％的学生需要 ３ 小时以上ꎬ还有 ６ ３％的学

生反映课外补习班作业太多ꎮ 这完全不符合教育部在«中小学学生近视眼防控工作方案»中的明确规定:
学校要统筹学生的家庭作业时间ꎬ小学一、二年级不留书面家庭作业ꎬ小学其他年级书面家庭作业控制在

６０ 分钟以内ꎻ初中各年级不超过 ９０ 分钟ꎮ 另据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对世界 ２１ 个国家的调查ꎬ中国中

学生仅在学校用来做数学题的时间每周就达 ３０７ 分钟ꎬ而其他国家中学生每周用于学习数学的全部时间

平均仅为 ２１７ 分钟ꎮ
２ 课外补习多

自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国家“双减”政策出台以来ꎬ校外学科类培训整治颇具成效ꎮ 过往三年ꎬ学科类校外培训

市场的规模显著压缩ꎮ 据信达证券统计ꎬ截至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ꎬ“双减”前全国 １２ ４ 万个义务教育阶段线下学科

类培训机构已压减到 ４１７６ 个ꎬ压减率为 ９６ ６％ꎻ“双减”前 ２６３ 个线上校外培训机构压减到 ３３ 个ꎬ压减率为

８７ ５％ꎮ 另据“新东方”财报显示ꎬ截至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３１ 日ꎬ公司实现营收为 １１ ３７ 亿美元ꎬ同比增长 ３２ １％ꎬ
其中ꎬ包括非学科类辅导、智能学习系统等在内的教育新业务营收同比大增 ５０ ３％ꎮ 一边是规模显著压缩ꎬ
一边是营收同比大增ꎬ其实只要家长对于校外学科类培训的需求仍然存在ꎬ培训市场就会蓬勃发展ꎬ只是授

课方式换成线上网课或线下小课形式存在ꎮ 所以说ꎬ只有在不存在升学竞争或者升学率非常高的情况下ꎬ限
制课业负担和校外教育培训负担的措施才可能有效ꎬ而这些条件在现实中并不存在ꎮ

本次调查对象虽然是远城区的初中生ꎬ但依然有超过六成的学生表示周末需要参加校外培训班ꎬ其中有

一半同学要补习 ２ 门以上主课ꎮ 这对家庭来说不仅是一大笔费用支出ꎬ更大大压缩了孩子的课余时间ꎮ
３ 父母期待高

５９ ４５％的调查对象表示“父母对自己的过分期待”是平时来自家庭的最大压力ꎮ 其次压力分别是与父

母有沟通障碍(５３ ５４％)、父母工作压力(３１ ５０％)、上学通勤时间距离过长(２４ ４１％)、祖辈或亲友之间的矛

盾(１７ ７２％)、父母婚姻关系(１６ １４％)及其他(１１ ４２％)ꎮ 孩子们操心的事物如此之多ꎬ岂能不焦虑ꎮ
而平时来自学习的最大压力ꎬ除了父母亲人、班主任和任课老师ꎬ就是自我施压ꎮ 剩下的就是来自同

学伙伴之间的攀比和社会压力ꎮ (见图 ４)

图 ４　 学习压力排序图

　 　 (三)未成年人睡眠时间不足且质量堪忧

未成年人的心理问题最早会从睡眠异常反应出来ꎬ比如心理性失眠症ꎮ 其症状包括入睡困难、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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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障碍、早醒、日间疲劳、情绪烦躁、精神不振和身体乏力等ꎮ 教育部曾对中小学生的睡眠时间作出明

确规定ꎬ强调要依据学生学习和生活规律ꎬ按照静动结合、视近与视远交替的原则安排每天的课程与活

动ꎬ保证小学生每天睡眠 １０ 小时ꎬ初中生 ９ 小时ꎮ 但本次调查发现:仅有 ５２ ７６％的学生能在 ２２ 点以前

入睡ꎬ４０ ５５％的学生在 ２２ 时至凌晨 ０ 点入睡ꎬ还有 ６ ６９％的学生凌晨 １ 点后入睡ꎮ 按照学校早上 ７ 点半

之前到校的规定ꎬ九成以上初中学生达不到国家要求的 ８ 小时睡眠时间ꎮ
除了睡眠时间不足ꎬ学生的睡眠质量也令人担忧ꎮ 调查中近半数学生表示有睡眠障碍:入睡困难

(２１ ６５％ )、多梦(１７ ３２％ )、早醒(９ ５４％ )ꎮ 只有 ５１ ５７％的人表示拥有高质量睡眠ꎮ ７３ ６２％的学生认

为有必要延长学校午睡时间ꎬ并表示午睡不仅是夜晚睡眠时长不足的有效补充ꎬ更有助于提高下午的学

习效率ꎮ

　 　 (四)负面情绪缺乏宣泄渠道

在初中生看来ꎬ提高心理健康的主要途径应该是:减少作业量、提升高中升学率、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户外活动、取消课外辅导、取消成绩排名、交正常朋友、健康上网及其他ꎮ (见图 ５)

图 ５　 提高学生心理健康途径排序图

超过八成的同学觉得保持充足的睡眠(８０ ３１％ )是提高心理健康水平最有效的生活方式ꎬ其次是保

持适当的运动 ( ５５ ５１％ )、 利用小说游戏娱乐解压 ( ５５ ９１％ ) 和健康饮食 ( ５１ ５７％ )ꎬ 社交互动

(４０ ９４％ )、规律作息(４６ ８５％ )、科学管理压力与时间(３７ ０１％ )的生活方式也能提高心理健康水平ꎬ最
后是寻求专业帮助(１８ １１％ )ꎮ

当遇到挫折时ꎬ青少年认为减轻心理压力的主要方式依次是“运动、听音乐、打游戏、转移注意力”
(７９ １３％ )、“饱睡一觉”(５１ ９７％ )、“吃一顿好的”(４９ ６１％ )、“向好友倾诉”(４３ ７％ )、“痛快哭、怪叫一

场”(３１ ５％ )、“购物”( ２７ ９５％ )、“寻找父母安慰”(２０ ０８％ )、“写小作文或日记发泄” (１６ ５４％ )、“立
即解决问题”(１４ ９６％ )、“自残”(９ ４５％ )ꎮ 可见“玩、睡、吃”还是未成年人首选的减压方式ꎮ

当感觉心理状态不佳且严重影响生活或学习时ꎬ３９ ３７％的同学会主动求助ꎬ２８ ３５％的同学不会主动

求助ꎬ另有 ３２ ２８％ 的人选择“到时候再说ꎬ看周围情况”ꎮ 而孩子们求助的首选对象是同学或伙伴

(６１ ４２％ )ꎬ其次是父母(４９ ６１％ )ꎬ再次是网络(２７ ５６％ )、老师或学校(２５ ５９％ )ꎬ最后才是专业医疗机

构或官方心理热线(１９ ２９％ )ꎮ 另有 １０ ６３％的同学不知道求助渠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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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据与前面“心理健康教育在义务教育阶段已全面普及ꎮ ８８ ５８％ 的学生在小学初中阶段接受

