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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0多年前，老子就说过：“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　　物换星移，沧海桑田。
2000多年过去了，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然而，老子的这一人生箴言和哲学命题不仅没有过时，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愈益放射出真理的光芒
。
　　在老子的心目中，能认知他人是智者，而能认知自己是超智的明者。
换言之，认知他人不易，认知自己更难。
因此，一代伟人毛泽东曾感叹道：“人贵有自知之明。
”　　自知之明，对一个人来说，就是既要看到自己的长处、优势，更要看到自己的短处、缺陷；既
要看到自己的成绩，更要看到自己的错误。
对自己要有正确的认识，摆正自己的位置，既不要低估自己，更不能高估自己。
自知之明，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就是既要看到本国本民族的长处、优势，更要看到本国本民族
的短处、劣势；既要看到本国本民族已经取得的巨大进步，更要看到本国本民族面临的困难和潜在的
危险。
正确认识本国本民族的国情民情，正确认识本国本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影响和可能发挥的作用。
无论是一个人、一个政党，还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应具有自觉意识和
自我理解能力，都应认知自我和认清自我，找准自己的人生坐标和历史方位，正确回答“我（们）是
谁”、“我（们）所处的人生坐标和历史方位在何处”、“应该走向哪里”、“现在应该并且能够做
什么”、“以何种方式和途径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等重大问题。
在此基础上，从宏观到微观、从思想到行动、从理论到实践、从抽象到具体，做出正确的决策和部署
，创造人生辉煌和国家民族的繁荣昌盛、长治久安。
纵观古今，横看中外，有多少人因缺乏自知之明，不能正确认识自我而身败名裂、抱恨终生甚至遗臭
万年；又有多少政党、国家和民族因缺乏自知之明，不能正确认识国情民情而误国误民、破落衰败乃
至政息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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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怎么了》一书资料新颖、信息量大、分析精辟、思想深刻，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
军事、社会、环境、外交八个方面，回顾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发展中不可避免的
遗憾，分析了当前社会面临的各种复杂因素及其潜在的深层次矛盾，强调在云谲波诡、复杂多变的国
际形势下，中国人民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才能正确、清醒地认识自我，
坚定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创建和谐社会。
书中许多话语，堪称当下中国的盛世危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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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正确认识自我(代序)一、政治文明，不再是“远山的呼唤(一)“中国向何处去?曾经的“光荣与梦想向
左走?向右走?用实践诠释的“中国模式(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主义说“老祖宗”没说过的“新话由
“儿童读经”到“儒化中国由金融危机下马克思的境遇所想到的(三)风起于青萍之末当“颜色”遭遇
“革命一场由SARS引发的执政理念的升华时刻准备着!(四)从“人治”到“法治”的艰难跃迁“烹小鲜
”与“不折腾被当街“拍卖”的判决书“以德治国”，我们如何超越传统?(五)“普世价值”争论的背
后汶川地震带来的价值反思以“普世价值”的名义夯实我们共同的价值基础(六)反腐败，我们凭的是
什么?“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围堵贪官外逃，需要“全球总动员“全天候的反腐利器“让权力在阳光下
运行(七)民主是个什么东西?政治参与：冷漠抑或热情?党内民主，何去何从?“中国式民主”在路上二
、需要不断夯实的兴国之基(一)经济巨轮在风暴中前行寒冬中遭遇“蝴蝶”扇动的翅膀变化中的开放
格局抵御风暴，化危为机(二)中国是穷国，还是富国?美国最大的“债主三大银行市值排名全球前三贫
富差距：一个沉重的话题(三)靠什么拉动中国经济?经济“三驾马车”怎么跑?拷问“失衡”结构之痛
扩大内需，“平衡”之关键(四)“安得广厦千万间从“福利”到“商品难于承受的高房价“大庇天下
寒士俱欢颜(五)宏观经济的晴雨表政策与制度的纠缠从“沸点”到“冰点”的轮回及其影响后股改时
代的“喜”与“忧(六)全球化背景下的新挑战力拓“间谍案”警示经济安全从“中国制造”到“中国
海外制造从被“围堵”到创新“突围(七)中国经济带领世界走出危机?中美“两强”领导世界经济?漫
谈“大中华经济圈解放自己与拯救全世界三、文化转型期的机遇与困惑(一)“国家文化软实力软实力
究竟软不软?文化交流中的逆差和失衡文化入侵：并非危言耸听“走出去”与孔子学院(二)中国文化何
处去?当代中国文化：从一元到多元致命的冷漠摩天大楼与四合院：繁荣中的文化危机(三)走入市场，
走向产业“事业”还是“产业”?文化产业：面对国际竞争围绕国家大剧院的争议从农村文化站的兴衰
说起(四)新媒体的冲击与消费时代文化“读图”和消费时代文化网络狂欢的代价四、科学技术还是第
一生产力吗?(一)“两弹一星”与“蹉跎岁月“废墟”上的重建封锁与反封锁的斗争“向科学进军”的
曲折(二)中国的诺贝尔奖之痛从“李约瑟之谜”说起中国的诺贝尔奖之痛科技实力背后的人才争夺战
⋯⋯五、警惕反华军事包围圈六、和谐，就是增加全社会的快乐总量七、中国，在失衡的地球上八、
和谐世界：外交新理念与新追求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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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以完备的制度保障党内民主”，被党建专家们认为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中之重。
2009年“七一”前夕（即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88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于6月29日下午就积极推
进党内民主建设问题进行第十四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讲话中再次强调：“必须高度
重视”和“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
