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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学者评析新中国六十年

沈传亮  苑晓杰

  从一个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国家 , 变成

一个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的发展中大国, 60年

来中国实现了令世界惊羡的 /美丽转身 0。在新

中国成立 60周年之际, 很多国外学者尤其是中

国问题专家, 纷纷撰文对新中国 60年给予评析。

一、理性分析新中国六十年

取得成就的原因

  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的中国问题
专家通过接受访谈和发表文章的方式 , 既表示

认同新中国 6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 , 又对中国

成功的原因作了深入分析。

美国南加州大学美中学院副院长杜克雷说 ,

过去 60年中国几乎在每一个领域都发生了令人

印象深刻的惊人变化。尤其是 1978年改革开放

后中国发生的巨变让人刮目相看。他认为 , 中

国共产党在推动中国巨变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

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方面的政策不仅推

动了经济的发展, 也为个人发挥作用提供了空

间。¹ 美国进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娜 #哈奇甘

指出, 新中国成立 60年来的发展道路艰难曲

折。中国伟大的建设成就表明: 中国共产党已

经找到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中国正在为世

界和平与发展发挥着应有的作用。法国巴黎第

八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皮埃尔 #皮卡尔

认为, 过去美国模式曾经是人们经常谈论的话

题 , 而今中国成功探索到了另一种发展模式 ,

并因此成为世界舆论关注的目标。新中国成立

6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 30年来发展之快、变化

之大是过去难以想象的。他说, 一个拥有 13亿

人口、幅员如此之广的国家在短短 60年的时间

里取得如此发展, 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尽管中

国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但中国选择的道

路是正确的发展之路。º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的国

分良成教授总结道, 新中国 60年 , 最大的成就

有两个, 第一个成就是摆脱了半殖民地状态 ,

真正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自主。第二个是在历

史上首次解决了全体人民的温饱问题。»

国外学者从国民性、执政党、历史传统等

方面, 对新中国 60年取得成就的原因进行了广

泛而深入的讨论。

一是中国人的勤劳智慧。英国诺丁汉大学

当代中国学学院院长姚树洁教授强调中国取得

这些成就的秘诀在中国人身上。他说, 中国人

骨子里就有吃苦耐劳的精神, 工作非常勤奋。

此外, 也有重视教育的传统, 每家父母对孩子

的教育投入都很大, 这使得劳动者队伍素质不

断提高。国家间竞争归根结底是人的竞争 , 中

国既有亿万勤勤恳恳的劳动者 , 也涌现了一大

批优秀的企业家。¼

#118# 中共党史研究

¹

º

»

