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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管理

基于财政资源配置视角的国防与经济
建设协调发展程度的实证分析

郝万禄　孙兆斌　黄　薇

【提　要】从财政资源配置的视角，选取军事财力总量均衡、财政资源配置结构合理、国际

国内关系和谐这三项指标来刻画国防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程度，尝试展开实证分析，测算出目前

我国国防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程度大约为７７．７％，处于良好协调状态，国际国内关系和谐程度处

于基本协调状态。为此，我国政府除了需要继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以外，更需要关注国际国内关

系和谐，加强军民的融合发展，以进一步达成国防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双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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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锦 涛 总 书 记 强 调 要 构 建 和 谐 社 会，树 立

科学的发 展 观。而 和 谐 社 会 与 科 学 发 展 观 体 现

在国防建 设 上，就 是 要 实 现 国 防 建 设 与 经 济 建

设的协调发 展。和 平 时 期，国 防 建 设 与 经 济 建

设统筹协 调 的 侧 重 点 是 安 全 下 的 发 展，二 者 协

调的基本 标 志 是 本 国 经 济 在 既 定 的 经 济 发 展 阶

段中有较 高 的 发 展 速 度，同 时 国 家 又 处 在 基 本

没有或很少 受 到 威 胁 的 状 态。或 者 说，国 家 能

够在国防 安 全 与 经 济 发 展 两 大 领 域 之 间 形 成 合

理的资源分配比例，建立科学的资源配置机制，

有效地利 用 稀 缺 的 财 政 资 源，达 到 国 防 与 经 济

建设发展的双赢局面。

一、文献回顾

１．国外国防 与 经 济 建 设 协 调 发 展 的 模 式 与

做法

冷战结 束 后，美 国 的 国 防 发 展 战 略 思 想 已

由 “先军后民，以军带民”调整为 “军民并重，

以民养军”，最终实现 “军民一体化”。① 美国国

会在１９９４年完成的研究报告 《军民一体化的潜

力评估》中，首 次 把 军 民 一 体 化 作 为 长 远 发 展

规划进行了 国 家 层 次 上 的 总 体 设 计，并 在２００１
年的 《国 防 报 告》中 宣 称 原 先 军 民 分 离 的 两 个

工业基础 已 基 本 融 合 为 一 体。俄 罗 斯 国 防 工 业

正在推 行 由 “军 民 分 离”向 “军 民 结 合”模 式

的转变，除了出台政策力促军工企业转轨改制、
建立军民 结 合 的 工 业 体 系 以 外，主 要 通 过 对 外

军贸维持 和 促 进 国 防 工 业 的 发 展，并 实 行 以 武

器出口 促 进 军 转 民 的 政 策。日 本 采 取 了 “以 民

掩军”的 发 展 模 式，确 立 了 主 要 依 靠 民 间 企 业

发展武器装备的方针。具体说来，一是建立军、
政、民相结合 的 决 策 运 行 机 制，二 是 鼓 励 企 业

发展军民 两 用 技 术，三 是 对 承 担 军 工 任 务 的 企

业实行优惠扶持政策，以确保其技术领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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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开联： 《国 外 国 防 建 设 与 经 济 建 设 协 调 发 展 的 模 式 和 做

法》，《军民两用技术与产品》２００５年第３期。



欧盟各主 要 国 家 则 采 取 “民 技 优 先”模 式，都

重视民用 高 技 术 的 发 展 并 强 调 军 民 两 用 技 术 的

开发和 利 用。印 度 采 取 了 “国 防 建 设 与 国 民 经

济并 重，优 先 考 虑 国 防 需 求”的 “国 防 优 先”

