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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民主和平论”难以

解释东亚和平

传统的地缘政治学认为，地理位置和距离

对国家行为有很强的影响， 邻居之间接触较

多，产生的摩擦和冲突也较多。 1816—1992 年

间，世界上大约有 50%的军事冲突发生在邻国

之间。 但近年来东亚的情况却是如此不同：自

1990 年柬埔寨战争结束以来，包括东北亚和东

南亚在内的整个东亚地区没有发生过国家间

的战争，成为冷战后世界上少有的几个和平地

区之一。 ①对于这一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重大

启迪意义的历史事实，西方国际政治学界“逐

渐被广泛接受，并且甚至在一些民主国家影响

了政策制定”的“民主和平论”，却难以也未能

提供任何富有说服力的解释。
“民主和平论”或简称“民主和平”，是一种

国际关系、政治学和哲学的理论，其基本主张

是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转

型中的民主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较大，
非民主国家之间则频繁地发生战争；民主国家

不能回避与非民主国家的战争，民主国家在继

续维护世界民主和平的同时，要以战争的方式

帮助那些非民主国家重建民主，通过民主的建

立，在非民主国家实现和平。
“民主和平论” 的基本概念最早由康德提

出。他在 1795 年撰写的论文《论永久和平》中指

出： 大多数人们永远不会在投票中支持发起战

争，除非是出于防卫。 也因此，如果所有的国家

都是共和国，战争便永远不会出现了，因为先行

的侵犯永远都不会产生。
冷战结束后， 有更多学者参加到有关民主

与和平内在联系的讨论中，“民主和平论” 被许

多学者作为现成结论接受下来。 如德国学者明

克勒在 2002 年出版的 《新战争》 中再次声称：
“以民主方式治理的国家彼此之间不会进行任

何战争。 ”[1](p.109)小约瑟夫·奈也主张：“自由民主

国家不会和其他的自由民主国家打仗。 ” [2](p.58)

“虽然世界上发生过民主国家同极权国家之间

的战争， 但是我们确实难以找到自由民主国家

之间相互交战的例子。 ”[2](p.44)

“民主和平论”受到美国历届政府的青睐，
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所谓的以“自由、民主、人权”
为核心内容的“普世价值”以及美国式的政治社

会制度， 构成美国对外战略和政策的重要组成

部分。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声称：“民主国家

联合起来， 这对美国来说是件好事。 不管怎么

说，民主国家更加稳定，不太可能从事战争。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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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可以增强市民社会。 它们可以为人民提供建

设自己家园的机会， 不会迫使他们逃到境外。
我们促进民主的努力，将使我们更安全、更繁

荣、更成功，我们要让这个巨大变革的时代成

为我们的朋友，而不是我们的敌人。 ”① “保持

我们国家安全并维持长久和平的最好方法便

是支持其他地区的民主发展。 民主国家之间不

会互相争战。 ” ②前总统乔治·沃克·布什主张：
“我这么强烈支持民主的原因， 正是因为民主

国家之间不会互相交战。 这是因为绝大多数社

会的人民都厌恶战争，因为他们了解战争是毫

无意义的……我对民主能促进和平有着极大

信心。 这也是为什么我如此强烈相信中东的前

进之路，是促进民主。 ”③2009 年 12 月，现任总

统奥巴马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讲演时也

说：“我认为，在那些公民无权自由发表意见或

按照自己的意愿信教、不能选择自己的领导人

或自由集会的地方，和平是不稳定的。 美国从

来没有同民主国家交战，我们最亲密的友邦也

都是保护其公民权利的政府。 ”
近年来， 在战略和政策层面，“民主和平

论”的基本主张被美国和一些其他西方国家毫

无保留地推广到东亚。 如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

经常借口所谓的 “人权问题”、“西藏问题”和

“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美国等西方国家以

人权问题为由一再对一些东南亚国家施压或

进行制裁；甚至连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等

国也经常在人权问题上受到西方国家和国际

人权机构的“批评”。
但在西方学术界却很少有人运用这一理

论来解释冷战结束后东亚为何长期处于和平

状态的原因。2010 年 12 月 2 日，加拿大西蒙—
弗雷泽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的研究人

