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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为何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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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４)

〔摘　 要〕自改革开放以来ꎬ中国经济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类历史的发展奇迹ꎮ 作

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ꎬ中国在国民经济各方面不断赶超美国社会水平的同时ꎬ
也应明确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具有其独特的政治体制优势ꎮ 作者通过国

家发展生命周期理论ꎬ从一国的 ＧＤＰ、出口额、制造业产出、人力资源、综合国力等 ５ 项

指标ꎬ揭示了美国逐渐衰落的过程ꎬ并且详细分析了这一现象出现的根源ꎮ 结论是国家

竞争本质上是制度竞争ꎮ 由于文化根源、军事与金融集团对利益的攫取与瓜分等等制

度的缺陷ꎬ美国的衰落将成为不具争议的事实ꎬ而我国新型社会主义道路必将显现出它

的优越性与生命力ꎮ
〔关键词〕国家发展生命周期ꎻ国家创新论ꎻ制度竞争ꎻ当代社会主义制度

一、世界发展不平衡规律

什么是现代世界发展的规律? 早在近 １００ 年前的列宁就指出:“经济政治

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ꎮ〔１〕 当时世界正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１９１４ 年 ７ 月 － １９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ꎬ而后又爆发了资本主义大萧条危机(１９２９ －
１９３３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１９３９ 年 ９ 月 １ 日 － １９４５ 年 ９ 月 ２ 日) 〔３〕 和冷战

(１９４５ － １９９１ 年) 〔４〕ꎬ为此世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ꎬ只有美国是最大的受益者、唯
一的胜利者ꎬ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ꎮ

根据安格斯麦迪森总结ꎬ自 １８２０ 年以来ꎬ世界现代经济历史具有三大特

征:(１)世界经济增长特别迅速ꎮ 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是ꎬ人口增长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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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ꎬ经济增长率又高于人口增长率ꎬ人均收入水平持续增长ꎬ贸易增长率又高于

经济增长率ꎮ (２)世界各地区和国家之间经济增长存在不平衡性ꎬ经济增长模

式极不相同ꎬ国家和地区之间人均收入差距悬殊ꎮ (３)世界经济增长并不是稳

定的ꎬ既经历了经济繁荣ꎬ也经历了经济衰退ꎬ呈现出阶段性特点ꎮ〔５〕 安格斯
麦迪森更多地描述自 １８２０ 年以来的世界不平衡发展ꎬ特别是南北国家的“大趋

异”ꎮ
我们根据安格斯麦迪森提供的 １８２０ － ２００８ 年的世界经济数据库ꎬ〔６〕 对

２０３０ 年世界及主要大国做了长期预测与展望ꎬ其主要结论是ꎬ未来时期南方国

家高增长ꎬ北方国家低增长ꎬ全球发生前所未有的南北国家大趋同ꎬ南北格局大

逆转ꎬ主要发展指标将由 ２０ － ３０ 年之前的“(南)三(北)七开”到目前的“五五

开”ꎬ再到 ２０ － ３０ 年之后的“(南)七(北)三开”ꎮ〔７〕

这表明ꎬ在 ２１ 世纪ꎬ各国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仍然是世界的普遍规律ꎬ但
是与 １９ 世纪、２０ 世纪已经截然不同ꎬ出现了全球南北国家大变局ꎬ不再可能爆

发世界大战ꎬ但也处在“天下不太平”的时代ꎮ 目前全世界不仅有 ２３９ 个国家和

地区ꎬ〔８〕Ｇ８ 转向 Ｇ２０ 大国ꎬ代表了全世界大约 ８０％的人口、８５％的 ＧＤＰꎬ成为全

球治理一种良好的新机制ꎬ〔９〕 从而构成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两个同时并

存、相互作用的全球趋势:一是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ꎬ世界各国越来越利益相

连、命运相关ꎻ另一是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ꎬ商战取代了军事战争ꎬ创新取代了核

威慑ꎬ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要手段ꎮ 在这样的世界背景下ꎬ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

不可能“独善其身”ꎬ“置之度外”ꎬ不仅是封闭就要落伍ꎬ即使是对外开放仍可能

落伍ꎬ诚如 ２００２ 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所言:“形势逼人ꎬ不进则退ꎮ” 〔１０〕

进入 ２１ 世纪之后ꎬ开始验证这一预言ꎮ 更加明显、更加突出的是中国迅速

崛起与美国加速衰落ꎮ 当然对前者已经没有多少争议了ꎬ即使是奥巴马总统也

公开声明“美国欢迎一个强大、成功、繁荣的中国在世界上发挥重要作用ꎮ” 〔１１〕但

是对后者的争论甚大ꎬ就美国学者而言ꎬ就分为不同的声音ꎮ〔１２〕 作为中国学者ꎬ
我们有自己的长期的跟踪性专业化研究ꎬ对此给予明确的而不是含糊的回答ꎬ务
实的而不是想当然的看法ꎮ

