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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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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word

The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Management (in Chinese) aims to promot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 of social sciences and management, and provide a useful and global platform 

for academics and researchers to exchange their views and publish accurate, original, and cutting-edge 

articles.

Since the journal was ranked in the second tier of the Thai Journal Index (TCI 2) on May 25, 

2018, the number of submissions has increased meaning that some submissions will need to be published 

in future issues. Starting from next issue,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journal, we have 

restructured our editorial committee to include more qualified editor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s, who 

will to participate in the reviewing and screening processes. This is to ensure that manuscripts from  

various fields are well covered.

In this issue, 10 manuscripts are from 6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n both Thailand and China 

covering fields such as financial management, tourism management, knowledge management, corporate 

governance, marketing,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education management,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Lastly,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express our sincere gratitude to peer reviewers for their 

hard-work and dedication, researchers and academics for their contributions, and readers for their  

readership. We hope to continue receiving your support in our endeavor for academic excellence. 

 Editor-in-ch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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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泰国拜师节看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师生关系
TEACHERS’ DAY IN THAILAND: A TESTAMENT OF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陈圆圆
Yuanyuan Chen

泰国佛统皇家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Nakhon Pathom Rajabhat University, Thailand

Received: March 22, 2019 / Revised: June 5, 2019 / Accepted: June 10, 2019

摘要

师生关系是学生与教师之间为达到某种共同目的而形成的多质性、 多层次的关系体系， 

它既是一种社会关系， 又是一种人际关系。 由于对外汉语教学是针对外国人的教学， 因此它的特

殊性也决定了对外汉语教师与学生关系的特殊性。 本文以泰国拜师仪礼为例, 认为泰国师生之间

是一种互敬互爱互惠型拟亲关系， 这有利于对外汉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重构新型师生关系， 提高

对外汉语教学质量， 对促进中泰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泰国拜师仪礼  对外汉语教学  师生关系

Corresponding Author: Yuanyuan Chen
E-mail: 57346719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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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is a special kind of social and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It is a 

qualitative and multi-level system which is designed to form and achieve educational goals. Because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is aimed a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 of 

it also determines 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this paper, Thailand Teachers’ Day is chosen as an example to prove that the rela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Thailand is a kind of mutual love and respect. This is conducive to reconstruct th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and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Keywords: Thailand Teachers’ Day,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引言

早期， 针对除中国学生之外的他国学生的汉语教学规模比较小， 因此这类教学在当时被

称为“中国语文教学”。 但随着这类教学规模的逐步扩大化，学者们认为“语文”本是针对中国学生

的母语教学， 为了区别汉语教学对象及教学目的的特殊性， 从而出现了“对外汉语教学”一词。 由

于对外汉语教学是对他国学生的汉语教学， 学生的汉语水平参差不齐， 学习目的也各不相同， 有

些学生是为了经商， 有些是为了了解中国文化， 有些为了方便求职， 这就给对外汉语教学增加了

很多难度。 这样一来， 教师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就可能常常只注重语言知识的传授， 而忽略了与学

生情感交流的重要性。 正因为对外汉语教学的这些特殊性也决定了对外汉语教学中师生关系的特

殊性， 它的特殊性要求我们从各个角度、 各个方面对之加以观察与研究。

学生与教师之间为达到某种共同目的而形成的多质性、 多层次的关系体系即师生关系， 

它既是一种社会关系， 又是一种人际关系。 在提升学生学习水平及提高学校教学质量方面， 良好

的师生关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同时， 在建设社会精神文明的过程中， 良好的师生关系也扮演

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 传统的师生关系确实存在其过时之处， 尤其在对外

汉语教学中， 如果还是一成不变的按照传统的师生关系来对待外国学生， 势必对教学质量及师生

间的情感交流产生很多负面影响。

如果学生是花朵， 教师就是辛勤耕耘的园丁， 教师总是竭尽所能的给学生们传授知识， 只

希望每个学生学到的知识都能多一点， 更多一点。“教师”是太阳系里最光辉的职业， 也是一种值

得人们尊敬的职业， 因此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定教师节， 泰国也不例外， 泰国法

定教师节是1月16日， 但它与全世界其他国家都不同的地方在于每年6月的时候， 泰国还有自己的

拜师节。 拜师节虽然不是法定节假日， 但它却是泰国全国人民“约定俗成”的一个重要节日。 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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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的时候， 泰国上至大学， 下到幼儿园， 各个学校都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具体的举行拜

师节的日子。 泰国社会非常注重拜师仪式， 甚至连皇室家族也积极参与， 一般演艺界、 玄学界、 

学术界每年必定大规模举办盛大的庆典。 拜师仪式始于泰国四世皇时代， 大约佛历2397年即公历

1854年开始盛行， 距今已160余年。 举行拜师仪式涉及的层面极广， 除了拜人间之师亦拜 

“天上之师”。 “天上之师”指师尊与护法神等。 随着时代的变化及国家的发展， 泰国拜师节的活动

形式也一直有所变化， 如今的拜师节活动主要分为教师之间的庆祝活动、 纪念师恩的仪式以及佛

教活动三大块。 佛教活动主要是听大师诵经， 感悟佛教真理； 纪念师恩的仪式则是由宣誓仪式及

致谢师恩这两部分构成； 教师之间的庆祝活动主要是进行体育比赛、 举办嘉年华等等。 由此可见， 

泰国传统的师生关系本就和中国传统师生关系存在一定的差异， 再加之受到跨文化交际的影响， 

中国教师在教学中和泰国学生的相处模式既不完全吻合于泰国传统的师生关系， 又不完全适用于

中国传统的师生关系的相处模式， 因此在泰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中探索一种新型的符合中国教师和

泰国学生的师生关系也是势在必行的。

文献综述

1. 中国国内研究现状

尊师重教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优良传统。 古代教育家们就开始重视师生关系的建立， 

强调教学相长， 尊师爱生。 孔子在 《论语·卫灵公》 中提出“当仁， 不让于师”， 要坚持“仁”的标

准， 孔子和学生任何一方出错都可以互相批评。 荀子在 《荀子·修身》 中也曾提出“好善无厌， 

受谏而能诫”。 韩愈在 《师说》 中提出“弟子不必不如师， 师不必贤于弟子”。 柳宗元认为师生关

系应转变为师友关系。

到了近现代以后， 在教育界曾爆发过一场空前的师生关系大讨论， 在世界教育教学法研

究中， 曾两次提出“以学生为中心” 的思想， 但这种思想引进中国后， 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到底应

该怎样“以学生为中心”。 Liu （2007：107） 在 《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 中曾提出建立“轻松愉快

的气氛， 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减少畏难情绪， 收到课堂教学的良好效果。”这也就意味着良好

的师生关系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同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 到目前为止， 关于对外汉语教学

中师生关系的研究还非常少， 已有的研究基本也仅限于对课堂经验的总结或一些现状分析。

2.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对于师生关系的研究主要是围绕“教师中心”和“学生中心”之争展开的， 每一 

种教学法都是按照社会形势及社会需求的变化而产生的。 Brickman （1982） 在 《要素主义教育 

的精神》 中提出教师与学生两方面愈不觉得一方面是在那里教， 那么所得的结果愈好。 Wang 

（1985： 48） 在 《外国教育史》 中重申“教师中心论”， 认为教育的主动权在教师而不是学生，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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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教师置于教育宇宙的中心”。 Wu （1989） 则在 《外国现代主要教育流派》 一书中提出“儿童

中心论”， 他认为教师应该站在儿童的立场， 依照儿童的兴趣组织教学中的各种活动， 并以成员

的身份参与到活动过程中去。 Herbart （2002） 在 《普通教育学·教育学讲授纲要》 中提出应以“

教师为中心”， 他认为在教育教学中， 教师必须对学生加以压制， 虽然不是推崇强制， 但认为这是

在儿童具有真正的意志前的一种手段。 Colin （2008） 在 《双语与双语教育概论》 中提出对外汉

语教学是一门语言科学， 克拉申的情感过滤假说曾经提到过语言学习者的信心在语言习得过程中

必须得到鼓励。 可见如果学生处在放松、 有信心和无忧状态， 课堂的语言输入将会变得更有效， 

从而收到更好的效果。 He (2010) 认为语言教学不应只重视教学方法和只是的传授， 而应以情感

因素为重点。 这一点对我们的教学有着重要启示。

如若我们抛开学者们立场上的分歧来看， 他们其实都强调了师生关系对教学质量和效果

的影响。

研究方法

1. 文献研究法： 搜集资料， 对有关教学中师生关系的资料和文献进行阅读整理， 对对外

汉语课堂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 并对相关观点有科学认识与自己的见解。

2. 访谈法： 编制访谈提纲， 通过与随机选择的20名佛统皇家大学的学生及10名该校教师

进行面对面交谈与记录， 了解佛统皇家大学的拜师节准备事宜及拜师节当日的流程， 并了解学生

及教师对拜师节的看法和感受， 为研究提供案例与参考。

3. 经验总结法： 对实践中获得的经验进行总结、 归纳与分析， 使之系统化、 理论化。

研究结果

1. 泰国佛统拜师仪式过程

 1.1 佛统自然历史概况

 佛统府类似于中国的一个省份， 它距离泰国首都曼谷大概50多公里。 佛统府的标志性

建筑是位于其首府 （省会） 佛统城里的“大佛塔”。 佛统城距今已有3000余年的历史， 也可以算是

泰国最古老的名城之一。 相传大概2000多年前的古印度阿育王所派长老去宣扬佛法的“金地国”

就是如今的佛统府， 因此迄今为止该府也是泰国的佛教圣地之一。 佛统城占地面积2168.3平方公

里， 该首府占地面积位于全泰国的第65名。 很多泰国人都对关于佛统特色的一首童谣耳熟能详， 

这首童谣大致说得是“佛统的柚子甜， 大米白， 姑娘美， 竹筒饭又香又甜， 来了之后绝对还想再来

第二次。”总体说来， 佛统是以甘甜可口的水果和美味丰富的菜肴而闻名的， 加之距离泰国首府曼

谷较近， 经济也算发达。 近年来， 一带一路“走出去， 引进来”的战略， 将“汉语热”又推至一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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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点， 原来外语只重视英语的泰国也更多的把注意力转移到汉语上来。 下至幼儿园， 上到大学， 

越来越多的学校已经把汉语设为学校必修课之一。 迄今为止， 在中泰两国密切交流的推动下， 泰

国已有孔子学院16所之多， 孔子学院的建立对推动泰国人民汉语言文化的学习起着不可小觑的作

用， 同时也受到了泰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其中， 泰国佛统皇家大学、 泰国佛统艺术大学与云南师

范大学、 广西钦州学院等高校有较深的合作， 各大学都开设相关汉语课程， 并不时开展汉语活动

促进学生汉语学习。 与此同时， 越来越多的在云南和广西等地的中国大学生也开始选择学习泰语

或去泰国交换学习， 一般而言， 泰语专业、 国际汉语教育专业等专业的学生就连实习也都有安排

在泰国进行的。 目前而言， 泰国最大的留学生源国非中国莫属。

 1.2 佛统拜师仪式过程

 在拜师节仪式上， 学生们把自己亲手做好的捧花献给老师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 

每年拜师节仪式正式开始的前几天， 佛统的学生们早早的就会开始做捧花制作的准备工作及排练

献给老师们的赞歌。 献给老师的捧花按照习俗一般以鲜花为主要制作材料， 为了保证捧花献给老

师的时候是最为完美漂亮的， 大家一般会选择在拜师节的前一两天才正式开始制作环节。 而在这

两天里， 学校也会充分配合学生的各项准备， 教师根据自己的课程进度可以适当暂停一些课程， 

为学生留出充足的准备时间。 捧花制作以班级为单位， 以集体的方式进行， 经费由学校财政支出， 

学生负责采购与制作。 学生制作捧花的材料主要有四种： 山丹花、 茄子花、 狗牙草、 香烛花， 这

四种花每种都代表不同的含义。 山丹花茎上带有刺， 代表教师的睿智与智慧； 茄子花花心向下， 

代表学生对教师的谦恭与尊敬； 狗牙草是一种很常见的无毒绿化草。 代表学生应该对教师谦恭， 

不能对教师心存怨恨。 即使教师“鞭打”、 责备或批评学生， 学生也不能记仇， 因为教师那样做是

希望学生成为一个好人； 香烛花由插有蜡烛的捧花组成的， 代表学生对教师的尊敬与爱戴。 泰国

从小学起就教孩子们做各种样式的花串、 花篮， 这是他们的一门手工课程， 男生女生都要学习， 

所以泰国学生动手能力极强。 学生们在拜师节上制作的捧花造型丰富， 形态优美， 有龙形、 鹰形、 

莲花等形状。 这些花篮全由学生自行设计、 用新鲜花草手工编制而成。 每一朵花都仔细地排列好， 

用大头钉钉稳。 叶片的做工更复杂， 学生需要选用大而平整的花叶将之整理成形， 再沿叶缘缝一

圈作为勾边， 然后挑选颜色一致的玫瑰花瓣卷成小卷， 每个小卷再用针线一一缝在已做好的叶片

上， 或把芭蕉叶片卷叠成一定的固定形状后在边上用大头针插上茉莉花花苞。

 拜师节的这一天学校一般会要求学生必须穿着校服， 在仪式正式开始之前， 学生们就

得按照班级的分区排队做好， 每个班级都会选出一位或两位学生为向老师献捧花的学生代表， 老

师们则统一坐在学生一侧或两侧 （每个学校的场地布局会有稍许区别） 等待开场。 拜师仪式的开

始通常会有泰国传统悠扬的乐曲声为伴。 第一项是跪拜有声望的大师画像。 泰国人普遍信仰小乘

佛教， 把释迦牟尼视为至上的教主。 拜师时校长要先拜释迦摩尼佛像， 而校长所要跪拜的大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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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则由学校的主要专业决定。 如： 舞蹈专业的跪拜舞蹈大师， 艺术专业的跪拜艺术大师， 医学专

业的跪拜医学大师， 建筑专业的则跪拜建筑大师。 部分学校直接请大师来念经祈福， 祈福泰国国

王身体健康， 泰国能够国泰民安。 德高望重的大师还会手拿“圣水”小心穿行于众师生中， 并用沾

满圣水的树枝轻轻打在人头上。 由于这些水是被大师念过祝福词的， 所以据说被洒的人在一年中

好运连连， 万事顺利。 第二项是跪拜国王图像、 颂祷词， 这也是泰国各项传统活动中不可或缺的

一个环节。 拜完佛像校长要跪拜国王图像， 最后才可坐在国王图像旁第一个座位上等待学生的跪

拜。 第三项是学生齐唱拜师歌以感谢教师的教育之恩。 拜师歌大意为：

 教师是最有价值的人， 是教授我们艺术及各学科的人。 我们应该尊敬那些为我们传道、 

授业、 解惑的人， 是他们让我们了解未知的世界， 教授我们未知知识。 他们帮我们指出每件物品

的长处和短处并把它们分类， 还给我们拓展额外知识以便我们能清楚地了解世间万物。 教师帮我

们消除愚昧， 引领我们迷失在黑暗困境中的心走向光明。 教师应该被视为世界上最优秀的人， 我

们应该从心底赞美他们。

 第四项是学生代表发言向教师致感谢词。 感谢词的内容一般由感谢和道歉两大部分组

成， 一部分是主要表达对老师的谆谆教导的感恩之情， 另一部分则主要表达自己偶尔任性犯错没

有好好学习的忏悔之意。 学生代表发言致词的时候， 其他所有学生需要行“跪拜之礼”， 并齐唱献

给老师们的赞歌即拜师歌。 这一环节结束之后， 所有学生可以在司仪的指挥下一排排的到主席台

将自己亲手制作的漂亮捧花“跪献”给老师。 插有香烛的花篮是“男花篮”， 由男生捧送； 没有插香

烛的是“女花篮”， 由女生捧送。 老师们在接过学生所献的捧花之后， 也需要双手和是给学生还礼

并给学生系上白色的线给予祝福， 学生再行礼。 这些白色的线由校方提前准备分发给教师， 最后

再由教师给学生系上。 在泰国， 白色代表纯洁、 神圣、 干净、 高雅、 单调、 天真、 洁净、 真理、 和

平等美好含义。 最后， 学生需保持跪着的姿势慢慢撤离， 跪行到主席台边缘才可以起身退下。

 拜师仪礼结束后， 就到了最后的“捧花大赛”的颁奖仪式和“优秀学生”的授奖仪式。 获

奖的班级和学生可以自由的发出大声尖叫以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 没有获奖的班级也会真心祝贺

获奖的班级和学生们， 并暗自下定决心来年再接再厉。 颁奖仪式结束后， 学校官方组织的拜师节

仪式也就算是正式结束了， 但学生们当天还会私下找到自己喜欢的老师， 把自己制作的除了捧花

之外的花环送给老师， 而老师也会为他特别喜欢的学生再次系上白色的线并给与学生祝福， 学生

手上拴的线越多就表示越受教师的喜爱。 整个活动结束后学生要把教师的捧花搬到教师车上或办

公室以便教师方便带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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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拜师节的文化内涵

 2.1 宗教和政治的合法化

 拜师节在泰国当地很重要， 它是学生及社会各界表达对教师的感恩、 尊敬和喜爱的一

种仪式。 泰国的尊师传统源自佛教。 泰国古代的教育主要分为宫廷式教育、 师徒传艺式教育及佛

寺式教育三类。 教师作为教育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成员， 潜移默化中也与佛教有着密不可分的联

系。 佛教正式成为泰国的国教是在素可泰王朝时期， 随着佛教的广泛推广普及， 僧侣可以算是当

时最为有才的人。 根据泰国传统， 泰国所有男子都须经历“出家为僧， 学习知识”这一过程， 泰国

男子一生可以出家多次， 时间可长可短， 并且泰国人普遍认为男子如果不经历“出家”这一过程， 

即使年龄达到成年标准了， 也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年。 因此， 寺庙就理所应当的成为泰国比

较正式的开展教育教学的唯一场所， 而寺庙中年长的或有资历的僧侣则也成为了传授知识的教

师。 直到现代社会， 寺庙学校和现代学校也是同时并存的， 只是如今的寺庙学校也跟随着时代的

进步而有了很大的发展。 虽然僧人和教师共同传授学生知识， 但泰国人对教师传道、 授业的尊敬

也一直有增无减。 因此， 泰国拜师节实际上是以政教的名义举行的年度性崇师敬师的重要节日。 

拜师礼之前的小乘佛教跪拜礼仪赐予了拜师节神圣化内涵， 而佛教跪拜礼之后的国王跪拜礼又使

拜师政治化。 并且泰国官方法定在拜师节这一天全校公休。 所以， 不论从佛教名义看还是从政治

层面看， 或是从教育层面看， 拜师节都是一个政教合一的传统节日。

 2.2 师生拟亲关系的构建

 拜师仪式上学生举着捧花跪拜教师， 而教师再回合十礼的同时会给学生拴上带有祝福

意义的白色线圈。 部分教师则念念有词地摸摸学生的头或者拍拍学生的肩膀表示鼓励和疼爱。 但

其实在泰国， 外人即使出于喜爱而抚摸小孩子的头部也是一大忌讳。 泰国人普遍认为“头”是一个

人身体上最神圣的部位， 即使为了表达对小孩的喜爱或友善而去抚摸小孩的头部， 都会认为是 

“犯忌”的表现。 可为何教师就可以抚摸学生的头并且学生还表示喜爱呢？由此可见， 泰国教师的

社会地位有多高、 泰国教师在学生心目中的形象有多高大。 教师给学生拴上的那一根根白线仿佛

连接着他们彼此的心灵， 共通着两颗跳动的心脏。 教师给与学生祝福与期望， 学生给予教师崇敬

和祝福。 而教师对学生亲密的触摸就像是学生自己的长辈给与的触摸那样让人温暖、 赐予人力

量。

 课堂外的泰国师生关系更是耐人寻味。 下课后教师会不时给学生一些零用钱让学生拿

去买饮料喝或者买一些小礼物。 倘若刚好碰上周末市场教师则会询问班上有没有学生想要一起

去， 如果刚好有学生想去教师则会载着学生一起去， 还会给学生买点小零食在车上吃。 放学时， 

如果教师遇到没有家长来接的学生而老师刚好顺路的话老师也会送学生一程， 而学生说过感谢之

后也欣然接受， 这样的情况在泰国很常见。 午饭时间一个人走在马路上时常会有不认识的老师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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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头来问你是否需要载一程， 你大可不必担心会遇到一个骗子， 你完全可以给他们一个微笑然后

安心地上车。 为何泰国师生之间能够维持这样的关系？ 是爱搭成了师生之间的桥梁， 没有爱的教

育是缺乏灵魂的教育， 教师能给与学生教育的前提是能够给与学生自由与关爱， 使彼此可以心灵

相通。 教师给与学生教育与关爱， 学生给与教师尊敬与拥护， 这是一种互惠互敬互爱的新型师生

关系。 在泰国， 这种新型的师生关系就非常适用于对外汉语教学的课堂当中， 教师不再是课堂的

中心， 学生也不需要完全受教师的控制， 教师和学生处于一种平等的状态下， 教师仅仅只是作为

学生学习时的引导者并起到一定的监督学生学习的作用， 这样的一种师生关系也才能营造出融

洽、 高效的对外汉语学习的课堂氛围。

 2.3 尊师重教社会风气的营造

 泰国社会普遍认为尊师重教是一个学生的基本行为准则， 尊师重教是教育得以传承和

传播的重要基础。 泰国人之所以如此崇敬教师在很大程度上与它的宗教信仰息息相关。 他们把教

师神圣化， 把教师教授的内容作为“修行”的重要内容。 在泰国教师的社会地位极高， 在古代只有

僧人和教师不用服兵役。 近代泰国根据社会需要也推出了一系列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

的政策和措施。 为了吸引优秀的人才来壮大泰国教师的队伍， 泰国政府采取的首要措施是大幅度

提高教师的待遇。 从2007年10月1日起， 泰国教育部 《教师工资、 福利法》 规定： 教师和学院职

工工资至少增长4%， 教师月工资增至现在的15000泰铢。 此外， 国家还借助宣传等手段来提升教

师地位， 使教师成为受人尊敬的职业， 同时营造尊师重教的氛围。 具体措施包括： 评选全国优秀

教师， 颁发相应的国家荣誉勋章； 在各师范院校设立奖学金， 每年为3500名学生提供奖励以吸引

高质量的学生进入到教师队伍中。 泰国普遍提倡知恩报德的教育， 这也就造就了尊长敬师的社会

风气的形成， 家长也因此特别尊敬教师， 十分感谢教师对子女的教育之恩。

总结与讨论

拜师仪式在拉近教师之间关系的同时还拉近了学生之间的关系， 它在融洽生生关系的同

时更融洽了师生关系， 而这样的关系对教育教学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 我们应把这种互敬互爱互

惠型师生关系扩展开来， 使之延伸到课堂之外成为教学的一部分， 从而促进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

及文化的传播。 总而言之， 在对拜师节的研究中， 我们对对外汉语教学的师生关系得到以下启示：

1. 师生相互尊重促进教育发展

教师是铸造人类文明的工程师， 是人类文明的传授者。 人类文明发展的连续性， 有赖于

教师的辛勤培养。 良好的师生关系能促使教师与学生相互尊重、 共同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拜

师节中， 第一项是要跪拜有声望的大师画像。 在学校中最有声望的校长也需跪拜学校主要专业对

应的大师画像， 这一项就体现出教师之上也还有教师， 侧面启发教师“教师是教师的同时也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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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在教师以教师的身份和学生相处时， 也应该随时提醒自己并没有高学生一等， 在学生尊重教

师的同时， 也应该给予学生同样的尊重， 在教育教学过程中， 教师要了解学生的心理， 尊重学生

的需求， 考虑他们的身心发展”。 只有这样， 才能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教师产生应有的信赖感。 

美国心理及教育学家罗杰斯提出教师要无条件爱护学生。 他认为学生得到人际关系中的诸如温

暖、 同情、 关心、 尊敬等方面的关怀是其自我概念的形成的重要条件， 教师应该具有“一视同仁” 

的待人标准， 无论对待优秀学生还是差生， 都应该给予同样的关怀。 我们作为老师的不要因某位

某位学生成绩差或智力不好就看不起他。 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极其密切， 是共同进退的。 教

师具有专业的素养， 对学生各方面给予尊重， 学生才能感受到教师的激励鼓舞， 从而提升自己各

方面的能力。 教师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职业， 所谓“活到老， 学到老”这句话， 用于教师身上真

的再贴切不过。 身为一名教师， 必须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 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创新， 才能成

为学生们真正打心眼里喜爱和尊重的教师， 从而更加事半功倍地去影响和感化学生。

教育过程既是教学知识的过程， 也是陶冶学生情操的过程。 事实上， 教师传授给学生的

不仅仅是知识， 教师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同样也对学生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 身教重于言教， 

教师不仅要“会教”， 更重要的还得“会做”。 教师要想成为学生学习的楷模， 就必须先规范自己的

各方面的行为， 以自己的行为感染学生， 以便学生学习和成长。 开展拜师节活动有利于提高教师

的政治及社会地位， 也有助于尊师重教、 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的形成。 拜师节是一个

融洽师生关系、 强化师生关系的重要节日。 它以节日的方式进行年度性的传承与传播， 是节日的

生产与再生产， 是泰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 在拜师节到来之前， 学生们会提前精心为

教师制作捧花， 虽然捧花是以班级为单位制作， 但是在制作过程中完全不会有学生偷懒， 每一个

学生都希望自己能在献给教师的捧花上付出自己的“心力”， 班主任也会适当的为学生们“出谋划

策”， 并在捧花制作过程中侧面观察了解学生。 因此拜师节不仅是学生表达对教师的感恩、 尊敬

和喜爱的重要仪式， 也是教师能更好了解每位学生的重要机会。 它有利于密切教师和学生的关系， 

使教师能更好掌握学生的基本情况， 从而更好的开展课堂教学， 提高学生学习成绩， 增强师生情

谊。 此外， 它提高了应届毕业生们从事教育事业的积极性， 增强了教师的社会威望， 使更多人了

解教师行业、 支持教师行业， 从而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

2. 外派教师克服跨文化冲击

泰国素以包容和好客著称， 是个“微笑国度”。 他们以双手合十的方式来打招呼， 泰国人

称之为“拜”。 一般而言年幼者需主动先向年长者打招呼， 而年长者也需双手合十回礼。 所以在泰

汉语教师在学校遇见年长的教师应主动行礼， 但教师不用给学生回礼。 教师在给学生签名时忌用

红笔， 因为泰国人死后后代或家属会用红笔在棺材口写上其姓氏。 上文提过泰国人认为头是一个

人身体的最神圣的部分， 他们不容许抚摸或拍打任何人的头部， 即使是为了表示喜爱或友善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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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 脚在泰国则被认为是一个人身体的最低的部分， 所以在泰国禁止把脚放在桌子或椅子上。 

因为天气缘故， 教师偶尔想要坐在地板上休息时， 也应注意自己的脚不能指向任何人。 在泰国教

师经常会带学生去寺庙拜佛或请大师到学校来诵经， 任何人进庙时衣着都必须得体端庄， 短裙、 

短裤和无袖背心是万万不能穿入寺庙的。 进佛堂、 回教室或他人住宅时必须脱鞋， 不能用脚去踩

踏门槛。 以上这些都是我们每个对外汉语教师应该注意的事项， 否则很难给泰国教师与学生留下

良好的印象。 外派汉语教师必须做到入乡随俗， 从而更好的开展汉语教学工作， 传播中华文化。

不同的文明总会具有各自的特殊性， 所以在不同文明的交往碰撞中， 必然是会出现这样

那样的矛盾或者障碍， 就目前而言， 不同文明之间想要达到完美的和谐共存还是需要经历很长时

间的磨合的过程的。 作为一名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或赴泰教师， 我们在熟练掌握专业知识之外还

要了解到跨文化交际意识尤为重要。 拜师节中的第二项是跪拜国王图像、 颂祷词， 这一项对于初

来乍到泰国的外国教师而言一开始无疑是不太能够理解的。 但是随着在泰国生活的时间越久， 越

会发现国王好像离我们也不是那么遥远， 由于泰国人民对国王有着至高无上的尊重， 国王在泰国

人民的心中也是像神一样的存在， 所以在泰国的大街小巷都能看到国王的画像， 一方面是表达对

国王的尊重崇敬之情， 一方面是坚信国王会“守护保佑”着子民。 在我们与泰国人相处的过程中， 

我们应该努力做到“求同存异”， 尊重对方的文化的特殊性。 尤其在宗教方面， 我们可以是无宗教

信仰者， 也可以信仰伊斯兰教或基督教等别的任何宗教， 但不应该去评论或者质疑别的和我们信

仰的不一样的宗教。 除此之外， 泰国政治、 皇室、 生活以及人妖都是我们值得注意的问题。 只有

了解并接受不同国家间的文化差异， 在交际过程中产生的各类大大小小的文化冲突才能迎刃而

解， 从而更好的促进跨文化交流与合作。

3. 建构互敬互爱互惠型师生关系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 “如果学生不愿意把自己的欢乐和痛苦告诉老师， 不愿与老师坦诚相

见， 那么谈任何教育都是可笑的， 任何教育也都是不可能的。” 由于长久以来受“师道尊严”思想

的影响， 我国绝大部分的教师心底里其实都会有一种“教师和学生本就不平等， 学生本就应该无

条件的尊重老师， 服从老师的安排”的想法， 而这种想法就会成为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一道屏障， 既

不利于学生心理的健康成长， 又严严实实地堵住了师生之间的“交流之路”， 这也常常是导致教师

教学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 由此可见， 尊重、 民主、 平等、 合作的新型师生关系对教育发展至关

重要。

笔者认为新型的师生关系的核心首先应该是教师与学生的关系要是平等的。 通俗的说， 

就是教师与学生课上是“师生”， 而课下可以是“朋友”的。 如果师生之间可以形成这样一种新型

的关系， 那么教学质量的提高必定是指日可见的。 拜师节中的第三项是学生齐唱拜师歌以感谢教

师的教育之恩， 第四项是学生代表向教师致感谢词。 这两项的重点都是向教师表达尊重及感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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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由此可见， 学生心中并不缺乏对教师的热爱、 尊敬之情， 每年拜师节的各项活动都提醒着学

生必须尊重爱戴教师， 但是爱和尊重都应该是相互的， 同样的， 这些活动也从侧面提醒着教师也

应该给予学生平等的尊重， 学生爱教师的同时， 教师也应该爱学生。 泰国拜师节仪礼展现给我们

看的就是这样一种生生不息的、 和谐的师生关系。 这种和谐的师生关系也正是目前对外汉语教学

中最受欢迎的师生相处模式， 拜师仪式上学生献给教师的捧花实际上就是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及创

造力的重要表现。 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应该细心观察每位学生， 引导学生发现自己的闪光点并帮

助学生加以强化， 从而激发学生自尊与学习兴趣。 学生在学习中获得自信便会获得在师生关系中

的平等主体意识， 为融洽师生关系打下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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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要找出中泰两国股票市场股票换手率对于会计数据的价值相关性影

响的差异， 给越来越多去泰国股票市场买卖股票的中国投资者提供一定的参考。 本研究利用中 

国 A 股主板上市公司以及泰国股票市场2007年到2016年十年的公司会计数据， 基于Ohlson剩余

收益模型对中泰两国上市公司股票换手率是如何影响会计数据的价值相关性进行比较研究， 研究

结果表明： 两国上市公司股票换手率对会计数据的反映趋势是不同的， 中国上市公司股票换手率

越高， 会计数据与股票价格的相关性越低; 而泰国上市公司换手率越高， 会计数据与股票价格的

相关性越高。 最后本文利用拟合优度R2法， 验证了两国上市公司股票换手率对于会计数据对股票

价格解释力的影响趋势。

关键词: Ohlson估值模型  每股会计盈利  每股账面价值  股票换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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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find ou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shares and the 

Thai stock market in terms of the influence of stock turnover of the stock market on the value correlation 

of accounting data, and to provide certain reference for more and more Chinese investors who buy and 

sell shares in the stock market of Thailand. In this research, the corporate accounting data of Chinese 

A-shares mainboard-listed companies and the Thai stock market from 2007 to 2016 was adopted. Based 

on Ohlson residual income model, a comparative study was performed to find out how the turnover rate 

in China and Thailand affect the value correlation of accounting data.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re are 

different trends in the two countries in terms of reflection of the listed company’s stock turnover on the 

accounting data. The higher the turnover rate of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the lower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ccounting data and stock prices; while the higher turnover rate of Thai listed companies, the 

higher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ccounting data and stock prices. In the final part, we use the goodness of 

fit R2 to verify the influence trend of turnover rate on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accounting data on stock 

price in the two countries.

Keywords: Ohlson model, EPS, BVPS, stock turnover rate.

