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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尽管如此,过分强调美亚太战略对中国的挑战不仅会使当前的中美关系更加复杂,还将给两

国关系的未来发展带来重大战略风险。中美在亚太实现和平共存, 既是确保美亚太战略成功的关

键,也是中美长期战略稳定关系的核心议题,并将对亚太乃至全球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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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在运筹亚太战略方面动作频

频,一方面以各种方式宣示美国的亚太属性,高调宣

布 /重返亚洲 0,多方论证美国的存在对亚太安全与

繁荣至关重要,努力展现美对亚太及区域内各国的

重视, 誓言继续扮演亚太领导角色; 另一方面, 全方

位加大战略投入,强化与传统盟友安全纽带,加大在

西太平洋的军事部署,以频繁军演彰显军事优势,深

化与东盟对话合作,拉拢和规制新兴国家,积极介入

/三海0争端 (黄海的朝韩军事对峙、东海的钓鱼岛

之争及南海问题 )等热点议题, 推动各层次经贸合

作及次区域合作,全方位提升对亚太局势的控制能

力。经过近两年的摸索与实践,美已初步形成以传

统同盟体系为基础、以干预地区热点议题为抓手、以

应对新兴国家崛起与地区格局变化为重点、以强化

美亚太主导地位为目标的全方位亚太战略布局。

一

综观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的言与行, 亚太显然

已成为美全球战略的重中之重。这既是冷战后美全

球大战略发展演化的必然产物,也是奥巴马政府为

因应 /后危机时代 0的亚太变局而作出的主动谋划,

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就美国大战略而言,自冷战结束以来美战略东

移进程不断发展, 使亚太最终成为美全球战略的首

要关注对象。冷战结束后, 美国虽取得 /一超独霸 0

地位,但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并不均衡,其在美洲

大陆的地位最为巩固,对美欧同盟的经营最为成功,

在其他地区的地缘布控力则存在明显差别。在 /前

苏空间0, 对于前苏联解体后分生出的大量新独立

国家,美国影响力相对有限; 在中东, 冷战格局瓦解

引发的格局失衡, 对美在该地区的地位构成强烈冲

击; 在南亚, 前苏联势力退出后留下的巨大权力真

空, 使地区国家趁势坐大并形成强大排外效应,恐怖

与极端势力也随之泛滥扩散;在东亚,苏联威胁的消

失造成美对同盟体系影响力下降。对美而言, 要巩

固、夯实全球领导地位, 必须对其全球大战略做出调

整, 及时推动战略重心由西欧向欧亚大陆的纵深地

带以及东亚延伸。美战略东移进程由此启动。

在这一进程中, 东亚无疑是美国关注的首要重

点和最终目标。这是因为:其一, 东亚仍然存留着突

出的冷战遗产。中国、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在

苏联解体后继续存在和发展, 朝鲜半岛和台海两岸

的两大 /国家统一 0议题持续成为引发紧张局势的

重大潜因。如何进一步消化和管理这些议题, 是冷

7

5现代国际关系6  2011年第 1期



战后美国不得不认真应对的挑战。其二, 东亚是美

国、日本、俄罗斯、中国等全球最为重要的经济和军

事大国博弈互动的核心舞台。这些战略力量在东亚

的互动,不仅将决定东亚地缘格局, 更将对 21世纪

的全球战略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强化美国在东亚的

主导和优势地位,是美战略东移进程中的核心要务。

其三,东亚还蕴藏着巨大的经济潜力。庞大的人口

和市场及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很可能使东亚成为

未来全球经济的引擎。¹ 美国既要从战略东移进程

