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 後 語
自去年底開始，國際機構紛紛按照慣例對今年全球經濟展望發表報告，

普遍認為世界經濟下行風險增加，環球貿易增長有所放緩，對於以出口導向

為主要增長動力的中國來說，經濟前景不容樂觀，尤其是在中美貿易戰的陰

霾下，如何維持這個擁有十三億人口、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較快增長，在在

成為中國領導人的重大考驗，無怪乎近來「穩增長」、「穩就業」的呼聲高唱入

雲。正如不少論者指出，2019年對中國的經濟轉型而言非常關鍵，改革是否
繼續邁步向前成為不少人心中的懸念。我們當然無法預知「灰犀牛」、「黑天

鵝」事件會否不幸發生，但是重溫1980年代以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轉型與全
球化同步發展的歷程，或許能給思考中國轉型前景帶來一點點有益的啟示。

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的兩篇文章均嘗試為過去四十年中國的經濟轉型提供

一個解說框架，不僅作為「社會主義經濟轉型回顧」的經驗總結，也有展望未

來的參照意義。

陶然、蘇福兵從中國、蘇聯的經濟轉型比較入手，詳細梳理了兩個社會

主義國家轉型的歷程，認為兩國在經濟管理上同屬高度集權體制，箇中差異

並非如設想般巨大；倒是1972年中美關係緩和這一關鍵歷史時刻，不僅改
變了中國偏重軍工的經濟結構，更有助穩固當時實行的行政性分權改革，

為1978年以迄1990年代中期推行漸進式市場化轉型鋪平了道路。有別於論
者主張「華盛頓共識」所代表的信條（經濟市場化、私有部門的擴張等）締造

了中國的經濟奇迹，盧荻將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歷程置於國際比較視野下作審

視，指出改革開放恰逢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年代，西方的金融投機活動蓬勃

發展，生產性投資大幅銳減，尤其在發達國家呈現為去工業化的趨勢，致

使製造業大量和快速向外地轉移，中國因而以自身獨特的因素扮演了「世界 

工廠」的角色。

本期刊出的四篇學術論文均為扎實有據的歷史個案研究，討論課題包

括：太行根據地時期戲改運動呈現的「拉鋸戰」、建國初期安徽無為縣的災荒

與救濟、上海的小三線建設與農村的互動關係、四類份子改造過程中種種矛

盾和不解等。潘鳴嘯在上山下鄉五十周年之際，總結了由毛澤東領銜、影響

深遠的改造「新人」實驗，讀來不免令人感慨萬千。此外，還要特別鄭重推介

兩篇意味深長的書評：葛兆光深刻地評論了王賡武有關世界史的觀點，對於

理解近代以來中國在世界中的地位饒富啟發；許章潤細緻地梳理了日本前首

相吉田茂對近代日本國族轉型的剖析，對於轉型時期的中國當然不乏「他山

之石，可以攻玉」的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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