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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中美关系
■梁凯音

【提 要】中美关系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的走向直接影响着国际局势的发

展。全球金融危机后中美双方利益进一步交织，彼此成为相互依存的“利益攸关者”。如何判断后国际金融危

机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中国如何以“利益攸关者”的身份发展和推进中美关系并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

而减少双方分歧和摩擦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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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中美关系的走向直接影响着国际局势的发展。2009年
中美两国所采取的建设性合作，使得全球金融风暴未

能演变为上世纪30年代的全球经济的大萧条。但是进

入 2010年以来中美两国关系因一系列问题而陷入低

谷，其中包括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美国总统奥巴马

会见达赖喇嘛以及互联网黑客袭击，贸易摩擦，人民

币升值等，对两国关系发展造成严重的干扰。虽然美

国对这些事件作低调处理，但无疑的是美国无视中国

的核心利益，造成关系紧张的责任当然在美国。金融

危机后中美双方利益进一步交织，彼此已经成为相互

依存的“利益攸关者”。从美国方面来说，金融危机后

它必须从以欧洲为重心转向依靠中国，与中国积极合

作；从中国方面来说，它必须以“责任大国”的地位

进入和美国合作的国际领导机制。 这些实质上涉及到

如何判断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中

国如何以“利益攸关者”的身份发展和推进中美关系并

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减少双方分歧和摩擦的重大课题。

一、中美双方实力的变化使美国对华政

策陷于矛盾中

国际形势造就国际秩序，而国际形势的变化主要

是通过大国发展与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来实现。过去

几十年的国际秩序一直以美国为中心并由其主导，而

这一秩序有两个支撑点：一是美国自己；二是欧洲。

“二战”以后的美国历届政府都把外交战略的重心放在

欧洲，大西洋两岸之间的关系随之变成了支撑国际秩

序的主要架构。就金融危机后的国际局势而言，美国

实力削减的变化正是表现在这些支撑点上。

首先, 美国现处于巅峰过后的走下坡状态，在实力

减弱的同时对遍布全球热点问题的国际承诺也变成其

巨大的负担。金融危机对美国的冲击是根本性的，关

系到它的经济是继续增长还是衰退的问题，而对其他

国家的影响仅表现为经济增长的压力加大的问题。以

俄罗斯、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为例，虽然

金融危机导致出口大幅下挫，外汇储备大幅缩水，金

融稳定受到威胁，但都不具致命性，并没有根本动摇

它们的实体经济。[1]美国却不尽相同。在这一全球金

融危机中，美国与其他大国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一

超多强的格局面临调整。俄格冲突和随后美俄对抗的

升级，已经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实力对比变化对大国

关系的影响。2009年冰岛金融危机后的举动也很值得

关注。一个金融创新十分发达的小国，金融危机的冲

击几乎使冰岛面临经济崩溃，亟需外国资本救援。但

美国在那时却束手无策，而欧盟也自身难保，作为北

约成员国的冰岛只好向拥有5000多亿美元外汇储备的

俄罗斯求援。[2]除外，还有一个重要变化是，世界局

势已经呈现出美国未曾预料的崭新形态，包括新兴国

家的崛起，世界气候的问题和包括无处不在的反西方

恐怖势力等。这些新事态及其后续结果是，在实力削

减的同时美国对遍布全球热点问题的国际承诺更是无

力应付。

第二，欧美关系趋于困难重重，美国再难以倚重

欧洲。作为由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的重要支撑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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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不仅因各自的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而自顾不