中获利,也要借此提升对全球经济格局的主导能力。

总之, 从政治、经济、安全等各个角度而言,东亚以及

以东亚为核心的整个亚太地区,都是美国的必争、必

稳、必保之地。

在此逻辑指导下, 冷战结束以来的近 20年间,

历届美国政府均未间断推进战略东移进程, 并力争

将东亚及亚太作为重点目标。 20世纪 90年代, 克

林顿政府在持续推进北约欧盟双 /东扩0、循序经营

/前苏联空间 0、稳步推进战略重心东移进程的同

时,已开始谋划如何强化美在亚太的存在。克林顿

政府 1995年和 1998年两次发表 5东亚战略报告6,

为美战略东移营造强大的思想和舆论基础。 1999

年科索沃战争结束后, /西线无战事 0、/重心东移

论 0在美战略界掀起一轮高潮。2001年布什政府上

台之初,更加展示出将亚太作为美全球战略重心的

强烈意愿, 谋划收缩全球战线, 削减在中东军事投

放,加大对亚太战略投入, 并将中国定位为美在亚太

的 /战略竞争对手 0。 / 9# 11事件 0打乱了美国的

战略部署,阶段性地冲淡了亚太的地缘重要性,反恐

成为美国家安全战略的头等大事。但布什政府仍试

图寻找 /以反恐谋霸权 0的两全之策, 在打击恐怖势

力的同时,在 /大中东 0和 /大中亚 0拓展军事存在,

对阿富汗、伊拉克实现政权改造,希望顺势推进和夯

实美战略重心东移进程。布什二任后期, 美再度加

大对亚太关注和投入,但囿于两场战事的拖累、美内

外形象的恶化和政府执政能力的削弱, 只能将全面

/进军0亚太的历史重任留给下届政府。从这个意

义上说,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明确将战略重点锁定亚

太,既是对上任政府的纠偏与修正,更是对冷战后美

国一以贯之的全球大战略的继承与发展。

就客观形势而言, 新世纪以来, 尤其是 /后危机

时代 0亚太形势的巨大变化, 是推动奥巴马政府全

方位加大亚太战略投入的直接动因。从经济层面

看, 十几年来, 东亚乃至以东亚为核心的整个亚太地

区的经贸合作蓬勃发展,东盟、日本、韩国、中国等主

要经济体通过 / 10+ 10、/ 10+ 30及其他双边和三方

对话与合作机制强化互利合作,经济联系日益紧密,

地区一体化进程快速推进。 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

全球经济遭受重创,东亚各国相互合作及深入推进

地区一体化的意愿进一步增强, 加强地区合作尤其

成为东亚国家走出危机的重要举措。亚太经济因而

一枝独秀,备受世界瞩目。 2010年包括 /中国 - 东

盟自由贸易区 0在内、以东盟为核心的五个自贸区

同时启动,更彰显亚太经济发展的积极势头。根据

美国研究机构的估计, 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 到

2030年, 亚洲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份额将从

1990年的 21%上升到 45%, 而同期西方国家 GDP

份额将从 50% 下降到 29%。º 由于巨大的发展潜

力和带动效应,亚太被广泛认为是带领全球经济走

出低谷的希望和 21世纪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亚

太在当前和未来全球经济格局中的重要位置, 要求

奥巴马必须对亚太予以充分重视。从短期讲, 为摆

脱危机影响、重振美国经济, 奥巴马政府提出 /五年

出口倍增 0计划, 对亚太市场的出口无疑是实现这

一目标的主要手段。就中长期讲, 金融危机使亚太

加快成为全球经济重心, 掌握了对亚太经济的主导

权就意味着掌握了对全球经济的主动权,美国更要

果断行动,深度介入亚太地区经济发展进程。

从政治层面看, 美在亚太面临同盟体系根基松

动、新兴国家群体崛起、地区格局深刻调整等多重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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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必须采取措施避免被 /边缘化 0。近几年来, 日

