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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選舉將於2024年
11月5日舉行，無論最終鹿死誰

手，選舉結果勢將對未來四年

的美國政局，以至全球政經格

局帶來相當的影響，尤其是中

美關係。本刊計劃在今年12月

號和明年2月號刊出專輯，邀

請專家學者撰文為我們提供深

入的剖析，敬請讀者留意。

——編者

民族問題的錯綜複雜

王娟〈少數民族高考優惠

政策的認知與爭論〉（《二十一

世紀》2024年4月號）一文大致

釐清了中國高考中少數民族加

分政策的來龍去脈，從中梳理

出了不少令人玩味的細節。少

數民族高考加分不僅是一種類

似平權行動（affirmative action）

的糾正不平等的補償政策，還

是一種對少數民族在中國現行

體制下政治地位、權力的體

現，而後者卻很少被人意識

到。客觀地說，這種為世居於

此、但最終未能成為民族國家

政治建構主導力量的少數群體

賦權的「權利觀」，是維繫多民

族國家所必須的，無此便談不

上國家的統一與穩定，其重要

性遠高於單純為弱勢群體作出

的補償。遺憾的是，從高考加

分這個角度來看，不管是政府

還是公眾都對其缺乏認識，這

對中國民族政治的未來發展會

產生甚麼影響？

用王文的框架對照我家鄉

新疆的高考少數民族加分政策， 

可以有更多的新發現。2015年

及以前，維吾爾、哈薩克、蒙

古、柯爾克孜、塔吉克、錫伯、 

烏孜別克、塔塔爾、達斡爾、

藏、俄羅斯十一個民族的考生

如果同漢族考生一起參加漢語

言高考（俗稱「民考漢」），按父

母雙方或一方為以上十一個 

民族計算，分別加50分或10分

錄取；回族考生加10分。非以

上民族考生參加民族語言高考

（維吾爾語、哈薩克語、蒙語、 

柯爾克孜語四種語言，俗稱

「漢考民」）標準相同。可以看

出，新疆高考少數民族加分的

首要對象是用非母語參加高考

的考生，屬於王文中未有提到

的一種「正向鼓勵型」加分，即

鼓勵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特

別是少數民族接受漢化教育；

其次也包括王文中提到的，因

民族自治地方的設立而需考慮

的「權利觀」加分；最後還有針

對藏族、俄羅斯族的加分，恐

難以用王文中的任何一種框架

解釋（新疆藏族甚少，而擁有

中國最多的俄羅斯族）。這一

政策雖後來在分值上有所調

整，但一直延續至今。

自2016年起，根據教育部

的要求，南疆四地州（和田地

區、喀什地區、克孜勒蘇柯爾

克孜族自治州、阿克蘇地區）

開始對所有考生進行加分，則

是在加分政策中又加入了「補

償觀」的考慮。新疆的高考少

數民族加分政策同時具備「正

向鼓勵觀」、「權利觀」、「補償

觀」三個維度，在近年來又多

次調整，這一政策作為一面鏡

子，或許能反映出新疆民族問

題的錯綜複雜。

周以諾　烏魯木齊

2024.5.11

中國與資本主義體系的
關係

姚昱和李海媚的〈冷戰優

先還是貿易優先？——1958年

中國對東南亞出口躍進政策探

析〉（《二十一世紀》2024年6月

號）向我們展現了冷戰時期中

國經濟與對外關係的另一面

相：中國在其深度融入國際社

會主義經濟體系的時代，也在

探索形塑自身同資本主義世界

經濟體系之關係的策略與路

徑。從這個意義來說，1958年

初至1959年初中國確立並推行

對東南亞出口躍進政策，正是

其在特定地區所進行的早期嘗

試，儘管其結果是苦澀的。

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時間

內，中國對東南亞的外貿政策

驟然急進，最終又在引起國際

輿論關注和東南亞諸國恐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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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彈之後，迅即選擇自我克

