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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就像一个志向高远的登山者，正朝着更高山峰坚定进发。在这个过程中，更美的风景与更大的压力就像一

个硬币的两面，同时激励和约束着这个东方巨人的攀登历程 

    中国的成长壮大绝非一帆风顺，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与不确定性随时可能出现，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适时有效

的应对手段，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再强大的国家也需面对危机 

    站在国际关系史的角度观察，任何大国的崛起都绝非易事，即便最成功、最强大的国家亦有这样那样的麻烦与

问题，都曾面对不同性质及程度的危机。远的不说，19世纪美国的南北内战，英国的贫富阶级差距，俄罗斯的疆土

安全问题，20世纪德国、日本有过的法西斯主义，印度当下的种姓制度和教派冲突及与邻国的恩怨等——在这些事

件里，均包含着这些大国曾经面临或现实遭遇的严重危机，其中任何一个都可能毁掉各自的大国梦与国际声望。除

历史和时代的机遇之外，国际制度的强弱和取向，国家应对威胁的物质实力和动员能力，国民忧患意识的建构与具

备，经济社会进步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效，国内民族宗教关系的和谐程度等等，从不同方向促进或制约着大国崛起

的进程与水平。 

    中国崛起有着特定困难 

    像任何大国一样，中国的崛起有着自己的目标、基础和优势，也有着不同于他国的困难、问题与掣肘。这中

间，有些问题确实带有一般性、共同性，有些则完全是我们特有的难题。站在中国国防安全的立场上看，社会主义

中国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将长期面临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大国强敌环伺的地缘政治和安全环境；中国所

在的西太平洋地区是全球海洋纷争最复杂多样的区域之一，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分歧点，也是妨碍各国发展全面伙

伴关系的深层次障碍。中国是一个多地域、多民族、多宗教的大家庭。从好处上讲，它带来了生生不息、延续不断

的文化多样性和国家生长活力；从挑战面观察，它提出了事关国家认同、民族团结、宗教和谐、边疆稳定等方面的

难题，尤其考虑到外部世界还存在居心不良、捣乱不断的各种势力。 

    从苏俄事例借鉴，这方面的危险和教训极其深刻，值得认真汲取，切忌重蹈覆辙。处于社会经济现代化和国际

化的加速进程中，我们国家当然也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全球周期性经济波动，相当程度的对外经济依存度和脆弱性，

特别是在给定我国经济结构的总体粗放性和外部能源需求的情况下；假使没有更加均衡、更有科技含量和生态环境

友好型的经济增长，不对扩大中的收入及地区差距予以校正，快速发展、勃勃生机的大好形势就可能被葬送，取而

代之的是有麻烦的社会经济动荡。 

    最后必须提到的是，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依然任重道远。这里笔者想提及亚洲金融危机的一点警示：十多年前的

那场冲击，使得我们邻国中一些曾经辉煌的“小龙”、“大虎”最终黯然落败。个中原因很多，但研究界有共识的

一点是，这些国家的政治现代化进程，没有跟上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大众传媒作用的扩大和公民法权意识的提

高，更无法满足新形势、新结构的复杂多重要求。中国的情况自然有所不同，但我认为，对周边情形的借鉴和反思

仍是必要的。 

 



    虽然进程曲折艰难，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的成功 

    说到底，中国作为一个历史大国、文化大国、经济大国，以及迈向政治大国、军事大国和负有国际责任的世界

大国进程中公认的“希望之星”，真正强大而持续的力量源自本身而非外部，实际存在的主要威胁同样存在于内部

而不是外部。如果我们的体制理顺了，社会进步了，政治稳定了，经济发展了，民族团结了，没有任何外部势力可

以击败中国，改变中华民族复兴的轨迹。在保持这种自信的同时，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感，牢记“堡垒从内

部攻破”的格言，用它提醒自己觉察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软肋和盲区所在。经过60年经验教训的多重积淀，尤其拥

有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与自信，中国就像一个志向高远的登山者，一步一步从相对狭窄局促的低地（自给自足的封

闭状态），爬上半山腰的位置（典型的地区性强国），并朝着更高山峰（有着全球性兴趣与责任的大国）坚定进

发；在这个过程中，更美的风景（机遇）与更大的压力（挑战），几乎像一个硬币的两面，同时激励和约束着这个

东方巨人的攀登历程。虽然进程曲折艰难，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的成功。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人民论坛》 (2009-07-21 第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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