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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谜与中国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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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30年的高速发展，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新的启示，也给发达国家的经济学与社会科学带来

巨大的困惑。在西方的主流媒体中，中国话题成为最有争议，也可能是最有新意的话题。 

  一、西方媒体难以理解中国崛起之谜 

  关于中国崛起的原因，在西方媒体上流行着几种简单说法，它们基本上都否定中国崛起给发展中

国家带来新的发展模式。这些说法初看似乎抓住了中国发展的某些特征，细想却和世界发展的历史经

验不符。 

  其一是廉价劳工论。根据此论，似乎中国产品走向世界的惟一优势在于中国的劳工成本低，尤其

和发达国家相比。西方媒体一面批评中国帮助国际资本剥削中国劳工，另一面又主张在中国推行西方

式的独立工会和社会福利制度，来提高中国的劳工成本。其所谓的呼吁拉动中国内需，实质是希望以

此降低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假如此说成立，则南亚国家（例如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劳力成本比中

国还要低，为什么它们制造业出口的竞争力不如中国呢？发展中国家劳工的比较优势，对发达国家似

乎成立，但对更穷的发展中国家就无优势可言。 

  其二是外资推动论。我们看到，中国沿海地区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显然与有效吸引外资有

关。中国过去20年吸收外资总额在世界排名第一或第二（总量仅次于美国），西方媒体照样批评中国

对资本流动的管制，似乎中国如果采纳西方的资本自由化要求，更能同时满足中国和西方的经济利

益。但是，如果比较的标准不是吸收外资的总额，而是按人头平均，数量就远不如东欧国家。比如统

一后转型时期的东德地区，10年转型期间德国每年给东德地区的转移支付高达东德地区GDP的65%。

西方国家为促使匈牙利、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摆脱苏联的影响，为其提供的资金援助按人均计算也很

高。但是，东欧地区转型的10年间，经济下降了一半，战后半个多世纪积累的工业大多破产或被外资

兼并，成为西方的依附经济，经济发展速度至今远低于中国和东亚。最近的这次金融危机，波罗的海

三国，匈牙利和波兰对抗金融危机的能力远不如东亚，原因是他们的国有银行几乎全部卖给西方跨国

银行。西方发生金融危机，外资银行就将资本抽回母国，顾不上东欧的经济稳定。 

  80年代的中国，没有任何外援，世界银行的贷款也要付利息。即使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资总

额也不到国内投资总额的5%。外资带进中国的主要是新技术和新管理模式，中国发展所需的资本主

要来自国内企业、居民和政府的积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方式，主要不靠发债或借款，而是出

售土地经营权，但保留国家和集体的土地所有权。中国不过度依赖外资，没有长期持续的外贸逆差，

长期保持资本与经常项目下的双顺差，才能安然度过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因此说，吸引外资的多少不

 



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重要的是如何管理外资。这是中国的重要经验。 

  其三是出口拉动论。西方观察家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归功于美国的市场开放和美国主导的经

济全球化的结果。他们认为，一旦美国纠正自己的过度消费，中国经济也将暗淡无光。问题是，假如

出口导向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那么拉美经济应当比中国更有优势。拉丁美洲国家资源丰富，出口

可可、牛肉、石油、矿产等大宗产品，符合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阿根廷20世纪20年代的生活

水平不亚于美国，巴西的人口压力，也远比中国小。可惜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也不如东亚，技术进步

尤其缓慢，出口市场受西方跨国公司控制，始终没有摆脱“依赖经济”的困境。工业基础和人力资本相

对较好的东欧，由于实行休克疗法，导致持续贸易逆差和汇率大幅贬值和动荡。 

  其四是威权政府论。西方古典经济学强调“看不见的手”，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主导型经济模

式不可能和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竞争。显然简单的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中国奇迹，于是，西方政治学的

威权政府论便在媒体中大行其道，其中最有影响的说法是“贪污腐化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为什么中国

的基础设施建设速度比西方国家快得多？他们的解释是贿赂一个市长要比收买整个市议会便宜得多。

西方要和中国平等竞争，必须推动中国政治的议会道路，降低中国的决策速度。这一理论虽然承认西

方议会民主制在全球竞争中不一定具有优势，但把夸大的中国腐败和中国增长联系起来，却是对当代

世界史的无知。假如专制权威可以保证持续经济增长，则东亚、南亚、拉美、土耳其和西班牙，都不

乏威权政府发展经济的案例。但它们只有暂时的成功，不可能持续发展，且以牺牲民众的利益为代

价。今日中国是最开放竞争的国家，30年间约2亿人口脱贫，社会秩序比某些发达国家还要安定。同

期东欧、前苏联地区、印度贫困人口大幅增加，俄国、乌克兰、波兰的绝对人口连年下降，社会状况

相对社会主义时期大幅倒退。中国共产党广泛吸凝聚社会共识，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最高

国家权力交接程序化和透明化，有效避免发展中国家常见的军事政变和内乱。中国改革国有企业的幅

度，超过西方改革福利社会的幅度，中国避免了早期苏联和东欧改革中利益集团造成的改革困境。中

国重视维护中央权威，但西方媒体的威权政府论，低估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成就，显然无法解释中国的

实际。 

  显然，从西方主流社会科学出发的简单理论，无法理解中国的崛起。我们自然就要讨论下一个问

题：中国经济的改革发展中，是否在政治和社会体制上，也走出一条和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 

 

 

  转载务经授权并请刊出本网站名  

Copyright © 2005 www.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 网站声明 | 联系我们 

（浏览本网主页，建议将电脑显示屏的分辨率调为1024*7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