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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制度之争是历史前进的主线之一。
20世纪见证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殊死搏斗。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发展面临空前压力。
进入21世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马克思洞察的资本主义深层次矛盾再
度暴露。
　　风景这边独好。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
学发展观，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社会主义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经济总量从1978年的世界第33位跃至2007年的
第4位，年均增长9．8％，而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长速度是3％；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不足loo
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2200美元以上，30年增长22倍；外汇储备从1978年的1．67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
．5万亿美元，居世界首位，30年增长8982倍；进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提高到2007年的21737
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三，30年增长10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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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第一章对信息制度论进行概括；第二、三章先“破”后“立”，先通过分析克服信息不对称的
次优方案削弱西方资本主义“普选”、“多党制”和“私有制”的话语优势，然后为部分困惑青年构
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话语优势；第四章提出信息对称改革的建议方案，尝试扩大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绩效优势；最后对全书进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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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信息制度论　　一、信息制度论提出的背景　　社会主义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伟大
成就举世瞩目，而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歪曲和攻击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面对激烈的制度认同之争，中国需要在保持制度绩效优势的同时，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话语
优势。
　　实现这个目标并非易事。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各个领域中，建立政治制度话语优势的任务尤为艰巨。
一方面，部分困惑青年认为中国政治制度还有完善空间，离话语优势建立还有距离；另一方面，西方
在政治领域长期拥有话语霸权，并在遏制腐败等中国还存在局部问题的领域成绩不俗。
在政治领域建立话语优势相当于打一场以弱胜强的“赤壁之战”。
这场思想战争已无法拖延，因为缺乏话语优势会带来一系列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干扰稳定。
以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为终极目标的“中国式民主”是人类政治史上的创举
，没有现成的榜样。
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成熟的“西方式民主”，如果我们无法建立自己的话语优势，无法使部分存在
困惑的青年从内心深处认同以中国式民主为目标的改革，那么一旦以执政党能力建设为核心的制度建
设全面深化，任何局部挫折都不排除产生社会动荡的可能。
当我们仍沉浸在经济转型“摸着石头过河”的成功喜悦中，并开始稳健推进执政党能力建设“摸着石
头过第二条河”时，我们不应忘记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条河有比较清晰的对岸，即市场经济，而第二
条河的对岸缺乏现成的参照物，或者说部分青年与改革者心中的河对岸可能大相径庭。
改革成败自古都由民心向背决定。
再简单的改革如果民心不齐，一点挫折都可能葬送整个进程；再艰难的改革只要万众一心，无论出现
多么凶险的突发事件，无论出现多么严峻的社会危机，无论出现多么不利的国际局势，中国都不会乱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一定能实现。
　　其次是容易让执政党能力建设演变成“西方式民主”的渐进改革。
西方式民主虽然在发展中国家“溃不成军”，但并没有丧失话语优势。
少数所谓“精英分子”内心深处笃定最终只有西方式民主才能彻底解决腐败问题、保持国家长期稳定
，并由此产生“直选”情结——凡是以扩大直接选举为内容的制度创新就拍手称道，并要求不断加大
力度。
以基层村委会主任直选为例。
一些专家认为单纯依靠直选并不能实现抑制腐败、选出德才兼备干部的初衷，甚至会在局部加剧贿选
、形成干部“老好好、不讲原则”的处事导向和“拉小圈子”的派系倾向。
但是受西方话语优势干扰，一些同志内心深处也认为即使直选已暴露出不少问题，中国现阶段行不通
，也只能硬着头皮推进，以免被扣上“不够民主”的帽子。
然而，如果带来负面问题的直选比重不断扩大，层级不断提高，问题不断恶化，改革进程就有可能失
控。
　　再次是容易让执政党能力建设因小失大，错失时机。
话语劣势意味着在实践中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一些消耗大量改革资源的制度创新可能没有触及行政体制中亟待解决的核心矛盾，反而耽误掉处理其
他矛盾的黄金期，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有关报道中提出的深化制度改革举措，例如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
