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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资分配是平等
,

按劳分配是平等
,

按需分配也是平等
。

但不同时期
、

不同环境下
,

平等的尺度却是

可变的
。

因此平等具有历史性
、

相对性
.

对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活动主体来说
,

关键在于选取与该时期

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相符的平等尺度
。

平均主义只是平等的一个尺度
,

而不等于平等的全部内涵
。

在

原始社会
,

选用平均主义这一平等尺度是正确的
,

但不等于在社会主义时期或其他历史时期都应采

用这一尺度
。

西方经济学的失误恰恰是始终把平均分配作为平等的尺度
,

而忽略了平等的历史性
、

辨

证性
、

平等尺度的可变性
。

本书也接受了这一方法论思想
,

在笔者看来不能不说这是一种遗憾
。

作者

把用同一尺度衡量
,

即
“
形式上的平等

”

视为公平
,

而把收入分配的结果均等即
“

事实上的平等
”

视

为平等
,

实际上与马克思的原意不符
。

因为作者理解的结果平等是指人均所得相等
,

但马克思恰恰

指出过
,

在共产主义按需分配这种事实上平等的社会里
,

每个人从社会实际获得的消费品是不同的
。

因为每个人的需要不同
,

这种
“

事实上的平等
”

是以个人需要满足为平等尺度
。

所以
.

如果要将公平

与平等相区别
,

是否可以这样说
:

平等是指用同一尺度去衡量所有被衡量对象
,

也就是说
,

平等是指

竞赛 (游戏 ) 规则相等
。

而公平则是根据被衡量对象的实际能力
,

选取不同的衡量尺度
,

或划定不同

的竞赛群体
。

犹如体育比赛
,

所有竞赛者均要遵循现行规则 (已确定的平等尺度 )
,

这是平等的
.

但

要 80 多岁的老人与 20 多岁的小伙子一道比赛田径
,

就是不公平的
,

将他们分别划入老年组
、

青年组

才是公平的
。

经济活动也是这样
,

劳动者遵循按劳分配的要求是平等的
,

已退休的老人和未成年的

孩子就不能遵循这一规则
,

而应遵循社会保障的规则
,

这才是公平的
.

公平分配之所以是永恒的主题
,

就在于人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

不同的经济环境下
,

将赋予
“

公

平
”
以不同的内涵

,

提出不同的公平 (或平等 ) 要求
。

我国处在经济转型时期
,

对公平的理解
、

平等

的理解
,

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角度和结论
。

《公平分配》 一书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
.

取得了可喜的

成果
,

即使引发不同看法的争论
,

本身也是一种贡献
。

该书作者提出的两个基本结论
:

微观层次的公

平以投入和收入的关联为标准
,

宏观层次的公平以社会对收人差距的承受力为标准
,

应当会得到大

多数人的认同
.

循此方向继续探讨和实践
,

我们将会找到实现公平分配的正确途径和有效措施
。

浙江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学院 桃先国

展示活生生的乡镇企业

《中国乡镶企业的发展历史与运行机制》
,

马戎
、

王汉生
、

刘世定主编
。

1 07
.

5 万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 9 94 年 10 月版
。

责任编辑
:

沈劫
。

乡镇企业在中国的发展起源于农村的手工业与副业传统
,

在人民公社化时期以社队工业的形式
孕育

,

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禧到高速发展
,
; 99 ; 年

,

乡镇企业产值在
咖

各业总产值中占到

70 %
, 1 9 9 3年

,

乡镇企业利税总额达 2 500 多亿元
,

同年国有企业的相应数字为 797
.

