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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个经过重新调整的中国，更好地结合其天生具有的劳动力优势，不仅将会成为一个更大的经济
体，而且也会发展得更快，同时更加不可能发生崩溃，由此它会成为世界增长的一个更好的发动机。
　　虽然美国和中国不是盟国，虽然各种复杂问题使这两个国家具有分歧，但他们既不是敌人也不是
命中注定会成为敌人。
铭记这一点非常重要。
即使在这两支军队在其他领域互为防范时，他们也可能会恰好发现彼此在某种情景下可以一起开展工
作。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世界对中国的力量、对它在今天的国际重?性，以及对它的年复一年不断增长
的影响的感受，已经有了很大发展。
现在通常会做出这种表述，即如果没有中国的帮助，那么任何重大国际问题都不会得到有效应对。
总之，中国的&ldquo;崛起&rdquo;比预期要来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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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美国应就它对中国的基本经济战略实施微妙但敏锐的变革。
与集中精力关注各种双边问题以及抗议、寻求将中国纳入一个美同试图继续由自己发挥主导作用的全
球经济体制之中相反，美国应该谋求与中国形成一种真正的伙伴关系，以向其提供该体制的共同领导
权——哪怕是为了说服中国发挥这种领导作用而需要对这个体制做根本的改造。
这两个经济超级大国应该开始共同致力于发展出各种协调一致或者至少是便于合作的方式，以应对全
球问题。
只有通过这两个国家的积极的共管，这些全球问题才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
这种“G2”方式将准确无误地承认——在准确无误地承认的同时中国人也会感觉到——中国作为国际
经济秩序的一名合法的缔造者与管理员的新型角色。
拟议中的这种战略与当前美国政策有着极为重要的区别。
目前的方式试图使中国皈依或者将中国纳入——不管人们想要使用礼貌还是耿直的用语——这种美国
帮助建立并且着手领导了60多年的全球经济秩序中来。
考虑到该体制在其存在的大多数时间内基本上是成功的，以及它为美国准备的重要角色，这种对于现
状的喜好是可以理解的。
但中国对于将其融入当前国际体制的这种主张，怀有相当程度的不满。
中国在这个体制的形成过程中未曾发挥过任何作用。
此外，正如之前所描述的那样，当前的这种体制在过去十多年来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具有效力了。
这主要因为当它的决策机制无法得到充分发展，以为新兴大国——中国是其中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位
——留出足够的发言机会时，这个体制在政治上就越来越不合理。
不管怎样，全面改革都是必需的，中国对这种改革的推动可能会被证明是相当幸运和极其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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