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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了作者1998年至今所写的12篇文章。
这些文章（包括所收的几篇附录）曾经备受争议。
涉及“全球化”的三篇时事评论将我们引入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大使馆
和今天跌宕起伏的有关知识经济命运的激烈讨论之中。
这三篇评论贯穿了一贯的观点：资本主义是附着在当代世界的现代化、市场进程和民族国家中的破坏
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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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毓海，1965年11月4日生于山东烟台。
1985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获学士学位。
1985年至1988年为山东大学鲁迅研究专业研究生，导师孙昌熙，1988年获硕士学位。
1988年至1991年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谢冕，1991年获博士学位。
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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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夜阑卧听风吹雨一、市场1、经济、市场、私有财产2、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二、现代性1、
什么是现代性？
2、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及其基本原理——评《汪晖自选集》三、全球化1、全球化，还是资本主义？
2、“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中关村？
”后记：通向“不成熟”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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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是新自由主义全球政策陷入危机的历史关头，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狭路相逢的。
有人把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归结为“市场自由化”，或者“全球化”的结果，但是今天很少被人们提
及的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近20年高速发展和进步，是建立在比较完善的交通、通讯设施、门类比较
齐全的工业、教育、医疗体系，整体的人口素质和比较均衡的社会分配的基础上的。
正是这一切，为80年代以来高效地利用资金和技术奠定了必不可少的条件，而这些都与长期的国家社
会主义分不开。
此外，高度的平等和自主意识深入人心，这些现代意识也可以看作长期的现代改革重建社会关系的结
果。
马克斯·韦伯曾经指出，一个在世界上居“主导力量”的大国，似乎必然要采用分配比较均衡的国内
政策以贯彻国内的“平等意识”，因为只有这样，国民才不会感到“民族国家是外在于自己的”，才
不会产生离心力，而所谓国内“向心力”对一个力图在世界上拥有一席之地的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
大国来说则举足轻重，国内的平等意识和相对均衡的分配方式是达到这一切的必要条件，如果平等原
则受到损害，那么国民就会越来越感到国家是外在于自己的，越来越拼命与国家作对，这样的国家就
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主导民族”。
　　这一切都说明，“改革开放”是需要一定条件的，当今世界既然大致还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
从而无论我们愿不愿意承认，中国这些“开放”条件之达成，甚至并不能与长期的国家社会主义发展
政策截然区分。
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发展经济的条件和基础的确比较好，这既包括作为建立大规模市场的物
质条件，也包括相对平等和均衡的社会政治条件。
这决定了，经过40年的国家社会主义高积累，中国不但已经与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在一个起跑线上，而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如此庞大的人口具有如此强烈的社会合作、平等意识，实际上更为中国社会的发
展提供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不具备的后劲——对解释中国近20年的快速进步而言，这一点至关重要
。
人们经常把自主、公正和平等意识看作80年代中国新启蒙思想的产物，但是，它实际上也是长期中国
社会主义现代性的一个结果，时至今日，那些致力于鼓吹社会自主平等和均衡发展的人们，经常以社
会主义者的面目出现，并从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的社会保护运动传统中汲取遗产和寻求合法性支持
，就更加说明这一点。
　　“中国道路”存在着一些长处，但是，在复杂的现代传统中辨别出哪些是长处哪些是短处并不是
简单的事。
今天这一点经常被模糊。
简单说：经济多元化乃至经济民主，多元经济、多种经营乃至区域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长处
。
因此，那种仿效前苏联实行彻底私有化，确立私有制度的一元性的方案之所以值得怀疑，是因为它足
以终结中国经济的多样性生态，这首先也不是因为这样的路线是“自由主义”的，而恰恰是因为这样
的路线与“自由主义”相去甚远，因为这是对经济生态的“休克式”严重强制，也是对哈耶克所谓“
自生自发秩序”的绝妙讽刺。
