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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500年来大国角力背后的经济变迁,构成大国兴衰的必然性。伴随着美国经济的沦落, 战后 60年

美国体系走向终结。国际体系进入中美均势时代, 战略优势不断向中国倾斜。美国应顺应权力交替的大趋

势, 实现真正的战略收缩,避免大国权力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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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年来活跃于世界舞台的主要民族国家是稳定

存在的,它们相互角力所形成的国际政治生态受着一

条相同纽带的牵引, 即大国霸权能力以相对经济优势

为基础
[ 1]
。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大国权力消长的动力

源泉,经济竞争成为大国政治的核心与优先目标。军

事力量是大国霸权的统治手段, 但军事力量只有在扭

转或影响经济盛衰的大趋势之下才有意义。在这种意

义上, 传统的所谓战争是政治以暴力形式的延续,演变

为军事争夺是经济争夺的暴力形式。

大国角力背后的经济变迁, 构成大国兴衰的必然

性。诸大国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速度各不相同, 竞

争中的大国也不能从技术突破和组织形式的变革中获

得同等益处,这一差异对国际力量对比带来的变迁使

大国相对力量处于不息的嬗变之中。500年来曾经领

先的大国,在强盛之后无一例外地走向衰落。大国兴

衰的模式刻画出同样的轨迹: 从经济发展与海外扩张

中获得财富,卷入列强冲突并在冲突中耗尽财富,最终

走向无可挽回的衰落。大国被自己的世界战略所

愚弄。

一、美国体系的崩溃

美国崛起是惜武与经济强盛的结果。立国以来持

续不断的西进与科技革命孕育了巨大的经济能量, 经

济繁荣构成美国国力增长的巨大而持久的源泉。美国

在崛起中没有直接挑战英国殖民霸权, 立国相当长时

期也没有卷入与欧洲为友为敌的结合与冲突中, 或以

军事扩张争夺海外资源和市场, 美国是在英国霸权自

然衰落过程中逐步取而代之的。如同历史上一再重演

的那样,经济强盛预示着美国不可避免地要对欧亚均

势施加决定性影响。二战中, 美国的绝对经济优势和

巨大的工业转化为战斗力, 压倒了竞争对手。美国成

为继英国之后世界政治的支配力量。

(一 )美国经济优势的丧失

战后美国崛起,介入欧亚均势,沉迷武力而陷入无

休止的军事冲突与对抗。美国将军事扩张与政治争夺

置于国家战略的核心,维持对欧亚大国的军事威慑,同

时分化欧亚列强,驱迫盟国追随自己的政策。基于霸

权构想的遏制政策,美国向盟友开放市场,通过经济纽

带维持了西方联盟的团结。但一个不变的核心事实

是,美国以经济优势的逐渐丧失为代价维持霸权不坠。

日本和西欧借经济复兴在美苏冷战的夹缝中成长起

来,冲淡了美国霸权; 而美国操纵美元掠取财富, 也磨

灭了美国经济通过挑战而焕发生命力的机遇。 30年

间,美国与盟国的经济差距显著缩小,美国与它们的政

治联盟开始被重新考虑。

越战是美国经济盛极而衰的转折点,结束了战后

美国无可争议的霸权地位。从此美国经济停滞, 生产

力下降,金融霸主地位动摇。战败和国内危机掩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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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严重的地缘政治危机, 美国丧失了对西欧和日本

