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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的问题不断出现在人们面前。
诸如，严重的腐败现象屡禁不止，传统道德日渐沦丧⋯⋯有的学者引经据典轻描淡写地解释说，这是
社会转型时期必然会发生的，仿佛一切正常。
其实，中国的国情不同，有些问题的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因素，别国的经验未必都对得上号。
就拿文化发展来说，据说国际上的经验是：在“社会转型”期间，一个国家人均GDP超过三千美元，
文化消费就会倍增，甚至会“井喷”。
可是中国的情况并非如此。
去年我国的人均GDP超过四千五百美元，但是文化消费却显露不断下降的趋势。
症结何在？
可见要弄明白中国的问题并非简单的类比所能解决的。
认真地进行独立思考，才有可能透过现象，窥其本质。
楮钰泉主编的《悦读MOOK(第23
卷)》中的选文即是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论述。
《悦读MOOK(第23卷)》为您提供多种视角看待今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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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关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思考    资中筠    关于社会转型问题，近来“中国模式”之说成为热点话题，
我也做过一些思考。
实际上每个国家的道路都不一样，比如欧洲几个成熟的民主国家如荷兰、英国等等发展到今天，发展
的道路也都不一样。
为什么单单说中国的转型之路现在值得研究呢？
就是出现了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
由于中国最近二三十年经济发展比较好，GDP增长比较快；还有二００八年的时候，欧美发生金融危
机，而好像中国“安然度过”了，所以有人，包括某些外国人，就觉得中国有独特的发展模式，而且
优于其他模式。
    本来，我们在三十年前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借鉴了很多发达国家以及比我们先发展起来的发展中
国家的经验，首先在经济上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然后社会其他各方面从原来比较极端的控制
下慢慢地解放、宽松、开放一些，开始向这个方向走。
走到今天，忽然有一个说法，开始说这个中国模式特别优越，有别于世界其他国家，于是就不需要再
学了，而只需要加以巩固，并突出这个“中国特色”。
    今天我就讲讲我个人的一些看法，不代表大多数人。
至少到现在为止，我认为自己的看法是合乎事实，合乎逻辑的。
也许将来我又发现这个看法有缺点，有更多的事实说服我改变我的看法，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一、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之间的关系？
    有一种看法认为，后三十年是前三十年发展模式的延续。
也就是说，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那个改革，延续了原来的模式，不过在那个基础上做了一
些微调；中国从一九四九年以来的发展模式，为现在这个发展道路打下了基础，我们能够发展到现在
这个水平且仍在快速发展，也是继承了前三十年的基础。
所以说这个中国模式好得很，不要去学所谓西方国家的这个那个模式，这是一种看法。
    另外一种看法认为，后三十年实际上否定了前三十年的发展模式。
首先是否定了计划经济而走向市场经济，认为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是不能够兼容的。
市场经济就是完全由市场来调节整个经济。
前三十年基本上是苏联模式，苏联模式就是计划经济加高度的集权，在一切领域内进行专政，包括思
想领域。
中国前三十年和苏联相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高度的闭关锁国。
最初的封闭是外面强加于中国的，当时在冷战的情况下美国对中国实行遏制和孤立的政策，在美国影
响下的许多国家不敢和中国结交：后来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就越来越自我孤立了，最后只剩下几个
朋友：一个是流亡的西哈努克亲王，一个是阿尔巴尼亚⋯⋯其他所有国家都叫“帝修反”，“帝”是
指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修”是指以苏联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反”是指以印度为首的各国反
动派。
自我孤立到这样一种程度。
再加上自己瞎折腾，“文化大革命”期间把一切都给批判掉了。
那个时候还批八级工资制，连技术工人和普通工人的级差都不要了，绝对的平均主义，在这种情况下
生产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所以到一九七六年的时候经济已濒于崩溃。
邓小平对这一点认识很深刻，他毅然决然做出必须改弦更张的决定，这个看法立刻得到几乎全民的拥
护。
当然，在领导层里也有意识形态上的争论，但总的说来，推行的阻力并不大。
比如说包产到户，刚开始的时候安徽(小岗村的)农民还得按手印，大家宣誓，好像是做地下秘密工作
，村支书还说假如要杀头的话我担着，结果一实行包产到户，生产马上就上去了。
并不是说包产到户在所有模式里是唯一最好的，大家都该这么做，但在当时是最好的。
    我认可后一个看法，就是说后三十年否定了前三十年的瞎折腾，改弦更张，并且是全面的解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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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原来认为大逆不道的事情，现在一点一点解放出来，变成正常的了。
比如说你在这个地方买一些东西，然后长途贩运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卖，赚一点差价，原来被叫做“投
机倒把”，发现了就得抓起来。
现在最正常不过的商业行为在当时是犯罪的。
比如说后来开始开放个体户，我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北京第一家餐馆开张的时候，是夫妇两个开一
个夫妻店，媒体使劲报道，这在当时是个绝对大的新事物。
那个时候吃饭特别难，要到饭馆吃饭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要大家排队找位置，有了个体户的餐馆开出
来以后，渐渐地就可以到餐馆吃饭了。
当时还有一个就是对雇工数目的限制，根据马克思的著作，雇几个工算是剥削，等等。
在这样的情况下，经济根本不可能发展，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你要是经营得好的话，一定是越来越
赚钱，规模越来越大，而且需求是越来越多的，要是把雇工的数目限制起来的话，企业是不可能发展
的。
所以，当时这个市场经济问题就是一点一点打破各种枷锁发展起来的。
    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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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世上之书，数不胜数，每天还以成千上万的数字增长。
这浩瀚的书海，谁能穷尽？
有了这许许多多的书，为何还要添上这一本——楮钰泉主编的《悦读MOOK》呢？
当你阅读本书，你会发现，这是一本与众不同的书，是一本有关书的书，是会激起你阅读兴趣的书。
本书将带你走进茫茫书海，不仅有学者和专家帮你指津，还有一些书界人士为你剖析书坛风云，使你
可以从中获得大量的图书信息，还可以饱览各类书籍的精彩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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