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将为人类社会提供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方案” 
 

2016 年 7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

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中

国方案”的内涵及外延是什么？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中国与世界观察》杂

志召集经济、外交领域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探讨。下面对专家观点做一简要介绍。 

“中国方案”是一个原则，还是行动方案？ 

方案，在一般理解中是指思路的细化，涉及具体行动的计划。“中国方案”的性质是什

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楚树龙教授：从国际来看，各国提出的一些大的方案，主要是表

明信念、理念、道理和旗帜的主张或原则，并不一定意味着在行动上要多么严格地执行。一

个大国在世界上必须要有自己的主张，自己的信仰，要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价值观，这就是你

的软实力，也是你的道义。西方一直很重视这方面，有很大的影响。但我们没有，胡主席执

政时期提出了建立和谐世界的方向，那是一个进步。“中国方案”及其核心主张，相对比较

完整，能够站得住，也可以被世界认可。 

执政党为什么要提出“中国方案”吗？ 

清华大学苏士民书院院长李稻葵教授：中国正处在一个系统升级的过程中，就好像电脑，

过去是 W9，现在是 W10，正处在升级的半死机状态。过去我们称的“中国模式”，好比是

中国系统 1.0，政府和企业密切合作，招商引资、搞工业园区，帮企业解决问题。现在，这

个模式出现了腐败等问题。习总书记说要建立企业家和政府之间既要亲切、又要清廉的新型

关系。这谈何容易，于是出现了系统升不了级的状况。现在的市场经济极其复杂，如果政府

不去适当地监管，会根本玩不转。因此中国经济必须升级至模式 2.0，就必须得有一个“中

国方案”。这个新的方案，必须建立一支高效的、高素质、高工资的市场监管机构，什么该

管，什么不该管，得非常明白。“中国方案”如果要树起来，这个是关键。 

推进“中国方案”：创造新的生产方式、组织方式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宋磊副教授：讲中国方案，离不开国际比较。从制度和理念创新

这个角度来看，会发现大国崛起的时候，有两个现象，一个是在微观层面，一定会有原创性

的生产方式和管理经验，美国崛起时有美国方式，日本崛起有丰田生产方式，德国崛起时也

有一套德国人的方式，而中国虽然经济规模越来越大，但原创性的生产方式是没有的。中国

方案的经济核心是，中国要在制造业、金融秩序等主要生产的组织方式上给世界提供新东西。 

完善“中国方案”：加快知识产权、土地制度改革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教授：未来要争取中高速增长，必须找到能

牵一发动全身的核心进行突破性改革。第一是知识产权改革，对于学校、科研等机构中的职

务发明，要将一定的比例给予法定发明人；所有的技术都要登记专利，都要向社会开放，都

要进入市场。第二是土地改革，一要确权，二要永佃制，三要交给市场来交易，这样做去产

能、安置职工，以产权换身份缩小城乡差距、加快城市化。 

“中国方案”面临的三大问题：全球产能过剩、民粹和贸易保护、宗教冲突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系赵可金副教授：“我们提出“中国方案”，面临三类问题：第一，全

球产能过剩带来社会不平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贫富分化很严重；第二，近年来特别是

金融危机之后，国家层面的民族主义，社会层面的民粹主义非常强劲，如果任其发展下去，

肯定世界会出大问题；第三，宗教的原教旨主义，或者是神圣化倾向。对于这三大问题，西

方既深受困扰，又无良策。西方现在的问题也可能就是中国将来面临的问题。 

“中国方案”要直面世界重大问题，提出具体的操作方案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正毅教授：关于当今世界秩序及其重构，主要涉及四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核不扩散是否仍然有效？第二个问题中美是不是在争夺世界秩序重建的主



导权？第三个问题，全球化是否可以延续？第四个问题，如果全球化可以延续，是否需要全

球治理？以及如何治理？针对这四个问题，中国具体的操作方案是什么？跟其他国家的方案

有什么不一样？这些都必然直接涉及到中国的国家利益，需要非常具体，不能泛泛而谈。 

“中国方案”的外交重心不应忽略周边邻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薛力研究员认为：“中国方案”要奉行怎样的外

交？我个人觉得周边邻国作为一个整体，其重要性，可提升的空间，已经超过对美外交。中

国的周边外交有没有一种方略，或者有没有一种设计？我的判断，至少目前还不够清晰。未

来要怎么调整？可将周边划成东南亚、东北亚、南亚、中亚等区域，在区域中再清晰划出四

类：大国、次强国、中小国、其他小国家。然后，分别制定和采取有差别的外交策略。 

综上，我们正面对一个经济结构矛盾突出、增长下滑的中国，同时，也面对一个民族主

义民粹主义的骚动、贫富差距拉大、全球化可能逆转的世界。“中国方案”的提出，考验执

政者的智慧，也更需要引领者的勇气。只有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市场化、全球化，吸收世界

先进国家的文明和智慧，“中国方案”真正带领中国走出困境，走向富强，才能赢得世界的

尊重。 

 

（作者：杨学军，本刊编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