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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3 年上海成立中国首个自由

贸易试验区以来，至今已形成“1+3+

7+1+6+3”的自贸区开发格局。其本

意是通过贸易便利化、自由化促进区

域经济发展和外资流动，然而在环境

污染及气候变化愈发严峻的背景下，

自贸区又将产生怎样的环境效应？对

上述问题的解答不仅可以为我国自贸

区建设的合理性寻求新的证据，同时

也为我国实现污染攻坚及“3060”双碳

目标提供新的思路。

鉴于此，本文以 2007~2020 年我国

30 个省市面板数据为例，科学评估了

自贸区设立对污染排放和碳排放的影

响。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如下：（1）研

究视角上，有别于多数文献探讨了自

贸区设立的经济影响，本文则聚焦于

自贸区设立的环境影响，并深入探讨

了自贸区设立对污染排放和碳排放的

影响。（2）研究意义上，利用双重差分

法科学评估了自贸区设立的环境影

响，丰富了自贸区设立方面的文献。

一、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在本文选取的时间范围内，先后

有 12 个省或直辖市获批设立自贸试

验区。考虑到不同省市设立自贸试验

区在时间上的差异，采用多期双重差

分模型识别自贸区设立的环境效应。

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yit=α 0+α1ftait+β j∑xjit+ν i+υ t+ε it

（1）

其中，被解释变量 yit 为各省污染

排放或碳排放，ftait 为城市自贸区设

立虚拟变量，若地区 i 在 t 年已设立自

贸区，则 ftait 取值为 1，否则取 0。xjit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ν i 为地区固定效应，υ t 为时间

固定效应，ε it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污染排放（poll）。根据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工业烟（粉）尘排放量以及工业废水排放量测算各

省市污染排放综合指数。

碳排放（ce）。

2.核心解释变量

自贸区设立（fta）。自贸区设立变量由 ftait

表示，若城市i在第t年设立自贸区，则城市i在设

立年份及之后的年份取值为1，否则ftait取 0。

3.控制变量

选取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城镇化、环境

规制、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市场化程度作为控制变

量。

（三）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使用 2007~2020 年我国 30 个省市的面板

数据为研究样本。其中，碳排放数据来自中国碳

核算数据库；控制变量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及各省市统计年鉴。

二、实证分析及结果

回归结果显示，自贸区设立对污染排放和碳

排放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该影响均在 1%水

平下显著。表明自贸区设立同时具有“减污”与

“降碳”的环境效应。

注：***，**，*分别表示 1%，5%和 10%显著性

水平，括号内为标准误。

三、结论与启示

研究发现，自贸区设立具有既“减污”又“降

碳”的环境效应。据此应坚持自由贸易试验区扩

容试点。通过基准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自贸区设

立的环境“减排”效应已趋于稳定，因此应进一步

扩大自贸区试点范围，充分带动区域绿色低碳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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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摘要：信息化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

