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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经成为站在世界高点的巨人。21世纪刚刚过去10

年，它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40万亿，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上

第二大经济体。这个成就震撼了世界！

30多年前的1978年，当中国经济总量仅有3645亿人民币

的时候，美国经济折合人民币已经达到38642.748亿元。那时，

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只有190美元，是全世界不发达的国家之

一，而美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已经超过1万美元。

1978年底，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以改革开

放、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路径，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

从此，中国经济开始起飞，并以每年9%以上的速度递增。2005

年超过英国，2007年超过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国际权威机

构预测，2020年前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中国的发展成功地经受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

年开始的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的考验。在美国经济遭受

重创、连续衰退，欧洲共同体国家深陷次贷危机不能自拔，实

行美国资本主义模式的一些国家濒临国家破产的严峻形势下，

中国经济却一枝独秀，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９％；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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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8.7％，2010年增长10.3%，2011年增长9.2%。

中国经济在连续30多年快速发展之后，依然充满活力，

并继续充当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在2009年全国“两会”上，

外交部长杨洁篪曾透露，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中国

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达20%，成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第一

大贡献国。同年9月2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报告证实，中国经济

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已从1978年的２.３％，上升到2007年的

19.２％，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位居世界第一。清华

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知名经济学家胡鞍钢教授在点评2012

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时更称，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达

到相当于世界增长率的3倍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

2010年的基础上又增长一个多百分点，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真

正“火车头”。

中国经济的靓丽表现，改写了发展经济只有走美国模式

的历史，打破了美国模式的神话，使得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

被标榜为世界经济发展范式的“华盛顿共识”黯然失色。

让我们回顾一下“华盛顿共识”形成的历史。

1989年，已建立市场经济体系、但其市场体系扭曲的拉美

发展中国家陷于债务危机。为帮助这些国家走出困境，给拉美

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

究人员与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研讨会。曾供职

于世界银行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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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Williamson）执笔起草了一份文件，系统地提出指导拉

美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得到世界银行的支持。会上，美国国

际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约翰·威廉姆逊说，与会者在拉美国家已

经采用和将要采用的十个政策工具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

共识。由于威廉姆森提出的方案秉承了亚当·斯密自由竞争的

经济思想，被称之为美国“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国际机构

的总部和美国财政部都在华盛顿及这次会议在华盛顿召开，

因此，威廉姆森的10项方案被命名为“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主要内容是：⑴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

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⑵把政府支出的

重点转向经济回报高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基本

医疗保健、基础教育和基础设施；⑶改革税收，降低边际税率

和扩大税基；⑷实施利率自由化；⑸采用具有竞争性的汇率制

度；⑹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⑺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实

行资本准入、特别是外国直接投资进入自由化；⑻对国有企业

实施私有化；⑼放松政府管制，消除市场准入和退出的障碍；

(10)保护产权。

“华盛顿共识”在美国政界之所以得到支持，与美国对社

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意识形态战略需要是联系在一起的。

“华盛顿共识”出笼之时，适逢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

联解体，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政权易手，执政的共

产党和工人党相继垮台。另外，20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

技术得到快速发展，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过科技进步、发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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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与调整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力发展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

使得各国之间的经济与贸易、社会和产业之间的联系大大增

强，人们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国家地区之间的经济一体化进

一步扩大。这为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提供了口实，一些东西方

的政治家和学者，将这种变化看做是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一

个结果，一些人借此渲染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是社会主义

的失败，计划经济走到了尽头，进而认为唯有自由市场经济才

是解决这些国家经济问题的唯一良药，因而主张包括俄罗斯、

东欧在内的市场经济体系完全缺失的转轨经济国家和已经建

立市场经济体系的拉美发展中国家都要通过实现自由市场经

济的途径，来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华盛顿共识”提出后能够得到国际社会许多国家认

同，并快速地宣传和推行，一些国家看重美国在当今世界的

政治、经济、军事实力，迷信美国走过的发展道路也是一个重

要原因。

18世纪中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美国，在1754年至1783年的

独立运动中，因打败英军，取得独立战争的胜利，而宣告脱离

英国殖民统治成为独立国家。美国独立后，在政治上形成了比

较发达和成熟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1776—1781年间制定的州

宪法及1787年制定的“联邦宪法”，规定了总统、国会两院、最

高法院等相互关系，为美国资产阶级民主构造了一个政治框

架，这个政治框架体现了共和制、代议制、联邦制、三权分立、

长官选举制和文官领导军队的原则，协调了中央集权主义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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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分权主义之间的矛盾、大州与小州之间的矛盾以及奴隶制