过心理健康方面的教育”的调查结果大相径庭ꎬ可见远城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处于一种“说起来重

视ꎬ做起来轻视ꎬ忙起来忽视”的状态ꎬ学校仍然围绕考试运转ꎬ即使建立了心理健康工作系统的学校ꎬ也
是以问题为取向ꎬ“重辅导ꎬ轻教育”情况较为普遍ꎬ心理健康教育的理念不能融入常规的教育教学ꎮ 心理

教育的普及有广度、无深度ꎮ 只是执行了相关政策要求ꎬ相关知识并没有深入人心ꎮ 青少年一旦出现心

理问题ꎬ需要疏导干预ꎬ知识都知道ꎬ渠道找不到ꎮ 真可谓:“父母指不上ꎬ老师管不了ꎬ与其唤朋友ꎬ聊天

打游戏ꎬ不如吃饭加睡觉ꎬ简单又有效ꎮ”

　 　 (五)青少年心理隐患突出ꎬ健康自评不高

本次调查发现远城区初中学生心理隐患突出ꎬ明确表示“曾经有过自杀念头”的有 ７８ 人ꎬ占到调查总

数的 ３０ ７１％ ꎮ 这其中又有近一半(３８ 人)有超过 １０ 次以上的自杀念头ꎮ 如果将性别、年级与自杀念头

做交叉分析ꎬ发现男生心理健康状况(７３ ４３％ )好于女生(６３ ９６％ )ꎬ九年级女生有自杀念头的比例

(４６ ３０％ )明显高于同年级男生(２９ ２３％ )和七年级女生(２５ ００％ )ꎮ
问卷还显示 ４０ １６％的调查对象身边存在心理有问题的同学或朋友ꎮ “如果朋友患上心理疾病”ꎬ

８３ ８６％的人表示“正常、理解、多关怀”ꎬ１２ ６０％的人表示“无所谓、顺其自然”ꎬ２ ７６％ 的人表示会“逐渐

疏远ꎬ免受干扰”ꎬ仅 ０ ７９％的人明确表示“内心排斥、歧视”ꎮ
被调查的 ２５４ 名同学中有 ７３ 人(２８ ７４％ )对自己的心理健康程度自评在 ８ 分以上ꎬ自评在 ６ ~ ８ 分的

有 ８４ 人(３３ ０７％ )ꎬ二成学生心理自评不及格ꎮ (见图 ６)

图 ６　 心理健康自评比例图

　 　 四、对策建议

学生学业负担过重、升学压力长期存在ꎬ难以解决ꎬ有着深层的社会文化原因ꎮ “学而优则业”的思

想ꎬ在当今就业形势严峻的社会背景下演绎成“好学历等于好工作”的社会文化ꎮ 家长把升学希望寄托在

孩子的学习成绩上ꎬ向孩子灌输“只有读好书ꎬ才会有出路”的观点ꎮ 具有高学历和毕业于名校成为衡量

一个人基本素质和能力的重要指标ꎮ 这都在无形中增加了孩子的升学和心理压力ꎮ
解决未成年人的升学压力ꎬ提高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ꎬ需要社会、学校、家长、学生四方面的共同

努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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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社会应倡导平等的职业观念ꎬ打破传统的人才观

要在短期内完全改变追求升学率的教育是很难实现的ꎬ应试教育是人们相对认可的公正公平的人才

选拔手段和方法ꎮ 然而ꎬ过分追求升学率ꎬ不但加重学生的学习负担ꎬ而且使教育成为孩子成长过程中的

刑罚ꎬ使学生没有学习乐趣ꎬ反而产生厌倦和抵触情绪ꎮ

本次调查中远城区的同学对升学压力也表现出较明显的焦虑ꎬ很大程度上是社会舆论的引导使得父

母对升学的期待值变高造成的ꎮ 从前城郊学生中考选择高职高专学习一项技能ꎬ得以尽快就业是许多远

城区家庭的主动选择ꎮ 而如今“教育内卷”使得“大学本科学历”成为中国家庭子女培养成功与否的标尺ꎬ
在这种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下ꎬ远城区的孩子也“卷”起来了ꎬ青少年学业压力和心理压力倍增的同时ꎬ社会

分层与人才培养也被破坏ꎮ 中职中专常年招生不满ꎬ各行各业技能型人才严重不足、长此以往“大国制

造”“工匠精神”何存? 如果社会上各种职业都能受到公平的对待ꎬ技能型人才的社会地位能得到合理认

可ꎬ传统的人才观念能适时转变ꎬ那么“择校热”“升学压力”就会降温ꎮ 但是ꎬ挑战世俗的社会文化和传统

的人才观念并不容易ꎬ可以借助社会舆论让人树立起“高学历不等于精英人才”的职业观念ꎮ
充分发挥媒体的作用ꎬ加大力度对“高技能人才”的宣传ꎬ及时公布社会岗位需求和薪酬状况ꎬ让科学

的数据说话ꎻ还可以加强宣传正面典型案例ꎬ媒体纪实拍摄一些技术性人才的成长之路ꎬ并加以宣传引

导ꎮ 多管齐下ꎬ打破传统的“高学历”人才观ꎮ
利用新媒体ꎬ为未成年人心理教育营造良好氛围ꎮ 新媒体是相对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发展起

来的具有社交属性的媒体形态ꎬ包括网络媒体、手机 Ａｐｐ、数字电视等ꎬ现在已经成为人们了解世界的主要

渠道之一ꎮ 一方面ꎬ针对未成年人对新鲜事物的接纳兴趣ꎬ充分利用如微信、微博、Ｂ 站、短视频平台等各

种新媒体渠道ꎬ加强对心理健康的宣传工作ꎬ包括推介线上、线下专业有效的心理求助渠道ꎬ为未成年人

心理教育营造良好的氛围ꎬ提供专业帮助的同时减少病耻感ꎻ另一方面ꎬ面对一些负面新闻ꎬ比如近期武

汉中小学生心理问题频发、恶性事件接连发生ꎬ谣言与武汉今年中考首次施行“分配生”政策相关ꎮ “指标

到校”让许多薄弱学校的“尖子生”能以低于省示范学校录取分数线数十分的成绩进入名牌高中ꎮ 伴随这

“沷天的富贵”ꎬ“教育内卷”从“初升高”漫延至“小升初”ꎮ 究竟是巧合ꎬ还是未成年人心理承受能力太

差ꎬ或是新政带来的蝴蝶效应ꎬ还有待考证ꎮ 但针对网上的恶意评论与转发ꎬ可以利用新媒体ꎬ适时回应ꎬ
占领舆论宣传制高点ꎬ避免以讹传讹ꎬ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营造积极正面的舆论氛围ꎮ

