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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吴敬琏主编的《比较》是为读者提供的一个有关比较制度分析的学术性平台。
《比较》站在理论前沿，根据中国经济改革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有选择地介绍别国的经验和教训、转
轨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以及比较研究领域的发展，同时，有针对性地介绍国内外学术理论界对中国经
济改革的方案设计、政策建议和评论。

本书是《比较60》，内容有：新政治经济学；去杠杆化时代的经济增长；资本账户开放的双向影响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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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新政治经济学
比较制度分析
  科举制与基督教会对制度演变的影响：宪政与宗教文化制度
海外特稿
  印度的困境：全球化世界中政策制定的政治经济学
金融论坛
  去杠杆化时代的经济增长
比较之窗
  追赶型增长后的经济停滞：1950～2010年的墨西哥
改革论坛
  资本账户开放的双向影响
  改革政府经营土地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
法和经济学
  民主与债务
政策评论
  干预市场抑或增进与扩展市场：产业政策中的问题、争论及理论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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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五个特点，与科举制的第四个特点紧密相关，科举制是君权神授的制造和传播机制。
科举制前身的创始人董仲舒是提出君权神授的第一人。
科举制的考试内容，从一开始就是董仲舒主张的儒教教义，并经朱熹等后人的不断改进。
所以，儒教正统的解释中包含了君权神授的基本概念。
君权神授也就成为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
　　同时，科举制还决定了帝国大部分的人事安排。
任何人要想入朝廷做官，一定要通过科举考试。
考试合格者由吏部进行最后分配。
一种流行见解是，由于科举制不问出身，从而使会读书的普通人也有机会步入仕途。
但是，这一见解忽略了科举制的另一重大意义：从制度上，从社会基础上，消灭任何可能挑战或制约
皇权的力量。
在秦汉及隋朝以前300多年的社会环境里，这个力量就是有土地有实权的贵族。
科举制是消灭贵族根基的一个基本制度，因为科举制下如果不经过考试，身为贵族也不可能当官。
从汉朝起，科举制日趋重要，并于隋朝正式建立，其根本原因正是在于隋朝的皇帝从历史中看到，秦
汉之后300多年的分裂，乃贵族所致。
随着隋朝建立了统一的帝国，如何保证帝国不再重蹈覆辙呢？
答案是要消灭贵族的根源。
如何消灭贵族的根源呢？
那就是科举制。
科举制不仅强化了君权神授、效忠皇帝的基本概念；同时也约束了贵族进入统治阶层的途径。
　　科举制的最后一个特点是它决定了帝国的大部分政治。
这里最基本的原因在于制度。
不仅因为科举制培养出绝大多数政治人才，更因为科举制度导致帝国里不存在真正有力量的独立的知
识机构，从而也就没有任何制度性的知识力量能够挑战帝国，这也是中国历史制度的基本特色。
中国近两千年的帝制科举使知识分子都追求仕途，同时科举制用正统的儒教对知识分子洗脑。
所以说，科举制是有助于巩固和稳定中国帝制并延续其两千年统治的非常基本的制度。
　　⋯⋯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比较>>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