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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读了赵昌文教授和朱鸿
鸣博士的《持久战新论：新常态下
的中国增长战略》一书。该书借鉴
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话语体系，
论述如何看待并处理当前中国经
济面临的问题，以及如何看待中
国五到十年经济前景的问题。作
者构建了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
从后发优势、体制可改革性和政
治、经济、生态等方面，来分析经
济增长的绩效。

该书认为，后发优势的强弱
取决于技术与产业相对差距的大
小。根据笔者的观察，虽然受到过
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劳动力成本上
升和人民币汇率升值等因素的影
响，但是中国的出口竞争力依然
保持较强的韧性。产业升级使得
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逐步让位于
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加工贸易也
逐渐被一般贸易出口超越。传统
出口行业的竞争优势虽然不断削
弱，但新竞争力正在形成。当前中
国出口增速的下降与国际需求的
低迷以及全球经济的再平衡有着
较大关联。同时，中国出口的规模
经济优势短期难以撼动。经过30
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成为

“世界工厂”并形成巨大的规模优
势。诸多产业的制造加工等环节，
在我国都已形成了相当完善的上
下游及相关配套系统。生产许多
产品，都能够在很近的距离、很短
的时间内，很方便地找到配套设
施和资源的提供企业。短期来看，

“可靠性和速度比价格更重要”这
个优势，其他发展中国家或难以
替代。

该书提出，体制可改革性，甚
至比改革本身更重要，体制可改
革性，既不是体制可调整性，也
不是体制多变性，而是具有实
质性的、能促进经济发展的结
构性改革的能力，是体制革新
的力量远大于体制僵化的力
量。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全球
有很多发展中国家，但在通向发
达国家的道路上，仅有几个国家
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其
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
体制的可改革性。在经济发展，
尤其是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
级的过程中，各种基础设施的
完善以及金融法制等软设施的
改善，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
大力推进，如果缺乏体制可改
革性，那么比较优势就难以发
挥。中国在这方面，即使同西方
发达国家相比，也是当今最具
可改革性的国家。中国当前进行
的国企改革、户籍改革、金融改革
以及土地制度改革等等，都在稳
步推进，并将为中国经济进一步
提升释放更大的能量。

在解决了怎么看的问题之
后，该书还从实践层面解决怎么
办的战略战术问题：坚持增速阶
段论，以短期换长期；打好歼灭
战，彻底治理经济污染；推动创新
导向型改革，建立创新导向型的
报酬结构，增强企业纵向流动性，
发展亲市场的国有经济，从而释
放企业家的创新活力；塑造有效
政府，依靠有为干部。同时，作
者的视野宽广，并不局限于国
内，提出要在全球视野下坚持
持久战：利用全球化的力量发
挥比较优势并维持体制可改革
性；妥善处理大国关系，避免受
到“修昔底德陷阱”阴影的影
响；推动中国的“再制造业化”，
实现“高也成，低也就”；全球包
容性发展，并以此实现中国经济
的高效、健康和可持续的增长。由
此看来，《持久战新论》一书在坚
持《论持久战》的唯物辩证法和历
史唯物论的基础上，不仅系统地
论证了未来五到十年中国增长的
发展规律，阐明了持久战的总战
略，更重要的是指出了在经济工
作实践中——— 应该如何辩证地分
析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制
定切实可行的战术。这是一般经
济学术著作所不具备的。

W.克里昂·斯考森《飞跃
5000年》（群言出版社）是全美
大中学生的必读书，书中揭示
了美国的28条立国原则。在作
者看来，这28个有助于改变世
界的重要观念，美国的建国者
们几乎没有发明它们中的任何
一个，但是他们发现了它们。这
些观念并不是一次性汇聚在一
起的，自詹姆斯敦之后，人们用
了180年的时间，才把这些想法
汇聚在一起。

但是，理念只是蓝图，它与
现实有着漫长的间隔。美国民权
的获得，往往不是统治者的恩
赐，而是民众自己争取的结果。
在争取民权运动的过程中，马
丁·路德·金是不可忽视的奇理
斯玛型领袖，《我有一个梦想》可
谓脍炙人口。据首都师范大学教
师于展的观察，美国民权运动领
袖马丁·路德·金最早的传记大
部分是由熟悉他的人所写，作者
掌握关于金的第一手资料，但这
些早期的论述并不是建立在广
泛考察主要历史资料的基础上。
他们主要强调金作为领导者的
历史重要性及其成就，实际上是
制造了关于金的“历史神话”。
1980年代以来，新一代比较严肃
的学者开始质疑上述著作，反对
把金作为现代黑人斗争发起者
和不可缺少的领袖的观点。他们
认为，“金神话”强调个性而不是
社会背景，它夸大了马丁·路德·
金对黑人进步的贡献，而没有承
认他实际上大大受益于其他组
织者和积极分子。在资料的运用
上，联邦调查局的档案不断揭秘
并被挖掘出来，马丁·路德·金的
各种著作、演说和布道也被编辑
出版，由克莱伯恩·卡森教授主
持的、最为学界瞩目的浩大工程

