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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世界转型的深入、中国崛起的效应与美国衰落的焦虑促使中美关系进

入关键时刻，其走向考验着两国精英的智慧。与１１４名美国权威人士的战略对话表

明，在如何看待美国、中国、中美关系与世界的未来问题上，美国精英的基本观点

是：美国面临严峻的国内外挑战，为维系全球领导地位，美国进行大幅战略调整，
以国内稳定发展和亚太主导地位为优先诉求，其战略重心从欧洲大西洋向亚洲太平

洋倾斜，并将亚太战略的矛头指向中国，对华战略遏制成分加重。有鉴于此，中国

应以长远眼光来审视和处理中美关系，具体包括：清醒认识中美实力差距，坚持和

平发展道路；推动 战 略 信 任 建 设，努 力 消 除 误 解 和 误 判；清 晰 划 定 国 家 利 益 的 底

线，坚决维护核心利益，积极扩大共同利益；坚持求同存异原则，妥善处理分歧；
注重文化软实力建设，强化对外文化交流机制；积极建立科学完备的中国国家战略

体系，加强马克思主义战略理论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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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门洪华，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北京　１０００９１）。

１９７２年，中美两国领导人高瞻远瞩，以非凡的勇气和卓越的智慧打破僵局，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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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１年９—１１月，笔者作为艾森豪威尔基金会 高 级 访 问 学 者 在 美 国 进 行 了 为 期５０
天的研究考察。期间 以 中 美 关 系 走 向、中 美 软 实 力 比 较 为 主 题，笔 者 访 问 了 美 国

国会、国务院等 立 法、行 政 机 构，以 及 兰 德 公 司、布 鲁 金 斯 学 会、卡 内 基 国 际 和

平基金会、美国外 交 政 策 全 国 委 员 会 等 思 想 库；哈 佛 大 学、斯 坦 福 大 学、普 林 斯

顿大学、康奈 尔 大 学 等 高 等 院 校；亚 洲 基 金 会 （Ａｓｉａ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纽 约 慈 善 总 会

（Ｐｈｉ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等非政府组织；马 里 兰 大 学、哥 伦 比 亚 大 学 等７所 大 学

的孔子学院。同时笔者 还 参 加 了 艾 森 豪 威 尔 基 金 会 组 织 的 由 美 国 前 国 务 卿 亨 利·
基辛格、奥巴马政府朝 鲜 政 策 特 别 代 表 斯 蒂 芬·博 斯 沃 斯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Ｂｏｓｗｏｒｔｈ）等

人参与的专题讨论会。此次访问的机构达３６个，共与１１４名权威人士进行了５６场

正式交流，并进行了 广 泛 的 社 会 调 查。作 者 感 谢 上 述 机 构 和 人 士 的 热 心 帮 助 与 支

持，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修改建议。



成了冷战的转折和双边关系的突破，书写了改变人类历史的新篇章。① ４０年来，中

美两国既是世界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世界转型的主要推动者，中美关系逐渐

成为世界上最重要、最具复合性 （ｍｏｓｔ　ｃｏｍｐｌｅｘ）和挑战性的双边关系，并位移至

世界变革的重心，其前景不仅决定着两国的当前福祉，也深刻影响并塑造着世界的

未来图景。

美国精英大多认为，世界正在酝酿巨大变革，而中美关系深刻体现了世界转型

的复杂性。结合全球化进程、世界转型和大国兴衰变迁，诸多美国精英认为，“中美

两国都在回复到正常状态”，② 这具体表现在：美国雄风不再，在经济、政治等领域

均具有的超凡地位正在失去，尤其是经济规模占全球３０％以上的盛况不会再现；中

国从经济崛起到走向全面复兴，开始恢复一个大国曾有的荣光。正如美国外交关系

委员会高级研究员查尔斯·库普乾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Ｋｕｐｃｈａｎ）指出的，中国回复到正常状

态的主要表现是全面崛起，而美国回复到正常状态的主要表现是经济衰退导致的霸

权焦虑。③ 这是一个刚刚开始的历史性时刻，美国的衰落可能持续数十年之久，而

中美关系却由此进入关键阶段，尤其是中国越来越被美国视为最重要的竞争对手，

甚至是多年来的最大挑战，尽管中国一再表明和平发展的决心，但在许多美国精英

看来，中国对 美 国 霸 权 地 位 的 挑 战 之 全 面 性 超 过 了 苏 联。④ 中 美 两 国 元 首 确 定 的

“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的战略定位遭受挑战，尽管中

美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⑤ 但诸多美国精英认为中美在其他方面的

冲突却似乎不可避免。美国副国务卿威廉·伯恩斯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Ｂｕｒｎｓ）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２４日在第五届中美关系研讨会上发言指出，发生巨变的时刻是误解、误判或无意冲

突最容易发生的时候。⑥

中美关系变动的核心因素是中国崛起的效应与美国衰落的焦虑。崛起大国与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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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基辛格，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８日；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 （Ｊ．Ｓｔａｐｌｅｔｏｎ　Ｒｏｙ），２０１１
年１０月７日。
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 （Ｃｈａｓ　Ｗ．Ｆｒｅｅｍａｎ，Ｊｒ．），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４日；霍普金斯

大学教务长戴维·兰普顿 （Ｄａｖｉｄ　Ｍ．Ｌａｍｐｔｏｎ），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４日；俄亥俄州立大学

教授兰迪·施 韦 勒 （Ｒａｎｄｙ　Ｓｃｈｗｅｌｌｅｒ），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８日；美 国 进 步 中 心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高级研究员妮娜·哈奇格恩 （Ｎｉｎａ　Ｈａｃｈｉｇｉａｎ），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１４日。
查尔斯·库普乾，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６日。
斯蒂芬·博斯沃斯，２０１１年９月２９日；美 国 战 略 与 国 际 研 究 中 心 高 级 研 究 员 葛 来 仪

（Ｂｏｎｎｉｅ　Ｇｌａｓｅｒ），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３日；妮娜·哈奇格恩，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４日。
兰德公司资深研究员查尔斯·沃尔夫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Ｗｏｌｆ），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４日；美国前助

理国务卿、波音公司副总裁斯坦利·罗斯 （Ｓｔａｎｌｅｙ　Ｏ．Ｒｏｔｈ），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３日。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Ｂｕｒｎｓ，Ｋｅｙｎｏｔｅ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ａｔ　５ｔｈ　Ｂｉｅｎｎｉａｌ　Ｕ．Ｓ．－Ｃｈｉｎ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ｅｘａｓ，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４，２０１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ｓ／ｄ／２０１１／１７６０７１．ｈｔｍ．



有霸权国如何避免走向战争，不仅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成为迫在眉睫的

现实议题。美国精英普遍关注的问题是，中国正在悄然改变大战略趋向，而美国出

现战略异动并有可能导致根本性调整，中美关系未来走向充满变数，这是一个决定

世界未来的关键时刻。许多美国精英认为，中国国内存在着各种严峻问题，世界影

响力迅速增强，尤其是在东亚势力发展太快，① 开始采取咄咄逼人的外交战略，中

国大战略调整已经开始。这必然导致对美国东亚利益、亚太利益乃至全球利益的巨

大挑战。许多精英指出，中美之间没有根本性的战略冲突，② 两国都无法承受相互

视为敌人的后果，③ 但双边关系的剧烈变动确是不争的事实，这反映了一种潜在的

长期趋势，以及发生长期战略冲突的可能性。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阿伦·弗雷德伯格

（Ａａｒｏｎ　Ｆｒｉｅｄｂｅｒｇ）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与日俱增的利益冲突、意识形态和政治上

的尖锐分歧具有决定意义，两国关系由此更为紧张，而亚洲是中美未来冲突的症结

所在”。④ 美国精英关注美国东亚战略的调整，或称之为美国的主动战略谋划，或视

之为防止中国将美国赶出亚洲的自然反应，并密切关注中国的回应。

面向未来，我们需要远见、勇气与智慧。⑤ 中美关系堪称有史以来最具挑战性、

影响最大的双边关系，其走向考验着两国决策者和战略界的智慧。因缘际会，笔者

作为美国艾森豪威尔基金会高级访问学者，于２０１１年９—１１月在美国 进 行 了 为 期

５０天的研究考察，与美国各界精英就中美关系进行了战略对话，得以深入了解美国

对华战略的走向。本文正是这次美国调研考察的成果结晶，其讨论的主题是：美国

各界精英如何看待美国、中国、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走向？面对世界转型，中美

同时面临重大挑战与历史机遇，如何拨云见日、高瞻远瞩，规划各自与世界的未来？

中国如何从美国精英的认识中见微知著，清晰勾勒对美战略的总体框架？

一、衰落的焦虑：美国面临的挑战及其战略应对

确保世界领导权是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大战略目标，根据情势变化大幅调整战

略部署亦其常规作为。美国密切关注世界趋势、大国动向与本国情势，长于、勤于

战略谋划，致力于维护其西方霸主地位，冷战结束以来更是追求其 “单极时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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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 治 学 会 前 会 长、普 林 斯 顿 大 学 教 授 罗 伯 特·基 欧 汉 （Ｒｏｂｅｒｔ　Ｏ．Ｋｅｏｈａｎｅ），

