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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世界，中美一定是要走向合作的
新书推荐

关于中美博弈

北京大学王缉思教授曾在一篇文

章中指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中美

两国之间的交往迅速扩大。 2017年前

后，中美每年双边贸易总额达到 6000

亿美元左右， 访问美国的中国公民和

访问中国的美国公民包括旅行者，每

年达 200万人次以上。 中国在美国的

留学生接近 40 万， 在美国的华人有

500 万以上， 包括 200 多万在中国出

生的人。但是，相互关系的远近亲疏同

相互了解的深度没有必然联系， 仅仅

是加强沟通，了解对方的想法，未必能

够起到缓解矛盾的作用， 反而可能是

相互了解越多， 彼此间认知的差距越

大，甚至认为沟通失去了意义。问题的

关键在于，了解不等于理解。人类的特

点， 就是善于从自身的价值观和行为

准则去认知、判断对方，因而理解的关

键在于价值观或意识形态的接近或一

致。因此，人类的相互理解是非常困难

的。没有理解就没有信任，于是就会产

生不安，就会焦虑，就会误判，就会贸

然（做出错误）行动，导致矛盾激化甚

至是冲突。

价值观、 意识形态和体制因素在

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是让行为主体彼

此间能够形成稳定的行为预期， 相近

或相同的价值观可以增进互信。最近，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接受 BBC 采访

时指出， 希望中国能够成为一个世界

各国都能接受的国家。这表明，如何在

沟通过程中增进彼此的理解和互信，

是一个重要的国际关系课题。其中，大

国之间努力通过沟通、理解，在相互尊

重的基础上寻求并达成价值观领域的

某些共识是非常必要的。 换言之，中美

两国作为可以影响世界的大国，在有关

人类生存、发展和进步的基本价值等方

面，是应该拥有共识的。一次，在北京举

行的“蓝厅论坛”上，国务委员兼外交部

部长王毅明确指出：“民主不是少数国

家的专利，而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实

现民主的形式丰富多彩， 没有固定模

式，也不存在标准答案。 真正的民主必

须扎根本国土壤、服务本国人民。 ”

