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历史性变化。上海社科院院长
张道根说，追根溯源，归根结底就
是一句话，我们走出了符合时代
特征、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发展道路。!"年来，我们植
根中国国情实际，坚定不移走社
会主义发展道路；我们顺应时代

进步潮流，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
道路。
“新中国成立伊始，总体上是

一个经济上自给自足为主的落后
农业大国。实现从落后农业大国向
现代工业化国家历史性转变，是紧
迫而艰巨的重大任务。”张道根说，
#$!%年底，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

向世界、向各个国家和地区开放，
用开放倒逼自身改革。中国 &"年
来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增长，不仅解
决了发展中国家外汇短缺、资本短
缺问题，解决了低收入国家内需不
足的问题，吸纳了极其庞大的、边
际生产率几乎为零的数亿剩余劳
动力充分就业，也学会了运用世界

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国际通
行规则和惯例办事。
对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

中国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定位，张道
根认为，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参与
者、获益者，也是贡献者。“中国已
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
外开放格局，我们要对标世界最好
水平、国际最高标准，坚定不移完
善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持续提高开
放型经济水平，深度融入经济全球
化，全面参与国际经济的合作与竞
争，保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
发展。” 首席记者 王蔚

! ! ! !“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让我
们认识到了发展的困难，也使我们
要更加清晰地分析发展经济学的
逻辑。”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樊纲
对中国的发展与发展经济学的发
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樊纲认为，落后国家的发展都

要经历这么几个阶段。第一，纯粹
依靠比较优势；第二，进入比较优
势与后发优势同时起作用的时期，
前提是在一开始就要对外开放，学

习模仿，主动地受益于“知识外
溢”；第三阶段，继续学习模仿，加
大自主创新。我们现在就到了这个
阶段，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也迫使
我们必须进入自主创新阶段。再高
一个阶段是成为世界创新体系的
组成部分。一个开放的世界体系，
不可能一个国家、一个企业所有的
东西都自己做，必须合作、互利，大
家专业分工、互通有无。在全球化
的进程中可以实现更有效率的发

展。当然，我们现在是处在第三阶
段的开始，在许多领域，在基础科
学和底层技术上仍然落后，仍然要
努力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
但我们也的确到了自主创新阶段，
只有这样才能突破技术封锁。

我们能不能在自主创新上实
现真正的突破？樊纲提出，科技创
新不是政府补贴能补贴出来的，不
是政府“决定”就能发展出来的，而
是要通过一套机制，以知识产权为

核心的投资、激励机制，才能使创
新不断发生。
樊纲还提出，发展中国家遇到

的一些困难，其实是符合逻辑、符
合规律的。他说：“从一开始，我们
的发展就是在有人比你先进、比你
强大，且已掌握市场的情况下，我
们要赢得一席之地，是件多么困难
的事啊。所以面对中美贸易战，我
们也不必觉得不可接受。世界本来
就不以我们的意志而转移，我们要
做的是准确地分析它、认识它，用
我们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应对它、破
解它，做好自己的事情，努力实现
持续发展。你持续发展了，它才会
认识到封锁、打压也不起什么作
用，情况才能向好的方向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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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以“中国与世界：!"年的历程”
为主题的第八届世界中国学论坛，
昨天下午在沪闭幕。本届论坛主题
紧扣中国发展的时代脉搏，具有鲜
明的时代特色。一方面，论坛回顾和
总结中国共产党引领广大中国人民
为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奋斗的历程
和经验；另一方面，论坛强调新中国
!"年的发展，在集中精力办好中国
自己事情的同时，也为世界作出了
较大贡献。
来自全球不同肤色的中国学研

究者，从各自的学术角度出发，旁征
博引，纵横古今。“中国通”们聚焦的
重点则是改革开放的中国与世界各
国紧密相连、互惠互利。走向强盛的
中国，同时也给世界各国人民创造
了共同发展的极大机遇。

