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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实现了一个梦想 

• 35年前文化革命结束时，中国处于极度混
乱状态。粮食不够吃，生产几乎崩溃，社
会失序，国家没有希望。 

• 邓小平拨乱反正，领导中国走上改革开放
之路。开始了三十多年的快速增长。 

• 中国从全世界最贫困的国家成长为全球第
二经济体。 

• 三十年前一个人做梦也想不到中国会有今
天的样子。 

 



近180年来唯一的和平三十年 

• 自从1840鸦片战争以来，近30年是中国人
享受和平盛世的唯一一个三十年。 

• 请看下表： 



回顾中国近173年走过的路 

• 大体上可分为六个30年。 

• 第一个30年1840-1870。第一，二次鸦片烟战争。咸丰皇
帝出逃，火烧圆明园。太平天国1851-1864.死亡近亿人口。 

• 第二个30年1870-1900。中法之战。甲午战争，洋务运动。
开始面对西方。义和团，八国联军。慈禧太后出逃西安。 

• 第三个30年1900-1930。满清退位。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
军阀混战。我本人出生。 

• 第四个30年1930-1960.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
三年灾荒。饿死3600万人。 

• 第五个30年1960-1990.文革浩劫，改革开放，89.64天安
门事件。 

• 第六个30年1990-现在。市场化改革。 

 



中国的进步全都由于中外交流 

• 技术方面，所有的发明都来自西方。 

• 经济，社会，政治方面的进步也是由于西
方的影响。如银行，法院，选举，学校。 

• 在上世纪初，西方思想大多通过日本中转。 

• 孙中山，蒋介石，鲁迅，郭沫若，周恩来
都在日本学习过。 

• 经济，共和，共产党，干部，都是日本人
翻译的。 

 



抗日战争和二战结束 

• 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给东亚各国百姓造
成巨大损失，包括日本人民。 

• 战争的发起者对所有国家的人民犯了罪。 

• 日本是战败国，美国是战胜国。但是美国
没有把日本人变成亡国奴。而是帮助日本
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强国。 

• 中国是战胜国，但是解放后非正常死亡约
五千万人。国力极度衰败。 

 



朝鲜战争使中美反目成仇 

• 中美原是同盟军，一起作战，打败了日本。
但是朝鲜之战使中美反目成仇。 

• 从此中国在世界舞台上一直没有走出困境。 

• 中国和独裁政府友好，和民主政府格格不入。 

• 中国国内对普世价值有争议。 

• 但是中国保持了对外开放的姿态。中国不可
能脱离世界大潮流。 

 



两种不同的国际关系 

• 一种关系有双赢解，可使双方都得利。 

• 另一种是零和游戏。不可能找到双赢解。 

• 贸易，投资，人员交流，互相学习，都有
双赢解。 

• 国家主权，领土，尊严都没有双赢解。 

• 对后者必须谨慎从事。如钓鱼岛事件。 

• 尽量把后一种关系转化为第一种关系。通
过共同开发获得双赢。 

 



市场制度改变了人类社会 

• 从十八世纪末人口和寿命快速增长，其速
度远远超过人类过去几万年的记录。 

• 可能的解释是市场经济制度改变了人与人
的关系。从互相斗争变为双赢合作。 

• 全球经济一体化消灭了争夺资源的战争。 

• 中，美，日，德，等过都要进口石油，但
不会因石油资源有限而爆发战争。 

 





把“温良恭俭让”引入国际关系 

• “温良恭俭让”是中国儒家的优秀传统。在日
本更发扬光大。 

• 它使中华民族绵延五千年。如果搞阶级斗争，
中华民族早就自取灭亡了。 

• 但是在国际关系中从来没有这种关系。 

• 西方社会用不同的方式讲究人与人和谐相处。 

• 但是在国家关系中，从来不讲“温良恭俭让”。 

• 外交上从来不讲“对不起”更不讲“请原谅”。 

 



“以国为本”还是“以民为本”？ 

• 外交家习惯于“以国为本”。把琐碎小事扩大为国家大事。 

• 美国护士收养俄罗斯小孩，又被送回俄罗斯。本是一件家庭
纠纷，两国的外交家将其扩大为国家大事。 

• 美国兵在冲绳岛强奸当地妇女。将一件刑事案扩大为两国的
大事。 

• 中国广东省维吾尔青年强奸汉族妇女，发展成为维汉民族大
冲突。 

• 钓鱼岛没有GDP，没有税收，政治家制造出事端。无事生非。 

• 每天报纸的消息大多数属于这种性质。和百姓的利益无关。 

• 政治家和外交家要从“以国为本”转移到“以民为本”。 

• 发展民间友好，是最重要的任务。 

 



中国新领导面临的问题 

• 中国往哪个方向发展？回到毛泽东路线？
回归普世价值？ 

• 中国民众对未来前景没有一致的看法。 

• 经济虽然高速增长，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 贫富差距扩大，环境恶化，贪污腐化泛滥，
民间信用缺失，说假话不以为耻。 

• 经济也面临危机。房地产泡沫，银行巨大
不良贷款。GDP增速在下降。 

 



新领导的对策 

• 首先稳定队伍，统一思想。因为中国领导
不是邀请组阁制。而是上一代代为选定的。 

• 从胡锦涛的队伍看，内部矛盾激烈。所以
很难干成事。 

• 首先出台的是一系列技术性改革。如公款
吃饭不可喝酒，会议桌上不摆花，领导出
行不清道。深层次的改革有待一年以后。
除非发生意外。 

 



中国经济面临的变化 

• 中国经济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 人口结构逐渐走上老龄化。小学生人数减了三分
之一。而人口增加了40%。 

• 剩余劳动力逐渐用完。 

• 进城打工是新的一代，不再是吃不饱的农民。而
是有文化，年轻，没有农业经验的一代人。 

• 和改革初期比较，现在有了利益集团。垂直流动
性大不如以前。 

• 人民更富裕了。对国外了解更多了。 

• 从技术官僚治国变成人文学者治国。 

• 社会更具有多样性。NGO发展极快。 

 



对近期经济的预测 

• 除了发生金融危机，中国经济还能继续前
进。但增速不会像过去那么快。 

• 经济结构会慢慢调整。分配更多偏向中低
收入者。消费对投资会增加，外贸盈余会
减少。服务业将较快发展。 

• 增长还有巨大潜力。主要在取消垄断，开
放金融业，土地制度的改革，国有企业的
改革。扩大民营企业的比重。 

 



对远期中国的估计 

• 中国发生动乱的危险在逐渐减小。因为民
众的知识在提高，教育更普及，内外交流
不断，国际经验更丰富。 

• 中国没有吃不饱的极度贫困人口。 

• 中国的武装力量被集中控制。 

• 开放使中国跟上世界潮流。 

• 国内没有尖锐的民间对抗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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