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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第五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专家聚焦中国特色发展道路———

中国快车如何换挡前行
! ! ! !中国崛起，
这条“东方巨
龙”将对世界造
成威胁，还是共
生互动，能否最
终实现“中国
梦”？这些话题，
成为昨天开幕的
第五届世界中国
学论坛上的焦
点。

和平发展
利益共存
针对“中国

模式”引发的
“中国威胁论”
或“中国崩溃
论”，过去几年
一直是国际上
的 热 门 话 题 。
为此，本届世
界中国学论坛
的主题就聚焦
中国的现代化道
路。

“中国十八
大胜利召开，产
生了以习近平为
总书记的新一代
中央领导集体，
并 确 定 了 在
!"!" 年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新的
奋斗目标，标志
着中国改革开放
和和平发展进入
新的历史阶段。”
中共中央党校前常务副校长、国家创
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郑必坚是此
次论坛的第一位主旨演讲嘉宾，他观
点鲜明：“过去 #"年的中国的发展
道路证明，中国正在‘和平崛起’，
走的是和平发展道路。同时，在世界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相互依存不
断加深，必须不断拓展和平发展的新
内涵，全方位处理好其他国家关系，
逐步寻找‘利益汇合点’、构建‘利
益共同体’。”

“中国梦”充满希望
郑必坚的观点引起与会不少外国

专家的共鸣。
对于中国发展模式，外国专家们

从旁观者角度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国
际事务与中国问题专家、埃及前驻华
大使穆罕默德·贾拉尔将中国模式与
西方、阿拉伯等国家的发展模式比较
研究后，对中国模式给予高度评价，
“十年间中国使 # 亿人摆脱了贫困，
这本身就是史无前例的伟大成就，而
且这项伟大工程还在继续。”他还表
示，“‘中国梦’属于中国老百姓，
而不只属于领导层，因此这个梦想充
满希望。”
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国际关

系教授、布鲁塞尔当代中国研究所所
长古斯塔夫·格拉茨则以一名欧洲学
者的视角，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未来
的发展之道做了大胆预测。“中国既
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新兴大
国，这一巧妙的平衡与中国的阴阳如
出一辙。而这两大角色最终会将中国
融合成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在昨天下午的圆桌论坛上，中外

专家们更是展开了头脑风暴，“中国
如何在发展为经济大国的同时增强
软实力？”“未来十年，中国如何
‘华丽转身’，成功转型，能否让奇
迹继续？”专家们围绕热点问题畅所
欲言。按照会议安排，圆桌会议中
间休息半小时。但是，休息时间到
了，不但发言人争分夺秒发表观点，
在场的听众们也纷纷举手，向中外
中国学专家们踊跃提问，引发又一
轮热烈的讨论……

本报记者 宋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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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亿人口创造了一
个个高速发展奇迹，“中
国模式”正吸引着世界
的眼光。昨天今天，第五
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在上
海召开。

本次论坛主题是
“中国现代化：道路与前
景”，共设立3场圆桌会
议和 8个分会场，240
多名国际中国学研究的
重量级专家汇聚一堂，
畅谈如何在全球化背景
下走出有中国特色的发
展之路，如何在发展经
济的同时保护生态环
境，如何在发展“硬实
力”的同时提升“软实
力”。在各种观点的交锋
交融中，凝聚对中国发
展道路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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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发展
关键词 全球化 文化软实力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未来十
年，中国应该如何根据中国国情，进
一步发展，走出大国崛起之路？

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比利时
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古斯塔夫·格拉茨
说：中国要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现代
化，最具挑战性的任务是在强势角色
和弱势角色之间达到一种平衡。

他认为，中国既是一个发展中国
家，又是一个新兴大国，这两种角色
最终会将中国融合成为一个“负责任
的大国”。虽然中国在经济改革之后
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年跃居全
球第二大经济体，!%&# 年又成为全
球最大的贸易国，但是作为衡量经济
成熟度的主要指标———中国的人均
国民生产总值仍在全球处于较低水
平。中国的发展模式仍面临许多挑
战，包括中国的发展过多依靠出口与
固定资产投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
的贫富差距，以及生态环境的恶化
等。中国社会的稳定取决于国内问题
的解决。

同时，他提出，中国的发展离不
开战略资源的稳定供应和安全的国
际贸易路线。一旦这个方面受到威
胁，中国整体的发展就会受到损害，
最终对中国政权构成威胁。因此，中
国需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与他国
经济保持相互依存，担负起负责任的
全球大国的使命，对全球治理作出有
选择的贡献，并试图在全球秩序汇总
融入自己的观点。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
员罗曼诺夫说：中国已经越来越意识
到文化软实力和文化价值观对于国
家发展的重要性。但不可否认的是，
中国打造文化软实力的道路上仍将
面对诸多阻碍和困难。在广泛借鉴他
国经验的同时，不应照搬西方国家的
战略，而应更多地在独特的中国文化
中寻找植根点。

罗曼诺夫的观点和卢森堡 '('

