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计算机的发展影响论文(通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
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
有需要的朋友。

计算机的发展影响论文篇一

1数字化图解对历史文化村镇形态保护的支持

1.1表达过程的生成式图解历史文化村镇作为一个事件不断展
开，时间将在这里具有积累、绵延的特征，于是形式便具有
运动的积累。生成式图解是从某一原始形式或初始形态出发，
运用某种方式或规则，逻辑性地变化原始形式，从而形成系
列并产生保护策略。比如对历史文化村镇中形态肌理的密度
变化进行图解，观察在密度增加或减少过程中，街坊中的空
间状况及居民交往状况的变化；或者对同一村镇的不同区域
进行密度比较，观察不同街坊密度对历史文化村镇居住环境
的舒适度和风貌状态的影响。这些基于图底关系的分析，可
动态链接众多综合变量，其变化过程可直观反映和衡量历史
文化村镇在保护过程中各项措施的实施情况。

1.2揭示“场空间”的数字化图解场空间图解概念是基于图解
定义的特征，借助计算机软件技术在建筑设计上实现图解概
念的具体操作。数字化图解利用数字化软件在虚拟环境中对
建筑与场地环境相互作用形成的内部关系或能量变化进行分
析，是场所空间内在逻辑的可视化表达工具。数字化图解首
先可以表达对象的区别性关系，通过原初的非局部化关系而
发展，得到截然不同的“场空间”特征。比如对街巷界面与
尺度进行提取，于内部视点进行动态控制，观察原有街巷在
不同网络尺度下的界面特点，从而保持街巷尺度，记录差异



性的空间感受。此外“场空间”还对局部化关系进行分解，
并与时间联系，设定动态模拟，观察保护对象的场所空间在
干涉条件因素发生时候的变化范围和变化趋势目前的数字化
图解只做到对每个具体时间点的模拟比较，未来的图解模式
会更趋向于描述从一点到另一点之间的变化关系，最终形成
类似动画设计中一帧一帧的连续播放。场所表达将不再局限
于事后分析，更会真实“同步”进行或者提前预判。

2参数化设计在历史文化村镇保护中的实践

参数一词源于数学，从定义上来说参数是一种“量
（measure）”，定义了系统或函数的特定属性（特征）。参数
化定义了事物之间的关系，通过在变量与输出之间建立联系
形成衍生关系。它关注的是事物之间的联系而非事物本身的
形式，形式成为目的性的副产品。中国古代的“参数”思想
很早就已经产生，在宋代李诫的《营造法式》中以“材”为
主的“材分制”，以及“材分八等”制度，就是一种标准化
模数形式，或者说是“参数”形式。如今参数化设计借助计
算机运算技术和建筑设计软件交互性界面的发展，不仅是能
够实现复杂性设计的技术工具，同时也可以优化已有的工作
流程。参数化设计本身建立的是一种关系，而历史文化村镇
的特征之一就是关联性。在历史文化村镇的保护环节引入参
数化，其参数设定以及变量关系的建立都需要对历史文化村
镇的基础信息做出深入了解，故而可使参数化设计以关联性
为基础更加关注保护内在特征，而非局限于传统外形的保存。

2.1参数化设计对保护过程的模拟参数化设计可以对复杂群体
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通过参数方程使物体之间建立相互关
联的关系，改变其中一个参数，可以引起相关物体一系列的
自动变化。当参数化设计运用于历史文化村镇，可对其保护
过程中的环境变化和适应性进行模拟，计算机可以表达历史
文化村镇在受到道路开发、环境改变、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下
的初期受限状况以及发展后的形态变化趋势，并通过多次参
数调整对保护方案做出评估。此外，参数化设计可以分析历



史文化村镇中建筑形态的复杂琐碎关系，比如以动态变化观
测或预测建筑构件的承压变化趋势、受损破坏时间、保护加
固适应性以及对于地震等自然灾害的预防抵抗能力等等。这
使保护人员能够通过调整参数而创造出无限数量的相似状态，
从而选择最优方案，以动态替代静态，多样性替代单一性，
减少保护措施失误引起的二次破坏。

