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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理论创新研究》

王元璋　余友明

　　1912 年 J·A·熊彼特在其早期成名作《经济发展理论》一

书中最早从企业层面提出“创新”概念 ,并创立了以技术创新

为核心的创新理论。熊彼特去逝后 ,其追随者继承了他的观

点和方法 ,分别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两个方面进行了深入

探讨。他们的理论成果也被广泛运用于一些国家经济发展

实践的分析中 ,但无论是熊彼特还是其继承者均忽视了在技

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中发挥重要指导作用的理论创新的深入

研究。严清华教授的新著《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理论创新研

究》(以下简称《研究》) (南方出版社 2001 年出版) 一书 ,作为

原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博士点基金项目的终

极成果 ,正是弥补了学术界在这方面研究之不足 ,创造性地

完成了一项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

一、《研究》创造性地构建了
完整的创新理论框架体系

　　自 15 世纪西欧重商主义产生以来 ,经济发展日益成为

经济学家和其他思想家关注的中心。熊彼特学派 (包括熊彼

特及其后来的技术创新学派和制度创新学派) 注重运用技术

创新和制度创新理论解析经济发展中的动力、周期及制约因

素问题 ,他们在创新问题上基本上局限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

新的思维定式之中。针对这一状况 ,《研究》明确地提出了以

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三大创新”为内涵的完整的

创新概念。作者认为 :创新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追求效益的活

动 ,创新活动的实施以及经济发展预期的实现 ,有赖于技术

创新、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的相互作用。技术创新解决了经

济发展的动力问题 ,提高了经济增长的质量 ,也决定着制度

结构和制度变迁 ,因此 ,技术创新是创新活动和经济发展的

基础与前提。制度创新则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改善经济体系

的激励机制 ,加强经济主体之间的合作来促进经济发展 ,同

时还为技术创新提供合理的制度安排 ,因此 ,它是创新活动

和经济发展的保证与依赖。理论创新来自于经济发展的实

践 ,同时对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 ,就技

术创新而言 ,新技术的发明、技术创新战略目标的形成无不

是在理论创新的指导下进行的 ;就制度创新而言 ,无论是以

个人或群体为主导的自发进行的诱致性制度创新 ,还是以政

府为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创新 ,都是在理论创新的指导下来认

识和克服旧制度的局限 ,确定新的制定安排 ,因此理论创新

就成为创新活动和经济发展的核心与灵魂。“三大创新”的

关系是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 ,它们是生产力、

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三者相互作用的具体表现 ,所以完整的

创新内涵应是“三大创新”的有机统一体。

长期以来 ,我们在分析各国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往往更

多地注重技术和制度层面的创新 ,而实际上若没有理论创新

来破除旧的思想意识或传统理论教条的束缚 ,经济发展是无

法实现的。如日本的经济现代化始于明治维新 ,而明治维新

首先确定的是具有启蒙性质的“文明开化”的基本国策。再

如 ,中国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 ,首先是从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开始的 ,其目的就是为

解放人们的思想。可见 ,理论创新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

素 ,《研究》一书中对创新理论内涵的完善及三大创新关系的

正确定位 ,有助于人们科学地认识理论创新的作用 ,全面把

握影响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 ,并以此来指导现代经济发展。

二、《研究》准确地揭示了中国自近代
以来经济发展模式理论创新的脉络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 ,洋务运动的兴起 ,标志着中国开

始了其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历程。百余年中 ,由于战乱和政治

斗争的影响 ,中国的现代化步伐缓慢而曲折 ,但《研究》一书

准确地划分百余年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理论创新的三大阶

段 ,并创造性地概括出了三次重大理论创新成果。

作者认为 ,自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可分为三个发

展阶段 :探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阶段 ,中国传统

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阶段和探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阶段。并认为在这三大阶段内出现的

三位伟人 ———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在中国经济发展思想

史上创建了三座里程碑 ,并使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理论创新实

现了三次历史性飞跃。

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孙中山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

旧中国 ,中华民族面临着不同于一般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

义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条件 ,即不仅面临着封建体制的严重

束缚 ,而且面临着资本主义列强的无情侵略。因此 ,孙中山

所领导的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既要反封建又要反帝的资产阶

级民主革命运动。如何指导这一伟大的革命运动 ,从西方近

代资本主义的已有理论中是难以找到现成的答案的。因为

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尚不曾遇到过这样的难

题 ,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也不曾遇到过这

样的历史背景。同时 ,中国古代原有的经济理论已十分陈旧

和僵化。由于中国原有的经济理论是古代封建自然经济条

件下的产物 ,它已完全不能适应中国近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需

要。因而 ,既要实现古代传统经济理论向近代市场经济理论

的转型 ,又不能照搬西方已有的近代市场经济理论 ,孙中山

的民生主义经济学说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具有重

大创新意义的经济理论。这一理论不仅是对古代传统经济

理论的创新 ,也是对西方近代市场经济理论的创新 ,它对中

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了重大指导作用。

毛泽东经历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的伟大转变时期 ,这一时期是中国社会经济的大变革和

大转折时期 ,面临着孙中山时代和其他国家共产党人进行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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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革命和建设时代不曾遇到过的特殊困难和复杂问题 ,

