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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就与经验
———基于域观经济学的阐释

李曦辉　弋生辉　黄基鑫

摘要: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领

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中国共产党百年的赓续探索,向世界

昭示了人类文明模式并非只有西方一种模式,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人类提供了现代化的新路径,向世界贡

献了中国智慧.以域观经济学为研究范式,基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物质文明视角,对中国共产党带领人

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进程进行阐释.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推翻三座

大山,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体现了“制度形态”;领导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

济潮流,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彰显了“经济理性”;进入新时代,推动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相结合,凸显了“价值文化”.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

新形态的本质特征;党的历代领导人一脉相承的思想观念,是中国式现代化持续进步的关键因素;以域观

经济学为代表的经济学中国学派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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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１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党的百年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

历史进程,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

现代化的途径”① .«决议»中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经过百年

奋斗在人类发展历史上创造的伟大奇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造,生动刻画出中国经济从高

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成就和经验,为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梦想提供了理论支撑和行动指南,具有重要的人类文明价值和世界意义.我国现代化是人口

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② .这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用几十年的时间

完成了西方工业化国家几百年的历程,创造了人类历史继西方工业革命和工业化后的又一次最伟大

的成就,广泛而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发展的面貌和全球化发展的格局.
自１８４０年开始,在之后的一百多年中,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几乎都侵略过中国,“落后就要挨打”的

思想深深地烙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

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了“站起来”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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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在党的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正确判断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了建立独

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不懈奋斗,最终改变了旧中国的面貌,人民对于经济文

化发展的需要得以满足,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改善,轻重工业均得以显著发展,为后续改革开放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创立了制度根基.
随着工业的发展,物质不断丰富,人民群众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满足.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

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的判断,以此为起点,开启了改革开放进程,融入了世界经济潮流.在此期间,
中国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经济总量持续提升,已稳居世界第二.中国共

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富起来的目标,彰显了经济理性的重要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继续丰富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党的十九

大再一次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论断.在此基础上,中国人民开启了强起来的宏伟篇章:人均 GDP
超过一万美元,GDP总量突破百万亿元大关,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有了质的飞跃;彻底

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得以改善;遏制了肆虐全球

的新冠肺炎疫情,既保障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又快速恢复了经济.这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

更为完善的制度保障、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体现了价值文化的魅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金碚指出,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必须要用新的范式思维以

突破传统西方经济学的局限性,他提出“域观经济学”这一概念与范式.域观经济学观察和解释中国

经济发展的最大特点就是强调由宪法确认的居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具有决定性的角色存在、重
要地位和穿透性作用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始终基于中国人口巨大的特殊国情,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最终目的在于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

协调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构成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一以贯之的

动机机理、本质特征和逻辑线索.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

进入了不可逆转的伟大复兴历史进程,这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实现的.域观经济学可弥

补现有经济学对中国式现代化解释的不足,全方位对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五大特征.

一、推翻三座大山: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站起来阶段,第二阶段是富起来阶段,第三阶段是强起来阶段.
(一)推翻三座大山

关于“站起来”的阶段,«决议»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②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严重的阻碍,帝国主义的侵

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加之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固有的弊病,严重阻碍了中华民族走

向现代化的进程.就像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殖民制度大大地促进了贸易和航运的发展.‘垄断公司’
(路德语)是资本积聚的强有力的手段.殖民地为迅速产生的工场手工业保证了销售市场以及由市场

垄断所引起的成倍积累.在欧洲以外直接靠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而夺得的财宝,源源流入宗主国,
在这里转化为资本.”“殖民制度宣布,赚钱是人类最终的和唯一的目的.”③“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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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①,运往中国的鸦片数量在１８世界末时为１８１４箱每年,到了１８３９年,这一数量

已经增长了近２０倍,达到４０２００箱每年②.英国“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填满

英国国库”,“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

侵犯,这一切都是在‘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危及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这种站不住脚的借口下发生

的”③.统计资料显示,仅１８３５至１８３６年度,英国从时为其殖民地的印度所获得的鸦片收入就有近

１５０万英镑,占到当年财政总收入的７．４１％④.从中国所掠夺的黄金白银更是数不胜数.
在中国近代史上,除武力之外,外债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又一重要手段.帝国主义通过借

款给中国反动政府的办法,从政治上、经济上对中国进行控制;中国的反动政府则又通过借款勾结外国

侵略势力,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清政府长年入不敷出,只好选择了大量借外债的方式来弥补亏

空,然而这一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１８８５年,外债占到了岁入的１７６３％.而外债的担保品主要是关

税,仅一小部分是厘金及其他收入,这就导致清政府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关税自主权.按照历年海关报

告计算,在清政府关税收入中,支付外债本利的款项平均约占１５８％,最多的一年(１８９２年)占

１９６％⑤.在这一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经千难、历万险,终于

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为中华民族开启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正如１９８１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那

样,“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

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⑥.在

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一系列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制度建设,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上摸

索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制度保障,探讨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与建设.如在１９４９年召开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１９５４年召开第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建立伊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开始了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程,这注定充

满艰辛.这期间进行了土地改革,没收了地主阶级约７亿亩土地,分给３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免除

了土地改革前农民每年向地主缴纳的约７００亿斤粮食的地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

造,“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同时也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没收了地主、
买办资产阶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凭借政权力量发展起来的国家垄断资本,“这些资产收归人民

的国家所有,构成新中国成立初期国营经济物质技术基础的最主要部分”⑦.按照恩格斯在«社会主

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的论述,“资本家本身不得不部分地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性”,“大规模的生产