2.2参数化设计对传统构造的解读现代建筑设计中，设计师尝
试过从传统建筑构件中寻求参数作为设计依据，而保护人员
同样可以根据历史文化村镇的建筑式样反推，总结传统建筑
构造中的各项参数，并通过一系列不同的参数配置，表达历
史文化村镇彼此之间的差异性。参数化可以根据历史文化村
镇本土地理气候特征，结合现代物理数据，对构件进行参数
设定，总结变量区间，对不同历史文化村镇的建筑比例、山
墙曲线、门窗大小、斗拱柱座等数据进行数字化分析总结。
在参数化设计过程中，设计的是参数而非形体，这一过程类
似于寻找传统建筑构件与自然或环境的特有联系，并且将这
种联系以数据的形式传达出来。位于成都非物质文化遗产公
园的兰溪庭，其建筑屋顶轮廓是对连绵山峰婉转河流的模仿。
建筑墙体采用传统烧制的青砖，用参数化技术改造砌砖工艺，
对面向园林的墙进行透空处理。在光影下，砖的纹理具有水
的流动感，也被称为“水墙”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下沉花园2号
的瓦“幕墙”也有参数化技术的参与，利用拱形受力特点，
借鉴传统的漏窗做法，最终形成了编织状的表皮。

3智能技术在历史文化村镇保护中的互动

数字信息技术还体现在信息传播和互动上。新的媒介力量释
放人们对保护工作的观念以及对保护工作的重视。保护、宣
传历史文化村镇的价值和保护意义，是当前主要的任务。增
强人们的主观感受和对历史文化村镇的归属感，可为历史文
化村镇保护提供内在动力。数字技术可使建筑界面不再是真
实的表达，更可倾向于虚拟景象。电子装置和设备的叠加让
建筑材料也不仅仅存在于结构、装饰中。麦克卢汉的名



言“媒介即信息”，说明了媒介不仅在于传播什么，更在于
如何传播。智能技术可使历史文化村镇中建筑内部、外界环
境、建筑与人为活动等因素关联互动，以非线性的保护策略
为历史文化村镇保护提供新思路。

3.1虚拟技术的重现作用智能技术的一个突出体现就是虚拟技
术的参与。虚拟技术是通过计算机构建的三维数字模型，产
生一种人为虚拟的环境，从而使用户在视觉上产生一种沉浸
于特定环境的感觉。它与传统的三维动画是不一样的，它不
是一个独立的世界，而是一个开放的、互动的环境。目前中
国部分博物馆已开设虚拟技术，用户可以通过互联网登录故
宫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南京博物馆、西安博物馆等机构，
只需轻点鼠标，就能在电脑前欣赏名画与雕塑。历史文化村
镇已建立网络平台数据库，对基础数据进行采集和动态监测，
这只是智能技术参与保护工作的第一步。随着数据技术发展，
用户未来可以通过控制和视频装置影响感官，使用鼠标、游
戏杆或者数据服装，戴上三维头盔和数据手套等设备，随
意“行走”在历史文化村镇中或进入建筑内部，甚至可以从
天空角度俯视村落整体形态。

3.2智能互动的媒介作用智能技术另一常见模式是媒体墙类型。
这不是简单安装一面led背景墙，而是指在建筑外表皮将光电
板和感应器整合在一起。比如对历史文化村镇中已不复存在
且无法复原的珍贵建筑，可将场地四周现存建筑的表皮作为
界面，装置媒体墙做虚拟展示，墙体的画面可根据人们所在
位置的`不同而实时更替，为人们重现历史文化村镇当时的情
景。由于除媒体墙外，周边建筑均为真实存在，人们获得的
感官感受必然比虚拟世界更为深刻。智能技术还可以与人们
进行互动，例如在建筑构件上安置小的感应片，以背后的连
接系统对外界人为活动进行感应和互动。意大利及日本的遗
产保护场所均有此类装置，鼓励人们挑选不同模型构件搭建
遗产建筑，构件上的感应芯片可实时介绍部件不同作用并提
示正确与否；日本的科技馆中还有模拟地震时传统屋架受力
特征的智能装置，使人们在动手动脑的同时更深刻地了解传



统建筑文化。成都宽窄巷子入口处充分结合当地的历史、文
化元素，提出了“呼吸瓦墙”的设计，强调观者的参与性，
很多游客在“瓦墙”上制作了自己感兴趣的图案，游客
与“瓦墙”的互动让墙体更具生命力。虽然宽窄巷子没有叠
加智能要素，但通过互动加强媒介效果的初衷是相同的。随
着科技进步，智能互动可以参与到历史文化村镇保护中，比
如鼓励人们观察斗拱的搭建、院落的组合以及聚落的发展等
等，从而加强参观者的参与热情、增加体验。

4结语

历史文化村镇的保护研究，受传统文化和保护思路的影响，
多偏向低技的考究与总结。但技术不断创新是这个时代的进
步，数字信息技术为当今严峻的资源和环境问题提出了更为
积极和理性的探索，生态可持续的理念也与历史文化村镇和
谐统一的有机哲学不谋而合。虽然目前数字信息技术与历史
文化村镇保护的研究探索更多停留在以案例与试验为支撑的
概念模式框架上，但今后两者的结合点必将越来越多，数字
信息技术也必将为历史文化村镇提供更为先进的技术支持，
从而使历史文化村镇更具活力。