２０１１年９月２６日。
查尔斯·沃尔夫，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４日；美国前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

特 （Ｂｒｅｎｔ　Ｓｃｏｗｃｒｏｆｔ），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０日。
戴维·兰普顿，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４日。
阿伦·弗雷德伯格，２０１１年９月２６日。
中国驻美大使张业遂在哈佛大学的演讲，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２日；芮效俭，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７
日；亨利·基辛格，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８日。



固化，挟其优势打造单极秩序。① 然而，进入２１世纪，世界进入全面转型时期，大

国兴衰出现根本性变革，非西方国家群体性崛起，西方国家颓势初现，尤其是２００８
年至今发端自美欧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加速了世界的转型。

世界转型具体体现为权 力 转 移、问 题 转 移 和 范 式 转 移。所 谓 权 力 转 移 （ｐｏｗｅｒ
ｓｈｉｆｔ），即行为体及其权力组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尤其体现在非西方国家的群体

性崛起、西方大国总体实力的相对下降上。其次，国家行为体权力相对下降、非国

家行为体权力上升，国家、市场和市民社会之间的权力重新分配，即使世界上最强

大的国家也发现市场和国际舆论迫使它们更经常地遵循特定的规范。权力转移导致

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问题转移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ｓｈｉｆｔ），这具体表现在全球性问题激增，国

际议程越加丰富，安全趋于泛化，非传统安全上升为国际议程的主导因素之一，国

家兴衰出现加速迹象，国际制度的民主赤字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ｄｅｆｉｃｉｔ）问题成为国际议程

扩大的衍生因素。② 问题转移也导致国家战略的必然调整，生存不再是国家唯一的

关注核心，发展和繁荣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以上权力转移和问题转

移导致了国际关系的范式转移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ｓｈｉｆｔ）。从宏观意义上讲，国际政治开始

让位于世界政治，国际关系的内涵大大丰富，复合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在一定程度

上促成了世界各国共存共荣的全球意识，国际体系变得更富有弹性和包容性。从中

观意义上讲，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约束着大国作为，各国追求的国家利益不再

绝对，且融入了更多相对性含义。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不再完全是零和游戏，也会

出现积极成效乃至共赢，国家间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具有更基础性的作用。从微观

意义上讲，国家自身的战略谋划更具有本质意义，在竞争与合作并存、竞争更加激

烈的情势下，如何在动态之中把握国家战略利益变得至为关键。③

世界转型的加速冲击着既有的国际秩序架构，催生了基于共同利益的国际秩序

重塑。与此同时，开放地区主义受到普遍接受，地区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因之有可能

造就更加稳定的秩序，协调、妥协、合作被视为大国在秩序建构中的重要战略趋向。

有鉴于此，美国所寻求的单极主导秩序难以建立，世界秩序的转型日益体现为以多

极化为基础，以共同利益的汇聚及其制度化、共同责任的分担 （大国承担重要责任、

其他国家分担责任）为趋向，以 地 区 秩 序 建 构 为 先 导。亚 太 地 处 世 界 转 型 的 核 心，

一方面亚洲国家崛起此起彼伏，它们融入国际体系的努力冲击着国际秩序，它们塑

造世界的能力的增强深刻影响着国际秩序的走向；另一方面美国将亚太视为其国家

利益的重心，力争确保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亚太秩序走向关乎世界未来，也关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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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６年第４期；门洪华：《关于美

国大战略的框架性分析》，《国际观察》２００５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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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洪华：《开放与国家战略体系》，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１—２２页。



美国核心利益。

美国处于世界秩序重塑和地区格局变动的核心，基于其维护全球领导权的雄心，

它面对的国际挑战无疑是严峻的。国际秩序的转型与重塑本身就是对美国的挑战，

因为既有的国际秩序大致上是美国主导建构的，更多地反映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

家的政治利益和战略考虑。随着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它们的国际影响力稳步提

高，它们改革国际秩序乃至建构新秩序的呼声趋于强烈，美国建构单极秩序的奢望

已经落空，且其既有的全球利益布局遭受更多、更全面的冲击。

在美国精英看来，对美国全球主导权的挑战主要来自亚洲格局的变化。全球权力

格局正在从欧美大西洋时代转向太平洋时代。亚洲尤其是东亚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

心，发展中大国经济崛起，进而扩展其国际影响力。与此相对照，欧美发达国家面临

债务危机加重、失业率居高不下等难题，持续陷入经济停滞。可以说，西方国家的相

对衰落已成定局，国际政治重心正在加速东移。另一方面，亚洲内部的大国兴衰亦在

加速，日本走向和平衰落，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相继崛起，亚洲内部力量对比

的巨大变化、亚洲大国 （尤其是中国）与美国实力对比的变化导致亚洲格局出现失

衡，亚洲在形成新的均衡过程中充满变数与挑战，对美国维系亚洲主导地位、确保亚

洲战略利益的挑战也相对上升。笔者认为，对美国而言，亚太时代的来临既是机遇也

是巨大的挑战，确保亚太地区领导地位成为美国大战略的核心诉求。

对任何国家而言，把国内事情办好都是海外利益拓展的基础，美 国 亦 复 如 是。

然而，美国当前最严峻的挑战却来自国内，经济处于困境，财政债台高筑，社会陷

入失衡，政治难以决策，国内整体上呈现出最平庸的灰色。

首先，美国经 济 处 于 艰 难 转 型 中。尽 管 很 多 美 国 精 英 冷 静 地 意 识 到，美 国 以

５％的人口占有世界经济的３０％—４０％不正常，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衰落亦属正常，

美国实力下降并不是零和的，① 但低迷的经济增长、持续的金融危机、巨额的财政

赤字加重了美国人的危机感。２０１１年，美国存在１３３０多万的失业人口和１０００万的

半失业人口，即每６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处于贫困状态，当年美国仅增加了１６０万

个就业岗位，与巨大的失业人口相形见绌；财政赤字高达１．２３４万亿美元，债务余

额增至１４．３４万亿美元，超过美国国会２０１０年立法设定的１４．２９万亿美元上限。与

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金融业在数十亿公共基金救援和政府

政策的扶持下恢复经济主导地位，但它并没有利用公共救助资源推动经济增长，而

是继续其既有的博弈游戏。由于两党政治争斗，美国难以出台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

长远看将公共债务降到可持续水平的有效财政政策。政治僵局、消费者和投资者信

心不足、失业率居高不下、房地产市场低迷、银行业脆弱等因素恶性循环，制约着

美国的经济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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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戴维·兰普顿，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４日。



其次，两党缠斗不休，且只关心非常具体的问题。① 美国政党政治失去了昔日

的节制和中立，国会处于分裂状态。自奥巴马当选总统以来，共和党就公开表示不

与他合作，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 （Ｍｉｔｃｈ　ＭｃＣｏｎｎｅｌｌ，Ｊｒ．）明确表示，

共和党的政治目标就是阻止奥巴马连任。查尔斯·库普乾指出，从政策取向上看，

两党实际上没有多大差别，现在却公开讨论分歧，政界人士公开表达其意见，这在

美国政治上实属异常。② 美国国会内的辩论表明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似乎身处完全

不同的世界，仅 有９％的 共 和 党 人 给 予 奥 巴 马 总 统 积 极 评 价，各 种 民 意 调 查 表 明，

美国人不相信两党合作能够实现。限于选举因素，美国国内政治妥协越来越难，两

党之间经常陷入政策僵局。

其三，美国社会不平等有所加剧。具有代表性的是，始于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７日的

