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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 ] 深入分析世界正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要变局构成及其变化特点和

趋势走向、大变局的关键变量及其内涵和影响因素等，观察变局下世界格局结构与国际秩序规则调

整重塑提出的战略研究需求，分析我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面临的新环境与使命任务，提出我国智库

核心能力体系与业务发展体系建设的思考与出路。[方法/过程]主要采用文献调研法收集相关资料，

通过文献阅读和大量深度思考和思维创新，归纳总结出关键的认识与观点。[ 结果 / 结论 ] 提出了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 6 个方面的变局构成及其特点，分析了推动大变局的关键变量及其内容和

影响。分析了我国新型智库建设面临的新环境与新使命任务，提出了智库核心能力体系与业务发展

体系的建设模式。研究认识对我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和发展有重要启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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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

近平总书记这一重大论断，深刻揭示了世界新的

时代特征。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世界，其

格局（结构）、秩序（规则）等均在调整变化和

动荡失稳之中，使得世界的不稳定性和失序状态

日益显性化。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以“美

国优先”政策全面挑战和拆解由美国主导建立的

现有国际秩序（合则用，不合则弃），世界现有

国际秩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2020 年新冠肺炎

（COVID-19）疫情全球大流行，彻底暴露了全球

治理体系的脆弱性，又加速了这种调整进程。世

界目前虽然还没有完全失序，但以美国为主导的

世界体系，因为美国一意孤行不断破坏现存的已

经摇摇欲坠的世界秩序和规则，世界的失序和混

乱正在加剧。

世界大变局意味着世界的无序和混乱，但大

变局也意味着世界需要重新回归有序和秩序。世

界不能永远处于无序和混乱状态之中，全球人类

没有别的选择，要想还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和发展，

就必须要思考如何合作和协调来治理全球世界秩

序。可以说，国际上从二战以来建构的世界秩序

的调整和重构，已经成为全球人类面临的重大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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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挑战。

智库是开展战略与政策问题研究的专业化思

想和政策型机构，自从现代意义上的智库机构及

智库决策咨询服务模式诞生以来，智库作为一种

特殊的思想型战略与政策咨询机构，其使命和任

务即是为政治决策者、政府治理者、机构管理者

等提供战略与政策建议等决策咨询服务，为社会

大众观察世界和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前瞻洞见和思

想引领。这是智库类机构的使命和担当。

在世界格局结构、秩序规则的调整和重构中，

国家社会和政治决策者需要正确把握世界未来发

展方向，需要正确选择世界的发展战略，需要设

计适当的公平合理的世界新秩序和规则。这就为

智库开展战略研究和政策咨询提出了重大使命和

任务要求。智库需要积极发挥战略与政策咨询作

用，成为世界秩序规则重构的思想创新机构，以

便帮助建构更加公平和合理的世界秩序和规则。

而在中国成为世界负责任大国的当今时代，中国

有能力参与国际规则的建构，中国必须主动推动

国际秩序和规则朝着公平和合理方向发展，这无

疑需要中国的智库机构主动积极地提供高水平战

略与政策研究支撑。

1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要变局及特

点分析

当今世界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的

变局相互交织、相互影响。这些变局的变化趋势

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1  世界格局之变（结构之变）

世界格局之变，概言之就是从“一超多强”

到“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特别是中国全球化

发展崛起。1989 年苏联解体后世界格局变为美国

一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形成以美国为主导的全

球化世界体系。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

超多强”的格局，即美国一个超级大国，多个世

界强国特别是中国快速崛起。世界格局的如此转

变，世界的经济格局、政治格局、地缘竞争格局

等都处于快速调整和变化中。最根本的是，新兴

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世界经济中心

向亚太地区转移，世界的权力中心出现转移和分

散化现象，改变并将不断终结自近代以来一直由

少数西方国家绝对主导和“倒手”把持世界权力

的局面，百年来西方国家主导国际政治经济的情

况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

世界经济增长重心不断向东转移特别是向亚

太地区转移，不断重塑全球经济权力竞争态势与

地缘政治格局。中国 2012 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金砖国家等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实力不断上升。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2018）认为 [1]，全球经济

重心正在向东转移，中国世纪正在到来，21 世纪

是“中国世纪”，全球许多趋势中国化。1990—
2017 年中国人均 GDP（国内生产总值）增加 10
倍（903%），中国 GDP 虽然仍比美国少 40%，

但按照 PPP（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 2013 年

GDP 已是世界第 1。汇丰银行全球研究院（2018）
预测 [2]，至 2030 年新兴经济体国家将占全球 GDP
的 50% 以上；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GDP
占 25%，而 2000 年时中国经济只相当于美国的

12%。欧盟政策研究中心（2018）的《全球趋势

2035》报告指出，在经济方面未来需要关注两类

经济体：G7（即七国集团）和 E7（即 7 个主要新

兴经济体：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俄罗斯、

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预测到 2035 年，各国

占世界 GDP 的比重，中国占 20%~24%，美国占

13%~16%，欧盟占 11%~12%，印度占 9%~12%；

中国人均 GDP 有望翻番，但仍不到欧盟的一半 [3]。

世界格局（结构）之变，美欧等世界主要力

量就是重要推手。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公开推

行赤裸裸的“美国优先”政策，实施一系列逆全

球化政策，不断退出有关国际组织和公约，破坏

美国曾经主导形成的世界格局。美国的超级霸权

心态和抢夺盟国及他国利益的极端“国家自私主

义”行为导致其与盟国及他国不断产生裂隙，以

美国为核心的西方盟国将不再是铁板一块。英国

脱欧等严重冲击欧洲一体化进程，欧洲自冷战结

束以后推行的一体化进程，近年来因为欧洲内部

危机不断而步履蹒跚，特别是英国脱欧严重制约

了欧洲一体化进程。法德等欧洲大国担心“美中

将主宰未来世界”，法国于 2017 年提出“欧洲主

权”概念，法德联手推动“欧洲主权”，寻求掌

握自身命运，重点在推动欧元区改革和加强防务

合作等 [4]。

国家行为主体依然是世界面貌的主要塑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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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非国家行为主体（国际和地区组织，各种跨国

