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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以想象美中两国共同美好发展的前景，
也可以想象美国和中国未来由于面临共同的挑战而都不景气。
但很难想象一方发展良好而另一方发展落后的情况发生

美中应学会在争议中共处

近几日，我与几位同事在北京参加了一系列会议，

与会人士包括中国学界、企业界人士和高级政府官员。

近月来美中两国双边关系的急剧转变是大家谈论的主

题，两国在海洋与网络安全等多个领域分歧重重，关系

日益紧张。

在去年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会晤之后，“新型

大国关系”已成为讨论双边关系的热点，也为未来两国

在国际舞台上的有效合作提供了框架。但是目前仍不清

楚这种关系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与两国其他的双边关

系又有何不同。

与会人士对目前美中之间紧张局势的缘由意见相

左，而两国民众意见上的鸿沟也令人担心。尽管两国人

员交往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但调查显示，如今有高

达87%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威胁。而在许多中国人眼中，

美国意图遏制中国，且中国在如今的争端中处于守势。

实际上，中国无需将诸如美国有关部门指控五名

解放军官兵进行网络间谍活动的行为当成反华的某种

阴谋——就个人观察，我在美所接触的人中无一例外地

对此举持有异议和批评。 

美国决策人士与学者都认为，遏制中国是愚蠢并且

毫无意义的，而且在全球化的今天也没有实现的可能。

美国正积极与中国进行教育交流，共同培养未来一代，

这也绝不是一个希望遏制中国的国家所愿意做的。很多

中国人推测，美国还未准备好接受一个成为全球经济

大国的中国，而事实却是，绝大多数美国人已经将中国

看作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也在担心西化、政治体制

改变与和平演变问题，但是西方人士并不认为中国应该

完全效仿美国或者西方模式。这类误读与误解都增加

了相互猜疑甚至导致军事冲突的风险。依我所见，美中

双方如未来发生冲突，将主要是由于误解、误判，而非

所谓的利益或意识形态冲突，也不是由于国际格局的变

化。在此次北京之行中，我们也清楚地发现，双方都太

过急于将彼此的任何行动当作对方大战略的一部分。

当然，目前的紧张局势也有其他原因。其一是越

来越多哗众取宠、耸人听闻的言论，这些言论由于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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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革命和新媒体的迅速发展而对美中关系带来了更

多负面的影响；其二，双方政治运作都更为多元化，两

国国内利益团体的作用也日渐增长，进而影响决策的

制定，这是美中两国共同存在的问题。决策层内部本身

难免的矛盾与不一致观点也往往引发并加深双方的误

解。其三，国内政治与经济因素以及全球地缘政治格

局变化对美中双边关系也有着直接影响。

我们在布鲁金斯-清华公共政策中心举办的论坛

中探讨了中国崛起对国际秩序的意义。一位同事将美

中关系放在全球背景下探讨，认为美国和中国不应该期

待一个没有冲突的双边关系；相反，我们应该意识到冲

突背景下也有合作的可能。例如在南海，美国和中国对

个别问题有不同看法，但双方在区域稳定及安全中有

着共同利益，并且正携手合作解决气候变化等重大问

题。曾担任奥巴马总统经济顾问的劳伦斯·萨默斯曾

精辟地指出，“人们可以想象美中两国共同美好发展的

前景，也可以想象美国和中国未来由于面临共同的挑战

而都不景气。但很难想象一方发展良好而另一方发展

落后的情况发生。”这是对美中关系的巧妙诠释。

在与中国企业家、经济学家以及高级官员的会面

中，学者们发现大多数人对美中关系持积极态度，大家

的对话也强化了两国经济关系依旧牢固的观察。然而，

在安全与经济等多个领域的问题上，大家也一致认为

双方应该在今秋北京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之前有更多的

良性互动。

我们该如何化解两国间的误解呢？首先，需要更多

地关注两国国内的政治与经济因素，不能将对方领导人

的发言断章取义，而应该有更宽阔的思维；再次，我们

也需扩大各类社会团体的对话范围。推进更多正能量

与共同利益领域的发展。此外，中国似乎过多地谈论核

心利益，却忽略了对核心价值观的阐述和探讨。

我们应该意识到，一个国家的梦不应成为另一个国

家的噩梦。一位美国人士曾说过，如果美国梦仅仅针对

美国本身，它将永远是一个不会成真的梦，对于中国梦

来说，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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