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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金融危机后中美关系的变化和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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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强大，中国与外部的关系也面临新的挑

战。尤其是在金融危机方面的影响依旧存在，国际形势又有了新的变化，中国如何正确认识自

己及如何认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尤其正确认识中美关系面临的新的挑战和机遇，制定符合中

国国情的、国际形势的国内和国际战略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主要就中美两国的相互认知以及中

美关系出现的新变化，面临的新的挑战作了分析，并对中美关系未来发展提出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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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后，由于中国持有大量的外汇

储备，在欧美等国家纷纷陷入债务危机时，中国似乎成了

一根救命的稻草。作为美国债务的大量持有者，中国似乎

成了美国雪中送炭的救星。由于中国外汇储备大多是美

元，因此中国因为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问题被推上了风

口浪尖，进而中美关系也就成了两国关注的焦点。对于未

来的国际格局各种声音、各种说法纷沓至来。有人说 21
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有人说 21 世纪是中美共治，无论哪

种说法都说明中美关系在金融危机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遇到了许多挑战，但是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因此双

方在新的变化面前，需要冷静观察，透过纷繁的现象要看

到事情的本质。中美双方需要对自身及对方有个正确的认

识与定位，制定出符合实际情况的富有建设性的外交政

策，这样才有利于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本文对中美

关系现存的问题作了总结和分析，从而为中美关系的发展

趋势作了预测，为我国如何应对中美关系所遇到的复杂局

面提出建议。2009 年 5 月温家宝总理在捷克参加中欧领导

人会晤中特别指出， “中美共治”的论点是毫无根据的、
错误的。温总理之所以要这么讲，是因为 “中美共治”

这样一种论点已经引起了很多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疑虑、
忧虑，特别是我们的朋友俄罗斯及重要的合作伙伴———欧

洲国家，还有重要的战略基础———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这

种论调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对我们争取尽可能多的朋友带

来了不利的影响。所以，总理作了这样一个明确的表态，

目的就是要尽快把这种论点遏制住，尽快消除由此带来的

不利影响。
一、中美关系面临的变化

2008 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通过 2008 年发生的一切

可以看出中国向外界以及外界向中国传递的信息出现了错

位，从而引起相互的猜疑。西方媒体包括 CNN 和 BBC 对

中国西藏 3. 14 事件的歪曲宣传及在伦敦和巴黎对奥运火

炬传递的阻挠和攻击行为，特别是法国总统萨科齐会见达

赖喇嘛，引起中国民众在各大城市抵制法国企业家乐福的

行动。2009 年 3 月《中国不高兴》的出版，引起了很大

的关注。而中国政府在正确处理 3. 14 事件，在 5. 12 地震

中表现政府的高效、透明、民众团结一心迎接一切挑战的

决心和信心，第 29 届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都传递出中

国人民强烈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2008 年金融危机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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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后，中国继续增持美国国债并没有落井下石，这正如在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没有对邻居趁火打劫。中国

在处理义利的关系时，总是重义轻利或者叫做见利思义。
2008 年美国大选少数族裔的代表奥巴马入住白宫后 ( 尽

管他的内阁成员有令中国人倍感亲切的黄色面孔———能源

部长朱棣文、商务部长骆家辉) ，并没有让中美关系朝着

更加健康、更加实际的方向发展。在 2009 年上半年短暂

的蜜月期过后，中美关系开始出现了许多不和谐的音符，

出现了争吵。美国挥舞着大棒，尽管声音还较为柔和，但

下手还是毫不留情，开始了策略性的围堵战略。仅 2010
年中美关系就如汪洋中的一条船，可以说是风云变化、跌

宕起伏: 1 月 29 日奥巴马政府通知国会计划向台湾出售总

值达 64 亿美元的武器，对台军售是美国对中国的施压，

同时又是美国军工利益集团的经济需要。2 月 18 日美国总

统奥巴马在白宫会见达赖喇嘛。还有美国对关塔那摩监狱

关押的东突分子的处理中拒绝交还中国，并积极为之寻找

避难之所。所有的这些都可以看清美国想利用民族问题，

支持藏独、疆独分子分裂中国，阻止中国发展的险恶用

心。3 月 15 日 130 名美国国会议员发出联名信要求进一步

向人民币汇率问题施压，次日，涉及该问题的两党议案递

交到参议院。11 月 2 日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开始，经济问题

仍是选民最关心的问题，与华贸易及汇率问题随之也成为

选举议题。说到底，中美之间存在的核心矛盾还是经济矛

盾，中国没有达到美国要求—即人民币在短期内大幅升值

的要求，从而美国就制造紧张气氛，逼迫中国做出让步。
对于中美经贸方面矛盾的解决，美国使用的是软硬兼施的

两面手法。
二、中美关系摩擦不断的原因分析

中美关系由 2009 年的蜜月期进入 2010 年的摩擦期，

其原因是由于中国实力的大幅增长，使美国的猜疑心理加

重，使中国周边国家也充满疑虑。于是在美国的主导下形

成联合牵制中国的趋势，中美之间到底发生什么变化? 简

单分析如下:

