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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从国际战略、国内战略、中国模式的基本经验三个方面来描述中国和平
发展的历程，其中观点从理论到实践，真实而全面地放映出中国所走的和平发展道路。
其中国际战略主要有大国关系、与周边国家关系、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构建和谐世界理论等几方面内
容；国内战略主要有科学发展观指引下构建和谐社会、发展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等
几方面内容；中国模式的基本经验主要反映从世界各国的共识来看待中国模式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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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崇温，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哲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出版《当代资本主义新变
化》、《当代社会主义若干问题》、《当代外国主要思潮流派的社会主义观》、　《西方马克思主义
》、　《西方马克思主义事论研究》、　《民主社会主义评祈》等著作20余种；发表论文300余篇；主
编《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42种。
获中央宣传部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三次），首届、第二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优秀科研成果奖等；一部专著入选新闻出版总署第二届
“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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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和平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贯穿内外的标志性特征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策宣示二、世
界主要国家的传统现代化道路（一）英国（二）美国（三）法国（四）德国（五）日本（六）俄国三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是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新路四、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国情和时代依据五、中国和
平发展道路的基本内涵（一）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时机努力发展和壮大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更
好地维护世界和平，实现中国的发展与和平国际环境的良性互动（二）参与维护和建设现存国际体系
，又积极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三）坚持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积极参
与经济全球化、趋利避害（四）反对霸权主义，也严格约束自己永远不称霸第一编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实现和平发展的国陌战略第一章　同大国的关系之一中美关系一、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二、美国对
华政策的两面性三、美国永久称霸的思想，中美相互依存的实际四、中国对美政策的基本原则和在几
个问题上的具体方针（一）中国对美政策基本原则的两个方面（二）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扩大互
利合作，共同应对人类生存和发展面临的挑战（三）从中美双方长远利益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
出发，妥善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坚持对话，不搞对抗（四）在事关国家主权和核心利益的问题上，
坚持原则，对干涉内政的霸权主义行径进行坚决斗争（五）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六）维护能源安
全第二章　同大国的关系之二中日关系一、建交以来中日关系的曲折发展二、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
三、台湾问题和日美军事同盟四、东海问题（一）关于中日在东海的合作（二）中日关于东海共同开
发的谅解（三）关于日本法人依照中国法律参加春晓油气田开发的谅解五、经贸合作问题六、中国推
动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方针政策第三章　同大国的关系之三中俄关系一、冷战结束以后中俄建立
新型国家关系的历程二、中俄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背景三、中俄之间边界问题的彻底解决四、中
俄两国建立政治互信，深化战略协作五、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六、中俄的经贸、能源合作七、
中俄的军事合作八、中俄互办“国家年”九、中俄关系中存在的问题第四章　同大国的关系之四中欧
关系一、欧盟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二、中欧友好合作的政治基础三、中欧的经贸合作四、默克尔的
“价值观外交”和萨科齐的“和谐之旅”五、萨科齐与“抵制北京奥运”风波第五章　同大国的关系
之五中印关系一、中印发展道路和模式的对比（一）人口（二）经济指标（三）工业生产指标（四）
基础设施指标（五）综合竞争力二、关于中印发展前景的三种不同见解三、掀开中印友谊新篇章四、
中印经济贸易合作五、围绕着印美核协议展开的印度内外关系和印度的对华政策第六章　同周边国家
的关系一、中国同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二、中国同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
好关系的典型——东盟三、中国积极参与和推动东盟的发展进程四、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在同东盟关
系中的贯彻（一）胡锦涛对中国周边外交方针和政策的论证和宣示（二）中国对东盟国家的贸易、投
资和援助（三）东南亚国家厂商对华疑虑的消除五、外国媒体评论中国的双赢外交和软实力战略六、
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印象和态度的变化七、关于南海和南沙群岛的主权问题第七章　同发展中国家的关
