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国崛起：东亚模式与中国道路

张 卫 国         王     双

摘    要    大国崛起的维度特征是：现代社会结构基本确立，人均收入和经济总量迅速增长，基础设施水平

达到世界一流，成功实现制度图新变革，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科学技术进步水平领先，先进文化得到广泛传

播，发展空间不断开辟延拓，军事实力持续得以加强，资源环境利用程度高，具有明显的时空特征，得到国

内外广泛认同。大国崛起东亚模式除完全符合上述维度特征外，还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长期动态有效性，高

度重视创造人力资本，充分发挥后发优势，传承儒家文化精华。大国崛起中国道路的特色在于：中国共产党

长期执政，一直建设学习型社会，着力打造创新型国家，独立自主地改革开放，协作型竞争和平崛起，人民

有伟大梦想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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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是指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对世界有重要影响的国家。①崛起

是指伴随经济社会结构根本变化的工业化或现代化过程的总体国土空间的综合实力的提升，及其在世界前

列站位。②这就是本文所讨论的大国崛起范畴。大国崛起对世界影响巨大而深远。大国崛起重组世界地理

空间；大国崛起重塑世界地缘政治；大国崛起改变军事实力对比；大国崛起深刻影响主流文化。③

大国崛起的中国道路备受关注。因为其一，中国是典型大国。中国是当今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国土面

积在世界排第四位，是当今世界第二经济总量大国，是当今世界对外经贸大国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其

二，中国是文明古国。5000 多年连绵不断、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

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传统美德等，是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的重要

思想源泉，为全球治理和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发。其三，中国是后发国家。按照所谓“后发优势”的观

点，后发国可以自由享用先行国技术进步的成果，而无须再为开发已有的技术而付出代价；还有可能获益

于对特殊资源的发现和开发，或较低的劳动力成本。此外，后发国家在充分认识新兴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

 

①学科不同，研究视角不同，对此界定不同。例如，发展经济学关于“大国”的标准，就主要从人口规模、国土面积、GDP 或人均 GDP，有

时候还加上对外贸易规模等指标来衡量。本文所观察的对象，无论用何种指标衡量，都属于“大国”范畴，也就不再就“大国”概念问题

详细讨论了。

②同样，学科不同，研究视角不同，对此界定不同。但就目前各学科最大共识而言，“崛起”还是包括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从根本上现代化

的工业化或现代化的实现过程。如此，“崛起”的衡量指标就一定是国际可比的，肯定不是单一的经济总量或人均经济总量指标可度量的。

③这里把文化界定为人类精神活动及其产品，包括社会价值观、宗教信仰、风俗习俗、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各种制度等，不包括物质财

富，也就是所谓狭义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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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趋势的前提下，完全可能凭借创新发展的制度安排和有效战略，抢占领先技术和产品发展的先机，实

现“弯道超车”或开辟新路，取得对革命性产品的垄断地位，以及由领先技术和产品带来的持久的竞争优

势。其四，中国是东亚国家。地理空间、地域文化、地缘政治、地区现状、内外格局、周边环境等，都是

影响大国崛起的重要因素。这一切对于作为东亚国家的中国的崛起当然也不例外。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

即使考虑到 90 年代后期的金融危机，新兴东亚地区①的增长也是较为迅速和富有弹性的。尽管发生了

1997−1998 年的金融危机和日本的滞胀，东亚依然与欧盟、北美一起构成了当今世界的三大经济板块；东

亚已再度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东亚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与发展潜力最大的区域。仅就此而言，处于东

亚区域的典型大国、文明古国、后发国家的中国的崛起格外引人注目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一、大国崛起的若干维度

 （一）现代社会结构基本确立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现代化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最根本标志的两

个结构性指标−工业比重、城市化率会持续提高和水平居高，其结果一般是②，工业增加值比重在

GDP 中最高，工业部门占主导地位，三次产业增加值比重按从高到低的排序完成由“一二三”向“二三

一”再向“三二一”的转变；城市化率达到 50% 以上，社会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向以工业和服

务业等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转变。荷兰、德国等西欧国家的崛起所依赖的现代社会结构基础，

早在 1500 年前就已经开始演进了。17 世纪荷兰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和最富庶的地区。到独立时，荷兰各省

中规模最大的产业是船舶业、帆布、渔网、绳索、鱼桶及相关产品的制造业，盐加工业，酿酒业，建材业

以及毛纺和麻纺业。荷兰的服务业在本国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③1700−1820 年，英国上升为霸权国。

其间，人口的增长率是欧洲国家中最快的，城镇化率在全国各地都有显著提高。农业劳动力比重明显下

降。④1913 年，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超过了英国，而且其技术水平也取代英国，最接近当时技术的前沿。

而在此前的 1820−1890 年，美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也同样明显下降。⑤

 （二）人均收入和经济总量迅速增长
1400−1700 年，荷兰的人均收入增长是欧洲最快的，而从 1600 年到 19 世纪 20 年代，荷兰的人均收

入水平是欧洲最高的。这是由于 1600 年前北欧有很多贸易机会，同时荷兰通过水利工程成功改造农业，在

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居高。⑥在英国上升为霸权国的 1700−1820 年，英国人均收入增长快于 17 世纪，是欧

洲平均水平的两倍多。在英国技术进步和实际收入增长的加速阶段，即 1820−1913 年，英国的人均收入增

长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快，大约为 1700−1820 年的 3 倍。1820−1870、1870−1913、1913−1950 年间，美

国人均 GDP、GDP 增长率都比英国高。1913 年，美国 GDP 是英国的 2.3 倍，已是世界第一经济总量大国。⑦

1950−1973 年，日本人均收入、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都明显高于西欧。1973 年，日本

GDP 仅次于美国，已超过德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总量大国。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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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东亚包括东盟成员国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加上中国、中国香港地区、日

本、韩国、蒙古和中国台湾地区。新兴东亚地区指除日本外的上述国家和地区。发展中东亚地区指除去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

湾的新兴东亚地区。

②不同学科研究现代化问题的专家学者对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的指标衡量标准有不同观点，有的专家学者基于对现代化、工业化和

