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美关系新特点
———一种基于新地缘关系视角的分析

倪世雄 , 潜旭明
(复旦大学 美国研究中心 , 上海 　200433)

摘 　要 : 中美两国有着互动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与地缘文明关系 , 这三者构成了广泛的中美互动空

间。中美两国需要在疑虑中加强相互信任 ,在摩擦中加强相互合作 ,双方需要共同努力 ,全面推进建设性合作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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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地缘政治时代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全世界范围内涌动着

两个大潮 :一个是世界市场发展的大潮 ,一个是信

息革命的大潮 ,这两个大潮推动着全球化时代的

滚滚到来。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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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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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同时 ,新的地缘空间被不断开辟出来 ,例如由

卫星联系的电视、电话、电脑能覆盖广阔的领域 ,

“网络空间”也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 ,由电话、电子

邮件、先进的交通工具汇集了一个强有力的现金

流、信息流、商品流 ,这些因素能改变世界 ,改变权

力关系。地缘政治的竞争性本质被注入了合作的

成分 ,各个国家变得日益相互依存 ,特别是在全球

性问题上合作成为行为体各方赢得自身利益的最

佳选择。

这一切使得地缘政治获得了新的发展 ,新地

缘政治应运而生。整个世界上形成了一个地缘政

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明相互交融的体系。在这

个体系中 ,政府之间通过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

地缘文明方面的互动 ,形成了一个更加广泛的地

缘互动空间。这种互动虽然不能反应在领土疆域

地图上 ,然而这种隐性的互动比国家边界的变更

更具有真实性。②

在新的地缘政治时代 ,中美关系变得日益重

要 ,正如美国前总统布什所说的 ,“我们进入了一

个新的地缘政治时代 ,在这一时代里 ,中美的双边

关系将在 21 世纪上半叶的权力结构的形成过程

中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③。由于美国的全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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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地位有所加强 ,中国的发展中大国的地位也继

续提升 ,中美关系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中美关系的好坏 ,直接影响到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

影响到全球的繁荣与发展。中美关系如何发展 ,

一方面取决于美国对华战略的变化 ,但是作为双

边关系的一方 ,中国对美国战略变化也会对中美

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一段时间以来 ,中美两国

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明和地缘资源方面

更显双边互动关系 ,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新

特点。

二、地缘政治互动

美国横跨北美大陆中部 ,东临大西洋 ,西濒太

平洋 ,南靠墨西哥湾 ,西北接北冰洋 ,其领土还包

括北美洲西北部的阿拉斯加和太平洋中部的夏威

夷群岛 ,海岸线长 22680 公里。① 而中国海陆兼

备 ,西北部地处麦金德所述的“心脏地带”及其通

往心脏地带的战略通道。中国的东部地区是斯拜

克曼所谓的“边缘地带”,这些地区经济发达 ,与外

部世界联系紧密 ,是地缘政治中的关键部位。所

以 ,中国既是“心脏地带”之枢纽大国 ,又是“边缘

地带”之关键力量。② 中国这一地利为中国的和

平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美国的全球战略深受地缘政治思想的影响 ,

因而 ,分析美国对中国的地缘观有着十分重要的

意义。长期以来 ,美国对中国大致形成了两种地

缘观。一种地缘观认为 ,中美两国有很多共同战

略利益 ,中国是国际政治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地缘

政治力量 , 是国际体系的利益攸关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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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普林斯顿

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的院长

安玛丽·斯劳特和政治学教授约翰·艾肯伯理领衔

研究推出了《普林斯顿安全项目》,他们在其《项目

最后报告》中认为 ,中国的崛起是 21 世纪具有开

创性的事件之一 ,美国的目标不应当是阻碍及遏

制中国 ,而应当是帮助中国在目前的国际秩序中

实现其正当合理的抱负 ,成为亚洲政治及国际政

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④美国总统布什也表

示 ,“我们欢迎一个和平、繁荣并支持国际制度的

中国的兴起。作为国际体系的利益攸关方 ,我们

两国有很多共同的战略利益”。⑤

另一种地缘观则认为 ,中国是一支可能对美

国安全构成威胁的力量。⑥ 美国国防部于 2006

年 2 月 3 日发表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指出 :

