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享经济 100问》出版发行
解读共享经济转型趋势

从共享产品到共享空间，从共
享技能到共享劳务，从共享资金到
共享产能， 共享经济在过去的 10
年间风靡全球， 席卷各行各业，对
政府治理、企业发展、个人生活都
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中央党校出版
社 2019年 1月出版的新书 《共享
经济 100 问》中，全面解读了中国
共享经济转型期的大趋势。

《共享经济 100 问》一书通过
理论结合案例指导的方式回答当

下对共享经济看不清、看不准、看
不透的热点及难点问题， 分析了
共享经济在中国的机遇和愿景 ，
以及对传统思维、产权制度、监管
政策带来的冲击， 提出了政府对
共享经济需要审慎包容、 协同治
理的政策建议。 既有前沿政策解
读又包括实务指导， 同时是国家

信息中心所属分享经济研究中心

集体研究及实践的著作。
本书对于领导干部深入了解

共享经济的发展现状和趋势 ，推
进实施共享经济具有重要参考价

值。 例如，书中谈道，“底线思维”
是我国在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

能、 促进以共享经济为代表的新
业态发展时必须坚持的监管原

则。 坚持“底线思维”原则，首先要
最大限度地扩大市场准入， 鼓励
竞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还要对
那些可能侵犯用户合法权益 、引
发系统性风险、 影响网络空间信
息安全等创新模式， 有针对性地
加强监管。 “底线思维”为创新探
索提供空间，留有余地，底线之上
则应鼓励大胆探索与创新。 从经
济学意义上说， 监管的本质是政

府为了纠正市场失灵而对市场交

易行为进行的干预。市场失灵的原
因多种多样，有不完全竞争、信息
不对称、外部性、难以兼顾社会公
平等。政府监管涉及政府、企业、公
众等各方面的利益，需要做好各方
面利益的权衡。当前我国正在大力
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大力发
展以共享经济为代表的新业态，如
何做好新业态新模式的监管是实

践提出的巨大挑战。 “底线思维”是
新业态监管中必须坚持的重要原

则之一。正如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所
言：商业的本质是营利，但营利的
前提是遵守底线。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共享经
济 100 问》 也对共享经济的企业
家和参与者更加全面地了解该行

业的走向及发展， 应对挑战和机
遇进行了明确指导 。 书中指出 ：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我国始终坚
持把就业置于发展优先位置。 党
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要坚持就业
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 实现
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 有人说
新经济的发展对传统经济造成了

冲击，导致了就业的减少。 但事实
上， 新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许多就
业新岗位，尤其是共享经济，它的
灵活性特征创造了大量的兼职岗

位， 既改变了传统工业经济的就
业方式，也促进了包容性的增长。
一个人只要有一技之长， 就可以
通过平台提供开车 、跑腿 、做饭 、
清洁等服务。 人们可以选择全职
的服务工作， 也可以利用下班时
间选择一份兼职工作。 ”

（据新华网）

作者：（瑞）荣格
出版：中央编译

出版社

精 神 分 析 学

派强调儿童期的

影响 ，强调压抑的
作用 ，用病态的观
点来看待现代的

人性等。 精神分析
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以后蓬勃发展 ，
深入到西方社会 、
生活 、思想 、文化
各个领域，融合到了整个西方社会之中，成了
西方社会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究其原因，乃是
因为两次世界大战对西方人性造成的戕害 ，
以及后工业社会给人的精神造成的强大压力

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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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史前·夏商考古》
作者：高天麟
出版：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

本书利用地

层学 、 器型学等
方法 ， 部分论文
还利用了古代文

献与考古成果相

互印证的 “二重
证据法 ”，对黄河
流域的考古挖掘

的 成 果 包 括 陶

器 、石器 、尸骨 、
宫殿 、地形等 ，进行了系统梳理和研究 ，考察
了所属文化包括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先商文
化等的类型 、年代 、分期 、特征等 。 全书包括
《关于磁县下潘汪仰韶文化的讨论》 等 20 篇
文章。

