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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是 中 国 改 革 开
放 45 周年。45 年来，中国
对内全面深化改革，对外持
续扩大开放，不仅使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
新成就新经验，同时也使中
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显著
提高。如今，世界处于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处于近
代以来最好发展时期。回
首过去，着眼现实，展望未
来，对中国对外开放事业，
可以得出如下几点基本认
识。

第一，对外开放使“中
国需要世界”与“世界需要
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
共识。

新中国成立之初，以美
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都采
取对华孤立和封锁政策。
受当时国际环境制约，中国
在对外关系方面实行“一边
倒”的外交方针，对外交往
与合作，只能以社会主义国
家为主。虽然毛泽东主席
提出了争取和平的国际环
境、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吸
收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
果等重要思想，但外部环境

不允许，打开国门搞建设的
良好愿望无法实现。

进 入 20 世 纪 60 年 代
后，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发生
分裂，中国对外交往与合作
的选择余地相当有限。后
来，随着国际环境愈加复杂
和严峻，只能实行自力更生
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发展
方式。邓小平主持中共中
央和国务院工作后，全面而
客观地分析了国际力量对
比和世界发展大势，得出了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
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
界”等科学认识和结论。

依据这些新的认识和
结论，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实
行改革开放，将工作重心转
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轨道的战略决策。在这一
背景下，中国与日本缔结了
和平友好条约，与美国建立
了外交关系，全面调整对外
政策和对外关系。也正是
从这时起，各种级别和类型
的代表团纷纷出国，一批批
专家学者到国外进修。境
外的资金、技术、人才、产
品、设备以及现代经济理
念、管理手段进入中国。

对外开放后，中国对于
外 部 世 界 的 认 识 豁 然 开
朗。对于中国与外部世界
的关系，特别是对发展差距
的了解越来越全面、清醒、
理性。同样，外部世界对新
中国的了解，总体上看，也
越来越客观、务实、包容。

“中国需要世界”的新理念
开始被中国社会广泛接受，

“世界需要中国”的新认知
也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普
遍共识。

第二，对外开放使“中
国走向世界”与“世界走向
中国”成为时代进步的突出
特点。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
代初，西方国家曾经利用苏
东剧变和中国改革中遇到
的困难，实行所谓对华制
裁。面对严峻局面，中国既
坚持改革开放基本路线不
动摇，又实行韬光养晦有所
作为的外交方针。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成功加入了世
贸组织。持续开放的中国
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
组成部分。中国也因此成
为推动世界多极化、参与全
球治理、变革国际格局的力
量源泉。

随着综合国力迅猛增
长，中国的国际处境持续改
善，对外开放的意志和决心
进一步增强。中国不但积
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防
扩散国际合作、国际反恐斗
争、打击国际水盗、国际人
道主义援助行动以及应对
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同时还
积极参与新一轮南南合作，
成为引导经济全球化健康
发展的主要力量。

中国持续扩大对外开
放，获得了促进国内国际两
个市场、两种资源有效融合
的宝贵机遇，同时也获得了
在全球范围内拓展发展与
安全利益的广阔空间。世
界各国在中国找到了巨大
的投资场所和消费市场，获
得了超越制度分歧与价值
观差异而共谋发展的现实
前景。“两个需要”与“两个
走 向 ”此 呼 彼 应 ，相 互 促
进，成为冷战后世界发展进

步的突出特点，也成为国际
关系发展变化的重要引擎。

2012 年 中 共 十 八 大 召
开时，中国经济总量和进出
口总额已居世界第二位，外
汇储备已居世界第一位，吸
引外资多年处于世界前列，
对外投资和企业走出去的
规模进一步加大。中国已
成为影响世界发展大势和
国 际 力 量 对 比 的 重 要 因
素。在此形势下，中国也不
断向世界传递信息：我们的
对外开放，绝不仅仅是来而
不往的单行道，而是与整个
世界全面联动的双向道。

第三，对外开放使“中
国影响世界”与“世界影响
中国”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趋势。

在“中国需要世界”与
“世界需要中国”成为国际
社会新共识，“中国走向世
界”与“世界走向中国”成
为国际关系新常态的时代
背景下，中国通过自身发展
深刻影响世界、世界因为剧
烈变化而影响中国，自然而
然地成为势不可挡的历史
发展大势。

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
进步从来都是曲折而复杂
的，对外开放之路并非一片
坦途。受意识形态差异、发
展模式竞争、地缘战略博
弈、大国关系复杂化的影
响，质疑和否定中国对外开
放的声音时有出现。有鉴
于此，中国领导人明确表
态，将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
国策，敞开大门搞建设。

尤其在欧美国家的金
融危机殃及全球、反全球化
逆流汹涌来袭的背景下，中

国坚守在开放中谋求共同
发展的既定国策，公开承诺
积极营造宽松有序的投资
环境，放宽外商投资准入，
建设高标准自由贸易区，加
强产权保护，促进公开竞
争，让中国市场更加透明规
范；大力建设共同发展的对
外开放格局，推进亚太自由
贸易区建设和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构建
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网。
这令国际社会切实感受到，
中国的大门对世界始终是
敞开的。

