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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的挑战及其对

中美关系的含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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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 作者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年来对亚洲政策的分析,评估了中国在亚

洲影响力上升所带来的优势与局限、美国所具备的优势与弱点以及亚洲国家的应急计划。虽然

中国在亚洲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持续增长,但美国仍然是亚洲的领导者。亚洲国家在与中国进行

更紧密的经济和其他互动中寻求互利的同时, 对于中国的崛起仍感到不安。亚洲是中国施加影

响最大的地区,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将在未来主导这个地区。事实上, 目前看来最可能的情况

是:中国的决策者和战略家们将继续保持谨慎、不断的努力与调整政策, 以便克服中国崛起过程

中现有的和无法预见的障碍。因此,中国领导人考虑到长期保持中国国际力量和影响力的局限

性问题,继续在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实践方面有所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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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 60年历史中,中

美关系遇到了很多矛盾和挑战, 在中美两国关系正

常化以来的 30年中也不例外。在冷战结束后的 20

年里, 中国在亚洲邻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声望急剧

上升, 但也伴随着许多争论和争端。很多人认为,中

国的发展使它能够越来越多地挑战美国在亚洲和世

界事务中的领导权。一些人预测, 亚洲将形成以中

国为中心、美国被边缘化的新秩序。¹还有些国际问

题专家预言,在中国这个崛起的大国和美国这个受

到崛起国家挑战的领导力量之间会发生对抗与冲

突。º但从事态的发展进程来看,这两个大国在亚洲

和世界事务中预期的冲突并没有出现, 而且看起来

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很小。尽管当前中美关系在很多

问题的处理上存在着困难,但两国政府都采取了务

实合作的态度,避免由于发生争端而损害各自利益

或使双方本已严峻的政策议程更加复杂化。

本文将对中国的崛起及其对美国在亚洲的领导

权的影响进行评估,并指出为什么在中国的影响力

日益增强导致权力关系发生变化的情况下, 中美仍

然可以维持相对合作的关系。本文特别指出, 中国

在亚洲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将由于一系列历史和当代

的因素而受到约束、限制和掣肘,这些因素使得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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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不能也不愿采取将会严重挑战美国领导权的

行动。限制和阻碍中国崛起的因素包括美国在亚洲

各种富有活力的优势以及许多思想独立的亚洲国家

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政府所采取的政策和做法。

从当前影响中国在亚洲崛起的主要因素来看,

中国不太可能在亚洲占据主导地位并对美国的领导

地位提出严重挑战。更为可能的情况是, 中国领导

人将继续进行谨慎、不断的努力与政策调整,克服现

有的一系列困难和障碍以及目前难以预见但却很可

能在将来出现的障碍,以改善中国的影响力、利益和

地位。对于实现中国在亚洲的崛起时面临的困难以

及中国领导人在国内遇到的众多挑战和其他关注,

都表明中国将会继续采取有节制的外交政策和实

践,因为中国的战略家和决策者意识到了长期保持

中国国际力量和影响力的有限性。

一 中国在亚洲的崛起:

背景和演变

  亚洲周边地区一直是中国施加最大影响的地

区,而世界的其他地区,即使是那些对华贸易不断增

长或与中国有其他形式往来的国家, 从地理上来看

仍然较为遥远,它们对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远不

及中国的亚洲邻国。它们对中国利益的整体影响力

通常要低于中国的邻国和那些直接卷入中国周边的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尤其是美国。因此,评估中

国崛起的国际重要性就需要仔细研究中国对亚洲邻

国的影响力。这种识别将为判断中国实际上有多强

大和有何种程度的影响力提供一个基础。特别是,

如果中国仍然被牵制在和专注于周边事务, 那么中

国就不可能在世界上更远的地区发挥特别的影响

力。

在过去的 60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了一段

曲折的路程才实现了今天其对亚洲事务的影响力。

其他亚洲国家和美国在制定对华政策时担心中国目

前的安邻、睦邻政策会向不利的方向变化。这种担

心使得这个地区对中国的意图保持警惕, 它成为中

国实现影响力的一个重要障碍, 而且很可能会持续

下去。同时,虽然中国最近对亚洲事务采取了较为

温和包容的处理方法, 但由于以往对外政策的消极

影响仍然存在,这也凸显了中国在设定议程和在亚

洲担当领导方面的能力会继续受到限制。¹

(一 )毛泽东时代的遗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在最初的几

十年里处于政策多变和紧张状态。在毛泽东的领导

下,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长达 20多年的武装斗争夺取

了政权。在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推动下, 他们满

怀革命决心,支持反对美国及其盟国和合作者的武

装斗争,以使中国摆脱美国和其他敌对政府的力量

和影响。º

作为 20世纪最重要的领袖之一,毛泽东对中国

对外关系的进程施加了强大的影响。 1950年 6月

25日,朝鲜战争爆发。在当年晚些时候, 美国和韩

国的军队忽略了中国的警告, 试图通过武力统一朝

鲜半岛。中国调动了数十万军队进行干预。两年的

艰苦战斗和对抗使中美之间的敌对成为定局。美国

竭尽全力 /遏制0中国。它与中国的周边国家建立

了一个共同防御圈,部署了大规模的美军来 /遏制 0

共产主义在东亚的扩散。美国不断用核武器来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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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这促使中国加紧研制了自己的核威慑力量。

