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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首语 

 

  近二年来，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爆发，虽然疫苗已经广泛被使用，但是，却不能完全控

制新冠病毒的感染和传播。未来几年，我们可能必须学会与新冠病毒共存，这意味着在后疫情

时代，许多人仍然需要采用居家办公的工作方式，我们《社会科学与管理》期刊 (CJSSM) 

的工作团队也不例外。疫情阻挡了我们出行，却阻挡不了新一期 CJSSM 如期与大家见面。 

在第十期的 CJSSM 中，征集了来自泰国的正大管理学院、华侨崇圣大学、格乐大学、 

乌隆他尼皇家大学和中国大陆的广西财经学院以及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的学者和研究人员 

的十篇稿件，这些研究内容包括：安全型领导对员工安全绩效的影响机制探析、组织承诺对工 

作绩效的影响研究、区域旅游开发质量与开发绩效关系研究、共生价值观对联盟绩效影响研究、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供应链商业模式创新研究、基于 Lotka-Volterra 模型的在线教育企业竞争 

策略研究、从中国汉语教师的视角看中国传统文化在泰国学校的传播、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美国 

言情小说的继承与反叛、中国高校教师的志愿精神对教学质量的中介效应研究和关于汉语水平 

考试 (HSK) 1-6 级语料库中“对”字含义的研究。 

本期刊的文章，除了可以在泰国期刊引文索引中心 (TCI) 和泰国正大管理学院官网的

CJSSM 平台上查找和下载以外，读者还可以在中国知网 (CNKI) 平台上访问我们期刊各位学者

的研究成果。这对有兴趣阅读我们文章的读者，尤其是对中国读者来说，无疑是一个帮助。 

目前，随着 CJSSM 影响范围的逐渐扩大和知名度的不断提升，投稿数量日渐增多，为了减少投

稿作者的等待时间，我们正在考虑增加每期出刊文章的数量。期望不久的将来，在获得编辑委 

员会的同意后，我们能正式向大家宣布这个结果，让我们共同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主编 

  



Editor’s Note 

 

In response to the recent COVID-19 outbreak, more vaccines have been produced and adopted 

widely around the world; however, they still cannot completely prevent the spreading and transmission 

of the virus. That is to say that people will need to learn how to co-exist with COVID-19 in the next few 

years. As such, the work from home policy will still be adopted by many companies, including CJSSM 

in the post-COVID era. Furthermore, COVID-19 has affected our way of life; such as, imposed a lot of 

travel restrictions, but this will certainly not deter the publishing of our journal. 

For this issue, we are glad to include 10 articles from Thai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comprising 

Panyapiwat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Huachiew Chalermprakiet University, Krirk University, and 

Udon Thani Rajabhat University, as well as Chinese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consisting of the Gu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nd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The topics cover many 

areas; such as,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Safety Leadership on Employees’ Safety Performance; 

the Influence of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on Job Performance with Employee Engagement as a 

Mediat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onal Tourism Development Quality and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the Influence of Symbiotic Values on Alliance Performance;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of the Supply Chain Based on Blockchain Technology;  the Competitive Strategy of Online Education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Lotka-Volterra Model; the Dissem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Thai Schools from Chinese Teachers’ Perspective; Inheritance and Rebellion of American Romance 

Fiction in the Context of Postmodern Culture; the Mediator Effect of Chinese University Teachers’ 

Volunteerism on Teaching Quality; the Analysis of the Meaning of the Chinese Word “对” (Duì) 

Appearing in the Chinese Proficiency Test (HSK, Level 1-6) Vocabulary List. 

In addition to the Thai Citation Index (TCI) platform and Panyapiwat Institute of Management’s 

(PIM) library website, CJSSM is also available on the CNKI platform where readers can search and 

download the articles. This is very helpful, especially for those readers who reside in China. With the 

increasing of channels, the journal has become more exposed and received more inquiries and 

submissions by various authors. Moreover, to minimize the authors’ waiting time for publication, we are 

not considering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articles in each issue and hope that we can implement this 

new policy soon once the proposal is approved by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We will certainly keep you 

all posted about all our new develop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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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基于领导力社会认同模型，选择中国山东省 2 家大型建筑企业 250 人进行问卷 

调查，使用 SPSS 22.0 和 AMOS 21.0 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建立一个包含中介和多个调节

变量的跨层次模型，深入探讨了安全型领导对员工安全绩效的影响机制和边界条件。研究结果

表明，安全型领导通过安全动机来影响安全绩效，安全动机在安全型领导和安全绩效中所起到

中介作用；员工感知到的安全氛围和对领导的信任这两个调节变量与安全型领导和安全绩效中 

介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果为建筑企业改善安全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关键词：安全型领导   安全绩效   安全动机   安全氛围  对领导的信任 

 

Abstract 

Based on the 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leadership, 250 people from two large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in Shandong Province of China were selec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study. SPSS 22.0 and 

AMOS 21.0 software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survey data, and a cross-level model, including 

intermediaries and multiple regulatory variables, was established. The impact of safety leadership on 

employees’ safety performance was discussed in depth, thus influencing the mechanism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afety leadership influenced safety performance through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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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ivation, which played a mediating role in safety leadership and safety performance; furthermore,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between the perceived safety climate and trust in 

leadership, as well as the intermediaries of safety leadership and safety performance. Therefore, the 

research results provided new concepts and methods for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to improve safety 

management. 

 

Keywords: Safety Leadership, Safety Performance, Safety Motivation, Safety Climate, Trust in 

Leadership 

 

引言 

中国建筑安全生产形势严峻，各类安全事故频发且保持持续增长态势 , 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建筑行业规模巨大、增速快，对安全管理带来了巨大挑战。第二、安全管理对象繁杂， 

管理方式粗放、落后，制约了安全管理水平和能力的提高。建筑行业存在着多级管理和交叉作

业带来的利益主体复杂和多头管理问题，安全管理难以落实 (Arquillos, Romero, & Gibb, 2012), 

建筑业利润率微薄，存在压缩安全投入提高利润的现象。第三，安全生产主体安全生产和管理

意识不足，态度被动消极，存在着安全型领导不足、安全氛围单薄、安全绩效不明确和 

安全动机缺乏的问题，对安全生产管理带来了消极影响 (Li & Zhang, 2012)。 

国内外大量实证研究表明，领导力在安全生产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Tam, Zeng, & Deng， 

2004；Zohar, 2002), 并将安全型领导作为安全管理的有效提升手段。安全型领导的研究始于上

世纪 90 年代，侧重于对高级管理者个体层面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组织情境因素和个

体要素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探讨和挖掘其作用机制。由于在组织管理中，领导是对员工工作心

理和行为的最直接影响因素之一 (Huang & Bond, 2012), 且安全型领导是以实现组织安全目标

为核心理念的领导风格。因此本文试图基于社会认同理论，验证安全型领导对员工安全绩效的 

促进作用并探索其影响机制，进一步探讨安全型领导对员工安全绩效的影响机制和边界条件。 

 

文献综述 

过往大量研究已经证实了领导力在安全管理上的重要作用，如领导-成员交换 (LMX) 

(Hoffman & Mehra, 1999；Kath, Marks, & Ranney, 2010)、授权型领导 (Hechanova-Alampay & 

Beehr, 2001; Martínez-Córcoles, Schöbel, Gracia, Tomás, & Peiró, 2012)、变革型领导 (Conchie, 

2013; Zohar, 2002) 和交易型领导 (Barling, Loughlin, & Kelloway, 2002) 等。随着领导力在安全 

领域的受重视程度日益增加，安全领导力开始成为领导力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安全领导力能够激发员工更为努力地、有效地和负责地实现安全绩效 (O’Dea & Flin, 

2001)。Wu, Chen, 和 Li (2008) 将安全领导力定义为 “领导与员工之间的交互过程，领导在交互

过程中对员工施加影响以在组织和个人情景因素之下达成组织安全目标”；Cooper (2010) 将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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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领导力定义为 “定义期望状态、组建团队以获得成功和参与自发的努力的驱动安全价值观的

过程”。Lu 和 Yang (2010) 将变革型领导与交易型领导相结合，提出从领导安全动机、安全政策

和安全关怀 3 个维度来测量集装箱码头作业场所中的安全型领导。安全动机指领导者建立鼓励

员工安全行为的动机体系，包括奖励、赞赏员工安全行为、设立安全激励系统、报告潜在的事

故和安全建议，并鼓励员工参与安全相关的决策；安全政策指领导者为员工制定明确的 

使命、责任和目标以设立员工行为规范，并设立纠正安全行为的安全系统；安全关怀指领导作

为安全行为的榜样，强调安全设施的重要性、实行安全政策的重要性和安全保障的提高，协调

其他部门共同解决安全问题 (Lu & Yang, 2010)。Clark (2013) 将变革型领导和积极型交易型领

导归纳为安全领导力的重要组成部分。O’dea 和 Flin (2001) 认为安全领导可以用四个维度来 

表征，即能见度、关系、员工参与和授权以及积极主动,强调通过四维度交互效应能够使得管理

者在企业中创造安全工作环境。 

中国的安全领导力的实证研究始于 2012 年。Zhou 和 Bi (2012) 基于重庆市建筑企业样本， 

验证了安全领导力、安全氛围和安全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Xu (2015) 以北京建筑企业样本 

研究了安全领导力和安全绩效（安全行为）的关系，Qin (2014) 以中石油下属探勘企业为被试 

也同样探究了安全领导力、安全氛围和安全绩效的关系，Li, Liu, 和 Dong, (2019) 在煤炭行业的 

研究中引入领导特质因素（调节焦点倾向）进一步探讨了安全领导力、安全氛围和安全绩效之间 

的关系。 

总体来看，中国国内安全领导力研究基本延续着安全领导力-安全氛围-安全绩效的研究 

思路，在不同的行业进行论证和调研，忽略了组织情境下个体因素，并没有进一步的突破和 

创新，理论局限性明显，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也不足。综合现有研究成果，本文将安全领导力视 

为自变量，安全绩效（安全行为）作为结果变量，并在其中引入安全动机作为中介机制，对领导 

信任和安全氛围作为调节变量，综合安全管理的利益相关方领导和员工交互的视角，能够为中国 

国内安全管理贡献出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支持。 

 

理论与假设 

理论基础：领导社会认同模型 

领导力社会认同模型 (Hogg, 2001) 发展于社会认同理论，提出领导力的社会认同来源

为领导的原型代表性，原型代表性决定领导的有效性，领导的原型代表性越高，团队成员对 

领导的关系认同越高 (Sluss, Ployhart, Cobb, & Ashford, 2012)。领导原型代表性指的是团队

领导自身属性与团队原型之间的匹配度 (van Knippenberg & van Knippenberg, 2005; van 

Knipenberg & Hogg, 2003)。原型，能够体现出某一团队成员与其他团队成员在行为、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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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等方面的各种差异，是一种个体对所在团队的认知表征 (Hogg, 2001)。个体越认同所

属团队，就越能够将个体建立在团队原型特征之上，进而更加遵从团队原型特征 (Zhao & Li,  

2016)。领导的原型特征越强，即与团队原型特征匹配度越高，团队成员越有可能将其视为 

团队的达标，并对其信任度越高 (Wang, Wang, Qiu, Lu, Hou, & Zhang, 2012; van Knippenberg  

& Hogg, 2003)。 

此外，领导者能通过定义团队的目标和规范的方式，积极塑造、修正和重构群体/团队

原型，从而提高自身原型代表性，增加团队成员对自身的认同，通过社会认同发挥对群体/

团队成员的影响力。领导可以通过影响下属的社会认同，提高自身原型代表性，对下属产生 

影响达成领导和团队目标。领导是团队成员之一，领导者与下属基于共同的群体/团队身份

而相互影响 (van Knippenberg & Hogg, 2003)。领导在团队中处于较高地位，团队成员对其

行为拥有较高的认同感 (Herdman, Yang, & Arthur, 2014)，需要借助团队和下属来实现领导

和组织的目标 (Turner, 2005)。团队成员一旦认同领导和团队，就会对领导和团队目标有更 

高的承诺并表现出更高的绩效水平 (Martin, Epitropaki, Thomas, & Topaka, 2010)。 

安全型领导与安全绩效 

现有研究中，一般将安全绩效视为安全行为，安全绩效包括安全遵守和安全参与两个

维度 (Neal, Griffin, & Hart, 2000; Lu & Yang, 2010; Clarke, 2013)：安全遵守涉及员工遵守规

则、规章和安全程序，一般认为安全遵守是员工的工作角色的组成部分；而安全参与指的

是员工更为积极主动的自主参与安全工作，涉及一些员工正式角色外行为 (Griffin & Neal, 

2006)。根据领导社会认同模型，安全型领导能够将安全政策、安全动机和安全关怀三个维

度塑造为团队原型的组成部分，并提高领导原型代表性，促进团队成员更加认同和遵从团

队原型。团队成员一旦认同安全型领导成为领导原型的组成部分，会对安全型领导所希望 

的安全目标做出承诺并表现出更高的安全绩效。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设： 

H1：安全型领导对员工安全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安全型领导和安全动机 

安全动机是指员工以安全的方式执行工作的意愿,表现出安全行为的动力 (Griffin & 

Neal, 2006)。领导社会认同模型认为，员工对领导原型认可度越高，个体对领导的关系认同

程度越高，则会产生更强的达成高绩效的意愿，可见其自主动机会更强。安全型领导具有

如下特征：通过奖励和表扬等激励方式刺激员工采取安全行为、鼓励员工参与安全管理； 

通过领导个性化关怀能够加强员工与领导之间的关系紧密度；安全政策旨在通过外部规范

引导员工将外部政策和价值观内化为自主价值观和规范，从而提高员工在安全管理和生产

中的自主性。由此，安全型领导通过回报和激励员工的成就、鼓励员工参与安全管理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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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正向影响员工的安全动机，员工趋向于内化所感知到的安全型领导所展现出的安全

政策、安全关怀和安全动机，提高员工的安全动机。因此，提出假设： 

H2： 安全型领导正向影响员工安全动机。 

安全动机和安全绩效 

Campbell, Sneller, 和 Khoury (1993) 把“知识、技能和动机”确定为绩效的决定因素。 

自主动机性越强的员工，越认同工作价值的重要性，工作与其自我整合的程度越高，因而

在工作中的表现会更好 (Rigby & Ryan, 2018)。安全领域的研究已经证明了自主安全动机能

促进员工的安全绩效行为 (Jiang & Tetrick, 2016), 即非主动性的受控动机也与安全绩效有着

低水平的正相关 (Conchie, 2013)。安全动机高的员工更能够体会到安全工作的意义，从而 

采取更多的安全绩效 (Jiang, Zhang, & Li, 2019)。因此，提出假设： 

H3：安全动机正向影响员工的安全行为。 

安全动机的中介作用 

基于安全型领导和安全绩效的分析可知，安全型领导对员工的安全绩效可能会产生

正向影响；同时，基于上述安全型领导与安全动机，安全动机与安全绩效之间的分析，安全

动机在安全领导力和安全绩效之间可能存在中介作用。根据领导社会认同模型，当团队成

员对领导原型认同高，且领导为安全型领导风格时，员工通过内化或整合安全政策、安全

动机和安全关怀后能够提高主动性安全动机，并投入更多的生理、情绪和心理认知资源促 

使个体进行更多的安全行为, 获得更高的安全绩效。因此，提出假设： 

H4：安全动机在安全领导和安全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 

对领导信任的调节作用 

领导和员工之间的信任关系，是领导力发挥作用的重要基础 (Haslam, Reicher, &  

Platow, 2011)。Rousseau, Sitkin, Burt, 和 Camerer (1998) 将“对领导信任”定义为员工对领导

对自己采取有关的行为或态度有着好的预期、并且不惮于为此承担风险的心理状态。基于领 

导力社会认同模型，安全型领导能够通过安全政策、安全动机和安全关怀将实现组织安全作 

为团队原型重要组成部分，并进一步提升自身的原型代表性；当员工对领导信任程度越高时， 

安全型领导对其安全动机会产生更强的激励作用和示范作用。因此，提出假设： 

H5：员工对领导的信任在安全型领导和员工安全动机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安全氛围的调节作用 

Zohar (2002) 将安全氛围明确为个体对安全政策、程序、操作等的看法。Zohar 和 

Luria (2005) 进一步认为安全氛围就是个体安全行为所造成的影响。员工个体感知并认同组

织内部的氛围环境，会表现出更高的绩效水平，该过程同样会影响员工个体的工作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进而提高员工的安全动机 (Farh, Hackett, & Liang, 2007; Morrison,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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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tão & Greiner (2017) 通过元分析验证了安全氛围能够提高安全动机，并减少事故发生和

伤亡产生的几率。基于领导力社会认同模型，当安全氛围成为团队原型的重要组成部分时， 

安全氛围通过个体基于对团队原型的社会认同发挥对群体/团队成员的影响力。当员工认同

所在团队和领导时，员工感知到的安全氛围，会促使员工产生贡献团队和组织的责任感， 

会对员工的态度产生影响，调节安全型领导对员工安全动机的影响。因此，提出假设： 

H6：员工感知到的安全氛围在安全型领导和员工安全动机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1.  假设模型 

通过上述研究发现，针对自变量安全型领导、中介变量安全动机、调节变量安全氛 

围和对领导的信任与因变量安全绩效之间的关系，构建了假设模型。 

 

图 1 假设模型图 

 

研究设计 

研究对象和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山东某建筑设计研究院和某建筑招投标服务企业。问卷调研得

到企业支持和配合，由两名博士生现场发放和回收纸质问卷的方式进行。采用领导和下属员工

匹配分组的方式进行问卷调研，数据收集分为两轮，时间间隔为 4 周，第一轮由员工评价团队领

导的安全型领导、团队的安全氛围以及人口统计信息，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发放 250

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240 份；第二轮由员工评价对领导的信任、安全动机和安全绩效，发放

240 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234 份，有效样本回收率为 93.60%。样本中男性占比大于女性， 

为 62.50%；年龄均值为 31.16 岁，标准差 5.99，年龄分段数值为：25 岁以下，25-29 岁，30-39

岁，40-49 岁，50 岁以上，所占比例分别为 9.50%，36.40%，45.90%，6.50%，1.70%；受教育程度均

值为 2.23，标准差为 0.60，受教育程度分段情况为：高中及以下、大学专科或本科、硕士或博士研 

究生，所占比例分别为 9.20%、58.30% 和 32.5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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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Management Vol. 5 No. 2, 2021 

测量工具 

本研究选取了 Lu & Yang (2010) 年编制的安全型领导量表，共有 16 个题项来测量安全型

领导的三个维度：安全动机、安全政策和安全关怀，Cronbach’s α 值为 0.98。安全绩效选 

取了 Neal & Griffin (2006) 开发的两维度 6 题项量表，Cronbach’s α 为 0.83。安全动机选取了

Neal & Griffin (2006) 编制的单维度 3 题项量表，Cronbach’s α 为 0.88。对领导的信任采用

McAllister (1995) 开发的 8 题项量表，Cronbach’s α 为 0.95。安全氛围选用了 Neal & Griffin 

(2006) 编制的 3 题项量表，Cronbach’s α 值为 0.94。量表均采用 Likert 6 点计分。本研究采用年

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作为人口学变量。性别为 “男” 和 “女”；年龄为设计了 “25 岁以下”、“25-

29 岁”、“30-39 岁”、“40-49 岁” 和 “50 岁以上”。受教育程度分为 “高中及以下”、“大学专科或本

科” 和 “硕士或博士研究生”。 

 

数据结果 

变量效度检验 

1.  包含安全氛围的变量效度检验 

经过结构效度分析，四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数 / df 小于5，TLI 值略小于0.9, NFI、GFI、 

IFI、CFI 值都在0.9 以上，RMSEA 值小于 0.08，各拟合指标基本均达到统计学标准，说明量表 

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各变量之间有足够的区分性。 

 

表 1 包含安全氛围的变量效度检验汇总表 

模型 因子 / df NFI IFI TLI CFI RMSEA 

模型 1 (四因子) A, B, C, D 2.65 0.96 0.97 0.89 0.96 0.08 

模型 2 (三因子) A+B, C, D 9.29 0.85 0.86 0.78 0.86 0.19 

模型 3 (二因子) A+B+ C, D 7.00 0.71 0.72 0.58 0.72 0.26 

模型 4 (单因子) A+B+C+D 5.61 0.55 0.56 0.36 0.55 0.32 

各指标标准值  ＜5 ＞0.9 ＞0.9 ＞0.9 ＞0.9 ＜0.08 

注：A, B, C, D 分别代表安全领导力、安全氛围、安全动机、安全绩效；“+” 代表前后两个因子合并；N = 234。 

 

2.  包含对领导的信任的变量效度检验 

经过结构效度分析，发现四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数 / df 小于 5、NFI、TLI、GFI、 IFI、 

CFI 值都在 0.9 以上，RMSEA 值略大于 0.08，各拟合指标基本均达到统计学标准，说明量表具 

有较好的结构效度，各变量之间有足够的区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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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包含对领导的信任的变量效度检验汇总表 

模型 因子 / df NFI IFI TLI CFI RMSEA 

模型 1 (四因子) A, B, C, D 3.60 0.91 0.93 0.91 0.93 0.10 

模型 2 (三因子) A+B, C, D 9.79 0.75 0.77 0.69 0.76 0.19 

模型 3 (二因子) A+B+ C, D 13.17 0.65 0.67 0.57 0.67 0.23 

模型 4 (单因子) A+B+C+D 16.81 0.55 0.57 0.44 0.56 0.26 

各指标标准值  ＜5 ＞0.9 ＞0.9 ＞0.9 ＞0.9 ＜0.08 

 

数据分析和假设检验 

1.  变量相关分析 

将本研究借助 SPSS 22.0 软件，计算各变量和人口学变量之间的均值和标准差，对变量

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如表 4 所示，安全领导力和安全动机、安全绩效之间显著正相关 (r = 0.26,  

p<0.01; r = 0.43，p<0.01)，安全氛围、对领导的信任与安全动机之间显著正相关 (r = 0.28,               

p<0.01； r = 0.28, p<0.01)，安全氛围、对领导的信任、安全动机与安全绩效之间显著正相关  

(r = 0.44, p<0.01；r = 0.49, p<0.01；r = 0.28, p<0.01)。 

 

表 3 各主要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变量间相关系数 

变量 1 2 3 4 5 6 7 8 

1. 性别 1        

2. 年龄 -0.10 1       

3. 受教育程度 0.10 -0.01 1      

4. 安全领导力 -0.19** 0.04 -0.12 1     

5. 安全氛围 -0.15* -0.02 -0.16* 0.74** 1    

6. 对领导的信任 -0.24** -0.09 0.00 0.65** 0.43** 1   

7. 安全动机 -0.09 0.03 0.03 0.26** 0.28** 0.28** 1  

8. 安全绩效 -0.06 0.10 -0.12 0.43** 0.44** 0.49** 0.28** 1 

平均值 (M) 31.16 0.38 2.23 4.99 5.08 4.94 5.10 4.60 

标准差 (S.D.) 5.99 0.49 0.60 0.86 0.80 0 0.75 0.63 

注：N = 234; ***、**、*分别表示 p＜0.001, p＜0.01,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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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假设检验 

 

表 4 安全领导力、安全动机与安全绩效之间关系检验 

变量 
安全绩效 

M1 M2 M3 

常量 4.94*** 2.94*** 2.29*** 

控制变量    

年龄 -0.01 0.01 0.01 

性别 0.12 0.12 0.12 

受教育程度 -0.11 -0.06 -0.07 

自变量    

安全领导力  0.32*** 0.29*** 

中介变量    

安全动机   0.16** 

F  1.64 13.55*** 13.11*** 

2R  0.02 0.20*** 0.23*** 

2R  0.02 0.18*** 0.05*** 

注：N = 234；***表示 p＜0.001；**表示 p<0.01；*表示 p<0.05。 

 

如表 4 所示，M2 检验安全领导力对安全绩效的影响，安全领导力对安全绩效存在显著影

响 (β = 0.32，P<0.001)，故假设 H1 安全领导力与安全绩效呈正相关关系成立。如表 5 中 M4  

所示，安全领导力对安全动机存在显著影响 (β = 0.21，P<0.01)，假设 H2 成立。 

M3 检验安全动机的中介作用，β = 0.16，P<0.001 表明安全动机与安全绩效之间呈显著正

相关关系。当将安全动机作为中介变量放入模型后，安全领导力对安全绩效的影响依然 

显著，但系数水平下降，表明安全动机部分中介了安全领导力与安全绩效的正相关关系。假设

H3 成立。 

 

表 5 安全氛围、对领导的信任在安全领导力与安全动机之间的调节作用 

变量 
安全动机 

M4 M5 M6 M7 M8 

常量 4.09*** 3.69 3.35 3.73*** 2.93*** 

控制变量      

年龄 -0.01 -0.01 -0.01 -0.01 -0.01 

性别 0.01 0.02 0.01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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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安全氛围、对领导的信任在安全领导力与安全动机之间的调节作用 （继续） 

变量 
安全动机 

M4 M5 M6 M7 M8 

受教育程度 0.07 0.09 0.10 0.05 0.05 

自变量      

安全领导力 0.21** 0.07 0.08 0.10 0.15† 

调节变量      

安全氛围  0.21* 0.24*   

对领导的信任    0.17* 0.26** 

交互项      

Z 安全领导力*Z 安全氛围   0.09*   

Z 安全领导力*Z 对领导的信任     0.13** 

F  3.62** 4.04** 4.10** 3.97** 5.41*** 

2R  0.06** 0.08** 0.10** 0.08** 0.13*** 

2R  0.05** 0.02** 0.02** 0.02** 0.05*** 

注：N = 234；***表示 p＜0.001；**表示 p<0.01；*表示 p<0.05。 

 

如表 5 所示，M6 检验安全氛围在安全领导力与安全动机之间的调节作用，β = 0.09， 

P<0.05 表明安全氛围在安全领导力与安全动机之间呈正向调节作用；M8 检验对领导的信任在

安全领导力与安全动机之间的调节作用，β = 0.13，P<0.01 表明对领导的信任在安全领导力与 

安全动机之间呈正向调节作用。假设 H4 和 H5 成立。 

 

结论和讨论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了安全型领导对安全绩效的正向影响机制。在现有文献和领导力社

会认同模型的基础上，考察安全领导力与安全绩效之间的作用机制，将安全动机作为中介

变量；此外，员工感知到的安全氛围和对领导的信任，均对安全型领导通过安全动机影响

安全绩效的间接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本研究丰富中国组织情境因素对员工安全动机和

安全绩效的探讨，通过建立包含中介和调节效应的跨层次模型，深入研究了上述变量之间

的影响机制和边界条件。 

本研究的管理启示：(1) 建筑行业企业应该紧密关注培育安全型领导的领导力，采取适

当的干预手段，如组织施工现场安全巡视、安全知识宣讲等，激发员工的安全动机和安全

行为，进而提升员工的安全绩效。(2) 企业应自省和调整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和组织行为 

模式，完善安全生产规则制度和考评机制，实现安全型领导、员工安全动机和安全绩效之

间的协同效应；(3) 在企业文化氛围的培育中，构建 “以人为本” 的安全管理理念，时刻把 

“安全第一” 放在首位。注重企业安全氛围的形成，抑制侥幸心理和不安全行为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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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视员工的个体心理感受在安全管理中的重要性，定期开展工作座谈和培训，提高员工

对领导的关系认同，提高员工对领导的信任。 

本论文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1) 本文使用了西方学者所开发的量表，虽然通过信度和

效度检验，但因研究对象不同，可能在中国情境下存在差异。未来研究有必要根据中国特

殊管理实践和情景，完善和开发适合中国情境的量表；(2) 未来的研究中应该尽量避免本研

究中的不足，如考虑更多的组织或团队层面的变量；(3) 未来的研究也可以进行更多 

实践上的探讨，建立全面可行理论体系为企业安全领导力的发展和安全管理实践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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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旅游业被誉为“黄金产业”，成为全球最受关注的产业，区域旅游发展得到新 

契机，发展前景越来越好。建立一个影响顾客参与因素及顾客参与和情绪，对顾客满意度的影

响的框架。为区域旅游经营者辨认与提升顾客参与意愿，改进服务，提升服务质量，提高顾客 

满意度和服务质量变得非常有必要。 

区域旅游若需要良好的运作离不开稳定的客户流，而吸引顾客最基本的就是顾客的满意

度。本文准备在构建区域旅游顾客满意度的理论框架模型基础上，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贵 

州省区域旅游满意度进行相关研究。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并以具体的 

文献，资料分析，访谈，问卷，统计分析方法，构建区域旅游顾客满意度的理论框架模型， 

提出影响顾客参与因素的框架。这种研究对于区域旅游的运营有着较强的应用价值，并且在理 

论上也有较好的探索意义。本文对区域旅游顾客满意度进行分析之后提供若干建议和措施。 

顾客满意度在旅游开发质量与旅游开发绩效间起着中介作用，影响极大。区域自然经济

社会文化，区域重要活动，区域服务质量，顾客参与程度，顾客消费情绪，对区域客户满意度

有重要影响。区域开发绩效与游乐的质量对顾客满意度起着调节作用，旅游开发质量和开发 

绩效关系是一个复杂、动态的系统。本文探究了旅游开发质量与开发绩效关系的影响机制。 

帮市场管理者健全完善制度，规范市场秩序，规避相关风险，优化自身推动中国文旅行业的 

发展。 

 

关键词： 区域旅游  开发绩效  顾客参与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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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Management Vol. 5 No. 2, 2021 

Abstract 

At present, tourism has become a major economic industry in the world and is known as the 

“golden industry”.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tourism has also resulted in new opportunities, and  

development prospects are constantly improving. Thus, it would be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framework  

that would influence the customer engagement factors and customer engagement and sentiment to 

have an impact on customer satisfaction. This would be necessary for regional tourism operators to 

identify and enhance customer participation, improve services, service quality, as well as customer  

satisfaction. 

As a consequence, if regional tourism needs good operation, this would be inseparable from a 

stable customer flow, as the most basic aspect to attract tourists is customer satisfaction.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model of regional tourism customer satisfaction, this study prepared the 

relevant research on regional tourism satisfaction in Guizhou Province of China by means of empirical 

research. Using a combination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methods together with the 

specific literature, data analysis, interviews, questionnaires,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method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model of regional tourism customer satisfaction was constructed, and a 

framework for influencing the customer participation factors was proposed. This research would have 

a strong application value for the operation of regional tourism, and also have good exploration 

significance in theory. This paper also provided some recommendations and measures after analyzing  

regional tourism customer satisfaction. 

Customer satisfaction plays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quality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thus resulting in a great impact. Regional natural economic and social 

culture, regional important activities, regional service quality, customer participation, and customer 

spending sentiment would also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regional customer satisfaction.  

The performanc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quality of amusement would play a role in regulating 

customer satisfac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development quality and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is also a complex and dynamic system. Hence,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development quality and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This would help market managers improve their systems, standardize market orders, circumvent the  

relevant risks, and optimize their own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travel industry. 

