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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国力比较研究》

一书评介

张　莉

　　现在离进入 21 世纪的时间不长了, 跨世纪的钟声就要敲响。

纵观全球, 美国的霸主地位似乎是坚不可摧、牢不可破, 但在不久的 21 世纪是否还是如此? 解体后的俄

罗斯经济究竟是上升还是下降? 中国在 21 世纪究竟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世界各主要国家是盛、是衰?

读过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国力比较研究》之后, 上述问题的答案便了然于心。

国家盛衰实质上是其综合国力消长的反映, 一个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凭藉的也是其综合国力的较量。无论

冷战时期还是和平时期, 综合国力都是规划国家发展和展开国际竞争必须衡量的核心问题。因此, 综合国力

的研究分析和实际测度为从事国际比较、研究国家战略的学者所关注, 也为掌握国家命运的政治家所重视。

对综合国力进行的研究, 在国际上目前尚是一门新兴学科, 是一个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大课题。中国

社会科学院的国内一流专家王诵芬、陈沙等以掌握大量的统计数据为依托,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 来对世界主

要国家综合国力进行实测和分析, 非常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中华社会科学基金的重点研究项目。

该书的主要内容有: 绪论、综合国力概念及构成要素、综合国力测算方法的考察、综合国力的指标体系

及测算方法、综合国力的实测与分析 (基本方案和赋权方案)、国力评论 (17 个世界主要国家)、中国的综合

国力及对未来综合国力的预测。

纵观全书, 有四个显著的特点。

首先, 其概念具有全面性和概括性的特点。

作者在绪论中, 回顾了国际比较研究的演进, 并介绍了国外学术界对综合国力定性定量研究的现状, 为

在后面提出自己的观点打下了基础。在第二章中作者明确了综合国力的含意和内容, 从而使综合国力的测定

和比较有了可靠的基础。作者认为:“综合国力是一个主权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所拥有的各种力量的有机总和,

是所有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又是世界强国据以确立其国际地位、发挥其国际影响和作用的基础。具

体地说, 就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从整体上来计量的社会生存发展诸要素的凝聚总和。”该定义将综合国力

同国情和经济实力区分开来, 认为综合国力不仅仅指物质力量还应包括精神力量, 也就是说应包括一个国家

社会生活诸多领域。这一概念吸收了国内外有关学者研究成果的优点, 并弥补了其不足。

其次, 其测算方法具有可靠性和可信性的特点。

正由于对综合国力的概念有了比较科学的界定, 使对构成综合国力的要素进行量化分析成为可能。而对

综合国力进行研究的关键点在于如何对国力进行科学测定, 并且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为

了解决这一难题, 作者绘制了描述指标关系的散点图 30 多张, 对指标体系做了两次重大修改。经过了 4 次大、

中型试算工作, 试用了 5 套赋权系数, 使用了 5 个方案在神经网络模型上对外交能力进行模糊评估, 并且还

对政府调控能力进行了专家问卷调查。经过上述一番的艰辛的探索研究之后, 最终测算出各国综合国力量化

的基本数据和赋权数据两套统计表。

在第三章中作者首先介绍了国内外已有的国力测算方法以及其他多指标合成方法, 接 着就着重指出, 选

取国力评价指标应该是既要有总量指标, 又要有人均指标: 既要有数量指标, 也要有质量指标; 既要有效率

指标, 又要有物耗指标。紧接着作者在第四章提出了一个颇有创新的统计指标和与这相适应的统计测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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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即统计分析和层次分析、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并且采用的是分层赋权、逐层汇总的一整套比较

适用、易于操作的指标统计方法。

使用这套方法使测算的结果与各国的具体国情更加接近, 在对西方七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综合国力进行

了分析比较后, 作者认为美国的综合国力目前乃至将来依然雄居世界第一, 欧洲、日本、俄罗斯和中国都无

法与其相抗衡: 今天的日本是世界前几位的强国, 但它同时又有许多其他强国没有的弱点, 这就使得它的强

国地位大打折扣; 德国的综合国力排在世界第 5 位, 东德、西德的统一使德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 预计未