这里我们需要回答几个关键性、关联性的问题:美国是否真的进入衰落阶

段? 如果是ꎬ有哪些重要的标志? 到底是短期衰落ꎬ还是长期衰落? 是什么原因

导致美国衰落? 是外因如中国崛起ꎬ还是内因如美国自身的问题? 美国持续衰

落下去的话ꎬ其后果是什么? 对中国来说ꎬ我们应当如何把握战略机遇ꎬ提高战

略能力ꎬ借势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二、美国加速衰落与中国加速崛起

笔者是采用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理论来描述、认识和理解国家兴衰的ꎬ并选择

５ 个定量指标(一国的 ＧＤＰ、出口额、制造业产出、人力资源、综合国力)占世界总

量比重来计算、衡量和考察一个国家或不同国家的生命周期的ꎮ〔１３〕 由此既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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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美国在历史上崛起的过程(如 １８７０ － １９１３ 年)ꎬ也可以验证美国在二次大

战之后的顶峰时代(１９４５ － １９５５ 年)、强势时代(１９５５ － １９９０)、独霸时代(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０ 年)以及衰落时代(２０００ 年之后)ꎮ

２０ 多年前ꎬ苏联解体ꎬ冷战结束ꎬ美国成为世界上的唯一的超级霸权ꎬ形成

了人们常说的所谓“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ꎮ 美国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保持了较

高的增长ꎬ主要经济指标占世界总量基本稳定ꎬ甚至在 ９０ 年代末期因 ＩＣＴ 革命

还明显上升ꎬ美国 ＧＤＰ 占世界比重由 １９９０ 年的 ２６. １％ 上升至 ２０００ 年的

３０. ８％ ꎮ 这可能是二次大战之后最后一次短暂的经济繁荣ꎬ也伴随一个积累性

经济泡沫ꎬ随后就出现了互联网泡沫的破灭ꎮ〔１４〕这又促成了美国 ２００８ 年房地产

泡沫的产生ꎮ
当美国成为不可一世的超级强国ꎬ却无意识地深深陷入“美国病”ꎬ出现了

无法预见的加速衰落ꎮ 进入 ２１ 世纪的十几年ꎬ美国 ＧＤＰ 占世界总量比重到

２０１２ 年下降至 ２２. ０％ ꎬ比 ２０００ 年下降了 ８. ８ 个百分点ꎬ平均每年下降 ０. ７３ 个

百分点ꎮ 与此同时ꎬ美国货物和服务出口贸易额占世界总量比重也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１１. ８％下降至 ２０１２ 年的 ８. ７％ ꎮ 从综合国力角度看ꎬ美国占世界总量比重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１９. ９％下降至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７. ５％ ꎮ 从微观经济角度看ꎬ以美国«财富»
杂志公布的世界 ５００ 强企业数看ꎬ美国从 ２００７ 年的高峰 １７７ 家下降至 ２０１２ 年

的 １３２ 家ꎬ减少了 ４５ 家(见表 １)ꎮ 这是美国持续衰落的重要阶段ꎬ不可一世的

世界超级强国很快成为历史ꎮ 但是美国的知识精英并不认同ꎮ〔１５〕

表 １　 美国主要经济指标占世界比重(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２)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２

变化量

ＧＤＰ(汇率法)(％ ) ２６. １ ３０. ８ ２７. ７ ２２. ９ ２２. ０ － ８. ８

货物与服务出口(％ ) １１. ３ １１. ８ ８. ６ ８. ４ ８. ７ － ３. １

联邦政府财政支出(％ ) １８. ７ １６. １ １６. ７ １８. ８ １８. ６∗ ２. ５

军费开支(％ ) ３７. ４ ４１. ５ ４４. ９ ４２. ６ ３９. １ － ２. ４

综合国力(％ ) ２２. ０ １９. ９ １８. ７ １７. ５

世界 ５００ 强企业(个) １６４ １７４ １７７ １４０ １３２ ４２

　 　 注:本表军费开支按购买力平价现价美元计算ꎬ其他数据按汇率法现价美元计算ꎻ世界

５００ 强企业系美国«财富»杂志数据ꎮ

与此相反ꎬ２１ 世纪头十几年又是中国迅速崛起的重要阶段ꎮ 中国 ＧＤＰ 占

世界总量比重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３. ７％上升至 ２０１２ 年的 １１. ６％ ꎬ中国货物和服务贸