计算机的发展影响论文篇二

大连历史悠久，早在60前，祖先就开发了大连，18开始称大
连。中国的文化既包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文
化传统发生剧烈演变的近代文化与现代文化。

传统文化对职业教育发展之影响研究

问题的提出

传统职业教育，指中国古代

就已存在的本土的原创性职业教育。



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是对我国新时期职业教育发展的指
导性意见，也是职业教育发展理念的阶段性总结，标志着我
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进入了现代化。

对照《意见》的理念，不难发现，我国古代已经存在职业教
育，其在实践性、职业性方面卓有成效。

古为今用，借鉴本土原创性的职业教育为我国今天的职业教
育改革之用，显然有重要的意义。

另外，历史悠久的中国职业教育并没有完成现代化，近现代
的工业文明连同职业教育都远远落后于西方，其症结何在?以
史为鉴，可以获得有益的启示。

中国古代已经形成比较先进的职业教育理念

社会分工、文字的发明等因素，必定导致生产经验的间接传
授，因而产生了职业教育。

早在进入奴隶社会之前，中国的职业教育已经产生，如神农
氏传授耕种方法，伏羲氏传授“拘兽以为畜”，螺祖传授育
蚕、治丝茧方法等等。

分析发现，本土原创的职业教育其实颇多值得借鉴的内容。

(一)中国古代职业教育强调“立德树人”、“育人为本”

《意见》提出职业教育的前提是“立德树人”、“育人为
本”，中国古代的职业教育也非常重视思想品德的培养。

历史上各行各业均要求从业者必须甘于奉献，为事业献身，
要爱国利民，有仁人之心。

重视人的培养是中国传统职业教育的突出特色。



在《墨子·尚贤》篇中，墨子为墨家弟子制定的道德标准就是
“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

中医授徒非常重视医德的传授，提出了“人命至重，有贵千
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的准则。

三国时期的名医华佗，用医术救民于水火，而不愿留居官府
为权贵效命，坚持不为名利所诱、不为威武所屈的崇高医德。

护镖也是一种职业，武术行业非常重视学徒的道德水准，要
求学武不能伤人，学武要用于锄强助弱，要有侠义之心，要
爱国爱民。

当官者也有职业道德，古代流传着一种成文的“官箴”，有
劝人坚持民本思想的，如《牧鉴·接人》中的“平易近民，
民必归之”;有劝人坚持为官保持清廉的，如徐榜《宦游日记》
中提出“一朝点污，终身玷缺”;有要求摒弃以清廉博取名声
的虚伪行径的，如《从政遗规》中提出“居官不可作受用之
想”。

又如，东汉时期的张衡一生做出了“地动仪”、“浑天仪”
等发明成果，在多个职业技术领域有很高的地位，张衡就曾
提出“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患禄之不伙，而耻知
之不博”的从业格言。

重视道德品质的培养，关系到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古代的
职业教育在这些方面值得借鉴。

(二)重视高素质的职业技能

中国古代的职业教育非常重视高素质职业技能的培养，要求
技能训练必须精益求精。

《庄子·养生主》对庖丁解牛的技能做了记载，庖丁可以刀



入牛身若“无厚入有间”而游刃有余。

因此，牛刀虽已用了，而其锋利仍“若新发於硎”。

庖丁甚至在生产过程中得到精神享受，“奏刀騞然，莫不中
音，合于桑林之舞”，完成操作后，“提刀而立，为之四顾，
为之踌躇满志”。

文中对职业技能还根据其水平进行了等级划分：“良庖岁更
刀;族庖月更刀”。

《庄子》对职业技能的要求之高可见一斑。

北宋政治家、教育家欧阳修记载了一个卖油翁酌油的精湛技
能：“取一葫芦置于地，以钱覆其口，徐以杓酌油沥之，自
钱孔入，而钱不湿”。

其原因“无他，惟手熟尔”。

卖油翁对职业技能培养的认识，实际上体现了结构主义的教
育思想。

(三)艺徒制体现了职业教育的实践性及职业性理念

艺徒制是中国持续了几千年的流行最广泛的职业教育方式。

徒弟在生产中接受职业技能的传授，或一师一徒，或一师带
几个徒弟，通常是边学边干，学以致用。

艺徒制的形式几乎存在于任何行业，古代各个历史时期都出
现了高水平的能工巧匠，他们创造了一件件精品，如冶金业
方面的“越王勾践剑”，现代科学仍然无法弄清其高性能的
机理;建筑业方面创造出一个个人间奇迹，如故宫的宫殿;陶
瓷、工艺品行业贡现了大量国宝，创造这些精品的高超技艺
往往与艺徒制的培养模式有密切的关系。



