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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纵向分工及其行为准则

t  谢  闽

  内容提要  社会分工体系一方面可以从有形的劳动工具的使用进行观察, 这是社会分工

的水平维度,另一方面可以从水平分工条件下所进行的人际协调行为观察到,这是社会分工的

纵向维度。纵向的社会分工指向人际间协调行为与人际间利益,有专门的伦理以及职业化的

人际协调者群体,并有关于相对整体的知识支撑。在加入了纵向协调活动之后形成的二维的

分工体系中,人际协调行为的准则被中国古人总结成 /为无为0,即要求人际协调行为应该促

进分工收益的增长和保障个人自由的实现。

关键词  社会纵向分工  人际间利益  相对整体  为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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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对物质财富追求的无限性与现实财富的

有限性这一对矛盾的解决方法无外乎两种:一是

进入整体,二是进入宗教。进入整体的意义是,对

这一矛盾的解决主要依靠人们之间的劳动分工,

以分工提高个人与社会的财富创造能力;进入宗

教的意义在于依靠观念中的无限存在 (集中体现

为神的存在 ) , 在人的精神层面上缓解现实中物

的有限性给人带来的精神压力。
¹
在中国文化中,

宗教的意味淡一些,整体的意味浓一些,西方文化

中则与之相反。
º

一、纵向社会分工与人际间利益

劳动分工所反映的是不同劳动者从事各种存

在质的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劳动这一社会事实。
»

通常,技术层面的分工所指的主要是不同的劳动者

使用的不同的劳动工具,以及劳动者与劳动工具的

不同结合方式。劳动中所使用的有形的工具局部

地、非连续地反映了其对应的生产中的自然科学与

技术的知识,这是人们理解技术分工的知识基础,

而科学技术知识本身的系统性与劳动工具的非连

续性提出了对劳动分工进行协调的要求。对分工

之后经济社会活动的人际协调首先是通过工具协

调的共同劳动,当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同时使用

同一件劳动工具的时候,他们的行动就由这个工具

协调起来;当不同的人使用不同的、相互配合的工

具的时候,工具之间的相互配合就实际地使人们的

行动协调起来。协调分散的人类劳动的另一个办

法是通过市场机制组织异质的劳动成果进行交换,

理性的个人在 (竞争性的 )市场价格信号引导下行

动,从而通过市场机制使经济活动协调起来。但是

以劳动工具为代表的协调方式的容量是有限的,复

杂的工具系统可以吸引成千上万的人到同一个企

业中工作,而实际上社会规模要远大于此, 社会规

模的不断扩大使得对更大范围内分工的经济活动

进行协调成为必然。以市场这种社会机制来协调

分工也有其局限性,因为市场交易在人际间分割利

益是一种不完全的分割,外部性、公共物品等仍然

在市场体系中存在。
¼

劳动工具和市场机制都是非人格化的社会分

工的协调机制,它们存在的不足使得人格化的协

调机制成为必然。一种对分工条件下的经济活动

进行协调的社会活动 ) ) ) 人际间协调 ) ) ) 应运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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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这一行为随着社会规模的扩大、分工深度以及

