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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市場經濟中，「看

不見的手」（市場力量）和「看得

見的手」（政府規制）往往協同

作用，相得益彰。但在中國，

「看得見的手」往往被「看不見

的腳」所取代，而且「腳」踩住

「手」的現象比比皆是。研究者

在分辨「手」「腳」時自然要耗費

不少力氣。

——編者

博弈和法治的灰闌

梁治平的〈伸冤與維權——

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建構法

治秩序〉（《二十一世紀》2007年

12月號）一文刊載之際，文中

所論案例的當事人維權硬漢高

鐵鋼，卻被「三門峽市中級人

民法院一審以搶劫罪、敲詐勒

索罪、行賄罪及原判侵佔罪數

罪並罰宣判他有期徒刑19年。」

對此判決，高已提出上訴。由

此可見，至少在這一輪訴訟宣

告終審之前，圍繞「伸冤」和

「維權」，從正反兩面展開的

「高案」系列，還遠未到塵埃落

定、鐵板釘釘的完結篇。

從相關報導介紹的背景情

況看，高在當地屬於社會關係

資源相對豐富的人物，可獲取

的財力和人脈資源支撐，都較

之尋常人等明顯勝出一籌。但

面對其伸冤所向、維權所繫的

「法治」體制，他已逾常人的社

會成本優勢，卻仍遠不敷使

用，不堪消耗。

儘管形諸媒介報導時，這

層以「公民」個人為主體、以體

制形態為對手的依法維權的社

會／經濟成本反差關係，被刻

意或無意地湮沒、遮蔽於上訪

鳴冤、新聞曝光，以至起訴律

師等充滿博弈意味的戲劇化細

節，但這並非一場真正的博

弈，因為這4不存在一個足以

超越局外，有效均衡雙方權利

資源的配置和運用的外部機

制。

因而，正如古老故事中置

身「灰闌」困境的那位在情與

理、利與力的雙重煎熬下，最

終不得不撒手放棄親子的母親

一樣，居於劣勢而偏要執著於

依法伸冤和維權的一方，到頭

來多半還是很難規避從「法治」

的灰闌界線內自動出局的傾

向，甚至走上以「不法」濟「依

法」、取道「法外」而求庇於「法

治」的極端悖謬之途。

李林榮　北京

2007.12.15

政府主導才是中國大陸
住房政策的本質

讀了朱亞鵬的〈市場主導

的中國住房政策：問題與挑

戰〉（《二十一世紀》2007年12月

號）一文，總體上同意他對「新

自由主義」住房體制的批評，

但我以為國內住房政策的本質

是政府主導，跟歐美很不同，

它是在政府主導下的「新自由

主義」。

國內經濟實質上是政府主

導的市場經濟。實際有相當約

束力的指導性計劃是政府主導

市場的一個方式。另外還有兩

個重要方式：一是政府主導的

投資特別是固定資產的投資，

一是國有資本的高度集中和壟

斷。政府主導的投資和國有資

本的集中、壟斷，也是保證指

導性計劃得以實現的手段。但

要實現政府主導的投資和國有

資本的集中、壟斷，就必須最

大可能地聚集社會財富，以保

證政府佔有最大的資本比重。

政府對社會財富的聚集主

要通過五個途徑：一，政府稅

入的高速增長；二，國有資本

壟斷利潤的高速增長；三，實

行土地財政政策，對土地轉讓

的規模和價格進行控制；四，

設立和維護各種政策性壁壘；

五，進行社會性節支，也即壓

縮國家福利。「新自由主義」正

是服務於政府聚集社會財富的

策略。在住房、醫療、教育問

題上，「新自由主義」都是一方

面壓縮政府支出，一方面又為

政府聚集財富。住房問題特殊

的情況是還有一個土地控制因

素在4面。自由資本的「新自由

主義」由此演變為政府主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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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理清兩者的關係位置，其支