模式，建立 健 全 了 军 民 结 合 型 管 理 体 制 与 国 防

工业运行机制，调整完善了国防工业体系。

２．国内国防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相关研究

凤凰卫视 评 论 员 石 齐 平 认 为 军 工 企 业 欲 求

其效率极 大 化 必 须 把 握 一 个 民 营 化 原 则，国 防

建设必须 要 与 经 济 建 设 中 的 教 育 建 设 尤 其 是 高

科技教育 相 结 合，国 防 工 业 必 须 走 国 际 化 的 发

展路子。① 国防大学姜鲁鸣认为国防建设与经济

建设协调 发 展 在 资 源 配 置 上 的 集 中 体 现 是，国

防支出对 经 济 增 长 的 负 面 影 响 最 小，同 时 又 能

最大化地 满 足 国 防 安 全 需 求，而 实 现 这 一 均 衡

态的基本 约 束 条 件 是 建 立 政 府 与 军 方 之 间 统 一

有效的国防预算机制。② 南京政治学院杜人淮认

为要推进 国 防 建 设 与 经 济 建 设 的 协 调 发 展，必

须坚持 用 科 学 发 展 观 来 统 筹，努 力 形 成 “军 民

结合、寓 军 于 民”的 良 性 互 动 机 制，并 按 照

“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要求加快国防现代化建

设。③ 军事经济学院果增明认为统筹国防建设和

经济建设 的 关 系 涉 及 经 济、技 术 与 人 才 三 个 方

面，主要包括比例合理、基础兼容、技术融合、

智力共享 等 内 容，军 民 兼 容 的 国 防 工 业 技 术 基

础和军 队 人 才 的 培 养 应 当 走 “强 干 坚 枝”的 发

展模式。④ 军事经济学院韩仁武运用系统协调发

展方法，通过 建 立 协 调 发 展 统 计 指 标 体 系，计

算各子系 统 综 合 发 展 水 平，确 定 各 子 系 统 协 调

发展模型，在 计 算 各 种 协 调 发 展 系 数 基 础 上 计

算了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得出了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３
年间我国 国 防 建 设 与 经 济 建 设 处 于 “很 协 调 的

区间，协调程度近乎１的结论。⑤

二、国防与经济建设协调

　　发展的指标选取　　

　　中国 要 实 现 和 平 崛 起，国 防 财 政 资 源 配 置

的规模不 仅 取 决 于 与 一 些 主 要 大 国 和 周 边 国 家

之间的博 弈，而 且 也 取 决 于 国 内 经 济 发 展 条 件

与发展状况 等 因 素。为 此，我 们 选 取 以 下 三 种

指标来刻 画 国 防 与 经 济 建 设 协 调 发 展 的 财 政 资

源配置程度：一 是 军 事 财 力 总 量 均 衡 程 度。由

于军事发 展 规 律 与 经 济 发 展 规 律 各 自 具 有 不 同

的运行轨迹，两 者 不 一 致 是 必 然 的。经 济 发 展

及其对军 事 财 力 的 供 给，总 是 以 过 去 和 现 实 的

经济水平 为 基 础 的，而 军 事 财 力 需 求 则 往 往 是

以现实和 未 来 的 军 事 需 要 为 基 础 的，从 而 造 成

军事财力 供 给 滞 后 于 军 事 财 力 需 求，同 时 经 济

建设本身 也 需 要 更 多 的 财 政 资 源 予 以 支 持。可

以说，各国军 事 需 求 都 是 大 于 军 事 供 给 的，如

何调节这 种 供 需 差，实 现 军 事 总 量 需 求 的 基 本

均衡是财 政 资 源 协 调 配 置 的 主 要 标 志。二 是 财

政资源配 置 结 构 合 理 程 度。所 谓 结 构 合 理 是 指

财政资源在 经 济 性 支 出、社 会 服 务 性 支 出、维

持性支出 之 间 要 合 理 有 度，特 别 是 在 维 持 性 支

出中的 国 防 支 出 与 行 政 管 理 支 出 要 合 理 有 度，
相互之间 不 可 偏 颇。结 构 合 理 也 可 以 视 为 一 种

高效配置，因 为 高 效 配 置 相 当 于 增 加 了 财 政 资

源配置总量，从而为国防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提

供了良好条件。三是国际国内关系和谐程度。其

中，国际关系的和谐包括与周边邻国关系的和谐，
与传统盟友的和谐，甚至包括与战略竞争对手的

和谐。国内关系的和谐又有许多表现，比如军民

关系的和谐、军 地 利 益 关 系 的 和 谐、技 术 关 系

的和谐、战斗力生成关系的和谐等等。⑥

三、国防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程度的实证分析　　　　

　　在选 取 了 上 述 三 项 刻 画 指 标 以 后，就 可 以

进行实证分析。即便如此，许多数据无法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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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指标之 间 权 重 也 难 以 确 定。为 此，我 们 尝

