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问题研究

2 1 世纪新地缘

政治和中关关系

. 潜旭明 倪世雄

一
、

21 世纪新地缘政治格局

(一) 全球化对传统地缘政治的挑战

地缘政治学渊源于地理政治学
, ¹ 是论述地理与政治之间

关系的一种科学
。

传统的经典地缘政治学者一般认为
:

地缘政

治学研究的是大国的强权政治与其实施的地理范围之间的关系

的学问
。

由于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交往的内容方式不

,

本论文受到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

“

我国的地缘政治及其战略研究
”

的资助
,

课题批准号
: o5JZIX) oo 4o

。

¹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 《政治学》编辑委员会
:
《中国大百科全

书—政治学》
,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19 92年 9 月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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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新地缘政治和中美关系

同
,

地缘政治呈现不同的阶段性
,

因而地缘政治学是一种动态

发展
、

与时俱进的理论
。

不同时期不同学者对地缘政治的理解

不同
,

产生了不同的理论
,

从马汉的海权理论
、

麦金德的大陆

心脏说到豪斯浩弗的生存空间论
,

从杜黑的
“

空权论
”

到美国

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论
,

从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和基辛格的大

外交到跨世纪的批判性地缘政治学理论
,

地缘政治学经历了繁

荣一低迷一复兴的历史发展过程
。

¹

随着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
,

原本以国家为中心

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
,

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使得信息技术得到普及
,

这些新技术从根本上重塑了社会
、

经

济
、

政治边界
,

改变了各种行为体的观念
,

重构了这些行为体

通过全球空间的互动方式
。

新型交通工具及通讯工具的出现
,

使跨国界旅游
、

运输
、

通讯和移民的时间和空间变少变小

了
。º 同时

,

全球面临着资源
、

粮食
、

人口和生存环境等涉及

人类生存与未来发展的共同危险
,

这都是跨越地理边界的
,

不

能以传统的方式加以应对
。

这一切都对传统的地缘政治学提出了挑战
,

使世界政治

行为主体
、

地缘政治结构和行为模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

首

先
,

世界各国经济体的经贸交往 日益加强
,

导致经济上的相

互融合与相互依存
,

使得传统地缘政治关系在开放式的区域

经济体系中得到了升华
,

各国正由封闭走向开放
,

由一国主

义走向区域主义
,

由冲突走向合作与互补式的相互融合
。

其

次
,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
,

国家不再 占据国际社会

¹ 许勤华
: “

评批判性地缘政治学
” ,

《世界经济与政治》
, 200 6 年第 l期

.

O 许勤华
: “

评批判性地缘政治学
” ,

《世界经济与政治》
, 200 6 年第 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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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问题研究

的中心地位
,

跨国公司
、

非政府组织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在国

际关系中的作用和影响正在上升
,

¹ 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体

系让位于全球性的国际体系
。

第三
,

国际关系趋于缓和
,

军

事威胁降于次要地位
,

经济福利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上升
,

传统的国际事务的等级观念失去了意义
,

以军事安全为中心

的高级政治让位于以经济
、

福利为中心的低级政治
。

第四
,

“

全球安全
”

概念取代了传统地缘政治学的
“

国家安全
”

概

念
。

地区性和国家安全依然重要
,

但最迫切的安全挑战来自

恐怖主义
、

跨国有组织犯罪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
、

环

境恶化
、

资源短缺等
。

这些都是
“

非领土化
”

和
“

全球性
”

的问题
。

最后
,

科技革命不断打开新的地缘政治空间
,

使地

缘政治从陆权和海权发展到空权
,

全球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

发展
,

为地缘政治发展开辟了全新的领域
, “

网络空间
”

成

为新的疆域
,

在 日益相互依存的国际关系中
,

世界已经形成一个地缘政

治
、

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相互交融的文明体系
。

在这个体系

中
,

尽管国家间的竞争仍然存在
,

但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扩

张领土和争夺势力范围的零和关系
,

而是在竞争中谋求可能的

共同安全与繁荣
。

º 人们日益感到
:
国家利益的实现需要稳定

的地区和全球国际关系框架
,

需要国家间的协调与合作
,

需要

共同应对所面临的挑战
。

¹ 樊勇明
: 《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 (第二版)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 06 年 8

