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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中国》

作者简介

林佳龙，耶鲁政治学博士。现任中正大学助理教授，行政院顾问兼发言人。曾为富尔布来特访问学人
，联合国大学高等研究所访问研究员。主要经验有北美台湾研究会会长，国家安全会议咨询委员。编
著有《两岸党国体制与民主发展》，1999；《民族主义与两岸关系》，2001；《政府交接法制化之研
究》，200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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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中国》

精彩短评

1、收录的文章，多数都可以下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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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中国》

精彩书评

1、首先要说的是，我year 1对台湾学者还是抱有良好的敬重的，觉得他们很多素养很足，特别是在中
国研究方面。这种认知后来越来越弱了，即台湾的确有很多很好的学者，但很糟糕的学者也很多。它
那个average我已经不敢说，一定比大陆，香港的好或差。对此我曾经下过武断的认定。现在不敢了。
另外这个书和世情联系紧密，主要关注的是中共16大前后的政治发展状况，也许也因此难道有不可预
见的疏漏。本书分1个导论，6章，分别是童振源的《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转型与挑战》，陈志柔的
《中共16大后社会情势分析》两篇总论型的文章，接下来是林冈《中共的理论创新和意识形态转型》
，董立文《从权力继承看中共政治发展的非制度化》，徐斯俭《退化极权政体下的“有限改革”》以
及林佳龙《中国的国家战略与对外策略》。6篇文章都不是什么特别题目，都是很熟悉，很多人讨论
过的题目了。总论两篇就是总论，那资料列举了十几页，并无多少新意，只是给初读者一点轮廓的印
象。林冈一篇的题目也有很多讨论了，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式微，同时执政党为了扩大执
政基础和获得更多的合法性（无论目的是否达到，照他的说法，目的性是准确的）搞一个三个代表。
可贵之处在于同时也指出了这种做法的一些可能的limitations.回应全书来看，不足之处在于，很多学者
已经讨论过的关于政党合法性问题，中共目前依据的主要是民族主义和经济效能，固有的意识形态功
能并不大。文章点到经济效能，但民族主义方面却缺少。整本书部分章节希望讨论合法性问题都避开
了民族主义，这是有缺憾的。董立文这爿文章，个人觉得是本书最糟糕的一篇。他的主旨在讨论关于
制度化的两个概念，“政治发展的制度化”和“党国体制的完善化”，作者所要批驳的观点是很多西
方学者视后者也是一种“制度化”，而作者的观点是，前者属于“民主政治的制度化”，是真正的“
制度化”，因此后者与此相对是一种“非制度化”。作者花了十页左右的篇幅讨论西方文献中的“制
度化”定义，又花3页左右罗列西方学者将“党国体制完善化”作为制度化讨论的例子，最后陈述自
己观点却不到5~6页，而且前面的引述在我看来完全不能支持他那种“道德性的诠释”。最令人质疑
的一点即是他的观点甚至是前提的，民主政治的制度化才是制度化。至于他自己列举的为什么党国体
制完善不是制度化，他认为16大时江泽X依然保留军委主席的职权，而胡总不能掌握大局，江何时释
权的不可预见性是“非制度化”的最大支持。同时他也认为，在16大时不能预见胡的下任，即新继承
人是“非制度化”的典型经验。尽管我们应当承认这个继承选择过程极其缺乏民众参与，是不确定的
不透明的，但是台湾人在李登辉上台的时候就已经能够预见10年以后陈水扁会执政么？美国人在小布
什刚上台那会儿就知道奥马尔还是谁在08年要上台吗？那要看你的预见性是怎样的预见性了。退回到
共产年代60年代中，大家都知道林彪是继任者，这就是“制度化”么？可是那又属于“民主政治的制
度化”么？本来这书只值得给2颗星，好在后面两篇都还过得去。徐斯俭的文章相对前面那篇显得严
谨了许多，有限改革的想法其实大家都是清楚的，很多人认为中国自开放以来没有改革（这种说法是
说，所谓变化其实根本就是回归到正常国家发展渠道上，度过一场噩梦而已，无所谓改革，不过是应
当的正常的回归），或改革只局限于经济领域，政治上完全是不动的。后者的观点强调中心的不同，
导致不同人的认知不同，或者说因为政治应当改革的核心没有变化，就无所谓改革；但更多的渐进人
士会认同没有任何的政治改革步骤与措施，不会出现任何经济改革迹象与结果。因此徐的观点并不新
，但重要的是他运用许多新近的范例来说明具体改革措施，背后动因与可能的结果。同时他也提出书
标题里的所谓“退化的极权主义”的说法，以区别传统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的特征。但老实说，目前
的情况是否是退化的极权还是威权是很难辨识清楚地，尽管大部分是磨合的。林佳龙的文章主要是讲
外交，以及对台关系的，也没有特别新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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