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行将崛起还是面临崩溃 ？

——海外 中 国 形象和地位研 究综述

范 鸿 达

特
提 要 Ｉ 国际社会对 中国的关注力度不断提升 ，对 中国 国际地位和发展前景也纷纷作 出预测

，
中 国ｇ ｊｊ

超级大国论和中国崩渍论就是其中两个很具代表性的观点 。 超级大国 论者主要基于中 国？
经济特别是 ＧＤＰ 的 良好表现

，
认 为中国已经是或在不久的将来可 以崛起为超级大国 ， 至少；＾］

具备成为超级大 国的潜质 。 中 国崩渍论者的主要论据也是中国的经济 ，他们认为中 国金融
——

和经济存在严重问题 ，难以持续健康发展 。 在中 国经济转型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中 国思

想和政治层面也存在一些问题的情况下
，
决策者需要审慎思璗中 国国家地位

，
务必要在中

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制定自己的方针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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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 以来 ，历经磨难的 中 国早 已走上 了家尼尔 ？

弗格森 （ Ｎｉａ ｌｌＦｅｒｇｕｓｏｎ ） 和柏林 自 由

复兴之路 ，并且取得骄人成绩 ，经济社会发展大学莫里茨 ？ 舒拉里克 （
Ｍｏ ｒｉ ｔｚＳｃｈｕ ｌａｒ ｉｃｋ

）在

水平和 国际地位均有大幅度提升 ， 当今 中 国 2 0 0 6 年底把
“

Ｃｈｉｎａ

”

和
“

Ａｍｅｒｉ ｃａ

”

合并成
一个

也已经成为 国际社会中 的显要角色 。 尽管中英语新词 ，
提出

“

中美国
”

（ Ｃｈｉｍｅｒｉｃａ
） 概念 ，

强

国业已取得 的发展成就获得广泛赞扬 ，
国 内调中美利益体的共生关系 以及它们对全世界

外学术界对中 国的 国际地位和发展前景却有经济的决定性影响 。 2 0 0 8 年
，
美 国彼得森 国

不同 的认识 ，甚至有观点迥异的评价 ， 中 国超际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弗雷德 ？ 伯格斯滕

级大国论和 中 国崩溃论就是其中两个很有代又提出
“

两 国集 团
”

（
Ｇ 2 ） 概念 ，认为 只有 中

表性的观点 。 本文将对这两种论调进行介绍美两国携手 ，才有 可能解决经 济难题 。① 不

和辨析 ，并对当下 中 国地位作 出 自 己 的理性管是
“

中 美 国
”

还是
“

Ｇ 2
”

，
强调 的都是 中 国

判， 。和美国在当今世界上 的 突 出地位 ， 中 国 在很

大程度上被 视为时下解决世界危机 的 关键
一

、中 国正在走 向超级大国力量 。

近十余年来 ，
有关中 国是否或何时成为超

级大国 的争论不绝于耳 。 有人认为 时下 的 中ｍ ，Ａｐ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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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这两个概念 的提 出
，
特别是 它们对教授胡鞍钢在 2 0 1 2 年出版 了 《 中 国 2 0 2 0

：

—

中 国新全球 角色 的界定
，
多位学者和评论家个新型超级大国 》

一

书 ， 认为到 2 0 2 0 年 中 国

都进行了深人思考 。 美国 的经济与政治分析将发展成为成熟 、 负 责任并具有 吸引 力 的超

家扎卡里 ？ 卡拉贝 尔在 2 0 0 9 年 出 版 了 《融级大 国 ， 而且中 国崛起的模式是和平共赢的 ，

合 ：
中 国和美 国如何成为

一个经济体以 及为因此 ， 他把 中 国定 义为
“

新型超级大 国
”

