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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跨界民族问题对我国和平崛起的影响

口闫文虎[西北大学西安710069]

[摘要] 我国的和平崛起战略主要是争取和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由于跨界民

族使我国的民族问题具有国际性，它直接影响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影响我国边疆的稳定。跨界

民族问题也是美国等国际反华势力和组织干涉我国内政，阻挠我国和平发展的主要借口，直接影响

我国和平崛起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我们必须从战略高度重视解决跨界民族问题，尤其是加大

跨界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使我国各族人民共同走向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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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我国结合自己发展的实际和国际国内环境，确立

了“和平崛起”这一国家战略，希望争取一个发展自己的和平

国际环境。然而，和平崛起面临着许多挑战，有来自外部的，

还有内部的；有传统安全威胁，还有非传统安全威胁。特别是

我周边国家环境很不稳定，各国发展水平、社会制度、宗教文

化千差万别。周边环境能否形成牵制我国和平崛起的包围

圈，是我国目前面临的主要地缘政治环境。而跨界民族问题

恰恰是诱发这一不安定因素的导火线。跨界民族是指跨两国

乃至多国边界而居的历史上的同一民族。它的形成既有历史

的诱因，也有国际国内政治的现实影响。我国是一个跨界民

族较多的国家。由于共同的民族感情、文化特征、宗教信仰、

地缘联系、历史渊源等因素，跨界民族容易产生政治、经济、文

化(包括宗教)上的相互影响或主观上(人为地)渗透以及边界

领土纠纷等问题。能否正确地处理跨界民族问题，关系到与

周边邻国的关系和地区安全，关系到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

防巩固，关系到能否挫败国外敌对势力利用民族、宗教、人权

问题对我进行“西化”、“分化”、“弱化”的图谋，关系到国家安

全和社会稳定，关系到我国和平崛起战略能否顺利实施。

一、我国跨界民族地域大、数量多、分布

广、语言和宗教信仰复杂、经济文化发展相对

落后，能否处理好跨界民族问题关系到我国整

体建设、和平崛起的质量和完整性。

我国的和平崛起战略是包括广大少数民族在内的全民族

全方位的振兴，而不是某一些地方或某一方面的发展。只有

各族人民团结一起，才能取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根本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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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崛起。我国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全

国56个民族中，55个少数民族，人口l亿多，民族自治地方的

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4％以上，而民族自治地方占全国国土面

积的64％。我国与15个国家接壤，有2．2万公里陆地边界

线，其中1．9万公里在少数民族地区，全国123个边境县几乎

都在少数民族地区。从东北鸭绿江起，北至黑龙江、内蒙古，

西经甘肃至新疆，西南到西藏、云南，广西，在陆路边境地区居

住着34个跨界民族。其中影响最大的有维吾尔族、蒙古族、

哈萨克族、朝鲜族、藏族、俄罗斯族、回族、吉尔吉斯族、土库曼

族、塔塔尔族等，⋯总人口约为6600万。我国的跨界民族语言

类别比较复杂。除朝鲜族和京族的语系尚未确定之外，30个

跨界民族分属于4个语系、11个语支、14个分支，乜1其中属于

汉藏语系的跨界民族和文化群体达15个。由于我国多数跨

界民族居住的地区，自然条件和交通条件差，文化科技水平

低，经济发展较慢，有些民族至今还以游猎、渔猎兼采集为主

要生存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但

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也越拉越大，发展不全面不平衡，

有些少数民族还处于贫困状态或刚刚解决温饱问题。2001

年，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848．3元，仅相当于全

国人均GDP(7543元)的64．28％。许多跨界民族存在物质贫

困和精神贫困，经济封闭和文化信息封闭。以跨界民族居住

较多的西部地区为例，这里占全国面积的一半以上，人口占全

国的23％左右，全国贫困人口的80％，全国文盲半文盲人口的

39％大部分分布在这一地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地区

人均cDP发展、城乡收入和公共服务发展)、人类发展差距(生

活水平差距、生活质量差距和医疗卫生差距)、知识发展差距

(信息、技术、教育和体制差距)，分别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2．

49％、15．92％、48．66％，且仍呈继续拉大的趋势。∞1仅云南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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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9个民族的130万人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这其中跨界民族