机构和交通机构起初由股份公司占有,后来由托拉斯占有,然后又由国家占有”.“无产阶级将取得公

共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

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使它们的社会性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从此按

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⑧以此为理论依据,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开启了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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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制经济的探索,这就是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关于物质文明方面的有益探索.
(三)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面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毛泽东指出,“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

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

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

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因此,“如果不在今

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①.
新中国成立伊始,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毛泽东在“一五”计划期间指出,“现在我们能造什么? 能造桌

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
辆拖拉机都不能造.”②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１９５２年时,第一产业增加值为３４２９亿元,第二产业

增加值仅为１４１１亿元,远低于第一产业增加值.为此党的八大报告提出,“就是要在大约三个五年

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样的工业体系,能够生产各种主要的机器设备和原

材料,基本上满足我国扩大再生产和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需要.”③到了第三个五年计划收官的１９７０
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２２７９７亿元,相较于１９５２年的６７９１亿元增长了两倍多.第一产业增加值达

到７９３３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达到９１８１亿元.自此之后,第二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始终大

于第一产业.其后,我国对比较独立的工业体系进行了完善,提出建立比较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明

确提出“基本建立一个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国民经济体系不仅包括工业,而且包括农业、商业、科学

技术、文化教育、国防各个方面.工业国的提法不完全,提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比只提建立独立

的工业体系更完整”④.如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所说,“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
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象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

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象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太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

存在的.”⑤在«论十大关系»等文件的指导下,中国的轻工业和重工业没有出现发展失衡的情况.

１９４９年时轻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７３６％,随着轻工业的发展,人民生活的需要得以满足,同时也积累

了大量的资金,在此基础上,逐步有序地调整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重.１９７２年时,重工业占工业总产

值的比重达到５７１％⑥.这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带领人民不断探索人类文明的新形态.１９６４年,
毛泽东在修改周恩来向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就曾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

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

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⑦这其中既关注了发展方式的创

新问题,又强调了制度创新的载体问题,就是任何创新都要以中华民族为依托,不断丰富中华文明.
有关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具体目标,刘少奇于１９６２年在中共中央工

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的书面报告中作过阐述.在报告中,党中央设立了１９６３年到１９７２年的发

展目标,一是“按照勤俭建国的原则和不高的标准,基本上解决我国人民的吃、穿、用的问题”;二是“基
本上建成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经济体系,在科学技术方面和工业产品的品种、质量方面实现大跃进,接
近现代工业大国的水平”⑧.工业生产指数很好地佐证了这一点.根据工业统计方面的资料,以１９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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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基期(设中国当所生产指数为１００),分析世界主要国家工业生产指数的变化可知,１９４９年时,中
国的工业生产指数为５,远低于英国的５４和美国的３８,甚至印度的工业生产指数都有２７,远远高于中

国.到了１９７２年时,中国的工业生产指数达到１２３,美国和英国分别为１１１和１０２.自此之后,中国的

工业生产指数遥遥领先其他国家,圆满完成了１９６２年所设定的目标.在完成了产量目标的同时,中
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在世界的位次也有了显著提升.钢产量在１９４９年时位次为２９,到１９５７年提升

到第９位,１９７８年位列第５;原煤产量在１９４９年时排第９位,１９５７年时提升到第５位,１９７８年位列第

３;发电量在１９４９年时位次为２５,到了１９５７年时提升到第１３位,１９７８年位列第７.１９７８年时,原油产

量跻身第８位,水泥产量在世界排第４位,化肥产量排到了第３位,布的产量更是排到第１位①.总的

看来,基于中华文明和中国道路的经济发展模式取得了成功,当时就已开启了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的

进程.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

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时期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

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②.在对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持续探索中,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没有全盘否定改革开放之前的

人类文明成果,而是进行辩证分析,汲取精华、摒弃不足,所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才得以在总结提高的

基础上,不断持续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

二、彰显经济理性:融入世界经济潮流,开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

«决议»指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国建设

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③

(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事业,需要我们以惊人的勇气进行探索,就像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所讲的那样,
“我们并不苛求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者知道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的一切具体情况.至于在实践中

具体如何走,那只能在千百万人开始行动以后由千百万人的经验来表明”④.这体现了列宁作为马克思

主义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原则.正是在此基础上,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

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开启了富起来的新进程.«决议»总结道,“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结束‘以
阶级斗争为纲’,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实
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明确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

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发
展生产力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核心目标.因为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群众实现小康的目标就无

从谈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走向富起来时代的转折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会议

指出要“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四个现代

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⑤.自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召开这３０多年的时间,我们党一直带领

全国人民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我们并没有拘泥于传统的姓“资”姓“社”的讨论,而是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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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尝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揭

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

问题,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议,制定了到二十一

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三

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

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

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

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党的十六大以

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

展等重大问题,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

调可持续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成功

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看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
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既要超越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中的不足,又希望利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

程中的先进经验,核心就是发展生产力.
(二)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经济发展思想

对于运用何种手段发展生产力,实现人民富裕的思路,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上是一以贯之的.
毛泽东在１９５８年批评了那些急于废除商品生产的错误主张,认为有些人“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

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

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

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①.邓小平在

１９７９年提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

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
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

经济.”②邓小平在１９８８年和１９９２年分别提出,“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社
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③.江泽民

在１９９７年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

和发展生产力”,“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

济制度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④.胡锦涛

在２００５年提出,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又要注重克服市场的缺陷和防范其可能引发经济的较大波动健全的市场机制,有效的宏观调控,
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⑤.习近平２００１年在福建工作时就认为,“经
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在社会制度上能够越过‘卡夫丁峡谷’,并不等于它们在经济发展上也必然能够越

