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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向全球扩展的分析构建出“世界历史”理论 ,并

以此出发探索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和前途。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后在社

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种种失误 ,根源于背离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方法论。邓小平重新“回到了

马克思” ,以世界的眼光观察和思考中国的发展问题 ,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

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时代发展造成的历史条件下兴起 ,成为与时代并进的社会主义 。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 ,新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必要前提是融入全球体系 ,在以现代性原则对经济

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体系进行重构的同时保持住自己的民族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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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向全球的扩展 ,开创了一个“世界历史”的时代 。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后 ,社会

主义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 ,也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因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兴

起和新世纪中国的发展 ,只有放到世界历史进程和时代发展的总背景下 ,才能深刻理解。

一 、马克思探索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世界历史”视野

世界历史的形成 ,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大工业所开创的 。追求“世界性” 、“全球化”是资本固有

的本性。资本主义来到世间 ,一开始就是世界历史性的存在 ,是一种全球性的制度 , “资产阶级社会的真

实任务就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
[ 1]
(第 348页)。早期世界市场

是随着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而形成的。到 18世纪后半期 ,英国率先发动了以蒸汽机的发

明和应用为标志的第一次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和工业品的迅速增加 ,资产阶级在

利润驱动下走向全球 , “不断扩大商品销路的需要 ,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 ,到

处开发 ,到处建立联系”
[ 2]
(第 276 页)。由此推动了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 ,形成了在国际分工基础上的世

界市场。世界市场的形成 ,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非西方社会的广大落后地区被

纳入到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之中 。自此 ,历史由孤立的 、民族的 、狭隘地域性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 。

马克思敏锐地洞察到世界市场的形成及其所造成的全球紧密联系的趋势 ,在论述现代工业文明在

全球的扩展中提出他的“世界历史”理论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马克思恩格斯写道:“各个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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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 ,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 、交往以及因

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 ,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
[ 2]
(第 88 页)。大

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 ,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

整个世界 ,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 ……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

相同的关系 ,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
[ 2]
(第 114 页)。

世界历史的形成造就了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在这个体系中 ,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

间的矛盾运动就具有了世界性的反映 ,成了世界范围内的主导生产方式。各国的发展不可能再孤立地

进行 ,特别是前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更是受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强烈影响。在《共产党宣言》中 ,马克

思和恩格斯指出 ,西方资产阶级由于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 、交通便利 、商品的低廉价格 ,把一切民族都卷

到文明中来了 , “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

们在自己哪里推行所谓的文明 ,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 ,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 ,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 ,使农民的民族从属

于资产阶级的民族 ,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 2]
(第 276-277 页)。

西方资本主义将落后国家和地区纳入世界历史进程 ,是通过贸易扩张和殖民扩张的手段完成的。

马克思对这种扩张的本质作了深刻的揭露 ,指出资产阶级在殖民地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

所驱使” ,它充分地暴露了资产阶级文明的伪善和野蛮本性。另一方面 ,马克思也辩证地指出了资本主

义扩张对落后国家的发展所产生的历史作用或积极影响。“但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 ,

她不仅在战争中 ,而且在`和平的' 经济发展时期中 ,都是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驱她的凯旋车”
[ 3]
(第

725 页)。“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 4]
(第 149 页)。尽管西方殖民者在殖

民地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这里的人民群众得到解放 ,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 ,但它还是在他们

中间播下了新的社会因素 。特别是 ,资本主义的贸易扩张和殖民主义打破了落后地区原有的田园诗般

的封闭的宁静 ,冲破了其僵化的社会结构 ,加速了落后国家社会演化的历史进程 ,客观上在这些地区“为

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 2]
(第 768 页)。

对于东方古老的中华帝国 ,马克思同样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侵入 ,提供了它走向世界的一

个契机 ,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将在资本主义的冲击下走向瓦解。马克思在分析英国对中国的鸦片贸易

和战争给中国社会造成的冲击和带来的深远影响时指出:“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

尽 ,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 ,野蛮的 、闭关自守的 、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 ,开始同外界

