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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里需要直接告诉读者的是，现在大家看到的《中国策》&mdash;&mdash;是一本理性思考当代中
国问题的著作。
　　目前，处于急剧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已经到了一个重要的、关键的时期。
说它关键，一是说中国的发展目前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我们有六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
史积淀和巨大成就。
2007年12月，享有世界&ldquo;史库&rdquo;之称的美国著名时事性杂志《时代》周刊针对中国改革开放
载文指出，那个时候和现在的真正差距，其实要比目前所能观察到的更大。
尽管这个发展历程一般有很多硬数据来衡量，但是如果以人类的标准看，其间的变化甚至更加惊人。
新加坡《联合早报》2008年1月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堪称人类史上一个伟大的实践。
在2008年12月18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网站一口气发了6篇关于中国改革30年的专稿，英国《
卫报》网站也发了4篇。
这样的强烈关注显然是非同寻常的。
　　放眼三十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国的社会变革无时无刻不吸引着中国人和世界的极大关注。
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在没有经历巨大的社会震动和动乱的情况下，发生了如此全面，具
有深度的急剧变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奇迹！
　　但同时，中国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风险，改革中很多深层次和体制性的问题都开始逐渐暴
露出来。
虽然中国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很不完善，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中国的政治体制虽然比过去有巨大进步，但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也面临新的问题和任务，权力过度扩
张、监督制衡相对软弱与过度干预经济，使得不公平、不正义的问题相对突出。
同时，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也存在着巨大的利益纠葛和阻力。
　　一言以蔽之，中国的变革并没有终结，开放没有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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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进入21世纪，无论中国国内还是世界格局均发生了迅速而深刻的变革。
1978年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同时全球化也迅猛地席卷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为各国带来了
空前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
    本部著作对新世纪中国在战略部署、民主政治、经济发展、民生问题、领土主权、人文社会、生态
环境、外交格局和改革方向等领域面对的种种成就和挑战进行了全景式扫描与透析，对中国在新世纪
面临的成就与挑战逐个进行客观理性地梳理，是一部对中国当前社会热点焦点问题进行集中分析解读
的战略性、前瞻性、可读性、全面性和针对性的战略性著作。
    此书以理性精神和冷静客观心态审视当前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和历史贡献，审视当代中
国面临的各种新问题、新挑战，是一部纵论天下不可多得的扛鼎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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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随后出现的名头更响的&ldquo;G2（中美两国集团）&rdquo;概念显然与&ldquo;Chimerica&rdquo;
异曲同工。
2008年7月，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middot;伯格斯滕在美国著名的《外交事务》杂志
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平等的伙伴关系的文章》，为美国&ldquo;应对中国的经济挑战&rdquo;提出解决
之道：建立中美两国平等协商、领导全球经济事务议程的&ldquo;G2&rdquo;模式。
　　而布热津斯基、基辛格等美国前政要的相关言论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今年初，布热津斯基在华盛顿接受日本《读卖新闻》专访时说，&ldquo;在双边关系方面，美国应该加
强与中国的关系，确立G2的关系&rdquo;。
布热津斯基是卡特总统时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是美国最重要的战略家之一，更重要的是他还是奥
巴马在竞选期间的外交问题顾问。
他对G2的公开支持，让日本媒体惊呼&ldquo;这恐怕不只是一种幻想&rdquo;。
　　战略界的声音也迅速传到了政策层。
今年3月，世界银行行长、前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撰文表示，中美两国必须成为20国集团的引擎
，&ldquo;没有G2强劲发展，20国集团就将会令人失望&rdquo;。
不久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卫报》发表观点表示，中国将成为21世纪&ldquo;不可或缺的力
量&rdquo;，在未来的几十年间，中国将与美国一道，成为两支&ldquo;权威力量&rdquo;，成为&ldquo;
世界两强&rdquo;。
米利班德是西方第一位公开支持建立&ldquo;G2&rdquo;的在任政治家。
　　温家宝总理2009年5月20日在出席中欧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时，就所谓&ldquo;G2&rdquo;问题阐明
了中国的立场。
他强调指出：一两个国家或大国集团不可能解决全球的问题，多极化和多边主义是大势所趋、人心所
向。
有人说，世界将形成中美共治的格局，这是毫无根据的，也是错误的。
　　&ldquo;中美共治论&rdquo;有肯定中国发展的一面，但更深层次的用意是迫使中国承担更多责任
