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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Inc. and the World’s Response 
 

 
Shaomin Li 

 

Old Dominio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author’s new book, China, Inc.: How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ransformed China into a Giant Corpor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 The author argues that leveraging its 
absolute power, low human rights advantage, and tolerance by other 
countrie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transformed China into a giant 
corporation. Living, working, and investing are not rights but privileges 
granted by the party. The party is the management of China, Inc., with th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as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nd the party’s 
general secretary as the CEO. The various ministries are the functional 
departments of China, Inc. Residents in China are the employees of China, 
Inc.: they need the party’s approval for where to live, work, and invest. State-
owned firms are business units or subsidiaries, private firms are joint 
ventures, and foreign firms are franchisees of the party. 

China, Inc. enjoys the agility of a firm and the vast resources of a state. 
Meanwhile, foreign firms competing with Chinese firms can find themselves 
matched against the mighty Chinese state. The Rise of China, Inc. will 
interest many readers: it will compel business scholars to rethink state-firm 
relationships; assist multinational business practitioners in formul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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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 strategies; aid policy-makers in countering China's expansion; and 
inform the public of the massive corporate organization China has become, 
and how democracies can effectively deal with it. 

 
Keywords: China, Inc., trade war, state-capitalism, state-centered system, 
China’s industrial policy, state subsidy, protectionism, human rights, 
market versus hierarchy, theory of the firm 

 
 

  



Modern China Studies                                                            Vol 29, Issue 1, 2022 
 

3 
 

 

 
 
 
 
 

“举国大公司”的崛起和世界的应对 
 

 

李少民 
 

美国欧道明大学 

 

摘要 
 

这篇文文章是根据作者的新书《举国大公司的崛起：中国共产党是

如何把中国变成一个巨大的公司的》（剑桥大学出版社 2022 年出版）。

在这本书里，作者指出，中国共产党依靠低人权优势和其他国家的对

此的容忍，把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公司。在中国，生活和

工作不是人们的基本权利，而是由党给予的特权。所有的企业在中国

都不是有完全独立产权的、独立的企业。国有企业不过是“举国大公司”

的部门或子公司，私营（民营）企业是由党国作为控股股东的合资企

业，而外资企业是经中共允许在中国经营的加盟店。中共是举国大公

司的管理层，政治局常委会是董事会，政府各部门则是举国大公司的

智囊部门。中国的居民并没有完整的公民权，他们的言论、迁徙、居

住，甚至兑换货币完全由党来决定，所以他们就是举国大公司的雇员。

中共以举国公司的形式在世界上有优势。例如，在国与国之间交往中，

中国政府可以像公司一样决策迅速、动作灵活；而中国的企业又可以

像国家一样有庞大的资源和国家机器的支持。面对举国大公司，世界

各国必须重新审视他们对待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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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举国体制，举国大公司，中国大公司，中国共产党，中国产

业政策，低人权优势，低交易成本，国有企业，私有企业，民营企

业，外资企业，贸易保护主义，贸易战，中美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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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国大公司”的崛起和世界的应对 
 

研究中国的两大不同视角 
  
在国际上研究中国问题，分歧很大。比如开个中国问题研讨会，争

论可以非常激烈，可与台湾立法会的争斗相比。例如 2019 年我在一个

中国问题研讨会上做主题讲演，受到一群从中国来的年轻学者的围攻

(Li, 2019)。究其原因，实际上是因为看中国的不同视角。我介绍两个

主要的视角。 
一个是以中国为中心的视角。这个视角看问题的目的是“如何促进

中国的高速发展？”从这个视角出发，有不同派别。有一派如北京大学

经济学教授张维迎认为中国高速发展的原因是因为依靠了自由市场和

发展了私有产权 (Zhang, 2019)。另一派如也是北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

林毅夫则认为中国高速发展的原因是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和正确的产

业政策 (Lin, 2012)。无论派别，这个视角的重点，是考虑如何发展中国

经济，而并不太关心这个发展对世界和他国的影响。以中国为中心的

视角从七、八十年代开始就是主流，那时中国经济落后。我也曾经从这

个视角研究中国。比如我和张维迎等作者曾经写文章论述市场竞争对

中国发展和制度演进的作用 (Li, Li, & Zhang, 2000)。 
但是现在中国已经变成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它的一举一动都给世