企业、社会化组织力量、利益集团等）的作用不

断快速上升，日益成为重塑世界大变局的新的不

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并与国家行为主体的作用相

互交织，作用过程与结果就更加复杂。国际和地

区组织主要是建立国际交往的秩序和规则、维持

某种全球和区域的力量均势；而各种跨国的超级

企业组织等力量，则以强大的经济力量对全球经

济版图予以修改和重塑，进而渗透和融合到国家

和全球政治领域以影响全球政治竞争格局。

2020 年 COVID-19 疫情全球大流行，重创全

球化进程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经济全球化的

结果是，产业链依据竞争优势在全球分工和布局，

国家间高度相互依存。中国作为全球出口大国、

制造业大国、劳动力就业大国，需要全球化。但

此次疫情的全球大流行，让各国认识到关系国家

和民众安全的制造业产业完全依赖他国是非常危

险的，疫情会使得各国认为必须实施“国家经济

主权主义”，各国都要去掌握涉及国家安全的经

济产业。因此近 30 年来高速发展的全球化必然减

速慢行，未来世界格局（结构）的深度调整是大

势所趋，但仍有很多不确定性。

1.2  国际秩序之变（规则之变）

规则决定秩序，秩序维持相对稳态。没有规则，

就没有秩序，就没有相对稳态。但世界上并不存

在一劳永逸的规则。对世界格局而言，国际规则

是维持全球各国交往和常态秩序的关键制度设计。

而自二战后设计和不断调整的现有的国际规则体

系（以联合国、国际组织为代表，以国际条约和

章程为约束），是建立在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基

础上的，但近年来不断被美国所颠覆，已开始摇

摇欲坠，新的规则建构又困难重重。在国际舞台

上美国还没有真正的挑战者，但美国以自身利益

为由开始放弃其全球体系领导者的角色。欧洲一

直被形容为等待中的潜在大国，但缺乏统一的财

政政策、外交政策和独立的防务体系，由于英国

脱欧等而内部纷争不断，导致其全球影响力近年

来反而有所下降。

21 世纪第 2 个 10 年标志着世界旧秩序崩溃的

开始。国际规则之变以美国近年来不断退出一系

列国际组织和条约最为引人瞩目。如，2001 年退

出联合国《禁止发展、生产、储存细菌（生物）

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公约》（简称《禁止

生物武器公约》）后，一直阻挠国际社会关于生

物军控的努力，导致全球生物武器军控国际治理

体系形同虚设，为病毒疫情大流行埋下伏笔。特

朗普政府连续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移民协议》、联合国

人权理事会、《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巴黎气

候协定》《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

弹条约》，阻挠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法官任命

导致该机构停摆，尤其是在全球抗疫的关键时刻

退出世界卫生组织，扬言退出《开放天空条约》等。

这一系列动作，导致已有国际规则和秩序摇摇欲

坠，也使得重要国际规则的改革和重建的需求空

前紧迫。

美国必然固守超级霸权国家的心态不改、绝

不甘心接受中国崛起，导致未来将形成三个世界

体系：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利益联盟世界体系（抱

持极端西方意识形态、文明冲突博弈论的惯性思

维定式）；以中国为核心的“一带一路”世界体

系（主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文明多样性

和多元文明交流互鉴意识）；介于二者之间的中

间路线世界体系（以俄印等大国为代表，坚持利

益导向原则，在上述两大平行世界体系之间游弋）。

这三个世界体系构成新的世界地缘政治秩序和规

则的框架基础，它们之间的竞争合作决定世界的

未来发展方向。其中，“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

和“中国主导的世界体系”是两大主要世界体系。

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为了打压中国，在竭力推动

高技术等领域与中国的“脱钩”，由于国际关系

的复杂性，其影响必然辐射到政治外交、贸易金融、

网络空间、能源粮食安全等一系列广泛领域，一

些国际规则的重构的影响将可能是颠覆性的。如，

三个世界体系的竞争，特别是美国主导的世界体

系和中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之间的竞争，可能导致

互联网世界分裂。《纽约时报》2019 年 6 月的评

论文章认为，将“诞生一座数字柏林墙和两个互

联网、两个技术世界，一个由中国主导，另一个

由美国主导”。

2020 年百年罕见的 COVID-19 全球大流行对

世界及各国的治理体系（即规则和秩序）和治理

能力是一次大考，将深刻影响国际规则和秩序的

张志强 .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智库使命和智库建设 [J]. 智库理论与实践，2020，5(4)：1-12.



4

第 5 卷 第 4 期  2020 年 8 月

重构，未来十多年乃至更长时期将是国际规则、

秩序博弈与调整的高度不确定期。COVID-19 疫情

大流行将可能成为推翻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雷厉风

暴。COVID-19 疫情防控，中国以最有力的举国组

织和动员能力取得全球最好的抗疫成果，同时向

大多数国家派遣医疗队和提供防疫物资，展现了

团结各国抗疫的全球影响力。美国和欧洲等传统

强国反而在疫情防控上惨败，导致美国等挑动一

些国家不断“甩锅”和污蔑中国，导致国际秩序

进一步陷入崩溃状态。中国在实现经济的崛起后，

在国际上的地位出现变化是合理的，但美国担心

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挑战其领导地位和战略利益。

全球帝国美国必然要不顾一切、歇斯底里全方位

打压目前唯一是其竞争对手的中国，中美关系在

未来的竞争性会越来越强。未来的国际秩序重构

之路必然漫长，结果取决于以中国与美国为首的

两大世界体系的长期博弈的结局。

1.3  科学技术之变（生产力之变）

21 世纪以来特别是近 20 多年来，世界科技发

展展现出系统化、突破性、叠加式发展态势，新

一轮科技与产业变革正不断蓄势，以绿色化、智

能化、可持续为特征的新一轮科技变革和产业革

命正在不断催生各种颠覆性科技创新和技术发展

应用，科技与产业变革正在重塑全球经济和产业

格局、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新一轮的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呈现出信息、能源、生命、材料等多

