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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综合国力

时序轨迹与空间比较

综合国力，是指一个主权国家生存与发展所拥有的全部力最，即物质力、精神力和协同力

这三者的聚合力。它既包括各种现实的力量，也包括各种潜在的力量。综合国力是衡量一个国

家强弱的尺度。 对综合国力的测度已成为当代不少国家分析与考察自身和别国的整体实力及

其对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乃至人类发展与文明进步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手段。

1949 年 10月1 日，当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广场向全世界庄严宣布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

的时候，中国的综合国力即开创了其划时代的历史新篇。回首 50 年历

史，新中国的综合国力虽然历经曲折，但总体上还是呈现出迅速递增的发展态势。 这充分显示

和证明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邓小平同志指出：衡量一个国家的国力，要综合地看，全面地看。根据这一 论述及有关综合国力

的概念，这里拟构建如下指标体系作为构成反映我国综合国力的基本框架。

资源力：国土面积、耕地面积、耕地面积占国土面积比重、内河及领海水域总面积、平原面

积、森林面积、动植物资源、矿产资源、已探明能源储藏量、气候条件、人口总量、经济活动人口、

人口的文化构成、婴儿死亡率和平均期望寿命。经济力：GDP、GDP增长率、人均 GDP、GDP中

第三产业比重、工业总产值、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农业总产值、主要农业产品产量、总投资、总消

费、城乡储蓄存款余额、 财政收支总额、证券市场市值、黄金及外汇储备、进出口总额、出口商品

中工业制成品比重、环保投资占财政支出比重、客运总量、货运总量、邮电业务总量和城市化

率。 科教力：科技活动人员数、科学家及工程师、每百万人口平均科技活动人员数、每百万人口

平均科学家及工程师数、科技投资总额、研究与发展费用占GDP比重、科技贡献力、科技进步

率、各级教师总数、各级学校在校学生数、教育普及率、教育投资总额、教育投资占GDP比重。

文卫力：文化工作人员总数、文化艺术、事业团体及场所数、文化馆和图书馆及博物馆数最、出

版事业（图书、杂志、报纸数量）、广播、电影、电视事业、卫生技术人员数、每千人口医生数和每

千人口医院、卫生院床位数。国防力：常备军事人员总数、后备军事人员总数、国防投资总额、国

防投资占GDP比重、国防科技投入占国防投资总额比重、国防工业总产值、陆海空军基地数、

核威慑力量、战略物资储备和后勤支援、国防指挥管理体系。政治、外交力：国家战略目标、政治

制度和政治体制、政治稳定性、国家的领导、组织、决策能力、国民凝聚力、对外政治关系、对外

经济关系、对外军事关系、对外科教文卫等合作关系。

由于经济是综合国力的基础和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本文将在利用上述指标体系对新

中国的综合国力进行全面测算的基础上，重点对新中国的经济力作一系统的时空测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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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中国综合国力的历史轨迹

1. 综合国力高速上升，特别是经济力的发展总体上更是呈现强劲增长的趋势。 根据上述

综合国力指标体系，运用综合平分法，对我国 1952-1996 年的相关数据进行试算，得出新中国

各主要年份综合国力得分的估算值（如表1)。

表1 新中国主要年份综合国力和综合国力结构的测度值·

年\::
经济力 科教力 文卫力

I 
资源力 国防力 综合国力

经济份额
（％） 

l 952 6.0281 13. 1716 2. 8777 12. 1685 8-4 315 42-6772 14. 12

1965 10.2225 26. 8275 11. 0922 15-8162 JO. 0275 73. 9858 13. 82 

197S 15-6678 32.8204 10.8231 20. 5223 20. 9160 100. 7494 15. 55 

1978 18.8549 35. 5464 12.4075 21. S854 24. 4755 112. 8fi96 1 6. 7 1 

1980 22. 2317 35. 6403 13.7015 22-4012 28-2660 122. 2406 l 8. 19

1985 30.8137 37. 1378 16-2215 24. 9512 27. 9300 137.0541 22-48 

1990 40. 7792 41. 2204 18. 6942 2 9. 2 9 ] 9 42. 3360 172. 3216 23. 66 

1995 66.8451 50. 7931 19. 5377 31- 1267 9 2. 8 5 1 5 261. 1541 25. 60 

1996 73. 5 5 2. 5 2 1. 0 3]. 5 105. 0 283. 5 25. 93 

注 ． ：因资料来游所限．表中资源力得分以人力资源得分为基础再乘上 一 定的权数：国防力得分以国防费

用得分为基础再乘上 一 定的权数。因此这两大项指标得分偏低．但这并不影响序列增长的趋势。

由表可见，新中国综合国力的运行轨迹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段：（1)1952-1978 年，综合国

