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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超越美国吗？

                   美国波士顿学院政治学教授

                   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一国的经济实力是其国际政治权力的基础。国家的经济实力越强，其在国际

政治格局中的潜力就越大。中国经济在过去 35 年确实取得了快速发展，这使得

它拥有足够能力去增强它的国际政治实力。尽管如此，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其国际

政治实力之间却表现出复杂的关系。

3 月 26 日，美国波士顿学院政治学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陆

伯彬在人大重阳举办讲座，认为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将制约中国的崛起。

陆伯彬（Robert S. R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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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的两次崛起

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如果它想挑战已有的强国，主要有政治变革和经济改

革两种手段。就政治变革而言，中国的情况和德国类似。德意志 1870 年完成联

邦统一，使其拥有了强大的军事和经济资源优势，最终仅用三年时间超越英国、

成为欧洲大国。而中国 1949 年实现了国家统一，自此中国开始逐渐发展成为一

个大国。

而在 1978 年之后，中国又通过经济改革开始了另一种崛起。在过去的 30 年，

中国几乎保持了每年大约 10% 的经济增长率。相反，美国在此期间仅维持了每年

约 4% 的增长速度。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不仅使其国际政治实力崛起，而且中美

两国之间国际权力也出现了转移的现象。这个局势就是中美关系紧张和所谓中国

崛起“安全问题”的来源。

二、GDP不意味综合实力提升

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是 GDP 总值和人均 GDP 孰重孰轻。显然，中国不会追

随美国强调人均 GDP 的重要性，因为那样需要中国 GDP 总值大于美国 GDP 总值

的 5 倍，就这点目前还没有一位经济学家认为中国能做到。但是在国际政治中，

人均 GDP 却不是一个最重要的指标。相反，GDP 总值却能够反映出政府投资于

基础设施和国防的能力。假设政府的税收不变，GDP 总值越大越能反映出一国能

够投入军力的能力。因此，中国 GDP 总值的增长恰是中国有能力赶上美国的一

个可靠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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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贸易实力。中国的制造业对中国成为贸易大国的贡献

举足轻重。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这个表述十分恰当，因为很多国家的

经济增长依赖对中国市场的出口，中国对这些经济体具有深远的影响。常有报道

称中国成为了某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其实这样的统计数据和中国的贸易实力之

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中国巨大的市场和政治权力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关系。

首先，经济实力很显然不会必然产生相应的政治或战略力量。新加坡、马来

西亚和澳大利亚等国的主要出口目的地是中国，各国 GDP 增长都严重依赖于中

国市场。尽管如此，他们却还在扩大与美国的防务合作，他们的安全和军事伙伴

仍然是美国。在东亚地区，只有在经济上依赖于中国，军事方面也受制于中国的

国家才不得不为此调整国家的战略。因此，巨大的市场催生的只是经济力量，但

经济实力无法替代政治军事权力。

第二，尽管中国已是东亚地区最大的新兴市场，但是对于很多国家而言，尤

其是日本和韩国，美国的市场仍然至关重要。而另外一些国家则同时依靠中国和

日本市场，因此中国市场并没有在众多东亚经济体中占据主导作用，其它地区的

情况也是如此。经济“多极化”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市场在国际经济中发挥重

要的作用。

第三，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顺差也削弱了中国的国际权力。中国可能是一

个国家最大的出口市场，但其他国家的市场也会对中国产生影响 ，因此中国也同

时依赖于美国和欧盟市场来保证其国内生产总值的稳定增长，这种依赖抵消了中

国在塑造国际经济秩序时的综合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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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主创新能力制约中国崛起

除了 GDP 和贸易实力这两个重要因素之外，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需要具有

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发展综合实力。在这方面，GDP 增长和军事实力之间同样存在

