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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嫌那

中国现代化的国家目标是:在 2050 年前后，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

现代化;在 21 世纪末，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全面实现现代化。 2001 年是中国现代化第=

步战略的起点，也是公元第三千年的纪元。从 2001 年开始出版的《中国现代化报告》是

一个年度系列报告，每年报告的主题不同。每年报告的出版，都引起广泛关注。为促进

现代化研究的回际和国内学术交流，我们编辑了这本报告概要，它包含 2001 年至 2007

年的 7 本《中罔现代化报告》的综述和目录、2004 年世界和中国现代化指数、现代化与人

类文明的关系等内容。本书反映了中国现代化报告的主要结果和观点，采用中英两种文

字，可供国内外关心中国现代化、研究现代化的人士参考。

《中罔现代化报告》坚持科学性、创新性、战略性和建设性的特点，系统探索世界现代

化的基本事实和基中原理，理性分析中国现代化的基本特点和合理路径，研究范围包括

过去 300 年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和 131 个国家的现代化水平比较。迄今为止，((中国现代

化报告》的内容包括世界现代化趋势、现代化评价、现代化理论、地区现代化、经济现代

化、社会现代化和生态现代化等。

Abstract 

丁he national goal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is to reach the level of the moderately developed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nd basical1y realize modernization around 2050 , and to reach the advanced level in the world and totally realize moderni

zation. The year 2001 represents the beginning of China's third-step strategy and also the first year of third millennium. 

丁he China Modernization Report (CMR) , which was first published in 2001 , is an annual repor t. Each annual report 

has a different topic , and the publication of each annual report attracts widespread attention. This collection is prepared 

for the international and internal academic exchanges , and contains the overviews and the contents of the CMR日 pub-

1ished from 2001 to 2007 , the modernization index 2004 of the world and China ,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rni

zation and human civilization. Featuring the main results and views of the CMRs , this book is published in Chinese and 

English , and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by the people who care about China's moder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study. 

丁he CMR tries its best to be scientific , innovative , strategic and constructive. It systematical1y explores the basic 

facts and basic principles of world modernization , and rationally analyzes the basic features and rational path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It covers the 300-year-long process of world modernization and compares the level日。f modernity among 

131 countries. So far , the CMRs had covered world modernization trend , modernization evaluation , modernization theoω 

rí邸， regional modernization , economic modernization , social modernization and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推荐引用方式:何传扇等.2007. 中国现代化报告概要(2001-2007).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Suggested Citiation: He Chuanqi et a1. 2007. China Modernization Report Ou t1ook (2001~2007).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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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一般而亩，人类从非洲走来，在亚洲发明农业文明，在欧洲创造工业文明，在美洲孕

育知识文明。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是第一次现代化，从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的

转变是第二次现代化。如果说第一次现代化是以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和理性化为特

征的经典现代化，那么，第二次现代化是以知识化、倍息化、全球化和生态化为特征的新

现代化。很显然，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新篇章，第二次现代化是人类发展的新前沿。

在人类文明的长河里，不同民族有不间表现，不同罔家有不间成就。不同民族和国

家的文明进程是不同步的，世界现代化具有进程不同步性和分布不均衡性。目前，大约

有 24 个国家已经进入第二次现代化，大约有 100 个国家处于第一次现代化，大约有 10

个国家仍然处于农业社会，有数百个少数民族仍然生活在原始社会。虽然不同国家和地

区的现代化水平不间，但它们多数受到第二次现代化的吸引和影响，科学和信息正在改

变世界。

根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五步走"发展战略，我国将在 21 世纪中叶达到世界中等发

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事实上，现代化不仅是我国 21 世纪的奋斗目标，而且是

中华民族几代人的追求和梦想;它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未来，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我

国科学界更是肩负不可替代的历史责任。因为在一个 13 亿人口的发展中大隅，用 50 年

时间基本实现现代化，是史无前例的伟大壮举。如此宏伟的世纪工程，如果没有科学的

现代化理论和战略研究，现代化目标就有可能落空。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对现

代化特征和规律的认识，是制定国家现代化战略、地区现代化战略、经济和社会现代化战

略、科技政策等的重要惠黎础。

世界现代化研究是 20 世纪 50 年代起步的，虽然其思想拥头可以迫溯到很早。在 20

世纪后 50 年里，世界现代化研究出现了二次浪潮，它们是 50 ，...，.， 60 年代的(经典)现代化

研究， 70 ，...，.， 80 年代的后现代研究， 80"""'90 年代的新现代化研究，并产生了一系列理论创

新，而且流派纷呈。主要流派有:经典现代化理论、后现代化理论、生态现代化理论、再现

代化理论(反思现代化理论)、多元现代性理论和第二次现代化理论等。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我罔学者就开始讨论现代化问题。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学者开始研究和介绍

