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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韩国现代化模式对中国现代化具有特殊借鉴意义

胡　　皓
(上海海运学院 社会发展研究所 , 上海 200135)

　　[摘要] 　从 60年代初开绐 , 韩国经济实现了连续 30多年持续的高速增长 , 从而成功地跨入发达国家

的行列 。在此期间 ,它成功处理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必不可免的各种矛盾与冲突 ,成功地

应对了城乡差别 ,实行了“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 , 实现了儒教文化与现代经济、政治文化因素的良性互动

与有机融合 。因此 ,研究韩国的现代化模式 ,对中国现代化具有特别的效仿与激励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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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国际关系中对中国的战略意义而言 ,韩国与美

国、日本相比 ,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 ,全国各地的

“美国研究所”只有6 家①,日本研究所也只有 13家② ,各

地高校与社会科学院建立“韩国研究所”或“韩国研究中

心”的数量却达 17 家之多中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的

“韩国研究热”呢 ?

二战以后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启动现代化的进程中 ,

与拉丁美洲和南亚相比 ,东亚的出色表现与迅速崛起 ,

是 20世纪下半叶世界经济生活中一件举世瞩目的大

事 ,引起了全世界许多机构与学者的极大兴趣 , 1993年

世界银行甚至出版了《东亚奇迹 ———经济增长与公共政

策》的长篇专题报告[ 1] 。此处的“东亚” , 指的就是人们

常说的“亚洲四小龙” ,即韩国、中国台湾 、中国香港与新

加坡 。20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韩国研究热” ,

也是在全世界对“东亚奇迹”关注的大背景之下形成的 。

在 “亚洲四小龙”中 ,中国大陆对韩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

热情 ,因而研究韩国现代化模式对中国现代化具有特殊

的借鉴意义 。

第一 , 韩国现代化取得的成就 ,对中国现代化所要

追求的目标 , 具有特别的效仿与激励意义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朝鲜战争结束时 , 韩国的经济甚至低于二战之前

的最好水平 , 人均GDP 才 83 美元 , 并不比当时中国的

经济水平稍好一点。然而 , 从 60年代初开绐 , 韩国经

济实现了连续 30 多年持续的高速增长 , 到 1996 年 , 人

均 GDP一跃突破 1万美元大关 ,被吸纳为世界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 (OECD)这一“世界富国俱乐部”的成员 , 从

而成功地跨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中国期望在 21世纪中

叶基本完成现代化 , 达到当时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

平 ,韩国在 30多年中实现历史性跨越的成功经验 , 象一

个巨大的磁场 , 吸引着对中国的政府 、学者与广大民众 。

第二 , 欧美等国完成现代化 ,一般都经历了一百多

年甚至数百年的历程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

程中必不可免的各种矛盾与冲突 , 是在这一长期的历史

过程中逐步暴露并得到解决的。然而 , 二战以后发展中

国家启动的“后发现代化” , 一般都是要将上述“先发现

代化”国家在一百多年甚至几百年完成的历史任务 ,“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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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它们所在的高校或社会科学院分别是北京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 、南开大学 、吉林大学 、吉林省社

会科学院 、延边大学 、黑龙江大学 、辽宁大学 、山东大学 、青岛大学 、南京大学 、东南大学 、复旦大学 、浙江大学及上海浦东韩国研究所 ,共 17家。

它们所在的高校或社会科学院分别是北京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 、南京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 、复旦大学 、中山大学 、山东大学 、吉林大

学 、延边大学 、河北大学 、山西大学 、重庆大学及河南大学,共 13家。

它们所在的高校或社会科学院分别是北京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 、南开大学 、复旦大学及上海社会科学院 ,共 6家。



