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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从新型工业化痛苦的文化冲突中，我们已经走过一段

弯路。建立在“漂白”中国文化传统上的全盘西化，以及建

立在本土功利主义基础上的伪信息化，两者带来的巨大损失

，是我们面临双文明冲突时必然付出的惨重代价。然而，代

价可以付出，歧途决不可以重走。牢牢抓住信息化文明带来

的机遇，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前提。 2006年7

月19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报告显示，中国目前网

民人数已经达到1．23亿。 此消息一出，顿时让我们回想起了

上世纪80年代初风靡世界的《第三次浪潮》一书。作者托夫

勒在书中描述了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第三次革命信

息文明。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多少人能真正弄明白计算机

是怎么回事。针对这本书，我国科学家钱学森曾深有感触地

说：“如果我们看不到世界科学技术出现的这些新发展，到

了21世纪中叶，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的时候，生产力还很落

后，那么全世界都会责备我们。” 第二大互联网国家背后 中

美信息化差距却在拉大 如今二十几年过去了，1．23亿网民的

数字似乎可以让我们自豪地向世界宣告：中国是继美国之后

的第二大互联网国家；当传统制造业的厂房里迅速堆满了计

算机键盘和电脑屏幕的时候，我们更似乎感觉一夜间骑上了

奔腾的信息化骏马；甚至一度对信息文明的变革发出了“不

过如此”的轻蔑声音。美国《圣荷塞信使报》7月23日报道，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县有63家网吧，大多数网吧里坐满了年轻



人，他们在虚拟的城堡里砍杀魔兽和积累金币。他们通过中

间人把这些虚拟物品卖给富有而想以捷径取胜的欧美玩家。

据报道，这种“金币农夫”在中国有50万人，已形成产业。 

但是，一组研究数据却敲醒了我们：1995年，我们和美国的

信息化差距只有四五年。2000年的时候已经扩大到20年的距

离。而现在有多大差距？我们或许不敢再提起⋯⋯ 5年前，

一位中国IT企业老总去美国同行业公司访问，抱着试探的口

吻提出要参观对方的开发实验室，对方竟欣然应允。这位老

总走进实验室之后，却感觉自己恍如隔世，后来才弄明白，

人家不怕看，原因是你根本看不懂。里面没有电子芯片，而

尽是些瓶瓶罐罐，像生物实验室。原来人家正在开发30年之

后的蛋白质计算机。 信息文明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但

是又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呢？好像一个老地主照

样可以用互联网，但用互联网管理的终归还是那几斗租子。

也就是说，信息文明并没有催化中国的产业领域产生根本性

的变革。中国1．23亿的网民和堆积如山的电脑，并没有换来

钱学森先生当年期望的生产力加速提升，差距反而在越拉越

大。 信息文明在改变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同时，为什么没能在

产业领域释放出同等的生产力？二十几年当中我们是否走了

弯路？面对如此问题，恐怕连托夫勒老先生一时也难以作答

，因为这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而是文化冲突问题。对于产业

领域而言，中国人缺失的是一场管理文化和管理思想的革命

。托夫勒能够清晰预测信息文明对西方工业国家的思想变革

，但他却无法解析中国所遭遇的文化冲突，这种答案必须由

我们自己去寻找。 寻求洋方治病 一杯共同吞下的“苦酒”

1996年，当我们正欣赏着“中国制造”这一工业文明光环时



，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一书，夹带着世人的惊奇与

憧憬，又颠覆了人们心中固有的工业时代经济学规律。 在从

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的进程中，我们曾经遭遇了机器对“

天人合一”文化传统的冰冷切割。这种切割体现在意识形态

上，一直呈现为对中国传统农耕思想不断否定的长久阵痛，

儒家文化成为落后文化，慢慢渐行渐远。 悲观论调认为：中

国缺乏成熟工业化时代的文化积累，又在信息化领域缺乏核

心技术，在中国的文化传统背景下，自己无法产生与信息文

明相匹配的管理思想。于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很多中

国企业更愿意相信西方跨国公司开出的先进管理药方。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