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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富国强”与“国泰民安”的两条道路之争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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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国家竞争出现以来，就有两种发展模式之争。中国的秦汉之制，修长城、修运河、车同轨、字同文，是

的手”的典型。英美模式“看不见的手”主张市场主导经济发展，一度成为20世纪70年代之后各国改革的潮流。

福山宣布“历史的终结”，亦即“资本主义最终战胜社会主义”。问题是2008年美国发源的金融危机和中

了新的难题：如何理解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如何定位中国在全球经济危机后的调整方向？ 

  中国改革的特点是“摸着石头过河”。过河的方法是从试验中探索，避免了东欧苏联（以后简称苏东

疗法和全盘西化所走的弯路。假如发展方向是过河，河的对岸就是当时中国赶超的西方大国，这似乎是没

展的历史就会发现，中国不同时期过河的赶超目标，实际上是随历史潮流变化的。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

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那时确实学到苏联建立基础工业的先进经验，但是并没有注意苏联模式已经暴露出的不足。

中国又以赶超美国为目标了，也借鉴东亚尤其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迅速发展了市场经济和出口贸

活水准。但是，学术界在引进西方经济学体系的同时，同样没有注意美国和日本模式已有的局限。例如，

惕美国的现代病；学了日本加工出口的经验，却没有注意日本在金融竞争上败给美国的教训，等等。所以，中

史的经验和当代的潮流，走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就成为中华文明能否再创辉煌的历史考验。 

  为了把握世界格局演变的大势，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中国的改革开放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如果按联

世界GDP总量过去30年间增加了2.34倍。低于世界水平的依次是美国（2.33），巴西（2.31），日本（2.02

东欧（0.99），俄国（与前苏联比较只有0.71）。高于世界水平的是东亚（3.31），印度（5.48），和中

GDP测量的局限，但是估计各国的经济趋势目前还是重要的依据。 

  如何理解这一组数据？迷信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人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在于市场化，中国深化改革的方向

则原苏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应当远远高于中国，因为他们不但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基础设施远远优于中国

度，国有企业和土地彻底私有化，外贸和金融全面自由化，所谓的休克疗法和华盛顿共识，完全在国际货币

经济学家的指导下进行，然而，这些照搬西方药方的结果，是全面丧失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遗产，巨额通胀

障。转型20年，东欧不仅经济发展停滞在转型前的水平，而且近20年来人口持续下降达23%，远超过中国

德约几千亿马克的国有资产，在私有化后的净值为负，打破了东德居民企图社会分红的梦想。东欧的国有

应付金融危机的能力还不如东南亚金融危机时的东南亚国家。如此大的社会财富转移，都在民主化、自由化、私有化的合法程序掩

有保护人民利益的主权国家，只有“国弱民贫”，何来“民富国强”？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在于发

有巨大的发展，外资企业带来新的技术和管理，而且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也大大加强了国际竞争力，才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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