)习版
。

O 苏浩
: “

地缘重心与世界政治的支点
” ,

《现代国际关系》
,

200 4年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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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世纪新地缘政治和中美关系

(二) 21 世纪的地缘政治格局的特点

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对新世纪的世界地缘战略格局的重组

产生 了重大影响
,

使 21 世纪 的地缘政治格局大致呈现如下

特点
:

首先
,

由于现代交通
、

通讯
、

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
,

地球

各部分之间的空间关系相对缩小
,

世界各国经济体的经贸交往

日益加强
,

经济上的相互融合与相互依存导致各国的政治
、

经

济
、

文化等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

传统地缘

政治关系在开放式的区域经济体系中得到了升华
。

各国正由封

闭走向开放
,

由一国主义走向区域主义
,

由冲突走向合作与互

补式的相互融合
。

其次
,

一超多强的过渡性局面长期存在
。

美国是世界上唯

一真正的超级大国
,

俄罗斯
、

欧盟
、

日本和中国四强并存
。

在

世界地缘三维棋盘的第一层面上
,

军事权力很大程度上是单极

的
,

美国拥有大量的洲际核武器
,

并有一支强大的能在全世界

范围内作战的海陆空部队 ; 在世界地缘三维棋盘的第二层面

上
,

经济权力是多极的
,

美
、

欧
、

日旗鼓相当 ; 在棋盘的第三

层面上
,

政治多极化趋势则更加明显
。

第三
,

欧亚大陆依然是世界地缘政治的核心圈
。

欧亚大陆

拥有全世界居民的 75 %
,

陆地面积的约 40 %
,

国民生产总值

的 60 %
,

已知能源的 3 /4
,
¹ 以及除美国以外的所有大国

。

基

¹ 兹比格纽
·

布热津斯荃
: 《大棋局

:
英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

,

上

海世纪出版杜
, 20 07 年 1月版

。



美国问题研究

辛格
、

亨廷顿
、

布热津斯基等地缘战略学家都认为欧亚大陆是

美国实现世界霸主梦
“

最主要的竞技场
” ,

主张美国在欧亚大

陆奉行均势战略
,

控制欧亚大陆主要枢纽点
,

以实现美国控制

欧亚大陆
,

进而控制世界的目标
。

从大国关系看
,

俄罗斯经济

得到恢复
,

挥舞能源武器
,

底气大增 ; 英国已失去
“

地缘战略

棋手
”

的资格 ; 德
、

法两国消除世仇
,

实现了历史性和解
,

两

国的战略合作及建立大欧洲的努力正在取得进展 ; 欧洲统一进

程加快 ; 欧亚大陆各主要国家大都谋求建立不针对第三方的战

略合作关系
。

从文明间的相互关系看
,

欧亚大陆多种文明共存

磨合已久
,

诸文明间虽有差异
,

但共存已是不可更改的趋势
,

而且各种文明的空间载体依然是现实中的民族和国家
,

以文明

为单位发生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

总之
,

欧亚大陆将

形成多民族
、

多国家
、

多文明
、

多元化兼容并蓄
、

和平共处的

新格局
。

其四
,

亚太地区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的重要性将会上

升
。

首先
,

亚太是全球地缘战略力量最集中的地区
,

包括现有

五大力量中心中的四个 (美
、

俄
、

日
、

中) 及印度和东盟等地

区力量中心
、

全球十大经济体中的四个 (美
、

日
、

韩
、

中) ;

七个有核国中的五个 (美
、

俄
、

印
、

巴
、

中)
、

¹ 其次
,

亚太

各
‘

国的经济总量之和已与欧盟不相上下
,

外贸总额已超过美

匡
。

世界发展的重心正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
。º

¹ 王生荣主编
:

