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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毫无疑问，文章是文字的排列组合。
然而，文章更是叙事的媒介和思维的载体！
多年以来，思想的杂感和思维的跃动一直伴随着纸质文本和电子叙述，记述着过去了的生活中的点点
滴滴和生命的成长，个人的生存生态、实践逻辑和生命张力在不断拓展的时空中呈现、绵延。
一种被激发了的学术热情和写作躁动似乎总是占有着整个渐衰的肌体，让自己无法摆脱对生活的理解
和对生命的诠释。
其实，个人化的生活故事恰恰可能是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元叙事。
当我们历数自己走过的岁月时，你会发现个人的成长始终与时代发展、国家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学术即生活的思想操练。
当官员用权力、商人用货币主宰世俗的时候，学者则试图用思想去影响社会。
学术需要思想，没有思想的学术犹如身躯缺失灵魂，也就没有了创造。
学术的年轮昭示着科学知识的历史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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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术即生活的思想操练。
当官员用权力、商人用货币主宰世俗的时候，学者则试图用思想去影响社会。
学术需要思想，没有思想的学术犹如身躯缺失灵魂，也就没有了创造。
学术的年轮昭示着科学知识的历史沉淀，同时也为我们理解公共生活提供了现实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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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变革时代的思想张望（代序）第一观点走向共享式改革“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辩迷乱都市化的症候
与隐忧传统人事档案制度走向终结制度的宽容与社会的文明子女成长论与中部崛起的政策构造民工荒
、知识失业与教育结构调整寻找教育的阶段性逻辑新农村建设中的五大关系反腐“扩大化”批判见义
有为及其制度安排政治博客的“江湖效应”及其他冷静看待政治博客现象时代热言规避风险的分散化
治理药价管制的市场逻辑与政策调适婚检危机：后强制时代的政策非适应性“瘟神”重现：政府失灵
与市场失灵的困境从“入世”到“入市”：身份的艰难置换“热投资冷消费”与宏观调控消费函数的
外生变量廉政承诺的逆向评价逻辑一把手监督缺失与腐败链的生成问题奶粉与身体政治氯气泄漏与公
共安全都市狗患与限养管理卷烟低焦与社会责任文凭批发与信用赤字村官招考：转轨政治？
另类民主？
代管家长制与留守儿童教育蛮横拆迁：公权越位的政治陷阱农民的精神需求与公共供给的缺位警惕“
仇富”与“仇官”两种心态的流行外语：职称评定的必要条件？
农村贫困女孩的教育供给也许更有意义公民表达知识供给与学术职责公地悲剧、卫生死角与公共治理
价格听证的去表演化人才壁垒与人才绿卡集体选择与权力的公共化行政不作为与权力的公共性危机大
学的逻辑与去行政化知识人的公共责任新闻岂能容许捏造？
“民工荒”到底说明了什么？
取消学历文凭考试：民办教育何去何从？
教师节何以神圣？
贫困学生的政策扶助市井论语从汶川地震到北京奥运“政策缝隙”冒出了“行政困局”教育市场的供
方与需方家庭年收入6万就“中产”了吗？
沉重的“变形”闲话“过年”娱乐狂欢与超级女声的再生产政治学的尊严大学教师=教员+学者阅“球
”无“数”触摸学术老翁少妻的多学科分析制度守望防腐、反腐与廉政制度建设教育公平的制度基础
后动员时代的计划生育关键词制度演进的中国样本及其经验寻求中国改革的政治动力学中国改革与转
轨实践的若干反思人事档案：体制“阑尾”如何下刀好政策为何不被领情？
用公平理念重构农村卫生体系寒门学子期待政策关怀弱者生存的政策逻辑职称改革与弹性化职称制度
孝亲敬老：孝道伦理的政策延续湖南干部新政观察思想操练和谐社会语境中的统筹兼顾——答新华社
《嘹望周刊》陈泽伟先生新改革时代的统筹兼顾——再答新华社《嘹望周刊》陈泽伟先生公共政策是
和谐社会的调节器——答《湖南经济报》文翊先生官场生态治理及其边界-——答《小康》杂志白红义
先生聚焦地方政绩考核维新——答《决策》杂志徐浩程先生对话《档案袋里的秘密》——答SMG东方
卫视燕晓英女士人事档案：命运之符的命运——答《嘹望新闻周刊》汤耀国先生人事档案管理到该改
的时候了——答《中国劳动保障报》李职宇先生人事档案管理改革应走向“四化”——答《中国人事
报》记者刘祖华建立公平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答《湖南经济报》王发财先生改造我们的学习
