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 後 語
隨着2022年底中國疫情防控措施全面放寬，社會經濟活動漸次恢復正

常，春節假期後各行各業復工復產，中國經濟增長可望重拾升軌。新年伊

始，眾多經濟學家或投資機構都對中國經濟前景作出預測；在瀏覽令人眩

目的百分點之餘，更值得深思的是後疫情時代中國經濟轉型的方向。本期

「二十一世紀評論」以「中國經濟轉型前瞻」為題，刊出兩篇不同分析進路的

文章，希望能夠引發進一步討論，收拋磚引玉之效。陶然在其宏文中嘗試建

構一個整體性的分析框架，深入解釋中國過去高速增長模式的形成和演變機

制。文章認為，目前中國的增長模式存在不少結構性問題，以致國家的宏觀

調控和微觀干預措施效果不彰，並呼籲社會大眾必須早日形成深層次體制改

革共識，為結構性的調整準備條件。周天勇、田博亦指出，中國屬於一個特

長周期的二元體制並存的經濟體制，可以透過深化改革來釋放因體制扭曲而

被禁錮的生產力和財富價值，成為未來生產、消費和資源的增長潛能。根據

他們的研究模型推算，在落實不同體制改革的模擬情境下，所釋放的「扭曲

差值」可望額外帶來年均約3.2%的增長，不容小覷。
本期「學術論文」欄目刊出四篇文章，首兩篇長文的上篇已於2022年12月 

號刊出，本期接續刊出下篇，包括劉曉原對中蒙（外蒙古）關係「正常化」的

深刻探討，以及段世雄有關內蒙古統一行政區域的變革源流。兩篇文章討論

的範疇迥然不同，但對於我們了解內外蒙古在歷史上的轉折和變遷均有重要

啟示。1960年代中蘇「蜜月期」過後，以蘇聯為首的部分華沙國家於1967年
成立反華組織「對華國際」（Interkit, 1967-1986），旨在協調蘇東集團各國的
反華政策。童欣廣泛應用德文檔案材料，從中國與東德的關係入手探討「對

華國際」瓦解始末。文章認為，隨着1980年代初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東德因
應自身發展需要，急欲與中國建立貿易、科技和文化關係，「對華國際」在欠

缺東德的有力支持下逐步走向終結。在中蘇交惡的另一面是中美關係轉趨緩

和，兩國於1979年正式建交，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更於同年1月首度訪美。李
桂峰、薛鵬程根據解密檔案，重構了鄧小平訪美前後卡特（James E. Carter）
政府對於中國發動「對越自衞反擊戰」的「三階段」回應。總的來說，美國基

於國內政治、中美以至美蘇關係的考量，力圖通過各種外交舉措勸阻中國

「教訓」越南，不過實際作用卻十分有限。

去年11月下旬，以研究中國近代史望重士林的張朋園先生溘然離世，海
內外學界深表哀悼。黃克武先生應邀撰文，縷述恩師的治學與為人，以及兩

人相識相交的種種往事，讀來令人動容。我們由衷期許，更多以歷史研究為

志業的學者將張先生的治史精神一代一代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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