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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迅猛发展和强势崛起的中国，对现存国际体系的冲击大、影响深。
关于这一冲击和影响的过程、性质、方向和作用机理的连续跟踪研究和深入理论分析，很有必要。
　　从现状看，国际体系与中国依然是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的关系，而不是相反。
即使30多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和挑战霸权的实力，改变了国际力量对比态势，
但中国并没有从典型的应战者变成标准的挑战者。
①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从过往的适应性融入，开始转向建设性塑造。
　　在2012年7月7日召开的“世界和平论坛”上，习近平宣示“中国已成为国际体系的积极参与者、
建设者、贡献者”，多次提到了“建设性作用”和“建设性参与”。
②建设性，已经成为理解崛起的中国与现存国际体系之间关系的一把钥匙。
一、全面改变自己来适应外部环境　　中国国际行为的“适应性融入”特点，在过去30多年里表现得
相当明显。
　　（一）明确目标，下决心改变自己以适应外部世界。
适者生存，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发展史证明共产党人是精于此道的。
尤其是自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改变自己的努力表现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和思维方式等各个领域，极为深刻、极其全面。
尽管这一进程因为“先易后难”的改革模式现正进入“深水区”而步履维艰，但总的方向和大的趋势
未变。
2012年7月23日，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讲话强调，应“永不僵化、永不停滞”，表
达了深化改革的坚定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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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崛起是近30年来国际社会最重要的事件，它对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就
不可避免地面临着重大的国际体系压力。
尤其是近年来，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崛起的节奏“被加快”了，由此导致国际体系的压力空
前增加，学界对中国崛起的研究空前关注。
《中国崛起与国际体系》就是在国内外已有的研究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梳理和提高，为我国实现和平
崛起提供些许借鉴与参考。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关中国崛起的理论研究，主要是从宏观、概括的层面对有关中
国崛起的相关理论概念内容作一个梳理；第二部分是有关中国崛起对国际体系的影响，主要阐述了中
国崛起的国际影响力问题，中国崛起对国际经济关系以及大国关系（以中美关系为代表）、周边关系
（以中日关系、中国-东盟关系为代表）的影响；第三部分是国际体系中的其他国家崛起对中国的启示
，主要研究了国际体系中大国崛起的历史地理周期问题，以及其他国家（含欧洲大国、俄国、美国、
日本、印度等）崛起给中国的启示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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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但从另一方面而言，文化的差异本身亦构成了交流的内在动力。
随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影响力的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与文化品质，不再是电视屏幕上用以消费的边
疆，而是一种现实的全方面体验。
而这种体验所形成的中国印象，将直接决定中国文化崛起的成功与否。
历史上大国崛起的经验表明，政治与经济的崛起并不必然带来文化的崛起。
普鲁士的大国崛起并没有带来其国家形象的提升，相反其国家形象却通常被符号化为“强壮的、冷酷
的、野蛮的欧洲的匈奴人”。
对于后发崛起的发展型大国而言，一方面对先进国家的借鉴、模仿虽然可以在政治、经济的制度建设
上取得良好的效果，但是却可能阻碍本国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由于发展型的国家在发展
优先性选择中，通常会更加关注经济、军事等物质性理论，因此其文化发展可能会处于相对滞后的状
态。
　　尽管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已经将建设文化强国设定为中国崛起的重要战略目的，但是相比于快速增长的
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力，中国的文化影响力仍然存在明显的不足。
长期以来，我国的文化形象并没有充分体现中国崛起在现代性、全球化语境中的含义，仍然停留在文
化古国的层面，而没有实现从文化古国、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的提升。
究其原因，可以归纳为两点：其一，是我国的文化生产模式主要依托于政府主导的事业组织与市场导
向的商业组织。
比较全球文化强国的生产模式，可以发现在我国的文化生产模式中，公民社会始终处于相对弱势的地
位，它既无法在权威性上与政府文化产业竞争，也无法在市场效益、消费功能上与商业文化相竞争。
这种缺陷导致了在我国的文化生产往往只具备国家主义与消费主义的视角，而欠缺了市民社会的人文
关怀。
这导致了我国的文化输出始终给人以“太官方”或是“太商业”的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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