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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6月 23日，市委、市府召开市区重点城建项目推进工作会议，动员和激励全市

广大干群进一步振奋精神，团结拼博，加快市区重点城建项目建设进度，全力推进中心城市

做大做强。本刊在前面推出三期“城市建设”专题的基础上跟进服务，再推出一期“中心城

市建设”专题，供领导决策时参考。 

为了对中国的社会经济特征有更清晰的认识，我们推出“追赶”现代化先行的中国和“我

们需要一种永远的危机感”两篇文章，相信会引发您阅读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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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专 题  
 

怎样的城市才是宜居城市 

 

中国《宜居城市科学评价标准》日前正式发布。主要内容包括：社会文明、经济富裕、

公共安全等六个方面。社会文明包括科学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 

尽管有人批评中国《宜居城市科学评价标准》有强烈的行政考核色彩，但其实这个标准

的出台很有意义，这些标准虽然现在中国最好的城市也可能不会完全达到，但是有了目标就

能够对相关部门起到指导和导向作用，特别是把民主决策和监督入宜居城市标准，其意义非

同寻常。 

民主决策和监督入宜居城市标准，首先表明城市是居住在这个城市的市民的城市，市民

有权决定这个城市的发展和定位，是对执政方式转变的引导。城市究竟为谁而变?说到底，应

当是为工作、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所有人。因此市民对政府决策应该是事先预知的，而不是

由政府突然发布一个文件。例如有的城市公交车价格一下子上涨 50％，市民事先一无所知，

这必然会给市民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和不确定性。对居民来说，这个城市必然不是宜居的。 

民主决策和监督入宜居城市标准，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市民公平享受资源权益。1996 年联

合国人居议程明确提出了“宜居”的概念，倡导公平享受资源权益。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必

然是科学民主决策、民主监督。让民众参与民主决策和监督，在政府部门、垄断企业与民众

的利益博弈中，民众就能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因而有利于增进社会公平，防止政府被垄断利

益集团绑架；让民众参与民主决策和监督，才能对政府权力形成有效的制约，防止政府权力

被滥用。一个为利益集团所左右的城市，一个不断蚕食和侵犯个人权利的城市，一个在社会

公共品不能平等惠及每个人的城市，对于那些利益集团来说或许是宜居的，但对于广大市民

而言，必然不是宜居的。 

民主决策和监督入宜居城市标准，更能保障政府决策的科学，避免决策失误和浪费。当

前很多城市发展热衷于贪大求洋、追捧新奇，决策过程中领导的意志和审美取向强行介入，

一些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遍地开花，高污染、高耗能的违规项目频频上马,不仅给经济社

会的健康发展酿成无法估测的损失，也给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显然这样的城市规

划建设背离了基本目的，成为决策者展示政绩的舞台。而让民众参与民主决策和监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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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就会更为科学，就更能避免决策失误，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与浪费，在规划上也更为注重

维护民众利益。（《区域综合开发》总第 96 期） 

 

城市管理重在自治而非一味管制 

 

城管每次在街头出现，就搅得鸡飞狗跳。但城管真的撒手不管，街头又会被小商贩挤占，

让人寸步难行。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们走出两难，既保障小商贩自雇经营的权利，又

保障行人自由通行的权利呢? 

答案是有的，那就是北京革新西里居委会主任夏素明实验的模式—居委会出面与小商贩

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小商贩自主经营，但必须严格自律，不影响社区秩序。实验的效果很

好，小商贩和社区居民各得其所，皆大欢喜。这个模式姑不论是否值得推广，至少可以在革

新西里坚持下去吧?但是不行，夏素明的实验最终还是夭折了。 

商贩自治何以难于推行?显而易见，不是社区居民天生喜欢管制，不愿自治；也不是他们

素质不高，不具备自治能力；商贩自治的障碍不在社区内部，而主要来自社区之外—城管部

门不答应。 

本来，社区是否可以摆摊属于民事范畴，可以让社区居民自我调整。明明是社区可以自

己解决的问题，非要纳入城管部门管制的范围不可。而一旦成了城管部门的一亩三分地，你

要再拿回来，城管部门自然不答应——全国城管人员的总数，怎么着也有好几十万吧。这好

几十万人也要吃饭，也要穿衣呀。社区都自治了，不再需要城管了，这几十万人怎么办?难不

成都喝西北风去? 

