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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10月 1日，这是一个永远为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华人华侨所铭记的
日子。从那一天起，中华民族以一个全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旧中国四分五裂、民族蒙受屈辱、人民灾难深重的局
面，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
了，中国从此走上了独立、民主、统一的道路，中华民族的发展从此开启了新
的历史纪元。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拓奋进的 60年中，有这样一群拳拳赤子———他们怀

着满腔报国热血，许多人还放弃了在国外优越的生活，毅然决然从海外归来，
参与新中国的建设，60年如一日，始终与伟大的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在各自的
工作岗位上辛勤耕耘、无私奉献，为祖国的强盛和人民的幸福做出了自己的贡
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广大归侨侨眷就属于这一群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最多时有归国华侨、侨眷 100余人，其中大部分同志都是

新中国成立之初从国外归来参加祖国建设的。多年来，他们在科研、管理、科
辅等各个不同领域努力工作，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起经历风雨和挑战，共同收
获喜悦和成长，为国家建设和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发光发热，以自己
的青春和生命践行着“报效祖国母亲”的铮铮誓言。2009年是伟大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60周年，为了回顾我院归侨侨眷在辛勤工作和默默奉献中与共和
国共同成长的奋斗历程，抒写我院归侨侨眷对祖国不断富强的衷心赞美和祝
福，表达我院归侨侨眷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坚定信心，经我院广大归侨
侨眷倡议，并得到院领导和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院侨联决定组织编辑《游子
寸草心》一书。
本书以“我与祖国心连心”为主题，收入了 34位作者的 39篇文章。其中

既有凝聚着我院归侨侨眷心血和智慧、比较有代表性的若干学术论文，又有我
院归侨侨眷根据自己的切身经历和体会完成的一些追忆或抒情散文。通过这些
文章，全面地回顾了院侨联成立以来的工作情况，反映了我院归侨侨眷投身新
中国建设和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衷心祝福祖国的赤子情怀。
同时，本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侨务工作的成就。多年

来，在院领导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下，经过全院归侨侨眷的共同努力，中国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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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院侨联从 1984年成立至今，成员从少到多，始终衷心拥护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认真宣传、贯彻落实党的侨务政策，一方面，从工作、学习和生
活上关心和团结全院归侨侨眷，热心为侨服务；另一方面，积极组织我院广大
归侨侨眷立足自身特点，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特点和资源优势，
通过开展有关学术研讨、与台湾地区及海外侨界学者的联谊、联系和协助海外
侨胞对华资助等活动，积极凝聚侨心、汇聚侨智，一起为祖国建设和哲学社会
科学事业的发展奉献力量，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相信侨联的同志们会在今后
的工作中，总结经验，开拓创新，与时俱进，更好地服务和凝聚全院归侨侨
眷，再创佳绩。

2009年初，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举办的新年茶话会上，胡
锦涛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2009年，我们将迎来新中国成立 60周年，
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十分紧要。我们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
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
程，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周年。在此，《游子寸草心》的出
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必将会为我院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周年
的活动增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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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审 ●

学习经典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与
中国的现代化

朱绍文 *

一、怎样理解“现代化”

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全民族所共同奋斗的目标，但究竟什么才
是“现代化”呢？人们总是从技术的观点来理解现代化，以为高楼大厦、汽车
洋房、机械化等，实现“工业化”就是现代化了。如果这样，对人民而言又有
什么“现代化”的意义呢？历史上乃至现代不是有封建统治阶级利用“机械
化”、“工业化”，来镇压劳动大众、人民大众，维护他们的封建统治吗？这又怎
么能叫做“现代化”呢？
现代化本来是历史发展的概念，是指推翻中世纪黑暗的封建社会的神权和

君权的统治、枷锁，而过渡到“近代”的过程。因为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之后是
“近代”或“近世”（modernage），是指产业革命和以文艺复兴为起点的历史阶
段。这个历史时代的主体承担者是一般的老百姓，也就是市民和工农大众，当
他们从中世纪的黑暗封建社会的镇压下解放出来，有权、有自由可以创造自己
的“国民财富”时，这才是“现代化”的含义。没有一般市民和工农的解放，
没有他们创造“国民财富”的自由和权利，没有他们当家做主的社会的“工业
化”，就不可能实现科学意义上的真正的“现代化”。