员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发布了 《2009 至 2010 年

人类安全报告》， 揭示了冷战结束之后全球范

围内武装冲突风险和强度下降的总体趋势。 该

研究项目的负责人、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安南的

顾问安德鲁·麦克（Andrew Mack）在当天的发

布仪式上，依旧坚持认为冷战结束后，全球范

围国际冲突明显减少的主要原因在于“殖民主

义的终止和冷战的结束消除了导致国际紧张

关系与冲突的主要根源；而且，过去近六十年

间全球民主国家数量翻了一倍，这些国家不大

可能通过战争来解决分歧。 ”④他没有对东亚的

情况作任何说明或解释。
西方政治学家之所以对冷战结束后的东

亚和平视而不见，很大程度上在于”民主和平

论”无法对东亚的情况作出合理解释，在于东

亚的情况只能为这一理论提供证伪，而不能提

供证明。 这是因为，按照西方政府和学界的主

流观点，在冷战结束后的东亚，所有的发展中

国家或是转型中的民主国家， 或是非民主国

家。 因此，这一地区理应战火连天、冲突不断。
而事实却恰恰相反。

从“民主和平论”可直接推导出对东亚极

其有害的结论。 按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逻辑，东

亚多数国家是非民主国家， 尤其是存在朝鲜、
缅甸这样“邪恶的流氓国家”，因此，这一地区

充满了战争的危险； 为了维护东亚和世界和

平，美国有权、也有义务干涉东亚事务和东亚

国家的内政。 为了消灭隐患，美国有必要帮助

东亚不民主的国家实现民主。

二、中国经济崛起是冷战后

东亚最大变项

从“二战”结束到冷战时期结束，东亚地区

曾经多次爆发国家间的冲突和战争，如朝鲜战

争、越南战争，等等。 1950 年至 1953 年发生的

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发生的

规模最大的世界性局部战争之一， 世界上 19
个国家卷入了这场战争，交战双方投入的兵力

最多时达到 320 万人。
东亚地区从冲突和战争发生频仍，到能够

① 参见1994年9月26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第49届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
② 克林顿：《1994年2月24日国情咨文》(英文)，http://www.thisnation.com/library/sotu/1994bc.html。
③ 《总统 和总 理布 莱尔 讨 论 伊 拉 克 》，《中 东》（英 文）2005年10月3日，http://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ews/releases/

2004/11/20041112-5.html。
④ 《〈人类安全报告〉 揭示武装冲突风险下降的积极趋势》， 联合国电视台2010年12月2日，http://www.unmultimedia.org/radio/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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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达 20 年的时间内维持和平， 这一重大变

化显然主要是由地区内的另一项重大变化导

致的。 那么在冷战结束的 20 年间，东亚地区出

现的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变项是什么呢？
毋庸置疑，冷战结束无论对全球还是对东

亚，都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这一变化虽然

与东亚和平有关，但却不构成缔造东亚和平的

关键变项，因为冷战的结束，虽然在一定程度

上使得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冲突和战争明显减

少，但在东亚以外的地区，依旧发生了诸多国

际冲突和战争，如海湾战争、克什米尔战争、科

索沃战争、索马里战争、中东巴以冲突、阿富汗

战争、伊拉克战争，等等。
实 际 上，冷 战 结 束 后，东 亚 最 显 著、最 重

要、对地区和平有重大影响的变化，是中国经

济的快速稳定发展、 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以

及在中国的带动下，绝大多数东亚发展中国家

开始高度重视经济发展。
在中国经济起飞之前，东亚地区曾有日本

和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和新加坡（NIES）
的率先发展。20 世纪 80 年代日元升值后，日本

向东亚邻国转移部分资本和技术，一度成为地

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80—90 年代，NIES 开

始投资中国大陆和一些东南亚国家，对对象国

经济发展也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 但由于日本

和东亚 NIES 受限于人口和经济规模， 加之其

在复兴和发展过程中，有很长的一个时期都主

要是面向美国市场，因此对东亚整体经济发展

所起到的带动作用，在广度和深度上都难以与

后起之秀中国相比。
2010 年 10 月，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 1978
年启动了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引擎，30 年后的

今天，整个中国经济和社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 受惠的不只是中国人民， 也包括在

1997 年回归中国的香港和整个东亚。 ……30
年前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这东

