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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时光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能够进入上
海交通大学学习的同学都是万里挑一的英才。因
此，大家要格外珍惜交大提供的学术平台，在大
学四年里做好积累、刻苦学习！机遇总是给予那
些不懈努力的同学！借本期《国是》卷首和同学
们分享一些感想。

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财富积累和城市繁荣，
公共管理专业逐渐成为了最受瞩目的学科，一方
面，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和社会服务受到了前所
未有的挑战，另一方面，这些领域中也充满了巨
大的机遇。当下，智慧城市、应急管理、公共服
务、环境资源等领域产生了大量的实际问题，严
重影响了民生，迫切需要大量人才参与治理。要
成为国家栋梁和有用之才，仅仅依靠书本和考试
是不够的，还需要具备更加广阔的学科交叉视野，
更加扎实的实证方法和更加精深的理论基础。做
好社会科学要深入中国社会，深刻揭示中国社会
中的问题，探索解决方案。学院主办的《国是》
是学术思想交流的平台，希望大家好好利用这个
平台，碰撞出学术的火花，取得更大的进步。

衷心祝愿《国是》越办越好！
陈 璐 陈雨雁 李嘉慧
林裕静 刘凤丹 刘星宇
吕鹤霄 吕立远 麦婷茜
倪晨阳 余红霞 杨文婷
赵晨晨 张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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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国际化办学”

钟杨

人物小传：钟杨，中国国家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致远讲席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民意与舆情调查中心主任，田纳西大学政治学终身
教授、武汉大学和四川大学的客座教授。研究领域：比较政治学理论、政治文化和政治参与。
研究领域：比较政治学理论、政治文化和政治参与。

记者：钟院长您好，能够邀请到您来参
加“治学”栏目的访谈，我们感到十分的惊喜
和荣幸。首先我们要表达我们的感谢，感谢
您在百忙之中愿意抽出时间与我们进行交流
和分享。今天的访谈，我们想与您聊一聊关
于我们学院教学国际化的问题。我们学院，
乃至整个交大，其实都是非常注重与国际接
轨的，在教学方面有很浓的国际化特色。请
问您对这一特色有什么看法呢？

国际化是张杰校长很看重的一点，因此

交大的“国际化”特色确实特别突出。要知道，
也不是每一所国内高校都会像我们一样重视

这一点。首先咱们院的名字里面就有“国际”
这两个字眼，这说明国际化一定是咱们的一

个很重要的方面，不光是在教学上，其它方

方面面都是如此。

另外，再从我们学院的人员来谈谈。我

们的教师队伍里，差不多有一半都曾拿到过

海外学位，有海外经历的就更是数不胜数。

比如我吧，就是在国外拿到了硕士和博士学

位，还在国外教了很多年的书。不仅仅是我，

交大还有很多学院的院长也都是从国外回来

的人才。再说说我们的学生吧，国际化程度

也非常高。在本科生里大概有 1/3是外国留
学生；在研究生范围内，我们四年前就开办

了一个国际硕士班，叫“中国政治与经济”，
招生人数一年比一年多，今年又新开了一个

叫“中国公共政策”的国际硕士班项目。今年
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亮点是，我们招收了十

几名博士留学生。所以，总体来看，我们每

年都招收了相当数量的外国学生，并且以后

规模可能会继续

扩展。对于国内

的学生来说，我

们也在不断努力

为他们创造出国

进修的机会，例

如和美国南加大、

宾大的合作项目，

和莫纳什大学和

希伯来大学的双

学位，还有一些

欧洲的学校以及

日本早稻田大学等。最近我们还在推进与哈

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合作项目，以后每年都

会派两名博士去那边进修。这样看来，其实

我们学院学生的出国机会是很多的，并且合

作院校的水平层次都挺不错。

但是目前在我看来，我们其实并不缺乏

好的交流项目，缺的是学生们的积极性。可

能很多学生因为实习、就业或者其它原因，

就放弃了这些很好的出国机会，这很可惜。

记者：这个现象确实很明显。说到这个
问题，我们想听听在您眼中出国学习、交流
对我们有哪些好处？

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是不言自喻的。出

国半年到一年的时间，绝对不是一件耽误时

间的事。我知道很多同学会把这半年到一年

的时间用来实习，以便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

但实际上，出国和找到好的工作是并不冲突

的，甚至这对找工作来说是有好处的。当你

走到另一个国家，你可以增加你的见识，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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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自己的视野，不一定要每天呆在学校里上

课，也可以出去走走看看，这样的经历可能

会让你在求职时更具有吸引力。所以说，这

其实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况且这种在国

外生活一段时间的机会在大多数人的一生中

是比较难得的，希望大家能够尽可能的把握

这种机会。尤其是对我们社科类学生来说，

我们创新灵感的来源，不就是社会吗？社会

就是我们的“实验室”，我们需要去观察社会，
观察世界。

记者：谢谢院长和我们谈了很多出国交
流、学习的益处。作为一位在国外工作、生
活了几十年的“过来人”，请问您觉得国内外
教学模式的主要差异在哪里？在您的教学过
程中，您是否尝试引进过一些国外的教学方
法呢？另外，我们学院的整体教学风格有哪
些地方受到了国外的影响？

这个很难从学院整体来说，因为高校的

教学风格和教学模式这些东西其实是因人而

异的，都会带有不同的个人特色，而不是统

一的，这是学术自由。所以我无法代表别的

老师的观点，我只能就我个人的教书经验来

说说这个问题。要说欧美国家教育和我们最

大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是一种“启发式教育”，
培养的是一种分析能力和创新能力。创新能

力就要求我们能够去否定

现有的东西，这样才能提

出新的东西。那么我觉得

国内的教育就缺乏对批判

性思维的培养，也就是我

们常说的 critical thinking。
比如这个学期的社会科学

研究方法这门课，在给国

内学生上课时，我试图去

让更多的同学参与到讨论

中来，但是效果不太理想。

但是在给国际硕士班的同

学开这门课的时候，感觉

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的

思维很活跃，可以提出各

种各样的问题。这说明他

们在积极的思考，有自己

的想法。所以以后在教学

中，我希望能更多地带动同学们主动参与到

讨论过程中来，甚至鼓励大家给老师们“挑
刺”，因为我还是比较倾向于这种“启发式教
育”的，大家应该有更多的自由去思考，而不
是被一些既有的条条框框所束缚。我对我自

己的学生采取的也是比较放任自由的态度，

我尊重他们的想法和选择。

懂得合理安排时间，可以使我们更优秀。

记者：那现在我们再来聊一些轻松的话
题吧。您在国外求学和生活的过程中，一定
有很多记忆深刻的事情吧，能和我们分享一
两件事吗？

记忆深刻的事那可太多了，那就说说我

刚到美国时的感受吧。因为我出国的时候特

别早，那个时候国内能够了解外国信息的渠

道也十分有限，我那时就有非常强烈的想法

想要走出国门看看外面的世界。等我在美国

一落地，走在美国街头的时候，我发现那儿

和我在国内所听说的太不一样了。它的发达

程度震撼了我，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中美

文化的巨大差异深深地烙印在那时的我的心

中。那时的我还惊异于美国高度发达的文明

程度，甚至感觉它超过了我们这个五千年的

“文明大国”。他们的文明主要体现在他们主
动的文明意识和监管意识上，反观我们国家，

确实经常会见到不文明

的现象，所以在物质发

达的今天，加强精神文

明建设确实是很有必要

的。借这个话题，我想

对同学们也提出一些倡

议。因为大家是社科类

的学生，学习的也都是

公共领域的问题，所以

我希望大家不要只在乎

个人的“小”利益，而要
能够做一个“文明”的社
会 人 ， 一 个 decent
person，一个有良心的
知识分子。最后，我还

是鼓励大家把握机会，

多走出去看看，外面的

世界其实非常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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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是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

沈洋

人物小传：沈洋，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
研究领域：性别、移民、亲密关系。

记者：沈老师您好，很荣幸邀请到您来
接受我们的访谈。我们了解到您多次在国际
学术会议上发言，并在国际知名同行评审期
刊上发表论文数篇，您的高效和才华让我们
十分敬佩。我们也了解到您主要运用质性研
究方法去做研究。但目前国内比较强调定量
研究方法，所以希望您可以分享一下自己对
于质性研究的看法，同时也希望您给同学们
一些学习质性研究方法的建议？

说之前我先提一下，就是在下学期，我

和黄琪轩老师以及刘一弘老师会给研究生同

学开设一门必修课《质性研

究方法》，硕士和博士生可以

一起来上这门课，和你们现

在上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类似，但你们现在上的课应

该主要会介绍一些定量的研

究方法，而我们下学期要上

的课则主要介绍质性研究方

法，这也说明了目前学院对

这一块还是很重视的，如果

对质性研究方法感兴趣的同

学，我希望大家下学期都可

以来上这门课，好好的学习

一下。

关于目前国内研究方法的发展，我觉得

目前社会科学领域会更加强调定量研究方法。

因为定量研究方法确实有它的优势，比如它

的结果比较有代表性。但是质性研究方法和

定量研究方法这两种方法所研究的问题是不

一样的。就比如说当考察离婚率这一问题时，

我们用定量方法是可以得出结果的，但是如

果要研究一个人为什么要离婚，以及离婚现

象背后的故事，那肯定是运用质性研究方法

会更合适。还有就是如果需要研究一些特定

的人群，是很难运用定量研究方法的。比如

当你研究一些无家可归，露宿街头的人的时

候，对于这些人你很难做问卷调查的，只能

去做访谈或者参与式观察。所以在研究方法

的选择上，没有高低之分，主要还是取决于

研究问题。我个人比较推崇的是将定量研究

方法和质性研究方法相结合。当然质性研究

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它们在花费的时间和金

钱上也会有所区别，定量研究工作的开展可

能需要较多的经济支持，而质性

研究由于可能需要做访谈或者参

与式观察，虽然说较为省钱，但

是需要投入很多的时间精力。以

上这三点是对于研究方法的选择

需要去权衡的地方。所以我希望

学生们在研究方法的学习上都要

有所兼顾，不要只注重定量或者

质性。研究方法的选择最终还是

主要取决于我们研究的问题本身。

希望对质性研究感兴趣的同学可

以进一步去学习，我也很乐意去

帮助他们。

至于在研究方法的学习上，我觉得学生

首先应该多读一些书，把相应的理论基础打

好。但除了理论学习之外，最主要的还是要

自己到实际层面上去操作。因为“纸上得来终
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如果你在书本上学
到一些知识之后不去用，可能很快就忘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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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我海外读博的时间里，为收集一手资

料，我在餐馆前后打工 7个月，观察了他们
在工作场合、亲密关系以及娱乐活动中性别

化的人生经历。其中虽然也遇到了很多困难，

但我自己也在其中不断反思，不断学习，从

中收获了很多。所以实践对于研究方法的学

习来说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包括在下学期的

《质性研究方法》的课程中，我们会让学生

亲自去到外面做一些观察和访谈，让他们更

好的去掌握课堂上传授质性研究方法。

记者：我们也了解到沈老师您除了科研
学习之外，对剧本写作、禅修都有所涉猎，
请问您是抱着什么样的想法去做剧本写作和
禅修，它对我们的学习有帮助吗？

我并不是因为剧本写作和禅修对我的学

业有帮助才去学的。我个人觉得读书的时光

相对来说是比较“奢侈”的，我们可以不去很
功利的去想一些其他东西。电影剧本写作或

者禅修可以算作我的兴趣爱好，而去培养兴

趣爱好也是去寻找自己成就感、认同感和追

求真理的一个过程。就比如说我去禅修，也

是想去学习如何处理好科研带来的焦虑，想

做一个更好的人，想探索“无我”的境界。再
比如说我写剧本，是因为我认为只做学术是

有很多局限性的，它与大众是有隔阂的。我

想把我在田野调查中的一些经历、感悟放在

剧本里，这样就可以把我自己在科研中的一

些想法和大众进行交流。现在我同时也再做

另一个剧本的顾问，是因为我朋友准备导演

一部电视剧，正在剧

本修改阶段。这个剧

本的主角是一群博士

生，讲的是博士的生

活。其中有一个社会

科学专业的博士生，

我朋友邀请我给剧本

提修改意见。我觉得

在这方面剧本顾问的

作用是很重要的，因

为编剧写博士生生活

的剧本是基于自己的

想象，并不了解研究者实际的生活状况，那

在这方面我肯定了解更多，于是会给他提一

些意见，让大众很好地了解我们研究者的日

常生活是怎样的。剧本写作和禅修对我来说

有着很多意义。禅修可以帮助减轻压力，调

整心态；在这个过程中我有独立的时间对自

身进行反思，帮助自己更好地生活。写剧本

是是将科研学习与生活进行互动的方式，让

我们的科研学习更加“接地气”。我们在学习
中不能拘泥于理论的学习，一定要把所学理

论知识同实践相结合，同时也在实践中不断

反思自己。

记者：那么在最后，沈老师您在治学上
有什么建议给我们学生吗？

首先是在读书阶段大家如果有机会出国

交流的话，要把握住机会。我觉得在国外的

学习，不仅可以体验自己以前没见过的一些

人和事，可能会对明确自己的方向也有着重

要的作用，我当时就是硕士阶段在国外交流

的时候才决定了去国外读博。我也知道有些

学生他们可能会担心的自己语言能力不佳，

但我认为恰恰只有在那种环境下才可以更好

得提高自己的外语能力，在语言这一点上就

已经有所收获了。而且出国交流不仅仅只在

知识层面上对自己有所提升，由于自己接触

的人群不一样，所处的生活环境不一样，我

们有机会去看一下别人的生活是怎样的，因

为现在大家的生活压力都很大，大多国内的

年轻人面临着婚姻、工作、买房的压力，但

是在国外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这种压力，不

一定觉得买房是必须，有很多人都是为了自

己的兴趣在活，即使

租房生活也比较惬意，

此外在英国也没有习

俗说男生一定要买婚

房。

其次就是大家在

学习过程中说不定会

碰到很多志同道合的

朋友。在我自己的学

习经历中，我就遇到

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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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我觉得学业只是研究生生活的一部分，

拿到学位也不是最终目的，经历才是最重要

的，我觉得我在读博士阶段，认识的朋友都

非常优秀，有不少是可以交一辈子的朋友，

包括我现在也会和一些人在国外的中国朋友

以及外国朋友发邮件联系，他们丰富了我的

人生。

最后兴趣也是很重要的，能支撑着我一

路走下去的动力就是源于我对社会学和性别

研究的兴趣。比如我从本科开始就对女性生

存处境方面的议题比较感兴趣，但只是感兴

趣，当时也并没有想过在这方面继续深造。

但慢慢发觉自己想做进一步探索，而且这方

面的确存在很多问题值得研究，所以就选择

深造。所以我也希望各位同学可以在今后的

学习中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并不断努力，

做好研究。



国是·第 15 期

6

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动因及路径分析
张学昆 欧炫汐

摘要：日本并非南海争端的当事国，但近年来却频频插手南海问题，甚至试图在军事上重返南海。究其动
因，既有维护日本海上“经济生命线”、应对钓鱼岛争端等现实利益的考虑，又有争夺地区影响力、遏制中
国崛起等战略性的考量。日本采取多种路径介入南海问题，包括以区域海上多边安全合作为突破口，搭建
介入南海问题的平台；利用各种多边论坛，极力推动南海问题的国际化；加强与菲、越等南海声索国的防
务安全合作，对之提供能力建设支持；与美、印、澳等其他区域外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加强联动，提出所谓
“亚洲民主安全之钻”；解禁集体自卫权，为军事上重返南海奠定法律基础。在亚太格局深度调整和中日结
构性矛盾凸显的背景下，以及日本加速解禁集体自卫权和修改和平宪法的情况下，可以预见，日本今后会
进一步加强对南海问题的介入。
关键词：日本；南海问题；钓鱼岛争端；中日关系

近年来南海问题不断发酵，成为重大的地区安全热点问题。究其主要原因，一是南海岛

礁声索国之间的主权争端日益加剧，二是区域外大国对南海问题的介入不断增加。就后者来

说，美国、日本和印度是三个主要的区域外大国，它们本身对南海并没有主权诉求，但却基

于各自不同的目的，以维护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为借口持续介入南海问题，从而形成在南海

问题上与中国展开战略博弈的局面，导致南海问题日趋复杂化和国际化。在介入南海问题的

力度和程度上，以及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和后果上，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区域外大国，值得我

们高度关注。然而，与对美国介入南海问题的重视和探讨相对比，目前国内学界对日本介入

南海问题的关注和探讨还远远不够充分和深入。可以预见，在亚太地区格局深度调整和中日

结构性矛盾不断凸显的背景下，以及在日本加速解禁集体自卫权和修改和平宪法的情况下，

日本今后会以各种方式进一步加强对南海问题的介入，甚至在军事上重返南海。我们对此应

保持警惕。本文基于地缘政治和新现实主义的理论视角，重点探究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动因，

并分析其采取的各种介入路径。

一、近年来日本加强介入南海问题

日本对南海的染指，可以回溯到 20世纪初期，当时的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占领了中国台湾
省后，就开始逐步向南海渗透。“二战”期间，日本一度侵占南海诸岛。中国在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文件的相关条款，收复

了对南海诸岛的主权。此后，日本对南海地区的关注逐渐淡化，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承认南

海诸岛的主权属于中国。冷战后，国际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日本相应地调整了国家战略目

标，开始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军事大国迈进。日本将南海问题视为其在亚太地区攫取地缘政

治利益和抗衡中国的一个着力点，开始逐步介入南海问题。1992年 2月，中国颁布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首次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西沙群岛和

南沙群岛等岛屿的主权地位。日本随即向中国提出抗议，还以此为契机散布所谓“中国威胁论”。
11995年中国与菲律宾爆发美济礁事件后，日本采取了政治介入的态度，不仅立即表现出对菲
律宾的同情，日本领导人在与中国领导人会晤时，还多次表达对南海问题的关切之意，并在

随后诸多关于南海的问题上对东南亚国家采取了明显偏袒的态度。

20世纪 90年代，日本在南海问题上更多是以斡旋者的身份出现，到 2000年以后其关注

1[德]杜浩著，陈来胜译：《冷战后中日安全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 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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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不断增加。这与 2000年以来南海周边的地缘政治形势密切相关。2000年以来，南海周边
的地缘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最为显著的是，中国在东亚国际格局中的重要性变得举足

轻重，综合国力和地区影响力赶超日本，同时中日在历史问题、领土争端等方面纷争不断，

两国的矛盾日趋加深。这一时期，日本对南海问题的介入主要是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下进行的。

2005年 10月，在日美防务“2 + 2”谈判中，在美国的要求下，日本自卫队宣称其防卫范围扩展
到马六甲海峡。1

2010年是日本加强介入南海问题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此后日本开始尝试全面介入南海
问题，日益成为影响南海局势发展演变的一个重要角色。首先，2010年 7月，美国前国务卿
希拉里在东盟地区论坛上发表演说，声称美国在维护南海航行自由方面拥有“国家利益”。同期
参加会议的日本外务大臣冈田克也表态支持希拉里的声明，声称南海争端的和平解决也事关

日本的国家利益。其次，2010年 9月 7日，一艘中国渔船在钓鱼岛海域先后与两艘日本巡逻
船相撞，日本海上保安厅随后以涉嫌妨碍公务为由逮捕了中国渔船的船长，由此引发了两国

的外交危机并使钓鱼岛问题再次成为两国关系中的一个焦点。这一事件导致当时的菅直人内

阁开始把中国与有关国家的南海主权争端和中日在钓鱼岛和东海大陆架划界的争端联系起来。

再次，2010年，中国 GDP总量首次超过日本，两国的实力对比开始出现不利于日本的变化。
日本对中国的焦虑感增加，试图利用南海问题来阻碍中国的崛起。日本对南海问题关注程度

的变化从日本发布的《防卫白皮书》中也可见一斑，在关键词一栏输入“南シナ海”（南海），
可以在历年的《防卫白皮书》中找到 160条相关信息，其中 2010年及以后有关南海的数据多
达 89条。2可见，2010年是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一个关键点，此后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程度
不断加强。

2011年 9月，野田佳彦接替菅直人出任日本首相，日本对南海问题的关注度进一步提升。
野田内阁延续了日本政府一贯地试图以多边方式为途径、以非传统安全为切入点来解决海上

安全问题的战略传统，推动成立了旨在解决海上争端的区域论坛——东盟海上论坛扩大会议
（Expanded ASEAN Maritime Forum），为日本介入南海问题搭建平台。除了多边渠道，野田
政府还利用双边外交、政府开发援助（ODA）、海岸警卫队合作等方式来介入南海问题，这
方面最突出的就是加强与菲律宾和越南的合作关系。例如，野田佳彦甫一上任，就与菲律宾

总统阿基诺三世举行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2011年 9月），一致同意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
伙伴关系，声称“连接整个世界和亚太地区的南中国海至关重要”，同意加强双方海洋安全部门
间的协调与合作，加强双方政府和军事人员的交流，加强两国海军的联系和联合演习，共同

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和在南海地区日益强硬的领土主张。

2012年 12月，安倍晋三出任日本首相，他大体上延续了前任政府的南海政策，主要差别
是在其政策和倡议里增加了更多带有军事和地缘战略色彩的言辞，如提出了所谓“亚洲民主安
全之钻”（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的战略概念，而南海正好处于这颗“钻石”的中
心。32013年伊始，安倍晋三及其内阁成员纷纷出访东南亚各国，展开所谓的“战略外交”，意
在制衡中国。4自 2014年 7月起，安倍政府极力推动解禁集体自卫权和修改和平宪法，在政
治上和军事上不断右倾，试图从根本上改变日本战后的国家定位和安全政策框架。如果安倍

的野心全部如愿以偿，将对亚太地区的安全格局造成重大冲击，并使日本能够更直接、更深

入地介入南海问题，包括在军事上重返南海。事实上，近两年来日本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已大

为加强，频频与菲律宾、美国、印度等国在南海地区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甚至考虑在南海空

域展开巡逻。52015年 5月和 6月，日本海上自卫队与菲律宾海军在南海地区连续举行了两场

1李聆群：“日本的南海政策及其发展演变”，《和平与发展》，2015年第 1期，第 103页。
2朱清秀：“深度介入南海争端：日本准备走多远？”，《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5年第 2期，第 32页。
3 Paul Midford, “Japan’s Approach to Maritime Securi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sian Security, Vol.55, No.3, 2015, p.544.
4刘江永：“安倍再度执政后的中日关系展望”，《东北亚论坛》，2013年第 2期，第 8页。
5 2015年 1月，美国第七舰队司令罗伯特·托马斯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为制衡中国在南海地区越来越强的海上力量，美



国是·第 15 期

8

联合军事演习。在短时间内进行如此频繁的军事互动进而加剧南海的紧张局势，日本急欲搅

浑南海之水的用意不言而喻。

二、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动因

日本对南海问题从积极关注到试图

全面介入，究其动因，既有维护自身海

上“经济生命线”、应对钓鱼岛争端等现
实利益的考虑，又有争夺地区影响力、

遏制中国崛起等战略性的考量。

2.1限制中国海权的发展,遏制中国的和
平崛起

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
了“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
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

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
南海在我国“海洋强国”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中国海权的发展意义重大。一方面，南海丰富
的能源资源可以为海洋经济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南海的战略位置极为重要，是

我国与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和欧洲往来的重要航道，同时也是我国海军东出太平洋、

西出印度洋的重要通道。显然，南海是我国发展海权的一个重要阵地。然而，以海洋立国并

长期作为东亚最强大海权国家的日本，对中国海权的发展很是担忧，认为这关系到东亚地区

的主导权。而中国主导东亚地区，则是日本最不愿看到的，因此极力阻挠中国维护在南海的

主权和利益，意图限制中国海权的发展。

冷战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东亚都保持着以中日为核心的复杂均势，日本虽然在经济上

一直领先于中国，但在政治影响力方面要弱于中国。然而，21世纪初期以来，随着中国国力
的显著提升，东亚地区的国际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10年，中国的 GDP总量首次超越日
本，成为世界第二，日本之前的优势地位已经不复存在，传统均势格局被打破。亚太地区力

量对比的改变，让日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挑战，并致使中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更加凸

显。在这样的背景下，基于现实主义的生存竞争逻辑，日本深感不安，试图对中国的和平崛

起进行干扰和牵制，南海问题正好成为可以利用的一枚战略棋子和一个着力点，日本借此大

肆制造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日本于 2011年发布的《中国安全战略报告》以中国的海洋战略
及南海政策为主题，声称“中国在南海的一系列强硬行动，使东南亚各国对中国一向宣传的‘和
平发展战略’失去了信任”，“将来若在南海发生偶然冲突，包括日本在内的、共有海上交通线
的所有周边国家的安全保障都将受到威胁”。1确实，南海问题的久拖不决和不断激化会对中国