。
⑦

什么世界的繁荣取决于它 》 ，

①美 国市场和战清华大学阎 学通教授在 2 0 1 3 年 出版 了 《历史

略分析家汉德尔
？ 琼斯在 2 0 1 0 年出 版了 《 中的惯性 ？

．未来十年 的 中 国与世界 》？
—书 ，对

美 国 ：
改变世界 的不安分伙 伴 》 ，

②加拿大战比和剖析了未来 十年 中美实力 的 变化 ，
预测

略投 资家 、 政治 经济评论 家马 耀邦先生在到 2 0 2 3 年世界将出 现中美两个超级大国 ，
并

—— 2 0 1 3 年 出 版 了 《 中 美 国 ： 两 个 国 家 的 传形成两极世界格局 。

特 说 》 。③ 这些书连 同大量的文章和评论 ，都对从根本上讲 ，上述这些论述主要是基于

＿
中美两国 在 当今世界 的 主导地位 给予 密切中 国 的经济发展而形成的 。 中 国近 3 0 年来

＾
关注 。ＧＤＰ 的增 长速度的确令人震撼 。 按 当时 汇

不过认为 目前中 国 巳经达到超级大国 高率计算 ，

1 9 8 0 年 中 国 ＧＤＰ 世界排名 第八 ，仅

度的人还是少数 ，
更多 的人认为 中 国 今后 可有 3 0 1 5 亿美元 ，

而 当 时排名 第一 、第 二的美

以发展成为超级大国 。 2 0 0 6 年
，
英 国学者马国和 日本分别高达 2 7 6 8 9 亿美元和 1 0 8 7 0 亿

丁
？

雅 克就在英 国 出 版 了 《 当 中 国 统 治世美元 ；
到 2 0 0 0 年 ， 中 国 以 1 1 9 2 8 亿美元排名

界 ：西方世界 的终 结和 新全球秩序 的 诞生 》世界第六 ，排名 第一 、第二的美国和 日 本分别
一书

，
中文版在 2 0 1 0 年出版 。④ 他结合 自 已

对包括 中 国 在 内 的东亚诸 国 的多次考
，

， 强① Ｚ ａｅｈ ａｒｙＫａｒａｂ 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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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化的道路 ， 只会选择
一条不同于西方世界③ ＢｅｎＭ ａ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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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 ｉｍｅ ｒｉｃａ
；ＡＴａ ｌｅｏｆ

Ｔｗ ｏＮａｔ 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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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模式 ，
中 国 的鹏起将改变的不仅仅是Ｃ ｒｅａｔ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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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格局 ， 还将彻底动摇我们 的思维 和④ Ｍ ａｒｔ ｉｎＪ ａｃｑ
ｕ ｅｓ

，ＷｈｅｎＣｈ ｉ ｎａＲｕ
ｌ
ｅｓｔｈｅ

生活方式 。 在西方学者 中 ，
马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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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为有力 的论说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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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9 －了
？

绝ｒａ化态碑主七？住 ｌＦ、 车雅 克 ： 《当 中 Ｓ 统治世界 ： 中 起和 西方世界 的
美 国华裔学者方绍伟 （

Ｆ ｒａｎｋＳ
．
Ｆａｎ

ｇ ） 于山… ， ＆

衰落 》 ，
张莉 、刘 曲译

，
中ｆｅ 出版社

，

2 0 1 0 年 。

2 0 0 7 年出版了 《 中 国热 ：魅力 、恐惧和下一个⑤ Ｆｒａｎ ｋｓＦａｎ
ｇ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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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 超级 大 国 》

一

书 ，
中 文版 在 2 0 0 9 年 出 Ｆｅａ ｒ

，ａｎｄｔｈｅＷ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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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⑤ 在这本书 中
，
他从制度经济学的 角度 ，ＰｒｅＳ Ｓ

