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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博弈是以经济和金融为基础的 。 从中长期来看
，
我认为美国 的经济将继续运行在

中低速的发展轨道上 ， 中 国将维持中高速增长 。 这是我们与美 国进行博弈和制定对

美经济政策的基础 。

冷战后 中美互动模式的演变

吴心伯

复旦大 学美 国研究 中心 主任

冷战结束以来 ， 中美两国之间的互动有两个比较明显的变化 。 第
一

个变化是 ， 中

国从最初的完全在美国的体系 内跟美国互动 ，
逐渐走 向尝试营造

一

个 自 己的环境和

格局 。 另
一

个变化是 ，中 国从冷战结束时完全被动地对美国做出反应 ，转变为今天主

动地塑造中美关系 。

冷战结束以来的 中美互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是克林顿执政时期 。 当

时美国的全球战略是扩展战略 ，试图利用冷战终结所带来的机遇打造
一

个单极世界 。

克林顿政府 １ ９９４ 年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标题就是
“

接触与扩展
”

。 美国 的扩

展战略在安全上是推进北欧东扩 ，在经济上是搞全球化 。 所谓全球化 ，实际上就是美

国人所说的
“

美国化
”

。 美国认为通过安全和经济上的手段 ，
可 以打造

一

个单极世

界 。 根据这样的战略设计 ，美 国处理对华关系的思路是把
一个崛起的中国 纳人美国

主导的 国际体系 。 因此
，克林顿政府在第二任期内 向 中国提出很多具体的要求 ，

在政

治上要求中 国加人联合国 的两个关于人权的公约 ， 在安全上要求中 国遵循美国主导

制定的
一

系列不扩散的规则 ，在经济上要求中 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并接受相关规则 ，

这样就可以把中 国全方位地纳入美国主导的体系和秩序中 。 中 国通过研究美国 的战

略 ，抓住 了美国要推进全球化的机会 ，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在核不扩散和人权问题

上做了
一

系列的让步 ，
适应美 国的全球战略 ，大体上接受了美国给中美关系设定的议

程 。 这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美关系得以稳定发展的主要原因 ，我们称之为
“

接轨
”

和

“

融人国际体系＇从美国的角度来讲 ，其实就是融人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 。

第二阶段是小布什执政时期 。 小布什政府的安全战略经过早期短暂而失败的调

整后 ，进人到应对恐怖主义威胁和地区性挑战的阶段 ，结果就是打了两场战争 ，
即阿

富汗战争和反恐战争 。 伊拉克问题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延续下来的 ，美国介人其中是

为了应对地区性挑战 。 在以反恐和应对地区性挑战为首要任务的国家安全战略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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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美国对中国提出的要求是承担责任 ，遵守规则 ，帮助美国分担

一些责任 ，做负责任

的利益相关者。 这包括在经济上人民币要升值 ，在朝鲜 、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问题上要

帮助美国
一

起应对 。 这是当时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考虑 。 在这个阶段 ，我 国的对美

战略已经发生了变化 ，不只是考虑美国要我做什么 ，
更考虑我可 以做什么 。 我国当 时

提出了
“

战略机遇期
”

的概念 ，
利用美国 陷人困境这个战略机遇期做 了两件事情 ：

一

是大力推动东亚合作 ，建立了１〇 ＋３ 机制平 台 ；
二是让中 国 的利益走向全球 ，走向欧

洲 、非洲和拉美 。 中 国国家利益的全球化令全世界都感受到了 中 国在经济上的存在 。

正是由于当时实行 了这样的外交策略 ，才形成了今天这样的格局 。

第三阶段是奥巴马执政时期 。 经过两场战争和
一

场金融危机的冲击 ，
这个阶段

的美国 国家安全战略最关心 的问题是如何巩固美国的优势地位 。 由 于美国 的优势在

之前的十年间已被大大削弱 ，奥巴马首先考虑的问题是复苏国 内的经济 ，然后是实施

“

亚太再平衡
”

战略 ，
而平衡的主要 目标就是 中国 。 冷战结束后 ，

中 国第
一次在美国

的 国家大战略中成为主要 目标 。 与此同时 ，美国仍然关注反恐和地区性冲突 。 在这

样的框架下 ，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旨是防止崛起的 中国与美国争权夺利 ，挑战美国的霸

权地位 。 为此 ，美国加强了它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存在和防卫措施 ，
推 出 了

“

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议
”