过商品经济的‘卡夫丁峡谷’”,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这样的表述和设想.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的实践也充分证明,商品经济是那些经济基础薄弱、发展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逾越的发展阶

段,俄国如此,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国更是如此”.“既然在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阶段都离不开商品经济特别是发达的商品经济,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与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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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是相容的”①.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的认识来看,他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知是一脉相承的,
都希望运用人类已创造出来的经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来实现人民的幸福与富裕.他们都没有囿

于传统社会主义的模式来进行思考与引领实践,都在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方法、新路径,希望

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引导中国富起来

就全球范围来看,各国(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参照«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２１»,选取

２０２０年中国与各国(地区)海关货物进出口总额最大的几个国家(地区),和中国一起作为研究样本.
最终选取澳大利亚(AUS)、中国(CHN)、德国(DEU)、法国(FRA)、英国(GBR)、日本(JPN)、韩国

(KOR)、美国(USA)为分析样本.利用国际投入产出表(WIOD２０１３版),使用投入产出方法计算各

国之间的直接消耗系数,在计算过程中,将未选取的其他国家合并为 ROW(RestofWorld).在此基

础上,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计算网络密度,用以反映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密切程度.自１９９５年以

来,网络密度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表明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

展,要素在全球的流动与日俱增,世界各国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在融入国际经济大潮的过程中,中国不断提升自身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实现了长足发展.

而西方传统工业大国的经济增长乏力,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未出现显著攀升.在投入产出法分

析的基础上,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计算各国在各年度世界经济网络中的相对度数中心度,用以反

映各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变化情况.相对度数中心度的取值范围在０到１之间,在网络中的

地位越重要,相对度数中心度越接近１.为方便起见,我们将分析结果绘制在图中,如图１所示.１９９５
年时,美国的相对度数中心度最接近１,处于网络的最中心,紧随其后的是德国和日本,中国则排在非

常靠后的位置.２００１年中国加入 WTO,更加深度地融入国际经济大潮中,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也得以不断提升.２００１年超过法国,２００３年超过日本,２００４年超过英国,２００７年超过美国和德国.

２００７年之后,中国的相对度数中心度一直为１,替代美国成为网络中最重要的经济体.值得关注的

是,中国经济地位提升的同时,以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工业国的经济地位

未出现显著攀升,甚至一些国家呈现出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

图１　１９９５ ２０１１年主要经济体相对度数中心度的变化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投入产出模型计算的结果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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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奇迹.使用投入产出计算得到的直接消耗系数,通过计

算其他各国对于某一国直接消耗系数的均值,用以表征该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程度.这一均

值越大,表明其他各国对该国越依赖,该国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实力也将会得到更大的提升.由图２可

知,由于受金融危机影响,２００９年世界各国经济整体出现下降趋势.除此之外,其他国家对于中国直

接消耗系数的均值一直呈增长趋势,并于２０１０年超过德国,２０１１年超过美国.这表明中国与世界各

国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图２　他国对该国直接消耗系数均值变化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投入产出模型的计算结果整理绘制.

在相对度数中心度计算结果的基础上,可以计算得到相对度数中心势指数,用以反映世界经济体

系中各国之间的差异情况.相对度数中心势指数的值越大,代表着各国之间的差异越大,表明世界各

国的中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世界经济呈现出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局面.经济全球化应当带来各国

共同发展,理应呈现去中心化的趋势.经济全球化设想的是一个无障碍的自由竞技场,规则透明,裁
判公正,要素在全球自由流动,从而实现规模—范围效益的最大化,而现实的地缘政治状态则如同荆

棘丛生、险象环生的崇山峻岭,道路阻碍,盗贼猖獗①.自１９９５年以来,相对度数中心势指数呈现出先

波动下降,２００８年之后又呈波动上升的态势.说明在２００８年之前,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之间的差距

逐渐缩小,体现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要义.在此之后,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思潮在西方国家普遍传

播,逆全球化现象愈演愈烈,使得各国之间的差距又呈现出逐渐扩大的态势.西方发展道路面临范式

失效的挑战,越来越无法解释世界经济现实,经济全球化也陷入一片混乱,亟须新的指导理论,这为探

索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提供了绝佳的机遇.相对接近中心势指数和相对中介中心势指数的计算结

果也支持此观点.
通过计算接近中心度、中介中心度和特征向量中心度等指标以全面反映各国贸易网络的真实情

况.由分析结果可知,中国越来越接近网络中心,同时中国为各国贸易提供了越来越重要的连接作

用.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地位的上升和欧美日等国地位的下降,均验证了中国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

方向的正确性.中国没有参照西方的文明形态,没有走西方的工业化道路,依然实现了经济实力的攀

升,为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积累了经济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用不容辩驳的客观事实,向世界各国展示

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探索的实践,昭示了人类文明绝非只有西方文明的单一形态.在时代的呼唤下,中
国有义务、也有能力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经济实力不断提升的同时,没有侵犯他国利益,也没

有唯我独大,挑起事端,制造摩擦,亦没有践踏全世界人民对于美好生活朴素而又真挚的向往.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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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始终在探索着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丰富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实

践,进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为世界上众多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拓展了新的途径,
提供了新的方案,分享了新的模式.

