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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期出刊之時，中國共

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勝利

召開」，已經一月有餘了。在

會議召開之前，國內外學界對

於中國即將開啟的新改革時代

有R極大的期待。在中國，無

論是體制內還是體制外的思想

庫，都以公開或內部的方式發

布了一些研究報告，為全會出

謀劃策。其中，國務院發展研

究中心的報告還引發了輿論熱

議。我刊歡迎海內外作者，就

中國的新改革，踴躍撰文參與

討論。

——編者

發展轉型還是社會轉型？

〈中國有沒有可能實現發

展轉型？〉（《二十一世紀》2013年

10月號）一文從國家與市場的

關係入手，系統闡述了中國發

展轉型的路徑、成效與困境。

作者認為由於當前的國家權力

結構、經濟發展主義主導、中

央與地方關係等政治結構因素

的限制，實現發展轉型將異常

艱難。筆者同意這種論斷，但

更深層次的原因何在？

發展轉型異常艱難的深層

次原因，在於社會結構轉型的

艱難。經過三十餘年的社會經

濟建設，中國的社會基礎性結

構發生了鉅變，改革積累的社

會矛盾遠大於經濟矛盾，社會

分層加劇，社會流動逐漸受

阻，社會階層的結構性斷裂初

顯，等等。經濟發展不僅未能

彌合既有的社會結構性分裂，

反而進一步加劇其內在緊張。

政府在實施新型發展路徑時之

所以提心吊膽，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大量社會結構變動引發的

社會矛盾出現井噴，若處理不

當，這些社會性矛盾就有可能

轉化為政治性動蕩。

發展轉型的實現大大仰賴

於社會轉型的成功——社會基

礎性結構的重新拼裝和均衡的

完成，形成一個相對健康、穩

定的新型社會結構，如新型的

階層結構、城鄉結構、社區發

展結構等。與經濟發展相比，

社會結構的養育需要更長的時

間和更多的耐心，社會結構的

重新組織化最終得仰賴一種新

民風民情的形成，這樣才能使

新型社會結構的樣式深植人

心，「人心即政治」。顯然，要

真正實現發展轉型和國家的長

治久安，絕不可能單獨仰賴經

濟因素來實現。

焦長權　北京

2013.10.22

破解中國經濟困局

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轉

型，一直是海內外學者關心的

熱點話題。陶然、蘇福兵的

〈中國地方發展主義的困境與轉

型〉（《二十一世紀》2013年10月

號）從地方政府層面入手，透

析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奧秘，並

指出了這一模式的困境與不

足。作者認為中國經濟實現快

速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中

國地方政府具有發展經濟的巨

大動力。地方各級政府對經濟

增長、投資，特別是出口導向

型製造業的發展表現出超強的

欲望，這為中國經濟發展奠定

了堅實的地方基礎。

然而，地方發展主義模式

也存在頗多問題：經濟發展高

度依賴投資、內部消費動力不

足、出口佔經濟比重過大、房

地產市場泡沫化等。前人就這

些問題已有過許多的分析，作

者的創新在於從地方視角看全

國經濟問題。更為重要的是，

作者認為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

以後，政府並沒有通過選擇有

效的制度改革為中國經濟的中

長期可持續性增長尋求突破

口，而是選擇了過度刺激的短

期財政與貨幣政策，因而進一

步強化已有系統性的經濟失

衡。

系統性的矛盾需要系統性

的改革，這一點是政學兩界的

共識。問題是目前如何改革？

有關改革的具體步驟和內容，

作者似乎語焉不詳。

黃杰　上海

2013.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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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以來有關「憲政」是是

