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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

　　大国，需要大国策，需要领先全球的战略思维。

　《中国策》，从各个侧面提出了当下中国改革发展历程中最富代表性、最具价值、最探讨意义的全
民性、时代性、战略性议题。
既有《中国的政治优势》、《大国复兴与战略知识分子》等宏大叙事篇章，也有《中国官员的网络恐
惧》、《谨防基础悬浮》等较具体的思辨；既有《后备干部之谜》、《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核心问题
剖析》等制度性的阐释，也有《谁绑架了主流》、《弱势心态蔓延》等文化与社会思潮的集结。

　对上述问题做出分析解读的，是当代中国各领域各方面的一流专家学者,未来发展战略的脉络在他们
的笔下渐渐清晰。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策（第1辑）>>

作者简介

　　《人民论坛》杂志社，《人民论坛》杂志为全国期刊奖重点期刊，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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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政策
　　中国战略知识分子——一个重大问题的提出与争鸣
　　　一个伟大时代的兴盛，需要这样一些人，他们是这个时代的引领者，具有远大抱负、远见卓识
、学贯中西，深刻洞察时事变迁；一个文明大国的雄起，同样需要这样一些人，他们是国家公民的优
秀代表，具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人民利益为旨归、以国家兴盛为己任、以国家振兴
为关怀。
我们把他们称之为战略知识分子。
他们是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是精英中的精英。
真理往往掌握在他们手中。
他们人数甚少，但作用甚大。

　　当前，中国正处在大变革、大发展、大转折的历史时期，也是实现中华崛起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战略问题异常突出和重要。
我们更加需要一批胸怀宽广、志趣高远，有着雄才伟略的大专家、大学者，为国家民族兴旺贡献大智
慧。

　传递出新的价值取向和精神意涵胡仙芝
　知识分子与战略问题李忠杰
　呼唤战略知识分子 化解“钱学森之问”许正中
　古代战略知识分子的当前借鉴李春青
　哈佛的战略学者们陶文昭
　大国复兴与战略知识分子
　　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当今中国的发展和民
族复兴迫切需要加强战略研究和战略创新，这是各界共同的期待。
“战略知识分子”这一重大问题的提出，意义不在于这么一个概念，而是彰显当代知识分子境界、站
位与奉献精神的重要性，这才是其价值之所在。

　　在民族复兴的重要历史时期，并不是要求所有知识分子都是或都能成为战略家，但期望所有知识
分子都有历史担当，忧国忧民，有战略眼光，有战略情怀。

　战略谋划需要发挥知识分子作用李忠杰
　战略思想家：中国崛起的重要方面刘应杰
　对美国有利的战略思想，有些实质是谬论马振岗
　中国不缺所谓的战略家竹立家
　超大型国家的战略研究只能靠自己王占阳
　任何科学的提法都是时代的需要邹东涛
　识别那些话语的圈套李德顺
　讨论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问题本身秦　宣
　中国的政治优势——政治体制改革该搞清楚的一个大问题
　　随着时代的发展，政治体制同样应当与时俱进，改革创新，但无论改革怎么改，自己的政治优势
不能改丢了、改没了。
政治优势和党的执政地位一样，不是与生俱来，也不会一劳永逸，我们不仅要高度重视保持自己的政
治优势，还需根据新情况新变化，不断提升我们的政治优势，否则，政治优势也会逐步弱化，甚至流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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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政治优势，是一个我们常常谈论但未必清楚的问题。
中国的政治优势究竟在哪里？
中国政治优势的内涵是什么？
中国政治优势的价值追求和制度选择怎么样？
政治优势面临哪些挑战？
如何发挥好政治优势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守住中国政治优势的根本辛 鸣
　“新发展共识”与政治优势竹立家
　我们该发挥哪些政治优势马宝成
　如何应对政治优势弱化的挑战甄小英
　实事求是地看待政治体制改革房　宁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经验与前瞻李良栋
　转型国家民主化进程启示张丽华
　从“国富民强”到“民富国强”的思辨
　　汉朝赵晔在《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中说：“民富国强，众安道泰。
”在目前的中国，一面是巨额财政收入，一面是百姓关于民生问题的诸多抱怨⋯⋯这就意味着，中
国GDP的增长进程也将面临更加复杂的挑战。
其中，国富民不强可能是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
因此在中国GDP总量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成为百姓和学者热议的话题之时，有媒体称，这其实仅仅
意味着一个新的开端。
“十二五”规划正在制定之中，中国下一步该如何追求国强与民富的和谐发展，让百姓共享发展成果
？
我国的财富分配价值取向究竟该如何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需要怎样的公共财政政策、分配政策？
这些问题十分值得探讨。