三、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

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新时代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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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决议»特别提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清晰地表

明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人类提供了现代化新路径,人类文明模式并非只有西方一种,未来发展中国

家的现代化还有中国路径可以借鉴.
关于文明,有学者认为,它是一个民族应对环境的总成绩,凡一种文明的造成,必有两个因子:一

是物质的,包括种种自然界的势力与质料;一是精神的,包括一个民族的聪明才智,感情和理想②.狭

义的文明限于物质领域的发展,广义的文明包括物质领域的发展和精神领域的进步.文化也有广义

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可分为物质、制度、习俗、精神等层面;狭义的文化,主要指人类的精神活动

及其成果,也就是上述广义理解中的第四个层面③.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５日,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

“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发表的«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特别致辞指出,“世界上没有两

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人类文明新

形态提出了方法论基础.列宁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

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④,说明了人类走向文明的路径是多样的.

２０２１年７月１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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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了中国式

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共产党人向世界昭示,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

的现代化探索,走的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体现的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明形态.对于创造了人类文明

新形态的中国而言,我们贡献给世界的就是与众不同的中华文明,它必须采用中华民族特有的形式予

以承载.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体现了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⑤.回顾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国出台的系列政策、推出的系列举措,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区域协调发

展、科技领域新型举国体制等,大多数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饱含着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要素,皆是希望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如何看待世界、如何看待人类的中国思想贡献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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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实现全球的可持续发展.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决议»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

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性.
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文版序言中,对西方主流文化思想表示了

担忧.“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由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

相互并存.那些最大的文明也拥有世界上的主要权利”.此前,许多西方学者认为,人类“只存在着一

条文明之河,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所有其他文明之河都或者从属于它,或者消失在荒漠之中.”“此时,
文明意味着西方文明,国际法意味着源自格劳修斯传统的西方国际法,国际体系是西方的威斯特伐利

亚体系,其主体是主权的而文明化的民族国家及其所控制的殖民地领土”.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恰恰

相反,认为世界万物是相互依存的,不存在中心—外围、核心—边缘、起源—非起源之说.秦亚青指

出,“从中国辩证法的元关系角度思考,没有一方,相对立的另一方就不能存在,因为一方为另一方的

生存、存在和转化提供条件.正如太极图像所表述的那样,二者在互容性关系中共生共存,形成一个

有机整体”②.在这种“矛盾共生共存”中国传统文化观下,我们较好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新范式,塑造了

人类文明新形态.
(三)中华文明再创辉煌

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国坚持平等参与、共同进步、互利共赢等主张,发展出了与秉持“中
心—外围”“核心—边缘”的西方不一样的文明形态.基于２０１６版 WIOD中列出的４４国之间的投入

产出数据,使用投入产出模型和价值增值分析方法计算各国之间的价值增值情况.按照塞缪尔亨

廷顿对世界主要文明进行的分类,重点对比研究中华文明(Sinic)和西方文明.塞缪尔亨廷顿指出,
“许多学者所使用的‘中华’(Sinic)一词,恰当地描述了中国和中国以外的东南亚以及其他地方华人群

体的共同文化.”“西方文明的出现通常被追溯到大约公元７００到８００年.学者一般认为它有三大组

成部分,分布于欧洲、北美和拉丁美洲”,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拉丁美洲虽然与西方有着紧密的联系,但
是发展成了一支独立的拉丁美洲文明,因此“西方就包括欧洲、北美,加上其他欧洲人居住的国家,如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③.

在这一分类的基础上,首先分析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内部国家之间的网络密度,用以表征不同文

明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密切程度.发现对于中华文明而言,２０００年时网络密度较低,表明各国之间的

经济联系不是很紧密,这主要是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对他国的经济依赖没有那么大所致.
随着中华文明的主要国家———中国加入 WTO,世界各国的综合实力得以提升,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

也越来越密切.因此中华文明的网络密度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２０１４年网络密度已经与西方文明

相当.反观西方文明,在十多年的变迁过程中,网络密度仅出现小幅度的提升,表明西方文明各国之

间没有因为各自经济的发展而表现出更紧密的经济联系.
进一步,对比分析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国家价值增值的情况.可以将各自文明所获得的价值增

值分为３个部分:各自文明的国家从本国所获得的价值增值、各自文明的国家从本文明的其他国家所

获得的价值增值、各自文明的国家从本文明之外的其他国家所获得的价值增值.由表１可知,中华文

明各国从本文明的其他国家所获得的价值增值占比始终小于西方文明的这一占比,这体现了中华文

明和西方文明之间的差异.中华文明秉持合作共赢的原则,各自经济在发展的同时,从文明内部其他

国家所获得的价值增值占比较少,从而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带动其他国家的共同发展.而西方文明秉

持“中心—外围”理念,对于非西方文明是如此,对于文明内部的其他国家也是如此.西方文明各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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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过程中,始终将自己置身在中心的位置,不断地从其他国家“榨取”价值.分析这一比值的均值情

况,更能显著地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中华文明从本文明内其他国家所获得价值增值的占比平

均为０００８５,而西方文明的这一占比为００８３８,接近中华文明的１０倍.