　 　 (二)学校应提高教师素质ꎬ确立发展的育人观

学校应转变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现象ꎬ改变以分数论成败的人才评估标准ꎬ寻求一套与素质教育目标

相匹配的人才衡量标准ꎮ

首先ꎬ应提高教师素质ꎬ特别是教师的职业道德修养ꎮ 教育是一项道德性职业ꎬ不仅是“教书”ꎬ更要

“育人”ꎮ 教师必须以学生利益为出发点ꎬ因材施教ꎮ 通过创新教学模式ꎬ提高课堂教学水平ꎬ培养学生学

习兴趣ꎬ传授学习方法ꎬ减少考试频率和作业量ꎬ注重学生的心理感受ꎬ弱化排名压力ꎮ
调查显示远城区学生最多是从学校获取心理健康知识、遇到挫折ꎬ老师是他们主要的求助对象之一ꎬ

所以学校应担当起学生心理健康的重任ꎮ 针对远城区心理健康师资力量薄弱、心理学专业知识欠缺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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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ꎬ不仅要引进专职心理教师ꎬ保证每周心理健康课程的授课时长和授课质量ꎬ还要加大经费投入ꎬ建立

保障制度ꎬ做好学生的心理健康筛查工作ꎬ避免危机事件发生ꎮ①

其次ꎬ学校需改革课程设置ꎬ课程编排要符合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ꎬ不单纯以选拔人才为目标ꎬ应该

以有利于学生的发展为导向ꎮ

再次ꎬ加强与家长的沟通联接ꎬ指导家庭教育ꎬ帮助家长端正教育观念ꎬ切实减轻学生学业负担ꎮ

最后ꎬ增加学生午睡时长ꎬ减少午休作业与课后作业ꎬ保证青少年合理的睡眠时间ꎬ提高学生的睡眠

质量ꎮ

　 　 (三)家长应加强家庭教育ꎬ树立科学的教育观

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基础ꎬ家长是家庭教育的核心ꎮ 家长素质决定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结构和教

养方式ꎬ提高家长素质是提高家庭教育水平的关键任务ꎮ

家长应加强育儿理论的学习ꎬ理性对待孩子的成长进程ꎬ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念ꎮ 不能 “重智轻德”

“重分数轻能力”ꎬ过分追求分数和排名ꎬ忽略孩子的感受ꎻ不与其他家长攀比、竞争ꎬ用各种培训班代替亲

子交流时间ꎻ消除从众心理ꎬ尊重个体差异ꎬ保护孩子的兴趣爱好ꎮ 子女乐观向上的积极心态需父母从小

培养ꎬ只有拥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才能面对成长的挑战ꎬ才能帮助他们减轻学业负担ꎮ

远城区留守学生多ꎬ父母文化程度不高ꎬ只关心学习成绩ꎬ对学习过程的关注不够ꎬ对心理健康了解

甚少ꎮ 本次调查对象有超过一半的人认为“平时来自学习的最大压力”是父母ꎬ而“父母对自己的过分期

待”“与父母有沟通障碍”尤为困扰人心ꎬ远城区家长要重视家庭教育ꎬ降低不合理的升学期待ꎬ减少不必

要的课外辅导班ꎬ做家庭教育的有效投资者ꎬ用教育的大胸怀回归平常心ꎮ 依法科学带娃ꎬ提供高质量的

亲子陪伴ꎬ促进亲子沟通的和谐发展ꎬ建立良好的家庭关系ꎮ

　 　 (四)学生应注重身心健康发展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中小学生应认识到学习是刻苦的事ꎬ必须独立面对各种挫折ꎬ今后才能适应社会竞争的压力ꎻ对于老

师的批评ꎬ要从积极的方面看ꎬ提高自身心理素质ꎻ承担适当的学业负担ꎬ对个人来说是一种锤炼ꎮ
充分认识自我ꎬ清楚自己的优缺点ꎮ 了解社会发展ꎬ包括了解社会产业结构ꎬ尽早开始规划自己的学

习与职业生涯ꎬ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职业和专业ꎬ避免资源浪费ꎮ
本次调查显示远城区与中心城区初中生最大的区别ꎬ中心城区学生会主动向父母老师求助ꎬ也比较

清楚心理援助干预的有效途径ꎮ 而本次调查中ꎬ１０ ６３％的远城区学生不知道求助渠道ꎬ遇到心理问题也

只有 １９ ２９％的学生会选择“专业医疗机构或官方心理热线”ꎮ 可见远城区的学生对于心理健康知识的掌

握还停留在知晓层面ꎬ不会合理运用ꎮ 加强心理健康教育ꎬ除了会正确面对因学习、考试与竞争压力大导

致的心理焦虑ꎬ人际交往和朋辈压力造成的心理失衡ꎬ更要懂得心理健康的自查和自救方法ꎬ清楚正规有

效的援助干预途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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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小结

减轻未成年人学业负担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ꎬ促进其全面发展ꎮ 即通过减轻学业负

担ꎬ给学生更多的时间和空间自由发展ꎬ提高综合素质和能力ꎮ 学业负担是客观存在的ꎬ有学习就必然会

有负担ꎬ想通过简单快乐的学习活动ꎬ转化、内化知识的观点和想法ꎬ是不切实际的ꎮ 我们应该有一个理

性的“减负”态度ꎬ学业负担ꎬ并不是越轻越好ꎻ升学压力ꎬ也不是越小越好ꎬ不能随意减少ꎬ需要辩证地看

待这个问题ꎮ
目前我国中小学生负担过重ꎬ不仅是一个教育问题ꎬ 也是一个社会问题ꎬ 它是一个全面、系统的工

程ꎬ需要社会、学校、家庭、学生一起努力ꎬ共同营造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条件和氛围ꎬ逐步落实艰巨

而又复杂的“减负”工作ꎮ
同时ꎬ本次调查发现ꎬ远城区与中心城区区域之间、城区户籍与乡镇户籍城乡之间、名校与普校校际之间

的教育发展差距逐渐缩小的同时ꎬ远城区青少年心理健康所呈现出的各种问题和状况也与中心城区青少年

越来越趋同ꎬ而在心理健康教育普及深度与筛查求助等方面ꎬ远城区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工作应引起更广泛的

关注ꎮ 适龄青少年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需得到有效保障ꎬ心理健康义务教育更要均衡发展ꎮ 接下来期

待解决一些薄弱环节与深度问题ꎬ实现心理健康义务教育更高水平、更加均衡、更有质量的发展ꎮ

作者简介:
刘远明ꎬ武汉市蔡甸区莲花湖中学一级教师ꎻ
杨莉ꎬ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ꎻ
卢伟ꎬ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办公室副主任ꎮ

(责任编校:徐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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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矛盾风险治理研究
　 　

