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6年1月8日，民建首次舉行公開招待會，向
舊政協提出了停止內戰、結束一黨專政、開放政
權、釋放政治犯、檢討國民黨政府的經濟政策等意
見，這些意見，受到中共的熱情支持。圖為參加招
待會的中共和各方面人士的簽名。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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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面的較量開始了
人民政協人民政協的的「「前世今生前世今生」」

宿正伯

連載連載⑩⑩
■左舜生(1893～1969)

1946年1月10日，萬眾矚目的政治協
商會議在重慶拉開帷幕。
讀歷史，我們難免要追問一句：為什

麼要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最初不是屢次
說要召開國民大會嗎？其實，這便是筆
者在前文不厭其煩交待歷史背景的原因
所在。
首先，從法理上看，國民黨以黨代政
的訓政時期，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體
制。既然設計了從軍政到訓政再到憲政
的建國路徑，那麼便必須完成制憲、立
憲的任務。制憲、立憲，就要涉及國內
各黨派的政治安排，必然有一番討價還
價過程。時間越往後推，利益糾葛便越
是複雜，各黨派羽翼漸豐時必須在國民
大會之前召開黨派會議來確定框架協
議。所以說，孫中山的三步走建國理論
客觀上為國民黨挖了「坑」。如果當初
一步到位立憲立國，也許後期的發展就
不致如此，至少問題的處理方式會有很
大不同。當然，蔣介石自身對獨裁體制
的享受，也決定了他必然會擁護訓政理
論，必然會拖延立憲的來臨。這在一定
程度上無異於自作自受。
其次，從事實上看，經過八年抗戰，
中國共產黨的力量已今非昔比，共產黨

領導的軍隊由抗戰初的3萬餘人發展為
1945年的120多萬人，另有民兵260萬
人。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人口近1億。
共產黨深入敵後開展人民戰爭，贏得了
基層民眾的支持。而且，國共第二次合

作，已經使得共產黨和特區政府的地位
得到了認可。如此強大的力量和如此廣
泛的存在，使得國民黨及其領導下的軍
隊、政府都不能無視共產黨的存在。協
商建國，勢在必行。
此外，民主黨派的合法化和不斷發

展，也使得國內政治格局發生了重大變
化。不僅不再是國民黨一黨獨大，甚至
也不是國共兩黨說了就可以算，而是真
真正正地出現了左、中、右三種力量。
原有的國民大會已經不能囊括各種政治
力量，不能完全代表民意。
所有這些匯聚到一起，決定了政治協

商會議的舉行。政治協商會議的名稱，
最初曾有過黨派會議、政治諮詢會議、
政治會議等多種提法，最後採納的是重
慶談判時國民黨代表之一張治中將軍於
1945年 9月 10日提出的「政治協商會
議」。
重慶談判之後，本預定1945年11月初
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由於國共雙方軍
事衝突不斷，不得不延期。國內外要求
盡快舉行協商的呼聲風起雲湧，政治協
商會議最終確定在1946年初召開。
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的中國國民黨代表

是：孫科、吳鐵城、陳布雷、陳立夫、

張厲生、王世傑、邵力子、張群；中國
共產黨代表是：周恩來、董必武、王若
飛、葉劍英、吳玉章、陸定一、鄧穎
超；中國民主同盟代表是：張瀾、羅隆
基、張君勱、張東蓀、沈鈞儒、張申
府、黃炎培、梁漱溟、章伯鈞；青年黨
代表是：曾琦、陳啟天、楊永浚、余家
菊、常乃德；社會賢達代表有：莫德
惠、邵從恩、王雲五、傅斯年、胡霖、
郭沫若、錢永銘、繆嘉銘、李燭塵。
與會38名代表，圍繞政府組織、施

政綱領、軍事、
國民大會、憲法
草 案 等 5 項 議
題，展開了激烈
的討論。

■李璜（1895～1991） ■曾琦（1892～1951）
■周恩來(左一)與舊政協民盟代表合影。 資料圖片

■張君勱(1887～1969)，中國政治
家、哲學家，中國民主社會黨領袖。
推崇唯心主義哲學，被稱為「玄學
鬼」。曾參與組織中國民主同盟。後
在海外組織「中國自由民主戰鬥同
盟」，以「第三勢力」自居。

