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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6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有谁能料到，今天的中国能坐拥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即将超越日
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30年前，又有谁能预想，今天的中国能将人成功送上太空，能举办有史以来最盛大的奥运会和世博会
？
毋庸置疑，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30年来尤其在经济方面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让世界感到惊叹，
吸}l了世界范围内对中国模式的强烈关注与深入探讨，这也引发我来编著这样一本探讨中国模式的书
籍。
因为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加之全球化时代休戚与共的国际关系，海外长期非常关注中国的社
会发展和命运。
美国学者福山在冷战后提出了著名的“历史终结论”，认为苏联解体标志着共产主义的终结，历史的
发展只有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一条道路。
他提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
形态发展的终点和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从此之后，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就不再进步了。
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连福山本人最近也公开认为，“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西方
自由民主并非人类进化的终点。
20年前，西方学者为拯救拉美模式提出了“华盛顿共识”，而在中国经济发展后西方开始有人提出基
于中国发展模式而总结出的“北京共识”。
中国经济的强劲崛起，一方面使得西方世界不得不重新进一步分析中国发展的原因和挑战，另一方面
，中国模式的有效性成为中国对外提升影响力，对内加深自我凝聚和认同的有力宣传利器。
除此之外，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虽对中国出口带来了沉重打击，但是因为中国模式的特殊之处，中国
经济已经率先复苏，许多发展中国家更将本国经济复苏希望寄托于中国。
这些都给中国模式提供了走入世界关注视野的背景和契机。
简单说，海内外围绕中国模式的讨论主要涉及总结、前瞻、推广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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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a & Globalization）是由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所发起
和海内外六家知名研究机构和学会参与支持的新型的中国与全球化研究智库。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吸引了国内外一流专家学者、企业家和政府专家参与，致力于研究中国在全球
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等重要课题，为中国的进步与发展提供战略性、可行性、及时性的建议
和政策研究，成为国家、社会和企业发展的高端国际智库，为中国的发展建言献策，力争为中国在全
球化时代提供独立、客观和有建设性的研究。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的研究重点包括建言献策、国际问题、国际人才、可持续发展、企业国际
化、华侨华商等领域。
中心通过研究、出版、讲座、圆桌午餐和论坛等一系列的方式，研究中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所面临的
机遇和挑战，提出相应的研究和政策对策，供国家及有关部门和机构采纳，成为中国与全球化发展进
程中高层次的智囊团和思想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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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辉耀博士，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渲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中组部国际人
才战略专题研究组组长，人社部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国务
院侨办海外专家咨询委员会经济组召集人，九三学社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
北京市政协港澳台侨顾问。
他曾留学欧美，在加拿大温莎大学、西安大略大学和英国曼切斯特大学商学院攻读研究生，获工商管
理硕士（MBA）和国际管理博士（PhD）学位，曾在美国哈佛大学进修和担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访问
研究员。
先后兼任北京大学和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等多家经管学院客座教授。
历任中国经贸部官员，全球最大工程管理咨询公司SNC-Lavalin公司董事经理和AMEC-Agra公司副总裁
，加拿大驻香港商务经济参赞，GE、西门子、ABB、三菱、阿尔斯通等多家跨国公司顾问。

　　在中国与全球化研究、国际人才、国际商务管理、中国海归群体等方面丰富的研究，他出版图
书20余本和有关文章100多篇，包括《当代中国海归》、《人才战争》、《中国留学人才发展报告》和
《国家战咯》、《建言中国》等一批有影响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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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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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财神　　中国模式背后的真相　　中国模式为何可行　　中国模式无法复制　　中国模式代表集中
高效　　中国模式能够被围堵吗?　　中国模式是发展中国家的新样板?　　中国为全世界提供了一个
