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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益專業化、細緻化的

學術潮流中，本刊一直堅持以

多元開放的心態，尋找具有現實

感的公共話題。首欄「二十一世

紀評論」及最尾也最小的「三邊

互動」欄目，就是這樣的論壇。

應該承認，這是一種頗為困難

的堅持。我們之所以能堅持做

下去，也正有賴於各地學者及

朋友的關心並參與討論。以下

四位讀者對本刊8月號四篇文

章的點評，短小而不失慧見。

——編者

經濟規模擴大未必安全

王建在〈從全球戰略視角

看中國當前的宏觀緊縮〉一文

認為：「中國的經濟規模每擴

大一分，就可以增加一分安全

保障」，但我認為經濟規模的

擴大對中國來說恰是把鋒利的

雙刃劍，既可提高中國的世界

地位，也會惡化中國的戰略安

全和經濟安全。

中國經濟規模的擴大主要

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GDP的

高速增長；二是佔世界貿易總

量的增長，2001年世界貿易排

名上升到了第六位；三是中國

已經成為世界資源消耗大國。

但是，應該看到2003年中國

對外貿易總額佔了GDP總額的

61%左右之巨，而支撐對外貿

易的主要因素是出口加工，這

將帶來戰略安全和經濟安全的

隱患。一旦中國與西方（包括

美、歐、日）發生高強度衝

突，西方是有足夠能力放棄與

中國的貿易的。因為她們從中

國得到的主要是利潤和廉價商

品，這種貿易並不佔她們經濟

總量的高比例；但對中國來

說，則將不僅因失去資本、利

潤、GDP而導致經濟崩潰，更

致命的是將失去巨量就業崗

位，從而引起國內社會矛盾的

大爆發。

所謂經濟安全隱患，是指

相較於對外貿易增長，中國國

內貿易日漸降低，國內貧富分

化日益導致國內市場萎縮，走

上了一條加工型的依附道路。

這樣，從資源供應到貿易制裁

幾乎有無數渠道可以被卡住脖

子，使中國經濟日益陷在經常

的威脅和危機境地。

可見，中國的經濟不是需

不需要緊縮的問題，而是如何

緊縮的問題。從安全的角度

說，除了進行政治改革外，解

決中國經濟長遠利益的關鍵是

兩個方面：一是擴大國內市

場，增加國內貿易在GDP中的

比例，其中的核心問題是增加

國民福利和收入，徹底放棄貧

富分化的道路；二是加強產品

的研發、製造、服務，增加產

品的附加值，提高對外貿易利

潤，其中的核心問題是科技進

步、教育進步和扶植私人資本

的發展。遺憾的是，中國的政

治現狀導致了宏觀緊縮的實際

打擊對象，竟然是應該大力扶

植的國內私人資本，所謂「鐵

本」事件即是。

顧則徐　上海

2004.9.1

唯有制度性民主才能防止
制度性越軌

劉遵義在〈二十一世紀中

國經濟展望〉一文中提到，他

支持中國先做兩件事情：第一

是政企分開，第二是大幅度提

高政府官員的薪酬，吸引素質

好的人。對此，筆者非常贊

同，並認為兩者相依相存，有

內在的聯繫。如果政府和企業

不分開，則政府官員受到來自

企業的利益驅動太強烈，遠大

於薪酬的激勵，即使素質好的

人，也難免精神遭到腐蝕，成

為壞制度的犧牲品。

但是，政府提倡「政企分

開」由來已久，迄今卻仍「難分

難捨」，歸根到底，又不得不把

政府角色這個話題老調重彈，

否則怎樣釐清政府與企業／市

場之間的關係？毋庸質疑，政

府是公民／消費者／企業／市

場的「服務者」或「守夜人」。那

麼，是誰、又怎樣提醒政府不

得僭越企業的界域？

歷史經驗表明，唯有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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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來研究西學東漸後中國近代

