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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是最大红利
——— 从出版界动态看“改革再出发”
本报记者 吉祥

十八大后，“改革再出发”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出版界对此也有回应，一批聚

焦改革的书籍相继问世，其中既有思想层面的探讨，也有关于改革路径方面的建言。

《中国模式之争》
李建国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模式”之争主要有
三：概念之争，特征之争，意义
之争。“中国模式”仍处于探索
和发展之中，面临着多重挑战。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
的转型与突破》
祈斌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由十几位著名经济学家、
金融专家联手对国际和中国
经济金融发展中最突出的焦
点与热点问题进行讲解。

《中国 2013：关键问题》
吴敬琏 等 著
线装书局

集合了众多著名学者在
各自的专业领域的预判。

《改革意见书：中国面
临的紧要问题》

《21 世纪经济报道》 编著
21 世纪出版社

本书作者多为中高级领
导干部、知名学者、著名企业
家等，他们着眼于公众所关注
的改革热点，回答大众群体的
疑问，提出对改革有益的思路
和方法。

《改革放言录》
胡德平 著
人民出版社

本书汇集了作者胡德平
近年来对改革发展中一些重
大问题的理性思考和建议。

《解读中国经济》
林毅夫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回顾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历程与改革经验，讲解了中国
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阐述了
自生能力理论和比较优势战
略。

《危机或重生？》
郑永年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在这本书中，郑永年论述
了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困局
与出路。

《中国改革新思维》
李佐军 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作者李佐军带你一起回
顾改变中国命运的激荡改革
三十年，前瞻未来三十年中国
改革的前景和路径。

《直面转型时代》
傅国涌 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

本书通过全方位地观察、
记录、分析、评论历史的多种
可能性，以参与者的姿态，关
注社会、文化的转型，拿出知
识分子经过思考、研究的独立
见解，拿出具有参考价值的方
案，提出富有启发的思路。

吉祥 整理

在众多经济学家出版的
新著中，尽管对于改革路径
的理解存在差异，但均将政
府改革视为改革再出发的关
键。

在吴敬琏看来，中国今天
面临的种种问题，正是由于初
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
还很不完善，尤其是法治基础
的缺失或者说制度缺陷所造
成的。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广泛
干预制造了普遍的寻租环境，
使腐败活动蔓延。

吴敬琏为此呼吁，政府必
须尽快淡出对微观经济活动
的干预，加强自己在市场失灵
的领域进行诸如市场监管和
提供公共产品等方面的职能，
使中国经济逐渐成长为在规
则基础上运转的法治化的现
代市场经济，是当前政府职能

转型的当务之急。
韦森在其新作《大转型：中

国改革下一步》一书中也表达
了类似的观点。他提出的改革
方案是，建立一个基于民主和
法治条件下的“良序的市场经
济社会”，而法治首先是政府守
法。

中国 (海南 )改革发展研
究院院长迟福林主编的《改
革红利：十八大后转型与改
革的五大趋势》一书，对重点
领域和重点环节的改革提出
了路线图与日程。

《改革红利》一书归纳了
未来中国 5 至 10 年有 5 大改
革趋势，包括刺激消费；在全
国 范 围 内 实 现 农 民 工 市 民
化，人口城镇化；通过收入分
配改革与基本公共服务在全
国实现 6 亿中等收入群体；打

破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进
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以“放
权，分权，限权”为重点，加快
推进政府机构公开化。他同
时指出，应把政府改革作为
顶层设计的关键，并尽快有
所突破。

另一本探讨改革红利的
新书《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
利》集中了成思危、厉以宁、吴
敬琏、林毅夫等专家关于改革
的建言，从这本书的标题上就
可看出，这是对李克强总理提
出的“改革是最大红利”论的
回应。专家学者从十八大后改
革整体走势入手，立足十八大
确定的“五位一体”总布局，结
合我国城镇化、国企、金融体
制、财税体制、收入分配体制
等重要领域改革，分专题进行
了阐述。