样本　　当心北京模式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谜　　为何中国发展如此之快　　中国增长的秘密动
力　　中国出口何以强劲?　　中国发展模式的外部矛盾(节选)　　中印开始在外包服务市场展开竞争
　第二章 前中国模式&#8226;反思　　中国经济历经“奇怪的10年　　中国转型中的经济体制　　迫在
眉睫的停滞　　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缺陷　　中国经济在北京奥运会后面临的课题　　“中国制造”
低价时代可能终结　　究竟什么原因导致中国的高储蓄　　中国社会财富剧增，贫富差距加大　　中
国以拉美为鉴　　中国如何应对消除贫富差距的呼声?　　中国经济崛起的环境代价　　经济成功背后
　　中国的绿色变革(节选)　　中国的绿色挑战中篇：转型　第一章 新中国模式　　“腾笼换鸟”：
危机年代的奢侈?　　“中国制造”的优势逐渐消失　　中国向高级制造业转型　　金融危机和中国产
业升级　　增长方式亟待转换　　中国物流业升级正当时　　珠三角上空的阴云　　信息革命加速中
国经济增长　　中国：科技领域重要的竞争者　　中国是个革新者，而不仅仅是效仿者　　从“中国
制造”到“中国创造　　没有品牌的巨人　　中国消费之谜　　让中国人加薪刺激消费　第二章 从“
中国一世界”到“世界-中国”　　中国的世界与世界的中国　　金融危机与中国的国际经济秩序　　
全球经济秩序重建，中国欲承担更大责任　　巨龙之呼吸：中国与世界经济　　世界融合，中国发展
　　中国崛起与外部挑战　　中国与世贸组织：既雄心勃勃又模棱两可的态度　　“元”走向全球小
小的一步　　“中国效应”席卷澳洲　　透过“非洲年”来看中国的境外投资　　中国、非洲与石油(
节选)　　中国“走进”非洲　　中国的增长对拉美意味着什么下篇：破局　(正方)危中有机　　20年
内中国或成最大经、侨国　　美国经济疲弱，中国能否独善其身　　中国将以赢家姿态走出经济危机
　　中国借全球危机伸张影响力　　中国经济度过考验期后会更加强大　　中国经济前景如何?　　中
国在危机中重新寻找发展模式　　“中国特色”到了关键时候　　中国经济重心应转回持续发展　　
中国经济刺激渐显成效　　传统“复兴”中国经济　　中国的出口商关注国内市场　　中国走出经济
危机应该靠民间　　“海龟”推动中国快跑　　中国经济新的发展动力——海归派　　中国应为人才
回流创造条件　(反方)危险仍未过去　　21世纪中国能控制世界吗?　　“中国世纪”还远没有到来　
　中国经济2031年将赶上美国　　我开始担心中国经济　　中国的硬着陆　　中国经济增长面临内外
挑战　　中国经济强劲复苏暗藏风险　　中国制造业规模“徒有其名　　中国内需复苏，制造业过剩
仍扯后腿　　中国隐性债务令财政状况不乐观　　做美国的大债主，中国的无奈　　中国出口面临双
重挑战(节选)　　中国高科技企业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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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今年也许能，也许不能实现其8％的经济增长目标。
但是在中国的商界领袖、政治家还有学者那里，仍然充满必胜的信念。
在全球许多人眼里，经济危机已暴露出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灾难性缺陷。
关于如何进行改革，中国的官员已经忍受了来访的西方同行多年的说教；而现在，许多国家所指望能
帮上一把将它们拉出泥潭的，是中国一揽子的刺激计划，而非美国的连篇空话。
经济衰退还为-种似乎将要取代西方的自由市场主义的意识形态打开了大门。
于是，大家向“华盛顿共识”道别，向所谓的北京模式或中国模式问好。
经济增长的未来，似乎要靠国家更有力的手去撬动资本主义杠杆，而不是对市场的信任了。
就像争论所说那样，甚至连美国政府也在通过向境况不佳的银行和汽车制造商提供苏联式资金的方式
，来重新划定国家与经济之间的界限。
在这种背景下，北京模式似乎就像是一个制衡美国意识形态霸权的天然砝码。
如果说20世纪是“美国世纪”，而21世纪属于中国，那么这个国家理应用其成功（这种成功应为经济
繁荣所证明）向世界提供一种新的框架。
北京模式在实践上指的是什么目前还不清楚。
这种看法既是美国智库智囊们的创造，也是咄咄逼人的中国学者的自豪感的一种模糊说法。
除了把它看做是一种说辞之外，没有迹象表明任何国家严肃看待这件事情。
但它的支持者说，它只是需要一点时间。
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延续，对某种形式的中国模式的关注只会有增无减。
这个月，《新闻周刊》《华尔街日报》（亚洲版）以及《远东经济评论》等都直接提到了这个模式。
本月初，一群中国学者抵达津巴布韦参加一个研讨会，会上该模式备受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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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模式本身的成功比什么都重要，只有模式的成功才能证明中国的价值的普世性；也只有当中国的模式
具有了普世性，中国模式才具有可持续性。
很显然，要使得中国模式具有普世性，中国必须继续学习好的国际经验。
模式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但不是零和游戏。
世界经验会影响中国模式，同样中国模式也会影响其他模式。
模式之间的互相学习竞争和改进是全球化能够贡献给人类社会最宝贵的东西。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加剧令人担忧的失衡状况的宏观战略最终会导致失败
。
从很多方面来说，这正是2008年至2009年全球危机和衰退的原因所在。
中国不会从这种后危机时期的最关键教训中获得特赦。
　　——斯蒂芬·罗奇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也许会出现一个中国世纪，但是那个世纪是22世纪，不
是21世纪。
　　——莱斯特·瑟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和经济学教授在B益加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对世
界的影响也逐渐从硬实力扩展到软实力。
中国模式能否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并真正成为广为认可的共识，最终取决于中国是否能够有效地和制度
性地解决经济增长与社会公正之间的关系。
　　——刘宏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东亚研究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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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模式:海外看中国崛起》：海外看中国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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