咨询公司魏柳南的观点不谋而合。
“美国软实力的最大特点是其文化的

通俗性，哪个国家没有好莱坞的电
影、美国的牛仔裤？”当今世界已走向
多极化的格局，随着新兴国家的不断
崛起，通过意识形态来评判一个国家
的做法已经行不通了。因此，国家软
实力的打造在国家发展和国际竞争
中就变得尤为重要。未来十年，软实
力的打造将会是中国在发展道路上
所不得不面对的最大问题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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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

中国未来发展的一大优势在于拥有

制度释放的空间!不断推进的中国政

治体制改革"是中国道路成功的秘诀

所在! 中国的发展有其独特性"未来

应在国际舞台上更多更广泛地寻求

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经济增长
关键词 可持续 创新转型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方面，与会专
家们普遍认为，中国要融入全球化，
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依靠人口红利和
成本竞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何
“华丽转身”，再续辉煌？

巴西里约热内卢国立大学客座
教授多斯·桑托斯认为，始于 !%%)年
的全球金融危机等，证明当代资本主
义将迈入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阶
段，从而开启一个全新的文明、多元、
平等的世界体系。

美国创新领导力中心主席约翰·
瑞恩说：产业革命新时期，创新领导
力对于个人领导者和整体组织机构
而言无比重要。事实证明，创新领导
力是可以通过学习得到提高的。

同时，鼓励创新是企业和组织机
构的当务之急，也是走向经济转型的
主题之一。作为一个好的领导者，培
育一种创新型企业文化非常重要，通
过合作更有助于提高其创新能力。创
新领导力除了包括团队与合作、转变
管理方式、沟通、学习弹性及战略决
策这五项基本技能外，还包括组织网
络分析、领导力教育的民主化、对下
一代非盈利领导者的投资及领导力
培训的度量等。

尽管由于工作原因无法到会，曾
创立“第三次工业革命”概念的美国
著名经济学家、趋势学家杰里米·里
夫金，仍将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观点
和与会者分享。他认为，如果说美国
是 !%世纪世界经济的楷模，中国则
最有可能在 !$世纪担当这一角色。
他还为大家勾画了一幅美好的未来
场景：“在可预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
到来后，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中国人将可以在家中、办公室和工厂
里生产自己的可再生能源，并通过
‘能源互联网’实现绿色电力的共享，
正如我们现在创造并实现信息的在
线共享一样。”

但他指出，要实现这一美好愿景
的关键，是中国需要对未来的经济发
展作出重要的决定。中国蕴藏着丰富
的煤炭和天然气资源，这使中国倾向
于依赖日渐式微的传统能源。是身陷
于日薄西山的依赖传统能源技术，还
是积极投身第三次工业革命，大力开
发可再生能源科技，最大限度地利用
人才和资源？如果选择后者，那么中
国极有可能成为亚洲的龙头，推动整
个亚洲实现向后碳社会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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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科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

究所所长刘杰 国际上对于中国的发

展存在较大争议分歧"主要分为西方

中心主义#道德纯粹主义#民粹主义

几种观点! 如果因为发展中存在环

境#生态#社会等问题"就否认过去 !"

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 则难免偏

颇!中国应该在吸取其他国家经验教

训的基础上"走出有中国特色的发展

之路!

生态文明
关键词 城市化 绿色经济

*+!,-、雾霾……这些牵动中国
乃至世界的字眼，让人们不得不正视
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衍生品”。如何
保护地球共同的家园，国际专家们纷
纷“支招”，探索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
展的中国道路。

加拿大 './/.0 '122304咨询公

司创办者与主席沃伦·卡兰兹指出，
全球城市化的发展速度很快，对人口
资源和经济的影响不可低估。城市化
就是全球的未来，为全球 56*的贡
献率在 !%%)年时达到了 )%7。中国
在建立低碳和环保城市时的指数并
不一致，尚处于初创期。通过对城市
研究和对指数的比较，卡兰兹发现目
前“生态城市”还没有明确的定义，也
没有明确的标准去对比。他还分享了
与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和
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合作的研究
中国低碳生态城市指数的成果，认为
中国应结合全世界的经验，建立自己
的可靠的、可衡量的指标。

世界观察研究所主席罗伯特·恩
格尔曼认为，中国在清洁能源投资以
及清洁产品制造方面已经处于世界
领先水平，这离不开政府自上而下的
政策支持。但遗憾的是，目前中国的
清洁模式主要集中在终端产品而非
整个发展进程，导致随着清洁投资增
长和再生能源领域的繁荣，带来了环
境和污染事故增多，影响中国可持续
发展的进程。为此，他建议，中国不妨
借鉴加勒比海和拉美发展中国家经
验，根据世界观察机构提出的“可持
续能源路线图”，将清洁能源与整个
经济、环境和社会影响分析相结合，
让各级政府有效规划绿色能源发展，
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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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

所长诸大建 绿色经济对于中国未来

#" 到 !" 年的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城市绿色转型需要走物质规模与

空间有节制的城市发展模式!注重发展

城市集群"不能采取$撒胡椒面%式分散

的城市布局"而是要发展多个有规模的

城市集群"让大中小城市形成功能互补

的城市地区! 注重城市的功能集成"不

像原来的工业经济时代"城市被要求分

功能地发展"这样就导致了$摊大饼%式

的城市蔓延!具有生态优势的城市可以

通过提供生态服务增加经济收入"提供

就业机会! 本报记者 宋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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