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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大国。
任何一个大国成长的过程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地位和分量日益成为全
世界关注的焦点。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内部和外部环境，需要应对来自多方面的挑战。
从经济外交的角度来看，包括外国资本垄断中国市场的挑战，能源稳定供给等资源上的挑战，外贸依
存度过高的挑战，贸易摩擦、环境问题、人民币升值和国外金融资产损失的挑战，等等。
这些挑战，是成长中的烦恼，成长中的考验，是获得巨大成就之前必须付出的代价和历练。
同时。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经济外交也面临大好的历史机遇。
机遇主要来自于WTO的框架与平台，中国经济和国力的快速增长，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化，金融危机以
后国际经济的复苏，中国民间焕发的自强和自立精神，中国经济总量的快速提升，已经超过日本跃居
世界第二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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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中美经济实力和基于此的外交权力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经济体，它远远地拉开与世
界上许多单一经济体的距离。
欧盟的经济规模是世界第一，奉行统一的对外贸易政策，使用欧洲统一货币欧元的国家增加，但是许
多美国经济学家认为，欧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单一经济体”，因为欧洲联盟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而是一个建筑在欧洲内部条约基础上的高度紧密的地区合作。
　　中美两国经济不在一个“重量级”上，所谓“一个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
美国只有3亿人口。
中国人口规模约5倍于美国，其经济规模在美国的1／4上下。
中国主要依靠廉价劳力和国内资源为基础的增长，面对着不可持续性的长期挑战。
美国仍然有限的人口规模意味着，即使美国人继续维持主要依靠全球市场的高消费、二、中美经济实
力和基于此的外交权力高消耗的生活方式，以及第一位的全球废气（碳）排放量，美国的国内资源和
生态“基木面”仍然将继续良好。
在应付全球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方面，比之中国等生态和环境十分脆弱的大国，因为得天独厚的资源
禀赋，美国仍然具有相对充足的国内回旋余地。
例如：美国丰富的近海和本土能源资源，只是在全球能源价格飞涨的情况下才考虑开发。
在几平昕有的经济竞争（包括传统的制造业）领域，美国都是领先的和具有竞争力的。
即使按照一些西方或者受西方教育的经济学家的预言，中国经济规模在未来30年超过美国那也仅仅是
个数学（统计学）游戏：中国的经济规模中，真正“中国人”或者“中国”据的比重仍然并不大，中
国经济继续是“全球经济”主导，就是外资控制；而且，随着气候变化，能源、资源、食品价格飞涨
，中国经济不可能按照高生态代价的模式继续前行。
　　因为美国经济规模巨大，在对外经济谈判和外交中，美国获得了一种巨大的外交权力。
也就是说，美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地位转换成了一种国际政治权力。
这个权力是有形的。
也是无形的。
这个权力既是联系性的，又是结构性的。
联系性的，就是美国在与许多国家的双边关系中居于支配地位。
结构性的，就是美国控制着全球经济和金融结构。
许多与美国打交道的国家，从一开始就受到这个权力的支配。
另一个方面，权力的存在靠对权力的有效和正确使用（不是滥用）。
美国经常使用其从经济实力转化的外交实力。
美国到底是如何使用其经济实力而达到经济谈判的目标，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
美国用大量国内立法来对付其国际经济对手（例如美国的“超级301”条款）。
美国人经常用“经济制裁，，来遏制或者威胁遏制其敌国、对手，甚至伙伴。
例如：从l983年到现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著名的国际经济研究所（现在叫”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专门研究经济制裁问题。
利用超级经济大国的地位，美国在国际经济（金融）体制中，一直位居主导地位。
除了双边和全球，美国还力图在地区合作机制（如亚太经济合作）中占据主导。
　　美国的巨大经济实力在全球经济谈判中具有”威慑“作用。
常常地，许多与美国谈　判的对手都被其威慑。
不谈自败是常有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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