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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区现代化的现状(节选) 

  出处:中国网    

 一、中国地区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节选)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现代化建设任重而道远。它既需要科学的现代化理论，又需要正确的

现代化战略，还需要同步推进国家和地区现代化。世界上人口比较多的国家，国家内部地区现代化

进程都遵循四个基本原理，即进程不同步原理、空间不均衡原理、结构稳定性原理和地位可变迁原

理。中国也不例外。那么，在21世纪前50年里，中国地区现代化之路，应该如何走？  

  本报告认为，中国国家层面的地区现代化可以选择新型综合现代化的道路；中国发达地区（已

经完成第一次现代化的地区）可以选择第二次现代化道路，中等发达地区可以选择新型综合现代化

道路，初等发达地区可以选择新型综合现代化道路或者一般追赶现代化道路，欠发达地区可以选择

一般追赶现代化道路或者新型综合现代化道路；本报告推荐中国初等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选择新

型综合现代化道路（图3-1）。  

  

中国地区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地区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在国家现代化开始的时候，地区现代化也开始了。当

然，并非所有地区都同步启动现代化。《中国现代化报告2001》分析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中国现代化报告2003》分析了新中国现代化50年进程和34个地区30年现代化进程，并以长江流域

地区现代化不均衡为例。这里，简要回顾一下前几期报告的主要结果。  

  1、中国地区现代化水平在不断提高  



  在1970～2001年期间，虽然不同时期现代化的发展速度不同，但中国大陆内地现代化水平在持

续提高，地区现代化进程取得巨大进展（表3-1）。2000年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超过70%的地区达

到22个，实现程度超过80%的地区达到9个；基本实现第一次现代化的地区达到5个，有1～5个指标

达到第一次现代化标准的地区达到26个。  

   

2、目前中国地区现代化是两次现代化并进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地区现代化已经进入两次现代化并存阶段。香港和澳门已经进入第二

次现代化，北京和台湾处于第二次现代化的准备阶段；在沿海发达地区和大城市地区，第二次现代

化的成分不断增加。同时，中部和西部地区继续进行第一次现代化。  

  3、中国地区现代化进程具有阶段性  

  第一阶段，以推进第一次现代化为主。在1970～1990年期间，中国大陆内地地区主要以实现第

一次现代化为目标，第一次现代化的实现程度在逐步提高，第一次现代化的发展阶段在不断向前推

进。但中国大陆内地没有1个地区完成第一次现代化，北京、天津和上海等基本实现第一次现代

化，香港、澳门和台湾已经完成第一次现代化。  

  第二阶段，两次现代化并进。在1990～2001年期间，中国大陆内地多数初等发达地区和欠发达

地区（主要是中部和西部地区）继续推进第一次现代化；部分沿海初等发达地区和3个中等发达地

区已经具有第二次现代化的因素，如知识化、信息化、网络化、高技术和创新系统等，非工业化和

郊区化现象（城市居民向郊区迁移）已经在沿海大城市地区出现；香港和澳门已经进入第二次现代

化。  

  4、中国地区之间第一次现代化的差距在缩小，第二次现代化的差距在拉大  

  在1970～2000年期间，中国大陆内地31个地区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的地区差距经历从上升到

下降的过程，1970年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地区最大差距为40个百分点，2000年第一次现代化实现

程度地区最大差距为38个百分点，缩小了2个百分点。  

  在1970～2000年期间，中国大陆内地31个地区第二次现代化指数的地区差距在拉大，知识创新

指数、知识传播指数、生活质量指数和经济质量指数的地区差距都在扩大。其中，中国大陆内地地

区的第二次现代化指数、知识传播指数和生活质量指数的最大差距分别扩大了25点、23点和22点。 

  5、中国地区现代化进程的不平衡性在增加  

  在1970～2000年期间，中国地区现代化进程的不平衡性在增加。这种不平衡性主要反映在地区

现代化水平和发展指标的水平两个方面。  

  （1）地区现代化发展的不平衡。包括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的变化和第二次现代化指数的变

