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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郑永年看中国系列”收录了作者多年来主要发表在香港《信报》和新加坡《联合早报》上的有关中
国政治、社会、国际政治和外交关系的专栏文章，依照不同主题分为《保卫社会》、《改革及其敌人
》、《未竟的变革》、《中国国际命运》、《为中国辩护》五册。

　　《保卫社会》是本系列的第一册，主要涵盖了作者有关社会问题和社会改革的评论文章，内容涉
及从经济到社会的改革思路转型、房地产领域的社会改革、中产阶级与社会改革、社会冲突、社会暴
力、思想与道德危机、收入分配与社会公正以及教育改革等八个方面。

　　社会为什么需要被保护？
道理很简单，最弱的社会，一旦失去了生存权，就会暴力化。
在人类历史上，暴力永远是社会自我保护的重要手段。
在作者看来，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固然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经济主义的国家战略导致了社会的
严重分化甚至解体，群体之间关系高度紧张。
种种危机如果再不由以“社会均衡”为取向的社会改革加以纠正，社会必将暴力化，国家将难以长治
久安，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也会面临极大挑战。
为此，作者高声呼吁“保卫社会”，
呼吁国家建立公正的社会基本制度，以保护人民的基本社会权利，让社会成员共享改革的成果，并对
涉及社会改革的各个重要、紧迫的问题提出了睿智、冷静、独到的建设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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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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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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从发展第一到保护社会
　经济主义的局限性
　问题不仅仅在于“弱势群体”
　为什么要提建设“和谐社会”？

　“发展”不一定就是硬道理
　中国和谐社会有待于进一步制度创新
　市场社会主义与中国和谐社会
　小康社会、和谐社会与中国的发展难题
　中国必须进行一场社会改革的攻坚战
　中国要平衡国家发展权和社会民生权
第二部分 房地产和社会改革
　中国住房政策的症结在哪里？

　中国“圈房运动”弱化执政党社会基础
　中国需要实现房地产的彻底转型
　房地产改革当是中国社会建设大工程
　中国建设内需社会需要做什么
　中国的“房地产病”
第三部分 中产阶级与社会改革
　“小康社会”和中共的“中产阶级”观
　新社会阶层的崛起对于中国的政治意义
　资本权力挑战中国和谐社
　中国中产阶级的厄运和社会的不稳定化
　市场进入、豁免、退出和中国的改革困境
　中产阶级和中国社会的命运
　中国改革政策的困局
第四部分 冲突、抗议和改革动力
　为什么要“麻烦制造”来争取利益？

　中国社会稳定吗？

　如何认识目前中国的社会抗议运动？

　对中国的社会冲突要有清醒的认识
　罢工潮与中国的转型动力
第五部分 社会矛盾与社会暴力
　中国群体性事件的崛起说明了什么
　中国解决权、钱、民冲突刻不容缓
　“中国墙”
　中国社会暴力蔓延及其结果
　中国社会暴力蔓延的根源
第六部分 社会思想与道德危机
　是什么阻碍了中国文化软力量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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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当进行人本主义教育运动
　中国的思想危机
　中国社会信任的解体及其结果
　中国面临三大宗教困境
第七部分 收入分配和社会正义
　中国的公平经济学
　为什么中国的收入分配得不到有效改善？

