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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卷的“主题研讨”刊发了胡必亮教授的“关系共同体”和何梦笔教授对胡文的评论“网络、共同体
和中间结构”。
这是一个从现实关系的长期考察中提出的有着重要创新意义的理论命题。
虽然“关系”和“共同体”两个概念早已有之，但是将关系动态化为关系的连接和扩张，就形成关系
网络，从而把网络概念和共同体概念联系起来，构建了“关系共同体”这一新的理论概念和分析框架
。
先是依据中国的实践讨论了确定关系共同体边界的三种方法(孔孟的“五伦”、费孝通的“差序格局”
和关系运作)和四种表现形式(血缘关系圈、地缘关系圈、业缘关系圈和华人网络社会)，接着讨论了关
系运作的基本规则，包括人情和面子、差序格局、社会交换和戏演论，奠定了关系共同体的理论基础
。
最后揭示了关系共同体的理论意义，特别强调了它的开放性和虚似性特征以及整合“强关系”与“弱
关系”、“胶合型社会资本”与“桥接型社会资本”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人们建立起超越
单个小范围社区的跨地区社区，使人们在长距离和大范围内建立起普遍的信任，以实现跨越传统社区
的大范围合作。
因此，作为一种有助于跨越传统社区的开放性的组织形式，关系共同体对于现实的实际意义以及理论
的解释意义都是突破性的。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何梦笔教授特别强调了它的中间结构性质，认为关系共同体是指在开放群体中，
利用集体资源，形成集体行动，产生一定的俱乐部产品，以帮助其成员实现他们的个人利益。
    在“学术书评”中，葛四友的书评文章可以说是真正吃透了诺其克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
文章采取步步紧逼和层层剥离的办法揭示了诺其克国家理论的矛盾和不足。
集中说明了，一方面诺其克认为国家权力的惟一来源和惟一限制是个人权利，另一方面又用资格理论
来证明更多功能的国家之不合法性，在实际论证中又用正义命题代替了资格理论，但根据个人权利理
论既无法得到过程(即转移)正义，也不能为获取正义原则及其所依据的洛克式条款提供道德支持。
而能够提供道德支持的，虽与诺其克的自我所有权相融合，但又不支持个人权利，自我所有权并不支
持绝对财产权，且根据正义的环境要求，税收权利也包括在财产权利之中。
进而对诺其克的国家理论提出了几项重大修正。
    “学术专论”中的四篇文章，论题涉及古今中外，各有自己的理论发现。
朱秋霞的文章论证了现行农地制度的国家所有制特征，主张以上世纪50年代合作社的农民土地所有权
为基础，重新规范集体土地所有制的产权。
杨如彦和李自然的文章以国有股减持为例，讨论了不对称谈判能力下的交易格局及交易双方的关系和
行为选择。
干春松的文章通过考察康有为与孔教会的关系，提出和讨论了儒学的制度化和中国人的文化认同问题
。
徐华的文章通过对现代日本劳动雇佣制度异质性根源的探究，说明文化理念如何决定一个异质性制度
的演化过程。
    “文献综述”中的两篇文章对各自研究对象的梳理和评介做得非常认真，读后不仅会对这一论题有
一个完整的了解，而且会得到很多启示。
“论著评介”中的三短文可以说是言简意赅，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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