的和平发展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使中国在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不得不花费很

多精力和付出很大代价来应对这项艰巨的挑战，甚至面临战争的风险。日本在南海问题上频

频搅局，就是要使南海争端久拖不决，限制中国海权的发展，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同时通

过南海问题与那些对中国崛起感到担忧的南海声索国及美印澳等区域外国家建立起战略联系，

共同对中国进行制衡，缓解国际格局变迁给日本带来的压力。

国欢迎日本将空中巡逻的区域扩大至南海地区上空。参见

http://news.eastday.com/eastday/13newsautonews/china/u7ai3414116_k4.html。
1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中国安全战略报告 2011》（中文版），2012年，第 21-23页，
http://www.nids.go.jp/publication/chinareport/pdf/china_report_CN_web_2011_A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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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搅浑南海之水，着眼于中日钓鱼岛争端的博弈
中日东海问题尤其是钓鱼岛争端是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又一重要动因。表面上,南海问题

似乎与东海问题并无关联，实则不然，两者都是主权问题，又都涉及巨大的能源利益。在日

本看来，中国对其中一个问题的解决思路、策略、手段等等，很可能会延伸和影响到另一个

问题的解决，而这正是日本所关注并表示担忧的。事实上，早在 1992年中国颁布《中华人民
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后，日本就开始把钓鱼岛争端和南海争端视作相互关联的问题。

1995年中菲美济礁事件激化后，日本外务省担心，如果中国不断在南沙群岛造成既成事实，
从而对南沙群岛实行管理，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也有可能采取同样的做法。12010年 9月中日
在钓鱼岛水域发生撞船事件后，当时的菅直人内阁明确地把中日东海和钓鱼岛争端与中国和

东南亚有关国家的南海争端联系起来。这种认知被后来的野田内阁、安倍内阁所继承，并推

动日本更深入地介入南海问题。他们认为，如果南海争端最终形成有利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

式，那么这种方式可能会应用于东海问题，从而损害日本对钓鱼岛和东海专属经济区的主权

声索。2因此，日本极为关注中国对南海问题的态度及解决方式，希望能从中了解中国在海洋

及岛屿主权争端中的策略和风格，以便为中日钓鱼岛争端和东海海域划界问题积累谈判和博

弈经验。2014年发布的日本《防卫白皮书》指出，中国的策略是弱化其他声索国对中方声称
拥有主权的岛屿的有效控制，同时通过在争议岛屿周围的海域及空域的监视活动和使用武力

来加强中国对这些争议岛屿的主权主张。3日本认为，2012年中国就成功地在黄岩岛冲突上运
用了这种策略，迫使菲律宾撤出舰船，最终获得了对这个争议岛礁的实际控制。日本前防卫

大臣小野寺五典在 2013年访问菲律宾期间提到了黄岩岛事件，特别强调了南海争端和东海争
端的联系。4日本担心，中国会把在南海争端上的策略运用到钓鱼岛问题上，从而挑战和削弱

日本对钓鱼岛的所谓司法管辖权。

日本试图通过介入南海问题来获得在东海问题及钓鱼岛争端上与中国进行博弈的筹码。

首先，日本可以通过支持菲律宾、越南等南海声索国的诉求，与其形成双边外交联盟来制衡

中国，以使南海争端久拖不决，进而制约中国对钓鱼岛的关注程度，减轻日本在钓鱼岛问题

上面临的压力。比如，2012年野田佳彦政府在实施“购买钓鱼岛”前后，就极力支持菲律宾、
越南等南海主权声索国炒作“南海问题”以减少日本因“购岛”所面临的压力。其次，日本希望通
过介入南海问题，换取东南亚有关国家在钓鱼岛问题和防空识别区问题上对日本的支持。

2013年 11月，中国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后，东南亚有关国家对中国是否会设立南海防空
识别区心存疑虑。在此背景下，日本趁机加大力度介入南海问题，借南海争端拉拢东盟有关

国家，使其支持日本的立场。日本在当年 12月中旬召开的日本与东盟国家特别峰会上提出“天
空安全”这一主要议题，即中国有可能在南海划设防空识别区，希望东盟国家与日本采取一致
立场，共同抵制中国设立防空识别区。最后，日本也可以选择在南海问题上保持中立甚至是

偏向中国一边，以换取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对日本作出妥协和让步，当然这种选项的可能性

不大。总之，由于日本的介入，当前南海问题和东海问题已出现联动态势，值得我们高度警

惕。

2.3维护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利益和影响力
“二战”结束以来，东南亚地区作为日本重要的原料来源地和商品销售市场，同时也是日本

1李国强著：《南中国海研究：历史与现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 414页。
2 Paul Midford, “Japan’s Approach to Maritime Securi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sian Security, Vol.55, No.3, 2015, p.537-539.
3 “Defense of Japan 2014”, 2014, p.45, http://www.mod.go.jp/e/publ/w_paper/pdf/2014/DOJ2014_1-1-3_web_1031.pdf.
4 “Japan Vows to Help Philippines amid China Sea Row”, Straits Times, 27 June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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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亚洲投资的重点区域，在日本迈向经济大国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后，东南亚地区

又成为日本迈向政治及军事大国、图谋主导东亚国际秩序的试验田。日本通过经济、非传统

安全等方面的合作已经深深地渗入东南亚地区。1至今，东南亚地区在日本的经济发展和对外

战略方面仍然具有不可替代性，而日本也通过贸易、投资、援助等手段在该地区取得了较大

影响力。

然而，随着近年来中国的崛起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
不断上升，这引发了日本的担忧。在经济上，2010年中国已经成为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
第一大出口目的地。据东盟秘书处的统计数据，2008年东盟与中国的货物贸易额仅为 1968亿
美元，而东盟与日本的货物贸易额则为 2143亿美元。从 2009年起，东盟—中国的货物贸易额
首次超过东盟—日本的货物贸易额，此后两者的差额呈持续扩大的趋势。2013年，东盟与中
国的货物贸易额高达 3505亿美元，而东盟与日本的货物贸易额仅为 2407亿美元。2在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初见成效的基础上，中国和东盟建立了进一步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
级版的共同愿景，并设立了在 2020年达到贸易额 1万亿美元的目标。在双边关系上，中国—
东盟战略伙伴关系于 2014年由“黄金十年”开始走向起点更高、内涵更广、合作更深的“钻石十
年”。中国的丝路基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倡议、中国倡议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
银行等，将加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推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设。目前，东
盟十国均为“亚投行”的成员国。随着“亚投行”的发展，日本通过主导亚洲开发银行而在东南亚
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获得的影响力将受到削弱。传统上，相较中国而言，日本在东南亚的影响

力优势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但是近年来，日本的经济优势越来越不明显。为了维持在东南

亚的影响力，日本试图通过积极介入南海问题，维持其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分化和瓦解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关系。

三、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路径

日本采取多种路径积极介入南海问题，然而其路径选择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比如受国

内和平宪法的限制，日本无法像美国那样直接把军事力量大规模投射到南海地区；受“武器出
口三原则”3的限制，不能像美国那样以履行所谓“同盟义务”为借口，对有关南海声索国提供大
量武器装备等军事援助。因此，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路径呈现出自身的鲜明特点。

3.1推动区域海上多边安全合作，搭建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平台
鉴于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侵略历史，再加上“二战”后制定的“和平宪法”的束缚，长期以来日
本无法在南海地区直接扮演一个军事角色。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以反海盗、打击武装抢劫等

非传统安全问题为突破口，积极构建自身能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海上区域多边安全合作机

制，谋求在南海安全事务中发挥更主动的政治领导力。自 1994年东盟地区论坛( ARF)成立以
来，日本一再尝试利用这个论坛来介入南海安全问题。1995年 5月，南海争端因中菲美济礁
事件而有所激化，日本遂提议将南海问题纳入同年 8月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加以讨
论，建议东盟地区论坛的成员国共同向中国施压，并以“维护航行自由”和“和平解决南沙争端”
为名表达日方的关切，以期能促使中国在南海问题上软化立场。在 1999年 6月举行的东盟地
区论坛会议上，日本首次提出打击海盗的问题，并且其立场在随后发布的东盟地区论坛主席

声明里得到了反映。2000年 4月，日本主办了“打击海盗和武装抢劫船只”的区域会议，推动

1郑泽民著：《南海问题中的大国因素——美日印俄与南海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 110页。
2 ASEAN Secretariat, “ASE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4”, July 2015, p.69, http://www.asean.org/image-July/ASEAN-
Yearbook/July%202015%20-%20ASEAN%20Statistical%20Yearbook%202014.pdf.
3所谓的“武器出口三原则”，是日本在 1967年针对武器出口制定的三项基本原则，即“不向共产主义阵营出售武器”、“不向联
合国禁止的国家出口武器”、“不向发生国际争端的当事国或者可能要发生国际争端的当事国或者可能要发生国际争端的当事
国出售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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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海上多边安全合作。2003年 6月，日本在东京主办亚洲海岸警卫队会议，参加会议的包
括东盟、孟加拉国、中国、中国香港、印度、韩国和斯里兰卡，会议就签署《亚洲地区打击

海盗和武装劫船合作协定》（ReCAAP）进行谈判。在日本的积极推动下，ReCAAP的最终文
本在 2004年 11月达成，并于 2006年 9月正式生效。在 ReCAAP生效后不久，日本就宣布提
供 4000万日元的运行经费，支持在新加坡设立的反海盗信息共享中心。日本积极推动打击海
盗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区域海上多边安全合作，构建诸如 ReCAAP这样的功能性区域多边安
全机制，派遣武装舰船到南海海域进行反海盗巡逻，是它试图增加在南海及周边地区安全影

响力举措的一部分，使它获得了参与保障南海航行安全的广阔空间。这种路径不但得以在避

免直接军事行动的前提下增加了日本在南海地区安全合作中的参与度，保障其在南海地区的

航行安全，而且还在客观上强化了日本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存在，增加了日本对南海问题的影

响力。

3.2利用各种国际多边论坛，极力推动南海问题的国际化
推动南海问题的国际化是日本在 20世纪 90年代就采取的介入路径。近年来，日本在这方

面更加卖力，利用各种国际场合和多边机制极力推动南海问题的多边化和国际化，试图使中

国无法通过正常的双边途径解决南海问题，以造成对中国不利的局面。自 2010年以来，日本
就持续在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EAS)、东盟海事论坛扩大会议(EAMF)、东盟防长扩大会
议(ADMM +)等多边场合提出和讨论南海问题，极力推动南海问题的国际化。2010年 7月，在
越南河内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日本紧随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向中国发难，致使南海问

题在时隔多年后再次成为该论坛争论的议题。此后的历次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日本都会提

出南海问题。东亚峰会本是一个主要讨论区域合作和经济一体化的多边对话机制，日本却企

图赋予该机制讨论敏感安全议题的功能。在 2011年 11月的东亚峰会上，日本提议成立一个由
各成员国政府官员及专家组成的“东亚海上安全论坛”，但最终未被会议采纳。为制造更大的国
际效应，日本甚至利用西方七国集团会议来推动南海问题的国际化。2015年 4月 15日，在日
本的推动下，在德国吕贝克举行的七国集团( G7)外长会单独通过了一份涉及南海和东海局势
的《关于海洋安全的声明》，1这在七国集团近 40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同样是在日本的推动
之下，两个月后召开的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发表的《联合宣言》也涉及南海问题，表示强烈反

对中国在南海的岛礁建设。2014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指出，南海是一个“整个国际社会
关切的共同问题，直接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相关”。2这种表述清楚地表明了日本使南海问

题多边化和国际化的意图。

3.3加强与东盟及南海声索国的防务安全合作，对其提供能力建设支持
在南海问题和东海问题日益升温的背景下，日本和东盟近年来不断加强防务安全合作。

2013年 2月，安倍晋三在日本—东盟特别首脑会议上倡议召开日本—东盟防长会议。2014年
11月，日本与东盟首次召开了防长会议，成为继美国和中国之后第三个与东盟召开防长会议
的国家。在这次会议上，日本和东盟就加强防务安全合作的方针达成一致，日本将重点在海

洋安全和灾害救援等方面为东盟提供人才培养、装备和技术支持。日本—东盟防长会议的召
开是日本与东盟强化防务安全合作的重要一步，标志着双方的防务关系正逐渐由交流向具体

合作发展。目前，日本和东盟已经在反恐、打击海盗、人道主义和救灾、军事医疗等非传统

安全领域开展了深入合作。

在各南海声索国中，日本尤为重视加强与菲律宾和越南这两个国家的关系，主要原因是

这两个国家在南海争端中对中国的态度最为强硬，与中国的对抗最为激烈。

1这份声明表示，对类似大规模填海造地等改变现状及增加紧张局势的任何单方面行为表示关切，反对任何试图通过威胁、强

迫或武力手段伸张领土或海洋主张的做法。参见 http://world.gmw.cn/2015-04/17/content_15394100.htm。
2 “Defense of Japan 2014”, 2014, p.73, http://www.mod.go.jp/e/publ/w_paper/pdf/2014/DOJ2014_1-1-5_web_103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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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来看日菲关系。2011年 9月，菲律宾总统阿基诺访日，两国决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表示南海的“和平与稳定”符合双方共同的利益，一致同意加强两国海洋安全部门间的协调与合
作，加强两国海军的联系及信息交流，以应对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及在本地区“日益强硬
的领土主张”。双方还同意扩大两国海岸警卫队的联合训练，并使用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来全
面升级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通讯系统。12012年 4月中菲黄岩岛事件发生后不久，作为加强与
菲律宾防务安全合作的一个具体举措，日本决定向菲律宾转让 10艘巡逻舰，以增强菲律宾海
岸警卫队的海上监视能力。2012年 7月，菲律宾防长博尔泰雷·加斯明( Voltaire Gazmin)访日，
双方签署了防卫合作备忘录，旨在加强海上安全保障方面的合作。2012年 12月，菲律宾外长
罗萨里奥表示，菲律宾欢迎日本重新武装，支持日本修改和平宪法，认为这样可以在军事上

制衡中国。22013年 2月，日菲决定进一步深化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两国经过第二次海洋安
全磋商，搭建了外交、海军、海警共同参加的“3 + 3”海上安全合作框架，使海上安全合作成
为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一个支柱。2015年 6月，日本海上自卫队与菲律宾海军在南沙群岛附
近海域举行了首次联合演习，进一步彰显了两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姿态。

其次来看日本与越南的关系。同样地，由于越南在南海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日本也大力

支持越南在南海争端中抗衡中国。在日本看来，由于南海问题和东海问题的存在，越南和日

本因此拥有了共同的战略利益。2010年 7月，时任日本外相冈田克也访问越南，双方决定举
行由两国外交和国防部门参加的“日越战略对话”，表示将围绕南沙群岛问题密切交换信息。同
年 10月，时任日本首相的菅直人访问越南，两国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强调“航行自由、畅
通的贸易、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和平解决争端符合整个地区国家的利

益。”32011年 10月，越南国防部长冯光青访日，双方签署了“防卫交流与合作备忘录”。2013
年 1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选择越南作为其上任以来第一个出访的国家，牵制中国的意味十
分明显。在这次访问中，日本表达了在南海问题上“反对用力量改变现状”的立场，并拟与越南
建立海洋安全磋商框架。4为支援越南海警在南海的执法能力，日本除已经提供的二手巡逻船

外，还将提供性能更高的新建巡逻船。

3.4与其他区域外国家加强联动，构建日美印澳联合干预体制
在南海问题上，日本与美国的立场和观点几乎一致，声称在主权归属问题上不持立场，

支持和平解决南海争端，反对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鼓励各方制定南海行为准则。自 2010年
以来，在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下，日美一直就南海问题协调彼此的立场，并借此
巩固两国的军事同盟关系。例如，在 2015年 11月，安倍晋三和奥巴马在二十国集团(G20)峰
会前夕和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就中国在南海的岛礁建设问题交换意见，强化了日美两国

在该问题上的一致立场。为了配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希望日本在南海问题上发挥
更为积极的作用，甚至邀请日本自卫队到南海巡逻，对南海地区实行联合监控。2015年 4月，
日美两国举行外交与国防部长会议，达成了新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双方决定把日本自

卫队与美军的合作扩大至全球范围，双方将共同应对岛屿防卫，并将岛屿防卫从东海延伸至

南海地区。在日美安保体制下，日本“密切配合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部署，遏制中国海
上力量的发展，严防中国海上力量突破所谓‘第一岛链’”。52015年 10月，美国海军宙斯盾导
弹驱逐舰“拉森”号进入中国渚碧礁和美济礁 12海里范围内，日本在这个事件里与美国保持一
致步调并进行了紧密的合作，利用通信系统与美国分享彼此舰船的部署情况，打着“航行自由”
的旗号向国际社会强调美方行动的“正当性”。在 2015年 11月的 G20峰会期间，日本重申了

1 Paul Midford, “Japan’s Approach to Maritime Securi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sian Security, Vol.55, No.3, 2015, p.540.
2 David Pilling, Roel Landingin and Jonathan Soble, “Philippines Backs Rearming of Japan”, Financial Times, 9 December, 2012.
3 “Japan-Viet Nam Joint Statement on the Strategic Partnership for Peace and Prosperity in Asia”,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31 October, 2010, 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vietnam/joint1010.html.
4李秀石：“试论日本对东盟的安全合作政策”，《日本学刊》，2014年第 2期，第 56页。
5王传剑：“日本的南海政策：‘内涵和外延’”，《外交评论》，2011年第 3期，第 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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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美国向中国人工岛周边 12海里内派遣军舰的行动。两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还表
现在协同对有关声索国提供能力建设支持，如为了帮助菲律宾提高在海上抗衡中国的能力，

两国分工明确，美国负责向菲律宾的武装力量提供武器装备，日本则负责向菲律宾的海岸警

卫队提供装备。

在介入南海的问题上，印度也是日本联合的对象。两国不但在合作制华方面拥有共同的

战略利益，保持着某种默契，而且从地理属性上看，两国都是海洋大国，都认为南海问题事

关它们的国家利益，因此南海问题成为两国的共同关切。近年来，日本和印度以共同维护海

上安全为名，不断加强反海盗等海上安全合作，在南海问题上进行协调与配合。

日本还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为纽带，拉近与美国、印度、澳大利亚等区域外国家的关系，

以建立在南海问题上针对中国的包围圈。2012年底，安倍晋三提出旨在遏制中国的“亚洲民主
安全之钻”，在南海和东海问题上拉拢美国、印度、澳大利亚等区域外国家。日本声称，面对
中国在东海及南海的强硬态势，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和美国夏威夷可以连成钻石形海洋线，

与亚洲的民主盟友共同确保西太平洋至印度洋之间的公海和海上航行自由，并表示日本将在

其中最大限度地贡献力量。1中国的南海诸岛以及钓鱼岛都被囊括在这个所谓“亚洲民主安全之
钻”的包围圈内，日本的用意昭然若揭。

3.5从国际法上向中国施压，从国内法上解除禁区
在国际法层面上，日本在与东南亚国家的双边外交场合里反复声称，南海争端应基于包

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加以解决，要确保南海的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这是

在影射中国违背国际法原则并危及南海的航行自由，试图以国际法为名来否定中国在南海的

主权以及为维护主权所采取的正当行为，在法律上、国际舆论上给中国施加压力，并为其介

入南海问题提供依据。近年来，日本首相在与菲律宾、越南、印尼、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领

导人会晤谈到南海问题时，反复声称“反对使用武力改变南海的现状，应在包括《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基础上和平解决南海争端”。2日本还把这种通过国际法介入南海问题的

1 Shinzo Abe, “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 Project Syndicate, 27 December, 2012, http://www.project-
syndicate.org/commentary/a-s trategic-alliance-for-japan-and-india-by-shinzo-abe.
2 Jeffrey W. Hornung, “Japan’s Growing Hard Hedge against China”, Asian Security, Vol.10, No.2, 2014, p.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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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扩展到多边论坛上，如在日本—东盟峰会、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等多边论坛上，日
本不但经常要求讨论南海问题，而且一再声称各声索国应遵守普遍公认的国际法原则，比如

自由航行、航行安全、不受阻碍的商业以及和平解决争端等原则，批评中国在南海进行的吹

填作业和跑道建设。此外，日本还支持菲律宾等国提起南海问题的国际仲裁，支持联合国仲

裁法庭对中菲南海争议进行强制仲裁。

在国内法层面上，日本通过了旨在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新安保法，为日本军事上重返南海

奠定法律基础。2015年 7月 16日，日本执政联盟控制的国会众议院全体会议强行表决通过了
安倍政府提交的安保法案；9月 19日，日本执政联盟又凭借其在国会议席中的数量优势，在
参议院全体会议上强行表决通过了安保相关法案。至此，日本新安保法正式出笼，包括 11个
具体法案，其中有 1个新立法和 10个修正法。《国际和平支援法案》是新立法，其实质是海
外派兵的永久法和基本法。根据该法案，日本可随时根据需要向海外派兵并向其他国家的军

队提供支援。安倍政府还在修正法中提出了两个新概念：一个是《武力攻击事态修正案》中

的“存亡危机事态”，即发生“针对与日本关系密切国家的武力攻击事态，并因此威胁到日本的
存亡，国民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之权利存在被彻底颠覆的明显危险事态”；另一个是《重
要影响事态法案》中的“重要影响事态”，即“海外发生威胁到日本和平与安全的事态，放任不
管的话，或将发展到对日本的直接武力攻击”。在这两种情况下，日本可以出动自卫队行使武
力。1由于南海是日本重要的海上运输通道，根据新安保法案，日本能以“维护航海自由，确保
其国民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之权利不被颠覆”等为由，更直接、更方便、更深入地介入南
海问题，使得日本可以和“关系密切的国家”一起行使集体自卫权，派出自卫队在南海执行巡逻
任务，进一步加强与“准盟友”菲律宾、越南等南海声索国的安全合作，甚至直接介入它们与中
国的争端。

四、我国的应对策略

目前，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介入力度和产生的影响尚没有美国那么大，虽然介入的态势

日趋积极但仍较为低调，这主要是因为日本受国内和平宪法的限制，无法像美国那样直接把

军事力量大规模投射到南海地区；受制于“武器出口三原则”，也不能像美国那样以履行所谓
“同盟义务”为借口，对有关争端国大量提供武器装备等军事援助；日本更多地只能通过政府开
发援助或以海岸警卫队为名对其提供有限的武器装备和能力建设支持。然而，随着日本政治

右倾化而加快解禁集体自卫权和修改和平宪法，以及由于中国的崛起而导致的中日结构性矛

盾的日益凸显和不断激化，可以预见日本在将来会进一步加大对南海问题的介入力度。具体

来说，首先，地区局势的紧张和“周边事态”的恶化可以为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和修改和平宪法
提供氛围和理由，为此日本势必千方百计搅浑南海之水；而一旦解禁了集体自卫权和修改了

和平宪法，反过来又可以为日本加强介入南海问题以及配合美国的南海战略提供国内法律支

持，两者之间呈现一种相互加强的关系。其次，由于中国的崛起而导致在东亚国际格局中的

力量分配出现了不利于日本的变化，而中国在外交和安全事务上则变得更加积极进取和自信。

根据新现实主义理论，面临国际体系压力的日本出于对中国的疑惧而势必采取针对中国的制

衡行动，南海问题可以成为其抗衡中国的一个着力点。可以预见，日本今后将进一步加强对

南海问题的介入，谋求在南海扮演战略角色。这一方面将使南海问题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助

长越南、菲律宾等声索国采取强硬立场同中国对抗的气焰，影响地区局势的和平与稳定；另

一方面又使南海问题成为中日矛盾冲突的另一个焦点，使原本趋冷的中日关系增加了新的不

稳定因素，影响两国关系的改善。

对于日本介入南海问题及其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和后果，我国应保持高度警惕并谋划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详解日本新安保法案”，http://www.mod.gov.cn/opinion/2015-10/23/content_462562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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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的应对策略。首先，国际层面上，要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构建中国与印度之

间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从而预防日本与美国、印度等域外大国在南海问题上形成联合

干预体制，消解日本利用日美安保同盟框架介入南海问题的现实和法理基础，对冲日美同盟、

日印合作在南海问题上可能产生的破坏性影响。其次，区域层面上，一方面要进一步强化同

南海周边国家经济相互依赖的格局，大力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让南海周边国家
更多地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弱化它们对日本的物质利益需求，消解日本拉拢其对抗中国的

经济因素；另一方面要加强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包括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和非传统

安全领域的合作，并且积极推动《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的制定，维护南海地区局势的稳定，

尽可能地降低南海周边国家对日本的安全需求。再次，中日双边关系层面上，由于当前的中

日矛盾主要由两国力量对比质变、历史问题久拖不决、领土争端日益激化等几方面因素交织

而成，我国在坚持原则的同时也要充分释放善意，促进双方各领域的务实合作，扩大共同利

益基础，降低日本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同时，要把钓鱼岛问题同南海问题分割处理，避免两

个问题形成联动，以防日本将介入南海问题作为解决钓鱼岛问题博弈的筹码，降低日本介入

南海问题的积极性。最后，军事层面上，要大力加强我国海空军力量的现代化建设，适当增

加在东海地区的军事存在，在东海方向形成对日本的牵制，同时也应适当增加在南海地区的

军事存在，加强反介入能力，提升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代价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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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微服务模式初探——

基于典型案例的观测研究
宗一君 郭晶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上海，200240

jguo@lib.sjtu.edu.cn

摘要：研究从我国 985高校图书馆目前微服务开展状况入手，选取三所代表性高校，使用描述性分析的方法，
通过记录其一个月内的信息与服务推送情况，结合新媒体指数提供的传播指数，对比研究图书馆微服务的
推送内容、服务方式、用户互动、传播力等情况，初步设计出高校图书馆微服务的一种典型模式。研究指
出该模式中涵盖资源、角色、媒介、服务内容、服务过程五大要素，通过服务模式设计、服务功能实现、
服务成效的评价与优化三大步骤实现，勾画出符合当前多数高校图书馆的微服务运营情况。
关键词：高校图书馆 微服务 服务模式 描述性分析

Research on Building a Micro-Service Mode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Based on Continuous Observation of Typical Cases
Zong Yjun，Guo Ji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micro-service in libraries of 985 Project

universities in China, researcher selected three typical cases to observe their performance

in one month, including the information and service they push to users, the service mode,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users and librarians and so on. Using the method of descriptive analysis,

together with the result WCI (WeChat Communication Index), the research came up with a

service model of micro-service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The service model consists of five

main modules, which are resources, characters, media, main service, process, and can be

realized through three steps, which is of much value to most university libraries.