同样的逻辑，在燃油税问题上也显得非常突出。燃油税制度好不好?当然好得很，既公平，

又合理。但这么好的一个制度，就是干打雷不下雨。 

这里面原因很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主管部门已经坦率承认的，假如用燃油税制度

取代养路费制度，30 万收费人员将何去何从? 

为了不让城管人员闲着，社区只好出让自治的权利；为了不让收费人员闲着，纳税人只

好出让公平税负的权利。按理说，公共部门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能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情况却并非如此。某些部门之所以必须存在，并不是因为它们能提供什么

服务。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它们存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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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中有那么多的管制?奥妙就在这里。某些部门依赖管制而生存，人为制

造管制需求、放大管制需求，就成了他们的职业本能。瘾君子断了鸦片就会跟你要死要活，

于是你只好继续为他无偿供给鸦片；某些部门离开了管制就无事可做，于是我们只好用我们

的权利为他们埋单。 

为管制而管制，依赖管制而生存的部门，仿佛一个又一个的黑洞。它们不创造任何财富，

反而每时每刻都在吞噬着巨量的社会财富。这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根据专家的保守估

计，企业负担的 1/3，特别是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负担的一半来自于非税收入。仅在 2006

年，全国非税收入就可能达到 13000 亿。如果 2 万元非税收入解决一个劳动力就业，则被非

税收入扼杀的就业机会为 6500 万个。 

自治为什么是一种最好的秩序?且不谈自治的社会学意义，单就经济学角度而言，自治也

是一个最划算的选择。如果商贩自治得以全面推行，我们就可以少供养几十万城管人员； 

如果行业自治得以全面推行，相关职能部门的精简就不会是一个问题。如此，过高的行

政成本就不难降下来，大大减轻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负担。而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

发展，显然将给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提供更多的就业和创业空间。管制当然不可能一概取消，

但毫无疑问，凡是人民能够自我管理的领域，公权力就不应该进入，就应该让人民自我管理，

这样才会使社会管理成本最小化，社会才会轻装前进。 

公共部门本质上属于服务业，只不过它提供的不是普通的服务，而主要是提供公共服务。

但服务业的总规律，即市场规律，对它仍然起作用。哪个部门不为公众所需，或总是质次价

高乃至货不对板，它就应该被公众淘汰，就应该关门走人。总之，公共部门只是满足特定社

会需求的工具。本来只应为社会充当工具的公共部门独立化，以致它的生存本身成了目的。

这是马克思所说的“国家废物”的主要症状，也是我们必须警惕的危险趋向。（《区域综合开

发》总第 97 期） 

 
创造“以人为本"的市政建设 

 

经济的发展，使有些地方政府有了些钱，就不断地重铺城市的人行道，是许多城市的通

病。近十年来，北京将人行道路面反复翻铺至少有三次。记得以前路面不少是传统方砖，后

来改铺水泥方砖。到 1999 年时，北京街头铺上了高级、“现代化”的彩色釉面地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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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不知道这次铺入行道地砖花了多少钱，但有一点是知道的，城市虽然“光亮、高档”

了，但这种追求高档现代用错了地方，彩色釉面砖放到大街人行道上，把行人害苦了。这种

由于这种砖使路面不渗水，所有雨水都要流到街道上再下到下水道。所以，北京一旦下大一

点的雨就出现马路变成河的局面。 

当那些市政管理官员们明白好看的地砖不但不实用，而且有害时，又开始新一轮的换地

面砖。这次换地面砖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是，由于铺的路面砖因很多施工质量差，铺了不久就

凹凸不平。 

也因那种砖受力面大易压碎，有的铺了两三年就烂了。 

现在，釉面地砖又换成传统的方泥砖。这本来是最好的铺路面材料，我们的祖先就是用

这种砖砌路面，西方国家的那些老城市街道和古老的小镇，也能看到这种土砖。 

它不但便宜，而且走起路来实在，不会打滑，而且吸水性强，地又不坚硬，既使不小心

摔倒了也不会怎么伤人。铺什么地面砖这个简单而浅显的道理，老百姓都知道，为什么城市

这让人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施工者非把盲道有意放在障碍重重的地方?有人曾向施工者提醒

过不能这样处理盲道，可施工者说，就是这么设计的。这不能怪施工者，是建设管理者的责

任，他们为什么不到施工现场看一看呢? 

