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承》2010 年第 7 期哲学与历史

所谓现代化，是指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社会向现

代文明社会过渡的过程，也即人类文明向更高级水平或阶段的

转变过程。这种转变不是一种自然和缓慢的演化，而是一种自

觉革命（或变革）和建设行为，其特点在于把各种要废止的或摒

弃的东西都列入“传统”以作为“现代”的对立面。现代化使工业

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基

本内涵包括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先进科技，以及以此为基础的

生活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形态。[1]

在 19 世纪中叶“西方的冲击”下，中日两国开始被卷入世

界性的现代化浪潮中，两国在相似的国际背景下开始在漫长

的现代化道路跋涉。起初中日两国作出了一连串相似的举措：

先是都坚持“闭关锁国”，其后分别采取“中体西用”和“和魂洋

才”模式，只学西方的科技而排斥其制度和思想，再后开始探

索各自的现代化道路。但几十年后，中日两国却呈现出强烈的

反差：日本成功地克服了殖民地化的危机，发展成为独立工业

国，走上了建设西方新式工业化强国的道路；而中国丧权辱

国，错过了改革图强的时机，陷入了半殖民地化的泥潭，越陷

越深。本文将就中日现代化进程中形成反差的因素进行探析

与比较。

一、政治因素之比较

第一，两国的政治体制及政权结构不同。中国的权力结构

是垂直型的，是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落后的满洲贵族和

汉族中腐朽的大地主、大官僚阶级联合统治，中央对地方的控

制极为严密。近代革新力量因为没有地方的强权保护而得不

到发展，大大地限制了改革的广泛性、深入性和可能性。日本

的权力结构是多元平行型的，政权由天皇、幕府和地方诸侯组

成。天皇为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实权集中于幕府，地方诸侯

隶属于幕府。对于幕府来说，各藩都是经济与政治的独立体，

因而有很强的独立性与对抗性。这种地方与中央的微妙关系，

使社会变革获得强大的政权取代力量。
第二，两国的革命领导力量不同。慈禧太后作为最高政治

权力决策者，没有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任何意识，而领导集

团除奕䜣、李鸿章等人外，只是一些主张改革的地主阶级开明

派，他们的封建性是没有改变的，做的只是对旧体制的修补，

并无全面改造封建政治、经济结构，致使早期现代化始终在

“器物层面”上徘徊，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日本有围绕明治天

皇掌权的一批武士，他们是从旧体制分化出来的“官员型”政
治精英，不仅熟悉国情，而且较早接触西方文化，并实地考察

调研了欧美的资本主义制度，对西方各国有深刻的认识和理

解，他们用心地探索比较接近本国国情的有选择性、自主性的

“赶超型战略”。
因此，当“西方的冲击”猛烈袭来之时，中日两国的政治统

治核心作出了完全不同的反应：中国末代皇朝清廷腐朽衰弱，

全无改革内在动力；日本的明治政府生气勃勃，锐意改革开

放。[1]面对“西方的冲击”清朝显露了“制度疲劳”症状，统治集

团昏庸没落，孤陋寡闻，既缺乏对西方文明的基本了解，也无

力“自上而下”地领导一场面向现代化的改革，甚至对国内出

现的一切改革苗头都一律予以残酷的镇压和扼杀。而与此相

反，当民族危机到来之时，以下级武士阶层为核心的日本改革

势力打起“尊王”的旗帜，一举实现倒幕，通过“大政奉还”的形

式建立了以学习西方为取向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体制，

得以很快地步上富国强兵的现代化轨迹。

二、经济因素之比较

第一，两国自然经济相异。在西方的势力东渐之前，中国经

济基本实现着自给自足，在近代前夕还有大量的茶叶、生丝出

口海外，足以用以抵消对西方国家的鸦片和棉织品的进口，在

此状况下，经济危机意识较缺乏。[2]与此不同，日本在西方货品

大量输入的情况下，没有同量物品足以抵消其巨额入超，经济

的薄弱使其拥有经济的危机感，促使其努力向西方学习，寻求

能够用来增加生产的一切科学技术，以推进现代化进程。
第二，两国的土地制度相异。中国是地主制，日本是领主

制，前者可以自由买卖，因而具有流动性，后者的财产固定。在
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地主制灵活而富有实力，土地所有权的流

