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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开放型大国视角的中国自主发展战略分析

吕永刚,华桂宏

摘  要:中国与世界相互依赖的日益紧密既给中国带来机遇,也给中国的发展和国家安全带

来挑战。对此,中国应实施自主发展战略, 这既是对未来中国发展的总体筹划, 也符合中国成长

为开放型大国的阶段性要求。自主发展战略主张在对外开放进程中,中国应保持国家自主性,全

面提升自主发展能力, 为维护国家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加快和平发展提供可靠的战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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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自 1978年启动对外开放的国家战略以

来,遵循 /参与其中, 趋利避害、适时有为、徐图改

造 0的方针 [ 1 ] 3882390
, 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 从

根本上改变了国际体系 /革命者0和 /边缘者 0的

传统角色定位, 转而成为现有国际体系的重要参

与者。 30年来,中国经济创造了年均增长 9. 8%

的增长奇迹 ( Ch ina M irac le)。截至 2008年底, 中

国的 GDP总量已突破 30万亿元从而超越德国成

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同期外汇储备达到 1. 95万

亿美元,高居世界首位。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竞

争力的跃升,中国开始由 /小国经济体 0向 /大国

经济体 0转变。与小国开放模型关于小国出口面

对具有完全弹性的需求从而价格外生、小国参与

国际资本市场不足以影响他国利率从而利率外

生、小国的政策不会影响其他国家的福利等假定

不同, 大国开放模型 (张平、赵志君, 2007)假定大

国具有国际定价能力、大国供给变化能够打破原

有的供求均衡从而影响价格、大国参与国际资本

市场从而可直接影响他国的汇率变化、大国的政

策会影响其他国家的福利
[ 2]
。伴随 /大国效应 0

的发生,基于低成本竞争优势的出口导向模式不

仅诱发本国贸易条件恶化, 同时也使中国遭受了

引致国际经济失衡的指责。此外, 中国与世界相

互依赖的日益紧密已造成了 /国际市场国内化 0
和 /国内市场国际化 0的复杂局面。在此情形下,

为适应中国成长为开放型大国的阶段性要求, 对

出口导向型的外向战略进行调整升级势在

必行
[ 3]
。

在中国成长为开放型大国的发展新阶段, 能

否有效解决以下三大战略性课题至关紧要:第一,

能否以及如何保持对内外部风险的控制, 将决定

中国的国家安全状况;第二,能否以及如何获得可

持续发展所需要的要素支撑, 将决定中国长期发

展的规模和质量;第三,能否以及如何与现存国际

体系和国际秩序相处,将决定中国将以何种方式

实现崛起。安全、发展和崛起既是反映一国发达

程度和国际地位的三种状态, 也是一国从低到高

所追求的三大战略性议程。本文拟基于开放型大

国的视角,分别从中国自主发展战略的提出、内涵

和实施要点等三个方面, 对上述战略性议题作出

回应。

二、中国自主发展战略的提出

(一 )自主发展战略: 新兴大国实施战略转型

的内在要求

当前,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的重要转折

时刻。随着世界各主要行为体实力的消长, 大国

之间相互竞争、相互防范和相互合作的态势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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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 世界力量对比显露结构性变化。在政治上,