●

*朱绍文，日本归侨，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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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障碍是什么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拨乱反正”，推行“改革开放”，就是中国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再一次起步，如果能彻底按照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道路和步伐走
下去，那就不可能出现像目前所出现的受阻碍和受歪曲的局面，以及上叫“改
革”、下行“对策”的现象。本来小平同志曾经把“改革开放”也叫做“革
命”，人民公社的解体，是安徽农民从下而上的“革命”，所以成功了。农民有
了生产手段，土地的经营权、农业生产力就获得了解放，农产品就获得年年丰
收，为中国社会经济体制的改革打下了牢靠的基础。但现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阶段，政府要减轻农民不合理的近百种的负担，叫了十多年，就是从
未能真正做到减轻农民负担。因为一到基层，政府的影响力弱了，而农民又无
权无力维护自身的利益，“基层组织”控制了农村上层建筑的“权力”，结果从
上而下地依靠一纸决议和命令，这怎么可能实现改革开放的目的？因为在那里
继续真正推行改革的主体力量薄弱。阻碍中国改革开放，贯彻现代化运动的主
要阻力是那些当权的既得利益阶层，是维护这种既得利益阶层的“官僚领导体
制”，这就叫真心实意拥护改革开放的人为难了。应该如何对待这个问题？这
就是“挑战”。

三、我们应该学习什么样的模式

1997年 7月，由泰国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震撼了全世界，不到半年左右
的时间里，波及马来西亚、印尼、韩国、菲律宾，使这些国家的财富忽然间丧
失了 1/3或近乎一半，20多年所积累的繁荣，也在不到几个月的时间里化为泡
影。很多国家至今仍在挣扎，力争恢复到起步阶段。我们中国由于 1993年和
1994年的金融整顿，资本市场没有自由化，短期外债不多，幸免于难。但东南
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在 1998年和 1999年就在中国开始发生反应。我们虽然避
免了现代金融资本的尖兵———对冲基金的投机洗劫，但却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
过去十多年来所选择的所谓“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我们把国民经济
的发展基地建立在“外向型”的以出口贸易为主导的经济结构上。同时又把发
展国民经济的资金来源建立在依赖引进外资上，一旦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它
们进口锐减，中国以外销为主体的产业就要受到打击，以外销为主的商品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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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压，市场就必须要缩小，于是国内就出现了所谓的“买方市场”，这就要千
方百计地运用宏观调控来扩大内需了。目前，我们大家都能看到也会感到我们
正在困境中挣扎而大声疾呼“扩大内需”，除去政府利用银行放松信贷、发行
财政债券向一些基础设施和房屋投资以维持经济增长率外，内需并未扩大，人
民仍无购买力，经济结构和市场情况依然如旧，并未出现新的生机。
当前的困境告诉我们，一个大国要使十几亿人民走向富裕，单靠“外向

型”以出口贸易为主导的经济模式是行不通的，所幸我们陷得不深，东南亚金
融危机给我们始料不及的当头一棒。我们要努力发展“国内市场”，必须进一
步解放农民，发展农村市场，让农民有权有自由去发展农村市场，发展农业生
产力，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真正扩大内需。要使中国的国民经济建立在本
国产业革命的基础上去扩大海外市场，否则，就要像一个跛子了。今天的滞销
商品并不是广大农民所需要的，那些机电、冰箱、电视机等是为了外销的，所
以，我们不能用“买方市场”这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象和概念来理解和说
明中国当前的困境。那种单纯以贸易立国而遭失败的国家，历史上是屡见不鲜
的。17世纪赫赫不可一世的荷兰的繁荣，在以产业革命为基础的英国经济进攻
的面前，很快就烟消云散，这就是教训。

四、21世纪，我们的挑战到底是什么

21世纪已经到来，我们感到面前有一种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但大多只看到
从外部来的挑战，比如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所面临的严重挑战，或者是
信息革命所带来的压力，如不奋起直追，我们国家又必将落后于时代，受制于
发达资本主义大国。这些担心都是正确的，应该如何迎接这些挑战呢？
迎战这些压力和挑战，深化国内改革和国内开放，解放各方面的生产力，