易占世界总量比重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４. ３％ 上升至 ２０１２ 年的 １１. ５％ ꎮ 与此同时ꎬ中
国经济总量、出口贸易总量与美国的相对差距迅速缩小ꎬ分别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８. ３
倍和 ２. ７ 倍缩小为 ２０１２ 年的 １. ９ 倍和 ０. ７５ 倍ꎮ 从综合国力角度看ꎬ中国占世

界总量比重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８. ０％提高至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４. ０％ ꎮ 以美国«财富»杂志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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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世界 ５００ 强企业数看ꎬ中国(大陆)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９ 家上升至 ２０１２ 年的 ７０
家ꎬ增加了 ６１ 家(见表 ２)ꎬ已经超过日本ꎬ居世界第二位ꎮ

表 ２　 中国主要经济指标占世界比重(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２)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２

变化量

ＧＤＰ(汇率法)(％ ) １. ８ ３. ７ ４. ９ ９. ４ １１. ６ ７. ９

货物与服务出口(％ ) １. ８ ４. ３ ７. ３ １０. ４ １１. ５ ７. ２

中央政府财政支出(％ ) １. ２ ２. ６ ３. ８ ６. ０ ６. ４∗ ３. ８

军费开支(％ ) １. ２ ３. ０ ４. １ ７. ４ ９. ５ ６. ５

综合国力(％ ) ６. ０ ８. ０ ９. ７ １４. ０

世界 ５００ 强企业(个) １ ９ １５ ４３ ７０ ６１

　 　 注:本表军费开支按购买力平价现价美元计算ꎬ其他数据按汇率法现价美元计算ꎻ世界

５００ 强企业系美国«财富»杂志数据ꎮ

在中国迅速崛起的过程中ꎬ中国军费开支占世界总量比重比较适度ꎬ略有不

足ꎬ２０１２ 年仅为 ９. ５％ ꎬ低于中国 ＧＤＰ 和出口贸易占世界总量的比重(见表 ２)ꎮ
从未来趋势看ꎬ随着中国上述指标占世界比重不断提高ꎬ在 ２０２０ 年都会在 １ / ５
左右ꎬ中国军费开支占世界比重的适应性上升也是势在必行ꎮ 中国有更大的经

济实力来支撑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ꎮ 而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ꎬ特别是海军

的现代化、远洋化建设ꎬ又反过来保证中国日益扩大的海外利益ꎮ 当美国在军费

开支不得不做“减法”ꎬ只要中国不停地做“加法”ꎬ就会明显缩小与美国国防实

力的相对差距ꎮ

三、美国衰落的根本原因

从世界现代经济发展历史看ꎬ是什么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兴盛和衰落呢? 这

可能有多种解释ꎮ 笔者是用“国家创新论”来解释的ꎮ 创新是一个国家迅速发

展、迅速崛起、迅速强大的根本动因ꎮ 一个国家的兴起可能是由于国家之间竞

争ꎬ从被动响应到主动响应ꎬ从模仿创新到主动创新ꎻ反之ꎬ一个国家的衰落也可

能是由于国家之间竞争ꎬ创新能力减弱ꎬ甚至消失ꎮ 当时笔者主要集中在中国问

题上ꎬ用国家生命周期理论解释近代中国为何从强大到衰落ꎬ也解释现代中国为

何从衰落到强大ꎮ〔１６〕还没有来得及分析美国是否衰落、为何衰落的问题ꎬ不过笔

者一直是将美国锁定为中国追赶的对象ꎬ持续关注美国的动向ꎬ真正做到“知己

知彼”ꎮ
为何美国会从它的巅峰上衰落下来呢? 这并非是中国之错ꎬ中国崛起是很

自然的事ꎬ同样的是ꎬ美国衰落也是一个很正常的历史现象ꎮ 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们可以采用一国主要经济指标与人口指标占世界总量做相对比较ꎮ

各国的现代化有先有后ꎬ他们在世界中的地位变化就会有不同的历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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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迹ꎬ从不正常到开始正常的过程ꎮ 先发展的国家就会出现经济指标(如 ＧＤＰ)
占世界总量比重高于人口指标占世界总量比重ꎬ后发展国家却与此相反ꎬ出现了

