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 後 語
因應中美兩國在不同合作領域面臨「脫鈎」的風險愈益增加，中國政府於

2020年5月起，逐漸明確提出「國內國際雙循環」的經濟戰略，建構「以國內
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本期「二十一世紀

評論」以「雙循環與中國經濟轉型」為題刊發的三篇文章，除了剖析「雙循環」

的戰略意涵外，分別從不同的進路前瞻中國經濟轉型前景。

王小魯指出，中國需求結構失衡與深層的體制原因息息相關，特別是

政府改革和職能轉變滯後，反映在各級行政權力對市場、企業和資源配置干

預過多；若要形成健康的雙循環發展格局，除了維持中性貨幣政策外，理順

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改革財稅制度、擴大社保覆蓋、開放土地市場以及改

善收入分配均是必要的改革方向。周天勇、許文立認為，在思考「以國內大

循環為主體」的問題時，必須從消費和生產均衡循環推動國民經濟的中高速

增長，通過農村土地市場化、資產化，實現城鄉人口、要素和資產的雙向流

動，形成以人民生活和消費需求為主要動力的經濟增長模式。崔之元關注增

材製造（additive manufacturing，常被簡稱為「3D打印」）在全球價值鏈的重要
性，指出目前國內流行的「互聯網+」的技術路線仍然停留在應用數字技術提
升現有的生產方式，而沒有真正發揮數字技術的重大優勢；文章認為，推動

增材製造在中國形成變革性的生產方式應是未來建構內循環的重要方向。

適值中國共產黨一百周年華誕，本期特意選刊四篇黨史研究論文。許良

應用了新興的情感史研究方法，探討「五四」青年在轉向共產主義的過程中，

如何從追求個性解放逐漸轉向服從組織，側面反映出中共作為列寧式政黨 

的早期發展軌迹。眾所周知，黨內鬥爭為中共政治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劉少奇發表的〈論黨內鬥爭〉（1941）講話往往成為學者研究時的重要參照。
劉水展以福建蘇區為案例，通過傅柏翠與閩西特委的分兵事件，就箇中的矛

盾分歧作深入的考釋；應星、榮思恆的研究聚焦西北革命根據地，以劉志丹

與謝子長的關係為討論中心，揭示政見分歧、山頭之爭與個性角力如何促成

黨內鬥爭。陳德軍的長文（分上、下篇連載）關注抗日戰爭時期中共在陝甘寧

邊區的徵糧實踐，指出邊區政府徹底改變明清以來完糧納稅的傳統，通過集

體議糧、教育說服、群眾鬥爭等政治操作，重構傳統徵糧的主、客體關係，

有效鞏固根據地的財政和管治基礎。

最後要向讀者報告的是，在敝刊擔任編委會執行委員多年的李楊女士和

周保松教授，各自由於個人理由先後提出請辭，但仍樂意保留編委會委員身

份，繼續襄助敝刊編務。敝刊同仁對他們多年來的貢獻，表示衷心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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