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 後 語
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二十餘年，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社會面貌以及世界格局。

這種強勁發展勢頭，能不能持續或能持續多久？制約發展的主要因素是甚麼？無疑

是當前最令人關注、也是最富爭議性的公共話題。

我們很榮幸，國際著名經濟學家劉遵義教授在出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伊始，就

接受本刊採訪。劉教授比較了不同的宏觀經濟發展模式，他認為，中國作為一個主

要依靠內需的大國，其發展模式可以與十九世紀的美國相比；而當前已快速發展

並富裕起來的江浙和廣東等沿海地區，會逐漸向中部、西部擴展，從而帶動一個

個省份漸次發展起來；據此，他十分樂觀地指出，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可以持續至

2035年。當然，持續發展必須要有一系列觀念轉變和政策配合，例如，如何對待外

商和內商，保護知識產權，盡快建立全國性的社會保障安全網，關注社會公正等，

劉教授也提出了精闢見解。宏觀經濟專家王建教授則從全球政治經濟戰略視角出

發，指出當今約束中國經濟發展的因素，已不在內部而在外部。他認為，不論從中

國對世界資源愈來愈大的依賴和需求，還是從美國與歐洲對立的新格局來看，中國

經濟發展頂多只能持續到2010年；因此，不應該在這五六年「戰略機遇期」推行宏觀

緊縮、自我限制。美國史丹福大學戴慕珍教授則關注中國經濟轉型中的國有企業改

制。文章分別考察了大型國企和省以下地方中小型國企改制的不同做法，發現各級

政府部門扮演N關鍵角色，改制中政治因素和經濟因素同等重要。

個人觀念在中國，是本期的另一個重心。作為西方現代性核心價值基礎的個人

觀念，是在甚麼樣的思想脈絡下引進中國？近代中國知識系統又是如何吸收、重構

並賦予個人觀念新的內涵？在楊貞德對梁啟超和黃克武對嚴復的個案研究中可以看

到，由於嚴、梁二人主張群體利益高於個人，因而他們對個人的肯定傾向於儒家式

的，偏向集體主義。金觀濤、劉青峰則利用數據庫方法，探討個人觀念在中國的起

源、演變及其現代形態。此外，本期佳作甚多，如王爾敏評介張壽安研究清代禮教

近著的長篇書評，亨德森談古代中國宇宙論，均涉及古代學術思想的重新評價問

題；劉擎在波普爾去世十周年並迅速被人淡忘之際，指出他是二十世紀一位「診斷

思想瘟疫」的哲學家；孫隆基分析陳凱歌電影《和你在一起》與西方電影《蘇薩茨卡

夫人》所折射出來的中西思想差異，以及姚寧、賀照田的回應文章，等等，都是值

得細讀的佳作。薛力、王俊生、梁忠三位研究生的文章，則是對民進黨執政以來諸

如族群認同與台獨、兩岸與美國的軍事交往以及民進黨對美國作為策略等問題，做

出的分析評論。他們的觀察不一定很準確深入，但反映出年輕學者試圖把握問題、

促進兩岸溝通與理解的真誠意願。

最後，與我們愉快共事四年的岑國良先生在完成6月號編輯工作後離任，求學

深造去了。這位年輕同事先後從事世紀中國網頁、本刊印刷版及網絡版的編輯事

務，工作勤懇，好學有禮；編輯室同人祝他學有所成、前途似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