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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3 年，中美在建设新型大国关系上取得重要进展。两国元首就建设新型大国关系这一目标

达成共识，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加州的会晤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两国合作的领域扩大。两国之

间仍然存在诸多分歧和摩擦，但双方均能以非对抗性方式处理。为推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进程，

中国应提倡中美在亚太互动中要有创新思维与行动，提出中方之亚太愿景，尝试制定共同的行为准则，设

立发展新型大国关系试验项目。

【关键词】中美 新型大国关系

2013 年，是中美关系开创新局面的一年。一是新

人事。中国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的领导层主政，美

国奥巴马总统开始第二任期，其执政团队大换班。二

是新思维。中国在 2012 年提出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

关系的理念，2013 年，中美元首就此达成共识，“构建

新型大国关系”由此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新的指导思

想。三是新作风。2013 年 6 月在加州阳光之乡举行

的中美元首会晤是中美互动的新举措，这一会晤在形

式上和内容上都有创新，为此后的中美高层交往开创

了良好的先例。四是新进展。中美在发展经贸关系、

两军关系以及加强在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协调与沟通

等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中方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的核心内容

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这一理念

的提出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其一，在 2010 年中国

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美国

朝野开始关注中国经济总量何时超过美国，并开始思

考中国超越美国的后果。一些分析家基于历史宿命

论和现实主义理论的逻辑，强调新兴大国的崛起必然

会导致与既成大国的冲突，认为中国的崛起也将不可

避免会带来与美国的冲突，因此美国应做好准备。在

此背景下，中国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要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避免大国政治的悲剧，突破历史宿

命论的窠臼，谱写新兴大国与既成大国关系的新篇

章。其二，在奥巴马第一任期内，美国推进“重返亚

太”战略，加大了对亚太的资源投入，政治、经济、安全

多管齐下，而这些举措的着力点之一就是制衡力量和

影响力快速上升的中国。在此背景下，中美在亚太地

区的摩擦增加，战略竞争态势突出。如果这一趋势发

展下去，就有可能导致中美在亚太的冲突，危及双边

关系以及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有鉴于此，中方提

出“太平洋足够宽广，能够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的开

放性思维，提出中美不冲突、不对抗、互利共赢的新理

念，也就是要抑制和减少两国在亚太地区的消极互

动，塑造良性互动。其三，中国作为新型大国的崛起，

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以及“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

理念，而能否处理好与当今头号大国美国的关系是对

中国作为新型大国的外交理念与实践的考验。因此，

提出要和美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也是要推进中国外

交的理念和实践创新。

早在 2012 年 5 月举行的第四次中美战略与经济

对话期间，中方就明确提出了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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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倡议，但美方迟迟没有正式和正面呼应。在 2013

年 6 月中美元首会晤中，习近平向奥巴马阐述了两国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认为发展新型

