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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烦恼/决策内参》

内容概要

《决策内参(第4辑):大国的烦恼》内容简介：《决策内参》立足中国改革发展进程，关注社会焦点、
热点和难点，梳理发展经验与教训，推介发展模式与方法，借鉴海外经验与启示，透视历史与现状，
探讨改革发展的路径与未来。《决策内参》传递中央及各部门改革发展的声音和政策精神，聚焦高层
智囊的争鸣交锋，直面改革关键时期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汇集各个社会阶层对改革发展的感受、观察
和诉求，透过改革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挖掘政治、经济、社会等事件背后更深刻的复杂因素，提
供国家战略、公共政策的决策参考。
《决策内参》将可读性与理论性、前瞻性与可操作性有机结合，对实际工作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是
各级领导干部案头不可或缺的决策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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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崛起何其艰难　直面挑战，化“多难”为“兴邦”　民安方能国安　任何大国的崛起都绝非易事
　信心百倍不能代替冷静思考　应对危机的执政考验“三大预言”落与空　“三大预言”的思想脉络
与时代背景　“三大预言”的实践困局　新自由主义模式与危机根源　奥巴马新政与新自由主义的终
结　美国模式的蜕变　《资本论》热销引发的思考　西方民主为何“水土不服”　民主还是国产的好
　中国的民主探索自有其价值　催生“中国奇迹”的强大动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何以有声有色　超
越思想的障碍和束缚危机下理论家的责任担当　大的事件往往使原来的思想失去信誉　“理论霸权”
更值得警惕　中国终将改写西方主流经济学　金融、经济危机与理论家的责任　大国崛起期待理论智
慧“鸟巢一代”与中国未来　“鸟巢一代”影响未来的五大表现　每一代人都有其独特的贡献和局限
　政治参与趋势凸显现代元素　　取决于自身素质更取决于宏观体制　中国全面崛起的群体担当奥运
　深层博弈　暗战之一：关于金牌的心态冲突　无限放大“金牌情结”十分有害　比金牌更重要的是
中国精神　暗战之二：政治的角逐　奥运政治与奥运“政治化”之辨　政治优势是相对的　奥林匹克
究竟是什么　暗战之三：盈亏之战　北京奥运，盈利几何　暗战之四：文化的碰撞　展示中国文化中
的普世价值　“异质”文化相遇时难免冲突　争强而不斗狠，打架而不打仗　暗战之五：“面子”的
期待　志愿精神是公民社会的精髓　暗战之六：形象之战　中国形象该如何包装　奥运让中国更受尊
敬　暗战之七：国民素质的竞赛　提升国民素质的“奥运效应”　暗战之八：媒体的大考　让责任成
为媒体竞争的名片　改变西方偏见的一个转折点大国的演出　那一夜，中国文化感动世界　西方的误
读是对“和”的不理解　文化崛起的中国坐标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在哪里　文化“补课”弥补中西鸿
沟　“新轴心时代”下的文化超越　国运复兴的时代契机　大国国民心态正在形成　一个现代大国的
全球机会关于“中国模式”“中国奇迹”的理论期待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在演变　蓝天下的增长未来中
国新引擎　县域发展如何体现科学改革“试验区”的新使命民营经济“三十而立”中国力量迸发之谜
文化产业的中国之梦功利主义侵蚀“五四”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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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崛起何其艰难直面挑战，化“多难”为“兴邦"中国社会快速转型期的一个鲜明特点，是社会进步
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充满希望与饱含痛苦相伴。
这一鲜明特点，近年来表现得特别明显和突出。一方面是连续多年快速发展的“中国奇迹”，吸引世
界目光的“中国经验”，令全球炎黄子孙振奋的“中国崛起”，以及让人目不暇接的“中国面貌”等
等；另一方面是牵动中国人民心弦的各类挑战，除2008年初的雨雪冰冻灾害、“5?12”汶川大地震、
威胁全球的金融危机等之外，还有令人震撼至深的拉萨“3?14”打砸抢烧暴力事件，不久前发生的乌
鲁木齐“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这两起事件的共同特点是都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是境内