1． 中国的崛起引起美国的猜疑

中国在经济、政治、军事上的崛起影响了中美关系。
中国众多的人口 ( 13 亿多占世界的 20% ) 、巨大的 GDP
总量 ( 2010 年为 397983 亿元人民币合 60483. 7386 亿美

元) ，中国经济的年 增 长 速 度 为 8 － 10%，国 际 贸 易 于

2006 年居于世界第三位，以及幅员广阔，能量消耗巨大，

在世界能源消费中位居第二 ( 日均消费进口原油 2400 万

桶) 。还有中国在陆上与许多重要的国家相邻———如俄罗

斯、朝鲜、缅甸、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吉尔吉斯斯

坦、哈萨克斯坦等。因此中美关系对美国来说非常重要，

这关系到他所谓的国家利益，所以在 2010 年美国在亚洲

一切行动名为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实际上是美国在亚洲

事务中想占据主导地位。因为在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里绝

不允许任何其他国家在亚洲占据主导地位，因此美国借南

海问题高调介入，主要是为了争取美国参与亚洲事务，强

化美国的存在。同时利用钓鱼岛事件绑架日本，把日本拴

在美国在亚洲的战车上，又利用天安舰和延坪岛事件，强

化美韩同盟，在黄海和东海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军演。奥巴

马批准对台军售，在经济上一方面对中国说尽好话，让中

国继续增持美国国债，另一方面又加紧逼迫人民币升值，

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同时又进行货币量化宽松的政

策，损害中国的经济利益; 在人权问题上又对中国进行挑

衅行为———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等损害中国利益的行为;

在贸易上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又在抬头，美国国际贸易委

员会在 2010 年 6 月批准向中国的钢丝制品征收总计 200%
的关税，2010 年 6 月美国对中国产钢管征收 15. 72% 关

税，导致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遏制的政策源于有些人担

心中国会把巨大的经济能量转化为军事力量和国际政治影

响力。另外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且是世贸组织和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成员国，还在亚洲努力建立

多边和双边的关系。
2． 对中国的认知的错位

中国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在经济上取得了很大成就，

姑且不讲中国为之付出的巨大的资源、环境和劳动力的幸

福和健康以及因此带来的腐败、收入分配不公、社会的结

构性的矛盾蓄积等等。虽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

前列，但是中国的 GDP 组成有许多是外资，中国充当的

仅仅是世界工厂的角色，中国工人从事的是最辛苦、最危

险的加工工作，中国企业的利润也只是利益链中最微薄的

部分。在中国刚刚达到温饱，甚至有些地区还未达到温饱

时，一些外国媒体、政策专家、记者就被数字的浮云遮住

了双眼，被利益迷惑了本性，不负责任对中国进行不切实

际的报道演绎，新的中国威胁论又纷纷出笼。中国的一些

外交专家、政策研究人员则认为中美关系是解决其他一切

关系的钥匙，所以他们眼里就只有中美关系，无论做什么

都不能损害国际关系中最重要一组双边关系即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的基础是经济关系，因此中美经济关系最为重

要，只要能维持中美两国的经济关系，中美之间就不会发

生对抗，也不会发生冲突。而在国际关系的网络里，我们

对美国的经济依存度最大，在影响力方面也不占优势，与

美国的贸易逆差以及所持的海量的外汇储备都没有成为我

们手里的王牌，反而成为美国勒索我们的筹码。从 2010
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恐惧又如冷战前对苏联的恐惧和

20 世纪 80 年代因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对日本的恐惧，因

此对中国的战略又像 80 年代对日本、二战后对苏联的战

略。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威胁的原因说中国无论从人

口、面积、经济总量、军事现代化等方面块头太大，又望

文生义说中国是中央的帝国，在古代中国帝国是八方来

贺、四方臣服的朝贡体系，因此激起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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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猜疑。美国在亚洲继续巩固原有利益胜利果实，又开辟

