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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

论国家发展道路与模式的示范效应

汤光鸿,有 英

(南京政治学院,江苏南京 210003)

摘要:改革开放 30 年,伴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市场经济模式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

关注和认同,同时也遭到某些人的怀疑与责难。 中国威胁论!的又一形态 ∀ ∀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发展模式

的 意识形态威胁!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登场的。国家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的不同示范效应是客观存在的, 中国发

展道路与发展模式的示范效应并非中国 输出!的结果, 更不存在所谓的 意识形态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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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的 30年, 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

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市场经

济模式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的关注与认同,同

时也遭到某些人的怀疑和责难。有人在 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称谓上做文章,发明出 中国威胁论!的又

一形态 ∀ ∀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发展模式的 意

识形态威胁!。英国#生存∃季刊 2006 年发表了战略

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问题研究室荣誉主席贝茨

吉尔的文章,在列举 中国模式!给许多国家树立了

榜样之后说,北京 塑造另一种政治经济模式是%西方

自冷战结束以来感觉到的最大意识形态威胁& !。这

种威胁表现在 中国的经济奇迹为发展中国家开具了

一个成功的发展良方! ,  似乎影响着许多国家的道

路!,从而 促使人们反思发展经济学以及经济自由与

政治自由之间的关系!∋1(。美国的一些政治人物和学

者也相继发表文章,声称中国对美国构成的威胁并非

来自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 而是来自 中国模式!。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和对待一种社会发展道路、

模式的示范效应? 中国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真的存

在所谓 意识形态威胁!?

一、道路、模式的示范效应是一种客观存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发展模式的 意识形态

威胁!问题的产生,直接源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作为一种新兴的发展模式,对世界许多国家、尤其

是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贝茨 吉尔

认为,  中国模式!的魅力吸引了俄罗斯的效仿, 受到

了南亚、非洲、中东国家的 欢迎!和 风行!, 并且出现

了两个 最忠实的学徒!老挝和越南,甚至最顽固的朝

鲜也受其影响而 谨慎地实施了一定程度的改革!。

 中国的耀眼光芒吸引着商人、使节、学者和教徒纷纷

前来寻求财富、权力、教诲和灵感!∋1(
。在贝茨 吉尔

看来,与中国所取得的 胜利!相伴的是美国 外交政

策的失败! ,  在全球丧失影响力和受欢迎程度!∋2(。

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发展

模式的 意识形态威胁!便有了愈演愈烈的趋势, 其

中,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 示范效应!成为问

题的核心。

1.道路、模式的多样性是国情差异的必然结果。

道路与模式,是一国经济社会生活的总体运行方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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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 是国家实现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社会生活持

续进步的战略选择。社会发展模式以经济社会发展

道路的选择为前提, 以经济社会生活的各种管理机

制为主要内容, 国情条件 ∀ ∀ ∀ 特殊的自然条件与社

会条件是两者选择的基本依据。

在人类文明的起源时期, 地球多样性的地形地

貌、气候和物产等自然性质, 孕育出各种形态的人

类群体, 并逐渐形成了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

会结构, 从而创造出不同的社会文明, 即历史、文

化、宗教、种族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这种多样性和

差异性最终形成了自然禀赋与社会环境互不相同的

民族国家。每个主权国家在受到地球  天然物性!

制约的同时, 也受着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制约,

从而形成了各种不同自然环境下的相同或者相异的

社会形态。当然, 人类在自然和社会规律面前并不

是消极被动的, 而是在认识和利用自然与社会规律

的同时进行着主动自觉的选择。这种  自主选择!

包括两种含义: 一是选择最适宜生存和发展的自然

环境, 并在改造自然环境中满足自身的需要; 二是

在尊重社会由低级形态不断走向高级形态的历史规

律前提下, 在当时所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可能提供

的多种社会形态和发展模式中, 选择最适合于自身

生存和发展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并不断创造出新的

发展道路和模式, 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就是说,

由于世界的多样性,  自主选择! 的对象是  多样

性! 的,  自主选择! 的方式、方法也是  多样性!

