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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文分析了“经济起飞”的基本理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虽保持了持续高
速的经济增长，但仍处在“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要十分警惕国内外出现的夸大和高估
中国经济实力及其世界地位的倾向，客观评价中国经济实力，保持清醒的国家和国民意
识，“低调起飞”、“理性崛起”，外敛制胜锋芒，内练崛起苦功，稳扎稳打地推动经济
起飞和中华崛起。 
 [关键词]   经济起飞理论；   理性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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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起飞理论 
经济理论是分析经济问题的有效工具，特别是经济起飞与经济衰退理论，对于解释一国经
济过热或者衰退，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具有积极的意义。 
“经济起飞”（take-off）理论的提出者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W.W.罗斯托。1960年，罗
斯托在《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中提出了“经济发展阶段理论”，该理论按照科学技术、
工业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主导部门的演变特征，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甚至全世界的
经济发展历史分为六个“经济成长阶段”：即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
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经济成长阶段的特征如
下： 
(1)传统社会阶段：此阶段没有现代科学技术，主导产业是农业。 
(2)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从传统社会向起飞阶段转变的过渡阶段，农业产量的增长具有重
要意义。主导部门是工业部门，如食品、饮料、烟草、水泥。  
(3)起飞阶段：增长成为各部门的正常现象。此阶段农业劳动力逐渐从农业中解脱出来，进
入城市劳动，人均收入大大提高。主导产业体系是非耐用消费品的生产部门（如纺织业）
和铁路运输业。 
(4)向成熟推进阶段：起飞后经济持续发展，已经有效吸收了当时技术的先进成果，并有能
力生产自己想要生产的产品。主导部门是重化工业和制造业体系，如钢铁、机械和肥料。 
(5)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工业高度发达，经济主导部门转向耐用消费品部门，主导部门是耐
用消费品工业（如汽车）。 
(6)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以服务业为代表的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有关部门成为主导部门。 
在以上六个阶段中，起飞阶段是关键。起飞阶段是传统经济进入现代经济的高速增长阶
段，是经济摆脱不发达状态的分水岭，罗斯托对这一阶段的分析也最透彻，因此罗斯托的
理论也被人们叫做“起飞理论”。 
二、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水平 
罗斯托的起飞理论对于落后国家的赶超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较强的解释力。20世纪60—
70年代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连续20年左右的经济起飞，基
本上印证了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而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
轨迹也与罗斯托关于经济成长阶段的理论描述有着惊人的吻合。这很自然地让人联想：中
国目前处于哪个阶段？中国的起飞还需期待多久？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必须先来审视中国



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 
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近10％。2007年，我国经济是在
经过近30年年均增长9.8%基础上的又一个高增长年，增长速度为进入21世纪后七年中的
最高点：11.4%； 
按现有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计算，2007年中国的GDP总额是3.4万亿美元(246619亿元),
几乎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财政收入总量为：5.1万亿元；  
外汇储备：15282.5亿美元，增长率6％，净增4619.3亿美元，连续3年居世界第一位； 
进出口贸易总额：21738.3亿美元（其中出口：12180.1亿美元，增长率25.7％；进口：
9558.2亿美元，增长率23.5％；顺差：2622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 
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评估，中国在2007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已超过了美国。 
下图是中国1978—2008GDP增长曲线（2008年估计自然增长率为11.7％，国家宏观调
控控制目标8％） 
 
 
 
 
 

      下图是中国、印度、俄罗斯、美国、日本几个主要经济大国2000年以来经济增长曲线
比较图 
 
 
 
