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震撼>>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震撼>>

13位ISBN编号：9787208096844

10位ISBN编号：7208096848

出版时间：2011-1

出版时间：世纪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张维为

页数：249

字数：1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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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震撼>>

前言

　  中国以西方不认可的模式迅速崛起，给世界带来了相当的震撼。
　  西方先是预测 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后中国要崩溃；苏联解体后，又预测中国会步苏联
的后尘分崩离析；邓小平去世前后，又预测中国要大乱；香港回归前，又预测香港的繁荣将一去不复
返；&ldquo;非典&rdquo;爆发，又被描绘成中国的切尔诺贝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又有人预测中国
将走向崩溃；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后，又有人预测中国要出现大乱，结果这一切都成了笑话。
一言以蔽之，中国崩溃论崩溃了。
　  但在国内，由于种种原因，不少人对自己国家的崛起仍心存疑虑；一些只认同西方模式的人甚至
认为：如果中国不朝着西方模式演变，只能是死路一条。
其实，只要稍有一点国际视野的人就会发现：尽管中国存在不少问题，但中国的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
。
中国模式并非十全十美，但其总体的成功令那些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望尘莫及，西方国家本身
也因此而受到了震撼。
中国模式形成于全世界范围内的激荡和竞争之中，竞争产生的东西就是厉害，所以这个模式不会走向
崩溃，只会进一步完善而走向更大的辉煌。
从更为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伟大
文明的复兴，是一个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超大规模的&ldquo;文明型国家&rdquo;的崛起。
　  如果历史上的古埃及文明、古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都能够延续至今，并实现
现代国家的转型，那么它们今天也可能是&ldquo;文明型国家&rdquo;，但这种机会已经不复存在。
如果当初古罗马帝国没有四分五裂，并能完成现代国家的转型，那么欧洲也可能是一个相当规模
的&ldquo;文明型国家&rdquo;，但这只能是一种推演和假设。
如果今天数十个国家组成的伊斯兰世界，能完成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并整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崛起
，那么也可能是一个十亿人口规模的&ldquo;文明型国家&rdquo;，但今天看来这也是难以实现的愿景
。
环顾今日之世界，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
　  这种&ldquo;文明型国家&rdquo;具有超强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不会跟着别人亦步亦趋，不会照搬西
方或者其他任何模式，它只会沿着自己特有的轨迹和逻辑继续演变和发展；在崛起的道路上它也可能
经历磕磕碰碰，但其崛起的势头已不可阻挡，其崛起的方向已不可逆转；这种&ldquo;文明型国
家&rdquo;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因为它本
身就是不断产生新坐标的内源性主体文明。
　  这种&ldquo;文明型国家&rdquo;不需要别人认可也可以独立存在和发展，它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在很
多方面与别人不一样，过去不一样，现在也与众不同，今后也还是自成体系的。
这就像汉语扩大自己的影响，不需要英语的认可；就像《孙子兵法》不需要克劳塞维茨来认可；就像
孔夫子不需要柏拉图来认可；就像中国的宏观调控，不需要美联储来认可。
而更可能发生的倒是前者逐步影响后者的问题：汉语可能会逐步影响英语的发展，《孙子兵法》已经
并将继续影响西方军事思想的发展；孔夫子和柏拉图都为人类社会提供了宝贵的智慧；中国的宏观调
控给美国带来不少可借鉴的东西。
 18、19世纪世界上崛起的第一批国家，如英国、法国等，其人口都是千万级的；20世纪崛起的第二批
国家，如美国、日本等，其人口是上亿级的；而今天 21世纪中国的崛起，其人口是十亿级的，超过前
两批国家的人口总和。
这不是人口数量的简单增加，而是一个不同质的国家的崛起，是一个五千年文明与现代国家重叠
的&ldquo;文明型国家&rdquo;的崛起，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的崛起，是一种独立政治话语的崛起，它
给世界带来的可能是新一轮的&ldquo;千年未有之大变局&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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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崛起”震撼了全世界，“中国模式”也成为了国际学界、理论界热议的话题。
张维为教授通过自己走访一百多个国家的所见所闻，以国际关系学者的深厚学术背景，以其独特观察
和理性分析，丰富了“中国模式”的深刻涵义，更提出了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命题。
    本书提出，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的复兴，是
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文明型国家”崛起的深度、广度和力度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
这种“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
。
    《中国震撼》是“中国模式”论的最坚实有力的理论著作，其归纳的“中国模式”的八大特点和八
大理念，是“中国模式”论精辟的理论总结，它将丰富关于“中国模式”的理论研究，同时，也让国
人以及世人更客观地认识中国崛起的事实，理解中国崛起背后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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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维为，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日内瓦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博士，曾为英国牛津大学访问学者。
现为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日内瓦韦伯斯特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复旦大学兼任教授、
清华大学特邀研究员。
 