的, 由此构成了国家发展道路与模式的丰富多彩。

例如, 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并没有像英国那样实行

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 而是选择了联邦制的国家

结构形式和共和制的政权组织形式。在中国, 中国

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 选择了有别于俄国

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取得政权后也采取了与苏

联不同的国家结构形式和政权组织形式。总之, 不

同的国情决定着国家会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与模式。

2. 道路与模式的不同示范效应是客观存在的。

由于不同的发展道路与模式带来的结果不同, 其效

应的  多样化! 也是客观的。个中原因既有主观上

的因素, 也有客观上的因素。20 世纪 80年代, 在新

自由主义思潮推动下, 拉美国家展开了声势浩大的

经济改革运动, 其代表性国家智利、墨西哥和阿根

廷都借鉴了所谓  华盛顿模式! , 而所取得的结果却

大相径庭。通常认为, 前两个国家是这场新自由主

义改革相对成功的代表, 而阿根廷则遭到了  失

败!。究其原因, 智利、墨西哥在借鉴外来模式时对

其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和修正, 将  新自由主义政策!

中合理的东西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例如, 对金融市

场的开放从完全  不设防! 到后来设置  预警门

槛!, 对石油和矿业的主控权及私有化有所保留, 等

等。而阿根廷则完全按照自由主义的教科书大刀阔

斧地开放市场, 并对企业实行彻底的私有化。有人

将此形容为  把整个国家都卖了! , 从而使国家失去

了对经济命脉和整个社会应有的管理和控制, 最终

在  无政府主义! 泛滥时酿成政治、经济和社会的

全面危机。显然, 面对相同的借鉴模式, 智利、墨

西哥与阿根廷形成了不同的国家发展模式, 而这些

模式又是上述  天然物性! 和  自主选择! 的结果。

由此看出, 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和示范效应的差异是

千差万别的, 其经验与教训从不同角度为他国发展

模式的选择与实践提供了借鉴与参考。

3. 道路与模式的正向效应是国家  软实力! 的

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的软实力, 包括传统文化和主

流价值观念、社会制度, 以及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的影响力、吸引力等内容。在既定道路前提下的发

展模式, 是一国经济建设组织能力与政府决策水平

的综合体现, 是硬实力提升的机制性保障, 其正向

效应构成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同约瑟夫

奈所说, 软实力是  通过吸引力而不是通过强制

来实现所期望的目标!∋3(一样, 道路与模式的成功者

不仅推动本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 而且能

够发挥  溢出效应! ( Spillover Effects ) , 为他国发

展道路与模式的选择提供示范。上世纪 80 年代末,

以民主政府加市场经济为主要内容的  华盛顿共识!

在西方国家的推动下, 可谓大行其道。但在俄罗斯

 休克疗法! 造成社会经济大倒退、拉丁美洲成为世

界经济重灾区和亚洲金融危机之后, 该  模式! 的

吸引力和影响力日渐衰退。而与此同时, 美国高盛

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 库珀 拉默所提出的  北京

共识! ( 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 , 逐步成为发展中国

家学习的榜样。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还会发现, 所谓

 华盛顿共识! 影响力的衰退是在西方国家的大力推

动下发生的, 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吸引力

的扩大却产生于不经意之中, 这恰好说明软实力作

为一种人类共享的公共财富, 其内在的吸引力和凝

聚力是无法抗拒的。换言之, 社会发展道路与模式

的正向效应作为一种国家的软实力, 其示范作用是

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市场经济模

式的  意识形态威胁! 是一种主观臆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发展模式作为世界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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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多样化的道路与模式中的一种, 其示范效应的

产生不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更不是基于中国政府对

外输出的主观行为。所谓这一发展道路与模式构成

 意识形态威胁! 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断。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市场经济模式是内

部条件与外部借鉴有机结合的产物。中国的经济发

展模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其制

度属性是社会主义, 经济属性是市场经济。中国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产生与发展基于一个基本的

历史性判断, 即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在全球化

背景下实现现代化必须立足中国的国情, 同时汲取

人类一切文明的先进成果, 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中

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制度、模式和治理机制。

中国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

本主义、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上个世纪 70年

代末, 邓小平大胆探索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

指出:  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 只有资本

主义的市场经济, 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

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 ))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