引言

现今世界， 金融全球化高度发展， 加强了中国及整个亚太地区的国际资本流动， 股票市

场作为资本市场最重要的一部分， 其资本流动性也在逐渐增强， 随着国际资本市场投资环境的改

善、 资本管制逐渐宽松， 并伴随着“一带一路”发展理念的提出， 许多中国投资者开始着眼寻求扩

展海外业务。 泰国作为世界上华人最大集中地之一和通往东南亚的门户， 已经成为中国民众投资

的主要国家之一。

股票市场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 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与股票市场之间存在着相当密切的

关系， 二者之间相互促进、 相互影响。 从会计角度来看， 会计报表会记录企业的价值及其变动的

轨迹， 投资者在买卖股票的过程中会利用多少上市公司的会计数据， 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的交易

价值与会计报表的账面价值有怎样的相关性， 这是世界各国金融及会计领域都关心的问题， 而股

票的换手率是股票市场的生命力所在， 是考察市场运营效率以及市场成熟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所

以对股票市场换手率的研究也一直是微观结构理论的研究重点， 那么股票的换手率是如何影响会

计数据的价值相关性的， 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证券市场的换手率研究， 尤其是市场换手率以及定价的研究对于金融理论和投资实务意义

重大， 中国股市现阶段正处于快速发展变革时期， 换手率指标对于股票定价研究有着更为直接的

现实意义。 中国的投资者多以中小散户投资为主， 受国家政策以及一些市场交易内幕消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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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明显， 缺少对股票市场的客观认识， 短线交易频繁， 导致过高换手率的同时造成股价的波动， 

上市公司的会计数据对于股票价格的解释程度逐渐减弱。 而在泰国， 多数为境外投资者以及机构

投资者， 投资者相对理性， 那么股票换手率的增高很可能意味着投资机会。 本文将利用Ohlson剩

余收益估值模型， 检验中国A股主板市场以及泰国股票市场上市公司的股票换手率对会计数据的

价值相关性的影响差异。

文献综述及假设提出

美国学者Bernard （1995） 利用了四年的预测数据对Ohlson (1995) 剩余收益估值模型与

当时主流的股利折现估值模型进行比较， 结果表明Ohlson剩余收益估值模型对股票价格的解释力

达到了68%-80%， 远高于股利折现估值模型。 Frankel & Lee (1996) 通过对20个国家从1987-1994

年8年的数据进行研究， 利用剩余收益估值模型分析公司账面价值、 预期收益以及股票价格之间

的关系， 其中包括对泰国的研究 （每年1-40个观察对象， 总共162公司年） 得出结论发现： 所有

20个国家的公司账面价值和公司盈利对于股价都有解释力， 并且发现通过利用剩余收益模型对股

票估值后进行交易可以从中获得超额回报。 中国学者Zhang, Meng & Lu (2006)的研究， 利用中

国 A 股上市公司的数据， 检验股利贴现模型、 自由现金流贴现模型以及Ohlson剩余收益模型对

会计数据对于股票价格的解释力做了比较研究， 利用1997年-2002年我国A股的2561个公司的年

观测值， 分别用股利贴现模型、 自由现金流量贴现模型以及Ohlson剩余收益模型对会计数据于股

票价格的解释力进行回归分析， 分析结果显示Ohlson剩余收益模型的分析结果会计数据对于股票

价格的解释力明显高于股利贴现模型以及自由现金流量贴现模型。 从上述文献来看，Ohlson剩余

收益模型对于评价会计数据的价值相关性具有普遍适用性， 这也是本文选择Ohlson剩余收益模型

作为研究的基础模型的原因。

关于股票流动性的研究， 最早是从Keynes (1937) 指出流动性的概念并不存在绝对的标

准， 而是一个相对的标准， 不同时期其产生的变化也不同， 其依赖于社会制度以及社会生活习惯。

Brennan, Chordia & Subrahmanyam (1998); Amihud (2002) 的研究利用不同的换手率

指标对于股票换手率和股票收益之间存在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他们的研究表明股票换手率与收益

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Song & Wang (2004) 以换手率水平的非预期变化与同期股票收益

率的内在联系作为出发点， 采用时间序列回归方法对中国证券市场股票换手率水平与预期收益率

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检验， 实证结果表明换手率各个维度的非预期变化与同期股票收益率正相

关， 股票换手率水平与股票预期收益率呈现负相关。 Lu (2012) 研究中国股市的庄家操纵现象， 

利用户均持股数判断庄股的存在， 对A股与B股折价现象进行差异比较， 利用股票换手率衡量投

机气氛， 中国股市投资者以散户居多， 投机气氛浓郁， 股票价格更多的受到投资者情绪以及投资

行为所影响。 泰国学者Quan (2017) 在其研究中对个体投资者进行深度访谈， 泰国上市公司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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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报表的与股票价格的相关性较高， 有金融知识的投资者， 多会自行制定投资决策; 不了解股票

市场的投资者， 会听从理财投资顾问的意见进行投资。 在泰国股票的市场， 机构投资者和境外投

资者所占比例超出65%， 机构投资比例远远高于中国。 由于两国投资者结构的不同， 因此本文提

出假设： 在中国， 股票的换手率越高， 会计数据的价值相关性越弱； 在泰国， 股票的换手率越高， 

会计数据的价值相关性越强。

研究方法

通过路透数据库以及Osiris全球上市公司数据库获取中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以及泰国股市

上市公司2007年-2016年十年的股票数据， 除去金融类上市公司、 市净率为负的公司以及数据不

齐全的公司， 共有1068家上市公司十年10680个公司数据。 其中泰国公司2470个公司数据， 中国

公司8210个公司数据。

1. 变量的定义

用P表示股票价格， 作为被解释变量， Dum为虚拟变量， 如果是中国公司令其为1， 若是

泰国公司则令其为0。 解释变量EPS (Earnings per Share) 为每股会计盈利， BVPS （Book Value 

per Share） 为每股净资产或每股股东权益， 控制变量 SIZE 表示上市公司规模， 用公司总资产取

对数表示， 第i个公司在第t年度的年末总资产为Ait ， SIZE LnAit it= ， TIMEit 表示第i个上市公司在第

t年年末的上市时间， 用上市日期到第t年年末的上市天数的自然对数表示： TIME LnDAYSit it= ， TSit 

表示第i个上市公司在第t年年末的流通股数量 (Tradable Shares)， LnTSit 是其自然对数； 利用上

市公司年度换手率为换手率指标的代理变量， TURN 表示换手率， 用第i个公司第t年度的总成交

量与流通股数的比值求得。 TURNit
C 表示第i个中国公司在第t年度的股票换手率， TURN jt

T 表示第

j个泰国公司第t年度的股票换手率。

2. 模型设计

P Dum EPS Dum EPS BVPS
Dum

it it it it it it

it

� � � � � � � � � �
� �

� � � � �
�

0 1 2 3 4

5
�� � � � � � �BVPS b SIZE b TIME b TSit it it it it1 2 3

ln �  （1）

P EPS BVPS SIZE
TIME

it
C C C

it
C C

it
C C

it
C

C
it
C

� � � � � � � �

� �

� � � �

� �
0 1 2 1

2 3

CC
it
C

it
CTS� �ln �  （2）

P EPS BVPS SIZE

TIME
jt
T T T

jt
T T

jt
T T

jt
T

T
jt
T

� � � � � � � �

� �

� � � �

� �
0 1 2 1

2 3

TT
jt
T

jt
TTS� �ln �  （3）

模型 （1） 用来检验中泰两国上市公司股票换手率对于股票价格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模型 （2） 为中国上市公司会计数据与股票价格的相关性回归模型， 模型 （3） 为泰国公司会计数

据与股票价格相关性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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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变量u受到变量x的影响， 其关系为： u a bx� �

存在另一个变量y， 影响到u对x的反应系数b， 或者说b是y的函数， 即b g= (y)， 那么上式可

以表达为： u a g x� � �(y)

如果 g （y） 的线性表达式为： g y d d y( ) � � �
0 1

u a d d y x� � � �( )
0 1

 变量u可以表达为：

同样的， 如果模型 （2） 和模型 （3） 中的股票价格P对于每股收益EPS和每股账面价值

BVPS的反应系数与换手率TURN存在线性关系， 那么模型 （2） 和模型 （3） 可以表述为：

P a a TURN EPS a g g TURNit
C C C C C

it
C

it
C C C C

it
C� � � � � � � � � �

0 1 0 1 2 0 1
(d d ) ( ))

ln

�

� � � � � � � �BVPS b SIZE b TIME b TSit
C C

it
C C

it
C C

it
C

it
C

1 2 3
�  （4）

P a a TURN EPS a g g TURNjt
T T T T T

jt
T

jt
T T T T

jt
T� � � � � � � � � �

0 1 0 1 2 0 1
(d d ) ( ))

ln

�

� � � � � � � �BVPS b SIZE b TIME b TSjt
T T

jt
T T

jt
T T

jt
T

jt
T

1 2 3
�  （5）

模型 （4） 和模型 （5） 用来检验中泰两国上市公司股票换手率是如何影响股票价格对于

每股收益EPS和每股账面价值BVPS的反应程度的。

研究结果与R2检验

1. 研究结果

表1 中国上市公司变量指标描述性统计结果

P EPS BVPS TURN TIME SIZE LNTS

Mean 1.532393 0.062159 0.819206 5.937660 8.455353 13.28254 13.01989

Median 1.178464 0.028499 0.538797 4.907482 8.540128 13.18200 12.95883

Maximum 48.08052 3.110781 23.37938 31.11155 9.309733 18.59920 16.90832

Minimum 0.058061 -1.268434 0.001695 0.021696 5.905362 9.627200 9.911517

Std.Dev. 1.589484 0.160249 1.144341 4.035728 0.423467 1.261879 0.942205

Skewness 9.823474 6.251537 7.512447 1.142192 -1.615562 0.473309 0.506215

Kurtosis 192.3307 76.69834 96.55004 4.367925 7.585481 3.449629 4.082437

Jarque-Bera 12394397 1911484. 3071004. 2425.245 10764.27 375.6937 751.4494

Probability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Sum 12580.94 510.3237 6725.677 48748.19 69418.44 109049.6 106893.3

Sum Sq. Dev. 20739.71 210.8063 10749.82 133700.8 1472.071 13071.52 7287.545

Observations 8210 8210 8210 8210 8210 8210 8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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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泰国上市公司变量指标描述性统计结果

P EPS BVPS TURN TIME SIZE LNTS

Mean 1.050166 0.118484 1.032370 1.088947 8.603629 11.82859 12.72874

Median 0.220618 0.015090 0.161512 0.308071 8.789279 11.51905 12.87888

Maximum 97.68160 15.46858 77.67303 33.10065 9.630169 18.03900 17.32311

Minimum 0.003915 -1.270440 0.001116 0.000117 6.150603 8.596100 7.779615

Std.Dev. 3.730743 0.694281 4.002391 2.191793 0.615064 1.552911 1.730345

Skewness 13.58534 14.24004 11.38164 5.584893 -1.030451 0.991403 -0.308252

Kurtosis 267.7301 242.9689 163.4774 54.49267 3.771512 3.811673 3.042432

Jarque–Bera 7288584. 6009940. 2703741. 285723.3 498.3791 472.4220 39.30163

Probability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Sum 2593.911 292.6554 2549.955 2689.699 21250.96 29216.61 31440.00

Sum Sq. Dev. 34364.64 1190.122 39551.25 11860.97 934.0309 5954.072 7392.418

Observations 2470 2470 2470 2470 2470 2470 2470

通过表1对中国上市公司十年的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表2对泰国上市公司十年的数

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可以观察到中国公司股票价格的中位数略低于均值， 而泰国公司中位数

远远低于均值， 反映了中国上市公司股票整体价格高于泰国上市公司。 而中国公司的每股收益

EPS的均值为0.062 （美元）， 远低于泰国公司0.12 （美元）， 从数据上反映出中国的投资者对于公

司的收益情况并不是特别关注， 也反映了中国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相比泰国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

存在高估现象。 资产规模及流通股数泰国上市公司整体低于中国上市公司。 换手率方面， 中国上

市公司的平均换手率为5.94， 中位数为4.91， 泰国上市公司的平均换手率仅为1.09， 中位数为0.31， 

中国上市公司换手率是泰国上市公司的5倍之多， 且中位数远高于泰国上市公司， 说明中国上市

公司的股票交易活跃程度要远远高于泰国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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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中泰两国上市公司会计数据与股票价格相关性分析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C 3.493576 0.410935 8.501523 0.0000

DUM 3.208168 0.127125 25.23627 0.0000
EPS 0.552605 0.163517 2.156384 0.0011

DUM*EPS 10.00125 0.372159 26.87357 0.0000
BVPS 0.306684 0.028604 10.72174 0.0000

DUM*BVPS 0.636655 0.084537 7.531109 0.0000
TIME 0.143472 0.042325 3.389793 0.0007
SIZE 0.124070 0.015463 8.023514 0.0000
LNTS -0.430192 0.016955 -25.37256 0.0000

R-squared 0.349105 Mean dependent var 1.767245
Adjusted R-squared 0.348617 S. D. dependent var 2.496524
S. E. of regression 2.014902 Akaike info criterion 4.239860
Sum squared resid 43322.43 Schwarz criterion 4.245992
Log likelihood -22631.85 Hannan-Quinn criter. 4.241929
F-statistic 715.4200 Durbin-Watson stat 0.493156
Prob (F-statistic) 0.000000

表3的检验结果是对模型 （1） 的全样本回归， 可以发现虚拟变量DUM与股票价格P在1%

的水平上显著相关， 表明中泰两国上市公司股票定价存在显著差异； 虚变量乘以每股收益与股票

价格P在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 表明中泰两国上市公司股票价格对于每股盈利的反应系数存在显

著差异； 虚变量乘以每股账面价值与股票价格P在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 表明中泰两国上市公司

股票价格对于每股账面价值的反应系数存在显著差异。

表4 中国上市公司股票换手率影响股票价格对于会计数据的反应程度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C 3.218463 1.104979 2.912692 0.0036

EPS 12.58152 0.312466 5.029409 0.0000
TURN*EPS -1.805673 0.393817 -4.585059 0.0000

BVPS 0.224873 0.053284 4.220272 0.0000
TURN*BVPS -0.246432 0.056317 -4.375814 0.0000

TIME 0.086653 0.109416 0.791954 0.1285
SIZE -0.808707 0.058730 -13.76980 0.0000
LNTS -0.876011 0.056743 -15.43831 0.0000

R-squared 0.317964 Mean dependent var 1.050166
Adjusted R-squared 0.316025 S. D. dependent var 3.730743
S. E. of regression 3.085428 Akaike info criterion 5.094492
Sum squared resid 23437.91 Schwarz criterion 5.113316
Log likelihood -14477.50 Hannan-Quinn criter. 5.101330
F-statistic 1016.926 Durbin-Watson stat 0.208787
Prob (F-statistic) 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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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泰国上市公司股票换手率影响股票价格对于会计数据的反应程度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C 3.359340 0.421800 2.844745 0.0000

EPS 1.392772 0.351314 5.964465 0.0000

TURN*EPS 0.862317 0.064291 13.41276 0.0000

BVPS 0.374688 0.071936 5.208600 0.0000

TURN*BVPS 0.119889 0.009814 12.21667 0.0000

TIME 0.081527 0.039007 2.090063 0.0366

SIZE 0.612712 0.012587 1.009929 0.0326

LNTS -0.947046 0.015958 -21.74732 0.0000

R-squared 0.464638 Mean dependent var 1.982980

Adjusted R-squared 0.464181 S. D. dependent var 1.928856

S. E. of regression 1.411916 Akaike info criterion 3.528746

Sum squared resid 16350.74 Schwarz criterion 3.535580

Log likelihood -6283.697 Hannan-Quinn criter. 3.531082

F-statistic 163.9687 Durbin-Watson stat 1.011171

Prob (F-statistic) 0.000000

表4是对模型 （4） 的回归结果， 表5是对模型 （5） 的回归结果。 通过对回归结果的分析， 

上市公司股票换手率分别对中泰两国每股收益EPS系数的影响以及每股账面价值BVPS系数的影

响如图1和图2所表示。

图1 中泰两国公司换手率影响股票价格对于每股收益 EPS 的反应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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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中泰两国公司换手率影响股票价格对于每股账面价值BVPS的反应程度

从图中可以看出， 中泰两国上市公司股票换手率对股票价格对每股收益EPS和每股账面

价值BVPS的系数的影响程度是相反的， 中国上市公司换手率越高， 会计数据与股票价格P的相关

性越低； 泰国上市公司换手率对于股票价格对会计数据的反应程度与中国相反， 股票换手率越高， 

会计数据的价值相关性越高。

2． 拟合优度检验

很多学者在研究财务报告的信息含量时， 会利用拟合优度水平来判定信息含量。 本文利

用两国上市公司2007年-2016年十年间的数据， 分别求出每个上市公司十年来会计数据与股票价

格相关性的拟合优度Rit
2和Rjt

2 ， 其中Rit
2为中国第i个上市公司第t年数据的拟合优度， Rjt

2 为泰国第j

个上市公司第t年数据的拟合优度。

R TURNit it it
2

0 1
� � � �� � �  （6）

R TURNjt jt jt
2

0 1
� � � �� � �  （7）

表6 中泰两国上市公司股票换手率与会计数据信息含量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中国
C 3.381851 0.061746 6.184201 0.0000

TURN -0.092332 0.014682 -0.498124 0.0785

泰国
C 1.603791 0.209885 7.641298 0.0000

TURN 0.179255 0.035436 4.188807 0.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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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中泰两国上市公司换手率对于会计数据信息含量的影响趋势

表6是对模型 （6） 及模型 （7） 的回归分析结果， 图3为换手率对于拟合优度R2的影响趋

势图， 结果表明中泰两国上市公司股票换手率对于会计数据的解释力度的影响是相反的， 在中国， 

随着换手率增加， 会计数据对于股票价格的解释力度在降低， 在泰国， 随着换手率的增加， 会计

数据对于股票价格的解释力度在逐渐提高， 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

总结与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中泰两国上市公司股票换手率对于两国会计数据的价值相关性是有影响

的， 并且两国上市公司的股票换手率影响股票价格对于会计数据的反应程度是不同的， 随着股票

换手率的增加， 中国上市公司的会计数据的价值相关性逐渐降低， 泰国上市公司会计数据的价值

相关性逐渐增高。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两国的投资者结构不同， 中国股市投资者结构

不合理， 多以中小散户投资为主， 缺少对股票市场的客观认识， 对股票不做基本面的分析， 投资

行为更容易受国家政策等消息影响； 而泰国证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及境外投资者偏多， 投资时更

注重公司基本面的分析， 多为长线交易， 导致上市公司的股票交易相对并不活跃。 从本文研究来

看， 中国的股票市场监管部门应进一步完善IPO制度以及监管条例， 积极扩大发展具有风险识别

能力和承担能力的机构投资者， 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最大程度地发挥机构投资者引导市场投资理

念的能力。

本研究讨论了中泰两国股票市场的换手率对于会计数据价值相关性的影响， 但影响会计

数据价值相关性的因素还有很多， 比如上市公司的治理情况不同， 两个国家的会计准则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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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两国的基准利率不同都有可能造成会计数据的价值相关性存在差异。 在未来的研究方向中， 

也可以从以上几个方面进一步深入研究两国会计数据的价值相关性不同的影响因素。

References

Amihud, Y. (2002). Illiquidity and stock returns: cross-section and time-series effects. Journal of  

Financial Markets, 5(1), 31-56.

Bernard, V. L. (1995). The Feltham–Ohlson Framework: Implications for Empiricists.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11(2), 733-747.

Brennan, M. J., Chordia, T. & Subrahmanyam, A. (1998). Alternative factor specifications, security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ross-section of expected stock return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49(3), 345-373.

Chen, X. Y., Chen, D. H. & Zhu, H. J. (2002). Net assets, residual income and market pricing: correlation 

of value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Financial Research, (4), 59-70. [in Chinese]

Delkhosh, M. (2016). Correlation between accounting information and stock price. Retrieved June 20, 2018, 

from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03760577_Correlation_between_accounting_

information_and_stock_price

Frankel, R. & Lee, C. M. C. (1996). Accounting diversity and international valuation. Retrieved June 15, 

2018, from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28170590_Accounting_Diversity_and_

International_Valuation

Keynes, J. M. (1937).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51(2), 

209-223.

Kothari, S. P. & Zimmerman, J. L. (1995). Price and return models.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 

20(2), 155-192.

Lu, G. H. (2012). Stock price overreaction to accounting surplus and capital allocation efficiency.  

Nankai Business Review, 15(6), 25-33.

Ohlson, J. A. & Juettner-Nauroth, B. E. (2005). Expected eps and eps growth as determinants of value.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10(2-3), 349-365.

Ohlson, J. A. (1995). Earnings, book values, and dividends in equity valuation.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11(11), 661-687.

Phansatan, S., Powell, J. G., Tanthanongsakkun, S. & Treepongkaruna, S. (2012). Investor type trading 

behavior and trade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the Thai stock market.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 20(1), 1-23.



Chinese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Management Vol.3 No.1, 201924

Indexed in the Thai-Journal Citation Index (TCI 2)

Name and Surname: Yongling Zhang

Highest Education: Doctoral Candidate

University or Agency: Panyapiwat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Field of Expertise: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ddress: 85/1 Moo 2, Chaengwattana Rd., Bang Talad, Pakkred, 

Nonthaburi 11120, Thailand.

Name and Surname: Guihua Lu

Highest Education: Doctoral Degree

University or Agency: Panyapiwat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Field of Expertise: Corporate Finance, Accounting

Address: 85/1 Moo 2, Chaengwattana Rd., Bang Talad, Pakkred, 

Nonthaburi 11120, Thailand.

Quan, N. T. (2017). The behavior patterns of investors in Thailand stock market. Asian Journal of Finance 

& Accounting, 9(1), 155-165

Song, X. Z. & Wang, Z. X. (2004). Stock liquidity and asset pricing: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ime 

series regressi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5(6), 43-49. [in Chinese]

Su, D. W. & Mai, Y. X. (2004). Turnover rate and asset pricing: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turnover 

rate and expected return of Chinese stock market. Economic Research, (2), 95-105. [in Chinese]

Wang, F. S. & Zhou, W. J. (2007). Empirical research on simplified models of accounting data affecting 

stock prices.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s, 20(2), 74-79. [in Chinese]

Zhang, J. Q., Meng, W. D. & Lu, J. (2006).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different explanatory power of stock 

price and value by dividend discount model, free cash flow discount model and residual income 

model — empirical data from Chinese securities market. Economic Review, (6), 92-98. [in Chinese]



Chinese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Management Vol.3 No.1, 2019 25

合资企业董事会构成对内部控制的影响研究
——基于高管权力的调节作用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BOARD STRUCTURE TO THE  
INTERNAL CONTROL OF JOINT VENTURE COMPANIES: BASED O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TOP MANAGEMENT POWER

王珊珊
Shanshan Wang

泰国正大管理学院中国研究生院

Chinese Graduate School, Panyapiwat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Thailand

Received: March 18, 2019 / Revised: April 4, 2019 / Accepted: April 9, 2019

摘要

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的核心， 是影响合资企业内部控制水平的重要因素， 对中外合资企

业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中国2010-2015年间沪深两市148家中外合资上市

公司作为研究对象， 运用非平衡面板数据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 考虑到作为内部控制执行主体的 

“人”这一主观因素， 结合内部控制实施中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现实和合资企业高管特征， 通过合成

高管权力综合指标， 分别选取合资企业董事会构成的三个维度 （规模、 独立性和母公司任命董 

事）， 研究了高管权力对董事会构成和内部控制之间的调节效应， 揭示了各维度对内部控制的调

节作用机理。 本文通过研究发现， 合资高管权力在中外合资企业上市公司董事会构成的代理指标

董事会独立性与内部控制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 表明合资企业高管权力能调节独

立董事比例与内部控制之间的关系， 减弱董事会独立性对内部控制的正向作用。 高管权力在对合

资企业董事会构成的代理指标 （董事会规模、 母公司任命董事的数量） 与内部控制之间关系的调

节效应却并不显著。

关键词: 合资企业董事会构成  董事会规模  董事会独立性  母公司任命董事数量  内部控制  

高管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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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cor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the board of directors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fluencing 

the level of internal control in joint ventures and it has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listed companies of Sino-foreign joint ventures. An empirical study of 148 Sino-foreign joint ventures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during the period from 2010 to 2015 was performed, and this paper studie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enior executive power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oard composition and 

internal control.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he moderating mechanism of each agency indicators of the board 

composition on internal control via the use of the econometric model based on non-equilibrium panel 

data. By allowing for the possible biases caused by the conductor’s subjectivity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al control, and combining the multi-factors interaction and the joint ventures executive characteristics,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board composition including size, independence and the number of directors 

appointed by the parent company were selected.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s,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power of senior executives nega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ependence as one 

of the agency indicators of the board composition and the internal control. This result reflects that, as the 

moderator between the proportion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and internal control, the power of the senior 

executives in the joint venture has weakened the effect of independence on internal control. However, 

the moderating impact of executive power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ther two agency indicators 

of the board composition, the size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nd the number of directors appointed by the 

parent company and internal control, are not significant.

Keywords: Board composition, size, independence, the number of directors appointed by the parent 

company, internal control, top management power.

引言

合资企业可以从投资方迅速获取稀缺知识和资源确立市场地位， 因此各个国家都采用了

组建国际合资企业的形式进军企业海外市场 （Beamish, 1993; Harrigan, 1988; Schaan, 1983）。 

“中外合资”企业是投资的主要形式， 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通过对合资企业

相关研究的梳理， 本文认为， 合资企业的核心目标是发挥彼此企业的优势组合效应和不同社会制

度下的企业功能， 贯彻互助互利互赖以共同办好企业。 然而在合资企业的现实经营管理过程中， 

中、 外双方难免会在若干企业经营管理方面出现不同意见， 此时， 就需要作为合资企业最高权力

机关和经营决策机关的董事会行使其重要职能， 组织讨论并决定合资企业中的一切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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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资企业经营过程中， 高管与董事会进行大量接触和互动， 两者之间存在着较复杂的

交互关系。 因此在董事会构成与内部控制的研究中， 不但要把董事会治理结构引入分析框架， 同

时还需要考虑高管权力的重要作用， 在此基础上对合资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做出更全面的剖

析。 因此， 本文拟对高管权力在董事会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与作用， 高管权力如何作用于董事会

构成与内部控制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

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 董事会固然是企业运作的主导者， 但具体公司策略的拟定与执行却

需要仰赖代理人配合才能得到落实， 最终获得成功。 因此， 当企业面对繁杂问题的时候， 代理人

是否以主动积极的态度处理复杂环境便非常重要， 不可或缺， 授予高管权力是激励管理者主动态

度的方式 （Birkinshaw, Hamel & Mol, 2008）。

Hambrick & Finkelstein (1987) 曾指出， 管理者在某些情况下拥有的管理自主性越大， 这

时管理者对公司的责任与贡献亦随之提升。 企业在成长驱使下， 所处经营环境常具有较高的风险， 

复杂度与不确定度也随之增加。 公司的董事会若想降低公司运营的困难， 应该赋予CEO更多的管

理自主权， 让CEO能够能更自主的处理更复杂的公司事务。

Hermalin & Weisbach （1998） 通过模型分析发现， 高管的权力越大， 董事会的权力就会

随之减弱， 因而董事会对公司的治理效率就会不断地减弱。 Fracassi & Tate （2012）; Klein, Tosi 

& Cannella （1999） 也发现了高管可以通过使用其权力决定董事会成员的提名， 当董事会内部董

事比独立董事多的时候， 高管会使董事会不与其为敌， 并认可他们的计划， 支持他们的决策。 他

们在研究中发现高管的任期越长， 他们就会利用自身权力的影响董事会成员的选择或向董事会成

员示好， 甚至任命在人口特征上与其相似的董事， 以选择支持自己意愿的董事来支持自己做出的

决策， 以此减弱董事会对经理层的监督和控制。

Jensen （1993） 认为独立董事能够有效约束高管权力， 独立董事的任务就在于评估公司

高管的经营绩效， 并参与公司的策略拟定， 具体体现在监督CEO、 解雇不称职的CEO、 缩短CEO 

任期等方面发挥的作用。

前文在定义高管权力概念的描述中， 学者们将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兼任、 CEO 持股比例、 

CEO的学历等作为衡量高管权力的指标。 早期的学者Zald （1969）; Fredrickson, Hambrick & 

Baumrin （1988） 就已经在研究中得出， 当董事长和高管两职合一时， 董事会很难有效的履行其

监督的职责， 从而就会导致企业的内部控制有名无实。 Zald （1969） 指出， 权力大小最直接的表

征就是股权， CEO拥有的股权越多， 就越有阻碍董事会对管理层的影响的能力， 以至于影响公司

内部控制的有效实施。



Chinese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Management Vol.3 No.1, 201928

Indexed in the Thai-Journal Citation Index (TCI 2)

根据代理理论， 董事会独立性越强， 董事会对高管的监督、 评估及管理就越强， 从而可

以更助于抑制高管利用决策权力架空内部控制， 抑制高管为己谋取私利的目的， 使得股东与管理

层的利益更为一致。 尽管董事会在监督内部控制执行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是高管的权力配

置结构会对董事会履职产生影响。 Dalton et al. (1998) 等研究表明： 富有权力的CEO能扭曲董事

会独立性而干预董事会履职。 高管可以通过一下途径干预董事会履职： （1） 董事会成员设置方

面。 强权高管会安排 “消极” 履职或符合自身利益的董事会成员， 将自己的权力植入董事会， 进

而影响董事会决策。 （2） 董事会解决与高管有争议的问题方面。 高管运用强权使董事会妥协， 使

其被动同意自己的决定。 （3） 独立董事履职所需的信息质量方面。 独立董事不参与企业日常经营， 

与内部经营这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而独立董事要履行监督职责必须获取相关信息。 高管处

于自利目的， 会掩盖或篡改重要信息， 进而减弱董事会的治理效力。

1. 高管权力对董事会独立性和内部控制的调节作用。

董事会引入独立董事， 目的在于利用其独立性及外部资源的丰富性， 来加强董事会职能

的效率及效果， 缓解代理问题， 做到有效的内部控制， 协调并保护股东与管理层的利益。 在合资

企业中， 高比例的独立董事使得公司能够在决策时参照自身可获取的更多的外部信息和企业所需

要的重要资源， 进行独立判断， 提升董事会监督水平， 帮助企业纠正内部控制中遇到问题， 进而

做到有效内部控制。

相对于高管， 独立董事的任务就在于评估公司高管的经营绩效， 并参与公司的策略拟定 

（Adams, Hermalin & Weisbach, 2010）。 根据代理理论， 董事会独立性越强， 董事会对高管的监

督、 评估及管理就越强， 进而会抑制高管利用自身的决策权力架空内部控制， 为自己谋取私利， 

使得股东与管理层的利益更为一致， 真正起到董事会展现管理的独立性， 并且对内部控制的发展

和表现执行监督的作用。 然而， 作为决策执行者的高管， 如若权力膨胀， 就会弱化作为决策监督

者的董事会的职能， 甚至会出现不重视董事会独立性的信息， 董事会中的独立董事无法做到客观

公正的监督管理当局决策， 无法确保公司遵行法律的规范， 无法落实监督董事和抑制高管为己谋

取私利的目的， 使董事会的客观性及监督力量受到质疑， 很难评估对内部控制的组成是否存在并

发挥功能， 减弱董事会独立性对内部控制的有效作用。

基于以上的分析， 本研究认为， 在合资企业中， 独立董事比例越高的公司越能够对内部

控制进行监督。 但是随着企业高管权力的增大， 会削弱董事会独立性对内部控制的作用。

基于此， 提出以下假设：

H1: 高管权力负向调节董事会独立性对内部控制水平的影响， 即高管权力越大， 董事会

独立性对内部控制水平的影响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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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管权力对董事会规模和内部控制的调节作用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 合资企业的内部控制有赖于董事会提供合资企业成功发展所需要的

资源 (Child & Yan, 1999)。 董事会通过取得、 产生、 或使用相关适用的资讯， 以支持其他组成

内部控制部分的功能运作。 董事会规模越大， 董事会中具有丰富资本市场经验以及不同领域专业

的人才越多， 董事便能利用自身优势， 更好地辨认企业为达成目标应承担的风险并分析如何管理

该风险， 使內部控制得以有效的进行。 内部控制要素的得到具体的执行和运作， 需要通过企业内

部的沟通和多方的讨论。 Zahra & Pearce （1989） 认为， 大型董事会被认为对争辩和讨论公司任

务、 目标和战略是有益的， 董事会规模的扩大可以较为全面的提高企业决策科学性， 从而提升内

部控制的有效性。 另外， 规模大的董事会有助于降低董事会反被高管控制的行为， 进而约束高管

自身的行为， 促进内部控制的运行。

学者 Tretiak & Holzmann （1993）; Dalton, Daily, Ellstrand & Johnson （1998）; Laux 

（2008）; Zhou, Li & Yang （2011） 均在研究中指出， 高管权力过大会减弱大规模的董事会对内

部控制的监督和控制作用。 高管可以通过使用其权力决定董事会成员的提名， 通过影响董事会成

员的选择或向董事会成员示好， 甚至任命在人口特征上与其相似的董事， 将对自身更有利或对自

身威胁小的成员加入董事会， 从而达到加强高管本身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重要地位， 使得董事会

不与其为敌， 支持自己的决策， 以此减弱大规模的董事会中成员们内部控制的监督和控制作用。

基于此， 可以推测高管权力的增大， 会弱化董事会规模对内部控制水平的影响。

综上所述， 提出以下假设：

H2: 高管权力负向调节董事会规模对内部控制的影响， 即高管权力越大， 董事会规模对

内部控制的影响越弱。

3. 高管权力对合资母公司任命董事的数量和内部控制的调节作用

在合资企业中， 合资母公司为保证自身的资源投入并对合资公司进行控制， 会委派持有

一定股份的董事代表合资母公司的利益， 通过董事会对合资企业进行管理。 母公司委派的董事会

成员作为合资母公司的代言人参与合资企业经营， 已成为合资企业的普遍现象。 Minichilli & 

Hansen (2007) 在研究中指出合资企业母公司在董事会中任命的董事可以帮助公司更有效的处理

棘手或复杂的事务， 将他们在母公司的工作经验、 从母公司培养的技能和更有价值的资讯传递给

合资公司， 为董事会提供更多元化的信息和资讯。 Li （2013） 在研究中提出合资母公司委任董事

比例越多， 越能够发挥董事成员的主人翁意识， 进而对公司进行有效的监督， 促成内控中经营战

略目标， 有利于内部控制的执行。 Geringer & Hebert （1991） 认为， 在合资企业中， 高管权力受

到母公司管控的影响。 合资企业母公司在董事会中的席位会直接影响到合资企业董事会及高管的

自治权和决策。 因此， 当高管的权力变大的时候， 意味着母公司就会对董事会的管控变弱， 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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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也会因母公司在董事会中的监督、 评估及管理的减弱而被架空。 因此， 本文认为， 当高管权

力过大时， 高管会为自己谋取私利， 使得股东与管理层的利益更为一致， 进而会降低母公司委任

的董事对内部控制的发展和表现执行监督的作用。

综上所述， 提出以下假设：

H3： 高管权力负向调节合资母公司任命董事的数量对内部控制的影响。

研究设计

由于中国的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是在2008年颁布实施的， 考虑到数据的稳定和可

获得性， 本文选择了2010年-2015年间沪深两市的中外合资企业上市公司作为初始研究样本， 对

于中外合资企业上市公司的选取标准按照《中外合资企业法》的规定， 以外资法人股占总股本比

例大于25%为筛选标准， 选取2010年-2015年均有统计数据的公司股票代码作为样本企业。 在此

基础上按照标准进一步剔除和选取， 最终， 共获得148个样本观测值。 本研究所使用原始数据大

部分均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 对于合资母公司任命董事会数量这一变量， 本研究通过查询

上市公司官方网站、 从沪深两市下载搜集上市公司年报并运用相应的统计方法来进行采集。 按照

前文的理论分析及假设， 本文将董事会构成分为三个维度， 即董事会的规模 （DSIZE）、 独立董事

比例 （IDRATIO） 和合资母公司任命董事的数量 （MBD）。 内部控制 （ICE） 的数据直接取自迪

博企业风险管理技术有限公司发布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 已有的实证研究显示合资企业规

模、 外资持股比例和董事会持股比例等因素也对企业绩效产生明显影响， 然而这些变量并非本研

究的重点。 因此， 本文选择合资企业规模、 董事会持股比例、 外资持股比例和年份为控制变量。 

本文采用统计软件SPSS22.0和Stata12.0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

变量选取

本文将董事会构成分为三个维度， 即董事会的规模 (DSIZE)、 独立董事比例 (IDRATIO) 

和合资母公司任命董事的数量 (MBD)。 董事会规模即董事会的总人数， 董事人数越多， 董事会

规模越大。 独立董事比例， 即独立董事人数与董事会总人数的比率。 合资母公司任命董事的数量， 

即董事会中在合资母公司中担任职务的董事的人数。

采用构造指数这种方法来评价内部控制质量能综合内部控制多方面的信息， 获得的结果

相对可靠， 是一种衡量内部控制质量的科学方法。 本文研究的内部控制替代指标选取迪博企业风

险管理有限公司所研究、 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 （ICE）。 迪博指数是一套较为科学的

上市公司风险管理和反映企业内控水平的指数。 迪博企业基于企业披露的报告、 资产安全、 战略、 

经营、 合规的实现程度设计了内部控制指标体系， 并结合中国上市公司内部管控体系的现状，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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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控制指数进行修正， 以内部控制的缺陷当作修正变量， 最终通过测度研究得到。 该指数借鉴

了国内外相关的内部控制指数研究成果， 并遵循一般指数的构建程序及方法， 具有很强的科学性

和可靠性， 得到了广泛关注。

本文在测度高管权力时， 由于需要查阅高管的个人信息， 因此使用了 “核心高管” 的概

念， 当前中国的研究对 “核心高管” 的界定并不统一， 结合实际情况和现有研究 （Zhao & Zhang, 

2013）, 本文将高管定位为掌握合资企业实际经营决策权的合资企业核心人员， 包括总经理、 总

裁或CEO。 Hambrick & Finkelstein (1987) 从四个维度描述高管权力， 即所有权权力、 组织权力、 

专家权力声望权力， 并提出了相应的测量指标， 从而时高管权力成为一个可以测量的变量。 中国

学者权小锋等、 刘星等、 赵息等参考这一思路测度高管权力。 因此， 在借鉴上述文献的基础上， 

结合中国上市公司的特征和高管信息披露方面的限制， 选用以下指标衡量中外合资企业上市公司

的高管权力 （CEO_power）。

1. 两职兼任 (DUAL)

代理理论认为， 董事会在公司决策和内部监督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董事和总经理两职分

