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被中国超过已是大势所趋，甚

至成为现实。不过，这并非中国经济第

一次超过日本， 而是历史上的第三次。

我们从沧海桑田的中日经济发展变迁

之中， 可以看到中国命运的曲折多艰，

悟出许多治国安邦的道理和思考。

从古代到清末，中国一枝独秀于东

亚，曾占据世界GDP头把交椅、领先日

本至少3000多年，即便甲午战争时,清

朝的GDP也数倍于日本。而随着外强入

侵、军阀混战、社会凋敝，中国的GDP不

断下降，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日本

GDP历史性地超过中国，改变了数千年

来GDP弱于中国的局面。但是日本GDP

领先中国的现实仅仅持续了十几年时

间就由于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的战略轰

炸而终结。

尽管中国比日本多打了三年内战，

但是“二战”对于日本经济的打击远远

超过中国。 因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

期，饱经战乱的中国的GDP竟然相当于

日本的两倍。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年间，

虽然中国人生活水平很低，但基本上安

居乐业，比日本强出许多。

大跃进时代，“超英赶美”的口号激

动了一个时代的中国人，就是因为不了

解日本置之死地而后生， 化腐朽为神

奇，率先“超英赶美”的是日本而不是

中国。随着日本逐渐崛起，1960年GDP

与中国持平。此后几年接连上窜，连续

三年超过传统老牌欧洲强国，1966年

超过法国，1967年超过英国，1968年超

过德国，跃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苏两

个超级大国。

按照中日两国增长速度来看，

2010年中国经济超

过日本已是不争的

事实。连日本内阁也

坦然承认：“目前可

以基本肯定 ，2010

年日本将被经济高

速 发 展 的 中 国 超

越。” 而在许多具体

经济领域，中国早就

超过日本位居世界

第二，乃至跃居世界

第一。不过，众所周

知，两国经济具体情

况仍有很大差异，中

国人均年收入就和

日本相差很远。

2009年12月24

日，《国际形势黄皮

书》对11个国家的综合国力进行了分析

评估，位居第二的是日本，中国仅仅位

列第七，这显然比单纯GDP差距更加明

显， 同样落后于日本的领域还有很多。

我们看到，即便甲午战争时期中国GDP

超过日本，仍然免不了落后挨打。因此，

看GDP的数量也要看质量，既看GDP本

身也要看其他诸多领域，这是衡量一个

社会和国家是否成功的标准。

在商务部17日举行的例

行新闻发布会上， 商务部新

闻发言人姚坚表示，GDP数

据只是国家经济实力一方面

的反映，相较GDP数据，更应

关心人均数据。 中国的人均

GDP只有3800美元， 在全球

排在第105位左右。而按照中

国人收入1300元的贫困标准

线， 全国还有4000多万人没

有脱贫。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回应

GDP总量超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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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超日本理所当然

作为有幸观察到中国实际国情

和发展阶段的日本人，毫无疑问，我

比留在国内的同胞更加适应这一天

的到来。2003年我刚到北京的时候，

中国的GDP仅排世界第七名， 位居

美日德法英意之后。7年来， 我亲眼

看到中国经济迅速发展，GDP逐步

超过四个欧洲国家， 现在超日本也

是理所当然，不算什么大事。

(加藤嘉一)

庆功酒浅尝辄止吧

与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

比较，中国5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只

相当于后者总产出的三分之一，差

距仍然很大。 即便中国能保持当前

的增长速度， 也要花至少10年才能

赶上美国。 中国应该把更多的注意

力集中于如何调整经济增长结构，

如何进一步提高全民福利上。 至于

名次提升的庆功酒，浅尝辄止吧。

(陈序)

我们的钱来得太辛苦

1990年开始， 美国的空壳经济

模式基本成型， 从此开始了一个新

时代。在这个新时代，美国的富强逻

辑已经与之前经历的两百多年发生

了根本的改变。 这时的美国是靠着

几驾马车在全球虹吸财富而维持世

界第一富强地位的：金融“掠夺”；技

术专利与品牌； 娱乐业。 如果我们

不能在上面几个领域有突破， 即便

是人均超过了美国， 我们的钱来得

也太辛苦。 (叶楚华)

