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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中国是天命所归的大国”为结论，分四部分论证了中国这个大国的未来定位和应遵循的发展
道路。
第一部分通过检阅历史和现实，指出了中国准超级大国的实际地位和国人的认知误差；第二部分通过
中西比较，指出了国际关系的实质，批驳了“逆向种族主义”、文化原教旨主义以及某些“自由主义
者”的谬误，勾勒了大国国民的应有形象；第三部分透彻地道出伪环保理论的虚伪，探索了大国衰落
的原因；第四部分纵论古今中外大国崛起的道路，探索了西方国家崛起的真正推力，给出了中国这个
大国崛起所应遵循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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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小东，著名学者，当代民族主义代表人物，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

　　长期关注国家战略选择，发表论文百余篇，主要涉及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在国内外引起广泛
影响。

　　已出版作品有《信息时代的世界地图》《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合著）《资本市场的混沌
与秩序》（译著）等。
《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一经出版即轰动海内外，引起激烈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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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21世纪 中国何为第一章　估量估量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是不是个大国不是问题，值得讨论一
下的，是中国是不是一个超出于一般大国之上的大国，一个潜在的超级大国。
关于这个问题，中国人自己的争论可能很大，有趣的是，外国人的结论却基本上是一致的。
大国崛起的规律究竟是什么？
这是一个很难完成的任务。
因为历史上大国崛起，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其最小公倍数太大，而其最大公约数又太小。
但对此的经验总结又不是完全没有意义。
只要我们不把这些经验当成放之四海万世皆适用固定不变的规律，则我们也是能够从中学到一些东西
的。
西方人不愿接纳中国，是中国的光荣，这说明了中华民族仍旧是一个令人生畏的民族，它虽然目前还
不很强大，但变得极为强大的可能性是为西方国家乃至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所深切感受到的。
归根结底，中国在世界历史上是最经久不衰的强国，现在也仍旧是个大国。
大国有大国的难处，体现在这个问题上，就是我们不可能像那些弱而小的国家和地区去依附西方国家
，去沾它们的光。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毕竟是个大国，大国有大国的力量，完全把中国排斥在国际体系之外，对于西方
国家也有相当大的危险。
因此，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必然是又打又拉。
它们一时还不敢像对付伊拉克或南斯拉夫那样对付中国。
它们不愿接纳中国进入它们的俱乐部，但又想把中国羁縻在它们的体系之下。
大国，还是小国中国究竟是个大国，还是个小国？
记得去年大陆和香港的一些人曾经就此展开过讨论。
大体上说，中国的专家、学者、编辑、记者们，多数认为自己的国家除了人口多、面积大之外，根本
就还算不上一个大国。
他们列举了种种“大国的标准”，认为中国压根就不符合这些标准，并据此嘲笑那些认为中国已经是
个大国的国人。
然而，不管中国人自己怎么看待自己的国家，大多数外国人则坚持认为中国不仅早已是个大国，而且
具有未来成为超级大国的潜力，对中国友好的人这么看，对中国不友好的人也这么看。
前者期盼中国能够改进自己的不足，从而在未来参与领导这个世界；后者则呼吁加紧防范中国势力的
扩张。
这里出现了中国人自己和外国人对于中国的国情认知的差异，而且这个差异是外国人认为中国行，而
中国人认为自己不行，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以中国文化中传统的谦虚美德看，中国人自己认为自己的国家还不够大国的标准，这至少是一种谦虚
的美德，无论如何没有什么不好吧。
然而，外国人却不这么看。
他们中的有些人认为，中国老是讲自己不是大国，是一种自私，是逃避责任，是贪图继续搭别人维护
的国际秩序的便车。
美国记者霍华德?弗伦奇就是一个持这种观点的人。