城市化概念的特殊理解，建构了不同的衡量指标以及分析不同阶段的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指标标准水平，但对于这里所简要说明的

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经验性、统计性结构指标水平是有共识的。

③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66−74 页。

④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第 86−87 页。

⑤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第 87、93−94 页。

⑥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第 66、68 页。

⑦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第 178−181 页。

⑧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第 130、178、1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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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基础设施水平达到世界一流①

1482 年，葡萄牙在位于现在加纳海岸的埃尔明纳要塞建立黄金交易中心，而黄金是当时国王的最大收

入来源。②1600 年前，荷兰通过水利工程成功改造了农业。17 世纪中叶，荷兰创造了配备有纤道的运河网

络，大大降低了泥炭、干草、小麦、牛、木材、建材和其他笨重货物的运输成本。在整个 17 世纪和 18 世

纪的大部分时期，荷兰稠密的市区人口、优良的港口和四通八达的内河系统降低了运输和基础设施建设的

成本，降低了政府服务的费用，也减少了对存货的需要。③英国在 1485−1700 年利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现代

民族国家和制度的创立时期，于 1662 年成立了皇家学会，1694 年成立了英格兰银行，复辟时期创建了皇

家天文台并设立了皇家天文学家职位。英国在上升为霸权国的 1700−1820 年时期，通过创建收税公路和渠

道网络以及发展海岸运输极大提高了国内市场的统一程度，促进了不同地区之间更有效率的专业化劳动分

工。英国在 1820−1913 年技术进步和实际收入增长的加速阶段，苏伊士运河在 1869 年开通，它将伦敦到

孟买的距离缩短了 41%，到马德里的距离缩短了 35%，到加尔各答的距离缩短了 32%，到香港的距离缩短

了 26%。这不但降低了蒸汽轮船的燃料成本，而且使帆船处于非常不利的竞争地位，因为运河中缺乏风

力。④在日本，包括运输、通信、公共事业在内的社会间接资本的积累，在国家强有力指导下，自明治初

期至 20 世纪初进展迅速。这些社会资本的积累对于工业化作出了无法估量的真正贡献。⑤在美国镀金时

代，19 世纪铁路业迅速发展。再以城市供排水为例。1870 年前后，只有最富裕的地区和少量的商业区有公

共供排水系统。到 1890 年，一个典型城市 25% 到 34% 的人口可以享用到公共供排水系统，到 1909 年，

在人口超过 30 万的城市，超过 70% 的人可以使用公共下水道。到 1915 年，官方估计在大多数城市，超

过 95% 的当地居民可以使用公共供水。⑥

 （四）成功实现制度图新变革
17 世纪和 18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荷兰社会经济制度都是比较优越的：产权清晰，土地清册登记方便

了产权的转让；有一个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有效的法律体系和健全的金融体系；税负较高，但它是对支出

而不是对收入征税，从而鼓励储蓄、节俭和勤奋工作。1485−1700 年，是英国创立有利于商业资本主义的

现代民族国家和制度的时期。其间，17 世纪也是英国经济制度沿着荷兰方向进行改革的世纪，包括封建割

据被更集中化体系所替代，废除僧侣等级制度，政府管理现代化，成立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现代化，公

债市场的出现等。⑦特别是，在 1688 年的“光荣革命”后，在传承 1215 年《大宪章》原则基础上确立的

 《权利法案》和君主立宪制为英国经济起飞和第一次工业革命奠定了强有力基础；1776 年，亚当·斯密的

 《国富论》出版，在亚当·斯密等经济学家的指引下，英国结束了重商主义时代，建立了一直延续至今的

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日本在始于 1868 年的明治时期，卓越地实现了现代化，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

路的国家。其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制度改革，包括废藩置县，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实施国民享有平等

接受教育机会的教育制度；激励全国国民保卫国家的决心，创建近代式军队；承认土地自由买卖，废除农

民和土地的隶属关系等。⑧美国经济现代化成功的决定性因素，至少在于拥有一个现代化的政府制度安

排，包括建立功能相对完善的政府机构；政府权力的有序交接，严格坚持法治并且有一个独立的司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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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里的基础设施是指影响全国的重大生产与生活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能源、通信、商贸金融网点、城市建筑、水利、气象、文化、教

育、科技、医疗卫生、消防、公安、地震预测等各种必备设施。但时代不同，工业化、现代化阶段不同，主要基础设施建设的内容也很不

相同。

②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第 46、49 页。

③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第 70−72 页。

④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第 82、84、86、89−91 页。

⑤南亮进：《日本的经济发展》，景文学等译，北京：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9 年，第 106 页。

⑥普莱斯·费希拜克、斯坦利·恩格曼等：《美国经济史新论》，张燕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第 244、254 页。

⑦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第 4−11、72、82−84 页。

⑧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李杜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9−20 页。

69



来裁决争议。美国这种以市场为导向的国家，政府在经济中却扮演着若干种角色：界定和实施财产权利、

维护缔约自由与“规范的司法管理”、提供国防这一典型的公共产品、弥补市场机制种种缺陷的必要的政

府干预、改变经济激励结构的收入再分配等。①

 （五）实行对外开放政策
15 世纪下半叶，葡萄牙发动了一个雄心勃勃的，促使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经济交往的活动。在发展欧

洲对大西洋诸岛的贸易、航行和殖民方面，在开拓环绕非洲、进入印度洋和联系中国与日本的贸易路线方

面，都起了主要作用。荷兰是 1400 年至 17 世纪中叶欧洲最繁荣的经济，而航运和商业服务业则是它收入

的主要部分。它在推动国际分工的专业化方面超过了当时任何其他国家。1820−1913 年间，英国对外开放

政策对人均收入的持续快速增长作出重要贡献。1846 年，取消了农业保护性关税；1849 年，限制国外竞争

对手的《航海法》被中止了。到 1860 年，英国单方面取消了所有贸易和关税上的限制，并同法国和其他欧

洲国家建立了旨在促进自由贸易的互惠条约。这些含有最惠国条款的条约意味着双边自由化同等地应用于

所有参与国家。从 1870 年起，以海外投资为目的的英国资本大量流出，相当于它储蓄的一半。1853 年，

佩里率领美国舰队访日，逼迫日本开放门户。此前长期闭关锁国的日本决定接纳西方文明，从此走上对外

开放之路，为日本现代化奠定了重要基础。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外经济和商业政策与战前有很大

