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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5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巨大变化，构成了一幅宏伟的画卷。
《速读中国》就是这一变化的缩影和反映。
8位年轻的记者以敏锐的眼光，全方位，多角度地关注着党的十五大以来这5年给我们国家经济和社会
生活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并以丰富的知识积累和娴熟的文笔，对5年来大到宏观经济，小至人们思想
观念及日常生活方式进行了描述和评析，既充分肯定成绩，又不回避矛盾，客观地记录了发生在这5
年中的新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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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卷首语7.6% 全球为此欢呼的数字37595亿 世界大腕感谢中国8万亿 中国跨入积极储蓄时代减少49.4% 中
国演绎减法的美丽1.848% 掌上交流　中国第一时尚每天1.42亿美元 中国制造魅力5000亿公斤 世界为中
国农业喝彩719万 中国高等教育大跨越117倍 非公经济迅速崛起长高2厘米 中国人越吃越学问21平方米 
中国人均住房达小康NO.1 中国工业唱响世界5% 中国文盲大扫除告捷16687亿美元 中国上演外贸大
戏98% 别了，黑暗　别了，拉闸限电递减2% 中国人民告别短缺时代50% 中国优质水稻领跑世界2586亿
美元 中国拥有厚厚的家底下降8.5% 结束养家糊口时代1.8万亿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大跨越减少5.2% 中国
传统工业淡出舞台1000亿 创新支撑中国高科技1726万人 中国唱响再就业凯歌5500亿元 中国文化产业拥
抱朝阳2万公里 中国路网建设驶上快车道4900亿元 中国打响环保战役14.8万亿 高峡出平湖71.8岁 中国人
越来越长寿0.3%到0.4% 中国融入世界成长（代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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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02年10月16日，是世界第12个“世界粮食日”，这一天，中国将向联合国粮农组织交上一份优
秀的答卷。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显示，我国粮食产量于1996年突破5000亿公斤大关后已连续几年稳　　定
在这一水平。
粮食生产和供给基本稳定，为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长期困扰我国的农产品供给严重不是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主要农产品产量实现了总量平衡，丰年有
余。
　　另外，截至2001年，我国谷物、棉花、油菜籽、水果、猪牛羊肉等产品产量稳居世界第一位，茶
叶居第二位，甘蔗居第三位，大豆居第四位。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粮食消费量最大的国家，中国更是一个曾对饥荒有过痛苦记忆的　　家
。
然而今天，贫穷、饥饿、营养不良这些词汇已远离中国大地。
　　谁来养活中国？
　　一个悲观预言不攻自破　　1994年9月，美国《世界观察》刊载了一篇题为《谁来养活中国？
》的文章。
　　文章的作者名叫布朗。
他早年在美国新泽西州种过土豆，也曾当过美国农业部部长顾问，现任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
作为美国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他的观点自然左右着许多人的视线。
他认为：由于中国高速的工业化进程，土地资源、淡水资源严重短缺，预计到2030年，中国的粮食产
量会下降1／5。
而由于人口增加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中国粮食消费总量将进一步增加，缺口加大，中国将不得不进口
大批粮食，这种进口很可能会引起世界粮价的上涨。
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将会对全球的粮食供应及粮食安全产生威胁。
　　这一预言发布8年后的今天，我国连续几年粮食产量达到5000亿公斤，并依靠自己的力量　　使
近13亿人民丰衣足食的既成事实，令布朗对中国粮食发展前景所作出的这一悲观预测不攻自破。
　　在2002年6月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中国农业部部长杜青林的一席话更是掷地有声：“1996年以来
，中国农产品供求实现了总量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
中国粮食的人均占有量、每人每天的热能和蛋白质摄取量都已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中国用不到世界10％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
”　　资料显示，我国目前的粮食储备率为20％，我国的粮食安全状况在世界处于中上水平。
中国正在以自己的实力向世界证明：中国完全有能力养活自己，中国的粮食安全状况更不会为世界带
来恐慌和忧虑。
　　中国不靠别人养活　　中国农业加强核心竞争力　　土地是财富之母，土地可以养活很多人，
但5年来人们逐步认识到，中国70％的农业人口靠土地来养活显然是不行的。
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农业产品结构的调整在全国乡村迅速铺开。
　　2002年9月，第一届国际水稻大会选在中国举行，这是因为全世界一致肯定了中国在水稻技方面取
得的重大成就，认为中国不仅解决了自己的粮食问题，还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解决饥饿和粮食短缺问题
提供了经验。
联合国粮农组织官员皮特·克莫恩说，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就不断派遣水稻专家前往孟加拉、
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和越南等国，为他们举力、各种杂交稻相关知识的培训及其他相关的技术服
务。
“随着中国政府对水稻科研投入的增加和中国科学家们的不断努力，中国将来一定会为消除饥饿作出