做为一种教育模式，艺徒制有很多优点，首先是坚持言教身
传，并且教学过程贯穿于整个生产过程，“相示以巧，相陈
以巧”。

学徒一般要熟悉掌握所有的生产岗位，要对整个行业有全面
的了解，以保证技艺的专业水平，培养出的人综合素质较高，
富有创造精神。

其次是以生产现场学习为教学场所，以生产性实习为主要教
学形式。

熟练的技艺是要动手实践后才能掌握的。

徒弟先在现场看师傅干，了解了生产的基本情况以后，徒弟
可帮助师傅做一些简单的辅助性工作，辅助工作参与越来越
多、越来越熟练，最后就能掌握基本操作技能，逐步过渡，
从需要师傅指导开展工作到能够独立开展工作。

艺徒制是最充分地体现了职业教育实践性和职业性特点的教
育模式。

(四)中国古代职业教育重视先进的教学模式

除了艺徒制，中国古代文化中广泛存在重视职业教育教学模
式的例子。

鲁班，是木工的鼻祖，是中国职业教育的先驱，鲁班学艺的
传说是古代文化重视先进教学模式的典型例子。

传说中，师傅先是给鲁班已长满锈的斧子、刨子、凿子，鲁
班用七天七夜磨好。

师傅又给鲁班满屋子精致的各种亭台楼阁模型，让鲁班把所
有模型拆开，又安装起来，如此反复，足足研究了3年，鲁班



在实践教学中掌握了木工的知识、技能和素质，最后成为中
国木工的鼻祖。

这虽然是传说，但却是传统文化中职业教育理念的反映，鲁
班学艺的过程完全符合基于工作过程的教学模式，只有如此，
科学的教学模式才能培养出鲁班这样富有创新精神的一代宗
师。

项目教学法等教育教学方法竟然在中国古代已具雏形。

(五)墨家先进的职业教育发展观

墨翟是墨家创始人，在春秋战国时期首先提出了重视科学技
术知识和技能技巧的职业教育思想。

墨翟强调科学和技术教育，包括生产知识教育、军事科学知
识教育、自然科学和技术技艺等知识教育。

在职业教育方面强调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的创新，他一反往
常只注重人文教育、道德教育而忽视科技教育及忽略下层社
会人民接受教育的权利的做法，创造了先秦时代科学领域的
最高成就，足以与西方古代自然科学相媲美;他一反师道尊严，
提出“强说教”的思想，有效地调动了师生双方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

甚至可以说，墨家的发展道路具有现代科学技术的特征，只
是由于历史、文化等原因，墨家连同其教育思想发了芽，但
没有结果。

尽管中国的职业教育历史悠久，成果斐然，但是，在晚清洋
务运动之前，中国没有出现现代工业，职业教育没有形成社
会化教育系统，没有产生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化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在中国生了根，但没有结果。



因此，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对职业教育的束缚有很重要的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对职业教育发展形成束缚

(一)科举考试对职业教育发展形成束缚

科举考试以“学而优则仕”为出发点，对官员选拔制度具有
明显的优越性，但是逐步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
高”的价值导向。

官员选任资格严格地局限在科举出身的士子中，而传统社会
个人身份是相对固定的，通过科举考试改变社会地位，对绝
大多数平民百姓而言几乎是唯一途径，社会各方面甚至皇帝
本人对科举考试进行大肆渲染，影响了古代职业教育发展的
价值取向。

计算机的发展影响论文篇三

在全球经济中，美国所占的比例在近些年一直呈现出一个下
降的趋势，同时美国的国债问题更是成为了世界人们的关注
点，由此可见，美国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得到了强烈的冲击。
又由于美国的金融市场是全球经济的中心，导致全球的经济
也受到了不小的打击。这么多的挫折造成美国的世界地位不
断地下降。我们正式步入了后金融危机时代，发展中国家也
在这背景之下不断地增强经济，尤其是我国，经济得到了快
速地发展。本文主要研究了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背景下的金融
创新与风险监管。

一、金融创新与风险监管之间的关系

第一，金融创新对于金融风险并不能做到完全的规避。金融
风险并不能规避全部的金融风险，有一部分的金融风险是能
够借助金融创新进行管理的，有一部分的金融风险却只能通
过其它的方式进行规避。比如，金融机构所产生的违法犯罪