制。對此，學界主要有「經濟

學解釋」、「政治外交因素影響

的『經濟冷戰』解釋」、「政治經

濟學解釋」和「大躍進事件史」

四種解釋。姚昱、李海媚在汲

取前人研究、充分運用中外文

獻的基礎上，系統綜合全球冷

戰史、中國政府「經濟治國方

略」和國內政治過程這三種視

角，提出了新解釋。

要言之，其一，1958年中
國對東南亞出口躍進政策的形

成是國內外多方因素疊加的結

果，包括中國政府意圖同西方

陣營爭奪東南亞市場、國內大

躍進激進主義蔓延、中央部門

內部及其同地方政府之間競爭

加劇、中國經濟對外國資金技

術的需求擴大等內部因素，以

及中國同兄弟國家的貿易矛盾

頻發、西方對華貿易管制政策

放鬆等外部因素。其二，該政

策一經確定即得到有力推行，

得益於中國體制賦予中國政府

強大的動員、組織與統籌調度

能力。其三，由於遭到東南亞

各國的強烈反彈，又受制於大

躍進造成的自身經濟困難、中

央對大躍進激進政策的調整、

中蘇經濟矛盾激化，再加上爭

取印度而力避彼此經濟競爭發

酵，1959年初中國政府主動扭
轉了對東南亞出口躍進政策。

在諸多影響中國政策抉擇的因

素中，在經濟上盡可能多地出

口創匯和在政治上必須服從中

國對外政治鬥爭需要，是其兩

大基本考慮。恰恰是這兩者之

間存在難以彌合且不斷激化的

矛盾，致使中國對東南亞出口

政策出現從「躍進」到「主動收

縮」之劇變。

立陣營間針鋒相對，即便陣營

內部也存在較大分歧。在西 

方陣營當中，美國與盟友英

國、法國、泰國，以及老撾的

「代理人」富米．馮維希（Phumi 
Vongvichit）集團之間頻繁發生
激烈衝突；在社會主義陣營內

部，中國、蘇聯、北越在處理

老撾問題過程中既展開了積極

合作，也存在明顯的分歧。相

較蘇聯以犧牲印支盟友利益換

取同西方妥協的政策，中共的

「革命路線」顯然更符合巴特寮

奪取老撾政權的目標，也契合

越南勞動黨解放南方事業的需

要，這導致中越在支持巴特寮

的進程中結成了「統一戰線」，

蘇聯在印支共運中的話語權 

一度衰微。然而隨着中越合作

的深入，兩黨的矛盾也逐漸凸

顯。在越寮「特殊關係」的作用

下，寮方愈發依附於越南黨，

而疏遠與中國的關係，中國對

老撾黨的影響力逐漸被邊緣化。

中、蘇、越對寮政策深受

社會主義陣營內部關係變化 

調整的影響，需要以宏觀視角

來審視具體事件。到1960年代
初，隨着中蘇分裂的加劇，雙

方的「路線鬥爭」也影響到印支

地區。中越在援寮問題上的協

作同中蘇理念分歧與雙邊關係

嬗變有着直接關係。而1965年
後中越在援寮問題上的疏離，

也是蘇聯重新重視印支革命的

客觀結果。在既往研究中，鮮

有人深入探究中、蘇、越關係

變遷如何影響老撾局勢發展。

游覽通過考察中越在老撾革命

問題上的共同訴求和內在分

歧，揭示了中蘇關係及蘇聯印

支政策變動對中越合作援寮造

成的衝擊，有效填補了冷戰問

題研究當中的一個「盲區」。

吳林章　石家莊

2024.7.1

作者於文末提出了一個發

人深思的問題：紅色中國在經

濟領域始終面臨着一個根本挑

戰，即究竟應與資本主義世界

經濟體系建立何種關係？自新

中國成立至今，歷代決策集團

在處理同資本主義體系的關 

係時，一直受到「意識形態競

爭、制度競爭」和「追求經濟利

益」孰輕孰重、孰先孰後這個

關鍵問題的困擾，從未完全解

決。而北京的每一次戰略抉

擇、政策變動，無論是對當時

及之後相當時期內的國計民

生，還是對相關區域乃至整個

世界，都有着深刻影響。當前

世界又一次進入大國戰略競爭

時代，中國在思考自身同資本

主義體系的關係、制定相應經

濟戰略與政策的時候，實有必

要冷靜應對。

蔡梓　上海

2024.6.30

宏觀視野下的印支革命史

在國際冷戰的背景下，老

撾局勢的發展已經遠遠超越了

一國的界限，而是與大國在東

南亞的競爭、越南局勢和印度

支那革命等問題緊密相連。對

冷戰時期老撾問題的探索，也

應打破「國別史」或雙邊關係的

藩籬，立足於更為宏觀的視角

展開研究。游覽的新作〈論中越 

在支援老撾革命問題上的合作

與疏離（1960-1965）〉（《二十一 

世紀》2024年6月號）便從國際
共運史的宏觀視域出發，綜合

運用中、越、美等國文獻資料， 

客觀地還原了中越兩國在老撾

問題上的分合歷程。

冷戰時期的老撾局勢發展

線索複雜，超級大國和周邊國

家紛紛介入老撾危機，不僅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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