壮大自己，这些至关重大的问题，人们却很少议论；也很少有人再像小平同志
那样，认真面对现实存在的旧体制、旧习惯和旧势力，大胆提出“改革开放”
的对策。
笔者看当前中国人民所面临的挑战，首先是国内残存的旧体制和旧势力，

在农村是乡村一级的因循守旧的部分势力。他们根本寄生于贫苦农民的劳动果
实，压制了农民的权益，使农民在农产品出售后，不可能有货币的剩余积累，
限制了农村市场的发展。如果不能大力改变这种局面，我们进一步地扩大再生
产，形成现代的国民经济体系根本不可能，每年的“经济增长”势必还要仰仗
于财政投资和引进外资，广大的国内市场难以形成，还要走出口贸易主导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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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路，这样一来，就难以经受国际经济的大风大浪了。
其次是城市里因循守旧的官僚行政体制，少数干部对所从事业务知之甚

少，甚至一无所知。这在过去的年代是可以的、有效的，因为只要按上面的命
令办就可以了。而今是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分工愈来愈细，隔行如隔山，如仍
按照旧有“领导体制”，何以能提高生产力，更不用说解放生产力，应付外来
的商人掮客五花八门的伎俩了。这就必然要误国误民，所谓“落后必然要挨
打”，老百姓也必然要遭殃。
笔者认为，21世纪的挑战首先在我们的脚下，而且十分紧迫，如拖延不

改，不但难以应付和追赶外来的挑战和压力，势必也会导致人民意志消沉，不
关心国家大事，只关心自己小家庭的“舒适”，最终导致人人“唯钱是图”，社
会道德沦丧。

五、国有企业改革问题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非常高明的、正确的历史选择，既然选择了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那么，就必须遵守历史的客观规律和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过
去国营企业或国有企业是计划经济或命令经济的运行单位，它可以按政府的行
政命令行事，而根本不必考虑市场原则。而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国营
也好，私有、私营也好，甚至外国商品也好，消费者只问商品是否价廉物美，
因为市场上商店里的所有商品根本不分什么所有形态，而只需看它的标价和质
量。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必须以“平等”的原则为前提，否则，“等价交换”
的市场经济的价值法则就无法起作用，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形成。如果市场经济
没有“平等”，没有“自由竞争”，那么，这种市场经济只能是一种“招牌”
而已。
国有企业改革从 1984年开始摸索，到现在已经 16年了。我们不能说没有

进步，但和 16年的时间相比，可以说进步不大。我们都亲眼看到“国企改革”
的花样和文件，可以编成厚厚的一本书，但“国企改革”的实质问题始终没有
解决。这个“实质问题”就是没有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来认真改革。企业是市场
经济的细胞，是竞争的主体，它能否存在发展完全在于各个企业单位自己如何
经营作战去争取生存发展。而如何争取企业经济作战的胜利，其主体力量完全
在于该企业本身的全体员工，上至经营管理阶层，下至每个勤杂人员，人人有
份，甚至可以说缺一不可，它是一个上下一心形成一个有机体的作战主体。
国有企业改革要提高效率，迎接国内外的市场竞争，当然要依靠每个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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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的全体员工，特别是技术熟练的员工，包括经营阶层，实行“合理化”的
现代企业制度，以追赶时代。但是我们 16年来的“国企改革”几乎颠倒过来，
一切由政府主要领导制定文件，向所有国有企业发号施令，于是市长、省长等
行政官员成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领导主体，而他们也并不知道现代企业制度和现
代企业经营是怎么一回事，结果是“国企改革”叫了多年，结果还是纸上谈
兵。如再不明确由谁来改革，谁是改革的主体，什么是应该改革的对象，这个
根本问题不清楚，我们的国企改革结果只是消耗了原来所积累的物质财富和人
力资源。现在的所谓改革，事实上还只是一种“处理”，如一部分“出售”，一
部分“合资”，或者是“抓大放小”，等等，这仍然不能触及企业经营改革的
“改革”主体。所有国有企业应该由谁来经营、谁来管理，谁是国有企业经营
的主力军，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本来很容易解决，何以竟然模糊不清，甚
至不去改革国企经营的体制和阻碍因素，而去模仿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以“裁
员、下岗”等手法来减轻“财政”的负担。因为“国企”本来根本没有形成现
代企业经营的成本核算的制度，结果这种裁员下岗减轻财政负担，仍然不可能
真正解决国有企业的经营体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合理化的根本问题。笔者
觉得国有企业改革之所以十五六年还没有能真正到位，没有能走上现代企业制
度轨道上来的原因，就是主要在于始终停止在听命于上面的领导来改革，而不
是依赖各个国有企业从事经营的主力军，由各个企业从它自己本身所存在的问
题，按照市场原则去逐步改革。一句话，就是“不要由市长来领导国企改革，
而要由市场来领导国企改革”。十多年前，笔者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发言时曾
说过企业家有困难“不要去找市长，而要去找市场”去寻求解决。