动可以通过自由买卖实现，这扩大了社会各阶层的流动，因

而，难以有否定现有经济体制的中间阶层出现，因此阻碍了社

会变革。而财产所有国有化的领主制，僵硬而脆弱，领主向下

转嫁财政困难，遂在士族内部造成一个怨敌———下级武士，使

之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政治力量，推动了现代化进程。
第三，两国的市场统一程度相异。[3]统一市场是国家、民族

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国家富强的重要条件。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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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中日两国早期现代化的不同历史命运可以看出，日本的成功在于：它有大批政治精英、武士作为推动社会变革

的政治力量；努力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实施积极的经济政策；批判性吸收儒学，全面摄取外来文化，实行庶民教育；拥有优越的

国际环境，得以很快地步上富国强兵之路。而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延误，有其封闭、守旧、集权等近代的落伍性、制度的独特性、社
会发展的停滞性等内部原因，也有西方资本主义的渗透和帝国主义的侵略等外来因素的干扰，因此步履维艰，最终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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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的市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才建立起来，统一市场

的迟迟不能成立，分散的地方市场成为了买办资本家和地方

军阀政权存在的基础，严重阻碍了现代化发展。而日本在江户

时代中期已经大体形成了以大阪为中心的国内统一市场，以

统一市场为基础，产生了强烈要求实现统一国家的倾向，为国

家的稳定而努力，大大推动现代化发展。
第四，两国引导经济发展的行为主体及政策相异。在中

国，引导经济发展的主体是部分地方官僚，企业的创立往往与

地方官僚自身的命运或地方的局部利益紧密联系，这种缺少

全国规划的地方行为在市场发育先天不足的情况下是难以创

立近代产业体系的。[4]在日本，中央政府通过制定政策、设立示

范工厂，引导新兴工业，创立了全国的产业结构体系。正如洋

务运动实行官督商办的方式，“商为承办，官为维持”，使洋务

企业的发展严重受到官僚滥用私权的阻碍，官僚们在企业中

任人唯亲，严重影响到企业的健康发育成长。而日本的殖产兴

业，在适当的时候及时将官营工厂和半官营工厂拍卖出售给

民间，殖产兴业政策遂转换为以民营工厂为中心，企业的经营

机制改革使企业独立享有经济发展决策权，大大地推动了经

济现代化发展。
同时，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早期中日两国在闭关锁国政策

上的具体做法的差异。日本所实行的仅是形式上的闭关锁

国，实际上仍积极了解欧洲发展，打听外部世界情况，且仍

有贸易往来，因此，为本国经济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

之后的经济起飞做好铺垫。[5]而中国长期处于亚洲册封体系

的中心，华夷思想严重，政府长期通过闭关锁国来加强自己

的统治，严重限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阻碍了中国的经

济现代化发展进程。

三、文化要素之比较

第一，中日儒学的差异。儒学的部分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对

现代化的发展是起阻碍作用的。因此，在两国社会内部能否产

生背离、批判儒学的思潮就成为现代化的启动的重要因素。在
传统中国，规定人们精神状态的价值体系还得归结于儒教。韦
伯在谈到儒教的本质时指出，儒教包含下面四层含义：一是伦

理，二是现实世界的普通人的人伦，三是对现世秩序及习俗的

适应，四是为有教养的普通人而准备的行为准则和社会礼仪

规则的巨大法典。而其最本质的一点在于把现代社会的秩序

局限在血缘社会的内部。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领导的新

文化运动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大多数进步的知识分子都试图

否定儒教，从西洋引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求变革现实社

会秩序的教义。儒教最终不能产生从内部变革的传统社会的

原动力，这同从儒教中寻求自己统治正统性依据的士大夫阶

层不能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承担者这一事实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德川幕府时代，儒教被定为幕府的官学、但日本的统治阶级