“占领华尔街”运动以街头政治形式对华尔街的贪婪无度表达愤怒，对金融机构缺乏

监管、金融市场功能失灵表达不满，对社会不平等表达忧虑，呼吁抵制紧缩计 划、

改革美国经济，再造美国民主。“占领华尔街”运动暴露出美国社会的深层次问题，

即贫富差 距 严 重，１％的 人 控 制 着 一 半 以 上 的 股 票 和 有 价 证 券，这 些 超 级 富 翁 与

９９％的其他人形成了理念中的对立。许多人士称，美国处于新的 “镀金时代”（Ｔｈｅ
Ｇｉｌｄｅｄ　Ａｇｅ），表面上金光闪闪，而社会面临被撕裂之虞。“占领华尔街”运动引发

了美国社会对收入分配不均的广泛讨论，深刻地影响着美国的经济、政治议程。

美国政治、经济、社会的现状，导致美国民意发生巨大变化。《纽约时报》进行

的社会调查表明，７０％的美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日渐式微。加之美国反恐１０年、伊

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耗资７．６万亿美元、６０００名美国士兵命丧战场，国内出现强

烈的厌战情绪，民意开始变得内向，美国陷入自信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之中。

笔者认为，美国实力稳居世界之首，其海外资产丰厚，创新能力犹在，其国防、情

报能力并未削弱，依靠其军事部署支撑的外交基础实际上更加牢固了，美国面临的

棘手问题首在应对国内政治僵局和社会失衡，如何处理国内问题、恢复自信心和重

建社会信任对美国前景更具实质性意义；而如何改变在全球议题上的战略短视、防

止从扩张过度走向反应过度，亦是美国面临的核心政策命题。有鉴于此，美国将关

注重心转向国内，进行国内政策大调整已势在必然。③ 鉴于当前的政治现状，美国

国内政策的调整取决于大选，宏大战略的调整尚需等待。诸多美国精英对美国政治

体制可能走向崩溃表示深深的忧虑，而大选能否凝聚共识、国内紧张状况可否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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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外交政策研究所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亚洲项目主任、宾夕法尼亚大学

教授戴杰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ＤｅＬｉｓｌｅ），２０１１年９月３０日。
查尔斯·库普乾，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６日。
美国前驻上海 总 领 事、威 尔 逊 中 心 基 辛 格 中 美 关 系 研 究 所 副 所 长 史 伯 明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Ｓｐｅｌｍａｎ），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７日；哈 佛 大 学 费 正 清 中 国 研 究 中 心 主 任 柯 伟 林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Ｋｉｒｂｙ），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２日；查尔斯·库普乾，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６日。



亦令他们分外担心。①

诸多美国精英意识到，世界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美国永远拥有至高无上的霸

主地位是不正常的。② 查尔斯·库普乾不无冷静地指出，国际体系走向重构已成必

然，未来的世界将是多边的，各种政治体制并存。从绝对意义上看美国并没有衰退，

其前景依旧光明；从相对意义上讲美国和西方全球财富的下降刚刚开始，美国衰落

可能历时数十年之久，但这一进程已经不可避免，国内问题的解决是其国际政策的

基础，因此美国大战略转向国内将是 必 然 的，美 国 国 际 影 响 的 减 弱 也 是 必 然 的。③

当然，许多美国精英并不认为美国走向衰落，美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如何进行战

略调整。④ 正如美国著名评论家法伊德·扎卡里亚 （Ｆａｒｅｅｄ　Ｚａｋａｒｉａ）指出的，我们

深信美国可以在新的世界中繁荣昌盛，继续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始于苏

联解体的美国单极时代已经结束，美国进行战略调整势在必然。⑤

笔者认为，美国的大战略目标依旧是护持西方霸权、确保全球领导地位。为此，

美国在聚焦于国内稳定发展的同时，重点思考如何处理中国、印度等崛起国家与现

行国际秩序间关系的问题，如何在即将到来的多极时代确保领导地位，并大幅度调

整其国际战略，主要是改变长期以来奉行的先欧后亚战略，从中东挑战中脱身，转

向重点应对长期而影响深远的亚洲问题。当前，美国战略调整的主要表现是：借助

部分亚洲国家寻求利用美国平衡中国地区影响力的意图，调整亚太地区的战略部署，

加大对亚洲尤其是东亚事务的介入力度，从而体现出制衡中国的态势，搅动了世界

各国的战略神经。

二、锁定的对手：中国崛起及其对美国的挑战

中国崛起无疑加重了美国衰落的忧虑，美国各界精英普遍将中国视为锁定的对

手。当然，这里所谓的 “对手”，其含义是最重视的竞争对象，而不是注定的敌 手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ｙ）。许多美国精英强调，中国在走向复兴，其政治文化、经济实力、地区

作为、外交政策值得密切关注。⑥ 与对美国自身的判断不同，美国精英普遍认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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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查尔斯·库普乾，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６日；兰迪·施韦勒，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８日。
兰迪·施韦勒，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８日。
查尔斯·库普乾，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６日。
美国政治学会前会长、康奈尔大学教授彼得·卡赞斯坦 （Ｐｅｔｅｒ　Ｊ．Ｋａｔｚｅｎｓｔｅｉｎ），２０１１
年１０月３１日。

Ｆａｒｅｅｄ　Ｚａｋａｒｉａ，Ｔｈｅ　Ｐｏｓ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Ｗｏｒｌｄ：Ｒｅｌｅａｓｅ　２．０，Ｎｅｗ　Ｙｏｒｋ：Ｗ．Ｗ．Ｎｏｒｔｏｎ，２０１１．
傅立民，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４日；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Ｃ．Ｂｕｓｈ　ＩＩＩ），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４日；妮娜·哈奇格恩，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４日。



国作为一个大国重新崛起势不可挡，中美之间已经出现了经济影响力的转移，① 中

国大战略有可能藉此调整，并对中国的走向忧喜交加。

在许多美国精英看来，中国的战略优势是明显的。这不仅体现在经济贸易乃至

金融的全球影响力上，也体现在中国军事实力的稳步增强和地缘优势上。具体地说，

世界经济活力和贸易中心已经转移到中国，中国为许多国家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其

经济成就得到了其他国家的羡慕和钦服。② 许多精英并不否认中国存在的经济社会

问题，但相比而言中国已经渡过了危机，开始着手解决环境问题，并成为风能、太

阳能等新能源领域的领先者，中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可以预期的。许多精英也对

中国政治体制的变迁表达了认可之意。波音公司副总裁斯坦利·罗斯指出，“西方对

中国的政治发展表示怀疑，但最愚蠢的就是预测中国政治体制会激烈变革。实践表

明中国总在变革，３０多年来中国的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说是一个完全不同

的世界。”③ 其他精英人士也对中国政治制度促进经济发展、有能力接受变化与挑战

并愿意采 取 经 济 措 施 表 示 了 肯 定。④ 斯 坦 福 大 学 胡 佛 研 究 所 教 授 托 马 斯·芬 加

（Ｔｈｏｍａｓ　Ｆｉｎｇａｒ）总结指出，过去３０多年间，中国政策几乎没有犯过巨大错误，中

国领导人保持了政策连续性，这对世界而言确是幸事。⑤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

中心前主任麦克法夸尔 （Ｒｏｄｅｒｉｃｋ　ＭａｃＦａｒｑｕｈａｒ）以其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多年的经

验总结认 为，中 国 会 走 向 民 主，但 不 会 追 随 美 式 民 主，而 将 体 现 中 国 的 传 统 与 特

色。⑥ 在文化上，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逐渐走向务实，和平主义、非扩

张性的战略文化得到了继承，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美国

前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认为，随着中国回归其在国际社会的正常位置，中国更加注

重孔孟之道，而不会移植或师从外国模式，中国倡导建立和谐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

回归孔孟思想的要义。⑦ 美国各界人士都对中国软实力的扩展表现出浓厚的研究兴

趣，认为中国软实力的拓展有实际成效。例如，全美东亚语文资源中心主任、俄亥

俄州立大学教授吴伟克 （Ｇａｌａｌ　Ｗａｌｋｅｒ）认为，中国用三四十年的时间造就了一个

完全不同的国度，这是中国拥有软实力的重要基础。⑧ 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项目

主任沈大伟 （Ｄａｖｉｄ　Ｓｈａｍｂａｕｇｈ）对中 国 软 实 力 多 有 批 评，但 也 承 认 中 国 政 府 非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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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慈善总会副总裁贾森·麦吉尔 （Ｊａｓｏｎ　ＭｃＧｉｌｌ），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４日。
戴杰，２０１１年９月３０日。
斯坦利·罗斯，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３日。
例如，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侃如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Ｌｉｅｂｅｒｔｈａｌ），２０１１
年１０月６日。
托马斯·芬加，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０日。
麦克法夸尔，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２日。
傅立民，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４日。
吴伟克，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１日。