 

Keywords: Regional Tourism,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Customer Participation 

 

引言 

当前，旅游业被誉为“黄金产业”成为全球最受关注的产业，对经济推动作用是越来越

明显，区域旅游业发展业得到新契机。区域旅游是一种以区域作为相对独立的单位来接待旅 

游者、组织安排旅游活动的经营服务方式，是特定空间内进行存在的旅游策划活动及其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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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和。在旅游资源分布相对一致的空间内，以中心城市为依托，依据自然地域、历史联系和一

定的经济、社会条件，根据旅游者的需求，经过人工的开发和建设，形成有特色的旅游空间， 

即各种类型的旅游区以吸引旅游者在一定区域内旅游。 

建立一个影响客户参与因数及客户参与和情绪对顾客满意度的影响的框架，为区 

域旅游经营者辨认与提升顾客参与意愿，提升服务质量，提高顾客满意度变得非常有必要。 

为此，本文准备在建立理论的基础上，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以贵州省区域旅游对顾客满意度进 

行一些相关研究。 

 

文献综述 

权力/知识概念的界定 

在西方的认识论体系下，与知识管理实践相关的权力概念被三种观点所提及：一种是权

力被解释为拥有和构建话语的作用，并认为知识从属于权力，知识成为一种制约的权力。第二

种观点是有关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如何使人们遵守现有的秩序，而无需在处理明显的冲突时动

用明确的权力 (Lukes, 1975)。第三种权力观来自 Foucault 和 Nazzaro (1972) 他把权力看作是一

种生产力，而不是一种限制。在这里知识与权力不只是一种控制 (Ezzamel & Willmott, 1998) “不

可能在没有知识的情况下行使权力” (Foucault, 1977)。Hassan, Chachi, 和 Latiff (2008) 明确提出

知识权力 (Knowledge Power) 的概念，并认为权力来源于对各种知识的控制和支配地位。 

也就是说权力是一种由知识形成的话语，在控制、管理之前必须先知道。即知识就是权力， 

权力就是知识。 

知识基础观对权力/知识的理解 

知识基础观主要是从组织知识共享、传递、吸收、利用的动态融合过程的角度来研究和

解释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理论问题 (Yang, Jang, Yang, Wang, He, Li, Quach, Zhao, Li, Yuan,  

Lee, Zhong, & Liang, 2018)。知识基础观中认为，知识是具有价值性、稀缺性和难以模仿性等特

征的特殊性资源 (Barney, 1991)。  知识是以人为载体，嵌于具体情境之中的，其受环境、个人内

在知识状态和处理能力的影响， 是需要通过个人进行消化和吸收的 (Zhang, Zhou, & Li, 2006)。 

 在这个基础上知识的产生、吸收、处理过程中主要包括了知识创造、整合和转移 (Grant, 1996)。

学者 Gupta 和 Govindarajan (2000) 就知识整合归纳了 5 类影响因素：源头知识的感知；分享意

愿；渠道；获取知识的意愿和接收方能力。Nonaka (1994) 及 Nonaka, Toyama 和 Konno (2000) 

通过 SECI 知识创造螺旋模型显示了这一知识创造动态整合过程内容。并将这种知识创造螺旋

看作是知识发送方与知识接收方之间的循环持续知识整合过程。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在知识

获取、共享、存储和创造过程中，知识创造是一个团队知识及对外部所需有效知识进行获取和

整理，进而创造出新的有价值的专门知识的过程 (Bhattarai, Li, Edmondson, & Zhang,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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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整合是团队成员获取知识资源形成有效作用的一种重要方式 (Xu & Qu, 2014)。只有实现知 

识共享与知识整合的过程才能让知识得到充分应用和有效转化， 团队创造力才能得到提升。 

福柯理论对权力/知识理论的解读 

Foucault (1977) 认为知识产生权力，权力是一种生产力，而不是一种限制。 同时他不是将

权力和知识视为离散的实体，而是两者不可分割的权力/知识，权力是在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的

动态中产生和再现的东西。“知识和知识的主体是在社会实践和权力关系中产生的。如果权力

是变动不居的，那么知识的主体也是在不断变化的”。 这是社会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使社会行 

为者能够以特定的方式采取 行动。 

换句话说，福柯的权力/知识让我们看到权力是理性的知识主张产物，而这些理性知识主

张构建了整个社会、组织与团体。这是一个贯穿整个社会主体的生产网络 (Foucault, 1980)。任何

知识在构建的同时也在构成权力关系 (Foucault, 1977)。 从这个角度来看，知识管理就是一种多种

形式的知识创造，以及权力和话语实践的机制 (Schultze & Stabell, 2004)。 话语权就是权力/知识

的表现 (Foucault, Kozhan, & Tham, 2017), 对这些多种形式的知识和话语，福柯的权力/知识理论

揭示了团队成员作为知识传送方之间知识整合平行关系的权力/知识特征，这些关系网与他们

的沟通实践的方式不同于自上而下的学习式关系，而是一种平行交织的权力影响关系。这些实

践内容只有在更广泛的权力关系和有效的团队中，以平等的、同为知识传送方的个人权力/知识

话语争夺结构来寻找。这种权力/知识关系可以让开放式集体绘画团队复杂的知识整合过程得 

到更好的理解，因为正是这种权力/知识体系塑造了团队知识整合与使用。 

文献述评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权力和知识的关系都有了系统的研究，成为了知识管理一个重要的

研究分支，并且在企业和组织管理实践层面也已经解决了一部分基于知识传送方与接收方的

知识转化、存储、利用过程来赢取竞争力的现实问题。但并未发现针对知识传送方与知识传送

方之间的权力/知识整合过程的研究。且缺乏对企业以外绘画合作团队合作的关注。因此本文

在基于福柯权力/知识这一理论前提下，对开放式集体绘画合作团体知识发送方彼此间的权力/ 

知识整合过程进行探索性研究。 

 

研究方法 

鉴于定性方法，适用于内容丰富的研究主题 (Glaser & Strauss, 2017) 在以往研究中常常被

用来探索和归纳某一现象，所以本研究拟采用深入访谈定性方法对开放式集体绘画团队内权力

/知识整合内容进行梳理。通过三级编码（开放编码、主轴编码、选择编码）(Pandit, 1996),  

将访谈原始资料进行仔细分析、归类和概念生成，然后通过主轴编码将研究主题与资料建立 

连接，最后运用选择性编码对二级编码进行整合与精炼，得出开放式集体绘画团队的权力/知识 

整合内容。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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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Management Vol. 5 No. 2, 2021 

本研究针对拥有开放式集体绘画创作经验的团队及个人作为访谈对象。访谈问题包括： 

(1) 开放式集体创作中团队成员合作需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  (2) 集体绘画创作过程中创作者

之间是怎么进行交流协调的？;  (3) 在创作过程中有哪些障碍？障碍有些什么表现？怎么逐一解 

决的？;  (4) 创作结果是否能达到预期？根据研究分析框架及概念发展的要求选择访谈对象。 

最终选择 7位访谈对象，分别以访谈者姓名首字母来进行编号 (g、b、s、l、c、y、z) 对每个人

的访谈初始概念用姓名首字+序号 (g1、g2…) 的形式来表示，并对其进行标签、定义现象、发展 

概念，归纳为范畴。最终本研究从 362 个原始句中归纳出 29 个概念、11 个子范畴 (情感关系、 

合作关系、人际协调、技术协调、缓解冲突、冲突需求、权力、人格特征、自我需求、过程、目标)。 

最后总结出 6 个主范畴 (AA1 - AA6)，分别是团队关系、冲突、协调、权力、过程、目标。  

 

数据展示 

开放式编码示例： 

本文将 7 位受访者的访谈内容整理为文字数据，将其原始数据进行定义现象归纳概念， 

最终从 362 个原始句中整理出 29个概念。从概念中归纳出与开放式集体绘画团队权力/知识整合

过程相关的 11 个开放式编码，分别是：情感关系、合作关系、人际协调、技术协调、需缓解冲突、 

冲突需求、权力、人格特征、自我需求、过程和目标 (见表 1）。由于文章篇幅的问题，本文在数 

据表中仅列举“典型原句例证”来展示详细的开放式编码过程和分析。 

1. 情感关系 

    访谈中发现，知识传送方的情感关系对知识整合产生影响。情感关系包含认同感、了解、 

默契及共鸣，相关原始语句与对应编码如表 1. 感情的亲密关系，建立了创作认同感基础。知识

传送方彼此通过了解逐渐产生默契配合度，给予了知识整合程度直接影响，消解了知识传送者 

之间争夺权力/知识的隔阂状态，寻找到了合作关系中平衡权力/知识转移与共享的通路，从而

使知识转移与整合过程更为有效。受访者 c7 表示通过了解彼此对材料、形式的认知来寻找到

共鸣，成为良性合作的有效措施。由此可见认同感、了解、默契和共鸣共同建立了团队情感 

关系。 

2. 合作关系 

    合作关系包含了共同目标、差异合理、消除隔阂、思想共性 4 个概念，首先从访谈中可

发现，合作关系都是基于共同目标（创作成果）而建立的，与此同时开放式集体创作团队的跨

区域组成形式是存在人员多样性，知识差异化的，作为知识传送方彼此要承认这种差异的存在

并接受这种存在，减少冲突的不可协调性。其次差异的存在就需要互动与了解来拉近合作人员 

的情感距离，消解隔阂并在知识传送方之间寻找的差异求同的状态，需要通过寻找思维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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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鸣和共同认知上来建立合作关系。因此将共同目标、差异合理、消除隔阂、思想共性归纳为 

合作关系。 

3. 人际协调 

    人际协调包含了协商、反复磨合、重新平衡、交换区域和第三者间接沟通的方式。在团

队关系的权力/知识整合建设和知识冲突显现时，协调是权力/知识整合的外驱变量，可以 

通过第三者间接沟通或知识传送方互相沟通反复磨合来重新平衡权力/知识，这是建立在知识 

转移方之间的人际关系上的协调方式，所以将以上内容归纳为人际协调。 

4. 技术协调 

    技术协调包含反复调整和改变思路，而技术性协调也是通过人际协调变量呈现出的显

性呈现方式，这是一种绘画技术的权力/知识平衡通路，其通过实施中的技术调整让方案可以有

所转变形成新的创作。从访谈来看都是利用技法、专业技能来进行协调，因此将反复调整 

和改变思路归纳为技术协调。 

5. 需缓解冲突 

    过程冲突也可能是知识管理有效的实质性障碍 (Jehn, Chadwick, & Thatcher, 1997)。从访 

谈资料整理时发现，需缓解冲突包含文化差异、语言障碍和观念冲突。团队成员的多区域身份

导致了知识传送方的文化背景及认知不同的文化差异，因而造成在互动交流过程中由于观念冲

突发生权力碰撞，并伴随由语言表达方式的不同致使沟通出现阻滞，这些文化、语言、观念差

异不是哪一方的知识权力通过争取就能获得话语权的，而是不可妥协的，使得权力角逐过程需

要通过建立沟通机制来对这种无法逾越的知识障碍进行壁垒和缓解，寻找知识传送方与知识传

送方之间都能达成共识又互不侵犯对方权力的折中途径。由此可见文化差异、语言障碍、观念 

冲突是一种需要边缘化的冲突，所以将其归纳为需缓解冲突。 

6. 冲突需求 

    冲突需求是一种创新团队的积极知识整合推动因素，从访谈可见，开放式集体创作虽然 

差异和碰撞巨大，会使团队合作呈现一定的阻滞，但这些碰撞正是创新所需求的因素，差异的 

合作可以打破固有的观念来实现创新。在本文访谈中，冲突需求是个知识传送方的合作需求 

重点，其直接影响着权力/知识整合的角逐程度，因此将需要碰撞、差异产生创新归纳为冲突 

需求。 

7. 权力 

    这里的权力包含了机会压制和争夺控制权。由于开放式集体绘画的形式中有给予介绍 

和人情参与的知识传送方存在，就会出现由于给予对方参与机会而想要限制对方的现象出现， 

这样的状况导致了被压制方不愿意接受机会压制而退出的现象。同时也存在有急于取得话语权 

的权力争夺，形成争夺控制权力、话语权的现象。因此将其归纳为权力。 

https://www.emerald.com/insight/search?q=Karen%20A.%20Jehn
https://www.emerald.com/insight/search?q=Karen%20A.%20Jehn
https://www.emerald.com/insight/search?q=Sherry%20M.B.%20That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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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人格特征 

    在访谈中发现团队中存在两种凸显人格，一种是个性强，另一种是沉默型人格。表现 

为个性强的知识传送方在知识呈现上都太过凸显，这样使创作有可能根据个性强的语言来作为

创作主旋律，而沉默型人格属于习惯跟随他人权力来进行知识整合的状态。两种影响权力/知识 

整合程度因素都是应为个性发生，因此将个性强和沉默归纳为人格特征。 

9. 自我需求 

    自我需求包含交流需求和启发。艺术家是想要通过集体绘画创作满足自身需求的，知识 

传送者之间发生的冲突、协调、交流过程中双方、多方都得到了启发和经验提升从而完成知识 

叠加带来的完善自我需求，满足了个人实现的需要，各自也得到了交流的回馈。 这样的一些良性 

冲突都建立在知识传送方的个人需求和自我实现之上。但自我需求并不是都能在合作中得到 

满足，也存在个别知识传送方缺乏知识整合能力，不能逾越自我，无法通过合作达到自我预期 

的现象。以上两种情况都是基于自我实现的权力/知识整合状态，因此将交流需求和启发归纳子 

范畴为自我实现。 

10. 过程 

      通过原始资料的挖掘和对概念的整理，发现集体绘画过程存在的过程内容有：不可控、

互动推进，在这里，不可控是开放式集体绘画创作过程的性质，是一个自由动态互动的过程， 

是一个不以控制为手段的合作过程，需求不可控的创新权力/知识激发过程，这个过程是对知识 

转移者的一种审美挑战，也就是知识共享经历。因此将不可控和互动推进归纳为过程。 

11. 目标 

      任务目标直接影响权力/知识表现形式，开放式集体创作着力于知识转移过程中知识

传送者之间的互动、协作方式、话语权争夺触发碰撞而产生的创新，并从这些碰撞中寻找新认

知来拓展创新空间。因为这样的开放式目的让开放式集体绘画团队行成的权力/知识表现更加

多样化，也导致团队的参与过程性质是一个注重过程的创新目标，因此单独归纳为目标。以上 

子范畴及概念分析的典型例句如下： 

 

表 1  典型原始语句与对应概念编码 

 

 

资料编码 典型原始语句 定义现象 概念化 子范畴 

g1 
我和我弟弟是双胞胎，大家都知道双胞胎的共性是比较多的。因为同

是双胞嘛，这个意识上啊是相互认同的… 

创作双方是双

胞，具备认同

感 

认同感 

GSLCY1 情感 

关系 

l37 
前期会涉及一些类似破冰游戏…嗯…知道大家共同的诉求在啊什么的

让大家了解嘛，这个基础上就展开一些合作。 

通过游戏增进

了解 

了解
GSLCY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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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典型原始语句与对应概念编码（继续） 

 

 

资料编码 典型原始语句 定义现象 概念化 子范畴 

l18 

就是有时候你要敏感到能感受到其他人的存在，就是你愿意在那一瞬

间，比如说倒下，你知道一定会有人接住，这个不是商量出来的是一

种默契，这种可能也分这种合作短期的或者长期的。那么就考验各自

的之间的一种默契，怎么样可以共同的来形成一些东西。 

长期培养的信

任度和默契 

默契
GSLCY46 

 

c7 

大家觉得都触及到每个人的想法，不管是你对材质的理解，还是对这

个作品的形式上面的一个呈现，有一些共鸣，还有就是作品以外要传

达的一些共鸣。 

材质和形式的

共鸣 

共鸣 

GSLCY64 

s17 

 

语言相似度啊，或者跟他的绘画语言的相似度，或者是互动的能产生

的一种可能，那么这种情况也是非常多的。就可以在同一个作品当中

的某一块局部，我们两个就是在可以在语言上能够有一种沟通和互动

的话呢就可以在某一块或者一块局部，当中来达到一种协调。 

通过寻找相似

度，就同一语

言上进行沟

通、互动和协

调 

思想共性
GSLCY23 

合作 

关系 l30 

这个基础上，那么两边都可能会妥协，比如说当大家为了某种需要的

时候，为了共同的方向的时候那么就会知道，我的个人喜好或者我的

个人的某种东西在里面就不是那么重要。 

共同的方向要

放弃个人的东

西 

共同目标
GSLCY49 

y53 

我觉得应该是一种数学式的一种方式来看待艺术，他就是有一个标准

的答案，哪个是好，哪个不好，虽然艺术有相对规律的标准和答案，

但是实际上你就是再丑的，再什么的在里面，他存在嘛，还是有它的

合理性。 

差异存在即有

合理性 

差异合理
GSLCY 

107 

s6 

集体创作，那么他的目的就是消解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隔阂，用艺术

和绘画的方式让大家近距离产生那种交集，他的有一项功能，可能只

是一项功能他可能是这种。 

社区型集体创

作拉近距离，

消解冷漠和隔

阂 

消除隔阂
GSLCY16 

合作 

关系 

s4 

他也是有集体作品的部分，但不是绘画，是一个装置的部分，那么就

是，中国的艺术家集体完成一块，瑞典的艺术家集体完成一块，那么

在商量这个作品由是什么材料组成，大家都会在一起讨论。 

起步分组， 

讨论 

协商 

GSLCY4 

人际 

协调 

 

g20 

画不是一天两天完成的，但是就是在画的当中的话，肯定在画的时候

突然出现说，这个地方可能不对，应该这样来画，就是在画的当中反

复来弥补，反复来修改，反复来妥协。 

不是一次达成

默契，过程中

有反复的弥

补、修改和 

妥协 

反复磨合
GSLCY8 

l48 

等等一系列的，如果找一个特别有…个人表现欲特别强的，那么他是

不是适合在这个里面，我觉得还是一个项目管理和策划的问题。如果

这个里面已经遇到这样的人嘛，就只能重新想办法，要重新产生一个

平衡嘛。 

有巨大冲突需

要重新平衡 

重新平衡
GSLCY57 

s23 
还有就是就是换空间，我不挨着你我去另一边，离你远一点或者找个

和我比较那个的契合的。 

寻找契合的创

作者合作和换

空间换区域消

解冲突 

交换区域
GSLCY25 

 

s22 

有经验的艺术家就会提醒策展人，我的作品跟她的作品是不能在一起

的，就是作品会影响到我们两个的关系。这种视觉上，感觉上。找到

气场上比较合适的画家的画来放。 

合作的其中一

方来对冲突做

协调给与建议

与提醒 

第三者间

接沟通
GSLCY 

103 

 

c31 

我记得，铺过不同的形状，方形，不规则形，还有三角形，铺了以后

就觉得棱角太多了，还是达不到我们之间的一个想法，最后我们还是

觉得来做个圆，因为圆比较包容、合一然后也比较规整。 

实施过程中的

反复调整 

反复调整
GSLCY79 

技术 

协调 

y75 

大家还觉得，改变这个人原来的思路，在绘画过程当中的创作，实际上

走向一种新创作了嘛，并不是说原来构图构完了，以后就是制作啊，就

是在绘画过程当中形成做的，其实也是挺好的，就有过这么一次经历。 

在过程中转变

策略与方案形

成了新的创作 

改变思路
GSLCY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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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典型原始语句与对应概念编码 （继续） 

 

资料编码 典型原始语句 定义现象 概念化 子范畴 

l7 

比方说做一个什么形状或者做一个什么符号，然后呢他们提出来一个

我们觉得不满意啊，我们觉得这个比较俗啊，比如说，当然我说的是

瑞典艺术家跟我们，他们提议的我们觉得有点过了，因为这个涉及到

跨文化，就是如果是两个中国人在一起他又不一样这个情况，如果涉

及到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这个，他又不一样，因为他涉及这个

跨文化的经验。 

文化背景和经

验的不同 

文化差异
GSLCY40 

 

需缓解

冲突 
c16 

但是比较难的是，因为是国外艺术家跟我们交流，语言上面不通啊，

很多东西就交流得不深刻，只是靠翻译，我要充当翻译，另外一个艺

术家也是还要充当翻译，感觉还是要专人专做，而且找翻译了嘛，还

是要找非常专业的，很了解我们两个想法的翻译，这种项目才会做得

更好。 

语言交流障碍 
语言障碍
GSLCY70 

l41 

然后呢我们就抛出来一个彩虹的观念，做一个彩虹，七彩的，那

么他们又觉得这个简直变成一个同性恋的展览了，那所以这就是

一个碰撞。 

观念碰撞 
观念冲突
GSLCY54 

y32 

实际上他们让我去，就是以我的东方的身份而已，并不是我们国内讲

了你多怎么样，就是一个东方的身份，他们在看哪个作品，当中都会

问我东方会怎么看，会怎么样，后来我就在当中发现了很多东西，我

就觉得。 

开放式集体创

作需要跨越很

大的身份，需

要差异冲突和

碰撞 

需要碰撞
GSLCY94 

 

突需 

求冲 

y33 

尤其是艺术的合作，实际上它就是在打破人们对于作品以往的这种审

美经验的一个合作。每个人都有审美经验，包括对方也有审美经验，

打破了这个审美经验，而合作创造一些新的东西，在艺术里面，它本

身就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在操作上把作品的本身提到前面，实际上是

他会永远会出现新的东西。 

差异合作让审

美经验得到打

破，会实现创

新 

差异产生

创新 

GSLCY95 

y42 

先是语言，语言上的，后来呢，老的就觉得你怎么会冲撞我了，就点

了一句，就是说，实际上会画画的多的啊，好像觉得就是叫你是，那

是一种，是给你一种机会嘛，就是有这样的感觉，对他们中年那人呢

就觉得说受到了伤害， “谢谢你啊还看中我，我觉得我不太合适”。 

不愿意接受机

会压制选择中

途退出 

机会压制
GSLCY 

102 
 

权力 

y63 

他觉得他也要取得这个画面的控制和话语权，他是这个的。那么，但

是他并没有想到这个画面，然后画上的责任人，或者是征得这个画，

大家找来这些老师，他首先找的确实是。有话语权的这些老师，也就

是他对有话语权的老师，对于画面是有责任的。 

没有考虑到责

任人只想要取

得画面控制球

权 

争夺控制

权GSLCY 

112 

y81 
当然，他独立太强了，我们就完全可以，实际上完全可以以他为主   

旋律。 

技术能力太突

出，就让他做

主旋律 

个性强
GSLCY 

120 

 

人格 

特征 

c11 
有的人就天生喜欢把主导权交给别人，他是个跟随者，一般都会选择

沉默。 

跟随型人格选

择沉默 

沉默
GSLCY67 

 

l31 
实际没有什么特别…其实在这种项目中大家就是为了追求交流和        
碰撞。 

有交流和碰撞

的需求 

交流需求
GSLCY50 

 

自我 

需求 

c2 

参与的过程中肯定会有一些矛盾了，当然也会有不同的想法，虽然有

时候会想法不同，意见不相同，但会有一些启发，我觉得启发很重

要，会相互有些启发的时候。会互相影响到各自的作品创作了嘛。 

矛盾给予启发

影响创作 

启发
GSLCY61 

 

s41 
而社区性的创作他是不可控的，但他的目的也是不需要控制的，他的

目的就是参与的过程，主要是过程。 

开放式过程不

可控，需要不

可控 

不可控
GSLCY33 

 

过程 

l15 

他是有人开始有人接着往下进行，他更像一个动态过程，像这个高处

流水下来，你可以在下面设置路障或者什么改变它的流向啊，我觉得

他更多是像这样互动的动态的一种进展啊。 

互动的推进的

动态过程 

互动推进
GSLCY43 

s39 

肯定能达到，而且我觉得集体创作这个项目它最大的特点和最大的目

的其实就是参与性，他的目的性不太强，不像主题性的目的性很强。 

 

开放式集体创

作注重参与过

程，主题性注

重目的 

过程目的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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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轴编码示例 

将开放式编码中的提出的 29 个概念及 11 个子范畴按照前因条件——理论现象——脉

络背景——条件——行动/互动策略——结果这一典范模型联结在一起，发现并建立范畴间的

相互关系 (Corbin, 1990)，归纳出 6 个主范畴 (AA1-AA6)，分别是团队关系、冲突、协调、权力、 

过程、目标。以团队关系为例，前因条件是：通过“了解”产生“共鸣”与“认同感”建立

“情感关系”；理论现象是： “默契”的建立； 脉络背景是：“共同目标”；条件是：认同“差异的 

合理性”； 行动/互动策略是：寻求“思想共性”“消除隔阂”建立“合作关系”；结果是：“情感 

关系”和“合作关系”共同建立“团队关系”。 

 

表 2  范畴与对应概念编码  

主范畴 子范畴 概念 

团队关系 
情感关系 认同感 GSLCY1、了解 GSLCY39、默契 GSLCY46、共鸣 GSLCY64 

合作关系 
思想共性 GSLCY23、共同目标、GSLCY49、差异合理 GSLCY107、消除隔阂
GSLCY16 

冲突 

差异冲突 文化差异 GSLCY40、语言障碍 GSLCY70、观念冲突 GSLCY54 

冲突需求 需要碰撞 GSLCY94、差异产生创新 GSLCY95 

人格特征 个性强 GSLCY120、沉默 GSLCY67 

自我需求 交流需求 GSLCY50、启发 GSLCY61 

协调 
人际协调 

协商 GSLCY4、反复磨合 GSLCY8、重新平衡 GSLCY57、交换区域 GSLCY25、   

第三者间接沟通 GSLCY103 

技术协调 反复调整 GSLCY79、改变思路 GSLCY116 

权力 权力 机会压制GSLCY102、争夺控制权GSLCY112 

过程 不可控 不可控 GSLCY33、互动推进 GSLCY43 

目标 过程目的 过程目的 GSLCY30 

 

选择性编码示例 

通过不断挖掘范畴和范畴之间的关系，逐步提高概念抽象的层次，最后用时间轴来整理

选择性编码，从主范畴之中发展出能系统包容其他范畴的核心范畴：过程、团队关系、冲突、 

协调方式、目标、权力，通过对 6个主范畴的继续考察和深入分析，结合原始访谈材料进行互动 

比较，发现可以用“开放式集体绘画团队权力/知识整合模型”将各种相关联的知识整合内容纳 

入到一个既简单又紧凑的理论框架中去 (Pandit, 1996) 。本研究将其整理为“开放式集体绘画 

创作团队内部权力/知识整合过程”（图 1），定义为核心范畴。围绕这一核心范畴的故事线为： 

团队关系→冲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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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开放式集体绘画创作团队内部权力/知识整合过程模型 

 

研究结果及讨论 

模型涉及了 6 个主范畴：过程、团队关系、冲突、协调方式、目标、权力。围绕这 6 个主

范畴产生 4 个基本命题：过程→团队权力/知识整合、团队关系（情感关系与合作关系）→团队 

权力/知识整合、冲突（冲突需求和差异冲突）→团队权力/知识整合、协调→团队权力/知识整合 

目标。 

团队权力/知识整合是一个权力/知识重叠的实践过程 

该命题涉及团队权力/知识整合过程表现，首先开放式集体绘画创作团队的权力/知识整合 

过程是通过团队权力/知识碰撞、角逐、平衡、妥协、摒弃、选择，知识传送方进行了自我知识 

更新并整合后，最终服从于集体权力/知识整合的过程。其次，主范畴团队关系、个人需求、 

冲突、人格、协调多次重复，甚至贯穿整个合作过程，可以看出知识整合过程，通过不同权力/ 

知识主张的相互角逐、妥协形成了相互的约束力量并在实践过程中重叠出现。  

团队关系(情感关系与合作关系)是团队权力/知识整合的影响因素 

研究分析发现该命题有以下两点影响因素： 

1. 开放式集体绘画创作团队关系决定了知识传送方之间的权力/知识平行关系。 

知识作为权力影响不是 A 可以用来影响 B 的限制，而是由 A 和 B 通过它们如何相互作

用而构成的东西。在开放式集体绘画创作团队中知识传送方与知识传送方之间是知识平行传递

相互作用关系，通过话语权的角逐来争取自我知识对他人产生影响的权力，同时也受到其他知 

识传送方给予的权力/知识影响，是互相寻找知识权力平衡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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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情感关系” 与 “合作关系” 正向影响团队关系权力/知识整合效用。 

 Nonaka, Toyama, 和 Konno (2000) 认为社会关系是个人之间共享和整合隐性和显性知

识的有效机制，从访谈数据可见在情感关系和合作关系共同构成了团队关系，情感关系与合作

关系互相依存，共同影响与制约着团队权力/知识整合程度。总之：权力/知识整合受到团队关系 

因素（知识传送方情感关系及合作关系）影响、团队关系是权力/知识整合基础。  

冲突（冲突需求和差异冲突）是团队权力/知识整合的直接影响因素 

该命题包含了影响权力/知识整合的：观念差异冲突、自我实现冲突和个性冲突。 

1. 观念差异冲突影响了权力/知识整合过程，成为权力重要调节因素。 

    冲突需求是权力/知识整合的内驱变量，观念冲突带来的是新的知识，会给予知识转移

方启发和知识创造刺激，利于权力/知识整合创新的推进。也会造成知识整合阻滞，尤其是 

权力/知识整合的主要调节因素。 

2. 自我实现是权力角逐的主要驱动力，同时也受限于知识传送方个人知识整合程度。 

    这里知识传送方是个人知识整合和知识再创造过程，这就依赖于知识传送方对获取到

的他人权力/知识影响的认知能力。在有选择的情况下，个人行为会增加他们的个人权力而不是

社会权力 (Van Dijke, & Poppe, 2006)。通过本研究发现知识传送方之间的知识转移行为动机不

是想要控制别人，是想要影响别人的同时也想受到权力的影响。由此可见，冲突需求（个人 

权力/知识实现）成为了权力/知识整合的重要支撑条件。 

3. 知识传送方个性冲突影响权力/知识整合的呈现方式。 

    通过将个人知识整合到知识管理实践、组织的决策过程中可根据个人需要和情况改变

知识管理实践。那么在开放式集体绘画情景团队中，这种灵活的权力/知识整合更加凸显。由于 

存在强烈的个性知识转移者，一方面会从个性力量上去压制其他的知识传送方来创造话语权争 

夺机会，不仅伴随着被集体排斥的风险，还会使知识转移过程变得单一；对于隐忍个性的知识

传送方，其具有知识的隐藏性，不是所有的知识传送方都愿意分享自己的知识，一方面虽然避免 

了恶性冲突带来的知识创造停滞，但同时也会削弱了知识创造的递增。  

总之，无论是过程需求性的冲突还是需要边缘化的冲突，都直接给予了权力/知识整合 

影响，并起到重要的内因驱动变量调节作用。 

协调是团队权力/知识整合目标的影响因素 

该命题下包含了 2 个影响权力/知识整合的路径：协调、目标。 

协调是权力/知识整合的外因驱动变量整个团队关系的权力/知识整合建设和知识冲突显

现时，协调是权力/知识整合的外驱变量。目标决定权力/知识表现，任务目标直接影响权力/ 

知识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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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基于深入定性方法，对开放式集体绘画团队权力/知识整合过程内容进行了探索性

研究，重点探讨了一个问题：哪些因素影响了开放式集体绘画团队的权力/知识整合过程？  按照 

扎根理论的思路和流程，得出结论： 

1. 开放式目标决定了集体绘画创作团队的权力/知识整合过程是一个权力/知识重叠的发 

展整合过程； 

2. 权力/知识整合受到团队关系因素（情感关系及合作关系）、差异冲突及协调因素、及冲 

突需求（个人权力/知识实现需求）影响。其中，团队关系是权力/知识整合基础，差异冲突及协调 

因素起到权力/知识整合调节作用，冲突需求（个人权力/知识实现需求）是权力/知识整合过程 

的重要支撑条件。 

研究和发现的局限性： 

由于集体绘画创作的特殊性与稀缺性，本文选取的 4 个团队 7 个访谈对象并不是一个比较 

多的例证研究设计，虽在现有的开放式集体绘画团队实践及理论中有所拓展，但还是在研究结

果可以推广到理论构建的程度有所限制。本文提供了关于权力/知识视角在 7 位访谈者经验背

景下的研究总结。然而，有必要在更广泛的团队和专业背景下进行未来的研究，努力将权力/知 

识的概念与现有的知识管理理论更有利的进行结合。 

实践及研究启示： 

开放式集体绘画团队知识整合过程情景下的权力/知识视角为知识管理、绘画团队实践者 

和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针对绘画团队可参考的内容展示，知识管理研究人员和实践者可以利用 

开放式集体绘画团队权力/知识整合内容在绘画团队及相关专业和社会文化背景下理解权力动态 

并具备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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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工智能产业属高新科技，高额研发费用、创新失败、国际市场竞争及不确定性，以及中

国国内同业交叉开发、市场混战等等，都会给中国人工智能高新企业带来致命的伤害，在这样背

景之下，创建产业战略联盟是为最佳选择。现阶段学者们大部分还是从产业联盟冲突与协同来

研究联盟动态及联盟组合焦点企业为主，没有从“共生价值观”角度去思考。本研究提出：“共

生价值观对联盟绩效影响”问题研究。然后通过对中国北中南分布的 3 省市人工智能产业战略

联盟发放调查问卷，利用 SPSS22.0 软件对回收调查问卷进行相关统计分析及检验，结果 

表明，共生信仰正向影响联盟绩效；管理能力之沟通能力在共生信仰与联盟绩效中中介效应 

显著；顾客价值在管理能力与联盟绩效中调节效应显著。  

 

关键词：共生信仰  顾客价值  管理能力  联盟绩效   

 

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high-tech industry, and the high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sts, the 

possibility of innovation failure,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competition and uncertainty, domestic cross-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market scuffles and so on, will all cause fatal damage to high-tech 

enterprises. In this context, creating an AI industrial strategic alliance is the best choice. At this stage, 

most scholars from the East and the West mainly focus on researching alliance dynamics and the focal 

enterprises of alliance combi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alliance conflicts and 

collaborations, and they do not thin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mbiotic values”. Therefore,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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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poses the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symbiotic values on alliance performance. Then, we 

issued questionnaires to the three provinces and cities of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ustry strategic 

alliance distributed in northern, central and southern China, and used SPSS22.0 software to examine 

the questionnaire results with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symbiotic beliefs 

positively affect alliance performance; the communication ability of managerial ability has significant 

mediating effect on symbiosis belief and alliance performance; customer value has significant  

moderating effect on management capability and alliance performance. 

 

Keywords: Symbiosis Values, Customer Value, Management Capability, Alliance Performance 

 

引言  

2017年中国国务院提出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部署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先发优势，

到 2030年，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 

中心。产业联盟也将成为一种新的趋势，在环境的不确定性、外部激烈竟争的背景下，促使人

工智能高科技企业走向共生、协同的道路，这对产业发展、企业成长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的快 

速成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战略联盟的本质就是联盟双方为获得更多的利润、获得更大的市场，获得更好的联盟 

绩效 (Long, 2006)。战略联盟企业间的资源互补，可以促进联盟的形成、发展和有效的合作”  

(Parkhe, 1991)。联盟的宗旨是为伙伴创造价值大于单个企业的创造价值 (Oliver, 1997)，总体联

盟绩效大于单个企业绩效 (Das & Teng, 2000)。有利于实现联盟企业协同发展，提高联盟企业竞

争优势与绩效 (Harrison, Hitt, Hoskisson, & Ireland, 2001)。研究战略联盟，绕不开联盟绩效 

研究，所以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去解释影响战略联盟绩效的前因变量，从战略伙伴选择，到联 

盟治理，联盟市场，这中间出现一系列联盟冲突，大家一致认为：联盟伙伴的共同价值趋向以及

相同的企业文化背景，更有利于联盟的稳定及绩效的提高，(Ling, 2018)“从国家外交层面也 

指出：联盟与联盟成员国共同价值观一致，更有利于国家联盟的稳定与发展”。大家都认为共同

价值观的重要性，但没有学者从正面共生价值观角度研究联盟绩效。基于此：本研究从共生 

理论、企业文化理论、价值观管理理论视角提出：共生信仰如何影响联盟绩效；管理能力是否在

共生信仰与联盟绩效间起中介作用；顾客价值导向是如何在管理能力与联盟绩效间起调节作用。 

文献理论与假设提出  

价值观管理理论 

休·戴维森,提出价值观管理理论，基本观点：一个组织需要通过确立强有的愿景和价 

值观并发挥它们在实践中的作用，构建起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承诺，形成承诺型组织。 

共生理论:  

“共生” 最早出现在生物学领域，1879年由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年首先提出，Ahmdaj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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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将其定义为不同种属的物质联系生活在一起，形成共同生存、协同进化或者抑制的 

关系。袁纯清对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进行定义，丰富了理论基础，他将其研究运

用到现今的管理学中，在共生是生物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基础上，认为它还是一种社会科学 

方法。基于以上理论，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共生信仰与联盟绩效关系 

联盟绩效  

对于战略联盟绩效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Yan 和 Zeng (1999)，许多联盟绩效研究 

文献，尤其是实证研究的文献都倾向于使用双方的战略联盟目标实现程度或者联盟双方对 

于联盟的满意程度来界定联盟绩效。 

 共生信仰：联盟成员在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商业模式基础上，各方形成集体价值观， 

共同构成联盟信仰，称之为共生信仰 Chen (2018)。 

通过文献回顾，本文采用企业文化的构成要素的核心要素（价值观）来作为观测变量， 

联盟形成的初衷是为双方获利，那么联盟的价值观也应该为共同的价值观。为了更准确的反应

共生价值观的信效度，本文采用了 Chen (2018) 共生信仰作为共生价值观的代名词，表达相同 

的意思，只为更好测量而已，没有本质区别。 

Hugh (2004) 提出：一个组织需要通过确立强有的愿景和价值观并发挥它们来增加组

织绩效。 (Li, 2011) 从企业文化角度评价管理绩效。 Yu 和 Lu (2019) 从价值观异质性通过团队

互动来进行了评价并提出：价值观异质性负向影响团队绩效 Long (2019)。从企业文化与绩效关

系综述企业文化对绩效的重要性。企业文化理论，它的问世标志着管理学进行了第四次管理 

革命，它对管理绩效的贡献已成为 21世纪企业提高绩效的强有力的软实力 Hu 和 Zhang 

(2007)。从价值观管理基础理论提出 Fan (2014) 从研发技术角度，对战略联盟绩效进行了创新

绩效研究 Cheng (2003)。基于共生理论对企业集群组织进行研究 Chen (2018)。对企业文化进行 

了系统研究，指出企业文化与价值观与如何影响管理绩效 An (2018)。对战略变革、企业文化与

企业绩效三者关系的实证，以上理论都说明了企业文化及价值观对组织绩效有显著影响， 

战略联盟为企业间组织，与企业运营具有相同的功能，故把在企业中，表现良好的共生价值观 

引入到联盟中，预测它对联盟绩效同样会有显著正向影响。共生理论，互利共赢共生模式， 

是提升产业战略联盟绩效稳定的必要条件。基于此，提出假设： 

H1：共生信仰正向影响联盟绩效。 

联盟管理能力：是公司有效率和效果地管理既定联盟所需要的认知、行为和组织 

能力 (Schreiner, Kale, & Corsten, 2009) 包括沟通能力、协调能力和粘结能力 3 个维度。 

价值观管理既可以视为一种管理哲学，也可以视为一种管理实践，其主要作用体现在

能维持组织的核心价值观，并使其与组织的战略目标结合起来 (Lan, 2018)。企业价值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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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有效方法 (Liu & Du, 2015)。联盟管理能力的构成对联盟组合绩效证实，联盟管理能力的多

维度影响联盟绩效 (Huang, 2019)。从企业文化对企业管理的价值证实 (Zhu & Xu, 2016)。 

从产学研联盟引入联明管理也证实联盟管理影响联盟绩效 (Ye, Ren, & Hao, 2015)。从联盟知识

异质性通过联盟管理能力证实影响创新绩效。管理能力三维度，沟通能力、协调能力、维系能

力对共生价值观的实行前期、中期、后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联盟伙伴来自不同的企业，各自

都有自已的企业文化，合作冲突、价值观异质、机会主义 (Xu & Xu, 2012) 都是在以往的联盟中 

出现，使得联盟失败率高 50% 以上，从信认、控制、支持有益不同企业文化同存，是否没有从

根本上解决冲突与联盟失败，联盟本质既为互利共同。从共生理论主张来看，它的主旨为不同

种属的物质联系生活在一起，形成共同生存、协同进化或者抑制的关系。强调共生与长久，

此时的共生信仰将会在联盟管理能力的全过程与此共同作用，把联盟伙伴从各种冲突与不

和谐当中，用联盟远景、联盟价值观把各联盟伙伴，从眼前的小利上升到大层面，联盟共生

将会为联盟伙伴带来更多的利润及更好的发展前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这个哲理同样很

适合联盟伙伴。大家都把眼光看到联盟远景与未来，明白只有联盟的稳定且有效，联盟大

体量才会给各伙伴带来更多的利益。价值观本身并不会自动转化为生产力，只有通过管理

能力发挥伙伴联盟成员以共生为信仰的联盟氛围，此时共生信仰才会为联盟绩效带来超预

期的满意。价值观是企业兴旺发达的原动力，是企业的灵魂。那么，这种价值观也将会成为 

是联盟发展的核动力。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2：管理能力在共生信仰与联盟绩效中起中介作用。 