    著有《邓小平时代的意识形态与经济改革》（英文）、《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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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不再误读自己　  一、世界变化真快 这个世界变化真快。
　  在相当长时间内，我们担心外界的恐惧，不太愿意使用&ldquo;崛起&rdquo;这个词来形容自己的迅
速发展，但外界却偏偏喜欢使用这个词。
颇有影响力的美国媒体检测机构&ldquo;全球语言观察&rdquo;于2009年末，对全球纸质媒体、电子媒
体和互联网进行检索后发现：&ldquo;中国崛起&rdquo;竟是全球年来最热门的新闻主题，其被关注度
超过美国的&ldquo;9&middot;11&rdquo;和伊拉克战争。
虽然这个机构检索的主要是英文文献，不一定能全面反映整个世界对中国崛起的态度，但作为当今国
际交流的主要语言，英文检索也许恰好反映了外部世界对中国崛起的特别关注。
　  中国崛起的步伐令人震撼： 1979年以来，中国的 GDP增加了18倍，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这还是按照官方汇率计算的。
如果用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一般认为中国在1992年就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
中国还于2009年超越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
过去三十年中，已有8000多亿美元外资投资在中国，中国成了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中国2009年
对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的贡献率达50%左右。
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middot;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作了估算：如果说英国工业革命期间，一个人的生活水平在自己生命周期里翻了一倍的话
，那么在中国当今这场现代化大潮中，一个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自己的生命周期内可翻 7倍。
　  十年前，美国媒体还在指责中国银行系统坏账太多，而到了2010年，世界银行资产排名前五席有三
个都是中国的银行。
五年前，八国集团每年开经济年会还能引来世界关注，但如今其功能已被二十国集团取而代之；一年
前，西方学者还在预测金融海啸将导致中国大乱，但结果中国却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并成了
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
　  有意思的是，虽然外界大都认为中国崛起是不争的事实，但国内不少人则心存疑虑，一些人甚至
一听到谈中国崛起，就有抵触情绪。
 2008年底，我赴印度讲学，回国后在报上和网上发表题为&ldquo;印度贫民窟带来的震撼与思
考&rdquo;的文章，一位网友给我留言：为什么要和印度比？
为什么不和东欧比？
我回答：我不久前访问过华沙、布达佩斯，我感觉它们比上海落后至少十年。
他又问：和华沙、布达佩斯比算什么？
为什么不和纽约比？
把中国大城市和纽约比，三十年前是难以想像的事，但今天真是可以好好比一比了。
其实，美国《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托马斯&middot;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本人就写过一篇这样的比较文章。
2008年夏天，弗里德曼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奥运会，之后途经上海返回纽约，他有感而发，写了篇很
有影响的评论，题为&ldquo;中美这七年&rdquo;，刊登在当年9月10日的《纽约时报》上。
他写道： 当我坐在鸟巢的座位上，欣赏闭幕式上数千名中国舞蹈演员、鼓手、歌手以及踩着高跷的杂
技演员魔幻般的精彩演出时，我不由得回想起过去这七年中美两国的不同经历：中国一直在忙于奥运
会的准备工作，我们忙着对付基地组织；他们一直在建设更好的体育馆、地铁、机场、道路以及公园
，而我们一直在建造更好的金属探测器、悍马军车和无人驾驶侦察机 &hellip;&hellip;差异已经开始显
现。
你可以比较一下纽约肮脏陈旧的拉瓜地亚机场和上海造型优美的国际机场。
当你驱车前往曼哈顿时，你会发现一路上的基础设施有多么破败不堪。
　  再体验一下上海时速高达220英里的磁悬浮列车，它应用的是电磁推进技术，而不是普通的钢轮和
轨道，眨眼工夫，你已经抵达上海市区。
然后扪心自问：究竟是谁生活在第三世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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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接着说： 你会发现这样一个崭新的事实：就技术发展水平而言，中国的富裕地区，特别是北京、
上海以及大连这些城市的现代化地区如今要比富裕的美国更加先进。
高楼大厦的建筑风格更加有趣，无线网络技术更加尖端，道路和火车更加便捷美观。
