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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郑永年看中国”系列之一，精选了作者近年来关于国家各项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的评论文章
。

“所有以前的国家，崛起中的大国，都是因为它内部的国家制度的健全。
所谓的一个国家的外部的崛起，实际上是它内部力量的一个外延。
”
“ 一个国家，在自己的国家制度还没有健全的情况下，就很难成为一个大国。
即使成为一个大国，也不是可持续的。
”
这是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多年前在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大国崛起》中接受采访时说的振聋发
聩的观点。
《未竟的变革》一书，正是对郑永年先生自己这个观点的具体而深入：那么，如何来设计和重建我们
的各种制度？

郑永年认为，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采用了一种以GDP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模式。
在这种发展模式下，中国的GDP总量变得耀眼无比，而社会所赖以生存的制度基础则不仅得不到生长
，而且被破坏得一塌糊涂。
利益集团坐大，中央权力弱化，贫富差距悬殊，抗议运动剧增，社会信任解体，种种现象，无不跟制
度供应不足紧密相联。
在本书中，作者围绕如下八个方面，全面论述了中国当如何改进和重建有效充分的国家制度：GDP主
义及其替代战略的国家制度建设，作为体制改革重中之重的中央地方关系，党和政府机构的改革，开
放政治与社会治理，改革中的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问题，围绕着国企的经济改革，围绕着土地改
革的农村和农民工问题，以及灾难、危机与改革的关系。
见人之所未见，发人之所未发，处处体现出作者对中国问题的深刻把握、分析能力以及冷静、务实的
理性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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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永年，国际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
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
先后出版专著18部，主编学术著作18部。
此外，经常在报刊及其他媒体发表评论，是香港《信报》1997年至2006年的专栏作家，2004年始在新
加坡《联合早报》撰写专栏。
多年来，其独立而深入的中国研究以及视角独到的专栏文章，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广泛的影响。
　　2010年1月在国内出版《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一书，被中共中央党校指定为教材，并入选《亚
洲周刊》2010年度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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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GDP主义及其道德体系的解体
　教育部门的GDP主义及其后果
　房地产与政府GDP主义
　GDP主义摧毁中国政权基础
　为何要以“制度建设”替代“GDP主义”
第二部分 改革中的中央与地方
　依法行政与维护中央权威
　中央地方关系的制度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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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党和政府机构改革
　党的机构改革势在必行
　对干部“知识化”的质疑
　中国干部管理制度有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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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亟待突破机构改革“死循环”
　中国政府改革的目标当是有限政府
第四部分 改革、开放及其敌人
　开放社会对封闭政治的挑战
　治理利益社会需要开放政治
　改革开放和中国的前途
　中国的开放及其敌人
　知识和财富的“退出”潮说明了什么
　哪里寻找中国政治改革的动力
第五部分 自由主义、知识精英与中国改革
　中国自由主义为什么呈现“病态”
　改革与中国自由主义的未来
　新自由主义不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唯一选择
　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社会
　五四运动与社会主义的领导权
　自由主义的中国化及其前途
　中国意识形态的两极化及其后果
第六部 分经济体制改革
　“浙江模式”值得深思
　中国的企业改革战略出了什么问题
　金融危机和中国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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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主义经济模式”何处去
　国有企业的边界在哪里
　国有企业扩张和中国制度创新的命运
　中国经济改革不进则退
第七部分 土地、农村和农民工
　农村的出路在于结构性政治变革
　资本虎视土地如何确保赋权农民
　土地流转制度与中国政治社会的改革
　中国应当废除农民工制度
　农民工问题与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
　中国要进行三个领域的土地改革
　中国的强制性城市化：是人还是土地
第八部分 灾难、危机和国家治理
　矿难、国家与执政方式
　谨防危机管理过程中的政权地方化
　让人民参与、监督赈灾与重建
　中国的自然灾害和国家社会关系
　中国如何跳出自我击败的治理模式
　规制国家与中国再社会主义化
　金融危机与建设美好中国社会
　中国基层社会无政府状态令人担忧
