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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棋局》

前言

符勇同志是中国生产力学会的理事，也是一位很有思想和见地的中青年学者，他思维敏捷、学养深厚
、著述甚丰，在学会里肩负着《一个伟大民族的复兴》大型系列丛书主编的重任。该丛书一共有9部
，其中前5部主要由他本人负责撰写，这无疑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作为中国生产力学会的副会长
，我很高兴为该丛书的第三部书籍《世界大棋局》撰写序言，对该书加以介绍和评价。国际关系和世
界格局都是一些比较深奥的问题，这方面的理论书籍汗牛充栋，被国内学院派的一些理论家反复著述
，然而，将深奥的国际问题通俗化、大众化、普及化方面的书籍却并不是很多，作为国际问题研究方
向的符勇同志一直以此为己任，力图通过通俗化的书籍，让更多的社会大众和读者去了解世界、认识
世界和关注世界，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责任感。    当今世界，有很多人都认为，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
世纪。可是，作者却始终保持了少有的冷静、清醒和理智的头脑，在书中，他通过大量的数据、实例
和事实进行了中美、中欧、中日的对比，让国人看清楚了我们国家现在所处的现状和位置。并提出了
“当中国的GDP超越了美国，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论断，就像当今欧盟27个国家的GDP已经超
过了美国，仍然不能超越于美国成为世界龙头老大一样。这样就更加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了中国的国
情和今后努力的方向，少一些浮躁，多一些务实。    在该书里，作者描绘了一幅复杂多变的二十一世
纪世界大格局、大棋局演变的形势图画，那就是从新世纪的“春秋战国”时代到大北美、大东亚、大
欧盟三足鼎立和三分天下的时代再到亚洲太平洋的时代这样一幅宏伟画卷。    在这个世纪大较量、大
博弈、大转折的时代里，作者认为，美国虽然处于相对衰落状态，实力已经大不如前，但是，它还是
有可能咸鱼翻身，重演1929年至1933年经济危机之后再度崛起的历史剧幕，重新保住世界霸主地位。
认为欧盟的大战略就是静观中美两个超级大国在亚太地区的内斗与搏杀，坐山观虎斗，期望中国和美
国两个世界大国两败俱伤，最后渔翁得利，重新夺回世界霸权。    在大北美、大东亚、大欧盟三足鼎
立和三分天下的时代，作者认为中国的最佳亚洲战略就是仿效德国，联合印度、俄罗斯、韩国、东盟
、中亚国家，走亚洲联合自强的道路，在亚洲建立起巩固的战略根据地，应对美国、日本以及美日同
盟在西太平洋的挑战！    面对二十一世纪的严峻挑战，作者明确地提出了我们国家应对挑战所应当采
取的共生共存理论与熟果政策理论的战略指导思想和“高筑枪、广交友、不称王”的战略指导方针，
以及“百年生聚、百年生变”的发展口号。这些都充分显示出作者深谋远虑的眼光和睿智的胆识。    
为了破解和瓦解美国针对中国建立的“亚洲小北约”，作者提出了建立亚洲统一战线的整体思路，认
为中国不应当提出“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样的口号，而是应当提出“二十一世纪是亚太的世
纪，是亚洲的世纪”这样的口号，这样就能够唤起和团结更多的亚太国家和亚洲国家，而不是使自己
处于英国那种“光辉孤立”的境地。    在该书中，作者站在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和国际格局演变的大背
景之下，比较系统地提出了绝对霸权时代、相对霸权时代、相对崛起论、相对衰落论、共生共存论、
熟果政策论、软战争、硬战争、软较量、硬较量等一系列新观点、新理论、新思路、新方法，这些都
反映了作者比较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学术素养。    希望更多的读者能够看一看这部书，更多地认识二十
一世纪我们所面临着的各种挑战，更多地了解世界、认识世界、关注世界，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做出自己的一点贡献。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2012
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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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棋局》