外各种敌对势力精心策划和组织的结果，它们都给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重大损失，给当地正常
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严重破坏。同时，这两起事件的迅速平息表明，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不得人
心，也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维护社会稳定这个大局的重大意义。中国的崛起，一方面是社会进步、社
会优化、社会协调、充满希望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克服社会代价、社会弊病、社会失衡、社会痛苦
的结果。这确实印证了中国古语“多难兴邦”!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中国要崛起、要复兴，
‘‘多难’’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克服“多难”才能崛起和复兴。我国面临“人类共同困境”和中国
社会发展与转型两类挑战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我国社会面临的挑战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全球共同
面临的“人类困境”的挑战，一类是中国社会发展和转型所面临的特有的挑战。“人类困境”这个术
语，出现在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一书中，主要指“当代到处存在的不稳定性”，也就是现
代风险。当代社会和谐不同于传统和谐之处之一，就是与世界性的人类困境联系在一起。“人类困境
”有多种表现形式，例如，SARS、甲型HlNl流感那样的新型疾病，不知何时到来的恐怖威胁，全球性
的认同危机等。2008年底去世的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于1996年出版的《文明
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实际上就是在探讨世界性的文明认同危机及其应对。由美国次贷危
机引发的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使我们又一次见证了这种人为造成的“人类困境”给人类自身社会生
活带来的巨大威胁。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在短短的时间内，造成192人死亡
，1721人受伤（7月15目公布的数字），充分暴露了这一恐怖犯罪事件的突发性、犯罪分子的残暴性、
犯罪后果的严重性。今后，可能还会有人们如今尚难以想象的、形形色色的新“人类困境”出现。中
国的社会发展和转型，不仅要有效应对世界性的“人类困境”，而且必须有效处理种种特有的挑战。
从社会学视角看，与社会建设、社会发展、社会转型紧密相连的特殊挑战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简称
“六大挑战”：第一，在市场经济陌生人的世界建立社会共同体的挑战；第二，在价值观开放多元的
时代促进利益共同性的挑战；第三，在社会分化加剧的形势下落实公平正义的挑战；第四，在社会重
心下移的情况下大力改善民生的挑战；第五，在发展主体总体布局上理顺三大部门关系的挑战；第六
，在生态环境恶化情况下建设“两型社会”的挑战。这些挑战无疑是更经常、更具有基础意义的。所
有这些挑战，归根到底都与社会资源——包括“硬”资源和“软”资源是否合理配置和分配有关。我
们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社会风险，都这样那样地与上述六大挑战有关，或者说是某一或
某几种挑战的表现。这里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境内外敌对势力为了阻止中国崛起，会培育、制造、转
移某些“人类困境”。例如将恐怖活动加之于中国，也会抓住国内应对特殊挑战中某些他们认为有机
可乘的东西，加以利用。这次境内外“三股势力”精心策划和组织的乌鲁木齐“7?5”事件，就有这样
“恐怖培育”、“恐怖转移”、“恐怖制造”的特征，其中也有利用某种借口扩大事态、激化矛盾的
不可告人的伎俩。这说明，上述两类挑战之间并不是没有联系的。今后，境内外敌对势力还会利用一
切他们认为可利用的事件，挑拨离间，制造事端，甚至不惜利用恐怖手段破坏中国的社会稳定和发展
。我们看到世界上有些国家，开始为了某种目的制造事端，后来却自食其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恐怖袭击。该是他们认真反思的时候了。中国应对挑战的能力在提高迄今为止，
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各族人民、我们的政府组织、市场组织、社会组织，都能直面上述两类
挑战，善于把握化“多难”为“兴邦”的机遇，善于把坏事转变为好事，通过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
