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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当下国内外关注的中国治国理政经验ꎬ 主要是指中国改革开

放以来逐步探索和积累的改革、 发展与治理经验ꎮ 中国治国理政经验具有四

方面的显著内涵: 自立精神、 发展主义、 有效政府、 多元共识ꎮ 随着发展中

国家对中国发展的普遍关注及中国自信的增长ꎬ 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

验交流、 观念互动和治理对话正在稳步发展ꎬ 成为当前南南合作深入发展的

重要着力点和生长点ꎬ 具有全球发展和全球治理层面的意义ꎮ 其深入发展不

仅有助于推动全球发展问题的解决ꎬ 为发展中国家探索自主发展道路提供新

的启示ꎬ 也能通过不断深化的南南知识交流和观念创新助推全球知识流动格

局趋向多元化发展ꎬ 进而为世界秩序的发展和完善带来积极影响ꎮ 继续推进

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的行稳致远ꎬ 需要坚持相互平等、
互学互鉴、 存异求同的原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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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研究所所长、 教授 (北京　 １０００９１)ꎮ

当今世界处在大发展、 大变革和大调整时期ꎬ 全球性的观念、 制度和

文化的合作与交流更加紧密ꎬ 竞争与交锋也更加激烈ꎮ 其中最富积极意义

的方面ꎬ 是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交流、 观念互动和治理对话正在

稳步发展ꎬ 成为当前南南合作深入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和生长点ꎮ 此种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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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在本质上属于人文交流的范畴ꎬ 也具有全球发展和全球治理层面的意

义ꎬ 其深入发展不仅有助于培育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相互理解和政治

互信ꎬ 也可以通过经验、 观念和制度层面的对话助推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发

展ꎬ 帮助它们更好地应对和解决全球性发展和治理问题ꎮ 放眼未来发展趋

向ꎬ 在人类知识延续几个世纪由北方向南方流动和扩散之后ꎬ 全球性知识

流动格局正在趋向多元化发展ꎬ 这些曾经在世界体系中长期处于边缘的发

展中国家开始通过横向合作推动知识与观念创新ꎬ 进而彰显它们对人类发

展的新价值和新贡献ꎮ 在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中国与其他发展中

国家治国理政交流的发展历程基础之上ꎬ 如何进一步凝练中国治国理政经

验的理论内涵ꎬ 不断探索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的发展之道ꎬ
就显得十分必要也十分重要ꎮ

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的历史演进

经验交流一直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南南合作的重要内容ꎮ 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７０ 年来ꎬ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合作从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时期的政治

团结与互助ꎬ 逐步过渡到经济建设和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全方位互利合作ꎬ 中

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交流也从最初以革命经验交流为主ꎬ 逐步拓展提升为

改革与发展经验的分享ꎬ 以及更为全面意义上的治国理政经验交流ꎮ 南南合

作历史任务的转变以及国际环境的巨大变迁ꎬ 赋予不同时期经验交流以不同

的内容与形式ꎬ 也因此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烙印ꎮ
早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 ７０ 年代ꎬ 年轻的中国怀揣共产主义的世界情怀ꎬ 也着

眼为自身维护主权独立并打破外部封锁争取更多的政治支援ꎬ 曾广泛声援

和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ꎮ 在这一时期ꎬ 许多亚非拉国家友好人士

纷纷前往中国ꎬ 寻求实现国家独立的精神激励和斗争经验ꎮ 第三世界的大

团结极大地推动了亚非拉世界的民族独立运动ꎬ 摧毁了西方殖民大国建立

和维系的长达百余年的殖民体系ꎬ 中国在这一斗争中也极大地彰显了自身

的力量和价值ꎬ 有力塑造了中国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认同与互信ꎬ
奠定了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友好合作的政治和情感基础ꎬ 其历史意义至

今仍在显现ꎮ 赞比亚原总统卡翁达曾这样称赞道: “中国是南部非洲同殖民

主义、 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进行斗争的爱国力量的主要支持者之一ꎮ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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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对莫桑比克、 安哥拉和津巴布韦人民的支持对这些国家的解放起了决定

性的作用ꎮ”①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性接触ꎬ 从一开始就具有重大的世界

意义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期ꎬ 中国战略重心逐步转向经济建设ꎬ 亚非拉世界民族

独立运动也基本完成ꎬ 南南合作的历史任务悄然发生重大转变ꎮ 如果说此前

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经验交流主要是革命经验的横向传递ꎬ 那么进入 ８０ 年

代后则演变为发展经验的横向交流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 ９０ 年代ꎬ 中国领导人在会见

发展中国家代表时ꎬ 一个重要内容是向外宾介绍中国改革和发展经验ꎬ 鼓励

他们探索适合自身条件的发展道路ꎮ １９８５ 年 ８ 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坦桑尼亚

总统尼雷尔时谈到ꎬ “我们的经济改革ꎬ 概括一点说ꎬ 就是对内搞活ꎬ 对外开

放ꎮ” 他自信地展望: “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ꎬ 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

实验ꎬ 我们相信会成功ꎮ 如果成功了ꎬ 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

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ꎮ”②

表 １　 中非合作论坛会议拟定的非洲人力资源培训计划

中非合作论坛会议 培训起止时间 (年) 计划培训非洲学员 (人次)

中非合作论坛第一届部长级会
议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３ ７ ０００

中非合作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
议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６ １０ ０００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暨第三
届部长级会议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９ １５ ０００

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
议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２０ ０００

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
议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５ ３０ ０００

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８ ４０ ０００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１ ５０ ０００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外交部中非合作论坛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ｏｃａｃ ｏｒｇ / ｃｈｎ) 资料整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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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谢益显: «中国外交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１９４９ ~ １９７９)»ꎬ 河南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８８ 年版ꎬ
第 ５９６ 页ꎮ

邓小平: «对中国改革的两种评价» (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一日)ꎬ 载 «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ꎬ
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３ 年版ꎬ 第 １３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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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２１ 世纪ꎬ 中国开始逐步显现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ꎬ 国际影响力得到

快速提升ꎬ 中国也更加自信地向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介绍中国发展的成就

与经验ꎮ 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历八九十年代的政治动荡和经济停滞后ꎬ 也开

始更加重视对中国政治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注ꎬ 非洲国家 “向东

看”、 部分拉美国家 “向西看”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ꎮ ２０００ 年首届中非

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的召开ꎬ 开创性地设立 “非洲人力资源开发基金”ꎬ 推动

了中非人力资源开发合作的大规模快速发展 (表 １)ꎮ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ꎬ 中国政府

发表首份对外政策白皮书——— «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ꎬ 把 “相互学习、 共谋

发展” 确定为中国对非洲政策的四项原则与目标之一ꎬ 明确提出中非双方 “相
互学习借鉴治国理政和发展的经验支持非洲国家加强能力建设ꎬ 共同探索

可持续发展之路ꎮ”① 治国理政经验开始作为一个独立词汇被明确提了出来ꎮ
从字面意义上讲ꎬ 虽然经验交流本身也涉及国家发展的方方面面ꎬ 但治

国理政经验在囊括经济社会发展经验的同时ꎬ 也更加明确地涵盖了诸如道路

选择、 制度建设、 治理建设、 政党建设等更为宽泛的内容ꎮ 党的十八大特别

是十九大以来ꎬ 中国开始更加自信地思考自己的道路、 理论和制度选择ꎬ 更

加系统地总结提炼国家发展和治理的经验、 教训和相关启示ꎬ 也开始更加深

入地推进中国与世界特别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治国理政经验交流ꎮ ２０１８ 年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明确把 “能力建设” 作为未来三年中非合作的 “八大

