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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组织了一批跨越各个学科的优秀学者来研究中国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将怎样影
响亚洲未来的社会、经济、外交、商业、技术和安全框架。
本书即是我们努力的成果。
随着研究的进展，我们思考的焦点集中于“中国和平崛起”这一提法。
这仅仅是一条应时而作的政治口号吗？
抑或是对一段较长历史进程的合理描述和概括？
我们研究团队的成员均意志坚定且各自独立，而得出的结论却惊人地一致。
我们发现，尽管中国与其贸易和外交伙伴之间存在这样那样的摩擦，但中美之间以及中国及其亚洲邻
国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利益冲突。
有关各方尤其是中美两国均愿以较小的经济或政治代价开启和解之门，从而减轻未来冲突的潜在危害
。
为充分利用这一机遇，许多国家尤其是美国必须将与中国相关的问题置于其外交政策议程的关键地位
。
然而尽管已有曙光微现，美国却并未做到这一点。
无论克林顿政府还是小布什政府均未在中国问题上提出完整一致的应对之策。
由此造成的后果是，零打碎敲的权宜之计使得始终致力于关键问题的双边政策对话变得困难。
本书英文版于2007年出版。
随后发生的重大事件使中国与其邻国之间在未来实现积极互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这种互动强调妥协
让步以及互利合作。
持续不断的恐怖主义和核扩散威胁，加之新近发生的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强有力地表明了国际
合作的必要以及合作缺失的危险。
奥巴马政府的早期努力旨在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并将关注焦点集中于重大问题，这是值得欢迎
的重要步骤，有助于在两国之间建立富有建设性的和谐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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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的崛起与亚洲的势力均衡》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战略研究丛书的一本。
《中国的崛起与亚洲的势力均衡》是一本汇集美国众多中国问题专家的研究成果的合集。
在中国的崛起这一专辑中，各位学者从经济，政治，外交等角度研究了中国的发展现状和未来，在亚
洲的势力均衡这一专辑中，各位学者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对亚洲的政治、经济、安全和国家关系带来了
什么样的影响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书中各位作者对中国崛起及其影响进行的分析，有助于我们了解国外学者和政策制订者对中国和平发
展所持的观点，从而为我国的政策制定提供可靠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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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国际化与中国的发展进程中国的开放政策和国内近30年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共同促成了中国长
期的经济增长和对全球市场的深度参与。
以市场为导向的国内改革和对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开放促使国外和国内的生产商和贸易商积极参与中国
经济运行，提升了整个经济领域的竞争水平。
这种竞争的收益在制造业体现得尤为明显。
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和生产率都因此而提高了。
尽管在总投资中所占的份额不大，但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工业的发展中却占据了主导地位。
24外资企业的利润率要远远高于国内企业的利润率。
2000年和2003年的资料显示，外资企业的利润率是国内企业的5倍。
25外资企业为中国经济注入新的产品和创新的生产工艺。
其先进的生产效率促使国内企业进行改革并升级其生产能力。
外资的注入已经使中国的汽车工业摆脱了孤立地生产1950年型汽车的境地，而逐渐成为全球汽车工业
的一部分。
这一过程起步于大型国有汽车制造厂，如上海汽车、第一汽车制造厂和第二汽车制造厂与大众汽车和
标致汽车在20世纪80年代建立合资企业。
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所有大型汽车制造商都在中国建立了生产基地，中国的汽车厂商也在韩国、英国
和中东设立了自己的投资项目。
中国的汽车零部件生产也受到了同样的影响。
国际知名的零部件生产商在中国所设立的合资企业已经主导了中国国内的汽车零部件供应。
中国2005年生产的车辆总数（汽车与卡车之和）达到了571万辆，成为世界五大汽车生产国之一。
随后，我们就注意到中国汽车零部件出口的大量增加（2005年超过100亿美元，占中国汽车零部件产量
的六分之一）。
同时，中国还出现了几家小型的但雄心勃勃的私营车辆生产商。
它们在争夺国内和国际市场份额的斗争中表现突出。
在其他领域，进口、技术转让和外国直接投资都是促进整个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中国的机床工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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