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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从历史的，国际的坐标看未来，中国的改革进程要分三步走。第一步：经济体

制改革；第二步：行政体制改革；第三步：政治体制改革。而已建立“政策特区”

为标志的行政体制改革，是当今最为重要和紧迫的。 

 

1．中国改革 3步走路线图 

1949年-1980年代   

  艰难的摸索阶段，初步建立了国民经济基础和国家安全体制。 

1980年代-2010年代 

  改革第 1 步：建立经济特区，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实现效率发展（经济体制与

世接轨） 

2010年代-2020年代 

  改革第 2 步：建立政策特区，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实现公平发展（行政体制与

世接轨） 

2020年代-2040年代 

  改革第 3 步：建立政治特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永续发展（政治体制与

世具进） 

 

2．中国两个百年目标与改革顶层设计 

1）温故知新-中国问题的特点 

 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不仅要着眼当今，还要回顾历史，面向未来。不仅要看

到中国，还要照顾周边，惠及世界。不仅要考虑经济发展，还需着力解决关系国

家民族生亡的潜在的“内忧外患”。 

  中国不得不要在半個世紀之短的時間内、経歴欧州各国在産業革命以後花費 200

年余年、日本花費 100 年余年才達成的工業化之路。因此、与発達国家在経済発

展到一定成熟段階以後才逐斬採取環境対策不同、中国必須同時面对貧困問題、

公害問題和地球環境問題。这是中国问题的特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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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民意看改革走向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在 2012年 11月对全国 31个省、市、自治区的 11405名

网友，实施了在线即时调查。 

 以“你看好未来十年中国的发展吗”为题，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在 2012 年

11月对全国 31个省、市、自治区的 11405名网友，实施了在线即时调查。调查结

果如下。 

（1） 72.7%的受访者明确表示期待未来十年能有新一轮的改革 

 

（2） 最有可能阻碍中国未来十年发展的问题  

 

 

（3） 未来十年中公众最期待能得到显著改善的问题  

非常期待 
38.0% 

期待 
34.7% 

其他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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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未来十年，公众最期待推动的改革 

 
 

3）改革顶层设计 

改革第１歩：建立経済特区，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实现效率发展 

  其理由为，经济系统要与世界接轨。 

  30 多年前，以经济特区为标志的经济体制改革，成功地牵引了中国经济和社会

的高速发展（效率发展）。邓小平先生描绘的中国经济两部走战略的第一步，即 2010

年的 GDP扩大为 2000年的 2倍目标，已超额完成（2010年的 GDP为 2000年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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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  

  建设经济特区，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根据是，经济系统不论姓资还是姓社，

都有共同规律，中国的经济系统需要与世界接轨。  

 

 

改革第 2 歩：建立政策（行政）特区，实行行政体制改革，实现社会公平发展，

推进两个百年目标实现。 

  其理由为，社会系统也要与世界接轨。 

  中国 30 年的发展成就，有人称他为“中国奇迹”。 這一“奇迹”体现为一个

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事实：不管你是否喜欢中国，但你不得不重视他的分量，倾

听他的声音。  

  但这一“奇迹”的背后，我不得不直率地提出一系列令人担忧的现象、坦言中

国隐藏着五大潜在的“内忧”（腐败问题，貧富差距问题、民族問題、生态破坏

和能源制約）及两大潜在的“外患”（外来紛争与全球性气候变化）。而这些问

题不只是中国才有，发达国家同样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社会系统与经济系统

同样要借鉴世界所有文明成果，就像美国，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社会系统中拥

有诸多“社会主义”元素一样，中国的社会系统/行政系统也同样要与世界接轨，

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跳跃和创新。 

  因此，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需要进行社会系统的改革，这个改革不宜从经济

体制改革直接进入政治体制改革过程，而以建立“政策（行政）特区”为标志的

行政体制改革，是当今最为重要和紧迫的。通过行政体制改革，改变不公平的社

会政策，以实现社会的公平发展，实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每个中国人的梦想。 

  行政体制改革与政策特区的两条低线：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制度；

维护国家的主权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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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第 3 步：建立政治特区，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政体与世具进，建立中国

特色的国体与政体，实现社会永续发展。 

  其理由为，政治系统也要与时与世具进。 

 

3．以先富先行论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他山之石，政策特区可以先在人均 GDP 超过 1 万美元的地区，如浙江省试行。