《未发现的自我》

《唐代钱法考》
作者：陈 玺

出版：社科文
献出版社

唐代是自然

经济式微、 货币
经济逐渐发展的

重要历史阶段 ，
记重钱体系渐趋

崩溃以及元宝钱

体系诞生、发展。
本书以历代钱法

规 则 变 迁 为 背

景， 以唐代钱货
法制运行为剖面，透过经济法学与社会法学的
宏观视角，充分利用资料，加以系统辑佚、考证
和研究。 全面论证唐代货币法制的演进与运
行，讨论唐代钱法基本职能、理论学说、适用状
况等基本问题。

（综 合）

田园里的小诗
法国是个文豪辈出的国家 ，

乔治·桑则兼具了法国人浪漫的
文学天赋和自由的思想风气。 她
诞生于 1804 年，用她的话说就是
“生于拿破仑加冕称帝那一年 ”。
彼时法国大革命刚刚结束，乔治·
桑作为一名女性，受当时自由风气
所影响，对于女性的生活有不同于
世俗的看法。 她抽烟喝酒，打扮成
男性的样子参加一些禁止女性参

加的聚会，引起当时社会的巨大争
议。 她也是一名极具才华的作家，
发表过小说《安蒂亚娜》和《瓦朗蒂
娜》。雨果评价她“桑夫人用尽女性
十足的天才，为人类留下了妇女真
正的权利。她兼具巴尔贝斯的伟大
心灵、巴尔扎克的伟大思想、拉马
丁的伟大灵魂”。

《我的生活故事》（花城出版
社出版） 是乔治·桑 51 岁时写下
的作品， 当时拿破仑已经被赶下
台， 时代的变迁没有为任何一个
人停留———因此追忆， 成为这位
年过百半的女性心中的渴望。 年
轻时的她也热心于政治， 撰写过
《致人民的信》，但写下这本书时，

她已经回到家乡，当起了隐士。
乔治·桑的父亲这一脉出身

显赫， 她祖母的父亲莫里斯·德·
萨克森是波兰国王的儿子，她的祖
父杜潘·德·弗兰克伊则是富有的
包税人，卢梭在《忏悔录》中曾提到
过她的祖父。贵族的事迹会被详细
地记录下来，而她母亲这一脉就没
有这样的待遇。她的外祖父是一位
贩卖鸟类的商人， 家庭相对贫寒，
她母亲也很少提起她的父母。因此
乔治·桑在书中并没有写太多关于
母亲身世的故事。 对此乔治·桑自
己也很有感慨，她认为这是平民系
谱与贵族系谱之间的隔阂，她同情
平民，认为“那些在大地经过未留
痕迹的默默无闻的一代又一代人，
没有任何衔头、任何标志、任何图
画来保留对他们的记忆”。乔治·桑
的父亲是拿破仑麾下的一名参谋，
跟随拿破仑四处征战， 因此给乔
治·桑的祖母和母亲都写下了多封
家书。 乔治·桑在书中选取了大量
家书展示，用来讲述当时拿破仑帝
国战争的场景，以及他们家人之间
的感情。

与肖邦的恋情是乔治·桑绕
不开的一个话题， 也是很多人看
这本书的原因之一。 从书中可以
看出她很爱肖邦， 她形容肖邦是
“一个在其本质上不会更丑恶更
不纯洁， 在此世也不会更病态更
苦恼的灵魂”。 乔治·桑与自己的
原配丈夫生活并不幸福 ，1830 年
之后他们一直处于分居的状态 。
乔治·桑回到自己的出生地诺昂
小镇上生活，在那里邂逅了肖邦。
她爱慕肖邦的才华， 对肖邦几乎
是百依百顺， 但是肖邦却因为病
痛的折磨性情古怪， 最终伤害了
乔治·桑。 书的最后是肖邦因病离
世，乔治·桑为之祈祷：“是以痛苦
和热情的眼泪， 在私下的祈祷中
忍受那份痛苦的。 ”这个勇敢、多
艺、独立的女人，在爱情上显示出
她脆弱的一面。

卢梭说：“家庭生活的乐趣是
抵抗坏风气的毒害的最好良剂。 ”
如果你看惯了世间繁华， 这本充
满田园气息的家庭小诗， 或许能
令你有所感悟。

（舒湘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