田祚雄　 夏芸芸

　 　 摘　 要:信访矛盾风险治理是指通过有效的制度机制和措施安排ꎬ对信访矛盾自身所蕴含的社会风

险及由于信访矛盾处置不当而引发的社会风险ꎬ进行识别、分析、评估、预防、控制和化解等系列活动和过

程ꎮ 然而ꎬ当前在信访矛盾风险治理中还存在对信访功能和信访工作的认识存在误区、信访人的思想认

识与策略选择存在偏差、信访矛盾风险化解制度机制不够健全、信访矛盾风险治理行为存在偏差、信访矛

盾风险治理基层基础薄弱、治理效能不足等问题ꎮ 进一步强化信访矛盾风险治理ꎬ需要准确把握信访矛

盾与社会风险的辩证关系、积极构建新时代信访矛盾风险治理工作新格局、严防产生新的信访事由与增

量、夯实信访矛盾的社会风险治理基层基础、提升信访矛盾社会风险治理效能ꎮ

关键词:信访矛盾风险ꎻ风险治理ꎻ全生命周期ꎻ系统治理

信访制度是一项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ꎬ为民众诉求表达和社会矛盾化解提供了制度化渠

道ꎮ① 信访矛盾作为社会矛盾的直接反映ꎬ为风险社会背景下探寻社会风险爆发点及其发展演变规律ꎬ提供

了特殊的、重要的维度和渠道ꎮ 信访矛盾风险治理不仅是有效化解信访矛盾纠纷的良方ꎬ也是风险治理现代

化的重要内容ꎬ更是国家健康稳定发展的必要前提ꎮ 然而ꎬ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较少基于信访矛盾风险治理

的角度来探讨信访治理和风险治理问题ꎬ总体上缺乏“统合”的视角ꎬ导致信访治理与社会风险治理割裂ꎬ未

能有效激发我国信访制度作为社会矛盾“晴雨表”“减震器”的制度效能ꎮ 本文立足风险社会及其治理理论ꎬ

对于何为信访矛盾风险治理、信访矛盾风险治理的困境及难题何在ꎬ以及如何有效地进行信访矛盾风险治理

等问题进行系统研究ꎬ以期推动我国信访矛盾风险治理制度及其体制机制的完善ꎮ

　 　 一、信访矛盾风险治理的界定

　 　 (一)社会风险及其治理

１９８６ 年ꎬ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中首次提出了“风险社会”这一概念ꎮ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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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什么是风险社会ꎬ国外学界主要有三种视角:一是系统主义视角ꎬ以尼克拉斯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

为代表ꎬ认为社会是被建构出来的可以被认知的社会ꎬ社会系统自创生以来就自带风险ꎬ强调风险意识及

风险沟通的重要性ꎬ要求从时间维度考量风险及其评价的复杂性ꎬ以及在风险沟通中进行风险应对和风

险决策ꎮ① 二是文化主义视角ꎬ以斯科特拉什的“风险文化”理论为代表ꎬ认为风险在当代的突显更是一

种文化现象ꎬ而不是一种社会秩序ꎮ 要走出风险社会的结构困境ꎬ不仅需要制度、规范层次来规避ꎬ而且

需要建构合理的风险文化来自省ꎮ② 三是制度主义视角ꎬ以贝克、吉登斯等为代表ꎬ强调制度性风险ꎬ认为

西方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不仅卷入了风险制造ꎬ而且参与了风险真相的掩盖ꎬ提倡反思性现

代化ꎬ要求既洞察现代性中理性的困境ꎬ又以理性的精神来破解这种困境ꎮ③ 国外不同视角的风险社会理

论为我们理解风险社会、识别社会风险并进行风险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方向指引:风险社会是制度因素、社

会因素、行为因素、文化因素等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ꎻ社会风险治理需要基于“系统”“统合”的视角ꎬ综合

考虑制度、社会、文化、行为等多种因素ꎮ

我国学界将社会风险视为一个有生命周期的有机体ꎬ④认为现代社会风险生成逻辑是“隐性原子

化”ꎮ⑤ 社会风险应是一种以人为本逻辑引致的多元协同治理范式ꎬ即通过流程再造和有效协同机制ꎬ形

成相互依赖、统筹兼顾、利益共享、协同创新的动态自组织网络系统ꎮ⑥ 在社会风险的治理上ꎬ基于社会认

为现代社会风险的治理之道是合作共同体、治理共同体ꎬ应坚持“一核多元”的治理主体原则ꎬ“风险综合

体”的系统性原则ꎬ“居安思危”的底线原则与极限思维原则ꎻ⑦要推动社会风险治理全要素统筹和全流程

整合ꎬ实施从风险预见、风险应对到风险善后的全过程治理ꎻ要注重全生命周期治理ꎬ囊括社会风险识别、

分析、评估、控制等全过程ꎻ⑧要强化社会风险的整体性防控ꎻ⑨等等ꎮ

可见ꎬ在社会风险的认识及治理上ꎬ国内外学界基于社会风险内在特征及发展演变规律都强调“统

合”的理念ꎬ要以风险为核心全方位组织与更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种制度ꎬ全方面规划并设计各

种体制机制ꎬ全流程设置并安排各种措施与步骤ꎬ建设社会风险治理共同体ꎬ推进社会风险治理各种制

度、资源、力量、人员等整合协同ꎬ以达到社会风险治理合力ꎮ

　 　 (二)信访矛盾风险治理

所谓信访矛盾ꎬ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ꎬ向行使公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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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部门、组织及其负责人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投诉请求中所产生的矛盾和冲突ꎮ 关于信访矛盾

的产生根源ꎬ有学者认为是政府信访机构存在角色二重性问题ꎬ且人治取向显著ꎬ助推了缠闹访、无理访

等制度外信访行动ꎻ①有人认为是矛盾化解和权利救济功能凸显ꎬ导致信访制度的功能扭曲ꎬ进而引发越

级上访、进京上访ꎻ②也有学者认为是“压力体制”导致政府对于信访问题“重稳控轻维权”ꎬ造成矛盾悬而

未解ꎬ引发“扩展性信访”ꎮ③ 因此ꎬ信访矛盾至少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信访行为异化引发的矛盾ꎬ如
缠访闹访、越级上访、集体上访、谋利型上访等ꎮ 二是信访治理不规范引发的矛盾ꎮ 信访治理行为不规范

本质上是行政权力的不规范行使ꎬ包括科层体系、信访接待、信访处置、信访答复、档案管理、制度建设等

方面的不规范等ꎮ④ 三是信访问题折射出的社会矛盾ꎮ 信访是社会矛盾的直接反映ꎬ当前信访问题大多

集中在政府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与公众利益相冲突的领域ꎬ⑤公共政策类信访问题持续凸显ꎬ⑥教育、住
房、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城乡建设等成为高发领域ꎮ

可见ꎬ信访矛盾本身并不等同于社会风险ꎬ但与社会风险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ꎮ 一方面ꎬ信访诉求一