试采取变通的做法，对于少数确实无法搜集的指

标数据或者用近似数予以代替，或者进行合理的

估定。对于权重则采取传统的方法，诸如层次分

析法、集值迭代法、专家打分法等进行界定。

１．军事财力总量的均衡程度 （Ｈ１）
军事财力是国家用于国防建设的专项经费，是

国防战略在经济上的具体体现，是政治、军事、经

济和外交的凝聚点，是国防政策的数字化。在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体现国防与经济建设协调发

展的主要指标就是军事财力总量的均衡程度。
由于军事 财 力 均 衡 分 为 内 部 均 衡 与 外 部 均

衡两 种。为 此，我 们 将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ＧＤＰ）
与一些 主 要 国 家 或 地 区 军 事 财 力 （国 防 费）取

做解释变 量，将 我 国 军 事 财 力 （国 防 费）取 做

被解释变量。主 要 国 家 或 地 区，我 们 选 取 的 是

美国、日 本、印 度、俄 罗 斯 和 台 湾。这 样，我

们就选取 了 刻 画 中 国 军 事 财 力 总 量 均 衡 模 型 的

六个解释变量：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ＣＨＧＤＰ）、
美 国 国 防 费 （ＵＳＭＥ ）、 日 本 国 防 费

（ＪＡＰＭＥ）、印度国防费 （ＩＮＤＭＥ）、俄罗斯国

防费 （ＲＵＳＭＥ）和台湾地区军费 （ＴＡＩＭＥ）。
在实证 分 析 之 前，为 削 弱 样 本 数 据 的 异 方

差，同时 去 掉 变 量 的 量 纲，先 对 中 国 国 防 费

（ＣＨＭＥ）及 其 六 个 解 释 变 量 取 对 数 （前 面 加

Ｌ），这样，模型就可以写成：

ＬＣＨＭＥ＝Ｃ＋ｂ１ＬＣＨＧＤＰ＋ｂ２ＬＵＳＭＥ
＋ｂ３ＬＪＡＰＭＥ＋ｂ４ＬＩＮＤＭＥ
＋ｂ５ＬＲＵＳＭＥ＋ｂ６ＬＴＡＩＭＥ＋μ

（１）
式中μ表示随机误差项。
以１９８０年～２００９年数据为样本区间，首先

对这些变 量 进 行 平 稳 性 检 验 与 协 整 分 析。利 用

Ｅｖｉｅｗｓ５．０计量软件，进行ＡＤＦ的 检 验 结 果 表

明：在１０％的 临 界 值 水 平 下，所 有 变 量 都 是 一

阶单整序列Ｉ（１），可以进行协整分析，并得到

静态回归方程如下：

ＬＣＨＭＥ＝５．２０８＋１．２７６ＬＣＨＧＤＰ－０．４９８ＬＵＳＭＥ
（－１）＋０．１９２ＬＲＵＳＭＥ
－１．２１１ＬＪＡＰＭＥ－０．４１３ＬＴＡＩＭＥ

（２）

　表１　中国军事财力总量偏离均衡程度

年份
均衡国防支出

（亿美元）

实际国防支出

（亿美元）

偏离均衡

程度 （％）
年份

均衡国防支出

（亿美元）

实际国防支出

（亿美元）

偏离均衡

程度 （％）

１９８０　 ９４．３２　 １２９．３　 ３７．１９　 １９９５　 ８１．９１　 ７６．２ －６．９７

１９８１　 ８７．２１　 ９８．５　 １２．９５　 １９９６　 ８８．８８　 ８６．６ －２．５７

１９８２　 ８０．９６　 ９３．２　 １５．１２　 １９９７　 ９７．５１　 ９８　 ０．５０

１９８３　 ７５．７２　 ８９．６　 １８．４６　 １９９８　 １０８．０２　 １１２．９　 ４．５２

１９８４　 ７１．５１　 ７７．７　 ８．６５　 １９９９　 １２０．８２　 １３０　 ７．６０

１９８５　 ６８．３３　 ６５．２ －４．５８　 ２０００　 １３６．５２　 １４５．９　 ６．８７

１９８６　 ６６．１４　 ５８．２ －１２．１５　 ２００１　 １５５．８６　 １７４．２　 １１．７６

１９８７　 ６４．８８　 ５６．３ －１３．２３　 ２００２　 １７９．９４　 ２０６．３　 １４．６５

１９８８　 ６４．３９　 ５８．６ －８．９９　 ２００３　 ２１０．２３　 ２３０．５　 ９．６４

１９８９　 ６４．５２　 ６６．８　 ３．５３　 ２００４　 ２４８．６０　 ２６５．８　 ６．９２

１９９０　 ６５．２５　 ６０．７ －６．９８　 ２００５　 ２９７．２８　 ３０２．１　 １．６２

１９９１　 ６６．６９　 ６２ －７．０３　 ２００６　 ３５８．６５　 ３７３．７　 ４．２０

１９９２　 ６８．９６　 ６８．５ －０．６６　 ２００７　 ４３５．１４　 ４６７．５　 ７．４４

１９９３　 ７２．１５　 ７３．９　 ２．４３　 ２００８　 ５２９．２８　 ６０１．３　 １３．６１

１９９４　 ７６．３８　 ６３．９ －１６．３４　 ２００９　 ６５６．１７　 ７２５．１　 １０．５１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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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得 到 与 这 些 变 量 内 外 部 均 衡 相 一 致 的 均

