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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实现现代化是贵州历史性任务，实现这一任务对贵州来说具有紧迫性、艰巨性、复

杂性和特殊性。从观念和现代化理论素养的培养、历史前提和现实基础的认知、发展契机的把

握等方面分析如何加快贵州现代化进程，对于贵州经过跨越式发展实现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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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长期以来一直排在全国后列；若按照 2012 年新贫困标准，贵州仍

有 1 570 万农村贫困人口，是全国第一贫困人口大省；2005 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指出

，贵州只相当于非洲国家纳米比亚的发展水平；并据中国科学院现代化研究中心组预测，全国

实现现代化的平均年份是 2050 年，而贵州只比西藏早一步，于 2070 年实现现代化；又如国发

[2012]年 2 号文件所指出的，由于自然地理等原因，贵州发展直到今天仍存在特殊困难，与全

国的差距仍在拉大[1]。这一切说明，贵州实现现代化是具有紧迫性、艰巨性、复杂性和特殊

性的历史性任务。因此，这就需要加强对贵州现代化进程问题的研究。 

 

一、要夯实促进贵州现代化进程的观念和理论基础 

一切工业革命，都要以观念更新和理论为先导。人类发展到今天所经历的三次现代化浪潮

，都是由科学理论和技术的重大突破以及观念的更新激发起来的。晚清在中国很少有人知晓的

魏源的《海国图志》，却在日本家喻户晓，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的现代化。对于贵州要实现现代

化来说，同样离不开现代观念和理论的指导与驱动。不仅需要自然科学理论，同样也需要社会

科学理论，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进步与变革。具体地说，首先，要通过大力度吸引人才、发展

基础教育以及高等教育，通过优化创新环境、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扩大科技开放合作来促进贵

州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这其中，尤其是要通过发展教育培养企业高级管理人才，因为

这是“阻碍贵州加快实现工业化的关键所在”[2]。这就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通过创造社

会条件来吸引外地人才和培养本地人才。其次，要培养贵州山地民族的现代意识。要实现现代

化，观念更新很重要。一方面，现代化的进程会促进观念的更新；另一方面，观念的更新也会

促进现代化的进程，二者相辅相成。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首先要实现人

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中至关重要的是观念的现代化。否则，假若人的观念陈旧，既使其他

条件再好也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贵州山地民族心理、性格、意识以及民风民俗中存在着很多

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因素，阻碍着现代化的进程。如贵州“不重生女重生男”的落后的人口意识

使人口膨胀，更加加剧了本来就已紧张的人地矛盾，阻碍社会发展。另外，自我管理意识、纪



律观念较差，散漫随意、玩乐享受，不图创业现象也较多，还有各种红白喜事等民风民俗中存

在着一些过度铺张浪费现象和落后现象，都不利于社会的发展。贵州山地民族还缺乏现代意识

，如商品意识淡薄。商品意识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意识，商品经济是人类发展的必然阶段。西方

已有几百年的商品经济发展，商品观念很强。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商品经济迅速发展，

人们的商品意识已普遍提高，可是贵州山地民族至今存在着浓厚的自给自足思想，确实不利于

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利于现代化的实现[3]。再次，要提高贵州山地民族的现代化理论素养。

我在凯里学院教学过程中，曾提问学生“四个现代化”是哪四个方面的现代化，竟有 90%以上

的学生都不知所云，更不用说有关现代化理论更深入的问题了。由此可见，夯实现代观念和理

论基础，也是贵州加快现代化进程中很紧迫很重要的任务。 

 

二、要深化对贵州实现现代化的历史前提和现实基础的认知 

无论是“内源”的现代化，还是“外源”的现代化，都必须发生于一定的历史前提和现实

基础之上，并且这一前提和基础还影响着对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现代化既是历史学命题，

又是当代发展中国家的最大课题，毋庸置疑，更是贵州这个中国落后的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的

最大课题。因此需要重视对贵州早期工业化进程或贵州工业史及其现实基础进行研究。在国外

，现代化研究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兴起。对中国现代化问题进行研究，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

