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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瓣网友“卓越”的书评 

写在前面。我是一个社会史、经济史和西方的中国研究等领域的门外汉，以下文字仅

是我阅读本书（《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后的一些主观的片面的感受，属班门弄斧之

言，不当之处还请见谅。 

 

《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 

《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初听书名便可猜到其内容一二——应与政治政策相关，

副标题“中国历史回顾与前瞻”也为这种猜想提供了“证据”。而待真正阅读后则会发现，

本书内容不止与政治政策相关，还与历史，与经济相关，更与西方的中国研究理论视角关

系紧密；这是一本回顾中国近现代国家/政权与社会/民间的交流互动，展望两者未来可实

践的良好走向，兼及论证西方的中国研究理论和视角存在形而上的谬误与偏颇的论文集。

该书的作者是荣有“超级教授”（Professor Above Scale）美誉的黄宗智。该书是其

“总结……最近三年”“已有的研究”“所形成的两本待刊新书”中的一本（另一本为

《实践社会科学：方法、理论与前瞻》），也是其主编的“实践社会科学系列”丛书中的

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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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 

连同导论与代后记，本书共 12 个章节。所要剖析的问题或者说“集中论析的主题

是”：“从历史回顾和前瞻愿想双维来……探索”“中国的治理体系”。具体而言即通过

论证以二元对立理论为核心的西方研究所固有的削足适履的谬误、“局限和幻想”，及借

鉴其来探索中国历史、现状与未来道路与中国的历史逻辑和自身的发展道路的不相符，以

挑战西方唯我独尊的霸权的话语体系，从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塑基于“中国传统土地上

的现代发展新愿想”。具体表现在正文中即各章以不同主题对西方的中国研究理论的批判

和对中国独特的治理体系的梳理和前瞻。 

如第一章中，作者简明扼要且清晰地梳理概括了西方（尤其是美国战后三代学者的）

社会史研究理论的格式框架——“几乎在所有的学术刊物中都设定了一个固定的格

式：……先说明其所要解答的问题，一般多涉及某某理论，而后围绕一个中心论点来提出

其经验证据。”指出西方研究路径中先确定理论主题，再筛选实践经验，选取证实或证伪

的实践，最终得出与预订理论非正即否的结论，而抛弃不能证实或证伪却相关的实践经验

不顾的研究谬误。并结合“中国的经验实际”是与二元对立相“悖论的”，是两者“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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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实的”，这样的客观实践，来论证西方的二元对立理论是割裂了两者间联系的，

是极不适合全盘吸收用来研究“中国的经验实际”的。为后续章节对中国独特的治理体系

的展开论述奠定基础。 

如第二、三章中，作者对中国的封建时期和近现代的治理体系及活跃于国家和社会之

间的非正式的治理体系的具体论证，由此指出“中国基层治理方式和宗旨”的“过去和现

在与西方的过去和现在都不相同的一系列特点”，以再次证伪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的西

方理论所存在的谬误，及其与中国历史与当代实践的不相符。本章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作者

所提的两个概念：“集权的简约治理”和“第三领域”。“第三领域”是指由国家机构的

“正规行政体系和基层社区的非正式体系……互动所组成的一个庞大和特殊的……治理体

系。”关于“第三领域”的论述，在前有瞿同祖的《清代地方政府》和白德瑞的《爪牙》

的情况下，尚体现不出作者的创建性，但由此及中国在封建帝国统治时期的特点而提炼出

的，也就是本章值得关注的第二个概念“集权的简约治理”却是不同的，极佳地体现出作

者的独见性。“集权的简约治理”是作者对中国帝国时期治理体系的准确总结，是一种

“在高度集中的中央政权和官僚体系之下，实行了非常简约的基层治理”，是一个“高度

中央集权，低度基层渗透”的体系。其所依赖的是官员对“集权的皇帝……的忠诚……而

每多隔一层便会加大失去那种个人化忠诚的风险”，因此，“世袭主义制的逻辑要求政府

机构保持最少数量的科层，以免切断整个体系倚为纽带的个人忠诚”。这是迥异于“西方

现代政府的'低度中央集权，高度基层渗透'”的。“这个概念不仅试图把握政府正式组织

的性质，而且试图把握政府行政的实践；它不仅试图指出政府正式机构的组织方式，而且

试图阐明在官方政府与民间社会之间的灰色领域内运作的半正式行政实践。”从理论到实

践，都证明了西方二元对立理论的谬误、“局限和幻想”，及与中国历史和实践的不相符，

挑战了西方唯我独尊的霸权的话语体系，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塑基于“中国传统土地上的现

代发展新愿想”的构建奠定了理论的和历史的基础。 

又如第六章中对中国国力现代化路径的回顾，第七章中对“一带一路”政策的剖析，

第八至第十章中对乡村振兴问题和方向的探讨等，都是对作者证伪西方的以理论出发研究

历史实践的本本主义思路和二元对立理论，论述与其迥异的中国独特的治理体系的历史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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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发展道路的主题的体现。在作者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帝国时期的官僚层级设置，

还是如今“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的建设，体现的都是“拒绝简单和偏一方的非此即彼