大国关系的路径在于“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发展合

作、管控分歧”。① 奥巴马表示愿意与中方共同努力

推进这一目标。此后，“新型大国关系”的表述越来越

多地出现在美国领导人和官员的讲话中。国家安全

事务顾问苏珊·赖斯( Susan E． Ｒice) 在 11 月 20 日

关于美国亚洲政策的讲话中表示，美国寻求使同中国

的新型大国关系运作起来，这意味着管理不可避免的

竞争，同时深化在利益交集的问题上的合作。② 副总

统拜登在 12 月访华期间称，美国努力建设同中国的

新型大国关系，这一关系的特征是“建设性的合作，健

康的竞争，共同尊重公认的新规则和 21 世纪的国际

规范”。③

由此可见，中美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看法既有

交集，也有分歧。共同点在于扩大合作、管控分歧、避
免冲突，不同点在于中方强调相互尊重( 如尊重彼此

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

路，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等) ，美方则强调

规则意识，希冀利用其规则主导权来约束和引导中国

的行为。

实际上，美国朝野对与中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仍

然存在不同看法。一些美方人士认为，中国方面提出

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很重要，因为在过去几年中

美关系中的军事竞争因素上升，而发展新型大国关系

倡议的重要性在于，要对两国关系进行政治引导，确

立对军事战略的政治控制，不能让军方自行发展危险

的战争计划( 如海空一体战计划) ，因为这些计划有使

两国冲突全面升级的风险，因而是不可执行的。但是

也有一些美方人士表示，他们对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

不是很清楚，这或许只是中方关于中美关系的一个新

的提法而已，但美方重视的不是新的提法，而是中方

如何处理美国关切的一系列问题，如网络安全问题、

朝核问题等。如果中美在具体问题上的合作缺乏进

展，那这个新提法不久就会销声匿迹。④

毫无疑问，鉴于中美之间所存在的各种矛盾和分

歧，两国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之路将充满挑战。然

而，从中国提出这一概念到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的大

方向达成共识，其积极性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体

现了中方在双边互动中主动性和话语权的上升。长

期以来，美国在双边互动中占据主导地位，对中美关

系下定义、对中方提要求，中方被动做出反应，而中美

围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互动表明，中方正在展示

出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其次，它体现了中美关系发

展的新思维。在全球化加深中美相互依存、全球治理

挑战突出、中国快速崛起、美国相对衰落的背景下，构

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有助于中美两国减少摩擦、避
免冲突、扩大和深化合作，确保 21 世纪的中美关系拥

有更加健康、积极的发展前景。第三，有助于两国政

府各自内部统一思想，推动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客

观地看，两国政府各部门在处理双边关系时往往受到

部门利益和利益集团的影响，容易忽视中美关系发展

这个大局，而两国元首就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共

识，实际上向各自政府内部发出了信号，即各部门在

处理双边关系时都应该着眼于推进这一总体目标。

二、习奥庄园会

奥巴马第二任期伊始，有鉴于在其第一任期内中

美关系中出现的种种摩擦，希望改善对华关系，与中

国新的领导人建立建设性的合作关系。美方在对华

政策上释放了一些积极信号，如强调美国亚太再平衡

战略不是以中国为目标，而是把加强对华关系作为再

平衡战略的一部分; 同时，在一些美国专家学者的建

议下，奥巴马政府也表示要尽快安排中美两国元首见

面，使他们增进相互了解，建立起良好的工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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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网站:《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共同会见记者》，2013 年 6 月 8 日，http: / /www ． fmprc． gov． cn /mfa_chn /ziliao_611306 /zt_611380 /dn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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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marks as prepared for delivery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Susan E． Ｒice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Washington DC，November 20，2013，

http: / /www ． whitehouse． gov / the-press-office /2013 /11 /21 / remarks-prepared-delivery-national-security-advisor-susan-rice．
Ｒemarks by the Vice President at a breakfast with 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Beijing and the U． S． -China Business Council，Beijing，

China， December 5， 2013， http: / /www ． whitehouse． gov / the-press-office /2013 /12 /05 / remarks-vice-president-breakfast-american-chamber-
commerce-beijing-and-u．
笔者于 2013 年 7 月 28 日至 8 月 5 日率外交部第 36 批专家学者小组访问美国的访谈纪录。