衡国 防 费，需 要 对 这 些 变 量 的 取 值 进 行 Ｈ－Ｐ
滤波校正。根 据 各 变 量 滤 波 校 正 后 的 数 据，按

照方程 （２）推 导 的 国 防 费 就 是 它 的 均 衡 水 平，
在此基础上就可以测算出１９８０年～２００９年间中

国军事财力总量偏离均衡的程度，见表１。
考虑到 有 的 年 份 偏 高，有 的 年 份 偏 低，为

防止出现 相 互 抵 消，我 们 取 改 革 开 放 以 来 我 国

军事财 力 总 量 偏 离 均 衡 程 度 绝 对 值 的 平 均 值。
这样，我们就得 到１９８０年～２００９年 的３０年 间

军事财力总量的年均协调程度Ｈ１为：

Ｈ１＝１－ （∑ ３０
ｉ ＝１｜第ｉ年 军 事 财 力 偏 离

均衡程度｜）／３０＝１－０．０９３＝０．９０７
２．财政资源配置结构的合理程度 （Ｈ２）
财政资源 配 置 结 构 的 合 理 程 度 取 决 于 以 下

四种结构的 合 理 程 度：经 济 建 设 支 出、社 会 文

教支出、行政 管 理 支 出、其 他 支 出 （国 防 支 出

上面已 经 研 究 过）。需 要 说 明 的 是，由 于２００７
年以后我 国 政 府 财 政 支 出 职 能 结 构 进 行 了 重 新

分类，为保持数据的完整性，在此对２００７年以

后数据做了必要的调整。
为获得 各 项 财 政 支 出 的 均 衡 方 程，我 们 先

确定 每 项 财 政 支 出 的 主 要 影 响 因 素，并 运 用

１９８０年～２００９年间数据资料 （为消除不同量纲

影响，所有变量都取对数，前面加Ｌ），建 立 相

应的计量分析模型。
（１）经济建设支出方程：

ＬＥＣＯ＝１．２８３＋１．０３６ＬＦＩＸ－０．３２７ＬＳＡＶ
（３）

其中，ＥＣＯ表示经济 建 设 支 出；ＦＩＸ 表 示

固定资产投 资 总 额；ＳＡＶ表 示 城 乡 居 民 人 民 币

存款余额。
（２）社会文教支出方程：

ＬＳＯＣ＝２６．２４５－３．１４６ＬＰＲＩ＋２．９５３ＬＰＵＢ
（４）

其中，ＳＯＣ 表 示 社 会 文 教 支 出；ＬＰＲＩ表

示全国小 学 数 量；ＬＰＵＢ 表 示 全 国 公 共 图 书 馆

数量。
（３）行政管理支出方程：

ＬＡＤＭ＝５．１９８－０．８４７ＬＭＡ１＋１．２３ＬＭＡ２
（５）

其中，ＡＤＭ 表示行政管理支出；ＬＭＡ１表

示公共管 理 和 社 会 组 织 人 数；ＬＭＡ２表 示 公 共

管理和社会组织工资总额。
（４）其他支出方程：

ＬＯＴＨ＝－６．１１３＋１．１７７ＬＧＤＰ （６）

其中，ＯＴＨ 表 示 其 他 支 出；ＧＤＰ 表 示 国