不同，主要致力于技术传播，促进海外投资和世界贸易自由化。美国的这种政策新动向，在其 1948 年推行

的，旨在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中已经明显反映出来。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 1950−1973 年这一

黄金时代持续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通过美国主导建立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等，创建起新型的自由国际秩

序。④与此同时，美国经济活动水平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948−1979 年间美国巨大经济扩张的推动

力是资本和劳动力的广泛流动。⑤美国是国际资本市场全球化的主要获利者。从战后到 1988 年，美国的

国外资产总额一直超过其负债总额，但以后其国外净资产水平从零左右降到−1.5 万亿美元（超过 GDP 的

20%）。因此，全世界帮助美国保持了长期繁荣，为它巨额国际收支赤字提供了资金。⑥纵观大国经济崛

起和美国成为第一强国的历史可见，第 45 任总统特朗普（Donald John Trump）任内美国政府于 2018 年向

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发起贸易保护主义之战，实在是没有多少道理可言。
 （六）科学技术进步水平领先
16 世纪葡萄牙与西班牙成为第一代世界大国，得益于它为航行印度所作的一个举足轻重的研究计划，

其涉及延续多年的船舶技术的试验、导航仪器和海图的改进、应用天文学以及关于海风和海流知识的发

展，对替代航线的研究。17 世纪荷兰成为世界商业帝国，得益于它创造了一种新型的船舶工厂以便在海上

处理刚刚捕捞上船的鲱鱼，也发展了成批地生产低成本通用货船的方法。⑦19 世纪英国是生产率水平最高

的国家，是向新技术领域的主要推进者。19 世纪末德国成为世界一流强国，得益于 19 世纪德国在诸如化

工部门已是世界的领先者。⑧20 世纪美国对其他先进国家的领导能力比 19 世纪的英国更大，这是为什么

世界经济在 20 世纪能够比 19 世纪更快增长的主要原因，技术的前沿被推进得比以前更快了。⑨从西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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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引进先进技术，对于日本和俄国经济增长极其重要。日本自明治时代就特别注意引进推广西方先进技

术，整个 20 世纪一浪接一浪地引进、推广、改进了有形和无形的先进适用外国技术为己所用。改进工程学

或价值工程在日本成了一门艺术。19 世纪俄国大力依靠西方技术，19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在俄国南部建

造的钢铁厂，其技术水平和规模与当时西欧正在建造的钢铁厂相同。①

 （七）先进文化得到广泛传播
法国路易十四对文化艺术的喜好培育了国民对思想文化的推崇，席卷了整个欧洲的启蒙思想在法国得

到了普遍传播。启蒙思想打破了欧洲中世纪的神学枷锁，开启了理想的大门。1789 年，法国大革命爆发，

 《人权与公民权宣言》颁布。1697 年，俄国沙皇彼得一世前往欧洲各国游历和学习。回国后，他强硬推行

了一场从穿衣、吃饭到科学教育等的社会变革，用野蛮手段推进了俄罗斯的文明进程。继承彼得改革的女

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引进欧洲的启蒙思想，重视教育，并试图起草法律。18 世纪后期，俄罗斯成为地跨欧亚

大陆的大国，并成为欧洲事务中的重要角色。在战争−革命−改革的多次反复中，这个在传统和现代之间

徘徊的民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考能力和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文明，并借此完成了由农奴制向工业文

明的蜕变。
 （八）发展空间不断开辟延拓
发展空间可以是有形的，例如陆、海、空等实体国土空间；也可以是无形的，例如空间开发技术提高

或空间治理体系现代化或数字化信息网络空间构筑等所带来的空间开发利用效率提高，进而创造了崭新的

实体或虚拟发展空间。②葡萄牙是欧洲向大西洋扩张的先驱，1500 年它发现了巴西，并由此在美洲开始了

长达三个世纪的殖民开发；1600−1820 年，按人均收入水平衡量，荷兰是欧洲的领先经济体，同时，它在

亚洲拥有一个非常巨大的贸易帝国；英国在国际化和商业发展方面采取了荷兰模式，建立了更加庞大的殖

民帝国，而且是工业和运输技术方面的先驱。西方国家发达的过程离不开对世界其他地方的武力侵犯，美

洲的欧洲殖民化意味着对土著居民的灭绝、边缘化或征服；欧洲与非洲三个世纪的接触集中在奴隶贸易

上。18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中叶，欧洲与亚洲国家之间的屡屡战争目的在于建立或维护殖民统治和贸易特

权。另外，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还伴随着一系列掠夺性战争和损人利己政策。③

 （九）军事实力持续得以加强
17 世纪 70 年代，法国、西班牙、荷兰、英国、俄罗斯的陆军规模分别是 12 万、7 万、11 万、

1.5 万 、 13 万 人 ； 18 世 纪 ， 以 上 各 国 的 陆 军 规 模 分 别 达 到 40 万 、 5 万 、 10 万 、 8.7 万 、 17 万 人 ；

1812−1814 年，法国、英国、俄罗斯的陆军规模分别是 60 万、25 万、50 万人。④崛起后的德国，军费开

支逐年递增；德军规模不断扩大，装备一再更新、改善，1914 年训练有素的陆军达到 51 个师，75.4 万

人，是欧洲最强大的。⑤日本明治维新后，领导者们学习西方各国军备制度知识，激励全国国民保卫国

家，以全新思想创造近代史军队，实行富国强兵政策，直至靠强大军事实力打赢日俄、日清战争，武装侵

略中国东三省建立所谓 “满洲国”，与德国、意大利一起建立“三国联盟”对抗英美⑥，成为挑起第二次

世界大战的三个法西斯轴心国之一。美国从二战中崛起，成为世界上最富有和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冷战

