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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顾数字中国发展历史后，较之于其他国家，我发现有几个中国特

色因素与数字中国的迅速崛起直接相关。 

一方面是政府保持了持续一致的社会治理力量：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

经验积累为中国在数字化时代的跃迁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数字化本质上是

管理经验的工程化和自动化。数据和算法都是由人创造的，一个时代的革

命性发展与之前的基础密切相关。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为中国数字时代的腾

飞打下了三个扎实的基础。目前国内对改革开放前三十年计划经济为我国

之后发展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已经有比较成熟的研究，本文择要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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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武力从资源的角度分析了改革开放前 30 年中国计划经济在集中

资源加快独立工业体系的简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保持了高积累下的

社会稳定（武力，《中国计划经济的重新审视与评价》，《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3 年第 7 期）。 

申立平、申忠民研究发现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建国初期曾有

力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 并有效地调动了全国的资源进行工

业化建设，初步奠定了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申立平、申忠民，《社会主义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个人困境》，《文学家》（理论版），2010 年第 4 期）。朱

佳木从毛泽东对计划经济的探索及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义进行了探

讨，发现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自主基础工业体系使得我国与世界先进工

业国的差距大大缩短了， 而且在很多方面走完了西方国家用上百年时间才

走完的路。这是很值得我们肯定计划经济的作用的重要方面（朱佳木，《毛

泽东对计划经济的探索及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义》，《中共党史研究》，

2007 年第 2 期）。 

另外，资本和金融角度看，早期的计划经济体系也有独特的优势。沈

秀伍和徐涛从工业筹资方式对我国早期计划经济体系进行了研究，他们发

现完整的工业体系建立需要密集和持续的资本投入和支持（沈秀伍、徐涛，

《从工业筹资方式看计划经济及其转轨的必要性》，《经济研究导刊》，2009

年第 8 期）。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在短时期内，建立起

独立的工业体系，创造卫星上天，原子弹爆炸，成为钢铁大国这样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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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没有一个高度集中的体制保障是很难实现的。

而这些基础工业和国防体系的建设，是构成一个拥有自主创新独立产业链

的基础。这在数字时代，是所有基础数据链的源头。 

综上所述，在看到现在我国数字化、信息化高速发展的同时，更要看

到改革开放前三十年计划经济时期所打下的坚实基础。这也是其他国家很

难看到的内在联系。一是建立了独立自主、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二是建

立了全国统一的市场，并形成了产业经济分区；三是海量计划经济的调控

为政府的数字化管理积累了扎实的经验。 

在看待数字中国崛起的过程时，我们要看到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在基

础工业积累、自主创新体系的形成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以及在统一市场、

基础人才积累、普及教育及推进社会阶层平等方面所奠定的坚实基础。特

别是要看到前三十年艰难探索中培养了大批能够在后来实事求是，脚踏实

地，敢闯敢干的组织干部，这批人无论是留在体制内，还是后来加入到了

市场经济建设的大潮中，在早期改革开放和后来的数字化转型中都发挥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是中国的制度优势与组织学习能力契合了信息技术革命的要

求。民主集中制作为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形成于 20 世纪初期，

由俄国社会民主共党所创用。1927 年 6 月党的五届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明确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

集中制。”此后中国共产党召开历次代表大会，在制定或修改党章中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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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主集中制作了阐述，党的领导人也对民主集中制作出了重要的论述，

使民主集中制在中国获得了创新性的发展。民主集中制理论随着我党作为

执政党经验的不断积累，理论体系也得到了迅速发展 ，并且始终保持着与

时代的紧密结合和密切联系。在信息革命时期，民主集中制通过即时交互

数据链形成一个天然良性循环的闭环。中国现有的民主集中制模式与人机

交互的即时信息交互数据链相结合，能对社会发展和变化产生非常即时的

反馈，确保社会和市场的秩序。极大降低了维护统一市场的成本。 

此外，有一点目前国内外研究中国民主集中制的学者并没有引起足够

的重视，但在信息技术革命以来却越来越重要的特点：中国共产党强大的

组织学习能力。与民主集中制相配套的，中国有人类历史上最浩大的在职

官员培训体系。中国的政府官员和组织学习培训体系主要以党校和行政学

院承担。以党校为例，党校系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组织设计，全国近 3000

所党校不仅负责对 4000 多万名有一定级别的党员干部进行培训。 

中国共产党这套庞大的学习系统分为三个层次：最核心的是政治局集

体学习制度，中间是各级党校系统和行政学院系统，第三是中共与国内外

高校合作的培训项目。自 1990 年代以来，由于党对干部培训的高度重视，

干部培训体系在中国成为仅次于国民教育体系的第二大教育体系，干部培

训的规模相当惊人。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各级党政干部约有 1.5

亿人次受训，其中，1978 年到 2002 年约培训 3000 万人次，2002 年以

来培训 1.2 亿人次。官员的系统性、终身学习培训机制对于维持民主集中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16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