作者简介

符勇，曾用名符仁勇，笔名求实、耕耘。四川省达州市人，中共党员，历史学硕士，时事评论员，中
青年学者，中华百科英才大典入选者。中国生产力学会策划委员会专家委员、理事。四川大学北京校
友会网站主编。《一个伟大民族的复兴》大型系列丛书主编。近年来，先后获中国新闻奖两次、中央
产业报一等奖两次、其他省部级奖六次。参与编写的书有《中国策划教程》、《中华禁烟史略》、《
顶尖策划》等六部；著有《跨世纪的里程碑》、《帝国危机》、《危机逼近人类》等书。在母亲水窖
工程、幸福工程牵头人王光美女士的感召下，帮扶过五个贫困家庭和五位贫困母亲。先后资助过河南
、河北、山东、陕西、甘肃、青海、吉林、贵州、四川等省近二十多位家庭贫困而成绩优异的小学生
、初中生、高中生和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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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棋局》

书籍目录

序言 自序 一个中国学者眼中的世界大棋局 导论 不想当预言家，只想对未来做一些战略评估 第一章 21
世纪的世界形势和世界格局 1.21世纪，一幅惊人的春秋战国形势图画 2.站在历史的潮头，静观世界的
进化与法则 3.21世纪，绝不是单纯哪一个国家的世纪 4.大北美、大欧盟、大东亚：世界三大地缘政治
经济中心 5.中国的相对崛起并不意味着西方的绝对衰落 6.美国乎？欧盟乎？中国乎？明日世界冠军大
点评 7.如何看待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战争与和平 8.中日钓鱼岛之争：新式软战争 第二章 今日之欧盟，是
昔日之沙皇俄国，还是最终走向分裂 1.融入欧洲是德国明智的战略选择 2.今日欧盟的东扩酷似昔日之
沙皇俄国的扩张 3.大欧盟帝国的梦想就是重新夺回世界霸权 4.欧盟，是实现伟大统一，还是最终走向
分裂 第三章 苦苦挣扎的俄罗斯，是东山再起，还是面临解体 1.曾经的俄罗斯只是乌拉尔山以西的一个
地区小国 2.今天的俄罗斯是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 3.美国、北约和欧盟是怎样在削弱和围剿
俄罗斯的 4.普京的“苏联帝国梦想”还会复活吗 5.独联体为何变成了松散体并面临解体 第四章 印度会
是下一个贫困的超级大国吗 1.看看印度右翼人士的帝国胃口 2.印度最可怕的敌人是谁？不是别人，而
是自己 3.中印冲突，中印的不幸，亚洲的不幸 4.印度会是下一个超级大国吗 5.印度的困惑：军事大国
乎？贫困大国乎 第五章 日本会成为下一个大英帝国吗 1.日本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世界军事大国 2.请
看日本对付中国的办法 3.日本右翼人士现在忧虑和期望的是什么 4.日本会成为下一个大英帝国吗 5.中
日冲突，两败俱伤，谁笑得最欢 6.日本何以30多年雄踞世界经济第二名 7.当中国的GDP超过日本时，
值得举国欢呼吗 8.附录：日本在21世纪的生存战略 第六章 美国是一个正在走向衰落的罗马帝国吗 1.美
国何以领先世界长达100多年 2.看看克林顿对中国的“战略规划”到底是什么 3.硬实力的小布什与软实
力的奥巴马 4.美国：挑起地区冲突、动荡和战争的总根源 5.中美关系，是同舟共济，还是同床异梦 6.
对中美关系上策、中策、下策和下下策的冷静思考 7.美国面临的最可怕的敌人是谁？中国？俄罗斯？
非也 8.美帝国最终会葬送于欧亚大陆的称霸途中 9.附录：美国例外论的五大错觉 10.附录：美国盲目自
大引导地球走向毁灭 第七章 21世纪中国发展与博弈的大战略和策略 1.中国是世界大国，但不是完全意
义上的世界强国 2.中国与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差距在哪里 3.中国在21世纪大格局中的战略定位 4.大国
崛起，就是要经受大灾大难的考验 5.中美两国集团，对中国来说是一剂毒药 6.中国面临的最可怕的敌
人是谁？美国吗？不是 7.中国在世界大棋局中的地位和作用 8.俄罗斯的战略觉醒与中国的亚洲统一战
线 9.21世纪中国的大战略：共生共存论与熟果政策论 第八章 2050年前后的世界大展望 1.巴西有可能成
为世界大国争斗的“渔翁”吗 2.中国未来发展前途和命运的三种可能性判断与评估 3.2050年前后，人
类将为争夺“水”而发生战争 4.2080年以后，人类即将告别石油时代 5.21世纪，人类最伟大的两大发
现是什么 6.到火星与外太空生存，是人类的必然选择 7.21世纪，是一盘还没有下完的棋局 后记 历史是
一部不好预测的动态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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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棋局》