暇，更主要的还对美国在世界上所引发的许多问题有

自己看法。其主要有：一是在“如何领导世界”的问

题上，美国和“老欧洲”有分歧。冷战结束后，大西

洋两岸凭借文化的先进和财富与技术的雄厚，在经济

和文化上向全球市场扩展，促成了上世纪90年代世界

性的经济繁荣和政治革新。然而重要的问题是，进入

21世纪尤其是伊拉克战争后，美国的超级强权地位并

由此产生的独步天下的骄狂，使欧美开始发生了分

裂：美国的单边主义是要用军事“硬实力”来威慑世

界；而经验丰富的“老欧洲”则认为世界是多元的，

只有文化“软实力”即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通过协

商与合作才能影响世界走向民主、开放。二是在国际

秩序的问题上，欧洲的经济实力已今不如昔，加上欧

盟内部无休止的争吵和分歧，更使欧洲各国的决策和

行动缺乏效率。其结果是，在美欧之间的战略合作框

架之下，欧洲支撑点的实力削弱致使美国已无法有效

地管理世界新事务。

由于以美国为核心和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支撑点发

生了上述变化，美国已难以独自承担维护国际秩序的

“重担”，而伊拉克、阿富汗、伊朗、朝鲜核问题和世

界气候等棘手问题使其变得疲惫无力，在多边贸易谈

判进程中美国也失去了热情和动力。美国遏制中国政

策的能力正在弱化。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实力的变化致

使其金融危机后对中国的政策处于矛盾心态的基本原

因。其具体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是，美国希望中国成为其“负责任的”伙

伴。中国崛起及其发展前景引起了整个世界的密切关

注。从经济规模、综合国力、国际影响与发展潜力的

四大因素来看，中国实际上已经超过了欧洲与日本，

成为世界第二大国。美中关系的状态如何，不仅关系

到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的重建过程，而且更关系到

美国能否继续保持自己主导世界秩序的地位问题。[3]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必须尽快寻找到新的伙伴，与之

分担维护国际秩序的责任，分享管理世界事务的地

位，并协商制定各种游戏规则。在此“寻找”的过程

中，美国把中国的角色定为“利益攸关者”[4]，希望中

国成为美国“负责任的”伙伴以减轻自己对国际承诺

的巨大负担。但问题的实质是，美国只是希望将中国

纳入现有的国际经济和法律轨道，遵守由自己制定的

国际游戏规则，而自已能在这样的体系中保持永远

的、最强的竞争力。

另一方面是，自从中国开始在经济上崛起以来，

美国又不忘散布和鼓吹“中国威胁论”，而这种对中国

的戒备警惕之心将继续左右着其对华政策。在美国看

来，中国对美国所构成的挑战是不言而喻的，无论这

些挑战是否出于中国的主观意愿。而在中国看来，中

美实力差距的不断缩小，是双方发展速度快慢不同所

导致的结果，也是和平竞赛、公平竞争的结果，美国

不应该把中国的崛起当作必然的威胁。中美之间在地

区和全球范围内的互相遏制和竞争难以避免，美国对

中国的崛起进行地缘政治上的遏制是很自然的，因此

它还会继续以台湾问题来牵制中国，利用日本和印度

在亚洲制衡中国，并且会尽最大努力试图在全球范围

内阻碍中国扩大国际影响力的努力。从这一点上说，

中国至少在几十年内不要奢望和美国有建立起亲密的

合作伙伴或同盟关系的可能性。

美国对中国崛起后的双方关系的矛盾交织点就

是，在对于中国“挑战”其独霸地位非常警戒和排斥

的同时，又希望将中国纳入现有的以美国为主导的世

界秩序。这清楚地表明：美国对中国在战略层面上处

于一种非敌非友、似敌似友、可敌可友的不确定状

态，而在具体实际操作中，美国还将继续维持务实互

利的原则与中国进行交往。这也就是中美关系发展的

新走向。中美不会成为必然的敌人，但两国的关系永

远具有两面性，即在战略领域互相遏制与反遏制，互

相对抗和防范之外，美中两国还必须在众多领域里的

合作。

二、中国应力求以“利益攸关者”的身

份发展和推进中美关系

面对中美关系发展的新走向，中国应力求以“利

益攸关者”的身份保持与发展中美关系以稳定和维护

世界和平与发展。奥巴马就任总统以来，主要任务是

尽快恢复经济增长和继续维持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主

导地位，而这些任务与中国的利益及发展目标密切相

关。作为中国出口产品的大市场，美国经济的好转无

疑符合中国的经贸利益，而作为“利益攸关者”的中

国在国际秩序的变化中有所作为，也符合中国的国际

利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的讲话中强调，中国将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具建设性