“在主要新兴大国中 ,中国具有最大潜力对美国进

行军事竞争 ,并能采用破坏性的军事技术 ,如果美

国没有相应的战略 ,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将抵

消美国传统的军事优势。”并夸大其词地称“中国

军力增加的速度和规模已经使地区军事均势受到

威胁”。⑦美国国防部在其 2008 年 3 月 3 日发表的

《2008 年度中国军事力量报告》中认为 ,“中国军

队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在改变东亚的军事力量的

均衡 ;中国战略实力的提高产生的影响已经超出

亚太地区范围”,中国的军力“已从陆海空扩大到

太空和网络 ⋯⋯中国具有攻击全球电脑网络的能

力”。报告还认为 ,国际社会对中国“扩军的意图、

决策过程和现代化内容”所知“仍相当有限”。而

由于缺乏透明将导致误会和误判风险的增加 ,美

国不得不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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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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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地缘观都从权力的角度打量中国 ,都

认为中国是强大的力量 ,而不同点在于所持态度

与对策。前者主张应该让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体

系 ,使中国成为国际政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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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者认为中国是美国安全的威胁来源 ,将中国

视为“战略竞争者”,应该对其实施“接触加遏制”

或“融合加牵制”的战略。

进入 21 世纪后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发

展 ,中国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不断加大 ,这让美国

感到在地缘上遏制中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小布

什政府上台之初 ,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实施

“接触加遏制”的战略。美国一方面利用其经营多

年的“岛屿锁链”,分别通过重新构建美、日、韩同

盟和美、澳、日、韩同盟关系 ,以所谓“北锚”、“南

锚”加固在太平洋上的对中国的地缘战略线 ;另一

方面 ,美国拉拢印度 ,利用印度从北印度洋对中国

进行“平衡”。与海上力量遥相呼应 ,美国竭力将

势力渗入中亚、蒙古等亚欧大陆的腹地 ,特别是通

过阿富汗战争在中亚布建基地①,力图在亚太地

区构建一个全方位的地缘网络应对中国的崛起。

“9·11”恐怖袭击对美国的地缘观产生了重大

影响。布什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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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谋求与中国合

作 ,认为中国是美国的“利益攸关者”,对中国实施

“融合加牵制”的战略 ;共同应对国际恐怖主义 ,解

决各种非传统安全难题 ;在战略活动点上 ,仍以亚

欧大陆为战略活动重点 ,但是加强在亚太地区的

战略投入。② 具体来说 ,“9·11”事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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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

段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造成的威胁。③ 其国家安

全战略目标中更多的任务 ,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与

中国合作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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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美国这一地缘战略的变化给中美关系的发展

带来了契机 ,布什总统对中美关系进行新的定位 ,

认为“中国和其它亚太国家是全球反恐怖主义联

盟的重要伙伴”,“中国是一个伟大强国 ,美国希望

与中国建立建设性的关系”。⑤两国在反恐、防扩

散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加强合作 ,在经济贸易方面

的合作也加速发展。同时 ,中国也紧紧抓住这一

机遇 ,通过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的良性

互动来推进中美关系的不断改善。

近几年来 ,中美关系呈良性的双边互动 ,关系

表现为“三保持”:1. 高层保持密切接触。自 1997

年至 1998 年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互访以来 ,

中美领导人一直保持密切地交往和接触 ,小布什

总统四次访华 (2001 年 10 月、2002 年 2 月、2005

年 11 月和 2008 年 8 月) ,胡锦涛主席 2006 年 4 月

对美国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访问。他指出 ,中美不

仅是“利益攸关方”,而且还是“建设性合作者”。

温家宝总理于 2003 年 12 月访美 ,切尼副总统于

2005 年访华 ,中国外长和美国国务卿互访更是频

繁 ,两国元首保持热线联系 ⋯⋯这种高层密切接

触对推动中美关系良性互动以及稳定发展起了很

重要的作用。2. 外交保持战略对话。中美高层战

略对话自 2005 年 8 月启动以来 ,已进行了 5 次 ,

双方就事关中美关系的战略性、长期性、全局性问

题 ,以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

见 ,进一步增进了相互了解和共识。在国际形势

发生复杂深刻变化的背景下 ,这一对话机制对两

国发展健康稳定的建设性合作关系意义重大。3.