本政府在支持和配合美全球行动方面的热情明显下

降,日本朝野对美驻日军事基地的抱怨越来越多,普

天间基地搬迁争议久拖不决,正是美日关系龃龉不

断的写照。长期以来, 美日同盟一直是美亚太战略

的基石,日本政界要求 /远美入亚 0、在中美之间实

现 /再平衡0以及建设排美的 /东亚共同体 0的论调

不时抬头,使美有强烈的心理 /挫折感 0。¹ 同时,美

国与韩国、澳大利亚等传统盟国的关系也进展有限,

与这些国家积极融入地区一体化的热情相比, 它们

对发展与美关系的热情不升反降。这同样是美无法

接受的。此外, 中国、印尼、越南等域内国家的综合

实力快速增长, 印度、俄罗斯等积极参与亚太事务,

引发亚太地区战略格局和各国战略选择发生深远变

化,也迫使美国必须做出回应。奥巴马 2009年上台

之初便宣示自己是美国首位 /太平洋总统 0, 高调宣

誓美 /重返0亚太,国务卿希拉里 #克林顿首访即选

择东亚,并数度造访亚太不少国家,重点加强与新兴

国家的交往,积极参与域内多边机制和热点问题处

理,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二

尽管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是着眼于维护美全

球领导地位及应对亚太多重挑战的长远布局, 并非

完全针对某个国家或某个单一性挑战,但 2010年美

推行亚太战略的做法却使人感觉到, 应对中国崛起

似乎正在成为美亚太战略的主要考虑和突出方面。

这是因为:客观上,美推进亚太战略的每一举措均无

法完全 /回避中国 0; 主观上, 美这些举措也多多少

少、有意无意地 /针对中国0。一方面, 由于中国的

国家规模和综合实力、同亚太各国之间的广泛联系

以及中国多年积极参与地区合作、推行 /走出去 0及

与周边 /互联互通 0战略, 中国的利益与影响已深入

到亚太各个角落,形成与亚太各国的深度相互依赖,

中国并成为亚洲经济的火车头和亚太经济链条的中

心环节。º 就此而言, 中国乃是亚太地区事务最重

要的 /利益攸关方 0之一。美国推进其亚太战略,无

论是对涉朝、涉缅等热点议题的处理, 还是对南海、

钓鱼岛等主权争议的介入, 抑或是同日、韩、俄、印、

东盟等域内战略力量的双边互动, 以及扩容东亚峰

会、参与次区域合作等多边行动,都无法绕开中国,

并将对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同邻国关系产生实实

在在的影响。一言以蔽之, 美国在亚太处处都将面

对中国,而中国也将处处面对美国。中国在亚太的

快速崛起与美国对亚太的全面 /重返 0这两大历史

性进程,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有着相当程度

的重叠。这一客观现实预示着, 中美在亚太的互动

与博弈将具有前所未有的全面性和深刻性, 并很大

程度上决定两国在亚太的处境及亚太秩序的未来。

另一方面,诸多迹象显示,美不仅有意利用亚太

各国对中国快速发展的疑惧,论证其 /重返 0亚太的

必要性与合理性, 更寻机在一些问题的处理过程中

对中国实施战略 /对冲0»。这在美介入南海问题和

钓鱼岛争端的案例中体现得最为明显。针对南海问

题持续升温,美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国务卿克林顿、

防长盖茨等人多次公开喊话, 声称南海涉及美 /国

家利益0和地区和平,要求南海问题 /国际化0,敦促

各方必须依 (国际海洋 )法办事, 和平解决, 推动建

立争端解决国际机制,从而使南海问题复杂化,给中

国与其他声索国以双边方式妥善解决争端制造障

碍,似乎有意离间中国与东盟关系。面对中日钓鱼

岛之争,奥巴马政府一方面敦促各方保持克制,防止

局势失控,并声称美方对此 /不持立场 0, 另一方面

又暗示, 钓鱼岛实际归日本管辖, 是 5美日安保条

约6适用对象。此外, 美不顾中国反对持续对中国

专属经济区进行侦察,无视中国主权关切频繁举行

军演,推出 /海空一体战 0军事构想, 警告柬埔寨 /不

要过分依赖中国 0, 也带有较强的对华 /示强 0和防

范心态。¼ 由此, 中美在亚太的互动与博弈, 不仅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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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前所未有的全面性与深刻性,更具有前所未有的

