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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的经济社会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成就，国际地位也不断提高，西方学者

越来越对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创造的经济增长奇

迹表现出强烈的关注，开始探究中国发展战略和发

展模式所包含的丰富意蕴，由此国外学者大兴“中

国模式”论。鉴于此，文章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

角来分析“中国模式”产生的哲学基础。“中国模式”

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

产物，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基本内容的，

“中国模式”的出现成功证明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可

以多样化，在新时期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

主义，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新的时代内涵。

一“模式”和“中国模式”概念的分析
模式，从字面上看就是事物的标准样式。模式

近似于模型一词，《辞源》解释：模，法也。以木曰

模，以金曰熔，以土曰型，以竹曰范，皆法也。模式

意味着标准、最优、也意味着僵化和一成不变。[1]有

学者认为，既然模式具有稳定性，封闭性的缺陷，它

就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因此不利于国家在经

济、政治体制上的改革。模式一旦形成就具有了普

遍性，就可以被模仿或照搬使用，而我国正在发展

中还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模式，在国内部分学者不

提倡“中国模式”的说法。其实，模式是一个内涵很

丰富的概念，当今世界上的任何模式都处在变动发

展之中，从形态上看，它更多的呈现历史某一发展

阶段或过程中具有稳定性和规律性的东西。“中国

模式”就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改革开放的过

程中逐步形成的。从范围上看，中国模式只能属于

中国；从起点上看，形成于改革开放；从性质上看，

是社会主义的；从内容上看，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实践为基础的。模式是静态的、固化的；而中国

模式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

在现实中，我国的领导人就已使用过模式这个

概念。邓小平在1988年5月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

西萨诺时谈到，“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2]1993

年11月江泽民在与美国总统克林顿会晤时指出：

“各国人民根据各自的国情，选择符合实际情况的

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3]因此，对于“中国模式”不

应该过于敏感，更不应该回避。凡是存在的即是合

理的，我们有必要以一种更理性的态度来研究。所

谓“中国模式”目前在理论界说法不一，尚无定论。

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经验，中国道路。

我个人较为赞成的一种定义是：从全球化的视角出

发，认为中国模式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

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

在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进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

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4]这说明中国模式是顺应时

代潮流、紧扣时代脉搏的发展理念；是随着社会发

展的客观实际不断做出调整的发展模式。

二 中国模式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契合
回顾中国三十多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成功

之处在于中国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特色化道路，一

条自主化的发展道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

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模式作为一种发展理念

实际上就是对中国发展经验在理论上的提升。更

为确切的说:中国模式就是一条道路和一个理论体

系的结晶。中国模式产生的背后有着强大的理论

基石，它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为基础的。中国

模式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观点。

（一）体现了马克思的理论精髓——实事求是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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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经典作家在《共产党宣言》中构想了未

来社会的宏伟蓝图，指出未来人类将进入共产主义

社会，并且大体描述了未来社会的特征，但是对于

如何进入未来社会等问题并没有详尽的描述。只

是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社会

分为第一阶段和最高阶段。至于第一阶段应该怎

样实现，具体是什么样子？马恩也都没有作出回

答。因此马克思经典作家并没有设计出一个可供

全人类模仿的一成不变的社会发展模式。正如恩

格斯所说：“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

么最终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

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这里连它的影子也找

不到。”“我们不想教条式的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

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5]由此充分说明面

对不断发展与变革的社会，马克思经典作家对未来

社会的预测，只局限于指出一个大致的轮廓和发展

方向，反对规定具体的细节。那么中国确立社会主

义制度之后，是如何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呢？

善于坚持用马克思的观点、立场分析问题的中国共

产党在探索中找到了一个最佳结合点：即坚持马克

思的理论精髓——实事求是的原则。马恩始终强

调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

史条件为转移。”[6]中国共产党始终就反对本本主

义，邓小平说：“马列主义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但

一定要结合实际，研究解决实际问题。”中国共产党

的突出优势就在于很好的把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走

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特色化之路。

中国模式就是在前无古人“摸着石头过河”的

实践中走出的一条自主化道路——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这条道路经历了一个艰难而曲折的发展过

程。即“一个由模仿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到否定并突

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转变过程”。[7]面对苏联模

式的失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探索一条适合

于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模式的选择是以正

确判断国际形势的变化，敏锐把握时代主题为基本

依据的；是以突破传统发展思路，确立崭新理念的

前提下形成的。邓小平站在时代前列对今后的总

体国际形式做出了新的判断：和平和发展已经成为

时代的主题。正是根据这个科学判断，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做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