重视提高国家形象，促进 文 化 交 流，加 强 公 共 外 交，并 为 此 投 入 了 大 量 的 资 源；①

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戴杰指出，中国更加开放，对外国人也比较友好，日

益受到世界的关注。② 与此同时，中国的战略优势也体现在地缘政治和外交作为上。

随着中国经济贸易力量在亚洲的和平投射，中国的地缘优势正在凸显。在外交作为

上，中国支持国际体系，提供公共物品，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③ 其所采取的

和平、合作政策得到了其他国家的赞同和支持。④ 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指出，“中

国被强国包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政策不宜轻动，２０１０年的情况证明了这

一点，２０１１年中国外交政策已经回到既有的轨道，相比而言中国过去１０年的外交

是非常成功的。”⑤ 哈佛大学资深教授、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约瑟夫·奈 （Ｊｏｓｅｐｈ
Ｓ．Ｎｙｅ，Ｊｒ．）认为，“数亿中国人成功脱贫是一项非凡成就，中国应对腐败、污染

是有效的，并在继续推进改革，我对中国的未来相对乐观，中国将会变得更加富有、

更加开放、更加环保、文化更有活力，但不会遵循西方民主模式。”⑥

当然，美国对中国的认识也不乏负面看法、误解乃至 歪 曲。在 美 国 的 媒 体 中，

中国往往被视为攫取资源的巨兽，不能保护知识产权，凌辱竞争者，忽视人权保护，

操控人民币汇率，贸易战、资源战似乎不可避免。⑦ 美国精英自然也少不了对中国

存在的问题进行批评和指责，且集中于对中国民主进程的忧虑和对中国外交政策转

向的担心。尽管美国精英普遍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是理性的、有能力的，但地

方层面存在的问题是严重的，⑧ 而腐败问题更是中国最大的政治问题，处置不当有

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⑨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价值观的缺失、尤其是传统社会伦理

的丧失殆尽可能带来严峻的社会问题。李侃如指出，“中国社会为利益所驱动，当前

中国政府难以在专注经济发展的同 时 教 育 民 众、促 进 社 会 公 德。”瑏瑠 芬 加 进 一 步 指

出，如何使民众自己感受到中国生活方式存在着吸引力至关重要。瑏瑡 这些问题与中

国文化现状相联系，成为中国面临的长远挑战。许多美国精英对中国传统普世性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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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大伟，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５日。
戴杰，２０１１年９月３０日。
李侃如，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６日。
戴维·兰普顿，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４日。
芮效俭，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７日。
约瑟夫·奈，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２日。

Ｔｅｒｒｙ　Ｌａｕｔｚ，Ｕ．Ｓ．Ｖｉｅｗ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ｉｎ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Ｇ．
Ｓｐｅｌｍａｎ，ｅｄ．，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Ｍｕｔｕ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
Ｃ．：Ｔｈｅ　Ｗｏｏｄｒｏｗ　Ｗｉｌｓ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２０１１，ｐ．１５．
哈佛大学教授托尼·赛奇 （Ｔｏｎｙ　Ｓａｉｃｈ），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１日。
麦克法夸尔，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２日。
李侃如，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６日。
托马斯·芬加，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０日。



值观的不复存在表示惋惜，认为中国在全球价值上贡献甚少。① 有的美国精英则担

心中国改变邓小平开创的开放道路，改变参与国际社会的态度与方向，甚至出现根

本性的大战略转向。② 他们担心中国走向不确定，怀疑中国的战略意图，力争约束

中国将美国赶出亚洲的企图，加强对中国的防范，又强烈要求中国分担更大的国际

责任，进一步开放市场，允许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甚至不惜诉诸威胁。③

概言之，美国精英认识到中国崛起带来的全球积极效应，④ 但对中国的战略走

向争论不已。许多精英认为，中国以建立和谐世界和多极化世界为口号，致力于建

立一个能够约束美国的多极化秩序，成为受认可的世界大国，并寻求取代美国。鉴

于此，中国有可能实现大战略转向，而中国在东亚积极运用硬实力的作为理应引起

警惕。中国影响力的迅速扩大已经赋予其塑造国际体系的能力，中国有可能调整现

有的选择性合作战略，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举措。⑤ 其他精英则从积极层面看待中

国的战略走向。纽约大学教授熊玠 （Ｊａｍｅｓ　Ｈｓｉｕｎｇ）强调，“纵观历史，实现第一次

崛起的国家大都依靠侵略崛起。中国郑和发现新大陆的经历表明，中国第一次崛起

并未采取侵略措施，第二次崛起也不会采取侵略做法。”⑥ 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兰迪

·施韦勒则认为，中国无意采取进攻的措施，中国发展深蓝海军的举措是可以理解

的，只有中国才有可能主导亚洲。⑦ 另外一些美国精英从相对辩证的角度看待中国

的战略走向。他们认为中国是美国面临的唯一潜在竞争对手，中国的经济规模可能

会超过美国，这是自１９世纪末以来美国从未面临的状况；中国是比苏联更全面的战

略对手，它深深融入国际体系，更加依靠对外贸易和海外资源，更倾向于和平投射

国际影响力。他们认识到，有关中国推翻现有国际秩序的看法过于简单化，而美国

战略界长期以来按照融入思路来制定对华政策、希望改变中国行为的做法太过一厢

情愿。笔者认为，中国既不会推翻既有的国际体系，也无意替代美国的主导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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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芬 加，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０日；美 国 国 会 研 究 事 务 局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亚太问题专家托马斯·拉姆 （Ｔｈｏｍａｓ　Ｌｕｍ），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６日。
罗伯特·基欧汉，２０１１年９月２６日；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帮办、普林斯

顿大学教授柯庆生 （Ｔｈｏｍａｓ　Ｊ．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２０１１年９月２６日。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Ｕ．Ｓ．－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早餐

会，委员会主席威廉·芮恩施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Ｒｅｉｎｓｃｈ）、副主席丹·斯莱恩 （Ｄａｎ　Ｓｌａｎｅ）、委

员丹尼斯·谢伊 （Ｄｅｎｎｉｓ　Ｓｈｅａ）、罗宾·克利夫兰 （Ｒｏｂｉｎ　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帕特·马洛伊 （Ｐａｔ
Ｍｕｌｌｏｙ）、拉里·伍尔泽 （Ｌａｒｒｙ　Ｗｏｒｔｚｅｌ）等参加，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６日。
例如，哈佛大 学 教 授 江 忆 恩 （Ａｌａｓｔａｉｒ　Ｉａｉｎ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指 出，中 国 崛 起 的 积 极 效 应 包

括：促进全世界经济的发展；促进全球绿色的发展；增强处理全球问题的新 能 力；国

际体系中出现新的中国声音等，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２日。
卜睿哲，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４日。
熊玠，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７日。
兰迪·施韦勒，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８日。



当然也不可能顺从美国的意愿，这一战略趋向既给美国提供了巨大的塑造空间，也

给美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三、关注的核心：摇摆于遏制与接触之间的中美关系

１９７２年迄今，中美关系历经风雨，和斗相兼，走到今天实属不易。中美成为世

界上综合国力最强的两个国家，双边关系亦堪称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明形态、不

同发展阶段的大国和平共处、共存共荣的典范。当前，中美之间既存在结构性、战

略性、利益性的矛盾与冲突，也正在进行双边的、地区性和全球性的战略合作，这

一态势既反映了全球化条件下大国关系的普遍复杂性，也预示着中美应对当前、谋

划未来的不同战略思路所导 致 的 特 殊 碰 撞。当 前，两 国 实 力 对 比 的 溢 出 效 应 发 酵，

使得两国合作异常重要，而两国竞争更为引人注目，中美有可能产生的冲突更是引

起美国精英人士的密切关注。波士顿学院教授陆伯彬 （Ｒｏｂｅｒｔ　Ｓ．Ｒｏｓｓ）认为，中

美关系处于１９７２年 以 来 最 糟 糕 的 时 候。① 哥 伦 比 亚 大 学 教 授 黎 安 友 （Ａｎｄｒｅｗ　Ｊ．
Ｎａｔｈａｎ）则担心，中国不会让美国人留在亚洲。② 当然，这些精英并不认为中美必

