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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说势，说史如果要为最近几年人们的感受加一个关键词的话，那我的意见，应该是“变”——
也许无法做出技术性的解释，但大多数人在最近一段时间里都会十分明显地感受到周围的很多东西都
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
这种感觉一部分来自各种媒体的介绍，另一部分则是来源于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圈子，最直观的比如
说物价涨了，再比如说不少人会觉得生活的压力大了，安全感少了。
总之那些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东西，到现在都已经变得不那么“理所应当”了。
如果许许多多人都觉得自己周围的环境在改变，那就意味着是大环境在变。
而这个“大环境”是什么呢？
往最大说就叫“世界格局” ，往往越是在变革时期，我们越容易感受到它的存在。
所谓“格局” ，最通俗的说法就是张三在东边、李四在西边⋯⋯或者说是东边是张三控制的、西边是
李四控制的⋯⋯这是一个静态的概念，就像是给你看一张照片一样。
而问题是我们看格局，最主要的不是看现在是什么样子，大伙最关心的其实是今后会是什么样子。
从这个角度说，一张照片所携带的信息是有限的——照片上有一个在半空中的球，那么你能说出它是
被抛起来正在向上飞呢，还是正在向下落呢？
单独去看这么一张“照片”其实看不出什么。
中国历史上的众多战略家们没有说“格局”的，他们常说的是“天下大势”。
“势”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我们常说“水势”、“走势”这些词，这里面不光是指当时的状态，还包
涵下一步的走向。
而说“势”就像是给你放一段完整的录像，还用上面那个例子：你在录像里看见一个球被抛起来，然
后到了顶点。
这个时候录像到头了，但你肯定知道下一步这个球是要往下面落的。
这本书以“格局”为题，其实只是借用了一个大伙习惯了的名词，主要说的那个东西其实应该叫“势
” 。
归结成一句话：世间万事，知其所来，方能知其所往。
放给你的那段“录像”叫做历史，说势必先说史。
对国际格局问题的研究会涉及许多领域，如果我们对这些领域反复“压缩” 、 “筛选” ，那么要想
最低限度地展开对战略问题的探讨至少需要两样东西：一是逻辑，二就是历史。
 世界不是从一开始就是现在这个样子的，如今我们所看到的格局是几十乃至上百年历史发展后的结果
。
比如如今的世界经济危机，要想说清楚它的成因至少要追溯到20世纪 80年代初期，如果要正本清源，
那就要一直追溯到几百年以前，也就是资本主义产生之初的时代。
那么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大致了解了这百十来年的历史，那现在几个主要国家在国际上处于什么地位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也就基本搞清楚了。
再进一步，历史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从三皇五帝算起我们经历的历史已经有五千年了，从资产阶级
革命算起历史也有三百多年了，即便从1949 年新中国成立算起也已经有 62年了。
在如此漫长的时间跨度下，你几乎找不出什么事算是“新鲜事”——基本规律就那么几条，只不过套
上不同的具体条件，就成了各种各样的“故事”了。
把近百年的历史梳理一遍，我们会发现如今新闻里说的事有很多都是似曾相识的。
而把这些“似曾相识”的事情看清楚了，那么对后面将要发生的事情，我们也就大致有数了⋯⋯在这
本书里我们所做的，就是大致地去梳理那么一段历史，把其中的“新鲜事”最后弄得“不新鲜”了。
当然，笔者并非业内人士，也接触不到什么“机密”，我对书中历史的解读自然也脱离不了自身意识
形态的范围，但是至少这或许可以给读者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去看周围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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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用大开大合的笔法将复杂多变的世界全景呈现出来，并从政治经济和地缘政治的角度对以上
这段历史加以回顾和剖析，将其中所隐含的背后规律一一展现，使读者能够了解当今世界格局形成的
由来以及未来的走向。
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在这一过程中，为未来的中国找出一些启示。
