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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第二任期以来"中美关系仍然在基本平

稳的轨道上发展# 两国高层接触频繁"战略对话

渠道畅通"经贸合作持续扩大"在台湾问题上没

有出现严重争执# 但是"双边关系也被一些新的

阴云所笼罩"例如美国国内形形色色的$ 中国威

胁论%升温&美国阻挠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美

日$ 二加二%联合声明首次提到台湾问题&美国在

中亚支持所谓$ 颜色革命%&双边经贸摩擦点增加

等等’ 一些观察家据此认为"中美关系又一次处

在十字路口"甚至预言中国崛起和美国霸权之间

的结构性矛盾最终将转化为对抗#
不能否认"就单个国家而言"美国构成对中

国稳定发展的最大外部挑战(中国的发展势头如

持续下去"将成为世界上同美国实力地位最为接

近的大国) 美国维护单极"中国提倡多极# 从纯粹

的权力政治角度看"或从新兴国家挑战霸权国的

历史经验看"难免得出中美必然争霸的结论# 但

是"如果我们对全球化时代美国霸权与中国崛起

的关系做出细致一些的分析"应当能够构建出某

种新的理论思考#
中国国力迅速提升的起点" 是上个世纪 (#

年代末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中美关系正

常化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实现的# 这绝非历史的巧

合# 经常被人们忽略的一个事实是"美国在世界

上的实力地位" 从 (# 年代末以来也有了明显的

提高# 当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只占世界的 )*"如

今增长到 +*(与此同时"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也

从当年占世界总量的 &&*左右" 提高到如今的

,&*左右# 美国当年在同另一超级大国苏联的对

抗中处于守势"而今天牢牢占据着唯一超级大国

的地位"被称为* 新帝国%)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

发人深省的现象!中国崛起是在美国霸权扩张的

历史时期开始并持续的"而美国的霸权地位并没

有因中国崛起而受到削弱) 这一现象本身"已经

对* 美中必然对抗论%构成了挑战)
现在的问题是!两个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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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冲突"也不能忽略国家及其以下的行为体的主观能动作用"以为权力格局的变化必然造成国际秩序的混乱)现在"中美领

导人都认识到两国相互对抗的危害性"因此中美关系有望继续维持稳定"并逐渐建立起更为稳定的战略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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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相对立的大国!究竟能够保持多长时间互不为

敌"和平共处的局面#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妨把美

国霸权及中国崛起对其可能形成的挑战!分解为

几个不同的侧面来进行考察$
美国称霸世界最重要的支撑点是所谓% 机制

霸权&’ !"#$%& ’&#&%()*(!!即二次大战后在美国

倡导下建立起来"至今还在运转的一系列国际组

织"机 制 和 联 盟!包 括 联 合 国"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世 界 银 行"世 界 贸 易 组 织’ 关 贸 总 协 定( "北

约"美日军事联盟!还包括 +, 世纪 -, 年代中期

建立的七国’ 现加俄罗斯(首脑会议机制!., 年代

初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及为防止大规模

杀伤性武器扩散"反恐而建立的一系列国际安全

机制) 美国是通过这些机制企图% 领导世界&的)
中国参加了其中绝大部分经济机制’ 其中过程最

为艰苦漫长的是加入世贸组织(和一部分安全机

制 ’ 如核不扩散条约( ) 中国尚未参加的若干机

制!包括八国首脑会议"北约"导弹及其技术控制

制度’ /012( "防扩散安全倡议34567等等!其建立

的初衷不是对付中国) 中国对它们虽然采取了不

同程度的保留态度!但并没有建立反制的机制加

以对抗) 中美应对朝核问题的方法迥异!但在维

护核不扩散机制的原则立场上却是相互协调的)
两国在国际机制中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局面将长

期存在) 我们说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中机遇大于

挑战!也可以理解为现存全球国际机制中对中国

有利的因素大于不利因素)
美国霸权的第二个侧面是经济霸权) 虽然中

美经贸摩擦不断!但美国经济霸权同中国经济迅

速增长之间的矛盾并不尖锐) 当今中美经贸摩擦

同 +, 世纪 8, 年代的日美经贸摩擦有质的不同!
因为中美两国产品的相互替代性不强!企业之间

的竞争也不激烈) 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中美

经济的互补性仍然很强) 此外!美国金融霸权是

其经济霸权的核心) 中国的经济崛起还远远没有

威胁到美国的金融霸权!欧元才是最接近于挑战

美元霸权地位的货币) 中国购买了大量的美国国

债 和 股 票 ! 因 此 美 元 地 位 急 剧 跌 落 将 对 中 国

不利)
值得警惕的是中美在能源和其他资源方面

的 矛 盾 和 竞 争 ) 美 国 的 能 源 消 耗 约 占 世 界 的

9:;) 美中日三国分别是世界上前 < 位的石油消

费大国!中国的石油进口量在迅速增长) 为什么

向 来 极 少 有% 美 日 争 夺 能 源&的 忧 虑!而 近 来 不

断 出 现% 中 美 争 夺 能 源&"% 中 日 争 夺 石 油&的 舆

论呢# 显然!问题主要不在能源短缺"石油价格

上扬等物质因素!而在于中美"中日之间缺乏战

略互信)
于是! 我们必须考察美国霸权的第三个侧

面!即政治和意识形态霸权) 对于在政治和意识

形态方面不屈从于它而又迅速崛起的中国!美国

人怀有深深的战略疑虑!也毫不掩饰他们的% 两

面下注战略&!即一方面寄希望于中国% 进一步融

入国际体系&!从而扩大美中合作*另一方面又防

范中国在现存国际机制之外另起炉灶!准备遏制

中国)
但是!美国人也意识到!同中国相比!与他们

在价值观上更为对立的!是伊斯兰激进势力) 正

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 .+99&之后美国人更看清

楚了,% 中美之间在价值观上的差异!远远小于美

国同塔利班的对立) &美国人还能看清楚,中国无

意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强加于他国!也

无意建立反美政治联盟* 中国的改革开放经验!
甚至还能从积极方面去影响某些美国眼中的% 邪

恶国家&或% 失败国家&) 所以!中国在坚持自身独

特发展道路和政治原则的前提下!争取美国在合

作方面下的% 注&多一些!在防范方面下的% 注&少

一些! 即争取同美国建立某种程度的战略互信!
改进两国间的危机管理机制!并非幻想)

