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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论中国模式》，涉及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不能结合、如何结合的问题。
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课题。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认为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水火不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也水火不容。
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这个问题没有进入人们的视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能得到更好的发挥。
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现在只不过二十多年的时间，我们的国家
就已经在全世界令人刮目相看，其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影响力，在最近一年多以来各国应对世界性金融
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共同努力中初露端倪，因而被国外很多学者乃至国家政要称为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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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齐世泽，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从事哲学教学和研究十余年，著有《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民族性探源》
，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其他国家级学术期刊发表论文50余篇，计40余万字。
1989年后，在中央纪委监察部从事反腐败理论研究2000年在《理论动态》发表的《不宜笼统提倡高薪
养廉》引起强烈社会反响，收到很多读者来信，并被《半月谈》等多家媒体转载、．调研报告《面对
加入WTO后的挑战，行政监察大有可为》受到监察部领导称赞和经贸部等单位学者的高度评价。
另一篇调研报告中提出“公务行为规范化”概念，中央纪委主要领导批示予以肯定，并在人民日报发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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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福山说，中国发展模式的价值内核源于延续几千年的政治传统，可概括为“负责任的权威体制”
。
这种传统达到西方难以企及的历史高度：一是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国家机器和军队由中央政府掌握
，而非欧洲那样由封建领主或教会掌握；二是高度的行政官僚体制，官员由公正、普遍的考试制度选
拔，而非西方或中东那样由世袭和门第操纵；三是政治对人民负责，体现“民本主义”，强调当政者
对人民负有道义责任，而非西方那样在特权阶层内部进行权力分配。
　　从现有国外学者乃至国家政要关于中国模式的表述中，不难发现，除了对中国最近30年来令人瞩
目的巨大发展表示欣赏和叹服之外，不能排除西方大国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的不安和恐惧。
英国《卫报》的文章说，中国的成功故事是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自由民主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
。
“中国模式”成为了从莫斯科到迪拜、从伊斯兰堡到喀土穆全球各地的榜样。
德国社会学家哈拉尔德·韦尔策曾在法国《世界报》上撰文指出，中国模式甚至有可能成为比西方模
式更具魅力的模式，而傲慢的西方模式现在给人的感觉是过时了。
那些成天想着领导全世界的势力，面对如此时事变迁，产生一定程度的不安和恐慌情绪，是一点儿也
不奇怪的。
这与其热衷于散布中国威胁论的出发点一脉相承。
　　记得1989年，当苏联体制濒临崩溃时，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其《历史的终结》一文中
曾经断言，美国模式——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相结合——击败了对手。
在福山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
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从此之后，构成历史的
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就不再进步了，是为“历史的终结”。
然而在20年之后，还是这个福山，却又说，“近30年来，中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
模式’的有效性，一般认为有望再保持30年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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