旦产生ꎬ若不能在制度内解决ꎬ就会在制度外爆发ꎮ 只有信访行为异化或信访治理不规范ꎬ才会引发社会

风险ꎬ造成社会的不和谐不稳定ꎮ 另一方面ꎬ信访矛盾为潜在社会风险识别提供切入口ꎮ 借助大数据或

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ꎬ定期对信访案件进行分析ꎬ特别是针对群体性事件、突发性信访问题进行评估ꎬ能
够有效识别潜在社会风险ꎬ并通过及时预警ꎬ采取得力有效措施ꎬ将社会风险消灭于萌芽状态ꎬ防止社会

风险进一步演化升级ꎮ 因此ꎬ信访矛盾是否会转化为社会风险ꎬ关键在于对信访矛盾的认识是否到位精

准、信访行为(包括治理行为)是否规范妥当、信访制度是否科学合理(是否以风险为核心)ꎮ 只有当对信

访矛盾认识不够、信访制度不完善、处置不当且异化性能量积累到一定程度时ꎬ才会引发社会风险ꎬ转化

为信访矛盾风险ꎮ
因此ꎬ信访矛盾风险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风险ꎬ信访矛盾风险治理是社会风险治理的一个重要维

度ꎮ 所谓信访矛盾风险治理ꎬ是针对信访矛盾自身所蕴含的社会风险及由于信访行为异化或信访治理行

为不规范而引发的社会风险的治理ꎬ是指通过有效的制度机制和措施安排ꎬ对信访矛盾风险进行识别、分
析、评估、预防、控制和化解等系列活动和过程ꎮ 和社会风险治理一样ꎬ信访矛盾风险治理需强调“统合”
观念ꎬ将信访矛盾风险视为一个有生命周期的有机体ꎬ坚持系统治理、整体治理、协同治理、源头治理ꎬ推
动治理共同体的形成ꎮ

　 　 二、信访矛盾风险治理存在的问题类型及成因探析

从当下各地信访工作实践看ꎬ无论是信访治理的思想观念、体制机制、方式方法ꎬ还是治理要素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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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平台的研究思考»ꎬ«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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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创新、主体素养等方面ꎬ均还不能完全满足信访矛盾风险及时有效化解的现实需求ꎮ

　 　 (一)因对信访制度功能定位的认识误区引发矛盾风险

一是对信访功能的认识误区ꎬ将信访功能仅仅窄化为当事人的“利益诉求”ꎬ扭曲了对信访制度设置

的初衷ꎬ忽视了信访制度公共参与、民主监督、政治凝聚等功能ꎬ异化了对信访制度功能的全面认识与发

挥ꎮ 二是对信访工作的作用、本质等存在认识误区ꎮ 信访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ꎬ人民性、政治性是信访

工作的本质属性ꎬ群众工作方法是信访工作的基本方法ꎮ 但实践中ꎬ一些部门和人员对信访工作存有边

缘化(认为经济工作才是中心工作ꎬ故不重视信访工作)、庸俗化(认为信访矛盾风险的处置就是“要钱”
和“给钱”)、简单化(信奉“搞定就是稳定ꎬ摆平就是水平ꎬ无事就是本事ꎬ妥协就是和谐” )和对信访人员

污名化(认为群众信访就是“小题大做”“故意找茬”“以访牟利”等)倾向ꎮ 三是对信访矛盾风险治理思路

的认识存在偏差ꎮ 一些部门和人员对信访矛盾风险化解有“谈信色变”“治理洁癖”“顶格清零”等不切实

际的想法ꎬ从而对信访矛盾化解提出畸高畸低的目标设置ꎮ 无论是否愿意但必须理性承认一个残酷而真

实的现实:现代社会ꎬ风险无处不在ꎬ不可能完全消除所有风险①ꎻ一个健康的社会也不是完全没有矛盾风

险的社会ꎬ而是一个矛盾风险可控可接受的社会②ꎻ寄希望于某地某时段完全消解信访矛盾风险的“治理

洁癖”思维本身就是非理性的ꎻ因为时空条件、政策规定、资源约束和人的理性程度等多因素的影响ꎬ必须

承认有些信访矛盾本身是“无解”的ꎬ因而必须接受“可控”而不是“清零”的目标ꎬ必须跳出信访矛盾本身

去化解信访矛盾ꎮ 如果简单坚守“清零洁癖”思维ꎬ就可能产生“硬结案”带来新的社会风险ꎮ 因对信访制

度功能定位认识偏颇ꎬ导致信访工作实践中出现诸多不恰当行为ꎬ本该以化解矛盾风险为己任的制度初

衷却进而引发了诸多矛盾风险ꎮ

　 　 (二)因信访人的思想认识与策略选择偏差引发矛盾风险

一是对“有事找政府”机械化、极端化解读ꎮ “人民政府为人民”ꎬ这是从人民政府的权力来源、行政目

的角度讲的ꎬ并不意味着人民的所有事情都要由政府来处理ꎬ何况现代政府都是有限政府ꎬ其资源、权力、
责任等都是有限的ꎮ 不能将本应通过个人努力、相互协商、民间调解、依法裁断的事项ꎬ统统通过信访途

径去解决ꎬ赋予信访制度以“不可承受之重”ꎮ 二是有的信访人信奉“有枣无枣打三竿”ꎮ 当下因为进行信

访的门槛和成本很低ꎬ一定程度上催生了人们的信访热情ꎬ使得“一事多投”(多次投诉、向多部门投诉)、
“一事众理”(多个部门对当事人进行办理回复)ꎬ拥塞了信访受理和办理通道ꎬ造成极大的行政资源的浪

费ꎬ客观上也扰乱了基层政府的工作秩序ꎮ 三是不少信访人存在“信访不信法”(有根深蒂固的“青天大老

爷”思想ꎬ觉得司法途径专业门槛、综合成本高而司法效率和公信力不高)、“信上不信下”(认为上级资源

更多、权限更大、水平更高、责任心更强)、“信闹不信调”(信奉 “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
思维ꎬ使得诉访分离、逐级信访、依法信访、依法终结等制度被虚置ꎬ严重干扰了正常的信访工作秩序ꎮ 信

访人的不当认识与行为极易被当作缠访闹访ꎬ甚至被贴上“刁民”“精神病”“偏执狂”等污名化标签ꎮ

５６１

①

②

知名不确定性研究专家塔勒布认为ꎬ“真实的生活是要承担风险的”ꎬ而且“活着就要承担风险”ꎮ
文化人类学学者、社会人类学学者与政治学学者都坚定地断言ꎬ风险评估与对风险接受的准备不仅是一个心理问题ꎬ
而且是一个社会性问题ꎮ



武汉社会科学总第 ３４ 辑

　　　　　