一不留神就会被捧杀

中国人口众多，发展速度之快，

经济总量居世界前列， 的确让人欢

欣鼓舞。但是，一平均到个人头上就

会感到“囊中羞涩”。仅此一点，就让

人不容乐观。否则，在外国人的莺歌

燕舞之下， 一不留神就会陷入被捧

杀的圈套。一旦这样，就如温水里的

青蛙，无需打骂，不用交锋，舒舒服

服就寿终正寝了。 (余昌军)

所需投资量将越来越大

中国的GDP增长大多是外延式

增长，是人口与投资扩张的结果，农

业时代是农耕区的扩张与精耕细

作， 而在工业时代是投资与产出扩

张的结果。 如今投资的边际效率越

来越低， 拉动一个GDP需要的投资

增量数倍于改革之初。打个比方，如

同一辆急速行进的大车， 靠单个投

资引擎驱动， 规模与惯性冲力越来

越大，所需要的投资量越来越大。

(叶檀)

中国经济赶超日本

意味着什么

微博热议

精博汇

■蔡律 http://blog.voc.com.cn/cailv

【前奏】

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独特模式取得的成

功。中国30年不间断地快速发展，经济实

力在2005年超过英国和法国， 并在2007

年超过德国，这一经济发展趋势让中国在

世界舞台上的政治影响力也逐渐增强。

但不能只看到经济规模令人自豪的

一面，更要看到中国人均GDP还不及日本

的零头， 世界排名也比日本落后92位，还

有经济结构、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能力

等等与日本、美国的差距。日本的企业生

产的是高科技产品，中国企业生产的大多

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国一些制造业的科

技、工艺能力、管理水平与日本也有差距。

财政收入巨大、政府手头宽裕，也表

明政府可以更方便更有效进行收入调节，

通过合理公共支出来反哺民生、促进社会

分配的公平公正。中国政府确保有财力大

幅提高在社保、医疗、教育、保障房等方面的

支出，解决国民的后顾之忧，从而提振消费，

而不是通过大量基建项目来拉动GDP。

中国崛起是给人类政治、经济、文化

乃至心理秩序带来重大冲击的事件。中国

需要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中国经济总量

超越日本， 以及同时伴随着中

国国际影响力和对地区事

务主导力的上升，将使中日两个国家的定

位和民族心理调适的过程变得更加微妙，

也将面临新的更大的挑战。

中日历史问题、钓鱼岛和东海油气田

问题上还存在严重的分歧，中美日三方关

系依然极其错综复杂，中日两国民间认知

和情感，依然非常脆弱。有专家分析说，经

济的发展和国力的提升，增强了中国民众

的自信心， 同时也使一些人产生自大心

理。在应对一些涉日事件尤其是日本的公

然挑衅时，自我伸张往往会战胜必要的理

性、克制与忍耐，出现一些过度的或过激

的反应。

作为一个至今依旧对中国保持经济

优势的国家，日本自然不愿意看到，甚至

不愿意承认中国赶超自己甚至最终双方

经济地位发生逆转的现实。

对此， 我们应该保

持清醒认识， 允许

日本对中国的强势

发展有一个心

理调适过程。

日本 16日公布

的数据显示， 中国二

季度经济总量超过日

本， 成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 日本今年二

季度GDP为1� .28万

亿美元， 而中国二季

度GDP为1� .33万亿

美元。 日本经济总量

已落后于中国。

历史上中国经济

三超日本启迪多

■王锦思

http://blog.voc.com.cn/wangjinsi

人均GDP

仅居全球105位

不少经济学家表示， 中国仍是一个人均GDP排在世

界百名左右的“穷国”，中国人均GDP只有日本的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