Keywords：University Libraries; Micro-service; Service Model; Descriptive Analysis

*本研究系上海市社科规划基金项目“面向创新领军人才的深度知识服务策略研究”（批准号：

2014BTQ003）系列研究成果。

引言

美国新媒体联盟出版的《地平线报告》连续两年指出，高等教育的短期趋势之一是混合式

学习方式的普及，在线学习、面对面教授相结合的趋势愈加明显
1
，在由人、微信息内容和微

信息技术构成的动态、开放的微信息环境中，如何实现个性化学习，是高等教育面临的较大挑

1新媒体联盟(NMC).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2015高等教育版)[J].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5(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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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2
。高校图书馆作为师生获取学术资源，进行知识创新的主要场所，在微信息环境中承担着

巨大的责任。创新服务模式，通过新媒体提供优质的服务，不仅能够促进知识流转与创新，更

能适应用户新的信息利用行为和需求，主动融入用户信息环境。

图书馆服务中新媒体的应用一直是国外学者研究的聚焦点，图书馆在 Facebook、Twitter、

Friendfeed、Yammer、MySpace、LinkedIn 等类似网站和新媒体平台上提供的推送服务通过

micro-blogging（微博客）实现，这类服务对图书馆传统服务模式带来了巨大挑战
3
，

Facebook 和 twitter 作为此类服务的主要平台，是学界研究的重点。有些学者重点研究如何

使用这类平台、应该提供哪些服务、用户使用的积极性等方面
4
，也有些学者着重研究 twitter、

Facebook 等对传统图书馆服务的冲击
56
，及其在图书馆微服务中的应用

78
。然而在图书馆学的

研究中尚未出现关于微服务的明确定义。

随着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的发展，国内学者也逐渐意识到开展微服务的重要意义，然

而因为微服务兴起相对较晚，学术界对图书馆微服务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在研究范围、研

究深度上都有待挖掘。2011 年张英较早提出了图书馆微服务的概念，认为“图书馆微服务是

图书馆为用户提供的细微化、个体化、差异化阅读服务
9
”，之后刘丽萍

10
、张晓萍

11
、刘怀兰

12

等人也在研究中对图书馆微服务进行了界定，也有学者研究微服务中的某些特定问题，如微服

务背景下如何进行用户个人信息的保护、微信、微博等的具体手段和媒介在图书馆微服务中的

应用等。然而目前为止学术界尚未形成普遍公认的图书馆微服务概念。

目前学术界对高校图书馆微服务模式方面的涉及相对较少，文章从高校图书馆微服务现状

出发，通过对典型案例的跟踪观测，观察其微博、微信平台上发布内容、推送频率、互动情况

等方面的表现，围绕服务内容、服务流程、服务优化等方面初步设计出高校图书馆微服务的一

种典型模式，以期为高校图书馆服务模式的设计与实施提供借鉴。

1. 研究设计

1.1 高校图书馆微服务概念界定

根据目前学术界已有的对微信息环境、微服务等概念的研究，高校图书馆微服务可以理解

为：在微信息环境下，以用户为中心，通过运用多媒体、数字、网络等技术，为其提供的全天

候、全方位、即时性的信息服务。微信息环境由微设备（主要为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

2 Johnson, L., Adams Becker, S., Cummins, M., Estrada, V., Freeman, A., and Hall, C. The NMC Horizon Report:
2016 Higher Education Edition[M]. The New Media Consortium, 2016.
3 Kristina M. DeVoe Column Editor. Bursts of Information: Microblogging[J]. Reference Librarian, 2009,
50(2):212-214.
4 Jacobson T B. Facebook as a Library Tool: Perceived vs. Actual Use[J]. 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 2010,
72(1):79-90.
5 L Charnigo, P Barnett. Checking Out Facebook.com: The Impact of a Digital Trend on Academic Libraries[J].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Libraries, 2007, 26:23-34.
6张彦文. Facebook社交搜索及其对图书馆服务的影响[J].图书馆论坛, 2014(10):115-121.
7 Nuijten K. Enhancing users' experience: a content analysis of 12 university libraries Facebook profiles[J]. Lc
Internet Including Www, 2010.
8丁献峰,杨九龙.基于 Facebook的国外图书馆创新服务实证研究[J].大学图书馆学报, 2012, 30(5):23-27.
9张英.微服务:开创图书馆服务的“蓝海”[J].图书馆建设, 2011, 07期(07):51-53.
10刘丽萍,庞彩云.图书馆微服务研究[J].图书馆建设, 2013, 04期(04).
11张晓萍. “微服务”：碎片化微时代的图书馆导读工作策略探究[J].高校图书情报论坛, 2014, 03期(01):54-56.
12刘怀兰.图书馆的微服务体系研究[J].图书馆学研究, 2015,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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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内容（主要为篇幅和内容形式有一定限制的信息）、微应用软件和安全的移动互联网几个不

可或缺的要素构成，微服务实现了在微信息环境下，用户可以随时随地进行知识内容的获取。

根据文章对图书馆微服务的定义，界定高校图书馆是否已经开展微服务，应该具备以下几

个条件：图书馆至少在新浪微博、腾讯微信等主流网络社区平台中注册一个官方账号；微博、

微信保持稳定的更新和推送频率；用户可以在图书馆提供的微服务平台上随时随地享受资源查

询、信息推送、活动报名等服务，且能够进行有效的反馈；微服务平台上有专门馆员与用户进

行互动，响应其个性化需求。

1.2 研究对象

文章选择 39 所 985 高校图书馆作为研究范围，统计其截止到 2015 年 12 月 31 日在新浪微

博、腾讯微信两大平台上的账号开通与运营情况，经统计发现中国海洋大学、国防科学技术大

学、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这 5所没有注册图书馆官方新浪

微博，中国海洋大学、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东北大学、中南大

学、华南理工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这 6所没有图书馆官方微信账号。研究从微博影响力入

手，选择较能够代表其传播和影响能力的注册时长、粉丝数量、更新频率三个指标进行筛选
13
，

将重庆大学、清华大学、同济大学作为重点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和对比研究。通过对其运营情况

的观察，分析高校图书馆微服务的特点，并基本概括出图书馆微服务的模式，对其他高校提供

借鉴。

1.3 研究方法

由于微博和微信都具有即时更新、高速传播、互动频繁的特点，因此文章对所选择的研究

对象进行持续性跟踪观察，并结合统计分析的研究方法，在获取数据的基础上进行描述性分析，

由此概括出高校图书馆微服务的基本特点和典型服务模式。第一阶段，研究统计了 39 所 985

高校是否注册新浪微博和腾讯微信公众号，并记录其新浪微博注册日期、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粉丝数量、关注数量、微博发布数量，微信公众号类型、认证日期、服务项目等数据；

第二阶段，鉴于微博传播力能较为直观反映出其运营状态，因此以传播力作为筛选条件，根据

39 所高校新浪微博的注册时长、粉丝数量、更新频率选取三所高校进行深入观察，统计分析

其信息推送频率、服务内容、互动情况等几个方面的表现，并结合新媒体指数计算出的微信传

播指数（WCI），对各高校图书馆微服务进行评价。

2. 高校图书馆微服务现状观察与分析

2.1 985 高校图书馆微服务开展概况

通过对 39 所 985 高校图书馆新浪微博和腾讯微信账号注册情况统计，其开展的整体较为

理想（图 1），有 33 所高校图书馆开通了新浪微博官方账号，31 所高校图书馆开通了微信公

众号，其中尚未观察到中国海洋大学和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开通新浪微博和腾讯微信公众账号。

13陈明亮,邱婷婷,谢莹.微博主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构建[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2):53-63.



洞见

19

图 1 985 高校图书馆新浪微博、腾讯微信开通比例

开通新浪微博的各高校图书馆服务开展状况存在较大差别，研究对其账号注册起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数据进行观察，得到运营的基本概况：注册日期最久的为重庆大学图书馆

（2009 年 11 月 11 日注册，注册 2241 天），注册日期最短的为吉林大学图书馆（2015 年 1 月

23 日，注册 342 天）；粉丝数量最多的为清华大学图书馆（粉丝数量 48562人），粉丝数量

最少的为中南大学图书馆（粉丝数量为零）；更新频率最高的为同济大学图书馆（更新频率为

4.48 条/天），而其余大学图书馆的更新频率较低，有 19 所大学图书馆的微博更新频率不足 1

条/天。仅从注册日期、粉丝数量、更新频率来看，高校图书馆新浪微博平台上的服务开展状

况存在着较大的差别。

在开通微信公众号的高校图书馆中，10 所高校图书馆开通的为服务号（每月可免费推送 4

次，无需达到一定的订阅用户即可自定义设置栏目），21 所高校图书馆开通的为订阅号（推

送次数无限制，需达到一定的订阅用户才可以进行自定义栏目的设置）；26 所高校图书馆的

公众号在推送信息的同时，为用户提供信息查询服务，5所高校图书馆的公众号仅进行信息推

送。研究对 26 所提供信息查询服务的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进行服务标签的整合统计，将其

服务类型归纳为如下五类（表 1）：

表 1 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服务标签分类

服务类型

服务标签

本馆介绍 本馆概况、服务指南、关于本馆、特色服务、新生专栏

其他服务

常用服务、服务、其它功能、阅读推荐、云阅读、智慧图书

馆、咨询

个人账户

借阅信息、看历史、我、我的、我的 lib、我的书、个人中

心、我的服务、我的馆藏、我的图书馆

资源检索 查询、查询书目、萃英探索、馆藏查询、馆藏检索、来找

书、书刊查询、思源探索、图书信息、信息资源、资源、资

源发现、资源服务、自助查询

信息推送 信息快递、动态、动态资源、活动资讯、消息动态、钱图快

讯、思源速递、通知公告、新消息、信息、消息服务、新闻

公告、信息推送、资讯速递、资源消息、资源信息、最新动

态、最新消息

对比图书馆微服务平台上提供的服务与图书馆现行服务，可以看出在微服务功能的设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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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的选择上，图书馆是有一定选择性的，并非将服务直接移植至微服务平台上。微服务平台

主要提供用户使用频率较高、个性化较强、时效性较强以及图书馆的特色服务，如特藏典籍相

关服务，用户个人预约、借阅、查询服务，图书馆各类主题活动等，其中互动性强、个性化的

服务在主要集中在微信平台，信息推送和传播类服务主要集中在微博平台。

2.2 典型高校图书馆微服务案例分析

根据 985 高校图书馆微服务开展的概况，以新浪微博服务开展状况作为参考，选取同济大

学（微博更新频率最高）、重庆大学（微博注册最早）、清华大学（微博粉丝数最多）三所高

校图书馆作为典型案例，对其 2015 年 12 月内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的运营状况，结合微信传

播指数（WCI）对其微服务现状进行了研究。

微博服务分析

对三所高校图书馆新浪微博账号运营状况进行统计，得到如下数据（表 2）：

表 2 三所高校图书馆新浪微博运营概况

微博总体印象（2015 年 12 月 1 日-12 月 31 日）

高校图书馆新浪微

博
清华大学图书馆

同济大学图书

馆
重庆大学图书馆

微博数量（条） 8 201 34

原创微博数量

（条）
7 132 14

原创微博比例 0.88 0.66 0.41

2015 年 12 月更新频

率（条/天）
0.26 6.48 1.1

注册以来更新频率

（条/天）
4.48 3.75 3.51

累计转发（次） 12 332 113

平均转发量（次/
条）

1.5 1.65 3.32

累计评论（次） 7 209 77

平均评论量（次/
条）

0.88 1.04 2.26

累计被赞（次） 27 507 148

平均被赞量（次/
条）

3.38 2.52 4.35

对每所学校微博的内容，也进行了初步分析，博文涉及的主要内容和服务类型如下表（表

3）：

表 3 图书馆微博博文内容分类

微博话题及服务类型（2015 年 12 月 1 日-12 月 31 日）

服务内

容

共计

（条）

清华大学图书馆 同济大学图书馆 重庆大学图书馆

博文数

量
比例

博文数

量
比例

博文数

量
比例

资源分

享
91 - - 85 42.3% 6 17.6%

用户互 41 - - 36 17.9% 5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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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讲座信

息
18 2 25.0% 11 5.5% 5 14.7%

专题服

务
18 - - 18① 9.0% - -

新闻发

布
17 - - 14 7.0% 3 8.8%

校园宣

传
13 - - 13 6.5% - -

活动宣

传
10 2 25.0% - - 8 23.5%

服务介

绍
9 - - 9 4.5% - -

知识科

普
8 - - 6 3.0% 2 5.9%

展览信

息
7 2 25.0% 5 2.5% - -

信息发

布
6 2 25.0% - - 4 11.8%

励志语

句
5 - - 4 2.0% 1 2.9%

总计 243 8 - 201 - 34 -

注①：同济大学 18 条专题服务相关微博为“首届高图专利研讨会”相关，属

于非常规信息推送

通过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三所学校在微博运营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如清华大学 12 月

微博的更新频率最低，平均每天只有 0.26 条，但是由于其拥有较多的关注者，其微博的扩散

能力和影响力相对其他学校的图书馆并没有落后许多，转发量为 1.5 次/条，评论数目为 0.88

次/条，被赞数量为 3.38 次/条；同济大学的微博更新频率最高，为 6.48 条/天，但是其互动

的情况却不如重庆大学图书馆，平均转发、评论、被赞次数都低于重庆大学，一方面可能是由

于图书馆在微博运营方面花费的精力不同，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图书馆发布的博文在话题设置

上存在差异，使得用户在浏览时产生了差别。

对比三所高校博文涉及的内容发现，同济大学微博服务主要集中在资源分享、用户互动和

新闻发布，其他方面的服务提供较少，而重庆大学推送的服务功能较为全面，尽管推送频率不

高，但是与用户的互动情况相对较好（博文的平均评论量为 2.26 次/条），因此其服务的成效

也更为乐观。

微信服务分析

新媒体指数所构建的微信传播指数（WCI）是当前为大多数人所公认的衡量微信公众号传

播力量的指标，指数由原始数据通过计算公式（表 4）推导得出。它综合总阅读数、平均阅读

数、最高阅读数、总点赞数、平均点赞数和最高点赞数六个指标对账号进行评估，并对各个指

标进行了对数形式标准化；计算指数时，考虑到各指标在反映传播能力方面存在差异，赋予 6

个指标不同的权重，从而得出更加合理的传播指数。

表 4 微信传播指数（WCI）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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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三所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开展状况进行统计，其公众账号的基本概况如下（表

5）：

表 5 图书馆微信公众号运营概况

微信总体印象（2015 年 12 月 1 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

微信公众号 清华大学图书

馆

同济大学图书

馆

重庆大学图书

馆

公众号类型 订阅号 服务号 服务号

认证日期 4/2/2015 3/10/2015 3/27/2015

2015 年 12 月推送次数 8 4 4

在线客服 NA summer 书妹儿 1号

提供服

务

馆藏检索 馆藏查询

水木搜索

图书查询

学术搜索

其他电子资源

超星

超星发现

OPAC2 检索

资源预约 研习室预约

座位预约

阅览室订座

二维码门禁

个人账户 我的图书馆 我的…

我的违章

我的借书/续

借

我的预约图书

借阅信息

个人中心

其他信息查

询

教学培训

展览预告

小图咨询

新闻公告

阅览室余座

电子阅览室余

座

通知公告

课程培训

其他服务 最新消息

资源动态

常见问题

每周甄选

新刊热文

新书上架

移动应用下载

迎新微站

荐购图书

我的打印

云阅读

书评中心

社会服务

分享有奖

新书通报

活动发布

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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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以看出三所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提供的服务主要集中在资源检索、用户个性化

服务和图书馆特色服务三个方面，图书馆开展的展览、馆员咨询等服务，因为更需要用户参与

到实体环境中进行观赏和互动，很少通过微信实现；而实时信息查询、培训和课程公告、用户

个人信息查询、馆藏预约和借阅等服务，则通过微服务平台能有效扩充信息传播渠道。

文章对三所高校 2015 年 12 月推送信息的阅读及转发数量、微信传播指数 WCI（表 6）进

行分析，发现各高校图书馆的影响力存在较大差别，其中清华大学 12 月推送文章最多，共计

36 篇，推送文章当日阅读量累计为 8713 次，平均为 242.03 次，同济大学图书馆推送文章仅

为 6篇，但是其平均阅读量和点赞量都远高于其他高校图书馆。从微信传播指数（WCI）来看

各高校图书馆公众号的影响力，可以看出其影响指数波动较大，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非常多，

一方面与该公众号是否推送有关，另一方面也于其订阅者数目、推送信息的质量存在相当大的

关系。

表 6 微信推送情况及 WCI

（2015 年 12 月 1 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

微信公众号 清华大学图书馆 同济大学图书馆 重庆大学图书馆

推送文章数 36 6 14

推送当日阅读量/总计 8713 5692 8152

当日阅读量/最高 2760 2162 1602

当日阅读量/平均 242.03 948.67 582.29

推送当日点赞量/总计 142 56 93

当日点赞量/最高 61 25 23

当日点赞量/平均 3.94 9.33 6.64

WCI（以周计）

20151205_20151129 345.41 362.26 469.82

20151212_20151206 329.05 0 0

20151219_20151213 530.26 362.6 402.98

20151226_20151220 366.81 552.01 434.41

【注】推送当日阅读量（累积）：公众号每次推送文章时，当日阅读量的加和

【注】推送当日阅读量（最高）：公众号推送的文章中，当日阅读量最高的

通过研究发现，不仅不同高校图书馆微服务开展状况存在很大的差异，同一高校图书馆在

不同平台上开展的服务也有很大不同，这种不同体现在服务内容、更新频率、互动状况等各个

方面。

在服务内容方面，微博由于兴起较早、辐射范围较大、传播迅速等特点，多数高校图书馆

选其作为活动宣传和信息公告的平台，微信由于只能对关注用户进行信息推送，故不适合开展

此类服务；而资源检索一类依靠系统实现的服务，由于可以依靠馆员设定的程序进行自动检索，

因此主要在微信平台提供，极大提高信息查询效率。

在推送和更新频率方面，微博更新的频率可以根据需要机动调整，以维持用户粘性，例如

图书馆承办主题活动时，可以每天发布数条博文，达到扩大活动影响力的目的，而当向微信用

户进行信息推送时，用户都会收到系统提示，因此更新频率过于频繁会导致用户反感，降低用

户对公众号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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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用户互动方面，微博能够依靠私信、转发和评论方式进行，但是微博账户的运维需要

有馆员专职或兼职负责，因此可能会耗费极大的人力和时间，微信则可以根据用户发送的信息

设置自动答复，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馆员的工作压力，除此之外，微信用户的反馈可以较为方便

地从系统中导出，使馆员能够更高效的进行反馈的处理和服务改进与优化、

2.3 高校图书馆微服务模式设计

根据对 985 高校图书馆微服务开展状况的统计与分析，结合学界对图书馆微服务体系的研

究，文章初步设计了当前高校图书馆微服务体系的一种典型模式（图 2）。

图 2 高校图书馆微服务一种典型模式

在这种服务模式中主要涉及到五个要素：资源、角色、媒介、服务内容、服务过程。其中

资源包含两类，一类是信息资源，主要指馆藏资源和电子资源，另一类资源主要为实体资源，

包括图书馆的自习室、阅览室、馆内器材等；服务模式中涉及两类角色，一类是服务提供者即

馆员，一类是被服务对象，包括高校师生、微服务账号的粉丝及关注者等；服务媒介即服务平

台，其必要平台为新浪微博与腾讯微信，可选平台较为宽泛，包括移动终端（APP）、腾讯微

博、人人网、twitter、Facebook 等；服务内容包括必选模块和可选模块两大类，高校图书馆

微服务需提供的服务必须涵盖信息推送、资源分享、资源检索、个人账户、服务介绍、反馈与

互动，而如荐书系统、自定义栏目设置等服务功能则为可选服务功能模块；服务过程即微服务

开展过程中各要素间的交互过程。

高校图书馆微服务模式的实施主要包括三个环节：服务模式的建立、服务功能的实现以及

服务成效的评价与优化。

在进行服务模式建立时，图书馆首先要挖掘用户需求，因为高校图书馆微服务主要用户为

高校师生，对图书馆微服务的需求有别于一般商业化账号提供的微服务，所以在提供微服务时

需要有选择性地将服务和功能转移到微平台上；其次，图书馆需要明确微服务模式实现所需的

资源和条件，不仅是微服务运维需要的时间和人员，也包括个性化和创新性的服务创意，这样

才能为用户提供优质的微服务；第三，当图书馆深入了解用户需求及所需的资源时，要进行合

理的功能设计，既不能遗漏用户重要的服务需求，也不要盲目的将图书馆所有服务功能都转移

到微服务平台，造成用户体验过于繁杂。

在高校图书馆微服务功能实现方面，主要依靠友好高效的服务平台和稳定的服务运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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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微服务平台有别于其它形式的服务，需要有具备自身特点的完整服务体系、功能明晰的服

务模块、科学有效的服务窗口以及良好的服务宣传与推广，这样才能吸引用户来关注和利用；

在服务运维方面，图书馆要保证服务信息的准确性、稳定的更新和推送频率、独具特色的服务

风格和服务方式以及友好高效的用户互动。

作为服务模式实施的最后一环，服务成效的反馈与评价对整个服务的优化有着十分重要的

意义。通过积极主动地与用户互动，馆员可以获得用户反馈，据此对当前服务进行客观评价，

挖掘新的用户需求，贴近用户的使用习惯，逐步完善服务中的不足。

结语

目前我国诸多高校已经意识到图书馆开展微服务的重要性，纷纷开通微博和微信等平台上

的服务账号，积极向用户推送信息与服务，然而由于兴起较晚，我国高校图书馆微服务目前仍

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形成固定的图书馆微服务模式，其服务质量的评价标准和流程优化方法也

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文章立足我国高校图书馆在微服务平台上的实际表现，对比分析了其服务的特点，与用户

的互动情况等，并初步设计出高校图书馆微服务的一种模式。然而由于样本数量有限、观察时

长的限制，文章对国外高校图书馆微服务开展状况的涉及较少，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此外，

高校图书馆微服务模式实现的具体举措，服务质量评价标准的制定，服务评价的反馈与流程优

化等问题也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随着微博、微信用户的井喷式增长，高校图书馆也需要与时俱进，突破传统服务模式的禁

锢，积极探索符合用户需求的服务方式，成为微信息环境里独具特色、值得信赖的高品质信息

服务提供者。

通讯作者：郭晶 博士、研究馆员、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通信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 800 号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主馆 E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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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媒体建构下的中国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

基于《纽约时报》和《华盛

顿邮报》相关报道的分析
李婧

摘要：“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的独奏，而是沿线
国家的合唱，倾听他者的声音，理解他者的认知
显得尤为重要。鉴于学界普遍认为，“一带一路”
是中国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种回应，是有
效瓦解美国对中国的新一轮战略围堵的重要举措，
本文选取美国《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中
“一带一路”相关报道作为研究文本，从语境创
设、语言标识符运用、消息来源及倾向性三个维
度探讨作为一种精英话语的美国媒介话语对于中
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分析得出在“一带
一路”战略构想上中美存在较大的合作空间，需
要双方共同推进，其中中国可以更加主动地推动，
使美方真正了解“一带一路”。

关键词：“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话语建构；美
国媒体报道

一、引 言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

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

此项研究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战略传播的话

语体系研究”（项目批号：14BGJ023）和上海市浦江人才
资助项目“新公共外交视域下我国公共外交发展路径研究”

（项目批号：13PJC083）的阶段性成果,特此致谢!
作者简介：李婧，上海交通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

绸之路”的倡议，之后，“一带一路”战略

构想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发改委、外交部、

商务部于 2015 年 3 月 28 日联合发布了《推

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的愿景与行动》，通过具体的文件进一

步推动一带一路的建设，力图将“一带一路”

打造成一条互尊互信之路，一条合作共赢之

路，一条文明互鉴之路。
1

“一带一路”作为当前学界和政界关注

的焦点议题，分析视角呈多元化态势。研究

者们从外交战略、经济战略的宏观层面进行

政策解读，并提出发展建议。从现实研究看，

国内学者多以中国为研究主体，从历史和比

较的视野系统分析中国“一带一路”并进行

评估和展望；
2
强调中国对国际社会的伟大

倡议和国际合作公共产品的提供；
3
关注

“一带一路”与大国因素、区域因素和热点

问题等，更侧重关注中国周边的安全形势。

4此外，国内专家普遍认为“一带一路”彰

显合作共赢的理念，正如习近平主席多次强

调的“这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

家的合唱”，
5
这一倡议蕴含着致力于区域

间互联互通，大大推动泛亚和亚欧区域合作

1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N].人民日报,2015-
03-29(004).