行动” 之一ꎬ 表明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和国家能力建设已经成为中非合作的优

先合作领域之一ꎮ 中拉合作论坛也把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作为深化中拉合作的

重要事项ꎬ 中拉双方决定共同建设陆洋一体的大联通、 培育开放互利的大市

场、 打造自主先进的大产业、 抓住创新增长的大机遇、 开展平等互信的大交

流 “五位一体” 合作大格局ꎮ② 在此背景下ꎬ 治国理政经验的交流涵盖面愈

加广泛ꎬ 从非洲和部分亚洲国家逐步拓展到囊括拉美、 中东欧和南太平洋岛

国等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ꎬ 交流内容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经验逐步拓展到更为

广泛、 深层次的国家发展和治理领域ꎬ 交流形式从党政高层交流逐步拓展到

包括公共外交、 民间和智库交流在内的大外交格局ꎬ 交流对象也从党政官员

和专家学者逐步拓展到包括传媒、 非政府组织、 妇女和青年领袖等各层面各

６

①
②

«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３ 日ꎮ
习近平: «携手共命运　 同心促发展»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４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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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精英人士ꎮ 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已经成为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关系的

一个重要方面ꎬ 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个重要亮点ꎮ

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的理论内涵

一般意义上ꎬ 时下国内外热议的中国治国理政经验主要是指中国改革开放

以来逐步探索和积累的改革、 发展与治理经验ꎮ 人们试图回答ꎬ 中国作为一个

后起的超大型发展中国家ꎬ 何以能够实现近 ４０ 年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快速发

展ꎬ 其背后的 “秘密” 究竟何在? 中国经验对世界意味着什么ꎬ 特别是对多

数尚未实现经济社会较快发展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究竟有何种启示和借鉴意义?
回答这些问题ꎬ 首先需界定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的本质ꎮ 从宏观看ꎬ 中国

过去 ４０ 年的发展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主动追求现代化并深入参与经济

全球化的历程ꎮ 着眼中国自身历史演进ꎬ 这一进程是中国近代以来追求国家

独立、 发展和富强的最新努力ꎬ 是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这一宏大社会

变迁的最新阶段ꎮ① 放眼全球ꎬ 中国发展是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在实现民族独

立后追求发展和复兴的一个重要实践ꎬ 是当今世界解决全球发展问题的一个

突破性进展ꎬ 也是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结构呈现全球性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

重要推动力量ꎮ 由此ꎬ 中国的发展就不仅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全体中

国人的世纪夙愿ꎬ 其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治国理政经验所带来的

某种启示也关乎着整个发展中世界的发展ꎬ 而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新兴大国

对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深度参与还关乎着世界共同的命运与前途ꎮ 中国经验

的积累和对外交流ꎬ 才因此具有了超越中国自身的更为广泛的世界意义ꎮ
对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的总结和提炼ꎬ 也因此具有两个指向ꎬ 既要呈现中

国的创新因而彰显中国个性、 中国特色ꎬ 又要能够进行世界表达因而能为世

界所理解ꎬ 推动世界读懂中国ꎬ 进而通过经验交流互鉴助推世界减贫与发展

进程以及发展中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ꎬ 由此更好体现中国经验的世界价值和

意义ꎮ 具体来讲ꎬ 这种经验总结就不应只是强调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某些显

著中国特色ꎬ 而更应从一般意义上国家构建 (Ｓｔａｔｅ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的理论与实践

７

① 罗荣渠先生曾明确主张从现代化的视角来叙述中国的近现代史ꎬ 来认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ꎮ
参见罗荣渠: «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ꎬ 商务印书馆ꎬ ２００４ 年版ꎬ 第 ４８７ ~ ５１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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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去思考中国治理经验的世界价值ꎬ 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追求发展并参与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的普遍性问题挑战的角度去总结中国经验的普遍性意

义ꎮ 在此ꎬ 本文尝试提出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的四方面显著内涵:
(一) 自立精神

中国发展模式的最根本之处ꎬ 在于对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深刻理解与

一贯坚持ꎮ 中国从开国领袖毛泽东开始ꎬ 就始终强调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ꎬ
强调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和智慧来实现国家发展ꎬ 并由此彰显中国人的价值

和意义ꎮ① 在中国人看来ꎬ 独立自主不仅要在政治上获得独立ꎬ 更要实现思想

和精神上的自立自强和完全解放ꎮ 其实质ꎬ 就是要自主决定适合自身的发展

道路和制度选择ꎬ 自主决定自己民族、 国家的命运和前途ꎮ 在中国人看来ꎬ
独立自主不只是每个民族国家自己的事业ꎬ 整个第三世界的南南合作也是更

为广泛意义上自立自强和自力更生的一部分ꎮ 这一南南合作精神ꎬ 得益于早

年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时期建立统一战线的历史启示ꎬ 成长于第三世界民

族解放运动时期南南合作的现实需要ꎬ 在今天发展中国家追求发展和复兴进

程中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ꎮ
中国对现代化的追求及战略选择ꎬ 很好展现了中国的自立精神ꎮ 在探索

发展道路时ꎬ 中国注重学习国外的成功经验ꎬ 注重借鉴西方经济发展理念的

合理成分ꎬ 但始终强调基于自身国情基础上进行理性选择和借鉴ꎬ 由此不断

完善国家制度设计和发展战略选择ꎮ 在选择改革路径之时ꎬ 中国从一开始便

选择了一条渐进改革之路ꎬ 也即是 “摸着石头过河”ꎬ 在充分保证国家政治稳

定的前提下稳步推进改革进程并扩大对外开放领域ꎬ 在制度不断完善和经济

不断发展进程中增强了抵御内外风险的能力和参与世界经济竞争的经验ꎬ 从

而较好地处理了改革、 发展和稳定的相互关系ꎬ 因而得以成功避免东欧转轨

国家和非洲国家曾经在进行激进政治变革时所带来的不同程度的政治动荡ꎮ
在追求经济发展之时ꎬ 中国也曾大量利用外来援助ꎬ 积极吸引外来投资、 技

术和管理经验ꎬ 但始终强调挖掘国内市场潜力、 培育自身发展活力并提升自

主发展能力ꎮ 在探寻国际合作之时ꎬ 中国在注重协调与发达国家的竞争合作

８

① 毛泽东曾在 １９５８ 年国家处于困难时明确强调ꎬ 中国的建设要以 “自力更生为主ꎬ 争取外援为

辅ꎬ 破除迷信ꎬ 独立自主地干工业、 干农业、 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这就是我们的路线ꎮ”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外交文选»ꎬ 中央文献研究室、 世界知识出版

社ꎬ １９９４ 年版ꎬ 第 ３１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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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时ꎬ 也自始注重开展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ꎬ 当前中国积极倡导和