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强烈抵制美国, 不过尽量

避免挑起美国的核攻击, 或避免再次与美国直接作

战。美国也尽量避免与中国军队直接交锋。在越南

抗击法国侵略的战争中, 中国加强了对共产主义力

量的军事支持,越南在奠边府战役中击败了美国支

持下的法国军队。中国领导人在 1954年的日内瓦

和平会议上与苏联领导人一起支持达成一项关于恢

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协定。

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

上,中国领导人实行了温和的外交政策。在这段短

暂的 /和平共处0时期, 中美之间进行了大使级会

谈,但成效甚微。 20世纪 5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转

向激进的国内和对外政策,并引起了一些后果:台湾

海峡的局势再度紧张,中国在 /大跃进 0期间采用了
错误的经济发展路线以及中苏同盟公开破裂。在继

续坚决反对美国 /遏制 0的同时, 中国开始与苏联竞

争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包括亚洲的朝鲜、东南亚和

南亚各国政府及革命集团。当越南北方和老挝的共

产党力量面临美国在中南半岛更大的军事干预时,

中国对它们提供了援助。在与印度因有争议的领土

而发生的边境战争中, 中国击败了印度。中国与印

度尼西亚的苏加诺政权发展了密切的关系, 但此后

在 1965年印度尼西亚镇压和屠杀数十万共产党人

和华侨期间,中国的影响力不复存在。

在始于 1966年的 /文化大革命 0期间, 由于国

内动乱冲击了中国的对外关系, 中国亚洲政策的不

可预见性达到了新的高度。中国激进的外交政策从

下面的例子中可见一斑: 英国统治下的香港政府逮

捕了一些未经批准在香港进行的示威游行者,由于

在这一事件上的争议,中国国内的数千名 /造反派 0

火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中国类似的破坏行为甚至

疏远了那些原本倾向于与中国合作或与中国关系融

洽的地区领导人。随着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上

台及对亚洲关注的加深, 苏联在这个地区与中国展

开竞争,并开始大张旗鼓地沿中苏边境部署苏联军

队,而且与蒙古达成协议, 获准沿中蒙边境部署几个

苏联机械化师。印度也逐渐与苏联站在了一边。中

国对武装斗争的强调以及对东南亚各种非共产党政

府反对者的支持都凸显了中国作为这一地区主要

/威胁0的形象。

1969年中苏边界武装冲突升级, 苏联威胁要对

中国进行全面的军事入侵,包括使用核武器。毛泽

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不得不重新考虑调整中国对外

战略中同时强烈反苏和反美的政策。直到领导人之

间经过激烈争论以及 1971年 /九一三 0事件之后,

中国才开始调整对外政策,转向对美开放,以此作为

抵消苏联压力的手段。 20世纪 70年代, 美苏之间

和中苏之间都为其在亚洲的影响力进行国际斗争,

两种斗争交织在一起。这些斗争总的来说破坏了亚

洲的稳定。

这一时期,中国的行为和地区局势变化可谓迂

回曲折。中国在 1973年的巴黎和会上支持美国与

越南签订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但

是该协议很快就由于越南共产党继续发动攻势而破

裂。中国同越南北方政权在河内更加依赖苏联的援

助和 1975年其进攻越南南方等问题上发生了分歧。

面对越南的扩张,中国领导人寻求同泰国和菲律宾

这两个美国盟国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与中国改善关

系。中国支持 1975年击败美国扶植下的政权而上

台的柬埔寨红色高棉领导人, 特别是当新的柬埔寨

政权奋起抵抗越南时, 中国继续对红色高棉领导人

波尔布特给予了支持。

(二 )邓小平对苏联在亚洲扩张势力的关注

1976年毛泽东逝世, 邓小平成为中国的领导

人,他在 1978年开启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时代。随着

中国领导人通过对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的务实追求

来寻求自身的发展,中国国内和对外政策中的意识

形态激进主义终结了。邓小平在亚洲的优先考虑是

当中国在边境上面临苏联的扩张和压力时, 能够保

持和发展有利的环境。中国通过援助和外交与苏联

展开了对朝鲜施加影响力的竞争。中国放慢了与经

济发达的韩国发展贸易、投资和政治关系的速度,为

的是在与苏联争夺亚洲影响力的时期中保持与朝鲜

的良好关系。当美国和日本发展它们的军事力量,

强化它们的同盟,并与中国一道努力建立反苏的国

际统一阵线时,中国将其与美国和日本的历史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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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于一旁。¹

邓小平领导其中国同事们使用武力来反击苏联

的亚洲盟国越南在东南亚的扩张, 用激烈的和代价

昂贵的方式显示了中国反对苏联在亚洲扩张的决

心。1978年 12月, 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推翻了红

色高棉的领导,入侵柬埔寨,蚕食中越边境。作为回

应, 1979年,中国大规模但短暂地军事回击了越南。

当时存在着苏联对中国进行军事反击的极大风险,

但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彰显了中国愿意承担这

种风险和其他代价的决心,他们要美国、日本以及其

他西方国家注意到,中国如何有力地 /教训 0越南及
其支持者,为它们在如何对付苏联扩张的问题上树

立了榜样。

中国反对越南占领柬埔寨的斗争持续了十年。

中国与美国、东南亚国家联盟中的国家结成统一阵

线,支持武装力量,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直到苏联改革派领导人米哈伊尔 #戈尔巴乔夫