发生联系”
[ 2]
(第 691 页)。“所有这些同时影响着中国的财政 、社会风尚 、工业和政治结构的破坏性因素 ,

到 1840年在英国大炮的轰击之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 ,迫使天朝帝国与

地上的世界接触 。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 ,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

所打破的时候 ,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 ,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

必然要解体一样”
[ 2]
(第 692页)。对于中国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走上西方式发展道路的前景 ,马克思和恩

格斯在 1850年作了相当乐观的预言:“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被英国资产者的印花布带到

了一场必将对文明产生极其重要结果的社会变革的前夕。当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在亚洲逃

难 ,到达万里长城 ,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的时候 ,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上面写着:中华共和

国 ,自由 ,平等 ,博爱”
[ 5]
(第 277-278 页)。

可以看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世界历史理论中 ,提出了几个涉及非西方社会的发展道路和前

途的问题 。其一 ,世界历史的形成 ,造成了落后国家从属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依附”结构。而落后国

家能够而且也只有通过依附途径获得发展。其二 ,西欧资本主义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

系 ,它展示了落后国家发展的未来。“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 ,只是后者未

来的景象”
[ 6]
(第 100 页)。有的学者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个历史进步体系 ,它将

会通过殖民主义 、自由贸易等途径从先进国家移植到落后国家 ,并且是通过一个持续的对前资本主义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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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破坏和替代过程向落后国家传播”
[ 7]
(P.21)。马克思对非西方社会现存的生产方式的抨击 , “主要

是基于其停滞的本性 ,马克思把它看作是历史进程的障碍和对社会主义的一个严重威胁”
[ 7]
(P.24)。这

个解释是准确的 。不过马克思并没有因此滑向“西方中心主义” ,相反他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展给全世

界造成的灾难有清醒的认识 ,并对资本主义在落后社会的行径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和揭露 ,并且认为真正

的世界历史性的活动是彻底推翻一切民族中的资本主义制度 ,建立起民族间完全平等的关系 。“只有在

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 ,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 ,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

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 ,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 ,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

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
[ 2]
(第 773 页)。

马克思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 ,又以极大的精力投入到对俄国的研究之中 。在对俄国农村公社深入

研究的基础上 ,马克思提出了东方落后国家有可能在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基础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

谷”的预想 。从世界历史的方法论出发 ,马克思将俄国公社置于世界整体联系和自身内在结构的坐标

中 ,考察其跨越发展的可能性。在马克思看来 ,“俄国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
[ 8]
(第 762 页),而是

“同时又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 ,同较高的文化同时存在 ,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

一起”
[ 9]
(第 472 页)。这样 ,与俄国公社并存的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及其统治下的世界市场 ,将提供生

产条件以发展公社所固有的集体生产因素 ,对农村公社加以改造 ,使其脱离原始的形式 ,实现更高意义

上的复归 。“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 ,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

果用到公社中来”
[ 8]
(第 765 页)。

概括起来 ,马克思探索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方法论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 ,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把握东方社会的历史命运 。无论是 19世纪 50年代对印度 、中国的前途的

分析 ,还是晚年对俄国发展道路的设想 ,马克思都是从世界历史进程的总背景出发的。不同的只在于 ,

在分析前者时 ,马克思更多地着眼于西方资本主义对它们的发展所起的历史作用;晚年出于对资本主义

所造成的世界性灾难认识得更加充分 ,为了使俄国以较小的历史代价获取巨大的历史进步 ,提出了在一

定条件下“跨越”的可能性 。

第二 ,具体分析具体历史环境 。在探索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时 ,马克思从东方社会的客观现实和其

所经历的真实历史过程出发 ,深入到东方社会的内部结构中加以探讨。在晚年 ,马克思将其概括为“分

析具体历史环境” 、“一切取决于所处的历史环境”的方法。在 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 ,

马克思以古代罗马平民所遭到的不同命运为例说明:“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

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 ,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 ,我们就会很

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
[ 8]
(第 342 页)。俄国农村公社的前途也是这样 , “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

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 ,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 。先验地说 ,两种结局都是可能的 ,但是 ,对于其中任何一

种 ,显然都必须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 。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
[ 8]
(第 765页)。

二 、回到马克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法论基础

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 ,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走向现代化的新道路 ,打破了