　　作为一个已经执政60年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自身民主建设，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民主发展的方
向和水平。
党内民主不仅是党的生命，作为政治文明的绝好体现之一，“党内民主”同样也成为中国民主进程的
新起跑点。
在以“和平、民主、发展、合作”为主题的世界潮流面前，主动推进民主无疑是执政党的最好选择。
　　从历史上看，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我们长期忽视了民主政治建设，特别是党内民主政治建设。
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也有许多不完善。
”由此便形成了一种与民主制相悖的个人高度集权的“人治”型体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种种思想观
念。
这是造成历史上一些重大决策失误（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的内在根源。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作为一个领导十几亿人民迈向现代化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对党内民
主建设具有高度的理沦自觉，并始终致力于在实践中扎实推进。
1994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把发扬党内民主和推进人民民主，确立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的一条重要途径。
此后，一系列关乎党内民主建设、保障党员基本权利的制度被陆续写进了中共文件。
差额选举、权力制约、集体领导等“热词”成为沟通“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之间的桥梁。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要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是因为党内民主是增强党的创新活力、巩固党的团
结统一的重要保证。
从四川的雅安到浙江的台州，这些地方从1988年开始就已经实行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到现在党代会
的常任制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说的关于加强党内民主建设的两个措施：党代表的任期制和党代
会常任制，就是根据试点得出的经验所做出的决策与部署。
　　事实上，我们党对民主政治有着清醒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中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宣布，共
产党执政地位既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
它只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需求，才能得到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
持。
事实上，只有实行了充分的党内民主，才能保证党内上下层之间的紧密联系，进而保证党与群众之间
始终保持血肉联系。
　　然而，目前党内民主建设尤其是基层党内民主建设的现状是，一些本应该让所有党员知道的事情
，却总是捂着、盖着；一些本应该让所有党员参与的事情，却总是堵着、瞒着；一些本应该让所有党
员去监督的事情，却总是应付着、回避着。
基层党内民主是建构整个党内民主的基础，如果失去了这一基础，整个党内民主无异于沙中筑塔、空
中建楼。
　　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最根本的就是要认真落实党章及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等党内规章赋予党员的知
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使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真正发挥主体作用。
应该承认，就目前我们党内的执政体制大环境而言，离胡锦涛总书记倡导的党内民主目标还相距甚远
。
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党政主要负责人手中的权力过分集中，而且得不到有效制约和监督，这是导致
腐败案件频频发生的重要原因。
　　党内民主不充分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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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党内民主生活的质量普遍不高，有的领导干部独断专行，作风不民主，形式上似乎是经过了民主
集中制程序，而实际上还是个人说了算。
权力过分集中，有时会导致决策失误，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损失；而一旦有人利用这一条件随便插
手经济活动，就必然导致腐败发生。
于党内民主不够，下级的升降荣辱往往由上级决定，这样就使得一些领导干部“不怕群众不满意，就
怕上级不注意”。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如任人唯亲、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盛行就不足为奇了
。
　　当然，害怕打击报复，这也是党员不敢行使自己监督权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河北的郭光允、海南的陈少青、安徽的李国福，都是因举报党内领导干部的违法犯罪行为而受到
严重打击报复的。
其中，李国福被迫害致死，郭光允也坐了牢，遭受陷害长达数年之久。
在这种状况下，哪个党员还敢开展批评监督、举报领导干部的腐败犯罪，行使党员的民主权利呢？
一些领导干部经不住各种诱惑而产生腐败，这不是最可怕的。
但如果由于党内缺乏民主，而使腐败得不到有效打击，这才是最可怕的！
　　一个政党内部的民主状况，不一定对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然而，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七千多万党员的执政党，这样一个群体聚集了中国最广大的社会政
治精英。
因此，在这个群体内先行建好民主制度，就能够通过扩大党内民主，来推动全社会的民主。
可见，大力促进党内民主改革，不仅是完善党作为执政者自身建设的需要，更是大环境下的国内民主
与文明发展的需要。
正如中外专家所指出的，这是一个渐进的、增量的过程，也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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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资料新、观点新）　　大（信息量大）　　精（分析精辟）　　深（思想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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