复杂的关系。在 19 世纪，一个国家的 GDP 和中央政府的财政税收能够很容易地

转化为军事力量，如步枪、铁路甚至坦克等几乎都是最早地在发达国家广泛使用。

然而在 21 世纪，只有财富是不足以支撑军事力量发展的。先进的武器与相

关技术需要有本土的应用研究能力。没有自主创新能力，一个国家的军事发展将

依赖外国武器供应商。这点同样限制了该国的国际影响力。

自主创新能力反映了一国社会政治与经济基础对于发展支持。二十世纪后

期，日本制造业的创新能力不足，因此无法帮助其进入包括美国在内的市场。

另一方面，从技术发展角度而言，尽管日本能够赶上美国，但它一直没有超越

美国成为最具技术创新能力的国家。法国和英国也是同样如此，德国的成功也

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所以到目前为止，美国仍然是世界上高新技术和设

备的主要制造商。

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将是发展高科技创新能力。中国政府当前一直强调创新，

这说明中国领导人已经认识到中国的创新仍然很不足，创新是中国崛起的关键。

四、中国的超越是为了实现“中国梦”

嘉宾观点：

房宁（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 美国现在受到的牵制很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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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相比中国而言，美国集中资源的能力较差。二十年以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

发言权会比现在大，美国也会在更大程度上承认中国，把中国看作一个相对平等

的合作伙伴或竞争对手。中国人一直不会忘记我们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对中华民

族崛起的定位——平等待我之民族。实际上中国一百年来的奋斗目标并不是很

高——我要进入到这个圈子，我要坐在这个桌子上，我要和大家是平等的——我

相信中国梦的最大目标是希望和世界其它强国一样能够有一个平等的国际地位。

司马南（独立学者，社会评论家）：中国与美国的理解其实没有很大的差异，

甚至越来越接近，这是因为两国交往多了，学者之间交流也多了。有人说过中美

关系是一种夫妻关系，斗而不破，吵而不散。我觉得中美关系更像是佛祖和太上

老君的关系。 佛祖和太上老君各有各的系统，谁也不可能吃掉谁。在中国人的精

神世界里，佛祖和太上老君是可以互相尊敬的，但见面的时候要保持一种状态，

这种状态就是要给对方必要的尊重。

赵亚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研究部副主任）：我认为中国的问题

不是很大，基本上是一个周期性的问题，也有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但通过对民营

经济的开放和对经济管制的松绑可以解决。而看美国的话，我认为它的复苏还是

比较脆弱的，我个人认为美国最大的问题还不是经济结构的问题，而是税收的问

题。现在有很多美国的大公司基本上不纳税，这给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造成很大

的困扰。至于说中国超越美国的问题，据我了解，中国人也知道美国目前的领导

地位是很难超越的。如果说中国真的有一天取代了美国在全世界的领导地位，一

定是美国自身出现了问题。美国与其把军事力量集中在亚洲对中国进行打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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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解决自身的问题。如果自身的财政收入问题解决以后，其他国家更难撼动美国

的地位。

贾晋京（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研究部副主任）：在传统安全领域的

国际关系问题当中，中国实际上没有打算去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这是由中国这

个国家文明的特质决定的。中国的文明是五千年的农耕文明，它是和平的，而美

国这个以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为主体的海洋文明才去想当世界的领导，担心中国挑

战它的位置。此外，针对陆教授讲到的创新问题，创新的支撑源于市场。很多创

新来自于美国，因为美国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而从 2013 年起全世界发生了一

个根本性变化，就是中国第一次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所以，这个世界上最多、

最重要的创新将来必然会更多的来自于中国。

王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执行副院长）：现在我们有资格谈“超越”

这个话题是中国人的荣耀，同样也是大国的宿命，因为只有大国才有资格谈超越。

实际上过去很多大国最终不是被外界打败，包括苏联。苏联并没有被美国打

败，是它自己打败自己的。所以，真正的中美之间真诚的竞争，关键不在于中国

能否超越美国，而是美国能否抑制中国超越，中国和美国是否都能超越自己。

最后，我认为中国梦要实现，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至

少应该不要比美国人差太多，让大多数人都能住有所居，让每个人生活好一点，

待遇好一点。中国现在人均 GDP 大概是 7000 美元（约合 5-6 万人民币），如果

中国人的收入再增长三、四倍，老百姓实际生活水平提高了，我觉得中国梦可能

就很近了，那个时候恐怕中国经济已经早早超越美国了。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电话：010-62516305

官方网站：rdcy-sf.ruc.edu.cn                新浪微博：@ 人大重阳                 

邮箱：rdcy-info@ruc.edu.cn                   公众微信号：rdcy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