更大的贡献。
”　　以前一提WTO，中国农民就头疼，加入WTO会给农业带来的挑战，意味着整个农业产品结构
　　需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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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问题是中国的头等大事。
在2001年的经济工作会上，首先提到的是农业“十五”计划，农业也摆在了开篇的位置，可见党和政
府对农业的重视程度。
　　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经济学的副教授钟伟向记者讲了这样一件事：他在山东遇到一个果农，这个果
农对他说，尽管美国佛罗里达的柑橘小姐说是到小国推销美国橘子，但这一点儿都不可怕，因为种植
水果依旧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每朵花开花要授粉，苹果、梨挂果要把纸袋子套上去，最后还要小心翼
翼地摘下来，所有这些都是非常繁重的劳动。
一个中国农民拖家带口，可以看管10亩果园，年薪在四五千元人民币左右。
而一个美国农业产业工人只能照看5市果园，年薪要上万美元。
我们的竞争力显而易见。
　　中国加入WTO后，中国政府对农业产业结构采取了积极的态度，过不了多久，在很多美国店门口
可能就是中国的促销小姐，卖的是中国的山东苹果，或者是砀山梨。
憧憬这一美好景象，每一个中国农民无不欢欣鼓舞。
　　无论是工业竞争力还是农业的竞争力，实际上都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竞争力。
在经济学上，对国家竞争力有这样一段描述：“一个国家在门山和公平的市场环境下，为全球市场提
供产品和服务，并同时长期维持和提高其人民实际收入的能力。
”用一句通俗一点的话来解释，提高农业核心竞争力，就是国家强盛、人民安康、农民富裕。
　　　　就那么简单的一竖，“1”这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唾手而得，看似简简单单，随随便便，似
乎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但越是简单的，就越是复杂的。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表明，十五大以来，我国工业生产继续保持了快速增长的态势，工业
依然是国民经济主要行业中发最迅速的行业之一。
到2001年，发电同归于尽达1．48万亿千瓦小时、原油1．65亿吨、钢1．53亿吨、原煤11．07亿吨、汽
车233万辆，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均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多种工业产品产量更是位居世界前列，站在世界最前沿。
　　“1”，钢花飞溅，溅出一片新天地，钢产量位居世界第一！
　　“1”，化肥肥沃，孕出一片新土地，化肥产量位居世界第一！
　　“1”，电视缤纷，映出一个新境界，电视机产量位居世界第一！
　　这个“1”非同反响，这个“1”说出来是那么铿锵有力，这个“1”抛出来是那么掷地有声，这个
“1”咀嚼起来是那么回味无穷。
　　钢铁　铮铮铁骨　　产量第一，质量上更要第一　　近5年来，钢材工业可谓是祸不单行：国际
市场上钢材价格创下23年来的新低点让人唏嘘不已、全球钢铁反倾销调查的此起彼伏又让人为国有工
业尤其是钢铁业捏了一把汗。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由于美国实行“201条款”，一番血雨腥风、刀光剑影的全球钢铁贸易大战已箭
在弦上。
但是中国钢铁业依然是“我自岿然不动”，“咬定青山不放松”，钢铁产量依然站在世界领奖台的最
高点。
　　中国钢材协会的工作人员接受记者采访时斩钉截铁地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中国钢铁业今年能够表现出这么强劲的势头，都是因为5年来中国钢铁业一直抓科技创新，一直以进
行体制创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结构调整，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绩。
”　　统计资料显示，我国钢产量在去年突破1．5亿吨后，2002年一季度继续放量增长，比上年同期
增长20％以上。
有关人土预测，2002年钢产量可能再增加2000多万吨，总数超过1．7亿吨。
我国钢产量自1996年突破1亿吨后，产量逐年增长，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
　　2001年10月起，首钢集团首次作为北京旅游黄金周重点项目向游客开放。
树绿花艳的月季园、野鸭成群的禽鸣湖以及园林式的厂区环境，让到访者人吃一惊。
“看到首钢今天这个样子，我的心里非常激动和自豪。
”联合国前任副秘书长冀朝铸参观首钢后发出这样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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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同样感到惊讶的还有比利时艺术家奥斯卡先生，这位年届七旬的老人在参观后兴奋地说：“难以
置信庞大的钢铁厂会这样的整洁，简直像个大花园。
”　　据首钢集团负责入介绍，近5年来，首钢累计投入9．06亿元，完成了189个治量项目，与此同时
，首钢的钢产量将由目前的的年产800万吨减至600万吨。
　　虽然是减产，但它减产的背后是中国钢铁业的突飞猛进，因为它是中国钢铁业结构调整的象征，
是中国钢铁业体制创新的的结晶，是中国钢铁业在而临产量世界第一后的期待与渴望。
首钢有关负责人目前透露，今后“高科技+钢铁”将成为支撑首钢的两大支柱。
　　中国钢铁业追求的不仅是数量上的第一，质量上也要精益求精。
就在2002年10月14日，鞍钢厚板厂向外界，宣布：鞍钢已经制造出世界一流的厚钢板。
陈涛厂长满心喜悦：“这是鞍钢瞄准世界一流钢厂迈出的扎实—步，中国钢铁业要告诉世界，我们的
第一不仅是数量上的，质量上我们也是NO．1。
”　　能证明中国钢铁铮铮铁骨的不仅仅是首钢、鞍钢，上海宝钢更是具有代表性。
2002年7月24日，在美国国际钢铁动态组织评选出的全球最具竞争力钢铁企业中，中国宝钢股份位居第
五，超过日本新日铁、美国USSTEEL钢铁公司和世界粗钢产量最大的AYCELOY等国际老牌钢铁企业
。
这是50年来我国钢铁企业首次获此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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