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意识形态迥异是中美关系最难逾越的障碍 

邓聿文 

摘要：美国原指望通过打开中国的大门，将中国带入国际社会，从而改变中国，

使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和民主社会的一员。但经过 30余年改革后，中国只要资本

不要民主。执政党利用自身掌控的庞大资源和新技术，全面强化对社会的监控，

压制不同思想和学术观点的讨论，打压异己，民主化似乎愈来愈遥远。在中国看

来，美国一刻也没有放弃和平演变自己，总想利用各种机会在中国实施和策划颜

色革命，可谓亡我之心不死，所以对来自美国的思想和学说以及任何鼓吹美式民

主的做法都保持高度警惕。两者在意识形态这个无声战场上的较量从来没有停止

过，而今是越来越烈。 

 

 

特朗普上台，让美国和世界见识了其办事风格。从政治诚信的角度言，特朗

普正在兑现他在竞选期间的诺言，但对世界来说，他的那些政治承诺，都是让其

他国家胆战心惊的。到目前为止，特朗普尚未把他对中国的指控变成美国的国家

政策，付诸实施。然而，也正如此，更让世人忧虑，一旦美国向中国发起贸易战，

或者在战略安全上向中国挑衅，会更猛烈。而以中国的体量，也势必会进行对等

的反击。 

中美关系在奥巴马后期，已呈现高强度较量。中国向美国提出的「互相尊重、

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不获美响应。特朗普在竞选期间以及当选后他和他

的执政团队对中国的攻击，比起奥巴马政府的高官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是

他的首席策略师班农将美中关系定义为完全对抗性的，并预言未来 5到 10年，

美中在南海必有一战。 

我对中美关系比较不乐观，我一直认为，中国指望中美之间建立新型大国是

一厢情愿。鉴于两国根深蒂固的互不信任和结构性矛盾，如果在今后 10 年，两

国出现摩擦乃至小规模的军事对抗或者战争，并不会使人感到意外。 

谙熟西方的中国外交官傅莹去年撰文谈了她访美同美智库、学界和战略界接

触的印象与感想。她说，中美之间近年的摩擦，美国之所以加大对中国的遏制，

原因是美国存在对中国三方面的深层失望：一是美方所期待的「中国实现现代化

必将带来政治制度变革」的情况没有发生，中国版的「戈尔巴乔夫」没有出现，

相反，中国取得的成功和增强的自信使中国道路更加不可逆转；二是融入国际体

系之后的中国，并没有成为屈服于美国意志和利益需求的辅从，而是以更加主动

的姿态参与设计和塑造国际和地区事务的方向；三是中国经济进入改革的深水

区，美国一些大企业长期在中国获得高额利润的好景不再，他们有些不适应甚至

抱怨。傅莹的这三点概括应该说，道出了中美关系的本质。 



我们大致可以把中美矛盾分成三个层次，即地缘政治（战略）、经济和意识

形态。从地缘政治来看，中美几乎存在全面冲突，从东北亚、钓鱼岛、南海一直

到中亚、非洲和拉美，中美的利益诉求都不一样。而冲突最严重的，非钓鱼岛、

台湾和南海莫属，它们将会成为中美战略利益大对抗的几个区域。比如南海，很

多人认为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所在，而对美国不是。其实这种判断是错误的，南海

也关乎美国的核心利益。当然，同为核心利益，还是有层次之别。南海对中国关

乎主权和领土完整，而对美国则关乎道义和信誉。在这一带，有着美国众多的盟

友或准盟友。美国霸权维系的一个基柱就是盟友战略，换言之，美国对盟友所作

的安全承诺是必须兑现的，这涉及到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信誉问题，若美国不能

兑现——不管出于何种原因——表明美国的霸权已经衰落，或正在衰落。所以，

除非美国承认自己衰落，否则，它一定为会盟友的安全而同中国较量到最后的。

从这个角度，也就不难理解美国国务卿蒂森纳在参院听证会上发出的不让中国接

近其控制岛礁的威胁，因为站在美方的立场，如果中国在这些自己控制的岛礁上

部署防空武器，就成了「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这将大大增强中国在南海地区

威慑、恐吓其他声索国的能力，甚至万一发生中美军事冲突，也能大大提高同美

国对抗的能力。  

从经济来看，中美之间也存在一系列矛盾。老的矛盾如人民币汇率问题一直

困扰中美经济关系，新的矛盾如两国双向投资问题也凸现出来。特朗普在他的《跛