非非的討論熱度甚於以往，在

這種氛圍下閱讀嚴泉的〈構建憲

政共識——民國時期制憲模式

的透視〉（《二十一世紀》2013年

10月號）別有一番感受。實行憲

政的前提離不開憲法，而憲法

的制訂則與制憲模式的選擇密

切相關。從辛亥革命後的制憲

實踐來看，以美國式和法國式

制憲模式對中國影響最大。但

無論哪種模式，其面對最大的

困難在於如何協調不同黨派、

勢力以及國家機構的利益訴求

問題。忽視這一問題，而只由

單方面或少數人制訂的所謂憲

法，長遠來說將受到質疑、抵

制乃至推翻。

能經受住歷史考驗的憲法

的出籠，無一不是各方相互妥

協、退讓的結果。但自民國啟

動制憲以來，從袁世凱與國民

黨對立憲爭吵不休以至國民黨

與共產黨就制憲相互拆台，可

見憲政運動在中國一直步履維

艱，幾乎沒有一個黨派、集團

甘願主動放棄自己的部分權力

和利益，從而實現雙方利益的

最大化，這是制憲受阻的最大

障礙。在這種情況下，唯有精

英階層與人民大眾不斷地呼

籲，利用社會輿論不停地宣傳

和吶喊，才有可能爭取到本應

屬於自己的權利，推動政治民

主化進程。

宋國慶　南京

2013.10.25

要從中國現實出發

〈社會身份與大饑荒的階

層分布——江蘇省宜興縣檔案

要價權從何處來？

秦暉的〈福利的「高低」「正

負」與中國的轉型〉（《二十一世

紀》2013年10月號）一文對「福

利國家」概念發生學的考察，對

相關認識誤區的辯明，對中國

社會「負福利」制度的批判等，

讀來都讓人受益匪淺。

作者提到的「負福利」實際

上牽涉到福利資源的分配。中

國的福利發展到今天已經開始

外溢。以住房保障為例，在行

政指令下大規模建房之後，不

少城市的保障房出現了「房等

人」的局面，以致福利覆蓋面

不斷擴大，甚至將有一定經濟

條件的外來人口納入其中。這

正意味R向「零福利」靠攏。補

缺型福利向適度普惠型福利轉

變，也正是資源外溢與下走的

標誌。但普惠之下仍會有某些

福利特權化。

為從「負福利」逼近「零福

利」再轉向「正福利」，作者提

出「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

吃草」的要價策略，以敦促政

府與老百姓談判，達成權責對

應的契約，並以漸進、和平的

方式實現所謂的憲政。這想當

然地預設了老百姓實際上（而

非應然）享有「漫天要價施加壓

力」的權利或能力。但無論從

歷史還是現實看，這種權利顯

然都是掌握在政府（統治者）手

中，處於不對等地位的百姓沒

有談判籌碼。

也難怪作者會感嘆國人對

政府應有的救災措施、公共服

務供給「千恩萬謝」。自己的權

利由別人控制，給或不給，給

多給少，自己說了不算，至少

目前如此！

鮑磊　南京

2013.10.21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2013年12月號　總第一四○期

分析（1959-1960）〉（《二十一世

紀》2013年10月號）一文中，作

者利用江蘇省宜興縣大饑荒時

期的檔案並結合其他二手數據

及統計技術，展示了宜興縣大

饑荒時期的一些基本情況，做

出了初步的因果推論。

關於1959至1961年中國大

饑荒非正常死亡的人數問題是

中國當代史的重大問題，至今

中國政府仍沒有公布官方統計

數據，致使基於不同二手數據

而得出來的數字存在巨大差

異。有鑒於此，該文認為：針

對使用省級彙總數據的研究來

說，基層數據披露的信息在相

對客觀之餘也更加詳盡。這種

研究對於大饑荒非正常死亡人

數的問題具有一定的參考價

值，但也僅此而已。

作者認為：「大饑荒對社

會群體的打擊呈現出顯著的階

層差別：相對於可以獲得國家

口糧的工人和幹部，農民是遭

受饑荒打擊最嚴重的群體，其

在饑荒發生時期的發病率約是

工人的三倍、幹部的八倍。」

這個結論是沒有意義的，既然

作者進行了階層分析，則理應

考慮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內部

的階層問題：同樣是農民，一

個生產隊的隊長和會計是不一

樣的；同樣地，一個軍工企業

的工人與一個環Ä工人也是不

一樣的。另外，一個環Ä工人

可能不如一個生產隊的會計，

更不要說隊長了。「工人」也

好，「農民」也好，這種階級分

析框架中的概念，其實都過於

寬泛。

楊德春　邯鄲

2013.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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