——与硕士研究生对话“学习的革命”大学精神的时代追问——与大学新生对话“我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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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走向共享式改革　　●在改革开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的同时，中国社会也进入社会转型加速
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
　　●在这面向多元化的时代，改革已从局部试点、单项突破转为综合配套和整体推进。
　　●“科学发展观”并非一种智力蓝图或公式化语言，而是一种实实在在需要付诸实践行动的改革
哲学。
　　当下中国人均GDP达到了1000美元，已经充分表明改革开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与此同时，中国的基尼系数也达到0.465直奔0.6的警戒线，这又表明中国社会已经进入社会转型加速期
和社会矛盾凸显期。
我们可以看到，资源约束与资源配置机制扭曲的存在导致了某些社会领域出现了“改革烂尾楼”工程
，“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以及阶层差异、城乡差异、区域差异所导致的马太效应不可避免地
显现，腐败现象、农民负担过重、中央与地方利益冲突、公司治理结构难以改善、产权保护不足、环
境污染、能源危机等问题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社会的和谐机理。
于是，“私人领域改革的持续推进与公共领域改革的严重滞后”已经不得不提上“反思改革”的日程
，要让全体国民共享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由“扭曲式”走向“共享式”的改革方式与政策调整势所
必然。
　　我们知道，在2004-2006年间出现了基于改革开放的“第三次论争”，表明“改革中的问题”和“
发展中的问题”的持续存在严重干扰了“改革的共识”。
这种“争论”引发了人们对中国改革的重新审视，于是，在对待改革问题上呈现了三种不同的态度：
第一，坚持改革，继续向前；第二，放大改革负效应，阻挠改革；第三，无所谓，改革与我无关。
究竟要不要改革呢？
究竟如何改革呢？
这些问题攀附于国人的案头，引发了各界的深入思考。
为此，2006年3月6日胡锦涛参加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
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努力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证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
要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切实加大改革力度，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
胡锦涛指出，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不仅为“第三次争论”按下了“暂停键”，而且为中国的“下一步”指明了方
向。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社会格局与利益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形成了多元化的利益阶层和
利益群体，因而不同阶层、不同受益者对改革的态度、取向不尽相同，利益平衡和利益调整成为转轨
实践的重大政治命题。
同时，在这面向多元化的时代里，改革已从局部试点、单项突破，转为综合配套和整体推进。
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后，人民群众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生活环境等公共产品的需求持续上升，如
何在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促进经济高效运行的同时，解决好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问题，如何促进
社会公平正义以及解决好收入分配、城乡二元结构和增长方式等问题，是中国改革进入新时期新阶段
所面临的重大公共问题。
为此，深化改革必然需要完成新的转变：从主要重视提高效率，转为重视促进公平和推动均衡协调发
展；从着重解决基本物质供给不足问题，转为着重解决公共需求与效益的平衡；从以红利为动力和以
普遍受惠为基点，转为更多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
实际上，“第三次论争”是围绕改革反思而开展的公共政策大讨论，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经济社会
的全面发展需要公共政策的合理调整和公共管理的有效变革。
　　与此相适应，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培育壮大市场主体、全面建设现代企业制度
