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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序中国在20世纪下半页的崛起被视为当代最为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
中国的崛起不仅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东西方关系。
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冷战的因素以及希望中国按照西方模式演变，西方采取了一边倒的积极支持立场
。
随着冷战的结束，中国并没有像俄罗斯和东欧一样从西方进行制度移植，而是继续走向制度创新。
为此整个90年代西方对中国的遏制之声不绝于耳，并在行动上百般阻挠。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成功加入世贸，同时抓住西方反恐的历史机遇，加速崛起，终于成为当今全球
第二大经济体。
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也成为世界显学。
恰在此时，源于美国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
西方面临着两方面的压力：中国模式的产生及对西方模式的替代性效用、西方模式在全球的正当性下
降。
东西方关系再次处于微妙的波动甚至紧张之中。
这从西方媒体对中国日益突出的负面描绘可见一斑。
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巨大成就，更根本的是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
今天的中国不再是一个传统社会、农业社会，而是一个商业社会、工业社会，而且几乎和全球同步进
入信息社会。
中国也终于从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
而且从大历史的角度讲，正是由于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中国也终于打破朝代更替、自我循环的
发展演变模式。
这样看来，中国的崛起真正是“几千年未有之变局”。
中国崛起的原因，我们可以归功于对内市场导向的改革和对外的全面开放，同时抓住全球产业大转移
和全球化的历史性机遇。
但更重要的是中国政治体制在符合国情基础之上进行的不断演变和调整，在权力传接、监督和制约方
面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制度模式，是中国传统文化理性实用主义的再现。
这应该是中国模式的核心要素。
这种特色，与目前深陷经济危机的西方和激发革命动荡的阿拉伯世界对比，便一目了然：西方是定期
的换人换党，中国是定期的换人但不换党，阿拉伯社会既不换人也不换党。
从目前看，中国的模式表现最佳。
原因在于，一个制度要想良好运转，不仅要做到灵活性，还要做到延续性。
西方的制度模式有灵活性，但缺乏延续性，往往随着新政府的建立而出现大幅度的改变。
而阿拉伯世界有连续性，但缺乏灵活性，最后制度走向僵化。
中国虽然重新成为世界性的大国，但不容否认也是当今大国中情况最为复杂、内部矛盾最多、制度建
设最为欠缺的大国。
整体上仍然属于全球公共物品的搭车者而非提供者。
这都是中国进一步崛起的挑战和目标。
不过，当西方创造的鼓励物质享受的现代化模式，无法解决其带来的众多严重问题（生态破坏、环境
污染、核威胁、传统文明消失等）时，中国传统儒家文明所倡导的“天人合一、和谐、中庸”都有可
能成为新的解决方案。
所以面对中国再度崛起，我们自豪，但是更要清醒。
中国在全球的崛起，海外华人感受最为直接和强烈，对西方的不公正评价更是如鲠在喉，不平则鸣则
成了他们的选择。
由于他们对东西方的了解，从比较和发展的角度落笔，往往如庖丁解牛，切中要害。
我在法国生活十年，投笔网络，也算是继承了这个传统。
制度的优劣因不同的环境而异，西方走在了现代文明的前列，这固然有它的制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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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上创造过灿烂的文明，现在我们正在现代化的征程中创造新的辉煌，我们没有理
由不为自己的制度充满信心。
东西方对比，在不同的国情和环境下，中国的制度模式在很多方面都占有优势，请走进此书，一窥究
竟吧。
本人文集《中国能赢：中国的制度模式何以优于西方？
》在十八大前夕由红旗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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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崛起被视为当代最为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
这不仅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东西方关系。

　　
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冷战、希望中国按照西方模式演变，西方采取一边倒积极支持立场。
冷战结束，中国并没有像俄罗斯一样从西方进行制度移植，而是走向制度创新。

　　为此整个20世纪90年代西方对中国遏制之声不绝于耳，并百般阻挠。
进入21世纪，中国成功加入世贸，同时抓住西方反恐机遇，加速崛起，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也成为世界显学。