占有很大的比重。跨界民族地区基本上是靠财政“吃饭”，自

我平衡能力很差，与社会主义形态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

适应。以新疆和田地区为例，所辖7县1市均为国家重点扶

持的贫困县(市)，目前仍有35万多人未解决温饱，2000年的

财政收入只能保证两个月的正常支出。到目前为止，财政欠

发职工个人资金达2．4亿元，[41职工住房公积金、医疗费长期

拖欠得不到解决。许多学生考上大学后却上不起学，被迫去

学经文。经济文化发展的滞后，与内地和其它地区形成巨大

反差，使一些跨界民族干部群众产生了紧迫感、危机感，甚至

是失落感。一些跨界民族群众由此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产生怀疑，国际敌对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也因此挑拨民族关

系，煽动民族分裂情绪。在我国东北朝鲜族地区，由于经济发

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还不是很高，就业、生活保障和福利待

遇等问题一时难以解决。这导致朝鲜族女子大量外出务工，

造成该地区人口构成不协调，打破了社会、家庭的稳定结构，

加剧了该地区安全隐患。可见，跨界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关

系到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关系到我国和平崛起的

完整性。另外，我国主要江河的源头多数分布在跨界民族地

区，跨界民族地区的森林面积占全国的42．2％，草原面积占

75％，水力资源蕴藏量占全国的66％，[31石油等关系国家经济

发展的战略资源也非常丰富。如果跨界民族地区的经济长期

搞不上去，发达地区的经济也会由于资源和市场的限制而难

以保持发展后劲，现代化的建设宏伟目标就难以完全实现。

可以说，没有跨界民族地区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就没有国

家的兴旺发达和文明昌盛；没有少数民族和地区的崛起，就没

有全中国的崛起，我们要加大西部大开发的力度，要把以富

民、兴边、强国、睦邻为宗旨的“兴边富民行动”引向深入，推上

新的层次。要充分尊重、利用和不断拓展、疏通跨界民族和国

外同族系民族的民族感情、亲缘关系，大力促进边疆地区的社

会经济文化发展。在东北边境地区要继续深化改革，大力发

掘具有民族特色和地区特色的经济模式和产业形式，把东北

朝鲜族地区经济搞上去。要加强改善对我境内少数民族的管

理工作，要结合党的“兴边富民”政策，动员群众积极参与边境

管理，增强群众自身管理的能动性和自觉性。

二、我国的跨界民族受宗教思想和泛民族

主义思潮影响大。能否处理好跨界民族问题

事关我国民族统一和边疆稳定，事关能否为我

国和平崛起营造一个良好的国内环境。

有人认为：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

世纪．21世纪将是中国人或日本人的世纪。【51中国能否在21

世纪前半叶实现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实现和平崛起，首要条

件是国内必须有一个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而民族问题特别

是跨界民族问题是影响我国稳定尤其是边疆稳定的重要因

素。西方一些国家不希望看到中国13亿人的真正崛起．他们

会利用一切可能煽动中国内乱的因素阻止中国崛起或者说不

希望中国按照自己的模式崛起，民族问题是他们找准的一个

最好突破口。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稳定问题跟踪研

究与对策课题组，对2001年的社会问题的调查显示，在影响

我国社会稳定的十个主要因素中，民族关系紧张排第十位。

民族矛盾一旦被煽动起来，就会造成流血冲突，最终导致国家

分裂。可以说民族问题对中国的整体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

用。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实现十六大

提出的建设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

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的

最基本条件。

但是泛民族主义以历史上同源或同一民族为依托，利用

语言、宗教和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同一性，宣扬历史上曾有过的

帝国辉煌，图谋实现大民族国家或建立大民族共同体。泛民

族主义的兴起与扩张是我国跨界民族问题产生及发展的思想

来源。我国边疆地区有34个跨界民族，他们与境外民族有着

共同的历史渊源、相似的文化心理特征及价值观、相同的语言

和宗教信仰、相近的经济发展水平等，这些天然联系很容易为

民族主义思潮的传播提供便利条件。加上国际反华势力、极

端宗教组织和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渗透，很容易引起民族争

端。目前，影响我国的泛民族主义思潮主要有泛突厥主义(大

土耳其主义)、大哈萨克主义、大蒙古主义。泛突厥主义极力

宣扬所谓“突厥民族至上”论，散布民族对立和民族仇视思想，

主张突厥民族实现“语言、行动和思想的统一”，以共同的伊斯

兰教和突厥语族为纽带，企图建立一个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到

阿勒泰的突厥语族大帝国。土耳其国内的泛突厥主义者甚至

公然提出“2l世纪是突厥人的世纪”的口号，竭力拉拢中亚诸

国，图谋染指其他突厥语族地区，营造一个以土耳其为首的包

括各个属于突厥语族的国家和民族在内的横跨欧亚大陆的突

厥国家联合体，其范围包括土耳其、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乌

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坦六个独立国家以及俄罗

斯的车臣、鞑靼斯坦，甚至包括了中国的新疆地区。【61这种思

潮无疑直接影响到我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社会稳定。

“泛蒙古主义”就是将蒙古国、中国的内蒙古、俄罗斯的布里亚

特统一成“大蒙古国”。“大哈萨克主义”号召世界范围内的哈

萨克人回归哈萨克斯坦。朝、韩两国也打出“寻根归祖”旗

号，提出“所有朝鲜族人是一个整体，不需要国家疆界”等口

号，借此煽动我国朝鲜族的民族独立情绪，怂恿别有用心的人

搞民族分裂，以最终达到蚕食我领土的目的。泛民族主义思

潮的兴起，对于我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将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目前，我国有以泛突厥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东突民族分裂组织

50多个，从1990年至2001年，他们在我国新疆境内制造了至

少360余起恐怖暴力事件，造成162人丧生，440多人受伤。⋯

宣扬“内蒙古独立”和“三蒙统一”的蒙独分裂组织30多个。

他们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手段，以思想文化领域为重点，以知识

分子和青少年为对象，进行宣传、渗透和策反活动，与我展开

争夺群众、争夺人心的斗争，进而煽动极端民族情绪，破坏民

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例如1996年12月被我公安机关破获并

被依法取缔的内蒙古地区影响较大、组织较为健全、活动较为

活跃的民族分裂组织“南蒙古民主联盟”，通过为蒙族学生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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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文体活动提供赞助，赠阅“内部图书”，组织聚会、联欢等手

