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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卿赖斯为期一周的东亚之行即将结束，中国是最后一站，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不重要。相反，

明眼人很容易看出，这次东亚之行的重点是中国，在整个行程中有关中国的话题贯穿始终，中美关系

的重要性陡然显现。因此，假如我们要探测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就不能局限于赖斯访华时与中国领

导人的会谈，而要追踪她此行的主要目的及她在这一期间在其他地方就中国话题而发表的言论，以及

美国此时的外交大棋局。 

还在出访前，赖斯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得最多的就是中国，她说：“中国是一支正在上升的国际力

量，这支力量有有益的一面，也有麻烦的一面。”她还说：“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制定一种合适的

政策，能够将中国这支力量积极的一面而不是破坏性的一面发挥出来。”这正是赖斯的中国观，也正

是冷战后美国政府中的主流看法。美国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只要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

不改变，中国的发展方向就不确定，中国的意图就难以捉摸，因此美国的应对之策就得“软硬”两手

准备：“软”的一手是与中国接触和交往、将中国融入现存的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引导”中国向

着美国所期待的方向前进；“硬”的一手是对中国进行防范，防止出现美国不希望看到的最坏的景

象——中美冲突。谈到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时，赖斯说要“强化美国与亚洲盟国的关系”，并声称美

国应对的工具“多得很”，美军也正在进行现代化，中国不要以为“能在亚太地区取得单面的优

势”。赖斯的这些谈话表明，美国对中国长远的战略忧虑虽然因911事件被淡化但并没有从地平线上消

失，随着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日增，美国的忧虑日大。 

我们知道，赖斯此行的主要议题是朝核问题。此前，朝鲜宣称它已拥有核武器，这让美国有了紧迫

感。朝核问题的解决首先需要恢复有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和朝鲜参加的“六方会谈”。

应该说，美国在此问题上有求于中国，美国国内有一种看法：认为只有中国对朝鲜给予足够的压力，

朝鲜才能回到谈判桌前。但事实上是美国的言辞和行为激怒了朝鲜，美国在把鲜列入“邪恶轴心”之

一后，现在又把它称为“暴政前哨”。赖斯此次访问中虽然措辞谨慎，表示美国无意侵犯朝鲜，但也

没有如朝鲜所要求的收回“暴政前哨”的说法，赖斯访问韩国时甚至一下飞机就去访问驻韩美军的地

下指挥中心，在会见媒体时呼吁朝鲜“现在就作出战略选择”，放弃核武器。赖斯虽然坚持原则，但

也反映了灵活务实的特点，如认为六方会谈是解决朝核问题的最好机制，美国可以在六方会谈的“大

帐篷”中与朝鲜直接接触。中国在六方会谈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因此，赖斯不得不放下身段，同中国

频繁接触，事实上，东亚之前，她与中国外交部长的电话联系就没有中断过。从外交的角度讲，此时

美国最需要与中国就朝核问题方面进行合作，中美关系可以得到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并得到极大的发

展。然而，从其他角度讲，尤其是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讲，目前的时机不是太好：美国国内对于欧

盟可能解除对华武器禁运一片反对之声、中国最近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为国会中的反华议员提供

了“炮弹”（虽然白宫低调处理）、中国军费增长引起美国国防部大肆渲染、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有

增无减，赖斯出发前国会还要求她向中国领导人提出人权问题和知识产权问题。 

因此，在东亚之行中，赖斯对前面五国的访问似乎给人一种印象，即美国对中国的防范意识在加强：

在16日东亚之行的第一站新德里，赖斯明言“共同的价值观促成了美印关系的加强”，还表示要加强

与印度的国防合作，包括可以共同生产F－16战斗机这样的武器装备。赖斯的这些话容易给人一种“印

美联手”制衡中国的印象。此外，赖斯在会见媒体时就有关中国通过《反分裂国家法》、欧盟对华武



 

器解禁、中国军费上涨等问题发表了谈话，表示《反分裂国家法》无助于台海和平、欧盟可能对华武

器解禁、中国军费上涨令美国不安等；17日在与卡尔扎伊总统会谈后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说，赖

斯表示美国要吸取历史教训，为阿富汗提供“长期承诺”，言外之意，美国要在阿富汗保持长期的军

事存在和建立永久的军事基地；18日，在日本明确表示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在索菲亚

罗天主教大学发表讲话时，谈到目前美国对亚太政策的两大目标：一是扩展民主，二是结束朝鲜的核

武器时，她强调要特别敦促中国对朝鲜施压，让它回到谈判桌前；同时也表示了对中国民主化的期

待，“假如中国要想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并从中获益的话，它必须最终拥有某种形式的更加开放的代议

制政府。”19日，在汉城，她告诫欧洲不要“武装中国”，她提醒欧洲“防卫太平洋的是美国而不是

欧洲”。赖斯认为，日本、韩国等这些美国的盟友能够帮助维持整个亚洲地区的军事平衡和稳定。此

前，赖斯曾强调，美国不反对也不威胁中国，希望中国能够成为该地区的一支“建设性力量”，我们

的目标是，通过与中国在六方会谈等安全问题上的合作，为中国提供成为建设性力量的机会。 

20日，赖斯访问北京，与中国领导人就朝核、台湾、经贸、知识产权等问题进行了交谈，在朝核问题

上，中国主张半岛无核化，同时关注半岛的和平与稳定，而美国强调的是无核化（至于用什么方式实

现此目标，则要看朝鲜的态度和选择）；在台湾问题上，中国领导人解释，《反分裂国家法》是遏制

“台独”、推进两岸和平统一的法律，赖斯表示维护台湾安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有利于美国，美国

坚持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三个公报的立场不会改变。赖斯表示，她就任国务卿不久即访问中国，就是

要表明美国政府重视进一步发展美中建设性合作关系。她说，美国希望看到一个自信、强盛的中国，

愿以建设性和相互尊重的方式处理双方的分歧，努力加强美中在不同领域的合作。  

现在评价赖斯东亚之行的成果还为时尚早、评价此次访问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也还为时尚早，但人们从

此次访问中深深地感受到赖斯强硬坚定、务实灵活的外交风格。从她对中美关系发表的一系列谈话

中，人们亦发现中美关系的大局是好的，两国已建立了各个层次的对话机制和协调机制，高层会晤不

断；然而也要看到中美关系的上空飘着几片阴云：一些美国人对中国日益增强的国力、日益扩大的影

响感到不安，于是新的“中国威胁论”又有所抬头，典型的说法是“中国在挑战，美国怎么办”。透

过赖斯东亚之行的安排，可以感觉到美国的战略关注有所调整，中东比较稳定的形势和民主化浪潮使

美国有时间重新考虑东亚地区长远战略部署上来。如何排除干扰中美关系的种种因素，把中美建设性

合作关系推向更高的水平，不仅需要在各个具体领域通过对话合作来实现互利共赢，更需要两国领导

人高瞻远瞩，未雨绸缪，因为中美关系不仅涉及到亚太地区的和平、繁荣与稳定，而且也关系到整个

世界的和平、繁荣与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