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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太”设局

利、德国等停止对苏联的原油依赖。

眼看着如此还无法搞垮苏联，美国

索性通过与沙特阿拉伯的双边经济

合作委员会实施手段，逼迫沙特大

量增产石油，以极为低廉的价格满

世界销售，以此造成国际原油价格

暴跌。统计数据表明，国际原油价

格从 1985 年 11 月的每桶 30 美元降

到 1986 年 4 月的每桶 12 美元，苏

联直接经济损失超过 100 亿美元。

不出五年，苏联解体。

当年美国之所以能如此予取予

夺，一方面是其“胡萝卜加大棒”

政策在奏效——譬如 1947 年美国就

援助希腊和土耳其，向两国抛出“杜

鲁门主义”，要求这两个国家积极“遏

制共产主义”，如此奠定了美国遏

制苏联的弧形结构——通过“马歇

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复兴西

欧资产阶级政权，将西欧构建为遏

制苏联的主战场；在亚洲，扶植日本，

介入朝鲜战争，建立“东南亚防务

集团”；针对亚、非、拉第三世界

国家，推行第四点计划，旨在将其

纳入自由贸易体系，防止他们落入

苏联的“势力范围”。

另一方面，就经济体量来说，

二战刚结束时，美国集中了全世界资

本总额的 3/4 和工业生产能力的 2/3，

谁可匹敌？然而，比较当年的美国

和如今的美国，就能看到，美国目

前似乎是没有力量挑起如此巨大的

遏制中国的计划。如果硬掰，恐怕

伤了阿克琉斯之踵。

如 今， 正 如 经 济 学 家 林 毅 夫

日前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所分析

的——2020 年，中美经济总量差距

进一步缩小，中国 GDP 占美国的比

重升至约 70%。

外加中国本身是一个开放的经

济体，与当年的苏联计划经济体制

完全不同。中国足够大的市场，是

包括美国在内整个世界贸易体系的

参与者都不容忽视的。无论加拿大

还是澳大利亚，也不会无视这一点。

而目前没能加入 RCEP 的印度，是

一个有 13 亿人口的大国，目前世界

三分之一的贫困人口居住在印度，

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难道不是

印度该首先要做的吗？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 4 月

16 日在接受美联社专访时是这么说

的：“中美之间应是你追我赶的良

性竞争，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恶性竞

争。作为对世界负有特殊责任的两

个大国，中美要全力避免对抗，尤

其要避免人为制造对抗。”

兰德智囊团高级分析师希思日

前分析称：“没有人愿意与中国紧

张关系加剧，中国对印度、澳大利

亚和日本实施经济报复的可能性束

缚了这三国的手脚，导致所谓的美

日印澳四国机制没有任何制度基础。

对于拜登来说，下一步行动可能并

不那么容易。美国盟国仍然希望美

国以其经济战略重返该地区，因为

亚洲目前有两项重要的贸易协定都

没有美国的参与，即‘全面和渐进

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和 RCEP。 中 国 已 加 入 RCEP， 又

声明希望加入 CPTPP。如果拜登无

法尽快加入这两个自贸协定，亚太

地区可能屈服于来自中国的经济诱

惑。”

《新民周刊》记者注意到，拜

登政府上台后曾表示，中美关系是

21 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中国

是美国严峻的竞争对手，也是合作

伙伴。

在美日领导人联合声明之后，

中美也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尽管

这只是在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

翰·克里访华，与中国气候变化事

务特使解振华在上海会谈后，所发

出的一份有关应对气候危机的联合

声明，然而，这次中美会晤的地点，

本身是否也该有个前途看好的寓意

呢？毕竟，1972 年 2 月，中美上海

公报在这里签署，为中美关系的破

冰打开了局面，实则也是为此后的

多极化世界格局在启幕……

而如今，地球照转，多极化世界

仍在继续。企图用对抗来遏制他国发

展者，最终绊着的可能是自己。

左图：中欧班列运行

在亚欧大陆桥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