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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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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世界发展的角度来看问题，中国改革开放30年在发展方面一个最值得重视的成绩，在于中国
既顺乎潮流，又特立自主，为人类贡献了一条有中国特点的发展模式。  

    所谓“中国发展模式”，是指从中国同时兼有“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三重属性
这一基点出发，立足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为目标，而在实践
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有特点的发展模式。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五个特点  

    一是以增进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公民的福祉为核心。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增进公民福祉
是中国发展的核心。中国的发展以13亿人的价值和潜力的发挥为中心,旨在满足13亿人的基本需要,并
促进每位成员的全面发展,这是举世无双的。  

    二是充分挖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巨大潜力。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基
本制度有若干质的规定性,在所有制、调节机制等方面又有着自己的特色,其中最显著的就是社会主义
基本制度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结合。  

    三是努力发挥劳动力丰富、市场广阔和后发国家三大优势。  

    四是着力实行有中国特色的“四轮推动”。即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
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四大支撑。  

    五是在更大范围内推进有中国特色的“五位一体”建设。“五位一体”建设是指有中国特色的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推进“五位一体”建设,基本宗旨是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中
国自己的贡献。  

    中国未来面临来自多方面的转变压力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创造了奇迹，但是现有的发展方式也面临着压力。要完成2020年国家经济社会
发展目标，关键在于“发展方式的转变”。发展方式的“转变”有三重涵义：一是窄方式：“经济增
长方式转变”。简言之，由“粗放型”转“集约型”；二是中方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增
长问题，经济结构问题，经济体制问题，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问题；三是宽方式：“总体发展方式转
变”。由单一经济发展，向“四位一体”的发展拓展，核心是由“物”转变为“人”，提高中国的
“人类发展指数”。这是一个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的发展方式转变问题。  

    目前，“窄方式”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没有完成，新的“中方式”的经济发展方式和更大范围
“宽方式”的总体发展方式转换又被提出；不发达经济阶段的问题（如几千万贫困人口等）没有解
决，发达阶段的问题（如老龄化等）又来临；中国的特殊问题（如人口问题、二元经济结构等）尚未
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如环境可持续、人权保障、“人类发展指数”等）又涌来。中国未来面
临来自上述多方面的转换压力。  

    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实际，应把握中国发展面临的上述新课题、新矛盾。这里的关键，



 

在于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扎扎实实地推进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
化、国际化进程。这应成为新阶段中国现代化的新内涵，也是中国发展模式的五大支点。  

    支点一：推进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  

    工业化，是中国实现现代化最重要的支点。经过多年积累，中国已基本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工业体
系，但中国特殊的国情，以及拒绝复制前工业化国家“危机转嫁”等传统模式，使中国的工业化必须
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举其要点，可概括为下列“五个结合”：  

    提高科技含量与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紧密结合。中国推进新型工业化，着力把工业化建立在科
技创新的基础上，重在提高技术进步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这是区别于以要素（主要是资本）大
规模投入为特征的旧型工业化的标志之一。同时，努力寻求提高科技含量与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优势
的最佳结合点，提高工业的国际竞争力。  

    发展城市工业与发展乡镇工业紧密结合。中国有600多个大中小城市，这是工业的重要增长极。
近年来，乡镇工业的技术、装备水平迅速升级，新式武装的乡镇工业已成为工业化的一支重要生力
军。  

    推进工业化进程与资源节约利用和环境保护紧密结合。在实践中，我们越来深切地越认识到，传
统的以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生态破坏为代价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不符合中国国情，强调节约资源、保
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工业结构转型与经济体制转型紧密结合。中国工业结构转型与经济体制转型“两个转型”是扭在
一起的，无 论是微观领域的工业企业的体制模式，还是宏观领域的政府管理工业的体制模式，都对
工业化产生巨大的影响。  