理由如下： 

1）浙江省在 2012 年已实现人均 GDP 超过 1 万美元目标，具有实施行政体制改革

所必须的经济条件和民众需求。按日本社会发展经验，在人均 GDP 达到 1 万美元

以后，国民的需求会发生重大变化，这个变化显示，在人均 1 万美元以前，国民

中追求物质富裕的人数要多于追求精神富裕的人数。但一旦超过 1 万，美元后，

出现了相反现象，即追求精神富裕的人数要超过了追求物质富裕的人数。呈现如

下的剪刀切现象。 

 

日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其原因之一是，在日本有了人均 GDP1万美元，家电

普及率达到 100%，家用小车普及率达到 60%左右，国民基本能满足物质需求，开

始关注精神富裕，即公平，法制，安全安心，医疗，教育，老后社会保障，等等。

这是 1981年的事。这一现象对中国也有借鉴作用。 

  浙江省在 2012年全省人均 GDP达到 1万美元。按日本的轨迹，老百姓基本普及

家电，下一步是期待社会公平，良好教育医疗，老后福利，安全安心等等。所以，

建议中央能研究，以类似浙江的比较发达的地区，率先于全国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包括收入分配改革，反腐机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公共财政改革，农村改革等。 

2）浙江除了经济基础之外，还有平安浙江、緑色浙江、文化浙江、法治浙江的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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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执政基础，文化基础，民意基础。2005 年浙江省生態環境狀況指數为全国第

1位、2006年民衆（市民、観光客等）的安全感満足率为 95%、浙江省是中国全土

最有安全感的省分之一。2006 年浙江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指数排名上海、北京、

天津之后为全國第 4位。 

 

4．中国梦与两个百年目标 

  中国梦的理想境界也是：平安中国、緑色中国、文化中国、法治中国。 

 影響中国可持続発展，长治久安和“中国梦”实现的有 5大潜在的内患（腐

敗問題，贫富問題，民族問題，生態破壊，資源瓶颈）和 2 大潜在的外患（外来

紛争与大规模气候変化）。  

 這些潜在的危機如果不基于文明的未来這一長遠前景，就難以找到解決的

辧法。大气污染可以治理，而生态破坏，黄河断流、長江洪水、和毎年以 2300平

方公里速度推進的砂漠化現象、這一切足以警鐘長鳴，不僅使中国人夜不能眠，

甚至譲全球人坐立不安。而到処蔓延的「短頻快」思維和「急欲富起来」的思想、

腐蝕了国民精英的道德、減弱了他們作出這個大国頼以立国的長遠决策的能力。  

 応該告誡決策者們和我們的国民、「欲速則不達」：中华復興、百年大計。

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脳，探求一条適合中国的可持続発展之路。 

  国际 3E研究院的预测：两个百年与中国经济“763”走向 

 改革開放以来 30年間：GDP增加 18倍（2010年价格換算）、人均 GDP增加 13

倍  

 两个百年目标与今后经济增长前景设计 

 2015年：7%，2020年：6%，2030年：5%，2040年：3%，2050年：3% 

 建党 100周年（2021年）：人均 GDP：9000美元，GDP总量 12兆 5820亿美元，

相当于美国 2005年 GDP总量  

 建国 100周年（2049年）：人均 GDP：约 3万美元，GDP总量 38兆 8040亿美

元，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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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实现百年目标，国内与国外的动态的稳定环境。所谓动态稳定，是指切

实解决面临困难，问题，社会实现良性公平发展前提下的稳定，而不是靠权力，

靠压力迫使稳定，这种稳定是一时的表面的，也是极其危险的，因为根源问题没

解决，最终会爆发。 

 一個国家、一個民族、一种文化之所以吸引人，除了需要经济实力做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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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需要這個国家、民族、这种文化有着人道精神和兼容性、先进性。  

 独创的、传统的、与自然协调的人文力量将更加受到国内人民及世界各国

所欢迎与拥护。换言之，这个文化需要有高度、气度和保持前进的力度与速度。  

  应该从历史中记取三个教训。  

“第一，保持科技领先和健全的经济政策极为重要。”古代中国繁荣的原因之一，

是采取促进经济和贸易的政策，在铁犁、印刷术、纸币等方面进行技术革新。  

“第二，闭关自守傲慢自大非常危险。古代中国曾认为无须向外国学习任何东西，

这是衰败的开始。  

“第三，传承与创新的结合，陆地与海洋的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