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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有目

共睹，但是社會不公平的現象

卻有增無減。本刊2006年最後

一期的「二十一世紀評論」，集

中探究了健康公平和人類發展

的關係，期冀各界在擯棄傳統

平均主義理念的同時，從更新

的視角重新關注社會平等和社

會公平的問題。以下的評論提

示我們，社會平等和社會公

平，歸根結底還是人的尊嚴、

生命財產的安全、公民的基本

權利的問題。改革引致社會不

平等的制度安排，推進社會公

平，實現社會經濟的協調發

展，還需要自由的政治制度和

民主的治理結構。

——編者

中國的健康怎麼了？

劉民權和王曲的〈中國的健

康問題：現實與挑戰〉（《二十一

世紀》2006年12月號）一文，分

析了中國社會目前存在的健康

不平等現象及其成因。和同類

國家相比，改革開放前中國人

口健康方面存在巨大優勢，而

改革開放後這一優勢則逐漸縮

小。這一發現發人深省，為甚

麼我國在改革獲得巨大經濟利

益的同時，佔人口絕大多數的

農民、城市低收入者的醫療保

障和健康水平不僅沒有相應得

到提高，健康不平等問題反而

日益突顯？作者明確指出，這

種健康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表

現為系統的社會分層特徵，且

這種分層可以通過一定的社會

安排加以避免，因此，這種不

公平現象可以降低乃至消除。

應該說，這無疑觸及到了

中國醫療Á生體制改革方面的

弊病之源。社會不平等導致的

貧富分化加劇會造成健康不平

等，而且個人與社會群體之間

的不平等觀念也會對於弱勢者

的健康產生消極影響。美國著

名的健康問題專家納瓦羅

（Vicente Navarro）就曾經指出，

有充分的科學依據證明降低死

亡率最有效的公共政策，便是

減少人們之間的不平等。

王海濤　濟南

2007.1.10

醫療救助制度中的政治
文化意識

顧昕和高夢滔的調查報告

〈讓窮人能夠看病〉（《二十一世

紀》2006年12月號）以堅實的數

據，描述了貧困人群因為沒錢

而有病無法問診的現象。因

此，兩位學者呼籲要「讓窮人

能夠看病」，解決這一問題的

方法就是建立醫療救助制度。

那麼，建立一個甚麼樣的

城市醫療救助制度，即是「只管

大病」還是「大病小病都管」，

卻仍然存有爭議。〈讓〉認為，

「前一種思路是一種傳統的救

濟型思路」，「後一種思路是一

種發展型的思路。」實行「救濟

型」還是「發展型」的醫療救助

制度，的確有一個成本問題，

但從更深的層面來看，還有一

個政治文化意識問題，而且是

更為重要的問題。

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意識

中，政府對於民眾，始終有一

種「看守與施捨」的意識。在這

種文化意識的作用下，政府不

但將所做的任何一點「看守與施

捨」行為都看作是一種「開恩於

民」，並作為政府施政的功績加

以宣揚，甚至將其宣化為政府

存在的依據。在這種文化意識

的支配下，選擇「救濟型」便是

自然的了。西方國家之所以普

遍實行「初級Á生保健」制度，

也是與其文化意識有關。基督

教文化核心是「愛與拯救」，當

這種文化核心成為人的共識之

後，建立普惠的社會救助制度

則是順理成章的事。

因此，我們現在所面臨的

問題，除了制度設計的技術問

題外，更重要的是政治文化轉

型的問題，或者說是政府職責

意識的轉變問題。

理釗　山東

2007.1.12

理性，太理性的

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

的〈人類發展與健康〉（《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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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鑑往知來」。作者對清末

