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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总序　　海外当代中国研究丛书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海外中国问题研究急剧扩展
，世界上到处都在述说着&ldquo;中国故事&rdquo;。
2009年，英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马丁&middot;雅克在他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
界的终结》一书中为我们描绘了&ldquo;可能的未来景象&rdquo;，提出&ldquo;世界将按照中国概念重
新塑造&rdquo;；与此相反，2010年，美国国际投资分析师麦嘉华、华尔街著名对冲基金经理查诺斯、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罗戈夫等人纷纷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经济的泡沫即将破裂，中国甚至将走向崩溃。
至此，关于中国的&ldquo;统治说&rdquo;与&ldquo;崩溃说&rdquo;在全球文化语境中各执一端、相互矛
盾，这其中包含多少学理上的探究和现实中的策略尚待更进一步的讨论，然而，有一个事实不可否认
：在当代全球体系下，&ldquo;中国&rdquo;已成为全球学者共同关注的热门词汇，&ldquo;中国研
究&rdquo;正牵动着世界相关领域专家的问题意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编译局海外理论信息研究中心与中央编译出版社共同推出了《海外当
代中国研究丛书》，力图让海外学者的视角、眼光更多地投射到我们的视界，使我们听到更多的来自
世界的各种声音，而这种眼光与声音越真切清晰，越有利于我们的判断与辨析，同时也可以成为我们
以多重向度理解自身的借镜。
　　当代世界的政治经济结构已深置于全球范围的互动关系中，各个领域的跨国化进程使本土与世界
的关系显得愈加紧密而复杂，作为现代性的民族国家正在以某种有别于其传统功能的方式，全面介入
当代世界的关系体系。
而历史上两大阵营的关系模式，以及后来的三个世界模式、中心/边缘理论等都无法诠释当代世界的复
杂图景，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如何建构一个更为广阔开放的参照系，多向度地反观时代，主动寻
求异质文明间的对话与精神资源，既是各国经历现代性进程中的共同命题，同时，作为现代性共同体
，藉此过程辨清自身的方位也更显必要。
康德曾用&ldquo;先验幻象&rdquo;的概念指涉一种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势，作为学术研究的文化使命，
我们也有责任对某种封闭的执信保持警惕。
今年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在国内外一片赞誉声中，中国领导人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充满着强
烈的忧患意识。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同志警示全党：世情、国情、党情正在发生深
刻变化，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将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
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
面对&ldquo;四种考验&rdquo;、&ldquo;四种危险&rdquo;，中国共产党人需要更加理性地、更加包容地
听取不同的声音，关注来自国内外各方学者的思想成果。
这是一种开放的胸怀，更是一种自信的表现。
海外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无疑提供了这样一重思想话语与认识维度，使我们有可能在固有的视域之
外窥到自身的盲点，有助于深化我们对自身所处国家的认识；另一方面，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上的差
异，也有助于我们观察和掌握不同文明视角下的内在逻辑，从而更有效地思考自身相应的策略，同时
，这种认识上的互补性也可导向多种精神资源共同面对和审理对于当代世界的多层意义的解读，进而
与当代全球体系达成一种良性互馈。
　　从某种意义上说，《海外当代中国研究丛书》的编纂既是基于现实的需要，也是当今学术研究与
社会现实之间的互文关系的表征：理论探讨已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复杂的现实问题之中，并将随着现
实的变迁而更加全面地展开。
在这套首批推出的丛书中，我们选取了如下四个主题：&ldquo;海外学者论中国政治发展&rdquo;
、&ldquo;海外学者论中国经济发展&rdquo;、&ldquo;海外学者论中国模式&rdquo;、&ldquo;海外学者
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rdquo;。
显然，书中所涉及的都是当下中国最前沿也最具现实感的重大命题，它们延伸并跨越了过去时代的震
荡与沉思，同时，又面临并深入到全球互动关系的新型结构中。
无论相对于自身的历史变迁抑或全球化的世界体系，转型中的中国已呈现出既断裂又重叠、既竞争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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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的复杂图景，因此，对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模式，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政策组织及
自我建设等这些我们一向耳熟能详的范畴都需要被重新审视和界定，从而在新的历史语境和世界秩序
中加以关照。
　　可以说，《海外当代中国研究丛书》提供的是一个多角度的理论棱镜，所折射出的不仅是海外学
者对于当下中国几个重要问题领域的观察与回应，同时，也从知识论、方法论的层面带来了多元化的
问题线索和认识方式。
丛书所选论著的诸位专家学者来自东西方不同的国度，分属于不同的思想派别，有着各自不同的经验
背景和知识背景，所秉持的理念、意识也迥然有别。
因此，其观点本身既包含着深刻的见地，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在观点与观点之间，既有共识，又有对
立，既有交叉点，也有相悖处。
事实上，这些又恰恰反映出问题对象的当下性与可讨论性。
另一方面，在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看法甚至相互抵牾的结论之间，也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而对现实问
题的理论阐发也的确需要经受这样的一种检验。
就当代中国的发展轨迹与复杂结构而言，很难以某种单一固定的结论将问题进行整体性化约，因此，
编选这套海外学者的学术论丛，我们着力呈现的正是这种丰富多元的论证角度和对问题的探寻过程，
从而在比较宽阔的视域内发掘更多的可能性。
将这些不同的研究成果并置于一个开放式结构中，既是对各种思想资源的审慎和包容，也力图为读者
提供更多的参考与思维向度。
　　我们看到，由中国引发的世界回响仍在持续，我们的丛书也将逐步拓展领域，成为一个陆续编选
、出版的系列，以期更加多元化、多层面地展现海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思考语境。
另外，该丛书所选文章的观点均为作者观点的客观呈现，不代表丛书编者的认识倾向。
　　谨序。
　　魏海生　 2011年7月5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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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是否存在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中国模式是否具有可复制性？
中国模式前景如何？
本书收录世界知名学者对中国模式的思考和发现，主要从“中国模式”的内涵、“中国模式”的经济
维度、“中国模式”的政治维度和比较视野中的“中国模式”等四个方面加以阐释。
所选文章均为外籍学者对中国模式、中国发展经验进行学术探讨的第一手资料，集中呈现了海外学界
对于“中国模式”的研究细节。

