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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的东方，中国这个拥有十几亿人

口的文明古国，正在加速工业化、信息化、城

镇化和现代化进程，正在经历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历史进程。

无论是中国自己，还是全世界都在问，

现代中国到底选择和走上一条什么样的发展

道路？对中国本身意味着什么？对世界意味

着什么？中国之路是一条什么道路呢？我们

应当如何认识和理解这条发展道路呢？中国

从哪里来？如何走过来？又到哪里去呢？

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探索符合本国国情和时

代要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虽然历经曲

折，中国人民却孜孜以求、与时俱进，不断总

结汲取本国及其他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

不断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

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通过

艰苦努力，中国找到了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

发展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

化道路。

所谓“中国之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现代化之路”。

它包括了三个方面：第一，它是现代化之

路，就像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也要从低收

入到中等收入进而到高收入，基本实现工业

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目标和任务。第二，它

是社会主义之路，不仅要使人民富裕起来，

还要逐步使十几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起来。

第三，它是中华民族复兴之路，这是一个几千

年具有独特的延续性、包容性、开放性的中

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又是缔造了一个东方特

色的“多元一体”统一的多民族现代国家的

伟大复兴，在充分学习借鉴其他民族和国家

的长处，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

大量的数据和历史事实展现和说明现

代中国的历史变迁和巨大变化：从“一盘散

沙”“四分五裂”的社会到国家的高度统一、

各民族空前团结、具有强大的社会凝聚力的

世界政治大国；从世界的“饥荒之国”到世

界第一农业生产大国，从世界工业落后国到

世界第一工业生产大国；从基础设施落后国

到世界现代化基础设施大国；从“一穷二白”

国家到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从“一贫如洗”

之国到“全面小康社会”；从“东亚病夫”之

国到“健康中国”；从“文盲充斥”“人才匮

乏”大国到世界人力资源大国；从科学技术

空白之国到世界“创新国”；从世界最大传

统农业社会到世界最大现代城市社会；从封

闭社会到全面开放社会；从封闭落后的文化

之国到开放先进的中华文化软实力大国；从

“一大二弱”之国到综合国力世界第二，是强

大的“东方巨人”。

中国之路是一条不断应对挑战、战胜

挑战之路，包括外部挑战与内部挑战，可预

见挑战与不可预见挑战。这需要及时识别挑

战，积极应对挑战，并将挑战转为机遇。正

由于在不同时期中国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策

略，因而也有了不同的历史轨迹。

中国之路是一条实践中学习的“试错”

之路。中国领导人不唯书、不唯洋（人）、不

唯教条主义，不相信世界上存在什么“放诸四

海而皆准”的“普世”模式，不盲目照搬照抄

外国模式。

中国领导者倾向于向那些与中国差异不

大的国家学习，但是这种学习已经不是模仿

式学习，而是借鉴式或参照式学习。立足自身

国情，坚持独立探索，在实践中进行学习和

调整，学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防止肯定一

切或否定一切。

这也说明世界上没有最好的体制，也没

有最完备的体制，只有最适合自己的体制，最

适宜自己的体制，这个体制不是事先人们有

意设计出来的，而是人们“摸着石头过河”，

不断“试错”出来的。

总之，中国之路本身就是“万里长征”

之路，是几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

领导下，历尽艰辛，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勇于

探索、不断创新的发展之路，是中国人民走

向共同富裕之路，中国走向世界强国之路，中

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之路。（鄢一龙系清华大

学公共管理学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李 坤）

认识和理解“中国之路”

开栏语：

科学认识中国的国

情，知道中国发展

之路从哪里来，再

到哪里去，是值得

大家关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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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栏目，特邀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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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中国发展的历史

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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