经典现代化理论，出版了一批高水早的学术著作，如北京大学罗荣策教授的《现代化新

论》等。 20 世纪 90 年代，中罔科学院研究员伺传启提出第工次现代化理论，出版《第二次

现代化丛书》。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科技部和中国科学院的资助下，我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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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文明与现代化:

中国现代化的全球背景





I 入类文明进程的长江模型

在很大程度上，人类文明的发展离不开大江大问。例如，古埃及文明发掘于尼罗河

流域，市苏美尔文明发源于伊拉克的两问流域，古印度文明发源于印皮间流域，宙中国文

明发源于黄问流械等。大江大间不仅孕育了人类文明，而且提供了很好的学术研究材

料。长江是中国的第一大间，它为研究人类文明和世界现代化，提供了有意义的现实案

例和方法启示。

一、长江模型的基本事实

地球上最长的问流分别是非洲的尼罗河、美洲的亚马孙洲、亚洲的长江。长江不仅

是世界第三大河，也是中国最长的河流。它四起青藏高原，东至太平洋海滨的上海，全长

6300 公里，流城面积 181 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面积的 19%0 *江干流流经 11 个地区，

支流涉及 8 个地区，长江流域主要钮括 12 个地区。其中，上游主要包括青梅、西藏、云

南、四川、重庆、贵州等 6 个地区，中游主要包括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局部)等 4 个地

区，下游主要包括江苏和上海等 2 个地区(安徽大部也属下游) ，上海是长江的人海口。

1.抵江模型的现象分析

(1)长江流域的文明水早(阁 I-IL 公元 2000 年，在长江流域，可以依次发现下列

现象。

在长江上游，大部分地区是农业地区，部分地区还带有原始文化的痕迹和特征。例

如，生活在法南和四川交界地区的摩梭族人，大约有 3 万人，仍然保留"母系社会"的生洒

习惯，这种生活方式大约是 l 万年前旧石器晚期人类社会的基本生活方式;在云南南部

的西双版纳地区，部分山地生活的少数民族，仍然采用"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

方式大约是 6000 年前新石器时期人类社会的基本生产方式。

在长江中怖，广大地区是农村地区，仍然是"小农经济"和农业社会，农业文明仍然占

主导地位。例如，2000 年，湖南 7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61%的劳功力从事农业生产。

在长江下游，在江苏南部巳经城市连片，具有工业社会的性质;工业文明已经取得

导地位。 2000 年，江苏的农业劳动力比例下降到 42% ，工业增加值比例达到 52% 。

在长江入海口，上海巳经在发展新经济，知识经济巳见端倪，正在向知识社会迎进。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上海工业比例在迅速下降，知识文明(信息文明)在迅速成长。

长江流域具有文化和文明多样性。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全国 56 个少数民

族中，有 35 个少数民族主要生活在长江流域的 12 个地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形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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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

长江中游

农业社会

四川 重庆

贵州

云南

北京

江苏

湖北 安徽

湖南 江西

长江下游

工业社会

回 1 -1 2000 年快江流域的文明水平

长扛入海口

知识社会曙光

上海

成了文化多样性。在长江流域的不同河段，发展t也是不平衡的;例如在长江中游，既有广

大农村地区，也有大中型城市，同时具有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部分特点，呈现文明多

样性。

(2) 文明进程的长江模型(回 1 - 2) 。公元 2000 年，从长江上游、中游、下游到人海

口，可以依次发现人类文明四个阶段的典型特征，从原始文化、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到知

识文明(知识社会的文明) ，从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知识社会，就像是人类文

明从长江上游、中游、下游流别人梅口 o 我们把这个现象称为人类文明长冽的"长江模

型"(例传启 2003) 。

长江流域

文明水平

人类文明

历史进程

上游

原始社会痕迹

原始社会

原始文化

中游

农业社会

农业社会

农业文明

下游

工业社会

工业社会

工业文明

四 1-2 人类文明进程的快江模型

入海口

知识社会曙光

知识社会

知识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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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长江模型的统计分析

长江模型是对长江流域的社会现象的理论概括，那么，它有没有统计基础呢?