，

2 0 0 7 ． 方 绍 伟 ： 《 中 国 热
——

世 界 的 下
一

个超

对中 国崛起进行 了系 统分析 ， 并对 中 国 的 未级大 国 》
，新华 出版社 ，

2 0 0 9 年 。

来给予了较为乐观的推理 。 复旦大学特聘教⑥ 张维为 ： 《中 国震憾 ：

一

个文 明 型 国 家的 幅

4 ＝
5

5
－

ｊ

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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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ｔ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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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入起》
，
上海人 民出 版社 ，

2 0 1 1年 。

年 出 版 了 《 中 国震撼 ：

－

 Ｉ⑦ 纖钢 ： 《 中 国 2 0 2 0
：

一

个新 型舰大 国 》
，

文明型 国家的崛起 》⑥
一书 ，认为 中 国是文明浙江人 民 出版社

，

2 0 1 2 年 。

型 国家 ， 中 国模式或道路发展 出 来的 中 国 将⑧ 阎学通 ： 《历史 的惯性 ： 未来十年 的 中 国 与

对整个世界产生独
一

无二的影响 。 清华大学世界》 ，
中信 出版社 ，

2 0 1 3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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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9 8 9 8 8 亿美元和 4 7 3 1 2 亿美 元 ；
到 2 0 1 0也和 当时 中 国 民众的看法相似 。 中 国零点调

年
，
中 国 的 ＧＤＰ 已 经超越 日 本

，
成为仅次 于查公 司 2 0 0 8 年 3 月 2 4 日 公布 的报告显示 ，

美 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了
，
和美 国 的差距将近六 成 （ 5 9 ． 8 ％ ） 的 国人认为 中 国还不是

呈现出越来越小 的趋势 。 如果把 2 0 1 3 年 中超级大 国
；

2 2 ． 6 ％ 的 国人认为 中 国 永远不会

国各省份的 ＧＤＰ 总量与世界诸国 比较的话 ，成为超级大国 ；

2 1 ． 1 ％ 的 国人认为中 国成为

中 国排名前五位 的广东 、江苏 、 山东 、浙江 和超级大 国将 在 2 0 年 以后
；
而认为 中 国将 在

河南在全球 的排名 分别为第 1 6 位 、第 1 7 位 、 1 0 年 内 成为超 级大 国 的 比例 仅 为 2 5 ． 4 ％
。

第 1 9 位 、第 2 4 位和第 2 8 位 。 在进入新千年而且值得注意的是 ， 零点公司 的 调查是在 中

后的短短十余年间 ， 中国 ＧＤＰ 总量接连赶超国 民众迎接 2 0 0 8 年北京奥运 会到来的 乐观

了法 、英 、德 、 日 ， 发展之迅速 、 成绩 之辉煌不情绪下进行 的 。
——

能不令人为之侧 目 。美 国著名 中 国 问题专 家沈大伟 在 2 0 1 3特

在 ＧＤＰ 之外
， 中 国 巨 量的外汇储备 、 遍年 出版 了 新 书 《 中 国 走 向 全球 ： 不 完 全大■

布世界 的
“

ｍ ａｄ ｅｉｎＣｈ ｉｎａ

”

商品 、 城市和基础国 》 。② 该书从外交 、全球治理 、经济 、文化和罾
设施建设的突飞猛进 、尖端科技 的进步 、

日 益安全五个方面分析了 中 国在 全球的影 响力 ，


增 多且购 买力 强大的 中 国 人走 出 国 门等 因并最终得出 结论 ：尽管 中 国 已经取得 了举世

素 ，也推动 了 中 国大 国形象 的塑造 。 还有 一 瞩 目 的成就
，但是 目 前的 中 国仅仅成功地成

个 因素不能忽视 ，

一些 国外的学者 、媒体和政为全球事务的参与者 ，而不是全球大 国 ，
还是

客为了 营造
“

中 国威胁论
”