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从而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

历史新时期。在党内开始恢复并确立实事求是的

思想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提

出“先富带动后富”的发展策略，实行先农村后城

市，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后政治，先易后难的渐进

式改革道路，提出并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制度，并最终指出我国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视察讲话中指出:“实

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 不要提

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 不是靠本本, 而是

靠实践, 靠实事求是。”[8]他始终坚持解放思想, 实事

求是, 从实际出发, 走自己的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比如在改革初期面对姓“资”姓“社”的

争论，邓小平一针见血的指出：“资本主义可以有市

场，社会主义同样可以有市场，计划和市场并不是

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在，而是一种调节手段。”这一论

断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理论基础。不

断解放思想促使人们打破传统思维方式，突破旧体

制的束缚，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不断推进着中国模式在实践中形成。进入新世

纪以来，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新科技革命

的推进已经成为时代不可阻挡的潮流。中国共产

党深刻把握国内外的新变化，提出必须走“科学发

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道路。”这一系列伟大的

尝试和包含着智慧的发展理念都是在总结中国现

代化建设经验、顺应时代潮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是以坚持马克思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为原

则的；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

结合的产物。中国模式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

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

进、求真务实的理论品质的指导下逐渐形成的。中

国模式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机和活力，在新时期

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二）体现了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普遍性与特

殊性、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思想

马克思的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普遍

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体。中国模式也不列外。中国

模式是顺应历史潮流、紧扣时代脉搏而产生的，它

是一种本国国情和实践经验的有机结合，更是一种

世界文明与民族传统的有机结合。中国模式的特

殊性在于它植根于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土

中，必然体现着特定的民族气质和时代精神，带有

符合于本民族特点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呈现出对

民族优秀文化的吸纳、继承，在发展中形成了符合

本国国情，具有本国特征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

体制。从特殊性的角度看：中国模式只能属于中

国，其他国家不能照搬，中国模式带有鲜明的中国

特色。

然而，“中国模式的探索绝不是脱离人类共同

经验的单干式的自我陶醉，也不是自己固有经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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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延伸，必须注意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遗产，在

坚持走自己的路的基础上，更好地把世界的普遍经

验与自己的特点相结合，寻找他们的最佳结合

点。”[9]由此，中国模式有效地吸收和借鉴国外成功

的经验，解决我国改革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显

的尤为必要。吸收和借鉴外来发展成果，是中国模

式形成的重要条件。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应当

利用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来建设社会主义，我国

实施了“引进来，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向欧美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管理方法，引进先进技术和资

本；借鉴世界科学发展理念，我国在平衡经济发展

和生态环境方面吸取了国外发展经验少走了许多

弯路。邓小平明确指出：“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

家，都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

家的先进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技术落后，需要

向外国学习，即使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的先进水平

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10]

由此，中国模式有效地吸收和借鉴国外成功的

经验，成为成功解决我国改革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

问题积极因素，也是中国模式具有普遍性的原因。

当然“中国模式对世界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不是具

体的条条框框，而在于中国模式蕴含的深刻内涵，

在于这种模式向世界传达出的一种理念和思想。”[11]

从普遍性的角度看：中国模式又是世界的，其他国

家可以借鉴其先进理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走

出了一条具有民族主义特色和鲜明时代特征的新

道路，这证明了“中国模式”的初步成功，向世界展

示了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社会主义不可能

只有一种模式、一条道路，同样可以实现多样化。

中国模式体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性与多样性

的辩证关系，在新时期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

思主义。

（三）体现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发展观——统

筹兼顾、协调发展的和谐思想

发展是马克思辩证法中重要的范畴之一。马

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

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

建筑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必须通过

革命和改革，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

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必须正确处理人与

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12]改

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

发展生产力”，提出“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

切”，并且有力的论证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

的辩证关系。改革是动力，发展是前提，稳定是保

证。江泽民在领导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提出“把发

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用发展的办

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这些著名的论断都是马克

思主义发展观的重要内容，有力的体现了中国的马

克思主义者能够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并结合中国具体实际来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期，新一代领导集体顺应时代潮流、