微妙性和敏感性,并会影响中美双方及第三方的战

略判断和政策选择。

/美中关系是维持全球和平和建立新的全球秩

序的核心要素。0¹就此而言, 美亚太战略集中于对

华关系似乎没有问题。问题在于美以何种方式处理

对华关系。 2010年中美关系摩擦不断、转圜困难,

正是在美推行亚太战略既无法 /回避中国 0、也多少

有意 /针对中国 0的双重条件下发生的。一些国际

舆论将当前中国与美及邻国的紧张关系单纯归咎于

中国的 /强硬0和 /过度反应 0, 但更应该看到的是,

美当前推行亚太战略的某些做法, 明显影响了包括

中国在内的亚太域内国家对美战略意图的解读和应

对方式的选择,破坏了中国政策的弹性空间。

随着中国对亚太影响持续扩大, 亚太格局内在

稳定性下降,局势发展不确定性增强,美亚太战略针

对中国的一面很可能成为长期现象。如果管控不

力,任其发展,将给中美关系带来更多系统性和战略

性风险。首先,使中美双方陷入相互认知的困境,战

略误判的可能性上升。美国对 /被边缘化 0的焦虑

以及在具体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做法, 很可能加剧中

美关系中的这样一种负面倾向,即双方均多多少少

带着一种 /受害者 0心态去检视对方的行为和揣测

对方的意图,一方的防御性行为在另一方眼里则变

成进攻性的,双方均基于最坏的可能做好自身准备,

从而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º 如, 对于近期中国捍

卫领土与领海主权等问题上的防御性立场, 美国战

略界和公众舆论解读为中国放弃 /韬光养晦0政策

与 /和平发展 0承诺的先期信号, 揣测中国在亚太可

能奉行 /中国版门罗主义 0, 意在将美国挤出亚太; »