，特别强调 中 国军 一

个不完全大国 。 沈大伟 的这部 书及其观点

费支出 的不断增加 ，
有时候也会高唱 中 国是在 中国 获得 了较为广泛的认同 。 事 实上 ，

国

超级大 国 之歌 ，
以 疏 远周边 国 家 和 中 国 的内诸多学者 对 中 国 超级 大 国说也持谨慎态

关系 。度
， 比如时殷虹教授在 2 0 1 2 年提出

，
中 国能

二 、中 国可能会成长为起级大 国否成为超级大国存在变数 ’若要成功 ’还有赖

于一些制度和举措 的制定和实施 。 牛新春教

在认同 中 国取得 巨大进 步的 同 时 ， 也有授也在 2 0 1 3 年告诫国人 ， 中 国不必急着 当全

学者和观察家对 中 国 的 未来 持谨慎乐 观态球政治大国 ，
他认为 中 国仅仅是 一个经济大

度 ，认为中国虽然有发展成为超级大 国 的潜国 ，而非综合性大国 。

力
，但是面临 的诸 多困难也是不可忽视的 ，能＿

不能把这种潜力 转变为现实并不确定 。
二、 中 ＠会朋劍马 ？

美 国著名 中 国问题专家谢淑丽于 2 0 0 7 2 0 世纪 8 0 年代末 9 0 年代 初 ， 随着东欧

年出版 了 《 中 国 ： 脆 弱 的 超级大国 》 。① 她认剧变和苏联解体 ，
中 国成为社会主义国 家的

为 中 国未来 的发展并不是那么乐观 ， 中 国 内主要代表 。 乘着
“

冷战
”

胜利 的东风 ， 当时西

政存在太多 问题 ， 中 国 未来发 展存 在重大变方世界看衰 中 国 的声音不绝于耳 ，
认为 中 国

数 ，甚至面临严峻挑战 。 她指 出 ， 中 国政府面政治崩溃 已经为时不远 。 这一时期的 中 国崩

临着一个两难的局面 ： 中国越是发达 ，越是繁溃论或威胁论 ，
侧重 的均是政治或军事层面 。

荣 ，
中 国领导层越 有一种不安全感和受威胁但是进人新千年后 ， 西方世界 日 益关注 中 国

感。 快速增长也伴随着危险的社会问题的产

生 ，使谢淑丽对 中 国 的未来产生悲观看法 ， 认印 ｃＴｒ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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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 ｘｆｏ ｒｄ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ｔ
ｙ
Ｐ ｒｅｓ ｓ

，ＵＳ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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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层面 ，
并且一再发 出 中 国 经济有可能导致全球大萧条 》 。

③ 他认为就经济发展而

会崩溃的论调 。言 ， 中 国不仅面临内部极大的不稳定性 ， 既有

美国 匹兹堡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 ？ 罗的发展模式难 以持续 ，而且外部环境也 日益

斯基发表 了 《 中国 ＧＤＰ 统计发生 了什么 ？ 》
？恶劣 ，

再考虑到 中 国并不令人乐观 的 政治形

一文
，
发现中 国各省市 的经济统计数 据与 中势

，
这些均使得 中 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 ，世界

国 国家统计局发表的数据不相符 。 据此他对诸大国需认真对待中 国的倾覆 。 曾先后受聘

中 国统计数字提 出 质疑
，
认为 中 国 的 经济发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和北京大学光华管

展并不像 中 国 官方公布的数据那 么好 。 之理学院的美 国学者迈克尔 ？ 佩蒂斯在 2 0 1 3

后 ，外界不断质疑 中 国经济发展模式 ，
对中 国年出 版 了 《 避免 崩 溃 ： 中 国 的 经济 结 构 调

——

经济的前景充 满悲观 ，

“

中 国 经济增长是虚整 》 ，
④指 出 中 国 经济 的高 速发展期 已 经 结

特 假 的
”

、

“

中 国 经济 即 将 崩 溃
”