稳定的关系，保持了社会稳定的大局，使我国社会享受多年社会稳定的“红利”，现在看来，这是我
国奇迹般发展的首要的必要条件。在应对像SARS、甲型HlNl流感、恐怖主义、民族认同问题、文化认
同困难等这类由新型风险构成的“人类困境”中，中国的表现是上乘的。在应对发源于美国的金融危
机中，与别的国家相比，我国也是很有特点和充满信心的。在应对2008年拉萨“3?14”事件，2009年
乌鲁木齐“7。5”事件中，我们国家也是越来越成熟的。这些已经初步向世人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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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这种新型社会主义的潜能、生命力和优越性。同样，在应对上述六大特殊挑战中，中国正在通过制
度创新、价值重塑，运用共建共享，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抓住城市社区建设、新农村建设
这两大基础，贯彻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把公平正义落实到宏观和微观制度的方方
面面，落实到百姓的感受之中。正是中国社会上上下下的努力，积极应对面临的挑战，才能在推进改
革发展事业的同时，保持了社会稳定，也使西方某些断官，“中国崩溃”的预言家们不断地看走了眼
。 在今后曲折的发展道路上，中国还必将面临与“人类困境”、与上述六大挑战相联系的种种风险的
考验。这种种考验将促使现在还非常年轻的新型社会主义进一步成长，变得越来越成熟，将使中国的
崛起、中华民族的复兴得以实现，这些都表明，社会稳定也和发展改革一样，不会自动到来，不会自
然而然实现，而是要靠我们艰苦努力加以争取、加以维护的。以理性的态度化“多难”为“兴邦”要
正确应对上述挑战，需要我们在认识问题上采取理性的态度，在解决问题上采取积极的态度。所谓理
性的态度，在当前主要表现在：首先，要有分析能力，即正确分析我们面对的两大类挑战、挑战的不
可避免性、社会稳定对应对挑战的重要性，以及我国应对这些挑战的有利条件。这些有利条件，突出
地表现在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要素上：一、有能够把全国人民凝聚在一起的、坚定不移的共同目标；
二、有能够把社会资源集中到实现这一目标上的、无可比拟的社会动员能力；三、有全国人民信赖的
、无可替代的社会领导核心力量。以这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的极强的自我调适能力，是中国社会的优势
，是战胜一切困难和挑战的保证，是社会沿着既定目标前进的强大推动力。其次，要有鉴别能力，即
对境内外敌对势力歪曲事实真相、挑拨民族关系的阴谋，要加以鉴别，避免盲信、上当受骗。其三，
要有识别能力，即对各种怀疑社会稳定重要性的言论，要加以识别，避免盲从、受其误导。 所谓积极
的态度，主要就是要积极能动地直面挑战，善于化“多难”为“兴邦”的机遇，珍惜来之不易的良好
环境，在推进改革发展事业的同时，保持社会稳定的大好局面，而不是采取回避、甚至畏难等消极态
度。在当前，面对犯罪分子打砸抢烧严重暴力行为及滥杀无辜的残暴性，我们在义愤填膺地声讨他们
罪行的同时，一定不要忘记多做民族团结的事情，多做促进民族和谐的事情，而不能反其道而行之，
特别要避免做那种使“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在事关民族团结的原则问题上，任何情绪化、图一
时痛快，都是无济于事的，都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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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决策内参(第4辑):大国的烦恼》编辑推荐：洞察时局变迁，审视社会脉动；聚焦高端争鸣，干部决
策参考。中国崛起何其艰难应对危机的执政考验“三大预言”落与空“鸟巢一代”与中国未来08奥运
深层博弈大国的演出城乡一体化新格局还有多远未来中国新引擎中国经济领航者猜想国外的“县官”
如何当民营经济“三十而立”中国力量迸发之谜功利主义侵蚀“五四”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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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标准的曾巩式文章，学写策论的好帮手。
2、虽然是名人们写的。但是。。太短了。
3、有很好的参考、思考价值。
4、这套丛书不错，不管从何种立场出发都值得一看。
5、很深奧的一本書,很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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