2邹磊.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政治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2015.
3王义桅.“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M].北京:人民出版
社,2015.
4张洁主编.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一带一路”与周边战略
(201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5习近平.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N].人民日
报,2015-03-29(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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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涵。
6
那么，其他国家又是如何看待

“一带一路”倡议的呢？了解“他者”的认

知将是唱好“大合唱”，顺利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的前提。对此，有学者从国际舆情

的角度分析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的认知。

如，孙敬鑫认为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建

设存在多元视角和声音，他通过专业数据库

统计得出：2013 年 9 月至 2015 年 2 月期间，

海外媒体有关“一带一路”的英文报道共

2500 余篇。同一时期，海外媒体的中文报

道共有 1000 余篇。
7
龚婷试图分析域外大国

美国以及“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及地区

的舆情状况，指出美国政策研究、学术界和

舆论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评价具有复杂

性，但是其文章并未对观点来源进行细致的

梳理，缺乏实证依据。
8
“一带一路”战略

构想提出后，一些学者的评论认为这一战略

构想是中国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种回

应，可以有效瓦解美国对中国的新一轮战略

围堵。9那么，美方对“一带一路”有着怎

样的认知呢？

媒介话语作为精英话语具有透视社会精

英观点，引导公众舆论的双重功效。社会公

众不可能亲历亲为国际大事，都是由媒体来

6蒋希蘅,程国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合作局“一带一
路”战略研究课题组：“国内外专家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
看法和建议综述”[N],中国经济时报,2014-08-21(005).
7孙敬鑫.“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J].当代世
界,2015(04):18-20.
8龚婷.“一带一路”：国际舆论反应初探及应对建议[J].对外
传播,2015(03):24-26.
9郑永年：丝绸之路与中国的可持续崛起[EB/OL].联合早报
网[2015-01-13].http://www.zaobao.com/forum/expert/zheng-
yong-nian/story20150113-434719.

建构的，
10
媒体提供的信息是公众认知世界、

建构认知的重要基础。
11
通过分析美国主流

印刷媒体对“一带一路”的相关报道，将有

助于透视中美两国在这一议题上的合作领域

与空间。为此，本文运用 Nexis.com数据库，

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为数据库，

搜集了从 2013 年 9 月“一带一路”战略构

想提出后至 2015 年 9 月共计 25 篇高相关度

报道（见图 1），这些报道均是就“一带一

路”战略构想及其具体举措的详细报道或是

充分反映各国对“一带一路”态度的报道。

图 1所选报道时间分布图

所选取的报道数量逐年递增，2013 年 3

篇，2014 年 7 篇，2015 年 15 篇，就月份分

布来看，2014 年 11 至 12 月及 2015 年 3 至

6 月是报道数量相对较多的，其中 2015 年 3

月共有 5篇高相关度的报道，报道高峰期大

体上与中国国内关注高峰时期大体吻合。

本文主要运用内容分析和框架分析的方

法，从语境创设、语言标识符的运用、消息

来源及倾向性三个方面探讨美国对于中国

10郑华.黄曦.政府国际公关的话语策略研究——基于《纽
约时报》对新疆‘7·5’事件报道的分析[J].社会科
学,2013(02):13-20.
11 Douglas Kellner, Media Culture: Culture Studies, Identity
and Politics between the Modern and the Postmodern, London:
Routledge,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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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的认知和建构，并进而探讨中

美双方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是否存在合

作空间，亦或只是一场零和博弈。

二、语境创设

同样的事件内容，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报

道，就会产生不同的语境，给公众不同的心

理感受，从而影响公众的认知和态度。
12
从

语境创设角度看，在这 25 篇涉及“一带一

路”的报道中，直接以“一带一路”外交战

略作为主要议题的数量最多，共有 14 篇

（占 56%），其次则是从“一带一路”规划

入手，重点介绍中国新疆问题的，共计 3篇，

余下报道涉及的议题较分散，多是从其他国

家的对华政策上来探讨“一带一路”的意义

和影响(见图 2)。

图 2 涉及“一带一路”报道的主要议题分

布

然而，总体上看，这些报道中关于“一

带”有较多的介绍，而“一路”则多是一笔

带过。同时，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责任和

贡献却并非美国媒体关注的热点，他们主要

聚焦于中国自身利益的需求和发展的需要，

12 [美]罗杰·D.维曼,[美]约瑟夫·R.多米尼克.大众媒介研究
导论[M].金兼斌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报道中提出的关于中国“一带

一路”规划的提出原因也主要是从“一带”

入手，大体可以归为两大类。其一，中国是

出于自身能源安全和地区发展需要的考虑；

其二，中国为应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

寻找美国影响力较弱的地区入手，利用自身

地缘战略优势和资金优势，大力推动“一带

一路”的建设。这些分析也多是从“一带”

入手的。

《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报道的

切入点多为中国内部问题，特别是关于新疆

问题。在分析“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过程

中，作者们普遍强调了“一带一路”和新疆

问题的关联性。“丝绸之路经济带”是重建

古老的贸易通道，通过实现中国同中亚和欧

洲的互联互通，促进贸易往来。新疆作为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的确值得关注，

然而在关于“一带一路”的介绍中，《纽约

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却依然对新疆问题

独有偏好，常常借新疆问题来做文章，多次

提到“一带一路”的提出与新疆局势有着密

不可分的关联。美国媒体关注的焦点并非新

疆的发展变化，却更强调当地的安全形势和

民族冲突，指出政府投资和发展新疆是为了

平息维吾尔族人对政府限制其文化和宗教实

践以及缺乏经济机会的不满，
13
多次刻意强

调该地区的安全形势严峻，似乎有意将矛盾

冲突的严重性扩大化。这样的议程设置对中

13 Reuters, “Stretch of New High-Speed Rail Opened in
Restive Western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7,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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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并不友善，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受众群体

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的不安全感和不信任

感。仅有少数文章在提及“一带一路”对中

美关系的影响时尽管提及新疆不稳定的局势，

不过还存在一些相对积极的论调，指出中美

在中亚安全问题上存在合作空间。
14
例如，

纽约大学高级研究员巴内特·R·鲁宾

(Barnett R. Rubin)也认为无论是经济联系、还

是安全问题，中国都需要同中亚地区加强联

系，而在某些层面，美国与中国具有共同的

利益，因而，中美之间可以有所合作。
15

此外，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具体落实

体现的亚投行，近来备受世界广泛关注，由

于诸多本为美国盟友的欧洲国家的加入，使

得亚投行在美国媒体的曝光率极大提升。虽

然中国多次明确表示亚投行是开放的，不仅

欢迎沿线国家和亚洲国家积极参与，也欢迎

五大洲朋友共同推进。然而，对于亚投行的

设立，美方的态度则并不友善，美国媒体强

调由美国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更具科学

性，认为中国在挑战美国的地位，并试图挑

拨中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指出亚投行

是由中国创设的，中国将牢牢掌控主导权，

而欧洲国家可能只是配角，且指责中国以往

的放贷行为没有考虑发展中国家的治理状况，

强调由美国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更具有

科学性。
16
可见一些报道虽然表面是从其他

14 Barnett R. Rubin, “Ghani’s Gambit”,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9, 2015.
15 Barnett R. Rubin, “Ghani’s Gambit”,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9, 2015.
16 Andew Higgins and Davie E.Sanger, “3 European Powers
Say They Will Join China-Led Bank”,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8, 2015.

国家的角度进行报道的，但是却无不透着对

“一带一路”的消极看法，充满了对中国的

不信任。然而，美国对于自身依然是比较自

信的，虽然美国对于中国的亚投行有所芥蒂，

但在其看来，亚投行不可能重写全球金融秩

序，因而也无需过于忧虑，因为美国依然牢

牢掌控着全球金融体系，这种状态并非可以

被轻易改变。
17

三、语言标识符的运用

语言并不仅仅是一种描述现实的工具，

还是建构现实的手段，新闻其实就是对现实

社会建构的干涉，18语言标识符能在不知不

觉中引导受众使用这类语言标识符进行表达，

进一步扩大其舆论效果。通过对语言标识符

运用情况的考察，《纽约时报》和《华盛顿

邮报》对于“一带一路”的建构就可见一斑。

“一带一路”倡议在中国媒体的英文版

中多译为“One Belt and One Road”或者

“Belt and Road”，在《中国日报》海外版

中有关“一带一路”的报道数量众多，该词

的使用频率非常高。然而，在《纽约时报》

和《华盛顿邮报》25 篇相关刊文中“一带

一路”（Belt and Road或者 One belt, one

road）这个关键词仅出现 4次，均是在

2015 年 3 月后的报道中才出现的。“丝绸

之路经济带”（Silk Road Economic Belt）一

词也只出现了 9次，“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17 Simon Denyer, “China launches development bank for Asia,
calling it step in ‘epic journey’”,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30,
2015.
18刘立华,毛浩然.话语分析视域下西方媒体中的当代中国
故事——以《纽约时报》为例[J].当代传播,2011(05):31-33.



国是·第 15 期

30

路”一词(Maritime Silk Road)仅出现了 8次。

在提及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时，这些

文章多采用一个令人感到困惑的“新丝绸之

路”（new silk road）一词进行表述，需要

根据前后文判断文中所提到的“新丝绸之路”

究竟是指美国最初为解决阿富汗问题而提出

的“新丝绸之路”，还是指中国的“一带一

路”倡议。即使在 2015 年 3 月后的报道中，

这个词也依然延用，可见美国媒体习惯使用

自己的一套话语体系。无论是有意为之，还

是无意之举，将“新丝绸之路”与“一带一

路”说法的混用却容易使阅读受众误认为二

者具有一定的关联性，易引发受众的误解。

美国的“新丝绸之路”战略是希拉里国

务卿于 2011 年 7 月在印度提出的，后在

2011 年 9 月的“新丝绸之路”部长会议等

会议上又曾试图推动。希拉里倡导的“新丝

绸之路”是一个南北向的联通，通过铁路和

公路连接阿富汗和中亚地区。该计划把阿富

汗作为连接中亚和南亚的中心国家，19试图

推动形成一个经济和交通的连接网络，而非

一条单纯的通路。
20
事实上，美国的“新丝

绸之路”计划至今没有任何的实质有效的措

施。

相比之下，“一带一路”则是一个东西

向的贯通，是基于古丝绸之路的基础上进一

19 Hillary Rodham Clinton, Remarks at the New Silk Road
Ministerial Meeting, September 22,
2011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11
/09/173807.htm.
20 Hillary Rodham Clinton, Remarks on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Vis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July 20, 2011，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11/07/1
68840.htm.

步构建的，更加适应现实发展需要。
21
而且

中国的“一带一路”有大量的资金支持和切

实的实际行动，旨在推动亚欧的发展。美国

媒体之所以没有特别去区分“一带一路”和

“新丝绸之路”的提法，出现这样模糊化处

理，有可能是因为美国认为这二者有一定的

传承关系，有报道就指出丝绸之路是中国传

统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对美

方使用“新丝绸之路”的提法感到不悦，故

提出中国版的“丝绸之路”计划。而中国现

在多使用“一带一路”的说法，则是为避免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法抢占美国“新丝

绸之路”战略的风头。
22

此外，从报道中的用词也可以透视美国

媒介话语对“一带一路”的建构。其中多篇

报道在谈论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时，均采

用“雄心勃勃的”（ambitious）来形容这

一倡议，也有一些报道用“坚定自信的”

(assertive)来形容，23
尽管这两个词都是中性

词，但却透出了美国对中国发展强大的隐忧。

只有少数文章在形容“一带一路”战略构想

时，兼用了一些正面形容，指出这是一个更

加有力的（more vigorous）、积极的

(activist)的国际政策，24
认为这一构想值得关

21 Jane Perlez and Bree Feng, “China Gains New Friends In Its
Quest For Energy”,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4, 2013.
22 Hillary Rodham Clinton, “Remarks on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Vis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July 20, 2011,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11/07/1
68840.htm.
23根据《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英英·英汉双解）》的释
义，ambitious和 assertive这两个词均为褒贬兼蓄的词语。
其中，ambitious释义为 determined to be successful, rich,
powerful etc有抱负的，有雄心大志的，野心勃勃的；
assertive释义为 behaving in a confident way so that people
notice you果断的、坚定的、自信的。
24 David E. Sanger and Edward Wong, “As Obama Plays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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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是用令人温暖的话语(warm language)描

绘出了美好蓝图。
25

同时，为了凸显“一带一路”仍面临诸

多挑战，更多的文章还侧重从新疆问题谈

“一带一路”，在新闻标题中出现了“冲突”

（strife），“不安定的”（restive），“动

乱”（unrest）等词，在文中出现“二等公

民”（second-class citizens）、“歧视”

（discriminate）等词将新疆的民族矛盾扩大

化，却鲜有描述汉族与新疆少数民族共同努

力建设新疆的事例，并且通过“不满”

（discontent）、“暴力”（violence）等这

类词汇制造一种地区紧张的气氛。甚至有文

章将“中国梦”描述为是具有“典型的新民

族主义”（a strident new nationalism）的表

现，并指出“亚太梦”、“一带一路”背后

暗含的是“北京是掌控全局的大老板”

（Beijing is boss）之意，而亚洲国家则要继

续密切关注中国的动态（keep a careful eye

on China），并将美国视为一个重要的制衡

中国的力量和盟友。
26
应该说，这样的一些

话语构建并不友善。

当然，亦有一些文章相对温和，并且给

予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较高的评价，认为

中国抓住了美国在中亚地区尚未有效利用的

经贸机会，并且找准了时机，投资和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

Card on Trade,” Chinese Pursue Their Own Deals, The New
York Times, May 13, 2015.
25 Jane Perlez and Bree Feng, “China Gains New Friends In Its
Quest For Energy”,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4, 2013.
26 Simon Denyer, “China counters 'pivot' with 'Asia-Pacific
dream’”,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2, 2014.

之路”。在外交政策上，中国逐渐在“缓和”

（tone down）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国在

维护世界稳定，促进和平和发展上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have an important role）。27
由此

可见，美国媒介精英话语对于中国“一带一

路”倡议的解读存在不同的声音。

四、消息来源及倾向性分析

一般情况下，报道的篇幅越长，所引

用的消息源也会越多。《纽约时报》和《华

盛顿邮报》25 篇涉“一带一路”报道的平

均字数约为 1099 字，为深度报道。每篇文

章平均使用的消息来源约为 8个，且呈现多

样化态势——政府、学者、公众的观点均被

作为消息源采纳。这在形式上彰显了报道的

客观性。需要指出的是：所有的报道都非常

重视来自政府部门的表态，几乎所有的报道

都有来自政府部门的观点，且来自政府的消

息源共 92 条，占总消息源比重近 45%，大

大增强了消息来源的权威性（见图 3）。
28

图 3 消息来源分布图

27 Simon Denyer, “China charting two new 'Silk Roads,'
bypassing U.S.” The Washington Post, October15, 2013.
28其中学者包括来自高校、智库等的研究人员；个人主要
指普通民众、或匿名发布消息者等；组织机构主要指企业、

政府组织及非政府组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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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 92 条来自政府的消息源，其中，

40 条消息源来自中国政府,15 条来自美国政

府，9条来自印度政府，详见图 4所示。

图 4 政府消息源国别分布

此外，学者观点占据较大的比例，说明

美国媒体偏重于采用学者的观点，以彰显其

权威性和代表性。在涉及“个人观点”的消

息源中，有一些消息来源相对模糊，除了直

接表明观点来自匿名身份者，不少报道中仅

提到观点来自观察家、分析师或专家，却没

有表明他们的具体身份，信息的权威性和可

靠性虽有待考察，但其草根性、大众性的特

征却较为明显。

为降低研究者主观因素对倾向性判断的

影响，笔者特别对消息源相对应文本内容逐

一进行了倾向性分析。研究发现：积极性话

语表述占 27%，消极性话语表述占 16%，二

者相差并不明显，积极性话语表述还多于消

极性话语表述（见图 5）。

图 5 消息源相应文本倾向性分析

事实上，消息源的倾向性常常会直接影

响到文章的倾向性。一篇倾向性积极的报道

会援引习近平总书记 “构建以合作共赢为

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等的讲话，奠定文章

“合作共赢”的基调，凸显中国积极、温和

的外交政策。
29
而当作者对“一带一路”持

不友善态度的时候，则会有选择性地引用一

些与其持有相同态度的消息来源，且多引用

匿名身份者的言论，指出“‘一带一路’的

影响力有待考察，能为西部，特别是新疆的

发展有怎样的促进作用依然是个疑问，如果

没有较好的政策支持和进一步的落实，可能

适得其反”。30然而，消息源有时亦会充当

被点评的靶子。在一则有关中印关系的报道

中，尽管来自印度政府的话语强调“一带一

路”是“中国”的倡议，但似有抱怨“中国

并没有积极邀请印度参与一带一路，如果中

方有意愿的话，印度愿意同中方就有关一带

一路倡议进行进一步的磋商”。从消息源上

看，消极倾向较甚，然而，作者笔锋一转，

指出印度政府存在两面性，一面同中国交好，

29 Reuters, “Xi Tones Down Foreign Policy Rhetoric”,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 2014.
30 Simon Denyer, “Bullet trains tighten China's grip on hot
spot”,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11,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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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寻求经济利益，一面指责中国。
31

五、结 语
中美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中美关系已经步入新的阶段，加之 2016 年

恰逢美国总统大选年，新任总统对中美关系

的态度也将影响到中美关系未来的走势。是

分道扬镳，还是殊途同归，这取决于中美两

国对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态度和认识。
32

当前，国际体系正处于转型阶段，战略互疑

是中美关系最大的威胁，
33
中国提出“一带

一路”战略构想，美国难免会对中国的“国

际秩序观”有所怀疑，亚投行问题就是中美

之间不信任的例证。34透过美国两家主流印

刷媒体《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报

道，从语境创设、语言标识符的运用、消息

来源及倾向性三个主要方面考察媒体的话语

建构，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对于“一带一路”

倡议的看法具有复杂性，积极、中性、消极

观点并存。这反映了美国当前的矛盾心理，

美国一方面需要稳定发展的中国，另一方面

又担心中国的发展会打破现有国际格局，
35

因而，美国对于“一带一路”一直有着强烈

的不安，态度暧昧，给中美关系增添了变数。

31 Chris Buckley and Ellen Barry, “Modi Urges China to
Rethink Policies That Strain Ties,” The New York Times, May
16, 2015.
32王缉思.大国关系[M].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5.
33李成.布鲁金斯学会：战略互疑是中美关系最大威胁
[EB/OL].中国智库网[2015-06-
12].http://www.chinathinktanks.org.cn/content/detail/id/28962
92.
34王玲.李侃如：以行动回应围绕亚投行的担忧[EB/OL].财
新网[2015-4-23], http://finance.caixin.com/2015-04-
23/100802874.html.
35 David Nakamur, Steven Mufson, “Obama’s China
conundrum, on full display”, The Washington Post, August 26,
2015.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并不是试图

挑战美国的全球霸权，“一带一路”不仅仅

是一个寻求共同发展的愿景，更是一个可以

不断进行实际操作的强调合作的规划，中国

也希望同美国展开合作。在“一带一路”上，

中美存在利益汇合点和较大的合作空间，尤

其在经济和安全领域。美国在“一带一路”

地区有着较大的传统影响力，而中国是这一

地区的重要大国，二者的合作将大大推动这

一地区的发展，进而影响全球。美国的媒体

舆论中就有看好中美在中亚开展合作的观点，

国际席勒学会主席黑尔佳·策普·拉鲁什也

指出中美在“一带一路”上的合作应当首先

从中东地区开始，推动当地经济发展，才能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让年轻人看到未来，让

恐怖主义丧失吸引力。
36

虽然中美存在合作空间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美国对于“一带一路”却不太欢迎。

一直以来，美国更为关注的就是崛起的中国

是否要挑战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美国的

亚太再平衡战略就是为了围堵中国。在美方

看来，中国“一带一路”极具地缘政治色彩，

是中国探索并发掘新的外交能力的策略，是

中国实力上升的体现，是对美国的挑战，中

国的相关行动可能涉及到美国的全球安全部

署。因而美国不断对外渲染“一带一路”存

在诸多风险，
37
且总是以中国还不够负责、

不够透明、无足够责任感去领导国际开发项

36朱宛玲.美学者撰写"一带一路"专著发布中美学者共话
合作与发展[EB/OL].国际在线[2015-09-30],
http://gb.cri.cn/42071/2015/09/30/8011s5120573.htm.
37 Scott Kennedy, David A. Parker,” Building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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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为借口，通过或明或暗的手段来破坏“一

带一路”的建设。
38
而中方提出“一带一路”

则无意挑战美的地位，中方的初衷重在互联

互通，合作共赢。中国一再强调“一带一路”

倡议是开放包容的，包括亚投行也同样是开

放的，欢迎世界各国共同推进。

所以，中美之间需要互相了解，增强互

信，正如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所说“中美两国

是合作伙伴，不是竞争对手，更不是敌手”。

39
中国无意与美国“一争天下”，相反，中国

一直努力扩大中美之间的合作空间，积极推

动中美关系的发展。中国的态度已经非常明

朗，“一带一路”倡议并不是中美之间的一

场零和博弈，亚投行和国际贸易基金组织并

不是一个对抗的关系。因此，现在并非中美

“各让一步”的问题，
40
中美是否存在合作

的空间，有多大的空间，就当下而言，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美方的态度。美国未来不排

除加入“一带一路”的可能，但是正如国卡

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会长包道格所说，从

美方来讲，美方目前对一带一路战略还不甚

了解，目前直接加入的可能性不高。
41
在当

前国际格局下，美国对于中国的担忧和防范

38盖尔·拉夫特.王晓雄译.盖尔·拉夫特：美国应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EB/OL].环球网[2015-06-25],
http://opinion.huanqiu.com/opinion_world/2015-
06/6762476.html.CSIS网站[2015-04-03].
http://csis.org/publication/building-chinas-one-belt-one-road.
39王毅接受美国亚洲协会‘了解中国’媒体团采访[EB/OL].中
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网[2015-06-16],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273615.sht
ml.
40王嵎生.中美关系正在走向“临界点”？[N].解放日报,
2015-06-16（008）.
41孙志,谭笑,大公专访包道格：美国未来不排除加入"一带
一路"[EB/OL].大公网[2-15-11-20],
http://cq.takungpao.com/html_content/2015-11-
20/82209.shtml#.