他在2005年8月19日的《国际先驱论坛报》上撰文《中国优先，坐失良机》，认为中国“低头弯腰，只
管自己内部的发展”，既是自私的，又是短视的；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块头的搭便车者”，既“削
弱了国际秩序”，又让自己“坐失良机”。
一名《纽约时报》记者也曾对笔者说：“既然大家都从国际秩序当中得到好处，就应该大家一起维护
才是；现在美国在很多地方都是拉着中国，希望中国发挥作用，可中国却总是一言不发，甚至连会议
都不参加或是派低级官员应付。
”我认为这是些对中国比较友好的人士，希望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国际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他们对
于中国的“无为”不大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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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那些对中国不怎么友好的人士呢？
我们的那种谦虚的美德，我们的“无为”是否就让他们放心了呢？
恐怕也不见得，他们认为这是在掩藏实力，是一种战略欺骗。
笔者以为，在中国是不是大国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仅仅自得于自己的传统的谦虚美德，而必须真正
地了解外国人怎么看这个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的金灿荣教授说得很好：“中国的精英层对自己国家的定位还没有一个大国意识。
⋯⋯这种认知差距，很难说谁对谁错。
也许我们是正确的，他们是错的，他们有别的，如政治方面的动机在里头，或者他们的数据是错的，
但是客观事实是人家就这么看了，他们已经认定我们中国是个大国了。
这就是说，我们在判断自己国家的定位的时候，外部的现实就是这个样子。
”中国改革开放伊始，百废待兴，无暇多顾外部世界；同时，美苏争霸给我们制造了一个埋头搞自己
的事情的宽松空间；再加上当时中国的经济利益与世界其他部分牵涉不大；在这样一个历史条件下，
中国采取在国际关系上尽量低调，主要搞自己的事情这样一个外交战略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将近30年过去了，中国已经在综合国力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苏联已经解体，美苏争霸的格局已不复
存在；同时，中国的经济利益已经全球化了；再加上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世界希望中国所承担的责任
也加大了；在现在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已经有必要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具有一种大国意识了。
对中国友好的人士们期盼中国这样做，而对中国不友好的人士如果想阻拦中国这样做，把这说成是“
中国威胁”，则他们自己要承担道义上的责任。
比如前面讲到有希望中国发挥更多的大国作用的美国人，当然还有整天想着遏制中国，不希望中国发
挥大国作用的美国人；如果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积极作用，而后一种人阻挠的话，就有可能是他们
，而不是中国，遭到道义上的批评。
看清这样一个新形势，对于构建中国新的外交战略极为重要。
中国距离超级大国还有多远关于中国是不是大国的问题，大国国民应该是什么样之类的问题，《凤凰
周刊》作为专题也不止搞了一回了，而前几天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也在谈这个题目。
大家现在突然热衷于谈这个话题，可能是反映了一种社会需要。
既然社会有这个需要，那我也来谈谈这个问题。
一、不管中国人自己认不认，别人都坚持把中国看成一个大国中的大国我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这
根本不是问题。
就说一条最为简单明了的理由：如果中国不是大国，那么，联合国安理会具有否决权的“五大国”的
实际地位和称呼从何谈起？
历史上的中国不用说了，是个历经数千年的超级大国。
就是近现代，东西方列强的侵略既然没有能够彻底肢解中国，中国就还是个大国。
实际上，二次大战的结果之一就是重新确立了中国的大国地位，而中国受之无愧：即使中国确实如一
些人所非常热衷地指出的那样，在战争中的表现不够好，但毕竟是经过自己的浴血奋战，没有投降，
至少比“五大国”中的法国要强一些。
所以，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四个警察”的设想中，在联合国的最初“四强”中，有中国而无法国。
所以说，中国是个大国这一点根本不是问题，早就是了，在二战中就是了。
非说中国不是大国的那些中国知识分子，无非是一种民族自虐心理，不值得与之争论。
