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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2007年以来，特别是在2008年上半年，中国的国际环境出现了引入注目的变化，在机遇增加的同时
，挑战的来源更加多元化。
归纳起来，国际环境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国际安全中的热点问题多数有所缓解。
这一年多以来，由于美国增兵等因素，伊拉克的国内安全形势得到控制。
“基地”组织和本·拉登不似过去活跃，西方国家也尚未出现大规模的恐怖事件。
中东局势没有明显变化。
伊朗核问题笼罩着阴云，但看不到即将出现剧烈冲突的迹象。
美国和朝鲜围绕核武器问题的谈判取得较大进展，六方会谈的机制还在发挥作用。
俄罗斯同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裂痕还在加深，但不至于发生严重冲突。
2008年3月台湾领导入选举揭晓和“入联公投”破产后，台海形势出现了积极变化，中美之间因“台独
”问题而发生战略对抗的危险大大降低。
不过，若干热点问题依然值得担心，例如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恐怖活动有所加剧，非洲一些国家政局
动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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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2007年以来，特别是在2008年上半年，中国的国际环境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在机遇增加的
同时，挑战的来源更加多元化。
归纳起来，国际环境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国际安全中的热点问题多数有所缓解。
这一年多以来，由于美国增兵等因素，伊拉克的国内安全形势得到控制。
“基地”组织和本·拉登不似过去活跃，西方国家也尚未出现大规模的恐怖事件。
中东局势没有明显变化。
伊朗核问题笼罩着阴云，但看不到即将出现剧烈冲突的迹象。
美国和朝鲜围绕核武器问题的谈判取得较大进展，六方会谈的机制还在发挥作用。
俄罗斯同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裂痕还在加深，但不至于发生严重冲突。
2008年3月台湾领导人选举揭晓和“入联公投”破产后，台海形势出现了积极变化，中美之间因“台独
’’问题而发生战略对抗的危险大大降低。
不过，若干热点问题依然值得担心，例如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恐怖活动有所加剧，非洲一些国家政局
动荡等等。
　　第二，金融安全和各种非传统安全的问题突出。
美国次贷危机波及全球金融市场，石油价格飙升，美元贬值，粮食短缺，许多国家面临通货膨胀压力
，全球经济增长步伐放慢。
同时，全球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带来的恶果日益显现，建设低碳经济的呼声升高，节能减排、开发新
能源等问题，成为近年来大国首脑会议的最重要议题。
在亚太地区，多边合作机制建设显然跟不上客观需要，而围绕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国际竞争和摩擦涉及
各国内部的民生问题和利益调整，愈发复杂。
韩国进口美国牛肉问题居然演化为严重的政治风波，即为一例。
　　第三，若干同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国内政局发生较大变化，牵动着国际政治的变化。
2007年9月日本福田康夫政府上台；12月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布托遇袭身亡，政治气氛骤然紧张；2008
年2月韩国李明博政府开始执政；4月澳大利亚工党的陆克文出任总理；4月在尼泊尔的制宪会议选举中
，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出人意料地赢得了政权；5月梅德韦杰夫正式担任俄罗斯总统，普京改任
总理。
这一系列政局变化不但令人眼花缭乱，而且有深刻的国内外政策含义。
例如，福田政府在国内威望不高，但对中日关系的改善有所贡献；陆克文上台伊始，就提出了建立“
亚太共同体”的设想。
当然，引起全世界最大关注的，是2008年的美国大选。
两位美国总统候选人的年龄、种族背景、政治色彩迥异。
尽管美国的内外政策走向不会因总统易人而根本改变，但这次选举对美国政治乃至世界政治将产生不
可忽视的影响，是没有疑义的。
　　第四，中国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外部挑战。
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和国际影响的显著提高，不仅使外部世界难以适应，也使中国人自己感受到1989
年以来未有过的国际舆论压力，从2007年中国出口产品的质量问题，到2008年4月西藏出现骚乱，从奥
运会准备工作被政治纷争所笼罩，到四川汶川地震及其救援工作的世界性震撼，从人民币汇率调整和
金融市场开放的压力，到节能减排问题上的两难，中国所受到的质疑，已经主要不是中国是否走和平
发展道路的问题，而是在和平条件下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的问题。
以处理政府间关系为主的中国外交，越来越需要面对多元化的工作对象，包括本国的公众舆论。
　　在上述日新月异的复杂国际环境下，研究国际问题的中国学者有哪些观察与思考？