时期，尽管军费支出长期稳定在很高水平，但仍有 1965−1968、1979−1989、2001−2003 财年军费支出的

大幅增长。21 世纪初，军费开支的第四次增长又开始了。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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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资源环境利用程度高
以煤炭资源的利用为例，以百万吨油当量计算，2009−2015 年已经崛起的大国美国、德国、俄罗斯分

别占世界煤炭产量的 11.9%、1.1% 和 4.8%，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则占 47.7%；同期美国、德国、俄罗斯分

别占世界煤炭消费量的 10.3%、2.0%、2.3%，中国则占 50.0%。①再以二氧化碳排放为例，以公吨计算，

2007 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法国、德国、日本、荷兰、葡萄牙、俄罗斯、西班牙、英国、美国分别为

6.0、9.6、9.8、10.6、5.5、10.8、8.0、8.8、19.3，所有这些崛起大国都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4.6），远

高于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0.3），也大大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3.3）；其中，美国还大大高于高收

入国家平均水平（12.5）。②

 （十一）具有明显的时空特征
不同时代，大国崛起时的人口及其增长率、世界占比，经济体量及其增长率、世界占比，人均经济总

量水平，经济结构基础等指标具有明显差别；不同地域，各个大国崛起的地理位置、资源禀赋、战略目

标、产业选择等明显不同。
 （十二）得到国内外广泛认同
葡萄牙开拓海外商业和建立帝国是渔民、国王和外来“新基督教徒”共识的结果。英国“光荣革命”

后通过的《权利法案》，标志着群体而不是个人统治国家的社会共识，为经济起飞和工业革命提供了强有

力的制度保证；延续到今天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则更是国内外广泛赞同的结果。美国开创的市场和政府

共同作用于经济的混合经济模式，迄今还是世界各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学习的先进模式。

二、大国崛起的东亚模式

 （一）大国崛起东亚模式的存在性判定
模式的概念，用于表达特定事物活动的整体性、本质性、代表性或某些共性特征，包括“样品”“模

型”“典型”“形式”“路径”“方法”“图样”等一系列相近词汇的含义。所以，视侧重点不同，英语

可以翻译成 model, mode, method, pattern, schema, style, path 等不同词汇。在经济社会活动中，模式经常翻译

成英语单词 model，如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East Asian Model 等。东亚国家中，日本、韩国、新加

坡已是崛起大国，而当今中国也是世界公认的崛起中大国。这里通过归纳总结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和

中国崛起的成功经验，抽象提炼大国崛起的东亚模式，并不是说这一模式可以普适于整个东亚地区。我们

也可以将这里的所谓“东亚模式”理解为这几个大国崛起为代表的已经崛起或正在崛起的东亚大国模式。

东亚大国的崛起可以分解为由东亚地理空间、地域文化、地缘政治、地区现状、内外格局、周边禀赋等所

决定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维度，具体表现在现代社会结构确立、人均收入和经济总量及其增

长、基础设施建设、制度创新、对外开放、科学技术进步、先进文化传播、发展空间延拓、军事实力加

强、资源环境利用、时空特征、国内外共识等各方面，形成特有的经济发展、工业化、现代化模式。世界

银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财政部等机构的研究成果和翻译成果对“东亚奇迹”以及“东亚模式”都有

颇多认同。③

 （二）大国崛起东亚模式的维度特征
从现代社会结构确立维度看，已经崛起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正在崛起的中国，三次产业增加

值比重、就业比重按照从高到低的排序，均已经完成由“一二三”向“二三一”再向“三二一”的转变；

城市化率均已经达到 50% 以上。④但在崛起过程的起点，东亚大国以三次产业增加值比重或就业比重、城

市化率衡量的现代社会结构基础明显薄弱。例如，1890 年日本城镇化比率是 16.0%，相当于 1500 年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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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的水平①；而中国 1952 年城镇化率仅为 12.0%，明显落后于荷兰 1500 年的水平。②1878 年的

日本农业增加值比重依然在 60% 以上，传统农业社会特征明显；而早在日本之前，1789 年的法国就已经

使农业增加值比重降到 50%。③农、林、渔业的就业比重，1870 年日本、美国、法国、德国、荷兰、英国

分别是 70.1%、50.0%、49.2%、49.5%、37.0%、22.7%，1950 年中国是 77.0%④，可以看出日本、中国开

始崛起时，传统农业社会结构特征比先行崛起的西欧诸国和美国在开始崛起时要突出得多。1972 年劳动力

在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的占比，同样完成崛起的日本，除俄国外，比先行崛起的大国德国、法国、意大

利、英国、美国都高。⑤再次说明其崛起开始时传统农业社会特征突出，崛起完成时还要继续追赶先行崛

起大国的现代社会结构水平。

从人均收入和经济总量及其增长维度看，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在崛起过程中都经历了长期高水

平增长的阶段，而且多伴有“加速期”，最终，成为世界经济总量大国和人均收入水平居高的国家。目

前，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国民总收入（GNI）指标，新加坡已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水平；日本、韩国远

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日本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韩国则远高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中国已达到中等偏

上收入国家水平，但尚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⑥经济总量已达到世界第二位，但人均国民收入刚刚达到中

等收入偏上国家水平、还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这正是为什么说中国崛起还在过程中的主要依据。

从基础设施建设维度看，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等东亚崛起或正在崛起的国家都高度重视基础设

施的建设，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也远比先行崛起国家迅速。日本非居住用建筑资本占 GDP 的比率及其增长

速度⑦，中国铁路总长度、公路网长度在世界排名，中国、韩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在世界排名，韩国每千

人电话主线、每千人宽带用户在世界排名⑧等，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从制度创新维度看，从 19 世纪 60 年代到 20 世纪 40 年代，日本对本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进行

了彻底的改革，挤进了工业和军事大国的前列。⑨1868 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逐步走上 “富国强兵”之

路。⑩1961 年以后，韩国的军事统治宣告结束，开始进行经济和外贸政策的重大改革。70 年代韩国经济飞

速发展，创造了所谓的“汉江奇迹”。⑪经过改革，韩国形成了独特的权威协调集体行为的市场经济类

型。⑫1965 年新加坡独立后，从统一人民的语言开始，经历如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所指出的“调整