2017 年 中 共 十 九 大 召
开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
调中国要推动形成全面开
放新格局，“中国开放的大
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
大”。此后，中国实行了更
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构
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
贸易区网络，加快推进自由
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共建“一带一路”
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
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中
国成为 140 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货物贸
易总额居世界第一，吸引外
资和对外投资居世界前列，
形成了更大范围、更宽领
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格
局。

第四，对外开放使中国
“ 与 世 界 同 行 、与 时 代 同
步”成为绝不动摇的坚定选
择。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加速演进，局部冲突
和动荡频发，世界经济复苏
动力不足，促进复苏需要共
识与合作。中国坚持对外

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奉行
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
各国各方共享制度型开放
机遇，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
支持和积极响应。

建设中国式现代化进
程中的对外开放，必然是更
大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
平的对外开放。要依托国
内超大规模市场的独特优
势，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
强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
源的联动效应，对内营造市
场化、法治化、国际化高度
统一的营商环境，对外推动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
致远，通过深度参与全球产
业分工和合作，推进新型经
济全球化，维护多元稳定的
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

未来的对外开放自然
也包括增强中华文明传播
力影响力等方面的内容。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展示中
华文明精髓，构建中国话语
及叙事体系，树立可信、可
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也将
成为中国与世界同行、与时
代同步的重要内容。

显而易见，无论是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还是全
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
议、全球文明倡议，都要通
过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不断
拓展互利合作领域、不断深
化共赢合作的伙伴关系来
推动落实；都要通过共同营
造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环境、
共同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
扩大中华民族与人类社会
根 本 利 益 的 汇 合 点 来 实
现。在扩大和深化对外开
放的道路上，我们还要做出
更多探索和努力。

郑永年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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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北京 1 月 2 日
电 题：为何说中国为世界
提 供 了“ 另 一 种 制 度 选
择”？

—— 专 访 香 港 中 文 大
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
究院院长、华南理工大学
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
会主席郑永年

作者 刘文文 尹倩芸
王梦瑶

改 革 开 放 以 来 ，中 国
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发
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
最 大 的 贸 易 国 ，人 均 GDP
也从不到 300 美元提升到
超过 12000 美元，迄今中等
收入群体超过 4 亿人。中
共 十 八 大 以 来 ，近 1 亿 农
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创
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诸多
奇迹。

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当今一些国家深陷
治理危机，社会矛盾不断
加剧，政治经济面临巨大
不确定性。为何会出现这
种反差？为何说中国为世
界提供了“另一种制度选
择”？近日，中新社“东西
问”就此专访香港中文大
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
究院院长、华南理工大学
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
会主席郑永年。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
下：

中 新 社 记 者 ：您 在 最
新著作《中国叙事：如何讲
好中国故事》中提到，西方
自身所面临的问题和中国

可 持 续 崛
起 的 反 差
导 致 了 西
方 对 中 国
经 济 制 度
的 恐 惧 。
在 同 一 波

全球化过程中，为何会出
现这种反差？中国制度令
人“恐惧”吗？

郑 永 年 ：这 主 要 在 于
西 方 自 身 存 在 的 治 理 问
题，也就是其收入差距扩
大导致社会高度分化。全
球化导致了资本、技术、人
才在世界范围内相对自由
流动，一些西方国家尤其
是英美，从中获得了巨大
财富。但极少数国民收获
了 全 球 化 的 绝 大 多 数 好
处，大量的中产阶层没有
从中获益。因此，自 20 世
纪 80 年代以来，美国的中
产阶级一直萎缩，占比从
原先的 65%降低到现在的
50%左右。

实 际 上 ，全 球 化 对 中
国也产生了同样的影响，
但 我 们 的 制 度 有 自 身 优
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从 一 个 一 穷 二 白 的 国 家
发 展 成 世 界 第 二 大 经 济
体，中国用 40 年促成 8 亿
多人口脱贫，迄今为止中
等 收 入 群 体 已 超 过 4 亿
人 。 全 球 化 对 我 们 的 收
入差距产生了一定影响，
但我们通过制度优势、精
准扶贫，保证了基本的社
会公平。

中国是少数几个在 20
世 纪 80 年 代 以 后 同 时 实
现三个可持续发展的国家
之一：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可持续的社会稳定、可持
续 的 政 治 制 度 支 撑 和 领
导。中国同时实现了这三
方面的进步，并将此扩展