研究中国理解中国
哥伦比亚哈韦里安纳主教大学

讲师卡米楼·德菲利普从组织文化
角度提出，中国的机制具有文化历
史的经验，包括灵活性、领导力等，
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机制要素，应
该形成一个包含这些概念的体系，
研究它们在具体的事件中是如何运
作的。还有，儒学也提供了自律和自
治的表述，这些都与拉美的情况很
不一样，虽然不能照搬照学，但必须
坚持从中国而不是西方角度来理
解，这样才能成功地借鉴中国经验。
哈佛大学荣休教授杜维明就儒

家的“仁”的思想能否成为核心价
值，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这就是文明的对话。通过
平等的对话，我们可以互相学习。在
文明对话的领域，儒家有其独特性，
关注的是学做人的道理。这是一种
自然的反馈系统，可以成为一种具
有世界意义的价值。
荷兰皇家科研院院士施舟人回

顾了自己研究汉学的历程，认为近
几十年海外对中国的研究有了长足
的进步，现在全世界越来越多人在
研究“道”和“易学”，在研究汉学，这
是非常难得的。他强调，自己的学问
来自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中国有
一个“活着”的传统，尽管在近百年
来受到很多磨难，但中国人民保持
了自己具有特色的文明。

深入合作贸易互惠
美国亚洲协会名誉会长、第五

届中国学贡献奖获得者卜励德说，
当年中国邀请美国水平不高的乒乓
球队访华，这是中美建交的前奏，从
此之后两国开始了持久和密切的交
往，一直到今天。'"('年，观看姚明
在休斯顿火箭队首秀的中国观众达
)亿人，跟美国的全部人口一样多。
中美关系如同一座冰山，虽然在海
面上能够看见战略性不信任的锯齿
状的边缘，但在海平面以下却存在
着由战术性信任维持的庞大的非官
方关系，它们能够保持中美关系的
稳定。数十年来，中美一直在彼此竞
争和合作，相信中美未来将延续相

互依存的关系。
挪威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

员阿恩·梅尔基奥尔，运用理论模型
揭示了贸易政策互惠的重要性。他
分析中美贸易战案例后认为，自由
贸易将使中美双方受益，美国从中
获得的收益甚至超过了中国；中美
贸易战或将为美国带来制造业复
兴，但付出的代价同样可观。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资源可持续

利用研究所全球资源可持续利用专
业首席专家莱蒙德·布莱斯维茨，在
对中欧循环经济政策与全球视角进
行解读时指出，中国和欧盟在循环

经济上有很大的合作潜力，双方也
有很强的合作意愿去推动全球循环
经济发展。未来双方在绿色城市、智
能技术、循环技术、绿色金融等方面
可以进行更深入的合作。

文明需要交流互鉴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

第一副院长潘岳说，世界正面临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西方的现代
文明已不再是一家独大，拥有数百
年乃至数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希
腊文明、俄罗斯文明、奥斯曼文化、
波斯文明等古老文明都在重新焕发

生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古老
文明蕴藏着化解现实困境的宝贵经
验，凝结着追求美好未来的恒久价
值。当某些国家强调本国优先而逆
全球化的时候，大多数古老文明都
主张以包容性的传统去助推新型的
全球化。文明冲突的根源不是古老
文明的现代复兴，而是单一文明的
唯我独尊。单一的现代西方文明如
果不与古老文明交流借鉴，肯定无
法成为普世文明。反过来说，古老文
明也必须保持开放的心态，坚持不
懈的交流互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

长郝福满说，中国在过去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成就，世界必须了解中国
过去 !"年的历史。要了解这些发展
的原因是什么，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这对全球包括中国都是非常重要
的。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还有 %*+

的人口处于贫困线下。但明年，绝对
贫困!!人 !天收入 !"#$美元以下"

将在中国被根除。中国的继续发展
对本国和世界都很重要。中国将会
继续向其他国家学习，世界也可以
开始更多地学习中国。引用朱熹的
话说，就是“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
源头活水来”。

第八届世界中国学论坛闭幕 !中国通"纵论古今意犹未尽

新中国发展为世界创造大机遇

"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樊纲

你持续发展 打压就不起作用

" 上海社科院院长张道根

植根国情 坚定不移和平发展

第八届世界中国学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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