合作保持良好势头。中美双方在反恐、经贸、科

技、司法等领域保持良好的合作势头。双方在朝

鲜半岛核问题、伊朗核问题、苏丹问题等方面进行

有效合作 ;另外 ,能源问题、环境问题也进入了中

①

②

③

④

⑤ “布什总统在同江泽民主席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时的讲话及答记者问摘要”,2001 年 10 月 19 日 ,http :ΠΠwww.

usembassy2china. org. cnΠpressΠreleaseΠ2001ΠcΠ28b2Bush %20Jiang2Shanghai.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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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合作的日程。

随着中美互动的加深 ,美国已成为中国发展

经济、实现现代化、维护国家稳定、领土完整和实

现国家统一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反恐斗争中 ,中

国明确站在反恐怖主义一边 ,给予美国有原则的

支持 ,这使美国认识到中国是个可以信任和合作

的国家。结果是 ,中国面临的美国安全压力减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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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扮演的是

“诚实的调解人”角色 ,使美国和朝鲜双方坐下来 ,

开诚布公讨论最终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办法 ,为

缓解东北亚局势 ,推进“六方会谈”进程发挥了积

极作用。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于 2006 年 4 月访美期

间作了以“全面推进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为题的

演讲 ,明确提出致力于“构筑长期稳定的中美建设

性合作关系”。① 中美关系基础越来越深厚 ,共同

利益不断得到拓展。中美之间通过积极的地缘政

治互动 ,在反恐、反扩散及各种非传统安全领域的

合作以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等问题上取得共

识 ,双方强化战略协调机制 ,定期开展高层战略对

话 ,完善危机管理机制的建设 ,扩大共识 ,增进互

信 ,共同推进 21 世纪建设性合作关系 ,有利于促

进全球繁荣与稳定。

三、地缘经济互动

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和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

展 , 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趋势不断加强 ,军事威

胁降于次要地位 ,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

上升 ,国家之间的竞争关系大多以地缘经济的形

式出现。在地缘经济中 ,地缘的概念是指民族国

家以国家领土作为地理含义上的竞争单位 ,研究

如何从地缘角度出发 ,在国际竞争中保护自己的

利益。

从地缘经济的视角看来 ,中美是太平洋两岸

两个大的经济体 ,中美之间的经贸有很大的互补

性和互动性。美国拥有先进的雄厚的资本、科学

技术 ,但劳动力成本高。而中国资金相对短缺 ,技

术也相对落后 ,但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劳动力

价格相对较低。美国对中国出口的商品以资本和

技术密集型为主 ,中国的出口商品以劳动密集型

为主。由于中美之间存在的巨大的市场和经济规

模 ,再加上双方贸易和产业结构的互补 ,中美贸易

额迅速增加。双边贸易额从 1979 年的 25 亿美元

发展到 2007 年的 302018 亿美元 ②,增长了 100 多

倍。截至 2006 年底 ,美国在华投资设立企业 5 万

多个 ,实际投资超过 540 亿美元 ;中国企业在美设

立企业 1100 多家 ,通过各种方式投资约 30 亿美

元。③目前 ,中美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 ,中国已连

续五年成为美增长最快的主要出口市场 ,年均增

速达 24 %。④

中美贸易迅速增长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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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中美有关人民币汇率的争议 ,以及中海油收购美

国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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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相互依存的国际关系中 ,中美经济紧密相

连 ,为实现共同发展 ,双方要妥善解决相互之间的

贸易摩擦。要解决贸易摩擦 ,中美双方需要克服

政治上的障碍 ,需要转变观念和增加互信 ,需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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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沟通。⑤

在金融领域 ,由于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是以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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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第 6 期。

“商务部介绍当前中美经贸关系热点问题”。

“商务部介绍当前中美经贸关系热点问题”, http :ΠΠwww. chinavalue. netNewsNewsShow. aspxid = 1978821.

