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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因素是中国最重要的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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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鞍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引起国内外无数学者的关注，学者们对中国崛起进行了各种解释。我认为，中国

的经济腾飞既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现象，也是一个政治现象。仅用经济学理论还解释不了，必须用政治经济学，或从政治学

和经济学两个视角、两个维度来观察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原因。  

  从1949年到1957年中国已出现过一次经济起飞，但西方人没有关注这个特点；从1952年到1957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

是9.2%，已经高于同期日本的经济增长率（7.3%），但十分可惜后来很快结束了，这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深刻的历史记忆和

历史经验。这一时期的增长，实际是中国特有的政治资源在推动。中国共产党以其特有的政治资源，使一个极端落后的国

家，或者说是最不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初期，实现了强有力的经济起飞，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可以做到这一

点。  

  中国的改革模式确实不同于一般国家，无法用现有的经济增长理论和模型解释。中国的改革是 “基于思想解放、观念

创新的经济改革”，即思想解放模型。这可能是中国最大的特点，也是最大的贡献。我认为，政治原因是中国经济改革成

功的最重要的原因，实际上，经济学上的解释是相当有限的。当然，政治原因已经作为假定和暗含放在经济学理论中了。

所以我把政治因素界定为中国最重要也是最难得的成功经验。  

  思想解放与观念变革做法类似于Ideas（观念、主意、知识、经验、创新等）增长模型。由于Ideas是一个具有边际报

酬递增特性的投入，我们暂且把它称之为“无形要素投入”或“软投入”，以区分于资本、劳动、资源等“有形要素投

入”或“硬投入”。即使是在没有增加“硬投入”的情况下，“软投入”仍然可以有效地促进经济地增长。  

  毛泽东在1963年就已谈到，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

量。这就是毛泽东的重要观点：精神财富可以转变为物质财富。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是外界或外部强加的，而是内部改革

型，是领导人自身根据内外部挑战主动提出、主动发动、主动推动的，因而这种改革是自我改革、自我完善，也是自我发

展的。这种情况大大不同于其他经济转轨国家。经济改革之初，中国是通过思想解放“换思想”，而不是采取“大换血”

的做法。此外，全党学习的政治传统促使突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去研究当时中国所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中国的这套

话语，不是经济学的话语，但是对中国来讲却是最适合的。  

  总的说来，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来自三方面的稳定：首先是宏观经济的稳定。通过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有效地避免

了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实现了经济发展的几大目标，这从过去50多年经济增长率的波动系数变化上可以看出来。  

  其次是社会的稳定。党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实际上是协调整个社会之间不同利益人群或阶层的矛盾。这在经济学

上基本是不讨论的，只是就收入分配这样的具体问题进行研究。实际上，和谐社会是保证经济高增长、可持续增长的一个

基本的社会环境。 

  第三就是政治稳定。这是最重要的。政治稳定问题，经济学也基本是不讨论的。实际上它是假定社会已经是稳定的。

但我们发现，所有发展中国家遇到的最大挑战和最大悖论就是政治始终不能稳定。什么时候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了，这个

国家就可能实现高增长。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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