以上这些似乎是些零散的事，但绝不是没有联系的。 

它实际上反映了当前我国一些城市建设和管理的突出问题：管理能力差，责任心欠缺，

特别是城市管理理念上有问题，盲目追求侈华，不是真正以人为本，体现人文关怀。如果一

个城市建设者缺少文化，而又迷恋奢华，又不负责任的时候，就会犯一些低级的错误。我们

是否应该反思：高档昂贵的并不一定就是好的；现代时髦的并不一定是有用的；花了钱的不

一定是人民满意的。 

近些年来，中国城市迅速发展和现代化，在城市改造中，从反复拆铺人行道，到滥拆城

市、破坏城市的历史文化和古迹，滥修豪华大广场，盖办公楼。本来城市发展改造是好事，

但许多城市建设干了很多愚蠢的事，引起市民许多的不满。这是为什么?最关键的是城市建设

缺少人文关怀，不是真正以人为本，而是“目中无人”。 

我们过去缺少关怀弱者的意识，城市没有盲道，没有无障碍设置。现在政府强调体现人

文关怀，要设盲道，搞无障碍设施。但是由于一些管理者缺乏这种意识，做起来只能是应付

了事。很多盲道常常放在最不好的位置，障碍重重。像亚运村新铺路上的这条盲道简直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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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一条给盲人设陷阱之路。 

盲人依此走下去不是可能碰个鼻青脸肿，就可能绊个大马趴。 

如果城市建设者没有人文关怀，城市将是很残酷、无情的，为了路而修路，而不管行人

是否方便行走；为了商场而建商场，而不管人是否方便到达；为了车站而建车站，不管交通

是否连接。这就是我们很多城市的状况，很多街道被隔离起来，马路对面近在咫尺，人却难

以通行。 

很多行人道被车道挤占了，火车站和大型商场甚至不让出租车和其他车辆停泊，但是又

不建停车场。很多地铁和汽车站之间相距遥远，机场、火车站和汽车总站不相互连接，而且

常常是东西南北，难以转达。这些城市设施都不是以人为中心建设的，所以，人行起来极不

方便。 

城市建设真正以人为本，就必须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安全、方便、快捷、舒适。如果

城市管理者不以人为中心，他们可以在一两件事上会做好，或慢慢领悟过来，像铺路砖那样。

但不会把其他事都做好，像铺盲道和后面说的许多那样的事。他能做一，就不一定能做二三，

因为人并不总在他心中，他不会把人贯穿在城市建设的始终。 

有些城市管理者为何会犯一些如此低级的错误?除了有管理能力和责任心，也还有做事方

法的问题。任何人都不可能是全才，城市管理者也不可能是。这些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管

理者要知道虽然你有权力决定城市的政策，但不要认为在城市可以随意涂抹，随意拆建。而

应该尊重居住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每个人，做什么事多听听他们的意见，让他们参与各种事

务。这样才不会犯那些愚蠢错误，才不会把人放到最不重要的地方，才不会在他们行走的道

路上制造障碍和危险。 

 
不要让我们城市的传统毁于一旦 

 

回顾近二十多年来的历史，在相当长时间里，我们在城市建设方面流于简单地向西方学

习，建设高楼大厦。现在看起来都存在“误读”。城市的建设应该根据各地情况采取不同思路。

有悠久文明历史的西欧，根本不是当年我们从电视图像上看到的那种高楼林立的“现代化”。

但是，发现这一点时已经有点晚了。现在我国不少城市都是“崭新”的，大部分都只有二三

十年的历史，别说和欧洲比，就是和“没有历史”的美国比也要短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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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和中国近代以来长期处于落后形成的追赶心态有关。很多人希望城市从外观上