的所有经济优势,而苏联则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超

级大国。战后地缘政治的框架不能持续。美国外交政

策被迫收缩,聚焦苏联并容纳西欧和日本日趋增强的

独立性。美元动荡是全球市场体系对日本和西欧崛起

的适应,是全球经济长期失衡的最终爆发。美元急剧

贬值, 表明美国经济不堪重负, 不能支撑遍及全球的扩

张与军事行动。在随后 30年, 美国集中关注一个目

标 ) ) ) 减缓美国衰落。

尼克松使美元与黄金脱钩, 为一个自私贪婪的帝

国续命。此后美国依然担负着全球金融中枢的功能,

但美元沦为信用货币。在经济丧失活力的情况下, 美

国负债维持经济增长, 依靠内外债务扩张维持霸权。

金融投机从此成为美国经济的核心, 这是市场与消费

更有力地支配着商业与经济的典范。美国以巨大的负

债为代价,换取全球其余地区源源不断的财富,维持霸

权并享受优裕生活。美国彻底失去了经济努力的动

力,沦落为寄生食利国家。美国衰落,霸权野心和经济

支撑下滑的矛盾被金融扩张掩盖。不能避免经济驱动

力的下降和衰退,预示着更大的美元危机。

苏联解体及新技术革命使美国经济回光返照, 掩

盖并减缓了美国持久衰落这一趋势。单极体系是超强

的军事力量造就的,缺乏深在的经济柱石,注定了昙花

一现。华盛顿用军事威慑与政治对抗拖垮了竞争对

手,赢得了冷战, 但美国的仆从国与潜在竞争者纷纷从

经济上崛起。冷战后美国垄断战争权力,保持并扩大

军事优势,但在经济上,多分天下的趋势更趋明朗。单

极霸权面临着经济资源比霸权消耗更为不足的致命缺

陷。经济力量变动不居,它一刻不停地以水击石穿的

方式侵蚀着僵硬的军事、政治优势。经济权力分散预

示着战后以来美国的军事与政治霸权悬空,而新兴的

经济中心总有一天会对国际体系施加决定性影响。

金融危机是美国经济枯萎消亡必经的宿命式的断

裂。似乎总有一个时刻出现 ) ) ) 如越战与金融危机,

长期累积的趋势结合在一起造成了经济力量的位移,

从而一再冲淡美国权力。美元霸权打造了负债增长的

美国经济模式,美国负债消费新兴经济体不断扩张的

产能。当支持美元滥发的经济因素逐渐销蚀时, 金融

危机便不可避免地爆发。危机是长期经济力量转移的

结构性变化,是国际金融体系内在强制的破坏性调整,

是信用崩溃的结果。危机抑制了债台高筑的美国消

费,削弱了美国大市场的磁吸力。养尊处优的美国霸

权显露出衰朽底色, 沉沦之势一发不可收拾。由于金

融扩张失效、负债增长动力衰竭, 美国的衰退将是长

期的。

战后 60年全球经济缓慢变迁推动世界权力逐渐

转移。美国体系的崩溃,不是军队战败的产物,而是经

济失败的结果。如同所有曾经的大国, 美国无法避免

发展到鼎盛之后,逐渐丧失进取精神,产生庞大食利阶

层,依赖金融垄断和霸权维持奢侈生活。技术、资本和

制度等优势延缓了美国衰落, 如同越战以来发生的那

样。但它们不能阻止劳动力、资本和资源等生产要素

枯竭,经济内在驱动下降必然导致的经济落伍并最终

走向衰亡的命数。在一个高度竞争的全球化时代, 科

技进步与扩散的速度以空前的方式进行,从而导致了

权力的急剧转移,意味着美国不能凭借技术优势长期

领先。布什外交政策加速了衰落, 使一个渐进的下滑

变得迅速又极具破坏性。

(二 )无常的美国权力争夺

自介入欧亚大陆的纷争以来, 美国置身于无常的

世界中,与变换不定的对手争夺。美国没有逃脱以海

外扩张与军事征服构筑霸权的经典模式。美国实力的

经济根基一直在衰退,在全球经济产出中所占的比例

逐渐减少,这一事实早就注定了美国的没落。战后美