我再次重申，这一切并不是靠发现石油，而是通过充分发掘自身潜能得来的。
　  最后他不无忧心地感叹： 我很不愿意对我女儿说：你只有去中国才能看到未来。
　  弗里德曼可能对小布什太失望了，所以对小布什误导下的美国把这么多生命、资金和时间都浪费
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强烈挫折感。
毕竟在不少方面，中国大城市仍不如纽约。
以上海为例，至少在金融业、公共文化空间和城市国际化程度等方面，上海与约还有距离，但在许多
方面，上海确实走到纽约前面了，甚至远远地走在纽约前面了。
在 &ldquo;硬件&rdquo;方面，上海的机场、港口、地铁、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摩天大楼、商业繁华
的程度、美妙的夜景均比纽约好。
在&ldquo;软件&rdquo;方面，上海的社会治安、婴儿死亡率、人均预期寿命等重要指标也好于纽约，
上海市民的幸福指数也高于纽约市民。
　  当然，有人会说我们的大城市确实很亮丽，但我们的城乡差距很大，这个说法我是认同的。
我们的城乡差距大于所有发达国家，这也是我们下一步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但我们也不要一叶障目，因为发达国家历史上都经历过城乡差距扩大的棘手问题，缩小城乡差距对任
何国家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无法一蹴而就。
尽管我们农村的现状离发达国家的标准还有不小的距离，但我们农村这些年发展亦很快，我们农村的
总体水平明显地好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关于这一点，我下一章中再谈。
　  有人说，中国腐败问题这么严重，怎么能算崛起？
中国腐败情况确实比较严重，这是又一个需要我们认真解决的大问题。
但是从历史角度来看，发达国家在自己工业革命的时候，也是腐败迅速滋生的时候。
19世纪的英国议员席位是可以买卖的；美国那个时候的经济主要掌控在史学家称之为&ldquo;强盗式贵
族&rdquo;（robber barons）的手中；卡内基和洛克菲勒这些大名鼎鼎的家族，都有很不光彩的发家史
；著名历史学家埃瑞克&middot;霍布斯鲍姆 （Eric Hobsbawm）在其名著《资本的年代
（1848&mdash;1875）》（The Age of Capital： 1848&mdash;1875）中把当时的美国定性为世界上最无法
无天的地方，腐败猖獗，私人雇佣的&ldquo;警察&rdquo;可以任意处死罪犯，整个美国没有欧洲意义
上的政府，结果人人自危，人人自卫，美国家庭至今拥有枪支的传统就始于那个时代；日本明治维新
时期的特点也是大规模的官商勾结，今天日本许多大公司当年都是廉价卖给与政府有特殊关系者的。
　  美国学者塞缪尔&middot;亨廷顿（ Samuel P。
 Huntington）在其名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中提出一个观
点：&ldquo;不论是在哪一种文化中，腐化都是在现代化进行得最激烈的阶段最为严重。
&rdquo;为什么一个国家现代化上升时期往往也是腐败上升的时期？
其主要原因就是社会财富迅速增加的同时，国家的法治水平和监管水平一时还跟不上，这种情况可以
说是大国崛起的阵痛，确实需要时日才能解决，而且即使解决了老的腐败问题，还会出现新的腐败问
题。
美国2008 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就暴露出大量的&ldquo;第二代腐败&rdquo;问题，华尔街的金融欺诈和监
管套利令人发指，祸害全世界。
总之，反腐败是个长期过程，最终我们还是需要通过法治建设、经济和教育的发展等，才能从源头上
和制度上决定性地减少腐败。
　  从横向比较来看，无论从研究腐败问题最权威的国际组织&ldquo;透明国际 &rdquo;的历年报告来看
，还是从我自己的实地观察来看，与中国可比较的（如人口在 5 000万以上）发展中国家和过渡经济国
家腐败程度都高于中国，尽管这些国家都采用了西方政治制度，如菲律宾、泰国、孟加拉、印度、巴
基斯坦、巴西、埃及、印度尼西亚、俄罗斯等，更不要说腐败到骨子里的很多非洲所谓的民主国家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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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环境污染得这么厉害，能算崛起么？
环境保护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但我们不要太悲观。
历史上，欧洲的污染可能比中国还要严重，伦敦在 1952年曾出现过一周内4000多人死于煤烟污染；欧
洲的莱茵河曾被宣布为死河，大量生物死亡，连游泳都不行。
但后来欧洲通过大规模的生态治理，还是走到了世界环保的前列。
中国只要下决心治理，可以后来居上。
其实，西方现在也开始发现中国模式在环保领域内的优势：中国模式的特点之一是一旦认清了目标，
其行动效率比西方模式高很多。
短短几年间，中国在风能、太阳能、电动汽车等领域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中国的贫富差距这么大，基尼系数达到了0。
45，甚至0。
47，这能算崛起么？
中国贫富差距确实比过去要扩大了很多，这是需要我们认真解决的棘手问题，因为除了贫富差距本身
扩大外，我们国家还有很强的&ldquo;不患寡而患不均&rdquo;的文化传统，所以这个问题要处理好，
否则中国的发展可能会遭遇挫折。
但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地看贫富差距的问题。
