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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探讨特权问题的力作

——李守庸、彭敦文著《特权论》一书读后

陶德麟

　　腐败是广大群众极为关注并且深恶痛绝的现象, 也是党

中央高度重视并决心消除的祸害之一。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这一纲领性文献中指

出, 一定要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充分认识反腐创廉的

重大意义。腐败与特权并不是同一个概念, 但特权确是滋生

腐败的重要土壤和条件。邓小平同志在论及党和国家的领导

制度和干部制度时早就尖锐地指出,“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是“主要的弊端”, 并指出如果不坚决消除这一弊端,“势必使

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①因此, 特权问题是我们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进程中必须正视和解决的根本性问

题之一。但是, 要解决这个复杂繁难的问题, 单靠道义的评价

和感情的抒发是无济于事的。这里需要的是科学的认识和基

于科学认识的有效对策。李守庸、彭敦文教授在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资助下撰写的《特权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

点、方法为指导, 把理论、历史和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 对特

权问题作了系统深刻的剖析, 提出了一系列有理有据的精辟

见解。我对这一问题没有研究, 读了这部著作之后深感获益

非浅。我认为这部积十年之功的专著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有

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一, 本书是站在当代的高度, 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

设的现实, 全面系统地阐述特权问题的第一部专著。发现人

类社会有特权现象存在并对特权现象进行论说, 是很早就有

的事。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对特权问题作过相当系统的

分析批评 (如卢梭)。但是, 这些批评的对象都只限于特权的

某种特殊历史形态——封建特权和宗教特权, 使用的武器是

抽象的人性论和资产阶级的平等观。狭隘的阶级眼界使他们

不可能通观特权发生发展的历史和前途, 不可能触及资本主

义的特权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分析奴隶制度、封建

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特权问题时具有完全不同的眼界,

他们提供了观察这一问题的科学方法, 得出了许多有重大指

导意义的结论。但是他们也不可能具体地预见近代以后特权

的发展变化的情况, 尤其不可能在没有实践提供的经验事实

的情况下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权问题作出凭空的判断。这个

任务只有生活在当代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马克思主义者才可

能作出具体的探讨。本书作者以对人民事业的满腔热忱和对

科学认识的执着信念担当了这一任务。本书以宽阔的视野对

特权的发生、发展和走向消亡的轨迹作了历史的考察, 对各

个领域、各种类型的 (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宗教的、种族

的等等) 特权作了分类的和综合的论述, 对人类社会各种特

权历史形态的演变及其根源作了清晰的梳理, 对社会主义社

会特别是我国当前社会的特权问题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探

讨。这些工作是迄今为止国内外有关特权问题研究的著作中

所缺乏的。应该说, 本书的理论内容具有鲜明的开创性。

第二, 本书对问题的探讨和表述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

一, 材料和观点的统一, 论点和论据的统一。全书不仅形成了

一个逻辑上自洽的学术框架, 而且其中的各个论点也务求缜

密周全, 令人信服。例如,“特权”是全书的根本概念, 对这一

概念内涵外延的规定关系到全书的论述。作者为了精确地界

说这一概念, 不仅广泛地征引了大量前人和今人的论述, 而

且对这些论述条分缕析, 既吸收其合理成分, 又指出其局限

和不足, 最后根据实际情况和研究任务的要求作出了自己的

独立的界说; 然后又对这一界说作了详细的解释, 力求精密,

避免因概念规定不当而产生的论断偏颇, 因概念模糊而导致

的理论混乱。我以为作者在作出这一界说时是极费匠心的,

几乎考虑到了各种可能的漏洞。例如, 如果只把特权规定为

一种“权利”(right ) , 就无异乎肯定了一切特权都是当时的法

律认可的、合法的 (这与是否合理无关) , 必然把法律规定之

外的特权排除在外, 大大缩小了探讨特权问题的意义。作者

把“权力”(power ) 也纳入特权的概念之中, 就弥补了这一缺

陷。又如, 如果把特权概念的外延设定得过于宽泛, 认为凡法

律认可的仅为一部分主体享有的特殊权利统统属于特权, 也

会产生问题, 因为这样的特殊权利中有一部分是促进发展所

必需的, 如果也以“特权”这个名词来表述, 就会与消除特权

的主张相矛盾。作者把为谋社会公共利益而享有的特殊权利

以及因对社会的贡献而享有的某种特殊待遇排除在特权概

念之外, 就消除了这种矛盾。此外, 对特权与生产资料私有制

的关系, 作者也作了包容量较大的处理, 指出特权并非在任

何条件下都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所决定, 这就为往后的探讨留

下了较广的空间。作者对特权概念的界说在全书是一贯到底

的, 没有游移或偷换。这就使全书的诸论点之间保持了逻辑

上的自洽, 构成了一个比较严整的理论体系。这仅仅是一个

例子。书中对特权的起源、演化和发展过程的勾勒, 对特权未

来走向的预测, 都是以大量中外史实为根据进行理论分析,

而不是以臆想和推测来填补未知的空缺。对所征引材料的可

信度和证实力, 作者也作了客观的分析, 力求把它们摆在比

较适当的位置, 避免了凡征必信、以偏概全的毛病。这些都体

现了作者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

使本书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下转第 1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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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使人一目了然。