(1)长江模型的经济指标

长江流域经济指标的水平，具有自上阳下的不平衡性和有序性(表 1 -1)。从长江上

游到下游，社会生产力(人均 GDP 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在提高，农业比例

在下降，工业比例在上升，服务业劳动力比例在上升;长江下游经济发展水平明显商于中

游和上游。

表 1 -1 2000 年K:江梳域的经济指标

地区
社会生产力 劳动力结构(%) 产业结构<%)

备控
(荣元) (国际英元)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青海 615 2882 61 13 26 15 43 42 

西藏 551 2583 74 6 20 31 23 46 

云南 560 2627 74 9 17 22 43 35 

四川 578 2710 60 14 26 24 42 34 
工业化

贵州 322 1508 67 9 23 27 39 34 

3是庆 623 2922 57 15 28 18 41 41 

湖北 868 4072 48 18 34 15 50 35 

湖南 681 3195 61 15 25 21 40 39 

江西 586 2748 52 14 34 24 35 41 
工业化

安徽 588 2758 60 16 24 24 43 33 

江苏 1422 6670 42 30 28 12 52 36 

上海 4173 19572 13 43 44 2 48 51 
工业经济

上游 541 2539 65 11 23 23 39 39 农业级济

中游 681 3193 55 16 29 21 42 37 农业经济

下游 2798 13121 28 36 36 7 50 43 工业经济

注:社会生产力数据分别为人均 GDP 和愤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上中下游为地服平均值。

数据来自原: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 2003. 国家统计局 2001.

长江上游和中游地区，基本属于农业经济。各地区(除湖北外)农业劳动力比例超过

50% ，工业劳动力比例低于 20% ;农业增加值比例超过 15% ，工业增加值比例低于 50% 。

长江下游的江苏，具有工业经济的性质。江苏农业劳动力比例为 42% ，工业劳动力

比例为 30%;农业增加值比例为 12% ，工业增加值比例为 52% 0 

长江下游的上海，位于长江人悔口。上海的经济发展水平巳经越过世界嘻均水平，

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它的工业比例在下降(表 1 2) ，工业增加值比例已经低于

江苏和湖北;上海已经进入"非工业化"轨道。它正在发展新经济，知识经济巳见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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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2 20 世缸厨 30 年上海劳动力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 <%) 
…~--~_."匍→…一二十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指 标 1970 1978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农业劳功力比例 37 35 29 16 11 9 13 

工业劳动力比例 42 44 49 58 59 51 43 

服务业劳动力比例 21 21 22 26 30 39 44 

农业增加值比例 5 4 3 4 4 3 2 

工业增加值比例 77 77 76 70 64 57 48 

服务业增加值比例 18 19 21 26 32 40 51 

注:总和不等于 100 是的为四舍五入的原隅。数据来惊:间表 I 斗。

(2) 长江模型的社会指标

长江流域社会指标的水平，具有自上而下的不平衡性和有序性(表 1 3) 。从长江上

游到下游，城市化水平、平均预期寿命、中学入学率、大学入学率、电视和四特网普及事在

提高，婴儿死亡事和成人文盲率等在下降;长江下游社会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游和上游。

表 1 - 3 2000 年怯江流峨的社会指标

城市化
预期 婴儿 成人 中学 大学 电视 因特网

地区
(%) 

寿命 死亡率文盲率普及率普及率 普及率 普及率 备注

(岁) (%0) <%) (%) (%) (台/宙人) (用户/千人)