界造成巨大的影响。所以，近年来，第二个看中国的视角出现了—即以

他国为中心的视角 (Doshi, 2021; Gingrich, 2019; Li & Farrell, 2020a, b; 
Pillsbury, 2015)：中国的发展对别国的影响是什么？对世界的影响是什

么？从这个视角出发看中国发展，会对中国发展对世界和他国造成的

负面影响很关注。但在中共眼里，这样看问题，就是“反华”。这些学者

并不是反华，他们只是看问题的出发点不同。他们研究的是中共政治

经济体制，而不是对中国人种有什么歧见。他们关心的是中共体制对

他们国家的福祉的影响，这有什么错？他们完全有权这样做。因为中

共的政策影响到世界、影响到他们的国家，所以他们完全有权到中国

去做研究、发表意见。就像中共雇佣大量人员在美国做研究、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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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 
 顺带指出，如果这些年中国是按照张维迎所主张的，完全尊重

私有产权，遵循市场，中国可能在一些行业不会那么快的称霸世界，但

经济仍然会发展快，而其它国家也不会对中国发展不安， 2018 年的美

中贸易战可能就不会爆发。从这个意义上讲，林毅夫的描述的模式才

是引起其它国家所不满的原因，也是导致从 2018 年开始的美国和中国

的对抗或脱钩的原因。 
 

毛-邓-习的一贯性 
 
面对美中对抗和脱钩的前景，研究中国的学者纷纷寻找原因。有人

认为主要原因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1953- ）背离了改革初期领导人邓

小平（1904-1997）制定的路线。这些学者认为邓小平否定了毛泽东

（1893-1976）的革命激进路线，而习近平则回归毛的文革或激进路线。

这些看法不对。 
邓小平在毛去世后为中国制定发展方针大略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他有三大贡献。第一个是原则，即“坚持党的领导”。在 19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中共党内的思想解放派在胡耀邦的支持下，冲破禁区，向

民主法制迈进 (Center for Modern China, 2021)，但邓小平马上祭起以

“坚持党的领导”为核心的“四项基本原则”，把民主倾向消灭在萌芽之

中。第二是他的实用主义的政策，即所谓：“不管是黑猫、白猫，能抓

老鼠就是好猫”。如果资本主义有好的东西，我们就拿来用。第三，是

他的发展策略：“韬光养晦”。在没有实力的情况下，先发展自己，不挑

战美国。这第三条隐含的意思是：当实力强大的时候，就挑战美国。 
一般都认为邓小平否定了毛泽东。其实并没有。毛和中共密不可分，

他认为党的建设成功的法宝。至于邓把毛的一个人集权领导方式改成

高层集体领导方式，这只是当时适应社会对毛集权的反弹和的对领导

方式的摸索，并不改变一党执政的性质，邓自己就是高高在上的太上

皇。现在中共多年摸索的结果是一个人集权更有利于一党执政。毛和

邓的主要区别是：毛不理性、个人至上；而邓讲求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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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评论家们都认为习近平抛弃了邓小平的原则和战略。这是很大

的误解。习近平更加坚持党的领导，他也是非常实用主义的，哪里有机

会、什么对共产党有好处、他都用，包括在外国充分利用外国的法律制

度。第三，他延续了“韬光养晦”，觉得现在实力已经够了，所以中共开

始秀肌肉、挑战美国。而且这并不是习近平个人的意愿；换一个总书

记，也会走到这一步。这是共产党这架大机器运转到今天的一个必然

结果，是这个制度使然。现在中共把从建国、文革、改革用一贯伟大、

光荣、正确连续起来，这一切，就是要建立一个属于党的国家。并且总

结出来，对共产党来说，最好的发展战略，就是不断加强党的领导，不

断加强对中国的控制，用中国的实力影响和挑战世界、挑战由美国为

代表的国际制度。 
 

“举国大公司“的崛起 
 
世界对中国模式的描述，大多内涵不清。如“北京共识“、”国家资本

主义“。美国官方称中国为”国家为中心的经济体制“（state-centered 
economic system）(Tai, 2021)，不仅非常含糊，而且误导。按照这个说

