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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声音》收录了胡鞍钢教授2011年至2015年接受国外人士采访所著述的有关国情问题和公共政策
的访谈录共二十余篇，围绕创新与发展、机遇与挑战、中国梦与世界大同等问题，讲好中国的故事，
发出中国的声音。
此书是著名国情研究专家胡鞍钢与西方的最新对话录，围绕诸多战略性问题，发出铿锵中国声音。
我们在一个日益对外开放、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日益国际化及国际交往中，需要更加自觉、自
信、自强地开展公共外交，多那些关键性的人物进行战略沟通、学术沟通、媒体沟通，让世界了解中
国，也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理解中国，也让中国理解世界。
——胡鞍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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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鞍钢，1953年出生于辽宁鞍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
国情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成员。先后在美国耶鲁大学
、哈佛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等多所世界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作访问教授和客座研究员。
其代表作有《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中国经济波动报告》《中国地区差距报告》《就业与发展-中国失
业问题与就业战略》《中国发展前景》《中国挑战腐败》《中国战略构想》《影响决策的国情报告》
《中国大战略》《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透视SARS: 健康与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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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谈中国创新与中国特色
中国发展之路
迈向共同富裕
2030年的绿色中国
2030年中国与世界：共同富裕与大同世界
解读“十二五”规划
谈中国的共同富裕
中国绝不能再“瞎折腾”
2020年：一个新型超级大国
谈中国新型战略产业
变化中的中国
与法国驻华大使的谈话
展望中国经济
与世界同舟，共兴共荣
谈中国的机遇与挑战
对《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的评论
经济全球化进程下的中国
中国改革进程现状与展望
谈目标治理与集体领导体制
中国梦与世界大同
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看法
台湾应该向大陆体制学些什么
中国进入绿色发展时代
中国面对不平等的挑战
对中美青年眼中双边关系的评论
关于G2战争的回答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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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了解中国国情必备的一本书
2、此人无论回答什么问题都能把提问者带到自己的理论里，动不动就是毛邓和赶超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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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是一本访谈录关键词：访谈对话、国情研究适合人群：象牙塔中的师生；关心国家发展趋势的
人民；各级政府决策者；政经社科相关方面的专家；对于国外学者理解中国发展也是一本不错的参考
书。无论是身处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你都可以从这本书中得到你想要的东西。这本书取名中国声
音，“声音”体现在哪呢？作为访谈对话集合成的书，在回答问题中阐述主题才是最重要的。本书的
“答”内容远远多于“问”的内容。通过提问人提出的简短的问题，深入解释中国发展过程中遇到的
各类问题，中国政府的主张。所以“中国声音”指的是中国学者向世界传达中国的声音，中国的主张
，中国的发展道路。兼听则明，本书通过作者与国际政经领域的人士（主要是来自在国际经济格局中
占有重要地位的国家和地区：欧盟、美国、澳大利亚以及中国周边的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家）的
访谈记录稿，试图阐述中国的发展主张，发展方式，发展目标，同时也了解各个国家人士对于中国，
对于中国发展的看法。从这本书中你可以看到生活中耳熟能详的词：绿色发展、贫富差距、气候变化
等。这些词看似离我们很远，却又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你可以知道这些社会民生问题如何从专家
学者的研究稿，到中南海的决策桌，再成为一条条政策，一条条规划，并实实在在地影响我们的日常
生活。作为一本国情政治方面的书，难免讨论太多顶层设计的东西，但是，因为是一本访谈录，所以
并没有太多的学术性论述，更多的是对于中国发展中一些关键问题的通俗的阐述。在一篇篇访谈稿中
总共涉及到了共同富裕、不平等问题、绿色发展、和平崛起、气候变化、政治体制、经济转型等等诸
多方面的问题。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十二五规划”的一篇。可以看出此类型的规划在中国国家发展
中的巨大作用。寻常百姓也可以从这本书中窥见一般看不到的东西。其中两段数据“第十七届中共政
治局常委频繁地参与过地方调研，2007至2010年在各地调研386次，平均每位常委43次，温家宝总理最
高，为84次”，“习近平总书记自上任起至2013年12月末400天内，共用了39天，进行了14次国内考察
调研，遍及全国超过1／3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七大军区。”也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中国近几十年
取得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国际社会迫切的需要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发生的事情，了解中国的发展道
路。很多国际各个领域的人士或多或少都对中国，对中国的发展有疑惑，有误解，所以才需要沟通，
需要讨论。本书作者对于中国的发展有着乐观的态度，也有着相当的知识分子的自觉。他觉得中国需
要更多的向外输出自己的理念，中国的学者就需要多与世界沟通，去发出中国声音！
