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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继推出了一系列创新性决策，其中又以三项举措尤为典型： 

  首先，是推进由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牢牢把握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是从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

畴的思想束缚，从现代市场经济比传统的计划经济在资源配置方面更加有效的客观事实出发，把市场

经济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起来，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发挥它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

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

来的优点，又因为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基本制度，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紧密结合

起来，而避免了市场经济所固有的缺陷和消极方面。原苏东国家的一些人在把他们国家向市场经济转

轨的情况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对比后，得出结论说：“东欧国家、俄罗斯和独联体其它国

家1989年之后发展市场经济的办法不是完善社会主义，结果不仅违背了本国国家利益，而且破坏了生

产力，生产不断下降，经济危机不断加深，社会危机和道德危机在全社会蔓延，把国家变成了依赖于

别国的‘香蕉共和国’ ”。(1994年11月1日保加利亚《言论报》) “在原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中国是成功

的，那里没有迅速摧毁需要改造的社会主义结构，并立刻实行市场化经济，而是在相对保持政治和经

济结构的同时，逐步确立市场化经济。就这样在15年来生产不仅没有下降，甚至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

长，生活水平不仅没有下滑，甚至比任何走在资产阶级道路上的国家更快地提高”。（1994年9月4日

《匈牙利新闻报》） 

  另一个典型实例，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当经济全球化趋势既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和科学

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迅猛发展，又带来诸如东南亚经济危机等负面效应的时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

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冷静地权衡了利弊得失，毅然作出了以趋利避害的方针进一步积极参与国际经

济合作和竞争的战略决策。中国既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又坚持独立自主、趋利避害的实践，被墨西哥

一家报纸称作“中国严格按照自己的发展速度融入全球化进程，让各跨国企业服务于它的发展模式，

并没有让全球化成为国家自身发展的威胁”，“中国依靠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特殊模式取得了经

济上的稳定，并完全进入到全球化过程当中，囊括了纺织、制造业、家电、医药、汽车乃至电子和石

油领域的国有企业成了中国政府占据国外市场的生力军，中国政府终将实现它的目标，那就是成为21

世纪的全球大国”。（劳拉·阿莉西亚·加林多：《21世纪是中国世纪》，载2005年7月31日墨西哥《每

日报》）西班牙前首相费利佩·冈萨雷斯更在《中国：全球化中的自主国家》一文中称，20年来，“中

国是唯一在采取决定方面以有着重大意义的自主权行事的国家，也是在当前这个单极和不平衡的全球

化时代唯一有条件这样做的国家”。 

  又一个典型实例，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既面临发展机遇、又

 



面对凸显矛盾的新的历史起点上，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理论。 

  二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各国曾把加快经济增长奉为共识，美国学者刘易斯提出了把发展等同于

经济增长，认为有了经济增长就有了一切的发展观。有些国家因为片面追逐经济增长，忽视能源资源

节约和环境保护而爆发生态危机。经过深刻反思以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上出现了大致向三

个方向推进的新的发展观：一是朝横向拓展发展理念，主张发展是整体、内生、综合的，关心文化价

值的新的发展理论；二是朝纵向拓展发展理念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三是从内涵上拓

展发展理念，主张发展的目的在于使人们获得能力、扩展自由的发展理论。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总结我国发展实践、适应新的发展要求的科学发展观，借鉴了这些新的发展理念，在同中国实际

相结合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它们：如在朝横向拓展发展理念方面，科学发展观使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布局由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

建设和党的建设，并在经济建设方面提出全面协调城乡、区域、经济和社会、人和自然、国内发展和

对外开放的“五个统筹”。在社会建设方面，提出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

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在朝纵向拓展发展理念方面，科学发展观提出了节约发展，

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促

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等等；在从内涵上拓展发展理念方面，科学发展观提出要以人

为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以发展好、维护好、实现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

国际上则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争取和平、开放、合作、和谐的发展，建

设一个民主、和谐、公正、包容的和谐世界。这样，科学发展观就被人们称作是“人类发展理论的重

大创新”。 

  国际社会对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论进行了多方面的解读：如有人认为，科学发展观是一种以人

为本的理念，它使经济发展更加关注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公平等内容，为建构和谐社会提供了政策

指导；这使得经济发展向重视民生和民权的方向转变，大力推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等各

个领域的协调和平衡发展；有人认为，科学发展观“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中国的现实，团结和带领中国

所有阶层的人民，找到了凝聚全社会的最好结合点”。（参见2009年5月9日《光明日报》）十分明

显，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和实践，表明我们摸索出了一种将进一步预示社会主义是必由

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哲学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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