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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的竞争和面临的挑战
近几个月来，中美两国在贸易问题

上摩擦和争执不断加剧。美方提出增加
关税，以求解决贸易上的不公。中方则
针锋相对，提出“以牙还牙”，毫不示
弱。尽管双方举行了多次贸易谈判，但
彼此之间矛盾未能获得彻底解决。作者
曾经发文讨论中美贸易战的原因、影响
及反应。美中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
济强国，彼此互相竞争，都希望保持各
自的优势和利益是客观事实。美中在许
多领域存在着矛盾和竞争，贸易战只是
双方在经济领域上的冲突。本文阐述中
国发展战略和目标，分析美中两国的竞
争和面临的挑战。 

中国的发展战略和目标
随着经济上日益发展壮大，国际地

位不断提高，中国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发展战略
和目标。

1.外交战略的改变：中国的外交政
策从过去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
作为到现在的积极进取，广泛参与。从
过去的反应式外交，到现在的出击式外
交政策。从过去自称是发展中国家、以
国内经济建设为主到现在定位为世界大
国，主导国际事务、承担大国的责任和
义务。这些都使世界感受到中国这个东
方巨人正在苏醒和崛起。

2.《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在2013
年，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是指丝绸
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它是
通过共商、共建和共享的原则，发展中
国和沿路各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
的合作与交流。其目的是消化中国产能
和劳动力过剩，保障能源和粮食供应的
通路，以及发展中国西部的落后地区。
这一发展战略让世界体会到中国在政
治、经济和文化上强大的实力。

3.《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实施：
历史上，中国曾经是世界第一的制造大
国，但近年出现落后局面。随着中国的
改革和开放，到2010年，中国再次崛起
成为世界头号制造国家。虽然目前中国
有200多工业产品产量和出口量居世界第
一，但技术含量不高。在2015年，中国提
出到2025年，中国从制造大国转变为制造
强国，重点发展通讯设备、航天航海装

备、机器人、新材料、新能源和生物制药
等高新技术。中国的这一宏伟战略目标令
世界瞩目和震惊。

4. 军事实力的发展和壮大：中国一直
在追求海空军的现代化。从建造多艘航空
母舰到新型万吨级的驱逐舰下水，以及自
行研制的歼20第5代隐形战斗机，它们标
志着中国军事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里程碑。
南海填礁造岛的行动，使中国在南海建立
了牢固的军事基地，确保中国对附近海域
资源的拥有权和海上运输的安全。中国的
这些军事扩展行动也让美国和一些邻国深
感不安和恐慌。

5.对国内外广泛宣传：拍摄电影《厉
害了，我的国》，纽约时代广场巨资的宣
传广告都在炫耀中国的崛起和强大。甚至
有学者声称中国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
综合实力已经超越了美国。然而，这种高
调宣传只能让世界更加警觉和忧虑中国的
崛起，而且忽悠不了了解实情的老百姓和
国家领导人。

美中两国的竞争和美国策略
美国是目前世界上第一大经济、军

事强国和唯一的超级大国。面对中国的崛
起和发展，美国希望保持自己在世界上领
先和不可动摇的领袖地位，采取了一系列
措施阻止中国的高速发展。

 1. 美中在世界地位上的竞争：坚持
美国至上和确保美国第一是美国的基本国
策。自从川普上台以来，一直奉行美国第
一的政策。不但要谋取美国在国际社会自
身利益的第一，而且还要保持美国在世界
上经济和军事的第一。随着中国的发展和
掘起，美中两国的差距逐渐缩小了。按
照目前两国的发展速度来看，到2030年前
后，中国GDP总量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
第一大经济体。到2050年左右，中国人均
GDP也将超过美国。所有这些状况是美国
不愿意看到的和不想接受的。这是美国打
压中国的最主要的原因。

2.美中在政治制度上的竞争：美中两
国的政治制度、人权标准和价值观截然不
同。美国是民主选举制度，行政、立法和
司法三权分立，人权至高无上，有宗教信
仰和言论的自由。中国是极权专制的国
家，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人代会和司法
机构体系不能独立，党的权威不容挑战，

