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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经济现代化理论研究的新探索

——简评严清华专著《中日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比较研究》
Ξ

帅冬云

　　现代化在当今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话题, 现代

化经济发展思想也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学科研究领

域。对于日本经济发展奇迹的探讨和中国经济发展

问题的研究, 对于中日现代化背景、前提、道路、结果

等的比较, 中日两国学者和国际学术界都曾做过一

些积极的探讨。但对于产生于两国现代化过程中并

指导着两国现代化进程的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的比

较研究却不曾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摆在我们面前

的这部《中日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比较研究》, 正是

从思想的层面对中日现代化经济发展问题作了新的

探索。综观全书, 具有如下特点和意义:

11 深层探讨, 注重理论创新。现代化是一个包

罗万象、多层面、多阶段的历史过程, 而贯穿于其中

的核心和本质是经济现代化。因而, 抓住经济现代化

问题也就抓住了现代化问题的关键。经济现代化的

实现既有技术上和制度上的原因, 也有经济发展指

导思想上的原因。从研究的角度看, 探讨现代化过程

中技术上和制度上的原因当然也是需要付出很大努

力的; 但相比之下, 从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上进行探

讨是一种层次更深、难度更大的探讨。这不仅因为技

术上和制度上的问题从其存在方式上看具有“硬件”

的特征, 往往是显而易见的, 而且由于中日两国这方

面的资料相对而言较为充足, 同时也不乏可供借鉴

和参考的诸多研究成果; 而思想层面的问题不仅具

有“软件”的特征, 难于认识和把握, 而且从中日两

国, 尤其是日本的情况看, 这方面的现有中文资料颇

为有限, 也基本上没有多少可供直接利用的现有成

果。因而, 从思想层面探讨中日现代化经济发展问题

需要付出更为艰辛的劳动。本书作者曾到日本进行

过研修访问, 搜集了大量日文第一手资料, 进行了艰

苦的整理和提炼工作。书中所使用的许多日文资料

大都为别人所不曾使用, 尤其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

有关资料, 基本上是由他首次译成中文并加以使用

的。

从思想层面探讨中日现代化经济发展问题, 本

质上在于注重理论创新。人们过去对于现代化问题

的探讨, 大都将视野局限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

层面上, 而对于理论创新则有所忽略。其实, 理论创

新也是现代化经济发展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

素。这是因为, 现代化经济的发展除了需要发展要素

的具备及有效配置运作外, 还需要发展取向的选择,

发展战略的确定, 发展理论的指导, 而所有这些都有

待于理论创新作用的发挥。该书正是将视野定位在

理论创新的层面上, 以中日两国的现代化经济发展

思想为对象, 追寻其轨迹, 详述其内容, 比较其同异,

分析其缘由。全书共分九章, 分别阐述两国现代化历

程和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的产生发展过程, 两国现

代化经济发展思想的起点、轴心, 两国经济发展目标

构想、发展道路选择、发展速度理论、产业政策思想、

外向型经济发展思想, 以及对两国现代化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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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综合考察等, 构建了以理论创新为精髓的两

国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体系。

21 揭示同异, 见解富有新意。该书既然是比较

研究的著作, 因而揭示中日两国现代化经济发展思

想的同异所在也就成了一项根本性任务。作者在书

中将两国的有关思想与西欧诸国、与后发型现代化

国家和东亚文明圈国家分别进行了比较, 揭示了其

中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如作为与西欧诸 国之所

同, 作者指出无论西欧诸国还是中日两国, 都在由传

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经历了突破

传统重农思想教条的阶段, 都以重商主义思想为历

史的和逻辑的起点, 都以工业化思想为现代化经济

发展思想的轴心, 都很重视经济发展因素、产业政

策、经济增长速度与效益等问题; 作为与后发型国家

之所同, 作者例举了两国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中所

表现出的启动觉醒的强制性、发展思路的跳跃性、操

作设计的控制性、对外取向的吸纳性等; 作为与东亚

文明圈国家之所同, 作者提到了浓厚的儒教伦理色

彩、突出的集团主义精神、强烈的和睦协调意识等。

作者认为, 这些都是适应现代化经济发展在一定条

件下的共有要求而产生的, 反映了一定范围内现代

化经济发展思想中带普遍规律的内容。

但中日两国在现代化经济发展过程中毕竟走过

了不同的道路, 而且结果也大相径庭, 其原因何在?

作者从经济发展思想的角度做了探讨。作者指出: 从

认识起点上看, 中国在现代化起步之初, 面临着现代

化条件的先天不足与后天的极度欠缺; 日本则具有

丰富的前现代化遗产并早在明治维新之前即已开始

萌动现代化。中国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 背着沉重的

历史包袱, 反映迟钝, 裹足不前; 日本则在前现代化

遗产的基础上, 反映迅速, 锐意改革, 迅速崛起。在经

济发展目标和道路的选择上, 中国经历了由最初追

求资本主义工业化到选择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转

变, 社会主义道路本身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和调

整的过程; 日本则从明治维新开始, 其工业化目标与

资本主义道路的选择就始终如一, 避免了因目标指

向和道路选择的变更而付出的高昂代价。在实现现

代化的运行机制方面, 中国从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

家的自由放任到计划经济的干预思想, 再到当代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指导思想的确立, 经历了一个艰辛

曲折的探索过程; 日本则始终注重于市场经济体制

的建设。从对经济发展速度的认识上看, 新中国成立

后一度犯了盲目追求高速度的主观主义错误, 改革

开放后对增长速度仍在进行探索; 日本下村治的高

速增长理论则注重于经济增长的客观条件, 具有很

强的针对性。从两国产业发展政策思想上看, 中国领

导人有关产业思想的辩证认识多属创新理论型, 即

体现出较强的理论上的创新特色; 日本产业发展思

想则多属理论创新型, 所注重的是理论的创新作用,

更具有实证性和可操作性。这些分析和概括, 多为发

人之所未发, 其中不少属于新颖独特的见解。

31 寻找启发, 结论耐人寻味。作为一部高水平

著作, 其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魅力不仅在于其理

论的深刻和见解的新颖, 而且在于它的结论是否具

有理论份量和参考价值。该书通过中日现代化经济

发展思想的比较研究, 得出了两大富有历史启示意

义的结论: 一是强调必须充分认识理论创新对于现

代化经济发展的伟大意义。作者把理论创新视为现

代化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认为日本现代化

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理论创新作用的发

挥, 指出日本明治维新一开始就将“文明开化”定为

基本国策之一, 我国经济改革首先就从检验真理标

准的大讨论开始, 说明现代化经济发展必须以消除

思想阻力, 树立正确的指导思想为基本前提。针对中

国存在的问题, 借鉴日本的经验, 作者强调要正确认

识和处理理论创新与创新理论的关系, 尤其要注重

培育理论创新的有效功能。二是强调必须树立正确

的现代化经济发展观, 包括正确的调控观、条件观、

代价观、速度观、政策观等。作者认为, 如不树立正确

的现代化经济发展观, 就难以把握历史机遇, 最终导

致现代化的受挫。作者在书中所得出的这方面结论,

耐人寻味,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参考价值。

任何一部学术著作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 该

书有关中日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的同异比较和理论

总结也不无商榷的余地, 但总的说它对中日经济现

代化理论作了新的探讨, 是一部值得肯定和赞许的

学术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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