　中国收入分配的制度缺陷
　中国社会的利益博弈要求社会正义
　民生经济是中国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
　分配公平需要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
第八部分 中国教育改革
　中国教育改革的三大败笔
　中国教育改制面临制度制约
　中国教育面临深层危机
　中国教育体制的官僚化及其后果
　高校巨债折射出中国决策体制的弊端
　中国当改变“过度教育”和“教育不足”的局面
　中国官僚化教育评审制度的恶果
　中国的教育改革和教育泡沫
　中国国际知识链上的低附加值问题
　中国教改要直面政治和教育自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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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经济主义的局限性　　中共十六大提“小康社会”的概念，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
今后二十年领导人的努力方向，就是说到202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要在2000年的基础上翻四番。
无独有偶，很多年以前，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提出了一个称之为“2020宏愿”（2020 vision）的经济发
展计划，要在　　2020年把马来西亚提升为一个发达的工业国家。
我们可以把小康社会称为中国的2020年计划。
　　中共为什么要这样提，笔者曾在早些时候的文章中分析过。
这里再来分析一下这种国家发展战略的局限性。
在学术界，人们一般把这种国家发展战略称之为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这种类型的国家也被
称为发展主义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
　　笔者认为把这样的国家战略称之为经济主义更为合适，因为这种战略的目的是要利用经济因素来
解决问题。
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相信，很多问题都是能够通过经济发展得到解决的，发展不仅可以解决经济水平的
问题、就业问题，而且也可以解决社会政治问题。
所以，走经济主义路线的国家往往只强调经济发展，而不作政治改革。
政权的合法性来自其发展经济的能力，而非人民的选票。
　　这种发展战略有其优势。
很多问题的确可以在经济发展中得到解决。
实际上，邓小平很早以前提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就是经济主义的形象说法。
但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亚洲各国的变化似乎已经打破了经济主义的神话。
很多人现在把亚洲各国所产生的诸多问题归之于这种经济主义。
尽管经济主义是否继续有效有讨论的余地，但经济主义的确存在着很多局限性。
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经济主义往往造就人们的金钱主义，也就是一般所说的金钱意识。
金钱意识的形成有它的好处，人们变得比较实在，长于理性计算，而少激进行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也不见得对政治感兴趣，就是说，只要政府有能力改善人们的经济生活，人们就不太会挑战政府。
但是从长远来看，金钱意识会对政治产生巨大的压力，就是说，任何经济问题都有可能转变成为政治
问题。
一旦经济形势不好，老百姓就会把矛头对准政府。
一旦人们认为政府已经无力提升经济生活，政府的合法性就会很快失去。
这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尤其如此，因为一国的经济早就超出该国政府的控制能力了。
这一点在亚洲金融危机时已经表露得淋漓尽致。
金融危机触发了政治危机。
很难说，印尼的苏哈托是被本国人民推翻的还是被资本的流动所推翻的。
　　第二，经济主义下社会各阶层的参政机会是不公平和不对称的。
在经济主义下，经济实力是主要的，参政的程度取决于经济资源的多少。
所以，资产者的参政机会就要比工人、农民的多，更不用说社会上其他的弱势群体了。
不客气地说，所有奉行经济主义的国家和地区，政治权力从本质上说都是由资产者，或者资产者和政
治人物的联盟来控制的。
政治不对人民开放本身就意味着经济主义所包含的政治风险。
　　第三，经济主义下是不可能做到收入的公正分配的。
这很简单，一是因为经济主义强调的是发展，而非分配；二是因为上述所说的政治权力分配的不公和
不对称。
所谓的收入分配是由国家政权来进行的，谁能影响国家的政策，谁就能在收入分配中占有优势。
一个资产者掌握国家政权的地方是很难讨论收入的合理分配的。
收入分配不公中所包含的政治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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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的很多动乱都是由巨大的收入差异造成的。
　　第四，经济主义经常造成一种虚假的合法性。
经济的成功往往使得领导人骄傲，总是相信既然“给了”老百姓那么多的经济好处，他们总应该服服
帖帖。
再者，经验地说，所有奉行经济主义的地方，腐败总是很严重的。
但是经济上的成功也使得领导人忽视腐败的严重性，甚至认为腐败是一种必然的现象。
这种虚假的合法性经常给政权带来致命的威胁。
印度尼西亚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
可以设想，苏哈托当时怎么也不会从那么好的经济数据中看出日后导致他下台的政治危机来的。
近年来，马来西亚所面临的情况也在说明这个问题。
　　把上面这些问题提出来，不仅是因为经济主义已经被确立为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十六大过于强
调经济主义，而对像政治改革那样的重大问题没有新的讨论；更为重要的是因为这些问题已经在中国
出现，如政治参与的绝对不对称、收入分配的不公和党政官员的严重腐败等等。
而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并非经济主义所能胜任的。
把人们引向经济主义可能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但不可以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全部。
　　原刊于《信报》2002年12月17日　　“发展”不一定就是硬道理　　前不久，总理温家宝在接见
北京《财富论坛》与会代表时说了一句明白易懂但又具有发展哲学味道的话。
他说，不仅世界五百强大型企业的发展问题要得到关注，占世界一半人口的贫穷问题也要被关注。
并且还说，这句话是他想了一个晚上才想出来的。
温家宝的这句话是有感而发。
这个感觉恐怕就来自于他本人对中国发展问题严峻性的认识。
　　好的发展是一种参与性发展　　发展，发展，再发展，这大概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唯一永恒不变
的政策主题。
当邓小平当年强调“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时候，发展就注定成为中国领导层的主调子。
邓小平所设想的当然是一种好的发展。
他强调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为了打破当时计划经济下的平均主义体制，为中国的发
展谋求一条出路。
但先富还不够，好的发展还要求“共同致富”。
如果把邓小平的话转换成现代学术语言，那么可以说，好的发展就是一种参与型发展。
