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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县域现代化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何秉孟 
 

 

 

     现代化问题，近几年来逐步成为我国学术界的热点问题。所谓现

代化，是指从不发达社会（广义社会、大社会）向发达社会迈进的过

程。从理论上对现代化这一概念进行分析，它具有两个鲜明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无穷无尽持续不断的长过

程。这就要求我们不能用静态眼光看现代化标准，因为没有固定不变的

现代化标准，今天被认可的现代化标准，20年、30年之后就可能落后

了。 

     虽然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的长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但也不是可望不可及的。因为，现代化的长过程是分为若干阶段的。不

同时段或阶段的现代化，是整体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截面。作为一个截

面，它的主要内涵可以量化为某些指标（体系）或标准，尽管这个标准

极具相对性。因此，现代化的这种阶段性标准又是可以把握的。这里，

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不要将漫长现代化过程中的不同发展阶段断裂成

“几次”现代化。 

     我们知道，从根本上说，现代化的动力是科技革命；由科技革命

推动生产力迅速提高，进而推动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从18世纪中期

始于英国的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至今已有两个半世纪。这两百余年

中，人类社会发生了4次科技革命：18世纪中叶的以蒸汽机的改进和广

泛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以电磁学、

电力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20世纪中叶以原子能理

论、技术的广泛应用和电子计算机技术的问世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

革命，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以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四次

科技革命。这四次科技革命，都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人类

的现代化进程。我们能否就可以因此而说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四次现代

化呢？很明显，答案是否定的。 

     分析一下四次科技革命，我们会发现，由于科技革命的内容不

同，现代化进程的不同发展阶段，其内涵也不相同。比如，前三次科技

革命，有一个共同点，即均同动力、能源有关（第一次是蒸汽机的应

用，第二次是电力的应用，第三次是原子能的应用）。因此这三次科技

革命，均直接作用于制造业领域或第二产业领域，是通过能源、动力资

源的开发利用，推进工业化，提升工业化的程度的。也就是说，工业

化、工业化程度的提升，是前三次科技革命推动的现代化进程的核心内

容。这种传统工业化过程，对于人类来说，是一柄双刃剑：在使人类巨

大受益的同时，也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留下了巨大的隐患。这主要是：



 

这两百余年的工业化及工业化程度的提升，主要是靠能源、动力资源的

高强度开发、各种生产要素的高投入、能源等自然资源的高消耗实现

的，使人类的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陷入空前危机。上世纪70年代的石

油危机，以及近几十年来全球性的气温升高、环境污染等等，向传统的

工业化道路、现代化路径发出了警告。 

     为应对人类现代化事业所面临的挑战，上世纪80年代，以信息技

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应运而生。第四次科技革命

推动的人类现代化进程同前三次科技革命推动的现代化进程有着巨大区

别：它主要不是依靠各种生产要素的高投入、能源等自然资源的高消耗

来提升工业化程度，实现经济增长，而是通过用信息技术、数字化技术

装备传统工业，实现自然资源的少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产出；不

仅如此，更重要的是，网络技术的发明与广泛应用，使长期缺乏可贸易

性的“服务”实现了贸易国际化，推动以服务性为主的第三产业空前发

展，极大地拓宽了经济的产业领域。由于低消耗、低污染、生态环境的

改善，以及以服务性行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的巨大发展，对于提高人们的

生活质量具有重大意义。因此，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是第四次科技革命

赋予当代的现代化进程的极其重要的内涵。 

     现代化概念的第二个特点在于，它是一个整体性、综合性概念。

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这种整体性、综合性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一个长期的分阶段的历史过程。其二，不仅是经济现代化，还

有社会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基础，没有经济现代化，不

可能有社会现代化；而社会现代化，人的全面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最终目

标。在当代，没有社会现代化，就不能说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因此，经

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都是当代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不可或缺的组成

部分。其三，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其现代化应该是其所辖的所有

地区、至少是绝大多数地区实现现代化。也就是说，不论发展多么不平

衡，每个地区的现代化都非常重要，都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 

     当然，这并不是要求所有地区同步发展，同步现代化，可以有先

有后，必须或更准确地说，只能有先有后；然后先实现现代化的地区带

动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地区。这是大国实现现代化的一般规律。认识这一

点，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幅员辽阔的大国制定现代化战

略来说，至关重要。 

     从“现代化”概念的综合性、整体性特点出发，我国不论是实现

全面小康也好，还是实现现代化也好，其范围必须覆盖我国的绝大部分

地域和绝大多数人口，仅有城市或小部分地区（如东南沿海）实现现代

化，不能算实现全国现代化；仅仅城市人口或小部分地区人口达到小

康，不能算全面小康。经过改革开放30年来的努力，我国的现代化进程

取得了巨大进展。但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幅员广大，加上底子薄，发展

不平衡，目前，基本小康和初步现代化所覆盖的地域（大中城市加上东

南沿海部分县域）不会超过国土的30%，人口覆盖面大致在50%左右，广

大的中西部地区及东南沿海部分农村，离基本小康和初步现代化仍有相

当大的距离。如何尽快解决这种发展不平衡，是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无

 



法回避的难题。 

     我国发展的不平衡，突出表现在东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城乡发

展差距、工农差距，以及不同人群因收入分配不公造成的贫富差距和困

扰我们多年的“三农”问题等诸方面，而县域正是这诸多矛盾（差距就

是矛盾）的交汇点。同时，县又是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等诸方面具有较为完全的行政职能的基层社区。改革开放以

来，晋江等一大批县市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在推进“县域现代化”方

面积累了成熟经验。可见，将推进“县域现代化”作为推进整个国家现

代化的战略重点，既适应了客观需要，又具备主观可能。贯彻党的十七

大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发展成果共享，着力解决

收入分配不公，为实现全面小康而奋斗等精神，应该把“县域现代化”

作为抓手。只有占我国国土面积、人口均将近80%的2000多个县域中的

绝大多数都实现了基本小康和初步现代化，我们才能理直气壮地宣告：

我国实现了全面小康和初步现代化。所以，“县域现代化”是我国实现

全面小康和基本现代化的基础，着力抓“县域现代化”具有重大的战略

性意义，研究“中国县域现代化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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