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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突出资料性，以翔实的数据和图表为依据，增强了权威性，书中注重历史经验的总结，力图
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产生深远的影响。
本书的观点归结为：经济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选择，在于所选道路和模式是否有生命力，能否给人
们带来经济实惠，从而为人们所接受并长期存在下去。
实践证明，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
发展中国，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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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探索中国道路实践中国模式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课题组摘要：探讨中国道路和中国模
式是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正确认识中国改革开放前后30年，正确评价毛泽东，是正确探讨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前提。
中国道路是奠基于社会主义，在对学习、反思和借鉴、渐进式改革、摸着石头过河、对外开放等的探
索过程中生成的。
中国模式是立足中国国情、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凝结。
要在维护国家独立和统一、提升内在凝聚力、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中，使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赢得未
来。
关键词：中国道路 中国模式 改革开放公元前2697年，中华始祖黄帝命大挠氏探察天地之气机，探究五
行，始作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和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
、午、未、申、酉、戌、亥，排列组合为六十甲子，用做纪历之符号。
黄帝的子孙们在地球东方这块土地上生生息息，沧海桑田，勤劳智慧勇敢，开创出了伟大的华夏文明
。
六十甲子①则周而复始地运转，不舍昼夜，浩瀚篇章，记载下了人类最丰富、最完整、最壮观的中华
民族漫长而坚实的脚步。
当六十甲子运转到公元20世纪的己丑年癸酉月甲子日(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上向全世
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标志中国的历史从此翻开了崭新的篇章，无论是支持新中国的人还是反对
新中国的人，或欣喜或悲哀，都不约而同地意识到：古老的东方巨龙苏醒了，百年来中国人民受西方
列强蹂躏和屈辱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化，60年一个甲子，是人生最重要的纪念时间，也是国家和社会最重要的纪念时间
。
新中国60年的历程波澜壮阔，走过的道路纵横交错，如何回顾、思考一个国家的甲子历程?毛泽东有句
名言：“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路线”者，带有方向性的“道路”也。
认真探讨“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这个“纲”，是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60花甲庆典”最重要的
内容之一。
第一节为什么要研究“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继“拉美模式”、“东亚模式”、“德国模式”、“
日本模式”等发达国家的经验模本在世界相继上演之后，“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引起了国际舆
论的高度关注。
美国《时代》周刊频频出现“中国”二字，非洲大地“感谢上帝给我们送来了中国人”，东盟各国借
鉴“中国模式”得到经济繁荣发展，这种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在世界版图中日渐清晰。
一 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的内在一致性和连续性 新中国的60年，作为大的阶段划分，已经形成的基本
共识是：以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时间界限，划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大阶段
。
由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在1978年年尾，改革开放的实际进行是从1979年开始的，所以，新中
国60年大体上可划分为前30年和后30年。
由于新中国60年走了一条复杂曲折的道路，因此，在如何认识和评价这60年这个问题上，就形成了十
分复杂的局面。
纪念新中国60年如果不首先厘清这个问题，就会在理念上把新中国60年搞得支离破碎，从而造成人心
的分离。
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比改革开放前更大的成绩，人民得到了更多的实惠，更由于
前30年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产生过诸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重大错误，所以很多人往往对
前30年基本上持否定态度，总习惯于把前30年作为对比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反面参照系。
自20世纪末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由于腐败的滋生及严重、市场和社会秩序混乱、劳资矛盾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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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诚信度下降、犯罪率上升、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严重化，许多人怀念和赞扬改革开放前。
这样就形成了两种社会意识和评价：一种是以改革开放后的30年否定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并以邓小
平否定毛泽东；另一种是以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否定改革开放后的30年，并以毛泽东否定邓小平。
也有介于二者之间的情况：对前后30年都有肯定和否定。
 我们注意到香港学者甘阳两年前发表《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一文，提出了正确认识新中国改
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韵问题，反对那种把新中国成立以来前后两个30年对立起来、互相否定的不负责
任的态度，论述了前后两个30年是共通的、一脉相承的。
这是对中国历史、更是对中国现在和未来理智的、负责任的态度。
当时间越来越靠近新中国成立60周年纪念日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理直气壮地批评那种把新中国前后
两个30年对立起来相互否定的观点②。
“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因为这是关系着正确评价新中国60年历史的大是大非问题，关系着正
确评价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大是大非问题，关系着正确评价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大是大非问题，
关系着正确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大是大非问题，关系着正确评价毛泽东历史地位的大是大非
问题。
　 我们的思想是与这些学者相通的。
在新中国60年的进程中，无论是前30年，还是后30年，确实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是严重的错误
，但那是新中国发展中的问题，而不是发展的最终结果——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中国在探索中崛起和
不断强大。
特别是前30年，我国经历了一段极为复杂、极为挫折的历程，但我们仍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而且正
是因为那些在探索中出现的问题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才造就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如果在新中国“前30年VS后30年”中互相否定、互相诋毁，客观上就会把新中国60年统统抹黑，那么