本书提供了部分答案，也难免挂一漏万，敬希读者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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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辑思，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兼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中华美国学会会长；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副会长；中国改革开放论坛副理事长等。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曾分别在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美国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系、美国加州克莱蒙-麦金纳学院任访问学者、教授。
主要教学和研究方向为美国外交、中美关系、国际政治理论。
专著有《国际政治的理性思考》等主编有《文明与国际政治——中国学者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高处不胜寒——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世界地位》等，撰写过《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研究》
、《美国霸权·的逻辑》、《美苏争霸的历史教训和中国的崛起道路》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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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与中国的外交选择／李少军徐龙第“非传统安全”——查道炯主持非传统安全（年度点评）／查
道炯开放经济下的中国食品安全管制：理论与管制政策体系／周小梅从贪官外逃后的法律对策看引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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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回顾与展望／李向阳解读石油美元：规模、流向及其趋势／钟伟魏伟谢婷胡亮全球不平衡条件下中
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余永定双赢的中美经贸关系缘何被扭曲／李若谷从国际和历史角度看国际资
本流动与金融安全问题／贺力平透视美国次级债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张明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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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有关“国际秩序"的四个方面本书中论述“国际秩序”的这几篇文章，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方面，即
和谐世界秩序观、新自由国际主义秩序观、国际体系结构性矛盾的存在与化解、地区秩序的构建与世
界秩序问题。
首先是关于和谐世界的讨论，收入了夏立平的文章《论和谐世界的内涵》。
夏文比较全面地阐释了和谐世界理念的五个内涵，包括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利益和谐、共同繁荣、
不同文明之间的和谐、国际机制的和谐以及合作共赢。
对大国之间协调、世界经济平衡、全球问题治理这三个对国际秩序至关重要的问题做出了比较系统的
分析。
其次，我们讨论了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观。
苏长和的文章《合约、国家理论与世界秩序》分析了制度与世界政治和世界秩序之间的关系，将合约
、国家理论与世界秩序结合起来，设计治理制度以克服复杂世界中的治理困境。
第三，国际体系结构性矛盾历来是国际秩序变革的一个重要因素。
国际体系及其制度安排不能适应全球化时代的秩序需求，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如何应对新兴大国
的崛起。
什么样的体系性制度安排可以避免大国争霸和权力转移时期的体系性战争和全球性失序。
赵干城的文章《发展中大国的兴起与国际体系》讨论了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四个发展中大国的
兴起在物质能力、思想观念和机构制度三个方面对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产生的影响：发展中大国的经
济增长率高，“北京共识”提出了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发展模式，发展中大国在国际制度中地位
上升。
唐永胜和卢刚的文章《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及其化解》超越双边关系，将中美关系置于国际体系结
构中进行考察，指出中美关系由于美国的霸权维护和中国的实力上升而必然存在结构性矛盾，同时也
认为存在日益增长的约束力量和利益的相互依赖，所以化解结构性矛盾是可能的。
最后，地区秩序仍然是我们讨论的一个重点。
地区秩序不但是世界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也直接影响到世界的稳定。
战后美国的霸权地位在地区层面有着两个重要的支柱，这就是欧洲的德国和亚洲的日本。
通过美国与这两个占据重要地位的地区国家之间的互动，再通过这两个地区国家与地区内其他国家的
互动，美国的霸权秩序和亚欧的区域秩序得以形成并以不同的方式运作。
