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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都为奥巴马取代小布殊成为美国总统而欢呼，那首先不是因为奥巴马很好，

而是因为小布殊实在太糟糕。先不把在其任内加剧贫富悬殊和造成金融危机的帐

算在他身上，以虚假情报为借口侵略伊拉克这个罪行，就足以把他送上国际战争

法庭审判了。 

美国的民主制度不单把这个战争贩子选举出来，而且对其推销战争的行为一点制

约都没有，还让他成功连任，所谓多党竞争﹑传媒独立﹑议会制衡都统统失效 了。

美国的民主制度是所谓成熟的民主制度，它不是还在学步的南韩和台湾，而是所

谓国际自由社会的领袖，是不少追求自由平等的中国人所梦想的国度。 

中国在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向西方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国学习了不少东西，现

在有些地方已经学得很不错了。我们并不怀疑，中国有朝一日不得不实行民主制

度的时候，在维持有民主之名而无民主之实这方面，有可能很快就学得同样出色。

但是，这显然并非中国平民百姓之福。 

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 

去年底，以自由派作家刘晓波为首的知识分子草拟了一份名为《08 宪章》的宣

言，表达了他们对中国落后的人权状况的不满，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有些人 把

它与捷克的《77 宪章》比较，作为《77 宪章》的联署者之一﹑后来当过总统的

哈维尔就指出，《08 宪章》比《77 宪章》更进一步，它的要求要全面得多 （见

09/01/19 华尔街日报）。在这一点上，哈维尔并没有错，《08 宪章》的具体主张

就有十九条之多。其中第一至第十三条为司法独立﹑言论结社自由﹑ 民主选举

之类传统要求，第十六和第十七条则为社会保障和环境保护。这些要求应该没有

什么争议。 

但是，《08 宪章》并不止于此，它还鼓吹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第十四点全文

如下： 

「14， 财产保护：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实行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

保障就业自由，消除行政垄断；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合法有序 地展开产权改革，明晰产权归属和责任者；开展土地运动，推进土地

私有化，切实保障公民尤其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以中国庞大的农村人口，每人平均能够分到的土地非常有限，对于许多人来说，

