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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中心讯 2009年8月14日，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南风窗杂志社共同举办

的“新新中国，走向世界——中国软实力建设论坛”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102报告厅举
行。  
    
  前驻法大使、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院长邓正来，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陆红军，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教授庄礼伟，中国社会
科学院教授于建嵘在会上发表主旨演讲。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书记、复旦大学校长助理桑
玉成，《南风窗》杂志社社长陈中等嘉宾出席论坛开幕式。  
    
  国内多家媒体包括《第一财经日报》、《东方早报》、《新闻晨报》、《中国日报》、
《解放日报》、《新民周刊》、《上海日报》、凤凰卫视、东方卫视、新浪网、搜狐网、网
易、大洋网，以及新加坡联合早报、日本朝日新闻的记者和独立撰稿人也参加了这次论坛。  
    
  开幕式和主题演讲由桑玉成教授主持。在开幕式上，邓正来教授代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
高等研究院向吴建民大使颁发了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名誉教授证书。  
    
  吴建民大使做了热情洋溢的发言。他十分高兴成为复旦高研院的首位名誉教授，并谈及
对当前社会问题特别是学界问题的看法。首先，吴大使谈及市民社会，指出世界和中国正处
在一个十字路口，亦处在一个思考的年代，他看到高研院正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称赞这是
好的做法；其次，他谈到自己对复旦这所名校的印象，提到这里有一定的学术自由和独立思
考，校园文化丰富多彩，学生们思想较为活跃，复旦为国家特别是外交部培养了很多优秀的
人才；再次，吴大使说起自己对上海的感受，在这个海派文化和小市民文化共同起作用的地
方，如今有很多值得深入研究和思索的地方，包括著名品牌和公司的减少甚至消失；最后，
吴大使感谢主办单位的盛情邀请，表示非常愿意参加问题的讨论，期待听到专家、听众和记
者朋友们共同参与、积极讨论的声音。  
    
  南风窗杂志社陈中社长在致辞中表示，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成为了全球最快速的经济
增长体，不过中国社会在转型期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下一个三十年是一个社会建设的三十
年，要解决一个新新中国怎么走向世界的问题。他希望举办这次论坛，通过专家们的讨论，

发表各自的见解，给大家一些启发。此外，陈社长表达了在南风窗创办25周年的今天，希望
大家和南风窗一起思考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  
    
  上午共有三位嘉宾进行主旨讲演。第一位演讲的是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的庄礼伟教
授，他演讲的题目是“中国建设性崛起”。 庄教授首先指出抱怨是一种权利，中国民间的温
和和激烈的抱怨声在古代社会从未停止，全球范围内正常的社会大都存在着抱怨；抱怨作为
一种公民正当权利和健康的社会机制应当提倡而不应当反对；但抱怨也应当有质量有证据，
庄教授提出了民间痛苦指数和税收负担痛苦指数来具体地衡量抱怨。其次，抱怨不应成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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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性格。中国现代社会中等阶层、弱势群体和残疾人群体生活并不开心，其间均存着一定的
抱怨情绪。当抱怨上升为仇恨，它将具有极强的破坏性，对个体生命和社会稳定均有伤害，
常让社会和个人得不偿失。最后，要从受害者心态走向建设者心态，去追求一种建设性的崛
起。具体包括发展节能型、环境友好型的经济，不尽在经济的数量和质量上达到世界前茅，
更重要的是力图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原创性的贡献。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做了题为“中国软实力建设与中国
学术研究走向世界”的演讲，邓教授首先提出了两个问题“什么是大国”、“我们在讨论软
实力的问题上忽视了什么”。显然成为经济大国并不是成为大国的充分条件，我们在讨论软
实力的问题上恰恰忽视了承认度和学术这两个问题。其次，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背景，即中
国与世界结构的关系问题，中国从世界游戏的局外人成为局中人，以主权平等的原则进入
“中心－边缘”结构中，以承认既有游戏的规则换取了对现行游戏和未来游戏规则的发言
权。但真正的现实是我们发不了言，我们没法为世界提供我们的意见，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对
中国未来的理想图景，也没有世界未来的理想图景。不知不觉中，我们把对未来的想象力丢
掉了。尤为重要的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重新发现当下的中国，进而对中国的经验给出
我们自己的认识。要做到这一点，意味着我们必须回答我们究竟拿什么样的学术贡献给世界
学术殿堂，贡献给未来这个问题。答案包含在中国的深度研究之中，具体地说，要兑现三项
使命：实现中国学术的自主性，打破西方化；实现跨学科研究，避免唯学科化；实现整体主
义，打破狭隘的知识地方主义。  
    
