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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模式的崛起可以说是2l世纪国际关系上的一件大事情。
中国模式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但“中国模式”概念的提出和争论却发生在本世纪。
因为改革开放包括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这两个互相依存的方面，因而讨论中国模式就是要把改革开放
放在中国和国际发展这两个维度中去探讨其意义。
就是说，中国模式不仅属于中国历史，也属于世界历史。
探讨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世界的意义，就要从国际环境的变化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
中国的改革开放既然和国际环境分不开，那么也自然对国际社会具有深刻的影响。
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开放”表明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就是世界发展经验的组成部分。
也正因为这样，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一开始，国际社会对此表现出来的关怀并不亚于中国社会本身对
此的关怀。
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这个问题在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其含义是不一样的。
这可以从西方世界的一些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话语变迁中看出。
早期在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西方社会对中国一片欢迎，认为中
国的改革开放会使中国很快演变成为另一个西方式国家。
但当他们最终意识到中国不可能成为另外一个“他们”的时候，西方就从90年代初开始掀起了一波又
一波的“中国威胁论”，从“中国军事威胁论”到“中国经济威胁论”再到“中国政治不确定论”，
等等，循环反复，从未间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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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模式已经成为媒体和社会传播的热门词汇，但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它如何发展而来，它的未来
会怎样，却还鲜有深入透彻的系统研究。
    本书作者凭借其深厚的学术功底、独到的分析眼光和独立的批判精神，透过纷繁的表象，超越各种
主义的纷争，对关乎国运的诸多重要政治社会问题给予了冷静、公允、坚实有力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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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永年，国际著名中国问题专家。
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美国黄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
曾任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
 
    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
先后出版专著14部，主编学术著作12部。
此外，经常在报刊及其他媒体发表评论，是香港《信报》1997年至2006年的专栏作家，2004年始在新
加坡《联合早报》撰写专栏。
 
    多年来，其独立而深入的中国研究以及视角独到的专栏文章，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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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四讲 人本社会主义、政党的转型和中国模式 政党、国家建设和民主讨论党的转型，首先就
面临一个问题，即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性问题。
尽管我们也称呼“党”，但这个概念和西方政治学的“政党”概念不同。
我们有必要讨论中西方政党的不同。
“政党”这一概念本身是在19世纪才开始被使用的，是欧美代议制度和普选制度发展的产物。
政党最初是指通过参与选举而获得公共职位的组织，后来用来指称那些并非以参与选举为目标的政治
组织，甚至那些意在消灭选举制度的政治组织。
可以说，近代政治就是政党政治。
讨论政治免不了要讨论政党，讨论民主政治尤其如此，政党政治和民主政治几乎是一对孪生兄弟。
摩尔曾经把西方民主的发展过程概括成为一句话，就是“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
然而，资产阶级是通过政党政治与君主贵族等分享政权的。
同样，工人阶级崛起后也是通过政党政治的途径进入政治领域的。
政党在民主政治中的重要性使得我们在讨论中国的政治民主化时，言必称政党。
在中外学者当中，很多人都会把民主化和开放党禁、实行多党制和政党竞争等联系起来。
无疑，这样的观点是通过比较中国政治制度和西方民主制度的不同运作方式后得出的。
不管怎样，因为这些研究只是从民主政治运作的内容出发来考量政党，政党也因此只是被狭义地规定
为一种整合和表达各社会群体利益的机制。
的确，光就民主政治运作的方式来说，这种说法甚为确切。
但是，它的主要缺陷是没有历史地把政党放在国家建设的内容中来考量。
现代政党起源于西方，然后再逐渐传播到其他国家。
政党在西方社会国家建设中所扮演的角色显然不同于其在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中所扮演
的角色。
这里有必要简单地讨论一下政党在不同国家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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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编辑推荐：中国的高速发展能否持续？
中国共产党怎样成功转型？
政治体制改革何去何从？
中国如何走自己的民主化道路？
中央地方关系如何破局？
怎样看待中国的民族主义？
〈br〉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教授将引领你穿越各种思想纷争的迷雾，真正读懂中国。
〈br〉在国家建设问题上，中国并没有什么模式可以仿效和追求的，不管怎样，最重要的不是从任何
主义出发，来做些无结果的理想的实战，而是要从中国的实际政治情形出发，对现行制度进行渐进式
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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