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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进入“发展起来以后”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傅高义   译  本报记者  温宪 
 

  全世界都对中国的增长刮目相看，却极少有外国人理解，应对那些“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

有多么困难和复杂 
  较之邓小平及其同事 1978 年开启改革年代时的中国，今年两会选举产生的新一届国家领导
人所面对的，是一个更为富强和丰富多彩的国家。 
  今日中国在国际社会享有远高于以往的地位。然而，今天的商业和社会比 1978 年要复杂得
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面临的制约也更多。全世界都对中国的增长刮目相看，却极少有外

国人理解，应对那些“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有多么困难和复杂。 
  相对而言，人们对环境问题更为感同身受。在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人们呼吸着被污染的空

气。然而，私家汽车拥有量的增长和重工业的规模，令控制煤炭和其它化石燃料的大规模使用变

得困难。华北平原很难持续为大量的人口、农田和重工业提供充足的水资源。通过快速扩大新能

源应用来迅速遏制污染和全球变暖几乎是不可能的，但立志要建立一个更美丽的中国，人们还得

竭尽全力。 
  满足一个有着如此众多人口的工业大国的能源需求，中国需要与其他国家合作，确保所需能

源来源，保卫这些能源供给线。不仅需要与能源供应国进行合作，中国还需要与其他能源进口国

合作，以确保全球能源供应和市场稳定。 
  当邓小平带领一个有着如此众多人口的大国开始改革开放时，曾鼓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

来”，以先富带动后富。现在的中国新领导人必须继续其前辈的工作，要求那些先富起来的人，

帮助在中国内地和偏远山区的人们致富。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尽可能地为最需要的人提供最低社会保障。现在的中国更富裕，医疗

保障水平更高，人们自然期望更好的社会服务和医疗保健。但是，现在的中国面对一个有着更多

流动人口、城镇化水平更高的市场经济社会，必须加强建设覆盖全民的福利支持和医保体系。由

于人口寿命延长，医疗需求增加，许多西方国家所设计的福利体系遭遇财政困难。作为后发国家，

中国有机会稳步推进全国福利和医疗体系，既能满足国民需求，又不致给国家预算带来严重压力。 
  为确保对城市人口的服务，防止农村人口短时间内大量涌入城市，中国现有的城市户籍制度

曾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沿海地区的城市拥有了更多的住房和更完善的设施，中国可以逐步放

松户籍限制，消除新老城镇居民间的差异。 
  几十年来，中国一直有着令人瞩目的增长，但不可能永远保持同样的高速。随着工资接近早

期发达国家水平，中国不可能继续快速增加出口。增加道路、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快速增

长，但现在中国多数地区已与现代交通网相连，这些方面的投资边际效益在逐渐递减。新技术有

助于经济持续增长，但随着增长速度不可避免的减慢，中国必须加强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体系建

设，缓解民众由于经济增速放缓而产生的不安。由于超过退休年龄的老年人比例在快速增长，这

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中国需要采取强硬措施打击腐败。最近一段时间，中国领导人在这方面传递了坚强的决心，

但还需要更加具体的制度化措施。低收入群体的医疗和子女教育应该得到保障，失地农民应该得

到合理补偿。控制房地产投机，以降低房价，让中等收入的年轻人家庭买得起房，也是需要认真

对待的重要问题。 
  当中国贫弱时，免受列强欺凌是整个国家的共同目标。现在，美国和欧洲不再像以前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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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到凭一己之力维持全球体系。降低大规模地区冲突和核威胁，减少全球物流、资金流动的风

险，减少气候变化和污染，符合中国的利益。有远见的领导人还应该对经济总量超过美国这一远

景有长远的规划。美国将不再拥有维持全球稳定的力量，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和重要贡献，维护

稳定的国际架构将很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