而美国近期围绕涉朝问题同日韩等国的频繁联合军

演以及在亚太安全布局上的系列动作,也让中方感到

美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0,试图给中国造成更多牵制。

在这种相互猜疑中,双方的战略互信受到很大削弱,

并造成中美关系波折不断,转圜困难。这一负面趋势

如不及时加以阻止,极可能引发重大战略误判。

其次, 造成中美在地区议题上的合作空间受到

挤压, 双边关系受 /第三方因素 0影响增大。以两面

手法为突出特征的 /对冲 0战略存在一个难以解决

的内在矛盾, 即 /防范 0的一手会难以避免地破坏

/接触0的努力。¼ 如果美国插手天安舰事件、钓鱼

岛争端和南海争端,除公开宣讲的目标外,背后还隐

藏着针对中国的战略意图, 意在联手亚太国家共同

牵制中国,那么中国维持谨慎姿态和提高戒备将是

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情。½ 这种相互戒备和僵持的局

面, 既导致双方间的原则性分歧进一步凸显,更造成

双方在本来具有共同利益的诸多方面 (如共同维持

东北亚安全局势稳定 )也无法开展顺畅合作。在此

境况下,不仅热点议题失控、地区局势动荡的可能性

大大上升,还可能使中美关系陷入 /尾巴摇狗 0的困

境, 日益被 /第三方因素 0牵着鼻子走。¾

再次,导致重塑地区治理机制进展缓慢,进一步

加剧中美关系的困境。十多年来, 亚太地区治理机

制的发展一直不均衡,经济合作机制建设较为顺利,

而政治互信和安全保障机制建设相对滞后。后危机

时代,亚太涵盖范围扩大, 吸附效应增强,地区玩家

增多,各国实力对比变化, 各国内外政策不断调整,

原有的地区机制已难以满足地区形势发展需求, 互

信缺乏和安全困境越发成为威胁地区稳定和繁荣前

景的突出问题。这需要亚太各国共同努力改变这种

局面。尤其是,中美作为既有能力、又有义务重塑亚

太未来的两个大国应通力合作, 在重建地区秩序和

行为规则方面发挥主动引导和主要领导作用。如果

美国在推进亚太战略的过程中对中国核心利益关注

不够,甚至希望从中国同周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

中获利,地区治理机制的重塑必将陷入僵局甚或误

入歧途,包括中美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将是这种可能

性的受害者,任何一方亚太战略的参与成本都将极

10

5现代国际关系6 2011年第 1期

¹

º

»

¼

½

¾

H en ry A. K issinger, / Pow er Sh ifts0, Surv iva l, Vo.l 52, N o.

6, Dec. 2010 - Jan. 2011, pp. 205- 212.

David Sham baugh, / A New Ch ina Requ ires a N ew Strategy0,
C urren tH istory, Sep. 2010, p. 225; Bann ing Garret t, / U. S. - C hina

Relat ion s: Gone F ishing0, TheG lobalist, Nov. 24, 2010, h ttp: / /www.

theglobalist. com / storyid. aspx? S toryId= 8820. (上网时间: 2010年 12

月 22日 )
参见: Joseph Bosco, / Ch ina. s grow ing threat0, TheWa sh ing ton

T im es, Novem ber 29, 2010; V in centW ang, / Ch ina- ASEAN Free T rade

Area: A Ch inese -Mon roe Doctrin e. or -Peacefu lR ise. ?0, ChinaB rief,

Volum e 9, Issue 17, Aug. 20, 2009; Am esH olm es and Tosh iYosh ihara,

/ A Chin eseM onroe Doctrine?0 DefenseN ew s, Sep. 20, 2010.

/ Friend s, or else0, The Econ om ist, Dec. 4 th, 2010, p. 13.

/ S trategic Reassu rance0, TheE conom ist, D ec. 4 th, 2010, p.

15.

/ In th e B alan ce0, The E conom ist, Dec. 4 th, 2010, p. 11.



大上升。如果由于缺乏全面而有效的对话与合作机

制而引发亚太失序,各国还将面临更严重的损失。

最后, 中美关系可能被逐渐赋予大国战略对决

的含义,重蹈历史覆辙。 2010年中美博弈的态势突

出表明,作为 /世界老大0的美国与作为 /世界第二 0

的中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逐步显露, ¹并将持续且

突出地体现于两国在亚太的竞争之中。中美在亚太

的关系处理得好,一定程度上将使两国结构性矛盾

得到管控; 处理不好, 很可能陷入不可逆转的敌

对。º 正如基辛格等人所指出的: 21世纪的大国在

参与大国一致行动方面没有多少经验; 中美同为

/特立独行0的霸权大国, 对如何以限制自身自由为

代价与对方平等地相处, 双方均未做好心理准备。

中国在亚太崛起对美国的挑战,已与百年前德国对

英国的威胁有几分类似。如果两国决策层不采取坚

定措施遏止当前趋势, 两国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将

催生出不断加强的敌对关系,像德英关系那样由友

好最终转向对抗。»