    工业化过程中利用外资与独立自主紧密结合。中国正是利用全球化和“后发优势”，在较短的时
间内造就了发达国家用很长时间才造就的工业化格局。同时，中国颇为注重在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保
持自己的独立自主地位。尤其是在存在投资、技术、贸易、环境等壁垒的情况下，中国在坚持对外开
放的大格局中，寻求利用外资与独立自主的最佳结合点。  

    支点二：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  

    在当今世界新技术革命，特别是信息革命迅猛发展的条件下，推进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面临
一个与信息化的关系问题，这是当今世界各国推进工业化共同面临的新挑战。中国紧紧抓住工业社会
向信息社会转化的历史机遇，将工业化和信息化结合起来：一方面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特别是注重
发挥信息化在工业发展中产生的倍增效应和催化效应；另一方面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为信息基础设
施的建设和信息技术的研究开发提供产业支撑，着力将信息化与工业化融为一体，从而推动整个社会
的现代化。  

    支点三：推进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将中国的城镇化和美国的科技革命相提并论，认为它
们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值得重视的两股潮流。城市化在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  

    第一，中国城市化走的是一条“城镇化”道路。国际上一般称“城市化”，长期以来，中国的城
镇化进程是落后于工业化进程的。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率迅速提高。未来几年，城镇化率将可能以
每年提高1.3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来推进。这就意味着，到2015年前后，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将达到55%
左右。  

    第二，中国城镇化呈现“立体网络型”的协调发展态势。所谓“立体网络型”，即以大城市为中
心、中等城市为骨干、小城市及小城镇为基础，构筑一个容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立体网络。  

    第三，中国城镇化采取的是区域布局“差别化”推进方略。中国的东部重点是丰富城镇内涵、提
高城镇化质量，形成有生命力的城镇带、都市圈、大城市连绵区；中部重点是大力发展中等城市和大
城市，结合能源基地、物流中心建设，扶持区域性中心城市，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
镇体系；西部则控制小城镇无序发展，优先发展大城市，有重点发展中等城市，将超出环境承载容量
的人口向区内大中城市和东部沿海迁移。  

 



    第四，中国城镇化与体制转型紧密结合。数以亿计的农民进入城市或城镇，这是一个相当巨大的
社会变迁，它相应地提出体制转型的要求。中国为实现城镇化目标，着力促使城镇化从政府推动型向
市场引导型转化，以打破城乡分割的格局。  

    支点四：推进中国全方位的市场化进程  

    中国曾经是一个计划经济体制根深蒂固的国家，故紧紧抓住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这一
链条，由外围到核心，逐步 “攻坚”。从国内看，现在绝大部分消费品的产销已经市场化，市场调
节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已达到95.6%，生产资料也达到91.9%，农副产品收购更达97.7%，从国际
看，中国市场已成为世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世界竞争激烈的特大市场。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
的新兴市场国家。  

    支点五：以全球思维推进国际化，并以独立自主的大国姿态参与全球化  

    30年来的对外开放，值得肯定。特别是2002年以来的这几年，恰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几年，中
国的现代化进程，已被纳入全球开放范畴，标志着中国走上市场经济的“不归之路”。  

    开放的意义，并不局限于近万亿美元（2006年）的出口规模，也不局限于累计超过7000亿美元的
外资引进，也不局限于超过1.3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开放的更深层意义，在于其对国内改革形成的
倒逼机制。事实上，近年来取得较大进展的金融改革，正是开放倒逼改革的典型例证。  

    中国定会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从1978年到2020年，经过40多年的发展，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将会取得历史性的阶段成果。按照
中国的战略部署，待目标实现之时，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将成为
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成为人民富裕程度普
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成为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权利、具有更高文明
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成为对
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以上“五个成为”，既是中国全
面小康社会的远景，也是中国特点发展模式成效的主要表现。届时，中国的发展就能立于当今世界文
明发展的潮头，中国将会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及其多样性作出自己的贡献。  

    （作者为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人民论坛》 (2008-12-16 第3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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