等 论调接 连束 ，
日 益增长 的债务和 内 部混乱使得 中 国经

ｇ
弹起 。济结构务必进行有效调整 ，

如果不调整的话 ，

＾ 2 0 0 1 年 ， 美 国华 裔律 师章 家敦 出 版 了中 国的崩溃就难以避免 。

＿＿＿

《 中 国 即将崩溃 》
②一书 ，认为 中 国 四 大国有毋庸置疑

，作为
一个新兴经济体 ，

中 国经

银行 的坏账糟糕到无 以复加 的程度 ； 中 国所济在取得迅速发展的同 时 ，也显示或滋生 了

谓的经济繁 荣是 虚假 的
；
中 国 经济 在 2 0 0 8诸多问题 ， 如金融体系的不健全 ，管理方式 的

年举办奥运会之前就会开始崩 溃
；
在加入世不完善 ，发展模式的粗放性 ，资源和人力 的髙

界贸易组织 （
ＷＴＯ

） 的强 劲 冲击 下 ，
中 国现消耗性 ，

特别是近些年来最为人诟病 的环境

行 的政治经济制度 最多 只能坚持 5 年
；
而 中污染等 。 尽管从总量上看 ，

中 国在 2 0 1 0 年就

共政权最迟将在 2 0 1 1 年垮 台 。 尽管他的观巳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是更能

点并没有严谨 的论证作 为支撑 ，但是 《 中 国反映国 民 富裕程度 的人均 ＧＤＰ 仍然非常落

即将崩 溃 》 出 版 后还是 引 起 很大的 轰动 ， 美后 。 面对 中 国 经济如 是之状况 ， 国 内外 皆 出

国 国会甚至为他的观点举行 了 听 证会 ，该书现一些担忧 中国经济发展甚至看空中 国未来

也把 西 方 的
“

中 国 崩 淸 论
”

推 到 了
一 个的声音也是易 于理解的 。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 反对 中 国崩 溃论 的

2 0 1 0 年 以来 ， 质疑中 国经济发展 的声音言论也不在少数 ， 我 国著名 经济学家林毅 夫

仍然不绝 于耳 。 2 0 1 1 年 1 1 月
，
美 国金 融 巨对所谓中 国崩 溃论就不予认 同 ，

他认 为 中 国

头高盛向其主要 客户 发送电子邮 件 ，
建议投 作为发展 中 国家 ，

产业升级空间 很多
，
而且中

资者停止对在香港上市的中 国大陆公司股票 国政府的财务状况也非常好 ，不仅政府有钱 ’

继续投资 ， 高盛认 为随着越来越多不利 因 素
出现 ， 中 国 经济前景正面临 巨 大挑 战 。

2 0 1 2ｒＤ
．

ｕ
．

① ｉ

ｎｏｍａｓＧ ．Ｋａｗｓｋ ｉ
，Ｗｈａｔｉ ｓＨａ

ｐｐ
ｅｎｉｎ

ｇ ｔｏ

年 7
月 1 6 曰

，德 国 《世界报 》 以 中 国经济发Ｃｈｉｎ ａ
＇

ｓＧＤＰＳｔ ａｔｉ ｓｔｉ ｃｓ ？ Ｃｈｉｎａ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 ｉｅｗ

