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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
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
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应约
与美财政部长耶伦举行
了视频通话。本周，中
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将在二十国集团外长会
期间同美国国务卿布林
肯举行会晤，就当前的
中美关系和重大国际和
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中
美关系走向备受关注。

不 久 前 ， 美 国 驻
华大使伯恩斯曾说，当
前中美关系可能正处于
1972年美国前总统尼克
松访华以来的最低谷。
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表
示，中美关系正处于关
键关口，希望中美双方
共同努力，推动两国关
系早日回到健康稳定发
展的正确轨道。

中 美 两 国 能 否 维
持战略理性，限制而非
激化大国冲突并达成合
作？中共中央党校国际
战略研究院教授梁亚滨
就此接受了中新社“东
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
如下：

中 新 社 记 者 ： 在
当前全球疫情、俄乌冲
突、经济困局中，世界
期待中美合作助推世界
尽快走出当前困境。但
美国一些人士的言论和
行为，似乎将中美关系

推向相反的方向。您如
何看待？

梁亚滨：回顾中美
关系的历史，美国对华
定位发生了剧烈变化，
从敌人逐渐变成合作者
和利益攸关方，再到现
在的战略竞争对手。在
此变化过程中有很多因
素，既包括技术进步、
经济发展和一大批发展
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
也包括中美两国各自意
识形态和战略自信的变
动。

当 下 ， 面 对 中 国
实 力 上 的 崛 起 及 意 识
形态上的强化，美国产
生了战略焦虑。在美国
看来，这种变化进一步
凸显了与美国在意识形
态、社会制度和价值观
上的差别和潜在冲突。
冷战结束后，美国愿意
继续与中国维持合作的
一个潜在前提是：因为
赢得冷战而高度战略自
信的美国有能力通过接
触 政 策 改 变 中 国 。 现
在，这个自信没有了，
因此开始对华转向战略
竞争。

但 是 ， 这 并 不 意
味 中 美 关 系 一 定 会 走
向冲突。中美两国发生
大规模军事冲突结果是
无法想象，也是无法承
受的。历史上有很多可
以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对此，双方都很清楚。
最 为 关 键 的 问 题 是 ，

作为两个核大国，中美
两国在互动过程中能否
维持真正的战略理性，
能否时刻不受意识形态
和民族主义情绪裹挟和
煽动，从最纯粹的现实
主义出发，谨慎、冷静
地处理两国关系出现的
一切问题，维持战略稳
定。

中新社记者：今年
5月，美国总统拜登访问
亚洲期间正式启动“印
太经济框架”(IPEF)，
这是否标志着拜登政府
的“印太战略”已基本
成型？

梁 亚 滨 ： “ 印 太
战略”最早由特朗普政
府 提 出 ， 并 有 一 定 进
展，例如四边安全对话
(QUAD)下四国同时参
加的常态化联合军事演
习，以及在后勤、情报
等诸多领域合作。

拜 登 政 府 上 台 后
总体上继承了“印太战
略”的构想，并且在另
外两个角度持续发力。
一 是 修 复 大 西 洋 两 岸
的“传统友谊”，团结
盟友，在国际范围内重
申 和 构 建 美 国 的 领 导
力。二是填补国际经贸
合作领域的空白。

IPEF有四个支柱：
互联经济、韧性经济、
清洁经济和公平经济。
互联经济的重点在于数
字经济，它与清洁经济
都被认为是未来经济增
长的重要板块，因此美
国要主导该领域的国际
规则和标准。韧性经济
的重点是供应链，重建
美 国 主 导 的 全 球 供 应
链，以更好地预测和防
止供应链中断，特别是
在关键矿物资源方面。
公平经济则基本继承了
特朗普在经贸领域的话

语 ， 反 对 无 原 则 的 自
由贸易，而是要在国际
贸易中加上诸多政治条
件 ， 包 括 税 收 、 反 洗
钱、反贿赂等制度和信
息交换。这四个支柱具
有明显排挤中国产业的
意味：中国在数字经济
和清洁经济领域具有较
大优势，而在产业链和
公平贸易方面与美国存
在较大的竞争。

与 过 去 经 贸 协 议
以更高层次的市场开放
和更大规模的经济援助
为吸引力不同，IPEF以
重建供应链和渲染意识
形态对抗作为撬动全球
经贸格局的杠杆。一方
面，致力于构建排挤中
国的国际供给链，推动
二战后第四次产业大转
移，削弱中国通过国际
贸易创造财富和实现技
术进步的能力。另一方
面，以意识形态为由，
从而在世界范围内为对
华贸易战、科技战和金
融战进行辩护，进而推
动其他国家与中国之间
的经贸脱钩。

从 这 个 角 度 来
看，IPEF确实标志着美
国“印太战略”基本成
型。

中新社记者：您如
何看待美国国务卿布林
肯发表对华政策演讲时
提出的“投资、结盟和
竞争”的新三分法？您
认为中国处理对美政策
的基调是什么？两者对
比有何不同？

梁亚滨：投资是指
美国要投资自己，提升
竞争力。

冷战期间，美国在
科技研发领域的投资比
曾占到GDP2%，现在只
有1%。因此，美国本届

政府试图通过加大投资
来重振国家实力。结盟
则是美国传统的外交手
段，盟友被认为是美国
外交力量的倍增力。特
朗普政府时期，美国破
坏了与盟友的关系，削
弱了美国的实力。拜登
政府甫一上台就格外重
视修复与盟友和伙伴国
的传统友谊与合作。在
全球化的今天，美国难
以孤立和打压中国，结
盟是对华竞争的重要手
段和支撑。中美作为世
界大国，战略竞争基本
都是明牌，比拼的是战
略智慧、战略耐心和战
略动员能力。

中美关系的好坏是
互动的结果。从新中国
成立后的历史来看，搞
好中美关系对解决中国
的安全和发展问题非常
重要，可以实现事半功
倍的效果。因此中国对
美政策应该致力于保持
双方的战略稳定，保持
外交转圜空间，避免走
上全面对抗的道路。

中 美 两 国 目 前 对
对方政策既有相同点，
也有不同点。首先，在
投资国内方面，两国是
一致的。任何政策的实
施前提都是具备相应实
力。其次，中国采取不
结盟政策，是与美国外
交政策最大的不同点。
不结盟的初衷是不以意
识形态划线，不与任何
国家为敌，本质上是团
结 一 切 可 以 团 结 的 力
量，致力于同所有国家
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
系。第三，中国目前依
然在寻求与美国实现战
略稳定和经贸合作。简
单来说，美国致力于分
裂世界，拉帮结伙对华
展开竞争，而中国则致
力于团结世界，尽最大
诚意来实现合作和共同
发展。

梁亚滨：中美两国
该如何限制而非激化大国冲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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