前主要以国外学者为主，在研究对象上，也主要集中于沿海地区，对西部地区的现代化问题研

究很少。在国内，因各种原因，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现代化研究才成为历史学、哲学、经

济学等多学科共同关注的课题。对中国的现代化进行研究，也仅主要局限于以“五口通商”为

挈机而引发的以上海、江浙一带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直到 1999 年实施新时期西部大开发战

略开始，研究西部、研究贵州现代化问题的学者才多起来。但总起来看，对贵州这类地区的现

代化的特殊性还缺乏研究，这对于急于加快发展实现现代化的贵州来说，也是一个理论的不足

。 

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往往是由于历史、自然地理、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从历史的角度看，贵州自古以来就是远离中原文化区的发展缓慢的贫穷地区，在近代史上帝

国主义对华贸易和资本输出主要在以“五口通商”为挈机的上海、江浙一带；旧中国的产业布

局也主要集中在东部；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开始的三线建设虽为贵州奠定了一定基础，“但由

于布局不合理，也未能很好地发挥其效益。”[4]从自然地理条件看，贵州是全国唯一没有平

原支撑的石漠化面积最大、危害最重的省份，山地居多，属于不沿海、不沿边、不沿江的“三

不沿”地带，交通闭塞，不利于开发。从经济基础看，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现阶段贵州

呈现出发展基础弱、压力大、空间广的特征。”[1]全省生产总值(GDP)在全国排名都是靠后的

，人均生产总值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财政收入远低于财政支出，与东部地区差距继续在扩

大。由此，这就要求贵州要根据山地经济的特点，因地制宜，探索既不同于常规的现代化模式

，也不同于中国沿海地区以及西部沿边地区的有贵州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和模式，走“后发

赶超”和“生态立省”新型工业化道路，以加速现代化进程。 

 

三、要抓住加快贵州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契机 



由于贵州发展具有紧迫性、艰巨性、复杂性和特殊性，实现现代化是贵州面临的艰巨历史

任务，所以，抓住发展的契机对贵州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贵州虽然有很多阻碍现代化进程的不

利因素，但也面临很多发展契机。首先贵州有很多发展的国际契机。如和平和发展的时代主题

；中国加入 WTO，深度融合入全球化；中国参入“以中国、日本、大韩民国和澳大利亚构成的

有向箭体，以东盟国家构成的羽翼为主体的有向箭式的区域合作方式”[5]的东亚太区域经济

合作以及“10+3”东亚合作。其次，贵州也面临很多发展的国内契机。如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今天深化改革的国内时代机遇；中国正确选择发展战略的契机：“三

步走”的“扭转时局的跨世纪发展战略”[6]及“面向 21 世纪的发展战略”[6]和可持续发展

的“21 世纪的最新发展战略”[6]；西部大开发持续推进的战略机遇；新时期扶贫开发的重要

机遇；国内区域经济合作的机遇；国发[2012]2 号文件的特殊政策机遇。再次，贵州自身也具

有很多发展契机。如贵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的召开给贵州发展带来的机遇；贵州作为后发省份

所独有的“后发赶超”和“生态立省”机遇；贵州因欠开发所具有的未来发展战略性空间更加

广阔的机遇等等。利用好这些国际契机、国内契机和省内契机，对于贵州走出封闭、走向全国

、走向世界，开展国际合作和国内合作，让现代化的浪潮冲击民族山乡，激发省内优势，从而

使各种契机相辅相成、相互激发，将极大地助推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加快贵州现代化进程。 

以上从观念和理论基础的夯实、历史前提和现实基础的认知以及发展契机的把握等方面综

述了贵州加快现代化进程过程中要思考的问题。应该说，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某一落后

地区的发展问题进行研究，是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理论建设需要和现实实践需要。对此所进行的

研究不仅有利于我国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发展，而且也将有利于今天的决策者们以史为鉴，根据

各地的实际，因地制宜，制定出更加周密和更加有效的政策和措施，以进一步加速当代现代化

的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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