’Ｖ ｏｌ ． 1 2

，

展速度放缓发 出 中 国 即 将崩溃的论调 ；
7 月 2 0 0 1 ．

2 1 日 《纽约 时报 》发表题为 《 当 中 国谈论改② Ｇｏｒｄ ｏｎＧ ．Ｃｈａｎ
ｇ ，
Ｔｈ ｅＣｏｍ ｉｎｇ

Ｃｏｌｌａ
ｐ
ｓ ｅｏｆ

革的 时候
， 风险 上升 ， 恐 惧就 会加 大 》 的文Ｃｈ ｉｎａ

’Ｒ ａｎｄ ｏｍＨｏｕ ｓｅ
，

2 0 0 1 ．

章
，
认为 中 国 的政治 已经绑架了经济改革 ， 声③ Ｊ ａｍｅ ｓＲ ＊Ｇｏ ｒｒｉｅ

‘Ｔｈ ｅＣｈｉ ｎａＣｒ ｉｓ ｉｓ
－
Ｈｏｗ

ｏｈ丄人七 ！

＝
？ ，＾

—．

、
，Ｃｈ ｉｎａ

＇

ｓＥｃｏｎ ｏｍｉｃＣｏｌ ｌａｐｓｅＷ ｉ
ｌ
ｌＬｅａｄｔｏａＧｌ ｏｂａｌ

，

称即使中 国领导人有改革 的 意向 ，但是也必
^

Ｗ ｉ
ｌ
ｅ
ｙ ， 2 0 1 3 ．

须有担当其 中风险的勇 气 。

④Ｍ ｉｅｈ ａｅ
ｌＰｅ ｔ ｔｉｓ

ｆＡｖｏｉｄｉ ｎｇ ｔｈ ｅＦａ ｌｌ
：
Ｃｈｉ

ｎａ
＇

ｓ

2 0 1 3 年美国 自 由 撰稿人詹姆斯 ？Ｒ ． 高 Ｅｃ ｏｎ ｏｍｉｃＲ ｅｓ
ｔ
ｒｕｃ ｔ

ｕｒ
ｉ
ｎｇ ，Ｃ ａｒｎ ｅ

ｇ
ｉ ｅＥｎｄ ｏｗｍ ｅｎｔ ｆｏ ｒ

列 出版了 《 中 国 危机 ：
中 国经 济崩 溃将如 何Ｉｎｔ ｅ ｒｎａｔ

ｉ ｏｎ ａｌ Ｐｅａｃ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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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间储蓄也很高 ，
再加上还有数 以万亿美元体中 国人 民共同 富裕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 ， 中

