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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前事不忘，後事

之師。明年是抗日戰爭勝利

七十五周年，不同的大型紀念

活動勢必紛至沓來。敝刊歡迎

各界學者惠賜研究論文，探討

與抗日戰爭有關的不同歷史課

題，以饗讀者。

——編者

「未富先老」是個偽命題

中國正處於老齡化的高潮

期，如何應對老齡化趨勢的挑

戰是當下一個重大而現實的議

題。楊菊華的〈中國人口老齡

化的現狀、挑戰與對策思考〉

（《二十一世紀》2019年8月號）

一文分析了中國人口老齡化的

現狀、特點、趨勢以及挑戰，

並對該議題進行反思和提出應

對思路。文章指出：長期而嚴

苛的生育政策的施行加速了人

口結構轉變進程，使中國的老

齡化進程遠遠快於經濟社會發

展水平，造成「未備先老」、「未 

富先老」。

筆者對文中涉及到的「未

富先老」觀點不敢茍同。把「未

富先老」視為中國老齡化的一

個顯著特徵是當下較普遍的看

法，在此語境下，當今養老保

障制度的極不完善，主要是社

會老化得太快，政府來不及應

對所致。筆者認為這說法似是

而非：首先，正因為中國快速

的老齡化是計劃生育政策干預

的結果，所以在應對老齡化問

題上政府更有着不可推卸的責

任。如果政府對此足夠重視，

在中國人口尚未老化時，就應

該把養老問題提到議事日程

上。作為老齡化的後發國家，

已有先進國家的經驗可以借

鑒，老齡化的到來及應對措施

均是能夠、應該和必須先作準

備的。實施計生政策時提出的

「一個孩子好，政府來養老」應

該理解為政府對養老保障作出

了承諾，即便這僅是宣傳的口

號而算不上承諾，這個口號本

身也反映了養老保障早在當年

就已經是普遍關注的問題。眼

下在老齡化高潮來臨之際，把

「先老」作為「未備」和「未富」

的原因，未免有為政府失職尋

找遁詞之嫌。

更重要的是，中國進入老

齡化社會的過程是與中國經濟

的快速發展同步的。所以，當

老齡化來臨之際，無論從社會

總財富還是從政府掌控的公共

資源來看，中國社會都並不差

錢，差的就是投入到社會保障

上的錢太少，這一點從社保支

出與財政總支出佔比可以看

出。退一步說，就算當下中國

還處於「未富」階段，社會保障

制度的極不完善同樣不能僅 

歸因於「未富」，社會福利分配

不公才是問題的癥結。在文明

國家，社會福利分配若不是全

覆蓋，那肯定是向弱勢群體傾

斜；而中國則相反，以醫療為

例，長期以來，有限資源中的

主要部分是用於保障黨政企事

業單位等人員，尤其是其中的

高官；而所謂的體制外人員、

尤其是廣大農民則基本上處於

任其自然的狀態。雖然近期情

況有所改善，如不少地方都宣

布實現了醫療保障「全覆蓋」，

但保障程度不在一個檔次，社

會福利分配不公並沒有實質性

的改變。

在應對老齡化問題時，癥

結在於政府責任和公平原則 

的缺失，而不是所謂的「未富

先老」。

潘學方　台州

2019.8.15

「以人為中心」需要精細化 
的詮釋

曾幾何時，「以人為中心」

（或者說「民本」）被視為與農

耕社會相關連的優秀傳統，並

且作為改革開放時期需要和可

以秉承的發展宗旨。從現實層

面來看，人口紅利確實也在很

大程度上支撐了中國經濟的高

速發展，成就了中國作為「世

界工廠」的底氣。然而，時勢

移易，當下中國已然面臨人口

老齡化和勞動力短缺的問題，

用〈人口負債與中國經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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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2019年8月號）