¼

杜克雷 : 5中国变化令人印象深刻 6, 新闻报业网

2003年 9月 21日, ht tp: / /n ew s. xhby. net / system /

2009 /09 /21 /010591104. sh tm l。

皮埃尔 # 皮卡尔 : 5中国找到了成功的发展模式 6,

5光明日报 6 2009年 8月 18日。

国分良成: 5中国一直朝着富强目标迈进 6, 新华网

2009年 10月 19日, http: / /n ew s. x inhuan et. com /

w orld /2009- 10 /19 /conten t_ 1 2269317. h tm。

姚树洁 : 5中国成功秘诀就在其自身 6, 新华网 2009

年 10月 10日, http: / /n ew s. x inhuan et. com /w orld /

2009- 10 /10 /con ten t_ 12205539. h tm。



二是光荣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俄罗斯科学

院亚历山大 #萨利茨基研究员认为中国取得巨

大成就存在着多种原因, 主要原因是 , 中国提

出并实施了综合性发展方案。这一方案伴随着

中国尊重本国的历史。尊重历史和善于计划是

两大特点, 是中国取得成就的重要因素。¹ 巴西

的巴西利亚大学教授阿尔热米洛 #普洛科皮奥

认为, 中国成功的原因在于有光荣的历史和传

统。º 美国的考克斯指出, 一个强大的国家必定

有强大文化的支撑, 中华民族就是这样一个民

族 , 虽然历经内忧外患, 但根深叶茂的民族精

神从来没有丧失, 厚实的文化沃土所培育的创

业和奋发精神总能伺机得到释放。

三是执政党强而有力。巴西圣保罗孔子学

院院长路易斯 #安东尼奥 #保利诺认为 , 建设

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无疑

是个很艰巨的任务, 只有中国共产党这样强有

力的政党才能让全体人民团结起来 , 把国家建

设作为每一个人的目标。苏丹喀土穆大学中文

系教授奥斯曼 #哈桑 #奥斯曼认为 , 尽管中国

面临很多困难, 但中国共产党利用其集体智慧 ,

制定了先进而完善的政策。

四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在总结经验教训中找

到了正确方向。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

长郑永年说, 中国发展的过程, 是不断总结历

史经验教训的过程; 中国不仅总结自己的历史

经验教训, 还总结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国分

良成认为, 正是出于对 /文化大革命 0 的反思 ,

中国才开始集中精力搞现代化建设 , 在政治制

度上也结束了领导干部终身制。» 日本政府智囊

机构 ) ) ) 东京财团研究员关山健认为, 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这一概念是中国在经历挫折之后汲

取经验教训而获得的结晶。中国正是汲取了计

划经济失败的教训, 果断而巧妙地利用市场的

力量实现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腾飞。¼

此外 , 有的学者从更广阔的层面, 对新中

国取得成就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如比利时鲁汶

大学经济学教授西尔万 #普拉斯卡尔概括中国

取得成就主要有三个因素 : 第一是土地经营模

式的转变, 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 ; 第

二是改革开放; 第三是中国政府务实、渐进的

方式方法。法国 5欧洲时报 6 的评论文章指出 ,

在中国道路的背后, 是某种结合了中国传统文

化与当代文化的新文化。这种新文化, 为处于

危机中的世界, 提供了一个新的价值参照系。½

二、对新中国六十年中前后两个三十年的

看法更加客观

  新中国成立 60年之际 , 国内学界对前后两

个 30年的关系虽有不同声音 , 但多数学者主张

前后两个 30年不可分割, 不能否定前 30年的

成就, 后 30年的成就离不开前 30年奠定的基

础。¾ 海外学者也对新中国两个 30年的关系发

表了看法, 尽管其中个别论点值得推敲 , 但了

解一下不无裨益。

美国的布热津斯基指出, 以 1978年实施改

革开放政策为界 , 新中国成立 60年的发展历程

可大体分为两个 30年。而在第二个 30年中 ,

中国实现了快速和成功的转型。¿法国国际经济

研究中心的弗朗索瓦#勒姆瓦纳认为 , 共产党

领导中国的前 30年 , 以 /大跃进 0 和 /文化大

革命 0 为代表性活动的 30年 , 不能说是完全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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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的。因为在前 30年里 , 中国 /在卫生、健康

