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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我国现代化建设又进入一个关键时期。
2008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2011年将迎来中国共产党九十岁的生日
。
特别是2009年，在全球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和冲击中，我国经济率先企稳回升，成为拉动世界经
济复苏的重要力量。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会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
“中国崛起”、“中国世纪”、“亚洲世纪”和“中国威胁”等论题被国内外广泛讨论。
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力量的上升心情不同，态度各异。
如何客观地评价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成就、发展经验以及面临的挑战，并在此基础上如
何更好地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改革开放已经过去了30年，未来中国现代化道路怎样调整，关键在于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
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
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
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这三个转变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从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
，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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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走别人走对了的道，不走别人走错了的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共同富裕的五项重大任务，推进
和加快城市化进程，以缩小城乡差距，鼓励创业、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以缩小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开
征财产税，以公平财富、防止食利阶级的产生，管住和改革政府。
以防止政府权力过强侵蚀GDP
中居民的利益，建立和完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体系。
一个横跨三个世纪的话题，又一次现代化命运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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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从政治斗争为主转向经济建设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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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中国推进城市化的犹豫、失误和后果
  一、建国后60和70年代的反城市化
  二、1978年后的犹豫和矛盾心态与中国式的城市化
  三、后果之一：服务业滞后与失业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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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与推进城市化有关的工业化道路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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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中国房地制度的扭曲与其经济社会后果
  一、中国土地制度沿革及其现状描述
  二、现行土地制度供给结构与需求的矛盾和冲突
  三、城市化及其强劲的住宅用地需求
  四、高房价会成为一个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五、高房价是土地管理取向、体制和政策造成的
  六、地方政府房地产财政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
  七、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国粮食的不安全
  八、如不改革：未来麻烦的城市化景观
  九、小结
第七章 中小企业和服务业发展不足与就业困难的关系
  一、未来中国将遭遇历史上最严重的就业困难
  二、不同制度安排下就业结构转型与容量大小的比较
  三、中国在扩大就业方面的幻觉和失误
  四、中国企业数量少和就业困难是政府体制造成的
  五、中国现行的融资体制使中小企业难以发展
  六、中国的中小企业发展不足与就业困难
  七、分配差距扩大：中国可能会滑向拉美陷阱
  八、小结
第八章 供养规模、税费负担对创业、企业和就业的影响
  一、供养人员规模的扩张和实际支出的增长
  二、政府实际收入、宏观税费水平与企业的负担
  三、高税费对创业、企业和就业的影响
  四、供养规模扩张和收取税费的体制和行为
  五、立法和执法裁量权失控与灰色及黑色成本
  六、严审批监管和高税费的危害和后果
  七、小结
第四篇 谁的现代化道路为最优
第九章 东亚、拉美、印度和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比较
  一、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与就业结构
  二、人口迁移、居住方式和土地制度的比较
  三、怎样走农业现代化的道路
  四、各有各的经济发展模式
  五、哪些地区的经济在政府管理下最有活力
  六、如何破解转型期间的就业难和分配不均
  七、工业化过程中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搭配
  八、不同现代化道路的评价和对中国的启示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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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牢记但宽容我们的历史从17世纪后期沙俄侵占我们国土起，到20世纪中叶的二百余年，中
国的历史就是一部经济逐步衰落，科技和军事渐渐落后，疆土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屈辱史。
自1553年葡萄牙侵占澳门起，1624年荷兰开始陆续占领了台湾；16世纪后期，沙俄越过乌拉尔山向东
扩展，它乘清军入关之际，强占了雅克萨和尼布楚等地；而到1840年鸦片战争欧洲列强用坚船利炮打
开了中国的大门，在中华大地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到1949年为止，更多的领土被侵占，国土被划
分为列强们各自的势力范围，清朝政府多次被迫割地赔款，在许多租界和公园挂有“华人与狗不得人
内”的牌子，帝国主义侵略下的生计和心理方面的摧残，成为中华民族多少代人的耻辱。
根据世界著名的经济增长核算方面的经济学家麦迪逊计算，中国1700年时，GDP总量占全球GDP
的22.3 ％，鸦片战争前的1820年时，为32.9 ％。
中国和中华民族创造了巨额的财富，将自给自足的自然农业文明在17世纪推向了顶点。
但是，在1949年时，中国GDP占全球财富的比率下降到了5％c，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二百余年
中，中国遭遇了沙俄、日本、英国、法国、德国、荷兰、葡萄牙等等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瓜分；当
世界其他国家解放思想，文艺复兴，进行宗教革命，政治与宗教相分离时，中国还在一统思想、唯上
唯先的思维方式中统治国家和循规蹈矩；在世界各封建国家治理体制向现代国家政治治理体制转型时
，中国却久拖不决。
延续封建旧的治理体制，清王朝一直执政到其他国家近代工业革命的完成；在世界其他国家科学技术
进步，推进工业革命，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时，中国却拒绝接受新的科学，新的知识，新的技术
，还自满于农业经济的辉煌；当世界其他国家对外开放，并且走出去，到世界上开拓市场时，中国却
闭关自守，最后被别国的炮舰打开了国门。
一言概之，我们这样一个国家和民族，在世界科技和工业革命的机遇中没有主动进取，却在炮舰和挨
打下，远远落在了世界工业化的后面。
从18世纪的中叶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止，中国和中华民族的财富和富裕，从往日的农业辉煌衰
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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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向何处去》这本近40万字的著作，由九个相互联系的研究专题，再加上一个总论，在2010新的
一年快要到来时，终于写完初稿。
从2008年的10月我决定写这样一本书，11月开始构思和动笔，到2010年的1月底修改定稿，用了我一年
零两个月的时间。
本来，本书的构思有15章，但是，一是篇幅太长，二是写到各国现代化道路比较时，我发现正好较为
系统和完整地描述了《中国向何处去》这样一个民族和国家前途的大的困惑。
在完成这样一个讨论后，我准备再用一年左右的时间，讨论和回答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怎样调整模式
，怎样走现代化道路的问题，即写下部《中国崛起之路》。
这部《中国向何处去》近40万字的书，只有个别章的数据计算，仅有几千文字，是由博士研究生在我
的指导下完成外，其他全部是由我思考、研究、计算和撰写的。
需要看大量的文献，包括书籍、杂志和网上资料；需要到国家各部门的网站上，包括各种统计年鉴和
相关文献中获得数据，并整理计算；需要把自己的研究思路和结果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出来；还要进行
修改和定稿。
期间，还要撰写其他文稿，进行其他项目的调研，一些课题需要提出框架结构和提纲，一些研究报告
还要进行修改，参加政府有关部门的会议，接受邀请去讲演等等活动，其中的辛苦和劳累自然不言而
喻。
还好，自己觉得自己做人还比较豁达，心情也比较乐观，小事不怎么在意，每天还去散一个小时的步
，虽然劳累，倒也没有垮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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