某些好东西, 包括经营管理方法, 也不等于实行资

本主义。!∋4(236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 中国人民

经过 30年的探索和创新, 逐步建立起了既符合国际

惯例又具有中国特色, 既体现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

一般性要求又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特殊性要

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体制, 承认个人

与企业等市场主体的独立性, 产权清晰、利益多元、

自主经营、独立承担风险; 建立了具有竞争性的市

场体系, 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构建了较

完善的经济法规体系, 使市场经济运行法制化, 遵

守国际交往中的通行规则和惯例, 等等。这说明中

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现代市场经济的共性,

同时,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以公有制

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 以实

现人民的共同富裕为基本原则和最终目标, 这又从

根本上体现了中国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

联系的特殊性。这两者的结合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这一新的市场经济形态。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市场经济模式的示

范效应不存在对外威胁。对于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

而言, 其示范效应源于  社会主义! 与  市场经济!

在中国现实国情条件下的科学结合, 这种结合使市

场经济的自然优势 ∀ ∀ ∀ 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功能以及

对经济主体的利益激励作用与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 ∀ ∀ 对资源的强大动员能力以及较高的社会化组织

程度实现了有机统一, 由此较好地处理了改革、发

展与稳定的关系, 使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既能充分

汲取发达国家的资金与经验, 又能保持经济主权的

相对独立, 这有利于发挥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后

发优势, 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这一经验引起了国

际社会、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注和兴趣, 这

也是所谓  北京共识!、  中国模式! 等具有文化价

值特征的概念流行于国际社会的原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市场经济模式是适应

中国国情的新型发展道路与模式, 国际社会的关注

既在于其客观的示范效应, 也缘于中国政府不事张

扬、不强加于人的态度, 一定程度上是在对  华盛

顿模式! 的推介与挫折的逆向思维中产生的。客观

地说,  华盛顿模式! 对世界的影响, 与某些国家的

大肆宣传和推广不无关系。而中国模式对外界释放

出的吸引力, 是一种客观的效应, 是这种模式本身

的魅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发展模式是在  和!

文化的滋润下生根、发芽、成长的。在中国传统文

化中,  和! 是处理事物最终要达到的目标, 是中国

人普遍追求的一种思想境界。中国始终把  和平发

展! 作为基本国策, 是以  和! 文化为思想根基的。

在国际关系中,  %和& 文化的思想理念和文化品格

具有成为构造现代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理性基

础!,  %和& 文化所体现的主流道德规范具有成为世

界共同行为规范的道德价值!,  %和& 文化以和平为

目的、又以和平为主要方式的道德和价值观已经成

为解决国际冲突的价值基础!∋5(。胡锦涛所提出的科

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理论, 是中国传统

文化与现代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它不仅发扬和

光大了中国源远流长的东方和平主义, 而且规范着

中国模式的发展方向。

三、对社会发展道路与模式的示范效应应

怀有平和与理性的心态

威胁, 是一种危险知觉。国际政治研究中的认

知学派认为, 决策者出于不可避免的认知局限会产

生错误知觉, 倘若认知中存在着夸大对方敌意的判

断, 则会产生威胁认知。如前所述, 既然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与市场经济模式符合社会发展道路与

模式多样化的要求, 其  外溢! 的示范效应并非缘

于中国政府的  主观故意!, 那么在分析所谓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发展模式的  意识形态威胁! 时,

就不能不涉及观点持有者的认知局限或意识形态偏

见。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保罗 尼采高级国际问题研

究院的詹姆斯 曼在撰文批评美国用军队推行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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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外交失败的同时,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

市场经济模式称之为  一个有财富无自由的耀眼模

式!。这里的  无自由! , 指  共产党的长期执政!

并  仍然牢牢地控制着权力!∋2(
, 其偏见和非理性的

心态可见一斑。

1. 成功的社会发展道路与模式, 都是人类的共

同财富。对于主权国家的  发展道路与模式! 而言,

其成功与否的标准只有一条, 即是否适应生产力发

展的规律, 是否能有效地促进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

而成功的发展道路与模式能够有效地促进社会经济

的发展, 说明其中必然包含着某种具有  普适性!