亚四小龙的经济朝气蓬勃，印尼、马来西亚和

越南也在之后迅速起飞， 但过去 30 年东亚最

重大的发展还是中国的改革开放。 ”[3]

三、中国发展与东亚经济环境的改善

东亚发展中国家相继将战略重心由军事

安全转向经济发展，是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环

境呈现出繁荣与和平景象的重要原因。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东亚一直是世界

范围内经济发展态势最好、最富有发展活力和

潜力的地区。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东亚率先

走出危机，成为世界经济的希望与未来。 东亚

经济这一良好态势的取得，根本原因在于中国

经济对周边国家经济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引

领和拉动作用。
中国经济的成功发展，为东亚发展中国家

提供了榜样。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和越南的关

系一度恶化。 从 90 年代开始，受中国改革开放

的影响，经济上陷入困顿的越南步入经济发展

的轨道；蒙古国、老挝、柬埔寨和缅甸等国也深

受中国影响，相继走上发展经济之路。
中国的发展甚至对南亚国家也产生了重

要影响。2008 年 1 月 15 日，印度总理辛格在中

国社会科学院发表演说，称：“在过去的几十年

里，对外经济开放使中国深深受益,也使印度深

深受益，印度正在发生着变化。 我承认，中国的

成功是促进变化的一种动力，这一进程始于上

世纪 80 年代，于 1991 年深入发展”。 孟加拉国

报纸《今日新闻》主编里亚祖丁·艾哈迈德在近

30 年里对中国进行过 7 次访问，亲眼见证了中

国的飞速发展。 2009 年 7 月初，他在接受新华

社记者专访时说，中国政府将发展经济放在十

分重要的位置上， 不管世界风云如何变幻，中

国政府都坚定发展的方针, 这一做法很值得孟

加拉国政府学习和效仿。 [4]

“中国的经济崛起就像是一块磁铁一样，
把其他国家的经济利益与中国的利益紧密相

联。 ”①2000—2009 年间，中国同东亚国家的贸

易增长了 3 倍。 2007 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韩

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2010 年上半年，中国取代

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2010 年，中国

成为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 到 2005 年，“东亚

① 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nmo）：《北京共识》，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2004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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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贸易总额就已接近 3 万亿美元，占其外贸

总额的比重超过 50%。 ”①

中国积极为东南亚国家提供援助和无息

贷款，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助。 正如有学者

观察到的那样：“中国的经济增长给东南亚经

济带来显著的积极影响。 新铺设的道路及其他

基础设施为商贸打开新的大门。 在老挝，中国

提供资金，沿湄公河向北修建道路，延伸至偏

远的穷困地区，使得老挝政府能将电网架设到

当地村庄中。 中国资助修建的水电站则为其提

供电力。 ”[5]此外，近年来，中国的直接投资在柬

埔寨、老挝、缅甸等国也出现了快速增长，对这

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
中国经济不仅规模大， 富有发展潜力，而

且由于内部市场发展空间巨大而富有较强的

再生能力和抵御外部风险能力，这对东亚经济

起到了重要的稳定作用。 在 1997—1998 年东

亚金融危机中， 东亚许多国家最终挺过难关，
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和

经济增长速度没有大幅下滑。 德国波鸿大学的

中国问题专家辜学武教授说：“印尼的经济从

1997 年金融危机之后一蹶不振，如果不是中国

崛起给印尼企业带来巨大商机，那么它的经济

肯定会更加糟糕。”[6]2008 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

引发全球性经济危机后， 西方世界一片萧条，
东 亚 则 由 于 有 中 国 存 在， 遭 受 的 打 击 较 小。
2002 年，泰国前外交部长、时任 WTO 总干事的

素帕猜指出：“我断定中国的崛起将为东南亚

在 2005—2015 年带来一个新的腾飞期……使

得我们能够克服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任何动

荡和不稳定因素的影响。 ”[7]中国经济的持续增

长，逐步改变了国际经济格局，提升了东亚人

的自信。 正如李显龙所说：“中国的起飞激活了

整个东亚，也改变了环球势力均衡局面。 ”[3]