很难快速消除，中美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

中美之间的较量不可避免。因而，面对美方

的担忧，中国作为“一带一路”的倡议者，

可以大有作为，也应该有更多的作为。一方

面，中国可以更加主动地与美国进行更多的

友好磋商，使美方更加全面地了解“一带一

路”倡议，将中方的合作理念传递给美方，

减轻美方的担忧，避免误判而导致的不必要

的摩擦和冲突，同时可以就双方具有较多共

同利益较少分歧的领域展开先期合作，再逐

步扩展到其它领域，逐渐化解美方的疑虑，

增强互信。另一方面，中国应该不断细化

“一带一路”的实施方案，对内加强宏观统

筹，对外注重多边平台的建设及机制创新，

贯彻落实“一带一路”，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展开务实合作，在实践中贯彻合作共

赢的理念。正如美国学者威廉·琼斯所指出

的，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欢迎会

对美国产生影响，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

不断推进与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对此的看

法也会有所改善。
42
只有“一带一路”成功

落实和推进，才能真正吸引美国与中国合作，

改变美国对此的态度。

因而，无论美国现在对待“一带一路”

持有怎样的态度，中国都要按照规划，按部

就班地进行推进，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认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主动

积极地参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的建设，

把构想尽可能地实践，同时，与美国进行更

42朱宛玲.美学者撰写"一带一路"专著发布中美学者共话
合作与发展[EB/OL].国际在线[2015-09-30],
http://gb.cri.cn/42071/2015/09/30/8011s512057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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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友好磋商，寻求利益契合点，那么中美

未来在“一带一路”建设上的合作也就自然

而然地水到渠成了。

“One Belt and One Road”Strategy Constructed By

US Media——Case Study on the Related Reports of

the New York Times and the Washington Pos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of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ropose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a

“Maritime Silk Road” in September and October, 2013, many scholars have done lots of researches from

different angles. "Belt and Road" is to be chorus of all countries along routes, not solo for China itself, so it’s

very important to know other countries’ perspectives about this initiative. It’s widely held in the academic

circle that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is respond to US Asia-Pacific rebalancing strategy and it’s very

effective. Therefore, this essay selected the reports of the New York Times and the Washington Post related

about “One Belt and One Road” as research texts to analyze US Media discours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agenda setting, linguistic application, sources and orientations of information, using text analysis method and

framing analysis method. And this essay showed there is cooperation space between China and US, but it

needs joint efforts of both sides.

Keywords: One Belt and One Road; discourse construction; US media 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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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铭教授城市化新作

《大国大城》书评

韩广华

人物小传：韩广华，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

学院助理研究员。
研究领域：食品安全治理、公共政策分析。

陆铭教授新作《大国大城：当代中国的

统一、发展与平衡》刚刚由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了，新作秉承陆教授一贯的学者精神，

为我国城市发展与转型献计献策。这本书分

为上下两篇，上篇通过四章分别描述我国城

市化过程中的四类困扰，下篇通过五章给出

解决城市问题的思路。陆铭教授曾受聘于世

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咨询专家以及国内外

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现任上海交通大学特

聘教授。这本书是陆教授多年研究的结晶，

是一本真正写给普通人的经济学作品，他通

过相机、故事、笔记和脚步记录下当代我国

城市化中正在进行的故事，经过经济和社会

学家的思考和分析，通过最动情的语言讲给

读者，并引发思考。因此，可以说这本书最

大的特点是朴实，最大的卖点在于情怀。下

面是我对这本书的一点感受：

谈古论今、旁征博引。在论述一个观点

时往往从历史演化的角度展开，将当代中国

经济发展中最鲜活、真实的第一手资料植入

历史的大背景下展开。当将我国当代城市化

发展过程中的现象拿到历史长河中看时也将

其打上深深的历史烙印。例如在提出我国现

阶段城市化过程中的问题时，该书首先回顾

了我国古代政治史或者说改革史，将政治权

力分配与经济发展经济联系起来，让读者伴

随历史的脚步将我国政治、社会和经济有机

地联系起来并最终将读者带到现代城市社会

治理的问题。

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这本书在论述过

程中涵盖了很多的故事、谈话和实证，我想

这与作者经常游走于我国东部、特别是中西

部广大乡村地区的经历相关。这本书聚焦于

国内一线城市北上广深的城市病问题，如住

房、雾霾、拥堵、人口等问题。这些问题是

世界大城市已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故事，

同时在中国语境下（包括户籍、社会保障、

土地、行政治理方式等）又有鲜明的中国特

色。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是

行政治理的问题，本质上是民生的问题。该

书在论述城市化问题过程中也讲述了发生在

身边的百姓故事，基层官员对于空置产业园

区的无奈、出租车司机的疑惑、留守儿童的

故事、80 后青年的就业选择、空巢老人的落

寞等等。这些故事深含着我国城市未来发展

的方向，也是中国语境下城市发展必须直面

的问题。

声东击西、旁敲侧击。该书研究的是东

部一线城市的城市化问题，而往往从我国最

偏远的乡村农民谈起；研究的是发生在我国

的问题，而往往从世界最发达国家最优秀的

城市谈起；研究的是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问

题，而往往从古代历史政治谈起；研究的是

城市化发展中的理论问题，而往往从最朴实

无华的故事谈起。陆教授采用天马行空式的

方法将这些都串联起来，形成了横跨东方与

西方、贯穿历史与当代、交叉理论与现实的

格局，因此我觉得这本书在介绍经济的同时，

也将形成问题渊源都有比较通俗易懂的讲解。

正因为此，时任北京大学国情研究中心教授

的知名学者汪丁丁先生也非常喜欢这本书，

认为该书“充分超越了教义主义”，这是一

个非常高的评价。

这本书最聚焦的是我国城市尤其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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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面临的问题，陆教授都采用非常严谨的

实证研究来得到相关的结论（在该书的注脚

部分列明了实证作品出处）。因此，可以说

这既是一本让普通人都看得懂的城市问题专

业书籍。该书在面对当今城市最为棘手的行

政管理难题时，观点依然非常鲜明，下面节

选一些该书观点，这些观点被很多读者和主

流媒体推崇：

1：人口流动是城市活力的源泉？在过去

短短三十年间，我国城市化随着经济崛起而

向前推进，当前我国城市容纳了超过一半人

口。按照该书的分析，我国城市化水平仍低

于经济发展水平，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阻碍

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户籍、土地和社会保障等

中国特色的人口流通门槛。这种门槛也将伤

害我国城市竞争力。因此该书对城市建设用

地指标流转、农民工享受公共福利、留守儿

童在城市接受教育等做出了强有力的呼吁。

2：小城镇化是城市化的必选路径吗？小

城镇建设被视为解决我国城市化问题的关键，

快速将农村户籍人口转变为城市户籍人口。

然而，陆教授认为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所对应的应该是人均 GDP 的不断提高和高收

入高生活水平。当前所进行的城市化，只有

城市面积扩张，没有形成有效的经济产出和

劳动力需求，是没有真正经济意义的城市化。

3：年轻人为何重返北上广？曾几何时，

“逃离北上广”是很多年轻人常见的现象。

然而，近年来“逃回北上广”也成为一种趋

势。在《大国大城》中，陆铭教授认为返回

大城市是由于大城市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

多元的城市生活、良好的公共服务以及国际

化机遇，这些都对年轻人充满吸引力。通过

对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密度、距离和分割的要

素分析，认为大城市需要大人口，发展大城

市对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结构转型和个人发

展都是有利的。

4：城市人口疏散就能够解决城市问题

吗？ 大城市的产业分布不是规划的问题，其

中蕴含发展规律。例如，市中心一般是金融

聚集区、外围是科技和文化产业区并夹杂居

住用房和商办区域，制造业在最外围，城市

需要人口聚集形成规模经济。最近北京和上

海等大城市提出的人口疏散政策没有显著地

减轻城市交通和污染问题，却可能带来城市

活力的下降，因此在该书中陆教授认为增加

公共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来增加供给，是解

决城市病的一个关键。

5：城市需要低技能劳动者吗？广为传播

的误区在于城市的发展需要高端人才，因此

我国很多城市努力地吸引高技能人才、排斥

低技能劳动者。在该书中陆教授通过纽约、

伦敦等经验和我国大城市的现实认为，上海

等大城市供求关系最紧张的不是操盘手、技

术人员，而是餐馆服务员、家政工作者和护

工。该书中认为，人为地将人分为几类，并

将特定群体赋予享受当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的权利，将劳动者区别对待的过程将伤害

城市活力和竞争力。

6：我国城市聚集度太大了吗？三十年间

的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大量资源向东部聚集，

很多城市管理者认为城市太大了、聚集度太

高了，从而以各种行政手段限制城市人口增

长。在陆教授这本书里给予这种做法否定的

答案。该书认为，如果要提高城市劳动生产

率，我国绝大多数城市应该扩张其规模、而

不是小城镇化。

总之，该书是陆铭教授通过严谨的实证

研究后写作的一本专著，非常旗帜鲜明地提

出了他对于我国城市化发展过程中路径问题

的思考。正因为此，美国加州大学胡永泰教

授认为中国城市化需要“在科学的逻辑和事

实基础上，判断哪些经验值得借鉴，并结合

中国实际状况，给出消化这些经验的方式，

陆铭教授的这本《大国大城》，其很重要的

价值之一，正在于此”。当然，城市化是城

市是不断动态演化的复杂系统，陆教授的

《大国大城》引发了中国语境下城市化的很

多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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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个案到走出个案：

环境约束与组织

能动作用的关系研究》书评

刘玮辰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国慈善组织，从建国到 80 年，中国没

有出现以慈善冠名的组织。而 90 年代出现很

多具有官办属性的慈善组织，所以作者想研

究为什么 90 年代慈善组织蜂拥出现，动力机

制是什么，制度基础怎样，合法性认同、资

源获得方面的情况，会造成什么影响。另外

一个问题，很多慈善组织是官办的，组织形

式和运作机制是不一致的，作者试图解释这

种不一致性。对公民社会内部运作和性质上

的研究，一个是范围上的宏观和微观的研究，

一个是因果关系的研究，是范围类型现状的

一种描述。因果关系的研究，这是社会科学

研究中很重要的研究，第二点是个案选择的

问题，作者选取全国慈善总会为案例。

这本书的贡献之一在于对有几个概念的

提出，非协调约束，研究组织一定会涉及环

境，他认为组织受到外在环境约束，而组织

对外在环境有一个能动的作用。对于慈善组

织来讲，这两种约束和能动作用是不一致的，

也就是非协调约束。第二个概念，组织外形

化，用来描述组织的形式与实际运作方式明

显不一致的现象。就是说，“中国的慈善组

织在形式上极力宣传其民间团体的性质，但

实际上却有政府在运作”。其他的概念，包

括组织形式（作为慈善组织本身的自有章程

和对外宣传理念）、组织运作、制度环境等。

作者在提出概念的同时，会追溯到大量组织

理论的经典著作，从中找到一个缺口。组织

理论方面外，他主要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谈到其研究沿袭了新制度主义的研究。09 年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奥利弗·威廉姆

森

他就是研究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约束

的策略行为，总体来说是通过组织的策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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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约束的多样性，提出他的一个理论，有关

组织运作。最后，作者提出了本文的重要结

论，非协调约束的逻辑导致了组织外形化。

为什么提出组织外形化的概念？其一，他认

为既有的理论不能描述这种现象；其二，他

追溯的文献中提到的问题与他个人的不同；

其三，已有学者提出的概念依然不符合他的

研究问题。综上，他提出了新的概念。这也

算是对学术上的承接性作了解释。

总体来讲，作者研究的问题是很集中的。

一个核心问题和三个外围问题，都紧密相关

逻辑清楚。但在分析概念时，还是理论归理

论，在联系实际时，还是有些脱节。有可能

是考虑到专著的篇幅，所以作者首先讲很多

学者的相关论述，后面才会讲到理论在个案

中的体现，也因此带来了一些脱节问题。在

此过程中，作者用七个命题解释慈善组织出

现，为了解释慈善组织外形化的问题，其中

第七个问题是辨证问题，是关于政府与慈善

组织的问题。命题是这本书的一个亮点也是

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所有的研究都把命题作

为导向，这是指挥棒，但是在写论文中假设

命题不能太多，因为它需要证明，要有材料

分析。前三个命题合法性问题，作者从三个

角度去证明，但是却不太准确。其实假设是

慈善组织的合法性。第三章，个案之前，作

者也介绍了中国慈善组织的整体发展概况，

提出了相关的概念，如什么是慈善、慈善组

织等。作者是从第四章开始讲理论，每一章

是一个方面，其技巧性是第四、五、六章都

各讲了一个方面，分了两个角度，说的是两

个命题。第四章谈的是慈善组织的合法化和

合理性的问题。讲政府行动的一个限度，承

担了福利与责任，但是资源的有限和约束性

需要慈善组织的补充，探讨合理性，后面是

通过个案来解释这个问题。作者运用了一手

访谈材料和二手报刊等，体现了其写作技巧

和学术规范，用 ABCD 代替人名和组织的名称，

这就涉及到学术伦理，访谈的时候人家提供

帮助，行为点评不能以个人的好恶作为评价

标准，这对访谈的当事人会有些损害。组织

理论中提到过，整个研究要求对被访谈者不

能造成损害，维护他的利益，访谈的时候不

能透漏某一些信息，安全等问题。

实际上，个案研究对理论要求其实更高。

阅读经典文献后，对组织现象要非常熟悉。

因此在做访谈之前，就要对描述的思路有很

清楚的理解。所以，不是说我们要先详细了

解个案然后套用理论，这时我们有时会发现

理论不适合或者现象不存在研究价值；我们

应该先有理论，然后再用理论框架去了解个

案资料。事实上，有些文章谈到要走出个案，

个案的使用有很多方式，一种是描述清楚就

好，一种就是走出去，有普遍性东西的。现

在问题是，个案如何走出去呢？个案先解释

这个地区的现象，然后另外的个案解释其他

20%的现象，再慢慢累积解释其他百分之几的

现象。最终，这些个案合在一起，可能会对

现象有一个普遍性的解释。个体之和可能不

等于整体，但会趋近于整体。理论也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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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表现方式，有些个体性的，也有一些是普

遍性的。因此，只有走出个案，与普遍现实

连接起来，才能具有代表性。另外，理论本

身就是有局限性的。

所以对个案的理解和理论性的文章，一

定要走出传统的理解。否则仅以普遍性和特

殊性来衡量，其实是对个案方法不了解的。

如果通过个案的分析发现了某种理论，其实

就是充分的了。

第五章是讲慈善组织的外形化的问题，

主要探讨形式、运作的规制、外形化的现象

和过程的探讨。第一节，什么是外形化，这

是正当的逻辑，主要是从非营利组织的三个

方面谈它的表现人员构成方面、组织结构方

面、志愿者方面、人事安排方面等，后面第

二节是讲依据社团管理工作，外形化的原因，

如何来的历史演变。第六章是延续外形化，

信任制度的影响，进一步探讨外形化的原因。

这实际上讲的是组织外形化关系的研究。与

几个要素结合，信任问题，政府的信任，他

委托政府官员进入慈善协会，这是个体的信

任，还有奖赏惩戒的制度信任等等；他试图

解释组织外形化与公众的信任有什么关系。

他也引用了很多学者对信任的研究。此外还

有组织外形化与制度变迁的关系，他也进行

了论述。接下来，外形化与组织绩效的关系。

然后，滞后效应，他讲到场域的效应，他的

环境发生了改变之后对个人有哪些影响。文

化、生活习惯都不同的。

作者在本书中揭示的主要结论在于，与

中国福利制度改革结合，中国八十年代之后，

福利多元主义，希望借助社会力量，国家支

配型的福利多元主义。NGO 在中国福利制度

改革中的制约。

纵观本文及批判性思考，非正式协调就

是说组织受多元的外部环境影响，这种影响

是不均衡的，因此提出了非正式协调。但是

作者没有具体解释到底什么是非正式协调。

写作手法上，谈到理论框架设定这一段，作

者将国内的文献总数列出来，中国慈善事业

的研究，最后是国家与社会的社团研究。这

样写的好处是把别人的研究作为观点性的问

题提炼出来。作者在这里的文献综述跟我们

写的不同，每一块只写几个人，因为学术界

以前的研究跟他有关的就写，他用自己的话

把别人的观点联起来，而有些研究者是直接

把别人的研究剪切过来，这种方法不是很可

取，所以作者的这种写作方法很好，值得借

鉴。文献综述的时是要对别人的研究作出一

些评述，在别人研究的不足基础之上加以分

析。最后，初看标题，可能会引导性认为本

书是关于组织与政府之间关系的研究，可能

会基于国家发团和社会发团等理论。但实际

上，本书研究的不是这个现象，政府只是他

分析框架中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根据

作者的理解，很多组织都是非协调约束的，

他只想用一个例子来验证这个概念。这本书

讲了环境对于组织的约束和组织对于环境的

能动作用，这些概念是组织学的文献中梳理

出来的。它会追溯文献研究，文献梳理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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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这是我们可以借鉴的。另外，这本书是

分析个案，但是这个案的实质是走出个案，

想研究政府和组织之间的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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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边际成本社会：一个物联

网、合作共赢的新经济时代》

书评

朱宇轩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

前言

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是美

国华盛顿特区经济趋势基金会总裁，同时也

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社会评论家。他的著

作《工作的终结》一书预言了工作不断地和

不可避免地减少为特点的新阶段的到来，曾

于上世纪 90 年代翻译为中文。2012 年翻译

出版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对未来的科

技和产业发展作出了展望，在学术界和社会

上均产生了较大影响。他的新书《零边际成

本社会》则进一步考察和预测了第三次工业

革命将给数以百万计的人生产和生活模式带

来的变化，提出了如“产消者”、“零边际

成本”、“共享价值”等新鲜概念，阐述了

以物联网、分布式信息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结

合的能源网络等技术为基础的新技术革命对

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可能带来的改变。

偶然看到这本书，觉得有一些大胆的洞

见值得拿来讨论，就在这里抛砖引玉了。

正文

《零边际成本社会》全书的核心逻辑是

极为凝练的——正如第一和第二次工业革命

的技术范式宣告资本主义的垄断和规模经济

是最有效率的制度安排，第三次工业革命的

技术发展趋势支持合作共享作为新的生产组

织方式，从而实现人类社会对资本主义的全

面超越。

作者的论断是十分大胆而超前的，在我

看来这就像科幻作品一样，如今看来可望而

不可即，但就像人工智能的出现一样，希望

还是要有的。作者从根本上推翻了资本主义

在未来社会的存在基础，他认为零边际成本

的社会最终会到来。他敏锐地观察到，资本

主义生产所能推动的技术进步会在大多数生

产领域引向零边际成本的结果，但是资本谋

求利润的动机会使其建立垄断，以避免零边

际成本这一“自然结果”对利润的侵蚀。他

于是发问，为什么不能是建立新的经济模式

而是选择“垄断”呢？如果有人认为利润下

降会损坏社会的创新能力，最终削减大众福

利，那么新的经济模式索性打破以利润为导

向的生产经营活动，转而以共享价值的满足

帮助人们获得同样甚至更高的福利。

我认为这样的推论至少基于两个假设，

第一，人们愿意分享，也可以联系到作者的

观点“使用权优于产权”；第二，人们的生

活水平基本相同。围绕核心推论，作者的论

据是如今“全球超过 1/3 的人口通过手机和

计算机以相对低廉的成本声称自己的信息，

并通过视频、音频、短信等以接近零边际成

本的方式在互联网世界分享”、“600 万学

生正在参与慕课。近乎零边际成本的网络课

程不但由世界知名教授授课，学生的学分还

被大学认可”、“现在已有上百万产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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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自己生产的商品）在全球范围内以接

近零边际成本的方式制造绿色电力”等等。

看上去确实是喜人的数据。这些论据基本上

是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的生产，而对于私

人商品，作者说“据估计，全球有奖金 10 万

名业余爱好者采用 3D 打印技术以近乎零边际

成本的方式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商品”。在这

里，我姑且认为未来的技术发展和生产力升

级能够使 3D 打印技术进入千家万户，企业只

需提供设计，“产消者”就能自行快速生产

并使用。我们在这里只就公共物品或准公共

物品进行一点讨论。

2016 年兴起的“共享单车”风潮引起了

社会的广泛讨论，由于没有足够多官方正式

的数据支撑，我就只能引用大部分人的共识

进行讨论。在共享经济的概念出现之前，城

市公共自行车项目都由政府主导进行，然而

诚如各位所见，效果并不理想。共享单车出

现之后，似乎改进了需要定点借还的公共自

行车的许多缺陷，但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就

前文提到的两点假设来说，第一，有些人不

愿意分享，不论是摩拜单车还是 ofo，虽没

有公布官方准确的统计数据，但是共享单车

的耗损率是很多人担心的问题，二维码被破

坏、私自上锁、违规停放甚至搬回家中等等。

也许这样的行为会通过长期的反复博弈、技

术手段和社会监督得到有效的控制，形成人

人共享的习惯，以信任为重要指标的社会资

本足够充足，人们愿意共享的假设才能够在

这里成立。

关于第二个假设，我认为只有当所有人

的生活水平基本相同且相对富足，才能真正

实现所谓的零边际成本社会和共享经济。回

到摩拜单车，CEO 王晓峰说现在还没有找到

合适的盈利模式，可是在里夫金看来，这样

的共享经济不存在盈利。在作者看来，零边

际成本和共享意味着企业的利润将不断缩减，

通过交易的差价来获利的模式将被推翻，这

对现在人们普遍接受的经济学基本假设有着

强烈的冲击。在这样的条件下，现在的企业

将不复存在，因为无利可图。人们可以自给

自足，公共产品同质性很高，也可以通过分

布式的生产方式提供。这样的社会在我想来

基本可以等同于“共产主义”了。然而，这

一切的基础是生产力、技术的极度发达，达

到理论上的最优点，但在如今大企业垄断几

乎所有创新技术的前提下，企业家为何要将

其共享呢？前几日在与朋友的闲聊中，讨论

到为何美国页岩气的创新技术会掌握在中小

企业的手中，而后我们发现可能大多数新技

术的产生都来源于中小企业，但在他们逐渐

探索出一条成熟的技术路径之后，大企业会

动用雄厚的资本实力吞并中小企业，从而继

续垄断市场。这样的大企业为何要“共享”

高额的利润呢？只有当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

平都类似且达到理论上的极致，大家都能生

产以近乎零边际成本差不多的产品，这样的

垄断才能消失，只要还存在着生产力的差异

或信息不对称，这样的情况都无法实现。

综上，第一点假设可能相对更容易成立，

而第二点假设的成立则任重而道远。当然，

希望还是要有的，特朗普当选了，谁说我们

不能创造历史？（纯吐槽）引用我室友的话，

“就让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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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个人自由与少数

群体的权利

——《论自由》读书笔记

刘星宇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本科生

一、时代背景

《论自由》一书写于 1859 年，在西方

政治思想史和西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密

尔生活的时代，英国资产阶级已经巩固自己

的统治地位，丧失了他们早期的革命性；而

且他们正在抛开他们曾经依靠来冲破封建主

义束缚的工农群众，转向公开地反对无产阶

级。伴随着资产阶级在政治地位和政治态度

上的这种转变，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也起了

剧烈的变化。密尔的思想和政治主张中就充

分反映了这种变化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在

国内，资产阶级要求进一步扫除封建势力的

残余，扩大统治权；在国外，一方面要求保

持前几个世纪夺取到手的广大殖民地，另一

方面还要求无限制地向外扩张，以便开拓更

多的殖民地，攫取并垄断世界的原料和市场。

当时英国资产阶级的主要思潮是在自由主义

的口号下，要求破除一切障碍，实行自由竞

争，自由贸易，以便无所忌惮地追求利润。

密尔的“论自由”，恰恰就是这种追求利润的

狂热的呼声。尤其是，密尔并不是单纯地、

消极地提出要求，而是积极地从理论上加以

论证，美其名曰争取“自由”，这就既可以蛊

惑一般人民群众，又为资产阶级的钻营谋利

提供了“理论的”根据。

二、内容概要

密尔在引论中开宗明义地说，他所要讨

论的是“公民自由或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

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

限度”。全书要义可以概括为两条基本原则：

一、个人的行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个

人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不必向社会负责；

http://baike.so.com/doc/81543.html
http://baike.so.com/doc/1470199.html
http://baike.so.com/doc/1470199.html
http://baike.so.com/doc/2899173.html
http://baike.so.com/doc/3654519.html
http://baike.so.com/doc/5338801.html
http://baike.so.com/doc/5441427.html
http://baike.so.com/doc/244080.html
http://baike.so.com/doc/20424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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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对于这个人的行为不得干涉，至多可以

进行忠告、规劝或避而不理。二、只有当个

人的行为危害到他人利益时，个人才应当接

受社会的或法律的惩罚。社会只有在这个时

候，才对个人的行为有裁判权，也才能对个

人施加强制力量。

密尔要讨论的自由，绝对不是在孤立个

体的自由，而是作为一个社会人的自由，是

一个人在大众群体中的自由。通篇品读,密尔

的论述过程主要是围绕个人权利的“性质”

