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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無疑是當前中國政府的施政重點，如

何推動傳統產業走向可持續發展更是關鍵所在。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的主

題是「中國綠色轉型的挑戰」，多名學者分別就食物、農業、漁業等與民生息

息相關的領域進行討論。張劼穎、李雪石以食物產業為例，指出受新自由主

義經濟學的影響，企業往往從「外部性」的角度看待環境成本，文章提出一種

「嵌入性」的解決思路，將綠色價值貫穿生產鏈條的全部環節，建立具本土性

的可持續食物系統。余昕討論近年興起的「社會生態農業」理念，指出一批關

注「三農問題」的學者和社會活動家提倡新鄉村建設運動，在全國各地積極建

設生態農場網絡，倡議將「生態」嵌入「社會」，但在理念和實踐上均面對不

少挑戰。王利兵、方靜指出，中國海洋漁業政策從過去單純追求產量向注重

質量的方向轉型，當局雖然採取了限制捕撈、鼓勵漁民轉產轉業等措施，但

是轉型之路依然十分曲折，海洋生態持續惡化、漁民生計受影響等問題仍待

進一步解決。張倩、達林太認為中國草原退化問題未見緩解，並非如外界所

指由於過度放牧所致，而是實施畜草雙承包責任制和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機制

衍生的結果；草原之於牧民的意義發生根本性的改變，草原的經濟和生態價

值受到商品化的衝擊，牧民在追求短期經濟利益的驅動下，失去了保護草原

的初心。

本期刊出的三篇學術論文皆為饒富學術意義的研究成果。張雷以國民黨

縣級官員的日記為主要材料，探討「南京十年」前後蘇北豐縣建立強勢「黨治」

的前因後果；黨部雖然成功以革命方式壓制「紳治」，但在抗日戰爭初期卻陷

於孤立無援的處境，部分骨幹黨員更因革命理念不同而改投共產黨。徐斌、

邊璟梳理了建國初期湖北省水產業社會主義改造的來龍去脈，指出新政權建

構了一套以湖業管理部門為中心，涵蓋漁民產銷合作社、水產市場、水產管

理站、醃魚加工廠與水產供銷公司在內的整體性管控系統，最終將傳統的水

產業市場納入國營體系管理。朱江華峰基於深入的田野調查，揭示當下中國

製造業中介招工市場的定價機制，研究發現勞務公司利用巧妙的方式操縱下

游中介代理與工人的定價，通過穩定的工人流失率來獲取利潤；工人的商品

化愈益加劇，其權益並沒有得到充分保障。

今年是享譽全球的《21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英譯本出版十周年。據陳德軍的深入分析指出，與其說作者皮凱蒂（Thomas 
Piketty）是新世紀的馬克思，毋寧說他更像是蒲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
的傳承人。上期刊出的周質平〈和而不同：錢穆與余英時〉上篇頗受讀者關

注，今期續刊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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