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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策》

前言

《大国策》丛书，旨在为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读者提供一份思想的盛宴，为治国理政者提供一份决策
参考。丛书共四十多册，荟萃学者五六百人，其主题集中于大国之路和强国之鉴。我曾经主编《大国
》学术丛刊，对于现代国家的法政建设有自己办刊的思考，今受嘱谈点感想，权且作为导言。中国历
来就是一个大国，这没有什么可争议的，上下五千年，纵横八千里，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我
们的自然禀赋、人口规模、社会结构，乃至意识形态、人文风情，等等，都注定了我国是一个大国。
但是，大国不等于强国，更不等于优良的法治之国。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如何从内政上厘清一个大
国与强国之间的本质性不同，在外交上构建一种国与国之间的责任关系，需要我们有一双“法眼”。
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不同于古代，古代王朝政治的国家治理经验，例如被某些学者所褒扬的“德治”
、“峻法”，以及“朝贡体系”，等等，在当今世界，已经失去了原初的功能和效用，现代社会迫使
我们建设一个新型的国家，即法治国。一个社会犹如一个活的生命体，法治是其中的骨骼和精髓，其
他的所谓国之“大”者，不过是一堆肉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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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策》

内容概要

《大国策:大外交》是《大国策》丛书之一。丛书共四十多册，荟萃学者五六百人，其主题集中于大国
之路和强国之鉴。我曾经主编《大国》学术丛刊，对于现代国家的法政建设有自己办刊的思考，今受
嘱谈点感想，权且作为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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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策》

书籍目录

法治成就大国——《大国策》系列丛书导言外交姿态的演变　中国外交30年：对进步与不足的若干思
考　发现中国新外交——多边国际制度与中国外交新思维　“中国责任论”考验和平发展　中国负责
任大国身份的建构霸权不是一个好东西　中国对美战略的历史演变与未来趋势　中美关系基本透视和
战略分析　中美外交“误解”何在　中国经济崛起和中美经贸关系：美国国会的认知与反应　中美危
机行为比较分析中国的“经济崛起”与日本的“政治崛起”　从大历史观看地缘政治　从海陆二分到
海陆统筹——对中国海陆关系的再审视　权力变更、认同对立与战略选择——中日关系的战略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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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战略与东北亚政治结构　中国的外交斡旋与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为什么外交解决朝核问题这么
难？　中国的南亚外交与克什米尔问题因能源而外交　“非传统安全”解析　中国与非传统安全　经
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可持续发展进程的政治外交效应　中国在非洲的石油利益：国际政治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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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策》

章节摘录

上面的看法，可以为对美外交做一个注脚。总体上，中国政府的对美外交方针是正确的和有效的，过
去几十年取得了巨大成效。然而，我外交政策中对于超级大国美国制造的各种涉我麻烦的应对策略，
以及对于美国主宰的现行国际体系的分析与解释，迄今为止还不太理想。中国公众以及外交、商务部
门以外的一些机构和人士那里，存在着似乎不少的批评意见，比如，觉得中国的外交方位过分偏重这
个超级大国，对美外交不够强硬，“投赞成票和弃权票太多”。这与中国外交的实际能力以及专业机
构的评估有很大的差距，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对美外交的公信力需要加强。的确，从实际操作层面观
测，我方主动出牌的成分偏少，而接招应付的时候较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中长期战略规划的缺
失。好的总体外交不光包含了政府外交、军事外交、民间外交、经济外交、非政府机构外交、公众外
交、地方外交、外交培训等不同组成部分，更有着沟通、协调、统筹它们的机制和观念。与美国方面
相比，我方可以借鉴和改进的地方很多，如两国军界接触过程表现的不同活跃程度（尤其是向对方发
出倡议的主动性），两国议会交流时反映的不同灵活性（特别是同政府立场之必要的区别），两国大
型企业公司在配合国家大局方面的不同成熟感，两国外交方面的教科书和培训体系之丰富性的差距，
以及两国新闻媒体报道对方复杂事态时的精致娴熟程度的差别，等等。它们中，有的可算作美国的“
发达、精明、老到”的一面，有的属于我方体制设置上的缺失或认识上的不到位。中美两国不仅在硬
实力上有很大差距，软实力方面（包括“总体外交体制’’的成熟、丰富和有弹性）距离可能更值得
重视。美国的外交／内政体制是值得讨论的对象：不要光看布什团队在伊拉克问题上栽了大跟头，或
只讲美国霸权外交在世界上受抵制的一面，还要注意美国政治体制（包括强力部门）各部分的复杂协
调关系，注意美国国会外交、各州外交、企业外交和民间外交的微妙平衡作用，注意美国国务院和主
流媒体之公共外交的强大渗透力，以及注意美国特有的政治选举带来的“钟摆效应”。面对美国超群
的实力、有时蛮横单边有时善用多边的对外政策、它在全球范围的制度性结构性霸权以及它的国内体
制的多元性多面性（包括政界、军界、学界、商界之间复杂的“旋转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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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策》

编辑推荐

《大国策:大外交》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美国不喜欢跟中国打交道，因为它把中国看作是体制上的
异类。美国又不得不跟中国打交道，因为没有中国，美国在许多问题上绕不过去，比如说反恐、朝核
问题。两个最难打交道的国家，又必须打交道，这就是中美关系。中日关系是当代国际关系中最复杂
的大国关系之一。亚洲目前的外交现实：中国的“经济崛起”和日本的“政治崛起”正在同时发生。
这两种崛起，不可避免地引起双方的猜疑，甚至是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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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策》

精彩短评

1、中国的政治说不清啊。
2、非常好。值得一读！！！
3、大二为了LHH看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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