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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社會經濟轉型已經走過了艱苦而又令人驚嘆的三十年。然而，在而立之

年，我們依然面對D一個基本的問題：中國的轉型向何處去？近年來，社會民主主義

在中國引起廣泛的關注，正是對這一基本問題長期未能得到充分求解的一種反應。

本期可謂「社會民主主義」專號，其不同欄目中的多篇文章從各種不同的角度探

索社會民主主義以及相關的民主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命運和前景。「百年中國與世界」

欄目選取了三篇文章，分別討論費邊主義在現代中國的命運、拉斯基在中國的影

響，以及張君勱民主社會主義思想的起源。在「人文天地」欄目，秦暉辨析了在

《共產黨宣言》發表前後，馬克思、恩格斯與各類社會民主黨人的糾葛及其在民主與

專政之間的取捨。

「二十一世紀評論」欄目的三篇文章考察社會民主主義對於中國發展奇Ã的深遠

意義。在中國發展的三十年中，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無疑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

是對這一變化的研究才剛剛開始。曹天予簡要考察了中國共產黨內部關於意識形態

更新的爭論，分析了這一爭論的思想根由和國際背景，辨析了中共現行意識形態與

社會民主主義的差別，並提出以民主社會主義引領中國走向未來的主張。

儘管不少人對於社會主義的嚮往和探索始終沒有中止，但是對於很多中國人來

說，走向市場經濟或者說資本主義，已經成為可避免的選擇。然而，問題在於市場

經濟也好，資本主義也好，並不存在一種單一的模式。在蘇東劇變似乎終結了資本

主義與社會主義之爭之後，市場經濟的多樣性成為發展政治學和經濟社會學的熱門

研究領域。顧昕針對勞動力市場這一攸關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領域，展示了市場經

濟制度模式的多樣性以及社會民主主義在其中的影響。毫無疑問，中國勞動力市場

的轉型，需要在更加廣泛的制度空間內進行選擇。

不可諱言，在全球化的時代，社會民主主義自身也面臨D轉型的壓力。林閩鋼

直擊社會民主主義轉型的核心，即從社會福利國家向社會投資國家的轉型。普惠型

的傳統福利國家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固有品牌，這樣的制度安排固然為所有民眾（尤其

是勞工）提供了充分的社會保護，使他們擺脫了勞動力高度商品化的局面，推進了

社會和諧。然而，福利國家的極致化發展帶來了勞動力市場的僵化。對此，社會民

主主義並沒有走上縮減福利的新自由主義道路，而是提出了「社會投資」的新理念，

以更貼近市場、更注重公私合作夥伴關係的方式，走上了第三條道路。

本刊上一期刊發之時，正值中國舉國上下投入抗震救災之際。對天災人禍進行

深入的反思，是學者的本職。錢鋼之文提示我們，把地震預警看成是一個科學技術

的問題，是一個大的誤區。其實，這是一個危機管理的問題，考驗的是一個社會是

否具有適當的機制和能力，來應對偶然的、突發的，而又帶有不確定性的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