力得分由 1952 年的 42.6772 迅速上升至 1978 年的 112.8696 ，年平均增长率为 3.81%。 其中

经济力得分由 1952 年的 6.0281 迅速上升至 1978 年的 18.8549，年平均增长率为 4.48%。 在

这期间，经济力得分增长速度仅高出综合国力总得分增长速度 o. 67 个百分点；经济力得分占

综合国力总得分的百分比也仅由 1952 年的 14.12 ％缓慢上升至 1978 年的 16.71%。这说明在

该时期内，综合国力和经济力的发展虽然都比较快，但是经济力在整体国力中的份额增长却相

当滞缓。 (2)1978-1996 年，1978 年以后，新中国的综合国力开始以5. 25％的年平均增长率递

增。到 1996 年，综合国力得分已快速上升至 283．趴其中经济力的发展 更是呈现出一种颇为强

劲的增长势头。 经济力得分已由 1978 年的 18. 8549 猛升至 1996 年的 73.5，年平均增长率高

达 7.85% ，不但高出 1978 年以前 3.37 个百分点，而且还高出同期 0978-1996 年）综合国力

年平均增长率 2.60 个百分点。同时，经济力得分占综合国力的总得分的百分比也由 1978 年的

16. 71 ％猛升至 1996 年的 25.93%。 这充分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以更快的速

度提高，尤其是经济力在综合国力中的地位和份额在不断上升。

2. 经济力的发展呈现三大特征： 一是由以农业为基础、重工业为主导的
“

单项经济
“

增长

向以衣、轻、重并举为支撑、现代高科技产业为先导的
“

综合经济
“

增长转变；二是由粗放型或数

昼型经济增长向集约型或质昼型经济增长转变；三是由计划型和封闭式经济增长向市场型和

开放式经济增长转变。 这表明：中国经济的整体状况和综合国力已由
“

一穷二白
＂

迅速向
“

民富

国强
”

方向转变。 现将开国以来三个主要年份中反映新中国综合经济力的 28 项经济指标数据

列于表2（参见表2)。 表中信息反映以下特点：（l）从经济力增长的发展战略看，改革开放前 30

年，中国经济力的发展主要以衣业为基础、重工业为主导的
“

单项经济
“

增长为基本特征。 重工

业几项主要的实物虽指标（如钢、煤、原油、发电量、水泥和化肥等）的年平均增长率大都保持在

两位数以上的发 展 水平，特别 是 原油和 化 肥产量的 年 平 均 增长率 分别高达 23.40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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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62%。在重工业高速增长的支撑下，工业总产值也达到了10.08％的年均增长水平。该经济

发展战略，在当时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及军事形势背景下，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因为面临资本主

义世界的全面经济封锁和来自敌对势力的战争威胁，中国确实需要大力发展与国防工业密切

相关的并能支撑国计民生事业的重工业，尽快提高本国的基本国力，并以此来推动经济的发

展。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巨大变化，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各国

人民所追求的永恒主题。 中国经济力的发展也由
“

单项经济 “增长迅速向
“

综合经济
“

增长方向

转变。 由指标数据的动态轨迹可知，钢、煤、原油、发电量、水泥、化肥等重工业实物产量的年平

均增长率，1978-1996年要明显低于1952-1978年。 但是，综合反映工业整体状况的工业总

产值和综合反映农业整体状况的衣业总产值以及粮食、棉花、水果、肉类产品等衣业实物产

的年平均增长率，1978— 1996年却又明显高于1952-1978年。能高度概括经济整体发展状况

的综合性指标GDP，也达到了17. 75％的高年均（名义）增长率水平。 这说明以衣村改革为起

点、以农业的高速增长为支撑的工业化进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工业生产的附加值增长较