国崛起与核武器问世同步, 核均势抑制了军事力量的

传统效用,更加突显了经济力量在大国争夺中的作用。

与以军事立国的先辈们相比, 美国的武功相形见绌。

美国的军事优势在大国关系中更多的是作为外交筹

码,而不能在战场上获取武功。在一个经济力量获得

终极决定效应、核均势奠定的世界中,不合时宜的黩武

主义葬送了美国经济,最终毁灭了美国霸权。

在 60年的霸权存在中,美国驾驭欧亚均势, 在战

略上保持军事姿态, 成功地卫冕了政治与军事优势。

战后曾经对美国霸权构成威胁的国家 ) ) ) 苏联和日本
或不复存在,或元气大伤。苏联的崩溃与日本和欧盟

崛起的先天不足都可以找到深在的经济或地缘政治依

据。美国将经济与政治等多种力量综合运用成功地应

对了霸权挑战,逐一击败或遏制了竞争对手,但美国也

因此耗尽了元气。美国在二战后创立了开放的多边贸

易体系,使日本、德国与中国能够和平崛起,而美国却

在围绕经济优势展开的竞争中逐渐落伍。冷战胜利的

表面风光,是帝国末日的回光返照。

苏联秉承俄罗斯传统的战略文化, 始终在地理扩

张中寻求保障中央俄罗斯的安全。由于不能使用直接

的军事手段打击苏联,美国依赖更富于财富创造的经

济,借助军备竞赛与经济力量的效用,在一场持久的大

59

赵葆珉:中美战略均势时代的到来



国对耗中拖跨了苏联。苏联是一个纯粹的军事帝国,

其经济模式的无效与创造财富的能力萎缩注定了它在

持久的大国争夺中的落伍与崩溃。苏联解体根源于高

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弊端以及与美国争霸产生

的沉重压力拖垮了经济。 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 苏

联经济陷入负增长, 国际地位呈下降态势。在解体前

夕,苏联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与民族矛盾的漩涡。

作为冷战胜利的代价之一, 美国扶植了日本与西

欧的工业竞争力量。在美苏核均势之下,西欧与日本

开始了以经济复兴振作国家的进程。这一复兴引起了

国际体系权力分布的变化, 削弱了美国的政治与军事

优势。但欧盟与日本力量的缺陷是固有的。它们都是

纯粹的经济强权,缺乏大国政治、军事自主。军事软弱

与缺乏内生性的经济动力使它们无力在国际体系中发

挥持久作用。冷战中美国的战略位移, 使它们占据了

经济领头羊的地位。但冷战孕育的畸形经济, 在深化

持久的全球一体化的竞争中不能持续。随着在两极之

间左右逢源的态势消失,欧盟与日本或在激烈的国际

竞争中、或在美国的政治打压下丧失了元气。美国利

用政治霸权挫败了日本与西欧夺回经济优势的企图。

60年来美军进行战争的结局均背离初衷,规模以

上的战争都未能实现预期战略目标。但迄今美国一直

很成功,因为美国所有竞争对手的力量构成都是残缺

的,不能从根基上动摇美国霸权的经济优势。美国的

成功源自深厚的经济实力,来自不断复原、支撑持久争

夺的财富基础。 60年来强大的经济与科技实力支持

了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军事作用, 使美国执世界政治

之牛耳。经济增长、科技创新和发达的教育是美国保

持世界大国的核心要素。美国从越战的惨败中卷土重

来,而其对手苏联在随后 15年内崩溃,美国享有 20年

单极霸权,这一轮回升的关键同样来自经济复兴。但

美国并不能永远享有命运的眷宠。

冷战后中国逐渐显现在大国的权力版图上。中国

