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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年之际，上海市委宣传部组织撰写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丛书同大家见面
了，这是上海市理论界献给改革开放30周年的　　一份礼物。
　　30年前，我们党果断结束“文化大革命”，把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上来，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勇敢开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领导人民谱写中国改革发
展的壮丽史诗。
从此，坚持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中国人民历史活动的主　　题，党的命运、国家
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同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
　　30年来，党和人民高举改革开放的大旗，义无反顾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征程中
锐意创新，开拓前进。
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　　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等全面改革和不断扩大的对外
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　　产力，极大地改善了广大人
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使中国成功地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从封　　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
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今天，一个面向现　　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走上了摆脱贫困、逐步富裕的广阔道路，而且为　　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
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
，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宝贵的精神财　　富，是新的历史阶段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
思想基础。
她使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焕发出勃勃生机，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带来了光明前景
，给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信心。
3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不仅创造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举世瞩目的　　伟大成就，
而且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　　仅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继续推进改革开
放伟大事业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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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化的模式选择：中国道路与经验》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丛书”之一。
全书探讨改革开放30年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的模式与道路选择，农村与城市、
沿海与内地、东部与中部西部的发展策略及模式等问题，分析探求大国的治理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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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空间转型的现代化逻辑八、国际战略的大智慧（一）时代主题的转换（二）韬光养晦：对外政
策的大战略（三）和平发展的中华复兴之路九、渐进主义的改革之路（一）中国改革的成功之谜（二
）渐进主义的政策理念（三）休克疗法与渐进改革：道路与选择十、新地平线：现代化的中国模式（
一）通往现代化之路：世界的经验与模式（二）无形的力量：现代化的模式塑造（三）呼唤现代化的
中国模式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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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艰辛的探索：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逻辑　　从上述早发内生型和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比较当中，
以及对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分析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关键是要制定正
确的现代化战略，采用适当的现代化模式。
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对现代化进行深入的研究，探究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规律，把握其内在的逻辑
。
　　实际上，中国人对于现代化的研究起步还是比较早的，甚至早于西方的主流理论。
而“现代化”一词在中国的使用，应该说时间更早。
早在20世纪初，一些中国学者就开始了对现代化的研究。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比较明确地讨论探索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问题。
只是当时的讨论大都在中西文化比较的层次上兜圈子，很少涉及经济发展这一中心主题。
20世纪30年代，“现代化”一词开始经常出现在中国的报刊上。
1933年7月《申报月刊》为创刊周年纪念发行特大号，刊出“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现代化新概念开
始被广泛运用，成为议论的热门话题。
后来抗日战争爆发，全民族的注意力转向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现代化这个大课题一时似乎销声匿迹
。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代化运动从自己的实践中提出现代化的概念和观点，早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
约20年。
正如罗荣渠教授所说：一提“现代化”，人们就认为是近年才从西方输入中国的新名词，颇有点舶来
品的时髦味。
其实，这是错误的，是对中国历史的健忘。
　　而从实践上看，中国的仁人志士对于现代化有意识的探索，就更早很多了，只是当时他们没有使
用“现代化”这一概念而已。
100多年前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维新运动，按其本来的意义就是一次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运动。
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时曾指出这一点：“30年前，主张‘维新’的人，即是当日主张现代化的人。
”　　实际上，早在康、梁之前就有不少人在探讨中国现代化的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时期
。
1840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英军只用4 000人（最多时增至17 000人），就从南中国打到北中国，所到之
处，基本上都是攻城略地。
清军虽然有88万人马，即使是一线御敌的也有十多万，但是却处处被动挨打，损失惨重。
最后，清朝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以割地赔款而告终。
　　在这场战争中，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一些人，认识到了中国武器技术的落后，开始正视西方
在技术上的长处。
林则徐在两广总督任上时，一反统治集团闭关自守、闭目塞听的陋习，积极搜集情报，了解世界，主