　司法衰败、信任危机和社会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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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山西黑窑联系到现代国家制度 不久前，中国媒体揭露出来的山西黑窑奴工事件再次把中国推向
了国际 媒体的焦点。
“黑奴”和“奴隶”等已经在中国媒体上久违了的词汇，成为 境外很多媒体描述这件令人发指事件的
常用词。
这件事情是如此严重，以至 于马上就受到了中国高层领导的高度重视，指示有关方面全力解决。
之后， 一些人也提出地方领导是否应对此负责的问题。
每当一件重大事情发生，领 导层先表示关注，最终可能找到几个人来担负行政或者其他什么责任，这
似 乎已经成为近年来较为固定的中国政治行为模式。
但如同对待其他很多事件 一样，这次对山西黑窑事件，各界再次表现出没有制度反省的能力。
事情一 发生，大家的聚焦点总是落在个人层面，忘了找制度上的原因，也因此很快 时过境迁，直到
下一次重大事件再次发生。
 没有从制度层面追究责任 黑 窑事件固然表现得很特殊，但类似的事情在中国绝对不止这一次，只不
过是 有很多类似的事情还没有被人发现罢了。
每次发生这样的事件，总让人惊讶 。
但更让人惊讶的是，这样的事情总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前些年的“ 非典”事件、河南群体性“艾滋病”感染事件、每况愈下的各地矿难等，所 有这些事件
的表现方式不一样，但可以说它们背后都具有同样的制度原因。
 如果不在制度上寻找原因，不从制度层面来追究责任，那么就很难阻止这样 的恶性事件再次发生。
如果说“黑窑”和“黑奴”是国家制度不健全的产物 ，那么也只有通过国家制度建设才能把如窑工那
样的人民从“奴隶”状态下 “解放”出来。
 “奴隶”这个词经常被用来表述传统社会状态下(如奴隶社会和封建社 会)社会成员和其所属组织的关
系。
这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主人或者组织 可以随意支配其所管辖成员。
为什么传统社会下会产生奴隶?原因有很多， 但从政治制度上说，主要是因为在传统社会形态下，没
有统一的国家权力。
 国家权力存在着，但权力被各地方组织所瓜分。
中国也一样，在传统中国社 会，尽管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说，但皇权根本没有能力深入社会
的 各个角落，人民是被地方政权所统治的。
 正因为这样，近代以来的革命，无论是资产阶级革命或者共产主义革命 ，其关键词都是“解放”，
就是要把人从非人道的制度下解放出来。
革命就 是要建立新的国家制度。
尽管在新的国家制度下，组织也不可避免，但组织 成员和组织的关系并非人身依附关系。
任何组织的成员同时也是国民，受国 家权力保护，享受国家权力之下的公民权。
当然，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人 民所享受的自由类别和程度是不同的。
但即使是享受最低限度自由的人民， 其所面临的环境和传统社会下的奴隶状态也具有本质上的不同。
 民主之下灾情难再隐瞒 在中国，从孙中山先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毛泽东领导的共产主义革 命，
最终的目标也是解放人。
经过百年革命，中国确立了现代国家制度的构 架。
之所以说它是现代国家制度，是因为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国家权力 第一次有能力深入社会的各个
角落。
中国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就是 人。
改革开放以来，从邓小平时代的“解放生产力”到江泽民时代的“三个 代表”，再到当代领导层的“
以人为本”，人越来越占据国家建设的核心地 位。
 那么，问题在于，为什么一个意在解放人、为人服务的制度，还会不断 发生人奴役人的现象?从政治
上说，关键在于缺少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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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缺失是以中 央权力为核心的国家权力弱化的最为根本的原因。
在中国，很多人担心民主 会削弱国家权力，但事实上恰恰相反。
 印度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曾经说过，像中国“大跃进” 期间发生的自然灾害，即使
在印度那样的贫穷民主国家都不会发生。
即使发 生了，也不会像中国那样导致那么多人死亡。
原因很简单，在民主体制下， 没有一个地方性政权或者组织能够隐瞒灾难。
这一点也可以用来解释山西黑 窑现象。
 中央集权以人民为基础才可能 山西“黑窑”和全国其他类似事 件的发生是具有制度上的原因的，那
就是中国还没有建立有效的国家制度。
 中国的体制名义上高度集权，但这个高度集中的中央权力被成千上万个高度 地方化的政权和组织所
瓜分。
既然中央权力被那么多地方政权或者组织所瓜 分，那么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很多方面中国经常处于
一种无政府状态之下 。
实际上，有些情形甚至比无政府状态更为严重，在无政府状态下，社会成 员尚可以自救，但地方专制
政权或者组织往往阻碍人民的自救行为。
 国家权力为什么会弱化?情况很复杂，但原因则是非常简单，那就是国 家权力一味依赖于国家政权本
身，而没有有效的机制把社会或者人民的力量 转化成为国家力量。
一味地依赖于国家政权本身，表现为经常把国家与社会 、政府和人民区分甚至对立开来。
权力往往只能在政府内部流动，无论是集 权还是分权，都是政权内部的事情。
很多专家学者早就注意到中国政治体制 根深蒂固的弊端就是其内部的脆弱性。
往昔的“非典”、河南艾滋病，今天 的山西黑窑事件，这些都反映了体制内部的脆弱性。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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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ldquo;郑永年看中国&rdquo;，让我们看郑永年。
　　极端化的左派或者右派的声音，都只能给中国带来毁灭性的破坏。
中国的发展迫切理性的声音，需要这种切实能够解释中国现实、改造中国现实的建设性思想！
　　经济改革行进的三十多年里，我们听到了林林总总的经济学家的声音，现在，是到了该认真倾听
政治学家声音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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