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2022年08月18日（星期四）                                                                                                                                                                                                23

建构）学说，是欧洲
思想启蒙的延续与发
展，是产生在欧洲19
世纪的众多社会思想
学说（流派）之一，
并不具备对人类发展
前 途 的 科 学 预 见 能
力，也不具有足以指
导中国全面崛起与民
族复兴及治理现代化
的系统理论能力。

改革开放使中国
获得发展生机，这是
现 代 中 国 的 关 键 经
验。邓小平当年经过
对欧洲（法国）与日
本的先后实地考察，
洞见了虽然在当时还
不 能 （ 来 不 及 也 不
便）直接指出“社会
主义”观念本身存在
的一系列理论与实践
问题，但他意识到至
少必须先尽快将“市
场经济”要素植入“
社 会 主 义 ” 土 壤 ，

让“社会主义”田野
长出“姓资”的禾苗
来。改革与开放的实
质是，让民主政治、
法治社会与市场经济
植入“社会主义”体
制。邓小平睿智地创
设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这一制度性概
念，突破当时人们的
理论禁锢。

邓小平于1992年
1月在深圳说过一句
惊天动地的话：“不
改革就死路一条。”
这一句话，若翻译出
来就是，再继续按照
马克思说的“社会主
义”概念搞下去，只
有死路一条。

中国历经“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名义
下的探索，已经改造
出 将 政 党 制 、 总 统
制、分权制与民主制
相糅合的新型政体。

具体地说，就是将全
部政治权力集中于中
国共产党，在共产党
领导下实行立法、司
法、行政的分权，是
集权与分权的统一。
这是一种在马恩学说
里找不到，在近代欧
美民主政治理论及实
践中不曾设想的新型
政体，是一种既内置
具有相当权重的市场
经济、法治社会与民
主政治要素，又得以
避免陷于政治纷争的
举国体制。这也很可
能会是中国未来长期
坚持的政体模式。

增量发展关系而
非减量

尽管如此，中国
的社会治理改革，远
未达到国家内生创造
力的充分激发，中国
须要从人类进程中汲
取 力 量 ， 中 国 的 政

治、经济、军事精英
及具有卓越思考力且
怀揣民族与人类发展
梦想的知识分子，尤
其须要勉力从希腊文
明、罗马文明及欧美
近现代发展历史中，
主动去“拿来”成功
经验。

“社会主义”制
度环境应当能在市场
经济、民主政治与社
会法治建设上提供典
范，为社会发展效能
与品质作出引领。在
经济领域，既要解决
好国有资本份额过高
而阻滞市场经济活力
与效益增长的问题，
也要防止私人资本无
序扩张而带来社会分
配不公及发展畸形的
隐患。人类发展史已
反复证明，任何强大
的民族，都必然是充
分自由的民族，国民

能自由地思想、自由
地创造、自由地奔走
于全世界。中国应当
是一个敢于强大且善
于富强、敢于创造且
善于创新、敢于分享
且善于共享的东方民
族。

美国是欧洲近代
民主政治理论与实践
的继承和发展者。中
美欧之间，应是彼此
相 加 的 增 量 发 展 关
系，而不应是彼此相
损的减量关系。惟有
彼 此 相 与 改 革 、 开
放，取长补短，走向
化怨为盟、彼此相融
发展的道路，才是自
益而益人且可持续的
人类发展正道。除此
别无它途。

（作者是北京学
者，牛津大学“一带
一路”与全球领导力
博士后）

（早报讯）缅甸
计划进口俄罗斯汽油
和燃油，以缓解供应
不足和价格上涨的问
题。这使得缅甸成为
另一个在全球能源危
机中同俄罗斯进行石
油 交 易 的 发 展 中 国
家。

路透社报道，缅
甸 军 政 府 发 言 人 绍
敏通在星期三（8月
17日）的新闻发布会
上说：“我们已获得
从俄罗斯进口汽油的

许可。”他补充道，
政府是因其“优质量
和低成本”而作此选
择。

据媒体报道，缅
甸购买的燃油预料在
9月开始运抵。

绍敏通说，军政
府领袖敏昂莱在上个
月访问俄罗斯期间，
同俄方讨论了石油和
天 然 气 交 易 。 他 也
说，缅甸将考虑与俄
罗斯和中国在缅甸联
合勘探石油。

根据缅甸官方星
期三在报纸上发表的
一份声明，军方已经
成立了一个由敏昂莱
的亲密盟友领导的俄
罗 斯 石 油 采 购 委 员
会，负责根据缅甸的
需求以合理的价格购
买 、 进 口 和 运 输 燃
油。

自 去 年 2 月 政 变
以 来 ， 缅 甸 汽 油 价
格 已 飙 升 约 3 5 0 % 至
每升2300至2700缅元
（1.38新元）。

缅甸将进口俄罗斯石油

缅甸军政府领袖敏昂莱（右）于8
月3日在内比都同俄罗斯外交部长

拉夫罗夫会晤。（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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