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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复兴：中国模式的政治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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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房宁，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研究员。2006年加入全国宣传文化系

2008年担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政治学教材编写组首席专家。 

  近年来承担的主要课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研究”、北京奥组

风险预测和防范研究”、中央维稳办交办课题“当前及未来五年我国社会矛盾与社会稳定形势变动趋势及

门的重要调研工作和理论文章写作工作。2005年参加起草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白皮

主政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社会矛盾与政治稳定研究等领域取得一批研究成果。主要著述有：《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与实践的若干重大问题》、《现代西方政治理论》、《当代中国的新政治哲学

国——当代中国青年的国家民族意识研究》、《民族主义思潮研究》等。 

  从政治制度角度看，实行这样一种发展模式，需要一种比较集中的体制，也就是说需要有一个代表中

益的政治核心来做出关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一些重大决策。由于是一次性的委托（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概念，

的，而且授权时间比较长，到现在已经有60年了），获得授权的权力者在决策过程中可以把不同利益群体之

国和西方一些所谓“民主”国家相比的效率之所在。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60年的风风雨雨，我们的民族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一条实现民族

了，所以从民族的整体来看，中国始终面临着一个获得民族独立和发展的问题。应当说，民族复兴是100

中国的一切都不能够脱离这样一个主题。正是这个主题决定着中国很多的事情，或者说，中国很多的社会

这个主题是理解中国当今社会的一个关键。 

  中国政治模式：国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统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使中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彻底的改观

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人们很自然地想到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以及怎么样才取得了这样的成就和发展，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共同体，幅员辽阔、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在这么大的一个国度当中，获得持续全面的社

者只是归结到几个简单的因素，恐怕难以令人信服。所以这个时候人们很自然地提出了一个所谓“中国模式

“中国道路”。我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或者说“中国模式”已经初具形态。这条道路就是

度体系。 

   由于我的研究领域是政治学，我想从政治制度或者说民主政治的角度来谈谈对“中国模式”的看法。中

道路，这条政治发展道路的官方表述就是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它的具体表

大基本制度：一个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个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一个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

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正是这“三统一”和“四制度”构成了“中国模式”的政治发展模式的框架。如果用

“中国模式”的结构与功能是：集保障国民权利和集中国家权力相统一的制度体系。在这个制度之下，一方面

又集中了国家的权力。 

  所谓保障国民权利就是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可以保障人民去追求个人的美好幸福生活，允许各种生产

配，人民的权利，包括私有产权，得到了国家法律的保障，人民的自由不断扩大。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看到的改革

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对于个人权利的保障，实际上是一种社会价值的转变，为社会发展，特别是经济发



明治维新造就了现代化的日本。明治维新中提出“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使人心不倦”的纲领，把日本

会，变成了一个以受教育的程度和个人成就为主决定地位的社会，从而使日本民间蕴藏的巨大积极性得以

一举崛起并且称雄亚洲。中国的改革开放，使“文化大革命”当中的那种以家庭出身和政治态度为主决定地位的社

和个人成就为主决定地位的社会。正是这样一个社会价值的转变，使中国人民当中蕴藏着的巨大积极性、主

极性的发挥究竟有多大，那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遍布中国城乡的沧海桑田般的巨变。我们与其为周围的器物

们摆脱了束缚，焕发出来对于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之后所迸发出来的那种无穷的创造性和活力。这应该是中

点。 

   中国崛起的制度奥秘：一次性授权使决策成本降低 

  我们不应该忘记中国是一个曾经落后的国家，中国不仅要改变自己的面貌，而且还要追赶世界。中国

化道路显然就不同于那些原发性的工业化国家，她必然要走一条自己的道路，必然要另辟蹊径。于是就有了中

力。作为一个落后的国家，要追赶世界，按部就班自然发展是不可能的，她会永远落在世界的后头。中国

的发展，即通过战略规划，集中资源，强化发展，并一以贯之地加以贯彻执行，才有可能赶上和超过西方工

是需要把人民的力量和智慧集中起来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这一点也是以前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做过的事情，只是中

国，有共产党的领导，有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有统一的具有权威性的国家法律和政策。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保障了中

源实现战略性发展。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近30年的发展完全是按照这样的规划来进行的，结果中国

中国的发展在于两个积极性：一个是市场的积极性，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创造性；另一个是政府的积极性，有政府的主

理安排，坚持执行。具体来说这种战略发展，首先是政府进行统筹规划，为工业化产业化提供初始资金；二是因地制宜，

境来制定经济发展的战略与策略，这就包括我们国家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趋利避害的一系列政策；第三也很重要，就是提供一些基

由政府来进行国土规划、国土整治和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铁路、水利、工业园区等等；再有一个就是提供法制

育、普及科学知识、提高人民的道德文明素质。正是由于政府的努力才使得中国有一种集约化的、资源配置合理的快速

  从政治制度角度看，实行这样一种发展模式，需要一种比较集中的体制，也就是说需要有一个代表中

益的政治核心来作出关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一些重大决策。由于是一次性的委托（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概念，

的，而且授权时间比较长，到现在已经有60年了），获得授权的权力者在决策过程中可以把不同利益群体之

国和西方一些所谓“民主”国家相比的效率之所在。西方在民主政体之下有数不清的授权过程，并且它是多中心的，所以在

有大量的博弈，使得交易成本很高。作为一个发达国家，这个问题倒不是很大，但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就不行了。中

家，其所采取的这种体制是合理的、有效的。这是中国崛起的制度奥秘。 

  有些人经常站在西方的角度，或者以西方的经验来套裁中国，所以经常批评中国是一个不民主的国家，

体制，恰恰是适合于中国现阶段历史进程的，是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尽管这个制度当

但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主题，发展这个更大的道理管着那些众多的小道理。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再肯定我们这

  如果从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来讲，我觉得中国这样一种体制恐怕还不能说它是对整个世界的贡献，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