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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序很高兴这本书能跟读者见面。
本书所收录的主要是我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以及在接受各种采访时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探
讨。
在当今中国，有关经济发展模式的讨论进行得非常激烈，正反方观点层出不穷。
我希望通过这本书的出版，能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探讨作出贡献。
本书得以出版，首先要感谢吴晓波先生的热情支持。
我是在2010年5月浙江省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第一次和吴先生见面的。
虽然我跟吴先生只有一面之缘，但我经常拜读他的作品，从中受益良多。
吴先生是一位非常重视事实记录的学者。
他用历史的眼光审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规律和逻辑，这无论在学术界还是新闻界都是罕见的。
另外，我还要感谢王留全先生，作为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的年轻编辑，他很热情，办事效率也非常高
，对这本书的出版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
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学术界有一种很普遍的看法，认为“中国模式”是独一无二的。
这种主流观点认为，中国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高速增长的经济增长率以及独特的儒家文化传统，共
同构成了“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其他国家难以和它相提并论。
我反对这种观点。
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并不独特。
无论是中国的成功经验还是发展困境，都不是中国特有的，都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的身上找到影子。
从成功经验来讲，中国的发展类似于东亚各国。
东亚各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可以归功于其早期成功的土地改革、民营部门的茁壮成长（虽然在政府的干
预下）以及政府对教育和卫生事业的大规模投入。
中国的情况和东亚各国很相似：1978年的土地改革虽不彻底，但亦是一次伟大的变革。
中国的民营部门在过去的30年内高速增长，举世瞩目。
另外，中国政府在20世纪50~70年代对公共教育和卫生的投入也很巨大。
正是这些投入，奠定了中国过去经济发展的基础。
从欠缺方面来讲，中国的不足也能在拉美国家中找到影子。
在拉丁美洲，巨大的贫富差距困扰着每一位执政者。
另外，国有企业和垄断资本的大量存在严重压缩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
在拉美各国，居民消费普遍过低，居民个人收入增速远低于整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
拉美国家的发展困境也正是目前中国发展的困境。
除了强调“中国模式”的独特性以外，中国学术界还有一个很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高度集中的政治
体制是其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我认为这种分析过于简化。
客观来说，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从国际经验上来看，有些集权国家经济发展得非常快，但另一些集权国家的经济却非常失败。
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韩国经济起飞了，但菲律宾却没有成功。
反之，有些民主国家经济发展得很快，而另一些则发展得非常缓慢。
虽然不能简单地下定论，但就中国的具体情况来看，中国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的方式会阻碍经济的持续
发展。
中国政府行政调控力度过大，影响了市场规律的正常发挥，催生了大规模的行业垄断，形成了大量特
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影响着政治和社会的基本稳定。
这一切正侵蚀着我们来之不易的经济成果。
我个人认为，中国迫切需要一场政治体制改革。
改革的方式不需要激进，可以循序渐进。
最重要的是，中国要向改革的方向变化而不是走回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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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中国大家比较关心的“国进民退”就是走回头路。
提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学术界又有一种主流观点，认为中国从来没有进行过政治体制改革。
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
它忽视了中国20世纪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的巨大成就。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进行了很多非常有意义的政治体制改革尝试。
比如结束了干部终身制、第一次提出了“小政府、大社会”的观点并在农村推出了基层选举等。
这些改革措施都是非常有益的尝试。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腾飞和其积极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同步进行的。
积极有效的政治体制改革带来了整个国家的繁荣和稳定，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相得益彰。
这个事实推翻了很多学者的一个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假设，那就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会引发动
荡，阻碍经济的发展。
事实恰恰相反。
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停顿才是我们今天社会不稳定、收入不平等、腐败滋生的最根本原
因。
中国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减少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
我觉得，现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完全可以采用“顺水推舟”的方式：利用中国目前所拥有的体制结构
和技术手段去深化改革。
比如，我们可以进一步完善村民选举，削减上级对选举的干预，把选举变成真正的民选；我们也可以
借助互联网的平台，增加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另外，我们需要克服已经形成的权贵资本主义，为社
会提供一个公平和开放的环境，避免特权阶层的壮大。
而这一切，都可以在政府的积极引导下，利用现有的技术手段完成。
最后，我想再次强调，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存在。
中国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和原则与西方体制并没有根本上的区别。
我们有的只是“中国特色的道路”：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去实现这些普世原则。
作为一位温和的学者，我不支持全盘西化，也不支持“休克疗法”。
我只是希望中国能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不要走回头路。
我认为，只要方向正确，即使步子慢一点，也是很好的。
希望这本书能抛砖引玉，给读者提供思考问题的另一种角度。
我的观点不一定正确，请读者自己鉴别。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