地方自治運動的反思不僅僅局

限於地方自治的清末實踐，還

高度關照地方自治在當代中國

的具體實踐。

在筆者看來，牛文的反思

重點實際上包括兩方面：其

一，日本模式如何成了清政府

的首選與範本？其二，儘管採

取了日本地方自治模式，然而

中國的改革卻始終成效不大？

從清末地方自治之實踐來

看，牛文的總結反思極為精要

與深刻。清末地方自治思想風

行朝野新舊各群體，大勢所

趨，乃不得不為之。在多種模

式的選擇中，清政府選擇了日

本模式，然而在對自治制度的

認識、思想的傳播以及實際運

作中，卻大大走了樣，有形式

而無實質。如官治與自治界限

分明，始終沒有改變傳統的

官民關係；地方自治雖然為地

方精英等新的社會群體開闢

了參政途徑，但是當地方自治

只是一個過程，僅僅只是地方

權力的焦點時，反而會激化地

方矛盾。

從推進當代中國地方自治

實踐的角度出發，循Ó牛文的

思路，我們或可加強如下的努

力：其一，歷史與現實的實證

研究，真正深入地總結歷史與

現實的經驗與教訓；其二，地

方自治理論以及制度的學習與

建設，既不全盤照抄國外理論

與制度，也不能一概漠視，對

於基於中國實踐之上的經驗以

及理論成果也是如此；其三，

地方自治的宣傳與傳播中要高

度重視民眾民主能力的建設，

否則亦會借自治之名行爭權之

實；其四，地方自治制度必須

有整套相關系統支撐，否則只

能流於形式。清末地方自治乃

至新政最令人詬病的地方之一

便是雖有制度，卻無穩定的經

費支撐，結果民怨沸騰。

付海晏　武漢

2007.1.13

身份政治的深處：基本
公民權的缺失

梁治平〈被收容者之死——

當代中國身份政治的困境與出

路〉（《二十一世紀》2006年12月

號）一文點出了當代中國的一

個關鍵問題：身份政治。身份

政治，是指用強力規定和維護

了具有某種身份人群的特權，

剝奪了另一身份人群的權利。

中國農民這種現代中國政治制

度下的身份政治，是通過國家

機器強制性和意識形態宣傳實

施的，是政治強加的保護另一

群人的特權的政治策略。

儘管身份政治是透視當今

中國的關鍵點，但筆者認為背

後更關鍵的是要保證基本公民

權利。孫志剛之死（可以說是

孫的大學生身份超越了農民的

意義，所以才引起了關注），

更根本的原因是基本的公民權

得不到保障，只不過孫志剛被

當作一個「流浪的農民工」，而

更無法保障這一基本權利。市

民身份，同樣面臨這樣一個問

題。在這個意義上，不管甚麼

身份，保障最基本的公民權

利：人的尊嚴和（生命財產）安

全，是最根本的，這是底線。

否則甚麼身份都可能遭受到這

種對待，只是機會大小而已。

陳心想　美國

2007.1.8

世紀》2006年12月號）一文體現

了他在經濟學、公共政策、歷

史等方面的深厚學識和人文關

懷。只是筆者對其立論起點有

不同看法，這個問題是：「為

甚麼健康對我們來說如此重

要？」森教授沒有從健康對於

個人肉身的趨樂避苦本能出發

來論證，而是強調「健康能夠

增加我們行事的可行能力」。

其論證過程大體如下：健康保

證人能活Ó，人能活Ó保證人

能行事，人能行事保證人類社

會能發展；因此：健康對於社

會具有極大的價值。

坦率地說，這種論證難免

令人不安：因其本末倒置，而

顯得過於功利。之所以這樣

說，其一，人的價值大小或者

說價值標準的確定自然可以論

證，但是這個論證的前提則

是不能論證的，即人的存在。

如果沒有人的存在，價值根本

不能討論，也不必要討論。所

以不能以確定後的價值標準反

過來衡量人之肉身的存在價

值。其二，到底是社會政策通

過保障個人的生存才能體現社

會政策的價值，還是反過來，

個人通過個人能夠為社會做多

少貢獻才能體現出自我的價

值？如果是後者成立的話，作

為微不足道的螺絲釘式的個人

對於社會能有多大創造性的貢

獻？

萬丹　北京

2007.1.9

地方自治：歷史與現實
的反思

牛銘實的〈清末地方自治

運動的反思〉（《二十一世紀》

2006年12月號）一文的出發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