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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整 40年前，中美两国在几乎没有任何经济、社会、文化交往的情况下，

从各自安全战略需求出发，开始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如今，中美关系已经发展

为世界历史上最为复杂的国际关系。我们应当站在全球战略高度和人类历史新起

点，重新思考两国关系的本质和未来，开创国际政治的新思维。 

 

  中美关系重要性前所未有，但面临重大考验 

 

  进入 21世纪特别是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局势更加复杂多变。今

天的中美关系突出呈现两大背景：一是中国成功应对危机，经济规模持续扩大，

迅速走到国际政治和全球治理的前台；二是发达国家经济、金融体系遭受重创，

复苏进程曲折缓慢，欧债危机愈演愈烈。在此形势 下，美国为克服自身困难愿

与中国加强合作，让中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中国则愿为稳定全球金融形

势、推动经济复苏多做贡献，以化解美国和外部世界的戒 心和忧虑。由于中美

两国经济总量、外贸总额分别占到世界 1/3和 1/5，中美两国的内部发展、对外

战略和相互关系，对世界经济、政治正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 响。两国领导人都

认为，中美关系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与此同时，中美战略关系正遭遇更为严峻的挑战。冷战结束至今，中美关系

几经波折。“9•11”事件爆发后，反恐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首要任务，而中国抓 

住重要战略机遇期，一心一意谋发展。双边关系呈现“复杂相互依存”局面，基

本稳定的战略格局维持了十年之久。进入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后，中美实力差距

缩 小，结构性矛盾凸显。两国在经济、政治、国际安全等领域的若干利害冲突

呈逐渐扩大、激化的趋势，彼此戒心加重、疑虑增多。最近，美国高调宣布“重

返亚 洲”，进一步加强针对中国的军事部署，同时推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一些美国政界人物视中国崛起为美国最大的外部挑战，指责中国

在某些国际问题上拒绝与美国合作是为削弱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这些动态

在中国民众和政治精英中引起很大反响， 许多人据此认为，美国的长远战略意

图就是遏制中国，阻止中国发展强大，所以中国应当在国际上对美国实行强硬的

反制措施。希望加强中美合作的两国人士，纷纷 对中美战略互信降至低点深表

忧虑。 

 

  中美缺乏战略互信的主要表现与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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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锦涛主席指出，中美要做 互尊互信的合作伙伴，持之以恒增进战略互信。

我们认为，双边国际关系中的所谓战略互信，指的是双方都深刻了解对方的战略

意图，并在涉及各自核心利益的领 域，持有对于对方立场和行为的积极预期。

建立战略互信，并不意味着否认利益冲突和观念差异的客观存在，而是在“共同

利益大于分歧”的认知基础上，努力减少 利益冲突和观念差异对两国关系的影

响，形成长期良性互动的局面。从中美关系现状看，双方的战略互信尚远远滞后

于业已形成的共同利益。 

 

  造成中美战略互信缺失的主要表现和深层原因： 

 

  双方真诚沟通不足，某些共识未见诸行动。去年 1月胡锦涛主席成功访美，

双方达成了意义深远的新的战略共识。目前，两国在各层次、各领域都建立了不

少卓 有成效的对话机制，特别是最高层次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但也有

某些中美对话流于形式，各说各话，说虚话套话，或者说归说、做归做，达成的

共识没有落 到政策实处，更未落实到实际行动上。最近，美国国际集团前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莫里斯•格林伯格先生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指出：“过去

几年里，本人有幸 参加了一些中美两国经济学家和贸易部门官员之间的对话。

结果每次情形都一样。双方各自陈述自己一方的问题和担忧，并向本国政府汇报

对方的问题及担忧。虽然 对话过程非常热烈友好，但没有解决阻碍两国经贸关

系发展的任何问题。”对此，中美双方许多人都有同感。现在的主要问题不是对

话机制不够多，范围不够广，层 次不够高，而是一些对话未能切中要害，没有

解决实际问题。 

 

  经济摩擦政治化削弱战略互信基础。经贸关系一直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

但随着中美经贸摩擦增多且日益政治化，这一“压舱石”的份量越来越轻，有时

甚 至成为战略互信的“绊脚石”。美国多次提出要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加以制裁，继续严格限制高技术产品的对华出口，对中国企业赴美投资设置政治

障碍。在今年的美国大选进程中，一些政客出于政治动机，竞相把中国作为美国

经济低迷的替罪羊而加以攻击。这些行为都对战略互信有害而无益。 

 

  实力相对消长引发心态微妙变化。随着中美经济实力差距缩小，美国从政府、

学界、媒体到民间，都明显加深了关于“中国崛起”威胁美国地位、“中国模式” 

