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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巨变的二十年》

内容概要

正值經濟起飛、仍在蛻變之中的越南，其改革開放已歷二十餘載；原本經濟蕭條、民生凋敝的越南，
如何進行經濟全面改革、如何面對革新挑戰！在本書中，將分別介紹及解釋越南的歷史（包括人口、
民族、政治進程等等背景分析）、經濟、政府、地域發展、與台灣關係（社經方面）等等，配以實地
拍攝的照片，呈現越南的真實面貌。
越南改革開放（Doi Moi）二十年了！1986年12月進行Doi Moi（改革開放，或革新之意），至2006年12
月，正好是二十年！自二次大戰結束後的三十年間，越南一直就處於動盪不安，先後經歷與法國、美
國的戰爭，再經由封閉的鎖國統治；在這三十年期間，越南給人的印象就是戰爭、鬥爭、落後、與貧
窮！可是，自從越南實施改革開放之後，一切都改變了！不論是國內的政治、經濟及社會層面，越南
都改變了，而且是巨大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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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顧長永
1989年6月獲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政治學博士，返國在中山大學服務，曾任中山學術研究中心主任、中
山學術研所副教授及教授(1996年8月迄今)，東南亞研究中心主任(1999年5月至1996年1月)，中山學術
研究所所長(2001年8月至2006年4月)。現任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教授。研究東南亞的學者，著作豐
富，在國內及東南亞地區有出版：《東南亞政府與政治》、《台灣與東南亞的政治與經濟關係》、《
台商在東南亞》、《印尼：政治經濟與社會》、《東南亞政治學》、《新加坡：蛻變的四十年》等專
著十本，已發表中、英文學術期刊論文四十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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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写得非常一般。基本没有什么思路，没有什么深度，没有什么亮点
2、写得非常无趣

Page 4



《越南：巨变的二十年》

精彩书评

1、这本书写的有点浮光掠影，真不算是特别好，不过鉴于国内介绍各国发展的书籍实在是太少太少
了，所以还是推荐读一下。Doi Moi是越南语，即改革的意思。这也是越南1986年改革开放提出的口号
。1.越南的历史越南早在秦始皇的时候就被统一进了中国，当时称为象郡。后由赵佗连同广东、广西
部分地区建立起来了南越国。汉朝时又被收复，改成交州。公元939年之后，越南人吴权趁唐朝大乱之
际，建立吴朝独立。一直到1867年时成为法国的殖民地、后来被日本人占领。二战时期，越南共产党
吴志明在河内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国独立，掌控整个北越地区，由苏联支持。南越地区则由吴廷琰推翻
阮朝成立越南共和国，实施资本主义，背靠美国。1965年美国军队从岘港登陆，攻打北越。直到1975
年，被善于游记战术的越南共产党打败，从此南北越统一，西贡改名胡志明市。1979年，中国与越南
发生边境战争。原因较复杂，其实并不简简单单是边境问题。有越南统一后迫害华人的原因，有中苏
关系破裂的原因，也有越南进军柬埔寨推翻中国支持的波布政权的原因。前后打了将近10年。1986
年12月，越南学中国的改革开放治国，开始走和平、开放的经济发展之路。主要以吸引外资建厂的制
造业为主。2.越南的名字1802年时，阮朝作为中国的藩国，向清朝求封“南越”的名字。清朝为了显
得自己比较臭屁，也显得还能行驶支配的权利，故意封了它个“越南”，从此汉语中沿用至今。法国
人过去后给越南人带来了拉丁语系的文字，其实越南人的发音有点像闽南语和粤语。Viet Nam既越南
语，分别是越和南的意思。此处的越就是中国远古时期的百越的越，是现在越南的是祖先。越南人叫
自己住的土地为越南，是因为不让自己忘记还有片土地是越北，就是现在两广的地方啊。3.越南的改
革越南改革开放20年，整个就是一个中国改革30的翻版和缩影。越南的改革开放给越南共产党的统治
带来了一丝民主、给越南人民带来了富裕的机会、给越南主要城市带来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悬
殊的贫富分化、政府贪渎腐败、效率低下和遍布各个角落的色情行业。4.越南地理越南自古以来就有
三个区域之分，北越、中越、南越。现在共有59个省，5个直辖市。为了平衡地域关系，越南的共产党
书记、国家总统和首相分别由三个地区产生。北越的主要城市有河内、海防、奠边府、下龙湾、沙巴
；中越的主要城市有岘港、顺化（阮朝的古皇城）、会安；南越有胡志明市（我觉得早晚有一天还会
改回去叫西贡）。
2、去年在散漫上班的时候，顺手买了期南方人物周刊越南特辑，翻着翻着觉得相当遥远。虚掷了一
段无知青春在那，给我时间，这辈子我还会再回这个地方的。夹七夹八点评越南概况，转自广西朋友
的qzone，感慨一下。没有最新GDP统计数据（那东西和我国的同样不靠谱），没有固定资产投资备案
资料，没有法规分析。只描摹了微观层面的国计民生，民族风情，生活起居，虽然是打油诗也很准确
。[转]越南概况--最新版本，近年不会更改的概况越南概况--很真实的- 2009年概况,越南是这样的头上
的天是蓝色的，脚下的水是黑色的； （接近赤道的热带风情，工业污染苗头渐现）街道是用来停车的
，人行道是用来摆摊的；（城市规划一般，生活散淡） 物价是高高的，楼房是矮矮的； （河内物价
和广州差不多吧，富人比例没有统计过，数量不少）乘巴士是最便宜的，进医院是最昂贵的； （巴士
票2000盾=1RMB一张）一楼是用来开作坊的，顶楼是用来插天线的； （市区一楼都是商铺位）寺庙是
中式的，别墅是法式的；（可视为独特的殖民风情，但殖民文化细节也不丰富了） 宗教是自由的，人
权是绑定的； （这个较少研究）身材是一流的，容颜是不入流的；（囧越南无胖子是真的） 男人是
休闲的，女人是悠闲的； （除开主要城市的如CBD区，生活节奏相当于中国小城镇）美女是秀发披肩
的，帅哥是分头奔头的；（保持20年前的天然风味） 巴士是奔驰的，的士是威驰的； （公交大巴不是
奔驰，就是大宇）摩托是本田的，三轮是力帆的； （十年内中国西南摩托品牌在越南摩托消费市场
上PK日本，几乎尽墨而终）税收是人民的，小费是公安的； （官僚腐败现象普遍）经济是发展的，
制度是滞后的； （参照十年内中国）道路是坎坷的，措施是曲折的； 领空是蚊子的，领地是蚂蚁的
； 机器电器是进口的，皮革水产是出口的； 交通是可以没有规则的，撞了车是可以不扯皮的； （交
通安全意识出名的不强）餐厅是用来喝酒的，酒馆是用来唱歌的，歌厅是用来泡妞的；（基本是市民
文化消费的场所） 歌曲是翻唱的，影视是翻译的，VCD是翻版的； （文化产业起步阶段，引进影视
剧配音是一条女声旁白到尾的。国产剧在努力，比较受欢迎的还是家庭伦理，青春偶像题材。电影出
了那一两人扬名海外。对比泰国娱乐文化事业整体尚有距离）吃饭是不能没有调料的，喝水是不能没
有冰块的； （冰块来源是很可疑的，使用确实是很普遍的）街上都是卖水果的，路上都是卖彩票的；
（太像海南的一些城镇）果汁是最爽的，咖啡是最冰的； 海椒豆芽是生着吃的，甘蔗香蕉是煮着吃的
； 神经都是本地的，乞丐都是柬埔寨的； （越南小市民有着神奇的肉眼分辨日本人，韩国人或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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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巨变的二十年》

