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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转型和转型的改革
李凡(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

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带

来了巨大的变化"但是, 社会对

改革的评价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

批评者有之, 反对者有之, /改革

死了 0 已经成了一部分社会群体

对改革的评价 "

在中国的改革中 , 经济高速

增长的同时出现了庞大的既得利

益群体 , 包括一些国有企业 !政

府官员和与他们密切关联的资本

群体 "这些利益集团垄断了由改

革而出现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利

益 ;而另外一些群体则丢失了自

己的权益 , 成为经济增长中的受

害者 "于是 , 呼吁对改革进行改

革 , 或者要求改革转型的意见越

来越大 "辛鸣教授的文章不长.

但是却深刻地揭示了改革中不同

利益群体的态度和他们的利益要

求 :既得利益集团不想改革 , 或

者想进行符合他们部门的 ! 集团

的 !群体的利益的 /改革 0, 这是

和社会公众的利益冲突的"因此

改革必须转型 , 这种转型就是要

使改革符合社会公众的利益"

我赞成辛教授的意见 , 改革

要从利益追求转型到权利保障 ,

也就是社会公众也要得到改革的

红利 , 而不是失去权利 "过去以

经济增长为目标的改革 , 应该向

以分配为目标的改革转型 "这种

改革的转型实际上描述的就是一

个转型社会的改革 "30 年的改革

开放 , 已经在中国产生了一个比

较强大和具有活力的社会 , 这个

维护社会自身公平正义的公民社

会的形成 , 正在推动中国出现一

个历史性的转型 , 也在推动中国

进行新一轮的改革 "

随着社会逐渐的成长 , 推动

中国改革的主导力量也会逐渐从

国家向社会转移 , 会要求超越经

济增长而更多地推动社会 !法律

和政治权利的改革 "这个改革会

更多地要求社会和政府的平等对

话 !更多的公众利益表达 !更多

的信息公开 ! 更多的公共政策 !

更多的法律平等和社会福利"而

转型的动力就来自于以民生 ! 民

权 ! 民主为本的社会整体转型"

(2()1()年第1期 5改革转型:从

利益追求到权利保障 6)

俄罗斯的发展道路不变
左凤荣(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

所教授 )

方亮的文章 5普京这 10年的

思想轨迹 6提出了一个普京2(XX)

年仟总统以来治国思想与手段变

化的问题 ,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如

何看待梅普组合及其前景?俄罗

斯未来会朝什么方向发展?

确实 , 在普京担任总统的第

一个任期和第二个任期内, 其所

采用的治国手段是不同的 , 这主

要是因为面临的任务不同 "在刚

刚接任总统之时, 普京面临的是

叶利钦留下的烂摊子, 其首要任

务是整顿国内秩序, 实现政令上

通下达 为此, 普京更多用的是

强力部门的领导人"到其第二个

任期 , 整顿国内秩序的工作基本

完成, 改善人民的生活, 使国家

重新跻身强国的行列 , 成为其不

懈的追求, 更多利用懂经济会管

理的人才是现实的必然要求"至

于能不能把梅德韦杰夫等说成是

/体制内自由派 0 值得商榷"在

苏联解体之初, 自由派活跃, 他

们主张学习美国的模式 , 迅速过

渡到市场经济, 结果导致经济持

续下滑"普京上任后, 立足于俄

罗斯的实际 , 要走自己的路 , 强

调 /将市场经济和民主制的普遍

原则与俄罗斯的现实有机结合起

来 ,我们才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0"

普京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

权体系 ;重视国家在发展市场经

济中主持公平的作用 , 搞市场经

济, 不搞市场社会, 重要战略资

源由国家控制 , 收益为国家和全

民服务 ;普京还强调俄罗斯的民

主不同于西方 , 要有俄罗斯的特

色 ;重塑国家的意识形态和价值

观 , 突出强调爱国主义和强国理

念 , 等等 "

普京的政策是行之有效的,

民众也从中得到了好处 , 因此其 {

支持率一直很高 #但是, 普京并 }

没有借民意修改宪法, 像某些国 一

家领导人那样 , 继续担任总统 , 一

而是把总统职位让给了年轻能干 .

的梅德韦杰夫, 开创了俄国历史 一

上少见的 /双头政治 0 局面"尽 一

管西方不断寻找二人之,!的矛盾一
之处 , 实际 L二者并无实质性分

歧 , 梅普二人的治国理念基本相

同, 梅德韦杰夫执行的就是普京

所制定的政策 "2012年的总统选

举 , 不会出现二人竞争的场面 ,

无论谁任俄罗斯的总统 , 俄罗斯

所选择的发展道路都不会改变 ,

政策只能是微调 (2010 年第1

期 5普京这1()年的思想轨迹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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