离有助于提高董事会监督高级经理人员的有效性， 董事长不兼任总经理能更好地发挥其战略和监

督的职能， 降低代理成本， 提高公司绩效。 总经理兼任董事长职务势必会强化其对企业的实际控

制权。 当高管兼任董事长或副董事长是该变量取1， 否则取0。

2. 高管薪酬 (LMT)

Finkelstein在研究中指出， 当CEO薪酬远高于其他高管时， 其权力进一步增大。 本文的

CEO薪酬用CEO报酬总额的对数表示。

3. 高管持股比例 (MO)

拥有本公司股权的CEO既是管理者又是股东， 在双重身份的聚合下， 其持股比例越高， 权

力就越大。 本文的高管持股比例以高管持股数/总股数来计算。

4. 高管学历 (EDU)

大量研究表明， 受教育水平可以衡量个人的知识储备和技能， 受教育水平越高， 获取和

利用信息的能力越强 （Li & Xu， 2008）。 因而本文用教育水平作为衡量CEO权力的一个指标， 中

专及中专以下为1， 大专为2， 本科为3， 硕士研究生为4， 博士研究生为5。 如果高管具有较高学历， 

则表明其能力比较强， 其在公司的影响力就会提高， 对公司的隐形控制力也会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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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指标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高管权力的大小， 但是每个指标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尚不

够全面和综合， 借鉴 Bai， Liu， Lu， Song & Zhang （2005）; Quan & Wu （2010） 等学者的做法， 

本文在以上4个测度指标的基础上对4个测度指标加权平均得到高管权力综合指标CEO_power。

计量模型

本文检验高管权力对合资企业董事会构成 （董事会规模、 独立董事比例、 母公司任命董

事的数量） 与内部控制的调节效应。 引入高管权力和董事会构成的乘积项 （CEO_power * DSIZE、 

CEO_power * IDRADIO、 CEO_power * MBD） 为自变量检验合资企业高管权力对董事会构成与

内部控制关系的调节效应 （即模型1-模型4）。

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因为Hausman检验的P值为0.000， 小于0.01， 故拒绝原假设， 表

明不可观测的个体因素与解释变量相关， 说明应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固定效应模型有效。

本文的计量模型如下：

模型1： ICE = β0 + β1DSIZE + β2IDRATIO + β3MBD + β4-6Control + ε2

模型2： ICE = β0 + β1DSIZE + β2IDRATIO + β3MBD + β4CEO_power + β5-7Control + ε7

模型3： ICE = β0 + β1DSIZE + β2CEO_power + β3DSIZE×CEO_power + β4-6Control + ε8

模型4: ICE = β0 + β1IDRATIO + β2CEO_power + β3IDRATIO×CEO_power + β4-6Control + ε9

模型5： ICE=β0 + β1MBD + β2CEO_power + β3MBD×CEO_power + β4-6Control + ε10

在以上模型中， DSIZE、 IDRATIO、 MBD表示解释变量 （董事会构成的三个维度）。 Contr 

表示控制变量， 包括LNA、 DS、 FOR、 YEAR。 解释变量为ICE （内部控制指数）， CEO_power 表

示调节变量 （高管权力指数）。 β为回归系数， ε为随机干扰项。

实证检验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本文以中外合资企业上市公司2010-2015年的148个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 结果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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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极小值 极大值

DSIZE

IDRATIO

MBD

ICE

DUAL

LMT

MO

EDU

CEO_power

LNA

DS

FOR

148.00

148.00

148.00

148.00

148.00

148.00

148.00

148.00

148.00

148.00

148.00

148.00

8.52

0.37

2.21

6.52

0.310

13.29

0.04

3.30

0.01

21.73

0.11

0.45

1.33

0.06

1.63

0.11

0.460

0.84

0.11

0.73

0.51

1.04

0.21

0.17

5.00

0.30

0.00

5.68

0.00

10.31

0.00

2.00

-1.23

19.89

0.00

0.25

15.00

0.63

9.00

6.78

1.00

15.35

0.79

5.00

1.77

25.18

0.81

0.89

表1结果显示， 在2010-2015年间， 就均值而言， 中外合资企业董事会规模均值为8.52， 标

准差为1.33， 董事会规模样本差异较大， 规模极小值为5， 极大值为15， 均符合 《公司法》 关于董

事会规模的规定， 同时说明中外合资企业上市公司采用了较小型的董事会。 中外合资企业独立董

事比例均值为37%， 最小值30%， 最大值63%， 标准差仅为0.06， 说明样本之间差异较小， 和一般

上市公司平均48.4% 的独立董事比例相比 （Zhongen Bai， 2005）， 中外合资企业上市公司独立董

事比例较低。 样本合资企业独立董事比例总体上只是达到了中国证监会独立董事比例须占董事会

成员1/3以上的要求的底线， 董事会独立性较低。 中外合资样本企业母公司任命董事的数量均值

为2.21， 最大值为9， 最小值为0， 标准差为1.63， 说明在中外合资企业当中， 母公司任命董事数量

的样本差异比较大。 内部控制有效性指数的均值为6.52， 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最大值为6.78， 最小

值为5.68， 标准差为0.11， 说明样本公司的内部控制评价得分相对比较高， 且样本公司在内部控制

有效性方面差异不大。

假设检验

本文的变量间若存在共线性， 将会导致回归结果发生偏差。 故本研究以共线性方差膨胀

因子来检验各变量之间的是否存在共线性问题。 通过共线性方差膨胀因子 （VIF） 检验。 方差膨

胀因子 （VIF） 检验显示各变量VIF的最大值为1.32， 远小于10， 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本

文引入高管权力和董事会构成的三个维度的乘积项 （CEO_power*DSIZE、 CEO_power*IDRADIO、 

CEO_power*MBD） 为自变量， 采用分层回归的方法检验合资企业高管权力对董事会构成与内部

控制关系的调节效应。 第一步， 先进行董事会构成与内部控制水平的回归 （模型1）； 第二步引入

高管权力为自变量 （模型2）； 第三步引入高管权力和董事会规模的乘积项 （CEO_power*D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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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变量 （模型3）； 第四步引入高管权力和独立董事比例的乘积项 （CEO_power*IDRADIO） 为

自变量 （模型4）； 第五步引入高管权力和母公司任命董事数量的乘积项 （CEO_power*MBD） 为

自变量 （模型5） 进行回归分析， 回归结果见表3。

表2 合资企业高管权力对董事会构成与内部控制调节作用的回归结果

内部控制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自变量
董事会规模

（DSIZE）
独立董事比例

(IDRATIO)

母公司任命董事数量

(MBD)

调节变量
高管权力

（CEO_power）
调节效应
DSIZE*

CEO_power
IDRATIO*

CEO_power
MBD*CEO_power

控制变量
外资持股比例

（FOR）
董事会持股比例

（DS）
企业规模

（LNA）

年份

常数项
样本数
R方

0.081**

(0.032)
2.773**

(1.090)
-0.018*

(0.010)

-0.067
(0.234)
-0.207**

(0.096)
-0.186**

(0.085)
控制

8.874***

148
0.635

0.080***

(0.027)
2.612***

(0.976)
-0.028**

(0.011)

-0.156***

(0.075)

-0.073
(0.247)
-0.271
(0.115)
-0.174**

(0.071)
控制

8.692***

148
0.661

0.027
（0.022）

-0.257*

（0.140）

0.037
(0.026)

0.162
（0.335）
0.215
（0.159）
-0.174*

(0.103）
控制

9.951***

148
0.403

2.738***

（0.784）

0.113
（0.103）

-0.095***

（0.012）

0.018
（0.217）
-0.122
（0.162）
-0.163**

（0.058）
控制

8.988***

148
0.680

-0.025
（0.017）

-0.264*

（0.152）

-0.023
(0.020)

0.112
（0.345）
0.135
（0.124）
-0.157*

（0.094）
控制

9.911***

148
0.365

注：括号内为稳健的标准差， ***p<0.01, **p<0.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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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的回归结果显示， 合资企业高管权力 （CEO_power） 和董事会规模 （DSIZE） 乘积项 

(CEO_power*DSIZE) 的系数不显著， 表明合资企业高管权力对董事会规模与内部控制关系的调

节效应不成立， H1没有得到验证。 合资企业高管权力 （CEO_power） 和独立董事比例 （IDRATIO） 

乘积项 (CEO_power*IDRADIO) 的系数为-0.095， 且在1% 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 表明合资企业

高管权力能调节独立董事比例与内部控制之间的关系， 减弱董事会独立性对内部控制的正向作

用。 假设H2得到验证， 说明合资企业高管权力越大， 董事会独立性对内部控制水平的影响越小。 

合资企业高管权力 （CEO_power） 和母公司任命董事的数量 （MBD） 乘积项 (CEO_power*MBD) 

的系数并不显著， 表明合资企业高管权力对合资企业母公司任命董事数量与内部控制关系的调节

效应并不成立， H3没有得到验证。

结果讨论

在“高管权力与董事会构成和内部控制”的关系中，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检验的结果显示合

资高管权力在中外合资企业上市公司董事会构成的代理指标董事会独立性与内部控制之间的关

系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 表明合资企业高管权力能调节独立董事比例与内部控制之间的关

系， 减弱董事会独立性对内部控制的正向作用。

前文的研究结论证实， 合资企业董事会的存在代表股东监督管理层的行为， 通过控制管

理层的行为和决策， 防止“内部人控制”， 同时降低代理成本， 维护股东利益。 合资企业董事会结

构是否科学、 有效， 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性。 强有力而独立的董事会能够

保证股东利益最大化， 强化董事会的监督功能， 监督经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 使得所有者 （股东） 

对经营者 （经理人） 间的代理问题最小化。 通过设立独立董事这样的外部监督机制来预防或追究

经理人的道德风险， 加强重要事项揭露和咨询透明度等等， 进而增强合资企业内部控制水平。 在

前文分析合资企业特点时， 本文指出， 在中外合资企业中， 母公司直接掌握总经理的任命权， 总

经理享有实际控制权， 因此总经理在处理公司关键问题的时候， 常常会考虑母公司的利益， 使得

合资企业董事会处于极为尴尬的境地， 难以真正履行受托人责任， 并对经理层实施有效监督。 在

合资企业的经营活动中， 如果总经理权力变大， 总经理或许会因考虑到合资母公司、 第一大股东

的利益， 以减少内部控制掣肘、 提高决策效率为由绕开内部控制制度行事， 在此种情况下， 董事

会中的独立董事很难发挥其职能和优势， 独立董事很难约束和限制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 识别

内部控制缺陷， 使内部控制制度不能得到有效执行。 因此， 当总经理权力变大时， 董事会独立性

对内部控制水平的影响就会减弱。

另外， 根据资源依赖理论， 高管的权力除了依赖于管理者成功应对外部竞争性需求及情

境的能力外 （Pfeffer & Salanick, 1978）， 还可以通过影响董事会成员的选择或向董事会成员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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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来增加其对企业的掌控权。 高管可以使用他们的权力对董事会成员的提名进行干涉， 从而到达

董事会成员不与其为敌的目的。 无论多完善的内部控制框架， 只要高管权力过大， 都有可能弱化

董事会独立性对内部控制的作用， 使得董事会中的独立董事无法有效利用其优势， 对高管行使监

督和制约职能， 让高管有机会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 进而减弱独立董事对内部控制的作用， 使得

股东权益受损。

本文检验高管权力对董事会构成的代理指标 （董事会规模） 与内部控制之间关系的调节

效应却并不显著。 实证研究结果说明较大的董事会规模确实可以有效降低董事会被高管控制得行

为， 约束并抑制高管权力， 但是没有影响到董事会规模对内部控制的作用。 另外， 本文在检验高

管权力对母公司委任董事数量与内部控制之间关系得调节效应系数为-0.023， 但是回归系数对应

的概率值却不显著， 说明高管权力对母公司委任董事数量与内部控制之间得调节效应不显著。

研究结论与展望

本文以中外合资企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 资源依赖理论， 在对合

资企业董事会构成对内部控制的作用机理研究的基础上， 深入剖析了复杂的合资企业治理问题， 

研究了高管权力对合资企业董事会构成与内部控制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本文认为， 中外合资企

业高管权力在董事会独立性与内部控制之间起着至关重要的调节作用。 在企业中， 实际上真正对

公司业务熟悉且由真正控制权与经营权的人， 多为企业的高管。 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如果

高管权力过大， 会制约并影响董事会的独立性对内部控制的有效作用。 由于内部控制的目的实为

促进公司的健全经营， 参与内部控制制度的人员主要为管理层的人员， 内部控制制度的设计就是

由管理层所主导， 经由董事会的讨论决议后定案并送交监察人。 高管是企业高层管理阶层 （董事

会） 对企业进行治理的实际执行委托人， 高管的权力的大小会直接影响董事会的效率。 首先， 随

着高管权力的增加， 董事会的效率将不断降低。 从董事会的聘任到董事会成员的选择都有可能受

到高管的干涉。 其次， 高管作为企业运作的实际管理者， 其对内部控制制度的态度应该是既遵守

又矛盾。 一方面， 他会强力的保证内部控制的制度的执行， 另一方面， 其自身又很难做到职务与

自身利益完全分离， 用制度控制自己。 在中外合资企业上市公司中， 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设置多

停留在满足监管层要求的层面， 董事会监督作用未充分发挥， 履行监督不足， 加之中外合资企业

上市公司高管通常掌握企业实际控制权的情况， 高管权力的增大可能会弱化董事会的监督治理功

能， 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 由此， 即使设计良好的内部控制， 也不会得到有效的执行， 实施的效

果也会大打折扣。 因此， 在合资企业内部控制实施过程中， 应完善公司内部治理， 强化对高管权

力的监督和约束， 优化高管权力配置结构， 遏制高管权力滥用和腐败， 以减少内部控制缺陷存在

的可能性， 进而提升内部控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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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什么因素会影响消费者的快递纸箱回收意愿为研究问题， 研究目的是根据计划行

为理论， 分析环境保护意识、 绿色消费认知、 经济激励、 便利性对快递纸箱回收意愿的影响。 研

究样本来自中国东南沿海一、 三线城市， 分别有上海、 广州、 深圳、 汕头、 潮州、 揭阳， 并采取

系统随机抽样， 最终回收有效问卷共456份。 本研究采用多元回归分析； 环境保护意识、 绿色消

费认知、 经济激励、 便利性为自变量， 快递纸箱回收意愿为因变量。 其分析结果归纳为二。 第一， 

环境保护意识、 绿色消费认知、 经济激励、 便利性对消费者的快递纸箱回收意愿有影响。 第二， 

在比较四个自变量中， 绿色消费认知对快递纸箱回收意愿的影响最大。

关键词: 中国  快递纸箱  回收意愿

Corresponding author: Jiali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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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what factors will affect the consumers’ intention to recycle courier cartons. 

According to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he objective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wareness, green consumption cognition, economic incentive, and convenience 

of recycling on the consumers’ intention to recycle courier cartons. The research respondents were from 

first- and third-tier cities in the coastal region of southeastern China, such as Shanghai, Guangzhou, 

Shenzhen, Shantou, Jieyang and Chaozhou. A systematic random sampling was taken, and a total of  

456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finally collected. The research performes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with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wareness, green consumption cognition, economic incentive, convenience of 

recycling as independent variables, and the consumers’ intention to recycle courier cartons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The results of the analysi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Firs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wareness, 

green consumption cognition, economic incentive, and convenience of recycling have influence on the 

consumers’ intention to recycle courier cartons. Second, when comparing these four variables, green 

consumption cognition of consumers had the greatest impact on the consumers’ intention to recycle 

courier cartons.

Keywords: China Express, carton recycling, willingness.

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消费者购买力不断增强， 消费结构升级加快 (Wang, 2014)。 同时， 

中国电子商务日渐发展成熟， 中国整体电商消费者网购趋于日常化， 快递业务量迅速上涨。 2017 

年中国快递业务量突破四百亿大关， 同比增长28% (Yang et al., 2018)。

但据相关数据， 快递纸箱最终回收率不足20% (Lin, 2018)， 大量快递纸箱未进入再利用

环节而被直接焚烧或填埋， 给环境造成巨大污染。

针对快递纸箱污染问题， 目前已有相关电商平台推出快递纸箱回收活动， 且通过一定的

激励机制来提高用户参与度 (Song, 2016)， 如京东对回收纸箱的消费者发放京豆 (Dan et al., 

2018)。 尽管已有相关公司开始回收快递纸箱， 但很多消费者的参与意愿依旧较低。

消费者是快递纸箱的最终使用者， 快递纸箱回收率与消费者有很大关系 (Ji, 2018)。 目前

国内外对快递包装回收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建立体系、 提供平台可行性等层面 (Lin, 2018; Hu & 

Yu, 2012; Chen et al., 2013; Wang, 2015)。 虽早已有学者在物品回收意愿影响因素方面进行研

究， 但对消费者循环利用行为影响的研究对象却主要集中在生活垃圾、 电子废弃物等方面， 对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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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纸箱回收影响因素研究很少 (Lin, 2018; Hu & Yu, 2012; Chen et al., 2013; Wang, 2015)。

为帮助解决快递纸箱回收率低的社会问题， 本研究的研究问题是什么因素会影响消费者

的快递纸箱回收意愿， 对研究问题进行实证分析， 期望通过调查为后续学者提供参考与借鉴， 并

为企业提供有效的建议。 研究根据计划行为理论 (TPB)， 将环境保护意识、 绿色消费认知、 经济

激励、 便利性作为自变量， 将快递纸箱回收意愿作为因变量， 分析影响快递纸箱回收意愿的因素。 

另外， 本研究抽取六个不同等级的中国东南沿海城市的样本， 对四个影响因素进行探讨。

文献综述

1. TPB 理论

TPB 是一种预测和解释态度与行为之间关系的社会心理学理论模型 (Ajzen, 1985)。 TPB 

理论包括行为态度、 主观规范、 知觉行为控制、 行为意向、 行为。 其中， 行为态度、 知觉行为控

制和主观规范影响行为意向， 行为意向影响行为 (Bai, 2014)。 在对消费者意愿行为研究中， 学者

们多基于 TPB 理论而展开 (Zou, 2015; Stacey et al., 2016; Priyanka & Saumya, 2017; Ruchi 

et al., 2018)。

如， 购物意愿方面： 消费者的购买意向由其对网络购物的态度和主观规范共同决定 

(Priyanka & Saumya, 2017)。 参与意愿方面：， 消费者在了解线上微志愿活动形式内容后， 个体态

度， 行为信念和道德考虑对参与意愿发挥重要作用 (Stacey et al., 2016)。 在回收意愿方面， 消费

者在参与回收电子废弃物时， 其主观规范、 行为态度、 感知到行为的控制、 环境知识对行为意向

有显著影响， 且影响力依次递减 (Hu & Yu, 2012)。 上述研究证明， TPB理论在多个领域中都能

够起到对消费者的意愿与行为进行预测的作用。

为了探讨快递纸箱回收意愿影响因素， 本研究借鉴TPB理论， 将快递纸箱回收意愿作为

因变量， 将环境保护意识、 绿色消费认知、 经济激励和便利性作为自变量， 探讨自变量对快递纸

箱回收意愿的影响情况。 研究模型假设如下。

2. 环境保护意识

环境保护意识作为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并应用的概念， 迄今没有公认的定义。 在核心观

念方面， Zhao (2018) 认为， 环境保护意识是指人类在生存发展不断探索的过程中， 与自然环境

的发展相矛盾时而逐渐形成的价值观念。 在内容构成方面， Yao (1993) 认为环境意识则是人们

对所处的环境及其相互关系的能动的反映。 综上， 本研究定义环境保护意识是清楚环境问题、 了

解环境保护知识与采取有益环境行动的自觉程度。

关于环境保护意识对环境保护行为的影响， 众多外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 在责任环境行

为研究中， 环境态度越积极的消费者， 越可能做出对环境有利的行为 (Hines et al., 1986)。 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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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快递包装物回收的相关研究中， 许多学者发现较高的环保意识可带来较高的回收意愿与回收 

效率 (Lin & Li, 2017; Wang et al., 2018)。 当消费者面对快递包装物时， 行为态度等对消费者

快递包装物循环利用意向有显著影响 (Lin & Li, 2017)。

由于在多个研究中环境保护意识对废弃物循环利用行为都有显著影响， 本研究将环境保

护意识作为自变量之一， 做出以下假设：

H1： 环境保护意识对快递纸箱回收意愿有显著影响。

3. 绿色消费认知

对绿色消费认知的定义， 学者们尚未达成一个统一的认识。 Si (2002) 认为绿色消费认知

是消费者对绿色消费概念的理解和绿色消费及相关知识的了解。 Zhang (2017) 将绿色消费认知

界定为消费者对绿色消费本质属性和内在联系的客观反映。 本研究根据相关文献， 将绿色消费认

知定义为对绿色产品及相关知识的了解与追求。

在消费者绿色消费意愿影响因素研究中， 绿色消费认知可显著提高消费者采取绿色行为

的意愿 (Zhang, 2017)。 且， 绿色消费知识认知会间接通过意向影响消费者绿色行为 (Jiang, 2011)

。 然而， 调查发现绿色消费认知高的学生在绿色行为方面的表现较低 (Li, 2014)。

目前， 以绿色消费认知作为自变量探究物品循环回收意愿的研究仍较少， 由于绿色消费

认知可促进绿色消费意愿与行为 (Zhang, 2017; Jiang, 2011; Li, 2014)， 其对快递纸箱回收这类

环保行为的影响值得探索。 故， 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 绿色消费认知对快递纸箱回收意愿有显著影响。

4. 经济激励

在经济激励的界定上， 学术界仍存在不同观点。 Jin (2011) 认为， 经济激励是指领导者

运用各种经济手段， 激发、 鼓励相关利益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方式。 Li (2008) 指出， 经济

激励的核心作用是把各种经济行为的外部不经济性内化到生产成本中。

在关于经济激励对消费者意愿的影响研究中， 以下学者的研究具有较深意义。 以绿色产

品为例， Young (1993) 研究发现， 经济激励能够较好地推动消费者参与回收。 Robinson & Read 

(2005) 认为， 经济因素在促进消费者回收中有正向作用。 在 “互联网+回收” 这一新型回收模式

中， 经济因素对消费者回收意愿有正向显著影响 (Wang et al., 2017)。 然而， 在垃圾分类活动中， 

经济因素会负向影响消费者环保行为 (Wang, 2015)。

由于已有的许多关于环保意愿与行为的研究中， 经济激励对研究模型的因变量有显著影

响， 其对快递纸箱回收意愿的影响值得探讨。 鉴于上述研究， 本研究将经济激励具体定义为消费

者参与快递纸箱回收过程中获得的激发消费者积极性的经济回报， 并做出假设如下：

H3： 经济激励对快递纸箱回收意愿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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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便利性

Yang (2015) 对便利状况的解释为： 个人所拥有采取某项行为所需要的资源或机会的多

与少。 Zhang (2012) 认为社区回收便利店的便利性是对消费者家庭时间成本的节约。 在本研究

中， 便利性的定义为消费者投放快递纸箱渠道的便利程度。

在回收行为研究中， 便利性往往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在1995年， Mannet已将便利性纳

入了回收行为影响因素研究模型中。 在回收领域， 便利性对消费者提前支付回收费用有显著影响 

(Nixon & Saphores, 2007)。 在快递包装物的回收层面： 包含便利性的回收条件在消费者的回收

意向方面有显著正向影响 (Lin & Li, 2017)。 Hu & Yu (2012) 基于TPB理论对消费者电子废弃

物回收行为意向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研究发现回收便利性， 即回收渠道对行为意向有影响。

综上， 便利性对消费者的回收意愿往往有显著的影响。 本研究假设回收行为的便利性会

提高快递纸箱回收意愿， 提出以下假设：

H4： 便利性对快递纸箱回收意愿有显著影响。

6. 回收意愿

因各学者的研究切入角度不同， 对于意愿的含义界定及应用存在一定差异。 在心理学界， 

Fishbein （1967） 认为， 意愿是指个人在从事特定行为时候的主观概率 (Li, 2012)。 在TPB 理论

中， 回收意愿属于行为意向， 会影响行为。 行为意愿是思想倾向、 动机的积累和强化过程, 意愿

越强, 行动的可能性越大 (Wan et al., 2017)。 在消费者行为倾向的研究中， 学者们多用意向或意

愿进行衡量。 如 Wang et al. (2017) 基于TPB等理论， 用回收意愿作为因变量测量影响消费者参

与新回收模式的因素。 Zou (2015) 基于TPB理论用回收意愿探究影响消费者参与废旧手机回收

倾向因素。 本文用回收意愿来衡量影响消费者参与快递纸箱回收的可能性。 在本研究中， 回收意

愿定义为消费者对快递纸箱回收的主观倾向， 是本文假设的因变量。

研究方法

1. 样本

本研究的样本来源地区， 具体考虑两个因素。 第一， 根据国家邮政局2018年全国快递业

务量前五十城市排名表 （详见附表1）， 从中抽取6个东南沿海城市作为样本地区。 第二， 由于中

国的GDP、 政治和人口数， 中国将城市划分为5个等级城市发展水平 (Smith， 2017)。 根据城市水

平的定义， 其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各不相同。 本研究对快递业务前五十的一三线城市进行抽样， 

一线城市抽取的样本城市为上广深三市， 其快递业务量排名位处前四， 且城市发展水平高。 结合

城市属性及研究者所处地区， 三线城市抽取的样本城市为潮汕地区 (汕头、 潮州、 揭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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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用系统随机抽样。 结合大型小区拥有较为稳定的物流快递业务基础设施基础， 

确定问卷发放地点为各城市500户及以上小区。 进而对样本展开抽样工作。 依据公式， 控制信心

指数为95%， 抽样误差为5%， 所需问卷为385份。 为使样本分布均匀， 且数量足够， 每个城市预发

问卷200份。 为了减少随机误差， 研究过程每五位居民发放一份问卷， 问卷由受访者填写， 历时8

周， 实际共收取问卷611份， 获得有效问卷456份。 其公式如下： n = z2 ⋅ (P (1 - P)
R2

2.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 并参考 Wang et al. (2018)、 Chen (2013) 等学者的研究资料形

成问卷。 问卷包括两部分： 第一部分为李克特五度量表， 包括环境保护意识 (3题)、  

绿色消费认知 (3题)、 经济激励 (3题)、 便利性 (3题)、 回收意愿 (3题)， 共五个构面， 量表问题

及参考作者如表1所示。 1为非常不同意， 5为非常同意。 第二部分为人口统计问题， 包括性别、  

年龄收入、 居住地。 为保证问卷可靠性、 有效性， 在正式调查前对问卷进行测试， 收集问卷32份。

表1 问卷问项

构面 问题 参考

环境保护

意识

1) 我了解环境保护的相关知识。

2) 我清楚环境问题， 如全球变暖， 气候异常等。

3) 我会循环利用家居废弃物， 如家具、 家电等。 

Wang et al. 

(2018)；

Chen (2013) 

绿色消费

认知

1) 我会因为环保的因素， 而选择购买对环境友善 (无害) 的绿

色产品。

2) 我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与消费方式， 为环境保护承担责任。

3) 我愿意将绿色消费的理念及做法介绍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Wang (2015)；

Zhang (2017) 

经济激励 1) 回收纸箱获得积分， 满一定数额免除部分寄快递的费用。

2) 回收纸箱获得积分， 满一定数额可在小区的便利店换取商品。

3) 快递公司按件收购纸箱。 

Lin (2018) 

便利性 1) 在小区内设立快递纸箱回收站， 如垃圾桶旁边。

2) 在小区内投放 24 小时自主操作快递纸箱回收器。

3) 在小区外的便利商店旁设立快递回收站。 

Lin (2018) 

回收意愿 1) 快递纸箱回收对环境有所改善， 我愿意做。

2) 快递纸箱回收可以减少樹林砍伐， 我愿意做。

3) 我愿意介绍别人一起做快递纸箱回收。 

Zhang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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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质量控制

本研究对数据质量从3个方面进行控制。 一， 采用系统随机抽样方法， 在抽样地区内每五

位居民发放一份问卷， 受访者自由填写。 对未应答现象采取重新计数的方式。 二， 对回收的问卷

进行筛选， 剔除存在遗漏值或填写内容不符逻辑等无效问卷。 三， 对于收取的有效问卷， 通过输

入各数值后， 取第1-20份、 201-220份和第401-420份问卷进行校检， 确保数据输入准确。

4. 统计分析

本研究采取多元回归分析方法。 多元回归分析具备两点。 第一， 同时间可分析多个自变

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或预测因变量。 第二， 在同一模型中， 多元回归分析能判断： 哪个自变量对

因变量的影响程会比其他自变量的影响程度， 或预测程度更大。 由于有多个以上自变量， 故， 在

多元分析中必须检验共线性的问题。

根据研究模型， 本研究采取多元回归分析方法， 以 （1） 环境保护意识、 （2） 绿色消费认

知、 （3） 经济激励、 （4） 便利性作为自变量， 以消费者的 （5） 快递纸箱回收意愿为因变量。 首

先， 在分析之前， 为了确定数据的信度和效度， 采用克隆巴赫系数检验可靠性， 同时对数据进行

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的检验。 其次， 根据所收集的样本， 采用频率分析和描述性分析来呈现样本

人口统计数据状况。 接着， 在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过程检验模型是否存在共线性问题， 避免模型自

变量高度相关导致模型估计失真。 最后， 判断哪一些自变量显著影响因变量， 并由模型解释程度

判断模型优度 (R2)。

数据分析

经过8个周末在上海、 广州、 深圳、 汕头、 揭阳和潮州的小区设点， 共收到611份问卷，  

有效问卷为456份。 问卷派发采用系统随机抽样的方式， 每5人发放1份问卷。 受访者的人口统计

特征描述呈现于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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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受访者特征描述

N = 456 频率 百分比

城市及地区： 

性别： 

年代： 

教育背景： 

上海

广州、 深圳 

潮汕地区 

其他

男性

女性

00 后及以下

90 后

80 后

70 后

60 后及以上

高中及以下

大专

本科

硕博及以上

153

99

156

48

183

273

18

182

156

73

27

133

108

176

39

33.6

21.7

34.2

10.5

40.1

59.9

3.9

39.9

34.2

16

5.9

29.2

23.7

38.6

8.6

表2 为环境保护意识， 绿色消费认知， 经济激励， 便利性和回收意愿的描述统计。 因各

变量的克隆巴赫系数 (α) 值都超过0.7， 各变量信度都良好。 本研究采用收敛效度， 运用平均方

差提取值 (Average of Variance Extracted, AVE)。 如表1所示， 各变量的收敛效度值均大于0.50， 

故各变数具有收敛效度 (Fornell & Larcker, 1981)。 关于区别效度， 每个变量的AVE开根号需要

大于各自变量的相关系数， 即表示变量之间具有区分效度。 如表2所示， 对角线为各变量AVE开

根号均大于其他变量的标准化相关系数， 即各变量之间具有区分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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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测量模型的均值、 标准差、 克隆巴赫系数、 收敛效性和区别效度

构面 题项 均值 标准差

信度 收敛效度 区别效度

克隆巴

赫系数
AVE EP GC EB CO RI

环境保护意识

绿色消费认知

经济激励

便利性

回收意愿

3

3

3

3

3

3.952

4.034

4.178

4.106

4.227

.659

.690

0.701

0.731

0.632

0.708

0.831

0.833

0.855

0.86

0.635

0.751

0.750

0.777

0.791

0.797

0.586

0.395

0.414

0.549

0.866

0.438

0.522

0.606

0.866

0.477

0.461

0.881

0.541 0.889

Note： 对角线上的加黑斜体字的各变量是平均方差提取 (AVE) 的开根号； 非对角线的数是皮尔

逊相关估计。

表3为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 本模型中没有共线性问题， 因VIF都靠近1， 四个自变量对因

变量都有显著的影响。 若根据各自变量的影响程度， 它们的次序按高到低是绿色消费认知、 便利

性、 环境保护意识、 经济激励。 此外， 这个模型可以解释影响消费者回收意愿的48.5%， 即环境保

护意识、 绿色消费认知、 经济激励和便利性在影响消费者进行回收的因素中占48.5%。 故， 此分

析结果指出本研究不得拒绝H1， H2， H3和H4。 根据其分析结果， 其多元回归的公式如下：

回收意愿=0.958+0.220*环境保护意识+0.269*绿色消费认知+0.120*经济激励+0.199*便利

性+ε

表3 多元回归模型分析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共线性统计

B 标准错误 β 容许 VIF

(常量)

环境保护意识

绿色消费认知

经济激励

便利性

R2=.490, ∆R2=.485 F=108.201***

.958

.220

.269

.120

.199

.162

.041

.042

.036

.036

.229***

.294***

.133**

.230***

.626

.549

.708

.645

1.598

1.823

1.413

1.551

Note： 因变量-回收意愿；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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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与讨论

1. 结论

本研究根据TPB理论， 分析了环境保护意识、 绿色消费认知、 经济激励、 便利性对消费

者快递纸箱回收意愿的影响， 以了解如何鼓励消费者回收快递纸箱及何种因素会影响消费者回收

快递纸箱意愿。 研究样本来自上海、 广州、 深圳、 潮汕地区 （汕头、 揭阳、 潮州） 及附近城市， 并

采取系统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问卷发放。 最终共收集有效问卷456份。

本研究采用多元回归进行数据分析。 根据以上分析得出结论： 环境保护意识、 绿色消费

认知、 经济激励、 便利性对于回收意愿有显著的影响。 其中， 绿色消费认知对回收意愿影响最大， 

快递纸箱回收的便利性以及消费者的环境保护意识也是较重要的影响因素， 经济激励对纸箱回收

影响相对较小。 此模型的解释能力 (R2) 达到48.5%， 可证明此研究模型是良好的。

2. 讨论

绿色消费认知是核心因素的原因是根据绿色消费认知的含义 (Zheng, 2015)， 持有绿色消

费认知的消费者在网购的过程中会意识到其中产生资源损耗和环境污染的环节， 包括快递包装物

的处理， 而这种意识最终会指导他们进行相关的回收行为。 故此， 本研究也证实了这个观点。 与

其他构面相比， 绿色消费认知对回收意愿的影响最深。

Yu (2018) 在关于餐饮废弃物及一次性餐具回收研究中指出， 回收过程的便利性能够促

进消费者参与回收。 在本研究中， 当消费者在回收快递纸箱时， 回收便利性可对快递纸箱回收意

愿产生积极影响。 同时， 在Xu (2011) 以废旧手机回收意愿为研究样本的分析中， 指出了环保态

度越强烈， 回收意愿更大的结论， 即当消费者的环境保护意识提升， 其对快递纸箱的回收意愿也

会有一定程度的增强。 本研究也证实此观点。

经济激励重要性最低， 本研究结论认为原因是随着现在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 自主

消费和财务管理意识的增强， 互联网电商的高度发达带来各种网购福利 (比如诸种优惠券， 拼单、 

满减活动等)， 以及获得奖励的替代渠道较多， 消费者对通过回收纸箱获得的微利逐渐失去兴趣。 

Mao & Luo (2017) 的研究中提到价格补贴政策对城市消费者低碳消费意愿具有反向的影响， 由

此可以验证本研究中回收纸箱给消费者带来微量经济激励的吸引力下降的结论。

基于此， 未来关于提高快递包装回收率的措施当中， 需要重视提升消费者的绿色消费认

知和环境保护意识， 引导中国消费者树立正确的绿色消费认知， 并对消费者大力宣传环境保护知

识。 同时， 在回收模式方面， 应充分考虑消费者回收快递纸箱的便利性。

3. 理论意义

在现有的关于回收快递纸箱的研究中， 学者大多从具体的回收模式及供应链方的角度展

开， 如Xu & Li (2018) 对回收供应链的信息服务平台方面的研究， 这忽视了消费者对于快递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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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回收的认知与态度。 同时， 现有的关于回收的定量研究中， 大多利用logistics多元回归分析， 如

Gao (2018) 利用logistics二元回归拟合出可以反映消费者选择决策的Logit模型， Wang et al. (2018) 