的作用，[5]这可解释为中国对维护国际秩序的重要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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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中国要发挥适合其自身利益的“责任大国”的作

用以应对中美关系的新发展，其主要是：

首先，要独立自主地积极建立和发展与美国的建

设性合作关系，而其立足点是坚持把本国事务放在首

位，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中国

不仅是一个在综合国力上强大并有着重大的国际影响

力的大国，也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中一个极为重要的

市场。把本国事务放在首位，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就

是对国际社会尽的很大责任。可以毫不夸张地这么

说，“中国好了世界就好，中国不好世界就倒霉”[6]。
近年来，中国的综合实力得到了增强，无论是在国民

生产总值、外汇储备、贸易总量等硬实力方面，还是

在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力等软实力方面都有显著提

升。在全球化进程和世界格局走向的问题上，中国的

一举一动都将起着关键作用。另外，在如何对金融危

机后的国际经济秩序进行“全面”改革的问题上，作

为一个大国，中国所要采取何种立场和态度当然必须

为自己的利益目标服务，按照自己的判断，根据自己

的能力，并且用自己的方式，去处理重大的国际事

务。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这一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应该

是“渐进性”和“实效性”。[7]可见，中国对国际事务

的参与态度是积极的、更是务实的，其立足点基于首

先扎扎实实地搞好本国建设。

其次，在推动国际秩序中的多级化的同时，中国

要坚持强调美国及世界各主要大国、特别是联合国安

理会常任理事国都要做“负责任的大国”，带头并共同

遵守联合国宪章精神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实践

中，还要彼此相互负责，不能只要求别人对自己负

责，而自己却可以不对别人负责。在重大国际安全问

题上，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上，不能由一两个国家独

断专行。这一点对于应对国际秩序发展的新变化可以

说是至关重要的。这方面的问题解决好了，其他问题

如果不是可以迎刃而解，至少是比较好解决了。我们

并不主张大国共管世界，而是强调大国在国际事务问

题上首先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其表现为：一是

国际关系不应以意识形态或国家制度划线，也不能以

贫富差异或政策不同划线；二是努力促进国际关系民

主化，以及国际社会的公平与公正，提倡平等的伙伴

关系；三是尊重发展模式多样化，承认各国有权选择

自己的发展道路，相互借鉴和取长补短；四是推动经

贸关系互利化，放弃双重标准，寻求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双赢”。

其三，在建立重要的不同层次战略和经济的对话

机制中，中美双方要撇开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差

异，务实而又有远见地摸索开展双边和全球合作的新

模式，形成一个跨越太平洋的双边合作架构，以弥补

乃至取代欧美之间传统的大西洋架构。不可否认的

是，世界各国有着不同的文化和历史传统。不能用一

种价值观来统领一切。价值观既有共性，也有特性。

我们应接受共性，并用自己的特性去丰富它；同时也

要承认和尊重特性，并在自愿的基础上，用共性去丰

富和发展它。中美之间存在着很多差异，包括发展阶

段的不同、社会制度的不同以及价值观念的不同，这

些差异都有可能成为破坏双方开展全球合作的障

碍。[8] 相较于那些与美国有着共同文化特征的欧洲国

家，中美之间的合作也许确实会遇到更多困难。 但

是，美国首先应该在对华关系上表现出远见、胆识和

决断，挣脱传统地缘政治和外交思维的束缚，把推进

两国关系作为美国全球战略中的核心目标。金融危机

后中美关系的特点是越来越相互需要，而不是一方对

另一方的单方面需求。简单地说，没有相互支持与合

作，中美两国所追求的某些全球战略目标就无法实现。

最后，在非传统安全的问题上，要加强与美国所

有领域的对话与合作，以增进彼此了解和扩大双方互

利，建立和发展互信关系。非传统安全问题十分复

杂，有着深刻的背景，涉及国家生态、政治、经济、

社会、文化、科技、信息等诸多领域，深刻地影响着

当前的全球政治、国际关系以及国家发展与社会和

