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一带一路”是中国当下对外关系中的一个重要
部分，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的一种世界观。 1945年之后确
立的世界秩序、规范、价值理念，有可能在当下被替代或
改变

◆ 最近 50 年中， 发展中国家的 GDP 总量从 30%

跃升到 60%，中国的成功就是发展中国家逐步获得增长
中最优秀的一个案例

◆ 中国当然是一个强大的、有创造力的国家，而不
是“山寨”国家，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次巨大的创新，总体
经济规模每七年就翻一番， 这里面必然包含了大量的创
新和发明

◆ 西方学者对中国经济的唱衰或误读， 源于对中
国人口规模的恐惧，更源于对经济外衣背后政治体制的
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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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大学教授马丁·雅克———

一个西方学者眼里的中国崛起
采访： 本报记者 李念 摄影： 本报记者 袁婧

在西方学者眼里 ，

中国70年的成就具有怎
样的连贯逻辑？ 中国不
同于西方的历史特点如
何促进了中国的发展 ？

“一带一路”具有怎样的
高度象征意义？ 日前，英
国剑桥大学政治学与国
际关系系高级研究员马
丁·雅克在伦敦接受本
报记者独家采访， 指出
中国的成功是发展中国
家逐步获得增长中最优
秀的案例。

▲马丁·雅克

▲马丁·雅克伦敦家中的书房。
荩马丁·雅克 2009 年 6 月出版了 《当中国统

治世界》， 此为 2010 年修订本， 副标题改为

“西方世界的终结和世界新秩序的开始”。

中国与西方的不同：

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型
国家

文汇报：您在 2009 年时写了《当中国统

治世界》，2010 年英文版修改时，副题变成了

“西方世界的终结和世界新秩序的开始”，在

这本书里 ， 您一反西方主流的 “华盛顿共

识”， 认为 21 世纪西方不再占主导地位，中

国改变的不仅是世界经济格局，还将彻底动

摇传统的思维和生活方式。 这本书出版至今

被翻译成 15 种语言，销量达 35 万册。 当时，

中国经济总量尚未超过日本达到世界第二，

您是凭什么下了这个大胆的结论？

马丁·雅克： 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是为了

打破西方世界对于中国是 “落后的 ”“停滞

的”这样一种固有的偏见。 我并不是想要去

证明中国可以“统治”世界，而是去解释中国

为什么将会成为全方位发展的世界大国。 现

在十年过去了 ，我在纽约等地演讲 “强大的

中国将是怎样的 ” 这个话题也开始被人接

受，因为大家都看到一个事实：10 年间，中国

崛起了，而美国却相对衰落了。

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因为西方不

理解中国的文化历史与西方有着根本性的

截然不同，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中国不是一个西方意义上的民族

国家，在两千多年之前中国就有了现代民族

国家的特征。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家庭内部

的关系，它还拥有孔子、孟子、孙子这样的智

者 ，中国的盐和食物都与众不同 ，所有这些

都是因为中国是不同于西方的历史悠久的

文明型国家。

第二，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比

较独特。 西方经常在多党制、票选制度等他

们认为的政权合法性来源方面批评中国。 然

而，中国人对于中央政府的满意度往往高于

其他一些西方国家。 传统上中国人眼中的国

家合法性体现在三个方面：国家被中国人视

为融合了个体身份与集体身份；中央政府实

施着一种仁政； 科举等制度使能人被选拔，

保障了国家的能力。1978 年以来中国经济转

型的成功，就证明中国的国家能力依然强于

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制度。 如果有所怀疑，可

以看眼下特朗普执政的美国和面临脱欧的

英国的混乱局面。

第三， 中国与西方或其他国家的关系。

历史上看 ， 中国和西方都认为自己的文明

可以作为世界的规范 。 欧洲以殖民方式征

服世界， 人口 6000 万的英伦三岛， 居然征

服了世界上 20%的地域与人口 ，只有 40 个

国家未被英国征服或殖民。 历史上，中国人

一直认为 ，中国是世界的中心 ，最多与邻国

有某种朝贡体系 ， 它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体

系 。 从人类文明史来看 ， 想要成为一个霸

主，西方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 “经济-军事-

政治-思想 ”模式 ，中国依靠的是 “经济-文

化 ”模式 。 所以 ，我认为要把中国的崛起放

在一个长久的历史进程中去理解 。 研究中

国必须具备这样一种历史感 ， 而不是仅仅

停留在当下。

这本书出版至今 ，对于它的接受 、认同

程度毋庸置疑经历了一定的改变。 在亚洲，

尤其是东亚的畅销程度远比在欧洲要高得

多。 在美国，由于出版时间与金融危机重合，

这让很多学者将 “中国崛起 ”和 “西方危机 ”

联系在一起。 从2012年开始，很多学者对中

国逐渐形成了一种 “敌对心理 ”， 沈大伟

(David Shambaugh) 出 版 了 《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回应并挑战了我

的观点。 相比较，两者就像是一个影片和一

个截图。 前者是从长远的目光来研究中国，

而后者仍然只是看到了“当下的中国”。

70 年的一贯性：

从改革开放到新时代，

体现了传承与创新

文汇报 ：您在 2010 年 《理解中国崛起 》

等演讲中，多次提到了邓小平同志推进改革

开放的功绩，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中国发

展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作为西方学者如何看待其中的

逻辑关系？ 如何看待东方大国领导人和西方

领导人的不同？

马丁·雅克： 我觉得中西方领导人最大

的差异 ， 可能就是中国领导人将一个国家

的发展放在了长远的历史进程中 ， 从政

治 、 经济 、 历史 、 文化等多方面去定义

“强国 ”。 很遗憾的是 ， 现在一些西方领导

人是让短期的政治偏见主导了他们的对外

政策。

邓小平提出了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 ，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改革开放