法，美国和其它国家应该扶持中国民间企业。但从我下面的分析可以

看出，这样的结论是错误和危险的。 
中共对社会和经济的控制，在公司成立的规定上看得很清楚。在自

由国家，成立公司，名字可以自由的选择，只要这个名字没有被别人

用，你就可以用。成立公司在政府只是备案，只要手续费用齐全，是自

动批准，不需要官员审查，也不需要和官员搞好关系。在中共控制下，

成立公司不是自动批准，如果你和政府关系不好，公司很可能就批准

不了。 
在公司命名上有非常严格的规定，例如“中国”、“中华”、“全国”、

“国家”、“国际”等字样是中共垄断的，私有企业在没有中共批准的情况

下是不得使用这些名词的。公司必须开设“对公账户”，也就是说税务局

可以直接进入你的银行账户。另外，中共要求在企业内设立党组织。 
中共控制的另一个例子，就是对证券公司的“窗口指导”。如果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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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过热，政府监管机构就会给私有证券公司打电话，告诉他们要帮

助把股市降温、要卖股票。如果股市过低，监管机构又会告诉证券公司

多多买进，把股市提高。 
从 2020 年以来，中共干涉控制经济的力度加大，对互联网高科技，

教育补习，快递公司快递行业，娱乐行业，游戏行业，还有房地产行业

都大加干涉。如蚂蚁集团上市之前，其创始人马云在一个会上稍微批

评了一下监管机构，中共立刻把蚂蚁集团上市计划取消。滴滴出行上

市后，据说是因为中共对其上市不高兴，中共命令它停止新客户登录、

APP 下架。评论家说，中共这样做对自己没有好处，它为什么要这样

做呢？其实按照中共的法律，马云完全有权利批评监管机构，蚂蚁集

团和滴滴出行上市都是合法的。但这只是纸面上的法律。按着实际的、

不成文的“法律”，中共是有权决定这些企业的命运的。但实际的、不成

文的“法律”是看不见的，所以中共必须时不时的出手，使用这个看不见

的权力，才会让企业惧怕、明白究竟谁是真正的主人。 
中共的实际的、不成文的控制权力，适用于所有在中国的企业，包

括国企、私企（民企）、外企。国企完全没有独立性，它们不过是中共

的一个部门。和中共关系密切的企业，如华为，它实际上就是中共的子

公司，一般私企（民企），如蚂蚁集团、滴滴出行，它们的自主权比国

有企业大，但实际上它们是中共有控制权的合资企业，虽然中共没有

法律上的股份，但中共实际是大股东、有决定权的大股东。外企虽然自

主权更大一些，但他们首先要跟中共搞好关系才能进入中国，第二也

必须看着中共的眼色来运作。所以，外企等于是有中共给它们的特许

权，是中共的加盟店。 
在中国居住的人们并不享有在自由国家人们所有的公民权。在中国

的人们没有自由选择居住地的自由和权利。如一个外地人想在北京居

住，他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否则小孩入学、买房、甚至找工作等等都

可能都受到限制、甚至不合法。所以没有得到政府批准而迁入某地的

中国居民，实际上是非法移民。 
从这个角度看，中共就是把整个中国变成了一个“举国大公司”。中

共就是这个”举国大公司“的总部，总书记就是 CEO，政治局常委是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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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国家的各个部委，就是这个公司的职能部门，如国家情报系统可

