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 世纪袁和平与发展依旧是国际发展的主流趋

势袁但不可否认袁战争与和平是人类社会存在的两个

部分袁也是国际关系的两种常态遥尽管我们大多数人

一直追求和平袁 然而大多数人的追求总是被一个无

情的事实所打断院绝对的和平并未出现袁相对的和平

亦总是短暂遥战争一向为世人所不齿袁但它却从未缺

席过人类的政治生活遥 在大国关系决定着国际社会

关系最终走向的今天袁 战争与和平两种客观状态之

间袁目前还存在着一种不稳定的中间状态院冷和平遥
就像战争分为野热战冶与野冷战冶一样袁和平同样存在

着野真和平冶与野冷和平冶渊假和平冤遥 而当今世界正处

于这样一种非常不稳定的野冷和平冶状态遥

一尧中美关系处于野冷和平冶状态
的国际背景

亚里士多德认为袁战争的目的必须是为了和平遥
在国际关系史上袁战争的时间甚至比和平时期要长遥
当前国际秩序正出现一种消极趋势袁 正在逐渐向无

序状态长期演进袁这并不利于 21 世纪世界的和平与

发展遥 和平从来不是必然的袁因为真正意义上的野世
界秩序冶从未存在遥 基辛格认为袁历史上主要存在着

三种国际秩序袁即亚洲的等级制秩序尧伊斯兰野非此即

彼冶的宗教秩序尧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均势秩序[1]遥 目

前这三种国际秩序均受到严峻挑战袁 当今世界虽然

处于一个崭新的世纪袁却是一个失序的时代遥
中国的和平发展袁得益于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遥

中美合则两利袁斗则双输袁崛起国与守成国的关系是

西方历史上大规模战争冲突的主要根源袁 但中国绝

不想重复这一历史老路遥 中国无意挑战现有国际秩

序袁无意争夺霸权袁无意武力扩张袁如果美国理解这

一点袁将大大降低中美严重冲突的可能性遥 但野树欲

静而风不止冶袁目前两国战略互信处于历史低点袁野冷
和平冶 状态下的中美关系正面临着冷战结束以来最

严峻的考验遥要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袁中国应积极领会

当前所处的国际环境袁 深刻剖析阻碍和平发展的各

种因素遥
首先袁大国博弈暗流涌动袁中小国家仗势乱为袁

国际安全局势潜藏着巨大的不稳定风险遥 世界大战

实际上是大国之间的战争袁 以往的世界大战都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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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主要大国分成不同的敌对的军事集团为前提爆

发的遥因此袁大国关系仍是观察国际安全局势发展趋

势的主要依据遥在主要大国关系中袁美欧日印间不太

可能引发军事冲突或战争的重大矛盾袁 彼此之间关

系较为稳定遥 需要保持警惕的是中美尧俄美尧中日关

系袁 这几个力量中心存在着因某种突发事件而关系

紧张和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遥
个别中小国家由于实力相对较弱袁 更倾向于通

过多边外交途径将低端政治问题扩大化袁 引起更大

国际影响袁达到火中取栗的目的遥大国之间矛盾虽然

凸显袁却有着更大的缓和与改善空间袁遇到低端政治

问题会自动启动高端政治问题来野管控冶袁危机反而

能自我克制与包容袁力避陷入热战遥这种野顾全大局冶
虽然不会造成大规模的对抗和严重冲突袁 但也只是

一种非常不稳定的野冷和平冶假象遥
其次袁全球化进程加速进行袁国际政治格局单极

化与多极化复合发展遥冷战结束后袁世界市场的发展

和信息革命的浪潮极大推动了全球化的形成袁速度尧
广度和深度都史无前例袁 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已发