内生产总值。

运用协调程度＝１－ （∑ ３０
ｉ＝１｜第ｉ年偏离

均衡程度｜）／３０，可以计算出各项财政支出的

协调程度，其 中，经 济 建 设 支 出 的 协 调 程 度 为

０．８７２，社会 文 教 支 出 的 协 调 程 度 为０．８０６，国

防支出的协调程度为０．９０７，行政管理支出的协

调程度为０．８９４，其他支出的协调程度为０．６９１。
由于在这３０年间，我国经济建设支出、社

会文 教 支 出、国 防 支 出、行 政 管 理 支 出、其 他

支出占财政支出的平均比重分别为４２％、２５％、

９％、１４％、１０％。故我们可以将各项财政 支 出

的权重取 为 各 项 财 政 支 出 占 总 财 政 支 出 的 平 均

比重，即：经济建 设 支 出 的 权 重０．４２，社 会 文

教支出的权重０．２５，国防支出的权重０．０９，行

政管理支出的权重０．１４，其他支出的权重０．１０。
从而可以计算出１９８０年～２００９年间财政资

源配置的协调程度Ｈ２为：

Ｈ２＝４２％×０．８７２＋２５％×０．８０６＋９％×０．９０７
＋１４％×０．８９４＋１０％×０．６９１＝０．８４４
３．国际国内关系的和谐程度 （Ｈ３）
（１）国际关系的和谐程度

影响国 际 关 系 和 谐 的 因 素 主 要 包 括 政 治、
军事、经济、文 化 等 四 个 方 面。因 此，要 计 算

国际关系 的 和 谐 程 度，必 须 计 算 这 四 项 因 素 的

权重，运用层次分析法可测得政治关系权重ｗ３１
＝０．４７２，军事关系权重ｗ３２＝０．２８５，经济关系

权重ｗ３３＝０．１７０，文化关系权重ｗ３４＝０．０７３。
按照联 合 国 的 认 定，目 前 世 界 上 共 有１９３

个国家 或 地 区，与 我 国 建 交 的 有１６５个，没 有

建交的 有２８个。首 先，从 政 治 和 谐 程 度 来 看，
在建交的１６５个 国 家 或 地 区 中 关 系 一 般 的 主 要

有１３个国家，这样，政治关系相对友好的国家

或 地 区 占 所 有 国 家 或 地 区 的 比 重 为 （１６５－
１３）／１９３＝０．７８８，故可以近似认为政治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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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 程 度 为０．７８８。其 次，从 军 事 和 谐 程 度 来

