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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美国会“争霸”吗？

作者：王缉思 文章来源：环球时报2004年05月28日 更新时间：2006-5-15

作者：王缉思（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本文是作者在今年博鳌亚洲论坛“中国的和平崛起与经济全球化”

圆桌会议上的发言） 

文章来源：《环球时报》 (2004年05月28日 第十三版) 

  ■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曾经是大国关系中矛盾最深的一对关系。世界上的一些评论认为，中美之间互相说

“不”，已经出现了一场“新冷战”，长期对抗不可避免 

  ■大国争霸特别是苏美争霸的历史，给中国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提供了一些教训，使中国人对自己的前进方向更

为清醒，更为自觉 

  ■只要中国沿着既定的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只要美国决策者不犯极为严重的战略错误，各种国际因素就不会

将中美推到争夺霸权的战车上 

  有人把中国比作苏联 

  中国正在崛起，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近年来有关中国崛起的议论中，一些评论家将今天的中国同第二次世界

大战以后的苏联加以类比，担心中国的崛起会像当年的苏联崛起那样，向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提出挑战，而美国则会像冷

战时期遏制苏联那样遏制中国，从而出现中美争霸的局面。 

  应当说，这样一个假设不是空穴来风，这样一种担心也不是杞人忧天。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以来，中美关系曾经是大

国关系中矛盾最深的一对关系。在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李登辉访美、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

馆、中美军机在海南附近上空相撞等一系列问题和事件中，两国在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国际立场方面的冲突凸现。 

  世界上的一些评论认为，中美之间互相说“不”，已经出现了一场“新冷战”，长期对抗不可避免。在美国方面，视

中国为潜在的甚至是实际的最大安全威胁的言论不绝于耳。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和当年的苏联一样，都是共产党领导下

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崛起的大国，都不接受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美国企图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因此美国应当警

惕、防范以至阻止中国的崛起。还有人说，“9·11”以后美国将反恐列为对外战略中的重中之重只是一种暂时现象，中

美关系的改善也只是一种表象，“一山容不得二虎”，两国在亚太地区最终会势不两立，甚至因为台湾问题而必有一战。 

  我想把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的崛起道路，同冷战时期苏联的政策和它所走过的道路做一个对比，就中美是否将会争霸的

问题，提出一些个人看法。 

  为什么中国不同于苏联 

  首先，虽然中国的综合国力日益强大，但今天中美两国的实力差距，远远大于冷战时期苏联同美国的实力差距。按照

汇率计算，现在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约1.5万亿美元）还不及美国（约11万亿美元）的七分之一。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刚刚超过1000美元）只及美国（3.7万美元）的三十几分之一。在军事上，中美两国的国防开支、战略核导弹数

�



量、海空军力量等方面的比较，美国更处于绝对优势。冷战时期苏联的经济总量约等于美国的三分之一，军事力量特别是

陆军和战略核导弹的力量，同美国不相上下。所以从客观上说，中国不具备同美国争夺霸权的实力和条件。 

  其次，从主观上说，中国政府对于自己的国情、国力和国家发展目标有着明确而清醒的认识。中国领导人把自己国家

的发展阶段定位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大国”。经过20多年的快速经济发展，中国人民的

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中国政府不讳言在前进道路上的巨大困

难和现存体制的弊端，决心大力推进改革。中国把自己的国家发展目标定位于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国强调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要协调发展，国防现代化要建立在经济建设的基础之上，不

同美国或者任何国家搞军备竞赛。这些现实的估计和务实的目标，同苏联当年宣称自己已经进入“发达社会主义阶段”，

正在建设共产主义，同时又念念不忘同美国的军备竞赛，要在经济和军事上赶上和超过美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第三，中国对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国际战略力量对比也有明确而清醒的认识。事实证明，冷战时期苏联对世界

发展趋势的判断是有严重错误的，不切实际的。根据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苏联共产党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不可

调和、愈演愈烈，过低估计了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全盘否定了市场经济，否定了当时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合理因

素。同时，苏联的国内建设是在僵化的指导思想下、对外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的，从未进行过有创新精神的改革。

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自觉地融入经济全球化洪流，积极吸取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在国际合作和竞争中提倡“双赢”，参

加和参与了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并力图在其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第四，当代中国外交同冷战时期苏联的对外政策有着天壤之别。苏联以“埋葬世界资本主义”为己任，将同西方国家