践行对发展中国家的正确义利观ꎬ 稳步推进与发展中国家的 “一带一路” 建

设ꎬ 正在构筑一条横贯亚非拉的更为广泛的新丝绸之路ꎮ
(二) 发展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具有三方面显著特点: 一是将经济发展置于

优先地位ꎬ 即经济发展在相当长时期里是国家追求的中心目标ꎬ 且全民有着

实现现代化的普遍共识ꎻ 二是政府对经济的有效推动ꎬ 即政府有着推动经济

发展的强烈意愿并拥有有效动员、 协调和整合资源以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能

力ꎬ 特别是通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来改善发展条件并提升发展能力ꎬ 通过

有选择性的产业培育以实现在特定领域的追赶型发展ꎻ 三是积极参与全球产

业分工ꎬ 即充分发挥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以承接全球产业转移ꎬ 主动建立出

口导向型的经济体系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升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

位ꎮ 中国经济发展具有许多东亚 “发展型国家”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ｔｅ) 的显

著特点ꎬ 同时又试图在政府与政党、 社会与国家、 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ꎬ 以

及改革、 发展与稳定之间探索更加平衡的关系ꎬ 不断探索建立现代治理体系

并实现治理能力重塑ꎬ 以超越传统东亚 “发展型国家” 的某些局限ꎮ
中国在经济上的发展主义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ꎬ 除了体现在对发展目标的

执着追求和发展战略的通盘设计之外ꎬ 还体现在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种 “发展

导向” 的问题解决路径ꎮ 中国坚信 “发展才是硬道理”①ꎬ 试图通过更高质量

的发展来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ꎬ 通过更为深入的改革来破解发展中出现的

难题ꎮ 这是因为ꎬ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特别是在初期往往涉及复杂的经济、
社会和政治变迁ꎬ 必然要触及诸多既有的利益ꎬ 必然要突破许多既有的制度

藩篱ꎬ 因而容易引发甚至激化各种潜在的问题和矛盾ꎬ 这就需要政府通过不

断增加新的发展机遇、 新的发展成就ꎬ 来满足民众不断提升的发展需求ꎻ 通

过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的不断增强ꎬ 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提升社会保障能力ꎬ
由此持续提高民众的获得感和对国家的认同ꎮ 正如冷战结束后非洲政治民主

化及阿拉伯剧变所展现的那样ꎬ 面对不断累积的社会矛盾ꎬ 如果不以更大程

度的发展和改革来寻求突破ꎬ 而是仅仅以 “民主” 为导向ꎬ 试图通过一揽子

９

① 邓小平: «在武昌、 深圳、 珠海、 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

十一日)ꎬ 载 «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ꎬ 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３ 年版ꎬ 第 ３７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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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变革来解决各种利益矛盾或社会问题ꎬ 反而可能诱发原本存在的各种

利益分歧和认同差异ꎬ 进而导致各族群、 政党和利益集团深陷政治纠纷ꎬ 而

无暇顾及国家发展ꎬ 其结果可能恰恰适得其反ꎮ
(三) 有效政府

国内一些学者习惯于用 “强政府” 来指称中国政府模式ꎬ 认为这是中国

模式的一个显著优势和特色ꎮ 其实ꎬ 无论是 “大政府” 还是 “强政府”ꎬ 都

有可能带来国家对社会和民权的压制ꎬ 在政治学领域都并非是完全意义的褒

义词ꎬ 前者意味着政府规模过于庞大或者涉足的领域过于宽泛ꎬ 后者则暗示

国家权力可能过于集中或过于强势ꎬ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与威权主义画上了等

号ꎮ 从改革方向看ꎬ 中国的国家治理应是一种 “有效国家”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ｅ)
或 “有效政府”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ꎬ 即国家或政府在有限的治理范围和必

要的制度约束下行使富有效能的国家权力ꎬ 比如ꎬ 维护国家稳定和基本社会

秩序ꎬ 为民众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ꎬ 以及为经济发展提供必要条件和制度激

励ꎮ① 何为国家治理能力? 任何现代国家ꎬ 无论其奉行的意识形态和具体的政

治体制有何差异ꎬ 都应该具备推动经济发展、 履行公共管理、 维护社会基本

稳定并为民众提供应有公共产品的能力ꎮ 它们履行这些职能的程度大致反映

了其国家能力的高低强弱ꎬ 国家也因此可以分为有效的 (有能力的) 政府、
低效的 (低能的) 政府、 失败的 (无能的) 政府ꎮ②

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力之所以相对较强且治理较为有效ꎬ 至少源于三大因

素: 一是中国有一套系统且较为成熟的国家基本制度ꎬ 诸如现代的金融与财

政制度、 统一的国内市场秩序和经济规则、 成熟的法治和治理体系ꎬ 以及较

完备的教育、 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ꎬ 这是任何现代国家履行其基本职能的必

要条件ꎮ 中国是一个在制度建设方面历史悠久的国家ꎬ 在现代化开启之前就

已经有着逾千年的国家制度经验ꎬ 在全面推进改革开放之后ꎬ 又能随着发展

０１

①

②

罗建波: «非洲国家的治理难题与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交流»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７４ ~ ９７ 页ꎮ

王绍光、 胡鞍钢等人认为ꎬ 国家职能与相应的能力包含八个基本方面: 维护国家安全与公共秩

序的能力 (强制能力)ꎻ 动员与调度社会资源的能力 (汲取能力)ꎻ 培育与巩固国家认同和社会核心价值

的能力 (濡化能力)ꎻ 维护经济与社会生活秩序的能力 (监管能力)ꎻ 确保国家机构内部的控制、 监督与

协调的能力 (统领能力)ꎻ 维护社会分配正义的能力 (再分配能力)ꎻ 将民众参与需求纳入制度化管道的

能力 (吸纳能力)ꎻ 协调不同利益、 形成公共政策的能力 (整合能力)ꎮ 参见王绍光、 胡鞍钢、 周建

明: «第二代改革战略: 积极推进国家制度建设»ꎬ 载 «战略与管理» ２００３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９０ ~ ９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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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国家制度ꎬ 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治转型和制度建设

的相辅相成且相互促进ꎮ 由此ꎬ 中国才有较强的治理能力以全面推进改革和

开放进程ꎬ 才有相应制度设计以有效化解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利益分歧ꎬ
从而有效维护政治的基本稳定ꎮ 对于身处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来说ꎬ 政

治发展的主题不仅仅只是政治民主化ꎬ 也包括同样重要的制度建设和政治稳

定问题ꎬ 后者对于国家的发展和稳定同样具有基础性、 决定性的作用ꎮ 国家

首先应该是一个 “制度供给者”ꎬ 进而才能成为政治改革的 “推动者”、 经济

发展的 “服务者” 和社会秩序稳定的 “维护者”ꎮ
二是中国政府具有超越国内不同利益集团和政治力量的相对 “自主性”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ꎬ 因而能够制定相对长远的国家发展目标ꎬ 且能够在实践中一以

贯之地追求ꎮ 其实ꎬ 中国的政策制定环境并非真空ꎬ 政策制定过程也受到许

多来自不同行业和地方的利益集团的影响ꎬ 但相对于其他多数发展中国家ꎬ
中国执政党和政府仍然拥有相对更为广泛的代表性ꎬ 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将长

