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 後 語
近年來，中國在發展的理念上出現了「範式轉型」，從單純注重經濟成長逐

漸轉向重視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欄目刊出的四篇文

章，雖論題和視角相去甚遠，但都論及一個根本性的問題：要想實現新的發展

目標，政府施政的範式轉型至關重要。姚洋關注農村社會重建和基層公共物品

提供中政府的積極角色及其與基層民間組織的合作夥伴關係。羅小朋和張曉波

提出，政府擴大特權（即所謂社會賦權）的交換，短期內可推進區域間協調發

展，長期來看更是推動中國從等級化身份社會向權利平等型社會轉型的不二選

擇。張建君發現，政府一味地主導市場化和民營化，不僅在企業家中造成兩極

分化，而且還會促成政商勾結，妨礙公民社會和民主治理的順利發展。岳經綸

的文章揭櫫了政府強化扶助弱勢群體的責任對於和諧社會建立的重要意義。

本期中多篇文章立意新穎。王柯從民族國家的建設和政治體制轉型的宏大

視角，重新檢視了「新疆建省」的歷史意涵。紅軍的長征，在張鳴的筆下，竟然

發端於蘇維埃紅色政權下經濟運行模式的破產。張睿壯的文章，對於生活在叢

林但卻沉浸於田園牧歌的國際關係學界，不啻為清醒劑。

最後，我們還有幾件關乎本刊前途的大事要向廣大讀者、作者和朋友報

告：從1990年初籌辦開始，經過足足十七年的緊張工作之後，創刊編輯劉青峰

將在3月底榮休了。青峰對《二十一世紀》的巨大貢獻有目共睹，本刊編輯委員

會召集人陳方正為青峰榮休所撰寫的感言已經刊在卷首；我們在此再一次代表

編輯室同仁對青峰思慮周全的領導，以及孜孜矻矻，從無半分懈怠的處事精神

表示衷心欽佩和感謝，並恭祝她退休後健康快樂，以輕鬆心情和充沛精力投入

她所喜愛的學術研究和寫作，結出豐碩成果。

對《二十一世紀》來說，一位好編輯固然是關鍵，但資源也同樣、或許更為

重要。正是香港中文大學在過去十七年為這份刊物提供了相當充足的支持，並

且，大學校方去年清楚表示，支持《二十一世紀》以現有方式一直辦下去。我們

相信，在此承諾下，《二十一世紀》的前途是遠大光明的。

顯然，即使有了這樣的支持，為青峰尋找接班人也還是非常困難、屢經波

折的事情。很幸運，本來在北京任大學教授的顧昕博士接受了我們的聘任，從

4月開始即將全面接任編輯一職。顧昕1980年代初畢業於北京大學，曾經積極

投入中國民間文化運動，其後赴荷蘭萊頓大學留學，學成後在新加坡、澳洲、

美國、中國的多所大學從事學術研究，活躍於社會政策、公民社會、政治思想

史等多個領域。我們熱切期待年輕的顧昕發揚《二十一世紀》的傳統與風格，同

時也盼望他為我們帶來新思想、新作者、新讀者，為踏入新世紀的這本刊物注

入新生命。相信這無疑也是廣大讀者的共同期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