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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21世纪，中国如何面对全球化的挑战？
中国文明对于这个时代的人类历史能够做出怎样的贡献？
这些问题萦绕在许多关心中国与世界文化命运的人的心头。
正是出于对于当代中国现实和文化处境的关怀，由周凯旋、董秀玉两位女士发起，我们于2004年成立
了中国文化论坛，由周凯旋女士与董秀玉女士任论坛理事会理事长，陈来、陈春声、甘阳、黄平、刘
小枫、童世骏、王晓明、王绍光、汪晖、余永定、苏力任理事会理事。
著名学者杜维明、金耀基、李泽厚、王元化、韦钰、许倬云、杨振宁等先生应邀担任论坛顾问。
　　论坛经过反复讨论确立了中国文化论坛的基本宗旨，即立足于21世纪中国文明的历史处境，以跨
学科的合作方式，从具体问题切入，重新认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促进对全球化时代中国文明
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
我们也可以用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文化自觉”这一命题来界定所谓“对中国文明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
实践关怀”——这个“自觉”并不仅仅是对某种抽象的文化原则的认同，它毋宁产生于对中国的历史
传统和现实处境的深刻理解，产生于对当代世界的历史形势及其未来趋势的全面把握。
因此“文化自觉”这一命题中的“文化”涉及经济、政治、法律、教育、学术和其他领域的方方面面
；这一命题中的“自觉”表达的是在全球化的处境中对于中国的文化自主性的关切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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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目共睹。
这三十年也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学术发展变化最大的时期之一。
三十年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既面临本身的发展、传承乃至世代更替的问题，同时也是一百多年来中
国学术构建的一个部分。
本书从思想塑造的维度，细致深入地总结、反思、批评包括学者自我在内的三十年中国思想学术，在
学术世代更替的历史感中，凝聚当代中国的学术共识，增强对学术共同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促成当
代中国学术具有创造性的坚实发展。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

书籍目录

导言　80学人与30年人文社科发展学术评价与人文学者的职业生涯第一场　社会科学的繁荣与思想创
造的困境（一）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由来　经济学中的方法论　新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还
是社会经济学？
——兼谈中国新制度经济学未来的发展　问题与评论（一）第二场　社会科学的繁荣与思想创造的困
境（二）　法学三十年：重新出发　法学职业知识和社会科学——侧重当代中国三十年　中国人文社
会科学三十年（1978-2007）：一个引证研究　法律经济学在中国　问题与评论（二）第三场　社会科
学的繁荣与思想创造的困境（三）　中美两国可以避免战略摊牌　关于三十年来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
——一项批评性和建设性兼具的讨论　30年，60年：中国和平外交战略的继承与发展　问题与评论（
三）第四场　社会科学的繁荣与思想创造的困境（四）　“接轨”还是“拿来”：政治学本土化的思
考　中国模式　改革以来中国的国家重建：“双向运动”的视角　问题与评论（四）第五场　社会科
学的繁荣与思想创造的困境（五）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心态的变迁——有关中国经验的另一种解
读　　再论“中间圈”——“藏彝走廊”的论述与“社会”科学的再构思说明　  　失衡螺旋与国际
形象　问题与评论（五）　  第六场　人文学科与时代精神的演变（一）　近三十年中国近代史研究
的变与不变——几点不系统的反思  　谁在中国发现什么历史？
——中西史学界的对话与自说自话　纠葛于若干对立概念之间的中国历史学　问题与评论（六）第七
场　人文学科与时代精神的演变（二）　远去的文学时代（提纲）　市场社会的样板人——近三十年
大众文化推出的人格类型　坐标·雾障与文化研究　问题与评论（七）第八场　人文学科与时代精神
的演变（三）　中国哲学研究三十年的回顾（1978-2007）　“理论”的实践意义——对中国人文社会
科学三十年发展的两点反思　从社会的热潮到深层的问题——西方哲学研究三十年来的反思　问题与
评论（八）第九场　教学与研究体制的影响　留学运动三十年后（提纲）　从教育学到教育科学　当
代中国人文学术知识的生产与流通　文教改革三十年：何去何从　问题与评论（九）　第十场　圆桌
讨论  学术传承与世代更替　学术世代交替是大道自然的过程——中国文化论坛2008年会总结陈词　问
题与评论（十）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

章节摘录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由来　　在自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间，中国的年均国民生产总