的基本路线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解放思想

推动现代化建设，让中国与世界接轨。 更为

重要的是，改革开放的政策释放了中国的智

慧和能量，迈出了中国进入世界舞台的第一

步，中共历届领导人都坚定地沿着这条道路

前进。 我认为，当前的中国内外政策是从更

多、 更高的层面推动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中

国的领导人意识到要确定中国在世界上的

新地位 ，不能只着眼于经济发展 ，必须强调

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历史自信等。 今天的中

国不再是被动的 “接受者 ”（passive taker）。

用西方的话说，现在的中国已经不再是客体

（object），而是主体（subject）。

很多西方学者喜欢把中国领导人对立起

来做比较，对思想战略的不同作高低、好坏之

分。我并不认同，因为中共领导人的思想政策

是相辅相成的， 从改革开放到新时代体现了

传承与创新， 这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

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如何看待西方的误解：

有些源自观念的固化，

改变正在发生

文汇报 ：近几年 ，中国一直是全球化的

倡导者 ， 为世界经济作出了 30%的增长贡

献， 但始终有西方学者唱衰中国经济发展，

您如何看待他们的观点？ 中国应该怎样减少

这种误读？

马丁·雅克： 很多西方学者唱衰中国的

经济发展或误读中国 ， 一个很简单的原因

就是对于中国人口规模的恐惧 。其次 ，这些

学者对于中国的批评实质是披着经济外衣

的政治观点 ， 不满的重心还是中国的政治

体系 。 西方国家内定了一种单一的发展模

式，否定了多元市场经济的可行性。

以中美关系为例 ，1972 年至 2016 年间

指导中美关系有两个基本的假定。 第一个假

定是，中国不会赶上美国。1978 年，中国的经

济只有美国经济的 5%， 美国绝对不会想到

在 2014 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衡量的 GDP，中

国的经济规模竟然超越了美国。 第二个假定

是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现代化程度越来

越高，中国一定会在政治、文化等许多方面，

越来越像一个西方社会。

现在回过头来看 ， 这两个假定是思想

上的巨大错误 。 只要美国不想接受中美力

量改变的现实 ，中美摩擦还会持续很久 。

2010 年，我在世界各地做演讲 ，经常会

被问 ：中国做得好 ，但中国只能抄袭或者模

仿外国的技术 。 但到今天 ， 大家已经看到

了 ，中国当然是一个强大的 、有创造力的国

家，而不是“山寨”国家。 腾讯、阿里、华为做

得很出色，但也不应该对此感到惊奇。 改革

开放本身就是一次巨大的创新 ， 总体经济

规模每七年就翻一番 ， 这里面必然包含了

大量的创新和发明 ，不仅在精英层次 ，整个

人口当中也都是如此。

世界在发生重构和巨大的变迁，西方世

界在大幅衰败， 他们的视野就容易变小，容

易产生怀旧心理 ，患得患失 ，而不是向未来

看；而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决定了中国人现

在的视野更开阔。

在理解中国方面，西方世界有了一些进

步，主要来自于这几十年中国高速的经济增

长 ，因为毕竟事实胜于雄辩 ，人们看到了中

国让 7 亿多人脱贫； 但上升到政治层面，西