青海 35 66 39 25 48 4 22 14 

西藏 19 64 37 47 18 3 9 3 

云南 23 65 59 15 47 3 21 8 

四川 27 71 20 10 60 6 31 14 
城市化

贵州 24 66 56 20 47 4 20 5 

重庆 33 72 21 9 66 9 33 15 

湖才七 40 71 17 9 58 10 28 13 

湖南 30 71 23 6 62 7 23 14 

江西 28 69 42 7 66 5 27 11 
城市化

安徽 28 72 27 13 69 6 30 9 

江苏 41 74 12 8 63 11 35 16 

上海 88 78 4 6 71 21 48 118 
工业社会

上游 27 67 39 21 48 5 23 10 农业社会

中游 31 71 27 9 64 7 28 12 农业社会

下游 65 76 8 7 67 16 41 67 工业社会

数据来惊:问我 1 - 10 

长江上游和中游地眩，基本属 农业社会。各地区(除湖站外)城市化水平低于

40% ，农村人口超过 60%;大学普及率低于 10% ，因特网普及率低于 15%00

长江下游的江苏，具有工业社会的部分特点。 2000 年江苏城市化水平达到 41%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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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江苏南部已经城市连片，从南京、镇江、常州、无锡到苏州1;平均预期寿命达到 74 岁，

大学普及率达到 11% ，因特网普及率达剖 16%00

长江下游人海口的上海，巳经具有发达国家的部分特征，而发达国家已经进入知识

社会。 2000 年上海城市化水平为 88% ，平均预期寿命达到 78 岁，已经达到发油国家水

平;成人文盲率降到 6% ，大学普及率达到 21% ，因特网普及率达到 118%0 ，达到中等发达

国家水平。

(3) 主要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长江流域主要指标的不平衡性和有序性是明显的，它们反映在经济和社会等各个方

面。现在，需要对这种不平衡性和有序性进行检验，看它有没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

特征。

在发展中回家，一般而育，生产力水平越南，经济水平越高;城市化水平越高，社会水

平越高 o 将长江流域 12 个地区的主要指标与它们的社会生产力(人均 GDP)和城市化进

行相关性分析，可以检验不平衡性和有序性的统计特征(表 U 的。

表 1 - 4 2000 年~江流城 12 个地区的主要指标的相关性
→一一叫一，一~ ~~~…ι 

领城 指标
与社会生产力(人均 GD凹的相关性 与城市化的相关性

相关系数 t 值 显著性 相关系数 t 值 显著性

人均 GDP 1. 000 0.971 12.915 '每份铃

人均购买力 1. 000 0.971 12.915 '导铃'每

农业劳动力比例 0.748 3.564 争e 祷'每 -0.945 -9.179 祷'母书号

经济
工业劳动力比例 0.903 6. 655 *'等* O. 939 8.640 头'舍'等

服务业费动力比例 0.360 1. 220 0.851 5. 121 争等祷*

农业增加值比例 一 O. 727 一 3.349 *长铃 一 O. 908 一 6.869 铃*'导

工业增加值比例 0.592 2.322 9非铃 0.524 1. 946 告奋

服务业增加值比例 0.067 0.211 O. 589 2.305 挺挺

城市化 0.971 12.915 争等争等* 1. 000 

预期寿命 0.748 3.561 '毛挺挺 O. 789 4.061 挺拔'毛

婴儿死亡率 一0.603 一 2. 393 快* 一 O. 654 一 2. 736 争@争等

社会 成人文商率 -0.301 一0.998 0.403 1. 393 

中学普及率 0.386 1. 325 0.492 1. 786 

大学普及率 0.924 7.614 铃'导* 0.952 9. 803 '非祷告导

电视普及率 0.746 3.545 争夺铃铃 0.808 4.341 '奋争. ;非

因特闷普及率 0.979 15.338 争.* 争等 O. 962 11. 132 争夺铃*

注释:头表示相关川铃表现显著相关;铃铃铃表示非常显著相关。

首先，社会生产力(人均 GDP)与其他经济和社会指标的相关性。

在经济领域，社会生产力与农业比例显著负相关，与工业比例显著正相关，但与服务

业比例相关性不明显;表明长、江流域的经济结构具有工业化过程的明报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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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领域，社会生产力与城市化、预期寿命、大学普及率、电视和四特阿普及幕显

薯正相关，与婴儿死亡率显著负相关;这表明工业化与社会发展水平正相关，与知识化和

信息化正相关o

其次，城市化与其他经济和社会指标的相关性。

在经济领域，城市化与 8 个经济指标都相关，其中，城市化与人均 GDP、人均购买力、

工业和服务业比例显著正相关，与农业比例显著负相关;验证了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正相