基于Logistic模型的消费者废旧手机回收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均着重于从消费者回收行为的结

果倒推出回收模式， 忽视了回收过程中的影响。

故， 本研究具有二个理论意义。 第一， 在回收行为中， 消费者是否具有绿色消费认知成

为其中一个关键。 第二， 对于回收意愿行为， 经济激励和便利性的选项中， 消费者倾向选择回收

的便利性。 不可否认， 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现有的对快递纸箱回收研究的视角与思路。

4. 实践意义

提高快递纸箱回收率不仅可节约社会资源， 也可助力于环境保护。 现今， 快递纸箱回收

率依然偏低， 从消费者对快递纸箱回收的认知与态度出发， 可了解回收过程中阻碍消费者回收快

递纸箱的真正原因，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回收企业更有针对性的建议。 如针对不同年龄的人群， 

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需出台有针对性的绿色消费认知培训， 宣扬“经济消费”和“可持续消费”

观念； 充分利用现有的科技、 居住环境、 互联网等资源， 用设置便利的回收机器或者是在小区、 

生活圈中设立便利的回收点等方式， 提高纸箱回收的便利性和渠道多元性， 让纸箱回收“触手可

做”， 进而刺激消费者回收意愿的增长。

5. 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的样本数据受收集的城市及区域限制， 主要集中在上海、 广州、 深圳、 潮汕及其

周边的地区。 本文对影响消费者快递纸箱回收意愿的因素展开了研究。 换言之， 本研究模型也受

到这些变量的限制。 故此， 对于未来的相关研究给出如下建议：

第一， 可以增加不同省份或者平衡不同等级城市的样本数量， 更全面地了解中国东南沿

海城市消费者对快递纸箱回收的接受程度。

第二， 研究可以了解消费者平时是否有进行其他回收行为， 如收集旧报纸， 玻璃瓶子等， 

以此来与消费者回收快递纸箱行为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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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2018 年快递业务量收入前50城市排行

排名 城市 快递业务收入累计 (万元) 排名 城市 快递业务收入累计 (万元)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上海

广州

深圳

北京

杭州

金华义乌

东莞

苏州

成都

武汉

天津

南京

宁波

泉州

郑州

揭阳

温州

佛山

无锡

重庆

石家庄

嘉兴

青岛

济南

西安

10202806

4797456.2

4357146.7

3310328.2

2966169.2

1699417.6

1669023.1

1557928.9

1121953.5

927295.2

874555.6

867342.9

867172

775398.2

749027.7

697920.9

663255.5

642942.7

588337.4

580358.4

547646.9

535876.7

502220

483830.3

475782.6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合肥

长沙

厦门

福州

中山

台州

汕头

南通

沈阳

常州

保定

哈尔滨

南宁

南昌

惠州

绍兴

昆明

大连

廊坊

临沂

长春

潍坊

湖州

徐州

烟台

464941

442470.6

427861.9

402478.5

400470.5

399576.8

374700

366225.6

364519.5

345195.2

323373.5

314063.2

312827.6

308613.7

301136.5

298898.6

278393

268236.1

252038.3

229716.9

225978.3

214581.6

204935.9

201856.3

1773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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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探析泰北清莱府经济特区云南籍华裔中学生族群文化认同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以期

为海外华裔群体文化认同研究提供个案, 同时为政府制定相关民族文化政策促进该族群的稳定发

展提供参考。 笔者对经济特区的四所中学共200余名云南华裔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 调查结果显

示： 调查对象基本上已经完成了所在国的政治身份认同， 在社会关系状况方面尚未高度融入泰国

多元民族相互融合的主流社会， 对中华民族的习俗文化的认同程度较高。 他们在宗教信仰方面既

信仰泰国佛教， 又保留着对中华民族的佛教与道教的宗教信仰。 他们对汉语的认同度比较高， 学

习汉语的意愿依然强烈， 这说明他们仍然保留着较强的中华文化认同意识和华人认同意识。 总体

来看， 调查对象对中华民族的族群文化认同感仍然较强。 同时， 其族群文化认同表现出双重性与

多元化特征， 并仍将与对所在国及文化的认同并存， 且与华文教育在当地的发展密切相关。

关键词: 清莱云南籍华裔中学生  政治身份认同  社会关系状况  习俗认同  语言认同

*本文乃科研项目 “清莱经济特区云南籍华裔中学生语言使用与文化认同研究” 的部分成果， 该项目得到皇

太后大学研究基金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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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study and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ing trend of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ethnic group of Yunnanese Chines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Chiangrai’s special economic 

zone, and performs a case study pertaining to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overseas Chinese. At the same time, 

it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government to formulate relevant national cultural policies and promote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this ethnic group. We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hich includes more 

than 200 students from four Yunnanese Chinese middle schools in the special economic zon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spondents have formed a political identity with the host country, while they have not yet 

highly adapted themselves to the mainstream society in which Thailand’s diverse ethnic groups are  

integrated in terms of social relations situation, and they have relatively high level of identity with Chinese 

customs and culture. They are followers of Thai Buddhism in terms of religious beliefs and retain the 

religious beliefs of Buddhism and Taoism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y still have a high level of identity 

with the Chinese language, as they are quite willing to learn Chinese. This suggests that they still have a 

strong sense of identity with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deem themselves as Chinese. In general, the students 

from Yunnanese Chinese middle schools in Chiangrai’s special economic zone have a relatively strong 

sense of identity with Chinese culture. At the same time, the ethnic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respondents 

have characteristics of duality and diversification, and will continue to coexist with the identity of the 

host country and culture, and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the local area.

Keywords: Yunnanese Chines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Chiangrai, political identity, social relations 

situation, custom identity, language identity.

引言

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 族群认同就受到了人类学家、 社会学家等的普遍关注， 成为

人类学与社会心理学对族群的研究中的一个主要内容。 Li （2006） 指出， 对族群认同的研究， 特

别是族群认同中的问题的研究， 对指导一个国家制定民族政策， 减少族群矛盾与冲突， 维护国家

的稳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十年多来， 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 世界各角落的华人重新

掀起一股华族认同的热潮。 也因此， 海外华人的族群认同研究成为了一个研究热点。 由于族群与

文化是相互联系、 不可分割的两个概念， 使得族群认同与文化认同具有同质性。 因此， 大多数研

究者在考察族群认同时就是在考察对族群文化的认同 （Li,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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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北华人， 无论在区域的意义上还是族群的组成上都独具特性。 在泰北地区， 主要是在

清迈府、 清莱府和夜丰颂府居住着约30万从中国云南迁去的汉、 回、 苗、 瑶、 傣 （泐） 等族的华

人华侨 （Xu, 2008）。 在隔了三、 四代， 经过政府的同化政策以及与泰族人和各族间通婚融合之

后， 这些云南籍华人已经成为泰北居民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他们之间在经济、 文化等方面的

交流更加频繁， 其族群文化认同的发展现状与趋势值得关注。

文献综述

1. 华人族群文化认同之相关研究

Zhao & Xu （2014） 认为， 民族认同的核心是民族文化。 他们根据Fei （2004） 民族多层

次的说法， 将民族文化认同分为三个层次来考虑， 即族内文化认同、 族际文化认同和中华民族文

化认同。 其中族内文化认同包括语言认同、 身份认同和习俗认同， 族际文化认同包括族际交往和

族际通婚， 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包括价值认同和文化产物等方面。 Zhang & Lu （2009） 认为，  

从血缘、 人际关系、 社团参与情况等实际生活方面了解华裔学生的华族特征， 有助于了解他们的

族群认同状况。 同时， 他们也认为艺术是文化的灵魂， 是华族成员认同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 Shen 

（2015） 认为， 对海外华人来说， 与当地人通婚某种意义上可以反映其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程度， 

而华人是否愿意与当地人通婚也能反映他们的身份认同。 宗教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组成之一。 

宗教中体现的不只是一种信念， 更是蕴含着本民族的特性。 Ma （2004） 也指出： “族群之间的基

本差异深植于人们的群体认同之中”， “而每一个人只有对另一个人在感情和心理上都认为‘可以

接受’和感到十分亲近的时候， 才有可能考虑到与他 （她） 缔结婚姻的问题”， 所以族际通婚可作

为“测量不同族群相互关系和深层次融合程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Gardner & Lambert  

（1959） 指出， 习俗是指某群体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饮食、 居住、 婚姻、 丧葬、 节庆、 

礼仪、 艺术等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方面广泛流行的喜好、 风尚、 习气和禁忌等， 是一种重要的文

化现象。 Wang （2006） 认为， 中文姓名是用语言文字符号所显示出来的华人身份的表征， 这种语

言符号所表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根深蒂固的宗法观念和姓氏制度。 Feng （2014） 认为， 节

日庆典是人们生活中的重要部分， 中国传统节日更是以其历史性、 仪式性、 综合性、 特殊氛围深

深根植于华人的记忆中， 影响着他们的生活态度、 人际关系和精神风貌。 可见， 前人们已就华人

文化认同的层次和具体表现做了比较细致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这有利于我们对华人的文

化认同做进一步的探讨。

2. 针对泰北云南籍华人文化认同的研究

据中国知网 (CNKI) 和泰国整合性图书馆系统 （ThaiLIS） 等检索， 目前专门针对泰北地

区云南籍华人的文化认同的研究还很少， 主要有Na （2012） 和Yang & Zhu （2013） 专门针对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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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华裔学生的族群文化认同进行了初步探讨。 Na （2012） 以清莱府联华新村为例探讨了泰北云

南华人的文化认同问题。 作者以海外华人的文化认同为中心, 阐述了泰北云南华人的历史及其现

状， 并从政治、 经济、 文化教育和宗教信仰等方面考察他们的日常生活来分析与讨论泰北云南华

人的文化认同情况， 研究结果表明： 泰国北部云南华人的文化认同是多层次的, 他们对中国文化

的认同依然比较强烈。 泰北云南华人在对泰国国家认同的同时， 仍然保留着自身的语言、 节日等

文化传统。 Yang & Zhu （2013） 以35名云南民族大学的泰国华裔学生为例， 对海外华裔青年学

生中华文化认同进行了调查分析。 指出华裔学生文化认同存在五个特点： 文化背景的差异性、 文

化适应的相对快速性、 文化认同上的一致性、 文化休克期反应的同一性。 他们在最后对华裔学生

的文化认同进行了思考， 也提出了一些提升文化认同的建议。 可见， 目前关于泰北华人华裔文化

认同的研究还很薄弱， 缺乏更加细致深入的调查与分析， 在调查范围与规模上也都亟待拓展与加

强。

由于经济越发达的地区， 文化交流就越频繁， 族群文化认同情况也更具动态性与更显复

杂， 也更值得我们去考察与研究。 清莱府是泰国最北端的经济重镇， 地处泰、 中、 缅、 老四国经

济重要地带， 也是边境贸易、 投资和旅游门户， 还是云南籍华人的最重要的聚居地之一。 同时， 

学生作为社会中的特殊群体， 其文化认同情况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 （Wang, 2000； Wang 2006； 

Zhang & Lu, 2009； Zou, 2012）。 因此， 我们以清莱府经济特区的云南籍华裔中学生为研究对象

来考察与探讨其族群文化的认同问题。

研究设计

1. 研究目的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探析泰北清莱府经济特区云南籍华裔中学生族群文化认同的现状与

发展趋势， 以期为海外华裔群体文化认同研究提供个案， 同时为政府制定相关民族文化政策促进

该族群的稳定发展提供参考。

2. 调查范围与对象

我们将调查范围限定为清莱府经济特区且云南籍华裔学生较为集中的四所中学： 美赛县

的美赛中学和鹏博冠学校、 清盛县的清盛中学与清孔县的回索中学。 根据各校云南籍华裔学生的

分布情况， 我们的调查对象包括了初中生和高中生， 但以高中生为主。

3. 问卷设计、 发放与回收

本问卷设计根据Fei （2004） 民族多层次的说法和Zhao & Xu （2014） 的基本概念以及各

种认同之复杂程度的差异性将问卷内容分为政治身份认同 （2题）、 社会关系状况 （3题）、 习俗认

同 （24题）、 宗教信仰认同 （2题）、 语言认同 （9题） 五个方面， 共40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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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放与回收问卷时， 采取的是当堂调查、 现场指导、 立即收回、 随后抽查访谈的形式。 

我们在四所中学共发放了221份问卷， 其中收回的有效问卷为206份。 为了便于统计， 我们从有效

问卷中随机选择了200份问卷进行统计与分析。

调查结果与分析

1. 政治身份认同

政治身份认同是个体是否感到属于某个国家的公民的主观感觉， 是华族形成的标志 

（Zhang & Lu, 2009）。 我们主要从国籍认同和对泰国社会的责任感来衡量当代云南籍华裔中学

生之政治身份认同程度。

表1 你觉得自己是？

泰国人 泰国云南人 中国云南人 未选择

11.5% 65% 22.5% 1%

由表1可知， 认为自己是“泰国人”和“泰国云南人”的人数合计占76.5%。可以看出， 多数

当代云南籍华裔中学生毫无疑义地认同自己作为泰国籍公民的政治身份。 值得注意的是， 有65%

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是“泰国云南人”， 仅有11.5%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是“泰国人”。 这显示出调

查对象在认同自己泰国国籍的同时， 表现出明显的民族认同倾向。 这表明， 当代泰国云南籍华裔

青少年只是基本完成了所在国的政治认同。

表2 你觉得为泰国服务是你未来的责任吗？

是 否 无所谓 未选择

57.5% 9.5% 32.5% 0.5%

从表2来看， 认为为泰国服务是自己未来的责任的人数占57.5%，仅有9.5%的调查对象认为

为泰国服务不是自己未来的责任。 也就是说， 有近六成的当代云南籍华裔中学生将为泰国社会服

务当着自己的责任。

综合表1、 表2不难发现， 清莱经济特区当代云南籍华裔中学生基本上已经完成了所在国

的政治认同， 他们在在政治上已初步认同当地国家， 只是认同程度还并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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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会关系状况

这里的社会关系指的是华人与泰国人的横向联系， 这种关系可以看作是华人融入泰国社

会的关键性表现。 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探讨。

表3 你会积极参加哪种社团活动？

华人社团 泰国社团

63.5% 36.5%

从表3可知， 在云南籍华裔中学生中， 仅有36.5%的人愿意参加泰国社团活动。 作为华人

社会重要支柱的华人社团在泰国社会仍然得到了延续与发展。

表4 你希望自己的配偶以后是？

华人华裔 纯泰族人 中泰混血儿 中国大陆人或台湾人 都可以 未选择

21.5% 3% 15.5% 7% 52.5% 0.5%

族际通婚是民族融合的重要指标， 能够反映各民族之间的深层交往状况。 据表4可知，  

在族际通婚的可能性方面， 52.5%的调查对象对自己以后的配偶的血统持“都可以”的态度， 只有

21.5%的要求以后的配偶是华人华裔。 这表明， 有一半以上的当代云南华裔中学生已经能接受族

际通婚。 这也反映当代云南籍华裔中学生开始更为积极地融入当地社会。

表5 你的朋友大多数是？

华人华裔 纯泰族人 中泰混血儿

44.5% 21% 34.5%

从表5来看， 在交际范围上， 44.5%的云南籍华裔中学生的朋友是华人华裔， 其次是中泰

混血儿 （34.5%）。 清莱经济特区当代云南籍华裔中学生的交际范围大多数仍为有华人血统的人， 

选择与纯泰族人交际的学生仅占约五分之一。

可见， 在社会关系上， 清莱经济特区当代云南籍华裔中学生并未高度融入泰国多元民族

相互融合的主流社会 (mainstream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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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习俗认同

本研究主要考察了云南籍华裔中学生对中华和当地华族习俗各方面的认同情况。

 3.1 称谓认同方面

 一般来说， 愿意保留华人特征的华人都很重视自己的祖姓。 因此， 保留和使用中文姓

名这种语言文字符号， 是对汉语言文化的认同， 也是对华人身份的认同。

表6 你觉得华裔是否一定要有中文名字？

是 否

82% 18%

表7 你通常用什么语言称呼你的家庭成员？

普通话或国语 云南话 泰语

14.5% 74% 11.5%

 从表6-7可以看出， 绝大多数 （82%） 云南籍华裔中学生认为华裔应该有中文名字， 并

且有74% 的云南籍华裔中学生用云南话称呼自己的家庭成员。 这表明当代云南籍华裔中学生在

称谓方面认同并保持着具有中国地方特色的称呼习惯， 被真正的泰籍人就应取用泰文名的泰国主

流意识同化的趋势很不明显。 他们保留了华人身份的表征， 这是对汉语言的认同， 也是对中华传

统文化和华人身份的认同。

 3.2 华族婚庆丧葬习俗认同方面

表8 你是否同意华人应该保留自己的习俗？

同意 不同意

98.5% 1.5%

表9 你是否愿意在婚丧嫁娶等重大事情方面遵从华人习俗？

是 否 未选择

82.5% 17%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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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你是否会和家人一起祭祀祖先？

是 否 未选择

73% 25% 2%

 从表8-10来看， 几乎所有 （98.5%） 云南籍华裔中学生都认为华人应该保留自己的习

俗。 绝大多数 （82.5%） 云南籍华裔中学生愿意在婚丧嫁娶等重大事情方面遵从华人习俗。 大多

数 （73%） 云南籍华裔中学生会和家人一起祭祀祖先。 这些统计结果表明， 当代云南籍华裔中学

生在华族婚庆丧葬习俗方面的认同优势十分明显。

 3.3 中国节庆认同方面

 由表11-13可知， 90%的云南籍华裔中学生都认为华人应该过中国的传统节日。 高达 

82.5% 的云南籍华裔中学生喜欢过春节， 然后依次是中秋节 （54.5%）、 端午节 （26%）、 元宵节  

（24%）、 重阳节 （10%）。 61.5%的云南籍华裔中学生认为中国的春节和泰国的宋干节同样重要， 

36.5%的学生认为春节更重要， 仅有2%的学生认为泰国的宋干节更重要。 统计结果表明， 中国节

庆日在当代云南籍华裔中学生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他们对中国节庆的认同度较高， 特别是对

春节的认同度是最高的。

表11 你觉得华人是否应该过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

是 否

90% 10%

表12 你喜欢过哪些中华民族传统节日？

春节 端午节 中秋节 元宵节 重阳节 未选择

82.5% 26% 54.5% 24% 10% 0.5%

表13 你觉得春节和宋干节哪个更重要？

春节 宋干节 同样重要

36.5% 2%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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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传统文化与饮食认同方面

 由表14-16可知， 云南籍华裔中学生所知道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多种多样， 所占比率

排在前五位的依次是中药 （65.5%）、 针灸 （54.5%）、 风水 （51.5%）、 变脸 （49.5%）、 属相 （41.5%）。 

也就是说， 云南籍华裔青少年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中药、 针灸、 风水、 变脸、 属相等习俗文化认

同度最高。 在饮食文化习俗方面， 有62.5%的云南籍华裔中学生都喜欢喝中国茶， 52.5%的云南籍

华裔中学生的日常饮食都是中泰餐各占一半。 值得注意的是， 以中餐为主的华裔学生所占比例 

（29%） 明显地超过以泰餐为主的学生比例 （19.5%）。 这表明， 当代云南籍华裔中学生在中华民

族饮食文化习俗的认同方面比较积极， 认同程度较高。

表14 你知道哪些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风水 属相 针灸 中药 拔火罐 变脸

51.5% 41.5% 54.5% 65.5% 39% 49.5%

京剧 川剧 阴阳 五行 占卜算命 其他

32.5% 19% 32% 19.5% 37% 4.5%

表15 你是否喜欢喝中国茶？

是 否

62.5% 37.5%

表16 你在家的日常饮食特征是？

以中餐为主 以泰餐为主 中泰餐各占一半

29% 19.5% 52.5%

 3.5 中华传统美德与中国精神代表人物认同方面

 从表17来看， 云南籍华裔中学生对中华民族的众多传统美德都持认同态度， 其中孝敬

父母、 尊老爱幼、 尊师重教、 诚实守信、 勤俭节约等美德都得到了一半以上的云南籍华裔中学生

的认同。 特别是对孝敬父母这一美德的认同度最高， 达到了83%。 对其他美德的认同度虽然不到

一半但也接近一半。 可见， 当代云南籍华裔中学生对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的认同度很高。



Chinese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Management Vol.3 No.1, 201966

Indexed in the Thai-Journal Citation Index (TCI 2)

表17 你认为哪些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勤俭

节约

尊老

爱幼

阖家

欢乐

诚实

守信

尊师

重教

谦虚

谨慎
孝敬父母

团结

友爱

长幼

有序

52% 70.5% 47% 61% 70.5% 41.5% 83% 46% 46%

表18 你觉得谁可以代表华人精神？

孔子 电影明星 体育明星 政治家 企业家 其他 未选择

75% 20.5% 13.5% 21% 16% 3.5% 2.5%

 由表18可知， 在代表华人精神的认同方面， 高达75%的学生选择孔子， 然后依次是政

治家 （21%） 和电影明星 （20.5%）。 经过访谈， 学生选择孔子的主要原因是孔子为中华教育做出

了很大的贡献， 是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 加之世界各国都有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 更是让他们

觉得孔子代表了中国的精神。 选择政治家的原因是他们觉得政治家， 特别是外交官经常代表一个

国家的形象。 选择电影明星则是因为他们的国际声望或者明星效应， 这符合调查对象的心理年龄

特征与认知特点。 调查对象选择体育明星和企业家的人很少， 原因在于他们对这方面的信息缺乏

了解， 这显示出云南籍华裔中学生或所接受的教育中忽视了当代中国的鲜活文化内涵。

 3.6 艺术认同方面

 从表19可知， 当代云南籍华裔中学生对中国电视剧、 中国电影、 武术杂技、 中国工艺

品喜欢比率高达80%以上， 对中国画、 中华古诗词、 中国书法的喜欢率也达到了70%以上。 对其

他中华艺术的喜欢率都超过了50%。 可见， 当代云南籍华裔中学生总体上对中国的艺术认同比较

积极。 值得注意的是， 调查对象对中国电影和电视剧的喜欢比率最高， 这说明作为中华艺术之一

的中国影视对当代云南籍华裔中学生的影响相当大， 无疑也将对汉语言文字以及中国文化的传播

起到重要作用。 调查对象中选择对中华古诗词和中国戏剧“不知道”的比率分别为20%和35.5%， 

这表明部分调查对象对中华古诗词和中国戏剧觉得陌生。 这与中华古诗词和中国戏剧比较偏离他

们的日常生活或生活的社会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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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9 调查对象是否喜欢中华艺术的情况

电视剧 电影
舞龙

舞狮

民族

舞蹈

武术

杂技
工艺品 中国画

中国

书法
古诗词

中国

戏剧

是 84% 86.5% 60% 64.5% 80% 80.5% 77.5% 71.5% 72% 54%

否 16% 13.5% 39.5% 35.5% 20% 16.5% 20% 28.5% 8% 10.5%

未选择/

不知道
0% 0% 0.5% 0% 0% 3% 2.5% 0% 20% 35.5%

4. 宗教信仰认同

表20 你信仰的宗教是？

佛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 天主教 道教 没有

53% 36% 3.5% 4% 4% 3.5%

宗教信仰认同是族群文化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泰国法律上并未规定哪种宗教是国教， 

但绝大多数民众都信仰佛教。 从表20可知， 有53%的云南籍华裔中学生都信仰佛教， 其次是基督

教 （36%）， 信仰其他宗教的人数不多， 也很少有人不信仰宗教。 但值得注意的是， 经过访谈， 我

们发现调查对象信仰的佛教与泰族人信仰的佛教并不完全相同。 调查对象既会去泰式寺院， 也会

去中式寺院。 也就是说， 他们信仰的佛教既包括了本国的佛教也包括了祖辈们传承下来的中国佛

教。 同时。 我们还注意到， 还有4%的调查对象信仰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 这一华人宗教的存在， 

标志着当前云南华裔民族文化和传统信仰仍然存在， 也标志着华人社会依然存在。 也就是说， 当

代云南籍华裔中学生在宗教信仰方面既融入了泰国以佛教为主要宗教信仰的主流社会， 又保留着

中华民族的宗教信仰。 这表明当代云南籍华裔中学生对中华文化抱有亲近的愿望， 中华民族的文

化和传统信仰在这里部分地得到了保存。

表21 你会参加宗教仪式吗？

经常会 从来不会 偶尔参加 未选择

43% 10.5% 41.5% 5%

再从表21来看， 有43%的云南籍华裔中学生经常会参加宗教仪式， 偶尔参加的有41.5%， 

从不参加的仅为10.5%。 这表明当代云南籍华裔中学生对宗教的认同在行为上比较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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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当代云南籍华裔中学生在称谓、 华族婚庆丧葬习俗、 中国节庆、 中国传统文化与

饮食文化、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中华艺术等认同方面比较积极， 认同程度较高。 但在宗教信仰

方面， 当代云南籍华裔中学生在宗教信仰方面既融入了泰国以佛教为主要的宗教信仰的主流社

会， 又保留着中华民族的宗教信仰。

5. 语言认同

一般认为， 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承载体， 也是民族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 语言认同是

族群认同的一个重要标志， 也是区分不同文化认同程度的核心内容。 有关语言认同我们主要考察

了调查对象的语言使用、 语言态度与语言期望。

 5.1 语言使用方面

 根据调查结果表22， 总体上， 调查对象最常用的语言是泰语（57%）， 其次是汉语 

（42.5%）。

表22 你最常用的语言是？ (数据引自Wangtakwadeen & Lin, 2017:182)

泰语 汉语（含云南话） 英语 未选择

57% 42.5% 0.5% 0

 从表23来看， 多数调查对象着急时第一反应会使用泰语。 这说明多数调查对象最熟悉

的语言是泰语。 这与泰语的整体使用频率最高相符。

表23 你着急时， 第一反应使用哪种语言？ (数据引自Wangtakwadeen & Lin, 2017:184)

汉语（含云南话） 泰语 汉泰同用 其他

26% 46.5% 27% 0.005%

 由表24可知， 多数调查对象想问题时最常用的语言是泰语。 这进一步说明多数调查对

象最熟悉的语言还是泰语。 但值得注意的是， 想问题时“汉泰同用”的调查对象也不少， 接近于泰

语的使用频率。 这表明调查对象双语能力较为突出。

表24 你想问题时最常用哪种语言？ (数据引自Wangtakwadeen & Lin, 2017:184)

汉语 泰语 汉泰同用

27.5% 38.5%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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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2-24的统计结果表明， 泰语已经成为云南籍华裔中学生使用的最主要的语言。 也

就是说， 当代云南籍华裔中学生对泰语有了较高的认同度， 但同时汉语的使用率也不低。

 5.2 语言态度与语言期望方面

 从语言角度讲， 语言代表一个群体， 代表一个群体或个人在社会上的价值。 也就是说， 

语言也是一个族群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对语言的态度实质上就是对使用该语言族群的态度。

表25 你觉得汉语普通话？ (数据引自Wangtakwadeen & Lin, 2017:185)

非常好听 比较好听 一般 不太好听 不好听

33.5% 43.5% 23% 0% 0%

 由表25可知调查对象认为汉语普通话“比较好听” 的比例最高， 为43.5%。“非常好听”

和“比较好听”两项合计占77%。

表26 你觉得英语？ (数据引自Wangtakwadeen & Lin, 2017:185)

非常好听 比较好听 一般 不太好听 不好听 未选择

31% 42% 23% 2% 1% 1%

 由表26可知调查对象认为英语“比较好听”的比例最高， 为42%。“非常好听”和“比较好

听”两项合计占73%。

表27 你觉得泰语？ (数据引自Wangtakwadeen & Lin, 2017:185)

非常亲切 比较亲切 一般 不太亲切 不亲切

27% 36.5% 35% 1.5% 0%

 由表27可知调查对象认为泰语“比较亲切”的比例最高， 为36.5%。 其次是35%的调查

对象认为泰语“一般”， 所占比率较高。“非常亲切”和“比较亲切”两项合计占63.5%。

表28 你觉得云南话？ (数据引自Wangtakwadeen & Lin, 2017:185)

非常亲切 比较亲切 一般 不太亲切 不亲切

36% 33% 27.5% 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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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28可知调查对象认为云南话“非常亲切”的比例最高， 为36%。 其次是“比较亲切”

占33%。 两项合计占69%。

图1 觉得各种语言非常好听 （非常亲切） 和不好听 （不亲切） 的比率图 (数据引自 Wangtakwadeen 

& Lin, 2017:186)

调查对象对汉、 英两种语言， 认为汉语比英语好听， 并且还有1%的人认为英语不好听； 

对泰语和云南话， 他们认为云南话更亲切， 但也有1.5%认为云南话不亲切。 也就是说， 在语言心

理上， 调查对象对于汉语与英语两种语言更喜欢汉语， 对于泰语和云南话更喜欢云南话。 而综合“

非常好听”和“比较好听”、 “非常亲切”和“比较亲切”来看， 调查对象相对来说最喜欢的是汉语 

（77%）， 然后依次是英语 （73%）、 云南话 （69%）、 泰语 （63.5%）。 这表现出调查对象对汉语极大

的认同感。 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 总体上， 调查对象对各种语言的态度都比较积极。

表29 如果有人用汉语流利地说话， 你感到？ (数据引自Wangtakwadeen & Lin, 2017:186)

想一样 没感觉 不喜欢 其他

54.5% 44.5% 0.5% 0.5%

由表29可知从语言心理上， 我们发现， 大多数调查对象 （54.5%） 是羡慕汉语说得流利的

人。 另外， 经过访谈我们了解到， 选择“没感觉”的多数人的理由是因为自己也能很流利地说汉语， 

所以“没感觉”， 并不是不羡慕。 选择“其他”的学生的回答是“一般”。

表30 你认为哪种语言对自己的未来最重要？ (数据引自Wangtakwadeen & Lin, 2017:187)

泰语 汉语 英语

7.5% 44.5%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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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表30不难发现， 有近一半的调查对象都认为英语对自己未来发展最重要。 也就是说， 他

们对英语的语言期望最高。 这跟英语是全国中学生的必修课与升学必考科目密切相关， 因此师生

和家长都比较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汉语目前被多数中学定为选修课， 但调查对象认为它的

重要性远超过泰语， 而且十分接近英语。 这表明调查对象学习汉语的意愿强烈。

表25-30表明， 总体上， 调查对象对各种语言的态度都比较积极。 调查对象相对来说最喜

欢的是汉语， 然后依次是英语、 云南话、 泰语。 并且有多数调查对象羡慕汉语说得流利的人。 同

时， 多数调查对象更看好英语， 对英语的语言期望最高。 但与对汉语的期望差异不明显。 这些统

计结果显示， 当代云南籍华裔中学生学习汉语的意愿依然强烈。

由上可知， 当代云南籍华裔中学生对泰语的认同度相对最高， 但他们学习汉语的意愿依

然强烈， 认同度也较高。 Wang （2006） 指出， 语言学研究证明， 人类在习得一种语言的过程中， 

必然形成一种相应的自我认同， 也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情感系统。 这种自我认同与使用的语言息

息相关。 当代云南籍华裔中学生大量地学习与使用汉语或汉语方言， 说明他们仍然保留着较强的

中华文化认同意识和华人认同意识。

讨论

根据上述对清莱经济特区当代云南籍华裔中学生政治身份认同、 社会关系状况、 习俗认

同、 宗教信仰认同、 语言认同共五个方面的调查结果与分析， 我们作如下讨论。

1. 调查对象的族群文化认同表现出双重性与多元化特征

 1.1 调查对象之文化认同的双重性

 根据调查结果已知， 在政治身份认同方面， 多数调查对象在国籍方面认同自己作为泰

国籍公民的政治身份且把为泰国社会服务当着自己的责任， 同时认同自己是云南人的民族认同倾

向也十分明显。 在习俗认同方面， 多数调查对象认为中国春节和泰国宋干节同样重要。 在宗教信

仰方面， 调查对象既信仰泰国佛教， 同时也保留了对祖辈带来的中国佛教的信仰。 在饮食方面， 

多数调查对象的日常饮食都是中泰餐各约占一半。 这些无疑是调查对象文化认同双重性的具体表

现。 Coughlin （1955, 1960） 认为， 泰国华人虽然在国家认同上倾向于泰国， 但仍保持着一定的

本民族文化认同， 因此泰国华人的认同是双重认同 （double identity）。 本调查结果证实了这一观

点。 他们既认同泰国文化， 又认同中国文化。

 1.2 调查对象之文化认同的多元化特征

 从调查结果可知， 在政治身份认同方面， 虽然多数调查对象认同自己是泰国云南人， 

但也有一部分人认同自己是泰国人、 中国云南人。 在社会关系状况方面， 多数人表示会积极参加

华人社团的活动， 同时也又不少人表示会积极参加泰国社团的活动。 并且多数调查对象表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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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配偶是纯泰族人、 中国人、 华人华裔、 中泰混血儿都可以。 在习俗认同与宗教信仰认同方面， 

多数调查对象认同华族的称谓、 婚庆丧葬习俗、 传统节庆、 传统文化与饮食、 中华传统美德与精

神代表人物、 中华艺术， 但同时也存在少数人不认同这些习俗文化。 调查对象信仰的宗教包括了

佛教、 基督教、 天主教、 伊斯兰教、 道教等多元宗教。 在语言认同方面调查对象对泰语、 汉语、 

英语、 云南话的态度都比较积极。 他们最常使用的是泰语， 觉得云南话最亲切， 最喜欢汉语， 对英

语的语言期望相对最高。 这些调查结果都呈现出调查对象文化认同的多元化特征。 Tong & Chan 

(2001) 通过对泰北的云南籍华侨华人调查研究认为， 种族认同其实是一个充满矛盾的、 复杂的、 

相互影响和动态的过程。 泰国华人的认同是多元的、 复杂的。 Na （2012:78） 也指出： “对于泰北

云南华人来说， 他们的认同是多层次的。”本调查结果也印证了以上两位学者的结论。

2. 调查对象的族群文化认同与对所在国及文化的认同仍将并存

政治身份认同方面的调查结果表明， 多数调查对象在政治上初步认同当地国家， 民族认

同倾向仍然明显。 社会关系状况方面的调查结果表明， 虽然多数调查对象愿意接受族际通婚与少

数调查对象愿意跟纯泰族人交朋友， 积极融入泰国社会， 但并未高度融入泰国主流社会。 习俗认

同的调查结果表明， 调查对象的习俗认同虽然存在双重性与多元化特征， 但总体上对中华民族的

习俗认同程度仍然比较高。 宗教信仰认同的调查结果表明， 调查对象既信仰泰国的佛教又信仰祖

辈带来的中国佛教， 且常去泰式与中式寺庙。 语言认同的调查结果更是表明， 大多数调查对象对

汉语的认同依然较强。 这些调查结果显示， 虽然调查对象正积极地融入与认同所在国及文化， 但

其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意识依然强烈， 这表明这种对所在国及文化认同与族群文化的认同仍将并

存。 Hill (1998) 也认为泰北华人并不像其他地方的华人那样已经深深地同化到泰国社会， 在泰

北， 并没有强大的推动力促使其同化。 Na （2012） 也认为泰北云南华人依然保持着自身的文化。 

我们的调查结果证实了两位学者的观点。

3. 华文教育在当地的发展与调查对象之族群文化认同程度密切相关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 当它作用于文化的时候， 它是文化信息的最重要载体

和容器 (Xu, 1991)。 语言学的研究证明， 人类在习得一种语言的过程中， 必然形成一种相应的自

我认同， 也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情感系统， 包括内在的情感 (如个性) 和外在的情感 (如文化)。 

这种自我认同与使用的语言息息相关。 人类跟自己的文化认同， 也跟自己的语言认同， 这就是  

“语言自我”(language ego) 的概念。“语言自我”是自我认同的一部分 （Sheng, 1990）。 Na （2012: 

78） 指出： “云南华裔在有限的条件下， 坚持开办华文学校。 让后代能够有机会接受华文教育， 在

学校里接受中国文化的熏陶， 这种培养方式是增进对中国文化之了解的最好的途径。” 据我们考

察， 如今在泰北清莱府共有60余所华文学校， 这些学校绝大多数分布于云南村， 绝大多数云南华

裔从小就接受华文教育。 他们能多少不一地习得和使用汉语及其方言， 说明他们仍然保留了与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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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息息相关的中华文化的认同意识和华人认同意识。 因此， 我们认为华文教育在清莱府的发展

是云南华裔族群文化认同程度较高的重要原因， 两者关系密切。

结语

综上所述， 从调查对象之国籍认同和对泰国社会的责任感来看， 清莱经济特区当代云南

籍华裔中学生基本上已经完成了所在国的政治认同， 他们在政治上已初步认同当地国家， 只是认

同程度还并不高。 从调查对象参加社团活动、 族际通婚、 交际范围来看， 在社会关系上， 虽然当

代云南籍华裔中学生积极地融入当地社会， 但并未高度融入泰国多元民族相互融合的主流社会。 

从调查对象之称谓、 华族婚庆丧葬习俗、 中国节庆、 中国传统文化与饮食文化、 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 中华艺术等习俗认同方面来看， 当代云南籍华裔中学生对中华民族的习俗文化的认同程度

较高。 但在宗教信仰这一习俗方面， 当代云南籍华裔中学生在宗教信仰方面既融入了泰国以佛教

为主要宗教信仰的主流社会， 又保留着中华民族的宗教信仰。 从调查对象的语言使用、 语言态度

与语言期望来看， 当代云南籍华裔中学生对泰语的认同度相对最高， 但他们学习汉语的意愿依然

强烈， 对汉语的认同度也较高， 这说明他们仍然保留着较强的中华文化认同意识和华人认同意识。 

总之， 清莱经济特区当代云南籍华裔中学生总体上对中华民族的族群文化认同感仍然较强。 同时， 

调查对象的族群文化认同表现出双重性与多元化特征， 并仍将与对所在国及文化的认同并存， 且

与华文教育在当地的发展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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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 选取广西地区具有代表性的16个少数民族体育旅游社区居

民作为研究对象， 以居民感知 （利益感知、 成本感知） 为中介变量， 构建了社区满意度和旅游支

持度关系模型。 运用SPSS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探讨了社区满意度、 居民感知 （利益感知、 

成本感知） 和旅游支持度之间关系。 结果显示： （1） 社区满意度通过居民感知 （利益感知、 成本

感知） 的中介效应影响旅游支持度； （2） 社区居民对本社区体育旅游管理支持行为更多地取决于

利益感知， 而不是成本感知。 本研究结论为科学评估少数民族体育旅游社区居民的利益感知和成

本感知的作用、 增强居民社区满意度、 获得社区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更大支持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

据和实践参考。

关键词: 体育旅游  居民感知  社区满意度  中介变量  旅游支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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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based on stakeholder theories, selects 16 residents from representative minority 

sports tourism communities in Guangxi Regio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with local resident perceptions 

(benefit perception and costs perception) as the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 order to build a relational  

model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ty satisfaction and tourism support. The statistical software 

of SPSS was utilized to analyze the data so as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 among community satisfaction, 

local resident perceptions, and tourism support.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Community satisfaction affects 

tourism support through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of resident perception (benefit perception and costs  

perception); (2) The support from the community residents for the sports tourism management in their 

community depends more on the perception of interests than the perception of cost. This study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scientifically assessing the role of benefit perception and 

cost perception, enhancing resident satisfaction with the community, and gaining more support from 

community residents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Keywords: Sports tourism, resident perception, satisfaction with community, intervening variables, 

tourism support.