中方对美方的提议做出了积极回应，共同促成了习近

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于 2013 年 6 月 7 日、8 日在加州

的工作会晤。

作为中美互动的一大创举，这次会晤取得了一系

列成就。首先，它有助于增进相互了解和互信。两国

元首在首场会晤中就各自的国内日程向对方“交底”，

彼此对对方的执政理念和思路有了更好的了解。双

方还就各自对对方的政策“亮牌”。习近平强调中国

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继续改革开放，并着重阐述

了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看法; 奥巴马则表示美

方非常重视美中关系，欢迎中国继续和平崛起为世界

大国，不担心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乐于与中

国保持牢固而强有力的合作关系。除了会谈之外，宴

会和散步安排也给双方提供了更好地了解对方的机

会，例如，通过这次会晤，奥巴马对习近平的印象是

“有魄力、有活力和自信”。①

其次，通过会晤，两国元首就共同构建中美新型

大国关系这一目标达成了共识。习近平阐述了推进

这一目标的有利因素: 双方都有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

政治意愿; 40 多年双方合作的积累，使两国关系具有

很好的基础; 双方建立了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

高层磋商等 90 多个对话沟通机制，为建设新型大国

关系提供了机制保障; 双方的社会联系使得建设新型

大国关系具有深厚的民意基础; 未来两国有着广泛的

合作空间。奥巴马表示，此次峰会提供了双方就广泛

的问题交换意见、讨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机会; 当

前美中双方面临着把两国关系推向更高水平的独一

无二的机会，他将致力于不错失这一良机。②

第三，两天的会晤为两国元首提供了就广泛的问

题交换意见的机会。双方既探讨了如何发展两国经

贸关系和两军关系，也讨论了朝鲜半岛问题，还就网

络安全问题表达了各自的立场。全球化的发展以及

中国力量与影响力的上升，使得中美关系的覆盖面越

来越广泛，这既带来了更多合作的机会，也意味着更

多的分歧与矛盾。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是

扩大合作、管理分歧，这次会晤就是通过深入的讨论

找到双方的合作点，坦诚地分析现有的分歧和矛盾，

以利于有效管控。例如，双方同意改善和发展两军关

系，推进新型军事关系建设。此外，双方就朝鲜问题

的交流是坦率的和实质性的。

第四，此次会晤开创了中美元首互动的新模式。

以往中美元首通过国事或工作访问进行的双边互动

太拘泥于形式，而借助多边场合开展的会晤又常常因

时间关系难以深入。此次会晤撇开了国事或工作访

问的繁文缛节，把时间尽可能留给两位元首开展对

话; 同时，会晤重在坦诚交流，各自都不准备谈话要

点，避免了照本宣科，使得两国元首能就相关议题阐

述真实想法、真正互动起来; 不发表联合声明使双方

得以把精力放在会晤本身，而不是放在准备成果文件

上。双方对这一新的互动方式都感到满意，并愿意将

这一方式保持下去。应该说，庄园会晤这一中美元首

互动的新模式体现了新形势下中美关系发展的客观

需求。

最后，习奥会的成功举行还产生了广泛的积极影

响。如前所述，奥巴马第一任期内推行的亚太再平衡

战略导致了中美关系的紧张，加剧了两国在亚太地区

的竞争态势，奥巴马第二任期内中美关系何去何从，

举世关注。在中国新的领导层执政伊始和奥巴马第

二任期开始后不久举行的别开生面的中美元首会晤，

向世界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即中美双方领导人都极

其重视双边关系，都希望扩大中美之间的合作、管控

和缩小分歧，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积极、建设性的方向

发展。这有助于减少人们对中美关系走向紧张的担

心，也有助于抑制某些国家借美制华的企图，有利于

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三、扩大合作

经贸关系仍然是支撑中美关系发展的最重要的

基础和最主要的动力。据中方统计，2013 年中美双边

贸易首次突破 5000 亿美元大关，达到 5210 亿美元，

其中中国对美出口 3684 亿美元，自美进口 1526 亿美

元，中国对美贸易顺差 2158 亿美元。2013 年，美国是

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五大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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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网:《奥巴马: 习近平有魄力、有活力》，2013 年 6 月 19 日，http: / /www ． crntt． com /doc /1025 /8 /8 /4 /102588419． html? coluid = 0＆kindid =
0＆docid = 102588419．
外交部网站:《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共同会见记者》，2013 年 6 月 8 日。



来源地，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

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投资方面，2013 年中美双向

投资已经超过 1000 亿美元，其中，美国累计在华直接

投资超过 700 亿美元，中国对美累计直接投资超过

300 亿美元。美国是中国第五大直接投资来源地，并

成为中国第二大直接投资目的地，中国对美直接投资

的增长速度超过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在 7

月举行的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中美双方同

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开展中美双

边投资协定( BIT) 谈判。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启动

于 2008 年第四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之后，在 2013 年

7 月前共进行了九轮技术性讨论，但一直未有突破。

此次双方达成的共识意味着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
2013 年 10 月，双方举行了第十轮谈判，讨论如何制定