有一战，他们一方面深刻意识到中美之间存在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 念、

现实利益等的矛盾，另一方面也感受到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并非减少而是在扩大，

两国携手应对经济复苏、气候 变 化、大 规 模 杀 伤 性 武 器 扩 散 等 共 同 挑 战 极 其 必 要。

恰如康奈尔大学教授寇艾伦 （Ａｌｌｅｎ　Ｃａｒｌｓｏｎ）所言，中美两国相互依赖、相互需要、

相互期望并相互观察，应该能够找到解决分歧的办法。③

实际上，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 “９·１１”事件以来，中美以共 同 利 益 为 诉

求，致力于塑造２１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积极推进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两国之间

建立的双边机制超过５５个 （包括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战略

安全对话），每年定期举行会议，两国领导人形成了较为明确的择期互访机制，达成

了一系列战略共识。有的美国精英强调，检视中美关系４０年的历程，可以发现中美

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利益冲突，双方存在着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出现不同的利益认

知和现实分歧也是自然的，强调寻求扩大共同利益是必要的。④ 前总统国家安全事

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举例指出，“中美两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均致力于实现

无核化和去核化，中美在台湾问题上都认为应由两岸民众选择未来，只是在处理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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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安友，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７日。
寇艾伦，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３１日。
查尔斯·沃尔夫，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４日；史伯明，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７日。



巧上有所不同。我们更需要的是深入理解对方，超越文化差异。”① 许多美国精英认

为，中美之间存在着诸多冲突因素，但双边关系的前景却是令人乐观的。美国外交

政策全国委员会专家乔纳森·查尼斯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Ｃｈａｎｉｓ）指出， “中美在环境、反

恐、气候变化等领域有共同利益，在朝鲜问题上既有共同利益也有相悖的考虑，在

人权问题上则存在着利益冲突，然而任何亚太国家———包括日本———都不愿意在中

美之间做出选择，我们需 要 合 作 性 的 双 边 关 系。”② 柯 伟 林 强 调，中 美 在 人 民 币 汇

率、双边贸易等方面的争端不是决定 性 的 问 题，双 方 的 政 治 矛 盾 是 可 以 消 弭 的。③

更多美国精英则强调了共同利益寻求的重要性以及实现共同利益的方式。近年来美

国在全球经济危机、亚丁湾海盗、朝鲜核危机等一系列跨国问题上与中国合作，获

得了明显的或潜在的战略收益，为进一步扩大中美共同利益提供了信心和经验。曾

长期参与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美国财政部前助理部长、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研究

员科布·米克斯特 （Ｃｏｂｂ　Ｍｉｘｔｅｒ）指出，经过几年运作，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不仅

关注宏观层面的认识，也开始讨论事关中美利益的现实问题，并在技术层面上找到

了许多的共同利益，坐下来讨论如何促进相互理解与共同发展实属进步。④ 美国对

外关系委员会的研究表明，中美两国在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和无核化的寻求上有共

同利益，但其政策目标的优先 考 虑 确 有 不 同，中 国 认 为 稳 定 的 重 要 性 超 过 无 核 化，

而美国将无核化作为首要目标，即使以朝鲜政权更迭为代价也在所不惜。中美两国

应该就各自的战略意图及其对地区稳定的影响展开讨论。⑤ 有的学者指出，“美国人

应该反省其对华态度，认识到两国利益相互交织在一起，片面认为两国一致或相互

敌对都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学会超越具体的政策领域，从对方核心利益的角度看待

双边关系。”⑥ 戴杰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应该考虑的问题是，面对自己影响的下

降，有必要更加注重合作，尤其是与利益相悖的国家加强合作。”⑦

另一方面，中美之间的竞争、分歧与利益冲突引起了美国精英的更多关注。实

际上，中美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是必然的，也是难以避免的，问题更在于如何冷静看

待和妥善处理分歧，防止冲突升级，促成良性竞争。笔者通过调研发现，尽管美国

精英认为中美竞争、分歧与冲突在战略、政治、民主、人权、经济、贸易、人民币

汇率、意识形态、文化、国际责任等各个层面均有深刻体现，但他们最关注的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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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０日。
乔纳森·查尼斯，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８日。
柯伟林，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２日。
科布·米克斯特，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７日。

Ｐａｕｌ　Ｂ．Ｓｔａｒｅｓ，ｅｔ　ａｌ．，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
Ｃ．：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１，ｐ．１９．
Ｔｅｒｒｙ　Ｌａｕｔｚ，Ｕ．Ｓ．Ｖｉｅｗ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ｐ．１６．
戴杰，２０１１年９月３０日。



战略层面和东亚地位两个议题，经贸冲突 （包括人民币升值问题）亦退居其次，而

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更是各不相同。以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为代表的一些美

国机构和人士猛烈抨击中国对美贸易和人民币汇率政策，强调因此失去工作的美国

民众会咆哮。① 其他精英则认为这过于危言耸听，甚或如美国进步中心高级研究员

妮娜·哈奇格恩所说，“只有少数人关注中美贸易问题，而这些人是要从与中国的分

歧中受益。”②

美国精英强调，中美竞争和冲突首先体现在战略层面上。随着中美竞争从经贸

向地缘政治领域扩展，两国战略分歧更加突出。一些美国精英人士对奉行接触政策

产生了深刻的怀疑，认为对华接触政策促进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却没有带来美国

所希望的中国政治体制 “民主化”，强大起来的中国开始寻求取代美国在西太平洋的

领导地位，并致力于在亚洲建立一个中国主导的排他性地区集团。２０１０年以来美国

在亚洲启动的前沿部署外交实际上就是这一认识推动的产物，也是美国大战略调整

的征兆。中国对美国的战略意图高度警惕，认为美国正在采取让盟友放心、让中国

焦心的战略。笔者通过调研认为，中美都在密切关注对方的战略动向，担心对方出

现根本性的大战略转向，在中国看来，美国大战略转向就意味着美国放弃对华接触

政策，走向遏制与对抗；在美国看来，中国大战略转移意味着中国放弃和平发展道

路，放弃韬光养晦原则，转而采取咄咄逼人的进攻性措施。基于此，中美互有期待，

亦互相设防，世界各国开始炒作中美之间行将爆发新冷战。

上述战略层面与东亚安全联系在一起，使得中美东亚主导权之争受到格外关注。

２０１０年下半年以来，美国在亚太地区动作频繁，无论是经贸投资层面的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定 （ＴＰＰ）的推行，还是与澳大利亚、日 本、韩 国 军 事 同 盟 关 系 的 加 强，

均体现出掌控地区主导权的战略意图。美国评估２０１０年的外交情势时，认为中国借

美国在亚洲影响力下降、陷入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之际，乘机扩大地区影响力。兰

德公司资深研究员施道安 （Ａｎｄｒｅｗ　Ｓｃｏｂｅｌｌ）认为，“中美存在安全困境，开始相互

视为威胁”。③ 美国高调介入中国南海争端，中国则 强 调 应 以 双 边 方 式 解 决 南 海 争

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葛来仪为美国辩护，强调美国的初衷是担心中

国将美国赶出东亚，其频繁动作是为了寻求平衡而不是遏制。④ 柯庆生也认为，面

对崛起的中国，美国加强与日韩澳等盟国的安全合作是一个必然的趋势。⑤ 卡内基

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史文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Ｄ．Ｓｗａｉｎｅ）则指出，美国不能依靠对抗

达到目的，也不应该对中国军事现代化采取针锋相对的军国主义政策，因为中国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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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庆生，２０１１年９月２６日。



