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2001年11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西方舆论不无惊讶地注意到，这个世界上人

口最多的国家、昔日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已经崛起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国和一个

受人尊敬的出口大国。2010年，此类宣布就已经再度过时了：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

第三大国民经济体，并且很快就将取代德国成为世界出口冠军。 

现在，对中国的议论很多－－但又是如何议论的呢？公众舆论对华报道的主要着眼

点是这个国家的崛起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的问题。中国加入自由的世界市场受到了欢

迎，它开放了拥有13亿中国消费者的市场激起了我们巨大的期望。另一方面，可能出现一

场新的“黄色危险”，因为这一次中国是以战斗力强劲的经济竞争对手的面貌出现的，它

不仅凭借其倾销性工资抢走了我们在世界上的部分生意，充斥着我们的市场，而且早已发

起了针对我们最神圣之物，即德国中小企业技术诀窍的有组织的进攻。政治上，重复的是

一种矛盾：一方面，德国的政治和经济精英希望从这个重新强大起来的亚洲大国身上及自

己与其保持的良好关系中有所收获。另一方面，柏林和华盛顿都意识到自己的对手是一个

日益自信的不那么容易顺从和被他人为其自己的世界政治利益而加以利用的大国。人们吃

惊地发现，中国领导层中仍充斥着“依旧”相当“共产主义的死脑筋”，他们忙于剥夺人

民的民主与人权，不承认“西藏”是达赖喇嘛“的”。他们远离公众舆论，通过令人看不

透的诡计和竞争维系着国内的权力，时至今日，反对派和西方资助的非政府组织均无法接

近权力。反过来，中国领导层迄今一直毫无争议地获得了成功，却又令人不得不钦佩。因

此，那些观察中国的西方普通百姓们的评价便是一个掺杂着无知、敌意与兴奋的恼人混合

。 

左翼舆论眼中的中国形象也绝非更为客观。一方面，这种形象打上了怀旧的情愫，

人们将自己的期盼与希望寄托在毛泽东、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上，因此，左派喜欢将今

日中国想象为集各种最凶残的资本主义关系之大成者。很多时候，他们的报道与分析都充



斥着数百万忍饥挨饿的民工，给人的感觉几乎是，如果连中国在实行30年市场经济之后都

做到了一切已经更具有道德性，那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便被缴了械，仿佛中国通往资本

主义的长征没有更多需要解释的。要么就是固执地相信共产党及其进行的解释，据此，中

国仍然处在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过这条道路要比人们想象得遥远一些，也包括为了

提高社会生产力而在小范围内绕行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本书与上述解释不同。它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提出了批评，但没有对中国向市场经

济的过渡表示赞成。它关注着一个发展中国家崛起为资本主义大国，但没有将这个国家的

进步与中国人民的幸福混为一谈。它注意到现代中国的成功以及老牌世界大国进行遏制的

努力，但没有在这场早已开始的较量中偏袒其中任何一方。相反，本书不无嘲讽地注意到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有关资本主义秩序特点的断言已经多次被证明是正确的，即

“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最初，老

牌帝国主义国家用炮舰打开了通往中国的道路，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共产党人出于民族考

虑向西方世界靠拢，逐步摒弃了替代性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结果，西方资本主义成功地

“根据自己的设想建立起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共产主义这一例外。目前，正

是建立起了一个皈依资本主义的中国这一成功令他们头痛，因为“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

是转向资本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无情反击的“重炮”...... 

 

内容 

本书开篇即翔实回顾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分的内容是帝国主义列

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由此造成的内部瓦解以及国共两党旷日持久的内战。1949

年，毛泽东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借助建设时期

、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大规模群众运动解释并且批评了中国民族共产主义的经济与政治。本

书对国家计划的价值生产原则及中国的特殊情况进行了分析，阐述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与



人民之间的关系以及毛泽东的路线，即依靠“群众的创造力”，日益征用群众参加雄心勃

勃的国家建设。此外，本书还研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朝鲜战争以及它与苏联

的友谊与决裂，决裂揭开了共产主义集团的灭亡：民族主义战胜了共产党的国家唯心社会

主义。 

第二部分描写了资本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解释了中国在1978年决定加入到世界

市场中来的时候本国的议事日程都有哪些政治经济方面的内容，加入世界市场旨在借助资

本主义的方法和外国投资实现成为大国的崛起。整个经济连同所有设备与活资产都日益遵

循一个新的准则，即：从集体和计划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所有人都必须也可以赚钱，而且

要赚在世界上获得认可并能自由兑换的钱，由此，中国的平均主义社会分裂成阶级社会。

本书分析了中国“制度转轨”的具体实施情况，出现了哪些经济现象与结果，以及所有这

一切对中国社会、社会主义中国和共产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开始进行“原始

积累”。 

凭借最近二十年作为资本所在地取得的经济成功，中国现在提出了要求，想利用所

有相关国家作为自己的原材料供应国和出口市场。不仅如此，中国开始加入围绕全球武力

展开的战略竞争。 

第二部分最后一章阐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和美国及其他国家对中国雄心

采取的遏制政策。这一蕴含战争危险的竞争是世界政治中近几年才出现的新事物，其原因

在于两个主要对手在“全球化时代”在经济上相互依赖：中国想成为世界大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