　　《海外当代中国研究丛书》的编纂既是基于现实的需要，也是当今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之间的互
文关系的表征：理论探讨已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复杂的现实问题之中，并将随着现实的变迁而更加全
面地展开。
在这套首批推出的丛书中，我们选取了如下四个主题：“海外学者论中国政治发展”、“海外学者论
中国经济发展”、“海外学者论中国模式”、“海外学者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
显然，书中所涉及的都是当下中国最前沿也最具现实感的重大命题，它们延伸并跨越了过去时代的震
荡与沉思，同时，又面临并深入到全球互动关系的新型结构中。
无论相对于自身的历史变迁抑或全球化的世界体系，转型中的中国已呈现出既断裂又重叠、既竞争又
融合的复杂图景，因此，对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模式，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政策组织及
自我建设等这些我们一向耳熟能详的范畴都需要被重新审视和界定，从而在新的历史语境和世界秩序
中加以关照。

　　海外对中国模式的讨论，已经非常热烈，成果也很丰富，但是观点和分歧非常大。
我们想做的是对这些研究进行归纳和呈现，使国内了解海外学界对于“中国模式”的研究细节，为国
内学界把握住这一话题提供帮助。
因此，这些整理翻译编辑工作既有分析上的实用意义，也有政策上的重要意义，这也正是编辑本文集
的原因和目的。

　　这部文集主要收录了2007—2010年间发表的海外政治、经济学者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思考和发现。
文章收录的原则首先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对中国模式、中国发展经验进行探讨的论文，短评、访谈文
章不在本文集的收录范围内；第二，所选文章的作者均为国外出生的外籍学者，海外华裔学者的文章
没有收录；第三，文集所选论文均来自国外公开出版物或会议论文，均为第一手资料。
文集主要从内涵、经济维度、政治维度和比较研究这四个方面对“中国模式”加以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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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斯科特·肯尼迪（Scott
Kennedy），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和东亚语言文化系副教授、中国政治与商业研究中心主任。

　　马丁·哈特-兰茨伯格（Martin
Hart-Landsberg），美国刘易斯和克拉克学院经济学教授，政治经济学项目主任。

　　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生于土耳其，美国俄勒冈大学“耐特社会科学讲座教授”
（Knight Professor
of Social
Science），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革命史的研究，《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的起源》、《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等著作奠定了其在西方学界的中
国研究权威学者的地位。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里克更将其理论著述的领域扩展至后殖民批评与文化研究，《革命之后：
警惕全球资本主义》、《后殖民氛围》等著作令其跻身当代美国社会科学界重量级学者的行列。