新的领地。美国媒体大量地报道中国，使在美国人的心目

中形象本来是模糊的中国，现在突然变成了侵犯美国人民

利益的敌人，其原因无外乎，金融危机造成人们对于全球

化的好处的疑虑，石油价格的大幅上涨，就连中国公司对

美国公司并购的意向以及成功并购的案例，使自大的美国

人心里都难以接受。对于普通美国人来讲中国 90 年代以

来从石油的输出国转变成石油的进口国，以及从报纸上看

到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石油进口国的新闻，造成了他们的

恐慌，因此在 2005 年参议员舒默和格雷汉姆提出中国自

由贸易法案，对中国进入美国的到岸货物征收 27. 5%的跨

境关税，并且要求参议院就中国的贸易问题召开听证会。
这些事情都激起美国民众对中美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的负

面影响尤为关注。
三、中美关系面临的挑战

中美关系在经济方面面临竞争问题、人权问题、关于

中国军事现代化问题以及一直存在的台湾问题等四个方面

存在严重的挑战。经济方面的挑战主要体现为美国民众认

为中美之间的经济竞争会对本地的经济状况产生影响，而

美国领导人对中美两国的贸易赤字比较焦虑，最大的分歧

是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问题〔1〕，另外美国的纺织企业和其

他的轻工业转移到国外也是引起分歧的源头，再者中美还

会在知识产权方面存在纷争。中美经济关系上共同的利益

大于分歧，尤其是美国需要中国廉价的商品来保证美国消

费者的利益，保护美国的资源和工人的健康，同时需要中

国手中持有的美元来填充美国国家债务的黑洞。而中国则

需要从美国的巨大消费市场来保持国家经济的增长，从而

维持社会的稳定，同时中国需要从美国获得技术及技术含

量高的产品来实现现代化的梦想。因而两国在经济方面的

合作会不断加深，中美两国存在博弈的地方是在规范经济

合作的国际组织和经济制度规则的制定主导地位。人权问

题将长期是中美两国引起分歧的地方，也是美国在关键时

刻压制中国的一张王牌，因为人权是西方所谓民主社会统

治本国人民，巩固西方联盟，维护自由贸易的基础。人权

对本国人民有极大的蒙蔽性，如果美国举起人权的旗帜，

很容易得到选民的支持，得到西方联盟的配合，所以中美

两国在人权问题上的斗争和博弈将是长期的。
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引起美国国会许多议员的疑虑，他

