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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现代化报告2005》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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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过去300年里，世界经济现代化高潮迭起，彻底改变了世界经济的基本格

局。  

   

        最近，中国科学院发布的《中国经济现代化报告2005》对世界经济现代

化300年（1700～2001年）的历史进程作了经济时序和经济截面分析；分析领

域涉及经济效率、经济结构、经济制度和经济观念等四个方面，分析内容包括

长期趋势、经济前沿、国际差距和路径分析等；经济时序分析的国家样本为15

个（8个发达国家和7个发展中国家），归纳了世界经济现代化的26个事实和14

个启示。     

        本文侧重于从6次经济浪潮、中国经济发展历史进程与中国经济现代化

战略选择等几个方面展开解读。      

        世界300年经济现代化的四次浪潮      

        如果把世界经济看作一个整体，那么，过去300年里世界经济现代化经

历了四次浪潮。前三次浪潮导致了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第四次浪

潮正在促成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每一次经济浪潮都是由重要发明

和技术创新推动的，相应的制度创新导致经济形态的转变，世界经济中心随

之发生迁移。      

        第一次浪潮经济现代化第一次浪潮主要包括第一次工业革命、欧洲农业

革命和运输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是第一次浪潮的核心，它首先发生在18世纪下半叶的

英国。工业革命不是轰轰烈烈的运动，而是发生在工厂和矿山里的一种静悄

悄的变化。在经济现代化的第一次浪潮里，只有极少数国家成为赢家，少数

国家紧紧跟进，多数国家仍然沉睡在农业经济的美梦里。在1820～1870年期

间，英国成为欧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     

         第二次浪潮经济现代化第二次浪潮发生在1870～1913年期间。与第一

浪潮相比，既有相同之处，也大不相同。相同的是它们都是由技术发明、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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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与制度创新推动的，不同的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中心已经转移到欧洲大陆