交换的密集程度的增加而逐步成为一种高密度的

活动, 使偶然的人际间协调行为最终转化为经常

化的行为,甚至固定在某些个人身上,使这些人专

门从事人际间协调,从而向职业化方向演进, 成为

另一种独立的社会分工。这一社会分工强调的是

社会的组织方面, 其劳动对象不再是自然或者自

然的衍生物,而是水平分工中的劳动者的劳动过

程本身,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需要协调的利益

与行为。人际协调者通过观察和理解水平分工中

的劳动者的相互作用关系,对之加以协调,从而保

证水平分工下的社会生活以更有效率的方式运

行。如果将以劳动工具为基础的技术层面的分工

称为水平分工, 则对水平分工进行协调的分工可

以称为纵向分工, 水平分工与纵向分工形成一个

有机的、二维社会分工系统。
½

分工促进收益增长, 这是一个传统的命题。
¾

对于分工所带来的收益增长, 通常有两个观察角

度,一是从个人的角度,观察个人收益因进入分工

而得到的增长, 二是从整体的角度观察社会中的

各类组织的存在, 也就是说社会中存在一类由相

关个人组成但是又独立于任何组成它的个别个人

的整体,它们是在保持个人收益不变的条件下,相

关的人际间分工所带来的收益增长的容器。理论

上,对分工带来的收益增长由 /社会租金 0¿和 /剩
余 (价值 ) 0这两个概念来反映。这些收益由分工

带来, 但是没有归于分工中的个体,而是留在人际

间,成为人际间利益。
À
作为因分工而增进的那部

分收益的人际间利益, 隐含着人际间关于利益的

冲突。这一冲突在任何分工的社会中都存在, 对

这一冲突的解决, 有意识地利用社会的复杂性进

行 /愚民 0是一种简便易行办法,
Á
其实质是使分

工中的个人观察不到因分工而形成的收益增长,

从而也就放弃对这一利益的追求。第二个办法就

是形成公共利益,
Â
使不易分割的分工收益存在

于人际间,不去分割它,形成人际和谐的成本。

对人际间利益的观察使观察者取到了一个高

于个人的整体角度,但是这一角度又不同于通常观

念中的绝对整体,而是一种相对整体
�lv
,是实践中存

在的、有界的、由一些具体的个人组成的经济或具

有经济意义的社会组织在思维中的反映,这些组织

在现实中表现为家庭、企业、国家等具体形态。人

类的生产成果源于生产要素的投入, 土地、劳动、资

本是基本的生产要素;
�lw
在分工久经讨论之后,作为

相对整体的组织本身也逐渐被认为是一种基本的

生产要素,
�lx
成为财富生产效率提升的基本源泉之

一。人际间利益是相对整体存在的利益基础,而纵

向分工下的人际协调行为是相对整体的行为基础。

于是,以相对整体为核心环节,将整体中人际间协

调行为与人际间利益直接联结起来,使纵向分工成

了增进财富增长的一个基本因素。

二、支撑二维分工的知识体系

联结利益与人类经济行为的是人的理性, 当

理性在利益与行为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的时候,

需要关于自然与社会的知识提供的支持, 知识包

含了个人决策时所需要的信息,同时它还包含了

信念。相对整体有它独立的知识形态, 支撑着个

人理性地选择相对整体, 并在这一整体中生存与

发展。在从个人走向整体的过程中, 理性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但是, 理性的这一作用还需要靠知

识来支撑,因为人们很难从个体直接地推断整体,

关于整体的知识是整体得以存在,甚至获得强制

力量的一种原因。
�ly

分工使社会中的个人之间产生了有机的联

系,使社会存在成为可能: 有了分工, 个人才摆脱

孤立状态。分工代表着人类整体对自然与社会认

识的深化,以及人类社会生活本身的深入化;但是

对于个人而言,分工使个人对于自然与社会的认

识产生了困难。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 个人

在社会面前越来越失去了控制地位,不再能从一

般意义上主导社会关系, 甚至连认识这个复杂的

社会关系都出现了困难。当代社会的很大部分,

对于其成员个体来说已经变得难以理解, 所以知

识角度的 /愚民 0成了这种分工深化所导致的社
会结果的一个必然部分。

�lz
同时, 分工社会中的协

调日益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 一种严峻的挑战, 社

会需要一个能够跨越不断增加的匿名性的非人格

化的桥梁,也就是说人们需要一个关于分工的社

会整体的知识来应对这种挑战,这种知识集中地

体现在人际间利益与人际间协调行为的性质上,

而依据这种知识进行的人格化的人际协调行为是

社会本身的要求。对水平分工加以协调总是由一

系列具体的行为来实施的, 这一点甚至无法交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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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 只能留给世俗的人际协调者;而这些人际协