以帮助在中国的公司取得经济情报，统战部可以帮助中国公司争取外

资、发现投资机会、延揽人才等等。宣传部等于是公司的公关部和市场

部。在中国的所有的企业，或是它的部门（国企），或是它的子公司

（中共关系企业）、合营公司（私企）、甚至加盟店（外企）。和中共

关系越近（如国企），特权越多，同时自主权越少。反之亦然（如外

企）。 
中国居民就如同这个大公司的雇员一样，不得批评总裁、领导层和

公司，不得自由兑换货币（人民币就是“举国大公司“的内部流通券），

不能自由迁徙。他们的居住房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公司的宿舍，没有完

整的产权。 
总之，在中国，生活、工作、做生意都不是人们与生俱来的权利，

而是党和国家的恩赐，党国可以随时把它们拿走。 
中国的产业政策是：首先确定国家优先发展的行业，然后把这些行

业保护起来不让外资竞争，扶植本地公司，国家帮助他们取得技术，然

后运用举国之力，很快的发展这些行业。因为中国市场很大，可以关起

门来，让本地公司在这个大市场里很快的取得大的经济规模和成本优

势。一旦它们技术成熟，成为低成本的生产者，国家就鼓励它们走向世

界，成为这个行业的最大的供应商 (Li & Farrell, 2020a; Wen, 2019)。这

个模式，实际上并不是国家的产业政策，因为产业政策仅仅具有指导

意义。这个模式实际上是一个大公司的战略。在这个战略下，“举国大

公司“在汽车电池、太阳能发电、和高铁等等产业，在很短的时间，变

成世界上最大的供应商。2021 年中国的《科技日报》报道了”35 项卡脖

子技术和中国尚未掌握的 60 余项核心技术清单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aily, 2021)。可以预见，这些产品将成为中国下一步发展

的重点战略。 
把中国当成一个大公司管理，有很多优势。在国家与国家的交往中，

中国政府可以像公司一样灵活、反应迅速，不用担心国内（即公司内）

有任何阻力。在公司与公司的竞争中，中国的公司又可以像一个庞大

的政府一样，在政府支持下，它的资源几乎是无限的。中共用管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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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指挥全国，比用政治运动指挥全国更平稳。 
中国的 GDP，按实际购买力计算，在 20 20 年左右是 23 万亿美元，

比美国的 20 万亿要大。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中国政府控制的

GDP 大约有 56%左右，大大高于美国政府的 33% (Li & Alon, 2020)。
所以中共控制的“举国大公司“，是全世界实力最大的。 

“举国大公司“发挥它介于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形式，和世界最大的经

济实力，利用不对等的国际贸易，迅速发展，占领世界各个领域的主导

地位。而中共对国内的控制越来越紧，越来越全面。理解中国共产党统

治中国的关键就是一个词：控制。对所有的方面的绝对控制。 
著名的共产主义经济改革专家、已故哈佛大学教授科尔奈（Janos 

Kornai），惊呼在中共的培育下，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庞大的怪兽，“中
国国内正在发生令人不寒而栗的变化”。而更令他后悔的是，他曾经积

极的参与建造这个巨兽 (Kornai, 2019)。他说： 
西方知识分子不也应该为这场噩梦负责吗？我们不仅赞同地

看著中国的转型，而且积极为这些变化做出了贡献。我们是玛丽雪
莱的《科学怪人》的现代版本，这是 19 世纪一位实验科学家的故
事，他使用那个时代的技术：电击使尸体复活。复活的生物，变成
了一个杀气腾腾的怪物。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为不抗议中国怪物的
複活而承担了道义责任，或者更糟的是，因为我们已经扮演了积极
的顾问角色。我包括我自己：我参加了 1985 年的巴山会议。七位
西方经济学家和中国主要决策者被安排在一艘漂浮在长江上的豪
华船上。我讲过如何将国家转变为市场经济。当市场改革开始时，
我的书面和口头想法，包括我的《短缺经济学》一书，产生了强大
的影响。我并不孤单。许多其他西方知识分子聚集在会议上，分享
他们的想法。我们都同意，市场化和私有财产的电击会给毛时代冻
结的中国带来新的生机。我们所有倡导这个计划的人都是弗兰肯斯
坦。现在，可怕的怪物来了。  
科尔奈呼吁：“西方知识分子现在必须设法遏制北京“。 
根据我对“举国大公司“的长期研究，我写了一本英文学术著作，

叫做 The Rise of China, Inc.《中国大公司的崛起》，将于 2022 年初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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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Li, 2022)。 
当然，这个“举国大公司“不是没有挑战的。对它最大的挑战，就是