撤销了对越南占领柬埔寨的支持, 并且满足了中国

的其他要求:苏联军队从阿富汗、蒙古和中苏边境撤

退以后,中国政府表示,欢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

于 1989年 5月访华,并在北京举行中苏首脑会晤。

(三 )后冷战时代的趋向

共产主义在欧洲和发展中国家的衰落以及

1991年苏联的最终解体, 强化了 1989年之后西方

领导的对中国的孤立。苏联扩张的结束对于中国国

家安全来说是一个积极的发展。然而, 苏联威胁的

消失意味着美国和其他国家不再有大的动力把中国

当做制约苏联的力量来寻求与它改善关系。

1989年之后,中国经过多年的努力打破了国际

上对中国的孤立。北京开始通过经济交流前所未有

地扩大了中国与亚洲邻国以及外部世界大部分地区

的互动,在处理安全、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其他问题

上,中国也前所未有地扩大了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

和国际组织的交往。此后的几年里, 中国先后与印

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和中亚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

恢复和建立了外交关系; 与越南和在饱受战争创伤

后通过和平协定建立起来的柬埔寨政府实现了关系

正常化;加入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 APEC ) , 与东盟

及其安全集团 ) ) ) 东盟地区论坛进行了更为密切的

合作;在 1994年美国和朝鲜就朝鲜研发核武器达成

5美朝框架协议6 (US - N orth Korean Agreed Frame2

work)之后, 参加了美、中、朝、韩四方会谈;更积极地

参与美、中、朝三方会谈以及处理始于 2003年的由

朝鲜推进核武器研制而引起的朝核危机的六方会谈

(包括美国、中国、朝鲜、韩国、日本和俄罗斯 ); 20世

纪 90年代后期, 中国在成立上海五国 (中国、俄罗

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会晤

机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2001年,中国帮助创建和

维持上海合作组织 (上海五国加上乌兹别克斯坦 ) ,

作为处理涉及中亚国家事务的主要次区域组织。º

中国采取这些行动的主要动机是,中国领导人

决心使中国政府成为那些在冷战结束时垮台的共产

主义政权的一个例外; 中国领导集体努力坚持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外交政策是服务于这些目标

的,它促进实现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和稳定的国际

环境。这部分是通过积极的、温和的外交来实现的,

以便让中国的邻国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相关国

家放心。

尽管中国领导人希望建立一个多极的世界秩

序,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在其中将不再与众不同,但他

们开始意识到至少眼下美国仍然是世界的主导力

量。因此,在中国对外政策的考量中,美国仍然是世

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中国外交更加重视参与地区组

织和其他多边组织的活动并遵守其规则, 以此来消

)20)

 中国崛起的挑战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含义

¹

º

关于这一时期中国在亚洲对外关系的评述,参见 H arry H ar2

d ing, ed. , Ch inaps F oreig n R e la tions in th e 1980 s, N ew H aven: Y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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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 W est C enter, 2006; Sam uel K im, The Tw o K orea s and the G rea t

P ow ers, New York: Cam bridge Un ivers ity Press, 2006; David Sha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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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 Rowm an and L ittlefield, 2008; Scot t Snyd er, C hinaps R ise and th e

Tw o K orea s: P olitics, E con om ics, Security, Bou lder: Lynne R ienner,

2009; M ing Wan, S ino - Japanese R e la tions: In teraction, Log ic, and

Tran sforma tion, Stan ford: S tan ford Un ivers ity Press, 2006; Rob ert Sut2

ter, Ch inaps R ise in Asia: P rom ises and Perils, Lanham: Rowm an and

L it tlef ield, 2007; Robert Su tter, Chinese F oreign R ela tions: P ow er and

P olicy since the C old War, Lanham: Rowm an and L itt lef ield, forthcom2

ing。



 2009年第 11期

除那些担心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和影响力可能产生

负面效应的国家的疑虑。最终, 中国将其努力扩大

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大国。

中国外交也非常重视对于中国的发展有益的国

际经济交流。中国的经济增长依赖大量的外商直接

投资以及外国援助、技术和专业知识。美国、日本、

韩国、台湾地区以及一些先进的东南亚国家都在中

国有大量投资。这些投资建立了各种亚洲内部的和

其他国际的制造业和贸易网络, 这些网络帮助中国

上升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并使中国成为大多数邻

国的第一大或第二大贸易伙伴。

中国的动机还包括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对安全的

优先考虑。这些目标有时候是与中国政府维持温和

的外交、打消邻国和美国的疑虑的努力南辕北辙。

民族主义支持了中国政府把防止台湾 /独立 0、恢复
对台湾以及在 19世纪和 20世纪期间中国国力羸弱

时被列强瓜分的其他领土的主权当做首要任务。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被称颂为中国领导人的一个

重大成就,而且也受到了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中国与朝鲜、韩国、日本、印度以及其他东南亚

国家围绕领土和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历史问题存在

持久的争端。中国的邻国也在不同程度上对中国领

导人试图建立先进的军事力量以及可能采取的强硬

措施表示了担忧,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更广泛地

说,当中国寻求尚未被明确界定的在亚洲和世界事

务中作为一个大国的领导作用时, 中国领导人建立

了他们所说的 /综合国力 0 (特别是经济、军事和政

治实力 )。

总的来看,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与亚洲邻国关

系的发展经历了几个明显的阶段。在每一个阶段的

更替中,都有中国领导人彻底改变或修正那些被认

为失败或不符合中国利益的政策行动和目标,并增

加了更适合于推进中国利益的政策行动和目标。¹

第一阶段 ( 1989~ 1996年 ), 中国通过更加积极

的外交手段打破 1989年之后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对

中国施加的封锁和压力。中国外交的重点是邻国和

其他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更倾向于务实地处理对

华关系,而不会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或其他内部事务

施加压力。中国政府于 1992年通过了 5中华人民

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6, 其中就有严正声明中国
对有争议的领土拥有主权的条款, 尤其是对东中国