并不是文人而是武士阶级，所以，中国士大夫阶层的思想儒

教，在德川时期的日本，变成了教育日本武士处世方法的伦理

学。德川家康把儒学定为官学的目的当然是想通过儒学，将幕

府等级制度加以合法化。但事实上，日本的儒学没有朝着这一

方向发展。幕府末期，儒教走上了现实批判的道路。受儒教影

响的下级武士中所以能出现担当起推进明治维新的武士，就

是因为这一缘故。
第二，摄取外来文化方式的差异。日本属于全面摄取型，

中国属于部分摄取型。日本由于地理位置孤立的自然条件而

产生浓厚的民族危机感，使得日本素来有接纳和吸收外来文

化的良好传统。对于他们来说，“所谓外国就是长时期内经常

给自己带来文化的地方，来自外国的文化往往为自己带来了

新的便利和富裕”。[5]而中国由于长期处在亚洲册封体系的优

越位置，一向以天朝大国自居，对外来文化则不屑一顾，顽固

地排斥西学，阻绝了吸收西方近代文明的途径，也阻碍了汇总

过后对西方的认识。此外，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排他性，由于

害怕“用夷变夏”，有失国体，所以坚持学习西方时“中体西

用”，只在器物层面上接受西学，因此影响了对外来先进文化

的学习与吸收。
第三，两国的教育形态的差异。日本属于普及、能力提高

型，中国属于选拔、达到目的型。日本早在江户时代全国范围

内就已经自发地普及了平民教育，儿童就学率很高，庶民教育

增加了高质量的劳动力，为生产力的提高创造了条件，，从而

为国家、社会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6]而中国的教育

普及率极低的问题历来是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后遗症

来解释，中国的教育是以科举为中心展开的，只有单纯为了录

用考核的呆滞死板的八股文，没有充实的学校教育，不能真正

提高国民的素质，缺乏社会改革的驱动力，大大阻碍了社会现

代化进程的发展。

四、国际环境之比较

首先，中日两国早期现代化发生在工业革命、世界走向一

体化的时代，国际环境成为制约其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19
世纪中叶，中国和日本面临的民族危机表面上类似，实质上具

有很大差异，当时，从印度洋东渡而来的西方列强更为垂涎的

瓜分对象是中国，而不是作为西方国家“东方航线”终点的日

本。19 世纪中叶，日本被迫同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

条约，面临着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危机。但此时西方各列强

均处于对东方侵略的一个相对和平的间歇期，都由于自身问

题的困扰而无暇顾及日本的事务，日本就暂时赢得了宽松和

平的国际环境。[7]而中国始终处于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下，缺乏

资产阶级获得政权的根本性前提，不可能完成近代化的任务。
尽管中国也进行了“变法自强”的戊戌变法，但那时西方各列

强已摆脱了自身问题的困扰，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正开始大

肆侵略亚非拉。由于日本只是边缘小国，资源贫乏，战略意义

和经济价值都不大，而中国地大物博，因此，瓜分中国和武力

干涉愈演愈烈，中国维新派所遇到的阻力更大了。[8]从这个意

义上说，中国为日本及东亚各国吸引了西方侵略的主要注意

力，为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提供了屏障。
其次，当时亚洲正处于第二次民族运动的高潮。亚洲人民

的反殖民主义反封建主义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西方殖民列

强的侵略势力，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日本所受的外部压力，牵

制了西方列强对日本的侵略。然而，日本却在资本主义现代化

过程中，疯狂地推行帝国主义政策，大肆侵略中国、朝鲜及其

他亚洲国家，其国力的急速上升是以打断和牺牲东亚其他国

家的现代化进程为代价的，整个东亚的资源、市场、人力和物

力支撑了日本的发展。[9]通过对邻国的侵略，日本的资本原始

积累真正充分展开，工业革命迅速完成，加速了日本现代化的

步伐。可以说，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就一直走的是通过海外扩

张迈向现代化的独特道路，也是以牺牲东亚其余各国家和地

区的现代化为代价换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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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日两国早期现代化的不同历史命运可以看出，日本