段，拉拢、引诱蒙族大学生进行分裂活动。我国是一个多民族

的国家，也是多种宗教并存的国家。我国不仅有从国外传人

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世界性宗教，而且有在我国本土

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道教，及残存在民间的具有原始宗教色

彩的传统宗教信仰。我国现有信教的群众l亿多人，教堂(庙

宇、道观)8万多处，教职人员约30万人，团体3()00多个，有20

多个信仰宗教的少数民族。其中回、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

孜，塔吉克、塔塔尔和乌孜别克等lo个跨界民族信仰伊斯兰

教。瑶族及少部分彝族和壮族等跨界民族信仰道教。藏族、

门巴族和蒙古族以及部分怒族信仰藏传佛教。跨界民族中的

傈僳、怒、苗、景颇、佤、彝、拉祜、哈尼、傣、壮、布依、京、朝鲜等

族部分人信奉天主教和新教，少数鄂温克族则信仰东正教。

俄罗斯族仍维持其传统的东正教信仰。全国宗教问题与民族

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使得我国宗教具有长期性、群众性、民

族性、国际性、复杂性等特点。在新疆个别农村几乎达到全民

信教的程度。以国家级贫困县于田县为例，全县人口共20余

万，信教群众就有15万人。全县174个行政村，有清真寺792

座，而中小学校仅122所。旧1目前，对我国跨界民族影响较大

的宗教思想就是泛伊斯兰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随着我

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进一步实施，国外

极端宗教组织和敌对国家联合起来，加紧利用宗教对我国进

行渗透，扶植对抗政府的地下势力，建立非法组织，力图控制

我国宗教事务的领导权，并支持国内的邪教、迷信活动及伪科

学对我国合法宗教的干扰破坏活动。他们攻击、谩骂甚至谋

害爱国人士，争夺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团体的领导权。他们

编造并传播“圣人下凡”、“真主显灵”等谣言蛊惑群众，干涉行

政、司法、教育、婚姻、计划生育，乃至群众的正常生产和生活，

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非法游行示威，冲击党政机关，搞打、砸、

抢活动，蓄意制造动乱和暴乱；他们宣传“圣战”，煽动宗教狂

热和民族仇恨，从精神上麻醉控制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并企图

运用暴力恐怖和武装对抗的手段，颠覆我政权，建立“东突厥

斯坦伊斯兰独立王国”。

三、我国的跨界民族与境外同一民族关系

密切，经济、政治、文化、宗教信仰交往频繁。

能否解决好跨界民族问题关系到我国与周边

国家的关系，关系到能否为我国的和平崛起争

取到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

我国的和平崛起不仅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而且需

要一个和睦相处的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积极健康的睦邻环

境不仅是我国和平崛起的前提条件，而且是我国获取外部能

源、经济市场、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主要通道和产地，是我

国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新三步走战略目标的重要条件。然而，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强的形势下，跨界民族问题关系到国家

领土与主权的安全。跨界民族往往容易把另一边的同胞当作

ijii㈣粼糍鞘辚瓣
㈨1嘲引㈣矧⋯雌2矧；，：矧㈨l}|_【l___j s㈦，

自己精神和物质的后盾，从而向世人昭示本集团与众不同的

优势和力量，并举起民族统一的旗帜，希望和同胞一起建立自

己的国家。从这一意义上说，跨界民族问题几乎关系到领土

主权问题，一国内部民族问题在国际上很快引起一系列连锁