正如江晓原先生所说：“理解今日的世界格局，是为了开创明日属于中国的新格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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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不足”到“过剩”2003年以后，国内开始出现投资过热，电力、煤炭和运输紧张，通货膨胀再次
开始抬头了。
这些归结起来其实就是一个新问题——“流动性过剩”，以前是钱不够花，现在是钱太多但制造业消
化不了，过剩的流动性开始在日常生活品形成通胀压力。
2004年中央又一次宣布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其实总体上就是再次趋于“双紧”，比如减少国
债规模，减少投资项目，税制改革等等。
一系列组合拳砸下去以后，总体上却收效不大。
原因很简单，20世纪90年代以来流动性注入的源头在国外，国内的通胀实质是“输入性通胀”，你在
国内减少项目，紧缩货币流通量，压缩贷款并不能限制国外货币尤其是美元的滥发，相反这些措施会
给国内的企业制造困难，那么过一阵子就又必须再返回去，再搞一搞“双松”⋯⋯如此一来，“过山
车”就又坐上了，这一点在2006年、2008年、2009年三年相信大伙会有比较明显的感觉。
某种程度上说，现在让老百姓咬牙切齿的“高房价”就是这种流动性过剩的产物。
住房产业化的口子开在1998年，而其真正开始“蓬勃发展”则是2004年以后的事情，国家在政策层面
大力支持房地产业是始于那个时候。
当时调整了房地产税，2006年将个人购房转手交易免征营业税期限延长至5年，并调整规范了土地收支
管理政策，完善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政策，调整了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政策和征收标准，这些政策
的总体指向都是在扶持地产业。
从不同的利益角度判断，对此可以给出不同的判断，但仅就流动性过剩问题，地产业客观上是起到了
吸纳流动性的作用，大量的资金暂时沉积到了房地产业，避免了这些资金在消费品市场炒作。
但是这个沉积也仅仅是“暂时”的，因为地产商不可能把钱赚来以后埋在自家院子里等着烂掉。
而由此却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中国虚拟经济的“早熟”现象。
资本向实体经济之外领域游离的趋势其实是始终存在的，至于是否会成为“现实”，那只取决于外部
条件是否合适，和有没有完成工业化没任何关系——资本家的目标在于利润而不是生产本身，如果玩
弄数字游戏就可以赚钱，谁也不会再去费力造实物商品。
至于炒作的具体标的物，它是股票也好，是君子兰也好，是房子也好，是大蒜也好，对炒家而言本质
上没什么区别，他们所看到的是，这个标的物是否是人民生活所离不了的，越是必需品，那供炒作的
盘面也就越大，获利也就越大，而对普通老百姓而言，利益受损的面也就越大。
中国的房地产经济就是一个反面典型，无论业内对地产经济如何辩驳，但有两个事实是摆在眼前的：
其一，高房价搞得民怨沸腾；其二，中国的工业化还没搞利索，但却开了一个硕大无比的炒作赚钱的
盘口，大伙自然就不会再把钱往实体经济里投，更遑论是往具有一定风险性的高端产业去投，央行的
货币政策是紧缩也好，是宽松也好，实体经济总是处在缺乏资金的状态，如此产业升级就只能停留在
纸面和口头上了。
再进一步，如果没有产业升级的话，中国的实体经济就永远无法像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信息产业那样
吸纳新增的流动性，将其转化为自身实实在在的硬实力，而实体经济无法吸纳资本，就会进一步导致
地产经济等“炒作”经济的做大，如此下去就只能是一个死循环⋯⋯ 中国对外战略重心的转移不夸张
地说，现在世界上的种种问题，有很大一部分本质上就是中美问题，或者也可以说是中国的问题和美
国的问题——但凡大国，三分外交，七分内政，外交是内政的延续。
从经济的角度看，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最核心的问题是产业升级。
而由低端产业向高端产业升级，并不是像一个孩子一步步长成大人那样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一个经济体要改变经济结构，做产业升级，最大的阻力往往不是来自外部的技术封锁或是别的什么干
扰，而恰恰是来自其内部。
搞低端产业和搞高端产业，对经济政策乃至社会构成等方面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甚至可以说是南辕
北辙的。
如果低端产业已经做大，相关的利益集团的诉求和国家整体利益必然会产生相悖的地方，这些问题是
