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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与调控：历史经验与现实挑战”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8-12-09

  2008年11月20—21日，中央编译局政党研究中心和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联合主办的“转型与调控：历史经验与现实挑战”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北京召开。来自德国、奥地利、俄罗斯、古巴、越南的9位外国专家学者和中央编译局、国家发改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山

东大学的国内专家学者共60余人出席了研讨会。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政党研究中心主任王学东研究员和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政治分析部主任米夏尔·布里教授分别代表两个主办方在开幕

式上致词。 

  王学东在题为《转型与调控：中国的经验》的致词中指出，社会转型作为一种结构性的社会变革和整体性的社会发展，在其演进过程中，必然

会触及深层次的、结构性的矛盾和问题，引发剧烈的社会震荡和心理冲击。因此，对社会转型的驾驭和调控，对于坚持社会转型的既定方向和目

标，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是对执政党执政能力的严峻挑战和考验。研究这样的重大课题，对于正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中国，无疑具有重大而紧迫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王学东指出，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深刻地揭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性质和目的，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

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此可见，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是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调控下进行的。与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变成改制、转型变成转向”不同，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决不是要改掉社

会主义制度、逆转社会主义方向，而是要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30年来,

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不断探索和完善适于自身条件的发展模式，极大地调动了

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地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

转折。 

  王学东指出，党的十七大报告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时，将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

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经验归纳为“十个结合”：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

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

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

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正是这“十个结合”，有力地保证了我国的改革开放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保证了我国的社会转型平稳有序地向

前推进。 

  王学东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例说明了转型与调控的关系。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概括地说，就是一个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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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们大胆破除了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传统观念，创立了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并在实践中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我们把基本经济制度同资源配置方式区分开来，既强调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

础性作用，又强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从而实现了我国经济持续20多年的平稳较快发展。 

  王学东最后强调，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有机结合起来，既

在深刻而广泛的变革中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时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社会经济的跨

越式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开放、驾驭社会转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条主要经验。中国的经验虽然并非对所有

“转型国家”都具有“普世价值”，但它至少对越南、古巴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同样，越南、古巴等国

在驾驭和调控社会转型方面的理论建树和实践经验也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米夏尔·布里教授指出，转型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具有四个特点：第一，长期目标，转型是针对社会各个层面的，不是改变一个地区和一个部

门，而是改变整个社会；第二，转型中有各种角色参与，例如政党、社会运动、工会等，它们为实现转型目标而奋斗；第三，转型要对社会的经

济、政治、文化架构进行改变；第四，转型的目标与结果应当保持某种一致性。我们今天讨论的题目是如何对转型进行调控，为此需要借鉴过去社

会变革的经验和教训。 

  米夏尔·布里教授指出，今天全球出现了一系列深刻的危机。一是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危机——资本的增长快于生产力的增长；二

是粮食、气候危机，社会再生产面临全面危机，不仅在生态方面，而且在其他方面，例如社会层面；三是国家管理出现失败，许多国家面临社会分

裂，社会发生两极分化；四是全球秩序、国家秩序的公信度面临挑战，例如德国人认为现在的制度是非民主的；五是安全危机，近些年出现了各种

战争，原来以为冷战后会更加安全，现在看来相反。我们需要探讨能否进行更大的转型，即在全球层面建立起新的文明的转型，使我们能以团结、

民主、和平的形式发展。 

  在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上，中外学者围绕不同国家转型的比较、越南的转型、俄罗斯和中东欧的转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古巴的转型、

对转型进程的调控等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特别就转型国家的治理结构与策略选择、越南在经济转型进程中处理和化解突出社会矛盾的

举措、中东欧1988年以来政治经济同时转轨的困境、中东欧政治经济转轨的标准与特点、改革开放与制度定型、社会转型与我国社会福利的目标定

位、中国的社会分化及对策、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中国经验、古巴从菲德尔·卡斯特罗到劳尔·卡斯特罗的继承和变化、全球环境治理等问题，展开

了热烈的讨论。学者们一致认为，这是一次高水平的、富有成果的研讨会。与会的中外学者求真务实，从理论、学术和政策实践的角度为转型国家

总结历史经验、应对现实挑战建言献策，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为我们继续深化改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支持和实践借鉴。 

                         

                                                 （中央编译局政党研究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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