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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这个问题
,

我们首先要重新 : 遍产生全球化失落感和焦虑感
。

认识美国的力量构成和美国所面临的 : 组制硕势
、

恢主优势
、

组造强势

主要矛盾
。

: 为防止过快衰落
,

美国正在反思

狡日力 . 如何构成? : 其战略
,

从遏制颓势
、

恢复优势
、

塑

第一层面是物质力童
,

主要指经 ! 造强势三方面实行战略突围和解套
.

济和军事方面
,

美国在这两方面的绝 : 遇制 领势
。

面对美国物质 力量

对实力都在增强
,

短期内甚至还在拉大 : 的相对衰落
,

美国的应对之道是
:
引

与竞争者的差距
。

但是从长远看
,

经济 : 导
、

控制和防范
。

所谓引导
,

即将可

全球化导致世界经济和国内经济发展失 : 能对 自己形成挑战的力量增长引导至

衡
,

美国调节国内外经济政策的能力都 : 一定轨道
,

并最终纳入美国主导的制

在下降
:
与此同时

,

由于新兴大国崛起 : 度层面
。

比如美国对朝鲜核问题
,

如

不可遏止
,

美国经济的相对优势地位 : 果物质力量方面的扩散不可避免
,

则

和相对经济实力在下降
,

世界经济多 : 试图通过制度层面套牢
。

控制主要是

极化的局面 已经形成
;
不仅如此

,

由 : 指控制新兴大国崛起的节奏
,

通过战

于核技术和核武器的扩散
,

尤其是越 : 略对话影响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速

来越多的国家拥有核武器
,

形成相对 : 度
,

减少中国崛起对美国的冲击并使

美国的非对称性均势
。

总体结果是美 : 中国能够分担美国债务猫权的责任
。

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
国物质力t 的相对衰落

。

第二层面是制度力童
,

主要指美

国维持传统国际体系方面面临重大挑

战
,

无力或不倩愿维系以联合国为基

础的传统多边秩序
,

从提供全球公共

物品的猫权堕落为求得本土安全的 自

私强权
。

相反
,

地区机制建设在世界

各地方兴未艾
,

美国担心其影响力受

到挤压
,

甚至被边缘化
。

当然
,

美国

制度力量的堕落
.

还源于其过河拆桥

行为等 自身战略的矛盾性及外交准则

的多重标准
。

第三层面是观念力全
,

美国的全

球影响力 由于滥用武力和先发制人不

断下降
。

美国企图以民主化战略改造

中东
、

中亚的大中东
、

大中亚计划基

本上全盘失败
.

反美成为一种全球现

象
。

不仅如此
,

在传统的优势领域
,

如全球政治经济号召力也在下降
。

中

国己经代替美国成为吹奏市场经济号

角的桥头堡
,

发出支持全球 自由贸易

的最大声音
;

相反
,

全球化造成美国

社会的两极分化
,

国内甚至出现退出

全球化
、

提倡贸易保护主义的经济民

族主义声音
,

美国民众和政治精英普

防范 即在引导和控制失效的情形下
,

着眼于安全上堵死中国等新兴大国的

挑战美国猫权的道路
,

使后者在权衡

利弊后知难而退
,

只能进入美国留下

的唯一出路
。

恢复优势
。

发挥优势
,

避免劣

势
,

美国也不例外
。

美国的优势在军

事
、

在对安全机制的主导地位上
,

劣

势在经济相对力t 下降和空前的债务

霸权
。

因此
,

美国的战略是塑造地区安

全一体化秩序以抵消地区经济一体化对

自身影响力的侵蚀
。

当然
,

不放弃经济

一体化的冲动
,

比如面对中国在亚太地

区的经济外交影响
,

鼓吹亚太自由贸易

区
,

倡导跨大西洋自由贸易联盟等
。

此

外
,

还可以通过对知协称仓权等规则的强

化和推行来恢复优势
。

塑造搔势
。

为扭转美国观念力

量的失落
,

美国转而打造民主 同盟理

念
,

重塑国际社会共识
。

与此同时
,

大力推进公共外交
,

重拾观念的 力

量
,

挽救下滑的软实力
,

应对全球反

美趋势
,

改善美国的国际形象
。

这些

都是美国从以武力推行民主的伊拉克

陷阱中汲取的深刻教训
。

今后美国的

: 战略推行
,

将更隐蔽
,

更具挑战性
。

{ 为 中共关 系进一步发展扭供历

: 史性机遇

: 鉴于美国三方面力t 遭遇的挑战

: 及可能的反弹
,

中美关系面临若进一

{ 步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

刚刚启动的中

: 美战略经济对话
,

除了有管理具有全

: 球意义的两国经济关系
、

协调中美两

: 国的全球化战略的作用外
,

一个重要

: 使命就是两国从经济领域开始磨合
,

: 以建构新的国际秩序
。

: 战略经济对话只是
“

一条脸
” 。

i 如果不结合战略安全对话
,

中美不能

: 全面
、

共同谋划未来世界秩序
,

则未

: 来的世界仍然难以和谐
。

此前启动的

i 副外长级中美战略对话机制仍需要进

: 一步向前推动
,

以便能够为中美合作

: 应对未来地区
、

全球安全挑战建立荃

{ 础
.

如果出于战略猜疑
,

. 终不能建

: 立起平行发展的经济
、

安全双轨战略

: 对话机制
,

中美关系就不能从根本上

l 摆脱战略脆弱局面
,

实现真正的称

: 定
。

这种局面是中美关系缺乏战略互

: 信的写照
,

更是美国对华战略接触和

: 防范的两面性造成的
。

i 亚太地区尤其展示两种 图景
,

: 即以经济为主导的秩序塑造和以安全

{ 为主导的秩序塑造
。

前者以中国为推

l 手
,

而后者以美国为推手
,

反映了全

: 球化和地区化的矛盾
。

未来如果不是

i 殊途同归就是相互竟争和对抗
,

新的

: 秩序仍然面临变数
。

缺乏构建未来国

l 际执行方法和结局的共识
,

将是制约

i 中美关系发展的障碍
。

在构建未来国

i 际秩序问魔上
,

传统的 国际秩序的解

: 体或失效将是中国面临的最为关健的

: 国际因素
。

: 历史给了中美两国探索从安全领

: 域构建国际和地区秩序的机遇
,

这就

} 是旨在解决朝鲜核问月的六方会谈
。

{ 六方会谈不止是为构建东北亚安全机

: 制提供可能
,

更为中美合作缔造和谐

i 亚洲与和谐世界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

l 为改变美国仅通过战略经济对话与中

: 国创立国际新秩序的一条腿走路局面

! 提供了可能
。

: (摘自 《环球时报》2佃呛年 12 月

2 7 日 王义桅 / 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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