意寻求霸权地位，美国应该采取积极措施加强双边沟通与多边接触。①

中美竞争、分歧与冲突使得美国精英再次激辩对华战略选择。戴 杰 总 结 指 出，

“当前美国存在两种对华战略观，接触派认为经济发展会促进和平，促使中国利益和

观念发生变化，从而减少发生冲突的可能。冲突派 （或新冷战派）则强调中美存在

结构性矛盾。”② 这是接触论和遏制论的传统二分法，实际上，美国少有绝对的接触

论者或遏制论者，大多数精英认识到接触中国是必须的，但仅仅采取接触政策并不

能确保美国战略利益的实现；在某些方面、某些时刻采取遏制措施也是必要的。但

是，在全球化时代，完全遏制不可能奏效。故而，真正认为美国应该、能够遏制中

国的美国精英并不多，更多人士强调遏制与接触并用的战略。芬加不无玩笑地指出，

“我在政策分析部门工作２０年之久，从来没有一个会议讨论如何遏制中国的问题。

美国对中国采取了两面下注的战略，中国对美战略又何尝不是如此？”③ 美国精英在

对华战略应是遏制为主、接触 为 辅 还 是 接 触 为 主、遏 制 为 辅 上 存 在 着 巨 大 的 分 歧，

争论不休。阿伦·弗雷德伯格明确主张以遏制为主的对华政策。他强调，亚洲是未

来冲突的症结所在，美国应通过在东亚部署硬实力抗衡中国崛起，“我们需要采取行

动，加大制衡的战略比重。”④ 其他的一些学者则力图维系二者之间的平衡，如柯庆

生指出的，“美国应该维持目前的对华战略，它包含两个方面内容：一方面是在亚洲

的安全和政治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阻止中国利用胁迫手段解决争端；另一方面是

通过积极的外交接触，鼓励中国通过建设性的经济和外交政策扩大影响力。”⑤ 笔者

认为，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对华战略依旧摇摆于接触与遏制之间，而遏制的分

量已有加重之趋势，尤其是随着两国战略态势的变化，昔日采取接触政策的经贸领域

也出现了更多遏制的成分，安全领域、战略领域的遏制分量无疑更趋加重。迄今，中

国依旧避免直接冲突，对美国行为的反应十分谨慎，而美国仍未放弃加大压力。

综上所述，中美关系处于关键时刻，双方都深刻感受到了来自对方的战略压力，

战略信任的匮乏颇为抢眼。许多美国精英都强调，中美令人不安的现状迫切需要领

导人采取措施平息事态，⑥ 芮效俭大使强调，避免崛起国家与既有大国走向战争的

方式唯有领导人介入，确保双边关系正面发展。⑦ 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总统迄今举

行了１１次会晤，确立了 “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的战略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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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双方启动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战略安全对话等顶层双边机制，习近平

副主席与拜登副总统为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战略目标而实现互访。这些都是从国家

决策层推进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远见卓识之举。

四、未来的走向：美国战略调整与中国应对之策

美国大战略是否会出现根本性的转向？如果出现重大的战略调整，其基本方向

是什么？美国战略调整对世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为各国战略人士所密切

关注，也是美国精英讨论的问题。笔者通过调研认为，面对全新的国内外情势与趋

向，美国战略调整势在必行，其大战略目标依旧在于护持美国霸权地位、确保全球

领导地位，其战略方向和具体部署正在进行大幅度的调整。美国战略调整来源于对

国内、国际形势的冷静判断和主动把握，但能否通过战略调整实现其根本目标，美

国并无十足的信心，当前的美国依旧处于战略焦虑期，其未来走向仍值得密切关注。

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形势迫使美国将战略重心转向国内，全球权力转移

尤其是中国全面崛起的态势又迫使美国不得不主动谋划，而全球化时代国内外因素

密切联动的特征使得美国受到更多战略约束，其目标实现更具难度。总体而言，美

国战略调整的重点是，优先促进国内稳定发展，同时确保亚太主导地位。如此，美

国必然调整全球战略部署，改变二战期间就奉行的先欧后亚战略，将自己的未来更

加密切地与亚太地区捆绑在一起，将亚太主导权视为美国世界领导地位的核心保障，

全面加大对亚太地区外交、经济和军事投入，将其战略重心从欧洲大西洋向亚洲太

平洋转移，并将亚太战略的针对者锁定为中国。① 与此同时，美国明确意识到自身

经济实力的衰落和经济地位的下降，难以继续依靠经济手段 （包括经济合作、经济

援助、经济制裁）、军事威慑维系主导权，不得不依靠外交等软实力手段弥补其硬实

力的不足，综合运用经济、安全、外交乃至意识形态手段，谋求强化整体实力。在

维护亚太主导地位上，美国利用亚洲国家对中国意图与战略走向的忧虑，通过加强

军事同盟、深化安全合作、推进经贸合作的制度化等途径进一步介入亚太事务，与

这些国家密切捆绑在一起，打造对华柔性包围圈。这具体表现在：第一，推进同盟

关系的深化，构筑新型多边军事合作体系，如强化与澳大利亚的同盟关系，驻军达

尔文空军基地，加强美军在太平洋、印度洋的存在；借朝韩冲突之机，深化与韩国

的军事同盟关系，伺机推动美日韩安全协调的制度化；借南海争端之际加强与菲律

宾、越南等国的安全合作，参加东亚峰会，引导东亚峰会讨论海上安全问题，以此

介入南海争端，并伺机进驻曾经撤出的军事基地。第二，大幅度提升与印度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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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堪为证明的是，２０１２年１月１５日美国发布新的 《军事安全战略》，放弃了同时在欧亚

两线作战的战略，明确提出以海空军为支柱加强在亚太地区的战斗力。



合作关系，视之为制衡中国影响力扩大的亚洲柱石。第三，大力推进跨太平洋伙伴

关系协定，着力打造美国主导的亚太自由贸易圈，介入东亚一体化，阻碍中国掌握

东亚经贸主导权。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撰文提出，今后１０年美国外交战略最

重要的使命是大幅度增加对亚太地区外交、经济、战略及其他方面的投入，如前沿

部署外交、维护条约联盟、召集小型多边会议、探究新型贸易协定、扩大军力部署

等，明确提出美军重心转移的主要目的在于应对中国。① 当然，很多美国精英也意

识到，遏制中国的目标过于宏大，难以达其所愿。与此同时，在越来越多的全球性

问题应对上，美国又迫切需要中国的鼎力支持。因此，美国必有借重和接触中国之

意图，确保中国全面融入国际体系，接受既有国际规则的约束，塑造中国的国际作

为，亦是美国对华战略的重要目标。就像史文指出的，美国对中国继续奉行两面下

注的综合性战略。②

美 国 战 略 调 整 引 发 了 亚 太 地 区 的 权 力 重 新 组 合，使 得 亚 太 地 区 安 全 形 势 更

趋 复 杂，传 统 的 领 土 争 端 与 愈 演 愈 烈 的 海 权 竞 争 相 互 交 织，中 美 安 全 冲 突 成 为

世 界 各 国 关 注 的 焦 点。美 国 通 过 强 势 回 归 凸 显 影 响 力，其 政 治 经 济 实 力 的 下 降

与 军 事、外 交 影 响 力 的 扩 大 形 成 鲜 明 对 照，引 发 了 各 国 对 美 国 今 后 战 略 走 势 的

猜 测。美 国 战 略 调 整 的 矛 头 直 指 中 国，在 热 点 问 题 上 采 取 明 显 偏 袒 中 国 邻 国 的

干 预 立 场，强 化 与 相 关 国 家 的 同 盟、准 同 盟 关 系，推 行 海 空 一 体 化，着 力 前 沿

部 署，使 得 中 国 感 受 到 了 军 事 遏 制 态 势 和 强 大 的 战 略 压 力，③ 并 造 成 了 两 国 地

缘 战 略 竞 争 的 深 化。与 此 同 时，美 国 不 仅 维 护 了 既 有 盟 友 和 潜 在 盟 友 的 利 益，

实 际 上 也 将 它 们 置 于 两 难 境 地。多 数 亚 洲 国 家 把 美 国 看 成 是 消 除 焦 虑 的 工 具，

但 都 认 为 自 己 的 经 济 前 景 与 中 国 紧 密 联 系 在 一 切，即 使 美 国 最 密 切 的 盟 友 日 本

亦 如 此。东 亚 各 国 并 不 必 然 期 望 美 国 遏 制 中 国，也 并 不 完 全 将 中 国 崛 起 视 为 自

己 的 威 胁，而 是 期 望 美 国 在 既 有 的 领 土 领 海 争 端 中 发 挥 制 衡 中 国 的 作 用。各 国

并 不 愿 意 在 中 美 之 间 做 出 选 择，或 为 美 国 火 中 取 栗。正 如 葛 来 仪 指 出 的，“东 亚

国 家 存 在 着 经 济 上 依 赖 中 国、安 全 上 依 赖 美 国 的 困 境，希 望 与 中 美 同 时 保 持 良

好 关 系，并 不 希 望 看 到 中 美 冲 突，此 前 各 国 都 担 心 两 国 集 团 联 合 主 导，现 在 开

始 担 心 两 国 冲 突。”④ 美国建立在传统同盟基础上的威慑体系能否持续奏效值得深

入观察，正 如 美 国 前 助 理 国 务 卿、加 州 大 学 圣 地 亚 哥 分 校 教 授 谢 淑 丽 （Ｓｕｓａｎ
Ｓｈｉｒｋ）指出的，“美国的军事实力受到限制，尽管奥巴马政府强调美国是太平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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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但实际上离这个区域很远，事实上美国还是一个地区外大国”。①