方人的观念改变还是比较慢的，所以在这样

的层面， 中国影响力的传播就更难一些，但

在发展中国家，今天的中国已经普遍成为学

习的榜样。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一带一路” 或将推动
建立新的世界秩序

文汇报： 您除了对中国进步的肯定，也

经常做中国发展的“啄木鸟”，给中国一些提

醒。 自 2013 年提出“一带一路”已有 6 个年

头，中国已经从倡议的大写意进入国际共建

的工笔画，但依然有一些国家对“一带一路”

存在不理解和观望 ，据您的观察 ，中国能否

应对这种挑战，如果可能，取决于哪些要素？

马丁·雅克 ：如果说 “一带一路 ”倡议的

主要受惠国 ，从宽泛来看 ，是欧亚大陆的发

展中国家，倡议提出至今已经取得了很大成

功，极具影响力。我本人参加了北京 2017 年

和 2019 年召开的 “一带一路 ”峰会 ，看到许

多国家代表云集，与会各国领导人数量前所

未有，这连美国也做不到。 最新的例子就是

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也加入了。 一个倡

议的提出自然会有积极和消极的回应 。 中

国，尤其是很多中国学者并不需要为了西方

国家负面的反应或者观望态度而烦恼甚至

去回应。

对于“一带一路”，首先要放到整个世界

发展的大趋势中去看。上个世纪末，发展中国

家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 85%， 发达国家占世

界总人口的 15% ， 但发达国家的 GDP 在

1970 年中期却占世界 GDP 的 2/3；到了 2000

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各占世界 GDP 总

量的一半 ； 今天 ， 发展中国家已占到世界

GDP 的 60%，富裕国家不到 40%。 中国的成

功就是发展中国家逐步获得增长中最优秀

的一个案例。 今天，中国的发展对于其他发

展中国家变得非常重要。 例如，中国给发展

中国家发放贷款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这类贷

款甚至大于西方控制的多边国际金融机构，

这种经济上的支持是西方殖民者做得比较

少的。

“一带一路 ”是中国当下对外关系中的

一个重要部分，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的一种世

界观。 中国认为，通过投资国内的基础设施

建设 ，消除了贫困 ，那为何不能在其他地方

也创造奇迹呢？ 1978 年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

时就提出 ， 改革开放没有最后终结的时间

点 ，所以 ，“一带一路 ”也将会超越 20 年 、30

年甚至 50 年。

2018 年以来，世界经济重心转移发生的

速度较快。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

学院的院长预计，在 2050 年，整个世界经济

的重心将转到中印边境。 虽然中国的“一带

一路 ”是向西向南发展 ，但是世界经济的重

心依然会往东继续前进。

从这个角度来说，“一带一路”具有高度

的象征意义， 它代表着 1945 年之后确立的

世界秩序、规范、价值理念，有可能在当下被

替代或改变，中国已经在做这件事情。 未来，

中国将会变得越来越积极主动，新的世界秩

序在中国的推动下必定会发生变化，但这种

变化不是大爆炸式的，而是渐进式的。

（北大与伦敦政治学院双校研究生施文

律参与采访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