H2a：管理能力之维系能力在共生信仰与联盟绩效中起中介作用； 

H2b：管理能力之沟通能力在共生信仰与联盟绩效中起中介作用； 

H2c：管理能力之协调能力在共生信仰与联盟绩效中起中介作用。 

顾客价值：以市场导向的共生价值观，以顾客价值为导向构建企业核心能力，倡导的 

是一种把顾客利益放在首位，在实现顾客受益，让顾客完全满意的同时使企业受益。  

在文献回顾和现实中，客户价值在更好的管理中是否起着重要作用学者 (Zhang & He, 

2014; Zhou, Yang, Wang, & Wang, 2017) 价值共创的初步过程产生了一个逻辑，该逻辑阐明了价

值共创模型整体的内部机制。客户是价值共同创造的核心，而以企业客户为中心的价值共同创

造决定了价值共同创造模式能否成功。 

在此过程中，以客户为中心的企业价值共同创造将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公司的

组织能力。这会影响企业价值的创造以及客户对企业价值创造的看法。因此，学者们在价值创

造研究中基于面向服务的逻辑考虑了客户参与的要素，但并未对客户价值感知（客户参与价值 

创造的前提）进行更多研究。本文做出以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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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ng 和 Wang (2002) 提出：顾客价值是营销绩效的驱动力。Chen (2019) 在外部环境不确

定的情况下，企业只有协同发展，以顾客价值导向为指导，才是未来方向。同理，在联盟治 

理中，联盟管理提倡以顾客价值导向的价值观，会减少很多不同联盟成员各自企业的价值观以

及价值观冲突，具有高凝聚作用，顾客价值是营销领域的关键词，与顾客息息相关，与管理能

力没有直接必然联系，但它会影响联盟绩效的好坏，故本研究将它作为调节变量，联盟成员都

以顾客价值观导向来共生，紧紧围绕顾客，一切以顾客价值为出发点，这对联盟管理能力提出 

很高要求，不仅要协调各联盟成员一致价值观；而且还有与各联盟成员进行柔性沟通，联盟的

一切创新，都应从为顾客带来价值思考；联盟的维系能力，坚持共生与顾客价值导向，是联盟

运营的有力保障，Luo (2008) 从顾客价值创新对客户联盟进行了研究，顾客价值是否作用于管 

理能力，使其更好的提升联盟绩效，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3: 管理能力与联盟绩效的关系，可能受到顾客价值的调节； 

H3a: 顾客价值可能调节维系能力与联盟绩效； 

H3c: 顾客价值可能调节沟通能力与联盟绩效； 

H3d: 顾客价值可能调节协调能力与联盟绩效。 

根据以上研究假设，提出本文研究共生价值观理论模型： 

 

 

 

 

 

 

 

 

 

 

图１共同价值观与联盟绩效模型 

 

研究设计 

1.  样本与数据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联盟创始人。所调查的产业联盟创始人为避免数

据同源分为三个地区进行发放收集，三地分别为北京、山西、深圳，在中国呈北中南地区分布。 

 

CV 

共生信仰 联盟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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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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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能力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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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Management Vol. 5 No. 2, 2021 

采用有大型会议通知前，通过通知并先行发放预调研问卷，待正式开会时，通过现场会议让主 

要负责人告知问卷发放的目的与意图，进行正式问卷调研并要求现场专人收回。  

问卷主要采取了现场发放形式。现场总发放了问卷 330 份，收回了 326 份，回收率 98.7%， 

问卷高效及有效率都达到笔者研究之用，在对收回的问卷进行匹配和蹄选之后，挑出其中的 

填写不太规范的和回答有多选项的问卷进行排除，得到最终的有效问卷 312 份。  

2.  变量量表测量 

联盟绩效 

研究者就如何衡量联盟绩效主要采用三类标准 (Namgyoo & Dong, 1997)：第一类标 

准是衡量联盟合作者双方的战略联盟目标实现程度以及联盟双方对于联盟的满意程度等主

观标准来评价联盟绩效 (Mjoen & Tallman, 1997；Das & Teng, 2000)；第二标准是使用联盟

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等指标来衡量联盟的绩效 (Blodgett, 1992；Park & Russo, 1996)；第三类

标准则是衡量联盟合作者是否获取了预期的财务收益，主要是倾向于使用收益率、销售增长 

率等客观标准来评价联盟绩效 (Mohr & Spekman, 1994；Park & Russo, 1996；Doz & Hamel,  

1998)。考虑到联盟企业对于财务绩效等客观信息的敏感性 Bucklin 和 Sengupta (1993); Brownell                          

和 Dunk (1991) 提出没有证据证明组织内部的会计报表或者投资回报等资料比主观评价的组织 

绩效更客观，所以大多数学者倾向于使用主观标准来评价联盟绩效 (Das & Teng, 2000)，因此 

基于以上研究成果，本文采用第一与第二标准加以衡量联盟绩效。   

管理能力  

联盟管理能力是一个综合的概念，由多种维度构成。Schilke 和 Goerzen (2010) 从动态 

竞争力的视角出发，将联盟管理能力划分为联盟协调、联盟组合协调、企业间学习、联盟行

为主动性和联盟转换 5 个维度。(Schreiner, Kale, & Corsten, 2009) 等则认为联盟管理能力是

公司有效率和效果地管理既定联盟所需要的认知、行为和组织能力，包括沟通能力、协调 

能力和粘结能力 3 个维度。本文遵循 (Schreiner, Kale, & Corsten, 2009) 的研究，将联盟管理 

能力分为沟通能力、协调能力和维系能力 3 个维度。  

共生信仰 

本量表采用 Chen (2018)《共生》一书中，共生信仰三维度：自我约束、中和利他、致利

成长，因本文对此量表做了探索性分析检验，发现‘中和利他’在信度上没达到管理学中要求的 

信度 0.7 以上，其他两个因子都在 0.9 以上，故本研究采用了两维因子：自我约束与致利成长。 

顾客价值 

本量表采用管理界常用的成熟量表，项目条目以 Liu (2012) 为主，该量表在进行正式 

论证分析前，同样也做了探索分析，该量表信度与效度在本研究中，表现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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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获得所需的数据，在上述步骤完成后，进行问卷的数据处理 

阶段。首先对问卷进行了蹄选，把明显的无效问卷剔除后，对数据使用工具和统计软件进行 

分析。主要的分析方法包括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信度检验、相关分析、方差分析

和层次回归分析等。使用统计分析 SPSS 22.0 软件与 AMOS 24 软件来进行统计相关分析。在回

归分析中，为了得到自变量对于因变量的独特贡献，本研究使用了层级回归法。AMOS 因子验

证能够更直观地清楚看到变量与因子间的相关斜交系数与载荷。在基于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 

SPSS 22.0 统计分析方法来进行假设检验，检验本文所提出的假设并进行解释，最终得到本文 

的研究结论和研究启示。  

数据分析与实证 

描述性统计分析 

为了研究对象总体的特征，一般会采用随机的方法，从总体中抽取部分样本来加以研究， 

并对样本均值、标准差、频次分布、比率等进行描述。本样本服从正态分布。各变量间相关系 

数都小于 0.8，方差的膨胀因子小于 10，排除变量间多重共线性的问题。这为下一步研究假 

设提供了初步支持。 

信度与效度检验 

本研究所有变量 Cronbach’s α 值都超过 0.7，表明内部一致性较好，信度通过检验。各题

项的因子负荷值都大于 0.6，聚合信度值都大于 0.7，平均方差抽取量都大于 0.5，单个因子指标

与变量指标都有效，满足效度的聚合效度与区分效度。通过 AMOS 验证性因子分析发现，所有 

变量的 GFI、CFI、IFI、TLI 均大于 0.9，RMSEA 均小于 0.08，表明效度非常良好。 

变量关系相关分析  

变量间相关性是指变量之间的关联程度，通过对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可以清楚知道变量

之间是否具有相关性，所以说，变量间的相关分析是回归检验分析的基础。经中心化后，本研究

的中共生信仰 (AS)、管理维系能力 (AM1)、管理沟通能力 (AM2)、管理协调能力 (AM3)、 

联盟绩效 (AP)、创业经历 (EE)、创始人情况 (FS)、联盟情况 (Ass)、企业规模 (ES) 相关分析 

见表 1  所示。 

 

表 1 各变量相关性分析 

XX E S Ss S S M3 M2 M1 V P 

EE 1          

FS .165** 1         

ASs .349** -.055 1        

ES .461** .228** .33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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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变量相关性分析（继续） 

注：**P<0.01，***P<0.001，*<0.05，双相关性显著 

数据来源：于软件 SPSS 22.0 输出结果整理。 

 

从上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理论模型所需各自变量与被解释的因变量除联盟情况与创始

人情况之间为 -.055 外，其他都在置信区间为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可用做回归 

分析。其中控制变量之联盟情况为创始人加入几家联盟，从表中看出创始人加入几家联盟与创

始人是单独创业还是合伙创业、还是委托创业关系不相关，从现实来看，也符合，加入联盟多

少与创始人是否单独创业还是合伙创业关系不大，但是这两个控制变量与其他变量都显著 

相关，所以还是按本文研究设计把联盟情况与创始人情况与其他控制变量一起代入方程进行 

相关验证。 

假设中介检验： 

本文根据 (Wen, Zhang, & Hou, 2006) 的中介检验原则，采用了 SPSS 回归中加入

PROCESS 插键，进行回归检验中介效应。PROCESS 的操作要比之前的三步走进步了不少， 

可以同时把因变量联盟绩效与自变量共生信仰与中介变量分别以维系能力、沟通能力、协调能

力及控制变量一起纳入回归方程。第一回归方程：将因变量联盟绩效、自变量共生信仰、中介

变量维系能力、控制变量创业经历、创始人情况、联盟情况、企业规模纳入；第二回归方程： 

将因变量联盟绩效、自变量共生信仰、中介变量沟通能力、控制变量创业经历、创始人情况、 

联盟情况、企业规模纳入；第三回归方程：将因变量联盟绩效、自变量共生信仰、中介变量协

调能力、控制变量创业经历、创始人情况、联盟情况、企业规模纳入，分别进行相关检验中介

效应。模型处理汇总结果见表 2。  

 

表 2  管理能力的中介效应分析 

回归检验路径 变  量 模型 1 模型2 模型 3 模型4 模型 5 模型6 

X-Y 共生信仰 .7522***  .6175***  .7856***  

M 维系能力  .0158     

 

XX E S Ss S S M3 M2 M1 V P 

AS .559** .340** .418** .550** 1      

AM3 .269** .286** .274** .361** .652** 1     

AM2 .590** .189** .385** .562** .781** .478** 1    

AM1 .463** .223** .211** .551** .456** .388** .563** 1   

CV .525** .383** .410** .539** .642** .632** .741** .418** 1  

AP .628** .306** .430** .597** .648** .590** .560** .574** .43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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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管理能力的中介效应分析（继续） 

回归检验路径 变  量 模型 1 模型2 模型 3 模型4 模型 5 模型6 

 沟通能力    .1505***   

 协调能力      .176 

 创业经历 .2777*** .4484*** .3310*** .3714*** -.1804 .5950*** 

 
创始人情

况 
.1644 -.0061 -.0057 -.0014 -.0077 -.0016 

 联盟情况 -.0522 .0838 .0095 .0429 .0491 .0556 

 企业规模 -.0562* .0838 .2948*** .2149 .0348 .4368*** 

 R2 .4725 .4724 .6648 .6911 .4442 .4281 

 置信区间  
-.0121-

.2011 
 .0331-.6210  

-.0014-

.1128 

 F 36.3355 690.2690 121.3838 812.1955 48.9098 569.9178 

注：**. 在置信度（双测）为 0.01 时，相关性显著。 

数据来源：于软件 SPSS22.0 输出结果整理。 

 

从模型 1 中看出共生信仰对联盟绩效显著影响，影响系数为 .7522， p = .0000＜0.01， 

从模型 2 中介效应为 .0158， p = .0799>0.05 不显著，置信区间包括零，H2a 不得到验证； 

模型 3 共生信仰对联盟绩效显著影响，影响系数为 .6175， p = .0000＜0.01，从模型 4 看中介效

应为 .1505， p = .0000＜0.01 中介效应非常显著，置信区间没有包括零，H2b 得到验证； 从模型 

5 影响系数为 .7856， p = .0000＜0.01，从模型 6 看中介效应为 -.0176，  p = .2025>0.05 不显著， 

置信区间包括零，H2c 不有得到验证，共生信仰对联盟绩效的模型 1、模型 3、模型 5 都验证非

常显著，从而假设 H2 也得到了验证。其中，H2b 沟通能力在共生信仰与联盟绩效中，总效 

应为 .7680，沟通能力贡献了 19.6% 中介效应。模型 1、模型 3、模型 5 联盟绩效都显著， 

假设 H1 也得到验证。企业规模与创业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联盟绩效，说明创业经历与

企业规模，在发展进程中，认识到联盟的重要性。现实的联盟中可以看出，共生信仰非常 

重要，它能让联盟成员齐心协力为联盟创造更大的绩效，共生是时代的召唤，也是未来联盟 

必由之路。其中管理能力之维系能力在共生信仰与联盟绩效中不显著，说明维系能力在有共

同价值观的联盟中，维系能力不用太过执行；而管理能力之沟通能力在共生信仰与联盟 

绩效中，非常显著，说明在共生信仰浓烈的联盟中，沟通能力非常重要，这与研究联盟管理

能力与联盟绩效的学者们得出的结论是一致，沟通能力影响联盟绩效；管理能力之协调能力

中介效应不显著，说明在有共同价值观的联盟中，协调能力都不用太过预算成本，这样会为

联盟节省好多费用，在以往的研究中，协调能力也是联盟预算的大项，通过验证，联盟有了

共生信仰，联盟成员就会向着对联盟有利的方向发展，联盟管理能力三大核心，其中两项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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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投入太多经费去维系与协调联盟成员，共生信仰的潜在能力得到进一步证实，要想节约 

联盟费用与提高绩效，共生价值观是有力武器。 

假设的调节效应 

本文采用层级检验调节作用。模型 1 以联盟绩效为因变量，维系能力、顾客价值为自变的检 

验模型；模型 2 以联盟绩效为因变量，维系能力、顾客价值为自变量，加入维系能力与顾客价值 

的交互项检验模型。模型 3 以联盟绩效为因变量，沟通能力、顾客价值为自变量检验模型； 

模型 4 以联盟绩效为因变量，沟通能力、顾客价值为自变量，加入沟通能力与顾客价值交互项的 

检验模型。模型 5 以联盟绩效为因变量，协调能力、顾客价值为为自变量检验模型；模型 6 以联盟

绩效为因变量，协调能力、顾客价值为自变量，加入协调能力与顾客价值交互项的检验模型。 

检验结果见表 4。 

 

表 3 顾客价值的调节效应分析 

注：**P<0.01，***P<0.001，*<0.05，双相关性显著。 

数据来源：于软件 SPSS22.0 输出结果整理。 

 

模型 1 包含了控制变量创业经历、创始人情况、联盟情况、企业规模，自变量维系能力和

调节变量顾客价值，回归结果发现，维系能力 .185 与顾客价值 .802 都显著，(p = .000＜0.01)  

正向显著影响联盟绩效。模型 2 加入了维系能力与顾客价值交互项，回归显示，联盟绩效 .129

具有显著相关关系  (p = .000＜0.01)，与模型 1 相比模型 2 较Ｒ2有所提高由原来的 .623 

提至 .664。可以看出，顾客价值在共生信仰与联盟绩效之间有正向调节效应，H3a 得到验证。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4 模型 5 模型 6 

维系能力 .185*** .797***    .288*** 

沟通能力   .316*** .908***   

协调能力  .797***   .020  

顾客价值 .802*** .539*** .635*** .358*** .801*** .604*** 

维系能力*顾客价值  .129***     

沟通能力*顾客价值    .349***   

协调能力*顾客价值      .753*** 

创业经历 .120*** .103*** .094*** .063*** .167*** .062** 

创始人情况 -.067** -.033 -.022 -.018 -.055 -.002 

联盟情况 .009 -.012 .001 -.016 .003 -.002 

企业规模 .020 .005 .039 .002 .093** .072** 

R2 .624 .635 .638 .639 .603 .644 

⊿R2 .623 .664 .550 .640 .601 .643 

F 622.080 629.484 788.129 824.559 473.484 732.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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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3 包含了控制变量创业经历、创始人情况、联盟情况、企业规模，自变量沟通能力

和调节变量顾客价值，回归结果发现，沟通能力 .316 与顾客价值 .635都显著，(p = .000＜0.01)  

正向显著影响联盟绩效。模型 4 加入了沟通能力与顾客价值交互项，回归显示，联盟绩效 .349

具有显著相关关系 (p = .000＜0.01)，与模型 3 相比模型 4 较Ｒ2 有所提高由原来的 .550 提高 

至 .640 可以看出，顾客价值在共生信仰与联盟绩效之间有正向调节效应, H3b 得到验证。 

模型 5 包含了控制变量创业经历、创始人情况、联盟情况、企业规模，自变量协调能力

和调节变量顾客价值，回归结果发现，协调能力 .020 (p = .401>0.05) 与顾客价值 .801 (p = .000

＜0.01)，协调能力不显著，而顾客价值正向显著影响联盟绩效。模型 6 加入了协调能力与顾客

价值交互项，回归显示，联盟绩效 .753 具有显著相关关系 (p = .000＜0.01)，与模型 5 相比模型 

6 较Ｒ2有所提高由原来的 .601 提高至 .643。可以看出，顾客价值在协调能力与联盟绩效之间有 

正向调节效应, H3c 得到验证。 

从表中可以看出，顾客价值与管理能力各交互项都显著，调节效应主要是看交互项系数

是否显著，从表中可以看出，交互项都显著，这也符合联盟成员共同以顾客价值观为指导， 

表中显示交互项对联盟绩效方差贡献率通过Ｆ检验，说明顾客价值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假设  

H3 得到验证。  

 顾客价值作为价值观导向有利于提高联盟绩效，在现实联盟中，联盟成员都以共生信仰

为理念，以顾客价值观为导向，这样会大大增加联盟绩效，降低联盟冲突，维系工作与协调工

作也减轻。从联盟长远的发展来看，用联盟愿景来激励联盟成员，向大家共生的方向发展， 

以顾客价值为出发点，这样联盟稳定性增强，创新能力增加，财务绩效自然也会得到很好的 

发展，这种思维符合企业，同理也符合当今联盟。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人工智能产业战略联盟为研究对象，借鉴以往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共生价值观与

联盟绩效模型，具体研究了共生信仰、管理能力、顾客价值、联盟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 

论探索和实证检验，主要结论如下： 

1. 本研究通过 SPSS22 回归方法来研究共生信仰对联盟绩效影响，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共生信仰对联盟绩效显著影响，这说明共生信仰是联盟绩效的自变量，验证了假设。 

2. 研究数据采用统一联盟创始人，避免了以往不同层次管理者回答问卷差异较大问题。 

3. 本文通过回归方法验证了管理能力之沟通能力在共生信仰与联盟绩效间起到中介 

效应，并且显著，但维系能力与协调能力中介效应不显著，但这是好现象，因共生理论指导减 

少了冲突与协调工作。 

4. 通过回归方法验证了顾客价值在管理能力与联盟绩效中的调节效应，这说明以顾客 

价值为导向，从联盟各个时段的成员都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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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分析所知，本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设大部分通过了验证，同时验证结果可为人工智能 

产业联盟实践与管理提供了新的管理指导，也对未来研究之方向学者提供理论参考。 

局限与不足 

虽然本研究对共生价值观与联盟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是在整个 

研究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局限性和不足之处，下面就研究不足和局限性进行分析，以其对后来的 

研究进行补充和完善。 

1.  共生信仰 

共生信仰测量量表的维度是基于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并结合请教专家与研究文献资料 

得出，通过对测量问卷的分析也表明了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但是其中一个维度没能得

到支持，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转换不同产业或加大样本收集量，再进行进一步的实证，让共生 

信仰量表信度与效度更可靠、更有效。 

2.  样本 

因为时间限制，本文所选择的样本数量偏少，在所选择的样本中，仅选择了北京、 

山西、深圳三地产业战略联盟为样本进行研究，这样就存在样本的代表性可能不够全面的 

问题，研究得出的结论样本总体代表性可能存在偏差。且由于时间限制，没有对不同产业战略

联盟进行比较分析，在今后的研究中要对不同产业战略联盟进行比较分析会更有实际意义， 

这也是笔者今后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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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组织承诺和员工敬业度都会影响到企业员工的工作绩效。文中将首次把员工敬业度作为

中介变量研究组织承诺如何影响工作绩效。选取中国企业 410 多名员工为样本，借助问卷调查

收集数据，发放问卷 426 份，收回有效问卷 418 份，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法，探讨了组织承诺、 

员工敬业度和工作绩效之间关系。具体结果如下：(1) 组织承诺呈明显正相关影响工作绩效； (2)  

组织承诺呈明显正相关影响员工敬业度；(3) 员工敬业度呈明显正相关影响工作绩效； (4) 员工敬 

业度在影响组织承诺和工作绩效中起到中介作用；通过总结和提炼研究结果，为之后的研究奠 

定理论依据和发展方向。 

 

关键词：组织承诺  员工敬业度  工作绩效 

 

Abstract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nd employee engagement all affect the performance of employees. 

For the first time, employee engagement is used as an intermediary variable to study the influence in 

this paper. Selecting more than 410 employees from Chinese companies as samples, and collecting 

data by means of questionnaires, 426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and 418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covered the paper uses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 between 

Job performance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Employee Engagement. As follows: (1) The 

organization’s commitment has clearly positive relations with job performance; (2) The organization's 

commitment has clearly positive relation with  employee engagement; (3) There is a clear pos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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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between employee engagement and job performance; (4) Employee engagement has 

played a certain role in affecting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nd job performance; Through summing 

up and refining the research results, it will lay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for the 

later research. 

 

Keywords: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Employee Engagement, Job Performance 

 

引言  

怡安翰威特公司通过在全球市场的调查发现，员工敬业度的高低会影响其工作绩效， 

而且敬业度也可以用以预测企业未来一定时期内的业绩情况 (Chen, 2014)，这主要是因为员工

敬业度越高，对工作的专注、热情度就更高，能够为企业带来更多的产出率，使企业在产品服

务上的业绩得以大幅度增长。因此，在企业发展中，员工对组织认同越高，员工敬业度越高， 

从而产生的工作效能越高。员工的高效工作使其表现出良好行为规范，这也正是员工组织承诺

的一种积极情感的表现，组织承诺高的员工把工作作为个人需求实现的过程，他们会为实现组 

织目标与价值而全力以赴的工作，从而实现个人较高的工作绩效。 

目前，学者们对组织承诺、工作绩效以及员工敬业度有相关研究，但往往都是独立研究

或其中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没有学者对三者进行综合性研究，即使有部分学者提出企业员工

组织承诺的确影响员工的工作绩效，但并没有提出明确的作用机制，无法判断在企业中组织承

诺是如何影响工作绩效的，且无法判断这种影响是直接还是需要通过某些变量来间接影响。 

故而，本文尝试以员工敬业度为中间变量，研究组织承诺如何影响工作绩效，以及为企业的发 

展和管理提供一些启发性思路和依据。 

企业员工的绩效决定着企业未来的发展，通过了解影响工作绩效的因素，可以为企业管

理提供实践管理策略，本文主要以企业各层级的员工为调查对象，通过对被选取的调研对象对

待工作敬业程度和组织承诺的自身体验的调研，研究不同人口统计学变量的员工是否会对组织 

承诺、员工敬业度、工作绩效产生明显的影响。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社会交换理论、心理契约理论以及动机理论等，通过对 

研究对象的问卷调查及数据分析验证组织承诺、员工敬业度、工作绩效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Homans (1958) 等通过经济学的角度对社会行为进行研究以及分析，进而得出社会交换的

理论，即社会行为的持续发展，是离不开相互强化的作用以及影响。Jancic 和 Zabkar (2002)  

和 Lawler 和 Thye (1999) 基于霍斯曼等理论的研究之上得出，社会交换互动宣传情感是影响社

会交流过程的主要力量，社会交换过程的相互作用可以产生自豪感、承诺、奉献、尊重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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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力；Eisenberger, Huntington, Hutchison, 和 Sowa, (1986) 组织发现，当其进一步完善其员工所

在的工作环境，员工对于企业的认同感就会呈现出上升的趋势。Rhoades 和 Eisenberger ( 2002) 

认为，员工与企业组织之间的关系发展状况，就如同社会交换关系的发展趋势一样，而该关系

的形成标志在心理上的表现就是组织承诺。 

心理契约理论最早的提出者便是美国的心理学家施恩 (Schein, 1980)，在其研究中指出，所

谓的心理契约，是指一种分配方式，即个人能够给予企业的奉献、组织想要获得的发展 

需求，还有就是企业对员工个人期望的回应之间的契约。虽心理契约是无形的，但能起到与有

形契约相当的积极作用，在员工与企业之间可以形成一种有效的契约关系，它发挥着有型契约

的作用，认为员工组织承诺、员工工作参与度等是衡量心理契约的很好指标 (Kickul & Lester,  

2001)。就心理契约的雇主责任分配来看，心理契约其所涵盖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

是关于工作完成方面的允诺（工作时间或环境等）；另一方面是有关于工作性质方面的允诺 

（工作的自我控制、组织提供支持等）；Becker (1960) 提出，员工的心理因素还包括组织承诺， 

也就是员工与企业之间的一种心理契约，即当企业的员工对于企业的奉献在不断扩大的时候， 

其对于选择留在企业的心理依赖度也在不断上升。因此，提高员工心理契约对员工组织承诺、 

员工敬业程度、工作绩效的提升都有促进作用。 

关于动机理论的研究，20世纪 50年代诞生了四种动机理论，这四种理论是当代动机理论

的基础，在现代管理和研究中广泛应用，本文主要选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和赫兹伯格的双因素理论 (Herzberg’s Motivation-hygiene Theory) 进行研究； 

就马斯洛的需求而言，主要集中在由基本需要引起的动机上，这些需求通常以金字塔的形式以

层次顺序列出，以表明在更高阶需要之前必须满足基本需要：通过该理论研究可以知道对于组

织管理者而言，工作人员的内在性需求具有持久的激励作用，这种激励能够实现员工积极性和

员工工作绩效的提高。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赫茨伯格 (Herzberg, Mausner, & Snyderman, 1959) 提

出了双因素理论又称为激励-保健理论，其认为员工之所以进行工作的动机主要包括两方面的 

因素：一种是外部动机即工作动机的保健因素，一种是内部动机即工作动机的激励因素， 

他认为，这两种因素对于员工积极性的调动有着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当这两种因素充分时， 

能够实现员工工作绩效以及忠诚度的显著提升。Pinder (1998) 动机是主要表现为一种员工的内 

部动力，即能够造成对个人目标发生引领、刺激以及维护内在心理等作用。 

组织承诺的概念由 Becker (1960) 最先提出，其主要表现为一种员工的心理状态，即由于

员工对于企业的投入在不断上升，其对企业的依赖也不断上升。本文对组织承诺定义为员工在 

工作中所付出的投入，以及对企业的认同在心理上的表现。 

工作绩效指对于特定目标的实现程度，主要包括个人、团体以及组织三个层次的 

绩效，本研究主要指员工个人的工作绩效。Borman 和 Motowidlo (1993) 和 Campbell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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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对于员工目标达成程度可以从工作绩效中看出。本研究的工作绩效主要是指在一定的时 

间内，职员做好自己职责范围之内和之外对企业有益的行为和结果的总和。 

员工敬业度是一个新概念，目前业界没有准确的解释和统一的定义 (Schaufeli & Bakker, 

2004), 将其定义为一种积极的、基于个人理想实现的需求以及对于工作的态度，表现为精力、 

奉献和投入。本文将员工敬业度定义为员工在思想、知识技能、感情等方面对于工作的投入以 

及对组织的承诺，员工积极工作，工作热情极高。 

组织承诺与工作绩效的关系 

借助社会交换理论的研究，当员工处于合适的工作环境里面，就会导致组织承诺的 

出现。Allen 和 Meyer (1990) 针对以往的文献进行总结与分析，发现组织承诺主要包括三个 

方面，也就是情感承诺、规范承诺以及持续承诺，而且三个成分与各种因素和结果变量的关系

不同。Liu (2012) 提出由于企业与员工之间社会交换关系的发展，导致规范承诺以及情感承诺

的形成，进而使得彼此之间形成良好的情感联系。借助动机理论的研究，组织承诺也是反映个

体动机的一个构念，员工留在组织的动机主要包括内部和外部动机两种。此外，工作本身能给

员工带来使命感和成就感，也就是需求层次中的自尊和自我实现的满足，也就是说，从情感层

面上来看，员工对于企业所持有的认同感以及归属感。Shore 和 Barkadale (1998) 员工和组织的

关系是相互高责任时，员工的情感承诺高。学术界在研究组织承诺和工作绩效之间关联性的 

时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正向相关的。Dubin, Champoux, 和 Porter  (1975)；中国学者 Liu (2003) 

发现，员工的组织承诺水平的高低与工作绩效之间的高低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组织承诺及工作

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其正相关关系较强；参考大量文献，并联系实际，本文形成以下 

假设：  

H1：组织承诺与工作绩效正相关。 

H1a：情感承诺与工作绩效正相关； 

H1b：持续承诺与工作绩效正相关； 

H1c：规范承诺与工作绩效正相关； 

组织承诺与员工敬业度的关系 

基于心理契约理论，O’Reilly 和 Chatman (1986) 提出，心理契约主要集中为组织承诺 

方面，同时其主要表现为顺从、认同以及内化的转变以及发展。组织需要让员工对其产生高度

的价值认同及归属感，以达到增强员工的敬业度的目的。Hakanen, Bakker 和  Schanfeli (2006)  

通过对个体的敬业度以及工作资源这两个因素进行研究分析，进而得出：工作资源的一部分即

组织承诺，与个体的敬业度存在显著关系；Demerouti, Bakker, Nachreiner, 和 Schaufeli, (2001)  

和 Schaufeli 和 Bakker (2004)；中国研究学者 Lu, Chen, 和 Zhao (2013) 研究认为，组织承诺与员

工敬业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即其之间是正相关的发展。本文研究就是在于组织承诺与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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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业度的关系，并按照不同人口统计学变量来研究各种人群对于组织承诺的理解情况以及和它

对员工工作敬业度水平的预测作用。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做出假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 3 个子 

假设： 

H2：组织承诺与员工敬业度正相关。 

H2a：情感承诺与员工敬业度正相关； 

H2b：持续承诺与员工敬业度正相关； 

H2c：规范承诺与员工敬业度正相关； 

员工敬业度与工作绩效的关系 

如果员工对自己所做的工作十分敬业，也会对企业有着较高的认同度以及归属感，进而

积极完成企业所设定的目标、愿景、企业文化、工作流程、组织架构和管理，并主动在工作中

贡献自己最大的价值。相反地，如果敬业度低，虽然员工也会按照自己的职责完成工作，但所

创造的工作绩效却基本没有。国外研究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较为深入，著名的 “盖洛普路径” 

就指出，工作绩效与员工敬业度上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员工的敬业度的增长会导致企业经济效

益的提升。同时，Lockwood (2006); Macey, Schneider, Barbera, 和 Young (2009); Rich, Lepine, 和  

Crawford (2010) 也都在自己的研究中提出，员工敬业度的高低与工作绩效之间，有着非常一致 

的发展关系。中国学者 Fang, Kan, Zhang, 和 Peng, (2011) 发现，工作绩效的提升与员工敬业度 

有正比关系。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3：员工敬业度与工作绩效正相关。 

员工敬业度的中介作用 

Lawler 和 Thye (1999) 社会交换过程的相互作用可以产生承诺、奉献等；Buchanan (1974) 

和 Mowday, Steers, 和 Porter (1979) 认为，员工之所以积极努力工作，是因为和企业之间建立了

良好的情感联系，这种员工对于企业的认同以及投入就是情感承诺。Rousseau (1989) 发现， 

心理契约的形成，展现着雇佣双方之间良好的信任和认同。综合上文所述，社会交换理论、 

心理契约理论对组织承诺、工作绩效、员工敬业度三个变量都有相互影响的关系。 

学术界对工作绩效的研究时间较长，成果较丰富，但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员工的组织承

诺越高，就对企业表现出一种积极情感，而这种积极的员工态度，促使员工高度认同企业的 

价值观，对企业归属感更强烈，使得员工对工作的专注度更高、热情度更高，员工就会表现出

高度敬业，而敬业度高的员工会全身心地把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主动在工作中贡献自己最大 

的价值，这样员工所创造的工作效益也会更高，越容易获得高的工作绩效。 

通过已有文献分析得知，组织承诺对工作绩效的作用，是非常明显而且有效的，组织承

诺与员工敬业度有正相关关系，员工敬业度与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是具有较高的一致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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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研究组织承诺与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可以将员工的敬业度当作一个重

要的参考变量，本文拟选用员工敬业度作为中介变量，研究检验其在组织承诺与工作绩效的 

关系之中，其所起到的中介效应，得出结论也将会对敬业度理论做出有益的补充。据此，提出

假设： 

H4：员工敬业度在组织承诺与工作绩效之间，有着中介的作用。 

 

研究模型 

 

 

 

 

 

 

 

 

                                     

  

 

图 1 研究模型 

 

研究设计 

变量选取和测量 

自变量——组织承诺 

Allen 和 Meyer (1990) 研究发现，组织承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它们是情感承诺、规范承 

诺以及持续承诺。在情感承诺之中，主要表现为员工在企业的工作之中，其展现的参与度发展

状态，规范承诺 (Becker, 1960; Farrell & Rusbult, 1981; Rusbult & Farrell, 1983)，就是由于社会 

责任的作用以及影响，员工选择留在企业的承诺；持续承诺，就是员工基于自身对企业的投入、 

工作岗位以及工作待遇的需求，进而选择留在企业的承诺；本文在进行研究时，就针对这三个 

因素与变量之间，是如何发生作关系的进行分析与研究，进而提升本文研究的说服力。量表选

用中国学者 Liu (2012) 在《中国情境下员工组织承诺研究》一书中修订后的成熟量表，这个量

表主要特点在于，其是根据中国的实际发展而开发的针对中国员工的组织承诺进行调查的经典

量表，这个量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情感承诺、规范承诺以及持续承诺。该量表被中国学者 

广泛借鉴和参考，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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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变量——员工敬业度 

Kahn (1990) 和 Mills (2005) 研究指出，在进行工作绩效以及工作满意度的测量上，员工

敬业度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Chen 和 Duan (2003) 等发现，情感承诺与员工敬业度之间有着

较高的一致性特征，而组织承诺主要表现在企业组织与员工之间的情感联系。Stephen, Sun,  

Wang, 和 Li, (1997) 指出，员工敬业度的高低与组织承诺水平的发展之间，有着一致性的发展。 

简单来说，在企业管理中，可以借助组织承诺水平的提升，进而实现企业员工工作积极性的调动，  

同时实现员工对于企业有着更高的工作敬业度，那么就可以做到工作绩效能够实现较大的增长。  

本文采用国外比较成熟的量表，即由 Schaufeli, Bakker, 和 Salanova (2006) 开发的 UWSE 量表，

该量表是测量员工敬业度主流工具，在中国、南非、韩国等国测试结果都验证了员工敬业度， 

中国学者大多也采用该量表。本文量表在文字表述上进行通俗化润色，使被调查人更易理解 

问卷问题。 

因变量——工作绩效 

综合上文所述，组织承诺和员工敬业度对工作绩效的发展，起着积极地推动作用。 

因此，本文的因变量就是工作绩效。在具体测量量表的设计上，选用学者 Borman 和 Motowidle  

(1993) 等人的研究模型，及中国学者 Zhao (2012) 研究文献里测量工作绩效的量表进行改编。 

控制变量 

在本文研究之中，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学历、婚姻状况、工作性质、职位、工龄以

及单位性质八项，通过方差分析判断控制变量不同水平下的因变量观测值是否存在差异，根据

变量的分类，主要使用的方法一个是独立样本T检验的办法，另一个就是单因素方差分析的 

办法，得出不同变量在层次水平上的影响以及作用。 

样本选择及信效度分析 

样本选择 

本研究选取北京市六家企业员工作为调查对象，在员工的选择上涵盖比较全面，从高层

管理者到普通员工，从营销工作、技术工作、后勤服务类等各种性质的工作均有参与调研， 

多层级、多中岗位的企业员工参与调研可以使最后研究分析所得数据更具有说服力和代表性。 

信度效度检验 

研究采用成熟量表，将回收的数据进行分析与研究，通过信度以及效度的检验得出， 

每个变量量表的信度以及效度都大于 0.9，三个变量在巴特利球形检验中，都达到了 0.05。这充

分说明本文研究所制作的量表在信度以及效度上都是非常可靠的。结果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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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信度、效度检验结果 