，反对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插手东海和南海的争端 。

在这个阶段 ，我 国把
“

周边外交
”

放到第
一

位 ， 然后再考虑美国 因素和对美关系 ，

这实际上是以 中国为主体的一个战略设计 ，是中 国特色的
“

以 我为 主
”

的大国外交 。

在这个战略方针的指导下提出 的
“

中美新型大 国关系
”

，更多地反映出我们要主动引

导和塑造中美关系 ，而不再像之前那样只是考虑如何回应美国 ，或者利用美国创造的

机会 。 这也反映了 中美战略互动态势的变化 。

中美互动的未来主要取决于美 国的全球战略走 向 。 目前关于美国战略的辩论主

要围绕两种传统的外交思想展开 。 其
一

是美国要保持其单极霸权。 保持美国的优势

是美国战略的 出发点 ，所以美国锁定中国为主要对手 ， 因为中国 已经对美国呈现出挑

战态势 。 其二是承认多极世界的现实 ，谋求相对的优势 。 也就是说美国虽然还是老

大
，
但事情要大家商量着办 。 奥 巴马的思想更接近

“

多极世界
”

的观念 ， 从他的演讲

和 《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 中可以看 出这
一

点 。 以
“

多极世界
”

的思维来看 ， 中国对于美

国既是伙伴也是对手 。 美国要维持现存的国际秩序 ，应对当前的挑战 ，需要中国 的帮

助
，
所以中 国是伙伴 。 同时 ，

中国在不断壮大 ，可能会不断削弱美国的地位和影响力 ，

因此中 国也是对手 。 中国的这种双重身份使 中美互动具有明显的两面性。 从中国的

角度看 ，在 中美互动 的过程中 ， 中 国的主动性仍将不断上升 。 中国在对美博弈上积累

了丰富的战略文化 ，
抓住了美国社会 、政治和经济运作 中的很多关键因素 。 我认为中

国今后的对美战略应立足于以下几点 ：第
一

，
不谋求取代美 国的领导地位 ，而是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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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增加中 国在 国际体系 中的政治与经济影 响力 ；第二 ，不谋求颠覆现有的国际体系 ，

而是丰富现有的国际体系 ；
第三

，不谋求对美国 的全面力量优势 ，而是谋求在亚洲和

西太平洋地区的局部优势 ；第四 ，
做大双边经贸 ，在利益上套住美国 ， 同时与美国合作

解决地区性和全球性问题 。

国际秩序与 中美关 系

刘建飞

中 共 中 央 党校国 际 战 略研究 院 副 院长

中美关系与国际秩序到底是
一

个什么样的关系 ？

首先
，在未来相当长的

一

段时间内 ，国际秩序问题将是中美关系中一个非常重要

的甚至核心的问题 。 奥巴马在
“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

谈判达成协议后发表声明

称 ，
不能让中 国这样的国家制定全球经济规则 。 美国和中 国在经济和非传统安全领

域是互利的 ，在传统安全方面 ，
双方也明确表示不对抗 ，

不冲突 ，
不打仗 。 两国相争的

焦点主要是国际秩序的主导权和规则 的制定权 。 当今的中美关系与过去的美苏关系

不同 。 当年苏联是美国的安全威胁 ，
双方展开了军备竞赛 ，意识形态是尖锐对抗的 ，

经济体系也是互相隔离的 。 虽然两国之间也存在秩序之争 ，但是秩序在美苏竞争中

是
一

个次要问题 。 而在今天的中美关系中 ，秩序 已经成为最主要 、最表象和最核心的

问题 。

那么 ，
当今的国 际秩序到底是

一个什么样的秩序 ？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它 ？ 我认

为这个秩序包括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两层意思 ，
两者密切相关 ，但内涵和外延又各不

相同 。 所谓经济秩序 ，是以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架构为载体的秩

序 。 这个经济秩序是完全由西方主导的 ， 中国是逐步加人进去的 ，被迫适应它 ，接受

它的很多规则 。 所谓政治秩序 ，是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或核心 的秩序 。 这个秩序不

能说是美国主导的——因为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 国 中 的 中 国 和俄罗斯并不属于西

方 ，只能说西方在相当多的议题上 占有优势
——

因为毕竟联合国很多国家效仿了西

方的 国内制度 ，
也认同西方的价值体系 ，在国际事务 的许多议题上与美国和西方保持

一

致 。

联合国设定的政治秩序框架是很合理的 ，两大基本要素就是主权和平等 ， 以主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