中国是不是个大国不是问题，值得讨论一下的，是中国是不是一个超出于一般大国之上的大国，一个
潜在的超级大国。
关于这个问题，中国人自己的争论可能很大，有趣的是，外国人的结论却基本上是一致的。
不久前参加一个会议。
一位国际问题专家谈到了外国人如何看中国的几个故事。
一个故事是他本人刚刚访问美国的经历。
美国人告诉他，中国是这颗行星上未来唯一有能力挑战美国的国家，这是美国精英层的共识，你们啥
也别解释了，解释也没有用。
一个故事是根据西方一些机构的计算，中国的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仅次于美国和欧盟（所有的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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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国家捆到一起，包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居世界第三位（而我们自己按汇率计算是第
七位）。
再一个故事是他听一个台湾出身的旅日高级研究人员讲的。
说一个日本右翼大佬，在北京、上海、西安等中国城市转了一圈，回国后在一个许多右翼精英参加的
会议上讲：由于中国一开始不肯学习，后来又胡乱学习，而日本则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学习，所以日本
过了100年好日子；现在日本的好日子到头了，因为中国也开始学习并上了轨道了，只要中国不犯大的
错误，就算小错不断，其崛起也是必然的；日本所能做的，就是现阶段努力诱使中国犯错误，以延缓
中国崛起的速度，但也要做好另一种准备，就是在实在遏制不了的时候归顺中国。
我在英国的经历已经在《凤凰周刊》上的一篇文章中说过了，就是人家已经把你看作大国中的大国，
认为现在的世界经济是中美两个国家的权力双人舞，其他国家都是陪衬。
回国后又有一位丹麦记者采访我，采访结束把录音设备收好之后，她对我说：你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
全世界都在谈论日本第一，日本人自己也在谈论日本第一的情况吗？
我说：我记得，那时我就在日本。
她说：今天全世界都在谈论中国第一，这个情况很相似，但我想和你说一句私心话，日本人成不了第
一，因为他们太狭隘，我那时就看清楚了，可你们能成第一，因为你们不狭隘，更愿意学习。
这位丹麦记者给我的感觉是她确实不嫉妒中国的发展，真心希望中国好，她只是希望这个崛起的中国
不仅仅是有力量，而且对世界其他人开放，在文化上也能够对世界其他人有吸引力。
对此我回答：这也是我所希望的，我认为一个在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国家，决不能够仅仅有经济和军事
实力，而不对世界上其他人开放，没有文化吸引力。
当然也有另一群人，对于前景的估计和她一模一样，却心怀妒恨，这就是美国那些80年代大喊“日本
威胁”的人。
今天他们在大喊“中国威胁”，并说中国和日本不一样，中国比日本要厉害几个数量级。
看到了吗？
这就是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这些当今的列强对于中国的看法。
前面提到的那个国际问题专家说：我们中国人自己争论中国是不是个大国，有可能我们对，有可能他
们对，就让历史作结论吧，但有一条我们得明白，就是人家是把你当成未来的超级大国看的，你怎么
解释都没有用，你怎么韬光养晦都没有用，人家就是这么看你的，在这个问题上人家可没有什么不同
意见。
二、中国不仅是个大国，而且是个超级大国的架子，但真要实现这个目标，则还有很艰难的路要走中
国在漫长的世界历史中，一直是一个超级大国，只是到近代才衰落了。
所以，很多西方人都指出，更准确地说，中国不是“崛起”，而是“恢复”。
列强曾有过肢解中国的机会，当时肢解了也就肢解了，但中国毕竟避免了被肢解的命运。
只要中国避免了被肢解的命运，那就是一个超级大国的架子，就是属于极少数幸运者行列（甚至是唯
一）的候补超级大国。
在这个问题上，列强自己的认识完全正确，这是我们的光荣，我们不必煞费苦心解释什么了。
解释也没有用，反而给人一个不诚实的形象。
然而，说我们是一个超级大国的架子，只是说世界上其他绝大多数国家没这个可能而我们有这个可能
，并不是说我们不用做什么努力就可以自动成为超级大国。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幸运的，我们手中握有别人羡慕却绝无可能得到的机会。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的道路更为艰难，因为我们还在崛起过程中就会成为众矢之的，我们想当一
个普通大国，与世无争地躲在一个角落里过日子而不可得。
同时我们的道路也相当漫长，当以一个超级大国，而不仅仅是一个大国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时候，就
像前面提到的那次会上一些专家指出的那样，虽然进展迅速，却距离尚远，特别是有些方面，则连进
展迅速都谈不上。
我在这里挑一些我自己认为值得关心的方面谈一谈。