 
三、合理定位我国经济成长所处的阶段 
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高速增长，使得国内外都出现了一种夸大和高估中国经济实力及
其在世界上的地位的倾向—— 
国内有人认为，中国的经济总体实力稳居世界第三，应扩大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能见
度”，不必太强调“韬光养晦”，而要突出“有所作为”。 
一些外国政要和学者认为中国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或“准超级大国”，在经济实力上
是“世界老二”。有的国际组织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中国的GDP总额达10万亿美元，
比日本和印度两国的总和还多，中国正在与美国“争夺世界经济冠军”。 
针对以上高估言论，我们一方面要看到经过改革开放30年来的增长和积累，我国经济实力
和国际地位确实提高了；但另一方面，我们更应保持清醒的国民意识，客观分析和理性评
估中国经济实力，更加稳健、审慎地面对未来。  
中国GDP总量虽居世界第三，但按13亿人口一平均就是落后国家。2006年按人均GDP计
算，美国人均GDP 42000美元，日本人均41480美元，德国人均39710美元，俄罗斯人
均8030美元。而中国2007年按全国GDP总量3.4万美元计算，人均只有2610多美元，在
世界上排名120多位，还属于地地道道的发展中国家。 
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我们养活了世界1/5多的人口，承载着当今发达国家人口总和还多
的13亿人口的吃、穿、住、行、医、教巨大而繁重的任务。以民生为宗旨的社会主义国
家，生产出来的GDP，首先要用来改善民生，不可能用更多的积累去推进经济高增长。 
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频繁的国家，幅员巨大而结构复杂的国土，使得每年都有局部自
然灾害，差不多1/3的年头有全局性的自然灾害。而中国抗灾救灾不仅仅是中国一个国家的
事情，而是影响全球性环境的大问题。 
若“天真”地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中国GDP为10万亿美元，中国在联合国、WTO、WHO
等国际组织的会费会大幅度上升。 
某些别有用心者或者反华势力，总想以中国经济的“巨大”实力为“中国威胁论”制造舆
论，从而在世界上制造煽动仇华排华情绪，遏制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综观以上因素，对照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我认为中国目前尚达不到“经济起
飞”阶段，仍然处在“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因为中国至今还是个农业大国，大约有8亿
多、约占总人口63％以上人口还在农村；城市化建设起步不久，城市化的水平还比不上世
界上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全国东中西各个地区的发展水平在较长时期都会存在较大的差
异。所以，中国的发展阶段仍然处在“从传统社会向起飞阶段转变的过渡阶段”。即便按
照8％的速度持续稳定地一直增长下去，到本世纪中叶，人均GDP也才能达到当时世界上中
等发展国家的水平。从这些情况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任务还任重道远，中国的
起飞也必将继续经历一个较长的预热和启动阶段。 
四、低调起飞，理性崛起 
我们现在常常听到振奋人心的“中华崛起”之声。“中华崛起”并不是经济学语言，而是



具有文学和政治学色彩的国人励语。因为中国自19世纪以来深受西方列强侵略和蹂躏，中
华民族150多年来一直梦寐中华崛起，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949年民族解放，国家独
立，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扬眉吐气。而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持续高速稳定增长，国家经济实
力翻了几番，我们终于有了振臂高呼“中华崛起”的底气。但我们还应清醒地看到，这并
不意味着中国已经崛起，准确地讲，应该是“迎接中华崛起”，“为中华崛起而努力”。 
“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的中国，确实正在崛起，但我认为应“低调起飞”、“理性崛
起”。一来实事求是，客观评价自己的实力；二来不失为一种“起飞”或“崛起”的智
慧。中国传统文化里“为而不争”、“坚强处下，柔弱处上”的古训和“枪打出头鸟”的
俗语，无一不向我们揭示着内敛制胜和锋芒遭败的道理。反观西方大国的崛起历史，也多
是在历经一番艰苦卓绝无声无息的奋斗、真正强大之后才向世界示强，鲜有边成长边大张
旗鼓地宣称崛起和强大的。我国目前还应是千方百计争取有利于迅速赶超的外部环境、眼
睛盯着世界、重在苦练内功的阶段，切不可“打肿脸充胖子”，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经济政
治环境中招致不必要的麻烦，让尚且稚嫩的翅膀逆风或负重起飞。 
结合“经济起飞理论”分析了中国经济之后，再回到本文开头的“经济起飞理论”本身。
我们说了，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对分析20世纪60—7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经
济起飞是适用的，今日也可用来分析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成长。但需要指出的是，任
何理论都具有时代性，因而都会有局限性。“经济起飞理论”毕竟是美国经济学家约半个
世纪以前提出来的，这半个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科学技术、各国
经济体制、全球经济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知识（信息）经济”、“经济政治社会
改革”、“全球化”这三大浪潮，对世界经济和各个经济都发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现
实经济具有成长阶段，经济理论也有成长阶段。任何经济理论都必须与时俱进，罗斯托的
“经济起飞理论”以至他的整个“经济成长阶段理论”，都不足以完全解释当代和未来的
现实了。这些，都需要当今的学者去思考、探索和创新。 
(本文作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中央财       
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  于朝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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