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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威胁》

前言

2008年5月的四川地震使超过8万人失去生命，“超过1500万的人流离失所，这场自然灾难惩罚了中国
人对西藏人犯下的罪行”：从美国影星莎朗·斯通在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上发表的这段言论可以看出
，西方在面对30年来中国人民及其领导人通过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智慧所取得的成就时，表现出的不理
解、曲意宣传和无故挑衅到了什么程度。2005年1月正值纺织品出口限额解除之际，反华活动的卷土重
来令北京奥运会的组织筹备者深感不安。当时，媒体和西方政治家们都在积极介入这些被认为对发达
和发展中国家众多经济领域构成主要威胁的贸易保护主义事件。奥运会前一年，这场运动的第一波浪
潮开始出现：指责中国与实施种族大屠杀的苏丹政府关系密切，2007年每天对于中国产品（尤其是玩
具质量）的控告都不绝于耳，还有对中国的缅甸政策的尖锐声讨，在几个月里对中国环境政策的持续
批评，2008年4月欧盟发表声明谴责中国的非洲政策，以及对中国针对少数支持“西藏事件”的人实施
的政策进行谴责。中国所面对的这场诋毁运动，在我们看来，预示着当代国际关系进入了新阶段，尽
管极少的观察家及为数更少的公众在舆论辞令上注意把握分寸。最近刚去世的法国作家让·弗朗索瓦
·勒韦尔，是自由主义的信徒和美国的绝对仰慕者，在他2002年出版的作品《反美困扰》中写道：“
欧洲右翼势力的反美潮流所扮演的是这个大陆在20世纪就丧失了的角色，欧洲自15世纪开始就是全球
的主要启蒙中心——征服者，是主要的艺术和科学的故乡，并几乎是世界政治战略和经济活动的滥觞
。时而是这个欧洲国家，时而是另一个欧洲国家成为未定型的世界化的领跑者，但所有的国家都或多
或少地参与其中，不论是同时的还是轮流更替。现在，欧洲不仅失去了在世界范围内独断专行的能力
，而且各国也根据所面临问题的不同而处境各异，始终处于美国影响的阴影里，这使其受到限制，难
以重返竞争行列。”颇为反常的是，这一年来，疯狂的反华浪潮在媒体和西方政治阶层占据主导地位
。在北京奥运会举办前夕，要对中国发起新一轮具有历史意义的“运动”，在某种形式上我们可以将
其比作让·弗朗索瓦·勒韦尔的断言。实际上，欧洲人在20世纪经历了一段失去影响力的痛苦时期，
而美国则从中受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它们自己的缺陷和荒唐，以及在瓜分领
土和财产方面的无能为力和盲目的民族主义所致。实际上，对欧洲来说是无异于自杀的两次世界大战
使地理上不属于欧洲但来自于欧洲的主角（美国）登上舞台。这种新的世界地缘政治格局正经历着阵
痛，但随着21世纪初欧洲不断涌现出亲美政权（尼古拉·萨科齐的法国，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的意
大利，瓦茨拉夫·哈维尔的捷克，安格拉·默克尔的德国，以及自1945年就无条件与美国永久结盟的
英国1944年，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向戴高乐将军宣称：“你想让我们英国人怎样做，采取不同
于美国的立场？知道这一点，每当我们需要在欧洲和美国之间做出选择时，我们选择美国。每当我要
在您和罗斯福之间选择时，我将一直选择罗斯福！”），法国回归北约，许多新加入欧盟的成员表现
出亲美倾向，尽管受到公众舆论的强烈反对——这些舆论过去曾被灌输美国电影的理念并且受到向美
国文化大献殷勤的媒体的麻痹。但是所有这些都预示着美国似乎正要在西方阵营取得决定性胜利。然
而，某些欧洲公众以及某些知识和政治精英坚持不懈地企图抑制这种占支配地位的实现。正值这时，
新崛起的中国力量成为意外的机会。