，合理配置城乡公共资源、建设公共服务体系，建立公平与效率并重的分配机制、调整利益分配格局
，这些均将成为共享式改革的主要着力点，并以此全面推动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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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必须扭转改革中的利益失衡，由“少数人先富”走向“多数人受益”；必须改变“内部人改革
”的不合理做法，由“瓜分式改革”或“掠夺式改革”走向“共享式改革”；必须改变片面追求效率
和速度的做法，由单一的经济改革走向全面的综合改革；必须降低改革的不协调成本，剔除思想和行
动中的“改革疲劳”甚至“改革厌倦”。
　　诚然，中国已经进入了利益博弈的时代，不同的利益主体追逐利益的行为，只要是合法的就都是
应当的。
但是，要达成共识和利益均衡，就必须采取对话、听证、谈判等多种民主协商形式。
特别对于涉及重大利益关系的改革，必须在广泛听取相关利益方意见和要求的基础上进行。
众所周知，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高层决策者参与制造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
它必须让绝大多数公众参与到改革实践当中来。
那种“改革部门化、部门利益化”的封闭式方式只能排斥利益的共享和均衡，那种“精英联盟”、“
利益共谋”、“赢家通吃”的强势群体瓜分和掠夺方式需要排除和纠正，更有必要对改革付出代价者
和利益受损者进行一定程度的补偿。
此外，改革需要法律做后盾，需要对扭曲改革的现象和行为实施反扭曲，需要对改革过程及其效果进
行监控，需要对改革滋生的腐败现象实施釜底抽薪式的政策应对，让改革在规范化和法治化的空间中
成长，因为任何的“暗箱操作”和“无法无天”只能窒息既有的改革和未来的改革。
因此，改革的商谈机制、参与机制、矫正机制、补偿机制、监控机制的建立是必要的，同时相关改革
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也是中国社会走向和谐的制度保障。
　　我们始终认为，“科学发展观”并非一种智力蓝图或公式化语言，而是一种实实在在需要付诸实
践行动的改革哲学。
　　（原载于《中国改革报》2007年9月7日，原题为《“共享式改革”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辩　　●在一个信息共享的时代里，我们反对任何机构和个人去屏蔽
社会的影像与混淆公众的视听，我们支持群众对于公共政策、公共事务的“声音”与公共管理的“在
场”。
　　●如果我们老是用“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作为公民监督的假设前提，或者全盘寄希望于公民监
督，那么我们的很多政策和法律可能只是“软约束”。
　　●如果组织部门的眼睛变得比群众的眼睛更加雪亮，能先于群众发现干部任用中存在的问题，无
疑说明干部任用机制的完善和称职，群众的眼睛即使闭着也会放心。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这是听领导报告、看报纸电视以及阅读宣传文章时最耳熟能详的一句话。
正是这句话多少年来使我们对一些权威机构和某些领导者的言行充满着极度的信任，且从来就没有戒
备之心；正是这句话使我们对人民群众的力量充满着极度的尊敬，对公民监督始终充满着信心。
同时，正是这句话使我们对官场愈来愈放松了警惕，使越来越多的官员丧失了本该有的“自律”，亦
使越来越多的公民丧失了本该有的“他律”！
　　在此，本文所谓的“群众”，自然相对于“精英”或者“领导”而言，指的是社会生活中普通的
老百姓。
那种打着“群众”的旗号呐喊自己是“群众中的一员”而从事“反群众”之实者是无视马克思主义阶
级分析观点的。
因此，反对把现实场景被垄断了的机构说成是代表群众的机构，也反对那种嘴上说是“群众”而行动
却脱离群众的“非群众”者。
我们所言“群众的眼睛”也是芸芸众生的普通劳动者及其群体的“眼睛”，尽管他们的眼睛来自底层
甚至缺乏营养却不缺失犀利。
　　实际上，关于“群众的眼睛”的表述隐含着正反两个方面的命题判断：　　命题1：群众的眼睛
总是雪亮的。
　　论据1：因在人民网刊出《连江县委书记致信人民网：为何防弹衣随我六年》一文，称自己因坚
持反腐败触动一些人，有人要暗害他，使他六年里不得不穿着防弹衣生活和工作。
于是被称为“防弹衣书记”的黄金高就成了全国知名的新闻人物。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转轨秩序的阅读>>

紧接着，央视《今日说法》又播出介绍“反腐英雄黄金高”节目，黄金高更是声名鹊起。
然而，黄金高涉嫌贪污、受贿和生活作风败坏，在当地影响极坏，不久后被“双规”，并于2005年8
月3日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指控：现年53岁的黄金高在1993年至2004年担任福州市郊区副区长、晋安区副区长、福州市
财委主任和连江县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干部提拔、任用和专项资金的拨付中，为他人
