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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同济亚太研究论丛》是同济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编辑的学术性论著。
它作为同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的学术出版物之一，提倡以科学的立场和严谨的治学态度，理性地观察
世界，客观地分析国际和地区间的敏感问题，在对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以及国际关系
进行全方位、多视角研究的基础上，将最新的研究成果奉献给读者。
本《论丛》自第一辑面世以来，得到同行们的关心和支持，现在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第五辑。
    本书由专论、政治篇、经济篇和历史文化篇四部分构成。
内容涉及东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关于区域经济合作等领域，诸多学者在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另外，从培养国际问题研究的新生力量和为年轻人提供发表学术论点舞台的角度考虑，本书还吸收研
究生参与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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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专论1.软力量建设与中国对外战略二、增强软力量必须考虑世界的要求与需求中国的政府和人
民已经愈益认识发展软力量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长期的和平的良好的国际环境。
在冷战后的国际条件下，完全以军事实力等硬力量去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是不可能的，大国之间
的关系由争夺霸权、互相对抗走向既合作又竞争的新阶段。
中国的硬力量比起发达国家来说仍将长期处于劣势，亟须以软力量加以弥补。
而且，中国经济将继续持续快速增长，当硬力量迅速上升时，外界的疑虑和不安也愈益增强，形成一
种不利的氛围，必须以软力量去化解。
中国作为人口超多、资源匮乏的社会主义大国，要让邻国接受、世界接受，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这
需要中国硬力量的支撑，更需要软力量的帮助。
更重要的是，软力量既然是民族文化影响力在国际关系的反映，它能够奏效，就必须针对外部世界的
实际情况，顾及外界对中国的要求和需求，而不能只凭自己的感觉。
考虑外界对中国的要求和需求，又必须依据本身的能力和条件，超越了能力与条件的限制，只会损害
威望，适得其反。
总的来说，世界各国都希望中国增强软力量，多运用软力量，欢迎中国加强软力量。
1.外界对中国软力量的期待第一，期待中国走和平崛起、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道路为了应对“中国威
胁论”和“中国崩溃论”，更为了明确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中国政府和领导宣布，中国要坚持和平
发展道路。
中国将努力建设“和谐社会”，在国际上为建设“和谐地区”与“和谐世界”作出贡献。
近年来的国际民意调查显示，中国的努力已初见成效。
人们最担心的，是中国能否坚持和平发展。
其中，台湾问题又是焦点。
澳大利亚国防部2007年公布的报告说，中国军力的迅速发展可能威胁到亚太地区的稳定，并且导致美
中关系趋于紧张。
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能用和平方法解决台湾问题，美中之间就不会发生军事冲突。
东南亚国家的精英也非常担心，中美之间如因台湾问题发生冲突，它们会像两只大象争斗时践踏草地
。
在台湾问题上，中国政府面对现实，提出“一个中国”、“和平发展”的政策。
大陆对台湾经济全方位开放。
中国的政策与“台独”的挑衅形成了鲜明对照，因此2008年美日两国把“台海问题”从共同战略目标
中删除，对于遏制“台独”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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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东亚和平与发展》由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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