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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㠥中國國際地位不斷提

升，西方學者對中國共產黨的認

識不斷演進，從早期單純的反感、

懷疑，到現在逐漸加入理性分析元

素。中共建黨90周年前夕，國際知名

的中國問題研究專家在接受本報記者

採訪時稱，回顧過往尤其是中國改革

開放以來的歷史，中共在治理經濟、

完善基礎設施建設以及保證糧食供應

等方面的能力堪稱典範。中共執政穩

定不但深刻改變了中國的命運，更對

世界的和平與發展產生重要影響。不

過，西方學者認為，中共亦正面臨一

系列挑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理 北京報道

執政過程善於學習 不斷反省前行

西方學者正逐漸意識到，中共執政
穩定不但深刻改變了中國的命運，更
對世界的和平與發展產生重要影響，
極大地推動了人類的社會的繁榮。英
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亞洲項目主任
克里布朗指出，中共對中國現代史和
中國政治發揮㠥獨特作用。

事實上，正是中國共產黨為改革開
放創造了先決條件，中國才得以逐漸
崛起在21世紀的國際舞台。美國外交
關係委員會高級研究員伊麗莎白曾撰
文指出，中國發展戰略的調整對世界

「意義巨大」。

樹立「科學發展」榜樣
時間定格在金融危機陰霾尚未完全

散盡的當下，世界經濟中不協調、不
可持續的矛盾集中暴露，經濟復甦遭
遇坎坷。面對複雜形勢，中國在中共
領導下提出「十二五」規劃，加快轉
變經濟發展方式。亞洲開發銀行副行
長勞倫斯．格林伍德說，「中國加快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僅是自身發展的
需要，也有助於解決全球失衡問
題。」

美國共產黨經濟委員會委員瓦迪哈
拉比稱，中國雖然面臨險境，但我們
仍有理由保持審慎的樂觀。瓦迪哈拉
比認為，中國的經濟實力強大，並且

提出要走科學發展的道路，這對全人
類都將是歷史性的進步。

俄羅斯科學院世界經濟和國際關係
研究所副所長伊萬諾娃告訴記者，中
國的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使中國的
經濟發展取得矚目的成就，不僅給中
國，也給世界帶來結構性的轉變。他
說，「中國未來5年的發展規劃，將
主要放在加快經濟發展模式轉型、建
立發展消費需求的有效機制、促進區
域協調發展、提高城鎮化水平等方
面。而建立擴大內部消費需求的有效
機制，這對長期的和諧發展是至關重
要的。」

拒循「帝國主義邏輯」
日本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委緒方靖

夫評價道，「中國是起牽引作用的國
家。不管你喜歡與否，中國的作用都
在提升。不論你意識到還是沒有意識
到，中國都會對世界產生重要影響。」

沈大偉則概括指出，中國改革開放
30年成就在近代史上獨一無二。西方
國家也許很難想像一個大國崛起能選
擇與其不同的道路。當年，西方把經
濟實力發展和尋求擴張與支配地位聯
繫在一起，但中國並不遵循「帝國主
義邏輯」，中國有自己的歷史和文化
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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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中國的讀者來說，羅伯特庫恩這個名字並不陌生，他
2005年的著作《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成為中國大陸出
版的首部在世最高領導人的傳記。此後，他又在全球出版了名
為《中國30年》著作，記錄了「人類社會的一次偉大變遷」。

儘管在大洋彼岸，很多學者將一頂「親共」的帽子戴在庫恩
頭上，但他仍一再強調，自己想向世界介紹一個真實的中國。

民主脫離實際 難建強大經濟
「很多人都問我，中國近幾十年最大的變化是什麼，顯然他

們都希望聽到我的答案是經濟，但比較起來，中國人精神面貌
的變化是最大的。」庫恩不久前接受央視專訪時如是說。

事實上，在《中國30年》的字裡行間，就能找到中國人精神
面貌改觀的原因。庫恩援引中共組織部長李源潮和他的對話指
出，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從政治觀念上開始的，而不是從經濟政
策開始的。庫恩寫道，「李源潮和我說，『中國改革開放最早
起步的，是破除那些束縛人思想的極左觀念，這是中國改革開
放的起點，是由共產黨發動，在共產黨內先進行的。」

庫恩認為，不切實際的民主制，會將資源轉變為政治上的無
休止的爭論，從而犧牲中長期的經濟與社會收益。不切實際的
民主制，不太可能建立起一個強大的經濟體，也就不可能為最
大多數的人帶來最大的收益。

不過，庫恩亦坦承，中共需要提高決策的透明度。以便令中
國變得更好。他說，「我很欣喜看到，胡錦濤主席提出加強透
明度的概念。在我看來，透明度使得黨外的人士可以看到黨內
是如何運作的。相比於一個多黨但沒有透明度的體制，我相
信，一黨執政但透明度高的體制，更加民主。」

庫恩強調稱，要做到透明，首先各級政府要對人大負責、受
人大監督。「雖然憲法是如此規定的，但一些實際情況並非如
此」他說。

「中共是唯一向社會各群體開放的共產黨，它吸
引了更多的階層，也包括私營企業主的加

入。」 世界頂級智庫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沈大偉
（David Shambaugh）說，這些開放的做法表明她能夠
不斷適應變化，並積極採取策略，成功迎接挑戰。