生深刻变化遥 利用全面战争或军事手段追求政治目

标代价太大袁各国利益交织尧互补双赢的竞争已不再

是零和游戏袁 国家间更倾向于利用和平方式解决彼

此矛盾和分歧遥 两极格局崩溃后袁 美元成为世界货

币袁 美国成为世界单极权力中心和世界经济体系的

核心遥近年来袁美国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在实践中屡

遭挫折袁各国国力都在不同程度的发展袁表现出多极

化的趋势遥 对此袁邓小平洞悉时代特征袁认为世界格

局将出现多级趋势袁而中国将成为重要一极遥
再次袁 西方价值观在国际文化环境中占主导地

位袁中国目前处于话语权增量时期遥 从历史到今天袁
世界上总是存在着多种文化或者文明袁 犹如百花齐

放袁多样性正是文化的最重要特征遥汤因比把人类历

史上的文明分为 21 种袁认为文明都有从生长到灭亡

的过程遥 亨廷顿认为文明是一个人类最高的文化集

团和最广泛的文化实体袁其中包括价值尧规则尧制度尧
习俗和思维模式袁世界可划分为八大文明遥季羡林将

世界文化主要称为东方文化体系和西方文化体系袁
具体细分为中国文化体系袁印度文化体系袁阿拉伯伊

斯兰文化体系袁自古希腊尧罗马一直到今天欧美的文

化体系遥 在当今世界袁西方文化在价值和价值观念尧
行为规则或规范尧语言文字尧知识技术等方面是占主

导地位的主流文化遥 中国所面临的国际文化环境的

核心内容就是处理同西方文化的关系袁 当然包括同

其他非西方文化的关系袁 特别是与周边地区文化的

关系袁 以便为自身和平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文

化环境遥

二尧新世纪以来中美关系野冷和平冶
现状的几个特征

首先袁经济对称性保证了中美和平共处袁但两国

围绕重构以经济利益为主导的区域价值链体系各自

发力遥 世界各国通常将维护本国和平安全作为外交

政策的首要目标袁 但在国际交往中保护和扩大本国

的经济利益以促进国内经济发展袁 也正是外交政策

的基本目标之一遥 讨论国家间利益协调与持久和平

必须重视经济因素对国际政治的影响遥 中美建交之

年袁也是中国打开国门之时遥 改革开放初期袁中国在

出口市场尧 外来投资和技术引进方面对美国多有借

重袁 而美国发展对华经济关系主要着眼于中国未来

经济的潜力袁淡化了政治分歧袁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袁
中国对美国的经济意义并不突出袁 两国经贸关系呈

现出很大的不对称性遥经过近十多年来的发展袁美国

在经济上对中国的借重也大大上升遥 中国在帮助美

国政府为其巨额财政赤字和收支平衡赤字筹措资金

上发挥着关键作用袁是美国巨额财政赤字的野重大平

衡者冶遥中国持有大量美元资产使得美国得以维持较

低的利率水平袁 从而为美国的经济复苏和增长做出

了贡献遥 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世界上最大的发

展中国家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经济依存袁 在结构上呈

现出不断增强的对称性遥
如今袁中美经济深度依存袁美国对中国日益扩大

的影响力颇为忧虑遥为了遏制中国经济快速崛起袁美
国撇开 WTO 另起炉灶袁 力推将中国排除在外的跨

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渊TPP冤袁阻止亚洲形

成统一的贸易集团袁 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

治尧经济和安全利益袁重塑并主导亚太区域经济整合

进程袁稀释中国的区域影响力遥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

政治经济地位在近年来有显著提升袁 但从布雷顿森

林体系至今袁 全球金融秩序依然由西方发达国家主

导袁这样的秩序安排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的发展袁作
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袁 中国在全球区域一体

化进程中袁积极构建双边尧多边尧区域性的多层次合

作袁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尧提出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和建立互联互通蓝图袁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和丝路基金袁以及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袁加速实

现从参与者到主导者的角色转变袁更加积极主动参与

区域合作的谈判以及规则的制定袁 表达中国诉求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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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全球经济治理袁保持多边贸易体系的中心位置遥
其次袁中美关系不断国际化袁表面和平下美国始