《马丁·路德·金集》的编纂工作
正在有条不紊进行，大量不为人
所知的细节得以披露，这对澄清

“金神话”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在
具体解释上，学者们基本能抛开
自己主观好恶和社会环境的影
响，尽量做到客观公正。而泰勒·
布兰奇的马丁·路德·金传记三
部曲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泰勒·布兰奇的《分水岭：
美国民权运动的奋起与挣扎》

（中国青年出版社），是马丁·路

德·金传记三部曲的第一部，本
书获得1989年普利策历史奖、
美国国家图书奖。在广泛搜集
原始档案文献资料的基础上，
作者采访了百余人，获取了大
量的材料，全面、详细、栩栩如
生地记述了20世纪50年代末至
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这
段时期，金及其伙伴从美国南
方发起民权运动，并逐渐发展
到北部、西部和西北部的全过
程。书中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
的故事，特别是约翰·肯尼迪总
统及其兄弟罗伯特·肯尼迪与
民权运动的关系，以及埃德加·
胡 佛 领 导 的 联 邦 调 查 局

（FBI），渗透到民权运动内部
并试图影响运动发展的内幕故
事。作为美国司法部长的罗伯
特·肯尼迪，批准了埃德加·胡
佛对马丁·路德·金的窃听。约
翰·肯尼迪总统被刺身亡之后，
埃德加·胡佛“彻底撕掉了披在
身上的专业职责或者职业礼节
的最后伪装”，他和马丁·路德·
金很快就变得互相憎恶。此后，
FBI完全不受罗伯特·肯尼迪
的控制，联邦调查局把金描述
为“一个道德败坏的机会主义
分子，毫不诚实，是利用种族矛
盾来获取个人利益的伪君子”。

在书中，泰勒·布兰奇通过
诸多细节描述，展现了金等民
权运动领袖们为争取权利，想
方设法发起领导和参与了各种
社会运动，，生动揭示了美国黑
人在白人主流社会里维护自身
权利的艰难和非凡勇气。毋庸
讳言，《飞跃5000年》中所体现
的伟大观念，使得美国构建了
一个包容性的制度，这使得马
丁·路德·金为黑人权利奋起抗
争之时，既无丧命之虞，亦无酷
刑之苦。而争取民权的领袖中，
无论是马丁·路德·金，还是曼
德拉和甘地，他们能够成为奇
理斯玛型领袖，拥有巨大声望
和卓越的影响力，除了自己的
奋斗精神和抗争勇气，更重要
的是因为他们的对手有理念，
讲法治。如果是政治上处于前
现代的国家或希特勒统治下的
德国，可以想见，这些奇理斯玛
型领袖恐怕尚未成名，就已经
命丧黄泉或被酷刑残害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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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黑人获得平等权利，
是黑人民权领袖们不断争取的
结果。在历史上，18世纪的英国
民众，为了获得选举权以及个
人私有财产等权利，同样经过了
持续的抗争与争取。《十八世纪
英国的大众政治》选取了一个关
键的时间段，这也是英国大众政
治崛起的时刻。被称为激进主义
者的约翰·卡特莱特主张，超过
18 岁的人都应该拥有投票权，并
通过英国古老体制证明自己的
主张。托马斯·潘恩认为，任何想
要捍卫保护其生命、自由和财产
的自然权利的人都必须拥有选
举权：“选举政治代表的权利是
用来保护其他权利的首要权利。
剥夺了这项权利，就是将一个人
变为奴隶，因为奴隶就意味着屈
从于他人的意志，而一个在政治
代表选举中没有投票权的人就
处于这种境地。”1791 — 1792 年，
潘恩的《人权论》分成两部分出
版。其时，社会还在争论王权有
可能高于议会，争取普选权无
法被权力精英接受。

在《论民主》（商务印书馆）
一书中，罗伯特·达尔借助《不

列颠百科全书》获得了一组数
据：1831年，英国只有4 . 4%的成
年公民拥有投票权。后来经历
了832年改革、1867年改革、1884
年改革和1928年改革，英国逐
步落实成年男女公民的普选
权，降低成年男性公民的财产
资格限制，直至最后全部取消，
并逐步落实投票资格上的男女
平权，从最初30岁以上成年女
子首先获得投票权，到1928年
实现21岁以上成年男女公民的
普选权。其后，英国的不同地区
又降低公民普选权的年龄。
1948年，英国议会颁布《人民代
表法案》，复数投票制被正式废
除。由此，英国终于形成了“一
人一票”的议会民主制。

美国学者海思等人指出，
“英国是第一个摧毁专制政体
的国家，但也是最后建立民主
政体的国家之一。”阎照祥在

《英国政治制度史》（人民出版
社）中分析，英国政治制度发展
呈现出原创性、连续性和渐进
性的特征，但不失灵活性，而英
国法治传统为此奠定了深厚的
社会基础。

18世纪，英国大众政治崛起

“金神话”离不开广阔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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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两国民众获得基本的权利，都经过了漫长的奋斗与争取，
并与法治、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形成了互动。天下没有免费的午
餐，民权的获得，也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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