20 〕1年 l 月版
。

º 张迪祥编著
:

页
。

《金黄与蔚蓝的支点
:

中国地缘战略论》
,

国防大学出版社
,

《国际经贸地理概论》
,

经济科学出版杜
, 19 9 7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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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新地缘政治和中美关系

虽然亚太地区是各种力量集中和交汇的地区
,

但亚太各国

在政治体制
、

宗教文化
、

民族心理
、

经济发展阶段等方面差异

较大
,

尚未形成对垒分明的地缘战略线
, “

可塑
”

性极强
,

亚

太地 区的发展将会引起欧亚大陆乃至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

变化
。

最后
, “

全球问题
”

凸显
, “

全球安全
”

概念取代了传统地

缘政治学的
“
国家安全

”

概念
。

地区性和国家安全依然重要
,

但最迫切的安全挑战来自恐怖主义
、

跨国有组织犯罪和大规模

杀伤性武器的扩散
,

以及环境恶化
、

资源短缺等
。

这些都

是
“

非领土化
”
和

“

全球性
”

的问题
,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
“

9
·

12” 事件
。

“
9

.

n ”
恐怖袭击沉重打击了美国的地缘战略自信

,

对美

国的地缘观产生了重大影响
.

地缘战略精英开始对美国自身的

政策进行反思
,

重新审视国际事务
,

对美国的地缘战略进行了

重大的调整
,

把恐怖主义视为美国的头号威胁
,

淡化以大国为

战略对手的传统地缘战略观
,

¹ 谋求与中国合作
,

共同应对国

际恐怖主义
,

解决各种非传统安全难题
,

并仍以亚欧大陆为战

略活动重点
,

加强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投人
。

美国总统小布什对中美关系进行新的定位
,

认为中国是美

国的反恐伙伴
,

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来调整中美关系
。

两国在反

恐
、

防扩散等非传统安全领城加强合作
,

在经济贸易方面的合

作也加速发展
。

美国这一地缘战略的变化给中美关系的发展带

来了契机
,

同时中国也紧紧抓住这一机遇
,

通过地缘政治
、

地

¹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典欧研究中心
: 《反恐背景下美国全球战略》

,

时事出版社
, 2。。4年 4月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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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经济
、

地缘文化的互动来推进中美关系的不断改善
。

二
、

中美互动的新地缘关系

在 21 世纪
,

随着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
,

美国的

全球主导地位有所加强
,

中国的发展中大国的地位也继续提

升
,

中美关系将成为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

中美关系的发展

一方面取决于美国对华战略的变化
,

另一方面取决于中国对美

战略的变化
。

所以
,

中国应审时度势
,

制定对美的地缘战略
,

主动构建有利的条件
,

来实现地缘战略目标
。

一段时间以来
,

中美两国在地缘政治观
、

地缘经济观
、

地缘文明观方面呈双边

互动关系
,

不断推进中美关系向前发展
。

(一 ) 互动的新地缘政治

总的来讲
,

美国对中国在地缘政治上形成了两种既联系又

相左的观点
。

一种观点认为
:

中国是一支可能对美国安全构成

威胁的强大地缘政治力量
。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在

《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认为
:

随着国力的增长
,

中国将在

2】
.

世纪推出
“

亚洲门罗主义
” ,

把美国赶出亚洲
,

因此中国天

然地要成为美国的冤家对头
,

中美发生激烈的冲突在所

难免
。

¹

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
:

中国是国际政治中一支不可或缺的

¹ 傅梦孜
: “

中国威胁
,

还是威胁中国
” ,

《世界知识》
,

200 5 年第 17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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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新地缘政治和中美关系

地缘政治力量
,

也就是把中国看成是美国全球战略中能为美国

利益服务的战略力量
。

¹ 如布热津斯基曾在 《大棋局
:
美国的

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一书中毫不掩饰地断言
:
在横亘欧亚

大陆的棋盘角逐中
,

中国实乃
“

远东之锚
” ,

一只与西欧
“

民

主桥头堡
”

