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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四篇讀者來函，或對

本刊去年「反思改革二十年」一

組文章各抒己見，或針對科技

興國、宗教信仰問題有感而

發，都顯示出對中國未來發展

方向的關切。也可以看出，國

內不少讀者只能閱讀本刊網絡

版。請各地讀者注意，從今年

起，上海外文圖書公司可為各

地機構和個人代辦本刊訂閱

（請參閱第162頁廣告），希望

各地讀者大力支持。《二十一

世紀》印刷版的文章也因此將

不會即時在網絡版貼出。

——編者

長遠政治穩定靠的是甚麼

《二十一世紀》2002年8月

號康曉光〈90年代中國大陸政

治穩定性研究〉一文和12月號

吳增定的商榷文章〈行政的歸

行政，政治的歸政治〉，都對

中國何以獲得政治穩定提出了

見解，我對此有些不同看法。

康先生所用的「行政吸納

政治」概念背後是「權力支配一

切」的邏輯，這就意味s行政

權—警察權的支配性。也就是

說，作為「政治」的民眾參與、

公民意願表達是受到行政權—

警察權限制的，亦即個體權利

並沒有得到制度化的保障，賦

予公民以有限權利，只是國家

政權為實現政治穩定而採取的

權宜之計。這樣，康文對「行

政吸納政治」於政治穩定所起

作用——在香港案例中所得到

的經驗——的樂觀態度，就很

值得討論了。畢竟，香港早已

因其特殊的歷史境遇和地理特

徵，擁有成熟的市場規則、法

制和文官系統。所以，香港

可以沒有民主，但有自由與法

治——西方的遊戲規則可以對

香港起到強大監控作用！但套

用於中國大陸則為大謬。

吳文對康文的「行政吸納

政治」概念提出質疑，認為這

個概念實質包含s「政治行政

化」和「行政政治化」兩重含

義：前者意味s國家與社會分

離、脫節，國家權威被社會架

空；後者則是國家權力通過為

社會提供經濟實利而重構權

威。在此，吳文似乎沒有理解

國家權力與社會、公民權利之

間的分立、互相制衡的關係，

以為社會的獨立必會架空國家

權威。正因為如此，吳文才沒

有認識到：社會政治性的缺

失，即公民權利非制度化落

實、社會不能組織化地與國家

權力對話，才是長期政治穩定

的最大威脅！這也使他後來為

中國開出的以民主塑造「國家

認同感」和「政治德性」的處方

無所定位而流於無效。因為民

主只有作為分離的國家權力與

公民、社會權利的溝通制度時

才能有效！

當代中國的市場化改革是

由國家倡導、自上而下進行

的，即市場在其本源上就有政

治權力的烙印。何清漣就曾

直言中國市場化就是「權力市

場化」的過程，楊小凱也明言

「政府官員和私有企業之間的

保護人和被保護人的關係是私

有經濟在中國得以存在的根本

前提」。可以確認，以市場為

核心的社會經濟領域尚沒有在

中國大陸獲得自主地位。「行

政吸納政治」只會強化市場、

社會對國家權力的依附性，導

致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公，從而

加大政治動盪的潛流。

中國必須通過建構民主與

憲政保障公民個人權利，才能

取得長遠的政治穩定，維護市

場經濟的健康發展。也只有國

家與社會出現分離，社會得以

組織化後，公民才能有序地通

過民主途徑，參與公共事務討

論和公共政策制定，「國家認

同感」與「政治德性」才可以落

實於制度層面。

賴建華　廣州

2003.2.19

改革的停滯與出路

在《二十一世紀》2002年

12月號上，蕭濱教授的〈改革

的停滯與自由主義的兩種調

子〉一文提出，目前中國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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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三邊互動 立法加大科研投入，捨此
諾獎沒戲