　 　 (三)因信访制度机制不健全而引发矛盾风险

一是信访工作机制尚不健全ꎮ 与许多国家公民申诉机构相比ꎬ我国«信访工作条例»没有赋予信访部

门直接调查处理信访事项实体问题的权限ꎬ信访部门通常是通过转送、交办至有权处理机关处理ꎬ信访部

门往往仅扮演着“收发室”“通报处”角色ꎻ新颁布的«信访工作条例»没有对信访事项的范围进行界定ꎬ是
继续沿用«信访条例»１４、１５ 条的规定ꎬ还是扩展信访事项范围并不明确ꎻ«信访工作条例»对中央信访联

席会的职责、运作机制等进行了明确ꎬ各地需要进一步细化配套操作规程ꎬ亟待妥善解决联席会议成员单

位协同意愿不强、协同力度不够等问题ꎻ信访事项依法终结退出制度难落实ꎬ实践中因涉及部门多、组织

难度大ꎬ信访事项终结退出制度运用的频率不高ꎬ甚至一些已终结的涉法涉诉案件有回流信访的趋势ꎮ
二是信访工作考核机制不科学ꎮ 尤其是对“信访上行”考核过于刚性ꎬ与信访权是宪法赋予人民群众进行

信访活动的基本权利相矛盾ꎬ故使得基层衍生出各种形式的拦访截访ꎬ甚至形成灰色产业链、发生严重事

故与舆情事件ꎮ 对上行信访考核重数量、轻质量ꎬ上对下简单以登记汇总、排名通报、转办交办(不问原

因ꎬ来访必登必转交)方式进行信访考核ꎬ给基层办理上行信访案件带来巨大压力和“常事特办”动力ꎬ进
而演化出许多新的矛盾风险ꎮ 满意度指标权重系数过高ꎬ①且满意度测评结果往往失真ꎮ 限时办结考核

指标不尽合理ꎬ很多信访案件历时久远、情况复杂、资料缺失、人事变迁、诉求多变等ꎬ若简单考核“限时办

结”极易影响信访案件的办理质量ꎮ 三是误用信访矛盾风险治理“属地管理”原则ꎮ 属地管理之“地”并
非简单指物理、地理空间概念ꎬ而是指工作管辖范围、工作权限与责任范围ꎮ 但实践中ꎬ常有一些部门、组
织和个人故意曲解“属地管理”ꎬ向下卸责任、甩包袱ꎮ 如发生于央企、部队、省部属高校院所、全国性群团

组织等单位的信访矛盾ꎬ辖区街道、社区既不应该也不可能承担完成其治理协调、稳控吸附任务ꎮ 信访矛

盾风险化解机制不健全ꎬ容易给信访人造成信访机构推诿拖延、“解决不了问题”的印象ꎬ从而导致信访不

断上行、外溢甚至出现“信网不信访”等新的矛盾风险ꎮ

　 　 (四)因信访矛盾风险治理行为偏差引发新的矛盾风险

一是信访矛盾风险化解的“三重三不重”思维ꎮ “稳定压倒一切”ꎬ在压力型体制和工作惯性作用下ꎬ
一些地方在做信访矛盾化解工作时仍存在重“救火”不重“防火”(如公共决策的风险评估机制仍未普遍

落实到位)、重维稳不重维权(如对维稳与维权关系认识不清ꎬ偏好“特高压、硬维稳”)、重稳控不重化解

(如受制于刚性考核ꎬ遂采取“全天候、人盯人”稳控举措)现象ꎮ 这种重短期轻长期、追求一时表面稳定的

做法ꎬ既未治本ꎬ又不可持续ꎬ风险暂时表面被压制ꎬ风险能量却不断在积蓄ꎮ 二是信访矛盾风险源头预

防和前端化解不力ꎮ 如因决策模式、行政模式没变ꎬ信访矛盾产生的路径没变ꎬ所以才有不断化解信访矛

盾又不断产生新的信访矛盾的现象ꎮ 实践经验表明ꎬ信访矛盾风险治理也符合“二八定律”ꎬ８０％ 的信访

诉求是有一定合理性的ꎬ是应该且能够化解的ꎮ 信访乃因“信”而访ꎬ当源头预防做得不到位导致信访矛

盾产生ꎬ当初次信访未被妥善处置ꎬ都极易消解信访人对有权处理机关的信任和期待ꎬ转而走上越级信

访、重复信访的道路ꎮ 而有些重复信访恰恰是因为处理不当又未及时纠错ꎬ才导致信访人诉求和情绪的

６６１

① 对工作进行满意度考核暗含了一个基本假设ꎬ即评价主体对该项工作是了解的、评价是客观理性公平公正的ꎬ但实际

上评价主体对具体情况的了解程度、评价态度的理性程度都是有限的ꎬ极易造成满意度考核结果失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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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累积所致ꎮ 三是信访事项受理与处置行为不规范ꎮ 基层信访干部权小责大、人少事多、资源少时间

紧ꎬ往往“两头受气”ꎬ浸染诸多负面情绪ꎬ身体和心理都容易处于亚健康状态ꎮ 加上少数干部缺乏共情心

理ꎬ容易在工作态度、工作作风、业务规范等方面出现瑕疵或问题ꎬ极易被信访人“揪着不放、无限放大”ꎻ
有的干部为追求短期效应ꎬ往往采取委曲求全、“常事特办”等办法ꎬ以求赢得特殊时段的短期宁静ꎬ从而

埋下诱导信访人变本加厉的诱因ꎮ 四是“三到位一处理”中的“处理”偏软甚至缺位ꎮ 一方面ꎬ“一处理”
的原则性强ꎬ执法依据与标准并不明晰ꎬ对如何处理造成一定难度ꎻ另一方面ꎬ对缠访闹访行为ꎬ公安部门

也缺乏主动严肃处理的积极性ꎮ 一旦存量信访矛盾风险处置不当ꎬ就会不断累积新的矛盾风险ꎬ“小事变

大、大事变炸”就成为必然ꎮ

　 　 (五)因信访矛盾风险治理基层基础薄弱引发新的矛盾风险

一是基层资源错配现象较为突出ꎬ基层普遍面临权力与责任不匹配、财权与事权不匹配、人手与任务

不匹配等现象ꎬ极大地制约了信访矛盾风险治理的有效性与高质量ꎮ 二是基层信访受理与处理硬件建设

滞后ꎬ一些区级“信访办事大厅”尚处于试点探索阶段ꎬ一些市级“信访办事大厅”尚未列入工作日程ꎻ一些

区县“信访办事大厅”硬件建设不平衡、力量进驻不全、机制衔接不畅ꎬ部门各自为政现象突出ꎬ吸附化解

作用发挥不够ꎮ 三是基层信访机构和队伍配备不足ꎮ 与信访工作重要性与任务繁重性相比ꎬ基层信访工

作队伍普遍还比较薄弱ꎬ一些职能部门甚至没有信访工作机构、没有专职信访干部ꎬ在岗信访干部普遍存

在职业倦怠感挫败感强、职务晋升“天花板”低、工作超负荷运转等现实困难ꎮ 同时ꎬ也有少数信访干部为

民情怀、担当精神、服务意识、业务能力、思想境界等与信访工作“三个重要”定位要求不相匹配(有人总结

少数信访干部身上存在“空、躲、拖、推、粗、乱、慌、烦、糊”等九种不良作风)ꎮ 一些地方信访矛盾风险治理

中还存在符号化、碎片化、运动化、短期化等弊端ꎬ客观上一定程度孕育了新的信访矛盾风险ꎮ

　 　 三、完善信访矛盾风险治理的对策建议

信访矛盾风险治理关乎城市安全安宁ꎮ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ꎬ发展是安全的保障ꎬ发展和安全是一体