竞相匹敌的
“

远东之锚
” 。

因此
, “

除非美中两国能

成功地就地缘战略达成共识
,

否则美国在亚洲大陆将失去政治

立足点
” 。

º

这两种地缘政治观点的共同点是
,

它们都从权力的角度打

量中国
,

都认为中国是一支强大的力量
,

而不同点在于所持态

度与对策
:
前者坚持认为中国是美国安全的威胁来源

,

主张对

中国进行遏制
,

消除美国安全的后患 ; 后者主张应该让中国融

人国际社会体系
,

通过与中国的合作
,

利用中国的力量来处理

国际事务
,

实施美国的对外战略
,

以达到美国的战略目标
,

维

护美国利益
。

20 01 年小布什政府上台以来
,

其对华地缘政治观经历了

从第一种到第二种的转变
:

.

先是将中国视为
“

战略对手
” ,

实

施
“

围堵中国
”

的地缘战略
, “9

.

n ”

事件后改变为两面下注

的地缘战略
。

第一阶段
,

小布什上台伊始就提出
“

围堵中国
”
的地缘战

略
。

2001 年美国国防部发布的 《四年防务审查报告》强调指

出
:

亚洲正逐渐成为最可能对美国构成大规模军事挑战的地

¹ 陆俊元
: “

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及其对华地缘政治观
” ,

《国际关系学院

学报》
, 19 9 9 年第 l期

。

º 兹比格纽
·

布热津斯蓦
: 《大棋局

:
奖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

,

上

海世纪出版集团
, 20 0 7 年 l月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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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

在从中东到东北亚的
“

广阔的不稳定之弧
”

中
,

尤其是从

孟加拉湾到日本以南海域的东亚沿海地区
,

存在着针对美国的

特殊挑战
,

可能出现一个拥有可观资源基础的军事竞争者
。

¹

其矛头直指中国
。

这种观念导致美国政府提出
“

围堵中国
”

的

地缘战略
。

美国利用其经营多年的
“

岛屿锁链
” ,

在海洋上加强并扩

大对中国的地缘战略包围
:
一方面

,

通过重新构建美
、

日
、

韩

同盟和美
、

澳
、

日
、

韩同盟关系
,

以所谓
“

北锚
” 、 “

南锚
”

加

固在太平洋上对中国的地缘战略封锁线 ; 另一方面
,

利用印度

从北印度洋对中国进行遏制
。

与海上力量遥相呼应
,

美国又竭

力将势力渗人中亚
、

蒙古等亚欧大陆的腹地
,

特别是通过阿富

汗战争成功地在中亚布建基地
,

形成相对完整的对华地缘战略

包围态势
,

进一步压缩中国发展的地缘政治空间
。

º

第二阶段
,

即
‘

,9
·

n ”

事件后
,

随着中美两国的地缘政

治环境的变化
,

美国的对华地缘政治观也有了些积极的变化
。

美国认为其全球战略的首要目标不再是防范潜在的战略对手
,

而是消除各地的恐怖主义利用非传统手段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造成的威胁
.

其国家安全战略目标中更多的任务
,

都不同程度

地需要中国的合作
,

如全球反恐
、

化解地区冲突
、

防止大规模

杀伤性武器扩散
、

与全球各大力量中心合作等
。

对于中国来讲
,

美国是与中国利害关系最大的国家
,

中国

¹ 中国现代国际间题研究院美欧研究中心
:
《反恐背景下美国全球战略》

,

时事出版社
, 20 0 4年 4月版

。

º 陆俊元
: “

美国对华地缘战略与中国和平发展
” ,

《人文地理》200 6 年第 1

期
,

总第 87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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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新地缘政治和中美关系