远的国家利益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ꎮ 北京大学姚洋教授因此把中国政府概括

为 “中性政府” (Ｄｉ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ꎬ 认为中性政府和社会平等是中国

经济成功的关键ꎮ①

三是中国政治崇尚选贤与能ꎬ 逐步建立了一套较成体系的官员选拔和考

核制度ꎬ 旨在遴选出具有良好知识素养、 管理能力而又符合道德标准的行政

官员ꎮ 加拿大著名政治学者贝淡宁 (Ｄａｎｉｅｌ Ａ Ｂｅｌｌ) 把中国政治模式称为

“贤能政治” (Ｍｅｒｉｔｏｃｒａｃｙ)ꎬ 认为它更加适合挑选出拥有高超能力和美德的政

治领袖ꎬ 同时通过 “基层民主、 中间试验和高层赏贤” 的政治架构尽可能地

回应了民众的民主诉求ꎮ② 虽然这种制度在具体运作中并非完美ꎬ 在理论建构

上还需更具说服力的解释ꎬ 但这种政治尚贤有着千年科举取士的历史文化传

承ꎬ 也有数十年的现代政治实践ꎬ 还有精英和大众对这种制度安排的基本认

可ꎬ 因而体现出某种程度的政治合法性ꎮ
(四) 多元共识

这里所言多元共识ꎬ 既体现为中国社会广泛存在的多元共识理念ꎬ 也体

现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广泛存在的多元共识的制度安排ꎮ 这种多元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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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 «中国经济成就的根源与前景»ꎬ 载 «文化纵横» 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１６ ~ ２３ 页ꎻ 贺大

兴、 姚洋: «社会平等、 中性政府与中国经济增长»ꎬ 载 «经济研究»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４ ~ １７ 页ꎮ
[加拿大] 贝淡宁: «贤能政治»ꎬ 吴万伟译ꎬ 中信出版集团ꎬ ２０１６ 年版ꎬ 第 １３６ ~ １６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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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ꎬ 源于中国自古以来的中庸思想与 “和而不同” 理念ꎬ 源于中国漫长历

史进程中的 “大一统” 政治传统ꎬ 在当代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中又不断地得以

丰富和发展ꎮ 这种多元共识制度ꎬ 具体体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共产党领

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基层民众自治制度等制

度安排ꎬ 也体现在民主选举、 民主决策、 民主管理、 民主监督以及更为广泛

意义上的治理现代化进程之中ꎮ 一些中国学者认为ꎬ 如果把民主制度大致分

为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ꎬ 那么中国的政治制度安排更接近于协商民主的实

质①ꎻ 如果把民主制度分为多数民主和共识民主ꎬ 那么中国的政治制度更接近

于共识民主ꎮ② 与选举民主或多数民主单纯倚重多数票决的方式有所不同ꎬ 协

商民主或多数民主在承认选举合理性的同时ꎬ 也旨在通过适当的制度设计和

包容的政治文化最大限度地吸纳各党派、 各阶层、 各领域的民众参与公共决

策和政治生活ꎬ 其目的在于通过对话、 讨论、 审议等方式尽可能地反映大多

数人的意见ꎬ 当然也包括少数人的意见ꎮ
在本质上ꎬ 多元共识是多元和共识的辩证统一ꎮ 多元共识的前提是多元ꎬ

社会存在多样性和差异性ꎬ 谋求共识才具有必要性和重要性ꎻ 多元共识的导

向是共识ꎬ 通过广泛的讨论、 对话和协商来化解分歧、 增进互信ꎮ 无论从决

策过程还是价值取向的角度ꎬ 多元共识都体现出明显的多样性、 包容性和互

利性ꎮ 因此ꎬ 共识不是同一ꎬ 也并非消灭差异ꎬ 而是基于多元基础达成大体

一致ꎬ 基于差异基础上实现各方的大致趋同ꎬ 其实质是通过 “存小异求大同”
以达到最大程度的 “和而不同”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中国与外部世界在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态上存在显著不同ꎬ
中国与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上也存在明显差异ꎬ 因此对外

宣介中国多元共识的制度安排时应以增进外部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和理解为主ꎬ
做好增信释疑的工作ꎮ 但中国文化、 政治和社会体现出的显著的多元共识理

念ꎬ 其丰富的内容值得认真总结与提炼ꎬ 也值得与那些同样具有多元文化和

民族结构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相互交流和探讨ꎮ 多元共识的主要启示在于ꎬ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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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尚立: «中国政党制度与国家建设»ꎬ 载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２００９ 年第 ９ 期ꎬ 第 １ ~
６ 页ꎻ 苏长河: «中国模式与世界秩序»ꎬ 载 «外交评论» ２００９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２１ ~ ３１ 页ꎮ

杨光斌: «中国的政策过程追求的是一种共识民主»ꎬ 载 «北京日报理论周刊»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５ 日ꎬ 虞崇胜、 孙龙桦: «共识民主: 中国式民主的有效实现形式与发展向度»ꎬ 载 «学习与实践»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５２ ~ ５９ 页ꎮ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历史、 理论与世界意义　

于开启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而言ꎬ 制度内嵌的 “合作” 和 “协商” 精神有助

于弥合社会快速多元背景下出现的利益分歧和认同差异ꎬ 有助于形成比较普

遍的对于改革和发展的共同认识ꎬ 因而避免由于利益诉求不同或对发展道路

的理解差异而导致现代化进程被频繁打断的现象ꎮ
特别是对于一个民族和文化多样且利益和政治身份日益多元的社会ꎬ 尤

其需要培育一种成熟的包容性政治文化ꎬ 在广泛动员国民的政治热情和政治

参与的同时ꎬ 又能使权力和利益竞争特别是政党间的竞争合作走向理性化ꎬ
从而预防潜在冲突的爆发或者至少能够减少社会冲突的对抗性ꎮ 特别是在族

群关系和宗教关系高度多元复杂的社会ꎬ 如同某些非洲国家所展现的那样ꎬ
仅仅试图通过多数票决的方式有时难以解决重大政治分歧ꎬ 也难以达成社会

稳定和发展所需要的基本共识ꎮ 尤其是在思考政党的角色和功能之时ꎬ 我们

要看到政党作为维系各种社会力量的纽带ꎬ 不应只是国内部分族群、 地区或

利益集团维持和追求其私利的工具ꎬ 而应尽可能地代表更为广泛的民众的利

益ꎬ 这是政党能为整个国家起到有效整合作用的基础ꎮ 而现代政党制度ꎬ 无

论其形式和运作程序存在多大的不同ꎬ 其根本目的都是一致的ꎬ 即通过党派

间的竞争与合作最大程度地培育社会共识、 创造国家整合ꎬ 而非激化社会矛

盾、 加速社会离散进而导致国家分裂ꎮ①

以上对中国治国理政经验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思考ꎬ 这里还需强调四点:
其一ꎬ 中国所言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ꎬ 主要是强调一种自立和自主精神ꎬ 而