章节摘录

版权页：   21世纪，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纪呢？用一句很经典的话来概括和形容，它就极其类似于中国
古代的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诸侯并起、群雄纷争的时代，是一幅惊人的春秋战国形势图画。 在绵延
了500多年历史的春秋战国时代，在中华大地上，上演了一台台诸如春秋五霸、三家分晋、战国七雄、
合纵连横、秦扫六合等众多历史大戏。春秋五霸，主要是指楚国的楚庄王、秦国的秦穆公、齐国的齐
桓公、晋国的晋文公和宋襄公。战国七雄，指的是齐国、楚国、燕国、韩国、赵国、魏国和秦国这七
个大国。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围绕着争夺地区霸权这一主题，或者合纵，或者连横，演绎出了一个个
精彩绝伦的动人画面和传奇故事。 反观今日之世界，酷似一幅惊人的春秋战国形势图画呀120世纪90
年代，世界处于“春秋五霸”时代，美国、欧盟、日本、中国和俄罗斯等代表了世界的五极力量中心
。而21世纪，世界则明显已经不是五霸时代，而是处于“战国七雄”时代。印度、巴西、南非、东盟
和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的地区大国与地区组织也不甘示弱，进入了世界大格局的棋局之中，这样就使
当今世界进入了一个群雄并起的新时代，世界和地区范围内的竞争更加激烈，甚至是白热化，稍不注
意，就有被淘汰出局的危险。 西方一些记者和学者，甚至包括国家领导人常常说，20世纪末期到2l世
纪初期，国际政治和世界格局中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就是中国的崛起。然而，这个判断准确吗？ 
一点不准确，也更不客观。它只是一种十分片面的说法和认识而已。作为中国人，我们要有清醒和冷
静的头脑，要有正确的世界观和大格局观，千万不要被这种表面的夸耀弄得沾沾自喜，继而神魂颠倒
了！ 其实，冷战结束后，世界上崛起的国家和区域一体化组织很多很多，绝非只有中国一家。其中包
括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保持30多年世界经济第二、第三号大国的日本和德国，国民生产总值超
过美国的欧盟，东盟、亚洲四小龙、欧洲的西班牙、中东的伊朗、南亚的印度、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
、南美的巴西、欧亚大陆的俄罗斯、非洲的南非等等。今日之世界，不只是我们常说的“金砖四国”
，还有展望五国，更有金钻十一国。因此，这真是一个诸侯并起、群雄纷争的“春秋战国”时代！ 这
才是冷战结束后，世界形势发展的全貌和真实图景。看到这幅图画，我们的头脑才会更加冷静和清醒
。 首先，是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崛起。这是一个可怕的世界格局的根本性改变，也是美国第一次
崛起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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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棋局》