终对中国施行野政治转基因冶战略遥 1972 年尼克松总

统访华不仅消弭了中美两国 20 多年的敌意袁而且开

启了中美苏大三角的国际战略格局遥 中美建交后两

国开启全新的历史关系袁 这是两国长达 200 多年的

交往中袁 中国第一次以完全独立平等的身份得到美

国的战略需求与尊重遥这一关系的改变袁也预示着两

个国家两种制度在合作表象下掩盖着的未来较量遥
随着冷战结束和前苏联解体袁 美国成为持续近半个

世纪冷战的最终胜利者遥随后两国政治关系趋冷袁双
边互动态势只在有限的地区和层面上进行遥 21 世纪

以来袁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明显变化袁包括中国在内的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遥 实力明显下

降的美国强势维持霸权已力不从心袁 主导国际议题

也不能随心所欲袁 全球化的发展产生的诸多跨国问

题袁必须仰仗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才能解决遥中国影

响力的扩大以及在处理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展现

的负责任态度袁使美国的决策者们希望在反恐尧气候

变化以及朝核尧伊朗核尧阿富汗尧叙利亚问题等诸多

国际和地区问题上都能得到中国的协调与合作遥 中

美关系的外延正在向国际层面不断拓展和延伸袁正
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那样院野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的

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遥 冶[2]

中美关系的全球战略意义日益加深袁 但美国从

来没有停止在政治领域对我国实施野转基因冶战略袁
企图通过各种方式对我国的政治走向渐进施加影

响遥 改革发展成就已充分证明社会主义中国比西方

有更优越的发展优势袁 但围绕社会主义中国是否比

西方有更优越的制度优势的斗争还远没有结束遥 美

国等西方国家充分利用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主

导地位袁 企图通过把持经济话语权逐步向把握政治

话语权拓展袁以民主尧自由尧人权等作为旗号袁通过渐

进式影响我国社会转型来逐步诱导我国政治转型袁
特别是谋求间接影响左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步骤

和方向遥 在国际交流合作的大背景下袁美国等西方各

类非政府组织深入而广泛的活动袁正在中国社会各方

面袁尤其是政治生活方面产生着官方政府无法发挥的

作用和影响遥美国原卡特中心野中国农村选举项目冶负
责人罗伯特窑帕斯特曾坚定地认为院野为推动中国的演

变袁不仅要谴责政府的停滞袁而且应对它向自由化积

极迈步给与鼓励冶遥 美国著名智库国际共和研究所明

确提出院野要与更多思想开放的中国官员建立联系袁并
将关注重点放在教育培训中国政府官员上遥冶[3]非政府

组织作为体现美国等西方国家意志的柔软触角袁尤
其值得我们警惕遥

在 21 世纪袁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的号召力将超

越武力侵略的代价袁成为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遥在
大国间军事作用有限的条件下袁 特别是在现代核战

争无法严密保护本国不受报复的情况下袁思想文化尧
互联网等手段成为美国政府穿越障碍袁 实现政治干

涉和社会渗透的强大工具遥 美国把改变中国年轻一

代的思想价值观与在中国社会底层植入西方信仰体

系当成实现政治转基因战略的主攻方向遥叶华盛顿邮

报曳曾自我炫耀袁美国最大的出口产品不是地里的农

作物袁也不是工厂里的产品袁而是批量生产的流行文

化产品袁包括电影尧电视节目尧音乐尧书籍和电脑软

件遥 美国一方面对中国高高筑起文化壁垒袁 另一方

面袁 又以贸易自由为名千方百计打开和占领我国的

文化市场袁潜移默化地在思想观念尧生活方式和价值

取向等方面对年轻一代为主的社会各阶层产生难以

估量的影响遥此外袁远有直接策划西藏武装叛乱和达

赖外逃袁近有对香港非法野占中冶活动暗中支持袁在我

国的所有民族分裂势力背后都可以看到美国的影

子袁 在境内外所有民族分裂活动中都能听到美国的

声音遥面对美国对中国始终尧一贯的袁而且是公开尧粗
暴的政治干涉和社会渗透袁 我国历届领导人都有清

醒的认识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院野我们要坚持走

和平发展道路袁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袁决不

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遥 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