美国陷入 /反恐0困境,开始从 /单边主义 0转向寻

求国际合作,奥巴马新政府提出 /巧实力 0 ( sm art

pow er)外交理念正是美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独霸

难以为继的反映; 在经济上,美国深陷金融危机,

暴露出战后建立的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与金

融秩序的内在矛盾。一方面, 以美、欧、日为主的

发达国家内部的力量面临调整; 另一方面, 以 /金

砖四国 0 ( BR IC s)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集体性崛

起备受瞩目,对西方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国际

体系和国际秩序构成冲击。

面对新兴大国的崛起, 西方发达国家无疑会

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 力图将威胁消灭在萌芽状

态。20世纪 90年代, 西方发达国家通过 W TO、

IMF等国际组织输出 /华盛顿共识 0 (W ash ing ton

Consensus), 引导拉美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 鼓动

俄罗斯推行激进式的经济转轨, 造成了其严重的

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新兴大国能否顶住来自西

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压力及冲击, 实现 /自主性战略

转型 0,是其能否顺利跨越发展临界的关键
[ 4] 3662367

。

近年来,超越 /华盛顿共识 0寻求更具自主性的发
展模式已经在亚洲和拉美展开并渐成气候

[ 5] 4992517
。

/自主性战略转型0的实质就是走自主发展道路,

这既是中国遵循大国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也是中

国成长为开放型大国的内在要求。

(二 )自主发展战略: 中国近代以来理论与实

践探索的历史延伸

对于中国来说, 自主发展的观念渊源已久。

近代以前,中华文明圈中并没有 /民族 ) 国家0概

念,而是流行具有 /兼容普遍主义0的天下观, 直

到鸦片战争失败后,一些启蒙思想家开始对传统

的天下观进行反思, 如严复提出了 /国贵自
主 0 [ 6] 17

的论断, 其逻辑前提是中国以民族国家的

身份而不是以天下体系中的 /中央之国 0的身份

来界定自身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中国面对的是

全球体系而不是天下体系,其身份不是基于 /华

夷之辩 0而是国家主权, 其价值取向不是基于王

朝利益而是国家利益。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建立

了第一个 /民族 ) 国家 0政权, 孙中山提出了 /改
变闭关主义而为开放主义0 [ 7] 448

的口号,同时针对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敏锐地提出了 /发展之

权,操之在人则亡, 操之在我则存 0 [ 8] 1633
的观点,

这一立场体现出鲜明的国家观而非天下观。新中

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了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

援为辅 0的建设思路, 邓小平在改革初期进一步

提出 /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 要依

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0 [ 9] 3
的原则。最先提

出 /北京共识 0的雷默发现中国模式 /包含一个自

主理论 0 [ 10]
,其目标是在保持独立的同时实现增

长,这正是自主发展观的体现。可见,坚持国家自

主性, 走自主发展道路是新中国在革命、建设和改

革等各个历史时期一以贯之的战略理念。

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 /人类始终只提出自
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

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

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0。[ 11]

追溯中国现代化进程,可以发现自主发展战略的

提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累积过程。 ( 1)被动开放

阶段 ( 1840) 1949): 在此阶段, 由于官僚资本与

国际垄断资本相勾结,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极大

地压抑了民族经济的发展, 致使国民经济呈现高

度的对外 /依附性 0,此时实施自主发展战略为时

尚早; ( 2)相对封闭阶段 ( 1949) 1978) : 在此阶

段,中国推行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主要内容的

赶超战略, 这一战略具有强烈的 /进口替代 0色

彩,自主性内生于此种发展战略,此时实施自主发

展战略并无必要; ( 3 )渐进开放阶段 ( 1978)

2001):在此阶段, 中国推行了渐进式的开放战

略,对外开放的广度、深度、方式以及引进外资的

条件皆由我自主决定,此时对实施自主发展战略

的需求尚不突出: ( 4)全面开放阶段 ( 2001) ), 以

加入WTO特别是五年后过渡期结束为标志, 中

国开始由部分开放向全面开放转变,并进入开放

型大国行列,实施自主发展战略呼之欲出。可以

说,自主发展战略是中国成长为开放型大国的新

的历史时期应时而起、应运而生的国家战略。

(三 ) 自主发展战略: 中国谋求安全、发展和

崛起等战略议程的应对之道

第一,实施自主发展战略, 有利于中国掌握发

展主动权,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可靠保障。对外

开放不仅带给中国发展机遇, 同时也增加了外部

风险, 危及国家安全尤其是经济安全, 主要体现

为:在宏观层面上国家经济主权受侵蚀、国际市场

动荡带来风险和国家宏观政策受他国掣肘; 在中

观层面上本国战略产业如金融业、先进制造业和

信息产业等被外资控制甚至垄断; 在微观层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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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企业缺乏市场竞争力, 在争夺国内市场和开

