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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策论型论文，是就政治、经济、文化、教
育等领域的问题进行论说，提出对策的论文。 这
类论文包含两个不可或缺的内容，一是“论”，对
问题加以理论的阐述；二是“策”，对问题的解决
提出相应的对策。 当前我国正处在体制转换、结
构调整和社会变革过程中，以研究问题、提出对策
为主要任务的策论型论文， 也就越来越受重视，甚
至还被列为公务员考试的必考科目。在高校学报中
发表的策论型论文也日益增多，并发挥了越来越重
要的社会影响。

一、当今策论型论文是对
古代策论文的承传与创新

从文章史上看， 策论类文章是出现较早、流
行较广、社会影响较深远的文章体裁之一。 作为
士大夫向统治者和社会提出政见的重要文体，从
先秦诸子唐宋大家到明清贤达，为后人留下众多
脍炙人口的名篇。 从考试史上看，它是古代官吏
选拔考试的主要文章体裁。 在由皇帝亲自主持的
最高层次的科举考试科目中， 皇帝书面出题，名
为“问策”，考生写成文章作答，名为“对策”。 对策
的文章分为“论”和“策”两种，前者以论述事理为
主，后者以陈述措施为主。 宋朝嘉祐六年，仁宗举

行科举考试，苏轼作“进策”“进论”各 25 篇应试，
针对当时社会诸多问题， 提出作为一个年轻知识
分子的真知灼见，人以文著，名噪一时。 ［1］

今时流行的学术期刊（包括高校学报）中的策
论型论文及公务员考试“申论”科的策论式文章，
其实就是古代盛行的策论类文章的承传和发展。

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和明确的目的性，这是古
今优秀策论类文章的特征。 古时士大夫们写的策
论，无论作为应考卷子，抑或作为奏折上呈，多是
立足现实，对最高统治集团当时较关心的诸如治
民、治官、治国等方面的问题，陈述己见，务求通
过上令下颁，对社会有所裨益。 尤其是社会大变
革时期，一些倡导改革的士大夫，如商鞅、王安石
等人撰写的策论类文章，既是行动的纲领又是声
讨反对者的檄文，发挥着巨大的社会效能。 时至
今天，流行的策论类的文章，就继承了古代策论
类文章的优良传统，譬如公务员考试中策论型申
论文章即如此。 高校学报中策论型论文选题亦如
是，从宏观的国家、社会，进而深入到学科、地域
等，多为社会关心的问题。 立足当前，为现实服
务，是古代贤达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是我们评
析策论型论文优劣的首要标准。

诚 然，对 古 已 有 的 东 西，既 要 承 传，更 要 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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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一是立论的指导思想的创新。 古代策论类文
章尤其是考试中的文章，离不开孔孟之道。 明万
历五年殿试“策问”试题为《习先王之术，于古今
治理讲之预矣》，万历八年的试题为《用思追古帝
王之治，悉心敷对》，皆要求考生以儒家思想作指
导，阐述治国治民的原则和方法。 今天，我们撰写
此类文章，应依据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和现代科
学精神命题，二者迥然有别。 二是内容创新。 古代
此类文章有的虽名为“论”，但偏重伦理、理念的
阐述和发挥，往往旁征博引之言多，有的虽名为

“策”， 但大都只作导向式的申述， 缺乏措施的列

陈。［1］而当代的此类文章，既要求论理充分、深刻，
又要求理论联系实际，对策具体可行。这是我们评
析策论型论文的另一标准。

二、高校学报中策论型论文现状分析

（一）现状和特点。 中国是个盛产论文的国
度［2］，高校学报是其产地之一。 因受作者多为高
校教师的制约，高校学报论文的选题多以单一学
科的学术探讨为多。 然而，作为高等院校，本来承
载着教育与研究两种职能；使得教师担负着教学
和科研两重任务。 其研究的对象，可以是微观型
的， 对本学科整体或部分作深度或广度的探讨，
也可以是宏观型的。 尤其是从事社会科学类的教
师，往往立足于新时代的高处，跻身于改革开放
的前沿，从大处着墨，对本学科之内或之外的命
题加以审视，挥笔成文，自然而然，策论型论文在
学报中占有一席之地。

一般的综合性大学学报（社科版）都设有哲
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文学、
语言文字学、教育学、历史文化等 10 多个栏目，
几乎涵盖学校所有学科。 因此，近年来策论型论
文大量现身于各栏目之中，并呈现出如下特点。