与时俱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指出：发展是

第一要义。发展是一种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

然相协调的发展；是一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

面发展的社会；是各个区域统筹兼顾的和谐发展。

这些理论的提出为建设社会主义指引了正确的发

展方向，同时也为今后的发展积累了经验。以科学

发展观为理论指导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的提

出，为实现社会秩序与社会发展的协调提供了切实

的保证。和谐发展正在成为推动当代中国模式发

展创新的主导理念。世界进入全球化以来，中国面

对更加复杂的国际局势，在社会化转型中却能稳中

求变、保持了现代化的平稳转型，其中坚持统筹兼

顾、和谐发展的辩证发展观是取得成功的关键所

在，这也为中国模式理念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实践

基础。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看，中国模式蕴含

的发展理念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辩证发展观是

一脉相承的。

（四）体现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人

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指出：“历史是由人民

创造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要充分尊重人

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等观点。马恩在《共产党

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运

动，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这表明了马克

思最鲜明的政治立场——切理论和奋斗目标都应

植根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善于坚持用马克

思的观点，方法分析问题的中国共产党秉承了这些

正确理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先后提

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

念，这充分体现了党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

运用，在新时期为马克思主义增添了生机和活力。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

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人为本，就是把

人作为发展的中心，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

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我党在执政理念上的

不断提升说明了我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本论认

识的继承和创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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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了牢固的群众基础，也成为中国模式在经验中

的得以提升的实践基础。

改革开放我国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最根本的

是坚持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始终坚持

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强调实现最广大人民

的根本利益是我党奋斗的最高目的。改革开放以

来国家所实施的每一项政策都关系的人民群众的

切身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投身

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在实践中不断发现新事物，创造新经验。我国的现

代化建设每向前推进一步都凝聚着广大人民群众

的智慧和心血，试想一个国家如果不尊重人民的劳

动成果和创造才能，不维护人民的利益，就不会得

到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和热情拥护，再好的国家政

策也会束之高阁，难以付诸实行。因此，是否能积

极听取群众心声，能否做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

谋，权为民所用”，能否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这成

为党是否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试金石，也成为新时

期指导现代化建设的人民史观，因此，中国模式的

形成和发展就是人民群众实践经验的成功结晶。

人民本位的群众史观是中国模式的鲜明特色。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实现全人类的

解放所追求的终极价值目标是——人的全面自由

发展。中国发展战略中以人为本的理念是与马克

思追求的价值目标相一致的，这也是“中国模式”理

念的价值追求和最终归宿。

三“中国模式”的未来展望
中国模式是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奋斗在实践

中探索出来的一条自主化发展道路，“中国模式”的

形成集中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反

映了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发展特点。改革开放的巨

大成就初步表明，中国模式是适应于中国发展的，

从中国实践经验中提取出来的中国模式的初步成

功是不应该被抹杀的。

然而中国模式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我们应该以

发展的眼光和一分为二的方法来看待中国模式。

目前我国的生产力还不发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还不完善。就我国国内实际来看还存在着许多问

题如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不完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

衡、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

大、贫富分化日益严重、能源资源缺乏、生态环境恶

化、住房医疗就业问题层出不穷，困难重重，这些矛

盾还需要党政领导和全国人民努力解决，所有这些

都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来不断地完善健

全。因此，中国模式并不是绝对化、凝固化，如果不

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或改革，那么它就会失去生命

力。所以中国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不断

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历史过程。

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模式还要在社会主义的

实践探索中不断地发展完善、丰富自身，我们应该

运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方法不断

总结经验和教训，以理性、客观、冷静的头脑来对待

中国模式。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

展，我们坚信，中国模式必定会展示出自己的科学

性和强大的生命力，让世界更好的了解中国，让中

国在社会主义的舞台上铸造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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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socialism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is to achieve a good unity between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Only with harmonization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efficiency and fairness，can it be possible to
develop the social production forces，fully embody the goal of socialist value，and promote social harmony as well.
Adhering to the harmonization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China at
the present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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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set of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governance which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China Model has been a worldwide popular discourse in recent years. The research of
China Model becomes a focus debate among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academia. Despite the mixed opinions，we
should realize that China Model is a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of Marxism，a development model that is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dapts to the condition of China. The emergence of
China Model has a solid Marxist philosophy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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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iddle Age has been called as“dark age”. It is from 1066 to the time when the Dynasty of
Tudor builds up. Like many other countries of European Continent，England is influenced by the original Christianity
sin saying. In 14th century，women’s position was improved a lot because of Black Death and war，the heavy tax and
British women had the possibility and necessity to be engaged in economic activities. The change of the economic
position of British women played a role in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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