表１ 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价值增值分解

年份
中华文明 西方文明

本国 本文明 其他国家 本国 本文明 其他国家

２０００ ０．７３９２ ０．００４６ ０．２５６２ ０．７８３３ ０．０８３８ ０．１３２８

２００１ ０．７４５８ ０．００４９ ０．２４９２ ０．７９０１ ０．０８２０ ０．１２７８

２００２ ０．７２８１ ０．００６２ ０．２６５７ ０．７９２８ ０．０８１３ ０．１２５９

２００３ ０．７０４２ ０．００６８ ０．２８９０ ０．７８９７ ０．０８４０ ０．１２６３

２００４ ０．６７２７ ０．００８６ ０．３１８７ ０．７７９１ ０．０８６４ ０．１３４５

２００５ ０．６５０１ ０．００９６ ０．３４０３ ０．７７４０ ０．０８６７ ０．１３９３

２００６ ０．６３１３ ０．０１００ ０．３５８７ ０．７６３６ ０．０８７６ ０．１４８８

２００７ ０．６３７２ ０．００９８ ０．３５２９ ０．７４８３ ０．０９００ ０．１６１７

２００８ ０．６５１０ ０．００９５ ０．３３９６ ０．７３６１ ０．０８９５ ０．１７４４

２００９ ０．７０９３ ０．００８９ ０．２８１８ ０．７６４５ ０．０７７７ ０．１５７８

２０１０ ０．６８９３ ０．０１０４ ０．３００２ ０．７４８５ ０．０８０９ ０．１７０６

２０１１ ０．６９２９ ０．０１０９ ０．２９６２ ０．７３２０ ０．０８４６ ０．１８３４

２０１２ ０．７０２５ ０．０１０１ ０．２８７４ ０．７３３９ ０．０８０９ ０．１８５２

２０１３ ０．７１１６ ０．００９３ ０．２７９１ ０．７３３５ ０．０８０４ ０．１８６１

２０１４ ０．７１７４ ０．００８５ ０．２７４１ ０．７３４６ ０．０８０９ ０．１８４５

　　数据来源:根据投入产出模型的计算结果自行整理.

进一步地,以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国家出口到其他国家的总额为自变量,代表中华文明和西方文

明出口到他国商品价值的多寡.将商品出口到他国,就会获得相应的价值增值,因此以中华文明和西

方文明国家出口商品从他国所获得的价值增值为因变量进行趋势分析.计算结果表明,出口单位价

值的产品,西方国家从他国所获得的价值增值大于中华文明.随着贸易额的增大,这一比值的极限趋

向于５６％,表明西方文明国家从他国所获得的价值增值将比中华文明高５６％.
在对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分析的基础上,下面将重点聚焦于各自文明的代表国家:中国和美国.

基于两种文明的分析表征了各国的发展受着不同文明的影响,背后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参照前述

做法,将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替换为中国和美国,分析中国和美国出口商品额与所获得的价值增值的

变化情况.由计算结果可知,出口一单位价值的产品,美国从他国所获得的价值增值大于中国.随着

贸易额的增大,这一比值的极限趋向于５５％,表明了美国从他国所获得的价值增值将比中国高

５５％.然而美国高价值增值的事实并没有带来美国在世界经济地位的上升,反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

下降,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
有研究指出,“伴随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国际市场消费的重心和中心则会发生相应的调整和变

化.目前,世界经济格局出现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东升西降”,“中国市场规模扩张作为全球消费市场

重心‘东升西降’的重要引擎,未来的消费需求不仅在规模上占据重要地位,而且对世界其他各国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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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也有一定的引领和示范作用”①.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各国 GDP统计数据计算可知,１９６０年,美国

GDP占全球 GDP的比重达到４７１４％,中国为５１８％.到了２０２０年,美国占全球 GDP的比重降低

到２５３４％,而中国上升到１７８２％.自２０１０年超过日本后,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

一变化的背后,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助力.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

根,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指导中国发展的实践,才使得中国经济焕发出

活力,最终成长为参天大树.
自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开始,中国 GDP始终处于正增长状态.而美国在同一时期,有６年处于负增

长.２０２０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经济增速更是降到近６０年来的最低值,达到 ３４９％.中国在经

济总量指标增长的同时,人均 GDP也快速增长.１９８７年,人均 GDP突破１０００元人民币,１６年之后

突破了１万元人民币.随后,人均 GDP进入飞速提高阶段.２００７年突破２万元人民币,之后仅用了

６年时间就翻了一番,于２０１３年突破４万元大关.后又分别于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１９年突破了５万

元、６万元和７万元人民币,标志着中国进入人均 GDP１万美元国家行列.这意味着人民收入水平在

不断提高,生活条件有了显著改善.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步入２１世纪之时,中国贫困人口比例约为

４９８％,几乎占全国一半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到了２０２０年底,中国消除了绝对贫困,充分改善

和保障了民生,创造了一个奇迹.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也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DevelopmentIndex)主要通过三个方面来衡量:健康长寿(a
longandhealthlife)、知识渊博(beingknowledgeable)和体面的生活水平(haveadecentstandardof
living).健康长寿采用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来测量,知识渊博通过２５岁及以上成年人的平均受教育年

限和学龄儿童预期受教育年限来测量,体面的生活水平采用人均国民总收入来测量.本文根据联合

国数据库,整理得到中国和美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如表２所示.

表２ 中美人类发展指数

国家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中国 ０．４９９ ０．５８８ ０．６９９ ０．７３１ ０．７３９ ０．７５０ ０．７５５ ０．７６１

美国 ０．８６５ ０．８８６ ０．９１６ ０．９２０ ０．９２１ ０．９２４ ０．９２５ ０．９２６

　　数据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

由表２可知,１９９０年至２０１９年美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大于中国.但从１９９０年以来,中国始终保持

着１４７％的年均增速,而美国的年均增速仅有０２４％.同时结合世界银行数据库查找的人均 GDP,
可以计算得出,自１９９０年到２０１９年,人均GDP每增加１万美元,将带来中国人类发展指数０２６４７的

增长,而美国人类发展指数仅增长００１４７.同时,从２０１４年到２０１９年,美国人类发展指数在世界的

排名倒退了３位,而中国则前进了１２位.从 GDP总量与人均寿命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看出,中国与美