 

实证检验 

1. 人口特征描述性分析 

发放问卷 426 份，收回有效问卷 418 份，有效回收率 98.12%。样本人口特征描述如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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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样本人口特征描述分析图 

 

2. 相关分析 

通过线性相关分析得出，婚姻状况、学历、年龄、职位以及工龄对组织承诺、工作绩效

以及员工的敬业度有着非常明显的作用；员工敬业度会受到工作性质的作用以及影响。所有变

量之间均存在非常明显的一致性的发展。此外，从组织承诺、工作绩效以及员工敬业度这三个 

因素的关系来看，都有着非常明显的正相关的关系。见表 2。 

 

 

变量 题项 
信度 效度 

克隆巴赫 Alpha KMO 值 巴特利球形检验 

组织承诺 

情感承诺 8 0.936   

持续承诺 5 0.926 .953 .000 

规范承诺 5 0.936   

员工敬业度 17 0.966 .961 .000 

工作绩效 12 0.949 .948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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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性别 1           

婚姻状况 .059 1          

年龄 -.039 .680** 1         

学历 .088 -.222** -.167** 1        

工作年限 .003 .597** .759** .032 1       

职位 -.274** .187** .221** .037 .263** 1      

工作性质 .263** .014 -.092 -.087 -.093 -.482** 1     

单位性质 -.128** -.032 -.238** -.261** -.289** .180** -.088 1    

员工敬业度 -.059 .172** .197** -.115* .132** .229** -.118* .090 1   

工作绩效 -.040 .249** .248** -.123* .205** .184** -.090 .029 .776** 1  

组织承诺 -.056 .165** .223** -.121* .160** .214** -.074 .018 -.056 .165** 1 

注：1-11分别代表性别、婚姻状况、年龄、学历、工作年限、职位、工作性质、单位性质、员工敬业度、工作绩效、 

组织承诺。**. 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在 0.05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3. 假设检验 

在本次的研究之中，所使用的软件主要为 SPSS，从而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的办法验证， 

进而研究工作绩效、组织承诺、员工敬业度这三个因素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3.1 组织承诺对工作绩效的回归分析 

通过统计分析数据可以得到，自变量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情感承诺、规范承诺以及 

持续承诺，在显著性水平检验中都达到了 0.05，同时，其各个标准化回归系数是：0.262、0.242、

0.192，回归系数为正，这就表明，这三个因素和工作绩效之间，有着一致性的发展关系，据此 

得出，组织承诺的水平高低与工作绩效的发展之间，有着一致性的发展关系。结果见表 3。 

 

表 3 组织承诺对工作绩效的回归分析 

 模型 M1 模型 M2 

变量 标准化系数 共线性统计 标准化系数 共线性统计 

 Beta 容差 VIF Beta 容差 VIF 

婚姻状况 .121 .500 1.999 0.114* .491 2.039 

年龄 .111 .331 3.017 -.006 .327 3.060 

学历 -.083 .874 1.145 -.026 .858 1.166 

现单位工作年限 .015 .374 2.674 .032 .374 2.675 

职位 0.136** .927 1.078 .026 .891 1.123 

情感承诺    0.262*** .394 2.541 

持续承诺    0.242*** .349 2.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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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组织承诺对工作绩效的回归分析（继续） 

 模型 M1 模型 M2 

变量 标准化系数 共线性统计 标准化系数 共线性统计 

 Beta 容差 VIF Beta 容差 VIF 

规范承诺    0.192*** .438 2.281 

R 0.310 0.673 

R 方 0.096 0.453 

调整 R 方 0.085 0.442 

F 值 8.746*** 43.237*** 

注：***代表 P<0.001；***代表 P<0.01；*代表 P<0.05 

3.2 组织承诺对员工敬业度的回归分析 

借助统计数据的分析研究可以发现，对于组织承诺而言，其主要的三个方面，也就

是情感承诺、规范承诺以及持续承诺在检验之中，显著性水平都达到了 0.05, 各个标准化回归 

系数是： 0.332、0.185、0.337，回归系数为正，员工敬业度与情感承诺、规范承诺以及持续承诺 

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据此说明，员工敬业度与组织承诺之间，二者关系表现为正 

相关。即组织承诺越好，员工的敬业度便会越高。其主要的数据分析是表 4。 

 

表 4 组织承诺对员工敬业度的回归分析 

 模型 1 模型 2 

变量 标准化系数 共线性统计 标准化系数 共线性统计 

 Beta 容差 VIF Beta 容差 VIF 

婚姻状况 0.038 0.508 1.968 0.029 0.500 2.001 

年龄 0.158* 0.468 2.137 0.011 0.459 2.179 

职位 0.161** 0.697 1.435 0.024 0.677 1.476 

工作性质 -0.018 0.750 1.333 -0.046 0.749 1.335 

工作单位性质 0.099 0.859 1.164 0.066* 0.851 1.175 

情感承诺    0.332*** 0.392 2.548 

持续承诺    0.185*** 0.348 2.874 

规范承诺    0.337*** 0.443 2.259 

R 0.293 0.790 

R 方 0.086 0.624 

调整 R 方 0.075 0.617 

F 值 7.723*** 85.011*** 

注：***代表 P<0.001；***代表 P<0.01；*代表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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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员工敬业度对工作绩效的回归分析 

通过统计分析数据可以得到，员工敬业度在显著性水平检验中，达到了 0.05，标准 

化回归系数是：0.756，回归系数为正，说明员工敬业度与工作绩效之间，是有着显著的正相关 

关系。也就是说，随着员工敬业度的不断提升，进而促使工作绩效的增长。结果见表 5。 

 

表 5 员工敬业度对工作绩效的回归分析 

 模型 1 模型 2 

变量 标准化系数 共线性统计 标准化系数 共线性统计 

 Beta 容差 VIF Beta 容差 VIF 

婚姻状况 .121 .500 1.999 .084 .500 2.001 

年龄 .111 .331 3.017 -.006 .329 3.043 

学历 -.083 .874 1.145 -.020 .868 1.152 

现单位工作年限 .015 .374 2.674 .065 .373 2.679 

职位 0.136** .927 1.078 -.020 .889 1.125 

员工敬业度    0.756*** .913 1.096 

R 0.310 0.786 

R 方 0.096 0.618 

调整 R 方 0.085 0.612 

F 值 8.746*** 110.785 

注：***代表 P<0.001；***代表 P<0.01；*代表 P<0.05 

3.4 员工敬业度在组织承诺和工作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检验 

通过回归分析结果看出，研究中引入员工敬业度这个变量后，组织承诺与工作绩效

之间的关系，其标准化回归系数由 0.655 减为 0.127，其 P 值低于 0.01的时候，研究模型的 F值

表现非常明显，本文应用 Wen, Zhang, Hou, 和 Liu, (2004) 的中介检验流程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得出，员工敬业度对于工作绩效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即当员工的组织承

诺水平状况提升，员工敬业度也会随之进行提高，从而使员工的工作绩效提升。数据如表 6 和

图 3 所示： 

 

表 6 员工敬业度的中介检验 

回归方程 
回归 1 回归 2 回归 3 

y = cX+e1 M = aX+e2 y = c’X+bM+e3 

自变量 X X X M 

标准化回归系数 0.655 0.780 0.127 0.676 

t 值 17.680 25.450 2.589 13.761 

t 值显著性 0.000 0.000 0.01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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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员工敬业度的中介检验（继续） 

回归方程 
回归 1 回归 2 回归 3 

y = cX+e1 M = aX+e2 y = c’X+bM+e3 

R 0.655 0.780 0.780 

R 方 0.429 0.609 0.608 

调整 R 方 0.428 0.608 0.606 

F 值 311.586 647.696 321.737 

F 值显著性 0.000 0.000 0.000 

注：X 为组织承诺，M 为员工敬业度，y为工作绩效。 

 

 

 

图 3 中介检验模型图 

 

研究结果与讨论 

结论 

本文利用文献以及实证分析的方法借助于概念模型以及假设开展主题研究，通过对企业

各层级员工以及在校教师等进行问卷调查获得数据，有针对性的对组织承诺、员工敬业度、工作 

绩效三者存在的相关关系及其影响机制进行研究，通过依次进行信度效度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 

来对问题进行假设并加以论证，结果显示所有的假设都得到了检验结果的支持，如表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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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研究假设检验结果汇总表 

研究假设 假设内容 检验结果 

H1a 情感承诺与工作绩效呈显著正相关 支持 

H1b 持续承诺与工作绩效呈显著正相关 支持 

H1c 规范承诺与工作绩效呈显著正相关 支持 

H2a 情感承诺与员工敬业度呈显著正相关 支持 

H2b 持续承诺与员工敬业度呈显著正相关 支持 

H2c 规范承诺与员工敬业度呈显著正相关 支持 

H3 员工敬业度与工作绩效呈显著正相关 支持 

H4 员工敬业度在组织承诺对工作绩效的影响中存在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 支持 

 

贡献 

1. 经研究，本文得到了四个方面的理论贡献和上述变量之间的测量量表：一是组织 

承诺、工作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二是组织承诺与员工敬业度正相关；三是员工敬业度

与工作绩效正相关；四是员工敬业度中介了组织承诺和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将各国学者提出 

测量工具进行了整理，得到了适用于对本文研究的组织承诺、员工敬业度、工作绩效测量表。 

2. 研究结果显示员工敬业度以正相关系影响工作绩效，以中介作用影响组成承诺和工作

绩效。该结果应用于企业管理实践，从提升员工敬业心理的角度来说，首先，企业应承认员工

的贡献，并培养员工的工作技能及健康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其次，为员工营造更为完善的工作

环境，比如舒适性、安全性、发展空间等，进而能够让职工既获得物质保障又同时享有精神上

的福利，同时还有人身安全的保障。只有这样，员工才会忘我的投入到工作中，干劲十足，获得 

更高的工作绩效；最后，企业给员工展现个人才能、争创第一提供充分的空间，充分信任职员， 

方可提升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让员工在心理上认可组织，更加积极的投入工作，使员 

工在心理上具有了较高的敬业度，达到提升组织和个人的经济效益。 

3. 研究发现，婚姻状况、员工的年龄、工龄及职务高低会显著地影响到员工的工作 

绩效、敬业度以及组织承诺，因而，给企业在人才的招聘选拔和培养方面提供指导。 

建议 

人是企业所有资源中最为重要的要素，能够自主创新和学习，具有无限的潜能。因此， 

在实际的管理工作中，企业想要留住优秀人才，就要增强个人与组织的价值观融合、人文 

关怀、培训培养等，还要构建以工资、奖金、红利、员工持股、利润分享等各种激励措施相结合

的复合型薪酬结构；为员工定制适合自己的职业发展规划；在内部建立绩效考核机制、轮岗 

机制、公平晋升机制；以上措施都会促进员工干工作的积极努力程度，也会自动自发的把自己融

入组织中，把自己作为组织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员工组织承诺感自然会得到提升，员工为回 

报企业对自己的尊重和栽培便会兢兢业业的全身心投身工作中，进而产生高的工作绩效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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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大陆互联网在线教育用户规模庞大，在线教育行业市场集中度比较低，行业竞 

争激烈。竞争策略的选择是影响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参考生态学领域的 Lotka-Volterra

模型的建模思路，构建在线教育企业的市场关系模型研究企业竞争策略。根据不同的企业间关

系以及不同生态角色定位的组合，结合 Lotka-Volterra 模型得出了十六种组合策略方案。这十

六种组合策略方案可以分为三类策略，即合作策略、领先策略以及差异化策略。这些竞争策略 

方案为在线教育平台的发展提供战略决策指导。 

 

关键词：在线教育  生态关系  竞争策略  Lotka-Volterra 模型 

 

Abstract 

The scale of Internet online education users in mainland China is huge, the market 

concentration of online education industry is relatively low, and the industry competition is fierce. 

The choice of competitive strategy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Lotka-Volterra model of online education enterprise competition strategy research this 

paper refers to the ecological field of Lotka-Volterra model modeling ideas, build online education 

enterprise market relationship model to study enterprise competition strategy .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erprises and the combination of different ecological role positioning, 

combined with Lotka-Volterra model, 16 combination schemes are obtained, mainly using three 

strategies, namely cooperation strategy, leading strategy and differentiation strategy . Th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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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itive strategies provide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guid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online 

education platform. 

 

Keywords: Online Education, Ecological Relations, Competitive Strategy, Lotka-Volterra Model 

 

引言 

教育是传承人类文明与知识的有效手段，是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基本途径。如今，随着

信息技术和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知识更新速度越来越快、信息量越来越多，人们终身学习

的需求与愿望愈加强烈。在教育领域中，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载体的教学方式逐渐改变了传统

的教学方式，其不受空间、时间、年龄等限制，更实用，更便捷的特点能够最大限度的满足众

多求学者的需求，符合现代人的学习方式。作为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其市场规模庞大，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中国大陆互联网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 2.01 亿人；其市场竞争激励，2009-

2018 年中国在线教育投融资事件非常多，其中 2016 年投融资事件共计 130 次达到巅峰，表明 

中国大陆在线教育行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但是，一些在线教育企业并没有找准市场定位，选对适合其自身发展的竞争策略，导致

倒闭的企业越来越多。据 First Insight 极致洞察不完全统计，2017 年至 2019 年第三季度，或有

过融资，或有媒体宣传但停止运营的教育企业达 166 家。可见，在线教育企业只有找准公司在

行业中的生态位，选择适合企业发展的竞争策略，才可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生存。而基 

于 Lotka-Volterra 模型的在线教育企业竞争策略研究为在线教育企业提供决策支持。 

本论文基于 Lotka-Volterra 模型的在线教育企业竞争策略研究，内容具有复杂性与综 

合性，涉及经济学、管理学以及生态学方面理论，主要的研究方法有：(1) 文献研究法。根据本

论文的研究对象，在相关电子数据库中收集相关主题的文献，通过对这些文献的阅读、梳理和

总结分析，明确本论文研究重点，并为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基础。(2) 数学建模方法。基于生态学

理论，构建 Lotka-Volterra 企业竞争模型。通过数学建模方法把现实中的竞争情况进行量化 

处理。 

 

文献综述 

为了研究在线教育企业的竞争策略，从在线教育与基于 Lotka-Volterra 模型运用的相关文 

献进行梳理与评述。 

在线教育研究 

在线教育根据服务对象来划分，具有很明显的分临点即高等教育课程的在线教育和 K12 

在线教育，当然还有其他的小品类的在线教育服务。 

高教教育的在线教育以 MOOC 为代表。“MOOC 元年” 开启后，MOOC 在全球迅速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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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2013) 分析 MOOC 易于使用、费用低廉（绝大多数 MOOC 是免费的）、覆盖的人群广、 

学习资源丰富等优点，同时认为 MOOC 的运行容易形成 “强校愈强，弱校愈弱” 的局面。 

随着 MOOC 的发展，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阿曼德.福克斯教授提出了 SPOC, 即 “小规 

模限制性在线课程”。Kang (2014) 用在线教育的 “后 MOOC 时代” 来解释 SPOC，并认为从

MOOC 到 SPOC 话语的转移，显示出人们对 MOOC 的期望日趋理性。Xie 和 Chen (2016) 运用 

文献调查法、PEST 分析法、SWOT 分析法，对 K12 在线教育企业竞争态势进行研究，并提出相

关企业竞争策略：增长型策略；多元化策略；扭转型策略；防御型策略。Liang, Lian, 和 Luo  

(2018) 提出了中国 K12 课外辅导机构在线教育发展趋势：在线轻资产模式快速扩张；多领域 

布局，收购、并购频现；从 PC 端到移动端。 

基于 Lotka-Volterra 生态关系的研究 

关于 Lotka-Volterra 模型在不同专业领域应用方面，很多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尤其在金

融领域股票市场的研究甚多。Yao 和 Liao (2011) 运用生态模型，分析沪深 300 股指期货与沪深

300 股票指数在交易量方面的竞争互动关系。Zhang 和 Ren (2015) 运用高维多种群 Lotka- 

Volterra 模型对微博舆论传播过程建模，提出了能够反映多种观点竞争与协同关系的微博舆论

传播模型。Li, An, Wang, 和 Zhu (2018) 针对企业多类型知识竞争的复杂情形, 基于 Lotka-

Volterra 生态模型构建了企业知识传播竞争模型, 探讨了企业内部知识种群竞争演化过程及自由

竞争环境下知识竞争的稳定状态和演化过程。关于 Lotka-Volterra 模型求解方面，Liu (2009) 对 

Lotka-Volterra 模型，利用微分方程进行了系统全局求解，并进行相应的结构分析。 

综合现有的研究文献发现，相关学者在教育学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传统的教育生态学 

研究，少有涉及在线教育的生态研究；通过文献阅读发现，Lotka-Volterra 模型在很多领域得到

应用，但是在在线教育领域研究比较少。本文认为 Lotka-Volterra 模型应用与在线教育企业的

竞争策略研究是适合的，也是可行的，同时也是一个比较新的视角与研究点。 

在线教育生态系统的概念 

在线教育生态系统是运用商业生态系统的理论来分析在线教育行业的集群现象，发现在

线教育行业超越传统教育的区域概念，通过生态系统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与互补，形成的生态 

系统。在线教育生态系统中各成员根据自身的优势承担相关的责任，通过业务合作紧密连在 

一起，形成有价值的一体化在线教育系统。在线教育生态系统中各种企业分为以下几类： 

核心企业：整个在线教育生态系统的领导企业，位于生态系统的中心位置，有能力构建

和维持以自身为核心的创新网络、共享并整合系统内部资源、选择和决定其他企业的去留， 

拥有关键而独特的技术或资源，能够激发系统的创造性来获取外部市场。本文认为在线教育生

态系统的核心企业除提供平台和监督服务以外，还需要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 

移动技术等方面提供专业技术服务，同时提供有竞争力的教育服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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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隙企业：专注于狭小的特定市场，以差异化产品或服务求得生存的企业。国内学者 Bai 

(2013) 认为缝隙企业占据着着商业生态系统中生存数量庞大，他们的共同存在构成了商业生态

系统中一股不可或缺力量。在线教育行业中缝隙企业总体种类和数量繁多，通常企业规模 

较小，专注于特定的细分市场，通过不断创新提升服务产品的差异化水平，同时对其所属的在 

线教育生态系统具有一定的资源依附性。 

支持企业：在线教育所必须依附的组织机构，具体包括在线支付机构、金融机构、IT 设 

备提供商、搜索引擎公司、电信运营商、在线视频企业和主管教育的政府部门等等。支持企业

其作用是为在线教育平台提供基础设施或者政策服务。支持企业不仅可以为在线教育提供 

服务， 而且还可以为其他互联网产业或者各种传统产业提供服务。 

寄生企业：为在线教育生态系统中提供各种增值服务的供应商，其包括在线营销服务提 

供商、在线教育代理商、互联网技术服务提供商以及在线教育研究咨询机构等等。寄生企业依 

赖在线教育生态系统而生存，它的生存状况取决于整个生态系统的发展情况。 

基于 Lotka-Volterra 模型的在线教育企业竞争模型研究 

Lotka-Volterra 模型是由美国的阿弗雷德﹒洛特卡和意大利的维多．沃尔泰勒两位学者分

别于 1925 年和 1926 年提出，是研究生态种群间协同演化的经典模型。Lotka-Volterra 模型初期

主要应用在自然界中物种之间竞争的研究，随后被相关学者引入社会经济领域，尤其是企业之 

间竞争关系的研究，被认为是解释企业间竞争关系较适合的模型。 

本文参考生态学领域的 Lotka-Volterra 模型，构建在线教育市场中企业 1 与企业 2 的关系

模型研究企业竞争策略。根据在线教育生态系统概念模型的企业角色（主要是核心企业和缝隙 

企业），结合生态学领域的 Lotka-Volterra 模型来分析不同企业关系的市场竞争策略情况。 

共生关系 

企业共生不仅能给企业彼此带来经济效益，还可以改善企业经营环境。在在线教育产业 

方面，主要体现在在线教育形式的推广与运用，让更多的用户了解在线教育并对其进行使用。 

同时企业间在服务价格方面达成一定的默契，不打价格战等。 

假设企业 1 的整体实力（市场占有率）和企业 2 的整体实力（市场占有率）相近，彼此 

对对方的产出水平均有促进作用。此时，两者的共生模型可以表示为公式 1，即: 

1 1 12 2
1 1

1 1

= - +
dx x b x

r x
dt K K

（1 ）                         

2 21 1
2 2

2

2

2

= - +
dx x b x

r x
dt K K

（1 ）                   公式 1 

其中，x1，x2分别代表两个企业的成长规模，r1和 r2分别代表两个企业在单独生存时的最 

大增长率，K1和 K2分别代表两个企业在现有资源环境下的最大市场规模。b12和 b21为两个企业 

的相互影响因子，b12表示企业 2 对企业 1 的影响程度，b21表示企业 1 对企业 2 的影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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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b12 和 b21 的正负号可以判断两个企业间的影响关系，当 0＜b12 ，0＜b21 时两者为共 

生关系。 

两者达到稳定条件则： 

  

1 12 2

1 1

- + =
x b x

K K
1 0                                    

21 1

2 2

2- + =
x b x

K K
1 0                               公式 2 

对公式 2 方程组求解，得到（ 12 21

12 21-

bK

b

K

b



1
， 12 21

12 21

K b K

b b



1-
），同时 0＜b12＜1，0＜b21＜1。 

这个点（ 12 21

12 21-

bK

b

K

b



1
， 12 21

12 21

K b K

b b



1-
）可以看出，平衡点的数值受到两个企业在现有资源环境下

的最大市场规模（K1 和 K2）的制约。由于市场中的双方是合作关系，因此市场平衡点的规模比

原来市场最大规模都大，即 12 21

12 21-

bK

b

K

b



1
＞K1， 12 21

12 21

K b K

b b



1-
＞K2 。 

在共生互利的模型中，企业之间对对方产出贡献主要是通过产品或者服务定位不同引起

的市场规模扩大、运营模式和商业模式的模仿、产品和服务客户的重叠、相互之间信任关系。 

如果企业存在于同一个市场中, 要持续共生关系，企业之间都应该满足 0＜b12＜1, 0＜b21＜1， 

即保持这个条件的唯一途径就是相互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 

竞争关系 

竞争关系是企业之间普遍存在的一种关系形式，在线教育领域的企业之间在学生资源与 

教师资源等方面也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 

假设企业 1 和企业 2 的主营业务比较接近，或者业务有重叠，双方对外部环境资源（学生 

资源和教师资源）的获取具备一定的竞争关系。此时, 两者的竞争模型为公式 3，即: 

1 1 12 2
1 1

1 1

= - +
dx x b x

r x
dt K K

（1 ）                             

2 21 1
2 2

2

2

2

= - +
dx x b x

r x
dt K K

（1 ）                      公式 3 

其变量符号代表的含义同前。由于两家企业彼此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因此 0＞b12 ，0＞b21 。  

企业竞争模型的不动点及稳定条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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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企业种群竞争关系的平衡点情况 

号 平衡点 条件 稳定情况 

1 (K1 ,0) -b12＜1 和 -b21＞1 稳定 

2 (0,K2) -b12＞1 和 -b21＜1 稳定 

3 (
12 21

12 21-

bK

b

K

b



1
，

12 21

12 21

K b K

b b



1-
) -b12＜1 和 -b21＜1 稳定 

4 (0, 0) -b12＞1 和 -b21＞1 不稳定 

 

当 -b12＜1 和 -b21＞1 时，说明两在线教育企业在资源竞争过程中，企业 2 强于企业 1；如

果竞争局面没有改变，企业 2 必然会倒闭,企业 1 的产出数量趋于社会环境最大容量 K1, 即 x1 

(t) 、x2 (t) 趋于平衡点 (K1, 0)。这个平衡点也就是企业 2 进入行业市场之后，由于市场份额太少， 

退出市场。当 -b12＞1 和 -b21＜1 时，则情况刚好与上述相反，即 x1 (t) 、x2 (t) 趋于平衡点 (0, K2)。 

这个平衡点也就是企业 1 进入行业市场之后，由于市场份额太少，只能退出市场。当 -b12

＜1 和 -b21＜1 时，意味着, 说明在两者竞争过程中，在获取企业 1 的资源过程中企业 2 较弱,  

而在获取企业 2 的资源过程中企业 1 较弱，经过一段时间的竞争，两者可以达到双方共存的稳 

定平衡 

状态 ( 12 21

12 21-

bK

b

K

b



1
， 12 21

12 21

K b K

b b



1-
)。当 -b12＞1和 -b21＞1时，不会出现平衡点，即不存在稳解。 

竞争合作关系 

在现实社会经济环境中，企业之间有相互竞争的一面，还存在企业之间有相互合作的 

一面。因此在建立模型的时候，需要考虑竞争和合作两个方面的因素。根据生态理论，建立 

模型： 

1 1 12 2
1 1 12 2

1 1

= - - +
dx x b x

r x c x
dt K K

（1 ）                                  

                  

2 21 1
2 2 21 1

2

2

2

= - - +
dx x b x

r x c x
dt K K

（1 ）                          公式 4 

其中：b12 和 b21 为两家企业的相互共生系数，b12 表示企业 2对企业 1 的共生效应，b21 表

示企业 1 对企业 2 的共生效应，b12＞0，b21＞0。c12 和 c21为两个企业的相互竞争系数，c12 表示

企业 2 对企业 1 的竞争效应，c21 表示企业 1 对企业 2 的竞争效应。c12＞0，c21＞0。可以求出 

该模型的平衡点和稳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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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企业竞争合作关系的平衡点情况 

号 平衡点 条件 稳定情况 

1 (K1 ,0) 1-c21K1+c21＜0 稳定 

2 (0,K2) 1-c12K2+c12＜0 稳定 

3 

(
1 2 12 2

1 12 12 2 21 21

121K K c K

K c

b

b K c b

 

  

（ ）

( ) ( ) 1
，

2 1 21 21

2 21 21 1 1

1

2 12

K K c b

K c b K b

K

c

 

  

（ ）1

( ) ( ) 1
) 

1-c21K1+c21＞0 

1-c12K2+c12＞0 
稳定 

4 (0 ,0) - 不稳定 

 

当 1-c21K1+c21＜0 或 1-c12K2+c12＜0 时，表示两家企业彼此之间竞争程度超过了合作 

程度，使得较弱的一方被过分抑制，最终导致企业倒闭或者被兼并。1-c21K1+c21＞0 并且 

1-c12K2+c12＞0 表示企业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合作非常有效，通过竞争与合作两家企业均获得

长期的发展。 

中性关系 

在现实商业环境中，企业之间除了存在竞争、合作、竞争与合作共存的关系之外，还有一

种中性关系，即两者之间没有联系。比如在线教育的内容以及服务用户的年龄段等都没有 

交叉，彼此之间的市场关系非常松散，没有联系，本文称之为“中性关系”。 

 

在线教育企业的竞争策略 

根据在线教育生态系统的概念把在线教育市场中的企业分为核心企业和缝隙企业，并结

合企业之间的四种关系组合（共生关系、竞争关系、竞争合作关系以及中性关系），同时基于 

Lotka-Volterra 模型的在线教育企业竞争模型研究，对企业之间的关系进行竞争策略研究。 

“核心-核心” 的在线教育企业竞争策略 

在线教育平台企业 1 为核心企业，同时另一家企业也是市场中的核心企业。针对公式 3 

进行分析，则其成长策略为： 

情况 1：当竞争企业（企业 2）为核心企业，并且和企业 1 为共生关系。由于是共生关系，

所以 b12和 b21都大于 0，同时由于这两家企业都是行业的核心企业，两者保持合作是最好的策略。 

当 b12＞b21＞0 时，说明企业 2 对企业 1 的影响大于企业 1 对企业 2 的影响；策略：若企业 2 选择 

合作，则企业 1 最优策略选择合作；若企业 2 不愿意合作，企业 1 可以支付一定范围的支出取得 

合作。当 b21＞b12＞0 时，说明企业 1对企业 2 的影响大于企业 2 对企业 1 的影响； 策略：若企业 

2 选择合作策略，则企业 1 最优策略选择合作策略；若企业 2 不愿意合作策略，企业 1可以选择 

不合作策略。 

情况 2：当竞争企业（企业 2）为核心企业，并且和企业 1 为竞争关系。由于是竞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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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b12 和 b21 都小于 0，说明两家企业在资源方面具有生态位重叠；同时由于这两家企业都是 

行业的核心企业，说明两者之间的竞争手段多，且较为复杂。当 b12＜b21＜0 时，说明企业 2 对 

企业 1 的负影响大于企业 1 对企业 2 的负影响；策略：若企业 2 不选择竞争（打价格战或高薪 

挖人才等）而选择稳定策略，则企业 1 最优策略选择为不竞争，采取稳定策略；若企业 2 选择竞 

争策略时，企业 1 只能选择竞争（在不倒闭的情况下）。当 b21＜b12＜0 时，说明企业 1 对企业 2

的负影响大于企业 2 对企业 1 的负影响；策略：若企业 2 不选择竞争，则企业 1 最优策略选择 

不竞争；若企业 2 选择竞争策略，则企业 1 采用竞争防击。 

情况 3：当竞争企业（企业 2）为核心企业，并且和企业 1 为竞合关系。策略：主要取决于 

竞争成分与合作成分的大小，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力。与情况 1 和情况 2 中的策略类似。 

情况 4：当竞争企业（企业 2）为核心企业，并且和企业 1 为中性关系。策略：由于两者之

间没有直接关系，因此相互之间在策略上不会相互影响。只有当其中的一方涉足到另一方的细

分市场中时，两者之间的关系就会开始转变。根据转变之后的关系，选择具体应对策略。这种 

情况下选择关注策略，时刻关注对方的战略变化。综上分析，策略如下表所示： 

 

表 3  “核心-核心” 的在线教育企业竞争策略 

 

“核心-缝隙” 的在线教育企业竞争策略 

在线教育平台企业 1 为核心企业，同时另一家企业是市场中的缝隙企业。针对公式 3 进行 

分析，则其成长策略为： 

情况 1：当竞争企业（企业 2）为缝隙企业，并且和企业 1 为共生关系。由于是共生关系， 

所以 b12 和 b21 都大于 0。不管 b12 与 b21 的大小，由于企业 2规模较小，实际对企业 1的正影响

力也小；企业 1 是市场中核心企业规模较大，实际对企业 2 的正影响力也大。因此双方的策略 

由企业 1 来主导的。策略：只要共生关系不变，则企业 1 最优策略选择合作，即合作策略。 

情况 2：当竞争企业（企业 2）为缝隙企业，并且和企业 1 为竞争关系。由于是竞争关系，

所以 b12 和 b21 都小于 0。不管 b12 与 b21 的大小，由于企业 2规模比较小，实际对企业 1 的负影

响力比较小；企业 1 是市场中核心企业规模比较大，实际对企业 2 的负影响力比较大。因此双

方的策略，由企业 1 来主导的。策略：若企业 2 不是未来的潜在竞争者，则企业 1 最优策略选

企业关系 策略方案 策略说明 

共生关系 合作策略 两者最优策略是主动合作； 

竞争关系 稳定策略 两者最优策略是选择不竞争； 

竞合关系 
合作策略 

稳定策略 

根据两者之间的共生成分与竞争成分的大小，当两者共生成分大时，

选择合作策略；否则选择稳定策略。 

中性关系 关注策略 
由于两者之间没有关系，因此策略不相互影响；但需要时刻关注对方

的战略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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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不主动竞争，保持公司整体利润不下降。若企业 2 是未来的潜在竞争者，则企业 1 最优策略

在某个正面竞争市场进行主动出击，打压企业 2 的发展潜力，同时构建自己的核心技术壁垒， 

阻止潜在竞争进入。这种情况下，采取领先策略，包括技术领先策略和成本领先策略。 

情况 3：当竞争企业（企业 2）为缝隙企业，并且和企业 1 为竞合关系。由于两者既有竞争

又有合作，由于企业 2 规模比较小，实际对企业 1 的负影响力比较小；企业 1 是市场中核心企

业规模比较大，实际对企业 2 的负影响力比较大。因此双方的策略，由企业 1 来主导的。 

策略：企业 1 的最优策略就是领先策略，包括技术领先策略和成本领先策略。不断扩大与其他 

竞争对手的差距，直到竞争关系消失或者竞争关系对于企业 1的影响微不足道。 

情况 4：当竞争企业（企业 2）为缝隙企业，并且和企业 1 为中性关系。策略：由于两者之

间没有直接关系，因此相互之间在策略上不会相互影响，采取稍微关注即可。综上分析，策略 

如下表所示： 

 

表 4  “核心-缝隙” 的在线教育企业竞争策略 

企业关系 策略方案 策略说明 

共生关系 合作策略 选择合作，扩大彼此的利益空间。 

竞争关系 领先策略 采用领先策略扩大和行业中其他企业的差距。 

竞合关系 领先策略 采用领先策略扩大和行业中其他企业的差距。 

中性关系 稍微关注 稍微关注企业 2 的战略变化。 

 

“缝隙-核心” 的在线教育企业竞争策略 

在线教育平台企业 1 为缝隙企业，同时另一家企业是市场中的核心企业。针对公式 3 进 

行分析，则其成长策略为： 

情况 1：当竞争企业（企业 2）为核心企业，并且和企业 1 为共生关系。由于是共生关系， 

所以 b12和 b21都大于 0。不管 b12与 b21的大小，由于企业 1 规模比较小，实际对企业 2 的正影 

响力比较小；企业 2 是市场中核心企业，规模比较大，实际对企业 1 的正影响力也比较大。 

因此双方的策略，由企业 2 来主导的。策略：只要共生关系不变，则企业 1 最优策略选 

择合作，保持好与企业 2的关系。因此最优策略是合作策略。 

情况 2：当竞争企业（企业 2）为核心企业，并且和企业 1 为竞争关系。由于是竞争关系，

所以 b12 和 b21 都小于 0。不管 b12 与 b21 的大小，由于企业 1 是市场中缝隙企业，规模比较小， 

实际对企业 2 的负影响力比较小；企业 2 是市场中核心企业，规模比较大，实际对企业 1

的负影响力比较大。因此双方的策略，由企业 2 来主导的。策略：若企业 2 选择主动竞争，则企 

业 1 最优策略是提高公司内部运营管理能力，减少生态位重叠，回避竞争，保持公司存活下去。 

即采用差异化策略。若企业 2 不选择主动竞争，则企业 1 最优策略减少生态位重叠，提高

公司内部运营管理能力。若企业 2 不选择主动竞争，如果企业 1 的资金比较雄厚，可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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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竞争，占有市场的战略方向，提高公司的市场知名度，同时打乱企业 2 的运营秩序。即可

以选择进攻策略。 

情况 3：当竞争企业（企业 2）为核心企业，并且和企业 1 为竞合关系。由于两者既有竞争

又有合作，由于企业 2 规模比较大，实际对企业 1 的影响力比较大；企业 1 是市场中缝隙企业

规模比较小，实际对企业 2 的影响力比较小。因此双方的策略，由企业 2 来主导的。策略：减少

与企业 2 的竞争系数，扩大与企业 2 的合作系数，通过两者合作产生的正影响力来弱化两者之

间的竞争关系，直到竞争关系消失或者竞争关系对于企业 1 的影响微不足道。即如果合作成 

分大的话，选址合作策略；否者选择差异化策略。 

情况 4：当竞争企业（企业 2）为核心企业，并且和企业 1 为中性关系。策略：由于两者之

间没有直接关系，因此相互之间在策略上不会相互影响。但是由于企业 2 是行业的核心企业， 

因此需要时刻关注企业 2 的战略变化。即采取关注策略。综上分析，策略如下表所示： 

 

表 5 “缝隙-核心” 的在线教育企业竞争策略 

企业关系 策略方案 策略说明 

共生关系 合作策略 选择合作，并主动保持好关系。 

竞争关系 
差异化策略 

/进攻策略 

提高公司内部运营管理能力，减少生态位重叠，降低竞争，保持公

司存活下去；如果资金雄厚，可以在某个细化市场进行主动竞争。 

竞合关系 
合作策略/ 

差异化策略 

根据两者之间的共生成分与竞争成分的大小，当两者共生成分大

时，选择合作策略；否则选择差异化策略。 

中性关系 关注策略 关注企业 2 的战略变化。 

 