又调整，改革又改革”⑬，逐步形成了国家权威做后盾的法律规范，务实主义的政府领导，功能广泛、管

理良好的公共部门，国家以法令规定控制的投资和就业等有机统一的当代典型的法律规制的市场经济类

型。⑭新加坡独立后短短 30 多年，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与韩国、香港和台湾被誉为“亚洲四小龙”。⑮

1978 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大陆开始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面

改革，极大地解放、发展和创造了社会生产力，创造了“世界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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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外开放维度看，1868 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迅速走上了对外开放的发展道路，解除了一切保护措

施，冲向国际经济竞争的浪潮。①韩国、新加坡与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一起之所以成为“亚州四小龙”，

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们都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体，这已为所有国际权威研究成果所证实。中国自

1978 年以后，成为有担当、负责任、全方位、宽领域、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社会主义大国。

从科学技术进步维度看，已经崛起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正在崛起的中国都是充分发挥后发优势，

科学技术进步水平世界领先的典型。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是世界上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最有成效的国

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是加大了 R&D 的投入力度，1980−1985 年，R&D/GNP 的比率就已达到 2.6%，

与先进的美国、瑞典、西德大致相同。②韩国自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1962−1966 年）以后，一直致力于

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和产业结构现代化的科技进步，特别是“六五”计划（1987−1991 年）的主要战略是

 “自主技术开发战略”，旨在向高科技发展，自主开发技术密集型商品，加强国际技术交流合作。③新加

坡土地窄小，人口密度很高，自然资源匮乏，但只用一代人的实践就从第三世界跻身第一世界，给我们的

重要启示之一就是重视新知识、新科技以及企业家给市场带来的创新产品或服务。④中国自 1978 年改革

开放以来，科学技术进步水平迅速提升，在一些科技领域正在经历由“跟跑着”到“同行者”再到“领跑

者”的历史性巨变，伴随经济崛起，正在由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奋进。

从先进文化传播维度看，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都是近距离或直接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对

经历几千年历史演进形成的儒家文化精华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加上对西方发达国家文明的选择性

传播和应有的本土化，使得各自的先进文化传播卓有成效地助推了本国的崛起进程，进而越来越呈现出做

实做大做好所谓“儒家文化圈”的态势。德川时代，日本人的价值观受到儒教的强烈影响⑤，后来一直保

留着重集体高于个人的倾向。明治维新后，西方发达文明急速普及；通过邀请外国教师把西方科学、技术

引进日本，努力普及高等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引进美国教育制度；从废除军事独裁封建制、诞生立宪

君主制，到 1946 年制定了日本国宪法，宣布了议会制民主主义。⑥从 14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成为日本殖

民地，韩国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都是可以概括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学的新儒学；而从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到转而由美国占领，给韩国带来了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

因素，集中体现在民主的、理性的、科学的和工业的价值观以及与这些价值观相适应的人格气质模式上。⑦

新加坡从“文化沙漠”到“文化之都”，经历了从移民杂居、没有历史沉淀、没有灿烂文明成果的多元文

化到“儒家运动”和“共同价值”先后登场，并与西方发达的科学、法律、教育文化融合发展的崛起过

程。⑧中国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具有五千多年的优秀中华文明。当代中国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中国人民在伟大斗争中形成的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集成。在对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形成的当代中国文化，也吸收了人类文明演进史上所有国家和地区优秀的文化成

果，它是人类文明成果和多元优秀文化的集大成者。

从发展空间延拓维度看，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在有形与无形，陆、海、空等发展空间的广度、

深度、高度以及效率方面都走在了世界的前面，不断破除实体空间对发展的种种制约。目前，新加坡是每

平方公里国土面积创造 GDP 最高的国家，而日本、韩国也都大大高于美国。明治维新后，日本在开拓发展

空间方面，曾走过一段军国主义的错误道路，对包括中国、韩国、新加坡等在内的多个亚洲国家和地区发

动过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或实行野蛮的殖民地政策。如今，日本已成为海运强国、航空航天潜力大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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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国土空间开发效率高，克服了实体发展空间“资源小国”的约束。韩国是当今海运强国、互联网运用

强国，单位国土空间开发效率比日本还高。新加坡也是海运强国、互联网运用水平高于美国，特别是单位

国土空间开发效率居世界之首。中国已是世界陆运、海运、航空航天、互联网运用大国，特别是高铁、支

付宝、共享单车和网购等正引领世界潮流，“一带一路”的共商共建共享，使得中国成为发展空间延拓潜

力越来越强的国家。

从军事实力加强维度看，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实行“富国强兵”政策，经历日俄和甲午战争、对包括

中国在内的多个亚州国家和地区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作为三个法西斯轴心国之一参与发动第二次世界大

战直至战败等军国主义发展道路，以及近年来修宪解禁集体自卫权等，充分表明日本在不断加强军事实

力。目前韩国军费占 GDP 比重、军费占财政支出比重均已远超出日本和中国。新加坡国防预算支出占

GDP 比重、国防预算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人均国防费用都居世界各国前列，是东南亚军事实力最强的国

家。中国已是位居世界前列的军力大国，正在向军力强国快速迈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

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由军力大国向军力强国阔步前行，中国军力现代化水平迅速跃

升。综合诸多研究文献可见，目前中国、日本、韩国的军力均已位居世界前列，其中，中国已经位居世界

前三位。

从资源环境利用程度看，以煤炭资源的利用为例，以百万吨油当量计算，2009−2015 年中国占世界煤

炭产量的比重，远高于美国、德国、俄罗斯；同期中国占世界煤炭消费量的比重，远高于美国、德国、俄

罗斯，日本、韩国高于德国，日本还高于俄罗斯。①再以二氧化碳排放为例，以公吨计算，2007 年人均二

氧化碳排放量日本、韩国、中国都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远高于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也大大高于中等

收入国家平均水平。②

从时空特征维度看，东亚国家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同样在不同时代崛起时的人口及其增长

率、世界占比，经济体量及其增长率、世界占比，人均经济总量水平，经济结构基础等指标等诸多方面，

既表现出了各自的明显差别，也表现出了整体与先行崛起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明显不同。地理空间不同，东