曾几何时，美国担心中国并非走和平崛起之路；如今，美国对和平发展的中国

顾虑重重，开始把战略矛头对准中国。中美战略困境可否缓解？中国如何积极应对

美国战略调整，确保本国可持续的和平发展？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仅来自对历史的回

顾与梳理，更取决于对当前的把握和未来的谋划。４０年的风雨洗礼，铸就了中美关

系的稳定基础。中美关系从几乎没有任何直接关联，发展成为 “利益高度交织、利

害彼此攸关的全面战略关系”，② 并致力于实现双边关系的稳定和彼此都能接受的平

衡，③ 我们深刻认识到维护和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性，也对中美关系和平发展的未

来有信心。

从某种角度上看，中美关系正在走向正常而成熟的双边关系。④ 两国关系近年

来的发展证明，大 国 竞 争 并 不 必 然 带 来 危 机 与 战 争。中 美 关 系 开 始 体 现 出 互 补 性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合 作 性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建 设 性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竞 争 性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创 新 性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的 特 征，一 种 复 合 相 互 依 赖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的双边关系正在形成，这是我们乐观其成的。当然，我们应清醒

认识到，美国对华政策是两面的，一方面推进双边关系发展，对扩大中美合作抱有

期待；另一方面在安全战略上对华防范心理明显，对中国政策走向不断提出要求甚

至施压，力促中国朝着美方所期望的方向演变。⑤

我们认为，中国应结合世界发展趋势、自身发展形势、美国战略调整态势，以

长远的战略眼光来审视和处理中美关系的未来，密切关注，善加谋划，积极应 对，

具体包括：

第一，清醒认识中美实力对比，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美国对华战略调整基于两

个方面的认识：中国实力增长和对中国意图的评估。２１世纪前１０年，中国日益发

展壮大，而美国囿于内外困难而相对衰弱，两国力量变化形成鲜明对照，美国人深

感失落、焦虑和忧心忡忡。⑥ 中国已经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欧洲陷入债务危机向

中国伸出求援之手，这就是超过２／３的美国人认为中国经济实力超过美国的原因所

在。许多美国精英秉持既有的历史逻辑，认为中国将走向对外扩张，中美未来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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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淑丽，中共中央党校 “巧实力与中美关系”研讨会，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１日。
袁鹏：《对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战略思考》，《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０年Ｓ１期，第６５—７０
页。

Ｈｉｌｌａｒｙ　Ｃｌｉｎｔｏｎ，Ｒｅｍａｒｋｓ　ａｔ　ｔｈｅ　Ｕ．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
Ｃ．，Ｍａｒｃｈ　７，２０１２，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ｒｍ／２０１２／０３／１８５４０２．ｈｔｍ．
托马斯·芬加，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０日。
门洪华：《中国国际战略导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０８—２１１页。
马振刚：《“中美战略竞争论”剖析》，《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６期。



陷入某些危机。① 冷战结束以来的２２年里，美国有１６年在海外作战，伊拉克战争、

阿富汗战争耗费了大量财富，依旧难以从伊斯兰国家的军事争端中脱身，自身陷入

经济危机、社会不宁、政治停摆的困境。许多机构和人士都从统计学角度研究中美

实力对比，似乎中国实力超过美国已成必然。我们认为，必须客观冷静地评估中国

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认识到经济总量位居全球第二并不等同于第二大世界经

济强国，经济强国并不等同于世界大国，“不要低估美国的战略优势，高估中国自己

的战略地位”。② 中国唯有坚持和平发 展 道 路，遵 循 “坚 持 韬 光 养 晦、争 取 更 大 作

为”的建设性原则，以和平方式投射其影响力，积极承担国际责任，才能成长为国

际社会认可、尊重的世界大国。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已经成为

世界各国关注的中心，是各国制定政策、进行战略调整的核心关注点，甚至常常被

视为潜在的威胁和对手，我们需对此稳住阵脚，冷静观察、沉着应对。就像亚洲基

金会副总裁海恩 （Ｇ．Ｈｅｉｎ）指出的， “同样的事情、同样的做法，小国圆润自如，

大国却难以得到认同，这就是大国的困境。可以说，大国不可能在所有事情上获得

他国满意，因此大国要有容人之量。”③

第 二，促 进 战 略 信 任 建 设，努 力 消 除 误 解 和 误 判。中 美 关 系 存 在 的 问 题，

首 在 战 略 信 任 的 缺 失。中 国 决 策 者 深 刻 认 识 到 培 育 战 略 信 任 对 中 美 关 系 的 重 要

性，在 诸 多 重 要 场 合 都 强 调 培 育 和 深 化 战 略 信 任 是 中 美 关 系 顺 利 发 展 的 重 要 前

提。２０１２年２月，习 近 平 副 主 席 访 美 期 间 提 出 加 强 中 美 关 系 的 系 列 建 议，首 先

就 强 调 持 续 增 进 中 美 相 互 理 解 和 战 略 信 任，保 持 高 层 密 切 往 来，充 分 利 用 中 美

战 略 与 经 济 对 话、人 文 交 流、两 军 交 往 等 各 种 渠 道，多 对 话、多 交 流、多 沟 通，

加 强 对 彼 此 战 略 意 图 和 发 展 走 向 的 了 解 和 认 知，努 力 避 免 误 读，防 止 误 判，以

相 互 理 解 和 战 略 信 任 进 一 步 挖 掘 中 美 互 利 合 作 的 巨 大 潜 力。④ 很多美国精英也深

刻意识到中美加强战略信任的重要性，强调减少不信任是中美之间面临的核心问题。

尤其是，许多美国人士认为中国强大对美国意味着危机，中美两国有待于培育双赢

意识，增强相互信任。⑤ 中美关系存在着诸多误解，有的精英认为，“中美之间最大

的误解在于，中国认为美国致力于遏制中国，美国则错误地认为其他国家将追随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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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ｕｌ　Ｂ．Ｓｔａｒｅｓ，ｅｔ　ａｌ．，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ｐ．１．
黄仁伟：《关于美国战略研究的若干思考》，《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０年第７期。
海恩，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０日。
参见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２－０２／１６／ｃ＿１１１５３２７８２＿２．ｈｔｍ，２０１２年

２月２０日 。
例如：美国前 驻 华 公 使、斯 考 克 罗 夫 特 集 团 高 级 顾 问 罗 伯 特·高 登 伯 格 （Ｒｏｂｅｒｔ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５日；李侃如，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６日；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高级研究员维克托·查 （Ｖｉｃｔｏｒ　Ｄ．Ｃｈａ），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６日。



