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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这是2月14日日本官方公布其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为54742亿美元，低于中国的58786亿美元，

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消息后，美国华尔街日报发出的感叹。 

 

  相对于国外媒体的高调和热络，中国国内的反映要低调和平静得多。一方面是因为这种超越早

已露出端倪，在去年的第二季度，中国的GDP就达到1.33万亿美元，高于日本的1.28万亿美元，首

次实现了超越。另一方面，因为近些年来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大跨步前进，使得国人对这

种超越已习以为常。2005年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2006年超过英法成为世界第四，2007年又超

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2010年再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自然是顺理成章。 

 

  从人口、国土、资源这些基本条件上看，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确实没有什么可炫耀的。中国

人口是日本的10倍，国土面积是日本的25倍，各种资源也丰富得多，超越是可以预期的事。况且，

即使总量超越了，但人均只有日本的1/10，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排在世界100位左右，的

确不值得我们沾沾自喜。 

 

  但从历史的、发展的情况来看，我们也不必妄自菲薄。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谁也没有睡大

觉，大家都在奋力向前，中国能追赶上一个又一个的先行者，也付出了极大的努力。30年前的1980

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刚起步，百废待兴，当年的GDP只有3000多亿美元，而日本已超过1万亿美元，

中国不及日本的1/3。30年后的2010年，中国的GDP达到58786亿美元，是1980年的19倍多，并超出

日本4044亿美元。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当整个世界对中国崛起刮目相看表示钦佩时，作为

国人，心中自然会生出一分自豪。 

 

  当然，这种自豪并不会令我们妄自尊大。在中国的媒体和网络上，人们更多地是在议论中国的

人均GDP只有日本的1/10，寻找中国与日本在经济发展质量、效益以及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

距，表现出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理智和自信。说到人均GDP，我们确实有些汗颜，不但与美日等发

达国家差距巨大，就是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有差距。在“金砖四国”中，虽然俄罗斯和巴西的

GDP总量不及中国的1/3，但人均GDP却是中国的两倍，对此我们惟有奋起直追。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既不可唯总量GDP，也不必将人均GDP看得过重。中国有自己的国情，

人口多，底子薄，资源相对贫乏，发展很不平衡。相对于GDP总量的提升，中国人均GDP的提升要困

难得多。如果仅从国土面积上比较，中美两国差不多，但美国的可居住国土面积和可耕地面积却是

中国的3～4倍，而在人口上，中国是美国的5倍。石油、有色金属、天然气、水资源等经济发展必

不可少的战略资源，美国的储量皆位居全球前三名。相反，中国的这些资源相当贫乏。因而，在

GDP总量上，中国也许可以在不太远的将来超越美国，但在人均GDP上，中国要超越10倍于己的美

国，不说遥遥无期，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太现实。 

 

  其实，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人均GDP并不完全成正比。美国的综合国力无人可比，但它的人

均GDP也只位居世界第九。人均GDP最高的是卢森堡，达到10万多美元，是美国2.5倍，但它的综合



国力与美国不可同日而语。由此看来，我们既不可为不断超越的GDP总量自高自大，也不必为相对

较低的人均GDP过于纠结。关键是要继续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地发展，把综合国

力和幸福指数搞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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