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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的发展，需要在全球化背景下做出社会现代化的战略性抉择，需要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
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
　　《大国模式》通过专家的视角，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和
阐释，回答了中国这个人口庞大、历史悠久的“大国”如何选择一条自新的、富有前途与光明的道路
的问题，旨在总结中国模式的个性特征和基本规律，探索新形势下中国发展战略选择，为中国的发展
寻找镜鉴，以期有利于中华民族复兴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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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行政体制改革的政治学解读走向世界的中国宪政——制度与文化的百年进化快速
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从社会学视角看中国社会的几个显著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几个问题
货币、制度成本与中国经济增长（PTF）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经济再崛起中国历史上市场经济的周
期性兴衰中国要走适合自己的金融之路对儒家文化的金融学反思城市包围农村——中国新农村建设的
方向疾病负担、结构性挑战与政策抉择——全球化图景下中国农村妇女的健康问题中国的社会泄愤事
件与管治困境中国如何走向公民社会30年告诉我们什么30年改革的逻辑改革30年——转轨经济学的思
考古希腊文明的独特性、超前性和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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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　　俞可平　　胡锦涛同志2007年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指出：“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直在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那么，我国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
面取得了哪些重大成果？
　中国政治的未来发展趋势是什么？
　这里围绕这些问题谈些看法。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政治领域产生了“法治”、“人权”、“以人为本”等许多新的思
想观念，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　　胡锦涛在“6.25”重要讲话中指出：“解放思想，是
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
宝。
”可以说，思想的解放和意识形态的创新，是社会政治进步的重要动力。
邓小平同志认为，思想观念的变化是中国全部改革事业的前提，他说：“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
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中国的改革事实充分证明，思想观念的变革，与社会政治的进步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就是一个新旧思想观念的碰撞过程，是一个新的思想观念战
胜旧的思想观念从而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
就大的方面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最大的理论创新就是逐步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就政治理论而言，以下这些新的观念，既是对传统政治思想的超越，也最直接而深刻地影响了改革开
放后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
　　（一）“以人为本”　　1949年后，“以人为本”一直被当做是西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人本主
义的主要观点而遭到严厉的批判，人们在放弃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同时，也放弃了“以人为本”的
观念。
随着对人道主义和“以人为本”的彻底否定和政治性批判，阶级斗争的观念进入社会的每个角落，直
至进入家庭、进人工厂、进入学校。
我国传统的优秀道德被许多人遗弃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友爱和信任开始丧失。
人们对“阶级敌人”哪怕表现出丝毫的同情与怜悯，也会被认为是阶级立场不稳而受到政治上的批判
。
人们偶尔宣泄一下潜藏在身上的浪漫之情，立刻就会被视为“小资产阶级情调”而受到遏制。
其结果是，人们的正常情理和心态开始受到严重的扭曲。
改革开放的上世纪80年代，一些有责任感的理论工作者开始重新提倡以人为本和人道主义的价值，但
是可以想象，这些声音一经出现，便遭到了严重的政治压力，不少人曾经因此而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
遇。
但是，政治的压制并没有完全消除理论界对“以人为本”的呼喊。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以人为本”再次成为中国思想界的强大声音。
到了21世纪，“以人为本”的观念终于融人中国共产党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为中国共产党改革政策的
重要理论基础。
“人的全面发展”和“以人为本”正式被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宣布成为中国政府的重要政治发展目标，
成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出发点，这标志着“以人为本”从知识界的一种理念转变成为党和政府的政策
依据。
2007年初，胡锦涛总书记再次确认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性观点，将“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视为人类理想社会的本质目标。
　　（二）人权　　与“以人为本”的命运相类似，人权的观念也一度被当做资产阶级权利和意识形
态而为我们所拒斥，并且在长时期内受到政治性的批判。
对人权思想的批判在实践上直接导致了对公民人权的漠视，最令人震惊的现实就是十年“文革”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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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的严重践踏。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后，一些理论工作者开始呼吁人权，积极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权观，并介绍西方的
人权理论，但这种努力立即遭到了传统理论势力的严重阻碍，甚至一些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的倡导者
几乎也被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