，而这对中国是很不公平的。
对于这种另有企图的美丽陷阱，我们中国人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不戴不切实际的高帽。
　　而日本媒体也率先爆料中国经济总量将于2009年底超过日本，升至全球第二。
　　面对国外媒体和政商学界的这些说法，我们必须清醒分析，理性看待。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斐然，世人关注。
但在我们深感骄傲和自豪的同时，更应保持清醒的认识：现阶段的中国只是一个经济大国，建成经济
强国的路还很长。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尽管GDP总量跃居全球第3位，而人均GDP却仍处于全球第100位前
后。
这一客观事实说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
　　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区域间发展还不平衡，综合国力不强，国民总体生活水平在世界排名靠后
。
联合国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显示，中国在2007年排名81位，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现阶段，我国人均GDP还不到2500美元，刚刚走出低收入国家行列，正在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
　　产业结构也不尽合理。
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资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粗放投入实现的，还不是创新驱
动型的发展。
经济高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靠高投入和出口推动的，国内需求的增长相对迟缓，消费、投资和出口的
关系还很不协调。
　　美、日及西欧发达国家是最早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国家，目前已经率先迈入以信息产业和高科技为
主导的新经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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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衡量标准主要是在GDP结构、劳动力结构、生产效率、能源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国民
受教育程度、医疗卫生、公民意识、道德水准、文明礼貌等方面的表现。
与这些指标进行对照，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中国迈进比较发达和发达国家行
列还需要长时期的自主创新、艰苦奋斗。
　　而仅有GDP的数量增长并不意味着一个国家就能成为&ldquo;大国&rdquo;。
因为&ldquo;大国&rdquo;的内涵是多层面和多角度的，它是一个集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内容干
一体的综合性宏观概念，目前较突出的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比较滞后。
　　冷战结束后发展中国家在迅速崛起，是21世纪最值得注意的一股潮流，在这股发展中国家崛起的
大潮中，中国是突出的代表，中国的地位和影响与其他新兴发展的国家一样在迅速地上升。
　　一句话，中国的发展成就巨大，举世瞩目，不容贬低和否定，但同时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成为世界大国和世界强国特别是首强，还有很长的路，还有很大的距离。
　　中国成就举世瞩目但仍要理性面对　　国家统计局2009年公布了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3DP）最终核实数据，按不变价格计算，GDP比上年增长13.0％，现价总量达到257306亿元人民币。
这一数据公布后，引起了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很多国外媒体特别是西方媒体给予了高度赞扬。
　　而随着全球金融危机不断加深，以及在中国政府的应对措施果断有力、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依然
看好的背景下，西方呈现出把遏止全球性衰退的希望寄托给中国的舆论倾向。
&ldquo;G2&rdquo;即&ldquo;中美共治论&rdquo;，在2009年4月份伦敦召开的G20峰会上，一举成为家喻
户晓的名词。
　　&ldquo;中美共治论&rdquo;最早缘起于一个新造的词汇&ldquo;Chimerica（中美国）&rdquo;，这是
美国经济史学家尼尔&middot;弗格森2007年3月4日在英国《星期日电讯报》上提出的一个新概念。
根据他的定义，&ldquo;中美国&rdquo;主要是指，最大的消费国美国与最大的储蓄国中国构成的利益
共同体，以及这个利益共同体对全世界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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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策：新世纪、大视野与我们的治国方略》鼓励国人讨论、质疑甚至面对自己国家的不足，
这样的著作有多重要吗？
宏观策、发展策、政治策、经济策、人文策、世界策，新世纪的大国崛起之策。
　　针时局贬时弊，抽丝剥茧析中国模式之方，破迷思除陈见，鞭避入里言中国崛起之策。
　　金融危机背景下&ldquo;中美共治论&rdquo;被西方大肆宣传，他们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和目的？
　　中国成就巨大，举世瞩目，我们该如何面对？
　　食品安全问题屡禁不绝，解决之策中为何文化因素常被忽略？
　　粮食问题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我国多年丰收还要警惕哪些隐患和挑战？
　　环境治理进展不小，但为什么农村环境治理却迫在眉睫？
　　在国内严惩腐败的今天，环顾全球，我们与世界清廉国家的差距究竟还有多大？
　　学术腐败司空见惯，但其危害到底有多大？
　　教育乱收费屡禁不绝，问题根源究竟在哪里？
　　美国遭遇百年金融危机，头号大国是否成残阳西落，大势已去？
　　中国和平崛起，能否突破历史千年铁律，颠覆零和博弈？
　　为发展直言进谏 为改革出谋划策　　粮食安全、环保问题、城乡差距、户籍改革　　教育医改、
政治体制、人权民主、反腐打黑　　为国运慷慨陈词 为迷局指点迷津　　大国介入、历史纠葛、领土
争端、资源争夺　　台湾问题、西藏分裂、中日争端、中美关系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策>>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