拜讀了貴刊曹聰的〈中國科

學界的諾貝爾獎情結〉（2002年

12月號）一文，感觸良深。尤

其是看到上海科學家王育竹

先生在鐳射冷卻捕捉原子領

域，雖然早在二十世紀70年代

末就已取得了領先國外同行

五到十年的頂尖成就，但終

因經費短缺、實驗設備簡陋

等原因，直至1993年才最終

完成有關實驗，導致論文發

表比國外同行晚了十個月，與

諾獎失之交臂，不禁為之扼

腕。

與其他領域相比，我們在

科研經費的投入相形見絀。按

說，中國經濟在經歷了二十年

的持續穩定增長之後，應該可

以投入較多資金到教育和研究

開發中，可令筆者難以理解的

是，我們迄今依然是世界上研

發費用佔GDP比例最低的國家

之一，而投入到基礎研究的佔

科研經費的比例就少得更加可

憐！

不用說世界教育、科技的

第一大國美國如何，現僅僅比

較一下東鄰日本的情況。日本

在二戰後實行「科技立國」戰

略，國家以法律形式規定了科

研經費在GDP構成中的比例。

近年來，由於日本經濟陷入結

構性不景氣，但卻始終嚴格的

貫徹和實施這條「鐵律」，維持

日本經濟在激烈的競爭中技術

上端的地位。去年，島津製作

所為日本貢獻了一位年僅42歲

就摘取諾貝爾化學獎桂冠的化

工工程師，成為日本不景氣時

代的英雄。可以說，一家公司

就能夠製造一個「上班族諾獎

獲得者」，靠的正是這種雷打

不動的對研發巨大投入的政

策。

所以，從立法上保障科研

投入，並在操作層面上確保貫

徹、實施，不但能多留住幾個

人才，而且也有利於中國科技

事業的發展。否則的話，中國

本土科學家摘取諾獎桂冠，終

不過是一個美夢而已。

劉檸　北京

2003.2.13

文化內捲化和民間信仰

《二十一世紀》2002年8月

號（網絡版）再次登載了張小軍

的〈理解中國鄉村內捲化的機

制〉（原刊1998年2月號），文章

寫得甚好，不過也反映了作者

對於中國目前民間信仰的了解

略有不足。

文中以兩個農民基督徒為

例，說明農村的「文化內捲

化」，所述兩位農民基督徒認

為「人的照片都是偶像」，以及

她們明知是錯誤仍要賣畫像，

都不符合基督教教義。作者對

這些農民基督徒淡淡嘲諷一番

了事。其實這兩個基督徒在信

仰上的偏差與她們在民間長期

受到壓制，得不到正確的教導

有關。這兩個基督徒沒有參加

中國官辦的「三自教會」，她們

是在中國最底層堅持信仰自

由、政教分離的信仰者。五十

年來，這些信仰者默默堅持信

仰的獨立性與超越性，他們為

此受迫害但從不為此而抗議，

更沒有採用暴力。在政教分離

的意義上，這些基督徒也可視

為「新政治文化」建設的參與

者。

江登興　北京

2002.12.3

革實際上是處於停滯期，思

想界古典自由主義與現代自

由主義兩種調子能夠相互補

充、彼此制約、良性配合，為

中國的進一步改革提供思想資

源。

蕭文認為，說改革目前處

於停滯更妥帖。「既然是停

滯，那隨s變革力量的驅動，

改革也可能再度進行。」而「在

中國思想界放大自由主義的聲

音，就是避免改革繼續停滯下

去的一個重要途徑。」蕭文選

擇了「自由主義」的出路，但甚

麼是自由主義？蕭文認為，自

由主義是「在（憲）法（主）治之

下，建立政府權力的內部制衡

結構和確立政府權力的外部約

束邊界」。「古典自由主義的基

調是平等的自由權利及其憲政

民主的制度保障。」「現代自由

主義的要義是平等與公正及其

相應的制度保障。」我認為，

在我國目前的情況下，這兩方

面的互相補充有s現實意義。

一方面，我國不必按照一種直

線進化論進行變革；另一方

面，經濟改革已帶來社會的經

濟分化，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地

位分化，有必要提供機會平

等、建立社會保障體制。

然而，誠如文中所描繪的

改革背景，繼續改革也面臨s

困難。經濟改革形成的既得利

益集團與弱勢群體對繼續改革

的目標和方向並不一致，學術

思想界的認識與改革實踐也存

在s落差。但是，思想界對政

治改革實踐的作用是否被思想

界自身誇大了？

畢競悅　北京

2003.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