“缝隙-缝隙” 的在线教育企业竞争策略 

在线教育平台企业 1 为缝隙企业，同时另一家企业也是市场中的缝隙企业。针对公式 3 

进行分析，则其成长策略为： 

情况 1：当竞争企业（企业 2）为缝隙企业，并且和企业 1 为共生关系。由于是共生关系， 

所以 b12和 b21 都大于 0。由于两者都属于缝隙企业，规模都比较小，相互影响也比较少。同时

双方的策略，对市场影响都比较小，是市场规则的接受者。策略：只要共生关系不变，两家企 

业最优策略选择合作。 

情况 2：当竞争企业（企业 2）为缝隙企业，并且和企业 1 为竞争关系。由于是竞争关系， 

所以 b12 和 b21 都小于 0。由于两者都属于缝隙企业，规模都比较小，相互影响也比较少。策略：

如果企业 1 的整体实力相对强于企业 2 则采取领先策略（包括技术领先和成本领先）；如果企 

业 1 的整体实力相对弱于企业 2 则采取差异化策略。 

情况 3：当竞争企业（企业 2）为缝隙企业，并且和企业 1 为竞合关系。当两者既有竞争又

有合作，由于企业 2 规模比较大，实际对企业 1 的影响力比较大；企业 1 是市场中缝隙企业规

模比较小，实际对企业 2 的影响力比较小。因此双方的策略，减少竞争关系，扩大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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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两者合作产生的正影响力来弱化两者之间的竞争关系，同时需要提高公司内部运营管理 

能力，提升公司竞争力。策略：如果两者合作成分大于竞争成分的话，则采取发展策略；反之， 

采取差异化策略。 

情况 4：当竞争企业（企业 2）为缝隙企业，并且和企业 1 为中性关系。由于两者之间没有

直接关系，因此相互之间在策略上不会相互影响。策略：采取发展策略。综上分析，策略如 

下表所示： 

 

表 6  “缝隙-缝隙” 的在线教育企业竞争策略 

 

讨论与结论 

讨论 

在 “互联网＋教育” 的产业背景下，针对在线教育竞争策略的研究也将越来越丰富。本研

究基于 Lotka-Volterra 模型的在线教育竞争策略研究主要聚焦在企业的竞争行为上，通过企业

成长模型与生态关系模型，分析了企业间不同生态关系与不同角色的竞争策略。将种群生态 

学中 Lotka-Volterra 模型与分析方法，引入在线教育领域，丰富了在线教育平台竞争策略的相 

关理论。本文对在线教育企业的竞争策略研究主要贡献如下： 

1.  把生态学领域的相关数学模型引入在线教育领域。 

2.  构建双企业的成长模型，为在线教育企业的竞争策略选择提供定量计量。 

3.  把物种关系模型、生态系统中角色运用到在线教育行业，并构建了基于生态位视角的 

在线教育企业的竞争策略选择矩阵。 

4. 该研究为在线教育企业在管理实践上为提供可实施的指导。 

在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的情况，在线教育的经营模式与经营方式也不断地发展变化和 

升级。在线教育方面的研究内容未能在本研究中全部展开，有待在后续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入 

探讨。(1) 企业成长模型中相关系数的验证与估算。在企业成长模型中，代表企业在单独生存时

的最大增长率参数 r，代表企业在现有资源环境下的最大市场规模 K，以及代表企业之间的相 

互影响效应参数 b 等参数。(2) 本文的研究都是基于双企业的分析。在实际的社会经济系统， 

企业关系 策略方案 策略说明 

共生关系 合作策略 只要共生关系不变，两家企业最优策略选择合作。 

竞争关系 
领先策略/ 

差异化策略 

企业 1 整体实力强的话，采取领先策略扩大差距；否则，采取差

异化策略，减少竞争。 

竞合关系 
发展策略/ 

差异化策略 

合作成分大的话，采取发展策略扩大合作关系； 

双方竞争成分大的话，采取差异化策略，减少竞争关系。 

中性关系 发展策略 把企业做大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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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情况是多企业的策略研究与分析。(3) 关于策略的确定采用定量研究。目前在双企业的

企业竞争策略方面采用了定性的研究。随着在线教育行业的发展，未来有更多的在线教育企业

上市，从而可以公开廉价地获得在线教育企业的经营数据。在数据丰富的情况下，采用定量研

究企业之间竞争策略。 

结论 

本文对基于生态视角下的在线教育企业之间关系特征进行分析，并对企业间常见的关系 

进行研究。主要关系有四种即共生关系、竞争关系、竞合（竞争合作）关系以及中性关系，结合

企业的不同生态角色，一共有十六种策略方案。这十六种策略主要分为合作策略、稳定策略、 

领先策略以及差异化策略。主要结论如下： 

1.  企业双方为合作关系，或者双方为竞合关系但是决策方的市场话语权不高于对方时采 

取合作策略为优。 

2.  企业双方为竞争关系或竞合关系，并且均为市场的核心企业，采取稳定策略为优。 

3.  企业双方为竞争关系或竞合关系，只要企业有足够的资金，可以采取领先策略。 这种

策略在在线教育行业比较常见，尤其是通过市场扩张获得更多的融资，同时通过融资来进一步

扩张。如果企业经营产生的现金流不充裕的话，这种领先策略风险非常大，一旦融资失败就出 

现资金流断裂，企业崩盘。 

4.  企业双方为竞争关系或竞合关系，在资金不是非常充裕的情况下，采取稳定策略与差 

异化策略是最优的决策，谨慎采用领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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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泰国的中国汉语教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在泰国的主要传播者，为泰国的汉语教学与文

化传播工作贡献了巨大力量。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对在泰中国汉语教师在教学过程当中对中国传

统文化的传播情况进行调查，对传播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和障碍，总结出一些具体的解决 

方法，为在泰国的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工作和汉语教学工作提供参考。 

本文在 20 所大、中小学中选取了 45 位中国籍汉语教师，通过访谈的方式收集数据，分析

了中国传统文化在泰国的传播现状和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教学对泰国汉

语教学所产生的促进作用。从分析结果中得出结论：中国传统文化在泰国的传播情况良好，泰国 

的学校在汉语语言教学的基础上，逐渐增加文化教学与文化活动的比重，但是依然存在有文化

教材、教具方面不足的问题。教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不仅需要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

还应该针对不同的学生采取更合适的教学方式，从而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并且通过文化教学 

来促进学生汉语水平的整体提升。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文化传播  汉语教学 

 

Abstract 

As the main communicator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ailand, the Chinese teacher who 

teach Chinese in Thailand, have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Chinese teaching and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Thailand. This article focus on investigate the propag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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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by Chinese teachers. And response to the problems and obstacles encountered in the 

communication process, some specific solutions were summarized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communic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Chinese teaching in Thailand. 

This article selected 45 Chinese teachers from 20 universities and schools, and collect the data 

through interview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roblems and causes of the spread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ailand, and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the spread and applic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Chinese teaching in Thailand. Based on the analysis results, it is concluded tha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spreading well in Thailand, and the schools in Thailand gradually 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cultural teaching,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deficiencies in the teaching materials. As 

disseminator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eachers should not only improve their own cultural 

literacy, but also adopt more appropriate teaching methods for different students to better spread 

culture, and promote the overall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Chinese proficiency through cultural  

teaching.  

 

Keywor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ulture Dissemination, Teaching Chinese 

 

引言 

2006 年，泰国教育部推出了一个对泰国汉语教学界有着重大影响的政策：“促进汉语 

教学，增强国家竞争力的 5 年战略规划（2006-2010 年）” (แผนยทุธศาสตร์ส่งเสริม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 

ภาษาจีนระยะ 5 ปี 2006-2010)，大力推广本国汉语教育，希望泰国青少年能够具备中英双语能力。 

自此，泰国各大专院校、中小学竞相开设汉语相关专业，汉语成为最热门的外语之一，学习汉语 

已成时尚，泰国本土师资供不应求。 

2006 年全球首家孔子课堂--岱密中学孔子课堂在泰国创立，到 2019 年，中泰两国高校和

有关部门，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和泰国社会对汉语的需求，在泰国皇室、政府和中国国家汉办

的大力支持下，在泰国各地建立了 16 所孔子学院和 11 个孔子课堂。越来越多的中国教师开始

为泰国的汉语教学事业贡献力量，其中，以中国国家汉办的公派教师、对外汉语教学相关专业

毕业的志愿者教师和其他优秀的中国籍教师为中坚力量，这些在泰中国教师对中国传统文化在

泰国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今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已经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在泰国

的代言人和核心品牌，得到了泰国社会的普遍认可。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官网中对孔子学院

和孔子课堂的描述是为了  “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了解，发展中国与外国的友 

好关系，促进世界多元文化发展” 的非营利性机构。以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为主的教学机构和

教师除了一般教学工作外，还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的主要传播者，肩负传播文化的任务， 

所传播的都是经过精心挑选、能够为世界人民所接受的优秀文化。学习语言是了解文化的重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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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Management Vol. 5 No. 2, 2021 

途径，学生语言水平的提升有助于他们更好地去了解文化，在学习文化的同时又会增加对语言

知识的理解，语言与文化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在教学中将二者结合起来也会对汉语教学有一 

定的促进作用。 

 

研究目的 

通过对中国汉语教师在泰国学校中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与形式进行调查与分析，总结 

当前中国传统文化在泰国学校的传播现状及可能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调查中国汉语教师的教

学方法、所用教材、活动管理和传播方式，分析文化教学在汉语教学中产生的作用，了解中国

传统文化是否有提升汉语教学效果的作用。了解这些中国汉语教师对汉语教学和传播中国传统

文化工作的看法和希望改进的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在泰国学校的传播提出对策和建议。希望

通过阐述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对汉语教学的推动作用，引起在泰国的中国教师们对传播中国传统 

文化的重视，以期为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的教师们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 

 

文献综述 

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界定 

《大辞海》中对 “传统” 的解释是：“历史沿传下来的思想、文化、道德、风俗、艺术、 

制度以及行为方式等。积极的传统对社会发展起促进作用，保守和落后的传统对社会的进步和

变革起阻碍作用”。可见历史沿传下来的既有优秀的传统，也有落后的、应当摒弃的传统。需要

传承与传播的中国传统文化应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所创造的，并流传至今的优秀的 

文化。Xia (2003) 本文研究的重点则是在泰国传播得较为广泛，在进行汉语教学时，泰国学生

更能够有代入感，有利于学习汉语的一部分中国传统文化。根据 Luo (2019)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分类讲述，去除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国传统宗教文化”、“中国传统建筑文化” 等内容较难

的几项，在 “中国传统艺术文化”、“中国传统民族文化” 与 “中国古代科技文化” 中选择了 “传统

衣冠服饰”、“传统饮食”、“传统节日”、“传统文学艺术” 和  “中医中药” 这五个在泰国社 

会流传度较高的方面设计访谈问题，来调查在泰中国教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和喜好。 

文化传播的概念界定 

文化传播是文化地理学和文化人类学中的一个概念，德国著名学者 Frobenius (1987) 首先

提出文化传播这个概念，认为文化传播主要体现于文化项目在个体之间的传播，还指出文化 

传播既可以在文化内部传播，也可以是从一种文化传播到另一种文化。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社会习俗，会形成特定的文化，会给跨文化交流带来 

阻碍、误解甚至文化冲突。因此，将中国文化传播出去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重点项目之一。让外 

国人了解、认识、喜爱中国文化，会为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接触起到推动作用 (Wu & Yan, 2009)。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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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Management Vol. 5 No. 2, 2021 

中国传统文化在泰国的传播也会在提升泰国民众对中国文化认知的同时，增强对中国人民和国 

家的认同感。 

本文对文化传播的界定，采用 Zheng (2000) 提出的概念，文化传播是指文化从一个社会

传到另一个社会，从一个区域传到另一区域以及从一个群体到另一个群体的文化互动现象， 

即在泰中国教师在进行汉语教学工作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在泰国的传播有

悠久的历史，对泰国社会有深刻的影响，在课堂教学中利用汉语学习者们似曾相识的中国传统 

文化活跃课堂，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学生对汉语的理解，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中国传统文化在泰国的传播研究 

传播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一直都是对外汉语教学工作的重点，众所周知，泰国与中国自

古以来便是友好邻邦，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历史悠久，有数量庞大的中国人侨居在泰国，所带来

的中国传统文化对泰国社会影响深远。泰国与中国在各个方面都有着深入的合作交流，汉语在

泰国社会的重要性位于前列，泰国民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度也较高，研究如何提升中国传 

统文化在泰国的传播效果因此也具有重要意义。 

中泰文化交流活动频繁、涵盖面广、内容丰富、参与众多，都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力 

(Zhu, 2010)。以学习汉语为中心的文化交流能够把汉语学习者的学习兴趣推到一个新的高潮。 

中国为了解决泰国汉语教师师资缺乏的困难，派送大批汉语教师和汉语志愿者赴泰国开展汉语 

和文化推广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在泰国的传播注入了新的力量。 

泰国学者 Kanokpongchai (2010) 通过列举艺术、信仰、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中国传统文化在

泰国传播的历史和现状，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泰国社会、经济所产生的影响。作者认为泰国 

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国家，在泰国有许许多多的外国人长期定居，其中中国人移居泰国有着悠久 

的历史，中国传统文化在泰国的传播对泰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重要的作用，大量优秀的华人代 

表所具有的 “回馈社会” 精神，也对泰国社会有着极大影响。 

中国文化形象是影响中国国家形象在泰国民众心中地位的重要因素。大多数泰国民众乐 

于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是因为中国在泰国民众眼中神秘而富有魅力，历史悠久、文化多样的文明 

大国形象突出。在对泰国传播文化的过程中，应从政府、媒体、企业、民间团体以及个人的角度 

出发，适当而系统地增加自身文化在泰国的传播力度，促进在泰中国国家形象的提升 (Wu, 2018)。 

中国传统文化在泰国传播的过程中会遇到的一些诸如老师少、文化内容难理解等问题。 

同时，汉语学习者最认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除了亲自到中国生活一段时间之外，便是增加中国 

传统文化教学课程和加强汉语教师的中国传统文化素质 (Lin, 2018)。 

对以上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后，发现现有的对中国传统文化在泰国传播的研究成果主要

集中在通过面向泰国民众展示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来提升泰国人学习汉语的兴趣和增进对中

国的了解等方面，仍然处在较初级的层面。尝试在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思考，由于历史和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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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相对其他国家来说，泰国社会中华人华侨人口众多，泰国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度

和接受度都比较高，也已经有了相当一部分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泰国本土文化相融合，在泰国落

地生根。因此，在泰国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要从受众的需求出发，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来量身定做

适当的传播方式，在文化展示活动的同时加入较深层次的文化内涵讲解，也许能够取得良好的 

传播效果。 

中国传统文化在学校的传播方式主要是通过教学进行，通过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到课堂

之中来提升学生的积极性，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语言知识。本文希望能够通过对泰国学

校里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传播内容与传播方式等的调查与分析，了解传播过程中的问题 

及成因，结合泰国学校的汉语教学现状，对中国传统文化在泰国学校的传播提出对策与建议。 

国际汉语教师的中国文化知识培养研究 

20 世纪 80 年代初，由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倡议，准备成立一个专门研究对 

外国留学生进行汉语教学的学术团体，在筹备会议上提出了 “对外汉语教学” 这个术语，意思是 

“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 (Lyu, 2007)。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汉语在世界上的热度逐年增加，大量 

的汉语教师投入到对外汉语教学工作之中，其中依旧以中国教师为主要力量。而中国传统文化 

作为汉语教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国际上的传播主要依靠传统的人际传播，中国教师是中国传统 

文化在海外的主要传播者，不仅要有专业的语言知识，更要有专业的文化素养。《国际汉语教师 

标准》(Hanban, 2007) 中提出了在中外文化方面对教师的要求：教师应该了解中外文化的异同

以及文化、跨文化对语言教学的影响，并能够将上述理论、知识应用于教学实践。应具有汉学

的基本知识，了解国外汉学研究的概况，了解文化与跨文化交际在语言教学中的作用，并能运用 

与语言教学实践。根据这些要求，本文认为，教师首先要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对文化有足够的 

了解，树立起跨文化交流意识，才能妥善处理语言教学中的文化问题，帮助学生提升语言与 

文化水平。 

Lyu (1983) 在中国教育学会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开幕词中提出：“从事对外汉 

语教学的教师不但要具备语言学、心理学、教学法等方面的专业知识，而且要具有高度的文化

素养，熟悉中国和外国的有关文化知识，还要具有组织教学的能力”。 

随着汉语教育国际化的不断推进，中国对国际汉语教师的培养也越来越系统化，越来越

注重国际汉语教师作为一名中国文化传播者必备的文化素养要求。作为一名合格的对外汉语教

学教师，除了具备熟练的教学技能以外，还要有广博的文化知识和良好的文化素养 (Wang, 

2011)。较高的文化素养是保证良好的文化传播技能、适应汉语国际推广工作的重要前提。国际

汉语教师的培养首先要注重提升他们的语言文化知识，有了充足的知识储备，才能更好的进行 

传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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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汉语教学专业硕士是未来汉语国际推广的主要群体，而在进行汉语教学时的难点是 

如何跨越文化障碍传播文化 (Zhou, 2011)。对外汉语教师传播文化的方式应该是多样的，并且 

需要不断培养自身的文化素养，以及针对所在地的社会情况制定传播的步骤和过程。中国国家 

汉办在 2017 年下半年的汉语教师志愿者招聘中，选拔条件不仅要志愿者掌握汉语，还需要掌握 

中国文化以及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特长。作者指出，志愿者的中国文化素养的重点并不在于志愿者 

自身的 “才艺展示”，而是在于志愿者是否在高校学习中国文化课程的时候用心去学习 (Li, 2017)。 

作为一名国际汉语教师，除了教学能力外，文化传播能力也是国际汉语职前教师必备素质 

之一 (Chang, 2018)。国际汉语教师不仅要有较强的汉语教学基础，还应该掌握较为系统的中华

传统文化知识，加强国际汉语教师赴海外任职前的文化教学技能培训是提升未来文化传播效果 

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通过对以上有关国际汉语教师中国文化知识与素养的研究成果的梳理，许多学者都认为

在现在的国际环境下，从对外汉语教学的角度来看，培养国际汉语教师不仅仅需要培养他们的

语言专业技能，还需要在中国文化方面进行系统的培训，这种培训并不是要让他们掌握某种才

艺表演技能，而是要让这些未来的国际汉语教师具备系统的文化知识，懂得如何将我们优秀的

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合适的方式向海外传播。教师自身的文化素养非常重要，传播者自身能力 

够强，才能使学习者信服，从而激发学习兴趣。 

 

研究方法 

基于上述研究成果，本文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在泰中国汉语教师的中国文化教学活动调上， 

以定量研究为基础，以访谈收集数据进行分析的方法。以在泰国进行汉语教学活动的国家汉办 

公派教师、志愿者教师、以及其他常驻泰国的中国教师为调查对象设计了以下五个部分的访谈 

问题： 

第一部分，受访者的性别、学历，工作单位、工作年限及教师类型三个方面的基本信息。 

第二部分，受访者工作单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情况，并设计了十个问题。（参见表 1） 

第三部分，受访者认为有哪些因素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的影响最大。这一部分设计了 14 

道选项，由受访者打分，5 分最高，1 分最低。 

第四部分，教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受访者最喜爱、最了解哪一方面的中国传统文化。 

给出了传统衣冠服饰、传统饮食文化、传统节日、传统文学艺术和中医中药 5 个方面供受访者 

选择并陈述。 

第五部分，受访者在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学时遇到的问题和障碍，以及如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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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受访者工作单位中国传统文化教学情况问题表 

号 题目 

1 您所在学校是否开设有专门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 

2 您所在学校是否有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专用的教材？ 

3 您所在学校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形式为必修课还是选修课，还是两者都有？ 

4 您所在学校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上课方式是以课堂讲解为主还是课外实践为主 

5 您所在学校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教材和教学用具来源是哪里，是否缺乏教材和教学用具？ 

6 您所在学校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是否有专用的活动场所？ 

7 您所在学校在中国传统节日时是否开展文化活动？ 

8 除中国传统节日外，是否还会开展其他中国传统文化活动？ 

9 开展中国传统文化活动时，校方与学生是否会积极参与？ 

10 您认为所开展的中国传统文化活动对汉语教学有哪些促进作用？ 

 

泰国开设有汉语教学相关专业和课程的学校大多集中在泰国中部曼谷及周边地区，本文 

根据中国教育部第三批公布的自费出国留学推荐学校名单，在位于泰国中部地区曼谷市、北榄府、 

巴吞他尼府、罗勇府的开设汉语相关课程的学校中选出 13 所公立、私立大学和 7 所公立、私立 

中小学，在这 20 所学校中选取访谈对象。 

本文所选择 20 所学校的汉语类专业和课程在同类学校中排名位居前列，学生选择学习 

汉语时也会优先选择这些学校，汉语教师与汉语学习者数量较多。 

如：朱拉隆功大学是泰国排名第一的大学，其汉语专业也是泰国历史最悠久、实力最强

劲的汉语专业，与中国北京大学共建孔子学院；诗纳卡琳威洛大学和东方大学是泰国排名前十

的公立大学，也是泰国学生优先选择的高校；宣素南他皇家大学历史悠久，开设有汉语教学硕

士专业；兰实大学在私立大学中位于第一梯队，开设有汉语类硕士课程；华侨崇圣大学是由在

泰华侨创建的大学，开设有本科、硕士和博士共 7 个汉语类专业，与天津中医药大学共建泰国

第一所中医孔子学院。学校建筑多含中国元素，汉语学习气氛浓厚，除汉语专业的学生外，每年 

校内选修汉语的学生多达一千余人；泰国皇家玫瑰园中学与罗勇中学为公立中学，都设有孔子

课堂，其汉语课程在同地区学校中均位居前列；曼谷新加坡国际学校采用中英泰三语教学，由于 

薪资较高，吸引了许多中国籍汉语教师前来执教；北榄公立培华学校、空提公学与侨光公学则 

是泰国历史悠久的华校，知名度高。这几所中学在中泰两国举办的各类汉语比赛项目中较为跃， 

鼓励学生踊跃参赛，并多次获得“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泰国赛区冠军，代表泰国前往 

中国参加复赛。 

 

研究结果 

选取调查对象 

每所学校随机选取 1-5 名中国籍汉语教师，共 45 人（参见表 2）。通过孔子学院、老师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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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Management Vol. 5 No. 2, 2021 

介绍、朋友介绍等渠道提前与 45 位教师取得了联系，征得同意后由受访者自电话、面谈、 

微信、Line 四种方式中选择一种接受访谈。 

 

表 2 调查选取学校信息表（随机排序） 

序号 学校名称（中文音译） 学校名称（泰文） 地区 性质 人数 

1 朱拉隆功大学 จุฬาลงกรณ์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 曼谷 公立 2 

2 诗纳卡琳威洛大学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ศรีนครินทรวิโรฒ 曼谷 公立 2 

3 东方大学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บูรพา 罗勇 公立 3 

4 宣素南他皇家大学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ราชภฏัสวนสุนนัทา 曼谷 公立 3 

5 曼松德昭帕亚皇家师范大学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ราชภฏับา้นสมเด็จเจา้พระยา 曼谷 公立 2 

6 易三仓大学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อสัสมัชญั 北榄 私立 3 

7 兰实大学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รังสิต 巴吞他尼 私立 2 

8 曼谷大学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กรุงเทพ 曼谷 私立 2 

9 华侨崇圣大学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หวัเฉียวเฉลิมพระเกียรติ 北榄 私立 5 

10 商会大学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หอการคา้ไทย 曼谷 私立 2 

11 曼谷吞武里大学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กรุงเทพธนบุรี 曼谷 私立 2 

12 斯巴顿大学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ศรีปทุม 曼谷 私立 3 

13 曼谷北部大学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นอร์ทกรุงเทพ 曼谷 私立 2 

14 泰国皇家玫瑰园中学 โรงเรียนสวนกุหลาบวิทยาลยั 曼谷 公立 3 

15 罗勇中学 โรงเรียนระยองวิทยาคม 罗勇 公立 1 

16 瓦塔纳威塔亚女校 โรงเรียนวฒันาวิทยาลยั 曼谷 私立 2 

17 曼谷新加坡国际学校 โรงเรียนนานาชาติสิงคโปร์กรุงเทพ 曼谷 私立 2 

18 北榄公立培华学校 โรงเรียนป้วยฮั้ว 北榄 私立 2 

19 孔提公学 โรงเรียนคลองเตยวิทยา 曼谷 私立 1 

20 侨光公学 โรงเรียนคริสตธ์รรมวิทยา 曼谷 私立 1 

 

受访者基本信息 

1. 性别：45 人中男性有 13 人，占比 29%；女性有 32 人，占比 71%。 

2. 工作年限：工作不满 2 年的有 22 人，占比 49%；工作 2 至 5 年有 16 人，占比 36%； 

工作 5 至 10 年有 4 人，占比 9%；工作 10年以上 3 人，占比 6%。 

3. 教育程度：45 人中硕士学历的最多，共 29 人，占比 64%，本科学历有 13 人，占比 

29%；博士仅 3 人，占比 7%。 

4. 工作单位及教师类型：隶属于孔子学院/课堂的人数最多，共 29 人，占比 64%；高校 

全职教师 8人，占比 18%；中小学全职教师 8 人，占比 18%。 

根据以上数据可知，在泰国从事汉语教学工作的中国教师大部分为女性教师，绝大部分

教师的学历为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博士的人数极少，大部分教师分布在各高校，其中在高校工作 

的本科学历教师均为由国家汉办派送的汉语教师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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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情况 

根据访谈结果，20 所学校均开设了专门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上课方式分为课堂讲解与

课外实践两种方式。其中 13 所大学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为必修课，或选修、必修都有。7 所中

小学里有两所的文化课为才艺课程，没有列为必修课，其余 5 所均开设有中国传统文化必修课。 

共 18 所学校设有中国传统文化必修课，且均有与课程对应的教材。 

教材方面，20 所学校的受访者均回答部分教材来源为中国国家汉办赠送，其中有 13 所学

校的受访者还回答学校购买有一部分教材，有 2 位受访者回答自行编写教材。其中来自 16 所

学校的 34 位受访者认为所在学校开设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依然缺乏教材，占受访人数的 76%。 

教学用具方面，20 所学校均有受访者回答所在学校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教学用具由中国

国家汉办赠送，其中有来自 8 所学校的受访者还回答了学校购买有一部分教学用具，个别受 

访者回答文化课教具的来源还有其他单位赠送与教师自行制作等。 

本文选择的学校虽然都开设有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并且中国国家汉办的赠送教材教具范

围已经全面覆盖了 20 所学校。但是文化课专用的教材与教学用具依然缺乏，部分学校会自 

行购买一部分，但是大部分教师认为仍然不足以供教学使用。 

文化活动方面，20 所学校均有受访者回答所在学校在中国传统节日时会开展文化活动， 

并且除了中国传统节日外，学校还会开展其他中国传统文化活动，如中国传统服饰展、书法 

比赛、中国传统乐器表演、中医针灸拔罐展示等，大都为展示类型的活动。45 位受访者均表示

开展中国传统文化活动时，学校师生会积极参与，并且认为就所在学校的汉语教学现状来看， 

需要开展文化活动。 

在中国传统文化活动对汉语教学的促进作用方面，有 43 位受访者认为能够丰富教学 

内容；有 36 位回答说可以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占比 80%；31 位受访者认为能够增进学生对 

汉语的理解，占比 69%；30 位认为能够增加学生的知识储备。（参见图 1） 

 

 

图 1 中国传统文化活动对汉语教学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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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教学的因素 

在中国传统文化教学可能受到的影响因素方面，设计有 14 道选项，要求受访者根据教 

学及自身经验选择受影响的程度，5 分最高，1 分最低，受访者选择结果如下：（参见表 3） 

 

表 3 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教学的因素 

选项 均值 选项 均值 

中国传统文化教材 4.82 文化课内容与学生语言水平相符 4.64 

中国传统文化教具 4.86 文化课较理论讲解更侧重于实践和练习 4.78 

中国传统文化活动 4.85 邀请嘉宾进行专题演讲，帮助学生理解 3.55 

教师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 4.86 学生与中国朋友、同学等在文化方面互动 4.02 

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 2.72 学校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环境 4.76 

教师能掌握学生间的水平差异 4.55 学校为学生提供展示所学的机会 4.83 

教师在行为举止等方面能做好榜样 4.49 学校总体环境较适合学习中国传统文化 4.41 

 

根据受访者的访谈结果可以得出，受访者认为教师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教材、教具、 

文化活动和学校为学生提供展示才艺的舞台这 5 项对中国传统文化教学的影响程度最高，平均

分均在 4.8 以上；其次是实践练习重于理论讲解和学校环境具有中国传统文化风格这 2 项， 

平均分在 4.7 以上；影响程度最低的 3 项为学生与中国朋友间有关文化的交流互动、邀请嘉宾 

进行专题演讲和学生本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平均分均在 4.1 以下。 

教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 

论文访谈环节为受访者给出了传统衣冠服饰、传统饮食文化、传统节日、传统文学艺术

和中医中药 5 个方面供其选择，要求受访者根据真实情况对自己对这些方面知识的了解和认 

知进行作答。 

根据受访者的回答结果，45 位受访者的回答结果中均包含有：传统节日方面的“除夕、 

清明、中秋等重要传统节日”、传统饮食文化方面的“饺子、元宵、粽子、月饼等传统饮食的寓 

意和由来”、传统文学艺术方面的“书法、国画、文房四宝、年画、楹联等”这三个方面，所有受 

访者都认为自身对这三个方面的认识和了解较深，大部分受访者回答是由于从小便接触这些 

传统文化，以及家庭等的影响。 

有 26 位受访者回答自己对传统文学艺术方面的“戏曲、传统舞蹈、古代乐器等”比较了解，  

有其中一项或多项表演技能。在传统文学作品方面，也有接近 20 位受访者回答说曾经通读如 

“四大名著、十大喜剧、十大悲剧等文学作品”。 

有 19 位受访者回答自己非常喜爱传统服饰，表示会购买“汉服”，并且在教学时也会着 

中国传统服饰或佩戴“中国结、香囊等”饰品。 

另有 9 位受访者回答自己是少数民族，对“三月三、火把节、泼水节等少数民族传统节日” 

比较了解，并且认为在其家乡，少数民族节日甚至比传统春节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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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医中药方面，45 位受访者中认为自己比较了解这方面传统文化的较少，仅有 5 位受访 

者回答自己较为喜爱“养生代茶饮、食疗药膳等”，并且学习过“拔罐、针灸等”中医技能。 

值得一提的是，这 5 位受访者均来自华侨崇圣大学中医孔子学院，学习的就是中医相关专业。 

根据受访者对这一部分问题的回答结果来看，在泰中国教师自身喜爱和了解的中国传统 

文化，其中对传统节日、传统文学艺术、传统饮食这三个方面的了解最多。传统节日和传统文学 

艺术方面是教材中需要教学的内容，受访者自己在学生时代也学习过相关的课程，传统饮食方 

面则大都受到家庭和社会的影响而比较了解。此外，在传统服饰方面也有不少受访者表示自己 

比较喜爱，平时上课也会穿着与佩戴传统服饰，并且会在课堂上向学生展示并讲解这些服饰的 

由来和颜色、花纹所代表的意义。受访者的回答中对传统中医中药方面知识的了解最少，仅有 

学习中医专业的受访者回答说对此较为了解，可以较好地传播中医中药方面的文化知识，其余 

受访者的回答大都是只有浅显的了解、只知道拔罐针灸等中医名词等。 

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和障碍 

这一部分调查要求受访者根据自身真实情况，陈述自己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 

遇到过的问题和障碍，是否想办法，以及用了什么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并且根据自身经验提 

出一些在泰国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个人建议，以及希望学校和国家能够改善的方面。 

1. 问题和障碍 

    根据问卷结果统计，受访者在中国传统文化教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障碍大都在教材、 

教具、场地等教学硬件设施方面。受访者的回答中出现的高频词汇主要有：教材单一、学生汉语 

水平低、文化课时太少、教具不足、活动场地不足、教学设备老旧。（参见表 4） 

 

表 4 中国汉语教师遇到的问题和障碍 

问题和障碍 出现次数 

教材内容单一、教材少 23 

学生汉语水平低，理解能力差 20 

教具不足、仅仅能够展示、无法做到学生人手一件或分组发放 18 

课时少、排课不科学 16 

没有专用的活动场地、活动场地设备不足 12 

教室设备老旧，教室太小、教室不足 3 

 

2. 解决办法 

    根据受访者的回答统计，受访者解决以上问题或障碍的回答中出现的高频词汇主 

要有：制作高清图片 PPT、观看电影或短片、带领学生制作教学用具、多组织课外活动、请高 

年级的同学为低年级的同学讲解等。（参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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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中国汉语教师的解决办法 

解决办法 出现次数 

制作高清图片、PPT、复印教材 17 

带领学生观看影片、短片或视频并讲解 16 

带领学生亲手制作花灯等教学用具 13 

多组织课外活动，寓教于乐 9 

请高年级的同学为低年级的同学演示与解答问题 5 

 

3. 建议 

    根据受访者的回答统计，大部分受访者给出的改善在泰国学校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学 

方面的建议主要有增加课时、购买教材教具、多组织活动这三个方面。细节上包括：向中国国

家汉办申请教材教具、增加必修课、增加乐器表演课、增加戏曲欣赏课、招收有一技之长的 

教师、学校定期组织中国传统文化活动、举办传统才艺比赛、邀请校外单位来表演、分配活动

场地等。 

 

结论 

本文通过访谈的形式对中国籍汉语教师在泰国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情况进行了调查。 

根据调查结果来看，现有的在泰中国教师中，女性教师人数多于男性教师。由于大部分教师是

中国国家汉办派出的公派汉语教师和志愿者教师，所以工作年限大都少于 2 年，且教育程度大

都集中在硕士和本科层次，博士及以上的高层次人才数量较少。在对泰国学校开设的中国传统

文化课程进行调查后得知，绝大多数学校都设有 1 门或 1 门以上的中国文化必修课程。教材教

具方面，根据受访者给出的选择来看，普遍存在学校缺乏教材与教具的问题，虽然中国国家汉

办已经赠送了一部分，但仍存在有教材内容单一、教具数量不足和种类少等问题。在教学方面， 

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认为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和开展文化活动能够提高学生的汉语水平和学习 

兴趣，并且能够在活动中展示和练习学习过的知识。对中国传统文化教学影响较大的因素主要

集中在教材教具、文化活动、学校对文化教学是否支持以及教师本身的文化知识储备上。根据

对教师本身的文化认知调查情况来看，大部分教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和了解主要集中在中

国传统文学艺术、传统节日以及传统饮食文化这三个方面。也是最能直观向学生展示中国传统

文化魅力，以及学生最容易接受的三个方面。在传播文化时遇到的问题方面，受访者给出的答

案依然集中在教材教具和学生的汉语水平较低这两点，所采取的解决办法是利用图片讲解和观

看电影视频、自己制作或带领学生一起制作一些简单的教具等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并且建议

学校能够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教学，不要仅将教学重点放在语言教学上，还需要增加文化课的 

课时、多组织传统文化活动。 

调查结果显示，绝大部分受访教师都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活动在丰富教学内容、提升学生

的学习兴趣等方面对汉语教学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中国传统文化活动不仅能够活跃课堂气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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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学习兴趣，还能够丰富教学内容。学生不仅能将学习过的语言知识运用到活动当中，还能

通过亲身参与，直观地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增加对文化的认知和理解。比起课堂理论

讲解，亲身参与文化活动会对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起到更好的效果，也能够将曾经学习过的知识 

进行应用，进而提升语言学习的效果。 

总的来说，中国传统文化在泰国的传播情况良好，学校渐渐开始重视开展中国传统文化

活动对语言教学的影响。教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应该提升自身的文化知识与跨文化

技能，组织学生参加文化活动，并且结合当地社会情况，对不同的学生采取更合适的教学 

方式。 

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梳理总结以及访谈调查的数据统计，分析了目前中国传统文

化在泰国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产生的原因，通过调查得出目前中国传统文化在泰国学校的

传播中存在有中国传统文化教材少、课程安排不合理、学生汉语交流水平低与中国教师与学生

之间沟通难等问题，认为泰国学校的汉语教学发展应该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增加文化课

程和文化活动的比例，借助开展文化活动对接汉语教学，形成中国传统文化与汉语教学的双 

赢发展，并对泰国的汉语教学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建议中国教师在泰国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时，除了广为人知的一些传统文化外， 

加入一些中国的新变化，跟上时代步伐，才能为泰国的学习者展示最真实的中国，例如中国的

“新四大发明”： 高速铁路、扫码支付、共享单车和网络购物。在教材中买菜、买车票等的对话

内容中加入诸如“扫码”、“支付宝”、“微信”等内容；在选乘交通工具的教学内容中加入 

高铁、地铁电子车票的选项；让学习者能够了解最新的中国面貌，了解在传统文化熏陶下的现

代文明大国形象。此外，还需进一步地拓展传播渠道，紧跟时代潮流，如开设教学直播、上传 

活动视频等方式，利用先进的网络技术为泰国的学习者与普通民众提供更加丰富与便捷的选择， 

吸引更多人前来学习，进一步的扩大受众范围。 

第二，建议泰国能够制定统一的汉语教学大纲，建立从小学到大学的系统的汉语教学 

标准，逐步且有序地为学习者提供可以衔接起来的汉语教育，并且利用两国教育资源，联合两

国各相关机构，针对泰国汉语学习者的需求编写适合泰国不同层次学习者的汉语教材，为学习

者建立起一个统一的、衔接各个阶段的、科学的汉语教育系统，为泰国的汉语学习者提供更加 

系统的汉语语言文化教学，也为中国传统文化在泰国学校的传播打下坚实基础。 

 

References 

Chang, Z. Q. (2018). Resrarch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Initial Teachers to Explore Chinese Culture  

Spreading Srategies. Master’s Thesis,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in Chinese] 

Frobenius, L. (1987). Der Westafrikanische Kulturkrei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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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Management Vol. 5 No. 2, 2021 

Hanban (2007). Standards for Teachers of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in Chinese] 

Kanokpongchai, S. (2010). Thai-Chinese Cultural Relations. Samutprakan: Huachiew Chalearmprakiet 

University. [in Thai] 

Li, D. (2017). Thai Chines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ers’ Cultivating 

Chinese Culture. Master’s Thesis, Zhengzhou University. [in Chinese] 

Lin, W. X. (2018). Discussion on Chinese Culture Communication Strategy for Chinese Learners in 

 Thailand. Doctoral Dissertation,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in Chinese] 

Luo, W. W. (2019).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Lyu, B. S. (1983). Striving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Young Subject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Opening Speech of the Inaugural Meeting of the Research Association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3), 4-9. [in Chinese] 

Lyu, B. S. (2007). Chinese Language and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Wang, X. S. (2011). On the Cultural Knowledge and Literacy of Graduate Students Majoring in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ultivation of Teachers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2, 56-63. [in Chinese] 

Wu, W. S., & Yan, H. X. (2009). Introduction to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Chinese] 

Wu, Y. J. (2018).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in Thailand on the Cognition 

of Chinese National Image. Doctoral Dissertation,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in Chinese] 

Xia, Z. N. (2003). Da Cihai. Shanghai: Shanghai Lexicographical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Zheng, J. Z. (2000).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Studies. Beijing: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in Chinese] 

Zhou, W. B. (2011). How to Spread Chinese Culture Overseas. Opening Speech of the Inaugural 

Meeting of the Research Association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3), 56-63.  

