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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安全吗

中国制造，已为世界须臾不可

或缺，为世界做出巨大贡献，也为

中国带来巨大声誉。中国制造背后

有着丰富的、动人的故事，但是这

些故事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而且，

它还不断地被卷入舆论漩涡。漩涡

背后，也有许多复杂故事，有我们

自身的问题，有别人对我们的无知、

误解、偏见甚至敌意。这都需要我

们更好地讲述自己的故事。 

中国制造需要国际公关。

十几年前，约翰·奈斯比特在

中南海见到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时

说：“你们有很了不起的故事，可惜

你们没有讲好。”中国制造成就了中

国奇迹，中国奇迹的确是一个了不

起的“故事”。在经济发展的关键时

期，如何讲好这个了不起的“故事”，

在国家形象的构建中尤为重要。这

则30秒的广告让我们感到，中国政

府在提升中国形象方面终于又有新

的尝试。

当然，人们更期待广告中的

“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在“Made 

with China”（中外合作）过程中早日

提升为“Made by China”（中国创造）。

万方数据



3世界知识2010.01

本刊为中国期刊协会赠建全国
百家期刊阅览室指定赠送刊物

  本期部分撰稿人及受访者

台海关注

52 美国又要对台出售武器 郭拥军

54 “金小刀”与“黑鲔鱼”

    ——且看国、民两党新任秘书长

汪曙申

读书视界

64 通识教育和大学之“塔”

牛  可

 6      外刊概要    8      时事概览

10      财经剪贴   11      锦松漫画

12      标签新闻   70      文化播报

71      追风人物

博士点击

13 无力和无序的哥本哈根大会

倪建军

倪建军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董关鹏 中国公共关系学会副秘书长

车 耳 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国际业务总监

金正昆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外交学博士生导师

曲 星 卸任中国驻法公使

    前外交学院副院长

向文波 三一重工总裁、党委书记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和静钧 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

张琏瑰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

林晓光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

李晨阳 云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所长、教授

陶文钊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

刘宝莱 外交学会前任副会长、前驻外大使

陆南泉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

吴白乙 中国社科院拉美研究所副所长

俞天颖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球华语广播网”主任编辑

江 涌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

    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郭拥军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

汪曙申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孔寒冰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石源华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

    韩国研究中心主任

陈 涛 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副教授

牛 可 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李兆忠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

江 淮 海洋问题专家

徐 俐 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新闻主播

魏 微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世界周刊》

    编导

44

个性表达

66 留学的功过 李兆忠

67 我们应树立一个什么样的海洋观

江  淮

68 扎西德勒 徐  俐

69 日本年轻政治家在北京 魏  微
周日晚10∶15

假洋鬼子时代

主播工作室

蓝色呼唤

58

泛读地带

56 像加拿大那样保护资源 车  耳

58 在喀山感受不同文化的并存 孔寒冰

60 蒋介石与民国时期的中日关系 石源华

62 平山郁夫：最爱敦煌的日本人 陈  涛

寒冰走苏东

车耳商旅滋味

民国外交人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