科技领域创新并发、科技突破群发涌现和汇聚融

合等特点，预示着在信息与计算科学、生命科学、

物质科学、材料科学、空间科学等科学领域，以

及数字与信息技术（传感技术、通信技术、计算

技术等）、生物技术、能源技术、材料制造技术、

深空探测技术等技术领域可能孕育重大突破，多

领域突破性技术的高度集成应用，将助推产业向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方向加速发展，

数字经济正成为全球产业变革和经济增长的重要

驱动力 [5-8]。历史上的两次科学革命推动的三次产

业革命，本质上是信息革命和能源革命。而新一

轮科技与产业变革则呈现出信息、能源、生命、

材料等多科技领域创新突破群发涌现和汇聚融合

等新特点，创新活动空间范围冲破前三次产业革

命主要局限于欧美大陆的有限地域范围而向全球

多地域、多点多极化遍布发展的新特点 [5-6]。

新一轮科技与产业变革最引人注目的领域是

信息科技与生命科技领域。数字信息网络技术正

在加速数字经济、数字智慧社会的到来。数字化、

数据转型将不断颠覆现有商业模式，催生出数据

驱动的多样化商业平台 [3]；数据分析工具、算法

和模型将重塑传统产业的结构和形态，催生众多

的新行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一系列基

于数据的新兴前沿技术（人工智能、物联网、区

块链等）的大规模应用将催生智慧社会的到来。

物联网作为快速发展的新技术，到 2030 年预计将

有 1,250 亿台设备连接。这些互连设备的真正枢纽

将是人体，物联网将转变为“我的互联网”。区

块链预计将逐步取代许多领域的现有基础设施，

特别是区块链作为对银行业最具破坏性的技术，

将在未来 10 年左右成为商业银行的终结者 [3]。区

块链技术将给数字银行、供应链、资产管理、医

疗健身可穿戴设备等 4 大行业带来巨变。信息科

技发展朝着万物互联、万物智能、万物交通等方向

发展。近年来以基因编辑技术为代表的新兴生物技

术也在颠覆性快速发展，基因编辑工具正变得越来

越容易和低成本，基因编辑新技术、新成果、新应

用持续加速涌现，为人体及其他生命体的遗传改造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并展现出巨大未知可能。特

别是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在认知大脑乃

至生命的奥秘等方面不断取得重大突破。

新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和社会化应用，对全球

治理体系提出了严峻挑战。特别是信息技术、生

物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安全风险。

1.4  发展范式之变（生产方式之变）

18 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工厂化

大生产大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科技文明空前发

展进步，支撑了全球人口数量的指数增长。与此

同时，这样的生产方式和发展范式，也带来了严

重的地球生态环境问题。在 20 世纪 80 年代人类

就清醒认识到了这些问题并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

念，国际社会也签订了一系列全球环境公约和协

议。但有关地球生态与环境保护的进展却是很有

限的，地球自然生态系统的“赤字”状态不断扩大。

全球变暖和地球生态恶化的风险不断向人类

敲响警钟。全球变暖及其影响已经成为人类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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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大危机，其鲜明特点是极端天气事件和自然

灾害频发，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受到持续威胁和破

坏。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生态系统（人类生命支

持系统）变得日益脆弱，从 1990 年代以来全球超

过一半的植被都出现了植物生长减缓的“褐化”

趋势 [9]。而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一半规模（约

44 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生产均中度或高度依赖

自然生态系统 [10]，极易遭受损失。水资源短缺已

经不仅是一个资源问题，而且是一个严重的长期

生态环境危机。NASA通过研究全球淡水状况发现，

缺水将成为 21 世纪人类面临的重大环境问题，地

球热带和高纬度地区的大片干燥区域变得越来越

干燥 [11]。全球各国应当共同应对全球变暖、生态

环境危机，依靠科技创新提高气候变化适应能力，

才能减轻气候变化的影响和损失。

人类发展范式的转变的觉醒开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如《静静的春天》著作），联合国主导的

行动开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如《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21 世纪议程》等）。此后，联合

