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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新中国外交史
2、未来世界是能源的战争。
3、作者的观点不片面，对中国也抱有乐观态度，只是对有些观点我不太赞同，譬如对我国某些行为
应当关注等。不干涉他国内政是西方最需要学习的。
4、大陆版的好像有删节，对非洲那部分感觉挺意外
5、绝佳的阅读感受，对中国的国际援助战略以及中石油等国有企业的海外基建工程深感震惊（与大
型国有企业在国内被广泛批评不一致，在这里其战略地位很明显，有哪个民资有这样的能力呢）。如
果我自己能通过游历和阅读达成这样的理解那不也是很刺激的事么？和学术文本的发达相对应，这类
文本在中国很稀缺，后果就是缺乏具有理解力的公民（？）。
6、如果说言论自由比读书识字更重要，如果明主价值比一日三餐更重要，那么这些崛起中的国家难
免会产生怀疑：你所关心的是意识形态，而不是人的疾苦；是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对失去这一
地位的恐惧。
7、中国政府总是在我们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做了很多利国利民的事情。这本书真应该给那些天天喊着
对外援助不如捐给山区小朋友的那些人看看，懂不懂什么叫合纵连横，什么叫外交战略。不过作者作
为一个德国人，看中国的角度明显地太偏向中国一方，也可以看作是外国人对自己的国家的一种鞭策
吧。PS里面有些敏感词还是通过了审查，比较震精
8、不知道有没有删节，但至少多了个视角。同时推荐《十亿消费者》
9、有血有肉。
10、比较翔实的记录，绝不当头，有所作为

11、与中国人所知的不同，没想到中国与伊朗等国家的关系是这样的。
12、虽然厌倦着国外学者对天朝盛世的歌颂，但这本书偶尔有些少得可怜的信息给我们
13、德国中国通的世界观察，从蒙古到非洲，第三世界无可奈何地欢迎中国人。劳工、资本、文化，
以至于大举移民，非洲成了中国近十年来贸易投资的重头戏，权力与资本掮客们穿插其中，穿针引线
。
14、的確有些國內看不到的國際關係的資料，然而中國威脅論以一種務實的方式傳遞出來，口氣和心
態都很奇怪。#壹陸讀#052
15、高度肯定中国的崛起，但视角与国内某些领导人的翻译很不同。可读性很好
16、不知道今年考研会不会考全球化。。。
17、海外看中国
18、近年流行的“出口转内销”图书。一个常驻中国的德国记者写给德国人看的中国崛起，又翻译成
中文给中国人看。写的挺浅白的，没什么振聋发聩的惊世内容。安哥拉，苏丹，伊朗几节的历史问题
写的明白，采访内容有新意值得一观。不做普遍推荐，不过常常跟着转发我兔星辰大海好大棋的朋友
，我建议你读读这本书。【部分文中数据我没有核实，但感觉有偏差】

19、政治比以为的更复杂。政府在海外做了这么多事情，大部分说不定国内也有报道，但都放在哪？
至少我相信大多数国人并不清楚政府在海外做了这么多。作者的态度很务实，但估计是因为职业习惯
，对问题的涉及很浅，更像说明文。中国政府比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好太多（哦，原来发展中国家
的政府可以表现得这么糟糕和无力），但距离我心中的目标还差太远。可能是在经济方面的表现太好
反衬得政治方面慢吧。
20、另一个视角。
21、我一直担心记者写的这种东西流于所见，缺乏深度，看完之后起码没让我太失望，第九章不错
22、甲骨文系列也有不好的书。
23、从亚洲到非洲,一方是跑得飞快的记者,一方是身经百战的政客,针锋相对的戏剧化冲突背后,仍是在
中国的外交基本法中绕.虽然作者这样热情,但还是要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
24、自己知识储备需增强。看到了与国内不一样的观点和视角 只是看完没有那种打开新世界大门的通
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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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所输出的是堂吉柯德式的中世纪骑士精神 捍卫封建贵族 领主的地位与价值
26、这么跪舔 也没给你绿卡啊
27、甲骨文系列里最差的一本
28、想起了小平同志那句名言：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看来这句话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西方。
29、这本书不错，另一个角度的中国
30、内容偶有错误，尤其数据错误不能忍受，作者在某些数据举例方面没有系统，讨论宏观话题时数
据却不够宏观性。
31、书挺不错的，角度比较客观，适合学财经类的人阅读
32、喜欢这种外国作者以独特视角描述中国经济的著作，几年前的著作了，随着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
提出，中国的海外并购触角已经伸到了中亚等地，但引发的争议也是越来越多。
33、德国记者写给德国看的，中国冲击在亚非的体现，以及建议。
34、很好读
35、能够看出是一个久居中国的记者所写的关于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关系的游记+评述性书籍，从对"
中国冲击“的分析中看出，中国的冲击不是直接针对发达国家的，更像是在包抄那些西方国家，尤其
是那些饱受西方批评的国家，如伊朗、苏丹等。从中也能看到一些没有被中国媒体爆出来的中国-西方
决策的博弈，中国媒体常说西方世界没有听、也不想听中国的声音，这也算是广大中国人也没听到西
方人的声音。在其中，作者也带有德国人的视角老对比德国和中国崛起当中的异同和升华性思考，对
于中国的崛起西方更像是无可奈何，也提醒警惕西方世界走向保守派和极端派，因此要”设法集中知
识分子力量，让这些"世界贵族”中的思想进步者，改革派带动那些持温和立场的中间力量，孤立保守
派和强硬派“。在P268，唐-阿巴斯王朝在今蒙古国境内接壤，属于明显的错误了。
36、德国人的有趣视角，资料满分，叙述和故事满分，如果你想知道中国商人在海外的趣闻逸事，值
得一看。在政治分析中体现了德国人一贯的蠢萌和方脑袋，作者如果写成纯游记过纯学术体裁更好。
37、这本较强时效性的报告文学意义在于介绍了普通中国人不清楚的中国在新兴国家的各种动作，在
作者看来中国的实用主义使西方在那些地方望尘莫及。同时我们要注意的是中国如此大规模的对外投
资（援助）来换取资源是不是合算的，能不能获得长期和稳定的收益。
38、甲骨文丛书第一本阅毕。作者不断抱着大胆妈妈大腿，评述我国对外如何抢占先机夺取经济，评
击作者国家总理多无作为，这样真的好么？！国家对外发展经济，跟现在贫富差距这~么~大！真的没
关系么！？何况书中采用的诸多数据的可确性值得怀疑，就国内三个运动死亡人数我就想撕书！
39、看了这本书感觉中国好强，到处在下棋
40、新资本主义势力对老帝国秩序的冲击，金钱/资本的力量，势不可挡
41、有些地方的错误明显是因为不走心；材料很不错，他关注的正是我之前很少了解的，但议论感觉
有点牵强；作者疑似布莱希特粉。70/100
42、大势已去者有一个通病，他们不愿意认真分析其基础崩溃的内在原因，而是在其他人身上寻找罪
责。他们攻击的目标永远是那些同时代最有成就、最聪明的后起之秀，当年是生意上聪慧过人的犹太
人，今天则是头脑精明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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