值的增长率达到9.8％。
在人类历史上，只有7个国家（地区）曾经以7％以上的年增长率持续增长超过三十年，中国是其中之
一，而且是其中最大的经济体。
不仅如此，中国还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平稳转型，没有出现其他转型国家那样的剧烈经济
和政治波动。
可以说，中国在过去三十年成就了经济增长和体制转型的双奇迹。
然而，回首过去的三十年，我们会发现，我们所走过的道路泥泞曲折，充满了艰辛，中国奇迹不是理
所当然的事情。
本文的目的是探究中国奇迹形成的原因。
文章分五部分。
第一部分回顾和评价目前流行的几种观点，并讨论华盛顿共识和中国奇迹的关系；第二部分提出文章
的主要观点，将阐述中国政府在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并以中性政府对这个角色
进行概括；第三部分论述中国中性政府的政治基础，指出合法性挑战和地方分权对形成并维持中性政
府的重要性；第四部分论述中国中性政府的社会和经济基础，指出改革开放初期平等的社会和经济结
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并附带讨论这个平等结构的由来；第五部分讨论三十年高速经济增长
所积攒下来的问题，并探讨解决这些问题的原则性建议。
　　一中国经济成功的原因　　对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最简单的解释是，中国人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更吃
苦耐劳，因此更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展起来。
且不说这种解释有文化沙文主义之嫌，仅就其本身而言，也是大而化之的偷懒之作。
中国人从来就是勤劳的，历史上如此，现在如此，计划经济时代也如此，但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
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为奇迹，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却都是在那时发生的。
　　对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另一个流传广泛的解释是，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的表现太差了，用秦晖的
话来说，就是发生了有人受损、无人得益的负帕累托改进，因此改革开放之后的增长就显得快了。
和这个解释相关联的一个看法是，“文革”对中国造成的破坏太大了，以至于任何改进都是好的。
但是，上述两个说法都经不起数据的检验。
按照哈佛大学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德怀特·帕金斯的最保守计算，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的GDP年均增长
率也超过了4％，而全世界2007年的增长率也不过如此；如果对比非洲多数国家在同时期的负增长，中
国的增长成绩就更突出了。
当然，计划经济时代的增长多数发生在重工业领域，人民生活水平的确没有什么提高。
但是，计划经济时代所积累的重工业基础对改革开放时代的高速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人不
是短视的话，由此带来的好处应该计入国民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效用。
因此，从长期福利的角度来看，计划经济时代所发生的并不是一个负帕累托过程。
还应该注意到的是，即使是在“文革”时期，工农业生产也保持了一定的增长，只是到了1970年代中
期，农业才又开始出现明显的问题。
本文的关注点不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无法展开对它的讨论，只是想强调，计划经济的失败——如果是
失败的话——更多的不是经济的失败，而是政治的失败和社会的失败，即人民自由思考和自由选择权
利的缺失以及对社会的破坏。
　　对中国三十年高速增长的第三个解释，是中国的增长是靠低人权、低福利维持的。
这个观点被许多人接受，秦晖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这个解释的问题很多。
首先，人权这个概念没有清晰的外延，很难找到一个量化的指标来衡量，因此，所谓的“低人权”也
就变成一个很模糊的定义。
虽然人权并不仅仅是基本生活保障，但是，基本生活保障却肯定是人权的一部分——少数精英可能可
以忍受饥寒交迫的生活为自由民主摇旗呐喊，但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还是普通百姓首先要解决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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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以此观之，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做得非常好，因为我们的增长是包容性的。
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是我们让近三亿人脱离了绝对贫困。
有人会说，这些人在过去之所以贫困，是因为计划经济体制压制了他们收入的增长，他们的脱贫因此
是一个自然的恢复过程。
但是，即使这个说法是正确的，我们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压低人权的结果，因