亚四国在大致相同的崛起阶段，人口及其增长率、世界占比很不相同；相对于先行崛起的西方发达国家，

崛起过程中既有像新加坡这样的小国−类似于先行崛起国家荷兰，也有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世界第一

人口大国。从经济体量及其增长率、世界占比方面看，前已述及，东亚四国在崛起过程中都经历了长期高

水平增长的阶段，而且多伴有 GDP、人均 GDP 年均增长的“加速期”，最终，成为世界经济总量大国和

人均收入水平居高的国家。在经济结构基础方面，日本、中国等东亚大国开始崛起时，传统农业社会结构

特征比先行崛起的西欧诸国和美国开始崛起时要突出得多，以三次产业增加值比重或就业比重、城市化率

衡量的现代社会结构基础明显薄弱，崛起完成时还要继续追赶先行崛起大国的现代社会结构水平。

从国内外共识维度看，在日本，强调简朴、勤劳和忠于集体的价值标准可以部分地追溯到德川时代武

士的传统，在整个现代时期，大部分社会阶级盛行这些价值标准，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

绪：每个国家都还负有追赶最发达的社会的特殊使命，即便是在那些已经达到同等水平的领域也是如此。③

二战结束后，在财政拮据的情况下，日本人依然可以呈现一种文化国家复兴中的精神面貌。④在韩国，制

度文化具有新儒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背景，形成了权威协调集体行为的市场经济体制，以

及紧密的企业-政府关系，这从制度安排上保证了指导全国的五年经济计划的顺利实施。⑤在新加坡，典型

的现代法律规制有效整合了多元种族与文化⑥，通过“奋斗”文化到“儒家运动”，再到“共同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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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进，人们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显著增强，在面对外来文化时更多了一份从容与淡定，在应对经济和社

会发展中的各种挑战时也更多了一份“精气神”。①而在中国，已经把“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

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一同被称为成功崛起

的“亚洲四小龙”，而中国的崛起已是世人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先生执政后从对中国开打贸易战到全面

抑制中国经济发展的种种行为，更加证明了中国崛起的大势已成。
 （三）大国崛起东亚模式的归纳总结
 （1）注重经济增长的长期动态有效性。东亚四国经济长期增长绩效的最突出表现是，不仅都经历了长

期高速增长期，而且都存在“加速期”，直到成为世界经济总量大国或人均收入水平居高的国家。东亚崛

起中表现的经济长期增长的有效性，正如世界银行在《东亚奇迹》②一书中所指出的，关键在于：第一，

坚持宏观经济管理基础，包括稳定的商业环境，鼓励长期投资和固定资产积累的较低的通货膨胀；谨慎而

可持续的财政政策，并积极与其他政策配合，以便更多人更平等地享受高速经济增长的成果；可以维持出

口竞争力的汇率政策；金融业的发展和逐步开放，最大限度地提升国内储蓄（储蓄的最初动力来自快速增

长），促进资金的有效配置，与全球金融体系接轨；支持初级和中级教育，努力创造一个拥有外向发展技

能的阶层。第二，强调发展一套官僚体系的策略，这个体系能够认知和执行集权的、自上而下的“强政

府”的功能，并能够就长期规划做出值得信赖的承诺。第三，东亚政府采用积极参与政策，加速工业化步

伐，增加工业产品中出口的比重。第四，采用实用主义方法，强调长期目标和策略，采取灵活措施，达不

到目的就放弃，以保证政府支持有效。③（ 2）高度重视创造人力资本。除了支持初级和中级教育外，最

突出的表现如把人力资源作为第一资源，加强 R&D 投入力度，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充分发挥企业家

作用，用先进文化教育人。（3）充分发挥后发优势。突出表现在通过基础设施水平以超过先行崛起国的速

度提升并迅速达到乃至引领世界一流，为崛起和崛起后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通过立

足国情的制度创新，建构起特色鲜明的现代制度体系，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迅速提升，根除了

阻碍可持续发展的各种障碍；通过对外开放，在充分利用了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本、两种资源的同

时，还卓有成效地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了世界一流的先进科学技术，引进、招揽乃至留住了世界一

流的人才和智力，引进、学习、嫁接、改造了世界一流的管理经验和方法；通过总结先行崛起国家走传统

工业化老路所引致的对资源掠夺性开发利用、对环境污染的教训，在资源环境利用中贯彻可持续发展理

念，走出一条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绿色发展导向的新型工业化新路。（4）传承儒家文化精华。突出

表现在制度文化具有新儒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特质，在行为上崇尚节俭，强调勤劳，

注重实际，忠于集体，善于协作，讲究长远，尊重自然。

三、大国崛起的中国道路

 （一）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
中国共产党是一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政党。马克思主义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人类关于自然

科学、思维科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于 19 世纪 40 年代创立，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

的科学思想体系。正如列宁在为纪念马克思逝世 30 周年而写的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

分》中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直接继承了 19 世纪德国古典哲

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优秀成果。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

讲话》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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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马

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而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以马克思主义的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指导；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马克思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

根本立场，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是仅仅代表少数人或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中国共产党

始终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一脉传承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体系和先

进的理论成果。这一切，是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如今发展到拥有 9000 万党员；能够长期执政、如今执政

已达 70 年的思想根源。而且，这也与许多西方“轮流坐庄”的所谓“选举型”政党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

难以形成也没有形成长期指导思想，更不用说形成既与时俱进、又一脉传承的先进的政党指导思想体系；

只代表特殊利益集团。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

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逐步走上了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之路，中国崛起成为现实，如今这已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共识。

中国共产党执政是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

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①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时期，各种

主义和思潮都进行过尝试，资本主义，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

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人

民建立了新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快速发展起来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各式各样的

 “中国崩溃论”从来没有中断过。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国力与日俱增，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共产党在

成立近百年、执政 70 年的任何时期，都得到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拥护。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具有自我完善的内生机制。一是选举中有自我完善的内生机制。《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充分体现了在选举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人员中的广泛民主性，

而广泛的民主性就从根本上保障了选举机制的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

主、依法治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确保了国家权力机关由人民选举、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在不断