脚的美国：如何让美国再次强大》一书中就将中国描绘为美国的敌人，称中国破

坏美国制造业，从事商业间谍活动，掠夺美国就业机会。但中美之间的经济矛盾，

更主要的还是体现在经济体量上的竞争。普遍预计，中国经济赶上并超过美国，

大概需要 10到 15 年时间，到时美国就须将占据一百多年全球第一的宝座拱手让

予中国。假如中国经济总量超美并稳定下来，这个意义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大

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强调的是总量而非人均，尽管中国经济赶上美国后，在人均

及质量上比美国还要差很多，然而，只要能够稳定下来，人均及质量不足的问题，

假以时日，都能得到解决。而总量一旦追赶上，它就是一个飞跃。为什么中国能

够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说话有分量？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的经济规模太大，而

经济实力迟早是要投射和反映到其他事情上来的。一旦中国经济成为全球第一，

以庞大的体量和众多的人口，要快速发展军力及其他力量，并非难事。中国周边

国家担心的就是这个，美国担心的也是这点，虽然它嘴上不讲，其实它是不希望

中国的经济体量超过自己的。美国过去的一个判断失误，就是以为中国至少在未

来五十年内赶不上美国，它没料到中国发展得太快，美国至今在经济上采取的一

切打压中国的举措，目的都不外乎是延缓中国的发展速度，避免中国经济赶上美

国。 

 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上看，中美的矛盾更是根本的。中国是一党专政体

制，而美国是民主世界的典范，两种体制本质而言难以相容，就像傅莹说的，美

国原来指望通过打开中国的大门，将中国带入国际社会，从而改变中国，使中

国变成资本主义和民主社会的一员。但经过 30 余年改革后，中国倒是变成地道

的资本主义国家了。可中国只要资本不要民主，没有按照美国写好的脚本进行

政治体制改革；相反，新领导人上台后，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上收得更紧。

执政党利用自身掌控的庞大资源和新技术，全面强化对社会的监控，压制不同

思想和学术观点的讨论，打压异己力量，民主化似乎愈来愈遥远。在美国看来，



中国的这套体制和学说，本就反自由反民主，和自己格格不入，再加上中国拥

有的财富和资源，足以使中国变成可怕的「利维坦」，从而对自由世界构成巨

大威胁。在中国看来，美国一刻也没有放弃和平演变自己，总想利用各种机会

在中国实施和策划颜色革命，可谓亡我之心不死，所以对来自美国的思想和学

说以及任何鼓吹美式民主的做法都保持高度警惕。两者在意识形态这个无声战

场上的较量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今是越来越烈。 

当然还有其他矛盾，如气候变化、武器扩散等，但主要是上述三个层次的矛

盾，它们在两国关系好时表现得相对缓和，在两国关系坏时则表现得激烈，对抗

性加剧；反之，也可以说，是上述矛盾决定了两国关系在不同时期的好与坏。客

观而言，两国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矛盾调和性差，经济矛盾调和性强一些，

这是因为中美经济在长时间里存在互补性，过去美国企业界是中国利益的游说

者，但现在美国企业对中国也开始抱怨，对中美关系失望，这表明中美矛盾已经

非常严峻。 

美国现在担忧的是，中国会借着经济成就而推销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而中

国模式在美国看来不外乎是「牺牲人权加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欧美深陷金融危

机的现实使得中国的发展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格外具有吸引力。故美国忧虑中国错

判形势，以为美国没有力量阻止中国从而对美国冒进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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