拓国际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当前,中国经济面

临的一个巨大安全压力来自不断发展和蔓延的国

际金融危机。中国应对危机最重要的是要把自己

的事情办好,这正是自主发展战略的要义。强调

自主发展,意味着中国将首先立足自身消化危机

带来的困难。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首先把

自己的事情办好,就是致力于掌握自身发展的主

导权, 通过实现发展模式由外需依赖型向内需主

导型转变,积极利用国内大市场的规模优势和本

土优势,促进民族企业和民族产业的成长壮大,建

设一个兼具开放性与自主性的健康发展的实体经

济和虚拟经济系统,这不仅是维护自身国家安全

的需要,也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重大贡献, 是 /中
国责任 0的体现。

第二,实施自主发展战略, 有利于中国培育经

济增长所需的支撑要素, 推进中国实现可持续发

展。根据钱纳里和斯特劳斯的 /双缺口模型 0
( Tw o2Gap M ode l) ,发展中国家往往面临储蓄缺口

和外汇缺口,这会对经济发展造成强约束。上述

双缺口,以及 /技术缺口 0, 正是我国改革面临的

初始环境。我国启动外向战略的最初意图之一即

在于填补上述 /缺口 0, 在实践上可谓成绩斐然。

但是, 开放的实践也表明,对于先进技术、适宜制

度和战略资源等 /高级要素 0, 却无法直接从外部

获得。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将生产要素分为

基本要素和高级要素, 他认为高级要素对获得国

家竞争优势具有不容置疑的重要性,但很难从外

部获得, 必须自己来投资创造
[ 12 ] 72273

。虽然高级

要素可以从外部或内部两方面引入, 但从长期看,

一国内部要素的 /自主创新 0是培育高级要素, 提

升本国要素质量的根本所在。因此,在经济全球

化条件下,中国的战略重点应是改善要素结构,即

通过自主培育的方式获取和控制稀缺性高级要素

和战略资源,不断改善中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促进

中国比较优势的动态演进, 从而提升中国在全球

化的分工地位与利益分配地位。

第三,实施自主发展战略, 有利于中国与现有

国际体系主导国之间增进互信, 推进中国以和平

方式谋求崛起。中国的崛起是全球性的重大事

件
[ 13] 7862794

。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发展 (崛起 ) ,关键

在于如何与现有国际体系主导国即美国实现 /和

平共处 0, 这不仅取决于能否构造中美之间的利

益基础,即塑造利益交汇点,还取决于中美之间战

略互信的构建。权力转移理论认为, /权力的追

求程度和权力的满意程度是鉴别一国是否会危及

世界和平的标志 0 [ 14] 371
。中国一再强调自身发展

的和平取向以及 /永远不称霸0的坚定决心,正是

释放无意寻求与现有国际秩序对抗的信号。当

然,仅仅依靠承诺还不足以消除主导国的戒备乃

至敌意,中国需要用行动来证明,使其成为 /可置

信承诺 0 ( cred ible comm itm ent)。实施自主发展战

略,有利于增强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博弈能力,也

有利于取信国际社会,因为强调自主发展,意味着

中国决心立足自身解决中国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和

市场条件,这就不会与控制国际资源和市场的体

系主导国构成正面冲突。而且随着中国的发展,

中国的资源和市场也将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

重要条件。建构主义认为 /自我约束 0 ( self2regu2
lation)是集体身份和友好关系的根基, 而实施自

主发展战略正是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但又严格自我

约束的发展模式。

三、中国自主发展战略的内涵

(一 ) 中国自主发展战略的性质

自主发展战略是统揽我国发展全局的 /大战

略 0 (G rand Strategy)。之所以需要从战略高度审

视自主发展,因为正如美国战略学家布罗迪所说:

/没有任何其他科学像战略研究一样,是用血肉

来实验,用国家的兴亡来论成败。0 [ 15] 107 /大战略0

对于普通国家来说是件 /奢侈品 0, 但对于中国这

样的大国来说却是 /必需品 0。

战略的精髓在于选择, 而选择必定是战略实

施主体在一定约束条件下的选择。因此,理解中

国发展面临的约束条件是制定适合国情的发展战

略的基本前提。当前,中国发展面临的约束条件

可概括为: ( 1)国内约束: 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

力的有限性,这构成中国谋求发展目标的硬约束。

( 2)国际约束: 在中国日益融入全球化进程的背

景下, 中国发展既面临国际规则的制度性约束,也

面临来自发达国家跨国资本强势地位的竞争性约

束。 ( 3)目标约束: 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决

定了中国不可能选择 /依附型0和 /扩张型 0发展

模式; 建立 /发展成果全民共享 0的全面小康社会

目标决定了中国不可能选择会造成两极分化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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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道路;构建 /创新型国家 0的战略目标决定了中

国应加速推进自主技术创新战略, 增强自主发展

能力。 ( 4)意识形态约束: 中国社会主义的国家

性质决定了中国不可能通过对内剥削、对外掠夺

来实现现代化, 而必须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道路。

面临上述约束,中国既无法照搬英、美等发达

国家以自主发展方式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模式, 也

无法简单模仿日、韩等国在特定的国际环境下实

现由依附发展迈向自主发展的成功案例, 更不可

能效仿拉美一些国家走依附发展道路的发展模

式,中国必须探索一条适合国情的自主发展道路。

(二 ) 中国自主发展战略的构成

现代战略的核心范式是 /目标 ) 途径 ) 手
段 0 ( Ends2W ays2M eans)