 [in Chinese] 

Zhu, Z. M. (2010). A Highlight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Thailand Relations: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ailand. Southeast Asian and South Asian Studies, (4), 1-6+90. [in  

 Chinese] 

 

 

  

Name and Surname: Weijie Xu 

Highest Education: Doctoral Candidate 

Affiliation: Huachiew Chalermprakiet University 

Field of Expertise: Chinese and Thai Culture 

 



 88 

 

 

 

Corresponding Author: Yini Wang 

E-mail: 237277477@qq.com 

Chinese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Management Vol. 5 No. 2, 2021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供应链商业模式创新研究 

——以中国医药医疗产业为例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OF SUPPLY CHAIN BASED ON 

BLOCKCHAIN TECHNOLOGY: TAKING THE PHARMACEUTICAL AND 

MEDICAL INDUSTRIES IN CHINA AS AN EXAMPLE  

 

王旖旎 1，唐红祥 2 

Yini Wang 1, Hongxiang Tang 2 

 

1泰国正大管理学院中国研究生院, 2中国广西财经学院 

1Chinese Graduate School, Panyapiwat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Thailand  

2Guangxi Gu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ina 

 

Received: October 26, 2020 / Revised: December 17, 2020 / Accepted: December 22, 2020 

 

摘要 

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区块链 + 医药医疗” 的产业发展将迎来新的机遇。本文以 “区块 

链 + 医药医疗” 为研究对象，利用归纳方法与演绎方法，通过对区块链和医药医疗产业的发展

现状分析，认为 “区块链 + 医药医疗” 的融合发展具有良好的产业基础，并从电子病历、医药溯

源和医疗保险等方面创新构建了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医药医疗供应链商业模式。最后，本文提出

应从转变应用理念、构建法规标准体系和深化技术应用等方面进一步促进 “区块链 + 医药医疗” 

的高效融合发展。本文的结论为区块链技术在医药医疗产业的应用推广提供了科学参考和理论 

依据。 

 

关键词：区块链应链  商业模式  医药医疗产业  

 

Abstract 

Under the normalization of COVID-19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Blockchain + pharmaceutical medicine” will usher in new opportuniti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Blockchain and pharmaceutical and medical industry and 

tking “Blockchain + medical treatment”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using inductive and deductive 

methods,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Blockchain + pharmaceu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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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ine” has a good industrial foundation, and constructs a business model of pharmaceutical and 

medical supply chain based on blockchain technology from the aspects of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 

medical traceability and medical insurance. Finally,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we should further 

promote the efficient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blockchain + pharmaceutical medicine” from 

the aspects of changing the application concept, building the regulatory standard system and 

deepening the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provides a scientific reference 

and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application and promotion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in pharmaceutical  

and medical industry. 

 

Keywords: Blockchain, Supply Chain, Business Model, Pharmaceutical and Medical Industry 

 

引言 

区块链技术是一种基于 “去中心化” 逻辑的分布式账本技术，借助其 “可共享、可溯源但不 

可篡改” 的特征，可以解决交易过程中的数据 “透明度低、共享率差、流向模糊” 等难题，从而

有效降低交易风险，实现交易信息互通和资源共享。自 2008 年中本聪提出比特币后，区块链技

术的运用和发展便在全球范围内都引起了热切的关注，国际科研人员和学者积极推进了区块链

技术在政府治理、金融支付和数据管理等领域的实践探索。随着区块链技术的不断创新和趋于

成熟，中国也积极推进区块链技术在产业发展和商业模式创新中的应用。目前，中国已将区块

链技术列入 “新基建” 范畴，区块链技术作为中国新基建的重要支持项目，得到各省市区、各行

业越来越广泛的支持和关注。区块链技术可以有力推进不同产业的融合发展，可以提高商业经

营模式的创新，为国家经济发展注入持久活力。在区域经济层面，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推广有利

于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水平，有利于推进经济发展模式创新，促进

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在企业经营层面，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有利于拓展企业融资渠道，提高融 

资效率，有利于企业创新服务手段，提高运营管理水平。 

区块链技术发展至今，已经逐渐摆脱了以数字货币为起点的 1.0 时代，走向了 “区块链+”

的落地应用之路。目前，区块链技术已在多个领域实现了探索性应用，如 “区块链 + 汽车”  

“区块链 + 文化旅游” “区块链 + 金融” 等。除此之外，医药医疗行业也积极探索与区块链技术的 

融合快速发展模式，并被认为是继金融行业之后，第二个具有 “区块链+” 广阔前景的核心领域。 

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式记账特征，结合医药医疗行业的供应链结构，让 “区块链 + 医药医疗” 的应 

用和发展更具有吸引力和应用探索价值。特别是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医药医疗行业对区块

链技术普及应用的需求日益突出，“区块链 + 医药医疗” 的产业发展也将迎来新的机遇。但是，

当前区块链技术在医药医疗产业的应用仍处于探索阶段，区块链技术与医药医疗产业的融合路径、 

应用场景以及产业链延伸方向等都是亟待回答的难题，只有这些问题的科学解决才能实现  

“区块链 + 医药医疗产业” 的跨越式深度融合发展。基于此，本文以 “区块链 + 医药医疗” 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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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利用归纳方法与演绎方法，在分析 “区块链 + 医药医疗” 的相关研究进展和应用现状的基 

础上，创新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医药医疗供应链商业模式，并提出 “区块链 + 医药医疗” 的融合发展 

对策，为区块链技术在医药医疗行业的应用拓展提供科学参考和实践借鉴。 

 

“区块链 + 医药医疗” 的相关研究进展 

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医药医疗行业中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 

医药溯源体系的构建研究 

近年出现的 “三聚氰胺” “长生疫苗造假” “劣质阿胶” 等医药医疗行业事件，使得消费者

更加注重食品药品的质量和安全问题。建立高效可靠的医药供应链溯源机制的呼声越来越高。

医药溯源不仅可以积极主动保障所售医用药品的质量安全，还可以助力对药品问题企业、厂商

的打击和惩处，是药品质量管理和服务的重要保障。目前，中国药品溯源技术应用还处于探索

阶段，而且药品溯源平台建设也相对滞后和不完善，因此对于 “区块链 + 医药医疗” 的研究主

要集中于技术的延展方面。如 Li, Ma, Zhou, Sheng, 和 Sheng (2020) 等学者认为，目前的药品溯

源系统存在明显的信息易被篡改、信息互联互通不畅、动态监管不足和信息化程度低等缺陷， 

这些也是造成当前医药溯源严峻形势的主要原因。特别是 2018 年中国 21 省特大假药案彻底揭

露了医药溯源系统建设的严重不足。区块链技术的出现，为解决医药溯源难题提供了一个新的

方案。Yu, Guo, Xie, 和 Xue (2020) 等学者构建了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医药溯源系统，充分发挥区

块链的时间戳、去中心化和易追溯等优势，全面改进药品生产和交易流程，提高了药品信息的

可信度和溯源的效率。Feng, Sun, Guo Li, 和 Zhou (2019) 学者也提出，借助区块链技术可以保

证医药医疗数据的安全分享，实现药品从生产到物流再到销售服务的全供应链监管。除了上述 

领域，国际学者也积极开展整体解决方案的设计，如 Pane, Verhamme, Shrum, Rebollo, 和  

Sturkenboom (2020) 学者提出，为加强医疗设备的安全审查，应建立具有授权证明共识机制的 

私有 PMS (Post Market Surveillance) 数据许可区块链。Norfeldt, Btker, Edinger, Genina, 和 Rantanen  

(2019) 等认为数字元素将成为未来保健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区块链技术为患者避免伪造

药品和创新药品物流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方案。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药品溯源系统创新设计，既保 

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有效促进了药品销售行业的健康发展。 

电子病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研究 

电子病历系统，即基于计算机系统存储的病人病情、治疗记录、用药、费用等医疗数据，

是伴随医药医疗行业信息化发展并满足医疗需求而建立的医院信息系统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于

2010 年便开始了电子病历的视点工作，此后电子病历得到了快速发展。虽然电子病历相较于传

统的纸质病历有明显的优势，但是仍存在诸多不足。一是由于电子病历只存储于确定的某家医

疗机构的数据库中，因而无法保障病人的个人隐私，也无法实现医疗数据的高效共享 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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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 和 Lu (2019)。二是电子病历的数据存储是中心化的特征，如果数据库一旦受到破坏或者 

威胁，电子病历的数据安全问题难以解决，极易造成数据被篡改、数据遗失等后果 (Luo, Wen, 

& Cheng, 2020)。鉴于上述问题，Xiong, 和 Zhou (2019) 等研究人员提出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新型 

分布式电子病历系统。在该系统中，区块链技术得到充分的利用，区块链技术的特点得以充分 

发挥。医疗数据包存储于区块链中，智能合约技术则实现了医疗数据的安全共享和安全存储， 

极大降低了个人隐私泄露的风险。Zhai, Wang, 和 Chen (2020) 等指出，区块链的去中心化和不易 

被篡改的优势是解决电子病历数据私密性和敏感性等问题的关键，因此基于区块链的电子病历 

系统比传统的访问控制机制更有效、更简洁。Xiao, Lin, Xie, Lei, Fu, Hu， 和 Wen (2018) 等学者则 

针对中医电子病历数据多样性、独特性和隐私性的特点，设计了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中医电子病

历系统模型，包含了病人的个人信息、就诊记录、医嘱、护理记录等全面信息，为中医电子病历 

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和应用借鉴。针对敏感信息的安全性，Benil 和 Jasper (2020) 提出可以 

利用区块链技术保证云环境中病历的完整性、可追溯性和安全存储。同样，Jennath, Anoop, 和 

Asharaf, (2020) 也提出了一种基于区块链的医疗记录解决方案，即使用区块链技术捕获的数据 

访问审计跟踪，使数据所有者可以了解数据的公开程度。可见，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电子病历系统 

对于实现电子病历数据共享，提高保密性和安全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医疗保险服务机制研究 

经过多年的改革和探索，中国医保制度不断完善，并且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中国医

保制度也在积极探索新的发展思路。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互联网 + 人社” 2020

行动计划的通知》中就提出，要充分利用大数据、互联网、区块链等新兴技术，提高人社服务的

针对性和精准性，提高社会保险服务和人力资源管理的水平。Xu 和 Thaldumrong (2018) 依据的

研究，人们对于医疗保险服务的消费行为主要受宏观和微观因素的影响，如国家或地方 

政策、消费环境宏观因素多呈现外部影响形态，而消费者个人特征等微观因素则呈现内部影响

形态。基于此理论，诸多国家或地区出台政策积极引导医疗保险服务消费以提高居民保障 

水平，在此背景下国际学者广泛关注到医疗保险服务机制的创新研究和设计。其中，中国学 

者在 “区块链 + 医保服务机制” 领域形成了相对分散的研究成果。例如，Gu, Wang, 和 Zhou 

(2018) 等学者通过对中国医疗保险制度的系统梳理指出，当前中国医疗保险制度存在逆向选择

和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极易导致医药医疗资源配置不平衡。具体表现，如生活用品不规范的

涵盖在报销内容里，亟需医疗服务的患者可能无法得到及时的治疗等。因此，他们提出基于区

块链技术的医疗保险制度变革方向，认为区块链技术能聚焦于患者个体的真实需求和感受， 

解决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推进医疗保险服务的更精细化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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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2020) 则以社保费缴费服务为研究对象，鼓励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该领域，认为区块链技术

能够高效解决社保缴费中跨部门、跨区域、协作难等问题，充分体现了区块链共享、安全的技术 

优势。Hou (2020) 还认为新农合也应利用区块链作为可靠的技术保障，建立患者与医保机构的 

信任关系。作者指出，当前中国新农合仍面临资源分配不均、报销手续繁琐、监管不完善等问题， 

而区块链技术则是解决这一系列阻碍和难题的重要手段。除上述研究内容外， Yu, Hu, Wan, 和

Shao (2020) 等学者提出了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智慧医疗体系建设方案，利用智能合约技术，通过 

报销共享平台实现自动赔付和极速赔付。Chen (2019) 则认为未来 “区块链 + 保险” 主要通过智能 

合约实现自动理赔、智能合约实现自动理赔、可追溯技术完善相互保险机制和标的信息上链 

打击虚假理赔等实现更高层次、更广领域的运用。可见，在医药医疗保险领域区块链技术的研究 

与探索越来越深入，技术应用的扩展面也越来越广泛。 

 

“区块链 + 医药医疗” 的应用现状 

医药医疗产业发展状况 

近十余年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和居民消费能力的增强，中国医药医疗产业得到

了迅猛发展。加之中国医疗体制改革，以及人口老龄化日趋对医药医疗需求增加，中国医药医

疗产业规模近年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如图 1 所示，2018-2023 年中国医药市场规模及预测

状况，可以看出，中国医药市场规模近 5 年增长近 50%，2019 年达到 1.64 万亿元，而且 2023 

年有望突破 2 万亿元。 

 

 

图 1  2018-2023 年中国医药市场规模及预测状况 

数据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 (www.chyx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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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疗服务行业方面，中国也实现了快速增长。随着中国人口总数的增长，各类医疗机

构接待病患人数也将持续增加，从而不断推动中国医疗服务行业需求持续发展。如图 2 所示，

2018-2023 年中国医疗服务市场规模及预测状况，可以看出，2019 年中国医疗服务市场规模 

达到 5.58 万亿元，并且 2020 年有望突破 6 万亿元规模，2023 年则将达到 7.69 万亿元规模。 

 

 

图 2  2018-2023 年医疗服务市场规模及预测状况 

数据来源：中研网 (www.chinairn.com) 

 

通过 2018-2023 年中国医药医疗市场规模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医药 

医疗产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并且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升，中国国内医 

药医疗行业需求不断扩大，都为医疗医药供应链商业模式创新，以及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新兴技术的应用探索提供了坚实的市场基础。 

区块链产业发展状况 

近年来在多项政策的带动和支持下，中国区块链行业发展迅速，在政务管理、医药医疗、

金融、司法治理等诸多领域都实现了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探索。区块链技术的升级过程，大致可 

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以比特币为代表，但功能相对单一；第二阶段以智能合约为核

心特征，技术应用场景得到了极大丰富；第三阶段则是与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的融合创新阶段， 

是行业应用的提质增效阶段。三个阶段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为促进区块链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十三五” 以来中国各省市层面相继出台了多项支持政策。 

截止 2019 年底，中国与区块链相关的国家总体布局和规划政策近 30 余项，中国各省市出台相关 

政策两百余项。可以看出，中国各省市对区块链产业积极布局，努力抓住区块链的发展机遇，极大 

促进了区块链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据统计，中国区块链相关产业市场规模由 2016 年的仅 1 亿元 

左右上升至 2019 年的约 12 亿元。预计 2020 年，中国区块链核心产品和解决方案以及相关产业 

的市场规模将超过百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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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 + 医药医疗” 发展状况分析 

随着区块链技术应用的脱虚向实发展，区块链技术应用的范围也将越来越广，这也必将

为医药医疗行业带来更多创新和突破。根据 Reportbuyer 报告预测，全球区块链医疗保健市场

规模将由 2018 年的近 5 千万美元上升至 2023 年的超过 8 亿美元。在医药医疗行业中，区块链 

技术可以有效优化药品供应链网络，真正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虽然前景广阔，但是区块链技术在医药医疗行业的应用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一是，有效

监管体系不够完善。区块链作为一种新兴的前沿技术，在不同领域中的应用流程、模式各不 

相同，不同的场景下不同的应用方式需要建立不同的监管标准和方法。基于医药医疗供应链的

区块链技术应用场景复杂多样，而且当前仍处于应用探索阶段，“区块链 + 医药医疗” 的技术 

标准、数据规范和行为准则需要得到有效完善，进而推进相关监督管理体系的构建。二是， 

应用标准不够统一。应用标准化解决的是医药和医疗数据上链的问题，只有标准化的应用场景

才能实现规模化的数据上链。由于医药医疗行业数据量大，业务流程复杂，而且不同的医药医

疗结构数据类型差异明显，没有统一的数据上链标准，不仅无法实现数据共享，更是影响数据

信息传递效率。三是，“去中心化” 存在困难。“去中心化” 是区块链技术的核心特征之一，但是

“区块链 + 医药医疗” 的去中心化模式与当前的医院中心化管理模式相抵触，现有医药和医疗机

构的组织模式下，有限小规模的 “局部链” 或 “小微链” 是推进区块链技术应用的更合理方向， 

而真正的大范围去中心化存在诸多阻力。 

 

“区块链 + 医药医疗” 供应链商业模式创新 

本文在对区块链技术和医药医疗产业发展基础总结归纳的基础上，提出 “电子病历 + 医药 

溯源 + 医疗保险” 的区块链技术拓展应用路径，提出如下创新模式： 

基于区块链的电子病历共享方案创新 

 

 

图 3  基于区块链的电子病历共享方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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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区块链技术，构建如图 3 的电子病历共享方案。可以看出，在区块链技术的支持下， 

建立起一个去中心化的分布式数据库，数据库中的节点可以完成对上链数据的备份存储。由于 

去中心化的优势，单个节点数据的改变并不会对其他节点数据产生影响。在该方案中，数据拥有 

者将个人的电子病历相关数据进行加密后上传至分布式数据库中，并在其他的节点实现数据加密 

共享。区块链的特点保证了电子病历数据是以密文的形式进行传输，而且区块链账户的匿名性 

特征保护了数据用户真实身份的隐私性。其他数据用户如果想获得上述电子病历的数据，可以向 

数据拥有者发送共享权限请求从而获得秘钥进行解密。该方案将电子病历存储于分布式数据库 

中并进行加密，保证了电子病历数据的安全性和隐私性。并且，电子病历被存储于区块链的多个 

节点上，除非发生半数以上的节点被攻击，否则这些电子病历数据是无法被篡改的，这也体现 

了区块链技术不易被篡改的特征。因此，该方案不仅可以实现电子病历数据的高效传输，还能有 

力保障电子病历数据的安全性、隐私性和防篡改。 

基于区块链的医药溯源模式创新 

 

 

图 4  基于区块链的医药溯源模式设计 

 

基于区块链技术，构建如图 4 的医药溯源方案流程。在该方案中，药品生产企业、物流分销 

企业和医药医疗机构共同建立信息监测平台，结合区块链技术获取药品生产到销售和使用的全部 

信息，包括药品生产企业名称、药品原料、生产日期等生产信息，分销时间、分销地点、分销 

企业等物流信息，以及患者身份、患者就诊记录、患者用药记录等药品使用信息。这些信息全部 

上传至区块链，并由消费者发起药品溯源请求，通过共识机制和验证机制实现信息的查询证伪等。 

因此，药品的所有历史流转信息，如数据的更新、信息的补充和数据的删减等均可通过账本功能 

查询获得。在该方案的业务流程实现和成员权限管理中心，智能合约技术是关键，数字签名和 

身份验证过程保证了信息的真实有效以及数据的不被篡改。如果有假冒企业伪造生产药品，在信 

息上链过程中则会出现信息不一致的情况，进而根据链上防伪机制追溯到伪造药品信息。传统 

的业务流程存在溯源主体和客体协作不一致、工作融合不足的问题，基于区块链的医药防伪溯 

源模式，操作流程简洁，系统响应快捷，溯源信息具有较高的完整性和隐私性。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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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Management Vol. 5 No. 2, 2021 

基于区块链的医疗保险机制创新 

 

 

图 5  基于区块链的医疗保险机制设计 

 

基于区块链技术，构建如图 5 的医疗保险机制，其中智能合约是医疗保险合同双方权利

和义务的协议书，即利用智能合约技术实现合同双方数字化身份的认知和识别。在该方案中， 

医院将用户的医疗信息上传至区块链，并设置信息访问和查询秘钥，用户拥有信息查验权限， 

保险公司可以在签订保险合约前进行信息查询。保险公司通过发送查询请求至区块链节点， 

获得用户医疗相关信息。用户与保险公司签订医疗保险合约之后，区块链以智能合约的形式自

动完成保险项目推荐和自动赔付等内容，用户则可根据个人的医疗信息选择适合自身条件的保

险项目。智能合约技术完美解决了医疗保险交易中各利益相关方信息不对称、医疗信息易泄露

等问题。基于区块链的医疗保险机制中，医院经过加密将用户信息上传至区块链，保障了医疗

数据的安全性；保险公司根据用户信息自动向用户推荐针对性的保险产品，验证了数据的真 

实性；用户根据实际状况自动获得保险赔付，提高了服务效率。因此，该方案为医疗保险各方 

带来了便利和收益，基于该方案的医疗保险监管也更加透明和高效。 

 

结论与对策 

区块链技术可以推进医药医疗产业未来创新发展，实现医院信息化管理水平。本文以 “区块 

链 + 医药医疗” 为研究对象，利用归纳方法与演绎方法，在分析 “区块链 + 医药医疗” 的相关研 

究进展和应用现状的基础上，从 “电子病历+医药溯源 + 医疗保险” 维度提出了基于区块链技术 

的医药医疗供应链商业创新模式。本文研究结果丰富了区块链技术在医药医疗行业的研究， 

拓展了 “区块链 + 医药医疗” 领域的研究维度，为区块链技术的创新应用以及医药医疗产业的

转型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实践依据。为推进区块链技术和实体产业的融合发展，中国政府 

提出，“加强对区块链技术的引导和规范，加强对区块链安全风险的研究和分析” 。“区块链 + 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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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 的深度融合发展仍需要克服诸多难题，因此为进一步促进区块链技术在医药医疗行业的 

应用创新，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和建议： 

梳理正确的应用理念，转变区块链技术应用的认识误区。 

区块链技术对于促进产业变革、创新发展模式和提高信息化水平等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当前的医药医疗系统仍是 “中心化” 的服务管理模式，产业发展的利益相关方对区块链技术的

认识直接关系到医药医疗行业信息化改革进展和成效。因此，在推进 “区块链 + 医药医疗” 改革

的进程中，应加强区块链技术应用知识的普及和宣传，积极引导和改变当前医药医疗系统生产

管理理念，让产业发展各利益方充分认识到区块链技术去中心化、防隐私、安全性和高效率等

方面的特点优势。同时还应认识到，区块链技术在全球都仍处于相对初步的发展阶段，从动态 

和长远发展来看，还应加强技术研发和知识教育的投入，特别是提高医药生产者、医疗机构、 

患者等对区块链技术的认识与应用，建立 “区块链 + 医药医疗” 的基础知识教育培训体系，以政 

府机构为核心平衡各方利益并引导医药生产企业、医疗机构规划区块链技术应用普及工作安 

排，为区块链技术在医药医疗行业的应用推广奠定良好的基础。 

加强区块链技术研发，深入推进在医药医疗行业的应用。 

虽然区块链技术在医药医疗行业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但是仍存在部分应用缺陷，使得 

“区块链 + 医药医疗” 的深度融合存在难度。因此，为了使区块链技术在医药医疗行业的应用尽快 

取得突破性进展，一方面，应支持相关企业区块链技术研发人才队伍建设，加强相关技术领军 

人才和拔尖人才培养。当地政府部门应大力实施区块链技术人才战略，补齐医药医疗产业发展 

人才短板，出台相关支持政策，从人才数量、结构、层次等方面构建 “区块链 + 医药医疗” 人才 

培养体系。通过重大项目、科研平台吸引国内外优秀人才和紧缺人才，打造 “区块链 + 医药医疗”  

的应用创新发展人才高地。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医药医疗企业或机构 “区块链 + 医药医疗” 的 

创新发展主体作用，引导企业积极探索区块链技术在医药医疗行业应用的深度和广度。积极推进 

企业间的技术研发合作，加强区块链技术在医药医疗行业应用的联合攻关。加强医药医疗企业 

内部的区块链技术应用培训，扩大技术应用实践范围，营造企业创新变革环境，提高技术推广 

和应用效率。此外，还应加强企业或机构间的信息互联互通，加强医疗业务协作，深化 “区块链  

+ 医药医疗” 的商业模式改革，促进提高区块链技术在医药医疗行业的落地实效。 

制定 “区块链 + 医药医疗” 应用标准和法规体系，保障产业有序发展。 

区块链技术在任何行业的应用，都应符合相关标准要求，都必须遵守相关法规制度。 

只有在严格的标准和法规体系下，才能保障区块链技术应用和推广的有序开展。因此，为推进

“区块链 + 医药医疗” 的应用创新，应加强相关标准和法规体系建设。一是，构建符合当前发展

形势的区块链和医药医疗产业融合应用法规标准。现有的法规标准已无法适应新技术发展和应

用的需要，不利于新兴业态和新型商业模式的发展，并将导致各项政策法规与行业变革、区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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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技术创新之间存在诸多矛盾。因此，应从实际国情和产业发展现状出发，加快推进 “区块链+

医药医疗” 的基础标准、信息安全标准和行业应用标准等多维标准体系建设，不断完善相关法

规和标准体系，促进区块链技术的合理化和科学化发展。二是，加强区块链技术在医药医疗行

业应用创新的监督管理，防范产业变革风险。引导医药医疗产业相关主体共同参与区块链技术

研发与应用的监督工作，创新监督手段和技术，强化动态监督和科学监管。鼓励相关企业或机

构开展相互认证工作，引入 “区块链 + 医药医疗” 第三方监管机制，保障医药医疗产业规范化 

发展。严厉打击借助区块链技术进行的诈骗行为，保障 “区块链 + 医药医疗” 的融合健康发展。 

三是，提高医药医疗企业或机构的区块链安全风险防控意识，建立安全防控网络，防范并化解 

潜在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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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现有教学质量的研究大多探讨教师层面因素与环境层面因素的影响因素上，本文基于社

会资本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探索中国高校教师的志愿精神在教学投入与教学质量之间的中介

作用，弥补高校教师无私志愿精神的影响及作用机制。通过问卷调查，探究三个变量间之间关

系。共发出问卷 130 份，回收后有效问卷 122 份，有效问卷比率为 93.85%。量表之信效度均达

学术研究之测量标准。测量工具以 SPSS 24.0 进行统计，调查结果发现：(1) 教学投入正向影响

教学质量；(2) 教学投入正向影响志愿精神；(3) 志愿精神正向影响教学质量，以及 (4) 志愿精神

在教学投入与教学质量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关键词：教学投入  志愿精神  教学质量 

 

Abstract 

Most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teaching quality discuss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eacher-

level factors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 and the theory of social 

exchang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Chinese university teachers’ volunteerism 

between teaching input and teaching quality, and makes up for the influence and mechanism of 

teachers’ selfless volunteerism.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 variables. A total of 130 questionnaires were sent out and 122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with a valid questionnaire ratio of 93.85%.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scale are up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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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ndard of academic research. The measurement tool was statistically counted as SPSS 24.0, and 

the research results were obtained by hierarchical multiple regression method: (1) Teaching input 

positively affects teaching quality; (2) Teaching input positively affects volunteerism; (3) Volunteerism 

positively affects teaching quality, and (4) Volunteerism has some mediator effect between teaching 

input and teaching quality. 

 

Keywords: Teaching Input, Volunteerism, Teaching Quality 

 

引言 

高校教学质量是评估学院绩效的重要因素，也是评估院校教育工作的重要标准，并受到

大学的高度重视 (Lawrence, 2019)。高校作为组织，其教师可以认同为组织内的员工，从管理学

分析，高度工作投入的员工具有较高的组织认同感、工作满意度和较低的离职意愿 (Adnan, 

2019)；从组织的角度看，工作投入水平提高，人们工作也可以全身心投入，工作效率与组织效

能也会提升，工作投入的状态有助于员工高效、健康和快乐地工作，对个体绩效和组织绩效产

生积极的影响 (Barbara, 2017)。 

Wu 和 Peng (2017) 研究表明，影响高校教学质量的因素主要有两类：(1) 教师层面因素， 

包括教师自身素养、教师教学组织、教师教学态度、教学安排、教师激励等；(2) 环境层面 

因素，包括高校的办学理念、学校资源、学校管理、教学经费、教学设施、教学过程、师资队 

伍等，这两类因素对高校教学质量的作用机制主要有外部性理论、场论以及自我效能理论 

3 种；虽有部分研究涉及大学教师的工作投入与教学质量，但对大学教师的工作投入与教学质

量的影响机制尚不十分清晰。在教师层次上，仍有许多不受控制的因素和机制影响着大学水平

教育的质量，未来的研究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和理论来审视。需要说明的是，现有高校教学质量

的研究大多数聚焦于学校、教师、家庭、学生自身等情境，而对教师主动志愿的研究较少， 

外部影响情境不同于教师情感与奉献的内部情景，在影响高校教学质量的研究亟待加强，以检 

验高校教学质量的普适性，并更好地为高校提高教学质量提供理论指导。 

以往研究大多关注外部因素对高校教学质量的影响，反映教师的技能（教学和科研 

技能）、学生特征（学习成绩和个人特征）、课程特征（反映学科的特征和社会需求学科的实 

用性）、互动过程（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学习环境、教育背景（教育机构和设备）、教育 

环境、学校之间的差异（整体水平和地理位置）、时代变化（经济发展和高等教育的发展阶段） 等  

(Xu, 2017)。员工对工作的投入是对工作的一种心理认识，而工作表现是对价值观的反映， 

这在组织管理实践中很普遍，并且会影响组织的绩效，也是目前组织行为学研究中的热点 

(Scott, Christopher, & Russell, 2017)。鉴于此，深入探索教师的教学投入对教学质量的影响非常

有必要，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单从一个视角去探寻教师行为对教学质量的作用机制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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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应从多种视角或理论来探索和解释。由此，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来分析

高校教师志愿精神在教学投入对教学质量影响中的中介作用。 

综上，根据社会资本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可知，在一个组织中，较高的工作投入水平对 

组织绩效产生一定积极的、直接的影响，并且工作投入可通过知识分享 (Lv & Bai, 2017) 对组织 

绩效产生间接影响。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来解释高校教师教学投入对教学质量的 

作用机制，包括教师志愿精神在教学投入对教学质量影响中的中介作用。理论框架见图 1。 

 

 

 

 

 

 

图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文献探讨与假设依据 

所谓高校教师的定义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高校教师如法国在 1984 年的《高等教

育法》提出的 “凡在高等学校工作的工作人员均属于教学人员，即包括专业技术人员、行政管理 

人员和工勤技术人员”，“狭义的高校教师专指在高等学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即从事教学科研 

工作的人” 由于研究的局限性与针对性，研究对象界定在狭义的高校教师上，并将相关的文献 

探讨及研究假设的提出，分别论述如下。 

教学质量 

在日益强调可持续发展、创新和国际化的今天，教学活动远远超出了我们传统的定义， 

被大地延伸和拓展。单纯片面的 “教” 或 “学” 都不能满足一个全面发展的人的需要，因此我们 

必需挣脱片面 “教” 或 “学” 的狭隘束缚，将传统观念进行揉合，构建一种促进师生共同发展的  

“以人为本” 的现代教学质量观。在建构主义、有效教学理论等现代教学理论的发展背景下， 

现代教学强调将教师的主导和学生的主体地位有机结合，学生在教师合理巧妙的问题情境设定 

中自主探究，在学习共同体的建立下合作学习。 

教学质量 (Teaching Quality) 是指教育水平高低和效果优劣的程度 (Polikoff & Porter, 2014)。 

教育质量主要受以下因素的影响：教育制度、教育计划，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组织的形式 

和过程、教师素质、学生基础、师生活跃水平，最终体现在教学质量上 (Lawrence, 2019)。衡量的 

标准是教育的目的，也是各级学校的教育目标；前者规定了受培养者的一般质量要求和培训的 

基本质量要求。后者是衡量合格人员的质量指标的方法 (Education Department, 2015)。 

 

教学投入 志愿精神 教学质量 

H4 

H1 

H2 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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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投入与教学质量 

社会资本理论强调，在组织中，工作投入作为社会资本这一重要组成部分，工作投入水平 

的高低对组织各项收益（即组织绩效）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并且较高的工作投入水平有助于强 

化人与人之间互惠合作的志愿精神，进而促进组织的运行。 

通过对高校教师的研究表明，教师在工作中所表现的工作态度 (工作投入、工作满意度、

组织承诺) 与工作绩效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关系 (Xu, 2015)。教师教学投入 (Teaching Input) 是指

教师能主动的参与教学工作且认同学校的教育活动，并乐在其中愿将时间、心力投入教学工作

的心理状态 (Feng, Yang & Lin, 2015)，教师会从教学工作表现中得到自我价值与尊严的重视， 

继续而提升其教学效能，也就是从自尊需求的角度，视教学投入为个体自尊或自我评价的主观 

感受；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高校教师教学投入与教学质量呈显著正向影响关系。 

教学投入与志愿精神 

Hu (2007) 提出了 “学校社会资本” 的概念。指在意识形态、道德、价值观、风俗等非正式

制度的影响和制约下，通过长期发展进行的交流、合作与互惠，形成了一系列相互联系和积累

的资源网络。其中，高校的社会资本促进了高校管理者、教师、学生、各行政管理部门与 

高校（院系）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合作，促进了高校自身协调发展。社会资本理论强调，在组 

织中，工作投入作为社会资本一重要组成部分，工作投入水平的高低对组织各项收益（即组织

绩效）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并且较高的工作投入水平有助于强化人与人之间互惠合作的志愿