和“限度”开展的。个人权利的性质是什

么？为什么异端的自由要得到社会的保护？

异端自由的限度受约束？

谈及个人权利，我们往往会预先设定一

个公众权利的框架，个人权利永远在公众权

利的框架里得到束缚，即，公众权利高于个

人权利，公众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公众自由

高于个人自由——是的，这是文明社会普遍

的思想观念。

密尔不以为然：“唯一实称其名的自由，

乃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们自己的

好处的自由，只要我们不试图剥夺他人的这

种自由，不试图阻碍他们取得这种自由的努

力。每个人是其自身健康的适当监护者，不

论是身体的健康，或者是智力的健康，或者

是精神的健康。人类若彼此容忍各照自己所

认为好的样子去生活，比强迫每人都照其余

的人们所认为好的样子去生活，所获是要较

多的。”

密尔这席话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尊重

人性。行为，偏好，道德观，价值观等等因

人而异，这些与生俱来或者后天习得的特质，

不能有太多的压制和约束，只有这样，在他

们自己的内心才得到了最大的满足和发展。

在这里，密尔默认每个人都是理性人，理性

人不断追求对自己有好处的自由，不管这种

“好处”在外界看来是否为真正符合大众观

念的“好处”。如此一来，年轻人选择年轻

时期挥霍财产，老年时期甘愿罹受艰苦的事

例就无可厚非了，年轻人的选择是追求自身

内心的满足，没有损害其他任何个体的利益，

没有收到压迫和束缚，是符合人性需求的行

为，对他个体而言，他是完全自由的。

在这个事例中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国家

为了公民的长远考虑，强制征收养老储蓄金，

那么是否会对这个青年更加有好处呢？密尔

是这样反驳的：“人们不能强迫一个人去做

一件事或者不去做一件事，说因为这对他比

较好，因为这会使他比较愉快，因为这在别

人的意见认为是聪明的甚至是正当的；这样

不能算是正当。所有这些理由，若是为了向

他规劝，或是为了和他辨理，或是为了对他

说服，以至是为了向他恳求，那都是好的；

但只是不能借以对他实行强迫，或者说，如

果他相反而行的话便要使他遭受什么灾祸。

要使强迫成为正当，必须是所要对他加以吓

阻的那宗行为将会对他人产生祸害。”换句

话说，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

分才须对社会负责。在仅只涉及本人的那部

分，他的独立性在权利上则是绝对的。对于

http://baike.so.com/doc/3848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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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

最高主权者。

也就是说，大众社会可以对这个青年的

行为进行耐心的规劝和指导，但是无权替他

做出决定，因为“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

说一切人类存在都应当在某一种或少数几种

模型上构造出来，那是没有理由的。一个人

只要保有一些说得过去的数量的常识和经验，

他自己规划其存在的方式总是最好的，不是

因为这方式本身算最好，而是因为这是他自

己的方式。社会认为对他有益的作为，于他

而言，未必不是有害的作为，大众不应妄自

推测一个单独个体的价值取向和自由选择，

只有给个体足够的独立性，才能让他自己生

活得更好。

我们还会产生一个担忧，如果允许个体

都按照满足自身需求的方式自我生存，异端

的大胆存在颠覆了大众的行为方式，他们在

社会中到底应当得到怎样的对待？他们会不

会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害群之马？

答案是否定的。异端的存在往往给大众

的耳朵制造了不同的声音，或许大多时候只

是噪音，但是我们不否认他们独特思维下的

思考方式会给我们制造天外之音，而这天外

之音恰恰是社会进步所迫切需要的。

密尔在对异端言论自由上这样陈述道：

“我们永远不能确信我们所力图窒闭的意见

是一个谬误的意见；假如我们确信，要窒闭

它也仍然是一个罪恶。假如我们因为我们的

意见可能会错就永不本着自己的意见去行动，

那么我们势必置自己的一切利害于不顾，也

弃自己的一切义务而不尽。”一个意见只要

是真确的，尽管可以一次再次或甚至多次被

压熄下去，但在悠悠岁月的进程中一般总会

不断有人把它重新发现出来，直到某一次的

重现恰值情况有利，幸得逃过迫害，直至它

头角崭露，能够抵住随后再试图压制它的一

切努力。凡认为异端者方面这种缄默不算一

种灾害的人，首先应当思量一下，这样缄默

的结果是使异端意见永远得不到公平透彻的

讨论；而一些经不起这样讨论的异端意见，

虽然会被遏止不得散布，却不会就此消失。

总而言之，密尔的观点就是：尊重每一

个人的特质，尊重个人和少数群体的权利，

容忍异端，保护异端。

三、思考

密尔把追求个人利益、满足欲望，奉为

人生的最后目的和人类行为的最高道德准则。

因为，在他看来，只有每个人自己对于本人

的利益关切最深，了解最透，因而个人有支

配自己的意志和行动的绝对自由，乃是天经

地义。这种观点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是具有

非常先进的意义的。国家的公民意识到自己

自由的权利和限度，不再将统治者的意志强

加在个人的自由之上，推动了国家的民主化

进程。放到今日，这也是具有指导意义的。

整个国家的绩效不是简单地靠个人利益为集

体利益让步来提升的，集体利益是个人利益

的总和，最大限度地支持个体自由和利益的

发展，才是国家和社会长治久安繁荣昌盛的

http://baike.so.com/doc/6954591.html
http://baike.so.com/doc/160385.html
http://baike.so.com/doc/6587751.html
http://baike.so.com/doc/29118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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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途所在。

但是，密尔是一个自由主义狂热者，出

现过一些极端的自由主义思想，我们应该一

分为二地来看。个人自由的行为出于个性，

社会要给予保护，但是作为一个社会公众的

管理者，就要考虑个人自由的限度，我们宽

容异端，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异端对社会大众

的影响，如果个人自由超出界限，社会的主

流价值观遭受破坏，那么个人自由还由谁来

保障呢？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行为的任何部

分一旦有害地影响到他人的利益的时候，社

会对它就有了裁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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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地情缘

杨文婷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

要说对西藏的情结，还得从一个纪录片

讲起：《第三极》。

什么是“第三极”，相比南极和北极，

世界屋脊就是第三极。人们生活在第三极上，

他们用善良、热情、忠贞和微笑守护着这片

土地。在狼袭击了牧人家的羊群后，女主人

还是把一群走散的小狼崽抱回家悉心照料；

在从玉树到杂多的路上，人们停下车把路中

央的小虫子捡起来放回路边；在老伴去世的

四十九天后，老人次旺买下了一只羊取名次

仁，一起转经、一起走过拉萨的大街小巷，

相互陪伴了八年；在萨嘎达瓦节过后，僧人

们把他们极尽辛苦用细沙捻出的“坛城”亲

手毁去，可以拿起，也可以放下。《第三极》

用一个个小故事为我们传达着藏区的文明与

精神，也让我更期待真正踏上这片土地时能

感受到的它的样子。2016 年的夏天，我来到

了西藏。

在拉萨的一个月中，我既玩遍了周边的

景点，也熟悉了拉萨的街道，更有很多小事

让我久久难以忘怀。在来拉萨之前，我小心

翼翼地问了朋友很多问题：“拉萨有无线网

络吗？” “手机有信号吗？”似乎我的问题

太过幼稚，每次问得朋友都哭笑不得。到了

拉萨，我才发现以前所有的顾虑都太过天真。

虽然没有其他自治区首府那么现代化，

但拉萨也是一个生活便利且极具民族特色的

城市了。

刚到拉萨的第一天，我们去超市买东西

时，我急着上卫生间。朋友让我去隔壁的酒

店里问一下。我内心嘀咕了好久，害怕进酒

店询问后得到不友善的回应。但环顾四周，

我好像也别无选择，只得硬着头皮进去了。

刚进酒店，我看到了一个打扫卫生的藏族阿

姨。我小心翼翼的过去询问，她听到“卫生

间”三个字时，极其耐心为我指着方向，用

不太流利的汉语说着“直走”、“左转”。

我从卫生间出来时，阿姨笑嘻嘻地看着我，

跟我点了点头。这件事就是我对西藏的第一

印象，藏族阿姨的微笑和热情让我的心暖了

好久，也让我和这所城市的距离拉近了许多。

在拉萨的一个月里，我路过布达拉宫的

次数都快数不清了，但每次都不会烦腻。就

像朋友说的一样，“西藏的美每天都不一样，

需要我们慢慢地发现”。无论是阴雨天、多

云天还是大晴天，我们绕着布达拉宫的广场

漫步，布达拉宫总会给我们不一样的惊喜。

布达拉宫的后面围绕着一千八百多个转经筒，

我喜欢在这里漫步，与数千个朝圣者一起走

在布达拉宫的脚下，感受此刻它给予我们的

平和与宁静。

拉萨人的早晨，喝一碗甜茶，来一份藏

面，与身边的人随意交谈着，一天就从这里

开始。他们会把零钱直接放在桌子上，不怕

被人偷也不怕算错钱，人与人之间总保持着

一种极其信任的状态。有一次我独自去喝甜

茶，同桌的朋友请我喝了他们的酥油茶，素

不相识却相谈甚欢。在这座城市里，我们能

感受到发自内心的愉悦，也能学会如何平和

的看问题，也能享受真正的宁静淡泊。

藏民的淳朴和善良体现在生活的点点滴

滴里。一个下着雨的夜晚，我和朋友的车卡

在了一个小巷子里出不去，这时路过的几个

藏族小伙看到了我们的车，冒着雨给我们指

挥了好久，等车终于倒出去的时候，我们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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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来得及感谢，他们就默默地走了。朋友看

着我惊讶的表情说：“这里的藏民都是这样

乐于助人，每次我的车有问题时，总会碰到

热心的路人。”还有一次我在拉萨的火车站

排队取票，排队的时间很漫长，站了将近一

个小时，内心是十分焦躁的。前面站着一位

老奶奶，她几乎听不懂汉语，但总是很开心

地回头跟我笑。我不了解老奶奶的想法，但

能感受到她的善良。前面有一个小伙子有急

事，想在老奶奶前面插队。老奶奶听不懂小

伙子的解释，直接笑着跟小伙子点点头，让

他先办手

续。老奶

奶的不争

让我很触

动，一个

小时的等

待里她没

有焦躁，

她对别人

的插队请

求也毫无

小情绪，

她一直都

那么开心、

那么愉悦，

也许这正

是浮躁社

会里最好

的正能量吧。

在西藏认识的朋友里，最佩服的一群人

还是“驻藏干部”。西藏的人才引进合约一

签就是“八年”，而我到拉萨认识的很多驻

藏干部已经在西藏待了十几二十多年，将整

个青春都献给了这片土地。由于西藏的高原

环境，驻藏干部们不得不将孩子留在内地，

有些母亲会因为思念孩子而夜夜哭泣。一位

学长在八十年代初 985 高校毕业后自愿来到

西藏参加工作，那时在西藏与亲人通讯只能

通过电报，有时加班后骑车回家时还有被一

群野狗追逐撕咬的危险，所以学长跟我们开

玩笑地说，“当时为了生命安全，我们骑车

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二十年前西藏的条件

和现在相差迥异，而正是因为这样一群人抱

着自我牺牲的精神驻守在西藏，才换来了西

藏今天的发展。

西藏不是

工作辞职后要

寻找的生活终

点，而是我们

生活旅途中不

可缺少的一个

站点。这里除

了有让人沉醉

的绝美风景，

还有值得我们

发现的藏地精

神。“善良、

愉悦、宁静、

平和、坚持”，

人们与佛教共

融共生，拥有

着发自内心的

善良与宁静，更有着跛鳖千里的坚持与勇气。

短暂的旅途让我对西藏的文化风俗有了

些许的感悟，然而还有太多的风景和文化值

得我们去探索和体悟。愿毕业以后的我也能

来这里工作，爱上西藏，融入西藏。



国是·第 15 期

50

变

刘凤丹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

透过窗子外枯藤老树的枝丫间，游行民

众的人群纷涌前行，已经忘记这是第几次看

到这般在国内鲜见的画面。一阵凉风袭来，

伸手关上窗子，突然意识到近段时间除了出

门上课，这扇窗成为我与外部环境接触的唯

一工具，一向崇尚“生命在于运动”的我现

在却背道而驰。

在国内，自己是标准的外向性格，喜欢

和同学们在一起谈天论地，喜欢约上三五好

友一起逛街、旅行，特立独行似乎跟自己不

会产生关联。

身处异国他乡，一开始积极主动想融入

当地社会，虽然说着一口蹩脚的英语，但还

是努力尝试与人交流。时间久了，渐渐倦了，

虽然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但每次对话都是

些无关痛痒的内容，都以某种方式反复上演

着。悄然之间，想法渐渐开始改变，不想再

费劲心思认识新朋友，只是与几个来自比利

时、捷克、匈牙利、土耳其和印度尼西亚的

同学保持着联系，渐渐给自己涂上了保护色。

一个人独处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多，也让

自己有时间去思考，人与其所处的环境是如

何对话的，如何才能利用环境而非做环境的

傀儡。

人是有知觉的动物，在环境改变的时候，

我们很难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

圣贤书”，我们会分析环境的优势和劣势，

审视自身优缺点，做出应变的选择。而我们

的选择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已有的价值观。

在孩童时代，我们所接受的环境信息相对较

少，思想没有被后天的条条框框所教化和束

缚，价值观尚未定型，所以愿意不断地去接

触、去尝试新事物，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

虎”；而当这些价值观成型的时候，价值观

隐蔽的指挥力便开始起作用了，我们会去计

较成败得失，会想尽办法规避风险，我们的

举手投足都成为自身价值观的完美刻画。

但价值观并不是人与生俱来的，而是环

境信息在人脑中创造性的再现，人的大脑像

是一个加工厂，不断地将输入的环境信息进

行融合再造，进而输出价值观，它们会以新

的姿态活着，成为新的信息输入到环境当

中——就像爆米花机，它可以将输入的玉米

粒变成输出的爆米花，而原材料始终来自于

外部环境。而人的大脑加工厂在加工环境信

息的时候，也是与不同环境信息对话交流的

过程，伴随着冲突和融合，逐渐生产出了一

个具有内核的价值观，接着它会有选择性地

吸收外界的环境信息，寻找和自己具有同质

性的环境信息，并与那些具有同质性的环境

信息保持联系，排斥那些异质性的环境信息。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也解释了为什

么现在的我最后会和特定的外国友人保持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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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人的价值观一旦形成，便会产生高度防

御性，其内核也会慢慢趋于“静止”。我们

经常与长辈发生一些观念上的的冲突，抱怨

他们的冥顽不化，他们数落我们年少不经事，

这是价值观上的碰撞，无所谓孰对孰错，我

们各自保护着自己业已形成的意识形态，坚

信着自己实践所收获的知识给自己生活的指

导意义是不容置疑的。青少年时代是最初价

值观形成的黄金期，社会大环境的千差万别

可能会塑造出“针尖对麦芒”的观念，也造

就了我们不同的信仰。时过境迁，沧海桑田，

源远流长的是那些亘古不变的真理，是揭示

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而人类终究无法做到

完全按照真理去办事，终究会抱着人生信条

去走自己的路，哪怕背后有千夫指。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处事原则，哪怕外人看来有多么

荒诞不经，在他/她心中都是信仰一样的存在。

那么对于“静止”来说，“变”的意义

是什么？人是社交动物，只有在社会中，人

才会感受到自己价值的实现。现代社会错综

复杂，新的概念和意识形态层出不穷，人们

很难做到以不变应万变，如果封闭自己或者

随波逐流，很容易在新的环境中迷失自我。

渴望通过“孟母三迁”来躲避环境，或者

“愚公移山”一样改变环境，只会让自己走

更多弯路，更好的做法是因时而变，与时俱

进，给自己的思想插上一双腾飞的翅膀，在

大千世界展翅翱翔。

“变”绝非“东施效颦”，又非“纸上

谈兵”，而是一种由内而外，又由外反映到

内的一种循环往复的过程。我们看到一个演

员把戏中人演活了，甚至会觉得在现实中他/

她也是同样的人，之所以演员会把人塑造的

这么成功，是因为他们认真解读、体会这个

角色，让自己“暂时接受”他/她的价值观，

进而通过精湛演技表现出来，我们就在视觉

上被征服了。但是很多演员现实中跟戏中大

相径庭，因为对于戏中人的为人处世，他们

内心也许并不认同，所以也不会在现实中实

践，更不会在思想层面沉淀，所以他们没有

改变，他们还是现实中的那个拥有自己个性

的普通人。真正的改变，需要首先在思想上

认同，继而行为上模仿，最终回归、凝聚为

意识形态，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样的人。对

于固化了的思想，改变意味着捏碎重塑，这

种被动的改变是痛苦的，而且可能会在重塑

中不断扭曲。所以我们要学会解读环境信息，

明确改变的动机，主动调节自我；对于新的

思想，不要“闭关锁国”，也无需“崇洋媚

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是明智之

选。

在新思潮不断涌现的当代，我们必须保

持求知欲，不放弃任何学习的机会，不断扩

充脑容量来容纳并解读周围的环境信息，发

挥大脑加工厂的作用，去伪存真，最后能够

和环境分庭抗礼，做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能因噎废

食，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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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生而为人的平静

左一鸣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本科生

我们都是堕人，行走在灯红酒绿间，以铅华遮蔽自己，自以玲珑之面处事待人，却从未

真正直视生命。尤是处处燥的气息，辗转之间，不用大意，便丢了自己。

东南亚的发达国家，虽骨子里含着缓慢的生活步调，却也不免泛着丝丝烟瘴气。市井之

人的唾谈，僚团之人的恣肆，抑或平凡路人的睥睨，都或多或少在本就压抑的城市，压着你。

即便在只剩一人的房间里，安静的都裹藏不住耳机里的声音，却也难以在黑着灯的环境，飘

着阵阵果香的烛光里，放下自己。毫无睡意。

仿佛是，这浮躁的城市生活，在霓虹灯和汽车尾气中靡靡了自我。空洞的内里和挣扎的

无力感，挠着，挠我的心痒，又丝毫无感。这无垠的虚妄，犹如黑洞般妄想吞噬自己，怕，

怕一蹶不振着就荒了时间，又不见任何希望。我看我，这是病入膏肓。不如狠狠地，趁着时

间尚好，放了自己，放逐到某一个海岛，让命运鞭挞一下这躯壳，再去会一会许久未遇的平

静。

大抵便也是如此，若能寻得那份静谧最好，但只是自己漫无目的地走一趟，或许也能不

负此行。总归没有期待的期待最能惊喜自己，于是最初的我只是带了一副空皮囊，抱着一切

随命的态度，开始了这段旅行。多少次彻夜的萌动和憧憬，终于是自己一人，用两条腿踏上

了这片土地。兴奋的不知是到底来了当初电影中的那个国度，还是终于没了伴侣的桎梏，大

得放恣一人，且行且欢愉。没有具体的计划，只有零星的几个目的地。想尝试下自己从未尝

试，也体会一下我这尚有余地的青春可以如何放纵自己。

于是当我第一次潜水下海，用眼睛注视蔚蓝深邃的海底，当周围的一切只有浅短或深长

的呼吸，一呼一吸中，空气蜷缩成一个又一个圆，从嘴边簇拥着缓缓升起，相而伴之的还有

那一尾尾婀娜的鱼。我便知道，这个决定对了。不是详尽计划终得环环相扣的成就感，而是

顺风顺水飘忽着冥冥就于此的惬意。一身装备的重量早已在水中化整为零，踩着如鱼般的脚

蹼，沿着斑斓的珊瑚壁，舒展着身体，往前游着，看着。有人说，巴厘岛最美的风景，从来

都不在水面。岛上的山田庙宇，如若是真正欣赏这份文化，那也才算有念想。确实，几日里

下潜的点无非三四两两，然每次所见都焕然一新。是景变了，还是看景的人，看景人的心，

悄然变化着。藏有古老印迹的沉船，沉淀着曾经的过往，船舱早已被当成栖身地，被珊瑚布

满的船舵滋长着新的生命。它用昂首的姿态伫立在海底，虽已沉底，却从未低沉。海底的生

命，是纷繁有趣，是全然不同，是群鱼齐齐舞动的曼妙，也是独自隐忍漫游的生意。看着它

们，看看自己，最初的你，又有何差异。

只有放弃掉其他的感官，用视觉支撑着，或者更像是用身体感受着，放松下来，我的心

和我的身体，将自己的所有交给这片海，任由海水将你四面环起，托着你向上向前，拉住你

向下向后。每次水流的一荡，更像是大海将你怀在胸口的一抚，你便随着他，听着他的旨意。

方才真正感受到，如此贴近自己的，一切力量的最初源泉，也是最终皈依，这自然的力量竟

是能如此温柔、舒缓，却又雄浑有力。我于这力量面前，又是怎样的一颗粟米，不如就把自

己化掉，化成这海水的一部分，让环境安静下来，甚至连呼吸也消了音。有多久，没有感受

过这样的平静。同样是放空的大脑，此刻舒服地都不舍睡去，曾经对睡眠的贪婪，如今却只

想清醒，也确实愈发清醒。说也神奇，双脚落地感受着重力的彼时，竟不如此刻失重下自我

存在的感觉真实。脚下注铅感愈是重，内心愈是空洞。人进步了，站立起了身体，却终究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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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心远离大地。于是被这颗心压着，心越重，脚步也越重。在这海底，你又如何站立着

前进？总该是要把自己看得轻些，脚步轻些，自己轻了，世界便是有感的了。

在乌布的几日，偶然遇见了几位有缘之人，都是只带着一腔热情出门在外的旅人，都只

追求一份安逸和心情。一拍即合下便敲定了一栋田间别墅，夜里聊着天，伴着蛙鸣、皎月、

森木和混杂着热带味道的微风，躺在泳池的水面，合上眼，感觉可以待一个世纪。从未想到

这几日竟会从踽踽一人变成结伴，说是一人自由，但在途中若是遇到对的伴侣，性格相惜、

相见恨晚的那种，总还是畅快的。有缘之人，跨越时空的障碍，终能在地球的某一点相聚。

对于友人，虽不是我生活的全部，但我总不吝啬将自己和盘托出。或许正是这样的我们，才

会在平日的生活中感到倦意。而旅途，传说中会崩塌一段长年累月的感情，也真实的，像我

们这样，构筑出独二无一的羁绊。放弃掉所谓的景点，放弃掉紧张的计划，只管自己舒服着。

任由睡意自然褪去，甚至花一上午的时间打扮自己，中午十二点还在慢慢享受早饭，追寻美

食的脚步从午到晚，逛着逛着发现有趣的画廊只管进去看看，和路上的各国游客随意交谈。

就这么随着性子，走着，穿梭在乌布本就不大的条条巷口，故意懈怠着，放纵着自己，却把

那几天的日子过得比以往都快活。

只怪这一生人太多，亲人、爱人、友人、路人……也怪每个人的人生都忙着行走，不愿

画地为牢，不愿就此一生，于是纷纷在各个地方匆匆。好在没有人对这份羁绊看得太重，轻

了，也就感觉出来了，彼此的冷暖和信任。好在没有人渴着追求这种偶遇，来了，欣慰着，

也就更珍惜了，彼此的缘分和个性。多少年后，当我又一次出发，在某一个城市，某一个村

落，或许会记得当年的那天，四个人在一辆吉普车里，翻山越岭，迎着夕阳驶过麦田一方又

一方，庙宇一座又一座。四个不同年代，不同性别，性格却那么合拍的人，无奈着，欢笑着。

无奈本就是跳丸日月，又只有寥寥分秒，无奈要想游得酣畅淋漓，又不得不由着生活卷你入

列。欢笑总有几分时日，尽管似箭，还能让我们如此放纵大笑，过着看似颓靡却比何时都尽

兴的生活。欢笑终于可以从那烟瘴气中，逃脱出来，休息自己。直到最后一个一个离开的依

依惜别，再不舍，再留恋这里的生活，却只是融其于一个拥抱，挥别祝好。

堕人，即使再世故，也是会累的。就像带着妆容久了，哪怕多不适应素下来的脸，也要

休息片刻。这一路，虽然短短十日，一人行多人行，能重新让我感受到自己的重量，重新找

到想要继续下去的激情，终究感谢的还是这片土地。仍记得第一天坐上出租车，明知不是正

规的公司，却依旧淡定的用英文和司机交谈着。这季节正是雨季，司机苦涩地讲着我是他今

天的第一位客人，同时不忘热情地介绍着岛上的特色。我也只是笑笑，话锋一转讲到这岛上

的学校和生活。和新加坡的完全不同，甚至连路灯都没有的山路上，远处看山间点点星星般

的车灯，即使身边的人还在讲着什么，却依旧感叹着如此安宁静谧的夜晚。十七年前，没有

一个生活在岛上的人会预想到今天的光景，过热的旅游业确实带来了更多的机会，或许大部

分的居民确实赚到了更多的钱。但一天天看着外人越来越多，为了赚钱而上岛的外乡人也不

绝如缕，司机讲说，虽生于此，却越来越不认识曾经熟悉的家乡，其实对于我们，赚不赚钱

也并没有那么重要，只是想在这块土地安稳地生活着，像过去一样，也是幸福。讲着讲着，

我见他眼里竟也泛出了如山间星点的微光。作为旁观者的我们，称呼自己为旅人，打着走遍

全世界，寻找更好的自己的旗号，匆匆地光顾不同的城市，却从未想过我们为这些城市带来

了什么。是蜻蜓点水般掠过这城，就如掠过曾经拥有的每分每秒，来了这边又似未曾来过。

还是深刻地将自己的存在拓印于当地人的生活，歇斯底里想要留下些刻骨铭心的什么。这两

种，似乎都不是我。大抵我们能做得好自己，已经实属不易，又何必让自己一味地去做那些

泛泛之举。只是这自己，你是如何定义。若是我，我便选择毫不保留地旁观，观察着，每一

个人，每一块地，每一个眼神，每一个习惯。我来这一城，必是要做来过这一城的人。我也

毫不保留，我是将自己，献给各个目的地。把自己看轻了，看成芸芸众生中的一个，献你自

己于这个世界，便也谈不上什么。我们生来就是，一个个，毫无杂念，心如止水的灵魂。只

是自己轻了，就能更好地，更认真地行走着。平静地接受着一切，化所有强烈为绵意，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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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爱着，感受着。很难说不打扰影响什么，也很难高尚地说我留下了什么，只是静静的，