持翻译了《华事夷言》，编辑了西方史地资料《四洲志》等书，开风气之先。
林则徐被称作“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可以说就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先驱。
魏源在林则徐所辑的《四洲志》的基础上，又进一步编成《海国图志》50卷，后增至100卷，提出“以
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点，主张学习西方制造战舰、火械等先进技术
和选兵、练兵、养兵之法，改革中国军队。
魏源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富强，除了拥有装备精良的军队外，更重要的是由于建立了一套近代化的
工业。
中国如果要想强盛起来，除了要学习西方的练兵之法，也应当着手建立自己的近代工业基础。
因此，他建议设立造船厂和火器局，制造各种轮船和机器，并允许民间自由设厂。
在书中，魏源还介绍和评说了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认为西方的政治制度的优点在于废除了世袭制和
终身制，打破了家天下的局面；议员和总统皆自下而上由民众选举；议会则是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
则通过或否则提案等等，这些观点确实很有胆略和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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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不久林则徐被贬伊犁，魏源人微言轻，无法推行自己的主张。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林则徐、魏源等人也仅认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而并不认为西方的政治、经
济、思想、制度等优于中国。
　　真正将其“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加以贯彻的是后来的洋务派。
“洋务运动”最开始致力于兴建军用工业和与军工密切相关的采矿、冶炼等工业。
洋务运动的口号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把魏源的主张付诸实施，希望通过军事技术的革新来挽
救清王朝的命运。
从1865年江南制造总局设立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的30年间，洋务派设立的规模大小不等的军用
工业共21个。
洋务运动兴办的军用工业尽管具有封建性、落后性，但它毕竟在中国开了近代机器工业的先河，并实
行雇佣劳动的形式，存在一些现代资本主义的因素，对中国工业化的产生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客观上
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后来，洋务派又陆续创办资本主义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到1894年共创办民用企业20多个。
这些企业，只有少数是官办，大多系官督商办，个别还采取官商合办的形式。
洋务运动在兴办军用工业的同时，还训练新式陆军和建立新式海军。
1875年清廷任命直隶总督李鸿章和两江总督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开始了近代海军的
筹建，后建立了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新式海军。
然而，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客观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
自此，康有为、梁启超开始了维新变法运动。
维新变法的失败，又推动了孙中山领导的共和革命，直到辛亥革命把清王朝推翻，建立了共和制的中
华民国。
　　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得到怎样的启示呢？
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仁人志士，都以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为己任，进行了中国现代化的艰辛探索，但在
认识上经历了一个“器物——制度——文化”的逐步摸索过程。
最早的认识停留在“器物”层面，认为我们之所以不如西方列强，皆因我们船不坚、炮不利，因此关
键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其口号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实际行动就是洋务运动。
但接下来发现，仅仅着眼于“器物”是不行的，洋务运动终因官僚资本和政治腐败而不了了之，一些
先进的中国人感到当务之急是必须解决中国的“制度”问题，即“变法”，这样才能富民强国，于是
便有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
然而，尽管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革命的先行者们并没有看到他们所梦寐以求的民主共和
在中国确立后，反而是军阀混战和更加严重的腐败。
于是，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觉悟到，中国今后关键的问题是要改造“国民性”，进行“文化”上
的革命，灌输民主和科学，实现人的解放，否则正像鲁迅先生所说的，无论是民主共和，还是其他甚
么甚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
这样便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
　　近代中国的这一发展逻辑，梁启超在其《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1923年）中曾概括为中国学习
西方的三个时期：第一期（自鸦片战争后到中日甲午战争）“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自甲午
战争到五四运动前）“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自五四运动以后）“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
。
中国近代的仁人志士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探索，从宏观上看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三部曲”
，它既是一个在矛盾中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过程。
纵观世界的现代化运动，始终都充满了矛盾和问题。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是一个不断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的过程，也是一个从器物层面向制度、文化层面
不断变革和完善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儿，也承袭了这一运动的传统。
中国共产党人把俄国十月革命后学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以解决中国的
价值重建和精神动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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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无论在革命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始终都把文化革命、把改造中国人作为他毕生奋斗的
目标，并直接付诸实践，试图在“灵魂深处闹革命”。
直到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曲折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意识到文化取向的运动并不能实现我国现代化的
百年梦想，于是邓小平等人力挽狂澜，拨乱反正，实行了改革开放，开始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学习
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这是完全正确的；后来我们也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改
革政治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否则经济发展也会受到制约；同样，我们还认识到，只进行物
质文明的建设是不行的，我们还要进行精神文明的建设。
但是，我们不能像过去那样去走一个“器物——制度——文化”的循环，而是应当努力实现社会主义
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一个“器物——制度——文化”的逐步摸索过程。
