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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需要实现四大超越

王帆
外交学院 国际关 系研究所教授

对于中美关系而言
,

要想在未来的岁月中取得

突破
,

关键是能否实现四大超越
。

一
、

超越极化分割
。

无论是两极还是多极
,

这

仍是国家行为体至上或国家行为体唯一的时代观
,

仍是权力政治思维的产物
,

是偏狭的单一层次论的

体现
。

忽视了国际事务多种因素互动的复杂现实
,

贬低了高于或低于国家的国际组织的积极影响
。

中

美两国应带动国际社会多层次有效合作的进程
,

并

发挥更为主动的作用
。

二
、

超越制度分歧和价值观歧见
。

不同制度之

间的良性竞争将成为长期共存的现实
。

一些发展中

国家和新兴发展国家以各自的发展模式实现可持续

增长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

这些成就可能是阶段性

的
,

但仍具有巨大的说服力
,

即国家以符合自身特

性为基础制定发展战略而不是照搬一个模式的改革

方向是值得探索的尝试
。

在当前的金融危机影响

下
,

发达国家自身模式的隐患也使人们相信世界上

没有普世的完美的制度
,

不同制度模式以及不同价

值观的共存是符合人类多样化现实的
,

新兴发展中

国家无法也不能复制以往大国的强国之路
,

不同制

度的探索均是对人类发展的贡献
。

中美两国遵循和

而不同的原则就是对人类创造性的尊重
。

三
、

超越地区合作走向全球合作
。

中美两国在

亚太地区的合作与交流取得了一些进步
,

尤其是中

美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可谓合作处理热点问题的新

典范和新尝试
。

中国不会谋求中美共治的格局
,

但

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
,

中国会像其他国家一样

在更多地区问题上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

推动国

际和平的进程向前发展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中美合

作是不以地区划分的
。

四
、

超越权力政治限制
。

权力政治是国际政治

的某种现实的反映
。

制约中美关系发展的最大瓶颈

还是权力政治
。

权力政治与均势及联盟式政治相

连
。

在这一思维框架下
,

争斗与冲突无法避免
。

改

变权力政治思维只有中国一方努力是不够的
,

需要

双方共同努力
,

增强互信
,

增信释疑
。

总之
,

美国需要避免两面下注
,

中国不是美国

的赌注
,

而是美国可以合作的坚定的伙伴 美国需

要避免走传统西方式霸权统治的老路
,

尊重世界
“

非西方化进程 ,’ 中美两国应主张未来的国际秩序

是制度主导而不是国家主导
,

通过建设和完善国际

制度来管理国际社会 中美关系中充斥着许多新的

议题 能源
、

环境
,

反核扩散等等
,

这些都成为中

美关系中新的增长点 中美之间需要确立新型非联

盟合作型关系
,

即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

这种战略关

系必须有共同或相互认同的权利和义务
,

也需要承

担彼此认为对方必须承担的责任
。

同时需要进一步

明确和研究中美关系中共同的行为规范和准则
。

未来中美关系 双边调适之道

沈丁立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中美关系
,

讲到底是一个既有超级大国与一个

最有希望在较短时期内上升为一个新超级强国的两

个国家之间的关系
。

中国即使重返超级地位
,

并非

不可思议
。

在两个世纪前的长时期中
,

现在中国的

前身就是世界超级大国
。

中国在近代长期沉沦之后

再度上升
,

已是不争事实
。

再度成为超级强国
,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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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具可能 在一个开放的
、

非殖民的全球化时代
,

以和平共赢的方式获得自身发展
,

同时不挑战他方

合法利益
,

甚至为寻求发展机遇而根据力量对比做

出策略性妥协
,

就更有可能争取到持续和平发展的

时间与空间
。

避免谈论中国再度成为超强的可能
,

无助于化解当代既有强国对中国上升的担优
,

更逞

论取得大国对此的坦然接受
。

中国要取得更为理想的国际竞争地位
,

需深刻

反省自身的不足
,

不卑不亢地深化现代化的进程
,

包括继续学习美国和其他强国的成功之道
。

其间
,

中国也许更能体察美国的思想来源和实践范式
,

并

更有能力与美国与整个世界合作
,

协同处理好广泛

的国际事务
,

并依据自己的理想和能力
,

制约美国

或其他国家未来可能的不遵约
、

非合作行为
。

同样

重要的是中国需要将和平崛起的理念加快付诸实

践
。

惟其如此 中美关系未来发展才更具相互尊重

和可接受性
。

中美关系的双重形势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近几年来
,

美国政府越来越倾向于从美国的能

力和利益出发
,

在更大的范围和更长远的意义上尝

试接受一个现实趋势
,

即中国和平地兴起为世界主

要强国之一
。

与此相关
,

它虽然一方面继续对华军

事防范
,

增进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并力图加强对

华外交竞争
,

但另一方面也致力于积极增进和显著

拓宽对华协调
,

更加注重与中国之间的经贸相互依

赖关系和有选择的战略合作
,

并且将这些置于对华

政策和整个对外政策议程中的更显要位置
。

美国政

府的这种基本动向与中国成功的对美战略一起
,

构

成中美关系总体上比较良好的两个重大原因
。

不仅如此 目前美国正处于几十年来最严重的

金融危机之中
,

并且可能面临经济严重萧条的前

景
,

因而争取拥有巨量资产的中国大力参与营救
,

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重中之重
。

与此同时
,

随俄罗

斯对格鲁吉亚的
“

五天战争
” ,

美俄之间的情感交

恶和战略对立大为加剧
,

这必然导致华盛顿更难承

受搞坏对华关系的代价
。

鉴于中国对美国的巨大重

要性和中国国际态势的高度和平性质
,

可以预料即

使 年 月白宫易主后
,

美国对华态势的某些

方面可能有负面变动
,

但上述大趋势远不可能发生

重大改变
。

中美关系可以有良好的未来
。

然而与此同时
,

中美两国间的中长期结构性矛

盾正在变得比过去更为深刻 中国对美贸易持续巨

额出超
,

愈益成为美国国内强劲的保护主义舆论的

主要垢病对象
,

中国外交和经济影响的广泛扩展和

迅速增进
,

已引起美国所有各派精英的不快
、

嫉妒

和忧惧
,

中国持续和加速的军力发展已成为美国军

事战略家和保守派耿耿于怀的优心事态
,

关于经济

成功的
“

集权主义强国
”

具有体制生命力和模式吸

引力的理念正在美国愈益蔓延
,

中国的迅速发展越

来越被认作是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价值观
、

精神

优势和自信心的最大长期挑战
。

因此
,

尚远不能肯定中美两大巨型国家未来必

定能够几十年一贯地避免经久对抗甚而重大冲突
。

与此同时
,

在中国的自主发展成就震撼美国的自信

自傲这一背景下
,

美国朝野在思想深处将继续反复

踌躇和徘徊
,

从而总的来说增进美国对华态度的波

动和复杂性
。

在中美关系的上述双重形势中谨慎行

事
,

促进协调
,

控制竞争
,

避免冲突
,

乃是中美两

国政府和公众的共同责任
。

《抽参闷口研究》匆 娜粼 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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