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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内容提要内容提要内容提要 当前的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既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矛盾，暴露了国际金

融体系的严重问题，又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突出的制度优势。这一制度尽管还需要在深

化改革过程中不断地完善和发展，但是已经显示出它既有自我改革发展的生机活力，又有维

护社会和谐的凝聚力；既有快速的社会动员力，又有协调的社会组织力；既有抓住机遇的敏

锐，又有应对挑战的能力；既能积极开拓创新，又能自觉拒腐防变。这一些明显的制度优势，

正是我们能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有利条件和可靠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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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世界近现代史，反复告诉我们，危机是对制度的最好考验和检验。从 2008 年至今，

我们经历了并正在继续经受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和考验。这场危机，既暴露了资本主义制

度的深刻矛盾，暴露了国际金融体系的严重问题，同时又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突出的制

度优势。 

 

  （（（（一一一一）））） 

 

  2008 年 9 月 15 日，拥有 158 年历史的美国华尔街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

产保护这一金融事件，已经写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标志着美国的次贷危机进一步加剧，并

迅速地波及世界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领域，转化为一场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 

 

  这场危机，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战后资本主义经历了两次经济政策的大

调整。一次是从罗斯福新政到凯恩斯主义的推行，针对的是上一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所暴

露出来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破坏性弊端；另一次是上一世纪 70 年代以里根主义和撒切

尔主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风行，针对的是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福利主义等政策造成

的滞涨。去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这场国际金融危机，规模之大、范围之广、破坏力之强，

是十分罕见的。这场危机，说明了凯恩斯主义救不了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也救不了资本主

义。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可以通过政策的自我调节度过一时的难关，但它内在的基本矛盾是

资本主义自身无法解决的。 

 （（（（二二二二）））） 

 

  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不仅给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和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困难，而且迅速地

从发达国家传递到发展中国家，也冲击到我国经济的发展。2008 年第三季度，我国 GDP 增

速由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的 10.6%和 10.1%下降到 9%,第四季度进一步下降到 6.8%，2009

年第一季度继续下降到 6.1%。我国遭受了自改革开放以来最为严重的困难。 

 

  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发生了，即：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危机，为什么会给我们带来这

么大的冲击呢？ 

 

  这首先是因为，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资本的活动始终是扩张性的全

球性的。这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中，都早已讲清楚了。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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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经济全球化，已经是与信息化相结合的金融资本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在这样的背景下，

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及其依存度更是前所未有之大。因此，这场发源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

金融危机势必以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量减少等形式殃及发展中国家，殃及我们中国。 

 

  其次是因为，战后形成的国际金融体系在运作和监管上都存在极其不合理之处。在国际

货币体系中，从战后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到上一世纪 70 年代建立牙买加体系，尽管国际金

融体系有过一些调整，但是它依然是一个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不公平的体系，对发展中国

家很为不利。这次危机，不仅进一步暴露出它的不公平性以及它在监管等问题上的不足，而

且暴露出发达国家完全可以通过这个体系把危机转嫁到发展中国家身上。这也是这场发源于

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殃及到发展中国家，殃及到我们中国的重要原因。 

 

  再次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上也存在许多不合理

之处。我国经过 30 年改革开放，尽管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依然处在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工业化也还没有实现，特别是粗放型的经济结构和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

的增长方式还没有完全转型。这些不足，也使我们容易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 

 

  综上所述，我们遭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困难，不是由我们的基本

制度造成的，主要是由资本主义主导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特别是国际金融体系造成的。 

（（（（三三三三）））） 

 

  全世界都已经注意到，在应对这场国际危机的过程中，中国的表现最为出色，对世界经

济的复苏和发展贡献最大。 

 

  由于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经济措施，特别是去年 11 月推出的促进经济平

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顺利实现了全年保 8%的目标。尽管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中还存在

不稳定、不巩固、不平衡等问题，但是经济企稳向好势头已经日趋明显。不仅如此，中国还

在 20 国集团金融峰会上以及其他一系列双边和多边的经济对话等国际活动中，为应对国际

金融危机和促进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这一切，与资本主义制度相比，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现在经济制度上，既坚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又坚持了多种

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国家宏观

调控机制与市场配置资源机制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现在政治制度上，既坚持了党的领导，又坚持了人民当家做主和依

法治国，并在此基础上实行了选举（票决）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的民主实现形式，扩大了

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现在文化建设上，既坚持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弘扬了主旋律，

又坚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抵制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

文化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现在社会建设上，既加快了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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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教育、医疗等问题，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又完善了社会管理，防范和

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坚决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这一制度尽管还没有定型，还需要在深化改革过程中不断地完善和发展，但是已经显示

出了它既有自我改革发展的生机活力，又有维护社会和谐的凝聚力；既有快速的社会动员力，

又有协调的社会组织力；既有抓住机遇的敏锐，又有应对挑战的能力；既能积极开拓创新，

又能自觉拒腐防变。这一些明显的制度优势，正是我们能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有利条件和

可靠保障。 

（（（（四四四四））））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想介绍一下前不久我在北京召开的"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研讨会"

