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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决策参考》

内容概要

于憬之编著的《高端决策参考1:国际大视野》根据党中央提出的领导干部要广泛学习国际方面的知识
的要求，精选领导干部和专家学者相关文章，既有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状况的分析，又有对
国际金融危机的反思和世界其他国家发展经验的总结。《高端决策参考1:国际大视野》所选文章一般
来自权威媒体，文章的作者或者是高层领导，或者是权威专家，他们深入的分析，精辟的论述，权威
的解读，为领导干部了解国际形势、中外关系，开阔视野、拓展思路提供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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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戴秉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汪文斌：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
赵可金：和平发展道路：模式的突破
赵磊郭建平：构建当代中国国际战略的三大基石
张剑荆：战略利益应当清晰化
卢中原：“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际环境
毛晓刚：对中国崛起的外部环境当保持清醒
张军扩：后危机时代：国际环境五个方面值得关注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内仍将是发展中国家
高祖贵：中国角色定位的内外之辨
第二编
曲星：复杂的国际形势与活跃的中国外交
潘光：亚欧会议的新一轮扩大和发展新机遇
汪光焘：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与中国的贡献
陈东晓：生态外交从边缘走向中心
李长久：不宜炒作中国已是“世界第二”
李东燕：中国定位国际组织新角色
丁原洪：正确认识中国对欧政策
杨洁篪：十年论坛结硕果中非关系谱新章
刘江永：中日关系如何重新起航
第三编
詹得雄：当前国际形势的哲学视角
赵可金：后危机时期的大国关系集中为话语权的竞争
孔根红：政治格局的新变化及我国的应对策略
杨成绪：透视现代国际关系的三边博弈
王雷：2010：年检中国周边安全
刘建飞：国际安全形势：传统冲突与新的风险并存
西安政治学院国家安全与军事战略研究所：综合安全与和平发展
高祖贵：坦然应对“中国强硬论”
第四编
国纪平：中国的机遇，世界的机遇
许嘉璐：做好与世界文明对话的准备
胡振民：加大对外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吴为山：文化交流需要大国思维。
徐宪平：以深化互信为基础以共创繁荣为追求
霍建国：中国稳步走向贸易强国
陈德铭：努力开创援外工作新局面
孙家正：夯实民间友好共谱和谐篇章
孙萍：国之交，在于民相亲
第五编
巴曙松：后危机时期亚洲经济金融发展
李兵 周晓松：G20机制下的国际金融安全
易纲：关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反思与启示
安世银：从国际金融危机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刘仁营 左乐平：金融危机坐标中的资本主义新变化
刘志明：应该如何认识“后危机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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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银传李群山：美国金融危机的消费主义解读
王天玺：美国与金融资本主义
李向阳：推进复苏，要防止转嫁风险
第六编
国纪平：充满自信地迎接中美关系历史性机遇
胡鞍钢：中国如何追赶超越美国
史泽华：两面性：美国对华政策的长期战略
吴兴唐：中美关系风云多变曲折前行
刘建飞：历史性的国事访问
王志军 荆磊 李德中：美国谋霸：遏制中国借力中国
王懿麟：美国为什么逼迫人民币升值
夏斌 陈道富：针对美国政府滥发货币的中国对策
第七编
张宇燕：世界经济形势的回顾与展望
王海峰：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特点分析
李向阳：全球气候变化规则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刘明礼：从欧洲看全球通胀难题
谷源洋：2011：世界经济走向何方
高虎城：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
刘宝莱：世界经济总体回暖走势失衡不容乐观
裴长洪：世界经济结构调整：挑战与机遇
保建云：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看我国的战略机遇期
刘上洋：试论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第八编
王莉丽：美国思想库在公共外交中的角色和功能
李美云：西方建设企业型政府的经验和教训
刘旭涛：当代西方国家政府绩效管理的发展和特点
张锐：德国经济为何能在危机中独善其身
耿识博：澳大利亚文化保护管理体制及对我国的启示
李成仁：国外一些政党近年来怎样应对执政难题
张怡恬：瑞典：“福利国家橱窗”改革的启示
赵强：舆论失控：苏联解体的催化剂
郭纪：美国富人的慈善事业
沈泰原：韩国人才为何回流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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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四、如何看待中国取得的发展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社会发展成
就。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的发展更备受国际社会关注，许多人认为中国已是发达国家，可与美国平起
平坐了。这种议论一方面说明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完全可以实现国家发展的，我们的选择是对的；另一
方面也说明这些人对中国的发展状况和程度还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其实，无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总量有多大，发展成果都要由13亿人分享。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城乡和地区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
不合理，生产力不发达状况没有根本改变，无论如何都还是一个人口大国、经济小国，一个名副其实
的发展中国家。我们遇到的经济、社会问题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最难解的课题，没有任何骄傲自大
的本钱。中国要真正发展起来，人民过上比较好的生活，还有漫长而艰辛的路要走，还需要几代人甚
至更长时间的不懈努力。即使中国将来发展起来了，仍将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五、中国发展起来后
会不会在世界上争霸这个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反对霸权主义已经写进了中国的宪法，也写进了中国共
产党的党章。恐怕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大国、哪个政党能够这么做。历史地看，中国没有扩张称霸的文
化和传统。现实地看，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国的振兴完全可以通过平等有序、互利互惠的国际竞争
与合作实现，不需要也不可能再走挑战国际秩序或挑战别国的老路。从我们的根本政策看，不当头、
不争霸、不称霸，是基本国策和战略选择。至于说中国要取代美国、称霸世界，那是神话。政治上，
我们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输出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尊重各国人民对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选
择。经济上，我们自己要继续一心一意谋发展，也乐见各国继续繁荣发展，谋求共同进步。军事上，
我们不搞军备竞赛。我们自己不谋求霸权，也不会同其他国家在我们这个地区争夺霸权，搞什么共同
霸权，或搞什么“门罗主义”。我们也希望有关国家在亚洲的所作所为不以防范、遏制和损害中国为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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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端决策参考1:国际大视野》：着眼世界发展，透视当今形势；聚焦高端争鸣，把握社会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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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朋友买的，是正版
2、学者和政客的文章参合在一起，风格不一，良莠不齐。
对于提高政治理论水平还是有帮助的，至于帮助大小，看个人水平如何，深浅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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