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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观察》

内容概要

在当今世界，中国是处于最为迅速和最具戏剧性的变化中的社会，因此，对旨在为不同听众分析和诠
释中国的“中国观察家”的需求也从未像今天这样高涨。罗伯特·艾什、沈大伟、高木诚一郎主编的
《中国观察：欧洲、日本与美国的视角》评估了欧洲、日本和美国的中国观察家在过去十年中对中国
经济、内政、外交及国家安全等几个领域的研究成果。由这些领域的权威专家执笔的分析，比较了各
区域的汉学家们针对当代中国的复杂性所采取的不同的研究焦点、方法和结论。其中，世界各地的中
国观察家在以下问题上展开了激烈论争：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中国政治变革的前景、中国在国
际形象和军事实力提升的同时对世界构成“威胁”的程度。《中国观察：欧洲、日本与美国的视角》
提供了一扇独一无二的了解中国研究领域以及中国自身的窗口，见证了国际学界对当代中国的研究与
知识的高超水准，以飨对中国政治、经济、外交政策和安全研究感兴趣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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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观察》

作者简介

作者：（英国）罗伯特·艾什（Robert Ash） （美国）沈大伟（David Shambaugh） 编者：（日本）高
木诚一郎 译者：黄彦杰  罗伯特·艾什（Robert Ash），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经济学教授，其研究方
向为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经济。 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和国际关
系学教授，并兼任中国政策项目负责人，同时还是布鲁金斯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项目的非驻所高级研
究员。 高木诚一郎（Seiichiro Takagi），日本青山学院大学国家关系、经济学和商学院的教授，同时
也是日本国际关系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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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观察》

书籍目录

撰搞人简介 第一章介绍（罗伯特·艾什沈大伟高木诚一郎） 第一部分中国经济研究 第二章欧洲的中
国经济研究（罗伯特·艾什） 第三章日本的中国经济研究（大桥英夫） 第四章美国的中国经济研究
（潘妮洛普·普莱姆） 第二部分中国政治研究 第五章欧洲的中国政治研究（高敬文） 第六章日本的
中国政治研究（小岛朋之） 第七章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包瑞嘉） 第三部分中国外交和国防政策研
究 第八章欧洲的中国外交与国防政策研究（凯·穆勒） 第九章日本对中国外交与安全的研究（高木
诚一郎） 第十章美国的中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研究（沈大伟） 结语 第十一章二十一世纪的国际中国观
察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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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观察》

章节摘录

版权页：   高等教育研究基金会报告所强调的一个重点问题，就是英国与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相比之下
令人失望的中国研究的活动规模。因此，这篇报告得出结论：“英国在中国研究这一学术研究领域中
所作出的努力和其他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欧洲和西方国家相比实在相差甚远。”在这一背景下，该基
金会倡导英国的中国研究转向语言的获得和社科领域中的当代中国研究，并提供一百万英镑以上的经
费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这一动议的影响在近年来当代中国研究研究生培训的扩大中得以反映。至于
它能否在包括经济在内的当代中国研究领域里催生高水平的研究和高质量的论文，目前还有待观察。 
沃克被广泛认为是英国当代中国研究的奠基人，在1989年英年早逝之前，他不仅对英国的当代中国研
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国际的中国研究学者群体中也是领军者之一。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曾经写到的
，沃克出版的作品“构成了一部对新中国成立四十年里农业经济发展独一无二的、逻辑连贯的权威性
叙述”。他的作品集中讨论三个问题：第一，从20世纪50—80年代农业发展中的制度变量（特别涉
及50年代的集体化运动、毛泽东时代私营经济扮演的角色以及80年代“去集体化”）的原因和影响；
第二，最重要的粮食部门的长期表现（包括去世后才发表的对“大跃进”影响下的粮食生产和消费的
分析）；第三，1978改革后的农村经济多元化——这篇论文也抓住了不同省份的农业和农村发展，这
是沃克作品中不断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在他长达40年的学术生涯里，沃克只指导了三名博士生的论
文，他们后来都选择留在英国从事对当代中国经济的学术研究。 这三名学生中的其中一位便是克里斯
托夫·豪威。虽然几年前已经退休，但豪威仍积极参与学术研究。多年来，他的研究工作一直完全集
中于中国大陆，后来转向日本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直至现在同时从事四个地区的经济研究。他最
初发表的论文主要讨论劳动力市场和就业问题。这也是对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城市就业的规模和决定
因素最早的研究之一。他同时还研究了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之间工资政策的原则及其影响
。他对于中国劳动力问题的研究主要建立在给人印象深刻的大批中文材料上的（包括省级新闻和经济
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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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观察》

编辑推荐

《中国观察:欧洲、日本与美国的视角》提供了一扇独一无二的了解中国研究领域以及中国自身的窗口
，见证了国际学界对当代中国的研究与知识的高超水准，以飨对中国政治、经济、外交政策和安全研
究感兴趣的读者。《中国观察:欧洲、日本与美国的视角》全文都值得仔细阅读，对于那些时不暇给的
读者，高敬文、大桥英夫、包瑞嘉的章节不容错过。他们的优点是，把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富有价
值的描述，跟形塑其研究领域的对于结构性因素的精彩解释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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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观察》

名人推荐

本书提供了有关当代中国研究三个领域的深刻图景，它将给予有关专家以极大的助益，帮助他们寻求
新的思想洞见，以使他们的工作能够赶上当代中国研究日益扩展的趋势。 ——罗伯特·沙特（Robert
Sutter），《中国杂志》 本书全文都值得仔细阅读，对于那些时不暇给的读者，高敬文、大桥英夫、
包瑞嘉的章节不容错过。他们的优点是，把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富有价值的描述，跟形塑其研究领
域的对于结构性因素的精彩解释结合起来。 ——克里斯名夫·豪威（Christopher Howe），《中国季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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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观察》

精彩短评

1、综述性质，参考资料，目录索引。这本书07年出版，中译本12年太迟了啊喂
2、除了经济研究方面的综述都读了，感觉中国研究还是以美帝最为发达，而且科学化水平最高。包
嘉瑞和沈大伟所撰写的部分都很精彩，前者详细梳理了美国学术界对中国政治的研究，还提到了老麦
（麦康勉）；后者指出了美国学术界对中国外交的研究和对中国军事及安全政策研究不仅人员基本没
有交集，而且还分成了两个领域缺少交流。其实沈所说的这个问题在中国对美日研究中也存在，军事
与外交相结合的学者倒还真是不多。
3、不错的工具书，比较详细的介绍了欧洲、美国、日本三地的当代中国研究情况，包括机构、人员
、研究成果等。
4、很一般很一般。大多只是概览性的综述“谁在哪儿研究了什么”，对于其中的明星著作/论文基本
没有相对集中的讨论和评价，后悔买纸质了。
5、读后感：美国的研究最为科学化，日本的研究经验材料最扎实，欧洲的研究最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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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观察》

精彩书评

1、《中国观察》是一本介绍欧洲、日本、美国学者对中国经济、政治与外交国防研究状况的概览手
册，涉及研究机构介绍、代表性学者及其著作。本书注释比原文精彩，因其罗列了学者在上述领域的
著作，不少尚无中译本。稍觉不便，正文中学者名只用译名，外文原名只在注释和索引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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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观察》

章节试读

1、《中国观察》的笔记-第65页

        价值中立的学术研究，因为被认为缺乏现实感以及对社会需求的理解，在日本不断遭到批评。 大
桥英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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