快，经济力发展的综合性空前提高。

表2 建国以来三个主要年份中反映新中国综合经济力的28项经济指标数据·

指
~～

标
～\－～～

年
～

—
份 1952 1978 1996 

1952-1978年的年 1978-1996年的年
平均增长率(%) 平均增长率（％）

GDP（亿元） 3624. 10 68593. 80 17. 75 
人均GDP（元） 379 5634 16. 18 

GDP中第三产业％ 23. 74 30. 76 1.45 
就业人口的第三产业％ g, 10 11. 70 26.00 o. 97 4. 54 

工业总产值（亿元） 349 4237 99597 10. 08 19. 17 
人均工业总产值（元） 60. 71 440. 17 8137. 74 7. 92 17. 59
钢（万吨） 135 3178 10124. 06 12. 92 6.65 
煤（亿吨） o. 66 6. 18 13. 61 8.98 4.48 
原油（万吨） 44 10405 15733. 39 23-40 2. 32 
发电社（亿千瓦小时） 73 2566 10813. 10 14. 67 8. 32 
水泥（万吨） 286 6524 49118. 90 12. 78 11. 87 
化肥（万吨） 3. 9 0 869. 30 2809.04 23, 12 6. 73
衣业总产值（亿元） 461 1397 23428. 66 4, 36 16. 96 
粮食（万吨） 16392 30477 50453. 50 2. 4 1 2. 8 4 
棉花（万吨） 130.40 216. 70 420. 30 l. 9 7 3. 7 5 
水果（万吨） 244-30 657 46528. 22 3.88 26-70 
肉类产品（万吨） 338-50 856-30 4772-60 3.63 10.01 
投资（亿元） 91. 59 668-72 12056. 20 8.28 17.43 
消费（亿元） 276.80 1558-60 24774. 10 6. 8 7 16. 61 
储蓄（亿元） 8. 60 210. 60 38520. 80 13. 09 33. 56
财政收支总额（亿元） 359. 70 2254-35 15345-54 7. 31 11. 24
进出口总额（亿元） 64, 60 355 24133. 80 6.77 26, 42 

出口商品中工业制成品％ 49. 70 85. 49 3. 45 
外汇储备（亿美元） 8.40 1050. 29 3 2. 8 4 
客运总贵（万人） 24518 253993 1244722 9. 41 9.23 
货运总董（万吨） 31516 248946 1296200 8-27 9. 60 
邮电业务总倩（亿元） 1.64 11. 65 1342-04 7. 83 30. 17
城市化率（％） 1 2. 4 6 1 7. 9 2 29-37 1-41 2. 78 

注. : (I)投资为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 ； 消费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1978年栏中的出口商品中
工业制成品比重为1980年的数据；1978年栏中的外汇储备为1979年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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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经济力上升发展的方式看，1952 — 1978 年主要是粗放型或数量型经济增长。 表 2 数

据显示，该时期经济的一 些主要总量指标，如反映各产业整体水平的工衣业总产值、主要工业

产品产械、客货运总昼、邮电业务总呈，和反映国家经济能力的财政收支总额、固定资产投资．

以及反映居民财富积累的储蓄存款余额等，都有较大的增长。但是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一系列

综合性指标（如人均工业总产值、第三产业比重和城市化率）的进展却相对缓慢。表明该阶段中

国经济力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主要以粗放式的数量推进为原动力。1978-1996 年，由于改革开

放的全面展开和不断深入，中国的经济在经过十多年的高速反弹和资本积累以后，已由原来的

粗放型或数量型增长迅速向集约型或质昼型增长转变。 在各产业总揖指标继续保持一定或较

大增幅的前提下，人均产出水平（人均GDP和人均工业总产值）的增长，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城

市化进程等，都获得了很大发展。 经济力的增长，在量的不断累积的基础上，产生了质的飞跃，

综合国力也由此跃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必须指出的是， 1978 年以来，从不 同侧面反映经济总