的安全和发展都同美国有着重大的关系
,

美国已成为中国发展

经济
、

实现现代化
、

维护国家稳定和领土完整以及实现国家统

一的重要因素之一
。

在反恐斗争中
,

中国采取灵活的外交姿

态
,

明确地站在反恐怖主义一边
,

给美国以有原则的支持
,

这

使美国认识到中国是个可以信任和合作的国家
。

美国对中国的

信任感上升
,

也使中国面临的安全压力大大缓解
,

中国的地缘

政治环境大大改善
。

在朝核问题上
,

中国积极推动了
“

六方会谈
” 。

中国对朝

鲜半岛的基本政策目标是维护和平与稳定
,

扮演的是
“

诚实的

调解人
”

角色
,

努力使美国和朝鲜双方坐下来
,

开诚布公地讨

论最终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办法
。

中国为缓解东北亚局势
、

推

进
“

六方会谈
”

进程发挥了积极作用
。

(二) 互动的地缘经济

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
,

是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
、

第六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三大技术进口来源地
。

而中国是美国的

第二大贸易伙伴
,

是美国的第四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

源地
。

¹

由于双方巨大的市场规模和产业结构的互补
,

中美贸易

迅速发展
,

双方的经贸摩擦也不断加剧
,

主要表现在知识产

权
、

农产品
、

纺织品
,

以及美国对华高新技术出口的限制等

方面
。

中美有关人民币汇率的争议
,

以及中海油收购美国优

¹ 穆良平
、

张静春
: “
中美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互动

” ,

《国际经济合作》
,

20 0 7年第 6期
。



美国问题研究

尼科石油公司等问题
,

说明中美摩擦的领域还在继续扩大
。

此外
,

持续扩大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也是困扰两国贸易的重

要障碍
。

由于两国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差异
,

美国国内的保守势

力将中国的经济发展视为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威胁
。

美国国内的

一些利益集团也借此机会大做文章
,

以谋求集团利益
。

因此
,

要解决贸易摩擦
,

首先需要克服政治上的重重障碍
。

中美需要

转变观念和增加互信
,

在战略上相信对方是机遇而不是威胁
。

目前
,

两国政府正在积极探讨有助于削减逆差的方式和渠道
,

包括美方减少不必要的对华出口限制和中国调整经济增长方

式
、

扩大内需等
。

此外
,

两国还在知识产权保护
、

美国政府的

出口管制
,

以及建立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深人

沟通
。

¹

在两国领导人的推动和支持下
,

中美之间建立起了
“

中

美战略经济对话
”
机制

,

旨在从战略的高度沟通和解决关乎

两国经济发展的问题
,

体现出两国经济发展的高度战略相关

性
。

20 0 6 年 12 月
,

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
。º

20 0 7 年 5 月
,

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华盛顿举行
,

双方

共有 33 位正部长参加对话
,

这样阵营庞大的政府代表团在

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

对话期间
,

双方就服务业
、

投资
、

透

¹ 穆良平
、

张静春
: “

中美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互动
” ,

《国际经济合作》
,

20〕7年第 6 期
.

必 熊争艳
、

林立平
、

郝亚琳
: “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开幕 吴仪和保尔森共同

主持
” ,

新华网北京 12 月 14 日电
, ht t p :

/ / n e w s .

元 n hu an et
.

印m / po li ti cs / 200 6一

12/ 14/叨拟e n t _ 5486410
.

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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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度与高技术贸易
、

能源与环境
、

经济平衡增长
、

创新等议

题进行了坦诚交流和深人探讨
。

双方在金融服务
、

能源与环

境
、

民航等领域就下一步要采取的措施达成了共识
,

对话取

得了阶段性成果
。

¹

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
、

美国金融体系的竞争力
,

以及美国

在国际金融扒构中的规则制定权
,

三位一体地构成了以当前美

国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
。

20 06 年
,

美国资本占到全球资本

市场市值的 50 %左右
,

美国在国际金融机构和组织
,

包括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
、

世界银行
、

国际清算银行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

员会等国际组织中依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º 美国主导着国

际金融领域规则的制定
,

维护自己的利益
,

同时影响着其他

国家
。

美国金融状况的变化对中国市场有着重要影响
。

随着资本

流动的日益国际化
,

中国的经济受到美国货币政策变动的影

响
,

对美国的通货膨胀和利率变得越来越敏感
。

同时
,

中国持

有大量美元的外汇储备
,

如果美元贬值
,

中国的外汇储备不可

避免地将会缩水
。

随着经济和金融改革的深人推进
,

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

的份额和影响力正在快速提升
。

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世

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份额问题也被提上议事 日程
,

国际

¹ 车玉明
、

刘洪
: “

综述
:
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务实坦诚着眼长远

” ,

新华网
,

ht t p : / / n e w s. 城nh uan et
.