国推动的气候变化应对行动，制定了一系列的温

室气体减排协议（如《京都议定书》《巴黎气候

协定》等），但由于美国等国出于保护自身经济

利益的反对而无法有效推进实施。可见，人类发

展范式之变是一场持久战。

发展范式之变（生产方式之变），是人类可

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人类必须从高消耗、高污

染的传统工业化生产发展范式，向集约化、生态化、

绿色化（低碳化）的可持续生产范式转变，这是

人类可持续生存与发展的唯一出路。发展范式（生

产方式）之变，需要全人类的集体行动。此次新

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再次告诫人类，生物安全、

生态安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底线。但人类保护

生态环境的行动过于迟缓，人类发展范式（生产

方式）生态化的转变依然太慢。人类必须与自然

和谐共生，人类未来必须以更加符合生态规律的

发展范式（生产方式）来生产和生存。人类必须

从现在开始行动以改变发展范式。

1.5  社会形态之变（文明形态之变）

近代以来的科技与产业革命，推动了人类文

明形态的不断跃进升级。18 世纪的工业革命，

使人类社会从长达万年的农业文明，到工业文

明，再到知识文明不断演进，社会文明形态演

进的速度不断加快。农业文明以从原始狩猎生

活状态到传统低效率农业经济发展模式为特征。

工业文明则以工业化大生产为特征，极大提高

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国家和社会物质财富的

快速增长，不断改善和提高了人口的生活质量，

使得全球人口呈指数级增长，世界各国的发展

水平、国家竞争力完全与工业化水平密切相关。

工业文明不断发展，社会的知识文明形态日益

突出，全球社会产业链分工越来越细，人类社

会形态越来越复杂，社会快速进步和发展无一

不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知识创造与技术应用基础

上。相应地，人类的社会形态也从农业社会到

工业社会，再到知识社会发展。

人类文明还在不断向更高阶段发展，智能社

会或智慧社会的发展形态日益鲜明。技术快速迭

代式发展并向人类社会经济系统深入渗透和深入

融合，可以预期，未来的“技术社会化”的发展

趋势将是技术与人类的“融合”或者“合并”。

技术的改进被用来为人类服务、提高生活质量，

而且技术的进步速度突飞猛进，人与技术之间不

可避免的高度关联，造就出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

合二为一的新型社会状态——智能社会或者智慧

社会。机器也许最终会变得跟人类一样聪明，随

着人与机器之间的鸿沟的持续缩小，终有一天人

类将分不清彼此，技术与人将融合到一起。美国《连

线》月刊创始人凯文·凯利曾说：“今后 30 年会

发生的事情大多已经开启进程，并且受到已有技

术力量的推动。”

智能社会或者智慧社会的发展形态将日益变

得更加清晰。以数字信息技术为引领的科技领域

突破性发展及其高度集成和组合式创新，在一系

列领域孕育重大的颠覆性技术发展和应用，将成

为产业变革和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将显著推动全

球产业结构不断向价值高端化、过程智能化、影

响绿色化、应用服务化方向加速发展，深刻变革

人类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和组织形态，促进人类

社会走向智能智慧社会和知识文明社会 [12]。“互

联网 +”数字经济发展展现巨大前景，数字经济发

展将激发大量创新型经济业态，促进生产生活的

运行方式和管理方式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替代化、服务化方向全面转型发展，能够不断优

张志强 .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智库使命和智库建设 [J]. 智库理论与实践，2020，5(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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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提升经济结构，重塑社会形态 [12]。数字化自

动化智能化技术支撑的智能制造业发展将催生全

面的新产业革命。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的发展，

使社会文明形态进化到智慧文明、智慧社会发展

的新阶段。

1.6  社会发展阶段之变（社会主导阶段之变）

当代世界的主导社会发展阶段是资本主义

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展到其顶峰状态垄

断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垄断资本不劳而获在

全球收割各国利润的发展模式也到了顶峰，开

始进入了历史上的衰弱阶段。垄断资本主义的

典型代表美国感到维持其全球垄断性霸权地位

的战略工具（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渗透、政治和

法律讹诈、军事威慑和干预、美元霸权和经济

殖民、高技术垄断和掠夺等手段）开始衰弱了，

在其主导的现有体制下其利益反而受损了，所

以成为现有秩序的毁坏者。COVID-19 疫情大

流行揭开了西方世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根本

问题。资本主义虽然在短期内不会行将就木和

彻底毁灭，但再完善的制度如果走向极端化也

会自我毁灭。以美国为典型代表，消费与金钱

主导一切的资本主义未实现其全部国民的繁荣富

裕：贫富差距（财富分配不公是其致命要害）、

金融危机、社会不公、极右思潮和民粹主义、根

深蒂固的系统性种族歧视（有色人种特别是黑人

地位低下）、环境危机（反对国际上保护地球生

态的努力，向其他国家转嫁生态危机等）让其国

家、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许多人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COVID-19 抗疫大考（“抗疫”失败）以及警察

暴力执法致死黑人引发的抗议大潮（“抗议”成

功）相叠加，美国的“世界灯塔”形象倒塌、美

式民主与价值观的极度虚伪性被揭开，全世界人

民才逐渐看清楚美帝国主义的真相。

未来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化”调适改革或

将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大趋势。资本主义制度体

系渴望救赎。资本主义的制度根基是私有制，美

国就是典型的被大资本家利益集团控制的国家。

资本家一切为了其自身利益的本质，不会顾及社

会普罗大众的根本利益。美国作为世界上科技最

先进的国家，没有在抗击 COVID-19 疫情上获得

应有成效就是其政治制度不断没落、不能与时俱

进改革造成的，200 多年前设计的政治体制完全僵

化不能适应社会变化。如此以往，其颠覆性的改

革其实就在孕育中了。美国民主党伯尼 ▪ 桑德斯

参加两次总统竞选推动的变革正在成为潮流，社

会主义思想正受到越来越多美国人的欢迎。美国

最大的社会主义组织、主张废除资本主义的“美

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近年来其成员规模已

经扩大数倍，在疫情期间 2 个月内成员增加了

15%[13]。美国顶尖富豪和握有资源的人公然利用

国难发财，国会议员利用听取疫情秘密报告掌握

的信息抛售股票赚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

夫·斯蒂格利茨在他的新书《美国真相》中警告，

“美国正逐步演变为一个 1% 的国家，即美国的经

济和政治都只为最顶层的 1% 的人而存在，也被那

1% 的人所操纵”。这样的政治体制和政府显然已

经背弃其人民。人民的愤怒情绪遇到导火索必然

点燃（如警察暴力执法导致黑人死亡事件引发全

美罕见的大抗议），也许不可能达到革命的温度，

但足可以唤起人民的抗争意识乃至改变其国内政

治版图。

人类社会需要一种更具包容性的社会经济模

式。COVID-19 疫情大流行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

证明，以追逐资本利润为中心的生产资料完全私

有制的西方主流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在应对类似

COVID-19 疫情这类公共危机面前，其制度劣势显

露无疑。必须以某种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

改革资本主义制度体系，首要的是改革经济制度，

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全新的经济制度和社会

模式——进步资本主义、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

化改良的经济民主制度）。只有在经济健康、财

富分配平等的基础上，让所有人、所有民族享有

平等的发展机会，实现真正的民主和公平（而不

是口号上的）的社会才可持续。美国政府在 2020
年 5 月 20 日发布的《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针》文