国具有相同经济总量时,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虽然小于美国,但总体来看差距不大.如２０１４年中国

GDP总量突破１０万亿美元时,人均预期寿命为７５６岁,美国在 GDP总量突破１０万亿美元的２０００
年,其人均预期寿命为７６６岁.从中美两国人均 GDP来看,１９７８年,美国人均 GDP突破１万美元,
其人均预期寿命达到７３４岁,到了中国人均 GDP突破１万美元的２０１９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达

到７６９岁.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GDP总量不断提高,人均 GDP也会不断提高.中国的

人均预期寿命在不远的将来会追赶上美国.
在科技领域实施新型举国体制,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的新探索,具有鲜明的中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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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特征.美国历史学家拉铁摩尔认为,“流过中国北部及中部的黄河下游,时常泛滥而改变河道,造成

巨大的沼泽.这些沼泽地的排水、整理及筑堤,需要原始人类所不具备的有组织的社会力量.”“而建

立并维持灌溉制度所必需的水利工程,要想完全由私人完成是不可能的,无论他是怎样一个富有的地

主,水利工程必定要由国家经营.”①中国历史塑造了中华传统文化,作为农耕文明代表的中华民族,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的文明时代即奴隶社会开始,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就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相比之下,发端于城邦制的西方社会则是另一种传统,西方传统文化与中国文化存在着根本的不

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罗马始终只不过是一个城市,它与各行省之间的

联系几乎仅仅是政治上的联系,因而这种联系自然也就可能为政治事件所破坏.”②这说明西方更依

赖个体、城邦,国家的作用是有限的,仅仅限于政治层面,这样的历史脉络,在今天的西方社会中还能

依稀见到影子.所以说,西方的科技活动只能依赖个体的自由创造,而中国的科技创新则能够运用新

型的举国体制,其实这都是各自的传统文化在影响着创新主体,并让创新主体表现出不一样的特征,
从而发展出差异化的创新体制.

总的看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注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掘与继

承,更加注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有机结合,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了从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转变和飞跃,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四、中国的伟大实践能够滋养出中国经济理论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经济建设的实践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站起来”的阶段,我们注重

制度的变革,坚持公有制的先进制度,实现了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在第二阶段“富起来”的阶段,我们

大力张扬经济理性,唤起了人们的财富创造欲望,国民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第三阶段“强起来”
的阶段,我们重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中华优秀文化融入经济发展之中,实现了国民经济可持续发

展.域观经济学就是将文化、制度因素引入经济发展理论的尝试,试图还原“人是社会关系总和”的经

典论断,从对西方经济学假设与现实的吻合程度产生怀疑开始,在经济理论中建设中国学派.
(一)西方经济学理论在描绘现实世界方面存在瑕疵

域观经济学的提出者金碚认为,“其实,在完美的形式逻辑外观下,经济学也有其内在逻辑缺陷,
不仅在逻辑推演中过度依赖于‘假定’条件,而且有的假定是脱离现实甚至无视真实的,为了贯彻工具

理性而往往丢失本真价值理性.也就是说,经济学作为以演绎逻辑为主线的推理表达体系,实际上是

存在‘逻辑断点’的”③.在域观经济学开创性的论文中,金碚对西方经济学的假设逻辑体系基于中国

文化基础的逻辑进行了检视,认为,第一个假定是“目的”假定,即假定人的行为是有目的的;第二个假

定是“自私”假定,假定人的一切行为目的都是追求效用最大化,是自私的;第三个假定是“经济人”假
定,假定人有能力进行理性计算,人人都是精于计算的利己主义者;第四个假定是“利润最大化”假定,
从自然人、经济人假定直接推论出企业法人是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的;第五个假定是“新古典经

济学”假定,假定在如同“空盒子”般的市场空间中,自由市场竞争机制(看不见的手)可以保证实现社

会福利的最大化,可以实现市场的“一般均衡”.对于上述５个假定,金碚结合文化与制度因素进行了

逻辑检视.对于第一个假定,认为暂且承认它的“公理性”,以避免陷入人是否“理性”的争议.对于第

二个假定,认为除了“经济人”假定以外,还有“资本主义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以及“复杂人”等一

系列假定,并非只有“经济人”一种假定可以自圆其说.对于第三个假定,认为从自私假定推导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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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人”假定,只是在人的个人主义自私性中加入了“经济理性”,“经济人”假定只是经济学追求逻辑自

洽性的一个权宜之计,或是“次优选择”,并不是经济学逻辑的唯一.对于第四个假定,从个人主义“经
济人”假定直接推演出“利润最大化”目标,更是一种武断的推论,并不符合经济现实.企业是法人,本
身不可以感觉得到利益得失,它们既不会因盈利而快乐,也不会因损失而痛苦,它为什么以利润最大

化为目标呢? 对于第五个假定已不是假定而是假想,它是假想在“空盒子”般的市场空间条件下,由假

想的原子般的自利经济主体进行最优化理性决策而推导出的结果,并非是真实的存在.西方经济学

的假定有很大的想象色彩,许多假定并不是现实世界真实存在的状态,带有浓烈的理想主义成分.要

想校正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分殊,“最重要的就是必须依靠各种‘价值文化’因素和手段(价值文化可以

体现为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显性或隐性人际交往关系),以弥合经济学抽象逻辑之断点”①.中

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经济建设的历史证明,我们的经济发展不是从假定开始的,而是从对现实世界