和平共处当作推翻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一个阶段，一种手段，而不是将和平共处视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

以及国内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国际条件。即使在美苏缓和时期，苏联也把缓和战略当作同美国继续进行斗争和对抗的一种

方式，而不是要达到和平共处的目的。 

  中国外交政策的出发点是营造一个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环境，维护领土主权，促进国家统一。为此，中国力促国际

形势的缓和，珍惜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机遇，不需要在国际上挑头去反对任何一个大国。对于美国的单边主义行为，特别是

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政策和做法，中国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但是，同苏联不同的是，中国没有搞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外交，

没有搞集团政治，没有搞势力范围，没有搞排他性的贸易同盟，没有搞针对特定国家的安全合作组织，更没有搞军事同

盟。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国同邻国的关系有了大幅度的改善。无意同任何国家结成针对美国的同盟。 

  第五，中国十分注意同美国和其他大国的战略对话、沟通和相互理解。美苏关于对方战略意图的误判，是冷战僵局形

成和发展的原因之一。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领导人就向美国领导人提出了“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

抗”的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尽管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出现了若干次危机和许多麻烦，在关键时刻中国政府都能对战略

大局做出正确地估量，并同美国官方和民间保持密切接触，避免了危机失控的局面。 

  简言之，大国争霸特别是苏美争霸的历史，给中国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提供了一些教训，使中国人对自己的前进

方向更为清醒，更为自觉。 

  中美应做更大努力避免对抗 

  在美国方面，自从冷战结束，华盛顿就没有明确地将任何一个大国界定为自己的主要安全威胁。“9·11”事件后，

美国已经找到了自己最危险的敌人———“激进主义和技术的结合”，而所谓“激进主义”，主要产生于“大中东”地

区。去年3月伊拉克战争以来的形势表明，美国大概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自己的战略焦点集中在“大中东”，而

很难把崛起的中国当成“第二个苏联”来加以遏制。即使美国有人想遏制中国，他们也没有能力去成功地在国际上组织一

个反华包围圈。 

  因此，在今天和今后的一段时间内，中美两国都没有相互对抗的愿望。但是，在中国继续崛起的未来二十年里，要避

免中美的战略对抗，还需要更多的条件，做出更大的努力：———应当推动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亚太多边安全机制的建

立。近年来，中国官员多次表示中国欢迎美国在亚太地区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两国在朝核问题、防扩散机制、反恐等问



题上正在加强协调。但是，对于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联盟，对于美国构筑导弹防御体系，中国不可能没有疑虑和防备。同

时，中国的崛起当然也包括国防力量的加强，而美国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也十分关注。在推动中美双边军事交流的同

时，应当研究多边亚太安全机制问题，以逐渐建立战略互信。 

  ———应当推动开放型的东亚地区经济组织的建立。近年来，各种形式的地区经济合作得到加强，中国同周边国家的

经贸关系发展迅速。人们提出了很多关于成立东亚地区经济组织的建议。同时，美国同本地区的经济关系，仍有难以替代

的重要性。因此，东亚地区经济组织应当是开放型而非排他型的，美国应当乐见其成。 

  ———应当进一步加强中美双方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战略对话，以增进相互了解。尽管双边关系在过去一两年里有了

明显改善，但也不能不承认，两国在对方社会中的政治形象，主要是负面的。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在两国关系中出现突发

事件，两个社会中隐藏着的“敌国形象”可能重新浮出水面，酿成重大的政治危机或安全危机。在双边战略对话中，如何

预防危机、管理危机，应当成为一个重要议题。 

  ———最后但也是最重要的是，中美两国必须加深在台湾问题上的共识，即一个中国原则和反对台湾“独立”。两国

在台湾问题上应当展开坦诚、深入的对话，防止某些势力将中美拖进双方都不愿陷入的对抗泥淖。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的国力迅速增强，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与此同时，美国的惟一超级大国地位不但没有削弱，反而

在某些方面有所巩固。两个国家相对于其它国家的实力都在增长，但是双边矛盾并没有因此而愈演愈烈。可见“一山容不

得二虎”之说是站不住脚的。只要中国沿着既定的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只要美国决策者不犯极为严重的战略错

误，各种国际因素就不会将中美推到争夺霸权的战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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