尊敬我所看到的一切，我所感受到的一切，虔诚地祝福着每一位给予者。

难，生活亦难，说亦难。只怪我只言片语，杂碎无章，难以说出我所感。生而为人，人

人如此，你何必矫情，叹这人生之难。旦夕，冥冥，须臾，我们已是被这纷繁的世界搞得疲

惫不堪，就别忘了曾经生而为人的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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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新国大交换之旅

人物小传：

戴林序，上海交通大学国务学院2015级研究生，2016年 7月至2016年 12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交换学习。

最初想到新加坡交换，不外乎想趁着年

轻，多出去看看，体验一下世界上另外一种

生活方式与文化。而新加坡对我而言是一个

虚幻而又真切的存在，它是国外，却又不那

么“国外”。在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生

活了四个多月，现在回味起来也是收获颇丰。

新加坡初体验
当飞机降落在樟宜机场，透过舷窗看到

印度裔地勤忙碌的身影，干净、明亮而有序，

这是我对新加坡的第一印象。我拿着移民局

发的 IPA（In-Principle Approval）顺利入

境，转了一次地铁与公交，顺利来到新加坡

国立大学的校园。当我看到地铁内英文、中

文、马来文和泰米尔文（新加坡四种官方语

言）同时存在，当南洋的热风向我徐徐吹来

时，这种仿佛熟悉却又陌生的感觉真是很微

妙。

初到新加坡，随时面临着不同文化的冲

击，这个小岛似乎就是几百年来下南洋的华

人找到的一片伊甸园，但却有异于中华文化

的种种特点。首先就是沿袭英国的靠左驾驶，

初到的几个星期内，我常常习惯性地搞反坐

车方向，过马路时也总是习惯性地先向左看。

我也总是不能理解新加坡人对缩写的狂热，

诸如公交站台上一系列 Opp（opposite 的缩

写，即某站对面）、Blk（block 的缩写）、

Int（interchange 的缩写），完全让人摸不

到头脑。而新加坡人的新加坡式英语

（Singlish）更是一度让我满头雾水。因为

新加坡长期以来就分为讲华语（即中文）的

社会与讲英语的社会，教育系统也长期分为

华校（以中文为教学用语）和英校（以英文

为教学用语），一直到独立之后，华文学校

才逐步消亡，所以在这样一种多语言环境下，

新加坡人的英语口音非常奇特，基本上是以

念中文、闽南话以及粤语的腔调来念英文，

重音完全不准，夹杂着不少马来语词汇以及

中文的语气助词。加上某些时候不分时态，

单复数，不合语法，这种 Singlish 考验了我

四个多月。

学在新国大
新加坡国立大学（NUS）常年有着亚洲第

一的排名，也是国际上顶尖的高校，承袭英

美的教育体制，自然也是特点众多。作为交

换生，国大要求至少选择 3门课程，12 学分，

最多选 5门课程，20 学分。在来到新加坡之

前，交换生需要登录它的选课系统，选择至

少三门课程，然后在开学之后，会有一个新

的网上选课环节，如果这样还没能选到满意

的课程，则可以通过本人申请（Appeal）的

方式，亲自到学院递交书面申请。除了这种

需要参加考试的正式课程，学有余力的同学

也可申请旁听（Audit），这样就可以多加体

验不同类型与风格的课程，并且不用参加考

试，当然，也没有学分。

国大院系众多，可供选择的课程自然也

是令人眼花缭乱，理工农医文史经管法不一

而足。本学期我选择了三门课程，分别是中

国政治（Chinese Politics）、新加坡政治

与治理（Singapore’s Politics and

Governance）以及美国政治历史（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U.S.）。国大有

一个系统叫做 IVLE（Integrated Virtual

Learning Environment），有点类似于我们

的教务系统，你可以在这个系统上查看课程

的课程大纲、详细介绍等，同时，老师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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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资料、讲义等也会上传到这个系统以供

下载。国大课程的课程大纲非常详细，你可

以找到每节课的主题、阅读材料等，了解本

课程的要求。就上课形式（Lecture）而言，

与国内并无太大区别，基本是老师带着课件

一张一张地放，但与国内的不同之处在于，

每门课会设置专门讨论课（Tutorial），通

常是助教带着分成若干组的学生，就课程相

关的某一主题进行讨论，并且往往讨论课表

现占了 10%到 20%的期末成绩。讨论课非常鼓

励各抒己见，不管你的观点是否成熟，都可

以大胆讲出来，这对不少平时沉默寡言的国

内学生来讲，的确是个挑战。还有异于国内

的就是课程的阅读量，一节课里讲授的内容

往往涵盖几十页的文献阅读量，并且毫无疑

问是英文材料，对于速度慢的同学挑战也不

小。就我这学期所选的课程而言，阅读文献

的难度并不算大，主要还是适应语言环境的

问题，正如我前面所说，新加坡式英文绝对

是个不小的挑战，而我新加坡政治与治理这

门课则是由印度裔老师讲授，当我第一节课

看到这位包着头巾的印度裔老师时，我的内

心是惶恐的。

除开平日上课，学霸们怎么能忽视自习

呢。国大顶尖的硬件设施为各位学霸的自习

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首先是图书馆。国大有

若干个图书馆，最大的是中央图书馆

（Central Library），以及附带的中文图书

馆（Chinese Library），中文图书馆座位多，

甚至设有单间，每个座位基本都附设电源插

座。除此还有多媒体室以及打印室，当然也

有舒服的小沙发供大家躺着休闲。除了自习，

当然还能在图书馆借书，作为交换生，一次

最多能借 5本书，期限一个月。图书馆还设

有一个教材专区，不少课程的阅读材料及教

材都能在此借到，但借期只有 2个小时，供

你借出后立刻复印，随即归还。除了图书馆，

国大还有不少的综合设施内有自习室，如宿

舍附近的 Yusof Ishak House 里面就有不少

自习室，在 University Town 的自习室也不

少，还设有全套苹果设备的 “Apple

Common”，此外也可以到 University Town

草地边上的座位自习，总之在国大，学霸们

自习的选择有很多。

国大的一学期一般有 13 个星期用来上课，

在 9月中旬会有一个 recess week，即期中

考试前的一周，放假一周供大家复习或者出

游，在期末前有一个 reading week，同样也

放假一周。课程结束了等待着大家的是期末

考试。新国大期末考试成绩一般占到课程总

成绩的 40%到 70%，通常是闭卷考试。值得一

提的是，大部分考试在体育馆内进行，与国

内相比，国大的考试更侧重论述题，通常是

几道题内让学生自由挑选，类似于完成几篇

小论文，书写量巨大，但题的难度中等，基

本上每个人都可以有话可说，题目也侧重考

查学生如何用案例和论据来支撑自己的观点，

提倡批判性思维。

住在新国大
新国大顶尖的硬件不会让同学们失望。

宿舍一般分为 Residence 和 Hall，在到新加

坡之前，可以通过其网站申请。一般的不带

空调的单人间在第一学期的价格为 1980 新币，

折合人民币 9900 多元，双人间则为 1350 新

币，约为人民币 6750 多元。但在

University Town，带空调的住宿则贵一点。

以我住的 Ridge View Residences 为例，单

人间面积大概在十平米，带有单人床，书桌，

衣柜，吊扇等，家具总体偏新，卫生条件良

好。每层楼大约 30 多个房间，附设两个洗手

间和浴室，装修都非常现代化。还有一个厨

房，带有冰箱、微波炉、烤箱、电磁炉等，

平时没事可以自己做饭，有了冰箱之后，平

时吃不完的食物，需要保鲜的牛奶都可以往

里面放。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客厅（Lounge），

里面有电视（虽然只能收到新加坡 8个台）、

茶几、沙发，还有桌游等，平常大家没事都

喜欢在客厅坐坐，借此机会也可以和来自不

同国家的小伙伴们聊聊天，增进相互了解。

有的 Hall 还带有自习室、健身房，客厅

里甚至有 Xbox，总之硬件设施非常完善。

我的一些思考
总体来讲，新加坡是一个治理良好，干

净整洁，井井有条的地方。新加坡人的高素

质也值得我们学习，例如你走在没有红绿灯

的斑马线上，汽车一定会停下来让你先过，

无论它速度多快。整个道路上行驶的车辆都



分享

57

保持限速、车距，并且在路口相互礼让。良

好的治安让人放心地把手机放在学校内的公

共场合而暂离。虽然到处都有规定约束行为，

如地铁禁止吃东西、饮水，处处禁止吸烟等，

但在新加坡，不少人觉得很安全，有章可循。

而相比国内，新加坡的同龄人也更活跃，积

极。由于长期接受英文教育，现在的年轻人

基本不讲中文，平时也大量接受西方的信息，

总体而言，新加坡基本是一个西方社会了。

他们会有浓重的堂舍文化，一个堂舍的成员

会有自己的舍服，会组织各种比赛增强凝聚

力。

然而，新加坡作为一个年轻且领土面积

狭小的国家，其国家认同还在不断构建之中，

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欧亚裔，通过不断

的融合与共通才能形成“新加坡人”，这也

是他们一直在追求的东西。当然，在这个过

程之中，“新加坡人”也有不少阵痛与遗憾。

一个新加坡小伙伴曾经谈到他外婆只会闽南

话，而他基本只会讲英文，这样一家人不能

交流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这，也只是新加

坡国家构建与转型中的一个小缩影罢了。曾

经老一辈南洋华人所留下来的优良品质会不

会消失，新加坡到底走向何方，我在新加坡

这四个多月时常会陷入这种沉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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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选择回家乡，挥洒青春在基层

人物白描：

艾力艾木·木沙江，新疆博乐人，中共党员，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2016届行政管理专业
本科生，2016年新疆自治区选调生。

在校期间，艾力艾木·木沙江曾担任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团委学生会组织部部长，院本科生联合党支
部组织委员，并积极加入院青年志愿者服务队、校爱心服务志愿队，在各个方面起到模范带头作用。曾荣
获2014年上海交通大学国家励志奖学金，2014年学院“自强之星”荣誉称号。

年少求学，锐意进取
从 11岁开始踏上离家求学的道路，艾力

艾木·木沙江先后在内初班和内高班学习，

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最终踏入了自己梦寐以

求的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这是一条充满

未知与挑战的道路，既带有芬芳也潜藏荆棘。

艾力艾木直言这一路走来并不轻松，而七年

里时刻伴随着他的，是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坚

韧不拔的毅力。

在大学时光中，艾力艾木仍保持勤勉求

学的本色，积极学习本专业知识，主动与身

边人探讨学术问题，不断努力，夯实了专业

基础，也培养了专业能力。在学习本专业课

程的过程中，艾力艾木目标明确、勤奋刻苦，

孜孜不倦、善思好问，没有过丝毫懈怠。在

学习本专业之余，艾力艾木还修读了法学二

专，充分利用时间，严格要求自身，不断提

升自我。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他相信，专业知识的学习只有结合具体的实

践才能相得益彰。在撰写毕业论文时，为调

研城镇化背景下基层组织的变化与出现的问

题，艾力艾木同导师郑晓华到上海金山区朱

泾镇的各个村中，了解农村基层真实存在的

变化与问题，并与当地的政府人员一同探讨，

尝试用自己专业的知识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

应的改善意见，并将实践的成果撰写成文，

完成了毕业设计。在整个过程中，他对中国

基层社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自立自强，心有大爱

来到交大的第一天，开学典礼上那句

“选择了交大，就选择了责任”给艾力艾木

带来了强烈的震撼。他选择做独立自强、勤

于奉献的人，通过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来

承担起交大人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大学四年间，他坚持在学院办公室、学

校统战部担任助管，寒、暑假留校在校值保

队、宿管科和图书馆勤工助学等，努力赚取

下学期生活费。在日常生活中不去攀比吃穿，

勤俭朴素。从大二开始，他就凭借承担各类

勤工助学活动实现了“经济独立”，也因此

在 2014年荣获学院“自强之星”荣誉称号。
在院青年志愿者服务队中，他经常利用

周末时间去阳光之家，看望陪伴智力缺陷的

大龄儿童。同时艾力艾木也是校爱心志愿服

务队的一员，他经常利用闲暇时间去陪伴农

民工子女，帮助他们辅导功课，深刻体会到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的快乐，和一群快

乐的人，做一些快乐的事，洗去一层社会的

功利，用真善美的眼光去看世界。业余爱好

方面，他非常热爱运动，担任校新疆足球队

队长，院篮球队队长，并参加校“水源杯”

篮球赛中夺得冠军，从运动中、从团体里，

受益匪浅。

生命不在于长度，而在于其宽度和深度。

通过学习调研的实践，努力生活的感受，这

个不断追求卓越的年轻人愈发明晰了自己的

人生方向：为家乡的事业贡献力量。

扎根基层，奉献边疆
数十年的外地求学生活，让艾力艾木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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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地体会到新疆地区和中国发达地区之间的

差距，他立志要为家乡做出一些改变，为新

疆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在新疆选调生的

通知下发后，他第一时间毅然报考。身边的

许多同学，在毕业后选择留在大城市、留在

企业，而他却走上了一条艰苦的、鲜有人走

的路——下基层。选调生工作艰苦且单调，

与繁华的都市生活隔绝，一切都似乎与年轻

人追求的生活格格不入。但他觉得，生于新

疆，长于新疆，新疆的广大青年有责任与义

务学成归去，为家乡的建设添砖加瓦。

祖国终将选择那些选择了祖国的人，艾

力艾木的这一选择不仅践行了上海交通大学

“饮水思源，爱国荣校”之校训，更是义无

反顾将自己的青春热血挥洒在基层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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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大，一个漫长的夏天
人物小传：

张莹，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2015级硕士，2016年 7月至 2016年 12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
交换学习

相识
七月底，在上海最热的季节坐上了前往

新加坡的飞机，对新加坡的第一印象便是：

热带国家也没有那么热，比上海凉快多了。

虽然常年温度在 30 度左右，但新国大大多数

宿舍都没有安装空调，因而去之前非常忐忑

太热无法入睡的问题。事实证明温度还是蛮

适宜的，尤其是从 11 月开始雨季，几乎每天

都有瓢泼大雨，晚上连风扇都可以省掉。比

较值得吐槽的是室内空调，据说是为了让人

在室内保持清醒状态，新加坡室内空调温度

普遍超低，官方建议温度是 18 度，于是每次

从室内走到室外，都有一种冬天走到暖气房

的幸福感。

我幸运的申请到了校内住宿，住在 RVRC

宿舍区，由五栋四五层的东南亚小楼及一栋

高层的 Tower Block 组成，处在无论到图书

馆、教室、餐厅还是医院都非常方便的位置。

似乎由此埋下我与新加坡医疗系统的不解之

缘。出发前我连续熬夜了两三天，加上乘坐

了红眼航班比较劳累，刚到达就得了严重的

角膜炎。由于没有医生开具的处方，我无法

直接在药店购买红霉素眼药膏，于是治疗的

第一站我去到了国立大学医院的急诊室，由

于交换生没有医疗保险，所有费用均要自费，

仅挂号费就要人民币 500 块左右。所开药物

的价格大概人民币 100 块左右，相较挂号费

便宜得多。但可能所开抗生素的治疗力度太

低，一周之后我的眼睛完全没有好转，甚至

有左眼传染到右眼的趋势。于是我又去到宿

舍园区对面的 health center（大概相当于

校内诊所），由于是专门针对学生，因而挂

号费用相对较低，人民币 100 元左右，但诊

疗过程相对来说也比较简单，大概 3-5 分钟

就结束了。幸运的是，第二次开的药反而有

了效果，让我在正式上课前及时恢复了视力。

不算闷热的天气、不太友好的物价、难

忘的一次就诊经历似乎是新加坡给我的最初

印象。

相知
新加坡国立大学要求交换生需要选 3-5

门课，但多数人都只会选择三门，一般只有

学位生才会修到五门。一是由于每门课都包

括 lecture 和 tutorial，且都为全英授课，

因而一门课的上课强度相当于两门课；二，

当然也是为了可以平时多点时间出去外面看

看。课程早在申请时已经选好，但和国内类

似，开学之后依然有加课机会。而且除了常

规的上课之外，每门课还有旁听的机会，只

要任课老师同意再去相应系所盖章即可。旁

听生不需要完成课堂作业和参与小组讨论，

但能够拿到老师的课件，因此对一门课非常

感兴趣，但又担心任务太重，旁听是一个不

错的选择。但旁听对自制力的要求很高，缺

少考勤环节和老师的督促，仅靠兴趣支撑很

容易中途放弃。自制力差的人还是制定学习

任务来制约一下自己吧。

此外，几乎每门课都不止一位老师来授

课。像“研究方法”课程，定量和定性分别

由两位老师主讲，“经济学”课程，宏观部

分与微观部分也分别由两位老师授课。而令

人叹为观止的是考核方式的多元化，像“经

济学”课程分别包含课前 quiz，课后 quiz，

课堂随机 quiz，出勤情况，期中考试，期末

考试六项组成，于是课前预习、课后作业的

完成都非常重要。同时，几乎每门课都有小

组作业展示，在“公共管理”相关的课程中，

我和四位新加坡当地同学一组，就新加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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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系统中绩效考核系统进行分析，由于新加

坡英语口音比较“奇怪”，所以日常对话中，

只要他们语速加快，我就完全处于懵的状态。

虽然语言上存在一定问题但在一起完成小组

作业的过程中，我还是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

多东西。比如，他们非常注重实用性，而不

太在意形式、是否“高端”这些问题。在

“公共管理”小组作业中，我负责概念界定

部分，按照之前的习惯我直接将知名学者或

机构的概念放在这一部分，而没有考虑概念

和后面内容的联系性。在小组讨论中，新加

坡当地学生对我列出的概念提出了很多意见，

认为虽然是知名的概念但是与分析框架的关

联度不高，最终我们形成一个虽然自己总结

的，但是和分析框架相关度比较高的概念，

从而加强了整个 pre 的内部连贯性。

另一方面，新国大的校园硬件设施真的

非常棒，校园里处处可见供同学自习、讨论

的圆桌，有非常多的室内讨论室，只要在网

上提交一下申请就可以使用。甚至每个宿舍

区内都有 lounge room 和 discuss room 可以

使用。相较之下，国内同样几乎每门课都有

小组作业、报告，但是能够讨论的地方却很

少，一般只能选在下课后，或者宿舍、咖啡

馆，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大家的讨论。虽然新

加坡和国内不存在时差，但不知是否因为实

际处于东七区的缘故，NUS 学生睡觉时间非

常晚，凌晨一两点依然可以见到他们在办各

种类型的活动或是在自习室学习，从学期初

一直 high 到学期末，因而通宵的自习室和电

脑教室简直是刷夜圣地。

相离
四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还没有集齐

七座鱼尾狮雕像召唤神龙，也没有去西海岸

看日落，甚至万分好奇的芽笼都没来得及去，

就慌张地进入期末考试周。NUS 的期末考试

基本都是在千人的体育场内进行，近一千人

同时进行多个科目的考试，是一个甚为壮观

的场景。考场外面更是经常有同学席地而坐，

有一种春运火车站的感觉。

虽然一直感叹东北的同学在看雪，上海

的同学在过有落叶的秋天，但离开时就开始

想念这个只有夏天的国度和这儿认识的人，

新国大，后会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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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在部队上的必修课
人物小传：

蒋光明，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2011级本科生，于 2014年至 2016年参军入伍，期间获得“优秀义务兵”
及连嘉奖表彰。

部队使我收获了许多感悟，塑造我了一

些可贵的品质，但如果只能说一点最核心与

最重要的，我认为那是坚持。

告别菁菁校园，步入热血军营
大三结束后，我响应国家政策号召，参

军入伍，决心为国防事业奉献绵薄之力，用

两年时间体会不一样的青春，圆儿时军旅梦

想。虽说决心坚定，但即将踏上火车的那一

刻，我感到了一丝迷茫，离开家人、告别校

园自在的生活，到一个艰苦地区整日受纪律

教条的约束，一向后知后觉的我这时候开始

有点怀疑自己的决定。但开弓没有回头箭，

“再痛苦也要坚持下来！”我不断激励自己、

调整心态。就这样，传说中艰苦的军营，我

来了。

这是驻于云南，一支战功卓著的野战部

队，训练十分艰苦，极为注重培育官兵战斗

精神和血性虎气。新兵连的三个月中，我积

极适应部队生活，刻苦训练，由于过度喊番

号导致喉咙一直严重发炎，每次打电话回家

母亲都会因为我沙哑的嗓音心疼哽咽。而日

常训练中破皮流血甚至伤筋动骨更是家常便

饭，记忆最为深刻的是，每次战术训练手腕

处由于与地面摩擦总要流血，起痂、磨破循

环往复，现在还留下了一块疤，这是几乎所

有军人都有的印记。虽然辛苦，但没有退路，

既然选择了当兵就应该做好吃苦的准备。

成长源于磨砺，宝剑初显锋芒
坚持总有回报，我的训练成绩很快在同

年兵中突显出来，不仅被评为队列训练标兵，

在连队组织的比武考核中还取得俯卧撑项目

第一名，被评为“俯卧撑王”，并得到新兵

大队长、大队政委的赞扬，因此获得了作为

全体新兵代表在开训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机会。

除此外，我主动发挥特长，积极撰写新闻稿

宣传连队典型事迹、帮助文书出黑板报、代

表连队参加演讲比赛等等，获得了“优秀新

兵”称号。

下老连队后不久，我被营队推荐参加旅

政治部组织的新闻报道骨干集训，并通过选

拔考核，被选调至宣传科担任新闻报道员职

务。在这期间，我主要负责两方面工作，对

外宣传旅队事迹做法、对内主编印刷党委机

关报，并进行部队日常及重大活动摄影保障

等。新闻宣传和摄影的工作对我来说都是陌

生领域，我需要从一点一滴学起，过程很艰

辛。那时，连队的战友知道我被借调到机关

工作，都以为我过的十分轻松，但其实不是，

机关兵虽然参加训练比较少，但大量事务性

工作和稿件写作同样会让人感到压力山大，

有时下午体能训练时间，在办公室看着操场

上热闹非凡的训练场面，我们也会感慨，如

果能有时间让我出去训练该多好！

刚进机关的那段时间，还处于学习阶段，

自然没有什么闲暇时间。由于编辑党委机关

报需要用到方正飞腾、PS 等专业软件，我积

极向班长请教并搜集资料自主学习，白天忙

于办公室秩序维护、通知文件上传下达、摄

影保障及采访工作，晚上则加班加点撰写新

闻稿、整理处理照片、学习软件编排报纸，

几乎每天都在凌晨后才能休息。科长给我们

规定的正常上班时间是，早上八点至晚上十

二点，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敢于责任担当，少年不负青春
2015 年底，三名老班长即将退出现役，

科里没有其他合适人选，他们便将摄影保障

和报纸编排工作全部交接给了我。一时间压

力骤增，但为了不辜负单位和班长的信任，

也不辜负自己的两年时光，我更加努力地工

作、学习。这两年来，共编印报纸近 4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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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报纸内容贴近基层生活，版面设计也还