持的改革思路也更有說服力。

徐昕　成都

2007.12.16

教育公平的制度基礎

楊東平的〈中國教育公平

的問題與前景》（《二十一世紀》

2007年12月號）一文指出，教

育領域嚴重地存在不平等和腐

敗現象，教育權利的不平等和

教育機會的不均等成為了教育

領域的兩大問題，而教育機會

不均等則成為了教育公平和教

育民主化的最大瓶頸。因此，

入學機會的平等成為了公民平

等享受教育機會的底線訴求。

在當前教育資源的分配上，城

市教育優於農村教育，重點學

校優於普通學校，發達地區教

育優於落後地區教育，這是不

可迴避的事實，也是處理大國

教育公平問題的累積性「不良

資產」和歷史性壁壘。

因此，清理「教育產業化」

政策、科學設計考試制度、取

消重點學校的特權配給、擴大

助學貸款、打擊教育腐敗現象

是當前實施教育公平的重點。

同時，需引導社會資本投入教

育發展，扶持和鼓勵私立教

育，尋求差異化和個性化教育

設置。西方國家就是通過公立

教育和私立教育的發展從而滿

足不同家庭、不同學生需要

的，公立教育重點保障公平，

而私立教育落實教育選擇，充

分反映「同意尺度」和「多元尺

度」的公平基礎上的選擇取

向，以及顯現教育平等主義和

教育自由主義的有機結合。

陳潭　長沙

2007.12.17

還能挽回中國知識份子的
尊嚴嗎？

讀揭露、反思專制時代

的文字，按理應該是會讓人激

動、憤怒的，然而〈挽回中國知

識份子的尊嚴——讀韋君宜〉

（《二十一世紀》2007年12月號）

一文，卻並未讓我產生多麼強

烈的心理反應。

為甚麼會這樣？過去的災

難還沒得到真正徹底的反思、

清算，新的災難一次次重新上

演，而我，甚至是我們的神經

已然冷漠、麻木。難道我們這

些讀書人缺乏良心嗎？未必。

這個世界上的大多數人都是凡

人，良心、同情、冷漠、麻木

都可能會在我們身上出現，問

題是甚麼樣的機制可以刺激甚

麼樣的心理反應。面對災難、

不公，我們自會激憤，但激憤

應該是走向行動的前奏，而不

應該只限於激憤的言辭。但是

我們所處的環境，卻在很大程

度上剝奪了公民行動的權利。

既然沒有合法的途徑行動，而

我們又要活下去，我們只好遠

離良心，親近冷漠。

就此而言，我們仍然生活

在韋君宜所反思的那種時代

中，我們仍然是這種時代的順

民。至少我個人，仍然不敢挺

直身體，像一個真正的公民、

一個康德所謂的真正的啟蒙者

那樣發言、行動。我依然是權

力的順民，而且是更為虛偽、

怯懦、自私的順民。韋君宜們

的反思，能夠挽回這樣的中國

知識份子的尊嚴嗎？

姚新勇　廣州

2007.12.17

「新自由主義」，弱化了「新自

由主義」良性的一面，擴大了

「新自由主義」惡性的一面。

顧則徐　廣州

2007.12.15

醫療體制改革之痛

〈醫治中國病：醫療體制

改革的兩條路線之爭〉（《二十

一世紀》2007年12月號）一文，

集中討論中國醫療體制改革中

醫療費用超速增長的問題，比

較兩種改革思路，�眼於醫療

服務需方的視角，探討化解

「看病貴」的改革路徑。文章有

其現實價值，但某些問題，我

們仍需作進一步思考。

在「醫療費用的快速增長與

醫療服務經濟可及性的下降」

部分，作者認為兩者具有因果

關係，並引用®生部統計數據

作為支持，卻沒有說明該統計

的對象、標準及技術。如文章

認為更多民眾因經濟困難而

放棄門診，但此處的門診是否

僅限於正規醫院？基本®生

保健是否也通過其他選擇，如

私人診所而實現？其程度如

何？進而，人人享有初級®生

保健的目標是否真的在不斷惡

化？

在「市場化與醫療服務體

系的社會公益性淡化」部分，

作者指出醫療服務體系的社會

公益性與其所有制形式並不必

然相關。但關於醫療機構所有

制的討論並不能替代對市場化

的研究。在「結論」部分，作者

沒有說明醫療服務的市場化與

社會公益性並存之必要及如何

可行。或許文章應提供醫改市

場化的利弊分析，補充市場化

與社會公益性的關係論證，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