发展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加上这一根本的政治制度安排，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

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等，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西方宪政民主制的“民主

公地悲剧”，古代世袭终身制的“政治基因”缺陷、“首脑能力”缺失等所导致的各种执政不可持续的问

题。二是选拔中有自我完善的内生机制。《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关于党员入党条件、义务和权利的规定，

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党员入党的开放性。《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并指出它既

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运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民主集中制，加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中的选贤任能、竞争择

优、群众公认等原则，从根本上保障了各级领导干部选拔机制的不断完善。三是监督中有自我完善内生机制。

 《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坚持从严管党治党，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要把严的标准、严的措施贯穿

于管党治党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依规治党、标本兼治，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在党

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相应地，制定了一整套党内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行政机关、

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对于执政监督，建构起一

整套制度规范，标本兼治，可持续进行，这也从根本上保障了执政监督机制的不断完善。

中国共产党是有远大目标和长远规划的领导型政党。首先，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中

国共产党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中国共产党充分

大国崛起：东亚模式与中国道路

 

①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2019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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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

实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的最高纲领和基本纲领的统一，

必须立足现阶段的奋斗目标，脚踏实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努力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其次，作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安排。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共产党

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构想并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十九大提出从

2020 年到 21 世纪中叶的 30 年，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个阶段奋斗

目标的安排。再次，从 1953 年第一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开始至今，已经连续制定了十三个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年规划，对各个五年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发展目标、发展重点或主

要任务、保障措施等，进行了系统、合理和切实可行的部署和安排。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中国才更能实现经济增长长期动态有效、社会秩序稳定演进等，也

才更能实现迅速崛起。
 （二）一直建设学习型社会
塞萨尔·伊达尔戈认为，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信息的增长。非稳态系统、固体物理和物质的可分析计算

能力三者，是宇宙中信息存在与增长的物理机制。人类算是代表了物质的分析计算能力的最高水平。信息

的发展是整个人类经济发展的核心，而正是人类分析计算能力的进步，加上人类创新产物的长期积累，才

有了信息增长进而经济的增长。就可持续增长与发展而言，因为储藏了丰富的信息，所以，当这个宇宙不

断发展、熵值不断增长时，我们的星球则继续走在一条抗争着这一趋势的路上。①斯蒂格利茨认为，信息

可以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知识，而学习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着更重要的影响，这对于发展中国的社会福利

增长很重要，通过缩小知识的差距，社会福利的增长速度比单纯积累资源带来的增长要快得多。创建一个

学习型经济和学习型社会的政策不仅会重塑一个国家的经济，也会在更广的层面上重塑一个国家的社会，

二者的结合可以在现在和未来共同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②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作为古

老民族，中华民族 DNA 的演进必然经历更加漫长的岁月，并且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无论对

于自然环境的适应性学习，还是对人类社会创造的信息存量的学习和增量的贡献都是如此。从两千多年前

的孔孟儒学至今，尊师重教一直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从中国古代科考制度至今，各级政府官员的选拔

总体上都对学问、学识和学历给予了高度重视。习近平在中共中央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

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学习本领是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第一位本领，同时要善于把学到的本领运用到实际工

作中去，努力做到知行合一、以知促行、以行求知。东亚各崛起大国都高度重视学习，因为它们都在以中

国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圈内。长期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 D. H. 珀金斯早就指出：中

国之所以能成为亚洲的下一个经济大国，根源之一在于重视正规教育，这是传承孔子重视教育的思想的结

果，而包括日本、朝鲜在内的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这一思想的影响。③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优先发展教育，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

路，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保障了亿万人民群众受教育的权利。教育投入大幅增长。颁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等一系列有关教育的法律法规，制定实施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2010−2020 年）》，该规划确定：到 2020 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

力资源强国行列。近年来，随着线上线下结合的崭新学习平台的建立，公民、企业、学校、社会各界互联

互通的学习网络已经形成，中国迈向学习型强国的步伐明显加快。

Academic  Monthly 第 51 卷 10 Oct  2019

 

①塞萨尔·伊达尔戈：《增长的本质：秩序的进化，从原子到经济》，浮木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年，第 206−207、211 页。

②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布鲁斯·格林沃尔德：《增长的方法：学习型社会与经济增长的新引擎》，陈宇欣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年，

第 386、396−397 页。

③D. H. 珀金斯：《中国：亚洲的下一个经济大国》，金志有、张乃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 年，第 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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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着力打造创新型国家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达，有印刷术、造纸、指南针和火药等伟大发明。李约瑟明确指出：在公元后最

初的 14 个世纪里，中国传给了欧洲极为丰富的发现和发明，而西方在接受这些发现和发明时往往并不清楚

它们源于何地。在文艺复兴之前和期间，中国人在技术方面占据着非常支配的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

人从来就是单纯的“经验论者”。中国的成就不仅在技术方面，古代和中世纪的中国有一整套自然理论体

系，有系统的有记录的实验，而且有许多极为精确的测量。古代和中世纪的中国科学囿于表意文字的范围

内，很少向外渗透。中国人的理论最后阶段仍然是中世纪型的，因为这些理论并没有促成文艺复兴以及对

假说的数学化。①“ 李约瑟问题”的标准提法是：为什么从公元前 1 世纪到公元 15 世纪，在把人类的自

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

国（或印度）文明中发展起来？②对“李约瑟问题”的回答，李约瑟本人以及其他众多学者从中国与西欧

之间社会经济模式的差异的比较中给出了多个维度的解释。但笔者认为，从大国崛起的本质是信息演化的

结果的角度，还可以给出大国崛起所面临的一般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

阱”之外的第四个陷阱即“演化速度陷阱”的解释：作为信息演进的结果，大国崛起以后会由于大而自

满、大而失敏，或变大后继续信息演进的代价也更大等原因，使本身的信息演化速度放缓，从而被其他国

家赶上或超越。③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技进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步伐明显加

快。中国共产党确立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第一生产力，发展是第一要务、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

资源的理念，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主张创新是包括理论创新、科技创

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管理创新等在内的系统创新，实施科教兴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颁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等有关科技创新的法律法规，提出构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国