件中提到，美国对“资本主义将消失，社会主义

将取得胜利”的价值观感到恐惧和不安。

2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变量分析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性变量、变化

幅度最大的变量主要有两个：一是科学技术之变，

二是中国全球化发展崛起之变。这两个变量之间

密切相关、相互交融、相互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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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科学技术之变

21世纪以来一系列前沿科技领域蓬勃发展。

未来的革命性科技力量，将是世界变局的加速

器。颠覆性科技创新突破和新的知识技术在经

济社会发展中的广泛应用，将深刻改变世界发

展格局，各种应接不暇的新的产业模式、商业

模式不断涌现，产业和行业“跨界竞争”，全

球产业和经济结构以及国家、区域和行业竞争

版图不断调整 [5-6]。现代科技是巨大生产力的特

征更加鲜明。当今世界，科技竞争力成为各国

综合国力的核心组成部分。

世界格局调整、国际秩序重构，特别是大国

间的竞争和博弈取决于涵括世界的发展理念、国

家的经济权力和科技实力，科技实力直接支撑国

家的经济权力和军事实力。要拥有国际规则和秩

序改革调整的话语权、地缘竞争格局博弈中的主

动权，就必须拥有科技竞争的主动权。把科技创

新上升为国家战略，把科技创新作为推动经济增

长、应对各种社会挑战以及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战

略工具，这必然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战略选择。

近年来科技强国、大国纷纷出台和不断更新

国家科技创新战略、核心关键技术领域科技战略

等，力图抢占核心关键产业技术制高点（特别是，

先进半导体芯片、5G、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

链、量子科技、基因编辑技术、合成生物技术等

前沿新兴技术），赢得未来新兴产业主导权。特

别是头号科技强国美国主动挑起对中国的贸易战、

经济战、科技战、人才战、颠覆战、舆论战等，

并不择一切手段动用国家力量对华为等中国高技

术企业进行全球围堵与封杀，完全暴露了美国遏

制中国核心高技术发展的国家战略。

科学技术最终要变成生产力。在科技创新活

动的“国家化特征”和“企业化特征”[14] 日盛的

今天，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是科技竞争力，科学技

术不能只是装点门面的“花架子”，但科学技术

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和能力决定于国家

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特别是在重大紧急状态

的现实紧迫需求方面，科技生产力的转化需要高

效率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予以推动。比如，美

国作为世界上科技最先进的科技强国，却在应对

COVID-19 疫情大流行上由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弊

端，一流的科技实力不能有效发挥作用，成为全

球抗疫的笑话。英国有世界上一流的科研实力，

但在应对 COVID-19 疫情方面，没有形成一流的

抗疫能力 [15]。

在新一轮科技与产业变革中，以中国为代表

的发展中国家，要做科技变革的参与者与创造者。

特别是中国，积极参与新一轮世界科技与产业变

革，成为科技变革的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中国

历史上第一次抓住科技革命的机遇，建设科技强

国，通过科技创新驱动发展而建设现代化强国。

新一轮科技与产业变革，因为中国的参与而使竞

争变得更加激烈。

2.2  中国全球化发展崛起之变

中国发展崛起之变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的一个大变量。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

典型代表，中国近 40 年来经济高速发展特别是近

10 年来经济体量持续扩大，国际地位和国家竞争

力持续提升，导致全球力量重心向东转移、全球

地缘政治格局变化。

中国在未来 10 年左右或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

济体。中国自 2012 年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我国经济总量未来继续增加并赶超美国成为世界

第一大经济体的时间及其世界性影响是国际关注

和研究的焦点。英国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预测

（2018），中国将在 2032 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

一大经济体 [16]。普华永道预测（2017），中国经

济总量 2030 年超越美国。我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

成为第一大经济体或在未来10年左右时间实现 [17]。

我国从 2010 年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经

济增速开始进入下降通道，从 1980 年开始 30 年

年均 10% 以上的增速，从 2011 年开始低于 10%
（9.5%）而缓慢下降，至 2019 年为 6.1%。2019
年中国 GDP 占世界比重超过 16%，人均 GDP 突

破 1 万美元，开始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未来 10
年 GDP 增速平均保持 5% 左右或可实现，但这需

要科技创新驱动加以有力支撑。

世界银行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发布的最新国

际比较项目报告《购买力平价与世界经济规模：

2017 年度国际比较项目结果》，按照购买力平价

（PPP）方法计算，2017 年中国的 GDP 是 19.617

张志强 .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智库使命和智库建设 [J]. 智库理论与实践，2020，5(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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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美元，超过了当年美国的 19.519 万亿美元，