向发达国家靠近。很多旧城拆迁中，地方决策层都认为“太落后了”、“太破旧了”，非拆不可。， 

实际上，中国有非常优秀的城市化传统。和西方不同，中国从唐朝开始就出现很多城市。

由于社会具有成熟的宗族礼法格局，到明代形成了无城乡建筑差别的城市。在皖南的山区里，

现在可以看到遗存下来的非常成熟、优美、先进的古代建筑。把苏州切一块放到皖南山区的

农村，或是把皖南农村的一部分放大挪到苏州，几乎是一样的。 

从秦汉时人们开始用夯土技术造房子，在杭州这座南方富庶大城，至今可以看到那么多

的“土房子”，显示出秦汉建筑脉络的延续，这是很重要的“城市记忆”。看起来土得掉渣的

夯土技术，其实是高度理性的产物。“百年的砖千年的土”。中国古代造房子，很注重稳固和

长久。 

中国本土的建筑传统是一个循环营造的体系，有很多奇妙的细节，为现代建筑技术所不

及。如传统的中国建筑方式是没有下水道的，主要用地渗技术，从地表大范围地向地下渗透

排水，效果很好。而现在的下水道技术，只要有一个地方堵了，其他地方就都要积水。很多

抛弃传统简单采用西方技术的建筑方式都是这样，花了大价钱，却制造出新的问题。 

举这些例子并不是简单地提倡复古，而是想说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存在的很多“闪光

点”，但是目前处于不被人重视的境地。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传统的营造体系受到破

坏，除了在最不讲究建筑文化的地方——农村里尚有遗存，在城市中大都已经中断了。 

城市之魅力，不是来自于大楼有多高，马路有多宽，而是来自于文化的独特性。竞争力

就来自于创造这种有差异性的文化的能力。 

在很多城市，一些街道原本拥有历史上不同时代的各种痕迹，都有其独特的城市记忆，

层次分明，形成历史线索的会合，不应该在一次次旧城改造中被全面“覆盖”更新。 

尤其不能简单地用“有没有住过名人”、“有没有发生过著名事件”作拆除与否的依据。

前几年发生的拆除中国美术馆后一个四合院的事件，当时的说法就是“不是文物，也不是名

人故居，也不是著名历史事件的发生地”。这种思路左右了我们城市保护工作很长一段时期。

很多人没有认识到，中国建筑文明并不是个别名人和历史事件构成的，普遍意义上的大众生

活才构成文化的根基，很多路边的小东西都是重要的历史文化痕迹，但人们都把它们忽略了。 

中国要变成有文化魅力的创新型国家，需要的动力就包括历史文化的记忆，这是产生自

主创新灵感的土壤。而城市的文化价值不是简单的“先进”、“落后”之比较，而应该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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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之差异”，从这个角度讲，面对越来越迅猛的城市化热潮，保卫我们城市的传统，已经到了

无论怎么说都不为过的地步了。 

中国曾经有很优秀的建筑营造传统，古代的中国，造房子应该是每一个男人都会干的事

情，历史上很多艺术家和建筑师是一身兼具的。今天，被不少人视为没有技术能力的农民工，

其实都是“砌石头”这一传统营造工艺的大师。现在这种古代流传的工艺只有在农村还有保

留，这些农民工砌出来的一小段石墙，放在美国都可以称得上是文化遗产。中国美术学院象

山校区在建设中大量启用传统的手工建造活动，从很多工地回收了 600 万片旧砖瓦用于校区

建设，还大规模启用传统的手工建筑方式，让农民工展现“砌石头”的精湛手艺，使营造传

统有传承下去的可能。全球最著名的美术学院美国罗德岛美术学院建筑系主任看到象山校区

的建筑，感到非常激动，认为从这样的建筑工艺中看到的是真正的“中国味道”。 

 
旧城改造能否交由居民主导 

 

为什么旧城改造只能由开发商来做，为什么旧城改造就意味着大拆大建?作为旧城的居他

们深爱着老房子，如果他们有意愿也有能力建设、呵护好自己的家园，那么能不能把旧城改

造的主导权还给这些居民自己?。 

以东四八条胡同为例，对于部分待拆迁房屋是否有保护价值，北京市东城区和市文物局

各有说法。不过，不管最终结论如何，当地许多居民都不想离开自己的房子，目前已有一位

居民提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拆迁许可证，她表示，完全可以自己翻新自己，而且不会破坏

房屋的原貌，没必要非把房子卖给开发商。此前一位居民表示，“既然是文化保护区，就不能

随意拆除，北京剩下的老房子不多了，只要明确说不拆，所有的住户都会把房子修得很漂亮” 

一直以来，北京乃至全国城市的危改和旧城改造，基本都遵循“政府+开发商”的模式，

但这位居民话启示我们：为什么旧城改造就一定要大拆大建？作为旧城的居民，他们深爱着

老房子，如果他们有意愿也有能力建设、呵护好自己的家园，有信心将自己的房屋修得很漂

亮，那么能否把旧城改造的主导权还给这些居民呢? 