们要求国防部提交中国军力的年度报告，美国大量的书籍

和文章涉及中国的军事，其中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怎样

瞄准美国的》、《中国准备控制亚洲和世界的计划》、《我

们怎样与中国作战》。另外台湾问题依旧是美国要挟中国

的杀手锏，矛盾与紧张的原因是《与台湾关系法》，该法

律规定了: 美国有必要声明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

交关系是基于台湾的未来必须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任

何企图通过非和平的方式包括抵制贸易或禁运，任何威胁

到西太平洋的和平和安全，美国都会予以特别的关切，这

个法案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和平解决大陆和台湾的冲突是美

国的国家利益，但也非常接近。大陆和台湾的矛盾在 2008
年台湾大选中表现极为突出，同时也反映出双方对现状不

满。不过马英九当选后，双方的经济往来更加密切，双方

的依存度也越来越大，但是美国还继续对台军售，引起大

陆的不安。统一的趋势随着经济联系的密切会越来越明

显，美国也轻易不会丢掉这张王牌，所以两岸的和平统

一，美国的因素还是非常重要。
四、中美关系的新的走向

鉴于中国在经济方面的成长，美国智库、政策专家等

将未来中美关系定位于竞争的关系，在这种框架下，美国

国内有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对华策略。针对这些不同的声

音，中国一定要仔细观察、沉着应对，制定切实可行的对

外策略。
1． 美国针对中国经济的增长，肯定不甘心衰落的前

景，要继续维持美国的优势: 即维持美国是世界上唯一超

级大国的地位，不允许任何国家、任何地区挑战美国的地

位，用萨缪尔·亨廷顿的话来说就是世界需要美国，如果

没有美国世界就会大乱，所以美国治下的和平还是许多美

国人的幻想，所以美国要动用国家力量的所有手段来控

制、分裂破坏中国的优势，最终维持美国的霸权。无论中

国怎么做，中国本身的崛起就不可避免地引起美国对中国

的各种疑虑，针对这种情况，中国首先要增信释疑，努力

化解美国对我们的敌意，尽力创造稳定、和谐的国际环

境，综合自己国家的各种权力资源，找到自己的资源优

势，扬长避短，制定适合国内外形势的对外战略。在新的

国际格局形成中，发挥中国的影响力，利用联合国、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面临制度

改革、规则重定之际，抓住我们手中的王牌，使这些组织

为中国实现全球的国家利益提供平台。
2． 针对美国对中国的合作安全战略。合作安全有一个

重要的前提“世界和平是美国的最大利益”〔2〕，倡导这一

战略的人认为以国际机构作为挫败和威慑侵略是最好的方

式。集体安全主义者认为世界各国在战略上是相互依赖的，

他们越来越依赖国际机构，如用联合国来协调集体的行动。
他们认为一个富强的融入世界的中国对于美国利益来说既

利己又利他。因此不应运用国家的各种资源来遏制中国的

发展，而是集中发展、扩张和加强现有联合国、世贸组织

等国际机构。这种策略的核心是推进相互依存度，从而加

速全球化的进程，运用国家各种权力资源去经营各种国际

机构和国际制度，因此外交家的主要任务是构建适合美国

利益的国际协定、国际条约。美国总统和国会应该裁军对

军队应该重组，从而保证美国在人权和维和方面的效率。
针对这种声音，中国很难在全球化的体系中独善其

身，既然已经加入到所谓的富国俱乐部以及各种国际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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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就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量力而行地参加国际事

务，不能被动地适应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中国要协调国

内各方面的利益，确定国家的根本利益，尽力发挥中国的

影响力，在对中国自身及其周围的世界进行正确认知的前

提下，尽量参与制定或影响制定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国际

协定及国际条约。尤其是要选拔对中国国情比较了解，又

对世界银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的游戏

规则比较熟悉又不受国内外利益集团所支配的金融和经济

学方面的人才，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真正发挥中国的优

势，在凶险的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这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新

手才不至于被吞没，才能充分利用这些国际平台，促进中

国的经济发展，维护世界和平。
3． 针对选择性的接触策略

有选择的接触的立足点是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权力制衡

理论〔3〕，权力制衡策略寻求大国权力间的平衡来保证大国

之间的安全〔4〕，权力制衡的鼓吹者认为，中国这样的国家

对美国很危险，中国不可能不插手欧洲和亚洲的战争。因

此大国之间的和平是美国的最大的利益，他们意识到一个

富裕的中国内在的价值，但又保持与崛起的中国之间的权

力平衡关系。因此对中国的政策就是在经济方面更务实，

同时又不放弃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目标。所以理想的中

国是在经济上富裕，但在军事和外交上绝不能有在亚洲地

区、在军事和外交上挑战美国的非分之想。因此美国就要

综合运用国家所有的权力资源通过与中国签订类似与前苏

联签订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之类的双边协定，以及发展或

巩固加强地区联盟的方式制衡中国。“从各方面看，这个

策略都是一种新的遏制战略，或者说是修正的接触策略”。
总之美国的策略就是在限制不利的结果的同时刺激好的结

果，即变坏事为好事、变不利为有利。
针对这种策略，中国和美国既要合作又要斗争，因此

中国要讲究合作艺术和斗争策略，把不利变有利，增进合

作，减少冲突。但如果冲突不可避免，中国也要有信心。
中国首先要做的是正确认知美国，加大培养研究美国各个

方面的人才，充分利用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学者、艺术

家、外交人员、政府人员实地考察，真正了解美国的政

府、国会、政治制度、社会、自然地理、历史、文化等方

面，只有了解美国人的思维方式，了解美国的政治文化，

才能制定正确的对美外交政策。另外中国除了抓住主要矛

盾，即维护中美关系在合作的框架内竞争发展，避免对抗

外，还要兼顾其他矛盾，搞好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继

续加强中国与其他各国的关系，争取更多的朋友，减少世

界其他国家对我们的戒备和猜疑尤其是亚洲各国对我们的

猜疑和恐惧，并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总之，在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下，面对国内

外的问题和挑战，中国要仔细分析问题存在的原因，抓住

根本，对症下药，同时要抓住机遇，改善中国的形象，利

用优势，变不利为有利，综合利用各种资源，抓住机遇为

中华民族的和平发展创造良好的国内外环境。针对部分人

制造的中国威胁论，中国不负责任论等，中国政府可以通

过各种媒体、文化交流项目、教育交流等手段宣传、说明

中国。就中美关系而言，要多沟通，多交流，增信释疑，

促进双方多合作，少对抗，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只有这

样，中美关系才可能为双方的经济发展、政治进步稳定提

供动力，减少阻力。总的来说，中国和美国在全球问题如

反恐、气候问题、经济复苏、维和等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

和共同的利益，需要双方的合作，即使在亚太的稳定和发

展问题上，双方也只有合作，共同维护一个和平稳定的亚

太才是符合双方利益的。因此从总的趋势来看，中美关系

存在着竞争，但不会对抗。双方都要从双赢的角度看待竞

争，而不能从零的思维激发对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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