最早的认识停留在“器物”层面，认为我们之所以不如西方列强，皆因我们船不坚、炮不利，因此关
键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其口号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实际行动就是洋务运动。
但接下来发现，仅仅着眼于“器物”是不行的，洋务运动终因官僚资本和政治腐败而不了了之，一些
先进的中国人感到当务之急是必须解决中国的“制度”问题，即“变法”，这样才能富民强国，于是
便有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
然而，尽管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革命的先行者们并没有看到他们所梦寐以求的民主共和
在中国确立后，反而是军阀混战和更加严重的腐败。
于是，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觉悟到，中国今后关键的问题是要改造“国民性”，进行“文化”上
的革命，灌输民主和科学，实现人的解放，否则正像鲁迅先生所说的，无论是民主共和，还是其他甚
么甚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
这样便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
　　近代中国的这一发展逻辑，梁启超在其《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1923年）中曾概括为中国学习
西方的三个时期：第一期（自鸦片战争后到中日甲午战争）“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自甲午
战争到五四运动前）“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自五四运动以后）“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
。
中国近代的仁人志士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探索，从宏观上看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三部曲”
，它既是一个在矛盾中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过程。
纵观世界的现代化运动，始终都充满了矛盾和问题。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是一个不断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的过程，也是一个从器物层面向制度、文化层面
不断变革和完善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儿，也承袭了这一运动的传统。
中国共产党人把俄国十月革命后学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以解决中国的
价值重建和精神动力问题。
所以无论在革命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始终都把文化革命、把改造中国人作为他毕生奋斗的
目标，并直接付诸实践，试图在“灵魂深处闹革命”。
直到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曲折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意识到文化取向的运动并不能实现我国现代化的
百年梦想，于是邓小平等人力挽狂澜，拨乱反正，实行了改革开放，开始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学习
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这是完全正确的；后来我们也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改
革政治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否则经济发展也会受到制约；同样，我们还认识到，只进行物
质文明的建设是不行的，我们还要进行精神文明的建设。
但是，我们不能像过去那样去走一个“器物——制度——文化”的循环，而是应当努力实现社会主义
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一个“器物——制度——文化”的逐步摸索过程。
最早的认识停留在“器物”层面，认为我们之所以不如西方列强，皆因我们船不坚、炮不利，因此关
键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其口号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实际行动就是洋务运动。
但接下来发现，仅仅着眼于“器物”是不行的，洋务运动终因官僚资本和政治腐败而不了了之，一些
先进的中国人感到当务之急是必须解决中国的“制度”问题，即“变法”，这样才能富民强国，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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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有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
然而，尽管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革命的先行者们并没有看到他们所梦寐以求的民主共和
在中国确立后，反而是军阀混战和更加严重的腐败。
于是，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觉悟到，中国今后关键的问题是要改造“国民性”，进行“文化”上
的革命，灌输民主和科学，实现人的解放，否则正像鲁迅先生所说的，无论是民主共和，还是其他甚
么甚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
这样便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
　　近代中国的这一发展逻辑，梁启超在其《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1923年）中曾概括为中国学习
西方的三个时期：第一期（自鸦片战争后到中日甲午战争）“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自甲午
战争到五四运动前）“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自五四运动以后）“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
。
中国近代的仁人志士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探索，从宏观上看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三部曲”
，它既是一个在矛盾中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过程。
纵观世界的现代化运动，始终都充满了矛盾和问题。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是一个不断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的过程，也是一个从器物层面向制度、文化层面
不断变革和完善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儿，也承袭了这一运动的传统。
中国共产党人把俄国十月革命后学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以解决中国的
价值重建和精神动力问题。
所以无论在革命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始终都把文化革命、把改造中国人作为他毕生奋斗的
目标，并直接付诸实践，试图在“灵魂深处闹革命”。
直到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曲折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意识到文化取向的运动并不能实现我国现代化的
百年梦想，于是邓小平等人力挽狂澜，拨乱反正，实行了改革开放，开始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学习
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这是完全正确的；后来我们也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改
革政治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否则经济发展也会受到制约；同样，我们还认识到，只进行物
质文明的建设是不行的，我们还要进行精神文明的建设。
但是，我们不能像过去那样去走一个“器物——制度——文化”的循环，而是应当努力实现社会主义
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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