国来制衡中国。”① 因此，中美要加强交流，加深相互理解，减少误解，共同努力降

低相关风险。②

第 三，清 晰 划 定 国 家 利 益 的 底 线，坚 决 维 护 核 心 利 益，积 极 扩 大 共 同 利 益。

中 国 应 以 强 化 和 扩 大 共 同 利 益 为 国 际 战 略 的 基 点，而 不 是 把 缩 小 分 歧 作 为 处 理

大 国 关 系 的 基 点，一 味 避 让 毕 竟 不 是 大 国 崛 起 之 道。随 着 中 国 全 面 参 与 国 际 事

务，相 关 议 程 在 迅 速 扩 展，与 其 他 国 家 寻 求 共 同 利 益 的 巩 固 和 扩 大 是 可 能 和 必

要 的。中 国 已 经 成 为 世 界 和 东 亚 地 区 的 利 益 攸 关 方，以 强 化 和 扩 大 共 同 利 益 作

为 国 际 战 略 指 导 原 则 有 其 可 行 性，符 合 中 国 的 长 远 战 略 利 益。共 同 利 益 是 中 美

关 系 发 展 的 内 生 动 力。当 前 世 界 重 大 问 题 的 处 理，离 不 开 中 美 两 国 的 参 与 和 贡

献，正 如 许 多 美 国 精 英 指 出 的，如 果 中 美 携 手 合 作，就 会 出 现 共 同 的 解 决 方 案；

如 果 两 国 发 生 分 歧，全 世 界 将 被 迫 在 相 互 冲 突 的 做 法 之 间 作 出 选 择，“如 果 中 美

双 方 不 能 找 到 共 同 利 益，则 就 是 两 国 战 略 的 失 败、世 界 的 失 败。面 对 这 么 多 世

界 性 问 题，两 国 惟 有 理 性 应 对，如 果 选 择 非 理 性 措 施，则 会 引 起 严 重 的 世 界 性

问 题。”③ 中美双方在应对全 球 经 济 危 机、塑 造 国 际 金 融 秩 序、相 互 投 资、新 能 源

开发、维护东亚稳定等诸多领域拥有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双方拥有广阔的合作空

间。④ 在强化和扩大共同利益基础的同时，我们还要清醒认识到中美之间存在的深

刻分歧和对抗性因素，认识到美国是能够给中国核心利益带来最大侵扰的国家。基

于此，我们必须在事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核心战略问题上清晰划定中国的战略

底线，坚决维护核心国家利益。⑤

第 四，坚 持 求 同 存 异 原 则，加 强 相 互 理 解，妥 善 处 理 分 歧。中 美 关 系 体 现

出 既 有 全 面 接 触 与 合 作、亦 有 深 刻 分 歧 与 矛 盾 的 基 本 特 征，双 方 都 一 再 表 明 以

大 局 为 重、追 求 共 赢 目 标 的 意 愿。世 界 未 来 的 和 平 与 繁 荣，在 很 大 程 度 上 取 决

于 中 美 关 系 能 否 实 现 有 效 合 作。鉴 于 两 国 战 略 竞 争 态 势 已 然 形 成，如 何 妥 善 处

理 分 歧、加 强 危 机 管 控、防 止 某 一 方 面 的 风 险 蔓 延 至 整 体 关 系 就 变 得 至 关 重 要。

中 美 双 方 在 许 多 问 题 上 存 在 着 严 重 的 分 歧，正 如 国 际 与 战 略 研 究 中 心 资 深 研 究

员 维 克 托·查 指 出 的，美 国 在 意 识 形 态、人 民 币 汇 率 等 一 系 列 问 题 上 对 中 国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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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姆，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６日。
斯考克罗夫特集团高级顾问倪可文 （Ｋｅｖｉｎ　Ｇ．Ｎｅａｌｅｒ），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５日。
戴维·兰普顿，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４日。
门洪华：《聚焦东亚：中美的冲突与合作》，《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６期，
第８４—８９页。
中国领导人对此有深刻论述。例如，习近平副主席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４日在与奥巴马的会谈

中明确指出，“尊重彼此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不相互制造麻烦，不逾越对方底线，建

设合作伙伴关系才有根本保证。”（《人民日报海外版》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５日，第１版）



出 了 过 高 的、在 中 国 看 来 很 不 公 平 的 要 求，中 国 不 可 能 满 足 这 些 期 待。① 许多

美国精英指出，中美关系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管理这些分歧，防止冲突调门升级导致

安全困境式的情势。② 妥 善 处 理 两 国 分 歧，其 基 础 在 于 相 互 信 任，加 强 相 互 理

解，坚 持 求 同 存 异 的 原 则，坚 信 宽 阔 的 太 平 洋、蓬 勃 的 全 球 化 足 可 容 纳 中 美 两

国 合 理 的 利 益 诉 求。

第五，注重文化软实力建设，强化对外文化交流机制，促进世界新文明的形成。

２００８年下半年至今的全球 金 融 危 机 和 欧 美 债 务 危 机 加 速 了 世 界 经 济 权 力 转 移 的 进

程，进一步推动了西方及其他国家对西方文明的反思，促使许多国家更加珍视本国

传统文化。在这一进程中，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备受世界各国的重视，中国开始将

弘扬传统文化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坚持中国传统文化本位，致力于通过文化开

放、大力吸收其他文化的精华而实现民族文化复兴。有鉴于此，新的文明交融正在

中华大地上展开，中国不仅为世界新文明的形成做出贡献，也迎来了引领世界文明

潮流的战略机遇。当然，我们也深刻认识到中国文化建设面临的诸多难题，尤其是

国家文化软实力亟待提升。中国当前处于市场开放、观念更新、社会转型、文化重

塑的特定历史时期，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完成在国内建设和谐社会、在

国际上建立和谐世界的目标，需要重点关注软实力建设。文化交流是促成软实力提

升的重要途径，也是增进相互理解与信任、从社会层面化解分歧与冲突的良方。当

前，中美文化交流愈加丰富，从战略层面考虑加强交流已成共识。③ 沈大伟教授建

议中国可参照 美 国 经 验 加 强 文 化 交 流 机 制 建 设，这 包 括：参 考 美 国 富 布 莱 特 计 划

（Ｆｕｌｂｒｉｇｈ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在教育部设立高端教育交流项目；参考美国国务院国际来访

者项目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Ｖｉｓｉｔｏｒ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在 外 交 部 设 立 国 际 访 问 计 划；参 考 艾 森

豪威尔基金会 （Ｅｉｓｅｎｈｏｗｅｒ　Ｆｅｌｌｏｗｓｈｉｐｓ），在外交学会设立精英学 者 项 目。④ 这 些

建议颇具启发意义。

第 六，面 向 世 界 大 国 的 愿 景，积 极 建 立 科 学 完 备 的 中 国 国 家 战 略 体 系，加

强 马 克 思 主 义 战 略 理 论 体 系 建 设。中 国 既 有 的 国 家 战 略 体 系 并 未 将 世 界 大 国 作

为 远 景 目 标，体 现 出 内 向 性、经 济 性 的 特 征，灵 活 反 应 有 余，长 远 谋 划 不 足，

根 据 国 内 外 环 境 变 化 建 构 科 学 的 战 略 体 系 已 迫 在 眉 睫。建 构 科 学 完 备 的 战 略 体

系，应 秉 持 “天 时 不 如 地 利，地 利 不 如 人 和”的 传 统 战 略 思 想，强 调 国 家 发 展

战 略 与 全 球 战 略、地 区 战 略 的 内 在 协 调，以 国 家 实 力 的 理 性 评 估 为 基 础，明 确

战 略 目 标 的 渐 进 性 和 确 保 总 体 布 局 的 合 理 性。鉴 于 中 国 和 平 发 展 与 世 界 转 型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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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克托·查，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６日。
斯坦利·罗斯，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３日；戴维·兰普顿，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４日。
美国国务院主 管 教 育 与 文 化 事 务 的 助 理 国 务 卿 帮 办 亚 当 斯·埃 雷 利 大 使 （Ｊ．Ａｄａｍ
Ｅｒｅｌｉ），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５日。
沈大伟，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５日。



行，我 们 更 应 以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为 指 导，以 战 略 观 念 变 革 为 先 导，

强 化 共 有 观 念 的 建 构 能 力，在 战 略 观 念 创 新 方 面 下 “先 手 棋”；在 全 球 议 程 扩

展、中 国 参 与 国 际 事 务 深 化 的 情 势 下，将 寻 求 和 发 展 共 同 利 益 作 为 根 本 的 战 略

路 径；在 全 球 关 注 重 心 向 亚 太 转 移 的 情 势 下，更 加 强 调 处 理 周 边 关 系 和 地 区 关

系 的 优 先 性；认 真 研 究 “中 国 责 任 论”的 内 涵，重 视 提 供 公 共 物 品 的 战 略 价 值。

在 现 实 意 义 上，如 何 实 现 国 内 经 济 发 展 方 式 的 转 变、深 化 国 际 社 会 的 融 入 程 度、

确 立 集 包 容 性 与 长 远 性 于 一 身 的 亚 太 战 略 框 架 至 关 重 要；在 理 论 意 义 上，着 力

建 构 马 克 思 主 义 国 际 战 略 理 论 体 系 更 是 恰 当 其 时。

展 望 中 国 未 来，机 遇 和 挑 战 并 存，机 遇 大 于 挑 战。孙 中 山 先 生 指 出，“世 界

潮 流 浩 浩 荡 荡，顺 之 则 昌，逆 之 则 亡。”① 任何大国的发展必然与世界潮流趋同，

而不是趋异。中国和平发展，应世界转型之天道，顺民族复兴之民 意，顺 势 而 为，

必将大有作为，就像罗曼·罗兰的优美诗句所描绘的：我们镇静而从容地迈进，我

们不想追上时间，因为时间就在我们这一边。

〔责任编辑：焦　兵　责任编审：范勇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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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中山全集》第６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１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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