到国际层面，所以少数西
方 国 家 对 华 产 生“ 恐 惧
感”。公平地说，西方的经
济、科技还在发展，但由社
会分配不公所引起的问题
到今天仍未解决。

中 新 社 记 者 ：近 年 来
一 些 西 方 人 将 中 国 视 为

“国家资本主义”。这一观
点为何站不住脚？

郑永年：近代以来，各
国多多少少都具有某种形
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政府
都承担某一种经济发展的
功 能 ，只 是 干 预 程 度 不
同。事实上，美国也是某
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
比 如 1945-1970 年 的 凯 恩
斯主义就主张国家干预经
济，现在的拜登政府也在
干 预 经 济 。 相 比 美 国 而
言，中国多了一个国家干
预经济的工具——国有企
业。美国虽没有国企，但
也通过军工系统来执行其
产业政策。

西方一些人将中国简
单 地 视 为“ 国 家 资 本 主
义”，主要是因为近年来中
国经济发展迅速，因而把
中国看成威胁，在这里有
意 识 形 态 的 成 分 。 事 实
上，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概
念最早是列宁提出的，主
要指计划经济，只存在国
有资本。但中国除了国有
资本外，还有为国家贡献
了 56789（即 50%以上的税
收 ，60% 以 上 的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70% 以 上 的 技 术 创
新 成 果 ，80% 以 上 的 城 镇
劳 动 就 业 ，90% 以 上 的 企
业数量）的民营企业。

事 实 上 ，中 国 几 千 年
来一直是混合经济，中国
文明很早就把私有制跟公
有制结合起来。比如古代
的井田制，以九百亩为一

“ 井 ”，将 其 平 均 分 为 九
块，每块一百亩，中间一块
为公田，周边八块为私田，
就是将私有和公有混合在
一起。

中 新 社 记 者 ：您 在 新
书中提到，与西方的政治
经济分离不同，在中国，经
济从来就是国家治理的一
个有效手段。中国提供了
怎 样 的“ 另 一 种 制 度 选
择”？

郑永年：在西方，近代
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迅
速崛起和发展，经济逐渐
从社会的诸领域中独立出
来，把自己和社会隔离开
来，最后发展成为今天的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形态，
强调经济的自主性，反对
政府干预。政治和经济的
分离既是西方经济发展的
根源，也是社会问题的根
源。

而 在 东 亚 文 明 中 ，不
论中国、韩国或新加坡，经
济活动从来就被定义为政
府责任的内在部分。从中
国历史上看，国家一直肩
负着管理经济的责任，大
禹治水的典故、从古至今
流淌的大运河以及如今的
高铁“名片”都说明了这一
点 。 近 年 来 中 国 快 速 崛
起、中国超大规模的基础
设施等也充分证明了中国
制度的有效性。

今天西方资本主义面
临资本坐大、政府跟市场
失衡的问题，解决这一问
题的核心就是处理好政府
与市场的关系。西方也在
反思自己的制度，“拜登经
济学”的核心尽管仍在资
本主义的范畴里，但更多
地强调如何发挥政府的作
用，通过各种方式保护弱
势 群 体 ，保 护 中 产 阶 层 。

美 国 市 场 的 民
间 也 在 呼 吁 政
府发挥作用。

如今，围绕
中 国 政 府 如 何
处 理 政 府 与 市
场 的 关 系 来 叙
述 中 国 的 经 济
制 度 ，阐 明 存
在“ 另 一 种 制
度选择”，并非
要 取 代 西 方 的
体 制 ，而 是 为
世 界 多 提 供 一
个参考体系。

中 新 社 记
者 ：自 近 代 以
来 ，中 国 与 世
界 经 济 互 动 、
接 轨 ，逐 渐 成
为 世 界 经 济 的
一 部 分 。 如 何
理解“中国问题世界方案”
和“世界问题中国方案”这
两句话？

郑 永 年 ：这 个 问 题 是
永恒的，自近代中国开始
与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发
生关系以来，“中国问题世
界方案”“世界问题中国方
案”就都存在着。

清 王 朝 灭 亡 后 ，先 进
的 中 国 人 向 西 方 寻 求 真
理，曾尝试过西方式的多
党制、总统制、议会制，在
多次失败后重新寻找学习
榜样。俄国十月革命一声
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
思列宁主义，也促成了中
国共产党的成立，所以共
产党的成立本身就是中国
问题世界方案。又如 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也 是 中 国 在 向 世
界寻找方案。

中国近代以来很长一
段时间都走了中国问题世
界方案的路，随着近些年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迅速崛起，世界问题中国
方案逐渐成为新的趋势。
比如消除贫困是中国的也
是世界性的难题，中国提
出了“共同富裕”的方案；
此外还有“一带一路”以及
中国式现代化等中国方案
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
国问题世界方案”中，中国
不是照搬照抄别国经验，
而是强调“世界方法的中
国化”。同样，在“世界问
题中国方案”里，中国也不
是把自己的方案、逻辑、制
度强加给他国，而是提供
一种选择。

这与中国文明的特质
有关。中国文明是包容一
切的世俗文明，讲究和而
不同。同时中国文明也具
有“一贯性”，能够吸收消
化其他文明的长处，把它
们 变 成 自 己 文 明 的 一 部
分，生生不息。

于洪君：中国对外开放之路，不是来而不往的单行道

于洪君于洪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