挑战“美国模式”的紧张与焦虑。同时，中国政府对美国的“输出民主”和“人

权外交”保持高度警觉；中国政治精英们感到中国的安全环境并未随着自身实力

地位 的提高而改善，对美国在其周边强化“战略包围”感到紧张与焦虑。尽管

中美两国政府高层一再相互宣示自己的战略意图不是为了损害对方，但都难以化

解两国社会 中已经固化并还在加深的疑虑。 

 

  摒弃陈旧思维，为建立中美战略互信扫清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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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尽快努力摒弃过时观念，纠正误解与偏见，中美关系稳定的基石将会

受到严重腐蚀，进而发生动摇。 

 

  （一）摒弃零和思维。零和思维的最大危害在于具有“自我实现的预言”的

性质。有人说，世界现代史上没有过一个实力迅速上升的大国同一个维护霸权的

大国 和平相处的先例。但我们认为，历史先例是由人民和他们的国家创造出来

的。中美关系可以也必须创造避免争霸、长期合作的先例，否则将损害两国人民

和世界的根 本利益。正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所指出的：“与中国的关系

是美国有史以来必须管理的最具挑战性和影响最大的双边关系之一，美中关系发

展没有指导手册 可循，然而利益攸关不容失败。”美国副总统拜登去年 8月在

《纽约时报》撰文指出：“一个成功的中国可以使美国更加繁荣”。同样，美国

经济的复苏和繁荣，美 国内外政策中积极的、包容性的因素，也有利于中国发

展。 

 

  （二）摒弃冷战思维。冷战思维的特点在于以政治制度和价值观来决定国家

关系的远近亲疏，搞对立的军事、政治同盟，形成相互对抗的两大国际阵营。有

人 说，两个政治制度、意识形态迥异的大国终将走向对抗的不归之路。其实，

中美关系正常化 40年来的历史已经证明，体制和价值观的差异并没有阻止彼此

接近，也 不能阻止交往与合作的扩大。一方面，中美在政治和价值观方面的差

异与分歧将会长期存在，有时还会发生激烈争论；另一方面，两国社会、文化与

国内政治也在不 断发生变化，并且相互影响。从国际上看，几乎没有任何国家

会自觉自愿地卷入中美之间可能发生的战略对抗，形成两大对立的意识形态阵营

和军事集团的时代，已 经一去不复返了。 

 

  （三）摒弃傲慢与狭隘思维。中华民族和美利坚民族同为世界优秀民族，各

自都有许多优点和长处，共同为人类文明做出了杰出贡献。美国建国后迅速跻身

于世 界强国之列，60 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超级大国”的地位，自有其值得称道

的治国经验。中国几十年来迅速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取得了人类历史上举世

瞩目的成 就，其政治经济体制和文化价值体系中，必然有无法否认的特色和优

势。中美各自的成长历程表明，两国都选择了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因此，

双方都应以谦逊 而非傲慢的态度看待对方，更不应对对方国内的某些困难和不

足采取冷嘲热讽甚至幸灾乐祸的态度。还应当看到，两国都存在着全球视野不足、

在处理国际事务中过 度依赖自身经验的倾向。在双边和多边国际事务中，中美

应加强磋商协调，借鉴对方的经验和视角，尊重对方所持的态度和立场，摈弃狭

隘思维。 

 

  以创新思维构建中美战略关系 

 

  习近平副主席在去年 12月会见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时指出，“历史证明，



中美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两国共同利益和合作需求远大于分歧。”这反映了

中 方对于中美关系的一种创新型的思维方式。用这种思维方式观察可以发现，

在某些中美双边领域存在的长期争论不休、看似无解的难题，在某些国际安全问

题上两国 立场的差异，并不能从根本上妨碍两国在全球金融、贸易、能源、气

候变化、公共卫生、地区热点等问题上的交流与合作，也不能扭转两国社会交往

不断扩大以及在 教育、文化、科技等领域相互取长补短的长期趋势。只要中美

双方继续在各领域、各层次不断扩大“利益汇合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就

能建立起一种基于战略互信的全球伙伴关系。 

 

  总之，作为愿意进行深入战略思考的中国学者和专家，我们想阐明自己三个

主要观点。第一，中美关系正面临严重考验和战略互信的缺失，“逆水行舟，不

进则 退”；第二，两国关系的不稳定将造成双方都难以承受的巨大利益损失，

并危害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安全。同时，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两国间日益增

加的共同利 益，也为双方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第三，必须坚持“中美

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的新型战略思维，既正视双边关系中的困难与障碍，又

努力摈除不利于发 展共同利益的陈旧思维，逐步建立积累战略互信。 

▲（王缉思、贾庆国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敏是北京大学特约研究员，

钱颖一、白重恩是清华大学经济 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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