的成功在于它有大批政治精英，有武士作为推动社会变革的

政治力量；拥有紧迫的经济危机感，努力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

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有统一的国内市场，积极了解欧洲发

展；实施积极的经济政策；批判地吸收儒学，全面摄取外来文

化，实行庶民教育；拥有优越的国际环境，得以很快地步上富

国强兵之路。而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延误，有其封闭、守旧、集权

等近代的落伍性、制度的独特性、社会发展的停滞性等内部原

因，也有西方资本主义的渗透和帝国主义的侵略等外来因素

的干扰，因此步履维艰，最终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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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5 年的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不断升值，截止

到 2010 年 5 月人民币累计升值己超过 17%。今年 2 月，美国

总统奥巴马公开发表声明敦促人民币升值，随后关于人民币

是否应该升值的争论一直不绝于耳。从目前的状况来看，人民

币很可能会升值。人民币升值后，如果国内外商品的绝对价格

不变，本国出口商品的价格将比以前要贵，这会减少我国出口

商品的低价优势，从而降低我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

二、中国进出口贸易发展的对策及建议

1.促进进出口结构的升级，优化加工贸易，向高技术产业

转型

在充分利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的同时，着

手在高技术领域建立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对于高新技术和机

电产品的出口给予优惠的支持，逐步减少初级产品和高耗能

产品的出口；在进口方面，积极推进国内短缺的能源、矿产资

源、原材料的进口，着力吸引跨国公司把更高技术水平、更大

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到我国，逐步从代加工向代设

计和自创品牌的核心竞争力方向发展；引导加工贸易企业更

多地采用国产料件，延伸产业链条，加强对各个地区经济的促

进作用。
2.要高度重视进口增长方式的转变，发挥进口在促进我

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完善进口税收政策，扩大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及零部件和

国内短缺的资源、原材料进口，缩短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以

进口带动出口，进而实现赶超。同时，我国应该充分发挥进口

大国优势，积极融入全球资源定价体系，逐步掌握资源进口的

主导权。
3.扩大内需，减少对贸易的依赖程度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市场规模巨大。随着经济的发展，

我国居民收入水平逐步提高，但是这些收入大部分以储蓄的

形式停留在银行，国内消费明显不足，扩大我国内需的潜力非

常的大。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我们可以通过扩大内需带动经济

的发展，减低对外贸易的依存度。为此，国家应该继续实施积

极的财政政策，努力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配合运用税收、价
格等经济杠杆，全力解决有效内需不足的矛盾。

4.加速市场多元化步伐，及时调整贸易流向

企业要大力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在巩固欧盟、美国、日
本、香港等传统市场的同时，着力开拓南美、东南亚、南亚、中
东、非洲、东欧、俄罗斯等新兴出口市场，防范单一市场的不稳

定风险。汇率的变动确实会影响对外贸易，但此处所说的汇率

指的是有效汇率（A币的有效汇率 =∑A 国货币对 i 国货币的

汇率指数 （以基期为 100）× A 国对 i 国贸易额 /A 国全部贸

易额），通过贸易的多元化，改变我国对各国的贸易比重结构，

以便使本国货币对某一种货币升值的同时，实际有效汇率保

持贬值，减少汇率变动对本国贸易余额的不利影响。
5.加强国际协调

国际贸易是发生在两个以上国家之间的交易，减少贸易摩

擦需要各国达成共识。首先，我国应该积极开展在世贸组织争

端解决机制下的磋商，在世贸组织规则、法律框架之内，与各国

进行磋商与沟通，保证对各国的公平。其次，在必要时候，我国

也可以采取“反制”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威慑贸易伙伴国的贸易

保护主义的势力，迫使他们谨慎行事，减少日后的贸易摩擦。
6.加强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的谈判,扩大自由贸易区内

贸易

我国可加快中国 - 东盟、“东盟 + 中国”（即“10+1”）和

“东盟 + 中国、日本和韩国”（即“10+3”）等区域合作的步伐，

加大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合作程度，减少贸易摩擦。
7.外贸企业要高度重视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加强跟踪

研究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

研究和适应人民币浮动汇率机制是企业经营管理中的长

期任务，企业要把应对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作为经营管理的

一项关键举措摆上重要的议事日程。尤其是要关注近期人民

币兑美元、欧元、日元等主要币种的汇价变动情况，深入研究

人民币升值对本企业出口的影响程度，努力增强应对工作的

针对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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