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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9年10月1日，新中国将迎来60华诞。
历经60年的风雨沧桑，中华大地之变可谓天翻地覆。
满目疮痍的战争场面早已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经济与社会的突飞猛进，昭示着一个繁荣昌盛的中国
正在成为现实。
中国人用自己的勤劳与智慧，缔造了一个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昔日雄霸世界的大清帝国轰然倒塌，中国自此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这种屈辱长达百年，也直接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的全面停滞。
据有关资料，1820年中国GDP占世界GDP的32．9％，居世界首位；至1950年，中国GDP占世界GDP的
比重仅为4．6％。
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仅为0．22％，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7左右。
　　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民经济体系开始恢复重建，农业、工业生产迅速发展。
至1957年，全国人均粮食产量达到300公斤，饱经战乱的中国人民终于看到了丰衣足食的曙光。
从1953年到1956年，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9．2％，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初步奠定。
然而，随之而来的“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中苏关系恶化以及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使中
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再次遭受重创。
多难兴邦，这个国家似乎注定要走一条曲折的发展之路；而这个民族却从来没有放弃复兴的希望。
1978年，改革开放拉开序幕，中国以空前的经济体制变革之势与全方位对外开放之自信为主要支撑，
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
200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7万亿元，这一数字是1978年的82倍。
从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GDP由1978年的全球第10位上升到第3位；1978～2008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
高达9．8％，是同期世界平均增长速度的3倍。
据联合国发布的《2009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2008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2％
，2009年有可能达到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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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资源环境的影响以及中国软实力的现状三个角度，全面回顾与分析了新
中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对世界的可能影响，对形形色色的“中国论”给予了评述。
    基于精确计算与理性思辨，本书进一步探讨了未来中国在经济、资源环境、软实力等领域继续提升
影响力，推动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和谐世界的途径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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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经济影响力　　第一章　中国的经济实力　　第三节　对中国经济实力变化的正确认识
　　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用GDP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但也应该看到单一指标分析存在一定局
限性。
本节我们从以下六个方面，更加全面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实力的变化。
　　一　仅衡量GDP单一指标高估了中国经济实力　　我们往往用经济总量表示一国经济规模的大小
，它反映一国经济实力的强弱。
（1）GDP是反映一个国家总体经济实力的最直观、最有代表性的指标，用于衡量一国或地区经济发
展水平和规模、阶段、速度、结构、效益。
其可以反映一国经济实力的强弱。
（2）经济总量包括GDP和海外投资的产值，即：经济总量=GDP+海外投资的产值。
当一国在海外的投资为零时，即经济总量等于GDP。
海外投资产值的数据获取较为复杂，往往用海外投资额替代。
海外投资一般包括：在海外直接投资资产、证券投资资产、股本债券资产、债务债券资产、金融衍生
工具资产、其他投资资产、货币当局投资资产、政府投资资产、银行投资资产、其他部门投资资产、
储备资产等。
　　中国的海外投资很少，而美国、日本、德国等西方国家的海外投资巨大，海外收益丰厚。
前面的分析都是用GDP代替经济总量，对于中国来说，由于海外投资很小，所以中国的经济总量基本
等于GDP；而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有着非常巨大的海外投资，其海外投资收益一般要高于
其在海外的投资额（尹承德，2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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