体水平的各主要综合性指标，如投资、消费、储蓄、财政收支和邮电业务总量，都获得了新一轮

的高速增长。这与其说是经济总量的加速增长，倒不如说是经济质量的提升。 因为这意味着改

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系统的运行已由能量集聚向能量辐射转换，并开始步入
“

新的能量集聚和

新的能量辐射
＂

的螺旋式上升的循环轨道 一一 从经济的空间流昼看，已由
“

梯度
“

集聚向
“

逆梯

度
＂

辐射转换；从经济的功能流量看，已由以生产领域为中心的能量集聚过程向以
“

生产一流通

一消费
“

一体化为中心的能量集聚和能量辐射过程转换。

(3)从经济力发展战略的实现途径看，1978 年以前是计划型和封闭式经济增长，1978 年以

后则逐渐向市场型和开放式经济增长转换。 表2数据揭示的前后两大时期经济运行的基本特

征，即能说明这一点。如以能充分概括经济开放程度的进出口总额和出口商品中工业制成品所

占百分比以及外汇储备这三项指标的动态变化为例，1952 年的进出口总额仅为 64.6 亿元，到

1978 年上升至 355 亿元，为 1952 年的 5.5 倍，年平均增长率达 6.77%。 该时期进出口总额的

年均增长率，低于同期的经济增长率。 并且在对外贸易中，主要以出口初级产品来换取国外的

工业制成品。 随着国力的增长，这种进出口商品结构失衡的状况得到逐步改善，到 1978 年，出

口商品中工业制成品的比重已上升至 49.70%，但仍没有突破 50 ％的大关。同年的外汇储备也

只有 8.4 亿美元。这些情况说明，1978 年以前的进出口状况虽比解放初期已有很大发展，但总

体而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并不大，经济力的发展主要是在计划型和封闭或半封闭经济条

件下实现。这既揭示了当时特殊的国际环境对新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定影响，也反映了我国综合

国力和经济力曲折向上的发展路径。1978 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生

活发生了根本性的 改变。改革开放的浪潮将中国计划型的和封闭或半封闭式的经济，迅速推向

了市场型的和开放型的经济。 到 1996 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已急剧上升至 24133.8 亿元，为

1978 年的 68 倍，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26.42%，高出
“

1952-1978 年
”

的年均增长率 19. 65 个百

分点。同时，经济开放度的迅速提高，不仅很快扩大了经济系统中对外交往的流量，而且还有效

推进了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升级与优化，从而迅速加大了对外经济交流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1996 年，出口商品中工业制成品的比重攀升至 85.49%，彻底改变了以大慧的低附加值产品

（初级产品）换取少量的高附加值产品（工业制成品）的被动格局；并基本确立了工业品出口国

的地位。外汇储备也迅速递增至 1050.29 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已接进 33%。市场型和开放式

的经济增长，使中国的经济力和综合国力步人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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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综合国力的国际比较

1. 综合经济力在世界 11 个强国或大国中已跃居第 7 位。根据前述经济力指标体系，利用

1980-1995 年的统计数据，采取综合评分法，对中、美、日、德、法、意、加、澳、巴西、印度等 11

个世界级强国或大国的综合经济力进行测算，结果见表3。

表3 1980-1995年新中国综合经济力的国际比较·

｀ 1980 （序位） 1990 （序位） 1995 （序位）

中国 21. 0519 (10) 39, 8136 (8) 53-0149 (7) 

美国 87. 7294 (1) 100.2299 (1) 111-6935 (1) 

日本 58. 4439 (2) 87. 3467 (2) 92.4768 (2) 

德国 57. 0295 (3) 70. 8938 (3) 78. 9856 (3) 

法国 49, 9284 (4) 63. 2918 (4) 72. 6509 (4) 

英国 35, 9331 (6) 46-4481 (5) 53-8412 (6) 

意大利 36. 2924 (5) 45. 1154 (7) 54. 3017 (5) 

加拿大 34-4250 (7) 45. 8171 (6) 52. 8911 (8) 

澳大利亚 29. 5440 (8) 39. 7047 (9) 47, 5464 (9) 

巴西 25. 7795 (9) 29. 9181 (11) 40-4795 (11) 

印度 18-7451 (1]) 30. 5338 (10) 41. 8961 (10) 