加速发展，国与国之间交流联系已经密不

可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文化也在激

烈的碰撞、跌宕中。当前，青少年学生群体

普遍存在对外国文化存在局限性、片面性、

盲目性，学校存在不够重视优秀传统文化

现象，对红色文化的科普与教学流于形式

等问题。在多元文化充斥社会方方面面的

今天，文化软实力是本民族和国家综合国

力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

大的助力剂。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

长、博大精深具有独特的育人价值，新时代

需充分发挥其中的育人价值，焕发出红色

传统文化的活力，在各项教育中加强青少

年对我国红色文化的认同，增强学生对国

家文化认同和自信，这是高中学校和思政

教师理应重视的课题。

关键词：新时代；高中思想政治教育；

红色文化

一、高中思想政治教育融入红色文化

的基本问题

一方面，基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基

地形式化、表面化。高中思政教育育人活

动本质是实践。马克思哲学强调理论与实

践必须相统一，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影响，

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出其对生产生活的指导

作用[1]。反之，则起到相反作用。以红色

文化基地为例，根据调查，高中老师很少组

织学生了解红色遗址、历史文化纪念馆和

革命根据地等，思政教育大多数都是在课

程上讲授，书本的知识比较固化，理解层面

较为局限，未能真正把爱国主义精神化于

内心。

另一方面，红色文化育人形式单一，无

法引起高中学生的兴趣。在高中阶段教学

活动中，高中学生只有在思政课才能接触

到文化相关的专业知识，思政课与其他相

关课育人的局面未形成。大多数高中的思

政教育实践中对红色文化的表达过于单一

化、表面化和理论化。当前红色文化在思

政教学中的运用过于空洞苍白，脱离高速

发展的信息化时代高中生的生活情景，无

法深入内心，难以激发出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红色文化融入新时代高中思想政

治教育的路径

（一）挖掘地域红色文化资源

地域性优秀文化作为一种优质的思

政教育资源，承载了不同的地域历史进

程，尤其是对当地的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整

理，使形成自己本地特色案例，确定其融

入内容，在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中。其一，

比如我们重庆市开州区就是秉承“刘伯承

元帅”精神，高度重视本地红色文化资源，

深入挖掘红色文化蕴含的价值内涵，发挥

本地特色优势，打造红色文化思想政治实

践教育精品课程——深入渗透红色主题

相关的电影、小品、演讲比赛等，增强红色

文化熏陶和感染，提供高中学生多场景感

受红色文化的机会，增强其对红色文化的

认同、共鸣。

（二）加强红色文化与课堂教学的深度

融合

高中育人实践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是

一致的。因此红色文化和课堂教学的深入

融合发展是高中思政教育的重要环节。高

中思政老师需要结合学生的需求、年龄等

特点融入地域红色文化，进而提高思政教

育的有效性。教师应注重地域红色文化素

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满足学生需求性例

如：其一，思政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可以将革

命先辈的人物传记和事迹通过文字、口述、

影像等方式展示，如“刘伯承血战丰都、刘

伯承军神称号来历”，以革命真实的事迹去

感化学生，加深学生对红色文化的认识和

感悟。其二，将红色文化融入思政教育，关

键在于加强红色精神体验机会。如组织学

生参观革命遗址、纪念馆和名人故居等地，

进而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学习，使学生

耳濡目染地感受红色文化，身临其境地学

习革命英雄精神和品质，从而从细节上加

强对红色文化的认知，提高红色文化对育

人实质有效[2]。

综上所述，红色文化作为传统文化中

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对高中思想政治教育

起着重要赋能作用，高中学校和思想政治

教师应有效挖掘其时代价值、精神价值等，

充分发挥红色文化育人的作用。结合当下

时代背景，与时俱进，求实创新，注重红色

文化教育的实践性和体验感，促进高中学

生理解和认同红色精神，强化理想信念、树

立初心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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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基于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及

深入剖析政治经济学，构建了异化劳动理

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与

劳动者间的异化关联。步入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时代，尽管我国已奠定社会主义制度

基础，但异化劳动现象仍潜隐于社会结构之

中。本文旨在系统性梳理马克思异化劳动

理论的核心要义，剖析当代中国异化劳动现

象的新趋向，并深入探究习近平劳动观在消

解异化劳动、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方面的理论

引领与实践导向。

关键词：异化劳动；私有制；习近平劳

动观

一、马克思主义异化劳动理论的理论

脉络

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过程

中，敏锐洞察到市民社会的自我异化与贫

富分化趋势。为深入剖析市民社会的深

层结构，他转向政治经济学领域，吸纳德

国古典哲学精髓，形成了异化劳动的四重

规定。

第一，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者所生

产的物品不能为劳动者本身所有，而且变

成和劳动者对抗性的异己的力量，从而形

成劳动产品的异化；第二，工人和劳动本

身的异化，劳动者进行劳动这项活动不是

内在的力量，而是成为一种外在的、强制

性的活动，剥夺了其自我实现的本质，虽

然是由工人发生的，是落实在工人身上

的，但是劳动不仅仅不是工人的过程，而

且反过头来它意味着对于工人的否定和

消灭。就像马克思所说：“只要肉体的强

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

那样逃避劳动”。[1]第三，人与类本质的

异化：马克思在第三个规定性当中所要强

调的是工人如果是在人和对象和人和自

己的劳动的关系上落到了这个地步，那么

工人根本不能能够在这样的生命活动当

中活出人的意味。在劳动中，劳动者无法

确认自身作为人的存在，其本质被贬低至

动物层面。第四，人和他人关系的异化，

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形成尖锐对立，私有

财产成为异化劳动的深层根源。

二、当代中国异化劳动现象的新特征

随着科技革命、互联网浪潮及共享经

济的兴起，异化劳动现象在中国展现出新

的面貌。

第一，在数字化时代，许多劳动者所

创造的价值并不直接体现在实体产品上，

而是转化为数据、算法等无形资产。这些

无形资产往往被公司或平台所控制，与劳

动者个人形成异己力量。劳动成果在分

配上更加不均衡，一些劳动者虽然付出了

大量劳动，但所得收益却远低于他们所创

造的价值。第二，随着工作节奏的加快和

工作压力的增加，劳动者往往被迫从事高

强度、低质量的重复性工作，失去了对工

作的热情和创造力。第三，劳动者在劳动

过程中往往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和

创造力，被束缚在固定的岗位和职责上，

无法体验到劳动带来的成就感和满足

感。第四，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与雇

主之间的关系慢慢演变发展受利益驱使

从而缺乏真正的信任和合作。劳动者之

间也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导致团队凝聚

力和合作精神减弱。

三、习近平总书记劳动观的理论指引

2023 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劳动发表重

要讲话“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

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诚实劳动、勤

勉工作，锐意创新、敢为人先，依靠劳动创

造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充分发挥主力军作

用。”[2]习近平总书记劳动观是在深刻理解

和继承马克思主义异化劳动理论的基础

上，结合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

况，形成的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劳动

价值观。

（一）深刻认识劳动的本质和重要性

习近平劳动观强调，劳动是人类的本

质活动，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这

与恩格斯所说的“劳动是生产的主要要

素，是‘财富的源泉’，是人的自由活动”相

呼应然而，习近平劳动观更注重从积极的

角度看待劳动，通过劳动，人们可以实现

自我价值，促进社会和谐，推动国家繁荣。

（二）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这是解决马克思主义异化劳动理论

中人与人关系异化的重要途径。在新时

代，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维护劳动者合法

权益。同时，还要加强劳动法律法规建

设，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劳动者全面发

展。这些措施有助于消除劳动异化现象，

实现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

（三）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

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体现了对劳动

的热爱和执着追求，是劳动者在实现自我

价值和社会价值过程中形成的宝贵精神

财富。通过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可

以激励广大劳动者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

更加坚定的信念投身到劳动事业中，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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