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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美国认清

与中国，与世界的

关系，是一项至关

重要的战略任务。

中美关系回归健康轨道的关键

2022 年 11 月，中美领导人在巴厘岛的峰会之

后，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贸易代表戴琪、商务部长

雷蒙德先后就宏观经贸政策、中美经贸关系、美国

竞争力等议题发表讲话，同时，12月11日至12日，

外交部副部长谢锋在河北廊坊同来访的美国国务院

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高

级主任罗森伯格举行了会谈，12 月 13 日，外交部

新闻发言人汪文斌在介绍会谈内容时指出，双方围

绕落实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共识、推进中美关系指

导原则磋商、妥善处理双边关系中的台湾等重要敏

感问题、加强各层级交往和开展相关领域合作进行

了深入沟通，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

交换了意见。中方在会谈中表示，推动中美关系重

回健康稳定正轨，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必须摒弃，

意识形态对立和集团阵营对抗必须反对，脱钩断供

和科技打压的错误做法必须停止。

从历史发展的经纬来看，纵然曾经在特定的历

史阶段，美国主导建立起来的多边主义国际组织成

为了客观上具有公共物品特征的产物，但这不是美

国主动设计的结果：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例，最近美

国对待世界贸易组织有关钢铁产品税收裁定的抗拒

态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直白地说，美国没有

兴趣遵守任何意义上的国际规则，包括美国建立起

来的国际规则；这些规则和机制，对美国来说，都

是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的工具，合之则用，不合则

弃。

中美关系的发展从 2018 年开始显著偏离了健

康发展的轨道，问题同样出在美方；尽管当时的美

国特朗普政府被认为是一个“不按照常理”出牌的

总统，但美国的行为，遵循的仍然是非常标准的“相

对收益”偏好，用美国知名的国际关系学者肯尼斯

华尔兹的话来说，美国不仅关注中美两国的合作是

否“和则两利”，美国还关心美国是否能够持续保

持对中国的优势；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认为中国

的发展速度过快，已经直接威胁到了美国的霸权地

位，因此必须用各种方式进行打压。自我中心的“霸

权”的利益考量，支配了华盛顿决策圈的头脑，并

导致了中美关系迟迟无法回到应有的轨道上去。

同样根据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成果，一个

陷入担心自身面临挑战，并且对以正当方式赢得竞

争没有信心的霸权，对国际社会来说是一个危险的

存在：这样的一个处于相对衰退边缘乃至进程中的

霸权国，将采取各种预防性行动，包括预防性战争，

来消除潜在的竞争者。美国对中国在各方面的打压，

特别是高科技领域持续不断的所谓“脱钩断链”就

是最典型的体现。

需要指出的是，面临相对衰退焦虑的霸权国，

不仅关注浮在面上的挑战者，而且还关心那些带着

盟友标识的伙伴，从现在美国对华战略中持续不断

加强的“盟（友）（伙）伴”架构来看，进入美国

视野的“盟伴”，相当一部分属于美国需要提前清

除的“隐性威胁”，避免这些“盟伴”成为美国与

中国竞争时的“渔翁”，正日趋明显地成为美国的

战略偏好。

很显然，这样一个焦虑、极度自私，又继

续持有全球最庞大力量之一的美国，对世界上

所有想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的国家来说，是一个

必须妥善处理的共同挑战。用美国能够理解的

语言和方式，帮助美国认识到已经没有足够的能

力和资源支撑这种不符合时代需求的霸权认知，切

换到更加理性务实的视角，认清与中国，与世界的

关系，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上所有热爱和平与

发展的国家，都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战略任务，值得

各方共同为之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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