引言

体育旅游是游客在旅行过程中， 依赖旅游地的自然环境、 人文环境完成体育体验的一种

社会文化活动 (Song, 2010)， 它是兼具体育功能和旅游业特性的新型旅游方式。 通过体育旅游资

源开发， 对社区的产业结构调整、 增加从业人员、 带动相关产业协同发展、 促进社区文化保护等

方面产生积极作用， 特别是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He & Hu, 2017)。 在给旅游地

居民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 也不可避免的对其正常生活带来干扰， 如交通拥挤和生活物质价格 

上涨 (Guo, Guo & Li, 2018)、 对当地文化和历史遗址造成破坏等 (Andereck & Nyaupane, 2011)

。 因此， 作为参与主体的社区居民支持旅游的态度， 对旅游地可持续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

居民支持旅游发展的重要性体现在以下两点： 一是当地居民在日常生产、 生活中体现的

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征是推动旅游产业发展的基础， 没有社区居民的支持， 旅游产品的魅力影响会

大幅度降低 (Nunkoo & Ramkissoon, 2012; Guo et al., 2018)； 二是居民态度冷漠甚至与游客

发生矛盾、 冲突， 会直接影响游客重游意愿， 甚至通过媒体放大， 给旅游地声誉带来巨大负面影

响 (Wang & Lu, 2014; Kim, Jun & Walke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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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发展体育旅游与社区居民的关系来说， 以往研究主要围绕旅游地与体育旅游相关的企

业管理 (Liu, 2010)， 多强调体育旅游的社会经济意义 (Kim et al., 2015)， 甚至不少研究已经以 

“互联网+体育旅游” 为切入点展开研究 (Wu, 2017)， 力图使用技术和效率健全社会力量的参与

和博弈 (Garrod, Fyall, & Reid, 2012)， 不断提高体育旅游与社区居民的关系 (Wang & Lu, 2014; 

Wang, 2014)， 但关注不同主体的诉求差异较少， 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居民对发展旅游获益感

知的诉求。 因此， 关注社区居民在体育旅游资源开发中的感知状况， 这对于处理好旅游开发企业、 

当地政府和居民的关系， 争取获得居民的最大的理解和支持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文献综述

社区居民旅游感知的研究涉及居民对旅游地社会、 文化和环境以及经济影响的认知， 同

时涉及旅游发展感知 (Zamani & Musa, 2012)、 保障机制 (Lu, Zhang, Li, Yang, & Tang, 2008; 

Lu, Chen & Pan, 2010)、 不同群体的利益博弈 (Garrod et al., 2012)、 支持度模型和影响机理 

(Wang, 2014) 等方面。 其中， 体育旅游感知方面的研究侧重于通过体育赛事感知对当地旅游业

的影响 (Huang, 2015)、 民俗文化发展过程中有关体育旅游的感知体验 (Wang, Wang & Chen, 

2011)、 通过体育活动项目感知和总体满意度的感知研究休闲体育旅游的竞争力 (Zhang & Wu, 

2013; Shipway, 2016)、 通过社会交换理论研究体育旅游与体育赛事消费感知关系 (Hritz & 

Franzidis, 2018)、 通过体育节市旅游影响感知旅游地文化形象和市场化关系等 (Liu, 2010)。

综合现有研究成果， 发现以下三个方面值得进一步探讨： 第一， 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研究

情境， 认为居民旅游地的感知 （利益感知、 成本感知） 对旅游开发的满意情况存在着较强的内在

联系 (Vargas & Plaza-Mejia, 2009)。 有学者研究显示， 对社区发展旅游满意度较高居民积极影

响感知占据优势， 而不满意的居民则显示消极感知较为强烈 (Nunkoo & Ramkissoon, 2010)。 值

得注意的是， 虽然也有学者认同居民对消极感知强烈而对发展旅游不满意， 但还是出现支持旅游

发展的情况 (Wang, 2014; Wang & Lu, 2014)。 从现有研究进展看， 相关成果对此进行实证探讨

和解释较少， 这可能和社区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居民对改善生活的选择有关 (He & Hu, 2017; Guo 

et al., 2018)， 或者居民对旅游发展所带来的收益与成本的权衡 (Gursoy, Chi & Dyer, 2010) 后， 

出现因不满意出现支持或反对的现象。 因此， 这里设想中间可能受到旅游感知这一变量的影响。

第二， 有文献认为对利益感知和成本感知的测量是了解居民支持旅游开发意愿的主要手

段之一， 因利益感知对旅游支持度有正向影响 (Nunkoo & Gursoy, 2012) 和成本感知对旅游支

持度有负向影响 (Wang & Lu, 2014; Guo et al., 2018)， 社区居民所表现出的满意状况也有较

大差异； 在利益感知和成本感知对旅游支持度的影响方面， Wu， Huang & Ma (2004) 认为发展

旅游需要考虑社区的文化与民族性， 确保居民综合考量利益感知和成本感知， 获得公平分配；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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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08) 指出， 受旅游社区经济发展水平、 社区居民对旅游业的依赖程度的影响， 社区居民

基于利益感知和成本感知对发展旅游的支持程度也会不同。

第三， 学者关注发展体育旅游对旅游地居民的经济产生影响研究， 较多的集中体现在经

济利益方面， 对于居民感知与文化破坏和生态污染的关系较少提及 (Weed, 2005)。 学者 Wise & 

Peric (2017) 通过对体育旅游发展的社会条件和居民感知的社会影响进行研究， 多角度分析并明

确了发展体育旅游对旅游目的地居民和社会整体的影响， 指出了发展体育旅游对社区居民的  

“利益感知、 自豪感、 社区发展、 与外界交通、 成本感知”等方面具有较大影响 (Kim et al., 2015; 

Lu, 2018)。 Lucrezi (2017) 采用模型、 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对体育旅游的活动进行了研

究， 认为通过当地企业和政府关系的互动， 可以实现体育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但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 以上研究没有深度分析旅游地居民感知对发展旅游的态度。 

因此， 考虑到发展体育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多方博弈的复杂性， 所涉范围广泛且利益相关者众多， 

从社区居民感知视角审视这一复杂过程， 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思路， 而且为研究者围绕不同

利益相关者对收益展开博弈， 将逐步为协调社区居民、 旅游开发企业、 当地政府的利益提供理论

和实践支持。

理论基础与假设模型

1. 理论基础

20世纪80年代， 著名学者弗里曼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理论， 强调它是基于某种利益基础上

对获得有利于维护自身法律权利和道德权利的见解， 同时从组织管理学上强调它是“离开组织的

支持就无法履行其职能的团体”。 不少学者结合各自的研究情境对此理论进一步发展并指出， 只

有所有利益相关者参与到管理过程中， 人们的行为将会持续， 才能获得其满意或支持， 才能在合

作与协同中形成事实上的合力， 促进组织进一步成长。 因此， 利益相关者理论以其可操作性、 表

述准确性和普遍性的优点获得了各界广泛的重视， 对其在各行业中研究和运用越来越多。

随着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提出， 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旅游管理及其相关领域的运用越来越

广泛， 对外界的影响已经出现了溢出效应， 更为旅游地居民合理评价旅游给社区带来的积极影响

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He & Hu, 2017)。 该视角认为： 社区居民在参与旅游发展过程中感知到有

益于自己的积极影响， 将对发展旅游积极支持， 如果感知到有损自己的利益， 将会对参与和发展

旅游产生消极影响， 甚至出现强烈反对旅游开发。 本研究以旅游社区最核心的利益相关者——社

区居民为研究对象， 分析社区满意度对发展体育旅游支持度的影响

2. 居民满意度对居民旅游感知的影响

社区满意度是社区居民对本社区开展活动、 事件的满意程度。 20世纪80年以来， 随着社

会各界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注持续升温， 旅游地居民感知正成为相关研究的热点。 从长远角度

看， 居民与社区的利益关联呈日趋紧密的发展趋势 (Li, 2007)， 通过旅游开发能够保持旅游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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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多样性， 保持当地独特文化的自信心， 开拓当地居民视野， 强化当地居民自豪感， 改善生活

质量， 最终大幅度提高主观幸福感 (He & Hu, 2017)。

居民感知分为利益感知和成本感知两个方面。 利益感知就是居民对获得或将获得利益的

感知。 与之对应的是居民成本感知， 它是指居民获得利益的过程中付出的代价。 有研究认为， 通

过发展社区旅游并实现旅游产业的繁荣， 必然增加了本地的就业机会、 从中发掘具有旅游开发价

值的产品 (Chen, 2011)、 促进了社区居民收入水平提高 (Zamani & Musa, 2012)、 提高了社区居

民生活质量 (Job & Paesler, 2013)， 进一步提高了社区满意度。 也有研究结果显示， 当居民感知

到发展旅游付出巨大的成本时态度会变得消极， 甚至会因为不满意而提出反对意见或抵制旅游的

发展 (Vargas & Plaza–Mejia, 2009)。 基于此， 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 利益感知对社区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

H2： 成本感知对社区满意度有显著负向影响。

3. 居民感知对旅游支持度的影响

在本文中， 旅游支持度就是居民对旅游开发或管理活动支持的程度。 一般来说， 旅游地

旅游开发过程中会出现如环境、 文化适应的问题， 其最终结果由社区居民承担。 因此， 社区居民

的对旅游支持是建立在其对利益感知还是成本感知强弱基础上， 并通过强弱判定支持程度。 有学

者对利益感知、 成本感知和旅游支持度的影响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但尚存在一定的争议。 有

研究证实， 居民利益感知对旅游支持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Mekawy, 2012)， 利益感知越强烈， 越

支持社区旅游的开发和管理。 Yoon (2002) 的研究结果显示， 居民成本感知对旅游支持度具有显

著的负向影响， 居民利益感知对旅游支持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有学者指出利益感知、 成本感知与旅游支持度之间的关系受当地社会经济状态等因素的

影响 (Nunkoo & Smith, 2013)， 在特定条件下， 部分居民会高度聚焦于旅游发展而引起的如环

境、 社会文化等消极变化。 居民由于对发展旅游带来的成本感知较为强烈， 会出现随着成本感知

的增高而减少支持的现象 (Lu et al., 2008)。 也有学者 (Gursoy, Jurowski & Uysal, 2002; Gursoy 

& Rutherford, 2004) 对居民旅游利益感知和旅游支持度的研究显示， 旅游发展在促进社区经济

发展、 社会进步、 文化繁荣的同时， 也不可避免的出现了环境恶化、 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高涨， 导

致其对发展旅游持否定态度。 基于此， 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 利益感知对旅游支持度有显著正向影响；

H4： 成本感知对旅游支持度有显著负向影响。

4. 社区满意度对旅游支持度的影响

从社会交换理论的角度看， 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的整体表达， 是在比较本社区旅游发展

中自己、 家庭成员及社区整体付出成本与获得收益综合评价后产生的结果体现。 因此， 社区居民

对旅游的发展是否满意或者满意程度至关重要 (Wang, 2014)。 Chen (2004) 认为社区满意度包括

社区生活环境、 社区内外的人际交往、 是否有安全感、 交通状况、 消费环境和文化生活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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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2000) 等人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人文环境、 社区治安等因素会对社区满意度产生影响。 这说

明了社区文化环境、 治安状况以及人际关系是否和谐等因素对社区满意度有着决定性作用， 是社

区发展与规划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 (Sirgy & Cornwell, 2001; Filkins & Allen, 2000)。 有研究

表明居民在精神层面上各因素的满意度与个体的社区满意度呈正相关， 如 Nunkoo & Smith (2013) 

认为社区满意度越高， 旅游支持度就越高。 基于此， 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5： 社区满意度对旅游支持度有显著正向影响。

5. 居民感知的中介效应研究

社会环境和居民心理感受密切相关。 游客旅游目的地选择是基于体验而非消费。 而居民

的态度直接影响着游客的重游意愿。 当地政府旅游政策， 尤其是发展初期的景区利益分配深刻影

响着社区满意度 (Yang, 2008)。 旅游地居民在获得较高的利益感知后， 对当地旅游开发将表达积

极支持的态度 (Liang & Hui, 2016)。 相反， 若感知到付出成本大于收益， 将会因不满意而出现

负向反馈， 在支持旅游开发方面表现出较强的消极态度。 一个让社区居民满意的旅游产业， 必然

在增加本地的就业机会、 从中发掘具有旅游开发价值的产品 (Chen, 2011)、 促进社区居民的收入

水平提高 (Zamani & Musa, 2012)、 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 (Job & Paesler, 2013) 方面有突出

表现， 才能使居民因感知到旅游的利益而支持。 有学者推测， 这可能是居民感知 （利益感知、 成

本感知） 有中介作用而影响其对旅游发展的支持。

因此， 对于通过利益感知、 成本感知的中介效应对旅游支持度的影响研究方面， 有不同

的观点。 如学者 Du, Su & Jiang (2012) 认为成本感知、 利益感知作为中介变量能够间接影响居

民的支持态度。 也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 认为根据旅游社区不同发展阶段会出现无中介作用、 有

中介作用的情况 (Wang, 2014)。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6： 社区满意度通过利益感知的中介效应影响旅游支持度；

H7： 社区满意度通过成本感知的中介效应影响旅游支持度。

6. 假设模型

通过上述研究发现， 针对自变量社区满意度、 中介变量居民感知 （利益感知、 成本感知） 

与因变量旅游支持度三者之间关系， 构建了假设模型。

图1 假设旅游支持度假设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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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1. 研究区域概况

广西现居住着壮、 瑶、 苗、 侗、 仫佬、 毛南、 京、 回、 彝、 仡佬等11个少数民族， 共有476

项传统体育项目， 有2项入选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8项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其中壮族共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134项， 竞技类18项、 游戏类34项、 舞蹈类12项、 表演类70项， 占

区域总量的49.3%。 从民间开展情况来看， 抛绣球， 抢花炮、 荡秋千、 打陀螺、 射弩等在各地开展

的较为广泛。

本研究关于选择社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方面， 步骤如下： 第一步， 2016年6月至2016年 

7月， 收集广西地区目前正在开展少数民族体育旅游活动的社区名单。 在广西体育局体育经济处

领导和广西旅游发展委员会信息与公共服务处、 产业促进处领导的帮助下， 获得了广西目前已经

进行开展少数民族体育旅游活动的社区名单和资料； 第二步， 2016年8月至2016年11月， 对所获

得的资料进行整理， 根据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 结合少数民族分布情况把所有社区分为成熟型、 

开发中逐渐走向成熟型社区、 具备开发条件正准备开发或起始社区三种类型共计230处。 通过5名

相关领域专家和学者对三种类型社区名单及资料进行再次确认， 最后整理出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各

社区名单。 所有5名专家一直认为， 具备开发条件正准备开发或起始阶段的不适宜本研究， 应予以

排除。 最后获得了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成熟型社区48处、 开发中逐渐走向成熟型社区64处； 第三步， 

2016年12月， 对广西少数民族分布状况和行政区划的综合考量， 通过基于发展成熟程度的按比例

分层抽样， 获得了广西地区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成熟型社区， 如柳州融水苗族风情街 （苗）、 程

阳侗族八寨景区 （侗）、 荔浦丰鱼岩 （瑶）、 龙胜百面瑶寨 （瑶）、 金秀古占瑶寨旅游景区 （瑶）、 

伊岭岩景区 （壮）、 靖西旧州绣球街 （壮） 等； 开发中逐渐走向成熟型社区， 如隆林德峨 （苗）、 

西林县那岩屯 （壮）、 那坡县达腊村 （彝）、 那坡黑衣壮风情园 （壮）、 田阳古美 （壮）、 田阳敢壮

山 （壮）、 南丹白裤瑶民族风情园 （瑶）、 环江牛角寨 （毛南族）、 罗城古镇船形街 （仫佬） 等16个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旅游社区作为研究对象。

2. 测量工具

使用Wang (2014)博士论文成熟量表， 包括控制变量、 自变量、 中介变量、 因变量等。 控

制变量有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三项； 自变量社区满意度有5项 （对生活质量满意、 理想居住之

地、 有困难能得到帮助、 总体现状满意、 比在其他地方生活更满意）； 中介变量利益感知有5项  

（增加就业机会、 居住环境改善活水平提高、 企业为居民提供服务、 减少外出就业人数、 使多数

人受益）， 中介变量成本感知有5项 （环境污染、 生态破坏、 物价上涨、 生活受到干扰、 总体状况

不佳）； 因变量旅游支持度有5项 （支持旅游业在本地的发展、 促进本地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旅

游发挥重要经济作用、 欢迎旅游者到访、 支持政府旅游发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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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问卷设计及量表结构分析

调查问卷采用5分制李克特量表， 以“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一般、 同意、 非常同意”， 赋

分从左到右为1至5分。 调研从2017年4月份逐步开展， 每调研现场共计4人， 其中1人熟悉当地语

言负责现场翻译工作， 1人负责现场录音， 1名旅游学或管理学博士研究生负责问卷发放及回收工

作， 1名具有硕士学位的工作人员负责现场记录工作。 问卷共计发放500份， 实际回收500份， 经过

剔除无效问卷后， 获得有效问卷460份， 有效率为92%。 在调查样本中， 性别结构上， 男女比例相

当， 各占50%； 受访对象年龄45-64岁及65岁及以上两项占中人口的50%， 较为集中； 受访对象文

化程度以小学和初中为主， 占总人口的59.4%。

实证结果与分析

数据通过了SPSS信度 （各维度和总体 Cronbach’s 系数均大于0.7） 和效度检验 （各维度

和总体KMO值均大于0.7）， 样本符合正态分布并通过了多重共线性检验。 本文使用温忠麟 （Wen 

& Ye， 2014） 的中介效应检验流程， 判断中介变量对社区满意度和旅游支持度的影响是完全中

介还是部分中介。 本文有两个中介变量， 逐步检验如下：

1. 利益感知对社区满意度和旅游支持度的中介效应分析

表1 利益感知对社区满意度和旅游支持度的中介效应分析 （N=460）

自变量
旅游支持度

变量
利益感知

C1 t 值 a1 t 值

社区满意度 0.743** 16.751 社区满意度 0.645** 18.243

F 值 140.594** 81.177**

R2 0.564 0.456

Adj—R2 0.553 0.411

自变量
旅游支持度

变量
旅游支持度

b1 t 值 C1* t 值

利益感知 0.781** 14.283 社区满意度 0.454* 12.651

F 值 64.247**

R2 0.487

Adj—R2 0.484

注: **表示在 p＜0.01 的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p＜0.05 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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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表明， 自变量社区满意度对因变量旅游支持度的回归结果显示， F值为140.594  

（p＜0.01）， 回归方程显著。 同时结果也显示， 社区满意度对旅游支持度有显著正向影响 （c1=0. 

0.743， p＜0.01）， H5得到验证； 自变量利益感知对因变量社区满意度的回归结果显示， F值为 

81.177 （p＜0.01）， 回归方程显著。 同时结果也显示， 利益感知对社区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 

（a1=0. 645， p＜0.01）， H1得到验证。

在对社区满意度通过利益感知的中介效应影响旅游支持度的假设检验中， 如表1所示，  

F值为64.247 （p＜0.01）， 回归方程显著。 同时结果也显示， 利益感知对旅游支持度有显著正向影

响 （b1=0. 781， p＜0.01）， H3得到验证。 在控制了利益感知后， 社区满意度对旅游支持度依然显

著 （c1, = 0.454， p＜0.05） 同时， 根据中介效应检验规则， c1、 a1、 b1、 c1 各回归系数均显著， 

说明存在不完全中介效应， H6得到验证。

2. 成本感知对社区满意度和旅游支持度的中介效应分析

表2 成本感知对社区满意度和旅游支持度的中介效应分析 （N=460）

自变量
旅游支持度

变量
成本感知

C1 t 值 a1 t 值

社区满意度 0.743** 16.751 社区满意度 0.644** 11.125

F 值 140.594** 69.087**

R2 0.564 0.378

Adj—R2 0.553 0.372

自变量
旅游支持度

变量
旅游支持度

b1 t 值 C1， t 值

成本感知 0.849** 10.628 社区满意度 0.412* 9.247

F 值 83.454*

R2 0.386

Adj—R2 0.384

注：**表示在 p＜0.01 的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p＜0.05 的水平上显著

表2表明， 自变量成本感知对因变量社区满意度的回归结果显示， F值为69.087 （p＜0.01）， 

回归方程显著。 同时结果也显示， 利益感知对社区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 （a1=0. 644， p＜0.01）， 

结果拒绝原假设。 在对社区满意度通过成本感知的中介效应影响旅游支持度的假设检验中， F值为 

83.454 （p＜0.05）， 回归方程显著。 同时结果也显示， 成本感知对旅游支持度有显著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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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0. 849， p＜0.01）， 结果拒绝原假设。 在控制了成本感知后， 社区满意度对旅游支持度依然 

显著 （c, = 0.412， p＜0.05） 同时， 根据中介效应检验规则， c1、 a1、 b1、 c1 各回归系数均显著， 

说明存在不完全中介效应， H7得到验证。

研究结论与讨论

1. 研究结论

本文引入居民感知 （利益感知、 成本感知） 为中介变量， 分析居民感知对居民体育旅游

度的影响机制， 通过对社区居民的调查问卷数据进行分析， 得出了以下结论：

1.1 社区居民对本社区体育旅游开发的支持行为更多地取决于利益感知， 而不是成本感

知。 利益感知越多的居民会调动起家庭成员参与的热情和动力， 欢迎旅游者到来。 这证明了 

(Wang, 2014; Wang & Lu, 2014) 的研究结果， 获得经济、 社会、 文化、 生态效益居民支持旅游

开发的主要原因。 在本文中出现拒绝原假设的情况，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 体育旅游开发给居民带

来的负面影响还比较小， 虽然给生活带来一些不便， 如居民生活受到干扰等， 但其它方面负面较

小。 这也支持了学者 (Kim et al., 2015; He & Hu, 2017; Guo et al., 2018) 的研究结论。

1.2 社区满意度对旅游支持度有正向影响， 利益感知对旅游支持度有显著正向影响。 因此， 

增强社区居民在旅游规划、 旅游发展政策的制定、 旅游获益分配等方面发言权， 社区满意度越高， 

对发展旅游的支持度也会显著提高。 证明了需要提高社区满意度 (Chen, 2000; Sirgy & Cornwell, 

2001; Du et al., 2012; Kim et al., 2015)， 可显著提高旅游支持度。 因此， 社区居民在旅游社区

发展和管理中起关键作用 (Vargas & Plaza–Mejia, 2009; Garrod et al., 2012)， 让居民获得尊

重和收益， 进一步获得社会公正、 平等的待遇的机会， 进而积极支持社区旅游发展 (Wang & Lu, 

2014)。

1.3 居民感知 （利益感知、 成本感知） 在社区满意度和居民支持度关系中起着部分中介

作用。 这证明了社区满意度 (Wang, 2014; Du et al., 2012)  均可通过利益感知和成本感知中介

效应影响旅游支持度起部分中介作用。 也证明了以往研究如 (Nunkoo & Ramkissoon, 2012; 

Wang, 2014; Guo et al., 2018) 以利益感知和成本感知作为支持旅游开发的直接并可通过其中

介作用影响旅游支持度。 本文将作为中介变量引入模型， 拓展了社区居民支持旅游开发的研究范

围。

2. 管理启示

2.1 旅游规划、 开发、 管理等行为应兼顾社区居民利益。 本研究证实了社区满意度对旅

游利益感知和旅游支持度均有显著正向影响。 为此， 在旅游规划、 开发、 管理等过程中， 政府和

旅游企业应兼顾当地居民利益， 让社区居民得到更多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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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社区满意度对居民支持旅游开发产生直接影响， 同时也可通过利益感知和成本感知

的中介作用产生间接影响。 因此， 如仅仅从直接影响进行考虑， 容易低估社区满意度对支持旅游

开发的影响力， 不利于判断居民的旅游开发态度。 因此， 当地政府、 旅游开发企业应重点关注社

区满意度对居民感知对利益感知和成本感知的影响， 科学评估三者对支持旅游开发的影响力。

3. 研究局限和展望

3.1 通过入户访谈和发放问卷的方式， 受访者年轻人相对较少， 以中老年为主， 在论文分

析中， 未对这一部分居民年龄特征做出分析， 这有待今后进一步深入探讨。

3.2 本研究将社区居民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相关研究， 但并未对居民的类型进行深入细分， 

因此研究结果仅代表了整体居民的情况， 无法深入反映不同群体的差异。 未来研究将根据不同居

民类型居民感知特点， 进行更深入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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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汉语教师是汉语教学的关键环节， 本论文重点研究泰国汉语教师的职业发展情况， 对于

其职业认同、 职业倦怠等进行分析， 以寻找到能够稳定泰国汉语教师群体的方法。 同时针对发现

的问题， 找到一些具体解决方法， 如提高汉语教师的待遇、 提供针对性培训、 提高社会地位等。 

本研究重点参考组织行为学当中的相关研究方法与工具， 以定量研究为基础， 通过问卷调查收集

数据。 研究发现， 泰国的汉语教师整体职业满意度较高， 教师对汉语教学工作较为认可， 但汉语

教师收入水平与其他工作相比并不高， 泰国的汉语教师队伍中的泰国籍教师数量偏少， 来自于中

国的汉语教学志愿者又缺乏长期在泰国从事汉语教学的意愿。 这也意味着， 目前泰国汉语教师的

整体结构， 可能不能完全满足泰国整体的汉语教学的需求， 需要更多的政府、 社会力量投入到相

关的人才培养、 待遇提升等方面。

关键词: 汉语教师  职业  稳定性  职业倦怠  职业认同

Corresponding author: Fan Zhang
E-mail: zhangfan0213@126.com



Chinese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Management Vol.3 No.1, 201992

Indexed in the Thai-Journal Citation Index (TCI 2)

Abstract

Teachers are the key of Chinese teaching.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career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eachers in Thailand, and it also analyzes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job burnout of these teachers with an aim to find a method of stabilizing Chinese teachers group. At the 

same time, the paper aims to find some specific solutions in the light of the problems, such as improving 

the benefit of Chinese teachers, providing specific training, and improving social status. The study employs 

qualitative method and collects data through questionnaires. The study reveals that overall teachers’ job 

satisfactions are high. They recognize Chinese teaching as a good occupation. However, they feel that 

their incomes are low as opposed to other occupations. Among Chinese teachers, the numbers of Thai 

nationality are small, while Chinese volunteer teachers’ willingness to stay in Thailand are low. This 

implies that the current teacher structure may not meet the national demand. Therefore, the supports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concerning the teacher development and their remuneration are required. 

Keywords: Chinese teacher, Career, stability, occupation burnout, occupation identity

引言

汉语教师是汉语教学的核心要素。 一个学科教师队伍的稳定性， 对于学科的发展和相关

知识的传播非常重要。 在国际化的汉语教学过程当中， 教师的关键性作用更加强烈。 教师队伍的

不稳定， 有可能直接危及汉语教育的教学工作。

具体到泰国， 近年来， 随着中泰两国经济、 政治关系的持续升温， 泰国的汉语教学覆盖

人数也越来越多， 而维持汉语教学的教师队伍也快速发展。 整体而言， 这些汉语教师可以分为两

大类型。 一类是泰国本土的汉语教师， 他们出生在泰国或长期居住在泰国， 在泰国从事汉语教学

工作； 另一类是以志愿者为主体的来自中国的汉语教学工作者。

相比而言， 来自中国的志愿者群体大部分在泰国从事的是短期的汉语教学工作， 其流动

性较高， 稳定性相对较弱1， 而泰国本土的汉语教师相对来说更加具有稳定性。 因此泰国本土的汉

语教师在稳定汉语教学工作开展、 持续推动泰国汉语教育发展的过程中， 起到了更加关键的作

用； 而这一群体目前的职业发展规划状况、 职业满意度情况， 则有可能影响其未来的职业发展和

选择。 因此， 有必要对这一群体心理状况进行分析， 了解和预测未来泰国汉语教师群体的发展状

况， 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进而为稳定泰国汉语教学师资力量寻找更好的方法。

1 中国汉办/孔子学院总部 2018年年度报告中提到， 汉语志愿者的平均服务年限为 1-1.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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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

1. 泰国汉语教学的研究现状

在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CNKI） 中搜索“泰国非汉语母语国家汉语”，  

共有1967条结果， 其中2011年至今有1626条， 高达82.7%的比例， 这进一步印证了随着汉语日益

受到泰国从政府到民间的高度重视。 粗略对搜索结果进行分类发现， 其中近898篇文献， 即占总

数40.3%的文献为对教材的研究， 近742篇文献为教学方法研究，205篇文献为关于泰国非汉语母语

国家汉语教育发展历史及制度的研究， 约103篇文献综合考察某地域或某校的教学情况， 仅有不

到50篇， 约占总数2.6%的文献是对教师的研究， 其中还包括了教师志愿者、 华裔教师队伍。

2. 以教材为主的研究

教材是教学活动的重要载体， 指的是有关讲授内容的材料， 如书籍、 讲义、 图片、 讲授提

纲等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 CASS, 2011）。 教材是教学活动中重要的工具, 教师和学生对教

材的依赖程度都很高。 （Cui， 2007）， 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 教材的应用也非常重要， 因此， 对于

对外汉语教学教材的研究也是对外汉语教育的研究热点。

在教材领域， 本土化教材主要指“本土化”语言教材是与“普适性”语言教材相对的一个概

念， 指从某一国家或地区学习者的特点和需要出发， 以满足特定国家或地区学习者的学习需要为

目标而设计、 编写和制作的某一语言作为外语或第二语言教学的教材 （Wu, 2013）。 那么在这种

情况下， 对于泰国汉语教材的研究也有一些调研结果。

这些研究中涵盖了现状、 编写建议等方面。 例如对于现状描述方面， 调查结果已经清晰

的呈现出了泰国汉语教材的现状。 目前， 泰国开设汉语课程的各类学校所使用的教材五花八门， 

有自己编写的， 有从中国大陆引进的， 也有从中国香港特区、 台湾省以及新加坡等地引入的， 很

不统一 （Fang， 2008）。 编写建议方面的研究也较为丰富， 例如: 第一， 教材的编写者心中要有学

生， 他要知道学生学习过程中会遇到哪些障碍， 怎么安排生词、 语法点、 如何复现等等都要心中

有数； 第二， 教材编写者心中要有教学理念， 他要懂得教育规律和语言学习的规律， 心中要有教

学法， 编写教材的时候其实已经预想好如何教； 第三， 教材的编写者心中要有汉语自身特点的整

体概念， 他要知道语言要素的教学是建立在对语言材料烂熟于心的基础上的； 第四， 教材的编写

者要有丰富的教学经验， 他要熟知教学的各个环节以及每个环节可能遇到的问题； 第五， 教材的

编写者要熟悉学生的学习环境， 教学材料的选取要贴近学习者的生活环境。 要做到以上几点只有

四个字： 研究、 实践。 任何一套好的教材都是在扎实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 也都需要在实践中不

断修订完善。 （Cui，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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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教学方法为主的研究

对外汉语可持续发展有三个支柱： 教师、 教材、 教法， 也是对外汉语发展的“瓶颈”， 一

般被称为“三教”问题。 简单而言， 教学方法是教师在课堂上教授对外汉语的技巧； 从深层次讲， 

教学方法则是对教学模式及程序的理论化、 系统化总结， 缺少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法指导， 对外汉

语教育将呈现碎片化及单一性等问题， 无法进行持之有效的范围推广， 也无法激发汉语学习的积

极性， 影响汉语学习的效果和质量。 近年来， 以教学方法为主的研究是泰国汉语教学研究的热点， 

广大对外汉语学者先后投以极大的关注， 从个体到群体、 从理论到实践， 通过各种研究角度及方

法， 对泰国汉语教学方法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从而弥补了该领域的空白及不足。

对外汉语教学方法众多， 包括翻译法、 视听法、 认知法、 游戏法、 听说法、 任务法、 交际

法及综合法等等 （Feng， 2011）。 根据学习者的年龄、 教育背景、 学习环境、 能力水平等不同因

素， 可以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 以达到更为良好的学习效果。 翻译法是较为常规的汉语教学方法， 

就是通过系统讲授语法规则， 开展母语与汉语间的互译。 视听法则是将视觉与听觉相结合， 通过

整体感官的感知和熟悉， 来加深对汉语的掌握。 认知法是在理解语料、 规则的基础上， 通过创造

性地活用语言， 以达到对语言活学活用的目的。 听说法主要是将听说教学、 句型练习、 对比分析

结合起来开展教学， 与翻译法相比， 听说法更注重口语而非规范的书面语， 不注重语法形式。 任

务法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教学方法， 其特点在于强调“在做中学”， 以任务为核心， 学习者运用

