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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近年来，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地缘矛盾和较量日益尖锐，两国在亚太地缘安全上似乎正陷入一种难以摆脱的“合

作困境”。然而必须看到，这一困境产生的根本原因既非“大国必因争霸而走向对抗”的历史宿命，也不是中美政

治制度差异所导致的对彼此的永恒猜忌，而是中美在对彼此的战略试探和相互适应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战略互疑。令

人欣慰的是，两国高层正在通过不断的相互“战略再保证”，努力巩固和扩展双方的战略互信。同时，两国在亚太

地区各领域展开的务实合作及该地区其它的积极因素均有助于中美在地缘安全上找到一条新型的大国共存与合作之

路。未来，两国应通过更多对话及互利合作，进一步巩固彼此的战略互信，在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及领导作用的基础

上，逐渐整合亚太地区现有的各种安全机制，为各国和谐共处与共同繁荣创造更加安全稳定的地区环境。  

正文 

  近两年，美国持续加大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关注和资源投入，在相当程度上打破了地区各国曾经普遍认同的以经

贸合作带动政治与安全合作的共同愿景，不仅给亚太局势带来了新的紧张和动荡，也使得中美地缘战略关系面临着

数十年未有的挑战。作为亚太地区最大的两个国家，中美在地缘安全领域究竟走向合作抑或对抗，是影响亚太乃至

整个世界安全、稳定和发展的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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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统计：http://data.worldbank.org.cn/（2012年4月20日） 

  [2]杨洁勉，“浅析奥巴马政府的全球战略调整”，载《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2期，第20页。 

  [3]Henry Kissinger,On China,New York:The Penguin Press,2011,pp.221-2. 

  [4]根据笔者2011年9月在华盛顿对美国前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访谈。 

  [5]小布什政府在2006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就表示将增加对亚太地区的战略投入。奥巴马政府2010

年以来就此问题先后发表过三个重要文件，包括2010年5月白宫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克林顿国务卿2011年

11月在《外交政策》上发表的《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以及国防部2012年1月出台的安全战略指南（Sustaining 

U.S.Global Leadership: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学术界及各大智库发表的支持此论的文章和评

论则数不胜数。 

  [6][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晓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7]Aaron L.Friedberg,“Hegemon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National Interest,July/Aug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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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pp.18-27. 

  [8]关于中国对外战略不透明同美国加强对亚太地区“战略再平衡”之间的关系，近期除上述三个重要的官方文

件外，还有美国国会2011年10月发布的《中国年度报告》及一些智库报告，如2049研究所2011年8月发表的《21世纪

亚洲同盟关系（Asian Alliances in the 21st Century）》、外交关系委员会2011年9月发表的《应对中国周边的

不稳定因素（Managing Instability on China’s Periphery）》等。 

  [9]杨洁篪：“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2009年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求是》，2010年第1期。 

  [10]Henry Kissinger,On China,pp.522-3. 

  [11]王帆，“学者称中国拥有远洋海军时中美对决才可能出现”，东方网：

http://mil.eastday.com/m/20100920/u1a5457397.html （2010年9月20日，2011年12月5日访问） 

  [12]见两国分别于2009年11月17日和2011年1月19日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 

  [13]吴心伯著，《世事如棋局局新——二十一世纪初中美关系的新格局》，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6-

169页。 

  [14]关于美国在宣布对台军售之前一直寻求中国政府谅解并积极同中国沟通军售清单内容的观点，来自笔者

2011年4月至9月同华盛顿多家智库台湾问题学者的交流。 

  [15]王红茹，“奥巴马来找‘中美共同利益’”，载《中国经济周刊》2009年第44期，第18-21页。 

  [16]郑永年，“亚洲的安全困境与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建设”，载《和平与发展》2011年第5期，第1-5页。  

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本网站版权属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引用本网站内容请注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网址。  

Copyright 2009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沪ICP备09044191号-1  

加入我们  联系我们  友情链接  报考研究生   

首页  

关于我们  

新闻动态  

会议活动  

区域研究  

研究专题  

专家团队  

研究成果  

国际展望  

研究生教育  

视频  

新闻动态  

最新动态  

团队出访  

外宾来访  

专家团队  

研究所  

研究中心  

专家名录  

区域研究  

中国  

北美  

拉美及加勒比  

东北亚  

东南亚  

太平洋岛屿  

南亚  

中东  

俄罗斯及中亚  

非洲  

欧洲  

研究专题  

政治与安全  

经济  

能源与环境  

文化与教育  

全球治理  

战略理论  

研究成果  

论文  

时评  

专著  

研究报告  

研究生教育  

招生工作  

教育管理  

学生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