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国际命运>>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国际命运>>

13位ISBN编号：9787213047084

10位ISBN编号：7213047086

出版时间：2011-11

出版时间：浙江人民

作者：郑永年

页数：25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国际命运>>

前言

“郑永年看中国”系列收录了郑永年教授近十年来撰写的有关中国政治、社会、国际政治和外交关系
的评论文章。
本书是该系列的第四册，主要收录了作者有关中国外交政策、地缘政治和大中华区域国家整合的文章
。
    中国的崛起是近年来亚洲和全球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自从中国进入“世界的中国”阶段，中国周边的地缘格局和政治经济形势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一方
面充满着各种选择和可能，另一方面又无时无刻不在纷繁复杂的变化之中。
如今的中国既不是威震四方的“中央帝国”，也不是百年前备受屈辱的“东亚病夫”，而是美国主导
的全球化体系下，一个正在逐步具有全球影响的区域大国。
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区域强国应该怎样处理与美国、亚洲和邻国的关系，作为一个具有深厚历史
的地缘大国应该如何从安全、经贸、政治和文化角度认识周围的环境，作为一个国家整合尚未最后完
成的“文明国家”应该如何完成统一大业，这些都是非常关键同时又异常复杂的问题。
长期以来，郑永年教授一直对这些问题保持着密切的关注，做出了很多独到的观察和思考。
他的多数观点和论断虽然是应时而发，但他思考和回答的，往往都是这个时代地缘政治的结构性的大
问题，至今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例如，他主张中国应该建构一个以亚洲为中心、建立在经贸关系之上的外交体系，同时和美国及西方
保持一种“和而不同”的理性关系。
与许多时尚的国家关系论调不同，郑永年教授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虽然都是中国现实，但却绝不满足于
就事论事。
其中的妙处，相信熟谙事实、尊重理性的读者都能体会。
    现在，编者把郑教授有关这方面的评论文章汇编成书，以飨广大关心中国国际命运的读者。
依据不同主题，编者把文章分为七个部分，包括大国外交的总体环境和战略、朝鲜问题、中国与日本
关系、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中美关系的东亚安全层面、中美关系的全球战略层面，以及大中华地区
关于国家整合和制度建设的问题。
这七个方面基本上反映了郑教授近年来对于中国外交政策和地缘政治的思考。
在编辑过程中，编者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文章的原貌，并注明了每篇文章的发表日期和出处，这一方面
是为了方便读者查阅原文，另一方面也能够客观地体现出作者对当时局势的看法以及思考的深化。
    最后，编者要感谢浙江人民出版社在编辑过程中给予的热情帮助，特别是王利波编辑的支持和建议
。
    黄彦杰    2011年8月于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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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郑永年看中国”系列之一，精选了作者近年来关于中国国际政治、外交关系及大中华区域国
家整合的评论文章。

自从进入“世界的中国”阶段，中国周边的地缘格局和政治经济形势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时无刻
不在纷繁复杂的变化之中，充满着各种选择和可能。
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区域强国，中国当如何清醒认识自己的国际环境、正确定位自己，并调整与美国
、亚洲和邻国的关系，如何从安全、经贸、政治和文化角度制定明智的战略，如何着眼现实完成统一
大业，这是中国面临的非常严峻同时又异常复杂的问题。
作为国际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本书作者郑永年先生从世界整体格局重塑的角度出发，对中国的国际
定位、外交思维和战略重点、具体的外交策略等进行了清醒、独到的观察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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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永年，国际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

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
先后出版专著18部，主编学术著作18部。
此外，经常在报刊及其他媒体发表评论，是香港《信报》1997年至2006年的专栏作家，2004年始在新
加坡《联合早报》撰写专栏。

多年来，其独立而深入的中国研究以及视角独到的专栏文章，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广泛的影响。

2010年1月在国内出版《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一书，被中共中央党校指定为教材，并入选“深圳读
书2010年度三十本好书”。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国际命运>>

