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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取得初步成果开始，直至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
整个发展过程，就是说，这个时期正值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大潮.在此期间，通过留学、经商、企业咨询
等性质迥异的研究和实际工作，我很有机会来到中国而直接看过中国之大变化，并且，得到过许多中
国朋友们的建设性意见。
而原作正是基于这些年来所学到的知识编写而成。
　　正值本次的《在崛起与衰退之间》译本发行之际，想到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主角的中国朋友们
能够阅读到这部凝结了作者全部提炼思想的原作译本，作者激动不已。
　　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古今中外末见的大规模国家项目。
这是占世界人口近三分之一的十几亿中国人民在生死存亡关头，在或确立经济上的自立，或选择受苦
挨饿的问题上面临的重大抉择。
因而，也是决不容许任何失败发生的。
勿庸置疑，不仅对于中国，对于全人类而言，这也是一项不容许失败的项目。
这一项目不愧为人类史上最有贡献的伟大事业。
并且，通过全体中国人民齐心协力地添砖加瓦，已为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伟大事业“之后”需要做些什么呢？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作者认为，我们应在自己的伟业中学习，冷静地进行反思。
如果沉醉于成功，未来将难免会因为享受安逸而毫无进步。
这也是前人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
　　作者想，给我们经验教训最深的当属日本，在原作中作者将日本与中国进行了比较。
日本之所以能够成就高速发展，并不只是单凭其自身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幸运，而面对这
个事实所该有的谦虚却被日本人遗忘了。
此外，日本没有进一步地加强其长期性竞争力，尤其是人力资源方面的竞争力；也忘记了经营管理的
本质，一味地追逐眼前资本积累和对自己的盲目保全。
　　中国改革开放政策能够在如此大规模、没有任何，且不容失败的环境下取得成功，正是中国放弃
了短期性利益，制定了全体人民都可以理解的长期性目标，摒弃了所有虚设的东西，并完全遵守了投
资效果最大化的原则。
为取得成效，领导部门不仅强调责任性，而是要求以理解政策内容为前提的自我牺牲，下大力气在创
新方面做文章。
基于此，将“合作”定位为战略机制之新管理方式，它给中国带来很多经济发展机会，此外，还在实
践过程中，领导部创造出来不少崭新和特有的新专业技术（know?how）。
但是，通过改革开放取得的这些新专门技术也是如此，如果作为改革开放主角的中国人没有真正体味
到“此后”的深意的话，所有的那些新专门技术也什么时候都将会被渐渐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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