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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济危机中的中国快速复苏、持续增长，是充满威胁的竞争者，还是良师益友
？纽约大学教授带你看美国人眼中的中国。 美国人眼中，谁是美国*强的对手(中国！)？
美国人眼中，谁是美国*好的老师(中国！)？为什么美国深陷经济危机、次贷危机，却不
能自拔？为什么中国模式能大放异彩，一枝独秀，笑傲江湖？⋯⋯ 李淯的《美国能够向
中国学习什么》是当今美中关系领域的非凡成就。该书分析精密，而且有着深厚的文化
理解，内容丰富，价值不菲。

内容简介

     美国主流媒体经常把中国视为威胁。然而，李淯认为，与其负面地看待中国的
崛起、影响和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美国还不如思考如何向最强的竞争对手学习！ 为什么
中国在全球经济危机后能够迅速恢复？是什么促使中国经济超常增长？中国政府是如何
承担公共责任的？从教育到政府治理到外援，李淯在这本《美国能够向中国学习什么》
中详细描述了那些促使中国成为全球力量的政策和实践。同时，她进一步剥离出那些具
有持久生命力的中国传统思想，并提出将其引入美国文化，以促使美国走向变革之路。 
作为一名美籍华裔，她及亲人的经历。使其深知并熟悉中国。李淯提出，求同存异是首
要。一味强调美中差异。美国会错失良机。《美国能够向中国学习什么》她以敏锐的洞
察力和大量的深入研究，呼吁美国采纳新思维、新方法，因为互相学习已成为当今人类
生存和发展的关键。

作者简介

     章晓英，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副院长。曾在中国驻悉尼总
领事馆从事外交工作。研究兴趣包括英语教育、国际传媒、跨文化传播和全球研究。曾



在国内刊物《对外传播》、《全球传媒学刊》、《欧洲研究》和《国际论坛》等发表论
文和文章，在英国主流报纸《卫报》发表评论文章。2010～2011年，在剑桥大学访学一
年，研究英国杂志《经济学家》的全球化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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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对自己的状况并不满意，对自身的弱点明察秋毫，并下定决心进行
改变。我们知道，无论是减肥、戒烟还是其他个人问题，都需要向着目标不断努力、坚
持不懈。无论需要花费多少时间，我们都要坚定地追求最终的成功，否则就会失败。我
们的国家也经历过类似的过程。纵观历史，不满现状的各界民众曾联合起来发动政治运
动来改变国家政策。当美国需要解决宪法赋予我们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与奴
隶制度之间的内在矛盾时，19世纪的废奴主义者就准备为自己的信念不断斗争，哪怕献
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与之类似，20世纪初，妇女奋斗了近40年才获得选举权。 现
在，美国面临着另一个令人不满意的时刻。在卡特执政时期，大部分美国民众的“美国
梦”慢慢消解，有人称之为“萎靡”状态。这种状况在2008年达到顶峰，表现为全球性
的金融危机。反过来，这场危机演变成内部经济危机，需要政府投入数万亿美元来解决
债务和持续高失业率问题，同时也引发了政府治理危机和信任危机。显然，美国人民对