非孤立和封闭ꎬ 更不是依附理论主张的与世界体系 “脱钩”ꎻ 恰恰相反ꎬ 中国

经济快速发展正是在全面启动对外开放、 全面融入现代世界经济体系之后出

现的ꎬ 而且这一进程还将继续全方位地深入推进ꎮ
其二ꎬ 中国经济的发展主义ꎬ 主要旨在阐释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某种引导

作用以及建立更为良性更为均衡的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必要性ꎬ 而非刻意强调

国家对经济的绝对主导或者政府对市场的过多干预ꎮ 事实上ꎬ 中国过去几十

年经济发展的成功离不开大规模的市场经济改革ꎬ 离不开对新自由主义经济

思想和发展举措的某种选择性借鉴ꎻ 而中国改革的理性在于ꎬ 它在全面培育

市场机制的同时ꎬ 也能注重发挥政府的发展角色且实现政府职能的较快转变ꎬ
从而有效实现市场与政府角色的大体平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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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林尚立: 前引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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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ꎬ 中国国家制度与能力建设及对多元共识的某种赞许ꎬ 决不意味着

否定中国政府不断推进的政治民主化进程ꎬ 也不意味着赞同那种认为威权体

制是中国发展取得成就的主要原因的论点ꎬ 更不意味着说明中国政治体制已

经完美无缺以致不需要有进一步的改革开放ꎮ 而欲说明在发展中国家开启现

代化进程之时ꎬ 在这些国家追求现代民主政治的进程中ꎬ 必须重视更为基础

的国家制度与政府能力建设ꎬ 因而有序推进国家的改革和发展进程ꎻ 必须注

重培育社会共识ꎬ 因而减少在现代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社会分裂ꎮ 或许ꎬ 中

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经验则在于ꎬ 它在充分激发社会发展活力的同时ꎬ 能够成

功化解不断增多的社会矛盾ꎬ 并通过有效的社会管理来维护国家的基本稳定ꎬ
从而破解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出现的 “经济发展 －政治动荡” 的政治难题ꎮ①

其四ꎬ 中国改革开放是一个未竟之业ꎬ 中国治国理政与发展经验还在

进一步的发展、 完善和调适ꎮ 政治学思考的两个核心问题ꎬ 一是提高国家

治理的绩效ꎬ 二是完善对政府的监督和制衡ꎬ 如何更好地实现二者的有效

平衡仍是中国政治必须思考和解决的大问题ꎮ 中国政府在官方文件中至今

仍未公开使用 “中国模式” 的概念ꎬ 更没有采纳 “北京共识” 这一称谓ꎬ
显示出其应有的谨慎和谦虚态度ꎬ 也显示出它对自身改革开放仍需不断推

进的清醒认识ꎮ

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的世界意义

自近代以来的相当长时期里ꎬ 世界范围的知识流动总体上呈现出从北方

向南方扩散和渗透ꎬ 如今这一格局正在悄然发生重大转变ꎮ 发展中国家在继

续借鉴发达国家的知识和经验的同时ꎬ 也开始推进大规模的南南发展合作与

知识交流ꎬ 这在人类历史上尚属首次ꎮ 此种经验交流可以助推发展中国家重

新思考自身发展道路、 发展模式和发展政策ꎬ 更好地应对发展和治理问题ꎬ
同时ꎬ 得益于南南知识交流与共享而不断深入推进的亚非拉复兴浪潮ꎬ 又正

在从结构上有力推动着世界秩序的发展和演变ꎬ 彰显着发展中世界对人类发

展的新贡献和新价值ꎮ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因此有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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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罗建波: «非洲国家的治理难题与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交流»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７４ ~ ９７ 页ꎮ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历史、 理论与世界意义　

的世界意义ꎮ
(一) 为全球发展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经验

当今世界的发展问题主要体现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治理问题ꎮ① 从 «联合

国千年发展目标» 对世界减贫与发展的执着追求ꎬ 到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提出的发展新愿景ꎬ 以及世人对非洲联盟 «２０６３ 议程» 的积极关注和支持ꎬ 都体

现出国际社会推动解决全球发展问题的努力和决心ꎮ 人们试图思考并回答ꎬ 如何

才能提高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减贫成效? 如何推动它们实现经济有

效增长? 如何推动它们有效改善民生、 实现社会公正并确保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 在过去几十年里ꎬ 中国在减贫与发展方面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ꎬ 提前完成

了多项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ꎬ 为全球发展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参照ꎮ 在减贫方

面ꎬ 中国是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ꎬ 改革开放以来共计减少贫困人口 ８ ５ 亿

多人ꎬ 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 ７０％ꎮ② 在经济增长方面ꎬ 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速

最快的国家之一ꎬ 过去 ４０ 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达 ９ ５％ꎬ 这一发展成就相比历史

上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毫不逊色ꎮ 中国经济总量早已跃升世界第二ꎬ 货物贸易

稳居世界第一ꎬ 对外投资已居世界第二ꎮ 近年来ꎬ 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超过 ３０％ꎬ 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ꎮ 中国发展极大改变了自

身超过十亿人口的生活面貌和精神面貌ꎬ 且其巨大的经济规模及其与外部世界的

紧密联系又决定了中国发展自始便具有重大的国际影响ꎮ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ꎬ 世人开始关注中国的发展及其经验积累ꎬ 于是中国

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ꎬ 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撬动减贫与发展的经验ꎬ 有

效激发社会创新活力和创业激情的政策举措ꎬ 以及中国政府在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进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ꎬ 都成为他们热议的话题ꎮ 作为对外部世界的

一种回应ꎬ 同时也是中国对自身大国责任的一种不断增加的自信和自觉ꎬ 中

国开始更加主动地向世界介绍中国发展和治理经验ꎬ 通过更加广泛参与世界

发展和治理进程来展现中国对世界发展的新贡献ꎬ 通过推动全球发展问题的

解决来彰显中国发展的世界价值和意义ꎮ 中国在南南合作框架之下不断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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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仅以贫困问题为例ꎬ 根据世界粮食计划署公布的 “２０１８ 饥饿地图” (Ｈｕｎｇｅｒ Ｍａｐ ２０１８)ꎬ 在世

界平均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ꎬ 亚非拉地区仍然有 ８ ２１ 亿人处于饥饿状态或者无法获得充足的食物ꎮ
Ｓｅｅ ＷＦＰꎬ “Ｈｕｎｇｅｒ Ｍａｐ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１ ｗｆｐ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２０１８ － ｈｕｎｇｅｒ －ｍａｐꎬ ２０１９ －０２ －１７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ꎬ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８ － １２ / １２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３４７９６１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９ － ０２ － １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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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和提升诸如中国 － 东盟 (１０ ＋ １) 会议、 中非合作论坛、 中拉合作论坛、
中阿合作论坛、 金砖国家组织等新的合作平台ꎬ 发起成立了亚投行、 金砖新

