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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发达经济体陷入全面衰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保持相对强劲的增长势
头，成为世界经济稳定的重要来源。
2009年10月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指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将先于欧
美等发达国家走出危机、实现复苏。
但是，我们也要清楚地看到，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比如，对外部市场的高度依赖和内需不足的矛盾，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如何在后危机时代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对新兴经济，对全球经济，都有重要意义。
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的矛盾进一步突显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应当说是长期而深刻的
。
它不仅对我国实体经济带来了冲击，更重要的是它充分暴露出了我国发展方式中长期存在的一些矛盾
。
（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的矛盾我们喊了许多年的垄断行业改革，过去几年也有
一定的进展，但一些行业在应对危机中出现明显的“国进民退”趋势，民营经济发展受到更大的冲击
。
再比如，高能耗经济和高碳经济赖以生存的最根本的体制基础，就是资源要素的行政控制和价格扭曲
。
（二）社会公共需求转型与公共产品供给短缺的矛盾我国已开始从私人产品短缺时代进入公共产品短
缺时代，但相应的社会体制改革还不适应这个时代变化的趋势。
公共产品短缺成为阻碍扩大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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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革要情参阅》直面社会发展转型和改革所面临的挑战与危机，提供全面、实用的国内外政治、经
济资讯，挖掘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探讨改革过程中隐藏或者可能爆发的种种重大问题。
    《改革要情参阅》关注改革热点与难点，汇集各阶层对改革的诉求，借鉴海外启示，梳理改革经验
，探讨改革路径，讲真话、切时弊、出对策、为各级决策者和产官学媒搭建起信息交流以及探索和推
动改革的平台。
　　《改革要情参阅》以中央权威研究机构和宏观决策部门的一流专家学者、高级智囊和政府官员为
作者群，这也是决定了其内容的权威性、科学性和广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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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个强悍而脆弱的超级大国崛起美国《新闻周刊》对美国人而言，2008年是个重要的选举年。
但是，对世界大多数地区而言，2008年是中国之年。
关于中国将成为全球大国的沸沸扬扬的预言，已不再是一种预测，而是现实。
现在，我们，还有他们，都必须处理好中国的成功。
对世界大多数地区而言，2008年目睹中国步入世界舞台中心，奥运会成为中国期待已久的首次亮相机
会。
在一个又一个问题上，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个最重要的国家。
想想一年来的事实吧：2007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美国，这至少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
第一次有一个国家做到了这一点；中国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在5种基本食品中的4种食品、能
源以及工业初级产品等消费领域均超过了美国。
数月前，中国还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主要的二氧化碳排放国。
不论是贸易、全球变暖、达尔富尔问题或朝鲜问题，中国都已成为新的未知数，缺之，任何持久的解
决办法的实行都是不可能的。
然而，中国人并不这样看自己。
最近出版的《脆弱的超级大国》一书作者苏珊·舍克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
在美国，不论她何时提到这本书的书名，人们总是对她说：“脆弱？
中国似乎不脆弱呀。
”但在中国，人们会说：“超级大国？
中国还不是超级大国。
”事实上，中国二者兼是。
而中国的脆弱直接与其非凡的崛起相关。
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最近曾指出，工业革命期间，欧洲的平均生活标准在他的有生之年（当时
他大约40岁）提高了大约50％。
他计算，在亚洲，主要是中国，人均生活标准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大约要上涨100倍！
中国经济增长的规模和速度一直大得惊人，完全是史无前例，而且中国已经产生了同样惊人的变化。
它用20年的时间经历了欧洲用两个世纪才完成的同样程度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转型。
回想一下30年前中国是什么样子吧。
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家，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刚刚结束了摧毁大学、中小学和工厂的文化大革命
。
从那以后，中国有4亿人民脱离了贫困，建起了新的城市和城镇，修建了新的公路和港口，并且正在
详细规划引人注目的未来。
如何面对中国崛起部分学者和政策空谈家（还有五角大楼的一些将军）审视了中国崛起这个问题，认
为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大国冲突、甚至爆发战争的可能性。
他们说，看看历史就知道了。
当一个新的大国崛起时，它不可避免地要打乱力量对比，扰乱国际秩序，从而获得公众瞩目的地位。
这就使得它与当时（那就是我们）现存的强大力量产生利益冲撞。
因此，中美冲突在所难免。
但是，有些强国与纳粹德国一样，有些则与当今的德国和日本一样。
美国在全球等级排名中一路上升，并取代英国成了世界头号国家，而两国之间并没有爆发战争。
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冲突和竞争是否会恶化，那就主要取决于华盛顿和北京未来10年的政策选择了。
普林斯顿大学的约翰·伊肯伯里在《外交》双月刊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极其重要的论点：现在的世界
秩序有益于中国的和平崛起。
他认为，这个秩序是互相协调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基础。
因此，中国在这个体制内予以合作具有广泛的经济利益。
与此同时，核武器决定了冒大国战争的危险必然是自杀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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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肯伯里写道：“今天的西方秩序难以推翻，易于加入。
”很多迹象证明中国人理解这些情况。
他们创造了“和平崛起”这个词，用以描述北京试图加入这个现有秩序、而不是推翻这个秩序的努力
。
中国政府也想方设法在这些问题上对公众进行教育，2006年播放了共分12集的纪实片伏国崛起》。
它的核心告诫就是：决定一个全球大国长期成功的因素是市场，而不是帝国。
虽然存在和平与合作的条件，但是依然存在很多相反的因素。
随着中国的实力不断增强，它的自豪感和民族感也与日俱增，这将在夏季奥运会上得到全面展示。
很多中国官员笃信美国对中国居心不良。
与此同时，位居单极秩序之巅的华盛顿还不习惯权力共享或容纳另一个大国利益的想法。
诸如人权、台湾问题或一些不可测事件，这些一触即发的引爆点，都有可能在不信任的氛围下和双方
急于表达强硬态度的国内选民的压力之下急剧恶化。
2008年是中国之年。
它也应当成为我们制定一套严肃的长期对华政策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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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
国。
谁不改革，谁就下台。
　　——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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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改革要情参阅(第1辑)》编辑推荐：重大政策出台的台前幕后，中国改革进程中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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