调者不仅是水平分工条件下经济社会过程的协调

力量, 更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推动者。

实践中不断扩大的组织规模所带来的复杂性

要求社会纵向分工进一步深化,
�l{
以使其在相对

整体中实现有效率的人际协调。这种协调活动,

在日常的语境中被称为管理或领导,
�l|
这些职业

化的人际协调者则被称为管理 (领导 )者, 纵向分

工的深化使管理 (领导 )者成为管理 (领导 )者集

团,并在其中进行越来越精细的分工。在长期实

践的基础上,以描述为其基本方法,形成了关于管

理行为的分类学 ) ) ) 即通常所说的管理职能论,

反映的是人际协调者职业群体内部的分工状况,

蕴含着人际协调行为的基本属性, 为广义理论走

向狭义理论
�l}
奠定了基础。当然, 要想使之成为

一种审慎的科学
�l~
,只靠精密的观察、描述和分类

还不够,要在事实中找到某些能够带来精确性的

概念, 可能的话, 还要找到测量这些基本事实的方

法。
�mu
随着理论概念开发的深入, 个人、组织、技

术、制度、利益、效率、自由等揭示实践中基本矛盾

的范畴被提炼出来, 这些基本范畴为纵向分工提

供了知识支撑。

相对而言,人们对于以使用工具为代表的水平

分工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讨论,但是对水平分工条件

下的人际协调行为却没有在利益与行为的理性联

系这个角度上给予好的展开, 其中一个原因是, 关

于水平分工的自然科学知识是高度系统化的,并且

相当普及,并且在水平分工与收益增长的关系中,

较易于从实践中观察到丰富而普遍存在的事实来

展开 /利益 ) ) ) 知识 ) ) ) 理性 ) ) ) 行为 0这一逻辑
结构;但是,用以支撑纵向分工的知识体系在这个

方面则相对要弱一些; 另一个原因是基于自由、平

等、互利的社会观念与水平分工高度相容,以此为

社会观念基础的市场交换机制得到了广泛的实践

和深入的理论展开;而作为纵向分工的人际协调行

为却由于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必不可少的强制属

性,这与主流的社会观念相冲突。

三、人际协调者及其伦理

纵向分工所指向的行为的基本载体是作为相

对整体的组织, 是一个利益、行为、知识的统一整

体,具有人格特征。这一人格化的相对整体在行动

中的代表者就是纵向分工中的人际协调者,
�mv
在理

想中,他们是知识的卓越者,也是道德的卓越者,是

能实现中国儒家 /尚贤推德天下治0�mw理想的人。

最早对丰富的人际间协调行为的直接记述是

文明之初流传下来的帝王将相的故事, 这些故事

集中地体现了当时的社会冲突,以及对这些冲突

的解决方式,这些最早的人际协调者直接把握了

其所从事的社会纵向分工行为所面对的整体, 他

们的行为展示的是对相对整体中的基本冲突的把

握方式。中国早期有可靠的文字材料详细记载的

黄帝、尧、舜、禹等可被看作职业的人际协调者,
�mx

在古希腊文明中的执政者也是典型的、职业化的

人际协调者。
�my
这些人是当时社会整体的代表, 代

表可以观察到的相对整体 ) ) ) 一个部落、一个城

邦或者是一个国家。这一代表性, 使他们被称为

/圣王 0�mz ,与道、天、地有同等的地位。�m{

具体的组织在社会中存在之后, 人们就对它

们提出了伦理要求,即组织伦理。组织伦理是关

于组织这种相对整体本身在社会中的伦理意义,

体现的是人们对于小于社会整体的社会中的组

织,如政府、家庭、企业等的社会功能、社会责任、

行为规范、组织间以及组织与个人间行为规范等

方面的伦理要求。人际协调者通常直接而且密切

地与这一伦理结合在一起, 其职业伦理就是要求

以其职业行为体现这一伦理要求。一方面, 人际

协调者应当具有高度的道德修养和深邃的智慧,

能够在利益与行为等重要方面把握好个人之间、

个人与整体之间的关系, 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一

个国家乃至整个天下的代表者
�m|
;另一方面, 治国

需要特殊的才干,都是 /非圣人莫能尽0�m}
的。对

人际协调者的要求实质上是对一个理想的整体代

表者的选择和评判标准, 对人际协调者的选择与

评价机制规定了一般的社会个体与代表相对整体

的人际协调者之间的关系, 实践中对人际协调者

的选择机制,蕴含着的某种形式的民主愿望与思

想,是对人际协调者的最终约束。相对而言,将人

际协调者分成若干个层次的评价机制比对他们的

选择机制弱一些。

人际协调者的伦理受到反映整体与个人间关

系规律的约束,以此来解决对人际协调者的约束

问题时遇到的用一些人来约束另一些人这一循

环。在人际协调者对整体的代表性之下, 其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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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体现和遵守整体理性原则, 即必须守 /道 0,

