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 後 語
毫無疑問，中國在過去七十年經歷了跌宕起伏的不平凡歷程，從昔日的

貧弱之國到今天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締造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參與全球

治理變革。值得深思的是，有別於西方憲政民主的中國黨國體制，在急遽 

轉變的國際形勢下將會迎來甚麼樣的挑戰和機遇？在「共和國七十年」的主題

下，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的三位作者嘗試就其中幾個重要問題加以申論。

何包鋼回顧了早年國內有關憲政問題的種種討論和爭議，認同論者提出

的憲政多元論，強調西方自由主義憲政只是其中一種模式。文章指出，中國 

目前的黨國體制中不乏憲政成份，如能發揮其中的積極因素，實行黨國憲

政，將有助國家實現長治久安。文貫中認為，近年中國大力推動「一帶一路」

倡議，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張，儼然成為全球化的新旗手。然而，刻

下中美貿易戰卻似乎表明，中國在融入全球化的過程中，與西方的價值體系

仍有不少牴牾之處，未來的發展絕非一片坦途。王正緒指出，目前全球比較

政治學仍是以西方（北美）為中心，學界雖不乏自我批判的反思意識，但相關

研究普遍存在碎片化的傾向。他樂觀地預測，隨着中國的影響力與日俱增，

中國的政治體制實踐，包括概念、理論甚至規範價值等，可望對全球的知識

和思想圖景帶來不同程度的改變。

本期刊出的多篇學術論文均與共和國早期的歷史發展息息相關。安劭凡

對1950年北京市委郊區工作委員會舉辦的農村黨員訓練班作了深入的梳理，
除了反映新政權建立之初培訓黨員、塑造「新人」的努力外，還揭示基層黨員

在與國家政權複雜互動的過程中，能夠採取巧妙的日常政治策略以作因應。

然而，隨着共和國的管治基礎日益鞏固，急風驟雨式的政治運動不輟，日常

形式的反抗空間大幅縮小。王力堅的研究指出，廣西百色地區當局在1960年
前後發動的兩次反瞞產運動，在大躍進─大饑荒的背景下，經歷了從柔性的

「參與式動員」到剛性的「命令式動員」的轉變，當局通過種種強制手段徵糧，

農民生活苦不堪言，農村餓殍遍野。自1963年起中共在全國農村發動四清
運動，並以河北省撫寧縣的「桃園經驗」作為典型向全國推廣，「命令式動員」

進一步發展和深化。王海光仔細考察了「桃園經驗」的始末因由，剖析這場自

上而下製造的階級鬥爭帶來的深遠影響。

長久以來，學界對於中俄的革命歷程，以至兩國後來歷史境遇的異同，

均抱有濃厚的研究興趣。究竟兩個社會主義革命政權之間有沒有可比性？本

期刊出的兩篇中俄比較研究書評，或許能給讀者帶來一點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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