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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人民共和国六十华诞之际，一个内外“不平衡”的现象特别突出。
在国外是对中国国力高速增长的震惊，世界各国对中国发展经验日益好奇和尊重，中国国际地位快速
蹿升，以致“中美共治世界”的论调大行其道。
但在国内是党政干部政治理念的“多元化”，大众舆论和社会价值观碎片化，以至于知识界对国家前
程深怀忧虑。
　　从海外看中国，六十年至为成功。
从国内看自己，前景堪忧。
矛盾不可回避，但成就也的确不是“粉饰”出来的。
中华社会高速进步，六十年里创造了近现代史上的世界奇迹，这是事实。
　　西方的“国际社会”拥有世界人口的10％，而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0％以上。
比起西方的进步，中国的进步更代表世界的进步。
中华民族六十年两代人的辛勤努力创造了强大和富裕的神话，也改变了世界格局，使我们有可能重新
审视时下流行的关于人类进步的知识。
　　六十年的人民共和国凭什么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
为什么我国今日似乎却又深陷矛盾之中？
在笔者看来，答案在于坚持或者偏离“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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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记录的一次研讨会，即以“中国模式”为主题，汇集了各个领
域的四十多位优秀学者，专题发言与开放讨论相结合。
学者们从各自富有创造力的思考和研究出发，试图对中国在现代历史和世界中的轨迹及未来做出扎实
的研判，提供研究中国的新视野。
六十年一甲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了这么长一段波澜壮阔的历程。
在全世界瞩目中国崛起的今天，在国际社会惊呼中国的发展有一个“中国模式”之时，我们该如何做
出自己的思想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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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
　　玛雅，《凤凰周刊》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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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知道，中国在1949年以后进入了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世界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地缘
战略尚不稳定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当然会有大型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机会。
而中国在这个机会中所经历的工业化过程，和战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走的工业化路径是相似的，也
就是宗主国投资，后发国家承接投资。
如果我们撇开意识形态来看当时苏联所起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宗主国的作用。
我们当然也知道，宗主国的投资一定是有条件的，如果不能满足宗主国的条件，投资就会停止。
也就是说，宗主国的大规模投资并不会轻易得来，而中国得到苏联投资，是因为发生了朝鲜战争。
所以说，中国的工业化建设，也就是苏联投资的军重化工类型的工业化建设，是1950年朝鲜战争启动
的，并非1952年开始的。
客观上看五十年代的国家工业化，之所以一上来就发展重化工业，主要是因为朝鲜战争。
　　大家知道，重化是资本增密、技术增密型的，而这种具有内涵性质的资本增密和技术增密机制，
必然排斥劳动。
所以在初期阶段，也就是1950年重化工打头的工业化开始的时候，我们用了几年的时间，动员2000万
青年农民进城工作。
这些人是来挖土方、修马路的，正如刚才胡鞍钢所说，他们文化素质不高，不能进入资本增密、技术
增密的重化企业去当工人，因此在第一轮的基本建设遭遇投资中辍带来的危机之后，就只能返回农村
。
这就是1959年以后的2000万人大返乡。
这个过程其实是早期重化工打头的国家工业化的必然结果，是其内生的机制决定的。
这和我们九十年代初期第二次产业资本扩张是一样的——因为需要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城来搞“三通
一平”，所以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当年就有4600万农民工进城打工。
后期则因沿海外向型经济形成的工业大致属于轻纺和一般制造业，资本有机构成不同，导致劳动力需
求不同。
但后者在经济危机时，也是向劳动者转嫁代价。
　　这里面就有一个转型的问题。
1949年确立“新民主主义发展战略”时，共产党领导人说得很清楚，中国现在还不能搞社会主义。
当时毛泽东告诫全党，如果一定要搞社会主义，充其量只能搞农民的社会主义，也就是民粹主义。
所以他说，所谓新民主主义，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资本主义。
这一点，大家在1949年的文献里可以看到。
　　1950年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在城市发展私人工商业，在农村发展中农富农经济。
在土改时还规定，地主设在城镇的所有加工业都不能动，连作坊都不能动。
所以说，当时中国是明确要搞资本主义的。
而在这种全党全国都搞资本主义的方针路线下，请问，怎么会是“左”？
这是一个明确要发展资本主义的年代，不可能是“左”的年代。
　　到1953年，因为已经有苏联投资三年形成的国家重化工业，因此必然转向另外一种经济类型。
于是我们在短期内就告别了以轻纺、食品加工带动农业剩余转化为积累，形成工业资产的这样一个一
般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过程，而演化为直接接受苏联投资进入重化工业。
于是国家必然调整发展战略，这就是1953年中共党内明确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朝鲜战争结束前，
李维汉在东北调研后告诉毛泽东，中国在东北搞的工业基地就是斯大林主义模式的国家资本主义。
恰恰因为党内上层经过严肃讨论，都认同了这个已经客观存在的发展模式，中国才顺利地转制成了国
家资本主义。
这样一个转制的过程，难道可以把它当做“左”吗？
　　1956年完成的对民族资本家的改造也不是“左”。
因为毛泽东跟大型企业的资本家们谈得很清楚，就是“要用我的国家资本主义，改造你的私人资本主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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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的有关历史资料，现在也已经披露出来了。
同理，1957年被当作右派处理的人，大部分也不是“右”。
　　整个1950年代，在中国经济领域中，基本找不到符合西方概念的“左”的痕迹。
这个事实，对海外意识形态化地讨论中国的1950年代，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挑战。
　　那么为什么中国还在1953年宣布，从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呢？
我觉得，只能理解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国民动员的意识形态需求。
无论后来者主观意愿如何，当年的这个国民动员的意识形态手段，客观上确实起到了以大规模集中的
劳动投入，替代极度奇缺的资本的作用。
　　这是我的第一个解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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