　从“国富民强”到“民富国强”的思辨巴曙松 赵 勇
　民富国强是国家的终极目标竹立家
　国民富强与国家富强不可分割贾华强
　民富国强：我们依然在路上陈　波
　农民富裕才是真正的民富国强郑风田　许竹青
　谨防基础“悬浮”
　　基层政权是国家政权的基础。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取消农业税后，基层政府“征、收、罚、惩”的任务几乎没有了，按理说基层治理应该更加优化，
但近几年暴力抗法、越级上访、群体性事件却频频出现，甚至有加剧之趋势。
不少干部反映，我们的基层政权不是在加强，而是在弱化。
更有学者曾指出：“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村的作用是个变数，它不是稳
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
”因此，对当前基层面临的治理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防止基础“悬浮”，需要稳固及强化基层政权的支撑。
那么,基层政权支撑点到底在哪？
如何加强这些支撑点？

　后税费时代：基层权力“悬浮”之忧于建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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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心”困局：信任危机根源张德元
　告别失位、失语、失信长子中
　“组织”难题：边缘化现象求解郑长忠
　“制度”博弈：期待政治回归申端锋
　新时期基层治理什么模式最合适郑风田
　维稳：异化与代价
　　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百姓幸福的前提。
维稳的目的是什么？
很明确是保一方平安，根本在于“维心”，即在得民心。
然而现实生活中，一些地方官员却将民众正常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对维稳的刻意强调和
片面理解，导致维稳手段出现异化。
是什么导致了维稳的异化、造成了维稳的怪圈？
这是当前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亟须破解的难题。
需要我们树立科学的稳定观，确立维稳新思维，推进一系列社会改革，使“刚性稳定”转变成“韧性
稳定”，进而变“维稳”为“创稳”。

　维稳误区：异化与挑战徐　行
　官场系统中的维稳心态彭光芒
　基层维稳的深层次逻辑申端锋
　变刚性稳定为韧性稳定于建嵘
　解决维稳难题的上策郎友兴
　美国维稳启示录宋　伟
经策
　中国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吗
　　为什么世界工业化已经进行了250余年，近200个国家中只有少数发达国家？
为什么许多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常常“跌跟头”、“忽上忽下”，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
究其原因在于许多国家无法破解“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魔咒。

　　那么，中国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吗？
当前，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3600美元，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喜的是，中国保持了30余年GDP年均增速达9.8%的记录，当前经济增长势头依然强劲；忧的是中等收
入发展阶段的各类陷阱已不同程度地凸显。
可以说，未来五年，也即“十二五”期间，是中国绕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

　“中等收入陷阱”逼近中国？
胡鞍钢
　中等收入陷阱假说高 伟
　腐败“落势化”倾向之忧林 喆
　反腐败需“特别方略”王明高
　如何走出“分配窄圈”艾 芸
　“国富民穷”的局面怎么打破王占阳
　“不稳定幻象”与维稳怪圈孙立平
　运动式维稳是不可取的杨宜勇
　还没摆脱城市化冒进误区陆大道
　城乡发展失衡的主要症结所在迟福林
　弱势群体边缘化的潜在风险许正中
　中国经济的几个隐忧刘新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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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度警惕“中等收入陷阱”马 克
　跨越陷阱的日韩经验张亚光
　中国“新富家族”
　　在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发展出了不同类型的财富家族。
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国财富家族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历史时期不断消解，甚至销声匿迹，而随
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一批“新富家族”迅速崛起，引人注目。
“新富家族”崛起有怎样的特征？
这些家族与政治保持着怎样的关系？
我们该如何对待这些家族？