负面清单等具体细节。

中美在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问题领域的合作取

得新进展。2013 年 4 月克里担任国务卿后首次访华，

倡议设立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以提出并实施两国在

气候变化领域开展双边合作的重要建议。在 7 月举

行的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双方确定了在

载重汽车及其他汽车，智能电网，碳捕集、利用和封

存，温室气体数据的收集和管理，建筑和工业能效等 5

个领域的务实合作，以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9

月，习近平在出席于圣彼得堡召开的二十国集团峰会

期间会见奥巴马时表示，要将节能环保打造成“中美

合作的新亮点”。①

军事关系是中美关系的风向标。2013 年，中美两

军关系发展顺利。两国元首在加州会晤时一致同意

改善和发展两军关系，推动新型军事关系建设。奥巴

马更强调“两军关系是可以取得具体进展的领域，是

推动建设美中新型大国关系的例证”。② 在高层交往

方面，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登普西 4 月访华，习

近平主席和其他多位中国政府及军队领导人分别会

晤登普西，共商构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大计。中国国

防部部长常万全 8 月访美，与美国国防部部长哈格尔

举行会晤，双方就两军关系发展、高层互访、建立相关

交流机制等方面达成五项共识。中美举行了第 14 次

中美国防部防务磋商，中方就如何落实习近平主席在

与奥巴马总统会晤中提出的两点重要倡议( 即探讨建

立中美两军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和公海海域

海空军事安全行为准则) 提出了中方的具体建议。此

外，两军领导人还在香格里拉对话等场合进行了沟

通，两军还派代表参加了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

话、战略安全对话及首次网络工作组会议。在两军交

流方面，2013 年 5 月，中美两国海军在亚丁湾举行联

合反海盗演习; 9 月，中美两国海军在夏威夷附近海

域举行了海上联合搜救演习; 11 月，中国派兵到美国

夏威夷举行首次中美联合救援减灾实兵演练，这也是

中国首次派士兵到美国本土。此外，中美两军在文莱

举行的东盟防长扩大会机制人道主义救援减灾和军

事医学联合演练中开展了良好合作。中美两军关系

的顺利发展，不仅有助于中美增进战略互信，也为两

国总体关系的发展拓展了合作面，增加了动力。

在朝鲜问题上的沟通与协调也是 2013 年中美互

动的一大亮点。2013 年 2 月朝鲜进行第三次核试验

后，中国从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保持地区和平与

稳定的立场出发，采取积极措施防止朝鲜进一步推进

其核计划，并推动六方会谈的重启。在此过程中，中

美两国加强了沟通与协调。3 月，在中美的共同努力

下，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对朝鲜的新制裁决议。6

月，在加州会晤时，习近平坦诚、深入地向美方阐述了

中方对处理朝核问题的立场，使美方对中方的相关立

场有了更好的理解。中美两国官员就朝核问题和半

岛局势保持着频繁的联系，开展了密切的磋商。虽然

六方会谈未能在 2013 年重启，但中美在朝核问题上

合作的新态势有助于遏制朝鲜的核计划，有利于维护

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中方在朝核问题上的立场

调整也显示出中国对维护地区稳定和国际核不扩散

体系的严肃态度。
2013 年，在中国外交更加主动进取、更加积极有

所作为的背景下，中美两国加强了在中东问题上的沟

通。6 月 20 日，中美双方在华盛顿举行了中美战略与

经济对话框架下的第二轮副部级中东事务磋商。双

方就中东地区形势、叙利亚、伊朗、中东和平进程及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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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安全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就中东事务保

持沟通与协调，共同致力于实现地区和平与稳定。9

月，习近平在圣彼得堡会见奥巴马时，就叙利亚问题

阐述了中方原则立场，强调维护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

本准则同禁止使用化学武器问题两条原则都要坚持，

政治解决是唯一正确的出路，动武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中方也对叙利亚“化武换和平”的解决方案做