居世界第 1 位。但参考 2017 年实际汇率，中国国

内生产总值约为 12.144 万亿美元，位列世界第 2
位，约为美国经济总量的 62.2%。考虑中国的人口

总数，中国 2017 年人均 GDP 按购买力平价和实

际汇率分别计算，在世界上分别位列第 90 位和第

79 位，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85.3% 和 79.2%。所以，

我国仍然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此必须保持高

度清醒。

中国的快速发展崛起招致美国等传统超级大

国的恶性应对和全面打压。中国发展崛起面临修

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等来自外部的国际

性冲突和挑战的风险增多和加剧；一些国家对中

国的快速发展崛起心态复杂化，试图在中国将起

未起、似强非强的阶段巩固自身利益，导致关系

复杂化；中国全球地位提升使得世界对中国的期

待提高，要求在国际事件中承担应有的角色或者

更大的责任等。中国面临的外部各种陷阱，最具

破坏性的就是“美国陷阱”。2017 年《美国国家

安全战略》中明确公开宣称“中国是美国的战略

竞争对手”，提出“必须动用全部实力与手段参

与竞争”。在此战略导引下美国开始全方位对中

国实施遏制战略，从贸易战、经济战、科技战，

到颠覆战（通过涉港、涉疆、涉藏、涉台法案公

然干涉中国内政）、舆论战（以外国代理人机构

限制中国 5 大新闻媒体在美分支机构）等。“美

国陷阱”有公开（威胁和要价）和隐秘（各种颠

覆性颜色活动）两手，其遏制战略必然是长期的。

未来必须防范诸如金融战、信息战、粮食战、生

物战、能源战等形形色色的各种陷阱。2020 年 5
月 20 日美国政府又发布《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针》

文件，重点指出中国对美国构成的经济的、安全

的与价值观的三大威胁，代表了美国未来遏制中

国的政策走向，等于宣布美国与中国的事实上的

“脱钩”政策，中美从战略竞争滑向战略对抗和

战略摊牌的风险持续加大，对美国的一意孤行必

须予以妥善应对和坚决斗争。

美国联络其盟国防范中国全球化发展崛起，

其战略核心意图是担心失去对未来世界的主导地

位，特别是在科技领域的主导地位。其实美国的

关键核心技术对中国一直就是禁运的，中国的高

科技进步更多不是来源于美国的高技术转让，而

是来源于中国自主创新（如，载人航天工程、高铁、

超级计算机、5G 技术等）。

从根本上讲，欧盟也将中国定位为“制度竞

争对手”，保持对华强硬立场 [4]。但基于欧盟现

在有些羸弱的现状，以及与美国的龃龉不断，除

了加强与中国等的合作也是别无出路。中国发展

与欧盟的建设性战略关系，是中国、欧盟双方稳

定和发展，以及促进世界稳定和发展都需要的。

中国是世界稳定和全球新秩序规则建构的中

坚力量。中国其实是现有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在

与美国等的战略博弈中，中国需要推进实现“完

善全球治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

目标。中国从来不谋求取代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

中国只是致力于促进国际关系和规则更加公平和

合理，需要不断扩大在全球治理规则制定中的话

语权和影响力；中国需要确保一个和平的国际环

境，需要寻求在国际上使自身的发展模式和治理

体系可以与其他发展模式和治理体系和平共处。

中国需要化解美国强加的地缘政治压力和系统性

恶性竞争，不断完善相关的战略路线图。

3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智库的使命与

智库建设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也必然存

在前所未有之不确定性。面对不确定性的决策

环境，各国政府、各类组织都需要做出各种抉

择和行动，这关乎国家发展的国运和未来，关

乎组织发展前景和成败，中国也不例外。决策

就需要准确研判世界趋势和各种国际关系，决

策就需要对决策问题有清晰的、经过利弊得失

深度分析和推演的战略与政策方案。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下纷繁复杂的研究问题，就是时代向

智库提出的战略使命和任务，也是中国新型智

库发挥作用的战略空间。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也必然要

从前所未有之不确定性中努力走向确定性。世

界走向确定性，就是要建构新的世界秩序和规

则，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

国和世界变局中的主要力量，必然要积极主动

地推动全球治理体系重塑和建构，中国需要拿

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发出中国声音。这就

涉及到一系列领域的重大战略与政策问题的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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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战略研究与政策设计。这就是中国新型智库

面临的使命与挑战。

3.1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智库的使命与任务

在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形势

下，我们面临的世界图景令人困惑：世界格局（结

构）动荡不宁、变幻莫测，现有的国际秩序（规则）

分崩离析、风雨飘摇。世界豪强美国利令智昏，

在国际关系中一意孤行、歇斯底里，不断瓦解自

己主导建立的世界秩序；欧盟一盘散沙，英国脱

欧彻底打碎了欧洲的帝国梦，一体化进程严重受

阻而遥遥无期；美国的坚定盟友国家尽管受不了

美国的颐指气使，但还是会跟着美国一条道走到

黑，这是他们强烈的西方意识形态使然；俄罗斯、

印度等大国在国际关系中见机行事，坐收渔翁之

利；其他弱国小国心态复杂，不断被迫选边站，

求得自身利益不受或少受损失。中国秉持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尽管主张国际规则应当更加公平

合理，但中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最有力维护者。

尽管国际关系纷繁复杂，国家争斗你死我活，利

益格局高度纠缠，但三个世界体系的脉络显然是

清晰可循的。

在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形势

下，对全世界人民而言，二战后形成的相对稳定

的世界格局和国际旧秩序风雨飘摇，进入到了一

个动荡不宁、缺乏稳定性和安全感的世界，这是

一个“最坏的时代”；但对于智库研究而言，这

是一个可以纵横捭阖、大有作为的时代，所谓“诗

穷而后工”，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面对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与