55 亿元
。

乡镇

企业的异军突起成为中国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色
。

在中国经济体制变革中
,

乡镇企业是不可忽

视的部分 , 在占人 口 80 %的农村社会变迁中
、

乡镇企业所扮演的角色更为突出
。

,

80 年代中期以来
,

中外学者对中国乡镇企业从各种角度进行了探讨
,

关于乡镇企业的著作多种

多样 (参见 《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历史与运行机制 》 第 24 一 28 页
,

以下简称该书为 《乡镇企业 》 )
。

从中国学者对乡镇企业的研究着
,

有两个重要特点
:

一是从社区发展角度探讨乡镇企业在农村

工业化过程中的功能与贡献
,

如费孝通先生的小城镇研究系列以及他所主持的
“

江苏小城镇研究
”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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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城镇与新型城乡关系的研究
” ;另一是对乡镇企业某一方面的讨论

,

如
:

张毅关于乡镇企业发展历

程
、

机制与乡镇企业出现的历史必然性的研究
,

世界银行资助的对乡镇企业所有制
、

劳动力
、

运行机

制和乡镇企业与社区关系的讨论等
。

但是
,

对于一个想全面认识乡镇企业这一事物的人来说
,

他还

需要了解下面的情况
:

一个乡镇企业到底是如何产生的
,

为什么某个乡镇企业决定生产某种产品而

不是另一种产品
,

他们如何获得启动资金
,

如何雇用助手和工人
,

如何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问题
,

如何

获得原材料
,

如何开拓自己的产品市场
,

乡镇企业与乡镇政府之间关系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
,

影响

某个乡镇企业发展壮大的因素主要有哪些
,

乡镇企业经营者如何管理企业等等
。

而这样的问题是既

有研究成果所无法回答的
。

《乡镇企业 》 一书在很大程度上回答了上述问题
。

该书最大的特色是运用

个案研究的方法
,

把一个个乡镇企业活生生地展示到读者面前 (全书 95 %的篇幅是 32 家乡镇企业的

个案 )
。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

《乡镇企业》 隐含了关于中国社会研究的方法取向
。

如何认识中国社会是一个从本世纪 20 年代社会学与人类学传入中国以来就一直争论不休的问

题
。

如果对这种争论进行简单的概括
,

似乎可以归结为两个最基本的问题
:

第一
,

从何处入手 ?第二
,

用何种方法 ? 争论焦点是对这两个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
:

宏观与微观 ; 定性与定量
。

二次大战以前
,

国外社会学界主张定量或定性的两大学派各持己见
、

争辩不断
。

大战以后
,

一方

面各种以同卷为资料收集方式的调查研究使定量方法取得了明显的优势 ; 另一方面
,

安乐椅上的社

会学家们从概念到命题不断地推出他们关于社会的认识
,

使宏观社会研究在学术界占了上风
。

60 年

代以后
,

由于定量研究与宏观理论在解释人类社会行为与具体社会事实上的苍白无力
,

定性与个案

方法越来越获得了学界的认同并且发展迅速 (参见 K ar l M
.

va n M et er 《社会学方法论 》
,

《国际社会

科学杂志》 中文版
,
1 2

一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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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

在定性与定量
、

宏观与微观的方法取向上并没有所谓的

孰是孰非问题
,

应该说不同的问题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方法
,

在中国这样一个复杂的国度里尤其如此
。

从 30 年代开始
,

费孝通先生就把人类学个案研究的方法引入到中国社会研究之中
,

他的 《江村

经济》 首先是人类学方法的一大突破
,

因为在他之前
,

人类学一直是一门研究落后的他民族的学间 ;

同时也为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提供了一个适用的方法框架
,

因为在他之前
,

中国社会研究虽有杨开

道教授及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生的清河调查以及李景汉先生的定县调查
,

但是这些调查并没有把个

案与其社区所在的背景联系起来
。

费孝通先生由此形成了他自己的社区研究方法
:

从一个一个的乡

村调查开始
,

逐步到一个一个乡镇
,

近而过渡到对中国社会整体认识的接近
。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
,

费的社区研究首先承认了中国社会的多样性
,

他并不认为
“

江村
”

可以代表

中国农村社会的整体
。

他认为
,

要想接近 (而不是完成 ) 对中国社会整体的理解
,

就要去寻找不同的

类型 (模式 ) 并一个一个地去认识
,

进而求得认识的一般化或者求得中国社会的共性
。

换言之
,

费的

社区研究在承认多样性的基础上也明确了对类型之间共性的认同
.