开发银行等新的多边投融资机构ꎬ 设立了丝路基金、 南南合作援助基金、 中

国 －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等新的发展倡议ꎬ 以及积极推动更为广泛意义上

的 “一带一路” 建设ꎬ 以支持和帮助受援国增强自主发展能力、 更好实现减

贫和发展ꎮ 特别是中国还发起设立了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以及南南合作与

发展学院ꎬ 通过稳步加大人力资源培训力度ꎬ 广泛邀请发展中国家的各领域

各行业专门人才来华参与研修和研讨ꎬ 及时分享中国发展经验和实用技术ꎮ
通过助推发展中国家实现减贫与发展ꎬ 进而对全球发展和治理问题的解决做

出自己的贡献ꎬ 是当今中国展现自身国际责任和大国形象的重要方面ꎮ
(二) 为发展中国家探索自主发展道路提供新启示

中国经济至少具有三个层面的内涵和启示意义: 一是技术层面ꎬ 即诸如

减贫和经济发展的具体经验和专业技能ꎻ 二是制度层面ꎬ 即国家制度建设治

理能力提升ꎻ 三是观念层面ꎬ 即中国的自主精神以及对发展道路和发展路径

的自主选择ꎮ 在过去很长时期里ꎬ 发展中国家要么全面效仿苏联模式ꎬ 要么

全盘复制美国模式或更大意义上的西方模式ꎬ 苏联模式早已证明由于内在的

体制缺陷而无法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ꎬ 而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度

安排也被实践证明无法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所有发展和治理难题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曾经风靡非洲的 “经济结构调整计划” 总体以失败而告终ꎬ 冷战结束

后受西方国家强力推进的非洲政治民主化进程也一度给非洲带来了严重的政

治动荡ꎬ 而同期广泛影响拉美和东欧转型国家的所谓 “华盛顿共识” 也并未

取得预期成效ꎮ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ꎬ 这些外来经验看似完美无缺ꎬ 但当它们

被人为 “移植” 到有着极为不同的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发展中国

家或转型国家时ꎬ 往往显得不那么 “灵验” 或呈现明显的 “水土不服”ꎮ 而

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最为根本之处ꎬ 就是明确倡导独立自主的精神ꎬ 强调基于

自身历史文化和现实条件来思考外来的经验及其可借鉴之处ꎬ 来思考自身发

展道路和路径选择ꎮ 因此ꎬ 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最为重要

的东西ꎬ 或许是方法论上的启示和精神上的启迪ꎮ
中国发展的这种自主精神最为充分地体现在它对发展道路的思考和对发

展路径的选择上ꎮ 中国注重汲取市场经济理论和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合理之处ꎬ
但始终强调国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某种宏观调控能力ꎻ 中国注重学习西方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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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治理经验ꎬ 同时又较好地保持了自身制度优势和制度特色ꎬ 因而得以在不

断的制度改革和调试中保持社会稳定ꎬ 并实现更大程度、 更高质量的发展ꎮ
中国学者习惯于用 “渐进改革” 来概括改革开放 ４０ 年的发展路径ꎬ 并认为这

是中国之所以能够较好实现改革、 发展与稳定三者相互促进的重要原因ꎮ 近

年来ꎬ 诸如卢旺达、 乌干达、 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也在积极探索自身发展

道路ꎬ 在实现国家政治稳定的基础上探索富有自身特色的政治道路ꎬ 并稳步

推进经济社会发展ꎮ① 一些西方学者也能认识到政治秩序对于发展中国家现代

化进程的重要意义ꎮ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无疑是西式民主的最忠诚的拥

护者之一ꎬ 他在仔细观察和跟踪第三世界的现代化历程之后ꎬ 也坚定地认为ꎬ
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而言ꎬ 政治秩序较之经济发展和民主化更为

首要ꎮ 他提出ꎬ 在发展中国家开启现代化进程的初始时期ꎬ 社会改革和经济

发展往往不是促进政治稳定ꎬ 反而成为政治衰败和政治动荡的诱因ꎬ 成为革

命的 “催化剂” 而非 “替代物”ꎮ② 亨廷顿的得意门生弗朗西斯福山更是明

确地把国家构建和国家能力 (Ｓｔａｔ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置于国家发展首要位置ꎬ 他在肯

定政府权力需要约束的同时ꎬ 也认为发展中国家必须有选择性地强化或弱化

自身的管理权ꎮ 贫困国家不需要什么都管的ꎬ 但它们确实需要在有限范围之

内具有必要功能的、 强有力并且有效的政府ꎮ③ “贫穷国家之所以穷ꎬ 不是因

为它们缺少资源ꎬ 而是因为它们缺少有效的政治制度ꎮ”④

在过去几十年里ꎬ 中国经济发展较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更快、 更好ꎬ 中国

长时期的政治稳定相较也颇为明显ꎬ 其重要原因似乎不在于中国与其他发展

中国家在政府职能范围上存在多大差别ꎬ 而在于中国的国家基本制度更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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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近年来埃塞俄比亚积极打造 “民主发展型国家”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ｔｅ)ꎬ 其重要初

衷就是要借鉴中国和东亚 “发展型国家” 的经验ꎮ Ｏｍａｎｏ Ｅｄｉｇｈｅｊｉꎬ Ａ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Ｐａｐｅｒꎬ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ｂｕｒｇꎬ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Ｍａｙ ２００５ꎬ ｐｐ １ － ９ꎻ
Ｍｕｌｅｔａ Ｙｉｒｇａ Ｓｈｕｍｕｙｅꎬ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ｎｄ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１４ꎬ ２０１５ꎬ ｐｐ ９６ －１１０

[美国] 塞缪尔Ｐ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ꎬ 王冠华等译ꎬ 三联书店ꎬ １９８９ 年

版ꎬ 第 ６ 页ꎮ
[美国] 弗朗西斯福山: «国家构建: ２１ 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ꎬ 黄胜强、 许铭原译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 年版ꎬ 第 １１５ 页ꎮ
福山在骨子里仍是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ꎬ 他坚称只有实现国家 (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法治 (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和负责任政府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ｌ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三者间的平衡ꎬ 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才能构成 “现代

政治的奇迹”ꎮ 参见 [美国] 弗朗西斯福山: «政治秩序的起源: 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ꎬ 毛

俊杰译ꎬ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版ꎬ 第 ９ ~ ２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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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政府治理能力相对更高ꎮ① 虽然中国政治制度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和

现实政治特色ꎬ 因而不大可能被其他国家全盘复制或接受ꎬ 但它的某些政治

理念和治理优势仍然值得与其他国家相互分享ꎮ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
斯蒂格利茨在谈到 “东亚发展型国家” 时ꎬ 明确批评 “华盛顿共识” 的市场

原教旨主义ꎬ 认为那种 “一刀切” 地假定所有政府都一无是处的观念是 “不
恰当的”ꎬ 而应思考的问题是: 在何种情况下何种政府干预是积极的ꎬ 以及为

进行有效干预ꎬ 政府的制度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的意义又何在?② 贝淡宁也认

为ꎬ 中国的政治尚贤制可能只适合越南等少数国家ꎬ 但它的某些要点也能够

给世界带来某种启示ꎬ 其经验也能为其他国家有选择性地采用ꎮ③ 如果中国的

治国理政经验能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些新的启示ꎬ 在它们探寻发展道路、
思考发展战略时多一份参考ꎬ 进而提升它们的国家治理能力ꎬ 助推其发展和复

兴进程ꎬ 这将是中国发展在惠及自身之时对世界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ꎮ
(三) 为南南合作深入发展提供新助力