和教育方面取得了进步, 大多数年轻人如今得

到了基本的教育 0。¹

国分良成认为 , 简单地看, 新中国 60年的

发展历程可以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

界分成前后两个 30年。前 30年的中国重视革

命 , 确立了社会主义体制 ; 后 30年的中国则以

现代化建设为主 , 实现了经济增长和生产力

的提高。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60年, 前后两

个 30年的中国就像两个国家一样。不过, 这并

不意味着前一个 30年对中国的发展没有意义。

他说, 放眼 20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 , 不论处于

哪个阶段, 尽管采用的方式各不相同 , 但中国

一直都在朝着同一个目标迈进 , 那就是国家的

富强。º

郑永年强调, 改革开放 30年的成绩离不开

前面的 30年。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所依赖的政

治社会稳定的基础结构是前面 30年所打下的。

不管人们如何评价前面 30年所犯过的错误 , 这

个基础结构从来就没有动摇过。很显然 , 世界

上很多发展中国家迄今为止还找不到能够使得

国家社会政治稳定的结构。如果不理解改革开

放前 30年的历史 , 就很难甚至不能理解改革开

放 30年的成就。前 30年的发展经历了一些曲

折 , 但也为后 30年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郑

永年认为, /继续革命 0 可以说是共和国前 30

年历史的主线条。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 , 中国

尽管也有些制度上的创新 (如在建设社会主义

方面和苏联决裂 ) , 但总体上还是苏联模式的计

划经济 , 中国仍然孤立于 (不管是主动的还是

被动的 ) 国际体系之外。前 30年为一个主权国

家独立奠定了基础结构, 但对如何建设这个新

国家, 前 30年在为后人留下很多宝贵经验的同

时 , 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我们必须强调的

是 , 如果没有前 30年建立起来的主权国家架

构 , 也很难有后 30年的建设成就。正是因为有

毛泽东那么多充满价值的社会实践 , 毛泽东逝

世后的中国领导人才有了全然不同的探索。正

因为计划、缺乏自由、封闭、贫穷的社会主义

已经被证明为行不通, 才使得无论是领导层还

是中国社会普遍接受并追求市场、自由、开放

和富裕生活等价值。»

路易斯#安东尼奥 #保利诺指出, 新中国

建设历程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1949年

至 1978年, 主要任务是建设和巩固新中国。他

说 : /只有中国共产党这样强有力的政党才能让

全体人民团结起来, 把建设祖国作为每个人的

目标。0 第二阶段: 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十

一届三中全会, 以及 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方谈

话再次加大了开放力度之后 , 中国开始发生深

刻的变革。¼ 古巴哈瓦那大学国际经济研究中心

教授胡利奥 # A#迪亚斯#巴斯克斯说, 中国的

经济社会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重要时期 , 即毛泽

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尽管毛泽东时代出现了

一些偏差, 但为 1978年之后大力开展四个现代

化建设创造了便利条件。½

三、对 /中国模式 0的认识日趋全面

  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取得的辉煌成就, 中国问题专家库伯 #雷默经

过多年研究 , 首先提出 /北京共识 0, 他认为中

国的发展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

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此后出现了

从不同角度定义和评论 /中国模式 0 的文章和

专著。这些作者对 /中国模式 0 的解释并不相

同 , 评论各异, 其中既有客观论述, 也有颇为

/意识形态化 0 的论调。新中国成立 60周年之

际 , 海外学者再次撰文评说 /中国模式 0,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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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 0 的认识更加理性和全面。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雅科

夫 #别尔格尔说, 新中国成立之初曾在工业化

进程中得到苏联的援助, 但并未照搬苏联模式。

中国在探索适合自身经济发展模式上付出了艰

难努力 , 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但 /中国在最近

30年来取得的成果表明 , 它选择的经济发展模

式是正确的 , 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0。¹

姚树洁提出 , 中国有独特的发展模式。从

经济上讲, 中国的市场和计划结合得很不错 ,

虽然不是完美无缺, 但确实在发展中起到了重

要作用。比如说经济发展中制订五年计划就很

有效。有个五年计划就像走路时有了目标 , 可

以更清晰地规划一些大项目。而英国就没有这

样的计划, 每年只能靠预算来规划, 效果就差

很多。从行政管理上看, 中国政府很有力量 ,

能有效地贯彻经济计划的实施。中国发展的经

验其他国家可以学习 , 但 /中国模式 0 很难被

完全模仿和复制。就像中国不能完全复制西方

的政治和经济模式一样。一方面这种模式基于

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 另一方面 , 这样的

模式和中国的社会文化条件密切相关。º

古巴哈瓦那大学国际经济研究中心教授胡

利奥# A #迪亚斯 #巴斯克斯认为 , 30年来 ,

中国推动市场经济发展, 实行权力下放和基层

选举, 推动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 创造了新的

政党执政模式。可以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 , 将

逐步形成独特的中国模式。虽然尚无法对这一

模式的所有细节加以确定, 但可以肯定的是 ,

这种模式已经远远不同于苏联时期的传统社会

主义模式。» 路易斯 #安东尼奥#保利诺指出 ,

中国人民在 60年建设新中国的历程中, 为人类

社会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发展经验, 其中包括 :

勇敢探索适合于自己的发展模式 ; 不墨守成规 ;