拥有经济力量与大国政治自主及文明实力。支撑经济

持久发展的政治独立与大国军力,巨型的人口规模、充

沛的资源以及尚未开发的最具潜力的全球大市场, 构

成与美国竞争的坚实的大国权力基础。中国在严酷的

环境中复兴,在中央集权的统一意志下完成坚忍的体

制转型,通过血汗廉价制造累积财富,实现了经济跨越

成长。全球生产重心转移到中国意味着美国的政治与

军事优势悬空。遏制中国, 美国的筹码远少于对前苏

联。长期战略对抗是检验大国力量的试金石。在这场

新的大国间持久的争夺中, 胜利仍然属于有坚实经济

基础的一方。

(三 )美国同盟体系的解体

欧亚大陆 500年来始终是大国权力争夺的焦点。

美国远离此一世界政治的心脏地带, 缺乏争夺世界权

力稳固而持久的战略基础。美国获取世界霸权的先决

条件是在欧亚大陆上建立战略立足点。分化欧亚列

强、获取战略盟友就成为美国霸权不变的地缘政治考

量。两次世界大战与二战后意识形态的天然分裂使美

国成功地介入了欧亚均势。在保持绝对军事优势的前

提下,美国对盟国实施隐蔽的经济与精神支配,将最具

工业和军事潜力的日本和德国纳入霸权体系, 以它们

为战略支点,构筑了有利于美国操控的欧亚格局。 60

年来美国经济活力带来了盟国的普遍繁荣,美国与盟

国的关系不仅有赖于政治与军事控制, 也基于经济

依附。

今天的美国正在丧失全球最后消费市场的地位。

隐含在美国霸权背后的是经济的持续腐败。美国失去

了创新精神、竞争力、经济模式、实力,沉溺在虚幻的经

济数据之中。似乎永不衰竭的美国消费带来全球长期

增长的时代成为过去。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美国从消费

与金融投机转向制造业
[ 2]
。由于美国与盟国都居制

造业高端,美国经济转换, 不但丧失了自身大市场的吸

引力,也势必加剧与盟国的竞争,盟国将失去与华盛顿

在政治上绑在一起的经济依据。如丰田汽车事件加剧

了美日貌合神离。支持战后美国欧亚大战略的经济支

柱坍塌。美国大市场衰落同时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潮

流,促使西欧经济融合与日本经济融入亚洲。

中美均势时代的到来, 增添了新的战略选择。西

欧、东亚与中东区域的那些传统的核心国家,重新凸显

政治独立与自主追求。今天的西欧与日本、土耳其等

国正在抛弃半个世纪以来美国附庸者的角色, 重新致

力于立足本地区实现各自的国家利益。美国作为帝国

的战略腹地加速崩溃。日本重心向亚洲转移将使美国

失去东方的战略基点;西欧的丧失不仅使美国失去在

欧亚大陆西端的战略根基, 也将使美国丧失其文明的

源泉;土耳其向伊斯兰传统的回归与伊朗和土耳其双

元权力构造的形成将继续削弱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地

位
[ 3]
。受到削弱、日益孤立的美国只会逐渐退出欧亚

大舞台。

(四 )美国作为帝国的缺陷

美国作为帝国存在诸多缺陷。美国海军在大洋游

弋,军事基地遍及全球, 但美国不是领土帝国实体, 被

迫以本土资源支撑帝国霸权。美国霸权的精神是残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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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缺乏帝国运作必须的强烈意识形态。民众耽于娱