Page 2



《中国的威胁》

内容概要

本书跳出西方成见，新论迭出，针对中西方一系列争议提出独到洞见与对策。作品坦然面对中国的崛
起，客观理性分析中国发展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的影响，提出了一系列过去西方汉学家或中国问
题专家所未曾关注或提出的看法和观点，令西方社会耳目一新，标志着西方学界对中国的历史观察正
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作品驳斥“中国威胁论”，把中国的崛起作为一个机会，认为遏制中国发展很
危险，大胆提出“中国是福”的观点；作品一反欧洲汉学家居高临下的“常态”，公开表示西方并不
“占据着道德高地”，大胆提出了普世价值存在于西方、中国、阿拉伯文化的观点以及和谐世界的理
想。作品呼吁西方社会给中国更多的善意理解，提出中国改进对外宣传与西方民众沟通技巧有关建设
性意见，善意提醒国人客观地看待西方的学界观点和媒体文化。本书也成为西方社会重新认识中国的
一个好的开始。
http://book.ifeng.com/book.php?book_id=1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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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魏柳南(Lionel vairon)，法国汉学家、远东学博士、政治学硕士。目前在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高等
商业学院、国防高级研究院、圣西尔军校授课，并在法国三军防务学院主持中国研讨会。曾任记者、
编辑，并曾在柬埔寨、泰国和伊拉克等地担任外交官17年，目前在卢森堡主管一家咨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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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威胁》

