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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现代化的相关理论（节选） 

  出处:中国网    

 一、发展理论（节选）  

   

  地区是国家的组成部分，也是世界的组成部分。所以，各种社会科学理论都应该在地区层面上

有所反映。有些社会科学理论是以世界和国家为研究对象的，有些社会科学理论直接以地区（区

域）为研究对象。后者与地区现代化的关系更加紧密。这里，我们从众多的相关理论中有选择的简

介几种发展理论，它们与我国地区现代化建设有比较紧密关系。  

   

  1、经济发展理论  

  经济发展是所有国家和地区必须面对的问题。经济发展理论是关于世界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的经济发展规律和特征的系统阐述。狭义地说，发展经济学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发

展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经济学科。它研究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如何从落后形态发展到现代化形态，

研究这个发展的过程与因素，以及应采取的战略与政策。”。由于发展中国家也存在发达地区和欠

发达地区，所以，发展中国家需要认识狭义的发展经济学，也需要理解全部的经济发展理论——广

义的发展经济学。这里简介几种理论的基本思想。  

   

  2、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理论，从古典增长思想、新古典增长理论到新增长理论，反映了经济发展特征的变

化。“今天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中心”。  

  3、区域发展理论  

  区域发展理论是关于区域发展规律、特征和战略的理论集合。由于现有区域研究的有些学科彼

此交叉重叠较多，要分学科介绍各种理论和模型比较困难。这里，我们不妨借鉴经济发展理论和经

济增长理论的框架，把区域发展理论分成古典区域发展理论、新古典区域发展理论和新区域发展理

论等三个集合。 

二、现代化理论(节选)  

  现代化理论诞生于20世纪50～60年代。50年代以来，世界现代化研究出现了经典现代化研究、

后现代研究和新现代化研究等三次浪潮。《中国现代化报告2003》简要系统地综述了三次浪潮的理

论成果，包括经典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后现代化理论、生态现代化理论、再现

代化理论和第二次现代化理论等。  

  1、经典现代化理论  

  经典现代化理论是对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现代化的规律和特征的理论阐述。经典现代化理

论包括五大基本要素：经典现代化的理论含义、经典现代化过程的规律和特点、经典现代化的结

果——现代性、经典现代化的动力和模式等（表2-8）。  

  



   

（1）经典现代化的理论定义。一般而言，经典现代化指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

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及其深刻变化。经典现代化既可表述一个历史过程——从传统

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又可表述一种发展状态（发展目标）——完成经典现代

化过程的国家的发展状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目标）。  

  （2）经典现代化过程的规律和特点。美国学者亨廷顿教授归纳了经典现代化过程的九个特

征：现代化过程是革命的、复杂的、系统的、全球的、长期的、有阶段的、趋同的、不可逆的和进

步的过程。其中第7个和第8个特征是有争议的。美国学者布莱克教授把现代化分成四个阶段：现代

性的挑战、现代化领导的稳固、经济和社会的转型、社会整合；美国学者罗斯托教授认为经济发展

可以分为五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的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和高额的大众消

费阶段。  

  （3）经典现代化的现代性（第一现代性）。现代性是经典现代化的结果。学者们把处于现代

化以前的传统农业社会的特点归纳为传统性，把已经完成经典现代化过程的国家的现代工业社会特

点称为现代性；传统性和现代性是相对的，也是不对称的。现代性在不同领域有不同表现，如政治

民主化、经济工业化、社会城市化、宗教世俗化、观念理性化、现代主义、普及初等教育等。  

  （4）经典现代化的动力。美国学者殷格哈特教授归纳了经典现代化理论的三种观点。其一是

“经济发展决定论”，主张经济发展决定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变化，认为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推动力；

其二是“文化发展决定论”，认为是文化影响了经济和政治生活，民主化是现代化的推动力；其三

是综合决定论，认为现代化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  

  （5）经典现代化的模式。许多学者认为，经典现代化模式具有多样性和路径依赖性，受历史

文化和地理条件等的影响。例如，德国学者普尔认为，英国和美国现代化是由民主化和工业化推动

的；法国现代化是先有民主化后有工业化；德国现代化是先有工业化后有民主化。东亚国家如日本

和韩国等的现代化模式与德国相近。布莱克将世界170个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分成七种模式。  

  （6）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分支和流派。除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基础理论外，经典现代化理论大致

有六个主要分支，它们是社会现代化理论、经济现代化理论、政治现代化理论、人的现代化理论、

文化现代化理论和比较现代化理论等；经典现代化理论研究大体可分为六个学派，它们是结构功能

学派、过程学派、行为学派、实证学派、综合学派（历史学派）和未来学派等。经典现代化理论一

般以国家为研究单元，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则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分析现代化，既是对经典现代

化理论的批判，也是重要补充。  

  我国学者在经典现代化研究领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例如，北京大学罗荣渠教授领导的“世界

现代化进程研究”，代表作是《现代化新论》；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教授领导的“中外近代化研

究”等。  

  2、第二次现代化理论  

  1998年何传启研究员提出第二次现代化理论，它是对18～21世纪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规律和特征

的一种理论阐述。第二次现代化理论包括五个基本要素：广义现代化的理论含义、广义现代化过程

的特点和规律、广义现代化的结果——两种现代性、广义现代化的动力和模式等（表2-9）。  

（1）广义现代化的理论含义。广义现代化指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各个方面所发生的一种

深刻变化，它包括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传统文明

向现代文明转变的历史过程及其变化；它既发生在先锋国家的社会变迁里，也存在于后进国家追赶

世界先进水平的过程中。  

  广义现代化既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也是一种变化的发展状态（发展目标）。它既是达到世



