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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模式”的人类思想史意义 

 作者:赵凌云  来源:求是理

    乔舒亚·雷默提出“北京共识”以后，“中国模式”开始受到中外关注。中国

辉煌成就，特别是2008年以来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中国的经济表现，促成“中国

的热门研究课题。如何看待“中国模式热”？如何把握“中国模式”的本体内涵？如何把握

思想史意义？本文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中国模式”何以成为国际思想热点？ 

    当代“中国模式热”不仅是一个学术现象，而且是在人类历史发展重大转折时

20年代，俄国著名思想家别尔嘉耶夫（1874-1948）说过：“世界历史上特定时刻里特

骤变，总会引起历史哲学领域的普遍思考，人们试图了解某一历史过程的意义，构

学”。当今时代，伴随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与影响，人类历史发展处于剧烈的“骤变

史进行反思，对人类发展前途进行辨析，“中国模式”提供了这种反思和辨析的基

    作为一种思想现象，“中国模式热”的出现具有深刻的背景。“中国模式”定型

新自由主义理论与实践盛行的30年。在这30年间，新自由主义理论与实践经历了以

的非国有化浪潮、1989年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等一路凯歌行进的历程后，终于引

的体系性问题，不仅证明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自身的缺陷，而且难以解释“中国

象，具体来说： 

    一是难以解释“中国奇迹”。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仅占世界的1%，比1955

点，2009年，中国人均GDP达到37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标准，突破了下中等收入

间的分界线。中国是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获得这种发展的，强调私有化、民主化的新自由主

理论难以解释中国的这种发展“奇迹”。 

    二是难以解释“中国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提升，中国

从1949年的第33位上升到2009年的第3位，2010年可望上升到第二位。2009年，中

国，第一外汇储备大国。中国的崛起是在国家主导和政府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实现

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难以解释的。 

    三是难以解释“中国道路”。伴随国际金融危机的产生与深化，资本主义国家都深陷危机，

环开始暗淡。2009年底，加拿大民调机构“全球扫描”和美国马里兰大学在全球进

受访者对资本主义表示不满，平均23%的受访者认为资本主义有致命缺陷，51%的受

济存在问题。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获得的发展不仅使自己成功应对危机，而且成

危机的力量，这也是认为人类历史将终结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终结论”难以解

    四是难以解释“中国经验”。20世纪最后20年，拉美经济危机宣告“拉美模式

告“东亚模式”失效、俄罗斯经济实力衰减宣告“休克疗法”的失效，这些模式都是新自由主

产物。另一方面，中国采取与新自由主义主张完全不同的改革目标模式和渐进改革推

转轨道路，这一系列经验也是新自由主义转轨理论难以解释的。 

    五是难以解释“中国崛起”。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西方列强通过掠夺别

等国际贸易，逐渐形成“中心-边缘”的世界体系。21世纪初期，在中国引领下，

性崛起的格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进入世界体系中心。2000年发展中国家GDP

到28.7%，世界银行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2005年发展中国家GDP占全球的40%

重将达到57%。特别是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组成的“金砖四国”按照购买力平价

的贡献已经率已经超过50%，其中，中国的贡献最大。所有这些预示着一种新的世界格局正在形成。



的世界体系格局是西方国家长期坚持的“霸权和平论”、“多极混乱论”所难以解

    因此，当前阶段，人类历史面临“骤变”，给人类提出了一系列时代性的问题

是否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唯一选择，公有制能否成为现代国家发展的所有制基础？自由市

会发展的唯一模式，政府主导下能否形成现代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是否是唯一可供

会主义能否成为现代国家发展道路？长期以来沿袭发达国家道路的现代化模式为什

新的现代化模式？长期存在的“中心-外围”世界体系为什么开始解体，新的世界体系模式和全球治理模式

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人类历史新的“骤变”时期面临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