来十几年中, 德国的综合国力变动不会太大, 并且由于美国综合国力的不断下降, 德国同美国的差距还将会

有所缩小, 但同日本的差距将会拉大, 而且还会受到法国的追赶。

在对发展中国家综合国力的分析中, 作者根据各种不同的计算方法测定: 印度近年来的经济改革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绩, 其国家的综合国力在不断提高; 韩国的综合国力则呈明显增强的趋势; 南美的巴西, 其综

合国力在发展中国家中低于中国和韩国, 高于墨西哥、印度、印尼等国家。

再次, 其意见具有建设性和可行性的特点。

作者始终着眼于中国综合国力的测定与比较, 这对确定我国综合国力的实际水平和地位具有实际意义。

从按基本方案最终测算出的各国综合国力统计中, 我们可知中国的综合国力位次在西方七国之后, 在苏

(俄)、澳之后, 居第 10 位。但考察各项指标则可知道: 中国的资源 (包括人力资源) 总量仅次于前苏联

(俄)、美国, 居世界第 3 位; 中国的经济活动能力居第 10 位, 其特点是总量可观、效益落后、人均低下; 中

国对外经济活动能力在所计算的 17 国中上升到了第 8 位, 其特点是起点低, 拓展快, 有一定的实力; 中国的

科技能力一直处于低水平, 位于第 10 位; 而在教育、文化、保健、通讯水平和城市化等代表社会发展程度的

各方面指标来看, 中国的差距很大, 经济发展同社会进步不够协调; 中国的社会发展程序严重落后,20 年来

一直处于第 15 位; 中国政府的调控能力居第 9 位, 属中等水平; 中国的军事能力低于美国和前苏联 (俄) , 居

第 3 位; 中国的外交能力居世界第 5 位。

作者运用自己的方法测算, 中国的综合国力同强国的差距在明显日渐缩小, 并且中国综合国力领先于发

展中国家的差距尚在扩大, 中国的综合国力结构呈现“三长两短一快”的鲜明特征。“三长”是: 资源总量丰

富和军事实力雄厚, 这两项均只居俄、美之后, 强于各国; 经济发展迅速, 现实形势与潜在势能均佳。“两

短”是科技能力相对落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对低下, 比部分发展中国家都不如, 同国力位次极不相称。“一

快”是对外经济活动能力的位次迅速前移, 表明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活动, 中国经济的发展与世界经济的繁荣

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

最后, 其预测具有指导性和前瞻性的特点。

作者认为, 到 2010 年, 从主要国家综合国力预测的结果来看, 依然是美国、日本、德国名列前 3 名; 国

力位次前移最快的是韩国, 它在前 20 年间分别超过了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墨西哥和南非, 在预测的后

20 年里还将有可能分别超过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而尾随在中国之后; 国力位次明显后退的是俄罗斯, 它先是被

日本和德国超过, 预计到 2010 年还有可能退到法国和意大利之后。

未来 15 年内, 中国有可能超过加拿大居第 8 位。但由于面临的都是国力雄厚的发达国家, 每前进一步都

需付出艰巨的努力。根据测算, 到 2010 年中国的综合国力将进一步接近英国; 到下世纪中叶, 英国、俄罗斯、

意大利、法国将依次是中国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强大对手。

总之,《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国力比较研究》一书观点新颖、数据充分、内容翔实、分析透彻。不仅使读者

了解到主要国家综合国力发展的脉络、现状及未来趋势, 而且还使读者认识到中国在强手如林的国际竞争中

所处的地位。俗语说: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我们在今后的岁月里怎样打好中国这张牌, 就要看决策者们对

自己和对手了解多少, 是按牌理出牌, 取得预期效果; 还是不按牌理出牌, 出其不意, 战胜对手?!

(作者单位: 湖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曾国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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