1.数量不断增加。 笔者曾经追踪《广州大学学
报》（社科版） 近三年来的论文刊载量，2009 年共
刊载论文 235 篇，当中策论型论文占 66 篇，约占
总数的 28%。相比之下，2008 年刊载论文 237 篇，
策论型论文 57 篇，约占 24%。 而 2007 年刊载论
文 237 篇，策论型论文 53 篇，约占 22%。 可见，策
论型论文有逐年增加的趋势。

2.涉及领域广阔。 许多高校学报，策论型论文
的作者群体大都从事某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对该学科、专业的建设和发展极为关心，因此有
关学科改革和建设的论文占较大的比重。 但身为
新时代的教育工作者， 他们的视野绝不局限于

此。 其中有不少立足现实，高瞻远瞩地对社会现
象进行剖析，写出颇有见地的文章。 法制建设、反
腐倡廉、人权保障、劳动权益、妇女儿童保护、司
法公正、义务教育，以及农村基层干部作风建设
长效机制等等，一一见诸他们的笔端。 如童伟华

《诈欺不法原因给付财物与利益之刑法分析》［3］，
对在何种情形下可定为“诈欺罪”或不可认定为

“诈欺罪” 的问题从微观方面作了较为细致的论
析，为我国法制完善及建设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关博与关察《关于强化社会遗属保障的探讨》［4］、唐
咏与徐永德 《中国社会福利变迁下养老服务中非
营利民间组织的发展》［5］， 这两篇论文均出自作
者对社会民生问题的关注而著，分别从不同的角
度探讨了如何给社会弱势群体给予更多更好的
利益保障与保护。

3.立论新颖。 高校教师这一群体，接受过良好
教育，当中不乏“读书破万卷”的有识之士。 他们
往往能眼光独到，用新角度、新视野、新思维对一
些社会现象加以剖析，其文章给人一种耳目一新
的感觉。

（二）存在有问题。 对于当代策论型论文我们
在为其佼佼者喝彩的同时，还应清醒地看到其存
在的一些缺陷。 概而言之，可从为人及为文的角
度加以审视。 从作者这方面看，有的写作动机不
纯，或为了科研成果考核、或为了评定职称，只是
敷衍成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 有
的对论题认识不深，强不知以为知，只是人云亦
云。 本来策论型的论文是以社会问题的解决和宏
观决策为核心的， 已经不是单纯的论文写作，它
需要有较强的社会问题意识和现实针对性，因此
论者无须像写一般学术论文那样旁征博引，而需
要在进行考察、调研、访谈等田野作业的基础上，
能就现实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否则就会流
于想当然的假想、空谈。 遗憾的是，这样的论文还
不在少数，例如谈社会分配不公，往往只是从学
理上、现象上去展开论述，并未做大量的民意调
查，因此只能提出一些不痛不痒的对策；又如谈
反腐倡廉，往往也是与司法实践脱节，老调重弹，
谈不出多少行之有效的对策。 另外，策论型论文
不仅贵在提出有创见的对策，还要求行文简练、朴
实，意到即止，无须华而不实，洋洋洒洒。 从文章方
面看， 因策论型论文乃针对时政或社会献言献策
之作，行文宜短忌长。 因而受篇幅所限，“宽”、“深”
未能两全，宽不足往往失于偏颇，深不达往往流于
肤浅，这是其常见的痼疾。 针对上述的种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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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文者应注重加以改进， 这样才能让策论型论文
产生更大的社会功效。

三、高校学报中策论型论文的趋向思考

高校学报中策论型论文要跟上急剧变化的
时代步伐，乃至走在时代的前列，从而发挥更大
的社会功能，作为高校学报的编者和作者，自身
需作多方面的努力，包括思想素质政策水平以至
语言功力等方面的提升。 其中，掌握正确的认识
论与方法论，高瞻远瞩地从社会现实中，或从学
科现状中挖掘崭新的有价值的论题尤为重要。

（一）建立编者、作者与社会的互动机制，构

建遴选论题的平台。 策论型论文与一般学术论文
不同，一般学术论文，作者可足不出户，“闭门”造
车，原因是此类论文的时效性要求较宽，只要是
超越前人的认知水平，其学术价值便能显现。 策
论型论文则不然，论题只有在特定的时期才具有
社 会 价 值，随 着 社 会 发 展，时 过 境 迁，便 会 自 我