发展面临着一系列新的发展环境和发展挑战，这

些新的发展环境和挑战问题正是智库需要研究与

提出解决与应对方案的新命题。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新形势下，

全球各领域的治理体系将不断重塑和调整重构。

中国完全有能力，也必须全面充分地融入全球各

领域的治理体系建设之中，稳步提升国际话语权

和全球影响力，全力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

际政治、经济等各领域的新规则和新秩序。这就

为智库机构提出了研究国际治理体系和各种相关

国际国内问题的重大需求和急迫任务。因此，现

在是一个需要智库发挥重要作用，智库也应该可

以大有作为的时代。

在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形势和新挑战

下，智库必须直面新的发展环境和战略与政策研

究需求 [18]。这可以概括为：大国博弈小国站队国

际规则秩序调整重构的新世情；各国和人类面对

的复杂区域与全球性风险的新挑战；颠覆性创新

及其应用重塑经济和社会模式的新巨变；政府及

各类组织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新要求；政

府及各类组织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发展的新需求；

社会价值观和社会舆论多元和个性化发展的新局

面；信息传播方式变革尤其是自媒体低成本传播

的新特点；智库治理机制创新变革与影响力扩散

竞争的新趋势；观察世界大势研究中国问题开展

智库外交的新使命。

在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形势和新环境

下，智库作为战略前瞻观察与预测性研究机构，

必须担当起观察世界变局、谋划全球战略和咨政

建言的使命任务，敏锐洞察和善于捕捉未来发展

潜在趋势和可能发生的重大趋势性问题并开展前

瞻研究，有效把握战略研究咨询的潜在关键需求，

主动策划和设计开展战略与政策研究，帮助政府

和各类决策部门事前预警和准备，有效帮助防范

各种黑天鹅事件和灰犀牛事件，应当成为真正的

战略性决策智囊机构、战术性政策措施设计机构，

而不应仅仅是“事后诸葛亮式”的机构或者是秘

书班子式的机构，并成为引领社会正确舆论导向

的知识咨询机构和中坚力量。这是时代的召唤和

课题，也是智库的使命和任务。

3.2  智库的核心能力系统与业务发展系统建设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的召唤和课题，

智库必须担当前所未有的使命和任务，这对智

库的核心能力提出极大挑战，要求智库重建核

心能力系统和业务发展系统。我国智库面临的

挑战更是如此。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智库的发展

时间尚短，中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尚小，智库

发展现状与时代赋予的使命任务、国家的战略

需求还有很大差距。

国际上的著名智库在议题设置、趋势洞察、

政策影响、舆论引导、国际影响力等方面，经过

近百年的智库式规范化发展，积累了非常成功和

成熟的组织经验和发展经验，并成为社会稳定的

张志强 .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智库使命和智库建设 [J]. 智库理论与实践，2020，5(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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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种力量”。与国际上的著名智库相比，我

国的智库，在设置关键研究议题、洞察未来发展

趋势、前瞻战略与政策研究、引导社会正确舆论、

形成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发展短板，

而前瞻性的战略研究与政策咨询能力，可以说是

智库发展的最大短板。这些发展短板，也使得智

库远未成为社会稳定和发展的“第五种力量”，

智库这类孕育治理思想、擘画治理战略、设计治

理政策的特殊思想型机构淹没在一般性的科研机

构之中。

客观分析和对比我国智库与国际上发达国家

的智库发展水平，整体而论，我国智库建设与发

展的不足，可以概括为有“库有余”而“智不足”，

主要可以归纳为 [18-20]：前瞻设置战略研究议题的

能力不足；重大战略政策问题的咨询能力不足；

智库高质量分析和研究的标准缺乏；智库成果高

质量管理流程机制缺乏；智库战略与政策研究方

法创新缺乏；培养高端思想型研究人才的能力不

足；推出重大影响力战略研究报告的能力不足；

引领社会舆论思潮方向的能力不足；智库开展决

策咨询的建制化机制缺乏；智库管理评价激励的

专门机制缺乏；有国际重要影响力的全球化智库

不多；智库发展的中观与微观生态的环境友好性

仍不足。

加强智库的新型核心能力系统建设，必须着

力提高智库发展的中观与微观环境的友好性。重

点解决智库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 [18]。①建设和完

善智库生存发展创新的中微观制度安排。除了国

家高端智库试点制度外，有关部门、地方应该制

定各自相应的智库管理制度，开展智库认定等，

以激励智库名正言顺地开展工作。②建立与畅通

向决策部门报送咨询成果的制度化信息化渠道。

以信息化手段解决报送无门、渠道不畅的问题，

减少影响服务效率的中间环节。③建立战略政策

研究的思想型智库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机制。对智

库机构的思想型智库研究人才，应当形成专门性

的针对性评价使用机制。④建立引导各类智库健

康发展的指导性分类评价体系。促进各类智库的

专业化发展、高水平高影响力发展。⑤建立符合

新型智库特点的智库治理体系与管理运行机制。

促进智库的客观性独立性发展，以便对重大问题

开展客观研究和得出客观结论。⑥建立智库与智

库专家的独立形象。支持智库（代表智库立场）、

智库专家（代表自己立场、不代表智库）以独立

形象对国际问题发声和表明立场（不要什么事都

等着政府发声，减轻政府压力），提升国家软实力。

⑦推动从事国际问题研究智库的网络化和国际化

发展。以独立客观的国家第五种力量形象，发展

新型智库外交，扩大国家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

响力。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能够适应新的内外部发

展环境、迎接新的发展挑战，就必须建设特色新

型核心能力，担当新的发展使命。在新形势下中

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核心能力建设，应当努力形成

适应时代特点、迎接发展挑战、面向发展需求的

核心能力系统。而洞观国内外各类智库，其核心

能力系统构成可以高度概括为基础（基石）方面

与关键（核心）方面的“5+5”个维度的核心能力

系统 [21]。在基础（基石）能力方面，包括智库价

值观、治理理念、战略规划、组织管理和知识管

理等 5 个维度。在关键（核心）能力方面，包括

思想型人才、高水平战略与政策研究、资金筹集、

传播营销和合作网络等 5 个维度。

面对世界大变局、发展的新环境、需求的新

使命，智库的核心能力系统，必须建构在促进智

库发展的业务组织系统中、物化在表征智库发展

的业务流程中。本文提出智库应发展的促进核心

能力系统组合集成而发挥作用的“八位一体”的

业务发展系统，即：战略研究开放型平台体系 +
核心研究团队体系 + 战略政策咨询项目体系 + 专

业领域大数据知识平台体系 + 高影响力学术论坛

体系 + 战略研究成果产品体系 + 成果及影响力融

媒体传播体系 + 决策咨询用户网络体系 [21]。

任何一个智库机构，其发展的战略目标和追

求，都应该以产出高水平战略思想创新、政策方

案前瞻的智库研究成果为导向，这是智库机构生

存与发展的终极追求。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2020 年 2 月 14 日

第十二次会议对我国智库建设再次提出要求，“要

精益求精、注重科学、讲求质量，切实提高服务

决策的能力水平”。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大量的重大战略问题亟待智库开展前瞻研究与决