，我们还纪念新中国60年干什么?如果把新中国60年统统抹黑，那就不是纪念，而是“反思”、否定、
谴责和批判。
那就会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当年全面否定整个苏联历史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一统”还会存
在吗?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复兴还有希望吗?我们相信，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绝不愿意看到中国
出现苏联那种结果。
对此，每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都应当具有清醒的政治头脑。
回顾和总结新中国60年，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新
中国前30年的所有重大决策和历史事件都直接或间接与毛泽东相关。
今天，毛泽东的巨幅画像高高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纪念堂还在天安门广场中央。
我们的宪法、我们的党章，还堂堂正正地写着毛泽东。
毛泽东的一切，包括他的生平、他的著作、他的诗词等，在国内和国外都还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由此，我们想到马克思。
自马克思逝世之后，他的墓曾一次次被人掀翻，而后又一次次被人修复。
20世纪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时候，不少人宣称马克思彻底失败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彻
底终结了。
但在20世纪末欧洲一个组织公开评选世纪伟人时，马克思被推选为世纪伟人第一名。
如果中国公开评选近现代中国的伟人，相信毛泽东一定会当选。
笔者曾经参观过位于美国洛杉矶的尼克松图书馆，馆中雕塑了与尼克松同时代并有交往的一大批各国
著名政治家，毛泽东和周恩来雕为坐像在前排交谈，而其他各国政治家都在身后站成一圈。
新中国60年，特别是前30年，美国一直是中国最大的、世界“领袖级”的政治对手，而美国的政治家
们大多对毛泽东十分崇拜。
而我们的某些国人，总在处心积虑地煽动对毛泽东的全盘否定和仇恨，不知道他们究竟要干什么?关于
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不是本书讨论的主题，本书也没有设计这样的篇章。
但必须指出的是，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因为对毛泽东的评价紧密联系着对新中国“前30年”甚
至于60年的评价。
中国几千年的灿烂文明史，是与一个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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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璋、康雍乾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历史上每个伟大时代的代表人物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都可以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否定他
们。
比如，秦始皇的暴政，汉武帝和朱元璋的残忍，唐太宗杀兄逼父而夺位，赵匡胤政变而黄袍加身，成
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康雍乾大兴文字狱，等等；如果从个人生活来看，这些中华民族的历史伟人
无不荒淫糜烂。
这些都可以成为全盘否定他们的理由。
但如果这样，实际上也就全盘否定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成了一片黑暗和一片荒
漠，就会成为历史虚无主义。
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苏联历史上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问题。
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后，赫鲁晓夫先是秘密、后来公开批判斯大林，这股浪潮愈演愈烈，到20世纪60
年代，有几个持不同政见者公开打起了全盘否定斯大林和全盘否定苏联经济社会制度的大旗。
这些人是非常爱国的，在他们看来，只有全盘否定斯大林和全盘否定苏联的经济社会制度，才能使苏
联更加强大。
后来他们被驱逐出境。
苏联解体之后，当年主张全盘否定斯大林和全盘否定苏联经济社会制度的主要代表人物回到俄罗斯，
进行自我忏悔，深刻认识到全盘否定斯大林和全盘否定苏联的结果与他们的主观愿望完全相反：苏联
解体。
经过几十年的历史折磨和心灵反思，他们又反过来赞颂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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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报告”系年度报告，又称“发展和改革蓝皮书”，纳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蓝
皮书系列。
报告由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组编，著名经济学家邹东涛教授担任主编，欧阳日辉副教
授担任副主编，聚集一批杰出中青年经济学者、学者型企业家和学者型官员，以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
为己任。
“发展和改革蓝皮书”从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视角综合研究中国改革的政策和措施。
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是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的根本措施，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
保障，也是我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由之路。
“发展和改革蓝皮书”述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措施，总结发展和改革的经验，分析发展和改革存在
的问题，展望发展和改革的趋势。
“发展和改革蓝皮书”突出资料性和创新性。
报告以翔实的数据和图表为依据，增强蓝皮书的权威性和资料性；报告注重历史经验的总结，总结改
革的基本经验，力图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产生深远的影响；报告强调理论创新，对马克思主
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和创新、西方经济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和创新以及中国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进行
总结和描述。
在国家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们对改革开放30周年的经验进行系统的回顾和总结，组织改
革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撰写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1978～2008）》，作为“发展和改革蓝皮书”的
第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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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报告NO.2: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1949-2009)(2009版)》：权威机构·品牌图
书·每年新版。
●自古“盛世修书”，此书献给伟大的祖国60华诞。
●探索独具特色的“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贯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经济发展的全部历程
。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认真探讨和总结“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这个“纲”，是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60诞辰”的
应有之义。
●子日：人生“三十而立”，“六十而耳顺”。
人生如此，一个社会和国家又何尝不如此。
下一个十年，中国将迈向“从心所欲，不逾矩”！
谨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再创繁荣发展的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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