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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

時期，然而，我們卻不得不面

對舊體制的遺產和新體制的缺

陷對社會經濟發展進程的雙重

扭曲。如何把扭曲的發展進程

理順過來，是本刊讀者、作者

和編者共同的關注，也是本刊

力欲開發的新探索領域。

——編者

「社會賦權交換」的意義

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的收

入不平等，是當今中國面臨的

一個極其嚴峻的社會問題。套

用一句俗話，緩解進而解決這

種不平等對於構建和諧社會具

有重要意義。問題是如何才能

夠改變舊的制度安排，進而實

現社會公平？羅小朋、張曉波

的文章〈賦權交換與區域間的協

調發展〉（《二十一世紀》2007年

2月號）頗具啟發意義。

在改革開放後，中國政府

先後用「包產到戶」、「地方財

政包乾」以及「價格雙軌制」來

調動個人和地方政府的積極

性，以便促進經濟發展，提高

經濟效率。在兩位作者看來，

這種改革思路的實質是在接受

既定社會賦權體系的前提下來

擴大市場賦權。

如果說有效實現市場轉型

是中國改革成功的主因，那

麼，我們又該怎樣面對市場化

帶來的社會不平等？「社會賦權

交換」是一個可行的出路。如果

我們能夠推廣其範圍，創建全

國性的社會賦權市場，那麼，

發達地區和落後地區之間就能

夠互通有無，實現雙贏。地區

之間土地指標的交換、警察和

計劃生育幹部的異地借調就證

明了這一點。

擴大社會賦權交換不僅是

實現區域間協調發展的一個行

之有效的策略，從理論上說，

它還有利於鞏固和擴大中央政

府的合法性基礎，並為中國從

制度化的等級身份社會向權利

平等的現代社會的過渡提供了

一條平穩的通道。

郇建立　北京

2007.3.5

完善村民自治，實現農村
社區重建

經歷了人民公社和「文

革」，中國傳統的鄉村社會已

經瓦解，以宗族為主的鄉村組

織和制度幾乎蕩然無存。再到

分田到戶和不斷融入市場經

濟，更有一億多的農村勞動力

離開農村、農業生存，帶強制

性合作的、服從國家利益目標

的農村組織轉化為分散的、農

民成為利益主體的鄉村社會，

農村集體組織的力量已經不斷

削弱。中國鄉村社會的組織和

制度如何重建？政府和農民從

中扮演怎樣的角色？這是新農

村建設中必須面對的問題，姚

洋的〈政府轉型與農村社區重

建〉（《二十一世紀》2007年2月

號）綜合了以上兩種觀點加以

闡釋。

確實，「國家的壟斷也失

去了道義基礎」，現在的鄉村

已經是分散的、農民成為利益

主體的鄉村社會，農業（耕種）

的收入佔農村居民總收入的比

例已經不到一半，非農收入的

比例將進一步擴大，其已經從

單純農業向安居之所的轉變，

具有居住社區的社會形態。而

對於保障農村村民實行自治的

《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在1988年

起試行十年後，1998年才正式

實施，但畢竟共歷時已經二十

年，農村基層自治、基層民主

及其觀念已經不可逆轉。

未來五年政府在新農村建

設中的支農資金合計高達一萬

多億元，這些資金不能被層層

「剝皮」，並必須有最終接受和

運用主體，村民自治組織能在

制度內承擔此職責，並以此進

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實現

農村社區重建。

孔善廣　佛山

2007.3.6

勞工的權益意識自我覺
醒與國家的仲裁

岳經綸〈中國勞動政策的反

思〉（《二十一世紀》2007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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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勞動時間、勞動保護津

貼，工傷保險和養老保險等；

並對企業制訂政策，強制企業

為工人建立並支付義務內的份

額保障。許多法律和法規建立

後並沒有強制執行和檢查。國

家需要建立管理監督機制，對

不執行的企業予以經濟制裁。

潘屹　北京

2007.3.8

心有理想　腳踏實地

張睿壯〈中國當代外交哲

學的理想主義傾向〉（《二十一

世紀》2007年2月號）一文，對

中國以「和諧世界」為旗幟的理

想主義外交哲學的偏向和缺失

予以精闢審視。筆者認為，理

想主義外交必須建立在堅實的

現實主義的基礎上。

理想主義外交能夠佔領

「道義高地」，但脫離現實主義

的外交不僅無法達到目標，甚

至成為空想主義。就以「和諧

世界」來說，它是甚麼樣的？

又怎樣能實現？如果不能對此

予以回答，豈不又是一個「烏

托邦」？如果為追求和諧，一

味「退縮、躲避」，只會讓他人

受益並得寸進尺。如果針鋒相

對，那如何達致和諧？而一國

外交的根本是維護本國的利

益。維護自身利益只能是鬥爭

中合作，合作中鬥爭，放棄鬥

爭就是放棄自己的國家利益。

空談理想，忽視現實只會造成

自身極大的被動與危害。也許

有人說，美國一直推行自由、

民主、人權的理想主義外交，

但美國在推行其理想主義外交

時無一不有極強的現實主義考

量；或者說美國外交目標是理

想主義的，而其手段卻是十足

的現實主義。

更為重要的是，外交是內

政的延伸。在外吹噓得天花亂

墜，大把花銀子，不如踏實地

為改善自身民眾做些實實在在

的事，加大民眾的幸福感，在

增加本民族的自身認同上，增

加自身對其他國家的吸引力才

是關鍵。當然，這種吸引力不

是用市場換友誼、金錢換外

交，更重要的是增加自身模式

或道路的吸引力。總之，就是

把外交基本立足點建立在自身

的強大及凝聚力上。正如西諺

所說，天助自助之人。這或許

是更為現實的現實主義吧！

儲昭根　杭州

2007.3.6

號）一文對市場化以來的勞動政

策作出回顧與分析後，指出政

府偏向資本部門，而處於弱勢

的勞工權益受到極大的剝奪。

這確實是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

勞工處於弱者地位的例子

俯拾皆是。1998年，我曾採訪

過北京的幾個勞工市場，當個

體工人面對在權力、資本各種

力量都處於絕對優勢的僱主企

業的盤剝或被無理除名時，根

本不懂得去有關部門尋求幫

助，而是忍讓。不僅是農民

工，就是企業白領，又有多少

對超強度的加班加點從私下的

感慨轉為書面宣言？所以，勞

工保障最基本的也是首要的步

驟，是勞工自我權利意識的覺

醒和保護的要求。

提高工人自我意識不是無

理取鬧，不講方式方法，而是

要他們懂得通過合法合理的渠

道，保護自己的權利。比如建

立並完善自己的權益保護組

織，同時需要現代化的教育與

法律培訓。問題的解決，應該

在國家、資本和勞工三方力量

的平衡中，像岳文所說，找出

一個偏向勞工的新政策。

國家要從片面追求利潤轉

移到更關注人民生活的質量上

來，建立和完善保障勞工權益

的勞動保護法規，如最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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