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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防部长的人选。主
要从事国防政策和国际
安全领域研究，包括对
外进行军事干预、武器
储备等。

6、莱尔•布雷纳德
（Lael Brainard）曾在奥
巴马时期财政部任职，
是当前财政部长人选。
克林顿政府时期，曾担
任副国家经济顾问兼负
责国际经济问题的总统
顾问助理，负责执行北
美自由贸易协定、解决
亚洲金融危机、推动中
国 加 入 W T O 等 ； 奥 巴
马政府时期，曾担任美
国财政部国际事务副部
长，负责欧元区危机和
中国货币关系；现任美
联储理事会成员，主要
从事全球经济、金融改
革等领域研究。

7、萨曼莎•鲍威尔
（Samantha Power），其
对外主张多边主义，支
持美国制裁朝鲜、利比
亚等国家。

鲍 威 尔 曾 任 奥 巴
马时期美国驻联合国大
使，是拜登竞选团队顾
问 。 从 事 人 权 政 策 服
务，提高女性权利和保
护宗教弱势群体、保护
难 民 与 减 少 人 道 灾 难
等。后离开政府从事研
究 国 际 和 平 和 安 全 研
究。

1.2 拜登与特朗普

对华思想的异同
拜 登 与 特 朗 普 均

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对美
国的挑战；但拜登与特
朗普在对华策略上有区
别，核心在于拜登反对
特朗普的单边遏制、逆
全球化的思想，希望通
过联合盟友制衡中国。

具体来看，贸易方
面，拜登反对特朗普的
广泛关税战、中美“第
一阶段”贸易协定。呼
吁建立盟友统一战线利
用现有贸易法律制衡中
国。

科技方面，拜登强
调团结盟友并制定行业
标准，以管理高技术的
全球使用。

地缘政治方面，拜
登强调增加美国在亚太
地区军事部署、重振美
国亚太主导地位、恢复
和重构盟友关系。

1.3 结论：美国对
华遏制不变，但方式方
法有变

美国两党已达成对
华强硬共识。1979年中
美建交至今，中美关系
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1 ） 合 作 共 赢
（ 1 9 7 9 - 2 0 0 0 ） ： 中 美
有共同对抗苏联的利益
基础，其后为促进中国
走向西方的自由经济、
民主政治、获得中国市
场，美方拉拢中国，支

持中国加入WTO。两党
对华整体友好，对华接
触是共识。

2 ） 竞 争 合 作
（ 2 0 0 0 - 2 0 0 8 ） ： 中 美
有竞争也有合作，2000
年共和党政纲提出“中
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
手 ， 而 非 战 略 合 作 伙
伴 ” ， 但 9 1 1 事 件 后 美
国需要与中国合作对抗
恐怖主义等，美国对中
国实施“接触”与“遏
制”战略。两党在此阶
段对华定位出现分歧，
共和党对华态度转为强
硬与拉拢交织，民主党
主张继续与中国接触，
认为中美关系恶化会损
害美国国家安全利益，
但也关注中国的人权问
题。

3 ） 战 略 遏 制
（2008-今）：美国受金
融危机重创、贫富差距
拉大，反全球化抬头，
同时中国超越日本成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提
出“一带一路”倡议、
南海冲突加剧。美国重
返 亚 太 ， 实 施 “ 亚 太
再平衡”，对华全面遏
制。两党对华重新走向
共识，即遏制中国。美
方认为中国是政治的威
权主义，经济上的国家
资本主义，贸易上的重
商主义，国际关系上的
新扩张主义。

但两党在执政理念
上的本质区别决定
其对华手段不同。

民 主 党 支 持
新 政 自 由 主 义 理
念，提倡缩小贫富
差距、加大政府经
济干预以及更多社
会福利、宽待移民
以 及 包 容 多 元 文
化，更关注人权和
意识形态，外交上
主张“美国领先主
义”、倾向于联合
其 他 国 家 压 制 中

国，保障美国的世界地
位。

共 和 党 属 于 保 守
党派，奉行文化保守主
义 、 经 济 古 典 自 由 主
义，强调自由与效率、
公平贸易、限制政府规
模和政府管制等，外交
上实行汉密尔顿的“孤
立主义”原则、疏远外
部 关 系 ， 强 调 国 家 利
益，因而面临中国的崛
起会疏远甚至切断和中
国关系。

2 拜登当选后美国
对华政策展望

特朗普改变了奥巴
马时期的外交政策，拜
登将予以纠正。但在中
国崛起的背景下，拜登
必然会维护美国利益，
在避免冷战、脱钩的基
础上制衡中国。

2.1 贸易领域：美
国 可 能 会 通 过 联 合 盟
友、制定国际规则制衡
中国

奥 巴 马 政 府 的 贸
易政策以实用主义为原
则，在自由贸易和贸易
保护之间寻求平衡，同
时考虑不同利益集团诉
求。2009年10月美国财
政 部 发 表 的 报 告 还 称
未发现包括中国在内的
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存在
操纵货币汇率行为以获
取不公平贸易优势的情
形，但2010年2月奥巴马
又承诺今后将对中国在
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继
续采取强硬对策。

中 美 经 贸 摩 擦 短
期会有所缓和，长期来
看，美国将通过联合盟
友、制定国际规则制衡
中国。具体来看，

1）拜登政府将推进
双边贸易协定，主导多
边贸易框架，支持美国
回归TPP，支持美墨加
贸易协定(USMCA)等。

2 ） 民 主 党 党 纲 批
评 特 朗 普 对 中 国 发 起
的贸易战“根本没有胜
算”，给美国农民、制
造商、工人和消费者带
来巨大的困难。考虑到
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受损
的农民、商会等利益集
团，短期中美经贸摩擦
将有所缓和。

3）拜登曾表示中国
应该对不公平的贸易政
策负责，但他不认可特
朗普单方加征的做法。
另外，拜登竞选顾问表
示，拜登将与美国的主
要盟国商讨，争取“集
体影响力”制衡中国。

4）拜登的经济复苏
计划中包括打击中国贸
易不正当行为的承诺，
涵盖补贴、倾销、汇率
操纵、强制技术转让和
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
拜登政府可能在未来中
美经贸协议谈判中着重
转向非关税贸易措施。

2.2 科技领域：美
国可能会通过制定行业
标准等手段打压中国高
科技

美 国 已 意 识 到 中
国高技术发展对美国的
冲击，拜登政府或将联
合其他国家制定行业标
准，打压中国高科技，
但 会 避 免 中 美 科 技 脱
钩。

拜 登 曾 在 民 主 党
总统初选辩论中表示不
允许中国公司在美建设
能源、金融服务、通讯
等关键基础设施。但考
虑到科技公司在拜登竞
选募资中的贡献，拜登
在面临科技界游说时可
能放松对中国公司出口
一些次高精尖科技技术
和产品的限制，但不会
放 开 人 工 智 能 、 5 G 等
高精尖技术的出口。根
据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数据，拜登竞选

             拜登对华政策展望        中
   反对中美脱钩  重新布署亚太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