海和南海岛屿主权的维护。针对越南、菲律宾、马来

西亚和其他声称对这些岛屿拥有主权的国家的扩张

行动,中国石油和渔业公司等在南中国海的南沙群

岛的活动提升了中国的领土要求。在 1995年的美

济礁事件中, 东盟主要国家视中国为现实 /威胁 0,

但美国公开宣称支持和平解决地区争端。

中国一方面试图与美国和其他对中国的政治制

度、人权和其他政策持批评态度的发达国家保持一

种可行的经济关系;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和官方媒

体谴责美国在世界许多地方所采取的盛气凌人的外

交政策行动。中国利用其经济快速增长的国际意

义,促使美国总统克林顿改变了把美国对华贸易与

人权和其他问题挂钩的政策。但是,其后克林顿改

变了政策,允许李登辉访美。这是对中国主权和国

家统一的挑战,引发了后来九个月里中国针对台湾

地区断断续续、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1996年初, 美

国派遣了两个航空母舰编队驶往台湾海峡进行干

预。这是自 20世纪 60年代以来中美在台湾海峡的

第一次军事对峙。在这次争端中,几乎中国所有的

邻国都没有明确地表示站在美国或中国一边, 但是

很多国家严重担忧中国的强势姿态和抱负。

第二阶段 ( 1996~ 2001年 ) ,这一时期中国领导

人表现出更加关心让亚洲邻国及其他国家放心中国

不对它们构成 /威胁0。在坚持以往采用的以和平

共处的温和方法处理国际事务的基础上, 中国领导

人提出了 /新安全观0。中国外交在双边关系领域

里非常活跃,建立了各种类型的特殊伙伴关系,提出

了安邻、睦邻政策。中国还加强了与东盟、东盟地区

论坛以及其他亚洲地区组织的互动。中国与邻国贸

易的增长率是中国经济高增长率的两倍。亚洲在中

国的投资也在增加,最大的投资者是韩国、日本、新

加坡和台湾地区。中国经济在亚洲经济危机中保持

了稳定。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并维持了经济增

长,还对国际上一些陷入危机的经济体给予支持。

这些举措提高了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

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举行了两次首脑会晤, 并

在 /接触0和寻求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前提下改

)21)

¹ Robert Su tter, / C h inaps R ise: Im p lications for US L eadersh ip

inA sia, 0 P olicy S tudies, No. 21, W ash ington, D. C. : E ast- W estC en2

ter, 2006, pp. 9- 16.



善了两国的关系。但是, 双方也都凸显了严重的分

歧。美国国会、媒体和各种利益集团继续大肆攻击

中国的政策,指责克林顿政府对它们所认为的中国

在众多政治、安全和经济问题上违规做法的温和对

策。中国政府继续公开强烈反对美国试图向中国施

压、削弱中国的做法, 公开强烈反对美国在世界各个

地区的控制和 /霸权主义 0。中国向邻国表明其 /新

安全观 0完全不同于美国过时的 /冷战思维 0, 后者
体现于美国试图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一些东南

亚国家维持和强化同盟关系或更紧密的军事关系。

1999年,美国战机对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使馆的轰

炸在中国引发了群众示威游行, 导致了中国关于战

略问题的重大辩论: 中国外交在亚洲和世界事务上

的主流究竟是和平发展还是反对美国的 /霸权主

义 0。
第三阶段 ( 2001年至今 )。美国总统乔治# W.