门m /wo rld / 20 0 7一 0 5 / 24/ co n t e n t _ 6148 111
.

htm
.

º 穆良平
、

张静春
: “
中奖在目际经济体系中的互动

” ,

《国际经济合作》
,

20 0 7 年第 6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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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的制定越来越多地需要中国的参与
。

200 6 年 9 月
,

在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 2006 年联合年会上
,

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通过了给中国特别增资和进一步改革基金组织份额和

发
’

言权的决议
,

使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由占基金组

织
.

总份额的 2
.

98 %升至 3
.

72 %
,

位列第六
。

¹

中国金融状况的发展变化也越来越多地影响美国金融体系

的
:

表现和稳定性
,

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和汇率体

系
。

中国现在拥有 1300 0 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 º 如果中国把

手中持有的大量美元资产用于购买美国高技术产品
,

尤其是实

施大规模企业兼并战略
,

将会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压力
,

而如

果中国抛售手中所持有的美元
,

则有可能造成美元进一步

下
.

跌
。

中美之间相互依存的状况要求双方加强金融合作
,

以实现

各自的共同利益
。

中美可以合作的领域包括
:
加强两国间的金

融对话和政策协调
,

共同维持国际金融稳定
。

由于美国和中国

分别是世界上第一和第四大经济体
,

其经济增长和发展状况将

对世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
,

因此中美可以通过经济战略对话
,

及时沟通信息
,

加强政策协调
,

共同维护国际收支平衡
,

预防

和应对可能出现的金融危机
,

并进行反恐和反洗钱等多方面的

¹ 穆良平
、

张静春
: “

中美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互动
” ,

《国际经济合作 ),

20〔7 年第 6 期
。

O 张旭东
、

安蓓
、

白洁纯
: “

我外汇储备 1
.

3万亿美元 半年增长t 超 06 年

全年
” ,

新华网北京 7 月 11 日电
.

ht t p : / / n e w s .

元 n hu a n e t
.

印m / fo 川泪口e / 200 7一

0 7 / 11/ co n t en t _ 636 159 7
.

h 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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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

从而维持国际和国内金融环境的稳定
。

¹ 美国要帮助提

升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
,

包括进一步提高中国在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份额
,

使之与中国的实力相当
,

帮助

中国加人更多的国际和区域性金融组织
,

如金融行动特别工作

组
、

泛美开发银行等
。

(三) 互动的地缘文明

美国垄断了目前传播于世界大部分地区近 90 %的新闻
,

控制了世界 75 %的电视节目的生产与制作
,

其电影占据了世

界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
。

发韧于美国的因特网更是全方位
、

全

时空
、

全天候地向全世界推行美国价值标准
、

意识形态
、

商业

理念和社会文化
。

º 美国凭借经济
、

科技上的优势
,

把文化霸

权当作和政治
、

经济
、

军事手段一样可以操作的战略资源
,

有

意识
、

有目的地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一种特殊工具予以运用
,

并通过制定和实施文化战略去实现对外政策目标
。

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
“
文明冲突论

”

中认为
:
文明发展

的历史是一个相对封闭的过程
,

由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对立性和

不可融合性
,

不同的历史产生了不同的文明
,

而文明传统一旦

形成
,

便成为民族认同的基础
,

很难改变
,

文明内部的认同高

¹ 穆良平
、

张静春
: “

中美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互动
” ,

《国际经济合作》
,

20 0 7 年第 6 期
。

º 同文虎
, “

从文明无知
、

文明冲突到文明交往
、

文明和谐
—

对学术界三

种
“

文明观
”

