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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译丛第一辑序曾指出，译丛的总体目标是：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寻找和确立一个反思自身现代
性的“他者”，在了解“他者”的过程中，认清和确立自身。
那么，更进一步，通过认识他者眼中的“我”来认清自身，是不是一条更便捷的路径呢？
在确定译丛第二辑书目之时，编委就这样把目光转向了海外当代中国研究。
　　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海外当代中国研究呈现日益繁荣的趋势。
诸多因素促成了这种繁荣。
随着中国内部的发展和外部影响力的增加，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社会的有机分子。
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在制定对外政策时，都已不能忽视中国因素，都需要深入研究中国的对外政策和
作为对外政策基础的中国内部政治、经济现状。
了解中国的需求使得西方各国对中国研究进行大量的资助。
从学术进步来说，中国的转型已经为海外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实验室。
百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为他们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素材。
欧洲的转型产生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和思想家，包括马克思、韦伯和杜尔凯姆。
中国的大转型可说是一个迥异于西方世界的绝好实验室，提炼自西方现代化过程的很多理论框架和范
畴都可在此接受检验，或被证伪，或得到拓展充实。
任何一项社会科学理论如果不能有效解释中国转型现象，那么其说服力就成为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国研究的学术兴趣已经越出中国问题专家这一群体，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研究者
也开始把眼光转向中国。
在研究群体中，最值得指出的是，游学海外的具有中国背景的学者成长得很快，并且已经成为当代西
方中国研究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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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过去的几十年中，全球化席卷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为世界各国带来了空前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
。
《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从国家重建的角度对全球化带给中国的政治影响以及中国的回应作了精辟
而富有启迪性的分析。
　　作者认为，在90年代中国的背景下，全球化不仅意味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还意味着对西方国家产
品的有选择的输入。
中国的领导者把全球化视为重建中国国家的独特机遇。
为此，他们付出巨大努力去确立一种与变动的社会经济环境相适应的新政治秩序，并重建了官僚体制
以及其他重要的经济制度。
作者也考察了全球化和国家重建过程中不同社会力量的反应以及他们试图参与的不同方式。
全球化使中国的经济治理体制实现了根本性转型，那么是否会由此产生以“法治”为基础的政治治理
结构7作者最后认为这取决于党自身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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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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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出版专著13部。
其中，英文著作5部、中文著作8部。
英文著作包括《技术赋权 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The InterRet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7）：《中国的事实联邦主义改革与中央地方关
系的动力》（De Facto Federalism in China．Reforms and Dynamics of Central Local Relations）（世界科技
书局，2007）；《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Globalization and State Transformation in China）（剑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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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主编学术著作11部，主要包括《改革中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和新世界秩序》（China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Order）和《中国的开放社会》（China‘s Opening Society）等。
先后在《比较政治研究》（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政治科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和《第三世界季刊》（Third World Quarterly）等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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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国家重建并非一个无争议的事业。
尽管中国仍然是一个权威主义国家，但领导人也不能随意重建国家。
重建国家的努力不仅产生了大量预想不到的后果，而且也鼓励了不同社会团体在新的国家中争相参与
。
所有这些因素影响了领导人重建国家的努力。
下面两章将讨论国家重建的这些方面。
　　本章集中讨论国家重建如何引发了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的兴起。
①在中国，社会抗议并不新鲜，一些抗议形式与国家重建有关。
“国家建构”这个概念可以从不同方面来定义。
如我在前面章节中所述，国家建构首先指重新集权化的努力，其次是指把中国企业制度从计划经济导
向转变为市场经济导向的努力。
“国家建构”尽管常常与“改革”重叠，但不是每项改革措施都可以视为国家建构。
像金融和财政放权这样的经济分权就不能被视为国家建构。
与此相似，许多改组中国企业制度的措施也不是国家建构，只有旨在增强中央政府调控企业行为的权
力的那些系统性变革才称得上国家重建。
　　这里必须加上一个说明。
道格·麦克亚当（Doug McAdam）、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和迈耶·扎尔德（Mayer Zald）
指出，社会运动可以从三组广泛的因素来分析：政治机会、动员结构与组织过程。
②由于本研究不是关注中国的社会运动，因此我的讨论不关心社会运动的内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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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既然国家重建涉及利益的再分配，那么有影响力的社会团体就会有参与这个过程的强烈动机。
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并不向公众参与开放，因此社会团体必须找到替代的方式来影响国家的重建过程
。
当失势的工人和农民求助于“行动”来实现他们的目标时，知识分子则利用自己的武器即”知识”去
实现目标。
本章集中考察中国知识分子如何作用于国家重建过程——通过想象和表达国家重建的不同话语。
尽管国家仍然对学术自由实施着控制，但还是有产生这些活语的空间。
虽然每个人都同意改革是一个国家重建的过程，但大部分人并不确定它终将把中国引向何方。
中国知识分子进入了这个空问，并且为大众提供了一些认识上的图谱。
不用说，不同的知识分子团体代表着不同的政治经济利益。
他们也广泛地批评政府并挑战其政策。
在这个意义上，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国家的争论的兴起也是社会运动的⋯部分。
本章试图详细描述关于中国国家的争论中的最重要景象：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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