第一个标准是国民的平均生活水平。
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一个国家是不是大国，则中国不仅算不上大国，甚至在小国当中都排名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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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衡量一个国家是不是大国时，主要还是看总和而不是看人均。
然而，如果你的国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实在太差了，就用老百姓的语言简单地说一句，这总不大好看吧
，总不好意思吧。
幸运的是，在这个方面，我们虽然存在贫富差距方面的严重问题，但在总体上进展迅速。
我们的人均生活水平排名稍稍提高一点，比如说排到中游，就意味着我们的经济总量增加很多，而经
济总量无论怎么说都是衡量一个国家国力大小的最重要指标。
第二个标准是你的军事力量是否强大。
不管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是不是和平，军事力量是否足够强大仍旧是一个重要指标。
特别是当今中国的经济利益日益全球化，正在成为或者有可能已经是经济利益最为全球化的大国，我
们在未来将会迫切需要远距离投射力量的能力来保卫我们的全球化了的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
所以，强大的军力绝不是仅仅满足我们成为超级大国的虚荣心，而且关系到我们的生死存亡，关系到
世界和平。
说实在的，我对于现在中国公司以到处收购自然资源的方式保障我们的资源安全心存疑虑：那些在中
国境外，有些还是非常遥远的地方的自然资源，如果没有远距离投射力量的覆盖，仅凭一纸商业文书
，能是安全的吗？
这些项目，投资巨大而回收期漫长，一旦发生安全上的问题，我们血本无归啊。
在这个方面，我认为我们的进展不够迅速，但另一方面，一旦我们的观念发生转变，准备在这个方面
下力气了，我们的进展也会相当迅速。
我认为在这个方面我们应该转变观念以适应新的形势了。
第三个标准是科技创新能力。
世界历史上的超级大国，特别是能够在那个位置上坐得长久的，往往都为这个世界贡献了无数的科技
创新。
这些科技创新不仅使得自己的国民过上好日子并在军事上压倒对手，而且给世界其他国家带来了无数
的好处。
譬如英国和美国，只讲它们对于世界资源的掠夺，对于世界人民的剥削确实是不全面的，它们的科技
创新能力确实也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数不尽的好处。
看看我们自己的历史，你会发现古代中国也是这样，它的科技创新能力也给周边国家带来了数不尽的
好处。
譬如说，如果没有古代中国的科技和其他方面的创新能力，中国的周边国家，包括日本，很可能在欧
洲人到来时还处于野蛮人的水平。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这个本事，首先是它的军事霸权保不住，会被别人打败，其次是不给好处光抢东西
，世界上所有的人会一起反对你，你也不容易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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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以人体来比喻，中国的肌肉已经长得相当强壮了，但骨头还软，与肌肉不相称，但最不相称的是头脑
，现在是该好好长长脑子的时候了。
    ——王小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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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天命所归是大国》以“中国是天命所归的大国”为核心，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精辟的回答。
不仅批驳了“逆向种族主义”、文化原教旨主义的谬误，而且勾勒了大国国民的应有形象；不仅指出
了“自由主义者”的虚伪，而且分析了国际关系的本质和民主、自由的真义；不仅探索了西方国家崛
起的真正推力，而且给出了中国这个大国崛起所应遵循的道路。
中国在崛起，人们在争论：21世纪，中国何为？
中国在世界上算老几？
大国崛起的规律是什么？
中国向西方学什么？
西方国家对中国为什么表面一套背后一套？
谁在歪解中国，欲把中国引向歧途？
为什么总有些中国人自轻、自贱、崇洋媚外？
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老是批判民族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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