化，中国地区第二次现代化水平的地区差距在拉大。2000年，中国大陆内地比较发达和初等发达地

区集中在东部地区，欠发达地区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  

  （2）现代化主要指标发展的不平衡。中国地区第一次现代化10个指标、第二次现代化的知识

创新指数、知识传播指数、生活质量指数和经济质量指数等的发展都是不平衡的，特别是第二次现

代化的有关指数的地区差距在拉大。 

   

  二、中国地区现代化的分布和结构(节选) 

   

  1、中国地区现代化的空间分布  

  （1）中国地区的现代化水平  

  《中国现代化报告2002》根据地区现代化水平的高低，把中国34个地区分为4类：（1）发达地



区，第二次现代化指数超过80点、第一次现代化已经完成；（2）中等发达地区，第二次现代化指

数超过世界平均值、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超过世界平均值；（3）初等发达地区，第二次现代化

指数低于世界平均值但高于30点、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高于80%；（4）欠发达地区，第二次现代

化指数小于30点、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小于80%。  

  2000年，中国有1个发达地区、5个中等发达地区、11个初等发达地区和17个欠发发达地区。其

现代化水平分别相当于世界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初等发达和欠发达国家。例如，2000年，香港第

二次现代化指数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北京第二次现代化指数与中等发达国家的意大利相当，上海第

二次现代化指数与中等发达国家的葡萄牙相当，天津第二次现代化指数高于世界平均值；辽宁和陕

西第二次现代化指数与初等发达国家的巴西、墨西哥和埃及等相当，浙江、黑龙江、江苏、吉林和

广东第二次现代化指数与土耳其和南非大致相当；重庆等17个欠发达地区与世界欠发达国家水平大

体相当。全国34个地区中，有6个地区达到第一次现代化过渡期，5个处于成熟期，14个处于发展

期，9个处于起步期。  

  （2）中国地区的区域划分  

  区域划分以地理和经济特征为基础。关于中国自然和经济地理特征的分析有大量论著。例如，

北京大学胡兆量教授在《中国区域发展导论》中就有比较系统的分析。他认为：  

  南北差异是我国最重要的地区差异。南北凝聚是我国最重要的凝聚方向。秦岭淮河是我国划分

南北的主要界线。秦岭淮河以北和秦岭淮河以南，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有显著差别。  

  我国地貌西高东低，形成三大阶梯。在我国东西差异中，最突出的一条是东部比较发达，西部

相对欠发达。我国是世界上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最大的国家。东西之间差幅大，反差强。我国

东西部社会经济的巨大差异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叠加的结果。  

  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和学术界在不断探索和提出中国区域划分的方法和方案。例如，

建国初期的沿海和内地两分法、出于国防考虑的“三线”划分、以自然地理为主要基础的东部、中

部和西部的三大地带划分、以经济地理为主要基础的六大经济区（东北、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

游、东南、西南和西北）、七大经济区（东北、西北、华北、华中、华东、华南和西南）、八大经

济区（东北、环渤海、黄河中游、长三角、长江中游、东南、西南和西北）划分等。2003年，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李善同和侯永志研究员等完成的“中国（大陆）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特征分析”报

告，提出东北、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南和大西北的八大社会

经济区域划分。  

  如果考虑南北差异，中国地区可以分为南方和北方地区；如果考虑东西差异，中国地区可以分

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如果同时考虑南北和东西差异，中国地区可以分为北方、南方和西部地

区。如果考虑管理要素，中国地区的区域划分要尊重行政区域的完整性。  

  综合考虑多种因素，本报告采用“三大片、八大区”的两层次区划方案（图3-2）：  

   