看，与我 国 有 良 好 军 事 关 系 的 主 要 有２０个 国

家，这样，军事关 系 相 对 友 好 的 国 家 占 所 有 国

家或地区的比重为２０／１９３＝０．１０４，故可以近似

认为军事关系的和谐程度为０．１０４。再次，从经

济和谐程 度 来 看，与 我 国 没 有 经 贸 往 来 的 国 家

或地区非 常 少，目 前 经 贸 往 来 没 有 或 者 非 常 少

的国家主 要 有７个 国 家 或 地 区，这 样，经 济 关

系相对友 好 的 国 家 或 地 区 占 所 有 国 家 或 地 区 的

比重为 （１９３－７）／１９３＝０．９６４，故 可 以 近 似 认

为经济关系的和谐程度为０．９６４。最后，从文化

和谐程度 来 看，与 我 国 建 交 的 国 家 都 有 文 化 往

来，而 没 有 建 交 的 国 家 文 化 往 来 很 少，这 样，
文化关系 相 对 友 好 的 国 家 或 地 区 占 所 有 国 家 或

地区 的 比 重 为１６５／１９３＝０．８５５，故 可 以 近 似 认

为文化关系的和谐程度为０．８５５。
综上所 述，可 以 计 算 出 国 际 关 系 的 和 谐 程

度为Ｈ３１：

Ｈ３１＝０．４７２×０．７８８＋０．２８５×０．１０４＋０．１７０
×０．９６４＋０．０７３×０．８５５＝０．６２８

（２）国内关系的和谐程度

毫无疑 问，从 国 防 财 政 资 源 配 置 的 视 角 出

发，国内关 系 和 谐 程 度 的 度 量 具 有 多 种 方 式，
但为了计 算 与 刻 画 的 方 便，我 们 用 军 民 融 合 程

度来替代 国 内 关 系 和 谐 程 度，并 借 鉴 美 国 使 用

防务与商 务 通 用 率 指 标 的 做 法。从 科 技 人 员 构

成上看，美 国 直 接 或 间 接 为 军 方 服 务 的 科 学 家

目前已 达 到７８万 之 多，占 全 美 科 学 家 总 数 的

８２％，在人才队伍上已实现了军民的高度融合。
在美国国 防 部 和 商 务 部 公 布 的 关 键 防 务 技 术 与

商用技术清 单 中，两 者 重 叠 的 部 分 达８０％。这

样，我们可以将军民融合分为劳动、资本和技术

三个方面，具体说来，用防务与民用的劳动通用

率、资本通用率、技术通用率三项指标去刻画。
首先，运 用 可 搜 集 到 的 数 据，我 们 测 算 的

我国防务 与 民 用 劳 动 通 用 率 为９．３２％，防 务 与

民用劳动 的 协 调 程 度 为１８．６％；我 国 资 本 通 用

率为１６．８５％，防 务 与 民 用 资 本 的 协 调 程 度 为

３０．３％；我国 防 务 与 民 用 技 术 通 用 率 为６５％，
防务与民 用 技 术 协 调 程 度 为７３．１％。其 次，运

用柯布—道 格 拉 斯 函 数，对 于 各 项 指 标 权 重 的

选取可以按 照 各 自 的 弹 性 取 值。资 料 显 示，我

国的资本弹性稳定在ａ＝０．６７左右，劳动力弹性

稳定在ｂ＝０．３３左 右，而 技 术 的 弹 性 显 然 是１。

这样，我国劳动的权重可确定为０．３３／ （０．３３＋
０．６７＋１）＝１６．５％；资 本 的 权 重 为 ０．６７／
（０．３３＋０．６７＋１）＝３３．５％；技 术 的 权 重 为１／
（０．３３＋０．６７＋１）＝５０％。

