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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西方大国政治困顿、分裂，中国领导人提出“中国方案”—— 2016年是国际政治经济史上特别值
得关注和分析的一年。西方主要大国表现出的是困顿与分裂。6月份的英国公投与11月的美国大选结果
都出乎大多数精英人士的预料。这两个所谓的“黑天鹅事件”反映和加强了英国与美国社会的分裂。
在英国，公投结果并不被伦敦等大城市的精英人士所认同，苏格兰也不认同脱欧的决策。在美国，大
选之后，针对特朗普当选的校园抗议此起彼 伏，而整个加州又跃跃欲试，准备脱离美国联邦。我负责
的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项目，2016年8月22日开张，110名学生中有55名来自于美国。开学前我们反复
推演， 如何应对中国政治社会或者中外关系的重大事件所导致的学生思想情绪的波动，结果没想到，
开学后的最大外部刺激居然是美国大选。大选结果一出，这55位美国学生情绪集体极度失落，吃不了
饭，上不了课，他们说就像自己的父母突然宣布要离婚一样，如同晴天霹雳一般，他们的感受就是自
己的祖国出现了分裂。从退欧到特朗普当选，西方政治发展的一个主线就是回撤国内，国际问题无暇
顾及，纷纷各自为战。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国家领导人在2016年9月的杭州G20峰会上提出了 
“中国方案”，希望用中国智慧解决人类社会一系列重大问题。“中国方案”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
至关重要，但是到目前相关讨论还是比较少。“中国方案”从概念上讲至少应该包括两大组成部分：
一是解决包括国际秩序 和全球治理在内的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的新思路和新举措；二是解决一个国家
内部的经济政治等方面重大课题的新政策和新体制。“中国方案”已经成型了吗？坦率地说，中国方
案还没有完全定型，中国自身也在探讨之中。在经济方面，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经历了快速发展，但
目前也碰到了一系列的重大问题，如政府和企业的关系需要升级为“亲”、“清”的新型关系，政府
对经济的监管方式也必须从过去的事先监管转换为事后监督。在这些方面，中国仍处在探讨之中。中
国领导人之所以提出“中国方案”，应该说是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以及国际地位不
断提高这个渐进式过程的自然演进结果。因此可以说，中国为了“中国方案”，已经准备了三十多年
。本书就是试图描述“中国方案”的框架，重点放在“中国方案”背后的一些基础性因素。本书的第
一部分讨论中国正在逐步走向世界舞台的最中央，中国的智慧正逐步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第二部分介
绍“中国方案”并不完全是传统中国智慧的产物，相反，“中国方案”是借鉴其他国家成功模式、借
他山之石以攻玉的综合智慧结晶；第三部分指出“中国方案”必须首先在中国周边国家、在亚洲国家
被接受，这是“中国方案”走向世界的第一步；第四部分指出中国和美国各有方案，中美关系的未来
走势将影响“中国方案”未来在国际市场的接受度；第五部分谈到 “中国方案”的一个具体方面，
即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这是推进“中国方案”的载体，最有可能成为相关国家
最感性地接触“中国方案”的渠道；最后一部分讨论中国何时能真正地改变全球秩序，逐步上升为世
界强国，从而全面提出和推进“中国方案”，以此迎接“中国时刻”的最终到来。本书是清华大学中
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在过去几年来召开的各种专题讨论会的成果。该中心每季度针对一个精心策划
的选题邀请各方专家座谈，根据专家们的发言记录仔细加工，整理成文。我们发现，这种面向现场听
众、有问题意识的发言比专家们自己投稿或者“命题作文”观点更加鲜活，逻辑更加清晰，行文更加
流畅。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成立于2005年，过去十几年来长期关注中国 经济社会发展等
重大战略性国际性的话题。本丛书系列是该中心研究成果的一个展示，希望对中国思想界、政策界、
学术界提供有益的参考。（注：本文为《中国方案1.0》序言，作者李稻葵，题目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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