与先发展国家的趋异趋势ꎬ显然这是不公平的ꎬ也是不正常的ꎻ当后发展国家也

进入经济起飞ꎬ与先发展国家趋同趋势ꎬ就会出现像美国 ＧＤＰ 占世界总量比重

下降ꎬ像中国 ＧＤＰ 占世界比重上升的情况ꎬ开始从不正常转向正常ꎬ即使如此ꎬ
美国的这一比重仍然高于人口占世界比重ꎬ中国的这一比重仍然低于人口占世

界比重ꎮ 这表明美国这一比重还会进一步下降ꎬ中国这一比重还会有进一步上

升的空间ꎬ所以当中国从改革开放进入经济起飞阶段ꎬ中国崛起、美国衰落是一

个正常的现象ꎬ而不是一个反常的现象ꎮ 除了这些客观原因之外ꎬ美国衰落还源

于许多主观原因ꎮ
不过ꎬ美国是最缺乏“自知之明”的ꎬ总是把自己的问题视为“中国错误”ꎮ

例如美国失业率上升ꎬ就业人数减少特别是制造业人数减少ꎬ就怪罪中国“抢了

美国人的饭碗”ꎻ又如美国出口能力相对下降ꎬ而拼命地增加进口ꎬ持续出现巨

大的有不可逆转的贸易逆差ꎬ就怪罪中国政府操纵人民币汇率ꎮ 尽管我不是美

国的“医生”(指美国问题专家)ꎬ是中国的“医生”(指中国问题专家)ꎬ不过我的

研究表明ꎬ美国衰落的根本原因还是内因ꎮ 美国如同“西方巨人”ꎬ形象地讲ꎬ长
期患有“美国病”或“美国综合症”或“美国慢性病”ꎬ其中它特定强大的本身就

如同美国十分流行的“肥胖病”ꎮ〔１７〕这里ꎬ我简单地概括为几点:
第一ꎬ美国的“骄傲自满症”、“自高自大症”ꎮ １９５６ 年毛泽东讲过:“虚心使

人进步ꎬ骄傲使人落后ꎬ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ꎮ” 〔１８〕一个人是如此ꎬ一个国

家也是如此ꎮ 从发展阶段视角看ꎬ中国发展水平低ꎬ没有资格骄傲ꎬ只能谦虚谨

慎ꎬ美国发展水平最高ꎬ总有资格骄傲自大ꎬ还根本看不上中国的进步ꎻ从文化背

景看ꎬ中国视虚心为美德ꎬ美国视骄傲为美德ꎻ从双方交流看ꎬ中国愿意学习美

国ꎬ“洋为中用”ꎬ美国从来就没有想向学习中国ꎬ“中为美用”ꎮ 这就应了毛泽东

的箴言ꎬ中国才会日新月异ꎬ〔１９〕 美国才会退步衰落ꎮ〔２０〕 这是美国衰落的文化根

源ꎮ 即使他们意识到了ꎬ改也比较难ꎮ
第二ꎬ美国的“战争过瘾症”、“军事干预症”ꎮ 从历史上看ꎬ每当美国发动一

场战争之后ꎬ其 ＧＤＰ 占世界总量比重就会下降ꎮ 根据安格斯麦迪森提供的按

１９９０ 年国际美元价格的数据计算ꎬ朝鲜战争之后(１９５０ － １９５５ 年)ꎬ美国 ＧＤＰ 占

世界比重下降了 ０. ８ 个百分点ꎬ越南战争之后(１９６５ － １９７５ 年)下降了 ３. １ 个百

分点ꎬ〔２１〕时间最长ꎬ下降幅度最大ꎮ 但是美国从来就没有吸取过教训ꎬ更谈不上

“悔过自新”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仅小布什总统第一个任期内ꎬ因“９１１”事件就发

动了两场战争ꎬ一是阿富汗战争(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ꎬ二是伊拉克战

争(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ꎮ 美国学者将小布什的决策称之为

“强奸民主体制”ꎮ〔２２〕按 １９９０ 年国际美元价格的数据计算ꎬ仅在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８ 年

期间美国 ＧＤＰ 占世界比重就下降了 ３. ３ 个百分点ꎮ〔２３〕 这两场战争的费用要远

高于越南战争ꎬ其相对代价大体差不多ꎬ加速了美国自身的衰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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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ꎬ美国的“资本主义危机症”ꎮ 美国的资本主义具有天生的爆发经济危

机的弊端和必然的伴随物ꎮ 历史上就曾有“大萧条”ꎬ美国危机演变为世界危

机ꎮ ２１ 世纪的次贷危机ꎬ〔２４〕 实际上发源于 ２０ 世纪末ꎬ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６ 年的美国房

地产泡沫破灭ꎬ抵押违约率上升ꎬ而普遍由金融公司持有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

(Ｍｏｒｔｇａｇｅ － Ｂａｃｋｅ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简称 ＭＢＳ)ꎬ失去了其大部分的价值ꎮ 以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房贷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破产事件为标志ꎬ由房地产市场蔓