資料圖片

陳
華
建言「科技金融」

近年來，小微企業貸款難催生了民間借貸的繁榮，而部分民間融資機構老闆捲款跑路的消息更是頻頻見諸報端，引發

民眾對此類機構該如何監管的討論。山東省政協委員、山東財經大學當代金融研究所所長陳華教授在接受本刊專訪時呼

籲，政府部門應釐清金融監管邊界，在釋放小額貸款公司帶來的活力同時，預防潛在風險。而要解決企業創新活力不足

的問題，則應加大科技金融融合力度，並圍繞產業鏈部署創新鏈，圍繞創新鏈部署資金鏈，為產業轉型升級提供科技金

融支撐。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于永傑、亓娜、實習記者劉明秀

在陳華看來，民間借貸之所以大行其道，根
本原因在於當下的金融體系不能滿足投資

方和貸款方的需求。一方面，銀行存款利率偏
低，不能滿足儲戶的理財要求；另一方面，由於
銀行「嫌貧愛富」的放貸傾向，實力相對薄弱的
中小微企業普遍面臨着融資難問題，門檻較低的
民間借貸應運而生。就此而言，融資公司的存在
有其合理性：它能夠整合資金供求間的矛盾，並
以此倒逼銀行進行改革。

「目前金融改革難度很大」
但在另一方面，也必須看到融資公司從事商業

活動的風險，如果監管和經營不當，會對金融業
和實體經濟帶來巨大損害，民間借貸資金鏈斷裂
就是一個例證。而目前內地政府的金融監管體制
也亟待完善。
陳華舉例說，各大國有銀行由銀監會和央行監

管，小額貸款公司由地方金融辦監管，而融資公
司則由於其暗藏的風險，對管理者的水平提出了
較高要求，這使其成為了各監管部門都不願插手
的模糊地帶。
政府管理的「缺位」或者「錯位」，給違法者
以漏洞。「如何管控金融創新的活力與風險，將
成為對政府管理職能的挑戰」。
出身金融系統的山東省省長郭樹清，到任以來

即大刀闊斧推行金融改革。身為金融領域的學
者，陳華亦積極發揮政協委員的作用參與其中。

「郭樹清省長是一個海派官員，到了山東以後多
次強調與國際接軌。」但陳華也不諱言目前金融
改革難度很大，「因為很多政策方面的突破，地
方話語權不大」。

「未來競爭：科技與金融融合競爭」
2014年，陳華主持了《科技金融融合促進山
東中小微企業創新能力提升》的國家軟科學重大
合作項目，多次在提案中對山東的「科技金融」
建言獻策：山東金融系統的老問題是國有銀行授
信和貸款傾向於國有企業和大型企業，缺乏信用
保障的民營企業和科技型中小企業融資則普遍較
難。而尤應引起關注的是，目前山東企業的研發
投入幾乎完全靠自主籌集。
數據顯示，2011年金融機構貸款在企業技術

研發投入中僅佔1.46%，金融業對於研發投入的
直接支持明顯不足，大大制約了山東企業的技術
攻堅和產業升級。陳華認為，在山東「金改」過
程中，應把促進金融機構支持企業研發投入列為
改革重點之一。
近年來，科技金融得到各級政府的高度重視，

然而，科技型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創新效率低
下等問題仍然存在。陳華指出，未來競爭，不僅
是科技的競爭，也不僅是金融的競爭，而是科技
與金融融合的競爭。產業轉型升級源於科技興金
融，科技金融融合促進中小微企業創新能力提升
的同時，有利於轉方式調結構，有利於提高創新

軟實力。

「應將古人思想與現代要求融合」
山東一直以來存在着重、輕工業比例失調，大
型國企佔比較高，先進製造業和新興產業發展尚
不強勁，第三產業發展緩慢的結構問題，被俗稱
為「大象經濟」。
出生在孔孟之鄉——山東濟寧的陳華在研究中