  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陆红军教授从行为学和金融学的角度指出在建设中国软实力的过
程中特别要注重防止虚实力，这对于当前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陆教授详细介绍了
自己全程参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遇到的种种问题，从国家战略到运作细则，从国际学
术会议到具体课题研究，特别是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同济大
学经济学院与管理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的合作过
程与意向。陆教授的演讲还谈到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常在于其国民发现问题、定位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中国从人力资本大国如何走向人才资本的强国的问题。  
    
  下午的议程分为主题演讲和圆桌会谈两个单元。第一位演讲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
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教授，于教授围绕“和谐社会，走向世界”开始讲演，他首
先指出中国社会的抱怨是客观存着的，剖析了社会各界对于和谐社会的责任和义务。他针对
建立和谐社会重点提出了四点解决办法：其一，明确清晰的产权制度；其二，建立权威的司
法机构；其三，完善高效的代议系统；其四，保障开放的媒体环境。结合本次论坛主旨，中
国社会软实力的建设关键在于进一步增强人们对制度的认同感和信心力。  
    
  第二位演讲嘉宾是前驻法大使、外交学院原院长、著名外交家吴建民先生，他演讲的题

目是“中国渐进融入世界”。吴大使指出21世纪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世纪，也是外国人走向
中国的世纪，这要求我们必须走出百年耻辱造成的受害者心态，以一种新的姿态走向世界。
如何行动，吴大使讲了三点看法：第一，明确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和平与
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和当今中国的主题；第二，悲情心理、受害者心理已经不符合时代的要
求了，历史上，中国民族是自信、包容、大度的民族，事实上，这些年来，在处理国际事务
的过程中，我国根据韬光养晦精神的指导日益成为世界发展上的主角；第三，充分认识“人
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休戚与共”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做一个平等、理性、包容、谦逊、自
信的中国人。  
    
  吴大使的演讲获到了全场观众热烈的掌声。之后，观众们就上访事件、悲情主义、疏导
爱国热情等问题向大使提问。他严谨而不乏幽默地回答了大家的提问，强调当今中华民族的
最大利益在于实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在与外部世界处好关系的基础上
通过改革开放实现国家的繁荣与统一。并寄希望于当代国人特别是青年人全面、客观、深入
地看待整个世界，尽量避免简单的走极端式的非此即彼的思维，避免着急下一些笼统的跳跃
式的判断，通过换位思考和理性分析，更加关注问题的复杂性和多面性，进而找到解决问题
的最恰当的方案。  
    
  接下来是记者和演讲嘉宾的互动环节。吴建民大使、庄礼伟教授、于建嵘教授、邓正来
教授、《东方早报》简光洲记者环席而坐。嘉宾们首先讨论了全天演讲涉及的主要内容，进
而就媒体的作用和如何更好地对外国解释和说明国内的问题发表了各自的意见。  
    

  下午5点，本次论坛圆满结束。  
    
  附录一：吴建民大使受聘感言  
    
  各位来宾、复旦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  
    
  大家好。非常感谢桑玉成教授的介绍，很高兴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聘请我担任
名誉教授。因为现在，中国和世界正处在一个思考的年代，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正在形成，
事实上，中国和世界发展的方向已经指明，但这个发展过程当中，特别是中国，作为一个拥

有13亿人口的大国，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我们还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案。  
    
  刚才在会客厅里，我们大家讨论了很多问题，比如说公民社会，这个概念在世界上于冷

战之后讨论得越来越多，在中国，特别是在5.12大地震之后，同样受到广泛关注。  
    
  我在观察和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常常反复问自己，这是社会进步的产物还是社会倒退
的产物？总的来说，现在倾向于认为它是一个社会进步的产物。举两个例子：其一，北京成

立了一个绿色公司，今年在地球日（4月22日）开办了中国绿色公司年会，这就是中国公民社
会在发展的例证。这个绿色企业的年会由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主动开办。民营企业已经意识
到自己的社会责任，意识到地球面临的严峻挑战，主动倡议搞一个绿色公司，全世界都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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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这个东西。其二，前不久我出席了世界能源论坛，它也是来自公民社会，它的模式很有意
思，即民办官助，老百姓提出来的建议，政府给予具体的支持，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可是，人们对公民社会的理解不大一样，在5.12大地震之后人们对它的理解在逐步加深，
一些正面的提法多了。刚开始，作为中国外交战线上的工作人员，我常听到一些国内的同志
说，这是西方的概念，中国人讲西方的概念就似乎有一点消极的成分，有一点贬义在里面，
实际上人们在渐渐认识它。中国是政府为主导的，但是民间声音的重要性在上升，例如去年
奥运会火炬传递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然后爱国网民的反映，引起了世界的重视，对世
界，特别是西方世界的行为产生了影响，有利于奥运会后来顺利地进行。  
    