布什上台恰逢中国对亚洲和其他地区的政策出现了

明显转变。布什政府最初强硬地支持台湾当局,反

对中国的军备建设, 在中国敏感的问题上 (例如,加

强美日同盟关系以及在亚洲和美国发展弹道导弹防

御系统 )采取了主动行动, 甚至在不久前, 美国所采

取损害中国利益的行动, ¹都会被谴责为美国霸权

主义和冷战思维的表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明显的是,中国正在试图

扩大其持续努力的范围, 以使它的邻国相信中国不

是一个 /威胁 0。现在这些努力包括美国, 并把注意

力集中在美国。中国以前攻击美国政策和同盟结

构,为的是让亚洲国家选择是与中国在新安全观的

旗帜下保持更亲密的关系还是与美国保持更亲密的

关系。如今,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的演化中的政策,

它把注意力集中在向美国、亚洲和其他国家强调,中

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 对相关国家来说它代表了诸

多机遇而不是 /威胁0。

中国官员用现实的方法解释了这种变化。他们

想要确保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军事和其他力量以

及有关的国际影响力不会让美国这个超级大国与其

他相关国家联合起来,阻挠或甚至反对中国的崛起。

中国最初强调的 /和平崛起0最终演变为 /和平

发展0和寻求与所有国家的 /和谐 0关系。中国公开

反对 /霸权主义 0, 它曾经在 20年的时间里是中国

发布的两大外交政策目标之一, 如今它的地位下降

到已经不再是中国声明的其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目

标,取代它的是中国政府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强

大决心。

中国方法的转变加强了中国与亚洲邻国, 特别

是与东南亚国家尤其是韩国发展关系的积极势头。

它也加强了小推动布什政府在亚洲和其他突出问题

上采取更加合作、较少对抗的对华姿态的力量。当

2002年后期因朝鲜打破对其核计划的限制、转向核

武器开发而引发危机时, 中美两国政府在管理各种

危机、努力达成谈判解决方案的过程中进行了密切

合作。陈水扁 ( 2000~ 2008年 )在两岸关系上的挑

衅行动也促使美国和中国在这一敏感的问题上立场

更加接近。

二 中国当前在亚洲的影响力

在冷战结束近 20年之后, 尽管仍然存在着明显

的中国影响力和利益的限制和倒退,但是亚洲秩序

的若干特征反映了中国影响力和声望的重大提升。

美国、亚洲国家和许多地区小国一方面寻求与中国

合作,另一方面又做好了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在

中国影响力日益增强而引起亚洲力量格局变化的情

况下,这些政府仍然决心维护它们的利益和行动的

独立性,以维持中国在其中远未占据主导地位的亚

洲秩序。º

这种形势意味着中国未来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

可能是,中国将仍然专注于处理亚洲复杂的力量格

局变化,同时还要处理很多棘手的国内问题。这些

国内问题包括确保领导人的平稳更替;同腐败现象

做斗争;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以确保绝大多数中国

民众的就业和物质利益; 对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中

的弱势群体提供行政支持, 使中国的贫富差距有所

缩小;结束对中国有限的资源和进口资源的严重浪

费性使用;找到有效的和经济的手段来逐步减少中

国经济发展所引起的对环境的破坏。中国领导人的

政策考虑和关注多而复杂。中国在亚洲的崛起代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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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3月,美海军监测船 /无瑕号 0未经批准在中国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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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中国领导人的一个重大成就, 但它同时也带来了

一些问题。¹

人们可以用下述方法来对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

从两个方面进行评估: 首先研究中国在亚洲地位的

明显优势和弱点,其次再考察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

(这些国家在亚洲事务上的影响力会影响中国的地

位 )的优势和弱点。º

中国最大的优势是它作为几乎所有亚洲国家的

主要贸易伙伴和它在很多亚洲邻国的投资对象中的

核心作用。中国对于亚洲的能源和原材料生产商来

说,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很多亚洲国家的消费品和工业品很难在国际和

国内市场上与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品竞争。亚洲的

制造商们常常投资于中国,以便使其企业与中国实

现一体化,在中国投资的潮流这也使中国成为世界

上每年接受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或较多的国

家。

由此形成的 /加工贸易 0占中国年贸易额的一
半。加工贸易的过程是这样的: 以中国境内的外国

投资企业 (其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一半份额 )为主

体,虽然其消费品和工业品是在中国生产的,但零部

件是从国外企业 (常常是其他亚洲国家的企业 )进

口的; 生产过程中的产品及其零配件在最终产品制

成之前会跨越中国边界, 有时要多次跨越。中国常

常是这条生产线的终点, 在中国产生的附加值在产

品总价值中的比例相对较小。最终产品常常会被出

口到其他发达的亚洲经济体,甚至经常进入中国最

大的出口市场 ) ) ) 美国和欧盟。总之,这一过程意

味着, 中国作为亚洲国家的投资对象国、主要的贸易

伙伴和经济增长的总发动机的重要性在亚洲急剧上

升。

与中国接壤的东南亚国家受到中国经济增长的

很大影响。通常在国际金融机构的支持下, 中国沿

着其与东南亚国家曾经不发达的陆上边界, 修建了

公路、铁路、河道、水坝和输电网以及把中国与这些

国家更密切地联系起来的油气管道。虽然横亘在中

国与南亚之间的崇山峻岭使得这些联系更难建立,

但是在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关系中, 中国的经济

发展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仿效。值得注意的是,

海峡两岸还发展了紧密的经济联系与交流。

中国在亚洲的巧妙外交遵循了中国正在演进的

/安邻、睦邻0政策路线。中国与距离最近的亚洲国

家的关系有了显著改善。中国高层领导人非常留心

并经常积极地与亚洲国家领导人进行双边和多边会

晤。他们的 /双赢0外交认为, 中国及其亚洲伙伴应

当通过求同存异来实现互利。除了要求它们支持中

国在台湾、西藏等问题上的立场之外,中国对这些国

家几乎没有提出任何要求。

中国外交强调在 /不附加任何条件 0的前提下
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提供援助、投资和军事支持的

愿望。这种方法得到了缅甸、柬埔寨和其他国家政

府的赞许。

中国外交的另一个特点是强调中国的语言、文

化和个人交流。这包括中国支持孔子学院和其他组

织推动汉语和中国文化的教学, 为更多的中国旅行

团赴邻国旅行提供便利。 2008~ 2009年, 海峡两岸

的谈判取得了突破, 双发签署了 5海峡两岸包机会
谈纪要6和 5海峡两岸关于大陆居民赴台湾旅游协

议6。

中国使邻国相信崛起的中国不会给它们带来

/威胁 0的努力产生了效果, 其表现是,中国官员及

大多数亚洲国家的公开声明都淡化了中国那令人印

象深刻的军备强大的意义。然而, 所有有关国家都

很清楚中国正在建设亚洲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并发展

了日益强大的阻止美国军队进入中国周边关键地区

(特别是台湾地区 )的能力,万一它们试图干涉的话。

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的重要局限和不足首先是

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后者是亚洲最富裕的国家,也是

美国的关键盟友。近几年的纪录显示,虽然由于许

多积极的经济往来和其他联系把中国和日本连接起

来,但中国却不能赢得日本更大的支持。在小泉纯

)23)