然而，这种困难并没有能够阻挡我国理论界有学术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对人权理论的探求。
上世纪90年代后，一种旨在弘扬人权的“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开始流行，并影响主流意识形态。
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人权观念开始进入党和政府官方的政治话语体系。
2003年底，中共中央正式建议将“保护公民人权”写进国家的宪法。
2004年3月，全国人大以高票通过中共中央的这一建议，这一条款顺利成为宪法条文。
这是人权的观念转变为保护人权的法律和政策的最好例证。
　　（三）法治　　中国是一个有着2000多年人治传统的国家，十年“文革”最惨痛的教训之一，就
是必须从人治走向法治。
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开始强调“法制”或“依法治国”（rule by law），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将民
主与法制并提。
上世纪80年代后，一些理论工作者开始倡导“法治”或“以法治国” （rule oflaw）。
“法制”与“法治”，或“依法治国”与“以法治国”的主要区别是，前者强调严格依法办事和依法
行政，后者除了强调依法办事和依法行政外，更强调任何个人或团体都不能超越法律之上。
法治的观念一开始就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党的一些领导人就开始提出，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也必须在法律的框架
内活动，党组织及党的领导人也不拥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上世纪90年代后，法治的既念开始正式进入政府官方文件，并且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长远目标。
这一过程的标志是1997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
十五大的政治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不久，这一目标又被写进我国
的宪法，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目标转变为国家的政治目标。
本届政府又进一步提出了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使法治国家的目标更加具体化，并且表明政府将在实
现法治国家的道路上起表率和带头作用。
　　（四）私有财产　　在我国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中，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基本
特征，而公有制又被简单地等同于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所以，公民的私有财产长期不被鼓励，甚至
受到法律和政策的歧视。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推行，越来越多的理论工作者开始争取非公经济和私有财产的合
法地位。
然而，即使在改革开放的10多年后，私有经济和私有财产仍然是理论讨论的禁区或敏感区。
一些人甚至因此受到政治上的歧视。
这种情况在上世纪90年代后开始发生实质性变化，私有经济更多地以“民营经济”的面目出现于理论
界，并深刻地影响政府的经济政策。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党和政府开始鼓励民营经济或私有制经济。
21世纪后，理论界关于私有经济和私有财产应当获得与公有经济和公有财产同等的法律地位的呼吁，
再次深刻地影响中央高层的决策，并开始演变成为政府的重要政策。
这方面的典型实例是，中共中央2003年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的修改宪法建议中，明确地提出了“
国家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的条款，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第一次全体会议将这一建议正式转变为
宪法条文。
经过广泛讨论和争论后于2007年3月16日通过的《物权法》则明确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
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这意味着，国家像保护公有财产一样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
　　（五）政治文明　　改革开放后不久的上世纪80年代初，党和政府就提出了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
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这两大基本目标。
物质文明的主要涵义是经济的发展，精神文明的主要涵义是文化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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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理论工作者当时就发现，这两大基本目标没有包括政治民主，因而是不全面的。
其中的少数人在上世纪的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就提出，应当在两个文明之外，加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
在90年代末，政治文明的话语开始进入党和政府的主流话语体系，2001年党的最高领导人首次使用了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概念。
到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原来的“两个文明”被扩充为“三个文明”，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终于与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道被正式确定为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政府的基本目标。
倡导政治文明，实质上就是倡导民主和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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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经济大国和文化大国，中国的力量逐渐得到全世界的认同。
中国影响世界、中国引领世界必将成为历史的潮流。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新的跨越，中国的发展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怀着强烈的民族责任心和使命感，《高端讲坛》荟萃各个领域高端学者，围绕全球共同关注的国
家战略、发展模式、外交、软实力、法治、国家治理等问题开坛论道，以国际视野和历史眼光，展现
全球化时代的中正观点和立场。
其中既有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论剑与交锋，也有关于中国未来设计方面的大思考、大对策，为治国理政
者提供理性思考，提供通向大国之路的中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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