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袁 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

我国主权尧安全尧发展利益的苦果遥 冶[4]

再次袁中美军事关系趋向平等袁但长期难以形成

军事互信遥 中美关系在军事领域自二战以来从未处

于平等地位袁 中美军事关系始终为美国的称霸战略

服务遥 二战以后袁美苏全球争霸袁美国因中国倒向社

会主义阵营而对中国一直采取军事遏制政策遥 尼克

松总统访华后中美关系有所发展袁 但两国并没有签

署军事互信协定袁 军事互访也十分有限遥 中美建交

后袁两国在军事领域开始交流与合作遥但美国却在两

军关系发展问题上时常变脸袁 中美军事关系始终处

于破坏尧修复尧再破坏尧再修复的不断循环过程遥 野9窑
11冶事件后袁出于全球野反恐冶的战略需要袁中美军事

关系有一定程度的改善遥但是袁随着中国国防军事实

力的快速发展袁美国宣布重返亚太袁继续在与中国军

事关系问题上制造野麻烦冶遥最近美国不再保持中立袁
强力介入南海争端袁 明里暗里鼓动甚至支持个别国

家挑战中国领土主权袁 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迅速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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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妥善处理分歧袁管控危机的政治意愿遥 野中美在亚

太地区拥有广泛共同利益袁应该保持经常性对话袁开
展更多合作袁应对各种挑战袁努力培育两国共同而非

排他的耶朋友圈爷袁宽广的太平洋不应该成为各国博弈

的竞技场袁而应该成为大家包容合作的大平台遥 冶[5]

作为亚太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袁 中国与

美国有责任采取建设性的合作态度袁 以共同维护亚

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遥中美两国在两军高层交往尧联
合军事演习尧双多边战略对话尧海上军事安全磋商等

方面逐渐成为平等的对话与沟通伙伴袁 共同致力于

构建新型军事关系遥但随着美国政权更替袁中美关系

总会出现反复袁军事关系随之倒退或者中断遥这主要

是因为袁 美国并没有把中国真正放在一个完全平等

的地位来对待袁 美国在处理国际问题时始终将美国

的国家利益至上遥目前袁影响中美军事关系向前发展

有三大障碍院一是美国售台军事武器曰二是美国频繁

对华抵近军事侦察曰 三是美国为两军发展设置法律

障碍遥 虽然中美两军在防止冲突及合作应对共同威

胁的需求和潜力很大袁 但是任由美国随时找理由和

借口侵害中国的重大核心利益和关切袁 两国军事互

信就始终难以形成袁新型军事关系也难以真正建立遥
最后袁中美在外交战略上相互疑虑袁但两国安全互动

越来越机制化遥由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分歧袁历
届美国政府对中国长期实行战略遏制与围堵袁 防止

中国的和平崛起损害到美国的国家利益遥 美国通过

软实力加巧实力袁蛊惑尧怂恿与中国有领土争议国家

频繁挑衅袁制造钓鱼岛危机和南海争端曰频繁借联合

军演强化在亚太的军事存在曰深化与日本尧韩国尧澳
大利亚尧菲律宾等外交关系袁扩展其亚太安全体系范

围曰 通过外交访问离间与中国有传统友谊的国家关

系遥在中国看来袁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调整的目的就

是为遏制中国影响力和主导重塑东亚秩序遥 面对美

国的战略围堵袁中国通过推动亚太自贸区牵引野一带

一路冶渊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冶和野圆员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冶冤建设袁积极应对全球形势的深刻变化袁稳定周边