之两翼、驱动之双轮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增强忧患意识ꎬ做到居安思危ꎬ是我们治党治国必须始终坚持

的一个重大原则ꎮ”①“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ꎬ我
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ꎬ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ꎬ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ꎻ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

手ꎬ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ꎻ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ꎬ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
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ꎮ”②我们要更加重视信访矛盾风险治理ꎬ严防信访领域出现“黑天鹅”事件和“灰犀

牛”事件ꎮ

　 　 (一)进一步厘清思想认识ꎬ准确把握信访矛盾与社会风险的辩证关系

一要切实高度重视信访矛盾的化解工作ꎮ 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信访工作条例»要求ꎬ从“三个重

７６１

①

②

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２３ꎬ第 ２３４ 页ꎮ
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２３ꎬ第 ２４４—２４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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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政治高度认识信访工作ꎬ自觉把信访工作纳入工作日程ꎬ着力构建党委统一领导、政府组织落实、信
访工作联席会议协调、信访部门推动、各方齐抓共管的信访工作格局ꎮ

二要科学确定信访矛盾社会风险治理目标ꎮ 矛盾风险客观存在ꎬ矛盾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ꎬ风险

是危险与机遇的复合体ꎮ 信访矛盾风险处在动态发展中ꎬ因此对信访矛盾社会风险治理的目标设置与考

核体系构建不能有简单“洁癖”和“清零”思想ꎬ而应以信访矛盾可控可承受和不产生系统性社会风险为底

线ꎬ不设置过高的考核目标与要求ꎬ防止倒逼基层治理行为扭曲异化ꎮ 同时ꎬ要以“不浪费每一次危机”的
思想ꎬ通过主动作为、奋发有为ꎬ努力从“危中寻机”“化危为机”ꎬ进而实现治理理念、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的升级升维ꎮ
三要全面准确认识信访制度的功能设置ꎮ 我国信访制度具有政治参与、民主监督、权益保障和密切

党群关系、增强政治认同、增进政治凝聚①等多重功能ꎮ 要切实防止将信访制度功能窄化为当事人“权益

保障”单一功能ꎬ防止对信访工作边缘化、庸俗化、简单化、污名化ꎬ防止信访矛盾被别有用心者利用而演

化成社会风险甚至危害国家安全ꎮ

　 　 (二)完善信访工作机制ꎬ构建新时代信访矛盾风险治理工作新格局

一是完善党委统一领导机制ꎮ 信访工作是政治工作ꎬ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ꎬ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信

访工作各方面和全过程ꎬ确保正确政治方向ꎮ 各级党委要增强主动抓信访工作的自觉性ꎬ坚决贯彻落实

党中央关于信访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ꎬ执行上级党组织关于信访工作的部署要求ꎬ统筹信访工作

责任体系构建ꎬ支持和督促下级党组织做好信访工作ꎻ党组织主要领导要定期听取信访工作汇报ꎬ分析形

势ꎬ部署任务ꎬ研究重大事项ꎬ解决突出问题ꎻ要组织各方力量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ꎬ及时妥善处理信访

事项ꎬ研究解决政策性、群体性信访突出问题和疑难复杂信访问题ꎮ
二是完善联席会议机制ꎮ 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机制是党领导信访工作的重要抓手ꎬ其运行建立在“召

集人—办公室—成员单位”的横向协同机制基础上ꎮ 要将“人民中心”理念内化为各方力量参与信访治理

的共同价值准则ꎬ以问题为导向ꎬ以效果为标准ꎬ切实建立责任传导机制ꎻ党政领导特别是主要领导要高

度重视ꎬ亲自参与协调解决、包案、接访等工作ꎬ推动问题化解ꎻ建立各级政府权责资源清单ꎬ强化“精准交

办”“因案施策”“一案一策”ꎬ不简单以属地管理为由卸责给基层ꎻ建立协同治理监督机制ꎬ充分发挥督查

职能ꎬ提高信访部门协调解决问题的效率ꎬ提高回应速度和质量ꎬ明晰落实部门责任ꎬ加大奖优罚劣力度ꎮ
三是完善信访矛盾风险治理机制ꎮ 要强化源头防控ꎬ进一步健全依法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决策风险

评估机制等ꎬ避免因不当决策引发信访矛盾纠纷ꎬ酝酿社会风险隐患ꎻ对已发生信访矛盾ꎬ要回到“源头现

场”ꎬ还原事件本来是非曲直与争议焦点ꎬ兼顾历史与现实情况变迁ꎬ以“不让人民吃亏”的思想有针对性

地进行化解ꎬ尤其要高效能处置初信初访ꎬ不让矛盾升级ꎮ 要完善信访矛盾风险排查梳理机制ꎬ加强互联

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运用ꎬ重视信访矛盾风险数据收集、分析、研判、预警、共享ꎬ探索运用

新时代“枫桥经验”ꎬ努力将信访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于萌芽ꎮ 要完善社会力量参与机制ꎬ跳出信访抓信

访ꎬ积极培育发展各类社会组织参与信访矛盾风险化解工作ꎻ努力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ꎬ常态化推进律

８６１

① 信访制度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重要制度安排ꎮ 尽管党的信访工作产生于革命战争年代ꎬ
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ꎬ仍始终发挥着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ꎬ肩负着为民解难、为党分忧的政治责任ꎮ
故信访的本质是“因信(信任、信赖党委政府)而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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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心理咨询师等参与信访接待、案件调处ꎬ从心理疏导、情感慰藉、困难帮扶、兴趣培育、生活充实等多维

度化解信访矛盾ꎬ变单向的行政主导为多主体共谋共建共治共评共享ꎮ
四是完善考核评价机制ꎮ 准确认识信访权的公民基本权利属性和信访制度的政治定位ꎬ完善信访矛

盾风险治理考评机制ꎮ 上级对下级信访上行量的考核要更加柔性ꎬ加大结构、类型、成因、合理性等分析

力度ꎬ不简单以登记数横向比较、信访量逐年下降、限时办结等为考核指标ꎬ不给各种拦访截访以借口ꎬ切
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信访的权利ꎮ 精准理解“属地管理”原则的内涵ꎬ真正将“属地管理、分级负责”与