系一、中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典型——同非洲国家的关系二、中国一非洲建立和发展
新型的战略伙伴关系三、中非合作的丰硕成果（一）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二）平等相待
、相互支持的政治合作（三）取长补短、借鉴交流的人文合作（四）国际舆论对中非合作的称赞四、
中非合作中的石油问题第八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战略新理念——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
的和谐世界一、“和谐世界”论的提出及其含义二、“和谐世界”论的时代背景和思想传承三、推动
建设和谐世界的基本要求和中国的实践（一）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二）
在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三）在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
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四）在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
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五）在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
段解决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六）在环境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
地球家园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大意义（一）海贝勒认为“和谐世界”构
想最终将成为人类⋯⋯第二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现化战略第三编　中国
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的国际讨论结束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世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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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和平发展的国陌战略　　第一章　同大国的关系之一：中美关系
　　在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外交工作布局中，之所以要以大国为关键，是因为世界政治格局在某种意
义上说就是大国关系的格局，世界政治格局的建立、演变、崩溃过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大国关系
调整的过程。
对于中国来说，妥善处理好同世界各大国的关系，对于营建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环境非常重要，是我们
创造良好国际环境的关键。
例如，美苏两极格局的崩溃，就意味着原有的以美国为一方、苏联为另一方的大国集团对抗关系的消
失，大国关系随之出现了深刻的调整，俄罗斯成了美国的“伙伴”，又与北约签订了《和平伙伴计划
》，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接纳了俄罗斯领导人，把“七国集团”改为“八国集团”；而自20世纪70年代
以来一直被美、日、西欧视为共同抗苏的“伙伴”的中国，在苏联解体以后，则不再被它们联合抗苏
所需，还因是苏联解体后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成为它们“和平演变”、“西化”、“分化
”的对象。
20世纪90年代中期，各大国又从自身利益出发，为寻求有利于己的国际环境，谋求在新的世界格局和
秩序中的有利地位而进行着大国关系的深刻调整，中国由被排斥在大国伙伴关系之外到被纳入大国伙
伴关系调整的序列之中；21世纪初的“9·11”事件又成为大国关系重新调整的转折点。
而随着2003年初美国撇开联合国而入侵伊拉克，大国关系又出现了调整。
所以，为了实现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我们要主动应对大国关系的深入调整，从战略全局的高度运筹
同各大国的关系，努力寻求和扩大共同利益汇合点，通过平等对话与磋商，逐步解决存在的分歧，促
进相互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
　　在同诸大国的关系中，中美关系处在关键中关键的地位，这不仅因为美国无论在科技、经济上，
还是在军事上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冷战结束以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它在20世纪90年
代提出人道主义干预学说，21世纪初在反恐怖主义旗帜下入侵伊拉克以后，被人们称作企图实现单极
霸权的新帝国主义；而且因为中美关系即使在建交以后一段时期里都陷于起伏不定、麻烦不断的恶性
循环里，十分明显，要实现中国的和平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使这种恶性循环转变成一种稳定发
展、不断前进的良性循环。
那么，中美关系的发展轨迹究竟是怎样的，又朝着怎样的方向演变呢？
　　一、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　　美国在如何对待正在发展、崛起的中国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不同
意见的争论和辩论，如在本书《导论》中已经提到过的，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东亚和太平洋事务
小组委员会就中国崛起举行的听证会上，2003年3月19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教
授，该中心中国问题研究处处长戴维·兰普顿提供的证词，就同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
展开的论述形成鲜明的对照；在2005年1-2月号《外交政策》双月刊上，围绕着中美两国是否注定走向
冲突问题，又展开了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同米尔斯海默的辩论。
在2005年以后，美国朝野又就对华政策问题展开了新的大辩论。
　　人们往往把参加辩论的各方进行分类和归类，有的把他们分为接触派、遏制派和遏制加接触派；
有的把他们分为务实派和空想派；有的把他们分为拥护熊猫派、屠龙派和熊猫骑墙派；有的把他们分
为对抗论者、迁就论者、带有保险的融合论者；有的把他们分为自由主义者、现实主义者和建设主义