四、中国发展与东亚国家

政治互信的增加

中国的发展带来周边政治生态的深刻变

化，和谐和合作逐渐取代对立和对抗，国际关

系逐渐呈现良性互动态势。
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经济

联系日趋紧密，不断解除相关国家对中国崛起

的担心和忧虑，使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印象和评

价日益好转。 例如，2004 年 10 月，东盟秘书长

王景荣在 “中国工商领袖论坛” 上明确表示：
“中国的崛起对东盟不是一个威胁， 而是一个

难得的经济发展机遇”，“通过双方的努力，东

盟和中国能够建立起牢固和持久的伙伴关系，
实现经济的共同增长和繁荣”。 [8](p.95)2005 年 9
月，马来西亚副总理纳吉布指出：“马来西亚必

须和中国建立联系， 并把它看成一个机会，而

不是威胁或者竞争者。 如果把中国视为竞争

者，那么在全球化时代，每个国家都是竞争者，
我们应该认真看待中国并加深与中国的经济

及其他领域的联系。 ”②2007 年 8 月，印度尼西

亚外交部长哈桑·维拉尤达指出：“包括印尼在

内的东盟国家看到的是对话、 合作而并非威

胁，我们与中国是互惠双赢关系。 我们赞赏中

国的和平崛起， 它为双方都带来了难得的机

遇， 我们将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 安全和繁

荣。 ”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方面与国际

社会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加深，而今，与国际

社会的合作也在日趋深化。 ”[9]中国积极开展与

周边国家的双边合作， 积极推动地区合作，在

改善与周边国家的政治关系方面收到了良好

效果。
2002 年 11 月，中国和东盟签署了《中国与

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2010 年，《中国

与东盟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 在经济合作

的促动下，中国和东盟在其他领域的合作取得

长足进展。2002 年，中国和东盟签署了《南海各

方行为宣言》,确认了双方致力于加强睦邻互信

伙伴关系。 2003 年，中国率先作为非东南亚国

家正式加入 《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把双边

与 多 边 关 系 稳 定 在 共 同 遵 守 的 条 约 框 架 之

下”。 [10](p.139)中国的这一重大举措，对其他国家起

① 《用信心与合作共筑亚太未来———杨洁篪部长在首届“蓝厅论坛”上的讲话》，2010 年 12 月 1 日。
② 贾玛鲁汀·穆罕默德：《从中国学到的经验》（英文），马新社 2005 年 9 月 4 日电。
③ 《印尼外长表示愿深化与中国的关系》，新华社雅加达 2007 年 8 月 1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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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积极带动作用。 东盟和日韩等多个“10+1”
的产生，以及东亚以外的国家对东南亚友好条

约的加入，以及“10+6”、“10+8”的问世，在很大

程度上，均可视为对中国行为的跟进。
东盟国家领导人对中国—东盟经济合作

在政治和安全方面带来的收益有切身体会。 菲

律宾前总统拉莫斯指出：“中国不仅致力于维

护自身稳定，而且在亚太地区稳定方面不断显

现使命感。 东盟与中国进行经贸合作显然会影

响到安全，撇开贸易投资的好处不说，由经济

合作而产生的互信和良好的政治愿望，可以缓

解领土和地缘政治争端导致的紧张。 ”①新加坡

前总理吴作栋也说：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在经济上有助于区域的发展， 在地缘政治上

也有助于本区域保持稳定”。 ②

五、中国的发展与周边

安全环境的改善

中国的发展还带来周边安全环境的重大

变化。1984 年 10 月，邓小平说：“中国是一支和

平的力量，这一点很重要。 ”[11](p.82) 1985 年 3 月，
邓小平重申：“第三世界的力量，特别是第三世

界国家中人口最多的中国的力量，是世界和平

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 所以，从政治角度来说，
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对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

都是有利的。 ……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

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 ”[11](p.105)