反应，一个国家处理自己民族问题的态度会引起与其相关民

族国家的关注。例如，俄罗斯对中亚五国的2500万俄罗斯人

特别关注，声称要不惜一切代价用武力来保护境外俄罗斯人

的平等权利。[91泰国南部的马来族在其邻国马来西亚是主体

民族，这使得泰国同马来西亚的关系始终存在潜在的不稳定

因素。中国与15个邻国的跨界民族，有着历史的渊源关系，

同族同根、同风俗、同语言、同文化，自然互有认同感和亲近

感。由此增加了彼此之间接触和交流的可能和现实愿望。中

国新疆境内的少数民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柯尔克孜族、

塔吉克族、俄罗斯族，分别是中亚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

坦、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及俄罗斯的主体民族。生活在蒙

古国的蒙古族与中国境内的蒙古族属于同族同源的一个民

族，在语言、文化、宗教、经济、生活方式、服饰、饮食习惯等物

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许多方面有着共同点。生活在南亚诸国

的菩提亚人至今保持着讲藏语等西藏文化特点。如仅尼泊尔

约有14个民族与藏族有密切关系。生活在缅甸边境上的傣

族、掸族、景颇族、佤族、苗族、拉祜族、布朗族、僳僳族等少数

民族同我国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同一民族保持语言文字相同、

文化相同、风俗相同，双方友好相处，相互通婚，对方都有亲戚

和朋友，关系很融洽。生活在越南边境上的京族、瑶族、哈尼

族、拉祜族和布依族等跨界民族与我国云南、广西境内相关民

族关系密切。跨界民族虽然分属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国家

观念和爱国情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别，

这种差别很容易使跨界民族问题成为敏感问题。我国的跨界

民族与境外同一民族关系密切，经济、政治、文化、宗教信仰交

往频繁。这使得他们有更多的参照系，他们不仅与本国的其

他民族，特别是主体民族作比较，还与边界另一面的同胞作比

较，与任何一方的差别都可能触发民族情绪。对民族分裂分

子来说，“民族统一主义是个神圣的召唤”。【l叫中亚各国经济的

发展、民族关系的变化及各民族政治与经济生活地位的起伏，

对新疆的民族关系都有很大的影响。中亚国家出于国内政治

的需要，提出了“民族回归历史故乡的口号”等民族复兴政

策，相继召开了世界哈萨克人大会、世界吉尔吉斯坦人大会、

世界土库曼斯坦人大会，号召境外的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

土库曼人回国，三国政府为回国者提供优惠政策。如果处理

民族问题不当或者说我们的民族政策欠科学性，那么在长达

3300公里的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边境线上，跨界民族问题将对

我国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构成威胁。⋯1另外，蒙古实行的新

文化战略被我国极少数主张“三蒙合一”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

所利用，助长了他们分裂祖国的野心，直接影响我内蒙古地区

的稳定和发展。虽然门巴族在中国是一个人数很少的少数民

族，但在不丹是主体民族，这种复杂的民族关系使我国在考虑

西藏的民族关系和西藏的稳定时，必须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

思考，以确保西藏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越南政府在边境

上采取歧视、排斥与我国相关的跨界民族和解除其民族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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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做法，直接影响我国边境稳定和两国关系。近年来，朝鲜半