行为大部分都是内部的工作人员自己或是与他人合伙共同作
案。这样的金融风险是无法通过金融创新来进行规避的，所
以只能通过相应的法律手段或是制度上的创新来进行规避；
第二，金融创新在规避金融风险的过程中有效加强了各主体
的规避能力。从金融风险直接规避的角度来讲，具有金融风
险的主体能够借助金融创新的使用来避免损失的产生和增多。
从金融风险间接规避的角度来讲，规避直接风险的做法已经
有效减少了间接金融风险的出现机率，所以可以说金融创新
对于间接金融风险的规避具有一定的作用。比如，在上世纪
五十年代的美国出现了一种有效规避银行贷款风险的金融创
新工具--资产证券化；第三，金融创新由于金融风险的存在
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根据金融创新的本源来看，金融创新最
初的诞生就是为了有效规避金融风险的。所以通过金融创新
的发展阶段能够表明，金融创新最快的发展阶段就是金融风
险最为严重的阶段。出现金融创新的原因也是多元化的，同
时与金融风险的增多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后金融危机时代背景下的金融创新措施

1.协调发展好各个角度和各个方面

金融创新是一个具有系統性、复杂性的发展过程，所以必须
在这个过程中协调发展好各个角度和各个方面，主要分为以
下三个内容：第一，人才是创新金融产品的基本，但是根据
我国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能够进行金融创新活动的人才是
非常稀缺的。所以，必须重视此类人才的培养，不断加大培
养力度，进而对创新金融产品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第二，
加大金融监管法制制度的创新力度。保证金融市场公平竞争
以及高效运行的根本是监管制度的不断完善，同时也是有效
监管金融市场的重要措施，因此在创新金融产品的过程中，
应不断地创新相关的监管制度，进而有效发挥出监管制度的
作用；第三，适当鼓励金融产品的创新活动。创新金融产品
也需要适度进行，否则就会产生反效果，要与投资者以及市
场的产品需求、接受能力等相符合，还要与监管能力相协调，



并且风险收益也要有所体现，进而避免投资者的利益受到损
害。

2.加强金融机构的创新自主能力

金融创新的大部分活动在我国都是通过政治直接主导的，所
以为了更好地发挥金融创新产品的风险规避作用，就需要不
断加强金融机构的创新自主能力。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背景之
下，金融机构的金融产品应不断通过进行创新来加强自身的
市场竞争力，同时还应满足社会上来自于各个角度和方面的
需求，这样有助于金融机构健康地、可持续地在激烈的市场
中生存下来。所以，金融机构应不断发展和完善激励创新的
机制，并且制定出衡量创新绩效合理科学的标准，在绩效考
核体系中纳入创新业务的内容，进而有效促进金融创新活动
的开展。此外，为了防止刻意追求高收益和高风险的金融创
新项目出现，必须从长远发展的眼光进行金融创新，合理分
配好金融资源，并且科学管理资产流动习惯和资产负债，保
证金融创新活动可以在良好的资本环境中平稳严谨地进行。

3.解决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由再一次的金融危机可以看出，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是紧密
不可分的关系，一旦脱离了实体经济，金融创新也就很难得
到实现，这时就必须解决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
因此，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背景之下，我国金融创新的重点是
发展实体经济，让科技创新、中小企业以及“三农”都能够
享受到金融创新的服务。首先，完善和创新“三农”的金融
服务体系，按照农村和农业在金融方面的服务需求制定和发
展相关的金融项目，例如农业保险、大宗农产品期货等，进
而形成一个基于多方共赢原则以及功能互补、产权明晰的多
层次农村金融机构体系；其次，根据生产需求来对金融产品
进行创新，寻找促进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共同发展的有效途
径，在探索中小企业融资途径的同时，保证金融机构的健康
可持续发展。资本市场的`不断健全促使直接在资本市场进行



融资成为了大型企业发展的重要融资方式。但是对于中小企
业来说，金融业务中最薄弱的项目就是融资，所以金融机构
应对此项业务给予一定的重视，树立长期的创新和研发意识。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背景下金融创新的风险监管策略

1.构建金融监管预警系统

金融创新产品中的大部分都具有金融风险隐蔽、扩展速度快
等问题的存在，这主要是因为产品自身的透明度较差、渗透
性较强以及自由度较大等特征造成的。需要通过不断地管理
和监督金融运行状态来减少创新再监管环节中的空白程度，
进而有效降低在进行金融创新的过程中所出现的风险机率，
同时有利于加强金融监管的质量和效率。所以，应构架金融
监管预警系统，与原有的监管信息系统共同完成监管任务，
实现预警指标的直接生成，这样就可以实时监控各个金融机
构资产质量以及日常运行情况等。