国家政治功能的不良状况感到沮丧，也对无法解决这一问题表现出焦虑。奥巴马在2008
年选举中大获全胜，可是两年后，他的总统地位就受到了挑战。在当时的国会选举中，
共和党在众议院占多数，夺走了领导地位。美国人开始怀疑，两大政党都无法实现承诺
，都无法代表民众利益。通过盖洛普调查和茶党，可以明显看出民众的不满，有些人甚
至放弃了美国国籍。利益的高度两极分化确实分化了国家。我认为，与其说这种现象是
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的对立，不如说是富人和穷人的对立。富人想继续利用发展中国家
的廉价劳动力，通过持续宽松的金融监管来实现金融市场的繁荣。而穷人想要一份报酬
丰厚、前途光明的工作，以便使他们的子女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来改善生活水平。因此，
出现关注点不一致的问题。如何解决此问题，将对美国国内经济的增长和变动产生深远
影响。公众对这些后果感到焦虑和不安，这显示他们对国家可能失去自身竞争优势的普
遍担忧。其实，此时出现这种担忧对美国极其不利。一方面，美国承受着自大萧条时期
以来最糟糕的经济形势，而在世界其他地区，更多的人要求分享美国人已经享受了数十
年的经济繁荣。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自然会让很多美国人感受到威胁。另一方面，拥
有超过十亿廉价劳动力的中国吸收了大部分美国早已放弃的制造业的工作岗位。印度也
吸收了很多美国人的工作岗位，但主要集中在电话客服中心、计算机软件编程甚至法律
等服务领域。在这些领域，印度人的水平可以和美国人媲美，但是所需的报酬仅是美国
人的一小部分。大多数美国劳动者感到其工作岗位受到了威胁，而他们的这种恐瞑也催
生了反华言论和反移民法案。中国因此成了美国经济问题的一个信手拈来的替罪羊。正
如张纯如在《美国的华人：一部叙述史》中所写，由于美国的种族歧视及其对中国近期
成就的嫉妒(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迅速恢复强劲的增长)，再加上感觉中国缺
少民主，中国就成了一个易受攻击的目标。我使用了“感觉”这个词，因为我在第三章
中阐明了中国现在的领导集体在制定政策时，关注的是较大范围的公众利益。攻击中国
几乎已经变成了美国电视上的一项接触性运动，左右翼评论员都试图通过诽谤中国来击
垮对手。甚至《大空头》的作者迈克尔�刘易斯也在一篇题为“关于你需要知道的失败
背后的全部原因”的评论文章中，以嘲讽的口吻描述了这一现象。这种负面的言论引起
了我们的抱怨，加深了彼此间的误解，却对解决问题毫无益处。与英国广播公司等外国
媒体不同，美国的主流媒体大部分时间都在表达以美国为中心的观点，而没有给予相应
的时间让外国人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展开令人深思的探讨。而恰恰这些外国人的视角才有
可能给美国人带来启示，尤其是在谈论不熟悉的话题时。但是，在受到媒体激烈言辞的
激发后，美国人能够采取行动。纵观历史，美国人在最黑暗的时刻，一直团结在一起面
对挑战，如分工合作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自发驾车参加“9�11”后的救援工作。一个
近期的例子是，《六十分钟》电视节目报道，2011年，无法还房贷的现象席卷全国，美
国家庭对新近无家可归的邻居伸出援手，欢迎他们到自己家居住。今天，美国可能面临
着最严峻的意志力的考验。它不像冷战时期面对苏联这样的敌人那样简单直接。美国现
在面临的挑战是，在群雄并起而资源不断减少的世界中，如何与它国共存。这两个方面
都会威胁到我们已经选择的生活方式。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都在持续而坚定地促进本国
经济财富的发展，美国能否开拓出一条通向和平与持续发展的道路？包括我在内的一些
人担心，西方尤其是美国，将在未来竞争性不断增强而又无法预知的环境中落后。奥巴
马总统将中国的经济和技术崛起称为新“卫星时刻”。前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提出
中国的技术优势对美国将是一个“潜在的灾难性威胁”。这些担忧已经开始催生了一些
创新性的政策提案，比如，美国能源部宣布在清洁能源研究方面进行投资，但目前没有
什么实际行动，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应对这些问题不仅需要切实的解决方案，还需要对



美国自身身份变化的哲学反思以及国家迎接挑战的决心。至少与不久前相比，美国一定
要全面提升竞争力。竞争者多了，要保住优势地位会更加困难。尽管美国军事实力首屈
一指，但单纯依靠军事实力来维持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是不明智的。美国一定要在各个
方面增强自己的实力，因为即便动用军事力量，也不可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控制一切
事件。其实，美国根本就不应该尝试这样做。P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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