岛局势、朝鲜国内政治经济状况及全球民族主义复兴等外部

因素对我经济欠发达、生活水平不高的朝鲜族地区带来许多

安全隐患。由于朝鲜国内连年遭受自然灾害，农业严重欠收，

导致大量朝鲜“饥民”流入我东北边境地区。他们在我国境内

不但抢劫、杀人、偷盗、非法拥有武器，甚至是种毒、贩毒，对我

东北地区的稳定与安全构成极大威胁。而他们的中国亲戚为

他们提供食品和栖身之地，有的甚至还为他们的违法活动提

供场所，帮助他们藏匿证据、逃避调查。处理这类问题不仅要

考虑它给我国安全稳定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也要考虑朝鲜

政府和人民的反应。总之，要塑造良好的周边环境，中国需从

根本上减少和消除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虑，促使中国同

周边邻国的关系全面改善和发展，需要从政策实践而不仅仅

从口头上解决和消除“中国威胁论”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带

来的种种负面影响。我们要从解决跨界民族问题人手，坚持

“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争取实现与周边国家政

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互利共赢、文化上交流借鉴、安全上对

话协作。此外，在打击极端民族势力、极端宗教势力和恐怖势

力等方面加强与周边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交流合作，

争取世界舆论和国际友人的支持。

四、跨界民族问题常常是国际反华势力分

化西化我国，干涉我国内政的借口，也是民族

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对我国进行分裂恐

怖活动的旗帜。能否处理好跨界民族问题事

关国家安全，事关和平崛起战略的顺利实施。

我国的和平崛起战略实施并非一帆风顺，它面临着这样

那样的外部阻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不愿看到世界

上社会主义的存在，更不愿看到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

他们打着“人权高于主权”、“捍卫人类普遍的价值观”等旗帜，

以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为突破口，想方设法挑起民族矛盾和

宗教矛盾，制造民族分裂，妄图形成反华阵线，妄图像用民族

问题肢解苏联和东欧那样，以压促乱，以乱促变，把我国边疆

少数民族从我国分裂出去，从而遏制我国的发展。国内民族

分裂势力为了实现“民族独立”的梦想，极力寻求国际反华势

力在舆论、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支持¨“。在西北，美国等

西方国家把秘密扶持“东突”分裂势力，作为其中亚战略的组

成部分，企图利用东突势力分化、弱化中国。美国各级政要先

后接见我境外的新疆分裂组织头目，要求各势力加强联合，并

保证“东突厥问题”国际化。1997年底，美国中央情报局制定

了分裂新疆的“新疆工程”计划，强调“不能只把新疆问题视为

简单的安全问题，必须视它为使中国政治自由化战略的重要

组成部分”。”列1998年3月，美中央情报局批准该局中国工作

处对新疆地区的情报进行搜集，并计划在土耳其与伊拉克边

境为新疆境外的分裂组织培训人员骨干。2()04年9月14日

东突恐怖组织在美国成立了东突流亡政府。目前，在美国的

东突分子达1000多人，其中华盛顿地区就有300多人。L141另

外，西亚和中亚的一些国家和组织也打着“泛伊斯兰教主义”、

“泛突厥主义”的旗号，在新疆地区煽动民族分裂。在西藏民

族问题上，美国、印度等国加大其在对华关系中的战略筹码。

美国国会授予达赖沃伦伯人权奖，1989年又煽动授予达赖“诺

贝尔和平奖”。2000年美国国会参议院将3月10日定为“西

藏国庆日”。2001年2月，布什提升总统接见达赖喇嘛的规格

和提升“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的地位。“纠2002年3月5日，美

国42名国会议员提出众议院第357号决议案，称北京三年内

不能与达赖达成协议，美国政府就应当承认“西藏流亡政府”。

印度一直默认“西藏流亡政府”，允许达赖在新德里设办事处，

纵容“藏青会”、“藏妇会”等组织在新德里进行“分裂”活动，允

许他们在印度进行“国际西藏年”、“和平挺进西藏”、“争取西

藏独立徒步行走”和绝食等活动。印度政府还给达赖集团以

经济援助，仅每年拨给达赖集团教育经费就达1000多万卢

比。在蒙古族问题上，美、日等西方国家企图利用跨界民族问

题把内蒙古分裂出去。1997年，欧洲议会根据“蒙独”势力的

要求，提出“内蒙古人权问题”议案。蒙古国的一些反华议员、

政府官员、民间团体和知名人士也打着“蒙古民族利益”的旗

号，大力支持“蒙独”分裂活动，接收和安置了部分外逃“蒙独”

组织成员，允许他们加入蒙古国籍或长期居住蒙古，甚至为其

