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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周夜话    

回眸新世纪第一年代 

2010年1月21日  (2010年第1期) 

  
不经意间，2010年已经过去20天了。一回首，才发觉刚刚过去的不仅仅

是2010年元旦，也不仅仅是2009年，而是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或者说二十
一世纪第一年代吧。时间跑得真快。我们已经跨入了二十一世纪的第二年
代。中国人的预期寿命大概是70岁，在新世纪里，我们已经度过了自己的七
分之一人生。 

       想到刚刚过去的竟然是一个年代，我不由自主地想起100年前的二十世
纪第一年代。在那个十年里，人类踏上了北极；兰德斯坦纳发现了血型，怀
特发明了飞机，泰罗提出了科学管理；爱因斯坦和韦伯发表了影响整个二十
世纪（及以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成名作。福特公司开始大规模生产汽
车，芬兰开始承认妇女选举权，德国开始针对英国的军备竞赛。不过那十年
也有灾难。不算旧金山大地震和西西里大海啸，仅仅义和团运动、布尔战
争、日俄战争就夺去了几百万生命，更不用提俄国军队把几千名中国平民驱
赶入黑龙江的惨剧….. 

刚刚过去的新世纪第一年代好像没有留下足以和100年前的那个年代相
比的成就，但也没有发生类似的灾难。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伤亡加起来也
不能同日俄战争相比，苏丹的悲剧亦远远不能和中国当年的悲剧相比。当
然，“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可能不明白自己所处的年
代。就像爱因斯坦和韦伯在100年前还不如他们在今天有名一样，今天的思
想家、发明家，今天的经济和社会变化也许还要过一段时间才能识别出来。 

新世纪第一年代中发生的事情，政治上最重要的也许是恐怖主义了。这
个年代的国际政治是从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开始的，又以2009年圣诞节对
欧美航线客机的未遂袭击结束的。在经济上，这个年代从亚洲金融危机和美
国网络泡沫破裂开始又以世界金融危机结束。世界上最重要的股市指数“道
指”在1999年和2009年都是10000点，尽管其间它经历了高点（14000多点）
和低点（6000多点）的剧烈波动。就社会变化而言，新世纪第一年代最明显
不过的变化也许发生在个人交往和社会参与方面。全世界的博客在1999年据
说只有23个，如今则要以千万计算了。十年前手机还算是身份的象征，如今
手机已经成为必需品，全世界使用的手机数量甚至超过了全世界人口数量，
即使最落后的非洲，手机也已经成为日常通讯工具了。 

就我的经济学专业来说，刚刚过去的二十一世纪第一年代发生的最重要
变化也许是世界人口的变化。二十世纪是人类数量增加最快的100年，而且
是越来越快。1900年全世界人口大约只有16亿，1950年也只有25亿，但到了
1999年竟然增加到了60亿。人类自身的增殖成了危及人类生存的主要问题。
不过，进入21世纪后人口增长明显放慢。人类每增加10亿所需要的时间在二
十世纪末达到了创纪录的12年，但刚刚过去的十年表明人类再增加10亿所需
要的时间肯定将超过12年。十年前，世界每年出生人口达到了1亿6千万的高
峰，现在已经降到了1亿3千万，并将保持降低的趋势，而世界死亡人口数量
却不断增加，所以世界每年净增加的人口已经逐渐减少。所以，在有文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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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人类第一次不是由于天灾人祸而放慢了自身繁衍的速度。也许，正
是在刚刚过去的年代里，人类不知不觉地度过了种群最危险的时候。 

记得年轻时常饿肚子睡不着觉，突然想到人若能吃饱就不用干事了：所
以还是吃不饱的好。生物界的规律是一个物种若能吃饱，这物种就会无限繁
殖而导致自身覆灭。我当时不知道的是人类吃饱后却不加快繁殖自己的可能
性。是的，没有这种可能性，人类在可数的未来就会面临灭顶之灾，因为只
要制度对头，人类完全能够让自己吃饱，而任何一种外部约束又都不能阻遏
人类这一灵性物自我繁衍的本性。但人类必须自我约束。人类自己发明的避
孕药将性爱和生殖分离开来，但工业化、城市化才真正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
式，改变了妇女的地位，从而改变了人类类似于绝大部分哺乳动物的两性角
色和繁衍模式。 

因此，刚刚过去的十年又是全世界人口高速非农化的十年。非农化最明
显地表现在人口居住地的转变（从乡村到城市）和职业的转变（从农业劳动
者到工业服务员劳动者）两方面。全世界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在1900年时大约
为2亿人，到了1950年也只有7亿多人，而到了2000年达到29亿，进入新世纪
后，全世界每年新增人口几乎全部表现为城镇新增人口，如今世界城镇人口
已经超过35亿，明显超过了世界人口的半数。全世界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在
1900年应当占到总劳动力的70%左右，2000年依然在40%，农业就业比重在
100年中大约降低30来个百分点。但仅仅在新世纪的十年中，该比重就降低7
至8个百分点，降到了32%左右。更重要的是非农化在新世纪的最初十年中
席卷了全世界各个国家。100年前发生的非农化仅仅局限于欧美国家，那时
候从美国南方农业区到北方工业区的硬座火车上坐满了务工农民。这种景象
如今出现在亚洲、非洲、美洲和欧洲，即使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世界最穷国
家也经历着不比我们中国慢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如此快速的全球规模非农化
预示着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19世纪初全球只有一个国家在告别农业社会，
20世纪初扩大到一个地区，而21世纪初则预示着人类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告
别了农业社会。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刚刚过去的新世纪第一年代给国际政治、经济格局
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中国的兴起。在现代史上，一个大国的兴起总是和这
个国家的快速非农化联系在一起的。二百年前的英国非农化让英国建立了
“日不落”的世界霸权，一百年前的美国、德国与随后俄国的非农化让它们
主宰了二十世纪的历史。当今的快速非农化虽然让许多国家在世界舞台上崭
露头角，但中国靠着特大国家的规模和效率第一的制度走到了那些国家的前
头。今天，中国不但在钢、煤、粮、棉产量上居于世界首位，而且在汽车、
出口、外汇储备、网络使用者上也都是世界第一，甚至中国军备支出虽然还
在世界第二、也已经把世界第三的俄国远远甩在后面。中国在国际政治、经
济中的作用最明显地表现在2009年底召开的世界环境大会上。1999年中国二
氧化碳排放量不足世界总量的八分之一或美国的二分之一，十年后已经超过
世界总量的四分之一并大大超过美国。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激增是中国工业
能力快速扩大的结果。很多人把环境恶化看作人类在二十一世纪面对的最严
重威胁。但很显然，只要中国不配合，任何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世界协议都
没有意义，而国家主权又保证了中国可以不按照别人希望的方式去配合。就
此而言，如同二十世纪第一年代把德国问题放到世界面前一样，二十一世纪
第一年代把中国问题放到了世界面前。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应当占有什么
样的地位，将是我们中国和人类在二十一世纪难以却又必须解决的问题。 

我相信，无论如今开始的二十一世纪第二年代将发生什么，第一年代出
现的人口增长放缓的趋势、非农化进程和中国问题依然会持续下去，世界也
会更少贫穷，同时我祈祷十年后的今天世界将更少战争、更少污染、更少专
制、更少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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