2.加强金融机构运营风险的监管力度

目前，国际上的银行业呈现出一个日渐激烈的竞争状态，全
球化的金融发展趋势也开始有所好转，这也就向我国的银行
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有效加强经营的国际化能力以及
风险管理水平。金融风险监管在金融机构中具有关键的金融
风险管理作用。但是，我国商业行业还没有形成一个健全的
公司管理机制，进而造成了经营业绩一直下降、经营风险不
断增加等的问题出现，所以为了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充
分发挥出金融风险监管的作用，重视金融风险监管在金融创
新中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应加强金融机构中的流程管理和
内部控制，提高监督运营风险的工作水平，及时地发现和解
决金融风险，做好防控的措施，进而有效加强金融机构运营
风险的监管力度，减少金融危机所产生的冲击和影响。

3.建立金融风险协调管理机制



金融创新活动随着金融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而不断地发展，开
始逐渐出现跨市场的金融创新产品，这也就要求人们开始重
视跨部门协调监管的重要性。所以，应按照法律所规定的义
务與权利的对等原则，建立金融风险协调管理机制，将监管
各方的义务和责任在其中得到明确的分工，进而在一定程度
上防止监管空白以及重复监管的现象出现。根据目前的发展
情况，应不断完善金融监管的会议联席制度，促进各监管机
构的沟通和协调。而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分析，我国金融业
会逐渐向混业经营以及监管的趋势发展，这就要求形成更好
的分业监管模式。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背景下，能够通过金融创新来
满足客户对金融服务多元化的需求，进而进一步加强金融服
务的质量，有效提高金融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与此同时，不
可以一味地只注重金融创新，却忽略了监管金融创新产品与
工具的风险，进而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所以，在进行金融
创新的时候，同时进行风险监管，不可以忽视二者之间的关
系，处理好监管和市场导向的，进而为我国的金融经济发展
提供更好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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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从建立法治国家的长远目标来看，法律监督更是一个必
须加强的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等待着人们去
探讨和解决。

一、中国古代监督制度的产生、发展



早在西周时期，中国的官制上就已经有了御史之称。

御史当时是在皇帝左右掌管文书档案和记事的工作，同时还
兼有监督官吏执法的职责。

御史在后。

”虽然那个时期的御史监察制度不具备现代监督的基本特征，
但在当时封建社会“诸法合体”、审判权和公诉权不分的情
况下，却已经包含了现代法律监督制度的因素。

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立御史大夫为副丞相，其主要职责
是“典正法度”，即负责监察百官和司法工作，同时，还掌
管图书文件。

这时，御史大夫地位列于“三公”之中，处于国家中枢地位。

但是，此时的御史大夫还不是完全的监察官，而是对内实行
监察权，对外实行行政管理权的兼任官，即行政官兼任最高
监察官。

到了两汉时期，国家逐步制定了一些有关监督的法规，最主
要的有《监御史九条》、《刺史诏六条》。

由这两个法规来看，两汉的监察法规主要是监督官吏在司法
审判中违法渎职的行为。

而此时，国家的言谏制度也得以发展，这就初步形成了御史
制度和言谏制度相互配合的封建监察制度格局。

隋唐时期，尤其是唐代，中国已经形成组织完善、分工清楚、
职责明确的监察机构和谏官组织。

其监察机构格局为，中央设御史台为最高监察机关，下设台
院、殿院和查院分别掌管弹劾中央百官、纠察违礼之事及监



察地方官吏等监察事宜。

其谏官组织在唐代称为御史台，专职监察弹劾行为。

到了宋朝时期，监察制度较之唐代有了新的发展，一是其言
谏机关由过去的对君主的过失行为进行劝谏扩大到对大臣的
违法失职行为进行谏正，使封建言谏制度发展到了高峰期;二
是御史台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对违法失职的官吏不仅可以监
察纠举，而且有权侦训，增加了司法职能。

同时还实现了“台谏合一”制度，强化监察机关对权力的监
控职能。

明清两代改御史台为监察院，其基本监察制度相对前朝并没
有什么大的区别，只是在组织设置及实施方面更加严密。

二、监督制度存在的意义

儒家学者认为，社会各阶层人等，按照礼的要求各守其位、
各安其分，天下之治即可实现。

因此，对于作为社会和谐安定的一种辅助机制的监察必然会以
“礼”为标准来实施监督。

计算机的发展影响论文篇五

[摘要]中国的古典园林经历了园林的生成期——殷、秦、汉，
园林的转折期——魏、晋、南北朝，园林的全盛期——隋唐，
园林的成熟期——明清。

中国古典园林得以持续演进的契进便是这经济、政治、意识
形态三者之间的平衡和在平衡，它的逐渐完善的主要动力亦
得之于此三者的自我调节而促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
步。