第四! 美国不能容忍任何国家挑战它的军事

霸权!而中国国防力量正在增强) 但是!美国军事

开支几乎占到世界各国军事开支总和的一半)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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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在军事能力和投入方面存在着巨大差距’ 也是

不争的事实(这种形势’同冷战时期美苏两国争夺

世界军事霸权的形势不可同日而语( 当年美苏军

事实力难分伯仲’在两个德国的边界上紧张对峙’
在亚洲和非洲进行了若干次) 代理人战争*’苏联

将战略核导弹运进古巴引发过严重军事危机( 相

比之下’ 可能引发未来中美军事危机的冲突点很

少’几乎全部集中在台湾海峡’而不会扩大到中国

周边以外(经过多年较量和沟通’美国对中国政府

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相当清楚’ 为避免同中国的

对抗’美国现在对) 台独*倾向加大了制约力度(中

国也不断重申和平统一的决心和耐心( 在台海局

势相对缓和的情况下’美国的) 中国军事威胁论*
仍在上升’同美国军工集团需要寻找) 敌人*以扩

大自身利益的驱动密切相关(因此’尽管中国军力

增强并未构成对美国全球军事霸权的直接挑战’
) 中国军事威胁*的鼓噪却不会减弱(

最后’美国在亚太地区以霸主自居’中国在

本地区影响日益上升’ 形成了一对结构性矛盾(
!"#" 年美西战争后’ 美国将菲律宾占为殖民地(
!"##$!#%% 年 美 国 针 对 中 国 提 出 了 门 户 开 放 政

策( 此后’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代价最严重的三

场对外战争% 太平洋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
都发生在亚太地区( 可以说’一百多年来’美国从

来没有把自己当作这一地区的) 局外人*( 战后美

国一直对日本实施事实上的军事控制’ 在经济+
政治方面也没有忘记) 敲打日本*’排除了日本在

本地区挑战美国霸权的可能性( 现在’唯有中国

有能力对美国的地区霸权提出挑战( 于是’对于

中国在亚洲外交中的一举一动’对于任何将美国

排斥在外的区域化机制 % 东盟 !%&’+ 东亚峰会

等& ’美国或是公开反对’或是暗中阻碍’或是满

腹狐疑( 冷战后美国不断巩固它在亚太地区的军

事安排’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针对中国的( 应该说’
冷战后% 特别是) #,!!*后&美国在其全球战略中

没有以中国为主要对手’ 但在其亚太战略中’却

越来越明确以中国为主要对手( 换句话说’在美

国人眼中’中国没有挑战美国的全球霸权’却正

在挑战美国的地区霸权(
正如秦亚青教授所论证过的’全球霸权不能

允许区域霸权的出现-当某个区域性强国开始挑

战全球霸权国家在本地区的主导地位时’这个全

球霸权国就会支持这个地区强国的对手’以维护

这一地区的权力平衡’制约这个地区强国的发展!(
今天美国的全球霸权依然巩固’但它必须将维护

霸权的大部分资源用于其他地区’特别是) 大中

东*地区( 这样’美国维护亚太地区霸权的一个重

要手段’就是扶植+支持中国在周边国家中的潜

在对手’利用中国同邻国的矛盾’阻止东亚区域

机制的发展壮大( 当中国同日本或任何其他邻国

的矛盾上升时’美国自然要坐收渔人之利’不分

是非曲直地同情日本和其他邻国( 对于中国的周

边国家来说’普遍面临着一个如何在美国霸权和

中国崛起之间维持平衡的问题( 由于特殊原因’
日本多半将继续依仗美国’不惜疏远中国( 其他

国家的典型态度是!一只眼睛对中国投出热情之

光’发展睦邻关系-另一只眼睛察看美国的脸色

行事’不想得罪强权(
综合来看’在分析美国霸权与中国崛起的关

系时’可以得出 ’ 点粗浅结论( 首先’在相当长的

时间内’中国崛起对美国的机制霸权+经济霸权+
政治和意识形态霸权+军事霸权都不构成严重挑

战-在美国构筑的全球霸权体系下’中国也还有

相当大的崛起空间( 其次’中国崛起对美国在亚

太地区的霸权地位形成结构性的挑战( 在区域合

作机制的建立+中国同美国主导的多边军事安排

的关系等问题上’双方需要保持足够的敏感( 中

国继续改善同周边国家的关系’ 控制中日矛盾’
有利于稳定对美关系( 中国在朝核问题上所起的

建设性作用’为中美处理在亚太地区的结构性矛

盾方面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先例( 最后’从思维框

架上说’我们既不能丢弃对国际权力格局的传统

分析方法’以为信息和思想的沟通以及经济等领

域的国际合作能够自然生成国家间的友好关系’

王缉思! 美国霸权与中国崛起第 % 期

!(! !



消解国际冲突!又不能忽略国家及其以下的行为

体的主观能动作用!以为权力格局的变化必然造

成国际秩序的混乱" 现在!中美领导人都认识到

两国相互对抗的危害性!两大社会内部都有推进

双边关系的强大动力!因此中美关系有望继续维

持稳定!并逐渐建立起更为稳定的战略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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