不斷思考齊魯文化在當代經濟發展中所起的作
用。在他看來，山東民營經濟發展遲緩，「魯
商」難以同歷史上的「晉商」、「徽商」以及如
今的「浙商」相比，一個重要掣肘力量是山東
「重官輕商」的傳統觀念。
陳華舉例稱，傳統文化中的「學而優則仕」是
鼓勵人們從政，「中庸」被理解為不提倡敢為人
先，「輕利」也不提倡經商，安土重遷的本性也
對營商不利，「官本位」的思想觀念根深蒂
固，精英都流向了公務員隊伍。由於商人得不
到應有的尊重，更增加了經商的困難，阻礙了
小微企業的發展。
「在美國，第一等人是商人，而商人也願意
做慈善事業、回報社會，因而義與利不是必然
衝突的。現代人應當將古人的思想與現代社會
的要求融合，而不應片面理解。對政府部門而
言，應當改變『官本位』觀念，加快轉變政府
職能，簡政放權，從管理企業轉變為服務企
業。」陳華說。

近年來魯港合作不斷深入，隨着山東「金改」的展開，金融合作隨即提
上日程。數據顯示，香港是山東最大的外資來源地和境外投資目的地，已
有40家山東企業到香港上市。而陳華也正在對「魯港台金融合作」進行專
題調研。
在他看來，山東與香港、台灣之間在經濟上有着很強的互補性，三地合

作能夠實現互利雙贏。對山東而言，香港、台灣能為山東帶來資本、人才
和先進的經濟發展與管理經驗，利於山東「引進來」；同時，香港、台灣
是亞太地區重要的金融、貿易、航運、信息等服務樞紐之一，可以作為山
東企業走出國門的跳板，有利於山東「走出去」的戰略。而對於香港、台
灣來說，山東省擁有龐大的原料市場與勞動力市場，山東的區域優勢和得
天獨厚的資源，能為其投資贏得理想的回報，優勢互補，錯位發展，實現
多贏。

「金融改革應更多強調國際慣例」
但不可迴避的是，「魯港台金融合作」也存在着一些制約因素。如在制

度層面上，金融業受國家嚴格管控，地方政府的金融業務管理職能受限。
CEPA補充協議雖然允許香港證券業以合資形式進入內地，但僅僅是在上
海、廣東、深圳等地進行試點，山東並未因此受惠。
此外山東尚缺乏全國性的金融交易平台，對吸引港資金融機構落戶、聚

集國際資本、提升金融輻射力造成一定不利影響。因此，陳華強調，啟動
魯港金融合作之前，山東應先釐清自身管理體制中一些不規範的因素，
「應該更多強調國際慣例，淡化中國特色，這才是改革。」談及此前港交
所拒絕了阿里巴巴的上市請求，陳華認為「港交所不因為企業規模大就輕
易改變自身的規則，這一點值得敬佩，也值得內地思考」。

調研魯港金融合作
助力轉型升級

當今社會各類金融工具在不斷方便着人們的生活，而其在防止腐敗、建
立廉潔政府方面的功效也已在不少國家顯現。目前山東已經推行公務卡制
度，在陳華看來，利用便捷的金融手段對政府公職人員進行監督，是「反
腐」利器，有助於打造廉潔高效的政府，因此應積極發揮金融工具的監管
作用，打造「陽光政府」。
他同時強調，不容否認的是，按照國內現行的財政監管制度，政府的收

支狀況是由政府自己提供的，而不是由獨立的第三方出具審核結果，因而

這種監管和財政公開往往流於形式，難以起到效果。而且就目前各政府網
站上可以查詢到的財政收支列表而言，支出條目不夠精細是廣泛存在的問
題，民眾無法從中得知每一分錢都用到了哪裡。一個真正完備的財政監管體
系應當是，政府應公開每一筆支出的去向，而民眾又能從金融系統中查詢到
該筆支出的流轉狀況。就此而言，我們的財政公示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陳華坦言，從技術層面而言，目前我國大範圍推行利用金融工具對官員

資產進行監督完全可行，「但層層阻力造成至今成效甚微。」

金融手段可成「反腐利器」

■■山東省政協委員山東省政協委員、、山東財經大學山東財經大學
當代金融研究所所長陳華教授當代金融研究所所長陳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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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華認為應積極發揮金融工具監管陳華認為應積極發揮金融工具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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