循道而治是人际协调这一行为的基本规范,也是

人际协调者整体代表性的合法性保证, 守道而使

一个人能代表整个的社会。
�m~
人际协调者所遵循

的整体理性是以人际间利益为基础所进行的理性

计算, 在对整体的代表性的基础上,这些人际协调

者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运用某种社会所能接受的强

制力量,即使用 /法 0这类工具。人际协调者个人
所代表的整体的理性通过代表者的理性来体现,

人际协调者理性是整体理性的一种实现形式,从

而整体有了与个人同样的理性能力的代表。这里

主要的冲突是, 进行这一理性计算的人本身也是

个人, /圣王 0必须在个体理性与整体理性、个人

的伦理与整体的伦理之间进行平衡。这时, 人际

协调者的伦理需要考虑的是,首先,将对其个人的

伦理要求与对其职业伦理要求等同起来,
�nu
并且

强调人际协调者对整体代表性方面; 其次,这种伦

理与其特定的行为以及在整体中的特殊处境相

关,所以不能以一般的个人的伦理要求来要求人

际协调行为。
�nv

四、纵向分工下的人格冲突

水平分工和对这种分工的非人格的协调机

制 ) ) ) 劳动工具与市场机制的协调,往往给人以

平等的幻觉,以为在利益与行为上,个人间关系是

自由、平等、交换、互利的,最低限度地,个人与作

为相对整体的组织间的关系也类似个人间的关

系,也是一种契约关系, 不存在整体对个人的强

制,个人至少有从整体中退出的自由。但是在纵

向分工下,个人与整体的冲突明确起来,平等的幻

觉被弱化了,人们真实地认识到,在分工的社会中

不会再有孤立的个人, 只有代表整体的个人和代

表个人的个人。

在整体中个人与整体间关系的展开有三个方

面:一是作为整体中的个人的 /我 0与整体间的关

系,二是作为整体的代表者的人际协调者的 /我 0
与整体的关系,三是作为整体代表的 /我 0与作为

个人的 /我0之间的关系。在第一种关系中, /我 0

是一个特定的范畴,是指个人进入整体之后, 作为

个人的 /我 0与作为整体的组织之间的对立关系

中的个人。在第二种关系中, 在整体中个人与个

人之间、个人与整体间的关系客观上需要协调,而

这一协调行为必然是具体的, 需要有一个或者一

些人对这些行为与利益进行观察,对组织中分工

条件下的个人行为进行协调。这样, 在具体的个

人与有形的组织之间就出现了一个有形的、具体

的、人格化的协调者,组织与组织中个人的冲突也

就部分地具体化为水平与纵向分工的行为者之间

的冲突。第三种关系主要体现的是这个相对整体

代表者的内心冲突, 是组织中个人与整体之间冲

突的人格化体现。这就使社会中的个人同时有着

整体人格与个人人格两种人格倾向,并在社会生

活中这两种人格倾向会在不同时间或在相同的时

间里被唤醒,因而会让个人明确地感受到人格冲

突。双重的人格倾向是包含水平分工与纵向分工

这两个维度分工系统的社会中人格的普遍特征,

职业的人际协调者们会明确地感觉到他们作为整

体的代表者与作为个人的自我这两种角色之间的

冲突;单纯水平分工中的职业者们则会感受到自

由与效率的冲突。

人际协调者一方面是整体中的个人, 另一方

面是整体的人格代表, 其人际协调行为包含着必

要的、合理地对他人进行强制的属性,人际协调者

对整体的代表属性及其所面临的人际协调行为的

强制属性向人际协调者在道德、人格上提出了与

其他人不同的要求, 这使他们常常面临人格冲突。

对于二维分工条件下的水平分工中的个人, 在选

择进入分工的同时也就选择了接受某种人际间协

调力量,以使分工的社会得以存续,对人际间利益

存在和人际间协调行为的理性态度,也体现了其

人格冲突的一面,即既要坚持平等、自由、交换、互

利等主流社会观念, 又要接受包含一定程度强制

的人际协调,自然,其人格中也就包含着个人侧面

与整体侧面。

人际间利益的存在是对这种人格冲突的一个

解决方案,给整体与个人之间的严厉冲突一个缓

冲的地带。人际间利益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公共利

益,凡是在公共利益存在的时候,道德的性质就会

突显出来,因为它必然会要求相关的个人表现出

某种牺牲和克制精神。
�nw
一个简单、但也是极端的

从整体与个人的严厉冲突中走出来的办法是 /无
我0, 即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人际间利益为核心

的整体利益的重要性的基础上,二维分工下的个

人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与行为总是存在某种整体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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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从而在相应的程度上遵从整体理性 ) ) ) /道 0

