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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嶄忽屓嵶、将蔀、翌住議㌢札購選來

國分良成

〈KOKUBUN Ryosei, 慶応義塾大学〉

中國已経建立了以壘錦涛和温家宝為核心的新領導体制。当然 “領導体制” 也是要加上

引號的。因為去年 （2002年） 中共十六大后，尽管成立了以他們為核心的領導集体，但主要

部門的最高職位仍然被江沢民的親信掌控着。今年 （2003年） 春天囲繞非典問題壘錦涛和江

沢民的権力斗争愈發明顕，得到老百姓支持的壘錦涛等人似乎取得了優勢。但是結菓不会這

様簡単，這場権力斗争的勝敗仍然無法確定。

随着党、國家和政府制度化的進展，出現毛沢東和卍小平時代 “一呼百応” 現象的可能

性正逐漸変小。不管是江沢民還是壘錦涛，都没有圧倒性的偶像效応。但與毛沢東卍小平時

代更大的区別是，如何獲得老百姓的支持変得越來越重要。這正是因為社会正在変得如此的

多元化和多様化。同時與此相関聯的，領導者如何得到世界的認可和理解這一点也変得愈發

重要。壘錦涛将防治非典的工作交由世界衛生組織監督，並最大限度地重視埃維昂八國首脳

峰会出席的機会， 這些挙措可能正是出于上述的背景。

如菓考慮到中國政治、経済、外交之間的相互関係，上面提到的特点就更加明朗了。中

國人民共和國的最高目標就是維持國家体制，換句話説維持中國共産党的権力，就是説政治

作為最終目標存在着。 因此，維護権力所必需的東西、也就是権力的正当性是什麼廢？一言

以蔽之就是経済増長。目睹蘇聯崩潰的卍小平在1992年發表了南巡講話，明確指出拡大生産

力是政権安定的最大条件。 江沢民政権和壘錦涛政権在這一点上也不存在異議。

但是為了拡大生産力需要什麼廢？現在中國経済増長的原動力就是 （海外的）直接投資。

如菓我們観察上世紀90年代后中國的経済増長與海外直接投資的相互関係就会明確這一点。

現在的研究成菓也有很多論證了中國経済中外資的重要性。

今天，中國通過増加出口獲得外匯，並以此進一歩拡大國内投資。最近要求人民幣昇値

的動向也與此有関。但是中國出口的52％ （2002年） 來自外資企業，結菓形成了海外企業在

中國進行生産並銷售到日本等海外 （市場） 的局面。峇外中國工業生産総値的28％來自于外

資企業，國家全部税收的約17％是外國企業姙納的法人税 （2002年）。

従這些数字可以顕而易見地看出，外資正在成為中國経済發展的原動力。重要的是，這

些海外直接投資作為外在圧力促進了中國國内従國有企業改革開始的経済改革。就是説中國

（發展） 的実質並不是 “改革 ・ 開放”， 而是 “開放 ・改革”。中國在明知対國内経済的打撃

的情况下仍然積極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正是出于這様的考慮。

這種現実也必然不可避免地影響着中國的外交政策。中國作為世貿組織的成員國必須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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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國内的市場化進程，如菓順利的経済増長 （対政権） 仍然是不可缺少的，那麼就不可能対

抗世界体係和國際規則。 因此中國就必須堅持遵守國際体係 （的規則），並基本上努力去維

持它。如菓這様的話，中國的國際関係就必須進行真正的 “全方位” 開放，継続采取合作的

姿態。這個意義上現在的中國與其説是試図変革現存世界体係的力量，不如説更是維持現状

的勢力。

近年來中國的外交是極其穏妥和霊活的。在伊拉剋戦争和朝鮮問題上対美國的言行的反

応極為謹慎，対日関係上注意避免在暦史問題上的過激言論，霊活慎重。同時中國表示出対

中日韓三國協商機制的興趣， 通過自由貿易区 （FTA） 談判與東盟各國積極推進市場開放，

在臺湾問題上也尽可能采取低姿態，可以説全方位外交碩菓累累，全面開花。当然這里面也

包含政治和安全的要素，但是筆者認為従中國國内的情况看，如何維持最重要的経済的安定

増長還是一個 （最） 主要的要素。

至此可以看出，比起経済和外交上積極開放的改革政策，很明顕政治上的改革却挙歩維

艱，難有進展。尽管随着領導層的換代，（領導人的） 為政風格上出現了若幹変化，但時，特

別是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后，看不到真正想要着手進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跡象。

為什麼政治改革重要廢？最大的原因就在于如何対経済増長帯來的財富和資源進行分配。

共産党領導下的市場経済是政治腐敗的根源。在現有体制下，以被允許入党的私営企業家為

開端的社会精英們逐漸成為共産党領導体制的既得利益階層，而本來応由共産党代表其利益

的工人農民的呼声和利益却在政治上越來越難以得到反映了。

弱勢群体的立場如何在政治上得到反映，如何形成也有利于他們的財富的分配機制，這

些是党和國家的任務。在只存在一個執政党的中國，如何公正地分配多様化的利益和計算得

失就是一個政治問題。 在中國要求進行政治改革的原因也就在于此。

（劉星 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