　　让-克洛德·德洛奈（Jean-Claude
Delaunay），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理论研究中心主任，马恩河谷大学教授。

　　赫尔穆特·彼得斯（Helmut
Peters），德国统一社会党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主持中国问题研究工作20年，曾作为民主德国的外
交官在中国工作。

　　弗拉基米尔·波波夫，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莫斯科新经济学院教授，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欧洲、
俄罗斯和欧亚研究所客座教授。

　　彼得·拉特兰（Peter Rutland），美国卫斯理大学教授。

　　阿什瓦尼·塞斯（Ashwani Saith），荷兰海牙社会研究学院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新德里人
类发展学院客座教授。

　　姜明武（Khuong M.VU），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学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
技术与经济政策项目官员。

　　马克·比森（Mark Beeson），英国伯明翰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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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 海外视阈下的“中国模式”研究
◆“中国模式”的内涵◆
北京共识的神话
中国发展经验的奇特性和可复制性
中国文明发展的新阶段：起源与前景
◆“中国模式”的经济维度◆
中国30年改革与经济发展经验
中国变化的图景
中国融入世界市场是否意味着“中国模式”的必然终结？

对中国改革经验的批判性评估
◆“中国模式”的政治维度◆
重访后社会主义：反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
中国政治：在追求原有目标进程中的战略转变
◆比较视野中的“中国模式”◆
广阔视野下中国与俄罗斯的转型比较
后社会主义国家与新发展模式的变化：俄罗斯与中国的比较
中国与印度：不同绩效的制度根源
社会发展中的和谐与不和谐：中国与印度的经验比较
经济改革与绩效：中国与越南的比较研究
东亚的发展型国家：中国与日本的经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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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当代世界的政治经济结构已深置于全球范围的互动关系中，各个领域的跨国化进程使
本土与世界的关系显得愈加紧密而复杂，作为现代性的民族国家正在以某种有别于其传统功能的方式
，全面介入当代世界的关系体系。
而历史上两大阵营的关系模式，以及后来的三个世界模式、中心／边缘理论等都无法诠释当代世界的
复杂图景，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如何建构一个更为广阔开放的参照系，多向度地反观时代，主动
寻求异质文明间的对话与精神资源，既是各国经历现代性进程中的共同命题，同时，作为现代性共同
体，藉此过程辨清自身的方位也更显必要。
康德曾用“先验幻象”的概念指涉一种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势，作为学术研究的文化使命，我们也有责
任对某种封闭的执信保持警惕。
今年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在国内外一片赞誉声中，中国领导人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充满着强
烈的忧患意识。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同志警示全党：世情、国情、党情正在发生深
刻变化，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将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
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
面对“四种考验”、“四种危险”，中国共产党人需要更加理性地、更加包容地听取不同的声音，关
注来自国内外各方学者的思想成果。
这是一种开放的胸怀，更是一种自信的表现。
海外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无疑提供了这样一重思想话语与认识维度，使我们有可能在固有的视域之
外窥到自身的盲点，有助于深化我们对自身所处国家的认识；另一方面，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上的差
异，也有助于我们观察和掌握不同文明视角下的内在逻辑，从而更有效地思考自身相应的策略，同时
，这种认识上的互补性也可导向多种精神资源共同面对和审理对于当代世界的多层意义的解读，进而
与当代全球体系达成一种良性互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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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奇迹的建构:海外学者论中国模式》：海外理论信息研究中心（China Center for Overseas Social and
Philosophical Theories）为中央编译局属信息研究机构。
中心以中央编译局研究、翻译、信息资源为依托，跟踪、收集、整理、分析和研究海外专家学者在重
大理论问题上，特别是在中国问题研究上的理论思考和观点，形成多种形式的研究成果，通过刊物、
图书、网站等予以发布，供有关部门和理论界参考，为中央决策服务，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
务。
中心致力于打造一支高素质、有影响力的专职理论信息研究队伍.同时欢迎国内外专家学者通过兼职等
方式参与中心的工作。
中心研究领域涵盖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和国际关系学，工作语言包括英语、法语、
德语、俄语、日语等。
中心致力于与海内外思想库、智囊团、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建立和深化联系，互派学者访问，共同举
办学术研讨会，开展合作研究。
中心同时致力于向海外推介我国有影响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增强我国理论研究成果和理论研究
工作者在海外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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