它必须和世界接轨，必须从世界取得技术和投资、同时向世界输出他

的产品，也就是说：它必须对外开放。但是，为了维护中共对这个大公

司的绝对控制权，就必须保证中国的舆论一致，不得有任何对中共的

批评，不得有什么要求民主、自由、法治的声音，这又要求”举国大公

司“必须对外关闭。 
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 
中共有三个选择：一个是维持现状。但这样国内老百姓接触了外国

的新的概念，总要批评政府、批评中共，这是中共头疼的事情。第二个

选择是向世界民主体制靠拢，建立法制，但中共已经说了：“坚决不走

西方民主宪政的道路“。第三个选择是：让世界向中共靠拢，用中共超

级大口袋里的钱大撒币，收买世界，不要批评中共体制 (Li, 2020)。同

时利用中国的巨大市场作为诱饵和威胁，把贸易作为工具，再用强大

的武力，胁迫世界不要批评中共。 
 

民主世界的应对 
 
对世界上以美国为主的民主国家，如何应付“举国大公司“的挑战？

如果允许”举国大公司“在世界市场上和其他国家的公司竞争，那么谁

也不是它的对手--因为它是政府和公司的混合物。再者，”举国大公司

“的增长率高于成熟民主国家，也高于世界的平均值，长远来看中国的

实力，相对于其他国家会变得更大，所以，如果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

将来更难解决。 
解决这个问题，中共会反对。那么在民主对独裁的角力中，力量对

比如何？中共这一独裁体制面对民主体制，在世界市场上，究竟谁更

依赖谁呢？ 
两者的互动有这样几种可能：一，民主国家之间贸易；二，独裁国

家之间贸易；三，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贸易；四，独裁国家闭关自守。

在第一种情形下，民主国家贸易可以互利。在第二种情形下，独裁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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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无法互利，他们更多的是互相争斗。在第三种情况下，独裁国家就

会利用民主国家的自由和开放体制，腐败后者的官员，盗窃后者的技

术，这是独裁国家最喜欢的组合。在第四种情况下，如果一个独裁国家

把门关上，没有外来资源，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就会陷入内斗。所

以，独裁国家更需要民主国家的市场和合作。当然独裁大国家往往会

对民主国家分而治之、一一击破。所以民主国家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对

付独裁大国方可有效。 
总之，答案是在全世界民主国家手裡。 
推动中共做实质性改变，要付出成本。民主国家愿意吗？姑息和妥

协，可以暂时和平共处，甚至还可以从中国赚钱，但长远要付出更大的

代价。 
如果我们做一个决策树的分析，民主国家如果团结起来，面对“举

国大公司“，在第一层次的决策是：是否要求中共做实质性改变？如果

他们不要求，假以时日，中共将是世界上比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大很多

的经济体经济军事实体，对世界现有秩序不利。如果他们要求，中共会

反弹，所以对这些国家是有成本的。如果他们要求中共改变，中共也有

两个选择：变和不变。如果中共做出了实质性改变，中国逐渐建立民主

法治，这不仅对中国是一件幸事，而且对世界也是一件好事。如果中共

不变，那也有可能被世界孤立、被民主国家孤立，而我们前面讲了，孤

立的独裁政权会经济萎缩、陷入内斗。在这样的压力下，中共可能不得

不进行政治改革而走向民主法治，即先孤立、再改革，殊途同归，对中

国和世界都是幸事。 
当然，中国是否选择走向民主法制，最终是中国大多数人自己的选

择。但是民主国家可以选择有效的政策支持这个选择。而且民主国家

要求中共改变，是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的。 
以美国为例，我分析了中国在三种情况下对美国的影响：（1）中

国保持现状，（2）中国和美国脱钩、闭关自守，（3）中国做出实质性

改变、建立法制。我分析了这三种情形对美国各个行业和阶层的影响。

包括：就业市场、消费市场、美国企业在中国、贸易平衡、信贷市场、

资本市场、大学的生源和收入、保护科技和人才不流失、国家安全、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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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中共的影响。我分析的结果是，中国做出实质性改变对美国最好，和

中国脱钩对美国第二好，中国保持现状是对美国最不利的选择。 
根据以上分析，美国和世界民主国家应该如何同中国打交道，结论

应该是很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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