精神，进而促进组织的运行 (Xu, Chen, & Mao, 2017)。在高校中，受市场经济潮流、高校扩招、 

等因素影响，教师工作投入构成的学校社会资本并不雄厚，加之教师与学生彼此之间的互助、 

奉献等志愿精神意识并不十分强烈，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的效果 (Wesley & Terry, 

2017)。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高校教师教学投入与志愿精神呈显著正向影响关系。 

志愿精神与教学质量 

前联合国秘书长 Annan, 2002 提出志愿精神 (Volunteerism) 的定义，志愿精神包括起来是

奉献、友爱、互助与进步；其中奉献是指不求回报的付出，是志愿精神的精髓，不计报酬、不求

名利、不要特权的情况下所做的行为；友爱是欣赏他人，与人为善。互助是高校教师凭借自己

的双手、头脑、知识、爱心开展的各项活动，以帮助出于困难中的其他人。 

Homans (1961) 认为社会交换理论是建立在理性主义和行动主义基础上的。在社会互 

动中，所有人的行为都基于交换活动，能够用 “成本”、“报酬”、“资源” 和 “奖励” 的概念来 

解释。Gouldner (1960) 认为在社会交换关系中，互惠原则是建立主导性交流的中心。Blau  

(1964) 提出人际互动有两种主要形式，一种是经济交换，另一种是社会交换。其中，社会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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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发生是以个体对对方的信任为基础的，只有相信对方会做出一定的回报，个体才会有所

行为，并且交换双方不只考虑自身的既得利益，双方之间的长期利益得到了更多的关注。 

同时，个人不仅期望财务和物质回报，而且期望更积极的回报，例如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目前高校内，高校教师并不十分相信学生有着自觉的学习态度和较强的学习能力，而学生同样

对教师的教学能力持怀疑态度，这种不信任环境下，降低老师之间的自我效能感，造成教师对

解决高质量的教育和学习问题没有采取积极的态度，进而影响教学质量 (Eric, Marc, & Simon,  

2018)。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3：高校教师志愿精神与教学质量呈显著正向影响关系。 

志愿精神的中介作用 

此外，将社会交换理论运用到知识管理领域，可发现，人与人彼此之间的知识分享同样

亦是一种理性的利益交往。由于知识分享行为没有合约或制度的规定，只有双方之间建立良好

互信关系，才容易促成彼此间的知识分享行为发生。因而，国内外众多学者运用社会交换理论

分析组织内工作投入对组织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在组织中若有较高的工作投入，可以提

高工作满意度、工作承诺和员工的情感投入，提高分享知识的意愿，减少离职意愿、管理 

成本，增强管理内部凝聚力和管理能力，提升组织绩效。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人们之间的知识分享也是一种理性的利益交流。由于没有知识分享

的合约或制度的规定，因此双方之间只能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才容易促成彼此间的知识分享

行为发生 (Cropanzano, 2005)；因而，国内外众多学者运用社会交换理论分析组织内工作投入对

组织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在组织中若有较高的工作投入，提高工作满意度，员工对工作

的敬业度和员工的情感投入，提高分享组织公民行为和知识的意愿，减少离职意向，降低管理 

成本和组织内部凝聚力，提高归属感提升组织绩效 (Adnan, 2019)。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4：高校教师教学投入会透过志愿精神影响教学质量。 

 

研究方法 

问卷设计 

根据 Schaufeli (2002) 对工作投入的维度划分，分为活力 (Vitality)、奉献 (Dedication) 和专

注 (Concentration) 三个维度，每个维度分别有 3 个测量题项。采用 5 点计分，1～5 分别表示 

“不符合～符合”。该量表的 α 系数为 0.91，各维度的 α 系数分别为 0.73、0.88、0.81。其 KMO 

值 0.916，近视卡方 635.083，累计解释变异量 59.396%，因子载荷 0.664-0.871。 

根据 Liang (2011) 志愿精神测量研究，得出高校教师志愿精神测量表，共有 3 个测量 

题项。采用 5 点计分，1～5 分别表示 “不符合～符合”。该量表的 α 系数为 0.83。其 KMO 值

0.714，近视卡方 139.113，累计解释变异量 74.897%，因子载荷 0.846-0.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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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高校教学质量的测量，采取 Liu, Zhang, 和 Gao (2017) 的量表，共分为 3 个测量题项。

采用 5 点计分，1～5 分别表示 “不符合～符合”。该量表的 α 系数为 0.73。其 KMO 值 0.631， 

近视卡方 45.737，累计解释变异量 57.804%，因子载荷 0.698-0.806。 

样本结构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 130 名江西某大学教师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当场发放回收

的形式，共回收 122 份有效问卷，有效率 93.85%。其中男教师占样本数的 73%，女教师占样本

数的 27%。年龄方面，25-30 岁的教师占样本数的 13.9%，31-40 岁的教师占样本数的 29.5%，

41-50 岁的教师占样本数的 50.0%，50 岁以上的教师占样本数的 6.6%。总体而言，样本 

分布较均匀，具有总体的代表性。 

 

资料分析与讨论 

共同方法偏差 

本文在施测时采用匿名等措施进行控制 (Zhou & Long, 2004)。使用 Harman 因子检验来检

查共同方法偏差。将所有观测变量一起做探索性因素分析，在未旋转的情况下得到的第一个主 

成分为 24.36%，远小于 40% 的临界值，故量表的同源偏差问题并不严重。 

验证性因子分析 

运用 SPSS Amos 24. 0 软件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法检验各变量的结构效度。首先，设定一

个三因子模型；然后，采用 χ2、RMSEA、CFI、GFI、NFI 等指标来说明模型的拟合情况。由表

１可知，三因子模型中的拟合指标 χ2
(80) = 101.590 (p>.05)，RMSEA = .047，CFI = .977，GFI 

= .903，NFI = .901，模型拟合较好。同时验证了 4 个可选择模型：(1) 模型 2，将志愿精神和教

学质量合并为一个因子；(2) 模型 3，将教学投入与志愿精神合并为一个因子；(3) 模型 4，将教

学投入和教学质量合并为一个因子；(4) 模型 5，将所有的变量合并为一个因子。依据 5 个模型

的拟合指数比较，模型 1 较其他 4 个模型而言更好地拟合数据。由此，3 个变量的独特性得到 

很好的支持。 

 

表 1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因子 χ2 df RMSEA CFI GFI NFI 

模型 1 三因子(教学投入、志愿精神、教学质量) 101.590 80 .047 .977 .903 .901 

模型 2 两因子(教学投入、志愿精神+教学质量) 124.102** 84 .063 .957 .886 .879 

模型 3 两因子(教学投入+志愿精神、教学质量) 197.420*** 85 .105 .878 .838 .808 

模型 4 两因子(志愿精神、教学投入+教学质量) 145.760*** 81 .081 .930 .878 .858 

模型 5 单因子(教学投入+志愿精神+教学质量) 110.161*** 78 .058 .965 .895 .893 

注：** p < .01,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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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相关系数和信度系数见表 2。教学投入与志愿精神 (r = .305,  

p<.01) 和教学质量 (r = .408, p<.01) 呈显著正相关；志愿精神与教学投入呈显著正相关 (r = .452,  

p<.01)。由此，相关系数的结果为假设验证提供了初步的证据。 

 

表 2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相关系数和信度系数 (N = 122) 

变量 M S.D. 志愿精神 教学质量 教学投入 

志愿精神 2.653 0.903 (.829) 
  

教学质量 3.306 0.750 .452** (.731) 
 

教学投入 3.545 0.645 .305** .408** (.913) 

注：** p < .01; 对角线为 Cronbach’s α 系数值 

 

假设检验 

依据 Baron 和 Kenny (1986) 的逐步检验法，采用层级回归方法检验前述假设（见表 3）。 

为检验志愿精神对教学投入与教学质量影响的中介作用，首先加入自变量教学投入；最后加入

中介变量志愿精神。由表 3 可知，模型 1 中，教学投入正向影响教学质量 (F = 23.987, p<.001,  

β = .408, p<.001)，即高校教师的教学投入越高，则教学质量越高，高校教师的教学投入每增加

1 个单位，则教学质量会增加 0.408 个单位；模型 4 中，教学投入与志愿精神 (F = 12.318, 

p<.001, β = .305, p<.001) 呈显著正向影响关系。即高校教师的教学投入越高，教师的志愿精神

也会越高，高校教师的教学投入每增加 1 个单位，教师的志愿精神会增加 0.305 个单位； 

模型 3 中，志愿精神与教学质量 (F = 30.790, p<.001, β = .452, p<.001) 呈显著正向影响 

关系，即高校教师的志愿精神越高，则教学质量越高，高校教师的志愿精神每增加 1 个单位， 

教学质量则会增加 0.452 个单位。此外，模型 2 中，在加入中介变量（志愿精神）后，教学投入

对教学质量的影响系数由 0.408 降低为 0.298 且显著。这说明志愿精神在教学投入与教学质量

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即高校教师的教学投入可以直接影响教学质量，同时高校教师的教学 

投入也可以通过志愿精神间接影响到教学质量。由此，假设 1~ 假设 4得到支持。 

 

表 3 回归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 

类别 解释变量 
因变量：教学质量 中介变量：志愿精神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自变量 教学投入 .408*** .298***  .305** 

中介变量 志愿精神 
 

.361*** .452***  

 R2 .167 .285 .204 .093 

 调整后 R2 .160 .273 .198 .086 

 F 23.987*** 23.687*** 30.790*** 12.318** 

注：β = 标准化回归系数；* p < .05; ** p < .01;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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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讨论与贡献 

本文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探索中国高校教师的志愿精神对教学质量的中 

介作用，理论贡献如下： 

高校教师教学投入对教学质量有显著正向影响结论，与 Wu 和 Peng (2017) 中有关教师的

教学质量驱动机制相符，教师的教学投入属于教学质量中的重要因素，高校教师的教学质量的

高低最终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的优劣。即在高校情景中，教学投入会对教学质量产生正面 

影响。 

高校教师教学投入对志愿精神有显著正向影响，志愿精神对教学质量有显著正向影响。 

有关大学优秀教师的特点主要包括品德高尚、有责任心、人格魅力、教学水平、创新精神、 

心理健康等 (Su, 2009)。而检验教师从教学工作表现中的不计报酬、不求名利、不要特权的情况

下所做的行为影响作用的研究尚不多见。由此，为未来教学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提供了一个新

的方向，既继续关注教师内在主动不求报酬与无私奉献因素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高校教师教学投入会透过志愿精神影响教学质量，根据 Hu (2007) 的 “学校社会资本”  

概念，高校教师与校内各关系相互交流与合作，也包括学生。较高的教学投入水平有助与强化

教师与学生互惠合作的关系，而促进组织的运行与提高教学质量。现有教学质量的研究大多探

讨教师层面因素与环境层面因素的影响因素上，而检验教师的自我价值与无私志愿精神的影响

作用的研究尚不多见。由此，为未来教学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既关注教

师本身职责的付出与校内相互合作关系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结论与建议 

结论 

本研究提出了一种教学质量模型，既志愿精神中介教学投入与教学质量的关系。得到以

下结论：教学投入正向影响教学质量，提高教学投入可以提高教学质量；教学投入正向影响志

愿精神，提高教学投入可以提高志愿精神；高校教师志愿精神会对教学质量产生直接的影响， 

提高志愿精神可以提高教学质量；高校教师教学投入会透过志愿精神影响教学质量，高校教师

可以通过教学投入与志愿精神来提高教学质量。 

1.  从高校管理角度而言，高校应采取有效的措施提高教师的教学投入。以往研究发现， 

高校教师出现教学投入降低的现象，多数是因为感觉到付出与投入存在不均衡状态。因而高校

要对教师工作给予政策支持，搭建沟通平台，确保教师职责与地位，保障教师教学目标明确、 

清晰，专人负责专项事务，将事务做精做细。 

2. 从高校教师角度而言，提高自身教学投入与志愿精神，不仅可以带来更好的教学质量

与自身口碑，还可以积累学校社会资本，促进高等学校自身协调发展，对高校教师来说属于利

己利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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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各大高校都在积极倡导弘扬志愿精神、建设和谐校园。志愿精神的核心要义可简单

概括为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 八个大字。通过研究发现教师的教学投入可通过志愿精神这

一中介变量对教学质量产生间接影响，因而在提升高校教师教学投入同时，可通过以下两个方

面提升教师志愿精神来实现对教学质量提高。首先，学校、学院要加强校园文化建设，通过举

办各类团体文化活动，让教师意识团队合作、互助、奉献、友爱等意识，让志愿精神潜移默化

进入教师的意识，使得其在教学过程中，彼此之间能互相帮助并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其次， 

教师在允许的条件下多积极参加学生组织的有关活动，拉近与学生之间的距离，促进学生与教

师之间的交流沟通，减少彼此之间的疏远化和淡漠化，感受到相互之间的友爱，提升教师志愿

精神，进而提高高校教学质量。 

建议 

本研究在研究设计上有部分局限性，故提供下列三点研究不足之处与建议供后续研究者

参考：(1) 采用了横断面的研究方法，后续的研究可以采用纵向的或者实验的研究方法，不仅能

避免同源偏差问题的出现，而且能增强相关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说服力；(2) 教学质量的测量

采取教师自评的方法，虽然这种测量方式被普遍认为是有效的，但是后续的研究最好能同时采

用教师自评和他人评价的方式；(3) 研究样本集中在江西省地区，后续的研究可以考虑通过对

更广泛的行业和区域取样，以进一步验证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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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汉语中一字多义的字不少，其中一个比较常用的是 “对” 字。本文根据五本汉语词典 

收集 “对” 字的含义，总共有十九个。 

 汉语水平考试 (HSK) 被泰国和国外的各个单位公认。因为凭汉语水平考试 (HSK) 成绩 

能应聘或者申请学习更高的汉语专业，所以不少学汉语的学生都希望能够通过汉语水平考试

(HSK) 并取得好成绩。本文在汉语水平考试 (HSK) 1-6 级语料库中搜索 “对” 字的含义，并与五本 

汉语词典收集到的含义进行对比与分析。结果搜索到十九个含义，分成六个级别，第一级别搜索 

到一个含义，第二级别搜索到三个含义，第三级别搜索到三个含义，第四级别搜索到五个含义， 

第五级别搜索到七个含义和最后第六级别搜索到十个含义。除此之外，本文还提供汉语水平 

考试 (HSK) 的考试成功策略。 

 

关键词：对  汉语水平考试  含义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words with multiple meanings in Chinese, and one of the most commonly 

used words is “对 (duì)” This article collected the meanings of the word “对 (duì)” from 5 dictionaries 

and found 19 total meanings. 

 In Thailand and other countries, the Chinese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HSK) is 

acknowledged. Many Chinese language learners have the goal to pass and get good results fro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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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HSK) in order to apply for studying Chinese at a higher level or 

work.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d the word “对 (duì)” found in the vocabulary in levels 1-6 of the 

Chinese Proficiency Test (HSK), analyzed, and compared the meanings found in 5 dictionaries. All 

the 19 meanings from the dictionaries were divided into levels including level 1 with 1 meaning, level 

2 with 3 meanings, level 3 with 3 meanings, level 4 with 5 meanings, level 5 with 7 meanings, and 

level 6 with 10 meanings. Furthermore,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e strategies for succes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HSK).  

 

Keywords:  The Word 对 (duì), Chinese Proficiency Test, Meaning 

 

引言  

在泰国，中文有很大的用途。例如教育方面，有许多泰国人需要学习中文；旅游方面， 

有许多中国游客来泰国旅游；以及贸易和商业方面，有许多中国企业家来泰国投资。因此，劳务市场

需要更多具备精通汉语的人才。 

选择中文人才必需要通过选拔熟练并真正地掌握中文的人。除了教育机构认可的合格 

证书，还有被泰国和国外各个单位公认的汉语水平考试 (HSK)。汉语水平考试 (HSK) 分成六个 

级别，第一级别最容易，直到第六级别最难。举办汉语水平考试 (HSK) 的单位 Hankao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Technology [Beijing] (2012) 规定每级别的语料库如下：第一级别规定 150 个词汇， 

第二级别规定 300 个词汇，第三级别规定 600 个词汇，第四级别规定 1,200 个词汇，第五级别 

规定 2,500 个词汇和最后第六级别规定5,000个词汇。 

汉语水平考试 (HSK) 各级别会有许多汉字，例如 “对” 字。在汉语水平考试 (HSK) 中发 

现含 “对” 字的词汇，第一级别有 1 个，第二级别有 3 个，第三级别有 3 个，第四级别有 6 个， 

第五级别有 11 个和最后第六级别有 19 个。 

笔者想在五本汉语词典 (Yang, 2016; Prawan, 2019; Xu, 2006; Xu & Yao, 2010; Liu & Pan,  

2008) 中研究 “对” 字的含义，并把所有收集到的含义与汉语水平考试 (HSK) 1-6 级语料库中的  

“对” 字进行对比与分析，以便于准备参加汉语水平考试 (HSK) 的应试者。 

笔者选择这五本汉语词典是因为这五本汉语词典里解释词汇并词组比较清楚，比如 

“对” 字解释了 15 个含义并有词组。 

 

研究目的 

1. 研究 “对” 字的具体含义。 

2. 研究汉语水平考试 (HSK) 1-6 级语料库中的 “对” 字的含义。 

3. 准备参加汉语水平考试 (HSK) 的应试者能够了解如何自我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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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  

中国长期以来是与泰国关系良好的国家。从泰国人中的华裔比例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他们占泰国总人口的 14% (Thanajirawat, Suesor, & Jirapatwarakul, 2019)。此外，目前中国在包

括泰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尤其是教育、旅游业、贸易和商业等方面。因此， 

如今的汉语是泰国最受欢迎的语言之一。Huanarom (2016) 提出，如今的汉语是最受欢迎的 

外语，不亚于英语或其他任何外语。从 2009 年开始的高考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国立教育考试

服务研究所（公共组织）中，第二外语能力测试资料库已增加  PAT7.4 汉语语言能力测试 

项目；加上 2015 年泰国发生了变化，使中文更加流行。Wang 和 Liu (2011) 提出，随着中国综

合实力的增强和对外交往的不断扩大，全球掀起 了学习汉语的热潮。根据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

导小组办公室 2007 年统计，目前全球有 30 多个国家、3000 多万人学习汉语，海外 2500 所 

大学和上万所中小学开设了汉语课程，学习者对海外本土化汉语教材需求的呼声越来越高。 

Xu (2009) 提出，汉语在泰国各行各业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目前汉语学习得到了泰国官方的明

确肯定和大力支持，学习汉语的泰国人越来越多。Kaewyod (2020) 提出 2015 年泰国加入东盟

经济共同体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之后，泰国政府制定了一项政策，以加深对中国语

言和文化的认知以及对东盟各国的了解。由于上述原因，泰国的汉语教学在小学、中学和高等 

教育水平上不断地受到泰国人的青睐，并且对中文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当劳动力市场上对中文人才的需求增加时，泰国人对学习汉语的兴趣也在增强。因此，

除了由教育机构认证为合格人员的学位以外，还有泰国和国际公认的汉语水平考试 (HSK) 

Kaewyod (2020) 提出，汉语水平考试，英文名称 “Chinese Proficiency Test” 或中文称为 “汉语水

平考试 (Hanyu Shuiping Kaoshi)”，缩写为 “HSK”，是一种评估使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者的汉语

水平考试。Huanarom (2016) 提出，对于汉语水平考试 (Hanyu Shuiping Kaoshi-Chinese Proficiency 

Test: HSK) 来说，有 6 个级别。 

第一级适用于了解简单的汉语单词和句子，学习 150 个单词的应试者。 

第二级适用于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运用简单中文进行交流，学习 300 个单词的应试者。 

第三级适用于能够运用中文交流在中国的生活、学习、工作和旅行，学习 600 个单词的 

应试者。 

第四级适用于能够在各种主题上运用中文进行交流，并且能够与运用中文作为母语的 

人流利的交流，学习 1,200 个单词的应试者。 

第五级适用于能够阅读中文报纸和杂志，观看并理解中国电视节目和电影，并能发表 

演讲，学习 2,500 个单词的应试者。 

第六级适用于能够很好的听和读中文新闻，能说出自己的意见或进行流利的中文写作，

学习5000个单词以上的应试者。Hankao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Technology [Beijing] (2012) 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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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水平考试 (HSK) 是一项国际标准化考试，重点考查汉语非第一语言的考生在生活、学习和 

工作中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考试等级包括 HSK（一级）、HSK （二级）、HSK（三级）、 

HSK（四级）、HSK（五级）和 HSK（六级）。 

中文中有很多汉字不是一个字一个含义，也有多义字，例如 “打” 字共有 26 个含义。 

Yamwong (2019) 提出，通过研究 “打 (dǎ)” 一词的含义，共有26个含义。还有 “看” 字共有 17 个 

义项。Li (2020a) 提出，现代汉语中 “看” 字共记录了两个词 “看 (kān)” 和 “看 (kàn)”，前者记为  

“看1”，后者记为 “看2”，它们的义项分布情况如下：看1 kān 动：(1) 守护；照料和 (2) 看押； 

监视。看２在现代汉语中共有 17 个义项，排列如下：1)（动）使视线接触人或物，2)（动）观察， 

3)（动）判断，4)（动）观赏、欣赏，5)（动）阅览、阅读.6)（动）用在表示动作变化的词或词组 

前面，表示预见到某种变化趋势，或者提醒对方注意可能发生或将要发生的某种不好的事情或 

情况，7)（动）想，8)（动）考虑，9)（动）访问、探望，10)（动）检查，11)（动）认为，12)（动） 

取决于、决定于，13)（动）认清、理解，14) 诊治，15) 照料，16)（助）用在动词或动词结构后面， 

表示试一试（前面的动词常用重叠式），17)（动）对待。Li (2020b) 提出，动词 “发” 在《代汉语 

词典》（第七版） 中有 18 个义项。除去第 18 个义项 “（名）姓”外，剩余 17 个义项的释义列举 

如下。1)（动）送出；交付：~货丨分~丨印~丨~了一封信，2) 派出去：发兵。3)（动）发射：~炮 

丨百~百中。4)（动）产生；发生：~芽丨 ~电丨~病丨这一带去年~了大水。5)（动）表达；发表：~ 

布百~誓百~言百~议论丨在报上~ 散文，6) 扩大；开展：~展百~扬百~育，7)（动）因得到大量财 

物而兴旺：~家丨暴~户百也这两年跑买卖可~ 了，8)（动）食物等因发酵或水浸而膨胀：面~ 了 

百~海参，9) 放散；散开：~散丨挥~丨蒸~，10) 揭露；打开：~现丨揭~百~掘，11)（动）因变化而 

显现、散发：~黄百~潮百~臭百~酸，12)（动）流露（感情）：~怒丨~笑百~愁，13)（动）感到 

（多指不愉快的情况）： ~麻百~痒百里~苦，14) 启程：出~丨整装待~百~夕至，15) 开始行动：~  

起丨奋~丨先~制人，16) 引起；启发：~人深省，17) 量颗，用于枪弹、炮弹:一 ~子弹丨上百~炮弹。 

不仅汉语可以一个字表达多个含义，泰语也有不少多义字。例如 “对”，Ruangjarernlap  

和 Sangkla (2018) 提出，กบั ส ำหรับ 可以表达 “对，对于，关于” 的意思。Siriphan (2020) 提出，  

“朝，对，向” 这三个词的含义相似，可以将它们翻译为泰文 “มุ่งไปยงั”。因此，对汉字的研究不 

能仅针对一种含义进行研究，必须深入研究中文单词的更多更全面的含义。 

考试需要在考试前做好准备。为了进行与语言相关的汉语水平考试 (HSK)，需要进行各

种记忆准备，以及必须了解考试成功策略。Thaweethanaviriya, Wasinanon, 和 Liu (2016)  

提出，新汉语水平考试或 HSK（4级）的得分不只是取决于这个人是否是擅于或精通该语言 

的人，也取决于这个人能够学习多少单词量、多少考试技巧和考试成功策略，并运用阅读的信

息来完成新的 HSK 测试（第4级），以弥补应试者不足；也要定期练习模拟考试并计时，这样在

考试中更容易取得成功。除了上面提到的考试成功策略，汉字理解也是阅读考试的重要组成 

部分。Jaiboon (2016) 提出，在学习不同的语言时，尤其是外语，不可忽视重要的词汇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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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没有词汇知识，语言学习者将无法更好地传情达意，无法达到学习语言有效进行交流的 

目的。除了进行各种记忆准备、了解考试成功策略和汉字理解，还必须由易到难循序渐进。Xin 

(2016) 提出，教师在教授时应注意由易到难循序渐进，根据课堂学生的实际接受情况进行适时

增减调整。其两个义项，对于教师来说在对外汉语课堂教学中建议将 “临时” 的两个义项进行分

开教学，先教授学生 “临时 l”，然后再教授学生 “临时 2” 的副词用法，最后再教授学生 “临时  

2” 区别词的用法。 

 

研究方法 

笔者首先在五本汉语词典中研究 “对” 字的含义；接着在汉语水平考试 (HSK) 1-6 级语料

库中研究 “对” 字的含义；然后把所有在五本汉语词典中收集到的含义与在汉语水平考试 

(HSK) 1-6 级语料库中研究 “对” 字的含义进行对比与分析。 

在汉语词典研究 “对” 字的含义 

 笔者研究 “对” 字的含义，来源于对三本汉语词典 (Yang, 2016;  Prawan, 2019;  Xu, 2006; Xu &  

Yao, 2010; Liu & Pan, 2008) 的参考。五本汉语词典解释分别如下： 

1.  Yang (2016) 在 Modern Chinese-Thai Dictionary.解释 “对” 字总共 16 个含义。 

 

表1  Modern Chinese-Thai Dictionary 解释的含义。 

号 含义 例子 

1 回答 
对答 

无言以对 

2 对待；对付 

对事不对人 

对疫下药 

一个对一个 

刀对刀，枪对枪 

3 朝着；向着 
对着镜子理理头发 

枪口对着敌人 

4 二者相对；彼此相向 

对调 

对流 

对立 

对坑 

5 
 

对面的；敌对的 

对门 

对岸 

对方 

对象 

对手 

做对 

6 使两个东西配合或接触 

对对子 

把门对上 

对个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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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Modern Chinese-Thai Dictionary 解释的含义。（继续） 

号 含义 例子 

7 投合；适合 

对劲儿 

对心眼儿 

两个人越说越投缘，越说越对脾气 

8 
把两个东西在一起互相比

较，看是否符合；对证 

校对 

对相片 

对笔迹 

对号码 

9 调整使合于一定标准 
对好望远镜的距离 

拿胡琴来对对弦 

10 相合；正确；正常 

你的话很对 

对，就这么办 

数目不对，还差得多 

神气不对 

11 掺合（多指液体） 
茶壶里对点儿开水 

朱砂里对上一点儿藤黄 

12 平均分成两份 

对半儿 

对开纸 

对股劈 

13 对子（名词） 
喜对 

五言对儿 

14 双（量词） 

一对喜鹊 

一对儿花瓶 

一对模范夫妻 

15 
用法基本上跟 “对于” 相同

（介词） 

对他表示谢意 

决不对困难屈服 

你的每句话对我都有启发 

大家对他这件事很不满意 

16 对不起  

 

来源：Yang (2016) 

 

表 2 The Chinese-Thai Dictionary of Common Words 解释的含义。 

号 含义 例子 

1 回答 

应对 

答对 

对答如流 

无言以对 

2 对待；对付 

对待 

对付 

对策 

她对我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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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The Chinese-Thai Dictionary of Common Words 解释的含义。（继续） 

号 含义 例子 

3 朝着；向着 

对准 

面对 

对牛弹琴 

这房子对着大街 

4 投合；适合 

对胃口 

对眼 

对劲 

5 
把两个东西在一起互相比

较，看是否符合；对证 

对比 

对照 

对笔迹 

核对 

校对 

对号码 

对答案 

6 调整使合于一定标准 
对表 

对距离 

7 掺合；增加 茶太浓了，给我对点儿水 

8 对面的；敌对的 

相对 

对坐 

对门 

对岸 

面对面 

9 平均分成两份 

对折 

对半 

对开纸 

10 正确 
对，就这么办。 

我这样说对吗？ 

11 正常 
味道不对 

他今天神色不对。 

12 二者相对；彼此相向 

对抗 

对立 

对手 

反对 

作对 

13 使两个东西配合或接触 
配对 

成双成对 

14 
用法基本上跟 “对于” 相同

（介词） 

对我说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会对他发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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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The Chinese-Thai Dictionary of Common Words 解释的含义。（继续） 

号 含义 例子 

15 双（量词） 

一对夫妻 

一对耳环 

一对蝴蝶 

16 对不起  

 

来源：Prawan (2019)  

 

表 3 Contemporary Chinese Learner’s Dictionary 解释的含义。 

号 含义 例子 

1 正确 

你写的字都对。 

你不遵守学校的规定不对。 

你实话实说，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对，对，就这么做。 

你的意见是对的。 

你答对了。 

你们做得对，我支持。 

她做了十道题，只对了四题。 

2 对待；对付 

下午的足球比赛，我们班对三班。 

比赛的时候，青年人对青年人，老年人对老年人。 

两队人马刀对刀，枪对枪地打起来了。 

开展批评的时候，应该对事不对人。 

3 朝着；向着 

我们教室的南面对着操场。 

我家跟他家门对门。 

照片儿上的她正对着我笑呢。 

她的脸对着墙，我看不清他的模样。 

她已经对准了目标。 

这两行字没对齐。 

4 使两个东西配合或接触 

把两张小桌子对起来，就大了。 

把两个沙发对起来，就能睡觉。 

这两把椅子一把高，一把矮，对起来不平。 

他们俩你唱一句，她唱一句，对起歌来。 

5 
把两个东西在一起互相比

较，看是否符合；对证 

考试的时候，不许对答案。 

对一下儿笔迹，就知道是谁写的字了。 

我要去跟她对对昨天的笔记。 

照片和真人对上了。 

她正在对名单，而且对得很仔细。 

你对到第几题了？ 

6 调整使合于一定标准 

我的手表不太准，我得对一下儿我的手表。 

明天早上咱们六点出发，现在咱们对一下儿表。 

这架琴已经对过音了。 

照相的时候，我常常对不好光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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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Contemporary Chinese Learner's Dictionary 解释的含义。（继续） 

号 含义 例子 

7 掺合；增加 

我喜欢喝对牛奶的咖啡。 

这杯酒里对水了。 

你往里对点儿凉水就不烫了。 

你要是再对点儿红色，就好看了。 

这些颜色对得太深了。 

8 双（量词） 

中国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 

你养的这对小猫真好看。 

我买了一对新沙发。 

这两对花瓶儿大小一样，颜色不一样。 

这些枕头套对儿对儿都很漂亮。 

9 
用法基本上跟 “对于” 相同

（介词） 

老师对学生很关心。 

他对中国历史不太了解。 

他们对我们很热情。 

小王对我直摆手。 

吸烟对身体没有好处。 

对这里的情况，我比较熟悉。 

对生活有困难的同学，大家应该帮助他们。 

对孩子们的热情，我们应该鼓励。 

对沙漠地区的人来说，水是宝贵的。 

我谈了对这件事的看法。 

10 对待；对付 

主任对待我们的热情。 

年轻人对待老年人要有礼貌。 

我们应该以友好的态度对待客人。 

要正确对待自己的成绩。 

11 对面的；敌对的 

这场足球比赛，对方输了一个球。 

我们大学对面是一家很大的百货大楼。 

我们的对面走过来了两个人。 

12 会话；对话 

他们在房间里聊天儿，我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我很喜欢电影里父亲和孩子的那段对话。 

这篇文章是几个朋友之间的对话。 

他和玛丽的对话说得很快，我没听清楚。 

你们在电话里的对话被我录了下来。 

13 对不起 
对不起，我来晚了。 

都怪我没把话说清楚，对不起，对不起。 

 

来源：Xu (2006)  

 

表 4 800 Chinese characters 解释的含义。 

号 含义 例子 

1 正确 

你说得对。 

你的神色不对。 

这道题做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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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800 Chinese characters 解释的含义。（继续） 

号 含义 例子 

2 
把两个东西在一起互相比较，

看是否符合 

查对 

对照 

对结果 

3 朝着；向着，对面的；敌对的 

对待 

面对面 

大门对着山。 

4 双（量词） 一对耳环 

 

来源：Xu 和 Yao (2010)  

 

表 5 A Learner’s Chinese Dictionary: Illustrations of The Usages 解释的含义。 

号 含义 例子 

1 对待；对付 

批评要对事不要对人。 

他俩刀对刀、枪对枪，练起了武术。 

A: 下午比赛的是哪两个队？ 

B: 北京队对上海队。 

2 朝；向；面对 

A: 你的房间怎么样？ 

B: 哪儿都挺好，就是窗户正对着大街，不太安静。 

她背对着我，说什么我没听清。 

图书馆跟教学楼门对门。 

3 投合；适合 

他俩不对脾气。 

没想到两个人还挺对心思。 

这个菜对奶奶的口味儿。 

4 
把两个东西在一起互相比

较，看是否符合 

他俩对了表，约定了时间。 

A: 你是不是把电话号码搞错了？ 

B: 我把号码又对了一篇，没错。 

5 掺和 
请往茶杯里再对点儿水。 

他喜欢在咖啡中对点儿奶。 

6 

（介）引进对象或事物的关

系者。与名词、代词或短语

组成介词短语做状语。 

父母对我抱有很大的希望。 

老百姓对这件事很不满意。 

 

来源：Liu 和 Pan (2008) 

根据这五本汉语词典可见 “对” 字总共有 19 个含义，笔者将五本汉语词典中 “对” 字的含

义总结如下： 

 

表 6 笔者总结五本汉语词典发现 “对” 字的含义。 

号 含义 

发现 “对” 字的汉语词典 

《现代汉泰

词典》 

《汉语常用

字字典》 

《当代汉语

学习词典》 

《汉语 800

字》 

《学汉语用

例词典》 

1 回答      

2 对待；对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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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笔者总结五本汉语词典发现 “对” 字的含义。（继续） 

号 含义 

发现 “对” 字的汉语词典 

《现代汉泰

词典》 

《汉语常用

字字典》 

《当代汉语

学习词典》 

《汉语 800

字》 

《学汉语用

例词典》 

3 朝着；向      

4 二者相对；彼此相向      

5 对面的；敌对的      

6 使两个东西配合或接触      

7 投合；适合      

8 
把两个东西在一起互相比

较，看是否符合；对证 
     

9 调整使合于一定标准      

10 相合；正确      

11 掺合；增加      

12 平均分成两份      

13 对子（名词）      

14 双（量词）      

15 
用法基本上跟 “对于” 相同

（介词） 
     

16 正常      

17 使两个东西配合或接触      

18 会话；对话      

19 对不起      

 

针对汉语水平考试 (HSK) 中的 “对” 字进行分析 

笔者从五本汉语词典 (Yang, 2016; Prawan, 2019; Xu, 2006; Xu & Yao, 2010; Liu & Pan,  

2008) 做参考，总结如下： 

 1. 在汉语水平考试 (HSK) 一到六级别语料库中找到的 “对” 字总共 10 个含义如下： 

  - 对不起 

  - 相合；正确 

  - 用法基本上跟 “对于” 相同（介词） 

  - 会话；对话 

  - 二者相对；彼此相向 

  - 把两个东西在一起互相比较，看是否符合；对证 

  - 对待；对付 

  - 对面的；敌对的 

  - 投合；适合 

  - 对子（名词） 

 2. 在汉语水平考试 (HSK) 1-6 级语料库中找到的 “对” 按照级别分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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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汉语水平考试 (HSK) 1-6 级语料库中找到的 “对” 含义总结。 

级别 在表 6 对应的序号 含义 总共（含义数量） 

1 19 对不起 1 

2 

10 相合；正确 

3 15 用法基本上跟 “对于” 相同（介词） 

19 对不起 

3 

10 相合；正确 

3 15 用法基本上跟 “对于” 相同（介词） 

19 对不起 

4 

10 相合；正确 

5 

15 用法基本上跟 “对于” 相同（介词） 

19 对不起 

18 会话；对话 

4 二者相对；彼此相向 

5 

10 相合；正确 

7 

15 用法基本上跟 “对于” 相同（介词） 

8 
把两个东西在一起互相比较，看是否符

合；对证 

19 
把两个东西在一起互相比较，看是否符

合；对证 

2 对待；对付 

5 对面的；敌对的 

18 会话；对话 

6 

10 相合；正确 

10 

15 用法基本上跟 “对于” 相同（介词） 

8 
把两个东西在一起互相比较，看是否符

合；对证 

19 
把两个东西在一起互相比较，看是否符

合；对证 

2 对待；对付 

7 投合；适合 

5 对面的；敌对的 

18 会话；对话 

13 对子（名词） 

4 二者相对；彼此相向 

 

关于准备参加汉语水平考试 (HSK) 的考试成功策略的意见 

 汉语水平考试 (HSK) 一共有六个级别，每级别分为听力、阅读和写作三部分。  

 听力部分。提前准备考试的方法，除了重复地练习甚至熟练或者加强记忆自己要考试的 

语料库，例如 “对” 应该记住并了解在该级别发现的所有含义的用法，在考场的考试成功策略也

非常重要  Thaweethanaviriya, Wasinanon, 和 Liu (2016) 提出策略或者测试人员应该意识是必须

在开始聆听之前要阅读理解的问题，找出问题的重要性并听取第一位发言人，以便考虑是否符

合问题的重要性，要是符合或者与问题重要性一致就立即将视为正确，但如果有矛盾或根本不 

在谈论所给出的问题将视为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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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部分。阅读部分的考试前准备，定期练习阅读中文文章和加深汉字记忆，例如上文

提到的 “对” 字应该记住并了解所有含义的用法，是绝对必要的方法。如果记住的汉字不够用就

无法了解该文章。除了考试前的准备，考试成功策略也同样重要 Thaweethanaviriya, Wasinan,  

和 Liu (2016) 提出，文章阅读策略要求练习阅读以分析问题，并仔细考虑文章中提供的选项， 

要是文章中没有提到该选项就立即删除该选项。 

 写作部分。在听力和阅读部分，重点是从规定的事物中进行理解，就是聆听理解和阅读

理解。而对于写作，这将是沟通、传达给其他人理解的部分，将从三方面进行评估：词汇运用

是否恰当；语法是否正确；语言综合运用是否合适。因此，应试者要不断地练习造句并运用 

更丰富的、多元的词汇。 

 各级汉语水平考试 (HSK) 的准备工作都需要应试者加深理解词汇用法并加强词汇记忆。 

在日常生活中运用中文与中国人或泰国人交流，并定期阅读中文，练习以词汇、语法和各个结

构来造句直到融会贯通；还要通过汉语水平考试 (HSK) 模拟试卷重复的地练习，按照考试要求

的时间来完成训练，这样才能够感受到在考场当时的氛围和压力。如果能根据以上建议来 

实行，通过考试的机率也会大大的增加。 

 

总结与讨论 

笔者研究 “对” 字的含义，是基于参考五本重要的汉语词典 (Yang, 2016; Prawan, 2019;  

Xu, 2006; Xu & Yao, 2010; Liu & Pan, 2008)。每本汉语词典解释 “对”  字的含义总共19 个含义。 

 笔者把在汉语水平考试 (HSK) 1-6 级语料库中的 “对” 字 Hankao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Technology [Beijing] (2012) 分成六个级别。第一级别搜索到一个含义，第二级别搜索到三个 

含义，第三级别搜索到三个含义，第四级别搜索到五个含义，第五级别搜索到七个含义和最后 

第六级别搜索到十个含义。然后把这六个级别的含义与五本汉语词典搜索到的 “对” 字的含义 

对比，总共发现 10 个含义：有对不起（比如对不起，我来晚了）；相合、正确（比如你的话很对）， 

用法基本上跟 “对于” 相同（介词）（比如对他表示谢意）；会话、对话（比如你们在电话里的对

话被我录了下来）；二者相对、彼此相向（比如对调）；把两个东西在一起互相比较看是否符合、 

对证（比如对号码）；对待、对付（比如对事不对人）；对面的、敌对的（比如对方）；投合、适合 

（比如对心眼儿）和对子（名词）（比如喜对）。 

 对于想为各个级别的汉语水平考试 (HSK) 做准备的应试者，考试前需要准备的事项分成 

三个部分。第一是听力部分，第二是阅读部分和第三是写作部分。各个部分不仅要记住汉语 

词语，运用中文与中国人或者泰国人交流、定期阅读中文，练习运用词汇、语法和结构来造句 

直至精通，还要通过汉语水平考试 (HSK) 虚拟测试来重复地练习，以便熟悉考场和真实考试的 

氛围。这样考试之时或多或少能科学有效地减轻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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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 世纪中期的美国社会，当后现代主义思潮席卷哲学、建筑、社会政治和文学批评等众

多领域时，小说走下文学圣坛，通俗文学作品成为文化消费商品，而言情小说的创作与发展亦

体现出明显的娱乐消费性。梳理从 18、19 世纪之交的引诱言情小说至 20 世纪的新女性言情小

说的发展历程，可见美国言情小说在 20 世纪 60 年代前后新旧交替、传统与反叛糅杂，新哥特 

言情、甜蜜野蛮言情和新女性言情依序登场，但这个衍变过程中呈现更多的是对传统的继承和

延续，而对当时社会反叛因素的现实观照却明显滞后于时代发展。 

 

关键词：后现代  美国言情小说  继承与反叛 

 

Abstract 

American society in the mid-20th century witnessed a postmodern trend which had swept across 

almost every area of socio-culture sphere as philosophy, architecture, politics and literary criticism. 