的基本评述
” ,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 20 06 年 2月
,

第 23 卷第 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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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认同
。

¹ 冷战结束后
,

文化和文明的

认同将取代传统的
“

国家
”
和

“

意识形态
”
的认同

,

成为国际

政治新秩序的基础 ; 传统国家将围绕世界主要文明形成新的国

际力量组合
,

在经济资源的占有和价值观的传播等方面展开竞

争
,

其结果将决定新的世界秩序的内容
; 在冷战后时代

,

西方

文明将面临正在兴起的非西方文明的挑战
,

西方社会必须自我

振作
,

并使西方文明的价值认同和体制更加高度统一
,

以防备

竞争对手的兴起
,

从而继续维持西方文化的霸主地位
。

在文明冲突论的指导下
,

美国把自己的价值观当作普世文

明
,

用枪炮强行输出自己的价值观
。

美国在传播
“

民主
”

与
“

自由
”

价值观的旗号下
,

发动了一场又一场战争
。

º 美国通

过科索沃战争使其势力向东欧扩展
,

阿富汗战争使其军事力量

向中亚推进 ; 20 03 年的伊拉克战争又使其势力得以进一步控

制中东
。

“ 9
·

11 ”

事件发生后
,

布什多次强调
: “ ‘9

·

n ’

不只是

美国的斗争
,

受到威胁的不只是美国的自由
,

这是全世界的斗

争
,

这是文明的斗争
。 ’, » 美国认为的 7 个

“

恐怖主义国家
” ,

其中就有伊朗
、

伊拉克
、

叙利亚
、

利比亚
、

苏丹 5 个伊斯兰

国家
。

¹ 倪世雄等著
:
《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

复旦大学出版社
, 2005 年版

。

º 同文虎
: “

从文明无知
、

文明冲突到文明交往
、

文明和谐
—

对学术界三

种
‘

文明观
’

的基本评述
” ,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 6 年 2月

,

第 23 卷第 l 期
。

» 魏偏
: “

美国攻伊的文化心理因素
:
文明焦虑与猫权情结

” ,

《国际先驭导

报乡
,

20 03年 3月 24 日第 2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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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些人缺乏对中华文明的了解和认识
,

常常以自己的

发展史就是扩张史作为蓝本
,

推测中国文明的发展道路
,

认为

中国的崛起是自己最大威胁
,

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会恢复其在东

亚的传统霸权
,

强调
“

用均势来平衡
”

遏制中国的影响
。

¹

中国主张以文明对话代替文明冲突
,

主张通过包括政治对

话在内的政治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

以战略对话缓和战略竞争 ;

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
、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平等合作
、

人

与自然界的和谐发展 ; 追求对自身文明的欣赏
、

对其他文明的

尊重
、

宽容乃至赞赏
。º 中国强调世界是丰富多彩的

,

承认并

维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
,

尊重各国人民有独立自主选择适合本

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 ; 主张各国独立 自主
、

不

针对第三方的相互合作
,

各种力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
,

加强

协调和对话
,

不搞对抗
,

共同维护世界 的和平
、

稳定与

发展
。

»

21 世纪应该成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
、

共同繁荣的时代
。

我国主张建立多种文明共同发展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

强调

在各种国际组织中
,

要充分尊重各成员的多样性
,

承认成员之

间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上的差异及其带来的不同利益与需求
,

在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实践中维护多样文明 ; 明确提出不以社会

¹ 闻文虎
: “

从文明无知
、

文明冲突到文明交往
、

文明和谐一对学术界三种
‘

文明观
’

的基本评述
” ,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 200 6 年 2月
,

第

23卷第 l期
。

º 彭树智
: 《文明交往论》

,

陕西人民出版社
,

20 02 年版
。

» 同文虎
: “

从文明无知
、

文明冲突到文明交往
、

文明和谐
—

对学术界三

种
‘

文明观
’

的基本评述
” ,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 20 06 年 2 月

.