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崛起中的大国外交
    赌场、核武与民主
    中欧关系超越经贸领域
    中国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欧洲人的中国认知和中国担忧
    中国应当把战略重点转移到亚洲
    中国外交局势呼吁强势外交战线
    中国外交：有新思维才会有新格局
    中国外交的大变局与大选择
    中国实现“大国大外交”几个条件
第二部分  朝鲜问题与中国
    朝鲜问题：用改革开放来换取和平
    朝鲜问题：中国战略的转变？

    中国应当反思朝鲜核危机
    六方会谈仍是解决朝鲜核危机的关键
    朝鲜问题要通过“大谈判”来解决
    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应当学到什么教训
    朝鲜问题和东亚新冷战？

第三部分  中日关系的困境
    东北亚多边主义的新开端？

    中国必须正视日本问题
    中日关系的大环境趋向恶化
    中日关系的困境及其管理
    民粹主义与中日关系的阴影
    中日关系向何处去？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东亚共同体？

第四部分  中国和东南亚关系
    中国要实行“经济南下”政策
    中国南下政策的实质化
    中国要提升和东盟的多边关系
    越南经济危机与中国大国责任
    中国与东亚开放型区域主义
    中国的“后院”为什么频频着火？

    中国如何在南海变“被动”为“主动”
第五部分  中美关系与东亚安全
    朝鲜问题是美国的还是中国的？

    美日“安保”、中国战略和亚洲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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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日联盟意图孤立中国
    朝鲜半岛核危机检验中国大国责任
    中国当理性回应亚洲版“北约”
    朝鲜问题与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和亚洲安全困境
第六部分  中美关系的战略层面
    美国战略转移及其对中国的战略压力
    美国的大民主战略对中国的影响
    中美关系的新转折点
    中国如何消化美国的“围堵”策略
    美国转型外交对中国的含义
    中美关系仍难以定性
    美国对华战略性贸易政策及其前景
    G2在什么意义上符合中国国家利益
    中美关系怎么了？

    中美两国的相互“误解”
    世界权力新格局中的中美关系
    美国的中国新定位及其对中国的挑战
    中美再确保：守住底线、避免冷战、寻求合作
第七部分  大中华区域的整合
    和平崛起与大中华圈的和平整合
    中共第四代领导人台湾政策的新突破？