2、《中国声音》是胡鞍钢教授与世界对话系列的第三本，收录了2011年至2015年胡与国际人士的谈话
或采访，如实的反映了这一时期国际人士关注中国什么问题，胡又是如何在对话中客观介绍中国的发
展情况，认真解答他们的问题和质疑。胡鞍钢教授在这方面有意识的充当“民间大使”是依赖其深厚
积淀的，胡生于1953年，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
究中心主任，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并先后在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等
多所世界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作访问教授和客座研究员。其代表作有《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中国
发展前景》《中国挑战腐败》《中国战略构想》等。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
放的重大决策，迄今也才短短的38年。都不需要罗列数据，看看我们身边的80后、90后、00后，人民
的言论日益开放，生活选择逐渐多样，消费水平越来越高... ...这一切的提高和改善是以国家经济和综
合实力增强为基础的。前两年央视有个著名的路访调查：“你幸福吗？”“我姓曾。”这个段子网络
上大火了一把，网友们纷纷吐槽生活压力大，吐槽主旋律。8090后确实有幸福层面的压力，但这些跟
父辈、祖辈、祖祖辈们面临的生存挑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本书的书名为《中国声音》，初读四字觉
得感慨万千。1915年日舰队游弋于渤海，进行武力威胁，袁世凯妥协，接受丧权辱国的21条约，国家
主权步步沦陷。1945年时任外交部长陆征祥曾就未来国情提出警语：“弱国无公义，弱国无外交”。
而如今，国际舆论一致认为中国会是下一个超级大国，没有谁能简单粗暴的拒绝北京声音。本书指出
，经过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中国在经济和综合国力方面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然而高速发展的代价
是种种的其他问题，现在面临关键词是：共同富裕、创新、绿色发展等更进一步的挑战。30多年前邓
小平说，无论黑猫白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这番务实的主张确实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它也
符合“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个经济学原理，这是以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为代价的。胡
鞍钢在2014年因此提出，中国需要新猫论，需要从世界最大的黑猫变成世界最大的绿猫，建设绿色中
国。我们在一个日益对外开放，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在日益国家化及交往过程中，需要更加自觉、
自信、自强地开展公共外交，作为清华大学国情院的学者，胡鞍钢带头走出去，充当“民间大使”对
那些关键性人物进行战略沟通、学术沟通、媒体沟通，让世界了解中国，也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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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中国，也让中国理解世界。而本书，定能帮你更了解中国的声音和态度。
3、说实话这本书线吸引我的注意力的不是它的内容介绍，而是它的书名，看到“中国声音”这四个
字就莫名的感慨良多。回想起中学所学的近代史，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通过一些列的不平等条
约，中国曾今引以自傲的大国地位就不断被践踏，从外交的沦陷到领土的“强行”租赁再到后面的巨
额赔款，甚至连俄国与日本的战争在自家的国土上进行时都不能提出反对声。想想那个时候多么的悲
哀，后面经历了近代一大批有志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指导之下，团结了尽可能团结的人，求同
存异，新中国成立了。自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地位才开始慢慢上升，但是自苏联解体之后，中国
的国际地位屡屡收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挑衅，但中国的国家领导人韬光养晦，选择了避其锋芒
埋头发展经济。近年来，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的大国地位也越来越稳固，中国发出的声音也越
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本书《中国声音》的作者胡鞍钢教授作为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以
及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成员，其代表作主要以中国的国情研究为重点，发出的声音可谓分量不轻。本
书就是收录了其2011年至2015年接受外籍友人采访的关于国情和公共政策的访谈录，有助于使中国与
世界其他国家更好的沟通，消除一些误会。例如在“谈中国的机遇与挑战”一文中，的一个问题就是
在提到美国之所以对世界都有支配能力，不仅仅在于其政治制度，还在于其将自己的“民主主义”的
价值观标榜为普世价值观，而中国以后若要引领其他国家，应该提出什么样的价值观呢？说实话，这
样的问题我觉得相当尖锐，你如果按照这个问题回答下去，估计“中国威胁论”的调调又要宣扬开了
，而作者的回答相当巧妙：“我们不一定承认或认同美国的文化、美国的价值，同样我们也不会让美
国去认同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价值。至于说到中国的文化，包括儒家学说等，我们也只是限于中华民
族。也从来没有强制性推广到其他民族。即使将来中国非常强大，我们也不会做控制话语权和文化霸
权的超级大国，而是提倡‘和而不同’，凡是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凡事世界的也一定是各民族的”。
说实话这段话我觉得非常严谨，而且有力的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也代表了国家的立场（在这样的场合
下，你接受外国人的采访不仅仅是代表了你自己），有效的绕开了陷阱。从上面的例子就可以看出在
采访中如何做出有效有力的回答是很考验人的，这本书不仅仅对于那些对中国国情和公共政策感兴趣
的读者适用，也是和其他想要训练自己语言逻辑性和严谨性的读者一观。在我看来，虽然本书语言可
能过于官方性，有时显得较为枯燥，但是干货相当多，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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