为经济增长是伴随着人权状况的改善发生的，不管这种改善本身是如何发生的。
第二是中国的经济增长让绝大多数人从中得益，尽管有些人得益多一些，有些人得益少一些，因此收
入差距在拉大。
最显著的例子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把1.4亿农村居民带人工业化的进程当中，改善了他们的收入水平。
这种改善是实实在在的，否则的话，这些农村居民就不会到城里打工。
当然，农村居民离开农村可能是因为农业的收益率太低，农村的生活质量太差。
但这恰恰说明新农村建设是必要的，而奇怪的是，我们许多知识精英们却反对新农村建设，要么声称
这是对资源的浪费，要么声称这是想把农村居民束缚在农村。
尽管一定的歧视还存在，有些地方还非常严重，但总体而言，对农村居民自由流动的限制在过去3年
到5年大大降低了，而农业收益率和农村生活质量提高之后，农村居民就更可能体面地出外打工，要
求更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他们的人权就更可能得到提高。
这里有必要提及，对外开放、特别是出口导向的经济政策，是农村居民获得经济增长的好处的主要推
动力，没有出口的大规模增长，就没有农村居民向城市的移民潮。
我们知道，人世是促成中国出口发生井喷式增长的重要原因。
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中国当年的出口量是2662亿美元；此后，出口保持了28.9％的年平均增
长率，到2007年，总量达到1.218万亿美元。
而农村移民的数量在2000年是7000多万，到2004年就增长到1.2亿。
我们的出口的确还处于国际价值链的低端，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也的确是世界的组装工厂。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被别人剥削了。
回想19世纪的英国，也曾经是“世界工厂”，但中国人或英国人都不认为英国当时被世界剥削了，相
反，我们过去还认为英国是利用它的“世界工厂”地位销售廉价品来剥削世界，正如现在一些发达国
家的人认为中国正在做的一样。
在当今世界，经济开放不仅是我们必须接受的事实，而且还是中国持续增长的必由之路。
在过去的三十年，我们基本赶上了世界出口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没有被世界落下。
中国是当今世界经济秩序的受益者，而自由贸易是这个秩序中的重要一环，因而，中国应该是自由贸
易的支持者，而不是反对者。
　　的确，中国工人的福利保障还很低，在很多工厂和厂矿，工人的安全还得不到保障，一些工厂还
在雇用童工；另外，许多工厂还在没有节制地采用高污染、高能耗的落后技术，贻害普通民众和他们
的子孙后代。
在所有这些方面，我们还需要做很多的事情。
但是，工人的低保障和环境的低质量一定帮助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只看中国是不行的；我们需要比较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才能得到正确的答案。
一个可比的例子是印度。
印度享受医疗保险或免费医疗的人数不超过总人口的5％，而且享受者主要是政府雇员；相比之下，
按最保守的估计，中国也有30％的城市人口或总人口韵12％享受医疗保险。
但是，中国的经济表现却比印度要好，这说明低社会保障并不促进经济增长。
同样的，比中国环境标准执行更不力的国家大有人在，但它们的经济增长却赶不上中国的经济增长，
因此，低环保标准也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
事实上在微观层面上，我们可以举出很多较高的福利保障和较好的环保执行力度提高企业赢利能力的
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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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较高的福利保障可以提高员工的忠诚度，给予他们更多的激励；较严格的环境标准可以促使企
业加快技术和设备的更新等等。
　　那种认为低福利、低环保标准帮助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观点犯了两个方面的错误。
第一，他们在相伴发生的两个事件当中按照他们已有的逻辑建立起因果关系，然而，两件事情同时发
生并不意味着其中一件一定是另一件的原因，就好比街上流行红裙子和股票价格上涨同时发生，并不
意味着女人选择裙子颜色和股市之间有必然的联系一样。
第二，他们忽视了福利问题的阶段性。
能够成为北欧那样的健康的福利国家当然好，但如果我们现在就要成为那个样子，无疑是揠苗助长。
对于那些明显地违反法律的事情，如雇用童工、降低安全标准、违反《劳动法》、超标排放等行为，
我们要坚决制止并予以处罚，但如何提高社会保障标准，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不是一个方向性问题，
后者是一个已经解决的问题。
事实上，过于统一的标准非但不能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反而会伤害他们。
比如，要求农村移民工人享受和城市工人同样的养老标准就不会帮助农村移民工人，因为他们经常流
动，而现在又没有一个全国性的机制，保证他们可以把他们的养老保险带走，结果，他们和企业的缴
费补贴了城市工人。
再比如，如果要求所有人购买同样高标准的医疗保险，则许多人会选择不购买，从而被排除在医疗保
险之外，好的初衷却成就了相反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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