延到信贷市场ꎬ〔２５〕进而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ꎮ 尽管目前美国经济已经有所复

苏ꎬ按不变价格计算ꎬ２０１２ 年美国 ＧＤＰ 已经达到了 ２００７ 年的 １０５％ ꎬ但是ꎬ总就

业人数仅相当于 ２００７ 年(１. ４６１ 亿人)的 ９７％ ꎬ〔２６〕 美国至今还处在金融危机阴

影之中ꎮ 美国联邦政府是一个入不敷出、靠借债度日的“当代贾府”ꎬ联邦政府

财政赤字占 ＧＤＰ 持续扩大ꎬ一般性政府债务相对 ＧＤＰ 比重ꎬ在小布什任期时ꎬ
由 ２００１ 年 ５４. ７％提高至 ２００８ 年的 ７６. １％ ꎬ提高了 ２１. ４ 个百分点ꎬ在奥巴马第

一个任期到 ２０１２ 年又达到 １０３. ０％ ꎬ比 ２００８ 年提高了 ２６. ９ 个百分点ꎮ 这是典

型的“在我身后ꎬ哪管洪水滔天”机制ꎬ每一届政府都会给后人留下沉重的负债ꎮ
第四ꎬ美国的“过度军事开支症”ꎮ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０ 年ꎬ美国军费开支占世界总

量比重都在 ４０％以上ꎬ其中 ２００５ 年达到最高峰值 ４４. ９％ ꎬ相当于当年美国 ＧＤＰ
占世界比重的 １. ６ 倍、美国出口贸易占世界比重的 ５. ２ 倍ꎬ即使到 ２０１２ 年下降

至 ３９. １％ ꎬ仍相当于美国 ＧＤＰ 占世界总量比重(２２. ０％ )的 １. ７８ 倍ꎬ相当于货

物与服务出口贸易额占世界比重(８. ７％ )的 ４. ４９ 倍ꎮ 这是典型的过度扩张、
“得不偿失”的案例ꎮ 保罗肯尼迪认为ꎬ如果一个国家把它的很大一部分资源

不是用于创造(生产性)财富ꎬ而是用于(非生产性的)军事目的ꎬ那么ꎬ从长远来

看ꎬ这很可能会导致该国国力的削弱ꎮ 同样ꎬ如果一个国家在战略上过分扩张

(如侵占大片领土和进行代价高昂的战争)ꎬ它就冒一种风险:对外扩张得到的

潜在好处ꎬ很可能被它付出的巨大代价抵消了ꎮ 如果这个国家正处在相对经济

衰退时期ꎬ这种困难将变得更加严重ꎮ 他还认为ꎬ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力量升降曲

线与军事影响升降曲线之间ꎬ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时间滞差”ꎮ〔２７〕 显然ꎬ美国经

济、出口贸易占世界总量比重下降曲线与美国军事开支占世界比重的持续上升

开始转而下降ꎬ出现了一个“时间滞差”ꎮ
为什么美国始终保持过度性的军事开支呢? 这是因为美国既有一支世界最

强大的、最昂贵的军队ꎬ并在全球部署庞大的军事基地ꎬ〔２８〕又有一个庞大的军事

工业集团ꎬ构成了独立于美国社会的两大特殊利益集团ꎬ他们互为“利益共同

体”ꎬ如同奥尔森所定义的“分利联盟”(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ꎮ〔２９〕 一方面ꎬ美国

国防部及军队总是故意夸大世界威胁ꎬ具有强烈的增加军费开支的政治需求ꎮ
这就是所谓军事费用日益增加的规律ꎮ 另一方面ꎬ美国军事工业集团又需要从

国防部获得大量订单ꎬ才能够生存下来ꎮ 这就是所谓生存需求日益增加的规律ꎮ
在华盛顿的五角大楼与在纽约的华尔街ꎬ它们构成了美国最强大的特殊利益集

团ꎬ最大限度地追求国防预算ꎮ 他们可以合谋行动游说美国总统行政当局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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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ꎬ对美国联邦政府预算具有最大的发言权ꎮ 即使目前奥巴马政府迫于财政债

务危机而不得不削减军费开支ꎬ〔３０〕但并没有改变美国过度性军事支出的基本格

局ꎮ 对此美国的智库并没有意识到这是美国衰落的致命伤ꎬ反而视为美国强大

的优势所在ꎮ〔３１〕它们共同制造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两大危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时代下的战争和军事干涉危机ꎻ由金融投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ꎮ 无论是美国

