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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60年代中期，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写道：“20世纪开端时，欧洲在亚洲和非洲的势力处于顶点，
似乎没有任何国家能与欧洲的武器和商业优势相抗衡。
60年之后，欧洲的支配地位却只有痕迹可寻了⋯⋯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剧烈的大逆转发
生得如此迅速。
”亚非各族人民地位的改变“是新时代到来的一个最可靠的标志”。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亚当·斯密在北京>>

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两部早期著作《漫长的20世纪》与《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的续集和延伸，集中论
述决定着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形成的两个最为重要的过程：一个是新保守主义的“美国新世纪计划
”的出现与消亡，另一个是中国成为东亚经济复兴的领导者。
　　本书的主要分析重点是美国和中国，它们是全球变革演进的关键角色。
　　本书的目的既要根据亚当·斯密的经济发展理论来诠释全球政治经济中心从北美向东亚的转移，
又要根据这种转移来诠释《国富论》。
为实现这个双重目的所做的努力贯穿于全书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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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1937～2009），政治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代
表人物。
1998年开始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1937年出生于意大利，1960年获米兰博克尼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早期学术活动主要在意大利进行
；从1970年代末开始任教于美国。
著有《漫长的20世纪》、《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等，他的著作已经被译成15种以上文字在全
世界出版。

　　阿里吉教授于2009年6月18日上午11时在美国巴尔的摩市平静地离开人世。
他在2008年7月诊断出患有癌症，身后留下妻子贝弗利·西尔弗和儿子安德里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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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马克思在底特律，斯密在北京　　1989年政治风波前夕，费正清（John K·Fairbank）
写道：“中国近年来的现代化努力，其规模之大超乎想象。
”　　中国能从指令性经济切换到产品、资本、人员，甚至理念的自由市场吗？
如果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还会存在下去吗？
这是一个19世纪典型的铁路和城市建设与后工业时代电子技术蓬勃发展齐头并进的时期。
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提出的问题与中国自身价值观的重新评价进行着竞争。
变革迅猛异常；中国的发展开足了马力。
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16世纪以来如此为众人所仰慕，现在却难觅踪影。
难怪邓小平的改革不但让我们迷惑不解，也让一些中国人迷惑不解。
　　改革的成功完全出乎预料。
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Rawski）指出，“没有哪个经济学家料想到中国有如此巨大的能动力”。
甚至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也弄错了。
东亚经济扩张进入其中国阶段的时候，他认为，东亚对投资和劳动力农转工的严重依赖，与华沙条约
国在1950年代类似的依赖状况很相似。
他得出结论说：“2010年回头再看，当前根据近期趋势推导出亚洲将取得领先地位的预测，很可能就
像从勃列日涅夫年代回头来看根据1960年代的高点预测苏联将取得工业领先地位一样愚蠢。
”更糟的是，1996年在台北的一次会议上，一位“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告诉听众说，“选择了正确
改革道路”的是俄罗斯，而不是中国，这个看法在次年得到了《经济学家》的共鸣，该杂志认为，如
果不放弃渐进式改革转而采取中国式休克疗法，中国的经济转型及其增长就不能维持下去。
　　尽管在1997～1998年东亚危机期间中国的经济增长放慢了，但中国避免了那些采纳了《经济学家
》建议的国家所经历的灾难。
事实上，鉴于危机的最坏后果并未出现在中国，约瑟夫·斯蒂格里茨（Joseph Stiglitz）把《经济学家
》的论点倒转过来，认为中国的成功恰恰在于没有放弃渐进主义转而采取所谓“华盛顿共识”所倡导
的休克疗法。
他声称，与俄罗斯不同，中国“从未把目标（人民福利）混同于手段（私有化和贸易自由化）”。
　　它认识到，要维持社会稳定，它就必须避免大规模失业。
创造就业必须与结构调整同步推进。
中国的自由化是逐步进行的，采用的方式是确保把配置不当的资源转移到能够更有效利用它们的地方
，而不是把它们滞留在于事无补的失业中。
两年后，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和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Foreign Policy
Center）成员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提出，现在可以说，正在出现一个“北京共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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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亚当·斯密在北京》是著名社会学家乔万尼?阿里吉的最新力作，由路爱国、黄平等精心翻译
，汪晖等海内外著名学者强烈推荐，被称为“迄今有关‘中国崛起’的最好著作”。
　　　　◆在“以往的经济学大师”中，斯密很可能是其著作“被引用最多而被阅读最少的一位”。
但无论是否如此，他和马克思一样，肯定是遭受误解最深的一位　　◆“发现”斯密在北京并非海市
蜃楼。
斯密本人不但把中华帝国晚期看做市场发展的一个样板，而且他还认为中国几乎达到了那种发展的顶
峰。
斯密把中国而不是欧洲看做政府最应该追求的那种市场经济发展的典范。
　　◆中国作为经济和战略伙伴的吸引力远远超出了东亚地区。
中国的崛起确实使人回想起美国在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崛起。
　　◆中国不是苏联，苏联是帝国主义传统的继承者。
与之相反，“目前领土范围内的中国实际上已存在了2000年”。
中国对合作意愿的肯定以及对军事挑战的否定，都体现了这样一种形势的战略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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