的改造开始的,我们强调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我们设立四个现代化目标,
我们确立实现小康目标,都是基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现实考虑,没有一个是从经济人假定开始的,
这里面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内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

(二)从理论上诠释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出现的历史必然性

金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中国现代化道路进行了基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分析.他认为,
“中国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鲜明的‘中国式’和‘中国特色’的域观特征.其所具有的世界意

义在于,它不仅是新的历史性创造,而且确立了一个新的文明叙事范式:人类文明并不是基于‘完全理

性’和‘完全信息’的抽象社会建构,而是在复杂过程中所创造的多形态域类现象.”“人类命运共同体

可以有不同的文明形态,各民族国家都有历史责任,为其繁荣昌盛作出各自的成就和进行各自的创造

性贡献,而使人类发展的文明进程更加丰富多彩”②.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固有的抽象

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③也就是说,人不是冷冰冰的抽象物,而是处在形形色

色的社会关系之中的活生生的人.“人性不可能离开社会的价值文化环境而作为赤裸裸的‘理性人’
(经济人)而存在.所以,经济现代化,尽管是经济理性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文明化的过程.所谓文明

化,则是经济理性、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相互交融的复杂社会过程和心理过程.”④具体来讲,人类文

明新形态在经济领域的反映,要从经济理性、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三个方面进行把握.中国共产党领

导人民进行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表明,上述三种要素的排列顺序不是固定的.在经济一穷二白的时

代,我们利用公有制的强大力量,建立了社会主义中国强大的物质基础;在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以后,
我们张扬经济理性,实现了富起来的目标;在步入世界强国之林以后,我们擎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作为引领经济发展的灵魂,实现了可持续发展.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人民进行经济建设和经济学中国学派理论的有机衔接之所在.
(三)张扬经济理性、注重价值文化、优化制度形态

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提倡“实事求是”.“务实就是‘实践’,就可以判断‘真理’,这是非常符

合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务实理性.这样,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思维方式在务实精神中逐步实现理性化,中
国经济发展也走上理性化的道路.可见,当年的‘思想解放’,本质上就是解除对经济理性的束缚.思

维方式的转变非常符合中国的务实精神,结果则是让经济理性得以张扬,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工业化进

入加速推进的过程”⑤.说明经济理性仍然是我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改革开放４０多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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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的巨大成就,都是与经济理性的唤醒密不可分的.然而,经济理性的具体形式并不是全球通约

的,“在不同商域中,不同的思、言、行特征,以及思、言、行之间的关系特点,反映了各自的价值文化特

征.在经济活动和管理实践中,价值文化和经济理性共同发挥着决定的作用”①.中国经济发展一个

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我们的财富观和其他文明不一样.比如将财富传给子女等后代是中国财富观的

重要组成部分,而西方基督教的赎罪说使将财富交给上帝成为西方的重要财富观.中国共产党带领

人民进行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实施如包产到户、土地确权等一系列改革,最大限度地让人民可以把创

造的财富传递给下一代,刺激了人们创造财富的愿望,极大地张扬了经济理性,促进了国民经济的

发展.
价值文化发挥作用的前提是思想的流动,“在不同地区或国家之间,除了商品和服务贸易之外,还

会发生思想的流动,不同于商品和服务大多具有竞争性,而思想因素大多为非竞争性,即可以免费复

制.思想流动可以有力地解释经济发展和福利增进的很大部分.”“中华文明的历史是一部多民族多

域思想流动和多元文化融合的历史,曾经的强大正是这一文明特质尽情张扬的表现;一度的停滞甚至

衰落,则是自我封闭,特别是阻塞思想流动,僵化固守的后果”②.这说明思想流动、价值文化的交流

演进,对经济发展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十分注重发

挥思想流动的重要作用,希望通过思想流动带动国内不同区域之间共同发展,秉持亲、诚、惠、容的理

念,实现思想流动,带动所涉区域的经济共同发展.像中国首创的对口支援,就不为其他国家所理解,
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这是不能实现效率最大化的.然而,对口支援在经济协作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不

同地域间的思想流动,通过先进思想的流入,带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
党的领导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重要的制度形态.“在不同的商域中,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

具有不同的文化特质,而且,由于制度形态的不同特质(制度形态及其特性又受到传统文化的深刻影

响,可谓‘文化是制度之母’),决定或影响着人的价值观念和经济行为”③.由此引出了中国现代化进

程中的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地位与作用问题.“党在中国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强烈

地影响制度构建(及改革)取向、经济决策方向和观念行为倾向,但党又不是如同经济学假设中的‘政
府’那样的宏观经济决策(调控)主体或管制机构,党的角色和作用具有超然性.”从现实来看,“７０多年

的历史分期大多是由中国共产党的行为和决策(通常是党的重要会议和重大决定)来划定的;各发展

时期的秩序规则特征、战略决策倾向以至社会行为心理状态,都受到党的意志和行为的重大影响;甚
至判断行为‘正确’与否,以及安排政策目标优先顺序的准则,也受制于党的意志和决定.总之,
只要实事求是地正视中国经济的这一重大域观特征,就会看到,影响以至决定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走

势的关键因素,是党的角色和行为所发挥的重大作用”.这是符合中国现实的基本判断,“‘中国事实’
的基本特色是:具有自我利益和自主决策能力的个人和各种类型企业是其微观经济主体;市场机制发

挥调节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和经济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政府通过经济、法律和行政等手段规管市场

竞争秩序,并采取货币和财政手段进行宏观调控;而‘党’则作为集体理性的代表和决策力量中心,对
整个社会经济活动实施方向引导,并在必要时做出体现集体(社会)理性和维护全社会共同利益的全

局性重大决策”.④ 这说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制度形态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

作用,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体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直起着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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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碚:«关于开拓商域经济学新学科研究的思考»,«区域经济评论»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金碚:«思想流动、域观常态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金碚:«试论经济学的域观范式———兼议经济学中国学派研究»,«管理世界»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金碚:«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范式承诺»,«管理世界»２０２０年第９期.



