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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有关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评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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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道路、

中国模式的世界影响日益广泛和深入，国际社会也对此展开了越来越密集的观察和研究。他们由此而提

出的评论，有些是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误解和曲解，是负面的，但也有许多是正面的，是反映事情

的真相和本质的。全面了解这些评论，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也是有益的。本文展示了国外在六个热点问题上所作的评论。 

  关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长期以来，西方世界一直把西方民主奉为人类共有的普世价值，并据此而指责中国政府在改革中采取“先经

济、后政治”乃至“经改政不改”策略。近年来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中国从

自己的基本国情出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经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约翰·桑顿在2008

年第1期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的《中国民主的前景》一文中说，中国目前所讲的民主与西方民主的定义

有所不同，他们坚称实行“审议”形式的政治（即允许公民个人和团体在决策过程中发表自己的意见）比多党公

开竞争权力更合适。中国在地方选举、司法系统改革和加强监督机制方面进行的尝试，都是在向一种更加基于规

则的政治体制转变。时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的郑永年在2008年1月15日的《环球时报》上发表的《先有制度基

础，后有民主政治》一文中说，民主政治具有多种形式，发展民主政治的途径也是多样化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

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西方民主，但同时又积极努力根据实际情况来发展中国民主的原因。他的结论是中国不拒

绝民主，但也不简单地输入民主，这是中国有序民主的希望。德国社会学家哈拉尔德·韦尔策在2008年8月15日

的法国《世界报》上发表《西方民主，前途未卜》一文指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醉心于现代化的新兴国家，同

时想以西方模式为榜样；而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心生疑问：他们是否生活在政治体制最好的国度。因为放弃民

主并不一定阻碍发展，甚至可充当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器。对于另外一些社会来说，中国模式甚至有可能成为比西

方模式更具魅力的模式，而傲慢的西方模式现在给人的感觉是过时了。 

  关于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模式  

  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野村市场研究所高级教授关志雄就认为：“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将成为中国从

地区大国向全球性大国崛起的标志性事件”。新美国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迈克尔·林德认为，华盛顿倡导的自由

市场和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模式的终结，“明显地损害了我们一直倡导的英美模式的声誉，中国模式现在可能更

多地会被认为是未来的潮流”。杜平更在2009年4月3日的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上发表的《世界的新秩序从伦

敦峰会开始》一文中，提出了“世界新秩序从伦敦峰会开始，美国终结了旧秩序，而中国模式成为复苏亮点”的

观点。他说，由于美国金融体系引发了全球性金融灾难，把世界各国都变成了受害者，因而曾被视为楷模的美国

发展模式，至今备受世界的指责，而中国模式尽管还存在不足，需要校正和改良，但其成功却是任何人都不该否

认和蔑视的。假如没有中国模式，当前的全球经济就将更加死气沉沉，其复苏前景就必定少了一个希望、少了一

个动力。 

  与此同时，国外的许多评论又认为，国际金融危机为中国模式的改革和转型提供了机会。例如，杜平在2009

年3月6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发表《中国特色到了关键时刻》一文认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对原来成功的



“中国模式”构成了巨大挑战，使我们看到了中国特色背后存在的重大缺陷，那就是经不起外部冲击。中国特色

的成功要素之一，在于有庞大的海外市场，尤其是美欧发达国家的市场，海外市场一旦靠不住，中国模式就少了

一个重要的支撑点。纵观世界政经形势，所有曾经成功的模式，都被金融风暴打得千疮百孔，所有的模式都在金

融危机中重新洗牌，这对中国固然是一大挑战，但也是一大机遇。从短期看，唯有中国特色最具备重新崛起的潜

能。郑永年教授在2009年2月3日的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发表《中国在危机中重新寻找发展模式》一文认为，目

前的危机如果应付得好，的确可以成为千载难逢的国家制度建设的好机会。他说，这次危机告诉人们，无论是要

解决危机，还是要长期发展，都不能依赖于西方市场，依赖于西方的消费者，必须主要依靠自己，就是说要建设

一个内需经济体。内需和外贸是持续经济发展的两条腿。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倚重的是外贸这条腿，那么，

解决危机意味着中国要确立另一条腿——一个庞大的消费社会。到了两条腿走路的时候，中国才会成为一个真正

的强国。 

  关于中国的发展与世界重心东移 

  早在十多年前，1995年6月9日的德国《时代》周报就发表过一篇题为《亚洲——伙伴还是对手》的文章，提

出了世界重心重新东移的发展动向：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说过，人类历史的重点在几千年过程中日益由东向

西转移，它起源于亚洲的内陆草原，然后移到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河流域，然后又越过希腊和罗马，向西北欧

推移，最后在2000年前跨过大西洋。今天，许多人预料，历史的重点将再次向东移动，即从北美移向太平洋—亚

洲地区。而在亚太地区，尤以中国最为突出。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全球自相矛盾的现象》一

文中说过，倘若中国大陆目前的经济活力得以持续，那么，中国大陆的经济力量甚至可能超过今日所有富裕工业

国家的总和，“世界上最后的共产党政权，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经济。下一个世纪再回顾此刻，可以得出如

下结论：中国大陆的崛起是决定20世纪后半期全球大势最重要的经济因素。” 

  美国《外交》杂志前总编辑、《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在2007—2008年间连续发表多篇文

章论述全球重大力量的转移。在2007年12月22日发表于美国《新闻周刊》上的《一个强悍、然而尚显脆弱的超级

大国的崛起》一文中，他说，对世界大多数地区而言，2008年可能会目睹中国步入世界舞台中心，奥运会将成为

中国期待已久的首次亮相机会，在一个又一个问题上，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个最重要的国家，想想一年来的事实

吧。2007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美国，这至少是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第一次有一个国家做到了这一

点。中国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在五种基本食品中的四种食品、能源以及工业初级产品等消费领域均超过

了美国。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最近指出，工业革命期间，欧洲的平均生活标准在四十年中大约提高了

50％，而在中国，人均生活标准在一个人的一生中要上涨一百倍！中国用二十年的时间经历了欧洲人用两个世纪

才完成的同样程度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转型。 

  在金融危机爆发后，阿根廷学者胡安·加夫列尔在2008年10月6日的墨西哥《改革报》上发表了《对美国霸

主的打击》一文，揭示世界权力东移过程的本质。他指出，从美国开始的这场金融危机意味着世界权力从西方向

东方转移过程的加快。导致这个过程的本质是世界发展动力从大西洋中心国家向亚洲国家转移：当美国和欧洲纷

纷放弃积极的工业政策而满足于金融投机时，以中国和印度为首的亚洲主要经济体却在重组生产基础、加快发展

技术能力、加大参与世界贸易并提高国际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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