“贬值”乃至失效。 为此，因时因地选好论题就格
外重要。 学报编辑绝不能满足于“守株待兔”，坐
等 送 稿 上 门，应 走 出 社 会，与 政 府 机 构、科 研 部
门、人民团体等建立常规性的互动机制，博采众
议，从而遴选出现阶段社会所急需的论题。 论题
选得好、选得准，论文的被关注度才能高，社会效
能才能大。

（二）准确把握论题的切入点。 社会是一个阶
段接一个阶段向前发展的，每一阶段有其独自的
中心和独特的内容，因此等论型论文“论”则面向

现 实，一 矢 中 的，不 作 泛 泛 之 谈；“策”则 统 观 天
时、地利、人和，措施合时而作，具体可行。 概而言
之， 策论型论文论述的切入点要准确而深入，因
地而异、因时而异。 以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
珠三角的发展为例，经过 30 多年的努力，珠三角
已基本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城市化社会
过渡，跻身于我国乃至世界经济最发达最活跃的
地区行列。 当前，我们探讨以珠三角发展为题的
论文，当然不能重复经济特区应否建立、境外来
料加工是否可行等老调。 论文的切入点应放在如
何按照低碳经济要求实现持续发展，如何做好城

市化规划、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7］等方面。 新调
新弹，论文才能引起社会的关注和重视。

（三）强化“品牌”意识。 要成为“品牌”，首先
必须是同类中的上“品”，质量高于同侪；其次是
质量稳定，“牌”子不倒；再次是知名度高，“牌”子
响当当。 要达到此目标，须把好学术、编校、装帧
等方面的质量关。 由此可见，把本校学报办成全
国的“品牌”特色期刊对编辑而言，既是目标，更
是责任。 “品牌”学报的产生，靠的是优秀论文，包
括策论型论文。 所“论”之理及时深刻，所“策”之
方具体可行，学报中此类文章多了，社会评价高
了，“品牌”学报和栏目便会自然而然地产生。 为
此，学报编辑应对本校各类学科的优质资源心中
要有一本账，扬己之长，避己之短，凸显特色和优
势，这样令社会侧目的具有“品牌”效应的策论型
论文更能发挥其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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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tages and Integration of Media in Colleges
SHEN Tian-shu

（Huizhou College, Editor Office of College Journal, Huizhou, Guangdong, 516007）
Abstract： As one of the focus media, college media, due to its stable communication targets and fluent communication channels, have
formed its own advantage and competitive forces in such as changeable Chinese media industry today. College media should make good
use of these advantages and integrate rationally with the existent communication resources in order to be strengthened and developed.
Key words： college media; advantage; integration

Current Situations and Reflection on Policy Discussion Papers in 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LIANG Min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Academic Journal,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
Abstract： in China’s ancient times, the articles about current policies became popular along with the feudal emperors ’ examinations.
The distinguished ones in the exams exerted enormous and lasting influence upon society. The present policy discussion papers are
essentially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ancient times’ articles. The two criteria judging this kind of papers are: to serve the realistic society
based on the present, and to make their statements convincing and their strategies practicable. With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such
papers in increasingly wider areas from increasingly new perspectives, the researchers and the editors should have proper writing
motivations, and be both “broad” and “deep,” which should be the consistent goal.
Key words： academic journals in 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papers on policy discussion; source; current situations

English Reading Teaching under the Guidance of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
LI Jie，ZHONG Yong-ping

（Shantou University, Shantou, Guangdong 515063）
Abstract： Reading comprehension plays a vital role in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us, how to efficiently enhance the learners ’
reading is the very concern for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matter that the educational reform needs to
explore. Since 2002, our university has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English teaching reform, in which the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methodology have experienced the greatest change. For instance, the course of Advanced English Reading for juniors and seniors was
cancelled, and instead a course named as Text analysis and Reading was provided. We attempted to apply discourse theories as guidance
for teaching English reading. This paper will present a case analysis of our teaching methodology
Key words： reading, text, text analysis

Analysis of Moral Cultivation Function of Thanksgiving Culture
HUANG Cheng-zhong

（School of Law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90）
Abstract： Thanksgiving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virtue. However, because of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some negative factors brought in
along with the marketing economy, and also with some weaknesses existing in current school moral education, people ’s thanksgiving
consciousness is missing increasingly, which has become a serious social problem nowadays. This problem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especially attracts people’s attention. It is not only an abse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but also an indication of the poverty of
thanksgiving education. Bas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notations and the value of the thanksgiving tradition,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function of thanksgiving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cultivating people’s morality.
Key words： thanksgiving culture; cultivation; moral; funct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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