“谁主管、谁负责”匹配协同起来ꎬ严格按照管辖权限、责任主体、矛盾原发地进行转交督办ꎬ严防有关部门

向话语权弱、资源权限少的最基层卸责“甩锅”ꎮ 上级信访部门可深入信访量多、办理难度大的地方ꎬ采取

信访事项办理情况督查、业务检查、随机抽检、联合有权机关深度介入调查、主动参与一线接访等方式ꎬ使
上级政策精神与基层实际情况更好实现良性互动ꎮ 同时ꎬ要完善责任追究机制ꎮ 切实加大公共决策失误

责任追究、信访矛盾化解失责追究力度ꎬ以最大限度从源头减少信访矛盾发生ꎬ最快速度化解已存信访矛

盾ꎬ最大可能减少新增信访矛盾ꎮ

　 　 (三)规范信访矛盾风险存量治理ꎬ严防产生信访矛盾风险增量

一是严防不当拦访截访ꎮ 公民表达诉求、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权利依法得到保护ꎬ国家信访局明令禁

止以任何形式限制群众正常上访ꎬ不允许打击报复上访群众ꎬ坚决纠正拦卡堵截群众正常上访活动的错

误做法ꎮ 对待群众上访ꎬ应该旗帜鲜明:欢迎合法上访ꎬ严惩非法上访ꎬ从而为信访人、接访人划定明确的

行为规则边界ꎬ严防因不当拦访截访产生新的访情及风险ꎮ
二是严防处置不当产生信访矛盾风险增量ꎮ 尤其要重视初信初访处置工作ꎬ严防因接访办理人工作

态度、作风、方式、程序等不当ꎬ而引发新的信访事由、推动信访上行ꎮ 要进一步强化接访和处置行为的规

范化、公开化、法治化程度ꎬ牢固树立“信访只跑一次”“问题到我为止”理念ꎬ妥善处置信访矛盾风险ꎮ
三是扎实做好诉访分离工作ꎮ 诉访不分既给信访部门以超载负荷ꎬ又极大影响法治威严ꎮ 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强调ꎬ“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ꎮ 要切实贯彻«信访工作条例»规定ꎬ严格按照诉讼与信访分离

制度要求ꎬ将涉及民事、行政、刑事等诉讼权利救济的信访事项从普通信访体制中分离出来ꎬ由有关政法

部门依法处理ꎮ 要进一步细化、明示和严格执行信访不受理规则ꎬ切实为信访堵塞“泄压”减负ꎮ
四是切实加大“一处理”工作力度ꎮ “一处理”偏松偏软ꎬ甚至有缺位ꎬ已成为基层信访矛盾风险化解

最为棘手、最为诟病的问题ꎮ 要进一步加大对违法信访行为处理规则建设、公安信访等多部门协同处置、
反面典型宣传剖析等工作力度ꎬ真正让法治之手彰显治理之功ꎮ

　 　 (四)强化治理要素保障ꎬ努力夯实信访矛盾的社会风险治理基层基础

一是加强“信访超市”“矛调中心”建设力度ꎮ 避免信访群众多处游走上访和有关部门相互推诿ꎬ全面

构建起接访、研判、调处、疏导、督办工作闭环ꎬ着力形成群众反映问题表达诉求“只进一门、只找一人、只
访一次”工作格局ꎮ

二是加强信访干部队伍建设ꎮ 按照辖区人口比例、形势任务要求、信访任务强度等ꎬ统筹考虑设置信

访工作机构和人员编制ꎬ选好配足配强信访工作力量ꎻ严格落实“年轻干部和新录用干部到信访工作岗位

锻炼制度”ꎬ加大信访工作培训力度ꎬ不断提高信访干部的专业化程度ꎻ建立信访干部定期轮岗交流制度ꎬ

９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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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通交流和晋升通道ꎬ提升信访干部职业尊严感与价值成就感ꎮ
三是加强治理资源倾斜ꎮ 更加重视基层基础ꎬ以关口前移、重心下沉、数字赋能、资源下沉等方式筑

牢维护社会稳定的基层基础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为信访矛盾风险化解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保障ꎬ所需经费

列入本级预算、足额保障ꎮ

　 　 (五)强化全周期治理导向ꎬ着力提升信访矛盾社会风险治理效能

一是从矛盾生成演化角度ꎬ抓好事前预防、事中化解、事后疏导ꎬ形成完整工作闭环ꎬ全力推动信访矛

盾有效化解ꎮ 事前预防要突出“源头防范”:强化依法行政ꎬ严防因违法行政、违规操作引发信访矛盾风

险ꎻ强化风险评估ꎬ建立健全重大决策专家论证、群众评议、中介机构介入等工作机制ꎬ加强刚性约束ꎻ强
化排查预警ꎬ定期不定期排查各类矛盾风险ꎬ加强源头预防ꎮ 事中化解要聚焦“事要解决”:高度重视初信

初访ꎬ全力推动群众合理诉求“最多访一次”ꎬ提高一次性化解率ꎬ把问题解决在初始ꎻ加强矛盾多元化解ꎬ
充分发挥第三方力量ꎬ实施信访事项简易听证ꎬ法理情并用ꎬ把矛盾化解在基层ꎮ 事后稳定要扭住“事心

双解”:针对“案结事未了”“事了结未解”情形ꎬ深入矛盾现场走访信访当事人ꎬ登门入户了解信访人的思

想状况、生活情况ꎬ面对面沟通交流ꎬ实打实帮扶解困ꎬ多维度做好暖化感化工作ꎬ彻底打开信访人的心

结ꎬ促其停诉息访ꎮ
二是从信访举报处置角度ꎬ抓好“受理、办理、反馈”等三道关口ꎬ提升初信初访全周期管理水平ꎮ 严

把“受理关”ꎮ 落实首办责任制ꎬ建立初信初访台账ꎬ坚持“谁接待、谁落实、谁沟通”ꎬ避免群众因举报无

门、沟通不畅而越级上访ꎻ认真做好告知解释ꎬ严格区分受理和不受理范围ꎬ明确告知信访人的权利与义

务ꎮ 严把“办理关”ꎮ 对业务范围内的信访举报件ꎬ明确办理时效ꎬ及时进行调查核实ꎻ对不能按时办结

的ꎬ须及时作出书面说明ꎬ确保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ꎮ 严把“反馈关”ꎮ 按照“谁承办、谁答复”原
则ꎬ调查处理结果必须在初信初访办结后及时向信访人反馈ꎬ并做到“包调查”“包反馈”ꎬ不断提高初信初

访一次性办结率和化解率ꎻ定期随机抽取部分办结件开展回访督查ꎬ对办理情况进行跟踪评价和问责处

理ꎻ坚持查处问题与澄清保护并重ꎬ对检举控告失实的ꎬ开展常态化澄清正名工作ꎬ给担当者撑腰鼓劲ꎬ让
流汗者不流泪ꎬ使干事创业者更踏实、更有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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