资本主义现代化类型独居的世界格局 ,在东方落后国家实现了马克思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的构想。

但是 ,落后国家在超越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 ,如果不找到一条建设社会主

义的现实道路 ,实现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 ,就不能真正完成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当代社会主义面临

的最大课题就是 ,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 ,探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现实道路。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 ,需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上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兴

起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 ,就是这种回归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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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理论

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经济基础是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和国际分工 。“由于机器和蒸汽的

应用 ,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 、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
[ 2]
(第 166

页)。这就是说 ,经济的对外开放甚至在蒸汽时代就已经成为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到了 19世

纪末 20世纪初 ,随着以电力的发明和运用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的发生 ,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进一步

提高 ,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体系开始形成。在世界经济体系中 ,各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列宁继承

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 ,明确提出了把苏维埃俄国的生存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联系起来的思想 。列

宁指出:“有一种力量胜过任何一个跟我们敌对的政府或阶级的愿望 、意志和决定 ,这种力量就是世界共

同的经济关系。”
[ 10]
(第 332页)正是这种关系迫使资本主义国家同俄国发生经济往来。同时 , “社会主义

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 ,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

起来”
[ 11]
(第 167页)。在此基础上 ,列宁形成了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的思想 。

相比于马克思和列宁生活的年代 ,战后的历史在更大的程度上成为世界历史 ,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

的速度成为有机联系的整体。邓小平继承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方法论 ,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来考察中

国的发展问题。“从世界的角度来看 ,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 。“我们希望国际

工商界人士 ,从世界角度来考虑同中国的合作”
[ 12]
(第 79 页)。“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

识 ,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
[ 12]
(第 282页)。“从世界的角度”出发 ,邓小平以一种深邃的历

史感和全球视野 ,深刻总结了近代和当代中国与世界交往关系的历史经验教训 ,科学地把握了经济全球

化时代中国的发展同世界的关系 ,从世界的整体联系出发提出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理论 。

邓小平认为 ,对外开放是世界历史进程的必然要求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 ,邓小平指出对外开放是尊

重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目标确定了 ,从何处着手呢 ?就要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 ,搞两个开放 ,一个

对外开放 ,一个对内开放 。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 ,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 ,孤立起来 ,闭关自守是不可能

的 ,不加强国际交往 ,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 、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 ,是不可能的”
[ 12]
(第 117 页)。闭

关自守违背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遭到历史的惩罚也就不可避免。邓小平指出 ,我们的老祖宗吃

过这个苦头 ,建国后我们在这方面也有过深刻的教训 。“总结历史经验 ,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

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 。经验证明 ,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 12]

(第 78页)。“建国以后 ,人家封锁我们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 ,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

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 ,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 ,发展不起来”
[ 12]
(第 64页)。

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后 ,社会主义本身成为世界历史的产物 ,也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

在。因此 ,社会主义不仅不应当破坏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 ,而且应当自觉地驾驭和

进一步发展这种全球的全面生产 、全面的依存关系。这就是说 ,开放的世界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 ,而

社会主义只有开放才能存在。以此出发 ,邓小平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总之 ,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

相比较的优势 ,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

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 、管理方法”
[ 12]
(第 373 页)。

(二)跨越“卡夫丁峡谷”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马克思晚年提出落后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是以这些国家吸取资本主义所创造

的一切积极成果为前提的 。这一重要思想的逻辑结论是 ,东方落后国家建立的社会主义 ,在历史起点上

不同于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 ,因而所处的历史阶段 、面临的主要任务等方面都必然不

同。不将二者区别开来 ,搞超阶段冒进 ,必然遭到历史的惩罚。

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 ,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又“回到了马克思” ,提出了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理论。这一理论既在起点上将我国的社会主义与脱胎于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区别开来 ,

又把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同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剥离开来 ,从而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真正置于现

实的基础之上 ,并由此出发在实践上开创了一条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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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体分析历史环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马克思在探索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时 ,坚持了具体分析具体历史环境的科学方法论。同样 ,列宁也不

是从书本里而是从俄国的具体实际中找到革命的道路 ,在一个落后国家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在社会主