由于这些潜在战略风险的存在, 以及 2010年美

推行亚太战略引发中美关系和地区局势紧张升级,

很多学者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表现出明显的悲观态

度。有中国学者认为,两国的战略较量很难避免; ¼

布雷默等美方学者甚至断言,中美关系未来十年的

发展很可能滑向 /新冷战0。½

三

上述潜在战略风险对中美双方而言均是不可承

受之重,因为一旦两国爆发全面战略对抗,必将耗尽

两国实力并摧毁世界和平。¾ 因此, 实现中美在亚

太的和平共处、互利互信和平等尊重,对两国而言均

具有极端重要性。这就要求中美双方必须在新时期

进一步认清 /合则两利、斗则两伤 0的关系本质, 坚

定中美关系逆流而上、只进不退的战略意志。同时

还要看到,中美在亚太仍有相当程度的利益兼容性、

行为主动性和战略可塑性, 两国在亚太确立一种全

新的大国良性互动模式仍具备很强的现实可能性。

中美在亚太和平共处的重要性可归纳为三个方

面。首先,寻求与中国在亚太良性互动,是美确保其

全球大战略顺利推进、强化其全球主导地位的核心

要素。美亚太战略是其冷战后全球大战略的内在逻

辑发展和亚太形势变化的客观要求共同作用的产

物, 因此, 美亚太战略的进展, 既事关美国自冷战结

束以来的战略东移进程能否顺利实施,也决定了美

能否在亚太变局中真正掌握主动, 筑牢美全球主导

地位的根基。 21世纪的前十年,美国忙于打击恐怖

主义,未能处理好应对多重挑战和处理好轻重缓急,

方式方法也遭诟病,导致其全球领导地位的合法性

备受质疑。在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如果美在处理

其全球战略的最核心方面 ) ) ) 亚太战略上或主动或

被动地过分集中于应对中国,片面强调中国挑战,找

不到与中国在亚太和平共存的可持续路径, 且对中

国崛起的正面意义认识不足、借重不够,甚至将中国

推到对立面、持续受到短期考虑、传统战略思维及

/第三方因素0的束缚与干扰, 忽视国际形势发展规

律和亚太格局的大势所趋, 那么美将继续犯下严重

的战略失误,使美大战略调整再度偏离主航道,错失

重振美国领导地位的 /第二次机遇 0。

其次,谋求与美国在亚太良性互动,符合中国的

根本利益,也是未来一段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阶段

性重点。经过 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目前同外部世

界的各方面关系均处于关键的历史节点。经济上,

中国同外部世界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同世界经济

形成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0关系, 无论是当前的经

济转型还是未来的经济繁荣都有赖于外部支持; 政

治与安全上,中国初步确立世界级大国地位,但在全

球的作用和影响仍有待确定, 各方对中国既有期待

更有疑虑。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外交必须防止大起

大落或成为众矢之的。如果此时中美关系出了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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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中国的外交全局都将受到冲击; 维持稳定、向好