从而，可 以 近 似 得 出 我 国 军 民 融 合 的 协 调

程度Ｈ３２为：

Ｈ３２＝０．１６５×０．１８６＋０．３６５×０．３０３
＋０．５×０．７３１＝０．４９８

最后，采取专家评估打分法，我们测得国际

关系的权重为０．４３９，国内关系的权重为０．５６１，

从而可以计算出国际国内关系的和谐程度Ｈ３为：

Ｈ３＝０．４３９×０．６２８＋０．５６１×０．４９８＝０．５５５
４．国 防 建 设 与 经 济 建 设 的 协 调 发 展 程 度

（Ｈ）
借用基于 “功 能 驱 动”原 理 的 指 标 偏 好 型

赋权法———集值迭代法，我 们 测 算 的 总 量 均 衡、

结构合理、关 系 和 谐 这 三 项 指 标 的 权 重 分 别 为

９／２６、９／２６、８／２６。

据此可计 算 得 到 我 国 自 改 革 开 放 以 来 国 防

与经济建设发展的财政资源协调配置程度Ｈ 为：

Ｈ＝ （９　Ｈ１＋９　Ｈ２＋８　Ｈ３）／２６＝０．７７７
按照一 般 的 协 调 判 别 标 准，基 于 财 政 资 源

配置视角，我 国 国 防 与 经 济 建 设 协 调 发 展 的 程

度总体处于良好协调状态。

四、基本结论

上述实 证 结 果 表 明：我 国 国 防 与 经 济 建 设

协调发展程 度 达 到７７．７％左 右，总 体 上 处 于 良

好协调状 态，但 与 美 国 等 西 方 发 达 国 家 相 比，

还存在一 定 差 距，尤 其 在 军 民 融 合 方 面 差 距 较

大。实际上，我 国 关 系 和 谐 程 度 只 有５５．５％左

右，处于基本 协 调 状 态；财 政 资 源 配 置 结 构 合

理程度次 之，达 到８４．４％，军 事 财 力 总 量 均 衡

程度最 高，达 到９０．７％。其 中，要 提 高 国 际 国

内关系和 谐 程 度 与 提 高 财 政 资 源 配 置 结 构 协 调

程度的难度 最 大，涉 及 到 宏 观 经 济、国 防 工 业

发展政策 与 机 制 等 许 多 因 素。而 要 达 到 军 事 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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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均衡相 对 要 容 易 得 多，理 论 上 只 要 调 整 财 政

资源配置总 量 就 可 以 达 到。由 此 可 见，要 提 高

财政资源 在 国 防 与 经 济 建 设 领 域 的 协 调 配 置 程

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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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选萃

“世界文学”所折射出的人类共性探析

———以 《朗读者》的经典重读为例

陈婷婷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陈婷婷 撰 文 说：对 于 中 国 读 者 而 言，《朗 读 者》没 有 所 谓 调 侃 和 诙 谐，
有的是严肃的思辨、庄重的叙事甚至古典的氛围，却能 “让人 一 夜 读 完”。以 贯 穿 小 说 的 米 夏·伯 格 为 汉 娜 “朗 读”
的书目为例，就出现了 “《奥德赛》之西塞禄反击卡提林纳的演讲”、《爱米丽亚·迦洛蒂》、《阴谋与爱情》、《战争与

和平》等名著的标题，这种庄重的文风让当今中 国 读 者 有 种 既 熟 悉 又 陌 生 的 感 觉；而 其 中 反 映 出 的 普 世 人 类 共 性 最

本质的声音，在民族文学一味追求所谓思想深刻的当下，是 值 得 作 一 番 思 考 的。笔 者 以 小 说 《朗 读 者》为 个 案 探 寻

文学经典何以具备 “世界文学”品质的一些 特 点，始 终 也 是 站 在 一 个 异 域 读 者 的 视 角。这 种 异 域 视 角 的 思 考 也 如 同

博尔赫斯在解读 《红楼梦》的时候，把它归纳为 幻 想 小 说，从 而 提 供 了 一 种 对 于 中 国 本 土 文 化 而 言 完 全 “陌 生 化”
的解读一样。巴赫金的文学理解的 “外位性习惯”，认为 “在文化领域中，外位性是理解的最强大的推动力。别人的

文化只有在他人文化的眼中才能较为深刻地揭 示 自 已 （但 也 不 是 全 部，因 为 还 会 有 另 外 的 他 者 文 化 的 到 来，他 们 会

见得更多，理解更多）……就会显现出自已的深层底蕴，因为不同涵义之间仿佛开始了对话。”对于西方文学经典的

再读，除了以期从西方具有世界性成功的文学作 品 里 探 寻 一 些 规 律 性 的 东 西；另 一 方 面 理 解 的 目 的 是 达 到 一 种 新 的

理解。正是由于这些 “再读”或者说 “误读”，在读者对异质文化的认识过程 中，伴 随 其 理 解 的 深 入 导 致 “误 读”的

空间拓宽，从而从一定程度又再次扩大了文学经典的 “世界性”。使其获得了广泛的主动认同和接受，并能经得起时

间的检验。
（马光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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