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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盛世危言」

讀了貴刊6月號「中國融入

世貿前瞻」三篇文章，心情久久

難以平靜。諾蘭用無可辯駁的事

實論證，加入世貿意味M中國的

民族工業再無存在的基礎；而韓

朝華和蕭耿的文章則論證加入

世貿是中國唯一可行的選擇。

這種進退兩難的痛苦抉擇，使我

想起一百多年前中國的處境。

1891年，鄭觀應有感於當

時推行了二十餘年的洋務運動

並不能實現中國現代化的目

標，開始寫《盛世危言》。該書

主要論證國家的「富」和「強」兩

者的對立及依存關係。他這樣

寫道：「語云：『能富而後能

強、能強而後能富』。可知非

富不能圖強，非強不能保富，

富與強實相維繫也。」那麼，

強國霸權主宰的全球
經濟秩序

貴刊6月號關於世貿的主

題很有意思，但看了以後未免

有點令人不滿足。過於從對中

國的利弊檢討世貿，缺乏從全

球經濟秩序的高度來談這一問

題。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和世貿是全球資本主義秩

序的三大支柱，去年西雅圖會

議的失敗和抗議，證明了這一

全球經濟秩序實際上還是一個

少數強國主宰的霸權秩序，有

重新檢討的必要。對這一不合

理的霸權秩序，拒絕加入從外

部批判是可笑的，只有先加入

這一遊戲，取得發言權，然後

慢慢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一起，

改變這一霸權規則。

自由主義的正義原則，在

民族國家範圍9面基本兌現了

（雖然還有許多問題），但在民

族國家之間，依然缺乏正義的

基本約定。世貿是一個很好的

批判切入點，貴刊何妨再深入

討論下去？

宋鳴　上海

2000.7.24

因「加入世貿」之名

在中國電信變本加厲的漲

價聲中，看到貴刊發表的一組

關於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文

章，的確感慨繫之。流行的說

法是，加入世貿組織，對中國

來說，既是機遇，也是挑戰。

其實這是最空洞無物的陳詞濫

調，還不如上海的小報上報導

的，某位白領小姐對中國加入

如何能建立一套「富」和「強」互

相維繫的新體系？鄭觀應的辦

法是，首先中國必須要加入世

界資本主義體系，同時可以發

展並保護民族工業，他用「商

戰」來概括這種策略。可是，

歷史的發展卻出乎他的意料。

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的發展道路

與他的描繪截然不同：中國加

入世界貿易體系的後果，是民

族工業和國內市場被西方擠

佔，正好與他商戰的目標背道

而馳。鄭觀應的《 盛世危言》預

示M二十世紀中國社會大變

動，今天，中國知識份子關於

加不加入世貿或加入後怎麼辦

的爭論，面對全球化潮流的矛

盾心情，是不是二十一世紀的

新盛世危言呢？

吾遠　香港

2000.6.30

《世紀中國》開通了！

各位讀者請注意：《世紀中國》學術文化網絡周刊

（www.csdn.net.cn/page/china/index.htm）已於7月19日開通。

出版本刊的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應中社網信息產

業有限公司之邀，主持這一網刊的編輯工作，本刊與《世紀

中國》有密切合作關係。希望各位瀏覽《世紀中國》，提出寶

貴意見，並寫稿或帖子支持這一新網刊。

——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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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貿組織的第一反應，是以後

可以不再吃掉渣的麵包了。在

當代中國的語境中，「加入世

貿組織」已經成為一個象徵符

號，可以被不同的利益集團從

各自的權力關係和獲利方向上

加以闡述與利用，甚至包括所

謂學者的「獨立思考」。前幾年

幾位經濟學者關於「中國電信」

的爭論，與近些時候中國電信

借改革為名，更加瘋狂的漲價

究竟是甚麼關係？對於普通消

費者來說，最迫切的不是甚麼

諸如「中國電信」之類的大型企

業如何立足，而是在借「加入

世貿組織」為名的新一輪利益

博弈怎樣避免更大的盤剝，以維

護自己的權益。更加嚴峻的是，

本來應該成為「企業」和「消費

者」之間的調停人的「政府」，卻

完全站在了獲利者的這邊，電

信的漲價與其說是巿場行為，

不如說是政府行為。這就出現

了當代中國生活中的一個「怪現

狀」，要老百姓出錢出力時，就

說是巿場經濟；而要政府出錢

讓利時，便強調國家利益。我

很懷疑，「加入世貿組織」，保

護民族經濟，又可能成為政府

進一步盤剝民間財富的藉口。

紀石宇　上海

2000.7.27

偽現代化的本質

《二十一世紀》2000年2月

號刊登了以色列希伯來大學社

會學與人類學系教授艾森斯塔

特（Shmuel N. Eisenstadt）的〈邁

向二十一世紀的軸心〉，文中

說：「現代性，即現代文化和

政治方案是在偉大軸心文明之

一——基督教歐洲文明的內部

發展起來的。」艾氏指明了現

代性的本質特徵——反叛神主

宰宇宙論，倡導人的自主自

由。按照這種觀點，自由主義

就是現代性的靈魂和大本營。

我認為，「偽現代化」正是違背

了這一現代性靈魂所致——它

從推翻壓制個人自由的神仙皇

帝開始，最終又走到剝奪他人

自主的造神運動、專制獨裁和

科技污染。

朱健國　深圳

200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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