举人大代表、提高透明度等虽然很好，但在改革的整个过程中，究竟哪些改革举措触及核心矛盾、哪
些举措必须马上实施、哪些可以缓行、举措与举措之间如何配合等都是未知数，需要在实践中探索、
调整。
而在漫长的改革进程中，诸如局部腐败现象、大学生就业困难、环境恶化、贫富分化等社会矛盾问题
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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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过改革逐渐解决问题和问题来不及解决最终葬送改革的激烈博弈中，改革不能输，而话语劣势让
我们心有忧虑。
　　最后是容易使执政党能力建设后继乏力，腹背受敌。
中国改革开放进行了30年才进入攻坚阶段，而执政党能力建设更是任重道远。
今天的“70后”、“80后”青年亲身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也容易认同中国式民主的
发展方向。
但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出生的中国青年从小面临全球化的冲击，对包括西方式民主在内的西方文化
耳濡目染。
如果无法使部分困惑青年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话语优势，很难想象
对西方价值观抱有天然好感的这些青年会主动选择中国式民主。
站在国际社会高度，中国式民主即使在实践中继续取得卓越成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会继续借助由
西方诠释的“民主价值同盟”全面向他们认为“不民主”的中国施压。
引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黄平的话：“我国已成功解决了挨打、挨饿问题，现在却面临挨骂
问题。
”看起来只是关于话语优势的用词问题却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核心软实力，关系到兴衰大计和统一大业
。
　　在部分存在困惑青年心中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话语优势，首先
要对制度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标准。
要弄明白什么是好的制度，才谈得上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到底好不好。
这样我们就需要一套系统、客观、经得起检验和反证的制度理论，推导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比西
方资本主义制度更好。
在本书中，作者将借助相对浅显易懂的信息制度论帮助上述青年在内心深处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的话语优势。
　　二、什么是信息制度论　　信息制度论的灵感来源于詹姆斯·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一书中提
出的问题——为什么一些制度设计非但没有完全实现设计初衷，反而使问题更趋严重？
作者以1995年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和2002年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
用工作条例》中规定的“推荐票”制度为例，以分析解释这一制度可能没有完全实现设计初衷的原因
为切人点，归纳建立信息制度论。
　　（一）实例　　中国共产党在干部选拔使用中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从1983年开始逐步扩大考
察范围，并让部分干部群众参与推荐。
1995年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和2002年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条例》使推荐过程规范化、制度化，既扩大了党内民主，又坚持了党管干部原则。
传统委任制中，上级党委直接提名拟考察人选，然后在组织部门考察基础上由上级党委集体讨论任命
。
推荐票制度与之主要区别在于干部提名权。
以县委书记提拔为副厅级为例，在一定范围内参加人员以无记名投票方式推荐出两倍于实际需要的人
选，上级党委从推荐出的人选中确定拟考核人选。
在一般情况下，得票相对较高的干部获得提名。
　　推荐票制度的设计初衷是体现“群众公认”，使在群众中威信较高、品德和能力得到公认的干部
最终被推荐上来。
但在实际操作中出现了一些德才并不突出的干部，却通过拉票甚至贿选获得较高票数，并得到上级提
名的现象。
　　（二）文献　　推荐票制度为什么没有完全实现设计初衷？
用政治学语言讲，制度绩效为什么不理想？
关于制度绩效有两大理论适用于分析推荐票制度。
外部绩效理论强调制度外部环境特征对制度绩效的影响，如社会经济发展、政治文化、社会资本以及
社会稳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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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绩效理论则着眼于领导者的价值观与谋略和制度内部结构等制度自身特征与建立方式来解释制度
绩效。
相对而言，内在绩效理论更适合推荐票这种目标明确的制度，它的理论框架包括平衡民主理论、责任
承担理论、制度设计理论、利益集团理论和委托一代理理论等，其中委托一代理理论与推荐票制度的
内涵不谋而合。
在推荐票制度中，假设上级领导为委托人，下级拟提拔干部为代理人，上级领导和下级拟提拔干部之
间存在一些利益分歧（上级领导希望下级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工作，而有些干部还要追求个人利益）
和信息不对称（下级拟提拔干部拥有上级领导不知道的信息，例如暗中拉票和修改统计数据），本段
开头的命题就转化为上级为什么有时候没能利用推荐票制度选拔出优秀干部，实现设计初衷。
　　根据委托一代理理论，利益分歧和信息不对称是制度绩效不理想的两大原因。
推荐票制度就是专门为了消除我们假设的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分歧而设计的机制，符合“激励
相容”——推荐票制度把下级干部努力工作实现的人民利益（上级领导要求）通过推荐票（群众认可
）和干部个人提拔（下级干部愿望）直接挂钩，下级干部只有先实现上级领导要求才能实现个人愿望
。
在消除利益分歧的前提下，信息不对称就成为解释推荐票制度没有完全实现设计初衷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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