北京大学李安山教授曾指出ꎬ 文明互鉴有两个层面的含义ꎬ 一是不同文

化的相通性ꎬ 二是不同文化的互补性ꎮ④ 中国与部分周边国家甚或更为遥远的

非洲国家ꎬ 在集体主义、 平等待人、 多元包容等方面有着相似的认同和取向ꎬ
在国家观念、 社会秩序和制度建设等方面也有一些相近的理解和认知ꎬ 这种文

化相通性是各方增进政治互信和情感认同的重要基础ꎮ 同时ꎬ 中国与其他发展

中国家在观念、 制度和发展战略上又各有特色ꎬ 且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绩效ꎬ 因

此各方完全可以相互分享、 借鉴彼此的积极方面ꎬ 由此不断提升现代政治理念

和国家治理能力ꎮ 当前ꎬ 中国致力于推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治国理政经验交

流ꎬ 就是要不断拓展提升南南合作的内涵和层次ꎬ 通过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互

信、 安全共筑、 经济共荣、 文明互鉴来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与繁荣ꎮ 中

国明确提出要打造中非命运共同体、 周边命运共同体和中拉命运共同体ꎬ 就是

要把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关系以及更大程度的南南合作打造成推动构建人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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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罗建波: «非洲国家的治理难题与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交流»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７４ ~ ９７ 页ꎮ

斯蒂格利茨指出ꎬ 在促进穷国发展方面ꎬ “共识根本不存在ꎬ 除了华盛顿共识没有给出答

案ꎮ” [美]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后华盛顿共识的共识»ꎬ 载黄平、 崔之元: «中国与全球化: 华盛

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０５ 年版ꎬ 第 ８６ ~ １０２ 页ꎮ
[加拿大] 贝淡宁: 前引书ꎬ 第 １６４ ~ １７８ 页ꎮ
李安山: «释 “文明互鉴”»ꎬ 载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９ 年第４ 期ꎬ 第６９ ~７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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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共同体的典范和样板ꎬ 把它们视为通向更大范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首要阶段ꎮ
回顾历史ꎬ 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南南合作ꎬ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 ７０ 年代

共同反帝反殖反霸ꎬ 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共同追求经济发展ꎬ 当前更是迈向

合作内涵显著拓展、 合作层次快速提升、 合作影响不断增大的新阶段ꎮ 如果

说 ２１ 世纪以来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关系正在全面升级ꎬ 那么治国理政经验

交流则是这种转型升级的重要体现ꎮ 这种经验交流ꎬ 是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

家在追求现代化进程中对各自发展模式、 理念认知与经验探索的相互分享ꎬ
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合作从一般意义上的经贸往来发展到更深层次的理念对

话和知识共享的重要举措ꎬ 也是发展中世界内部不同民族、 文化和文明间的

交流与互鉴ꎮ 这种经验交流ꎬ 无疑有助于增进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对彼此的认

识和理解ꎬ 通过互信的增进来夯实彼此间的情感纽带和民众基础ꎬ 通过观念、
文化和思想的交流来逐步培育中国与发展中国家间的 “共享价值”ꎮ 此种 “共
享价值” 的培育ꎬ 必将能为新时代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关系奠定更加坚实

的价值观基础ꎬ 为世界发展贡献更多来自非西方世界的思想与智慧ꎮ
(四) 为世界秩序的发展和完善提供新愿景

自人类步入近代以来ꎬ 延续几个世纪的世界秩序虽然几经调整与演变ꎬ
但世界秩序在总体上由欧美大国所主导的事实至今未有根本改变ꎮ 在欧美列

强眼里ꎬ 近代以来的世界文明和财富由欧洲以及后来更大范围的西方世界向

非西方世界扩散ꎬ “文明的” 西方自然有权来为世界塑造规则ꎬ “发达的” 西

方自然有所谓的高尚 “责任” 来拯救世界ꎮ 从 １８ 世纪德意志哥丁根学派史学

家首先提出 “西欧是世界历史的中心”ꎬ 到 １９ 世纪史学家兰克 (Ｌ Ｖ Ｒａｎｋｅ)
以拉丁与日耳曼各民族为主题来编撰所谓的 «世界史»ꎬ 再到 ２０ 世纪上半叶

卡尔顿海斯 (Ｃ Ｊ Ｈａｙｅｓ) 等人以 “白种人的负担” 来描述近代欧洲文明向

世界的传播以及欧洲白种人对千百万黑色、 棕色和黄种人的 “教导”ꎬ 都体现

了近代以来西方在世界的支配地位以及它们以一种不平等姿态来处理与亚非

民族的关系ꎮ① 出于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某种反思ꎬ 英国学者杰克古迪 (Ｊａｃｋ
Ｇｏｏｄｙ) 在其大作 «偷窃历史» 中感叹历史被西方所接管 (ｔａｋｅ － ｏｖｅｒ)ꎬ 即西

方人先是以西方事件为中心把西洋史当成世界史ꎬ 继之以西方视角为中心把

９１

① 海斯等人称ꎬ “从伯利克里和凯撒的时代直到现在ꎬ 历史上伟大戏剧中的主角ꎬ 都是由欧洲的

白种人担任的ꎮ” 参见 [美国] 海斯、 穆恩、 韦兰: «世界史»ꎬ 中央民族学院研究室译ꎬ 三联书店ꎬ
１９７５ 年版ꎬ 第 １ ０５９ ~ １ ０６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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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写成西洋史ꎮ① 在西方强势文明的主导下ꎬ 世人理所当然地认为ꎬ 西方

是现代世界体系的缔造者ꎬ 因而享受着统治世界、 引领世界的天赋权利ꎮ 但

如果换一个视角ꎬ 如果从广大第三世界的角度来看ꎬ 这些在历史上曾经创造

过辉煌文明但在近代以来备受压迫和屈辱的国家ꎬ 通过长达百余年的民族抗

争和南南合作ꎬ 逐步实现了政治独立ꎬ 并在此基础上开始追求经济发展和更

为全面意义上的民族复兴ꎮ 第三世界由自立和自主逐步走向自信和自强ꎬ 不

仅改变着自身ꎬ 也正在改变世界ꎮ
的确ꎬ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伴随着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在经

济上的快速发展ꎬ 伴随着南南人文合作与知识交流的广泛开展ꎬ 人类社会的

物质、 财富和知识流向日益呈现更加多元的格局ꎬ 这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变化

之一ꎮ 以发展中国家政治互信、 经济互利、 文化互鉴为核心内容的横向合作

正在全面展开ꎬ 世界日益呈现出一种 “多中心化” 甚或 “去中心化” 的趋

势ꎮ 以一种 “大历史” 的视野观之ꎬ 延续几个世纪之久的以西方为中心、 以

亚非拉为外围的 “中心—边缘” 垂直体系正在悄然发生重大转变ꎮ 这些在近

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长期处于边缘的地区和国家ꎬ 如今通过自主发展和横

向联合ꎬ 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ꎬ 成为国际政治舞台的重要参与方ꎬ
成为人类知识的重要创造者ꎮ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ꎬ 世界财富、 权力、 观念以

及国际话语权都在发生某种具有历史意义的结构性改变ꎮ②

余论: 治国理政经验交流需要坚持的几点原则

２１ 世纪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来ꎬ 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治国理政经验