与自由制之间的矛盾，使国家政权机关能够应对资产阶级的

要求作出灵敏的反应，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打下了基础。此后，

政党出现并在南北战争后正式形成两大政党轮流执政的格

局，使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更趋完善，进一步巩固了资产阶级

的统治。

但是，美国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并没有使美国快速实

现腾飞梦想。在建国后的前100多年，美国一直是二、三流的国

家，直到1900年，美国的人均年产值只有400多美元。此后，美

国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转折点来源于战争。

一是1898年美国为夺取西班牙属地古巴、波多黎各和菲

律宾发动美西战争。这是列强重新瓜分殖民地的第一次帝国

主义战争。美西战争历时100余天，迫使西班牙与美国签订巴

黎和约，承认古巴独立（实际上沦为美国的保护国），并将波多

黎各、关岛和菲律宾转让美国；美国为获得菲律宾向西班牙交

付2000万美元作为抵偿。美国以极小的代价从西班牙手中夺

取了重要的海外殖民地，由此，名副其实地步入了世界经济大

国的行列，走上了对外经济扩张的道路。

二是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发战争财。列宁就此指

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美国“从负债累累一跃而为各国的债

主”。当时，全世界有20个国家欠美国的债，连本来最富有的英

国也欠下了美国44亿美元的债款。

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成为超级大国。从1930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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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大萧条，美国经济首当其冲受到沉重打击。

在一片慌恐中，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总统。1933年3月9日，罗

斯福在宣誓就任总统5天后即宣布实施“百日新政”。罗斯福

新政开创了国家干预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但实事求是地说，罗

斯福新政的成效是有局限性的。新政实行4年后，1937年5月24

日，罗斯福向国会提交的立法咨文承认“我国人口的1/3，其中

绝大多数从事农业或工业，吃不好，穿不好，住不好”。1939年

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帮助罗斯福摆脱了困境，特别是1941年

日军偷袭珍珠港，美英对法西斯宣战，给美国在政治上、军事

上主导国际事务提供了历史机遇。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最终以

盟军的胜利画上句号。在美国主导下构建的战后国际秩序，形

成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共同主宰世界的格局。

发迹于战争掠夺、刚刚在二战中挂冠而归的美国人，此

时对与苏联平起平坐已经愤愤不平了，它要利用一切手段搬

掉苏联。为了让国人特别是西方世界把苏联作为它的假想敌，

在1946年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发表著名“铁幕”演说后，以美国

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开始了长

达近半个世纪的东西方“冷战”。美国一方面长期对社会主义

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宣传西方的价值观和民主制度，进

行意识形态渗透；另一方面，采取战争和经济等各种手段对

外扩张，挖苏联阵营的墙角，实施战略围堵。美苏两个超级大

国不断的军备竞赛，最终将苏联拖垮。在政治、经济、民族、党

内腐败等诸多矛盾的共同作用下，1989年8月，苏联宣告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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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1991年，共产党执政的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倒向

西方，东西方“冷战”由此结束。

这样，美国独立后经过200多年时间，终于完成了由一个

贫穷的农业国到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转变。美国的发展路径，

在一些急于摆脱经济困境的国家和民族来说，不能不说具有

很大的吸引力。

但是，“华盛顿共识”的推行并不顺利。俄罗斯前总理盖

达尔、波兰前副总理巴尔采罗维奇、捷克前总理克劳斯等人

所推行的以“休克辽法”为主要标志的新自由主义国家转型并

没有取得成功。尤其是俄罗斯实施“休克辽法”后，社会无序

更加严重，国家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严重倒退。普京执政

后，俄罗斯政府迅速叫停“休克辽法”的激进改革，转而选择了

务实有效的经济政策。它宣告：第一，俄罗斯不走回头路，不会

回到旧体制和过去的“共产主义”的时代；第二，俄罗斯不再继

续激进转型，以后的改革将是“渐进、逐步和审慎的改革”，将

市场经济的普遍原则与俄罗斯的实际现实结合起来；第三，俄

罗斯的转型不能照搬西方教科书上的模式和公式，更不能照

搬别国的经验和发展模式。

“华盛顿共识”在西方国家也遇到阻力。2009年，在二十

国集团伦敦峰会上，时任英国首相戈登·布朗明确表示：“旧有

的华盛顿共识已经终结”。在美国国内，对“华盛顿共识”也存

有争议，并提出“后华盛顿共识”的概念。斯蒂格利茨等人认

为，“华盛顿共识”所使用的经济学工具不但十分有限，锁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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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目标也十分狭窄，只是盯着经济增长。他们主张将发展的