内容概要

　　在30年举世瞩目的增长之后，中国经济已然成为世界舞台不可或缺的角色。
究竟有没有一个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中国模式”？
通过“大政府+宏观调控”，是否能够走出一条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有中国特色的新路”？

　　在本书中，黄亚生教授通过中印对比，通过对中国与拉美经济腾飞过程、城市化进程的比较，雄
辩地证明了一个观点：并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没有脱离一般的经济发展规律，其成功经验和欠缺都可以在其他国家
的经历中找到影子。
而未来中国的持续经济发展，还是要依靠“市场”和“法治”等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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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亚生，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兼职教授和湖
南大学荣誉教授。
历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教职和世界银行顾问。
2010年被美国国家研究学会选为全美研究亚洲问题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
创办了“中国实验室”和“印度实验室”，旨在帮助中小企业提高管理。
著有《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其中《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评为2008年度最佳图书之一，并刊登于《华
尔街日报》、《环球企业家》、《财经》杂志，《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南方周末
》、《经济学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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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学术界有一种很普遍的看法，认为“中国模式”是独一无二的
。
这种主流观点认为，中国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高速增长的经济增长率以及独特的儒家文化传统，共
同构成了“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其他国家难以和它相提并论。
我反对这种观点。
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并不独特。
无论是中国的成功经验还是发展困境，都不是中国特有的，都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的身上找到影子。
除了强调“中国模式”的独特性以外，中国学术界还有一个很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高度集中的政治
体制是其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我认为这种分析过于简化。
客观来说，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从国际经验上来看，有些集权国家经济发展得非常快，但另一些集权国家的经济却非常失败。
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韩国经济起飞了，但菲律宾却没有成功。
反之，有些民主国家经济发展得很快，而另一些则发展得非常缓慢。
虽然不能简单地下定论，但就中国的具体情况来看，中国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的方式会阻碍经济的持续
发展。
中国政府行政调控力度过大，影响了市场规律的正常发挥，催生了大规模的行业垄断，形成了大量特
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影响着政治和社会的基本稳定。
这一切正侵蚀着我们来之不易的经济成果。
我个人认为，中国迫切需要一场政治体制改革。
改革的方式不需要激进，可以循序渐进。
最重要的是，中国要向改革的方向变化而不是走回头路。
现在在中国大家比较关心的“国进民退”就是走回头路。
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存在。
中国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和原则与西方体制并没有根本上的区别。
我们有的只是“中国特色的道路”：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去实现这些普世原则。
作为一位温和的学者，我不支持全盘西化，也不支持“休克疗法”。
我只是希望中国能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不要走回头路。
我认为，只要方向正确，即使步子慢一点，也是很好的。
中国发展的方向和原则并没有任何独特之处。
经济上，自由市场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将带来国家的繁荣；政治上，“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加强
对官员的问责、加强对民生问题的关心，将促进经济的发展。
除此之外，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增强公民的言论自由、自下而上逐步扩大民主选举，也将是中国未
来发展的目标。
可以看出，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独特：在大的原则问题上，中国如果要成功，必须？
西方的体制接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发展模式以“上海模式”为代表。
国内很多学者非常赞许上海的经济增长，甚至把上海当做中国城市的典范。
然而，在深入研究“上海模式”的运行机制后，我对这种模式在中国的盛行非常担忧。
在“上海模式”中，政府对经济进行了强有力的干预，外商投资获得了过度的发展，中小型民营企业
的生存空间被人为地压缩。
在这个过程中，政策的导向是“牺牲内资，扶持外资”。
“上海模式”和“国进民退”在某一方面是一脉相承的。
它把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当做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却忽视了居民实际？
活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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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统治中国经济政策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心论”为加强国家主导、发展城市、牺牲农村、支持大企
业、牺牲小企业，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基础。
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很快，但是中国官方的数据显示居民个人收入增幅
相当有限。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人民的福祉距离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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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中国学术界有一种主流观点认为，中国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高速增
长的经济增长率以及独特的儒家文化传统，共同构成了“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
作者反对这种观点。
在作者看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不独特。
无论是中国的成功经验还是发展困境，都不是中国特有的，都可以在在世界其他国家身上找到影子。
从成功经验来讲，中国类似于东亚各国。
尔亚经济的高速发展可以归功于其早期成功的士地改革民营邵门的茁壮成长（虽然在政府的干预下）
以及政府对教育和卫生事业的大量投入。
从欠缺方面来讲，中国的不足也能在拉美国家中找到影子。
在拉丁美洲，巨大的贫富差距困扰着每一位执政者。
另外，国有企业和垄断资本的大量存在.严重压缩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
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存在，中国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和原则与西方体制没有区别。
我们有的只是“中国特色的道路”，即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去实现这些普世原则。
全美研究亚洲问题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最新力作，集中的政治体制、独特的儒家
文化是不是中国经济高速墙长的秘诀一、到底有没有一个独特的“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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