第一层，将全国分为北方（东北和华北）、南方和西部等三大片（或四大片）；其中，西部地区是

将北方的西北地区、南方的西南地区集合在一起。  



  第二层，将北方分为三个区域：东北地区、华北沿海和黄河中游地区；将南方分为三个区域：

华东沿海、华南沿海和长江中游地区；将西部分成两个区域：西北和西南地区。  

  第二层次的划分，也是参考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带的划分进行的。其中，将中国东部

地区分为四大区域：东北地区（包括东部的辽宁、中部的吉林和黑龙江）、华北沿海、华东沿海和

华南沿海地区；将中国中部地区分为两大区域：黄河中游和长江中游地区；将中国西部分为两大区

域：西南和西北地区。  

  （3）中国地区现代化水平的空间分布  

  中国地区现代化水平的空间分布与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有密切关系。这里分析中国地

区现代化水平的不平衡。  

  首先，中国北方、南方和西部三大片的现代化水平不平衡。  

  如果把港澳台计算在南方片的华南沿海地区内，那么，南方片现代化水平高于北方片，北方片

现代化水平高于西部片（图3-3）。如果不把港澳台计算在南方片的华南沿海地区内，那么，北方

片现代化水平高于南方片，南方片现代化水平高于西部片。  

   

其次，中国八大区域的现代化水平不平衡。  

  如果不把港澳台计算在华南沿海地区内，在全国八大区域中，华北沿海和华东沿海是现代化水

平最高的地区，东北地区、华南沿海、黄河中游和长江中游地区是现代化水平比较高的地区，西北

地区和西南地区是现代化水平比较低的地区。如果把港澳台计算在华南沿海地区内，那么，华南沿

海地区将是中国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地区。  

  其三，中国三大地带的现代化水平不平衡。东部地区现代化水平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现代

化水平高于西部地区。这与中国三大地带的平均海拔高度形成一个“剪刀差”。  

  2、中国地区现代化空间结构的变化  

  同样，中国地区现代化空间结构变化与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变化有密切关系。这里分析地区现代

化水平结构的变化。  

  （1）中国地区现代化水平差距的缩小和扩大  

  《中国现代化报告2003》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内地地区之间，第一次现代化实

现程度的地区差距缩小，第二次现代化水平的地区差距扩大。  

  在1980～2000年期间，中国大陆内地北方和南方之间，平均现代化水平的地区差距缩小；大陆

内地北方与西部、北方与中部、南方与西部、南方与中部、东部与西部、东部与中部之间，第二次

现代化水平的地区差距扩大。  

  （2）中国地区现代化相对位置的转移概率  

  如果以中国现代化水平的平均值为100，分别计算中国大陆内地31个地区的现代化水平相对指

数，然后根据其大小把地区分成四组（其中，高水平组现代化相对指数大于120，中等水平组为100

～119，初等水平组为90～99，低水平组小于90），就可以计算地区现代化水平相对位置的转移概



率。  

  在20年里，大约63～75%的高水平地区仍然是高水平地区，大约80%的低水平地区仍然是低水平

地区，中等水平和初等水平地区保持原地位的约占33～67%；大约25～38%的高水平地区降级，大约

25～60%的中等和初等水平地区降级；大约17～33%的初等水平地区升级，大约20%的低水平地区升

级。由于地区样本数较少，这种计算只有参考意义。  

  综上所述，中国地区现代化进程的基本特点是：地区现代化进程是不同步的，地区现代化水平

的地区差距是明显的，地区现代化水平的结构是基本稳定的，地区现代化水平的相对地位是可以变

化的。这表明中国地区现代化进程，符合地区现代化的四个基本原理，即进程不同步原理、空间不

均衡原理、结构稳定性原理和地位可变迁原理。总体而言，中国北方片和南方片现代化水平大体相

当，东部现代化水平高于西部。  

  三、中国地区现代化的时代背景(节选) 

   

  进入21世纪，中国地区现代化面临新的国际和国内环境。在国际上，经济全球化、知识化和信

息化已经成为主导潮流，第二次现代化代表世界发展方向，国际竞争的内涵和形式都发生了深刻变

化。在国内，中国正经历着三个深刻转变，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国内经济向全球经济、从农