汉语完成真实情景中的生活、 学习、 工作任务， 以参与的形式完成学习。 交际法， 顾名思义， 让

学习者在交际的过程中加强对语言的运用和掌握， 是基于社会语言学、 心理语言学、 功能语言学

等理论的一项教学方法。 游戏法是通过游戏形式， 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 让学习者在轻松快乐

的氛围中掌握语言技巧。 不同的教学方法可以进行有效的结合， 以进行扬长补短， 实现本次教学

的目的， 这就是综合法。

4. 以教师为主体的研究

宛新政在 《孔子学院与海外汉语师资的本土化建设》 中阐述： “加强师资本土化建设， 是

汉语国际传播事业的必然选择。”揭示了教师本土化的意义和重要性 （Wan, 2009）。

陈艳艺通过对171名泰国汉语教师的问卷调查， 得出泰国非汉语母语国家汉语教师呈现

出教师年轻化、 队伍专业化、 汉语水平有所提高、 注重教学能力的提高四大新特点； 但也发现仍

存在师资不足、 分布不均、 经验少、 流动性大、 缺少同行交流等问题 （Chen, 2013）。 通过研究指

出， 汉语本科专业在泰国还是一个年轻学科， 教师学历结构偏低， 对泰国汉语教育有一定的制约

影响。 徐文娟等人通过官方统计数据分析发现， 在校汉语教学师生比例近为1：80， 在师资队伍的

管理上， 存在工作量超负荷的情况； 为满足“汉语热”的需求， 进一步导致高校降低汉语教师招 

聘要求， 师资队伍参差不齐， 教学质量受到影响等连锁反映； 同时待遇过低的问题也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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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 & Ding 2011）。 郝琳琳针对泰国北部地区高校的考察， 提出62% 的教师教龄在1-3年， 志愿

者教师经验不足的情况 （Hao, 2011）。 黄明媚通过对东北部高校教学情况的考察， 也指出本土汉

语教师年龄偏小、 经验不足、 教学技能和教学方法有限； 而汉语志愿者教师则存在泰语沟通困难、 

教学经验不足、 留任年限较短三大问题 （Huang, 2012）。

江傲霜、 吴应辉也深入总结了汉语教师志愿者教学不适用的原因， 主要集中在对教学制

度不了解、 对教学情况不了解、 中泰汉语教学存在差异及国内培训针对性有效性不足等方面 

（Jiang & Wu, 2012）。 林浩业从供需角度指出泰国的汉语教育在短期内的规模型扩张而引发了汉

语教师需求上的结构性失衡， 而历史原因造成师资人才链条的人为断裂， 又加重了人员短缺， 部

分汉语教师并非出身于汉语教学专业， 缺乏系统的教学理论指导， 教学过程中表现出极大的随意

性 （Lin, 2007）。 向烜纬提出泰国政府对汉语师资本土化重视不够的问题， 过于依赖汉语志愿者

教师反而给高校汉语专业发展带来弊端， 调查中84%的本土高校汉语教师表示目前本土汉语教师

无法满足教学需求， 急需规模扩大； 从高校师范专业汉语教师培养方面， 他也认为存在生源质量

低基础差、 培训体系缺乏科学性、 高校体制限制等问题， 并提出加大师范类大学资金投入、 加大

教研项目支助、 拓宽孵化深造渠道的解决方法 （Xiang, 2010）。

郑婷则对几类师范生培养模式进行了还原和分析， 并从理论与实践、 知识结构、 学识学

量三个角度提出改革目前课程模块、 加强泰国汉语师范生硬性课程建设、 中外多层次多方式合作

等建议。 (Feng, 2011) 表示泰国政府在通过“先输血， 后造血”的方法来建设泰国本土汉语教师队

伍， 在高校汉语专业增多、 中泰合作培养、 鼓励赴华留学三管齐下的措施下， 泰国汉语教师队伍

在从“输血型”向“造血型”过渡， 但对中国教师的依赖性仍将长期存在。

汉语教师作为汉语教学的重要载体， 在汉语研究当中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但是如果我们

将汉语教师这一抽象概念还原为每一个从事汉语教学职业的人， 那么针对汉语教师的研究就回归

到了针对汉语教师这一职业的研究。 这样， 我们就可以将一个比较抽象的汉语教师队伍稳定性的

研究变成两个比较具体的组织行为学的研究内容。 在具体中， 我们就可以首先将汉语教师这样一

个特定的职业概念变成一个一般的职业稳定性的研究范畴， 从而借鉴成熟的组织行为研究方法与

工具来进行更加有效的定量研究； 而在一般的管理定量分析当中， 对于职业稳定性的研究， 一般

需要考虑的是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对于从事某一职业的职业认同度与职业信心程度两个方面2。 

也就是说， 对于汉语教师队伍的稳定性的研究， 可以转换为研究从事汉语教学的相关人员对于汉

语教师职业的认同度3和自身对于从事这个职业的信心程度的研究。

2 徐亚男. “职业锚”理论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商场现代化. 2009年1期
3 王鑫强等人在 2011年发表的 《师范生职业认同感的效能—价值双维核心模型的构建》 一文中提出： 师范

生的职业认同感主要包括＂职业能力＂和＂职业价值＂两大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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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具体研究当中， 仅从职业认同的角度来研究还并不完善。 由于我们研究的范围是

一个具体的从事某种职业的群体人群， 他们需要长期从事这份工作， 因此在职业认同的基础上， 

我们还需要从职业生涯的角度进行研究和分析。 从职业生涯的角度来看， 一般评估一个职业的从

业人员的稳定性， 需要从组织承诺4的角度来进行分析， 而汉语教师对于职业的满意度可以归结

为组织承诺的两个基本维度： 薪酬情况与晋升情况。

进一步分析， 薪酬情况可以分为绝对薪酬和相对薪酬两个部分。 绝对薪酬指在泰国从事

汉语教学人员的工资水平在整个社会层面上所处的层次， 而相对薪酬则是汉语教师对于薪酬的满

意程度， 描述的是其自身的价值定位。 薪酬的满意度属于保健因素5的一部分因此， 有效的薪酬设

计将可能降低某一职业的从业者的离职倾向。 对于泰国的汉语教师群体而言， 提供更加有效的薪

酬激励方案， 能够非常有效的增加其职业稳定性。

晋升则属于双因素理论中的激励因素6部分。 激励因素决定了被激励着是否会全力工作， 

在短期内影响被激励着的工作质量， 而从长期来看， 可能影响从业者的职业稳定性。 晋升的研究

同样应该考虑不同的情况， 具体来说， 其中存在两个不同的部分， 一部分是汉语教师在泰国学校

中的真实晋升路径， 而另一部分则是其潜在的可能的晋升路径。

对于真实的晋升路径而言， 由于泰国有比较完善的教师晋升体系， 而汉语教师的整体晋

升活动也遵从这个逻辑， 这基本上属于基础的教师晋升体系设计的研究范畴， 针对这一部分的研

究已经较为完善， 而且这一部分的研究更偏向于泰国的国家行政体系方面的研究， 因此本研究暂

不涉及相关的内容。

而另一种晋升则是潜在的晋升可能的部分。 这决定了汉语教师本身对于从事汉语教育工

作的认同程度。 而这种认同程度存在于其自身将从事汉语教育这个客观事实与各种社会关系比较

中， 综合得出的结论。 潜在的晋升并不仅仅包括职位的晋升， 还包括社会地位的晋升， 未来的发

展机会的认可， 甚至是家庭资源的重新整合等等， 这些都会对整个汉语教师队伍的稳定性带来影

响。 而这方面的相关研究可以集中体现在汉语教师对于从事这份职业的信心方面。

综合上面的分析， 可以得到以下两方面结论：

1. 汉语教师队伍稳定性的研究可以充分借鉴现有的组织行为学方面的研究， 以更好的获

得研究结果；

2. 汉语教师稳定性集中体现在其职业信心等方面， 因此后续地研究设计应当充分地调研

相关的因素， 并且综合收入等客观因素进行分析。

4 美国社会学家贝克尔 (HowardS. Becker) 于1960年提出： 组织承诺是个人对所属组织的目标和价值观的认

同和信任， 以及由此带来的积极情感体验。 是一种重要的员工态度变量， 对工作绩效产生重要的影响。 
5 既双因素理论中的保健因素， 该理论由赫兹伯格与1956年创设， 其基本观点为： 激励应考虑两方面因素， 

一方面为保健因素， 另一方面为激励因素， 其中保健因素决定了从业者是否会产生抱怨和离职倾向， 而激

励因素则决定了从业者是否会全力工作。 
6 同脚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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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基于上述的研究结论， 本研究重点参考组织行为学当中的相关研究方法与工具， 以定量

研究为基础， 以问卷调查为具体载体， 开展相关研究。 由于汉语教师工作虽然属于一种职业， 其

研究对象具有一般组织研究或职业研究的研究对象的一般特征， 符合一般的研究规律， 但是具体

到汉语教师这个岗位当中， 就需要考虑更多的具体的、 个性化的问题设计。 因此， 本研究在参考

组织行为研究中的组织承诺量表的基础上， 结合研究问题， 进行了题目的筛选与聚焦， 更好地反

映泰国汉语教师这一特定群体的特征。 同时， 在充分尊重原量表题目的基础上， 对部分题目的情

境进行部分调整， 结合汉语教师的工作特点， 自编了用于反映汉语教师薪酬和职业满意度的问题。 

在编制题目过程中， 基本遵循保持原有题目结构不变， 只对部分词汇改动或增加具体情境的方式， 

尽可能不影响题目载荷7， 维持研究的准确性。 具体题目编制， 共计5题项， 具体题目如下：

表1 教师问卷调查表

序号 题目

1 我希望长期从事汉语教学工作。

2 我认为从事汉语教学工作是一件很有前途的事情。

3 我认为从事汉语教学的物质回报能够满足我的生活需求。

4 我认为从事汉语教学工作能够为我带来社会尊重。

5 我认为自己如不从事汉语教学工作可以很容易找到其他工作机会。

在问卷语言选择方面， 由于本研究涉及到泰国本土教师与中国籍汉语教学志愿者的对比

组分析， 因此考虑到后续的问卷数据来源的需要， 问卷编制采用了泰文与汉语两种版本。 在进行

翻译过程中， 全面保留了题目的全貌， 并进行了试测与访谈， 以避免由于语言文字载体不同而可

能带来的问题歧义， 避免了由此而产生问卷结论有误的情况， 以保证后续的对比研究、 定量研究

的结论真实可靠， 不受所使用的语言的影响。

在具体研究方法中， 本研究采用了对比研究方法。 既选择两个具有相似经历的人群分组， 

对其分别进行调研， 然后将两组数据进行对比， 以获得研究结论。 本研究中， 将来自中国的汉语

教学志愿者作为对比组， 与泰国本土的汉语教师在同一题目下的反映进行对比， 探究泰国本土汉

语教师在这个具体维度上与汉语教学志愿者之间的差别。

之所以选择汉语教学志愿者来对比， 是因为一方面志愿者从事汉语教学工作， 另一方面， 

由于志愿者身份的特殊性， 决定了其本身就将在泰国教授汉语作为一份短期工作而非长期的职业

7 载荷为管理学定量研究过程中， 对于题目设计与筛选的一种标准与方法， 通过对不同载荷题目的分析， 可

以了解哪些题目更加能够反映所要研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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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因此， 理想状态下， 志愿者在回答与汉语教师职业选择相关的问题时， 其认同程度应该低

于泰国本土的汉语教师。 通过这样的对比研究， 可以反映出泰国汉语教师本身的长期职业认同情

况是否处于合理的状态。 在进行问卷调研后， 再选取典型的个案， 针对性的找到建议方案， 以期

提供针对性的建议。

在问卷发放方面， 借助了纸质问卷、 网络问卷、 电子邮件邀请调研等不同方式。 通过多

种数据收集方法的共同使用， 尽可能多的扩大样本量， 以便更有效地反映相关问题。 同时， 由于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泰国汉语教师群体， 而非某一特定的区域、 年级的汉语教师情况， 因此在进

行问卷发放过程中， 有意识的进行了分散发放， 主动修正包括区域、 教师年级等基本的可能存在

的问题偏差， 以便更有效地展开问题的研究。

在具体题项设计中， 选择了李克特5级量表8体系， 基于被调查者对于题项的认同程度， 设

置五个描述选项， 选项设置分别为A.非常符合； B.比较符合； C.一般符合； D.不太符合； E.完全

不符合， 为方便数据处理， 对应A选项记为数字“1”， 对应B选项记为数字“2”， 对应C选项记为数

字“3”， 对应D选项记为数字“4”， 对应E选项记为数字“5”。

在数据处理方面， 选择了SPSS 24版本作为基本的数据处理工具， 主要应用了其中的一

般性统计分析工具。 作为目前管理学比较通用的研究支持工具，SPSS的研究结果准确度较高， 其

研究结果也被广泛应有于各种不同的研究领域当中， 具有较好的信效度。

本次问卷采用电子方式定向投放， 以邀请填写的方式进行。 通过电子邮件、 及时通讯工具

的形式， 定向发送给泰国西部、 北部、 中部、 东北部地区的中小学汉语教师， 以支持本课题研究。

本次发送的问卷收集时间1个月， 共发放问卷110份， 回收问卷94份， 其中有效问卷94份， 

有效问卷回收率85%。 其中幼儿园汉语教师5人， 占有效问卷数量5%； 小学汉语教师67人， 占有

效问卷数量71%； 中学汉语教师9人， 占有效问卷数量9.6%； 跨年级汉语教师13人， 占有效问卷数

量14%。

研究结果和讨论

问卷中涉及了两题基本信息， 分别为“我所在的汉语教学团队当中有多少人”与“我所在

的汉语教学团队当中的泰国籍人员有多少”。 其中 “我所在的汉语教学团队当中有多少人”的题

项下， 汇总的总人数为1218人， 我所在的汉语教学团队当中的泰国籍人员有多少题项下共计 

643人， 说明在被调查的学校当中的非泰国籍人员共计575人， 泰国籍人员占52%， 与抽样结果一

致， 说明抽样结果具有代表性。 但是抽样中也发现4所学校中无泰国籍汉语教师， 占被调研学校

的6%。

8 李克特量表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李克特于1932年在原有的总加量表基础上改进而成的。 该量表由一组陈

述组成， 每一陈述有” 非常同意”、” 同意”、” 不一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五种回答， 分别记为 
5、 4、 3、 2、 1， 每个被调查者的态度总分就是他对各道题的回答所得分数的加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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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答“我希望长期从事汉语教学工作”题目时， 泰国籍教师中有15人回答非常符合，  

占比30%， 在所有的泰国籍被调查者中， 选择符合及以上的人员占到了100%， 说明泰国籍汉语教

师对于从事汉语教学这件事有比较强的认可度。 相比而言， 中国志愿者在这一题项的选择中，  

有7人选择了不认同， 说明有大约15%左右的中国汉语志愿者不希望长期从事汉语教学工作。 而在

志愿者调查中， 选择非常认同的仅有5人， 约为11%， 远低于泰国籍人员的选择比例。

表2 第一题目总结表

题目 我希望长期从事汉语教学工作

选项 1 2 3 4 5 合计

教师国籍
泰 15 (30%) 17 (35%) 17 (35%) 0 (0%) 0 (0%) 49

中 5 （11%） 14 （31%） 19 （42%） 6 （14%） 1 （2%） 45

合计 20 （21%） 31 （33%） 36 （38%） 6 （6%） 1 （2%） 94

在回答题项“我认为从事汉语教学工作是一件很有前途”的事情时， 几乎所有泰国籍教师

都表示了认同， 没有人完全不认同。 说明泰国籍教师整体对于在泰国从事汉语教师工作比较有信

心， 有长期从事这项工作的动力。 这也与近年来汉语在泰国的流行有关， 侧面反映出汉语在泰国

的影响力， 和整个社会对汉语学习和汉语教育的一种基本观点。 而反观志愿者， 在这一题项中的

回答与泰国籍被调查者相比， 有比较大的区别。 在非常认同这一项上， 仅有3人认同， 说明了志愿

者与泰国籍汉语教师相比， 对于从事汉语教师这个职业来说， 明显不如泰国籍教师跟更有信心。 

相对而言， 中国籍汉语志愿者选择一般认同的人接近50%， 这也反映出了中国籍汉语教师志愿者

对于在泰国从事汉语教学这件事情的不确定性， 对于从事汉语教学这项工作缺乏足够的信心和 

兴趣。

表3 第二题目总结表

题目 我认为从事汉语教学工作是一件很有前途的事情

选项 1 2 3 4 5 合计

教师国籍
泰 25 （51%） 20 （41%） 3 （6%） 1 （2%） 0 （0%） 49 （100%）

中 3 （7%） 18 （40%） 19 （42%） 5 （11%） 0 （0%） 45 （100%）

合计 28 （30%） 38 （40%） 22 （23%） 6 （6%） 0 （0%） 9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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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答“我认为从事汉语教学的物质回报能够满足我的生活需求”这一题项时， 泰国籍教

师选择非常认同的比例非常低， 仅有15%， 这与前面两题的回答情况完全不同， 这也说明了泰国

籍汉语教师对于从事汉语教学工作的未来有比较强的信心， 但是在实际的物质回报方面， 汉语教

师的获得感不足。 为了更有效的反映泰国汉语教师的社会取酬能力与机会， 并侧面反映其对于目

前的薪酬满意程度， 在调研中增加了“我所从事的兼职”题项， 而从对比题项的设计上来看， 在回

答“我所从事的兼职”这一题目时， 约有一半的泰国籍教师选择了从事兼职， 部分教师甚至同时担

任3份以上的兼职。 这一方面可能说明了汉语在泰国社会中的应用广泛、 需求旺盛的现实， 另一

方面也反映出汉语教师在泰国当地的获得感不足的情况。 与之相类似的， 中国籍志愿者在回答这

一题项时也普遍反映出认为自己的回报不足以满足个人生活的情况。 综合这两方面的情况， 说明

在泰国从事汉语教师工作的实际获得感确实需要提高。 当然， 从绝对薪酬角度来看， 泰国汉语教

师的薪酬水平在整个泰国社会中并不处于绝对的低收入状况。 结合后期的访谈发现， 泰国汉语教

师对于目前的物质收入出现不满的主要原因也并不是绝对薪酬数量的不满， 更多的是与自身的工

作量、 社会上给出的比较薪酬等相对比得到的结果。 从另一个侧面来看， 这也有可能是薪酬结构、 

薪酬设计所需要考虑的问题。 限于本研究的局限性， 在这方面的研究并不深入， 但是可以作为后

续重要的研究题目， 继续深入研究。

表4 第三题目总结表

题目 我认为从事汉语教学的物质回报能够满足我的生活需求

选项 1 2 3 4 5 合计

教师国籍
泰 8 （16%） 12 （25%） 23 （47%） 6 （12%） 0 （0%） 49

中 0 （0%） 14 （31%） 17 （38%） 13（29%） 1 (2%) 45

合计 8 (9%) 26 (28%) 40 （42%） 19 （20%） 1 （1%） 94

社会尊重是从事汉语教师职业的长期动力9， 也是衡量一个汉语教师是否会长期投入的重

要内外部指标。 从调研情况来看， 泰国籍教师100%认为汉语教师能够带来尊重， 但是在具体的程

度上有所不同， 其中回答非常肯定的人约占所有人数的30%， 回答比较肯定的占70%。 中国籍的

汉语志愿者在这方面也普遍认为从事汉语教学能够带来社会尊重， 但在认同这个观点的程度上远

远低于泰国籍的汉语教师， 这也说明了中国籍的汉语志愿者对于从事汉语教学工作本身的认同度

可能并没有泰国籍汉语教师的高， 他们更多的是将汉语教学作为过渡职业， 而不会作为长期职业

9 美国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戴维·麦克利兰 (David C. McClelland) 提出成就需要理论认为只有人的成就不断

得到满足， 才会有持续的做好工作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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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 综合来说， 通过调查发映出， 泰国的汉语教师中， 泰国籍的教师对于从事汉语教学的信念

更加坚定。

表5 第四题目总结表

题目 我认为从事汉语教学工作能够为我带来社会尊重

选项 1 2 3 4 5 合计

教师国籍
泰 14 （29%） 23 （47%） 12 （24%） 0 （0%） 0 （0%） 49

中 3 （7%） 22 （49%） 16 （36%） 4 （9%） 0 （0%） 45

合计 17 （18%） 45 （48%） 28 （30%） 4 （4%） 0 （0%） 94

在回答题项“我认为自己如不从事汉语教学工作可以很容易找到其他工作机会”这一题项

时， 中国籍教师有84%的人认为自己可以比较容易的找到其他工作， 没有人认为自己找不到其他

工作。 这与中国的汉语志愿者来源可能有一定关系， 大部分的汉语志愿者为跨专业学生， 同时其

在中国境内的就业机会也较为充足， 但是也与中国籍教师年龄偏低有关。 由于本研究未涉及对教

师职业动机的分析题项， 因此无法完全了解这种数据产生的原因。

而泰国籍教师在回答这一题项时则有55%的教师选择了不容易找到其他工作， 而认为能

够找到其他工作的比例仅为16%。 这也说明， 泰国籍汉语教师从求职压力角度， 会更愿意长期从

事汉语教学工作。

表6 第五题目总结表

题目 自己如不从事汉语教学工作可以很容易找到其他工作机会

选项 1 2 3 4 5 合计

教师国籍
泰 3 （6%） 5 （10%） 14 （29%） 24 （49%） 3 （6%） 49

中 38 （84%） 7 （16%） 0 （0%） 0 （0%） 0 （0%） 45

合计 41 （44%） 12 （13%） 14 （15%） 24 （25%） 3 （3%） 94

综合上面几道题目的调研情况来看， 泰国本土的汉语教师对于从事汉语教学工作有比较

高的认同度， 相对应的， 汉语教学志愿者对于把从事汉语教学工作作为长期的职业发展规划并不

十分认同。 这也说明， 泰国汉语教学的主力必须由本土教师承担， 而不能依靠汉语教学志愿者。 

但是从调研结果也能发现， 目前的泰国汉语教师队伍中， 泰国籍教师的数量比例仅占总人数的一

半左右。 综合两方面的结论， 可以推导出， 目前泰国的汉语教师队伍结构并不十分合理， 本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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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所占的比例较低。 从调研结果来看， 泰国的汉语教学工作开展并不十分系统， 汉语教师队伍存

在一定的不稳定性。

在此基础上， 也能发现， 泰国籍的汉语教师虽然对于从事汉语教学存在良好的未来预期， 

但是在现实收益方面， 泰国籍的汉语教师并不十分认可， 这也反映出了目前的汉语教师待遇需要

提升的状况。

当然通过调研， 我们能够发现目前汉语教学工作在泰国当地社会中还是相对比较受人尊

重的选择， 也能够吸引到一定水平的人才， 因此， 未来泰国汉语教学的开展有非常好的基础。

结论

汉语教师作为汉语教学推广的重要载体， 其整体的稳定性非常重要， 通过调研能够发现， 

泰国的汉语教师整体职业满意度较高， 对于从事汉语教学工作较为认可， 但同时也能发现， 目前

泰国的汉语教师收入水平与其在社会上所能获得实际回报相比并不高， 同时泰国的汉语教师队伍

中， 泰国籍教师数量偏少， 而来自于中国的汉语教学志愿者又缺乏长期在泰国从事汉语教学的意

愿。 这也意味着， 目前泰国汉语教师的整体结构， 可能不能完全满足泰国整体的汉语教学的需求， 

需要更多的政府、 社会力量投入到相关的人才培养、 待遇提升等方面。 具体来说， 以本次调研为

基础， 可以采取以下具体行动：

1. 提高泰国本土教师的培养力度， 加大人才供给。 尽可能的为开设汉语课程的学校提供

合格的汉语教师， 支持相关学校开展有效的汉语教学工作， 提供稳定的汉语教师队伍， 持续提高

汉语教学水平。

2. 调整泰国汉语教师的分布情况， 尽可能保证每所开设汉语课程的学校都有一名以上的

泰国籍专业汉语教师。 从目前的调研情况来看， 泰国开设汉语课程的学校中， 约有10%的学校没

有泰国籍的专业汉语教师， 这可能对未来泰国汉语教学的推广带来不利影响， 也可能在中国的汉

语教学志愿者离开后， 出现教学空白， 影响教学质量。 因此， 应当调整泰国汉语教师的分布情况， 

尽可能的让泰国教师参与到汉语课程中来， 以保证汉语教学的连贯性。

3. 调整泰国汉语教师的待遇水平， 提高其获得感， 同时调整汉语教师的薪酬结构， 让其

有更多元的薪酬获得， 保持适度的社会优越感， 以保证引导优秀人才从事汉语教学工作， 保证汉

语教师队伍的质量。

4. 进一步加强与中国汉办、 中国开设对外汉语专业的院校之间的合作， 在现有人才结构

在短期内不可能全面改变的前提下， 尽可能的保证汉语教学志愿者的稳定输出和供给， 避免因为

志愿者供应不及时导致的汉语教学质量受到影响。 同时开设更多的专业教学项目， 给于泰国当地

教师更专业、 更系统的汉语学习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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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加强政府与中国汉语志愿者培训机构之间的联系， 尽可能的延长汉语志愿者在泰国授

课的时间， 提高培训的系统性。 同时尽可能的挖掘机会， 在尊重人才的前提下， 吸引中国的汉语

志愿者留在泰国， 长期从事汉语教学工作。

汉语教学， 本身是一件需要长期投入的工作， 但同时也是一项脆弱的工作， 辛苦培养的

师资体系很容易就出现问题， 导致汉语教学体系不够稳定。 而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汉语教学， 建立

一支稳定的汉语教学队伍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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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知识管理的主流， 知识分享尤为重要。 在这个知识经济时代， 知识分享如果不能得

到很好的传播和使用就无法体现出知识的价值， 能够弄清影响知识分享的相关因素， 解决企业中

的知识分享问题则可以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文献中对知识分享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对知识分享

的方式、 障碍及管理上， 对知识管理的影响因素研究上还大都使用实证研究的方法。 文章选取了

具有团队工作经验的20为研究对象进行了访谈， 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围绕他们所提供的典型案例

进行深度访谈， 并通过扎根分析法对案例中的内容进行提炼、 分析和编码， 得出了13个对知识分

享产生影响的因素， 并把这13个因素按照其属性进行归纳、 分类， 最终得出了6类影响知识分享

的因素， 即。 本研究结果对知识分享的过程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并为今后关于知识分享影响因

素的实证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关键词: 知识分享  影响因素  扎根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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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mainstream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knowledge sharing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In this era of knowledge economy, it is impossible to reflect the value of knowledge if the knowledge 

cannot be well disseminated and used. It can form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enterprise by  

understanding the relevant factors that affect knowledge sharing and solving knowledge sharing problems 

in enterprises. Existing literature on knowledge sharing are limited to the studies on the means, obstacles 

and management of knowledge sharing, and most of them study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by adopting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s. In this paper, 20 interviewees with teamwork 

experience were selected, and in-depth interviews were performed by adopting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to learn about the typical cases they provided; meanwhile, the content of the case was refined, analyzed 

and coded through grounded analysis. Then, 13 factors affecting knowledge sharing were obtained, and 

they were summarized and classified into 6 categories according to their attributes including perceptual 

factors, behavioral factors, predisposing factors, ability factors and interpersonal factor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provide certain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sharing.

Keywords: Knowledge sharing, affecting factors, grounded analysis.

引言

众所周知， 知识就是力量， 但是知识如果不能得到有效传播和充分使用就体现不出知识

的价值， 因此知识分享尤为重要。 在知识经济时代， 知识分享成了一种相当重要的社会行为， 否

则企业将无法得以存在和发展。 如果能够弄清影响知识分享的相关因素， 或可解决企业中的知识

分享一些问题， 以帮助企业形成核心竞争力。 在学术研究上， 现有文献多数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

知识分享的影响因素做了一些假设和验证， 极少从知识分享的主体去了解影响知识分享的过程， 

并具体分析影响知识分享的相关因素。 同时也有文章从信任、 尊重等角度研究了该些因素对知识

分享的影响。 本文认为， 个体在分享知识的过程中必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而这些影响因素在

现有文献中极少能够进行系统地研究和分析。

研究目的

针对知识分享的影响因素的不明确性， 本文将通过定性研究方法对知识分享的影响因素

进行探索性的研究和分析， 找出团队中影响知识分享的相关因素， 并将该些因素归类， 从而了解

影响知识分享的因素类型。 研究结果将会对团队知识分享有一定指导意义， 团队可以对当前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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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分享行为进行考察， 并对相关类型的影响因素进行调节或制约， 以达到知识分享效率的最大化。

文献综述

1. 知识分享的定义

Wang et al. (2008) 提出知识分享的研究分为两大研究范式， 并由这两大范式衍生出沟

通、 工具、 社会交换、 互动、 学习、 市场、 权利七大研究视角。 根据不同的研究视角， 对知识分

享的定义也各不相同。 不管怎样， 这七大视角都是从知识的传播者与被传播者的角度出发， 出于

不同的知识分享意愿通过沟通、 交流、 转换、 学习、 讨论等方式进行知识分享。 此外， Lin & Li 

(2002); Mi & Sun (2003); Zeng, Lan & Xie (2006); Xue (2010); Wang (2010); Wang (2013) 

均对知识分享做了相关的定义， 基本上都围绕知识分享的七大视角进行概念界定， 但主要思想都

是围绕知识分享的传播者和接收者之间为了一定的目的而进行的互动。

本文把知识分享作为一种行为进行研究， 而知识分享的工具， 既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交谈及交流。 员工在工作时的行为均可视为知识分享， 如开会、 指导同事工作、 填写相关表格、 

就某件事情交换看法等任何与知识流动有关的行为均可视为知识分享。

2. 知识分享的影响因素

现有文献通过实证研究方法相关因素对影响知识分享的相关因素进行了验证。 Song & 

Chen (2005) 认为， 人际关系中的信任、 认同、 尊重和义务影响了知识分享； Long (2007) 把知识

分享的障碍分成三类， 即： 思想障碍、 制度障碍及转化障碍； 思想障碍就是不同的价值观、 世界

观和经验； 制度障碍为组织对知识的保护机制； 转化障碍则由于个人的悟性而产生。 Cai & Li 

(2007) 从社会交换、 交易成本、 信息技术三个角度思考， 认为相关影响因素如： 关系、 权利、 依赖、 

信任、 组织文化、 相互影响、 信息技术、 关系、 权利、 依赖、 知识库等。

综上所述， 现有文献对影响知识分享的相关因素已有定论， 这些因素均是现实反应出来

的、 显而易见的原因。 基于社会建构主义的观点， 本文认为人们通常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所处的

社会环境相互作用来解释周围的世界， 并以反映他们的主观思维方式理解他们周围的世界。 因此， 

为了能够洞悉一个人的行为的意义， 研究人员应该从当事者的角度看事情 (Bogdan & Taylor, 

1975)。 因此本研究直接与当事人进行访谈， 从他们的角度深度了解影响知识分享过程中的相关

因素。

研究方法与设计

基于社会建构主义的观点， 本文认为人作为事情发生的主体， 经常通过各自的经验和所

处的社会环境相互作用来解释周围的世界， 即以反映他们的主观思维的方式理解他们周围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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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为了把握个体的行为的意义， 研究人员应该尝试从那个人的角度看事情 (Bogdan & Taylor, 

1975)， 而这是实证研究无法做到的。 探索性研究方法主要针对于界定不够清晰的问题， 因此本文

通过定性研究方法研究知识分享过程的相关影响因素， 从而填补现有文献的缺陷， 丰富知识分享

领域的研究成果。

1. 数据收集方法

本文使用定性分析的方法， 并通过半结构化访谈研究对象， 通过相关案例深挖影响知识

分享的过程中所隐藏的相关因素。

2. 访谈对象及样本量

本研究主要从MBA课程的学生里挑选研究对象， 并通过滚雪球的方式扩大取样范围， 从

广大的研究人群中找到适合的研究对象。 被挑选到的人必须具有在团队背景下进行团队合作和知

识分享的经历， 以便得到调研所需要的数据和信息。 本文接受Fassinger (2005) 的提议， 同时样

本也在第二十位受访者时接近饱和， 因此访谈人数为20人。

3. 访谈程序

首先， 跟受访者解释知识分享的定义， 即： 员工在工作时的行为均可视为知识分享， 如

开会、 指导同事工作、 填写相关表格、 就某件事情交换看法等任何与知识流动有关的行为均可视

为知识分享。

关于知识分享的影响因素相关的问题， 本文参考了文献中概括的知识分享以“技术”及 

“人”为中心的两个研究视角的相关内容进行提问， 如以技术为中心的研究内容包括沟通的过程

及沟通的工具； 而以人为中心的研究内容包括人际互动和人际沟通。 总之， 文献仅作为参考， 本

文对访谈的内容不做任何理论假设， 并通过访谈进一步深挖知识分享的影响因素， 以探索影响知

识分享的相关原因。 相关的问题有：

1) 你是怎么展开交谈的呢？

2) 为什么你们可以这么愉快地交谈呢？

3) 你们的沟通为什么不愉快呢？

4) 你们的沟通发生什么问题了？ 为什么会这样？

5) 你们是通过什么方式进行沟通的？

6) 你认为这种沟通方式有效吗？ 为什么？

7) 你们的关系怎么样呢？

尽管一些问题有固定的提问方式， 但是因为是本结构化访谈， 因此仍然会留给受访者很

大的空间去对案例进行表述， 问题也随之变化以得到确切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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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析方法

本文对受访者提供的知识分享例证进行深度解读， 并通过扎根分析法进行编码。 编码是

指对数据中所发生的情节进行反复地思考， 并对相关的片段或例证“贴上标签”。 在对所有的数据

进行编码后， 再对贴了标签的例证进行分类、 概括和说明， 以提炼出相关的概念或范畴。 编码是

超越数据的具体陈述， 因此编码的质量对分析结果产生较大的影响。 编码的过程包括三个过程， 

即开放式编码、 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

5. 定性数据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5.1 可靠性

信度检验越发成为扎根理论中必要的环节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的信度问题， 主要指扎根过

程是否可以重复并得到相同的编码结果。 为了检验数据的可靠性， 作者另外邀请了一位熟悉扎根

理论的学者共同编码， 在经过同样的编码流程后， 看看编码结果是否有太大差异， 从而衡量编码

一致性水平。

5.2 有效性

为了保证扎根理论研究的效度， 本研究综合采取了多种方法， 具体包括连续比较、 延长

参与、 研究者自省三种方法。 所谓连续比较， 就是边搜集边分析， 数据搜集与数据分析同步， 以

实现不断拨乱反正、 提炼理论的目的。 延长参与是在数据不够明确的基础上， 对受访人员进行进

一步的沟通， 以进一步确定数据所表达的意思。 质性研究很难避免人的主观性问题。 为了降低这

一问题， 笔者在整个过程中保持自省， 努力让自己保持客观、 中立， 降低偏见的存在对研究结果

的影响。

5.3 理论饱和度检验

Fei (2008) 认为， 定性研究的理论饱和度检验是判断采样要继续还是停止的重要标准。 

理论饱和度检验是指， 当再搜集新数据不能产生新的理论见解， 也不能再揭示核心理论类属新的

属性时， 理论就饱和了。 在数据搜集与编码过程中， 本文运用连续比较的方法不断丰富概念、 类

属与关系， 发现访谈到第20位员工时已经形成完善的理论框架， 之后的访谈资料并没有出现新的

概念、 类属或关系。 也就是说， 在本文扎根理论过程中， 实现了理论的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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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

