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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0，世界告别了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开始进入第二个十年。
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将进一步深入展开。
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安全等各个领域都将在嬗变中呈现新的特点，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
机制性变化。
    同时，气候变化、资源短缺等与人类生存攸关的全球性问题也进一步凸显。
凡此种种，预示着未来数年内世界发展变化的大趋势。
其中，既蕴涵着重大的历史性机遇，也潜藏着各种问题、挑战和风险，机遇与挑战深度交织、复杂联
动、快速转化。
    中国因其广袤的领土、众多的人口、巨额的经济总量和持续高速的发展势头，引起国际社会越来越
密切的关注。
中国怎样应对变化着的世界，对中国自身发展至关重要，也对世界走向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面对前所未有的变局，世界发展趋势如何?中国如何应对?我们需要怎样的新视野和新思维?这些都是
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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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世界大趋势与未来10年中国面临的挑战    二、多极世界格局开始形成，战略竞争进一步加剧    经过全
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迅速催化，多极化趋势变得更加明朗，“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日益呈现多极
世界格局的特征。
从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看，在全球范围内，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这两个大的国家群体之间的力量此
消彼长，差距持续缩小。
在主要战略力量之间，美国的综合实力仍然占据“一超”地位，“多强”的整体实力持续增强、彼此
之间的力量对比变得更加平衡，“一超”与“多强”的综合实力差距持续缩小，印度、巴西、印尼、
土耳其、伊朗、南非等更多国家自主发展的意愿、能力和实力都不同程度地增强，世界大国和地区大
国的地位排序重新洗牌。
中国实力地位和国际影响持续攀升，国际战略格局变动的“中国因素”更加突出。
    中美分别作为新兴大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代表，两国关系变化既浓缩体现新兴大国和西方发达国家
两大板块关系的变化，更是牵动新一轮大国关系重组的重要因素。
中美日关系寻求平等化和协作化，中美欧关系寻求战略平衡与互信，中俄印巴寻求合作稳定与深化。
这些层面的战略关系变化并行交织，大国关系的竞争与合作同步发展，使整个大国关系呈现越来越多
的新气象：积极理性的成分增多，多边主义成为主流，竞争与合作都进一步加强，竞争是和平的、有
克制的竞争，合作是务实的、追求双赢的合作，竞争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多方联动和彼此牵
制日益突出。
    但竞争不仅依然是大国关系的主导面，而且在多个方面和多个领域变得更加激烈。
主要国家将持续加强战略力量建设，诸如加大军费投入、加速调整军事战略、提高武器和人员作战水
平，等等。
地缘战略角逐向亚太这个新中心转移，主要国家纷纷加大战略投入。
海上发展空间和安全保障能力竞争升温。
太空开发战略投入增大，军民综合利用保持主导，但军事用途仍属开发主要动力，“武器化”程度不
断提高，竞赛危险度增大，有关国际谈判已然升温。
信息技术和网络竞争向空间战发展，多国加紧制定和实施网络安全战略和建设网络战备体系，发展中
国家大力缩小“数字鸿沟”和维护信息安全，网络领域攻与防、控制与反控制、渗透与反渗透的较量
趋于激烈多变。
    三、国际秩序进一步重构，权力博弈持续深入    随着多极世界格局逐步形成，国际秩序从机制到理
念再到力量组合，大致沿着上一个十年的轨道继续和平渐变，新旧秩序在相当长时期内交织、并存和
竞争，各种机制不断优化重组，权力结构日益多元化、网络化与机制化，呈现比较复杂混乱的局面。
    首先，现有国际机制历经强化、调整、改革，逐步嬗变超越。
在全球层面，促进大国合作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机制建设进一步加强。
二十国集团(G20)机制进一步夯实和提升，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金砖四国”峰会朝机制化方向发展。
八国集团向十四国集团演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的股权结构和职能进一步调整，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话
语权增大。
金融稳定委员会强化对信用评级机构和衍生品的监管。
安理会改革可能取得进展，职能进一步转变。
世卫组织和粮农组织等专门性机构的职能进一步强化。
    在地区层面，各种区域合作机制不同程度地加强自身建设，以便更好地共同应对挑战和推进地区治
理。
北约加快全球化转型，欧盟以《里斯本条约》为新起点，加强体制和政策整合力度，把一体化建设推
向新阶段。
亚太多个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竞争互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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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合作组织巩固扩大，东盟一体化深入磨合，中日韩峰会影响扩大，“10+3”机制职能扩大加强，
东亚峰会(“10+6”)务实发展，亚太经合组织(APEC)强化实际功能。
南美洲国家联盟从经济、金融、安全、政治等多个方面全方位推进。
非盟加强政策整合，提升整体影响力。
阿盟寻求整合阿拉伯世界。
    其次，各种新理念和新思想的影响持续扩大。
除了经济领域的节能、低碳、绿色等理念之外，政治领域的全球治理思想不断发展，从主张“管理全
球化”到主张“重塑全球化”，使之变得更加平衡；再到主张创建多边机制有力和权利义务平衡的“
全球社会”，构建相互依赖和共同解决问题的“全球网络”；以及主张实行“全球新政”，充分贯彻
民主、再分配和公共产品等福利国家原则，由地区、国家和全球共同构建多层次的全球治理机制，等
等。
西方突出责任和干预以强化主导，发展中国家强调自主和平等参与以应对干预，国际决策民主化程度
和运作成本增加。
    格局的交替转换和秩序重构意味着权利重新分配以及相应的制度化安排，既得利益者将极力确保其
权利份额，新崛起者终将争取与实力地位相称的权利，这将导致主要战略力量为之展开激烈博弈。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大国围绕国际秩序重构中的理念和规则、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和温室
气体减排所代表的环境秩序中的话语权等激烈角力；西方国家内部围绕金融体系改革、发展模式和地
区主导权明争暗斗；新兴大国内部就发达国家分割给发展中国家的权利再分割、联合国安理会扩大以
及地区主导权等展开博弈。
这种博弈将使外交变得越来越重要，使整个国际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多变。
    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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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会诊发展病根，祭出转型药方！
    把脉趋势、洞悉陷阱，直面经济转型系列套装，包括《世界大趋势和未来10年中国面临的挑战》、
《30位著名经济学家会诊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官员“天花板”》、《公司的力量》四册，供广大
读者阅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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