中国海关统计“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 (地区)统计 (2007 年 1 月 12 日)”,《国际贸易》,第 71 页。

王恬、李学江、唐勇 :《胡锦涛主席出席美国 12 个友好团体举行的晚宴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06 年 4

月 22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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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为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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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中的规则制

定权三位一体地构成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金融

体系。美元的霸权货币地位同时得到美国强健的

金融体系的支持。美国的金融业在经营、风险管

理和信息技术等方面都处于全球领先的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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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会等国际组织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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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穆良平、张静春 :《中美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互动》。

②　穆良平、张静春 :《中美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互动》。

③　田俊容 :《央行公布上半年金融数据 (权威发布)》,《人民日报》2008 年 7 月 15 日第 2 版。

④　余东晖 :《中国持有美国国债 4776 亿美元 购买量追日本》,《侨报》2 月 29 日。

⑤　穆良平、张静春 :《中美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互动》。

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全球能源大棋局》,时事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150 页。

⑦　崔民选 :《2007 中国能源发展报告》,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28、43 页。

⑧　赵宏图 :《关于中美能源合作的几点思考》,《现代国际关系》2006 年第 1 期。

美国金融状况的变化对中国市场产生重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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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推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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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际规则的

制定越来越多地需要中国的参与。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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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8 %升至 3172 % ,位列第六。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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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中国的外汇储

备和汇率体系。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统计

数据显示 ,6 月末 ,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为 18088 亿

美元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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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的进一步下跌。此外 ,到 2007 年 12 月 ,中国已

购买了 4776 亿美元的美国国债④ ,美国再也不可

能像上个世纪 90 年代那样轻言制裁中国 ,因为这

样做将最终损害美国自己的利益。

中美之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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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作 ,从而维持国际和国内金融环境的稳定。⑤美国

应该帮助进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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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更多的国际和区域性金融组织 ,例如金融行

动特别工作组、泛美开发银行等。

在能源领域 ,美国是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

和进口国 ,每年能源消耗占全球消耗的 40 % ,产

量占世界的 19 %。⑥而中国 2006 年油消费达 3128

亿吨 ,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 ,世界第二大石

油进口国。⑦中美两国能源需求总量的迅速增长

和在世界总量中所占份额的不断扩大 ,已成为影

响市场走势和能源格局的重要力量 ,在加速世界

能源格局的调整、在维护国际市场稳定、缓解国际

环境压力方面 ,对国际能源形势产生重要影响。⑧

中美之间在能源领域存在很大的互补性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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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阔的合作空间。美国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节能、能效、环保等方面有先进的管理经验 ,拥有

技术、资金和人才等方面的优势 ,而中国的电力、

石油天然气、煤层气开发、节能、开发新能源、大气

治理、环境保护等能源和环保产业将面临空前的

发展机遇 ,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及提高能效

和环保方面的技术及管理经验等有着巨大的市场

需求 ①,双方能源合作不断深入 ,领域逐渐扩大。

就合作的领域及方式而言 ,双方都认识到合

作的范围非常广阔 ,包括技术合作、环境保护、节

能增效、核废料的处理、建立石油储备等。可以采

取双边、地区及全球合作方式。作为世界上最大

的能源需求者 ,两国可通过开发新技术、采用替代

能源、政策调整等调控手段来控制和降低本国的

石油需求。②

当然 ,在中美两国互动的地缘能源中 ,合作与

竞争并存。首先 ,随着国际油价大幅度上涨 ,同为

石油消费和进口大国的中美之间在谋求能源供应

多元化、海外勘探开发等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存在

着利益冲突和竞争 ;其次 ,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再次

引发“中国威胁论”,美国保守势力的增强 ;再次 ,

中美双方对能源安全的理解存在较大偏差。这一

切使得能源领域的竞争与摩擦进一步升级。③

近来中美能源摩擦增加已引起两国的高度重

视 ,彼此的对话与沟通越来越频繁 ,在相关问题上

的共识越来越多。中美两国能源合作首先要取得

互信。当前两国能源关系处于一种紧张、竞争状

态 ,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不信任。中美两国能源政

策及对能源市场的看法存在差异是导致不信任的

根源。如美国国会很多人认为 ,中国在国际市场

寻求股份油的政策是掠夺性的 ,会影响到美国政

策的制定。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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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度沟通和解决两国经济发展的问题 ,原因在于