1. 数据展示方式说明

通过对20位受访者提供的知识分享案例进行深度的解读， 本研究通过扎根分析法， 总结

并归纳出13个知识分享的影响因素， 如下：

1. 工作能力 2. 沟通能力 3. 关注点 4. 体貌特征

5. 默契 6. 个人修养 7. 语言能力 8. 社交圈

9. 社交能力 10. 生活方式 11. 兴趣爱好 12. 刻板印象

13. 文化

本文用代码C （Case） 对案例进行编号， 如C1为关于多样性与知识分享的第一个案例，  

并依次类推至C20。 在扎根分析的过程中， 本文首先对每个案例进行深度解读， 从中找出受访者

说出的关于知识分享影响因素的典型例证， 并对其进行初始概念的界定 （开放性编码）； 整理完

20个案例后， 把该些概念分析出子范畴 （主轴编码）； 最后将类似的子范畴归纳出其核心概念  

（选择性编码）。

由于文章篇幅的问题， 本文在数据的展示中， 本文以“工作能力”的编码过程为例， 展现

案例描述、 分析“典型原句例证”及详细的编码过程， 以此体现出其整个编码过程； 之后的12个影

响因素的分析则省去“典型原句例证”及描述部分， 仅展现出编码表及相关影响因素的案例总结

及归纳。

2. 知识分享13个影响因素的编码结果

2.1 工作能力（编码过程示例）

2.1.1 初始概念及子范畴

从案例中发现， 知识分享的双方的相关能力对知识分享产生影响。 因此本研究从案例中

搜集了相关的例证， 并进行了逐步的分析、 说明。 在本文的案例中， 工作能力包括执行能力、 把

控能力、 调动能力及领导能力， 相关例证及编码展示如下。

a. 执行能力

案例C3中受访者的领导可以落实大部分的计划， 因而在员工中具有一定的威信， 说出的

话也能够产生积极的回应；

“虽然80%不可能， 但是大部分还是落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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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9的受访者则认为执行能力强的人可以传递更多的信息， 使得知识分享的效率更高。

“如果被执行者能力非常强。 那么它能传递给执行者的有效信息就非常多， 执行

者能够通过被执行者的执行能力能够洞察出这个团队的发展方向。 然后能够带来一种沟

通层面上的有效的信息。”

“如果执行能力不强的人的话， 那就他们之间互相传递的信息就会少一点， 就是

效率不高。”

案例C15中的受访者反映， 团队中的其中一个成员因为工作不负责， 经常出错， 所以得不

到团队成员的信任， 跟这位成员沟通的比较少。

“他除了占用别人时间， 工作还不怎么负责， 很多事情都办得马马虎虎， 出了问

题就会怪这怪那， 也没有想到是自己的错误， 这种人不用说泰国人了， 是谁见都讨厌。”

综上所述， 以上例证的初始概念展示如下， 并把子范畴归纳为执行能力。

表1 “工作能力”初始编码表–“执行能力”

数据来源 典型证据举例 初始概念 子范畴

 C3 虽然 80% 不可能， 但是大部分还是落实的。 大部分工作可以落实 执行能力

 C15 他除了占用别人时间， 工作还不怎么负责， 

很多事情都办得马马虎虎， 出了问题就会怪

这怪那， 也没有想到是自己的错误

工作经常出错

 C19 如果被执行者能力非常强。 那么它能传递给

执行者的有效信息就非常多， 执行者能够通

过被执行者的执行能力能够洞察出这个团队

的发展方向。 然后能够带来一种沟通层面上

的有效的信息

执行者的能力能够带来

沟通层面的有效信息

 C19 但是如果执行能力不强的人的话， 那就他们

之间互相传递的信息就会少一点， 就是效率

不高

执行能力不强则传递的

信息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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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把控能力

案例第11的受访者表示， 由于团队领导的工作细致， 把控力强。 在合作的过程中能够把

握重点、 忽略次要的东西， 沟通的过程也是一样， 因此使得做事更有效率。

“我们都比较信服他， 因为他的工作都会比较细致， 把控能力很好。”

综上所述， 以上例证的初始概念展示如下， 并把子范畴归纳为把控能力。

表2 “工作能力”初始编码表–“把控能力”

数据来源 典型证据举例 初始概念 子范畴

C11 我们都比较信服他， 因为他的工作都会比较细致， 

把控能力很好。 

工作细致， 

把控能力好

把控能力

c. 调动能力

案例第11中， 由于在开会的时候领导注意了提问的技巧， 因而把整个会议的气氛调节得

很好， 把其他人的提问和回答的积极性都给调动了起来。 促进了知识分享。

“这件事情的主线就是领导的提问， 提问的技巧很关键， 可以引起沟通。”

综上所述， 以上例证的初始概念展示如下， 并把子范畴归纳为调动能力。

表3 “工作能力”初始编码表–“调动能力”

数据来源 典型证据举例 初始概念 子范畴

C14 这件事情的主线就是领导的提问， 提问的技巧很关

键， 可以引起沟通。 

提问的技巧 调动能力

d. 领导能力

案例C7的受访者表示， 由于领导安排工作的方式不妥当， 使得一件任务做来做去， 反反

复复地沟通， 但总不符合领导的要求， 导致了知识分享直至工作效率的下降。

“有的东西， 或者是所有的都给下属做， 不愿意做就不会全部丢给下属。 下属做

不好， 然后再改改， 然后再丢回来， 这样一个重复反复的过程。 然后他的那种工作方式

或者教育下属的这种方式是不一样的。 对于我们来说， 是对于工作效率的提升。”

案例C12中的受访者认为， 如果领导的能力和经验比自己差的话， 则不屑于跟那位领导进

行沟通， 因而也对知识分享造成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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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说你是我的领导， 但是我觉得你的能力和经验比不过我。 所以我不想听你

的， 我会听团队里面比较佩服的那个人的。”

综上所述， 以上例证的初始概念展示如下， 并把子范畴归纳为领导能力。

表4 “工作能力”初始编码表–“领导能力”

数据来源 典型证据举例 初始概念 子范畴

C7 有的东西， 或者是所有的都给下属做， 不愿意做就

不会全部丢给下属。 下属做不好， 然后再改改， 然

后再丢回来， 这样一个重复反复的过程。 然后他的

那种工作方式或者教育下属的这种方式是不一样

的。 对于我们来说， 是对于工作效率的提升

领导工作

方式

领导能力

C12 虽然说你是我的领导， 但是我觉得你的能力和经验

比不过我。 所以我不想听你的， 我会听团队里面比

较佩服的那个人的。 

领导的能

力和经验

2.1.2 核心概念

以上所提到的能力主要指的是团队中的领导和员工的能力。 在访谈中发现， 如果领导者

的能力低于下属的能力， 或者是领导者的能力得不到下属的认可， 在知识分享中， 尤其是在任务

情境的知识分享中交谈的效果并不理想。 下属会认为， 不管自己提了多少意见， 这个领导的作为

还是平庸， 工作也不见得会有多大进展； 或者领导在知识分享的过程之中， 总是迟迟不得要点， 

总是说太多的官话， 一些下属也会拒绝知识分享或是漠视知识分享， 使得知识分享无法正常进行。 

不仅领导的能力， 而且员工的执行能力也影响着知识分享。 一些员工不理解上司的指示， 执行起

来不到位； 或者是由于某种因素， 导致执行效果不理想等， 各种由于执行能力而引起的领导对下

属的不满， 而这种不满又体现在言语上时， 下属很有可能因为这种情况而不敢跟领导进行知识分

享， 而领导也有可能会因为多次的不满意， 而与员工进行更少的知识分享。

因此， 本文把这些能力归纳成执行能力、 把控能力、 调动能力、 工作的准确性和领导能

力。 本文认为， 这些能力都是在工作的过程之中所展现出来的， 因此这些概念的核心就是”工作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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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工作能力”聚焦编码表

数据来源 初始代码 子范畴 核心概念

C3 大部分工作可以落实 执行能力 工作能力

C15 工作经常出错

C19 执行者的能力能够带来沟通层面的有效信息

C19 执行能力不强则传递的信息会少

C11 工作细致，把控能力好 把控能力

C14 提问的技巧 调动能力

C7 领导工作方式 领导能力

C12 领导的能力和经验

2.2 沟通能力

沟通能力包含着表达能力、 争辩能力、 倾听能力和设计能力 （形象设计、 动作设计、 环

境设计）。 沟通能力看起来是外在的东西， 而实际上是个人素质的重要体现， 它关系着一个人的

知识、 能力和品德。 沟通过程的要素包括沟通的主体、 沟通的客体、 沟通的介体、 沟通的环境和

沟通的渠道。 不管是在工作还是在生活中， 沟通能力十分重要。 人们在工作与生活中每时每刻都

离不开实践活动， 总不免要与他人沟通， 但是沟通本身也不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要向他人表达一

个意思， 始终说不清楚； 要为他人办一件好事， 但有可能弄巧成拙； 本来想与他人解除原有的隔

阂， 但有可能弄得更僵。 所以说实践的活动需要有一定的沟通能力。

除此之外， 沟通的途径也影响着沟通的效果。 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 沟通已经不限制于

书面沟通和口头沟通， 现在人们也可以用网络的方式进行沟通。 在访谈中发现个别失败案例， 由

于不是面对面沟通， 沟通的一方所传达的信息、 情绪和概念无法真实的被沟通的另一方所领悟到。

在本文的案例中， 沟通能力包括表达能力、 沟通的设计、 沟通的偏向、 沟通途径的应变、 

说话方式的选择和洞察能力， 相关例证及编码展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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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沟通能力”聚焦编码表

数据来源 初始代码 子范畴 核心概念

C1 解释得不够清楚 表达能力 沟通能力

C5 说话的方法

C2 激发沟通的话题 沟通的设计

C8 从搭上的话题聊下去

C11 偏向与容易沟通的组员沟通 沟通的偏向

C12 沟通的语言不一样则会被归为其他群体

C11 沟通途径的转换 沟通途径的应变

C11 用委婉的口气纠正别人 语气的使用

C13 反思自己的说话的口气

C19 用商量的口气提意见

C13 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使用不同的说话方式 说话方式的选择

C13 对不同教育背景的人使用不同的说话方式

C18 不同性格类型的人使用不同的说话方式

C15 不问缘由就骂 洞察能力

C16 先洞察情况再进行深入交流

2.3 关注点

关注点指的是在知识分享的过程中， 知识分享的双方感兴趣的谈话内容或者是谈话的重

点。 从访谈的结果中发现， 即便是在同一个话题， 知识分享的双方关注的内容不一样， 会导致知

识分享不顺畅。 其中一方想要了解这个内容， 但是另一方却想要了解另一个内容。 说来说去， 最

后达不到知识分享的目的， 没有把事情解决好。

从访谈中发现， 影响关注点的主要因素有两个， 一个原因是知识分享方的经验和认知， 在

同一个问题或同一个事件中， 有经验的人会知道这个事件或问题的哪一个环节是关键点， 会很注

重的去得到问题的答案； 而缺乏经验的人关注的点就会比较泛， 不得要点。 另一个原因就是知识

分享能力， 有可能是因为知识分享的一方不善于倾听、 或者是想表达的意思不明确、 词不达意， 

导致知识分享的另一方产生误解。

在本文的案例中， 关注点包括表达的重点、 共同关注的事情、 新关注点的引发、 关注点

对个人行为的制约及个人特征对关注点的影响， 关例证及编码展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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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关注点”聚焦编码表

数据来源 初始代码 子范畴 核心概念

C1 表达重点不一样导致表格的表现形式各异 表达的重点 关注点

C3 领导的关注点没有引起共鸣 共同关注的事情

C11 各个小组的想法存在差异

C9 他人的观点引发新的思考 新关注点引发新的知识

C17 对这件事情完全不感兴趣则不想聊 关注点制约个人行为

C18 不同的圈子有不同关注的事物 个人特征对关注点的影响

C19 不同的性格有不同关注的事物

C19 不同的性别有不同关注的事物

2.4 体貌特征

体貌特征是指人体在面容、 长相、 体型、 体态等方面表现出来的特点。 在访谈中发现， 陌

生的两个人在沟通以前往往都是从体貌特征来判断对方。 本文的访谈案例也有所体现。

在本文的案例中， 体貌特征包括装扮、 面善、 外貌及身高， 相关例证及编码展示如下。

表8 “体貌特征”的聚焦编码表

数据来源 初始代码 子范畴 核心概念

C2 对方的装扮会影响沟通的意愿 装扮 体貌特征

C8 选择平时友善的人进行沟通 面善

C8  偏向与好看的人交谈 外貌

C13 通过外表判断人的品性

C18 偏向与好看的人交谈

C18 看颜值选择交谈对象

C17 身高差距会造成心理影响 身高

2.5 默契

默契程度指的是个体和个体之间的配合程度。 两个人之间的知识分享会因为默契程度不

够， 知识分享的某一方或会因为对方的不理解引起对知识分享的疲乏和反感， 从而导致知识分享

的停滞或阻碍知识分享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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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案例中发现， 知识分享的双方的默契程度会对知识分享产生影响。 因此本研究从案例

中搜集了相关的例证， 并进行了逐步的分析、 说明。

在本文的案例中， 默契包括认可和了解、 合作的默契、 性格的默契， 相关例证及编码展

示如下。

表9 “默契程度”的聚焦编码表

数据来源 初始代码 子范畴 核心概念

C4 对对方的认同和信任 认可和了解 默契

C7 对对方的的赞誉

C6 有明确的工作机制 合作的默契

C11 长期合作产生默契

C11 性格的默契 熟悉对方

C17 熟悉对方处理问题的方式 

2.6 个人修养

个人修养就是个人知识、 情感、 意志、 信念、 言行和习惯的修炼和涵养。 个人修养不等

同于性格。 性格是一个人对现实的稳定的态度， 以及这种态度相应的、 习惯化了的行为方式中表

现出来的人格特征。 性格一经形成， 便比较稳定， 但是并非一成不变， 而是可塑性的。 好的性格

需要个人修养来实现。 访谈中发现， 在知识分享的过程中， 个人修养影响知识分享的意愿及程度。

在本文的案例中， 个人修养包括言语的亵渎、 个人言行不端及生活习惯影响他人， 相关

例证及编码展示如下。

表10 “个人修养”的聚焦编码表

数据来源 初始代码 子范畴 核心概念

C5 言语骂人 言语的亵渎 个人修养

C16 冤枉他人 个人言行不端

C18 放音乐影响他人休息 生活习惯影响他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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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语言能力

语言能力主要体现在两个身处不同文化的人之间的知识分享。 比如， 一个中国人和一个

泰国人进行交交谈， 首先， 双方的母语不同， 因此所使用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两个人的理

解， 这个则对双方的语言水平有一定的要求； 但是， 由于个体的因素表达能力也有不同的层次， 

例如， 有些人的语言水平很不错， 但是表达能力欠佳； 但是有些人则能够用有限的语言能力去表

达他内在的想法。 因此， 语言能力也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知识分享的顺利进行。

在本文的案例中， 语言能力包括口音的适应能力、 翻译能力及语言表达能力， 相关例证

及编码展示如下。

表11 “语言能力”的聚焦编码表

数据来源 初始代码 子范畴 核心概念

C11 口音不一样，理解很吃力 口音的适应 语言能力

C5 了解不到意思 翻译能力

C6 文化不同引起的理解差异

C11 英语水平不太均衡影响沟通的深度 语言表达能力

C11 英文水平不好影响说话的频次

2.8 社交圈

访谈中发现， 社交圈不同的人群， 他们之间的共同话题相对较少， 即使能够聊在一起， 也

会由于价值观的差异而影响知识分享的深度。 俗话说物以类聚， 人与群分， 人与人能够聚在一起

形成一个群体、 一个圈子， 大部分都与各自的价值观、 思维和对待世界的态度有关系。 换句话说， 

一个朋友圈体现了一种价值观。 有些人善于人际交往， 朋友圈也很广， 这也是社交能力的一种体

现， 但并不意味着他在每一个朋友圈都能够能够随意地进行知识分享， 得到别人的赞同和理解。 

一个人朋友圈的形成，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性格、 职业、 地位、 财富、 家庭背景、 教育程度、 兴

趣爱好、 专业知识等方面。

以下从案例中搜集了相关的例证， 并进行了逐步的分析、 说明。 在本文的案例中， 社交

圈包括生活圈和朋友圈， 相关例证及编码展示如下。

表12 “社交圈”的聚焦编码表

数据来源 初始代码 子范畴 核心概念

C18 相同的生活圈子才能玩到一块儿 生活圈 社交圈

C18 朋友圈不是同一种人 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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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社交

社交指社会上人与人的交际往来， 是人们运用一定的方式 （工具） 传递信息、 交流思想

的意识， 以达到某种目的的社会各项活动。 本文认为， 社交是知识分享的一种工具， 而社交能力

直接体现了知识分享的有效性和积极性。 社交能力强的人能够主动的去接近他人， 不会因为陌生

而拒绝沟通， 而且总是能够在适当的时候说适当的话， 从而引起知识分享的有效性。 一个会社交

的人天生比较外向， 善于交际。 社交能力高的人一般具备两种特质， 一是对社会情境的辨析能力， 

二是提高对其他人心理状态的洞察力。 对环境的变形能力， 是社交能力的一个重要部分， 一个人

如果能够对情境间的细微不同之处， 加以区分， 往往能够掌握社交环境的变化， 而做出合宜的行

为， 以适应不同性质， 千变万化的环境。 而洞察别人的心理状态， 也是社交能力的重要一环， 一

些人看到别人的行为时， 不尝试去了解对方做事时的处境和感受， 便马上从别人的行为去判断对

方是一个怎样的人， 这种重判断而轻了解的取向， 是社交能力发展的一大障碍。 在现实生活中， 

每个人的社交能力都不一样， 因此形成了知识分享的障碍。

表13 “社交”的聚焦编码表

数据来源 初始代码 子范畴 核心概念

C2 主动与他人搭话 洞察可开展的话题 社交

C12 发现共同话题

C18 不圆滑 个人的社交能力

C20 不善于打交道

C5 凭空判断他人行为 做出合宜情境的行为

C18 嘴上说的跟平时做的不一致

C16 辨析情境以做出认为对的事情 情境的辨析能力

2.10 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是指人们长期受一定社会文化、 经济、 风俗、 家庭影响而形成的一系列的生活

习惯、 生活制度和生活意识。 “生活方式是由个人和社会群体、 整个社会的性质和经济条件以及

自然地理条件所决定的个人社会群体和整个社会的方式和特点。” 可以将生活方式理解为不同阶

层人群在其生活圈、 文化圈内所表现出的行为方式。 生活方式的构成要素是由生活的行为习惯、 

生活时间、 生活节奏、 生活空间、 生活消费组成。

以下收集了相关的例证， 并进行了逐步的分析和说明。 在本文的案例中， 生活方式包括

消费习惯和生活空间， 相关例证及编码展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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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生活方式”的聚焦编码表

数据来源 初始代码 子范畴 核心概念

C13 共同的生活方式促进个体间的互动 消费习惯 生活方式

C18 生活的行为习惯不一样影响个体间的互动 生活的行为习惯

2.11 兴趣爱好

兴趣爱好无疑是展开交谈最好的切入点， 拥有共同的兴趣爱好更能够使交谈更顺畅， 根

据对方的兴趣爱好说话， 就很容易将谈话进行下去。 反之， 如果没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对于相对

陌生的人而言， 知识分享将是一大难题。 善于沟通的人都会把兴趣爱好作为沟通的前提， 即便聊

的不深入也没有关系， 只要能够很好的引导， 他人便会不由自主的告诉你很多关于他自己和工作

上的事情。 如果能够把握好， 知识分享的效果将会达到极致。

以下收集了相关的例证， 并进行了逐步的分析和说明。 在本文的案例中， 兴趣爱好就是

知识分享的双方的共同兴趣爱好， 相关例证及编码展示如下。

表15 “兴趣爱好”初始编码表–“共同的兴趣爱好”

数据来源 典型证据举例 初始概念 子范畴

C13 对， 就是有一个共同点 （兴趣爱好）， 我觉得可

以交流， 但是聊的更深。 

共同兴趣爱好促

进深层的交谈

兴趣爱好

C17 两个人如果兴趣爱好都很相似， 那么这两个人

就会很聊得来。 

爱好相似能促使

持续性的交谈

2.12 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主要是指人们对某个事物或物体形成的一种概括固定的看法， 并把这种看法推

而广之， 认为这个事物或者整体都具有该特征而忽视个体差异。

在访谈中发现， 刻板印象也是影响知识分享的因素之一。 这个影响往往出现于对性格的

判断。 例如， 很多人认为长得漂亮的人就会心高气傲； 学历高的人就会恃才傲物； 家庭背景好的

人无法与家庭背景平庸的人做朋友， 诸如此类的刻板印象， 往往限制了人与人之间的主动知识分

享， 在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隔阂， 使人不愿意主动去打破这种隔阂去尝试和接受。

以下收集了相关的例证， 并进行了逐步的分析和说明。 在本文的案例中， 刻板印象包括

偏见、 和惯性认知， 相关例证及编码展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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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 “刻板印象”的聚焦编码表

数据来源 初始代码 子范畴 核心概念

C1 对他人的偏见 偏见 刻板印象

C5 对特定群体的偏见

C13

C13 种族偏见

C13 不喜欢而产生偏见

C2 看人的第一感觉产生的印象确定沟通意愿 惯性认知

C8

C12 把文化不同的人视为不同群体的人

C17 选择沟通对象的习惯

2.13 文化

通过访谈， 本文所发现的影响知识分享的文化多样性， 主要来自于不同省份和国家间的

文化差异， 尤其是国家间的文化差异。 例如， 中国员工和泰国员工一起开会， 中国员工会很积极

的提出相关的意见和建议， 也会为他人提出相关的方案来解决问题； 而泰国员工相对沉默， 虽然

偶尔也会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但是积极性没有中国员工那么高。 深究缘由， 得知泰国学生

在上大学的时候， 教育模式或者思维模式基本上都相对固定， 即基本上老师作为课堂的主体， 为

主讲者； 而学生作为课堂的客体， 主要的任务就是听和记， 一般都很少主动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

点， 也很少主动的去提问和发言； 而对于中国人而言， 在课堂上发言和提问， 都是一种被鼓励的

行为， 或许这是一种惯性， 这种现象也在工作中被体现了出来。

霍夫斯泰特在对文化进行定义中， 指出“文化”是在同一个环境中的人民所具有的“共同

的心理程序”。 因此本文把文化看成是具有相同的社会经验、 受过相同教育的许多人所共有的心

理程序。 由于来自不同群体、 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人们， 受着不同的教育、 有着不同的社会和工作， 

从而也就有不同的心理程序。 以下收集了相关的例证， 并进行了逐步的分析和说明。 在本文的案

例中， 文化包括礼仪差异、 文化特质差异、 对其他性别的接受程、 思想差异及语义的解读的差异、 

文化的认同、 谈话内容的禁忌及不同文化产生的信息量。 相关例证及编码展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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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 “文化”的聚焦编码表

数据来源 典型证据举例 初始概念 子范畴

C5 拜职位高的老师 礼仪差异 文化

C6 不同文化的人对待学习的态度 文化特质差异

C8 泰国无性别上的沟通障碍 对其他性别的接受程度

C9 文化环境造成思想差异 思想差异

C11 名词的理解差异 语义的解读差异

C12 文化背景相同的人会产生较高的文化认同度 文化的认同

C13 由于文化差异产生距离感

C16 文化差异对谈话内容的影响 谈话内容的禁忌

C19 不同地域的文化带来无限大的信息量 不同文化产生的信息量

3. 知识分享相关影响因素的分类

为了能够更系统地概括影响知识分享的因素， 本文把以上13个具体因素进行了进一步归

纳， 把其划分为6个类型的因素： 感知因素、 行为因素、 诱发因素、 能力因素及人际因素。 对知识

分享影响因素的归纳如下表所示：

表18 知识分享影响因素归纳表

序号 类型 概念 相关说明 定义

1 感知因素 关注点 个人在遇到问题时所关注的事情不

一样

个人潜移默化的特质， 

很难因为客观环境而即

刻发生改变的因素。

关注点和刻板印象都是

基于个人的感知。 

刻板印象 个人在经历一些人、 事后对客观事

物而产生的感觉和想法

2 行为因素 个人修养 个人修养即个人认识、 情感、 意志、 

信念、 言行和习惯的修炼和涵养， 

个人的行为举止往往体现其个人修

养

由内至外表现出来的

行为

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指个人由情趣、 爱好和价

值取向决定的生活行为的独特表现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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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8 知识分享影响因素归纳表

序号 类型 概念 相关说明 定义

3 诱发因素 兴趣爱好 共同的喜好 可以诱发知识分享的

因素体貌特征 身高、 相貌等

4 能力因素 工作能力 工作能力包括工作的执行能力、 

把控能力、 领导能力、 调动能力

个人所具备的能力

沟通能力 沟通能力指的是表达能力、 倾听能

力和设计能力

语言能力 语言能力指的是语言水平或掌握语

言的能力

5 人际因素 默契程度 默契程度指的是人与人之间心灵相

通， 能够进行很好的配合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及互

动的范围

社交 社交指的是人与人的交际往来， 运

用一定的方式传递信息、 交流思想

以达到某种目的的社会活动

6 环境因素 社交圈 具有相同爱好、 兴趣， 有某种共同

特征， 或者为了某个特定目的而联

系在一起的人群

个人所处的环境。

如果知识分享的双方处

于不同的社交圈或文化

氛围， 知识分享的深度

和质量或会受到一定影

响。 

文化 既包括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等

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部分， 又包括

自然科学和技术、 语言和文字等非

意识形态的部分

讨论

本文通过定性研究方法对20位受访者提供的案例进行深度解读、 提炼， 并运用扎根分析

法对相关内容进行归纳和提炼， 扩充了现有文献对影响知识分享的因素的界定， 从原有的、 现实

观察到的信任、 尊重、 认同等因素， 通过对受访者的访谈、 解读及总结， 扩充到6个类型或13个具

体的影响知识分享的因素。 另外， 本文为团队中的知识分享活动提供了一定的指导意义。 在知识

分享的过程中， 管理者可对相关因素进行逐个排查， 找出最关键的、 影响知识分享的因素， 从而

进行调整和制约， 以使团队的知识分享质量能够得到最大化的提高。 最后， 本文认为在今后的研

究中， 学者可以对相关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 以发现它们影响知识分享过程的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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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信息技术发展在给高校教学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机遇， 伴随越来越多的校园实现 

WIFI 全覆盖以及智能手机的普及应用， 构建智慧课堂的基本条件已经成熟。 本文从分析传统教

学过程设计及其考核入手， 在基于微助教辅助的教学实践中， 运用观察法、 对比实验法、 问卷调

查法等， 探索市场营销类课程教学过程实现及考核评价体系构建， 以期让教学过程更具针对性、 

趣味性， 便于教师对学生学习全过程进行持续跟踪记录， 打造优质智慧课堂， 提高教学管理效果。

关键词: 微助教  智慧教学  过程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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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brought both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o college teaching. As full coverage of WIFI is realized in more and more campuses and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smart phones, there are basic conditions for building wisdom classes. 

Starting from the analysis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process design and assessment of the methods such as 

observation, comparative experiment and questionnaire were adopted to explore the realization of teaching 

process of marketing cours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ssessment system in teaching practice based on 

micro-assistant teaching. The aims are to make the teaching process more specific and interesting, to 

provide convenience to teachers in following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students’ learning, and then to 

create high-quality wisdom classroom and improve the teaching management effect.

Keywords: Micro-assistant teaching, wisdom teaching, process, assessment.

引言

作为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教育信息化对推进教育现代化， 

创新教学模式和提高教育质量有重要作用。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 

指出“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 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而教育信息化更被列为独立一

章纳入国家信息化发展整体战略。

互联网及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为高校教学模式变革不断提供技术支持， 传统的多媒

体、 案例教学方式已难以调动当代大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学习主动性， 近年来此起彼伏涌现的诸如

慕课、 微课、 翻转课堂、 智慧教学等新颖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 逐渐成为高校教学改革的新趋

势， 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辅助应用， 在利用微助教、 QQ 群或微信群构建智慧

课堂的教学实践中， 探索将教学管理、 考核评价贯穿课前预习、 课堂表现及课后复习全过程， 延

伸至学生方便的任意时间， 提高教学的智慧性和便利性。

传统教学过程设计及其考核

传统教学过程由课前预习——课堂教学及测试——课后作业练习——期末测试构成， 贯

穿其间匹配有不同的考核方式以检测教学及学习效果， 具体如下：

1. 课前预习及考核

教师课前将预习任务提前下发给学生， 但学生是否预习、 预习达到要求与否则完全依赖

学生自觉， 由于过程无法记录， 无法将其纳入考核指标体系。 而缺乏考核的预习往往有名无实， 

影响课堂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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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堂教学及考核

考勤： 目的是督促学生端正学习态度， 可以如下方式进行。 (1) 按花名册逐个点名。 此种

方式最为常用， 但占用课堂时间较长， 尤其是大班教学情况下， 且代答代签时有发生。 (2) 随机

抽点， 此种方式相对节省时间， 但抽点带有一定偶然性， 且无法兼顾公平和精确。

课堂提问： 点选学生回答问题或板书解题， 目的是检查学生对课堂知识的理解掌握情况， 

虽可及时获知学生学习情况反馈， 但学生配合参与积极性不高。

3. 课后作业练习

教师依据教学进度， 不定期布置课后作业练习， 促使学生理解巩固所学知识， 进一步查

漏补缺。 可以全面考核每个学生的学习掌握情况， 但经历“书写作业——上交作业——教师批

阅——发还作业”， 整个过程信息反馈滞后， 学生不能及时了解自己知识上的短板， 教师易受学

生抄袭作业行为误导， 做出错误的评价判断； 另外， 教师批阅作业耗费较多时间和精力， 且不能

迅速应对调整课程以适应学生实际掌握情况 （Duo, Fu & Hai, 2017）。

4. 课程期末测试

 4.1 试卷形式考核， 在有限时间内以一张试卷进行综合测试， 考核内容无法完全覆盖

所有知识点， 对学生学习效果评价注重结果而非过程， 容易出现偏差。

 4.2 大作业或课程报告形式考核， 通常要求学生组成团队协作配合完成某个项目， 侧

重对学生运用所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考察， 项目结束提交课程报告并进行演讲汇报。 教师

的主观评价仍然起着主导作用， 对课程报告的优劣难以准确客观评价； 另外针对成员 “搭便车” 

现象无法及时洞察， 很难准确评判团队成员的个人贡献， 也不能对学生形成有效的激励。

信息技术发展给高校教学带来的挑战

近年来， 智能手机的爆发式增长及4G网络的逐渐完善， 个人可以较低的成本接入网络， 

越来越多的学生成为“低头族”， 一些学生在课堂上专注玩手机， 无心听讲， 高校课堂日益沦为教

师一个人的表演， 师生缺乏有效的互动， 教学质量及效果均无法保证。 手机与课堂教学的关系也

一直是热搜敏感话题， 目前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三种 （见图1）：

1. 手机与课堂教学相互冲突——只要手机在场， 就会不断干扰学生的注意力， 增加学生

的认知负荷， 造成一定程度的信息超载， 降低学习效率。

2. 手机与课堂教学相互融合——手机可以融入课堂教学中， 目前很多学习类 APP 软件， 

功能齐全， 操作便捷， 可以有效促进学生自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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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手机对课堂教学的双重影响——手机对课堂既有正向作用， 也有负向作用。 手机的学

习功能可以促进课堂教学； 手机的娱乐性质又会影响课堂教学 （Zhou, 2018）。

  

图1 手机与课堂教学的关系

在实践教学中， 基于当代大学生的个性特点， 他们在信息化环境下长大， 信息化环境对

他们的认知方式、 学习态度、 学习习惯等影响巨大， 他们喜欢从有效途径获取自己可以控制的信

息， 因而我们无法将手机真正排斥于课堂之外。 手机对课堂教学究竟发挥何种影响最终取决于教

师和学生对手机功能使用的认知和选择。

与此同时，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15）》 明确指出“信息技术对

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 并将教育信息化纳入国家信息化发展整体战略。 越来越多的高校积

极建设智慧校园， 探索“互联网+教育”的智慧教学模式， 大量手机APP （如网易云课堂、 学堂在

线、 中国大学慕课）、 微信公众号 （如千聊、 懂你学堂、 雨课堂） 等应用于教学实践 （Jing & Xing, 

2015）。

微助教及其功能概述

微助教， 是由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师田媛和华中科技大学专业团队在2016年3月推

出的一款课堂互动轻应用工具， 它能够将云计算、 移动互联网、 数据挖掘等前沿信息技术融入教

学场景， 为所有教学过程提供数据化、 智能化的信息支持 （Shao, 2018）。

作为一种新型的智慧教学工具， 微助教能够在课前预习、 课堂教学以及课后复习之间建

立沟通桥梁， 它能够及时双向反馈教师和学生的“教”“学”问题， 强调操作简便、 方便实用、 有趣

味性的教学设计和过程性评价 （见图2）。 对于学生而言， 只需在微信中关注“微助教”公众平台， 

便可以迅速投入到课堂学习中来。 在利用“微助教”辅助教学的过程中， 学生签到、 答题和参与讨

论都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微助教”则在互动完成后即时统计学生的参与成绩， 并以数据和表格

的形式， 清晰地展现在电脑及手机屏幕上， 轻松实现课堂互动永不下线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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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微助教功能模块划分

基于微助教的智慧教学过程实现及其考核评价

笔者在近两个学期开设的 《市场营销》、 《市场调查与预测》 课程教学中， 尝试将微助教

引入教学设计， 在教学实践中探索智慧教学的过程实现及其考核评价， 具体内容如下:

1. 课前预习及考核

在课前环节， 教师需要收集教学资源， 根据教学需求合理设计预习任务， 并将预习内容

提前两天发布在班级课堂上， 可以是视频、 PPT， 也可以包括知识点、 习题、 延伸阅读案例资料

等， 便于学生提前查阅了解即将学习的内容， 促使学有余力的学生深入研究和拓展阅读。 对于学

生预习情况， 微助教平台可以自动记录学生查阅的详细信息 （见图3） 以作预习考核依据， 预习

实际效果还可通过课堂答题情况来进一步检测。

图3 微助教辅助课前预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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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堂教学及考核

 2.1 微助教签到督促学生出勤

 使用微助教的签到功能， 可以在几十秒内完成所有学生的出勤点名， 还能通过GPS定

位查看学生签到时所在的位置， 防止弄虚作假、 蒙混过关。 同时签到手速最快的前三名同学将带

上皇冠 （见图4）， 从而让每一个课堂参与者都有存在感， 激发督促学生来到课堂学习。

图4 微助教辅助签到

 2.2 微助教辅助答题活跃课堂气氛

 传统教学单向、 单一的教师讲学生听的模式， 很容易让学生失去学习的动力与兴趣， 

而微助教答题功能， 则有效改善了上述现象。 面对低头缺乏应答互动的学生， 教师可以及时来个

限时答题， 设置“点答/抢答”， 将游戏元素融入课堂， 既活跃了课堂气氛， 又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热

情， 同时答题结果得分排行可以快速直观地切换到大屏幕上， 包括不同题目的答题参与率、 正确

率、 分数分布情况等， 教师可据此进行点评和后期重点辅导， 及时调整教学进度， 改进授课方式

与方法； 学生则可及时知晓自己知识理解掌握的短板， 增加了学习动力。

图5 微助教辅助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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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微助教讨论提升教学效果