土地已经渐渐从生产资料变成社会保障，在没有全面的社会保障之前，失去土 地

将是非常悲惨的事情，也容易造成社会动乱。今天在全球金融危机之下，人们正



在担忧农民工在春假过后的就业情况。庆幸的是，农民工在乡下还有几分地，可

以 起到最低限度的安全网的作用。 

一片土地所带来的终身利益如何估计，土地的售价怎么才算合理？连奶粉这么简

单的产品，普通人都受到商人的欺骗，更遑论土地了。就算是农民没有受骗，他

们会不会把得来的金钱花得太快，以致老来无所依靠？这些问题都是很真实的，

必须切实考虑周详，不能轻言土地私有化。 

《08 宪章》的起草人要是真的关心农民的福祉，为什么不去听听农民自己的意

见？为什么不主张农村实行自治，集体决定土地的用途？宪章的起草人实在没有

必要越俎代庖。 

宪章的第十五点也很发人深思省，全文如下： 

「15，财税改革：确立民主财政和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建立权责明确的公共财政

制度构架和运行机制，建立各级政府合理有效的财政分权体系；对赋税制度 进

行重大改革，以降低税率﹑简化税制﹑公平税负。非经社会公共选择过程，民意

机关决议，行政部门不得随意加税﹑开征新税。通过产权改革，引进多元市场主

题 和竞争机制，降低金融准入门坎，为发展民间金融转创造条件，使金融体系

充分发挥活力。」 

保护纳税人的权利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但是，每个人纳的税都不一样，这种说法

不就暗含了税纳得越多的人权利越大，越有发言权？没有纳税的穷人那敢自称 

是纳税人？当纳税人的权利和那些没有纳税的人的权利有冲突时，宪章的起草人

会站在哪一方？在「民意机关决议」中，你们会怎样投票呢？不知从什么时候开

始， 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保护的，已经不是全体公民的权利，而是那些有能力交

纳税收的人的权利！ 

「对赋税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以降低税率﹑简化税制﹑公平税负。」毫无疑问，

在中共官僚统治之下，苛捐杂税，贪污浪费，这些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都应 该

予以反对，但是这并不能得出税率过高的说法。《08 宪章》既要保护纳税人的

荷包，又要帮助民营资本家改善营商环境（「通过产权改革，引进多元市场主题

和 竞争机制」），对如何保证有充分的财政资源去改善社会保障则只字不提。

宪章的起草人在维护谁的利益，实在清楚不过。 

中国的危机 

中国经济改革已经三十年了，而且也有瞩目的经济增长，但是，改革的成果并没

有同等地惠及每一个人，在某些方面更出现严重倒退（医疗﹑社保﹑产品安全 等



等），对于广大的农村人口来说，生活尤其没有保障，对环境的破坏更达到对不

起后代的地步。中国面对的问题，并不是政治上的自由民主法制，加上经济上的

明 晰产权和自由竞争就可以解决。即使是这些目标全部达到了，那顶多是取消

了来自中共官僚的压迫，而没有丝毫减轻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贫富悬殊，以及工人

的工资奴 隶的地位。 

作为整个世界范围里的一种制度，以无限制增长和鼓励过度消费为特点的资本主

义已经到了发展的极限，它所要求的自然资源和对大自然的破坏已经到了地球 

所不能承受的地步。从人均生产力的角度看，中国还是个落后的国家，但是由于

其巨大人口和高速经济增长，中国又是举足轻重的大国，举例说，它的二氧化碳

排放 量便已经超过美国了，它的继续增长已经到了危害全世界的地步。此外，

中国原有过度依赖外贸的发展模式的危害性现在也表露无遗，这在在都表示中国

是时候改弦 易辙，重新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中国重新走社会主义道路，有利因素有四。第一，中国国力强大，是自鸦片战争

以来所没有的。第二，国际环境比较有利，美国这个头号大国的道德信誉已经 破

产，而且在很长时期将自顾不暇。第三，中共一直声称在实行社会主义，目前各

个行业中的龙头企业仍然是国家占主要股份，这使得推翻中共官僚统治之后，无

须 进行大规模的国有化，因此受到的阻力也较少；也由于中共一直声称在实行

社会主义，因此要求恢复正牌社会主义的呼声就显得无可厚非。第四，通过上世

纪的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社会主义者学会了宝贵的经验，那就是民主

的重要性和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市场。这种认识不仅令日后实施的政策更加有

效，也令它在最 大范围得到国内和国外的支持。 

《08 宪章》的起草人对国内形势和国际大势都视若无睹，真使人有今夕何夕的

感觉。 

新社会主义运动 

《08 宪章》在 12 月 10 日公布之后，刘晓波便被公安部逮捕，至今连他妻子都无

法与他会面；与此同时，全国各地有份参与签名的人士纷纷受到问话和不 同程

度的滋扰。对于刘晓波等人受到的迫害，我们像许多得悉此事的人一样，感到无

比的愤概。他们所行使的表达自由，只是基本人权，也是中国宪法所保护的，社 

会主义者不应因为政见不同，便对他们受到的迫害视若无睹﹑甚至幸灾乐祸。 

《08 宪章》为中国开出了一副药方，其中一些固然是有害的，另一些却是有益

的，是另一副真正能够对症下药的方子里所必须具备的元素。用一个老套的说 法，

中国今天面对的发展问题，可以分为民主任务和社会主义任务两部分。前者包括

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容许的各种人权和民主权利（但不包括无限制的财富积 



累和经营权利），与《08 宪章》中提到的第一到第十三点的主张大致相同。后

者的要领在于把人民的利益放在资本和官僚的利益之上，让人民在各个方面得到

全面 而迅速的发展，具体手段包括把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企业收归国有，让私

人资本只起到补充的作用。 

我们认为，这两方面的要求不仅没有矛盾，而且缺一不可。单单主张民主自由，

而不重视普罗大众的前途，就不能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难免沦为书生论政， 甚

至不知觉成为外国势力干预中国的工具。相反，单单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经济上的

平等制度，而不重视民主自由，甚至视自由派为洪水猛兽，客观上成为中共官僚

维 持官僚资本主义的帮凶。 

这次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不少人都期望中国能起到挽救世界经济的作用。在这

方面，中国实在当仁不让，但是，要做的不是去多买美国债券，而是结束对资 本

主义的补课，重新向社会主义上路。我们不指望中共会自动这样做，但是在中国

出现一个同时追求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运动并不是没有可能的。单单是这样运

动 的出现，对其他国家觉悟的民众就是大大的鼓舞。（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