五角大楼的将军们还是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家们ꎬ他们都不会创造物质财富ꎬ前者

是摧毁物质财富ꎬ后者制造虚拟财富ꎬ他们都不会保护人民ꎬ前者是杀伤无辜居

民ꎬ后者掠夺投资者和股民ꎮ 确切地讲ꎬ正是他们成为加速美国衰落的“始作俑

者”ꎮ

四、结语:国家竞争本质上是制度竞争

国家竞争本质上是制度竞争ꎮ 而不同的制度产生于不同的时代ꎬ不同的国

家ꎬ就会有不同的时代性和民族性ꎬ它们会各有长处和短处ꎬ也会共存与竞争ꎮ
那些有生命力的制度是具有学习力、创造力ꎬ因而就具有竞争力ꎬ即使处于弱小

不利的地位ꎬ它们也会沿着国家生命周期的历史轨迹进入成长期、加速期ꎬ达到

强盛期ꎮ 在国际竞争的背景下ꎬ凡是不能与时俱进的国家ꎬ即使是最强大的国

家ꎬ都不可避免地逐步老化ꎬ走向退化ꎬ进而衰落ꎮ
发源于两百多年前的美国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是优于传统的几千年承袭下来

的封建主义制度ꎬ美国从荒芜一片的新大陆一跃成为世界最发达、最强大的国

家ꎬ并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时宣告“历史终结”ꎮ 但是历史发展并非那么简单ꎬ
更出乎于美国人的预言ꎬ它自身进入了衰落期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制度的

“三化”(老化、僵化、退化)的结构性问题ꎮ 对此ꎬ美国人并没有意识到ꎬ仍是自

命不凡、自傲自大ꎮ
发源于几十年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了当代社会主义制度ꎬ１９５６ 年毛泽

东相信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ꎬ中国花 ５０ 年(指到 ２００６ 年)、６０ 年(指到

２０１６ 年)的时间可以赶上或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即美国ꎮ 当时毛泽东并

不知道中国与美国的 ＧＤＰ 差距有多大ꎬ他是选用了钢产量作为追赶美国的定量

指标ꎮ 实际上ꎬ在 １９５０ 年时ꎬ美国 ＧＤＰ 相当于中国的 ５. ９４ 倍ꎬ到 １９５７ 年ꎬ已经

缩小至 ４. ６３ 倍ꎬ显示了加速追赶特征ꎮ 我把这一时期称之为新中国的第一个

“黄金发展时期”ꎮ〔３２〕但是毛泽东急于求成、急于求快ꎬ发动了“大跃进”ꎬ欲速则

不达ꎬ１９７７ 年美国 ＧＤＰ 相当于中国的 ４. ５９ 倍ꎬ〔３３〕未能显示出追赶特征ꎬ也未能

发挥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ꎮ 这表明ꎬ毛泽东的失误“在于政ꎬ不在制”ꎮ〔３４〕换

言之ꎬ毛泽东的失败不在于他所创立的现代政党(指中国共产党)、现代国家(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制度ꎬ而在于他所实行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政策

思路和手段的过失ꎮ １９７８ 年之后ꎬ邓小平不仅推动了改革开放ꎬ而且重建了党

和国家领导制度及政府制度ꎬ再次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ꎬ到 １９９２ 年ꎬ中
国与美国 ＧＤＰ 的相对差距就缩小至 ２. ４１ 倍ꎮ〔３５〕 这是新中国的第二个“黄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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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时期”ꎬ一直持续到现在ꎬ极大地显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比美国资本主义

制度更具有优越性ꎬ我把它称之为中国制度的“三化” (年轻化、与时俱进、进
化)ꎮ 换言之ꎬ中国作为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国ꎬ能够创新而不僵化、不停滞ꎻ能够

持续地创新ꎬ而不中断、不夭折ꎻ能够比其它竞争国家(例如美国、欧盟、日本等)
更具创新力ꎬ而不骄傲、不落伍ꎮ〔３６〕

注:本文系“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研究课题之二ꎬ写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ꎮ

注释:
〔１〕列宁指出:“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ꎮ 列宁:«论欧洲联邦口号»ꎬ１９１５ 年

８ 月ꎬ«列宁选集»第 ２ 卷ꎬ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９５ 年ꎬ第 ７０９ 页ꎮ
〔２〕第一次世界大战ꎬ大约有 ６ꎬ５００ 万人参战ꎬ１ꎬ０００ 万左右的人丧生ꎬ２ꎬ０００ 万左右的人受伤ꎮ 战争

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ꎬ据估计损失约 １ꎬ７００ 亿美元(当时币值)ꎮ
〔３〕第二次世界大战ꎬ绝大多数资料估计大约有 ６ꎬ０００ 万人在战争中丧生ꎬ其中包括约有 ２ꎬ０００ 万名

