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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模式”是一个比较静态的概念，一般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社会发展方面比较突出的特点和
经验所构成的特定类型。“发展轨迹”则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把从起点到结果的发展动态过程显示
出来。要真正理解中国30年来形成的科学发展模式，就要了解它的初始起点、实际轨迹和理论提炼。
本文对此做一些简要的社会学解读。  

    30年发展的实际轨迹  

    自1949年建国以来到现在，新中国已经经历了两个“30年”。“后30年”发展实际上显示出一条
从初级发展到科学发展的轨迹。其中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是沿着初级发展的路径前进的。  

    “后30年”前期发展的初级性从多方面显示出来：  

    第一，发展目标是初级的。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最直接的发展目标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摆脱贫困状态。邓小平非常理
解这一客观现实和社会心理，他联系社会主义的本质，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反思，提出了一个引起
强烈共鸣的观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仅“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发展太慢
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
终达到共同富裕。”他给中国发展生产力制订了三步走的目标，第一步是脱贫，第二步是小康，第三
步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差不多已经到了21世纪中叶了。脱贫、小康的目标的提出，是符合
当时中国国情实际和反映人民意愿的，但很显然是与不发达状态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是初级的。  

    第二，发展的手段是初级的。  

    按照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因素成为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核心驱动因素，经济的思
路和办法，也成为解决其他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的手段。在1979年10月4日《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
见》中，邓小平明确阐述了“要用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这一手段和方法，指出：“就
业问题，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市问题，这些都是社会、政治问题，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经
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不能解决。所谓政策，也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政策。现在北京、天津、上海搞
集体所有制，解决就业问题，还不是经济的办法？这是用经济政策来解决政治问题。解决这类问题，
要想得宽一点，政策上应该灵活一点。总之，要用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这种以经济
办法解决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思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推动经济社会改革提供了出路，是当时的
一种最佳选择，曾经起过巨大的历史作用。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过分强调经济因素和经济办法，在
实践中就形成了追求GDP增长的政策取向，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经济与社会失调，效率与公平失衡，
付出了过大的环境资源代价。采取这样的手段和办法，来发展经济，归根到底也是与不发达状况相联
系的，因而不能不是初级的。  

    第三，用于发展的资源是初级的。  

    “后30年”我们用于发展的主要资源，一是土地，用它来实现城市化、现代化；二是廉价劳动
力，用它来降低成本，增加对外出口的竞争力；三是自然资源的过渡开采和使用，出现不少资源枯竭
型的城市；四是生态环境的代价：空气污染、水污染、沙漠化等已经非常严重。土地、廉价劳动力、
自然资源、生态环境，这些都是发展的初级资源，他们不是无限的，而是有极限的。这样使用初级资



 

源，向自然界过度索取，是不可持续的，终有一天无以为继。  

    第四，参与发展的各主要方面的关系是初级的。  

    实施发展的社会三大部门——政府组织、市场组织、社会组织的关系仍然失衡。政府往往错位，
过分使用自己的主导作用，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结果是吃力不讨好，反而使自
己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市场往往越位，一些不该市场化的公共领域，如教育、医疗、廉价房等往往
被市场化甚至过度市场化，造成很多的社会问题。社会则往往缺位，它既没有政府那样的权威，又缺
乏市场那样的力量，本身又很弱小，还不能有效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也不能有效起到降低政府
管理成本的作用，因而还没有真正成为合格的社会发展的重要主体之一。这样的三大部门之间的关
系，不能不是初级的，迫切需要提升的。  

    第五，发展的结果也是初级的。  

    这种发展的结果之一是形成了诸多的“类发展困境”，如：差距困境、环境困境、公平困境、腐
败困境、弱势群体困境，等等。所谓“类发展困境”，是指总体发展起来了，但不少方面发展的实际
结果与发展的预定目标正好相反，这是属于总体发展顺境中的“发展困境”。本来，发展的预定目标
是减缩差距、改善环境、提高公平度、减少腐败现象、缩小弱势群体，但是发展的实际结果却是差距
的增大、环境的恶化、公平度的降低、腐败现象的蔓延、弱势群体的扩大。这种“类发展困境”与那
种发展的实际结果与发展的预定目标完全相反的情况，即很想发展、就是发展不起来或很难发展起来
的情况，即典型的“发展困境”，是不同的。但“类发展困境”毕竟是一种困境，说明发展的结果仍
然是初级的，有待于进一步提升的。  

    30年发展的理论提炼  

    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不发达的大国来说，发展的初级性是无法跳过的，代价是无法
完全避免的。  

    从理论上说，发展初级性是一种与旧式现代性相联系的发展。这里，所谓旧式现代性就是那种以
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社会与自然不协调，个人与社会不和谐，自然和社会付出双重代价的现
代性。  

    在上世纪与本世纪的交替期间，旧式现代性已经进入明显的危机时期，全球社会生活景观因此呈
现出重大转折的种种迹象。在世界，在中国，探索新型现代性便成为一种势在必行的潮流和趋向。
“后30年”发展本身，也酝酿着这种积极的转变。人们必须对发展目标、发展手段、发展利用的资
源、发展主体之间的关系、发展的后果，用新的观点来重新加以审视和定位。  

    科学发展是对初级发展进入更高一级发展的概括是对我国以往初级发展实践的深刻总结，既有继
承的一面，又有创新的一面。明确这一点，对正确把握初级发展和科学发展的关系极为重要。  

    首先，科学发展肯定了初级发展中的最主要的精华之点。我们都记得邓小平的名句“发展是硬道
理”。正是发展创造了“中国奇迹”。科学发展把发展确定为第一要义，正是肯定了这一精华之点，
就是说，科学发展同初级发展在把发展放在第一位上，是没有不同的。  

    其次，科学发展适应新的发展要求适时地提出一系列创新之点。如科学发展把“以人为本”作为
自己的核心、科学发展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自己的基本要求、科学发展把统筹兼顾作为自己的根本
方法。  

    总之，从初级发展到科学发展的轨迹表明，科学发展源于初级发展，又高于初级发展，既继承，
又提高。但是这种提高不是一般的提高，而是一种带有质的飞跃的提高。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 

    《人民论坛》 (2008-12-16 第3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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