　　迅速崛起的“新富家族”对当前中国的发展正在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
面对这一新兴力量，关键在于如何引导。
引导得好，将给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活力；导入歧途，“新富家族”则可能演变成“权贵资
本主义”，害人害己，误国误民。

　中国新富家族崛起罗天昊
　家族模式的文化探源管　健
　新富家族的生存逻辑储小平
　民营家族蜕变的深层原因潘必胜
　“精英联盟”趋势的猜想陈光金
　警惕权势分利集团挟持公权力黄苇町
民策
　弘扬生态文化 构建和谐社会
　　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而今，人类面临自然生态与工业文明发展严重失衡的危局，这也意味着人类的生存安全遭遇严峻挑战
！
如何实现自然生态、工业文明和人类发展的和谐共生？
如何发展低碳经济、建设生态文明、坚持科学发展？
这，不仅是中国，也是全世界发展面临的共同课题。

　弘扬生态文化 构建和谐社会陈俊宏
　生态文明理念和发展方略曲格平
　当今气候之争的思辨邓伟志
　和谐：生态文明核心价值理念蔡登谷
　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跨越曹明德
　用生态文明打造中国特色低碳经济周　珂
　完善环境信息流网络的现实选择宋国君　傅毅明
　生态文明模式：中国的使命与抉择张孝德
　发达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经验李宇军
　“大城市病”的破解良方
　　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和城市化发展规模的矛盾日益突出，城市组织管理落后于城
市化进程，由此带来公众瞩目的“大城市病”。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要完善城市化布局和
形态，加强城镇化管理，预防和治理城市病。
防治城市病，首次进入我们党的政治文件。
该怎样认识城市病的本质？
城市管理者们如何进行“城市管理”与“社会管理”的创新，未雨绸缪、提前规划和应对？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策（第1辑）>>

对当前的“城市病”该如何对症下药？
这将成为转型时期城市发展中的重要课题。

　人口增长与“大城市病”诊治穆光宗
　大都市是怎样臃肿起来的安树伟
　论城市全面转型与空间秩序规范魏后凯
　城市基础设施供给中的政府角色赵　晖
　“大城市病”的破解良方王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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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政策　　中国战略知识分子&mdash;&mdash;一个重大问题的提出与争鸣　　一个伟大时代的兴盛
，需要这样一些人，他们是这个时代的引领者，具有远大抱负、远见卓识、学贯中西，深刻洞察时事
变迁；一个文明大国的雄起，同样需要这样一些人，他们是国家公民的优秀代表，具有强烈的民族责
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人民利益为旨归、以国家兴盛为己任、以国家振兴为关怀。
我们把他们称之为战略知识分子。
他们是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是精英中的精英。
真理往往掌握在他们手中。
他们人数甚少，但作用甚大。
　　当前，中国正处在大变革、大发展、大转折的历史时期，也是实现中华崛起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战略问题异常突出和重要。
我们更加需要一批胸怀宽广、志趣高远，有着雄才伟略的大专家、大学者，为国家民族兴旺贡献大智
慧。
　　传递出新的价值取向和精神意涵 胡仙芝　　知识分子概念需要现代化　　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是在
传统农业社会背景下提出来的，那时社会上主要以体力劳动为主，从事脑力劳动的专门劳动者并不多
。
　　&hellip;&hellip;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策（第1辑）>>

编辑推荐

《中国策(第1辑)》编辑推荐：新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全方位应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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