家；制定实施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科技投入不断加大，科技进

步贡献率已经达到 58.5%。目前，在导航系统、航天、手机、通信、高铁、港口机械、民用无人机、数字

安防、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领域，中国科技实力已处于世界前列。
 （四）独立自主地改革开放
1978 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作为世界典型大国崛起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始终坚持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坚持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统一、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人为本的

价值取向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人类文明演进史上写出了前所未

有的改革开放篇章，也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改革从农业到工业、农村到城市、单项突进到全面配

套，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更加注重顶层设计，从破除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外交、党的建设等

各个领域的改革，为中国崛起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开辟了大国制度创新的崭新路径。开放会使一个国家

的信息演化在更大的环境中进行，增大信息存量和创造新的信息，从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国曾深受闭

关锁国的危害，“李约瑟问题”与“演化速度陷阱”的解释，实际上反映的就是闭关锁国的问题。中国把

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相继采取了一系列影响世界的重大举措：设立经济特区、沿海对外开放城市、海

关特别监管区、自由贸易区，谋划自由贸易港，加入 WTO，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提

出“一带一路”倡议，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等。毋庸置疑，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独立自主的，是不

受所谓“华盛顿共识”影响的。后者的“休克疗法”曾导致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挫败。
 （五）协作型竞争和平崛起
源于儒家思想的和谐、和平、合作或协作理念，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与和平崛起的思想基础。习近

大国崛起：东亚模式与中国道路

 

①李约瑟：《文明的滴定：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张卜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6 年，第 46、50−51 页。

②李约瑟：《文明的滴定：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第 176−202 页。

③当然，公元前 1 世纪到公元 15 世纪的中国，在世界上虽是大国乃至强国，但仍属于传统农业社会，不符合本文关于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从

根本上现代化的工业化或现代化的实现过程的“大国崛起”的定义，但这并不影响对问题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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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思想，是着眼人类发展和世界前途提出的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已得到

国际社会的高度赞扬并多次写入联合国文件。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积极开展对外交往通商，而不是对外侵略扩张；执着于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而不

是开疆拓土的殖民主义。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

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①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人口、国土空间、经济总量、资源环境

利用大国，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可谓举足轻重。中国认真履行对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 世

纪议程》的庄严承诺，制定了《中国 21 世纪议程》，即《中国 21 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以此

作为中国可持续发展总体战略、规划和方案，作为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指导性文件；积

极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作为缔约方遵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基本原则，积极签署

 《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并严格履行承诺。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中国倡导生态引领、绿色发展，保持了战

略定力。2019 年 3 月，习近平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在“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中一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中坚持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是其中一条基本方略，在新发展理念中绿色是其中一大理念，在三大攻坚中污染防治是其中一大攻

坚战。这“四个一”体现了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把握，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中的地位，体现了党对建设生态文明的部署和要求。
 （六）人民有伟大梦想精神
中国人民的梦想精神是古老中华文明长期演进的结果。用信息演化的视角看，这是信息长期演化过程

中形成的一种特殊的信息结构和组合的具象或表现。中华文明有 5000 多年演进历史，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

古国中唯一传承到今天的文明大国，历史上曾长期走在世界前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在几千年历

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始终心怀梦想、不懈追求，不仅形成了小康生活的理念，而且秉承天下为公的情怀，

盘古开天、女娲补天、伏羲画卦、神农尝草、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我国古代神话深刻反映了

中国人民勇于追求和实现梦想的执着精神。②中国崛起和中国梦的实现，不仅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

族的共识，而且也得到世界各国人民越来越普遍的认同。

四、结 语

从信息演化的视角看，中国崛起是人类文明、特别是五千余年中华民族文明基因信息演进的必然结

果。中国崛起也是中华文明遵循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中国发展曾经长期在世界领

先，但由于社会经济模式或者“演化速度陷阱”等大国崛起中的各类问题，也曾长期失去了领先发展的地

位。新中国成立以前，国际社会可以有各种理由不看好中国。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即使从改革开放开始，

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唱衰中国的舆论在国际上也是不绝于耳，各式各样的“中国崩溃论”来

没有中断过。但是，中国没有崩溃，综合国力反而与日俱增，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际地位上升。国

际上关于“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等议论和研究也多了起来，其中不乏赞扬者。

但是，从人均收入水平、产业结构演进水平等主要指标水平看，从现阶段所面临的日益复杂的国际局

势和发展环境所带来的挑战看，中国还是正在崛起中的大国。中共十九大明确指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

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完成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任务，中国需要解决长期发展中所累积

起来的一系列问题，包括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经济结构、创新体系、生态环境、风险防控、反腐倡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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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方面；也需要面对崛起中出现的崭新问题，如怎样参与国际政治、经济、金融等秩序的改革创新，有

效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方案和中国力量。跨越大国崛起中的各种“陷阱”，还

需要从历史经验、现实实践、对未来发展趋势的把握中，探索出更加科学的理论，制定更加符合国情和时

代要求的战略规划、政策体系、方案举措。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高效生态产业发展研究”（16AJY006）
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王胜强）

The Rise of the Great Powers: Eastern Asian Model and
Chinese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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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mens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ise of the great powers are as follows: basically established

modern  society  structure,  fast  grew  per-capita  income  and  total  economic  output,  world-class  level

infrastructure,  successfully  implemented  institutional  reform,  expanded  opening-door  policy,  advanc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de  spread  advanced  culture,  opened  up  development  space,  reinforced  military

power,  high  utilization  of  environment,  distinct  space-time  features  and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In addition, Eastern Asian Model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long-term dynamic effectiveness of

economic  growth,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nd  the  inheritance  of  Confucian  essence  culture.  The

Chinese Road of the rise of the great powers in characterized by the following: the long-time governanc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continuous  construction  of  learning  society,  the  rapidly  creation  of

innovative  country,  the  independently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the  peaceful  growth of  collaborative

competition and the great dream spirit of our whole nation.

Key words:  the dimension of the rise of great power, the evolution of information, the Chinese Road,  

大国崛起：东亚模式与中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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