尽管发展要求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并且市场经济也不可避免地要产生财富分配的不均衡，但占人口
绝大多数的普通百姓必须能够参与发展的过程并且分享发展的成果。
这也就是邓小平一方面强调要利用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等生产手段来谋求发展，另一方面又坚持社会
主义的根本原因，因为社会主义的价值就在于建立一个公平和谐的社会。
　　但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中国的发展经历了那么多年后，早已经不知不觉地走上了坏的发展道路。
在崇尚市场经济的神圣性数十年之后，人们突然发现原来市场经济有好坏之分。
好的市场经济能够带来富裕和公平，而坏的市场经济则造就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
在高速发展和繁华富裕的表象下面隐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
　　之所以走上坏的发展道路，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发展已经不是一种参与型的发展，而是一种排他
性的或者垄断性的发展。
不过，这里的主要根源恐怕不在市场经济本身，政府的政策要负起一大部分责任。
换句话说，市场经济的好坏取决于政府政策的好坏。
为了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政府从政策、资源等各个方面向一些人和一些地区倾斜。
没有人会怀疑政府政策的有效性。
在短短的时期里，中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改变了贫穷的局面。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政策导致了一大批企业家的产生，他们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莫大的动力。
　　本来，人们希望这些先富者能够充当进一步改革的动力，从而克服旧体制的弊端，造就一个新的
公平体制，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共同富裕”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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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旦当这些人和地区先富起来之后，他们本身很快就成为既得利益者。
他们不仅没有能够克服旧的既得利益者，反而和旧的既得利益者一起变成了进一步改革的阻力。
他们垄断了重要的有利可图的经济活动，使得经济的发展具有了排他性和垄断性。
政府该承担的责任　　政府在这里做了些什么？
政府本来应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遏制发展走上排他性的方向。
如果发展成了排他性的，政府就要通过各种立法和政策来纠正这种现象，努力造就参与型发展。
但政府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对排他性经济推波助澜。
这不仅是因为政府一直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主体，而且也是因为官僚体系有能力参与发展过程，分
享发展成果。
也就是说，政府本身就是发展的既得利益者。
　　与社会少部分人和政府系统相比较，占中国社会大多数的人被排除在发展过程之外。
这不是说，这些社会群体没有为国家的发展作出贡献，而是说，他们分享不到发展所带来的成果，或
者说他们在发展中所得到的好处远远少于他们所作的贡献。
这些社会群体从一开始就贡献于国家的发展。
很难想象没有工人、农民和其他社会群体的参与，国家会取得如此快速的发展。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廉价劳动力迄今为止一直是发展的主要因素。
　　但作为劳动者，他们并没有能力分享发展的成果。
政府本来是要协调劳资关系的，但现实的情况是，政府要么本身就是资方，要么就是和资方站在一起
。
这些年来，保护资方利益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出台了不少，像私有财产合法化和私营企业家入党就是
一个很好的例子。
然而，政府迟迟没有把劳动保护提到议事日程。
尽管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但中国劳工工作状况的很多方面还是停留在十八、十九世纪马克思和狄
更斯所描写的阶段。
可以相信，不管中国经济如何发展，如果没有好的政府政策，这种情况很难得到改变。
　　坏的发展也正在导致社会道德的全面衰败。
最近几年官方也承认中国的贫富分化已经到了极其危险的地步。
但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对这种状况越来越不能忍受。
少部分人在短时间内或者是依靠不当的方式，或者是利用不当的政府政策，积聚了大量的财富。
很显然，那些不能分享发展成果的社会群体是不能接受这种状况的。
这些社会阶层在不能得到政府的有效帮助，或者对政府产生失望情绪的情况下，就要用各种方式来争
取得到他们认为应当得到的利益。
这是当今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
　　如此看来，建立一个和谐公平的社会乃是当务之急。
政府已经显现如此意愿，但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众多的既得利益面前，政府能容易达到这个目标
。
　　原刊于《信报》2005年8月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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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郑永年数年来呼唤“保卫社会”，分明感到“中国崛起”背后的隐忧——社会不存，任何发展焉
有所得之理？
　　我相信，他们是在为我们这个社会所忧，为我们的家园泣血呐喊。
愿读者听到他们的声音。
　　　　　　　　　　　　　　　　　　　　　　　　——《中国青年报·阅读周刊》 北京万圣书园
总经理 刘苏里　 　　　更难能可贵的是郑永年在研究中国问题的态度上的理性及务实，毫无某些所
谓中国问题专家的偏激和狂傲，郑永年在对中国问题尤其是国内问题的建言上也极其中肯，基本上立
足于中国国内的现实情况提出建议，而不像某些专家学者那样把西方那些东西拿过来生搬硬套，最后
弄出来一些天马行空的东西，对中国实际上有百害而无一益。
—— 《文汇报·文汇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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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郑永年看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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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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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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