交流得到快速发展ꎬ 相关经验分享、 知识交流和制度对话正在全面展开ꎬ 交

流形式和平台正在不断创新ꎬ 合作成效和国际影响也在逐步增大ꎮ 继续全面、
深入、 审慎推进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治国理政经验交流ꎬ 我们要始终秉持谦

虚谨慎的精神ꎬ 坚持以下原则:
第一ꎬ 相互平等ꎮ 几十年来ꎬ 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友谊之所以能够

经历不同时代而愈久弥坚ꎬ 根本在于双方能够始终坚持相互平等和相互尊

０２

①

②

Ｊａｃｋ Ｇｏｏｄｙꎬ Ｔｈｅ Ｔｈｅｆｔ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 ２００６ꎬ ｐｐ １ － ９ꎻ 钱

镇: «历史原来可以这样写»ꎬ 载 «中国投资»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９０ ~ ９２ 页ꎮ
罗建波: «亚非复兴进程与世界地缘政治转变»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０９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１２ ~１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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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原则ꎬ 在此基础上实现互信、 互助、 互利、 互鉴ꎮ 中国与其他发展中

国家的治国理政经验交流ꎬ 也自然应该尊重对方的平等地位ꎬ 尊重它们的

自主选择ꎬ 尊重它们的本土知识ꎬ 在经验、 知识、 文化层面上建构一种平

等的伙伴关系ꎮ 中国政府强调ꎬ 中国在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时严格做到

三个 “不”ꎬ 即中国不 “输入” 外国模式ꎬ 也不 “输出” 中国模式ꎬ 也不

会要求别国 “复制” 中国的做法ꎮ① 西方国家的相关实践早已告诉我们ꎬ 以

一种 “救世主” 式的自负情结来审视第三世界的发展ꎬ 以一种 “教师爷” 式

的傲慢姿态为发展中国家开 “药方”ꎬ 事实证明难以实现预期目标ꎬ 也难以为

发展中国家所接受ꎮ
第二ꎬ 互学互鉴ꎮ 中国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国家ꎮ 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

的治国理政经验交流还要坚持相互学习和相互借鉴ꎬ 而非中国经验的简单复

制或单方面介绍ꎮ 从中国自身角度看ꎬ 中国经验尚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之中ꎬ
因此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政治转型、 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等方面的探索和思考

可以为中国提供相关经验ꎬ 即便是它们走过的弯路和积累的相关教训也可以

为中国的制度建设提供某些启示ꎬ 让中国更好也更加从容地规划自身发展方

向和道路选择ꎮ 从其他发展中国家角度看ꎬ 它们确实也有着值得中国学习的

地方ꎬ 比如许多非洲国家对市民社会的适度培育ꎬ 对自然环境的充分尊重ꎬ
对多元文化的高度包容ꎬ 都值得中方认真研究和体会ꎮ

第三ꎬ 存异求同ꎮ 我们自然希望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观念和制度层面展

开更多的交流ꎬ 培育更多的互信和相互认同ꎬ 甚至建立某种程度的 “共享价

值”ꎬ 从而为人类文明的繁荣进步贡献更多发展中国家的智慧ꎬ 为世界秩序的

演进贡献更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方案和力量ꎬ 但从目前阶段看ꎬ 这仍然属于

理想的愿景而非普遍的客观现实ꎮ 我们要看到ꎬ 中国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历

史文化有着很大的不同ꎬ 经济与社会发展程度有显著的差异ꎬ 政党政治制度

也有各自的特色ꎬ 因此双方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应当在尊重多元和差异的基础

上循序渐进地予以推进ꎮ 最容易入手的是相互分享减贫、 农业发展、 基础设

施建设、 经济特区的规划和建设等具体领域的知识和技能ꎬ 以及诸如发展战

略规划、 产业政策设计、 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等经济社会发展经验ꎮ 在探讨

属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议题时ꎬ 应多从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构建的角度去共同

１２

① 习近平: «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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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ꎬ 多从国家发展的角度去强调现代国家制度建设ꎬ
多从人类文明共同繁荣的角度去培育共享的文化、 观念和思想ꎬ 而尽量不去

争辩意识形态的高下之分和政治制度的孰优孰劣ꎮ 中国自然应该借机向国际

社会介绍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ꎬ 但出发点在于相互尊重与包容ꎬ 着眼

点在于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ꎬ 争取更多的国际尊重和理解ꎮ
第四ꎬ 谦虚谨慎ꎮ 稳步推进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治理经验交流ꎬ 还需始终

秉持谦虚谨慎的精神ꎮ 一是要充分照顾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舒适度和接受度ꎮ
我们要以一种谦虚谨慎的态度去描述和对外宣介中国发展成就、 发展地位和治

国理政经验ꎬ 尽量避免引发或加重国际社会对中国战略意图的曲解和猜忌ꎮ 二

是要看到全球发展问题的复杂性和我们认识的相对有限性ꎬ 加强对发展中国家

的研究ꎬ 深入了解它们的历史、 文化和制度ꎬ 了解它们的发展条件、 发展成就

和面临的发展问题ꎮ 仅以非洲大陆为例ꎬ 非洲有 ５４ 个国家ꎬ 人文特点和发展程

度的差异十分巨大ꎬ 面临的发展问题也各不相同ꎮ 浙江师范大学刘鸿武教授曾

言ꎬ 当我们走进非洲之时ꎬ 非洲人是我们的 “老师”ꎬ 是我们的 “先生”ꎮ① 的

确ꎬ 我们不要试图代替非洲人发现非洲ꎬ 不要试图代替非洲人思考非洲ꎬ 不要

试图代替非洲人治理非洲ꎮ 我们要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延续性和长

期性有充分的认识ꎬ 要对全球发展问题的复杂性和挑战性要有充分的敬畏之心ꎮ
我们还要看到ꎬ 虽然很多发展中国家在不同场合都表达过对中国发展的

羡慕ꎬ 表达过对 “中国模式” 的兴趣ꎬ 表达过分享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的愿望ꎬ
但客观来讲ꎬ 很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对自身历史文化有一定程度的

自信ꎬ 对西方发展理念、 制度和经验有相当程度的了解甚至不同程度的认同ꎮ
我们可以乐见非洲国家 “向东看”、 拉美国家 “向西看”ꎬ 但期待非洲国家

“向东走” 或者拉美国家 “向西走”ꎬ 显然并不完全现实ꎮ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

的治国理政经验交流ꎬ 自然有助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完善各自发展模式ꎬ
丰富它们对治国理政的思考ꎬ 但幻想用 “中国模式” 去取代 “西方模式”ꎬ 或

者以中国经验去拯救其他发展中国家ꎬ 无疑也是不现实的ꎮ 很多发展中国家基

于自身文化自信和利益需要ꎬ 自然会自主探索自身发展道路和制度选择ꎬ 自然

会有选择性地借鉴外部世界的发展经验ꎬ 我们对此要有正确的认识ꎮ

２２

① 刘鸿武教授在２０１７ 年中国智库论坛 (北京) 大会上做了题为 «建立学科、 智库、 传媒三位一体

发展格局» 的演讲ꎬ 强调 “必须扎根非洲大地做学问”ꎬ 建设富有中国特色的 “非洲学” 学科体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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