①但是，当今的世界，亚洲和欧洲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亚洲的秩序离不开发展中的中国，欧洲的秩序则更多地承袭着欧盟的理念。
李明明的文章《欧盟认同与欧盟制度建设》讨论的欧盟的制度建设与欧洲认同之间双向互动的重要意
义，分析了这个比较成熟的地区秩序模型是怎样依靠制度和认同两个要素的相互加强而发展的。
林利民的《美国对东亚一体化的立场剖析》认为，东亚一体化仍有许多难题有待解决，如何处理好与
美国的关系，对东亚一体化的进程具有关键性影响。
朱威烈的文章《伊斯兰文明与世界》则既讨论地区秩序，又讨论文明之间秩序，尤其是针对中东地区
的失序状态，提出伊斯兰文明体系与欧美主导的当代体系不相适应。
要改善这种状况，需要伊斯兰文明跟上全球化进程，改革观念、体制和机制，同时也需要国际社会对
伊斯兰文明的宽容和理解。
观察中国学者的秩序研究，无论是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在发展。
但是，中国学者的研究更多的是在宏观层面讨论秩序理念，在实际层面分析和设计制度的研究仍然很
少。
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和社会科学最重要的成果是制度的设计。
国际秩序是国际关系的核心内容，国际制度是维护秩序的根本保证。
“和谐世界”体现了理想的国际秩序，表达了一种普世的价值理念和理想的秩序状态，但是，什么样
的制度设计才能够保证国际社会朝着和谐世界的方向发展，仍然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需要认真研究和
探索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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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方的秩序观，尤其是新自由国际主义的秩序观，我们的讨论也多是它背后的理念和逻辑，缺乏的
是对其制度设计方面的突出优势做出深刻的分析、对其重大缺陷和偏见做出深刻的质疑和批判。
2007年10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
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①这是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与世界先进文化相结合进行创新的结晶，也是在对世界形势进行全面深刻
分析基础上提出的崇高奋斗目标和全新命题。
“建设和谐世界”是一个长期的目标，具有深刻的内涵。
一、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利益和谐是实现和谐世界的政治基础和谐世界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持久和平。
但自从人类社会有国家以来，就存在国家之间的武装冲突和战争，其根源是国家之间利益的矛盾和冲
突。
一国对另一国发动侵略战争主要是为了夺取土地、劳动力、财富、资源，争夺殖民地、王位和霸权等
。
第二次世界大战达到了人类社会战争规模的顶点。
但冷战结束以来，国与国之间战争的数量在减少。
从1990-2005年的16年间，57起重大武装冲突中只有四起是国家间的交战，包括美国及其盟国发动的伊
拉克战争、海湾战争、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冲突、埃塞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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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的和平发展及其对世界的影响，正成为全球高度关注的命题。
中国学者身处其中，理所当然，他们对这一命题的研究最为热情、最为认真。
这套丛书集中了近两百位优秀的中国学者的最新思考，展现了当前中国国际研究的最高学术水准。
可谓立意高远，阐述客观，分析深刻。
这套丛书必将引发读者对国际关系、世界经济、地球环境等问题的深层思考，其启示性意义是不言而
喻的。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　赵启正深刻观察理解外部世界，同
时又理性审视把握自己，并主动向外部世界诠释交流自己的观点与主张，是学者神圣又艰巨的使命。
《中国学者看世界》丛书所作的努力是非常积极有益的。
　　——国际展览局主席、外交学院院长　吴建民中国在地区和全球事务方面具有巨大而日益凸显的
重要性。
因此，让国际社会更加关注有代表性的中国学者对全球问题的分析，是很重要的。
这套丛书将中国学者的分析按照题目分门别类，汇集于一个系列，提供了重要的帮助。
所以，这套丛书的面世意义重大，值得欢迎。
　　——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曾任克林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　李侃如（KennethLieberthaI
）2008年北京奥运会将会是一场盛会，让中国向世界展示其20年来飞速走向现代化的发展成果。
这套丛书也像是一场矗会，让中国的国际关系专家们展示他们在过去20年中的收获一--他们对世界政
治理论与实践的新的全面观察。
中国正在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
对于那些希望了解中国人如何看待本国所起的作用的人来说，《中国学者看世界》丛书将成为一种基
础读物。
　　——哈佛大学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前主任　傅高义（EZraF．Vog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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