曾是首批來華留學美國學生之一的沈大偉，如今已
憑借其對中國深入的觀察成為世界首屈一指的中國問
題專家。他現任喬治華盛頓大學埃略特國際事務學院
教授、中國政策研究項目主任，重點研究中國國內政
治、對外關係及軍事安全。

汲取中外經驗 成功適應變化
在沈大偉的著作《中國共產黨：萎縮與適應》中，

很多觀點均指中共善於學習並靈活多變。《華盛頓郵
報》對此書的評價是：沈大偉想要描述的中國共產
黨，是一個充滿智慧和不斷反省的政黨。他並不想迴
避共產主義在歐洲的崩潰，而是想借中共的持續發展
反襯先前共產主義失敗的原因。

與沈大偉一樣，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亞洲項目
主任克里布朗也認為，中共正「變得不一樣」。作為世
界著名智庫的學者，他指出，中國共產黨的信息更加
公開，執政更加透明，程序更加規範。他說，「中共
善於學習，能夠不斷地從國外的和自己的執政經驗中

總結和學習，從而成功地適應了形勢的變化。」

幹部培訓健全 注重與時俱進
除了中共不斷開放的作風，沈大偉還注意到中共完

善的幹部培訓體制。他說，「近年美國知識界剛發
現，中共對官員能力的培養機制特別發達，比如，有
各級黨校、行政學院定期對官員進行培訓，但美國卻
沒有。對此，美國或許需要開始考慮一個全新問題，
即中國在未來如何塑造美國。」

俄羅斯社會科學院院士、莫斯科大學社會系主任弗
伊多布連科夫稱，現在的中共是政治組織中的某種標
杆和範例。他指出，世界震撼和驚訝於中共總是能在
困境中找到出路，不拘泥於陳規，善於改革自己，應
對不同時期的不同挑戰。

不過，在中國社會矛盾突出的現實面前，西方學者
們亦給中共很多提醒。沈大偉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腐敗是中共現時面臨的最大問題。

厲行反腐倡廉 致力造福人民
「中共未來必須更加相信人民，並且需要出台更好

的措施來監督權利，防止權利的濫用。」沈大偉就中
共未來的發展提出了自己的建議。與此同時，他還告
訴記者，「2012年中共新老領導層的平穩順利交接亦

至關重要，此外，中共還應令自己的決策過程更加透
明，容忍並鼓勵公民社會。」

其實，沈大偉的研究已經明示了中共可能面臨的問
題。他在對比中共與前蘇聯和東歐共產黨的研究中發
現，中共面臨的潛在危機主要來源於社會、文化和國
際等方面。研究結果表明，由於中共在政治適應和經
濟建設等方面不斷改善自身，因此，上述兩方面可謂
是中共區別前蘇聯和東歐共產黨制勝的「法寶」。

沈大偉認為，中共在經濟建設等方面的執政能力堪
稱典範。不過，在社會保障、反腐敗以及法治建設等
方面仍需進一步加強。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科學系副
教授Reuben YP Wong 則告訴本報記者，中共在過去的
90年中確實在不斷自我完善，但目前亟需進一步與時
俱進，以便維持在中國人民心中的合法性。

隨㠥中國經濟騰飛和社會事業的不斷發展，中國問題已引
起了越來越多西方人的興趣，西方有關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
書籍報告更是層出不窮。當下的西方學界，已逐漸正視中國
在中共帶領下走向富強的事實，並開始反思早前對中共執政
的種種非議和對中國局勢的誤判。哈佛學者馬丁雅克就在其
著作《當中國統治世界》中指出，中國正改變世界，中共在
中國的執政更提供了與西方完全不同的政治模式和範例。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問題專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也
曾坦承，中國多年的發展已經證明中共政權的適應性。在西方
學者的眼中，中共通過中國人深藏在心中的渴望找準了自己位
置，從而贏得了人民的忠誠及政黨的合法性，而中共更是在歷
史的潮流中不斷完善自我，憑藉㠥與時俱進的品性和開放的胸
懷，在經濟和農業等方面的執政能力獲得各界肯定。

化解社會矛盾 當前迫切課題
不過，當國力漸強之時，居安思危更顯得特別重要。放眼

當下的時局，各項改革任務進入到前所未有的複雜階段，各
種社會矛盾也逐漸浮出水面。因此，在中共建黨90周年之
際，研究如何化解社會矛盾，維護和鞏固民眾的忠誠度這一
課題就更顯迫切。不少國際知名中國問題研究專家在接受筆
者採訪時亦對此達成共識：面對複雜多面的內外部環境，中
共必須保持與時代同步的特點，即刻完善自我，遏制權力濫
用所引致的民心浮動和黨內外腐敗行為。

得民心者得天下。正如很多西方學者所言，中共帶領中國
崛起、帶領中國人民致富是贏得民心和政黨合法性的重要因
素。中共現時強調的改善民生和和諧社會正是發揚其善於學
習、與時俱進品性的體現。

內外環境複雜
亟需居安思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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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大學國際事
務學院教授、中國政
策研究項目主任

■ 《 江 澤 民 傳 》 作
者、中國問題專家

■ 哥 倫 比 亞 大 學 教
授、中國問題專家

David Shambaugh
沈大偉

Robert Lawrence Kuhn
庫恩

Andrew J. Nathan
黎安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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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集中爆發 前景依然樂觀

■中國農村兒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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