的要求行事。如果以 /人性本恶 0�nx
为起点, 为了

使整体与个人的关系达到某种和谐, 压制 /我 0,

以严刑重赏达到相对整体中的和谐也是一个办

法。这种大力地压制或者以利来诱导和以罚来管

制个人的办法, 其实质是一种 /鄙我 0。对于纵向

分工下的人格冲突, /大学之道 0则指出圣人与常

人的人性是一致的, 常人可以通过持之以恒的进

德修业而成为圣人, 同时提倡用 /法 0、/礼 0来规

范人际间关系, 从而使社会中的个人都在某种程

度上具备圣人的行为特征和道德光芒。 /大学之

道 0指出了常人与圣人达到人格统一的实践途

径,
�ny
即常人可以通过道德修炼向圣人的境界靠

拢。这一解决办法是个人与整体之间紧张关系的

另一种解决办法,更是对 /愚民 0策略的一次重大

的修补,使已经认识到整体利益的个人能够更有

效地认识和处理个人与整体关系。这些在中华民

族的思想中的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 国人的整体

主义观念,集体主义精神大约都与此有关。

五、个人选择与理想的整体

人际间协调行为以相对整体的名义实施、并

以相对整体为其展开的基本载体, 人们在这种行

为面前感觉到整体的存在,整体中的个人行为也

就包含了整体的属性, 一部分利益留存在人际间

成了人际间利益,具备了整体利益的性质,个人与

整体基于利益的冲突也得以展开。

相对整体是理性的个人选择的结果,这一选

择的基本机制是: 理性的个人在效率与自由之间

进行权衡,从而进入整体。当个人进入整体之后,

个人行为的特征是在整体内部非价格激励条件下

行动的相容性,
�nz
这是个体行动的整体属性,而不

是整体的行动, 只有对水平分工的协调行为才是

由个人代表的整体的行动。个人进入整体之后,

往往面临着人际间的协调力量对个人利益与行为

的一定的制约, 这对个人的自由是一个减损。这

种人格化的协调行为因其强制的特征, 不为个人

所喜好,这使个人面临着自由与效率的冲突。分

工促进社会财富创造能力的增长使自由与效率的

冲突有一个积极的解:分工条件下,财富创造能力

的增长使得自由与效率可以共同增长。在物质相

当匮乏的时候,人们为了生存的需要,宁肯放弃更

多的自由,在极端的情形下,甚至可能出现放弃几

乎全部自由而换取生存机会,如奴隶制, 但是, 人

对于自然界的自由随着水平分工的深化而得到加

强,这就是人类社会形态不断向高级阶段演进的

生产力基础。在财富相对丰富之后, 人们观念中

的自由的相对价值就显现出来。个人相对于整体

的自由,更为主要的是由二维的分工体系本身所

创造和保障的收益增长来实现,在这个整体中, 人

们不断地在面对这一对冲突而展开探索, 不断地

提高效率,也不断地开创更大的自由。在这个意

义上,整体是实现个人目的的手段。纵向分工带

来的收益增长与强制的程度构成了个人进入相对

整体的理性选择的两个决定性变量。随着 /分

工 ) ) ) 相对整体 ) ) ) 强制 ) ) ) 效率 ) ) ) 自由 0过
程的社会影响不断扩大, 传统观念中以强制为基

础的权力演变成了以集体资源为基础的倾向性动

员
�n{
, 越来越多地被以利益诱导为基础的权力所

代替。
�n|

在整体的强制属性通过人际协调行为得到明

确观察之后,人们设想出了一些无形的理想的整

体,这个整体的基本属性是整体对个人来说是非

强制的存在。古代中国人要求理想中相对整体能

象水一样育生万物,具备 /柔0、/弱0的特征,这是

当时规范的组织、理想整体的描述; 而以 /小国寡

民0�n}
作为对于相对整体之间关系的规范陈述。

这两者共同陈述了 /至德之世 0�n~的标准, 在这样

的世界中,人与自然、个人与个人、个人与整体、以

及个人的内心中都达到了完美的和谐。
�ou

结论:为无为

/为无为 0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深刻地反映了

社会的本质属性。这一命题在中国被讨论了几千

年,在其它的民族中,也有用不同的概念体系陈述

的类似内涵的命题, 这一命题没有随时间的推移、

时代的变迁而淡化, 而是随着实践的发展、社会分

工的日益深化, 不断被现代化。在水平分工中的

个人以及纵向分工中的人际协调者都应该积极作

为,以实现分工所带来的收益增长,这是 /人道 0;

而对水平分工进行协调时要尊重水平分工的规律

性,人际协调应该是 /无为 0的,这是 /天道 0。 /无

为0是不先物之所为, 而 /有为 0是因物之所为,
�ov

也就是说纵向分工不能任意地干预水平分工, 但

79



谢  闽:社会纵向分工及其行为准则

又要协调好水平分工,从而达到 /有为 0与 /无为 0

的统一 ) ) ) 为无为。这是纵向分工中人际协调行

为所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
�ow
反映了对人际协调

者有效地协调个体间以及个体与整体间冲突的要

求。 /为无为 0原则的实现首先要维持 /无为0的

基本状态,这样才能将整体与个人之间的基本关

系稳定下来;只有尊重个人价值的整体才有可能

在个人理性选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其次, /为
无为0原则要求有所为, 为必需之为, 是一种有边