环境和地区形势袁 为深化改革开放创造新的机遇和

空间遥 目前袁野一带一路冶建设正进入务实合作阶段遥
从陆路而言袁 主要是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上海合作

组织实现对接袁既让上合组织获得发展的新动力袁又
开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安全建设进程遥从水路而言袁
作为连接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

济合作袁有望获得更多的具体实践遥中国外交思维已

从韬光养晦积极转变到有所作为遥
虽然中美两国面临的安全问题越来越多袁 但许

多全球性问题合作的领域越来越广遥 中美越来越认

识到采取理性的国际行为尧 维护相互交流的手段和

框架的重要性袁 两国的交往更多地呈现出互动机制

化袁不仅有助于增进互信和相互理解袁还能在一些棘

手问题上取得突破袁直接推动双边关系向前发展遥此
外袁两国对话交流机制的数量大幅上升遥这些对话和

交流机制不仅包括对话尧论坛和工作组会议等形式袁
而且涵盖政治尧经贸尧军事尧诉法尧科技尧文教等诸多

领域袁涉及从航空到反恐尧从食品安全到网络安全等

广泛议题遥 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

远远大于分歧和矛盾袁双方应通过增信释疑尧聚同化

异袁实现规避冲突尧控制摩擦尧减少误判的目的袁推动

形成良性互动格局袁 在推动亚太和平与繁荣的过程

中促进各自的利益和发展遥

三尧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袁超越中美
关系野冷和平冶困境

思考中美关系的走向袁 首先必须要考虑未来的

国际环境遥 真正的中美博弈从来就不是简单的双向

对弈袁 其背景和基础是复杂多变的大国关系和全球

国际关系格局遥 即使在冷战时期典型的两极格局大

背景下袁仍然有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展了野不结盟运

动冶袁走上了所谓的野第三条道路冶遥 其次要判断中美

力量的对比变化遥 目前野一超多强冶的大国关系基本

稳定袁 解决重大的国际问题既需要超级大国采取行

动袁也需要与某些大国联合采取行动遥但是国际力量

结构的多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袁 导致美国凭借实力

优势推行单边主义的空间在不断缩小袁 国际和跨国

问题增多袁美国主导世界事务能力也在下降遥从整体

力量对比看袁美国的综合国力仍将遥遥领先于中国遥
但在中国与其能够继续保持较快发展态势的情况

下袁两国的力量差距会不断缩小遥在中美战略互不信

任的新常态下袁美国冷战思维作祟袁仍然认为双方博

弈的结果就是你死我活的野零和博弈冶袁但正是中国

在众多场合反复强调野不搞对抗冶袁呼吁建立野新型大

国关系冶袁中美博弈才出现了野双赢冶乃至于野多赢冶的
可能性遥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破解历史上崛起

大国与守成大国走向冲突这一难题的唯一选择袁也
是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遥

在国际关系史上袁 今天的中美关系开始被赋予

野权力转变冶的特殊意义遥 中美战略基础也开始出现

松动遥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袁中美具有共同对付前苏

联的战略基础袁 冷战结束后依靠全球化时代经济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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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依存袁野911冶事件后两国则拥有反恐合作与经贸合

作野双引擎冶遥而如今袁反恐合作已难以支撑中美关系

大局遥 更重要的是袁美国大张旗鼓推动亚太野战略再

平衡冶袁给中国周边安全与睦邻外交带来新挑战遥 此

外袁中美野新型大国关系冶也有别于历史上其他大国

关系遥中国不是前苏联袁无意寻求意识形态扩张和颠

覆现有国际体系袁 因此中美不会重蹈美苏关系的覆

辙遥二战后美国同欧洲尧日本的关系也保持了长时期

的和平袁但这种和平建立在美国对欧尧日的控制尧彼
此相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以及军事同盟基础上遥