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威胁论”改革开放的30年中，中国在独特的历史环境中取得了成功。而国际组织也没有
因为对中国政治制度存有偏见而否认她的这些成就。由其核心领导人制定的改革方针政策旨在循序渐
进地构建一个强大的经济体系。这些大政方针以经验为基础，而没有陷入教条主义的陷阱。这些发展
标准没有以西方国家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为参考，而是另外开辟了一条新路。中国的老邻居俄罗斯在解
体初期学习了号称“黄金男孩”的美国。而作为老师，美国对新的俄罗斯政权教授了市场经济的课程
，也帮助她们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开放的市场经济。但是结果却差强人意：在解体10年后，俄罗斯的经
济几乎陷入崩溃。在没有考虑社会和经济条件的情况下，盲目地照搬所谓通用的模式，只能让俄罗斯
的经济雪上加霜。而隔壁的中国则相信：实践胜于理论。她选择了和俄罗斯截然相反的发展道路：先
循序渐进地发展一部分市场经济，谨慎地从中找到发展过程中不合理和欠考虑的问题并加以改正。这
一方法十分恰当，改革开放29年后，即2007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其全年国民生产总
值已经达到了6.99万亿美元，远高于日本(4.29万亿美元)。目前只比美国(13.84万亿美元)低。改革开放
的前几年，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密切关注着中国如此特别的经济增长模式。他们发现这对西方国家企
业拓展市场大有裨益，纷纷到中国投资建厂。在对中国经济和商贸发展有利的前提下，中国逐渐打开
了国门，而美国人则为此取名“0pendoorpolicy”。随着改革开放一步步加深，也出现了许多意想不到
的经济增长：中国用剩余的资金和优惠的政策支持大型国有企业，投入到再发展和海外投资上。目前
涉及的产业包括能源和自然资源，将来还会逐步向各类工业、信息家电、自动化及纺织等产业推进。
这一战略决策大大推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一些大型西方国家集团也发觉：中国每年都会从欧洲和美
国手中抢到更多的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订单。令其不快的是，中国已经涉足很多西方世界固有的势
力范围，这已经影响到后者的市场运营全局。在忍受了世界银行和国际国币基金组织近10余年的市场
强制政策和控制之后，中国发展了独特的不规则的经济模式，但却成就了卓越的经济业绩。诚然，这
是一个异常艰苦的过程。中国经历了很多困难，同时也顶住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压力，完全靠自己的奋
斗、正确的决策及务实的态度屹立于东方。“到中国发展”的吸引力变得越来越强，而且也成了挑战
称霸两个世纪的西方国家权威的代名词。这种威胁也表现在：一些西方人认为对未来的前景展望可以
命名为“北京共识”，而过去的前景展望则叫做“华盛顿共识”，因为美国对全世界有着举足轻重的
影响。威胁来自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这不同于日本在几十年中的快速发展。事实上，日本的腾飞并
没有对西方的统治地位构成全局性的危险，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东京并没有表现出很强的政治和
外交欲望，她的政治色彩和西方国家是相同的；其次，美国认为日本的自然资源不是很丰富，属于以
防御为主的国家，应对这个群岛国给予保护和扶持。当然，美国为了迫使日本接受其经济制度，随后
又出台了一些对日本的经济限制的政策。例如1997年，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日本高调抛售了美金储
备，导致美国不得不对其采取一些防范措施。日本政府则是采取了一贯服从的态度。在1985年9月，东
京不得不接受美元兑换日元和德国马克的货币贬值。这是个不合理的经济政策，结果导致日本十几年
的经济衰退。而在中国，情况则不同，西方势力强制中国政府接受对本国不利政策这一手段，基本上
是不可能的(例如人民币升值)。由于中国军事力量较强，不必屈服于美国的高压政策；同时，中国的
经济也能够影响世界经济(中国在2007年的经济增长达到世界总增长份额的35％，而美国只有5％，和
欧盟差不多)；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干预影响也越来越大(例如在北朝鲜、伊朗核问题、达尔富尔等国际
争端)；她也能够应付不法闹事分子的恐怖活动，同时延缓外来的经济、政治因素对中国的影响，并提
出更好的战略发展方向。中国的综合国力增强了，强到能够影响西方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
本就提出了“中国威胁论”。事实上，不管是一些冲突，还是中国的综合国力呈直线上升，这些中国
经济发展带来的“麻烦”不能完全被西方国家掌控。美国和欧洲国家为约束中国而颁布的一些新的规
则也不能被中国所接受。同时，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干预力度也在逐渐加强，不会轻易附和西方决策国
的意见，甚至还会做出相反的政治表态。从19世纪初期开始，如何完善世界发展的体制一般由一些西
方权威轮流指导，一些欧洲的思想家(如戈比诺和休斯顿·张伯伦)还对此进行论证研究。当然，在欧
洲还有很多反对这些理论的声音，而且殖民化也带来了很多正面冲突：平民的抵触情绪、宗教的冲突
和生活习惯的差异等。这些冲突主要来自于根深蒂固的原始文化的差异。尽管西方国家有非殖民主义
和否定种族主义的思想存在，但是和保持西方权利优势性的意识相比，却是微不足道的。这也加剧了
世界各国的经济或政治的差异。因此，很多西方国家都陷入了“经济发展”和“文明”相互矛盾的尴
尬之中。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些特殊的景象：年轻的美国战士、满满的可口可乐、愚蠢的电视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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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能给伊拉克带来“文明”的“抵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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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的威胁》是一部震撼欧美政坛的力作！以法国外交官的名义对“中国威胁论”说ＮＯ！《中国