比方说，人们经常引用的基尼系数，它只计算名义收入上的差别，而不计算中国相对贫困的农村人口
事实上所拥有的土地和房产的价值。
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没有进行过真正的土地改革，所以穷人的处境比中国要悲惨得多。
中国的贫富差距是相对差距，也就是说，低收入者的日子也比过去好多了，而高收入者的财富增加得
更快，这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绝对贫困化属于不同性质的问题。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过去二十年里，世界上70%的贫困人口是在中国脱贫的。
　  我自己曾多次说过一个观点：你可以开车从北京或上海市中心出发，往任何方向开，只要不开到
海里去，不开出国境线，开 20个小时，你会看到很多的农村和城市，你把你一路所看到的贫困现象加
在一起，可能会少于你从印度的孟买、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市
中心往城外开2个小时所看到的贫困。
在那些国家，你会看到中国绝大多数地区已经绝迹的那种赤贫：几十万人居住的大片的贫民窟，那种
衣衫褴褛、无家可归的赤贫。
通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赤贫人数大幅下降，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还远远没有做到这一点。
　  中国的房价那么贵，大学毕业生根本买不起房子，甚至连婚房都没有，这能算国家崛起吗？
但了解一点世界房产情况的人就知道：世界上大概只有在中国，大学刚毕业就可以考虑买房子，女孩
子更可以坦然地把拥有产权房作为结婚的条件。
坦率地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发达国家达到这种水平。
电视连续剧《蜗居》引来无数国人对房价高涨的感叹，其中女主人公有句台词：&ldquo;咱俩加在一起
，都快 70岁了，但还没有自己的房子。
&rdquo;这种话在瑞士这样的发达国家没人敢说。
瑞士至今的住房自有率才 36%，35岁前就拥有自己的房子对绝大多数瑞士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发达国家大多数民众都是在租来的房子里结婚的。
实事求是地说，国人在住房上的要求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
从某种意义上这也展示了中国赶超发达国家的飞快速度。
不过，某些国际惯例恐怕还是有参考意义的。
比方说，对于很多人来说，应考虑先租房，有了积累再买房，当然房屋租赁市场需要更好地规范。
同时，考虑到中国人有世界最强的置产传统，我们也需要探索解决住房问题的新思路。
比方说，我们可以把租赁和购房结合起来，租赁房屋达到一定的年限，租户就能以优惠价格购买租赁
的房子；我们也可以参照 1998年房改，启动某种形式的&ldquo;全民最低保障住宅制度&rdquo;（如以
建筑成本价加一些条件把最低保障住房售给适合条件的年轻家庭），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形成世界上
最庞大的有产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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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恒产者有恒心，这对中国的长治久安非常有利，对于拉动国内经济和消费也是有益的。
　  今天的中国仍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要在这么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国家里全面实现现代化
确实不容易。
但是总体来看，过去三十年内，中国在消除贫困、实现现代化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中国不愿意说自己崛起，结果却赫然崛起；中国讲韬光养晦，结果却有不少作为；中国说人民币还不
是自由兑换的货币，但实际上今天世界到处都可以兑换人民币；中国总是说自己还是发展中国家，但
相信这个话的外国人似乎在不断减少；中国人不太愿意用&ldquo;中国模式&rdquo;这个概念，但全世
界都在谈论这个话题。
中国人谋长远，沉得住气，谦虚谨慎，以静制动，但不管你说还是不说，喜欢还是不喜欢，中国的崛
起还是给这个世界带来了震撼。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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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震撼：一个&ldquo;文明型国家&rdquo;的崛起》邓小平资深翻译，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
学院教授，&ldquo;中国模式&rdquo;最坚定的支持者和理论研究者；亲历百国现实，从全球视野中比
较&ldquo;中国经验&rdquo;，对&ldquo;中国模式&rdquo;做出最强有力的理论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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