构建野新型大国关系冶袁必须要有新思路袁才能走

出一条新道路遥 第一袁中美要摈弃冷战思维袁不走当

年美苏争霸的老路遥 冷战思维下袁制度见优劣袁阵营

分敌友袁军力较高下袁霸权主义的推行袁军备竞赛的

升级袁 导致一些地区的不稳定袁 成为未来战争的隐

患袁两大军事集团对峙袁极大地阻碍了国际和平进程

和经济全球化发展遥美国目前的行为袁就是在搞亚太

版的新冷战格局袁目的是把中国重新拖入对抗袁打乱

或延缓中国的崛起进程遥但中美都已今非昔比袁美国

的国际战略在调整收缩袁 中国的国家实力亦非吴下

阿蒙遥中国已具备长远的大国崛起战略袁决不会跟着

美国随风起舞袁 习近平主席指出院野要跟上时代前进

步伐袁就不能身体已进入二十一世纪袁而脑袋还停留

在过去袁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袁停留在冷战思

维尧零和博弈老框框内遥 冶[6]中美要构建野新型大国关

系冶袁应该超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束缚袁不再陷

入制度对抗的泥潭遥
第二袁 要摈弃因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就会

导致战争的旧想法遥 小平同志当年提出院野考虑国与

国之间的关系要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袁 同时

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袁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袁不去计

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冶[7]袁 不搞两强争霸袁
不搞制度对抗袁不搞集团对抗遥在西方野民主国家冶看
来袁野民主国家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袁而转型中的野民
主国家冶很有可能发生战争遥如果野非民主国家冶频繁

发动战争袁那么野民主国家冶在继续维护世界民主和

平的同时袁将以战争的方式帮助那些野非民主国家冶
重建民主袁通过民主的建立袁在野非民主国家冶实现和

平遥 但从现实中叙利亚尧伊拉克尧伊朗和朝鲜等国的

近况来看袁 美国在各地强行推销美国式的民主并没

有给这些国家带来和平袁 反而成为引发其国内动乱

的诱因袁遥遥无期的和平使当地的民主进程停滞尧中
断袁甚至出现了倒退遥 美国某些政客袁总戴着有色眼

镜袁 总怀着冷战思维袁 认为中国模式不符合美国利

益袁 应当不遗余力地抓住一切机会对中国的政治民

主进程施加影响遥 因此袁要构建野新型大国关系冶袁美
国必须放弃新干涉主义政策的企图袁 除了要考虑民

主与和平的关联袁还应考虑到经济贸易尧地缘政治尧
权力状态尧共同利益尧结盟情况尧军事化等诸多变量遥

第三袁妥善管控分歧袁打消通过军事实力的消长

而决定国际关系走向的思想遥 当前袁南海问题升温袁
亚太局势紧张袁野美国一方面带头在南海借口 耶航行

自由计划爷袁公然炫耀武力袁一方面拉帮结派袁支持其

盟国对抗中国袁压中方接受并执行终裁结果遥 冶[8]中
国一方面严正表达立场袁 不会允许自己的主权和安

全利益受到侵犯袁不会坐视少数国家将南海搞乱遥一
方面继续释放善意袁表达诚意袁提倡用智慧和耐心和

平协商解决争端袁 毕竟握手比握拳好袁 掏心比掏枪

好遥 野当前亚太国家最关心的是保持经济繁荣尧维护

经济增长和区域合作势头遥在人心思安定尧人心思发

展之际袁人为地突出军事安全议程袁刻意加强军事部

署尧强化军事同盟袁恐怕并不是本地区绝大多数国家

希望看到的遥 冶[9]中美有分歧很正常袁也并不可怕袁
野关键是不要把分歧当成采取对抗态度的理由遥有些

分歧可能一时解决不了袁 双方应该多从对方的具体

处境着想袁以务实和建设性的态度加以管控遥只要双

方遵循相互尊重尧平等相待原则袁坚持求同存异尧聚
同化异袁就没有过不去的坎袁中美两国关系就能避免

受到大的干扰遥 冶[5]