思想史演化的內在理路，關注

思想演化是如何參與二十世紀

中國社會的演變和如何受其制

約，並致力揭開這一謎團。

西方將「個人」作為現代社

會組織的基本單元、擁有權利

和表達權利的主體，這一思想

確立於十七世紀前後的英國。

但個人主義在西方發展的思想

譜系並非是線性的。在法國及

俄國，個人主義均意味ç個人

利益至上，不符合「公意」、

「集體」原則，是一個貶義詞；

而在德國，則充滿了浪漫主義

色彩，表示了對個人主體性和

創造性的高度讚揚，甚至具有

「超人」色彩。

中國在不同時期對外來觀

念的選擇，往往與當時對未來

發展模式和理想圖式的追求相

關聯。在二十世紀前期，中國

大致是先取英美的漸進式改革

路徑，後取法俄的激進革命路

徑。當然，這種先後又是相對

的，即使在整個二十世紀，兩

種路徑並非水火不容。以蔣氏

政權為例，它實是一個集法

俄、英美及中國傳統政治於一

體的混合物。就思潮與世風

而言，五四可以為界，但就

「個人」或某種觀念演變的譜系

而言，除了移植，更有與本土

觀念的交融及對西方觀念的重

構。此外，民眾對西學的認同

與接受固然與精英人物的引領

有聯繫，但差異亦值得辨析。

閭小波　南京

2004.9.2

消解「台獨」的理念建構

今日台灣島內湧動的一股

潮流是建構新的「族群認同」

和「國家認同」。根據薛力〈族

群認同——「台獨」的主要動

力〉一文的分析，本省人已經

成為台灣政治生活的主體，文

化意義上的族群認同已經轉

化為政治意義上的國家認同。

經濟發展、自我意識的增強、

對自由民主的信仰等等合力作

用，致使台灣人要求建立具有

「維斯特伐利亞合法性」的國

家。

血緣和文化固然是共同體

的先天因子，是族群認同的

基礎，但後天的因子也可以

建構新的認同。台獨份子借助

於兩岸中國人客觀上形成的

不同歷史體驗與集體記憶，刻

意建構其新的認同。李登輝時

代一再強調台灣「命運共同體」

或「生命共同體」，就是一種

有意識的新共同體建構。應

該看到，自我的身份與認同必

須得到他者的認同才有效，

這是「台獨」現在面臨的一大障

礙。另一方面。雖然歷史記

憶無法改變，但現實經濟的

融合與利益的相互依賴、文

化與情感的交流是可行的，

可以重建兩岸共同體的觀

念。我認為，一項極其基礎性

的工作是大陸的自由民主化，

這是淡化兩岸不同的歷史記

憶，消除台灣對大陸的陌生

感、恐懼感和疏離感的根本之

途。沒有這個基礎，重構仍是

危途，看不到希望。就連認同

中國文化的龍應台也還是強

調，如果大陸依舊非理性，台

灣就有獨善其身的權利。北京

何以對之？

丁松泉　杭州

2004.9.1

的政府才能防止越軌，唯有制

度性民主才能防止制度性越

軌。要點在於，引入合法性因

素作為政治／行政的外在監

督，強化公民的政治參與在政

府中的影響，確立公民的知情

權，規定聽證制度，促使公民

選舉權的到位，提升信訪的地

位，完善司法等等，都是增進

合法性因素的一部分。

當公民可以對政府「發話」

時，政府和企業分開就指日可

待了。如果公民沒有合法性的

否決權，恐怕政府和企業的膠

ç狀態還會持續，或者表面脫

¯，暗中勾結。在政府官員的

遴選和考評中，增加公民的合

法性支持與否定因素，不僅可

以減少政治管理者的腐敗，維

持管理者的素質和管理的水

平，還可以培養政府官員的使

命感和責任感。

聶露　北京

2004.9.4

西學東漸以後發生了
甚麼？

1997年以來，金觀濤、劉

青峰先後對從「經世」到「經

濟」、從「群」到「社會」—「社會

主義」、「天理」—「公理」—「真

理」、「權利」等重要觀念意涵

的變遷作了深入細緻的梳理。

他們的〈中國個人觀念的起源、

演變及其形態初探〉是這一系列

研究的最新成果。這些成果，從

研究方法到學理分析，均刷新

了以往中國近代思想史的研究。

近代以來，西學東漸是一

個不爭的事實，但西學是如何

東漸？東漸以後又發生了甚麼

相應的變異？內在的理路至今

仍是一個待解的謎。金、劉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