谐。令中国严重关注的是，贩毒、偷运非法移民包括

贩卖妇女儿童、海盗、恐怖主义、武器走私、洗钱、

国际经济犯罪和网络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

出，成为影响国际和地区安全的重要不确定因素，对

国际和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新的挑战。“9·11”事件让

美国突然发现它的主要威胁来自于恐怖袭击而不是中

国，所以美国开始意识到两国合作的重要性。之后以

反恐合作为契机，中美之间不断探索新的战略契合

点。事实上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中美关系是逐渐地发

展成为“建设性合作关系”。

三、结论

由于以美国为核心和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支撑点发

生了变化，美国遏制中国政策的能力在削弱。后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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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时期中美不仅在货币金融、贸易投资等经济

领域，而且在国际和地区问题，甚至环保、能源、反

恐等全球性问题上的利益关系都已成为全球化背景下

真正的“利益攸关者”。就根本而言，中美两国的关系

永远具有两面性，其表现为：一是双方难以避免的相

互遏制；二是双方也不会成为必然的敌人。中国只有

充分的认识后金融时期中美两国关系的实质，采取积

极的应对之策，才可能避免被动地应对中美关系和国

际局势，同时也可减少中国和美国等西方世界的无休

止地陷于一些具体利益之争而找不到有效的根本解决

方法的状况。在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中，中国应力求

以“利益攸关者”的身份有效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对

中美双方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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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野

领导干部和媒体是同志关系

《北京日报》2010年7月5日刊登《求是》副总编辑朱铁志的文章指出，领导干部和媒体的关系，是内

在利益完全一致的同志关系，不是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我们的媒体从本质上说，都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是

人民群众的喉舌。不能把媒体当成自己的对立面，当成执政党的对立面，当成随时随地挑错、添乱、找麻烦

的对象。有一些同志对媒体和新闻舆论存在认识上的偏差，错把庸俗的歌功颂德当成“正面报道”，把健康

善意的舆论监督当成“负面报道”，把提出敏感问题的记者当作“敌人”，动不动质问人家“是哪个单位

的”，动不动威胁人家“我找你们领导去”，态度之颟顸，形象之丑陋，实在令人不齿。

中国的老百姓是最通情达理的，中国的新闻媒体是最顾全大局的，只要坦诚相告，合理解释，即使一时

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大家也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这里的关键，是通报情况要及时、准确、全面、权威。不

能以“顾全大局”为借口，“瞒”和“骗”，“捂”和“拖”。须知，在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现场直

播者，尤其对于重大事故和群体性事件，及时发布，时刻保持信息的公开透明，是争取主动的最明智选择。

领导干部面对媒体时既要谦虚谨慎、如实相告，又要注意理智应答，不卑不亢。要了解公众心理，讲究

答问艺术。我们的领导干部在上任之前，多半没有经过新闻培训，缺乏面对媒体的起码经验，要么紧张不

已，不知所措，要么讳莫如深，惜墨如金，要么三缄其口，溜之乎也。凡此种种，都很不堪，都与现代领导

干部应有的形象格格不入。

既然如何面对媒体是每一个领导干部的新课题，就更加需要虚心学习，多方面总结。在实际工作中，要

特别注意“十忌”：一忌闪烁其词、故弄玄虚；二忌装腔作势、缺乏诚意；三忌东躲西藏、无可奉告；四忌

虚与委蛇、虚应故事；五忌居高临下、傲慢无礼；六忌语无伦次、言语乏味；七忌上下推诿、不负责任；八

忌百般封堵、肆意阻拦；九忌信口开河、乱下结论；十忌好为人师、耳提面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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