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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教授丁元竹日前主持对98名政府和非政府专家的调查显示，大部分专家预
测2010年前会有可能发生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危机，最有可能发生的领域为社
会领域。  
 
香港文汇报引述专家们认为，中国目前正处于未来发展决策的关键时期，解决国内
经济和社会的结构性问题是中国2010年前的首要课题。  
 
这份被学界称为《盛世危言》的调查报告在「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的总
题目下，就「2010年之前会不会发生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危机」、「2010年之
前三种可能的国家发展前景是什么」这两个问题，请98位中外专家进行了一次谘询
性的预测。  
 
调查报告的结果令人相当吃惊。在作出回答的77位专家中，有51位认为中国在2010
年之前会发生影响这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重大危机。至于危机发生领域，专
家认为主要最有可能是在社会领域（社会差距扩大、公共卫生状况恶化、高失业率
等），其次是经济领域（包括三农问题、金融风险等），第三是政治领域（包括人
事交替等）。他们认为，经济是基础，信心是关键，二者不可分割。  
 
对危机的预测必然引起对发展前景的预测，调查人员异常谨慎地列出发展前景的三
种选项：1、沿着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预定目标稳步前进；2、偏离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预定目标；3、无法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预定目标。  
 
专家认为，除上述第一种可能性外，经济增长并不能推动中国社会走向预定的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因为在第二种可能性中，过分强调经济发展，忽视此间的社
会问题、道德建设问题、金融体制问题等。其直接后果是财富向少数经济、社会和
政治精英集中，大部分人享受不到小康社会的成果，故经济增长只会加剧社会的分
化、混乱和冲突；而第三种可能性中，经济增长缺乏刺激因素，可能会激发社会冲
突和动汤。  
 
研究人员认为，未来真正影响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因素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内部
的结构性问题。经济与社会、城市与农村如果再不能得到协调发展，国家既定的发
展目标的实现将面临巨大困难。国际因素和全球化负面影响的增加固然也是个不争
的事实，但它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国内矛盾的解决程度，解决国内矛盾是中国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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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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