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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事小的操作指南* 

 

改革开放以来的前三十多年，我们的对外合作的取向可归纳“以小事大”，

即注重搞好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大国的关系。八十年代邓小平同志曾经讲过，我们

的对外开放是三个方面，不是一个方面。又说有的人理解就是对西方发达国家这

一个方面开放。小平同志从大格局的思路批评了这种片面的看法。眼里只有西方

自然有一叶障目之虞。不过小平同志也把西方列在三个方面的第一位。他说“我

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主要从那里来”。代表中国参加复关和入世谈判的龙

永图先生说得更加直接，“中美关系好了，一好百好”。从相对弱势一方来看，这

样做是有道理的。这段时间，美国等西方国家不仅是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

的来源，也是中国商品的主要市场。所谓“两头在外”，实则“两头在西”，容不

得中国不韬光养晦、以小事大，努力释放善意，竭力维护好中美关系。 

中国在错失近代工业化、电气化的列车以后，终于搭乘上了全球化的快车。

现在，以每年创造的经济价值总量来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国。虽然从人

均水平看，中国与美西方还有较大差距，但从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商品、市场、投

资乃至货币的不对称依赖状态来看，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而为大国的特征日趋明

显。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期待或要求中国承担“大国责任”。 

但是，与三十多年积累的以小事大的经验相比，我们对如何以大事小已经有

些陌生。一方面，中国希望能扮演更积极和建设性的角色，为国际秩序更加公正

合理做出贡献；另一方面，中国也担心落入“国际责任陷阱”，被迫承担了超出

                                                        
* 本文已发表于《当代金融家》2015 年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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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能力的责任，造成国力的过度损耗。如何处理正确地以大事小，成为中

国亟需掌握的“技术活儿”。 

如果把时间尺度拉长，历史上的中国的确是拥有悠久的“事小”经验的，也

早已发展出了比较丰富的工具箱。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更

有必要重温“以大事小”的操作技术。 

 

魅力型以大事小：主持公道 

 

商朝末期，周文王（那个时候还叫西伯侯姬昌）的时候，虞国和芮国因为交

界处的一块领土的归属发生了纷争。双方决定去西岐找姬昌说理，请他来为争议

领土的归属做裁决。两国国君结伴而行，进入周的国境后，发现所遇到的国人的

面貌焕然一新。耕田的人相互礼让，田块与田块之间留足了田埂；在狭窄的道路

上相遇，人们总是互相谦让。进入周的都城，看到城内秩序井然，男人与女人分

别在不同的道路上行走，头发斑白的老人也生活安逸、不需要扶助，不同级别的

官员举止得体、相互执以与其身份地位相匹配的礼仪。虞芮两国的国君见了周国

的情况非常惭愧，反省说“我们真是小人，不配踏入君子的朝廷”。于是连仲裁

人姬昌也没见就离开了周境。原本相互争夺的那块土地，也成为双方都不占用的

缓冲区。 

虞芮两国在出现纷争的时候能够首先想到请姬昌主持公道，这是因为姬昌已

经在各国之间形成了处事方正持平的声誉。这种通过主持公道的方式来向国际社

会提供公共产品，对提供者来说直接的成本微乎其微，但在取得国际认同、获得

国际权力方面的收益非常大。从实际效果来看，姬昌长期积累的声誉，为后来周

武王伐纣时的“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奠定了基础。 

魅力型以大事小，对大国本身的条件具有较高的要求。首先，这个国家的文

明程度要比别的国家更高，能让别的国家羡慕。其次，这个国家要长期坚持一种

公正可靠的态度，从而不断积累其他国家对它的信任。第三，这个国家在国际社

会要具备较高的权威，调解的结果能够被涉事各方，以及其他“观众”国家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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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这个国家还要秉持一种非孤立主义的态度，愿意为国际事务承担责任。 

尽管调解纠纷本身的直接成本并不大，但要具备前述条件所需的资源积累与

相关投入却非常巨大。就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而言，魅力型以大事小可能是中

国长期努力的目标，但还远非现实。中国并不具备上述严苛的条件。虽尚未至，

心向往之。中国在国际社会一贯坚持公道的立场，已经为之赢得了“彼此之间可

能是相互对立的各方都以中国为友邦”的局面。这为未来“魅力攻势”的展开奠

定了良好但尚显微薄的基础。 

 

强制型以大事小：收取质子 

 

周朝到周平王的时候，天子被蛮夷打得迁了都，颜面与权威双双扫地，再也

无力控制诸侯国。周平王为了平息在朝廷为卿士的郑庄公的不满，竟然将太子姬

狐送到郑国充当人质（同时郑庄公也以公子忽遣周作人质，总算给天家留下一点

颜面）。向来只有中央朝廷向地方诸侯索要质子、以便控制后者，现在天子竟然

要以太子为质以取得臣下的信任。这是强弱异位，大小颠倒的结果。 

大国向小国收取质子，是为了增加强制的力量与手段，迫使小国输诚。小国

派遣质子，则相当于提供了一种争取信任的保证金，“将自身利益攸关之事，置

于大国背信弃义的风险之中”，展现了一种对大国的实质上的信任（尽管主观上

小国未必高兴）。 

质子是大国与小国信任度不够时，保证合作能够继续开展的一种有效的办法。

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意识形态、价值观与美国完全不同，中国人从来也不讳言

这一点，但中国的发展没有遭受到来自美国的重大阻碍，甚至在技术、管理、市

场等方面还与美国有良好的合作并受益于此。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向美国输

送了“质子”。其一是英语。大规模启动英语教育和在全社会普及英语，让美国

人相信中国拥抱英语世界的决心。其二是美元储备。中国将辛苦生产和出口换回

的美元绝大多数换成美元资产回流美国，这些储备成为掌控在美国手中的重要

“质子”，使美国更加相信中国对其所掌控的国际体系并无颠覆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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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次区域的信任不足同样可能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障碍，此时让当事国向