缩”到短短的几十年中“突击”完成。这种“突击追赶”式

的现代化 , 也将“先发现代化”国家在数百年中逐步暴露

并逐步得到解决的矛盾与冲突 , “压缩”到几十年内集中

或接二连三地暴露出来 。最典型的 ,如经济增长与收入

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的矛盾 , 经济工业化与政治民

主化的矛盾 , 国家主权与对外开放的矛盾 ,经济发展与

环境保护的矛盾 , 等等 。当所有这些矛盾接二连三甚至

是一下子都涌到发展中国家政府面前的时候 , 政府经常

陷于一种左右为难、顾此失彼的“两难境地” ,这或许可

以被称作“后发现代化的悖论” 。例如 , 追求起点公平的

效率与追求结果公平的社会保障两者都是现代化需要

的 , 但至少在特定时期 , 它们又恰好是直接矛盾的。如

何将直接矛盾的两方面有效地兼顾与整合起来 , 这是发

展中国家政府领导现代化的一项“基本功” 。许多发展

中国家往往都是在这类“两难困境”面前应对失当而导

致现代化“受挫” 。与拉丁美洲 、南亚和某些东南亚国家

相比 , “亚洲四小龙”的成功 , 也在于它们在处理这一系

列“两难困境”中的出色表现。而韩国在其中又完全可

称为一个成功的典范 。它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 , 自然是

中国学者想竭力探寻的 。

第三 , 撇开中国台湾对中国大陆的各种特殊性不

论 ,相比较新加坡与中国的香港 ,它们都属于城市型的

国家或地区 ,基本不存在城乡差别问题 。

而韩国由于人口与领域面积所决定 ,城市与乡村的

地区差异、城市市民与农村农民的差异是实实在在地存

在着的 。众所周知 , 城市与乡村之间地区发展的显著不

平衡 、城市市民与农村农民之间状况的显著不平衡 , 是

中国现代化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因而 , 就如何成功地

应对这方面的挑战而言 , 韩国现代化模式对中国现代化

的借鉴意义 , 显然是新加坡与中国香港不具备的 。

第四 ,按照近半个世纪以来海内外研究者几乎完全

一致的共识 ,保证“后发现代化”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 ,

是必须有一个既有现代化取向又有权威的政府 ,将市场

经济的基础作用与政府的恰当干预有效地结合起来 。

这一点 , 近几十年来 , 实际上已经为广大发展中国家 ,

包括中国的政府与有关学者所广泛接受 , 甚至成为一项

基本共识 。

韩国现代化模式的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于韩国

“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 ,政府在经济起飞中成功地发

挥了极其重要的引导与组织作用 。按照世界银行专题

研究报告的评价 ,政府运用所建立的一套组织机制“得

以为有选择的干预制定出明确的计划与运行标准并监

督其运营” ,其宏观经济管理“极为出色” 。于是 ,韩国政

府如何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 ,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渗透

于其中 ,积极制定产业政策与经济计划 ,精心培育企业

家阶级 ,这些 ,也成为中国大陆学者想极力探究的“奥

秘” 。

第五 , 按照海内外学者基本一致的看法 , 东亚模式

的成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 是它们同处所谓的“儒教文

化圈” 。作为一种文化传统 , 基督教新教反对自我放纵 、

倡导自我克制与自我监督 , 构成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基

础 , 促进了资本主义在欧美国家的发展 。而现在看来 ,

儒教文化重视人的“今世”现实关系的传统 , 无疑使人们

的“勤劳” 、“敬业”与吃苦耐劳 、节俭储蓄习俗成为更为

现实 、强大与持久的推动力 。儒家尚贤重教的传统转化

成为现代“教育优先”的原则 ,儒教文化家族本位思想与

家族伦理秩序在现实生活对克服个人利己主义的膨胀 ,

凝聚人心 , 形成团队主义精神具有积极意义 , 适应了

“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的需要。

在所谓的东亚“儒教文化圈”中 , 韩国现代社会中对

儒教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发扬是最为突出的 , 甚至比起在

儒教文化发源地 ———中国的现代生活中的作用 ,都是

“有过之而无不及” 。于是 , 反过来向昔日自己的“学生”

学习 , 研究韩国现代化过程如何传承儒教文化的优良传

统 , 实现其与市场经济 、政治民主等现代经济 、政治与文

化因素的良性互动与有机融合以有力地推动现代化进

程 , 自然也成为中国学者特别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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