二元对立思维”的“两者的共同发展”的二元合一。当代史学研究与政策解读若照搬西方

的二元对立理论，以西方的此番理论来嵌套中国的实践经验，而无视中国历史和现当代的

二元合一的“思维和价值观”，是对中国治理体系和历史逻辑的无视。这样的主题不仅融

合在本书各章内容之中，更是贯穿全书的主线。 

 

《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 

论述中国的治理方式和历史逻辑与西方国家的迥异，西方研究理论不适宜照搬至中国

的实践研究，作者还以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进行例证。在第八章中，作者概述了西方

“资本主义体系的历史经历”，主要有四个阶段，分别为：“16 世纪到 18 世纪重商主义

的资本主义时期。其主体是来自新兴民族国家间的竞争与战争的重商主义”；“伴随帝国

主义——殖民主义国家而来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1929-1933 年经济大衰退后

“新兴的结合劳工福利与资本主义”体系的“福利化时期”；1970 年代“资本主义滞涨

危机之后，伴随后工业资本主义而兴起的新金融化资本霸权的体系”。结合第六章中，作

者“特别强调”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历史显然是一个双重性的历史。总体来说，资

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历史一直是和国家密不可分的，和新兴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竞争和

频繁的战争及其后对欠发展地区的帝国主义侵略密不可分，更和之后的资本全球逐利历史

密不可分。从这样的角度来考虑，放任型市场经济无疑仅是一种单一面的、理想化了的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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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遮蔽了另一面的实际。当然，也绝对不仅仅是为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幸福的道

路。”“我们需要认识到现代西方的实际的双重性格：一方面是其比较崇高的民主自由理

念、治理制度及蓬勃的现代化工业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其重商主义时期的民族国家

的军事竞争和战争，其后的对后发展国家/地区的侵略，以及再其后的全球霸权追逐……

两方面缺一不可。”即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通过国家机器支撑的掠夺殖民使自己发展起

来之后，再开始宣扬推行所谓的“无为政府”“自由市场经济”以限制后发展国家的发展。

可知这些规则的提出和强化就是为了规制和限制后发展国家依靠国家实力发展自身经济的

举措，体现的正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思路和当下的霸权行径。这种掠夺殖民式的特征，

同样表现于当前俄乌局势紧张形势下的国家站队，尤其是英国外交官近日的发言，淋漓尽

致地表明了英美国家的掠夺本性，更能体现出西方资本主义“崇高的西式自由主义理念”

旗帜下的“绝对不可忽视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历史背景和当前实际。”撕

下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伪善和极片面的自由宣扬。 

这些都是本书的极出彩之处。此外，另一不得不提的优点，还在于导论对正文各个章

节的主题和论点的提纲挈领式的概略介绍。对计划经济时期的正面影响和改革开放后的负

面影响的评述[第三章三（二）]；对诸多经济学家的观点、史学家的著作的信手拈来；对

农村农民的关注，对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的思考等，同样是本书众多出彩之处。 

 

《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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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精彩至极，本书仍存在一定量的缺点或不足，主要有两个。一是本书正文的 10 章

内容是由作者创作于不同时期的文章集结而成的，各章之间的连续性不是很强，且有些章

节存在重复的论证，尽管单独阅读任何一篇都会带来极佳的体验。像亚当•斯密的“新自由

主义理论”，作者在第六至第八章中都有概述和评价；像作者所称的存在于国家与社会间

的“第三领域”的非正式治理制度，第三至第十章中都有或简略或详尽地论述。多有重复。

二是所论述的观点仅限于理论层面，缺乏具体可实践的操作。如第六章中，作者对国家与

社会—市场的未来发展的“倡议”：国家与社会—市场的“二元合一无疑是国家能力和发展的

关键……笔者初步倡议的是，逐步走向两者间更加对等的权力关系，让社会积极参与成为

重大公共决策中的最主要的测验，让高度发达的社会力量来抑制当权者决策中所可能犯的

错误。中国如果真能做到重大公共政策必须获得社会的积极和持续参与、结合由上而下的

领导和由下而上的参与，那才是能够发挥最大能量的国家与社会—市场间的关系的政治经

济体系和道路。”如何衡量“社会的积极和持续参与”是否是积极的？又如何衡量这样的积极

参与是否是自主的？缺少具体的可实践操作。 

虽有内容重复和论述限于理论的缺点，但却难掩作者所提“集权的简约治理”的创见，

及对西方二元对立理论的挑战的勇气和中国独特的治理体系的回顾与展望的客观。书中的

精彩妙极的论述尚有许多，一篇千余字的读后感自是不能全部涵盖之的，更何况是一个门

外汉的视角了。 

 

《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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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本书，不仅可以知晓西方研究理论中的二元对立固疾，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

历程，和中西方国家与社会发展过程的不同，也可以加深对当下的国际环境的不公和对国

内政策的理解，如现代西方的民主自由和霸权追逐的双重性格，及其所宣扬的“新自由主

义”理论，如“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协同发展”的新发展理念，你会发

现这句略显绕口的话，其内涵竟如此深厚！有助于提升文化自信，激发民族自豪感。“这

是一本为中国青年学者们写的书”，也是为全体国人写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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