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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 

一、 目的 

此次赴北京，主要是應北京清華社會系的沈原主任，以及 UC Berkeley邢幼

田教授的邀請，來參加一項以「時空的商品化─海峽兩岸的案例」為主題的

小型研討會。這個研討會其實主要的探討主題，環繞在兩個主題上，一個是

古蹟保存和重建，以及都市社會運動與空間商品化的關係。這兩個主題都是

當今中國都市化過程中，很有探討價值的議題。 

二、  過程 

本次會議的參與者主要是清華社會系和建築系，北大社會系、台大城鄉所夏

鑄九師生，邢幼田和我等共約 20餘人，其中也有來自國家發展研究中心小

城鎮研究主題研究員、北大公共管理學院老師、清華經濟學院老師等。中國

當今急速的都市化，已經從只是拆遷蓋房子，演變到以古蹟保存（甚至是生

態）為名的都市建設，其實骨子裡全都是房地產開發。這次的幾篇論文，包

括對北京什剎海、南鑼鼓巷的案例，以及西安曲江大明宮的重建，都是除了

古蹟還有很大成分的土地炒作部分。讓我覺得比較有意思的是，古蹟保存和

生態城建設，依賴的是大型國營企業資本，這樣雙方都有好處，但之後是否

賺錢或虧本，則已無關係。臺灣方面，有三峽案例，陽明山美軍宿舍保留，

涉及到的建築的現代性或當代的反思性議題，比較中國的古蹟保存，不會那

麼的充滿金錢味道。我的論文則是討論天津的金融區位的歷史演變，從舊市

場的錢莊、到租界的大法國路（今解放北路），到充滿新銀行的南京路和友

誼路，以及由於濱海新區崛起造就的金融街和于家堡。而舊租界在這過程被

保留為古蹟區，成為旅遊景點。這演變過程，與中國經濟的全球化，地方政

府的搭配和積極與否，有密切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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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主題是有關都市社會運動，這個主題也是當今清華社會系的重點。有

位博士後討論食物安全，這主題是當今中國都市生活最嚴重的問題。而少數社運

者（例如小毛驢的有機菜園）就是從事種植有機蔬菜，號召中產階級加入的一個

成功的案例；另外，還有城中村改建的抗拒運動，用的是昆明的案例，當今抗拒

最力者通常都是老先生老太太，讓公安不知所措。還有就是都市小區的維權等。

這些都是現今中國都市的重要運動類型。很多老師參與，不過也被國安部門關切。

社會系郭予華老師參與多項運動，也到雲南參與保護河流運動，真是充滿活力和

幹勁！這個會議得到了清華校方的重視，晚飯時其文科謝副校長也來了，賓主盡

歡！也規劃未來可以到金門舉辦，因為兩岸的共同戰爭記憶！ 

 

會議之後，我安排了兩天的訪問。星期四中午，與法國 Science Po 在北京

清華的交換教授 Richard Balme碰面吃中飯。有趣的是，他是北京的地主，我是

客人，但是到了飯店，服務員都看著我以為我是地主。我們相談甚歡，他研究環

境保護政策，在清華主持交換計畫，也作為 Science Po 與清華的對口。我邀請

他到政大來，未來可以開始建立學術研究合作，他很高興答應，如果可行，也作

為兩校合作的窗口。這個合作，可以從環境議題開始。下午我到國務院國家發展

研究中心拜訪張忠法研究員，他是位資歷相當深厚的老先生，在該機構從事研究

工作長達 4-50 年，由於國家發展研究中新式國務院的智庫，因此重大政策常從

這裡起草，他也因此知道很多政策過程。這次是由北大交換生鄭寰的介紹來這裡，

詢問有關水電的資料。這位老先生給了我們很多的資料，對研究很有幫助。他也

詢問我們未來是否有合作的可能性，我想國關四所應該是有可能的，回來再詢問

看看。 

 

一月六日星期五，早上與清華經濟學院的孟捷和北大政府管理學院的宋磊一

起到北京附近香山走走，路上討論很多有關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問題，特別是宋

磊最近關切的全球價值鏈切割，中國處於最下等位置的發展。我跟他說我最近出

版的書就寫這個，引發更多討論。未來清華或北大邀請過來演講，也討論未來合

作開會的可能性。這個香山之旅收穫很多，也建立了合作關係，特別是明年 SASE

的中國會議小組將會找他們一起組織起來。下午到水利部找一位張先生訪問有關

中國水利發展的問題。他是為年輕的幹部，做很多中國農村水利的研究。因此詢

問的焦點也就圍繞在農村經濟和水利發展問題。與張忠法先生一樣，他認為水庫

的主要功能在調解水利，發電是其次。華北與華中、西南請況完全不同，因為華

北缺水，水庫主要在集水；而西南水源豐富，但由於是石灰岩地形，因此水都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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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到地下成為地下水。此外，他也談到水利的管理體系，以及中央與地方之間的

合作和衝突。地方政府經常自己立法，不顧中央，使得協調困難，所謂「強龍不

壓地頭蛇」，除非有重大利益衝突，通常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成為妥協政治。 

三、  心得及建議 

 

整體而言，這次的會議和後續的訪問和接觸，為未來政大中國研究中心與法

國 SciencePo和清華、北大建立更密切合作關係，將來可以透過研討會形式強化

雙邊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