关性。

在社会领域，城市化与预期寿命、大学普及事、电视和因特网普及率显著正相关，与

婴儿死亡事显著负相关;这表明城市化与生活水平、教育水平和信息化正相关。

在上述相关分析中，大约有 4 个指标的相关性不明显，它们分别是成人文盲率、中学

普及率、服务业劳动力比例和服务业增加值比例等。主要原因是，长江流域多数地区的

成人文盲率比较低，中学普及卒比较高，多数地区这两个指标已经基本接近工业化阶段

的标准水平;服务业比例指标，与工业化的相关性是复杂的，具有地区特色和多样性 o

上述结果显示，社会生产力和城市化水平与多数经济和社会指标的变化显著相关;

长江流域的不平衡性和有序性，具有统计意义。长江模型，不仅有事实基础，也有统计

基础 o

综上所述，长江模型是长江流域的社会事实的~个"理论抽象"它的现象和统计分

析结果是一致的。在某种意义上，长江模型，可以看做是人类文明史和世界现代化进程

的一种历史重演、…一个历史缩影;它既是人类历史过程的空间再现，也预示着未来的前进

方向。

二、长江模型的理论分析

长江模型是长江流域地区发展不平衡性和有序性的一种理论概括。关于地区发展

的不平衡性，可以有多种理论分析，例如，不均衡发展理论和区域经济理论等都可以用来

分析蛐区差异。倒是，长江流域的不平衡性，不是"南散"的，而是高度有序的 o 从上游到

下游，发展水平在提高，文明水平在提高(尽管有波动和起伏) ，变化过程是有逻辑的。这

种变化与世界现代化进程有高度的相似性。所以，我们尝试用现代化理论来分析它。

在 20 世纪后 50 年盟，世界现代化研究大致出现了二次浪潮(阁卜 3) ，先后产生了

一系列的理论，如经典现代化理论、后现代化理论、多元现代性理论和第二次现代化理论

等。其中，经典现代化理论和第二次现代化理论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下面重点介绍它们

对长江模型的分析。

1.用经典现代化理论分析长江模型

(1)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基本观点。经典现代化理论有众多流派，不同流派的观点不

尽相同。罗荣巢教授(1993)认为，"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

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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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

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 .•. ...作为人类近期历史发展的特定过程，把高度发达的

工业社会的实现作为现代化完成的一个主要标志也许是合适的。"经典现代化的主要特

点是: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和普及初等教育等;主要现象是:农业比例下降，工业比例

上升，现代科技和能源的广泛应用，劳动生产率提高，城市化水平和生活水平提高等 o

(2) 经典现代化理论对长江模型的分析。长江流域从上游到下游，农业比例下降，

工业比例上升，社会生产力和城市化水平提高，人均寿命提高，生活水平提高，正好与经

典现代化的主要现象基本一致。所以，可以说，长江流域的不平衡性和有序性，可以看成

是经典现代化过程的一个时间截酣;它反映了经典现代化过程的主要特点 o

需要注意的是，长江流域作为经典现代化过程的一个截面，是不完美的 o 首先，从长

江上游到下游的变化不是光滑的，而是有一些波动。例如，安徽农业比例比湖北高，与四

川相当。其次，它存在一个例外，那就是长江人悔口的上海，上海的情况需要专门分析。

其实，人类历史进程是不平坦的，长江流域现代化进程的波动也是一种自然现象。

(3) 经典现代化理论的…个例外。利用经典现代化理论分析长江流域的不平衡性

和有序性时，会遇到一个例外，那就是长江下静人海口的上海。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上

海工业比例在下降(表 I … 2) ，随后人口开始向郊区迁移。根据经典现代化理论，工业化

的典型特征是工业比例的上升。现在，上海工业比例在下降，它已经不能用工业化和经

典现代化理论来解释了。而且， 2000 年，上海工业增加值比例低于江苏和湖北。如果仍

然用经典现代化理论来解释，就会得出"上海工业增加值比例低于江苏和湖拢，所以，上

梅工业化水平低于怔苏和湖北，上海现代化水平低于江苏和湖北"的判断。显然，这个判

断是错误的 o

事实上，上海早已究成工业化和城市化，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进入到非工业化和郊区

化阶段，经济重点是发展高技术产业和知识型服务业，知识化、信息化和罔际化成为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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