界先进水平的发达国家的变化的发展状态，也是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的动态的发展目

标。广义现代化也是不同国家达到、保持及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过程及其变化。  

  （2）广义现代化过程的规律和特点。在18～21世纪期间，广义现代化过程可以分为两大阶

段。第一阶段简称为第一次现代化，指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社会向

工业社会、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过程；第二阶段简称为第二次现代化，指从工业时代向知识

时代、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的转变过程；第二次现代

化不是人类历史的终结，将来还有新的现代化。  

  广义现代化的两个阶段有不同的发展范式。第一次现代化就是经典现代化，第二次现代化是新

现代化。经典现代化理论已经阐述了经典现代化过程的规律和特点。第二次现代化在许多方面是对

第一次现代化的消除和“反向”，在某些方面是对第一次现代化的继承和发展，在有些方面是新发

生的。在第一次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发展是第一位的，物质生产扩大物质生活空间，满足人类物质

追求和经济安全。在第二次现代化过程中，生活质量是第一位的，知识和信息生产扩大精神生活空

间，满足人类幸福追求和自我表现；物质生活质量可能趋同，但精神和文化生活将高度多样化。  

  （3）广义现代化的现代性。广义现代化第一阶段的现代性是第一现代性，经典现代化理论对

此已有阐述，主要特点是工业化、城市化、福利化、民主化、法治化、理性化、世俗化、分化与整

合、社会流动、大众传播和普及初等教育等。广义现代化第二阶段的现代性是第二现代性，第二现

代性正在形成之中，目前的主要特点是知识化、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创新化、个性化、多样

化、生态化、民主和理性、普及高等教育等。  

  （4）广义现代化的动力。广义现代化第一阶段的发展动力，经典现代化理论已经有全面解

释，基本动力是技术革命、资本和民主，是工业化、城市化和民主化推动的。广义现代化第二阶段

的基本动力是知识创新、制度创新和专业人才。知识创新包括科学发现、技术发明、知识创造和新

知识首次应用。知识创新导致科技结构的变化，进而引发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经济和社会结构变

化需要和伴随着大量的制度创新，导致政治和文化结构的变化，这些变化是由专业人才推动的，它

们相互作用推动了第二次现代化进程。国家创新体系是第二次现代化的发动机。  

  （5）广义现代化的模式。广义现代化具有路径依赖性，发展模式具有多样性。经典现代化理

论已经解释了第一次现代化的发展模式。第二次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也是多样的，目前正在形成之

中。发展中国家可以选择两次现代化协调发展的模式，这就是综合现代化。关于第二次现代化发展

模式和综合现代化模式的研究还非常不够。  

  （6）广义现代化的理论大厦。如果将世界现代化的主要理论集合起来，可以建成一座“广义

现代化理论大厦”。其中，与第一次现代化相关的理论有经典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

论等，与第二次现代化相关的理论有后现代化理论、生态现代化理论和再现代化理论等，第二次现

代化理论同时包括第一次现代化、第二次现代化和综合现代化等内容。在这个广义现代化理论大厦

里，各种现代化理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  

  （7）第二次现代化理论的分支和流派。目前，第二次现代化理论除基础理论外，大致包括六

个分支，它们是经济第二次现代化理论、社会第二次现代化理论、政治第二次现代化理论、文化第

二次现代化理论、个人第二次现代化理论和第二次现代化文明理论等；第二次现代化研究大致可分

为六个“学派”，它们是后现代化、生态现代化、再现代化、新现代化史学、第二次现代化和综合

现代化研究等。当然，第二次现代化理论诞生的时间还不长，研究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理论不成

熟，许多理论和学派的形成，还需要较长时间。  

  （8）广义现代化的四个基本原理。根据《中国现代化报告2003》对世界131个国家50年现代化

水平的分析，结合本报告对18个国家地区现代化的历史事实的分析，何传启研究员认为，广义现代

化过程有四个基本原理：广义现代化的进程不同步原理、空间不均衡原理、结构稳定性原理和地位

可变迁原理（表2-10）。  

  



   

  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希望保持其现代化的领先地位，发展中国家希望赶上世界现代

化先进水平。如果将发达国家保持其领先地位（发达国家地位）、中等发达国家、初等发达国家和

欠发达国家提高自己的地位（地位升级）定义为国家现代化目标，那么，在20年里，国家现代化目

标的实现概率大致如下（图2-3）：  

  发达国家，保持地位的概率：90%左右；地位降级的概率：10%左右。  

  中等发达国家，地位升级的概率：10%左右；地位降级的概率：20%左右。  

  初等发达国家，地位升级的概率：10%左右；地位降级的概率：30%左右。  

  欠发达国家，地位升级的概率：10%左右；保持地位的概率：90%左右。  

      

由此可见，世界现代化水平分布的纵向结构是相对稳定的，但是，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相对

地位是可以变化的，而且变化是有规律的，国家现代化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也是可变的。这

就是广义现代化的结构稳定性原理和地位可变迁原理的事实基础。  

  经典现代化理论是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学者提出来的，它是对18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

世界经典现代化进程的规律的系统阐述，内容相对稳定。第二次现代化理论是1998年我国学者何传

启研究员提出来的，它是对18～21世纪世界广义现代化进程的规律的系统阐述。经过五年的发展，

它的内涵日益丰满。但是，世界第二次现代化是20世纪70年代启动的，预计第二次现代化将持续到

21世纪末。所以，第二次现代化还有很长的发展路程，第二次现代化理论的内容，将不断发展和完



善。 

   （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 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2004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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