Then fiction was no longer the privilege of literary elites, popular fiction became cultural commodity 

and the creation as well as development of its sub-genre, romance fiction demonstrated an obvious 

entertaining tendency. Reviewing the evolution from seductive fiction in the turn of 18th to 19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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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ury to new women’s romance of 20th century, American romance fiction unfolded a transition 

from the old to the new and a repetition from tradition to rebellion in pre- and post-1960s when gothic 

romantic fiction, sweet-and-savage romance, and new women’s romance came into being 

accordingly. This evolving process reveals more about the inheritance and continuity of creating 

tradition, whereas its attention to social rebellion evidently lags behind the development of times.  

 

Keywords: Postmodern, American Romance Fiction, Inheritance and Rebellion 

 

引言 

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如《飘》、《爱情故事》和《廊桥遗梦》之类的畅销美国言情小说 

在精英学者看来，只不过是关注两性情爱的消遣品，不值得深入研究，更勿论列入文学史殿堂、 

与经典精英文学共享后世敬仰的荣光。20 世纪中叶美国社会进入消费主义无孔不入的后工业 

社会，通俗文学作品成为文化消费商品，庞大的通俗小说作者群和动辄百万册的销售量表明通俗 

文学市场运作的巨大成功，并使其影响力直接扩展到了严肃的文化艺术领域。彼时，一股秉承 

怀疑精神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与轰轰烈烈的反主流文化运动、民权运动、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 

性解放等运动结合起来，席卷哲学、建筑、社会政治和文学批评等众多领域。后现代主义思潮 

影响下，小说走下文学圣坛，通俗小说发展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而言情小说的创作亦体现 

出明显的娱乐消费性。但异于同样标榜市场决定一切、时代潮流决定创作模式的其他通俗类型， 

作为美国通俗小说大军之长盛不衰的言情小说在 20 世纪 60 年代前后新旧交替、传统与反叛 

糅杂，呈现更多的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延续，而对当时社会反叛因素的现实关照却明显滞后于时 

代发展。 

反主流文化运动、后现代主义思潮与美国通俗小说 

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社会可谓反主流文化运动 (Counter-culture Movement) 兴衰史的 

写照，期间民权、女权、反战、性解放等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相互激荡，夹杂着后 

现代主义等思潮，汇成一曲振聋发聩、改天辟地、余音久远的时代交响乐。反主流文化运动以 

1963 年 11 月约翰·肯尼迪总统遇刺事件开始，到美国从越南撤兵、1974 年尼克松总统下台时 

告终。广泛紧张的社会局势引发了美国社会各界对涉及人类的性行为、妇女权利、传统的范式、 

精神药物的试验以及美国梦的不同讨论和解释。既此，许多与这些问题相关的关键运动都在 20 

世纪 60 年代这场反主流文化中得以孕育、诞生乃至发展壮大，其中以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勃兴 

最为瞩目。如何界定源自现代主义却又反叛现代主义的后现代主义 (Postmodernism) 是一个难题， 

毕竟其在思想模式上的反本质主义、消解中心倾向尤为明显。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代表思想家 

贝尔、利奥塔德、杰姆逊看来，后工业社会里的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极端扩张而导致的文化 

霸权主义，意味着话语沟通和制约的失效，鼓励文化亵神与信仰悼亡。后现代是一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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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价值模式，其表征为消解、去中心、非同一性、多元论、解 “元话语”、解 “元叙事”；不屈服 

于权威和专制，不对已有成规加以沿袭，不事逢迎，专事反叛；睥睨一切，蔑视限制；冲破旧 

范式，不断创新。詹明信还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纯文 

学与俗文学的界限基本消失。Baudrillard (2001) 认为，在消费社会，文化既是一种消费品，又是 

消费的形式，其重要特点即 “媚俗” 与 “流行” 按 (Zhu, 2011) 主编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思潮 

论稿》界定，“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在时间上出现于 20 世纪 60 年代、在空间上随着全球化趋势的

拓深而从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逐渐波及包括中国 (非资本主义社会) 在内的世界、在社会政治

经济层面与思想文化层面上既积极地主张多元差异并由此对抗本质主义形而上学、又在一定程

度具备自我反思性的当代现象” (p.9)。 

当以反权威、消解中心、睥睨文化专制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与秉承盈利与市场高于 

一切的美国通俗小说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是以，为占领更广阔的市场份额，美国通俗小 

说出版商抓住时代特征，将当时的通俗小说纷纷冠以 “反西部小说”、“新浪潮科学小说”、“新剑 

法武术幻想小说”、“新哥特言情小说” 等名堂，以彰显其站在时代先锋的潮流与品味。不过这场 

美国通俗小说的反叛潮流的真正高潮却是比反叛运动慢了一个拍子，出现在 70 年代。由此 

看来，“60 年代美国通俗小说大多表现出一种分水岭性质，即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交替相杂的 

性质” (Wan, 2000)。而作为美国通俗小说最长盛不衰的一个类型的言情小说在 20 世纪 60 年代 

前后也出现了新旧交替、传统与反叛交杂的现象，但表现出更多的是对历史因素的继承，而非 

反叛。 

美国言情小说的发展历程 

在讨论后现代主义思潮里美国言情小说创作模式的特点和衍变之前，应先行梳理美国言

情小说的发展历程。1789 年在波士顿匿名出版的《同情的力量；或，自然的胜利》标志着美国

第一部严格意义的引诱言情小说 (Seductive Fiction) 的诞生，该小说的作者后被考证为威廉· 

希尔·布朗。该书的出版同时也标志着美国第一步通俗小说，亦即美国第一部小说的诞生。《同

情的力量》以书信体的形式讲述了男主人公哈林顿爱上哈里奥特，却在两人订婚之际被告知哈

里奥特竟然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这场乱伦之恋以妹妹罹患肺结核身故、哥哥抑郁自尽而告终。 

这本以 “引诱—失身—自杀” 为模式的美国第一部言情小说显然是模仿英国引诱言情小说鼻祖

塞缪尔·理查森的《帕美拉》和《克拉丽莎》。在《同情的力量》里，布朗也通过书中人物的挣扎 

阐明了诱惑的危险和屈服于激情的陷阱，同时提倡对女性进行道德教育。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

初的美国引诱言情小说热潮里，苏珊娜·罗森的《夏洛特·坦普尔》自 1794 年在美国再版后成为

美国文学史上的第一本畅销书。此外，同期的汉娜·福斯特的《卖弄风情的女人》也是引起轰动

的引诱言情小说。19 世纪 20 年代之后，美国引诱言情小说热潮褪去，伴随第一次女权运动 

兴起，另一类反映妇女家庭婚姻问题的言情小说 (Women’s Fiction) 登上历史舞台。这类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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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不但作者是女性，阅读对象是女性，而且所述说的也是女性故事，是地地道道的女性言

情小说” (Huang, 2003) 请翻译。这类小说以性、感伤和宗教为要素，以道德说教为最终目的， 

依然带有引诱言情小说的印记。该时期代表作家有凯瑟琳·赛奇威克、玛利亚·麦金托什、 

艾玛 ·索思沃思等人。到了 19 世纪 70 年代，描写女店员、女裁缝等社会底层人员的婚恋经历的

劳拉·利比一改女性言情小说的感伤主义，而后格蕾丝·希尔用欢乐和微笑创作了一百多部同类

型小说，同时引发众多效仿者，是为蜜糖言情小说 (Molasses Fiction)。言情小说发展到第一次

世界大战后嬗变成以社会最底层各类女工为主角、专门描写肉欲情感的女工言情小说 (Working- 

girl Fiction)。这类小说作者不再以道德说教为己任，受英国自然主义文学影响，将赤裸裸的性 

描写应用于创作实践中，出现大量姘居、滥交和强暴等情节。如维纳·德尔玛的《坏女孩》、范尼· 

赫斯特的《后街》、克里斯托弗·莫利的《基蒂·福伊尔》等。到 20 世纪 30 年代末，女工言情小说 

式微，出现了以历史背景烘托爱情故事发展的历史言情小说 (Historical Romantic Fiction)，也涌现 

了诸如赫维·艾伦、玛格丽特·米歇尔、凯瑟琳·温莎和托马斯·科斯坦等著名言情小说家。以《飘》 

为代表的美国历史言情小说的兴起具有里程碑意义。二战后美国政治暴露小说的风行和美国大众 

性观念的变化促成了色情暴露小说 (Pornography) 的诞生和流行。众多色情暴露小说家中，最为 

著名的有格蕾斯·梅塔利尔、哈罗德·罗宾斯、杰奎琳·苏珊和欧文·华莱士。在其代表作《娃娃 

谷》中，杰奎琳·苏珊不仅刻画了 20 世纪 50-60 年代好莱坞娱乐圈的浮华幻灭和当时女性演艺 

生涯的沉浮，也深刻描绘了当时美国社会 “放纵革命”、“性解放”、女性主义等时代特征。60 年代 

后期又诞生了一种结合历史和哥特元素的小说——哥特言情小说 (Gothic Romance)。这类小说以 

历史为背景，同时包含有哥特小说中典型的阴森的大宅、密道和禁室等元素，普遍描述了勇敢

女主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该时期成就最大的作家为菲利斯·惠特尼、达奥玛·温斯顿、芭芭拉· 

迈克尔。7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初，凯瑟琳·伍迪威斯的《火焰与鲜花》、罗斯玛丽·罗杰斯的 

《甜蜜野蛮的爱》和贾内尔·泰勒一系列以 “野蛮”、“狂喜” 为书名的言情小说的出版和流行标志 

着甜蜜野蛮言情小说 (Sweet-and-Savage Romance) 的诞生和流行。此后受美国第二次女权运动 

兴起和埃里奇·西格尔《爱情故事》的出版和同名电影的上映，反映当代女性家庭婚姻问题的 

言情小说 (New Women’s Romance) 迎来了一股强劲的回归潮流，余韵直至 20 世纪末。同期作家 

海伦·范斯莱克的《富人与好人》、《三姐妹与陌生人》，简纳特·戴利一系列的肥皂剧小说等，都以 

女性角度出发，结合当代社会关注问题，反映了当代人对于爱情、婚姻和家庭各方面的思考。 

20 世纪 60 年代前美国言情小说的创作与特点 

如果按照普遍承认的 20 世纪 60 年代为时间点，那么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出现并横扫社会

文化各领域之前，美国言情小说的发展可以说是程式化、商品化、且是难以凸显时代特征的。 

作为通俗文学一种不可或缺类型的言情小说，美国言情小说自诞生之日起就秉承标准化、程式

化的创作规律。如上文所述的号称美国第一部言情小说《同情的力量》是《帕美拉》和《克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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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莎》的美国翻版，而同期的言情小说家苏珊娜·罗森、汉纳·福斯特、海伦娜·韦尔斯等的作品 

也基本沿用 “引诱——失身——自杀” 这一模式进行创作，充满了英式感伤主义文学色彩。而后 

在 19 世纪 30 年代流行的女性言情小说对引诱言情小说的继承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性构成了小说 

的基本情节；二是感伤贯穿情节的始终；三是宗教是解决矛盾的源泉和催人奋进的动力  

(Si, 2017)。该时期的女性言情小说家，如以刻画历经磨难、最终通过自身努力获取幸福成长的 

凯瑟琳·塞奇威克、以述说独立自强的女性故事的畅销作家玛丽亚·麦金托什等人，都继承了感伤 

主义文学印记，依旧在女性的爱情故事里渗透着道德说教的使命和美国清教主义的意识形态。  

此外，美国言情小说的商品化特征是符合通俗文学的基本特点的。向来被视为 “精神麻 

醉剂” 的通俗小说尽管也会对物质世界进行精神关照，但其创作主题的保守重复性、语言的通

俗直白性、审美功能的娱乐性，与追求立意新奇、执着于批判现实、苛求反思自省的精英严 

肃文学最终还是在后工业社会里达成分野。美国言情小说商品化特征随着印刷业的蓬勃发展、

畅销排行榜、利润最大化等因素而得到了扩大化；当排行榜、销量成为评价通俗小说的唯一指 

标时，大多数读者的审美和兴趣就成了小说创作主题的灯塔和出版商发行的风向标。据辽宁教育 

出版社与吉尼斯世界纪录有限公司联合出版的 2000 年版《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Kynaston &  

Song, 1999) 记载，二十世纪世界各国销量超过三千万册的小说共有三部，分别是：玛格丽特· 

米切尔的《飘》、哈泼·李的《杀死一只知更鸟》和杰奎琳·苏珊的《娃娃谷》(又译为《迷魂谷》)。 

玛格丽特·米切尔十年磨一剑的《飘》在 1936 年初版时以一日 5 万册、半年 100 万册、全年 200 

万册的畅销盛况震惊世界。《娃娃谷》通过作者杰奎琳·苏珊与身为知名公关宣传的丈夫一起展开 

少有先例的书籍巡回宣传行程后，成为全美畅销书，出版六个月内就销售出 680 万册，至今销量 

超过 3000 万册。《飘》作为美国历史言情小说代表，于 1937 年获得普利策文学奖和美国出版商 

协会奖，后被列入《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等各种文学史书；而《娃娃谷》则是美国色情暴露 

小说的代表作之一。这些言情代表作后皆通过改编电影取得了更大的知名度和小说销量、达成 

了言情消费品的利润最大化。直至今日，言情小说的程式化和商品化特征依旧颇受精英文学的 

诟病，但一部小说的畅销，本身就说明了其艺术价值；“如果它没有迎合少数人的胃口，那么它 

满足了多数人的需要” (Warren, 1993)。 

后现代主义思潮里美国言情小说的继承与反叛 

反主流文化运动兴起、后现代主义盛行于文学界之际，美国言情小说新旧交替，新哥特

言情重现生机。这一时期美国通俗文学受两者影响，如黑色悬念小说、新浪潮科学小说、新剑

法巫术幻想小说等都呈现了与时代动向紧密相连的反叛与创新，但言情小说的创作却并未完全

表露这一时代的风起云涌，更多的是反叛与守旧的交织更迭。受源于 20 世纪之交美国新闻 

界的 “揭丑运动” (Muckraking Movement)（又称 “扒粪运动”）的政治暴露小说的影响，结合 20

世纪 60 年代轰轰烈烈性革命运动辐射，这一时期美国言情小说衍生出一个分支——色情暴露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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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Management Vol. 5 No. 2, 2021 

小说。融合传统女性言情小说和政治暴露小说创作模式，美国色情暴露小说家们不仅仅用大量

富于挑逗性的性描写讲述男女主人公恋爱、结婚的过程，同时试图通过针砭时弊、暴露社会 

罪恶。二战后美国众多色情暴露小说家充当了 “muckrakers”（揭露丑闻的人/扒粪者），但他们并

不怎么认同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所说的 “有耙粪耙的人往往对社会的福祉是必不可少的; 但前提

是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止 ‘扒粪’”，相反地，他们披着 “色情小说” 的外衣深挖着各行各业 

的丑闻。格蕾斯·梅塔利尔在长篇小说《佩顿镇》里用极度煽情的语言刻画了一个新英格兰小镇

的道德沦丧及由此发生在社会名流圈里的强奸、私通、滥交、乱伦等种种丑恶现象。欧文· 

华莱士《查普曼的报告》通过 5 个志愿者参与的性行为实验直接演绎了阿尔弗雷德·金赛的 

《人类女性性行为》。杰奎琳·苏珊在代表作《娃娃谷》里写尽其多年在百老汇、好莱坞、电视圈 

工作的经历与感悟，更深刻揭露了当时好莱坞娱乐圈的纸醉金迷、女明星在名利场的沉浮和 

诸多社会名流肮脏的嘴脸。但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随着英国女作家达芙妮·杜穆里埃长篇 

小说《丽贝卡》(1938) 和同名改编电影（又译作《蝴蝶梦》）的风行，美国女作家菲利斯·惠特尼、 

芭芭拉·迈克尔、塞西莉·克劳等人又将哥特元素引入言情小说中，阻挠了时代特征在言情小说 

领域的渗透。6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节制和纯情仍是言情小说的的意识形态准则。这些作家 

笔下的故事《黑色琥珀》、《黑塔的主人》、《基尔拉文之塔》等以历史言情小说为主食，加入 

了古堡密道等哥特的配菜，渗入些悬念和探案，再撒点超现实主义的佐料，一盘盘“旧菜新炒”  

的美食便热腾腾的出锅了，一时引来点餐者无数。 

“性解放” 运动导致社会道德混乱，美国言情小说色情倾向严重。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

特·米德的《萨摩亚的成年》(1928) 将性革命带入了公众视野，美国生物学家和性学家阿尔弗雷

德·金赛《人类男性性行为》(1948) 和《人类女性性行为》(1953) 这两份名噪一时的报告不仅推

动了对同性恋和双性恋课题的讨论和进一步探索，对后来的妇解女权、性教育和堕胎等课题的

论争影响深远，当时更普遍被认为是 20 世纪 60 年代性解放的导火索。与 60 年代早期开始的美

国第二波女权主义浪潮和妇女解放运动相一致的是，性解放运动在女权主义理论家的帮 

助下，共同挑战关于女性性行为和酷儿性行为的传统观念。在女权主义的早期观念中，妇女解

放往往被等同于性解放，而不是与性解放联系在一起。许多女权主义思想家认为，确立性的首

要地位将是朝着妇女解放的最终目标迈出的重要一步，因此妇女被敦促发起性进步，享受性， 

并尝试新的性形式。性解放革命与第二次女权运动结合至此便导致了传统两性关系和性观念摧

枯拉朽式的瓦解和坍塌。但性解放运动对美国言情小说界最猛烈的冲击却延迟到 20 世纪 70 年

代初期，直至《火焰与鲜花》、《甜蜜野蛮的爱》等一系列 “甜蜜野蛮言情小说” 又或 “煽情 

小说” (Bodice-rippers) 的出版，才宣告大众对哥特言情小清新的厌倦。凯瑟琳·伍迪威斯、罗斯

玛丽·罗杰斯、丹尼尔·斯蒂尔、珍妮·戴莉等三十多位女作家纷纷加入甜蜜野蛮言情小说的创作

洪流。这类言情小说也以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为主线，但更多展示在特定历史背景下身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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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硕、充满原始性张力的男主角对女主角一次次惨无人道的强暴和虐待，女主人公却逆来 

顺受、患了情感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甜蜜野蛮派作家的独特之处在于，她们不仅把传统的色

情描写上升了一个台阶，把委婉暗示变为公开宣扬，把添加作料变为烹饪正餐，而且连令人憎

恶的暴力强奸，也在她们的笔下化解为 “轻松”、“愉悦” 的经历，变成能产生甜蜜爱情的催 

化剂。伍迪威斯的 “火焰与鲜花” 系列主要表现男性对女性的性暴力以及因此产生甜蜜的爱恋，

但性暴力场面尚能自然融入小说情节发展。但与伍迪威斯同一出版公司的罗杰斯后来居上， 

把她的小说场景更多延伸到了卧室，还经常充满暴力。她的前三部小说总共卖出了 1000 

万册，第四本《邪恶的爱情谎言》在出版的第一个月就卖出了 300 万册。从这类侧重色情描写

的言情小说在 1970 年代的畅销盛况见微知著，60 年代追求性解放、反对性压抑引发的社会道 

德混乱着实余韵深远。 

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兴起引发传统言情小说强劲回潮，言情小说家以女性视角审视当代

社会问题。当美国社会进入詹明信所认为后现代主义为文化主流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后，后现

代主义哲学中无中心意识、多元价值取向、对权威传统和现代性的批判与美国第二次女性主义

浪潮对于男女平权、性权利和生育权等诉求是不谋而合的。相较于第一波女权主义主要集中在

选举权、财产权和推翻法律障碍的性别平等的诉求，兴起于 20 世纪 60 年代并持续了 20年之久

的美国第二次女权运动扩大了辩论的范围：性、家庭、工作场所、生育权利、事实上的不平等

和官方法律不平等。这场运动专注于批判整个社会根深蒂固的男权制度和男性中心的各种文化

习俗，其中在女性主义内部围绕性和色情等问题的性战争也引发了争论。因此，深受性革命 

影响、专注于性暴力色情描写的甜蜜野蛮系列小说在 20 世纪 70 年代引发了第二波女性主义阵

营内部广泛的讨论和抨击。《性政治》的作者凯特·米利特、《性的辩证法》的作者舒拉米斯·费

尔斯通，同样认为言情小说创造了一种错误的意识，对受压迫的女性是一种麻醉剂。费尔斯通

认为，言情小说的男主角有很强的男性费勒斯中心情结，他会爱慕并引诱女主角忽视现实并扭

曲她们的实际行为，但造成这一现象的正是女性自己：“这样的男主角是女性为自己所选择的。 

他身上的特征，也是由那些喜欢自己身上所套着的枷锁的女性所创造的” (Firestone, 1971)。重新 

审视美国言情小说发展史可发现，除了首部引诱言情小说作者威廉·布朗、历史言情小说家赫维·  

艾伦、托马斯·科斯坦、《爱情故事》(1970) 的作者埃里奇·西格尔、《廊桥遗梦》(1992) 的作者 

罗伯特·沃勒等少数是男性作家外，这两百余年的言情小说创作史里绝大多数浸淫的是女性作家 

的思维模式，输出的也绝大部分是女性作家的普世价值和道德取向。言情小说向来被认为是女性

占主导地位的一个小说类型，它是同时表达女性作家和读者压抑欲望的共同平台。因此，许多 

反对通俗文化的人认为言情小说给广大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营造的是一个虚幻的、不真实的 

世界，女性读者通过代入感和共情获得的体验是女性对男性不自觉的依赖，从而阻碍了女性发展 

成为一个全面独立的人 (Mei, 2013)。许多女性作家更是通过此类言情创作加剧了女性屈从于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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桎梏、使女性在独立自主的道路上越来越偏离。更有甚者认为，言情小说本质上就是那些欲望 

得不到纾解、但又羞于阅读色情小说的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的色情小说替代品，只不过这类言 

情小说里的性描写是增加了浪漫滤镜的。女性读者通过阅读这类自的、愉悦的性描写，自觉或 

不自觉地代入到文本的女性角色里，成功释放了压抑的性欲望，又回避了对肉体渴望的羞辱感， 

最终与不得不屈从于男性社会道德体系的自己达成和解。可以说大部分美国女性言情小说家在 

其作品里并不持女性主义观点或立场，更多宣扬的是男性中心主义对女性欲望的态度。 

在追求更大范围平权诉求的女性主义第二波浪潮里，又兼言情小说和色情文学进入女性

主义阵营广泛讨论范围背景下，美国言情小说家抛弃肉欲横流的色情描写，开始思考当代社会

女性所关心的家庭婚姻等焦点问题。男性作家埃里奇·西格尔在 1970 年出版的《爱情故事》 

引发了传统言情小说强劲的 “回归” 浪潮、风靡至今。书中讲述富家公子和平民女感情经历的情

节并没有多曲折离奇，但其对纯真爱情的歌颂在当时充满肉欲和性暴力的甜蜜野蛮浪潮中却是

一股清流，唤醒了人们对美好品德和纯真爱情的渴望与追求。而女主人公詹妮出身普通却自强 

自立，深陷情网亦不迷失自我，面对权势敢不屈不挠，遭遇困苦也从不放弃爱情与理想的性格

特征符合当时女权主义浪潮高涨后社会对女性形象的定位，这也是该书广受大众欢迎的主要原

因之一。该小说出版后当即造成轰动并荣登畅销书榜首；同名电影上映后也取得了同样的 

效应。在跟随这一女性言情小说回潮流的女性作家中，专写轻松浪漫肥皂剧的珍妮特·戴利迄

今已出版了 90 多部言情小说，展示的都是 “富家子弟贫穷女” 模式化的爱情故事。海伦·范·斯

莱克是《纽约时报》的畅销书作家，她的小说被翻译成 22 种语言，销量超过 1400 万册。她把自

己在报业界和商界几十年的职业生涯写进小说里，主要呈现职业女性在当代社会对爱情的追 

求和对婚姻家庭的思考与感悟，如家族传奇《心的聆听》、《三姐妹与陌生人》和《公开笑，私下 

哭》等。同时期的丹尼尔·斯蒂尔和安妮·泰勒的作品也主要描写当代人的爱情、家庭和婚姻等 

传统问题。 

纵观美国言情小说的发展历程，从 1789 年首部引诱言情小说《同情的力量》的出版至 20

世纪 60 年代前后，美国言情小说的创作始终贯穿着对传统的继承：创作模式的继承、同类元素

的继承以及创作目的的继承。首先在创作模式上，标志美国首部小说诞生的《同情的 

力量》就是理查森的书信体小说《帕美拉》和《克拉丽莎》的美国翻版，同期 Susanna Rowson 和 

Hannah Foster 等人的系列引诱言情小说也基本采用 “引诱—失身—自杀” 的创作模式。而到了 

19 世纪 20 年代以后，反映妇女家庭婚姻问题的言情小说粉墨登场，却依旧保留先前引诱言情 

小说的诸多印记。20 世纪 60 年代甜蜜野蛮言情吸引力消散后，同样反映当代女性家庭婚姻问题 

的小说引发广大读者关注，言情小说家因此又开始新一轮回归经典素材的创作潮流。是以，美国 

言情小说的创作模式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间内都秉承对传统的沿袭，并主动接受广大受众读者 

审美模式的引导。其次，对同类元素的继承同样体现美国言情小说发展历程的多个阶段里。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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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的引诱言情小说阶段，“引诱”、“失身” 和 “自杀” 构成小说的基本情节，感伤主义和道德说教 

贯穿故事始终。而后兴起的女性言情小说通过 “性” 、“感伤主义” 和 “宗教” 等同类元素继承 

传统，展现彼时渗透于美国人骨髓里的清教主义对女性的道德说教。20 世纪 50 年代流行的色

情暴露小说不仅受到当时政治暴露小说的影响，同时也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时兴的着重描写

肉欲情感的女工言情小说的继承。20 世纪 60 年代诞生的哥特言情小说则是在历史言情小说的

基础上加入阴森大宅、密道和禁室等典型哥特元素。再者，身处不同历史时期的言情小说家们

未必能在其他方面都沿袭先辈的传统，但有一点却是从一而终的，亦即创作目的。作为通俗小

说一类的言情小说，自诞生之日起就带着程式化、商品化的特征，其创作以普罗大众的审美情趣 

为导向、以畅销排名和利润最大化为原则。女性言情小说的作者是 “职业作家”，不是 “艺术家”， 

她们以满足当时读者的口味为己任 (Baym, 1978)。多产、畅销成为言情小说家的普遍标签，动辄 

百万册、千万册的销量是绝大部分言情小说家的终极创作目标。 

美国言情小说对创作模式和同类元素的继承直至 20 世纪 60 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大张旗

鼓横扫社会文化各领域时才出现不同程度的反叛现象。受 20 世纪初美国新闻界 “揭丑运动” 的

政治暴露小说的影响，又兼 20 世纪 60 年代 “性革命” 运动辐射，美国言情小说创作走向色情暴

露的极端。尽管色情暴露小说家依旧沿袭言情小说关于 “性描写” 的传统，但他们通过色情小说

的外衣来暴露社会名流圈、好莱坞娱乐圈等各行各业的丑恶现象。如 Jacqueline Susann 的 

《娃娃谷》正是一个绝佳案例，其在貌似轻浮的情色小说表面下超前探讨了关于精神病患和乳腺 

癌患者心理历程这一严肃社会问题。小说内容跨越 1945-1965 年，出版之际因触及性爱、酷儿、 

嗑药，被判定是本有伤风化的淫秽之书，但其对于名声、金钱、处方药滥用、精神疾病、明星年

华老去的描述，不仅是对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社会 “放纵革命”、“性解放”、女性主义等时代特

征的最佳写照，却也是今日文化的完美借镜。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之际，其无中心意识、反传统、 

反权威、多元价值取向等特征与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对男权制度的批判、对男女平权、性权利

等方面的诉求结合，引发了女性主义者对同期流行的专事性暴力色情描写的甜蜜野蛮小说的猛

烈批判和抨击。彼时的言情小说家是以开始摒弃对传统元素的完全继承，走出 “性与爱” 构建所

有女性故事的滤镜，亦开始思考当代社会女性所关心的职业、家庭婚姻等焦点问题，通过选择

现实题材、重新塑造独立女性角色、探讨女性难以兼顾事业与家庭的困境等方式，最终在 20 世 

纪 70 年代开始呈现言情小说对现实物质世界的精神观照。 

 

结论 

文学作品是反映时代的一面镜子，流于大众化的言情小说尽管无法对物质现实进行深层

精神关照，但它的 “媚俗” 与 “流行” 使之成为各类文学作品中最能够体现现实生活的一张晴 

雨表。受英国感伤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两次女权运动、反主流文化和性革命等思潮和 

社会运动影响，美国言情小说先后经历了引诱言情小说、女性言情小说、蜜糖言情小说、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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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情小说、历史言情小说、色情暴露小说、哥特言情小说、甜蜜野蛮言情小说和新女性言情小

说等不同阶段和类型的发展和衍变。20 世纪 60 年代风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打破了高雅文化和

大众文化的二元对立，美国言情小说成为文化消费品，销量与出版利润成为言情小说家创作的

最大动力和最高准则。受反主流文化运动影响，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的原本程式化、单一化的美

国言情小说走到色情暴露的极端后又回归到哥特言情；同期性解放运动和第二次女权运动联手

摧毁了传统两性关系和性观念构建的藩篱，但其对言情文学创作最猛烈的冲击却延迟呈现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的甜蜜野蛮言情小说里。持续 20 年之久的第二次女权运动在女性主义者内

部引发了言情小说和色情描写的讨论与反思，最终美国言情小说回归传统言情范畴，思考当代

社会女性所关心的家庭婚姻等焦点问题。纵观美国言情小说发展史，尽管其创作并没有及时反 

馈社会反叛现实，但鉴于其主题的普适性、消费群体的大众化，同时历经 20 世纪 60 年代前后 

历经新旧交替、传统与创新杂糅的过程，言情小说才能依旧持有美国出版业最大的市场份额， 

并在 21 世纪的今天，呈现出多元宽泛的格局、既延续传统又不排斥创新的魅力。 

基金项目：此文为 2017 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基础能力提升项目 “后现代文化语境下 

美国言情小说研究”(2017KY1334) 阶段性成果。本论文得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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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wanich, S. (2017, January 31). Interview. Vice Governor. Tak province. [in Thai] 

 

注：作者可以在搜索引擎内输入 “APA 格式”，以查询 APA 格式的  “文献引用” 及 “参考文献清单” 

书写规则，如 https://zh.wikipedia.org/wiki/APA%E6%A0%BC%E5%BC%8F 

Note: For further instruction about APA style, please visit https://zh.wikipedia.org/wiki/APA%E6%A0% 

BC%E5%BC%8F 

 

提交投稿  Submission of Manuscript 

 作者可以通过网站 https://so01.tci-thaijo.org/index.php/CJSSM/index  “线上投稿” 系统提交文章。 

 Authors can submit articles via the website https: / / so01. tci- thaijo.org/ index.php/CJSSM/ index 

“Online submission” system. 

http://apps.dlt.go.th/statistics_web/brochure/statreport113.pd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APA%E6%A0%BC%E5%BC%8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