两国经济发展的高度战略相关性。2006 年 12 月 ,

在北京举行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2007 年 5

月 ,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华盛顿举行 ,双方

围绕服务业、能源和环境、经济平衡增长和创新等

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和交流。在金融服务业、非

金融服务业和投资、透明度等方面 ,双方明确了彼

此的关切 ,加深了互信 ;在环保和能源领域 ,双方

认为 ,两国在减少排放、提高能效、发展清洁能源

和可再生能源等方面具有广泛合作空间 ;双方认

为 ,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 ,对促进两国经济平衡增

长具有重要作用 ;双方同意通过政策交流和技术

合格促进创新。⑤ 2007 年 12 月 12 日 ,第三次中

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开幕 ,中美双方将围绕“抓

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和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的主题 ,就强化贸易诚信、经济平衡发展、能源、环

境和双边投资等五个议题进行讨论。⑥ 2008 年 6

月在美国安纳波利斯成功地举行了第四次中美战

略经济对话。双方签署了《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

作框架》文件 ,正式启动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

判 ;深入探讨了中美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 ,包

括美国次贷危机、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全球粮食安

全 ,同意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

和公共投资的沟通与协调 ,共同应对经济全球化

的挑战。⑦

随着中美地缘经济关系的良性互动 ,经贸关

系开始走向成熟 ,由于中美之间有着巨大的共同

地缘经济利益 ,经济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上

升 ,中美经贸关系已经成为双边关系的“稳定

器”⑧,成为中美关系新的战略支点 ,支撑着中美

关系稳定地向前发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焦力军 :《互动与博弈 ———中美政治与经济互动分析》,合肥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176 页。

李学江、马小宁 :《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闭幕》,《人民日报》2008 年 6 月 19 日第 3 版。

李文云、吴成良 :《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开幕》,《人民日报》2007 年 12 月 13 日第 4 版。

唐勇 :《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闭幕》,《人民日报》2007 年 5 月 24 日第 3 版。

梁建武 :《“中美能源安全战略对话与合作”研讨会综述》。

赵宏图 :《关于中美能源合作的几点思考》。

梁建武 :《中美能源安全战略对话与合作”研讨会综述》,《现代国际关系》2006 年第 11 期。

赵宏图 :《关于中美能源合作的几点思考》,《现代国际关系》2006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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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缘文明互动

地缘文明是在特定空间或区域范围内的文明

或历史文化的地缘集合体。这些地缘集合体拥有

相类似的历史 —文化记忆 ,分享相似的价值观、风

俗习惯、宗教信仰、语言文化。一个地缘文明一般

拥有一个或几个核心国家 ,核心国家凭借其雄厚

的政治、经济、文化能量 ,把自己周边的国家或地

区凝聚成为一个具有高度集团效能或“合力”的地

缘共同体。① 地缘文明在时空中不断运动 ,或扩

张 ,或收缩 ,或慢 ,或快。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 ,各文明间的互

动和交往加深 ,跨文明的移民活动空前活跃 ,交往

的深度和广度超前。文明间的互动和交往是人类

历史发展的动力 ,是人类历史变革和社会进步的

标尺 ,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人类文明交往

的基础是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 ,而生产实践活动

的前提是人类的社会交往 ,即社会关系或联系。

各个文明之间通过互动和交往相互影响 ,文明交

往的发展总特点 ,是由对立、对抗走向对话、合

格。②

从地缘文明视角来看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

大精深、本质祥和 ,是世界文明宝库中一笔重要的

财富。当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

和谐、和平发展 ,既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 ,又

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中国主张各种文明

求同存异、和睦共处、共同繁荣 ,主张建立多种文

明共同发展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在处理国与

国关系的实践中维护多样文明 ,不以社会制度和

意识形态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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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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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张以文明对话、交往

代替文明冲突 ,承认并维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 ,

主张通过战略对话缓和战略竞争 ,世界各国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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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而美国文明发展的历史并不长 ,但经过 1776

