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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最近刊出「反思改革二十年」的專題討論引起許多關注。

本期網絡版特別選登卞悟與季衛東的文章，深入反思中國經濟轉軌與憲政

建設的關鍵問題。卞悟用豐富翔實的個案和統計為根據、以國家制度的轉

型比較為分析框架，指出中國的改革事實上是政治鐵腕統治與經濟自由開

放並行的「中國版斯托雷平改革」；這種「權貴私有化」已經造成了不能

不正視的嚴重社會問題及後果。季衛東分析指出，雖然90年代以來大量推

出了零散的司法改革條令，但尚沒有整體的憲政制度設計和安排，他為進

一步推進憲政改革提出了具體的操作性方案。

今年是中日關係正常化30周年。回顧歷史，兩國關係一直在高潮與低谷交

替之間曲折發展。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後不久，中日關係竟從死敵轉向友

好，而且出現了世界史上規模最大的中國人留學日本潮。楊際開撰文剖析

日本觀何以成為近代中國思想範式的形成過程，為中日關係的這一奇特變

化提供了思想史方面的線索。在中國社會城鄉二元結構中，城市居民的身

份一直是令人趨之若鶩的。不過，當大陸某些地方經濟開始發達以後，有

人即使可以得到城市人的身份，卻千方百計保留原來農村的戶籍。我們從

潘學方所搜集的一手資料中，可以發現這個現象背後的真相。今期「政治

與法律」欄刊登了王人博及陳真的文章：前者探討民權在近代中國的語境

中是如何被理解和詮釋的；後者思考中國現行的刑事訴訟法中應否確立沈

默權制度的問題。「人文天地」的兩篇文章，剖析中國近代美術發展及廈

門華僑建築，除了以上網絡版首發的文章之外，我們還選登了印刷版的多

篇精彩文章，在此一併向讀者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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