后记

2006年12月下旬，北京一个寒冷的深夜里，当我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家里的书桌前，起草《世界大棋局
》这本书籍的写作提纲时，抬头望着眼前的一幅世界地图，看着基辛格博士的《大外交》这本书籍，
内心十分激动和感慨：10多年的卧薪尝胆，自己也能撰写国际关系著作，能够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这在以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然而，为了实现研究国际关系的梦想，我经历了整整10多年艰辛
奋斗的历程。记得我是1990年开始准备研究生考试，那个时候考国际问题研究生时，最热门的参考书
籍莫过于尼克松的《展望2l世纪》和《不战而胜》、基辛格《大外交》、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
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和《大棋局》等这些畅销书。当时，这些书是不好购买的，我们地方的新华
书店根本买不到，我只能委托在北京攻读硕士和博士的老乡才把这些书购买到，当时，得到这些书籍
如获至宝，一边阅读，一边珍藏在自己的枕边。    尽管这些书籍多少有一些反共的色彩，但是，作为
世界一流的政治家、政论家和专家学者，他们的书籍确实启迪了我们的思维，丰富了我们的视野，开
阔了我们的眼界！    看到这些书，阅读到这些书，对于他们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俯视世界，管窥古
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真是钦佩不已，久仰不已。    当时心里想：如果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够像
他们一样，成为国际问题的专家、学者，写出研究国际关系和国际问题的巨著与宏论，该有多好！    
正是在这种目标的驱策下，我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外语，一边考试研究生，确实是很辛苦！没有周末
的休息，在坐飞机的出差途中，在出差的火车上，还忙碌着学英语单词、背诵世界通史、中国通史！ 
  在寒冷的冬天，我两次北上北京，购买人大研究生考试资料，找导师，准备考试，吃尽了苦头。那
个时候考研究生，没有扩招名额。一个导师只能招收一两个学生，而且上分数线的人还不少，竞争特
别残酷。1992年，我报考了外交学院的研究生，考了338分，分数上线了，却失望落选。1993年，报考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考了333分，分数上线，可以调配。    我们那个时候，研究生分数线是300分，
虽然我上分数线了，由于没有及时到北京参加调配专业，我又一次失望落选了，没有读成中国人民大
学的研究生！现在，我手里还保留着中国人民大学研招办给我写的三份推荐信，每一次看到这些信件
时，我就多了一份勤勉，更加懂得如何珍惜青春年华、发愤图强的大好时光！    万幸的是，我被推荐
到四川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还能够满足自己攻读国际关系和国际问题的愿望，终于成就了自己的
一大心愿。    在四川大学攻读硕士期间，除了在川大图书馆和研究所里阅读了大量的国际关系论著和
资料外，我们还在南亚研究所、欧洲研究中心上课和学习，接触到很多到中国留学的外国访问学者，
三年的研究生历炼，让我们学到了做研究的很多基础性知识，打下比较扎实的理论和基础功底。我们
当时的导师一再强调：搞国际问题研究，就是要研究大历史，研究世界格局，研究21世纪的世界形势
和面临的挑战，只有拥有这些坚实的功底，你才能够研究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和重大课题，老师的教
诲至今还在耳畔回响。    最幸运的是，在三年研究生期间，我有幸能够听到一些国家级大师的演讲和
授课，历史学大师缪越先生、文学大师杨明照先生，特别是他们关于学问诙谐幽默的讲解，让我终生
受用：何谓学问？就是要学要问，边学边问，不懂就问，要不耻下问，才是叫做学问。不懂装懂，浅
尝则止，流于浮躁，不叫学问。小学问，就是小学小问，不学不问；大学问，就是大学大问，终生学
习，终生追问！    当《世界大棋局》这本国际关系著作即将要在全国出版发行时，我的确忘记不了我
的那些导师们，我最想感谢的是那些世界级的国际问题专家、学者，正是他们，充当了我的引路人，
带领我走上了国际问题和战略研究的领域，成为了一名敢于肩负重担、研究世界前沿和重大国际问题
的知识分子，能够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自己的一点点贡献。    如果说，我今生多少能够取得一点小小成
就的话，那也是他们激励的结果！    应当承认的是，凭借我自己一个人是无法承担如此重大的课题和
沉重的研究任务的，多少还是感到有些力不从心，名不副实。尤其我们这种参加工作和应酬又特别多
的人来说，书籍的写作，实属不易，基本上都是依靠在八小时之外的时间、周末和节假日进行的，依
靠挤时间“挤”出来的书籍，又叫“三边工程”：也就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一边写作。书籍的内
容肯定多少有些不够完美和完善，因此，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业内人士的指点、批评和赐教，我会虚
心地接受指导。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只是构勒出了一幅概貌而又宏观的历史画卷，一幅世界大国战
略的总体棋局，没有进行更全面更深入地剖析。同时，为了方便出版的需要，对每一章都作了一些删
减，甚至把第二章成建制地删减了，这一章主要是讲21世纪人类面临的形势与挑战，在欧洲章节、俄
罗斯章节、印度章节里还删去了一些敏感的话题，使该书的思想和深度大打折扣，也失去了一些锋芒
而又尖锐的观点。因此，书中难免会有一些不足之处，或者美中不足的地方，也期待广大读者批评指