宗教信仰和言论自由都非常有限。美中两
国互相宣扬和标榜自己的制度好处，实质
上是两种政治制度的竞争和交量。究竟何
种制度能保持持续发展、永久不衰，历史
将给予评判。

3.美中在经济上竞争：美中两国经济
上的竞争表现在贸易纠纷。除了每年美中
贸易逆差达3752亿美元外，让美方最难以
忍受的是由于中方侵犯知识产权和人为设
置贸易壁垒使美国每年的损失达数千亿美
元。美国指责中国不遵守世贸规定和承
诺，强迫美在华的公司出售技术，封杀
美国的网络公司谷歌、脸书、YouTube和
中国政府对出囗公司的补贴等。为此，在
6月15日，川普总统宣布从7月6日起，对
360亿中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双方的
贸易大战已迫在眉睫。

4.美中在科技上的竞争：美中在科技
领域的差距十分明显。特别是在这次中兴
事件中，由于中国不能生产高技术的芯
片，导致公司被迫中断生产，它暴露出中
国科技的弱点和不足。为了防止中国在科
技上的迅速发展，美国除了限制中国在美
高科技的投资外，还禁止中国留学生和科
技人员进入高尖端科学领域学习和研究，
以确保美国的科技优势不被超越。

5.美中在军事上的竞争：美国一直禁
止向中国出口先进的军事技术和设备。同
时也打台湾牌，向台湾出售武器装备，军
事上保护和支持台湾。派遣飞机军舰巡航
南中国海，试探中国的态度和反应。这些
都加剧了美中军事的紧张关系。

    

中美面临的挑战
尽管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在国际上

以世界大国自居，但也面临许多挑战。第
一，政治方面：随着国门的敞开，互联网
的开放，西方的民主思想和理念必将影
响中国人民。民主和专制会发生碰撞和冲
突，它也将产生社会制度的变化。第二，
经济方面：中美贸易战导致中国进口产品
物价上涨，出口企业因成本上升而倒闭，
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它影响国内局势，产
生社会动荡。近期中国股市暴跌达20%，
进入熊市，人民币贬值5%。中国的金融
体系受到全面的挑战。第三，国际方面：
《一带一路》受到一些国家的批评和抵
制。国家政权的变更和政策的改变，都可

以导致中国在那里的海外建设项目中断或
被取消。由于被认为是采取不正当手段获
得高新技术和方法，《中国制造2025》也
受到观注和批评。第四，科技方面：对中
国进口高科技产品的封锁将影响中国经济
的发展，但可以激发中国自立更生、发奋
图强的决心，促进和加大中国对高新技术
领域开发力度和投资。第五，军事方面：
对台湾当局任何独立行动中国是不会无动
于衷的。中国不会放弃在南中国海的利益
和主权。因此，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的任
何涉及台湾独立和南海主权的摩擦可以导
致美中直接或间接的军事对抗和冲突。第
六，宣传基调的改变：最近，由于世界各
国强烈的反应，中国不再大力宣扬《中国
制造2025》。有学者也指出，“我的国，
不是那么利害”。

在美中双方竞争中，美国也面临许
多问题。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使美国失
去了世界经济第一的位置。美中贸易战使
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价格上涨，数量减
少，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美国对中国出口
的企业和农场主也受到影响和冲击。美国
在中国的投资者的利益受损。这些都损害
美国的经济和发展。

结束语
本周五，是美国增加从中国进口360

亿商品的关税的最后期限。从目前来看，
美中贸易战已经不可避免。这场贸易战究
竟会发展成何种规模，能持续多久，以及
它对两国和世界经济的影响有多大，时间
将给予回答。可以相信，美中两个大国在
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冲突将导致美中两
败俱伤、两国政局巨变。它也将引起世界
格局改变和经济的萧条。这些都是两国人
民所不愿意看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