改造旧城，大片地拆毁重建，这样的模式让传统的北京日渐萎缩，让有着悠久历史的街

区一个个地消失，代之以一些平庸的伪古董，给北京留下了太多的遗憾和教训。 

其实在国外城市，对保存较完好，有着大量历史文化沉淀旧城区的改造，往往是精雕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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凿，分散由一户户的居民来进行，很少有大规模拆建。这固然有公民私产受到严格保护的原

因。但更重要的在于，在这些城市的意识里，旧城建筑负载和传承着历史文化的种种变迁。

是城市的宝贵记忆，它使城市与古老文明之间有了一个绳结，让城市在飞速的现代化进程中，

能保留一份安谧与深沉。国外的经验，应该是我国特别是北京文保区这样的旧城改造应该借

鉴的。文保区是集建筑、文物、人文于一身的大型博物馆，对它的改造更新，犹如整理一个

摆满瓷器的货架，显然应该小心翼翼。像东四八条这样区域，属于北京古民居建筑中的精华

部分，建筑质量总体较高，其中危房只占很小一部分，它们不应被拆除，而是应该一个个加

以修缮，拆除各类违章建筑，这些工作只要政府给予居民以规范、指导和支持，就可以完成。 

“政府+居民”的旧城改造模式若能形成，将是一场城市建设的革命。在“政府+开发商”

的模式中，居民对旧城区拆与不拆充满疑问，自己的房屋即使再脏再乱不堪，也不愿修缮；

在“政府+居民”的模式中，这种疑问也许不再存在，因为居民房屋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政府+开发商”的模式中，当地居民很难参与其中，旧城改造很容易成为“建设性破坏”；

而在“政府+居民”的模式中，蕴藏在民众中的激情和活力得到释放，旧城区得以自然生长，

获得新生。在“政府+开发商”的模式中，旧城改造常驻常伴随着冲突与对抗，付出的代价昂

贵；而在“政府+居民”的模式中，合作、互信代替了对抗，政府?居民齐心合力，使旧城区

无论在经济还是文化意义上，都是城市的一笔巨大财富。 

这居民参与下的旧城改造，没有了“惊心动魄”的城市规划大手笔，以及“改天换地”

城市形象冲击，取而代之的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城市悄悄地改变，健康地成

长，一步步接近宜居、人文、和谐目标。 

 

●经济纵 横  

 

“追赶”现代化先行的中国 

 

后发性经济 

从现代世界经济发展史看，先后出现三次现代化后进国追赶先行国的成功范例：第一次

是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美国经济起飞花了 43 年时间追上英国。第二次是二战之后日本经

济起飞，花了 40 年的时间追上美国。日本被视为世界上最成功的“追赶”国家，它创造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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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0 年到 1992 年期间人均收入提高了 28 倍的世界记录(年平均增长率 1．95％)；第三次是

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亚洲“四小龙”花了 30 年时间追赶西欧国家。 

因此，国家从现代化角度看可以分为先行国和后进国，先进国和落后国，追赶者和落伍

者；从技术进步角度看，可以分为创新者和追赶者，主导者和模仿者。所谓后进国是指处于

相对落后状态的国家。按照格申克龙所说，后进国与其说是在某一点上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

后的国家，还不如说是在发动工业化和进入工业化时这一问题上，发动(进入)时间相对滞后

的国家。中国属于现代化的后进国，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称为后发性经济。 

转型中的经济 

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涉及 29 个重要国家近 16．5 亿人口，是人类最重大

的事件之一，中国目前以及相当长时期也都处在这个过程中。这一变革对经济学提出了重大

挑战。 

当前，集中体现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华盛顿共识”在经济转型实践中已经遭到失

败，而根本不符合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标准处方的中国改革却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但是，必须

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还只是初步建立。 

在比较长的时期，中国经济体制仍然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行政管理、国有企业、垄断

行业、金融、财税、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关键性领域仍然存在着体制性障碍，需要突破；