价值的要素。从这个意义上说, 成功的社会发展道

路与模式是人类的共同财富, 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

值得借鉴的经验。

人类文明从来不是单一状态的持续发展, 而是

多种文明共同推进的结果, 同时, 人类文明也并非

各种不同性质文明的简单堆砌, 而是在相互竞争与

抗衡、吸纳与交融中实现的。正如恩格斯所说, 这

个作用过程是  元素相互交错的力量!、  无数个力

的平行四边形 %形成& %合力& 的结果!, 每一种社

会文明  都对合力有所贡献, 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

力里面的!∋6(697。从这个意义上说, 无论中国模式、

美国模式还是欧洲模式、日本模式等, 只要适合本

国国情并有效促进生产力发展, 都有其存在的合理

性, 亦具有为它国借鉴的积极意义。因此, 从某种

思想偏见出发, 指责一种模式  无自由!、存在着

 意识形态威胁! 等说法, 带有明显的冷战思维痕

迹。对此, 中国道路与模式  意识形态威胁! 的撰

文者未必承认, 或许他们从西方价值观出发,  真

诚! 地担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发展模式对人

类社会未来前途的  危害!。这正如著名国际政治学

家约翰 伯顿批评的那样, 政治意识形态在人民之

间造成了深刻的敌意和不信任情绪, 由此造成这个

世界一方面是以美国为代表的  自由世界! , 另一方

面是以西方的敌人为代表的  邪恶! 世界, 这种政

治意识形态的简单化使他们难以理解与己不同的事

务, 难以理解世界的多样性, 也不可能  换位思考!

其他国家的复杂国情。这样, 他们必然会贬低和否

定与己相异的东西, 在将自身看成善良正直、爱好

和平的布道者的同时, 指责他人怀有野心、穷兵黩

武。

2. 谋求发展需要摒弃主观障碍, 在社会发展道

路与模式的借鉴上敢于作为、正确作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与市场经济模式是内部条件与外部借

鉴有机结合的产物, 是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的伟大

实践中积极探索和理论创新的成果。在对外开放和

学习借鉴过程中, 必须正确认识意识形态在国家利

益中的地位作用, 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 以国家

的发展利益为学习借鉴的根本动因。当今国际社会,

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国际行为都是以追求国家利益

为目标的。正因如此, 国家利益反映着国际关系的

本质,成为处理国际问题的最高原则。而意识形态是

各国人民根据其历史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的自主选

择,是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 一般情况下不应成为国

家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世界上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

在不遗余力地维护着本国长期形成的、具有自身特色

的意识形态, 以达到增强本国人民内在凝聚力的目

的。但是,意识形态利益的作用在本质上是内在性

的,其存在与作用的发挥应以不损害国家整体利益为

尺度。因此,在发展道路与模式的学习借鉴上, 应当

抛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真正从国家的发展大局出

发,将一切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先进模式作为人

类社会的共同财富,大胆采取 拿来主义!, 在借鉴的

基础上发展创新, 以达到发展自身的目的。同时,要

解决好 师从!与 自主!的关系。所谓 自主! ,就是要

保持清醒的头脑,认识到发展道路与模式选择的基础

是本国国情,实现发展的前提是国家主权安全与秩序

稳定,在这个前提下 自主!选择,  自主!进行适合国

情的取舍和借鉴基础上的发展与创新。在 师从!问

题上,一方面要做到对不同的发展模式不因 意识形

态!不同而视若畏虎、拒绝学习其优长;另一方面也要

对各种形式的以 渗透和控制!为目的的发展模式推

介给予高度警惕,毕竟道路与模式是主权国家根据本

国国情进行自主选择的行为,不应以其他国家的意志

为转移。要警惕将包括社会性质、政治经济利益诉求

和意识形态观念等模式要素 打包!推介的做法,道路

与模式本身的示范效应绝不应成为某些国家推行强

权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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