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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每年都有数百名学者从世界各地来到哈佛大学校园，在这里度过他们的一段时光。
这些学者加入到正在哈佛工作或学习的数以千计的国际学生和研究人员队伍中来。
他们使得哈佛大学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化校园。
在这里可以听到人们操着各个国家的语言；而且毫不奇怪的是，校园四周餐馆密布，有各色各样世界
各国风味的美食供应。
　　这些到访的国外学者当中，许多人来自中国。
今天的中国学术界充满活力、令人兴奋，每年都召开很多讨论会，有大量学术性很强、研究很透彻的
著作在中国的各大城市问世。
这种局面造就了中国一批知识渊博、表现活跃的研究学者。
这些学者带着他们自己的观点，带着他们希望深入探讨的一些研究问题，也带着他们要让自己的留学
时光既充满快乐又富有成效的决心，来到哈佛大学。
为数众多的学者是以科学领域和技术领域的专家身份来到这里的，他们在这里学习和研究物理学或计
算机、生物化学或工程学。
这些学者投身于自己的专门研究项目，加入到专业研究队伍的行列，通常与哈佛大学的教师们一起合
作，在科学实验室、工程学实验室或者医学实验室开展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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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根据2005--2007年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举办的中国问题学术研究会(China Study Seminar)系列
讲座的演讲稿编辑而成的，众多中国学人以及研究中国问题的国外学者，站在哈佛的讲堂上，纵论当
代中国问题，观点新颖，认识独到，思想深邃，为你打开一扇观察中国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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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宝友，法学博士，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亚太研究处处长。
毕业于北京大学，先后获法学学士、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学位。
2005年9月至2007年9月在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
在哈佛期间，与他人共同发起和组织了“中国问题学术研究会”系列研讨活动。
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政党与政治、国际政治、中国政治。
主持或参加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和其他课题研究工作，出版论著一部、合作著作和译著二十
余部，发表论文数十篇。
　　常欣欣，法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教学和研究领域：国际政治、国际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运动、中国当代政治。
2001—2002年在英国剑桥大学社会与政治科学系做高级访问学者；2003年在德国杜伊斯堡一埃森大学
做访问教授；2007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做高级访问学者，期间负责主持“中国问题学术
研究会”的活动。
主持和参与过多项国家及省部级科研课题，著有《后冷战时代的和平》、《两个历史进程中的若干问
题》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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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肖教授说：讲得好，我满意。
　　肖教授提的第二个问题是：“三匹马和四个轮子”，这个说法很形象。
但我理解，中国前期走的路是初级发展，劳动力不需要有很多知识就可以。
但今后发展，就需要有知识才行。
中国教育能否起到作用？
人力是否支持新的经济增长？
日本是把新的科技拿来，中国劳动力是否能适应？
　　回答：中国的人力资源及质量，在中国未来发展中，将一步步会满足需求的。
一是因为，中国教育的规模相当大，受教育的面很广泛，因此，劳动力的理论素质在明显提高；中国
政府在这方面下了相当大的功夫，还准备更大的投入。
二是一个经济体的发展，最具创新能力的人才，不一定要很多。
科技带头人会创造出很多新产品和新产业，这应没有问题。
而大批一般性人才会因此而跟进。
就一个大国而言，在很多人中涌现创新的人，不会有问题。
三是农民工被视为素质低，这其实是不太对的。
我下过乡，我认为中国农民是相当聪明的。
几千年来的中国社会，农民是在克服自然灾害并一代代生息传承下来，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个过程。
他们只要有机会，提高各种技能是相当快的。
我并不担心，他们在以后的企业中，当好一个技术工人会有什么太大问题。
当然，我可能乐观了。
不知肖教授同意否？
　　肖教授说：同意，有道理。
　　肖教授提的第三个问题是：国际上认为，中央税收增加了，中央有责任在再分配上起作用。
可中国再分配时，要给省，省再到县，地方还要配套。
地方要办卫生、教育、社保，县一级有责任没财权。
这如何突破？
　　回答：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也看出肖教授对中国情况很了解。
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但中央政府正在努力解决。
一是加大对地方的财政转移力度，并要求用于地方的教育和卫生上。
现在，农民对此有好评。
二是通过财政体制改革，要进一步明确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这将会有个解决方法。
三是在财力转移中，要注意必要的透明度，要防止缺乏监督，出现很多财力不达的问题。
当然，这个问题很复杂，但我相信能一步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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