的中美关系,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基础上,尊重美对全

球秩序的积极贡献和全球主导地位, 则有利于化解

中美之间的战略猜忌,削弱 /第三方因素0对中美关

系的牵制与干扰。就中美关系发展的阶段性特点而

言,在中国快速崛起与美国全面重返亚太同步发生

的历史性时刻,实现中美在亚太良性互动,也将为两

国开创 /不同而和0、/同舟共济 0、/共同进步 0的新

型关系模式提供重要的地缘空间, 创造性地延长中

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第三,中美实现在亚太的良性互动,还符合域内

各国的长远利益和亚太格局发展的客观需求。经历

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尤其是经济金融危机洗礼,亚太

区域合作正在经历从以 /求同 0 (以经济合作扩大共

同利益 )为主要特征的 / 1. 0版 0, 升级为以 /化异 0

(化解深层分歧、消除政治猜忌 )为主要目标的 / 2. 0

版 0。迈过这道坎,地区合作将继续释放强大活力,

各方都是受益者;反之,不仅经济合作潜力受损,各

国也将成为安全对峙的受害者。中美两家是决定地

区合作走向的主导性力量。确保局势稳定和危机可

控,最终确立包容各方利益的亚太格局稳定框架,是

中美两国的共同义务和顺应亚太格局发展大势的负

责任行动。更进一步讲, 应对气候变化、防扩散、帮

助落后国家等全球性议题, 都需要中美两国携手合

作,发挥带头作用。未来世界的和平、发展与繁荣需

要中美关系保持和平稳定。在此意义上, 中美在亚

太的关系更事关全球未来。

中美在亚太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则源于以下三方

面事实。其一,在维护核心利益方面,中美双方的战

略具有较强的兼容性。与前苏联相比, 中国并不寻

求向亚太国家输出意识形态;与 19世纪的欧洲大国

相比, 中国也不寻求在亚太建立殖民地;与前段时期

积极倡导 /东亚共同体 0的日本相比, 中国亦无意在

东亚建立旨在排挤美国的地区性组织。全球化的时

代大势和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绝不会寻求将

亚太 /据为己有0,一个在亚太发挥积极作用的美国

符合中国的利益。美国亚太战略的最终目标也并非

孤立和遏制中国,而是要维护自身主导地位,美既无

心也无力将中国影响压缩到国境之内。只要相互尊

重对方的实际地位与核心关切, 两国在亚太就没有

不可化解的根本矛盾。而且,中美在维护局势稳定、

确保危机可控、推进地区合作等诸多方面还有很多

共同利益,亚太的和平、稳定、繁荣是两国追求的共

同目标。¹ 2010年间,中美两国虽然公开较劲,却仍

然时时注意克制、处处留有余地, 与双方利益的深层

兼容性有很大关系。

其二,在重塑亚太战略格局方面,中美两国均具

有较强的主动性。国际政治的基本规律决定了大国

的战略取向仍然是主导亚太局势发展的决定性因

素。由于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和中国在亚太正在形

成的域内优势地位,中美关系的走向将很大程度上

左右其他国家的战略选择和亚太的发展方向。就此

而言,中美两国都处于特别有利的主动地位。而且,

为在地区变局中维护核心权益, 中美也都有主动行

动的意愿。

其三,在未来发展方向方面, 中美双方的战略均

具有较强的可塑性。中美两国亚太战略的未来走

向, 既是两国之间互动的结果,也是两国关系中不同

构成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在中美关系恶性互

动的苗头有所增大时,两国内部积极维护双方良性

互动的主观意愿也在同时增长。对于打破历史 /宿

命0,开创新型关系,两国领导层和战略界有着高度

的战略自觉。例如, 布热津斯基等人提出 /两国集

团0 ( G2)设想, 并非要在中美之间简单复制美苏共

治模式,而是希望双方通力合作, 携手参与全球治

理; 美副国务卿斯坦伯格提出 /战略再保障0 ( strate2
g ic reassurance) ,也是希望双方打破战略猜忌魔咒,

为新型关系模式的创建奠定心理基础。对于 2010

年中美关系的波折,双方各界有识之士的危机感空

前强化,希望采取切实措施, 避免形势进一步发酵。

这些都是从积极方面塑造中美关系的重要力量。

虽然中美在亚太实现和平共存既有必要性也有

可能性,但这一前景能否实现取决于双方的实际行

动。为实现在亚太和平共存, 中美需要合力处理好

以下几方面问题:一是相互确保核心利益,深入挖掘

共同利益。双方应通过坦诚对话, 明确彼此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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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和战略底线,在各自推行亚太战略过程中对对

