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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崛起与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以中国崛起为核心，将中国崛起与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相联系，
并引入“四个中国”的维度概念。
全书共分为八章，分别从多个方面解析中国崛起中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如：中国威胁论、中国与国
际援助体系关系、移民与崛起问题、能源峰值与经济增长限制、新一轮转型、中国的全球化、中国共
产党为何能在“大变革”时代维持其统治，等等。
全方位的视角以及多层次的剖析，将在中国崛起这个问题上构建起一个立体的架构，清晰、全面的展
现出中国崛起过程中与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之闯存在的矛盾、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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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形，国籍丹麦，男，1962年出生于浙江杭州。
1985年毕业于广州外国语学院并获英语语言学士学位。
1985—1987年担任邮电部北京电信管理局英文翻译。
1988年留学丹麦，1994年获丹麦奥尔堡大学的语言和国际文化双科硕士学位，1998年获发展与国际关
系学博士学位。
　　李形教授目前是丹麦奥尔堡大学发展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资深研究员，并担任国际关系教
学委员会主席。
他是2011和2012年度国务院外专局聘请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合作的海外高层次文教专家。
2012年李形教授与国际关系学院合作建立了“中国与国际关系联合研究中心”，创立了《中国与国际
关系学刊》，并担任主编。
　　李形教授的研究和教学领域包括全球一体化和社会变迁，跨国资本主义，国际关系学和国际政治
经济，发展学理论和政治社会学，中国的崛起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等。
他的学术研究成果丰富，在国际和国内报刊以及学术期千U发表过大量的文章，如《理解当代资本主
义的柔性和社会主义的局限性的葛兰西方法》，《能源因素在中国政策制定中的考量：从自力更生，
依赖市场到绿色能源》，《中国的崛起和“四个中国”的内在联系》，《理解全球资本主义：全球一
体化下的被动革命和双向运动》，《资本主义的萌芽一政治主导和社会工程相辅的关系》，《标志符
号的力量：中国革命对泛非洲主义的启示》等。
近年来李形教授主编了很多文集，多角度分析中国的崛起和现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辩证关系，如《
中国崛起和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中国的崛起对半边缘国家和边缘国家的影响》，《全球化和跨国
资本主义危机，挑战和抉择》等。
目前他正在编辑《大转型时代的中非关系》一书，此书将在2013年初出版。
　　李形教授一直以来大力推动中国的对外研究和教学合作。
早在11年前他就推动和促使丹麦的雷比市和中国浙将省嘉兴市的友好城市关系。
2008年他创建了奥尔堡大学的中国学科的教学科目，2011年创建了奥尔堡大学与北京的国际关系学院
的双学位联合研究生项目。
目前，他是北京师范大学和国际关系学院的客座教授，并经常回国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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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中国崛起与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四个中国”的维度1.背景2.“四个中国”的维度3.本书写作目的
和各章内容安排第1章 东风不已：旨在未来的中国长征？
1.引言2.历史经验的定位3.资本主义发展的概念化4.发达的欧洲，落后的亚洲！
5.政治进程的发展6.结论第2章 崛起大国的神话与现实：中国威胁现存世界秩序吗？
1.导言：背景与讨论2.现存世界秩序：霸权与不满3.中国的崛起及其对世界秩序的含义4.结论：同床异
梦？
第3章 中国和国际援助制度：转型还是融合？
1.引言2.援助体系：充斥着权力关系的国际体系3.中国对非洲的援助：连续性和间断性4.援助体系中重
建权力关系5.总结第4章 移民与国家的崛起：中国与非洲的比较1.导言2.中国移民与中国的发展3.中国
与海外华人互动的多重渠道4.非洲移民的形成：两只船的传说5.移民与非洲发展和一体化的复兴需求6.
非洲移民与非洲国家7.比较视角下的中国与非洲移民8.结论第5章 能源峰值与经济增长限制：中国与世
界1.导言2.世界能源概述3.方法论和数据4.能源峰值和经济峰值5.结论第6章 中国的新一轮转型：内部因
素和外部因素1.引言2.不发达时期中国的发展3.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下的中国革命4.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里
的中国社会主义5.中国崛起和现行世界秩序：相互影响6.结论第7章 中国的全球化：国家战略与社会稳
定1.导论2.中国的全球化战略3.国家主动迎接全球化挑战4.战略从何而来、如何谋划？
5.中国的七个全球化战略6.现阶段中国不能做什么7.直面挑战，谨慎推进8.新政策：结构改革和可持续
发展9.中国对全球化的表述10.中国全球化进程中的政府和社会11.结论第8章 中国共产党为何能在“大
变革”时代维持其领导地位1.导言2.中国共产党制度上的“消极革命”3.结论译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崛起与资本主义世界秩序>>

章节摘录

　　第1章 东风不已：旨在未来的中国长征？
　　1.引言　　本章旨在探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框架下中国与西方核心国家之间的关系。
因此，本文分析的角度和涉及的方法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尤其聚焦于跨学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领域。
换句话说，强调经济的历史是为了定位在西方资本主义到来之前，“先进”中国与“落后”欧洲之间
曾经的关系。
不考虑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二元历史进程和与以中国发展为例证的新兴经济体活力相形的当前相对
衰弱，就试图解释中国社会自19世纪以来的低迷到现在崛起，是不可能的。
　　为了理解当代世界正在见证中的历程的重要意义，这里的分析包括一个对旨在解释西方资本主义
发展轨迹作为普适模式而被效仿的现代化理论的讨论，由此看来，和中国优势相关的分析层面是，中
国融人世界经济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构性后果导致资本主义的可行性和层次秩序。
　　2.历史经验的定位　　自从“真正存在的社会主义”让位以来，东亚的演变成了社会科学和政治
策略的一个首要关切之事。
当然，如果曾经有过一个需求来反驳福山《历史的终结》中的论题——对这部分世界的看法，将足够
使我们信服我们可能正在见证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始。
换句话说，一个从西向东的经济活力中心的转变，或像被暗示的那样，是世界历史中的一次向常态的
返回。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很多思想致力于塑造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这是因为日本作为领先的经济强国
的出现，相伴随的是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兴起。
先不说日本经济仅次于美国的事实，这个挑战被成功地包含进了美国经济与金融战略。
然而近年来，东亚在世界的未来地位问题已引起西方战略家们更多的关注。
　　这一问题的原因紧紧围绕着中国正在以及即将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体系上产生的影响。
由于这个国家的规模、人口和潜力，这种认识不仅仅是20世纪及21世纪的产物。
在19世纪初期，拿破仑恐怕就已向世人发出一个有活力的中国具有的潜能，他指出：“中国是一个病
弱的沉睡巨人。
但当她醒来时，世界将为之颤抖。
”据说他也曾建议，对先进的国家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中国沉睡”。
　　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活力相形，19世纪刻板呈现的中国经济的形成处于休眠状态，这被描绘成
是“贫血”的影响。
这种假设归因于一种“东方主义”，它是西方思想中对于非欧洲的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的鉴定。
但事实上，在英国工业革命和19世纪中国“没落”之前，亚当·斯密已经意识到中国在欧洲前列循着
类似的轨迹。
据安德烈·贡德·弗兰克所论：　　斯密⋯⋯最后一个主要的（西方）社会理论家，他认为欧洲在国
家财富的积累上是个“迟到者”。
斯密在1776年：“中国是一个比欧洲任何地方都富裕得多的国家”。
他没有前瞻到在这种对比中发生的任何变化，也没有意识到他的所写处于后来被称作“工业革命”的
开端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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