义实践的基础上 ,列宁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多样化的思想 。正是从这个意

义上 ,邓小平说列宁是“真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 12]
(第 292 页)。然而在列宁之后 ,几乎整整半个世

纪的时间内 ,社会主义各国并没有坚持马克思和列宁的这一方法论原则 ,不是从各国具体的历史条件出

发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 ,而是几乎都走了一条按同一模式搞建设的道路 ,社会主义事业也因此付出了沉

重的代价 。

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 , “马克思主义的

活的灵魂 ,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
[ 13]
(第 118页)。过去搞民主革命 ,要从中国国情特点出发;“现在搞

建设 ,也要适合中国情况 ,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 13]
(第 163页)。因为“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 ,历

史不同 ,所处的环境不同 ,左邻右舍不同 ,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 ,但是不能照搬。

……中国只能搞中国的社会主义”
[ 12]
(第 265 页)。邓小平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 ,在

方法论上重新“回到了马克思” 。

三 、与时俱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战后社会主义的兴衰与世界历史进程密切相关。落后于时代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最终被时代所

抛弃 。中国之所以要改革苏联模式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赶上时代。正如

邓小平所说:“我们要赶上时代 ,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
[ 12]
(第 242 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紧跟时代发

展的脉动 ,成为与时代并进的社会主义 。

(一)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社会主义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取得成功 ,首先需要对世界历史进程作出正确的判断 ,在世界的整体联

系中确定我们的方针和任务。过去 ,人们乐观地认为帝国主义的矛盾已经尖锐到只有从战争中寻找出

路 ,从而把世界革命作为直接的战略任务;人们还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处于总危机之中 ,因而埋葬资本主

义已为期不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邓小平冷静地观察了国际形势的变化 ,把握住时代的主题 ,提

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的著名论断 ,修正了对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的过高估计以及

对战争引起革命的过于乐观的估计 ,理性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的长期性。由此 ,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和平共处不再只是一个战术方针 ,而是一个需要长期执行的战略方针;埋葬资本

主义也不再被看做是为期不远的目标 ,而把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视为长期的战略任务。

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判断 ,有助于我们对苏联模式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局限作出分析 ,有助于

我们认清实行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必要。苏联模式在战争与革命的年代曾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 ,

采取这种模式的苏联曾经被当做后起而又成功地走向现代化的典范和追求理想社会的样板而发生广泛

影响;苏联计划经济的尝试 ,还曾经对西方国家走向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起过推动作用。但是 ,随着

战后时代主题的转换 ,苏联模式发展战略的积极作用逐步弱化 ,其体制潜力也逐步耗尽 ,终于走向衰败。

邓小平对时代主题的转换作出了正确的回应 ,明确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

力的社会主义 ,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
[ 12]
(第 328 页)。坚定不移地实行了工作重心的转移 ,实施对内改

革和对外开放 ,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危机中兴起。苏东剧变和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同时发生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以后 ,并不是偶然的 。

当 80年代末 90年代初中国面临国际国内政治风波的严峻形势时 ,中国共产党没有放弃对时代主

题的看法 ,而且在十四大上再次提出: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历史条件

之一;不仅没有放弃以发展为中心的方针 ,而且进一步强调:“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 、强权政治的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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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 ,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 ,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
[ 12]
(第 356

页)。进入新世纪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而且有了新的发展 ,国际恐怖主义日益猖獗 ,发展差

距 、贫富鸿沟继续扩大 ,西方反华势力对我国的“西化” 、“分化”图谋没有改变 。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

的思想能否经受住考验? 我们的战略是否需要作出调整? 对此 ,江泽民做出了明确的回答:“当前 ,国际

局势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 ,“我国的现代化可以争取到一个较长时期的

国际和平环境”
[ 14]
(第 121 , 122 页)。这一判断很重要 ,我们只要坚持这一重要判断 ,就能在错综复杂的局

面中争得于我有利的发展环境 ,抓住机遇 、加快发展 ,实现我国的现代化发展目标。

(二)新科技革命与新工业革命时代的社会主义

时代主题的转换同新科技革命及由它推动的新工业革命有关。当代技术革命和新工业革命的发生

使经济 、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提高 ,它既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尖锐的挑战 ,也向我们提供了巨