[关键词]中国古典园林历史悠久发展文化艺术

中国的古代园林，或称为中国传统园林或古典园林。

它历史悠久，文化含量丰富，个性鲜明，而又多彩多姿，极
其艺术魅力，为世界三大园林体系之最。

在中国古代各建筑类型中它可算得上是艺术的极品。

在近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深深的履痕，也为世界文
化遗产宝库增添一颗璀璨夺目的东方文明之珠。

中国的古典园林经历了园林的生成期——殷、秦、汉，园林
的转折期——魏、晋、南北朝，园林的全盛期——隋唐，园
林的成熟期——明清。

据有关典籍记载，我国的造园开始于商周，在这时的园林称
为囿，园林里面的主要建筑物是“台”。

中国古典园林的雏型产生于囿与台的结合，囿是专门用来养
殖禽兽像一个大形的天然的动物园。

最初的“囿”，就是把自然景色优美的地方圈起来，放养禽
兽，供帝王獀猎，所以也叫游囿。

商周时的王、诸侯、士大夫所经营的园林，可通称为“贵族
园林”。

他们未完全具备皇家园林的性质，但却是后者的前身。

他们之中，文献记载最早的两处是殷纣王修建的“沙丘苑
台”和周文王修建的“灵囿、灵台、灵沼”，时间在公元11
世纪。

台，即是用土堆筑成的方形高台，台的最初功能是登高以观



天象、通神明，还可以登高远眺，观风景，周代的天子、诸侯
“美宫室”、“高台榭”逐成为一时的风尚。

台的“游观”价值亦逐渐上升，成为一种主要的的宫苑建筑
物，并结合于绿化种植而形成以它为中心的空间环境，有逐
渐向着园林的雏形的方向上转化了。

囿和台是中古古典园林的两个源头，前者是有关圈养禽兽，
后者是有关通神、望天。

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园林的发展亦与此时的政治体制相适
应开始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园林”。

其中以阿房宫为代表的形象则是为淮南的构筑中心，往南一
直延伸到终南山，往北与都城咸阳成为一体。

他的“复道”连接北面的咸阳宫和东面的骊山宫，复道为两
成的廊道，上层为封闭，下层为敞开。

新的复道有结合于原先建成的甬道系统，形成以阿房宫为核
心的的交通网络。

也是天星体象的摹拟：从天极星座经阁道星座、在横过天河
而抵达了营室星座。

可见阿房宫是多么的壮丽宏伟。

气魄之见于山川之间，回荡在整个王宫。

汉朝在秦朝的基础上把早期的游囿，发展到以园林为主的帝
王苑囿行宫，除布置园景供帝王游媳之外，还举行朝贺，处
理朝政，汉高祖的“未央宫”，汉文帝的“思贤园”，汉武
帝的“上林苑”，梁孝王的“东苑”。

宣帝得到“乐游园”等。



都是这一时期的著名苑囿。

从敦煌莫莫高窟苑囿亭阁，元人李容瑾的汉苑图轴中，可以
看出汉时的造园已经有了很高的水平而且规模很大。

枚乘的《菟园赋》，司马相如的《上林赋》，班固的《西都
赋》，司马迁的《史记》，以及《西京杂记》、典籍录《三
辅黄图》等史书和文献，对于上述的苑囿，都有比较详细的
记载。

其中的上林苑是汉武帝在秦时旧苑的基础上扩建的，其中的
离宫别院数十所广布苑中，其中太液池运用山池结合的手法，
造蓬莱、方丈、瀛洲三岛，岛上建宫室亭台，植奇花异草，
自然成趣。

生产期是中国古典园林，从萌芽、产生而逐渐成长，生产期
的持续时间较长，但园林的演变很缓慢，经历的时间长始终
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

它不具备中国古典园林的全部类型，造园的主要是“皇家园
林”园林的功能主要是狩猎、通神、求仙。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大**时期，也是思想十分活跃
时期。

造园开始在明间园林主要转向满足人的本性的物质享受和精
神享受。

一度社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士大夫阶层追求自然环境美，
游历名山大川成为社会上层的普通风尚。

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陶渊明的《桃花源
记》等许多名篇，都是这一时期问世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特殊经济、政治、文化产生大量的隐士，
王羲之“即官去，于东士人士尽山水之游，戈钓为娱。