出了贡献。12 月，在王毅部长首次出访中东之前，中

方主动与美方磋商如何推动巴以和谈进程，王毅部长

还与克里国务卿通话就此交换意见。此外，中方还积

极参与伊朗核问题的外交斡旋和“6 + 1”会谈，推动新

形势下伊核问题协议的达成。

四、问题与摩擦

尽管 2013 年中美关系开局良好，总体发展稳定，

但困扰双边关系的一些老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经

济上，美国对于放宽对华高技术出口控制无所作为。

安全上，美国对华抵近海空侦察依然故旧，年底还发

生了两国军舰在南海的对峙; 美国还不断加强与日

本、菲律宾的军事合作，剑指钓鱼岛和南沙争端。外

交上，美国继续拉拢中方周边国家，谋求抑制中国在

本地区的影响力。中美在网络安全和中国设立东海

防空识别区问题上的博弈尤其引人注目。

网络安全是 2013 年中美关系中一个突出而带有

戏剧性的问题。近年来，美方不断指责中国对美开展

网络间谍活动，窃取美国军事和商业机密。2013 年伊

始，美国朝野加大了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对华施压的力

度。美国曼迪昂特( Mandiant) 网络公司发布报告，指

责中国军方支持对美国企业的大范围网络攻击，《纽

约时报》也就此进行炒作。随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

事务顾问多尼隆在公开讲话中高调指责中国政府，要

求中方正视这一问题的紧迫性及其所构成的风险，调

查并停止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黑客，并为建立网络空

间可接受的行为规范而开展建设性的双边直接对

话。① 美国财政部部长卢、国务卿克里和参谋长联席

会议主席登普西在 3 月、4 月先后访华期间，均就网络

安全问题对华施压。网络安全也是习奥加州会晤的

话题之一。鉴于网络安全问题在中美关系中变得越来

越突出，在克里访华期间，双方同意在中美战略安全对

话框架下设立网络工作组，就网络事务开展对话。

6 月初，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爱德华·斯诺登

通过媒体披露了美国长期进行的网络攻击和监视行

为，斯诺登本人也从美国飞赴香港，并在美国政府向

香港提出引渡要求后转赴俄罗斯，获得俄方的避难许

可。斯诺登事件的爆发不仅使美方长期声称的网络

黑客问题真相大白，也改变了中美在网络安全问题上

的攻防态势。斯诺登大揭秘向世人揭示了美国作为

一个“监视国家”的形象，它不仅暴露了华盛顿对其科

技优势的滥用和对全世界的控制欲，更暴露了美国政

府的虚伪，美方近年来不断指责中国对美国发动网络

攻击，把自己描绘成网络黑客的无辜受害者，而斯诺

登大揭秘表明美国才是网络世界的超级黑客。总体

而言，中方对斯诺登事件的处理是得当的。首先，中

方没有收留斯诺登，以免美方拿此事做文章，给中美

关系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同时也没有如美国政府要

求的那样遣返斯诺登，那样会有损中国的国际与国内

形象。让斯诺登去俄国，既让中方脱手了这块“烫手

的山芋”，又确保了斯诺登本人的安全。其次，中方利

用斯诺登关于美国对中国进行网络攻击的爆料向美方

提出交涉，并在官方媒体上揭批美国在网络世界的监

视和窃密行为，改变了近年来在网络安全问题上中方

所处的被动态势。第三，斯诺登事件发生不久，在第五

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之前举行的中美网络工作组第

一次会议上，中方建议双方采取务实行动，就网络空间

国际规则加强对话，并加强两国互联网应急中心的协

调与合作，此举有助于减少中美双方在网络安全问题

上的相互指责，并使网络安全问题成为中美开展合作

的潜在领域，体现了中方对发展中美关系的积极姿态。

2013 年 11 月，中国国防部宣布设立东海防空识

别区后，美国先是采取不承认的态度，并派两架 B-52

轰炸机进入中方刚刚宣布的防空识别区，同时联合其

在本地区的盟友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等对华施加压

力。不过，在压力未能奏效后，奥巴马政府转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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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民航飞机服从中国有关东海防空识别区的通行