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计人民币368.53万元、美元22.8万元、寿山石30块（价值26万多元）、笔
记本电脑一台（价值1.7万元）、金砖一块、白金项链两条，其中黄金高索贿人民币127.7万元、美元16
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
这很让公众吃了一惊。
原来这个不可一世的“防弹衣书记”、“反腐英雄”却是这种货色，媒体被他欺骗了，公众被他愚弄
了，我们都上当了。
但是，黄金高的拙劣伎俩掩藏不住他的狐狸尾巴，当地群众早就识破了这个腐败分子的假象（资料来
自于人民网2005-08-11）。
　　正方之辩认为，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只有人民群众才是推动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的火车头，这
是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的。
从唐太宗的“舟水”到后来的“鱼水”说都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虽然伟大人物或者精英分子在历史
大潮当中所起的作用相当关键。
无论黄金高伪装得多么巧妙、多么高明，结果都被群众拉下马来；无论成克杰、程维高、刘方仁等人
的级别多么高，结果都无法逃避群众的审判！
因此，历史的选择就是人民的选择。
在反腐斗争中，要尊重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因为只有“群众的眼睛才是雪亮
的”！
　　命题2：群众的眼睛不是雪亮的。
　　论据2：审计署2005年9月28日公布了外交部、发改委等32个部门单位2004年度预算执行情况的审
计结果。
这次审计发现的转移挪用或挤占财政资金、虚报多领预算资金、私设账外账和“小金库”、乱收费等
问题，也是近年来屡审屡犯的主要问题。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财政资金应当专款专用。
但是，转移挪用或挤占财政资金已经成为各部门在预算执行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2003年至2004年，教育部一些所属单位未经批准自行收费1.54亿元，其中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委员
会向各地主考单位归集英语四六级考试费1.4亿元、北京语言大学收取汉语水平考试费1293.93万元、北
京师范大学收取人文社科项目鉴定评审费118.52万元、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收取评审
费85.38万元（资料来自于中国新闻网2005-09-29）。
　　反方之辩认为，在这些权力机构的徇私舞弊中，如果不是审计机关的强力介入，群众的“眼睛”
再“雪亮”无论如何也是无法看清楚的。
比如，购物，一般的商品老百姓是有鉴别力的，知道优与劣、好与坏，可是对于那些以假乱真“极似
”的东西无疑就需要“专业眼光”了！
某位官员曾经私下自嘲地说，老百姓看到官员吃吃饭、喝喝酒难道就算是腐败吗？
其实，真正的腐败老百姓是看不到的！
假使没有李真，程维高的案子不知道要多长时间才能东窗事发？
假使没有李平，成克杰怎么也不会落到上刑场的悲剧？
假使没有王宝森，陈希同还不照样居庙堂之高？
假使⋯⋯在这之中，李真、李平、王宝森这些人难道是普普通通一般的群众吗？
至于那种把配偶聘为领导干部家庭廉政监督员的做法，希望夫人能够监督丈夫，那只是一种“廉政秀
”、一种无奈的做法罢了，同时也是对“群众眼睛”视野有限特征的弥补。
　　众所周知，在上述正反两个命题中均设定了一个基本的预设——“群众是有眼睛的”，两个命题
所述说的只是眼睛的状况或者光亮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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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只能有单一选项，我们到底是采纳命题1还是命题2呢？
这确实是一个两难选择，但冒着?反唯物史观的风险宁愿选择命题2。
现实生活中，我们太多地使用“善”的假设，因此很多情况从来不考虑“万一”，结果造成巨大的损
失。
要知道，正是因为“恶”的存在，我们才选择“恶”的制度加以规范和惩戒，但我们的理想仍然是追
求“善治”。
如果我们老是用“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作为公民监督的假设前提，或者全盘寄希望于公民监督，那
么我们的很多政策和法律可能只是“软约束”。
　　因此，宁愿相信“群众的眼睛不是雪亮的”，视野是有限的、并非一览无余的，但是，你得必须
相信“群众的眼睛”。
　　因此，在命题2的基础上产生以下三个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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