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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革及其敌人》是“郑永年看中国”系列之一，精选了作者近年来关于中国国内政治（主要是
政治改革）的评论文章。

　　毫无疑问，中国未来的发展，取决于政治改革的进程。
但恰恰对于政治改革，中国社会的共识越来越少。
左派和右派之间的争论越来越　空，越来越情绪化。
本书作者郑永年先生认为，无论是左派的恐惧主义还是右派的幻想主义，都没有出路。
政治不改革已经造成了诸多非常深刻的负面结果，威胁到执政党各方面的可持续发展；而改革如何进
行，又不能不顾中国现实，牢牢抱住西方的教条。
中国必须根据自身的　政治传统和历史轨迹，找出适合自身条件的改革途径。
这是一项充满矛盾和困难的伟大事业，处处呼唤着政治家的理性、魄力和自我约束。

　　本书围绕政治改革这一宏大题旨，按照变革中的精英政治、腐败治理、渐进开放、意识形态重建
、民主的中国模式、政治改革的基本议程等重要主题，对中国式政治制度建设作了独立、独到的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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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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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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部，主编学术著作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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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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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变革中的精英政治
　技术官僚和政治智慧
　新领导层政治议程的新选择
　接班人制度还有最艰难的一步
　第四代的政治改革观
　胡耀邦与当代中国政治
　回到邓小平？

　十七大与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
　政治退出与中国的政治变革
第二部分 新社会契约与合法性
　中国社会问题的终极根源在哪里？

　从“隐性契约”到“显性契约”
　新的“契约”、新的考验
　胡温新政与中国社会主义新潮
　中国和谐社会要求重建社会契约
第三部分 权力与腐败
　副省长竞选组织部长和权钱交易
　再论为什么中国的腐败得不到控制
　对腐败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对陈良宇案应作更深层次的思考
　中国当依靠社会力量反腐败
　中国官员腐败的道德代价
第四部 重建意识形态
　为什么必须重建意识形态？

　社会转型要求中国重建意识形态
　人本社会主义与中共新意识形态
　政治的道德与道德的政治
　中国民族主义的民族性在哪里？

　中国新思想解放运动的本质是什么？

　宣传部门应致力于确立社会共享价值
　中国的政治改革要从细节开始
第五部分 开放与政治转型
　开放政体与中国的政治转型
　中国的媒体开放与政治变革
　渐进开放与中国政治转型
　为什么说中共要转变成为一个开放的政治过程
　开放、发展与民主模式的选择
　中共党员要“志愿者”化
　强政府、强社会当是中国社会管理的方向
第六部分 民主与利益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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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利益代表危机还是利益表达危机？

　阶级性政党还是超阶级精英阶层？

　中国的政治危险在于三种权力的失衡
　民主不会忘掉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改革与中共的政治领导权
　中共转型是重新定位于人民的关系
　文人传统的衰落与中国政治的困局
第七部分 民主的中国模式
　新一波“党内民主”政治改革？

　大民主、小民主和执政党能力建设
　中共党内民主的大趋势
　反思民主是为了更快、更好的民主化
　亚洲民主乱象让中国引为鉴
　中共党内民主与党政关系
　中国的党内民主与政治安全
　中国的民主化及其限度
　中国不是阿拉伯世界
第八部分　政治改革的基本议程
　政治改革，改革什么？

　党的改革是政治改革的核心
　党政不分就不会有利益代表
　高官问责与中共新政治文化
　四中全会与党、政、军关系的变化
　中国人大改革新动向
　政协改革与政治机构的协调
　公共财政制度和中国的政治改革
　中国要明确政治改革“路线图”
　“顶层设计”克服中国改革的既得利益
第九部分　政治改革的挑战
　中国制度创新的核心当为政治改革
　中国的转型与对执政党的新挑战
　政治改革与中国的制度崛起
　后奥运会中国的政治改革
　中国的政治改革向何处去？

　中国政治“不改革”的限度
　从改革到革命：中国政治变革的一般规律
　中国共产党最需要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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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本栏曾经谈及中国各种社会意识形态崛起及其对执政党带来的挑战。
近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各种思想层出不穷，既有世俗的，也有具有宗教色彩的；有传播于大学校园的
，也有流传于民间的。
各种思想往往各执一端，吸引着各自的认同者和支持力量。
就是说，和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不同，这些思想往往只吸引一部分社会群体。
但对部分社会群体来说，一种特定的思想就成为其意识形态。
随着经济社会的多元化，社会思想或者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也属正常。
经验地说，任何一个社会如果处于像中国这样的大规模的转型，都会产生多元思想。
这同时也说明，针对多元的思想，有关方面无论使用什么样的政治或者行政控制，都不会有效。
社会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是正常的，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中国整体意识形态的消失和主流价值体系的缺
失。
在改革开放前，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核心意识形态。
在那个时代，对意识形态的强调过了头。
由于用意识形态来衡量一切，导致社会发展出现很大的问题，甚至导致了衰落。
再者，尽管执政者在当时也试图把毛泽东思想变成为社会主流价值，但在这方面并没有获得多大的成
功。
改革开放以来，思想领域的主题一直是去意识形态化。
这在一定历史阶段非常必要，因为抓经济建设，需要实事求是。
一旦出现争论，执政党的方法是“不争论”。
经过了那么多年，现在的情况是执政党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衰微，同时中国社会也缺乏共同或者共
享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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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有效的政策就首先取决于各种社会利益之间的妥协。
利益妥协的首要前提就是利益表达，对国家政策的争论是利益表达的最重要途径之-。
　　——“回到邓小平？
”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必须从执政党及其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变革中来展开。
从学理的角度来说，就是要改革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
　　——“中国当依靠社会力量反腐败”自近代以来，中国的各个社会群体，因为革命的需要，学会
了如何把一件具体的事物意识形态化、道德化，但从来不知道如何把一种意识形态和道德转化成为具
体的制度细节。
如果这种情形再继续下去，一味地追求大制度的变革，中国的制度建设很难有一个光明的前途。
　　——“中国的政治改革要从细节开始”防止革命的唯一路径就是改革。
革命是激进，改革是渐进。
在中国的环境中，革命的结果往往是没有变化，因为在很大程度上，革命就是推倒重来；渐进的改革
才是真正的变化。
　　——“中国政治'不改革'的限度”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改革及其敌人>>

编辑推荐

《改革及其敌人》法治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中国的政治改革可以沿着这些已经出现的改革话语前行
，无论是自由派的幻想主义还是左派的恐惧主义都没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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