义”理论和全球治理理论难以解释的。人们需要了解“中国模式”对于解决这些理

意义。这是“中国模式热”的国际背景与世界历史背景。 

    二、定位与内涵：“中国模式”的本体分析 

    正是由于“中国模式热”的出现具有深厚的时代背景，加强对“中国模式”的本体分析，科

国模式”的定位与内涵，从学理上立稳“中国模式”的根基，就是当前理论上的重要任

    （一）“中国模式”的定位：现代化模式 

    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模式”的定位大体有下述几种观点：一是改革模式，即

开放30年的道路与经验的总结，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休克疗法”相对应。二是

“中国模式”是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与拉美模式、东亚模式等深受新自由主

应。三是社会整合模式，是与拉美的社会割裂相对应的社会整合模式。四是赶超模式，是落后民族

主义市场经济赶超先进民族，进而创造出优越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模式。五是现

民现代性为内核的欧美中心现代性相抗衡以致成为一种替代方案。 

    上述观点都不同程度地解释了“中国模式”的定位，但是视角都缺乏应有的历

上述定位观点，“中国模式”的时间只有30年，缺乏历史时间和历史厚度，同时，按照上述定位，

式”只是改革模式、发展模式，缺乏历史空间和历史厚度。应该将“中国模式”放在

来的历史主题中定位，“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探索现代化的一系列

整套战略安排及其演进过程的总和。从这个角度定位“中国模式”，其时限包括现

间涵盖现代化各个层面的探索过程，因此具有宏阔的历史时空。 

    （二）时间维度：“中国模式”的演变与发展 

    作为一种现代化模式，“中国模式”是由中国现代化进程各个阶段的具体模式

国模式”的历史内涵包括三个阶段性模式，即1919－1949年30年间形成的中国特色革命模式，即新民主主

革命模式，这一模式完成了建国任务，为现代化启动奠定政治基础；1949－1979年

式，即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模式，这一模式完成立国任务，为现代化奠定经济基础和制度基

30年间的中国特色改革模式，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这一模式完成大国建设任

奠定国力基础和体制机制基础。未来30-40年，中国还要开创中国特色民族复兴模式，以建

终实现中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前三个阶段层层递进，累积成现有的“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的特色来源于中国现代化的指导思想、推进道路和具体路径。具体

    一是特殊的指导思想，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一点使“中国模式”不同于经

思主义先是唤醒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然后与中国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结合，唤醒中

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先后形成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中国

社会发展等，在这些方面形成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形成不同于

的现代化模式。 

    二是独立自主的现代化推进道路，这一点使“中国模式”不同于西方模式、拉美模式、

他西方主张的模式。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始终存在一种抽取后发国家发

展方向、裹胁后发国家发展进程的体系性力量，后发国家如果不能保持独立自主，很容易

独立自主的发展能力。20世纪以来，真正能够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国家为数甚少。而整

争取独立自主的发展。20世纪以来，对于中国而言，先后形成三次体系性裹胁力量形成的



是20世纪上半叶以资本主义体系为核心的漩涡运动。中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运，摆脱了第一个体系漩涡。二是新中国成立后以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体系为核心的

国特色社会主义传统计划经济调整，摆脱成为苏联附庸的命运，摆脱第二个漩涡。三是

伴随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出现经济私有化、政治民主化的转轨浪潮，中国选择社会

式改革道路，摆脱了成为美国主导的全球市场经济体系附庸的命运，创立了中国特色市

    三是学习型的推进道路，这一点将“中国模式”与其他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知识积累和运用，一些后发国家采取“先学后用”，全盘借鉴西方模式或西方推荐模式的方法。

识”与“模式”在实践中出现与本国国情“水土不服”的问题，最终由于由此引起的摩擦

程受阻。中国在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进程中，始终坚持现代化西方知识与本土知

国情，强调“在干中学”。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过学习动员工农群众的经验

索形成中国特色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建国以后前30年，通过借鉴苏联教训，探索形成中

式。改革开放以来，学习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包括向历史学习，不断总结历史经验

点、总结、推广的路径，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推进方式；向地方和群

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推动了深圳模式、江浙模式、温州模式等地方模式的形成。向西方