乐,享受奢华尊荣而不能在危难之际做出绝对必须的

牺牲。美国以经济强盛获取霸权,但在 60年的霸权存

在中,美国始终将军事争夺置于国家战略的核心。而

在战后核武力奠定的世界中, 军事力量在大国关系中

被置于无用武之地。美国依赖经济力量,经过漫长的

持久对耗赢得了冷战胜利,但美国并未汲取教训,而企

图依靠军事手段应对新兴大国的崛起, 这种战略误判

源于根深蒂固的军事国家传统。加之美国在地缘上的

缺陷, 使美国体系空前的脆弱。

诸帝国都是领土实体, 这一直以来都是帝国的核

心特征。帝国以军事征服与领土控制为基础, 只要帝

国的军事存在保持, 广袤的土地与土地上的财富就为

帝国所有。美国并没有控制其他民族的大量领土。美

国以经济殖民,依赖政治与军事强权,把持经济游戏规

则,以美元铸币权为工具, 掠夺全球资源为己有。对美

国来说,这一政治与军事霸权没有确保相应持久的经

济权益以延续自身存在。美国不能像昔日欧洲列强那

样直接掠夺殖民地与附属国的财富, 而被迫以本土经

济资源支撑霸权。美国行使霸权的过程,即是本土经

济优势不断流失、沦落为纯粹军事帝国的过程。而经

济优势流失与奢华的福利制度最终导致战略衰弱。

将美国置于影响整个国际体系的经济和科技变化

的背景下来看,美国的政治和军事霸权,至少从经济的

角度看,处于持续空转的状态。60年无休止置身于大

国军事对抗的风口浪尖,美国累积的经济资源,在漫长

持久的争夺中消耗殆尽,当日益衰落的经济基础无法

支持庞大的战略扩张,不能保持资源与军事力量的平

衡时, 美国体系的末日就来临了。以世界工厂为后盾,

英国通过殖民霸权成为日不落帝国, 在丧失了经济优

势之后,仍能维持霸权近半个世纪。寄生于殖民财富

的英国拥有更持久的生命力。而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美

国不过是一个软弱的普通国家。英国衰败持续了一个

半世纪,美国不可能如此幸运。

美国政治扭曲,民主徒具其表,受制于美国政治体

系的缺失。美国的多头政治由民意牵制和驱动, 时刻

面临民众的压力,不足以凝聚国家意志,制定并实施长

期战略决策。美国民众没有帝国意识, 其惯常的短视

与分裂意味着美国在经略帝国时不能期待民众的牺牲

与国内坚定的支持。美国国会沦为政治角力的场所,

多元权力、以共识为基础的决策机制与僵化的决策程

序抗拒变革,在危难之际无法做出艰难抉择。苏联消

失之后,美国始终没有一届强有力的政府确立完整、可

行的大战略, 这一致命缺陷为美国衰亡种下了深根。

缺乏稳定的领导力量与富有远见的行动方略使美国在

战略上轻率盲动,葬送了冷战胜利的历史机遇。

美国霸权存在根源于地缘的先天缺陷。地理位置

在决定大国命运的变幻莫测的斗争中既提供机遇又施

加限制。作为侧翼国家,美国在地缘上不过是欧亚大

陆外的一座岛屿。美国霸权的隐忧是欧亚大陆被任一

大陆国家或国家集团所控制。任一大国主宰欧亚大陆

并取得周边海权,美国将彻底被孤立。美国以海权立

国,在垄断全球海权的同时,美国还必须保持在欧亚大

陆及其周边的军事存在,从而分裂并抑制潜在敌对力

量。美国不但无法享受海权国家的战略集中, 而且它

的力量被分散牵制在环绕整个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

较之于根深蒂固的欧亚大国,处于更为脆弱的地位。

美国衰落根源于长期军事国家的传统与挥霍无度

的帝国奢华生活。奥巴马正在重塑美军战略根基, 但

他不能重建美国经济。经济危机根源于结构性缺陷。

60年来美国经济在外支撑持久的军事争夺, 在内供给

民众奢华生活,经济体系负债运转。奥巴马既不能毅

然放弃单极霸权,从而减轻本土经济重负,又不能改变

国民透支消费、寅吃卯粮的习惯,他无力回天。美国消

费者负债累累,财富蒸发引发负财富效应,而不断攀升

的失业率雪上加霜。刺激计划对长期经济增长毫无效

应。享用免费的午餐太久了, 美国无法也不能改变自

身。丧失经济支撑的 20年单极霸权不过是一场闹剧,

只是为更持久的大国兴起驱除。

在史无前例的新旧交替的大动荡时代,缺乏稳定

根基的多元民族国家面临难以预知的不确定性。奥巴

马代表着美国文化中的多元和困境, 在这样一个历史

性的时刻出现,也构成美国政治中的隐忧。美国在经

历克林顿时代的战略漂流与迟钝反应、布什 8年的战

略盲动之后进入奥巴马时代, 美国外交注定了继续空

转。外交新政必须在美国既定战略取向的框架下行

事,任何具有远见的战略调整, 像历史上一再重演的那

样,将受到保守势力与既定观念的阻挠,奥巴马特殊的

种族身份,将加剧这一困境。他可能陷入帝国悲剧与

个人不幸的历史夹缝中,难以驾驭美国的政治与军事

体系,以适应绝对必须的战略调整。

美国不能逃脱帝国的寄生性与腐朽性。越战以来

美国举债消费,通过美元坐享其成,丧失了进取和发展

的动力,被帝国的惰性所毁灭。美国沦落为阻碍全球

生产的腐朽力量,而经济资源转移到更富于生产性的

新兴大国,将创造更高的生产力。大国兴起是不断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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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帝国惰性,并用接近完全竞争的市场替代垄断的过

