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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经改变了中国，而且正在改变中国。
中华民族正处于历史性的复兴。
中国的崛起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大事，也是改变世界的大事。
由于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由于中华民族追求国际正义的传统，由于中国巨大的战略潜力，中国的崛
起对世界上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意义。
世界上不同的人对中华民族的崛起必然抱有不同的态度。
　　国家博弈，利益至上。
我们不能希望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会以鲜花和掌声来迎接中华民族的崛起。
中华民族不必也不能要求世界上所有的人对自己的崛起都拍手欢迎。
无论别人欢迎与否，都无法改变中华民族自己的历史进程；无论中华民族愿意与否，都不能改变别人
对中华民族崛起的态度和反应。
能改变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的是中华民族自身。
　　掌握中华民族未来的是中华民族自己。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
中华民族选择崛起，就是选择了竞争，就是选择了竞争对手。
在拳击场上，两强相遇。
任何人都不能抱怨对手的精明和强大。
　　中华民族历经了几千年的历史洗礼而巍然屹立。
几千年的博弈竞争炼就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雄心和意志，铸就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自信。
当今世界，有哪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一样，拥有几千年世代相续的历史，拥有连绵不断的文化？
中华民族是数千年博弈的强者。
在几千年中，中华民族多少次登临绝顶而一小天下；又有多少次穿越惊涛骇浪而青山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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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将现实和历史，用叙述和议论编织在一起，力图为读者提供一个认知中国发展道路选择的广阔视
角，在历史和现实组成的坐标系里锁定世界经济体系的荒谬和错位。
本书有破有立。
破的是谎言，立的是真相。
在破立之间，力图用冷峻的理智而不是散漫的情绪说话。
从文艺复兴开始，欧洲国家间的暴力和外交，战争和贸易背后，站的是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而不是市场法则是世界经济体系的实质。
本书主张中国崛起贸易战略要置于国家大战略以下。
中国要崛起，必须扔掉财富流失的包袱，丢掉对世界经济体系的幻想，开动自主发展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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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是一场体制性危机。
只有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中，才能理解这场危机本身和反危机措施的历史含义。
在人类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多种原因，新自由主义作为经济实践在人类历史上逐步兴盛。
在苏联垮台以后，新自由主义作为与政府干预相对立而存在的选择，几乎成了人类唯一有效的经济体
制。
许多国家先后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新自由主义的实验。
美国不仅积极实践新自由主义，而且充分利用其庞大的国际干预能力，大力向其他国家推行这种经济
体制，利用IMF、世界银行和WTO干预其他国家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美国更是把世界范围内的新自由主义化，当成在新世纪里能够独霸世界的体制
性基础。
第一节 全球化的实质：关国利益　　新自由主义在世界各国的具体表象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共同的命
题：市场自由是好的，市场是万能的。
在实践中追求所谓大市场、小政府。
它认为只有市场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
而市场之所以能有效地配置资源是因为产权明晰且有保障。
所以，新自由主义的政策目标对内毫无例外都是私有化，市场化，减少政府管制；对外是国际贸易和
国际金融的自由化。
新自由主义是对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后兴起的大规模政府干预和通过政府干预而达成某种社会公正
的“革命”。
　　美国是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推手。
新自由主义是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一项国策和持续的外交政策。
新自由主义不是什么“普世价值”，对内是强化资本效率和解放资本盈利冲动的途径，对外是美国在
世界范围内实现国家利益、维护霸权的手段。
　　1981年8月31日，美国总统里根签署了《经济恢复税收法案》。
这个条例大规模地削减个人和公司所得税，反映了里根的经济理念，决定了美国未来近30年的经济命
运，是美国走向金融危机所迈出的第一步。