者；有的认为在遏制派、接触派之外还有势力均衡论派、对华经济促进论派、经济的自由主义派和人
权派；有的把他们分为对华强硬派和温和务实派；有的把他们分为融合派和实力派即进攻性现实主义
派；有的还把他们细分为传统现实主义、新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理性现实主义各派。
　　尽管人们可以把参加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的人和观点作各式各样的分类和归结，但说到底，主要
的无非是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从传统的弱肉强食、一山不容二虎的成见出发，认为世界上的权力
是有限的，认为中国的发展、崛起必然造成对美国的损害，如果美国拥有的权力减少，将意味着美国
的安全程度降低，因而他们就散布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竭力主张要对中国的和平发展采取遏
制、围堵、对抗、强硬、“屠龙”的政策。
他们中间有的人认为，即使在现实生活中中国并不是威胁美国的敌人，却也是会危及美国安全的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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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
例如，在2006年12月美国《防务周刊》上刊出的对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主席沃策尔的专访中，
这位曾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当过武官的中国问题专家就说，中国将是美国潜在的威胁与敌人。
他说，美中两国曾经有过极佳的战略合作时期，但今天美中之间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少，特别是在安全
领域，尤其是对如何管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中美的看法和做法有很大出入。
他认为，中国正在发展的电磁战力，是为了使美国的军用电磁通讯无法发挥作用，从而打破美国的科
技优势。
美国大幅度依赖资讯科技，借电磁光束传递资讯，其最大弱点在于敌人可以渗透电脑网络。
他还提到中国正在设法发展的其他科技，为发展全球定位系统（GPS）的代替系统，引导飞弹重新进
人大气层，攻击美国的航空母舰战斗群，中国正在研究如何干扰美国的GPS卫星、合成孔径雷达等先
进的侦搜、定位、解析、监听等设备，中国和俄罗斯正发展达音速3倍、4倍的巡航导弹，美国要防御
这些飞弹，一点儿办法也没有等等。
总之，主张这些观点的人认为中国必将挑战美国的至高地位，美中关系变成竞争关系乃至更为糟糕的
关系只是一个“何时”而不是“是否”的问题，结论只能是美国应该设法阻止中国的发展和崛起。
　　另一种观点则主张从现实出发，不把中国的发展崛起看作是对美国的损害和威胁，中美关系的本
质不是“零和”而是“双赢”，美国不应也无力阻止中国的崛起，中美对抗将是极大的战略错误，美
国与崛起的中国和平共处，对华施压只会适得其反。
在这一方面，美国独立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伊万·伊兰发表的《与正在崛起的中国共处》一文和美国卡
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会员艾伯特·凯德尔发表的《中国发展时期的困难不会损害我们》一文，具
有代表性。
　　凯德尔在文章中说，中国经济增长迅速并在世界范围内购买资产，而且中国的经济规模确实要超
过美国；但是，美国眼下的任务并不是设法阻止中国购买美国的资产和进入美国的市场，而是要和中
国一起精心构建一个足够包容和灵活的国际体系，以保证中国经济增长并使世界其他国家分享其经济
增长带来的潜在收益。
那些要在美国建立“长城”以抵制中国影响的人最终只能损害我们所有人的长期和平与繁荣，而丝毫
不能改进中国政治改革的前景。
事实上，中国能否成功地使其13亿人口中的大多数摆脱贫困，这关系美国的切身利益。
中国的人均消费不足美国的1/10。
那些惧怕中国经济更强大的人应该考虑一下事情的另一面，如果中国野心勃勃的市场改革和贸易全球
化计划失败了，它将成为“东亚病夫”，地方上的犯罪团伙猖獗，人们纷纷通过偷渡或移民的方式不
顾一切地离开这个国家。
与我们的利益更加息息相关的是，要确保中国的成功（这种成功看来很可能成为现实）不是发生在因
争夺稀缺资源而出现越来越多的外交甚至军事对抗的全球背景下。
否则，我们就有倒退到19世纪末期全球化模式的危险，只不过这一次不是争夺殖民地而是争夺势力范
围。
一流大国总是以牺牲别人的利益为代价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美国就试图限制中国进入采矿科技和信
息领域，过去，这种模式导致了战争。
封锁和排斥只能带来具有破坏性的报复战争和军事紧张局势。
应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正确做法是通过市场机制，尤其是价格机制，中国对稀缺商品的强烈需求必将导
致价格升高，但是高价将带来一系列有益的进展——新资源的开发利用，替代品的研究发展，保护措
施的突破进展以及人类自身行为的规范。
所有国家将平等面对这些变化，并且通过竞争来决定生产率提高对谁最有利。
　　伊万·伊兰则在文章中说，近几年，美国对中国不断增加军事开支感到震惊，与此同时，美国国
防预算的大幅增加和它对塞尔维亚与伊拉克这样的主权国家的入侵也令中国感到震惊。
许多中国人认为，美利坚帝国的扩张旨在包围中国，阻止它崛起成为理应成为的强国。
为了消除这样的认识和两个核大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美国应该改变它在亚洲先前的军事结盟态势，
其中包括拒绝履行任何含有保卫台湾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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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有大面积的水域作为防线，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核武库，美国无需在整个太平洋建立起环形防
线，就能抵御中国的威胁。
如果美国继续保留过时的冷战式的帝国思维，它必定会同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发生无休无止的冲
突。
与其仿效一战前国对德国的政策，美国倒不如学习英国历史上另外一个篇章。
19世纪末，美英两国虽然关系紧张，但英国还是以和平的姿态听任了羽翼渐丰的美国崛起成为世界强
国，因为它知道，横亘于它们之间的浩瀚的大西洋可以使两国都得到保护。
利用同样的大洋分割的优势，美国也同样可以听任中国获得成为强国后所应有的尊重和与其相匹配的
势力范围，这样做是安全的，就目前而言，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有扩张的意图。
因此，美国如果采取共处而不是新遏制政策，就可以避免未来发生灾难性的战争，甚至还有核战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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