界的主动行为,以实现整体对于个体的最优干预,

达到人际间利益基础上的自由与效率的均衡。正

是对于纵向分工所保障和促进的收益增长的把

握,人际协调者才得以无为,个人与整体的冲突才

得以缓解,纵向分工条件下个人的人格才得以稳

定,而人际协调者则能象天平一样
�ox
, 在整体中协

调与平衡个体间的冲突,使整体内部的和谐得以

实现, 从而达到 /无不治0�oy的境界。

注释:

¹ 费尔巴哈: 5宗教的本质 6, 王太庆译, 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

º 冯友兰: 5中国哲学简史 6,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 辞海编辑委员会: 5辞海 6,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780页.

¼谢闽: 5和谐的成本6 [博士论文 ], 江西财经大学

2005年版。

½ 5孟子# 滕文公上6将劳动分为劳心与劳力, 以劳

动为枢纽, 在社会阶层间建立起纵向的联系, 有 /劳心者

治人, 劳力者治于人0的认识。而劳心的治人, 是在人际

间进行协调的社会纵向分工的典型说法。这似乎暗示着

将劳动按照脑力与体力进行分类, 在同一个个体上可能

会存在意志与行动相分离的困境。

¾亚当# 斯密: 5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6, 郭

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 1972年版, 第 1~ 16页。

¿詹姆斯# 布坎南: 5财产与自由6, 韩旭译, 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 2002年版, 第 4~ 8页。

À人际间利益在实践中的存在原因、存在形式等主
要在外部性、公共物品等相关概念中展开。

Á /古之善为道者, 非以明民, 将以愚之 0, /民之难

治, 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 国之贼; 不以智治国 , 国之

福0。5道德经# 第六十五章6。
Â公共利益在实践中的存在原因与存在形式主要由

公共消费物品与社会相互依赖成本这两个概念来展开,

这两个概念明确地指出公共利益的存在是个人选择的结

果。关于公共消费物品的讨论可以参见: P au l A. Samue-l

son. The Pure Theory o f Pub lic Expenditure. The Rev iew of

Econom ics and Statistics > Vo .l 36, No. 4 ( Nov. , 1954),

pp. 387- 389; 关于相互依赖成本的讨论可参见: 詹姆斯

# M# 布坎南,戈登# 塔洛克: 5同意的计算 ) ) ) 立宪民主
的逻辑基础6, 陈光金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

版,第 47~ 49页。

�lv人们对于社会的观察经过省思与抽象之后 , 形成

了整体概念。绝对整体指高度抽象的、仅存于思维中的

无限的、道德的观念, 有近于宗教的性质, 而相对整体指

向实践中的具体组织。谢闽: 5和谐的成本6, 江西财经大
学 2005版。

�lw萨伊: 5政治经济学概论――财富的生产、分配和

消费6, 陈福生、陈振业译, 商务印书馆 1963年版。

�lx马歇尔: 5经济学原理 (上 ) 6, 陈良璧译, 商务印书

馆, 1965年版,第 157~ 158, 324~ 328页。

�ly谢闽: 5知识、理性与利益格局 ) ) ) 基于对保险机

制的观察6, 5科学发展6 2008年第 8期。

�lz而在理论上的网络社会中, 关于自然与技术的知

识与关于社会的知识已经高度地融合为一体, 这是网络

社会扁平化的知识特征,在这样的社会中 /愚民 0已经不
可能实现。

�l{在中国古代, 明确的职业化管理者群体所面对的

组织是 /国0, 类似于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描述的古希腊
的城邦,这类基本载体足够大了 ,非一人所能管理。

�l|纵向分工下的人际协调行为以个人主义为其方法

论基础, 整体是个人在自由与收益增长之间进行权衡之

后的结果; 而管理理论的展开以整体主义为其方法论基

础,整体高于个人而存在是管理行为的前提。

�l} E rnest Nage.l A ssumptions in Econom ic Theo ry. The

Am er ican Econom ic Rev iew > Vo.l 53, No. 2, Papers and

P roceedings of the Seven ty- F ifth Annua lM eeting of the A-

m er ican Econom ic A ssoc ia tion ( M ay, 1963 ), pp. 211 -

219.