  世界在一个十字路口，一定程度上中国也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到底怎么做，大家在思
考，在这个思考的过程当中，复旦大学创办了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进行这方面的思索，研
究这方面的问题，对于社会的发展，这是一件好事情，所以我愿意来。  
    

  第二，我对复旦是很有感情的，我的朋友陈建是复旦毕业的，70年代我们在联合国合作
很好，通过他我了解了很多复旦的信息。外交部复旦的学生不少，从学生的质量感觉复旦是

一个名校，一个很好的学校，我是97年第一次跟复旦接触，当时我在日内瓦当大使，政府突
然一纸调令把我调到北京，让我给学生们讲人权，到复旦大学来，这里学生们的表现使我很
感动，因为当时是礼堂挤得满满的，大概有一千多人吧，有七八十个学生站着听我讲过，我
讲了三个多小时，学生们，大都是独生子女，他们站着听你讲话，说明他们有一种求知的欲
望，他们对问题有思考有兴趣。  
    
  另外，我通过我的好朋友上海社科院院长王荣华教授也对复旦有了更多的解。复旦培养
了很多人才，为什么能培养这么多人才？跟这个学校的校园文化有很大的关系，一种校园文
化就是一方沃土。复旦，有一定的独立思考与学术自由，所以这里的思想比较活跃。今天，
在世界和中国均在大变化的情况下，复旦这方沃土，是不是会孕育出来一些好的思想，这些
思想是不是对社会的发展将有触动，我对它有信心，不过这要靠后来的历史发展来证明。以
上是另一个方面的原因。  
    
  前些年我到小平同志的故里广安去了一趟，因为我是在法国当大使，我就去了解邓小平

什么时候去法国的，一了解，他是1920年10月19号去法国，1926年1月7号离开的，去的时候

16岁，走的时候21岁，小平同志的这段经历很重要，对后来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有帮助。
到小平同志的故里去一考察，我发现邓小平是一位独立思考的领导人。事实上，如果没有一
点独立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会出现么？如果都选择盲从，都拜倒在权威面前，中国
会有今天这样好的面貌？  
    
  第三，上海一直是一个出思想的地方，共产党在这里诞生，很多大家也在上海。最典型

的是浦东，浦东创建初期的气势至今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94年我在出去当大使之前要了
解一下国内的情况，当时我作为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到了上海，浦东新区筹委会主任赵启正带
了一批人来见我，跟我座谈，他们向全世界的大城市提出了三个问题：首先，你们的城市在
建设过程当中，有什么成功的经验？其次，你们的城市在建设过程当中，有什么失败的教
训？再次，二十一世纪中，城市建设应该怎么办？这三个问题，出得多好啊！你感觉他们的
思想非常开放，走在时代发展的前列。所以浦东发展不是偶然的，你到这个地方去了之后，
你感觉耳目一新。后来我到法国当大使，跟法国人说，法国人都听愣了，说能提出这三个问
题，那说明他们的胆识不简单。  
    
  上海历来有两种文化：一种是海派文化，一种是小市民文化。两种文化都在起作用，改
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有很多问题诸如上海的名牌和本土龙头企业似乎越来越少等等都值
得我们思考，所以我愿意到这里来。上海有个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原来主席是汪道涵同志，
汪老是我十分敬重的老同志，他是杰出知识分子的代表，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他的思想都很
了不起，我非常敬佩他，后来汪老走了之后，他们想让我来牵头，我也很愿意来，这就使得
我到上海的机会多了。  
    
  总而言之，很高兴接受你们的邀请，我非常愿意和大家一起讨论问题，谢谢！  
    
    
  附录二：吴建民大使简介  
    
  吴建民，现任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外交学院教授，中国外交部国际咨询
委员会委员，欧洲科学院院士、副院长，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等职。  
    

  吴建民出生于1939年，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 1959年到1971年曾为毛

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担任过法语翻译。1971年，他成为中国驻联合国第一批代
表团工作人员。在他四十多年的外交生涯中，历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中国驻比利
时使馆、驻欧共体使团政务参赞，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及发言人，中国驻荷兰大使、中国常驻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常驻代表、大使，中国驻法国大使，中国外交学院
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兼新闻发

言人等职。他曾于2003-2007年任国际展览局主席，是担任这一职位的第一位亚洲人。  
    

  2003年荣获希拉克总统授予的荣誉勋级会大将军勋章。  
    
  吴建民先生在外交战线上工作多年，学识渊博，温文尔雅，素质修养极高，尤其善于交
流沟通。他坚持不懈地利用一切机会和方法，以外国人能够接受和理解的方式，把中国这个
千年文明古国推介给国外，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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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建民先生著有《外交与国际关系——吴建民的看法与思考》、《交流学十四讲》、
《在法国的外交生涯》等。  
    
   

 

来源：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最后更新：Aug 31,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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