大的机遇 。

迄今为止世界历史进程中出现的三次现代化浪潮 ,其原动力来自三次技术革命 ,每一次技术革命都

推动一批国家走向现代化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出现于以电力的发明和应用为中心的第二次技术革命

时代 。列宁曾经对这次技术革命作出过强有力的反应 ,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 ,

并制定了宏伟的全国电气化计划。事实证明 ,苏联模式能够对第二次技术革命作出有力的反应 。恰恰

在第三次技术革命发生以后 ,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作出及时的反应 。这是苏联模式由盛转衰并终于发生

苏东剧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

如果说 ,苏联模式是第二次技术革命时代的社会主义;那么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则是当代新技术

革命和新工业革命时代的社会主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中国对新技术革命提供的机遇和提出的挑

战作出了有力的反应 ,抓住新技术革命的深化及其从 80年代开始的产业结构新一轮调整造成的机会 ,

实行改革开放 ,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党的两代领导集体对发展科技给予高度的重视 ,提出了“四个现代

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论断 ,并作出实施“科教

兴国”的重大战略决策。进入 21世纪 ,世界科学技术必将发生新的革命性突破 ,对此 ,江泽民指出:必须

抓住新科技革命的机遇 ,大力推进我国的科技进步和创新 ,争取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 14]
(第 67 ,

68 页)。我们党已经对当代新科技革命的巨大历史作用有了深刻认识 ,中国的社会主义也将在回应这一

革命所带来的挑战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只有充分认识新科技革命的历史作用的

社会主义理论 ,才是现代的 、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 。

(三)东亚崛起时代的社会主义

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表明 ,第一批走向现代化的国家 ,集中在西欧北美;在第二次现代化的浪潮中 ,现

代化从西欧向中欧 、东欧推进 ,正是在这时兴起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类型的苏联模式;在战后出现的第三

次现代化浪潮中 ,现代化扩散到太平洋两岸 ,特别是东亚 。亚洲“四小龙” 、东盟国家和中国先后进入高

速增长的行列 ,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

尽管进入 90年代以后 ,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经济结构性问题 ,并发生 1997年金

融危机 ,但经过危机后各国的改革和调整 ,东亚经济在新的世纪里仍将是世界经济最具有活力的地区。

从长远的眼光来看 ,亚太世纪的到来已不可逆转。早在距今一个半世纪之时 ,就有两位巨人预见到这一

时代必将到来。1850年初 ,他们在一篇时评中写道:“太平洋两岸很快就会同现在从波士顿到新奥尔良

的海岸地区那样 ,人口也那样稠密 、贸易也那样方便 、工业也那样发达 。那时 ,太平洋就会像大西洋在现

代 ,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纪一样 ,起着伟大的世界水路交通线的作用;而大西洋的地位将要降低 ,而像现

在的地中海那样只起一个内海的作用”
[ 5]
(第 276 页)。这是多么远大的目光和深邃的历史洞察力 ! 这两

位巨人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第三次技术革命发生以后 ,太平洋运费大大下降 ,美国和日本成为两个

最强的经济大国 ,太平洋已变成伟大的世界交通航线。1960年美国与亚洲的贸易额仅为美欧贸易额的

一半 , 1980年两者相等 ,现在前者比后者多 50%。当然 ,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繁荣 、东亚的崛起还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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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其它重要因素的作用。

如果说 ,苏联模式是现代化从西欧向东欧推进时的产物;那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东亚崛起时

的产物。亚太地区的繁荣 、东亚的崛起 ,给我们提供了巨大的机遇 ,因为我国正处在东亚。在东亚崛起

的过程中 ,两岸四地的中国人做出了巨大贡献 ,表明中华民族有能力抓住机遇。东亚的高速发展也向我

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不要说经济停滞 ,就是发展慢了 ,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一比就有问题了。为了抓住

机遇 ,回应挑战 ,邓小平及时地作出在邻近港澳台的地区实行对外开放的决策 ,沿海地区的经济开放推

动了内地的逐步开放和制度创新的展开 ,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东亚崛起之日 ,正是经

