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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凯硕文章：
看清中美竞争的本质

过去30年是中美
力量对比发生剧变的
30年。看人均，美国
收入最低的50%人群
收入和生活水平一直
在下降，而中国最困
难群众则经历了历史
上生活水平提高最快
的30年。看总量，中
国从只占美国国内生
产 总 值 （ G D P ） 的
10%发展到目前按购
买力平价计算GDP已
超越美国。

可以说，美国迷
失了发展道路，而中
国找到了正确道路。

美 国 迷 失
了 发 展 道 路 ， 
原因有三：

一是美国被冷战
的胜利冲昏了头脑，
自上世纪90年代起坐
吃山空进入 “自动驾
驶” 模式，而与此同
时中印等亚洲国家迅
速崛起，可能重回其
历史上的辉煌时代。
福 山 的 《 历 史 的 终
结》应该写成《历史
的归来》更为恰当，
更能让美国警醒。

二 是 美 国 沉
迷 于 里 根 自 由 
至上的理念，认为政
府是问题而非解决方
案，忽视了公平性原
则，而美国的开国元
勋将自由和平等视为
民主的两大支柱，丧
失平等导致美国收入
最高的1%人群占国民

总收入的比重爆发式
增长，美国政府只属
于这1%的顶层人士，
依靠1%，为了1%。

三是美国民意撕
裂达到令人愕然的程
度。所有人都在目睹
特朗普与拜登之间相
互攻讦的历史大戏。

中 国 找 到
了 正 确 道 路 ， 
原因亦有三：

一是中国勇于加
入全球化浪潮。

二是中国在中国
共产党的带领下，从
最伟大的思想家中选
择领袖领导国家，充
分发挥了14亿人民的
才能。只要中国实现
韩 国 或 日 本 的 人 均
GDP，中国的GDP规
模将远远超过美国。

三是中国共产党
从聚焦意识形态转向
更 加 务 实 ， 像 邓 小
平 所 说 黑 猫 白 猫 抓
到老鼠就是好猫。大
家 都 注 意 到 《 习 近

平谈治国理政》一书
的英文译名是“THE 
GOVERNANCE OF 
CHINA”。显然中国
并不热衷于对外输出
意识形态。

美国误读中国意
图

从根本上看，中
美 之 间 是 贤 能 政 治
M E R I T O C R A C Y ，
和 金 权 政 治
PLUTOCRACY之间
的较量。

美 国 人 往 往 认
为，美式民主和中国
共产党竞争，民主一
定会赢。但事实上，
美国已成为缺失平等
的民主，而中国正在
中国共产党最伟大的
思想精英治下发展繁
荣。

美国金权政治的
后 果 是 无 法 应 对 其
发展的结构性挑战。
如以冷战相类比，美
国 现 在 的 做 法 越 来
越 像 以 前 的 苏 联 ，

例 如 受 国 会 各 种 利
益 集 团 绑 架 无 法 削
减庞大而不必要的军
事开支，不能将这些
资金用于亟须的科研
和教育，而中国则保
持 军 事 开 支 与 G D P
固定比例相挂钩。美
国越来越意识形态化 
而中国越来越务实。

美国误读了中国 
的战略意图。中国是
能够和平崛起的，没
有用武力夺取美国霸
权的意图，正像基辛
格博士所讲“中国人
崇尚不战而胜”。中
国最希望民族复兴，
首先是处理好内部的
发展和稳定事务，找
回过去2000年古中国
所享有的世界地位和
尊重，忘掉鸦片战争
以来的屈辱。

这是一种以获得
尊重为目标的内政外
交战略，而美国尤其
是蓬佩奥等人的谩骂
则让中国人感到旧日
屈辱重上心头，只会
刺激中国更团结、更
强硬。

特朗普决心与中
国进行地缘竞争，但
并没有一个全局性的
长远战略，不仅亲手
毁掉美国自己建立的
战后多边主义机制，
也没能经营好其亚太
盟友体系。泰国、菲
律宾这些名义上的美
国盟友与中国走得更
近，亚洲国家更希望

看到一个不强迫它们
选边站队的美国，而
不是让它们在大国竞
争中两败俱伤

未来属于多边主
义

新冠肺炎疫情向
世 人 更 加 清 楚 地 表
明，世界各国在同一
条船上。作为世界最
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
达国家，中美一定能
够在服务各自人民的
福祉基础上找到相互
合作的必要性和具体
领域。

亚洲国家均认为
1945年建立的以联合
国为核心的多边主义
机 制 是 “ 西 方 的 礼
物”，中美双方应携
手加强现有的多边主
义机制，在贸易、网
络安全、核裁军等领
域形成一套更加行之
有效的规则。对于其
他国家来说，也应该
用好联合国安理会和
联合国框架内的多边
机制。

作 者 系 新
加 坡 国 立 大 学 
知名学者。

本文摘自他近日
参加巴西知名智库巴
西国际关系中心举办
的“21世纪大国竞争
与多边主义” 专题视
频研讨会时发表的主
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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