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郑永年多次撰文就中国模式问题发表见解。

他指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成功 , 国内外

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日益增多。然而 , 大多数

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模式时 , 往往

会回避中国的政治模式, 仅仅把中国模式局限

于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但实际上, 如果不讨

论中国的政治模式, 就很难理解中国的经济模

式 , 因为到目前为止, 中国的经济模式正是由

中国的政治模式促成的。对很多发展中国家而

言 , 如何建立稳定的政治社会秩序来解决面临

的艰巨挑战, 对此, 中国模式的政治和经济内

涵都非常具有借鉴意义。他认为, 中国的政治

模式提供了经济发展赖以进行的社会稳定、产

权保护、基本社会正义的政治环境。而且中国

模式是一种发展中的模式 , /改进关键在于通过

社会改革确立社会制度 0, 改革的目标是 /推动

中国从非消费型社会向消费社会转型 0¼。郑永

年还强调中国模式不可能被围堵 , 它和苏联模

式不一样。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基本上不再强

调意识形态 , 尤其是不和西方意识形态相对抗。

中国从各方面向西方学, 是最好学的国家。但

中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没有全盘照抄西方模式 ,

而是努力建设符合自身特点的经济政治制度。

中国奉行开放政策, 在思想层面中国没关起门

来 , 同样在国际关系层面, 没像苏联那样建设

一个封闭的集团。在国际层面, 中国加入了几

乎所有重要国际组织。中国奉行的开放性区域

主义为中国和其他国家建立了共同的互动平台 ,

使中国和包括西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初步形成一

个庞大的利益共同体。在这种情况下, 西方就

不能像往日围堵苏联那样来围堵中国。½

俄罗斯学者萨利茨基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

综合性模式, 是一种综合性的探索和借鉴。中

国汲取了其他国家的经验 , 并使这些经验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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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外国专家谈新中国经济格局之变 6, 新华网 2009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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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17 / con tent_ 11896552_ 1. h 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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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利奥# 巴斯克斯: 5中国 60年孕育新模式 未来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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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6 2009年第 5期。

郑永年 : 5中国模式能够被围堵吗 ? 6, 联合早报网

2009年 9月 9日, h ttp: / /www. zaobao. com /special /

forum /pages7 / forum _ zp090909. sh tm l。



本国的条件。从中国模式中可找到苏联的 /骨

架 0、新兴工业国家的成就、美国的成就, 还有

注重社会福利的资本主义的特点。中国成功地

汲取了所有这些经验。此外, 随着中国经济的

发展, 各地区都逐渐拥有了各自的特点。所有

这些都容纳在一个国家中, 合理思维、追求创

新和发明的人能够相当自由地选择经营方式。

总之 , 中国模式的特点恰恰在于, 设计师

没有规定一种绝对的固定的国家发展形式。中

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 不断扩大与外界的交流

渠道, 不断进行试验。中国对试验的结果进行

研究和分析 , 从而建立起这种模式。¹

巴西专家普洛科皮奥指出中国式的发展模

式取得很大成就。它的一大特点是政府对自己

的人民怀有信心, 知道他们有能力建设有自己

特色的国家 ; 另一大特点是首先发展国内建设 ,

然后逐步实现对外开放。在这其中, 毛泽东的

功绩也是不容抹杀的。此后, 以邓小平为首的

新一代领导人实行改革开放 , 为中国的发展起

到了定心丸的作用。中国善于将不利条件转化

为有利条件。中国人善于传承古典, 开拓创新。

尽管 /中国的发展令人叹为观止 , 但是就像所

有的发展模式都会在一定程度上付出代价一样 ,

中国为了实现发展, 在环保领域付出了惨痛的

代价, 中国的水资源减少 , 森林面积缩减 , 大

气质量变差, 工业生产造成很大污染。中国需

要在环保领域投入更多精力 , 吸取其他国家在

这方面的好经验。这一点对于中国来说是个巨

大挑战 0º。

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傅高义教授

认为 , 在很多方面, 中国确有独特的做法。

1978年后 , 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改革开

放 , 走向市场经济, 这个过程的确有其独特的

方面。但是另一方面,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与中国台湾地区及日本、韩国有很多相似之处 ,

都属于亚洲后期快速发展的一种模式。中国领

导人的政策比较明智 , 允许多种经济形式共存 ,

所以经济成绩显著。中国和美国的发展都有极

其独特的条件 , 但不能用所谓的 /中国模式 0

和 /美国模式 0 来概括。»