程
[ 4]
。美国兴起, 起于经济和科技发达, 以及随之而

来的军事强盛和对外征战扩张;美国衰落,衰于国际生

产重心转移, 过度扩张并造成经济和科技的相对衰

落
[ 1] 1- 12

。美国体系瓦解的进程重蹈前苏联覆辙。与

前苏联一样,美国不是在战场上被击败,而是在渐进的

经济衰落中失去了统治力量。

过去 60年世界权力围绕经济力量消长这一轴线

转进, 而美国经历了经典帝国兴衰的所有典型阶段,因

为经济没落而败亡。透过历史的大视野, 60年大国对

抗与竞争所催生的那些宏大的历史巨变被证明只是混

乱时期相对渺小的事件。而全球局势中存在更大更持

久的变化,那就是经济力量缓慢的持久转移,它不引人

注目但却持续不断地塑造着大国权力格局。战后东亚

与西欧经济崛起所预示的全球政治与军事权力的转变

再次成为现实 (这种转变经常被军事力量的强大视觉

效应所掩盖 ), 全球力量对比逐渐与经济力量的分布

趋于一致。 60年美国霸权被经济力量消长的激流所

淹没, 被证明只是漫长欧亚历史的一个小小插曲。

二、竞争与妥协 ) ) ) 中美协作下的世界和平

美国霸权像所有曾经的帝国一样逐渐衰落。经济

没落毁灭了美国霸权的根基。布什 8年美国陷入了灭

顶的战争泥潭与经济衰退, 单极目标全线失守。冷战

胜利的和平红利与新经济效应促成的回光返照消失无

踪。60年独占鳌头的经济风光不在,遍及全球的联盟

体系濒临瓦解,美国霸权的合法性与西方价值的正统

观念被颠覆。衰弱的美国企图继续依靠千疮百孔的经

济维持整个世界的安全,维持在关键战略地域的军事

存在, 它既没有足够的资源, 也不合时宜。 60年美国

体系穷途末路。美国霸权在其存在程中自我挫败, 它

延续并凸显了大国兴衰的经典模式。

中国在冷战中成长为独立的一极, 在后冷战时代

单极霸权遏制与和平演变的威胁下脱颖而出, 成为与

美国比肩的世界力量。中国挺过了苏联解体的大动荡

与单极体系最黑暗的岁月, 在美国遏制锋芒的缝隙中

实现了经济起飞, 20年卧薪尝胆,迎来了国家大发展

的良机。中国崛起维持了国际体系的稳定,挟经济崛

起的中国没有陷入昔日美苏军事对抗的冷战巢窠, 而

是和平地融入现存世界秩序, 恢复了在漫长世纪中一

直占据的历史地位。潜心发展、积聚国力的韬光养晦

期已经结束。角逐地缘政治利益、稳定全球市场与战

略能源供应必须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对崛起的中国来

说,赢得大国地位, 结束 20年单极统治, 是历史的

召唤。

中美权力消长处于冷战后大国权力转型的核心,

全球格局演变集中地通过中美关系呈现出来。美国错

失了冷战获胜蕴含的战略契机, 20年独揽世界权力而

无所作为,背负失信于天下的政治尴尬。美国主导国

际体系的有效性越来越差, 战略上的短视和军事上的

不足加剧了这一困境。迷恋武力的美国不能阻挡中国

经济崛起带来的权力转移, 而金融危机加快了此一进

程,两极世界的轮廓隐约可见。如今不是美国遏制中

国的崛起,而是寻求与中国分享权力。长期霸权带来

惰性与利益攫取,需要新的政治力量与之展开权力竞

争,克服困境的方式, 就是创建一个中美主导的全球合

作框架。

中美力量消长并行不悖, 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中美

实力消长的源泉。中美力量转换不是源于老式帝国的

军事扩张或传统的地缘政治争夺, 而是依赖不断变迁

的经济力量。经济力量始终处于中美权力消长的核

心。经济力量变迁不可避免地影响中美政治与战略优

势对比,最终打破单极体系的权力结构。金融危机是

中美经济力量转换的分野。它释放出腐化的美国经济

所潜藏的破坏力,侵蚀美国权力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

同时赋予中国经济独立发展的机会。启动内需, 摆脱

依附性发展自行驱动, 中国将缔造独立的经济空间。

经济力量转移也预示着政治权力和文明秩序的转换,

中国以此恢复自身文明的合法地位。

中美建设性依存是全球稳定的基础。中美战略均

势时代的到来,意味着中美关系在相互威慑和制衡的

基础上确立,而确保相互稳定即成为两国关系的核心。

作为大国, 中美将继续就权力、影响力和资源展开竞

争,但核均势下大国兴衰是一个可控过程,不会有大国

战争及失控的经济竞争。美国衰落是权力再分配的过

程,建立在力量和利益均衡上的中美关系,可以就共同

游戏规则达成协议, 以规范权力转移进程。中美既竞

争又合作,同时支持双方均受益的国际体系。中国兼

具新兴大国与保守大国的特征。中国接受全球秩序,

而在经济领域保持进取, 既融入世界,也塑造新秩序。

对美国而言,明智的选择是为另一个大国崛起让出空

间。让渡权力意味着现存秩序的效率更高,而中美关

系更加权宜灵活。

中美权力交替将是渐进的长时段过程。中国将继

续支持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 同时建立政治和战略影

响力以避免全球秩序崩溃并保护自己的经济成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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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合作下的世界仍按部就班地运转, 全球稳定有利于