中国是美国在二战后遇到的第三

个对手，对于前两个对手———前苏联和

日本，美国构造了不同的叙事方式与逻

辑，然而对于中国这个对手，美国的叙

事方式与逻辑要更为复杂，绝非像美国

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艾利森等新

现实主义者所鼓吹的那样，仅仅是崛起

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权力矛盾与冲

突，其中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冲突是显

而易见的，其在大国博弈中的分量是不

容忽视的。

目前， 伴随着中美大国博弈和全

球化分裂的加剧， 以往那些支持全球

化发展的政治因素遭到严重削弱。 从

美国国内营造的社会政治环境、 情绪

还有与中国互动所表达出来的信息来

看，美国大有与中国势不两立之势。在

这个看似曲折的隧道中， 果真看不到

光明的未来吗？ 答案是否定的。

人类对于未来的认知， 常常难以

摆脱既有观念的影响。几年前，当美国

挥舞起贸易保护主义大棒时， 许多人

轻松地认为这不过是一场商业价格游

戏，仅仅局限于贸易领域；今天，在美

国对中国的遏制战略昭然若揭且大国

博弈全面升级的情况下， 无知者亢奋

无比，有识者忧心忡忡，但我们最需要

的是在亢奋、 喧嚣或沉重的担忧中看

到世界的未来———中美一定是要走向

合作的， 这不仅仅是由于存在着日益

增多的需要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

也是由两国各自国内社会经济发展及

其所面临的问题决定的。

中美两国都需要改变，而且这种改

变首先都需要侧重自身的内部问题：美

国的问题聚焦于经济结构高度金融化

所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社会分裂以及

政治极化等，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则体

现在如何促进创新能力与社会活力、做

强做优做大国企以及健全法制与社会

公正等许多方面。 因此，中美两国都需

要大力推进改革。 从这个意义上看，中

美两国竞争、博弈的本质是一场改革赛

跑，其核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自我革

新的能力；改革的进程、深度及其成败，

决定着未来中美两国的可持续发展能

力， 决定着两国未来国际地位的演变，

也决定着两国关系与世界格局和秩序

的未来。 在此过程中，中美两国在彼此

尊重的基础上寻求并达成更多、更大范

围的共识，对于弥补全球化分裂，共同

承担起全球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责任，

是十分必要的。

早在 20世纪 90 年代中期， 哈佛

大学商学院的乔治·洛奇就曾预见到

价值观分歧是全球化发展的重大障

碍。他指出，关于全球化的目标及其应

取的方向各国并未达成共识。因此，全

球化在困境中前进， 随着全球化趋势

的加强， 关于它的影响和发展重点方

向的意见冲突会更加突出， 这些意见

分歧是由不同的价值体系造成的。 同

样，在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看来，全

球化既是一个实践 - 政治话题，也是

一个社会 - 经济话题，此外，它还是

一个思想话题。的确，迄今为止的全球

化发展， 在带来日益增强的经济相互

依赖的同时， 并没有自动地带来一套

共同的理念或价值观。 未来的世界走

向何方，中美两国责任重大。针对前几

轮全球化浪潮中思想、 价值观的沟通

远远落后于实体经济层面交流、 合作

的状况， 中美两国都需要做出深刻的

反思： 我们需要构建一个什么样的世

界？ 需要以什么样的观念和行动去重

构全球化？

关于中美“脱钩”