　　中国崛起，归功于对内市场导向的改革和对外的全面开放，同时抓住全球产业大转移和全球化的
历史性机遇。
但更重要的是中国政治体制在符合国情基础之上进行的不断演变和调整，在权力传接、监督和制约方
面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制度模式，是中国传统文化理性实用主义的再现。
这应该是中国模式的核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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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鲁郑，祖籍山东，1969年生于河南。
1993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曾在山东滨州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工作。
2000年赴法国留学，获里尔高商硕士学历。
现任旅法山东同乡会副会长、巴黎文化沙龙秘书长、旅法中国同学会副会长、山东海外交流协会常务
理事、法《欧洲时报》时事撰稿人。
国际政治与两岸关系是其主要方向。
四次应邀访问台湾，并参加2008大选观察团。

　　
在西方国家此起彼伏地抨击中国的喧嚣声中，这位旅居法国、不拿国家俸禄的中国知识分子，凭着对
中国天然的热爱和对中国未来的信心，发表时事评论，纠正对中国的偏见，回击对中国的指责，介绍
中国的发展进步。

　　
宋鲁郑捍卫中国利益的鲜明立场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注意，法国《欧洲时报》、美《侨报》、新加坡
《联合早报》等海外媒体，国内《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网》、《求是》杂志社旗下的《红旗文稿
》新华社的《国际先驱论坛报》《参考消息》及《北京日报》《广州日报》等，经常就国际政治中的
热点问题向其约稿或转载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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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亚为什么避不开“民主魔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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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果东西方制度进行对比，我们会发现西方的制度至少有两个难以解 决的困境。
一是西方的政策受制于普通的选民。
选民只关心自己的切身利 益，对于事关长远、全局甚至全球的事务并不关心，也缺乏足够的 专业知
识。
德国选民素质之高可冠全球，尤其是环保意识；但只要绿党提 出增加燃油税，绿党的选票就会大幅减
少。
德国尚且如此，更何况 其他国家。
美国是当今世界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全民医疗保险的国家，近 几十年数位总统都想将之建立，但都以
失败告终。
奥巴马这一次以 破釜沉舟之势力求成功，声称为了医改，他宁可放弃连任，他在国 会演讲也毫无退
路地表示自己将是最后一位医改闯关总统。
然而，既得利益者却发起了强大的反扑，并给他扣上要把美国社会主义化 的大帽子。
至于法国，类似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
2005年公投欧盟宪法，尽管宪法是法国人起草的，而且对法国国家利益做了很大关照，但 仍被全民公
投“拒绝”。
实际上，绝大多数选民都没有读过欧盟宪 法草案，他们之所以投反对票仅仅是对现任政府不满，而不
是对欧 盟宪法有不同意见。
屡次在危机中拯救过法国的戴高乐，就是在一 次事关改革的公投中败北，从而辞去总统职务，彻底离
开政坛。
当 然，对于民意的不合理性，西方国家也从制度上进行修补。
比如，欧盟宪法公投失败后，法国新政府就不再通过公投方式进行表决，而是直接在议会表决通过。
大家可能注意到，虽然西方号称“民主”和“三权分立”，但 大法官一不是选举产生，二是采用终身
制。
原因在于，不是选举产 生，就可以不受民意影响和左右；任期终身制，就可以不受政府控 制，但根
本目的还是要摆脱民意的制约。
尽管有制度上的修补，但 当民意走向极端时，仍然于事无补。
希拉克时代的德维尔潘政府，为解决就业难题，推出cPE法 案，以帮助青年人就业（由于法国当前的
劳保法规定，企业雇主不 得随意解雇职工，对雇主解雇职工设置了种种苛刻条件，因此老板 大多不