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发展实践，证明了邓小

平的远见卓识。 在中国的影响下，周边国家相

继淡化冷战思维和敌对意识，地区安全观也发

生了较大改变。 如东盟意识到：“在经济全球化

的背景下，安全问题应当置于经济利益下来考

虑”。 东盟各国在冷战结束后面临的“最基本的

问题和利益是人民的福利，最大的挑战是经济

发展的风险”；③东盟各国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

济，消除贫困，缩小差距。 泰国前总理差猜·春

哈旺直言：“从长远看，发达的经济是国家安全

的最基本的保证。 ”④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发展中

国家相继进入经济发展正常轨道，因这一发展

须以和平环境为条件，这些国家均以维护地区

和世界和平为己任。 这些国家的人民日益享受

到经济发展、富裕安康带来的利益，他们更加

热爱生活，珍惜生命，厌恶战争。
东亚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日益扩

大，相互间合作的可能与机会日益增加，对战略

对抗构成强有力的制约， 明显减少了发生对立

与冲突的可能与机会。一般来说，经济相互依存

度越大， 使用武力解决争端的可能性就越小。
“一条强大的经济法则正在驱使大多数东亚国

家政府去寻求缓和与自己前敌国的紧张关系，
以便使战略对手成为经济伙伴。 ”[12](pp.159-160)1946
年 2 月 22 日， 美国驻苏联大使凯南给美国国

务院发了一封很长的电报， 他提醒人们注意，
美国之所以可以与苏联对抗、决裂而没有什么

风险，是因为美国同苏联的“利害关系微乎其

微”，“在那里，我们没有投资需要保卫，没有确

实存在的贸易机会会丧失”。 [13]但伴随经济的发

展，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使美国的一些

鹰派政治人物都清楚地认识到，要像往日围堵

苏联那样围堵中国已经没有可能。 中国和包括

美国在内的各国之间在投资贸易等方面的联

系日趋紧密，使得任何一方要摆脱这种相互依

存模式都须付出沉重代价。 一位美国观察家指

出：“此前，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崛起之时与

那么多想遏制其发展的国家发生如此紧密的

经济联系。 由于中国准备扩大它在全球的经

济、政治和军事影响力，共同合作最符合其对

手的利益。 ”[14]

进入 21 世纪后， 中日政治关系经历多次

跌宕起伏， 但经济上不断深化的相互依赖，决

定了中日双方在政治方面的对立不可能走得

① 拉莫斯：《富有魅力的巨龙》，《菲律宾外交与发展》（英文），转引自唐世平、张洁、曹晓阳主编：《冷战后近邻国家对华政策研
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年，第 161 页。
② 吴新慧：《亚细安和中国十年内建世界最大自贸区》，《联合早报》2001 年 11 月 7 日。
③ Hadi Soesastro 等主编：《亚太地区经济与安全合作结构的作用》（英文），雅加达，1996 年。 转引自陆建人主编：《东盟的今天

与明天：东盟的发展趋势及其在亚太的地位》，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 年，第 177 页。
④ 《当代东南亚》（英文），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1993 年 3 月号，第 344 页。 转引自陆建人主编：《东盟的今天与明天：东盟的发

展趋势及其在亚太的地位》，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 年，第 177 页。

69- -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1 年第 1 期

太远。 小泉时期首相屡屡参拜靖国神社，菅直

人时期则发生日本非法扣留中国船长事件，但

最终都没有导致双边关系的破裂。 经济上共同

利益的快速增长， 决定了中日两国必须走和

平、友好、合作的道路。
东盟深刻认识到增进与不同国家的经济

联系对地区安全的重要性。 1991 年，泰国总理

阿南在首次东南亚安全合作会议上指出：“实

际上我们现在就必须从更广阔的前途，而不仅

仅是从军事或战略角度来考虑我们国家的安

全需要。 单靠军事力量不再足以保障国家的安

全……真正的和平与安全需要靠东盟与其他

国家建立更密切的经济和贸易联系来实现。 ”①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动力的加强，导致了一