�l~埃米尔# 涂尔干: 5社会分工论 6, 渠东译, 三联书

店 2000年版,第一版序言第 11页。

�mu泰罗找到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衡量个人效率与组

织的整体效率的方法, 这个方法尽管简陋, 但是足以使他

的理论脱离了简单分类的范畴, 从而达到了 /学0的高度,

从而使广义的管理思想走向了一个紧密的命题体系, 走

向了狭义的管理理论,也使他个人也成了管理学之父。 F

# 泰罗: 5科学管理原理6, 蔡上国译,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

社 1982年版。

�mv观念中的绝对整体不可能由具体的人来代表, 而

只能由作为一切存在与规律的化身的神来代表。

�mw5荀子# 成相6。

�mx5史记# 本记第一# 五帝6。

�my亚里士多德: 5政治学6, 颜一、秦典华译,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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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拍拉图: 5政治家 6, 原江译, 云南

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

�mz李英华: 5先秦诸子圣王观探析 ) ) ) 兼与柏拉图哲

学王思想比较6, 5中国哲学史6 2005年第 1期。

�m{ 5道德经# 第二十五章6说: /故道大, 天大, 地大,

王亦大。域中有四大, 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

法道, 道法自然。0
�m| 5孟子# 离娄上6。

�m} 5荀子# 正论6。
�m~ 5庄子# 让王6曰: /道之真以治身, 其绪余以为国

家, 其士苴以治天下。由此观之, 帝王之功, 圣人之余事

也, 非所以完身养生也。0

�nu /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

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 爱而不能令, 乱而不能治, 譬如

娇子, 不可用也。0 5孙子兵法# 地形篇6。
�nv尼科洛# 马基雅维里: 5君主论6,张志伟、梁辰、李

秋零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 94~ 119页。

�nw埃米尔# 涂尔干: 5社会分工论6, 渠东译, 三联书

店 2000年版, 第 25页。

�nx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05荀子# 性恶篇6。

�ny所谓 /三纲领0和 /八条目 0历来被视为是关于 /内

圣外王0的经典解释。从 /格物0、/致知0到 /修身 0和 /齐

家0, 实际上都可以理解为一种广义的修身内容, 即 /内
圣0涵义; 而 /治国0、/平天下 0都属于政治内容, 即 /外

王0涵义。
�nz曼瑟尔# 奥尔森: 5集体行动的逻辑 6, 陈郁、郭宇

峰、李崇新译,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 40~ 80页。

�n{丹尼斯# 朗: 5权力论6, 陆振明, 郑明哲译, 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 2001年版,第 174~ 234页。

�n|谢闽: 5公司政治研究 6, 5上海经济研究 6 2006年

第三期。

�n} 5道德经# 八十章6。

�n~ 5庄子# 马蹄6。
�ou汤一介: 5略论儒学的和谐观念6, 5船山学刊6 1998

年第一期。

�ov 5淮南子# 原道训6。

�ow刘笑敢: 5老子之自然与无为概念新诠6, 5中国社
会科学6 1996年第 6期。

�ox5申子# 大体6。
�oy5道德经# 第三章6。

责任编辑  俞伯灵

(上接第 120页 )革必定存在一定的困难和阻力。

因此, 也有学者指出, 进一步深化改革,必然要触

及政治体制改革、改变现有的利益格局,甚至宪政

改革问题也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
�l|
。但同时, 学

者们又清醒地认识到, 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过

程中, 又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经济危机阴

影下的美国地方治理凸显的各种问题, 给这一论

点做了一个现实的注脚
�l}
。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公共管理学者应该以应对

金融危机、反思政府角色为契机,深入研究中国公共

管理的现实问题、总结中国公共管理的实践经验、建

立中国公共管理的本土理论。中国不但要能够出口

商品、提供应对金融危机的经验,还应该能够为世界

贡献思想、文化和公共管理 (学 )知识。

注释:
¹ 郭占恒: 5坚持党政科学有为 推动浙江经济社会发

展转型6,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政府与市场0高端论坛论文
集. 2009. 11. 21

º �lw�ly张敏杰: 5金融危机的反思与中国社会政策的
路径6,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政府与市场 0高端论坛论文
集. 2009. 11. 21

» �lv陈剩勇、李继刚: 5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政府与市场:

对当下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改革问题的观察与思考6, /后金
融危机时代的政府与市场0高端论坛论文集. 2009. 11. 21

¼张旭昆: 5告别经济危机, 警惕社会危机6, /后金融

危机时代的政府与市场0高端论坛论文集. 2009. 11. 21

½盛世豪: 5后金融危机时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6, /后金
融危机时代的政府与市场0高端论坛论文集. 2009. 11. 21