和北美，而不再是在英国；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科学为基础，以电、内燃机和

电气化为特点，而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技术为基础，以煤、蒸汽机和机械化为

特点。      

        第三次浪潮经济现代化第三次浪潮发生在1946～1970年期间，包括工

业化国家的黄金时代和农业国家的经济现代化。主要的技术创新领域有：人

工合成技术、电子工业、工业自动化、新材料、新能源和航空航天工业等。

在此期间，西欧和日本的经济成长大大快于美国，劳动生产率和人均GDP接

近美国。     

         第四次浪潮经济现代化第四次浪潮发生在1970～2020年期间。前三次

浪潮都是由工业革命推动的，第四次浪潮是由知识革命推动的。工业革命导

致工业比重的上升和农业比重的下降，知识革命导致工业比重的下降和知识

产业比重的上升。所以这次浪潮具有经济革命的性质，而且波及全球。      

        第四次浪潮的知识革命，至少包括科学革命、高技术革命、信息革命、

学习革命和国家创新体系等内容。预计，发达国家的第四次浪潮大体将在

2020年前后结束。      

        “科学猜想”：第五次、第六次浪潮      

        如果说经济现代化的前四次浪潮是公认的事实，那么，它的第五次和第

六次浪潮就是一种假设。这种假设建立在对21世纪科学发展的前景的感知和

人类需求变化的逻辑的基础上。《中国经济现代化报告2005》把它作为一种

“科学猜想”。      

        如果说，信息经济是知识经济的第一个阶段，那么，生物经济将可能是

知识经济的第二个阶段，文化和体验经济将是知识经济的第三个阶段。就像

工业经济经历了机械化、电气化和自动化等三个阶段一样，知识经济的三个

阶段是信息化、生物化和体验化。其中，信息化又可分为电脑化、网络化和

智能化等三个阶段。      

        经济现代化第五次浪潮预计发生在2020～2050年期间，以新生物学革

命为基础，包括生物工程的普及、纳米技术的应用和新的核能（例如氢能

等）的应用等。到那时，生物工厂将取代大批物理工厂，生物生产将取代大

批物理制造，关于人体和生物体的治疗、移植、修复和改良等生物工程将成

为主导产业。      

        经济现代化第六次浪潮预计发生在2050～2100年期间，以新物理学革

命为基础，包括文化经济和体验经济的全面繁荣。超级制造将取代人类的许

多劳动，超级运输将使人类可以到达它们想去的地方，文化生活和精神体验

将成为主导产业。     

        发展中国家与第四次浪潮的尴尬关系      



        在经济现代化的第四次浪潮中，发展中国家曾处于非常尴尬的局面。一

方面，它们没有完成工业化，前三次浪潮的任务尚没有完成，现在又不得不

面对第四次浪潮的压力；另一方面，如果它们积极推进第四次浪潮，只有少

数国家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多数国家将沦为发达国家第四次

浪潮的产品和技术的海外市场，成为被剥削对象。      

        由于第四次浪潮代表了世界经济的方向和未来，发展中国家只有三种选

择和四种结局。     第一种选择是拒绝第四次浪潮，先完成工业化尽管这种选

择符合逻辑，但它的结局并不妙。一般而言，结局是与世界经济前沿的差距

将进一步扩大。其实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这种选择难以成立。     

        第二种选择是拥抱第四次浪潮，同时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这种选择也是

符合逻辑的，但难度很大。因为，很难确定信息化和工业化的优先关系和比

例，也没有成功的案例可借鉴。这种选择有两种结局。好的结局是在国际高

技术和信息化市场获得一席之地，逐步迎头赶上。坏的结局是成为发达国家

的海外市场，或在与发达国家的竞争中被拖垮。最后，工业化和信息化都没

有实现。      

        第三种选择是放弃工业化，直接进行第四次浪潮这种选择不符合逻辑。

历史不会跳跃，只会慢走或快跑。试图跨越历史发展阶段，迄今没有找到成

功的先例。极有可能以失败而告终。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会被卷入第四次浪潮，

国际经济差距也会越来越大，国际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这必然孕育着危机

与风险。      

        中国经济现代化起步比先行国家晚了100年      

        在300年前，在世界经济现代化启动的前夕，中国仍然是世界财富的中

心，也是世界经济的两个中心之一，另一个是崛起的欧洲。当工业革命悄悄

改变欧洲经济体系的时候，中国还沉睡在“中央之国”的迷梦里。      

        中国经济现代化起步比先行国家晚了100年，探索和调整又花去100

年，直到20世纪后期才走上经济现代化的理性轨道。      

        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阶段与中国现代化的阶段有紧密关系。目前，我国学

术界比较公认的看法是，中国现代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它们是1840～1911

年、1912～1949年、1949年至今。第一个阶段是清朝末年的现代化启蒙和

探索。第二个阶段是“共和时期”的现代化探索和推进。第三个阶段是新中国

的现代化探索和追赶。      

        在20世纪后20年里，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的高增长率，经济成就令人

瞩目。然而，漫长年代的差距积累，使中国经济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已经

很大。根据《世界发展指标2003》提供的数据，按1995年不变价格计算的

2000年人均GDP，中国为825美元，比1999年增加56美元，增长率约为



7.2％；美国为31843美元，比1999年增加887美元，增长率约为2.9％。

2000年中国人均GDP的年增长率是美国的2.5倍，但年增长量仅为美国的

6％；2000年中国与美国的人均GDP的差距扩大了831美元。      

        历史遗憾中国曾经三次错失机遇      

        中国经济现代化必须抓住机遇，我们在历史上曾经错失三次重大机遇。

在世界经济现代化的300年里，中国丧失了三次经济现代化的良好机遇。中国

是经济现代化的后发国家，起步就比别人晚，丧失重大机遇，更是给中国经

济现代化雪上加霜。      

        第一次是1793年错失第一次工业革命扩散的机遇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在

1763年前后，1825年英国议会解除机械出口限制，工业革命向欧洲大陆扩

散。1793年，也就是工业革命开始后的第30年，英国国王乔治派使者访华，

请求建立外交关系。当时的清朝皇帝乾隆，拒绝与英国建立外交关系，使中

国工业化的起步晚了约70年。      

        第二次是1842～1860年错失第二次工业革命起步的机遇1842年鸦片战

争失败后，清朝没有及时调整经济政策，反而用幻想来欺骗自己，拒绝去认

识外面的世界，拒绝改变旧制。当时的欧洲，第二次工业革命正在酝酿之

中。1870～1913年以电气化为主要特征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世界

的经济格局。美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家抓住机遇并获得成功。尽管1860～

1894年的洋务运动是中国工业化的起步，但这种工业化是被迫的和被动

的。      

        第三次是1957～1976年错失第三次产业革命技术转移的机遇第二次世

界大战结束后，西方进入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发生了以自动化为主要特

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工业技术，韩国等国家和

地区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中国则接连发生政治运动，失去接受工业

转移的机遇。      

        中国经济现代化还曾发生两次进程中断。      

        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年）中国工业化进程被战争所打断，工业

化水平出现倒退，大约到1952年才恢复到1936年的水平；日本对华侵略战

争，使中国现代化进程延误了20年。      

        文化大革命时期（1960～1977年）中国工业化进程被政治运动所打

断，工业化水平倒退。在“文化大革命”前后，中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从1960

年的41％下降到1968年的31％，1970年恢复到40％；工业劳动力的比重也

从1960年的16％下降到1965年的8％，此后10年在10％左右徘徊，1977年

才恢复到15％。      

        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任务非常艰巨。如果把人均GDP和经济结构的综合年

代差理解为中国经济现代化水平与其他国家的年代差距，那么，2001年中国



经济现代化水平的国际差距十分显著。2001年中国与美国等7个国家的综合

年代差在100年左右，与德国等7个国家在80年左右，与日本等6个国家在50

年左右，与葡萄牙等5个国家在30年左右。所以，中国要达到世界经济的先进

水平和中等水平，需要长期艰巨的努力。      

        展望未来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战略要点      

        三个重点在21世纪前50年，中国经济现代化至少有三大重点。     

        其一是经济质量，其二是经济结构，其三是国际经济竞争力。      

        十项建议      

        （1）组织研制和实施中国经济现代化和地区经济现代化量化目标的路

径图。      

        （2）21世纪前50年以提升经济质量为重中之重，实现经济战略的两次

转型，全面提高劳动力素质。      

        （3）21世纪前30年完成新工业化和信息化，实现工业化模式的六个转

变。      

        （4）21世纪前30年基本完成经济基础设施现代化。      

        （5）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转型，完成产业结构和十大产业的战略调

整。      

        （6）持续推进流通、消费和分配结构的调整，提高分配公平性。      

        （7）持续控制和缩小经济不平衡性，提高经济协调性。      

        （8）完善中国经济参与国际竞争的宏观基础；组织汇编国家经济法

典，制定国家经济信息透明法，建立国家经济政策评估中心和组建国家小企

业服务局。      

        （9）培育中国经济参与国际竞争的微观基础；培育企业国际竞争力，

提高企业家国际竞争力，加强国际经济竞争理论研究，5年培训百万企业

家。      

        （10）改善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环境。 

新民晚报  汪一新综合整理     2005325  

返回

 版权申明    免责条款    隐私保护 

2005年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版权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