系列优惠贸易协定的出现，在增加相关国家贸

易机会的同时增进了共同安全感。 “东亚内部

的众多自由贸易协定已经发挥了安全同盟在

密切国家间政治和安全联系所发挥的作用，并

且表明未来将出现更多的贸易和投资活动。 自

由贸易协定并没有改变大国之间的军事平衡,
但它们改变并重新定义了影响力的平衡、安全

的内涵和政治联盟。 ”[15](p.88)东亚区域经济合作

的各种机制，如 10+l、10+3、中日韩合作、东亚

峰会等逐步推进，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形成了优

势互补、协调并进的良好局面。 地区经济合作

的不断深入，培育和扩大了成员国之间的共同

利益，在合作进程中建立了完善的各项规范制

度，对规避这一地区冲突和战争的风险具有积

极作用；形成多种对话平台，如部长会议、领导

人非正式会议，等等，则有利于通过对话和沟

通对潜在的矛盾和冲突未雨绸缪；领导人之间

相互的了解和友谊的增进，则为进一步开展政

治和安全合作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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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o Zedong's View on Culture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It have always been the goal for Mao Zedong to con-
struct a kind of national, scientific, public and modern culture. Mao Zedong's view on culture combined both merits of
the one of a revolutionist and the one of a scholar. Central to it is the dialectic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t explanation of the
relations of culture and politics and economy. He have made insightful elaboration about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and "ancient and now" in the area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present cultural
construction to stick to dialectical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t view of culture.（XU Quan-xing）
Mao Zedong's Elaboration of the Philosophical Issues of Natural Science: Mao Zedong cherished a life-long love
for natural science, and he thought that natural science was a means for human beings to acquire freedom from nature.
Natural science had made great influence on the formation of Mao Zedong's philosophical theory. Based on his broad
knowledge about natural science, Mao Zedong have made peculiar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nature, function and social
function of natural science, from which arose his thoughts of natural philosophy, evolutionary thought, thought of infinite
divisible substance, system thought and atheism, and others included. The philosophical thought of natural science consti-
tute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his total philosophical theory. （HU Wei-xio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cholar's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Marxism and Humanism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ese scholars'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 of
Marxism and humanism undergone three periods. "Man the first"is a scientific proposition of Marxist humanism, which is
a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 of Marxism and humanism. The chang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ions of
Marxism and humanism shed much light on our understanding of what Marxism is, how to treat Marxism and the law of
Marxism. （LIANG Shu-fa PENG Bing-bing）
The Practice of Marxist Thought of “Man the First”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Marxist thought of 'man the
first' took the reasonable connotation which originated from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powers of religion and royalty of
capitalism, which constituted the historical tradition and guide line of Marxism. The social ecology of capital worship and
win or defeat resulted from capitalist ideology and the consequent social division as well as the violent confrontation had
provided Marxism good condi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humanism. The concept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is a
milestone of practicing Marxist thought of man the first within the socialist fram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an the
first and investment for man are the keys to defuse the acute conflict in our society and the basic road to practice Marxist
thought of man the first as well. （XIAO Qin-fu）
Four Disputes over the Issue of “Modes” Worldwide and Its Revelation: Four disputes over the issue of 'modes'
worldwide are first of all Engel's Anti Duhring that criticized Duhring's world modes; to impose Soviet mode to brother
parties and countries or maintain diversification of socialist developing road; the variety of capitalist mode and the harm of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to Latin America, Russia and Southeast Asia; the western dispute about where there has
exsited the China mode. The four disputes brought such revelations as following: the variety of world civilization and the
developing road of all countries and nations must be respected; the developing road and mode of a single country cannot
be esteemed as "universal value" and been imposed upon others; each country should firmly follow the road and mode
that suits their own reality and should not use other's standard to evaluate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their own. （XU
Chong-wen）
On the Contribution of China's Development to the Peace of East Asia: Since 1990, East Asia has been in a peaceful
situation. To review the history of East Asia since last 20 years, the rise of China's economy is the largest and most impor-
tant variable. The rapid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has brought remarkable change in the area of econo-
my, politics, security and other for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It has been proved by history that China's development has
not caused any threat to neighboring countries in East Asia, on the contrary, become it has become the essential guarantee
of the peace of East Asia. （LI Wen）
Contemporary Capital Movement and Three Major Incidents of Capitalism: The three major incidents of contem-
porary capitalism-new change of capitalism,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global financial crisis-have occurred, the essence
of which is the capital movement. The specific forms of contemporary capital movement, the socialization, free circulation
and virtualization of capital dominate the three incidents: the socialization of the capital is the important content and inter-
nal drive of the new development and new change of capitalism, and constitutes its cause and substance; the expansion of
capital movement, the free expansion in particular, is the enormous boost and essential substance of economic globaliza-
tion; the unbridled madness of virtual capital is the major root and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Disclosing
the content and essence of the three incident of the capital movement, this paper strings the modes of capital movement
in these incidents and makes a general outline of the logic of contemporary capital movement.（YU Wen-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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