注· :(1)因资料来源限制，本表中外比较采用的指标体系与表1有所区别。 故中国经济力得分与表1略

有不同。(2)个别指标如GDP如遇货币单位不一致者．按当年汇率换算。

上表数据显示：中国的综合经济力在全球 11 个强国或大国中的排序，已由 1980 年的第

10 位上升至 1990 年的第 8 位；1995 年则又跃升至第 7 位，并且经济力的综合得分已与世界诸

经济强国的差距逐渐缩小。 估计到 2000 年，中国的经济力和综合国力可分别上升至第 6 和第

4位。 将逐渐挤身世界强国之列。

2. 从构成中国综合经济力的各经济变量的时空运行轨迹看，经济增长率高居世界榜首；

经济总量和国家财力分别跃居全球第7位和第 10 位；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稳居世界前列；投

资、消费和储蓄分别上升至第 4、第 9 和第 3 位；进出口总额和外汇储蓄分列世界第 10 和第 2

位；航空货运和航空客运则跃居第 6 和第 4 位。 (1)1980-1990 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

9.3%。 而同一时期美、日、德、法、英、意、加、澳、巴西、印度等 10 个国家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2. 7%、4.1% 、2.2% 、2.4% 、2.6% 、2.2% 、2.9% 、3.0%、5.9 ％和 1.5%。该时期中国的经济增

长速度已跃居世界首位。 90 年代初至 1997 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攀升至 11.0% ，比同期

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高出 7. 3 个百分点，比发达国家高出 8. 8 个百分点，比发展中国家高出

4.7 个百分点。经济增长速度又居全球首位，并巳拉开了速率的差距。 在 90 年代初世界经济周

期性衰退中，中国与东南亚经济发展势头强劲，成为促进全球经济复苏的主要推动力之一 。 而

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仍保待着较高的增长率，成为稳定亚洲乃至世界经济的支

柱。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待续、平稳、高速运行，为中国经济总量的扩张、经济质量的跃进、综合经

济力的增强并进而促进亚太地区和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提供了坚实的发展基础。

(2)首先，按照世界银行3 年调整汇率测算，80 年代初，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排名

世界前 10 位以后；到 90 年代初，中国的GDP名列全球第 10 位，分别占世界和发展中国家

GDP的 1.8 ％和 8.7% ;1995 年中国的GDP已超过加拿大、西班牙和巴西，跃居世界第 7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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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占世界和发展中国家 GDP 的 2.5 ％和 12.9%。 1997 年中国的 GDP 仍然稳居世界第 7

位，并且随着中国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GDP 总量与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间的差距已渐趋缩

小。 其次，中国的财政收支总额，自 1980 年起就已经在中、美、日、德、法、英、意、加、澳、巴西和

印度等 11 个经济大国中名列第 10 位。 尽管从 80 年代初开始，中国的财政收入占 GNP （国民

生产总值）比重呈不断下降趋势，但是由于经济总量的基数较大，增长很快，国家的财政能力和

财政收支总额在上述国家中的排序并未下降。GDP 总量的迅速扩大和国家财政能力的平稳增

长，是中国综合经济力（将来）跻身世界前列的根本保证。

(3)中国工业的主要产品产量，如钢、煤、原油、发电昼、水泥、化肥、化学纤维、棉花、糖和电

视机等，在世界各国中的排名，已从解放初期的或空白或第 20 至第 30 位迅速跃升至 70 年代

末的前 8 位；改革开放以后的世界排位又快速攀升，从 1990 年至今已稳居世界前列。 特别是

1996 年钢产量首次突破 1 亿吨，达 10124 万吨，从 1995 年的世界第 2 位跃居第 1 位。中国衣业

的主要产品产量一直雄居世界前茅，尤其是从 1994 年起，农业各主要产品产诅巳包揽并稳居

世界前3位。 目前中国工业产品中的煤、水泥和电视机等人均产量，以及农业主要产品的人均

产最都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4) 作为世界第—人口大国，中国经济有着巨大的市场容社，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

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中国的投资规模和消费能力也

获得了很大的增长。 投资、消费和储蓄 分别由 1980 年的 932. 50 亿美元、 1 7 t. 5-1 亿美元和

948. 11 亿美元，迅速上升至 1995 年的 2859.28 亿美元、-1134. 91 亿美元和勹 :i2.41 亿美元．年

均增长率高达 7. 76%、23.49 ％和 13. 64%。这三项总虽指标在上述 11 个经济大闱中的排序也

分别由 1980 年的第 6、第 11 和第 7 位，攀升至 1995 年的第 4、第 9 和第 3 位． 随着中国纾济

“软着陆
＂

的顺利到位，投资和消费需求的逐步启动，市场空间的进一步拓展，中国的投资和消

费能力亦将逐渐步入世界经济强国之列。

(5)如前所述，1952 年中国商品进出口总额还只有 64. 6 亿元人民币，其规模之小、在世界

上根本排不上号。 经过近 30 年的不悄努力，特别是 1978 年以后，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