人的势利眼，对迅速发展的中国尚属敌意，对更穷的老挝柬埔寨就较多歧视）路是可以随时挖的，电
是可以随时停的；（可见官方对公共资源的垄断和控制力度） 马路边是用来嘘嘘的，嘘嘘是可以不避
人的； （需要创一下卫才好。。）街上是没有公厕的，垃圾桶是稀有的，电话亭是少见的； 社会是
稳定的，秩序是可以不遵守的； 政府是懒散的，人民是团结的； （人民天然的凝聚力，以及硬气，
真的要赞一个。曾几何时，得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贿赂之前的中国人民，也是这样的风貌）大门是双
层钢铁的，小偷是要随时提防的； 上班都是穿拖鞋的，上路都是骑车的； 虽然这样好象也没啥不好
的，时间长了你就会适应的； 这可不是我编的，越南就是这样的！（上下文无现象结论之逻辑关系）
个人感觉中国对越南这个社会主义兄弟的态度很值得玩味。中越价值能对接的地方应该很多，改革思
想和经济思维上一脉相承，这么接近的盟友，民族关系上本应亲近。但中越双方的表现是，长期在外
交政策上高调，实务上低调。舆论方面除了经济交流必要时造下势，出于全局主动的更沉默。民间的
宣传交流也低调，猜测是越南没有输出重要的价值观或文化，边贸处于半自然状态，经济体太小。千
年历史上受中华帝国控制的周边国家，更多的是忙于摆脱其影响。越南有望成为继中国沿海之后，下
一个欧美产品代工点。看来中国要留一只眼看后来居上的竞争者。不过中国转变产业结构大势所趋，
也不关人家越南事。越南经济发展迅猛着，船小方便调头，分分钟还有个中国的成败可以借鉴。公共
政策上文化趋势上呢？待观察。厚颜加上一句，国内对越南的官方研究，呈现局部和小圈子繁荣状态
，贸易研究都是实际导向，宏观经济不值张五常或者陈志武类大牛来个定论再散论，语言文学那
是bullshit（恕我主观），民间研究集中在军事愤青和历史狂人中。因一场越战，美国人的越南论文汗
牛充栋；而中国，似乎尚未建立起真实正确的越南坐标。还是没有广西云南的兄弟们认识来得直接和
深刻，惭愧一个。
3、ZT台湾学者顾长永在他的著作《越南：巨变的二十年》里指出，苏联为了改善其濒临崩溃的经济
，在1985年实施开放政策。当时的俄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为与美国及西方社会和好，就像其附庸国表
示不再给予支持及援助，由于苏联政策的转变，因而导致越南不得不自求多福，寻求改变。虽然顾长
永把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说成俄共领导人，又把苏联不再给予越南经济援助的原因说成是戈尔巴乔
夫要向西方社会示好，有点失之于粗糙，但是外援断绝迫使越南自谋出路却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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