¹

º

中国的政策重点参见 Robert Su tter, Ch in ese Fore ign R el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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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郎任日本首相期间 ( 2001~ 2006年 ), 因其多次参

拜靖国神社,中日关系降至冰点,也降低了日本在亚

洲和世界事务中的声誉。中国之所以坚决反对小泉

坚持参拜位于东京的靖国神社, 主要原因是靖国神

社供奉了已被定罪的二战期间的日本战犯。此外,

中日围绕东中国海的领土和资源争端以及两国对在

东南亚和联合国内影响力的竞争, 都恶化了中日关

系。

当小泉纯一郎最终下台时, 中国迅速调整了政

策,与较不倾向于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新领导人改

善关系。尽管在历史问题、领土和资源归属等问题

上仍然存在分歧,外交上的竞争也没有得到解决,日

本对中国的看法依然是负面的, 但是两国关系还是

有所改善。

印度和俄罗斯在对华关系上表现出了矛盾心

理。印度对与中国和解的兴趣是非常矛盾的。两国

之间的边界问题时冷时热,正如两国对在印度周边、

东南亚和中亚国家影响力的竞争一样。中印关系有

限的发展和印度与美国战略合作显著提升相比黯然

失色。与此同时,俄罗斯对与中国紧密结盟的兴趣

也起伏不定,与它们各自同西方的关系相比,中俄关

系仍然是次要的。当普京总统在 2001年突然改变

希望得到中国强烈支持的政策, 不再反对美国发展

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时,当俄罗斯在 2008年对格鲁吉

亚军事攻击未能得到中国的支持时, 中俄之间的关

键分歧暴露无遗。

尽管台湾海峡两岸保持着广泛的经济联系,但

台湾当局仍坚持 /台独 0, 继续与中国分离。这种模

式随着 2008年马英九赢得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之

后,台湾局势发生了积极变化。中国在经济、外交和

军事方面对台湾地区的影响力不断增长。然而,台

湾岛内的政治反对派仍然反对最近的趋势, 抗议鼓

励海峡两岸更紧密的经济一体化的政策和做法。

中国社会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维护领土主权使得

中国改善与亚洲邻国关系的努力复杂化。由于中国

和韩国在围绕历史上控制大部分朝鲜和中国东北的

究竟是中国的帝国还是朝鲜的帝国问题上产生了民

族主义争端,韩国对中国的看法从 2004年的高点急

剧下滑。在此背景之下, 当韩国在一系列敏感问题

上对中国意图的戒心日益增长时, 中国对韩国的影

响力正在消失。这些敏感问题包括韩国对中朝贸易

和中国对朝鲜投资增长的猜疑, 因为其数额已经超

过了中韩贸易和中国对韩国的投资;中国的目的是

想要维持一个能独立生存的、对中国友好的朝鲜,而

这与韩国想要在韩国主导下实现朝鲜半岛南北方统

一的目标背道而驰。

中国的民族主义和领土主张凸显了中国在对日

分歧上的强硬姿态。中国外交竭力淡化中国与东南

亚国家和印度的领土争端, 但明显的分歧仍然没有

得到解决,而且在近年来变得日益显著。总的来说,

这些持续的争端严重拖了中国努力改善与这些国家

关系的后腿。

中国引人瞩目的军事现代化及其政治制度引起

了许多中国邻国的猜疑和戒心。它们要求中国军事

意图有更大的透明度。而中国许多年来始终拒绝加

入美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在新加坡年度秘密会议 (即

香格里拉论坛 )上国防领导人的高层会晤, 也令这

些邻国感到不安。

中国大部分对外关系是国家主导模式。非政府

间的交流和影响渠道非常有限。

一个例外是东南亚国家中的华侨社团。这些华

人对中国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投资和技术援助, 他

们代表了支持其居住国与中国发展良好关系的政治

力量。但同时,东南亚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的民族、文

化和宗教集团长期以来对中国抱有戒心, 而且有时

会针对他们所感到的华裔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以及影

响力的上升而采取暴力和其他歧视行为。

中国的局限性和弱点也体现在中国在亚洲最具

优势的领域 ) ) ) 经济关系和外交。如上所述, 中国

一半的贸易是与外国投资企业进行的,结果加工贸

易造成中国在产品的附加值中只占一小部分, 而且

最终产品常常销往美国或欧盟。总的来说, 这些事

实似乎削弱了中国作为一个亚洲贸易大国的地位。

中国吸收了大量的亚洲和国际投资, 中国每年

也获得大量援助,包括来自世界银行价值 20亿美元

和亚洲开发银行 13亿美元的贷款。中国对亚洲国

家的援助非常小,尤其是同其他援助国相比,但中国

对朝鲜和缅甸的援助是个例外。中国巨大的外汇储

备对于正在试图通过大量内需来维持稳定的经济发

展而言有很多用途。中国对亚洲原材料生产商的吸

引力没有被亚洲制造商分享。这些企业家们倾向于

到中国居住和投资,而且看起来他们很成功。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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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定义上看,中国的 /双赢0外交意味着中国不