[ 16] 205
。有鉴于此, 自主发

展战略的要素构成可划分为:战略理念,这构成制

定战略的指导思想;战略目标, 这构成制定战略的

方向和统领; 战略途径, 这构成战略实施的具体

/抓手0;战略手段, 这构成与战略途径相配套的

实施工具。

第一,在战略理念上, 自主发展战略应坚持

/发展依靠中国人民、发展为了中国人民 0的核心

理念, 致力于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 /大战略 0之

道。战略理念是指战略主体在制定和实施战略过

程中所秉持的思想观念。主张 /发展依靠中国人
民 0,就是坚持中国国家主体性, 主要依靠中国人

民自己的辛劳和智慧来实现自身战略目标; 主张

/发展为了中国人民 0, 就是坚持一切依靠人民,

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为了维护和实现中国人民的

利益为皈依的价值诉求。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中

国可以只顾一己之私。事实上, 在成长为开放型

大国的发展新阶段,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利益已经

高度融合, 中国需要树立做 /负责任大国 0的理

念,为解决区域和全球面临的共同问题,为增进区

域和世界人民福祉作出贡献。但必须看到, 全球

化并没有取代国家主权, 更没有抹杀国家利益,

/民族 ) 国家 0仍然是现有国际体系的基本单位,

因此, 中国坚持国家主体性和民族利益性原则具

有足够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而言之,作为世界

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不向国际社会输出饥

饿和贫困,而是坚持立足自身消化国家成长所面

临的矛盾本身就是负责任的体现, 也符合国际社

会对中国责任的期待。

第二,在战略目标上, 自主发展战略应在对外

捍卫国家利益、对内维护公共利益的基础上,致力

于谋求国家安全、发展和崛起的实现。国家战略

目标是国家所要达到的战略预期任务,是一定时

期国家利益的集中体现, 是战略决策中的关键性

因素。战略目标规定了一个时期的战略任务。任

务的提出既基于主体的利益诉求, 也受发展的阶

段性限制。国家利益取向的利益观决定了中国必

须坚持国家自主性的目标取向; 公共利益取向的

利益观决定了中国在开放进程中必须寻求满足利

益普惠性原则的目标取向。在中国成长为开放型

大国的发展新阶段,中国自主发展战略的重要任

务就是基于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统一, 从战略

高度统筹谋划国家安全、发展和崛起等战略议程,

为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阶段性目标以及民族

复兴的远期目标创造条件。

第三,在战略途径上, 自主发展战略主张应灵

活运用各种可行的途径,为中国谋求安全、发展和

崛起提供通畅的战略通道。应当坚持 /直接战

略 0 ( D irect Strategy)与 /间接战略0 ( Indirect Strat2
egy)两种战略并用,并以此生成不同的战略组合,

构成战略实施的 /交通网 0, 而它们最终目的地都

通向战略目标。所谓直接战略, 即直接运用中国

自身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等硬实力以

实现战略目标, 这构成实施自主发展战略的物质

基础。硬实力是国家战略能力的骨骼,掌握着国

家生死存亡的命脉。所谓间接战略,即通过塑造

国民的爱国热忱、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提高中国

文化的亲和力和吸引力等软实力的方式以实现战

略目标。当今世界各国的竞争, 不仅是物质领域

硬实力的竞争,同时也是包括制度、文化等在内的

软实力的竞争。综合运用直接战略和间接战略是

自主发展战略实施的不可或缺的两条路径。

第四,在战略手段上, 自主发展战略应遵循

/目标与手段平衡 0的原则, 为实现战略目标提供

有力保障。大战略要求战略主体要念念不忘根本

目标, 排除一切干扰, 不允许战略途径决定战略目

标,不允许手段毁掉目的
[ 17 ]
。这需要根据自身能

力,确立战略目标体系中的轻重缓急次序,保持战

略集中和战略兼顾的平衡, 从而既不因能力不及

目标要求而导致战略失败, 也不因能力超出目标

要求而出现资源浪费。战略手段指实施战略具有

的一整套工具, 包括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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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集后发国家、转型国家、社会主义国家