市场经济体制在激发经济活力的同时其负面影响也开始显露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尚未完全革

除，而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所取得的某些积极社会经济成果却在体制转轨中有所流失。因此，

中国经济改革的攻坚任务还没有完成。还要看到，西方市场经济体制是经过二三百年的发展

才达到现在的成熟完备的水平。所以，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在完善和实

施经济发展战略时，既不能悲观失望，也不能急于求成，而是要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循

序渐进的推进。 

成长中的经济 

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追求像发达经济体那样的的平稳增长，是各个发展中国家的理想目

标。然而，当今世界上的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经济却呈现两种情况：一种是成长中的经济，一

种是停滞中的经济。 

成长中的经济，从近期看，都是问题成堆的，比如说，工人下岗、伪劣商品充斥市场、

生产安全事故不断等。但是每隔 5 年或 10 年回头一看，就能看出经济的巨大变化。停滞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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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从近期看，好像问题并不突出，隔了 10 年回头去看，发现变化不大，这种经济的发展

速度非常缓慢，几几乎是停滞的。（《领导决策参考》2007 年第 20 期） 

 

●时评集 萃  

 

高法步：我们需要一种永远的危机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已经保持了将近 30年的高速增长，这在任何国家的

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这是中国近一两百年来发展最

好的历史时段。 

然而，在这种背景下，全国上下蔓延着一种极其乐观而近乎浮躁的心理。经

济学家们通过审慎的研究和精密的计算，提出中国经济还能持续增长 20—30年的

预测。这的确令人振奋：根据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前后加起来50—60年的持续增

长。“赶日超美”根本不在话下。 

这种经济浮躁还反映为文化浮躁：跟在经济学家后面的是历史学家，他们不

甘寂寞，大谈“汉唐盛世”；影视界则锦上添花，迅速推出一批“盛世”作品；更有甚

者，还利用古玩热来反证“盛世”的到来——“盛世收藏”嘛!而文化浮躁的极端事

例，则是“国学热”演化成的“复古之风”，如“汉服热”、“唐装热”，《三字经》和《孝

经》入课堂等。可见，目前的浮躁情绪不只是个别的，而是全面的。 

事实上，历史上的全民浮躁没有一次不导致经济和社会危机的。远的不说。

上世纪 20年代美国经济出现了将近 10年的高度繁荣。这种持续繁荣冲昏了美国人

的头脑，社会上流行着“美国永久繁荣”的神话。然而，没过多久，美国经济就陷

入30年代大危机之中。从 20世纪 50年代中期 70年代末，日本经历了 20多年的

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当时，日本的钢铁、家电、汽车等产品在欧美

市场上所向无敌。日本人在美国购买了大量地产和股票，甚至狂妄地说要“买下美

国”。然而，没有过多久，泡沫破灭了，日本陷入长达十几年的停滞。 

20世纪 50年代，我国取得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功。然而在随后的大跃进中。

全民的浮躁导致全民的浮夸，而全民的浮夸进一步导致全民的浮躁。这一系列

 
 
 
 
 

 
- 11 - 

 
 



历史教训是我们必须吸取的。 

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在其崛起、发展到鼎盛的历史过程中，一方面要有不

断的危机意识，所谓居安思危，居危思危；另一方面，要有不断的自我批判精神，

不断地进行自我反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有旺盛的和永不枯

竭的创造力。而任何浮躁浮夸、自足自满、故步自封，都是历史的羁绊． 

我国历史上的确经历了不少的盛世，这些都是可以引以为豪的。事实上，我国的盛

世之议古而有之，但“盛世危言”也史不绝书，历朝历代都出现过所谓“自古有国有家，

鲜不极盛而衰”的警告。所以，真正成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绝不轻言“盛世”的到来。 

客观地讲，我国作为一个大国正在迅速崛起，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这已经

是不争的事实。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可以使我们增强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的信心。但

是，我们应该看到，真正的作为大国崛起和民族的真正复兴，还有相当长的路程要走。如

果总是沉湎于“盛世”的追忆或“盛世”的幻觉中，那就不是一种健康的民族心态。而在

这种关健的历史时期大谈“盛世”，除了能造成一种“盛世泡沫”外别无益处。（选自《思

想理论动态参阅》2007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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