正。这样，我就想在本书进行再版的时候，把这些意见和建议，都认真加以考虑，无论是在篇章的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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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结构上面，还是在文章的内容方面，都进行相关的调整，从而使之更加完善一些。    历史是什么？
历史是一部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不好预测的动态史诗，尽管对过去的历史可以总结、分析和归纳，
对未来的历史也可以展望，但是，世界是不断变化的、发展的、可塑的，一切皆变，一切皆有可能。
因此，对未来的动态把握更是难上加难。正如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的那样：如果有谁把自己标榜为真理
和知识的裁判官，他就会被神的嘲笑声所覆灭。莎士比亚更是说，千万不可妄自评论你所不知道的道
理，否则你可能会用生命的代价来补偿你所犯过的错误。基于这种认识，本书只是对世界大棋局进行
了宏观的勾画和把脉而已，在将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这些深奥与高端的理论问题尽可能通俗化、大众
化方面做了一些肤浅的努力罢了。    最后，还要感谢中国生产力学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胜昌先生给
予我的大力支持和关怀，感谢学会的部分专家、学者，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给予我的帮助和指导，是
他们的鼓励、鞭策和推动，才使我有如此的毅力、勇气和责任，去从事这项艰苦的工作。    尤其应当
感谢的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事长郑新立在百忙之中，为
该书撰写序言。    著名军事评论家张召忠少将、著名军事专家尹卓少将、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黄平
所长、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楚树龙副所长、中央电视台CCTV-4《今日关注》栏目主持人鲁健等
人为该书撰写了推荐语，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马汝军副总编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的张高
里副总经理、宗颖高级编审对该书进行了审校，提出了很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在这里也一并表
示感谢。    在本书写作的过程中，也非常感谢庞文剑董事长给予我在调研工作方面提供的一些支持和
帮助。特别是几次造访他在北京郊区附近开发的天鹅湖项目，那里湖光山色的美丽，令人忘记了大城
市的喧闹，享受到了世外桃园的宁静，印象十分深刻。    2012年6月18日    于北京市西郊远洋山水中书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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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世界大棋局:对21世纪世界形势的观察与思考》作者站在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和国际格局演变的大背景
之下，比较系统地提出了绝对霸权时代、相对霸权时代、相对崛起论、相对衰落论、共生共存论、熟
果政策论、软战争、硬战争、软较量、硬较量等一系列新观点、新理论、新思路、新方法，这些都反
映了作者比较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学术素养。

Page 8



《世界大棋局》

名人推荐

要认清21世纪世界演变的大趋势，《世界大棋局》给你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 ——著名军事评论家
张少忠少将 将复杂的国际问题通俗化、大众化，《世界大棋局》在这方面做出了一种有益的尝试与探
索。 ——著名军事专家尹卓少将 《世界大棋局》一书，展现了一幅世界局势不断演变的宏伟历史画
卷，体现了一个中国学者博大而又睿智的世界观，值得一看。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黄平所长 
观察世界形势，认识中国国情，《世界大棋局》是一本特别造合阅读的书籍。 ——中央电视台CCTV4
《今日关注》栏目主持人鲁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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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此书很不错，印刷质量很好，关键是内容好。既通谷易懂，又有高度和广度，很适合关心世界格
局和中国未来的亲阅读。
2、当今中国处在一个伟大的转折时代，如何认识世界形势和世界格局，对于我们来说，尤其显得很
重要。《世界大棋局》正式这样一本通俗化、大众化的时政类读物，它使我们能够比较清醒地认识到
中国自身的差距，能够更加客观地了解世界，它无疑给我们了解世界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参考和视觉。
建议大家有空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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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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