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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目前世界金融危机后中国和日本在亚洲的角色、地位等做了全面描述，反映了欧洲学者眼
中的中国与日本。
作者的观点是未来25年内，中国将统领亚洲。
具体内容如下：　　序言　　第一章 两个经济巨人的谱系　　A.巨龙的觉醒：1.从马克思到“市场社
会主义”；2.全球化的福祉；3.作为“党国”战略目标的经济增长　　B.相扑的弹力：1.日本的“奇迹
”：“高增长”与外部震撼（1955-1980），美国的挑战（1980-1989）；2.危机与重建：“失去的十年
”　　（1990年代），第三次现代化？
　　C.纠结的命运：1.经济收敛；2.苦难史的五个阶段　　第二章 强大而又敏感的两个巨人　　A.经
济实力的工具：1.巨龙的庞大潜能（世界的第二工业、诱人的商业扩张、金融实力的凸显、未来增长
的巨大潜力）；2.相扑的力量与敏捷（工业与技术巨人、商业活力、世界第一债主）　　B.下个十年
的严峻挑战：1.中国增长的周期性威胁（社会不平等、环境灾难、金融负担、令人头痛的自然资源安
全问题、政治不确定性）；2.日本增长潜力的悲观预期（人口的挑战、公共部门的高额债务、能源和
矿产资源匮乏、政治领导力的不足）　　C.世界危机中的两个巨人：分化效果与前景　　第三章 日本
：寻求“正常化”的经济领导者　　A.亚洲的经济领导者：1.东亚的经济一体化（商业一体化、金融
稳定趋向的进步）；2.日本在亚洲的经济主导地位（亚洲“集成电路”心脏中的日资公司、日本金融
实力与亚洲的发展、软实力与日本的风格）3.中国经济，日本经济：不对称性依赖　　B.日本战略性
“正常化”的渴望：1.日本亚洲外交的回归（地区主义的有限皈依、与中国的外交竞争）；2.反战主义
国家的军队（从消极反战主义到积极防卫政策、庞大的国民自卫队）　　第四章 中国：正在形成中的
全球大国　　A.寻求作为经济超级大国的全球领导力：1.经济规模（取代日本，成为老二）；2.实实在
在的挑战：追赶日本技术（与日本在技术领域的巨大差距、中国的科技：野心很大，成效很差）　
　B.中国作为全球大国的“和平崛起”：1.积极、“好心肠”的地区角色（边境的稳定与国家统一、
中国在区域安全中的行动主义、经济合作基础上的新的区域主义）；2.正在形成中的全球大国（中国
外交的主旨：“战略合作”、军队的快速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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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两个经济巨人的族谱　　中国崛起的速度之快是史无前例的。
这个拥有l3亿人口的大国仅用了30年的时间便走出了不发达的状态，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①，从而
打破了国际平衡，打乱了大国原有的排序。
如今，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总量的8％，与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当——在10年前，中国的国内
生产总值只有日本的1／4。
自1981年以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l2倍，人均收入增加了9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天生活
费1美元）的人口总数占整个中国人口的比例由过去的63％减少至9％，而同一时期撒哈拉以南非洲地
区贫困人口的比例几乎没有变化（约为40％）。
②中国的成功既令发达国家不安，又让它们心生敬佩：2009年，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国，占全
球出口总量的8．7％（1980年，这一比例仅为1％），而且中国企业在许多领域拥有的统治地位对欧洲
和美国的许多行业构成了盲接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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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汗牛充栋的中日关系研究成果中，来自欧洲（法国）的亚洲问题专家对中日关系的论述可谓少
之又少。
迈耶教授的这本新书客观地介绍了在未来几十年亚洲一体化过程中，中国和日本作为两个主要大国在
这个将要形成的新的亚洲共同体中各自的拥有的优势和不足，描绘出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受人尊敬的亚
洲重要角色在未来二十多年中可能出现的场景，为广大的中国读者提供了一个美国学者之外，既没有
亲中倾向也没有亲日倾向的，来自法国或者说欧洲非盎格鲁撒克逊语系视角的中日关系的研究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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