如新民主主义时期旷日持久的武装割据局面 ,革命根据地特

殊的政治经济和作为世界革命战争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革

命战争 ,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 ,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 5 亿多农民、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大

规模的合作化运动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 ,在旧中国经济文化

十分落后的“烂摊子”基础上进行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等。这

些情况决定了毛泽东等人既不能沿袭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思路 ,也不能照搬外国的经验和书本上的

理论 ,必须创建适合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

情况的具有创新特色的经济理论 ,以解决新的历史时期中国

革命和建设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毛泽东经济思想是适应这

一需要而产生的有关我国经济发展理论的又一座里程碑。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 ,邓小平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

义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基础上 ,集中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 ,

不断研究新情况 ,提出了一系列适合中国新时期经济发展需

要的科学理论观点 ,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

论。特别是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对传统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巨大变革与创新。如何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没有现存的

答案 ,在孙中山有关资本主义经济的论述中没有答案 ,在毛

泽东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没有现存答案。因此

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

论和中国经济理论的巨大创新。

《研究》一书对中国近代以来经济发展模式理论创新的

阶段划分 ,既是对百余年现代化经济发展中的理论创新的轨

迹的高度概括 ,也是理论创新对经济发展具有指导作用的观

点的实证分析。作者再次用百余年的史实证明了理论创新

的重大意义。

三、《研究》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 ,客观地分
析了中国百余年理论创新的具体内容

　　中国史学界早就有“史无定法”的主张 ,但面对浩瀚的文

献资料 ,如何才能克服依靠史料中个别事物的记述或零星的

数字 ,得出以偏概念全、模糊不清的定性推断的毛病 ? 答案

就是必须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一书重点研究的是

中国百余年理论创新的轨迹和具体内容 ,每一个理论或观点

的提出 ,离不开历史背景 ,只有不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的真

实面目 ,才能客观评价一种理论或思想的价值 ,但是也不能

完全局限于既定的历史条件 ,必须用发展的眼光 ,才能判断

出一种理论或思想的创新和局限之所在。为此 ,作者采用科

学的比较分析方法 ,既从横的方面比较某种理论的长短高

低 ,也从纵的方面比较某种理论的是非曲直 ,从而比较准确

而客观地揭示了某一理论的创新之处。

中国是一个后发型现代化国家 ,在经济发展速度问题上

的理论认识经历了一个由高速增长理论到转变经济增长方

式理论、再到可持续发展理论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如何才能

正确评价不同阶段经济发展速度理论的贡献和创新之处呢 ?

《研究》一书首先从横的方面肯定了高速增长思想产生的必

然性。因为后发型国家一般都面临技术落后、工业基础薄

弱、供求严重失衡等问题 ,因而他们在发展初期一般都会选

择高速增长模式 ,而且这种模式在实践上确实使后发型国家

较快奠定了国家工业化基础 ,所以作者首先肯定毛泽东等人

所提出的高速增长思想的合理性。但作者也分析毛泽东等

人高速增长理论存在夸大制度优势、夸大个人主观能动性、

忽视经济发展规律、浪费资源现象严重等问题 ,因此 ,邓小平

在总结过去 30 多年经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以追求经

济效益为内涵的经济发展速度思想。这一思想是对毛泽东

等人纯粹靠大量要素投入换取高速度思想的重大创新。同

时 ,作者从发展的角度又进一步分析了以人与自然必须和谐

发展为特征的可持续发展理论 ,这一理论的创新之处在于彻

底改变了传统的工业文明的发展方式 ,即以征服自然为目的

的经济增长方式。总之 ,《研究》一书通篇采用比较分析法 ,

清晰地揭示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理论创新的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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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25 页)则中开展正常的竞争 ,使各企业在自愿的基

础上进行并购重组。因此 ,企业并购重组 ,实行有效集中的

过程中 ,政府仍有必要实行适当的再管制。再管制不仅在西
方国家是一个比较新的理论 ,在实践中也是近几年才出现

的 ,在中国 ,对自然垄断行业放松管制后由于出现的新问题
需要实行再管制更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我们应该学习西方

的再管制经验 ,结合中国的实践 ,对管制体制进行改革 ,调整

管制政策 ,改变管制方式 ,解决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
第三 ,进行相关立法 ,以适应放松管制的新形势以及管

制体制的改革。管制改革要以管制立法为先导 ,按法定程序
进行。例如 ,美国是在 1978 年颁布了《航空业放松管制法》

以后才进行航空业放松管制的改革。中国的放松管制改革

沿袭的是一种先改革、后立法的传统。正是因为管制立法体
系的严重滞后 ,才导致前述诸多问题的出现。即使颁布了相

应法规 ,由于这些法律一般由行业主管部门起草 ,因此有一
定的局限性。更重要的是 ,在已颁布的一些法规中缺乏统一

执法机构使得各管理部门责权不等 ,执法尺度不一 ,相互推
诿。因此 ,为了适应民航业的改革 ,提高政府的管制效率 ,必

须针对民航业的经济技术特征 ,对政府管制机构设置 ,权责

划分 ,市场结构的重大调整 ,被管制企业的权责利关系 ,有关

价格、服务质量 ,市场准入等各方面做出明确规定。目前最

迫切的是加快制定出台《中国航空法》以规范民航领域的改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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