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  

  1、21世纪初中国地区现代化的国际环境  

  前三期中国现代化报告分析了世界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和21世纪前50年世界现代化水平。总体

上，21世纪初中国地区的国际环境是积极的。虽然世界上局部冲突会此起彼伏，但世界的基本格局

仍然是和平的。如果联合国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如果世界大国和强国能够承担更多人道主义的责

任，那么，可以大致推论，世界的前途是光明的。  

  （1）21世纪前50年世界现代化的趋势和水平  

  2000年，世界有24个国家已经进入第二次现代化，有60个国家已经完成或基本实现第一次现代

化，有60多个国家没有完成第一次现代化，有些国家和地区仍然是传统农业社会，有些少数民族部

落仍然生活在原始社会。  

  《中国现代化报告2003》预计，在21世纪前50年里，大约有50多个国家进入第二次现代化，发

达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都将进入第二次现代化，发达国家将达到或完成第二次现代化的成熟期；大

约有70多个国家全面完成第一次现代化。如果这种预测成立，那么，2050年世界大约1/2的国家进

入第二次现代化，大约2/3的国家全面完成第一次现代化（表3-6）。  

   

如果说，第一次现代化是20世纪世界现代化的主流，那么，第二次现代化将逐步成为21世纪世界现

代化的主流。2000年中国大陆内地地区尚没有完成第一次现代化，它们不得不面对两次现代化的双

重挑战。  

  （2）21世纪初世界现代化的国际竞争  

  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可以设想，发达国家要保持世界先进水平，需要在全球争夺现代化的

关键资源；发展中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它必须参与国际竞争。所以，国际竞争将是激烈的。

国际竞争是影响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本报告的重点，这里略加评述。  

  发达国家保持世界先进水平的途径不外两条：一是加速自己的发展，二是抑制竞争对手的发

展。在许多时候，发达国家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从世界获得资源和要素发展自己，一方面采用各

种手段遏制对手的发展。遏制对手的方法众多，包括政治的、外交的、贸易的、技术的和文化的

等，如误导、限制、制裁等。  

  发展中国家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途径同样只有两条：一是加速自己的发展，二是期望其他国家

降低发展速度。在一般情况下，发展中国家无法左右其他国家的发展。所以，发展中国家更多是一



条腿走路，依靠自己的不懈努力。  

  事实上，发展中国家仅靠自己的努力是不够的，还要抵消竞争对手的遏制手段的影响，时刻防

止陷入竞争对手设置的美丽“陷阱”之中。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竞争日益由外部竞争转为内部竞争。外部竞争是在国际舞台上公开

竞争，内部竞争则是通过跨国企业和组织机构，到竞争对手的国家内部进行竞争。相对于外部竞

争，内部竞争具有更高的隐蔽性，同时有较高的作用力。  

  2、21世纪初中国地区现代化的国内环境  

  如果说21世纪初的国际环境具有不确定性，那么，中国国内环境的变数同样很多。中国正处于

巨大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容易看到转型的必要性和效益，常常忽视转型的风险性和成本。可以预

计，影响社会转型的两对因素（必要性—风险性、效益—成本）的相互作用，将影响中国国家和地

区现代化进程。  

  在21世纪初，中国社会经济将至少经历三大转型：  

  （1）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2003年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认为，中国是“发展中

的市场经济国家”，2001年市场化指数为69%，距离欧美国家有很大差距。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加拿

大弗雷泽研究所公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显示，中国都排在100位以后。  

  （2）从国内型经济向全球型经济转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正式成员，2002

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9%。但是，中国企业在跨国公司中占的比例很小，

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比例很小。中国企业应该也必将走向世界。  

  （3）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2000年全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

的比例约为36%，64%的人口生活在农村。预计在2020年左右，中国城市人口比例将超过50%，中国

将逐步进入城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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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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