一文中蘇劍、康健兩位作者的

話來說，則是中國已經面臨着

人口轉變時需承擔的「人口負

債」。所謂「人口負債」，也就是

人口轉變超過了人口紅利階

段，人口年齡結構因老齡化而

不再富有生產性。

該文通過一系列數據分析

了人口負債與人口紅利對經濟

走勢的影響。作者認為，整體

上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將會在

技術進步、資本增長等方面產

生負面作用，進而拉低未來的

經濟增長潛能。在此前提下，

作者開出的「藥方」包括鼓勵 

生育、推遲退休年齡、以教育

促進技術進步等，甚至還看似

「趕趟」般地提出以人工智能代

替部分人口紅利的主張。

應該說，人口老齡化和勞

動力短缺已經為學界共知，而

且作者的針對性建議在理論 

上也具有可執行性。但是在筆

者看來，相關研究或許還應當

再往前走一步。以鼓勵生育為

例，生育問題在中國社會無疑

是牽涉最廣的民生話題之一，

就當前的政策來說，「全面二

孩」在2016年就已於全國落地， 

且不少地方也出台了一定的配

套支持措施，但是真實的生育

率依然不容樂觀。其中很重要

的一點在於，生育的主觀意願

無法獲得提振，光靠外部因素

諸如保障女性生育和就業權利

（況且落實起來就極其艱難）之

類是難以改變的。

質言之，如果說農耕社會

對勞動力的需求導致在中國文

化中形成了「多子多福」的文化

傳統，那麽工業化進程（也包

括執行多年的計劃生育政策）

已經瓦解了這一傳統的根基，

新世紀以來的社會認知反倒是

「生不起，養不起，住不起，死 

不起」。需要指出的是，這樣

的社會認知與其說是對社會 

現實的感知，毋寧說是在傳媒

等推動下形成的社會鏡像。然

而，即便與現實之間興許存在

着若干偏差，也無法抵擋這樣

的社會認知產生一系列影響深

遠的連帶性情緒和行動。

洪長輝　嘉興

2019.9.1

輕闡釋、重細節：朝鮮史 
研究的可能路徑

一直以來，朝鮮民主主義

人民共和國（下稱「朝鮮」）總

是以神秘形象示人。儘管外界

了解朝鮮的渠道十分有限，但

並不妨礙公眾對它的關注和興

趣。涉及朝鮮的新聞時常佔據

媒體重要版面，並能在全世界

範圍內引發熱烈討論。然而，

相比媒體上的朝鮮熱，朝鮮史

（北韓史）研究則稍顯冷清。

正如毛升在〈從敵情到學

術：英文學界之北韓史研究〉

（《二十一世紀》2019年8月號）

一文中所指出的，英文學術界

關於朝鮮史的研究成果遠落後

於中國史、蘇聯史，它最初甚

至僅是蘇聯史的分支，其研究

具有明顯的政治導向作用。與

之相似的是，中國大陸對朝鮮

的研究也是以中朝同盟關係為

出發點。由於朝鮮革命與中國

革命之間的密切關係，兩國本

應有不少共用的歷史資源。不

過，隨着朝鮮在1950年代末開

始建立本國的歷史敍述，並強

調「革命的主體性」，中朝兩國

的革命史研究形成了不同的側

重點。直至今日，在一些中朝

兩國學者共同參加的學術會議

上，還會出現因歷史事件表述

而產生的分歧。筆者在朝鮮參

加學術會議時也曾被「友善」提

醒，不要提及兩國間尚存爭議

的「敏感」話題。以上情況的發

生，足以證明長期以來中朝兩

國學界的研究基本是沿着各自

的詮釋體系進行的，彼此間缺

乏充分的交流和互動。

毛升所梳理的英文學界研

究涵蓋了政治史、外交史、社

會史、文化史等領域，並闡明

了西方的政治和學術氛圍對於

朝鮮史研究的影響，對於拓寬

朝鮮史的研究思路極具啟發。

正如毛升所述，歷史學者的觀

點很容易被其讀到的史料所影

響。英文學術界所利用的文獻

資料無論在完整度還是相關度

上多少都存在局限。就筆者近

年所見，基本認同這一觀點。

在目前無法輕易獲取朝鮮本國

檔案的情況下，中外學界唯有

加強相互了解，才能建立對話

的基礎，並進一步協作開展多

方文獻的對照和解讀。

誠如文章所指出的，中文

朝鮮史學界有着自身的學術傳

統和問題意識，英文學界雖然

不會輕易對其根基造成衝擊，

卻能夠填補中文學界過往的 

認識盲區。在學術全球化的大

背景下，中外學界在朝鮮史領

域的對話必將愈來愈頻繁。儘

管國家敍事不會完全從歷史研

究中剝離，但在當前環境下，

從史料出發，重歷史細節的還

原、輕政治得失的闡釋，或許

是推動朝鮮史研究跨國合作與

對話的可行路徑。

趙崧杰　澳門

20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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