中国力量的继续成长,为中国经济模式转型提供喘息,

也为中国争取政治和战略空间提供契机。中国内需市

场将逐渐成长起来,人民币逐步向储备货币转变,中国

不再像过去那样依赖出口,持有美元信用的需要消失。

而美国对中国经济的依赖性不断增强, 经济增长与工

业竞争力削弱。对美国来说, 经济衰弱不可避免地带

来政治和军事影响力的丧失, 而国际资本断流将迫使

美国像普通国家那样平衡贸易。在此过程中, 中美政

治与军事力量优势对比不断地与变化的经济力量

趋同。

美国霸权将依然存在貌似强大的幻觉。经济力量

转换为切实的战略实力存在滞后期, 亦即衰落霸权在

丧失了经济支撑之后,依然可能短暂地保有既得战略

实力。在核武力奠定的时代, 既得霸权的整体实力不

能在一次或几次决定性的战争中被摧毁,只能借助经

济力量的消长缓慢冲消,这决定了大国衰落将是一个

持续的过程。全球一体化时代变化持续加快, 经济力

量的战略效应空前提高,经济力量转化为战略实力的

速度急剧提升,但依旧存在这个缓冲期, 在此期间, 霸

权运转不灵但死而不僵。有利于既得霸权的机制、联

盟与观念都成为既得霸权的维系因素。因此, 中国拥

有财富与经济力量, 而美国主宰世界政治的趋势将短

暂并存。

在此一阶段,东亚将成为中美权力转移的最前沿。

中美协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双方结构性冲突。东亚逐

渐成为脱离美国自行驱动的经济区域, 而中国成为区

域经贸重心。经贸流向的转变, 冲消安全对立的冷战

结构。中国启动内需,美国大市场对东亚诸国的羁绊

将逐渐衰竭,这种经济效应缓慢但不可阻挡地改变全

球政治权力重心,引发东亚大国关系的调整。美国经

济衰落也将继续强化此一政治效应。日本政权更迭带

来的对外政策突变即是明证。东亚引领权力是中国大

国地位的起点, 也是中国不能逃避的地缘政治宿命。

美国需要重新审视自己在东方扮演的角色,顺应时势,

从而在有尊严的收缩中,与东方实现真正的和解。

三、结语:美国霸权之后

中美关系在本质上是竞争性的, 这种关系支撑下

的国际体系不具备持久性。中美均势体系的形成阻止

任何大国垄断世界权力, 确保战略稳定, 但它的代价

是,中美战略竞争一刻也不会停止。战略相持阶段是

中美关系的黄金年代,两国利益有诸多交汇契合,但此

一时期同时也是中美关系主导权易手与权力急剧消长

的时期。国际体系中力量平衡的改变常常导致动荡与

冲突,美国衰退也必将伴随着长期险象环生的经济动

荡和政治较量。维护这个秩序的稳定, 使新生力量有

和平成长的机会,符合中国利益。

守护全球稳定需要新的国际权力。美国衰落迫使

中国承担更大责任, 在美国霸权的废墟上重构世界体

系。中美可以而且必须避免陷入过去大国权力交替时

的对抗,务实地摸索双方合作的新模式。中美关系的

稳定取决于彼此适应这一潮流的理念与政策转变。华

夏文明在历史演进中融汇了全球性的智慧和能量, 从

未有任何世界性力量有过如此文明机缘与气度。主导

世界事务的力量尚为低下, 中国需要获得相应的战略

能力与政治影响力。中国再次到了焕发民族精神, 谋

划长期战略,致力于开创一个在美国霸权之后仍能持

续的国际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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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r ival of the Age of Sino- American Strategic Equilibrium

ZHAO Bao2m in
( Schoo l of Fo reign Languages, X ican Jiaotong Un iversity, X ican 710049, Ch ina)

Abstract The econom ic change beh ind thew restling between big pow ers over five centuries consltitutes the inev itab ility

of the ir rise and dec line. Coupled w ith the downcom ing o fAmerican economy, the 60- yearAmerican system since the

end o fW orld II has come to an end. The internat iona l system enters into the E ra of S ino- American S trateg ic Equilibri2
um, and strateg ic advantages aremov ing in Chinacs favor. TheUn ited States should conduct rea l strateg ic contraction,
in comply ing w ith the inev itab le trend o f pow er transfer, to avo id con frontation betw een big pow 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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