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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分析所处地位

不断增强综合国力

——读郭吴新教授《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一文

周茂荣　陈恕祥

　　郭吴新教授发表于《湖北社会科学》1997 年第 4 期上的《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

位》一文, 是一篇以战略眼光审视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及其变化趋势的科学论文, 是

郭教授自 80 年代初以来长期坚持对当代世界经济格局进行深入研究而发表的系列论文中的

又一佳作。

论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以大量翔实资料与数据, 论述了建国以来的两个阶段、特别

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在此基础上, 作者着力在第二部分对中国在

世界经济中地位的变化作了深入论述。在论述过程中, 作者不仅使用了象工农业主要产品的

总量、国内生产总值等指标来进行国际比较, 而且还采用现行国际上通行的综合国力计算方

法来予以计算, 并从中得出一些令人信服的结论。在文章的第三部分, 作者首先简要概括了

当代世界经济格局的特点, 然后用主要篇幅对下世纪特别是 2050 年前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发

展前景作了科学的分析和预测。文中, 作者以党和政府关于我国经济分三步走的战略为出发

点, 经过缜密的分析和计算, 指出: 到本世纪末, 我国将作为跨进小康生活门槛的国家, 开

始从小康生活向富裕生活即中等发达国家生活过渡; 到 2025 年,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接近

甚至超过日本, 在国际排序中将上升至第 3 位或第 2 位, 届时中国将走出地区经济大国地位

而进入世界经济大国的行列, 成为世界经济格局中的新极; 到 2050 年,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甚至会超过美国而居第一位。但正如作者在文中所指出的, 即使如此, 中国由于人口众多, 同

西方发达国家相比, 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将只及那时西方发达国家平均值的 1ö2, 即大体相

当于爱尔兰、新西兰和西班牙今天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所处的地位, 也就是说只能达到刚够跨

进发达国家门槛的中等发达国家经济水平。

综观全文, 其突出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以事实为依据, 处处让事实说

话。作者在文中引证了大量的经济资料包括数据资料, 但又不是简单地、肤浅地罗列材料, 而

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 对其进行周到、深入的分析, 通过比较和自己计算, 然后从

中得出经得起检验推敲、具有独到特色、表述精炼准确的结论。第二, 始终坚持“一分为

二”的科学态度。例如, 作者在对建国以来两个阶段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的论述中,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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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肯定 1949—1978 年的国民经济恢复及初步工业化阶段的成就的同时, 也指出“当时我国

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正面临着一系列迫切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 其中最关键的是急需进行经

济体制的改革和实行对外开放。”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面貌所出现的六大惊人变化之

后, 作者得出结论: “尽管我国经济中当前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困难, 但改革开放以来

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是伟大的、有目共睹的。”这种对客观事物的一分为二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分

析方法在作者对我国在未来世界经济格局中地位变化的论述中也处处可以见到。这说明, 作

者在作出自己的论断时始终采取了冷静的、审慎的态度, 力求恰如其分, 力戒片面武断, 这

就使得作者所得出结论更加可信, 具有更强的说服力; 第三, 文章结构严谨, 布局合理。作

为全文各方面分论点的科学结论, 在作者层次清晰、逻辑严密、丰富周密的谋篇布局下, 组

成围绕文章主题的科学论断, 把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及其变化, 从历史发展到现实

状况再到未来趋势, 完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文章以科学性为基础, 从选题到论述体现出高屋建瓴、战略审视的气势, 从而既具有重

要的学术价值, 又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这种现实意义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 文章启示

人们在思考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不同时期战略决策问题时, 清醒地、科学地认识中国在世界

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及变动态势, 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既正确地认识中国自身现状, 又

准确地把握我们所处的时代特征和国际环境, 才能审时度势, 抓住机遇, 正确制定经济发展

战略, 推动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面临世纪之交, 世界各种类型的主要国家都很

注重对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及各自所处地位的研究, 目的就在于据此以确定自己的发展战略, 扬

长避短, 以便在下一世纪的综合国力竞争中占据对自己更为有利的地位。如果说这种综合国

力的竞争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话, 那么对于世界经济格局及一国在其中的地位的研

究, 便犹如战时把握敌我布阵态势一样, 只有知己知彼, 方能百战不殆。中外经济发展史上,

或由于错过时机而落后, 或因盲目冒进而欲速反不达的例子都太多太多了。其二, 有助于干

部群众以更高更远的眼光正确地认识形势, 坚定推进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信心。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常常可以发现这样两种倾向: 一些人只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所取

得的成就一面, 因而容易头脑发热, 想“一步登天”, 另一部分人则只看到改革开放中所出现

的问题, 一叶障目, 把形势看得一无是处, 以致产生悲观情绪。对于抱有这两种思想情绪的

人, 读读郭教授这篇论文都会获益匪浅。在国际上, 一些人有意无意散布“中国威胁论”, 也

有人耸人听闻, 提出“世界将因中国人无法养活自己而导致全球性饥荒”的论调。郭教授的

论文在实际上对它们作了有力的批驳。

综上所述, 郭教授的这篇论文, 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严谨治学的态度, 作出自己具有

很强科学性和说服力的研究成果。它既具有重要的理论学术价值, 又具有提供决策参考和思

想政治教育意义。我们相信, 这篇科学论文必将在学术界、教育界和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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