不错，官兵爱看，报纸也就受到旅党委首长

的表扬。在 2015 年 8 月旅队赴朱日和参加演

习期间，我作为战地记者，编印了一套《战

地快报》，在官兵中广为传看，为旅队政治

工作加分添色。在外宣方面，我撰写的《承

诺不掺水，践诺不打折》、《请来“真老

虎”，练出硬本领》等文章在《解放军报》、

原成都军区《战旗报》刊发；策划宣传同校

战友刘一乐创新研发通信软件的事迹，拍摄

了其工作照片，相关新闻稿件和照片在《解

放军报》刊发，并被多家中央级媒体转载；

另外，《政治指导员》（8 月上刊）发表了

我的照片作为封面大图，并进行了个人事迹

报道，一组由我拍摄的部队训练照片也在这

一期杂志中成功发表。当然，这些成绩远不

如班长们那般显赫，但对我来说也来之不易。

回首绿营，坚持无悔
我回想起那段早出晚归、四处奔波、通

宵加班的日子，我厌倦过辛劳，也想过放弃，

有时还会怀疑作为机关兵的意义，但最终还

是一路坚持了下来。在离开宣传科即将退伍

的时刻，科长带着科里的干事、班长来为我

送行，临别时科长高度认可了我在部队里所

做的贡献，向我行军礼，我当时内心已波涛

翻滚，情感已无法言表。但在那一刻，我知

道曾经的坚持和努力都是那么得难忘，在我

的青春里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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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理想，更自信，更独立
人物小传：

于瑞川，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2013级本科生，曾担任 2012-2014级本科生联合党支部书记，荣获上海
市奖学金、上海交通大学A等奖学金、上海交通大学三好学生等荣誉。目前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
济学双学位。

心之所向，道阻且长
我在早稻田大学攻读双学位的经历相比

于之前在海外的学期交换，更深刻，更动人。

在早稻田政治经济学部的每一天都处于复杂

的情绪当中，难以急于求成，对自己难以有

效率的责备，对于方方面面，都让我感觉到

这段时间的不同以往。我的每一天都在阅读、

作业和上课中度过，每一天都在考虑着没有

完成的论文和接下来要准备的作业。莫名的

紧张，又说服自己需要逐渐发现自己的方

向——或许未定代表着需要接触了解学习更

多。我很感谢学院老师给予我的莫大帮助，

很多基础与思考在这里都能找到对应。我总

是在提醒自己平衡各方面的事情。但是能够

肯定的是，目前的每一天都需要给自己足够

的能量和期待，挣扎着认真对待、完成所有

事情，然后再过一天，日积月累，补充不足，

探索所长。

全心投入，精勤自勉
申请时让我犹豫的理由现在看来不足以

成为理由。足够国际化的早大，你会发现舒

适不是人生的状态。起初申请的过程不复杂，

有学院的后盾支持，我比较顺利地通过了早

稻田的面试以及奖学金的面试。但真正来到

早大才是新的开始。政治经济学部的 EDESSA

项目的本科双学位体系，可以全部选择欧美

授课老师来完成学年的学习。项目需要在这

一学年修满 40 学分的专业课程，分为政治经

济学部分（16 学分）、政治学部分（12 学分）

和经济学部分（12 学分）。课程分为

lecture 和 seminar 两种类型。在英文环境

中，会突然发现讲日语和中文的机会其实并

不多。做什么、怎么做和效果如何，都取决

于自己的用功和用心。实事求是地讲，

EDESSA 项目里也会有不如人意的课，有选完

之后感觉很糟糕的课程，但是其余的课程压

力和任务足以使我每天都处于不断提醒自己

需要更用功一些的状态中。

以脚丈量，用心践行
在早稻田，我参加的校园活动较少，每

天从早到晚基本都忙于自己的课程。教室桌

子上都有插座，但是好像不会用来无聊地充

电。这也可能是我知道自己需要一些外界的

压力告诉自己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挤出时

间，发现属于自己的更多空间。想跟大家分

享的一个经历是，我在求学期间进入了“亚

洲未来领导人计划”，该计划是奖学金提供

方“百贤基金会”所提供的课程，来自奖学

金获得者的中国大陆、台湾、韩国和日本的

同学需要共同完成“东亚研究”的项目课程，

直面理论和现实、情感和理性的当下。另外

百贤基金会给予我们多种活动机会，例如参

与和麻生泰先生、曹其镛先生的交流活动，

以及将在 2017 年暑假于台湾大学举办的百贤

学者夏令营。此外，我参加了国际学生中心

举办的日本学生家庭探访、日本中小学校

“guest teacher”等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我

从多个角度了解这个目前给我留下很棒印象

的国家。

更自信，更独立
我给大家传递的核心想法是鼓励学弟学

妹积极争取这样的机会。有些事情在不同的

环境下会有新的看待和思考方式。再努力一

些，是我给自己的期待和勉励。求质量而不

是求速度，这也是我给自己的交待，我想除

了继续努力地前进，便是努力地生活。希望

大家在追寻理想的路上，都更主动，更自信，

更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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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前沿理论梳理

1、测量社会问责制对公共服务、治理与公民权力的影响

作者：Derick W. Brinkerhoff (RTI International)

Anna Wetterberg (RTI International)

出处：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期数：MAR-APR，2016

摘要：

公民对政府官员和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追责(即社会问责制)作为改善公共绩效的手段被普

遍使用于国际捐助项目中，并且得到了广泛推广。然而，社会问责制发挥效用的影响因素仍

备受争论。已有的大多数研究都过于强调需求方（公民社会和公民）的因素，而忽视了同样

重要的供给方（国家结构和程序）和国家与社会间的关系特征。本文通过调查发展中国家的

四个项目来研究这些背景因素是如何影响社会问责制的目标和效果的。供给方因素能显著提

高社会责任制在服务提供和政府绩效方面（尤其是在分权程度和公民参与自由方卖弄）的效

用。公民拥有自由空间、聚集和表达诉求以及参与服务提供绩效和问题考核的能力和意愿至

关重要。

2、小城镇的政策制定者

作者：Rhonda RiherdTrautman (Martin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出处：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期数：MAR-APR，2016

摘要：

小城镇的地方政府面临着独特的政策制定问题。本文归纳了这些问题并探索这些问题为

何存在以及它们的独特性。此外，本文还通过一些实例从前任管理者、当地立法者以及学术

界的角度来提出对策。最后，本文阐述了由于小城镇政府所面临的独特环境，传统的公共政

策实施理论并不适用于解释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问题。

3、提高财政联邦制下的绩效：地方政治领导力和行政能力

作者：Jessica N. Terman（George Mason University);

Richard C. Feiock(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出处：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期数：(2015)25(4):1059-1080

摘要：

本文研究了地方选举官员的政治影响力和地方行政机构的行政能力一起对财政联邦制绩

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支持者的差异性和地方官员对联邦资助能源项目的直接参与会对执

行过程周期产生影响。市长对资金申请过程的直接参与会促进公共项目的及时或提早实施，

而市议会的直接参与则会演唱施行时间。此外，市长或者议会成员提供的政策支持而非直接

参与，则会最大程度上促进公共项目的及时或者提早实施。

4、领导力和公共雇员的绩效表现：管理者—雇员关系的质量与特征的影响

作者：Shahidul Hassan(Ohio State University) ;

Deneen M. Hatmaker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期数：(2015) 25(4): 1127-1155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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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探索了管理者的领导力对公共雇员的工作绩效的影响。本文运

用了一个比较成熟的领导力理论—领导-成员交换理论（ＬＭＸ）来研究管理者——雇员关系

对雇员的职业表现和额外表现。本文还探究了管理者和雇员的性别差异以及二者间关系的持

久度是作用于领导—成员交换理论对雇员工作绩效的影响的。本文数据来源于对一个大型州

政府机构中的４７７名雇员和１６１名管理者的调查。我们发现当雇员的工作绩效与领导—

成员交换理论的解释力成正相关，而雇员与管理者间的性别差异以及二者间关系越久则会削

弱这种正相关关系。本文可以为公共管理领域的下一步研究提供一定的启示。我们还为公共

部门的管理者提供如何与雇员建立良好有效的关系提供了实践上的建议。

5、新常态下行业协会关系网络转型研究

作者：梁鑫华，徐晓林，栾丽霞（华中科技大学）

出处：中国行政管理

期数：2016 年第 4期

摘要：

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必须建立与经济相适应的社会治理创新机制。由于处理社会

场域切换过于困难，造成对行业协会关系网络认识偏差和各学科资源难以协调等研究困境,不

可避免地影响关系网络转型的步伐,无法适应新常态的要求。行业协会研究从结构讨论到行动

探索的转型,预示着新常态下的行业协会与政府和会员的关系是包括多主体、多元关系、多样

行为和复杂结构综合网络。为此,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行业协会关系网络转型的研究势在必行。

6、流动人口居住状况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分析——政治现实还是社会剥夺?

作者：朱荟（南开大学）；苏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出处：中国行政管理

期数：2016 年 4 期

摘要：

本文尝试以政治现实模型和社会剥夺模型这两种国外主流理论为框架,分析流动人口居住

状况对政府信任所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基于居住绩效的政治现实模型对流动人口政府

信任具有显著而稳定的解释效力,而建立在参照群体间居住比较基础上的社会剥夺模型则对流

动人口政府信任未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由此,流动人口居住状况影响政府信任的核心机制在

于对政府执政绩效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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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前沿理论梳理

1、选举规则和立法特殊主义：美国国家立法机构的证据
Electoral Rules and Legislative Particularism: Evidence from U.S. State Legislatures
作者：TANYA BAGASHKA（University of Houston）

JENNIFER HAYES CLARK（University of Houston）
文献出处：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期数：2016, Vol. 110(3)
摘要：

我们认为，国家立法政治在质量上与国会政治有所不同。立法政治在立法分区内侧重于

本土化和特定地理上的立法。国会政治关注全体国民的整体福利待遇提升，立法政治更倾向

于关注一个区域内特定公民群体的地方性福利，用以连接地理上的特定间群体。建立这种有

针对性的地理支持的主要方式是引入选举规则中的特殊立法主义。通过分析美国州议会提供

的原始数据资料，我们发现：一个区域的规模越大，就越会产生更加包容的选择程序。我们

的发现，为选民团体联盟模型提供了一个更加强有力的支持，而这个模型不同于个人投票/选
举连接模型。美国的国会政治模式，更类似于在欧洲和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现的地理上特定的

集团导向的选举政治。

2、“形而上学哲学的黑暗”：霍布斯对古典传统的批判
“Of Darkness from Vain Philosophy”: Hobbes’s Critique of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作者： DEVIN STAUFFER（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文献出处：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期数：2016, Vol. 110(3)
摘要：

近代早期的政治哲学革命不仅改变了政治哲学本身，它同时对塑造现代政治起到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本文的贡献在于，通过审查托马斯·霍布斯对古典传统的批判来让我们加深对这
场革命的理解。尽管我们都知道霍布斯是一位对传统的批判者，但他的批判细节并未被充分

挖掘出来。霍布斯批判的主要目标是亚里士多德，他被霍布斯视为他所要批判的传统的一个

重要来源。霍布斯对亚里士多德的批判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道德政治，另一个是形
而上学——最终证明这两个是连接的。对霍布斯的双重批判的审查，有助于我们理解什么阻
碍了对政治哲学的重新定义，最终也将推动现代自由主义的兴起。

3、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的国别经验及其启示—基于六个国家经验的分析
The Experi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Division of Responsibilities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Based on Six Countries" Experience
作者：王浦劬

文献出处：政治学研究

期数：2016第5期
摘要：

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及其运行，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命题。本文基于既有研究，构建以

事性定权属、以事项配事权的分析进路，以此分析了美国等六个典型国家的经验，提炼了公

共事务的政治经济、社会、自然和发展战略等属性对于央地事权划分的意义，阐发了宪法和

法律为主、其他为辅的划分途径。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相关国家央地事权划分的事务、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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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和权力关系。最后，针对我国相关症结问题，阐述了相关国家的经验对于我国优化央地

事权划分的启示。

4、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国的责任与担当
Building a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ina’s Responsibility and Undertakings
作者: 门洪华（同济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战略研究院院长）
文献出处：世界经济与政治

期数：2016第3期
摘要：

提倡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并付诸实践，代表着中国超越和平崛起的单

向论述、丰富和平发展的内容、谋划崛起之后战略走向的努力。新型国际关系思想基于中国

的思想文化传统，是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思想的继承与创新，代表着中国国际合作理

论的新探索。中国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以塑造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

大国关系为关健，以推动国际秋序变革、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为

战略视野，以制度化合作为基本路径，以东亚和中国周边为重点，以丰富和完善中国地区战

略为指向，产生了积极的效应。另一方面，新型国际关系构想面临诸多理论挑战与现实困境，

我们要深入研究国际潮流、大国历史、中国进程，深化对新型国际关系的认识，丰富中国和

平发展战略，前瞻性地规划中国崛起之后的发展，形成整体性的战略布局;同时在实践中要客
观判断国家实力，清晰划定国家利益的底线，悟守和平发展承诺，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塑造

新型大国形象，并强化战略管理意识，妥善应对重大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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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国家级、省部级项目立项情况

 四纵项目获得立项情况：10 项，立项金额：239 万
国家社科 3项，立项金额 75万
顾建光 《市场经济下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公私部门角色关系定位研究》 重点项目

杜江勤《风险社会中中国城市女性生育成本建构机制研究》一般项目

张学昆《区域外大国对南海问题的介入及其影响研究》一般项目

国家自科 1项，立项金额 48 万
刘帮成《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基层公务员行为模式、动机与激励制实证研究》面

上项目

教育部 3项，立项金额 100万
翟新《近代以来日本对华政军档案整理与研究》重大攻关项目

郑晓华《社会治理创新中的行政赋权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王聪（博士后）《提升公共服务效能的公民程序性参与》青年项目

上海哲社 3项，立项金额 16 万
彭勃《上海社会建设 40 年发展历史研究》 委托项目
章伟《大数据时代网上信访的治理转向与制度优化研究》一般项目

郑晓华《本市社会治理创新中村级治理体系跟踪研究》青年专项

 科研获奖情况

 林冈《台湾地区政党政治研究》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一

等奖

 陈映芳《社会生活正常化：历史转折中的“家庭化”》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奖论文二等奖

 樊博《Hybrid spatial data mining methods for site selection of emergency response
centers》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二等奖

 刘帮成《Work-Related Stressors and Health-Related Outcomes in Public
Service:Examining the Role of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二等奖

 吕守军 21 世界世界政治经济学杰出成果奖（国际级）

 郑晓华 城市治理之殇—外滩踩踏事件透视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之 须 MPA优秀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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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统计情况（统计一作，共计 103篇）

 教师论文统计：共计 68 篇（SSCI 15 篇，A 类 1 篇，8 篇 B 类）

 博士后论文统计：共计 3 篇（B 类-- 1 篇；D 类--2 篇）

 硕博论文统计：共计 32 篇
SSCI 1 篇（刘铁英）
CSSCI B 类 2 篇（付建军、刘城晨）

 专著统计情况：

 专著 11 本，其中英文专著 2 本

林冈 China's Long Quest for Democracy

左亚娜

Evolving Identity Politics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Bridg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Nationalism

刘帮成 嘉兴市人才发展蓝皮书 2016

陈尧 民主的要义

徐家良 《中国社会组织评估发展报告（2016）》

徐家良 新时期中国社会组织建设研究

郭俊华 移动政务服务与用户需求

韩广华 城市高科技产业的产能规划研究—生产者决策技术的视角

张俊华 人的机会与命运 - 重新审视资本主义

张俊华 以色列政治与经济发展报告

熊竞 我国特大城市郊区政区体制研究：以上海为例

 译著 3 本
翟新 东京审判的国际关系

陈尧 现代化的政治

徐家良 美国历史上的慈善组织、公益事业和公民性

 编著 3 本
钟杨 实证社会科学 第一期

徐家良《中国第三部门研究（第 11 卷）》、《中国第三部门研究（第 12 卷）》

 学术会议情况

2016 年我院共举办了 11 场文治讲坛、6 场名家讲坛、8 场学术论坛；
邀请了 Steven Van de Walle、Evan Berman 等知名国外学者，同时也邀请了阎学通、

米家宁、陈家刚、孟捷、唐文方、谭青山、洪浚浩、赵志荣等誉满国内外的中国学者，提

升了学院学术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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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览

国务学院成功举行“国际政治经济学

中的竞争与共生”学术会议
2016年 6月 25日，由上海交通大学国

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和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联

合主办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竞争与共生”
学术会议在交大徐汇校区新建楼隆重召开。

本次会议试图把国际政治经济中的竞争与共

生联系起来，认为有效竞争促进共生，共生

状态同样能够防止国际社会的恶性竞争。会

议气氛热烈，不乏重要的观点碰撞和思想火

花，取得了圆满成功。

上海交大发布 2016年《中国城市公共
服务满意度调查》报告

2016年 6月 29日上午，上海交通大学
民意与舆情调查研究中心在徐汇校区新建楼

3005会议室召开 2016年《中国城市公共服
务满意度调查》报告新闻发布会，沪上 20余
家媒体到会。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民

意与舆情调查研究中心主任钟杨教授介绍

2016年《中国城市公共服务满意度调查》的
整体研究成果。

国务学院 2016届学生毕业典礼暨学位
授予仪式隆重举行

2016年 7月 3日下午，国际与公共事务
学院 2016届学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在
徐汇校区新建楼二楼报告厅隆重举行。国务

学院院长钟杨、党委书记曹友谊、副院长彭

勃、副书记谢玮等领导出席典礼，和现场部

分学生家属共同见证了 70余位毕业生人生中
极具纪念意义的时刻。

第二届中国医院节能管理论坛

成功举办
2016 年 7 月 8 日至 9日，2016 第二届中

国医院节能管理论坛在上海隆重召开。本届

论坛由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绿色建材产业发

展联盟联合主办，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

事务学院、能源研究院和中国医院发展研究

院承办。近四十位业界知名专家，多地卫计

委、医院管理协会领导及全国各地医院主管

院长近 400 人参会。

第二届“中国城市治理”全国博士生

学术论坛成功举行
2016年 7月 9日至 10日，第二届“中国

城市治理”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在上海交通大
学徐汇校区成功召开。本次论坛由上海交通

大学研究生院和学生工作指导委员会联合主

办，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承办，吸引了来自

清华、上海交大、复旦、浙大、南大、中大、

武大、南开、厦大等 20余所高校近 50名优
秀博士生前来参与，论坛同时邀请纽约大学

政治学教授 Rebecca Morton以及全国各地的
20多名专家学者以及公共管理学界知名期刊
的主编进行论文评审，并同与会学子展开交

流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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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MPA核心课程“社会研究方法”
教学与案例研讨会成功举办

2016年 7月 9日至 10日，由教育部学位
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全国公共管理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联合举办的中国

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第九期案例教学培训

暨 2016年全国MPA核心课程“社会研究方法”
师资研讨会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来自全国

近 90所MPA培养院校的 120余名专家学者
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会中，全国MPA教指
委委员、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院

长孙涛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吴建南教授、樊

博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米加宁教授等专家

学者就教学设计、研究设计、量化方法等问

题进行了专题报告。

首届“政府购买服务与社会创新”论

坛在上海交大成功召开
2016年 7月 10日，首届“政府购买服务

与社会创新——中青年学者社会共治 20人论
坛”在上海交通大学成功举办。此次论坛由上
海交通大学第三部门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

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公共行政系主办，北

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西南大学城乡统筹

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深圳大学社会管理创

新研究所协办。

第二届“中国实证社会研究”国际研

讨会成功举办
2016年 7月 15日至 16日，由国务学院

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实证社会研究”国际研讨
会在新建楼 2006报告厅成功举行。国务学院
院长钟杨教授致开幕辞。来自哈佛大学、宾

夕法尼亚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北京大学和

上海交通大学等十余所国内外高校的近 30位
学者到会并作主题发言，校内外 100余位学
生参与了本次研讨会。会中，与会者围绕“中
国的网络管理”、“中国的公众意见”、“中国
的领导行为”和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实
证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会议气氛热烈，

取得圆满成功。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召

开第一次院务会议
2016年 7月 16日上午，由上海市政府

与上海交通大学联合共建的上海交通大学中

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在徐汇校区总办公厅召开

第一次院务会议。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城市治理研究院院

务委员会主任、城市治理研究院院长姜斯宪，

上海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城市治理研究院院

务委员会主任肖贵玉出席并讲话。上海市发

展研究中心、市委宣传部、市发改委、经信

委、教委、科委、住建委、交通委、环保局、

规土局、安监局、卫计委、食药监局等单位

领导出席会议。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致欢

迎辞并宣读院务委员会名单和研究院领导班

子名单，校党委常务副书记郭新立、党委副

书记范先群、副校长吴旦、党委常委、组织

部部长顾锋、校长助理彭颖红和校文科处、

科研院、研究生院、财计处等部门领导以及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钟杨、党委书记曹

友谊、常务副院长吴建南和教授代表等参加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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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学院成功举办第二期“暑期社会

科学方法论”培训班
2016年 7月 21日，为期 12天的国务学

院暑期社会科学方法论培训班在上海交大徐

汇校区圆满结束。此次培训班共吸引了来自

国内 30余所高校的 100多位学员。纽约大学
阿布扎比分校社会科学实验室主任 Rebecca
Morton教授、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政治学系
Cameron Thies教授、堪萨斯大学 John
Kennedy副教授等为学员们讲授“如何开展
实验研究”、 “如何运用混合方法开展研究”和
“在中国开展田野调查”等课程，取得了良好
反响。

上海交大成功召开“中英慈善法双边

研讨会”
2016年 8月 18日，“中英慈善法双边研

讨会”在上海交大徐汇校区成功召开。此次研
讨会的主办单位是校第三部门研究中心，支

持单位是英国慈善委员会、英国驻上海总领

事馆。会议由第三部门研究中心主任徐家良

教授主持，我院党委书记曹友谊和英国驻上

海领事馆总领事吴侨文致辞。来自英国驻上

海领事馆、英国慈善委员会、上海市民政局、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市社科院等二十多家单

位的四十多位专家学者、政府领导和实务界

人士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会中，与会者就慈

善机构认证和注册、慈善机构的监管、如何

提升公众对慈善机构的信任度、慈善信托四

个主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钟杨院长率队出席“中国城乡社会治

理调查”研讨会
2016年 9月 10日至 11日，钟杨院长和

韩广华博士受邀赴清华大学出席“中国城乡社
会治理调查”研讨会。本次会议就基于“中国
城乡社会治理调查”的学术论文和未来的学术
合作两个主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钟杨院长

为会议致辞并做了关于中国居民满意度的主

题发言，韩广华博士作为评议人对部分学术

论文进行了点评。

国务学院 2016级新生开学典礼暨入学
教育顺利举行

2016年 9月 11日下午，国际与公共事务
学院于上海交大闵行校区新图八楼会议室隆

重举行 2016级新生开学典礼。院长钟杨、党
委书记曹友谊、副院长樊博、党委副书记谢

玮和部分教师代表出席了本次典礼。国务学

院 2016级全体新生及来自各地的学生家长参
加了本次典礼。

我院台湾研究中心举办“台湾研究的

传承与创新”圆桌研讨会
2016 年 10 月 20 日，由上海交通大学台

湾研究中心主办、上海市台湾研究会协办的

“台湾研究的传承与创新”圆桌研讨会在我

校徐汇校区举行。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

孙亚夫、上海市台办副主任李骁东以及来自

北京、江苏、浙江和上海等地的专家学者和

相关台研机构的负责人参加了本次研讨。钟

杨院长、林冈主任、王伟男副主任分别主持

了三个场次的研讨。上海市台湾研究会会长

严安林和副会长林冈作了会议小结。

第二届大学生城市治理案例挑战赛顺

利举行
2016年 10月 28日至 30日，第二届大学

生城市治理案例挑战大赛在上海交通大学成

功举行。本次大赛为 2016“世界城市日”系
列主题活动之“全球城市论坛”的子活动之

一，由上海交通大学主办，上海交通大学国

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和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联

合承办，旨在推动青年学子关注城市治理，

更好地传递“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思想

理念。



纽约市立大学陈光宇教授为国务师生

作“美国政府财政预算”讲座
2016 年 11 月 28 日，“美国政府财政预

算”讲座在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机械楼

307 报告厅举行。美国纽约市立大学陈光宇

教授主讲，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

院教授、第三部门研究中心主任徐家良主持。

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美国人文与科学院

院士、“世界价值观调查”组织创始人和首

任主席罗纳德•因格尔哈特为国务师生作题为

“Cultural Change: Reshaping Human

Motivations and Society”的讲座。

我院院长、长江学者钟杨教授参加“国际行

政科学学会暨国际行政院校联合会 2016 年联

合大会”。

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资深

研究员陶文钊和波斯顿学院政治学教授、哈

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陆伯彬应

邀为国务学院师生作“美国总统大选观察”

和“美国大选与下任美国总统东亚政策的挑

战”讲座。

我院师生参加由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

务管理学院举行的中国公共管理学术年

会（2016）暨第二届公共管理青年学者

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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