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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度书系研讨会：如何以中国话语解说中国政治

曾繁华

2013-08-19 09:08:00   来源：光明网 2013年8月18日 

   

  “千万别让中国的创新由外国人来总结，然后我们去学习外国人，再去总结中国。”在1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主办的

“中国制度书系出版研讨会”上，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说。对此，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清华大

学长江讲座教授王绍光深有同感：“要从中国的视角来研究中国，在我们的中国政治学领域，要看中文刊物。西方的分析框架我

不说他不对，但至少是不够的。” 

    

  研讨会现场专家云集。 （光明网记者 曾繁华摄） 

  出于这个共同的目标，胡、王这对老搭档领衔创作了中国制度书系。书系中，胡鞍钢的近著《中国集体领导体制》作为国内

外首部解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工作机制的专著，迅速引起社会关注。该书上市一周，便已销出1万多册，并迅速引起多方的

关注与讨论。而王绍光与青年学者樊鹏合著的《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开门”与“磨合”》也入选了新浪好书榜2013年半年榜。

再加上青年学者鄢一龙的《目标治理》与即将出版的《中国集思广益型决策》，整个中国制度书系集中地从新中国制度发展史和

国际比较的视野对中国制度的运行逻辑进行了解读与分析。“我们试图用中国的视角来看中国的决策执行，”王绍光说，“就是

希望把中国体制的优势点出来，讲透，使得我们不会被别人忽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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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附件： 

隐藏评论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出版社总编辑贺耀敏教授主持研讨会。（光明网记者 曾繁华摄） 

  参加研讨会的多位学者畅所欲言，阐述了各自的看法。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潘维教授认为，整个书系体现了一个“科学地认识中国”的主题。“这些书第一，都很追求理论性；

第二，都追求中国式的理论；第三，都追求创新理论。”他说，“理论的重要性，在我国往往理解得不够。但其实，大政方针就

可以理解为理论。科学地认识中国，也就意味着要追求理论。我发现，研究我国农村的著作里面，大量引用的都是西方人的理

论，而这些理论的创造者却基本上没在中国农村待过几天，甚至有的都没来过。我们太需要自己的理论了。” 

  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原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王一程教授在谈到《中国集体决策》一书时直言，中国集体领导体制

当前已经形成并显示出了优势，贫富悬殊、贪污腐败以及生态恶化等问题虽已开始逐步得到解决，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表明

领导工作仍需要不断的进步、完善，来更充分、有效地发挥中国集体决策的优越性。同样，国防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姜鲁鸣教

授认为，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和问题凸显的情况下，《中国集体领导体制》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建设，

给出了一个学术版的解读。同时，姜鲁鸣也提出，集体领导与民主集中是一个敏感而复杂的现实问题。怎样将“集体决策制度”

与“体制性弊端的克服”更好地结合起来，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李玲教授重点关注了《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开门”与“磨合”》一书。“这本书是从整个综合医

改方案制定的过程来看中国式的民主与集中，即中国式民主，”她说，“现在我们所谓的普世价值的西方民主，中国肯定走不

了。中国人现在运气比较好，咱们还没往坑里跳的时候，有人竖起了警示牌。”她认为，在医改方案的制定过程中，中国确确实

实走出了自己的民主。“民主除了选人，也可以选事。中国医改方案的制定‘开门’向国际征集意见，然后挂在网上接受老百姓

的反馈，具有高度的有效性――这可能是民主更核心的内容，而不只是形式上的每人选一票。另外，‘开门’与‘磨合’是中国

学者基于中国实践提出的概念，这本书能够结合医改实践，提炼出中国独特的东西，再和我们的学术语言对接，体现了我们中国

人在学术界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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