这种研究方法在认识中国社会进

而推动中国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费孝通 《农村
、

小城镇
、

区域发展 》
,

载 《北京大学学

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 9 9 5 年第 2 期 )

。

由费孝通先生创建的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很自然地继承了这一方法传统
。

《乡镇企业 》

正是体现了这一传统的影响
,

它比较成功地把握了个案研究和费的社区方法的特点
,

一方面利用个

案方法的特点细致深入地了解乡镇企业管理的细节材料和企业经营方面的详尽数字
、

企业发展过程

中的津动经历与种种曲折
,

同时又结合费的社区方法的长处
,

把乡镇企业放在中国改革发展的宏观

背景下去搜寻乡镇企业生长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企业内部机制与外部环境的互动
。

这就是说
,

乡镇

企业是一个过程
,

在这个过程中
,

它的举手投足不仅与经济因素如资金
、

技术
、

劳动力
、

购梢
、

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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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涉及各种人文与制度环境
.

弄清楚这些伺题
,

乡杭企业才不会只是统计图表上的” 祖数字

或一条曲线
,

才能体现乡镇企业实际运作的情祝
,

即把乡钱企业作为人
,

团体
、

政府与制度互动的产

物一
, 、

「

准 确地说
,

《乡镇企业 》 是一部个案报告集
,

名 2 个个案报告记录了 32 家不同举攀的乡镇 (集

体 ) 企业历程与运行机制
,

每尸个担查的篇章绒构榷似
,

包括
:

乡镇企业斯在镇或社区的攀本情况介

绍
,

企业的发展史
,

经蔺机制
,

资产存毅
,

生产过程 卜原材料采购和产品悄咨
,

人员构成和思工娜度
·

报酬和福利
,

劳动纪律仁基本财务技算产资金来探
·

与镇财政关系等 , 此外
,

在每一个个案姆告的后

面还有详细的附录
,

包括与企业经营活动有荞的每种祥李文件
,

承包合同
,

各种规章制度
,

财务报表

等最原始的资料
· _

这样的结构等于把同一事物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同等程度地进行了解剖
,

各个乡镶

企业的异与同就完全体现在不言之中了
.

总起来看
,

《乡镇企业 》 提供给读者的是一个个真实的
、

活

动着的
、

能给人以想象的乡终企业
。

而且
,

娜还注重了经营者气企冬 乡镇企零与地方社区
,

同一

社区中乡
触妨

国
砂

业之间的关系以好
镇企业领导人的个人背景对乡镇企业的形呻等甘会学

层面所特有的一些问题
·

为读者中性地展示了一个个乡镇企业的存在与活动
,

一
_

其学术价值是不言食
_

明的
· 、 _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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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研究的可贵成果

《奋平评位 》
,

黄开国著
。

26 万字
。

- `

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l 蛤 4 年 圣1 月出版
。

当代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家冯友兰先生曹多次指出
, 、

中国经学开始子羞种舒
,

终结于近代经学大

师序平
。

透过对脚平经学的粼析
.

揭示经学在中国近代终结的历史必然性、 是启平研究
,

也是近代经

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

黄开国同志致力于此
,

孜孜吃庵
,

积十年不娜的研丸
;

先后在 笼哲学研究么滩中

国哲学史研究 》
、

《孔子研究 》 和 《孔孟学报 》 (台 ) 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二十余摘专题论文齐井在此

药姗上 , 于最近推出了代表目前海冉外启平研究最新水平的学术专着一
《序平评传》 , 、 犷

、

一 作者充分占亮了关于弃平学求妇绷吮手资料
,

甩衡浓的语宜
、

深入的论征和撰密的理辑分析
,

对

序平经学作出了富御独到见娜的研究
.
.

- ,
一

_

·

对脚氏经学六变的
劫

镶体深粼把撅
,

是本书首先应提及的成果
,

弃平经学前后发生了六次大的变

化脚就研雍的穆序面论
,

应未有各变的研究
,

然后才能有娜合木交的总体认识
。

然而
,

就研究的探入

而言
,

唯有上升到对六变的总体把姆、才可佛将各交作为有极的组成部分
,

作真正的探入研究
.

否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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