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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而言，在
实力进一步提升后，
再和美国和平谈判界
定利益范围，是最好
的解决路径。

“我们希望中国
失败吗？”在纽约一
个专为西方决策者和
评论员举办的研讨会
上，与会者翻阅了一
份 今 年 经 济 预 测 报
告，其中一人问道，
为什么把中国经济增
速骤降列为2023年的
一大风险——“这难
道 不 是 我 们 希 望 的
吗？”

毕竟，美国总统
拜登一再表示，他愿
意为保卫台湾而与中
国大陆开战。欧盟将
中国描述为“系统性
竞争对手”，英国正
在辩论是否正式将中
国列为“威胁”，日

本已经开始行动。但
事实可能更为复杂。
西方不希望看到战略
对手继续发展强大，
但已是全球140国家
最大贸易伙伴的中国
经 济 ， 如 果 陷 入 衰
退，也必将使全世界
经济陷入灾难。“西
方决策者化解这场争
论的方法是提出另一
个问题：不是‘我们
希望中国成功还是失
败？’而是‘我们如
何管控中国的持续崛
起 ？ ’ ” 《 金 融 时
报》专栏作家拉赫曼
写道。

中美战略竞争包
含了从意识形态到地
缘政治多个维度，但
根本是利益竞争。美
国希望中国在成为华
尔街—西方投资人大
获其利的低端制造业

生产基地后，止步于
此，毕竟大部分“伪
工业化”发展中国家
在工业化进展到一定
程度就停滞，进入所
谓“中等收入陷阱”
。但是中国在完成工
业 化 后 没 有 止 步 不
前，反而踏进美国认
为 只 属 于 自 己 的 地
盘。这超过了美国的
接受范围。

由于美国对欧日
的成功压制、对苏联
和平演变的成功和中
国的“韬光养晦”，
美国在中国加入世贸
组织谈判时，便想以
让中国成为美国初级
产 品 生 产 基 地 的 条
件，来换取中国像日
本那样对美国领导地
位的绝对服从；美国
也想借着中国扩大改
革开放，影响中国的
社会舆论。

后来美国发现自
己管控失算，经济发
展并没有让西方民主
思 潮 在 中 国 社 会 泛
滥。中国对美国的经
济比重超过日本当年
对美的占比后，军事
实力（五代机、航母
和巡洋舰、高超音速
反舰导弹等）、增长
势头和制造业体量（
已 超 过 七 国 集 团 总
和）远非当年日本可
以相提并论。中国一
贯坚持的独立自主外
交政策和发展策略，

对 美 国 来 说 不 像 日
本，更像苏联。

“ 管 控 中 国 崛
起”成为西方政策愿
景，撇开“傲慢”不
说，对华争论本身就
说明西方各国政府目
前仍举棋不定。一般
来说，两种世界秩序
模式正在西方决策者
的脑海中缠斗：一种
是基于全球化的旧模
式，另一种是基于大
国竞争的新模式。

旧模式强调经济
发展，以及中国人所
说 的 “ 双 赢 合 作 ”
；“一带一路”倡议
是代表，坚信经济稳
定和贸易增长对世界
各国都有好处。该模
式还鼓励在气候变化
等关键议题上，延续
过 去 的 国 际 合 作 方
式。但美国认为中国
的国家资本主义构成
了西方没有任何胜算
的不公平竞争。

新模式认为，一
个更富裕的中国增强
了国防科技和军事实
力，不幸变成了一个
更具威胁性的国家。
新模式的观点是，除
非中国自己改弦更张
或 野 心 受 到 外 部 遏
制，否则全球和平与
繁荣将受到威胁。俄
乌战争和中俄合作强
化了这种观点：现在
最适合从大国竞争的
角度看待世界。

这两种观点是自
由主义和国家主义两
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
差异，且都含有“利
益 ” 的 成 分 。 一 个
失败的中国可能对西
方世界的稳定构成威
胁，而一个成功的中
国也可能如此。

对中国而言，在
实力进一步提升后，
再和美国和平谈判界
定利益范围，是最好
的解决路径。虽然美
国一再挑衅，但中国
没有流露出主动打破
世界格局的意思，这
在峇厘岛中美首脑会
晤时得到确认。但中
国可能等不到和美国
真正谈判的时机，美
国开始致力于以大联
盟和全面战略竞争封
堵中国，中国对美国
的信任感将逐渐在冲
突中消耗殆尽。

但和俄罗斯不同
的是：中国综合国力
更为强大，对核心战
略诉求（台湾）的法
理权，要远优于俄罗
斯之于乌克兰东部地
区；由于多年被美围
堵，对其警惕性也强
于俄罗斯。中国有信
心接受世纪挑战。

（作者是中国成
都 世 通 研 究 院 副 院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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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拜登（右）与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去年11月14日在印度
尼西亚巴厘岛举行首次面对面会

晤。（路透社档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