愿也不敢轻易雇人。
青年人就业相当困难。
为此，该法案决 定赋予雇主一些随意解雇员工的自由）。
这样一个改革幅度不大、针对面也不广的法案却在法国引起轩然大波。
尽管议会通过，总统 签署，已成为法律，但民众发起了长期的大规模罢工、游行，最终 迫使这项法
律作废。
这就是“广场政治”的效应。
事实上，任何改革都是对利益的调整，总是有人得益、有人受 损，可选民只会看自己，但国家要看是
否整体上有利。
这就是票选 民主的致命伤。
这就是美国宁可通用公司破产，鱼死网破，也不同 意减少福利、减少工资、共渡难关的原因。
西方的制度设计是建立在人性恶的认知上。
但这套制度在遏制 执政者的“人性恶”的时候，却忽视了民众的“人性恶”，表现在 当下就是大众
贪欲。
在民主制度下，各政党为了胜选只能迎合民 众。
所以虽然西方提倡低碳生活，但一个美国人的消费是全球人均 的8倍，美国百姓习惯于借钱超前消费
，这些问题在民主制度下是 根本不可能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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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西方福利制度越来越高，也越来越沉重 和根本无法改变的原因。
然而在全球化时代，高福利必然导致竞争 力的下降和普遍的浪费与低效率，这反过来又危及民主的存
续。
二是西方的政治受制于财团。
西方的民主选举，决定了必须有 巨额的选举资金。
而唯一有能力提供的只有财团。
别看最后是选民 在进行投票，实际上投票开始前，资本已经进行了“初选”。
只有 那些获得财团青睐的候选人才可能脱颖而出。
胜选后，当然必须进 行回报。
这也是为什么2008年华尔街五大投行全军覆灭，但高盛集团 的政治献金仍然高达数亿美元。
由于政治力量对资本力量的臣服，从而使得资本处于无监管状态：不出问题，仍然可以保持繁荣；一 
出问题，就是全局性的、崩溃性的。
这也是美国产生次贷危机，进 而演变成全球经济危机的原因。
之前倒闭的美能源巨擘安然公司，是小布什总统最大的金主之 一，71位参议员和187位众议员曾收受
过安然公司的政治资助，就 是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的主席也是在安然公司总裁的推荐下才获得 这个
职位的。
这样的公司谁还能管得了？
直到它自己玩完、彻底毁 灭为止。
这也是曾任美国纳斯达克主席的投资大亨马多夫为什么能 够在美国行骗多年、撑起一个500亿美元的
骗局。
甚至他自己在监 狱中也一再声称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可以骗这么久。
资本的力量在中国虽然迅速崛起，但仍然臣服于政治权力之 下；一旦资本逐利本性恶性发展，政治权
力便可以迅速解决。
三鹿 奶粉事件发生后，尽管企业妄图掩盖真相，但在最高政治权力面前 被彻底粉碎。
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美国，必将会是第二个“两 房”。
中国的现行制度如何，从自身取得的成就，从纵向与清朝、民 国相比，从横向与西方相比，都可以得
出毋庸置疑的结论。
如果套 用西方的话语模式，至少是“最不坏的制度”。
因此，可以说制度 的成功，才创造了“中国复兴”（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文明衰落后 再度复兴）的
奇迹。
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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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崛起的原因，归功于对内市场导向的改革和对外全面开放，同时抓住全球产业大转移和全球化的
历史性机遇。
但更重要的是中国政治体制在符合国情基础之上进行的不断演变和调整，在权力传接、监督和制约方
面形成了中国特色制度模式，是中国传统文化理性实用主义的再现。
这是中国模式的核心要素。
这种特色，与深陷经济危机的西方和激发革命动荡的阿拉伯世界对比一目了然：西方是定期换人换党
，中国是定期的换人但不换党，阿拉伯社会既不换人也不换党。
从目前看，中国的模式表现最佳。
原因在于，一个制度要想良好运转，不仅要做到灵活性，还要做到延续性。
西方的制度模式有灵活性，但缺乏延续性，往往随着新政府建立而出现大幅度的改变。
而阿拉伯世界有连续性，但缺乏灵活性，最后制度走向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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