不可能通过所谓“市场手段”来解决的，只能由外力强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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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后发国家要调整经济结构，从低端的出口加工升级到高端制造业，其实需要国家经济保持一定的
封闭性才好——需要一定的关税壁垒对国内处于起步阶段的产业加以保护，再进一步应该在政府采购
等方面给予国内企业政策倾斜，当然这不是说不要竞争了，国内企业由国家出面组织起来和老外去竞
争，这也是竞争。
而这种“封闭”政策和出口加工贸易的要求显然是相悖的。
中国产业升级所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虚拟经济的“早熟”现象。
这个在前文里已经说了很多，这里不再赘述了。
只简单说一句：“炒作”经济的泛滥制造出了一个资金的“黑洞”，无论你是“双紧”还是“双松”
，资金都只会往虚拟经济领域跑，要解决这一问题最终只能依赖于市场之外的那只“看得见的手”。
由此说，中国的产业升级、改善民生和强化中央权力，三件事其实是一件事，就像是一头大象的鼻子
、身子和尾巴，只不过众人摸到的部位不一样罢了。
而这头“大象”的名字就叫做“路线回调”——任何事情都是有其正反两方面的，自1979年以来的种
种政策自然也不例外，存在负效应是免不了的。
现在低端产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端产业的发展，资本过早向实体经济之外游离，某种程度上就是
负效应长期积累的一种表现，那么自然就需要加以技术性的调整。
上述问题是系统性的，那么调整也就应该是系统性。
再说美国。
2000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美国人而言这标志着美式全球化体系的扩张基本完毕了。
由于有中国出口加工业庞大的产能作为支撑，2002年之后虽然有巨量的流动性流出，但国际市场上美
元并没有贬值，美元的信用因此未受影响，美国的货币霸权保住了。
而这又进一步激起了美国国内利益集团的贪欲，“吹”出了一堆更大的泡沫。
对中国而言，2000年入世，特别是2002年以后，巨量流动性的注入一举解决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
经济流动性不足的问题，相应的，就业压力得到极大地缓解。
但是流动性的进一步注入，则导致了国内流动性过剩，地产经济及其他“炒作经济”恶性膨胀。
我们上面提到的所谓“路线回调”，正是针对这一问题而言的。
从美国的视角来看，这种回调其实可以视为一种中美关系的“脱钩”。
1979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所处的大环境，其实就是美国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体系——这是一套呈“金
字塔”状的国际分工体系，美国居于塔尖，以美元为介质，构建和管理这套体系；中国最初居于最底
层，负责提供原材料和简单的粗加工品。
1997年金融危机以后，由于东南亚地区制造业全军覆没，中国得以往上进了一级，最终成为世界的“
生产车间”（在完成产业升级、拥有独立的研发体系之前，还称不上是“世界工厂”）。
在2005年之前，这套体系是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
而在2005年以后，这套体系的边际效应基本到头了，负面效应开始显现出来了。
从2008年至今，负面效应积累之后开始总爆发，到此“路线回调”就成了一个大趋势。
对于中美关系我们之前总说合则两利，但必须要搞清楚，对中国而言这个“利”到底是什么，是局部
之利还是整体之利，如果仅是局部之利，却要以整体受损为代价，那这个“合”不要也罢。
而从美国的角度来说，这种“脱钩”显然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
作为回应，其一就是抛出了G2的概念。
所谓G2，乍听上去似乎是美国对中国进行利益让步，可事实上却没有这么简单。
G2的前提是现有的中美框架基本不变，只是要把以前居于“金字塔”次一级的西方七国干的活儿也交
给中国来干，美国还是继续做它的G1。
这样的一个G2的提法，如果中国糊里糊涂接受了，就等于是放弃了路线回调，现在的种种负面效应就
要持续累积下去，一直到最后国家无法承受进而崩盘为止，而其获益只是前面说的“局部之利”。
不仅如此，接受了G2的提法，也等于是把中国放到了日、欧等国的对立面上。
而且美国的这套“金字塔”体系是以众多第三世界国家作为“塔基”的，一旦中国成了G2，就等于说
是中国和美国合伙剥削第三世界国家，那样中国与亚非拉国家之间的传统友谊也将不复存在。