的威胁》书中观点触及到中国最敏感的政治、宗教、疆域、人权、军事问题！以“颠覆西方传统中国
观”为核心宣传推广点，帮助国人清醒认识自我，客观认识西方。具体主要诉求点：1．西方出版后
震撼西方政坛。2．颠覆西方传统中国观，西方外交官眼中真实、充满活力、引人深思的中国。3．法
国外交官的视角研究中国的崛起给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格局造成的重大影响。4．作品新论迭出，驳斥
“中国威胁论”，针对中西方系列争议独到的洞见与对策。5．作者身份：法国资深外交官、对华友
好的著名汉学家。6．客观认识西方：对西方媒体、西方中国问题研究者、美国角色的真实认识，关
于中西方的误解与理解；中西方的情感呼应等。读者定位：主要党政机关干部（尤其是宣传、外交部
门及院校研究人员、相关专业大学生）以及18岁以上其他关心政治时事读者；前期以高端读者带动普
通读者，中后期由高端读者定位图书转向大众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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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一方面，翻译的书读起来总有点变扭，另一方面，书本身写的也不是很有条理。
书的定位应该是给外国人看的普及性读物，在我看来读完没什么太多的收获，不建议购买。
2、中国威胁 ，威胁首先是强大，而是有敌意。缺一不可。
3、还没来得及从头到尾看完，已觉得是一本好书，对我的工作将起大作用。首先，我认为该书观点
客观、视角较新，可以帮助中国人认清我国当前国家安全与战略方面所处的环境和问题，尤其有助于
青年读者认识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和中国共产党治国方略的正确，从而认清当代中国青年肩负的历
史使命，虽然本书作者不是中国人。其次，本书有不少数据资料可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时举例或引用
。进一步的评论... 阅读更多
4、西方人以自己的角度，抛开成见，可观的地评价中国。让我们看到了主流媒体之外，外国人眼中
的中国。
5、特别是对中国边疆局势的分析，因为75事件所以发现这位作者确实是中国问题研究专家。
6、描述多是中国当今的国情和周边的国家关系，最主要的美国的关系。还有一系列在能源，国防，
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知识的普及。
7、中国的最大威胁仍然是巨大上升的人口和资源不足的矛盾，表现为环保执行差环境不断恶化，就
业难劳动力富余，能源不断依赖进口，农村生活水平改善难，土地有效利用率差低产，房价与普通老
百姓收入差距太大，看病难看病贵等等
8、畏惧中国吧，这是你们一百年来犯的错。
9、国际的形式依然是相互博取利益，我们的发展需要自己的判断和决策。过于依靠国外的势力最终
受害的只能是自己。
10、很不错的书，从外国人眼里很难看到对中国如此客观的评价。
11、不管是G20  还是G2  中国崛起的步伐  谁也阻止不了
12、传承主旋律的时事评论，总有隔靴捎痒的感觉，说到哪里算哪里，老外写的东西逻辑结构非常清
晰的不多！
13、注意，是人民日报出版社的，你还真以为是法国人写的啊？
14、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点看央视的感觉，写的方向很多导致不够深入具体，可能也是写给不了解中
国的外国人看的原因？
15、　　       读了此书突然想起中国一句古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趁着羽翼未丰，怎能容你东山再起。养虎为患的道理，看来人家比咱们清楚得多。
　　    人权、主权、民主、民生，解释有用吗？何况有些本来就是一本糊涂账。
　　    看着被买走的钓鱼岛，还能称之为“威胁”。。。
　　    只能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16、还没读完...... 有一段写得很凤凰.
17、从一个法国人的角度观察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客观的描述了现代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以
及中国在国际社会扮演的角色。令人敬佩的是从一种国际视野和战略角度分析这些问题的由来和现状
。看这本书写的很好，不看这本书就不知道中国在世界上的战略布局是多么的有远见，不仅仅在能源
、国际争议上，更主要的是处理自身发展的战略方向！力荐，因为你可以从一种高度去看问题。。。
。。
18、长了一定知识
19、看了中国不高兴，所以就买了这本看下。没什么内容。
20、比较客观
21、已阅
22、中国的威胁不是来源于内部，而是自身！巨大的贫富差距和分配不均以及比世界好五倍的人权，
是卡在脖子上越拉越紧的绳索！看似满清的威胁来自海上，其实是自身腐败至骨髓！外国侵略者只在
门上踹了一脚，整栋房子就坍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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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读了此书突然想起中国一句古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趁着羽翼未丰，怎能容你东山再起。养虎
为患的道理，看来人家比咱们清楚得多。人权、主权、民主、民生，解释有用吗？何况有些本来就是
一本糊涂账。看着被买走的钓鱼岛，还能称之为“威胁”。。。只能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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