又于道士许迈游遍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之:“我
卒死当以乐死”，陶渊明辞官归隐，家境虽然贫穷，亦“三
宿水滨，乐饮川界”。

他们对大自然的向往和眷恋是那么的一往情深。

真正大批的文人、画家参与造园，还是在隋唐。

造园家与文人、画家相结合，运用诗画传统表现手法，把诗
画作品所描绘的意境情趣，引用到园景的创作上，甚至直接
用绘画作品为底稿，寓画意于景，寄山水于情，逐渐把我国
造园艺术从自然上水阶段，推进到谢意于山水园阶段。

唐朝的王维是当时一位倍受推崇的一位，他辞官归隐到蓝田
县，相地造园，园内山水溪流，堂前小桥亭台，都是依照他
所描绘的画图布局建筑，如诗画的园景，正表达出他那诗与
画作的风格。

苏轼称赞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
诗。

”而他创作的园林艺术，也正是这样的。

倪瓒在我国绘画史上也是有名的山水大师，出于他手的造园
艺术品自然不同凡响，清朝乾隆帝南巡到苏州时，看到也称
赞不已。

隋朝结束了魏晋南北朝的后期的转乱状态，社会经济一度繁
荣，加上当朝的皇帝荒淫奢糜，造园之风大兴。

隋炀帝“亲自看天下山水图，求胜地造宫苑”。



在城市与乡村日益隔离的情况下，那些身居繁华都市的封建
帝王和朝野的达官贵人，为了逍遥玩赏大自然的景色，便就
近仿效自然山水建造园苑，不出家门，却能享“主入山门绿，
水隐湖中花”的情趣。

唐太宗“励精图治，国运昌盛”，社会进入了一种盛唐时代。

当年的唐太宗在西安的骊山所建的“汤泉宫”，后来别唐玄
宗改作“华清池”。

这里的宫室殿宇楼阁，“连接成城”，唐王在这里“缓歌慢
舞凝丝竹，且尽君王看不足”。

隋唐园林在魏晋南北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中国古典园林
而到达了全盛的局面，皇家园林的“皇家气派”已经完全形
成。

文人参与造园的活动，把士流园林推向文人化的境地。

宋朝元朝造园也有一个兴盛的时期，特别是在用石方面，有
很大的发展。

宋微宗在“丰享豫大”的口号下大兴土木。

他对绘画有一些造，尤其喜欢把石头作为欣赏的对象。

先在苏州、杭州设置了“造作局”，后有在苏州添设了“应
丰局”专搜集民间奇花异石，舟船相接地运往京都开封建造
宫苑。

“寿山岳”的万寿山是一座具有相当规模的御苑。

此外，还有“琼花苑”、“宜春苑”、“芳林苑”等一些名
园。



现今开封的相国寺里展出的几块湖石，形体确乎奇异不凡。

这期间，大批的文人、画家参与造园，进一步加强了写意山
水园林的创作意境。

明代的大内御苑有六处御花园、慈宁宫花园、万岁山、西苑、
兔园、东苑。

清朝的皇家园林宏大规模和皇家气派，比明代表现更加的明
显。

皇家园林创建以康熙、乾隆时期最为活跃。

当时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给造园大规模写意自然园林提供了
有利条件，如“圆明园”、“避暑山庄”、“畅春园”等等。

私家园林以明代建造的江南园林为主要的'成就，有“休园、
拙政园、寄畅园”等等。

同时还在明末产生了园林艺术创作的理论书籍《园冶》。

他们在创作思想上，仍然沿袭唐宋时期的创作源泉，从审美
观到园林意境的创作都是以“小中见大，须弥芥子，壶中天
地”等为创作手法。

自然观、写意、诗情画意成为创作的主导地位，园林中的建
筑起了重要作用，成为造景的主要手段。

园林从游赏到可游可居方面逐渐发展。

大型园林不但模仿自然山水，而且还集仿各地名胜于一园，
形成园中有园，大园套小园的风格。

中国的造园艺术是中国文化和艺术的体现它的出现，园林的
规模，由大而小，园林的景观由单纯的粗放宏观逐渐发展成



为经济的微观经济为主，创作手法由单纯的写实和与自然相
结合，它是以追求自然山水精神境界为最终和最高的目的，
从而达到“虽有人作，宛自天开”的目的。

园林的设计讲究顺应协调、和谐共生、差异互补、对比反衬，
情景交融，融合为统一、动静结合，中国园林是具有很高的
艺术成就和独特风格的园林艺术体系，是东方园林艺术的主
要代表，在世界园林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其造园风格和手法，不仅影响日本和东南亚各国，而且对西
方国家的造园也有一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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