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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政府与国家发展

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张，应该弱化政府 ( 国家) 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

建立尽可能小的政府; 发展经济是私营部门的事情。然而半个多世纪以来

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历程表明，小政府不一定能带来新自由主义者所希

望看到的高效率，政府退出经济领域也并没有带来私人投资的繁荣。“小

政府、大社会”的理念在发达国家可能是行得通的，但在发展中国家却

并一定行得通。20 世纪 80 年代起，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IMF)

在拉美和非洲国家强制推行 “结构调整计划”，结果大都以失败告终。这

一点连世行和 IMF 都公开承认。

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绝不是一个 “自然的进程”，也就是说，

不可能重走西欧、美国几百年以来所走的路。东亚发展型国家的发展历程

证明，发展中国家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就要走一条不同于传统资本主义国

家的发展道路。政府 ( 国家) 要在发展中起不同于西方传统资本主义国

家的作用。美国学者阿瑟·刘易斯在其 《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指出，

“国家越落后，一个开拓性政府的作用范围就越大”，“软弱的政府不能维

持自己境内的秩序”②。塞缪尔·亨廷顿在 《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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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也指出，在快速变化的社会秩序中，发展中国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

府。政府不仅要有维持社会秩序的能力，而且要对经济进行必要的干

预①。从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发展历程可

看出，政府 ( 国家) 在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中国是国

家主导型发展的典型例子。
非洲也有国家主导型发展的实践并取得初步成功的例子，如 1991 年

以来的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是一个贫穷、落后、基础差、人口多、资

源匮乏的国家。20 世纪 90 年代初，埃塞俄比亚与莫桑比克并列，是世界

上两个最贫穷的国家，人均 GDP 不到 100 美元。在埃塞俄比亚前总理梅

莱斯·泽纳维的领导下，埃塞俄比亚致力于建设 “民主发展型国家”
( democratic developmental state) ，取得显著成就。过去 9 年来，埃塞俄比

亚经济连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在人口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 5 000 多万人

增加到 9 000 多万人的基础上，人均 GDP 从不足 100 美元增加到 2012 年

的 1 300 美元 (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
埃塞俄比亚为何能够实现如此快速的发展? 分析人士认为，一个重要

的方面就是政府 ( 国家) 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梅莱斯的设计，国家主要

在下列三个领域发挥作用: 第一，基础设施建设。梅莱斯认为，将基础设

施建设完全交给私人投资者或外国投资者是不现实的，国家必须承担起发

展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责任。过去十多年来，埃塞俄比亚政府动员了大量

资源，包括外国的贷款，用于交通、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根据

埃塞俄比亚《增长与转型规划》 ( GTP) ，埃塞俄比亚要在 5 年内建设 3 200
公里铁路。第二，人力资源开发。梅莱斯认为，与基础设施建设一样，人

力资源开发也不可能完全由私人机构来进行。国家必须在教育培训领域发

挥主导作用。埃塞俄比亚综合性大学数量已从 1991 年的 1 所增加到现在的

30 多所。埃塞俄比亚政府还设立了大量职业教育机构，培养技术工人。

二 政党与国家发展

从东亚、非洲发展型国家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强大的政党是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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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 发挥作用的重要支撑。塞缪尔·亨廷顿指出，“强大的政党”与

“强大的组织”是形成“强政府”的重要条件。“强政府”的构建和维持

必须依赖强大的政党和组织的力量。特别是在公民社会的力量还比较弱小

的发展中国家，政党往往是最有组织的社会力量，它起着连接社会和国家

的作用。
在中国，中国共产党作为最大政党和执政党，对维持 “强大政府”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作用，用一句话来讲，就是 “统揽

全局，协调四方”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党是国家战略决策的中心。党作为国家最有组织的政治力量，

负责国家发展规划等重大发展战略、政策和方针的制定。在这方面，智库

又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设立了为数众多的智库。中央一级，有中

央政策研究室。中央各部门都内设了政策研究部门。中央政府各部门也都

设立了各自的政策研究部门。这些政策研究部门既为政府部门的决策服

务，又为党的决策服务。在中国，任何重大的战略决策都是由党中央讨论

决定的，但党和政府部门的智库为这些决策起着重要的智力支持作用。
第二，党动员和组织人民参与国家发展。一方面，党领导政府，指导

和监督政府实施党所制定的发展战略、规划和方针政策; 另一方面，党对

国家实行意识形态的领导，用先进的意识形态教育和引导人民群众。
第三，党负责培养 ( develop) 和使用 ( deploy) 干部。毛泽东主席曾

经说过，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制定了好的战略

和方针政策，关键还在于有强有力的机制和合适的人去加以落实。这里说

的: 强有力的机制，就是政府和政党; 合适的人，就是得力的干部。在中

国，干部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凡是在党和国家机关工作的公职人员、
国有企业领导人，都可列入干部的范围。中国共产党不仅发现、培养干

部，而且把得力的干部安排到合适的岗位去，并且负责干部的考核、监督

和交流。专业化的干部队伍确保了党和国家的发展战略能够得以实施。可

以说，中国经济社会之所以取得快速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是

密不可分的。
再回过头来看看非洲的情况。过去十多年间经济增长最快的十多个非

洲国家中，除一些能源大国外，多数国家都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许多国

家是“一党独大型”国家 ( dominating party state) ，如埃塞俄比亚、坦桑

尼亚、卢旺达、安哥拉、莫桑比克、乌干达等都是如此。从这些国家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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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历程可以看到，强大的政党不仅可以保持国家发展政策的连续性，而且

可以组织政府和人民实施国家发展战略。

三 何为强政府、强政党

强有力的政府不仅可以确保国家的秩序和稳定，而且可以确保发展政

策的连续性，而稳定和政策连续性都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前提。当然，至于

什么是强政府，人们有不同的看法。并非政府部门越多、人员越多、权力

越大、管事越多就是强政府。大不等于强。就像中国政府当前正在进行的

政府职能转变一样，政府要管好该管的事，而绝不能干预不该管的事。中

国共产党把政府的职责和作用定位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

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

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①。当然，中国共产党对政府 ( 国家) 作用

的定位不可能完全适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有着不同的国

情，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改革的方向也不一致，因此对政府 ( 国家)

作用的定位不可能相同。
强大的政党不仅可以为国家发展提供强大的决策能力，而且可以通过

对重要干部的调配使用来确保国家决策能够得到落实。当然，衡量政党是

否强大，不能以单纯的党员数量作为标准。强大的政党应有一个有凝聚力

的意识形态 ( 即指导思想) ，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有强大的调查研

究和作出重要决策的能力，并有通过对干部的调配使用将决策付诸实施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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