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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一个东方大国的成长之道”学术研讨暨出版座谈会召开

2013-11-21 15:53:00   来源：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11月6日，由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梦——一个东方大国的成长之道”学术研讨暨出版座谈会召开。会议由周

航副院长主持。原北京市委常委、秘书长、现北京市地方志主编段柄仁研究员、中共北京市委党刊《前线》杂志社陈之昌社长、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许传玺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秘书长辛向阳研究员等领导出席会

议。中宣部《党建》杂志翁淮南主任亲自送来中央领导批示并传达中央领导对郭万超相关研究成果指示精神。此外，来自国家行

政学院、清华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等单位30多人出席了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对于自己的发展道路一直处于探索之中，并取得了巨大成就。3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并纷纷用“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奇迹”等概括这一现象。北京市社科院首都文化发

展研究中心主任郭万超副研究员十几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发展与改革问题研究，多年的潜心研究，使他在中国发展道路方面形成

了自己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和独特风格。目前在这方面已经出版4部著作，其中《中国崛起——一个东方大国的成长之道》、

《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探寻当代最优发展模式——中国经济大变革》可以称为“当代中国发展研究三部曲”。为了对个

人研究成果做系统梳理，郭万超博士将近年发表的文章汇编为《中国梦——一个东方大国的成长之道》。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

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对该书评价道：“该书是经济发展理论的新开拓，是对中国道路研究的新深化，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

意义。” 

  书中，郭万超博士从“中国道路：破解中国奇迹之谜”、“发展战略：中国胜过西方的一大优势”、“改革开放：决定中国

命运的关键一招”、“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的独特优势”四个角度对中国发展与改革阐述了他的理论。郭万超博士提出一系列

自己的观点，比如，当代中国必须构建自己的发展理论；中国道路有其独特环境；中国道路将改变世界；中国将融合中西方文化

创造新的文明；中国道路具有自主性、人民性、实践性、整体性和稳定性五大特性，等等。 

  段柄仁研究员对郭万超博士勇于担当中国发展道路这种重大问题研究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希望他为构建当代中国自己的发展

理论做出贡献。辛向阳研究员认为，郭万超博士对中国发展道路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开创性，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

周航副院长在会上谈到，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过170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儿女翘首以盼的百年梦想呈现光明的前景，现

在，“中国梦”的提出可谓适逢其时，凝聚着亿万人民的民族复兴之情结。 

  郭万超在发言中认为，对于中国发展之道的探讨，可以更好地揭示发展之谜。他谈到，经济发展直接原因在于“物”，即资

源的优化配置，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还是颁发给了资产定价实证分析的三位经济学家，这种研

究是必要的，可为市场经济提供技术层面的工具，但西方经济学忽视了人。它以一个极其简单化“经济人假设”把人抽象掉了。

而人是发展的关键，也是解释经济发展的第二个层面。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一切财富都是人创造的。因此，中国“以人为本”

为核心的发展观抓住了发展的关键，而西方经济学把劳动者等同于物或生产要素。而造成一个社会或民族的人的思维与行为差异

的原因正是文化。文化塑造了人，所以文化是解释发展的最深层次。郭万超在对比中西方经济文化方面的异同后认为，“中国道

路”具有自主性、人民性、实践性、整体性和稳定性五大特征。北京联合大学教授许峰在讨论中认为，“中国道路”具有超越

性，既是 对苏联模式的一种超越，也是对西方模式的超越，同时也进行了自我超越。 

  许峰教授认为，郭万超的《中国道路的五大特性》这一文章影响力比较大，被很多媒体转载，这是他多年研究的一个结晶。

他还讲了中国道路的超越。第一，对苏联模式的全面超越，无论是从体制上还是发展结果上；第二，对西方模式的超越，目前还

不能说是全面超越，只能说是逐步超越，正如万超说的从理念、价值以及历史角度对西方是一种超越，但是还不够。第三，自我

的超越过程。即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唯GDP论到唯历史指标等许多新的维度等，这是对过去的模式的一种超越。 



责任编辑：徐雅维 

文档附件： 

隐藏评论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gfedc  

    请遵纪守法并注意语言文明。发言最多为2000字符（每个汉字相当于两个字符） 

      

         

 

中国社会科学网电话：010-84177875；84177878；84177879；84177688    Email：skw01@cass.org.cn 

投稿信箱：skw01@cass.org.cn    网友之声信箱：skw02@cass.org.cn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中环南路1号    邮编：100102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 版权声明    京ICP备0507273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