五、结论

研究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发现,可
以运用域观经济学研究范式,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进行总结概括,以毛泽东

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推翻了三座大山,在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中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体现了“制度形态”;以邓小平同志

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领导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潮流,开创

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彰显了“经济理性”;以习近平同志为

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

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以中国式现代

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集中展现了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新的飞跃,凸显了“价值文化”.总而言之,基于经济学域观范式对«决议»进行深入解读,我们

可以更加全面和更加深刻地领悟基于党的百年奋斗、党的十八大以来伟大实践得出的重大历史结论

的意义:第一,中国共产党是近百年来中国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导力量,新中国的每一点进

步,都有中国共产党发挥领导作用的身影.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

新形态的本质特征.第二,从站起来、到富起来以至强起来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思想观念

是一脉相承的.从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再到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三份党的重

要历史决议的各项基本论述和结论至今仍然适用.这表明党的领导人一脉相承的思想观念,是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得以持续推进的关键因素.第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
诞生了经济学中国学派理论,以域观经济学为代表的中国学派理论突破了西方经济学理论框架,吸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养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关于物质文明方面建设,
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支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产物.

TheAchievementsandExperiencesoftheChinesePathtoModernization
———BasedontheExplanationoftheRegionalParadigmofEconomics

LiXihui　YiShenghui　HuangJixin
(SchoolofManagement,MinzuUniversityofChina,Beijing１０００８１,P．R．China)

Abstract:The１９thCentralCommittee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conveneditssixthplenary
sessioninBeijingfromNovember８to１１,２０２１．ThesessionconsideredandadoptedtheResolution
ontheMajorAchievementsandHistoricalExperienceofthePartyoverthePastCentury．TheParty
hasledthepeopleinpioneeringauniquelyChinesepathtomodernization,creatinganewmodelfor
humanadvancement,andexpandingthechannelsfordevelopingcountriestoachievemodernization．
ItwasstatedatthesessionthatthemajortasksofthePartyintheperiodofthenewＧdemocraticrevＧ
olutionweretoopposeimperialism,feudalism,andbureaucratＧcapitalism,seeknationalindependＧ
enceandthepeoplesliberation,andcreatethefundamentalsocialconditionsforrealizingnational
rejuvenation．ThemajortasksofthePartyintheperiodofthesocialistrevolutionandconstruction
weretorealizethetransformationfromnewdemocracytosocialism,carryoutsocialistrevolution,

promotesocialistconstruction,andlaydownthefundamentalpoliticalconditionsandtheinstitution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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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foundationsnecessaryfornationalrejuvenation．Throughtenaciousstruggle,thePartyandthe
peopleofnationshowedtheworldthattheChinesepeoplehadstoodupandthetimeinwhichthe
Chinesenationcouldbebulliedandabusedbyotherswasgoneandwouldneverreturn．Thismarked
thebeginningofanewepochinChinasdevelopment．TheChinesepeoplewerenotonlycapableof
dismantlingtheoldworld,butalsoofbuildinganewone．OnlysocialismcouldsaveChina,andonly
socialismcoulddevelopChina．

ItwasstatedatthesessionthatthemajortasksofthePartyduringthenewperiodofreform,

openingup,andsocialistmodernizationweretocontinueexploringtherightpathforbuildingsocialＧ
isminChina,unleashanddeveloptheproductiveforces,liftthepeopleoutofpovertyandhelpthem
becomeprosperousintheshortesttimepossible,andfuelthepushtowardnationalrejuvenationby
providingnew,dynamicinstitutionalguaranteesaswellasthematerialconditionsforrapiddevelopＧ
ment．Throughtenaciousstruggle,thePartyandthepeopleshowedtheworldthatreformandopenＧ
ingupwasacrucialmoveinmakingChinawhatitistoday,thatsocialismwithChinesecharacterisＧ
ticsisthecorrectroadthathasledthecountrytowarddevelopmentandprosperity,andthatChina
hascaughtupwiththetimesingreatstrides．

ItwasstatedatthesessionthatfollowingthePartys１８thNationalCongress,socialism with
Chinesecharacteristicshasenteredanewera．ThemajortasksfacingthePartyinthisperiodareto
fulfilltheFirstCentenaryGoal,embarkonthenewjourneytoachievetheSecondCentenaryGoal,

andcontinuestrivingtowardthegreatgoalofnationalrejuvenation．Throughtenaciousstruggle,the
CommunistPartyofChinaandtheChinesepeoplehaveshowntheworldthattheChinesenationhas
achievedthetremendoustransformationfrom standingupandgrowingprosperoustobecoming
strong．

ResearchshowsthatthestrongleadershipofthePartyistheessentialfeatureoftheChinese
pathtomodernizationandnew modelforhumanadvancement．Theideologicalconceptsofleaders
alsocomedowninonecontinuousline,whichareanimportantforceforthecontinuousprogressof
Chinesemodernization．Theregionviewparadigmofeconomicsisanimportantproductofsocialist
economicdevelopment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
Keywords:Newmodelforhumanadvancement;CommunistPartyofChina;Thegreatrejuvenation
oftheChinesenation;Materialcivilization;RegionalParadigmof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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