和东方大国等多重身份于一体的国家,可资运用

的战略手段十分丰富, 在实施自主发展战略的进

程中, 应灵活加以应用,为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强

有力保障。

四、中国自主发展战略的实施

(一 )把自主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意志,纳入

中国国家战略体系

自主发展作为服务国家需求、体现国家意志

和实现国家目标的国家战略, 反映的决不是技术

层面上的结构或多少问题, 更不是企业层面上的

生产与贸易问题,而是一个发展中大国追求自强

自立的政治意志。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没有理

由不自主创新,没有理由不自力更生,否则失去的

不仅仅是我们庞大的市场, 还有中华民族的自尊

心、自强感, 甚至国家主权。如果受经济全球化的

冲击, 对国际分工和技术差距的认识固化甚至迷

信,对中国自主发展能力估计不足,形成了中国无

法自主创新甚至只能 /依附 0的观念, 这将对中国

造成严重危害。因此,对于战略技术及战略产业,

作为国家长远和根本利益之所在, 国家应旗帜鲜

明地大力推进其自主发展,应有明确的发展目标、

重大的战略布置、强有力的组织保障以及相应的

政策措施。中国要在 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

列,需要有极其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在前进

道路上,不仅会面临来自内部的矛盾,还会面临来

自发达国家的强大压力和发展中国家的激烈竞

争。为此, 一定要有民族自信心、自尊心和自豪

感,有敢于创新、自主决定自身命运的志气和

勇气。

(二 )实施非对称性策略, 为维护中国国家安

全提供可靠保障

非对称性策略, 即以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0

的战法,塑造自己的独特竞争优势。 5孙子 #虚
实 6提出 /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 0, 这一论断

的核心思想就是要掌握战略主动权:一是要处于

主导战争全局的地位; 二是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决

定自身的行动; 三是能够在较大程度上主宰竞争

对手的行动。在当今世界格局中, 中国尚不具备

在各领域全面与发达国家展开正面竞争的实力,

如果展开全面竞争,不仅不利于减少国际社会对

中国的猜疑,从而会增加中国和平发展的难度,也

将对中国带来直接的竞争损失, 不符合趋利避害

的基本原则。在激烈的国际竞争特别是大国角力

中,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0的战法, 可以避免与强

权者在其占优势的领域作狭路相逢之战, 而是创

造和开辟有利于自己的领域和角逐方式, 通过发

掘、塑造和保持 /大国的优势0, 化比较优势为竞

争优势,从而赢得战略主动,形成有效维护国家安

全的战略态势。

(三 )培育支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为实现

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保障

中国实现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于政府、

社会特别是市场、企业和公民等充满活力与创造

力的主体。中国需要有一个强势政府,对外维护

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 对内维持公平和正义。但

政府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尤其当政府替代市场

和企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力的时候, 也就从

根本上抑制了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和活力。因

此,只有坚持市场和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

位,通过市场机制使各市场主体在公平的环境下

进行竞争,才能从根本上增强经济增长的内在动

力。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 既具备支撑经济

持续增长的国内基础,也具备推动经济自主增长

的国内条件,即依托市场主体自身努力带动经济

增长的能力。因此,要以自主增长和内生增长为

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四 )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为中国和平发展

提供可靠保障

约瑟夫 #奈认为, /软权力 0( SoftPow er)是指

一种常常源于文化和价值观念并在太多情况下被

忽略的吸引力,表现为具有吸引力的文化、政治价

值观、政治制度、被视为合法的或所期望信奉的价

值观念
[ 18] 627

。如果一国不能有效地利用 /软权
力 0的张力建立或融入国际体系之中,那么其国

家力量再大也会因反对者不断的出现而消耗殆

尽。从 /北京共识 0的提出,到 /和谐世界0理念逐
渐被国际社会认同,就是我国增进 /软权力 0的积

极实践。重视 /软权力 0的建构,并不意味着中国

要主动输出自己的 /价值观 0, 客观而言, 西方价

值观在当今世界占据强势地位, 中国需要着力解

决的问题是:一是增强自主发展能力,提升国家综

合实力和国家竞争力,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的现实成就彰显中国和平主义取向的发展模式的

合理性,这是构建 /软权力 0的物质基础; 二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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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与外部交流、对世界文明成果兼收并蓄的同

时,自觉抵制来自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的侵蚀,保

持对西方价值观的必要免疫力, 坚决防范落入依

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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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ps Self2developm ent Strategy V iew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B ig Open Country

LB Yong2gang, HUA Gu i2hong

Abstract: The grow ing interdependence betw een Ch ina and the rest o f the w orld brings Ch ina oppo rtun ities as

w e ll as cha llenges to its developm ent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th is regard, Ch ina has to adopt a self2deve lop2
m ent strategy, w hich not on ly prov ides a b lueprin t for Ch inaps future deve lopm ent but a lso m eet the interim

need for China to becom e a big open coun try. The self2developm en t strategy requ ires that in the process o f o2
pen ing up, Ch ina shou ld m a inta in its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com prehensive ly enhance its capac ity for in2
dependent developm ent to prov ide a reliab le strateg ic protection fo r safeguarding its national security, ach ie2
ving a sustainab le deve lopm ent and prom ot ing its peacefu l rise.

Key words: interdependence; b ig country effec;t big open country; self2deve lopm en;t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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