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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未来中国将走向何处？
未来世界将有何变化？
未来的我们将面临怎样的命运？
未来的领导应按什么样的思路治国理政？
⋯⋯让我们翻开《走向未来的中国与世界》一书，与作者李忠杰一起，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走向未来的中国与世界>>

作者简介

李忠杰，男，江苏人，1952年10月生。
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共党员。
现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中共党
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等。
社会兼职有：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中国政治学会常务理事；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规划专家评审组成员，国家“四个一批”人才选拔
评审组成员；北京市委党建专家顾问组成员；若干大学和党校的兼职教授；一些刊物的顾问、编委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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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美国巴特尔研究所曾经预测，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2011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全球研
发投资有望达到1.2万亿美元，比2010年增加3.6％。
全球研发仍将持续美、欧、亚三足鼎立的局面，美国占34％，亚洲占35％，欧洲占23％。
这种投入有无实现，尚难断定。
但至少从其认识和意愿来说，加强研发，创新推动，无疑是必然的趋势。
 美国政府2009年9）q出台的《美国创新战略》报告，提出要恢复美国基础研究的国际领先地位，在清
洁能源、先进汽车、卫生保健等国家优先领域催生重大突破。
欧盟2010年3月出台《欧洲2020战略》，提出未来经济发展三大重点：发展基于知识和创新的智能经济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发展绿色技术，实现可持续增长；加大技能培训投入，实现经济、社会和地区
融合的包容性增长。
 中国每年的研发开支几乎都按10％的速度递增。
巴特尔研究所甚至预测，中国研发支出将在2011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
当然，即使中美维持当前各自增速，中国在研发投资总额上也需要20年才能赶上美国。
 由于IPv4地址已经用完，互联网很快将很快转到下一代互联网Ipv6k。
原有的IPv4只能提供43亿个地址。
而IPv6将会提供340万万万亿个可能的IP地址。
很多大型科技公司都在2011年转换到IPv6。
互联网正在出现很多新的变化。
 俄罗斯航天署副署长达维多夫宣布，俄正计划组建太空互联网。
太空互联网将由48颗卫星构成，可为全球提供语音通话、宽带上网、视频会议等服务。
它的优点在于不会完全依托地球上的某个设施，即便地面发生严重灾害或其他意外，该互联网仍会稳
定运行。
美国海军花费了28年的时间和32亿美金的经费，研制出了航母电磁弹射器。
成功弹射了1架F／A一18E型战斗机。
这在技术上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可以大大节省航母内部的空间，扩大航母的作战半径，减少补给的频
度。
 第五，全球治理体系逐步变革，有利于我增强国际话语权。
 联合国是当代世界协调国际关系、解决国际争端的最重要国际组织。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发展，联合国所担负的责任越来越重要，国际社会期望它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许多国家发生的内乱、动荡和外部干涉，都提出了一个人道主义救援问题，进而是一个更复杂的国际
治理乃至全球治理问题。
现在，所谓的人道主义救援越来越多。
从趋势上，我国已经逐步参与人道主义救援活动，对全球治理的概念，也开始接受和使用。
这对在世界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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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走向未来的中国与世界》作者李忠杰带领去思考未来中国，纵览世界大势；解析深层社会，探究治
国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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