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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家发展的模式必定是拥有经济、政治、文化等制度内涵的社会经济结构；检验模式成功与否的
客观标准，是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改善和社会进步；模式是呈现在公众面前的
真实形象，不需要刻意打扮，也不应任意涂抹；国家发展道路的模式必然含有制度的内在动力，没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根本不可能有中国成功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和中国制度的有效融合，使得
中国在处理公平与效率、长远与当前、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上可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做得更好。
中国制度在中国模式形成中发挥的整体优势、系统功能和综合作用，中国模式取得巨大成就的关键在
于其制度因素，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很难说会有取得巨大成功并推动中国和平崛起的中国
模式。
因此，只有结合中国制度，才有可能把有关中国模式的分析研究提升到应有高度，从而真正认识到中
国模式的巨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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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模式最重要的特色之一，也是最具有普世意义的是，没有依靠对外扩张和掠夺而是依靠国内
的自我积累完成了经济高速发展所需要的原始积累。
在此过程中，中国农民的贡献最大。
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韩俊所说的：“只要对中国建国以来的历史稍稍有一些了解的人，都会认同
这样一个判断：中国农民对中国的工业化，对城市发展的贡献之大，时间之长，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
家没有过的。
”　　新中国成立时，现代工业仅占GDP的10010左右，城市化率不足10%，支撑经济的是农业，绝大
部分人生活在农村地区。
中国从1952年开始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在当时条件下，工业化需要原始积累，需要技术装备，
需要城市的发展，但在这些方面，中国可谓是“一穷二白”。
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土地革命洗礼的中国农民，承担起了推进工业化的主力军角色，他们在工农业产
品不等价交换形成的价格“剪刀差”中为国家工业化、城镇化提供了绝大部分的原始积累，在统购统
销体制下为城市提供粮食和副食品，用大量的农副产品偿还了苏联援助的技术装备贷款，以很低的工
资从事工业劳动和工业基地建设，而他们自己却过着俭朴的生活。
计划经济30年，中国保持了30%的积累率，工农业产值比重调整到了5：5，工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
份额达到46%，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建成了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防体系，新建了61个工
矿城市，修建了大量铁路、公路，有了“两弹一星”，这期间，中国农民通过“剪刀差”共提供
了6000亿-8000亿元工业化资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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