会做它通常不做的事。中国在亚洲的积极外交中一

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会议、协议和声明并不能掩盖

这样的一个事实:中国在处理棘手的地区问题时仍

然不愿意承担过重的成本、风险或承诺。

朝鲜是亚洲和世界事务中的一个特例。它反映

了中国在亚洲优势与弱点不同寻常的混合。一方

面,中国对朝鲜提供了相当多的粮食援助、石油和其

他物质支持。中国是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外国投

资者。美国以及其他参与朝核危机六方会谈的国家

开始依赖于中国,利用其作为对朝鲜最具影响力的

国家, 推动朝鲜参与有关停止其核武器发展和不扩

散活动的谈判。另一方面,朝鲜不断拒绝中国的建

议和警告。尽管如此, 中国领导人不愿意取消他们

对朝鲜的援助或向朝鲜施压令其遵循国际准则,因

为他们担心朝鲜政权的后退将会损害中国维护朝鲜

半岛和东北亚稳定的利益。这些矛盾的净效应是,

尽管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大于其他主要国家,但它

也是受到挑战和有限的。

三 美国和亚洲国家政府的作用

中国在亚洲的崛起仍然受亚洲环境的影响,后者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和亚洲政府的实力、政策和做

法所决定的。对美国优势和弱点的评估显示,美国在

可预见的未来仍将是亚洲地区的主导国家。同时, 在

面对中国的崛起时,那些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亚洲

国家和其他国家,在制订应急计划时常常与美国密切

合作以抵消中国政策和行为带来的不利影响。

媒体和专家的评论以及亚洲大众和精英的情绪

往往强调在 21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亚洲政策和领

导权的缺陷,排在前列的是对下述问题的普遍抱怨:

多年来小布什政府对朝鲜的强硬路线与政策、美国对

伊拉克的军事入侵和占领以及美国在包括恐怖主义、

气候变化、联合国和亚洲地区组织等广泛问题上所采

取的强势的、单边主义的做法。美国看上去被疏远和

孤立了,而且越来越深地陷入了入侵伊拉克和被认为

过分强调所谓反恐战争的后果之中。¹

对美国在亚洲负面影响的强调遮盖了但却不能

隐藏美国在该地区远胜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四大优

势。在最近的时期中,这些优势持续存在并且仍在增

长,为美国提供了 21世纪在亚洲充当领导者的坚实

基础。º

(一 )安全

亚洲的大多数国家的政府是强有力的,它们制定

外交事务方向的决策。大众、精英、媒体和其他观点

可能会影响政府官员对美国和其他国家政策的制定,

但最终官员会在自己考量的基础上做出决定。一般

来说,这些官员把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看做是政府合

法性和成功的基础,而这就需要一个稳定和安全的国

际环境。令人遗憾的是,亚洲并不是特别稳定,而且

大多数政府私下里彼此怀有戒心, 往往互不信任。结

果,它们求助于美国提供在一个安全保障,寻求其发

展和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合适环境。它们承认,让美国

提供安全保障是非常昂贵的, 含有巨大的风险,包括

为了保护亚洲安全,必要时会发生大规模伤亡。它们

也承认,无论是崛起的中国还是任何其他亚洲国家或

国家同盟, 都没有能力也不情愿承担即使是这些风

险、成本和责任中的一小部分。

(二 )经济

大多数亚洲国家在进行国家建设时,优先考虑的

重要一点是依靠出口导向型的增长。中国官员认识

到了这一点,其他亚洲国家的官员认识到中国在其贸

易中不断上升的重要性。但他们也都认识到中国一

半的贸易是在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进行的,而加工贸

易占了贸易额的一半 ) ) ) 这两个特征使得中国和亚

洲国家的贸易严重依赖对发达国家的出口,特别是美

国。近年来,美国对华贸易出现了大量的和不断增加

的赤字,当美国总贸易赤字达到 7 000亿美元时,其中

对亚洲贸易的赤字总额超过了 3 500亿美元。亚洲

政府的官员认识到,无论是有大量总贸易盈余的中国

还是亚洲的其他贸易伙伴,都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承受

即使是如此巨大的贸易赤字的一小部分,而这些贸易

赤字对亚洲各国政府来说非常重要。显然, 2008 ~

200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对贸易和投资产生了巨大的

冲击。一些亚洲官员在谈论要更多地依赖国内消费,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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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进展似乎很缓慢,因为他们把注意力更集中在

世界贸易的最终复苏,期望它能把出口导向的增长恢

复到先前的水平,而这意味着将继续严重依赖美国的

市场。中国将如何与美国合作应对危机,仍然是一个

未决的问题,总的来说,证据似乎显示出中国政府非

常谨慎地避免推动有争议的政策,以免进一步削弱国

际社会对现存经济体系的信心和阻碍为经济复苏所

做的有意义的努力。¹

(三 )政府参与和亚洲的应急计划

奥巴马政府继承了小布什政府与亚洲国家的有

效互动而获得的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美国太平

洋司令部及其他美军司令部和机构一直竭力推动扩

大和增强美国在整个亚洲地区建立和强化军事关系

网的努力。在亚洲整体环境中,美国与亚洲主要国家

和大多数其他国家都保持了良好关系, 通过教育计

划、现场培训、演习以及其他手段来建立军事联系, 总

的来说,以不露痕迹但有效的方式提高了美国的影响

力。这些努力之所以取得成功,部分原因是很多亚洲

国家制订了积极的应急计划。由于这一地区的权力

关系发生了变化,尤其考虑到中国的崛起, 亚洲国家

一方面寻求与正在崛起的中国开展积极和务实的合

作,另一方面寻求确保与美国密切的安全、情报和其

他关系,以防崛起的中国把当前总的来说温和的方法

改变为更加强势或控制的方法。º

(四 )非政府交往和移民

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更多的是通过商

业、宗教、教育和其他交流,而不是通过依赖政府领导

和政府支持,来建立对亚洲的影响力的。直至今日,

美国与亚洲国家积极的非政府互动还在延续,这就使

美国处在一个独特的位置上 ) ) ) 美国的非政府部门

对美国在该地区建立影响力有着强大且通常是积极

的影响。同时,自 1965年美国结束对亚洲移民的歧

视性限制以来, 40多年来,大体上不带肤色歧视的美

国移民政策使数百万亚洲移民涌入美国,他们称美国

为自己的 /家0,他们与其在亚洲地区的母国之间的互

动支撑并很好地反映了美国在亚洲的地位。除加拿

大之外,没有其他国家有这样一个积极的、富于建设

性的影响亚洲的渠道。

四 结论

总之,以上考察了中国在亚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的显著优势与局限、美国的重要优势与弱点以及亚洲