¾王利月、张丙宣: 5企业重组、政府作用与市场秩
序:对近年来国内几个钢企并购案的分析6, /后金融危机
时代的政府与市场0高端论坛论文集. 2009. 11. 21

¿陈剩勇、马斌: 5中小企业困局与政府干预: 作用、

限度与政策选择6,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政府与市场 0高端
论坛论文集. 2009. 11. 21

À徐建春: 5城市经营:应对了金融危机, 还是制造了

泡沫经济?6,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政府与市场0高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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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 e researched the rura l cred it market structure, fo rma l credit and farm productiv ity w ith the

data go t from 2008Rural Cred itM arket Survey o fCh ina. Thema in purpose ofmost forma l loans farmers got is

for the financing of farm production, w hich is consisten tw ith our government. s rura l finance po licy. W e then

invest igated the perform ance ofDeve lopment F inance stra tegy, and found that fo rma l loan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large farms. L ittle a ffect o f form al loan appeared for sma ll farm production in our data.

K eyw ords: Forma lC red i,t P lanting Sca le, Farm Productiv ity

Population Aging and E lderly Care in Zhejiang Province ( 68)

ZhangM injie ( Co llege of Public Adm in istra tion, Zhe 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Abstract: Fac ing the ag ing and / all elderly people are to be prov ided fo r and en joy proper care0, th is

art icle rev iew s the chang ing process of popu lation ag ing in Zhejiang Prov ince, ana lyzes elderly care practice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 art icle a lso po inted out that the current e lderly support system is transformed from

sole model to synthesis mode,l and the key content o f care is to transform from low support leve l to higher so-

cia lw elfare leve.l

K eyw ords: Ag ing, E lderly C are System, Soc ial Secur ity, Zhejiang

The Vertical D ivision of Labor and Pr inc ip les of Inter- personalC o- ordinations ( 75)

X ieM in ( Jiangx i F inancia l and Econom ic Un iversity, N anchang 330013)

Abstract: The div ision o f labors observed through labor too ls can be named as horizontal div ision of la-

bors, w hile the div ision of labors observed through the inter- personal co- ord ination behav iors under the con-

dit ion of horizontal d iv ision o f labors can be named as vertical div ision o f labo rs. Therefore, the socia l division

of labo r can be looked as a comprehensive system of these tw o dim ensions of horizonta l and vertica l div ision of

labors. The vertica l div ision of labors connects the interpersonal- in terests w ith the inter- personal co- ord-i

nation behav iors, pro fessional inter- personal co- ord inationers, specific supporting know ledge system and

the ir professiona l eth ics have also deve loped. The anc ien t Chinese people summarized it asW e i- Wu-W e.i

Itmeans the inter- personal co- ordination behaviors should enhance and guaran tee the ind iv idua ls. freedom

and the grow th o f thew ealth resu lt ing from the horizonta l d iv ision of labo rs.

K eyw ords: V ert ical D iv ision of Labors, Inter- Personal In terests, R elative Co llectiv ity, W ei- Wu-

W e i

On P olitical AdjustmentM echanism of Social Sound Operation and ItsOptim ization ( 82)

Wan B in and Dong Sh itao ( Schoo l ofM arx ism, Zhe 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Abstract: The basicmeaning o f politica l adjustmen tmechan ism w as to h ighlight the po lit ical and public

nature and its goa l is to achieve social harmony and sound opera tion o f the community. The po lit ical adjus-t

ment mechan ism is essential for the overall structure o f soc ie ty, nam ely, po lit ica,l econom ic and soc ial ( nar-

row ) system to run w e l.l F rom a polit ica lma in reason perspective, law s and po licies are them ain reason o f the

ex ternal ad justment mechan ism, morality and relig ion are the interna l ad justment mechanisms, and compro-

m ise and to lerance is the adjustment mechan ism betw een the main rat iona.l To ach ieve sound operation of the

community needs to optim ize the structure and basic form of po lit icalmechanism.

K eyw ords: H armon ious Society, Social Benign Operat ion, Politica lAdjustmen tM echan ism

False Silver C irculation and the Country D ealing w ith in theM id and LateM ing Dynasty ( 91)

H uang Am ing (H istory Departmen,t Suzhou Science and Techno logy Institute, Suzhou 215009)

Abstract: False silver c ircu la tion in them id and lateM ing Dynasty is one k ind of norma lmoney economy

phenomenon in the process o f silver becom ing currency, but the coun try actua lly failed in dealing w ith i.t The

false silver c ircu lation, has ra ided the normal market order, hindered the soc iety commodity money economy

ben ign deve lopmen,t and also reduced the currency silver funct ion in som ew 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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