第 23 卷第 l期
.

一 35 一



美国问题研究

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
,

要承认和尊重差异
,

尊重各国人民自主

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
、

发展道路和生活方式
,

坚持求同存异
,

积
.

极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
,

共同对付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面临

的挑战
。

¹

在反恐
、

人权等重大国际问题上
,

我国认为反恐不能有
“

双重标准
” ,

也不能与特定的国家
、

民族或宗教挂钩 ; 倡导

不同国家和民族
、

不同文明和宗教都应当相互尊重
、

和睦共

处
.

、

求同存异
、

兼容并蓄; 认为反恐决不可加剧民族矛盾
、

宗教仇恨和文明冲突
。

三
、

新世纪中美关系的展望

21 世纪
,

美国在继续维持综合优势的同时
,

也面临着多

极化的挑战 ; 在全球范围内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
,

也需要同中

国保持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
。

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长
,

正从

地区性大国向全球性大国转变
,

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
。

未来 20 年是中国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

为保持和延

长这一战略机遇期
,

中国需要与美国保持建设性伙伴关系
。

中美关系经过 28 年的发展
,

比过去成熟了
。

首先
,

中美

双方对中美关系意义的认识加深了
,

都认识到中美关系具有全

球意义
。

其次
,

中美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利益
,

两国都能够冷

¹ 目文虎
: “

从文明无知
、

文明冲突到文明交往
、

文明和谐
—

对学术界三

种
‘

文明观
’

的基本评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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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
、

客观地处理两国所面临的问题
,

重视各自的关注
,

求同存

异
,

高层保持密切接触
,

外交保持战略对话
,

合作保持良好势

头
。

中美关系日趋走向成熟
,

基础越来越深厚
,

共同利益不断

得到拓展
,

这些都是中美关系在未来保持相对稳定的基础
。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发展的大背景下
,

中美经贸关系

越来越密切
,

经贸合作范围越来越广泛
。

美国是中国最大的

贸易伙伴
,

中国已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
。

当然
,

世

界最大的和发展最快的两个经济体的相遇
,

必然会有摩擦
。

但
“

如果将摩擦和矛盾放在中美关系逐步走向深人
、

成熟
、

全面这样的大背景下看待
,

就会发现这是中美关系螺旋式上

升过程中的自然现象
,

相对于中美关系的总体稳定框架
,

这

些问题是次要矛盾
” 。

¹

成熟的中美关系能增强我们的信心
,

但是在中美双方互动

的过程当中
,

中美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

因为中美关系已经

远远超出了双边关系的范围
,

除了一些双边问题
,

如经贸
、

人

权等问题外
,

越来越多的非双边问题
,

如朝核问题
、

苏丹问

题
、

能源问题
、

环境问题
、

地区和全球问题也进人了中美关系

的日程
,

使中美关系日益具有全球意义
。

中美双方在联合国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亚太经合组织
、

20 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等多边场合保持密切接触
,

在朝鲜

半岛核问题
、

伊朗核问题等方面进行有效合作
。º 这些非双边

¹ 袁脱
: “

中美元首会谈的三点启示
. ,

200 6 年 4 月 22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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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 李诗佳
、

常璐
: “

中美关系进人深度互动最为突出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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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问题研究

的地区和全球的地缘关系问题
,

在两国关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

的地位
。

此外
,

中美两国间仍然有着深层次的战略疑虑
,

美国担心

中国的发展会对美国在东亚乃至全球的利益和地位造成影响
,

甚至担心中国会与美国进行军事竞争
。

中美两国需要在疑虑中

加强相互信任
,

在摩擦中加强相互依赖
。

中美关系的成熟性给我们信心
,

复杂性给我们清醒
。

在

2]
.

世纪
,

中美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是两国人民人心所向
、

大势

所趋
。

为增进两国十几亿人民的福扯
,

中美双方需要共同努

力
,

全面推进建设性合作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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