政府的应急计划。这一评估显示,中国在亚洲的重要

性和影响力在继续增长。但美国仍然是亚洲的领导

者,而其他国家在与中国进行更大的经济和其他互动

中寻求互利的同时,仍对中国的崛起含义感到不安。

亚洲一直是中国施加影响最大的地区,但这并不意味

着中国将主宰这个地区。从当前的情况很难预测中

国如何能在亚洲取得主导位置。有鉴于此,一些人预

测中国崛起之后会挑战美国在亚洲和世界事务中的

领导地位,中美关系因此将出现对抗或冲突, 但这种

可能性在减小。事实上,似乎最可能的情况是,中国

决策者和战略家们将继续谨慎地加强努力与调整,以

便在他们谋求改善中国的影响力、利益和地位时,克

服现有的和尚未预见的障碍。这是中国一长串的国

内挑战和其他关注之外的又一个艰巨而长期的任务。

这要求中国领导人在考虑到长期保持中国国际力量

和影响力的有限性时,坚持有节制的中国外交政策和

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郎平

翻译,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周琪审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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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Recognition ofCommon Interests is theK ey for the Developm ent of S ino- American Relations

Zhou Q i ( 6)

The 60- year records o f the PRC- U. S. relat ions show s that the ir fundamen tal d ifferences in ideology e licited con2
frontation be tw een them, mak ing them suspic ious o f or even host ile to each o ther, but the recogn it ion o fmutua l in2
terests betw een them have pushed them tow ards rapprochemen,t the improvem ent of re lations, and increase o f coop2
eration. In the eras o f the Co ldWar and post- Co ldWar, the Ch ina- U. S. re la tions have alw ays developed by

the ir search ing fo r and find ing mu tual interests. During the ColdW ar, Ch ina and theU. S. eventually overcame the

ideo log ica l gap and w ent together for the counterattack of the Sov iet hegemony. In the post- C oldW ar era, the rec2
ognit ion o fmu tual interests fina lly facilitated theAmerican po licymakers to abandon the idea of conta inmen t of Ch i2
na, com ing to define Ch ina as a / stake holder0. On Ch ina. s side, it needs to keep a sound cooperat ive relation2
sh ip w ith theU. S. , because its econom icmodern ization requ iresmarke,t investm ent and techno logy from theU nit2
ed States, as w ell as its contribution toma intain ing a stable and peaceful reg iona l and g loba l env ironm en.t Thus, it

is reasonable to say that the recogn ition o f ex isting mutua l in terests betw een them is the key fo r the development of

S ino- Am er ican re lations. It is evenmore true in the new era of increasing globalization, in w hich states are facing

many new challenges that no a sing le pow er can cope w ith a lone.

China. s Encumbered R ise: Implications for Sino2Am er ican Re lations

=USA>Robert Sutter ( 17)

In this art icle, the author analyzes China. s A sian po licies throughout the 60 year h istory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 ina, and assesses the factors constraining and encumbering China. s rise in A sia, the US strengths and w eak2
nesses as w ell as the con tingency p lanning ofA sian governments. Ch ina. s importance and influence in Asia contin2
ues to rise, bu t theU. S. rem ains the reg ion. s leading pow er. The Asian countries are w ary o f implications of Ch i2
na. s rise as they seekmutua l benefit in greater econom ic and other interact ion w ith China. Asia is the internat iona l
areaw here Ch ina has alw ays exerted greatest influence, but that does not mean that China w ill come to dom inate

the reg ion. Indeed, it appearsmost like ly that Chinese po licymakers and strateg ists w ill continue careful and incre2
mental efforts and ad justments in order to overcome ex isting and unforeseen obstacles as they seek to improve Ch i2
nese influence, in terests, and sta tus. Thus, Chinese leaders w ill cont inue to adopt reserved fore ign po licy and

practics as they take account o f the sustained bu t substantial lim its of Ch inese internationa l pow er and in fluence.

US- China Relations atThir ty Years: P erspectives from / Three G rounds0
=USA>RobertA . Kapp (27)

Th is article is aw ide- rang ing commen tary on S ino- American relat ions. Itm akes no attempt at comp leteness, but

is instead one indiv idual. s attempt at deepening the sense o f h istorical context necessary for streng then ing contem2
porary and future relat ions betw een Ch ina and theU nited States. It attempts to depart from the fam iliar discussions

of Ch ina. s h istoric econom ic and geopo lit ical transform ation, by borrow ing the vocabu lary o f / Perspective, 0 drawn

from theWestern fine arts trad it ion, and applying it - in tempora,l not spatia,l term s2to S ino2American re lations.
It thus d iscusses those re lations in terms of three / grounds0 - the near ground, them iddle ground, and the d istan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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