六、全球化中的资本流动问题

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一体化，是一个经济学界的时髦话题，但它是美国
发出的信号，也是它最高明的战略。人们往往有一个错觉，以为只要主张、赞
成改革开放，就要拥护“全球化”或参加世界经济一体化。但对于它的内容是
什么，未必有真正的了解，很明显，这是美国以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为基
础，要求世界市场按照“美国模式”去改革。要求各个国家的“国民经济”融
化于“美国国民经济”世界战略的大框架中，可以使美国的对冲基金、金融资
本、跨国公司控制世界，当然也包括美国或“爵士音乐”的文化。在经济学方
面可以用新古典派、新自由主义来麻醉人们。
当然，我们绝不可以因为美国有这种世界战略而畏缩不前、闭关自守，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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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改革开放，裹足不前。问题在于我们不要“人云亦云”，以照抄照搬“美国
货”为时髦，最终误国误民。
由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早就不再是产业革命时代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们

成熟了，过去习惯使用的垄断资本主义或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等概念，也已经
不能完整地说明它们的实情。所谓“全球化”或“全球资本主义”等也已成为
人们的常识。世界经济的结构，在“后产业社会”时代的今天开始“两极分
化”了，这个“两极分化”不是指“贫富”的两极分化，而是指证券市场、外
汇市场等虚拟资本的交易大大膨胀了，另外，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运行，各
自行事，不再互相结合。目前，美国经济中出现的“股市”和实体经济的关系
可以说并没有有机的因果联系。据香港《大公报》1999年 3月 5日的报道，江
泽民谈道：去年（1998年） 看报纸，看到证券“缩水”，替大家担心。他说，
我是学工程技术的，现在要研究一下世界上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问题，搞市
场经济，没有证券交易不行，但全世界如果大家只有证券交易而没有实物经
济，我们吃什么呢？这是一个大的问题。美国的 GDP近 8万亿美元，而虚拟
经济却达到 13万亿美元，世界游资 7万多亿美元，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人民币经常项目可以兑换、办工厂、买材料、发工资可以兑换，但是资本

市场，要求美元随便可以兑换人民币，“No way！（不行）”①

现在的世界市场已经不是以商品和劳务交易为主的时代，而是虚拟资本如
对冲基金等金融投机资本占了主要的地位，每天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流动的外汇
交易额就超过了 1万亿美元，而实际商品劳务的交易远远不到它的一半，在投
机资本主义的时代它们所要求的“全球化”，所剥削的已经不只是工人阶级了，
而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1997年 7月从泰国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其主凶
就是美国对冲基金的投机，美国一赚就是几十亿、几百亿美元，使经济不发达
国家几十年积累的财富一夜间化为乌有，经济倒退了十年甚至更多。在进入 21
世纪的今天，我们要认真考虑世界虚拟经济和投机金融资本的洪水泛滥。中国
有句古话，“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在世界经济“两极分化”，虚拟经济、
投机资本与实体经济和实物经济分化的“全球化”时代，我们必须牢记祖国的
实情和祖国的利益，坚持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去
迎接挑战！

（原载《改革》，2000年第 1期）

① 1999年 3月 11日《参考消息》。

8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