策咨询服务，智库迫切需要提升洞察未来可能发

生的重大趋势性问题的研究与决策咨询能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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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特色核心能力、良好发挥战

略性和战术性贡献、担当时代赋予的使命和任务，

特别是在国际上发挥国家“第五种权力”角色的

作用，是当前我国智库建设的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

[1] The Economist. A new hegemon: the Chinese century 

is well under way[EB/OL]. [2018-11-01]. https://www.

economist.com/graphic-detail/2018/10/27/the-chinese-

century-is-well-under-way. 

[2] HSBC Global Research. The world in 2030: long term 

global GDP ranking[R/OL]. [2018-10-05]. https://

enterprise.press/wp-content/uploads/2018/10/HSBC-The-

World-in-2030-Report.pdf. 

[3] EPRS (European Parliamentary Research Service). Global 

trends to 2035: economy and society[R/OL]. [2019-07-

01]. http://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

STUD/2018/627126/EPRS_STU(2018)627126_EN.pdf. 

[4] 冯仲平 . 大变局下欧洲寻求掌握自身命运 [N]. 参考消

息 , 2020-01-09(11).

[5] 张志强 . 洞察科技发展趋势 ,支撑科学发展决策 [J]. 世

界科技研究与发展 , 2017, 39(1): 1-2.

[6] 张志强 . 聚焦科技创新发展 ,服务科技强国建设 [J]. 世

界科技研究与发展 , 2018, 40(1): 1-4.

[7] 张志强 . 科学强国科技发展战略与规划研究 [M].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 2020: 665.

[8] 张志强 , 陈云伟 . 建设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科技

创新体系 [J]. 中国科学院院刊 , 2020, 35(5): 534-544.

[9] YUAN W, ZHENG Y, PIAO S,  et  al .  Increased 

atmospheric vapor pressure deficit reduces global 

vegetation growth[J]. Science Advances, 2019, 5(8): 

1396-1407.

[10] World Economic Forum, PwC. Nature risk rising: why 

the crisis engulfing nature matters for business and the 

economy[R/OL]. [2020-02-19]. http://www3.weforum.

org/docs/WEF_New_Nature_Economy_Report_2020.pdf. 

[11] NASA. NASA satellites reveal major shifts in global 

freshwater[EB/OL]. [2019-07-16]. https://climate.nasa.

gov/news/2734/nasa-satellites-reveal-major-shifts-in-

global-freshwater/. 

[12] 张志强 . 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 完善科技创新应用

体系 [J]. 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 , 2020, 42(1): 1-4.

[13] 德米特 •巴维林 . 新冠疫情引导美国走向社会主义 [N]. 

参考消息 , 2020-05-29(10).

[14] 陶诚 , 张志强 , 陈云伟 . 关于我国建设基础科学研究强

国的若干思考 [J]. 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 , 2019, 41(1): 

1-15.

[15] 桂涛 , 张家伟 . 英国一流的科研为何未见一流抗疫 [N]. 

参考消息 , 2020-04-01(11).

[16] CEBR (The Centre for Economics and Business 

Research). China to leapfrog US economy by 2032 as 

Asia’s strength grows[EB/OL]. [2019-07-17]. https://

www.rt.com/business/414288-china-overtake-us-

economy-2032/.

[17] PwC. The long view: how will the global economic order 

change by 2050? [R/OL]. [2018-03-24]. https://www.

pwc.com/gx/en/world-2050/assets/pwc-world-in-2050-

summary-report-feb-2017.pdf. 

[18] 张志强 , 苏娜 . 国际智库发展趋势特点与我国新型智

库建设 [J]. 智库理论与实践 , 2016, 1(1): 9-23.

[19] 张志强 , 苏娜 . 一流智库战略研究成果的质量管理机

制 [J]. 中国科学院院刊 , 2016, 31(8): 940-950.

[20] 张志强 , 苏娜 . 国际一流智库的研究方法创新 [J]. 中国

科学院院刊 , 2017, 32(12): 1371-1378.

[21] 张志强 .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需要建设特色核心能力 [J]. 

邓小平研究 , 2019(1): 102-105.

张志强 .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智库使命和智库建设 [J]. 智库理论与实践，2020，5(4)：1-12.



12

第 5 卷 第 4 期  2020 年 8 月

The Great Changes Not Seen in a Century in the World and the Miss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hink 
Tanks

Zhang Zhiqiang1,2

1Chengdu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enter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engdu 610041
2Department of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es Management,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In this paper, it will analyze the major changes in the world that have not 

been experienced in a century, including the composi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 of the changes, key variables 
of the changes, their connotation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bserve the strategic research needs in the adjustment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world pattern and the rules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under the changes; 
discuss the new environment and mission tasks fac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hink tanks with Chinese charac-
teristics; and put forward the thinking and way ou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re competence system and business 
development system of think tanks in China. [Method/process] This paper mainly collect relevant materials with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summarizes the key knowledge and views through literature reading and a large number of 
in-depth thinking and thinking innovation. [Result/conclusion] This paper presents six aspects of the great chang-
es in the world, including the compos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anges, and explores the key variables of 
the changes, their contents and influenc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ew environment and mission of the new think 
tanks construction in China, and puts forward the construction mode of the core competence system and business 
development system of think tanks. The research and understanding have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value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w think tank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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