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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力量的彰显”和“力量的源泉”上、下两篇。
上篇援引了大量的事实、数据和观点，从两国政府的应急管理能力、国民经济动员能力、危机传播管
理能力以及世界各大国的反应等方面对两次地震震后20天的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下篇则基于这些
比较，从制度、文化和历史轨迹等不同角度进行深层次的反思，并通过反思，探寻历史与现实的内在
逻辑，追踪中国力量的源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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