尽管人们以为只有以私有制的法理来保障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才能最终保证市场自由化，但是，前苏
联的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过程，从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自然演进的结果、自然选择的结果，更不是一个
“自生自发的秩序”，众所周知，那是一个政治结果，或者说，是一场“政变”的结果。
前苏联的“休克疗法”对经济的强制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范本，它深刻表明新自由主义政策就是一项强
制性的政策，它甚至与“自由主义”也没有什么关系，对此人们绝对不应该忘记。
　　实际上，将所有社会关系简化为经济关系，进而把经济关系简化为“所有权”问题，这方面传统
社会主义者与资本主义者并无区别，正如绝对私有制和绝对公有制都排斥多元经济和经济民主，这一
点上它们并没有什么区别。
因此，改革的目的是开放多种经济生态还是确立一种所有制形式，这一点应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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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一度被视为长处的绝对“公有制”或国家计划模式遭遇根本危机，苏东和中国
的改革者从而致力于批评计划模式和绝对公有制的弊端，一开始这些批评具体在计划模式的丧失效率
方面，随后，在哈耶克等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的诱导下，这样的批评被简单导向对“绝对私有制”的肯
定和宣扬，从而与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紧密结合在一起，离开并模糊了问题的实质。
根据这样简单独断的说法，绝对公有制等于绝对专制，而绝对私有制代表绝对民主。
但是，这样简单的论断完全无视了在苏东国家社会主义模式中，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公有制”实际
上从来没有实行过，它不过是一种仅仅具有字面意义的虚构罢了，那里的所谓“绝对公有制”，不过
是国家垄断所有制，甚至就是国家官僚名义上不占有，实际上却支配和拥有公共财产的一种糟糕的形
式，说穿了它不过是“绝对私有制”和垄断的一种高级的、也较隐蔽的形式而已，对此，马克斯·韦
伯早已经通过对苏维埃政权的观察，得出过这个政权恰恰是“绝对私有制较为隐蔽的形式”的结论。
“绝对公有制”和“绝对私有制”一样，作为一种呼吁单一所有制形式的意识形态的号召，都足以对
社会造成专制，在历史上看，绝对公有制不过是绝对私有制的国家和国家官僚所有制的变种，这就是
为什么它们之间并无实质性的区别。
而这也就是中国自50年代末期脱离苏联“一长制”和尝试诸如“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经营管理模式的
原因。
8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的成功经验，实际上就在于推行“多种经营”和因地制宜等多元经济
方式，从而避免单一的经济所有制形式垄断社会。
历史已经证明，多元经济和多种经营模式乃至经济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保障，而确立单一的
私有制度的主导作用，与社会民主和20年中国改革的历史经验是背道而驰的。
　　如果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把国家垄断和国家官僚名义上不拥有、实际上支配公共财富视为绝对私有
制的一个变种，那么，由工人阶级的社会保护运动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运动所遭遇的挫　　折和隐含
的内部危机，实际上是从苏维埃政权这一特殊制度形式确立时就已经铸成。
这里有许多经验可以总结，但是，从历史上看，传统社会主义者、资本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把复
杂的经济问题简化为“所有权”问题，妄图通过对“所有权”的垄断来垄断经济、社会，在这一点上
它们是一致的。
而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化”的意识形态之畅通无阻，并不意味着国家垄断和私人垄断的简单
取消，它仅仅意味着跨国公司取代了国家垄断的私有制和国家支持的私有制形式，垄断演变为跨国公
司这种绝对私有制的新形式对全球经济的规划和垄断。
根本上说，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毫无改变，改变的只不过是推行
这些政策的主体，它已经不单是民族国家，而是跨国公司。
这就是为什么三好将夫等学者坚持认为：诸如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多元文化等貌似激进的学说
，实际上转移了三百年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战略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这一基本视线，而这
个战略既没有被国家社会主义的方案所改变，也不可能被后现代主义的种种说辞所掩盖。
也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曾经关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与全球民主的可能性，“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
来”的世界主义，不仅意味着马克思坚持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实现，而且也意味着必须有一种全球
民主化机制来应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
这乃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主义与当今以资本开发为目标的“全球化”之间的对立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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