>> 释放改革红利，政府改革是关键

改革是对现有利益格局
的调整，而在利益诉求日益多
元化的当下，又该如何凝聚改
革共识？

被称为新权威主义代表
的学者萧功秦，在十八大前出
版了新著《超越左右激进主
义 — —— 走 出 中 国 转 型 的 困
局》。在书中西化自由派仍是
萧功秦批判的对象，但在他看
来，当下最危险的敌人是极左
思潮。

萧功秦在书中指出，改革
进入深水区后，左的与右的激
进主义思潮重新抬头，前者把

“文革”浪漫化，要把中国拉回
到改革前的平均主义时代去，
后者主张实现一场西方化的
自由主义“革命”。

在这种情况下，萧功秦在
书中提出了“中道理性”的概
念。所谓“中道理性”，按他的
解释，第一是渐进原则，在威
权体制下，通过走小步、走稳
步、不停步的方式，积小步为
大步，积小变化为大变化，来
化解社会矛盾；第二是强调社
会自生长性，通过发育公民社

会，强调社会整合方式的根本
改革；第三是多元试错，让各
地与各企业有更多的试错机
会，让改革权力下放，通过多
元试错的方式来形成摆脱现
有困境的一些办法。

显然，萧功秦不希望出现
左与右的撕裂。如《中国改革》
杂志社原社长李伟东在评论
此书时所说，萧功秦此书的
中心意思是为政府再改革创
造宽松的环境，让左、右两翼
的激进尽可能被弱化，给政
府一个再改革的条件。萧功
秦也直言，写这本书就是希
望民间与官方共同探索，形
成一种建立在常识理性上的
话语，从而超越意识形态，让
庙堂与江湖之间，在同一话
语平台上进行对话，用常识理
性来思考中国的未来，并以此
说明渐进中道改革是最符合
执政党与大众的利益的。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的新
书《共同的底线》写于 1 0 年
前，于最近出版，但如著名媒
体人朱学东在评论此书时所
说，10年后回头看，书中提及

的问题依然存在，而原有的对
于改革的一些共识不在了，对
于历史认知的一些共识不在
了，许多常识性的东西，重又
被有意无意地颠覆了。焦虑症
笼罩着社会，对话协商破局
了，不同学术主张、政治主张
的人，连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讨
论都难以达成了。

在秦晖看来，应该持守共
同的底线。这共同的底线不是
什么共识，不是左、右派各自
坚持的“公平”与“效率”的折
中调和，也不是什么寻找“既
非自由放任，也非福利国家”
的第三条道路，而是要争取最
低限度的自由权利与社会保
障。

学者钱理群将当下“共同
的底线”概括为用公民的权
利来制约公共权力。著名法
学家江平则认为，“共同的底
线”应该是依照宪法来治国。
他强调社会的构成不应是哑
铃式，极左和极右的力量都
过于强大，而应是橄榄形，

“中间比较大，社会的共识就
更多”。

>>“共同的底线”应是以宪治国

编辑 曲鹏 美编 晓莉

十八大后，著名经济学
家吴敬琏推出了与马国川合
作的新著《重启改革议程———
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全书
以二十个专题回顾了中国改
革历程，并从经济体制、政治
体制等方面深入分析，剖析了
当前中国存在问题的深刻原
因。

从吴敬琏和马国川写这
本书的背景看，此时的中国经
过三十多年的经济持续高速
增长，已经实现了三级跳：从
一个典型的低收入国家成长
为低中等收入国家，再进一步

进 入 高 中 等 收 入 国 家 的 行
列。 2010 年，中国的经济总
量超过了日本，成为全球第
二大经济体，在全球事务中
的分量也变得举足轻重。

从另一方面看，中国改革
尚未取得完全的成功，上世纪
末期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
制还不完善。

基于此，重启改革议程变
得迫在眉睫。吴敬琏认为，现
在必须当机立断，坚决推进市
场化、法治化的改革。这在去
年召开的十八大上有了回应。

在吴敬琏看来，十八大对

中国到底朝哪个方向走的问
题给出了明确回答，那就是重
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
目标，把深化经济改革和政治
体制改革放到了执政党的议
事日程上来。

从经济改革来说，中心是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
革方向”，“处理好政府和市场
的关系”，“更大程度更广范围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
础性作用”；从政治体制改革
来说，则是要“加快推进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实现
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

>> 重启改革议程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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