年建国以来二百多年的发展 ,已经在世界文明之

中傲然挺立。美国文明具有开拓进取、面向世界、

重视国家利益、倡导民主自由、注重实效、富于创

新等优良传统 ,当然也具有对外扩张、美国至上、

个人主义等弊端。④

中华文明和美国文明 ,都是多种文明不断融

合的综合体 ,中华文明是儒、释、道等不同思想不

断融合的文明综合体 ,美国文明更以大熔炉而著

称。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带动下 ,中美文明间的

互动和交往加深。中美文明之间超越了国家的界

限 ,相互融合互动。两种文明互相借鉴、取长补

短 ,中美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相互学习的迫切心情

是中美文明互动的基础。在价值观问题上 ,中美

政治意识形态虽有明显差异 ,但是支撑政治意识

形态的一些基本价值观 ,如自由、平等、民主、法

治、崇尚科学等却是非常接近甚至趋同的⑤;在人

权问题上 ,双方有明显分歧 ,自 1990 年起 ,美国连

续 10 次 (除了 1998 年外) 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

提出涉华提案 ,但都以失败告终。在教育、文化、

艺术、体育交流方面 ,两国人员来往频繁 ,沟通和

交往大大增加 ,中美建交以来已有 30 多万中国学

生和学者赴美国学习和访问⑥,美国到中国学习

的人数也不断增加。以复旦大学为例 ,目前 ,复旦

大学已与 100 多所美国的大学建立了交流合作关

系 ,如复旦大学和耶鲁大学建立了长期伙伴关系 ,

美国乔治敦大学还在复旦大学设立了办事处。随

着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中美文明之间的相互

对话和沟通机制也不断完善 ,对中美关系的稳定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李江涛 :《中美两国签署进一步扩大教育合作交流谅解备忘录》, http :ΠΠwww. gov. cnΠzwjwΠ2006211Π16content —

444957.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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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由于中华文明和美国文明存在一定的差异 ,

随着双方互动地进一步加深 ,势必带来一些摩擦

和冲突 ,但从文明融合、交流的趋势来看 ,两种文

明间的差异将日趋缩小 ,由此引发的摩擦和冲突

也将趋于减弱。随着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中

美文明之间的相互对话和沟通机制也不断完善 ,

形成了包括首脑热线、高层互访、战略对话、民间

交往等在内的一个立体的沟通体系 ,对中美关系

的稳定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五、中美关系发展的新特点

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明构成了广泛

的中美互动空间 ,三者相互作用、相辅相成 ,共同

推进中美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成为中美关系发展

的一个新特点。地缘经济和文明互动虽然不反映

在领土疆域地图上 ,然而这种隐性的互动对中美

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中美之间通过积极的地缘政治互动 ,在反恐、

反扩散及各种非传统安全领域进行合作 ,在建立

国际经济新秩序等问题上取得共识 ,强化战略协

调机制 ,定期开展高层战略对话 ,完善危机管理机

制的建设。

中美之间通过良性的地缘经济互动 ,经贸关

系开始走向成熟 ,经济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

上升。由于中美之间有着巨大的共同地缘经济利

益 ,中美经贸关系已经成为双边关系的“稳定

器”①,成为中美关系新的战略支点 ,支撑着中美

关系稳定地向前发展。

不同文明之间有冲突、有融合、由冲突到融

合 ,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② 中美之间通过良

性的地缘文明互动 ,使得两国关系得到进一步发

展 ,中美之间的相互对话和沟通机制也不断完善。

形成了包括首脑热线、高层互访、战略对话、民间

交往等在内的一个立体的沟通体系 ,对中美关系

的稳定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中美双方既是利益攸关方 ,又是建设性合作

者 ,双方拥有广泛的战略利益。最近 ,胡锦涛主席

在会见前来北京出席奥运会开幕式及观看相关活

动的小布什总统时说 :“中美关系总体保持良好发

展势头 ,面临进一步发展的战略机遇。”③

The Ne w Characteristics of Sino2US Relations : A Geo2analysis
Ni Shixiong , Qian Xuming

( Center For American Studies , Fudan University , Shanghai 　200433 , China)

Abstract : In the 21
st

Century , the world has entered a new geopolitical era and Sino2US relations are taking on

some new features.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interactions in the geo2political , geo2economic and geo2
civilization areas.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ed to enhance mutual trust , and to make joint effort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ve and cooperative relations in the days a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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