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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国，如何定位其国际角色？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难题。
国际战略界为此正在展开一场前所未有的辩论，国内学术界也是论争纷纭。
我们曾经试图以“韬光养晦”的策略避免成为世界舆论和各国战略的焦点，但是现在看来“躲是躲不
过去的”。
但是，也有一些朋友，无论是国内的“中国人不高兴论”者，还是国外的“中国统治世界论”者，把
中国定格在世界矛盾的中心，似乎意在不让中国“躲过去”。
这样的大环境，需要我们冷静思考中国的国际角色定位。
尤其是作为青年学者，需要更加冷静、更加理性、更具有历史的时空观。
因为，未来的中国国际战略将出自这些青年专家手中。
我的同事胡健研究员所完成的这部书稿，就是在这场大辩论中所展开的冷静思考的产物。
　　新中国建国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国际角色发生了或正在经历着划时代的转变。
19世纪中叶以来的近代史上，中国遭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瓜分侵略，是被动地卷入国际体系中的
。
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摧毁外国殖民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这两个历史事件为新中国的国际角色定位提供了基本框架。
换言之，新中国与西方殖民主义体系具有“天然的对抗性”。
如果把冷战的历史环境包含在其中，新中国的国际角色定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选择的。
但是，中国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国更早地走出冷战格局，中国领导人比美苏两个大国更早地抛弃冷战
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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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发展中的大国和拥有悠久历史的大国，这样的国情决定了中国路径的特殊
性。
过去30年，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且中国也全面地融入到了国际社
会之中。
这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成长进程在20世纪最后的30年里所产生的国际效应。
在21世纪，中国还将继续成长，而且由于中国的巨大影响，国际社会将更加关注中国因素。
那么，在21世纪，中国究竟如何定位？
中国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中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成长路径？
这可以说是中国在21世纪需要解决的三个基础性战略问题。
中国外交在“韬光养晦”的同时，更要在有的领域内主动地“有所作为”。
如何进行角色扮演、如何承担责任，以及如何有所作为，这实际上是中国究竟选择什么路径成长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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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键，湖南道州人，研究员，法学博士、世界经济博士后，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分别于1996年
和2001年获法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2003年至2005年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博士后流动站从事
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转型研究，博士后项目得到了“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的资助，2006年破格晋升
为研究员；已出版专著多部，在《现代国际关系》、《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世界民族》、《社
会科学》、《世界经济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杂志社副
社长、副总编；担任上海国际关系学会理事、上海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理事、上海欧洲学会理事；目
前主要从事大国关系和中国外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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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第一章中国国际角色定位的客观依据一.中国的国际角色定位二.中国国际角色定位的硬实力基础
三.中国国际角色定位的软实力基础四.中国国际角色定位的困惑第二章国际社会关于中国国际角色的
主观建构一."美国意象"及其对中国国际角色的认知二.俄罗斯的"欧亚性"及其对中国国际角色的认知三.
欧洲的"后现代性"及其对中国国际角色的认知四.走向"正常国家"的日本及其对中国国际角色的认知五.
印度的"世界大国梦"及其对中国国际角色的认知第三章制度化偏见与错误认知一.制度化偏见二.制度化
偏见及其对中国国际角色的错误认知三.错误认知的理论探源第四章"中国责任"与和平发展道路一."中
国责任论"的两面性二."中国责任"是中国崛起进程中不可回避的话题三.国家利益是确定中国国际责任
的根本依据四.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治理与中国责任第五章中国责任：粮食安全·能源合作一.全球粮食
危机与中国的粮食安全责任二.国际能源政治与中国的能源安全责任第六章中国责任：流行性疾病防治
·国际灾害救援一.流行性疾病防治与中国责任二.国际灾害救援与中国责任第七章中国责任：打击恐
怖主义一.恐怖主义是国际社会的公害二."东突"恐怖分子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主要恐怖威胁三.中国是全球
反恐战略中的重要力量第八章中国责任：国际制度·国际事务一.国际气候制度的构建与中国责任二.
联合国维和行动与中国责任第九章历史上大国成长的路径一.大国成长的路径二.美国成长中的经验与
教训三.德国.日本.苏联成长失败的教训第十章制度性崛起：中国成长的路径一.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成
长及其影响二.中国成长路径的选择三.中国成长路径的挑战第十一章跳出大国成长的"历史周期律"一.大
国成长的"历史周期律"二.中国成长"例外"的可能性三.软实力建设：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必然选择结束
语一.中国角色定位的复杂性二.中国责任确立的两重性三.中国成长路径的特殊性主要参考文献不惑之
惑（代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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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但是，中国又不完全是亚太地区的地区性大国，中国的影响、中国的贡献，以及全球性国际程序
中的中国因素等都表明，中国的影响远远超出亚太地区而具有全球性。
这种全球性影响具体表现在：首先是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经济总量早在2006年就已经超过20万亿人民币，
列美国和欧盟之后，居世界第三位。
按汇率法计算，从1978年到2000年，中国GDP总量翻了三番，从1 473.21亿美元上升到11984.8亿美元，
到2007年，又翻了一番多，增长到33 865亿美元，占世界GDP总量的比重也从1978年的1.76％上升
到2007年的6.23％。
世界排名从2000年的第六位，上升到2005年第五位，2006年又上升到第四位，2007年超过德国，成为世
界第三大经济体。
L12j 2006年，美国高盛公司全球经济研究部在《成长与发展：通向2050年之路》一书中就预测，认为
中国经济总量可能在2008年超过德国，在2015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即使增长率降到7
％，中国经济总量仍将在2050年赶上美国。
[13]也就是说，尽管中国要赶上美国还需要一段时间，但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一个重要的
经济体，而且是世界经济稳定的重要力量。
尤其是中国经济保持长久不衰的高速增长，更显示出中国经济对维护世界经济稳定的重要作用。
其次是中国在全球政治中的影响。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在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反对某些国家利用联合国某些不健全的
机制推行强权政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特别是近年来关于联合国的改革问题，中国提出了一系列合理化建议；在联合国维和方面，中国已经
是目前最重要的维和部队来源国，在东帝汶、海地、苏丹等热点、敏感地区都派驻了维和部队。
再次是中国文化在全球的传播。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文化资源丰富底蕴深厚，思想博大精深，不仅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也
同样滋润了世界其他民族，由于中国文化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中国文化也成为世界其他民族的精神
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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