上，就中国制度的"特色"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制度优势问题所做的一个发言。 

 

  我是从一个比方说起的。我说，今天所有的现代化交通工具，不论是汽车、火车、轮船，

还是飞机，都有四个基本的部件或功能：一是动力；二是方向盘或操纵杆；三是刹车功能；

四是这些功能之间联动的信息传递功能。这四个基本功能，缺一不可。没有动力功能，不能

开动；没有方向盘或操纵杆，就会到处乱开，到处乱撞；没有刹车功能，遇到危险就完了；

没有这些功能之间联动的信息传递功能，不能形成一个运动的整体。 

 

  一个国家要实现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同样要有这四个基本的功能。"中国号"列车，同"

英国号"、"法国号"、"德国号"以及其他"国号"列车相比，都有这四个基本功能，这是我们之

间的共同点。但是，相比较而言，"中国号"列车这几年跑得比较快，比较稳，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中国号"列车在这四大基本功能上有许多自己的"特色"。 

 

  一是在"动力"方面，中国坚持改革创新，不拘泥于一成不变的经验或模式。在中国，有

一个词叫"与时俱进"，就是不僵化、不停滞。当然中国有一个后发优势，前 20 多年沿海地

区改革创新走在前面，带动了整个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最近六七年中国中西部一些省份起

来了，比如内蒙古、河南、辽宁等省份改革发展速度很快，使中国经济增加了新的动力。"

中国号"列车好比是有几个动力协同带动的"动车组"即快速列车，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

还会有更多的省份成为"动力"。这是"中国特色"。 

 

  二是在"方向盘"方面，中国有自己明确的前进方向，并有驾驭方向盘的好司机。中国的

发展方式有一个特点和优势，即有长期的战略目标与短期的实施规划相结合的战略步骤，而

且深入人心。中国人绝大多数都知道"三步走战略"、"十一五规划"等等，经济发展有方向有

规划，政治发展有方向有要求，各行各业发展都有方向有要求。不管谁来领导都必须按照这

一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去推进。加上中国实施了建设"学习型政党"、"学习型政府"的宏大计

划，党和政府十分重视领导干部的培训，让他们上党校或行政学院学习，成为按照这一战略

目标和战略步骤去熟练驾驭方向盘的好司机。中国的政治理论中有一个常用的词，叫"能力"。

党对自己的要求是提高"执政能力"，政府对自己的要求是提高"施政能力"或"治理能力"。这

种以"能力"为主线的政治追求，超越了"大政府"与"小政府"争论中的难点，是一种更有成效

的国家治理理念。中国有明确的发展规划和目标，又对领导干部进行能力的培训，这就使得

"中国号"列车能够平稳快速地行进。这也是"中国特色"。 

 

  三是在"刹车功能"方面，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实行国家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而不是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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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国家宏观调控是保证经济健康运行的重要机制，同时也是应对危机的

"刹车"机制。这在 1998 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这次对付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已经十分

明显地体现出来了。中国党和政府追求的治理能力，既表现在方向盘的操纵上和动力系统的

配置上，又体现在危机处理上。这种危机处理机制的重要功能是及时地踩好"刹车"。而且，

在中国的体制中，这种危机处理机制不仅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来实施，而且是一种全方位的

危机处理机制，是一个由党的系统、政府系统、立法系统、司法系统、舆论系统联动的 "刹

车功能"。令行禁止，富有成效。这也是"中国特色"。 

 

  四是在"这些功能之间联动的信息传递功能"方面，中国建立了现代性的多元复合的信息

传递系统。从历史上来考察，中国早就会造车。我们的先祖造过两轮车、四轮车，特别是还

发明了独轮车。但是中国古代的四轮车只能直行，不能拐弯。能够拐弯的四轮车，是我们从

工业化国家学来的。四轮车怎么拐弯呢？关键是在掌控行进方向的前两轮与动力带动的后两

轮之间，按了一个齿轮装置。这个装置的重要功能是进行信息传递，以实现方向盘、动力、

刹车之间的联动。这个装置的诞生，是车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现代经济也好，现代政治也

好，一个重要的标志，也在于我们的社会是不是形成了能够使社会各种功能联动的信息传递

功能。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任务之一，

就是要形成这样的信息传递功能。我们的政治体制中，已经形成了五套信息传递机制，而且

相辅相成，迅速传递。这五套信息传递机制，一是党的系统的信息传递机制，二是人民代表

的信息传递机制，三是政协委员的信息传递机制，四是政府机构的信息传递机制，五是社会

科学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体的信息传递机制。这五套信息传递机制，按照各自的民主实现形式

以最快速度了解社会各个层面发生的事情和群众的需求，通过"内参"、"提案"、"议案"等具

体管道，上下传递。这不仅有利于广大群众行使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而且有

利于领导者的正确决策。这种现代性的多元复合的信息传递系统，是一个重要的"中国特色"。 

 

  当然，我并不认为中国在这些方面都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们的探索还在进行之中，我们

的体制还不完善，更谈不上已经定型。重要的是，我们是在发展，是在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