要求，提前向中方提交飞行计划。中国国防部宣布设

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后不久，美国副总统拜登到访东

亚。在日本，日方提出美日一道要求中方取消东海防

空识别区，并就此发表联合声明，美方拒绝了日方的

上述建议，仅表示“不能默认”中国设立防空识别区。

拜登访华期间，向中方提出了东海防空识别区问题，

习近平向拜登阐明了中方在该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面对中方的坚定态度，拜登只是希望中方能够灵活和

谨慎地处理这一问题，加强与邻国的沟通，建立危机

管理机制，减少意外冲突和误判的风险。

中国对斯诺登事件的处理和美方对中国设立东

海防空识别区的应对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避免对抗。

中方没有收留斯诺登，美方没有要求中方撤销东海防

空识别区，双方都给对方留有余地，没有触及底线。

二是从中美关系的大局着眼。中方没有对斯诺登披

露的美国对华网络攻击做出激烈反应，而是在中美网

络工作组会议中提出务实的合作建议，表明了在中美

关系上向前看的积极态度。美方在中国东海防空识

别区问题上没有答应日方提出的共同对华施压举措，

而只是要求中方在实施对防空识别区的管理时保持

克制，表明美方是以更宏观的视野看待对华关系。上

述特点体现了中美对双边关系的重视，也显示出两国

能够更加成熟地处理彼此之间的分歧。

毋庸讳言，由于中美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利

益上的和理念上的) ，由于两国关系处在重要的转型

期，问题与摩擦仍将是双边关系发展的常态，但是只

要双方都能以避免对抗的方式处理分歧，着眼中美关

系发展的大局，就能有效管控分歧，防止两国关系出

现重大挫折。

五、引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2013 年，中美在建设新型大国关系这一目标上达

成基本共识，为双边关系注入新理念，互动有新举措，

合作有新亮点。接下来双方要做的就是更加积极地

推进这一进程，充实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作为

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的首倡者，中国应该通过以下

举措积极引领和推动这一进程:

首先，提倡中美在亚太互动中要创新思维与行动。

中方应在与美方的互动中强调，中美要发展新型大国

关系，首先都要谋求成为新型大国，包括要秉持开明的

心态( 不以零和的眼光看待其他国家的发展) 、接纳进

步的思维( 在处理双边关系和地区问题时要与时俱进，

而不是抱残守缺) 、采取积极的举措( 通过建设性的行

动向对方发出积极信号、开启与对方的良性互动) 。

就当下中美各自的国际政治观而言，中国的崛起

是在后冷战时代经济全球化、地区化加速发展，国际

合作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实现的，因此中国更容易接受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等理念，也在有意识地吸取历史

上一些大国所犯的战略错误，真诚地希望走一条新型

大国之路。美国则不然。美国是借助第二次世界大

战而跃居世界舞台的中心，并通过冷战在世界范围内

建立起其权力结构的。华盛顿的战略思维更看重军

事手段和地缘政治因素，追求军事力量优势，热衷于

权力政治，习惯于零和思维，这既不符合 21 世纪国际

政治的新趋势，更不利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因此，中方必须加大对美工作力度，在理念上予以引

导，在行动上积极示范，帮助美国甩掉历史包袱，克服

政策惯性，与中方一道“共同进化”。

其次，提出中方之亚太愿景。鉴于美方担心中国

会随着力量的壮大不断拓展在亚太的利益和影响力，

甚至谋求排挤美国和挑战美国，中方应有针对性地提

出中国亚太政策的目标就是推动建立亚太合作共同

体，该共同体的特点是: 谋求发展共同利益，讲究利益

均衡( 相互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和正当利益) ，共同制

定和遵守公正合理的行为规范，合作建立开放、包容

的地区机制。

第三，尝试制定共同的行为准则。奥巴马政府强

调国际政治中规则的重要性，企图在美国力量相对下

降的背景下继续掌握规则的制定权，巩固美国的主导

地位。亚太是美国推动制定新的经济与安全规则的

重要区域，其要旨是规制力量不断壮大的中国的行

为。中方可以抓住美国的这一心理，提出愿意与美方

一道制定共同的行为准则，通过这些新的规则达到制

约美国亚太行为的目的。例如，可以考虑以下规则:

( 1) 为了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善治，双方谋求

扩大在本地区的合作，共同为本地区提供公共物品;

( 2) 相互通报各自在对方周边地区的外交活动:

美国向中国通报其与中国周边国家的互动，中国向美

国通报中国与北美和拉美国家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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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不挑拨离间，不在他国面前诋毁、含沙射影

攻击对方;

( 4) 一方在西太平洋举行重大军事演习预先通

报对方，如是多边演习则应邀请对方派员观察;

( 5) 在自己的盟国和伙伴向对方采取挑衅行动

时，要积极劝阻，而不是推波助澜，从中渔利。

第四，设立发展新型大国关系试验项目。结合问

题的重要性和双方的共同关注，可以考虑把两军关

系、朝鲜半岛问题、海上安全问题作为优先考虑领域。

双方在这些领域的有效合作，将有助于增进互信，扩

大合作面，增加中美关系发展的动力。

近年来，美方担心中国军事力量发展，担心中国

海军不断扩大海上活动范围，中方也担心美国的亚太

再平衡战略是要寻求遏制中国，中美军事竞争性加

剧。客观地看，两国虽然在军事能力建设上越来越锁

定对方，但都无意发展一种敌对性的军事关系; 两军

虽然都有以对方为主要假想敌的作战方案，但都想避

免直接的军事冲突; 同时，两军也越来越需要在非传

统安全领域开展合作。尽管中美两国的战略关系受

到政治、军事、经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但两军关系在

这种战略关系的形成中扮演着独特而重要的角色。

因此，如何在中美两军之间加强交往、增进互信、扩大

合作，减少军事关系的竞争性，降低两国安全领域相

互猜疑对战略关系的负面影响，开发两军合作的动

能，是发展两军关系的重要使命。

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和平与稳定符合中美两国的

利益，在朝鲜进入金正恩时代后，中美可以共同推动朝

鲜内外政策的转型，即对内政策朝着发展经济、改善民

生转型，对外政策朝着扩大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与相关

国家改善关系的方向转型。朝鲜第三次核试验后，中

美加强了在朝鲜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鉴于美方的关

注重点是朝核问题，中方应告诉美方，朝鲜的无核化将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取决于朝鲜内外政策转型的进

展，只有两个转型有了实质性进展，无核化才能实现。

中美应该利用亚太事务磋商、战略与经济对话等渠道，

讨论如何推动朝鲜的内外政策转型，以服务于朝鲜半

岛的无核化、和平与稳定这些长期目标。

海上安全涉及海上航行安全、海上救助、海上争端

的和平解决等问题。中美在这些问题上既有共同利益

( 如航行安全、海上救助) ，又有重要分歧( 如钓鱼岛、南
海争端) 。两国可以在航行安全和海上救助方面推动

两国军民部门的合作，并向亚太地区展示中美共同为

本地区提供公共物品的意愿; 在海上争端问题上，要向

美方充分阐述中方权益主张的历史和法理依据，同时

强调中方希望推动争端和平解决的基本立场。对日

本、菲律宾和越南的一些挑衅举动，中方应及时向美方

指出，并要求美方对他们发挥影响力，敦促其克制; 对

美国在安全上加强与日、菲、越合作的动向，中方应不

断敲打，强调指出美国采取这些动作不利于争端和平

解决和地区安全的维护，不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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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eting in California produced important and positive impact; the area of cooperation between two countries expanded．
While problems and frictions existed，Beijing and Washington handled them in a non-antagonistic way． To further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 new model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China should advocate for creative thinking and actions in
bilateral interactions in the Asia-Pacific，put forward its vision of the region，try to work out shared rules of the game，

and establish some pilot programs in forging a new model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
Key words: Sino-U． S． ; a new model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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