士兵和 ４ꎬ０００ 万名平民ꎬ其中许多平民分别死于传染病、饥饿、大屠杀、轰炸和蓄意的种族灭绝政策ꎮ
〔４〕冷战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开始ꎬ随着 ８０ 年代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民主改革ꎬ促成东欧社会

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政府倒台ꎬ到 １９９０ 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正式结束ꎮ
〔５〕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中文版ꎬ北京:改革出版社ꎬ１９９７ 年ꎬ第 １ － １１ 页ꎮ
〔６〕〔２１〕〔２３〕〔３３〕〔３５〕Ａｎｇｕｓ Ｍａｄｄｉｓｏｎꎬ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１ － ２００８ ＡＤ.
〔７〕胡鞍钢、鄢一龙、魏星:«２０３０ 中国:迈向共同富裕»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１ 年ꎮ
〔８〕其中联合国有 １９３ 个成员ꎮ
〔９〕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２０１２. Ｅｎｖｉｓｉｏｎｉｎｇ ２０３０:Ｕ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ａ Ｐｏｓｔ －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Ｗｏｒｌｄ.
〔１０〕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ꎬ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

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ꎬ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ꎮ
〔１１〕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ꎬ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宴会上的讲话ꎮ 新

华网华盛顿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电ꎮ
〔１２〕持“美国衰落论”者众多ꎬ如 １９８７ 年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

１５００ － ２０００ 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一书中提出“美国衰落论”ꎻＨａｎｄｅｌ Ｊｏｎｅｓꎬ２０１０. Ｃｈ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Ｔｈｅ
Ｕｎｅａｓｙ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Ｔｈａｔ Ｗｉｌ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ꎬＭｃ － Ｇｒａｗ － Ｈｉｌｌ ＣａｍｐａｎｉｅｓꎬＩｎｃ. ꎻＤｒ. Ｍａｒｖｉｎ Ｆｏｌｋｅｒｔｓｍａ(ｐｒｏ￣
ｆｅｓｓｏｒ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ｆｅｌｌｏｗ ｆｏ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Ｖｉｓｉｏｎ ＆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ｔ Ｇｒｏｖｅ Ｃｉｔｙ Ｃｏｌ￣
ｌｅｇｅ)ꎮ

〔１３〕〔１６〕胡鞍钢:«国家生命周期与中国崛起»ꎬ«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ꎮ
〔１４〕互联网泡沫(又称科网泡沫或 ｄｏｔ － ｃｏｍ 泡沫)指自 １９９５ 年至 ２００１ 年间的投机泡沫ꎬ在欧美及

亚洲多个国家的股票市场中ꎬ与科技及新兴的互联网相关企业股价高速上升的事件ꎬ在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１０ 日

纳斯达克指数到达 ５１３２. ５２ 的最高点时到达顶峰ꎮ 随后互联网网络经济泡沫的崩溃ꎬ在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到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间使 ＩＴ 业界失去约 ５ 万亿美元的市值ꎮ
〔１５〕如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约瑟夫奈( Ｊｏｓｅｐｈ Ｎｙｅ):«美国衰落覆灭论的衰落与覆

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国际公司网站ꎬ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７ 日)ꎮ 美国外交学会会长理查德哈斯:«如何打

造第二个美国世纪»(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ꎬ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ꎮ
〔１７〕美国人口肥胖率由 １９６２ 年的 １３％一直上升ꎬ在 １９９７ 年达到 １９. ４％ ꎬ２００４ 年达到 ２４. ５％ ꎬ２００７

年达到 ２６. ６％ ꎮ ２０１０ 年 ３５. ７％的成人和 １７％的儿童有肥胖问题ꎮ
〔１８〕毛泽东指出ꎬ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ꎬ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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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ꎮ 国无大小ꎬ都各有长处和短处ꎮ 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ꎬ也没有

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ꎮ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ꎬ１９５６ 年 ９ 月 １５ 日ꎬ«毛

泽东文集»第七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９９ 年ꎬ第 １１７ 页ꎮ
〔１９〕«礼记大学»:“苟日新ꎬ日日新ꎬ又日新ꎮ”
〔２０〕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８ 日ꎬ我与约翰桑顿(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董事局主席)午餐时介绍了毛泽东的观

点ꎬ我也坦白地发表了上述看法ꎮ 他感到十分惊讶ꎮ
〔２２〕«美国展望»杂志创始人罗伯特库特纳(Ｒｏｂｅｒｔ Ｋｕｔｔｎｅｒ)在 ２００７ 年就指出ꎬ我们的民主体制本