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全球接轨。向危机学习，例如通过应对非典，提出了统筹社会经济

则，通过应对各类上访问题，提出了统筹城乡的原则，通过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

国内发展和和对外开放的原则。“中国模式”就是在这种学习型革命、学习型建设

的。 

    （三）中国模式的空间维度：内涵与特点 

    从现代化角度，从中国谋求现代化的历史角度，与不同类型的国家做比较，可以

特点。 

    首先，与先发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比较，“中国模式”具有两个基本内涵和特点

自身力量而不是剥削和掠夺他国实现的崛起。先发国家的现代化是依靠直接掠夺殖民地和通

济体系剥削他国实现的，中国作为一个曾经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国家，没有剥削他国

全靠自己的力量推进现代化。二是和平崛起，即中国的现代化不伴生对外威胁。而西方

与战争联系在一起的，既有欺凌弱小国家的侵略战争，又有相互之间瓜分殖民地的

界大战。 

    其次，与西方主流观点主张的“现代化”模式比，“中国模式”具有三个内涵

主流主张的自由市场而言，“中国模式”强调责任政府，即在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下，强调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主导作用。二是相对于西方主流观点主张的激进改革而言，

渐进改革，即不接受西方推介的激进改革模式，而是依据国情以及国内承受能力，在

知识和经验，有序推进改革进程；三是相对于西方主流观点主张的全盘私有化而言，

经济，即强调构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元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结构。 

    第三，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比，“中国模式”具有三个内涵与特点

府弱化而言，强调强政府，即强调政府要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发展意识，政府要有

员和执行指挥能力，以确保现代化进程的资源合理配置和有序推进。二是相对于一些

言，“中国模式”强调独立性发展，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都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他国和国际经济体系的依附与依赖，特别是注重保障国家主权；三是相对于一些国

“中国模式”强调积极全球化，即通过主动的、自主的对外开放，积极融入国际经济

    三、“中国模式”的人类思想史意义 

    “中国模式”能否像别尔加耶夫论断的那样，帮助人们在当前这样一个“骤变

哲学”？我们认为，至少，“中国模式”提供了一种新的思想方法，开启一种新的世界体系格局，可能有助

于推动人类社会探索新的历史哲学和世界格局的进程。 

    （一）突破主流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现代化思想方法 



    在经济现代化理论方面，“中国模式”突破了新自由主义现代化理论，形成新的

素。例如，在经济理论的方面，突破了只有私有化才能实现经济发展的主张，形成了

理论；突破了单纯“看不见的手”可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理论前提，形成了政府干

论主张；突破了将市场经济作为目标价值的理论预设，形成了将市场经济当作发展手段的理

    在政治现代化理论方面，“中国模式”认可民主是现代化的必要内涵，但是现

直接民主一种，还有间接民主方式，实现现代民主的道路也不只有多党制、普遍直

主带动社会民主、政府与民众之间基于问题的调适与磨合等。 

    在社会现代化理论方面，“中国模式”试图突破现代化必然导致阶层分化、社

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和谐，并开始致力于探索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 

    在生态现代化方面，“中国模式”试图突破“先污染后治理”的理论预设，强

开始推进生态文明和生态现代化理论建设和实践。 

    在人的现代化方面，“中国模式”突破抽象的人文主义、个性自由理论主张，

国民，包括用马克思主义唤醒国民，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体的主流意识形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进国民精神发展。 

    （二）突破“西方中心论”，彰显复线历史模式 

    “西方中心论”是西方主流历史观。这种观点认为，西方是现代化的起源之地，

世界传播的，非西方国家要沿着西方开辟的道路实现现代化，因此，人类近代和现

的，非西方国家的历史没有世界历史意义。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正是这样评判中

中国只能沿袭自己或别人的历史，不能开创自己的历史，如果有历史也不具有世界

    “中国模式”表明，近现代的中国没有重复欧洲的历史，而是开创了自身的现

己的历史。“中国模式”不仅确立了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而且将逐步引领中国走上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