西班牙皇家埃尔卡诺研究所网站刊登文章

5北京共识: 发展中国家的新样板? 6, 指出: 对

于发展中国家而言, /北京共识 0 可能会最终替

代声名狼藉的 /华盛顿共识 0。虽然因为中国的

发展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 , /中国模式 0 很难被

复制, 但中国经验仍有许多可以借鉴的地方。

具体有三点: 其一, 循序渐进和谨慎的经济和

政治改革政策; 其二, 自由和对外开放的经济

政策, 明确依靠市场和私有化, 参与国际竞争 ,

遵守国际规则 ; 其三, 保持强势政府, 通过多

种渠道积极管理国内事务。

显然 , 国际专家多数认同中国模式适合目

前中国国情, 具有中国特色, 也值得很多国家

借鉴, 但认为不能照抄照搬。这表明, 国外学

者对 /中国模式 0 的认识更加全面理性客观。

四、中国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中国虽取得巨大成就, 但城乡、区域差距

扩大趋势明显, 社会矛盾增多的态势增强 , 可

以说繁荣与危机同在。国外学者认为中国共产

党既面临良好机遇, 也面临艰难选择。

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罗伯特 #劳伦斯 #库恩

指出, 中国未来机遇和挑战并存, 中国要想永

久摆脱经济危机的困扰 , 除了加强产业结构调

整、改变出口导向型经济之外, 还要提高全民

族的创新能力。¼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戴维#

香博认为, 中国经济的急剧增长造成了高昂的

环境代价。中国的增长充满活力, 但其结果也

是好坏共存。收入差距如今正逼近世界最高。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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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义教授 6, 5中国社会科学报 6 2009年 7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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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布鲁金斯学会约翰 #桑顿

中心主任李侃如博士认为环境恶化、腐败问题、

地区政治问题是制约中国发展的重大因素。¹

姚树洁教授强调, 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低质

量、社会公平和腐败问题、人民的社会保障、

贫困、政治与民主等问题将严重制约中国的发

展 , 只有消除这些问题才有可能使中国成为世

界强国。首先是要加大反腐力度, 其次是完善

税收制度。目前收入差距不断被拉大已成为中

国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 要对富人多征税 , 关

注低收入群体, 努力降低收入差距。此外还要

更加重视环境, 不能让环境污染成为经济发展

的代价。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指

出 , 中国取得成就花了代价, 产生了一系列新

的重大矛盾、挑战和困难, 而社会问题尤其尖

锐 , 其中包括: 失业现象在增长; 城市和农村

发展不平衡; 东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 ; 社会和

财富两极分化; 全国性社会保障、医疗保健和

教育系统的建立等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在广大

农村更加尖锐。还有中国目前是粗放型经济增

长模式 , 其代价是居民生活环境遭到破坏 , 对

外贸易失衡现象日益严重。º

国分良成教授认为 , 在经济方面, 中国需

要建立财富的再分配机制。只有使收入分配更

加公平合理, 才能真正调动内需, 使中国成为

一个 /消费社会 0。日本东京大学副教授川岛真

撰文说 , 中国需要的是符合中国社会状况或者

说符合 /中国特色 0 的政治改革, 而不是西方

式的民主化。

  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教授华金 #贝尔

特兰#安托林认为: 从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

角度来说, 中国已经达到了与 30年前有天壤之

别的新高度。但革命的年轻时代已经远去 , 成

熟期的财富造成了不公正和腐败 , 现在迫切需

要收复信心和重新平衡分配财富。»

路易斯#安东尼奥 #保利诺说, 中国现在

已经是世界上一支重要力量 , 但发展还不平衡 ,

一些地区还相对贫穷。这是中国面临的一大挑

战。¼ 郑永年说, 尽管中国沿海一些地区已得到

较好发展, 但还要看到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很大 ,

许多地方还比较落后 , 中国的穷人也还很多。

他说, 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 就是经济增

长模式的转变问题。这个东西能不能成功 , 将

决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可持续发展。

(本文作者   沈传亮,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

党史教研部副教授  北京  100091; 苑晓杰 ,

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  大连  

116029)

(责任编辑   刘学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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