提出G2是“软”的一手，而在黄海搞军演制造紧张局势、奥巴马见达赖以及美国对台军售等等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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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的一手。
在笔者看来，美国的这一系列“强硬”手段背后有两层含义：首先是美国在试探中国的底牌。
路线回调的趋势是存在的，而中国的决策者有多大决心去做，能做到什么程度，这些问题美国政府心
里是没底的，所以要进行测试。
对外政策是国家路线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外交是内政的一种反映，自1979年以来中国对西方世界事实
上的忍让政策，也就是常说的“韬光养晦”其实是由当时的内政所决定的，因为中国要加入西方主导
的经济体系。
譬如说“天安号”事件，如果在面对东北亚乱局时中方无所作为，坐视朝鲜被美韩威胁，甚至加入指
责、制裁朝鲜的行列中来，那就将意味着中国决策层无意进行路线回调。
此外，美国的这一系列举动可能还是想和中国国内的某些集团形成某种互动，从而从内部促使中国发
生有利于美国的转变。
如前面所说，虽然整体利益上中美继续“合”的必要性减弱了，但那个“局部之利”依然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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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观察世界、了解世界当下的第三只眼睛。
　　——杨锦麟 凤凰卫视主持人放眼看世界，花精力去了解世界，有了解才有客观实际。
　　——曹景行 新闻时事评论员理解今日的世界格局，是为了开创明日属于中国的新格局。
　　——江晓原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世界格局是个很俗的词，大学里的国政专业的人老是讲，但却讲不
过出租车司机。
出租车司机会讲，但讲不出道理。
第一次听人讲格局，讲得这么通俗、这么有趣，用经济学的原理，把世界的变迁，讲得津津有味。
　　——张鸣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世界格局不再只是国家领导关注的热点，今天的平头百姓也可以从中
发现格局演变带来的经济动向，为自己的财富安全打出提前量。
　　——刘兵 清华大学教授有形无势，不知所向；有势无形，不知所云；形势相济，方可明察天下。
阅读本书，启发良多。
　　——刘戟锋大校 国防科技大学教授读完本书，世界的全貌就在你的面前！
　　——张宇清 《世界新闻报》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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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书:今天起不再怕看国际新闻》用一本书看懂世界格局！
听不懂新闻，看不清局势，时政谈话无从插口？
现在可以和这些困窘说拜拜。
《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书》细数近代世界史政事件，从资本流向和地缘政治的角度，将其中的是非
曲直剖析的淋漓尽致，呈上一部国与国之间的精彩大戏。
“世间万事，知其所来，方能知其所往。
”懂得世界格局的现状与由来，也便可以去推测其未来，而中国作为这一格局的一枚大棋，又将如何
谋动？
书中自有作者之分析见解，相信你在读后亦会给出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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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观察世界、了解世界当下的第三只眼睛。
（杨锦麟 凤凰卫视主持人）理解今日的世界格局，是为了开创明日属于中国的新格局。
（江晓原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世界格局是个很俗的词，大学里的国政专业的人老是讲，但却讲不过出
租车司机。
出租车司机会讲，但讲不出道理。
第一次听人讲格局，讲得这么通俗、这么有趣，用经济学的原理，把世界的变迁，讲得津津有味。
（张鸣 人民大学教授）放眼看世界，花精力去了解世界，有了解才有客观实际。
（曹景行 新闻时事评论员）读完本书，世界格局的全貌就在你的面前！
（张宇清 《世界新闻报》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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