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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奇迹的密码在政治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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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大家都在谈论中国模式问题，我认为揭示中国发展奇迹的密码不在经济领域。有人说正因为中国

放，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就。这样看问题只是看到了中国奇迹的表象和起因，没有深入到中国奇迹的内在

家也搞了市场和开放型经济，为什么没有取得中国这样的奇迹?所以，解读中国奇迹的密码应到政治领域中

“人民民主”中寻找。中国政治文化有“四大优势”：“集中效率优势”、“政治组织优势”、“制度创

“四大优势”是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所没有的，也是中国发展奇迹的奥妙之所在。 

一 

  改革开放初期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吸取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在“十年动乱”时期政治建设方面的

义、权力过于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问题，纵向的是地方和基层缺乏自主权和积极性，横

化、缺乏活力的问题。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政治体制改革部分是这一时期认识和政策的集中体现。改革的主

革”，目的是建立能够克服权力过于集中，充满活力、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从实践成果层面评

级斗争扩大化错误、恢复“文化大革命”以来遭到破坏的国家基本政治制度、调整和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

力下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问题的提出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发生了根本性的影

改革的主题发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化。现在回顾近20年来的变化，可以说直到今天我们对这个问题才看得比

始把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突出强调“人民民主要制度化和法律化”，



出出来。当时所要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重点是强调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坚持、完善和发展，实质是

并在稳定的基础上对基本政治制度进行完善和优化。 

  为了不干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必须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必须保证政治体制的宏观制度稳定。在这个

建筑提出的变革需求，改革完善政治体制。所以，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入了一

体制改革的主题由改变权力过于集中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问题，变成了权力如何服务于经济发展的有效

题，拓展为政治领域与经济社会领域的相互关系问题。过去是以权力改革权力，分权改造集权;现在是以

设。正是从政治建设服务于经济建设出发，近20年来，基层民主和村社自治建设有了蓬勃发展;主导和服

设得到不断加强;规范和服务于市场经济的法治建设和人权保障日益完善;人大制度、政党制度的规范化、程序化和制度化

部队伍的民主化和法制化建设也得到不断推进。 

  这种围绕经济建设需要开展的政治建设，不仅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

天看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国家政治和经济这两大领域结构关系的重大调整，把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与市

就是“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加“市场经济”。正是这样的制度效应，创造了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高速发展的世界

合，既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超越，又是对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的超越。 

  现在大家都在谈论中国模式问题，我认为揭示中国发展奇迹的密码不在经济领域。有人说正因为中国

放，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就。这样看问题只是看到了中国奇迹的表象和起因，没有深入到中国奇迹的内在

家也搞了市场和开放型经济，为什么没有取得中国这样的奇迹?所以，解读中国奇迹的密码应到政治领域中

“人民民主”中寻找。中国政治文化有“四大优势”：“集中效率优势”、“政治组织优势”、“制度创

“四大优势”是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所没有的，也是中国发展奇迹的奥妙之所在。  

1. 中国发展的“密码”在哪里？  
2. 怎样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  
3. 巩固民主团结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  
4. 中国道路的多重内涵  
5. 中国道路的哲学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