国际社会做出必要的可置信的承诺，也是应有之义。否则没有人愿意冒着巨大的

风险向这些地方投资，这其实也不符合当地人民的利益。虽然看似受到了强制，

实则“捆绑双手却获得了更大的自由”，这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谢林曾反复

阐释的道理。 

 

羁縻型以大事小：送女和亲 

 

汉初高祖率兵亲征匈奴，被围困在白登山。手下谋士陈平献计说动单于夫人

（阏氏）向单于吹枕头风，放走了汉高祖。一种说法是陈平派人送了一名美女给

阏氏说，我们汉地的漂亮姑娘非常多，如果您不劝说单于放了我主，我便派人给

单于送去多多的小姑娘，这样阏氏您的地位可就不保了。如果传言可信，阏氏可

算是被陈平这厮坑得好苦。高祖回国后，很快接受了谋士娄敬的意见，把宗室女

子送给单于和亲。娄敬是这么劝说的：皇帝把女儿送给单于做夫人，您就是单于

的岳父，说不定以后的小单于就是您的外孙。天下哪有女婿打丈人、外孙打姥爷

的道理。客观的说，和亲政策的效果不错。汉武帝重击匈奴之后，后者不再敢以

要挟的方式，而是以恳求的方式来寻求和亲。 

和亲是一种羁縻小国的方式。和亲时往往带去大量的铁器、书籍、茶叶乃至

工匠等。通过和亲的公主还可以获取小国的情报，影响小国的政策、行为、生活

方式乃至治理模式。通过和亲，让小国不对大国产生敌意，并且在许多方面产生

更深的不对称依赖。 

羁縻型以大事小的大国一般也具备一些特征。首先，大国的文明程度比小国

更高，对小国有一定的吸引力。其次，大国的力量尚不足以让后者产生畏惧，不

能以强制力来让后者屈服，或者说强制的方式对大国来说太“昂贵”。第三，羁

縻的方式能够对小国产生影响，让其对通行的规则、制度产生一定的认同，对大

国的管理模式、生产生活方式产生学习或模仿的欲望。 

作为原型的和亲在现代社会早已不合时宜，但其背后的精神实质仍可经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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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转换，发挥重要的作用。现代化的羁縻型以大事小，其核心即技术援助。也即

向小国或相对落后的国家在智力、技能、咨询、资料、工艺和培训等方面提供资

助等各项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来改善小国的治理水平，提升其对大国的亲善程度。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这种方式有望得到比较广泛的运用。 

 

收买型以大事小：厚往薄来 

 

明成祖篡位之初，为了彰显自己的合法性，急着向海外派出招贡团（在各国

看来其实就是招商团），招徕各国前来朝贡，登基之后曾经在 3 个月内向南洋等

地派了 8 次。对朝贡的国家，明成祖非常慷慨。不仅豁免税收，给予多倍的价值

补偿，还对国王回赐丰厚的礼物。以至朝鲜国王看到礼物之后大惊失色，询问使

者，“皇帝何以厚我至此极也？”在成祖重赏招徕之下，出现番王来朝的盛况，

东南亚四国国王联袂朝见天朝皇帝。但超值购买的事情，好比公司搞“促销”，

短期内可以做做，起到博取“眼球”的效应。但长期这么“烧钱”，就缺乏财政

可持续性了。后来明朝成祖一系的合法性已经底定，在朝贡贸易上也就逐渐回归

定贡期、定贡道、定贡物的制度化轨道上，虽然还是厚往薄来，但力度有所缩小，

不至于让天朝府库捉襟见肘。 

厚往薄来是一种收买型的以大事小。通过利益让渡来换取小国的支持。但这

种关系比较脆弱，一旦厚薄有变，反倒容易引起怨怼。明朝削减对日本的回赐及

朝贡贸易的对价之后，日本人先是赖着不肯走，说这样回去肯定会被上司砍头，

继而甚至以放任倭寇相威胁。 

上升期的国家容易采取收买型的策略来急于证明自己。为了把“新灶”催“热”，

一开始撒一点钱也无可厚非。但有两个前提，一是要量力而为，不能“不计成本”。

二是最终要达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效果，不能一直是自己在哪里烧冷灶，别

的国家则袖手旁观。 

以大事小的具体形式很多，并非简单的“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可一言尽道

之（即便是仁，也有君子之仁、妇人之仁等种种）。也不可机械地照搬某一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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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小的方式来处理一带一路建设所面临的所有问题。只能是结合当时当地的实

际情况，综合择取某些方式的长处、避免或减少其短处来应对。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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