同时, 该书作者在研究过程中力求站在理论发展的前沿,

捕捉最新发展动态, 将其呈现在读者的面前。首先是借鉴国内

外的最新研究成果, 将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新制度经济学、信

息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博弈理论等运用到对世界贸易组织及其

影响的研究中, 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我国对世界贸易组织理

论研究某些方面的空白; 其次是对世界贸易组织发展趋势及

其影响的研究, 在国内有一定的超前性。例如第五章第四节论

及了世界贸易组织“千年回合”中的南北之争问题, 第六章第

三节展现了美方公布中国市场准入和议定书承诺的内容, 第

九章第三节研究了 20 世纪 90 年代迅速崛起并蓬勃发展的电

子商务问题等。总之, 该书的研究紧跟经济发展的时代潮流,

捕捉理论研究最新发展的动态。

31 方法创新, 分析深入浅出。该书最大的特点首先是分

析方法的创新, 特别是对定量分析方法的使用, 该书没有完全

采用纯数理方法的推导, 而是充分发挥数据与模型的作用, 通

过定量、定性相结合, 不仅提高其论证的可信度, 而且还降低

其理解的难度。同时, 该书中所展现的大量的各种经济数据以

及涉及到每个细节的具体资料也成为该书的一大特色, 它既

避免了空说无凭的尴尬, 也为本书的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

其次, 该书对各个问题的研究有张有弛, 有深有浅, 重点

突出。有关世界贸易组织与中国的议题极为广泛, 若要面面俱

到, 似乎是不太可行, 而且极有可能走入空谈的误区。该书则

很好地做到这一点, 即在议题的选取上力求有针对性和新颖

性, 例如对有关中国“入世”对我国市场体系、经济体制、外汇

管理影响及对策的研究在同类著作中很少见到; 同时重点介

绍与中国密切相关的方面, 包括世界贸易组织主要协议例如

农产品、纺织与服装、服务业、知识产权等协议和中国企业面

临对华反倾销问题。这样一来, 不仅顾及到面, 也顾及到点, 做

到点面结合, 重点突出, 整个分析深入浅出。

41 结合国情, 理论联系实际。“入世”实质上是中国与国

际经济的进一步接轨和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也就是要求中国

现行经济体制与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国际经济体制的接轨。

这样, 不仅会加快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如市场

机制、宏观调控体系、市场体系, 而且还会推动国有企业转换

经营机制, 提高市场适应能力, 增强国际竞争力。对于中国“入

世”后各行各业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的问题, 该书作者立足于

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 采取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具体

分析与抽象分析相结合, 实证研究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建立起多层面剖析和立体型考察的分析框架, 分析了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对中国经济方方面面的影响及相应对策。

同时, 该书还讨论了“入世”与中国企业发展问题。作为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主体的中国企业, 其兴衰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兴衰。该书第十章以全新的视角, 分析

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国企业面临的各种焦点问题, 采

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方法, 并运用博弈理论重点研究了

外国对华反倾销问题和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问题。另外, 涉及

到我国重要的涉外经济管理政策——外汇管理, 该书主要分

析了中国国际收支、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问题, 认为必须积

极地应对“入世”对我国外汇管理的挑战, 通过稳妥地开放人

民币资本项目, 增强外汇管理与市场观念、法治观念、服务观

念, 加大监管力度, 有效地运用相关保护条款维护国家经济安

全, 将“入世”带来的冲击降至最低程度。该书对上述问题的研

究体现了其实用价值, 大量的信息及令人信服的论证必将使

理论界尤其是经济界的各位读者全面客观地了解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后中国经济即将发生的变化, 并作出自己独立的判断。

《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发展趋势与我国的对策》一书的

及时出版, 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自改革开

放以来, 我国外向型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目前, 我国经济总体

市场化程度在 45～ 50% 之间,“十五”末可望达到 66～ 70%,

进入相对成熟市场化的初级阶段,1999 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

达到 3615%, 主要商品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我国基本

实现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世界贸易组

织的建立、发展趋势与我国的对策》一书的出版, 对于我们了

解、学习和研究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 为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

织以后享受多边、无条件、稳定的最惠国待遇和普惠制待遇以

及给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 享受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参

政议政”权, 以及全面推动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具有重要

的参考价值和实践意义。

(作者单位: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武汉　4300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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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对当前我国存在的特权现象的探讨是本书的落脚

点, 也是最能体现本书现实意义的部分。我以为本书的探讨

有三个比较突出的优点: (1) 力求对我国现阶段特权现象产

生的历史条件和表现形态进行客观全面的考察, 既看到了问

题的严重性, 又论证了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既有忧患意识, 又

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途充满信心。作者断言, 特权现象

“完全可以通过各种途径予以遏制; 如果遏制得法、得力, 甚

至可以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逐渐得到基本上消除。”(2) 对特

权存在的原因既看到了体制方面的问题, 又看到思想意识和

人的素质方面的问题。(3)既有对这一问题的理论结论, 又有

解决问题的对策意见。本书提出的五项措施, 应当说是符合

实际, 切实可行的。当前人们对特权现象的普遍不满是理所

当然的, 但这不等于大家都有科学的认识和合理的态度。义

愤不能代替科学。何况一面谴责特权一面谋取特权的人也并

不罕见。如果没有科学的认识作为向导, 不把特权现象摆在

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全局和长途中作实事求是的考察, 特

定总体性的对策, 只是就事论事, 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离开

现实条件抽象地谈论公平正义等等也很少有实际意义, 偏颇

的感情宣泄还可能导致事与愿违的破坏性结果。本书基于科

学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大有助于正确认识和处理特权现象这

一复杂繁难的历史性课题的。至于有些具体问题还有待于进

一步探讨, 那是不言而喻的事; 然而本书对这一问题的探讨

的意义则是无可质疑的。

注释:
①参见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见《邓小平文选》,

第 2 卷,327 、322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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