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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王天成分析说，中国的转型如果走

先地方后中央的顺序，不但可能导致国家

分裂，而且还可能导致暴力与战争，导致

民主转型的中断。

当今世界，最重大的问题莫过于中国问题，

而中国的民主转型则是重中之重。正如戴

雅门（Larry Diamond）教授所说：“ 中国向

何处去？ —— 这是未来数十年内，全球民

主前景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事实

上，这或许是前途未定的世界所面临的最

重要的课题。”1

王天成先生的《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正是为了回答我们

时代这个最重要的问题。

《大转型》一书主题宏大，涉及议题相当广泛。作者提出要建立“民主工

程学”这样一种学问。“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民主转型的发生原理、动力

机制，探讨民主转型的战略、模式、路径、步骤、节奏；研究民主政体的

制度设计、宪法选择，探讨民主转型完成后如何巩固民主、提升民主的质

量、使民主持之久远；预测民主转型过程中有可能发生的政治经济危机，

寻求化解危机的策略、方法”2。

作者强调要学习和吸取前人的和外国的种种经验，尤其是学习和吸取第三

波民主化的种种经验。对一系列有争议的问题，诸如革命与改良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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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与非暴力的问题，作者都力图首先从概念上予以澄清，并进而给出了

自己的主张或说明。

《大转型》一书富于建设性。例如，未来民主中国是采用总统制还是采用

议会制？如何安排转型期间的选举顺序，全国性选举、省级选举和县级选

举，何者为先何者为后？什么样的制度架构最有利于处理民族问题？怎样

实现转型正义，即怎样对待过去侵犯人权的罪行及罪行的执行者？等等。

作者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并阐明了其理由。

根据全球第三波民主化的实证研究，转型过程一般分为自由化和民主化两

个阶段。作者首先对自由化和民主化这两个概念做出了明确的区分和界定。

这在中文语境中并非不重要。因为在过去人们常常把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

譬如 1979 年的民主墙运动和 1989 年的民主运动，我们都称之为“民主运

动”，但实际上它们属于自由化运动。因为这两场运动的诉求都是言论自

由、结社自由和集会自由，基本上没提出选国会选总统。

再有，作者根据第三波民主化的经验，提出自由化先于民主化。这一点也

很重要。在研究了全球 21 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主化案例，作者按照转型速

度把它们分为快中慢三类。转型速度包含从自由化开始（即开始冲击言

禁、党禁）到民主化实行（即举行全国大选）选举的时间跨度即 L-D 跨度。

作者主张中国应该采取快速转型。

我们注意到，东欧以及蒙古等共产国家，从自由化到民主化的转速都很快。

这是因为在共产国家，原有的宪法都规定了各级议员和官员须由选举产生。

但是在过去，这些选举都沦为假选举，原因就在于政府打压言论自由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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窒息了选举。只要有了言论自由，假选举马上就变成了真选举。未来中国

从自由化到民主化的转型进度应该也会一样。

不过，未来中国从自由化到民主化的转型，有一点是和前苏联、东欧以及

蒙古不一样的。因为按照中国的原有的宪法和选举法，只有县区级人民代

表才是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省市级的人民代表以及全国人大的代表都是

间接选举产生的。这就使得全国人大的代表（即国会议员）在反映选民意

愿上打了折扣。再说，采用这种方法，就需要接连举行三场选举：一是选

出县区级人民代表，二是再选出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一级的代表，三是选

出全国人大的代表。时间既长，成本也高。如此说来，在未来中国的民主

转型中，我们应该先修改旧的宪法和选举法，规定全国人大代表（即国会

议员）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

王天成还提出，未来中国转型的恰当顺序，应该是全国大选先于省级选举。

第三波民主化的经验证明，对于那种存在国家认同亦即分裂问题的国家，

第一次自由选举 ——“ 奠基性选举 ”—— 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如果第一

次选举是地方性的，将会使得竞选的焦点集中在反对国家的民族主义议题

上，选举一完成全国政府的正当性和权威就立即下降了。而如果第一次选

举是全国性的，它将会加强人们对国家的认同，促进全国性政党的形成，

提升全国政府的正当性与权威，从而大幅减少了 L-D 跨度内的不确定性。

西班牙的转型是按照先全国大选后省级选举的顺序进行的，转型进行得很

顺利，并维持了国家的统一。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转型则是全国性选举落后

于地方选举，结果导致了国家的分裂乃至战争。

我们知道，前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宪法都规定了各共和国有退出联盟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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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规定在共产党一党专制时期自然是一纸空文，而一旦启动了民主转型，

原先承诺的空头支票立即就变成了可兑现的合法性依据。因此，在苏联和

南斯拉夫的转型过程中，很容易导致国家分裂，但同时也使得分裂可以和

平的进行。中国不同于苏联和南斯拉夫。中国不是联邦国体，中国宪法不

承认各省有独立的权利，也没有公投自决法。因此中国的转型如果走先地

方后中央的顺序，不但可能导致分裂，而且还可能导致暴力与战争，导致

民主转型的中断。所以未来中国的转型更需要采取全国大选先于地方选举

的顺序。即便我们承认某些地区对独立的追求有其合理性，那也应该把解

决统独问题放在民主转型实现之后。王天成讨论大转型，非常注意顺序问

题，也就是先做什么、后做什么的问题。这无疑是很重要的。

王天成用整整一章的篇幅讨论 “ 与过去结账 ” 即转型正义问题。作者着重

介绍了第三波民主化中关于转型正义的争议和实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若干政策原则主张。我想补充的一点是，未来中国转型中的转型正义，有

一个其他第三波民主化国家都没有的问题，即经济清算的问题。

中国本来是实行公有制的共产国家。中国的经济改革实际上就是私有化改

革。由于中国的私有化改革是在没有民主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它必

然沦为权贵私有化。时至今日，中共权贵、尤其是高官家族，早已把属于

全体人民的国家资产和集体资产瓜分殆尽。未来中国的转型正义，必须要

对权贵们的不义之财进行清算。经济清算问题是中国特有的问题。俄国东

欧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它们的私有化改革是在民主参与的条件下进行的。

南韩、台湾也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它们过去没搞过共产，因此也没有进行

过私有化的改革，也就不会发生体制性的权贵私有化的问题。在这个问题

上，第三波民主化的国家都不能给我们提供现成的经验，我们必须提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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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思路和解决方案。

王天成这本《大转型》，不但面向未来，深入讨论了未来中国启动民主转

型后的各种问题，而且还聚焦当下，对当下我们应该如何促成转型的发生

展开了严肃的讨论。

围绕着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两个问题，改良还是革命？暴力还是非暴

力？作者指出，转型应是改革与革命的混合物。他借用英国历史学家提

摩太 • 伽登 . 阿什（Timothy Garden Ash）自己创造的一个词：refolution

（revolution+reform，革命 + 改革），中文可译作 “ 革改 ”3。谈到暴力非暴力，

作者坚定地主张非暴力。理由是：首先，统计数据表明，在成功的民主转

型中，绝大多数依靠的是非暴力抗争；其次，通过非暴力赢得转型的国家，

获得的民主更稳定；再有，面对今日的中国，暴力抗争不具有现实性。王

天成并不是否认人民有拿起武器推翻暴政的权利。他强调的是，在当今时

代，暴力革命既不现实，也不是最佳选择。作者指出：就当今中国的情况

而言，问题不在于是否应当坚持非暴力抗争，而在于如何使非暴力抗争更

加有效。这确实是我们当下面对的关键问题。

注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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