目前， 大家都非常关注美国在产

业链上“去中国化”的问题。对此，我想

阐述两点意见：第一，跨国公司产业链

重构自 21世纪初就已经开始，在 2010

年前后加速，中美大国博弈掺杂其中，

再加上疫情这个外生变量的冲击，整

体情况日益突出和复杂。 当下对全球

产业链调整问题的思考， 任何单一视

角的分析都是不全面的。 这一进程背

后的原因既包括技术进步、 企业组织

和消费者消费模式的变化， 也包括政

府角色与职责的调整， 甚至还包括战

后世界秩序、 国际货币格局的深刻变

革。只有进行综合观察，才可能得到较

为清晰的认识。第二，美国在产业链上

完全的“去中国化”是不可能的，也不

可怕，对中国而言，更值得关注的是美

国在货币金融领域的“去中国化”。

为什么关注这一问题？ 虽然彭慕

兰和史蒂文·托皮克合著了一本名为

《贸易打造的世界》的书，但在我看来，

近 500年来的世界是被货币翻弄的世

界。 财富的汲取、配置、交易与分配或

者说货币金融问题不仅影响着历史上

国家内部的政权更替， 决定着国际上

的大国兴衰， 更影响着一个社会的主

流思潮与意识形态。当今世界，如果我

们用 GDP规模的标准来衡量，并将测

算基期确定在 1945年，那么多半会得

出“美国衰落”的结论。 问题在于，1945

年那一刻是个常态吗？更重要的问题在

于， 如今国际通用的GDP规模是用哪

种货币衡量的？ 还有，美国控制世界靠

的是GDP规模吗？不是的，它靠的是制

定规则尤其是金融规则的权力。我们应

关注的问题是，在世界经济增长的常态

下，美国是通过什么途径控制并主导这

个世界的？ 这就是美元体系。

美元体系作为一个允许美国恣意

扩张并维系其对外负债可持续的全球

货币体系，通过商品美元还流机制、石

油交易的美元计价机制和对外债务的

本币计价机制等一系列具有自增强性

质的机制， 实现了对所有参与国际分

工的国家的货币金融控制。

正因为如此， 我们必须对以下三

个问题抱有清醒的认识：第一个问题，

在世界经济运行方面， 美国提供最终

商品市场或者说全球经济失衡是“美

元体系” 运行的前提条件； 第二个问

题，在经济理论领域，新自由主义经济

政策的实施不是自里根与撒切尔夫人

开始，而是从尼克松开始，是他打开了

通向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包括现代货

币理论（MMT）的大门；第三个问题，

在国际关系领域， 美元体系的国际政

治前提不是势力均衡，而是一家独大，

它的上层建筑是单极世界。 在这个世

界里， 凡是妨碍美国单极世界思维与

战略实施的， 都将首先面临美国的货

币金融打击，而不是传统的军事打击，

军事力量是美元体系的最后护卫。 所

以，美元体系的本质是非竞争性、非合

作性的。 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

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告诉我们，面

对大国博弈， 不能仅仅从经济学的专

业视角来研究历史经验。 若从国际政

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大萧条的历

史， 得出的结论是金本位制正是战争

之源， 这是货币金融问题引发大国战

争的惨痛历史经验。在当今时代，如果

说大国之间有可能发生战争的话，它

不会简单地因贸易争端或自由贸易体

制的解体而发生， 但却可以因国际金

融体制的崩溃而发生， 也会因霸权国

家金融利益的巨大损失而发生， 这是

两次世界大战给我们留下的深刻的历

史教训。另外，经历了朝鲜战争尤其是

越南战争之后， 美国轻易不会为了理

想或地缘政治矛盾与大国发生冲突，

但它完全可以为了核心利益而与大国

发生冲突。因此，大国之间必须深刻地

理解彼此的核心利益或关切， 采取慎

重、深思熟虑的策略，避免加剧双边关

系的恶化。

我们应该理性、冷静地认识到，从

地中海时代开始， 无论是城邦国家还

是领土国家， 货币的国际化是大国博

弈或者说世界格局变化的结果， 而不

是相反。

因此， 中国在当下应采取短期和

中长期共四项措施：第一，短期内要努

力避免将贸易、 产业摩擦升级至货币

金融争端；第二，短期内应低调处理与

人民币国际化相关的战略举措， 关注

国内金融市场开放与金融稳定之间的

平衡；第三，中长期内，促进与现代货

币金融市场体系有关的制度建设，既

要增强抵御系统性风险的能力， 又要

有助于产生稳定的市场预期尤其是信

用预期；第四，中长期内，致力于构建

一个区域乃至全球性的资本控制体

系，使中国崛起获得可持续性的支撑。

书名：《金粉世家》（复古线装版）

作者：张恨水

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金粉世家》 是鸳鸯蝴蝶派

代表作家张恨水的经典作品之

一，全书共分 112 回，以家庭背

景深厚的世家少爷金燕西和出

身寒门的清贫女子冷清秋从恋

爱、结婚到反目、出走的爱情悲

剧为主线， 穿插描写了金家 20

多个人物的生活故事，全景式展

现了一个世家大族在飘摇岁月

的兴衰史，因此也被誉为“民国

时代的《红楼梦》”。

小说故事情节曲折动人，情

调伤感，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明的

人物形象，同时赋予了鲜明的时

代气息、 憧憬未来的新思想，具

有强烈的社会写实性与批判性，

集可读性与文学性于一身，因此

几十年来赢得无数读者喜爱，一

版再版，经久不衰。 根据本书改

编的同名电视剧同样风靡全国，

成为几代人的共同回忆。

书名：《名家治史：方法与示范》

主编：罗志田

出版社：巴蜀书社

学习者重视治学的“方法”

问题，形成“方法热”，据说是始

自 20世纪初年清末尝试新学制

时。 受到日本影响，教育的课程

设置中，几乎每一学科都有“研

究法”一门课。治史的方法，也并

不神秘。

本书是一本面向学生的史

学名家典范文集。书里的名家如

徐中舒、蒙文通、蒙思明、缪钺等

先生，每一位在全国学界都有重

要影响，所选的作品，也都是佳

作名篇。 一编在手，既能感受学

问大家的气度格局，也能学到怎

样提出问题、运用史料以及如何

论证其所欲言。 任何史学中人，

无论是否初学， 也都能开卷有

益。

今年二月， 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和中美签署发表

历史性的“上海公报”50 周年，此为中美关系史上具有划

时代意义的大事。

回顾历史，看清大势，跨越陷阱，步入常轨。 我们特摘

选国内世界经济学领域的资深专家李晓教授最新著作

《双重冲击：大国博弈的未来与未来的世界经济》的部分

内容，以飨读者。

编者的话

书名：《双重冲击：大国博弈的

未来与未来的世界经济》

作者：李晓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