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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我们庆祝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喜庆时刻，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东亚合作论坛2008：改革开
放与东亚”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这里隆重举行。
首先，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全体师生，对光临本次论坛的各位嘉宾和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
 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上来的重大决策，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30年来，中国共产党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诗篇，中国的社会生
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大解放，人民生活水平总体达到小康，社会事业全面进步。
 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实行睦邻、安邻、富邻的和平外交政策。
中国积极参与东亚一体化进程，与东亚各国开展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广泛合作。
中国的负责任大国态度使东亚一体化事业在经济合作和政治对话领域蒸蒸日上，中国的经济飞速稳定
发展尤其使东亚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展现出了强大的抵抗力和生命力。
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对东亚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这样的国内国际大背景下，本次论坛以“改革开放与东亚”为题可谓恰逢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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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本书作者们围绕“中国改革开放与东亚”这一主题，对中国发展经验与
中国新外交、中国改革开放与中日关系、东亚合作中的东北亚与东南亚、金融危机与东亚地区合作等
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了午多有价值的观点。
1978年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实行睦邻、安邻、富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参与东亚一体化进程，与东亚各
国开展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广泛合作。
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为东亚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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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很大区别的。
如果体系是开放的，心态是开放的，那么就有学习的可能，学习外来的经验，从而导致创新；如果是
单纯的、关起门来改革，那么就只是技术上的改革，不可能有制度上的创新。
第三，我们的改革不是单一主体改革，而是多主体改革。
苏联的改革主要依赖的是中央政府的技术官僚，苏联中央政府牢牢掌握着国家的资源，因此，从经济
学的角度来讲，苏联的改革，只有中央政府一个投资主体。
反观中国的改革就不一样，中国的改革，至少有五个投资主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外资以及城市
个体户和广大农民，这一点是中国改革最大的、最特别的和最有意义的一个特性。
苏联的技术官僚是非常优秀的，尤其是斯大林时代的技术官僚，他们可以媲美二战后在日本国内崛起
的技术官僚以及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的技术官僚。
他们的历史功绩在于，在20世纪30年代，他们利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就使苏联完成了西方需要一百
年才完成的工业化，从而为苏联战胜法西斯德国奠定了物质基础。
老子曾经说过：“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斯大林时代优秀技术官僚之“福”在赫鲁晓夫改革时代就变成了“祸”。
赫鲁晓夫的改革完全依赖于中央技术官僚，从而导致苏联的改革就只有中央这个单一主体。
而中国在邓小平1978年启动改革之时，则认为中央的干部队伍是无法依赖的。
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中央的干部队伍专业知识不够，无法适应开展现代化建设的需求；
二是在邓小平看来此时的中央干部队伍还不可靠，是“三种人”（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
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
邓小平曾说过：“最危险的是‘三种人’，“说他们最危险，是因为：一、他们坚持原来的帮派思想
，有一套煽惑性和颠覆性的政治主张；二、他们有狡猾的政治手腕，不利时会伪装自己，骗取信任，
时机到来，又会煽风点火，制造新的动乱；三、他们转移、散布和隐蔽在全国许多地方，秘密的派性
联系还没有完全消灭；四、他们比较年轻，也比较有文化。
他们当中有些人早就扬言十年、二十年后见。
总之，他们是一股有野心的政治势力，不可小看，如果不在整党中解决，就会留下祸根，成为定时炸
弹。
”而当时中国国民经济的形势非常严峻，改革迫在眉睫，必须马上启动。
在这两重因素影响下，要改革只能放开，中央政府放权给地方政府，让地方政府来处理改革事宜，此
其一。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改革开放与东亚>>

后记

“东亚合作论坛丛书”由中国人民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持编写，主要收录由该研究中心主办的“东亚
合作论坛”与会者提交的文章。
中国人民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依托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其宗旨是协调和组织学院以及学校的东亚问题研究；加强同国内外学者及相关研究饥构等的交流与合
作；推进东亚地区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领域的研究。
经过多年的努力奋斗，在业界同仁的关怀和支持下，目前东亚研究中心已发展成为在国内外具有一定
影响的东亚问题研究机构。
东亚是当今世界最具发展活力和最引人注目的地区之一。
伴随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经历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各国的区域意识增强，东亚合作进
程加快。
求和平、求发展、求合作已经成为东亚地区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
当然，东亚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各种挑战与难题。
如何应对这些挑战、破解这些难题，成为摆在东亚各国政府和各方有识之士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有鉴于此，中国人民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经过认真研究，在国际关系学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决定为国
内外相关领域专家学者探讨东亚和平、发展、合作问题搭建一个高层次、机制化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
——“东亚合作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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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改革开放与东亚:中国新外交·中日关系·东亚合作》：东亚合作论坛·(第3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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