史称该条例开创了美国经济的“新时期”。
这一天被称为“里根革命”的开始。
美国从此进入一个减少政府干预，减少社会福利，将公共职能私有化的过程。
这是一个市场原则至上的时期。
美国这场危机的许多根源几乎都起源于那场“革命”。
　　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大力输出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
在苏联垮台以后，美国更是力图以新自由主义来改造世界，改造现实的对手和潜在的对手。
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体系的全球化是美国改造世界的两大手段和目的。
新自由主义通过看似严密的理论体系向世人证明，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将使每个国家都能充分发
挥自己的潜力，使每个国家都能公正平等地走向繁荣。
这个理论似乎为贫穷的国家解开了繁荣的密码，让许多人沉迷，为美国按自己的方式打造新的世界经
济秩序奠定了意识形态的基础。
　　在新自由主义风靡的时期，美国理想的世界模型是一个金融贸易自由开放的世界体系，资本货物
要素能在国际自由流动。
在这个世界体系里，民族国家对自己经济的保护、各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经济中公共产业的成分都
将被压缩到最低限度；美国在这个体系中将起主导作用，其金融体系作为世界金融体系的中心将在制
造财富、分配财富的过程中起支配作用。
在这个体系里，国际分工有一个巨大的特点，那就是发展中国家向美国出口资源、货物和服务，而美
国则向世界各国出口美元、金融产品和不影响美国安全和竞争力的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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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美国为霸权的长期存在而设计的经济基础。
　　在这个体系中，美国为中国设计了一个什么位置呢？
美国政府和智囊在许多文件中明白无误地指出。
要把中国纳入能保障美国利益的格局里。
要把中国纳入这样一个经济框架中.必须做到三点：第一，使中国经济依赖美国，至少是依赖美国市场
；第二。
必须使中国经济走上低技术水平扩张的道路；第三，必须在金融上控制中国。
美国认识到，鉴于中国巨大的经济潜力，不把中国纳入这个体系，中国就有可能成为竞争对手。
　　为了达成这一战略目的，美国做了四件事：一是在中国人世文件中，迫使中国承诺开放银行、金
融和资本市场；二是作为交换，美国开放了自己的低端市场，通过市场力量将中国经济引导到低水平
扩张的轨道上；三是通过中国承诺的产业开放，打击乃至摧毁中国的自主技术；四是严格限制具有竞
争力的技术向中国的转移，完善对中国的技术封锁。
只要观察一下美国对中国经济政策的走向，就会看出，美国对中国经济关注的重点从产品市场，到技
术知识产权，到金融体系，到经济体制的轨迹。
金融体系的开放和经济体制的改革是现阶段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的重点。
虽然这一重点为美国经济危机所打断，但可以这样预测，它将是中美间下一轮经济纠纷的焦点。
　　美国在寻求危机出路时，有可能加剧中美两国经济纠纷。
而在未来的纠纷中，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中国金融的开放将成为美国重要的筹码。
中国在WTO的承诺将成为美国的有力武器。
　　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另一个更具有战略意义的目的，是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制的全面市场化
和私有化。
　　新自由主义不是普世法则。
甚至在美国也不是。
把新自由主义、自由贸易当做普世法则的人大概不了解美国发展的历史。
　　美国立国以后，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奉行经济上的保守主义和外交上的孤立主义。
从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部长，到“美国体制”，到林肯，到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这100多年里，保护主义
是美国贸易政策的主线。
为了保护美国的民族工业，美国的关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高达49％！
　　“在自由贸易体系里，商人是主人而生产者是奴隶主。
保护主义不是别的，是自然的法则，是自我保存的法则，是自我发展的法则，是人类得以保全最高和
最好的前景的法则⋯⋯为什么？
如果保护主义能有益和增进6300万人民的利益，这6300万人民的影响将会增进世界上其他人口的利益
。
我们不能在前进的道路上不考虑整个人类的利益。
是的，那些人士说‘在你能买到最便宜的地方去买’。
当然，这一原则（在那些人士看来）也适用于劳动力。
让我给你一条比那些人士所说的好一千倍的信条，那就是保护主义的信条：‘在你能获得最高支付力
的地方去买’。
而且，那个地方就是劳动者的报酬最高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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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选择和崛起：国家博弈下的中国危局》国家博弈，波云诡谲，谁在翻云覆雨?　　揭秘当今世界
经济金融体系的弥天骗局谁控制了世界经济体系　　谁就控制了货物和财富的流向　　谁就控制了他
国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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