系的不断加深，中国的对外贸易已有较大发展，按照当年汇率直接测算，1980 年中国商品进出

口总额为 381.4 亿美元，略高于印度同期 234.5 亿美元的总体水平、而又略低于巴西同期

450. 9 亿美元的总体水平。 与美、日、德、法、英、意、加、澳等贸易大国虽存在较大差距，但已基

本完成
“

由小到大
”

的根本转变。 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对外经济交流获得长足发展，

从 1992 年起，中国连续 5 年名列全球贸易第 11 位。到 1997 年、中国商品进出口总额已跃居世

界第 10 位，达 3251 亿美元，为 1980 年的 8. 52 倍，年均增长率高达 13.43% ；其总量巳与世界

诸贸易强国的差距明显缩小。 对外贸易由小到大，由逆差到顺差，也增强了中国的外汇储蓄实

力和对外支付能力。 1985 年，中国外汇储备为 26.4 亿美元．与世界发达国家尚存在一定差距。

90 年代初以来，随着中国进出口贸易状况的迅速改善，中国外汇储备一直保持着上升的势头。

到 1996 年，中国外汇储备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达 1050. 29 亿美元，居世界第 2 位，仅次于

日本。1997 年，中国外汇储备又大幅攀升至 1399 亿美元．继续保持着世界第 2 的排位。商品进

出口总额规模的扩大和外汇储备实力的增强，既是中国扩大对外经济交往、参与世界经济分工

与协作的直接成果，又是确立中国综合经济力在全球经济总昼和经济活动体系中已占有重要

地位的主要标志。

(6)解放初期，中国民用航空事业的规模与世界发达国家有天壤之别。 从 50 年代初至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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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初，中国的民用航空事业虽有较大发展，但仍然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至落后于某些发

展中国家。1980年，中国民用航空的货运量和客运量，在中、美、日、德、法、英、意、加、澳、巴西、

印度等11个世界级强国或大国中还名列倒数第一 。经过15年的飞速发展，中国民用航空的货

运量和客运量已在上述11个经济大国中分别由1980年的第11位迅速跃升为1995年的第6

和第4位。航空货运总量不但超过了巴西和印度，还超过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意大利；航空客

运总量则仅次于美国、日本和英国。 民用航空的总规模已进入世界超级行列。

应该指出的是，综合国力通常反映一个国家的整体力量，虽然人均指标所揭示的内涵也是

综合国力的构成部分，但一 般而言，综合国力所涵盖的主要方面则是综合性的总量指标所反映

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强弱与该国的富裕程度并不一定存在必然的联

系。 因此．中国的经济力虽然已排名世界第7位，但是中国一 系列的人均指标值与世界发达国

家仍存在较大差距，总体而言，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三、归纳小结

从新中国综合国力的时空比较轨迹看：

1． 中国已由原来的一个贫穷落后的弱国迅速跃升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

其中经济力的持续、稳定、快速增长，是综合国力由弱转强并保持强劲上升势头的基本动力和

根本保证。

2. 中国经济力的迅速提高，并对促进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起着愈来愈重要的推动作用。

这既是中国改革开放、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积极参与世界经济大循环的直接后

果，又是中国正逐渐跻身世界强国之林的重要标志。

3. 中国经济力的上升，由
“

部分重点发展
”到 “

系统综合发展
”

，由
“

扯变
” 到 “

质变
”

，由
“

计

划 ”到 “市场” ，由
“ 封闭 ”到 “

开放
＂

，并由此演绎出一 条由
“

弱
“

至
“

强
”

的曲折向上的增长曲线。

4． 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提高，特别是经济力的迅速跃升，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顽强拚搏

的进取精神、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性，并进一步证明了
“

发展是

硬道理
”

这句话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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