的外汇储备 ，所 以他相信未来几年 中 国靠这国不是超级大 国 。

些有利条件维持 8 ％ 的经济增长应该没有疑不过
，
我们也务必要相信

一个基本事实 ，

问 。① 中 国社会科学 院学者余永 定在 2 0 1 4那就是不管被如何评说 ，
中 国受到 日益提升

年 4 月 接连发文章批判中 国崩溃论 ，认为尽的关注本身就说明她在 国际社会 中越来越显

管 中 国经济存在一些问题 ，但是考 虑到 当局现的重要性 。 在英 国 国家广 播公 司 （
ＢＢＣ

）

有很大的政策干预余地 ，
所以 即使不能完全所做 的年度全球 国家形象调 查的排名 中

，
中

排除崩 溃 的可能 ，
短期 也不 太可 能发 生崩国受欢迎 的程度在 2 0 1 3 年和 2 0 1 2 年分别排

溃 。
② 著名 经济事务评论人 爱默 恩

？ 芬莱在第九和第五位 ， 这是世界对 中 国发展的 一

顿认为 ，
在西方世界沸沸扬扬的 中 国崩溃论个积极评价 。 因此 ，

虽然 中 国崩溃论中 的 有
——

实际上源于 中 国政府推动的
一个宣传项 目 ，些论述值得 中 国 留意 ，但是 中 国崩溃的可能特

中 国实施这
一项 目 的 目 的是 要给外 界特别性并不大 ，而且 中 国 的 国 际地位应该是相当ｇ

是美 国造成错觉 ，
从而给 中 国 的 发展赢得时清晰的 ，那就是还达不到超级大 国所要 求的罾

间和空间 。 ③综合国 力 。 对中 国决策者而 言 ， 切不可脱离＿＿

ｍ
．

ｒａ ｏ巾 ｓ ｓ ｉｔ ， 自 视强 者妄 自 切政ｍ

的制定都要 以 中 国的头际力量和具体需求为

同样是面对 中 国经济发 展这
一 客观事根本出 发点 。

实 ，观察者们表现出 差别很大甚至截然 相反

的态度 。 不管是超级大国论 ，还是崩溃论 ，都（
责任编辑

：
张 莉 ）

是观察者基于
一定 的资料 、现象或立场 而得

出来 的结论 。 在看待有关 中 国 的 种种论点

时 ，不要 因超级大 国论而喜 ，也不要 因 即将崩

溃论而怒 。

虽然 中国 的经济发展 、城市和基础设施

建设 的确 已经取得举世瞩 目 的业绩
，
特别是

“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

的名 号把 中 国推 向 了

一个高位 ，但是就 国家的综合实力而言 ， 中 国

距离世界超
一流的 国家还有相 当 长 的距离 。

就像沈大伟在《 中 国走 向 全球 ： 不完全大国 》

一书 中所提及的那样 ， 目 前 中国 的 软实力仍

自 ｅ
① 縫 夫 ： 《 中 国 经济 不 会 崩 演 》

，

ｈｔ ｔ
Ｐ ：
＂

ｗｗｗ ．ｆｔｃｈ ｉｎ ｅｓ ｅ ．ｃｏｍ／ ｓｔｏｒｙ
／ 0 0 1 0 4 7 2 8 2

（ 
2 0 1 4 －1 2－

海外利益 的力量仍相 当虚弱 ， 即 使是在 自 己 1 （）
） 。

所属 的东亚或东北亚 区域 ，
中 国都不能取得② 《余永 定 五天发 两 文 驳 中 国

“

崩 溃 论
”

》 ，

主导权
，
更遑论在全世界范 围 内 的超级大 国ｈｔｔ

ｐ ：
／／ｆｍａｎｃｅ ． ｉ ｆｅｎｇ

．ｃｏｍ／ ａ／ 2 0 1 4 0 4 2 3 ／ 1 2 1 7 2 5 4 9
＿

0 ．

地位 。

一

言以蔽之 ， 目前 中 国 的 综合实力 不
8 ｈｔｍｌ

（
2 0 1 4 － ｌ 2 －

1 0
） 。

足以承担起超级大 国 的 责任 。 事实上 ， 当面③ Ｅａｍ°ｎ ｎＦ ｉ ｎ
ｇ

ｌｅ ｔ°ｎ
＇
Ｔｈ ｅＵ

ｙ
Ｓ ｌｅ Ｔ

ｙ°｛Ｃｈｉ ｎａ
＇

Ｓ

对
“

中美 国
” ＂

Ｇ 2
”

等说法 时 ， 不管是 时任 国
ｅｒｏｗｔｈ ： Ｆ ｉｖｅＲ ｅ＿ 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Ｗ ｉ ＵＮ ｅｖｅ 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 ａｎｄ Ｉｔ
，
Ｆｏｒｂｅ ｓ

，ｈｔｔ
ｐ ：

／／ｗｗｗ ． ｆｏｒｂｅｓ ． ｃｏｍ／ｓ ｉｌｅｓ／

ｅａｍ。ｎｎｆｉｎ
ｇ

ｌｅｔ。ｎ／ 2 （
）

1 4 ／。 2 ／ 2 6／ ｔｈｅ
．ｍ

ｙ
ｓｔ ｅｒ

ｙ
．。ｆ

．ｅｈｉ ｎａ ｓ
．

鲜明地表明 了 中 国 的立场 ，那就是 中 国仍然ｇ
ｒｏｗ ｔｈ

－

ｆｉｖｅ
－

ｒｅａｓ ｏｎｓ
－

ｗｈｙ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

ｗｉ ｌｌ
－

ｎｅｖｅｒ
－

ｕｎｄ ｅ ｒ
－

是世界上最大 的发展中 国家 ， 中 国要实现全 Ｓ
ｔａｎｄ

－

ｉ ｔ／
（

2 0 1 4 －

1 2 － 1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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