进行“蒙独”分裂活动提供经费支持。美国“苗族协会”经常派

人到云南、贵卅I、越南、缅甸和泰国的苗族聚居区进行活动，策

动苗人迁居中、老、缅毗邻地区，以建立“苗族之国”。朝鲜民

间每年都召开所谓的同宗同祖朝鲜人大会，韩国部分议员还

对我国长白山提出主权要求。另外，美国还极力促成“东突

独”、“藏独”、“蒙独”、“台独”及“民运”组织等民族分裂势力的

联合。2000年5月27日，在华盛顿大学召开的“自由亚洲国际

代表大会”就是这些分裂势力的“大联合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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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Border—across EthIlic I辎ues Impacting on China’s Peacefm Rising

YAN wen—hu

(Nonhwest University Xian 7 10069 China)

Abstract 0ne of t}le straties of peaceml rising for our country is to make use of the peaceably intemational enVironment to develop our—

selVes．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缸ansnation8l ethIlic groups in China are 0f their importance，intemationalization，compJexity and pro—

traction，it directly a珏ect relation哪ong oIlr country and nei曲boring countries，and the stability 0f our country’s b(神er．Border—across Etllnic

Issues is also areason for intemational hostility forces and organizes．We must solve these problems，especially by accerlatillg山e econonic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border—acmss countries．

Key Words border—across e山nic issues； peaceful rising； s扫阻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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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广角·

产权制度的一个社会学解释

周雪光在《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上撰文指出，在西方市场社会的历史上，人们对影响组织间关系机制的认识经历了

从充分竞争市场、到不完全竞争市场、到人们面临不确定性和不对称信息的各种应对机制的不同理论模式，企业组织间合同

关系的治理形式也相应地经历了古典合同法、新古典合同法、关系合同法的演变过程。社会科学研究中关于产权的概念也应

该有一个相应的变化，即从“权利产权”的思路转变为“关系产权”的思路。

“关系产权”思路试图对转型经济中出现的一些经济现象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澄清这些现象背后的因果机制，提出有关的

实证意义，以便促进进一步的研究探索。例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组织间边界模糊和企业产权模糊不清，持续演

变和被重新界定的大量实例。而权利产权理论只能告诉我们，这些情形是“低效率的”，“非最佳的”，但是它对这些情形为什么

存在、而且为什么有时候表现出适应优势这些问题的解释常常令人失望。

在中国转型经济中，产权基础上的关系和策略性模糊为某些企业和各级地方政府之间建立了稳定密切的关系，制造出了

一个相对稳定有利的制度环境。不仅如此，这些制度上的纽带同时造成了组织间边界的模糊性，为不同组织、不同领域、不同

所有制类型之间的资源动员和资源转移提供了有利的渠道。关系产权的理论模式将研究分析的注意力从企业的独立性转向

组织间的相互依赖，从“排它性”转向互联性，从组织间边界的明晰界定转向策略性模糊，从资源分配的效率转向组织应对环

境的优势。这一思路的中心观点是，产权的结构形式取决于现实社会中信息、资源、机会、风险的分布状况和分配机制，而产

权基础上建立的关系正是应对或突破这些环境条件约束的结果。从这个角度上我们可以对一些经济现象提出十分不同的熏

新认识。

·宣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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