身ꎬ已经被破坏到十分糟糕的程度ꎮ 布什政府狂妄自大ꎬ错误地发动伊拉克战争ꎬ与此同时ꎬ美国经济衰

退ꎮ 罗伯特库特纳:«大国的陷落———美国政治衰败与经济繁荣的终结»中文版ꎬ北京:中信出版社ꎬ
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２４２ － ２４３ 页ꎮ

〔２４〕次贷危机全称是次级房屋信贷危机(Ｓｕｂｐｒｉｍｅ ｍｏｒｔｇａｇｅ ｃｒｉｓｉｓ)ꎬ是一个由美国国内抵押贷款违约

和法拍屋急剧增加所引发的金融危机ꎮ
〔２５〕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１０ 月 １１ 日为止ꎬ美国企业股票持有人随着总市值 ２０ 万亿美元下降至 １２

万亿美元ꎬ蒙受了约 ８ 万亿美元的损失ꎮ 在其他国家的损失幅度平均为 ４０％左右ꎮ
〔２６〕美国就业人数最低谷为 ２０１０ 年的 １. ３９１ 亿人ꎮ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ꎮ
〔２７〕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１５００ － ２０００ 年的经济变化和军事冲突»中文版ꎬ北京:国际文化出

版社ꎬ２００６ 年ꎬ第 ３６、３９、４２ 页ꎮ
〔２８〕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的分布可划分为 ３ 个战略区、１４ 个基地群ꎮ 三个战略区域即欧洲、中东和北

非区ꎻ亚洲、太平洋和印度洋区ꎻ南北美洲区ꎮ 海外军事设施 ２０３ 个ꎬ遍布世界 ３２ 个国家和地区ꎬ其中陆

军 １０２ 个、海军 ３２ 个、海军陆战队 ９ 个、空军 ５０ 个ꎬ其余为国防部和联合勤务设施ꎮ 美国海军兵力为

３３. １６万人(不包括海军陆战队)ꎮ 编有 ６ 个舰队ꎬ即第 ２ 舰队(大西洋)、第 ３ 舰队(东、南、北太平洋)、第
４ 舰队(中南美洲海域)、第 ５ 舰队(印度洋、波斯湾、红海)、第 ６ 舰队(地中海、黑海)、第 ７ 舰队(西太平

洋、印度洋)ꎮ
〔２９〕这非常符合美国马里兰大学曼库尔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

化»一书(１９８２ 年)的“利益集团说”ꎬ利益集团最大限度追求特殊利益及最大化是一个国家衰落的重要根

源ꎮ 这种利益集团的垄断性、保守性、低效性以及对政府的影响都是国家衰落的根本原因ꎮ
〔３０〕美国 ２０１３ － ２０２１ 会计年度的国防支出将被强制削减约 ５０００ 亿美元ꎮ ２０１３ 会计年度(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将削减 ４６０ 亿美元ꎬ相当于该年度国防预算的约 ９％ ꎬ且须在之后 ７ 个月内完成ꎮ 美

国此前已决定 １０ 年内削减约 ４８７０ 亿美元的国防支出ꎮ 加上强制削减的部分ꎬ削减总额将达到约 １ 万亿

美元ꎮ 中国新闻社ꎬ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５ 日ꎮ
〔３１〕美国外交学会会长理查德哈斯认为ꎬ美国还拥有世界上最有实力的武装部队ꎮ 尽管实施了自

动减支计划ꎬ美国的核心防务开支仍高达 ５０００ 亿美元ꎬ比紧随其后的 １０ 个国家的防务开支总和还要多ꎮ
这种优势仍将维持很长一段时间(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ꎬ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ꎮ 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所

长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认为ꎬ美国显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ꎬ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国家能够改变

美国的地位(美国«外交政策»网站ꎬ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９ 日)ꎮ
〔３２〕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１９４９ － １９７６)»ꎬ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１ 年ꎮ
〔３４〕唐代柳宗元在«封建论»中说:“周之失ꎬ在于制ꎻ秦之失在于政ꎬ不在制ꎮ”这里的“制”是代表着

一整套制度ꎬ秦朝开创了郡县制ꎬ取代了周朝以来的分封制ꎬ是中国古代历史的必然趋势ꎬ在建立古代国

家的中央集权的治理模式上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ꎬ成为了此后两千多年封建国家的基本模式ꎮ 这里的

“政”是代表着一整套政策ꎬ许多政策是过多的、过激的、过度的ꎬ国家财力不堪重负ꎬ人民无法休养生息ꎬ
因而秦朝就成为“短命”的古老国家ꎮ

〔３６〕胡鞍钢:«中国道路与中国梦想»ꎬ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年ꎬ第 ８１ 页ꎮ

〔责任编辑:力　 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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