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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一本讨论中国和平发展与西方战略互动的书。
进入21世纪，国际上一些专家学者、政界要人、新闻媒体在热烈讨论一个话题——“中国崛起”。
他们讨论中国崛起将会怎样影响全球，怎样改变世界，以及对西方和美国构成什么挑战。
一些西方国家从“崛起”的视角看待中国的和平发展，甚至怀着焦虑不安的心情制定对华政策。
这些情况说明，中国的发展牵动了世界，引起了各国的高度关注；同时也说明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下，
中国发展与他国形成了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互动关系，所以各国对中国的发展要做出反应。
问题是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如何与中国进行战略互动，这是必须慎重思考的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双方的发展和安全，而且事关2l世纪全球稳定和繁荣。
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有效办法，是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对话，探寻一条双方良性互动的途径似实现共同
发展，造福双方国家和世界。
这是本书讨论中国和平发展与西方战略互动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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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经济已连续二十多年保持在9%的增长速度以上，中国正在醒目地“崛起”。
中国的崛起将对西方和美国构成什么挑战，将会怎样影响世界，怎样改变世界；西方大国将做出何种
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这些战略的利弊得失如何；中国将如何化解他国的不安和怀疑，如何与周
边国家及西方国家进行良性的战略互动，走出与世界共赢的和平发展道路，最终完成中华民族的复兴
？
作者从历史与现实、文明与民族、时代与地缘、政治与经济的视角着力分析了中国的文明基础、民族
条件、理论经纬、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外交方略等，揭示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性和可能性
。
其独特的视角、翔实的论述、新颖的立意、活泼的语言、极具说服力的观点让人读来耳目一新，受益
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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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文明决定国家选择崛起的方式一个国家实现统一后，可能迈进崛起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由于文明不同，西方国家选择的崛起方式与中国选择的崛起方式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西方国家谋求崛起，无一例外都选择武力扩张的方式。
从古代亚历山大大帝发动征服世界的战争，到近代的英、法、俄、美、德、意等国家崛起，都是选择
以武力入侵弱小国家、建立殖民地统治的方式谋求崛起。
在漫长的历史上，中国多次衰落，又多次重新崛起，但是每次重新崛起时，中国都没有选择武力扩张
的方式。
例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中国成为强大的国家，仅从出土的秦兵马俑的庞大阵容，人们就可窥见当时
中国的军事实力是何等强大。
可是当时的中国，不是像亚历山大大帝那样去远征别国，秦始皇选择的方式是修建万里长城防止少数
民族侵扰中原，其崛起的意向不是外扩，而是内敛，这与西方大不相同。
汉朝统一中国后，也不像同时期的罗马帝国那样四处扩张构建庞大帝国。
西汉的文帝和景帝选择崛起的方式，是奉行“黄老之术”，以“无为而治”作为崛起方略。
这两位皇帝在军事上不但不扩张，简直是不作为。
到汉武帝时，中国又崛起成为世界大国，汉武帝除了派兵驱逐侵扰边境的匈奴，开通“丝绸之路”外
，也没有派大军去征服世界，这同罗马帝国的疯狂扩张形成鲜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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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走向衰落。
自那时起，167年来，中华民族英勇奋斗，前仆后继地追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谋求实现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
公元1949年，经过先贤和英烈们浴血拼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大业完成，中
华民族从此走上复兴之路。
公元2005年，中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初步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
如今，为继续振兴中华民族，恢复中国在世界上应有的光荣地位，中国共产党领导13亿人民仍在不懈
奋斗。
值此中华两千年未有之奇变之际，先贤有语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身为炎黄子孙，未忘斯义
，当尽绵薄之力，为国家民族走向复兴鼓与呼。
故不揣浅陋，草成此书，望读者不吝赐教。
欣闻此书即将付梓，借此机会，谨向中共贵阳市委讲师团团长李黔同志致以最诚挚的谢意，是她从各
方面为本书的写作和出版给予大力帮助，支持我全力以赴地进行研究，促成此书的著成和问世；衷心
感谢讲师团副团长程绪全同志为此书出版事宜付出的辛劳；还要衷心感谢刘荣同志、张秋涛同志和张
永健同志从不同方面给予我的热情帮助以及团里其他同志对我的科研工作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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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面临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针对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科技、管理、战略、历史、国际关
系、社会、军事、党建等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由国内各领域最权威的专家进行专题讲解，密切结合执
政兴国、谋求发展的实际需要，对研究和解决重大问题、推动实际工作、探索客观规律，具有很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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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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