目标定得更加广泛和长远。(1)要追求可持续性发展，包括保护

自然资源和环境生态；(2)要追求平等的发展，即不仅社会上层

能够得到发展的好处，而且所有其他阶层都能平等分享繁荣

的发展；(3)要追求民主的发展，即公民能够以各种方式广泛

地参与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决策；⑷要看到市场力量不能自

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承认政府在促进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他们还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倡导的私

有化、资本账户开放和经济紧缩政策。

在“华盛顿共识”备受质疑的时刻，中国的经济奇迹为备受

危机煎熬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模式，这仿佛如行走在漫

漫的长夜中看到了光明，航行于漆黑如墨的大海中看到了导航

的灯塔。于是人们开始研究中国的发展经验，中外学者相继提出

了“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

崛起”、“中国震撼”、“中国视野”、“中国奇迹”等概念。

实际上，“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

验”、“中国崛起”、“中国震撼”、“中国视野”、“中国奇迹”等

等，早已存在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理论与

实践之中，存在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之中。自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我们党就注重从中国实际出发，探

索自己的革命和发展道路。经过反思大革命失败、王明“左”

倾教条主义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损失的沉痛教训，以及总结

建国以来党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曲折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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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我们党不断深化对马克思列宁

主义指导地位的认识，不断深化对战争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

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的认识，从而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独特的社会主义革

命、建设和发展之路。

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的过程，使我们党对革命与

战争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

功开辟了一条区别于苏联十月革命模式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

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反思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

富强所走过的曲折道路的过程，使我们党加深了对革命政党

与革命事业关系的认识，正确地选择了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

会主义的道路。

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过程，使我们党对什么是

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有了更加清醒的认

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共领导集体，在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上实现了伟大历史转折，成功地走上一条区别于苏联模

式和其他国家发展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总结我们党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借鉴其他国家政权模

式、政党建设的有益做法，使我们党对政党与国家的关系有了

更加清醒的认识，探索出一条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与多党合

作的政党制度。

总结我们党对外关系的经验教训，使我们党正确处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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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关系的重大意义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为了给中国革命和

建设事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

民为代表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中共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

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小球转动大

球”，韬光养晦，团结多数，支持正义，不断提高了中国的国际

地位。

中国的成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征——在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指导下，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根据中国自身实际，把握时

代性，体现先进性，富有创造性，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王相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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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从封建帝制到军阀“轮替”            
近代中国受尽屈辱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种政权结构。为了治理这

个文明古国，统治阶级进行过各种尝试。尤其是辛亥革命

后，曾一度照搬西方的多党制，后来国民党又实行一党专

制，结果都以失败而告终。

封建帝制下闭关锁国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创造过世界最先进的生产力和

最光辉的科技成就，并将这一领先地位一直保持到15世纪。

15世纪以后，中国落后了。原因是中国的封建统治者闭关锁

国、夜郎自大，对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不甚了了。

从文艺复兴到18世纪、19世纪，西方一些国家先后爆发

资产阶级革命，并经过工业革命和科技发展，在新的生产方

式推动下迅速强大起来。资产阶级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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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范围内加紧进行侵略扩张和殖民掠夺。幅员辽阔、资源

丰富、人口众多的中国，自然成为西方列强垂涎和争夺的主

要市场。

从1662年到1795年，中国被称之为“康乾盛世”，其经济

水平在世界上曾处于领先地位，但到乾隆末年乃至以后的清

王朝统治者，长期闭关锁国，对世界大势茫然无知，拒绝学

习国外的科学技术，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抱残

守缺、固步自封，全面滞后而不知，致使中国在短短100年的

时间里就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清王

朝由盛转衰的颓势愈益严重，政治腐败，军备废弛，财政拮

据，社会动荡，陷入危机四伏的境地。

闭关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1840年，欧洲资本主义

强国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用炮舰轰开了中国的大

门。腐朽落后的清军虽然当时数量上占据优势，又在本土作

战，却抵挡不住英军的进攻，广州、厦门、定海、镇海、宁波、

上海、镇江等地相继失陷。清王朝深深地陷入困境之中。晚

清重臣李鸿章惊呼这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

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步步进

逼，封建统治日益腐败，祖国山河破碎、战乱不已，人民饥寒

交迫，备受奴役。

1842年8月，英军直逼南京城下，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国

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

约》，割香港岛给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开放广州、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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