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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来，中国经历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随着中
国的经济、技术能力和
政治影响力成倍增长，
它对世界的看法也有所
改变。今天的中国领导
人 已 不 再 引 用 邓 小 平
的“韬光养晦”箴言。
中 国 视 自 己 为 一 个 大
陆大国，也渴望成为一
个海洋大国；它一直致
力于陆军和海军的现代
化，以使将其军队转变
为一支世界级的战斗力
量。中国越来越希望保
护和推进其海外利益，
并确保其在国际事务中
应有的地位，这是完全
可以理解的。

与 此 同 时 ， 在 许
多 方 面 仍 然 是 超 级 大
国的美国，正在重新评
估其宏观战略。随着美
国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 G D P ） 中 所 占 份 额
的减少，目前尚不清楚
它是会继续承担维护国
际和平与稳定的重任，
还是会转而采取更狭隘
的“美国优先”方式来
保护自身利益。

美中的重大抉择

美国和中国各自面
临重大抉择。美国必须
决定，是将中国的崛起
视为一种生存威胁，并
试图以一切可能的手段
遏制中国，或是承认中
国本身就是一个大国。
如果选择后者，美国就
必须制订与中国打交道
的方法，尽可能促进合
作和良性竞争，而不让
竞争伤害整体关系。理
想情况是，这一竞争将
在商定的多边框架内进
行，并采用类似联合国
和世界贸易组织所遵循

的规则和准则。
就中国而言，它必

须决定是否要成为一个
不受制约的大国，为所
欲为，凭借其绝对的影
响力和经济实力取胜，
但也要冒着遭到美国和
其他国家强烈抵制的风
险。这种做法可能会加
剧紧张和不满情绪，从
长远来看，会影响中国
的地位和影响力。

又 或 者 ， 中 国 可
以 承 认 自 己 不 再 积 贫
积弱，并接受世界目前
对它抱有的更高期望。
在政治上，中国不再有
理由享有它在较小和较
不发达时所获得的优惠
和特权，例如2001年加
入世贸组织时的慷慨条
款。一个更大、更强大
的中国，不仅应该尊重
全球规则和规范，也应
该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维护和更新中国取得如
此 辉 煌 成 就 的 国 际 秩
序。如果现有规则和规
范不再适用，中国应与
美国和其他国家合作，
制定出所有国家都能接
受的订正安排。

创 建 新 秩 序 的 道
路并不平坦。强大的国
内压力推动和制约着两
国的外交政策选择。在
当前的美国总统竞选活
动中，外交政策并没有
得到太多的关注，即使
有，其主要焦点也是“
美 国 优 先 ” 这 一 主 题
不同版本的论述。在中
国，领导层的首要任务
是确保国内政治稳定，
并在经历了近两个世纪
的软弱和屈辱之后，再
次展现出一个古老文明
正 在 崛 起 的 雄 心 。 因
此，我们不能想当然地

认为，美中会根据对国
家利益的理性考量来处
理双边关系，甚至拥有
互利共赢的共同愿望。
两国不一定会走上对峙
的道路，但也不能排除
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亚太区域的势力变
化

美 国 慷 慨 、 开 放
的 政 策 极 大 地 造 福 了
亚 太 区 域 ， 这 些 政 策
源于根深蒂固的政治理
想，及其作为“山巅之
城”和“光照诸国”的
自我形象，但它们也反
映了其明智的自身利益
考虑。一个稳定而繁荣
的 亚 太 区 域 ， 首 先 是
冷战时期对抗共产主义
国家的堡垒，然后是世
界上一个由许多对美国
友好、稳定而繁荣的国
家组成的重要地区。亚
太区域为美国企业提供
了巨大的市场和重要的
生产基地。这也难怪美
国在亚洲有几个最坚定
的盟友，如澳大利亚、
日本和韩国，还有一些
长期合作伙伴，如新加
坡。

中 国 在 本 区 域 也
有重大利益。东北亚依
然笼罩在第二次中日战
争 和 朝 鲜 战 争 的 阴 影
下。东南亚是中国能源
和原材料的来源地、经
济合作伙伴，以及重要
的海上交通线。为了保
护能源安全，它也将马
六甲海峡和南中国海视
为必须保持开放的咽喉
要道。但与美国的一个
关 键 区 别 是 ， 中 国 将
亚 太 区 域 视 为 俄 罗 斯
所谓的“近邻”（near 
abroad），因此对其自

身安全至关重要。
自 二 战 以 来 ， 美

国第七舰队为东南亚地
区的安全做出了贡献。
它确保海上交通线保持
安全和开放，从而促进
了贸易和经济增长。尽
管中国的军事实力不断
增强，但它还是无法取
代美国所发挥的安全角
色。与美国不同的是，
中国在南中国海与本地
区的几个国家存在海洋
和领土争端，这些国家
会认为，中国的海军部
署是为了推进其海洋和
领土主张。

阻碍中国接替美国
在目前所扮演的安全角
色的另一个障碍是，许
多东南亚国家都有为数
不少的华裔少数民族，
他们与占多数的非华族
的关系往往很微妙。这
些国家对任何中国对其
华裔人口有过度影响的
看法都极为敏感，尤其
是回想起中国在1980年
代初之前，一直支持东
南亚共产主义叛乱的历
史。在可预见的未来，
这些敏感因素将制约中
国在东南亚事务中的角
色。

新 加 坡 是 东 南 亚
唯一以华人为主的多元
种族国家。事实上，它
是世界上除中国之外，
唯一拥有如此人口结构
的主权国家。然而，新
加坡却为打造一个多元
种族，而非华族的国民
身份付出了巨大努力。
而且，它还极其小心地
避免做任何可能让自己
被误认为是中国的爪牙
的事情。为此，新加坡
直到1990年才与中国建
交，成为除文莱外最后

一个与中国建交的东南
亚国家。

美国很难或者几乎
不可能取代中国，成为
世界最大的供应国，就
像美国自己没有中国市
场是不可想象的一样。
中国是美国商品的第三
大进口国，仅次于加拿
大和墨西哥。但中国也
无法取代美国在亚洲的
经济地位。全球金融体
系主要依赖于美国金融
机构，人民币近期内不
太可能取代美元成为世
界储备货币。尽管其他
亚洲国家对中国的出口
超过对美国的出口，但
美国跨国公司仍然是包
括新加坡在内的许多亚
太国家最大的外国投资
来源。中国的大公司已
开始在海外投资，但它
还需要很多年，才能拥
有与美国同样规模和水
平的跨国公司。这些跨
国公司将全球生产链结
合在一起，把亚洲与全
球经济联系起来，并创
造数百万个就业机会。

基于这些原因，亚
太国家不希望被迫在美
中之间作出选择。它们
希望与双方培养良好关
系。它们承受不起疏远
中国的代价，而其他亚
洲国家将尽最大努力，
不让任何单一的争端主
导它们与北京的整体关
系。与此同时，这些亚
洲国家视美国为在本区
域拥有重大利益的常驻
大国。当美国总统奥巴
马宣布，美国打算对其
亚洲外交政策进行“再
平衡”时，亚洲国家的
态度大体上支持，不过
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明显
表态。让它们感到欣慰

濒危的亚洲世纪
美中对抗的危害（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