    《反分裂国家法》与大陆的台湾战略
    两岸关系中的“主权共享”与“治权分享”问题
    中国如何能够有效遏制“台独”？

    两岸关系中的几个新稳定因素
    两岸关系从“统独之争”到制度竞争
    香港管制与政党政治
    香港的大局面与大趋势
    香港政改方案流产后的政治思考
    港澳管治模式中的经济因素再考量
    “两票制”与香港民主的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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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赌场、核武与民主    对于赌场、核武和民主这三类东西的地缘政治意义，大概谁都能说上一二，但具
体到它们的含义是什么，却是一言难尽。
本栏用这三个大家熟悉的东西来讨论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及其可能对内部发展产生的深刻影响。
如果中国领导层对这三样东西中的任何t样没有有效的策略，或者采取错误的策略，将对国家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酿成不可设想的后果。
    先说赌场。
赌场在中国周边国家蓬勃兴起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据有关部门统计，前段时间，中国周边出现了160多个赌场。
甚至连高度集权的朝鲜和缅甸都建起了赌场。
很自然，这些赌场中有一些就是中国境内的商人兴建的，其目标也是赚中国人的钱，尤其是中国官员
的钱。
任何赌场一开张，中国官员就会蜂拥而人。
花国家的钱，这些官员是毫不手软的。
官员赌博风蔓延，导致中国官方赶紧下令禁止。
但只要有利可图，赌场还会得到大发展。
新加坡政府最近决定兴建赌场。
在赌场方兴未艾的情况下，中国政府要禁赌谈何容易。
在全球化时代，政府还能禁止官员和人民出国赌博吗？
    核武的情况大家也很熟悉。
冷战时期，中国经过艰苦的努力，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核武国家之一。
但最近几年，中国人突然发现，自己俨然已经被核武所包围，周边国家一个接一个地成为核武国家。
北有俄罗斯，西有巴基斯坦，南有印度。
现在东边的朝鲜的核武计划更令人担心。
原因很简单，如果朝鲜发展出了核武器，日本就不可避免地也要成为核武国家。
    中国被民主所围堵则是更为近期的事情。
亚洲并非民主的发源地，二战以后的几个民主国家是在外在环境影响下产生的。
例如日本和印度，前者是美国占领的结果，后者是英国殖民地的结果。
但自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来，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实行民主化。
东边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成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亚洲的主角。
更为重要的是，近年来，随着美国推行全球大民主计划，中国周边更多的国家卷入了民主化浪潮。
美国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已经对中东的非民主国家构成了巨大的政治压力，而由美国所支持的中亚地区
的“颜色革命”，更是把这些经济仍然落后的国家推到了民主化前沿。
    人们或许会说，这三方面的发展似乎并不相关。
不过认真考量一下人们就可以发现，这些发展都向中国传达出同样一个信息：一方面，中国的外部国
际环境正在急剧变化，另一方面，中国并没有有效的策略来应对这些挑战。
    外部赌场和民主的发展所传达出的主要信息就是，中国的内部政治和经济改革远远赶不上全球化的
要求。
赌场形象地指向了经济全球化正在如何日益削弱主权国家的传统权力。
全球化一方面表明，中国社会可以越过主权国家，与国际社会交流。
在这里指的是在国家本身不开放赌场的情况下，社会可以走出国门在海外建赌场或者谋利，或者来影
响中国内部的发展。
实际上，中国的外资流动也表明了这一点。
内部资金的待遇不及外资，于是内部资金纷纷外流，再通过香港或者第三地以外资的形式走进国门。
全球化的另一方面表明，海外因素也可以间接地影响中国社会。
在这里指的是用海外赌场来吸引中国的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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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情形表明，中国政府消化不了“赌场”这种现象，而这种现象即使转移到海外，同样可以影
响到中国社会本身。
消化不了的主要原因就是内部没有改革或者内部改革不足。
而缺乏内部改革或者改革不足的主要原因，要么是领导层意识形态的阻碍，要么是既得利益的阻碍。
    民主的发展也说明了同样一个道理。
在经济改革进行了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仍然还是一个权威主义政体。
但不可否认，经济改革也正在培养出越来越多的民主因素。
新兴中产阶级有了经济力量以后要求分享政治权力，而被日益边缘化的社会底层包括工人、农民，也
在要求通过参与政治的形式来改变他们所面临的不公正的政治环境。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推广民主视为本身宗教式的使命，必然要把中国视为其政治上的对手。
实际上，美国在中国周边实行“大民主”的计划，其最终的目标就是中国。
并且，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美国等外在力量影响中国内政的手段与工具也在与日俱增。
中国一天不民主化，这种民主化的压力就会存在一天，并且会越来越甚。
    核武则表明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国际环境，并迫切需要一个像样的国际战略。
今天，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被核武国家所包围。
核武既可以用来自卫，也可以用来攻击他国。
尽管周边很多国家发展核武的原因非常复杂，在现阶段并非专门针对中国，但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
下，这些核武国家的意向随时可变。
谁能保证朋友永远是朋友呢？
    内外环境正在以超出人们想象的速度发生着变化，所产生的压力可想而知，并且正在一步一步地迫
近中国。
危机正在来临，但不知道中国的应对策略如何？
    原刊于《信报》2005年7月19日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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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本《中国国际命运》由郑永年著，作者是国际著名中国问题专业，多年来，其独立而深入的中国研
究以及视角独到的专栏文章，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广泛的影响。
本书所要反映的是：中国的外交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大变局。
中国如何认识自己的国际处境，如何主动调整外交战略，不仅决定着自身的未来，而且也决定着世界
权力格局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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