第四袁 重新审视文明的差异性以及文明之间的

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线的理论遥 中国的崛起对世

界冲击很大袁西方世界心态难以平衡遥 1500 年后袁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后袁 占据世界统治地位的国家

一直是西方国家袁 是欧洲文明或者是基督教文明的

统治遥 而方块字的东方国家重新占据国际舞台的主

要支点并影响国际秩序走向袁 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大

事袁为此袁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世界袁都有一个不断

适应国际格局和秩序变化的过程遥 中国在文化软实

力的能力创新方面袁与硬实力相比还是不平衡的遥历
史上看袁中华民族是有创新能力的民族袁历史上多次

面临中外冲突袁但是每次虽然是过程艰辛甚至屈辱袁
但结果是文化发展的创新和涅槃遥

中国是东方文明的发源地袁 美国是西方文明的

聚集地遥 亨廷顿认为院野今后国际间的冲突将主要在

各大文明之间展开袁 这种异质文明的集团之间的社

会暴力冲突不但持久而且难以调和遥 冶[10]虽然这种理

论是想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危险性的警惕袁 进而促

进文明之间的对话袁但它只看到了竞争冲突袁忽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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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nd 野Cold Peace冶:Current Status and
Transcendence of Sino-US Relation

FAN Ming-ying, LI Guang-yue
(Institute of Humanities,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10000)

Abstract: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China爷s peaceful development has been a major concern for human
being. War and peace are not only two parts for the existence of human society, but also two common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urrently, in between there is an unstable state要cold peace. The world today seems ordered,
but actually disordered, where peace is increasingly cold.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 major players in the
world whether they cooperate or fight with each other. Sino-US relation should go beyond cold war mentality and
zero-sum game logic. A new type of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two major countries featuring equal cooperation and
mutual benefit should be established.

Key words: cold peace; Sino-US relation; a new type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major powers

交流共融遥中美战略互疑的背后袁确实存在东方儒家

文化和西方文明的正面交锋袁 但人类文明是多样化

与平等的袁 一种文明不应排斥另一种文明或凌驾于

其上遥 西方文明的平等性尧包容性尧多元性值得尊重

和借鉴袁而中华野五千年文明史袁源远流长袁是没有断

流的文化冶[11]袁崇尚和为贵尧和而不同袁自有独特魅

力遥最主要是因为袁和平与发展仍然是现今社会的乐

观前景遥
世界局势风云变幻袁国家关系错综复杂遥中美关

系作为大国关系的核心袁其博弈合作袁未来走向备受

世界关注遥长远来看袁野一超多强冶的国际大环境基本

稳定袁中美之间合作与竞争将长期并存袁在中国崛起

背景下袁两国战略互疑成为中美博弈的新常态袁关系

负面互动概率增加遥 形形色色的全球非安全传统问

题需要中美两国政府必须加强跨国合作袁 建立危机

预警机制和管控机制遥 这有利于进一步稳定大国格

局袁 降低爆发严重国际冲突的可能性和大国竞争的

烈度遥中美关系要继续朝良性发展袁需要两国领导展

现出足够的智慧尧意志和决心遥 习近平主席提出

野新型大国关系冶设想是对上述挑战最积极尧最有建

设性的回应袁并得到美方的积极回应遥 野构建新型大

国关系冶本质上是一种创新性的战略思路袁理论和实

践并没有同步充实起来袁 因此美方在态度上仍显犹

豫遥 未来两国面临最大的挑战是如何通过在具体问

题上的成功合作将新型大国关系由理念转变为现

实遥 两国双边关系进一步转型袁重新制定游戏规则袁

中国在双边互动中将会采取更多主动袁 所处地位越

来越有利袁 中美关系的发展将会更好地服务于国家

利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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