 课堂可借助微助教的讨论功能发起讨论， 在讨论过程中， 学生可以匿名发送文字或图

片到照片墙踊跃表达观点， 从而为那些“想发言却不愿站起来”的同学提供了更多机会， 营造了更

佳的学习“现场感”“时尚感”， 为学习内容的深度交流提供条件， 增加了课堂教学的互动频率，  

改善了课堂气氛。 该讨论功能具有如下优点(1)课堂讨论结果可以词云形式呈现在大屏幕上  

（见图6）， 能从视觉角度刺激大脑的联想功能有助于开阔思维； (2) 通过手机匿名发送自己的想法

参与讨论， 有助于帮助内向胆怯的学生加入讨论； (3) 讨论不受班级人数限制， 每个讨论过程都

被自动记录下来便于教师整理分析及据此评价学生课堂学习的参与度、 愉悦度和满意度， 促成课

堂由“沉默”走向“活跃” （Liu & Yuan, 2017）。

图6 微助教辅助讨论词云图

3. 课后作业练习

目前微助教可提供单选/多选/判断/填空/简答五大题型， 方便教师在课后发布适当形式

适量的作业， 巩固检验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 这样做有几点好处： (1) 微助教程序的历史记录能

清晰查看每次发布题目每位同学的解答情况 （见图7）， 还能方便的导出用excel表进行统计分析  

（见图8）， 为科学合理评价教学效果提供了最真实可靠的数据。 (2) 通过程序自带的判卷功能， 省

去了教师逐一批改所需要的时间， 使学生能及时获得反馈， 从学习记忆理论来说， 这样更能加深

印象， 提升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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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微助教辅助批阅作业

图8 微助教成绩导出界面

4. 课程期末测试

当课程期末测试以针对项目开展分析研究提交课程报告形式时， 可以利用微助教的互评

功能， 以小组或学生个人为对象进行评价。 通过PPT汇报、 课程报告展示等方式， 让学生用微助

教的互评功能以匿名方式进行评价 (见图9)。 这种方式避免了现场打分带来的心理顾虑， 能让学

生更客观的评价自己和他人的工作。 同时微助教自带的统计分析功能， 能在打分完毕时立刻给出

最后得分， 并能展示被评对象在每一项评分标准所获分数， 指引其今后的改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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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微助教项目汇报互评

基于微助教应用的智慧教学管理探究

1. 基于课前预习反馈， 实现精准教学设计

在微助教应用中， 教师应该重点把握住课前预习环节， 通过教学资源发布、 视频微课推

送等多种形式， 导入新课内容， 布置预习任务。 通过学生预习痕迹记录及预设问题的测评、 收集， 

判断学生已掌握的知识和技术状况， 为备课提供及时、 准确、 立体的信息依据， 据此实现有的放

矢的教学设计， 对知识点薄弱环节补充讲解， 重难点进行问题辨析， 通过多样化的互动交流解决

学生在新任务学习中遇到的问题 （Lai, 2018）。

2. 基于教学全过程的动态测评， 量化学习效果评价

综合以上微助教辅助教学的实际应用， 大量过程评价的工作可以在课程开始前由教师设

置好评价标准。 随考核过程进行， 对到课、 答题、 讨论、 练习、 测验等每一个环节自动采集各个

学生的学习行为 （见表1）， 通过整合分析数据为教师提供一个量化学生学习效果的指标参数， 从

而为教师精准评估学生知识掌握情况， 即时调整教学策略和教学进度提供数据支撑。 同时在PC 

端录入的题目能批量复制或加以编辑， 自带程序可实现即时批阅、 全面记录功能， 这样在强化教

学过程监督， 提高评价体系科学性合理性的同时， 也可以使教师从繁重的批阅作业统计成绩工作

中解脱出来， 能把更多的精力专注于课程的完善中去， 增强了教师移动办公的灵活性 （Tan & Hu 

& Tian,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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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基于微助教的智慧教学过程实现及其考核评价

教学环节 过程实现 评价方式

课前预习 课前教师通过微助教PC端直接录

入预习任务及相关学习资料

预习痕迹记录； 点答测试评分

课堂教学 考勤 手机签到， GPS定位 （原始记录可导出） 

课堂提问 点答/抢答， 累积加分

课堂互动讨论 自动记录参与状况， 累积加分

课后作业练习 课后教师通过微助教PC端直接上

传作业

全面批阅， 自动记录学生作业完成率/

准确率， 系统打分

课程期末测试 课程报告 自评/互评/组内评/组间评， 加权赋分

3. 基于教学资源的常态化推送， 营造智慧学习生态

在微助教辅助教学的实际应用中， 还有一个体会是每一个教师都要“着意身边、 就地取

材”， 充分利用先进的信息处理技术， 把教学支持领域、 教学过程和现实生活中收集、 感悟到的

海量信息， 进行汇聚、 存储和加工制作， 并依托微助教这个平台， 及时进行推送发布。 让学生可

以第一时间获取最新的学习资源， 深化理论认知与理解， 在生活中学习感悟， 并在教师的引导下

通过自主学习、 互动讨论、 合作探究等多种方式， 实现师生之间/生生之间教与学的立体沟通与

交流， 最终营造一个智慧学习生态， 让我们的课堂真正“鲜活”起来， 吸引学生真正爱上课堂。

微助教辅助课堂教学的应用效果

笔者曾选取16、 17级市场营销、 行政管理等不同专业不同班级学生， 开展应用微助教辅

助教学的对比实验， 使用微助教辅助教学的班级在课堂参与互动率、 自主学习力、 创新思维力上

明显优于未采用微助教辅助教学的班级， 具体应用效果总结如下：

1. 学生学习主动性大大提升

在“手机上网“已成为年轻人必不可少的日常活动习惯的社会环境下， 以“微助教”辅助教

学活动实现， 可以引导学生将上网玩游戏、 看剧、 刷微信朋友圈等无益学习的行为， 变成上网看

课程视频， 刷微信讨论课程内容等有益学习的行为， 当学生低头玩手机时， 教师可以及时来个 

“限时答题”， 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或者设计一个“抢答”环节， 将游戏元素融入课堂， 由于上述教

学安排都是不规律的， 可以刺激学生紧随教学节奏， 变被动接受知识为主动思考探索， 提升了学

习的趣味性和主动性 （Gong,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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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学方式更加丰富生动

与传统课堂相比， 基于微助教应用的课堂本质上是一个动态开放的系统， 随着互联网、 移

动互联等新兴信息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课堂系统超越了时空限制， 实现教师与学生、 学生

与学生间的高效交流， 教学方式也更加丰富生动。 比如通过合作探究： 教师设计活动， 为学生分

组， 学生开展协作学习， 进行互动讨论， 提交成果并展示； 通过展现与分享： 学生展现学习成果， 

分享观点， 激发辩论， 从而提高学生思辨和分析解决问题能力； 通过个性化推送： 教师依据学生

课堂学习反馈情况， 针对每个学生认知水平、 学习能力， 发布个性化的课后作业， 推送学习资源， 

真正实现因材施教。

3. 教学过程评价更为客观

“微助教”能公平反映每一位同学在学习中的主动性， 对到课、 答题、 讨论、 测验都能及

时准确地给出评价， 且评价结果随时以可视化的方式投射到大屏幕上， 直观说明谁才是课堂上最

活跃、 最投入的学生； 所有评价记录都是公开公正的， 学生对自己的平时成绩很少有异议， 教师

也免去了繁杂的批改程序， 无需期末时再对每一个人的平时成绩逐一进行统计， 能把更多精力用

于课程的打磨完善中去 （Chen, Yu & Yan, 2018）。

微助教辅助教学在本校推广后， 来自众多教师的使用反馈表明， 在日常教学工作中，  

“微助教”在课堂控制、 教法创新、 过程评价这三个方面提供了有效的帮助， 它打破了时空限制， 

让学生可以在教室之外“不限时间、 不限地点”的自主学习， 教师则可方便及时的释疑解惑，  

真正营造一个在教室之外“不限时间、 不限地点”的自主学习， “人人皆学， 处处可学， 时时能学” 

的学习型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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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有关外国学生汉语近义动词偏误分析的四篇论文对比， 本文主要探讨泰国学生汉语

近义动词偏误及学习策略。 从分析结果发现： 一、 泰国学生的偏误类型可分为语义方面和语法方

面的偏误； 二、 泰国学生的偏误成因主要包括母语的影响、 目的语知识的影响、 教师教学的影响、 

工具书和教材的影响、 学生的学习策略的影响和汉语水平的影响； 三、 解决汉语近义词偏误的教

学策略是 “近义词辨析方法”， 主要包括语素分析法、 对比分析法、 结构分析法和语境分析法。 此

外， 本文还提出几点教学策略： 录近义词讲解的视频和举行汉语近义词比赛； 学习策略： 通过多

种途径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语言运用习惯、 常给自己提问与练习近义词的辨析， 以便提高学

生自身的汉语水平和近义词的运用能力。

关键词: 泰国学生  汉语近义动词  偏误分析  近义词辨析  学习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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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of four papers pertaining to the analysis on errors made by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using synonymy of Chinese verbs, the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is to study the errors made by 

Thai students in Synonymy of Chinese verbs and learning strategies. The 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types of errors made by Thai students can be divided into semantic errors and grammar errors;  

2. The causes of errors made by Thai students mainly include the effect of native language, the effect of 

Chinese language, the effect of teaching method, the effect of reference books and textbooks, the effect 

of learning strategies, and Chinese skill of the students; 3. “Near-synonym discrimination and analysis” 

is the teaching method to help students to correct the errors of Chinese near-synonyms, and it includes 

morpheme analysis method,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structure analysis method, and contextual 

analysis method. Furthermore, some useful teaching methods are proposed in the research, such as  

recording the videos of Chinese near-synonyms for off-class learning and holding Chinese near-synonyms 

competitions. Regarding the learning methods,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hould learn Chinese culture 

and language customs of Chinese people, always raise questions and practice near-synonym discriminations. 

These methods can help students to improve their Chinese language levels and abilities in using Chinese 

near-synonym.

Keywords: Thai students, synonymy of Chinese verbs, error analysis, near-synonym discrimination, 

learning strategies. 

引言

汉语是一个词语丰富的语言， 其中“近义词”是汉语词汇教学界及对外汉语教学界关注 

的一个课题， 因为近义词是外国学生不可避免的难题。 “外国汉语学习者一旦学完了汉语的基本

语法并掌握了1500个左右的常用词语以后， 就会遇到同义词、 近义词用法方面的问题” （Yang， 

2004）。 值得一提的是， 对外汉语教学界对近义词的研究和本体研究不同， 它的定义范围更宽泛， 

一般不区分同义词和近义词， 而主要以留学生为出发点， 将留学生难学并容易混错的那些词语都

看做近义词。 Guo （1988） 曾指出： “汉族学生学习汉语， 由于语感丰富， 对意义上接近而并非同

义的异义词一般不会发生词义上的混淆， 外国学生情况就不同了。 由于不同语言的语义系统不完

全一致， 因此他们学习汉语时对这类异义词则有可能分辨不清。 特别是有的词群在另一种语言中

是同义词。”



Chinese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Management Vol.3 No.1, 2019140

Indexed in the Thai-Journal Citation Index (TCI 2)

当我们用汉语语言沟通时， 动词可以说是一个句子的核心， 它能表达说话人的动作、 行为、 

感情和思想， 没有动词一个句子就不会完整。 “80年代以后， 汉语动词研究一直是个热门， 这是

由于动词是句子的中心、 核心、 重心， 别的成分都跟它挂钩， 被它吸住” （Yin， 2007）。 在对外汉

语近义词教学中， 动词也占很大的比例， 所以笔者认为汉语近义动词研究对学习汉语的外国学生

来说非常有价值。 在此， 笔者以本身作为学习汉语的泰国人， 同时也是汉语教师， 发现目前学习

汉语的泰国学生越来越多， 学生的汉语水平也提高了， 因此， 针对泰国学生学习汉语各方面的研

究是十分重要的。 为此， 本文选出四篇有关外国学生汉语近义动词偏误研究的论文进行对比分析， 

其中有两篇是针对泰国学生进行研究的， 即 《中高级阶段泰国留学生汉语近义动词使用偏误分

析——以云南大学生为例》 （本文简称“论文A”）、 《中高级留学生习得同素近义动词的偏误分 

析及教学策略》 （本文简称“论文B”）、 《中高级阶段留学生习得近义动词偏误研究》 （本文简称  

“论文C”） 和 《泰国学生汉语近义动词偏误分析——以四组甲、 乙级动词为例》 （本文简称“论 

文D”）， 再从它们的异同做出泰国学生汉语近义动词偏误情况的总结， 并提出几点教学和学习 

策略。

泰国学生汉语近义动词偏误类型

从这四篇论文来看， 在偏误类型方面既有相同之处， 又有不同之处， 我们先从相同之处

分析如下：

1. 偏误类型至少可分成两类： 语义方面的偏误和语法方面的偏误。

2. 造成语义方面的偏误的主要原因包括语义程度 （或词义的轻重） 不同、 语义侧重点不

同、 词义的范围不同、 词义的适用对象不同和色彩义不同。

2.1 语义程度 （或词义轻重） 的偏误： 语义轻重程度不同的近义动词在具体语境下不能

互换， 语义程度常在实词中的动词、 形容词表现出来， 所以它是表明近义动词差异的一个重点。

例1 （论文A）： 你为什么说他不好， 你知道他吗？ （了解）

“了解”的意思比“知道”程度深， “了解”是对一个人很熟悉， 可以用来评判人的好坏， 而 

“知道”不能， 该句要用“了解”才正确。

例2 （论文B）： 随着汽车数量越来越多， 城市交通开始变得越来越拥堵， 汽车尾气加重了

环境恶化。 （加剧）

“加重”的词义是增加重量或变得严重， “加剧”词义比“加重”更强烈些， 例句表达的含义

很重， 所以应该用“加剧”才正确。

例3 （论文C）： 我总担忧他开车会出事。 （担心）

“担心”和“担忧”都是动词， 但是“担心”的语义程度比较轻， 侧重于不放心， 而“担忧” 

语义比较重， 到忧虑不安的程度， 例句表达的意思是不放心， 所以用“担心”比较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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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语义侧重点的偏误： 虽然近义动词的意义相近， 但强调的方面有所不同。

例1 （论文A）： 体育老师改正我们动作。 （纠正）

“改正”侧重于“改”， 意思是把错误改为正确的， 而“纠正”侧重于“纠”， 是改正缺点错误， 

例句表达的是动作有些不正， 不是全部不正， 所以要用“纠正”。

例2 （论文B）： 现在很多家庭， 即使夫妻双方感情已经彻底破裂， 却因多种原因而维护

着。 （维系）

“维护”侧重于“护”， 有保护、 爱护的意思， 而“维系”侧重于“系”， 有联结、 联系的意思。 

例句中说到“婚姻”， 是要继续保持不变的， 所以应该用“维系”。

例3 （论文C）： 他点头了， 就表达他同意这个想法。 （表明）

“表达”侧重于具体的行动或语言表达抽象的思想感情， “表明”也可以用于思想感情， 但

它的对象侧重于个人的立场、 观点、 想法、 决心等。 例句中“点头”是表达他的观点和决心， 所以

应该用“表明”。

例4 （论文D）： 平时吃得过于简单， 星期天可得好好改进。 （改善）

“改进”和“改善”都有“改变原有的情况”的意思， 但它们的侧重点不同， “改进”强调在原

来的基础上提高， 有所进步， “改善”强调原有的情况中不足的地方加以改正， 使其达到良好的状

态。 例句表达的意思是要把饮食品质改得好一些， 达到良好状态， 所以该句要用“改善”来表达。

2.3 词义范围不同和词义的适用对象不同的偏误： 有些近义词所指对象的范围大小不同， 

或在适用对象上不同， 比如有的适用于人， 有的适用于物品等。

例1 （论文A）： 道教出生的年代是战争时代。 （产生）

“出生”只用于人或动物， 而“产生”既可以用于人， 也可以用于事物， 表示从已有的事物

中出新事物。 例句应该用“产生”， 因为“道教”这个适用对象是事物。

例2 （论文B）： 我想去中国体会一下生活。 （体验）

“体会”和“体验”的词义范围不同， “体会”指的是内心的感受， 而“体验”指通过实践或亲

身经历来感觉。 例句表达的是实践活动， 所以应该用“体验”更准确。

例3 （论文C）： 他告辞了家乡， 去韩国工作了。 （告别）

“告别”的词义范围比“告辞”更大， 简单来说， “告别”既可以用于人， 也可以用于地方， 

而“告辞”只能用于人， 而且一般不能带宾语。 例句的适用对象是地方 （家乡）， 所以要用“告别”

才正确。

例4 （论文D）： 这种药用于身体太瘦、 皮肤有病等病人不宜运用。 （使用）

“运用”用于抽象事物， 而“使用”多用于人或具体事物， 例句的行为主体指的是人， 所以

适用于动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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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色彩义不同的偏误

2.4.1 感情色彩方面的偏误， 一个词语的感情色彩可分为褒义、 贬义和中性。

例1 （论文A）： 那是小和尚们用餐了以后把剩食抛弃的。 （丢掉）

“抛弃”是厌烦了而丢掉， 带厌烦之意， 而“丢掉”是某种东西用完了或没有用了而扔掉， 

比较中性。 例句说的是吃不完的食物， 应该用“丢掉”。

例2 （论文B）： 由于经营不善， 促使企业连年亏损。 （致使）

“促使”是褒义词， 搭配的宾语一般是积极的， 而“致使”是贬义词， 搭配的宾语一般是消

极的。 例句中的“企业连年亏损”是不好的结果， 所以这里要用“致使”才正确。

例3 （论文C）： 民众希望政府有关部门干涉这件事。 （干预）

“干涉”和“干预”都是动词， 指人管别人的事， 但是它们的感情色彩不同， “干涉”是贬义

词， 多指去管不该管的事， 甚至制止别人， 而“干预”是中性词， 多指了解别人的事， 并给对方一

定的影响。 例句表示民众希望政府给他们主持公道， 为他们做应该做的事， 所以要用“干预”才正

确。

例4 （论文D）： 你这么做最后也只能获得消极的后果。 （得到）

例句中的宾语“消极”和“后果”这两个词都是贬义词， 而动词“获得”是褒义词， 一般只能

跟积极事物的宾语搭配， 所以不适合跟例句中的宾语搭配， “得到”是中性词， 其宾语既可以是褒

义词、 贬义词和中性词， 所以这里要用动词“得到”。

2.4.2 语体色彩方面的偏误， 语体色彩可以分为口语和书面语色彩。

例1 （论文A）： 他总是很有意思， 我很喜欢和他谈话。 （聊天）

“谈话”和“聊天”都有跟别人说话的意思， 差别在于“谈话”用于比较正式的事情上， 而 

“聊天”用于比较随意的情境， 跟朋友说话一般用“聊天”， 例句的气氛是随意轻松的， 所以要用 

“聊天”比较得体。

例2 （论文B）： 习惯是一种最不被人重视的东西， 谁都不会在乎它的作用。 （在意）

“在于”多用于否定式和口语当中， “在意”多用于书面语形式， 例句中提到“习惯”， 放在

书面语中， 应该用“在意”， 表示习惯应该被人加以重视。

例3 （论文C）： 老师提的问题， 我都会答复。 （回答）

“答复”一般用于书面语形式， 而“回答”多用于口语， 例句表达面对老师的问题， 应该用 

“回答”比较符合情境。

例4 （论文D）： 这次比赛白色队取得了很低的成绩， 最后黄色队还获得了胜利。 （这次比

赛白队得到了很低的分数， 最后还是黄队获得/取得了胜利。）

在一场比赛中这个语境下， 得到的只能是“分数”， “成绩” 一般用于考试成果， 不是一场

比赛， 而且一般要用“获得很差的成绩”， 所以这里也有搭配不当的问题。 例句中的语体色彩偏误

在于使用场合， 在一场比赛中应该用“得到分数” 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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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造成语法方面的偏误的主要原因包括搭配对象、 词性、 能否带宾语和造句能力。

3.1 搭配对象的偏误： 搭配对象是辨别近义词的重要方面， 特别是动词类， 说到搭配对

象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这些动词能跟什么样的宾语搭配的问题。

例1 （论文A）： 目前我正在利用共3种社交网络。 （使用）

“利用”后面是物时， 通常是双宾语， 如果例句中要用“利用”这个动词， 应该把句子 

改成“利用共3种社交网络做…”， 但如果要按照原句来表达， 就要把动词“使用”代替“利用”，  

因为“使用”后面直接加物语义就比较完整， 无需再加其他成分。

例2 （论文C）： 单位里有人揭露他行贿受贿。 （揭发）

“揭露”和“揭发”是近义动词， 表示使隐藏的东西显露出来， 但“揭露”的搭配对象一般是

事情的真相， 不是人， 而“揭发”的对象主要是人， 强调做不好的事情或有非法目的的坏人。 例句

中“行贿受贿”是不好的事情， 所以要用“揭发”来搭配。

例3 （论文D）： 我们公司的工作环境正在逐步改进。 （改善）

“改进”用于工作领域， 常跟它搭配的对象就是和工作有关的词语， 比如工作、 作风、 技

术等， 而“改善”用于人的生活， 常跟它搭配的对象就是和生活有关的词语， 比如生活、 条件、 环

境、 关系等。 例句中虽然有“工作”这个词， 但强调的是工作的环境， 而“环境”是和生活有关的词， 

所以这里要用动词“改善”来搭配。

3.2 词性方面的偏误： 汉语本身的词性比较复杂， 不少的词是一词多性， 在汉语本体的

近义动词辨析中， 一般同一个词性不算是近义词， 但对于留学生来说， 无论词性相同或不同， 只

要意义相近， 使用起来都会产生偏误。

例1 （论文A）： 中国的小孩子收到的教育不合适他们。 （适合）

“合适”是形容词， 后面不能加宾语， 而“适合”是动词， 例句中要用“适合”来表达， 句子

才完整。

例2 （论文B）： 他们在会议上的提倡是我们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来保护环境。 （提议）

“提倡”是动词， 而“提议”既可以是动词， 也可以是名词， 例句中表达的是“提出的主张”， 

所以应该用“提议”的名词词性来表达。

例3 （论文C）： 皮肤病很厌恶。 （讨厌）

“厌恶”是动词， 在句中只能当谓语， “讨厌”既是动词又是形容词， 例句中要用“讨厌”才

符合句法成分。

3.3 能否带宾语的偏误： 汉语近义动词可分为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 及物动词后面可

以带宾语， 不及物动词则不可以。 有些外国留学生对这一点没有掌握好， 所以就造成了偏误。

例1 （论文A）： 不管是生活困难还是学习上的困难， 都会有朋友在我身边帮忙我和鼓励

我。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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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忙”是动宾词组， 中间可以插入其他成分， 后边不能带宾语， “帮助”是动词， 中间不

能插入其他成分， 可以带宾语。 例句中有宾语“我”， 所以要用“帮助”来搭配。

例2 （论文B）： 每个阶段都是痛苦的， 我们都没有办法解脱这些痛苦。 （摆脱）

“解脱”是佛教用语， 它是不及物动词， 后面不能带宾语， 而“摆脱”是及物动词， 后面能

加宾语。 例句中的宾语是“痛苦”， 所以要用动词“摆脱”来搭配。

3.4 造句能力方面的偏误： 有些近义动词， 它们的构型能力、 语法功能， 以及在句中其前

后所能出现的各种语法成分有所不同。 有些学生对这些功能没有掌握好， 就造成了偏误。

例1 （论文A）： 我觉得很高兴见面我父母。 （见到）

“见面”是不及物动词， 后面不能加宾语， 而“见到”可以， 如果这句要用“见面”， 可以把

原句“见面我父母”改为“跟我父母见面”。

例2 （论文B）： 如果不遵守交通规则， 就会受到警察的惩戒。 （惩罚）

“惩戒”指通过处罚来警戒， 常用于主动句， “惩罚”指处罚， 既可以用于主动句， 也可以

用于被动句。 例句中的“受到警察的…”是被动句， 所以应该用“惩罚”。

例3 （论文D）： 我们应该对国内基本必需品执行自产自销。 （实行）

“执行”和“实行”都表示实际地去做， 但语法功能不同， “自产自销”是动宾结构， 可带非

名词性宾语的只有“实行”， 而“执行”不能， 所以这句要用“实行”来搭配。

从四篇论文的这些相同之处来看， 可以说是泰国学生及其他国家的学生汉语近义词偏误

常见的现象。 除了相同之处， 还有不同之处可分析如下：

1. 论文A将偏误类型分为三类， 即语义方面、 语用方面和语法方面， 其中的语用方面指

的是色彩义， 包括感情色彩和语体色彩。 论文B, C将偏误类型分为两类， 即语义方面 （包括理性

义和色彩义） 和语法方面。 而论文D讲偏误类型分为四类， 即词汇意义方面、 语法意义方面、 色

彩意义方面和其他偏误。

2. 论文A把“音节配合”作为语法方面偏误的一部分， 而其他论文没有提到音节的问题。

使用近义动词时， 实际上音节数量也是一个造出完整句子的因素， 这要看语义、 语法， 以

及语用。

例如： 他总是对待我不好， 但我没生气。 （待）

“待….很好”是常用的搭配， 不用双音节“对待”。

又如： 每当看到困难的人， 我的内心总是提醒自己： 一定要帮他过困难的事。 （度过）

“度过”是“过”的其中一个义项， 但“度过”后面常跟形容词搭配， 而“过”不可以， 而且如

果单用“过”这句也不完整。

3. 论文D的语法方面的偏误不包括词性问题， 但补充了其他偏误， 即句子表达不完整的

偏误、 翻译的和原句意义有偏差的偏误， 这些偏误在其他论文内容都没有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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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警犬用鼻子为了执行。”和“警犬用鼻子实行。”都是表达不完整的句子， 正确的句子是“警

犬用鼻子执行任务。”这不只是近义动词的偏误问题， 也是句子结构的偏误问题。

从四篇论文的不同之处来看， 我们发现论文A和论文D有几个突出点， 即音节配合的偏误、 

句子表达不完整的偏误和翻译与原句意义有偏差的偏误。 由于这两篇论文的研究对象都是泰国学

生， 所以此结果可以说明两点：

第一点, 在近义动词当中， 音节的数量对泰国学生来说是一种很有可能出现偏误的因素， 

因为不少汉语动词的泰语翻译是一样的， 但是汉语既有单音节词又有双音节词， 

很多情况下是不能互换运用的， 因此造成学生的偏误。

第二点, 由于论文D以翻译题为一个研究测验， 所以发现的结果和句子翻译有关， 这表

示对近义动词没有掌握好的泰国学生， 在翻译方面很容易出现他们的偏误。

泰国学生汉语近义动词偏误的成因

从这四篇论文来看， 造成外国学生汉语近义动词偏误的原因主要包括这四项：

1. 母语的影响

当学生学习外语时， 不可避免地受到母语知识的影响， 因为学生不熟悉目的语规则而依

赖母语知识的规则， 从而产生“母语负迁移”或“母语干扰”的现象， 而这种现象主要出现在初学者

当中。

2. 目的语知识的影响

当学生学过一段时间汉语， 对汉语的知识和规则有了初步的认识， 对母语的依赖也越来

越少， 但开始把所学的有限的、 不充分的， 或掌握得不完整的目的语知识扩大， 类推套用在学习

新的目的语知识上， 从而造成偏误。

3. 教师的教学影响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 教师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特别是在课堂上， 大部分学生都要依赖

教师。 教师不但要有很好的汉语水平， 在教学方面也要有讲解的技术。 由于汉语近义词量多， 内

容复杂， 教师讲课的时间也有限， 教师就不太注重近义词讲解， 大部分用翻译的方法来讲解词语， 

当学生提问的时候， 一时之间教师也想不出应该如何讲解近义词的差别， 有时候没有讲清楚， 甚

至讲的不到位。

4. 教材和工具书的影响

教材和工具书对学习汉语的外国学生有很大的帮助， 是他们必备的参考资料， 但其本身

也存在着局限性。 教材和工具书的问题多在于不足或不准确的释义。 比如那些针对泰国学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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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材和工具书， 上面的汉语词语的意思都用泰语翻译出来， 但由于很多汉语近义词翻译成泰语

的时候， 就是同一个词， 并没有标注词语的异同， 这就是造成泰国学生汉语近义词偏误的主要 

原因。

除此之外， 还有其他造成偏误的原因， 即“学习者的学习策略的影响”和“汉语水平的影

响”， 前者出现在论文A， C和D， 后者出现在论文A和D。 而论文A和D的研究对象都是泰国学生， 

说明这两个因素也是泰国学生汉语近义动词偏误的主要原因。

泰国学生汉语近义动词的教学策略

从泰国学生和其他国家的学生汉语近义动词偏误的结果以及造成偏误的原因来看， 每篇

研究论文最后不得不谈到汉语近义动词的教学策略， 这四篇论文提到的教学策略有一个共同点， 

即用 “近义词辨析方法” 来进行教学和克服学生的偏误。 所有论文提到的主要辨析方法如下：

1. 语素分析法

在汉语词汇当中， 如果是单音节词就等于一个语素， 词义和语素义基本上是一致的， 但

汉语词汇大部分是由两个语素构成的， 而在这些词语当中， 语素义和词义不一定是完全一致的。 

不少近义动词是两个音节词， 有一个音节是同一个语素， 而另一个不同， 所以它们的细微差别主

要在不同的语素上。 因此， 若要分析近义词， 语素分析法对学生掌握汉语词汇会有很大的帮助。 

正如 Liu （1997） 提出： “现代汉语词汇中， 具有相同语素的词语相当多。 利用这一特点来辨析

近义词， 留学生比较容易理解和掌握。”

2. 对比分析法

任何两种语言的词汇都不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 无论在词义、 词性、 用法方面至少都

会出现一点儿差异， 汉语和泰语也不例外。 因此， 对比分析法是比较流行的一种辨析方法， 正如 

Zhang （1988） 提过 “对比研究是对外汉语教学极为重要的一种方法。”对比分析法可分为两个方

法：

2.1 汉语内部比较：

是全面的辨析方法， 我们可以对汉语近义动词的理性意义、 语法意义、 色彩意义和文化

意义等方面进行比较， 最好做成表格， 把近义词之间的异同展示出来， 这样比较容易理解， 并且

会看得清楚一些。

2.2 汉语和泰语比较：

我们可以把汉语词语和对应的泰语词语来进行比较， 找出异同点， 这个方法的好处是能

让我们知道造成学生偏误的原因， 并了解那些词语之间的关系。 如： “挑”和“选”这两个近义动

词， 泰语的意思一样是“เลือก”, 相同点是他们都是动词， 但不同点是“挑”的对象可以是好的，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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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是不好的， 而“选”的对象是好的， 比如“我写了一篇文章， 你帮我看看， 挑挑毛病。”这个句子

中的“毛病”是不好的， 所以搭配的动词只能用“挑”， 不能用“选”。

2.3 结构分析法：

结构分析法侧重于词的结构功能分析， 这个方法对词性、 语法结构上有差异的同素近义

词进行辨析比较容易理解。 如： “留念”和“纪念”虽然是近义词， 但实际上它们的结构不一样，  

“留念”是个动宾词组， 不能再带宾语， 而“纪念”既是动词， 又是名词， 可以带宾语。 所以有“纪

念碑”、 “纪念会”这些词， 而没有“留念碑”、 “留念会”。

2.4 语境分析法：

语境分析法也是很有用的一个辨析方法， 因为要正确理解词语的意义， 掌握词语的用法， 

就要靠语境来解决。 正如Tang （2007） 曾提出的“语言的适用直接联系着语境， 语言的交际功能

只有在语境中才能实现， 没有语境也就没有语言交际。” 以下是论文A中的例句：

“我以为今天银行会上班， 但今天是周末， 银行没开门。”和“今天是周末， 所以我认为银

行不会上班。”从这两个句子， 可以看出“以为”和“认为”的差别， “以为”常用来表明想法和实际

结果是相反的， 而“认为”用来表示明确的看法， 并不一定和实际结果相符。

在对外国学生汉语近义词教学策略中， 除了以上辨析方法， 还提到一些要注重的事项，  

如提高教师自身的专业和教学素质、 为学生选择合适的教材和工具书、 应加大相关的练习及作 

业等。 总之， 这四篇论文中都谈到教学策略， 但实际上要提高汉语近义词的辨析能力， 不但在于

教师的教学， 而主要在于学生自己的学习策略。 而谈到学生的学习策略的只有论文A， 即增强对

汉语近义词的重视、 培养正确的学习方法和记忆方法并从多种途径减轻近义词的学习难度。

总的来说， 这四篇论文都提到了克服学生汉语近义动词偏误的方法， 即以辨析方法为主

要教学策略， 加上教师要注意的其他事项， 而在这四篇论文当中， 只有一篇论文提到了学习策略。 

实际上， 教学策略和学习策略都很重要， 但除以上所述， 笔者认为还有可以提高学生汉语近义词

辨析能力的以下几个方法：

1. 教师的汉语教学策略

所谓的教学策略， 本文以促进学生对近义词的兴趣为出发点， 来培养学生汉语近义词的

运用能力。

1.1 制作近义词讲解的视频： 首先汉语教师一定要有扎实的汉语专业知识， 同时也要有

很好的讲解技能。 由于在课堂上讲解的时间有限， 很多时候一些重要细节不能深入讲解， 因此， 

教师可以用视频的方法来补充， 要加强学生的汉语近义词的运用能力， 可以制作并应用有关近义

词内容的视频， 一个视频的时间既要短， 内容又要简单易懂， 观看视频前后可以给学生留几个问

题， 学生便可以在看视频后互相交流， 这样除了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对他们提高汉语近义词的

运用能力也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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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举行汉语近义词比赛： 为了让学生对汉语近义词的用法更熟悉更了解， 我们可以举

行汉语近义词比赛， 让有兴趣的学生和汉语水平比较好的学生参加， 获得最高分数的学生可以拿

到奖品。 在学生准备的过程中， 教师可以帮助他们， 给一些建议， 如给出辨析近义词的练习题、 

介绍有用的工具书等。 比赛项目可分为多种形式， 如近义词辨析问答题、 造句、 进行有关汉语近

义词的演讲等项目。

2. 学生的汉语近义词学习策略

2.1 了解中国文化及中国人的语言表达习惯， 学生可以在课外通过多种途径学习汉语， 如

看中国电影电视剧、 中国节目、 中国散文小说等， 这些途径可以让我们自然地了解更多中国习俗

文化， 因为文化本来就跟语言分不开的。 就像汉语日常用语“不客气”和“没关系”， 在泰语中， 不

管说“谢谢 (ขอบคุณ)”还是“对不起 (ขอโทษ)”， 都可以用“没关系 (ไม่เป็นไร)”来回答， 但在汉语

中不行， 说“谢谢”时， 对方要回“不客气”， 说“对不起”时， 对方要回“没关系”。 这说明对汉语文

化不了解， 语言也会跟着有错误。 除此之外， 可以找机会去中国体验一下中国人的生活， 找一些

中国朋友交流， 这些经验能很快地提高汉语水平和运用习惯。 通过这些途径， 学生的汉语词汇量

包括近义词就会逐渐增加。

2.2 常给自己提问， 并练习运用近义词辨析方法来解决： 学生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 都会

碰到近义词的问题， 不管在课堂上课堂外， 每一次遇到不了解的近义词用法， 就要马上记录下来， 

给自己提问， 并自己练习近义词辨析， 再找方法确定自己的答案。 这样多次练习除了能提高思考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还自然而然地提高自己的汉语水平。

结语

本文以有关泰国学生和其他国家的学生汉语近义动词偏误分析的四篇论文作为基础， 进

行对比分析后， 发现泰国学生近义动词偏误主要在于语义方面和语法方面， 而通过翻译法可以容

易得到学生的偏误结果。 泰国学生的偏误成因主要包括母语的影响、 目的语知识的影响、 教师教

学的影响、 工具书和教材的影响、 学生学习策略的影响和汉语水平的影响。 “近义词辨析方法” 

是解决汉语近义词偏误最被认可的教学策略， 但除了辨析方法之外， 本文还建议其他教学策略和

学习策略供参考。 在教学方面， 可以制作近义词讲解的视频和举行近义词比赛来促进学生的汉语

近义词运用能力的提高， 在学习方面， 学生要尽量通过多种途径学习中国文化以及常给自己提问、 

多练习近义词辨析， 这是培养学生自身学习汉语的最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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