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合作强劲发展之时 ,为了回应这种挑战 ,需要在一个中国的框架内加强中国大陆 、

台湾 、香港 、澳门四方的合作。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 ,不仅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富有想像力的思

路 ,而且勾画了未来中国独特的发展图式 ,这就是:在一国版图内 ,在两种制度下 ,通过三种不同的发展

模式(大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香港澳门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 、台湾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模式),香

港 、澳门 、台湾和大陆四方紧密合作走向现代化。这是当今世界最独特的现代化发展模式 。它不仅反映

了“一国两制”的中国特色 ,因为这是中国独有的;而且反映了“一国两制”的时代特色 ,因为它体现了时

代的精神 。因此 ,江泽民同志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我们按照`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 方针 ,成功地解决

了历史遗留下来的香港问题 、澳门问题 ,正在为早日解决台湾问题 、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积极努力。

……结束祖国大陆同台湾分离的局面 ,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是中国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使命”
[ 14]
(第

181 页)。

四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发展路向

当今世界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 。全球化给各国带来了发展的机遇 ,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由于经

济全球化由资本主义体系所主导 ,必然造成如同有的学者所说的“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矛盾和竞

争问题
[ 15]
(第 1 页)。这无疑是资本主义面临的一个新课题。但全球化带来的挑战 ,可能使发展中国家

更难于抉择。经济全球化过程是全球经济的整合和同一化过程 ,必然带来对发展中各国 、各民族在生产

方式 、制度和价值观念上的冲击;经济全球化会造成对国家主权的侵蚀 ,特别是由于世界经济主体地位

的不平等 、国际经济秩序和制度安排的强权逻辑的存在 ,对发展中国家的主权问题提出了严峻挑战;经

济全球化并非是一首各国利益均沾 、共同富裕的田园牧歌 ,它所带来的财富的增长在各国之间的分配明

显不公 ,全球化更有利于发达国家而不是发展中国家;等等。更重要的是 ,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也并不能

说明第三世界国家的落后地位必定会改变。

但全球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势 。从“世界市场”的形成 ,到“世界经济”的出现 ,再到

“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都是技术革命和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自从资本主义开拓了全球市场 ,经济全

球化的进程难以阻挡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因此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主导生产方式。从马克思主义的创

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 ,到列宁和邓小平 ,都以宏阔的全球视野 ,对此一进程作出了积极回应 ,认为融入全

球体系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要前提 ,社会主义只有开放才能存在 ,只有在与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系的联

系中才能得到发展。从马克思主义全球化思想中 ,发展中国家应能获得应对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有益启

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思想 ,全球化本质上是现代性的全球性扩展 ,它迫使一切文化重新建构。

这个过程肯定不是田园牧歌式的 ,带来的结果不一定都是好的甚至可能是痛苦的 ,但却是不可抗拒的。

只有那些以积极的态度 ,按照现代性原则对自身的经济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体系进行重构的国家 ,才能

驾驭全球化的潮流 ,从而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保持住自己的民族特色 。

面对全球化的浪潮 ,作为走向现代化和参与全球化的后来者 ,中国在新世纪除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

融入全球体系 ,没有退路可言 。这个过程很可能是痛苦的 ,但无疑也是一个制度结构 、理论文化重构或

创新的天赐良机 。正视这一点 ,以现代性原则勇于创新而不是消极无为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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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世纪获得持续发展 ,中国才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争得同其他国家“共赢”的结果;也只有这样 ,马克

思主义和中国文化才能在全球化时代得到进一步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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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 analyzing the w orldw ide expansion of the capi talist civilization , Karl Marx advanced his

“World History” theo ry and m ade explorations for the road of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undeveloped

countries in the process of w orld history.The reason many socialist countries suffering serious setbacks was

deviating from the methodology of Marxism World History after flyovering the Kaudinian Ranges of

capi talist sy stem.DENG Xiao-ping returned to M arx again and initiated a new road of socialism w 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 hich keeps abreast of the times.In the age of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 China

shoul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process of the g lobalization , reconst ruct the economic-social structure and

cultural system on modernity principles meanw hile preserv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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