方的利益予以尊重, 对敏感而重大的原则性分歧力

争找到管控方法。这是双方展开合作的前提。在此

基础上,消除零和心理,减少拆台行为, 在地区治理

的广阔领域内开发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二是搭建

亚太合作平台, 明确共同行为准则。双方在利用既

有渠道 (包括战略与经济对话等双边渠道以及二十

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联合国等多边场合 )继续进

行对话与合作的同时, 谋建专门处理亚太共处和危

机管控的双边机制平台,并确保对第三方适度透明。

尤其要注意处理好两国海军间的关系, 制定共同行

为规则防止海上争端升级。三是合理重塑地区机

制,明确共同责任义务。双方应在热点问题上搞好

合作, 在力所能及和各自擅长的领域内承担 /共同

但有区别的责任0, 借危机处理顺势推动地区治理

机制的升级换代。四是尊重各自伙伴关系, 寻找更

多共同伙伴。彼此承认对方在亚太的合理地位与角

色, 相互尊重对方在亚太伙伴 (或同盟 )体系的客观

现实性及正面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探寻中美与亚太

其他国家的共赢关系新模式。若此, 中美在亚太和

平共存则完全现实可期。

结语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是中美重塑关系模式的

重要阶段。实现双方在亚太和平共存,既是确保中

美两国各自亚太战略成功的基础与前提,也是确保

中美关系长期稳定发展的关键议题之一。 2011年

初胡锦涛主席访美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在进入更加深

度依赖和更加高端合作的新阶段。保持更加开阔的

战略视野,坚定休戚与共的战略心态,探寻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既互利又互信、既双赢又多赢的新型大国

关系模式,是摆在中美两国面前的共同任务,需要双

方的共同努力。o (责任编辑: 沈碧莲 )

(接第 6页 )定、发展与和平的安全环境, 中国仍需

要进一步显示战略勇气与自信,稳步推进既有合作

局面, 坚定抑制地区紧张事端, 强化互利共赢的合作

精神, 有理有利有节地与其他大国展开地缘政治经

济博弈。中国应引领 /新丝绸之路0等高铁线建设,

为打开与欧洲、中东、中亚和南亚甚至非洲的直接通

道创造条件。¹ 有学者甚至设想,一二十年后,高铁线

的延伸之处,都将是 /中国对外影响的扎根所在 0º。

尽管时下仍有拉帮结派遏制中国的企图, 但世界 /大

多数国家将争取接近而非寻求抗衡中国 0。»

最后,掌握传媒主动, 积极发展软实力。一个崛

起大国的国家利益会扩散至全球, 人们更为渴望了

解一个真实的外界,与此同时, 崛起大国总会引起外

部的猜疑与不安。这样,扩大宣传面、掌握话语权就

十分必要,否则可能被误导和误解。中国话语权的

扩大绝非仅限于政府发言人所赋职能,公民教育、媒

体引领、学术沟通、文化教育交流、民间社团组织的

培育等均需要发展并体现其中。仅举一例, 中国影

视业发展十分迅速,成为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软

实力的重要窗口, 但与中国 /世界工厂 0的能力相

比,影视传媒远未形成规模效应。与美国相比,我们

有短期内无法跟进的巨大差距。如 2010年美国制

作电影近 500多部, 国内票房 103亿美元,海外票房

高达 193亿美元 (占全球的三成 ) ; ¼而中国 2010年

前 9个月电影票房仅为 75. 8亿元人民币,全年可能

达到 100多亿元人民币。½ 当然, 中国电影已进入

发展的 /黄金时期 0, 其未来充满着希望。2009年 7

月, 胡锦涛主席在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强调要

/努力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 经济上更有竞

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0¾这

也是中国为深化国际影响而努力的战略性方向。 o

(责任编辑: 黄丽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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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规划与直接参建的高铁线包括: 东南亚线:由云南经越

南等国抵新加坡;中亚线:由新疆乌鲁木齐经哈萨克斯坦连接伊朗和

印度;欧亚线:由北京经中国东北、俄罗斯直抵西欧。参见:李志全:

/我国将建成穿越东南亚、俄罗斯等高铁网 0,中国新闻网, 2010年 3月

15日。
纪赟: /高铁给中国未来插上翅膀 0,新加坡5联合早报 6, 2011

年 1月 3日。

M artin Jacques, When Ch ian Ru les th eWorld) ) ) The End of th e

WesternW orld and the B irth of aN ew G loba lOrd er, p. 375.

王海等: /票房百亿, 中国电影刚起步 0, 5环球时报 6, 2010

年 12月 30日。

可同时参见: 任珊珊等: / 2010:文化给力中国 0, 5人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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