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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周来，美中两国在外交、科技、金融、环保
和人权等领域展开行动，两个不同体制的世界大国之
间的竞争引全球关注。本文在此介绍美中外交博弈，
阐述双方的政策，分析与讨论竞争的本质与特征。

美中外交的博弈
3月18、19日，美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安顾问苏利

文与中共外办主任杨洁箎和外长王毅在阿拉斯加举行
了拜登总统上台后美中外交首次会谈。这场视为针锋
相对、唇枪舌战的会谈被称为“竞争下接触”。美方
关注香港、台湾、新疆、网络攻击和对美盟友胁迫等
问题，认为这些行为威胁世界秩序与规则。中方表明
中国只会遵守国际法，而不是少数国家制定的国际秩
序；提出中美两国制度的不同，强调中美在新冠疫
情、气候变化存在的共同利益；指责美国霸权和对中
国的打压；表示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同中国说话，
并发出豪言：“中国人不吃这一套”。

美中会谈前后，双方展开系列外交活动，加强与
各自盟友联系与合作。3月12日，美国、日本、澳大利
亚和印度首脑举行印太四国远程峰会，商讨抗疫和经
济恢复问题。3月16-17日，美国务卿和国防部长访问
日本和韩国，举行2+2会谈。美日批评中国违反国际
规则、破坏地区稳定和关切中国新通过的海警法。美
韩提出反对损害国际秩序的行为和解决朝鲜核问题。 
4月2日，美日韩的国安高官在美国举行会谈，达成安
全合作协议并继续对朝鲜施压，促其放弃核武和导弹
计划。本月中旬日本首相应邀访美，与美国新总统举
行第一次面谈。

3月22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访问中国，与中国
外长讨论加强合作、反对西方对中俄经济制裁和减少
使用美元等问题。3月24-30日，中国外长王毅访问沙
特、土耳其、伊朗、阿联酋、巴林和阿曼中东6国。 
最引人瞩目是，中伊签署25年价值4000亿美元的合作
协议，包括联合武器开发和情报共享等条款。3月底至
4月初，中国外长与新加坡、印尼、菲律宾和韩国外
长在中国福建分别会谈，讨论控制新冠疫情和疫苗合
作等问题。此一系列的行动，目的是增加中国的影响
力，在美中竞争中拉拢亚太国家。

美国政策的调整
一、小院高墙政策：2018年，美国智库提出“小

院高墙”的对外政策。小院指确定关系到国家安全的
核心领域，高墙指封锁和控制这些领域。拜登总统上
台后声称中国是美国唯一、全面的竞争对手。科技战
线成为两国竞争的主要前沿。对中国高科技企业实施
精准打击，在关键领域与中国选择性脱钩，增加对半
导体、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和能源的投资，确保美国
在经济和军事领域的领先地位已成为美国未来的基本
策略。

二、重定亚太战略：将战略中心由欧洲和中东

转向亚太地区。面对来自中国的挑战，美国加强与日
本、印度、澳大利亚、韩国和台湾在政治、军事和经
济上的合作，形成亚太地区“新北约”联盟，遏制中
国在亚太地区的扩张。利用南海主权争议问题，促进
与东南亚国家的联系与合作。近日菲律宾对大量中国
渔船在南海有争议海礁区域聚集而采取强硬对策，也
与美国新亚太战略有关。

三、继承前政府对华强硬立场并予以扩大：继续
关税惩罚、技术出口禁令。对破坏香港民主的24名中
国官员进行金融制裁，在《各国人权报告》中谴责新
疆发生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新公布《对台交
往准则》与《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其矛头剑指中
国。

四、重返世界组织：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
和世界卫生组织（WHO），增加美国在国际社会的
影响力和领导力。让美国重新回到世界舞台中心。加
强与西方发达国家合作，建立以美国为首的“民主联
盟”。

中国对美政策的延续
一、战略对手：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之重。中国

曾希望拜登政府在对华政策与其前任川普有所不同。
然而，从近三个月发展来看，事与愿违，紧张的中美
关系并未趋向缓和。据报道，中国领导人及智库一直
视美国为中国崛起和发展的最大障碍，指责美国“在
国际上搞小圈子、新冷战、排斥威胁恐吓他国，实行
脱钩断供和制裁等措施，把世界推向分裂与对抗”。
事实上，美国已被中国视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

二、形势的判断和策略：中国领导人一直强调“
不忘初心、牢记史命”。让共产主义红旗插遍全世界
是梦寐以求的理想。近年来，中西方媒体宣传所谓
的“东升西降”世界发展趋势，即美国步入衰落和中
国走向强大，未来十几年中国可以全面超越美国。让
中国“平视世界”，中国占据世界百年大变局“时和
势”是对形势的判断。放弃“韬光养晦”策略，通
过“一带一路”建设和大量的海外投资扩大在世界的
影响力，对外界宣传和推广中国制度的优越性，挑战
美欧西方民主体制及价值观为基本国策。

三、建立抗美联盟和加强与欧盟关系：加强与俄
罗斯、伊朗和北韩的经济和军事合作。利用与伊朗和
北韩关系，增加对这两个国家核项目的影响力。联合
俄罗斯谴责西方国家对它国人权干涉和经济制裁，并
反对美国国际霸权主义。中国通过签定中欧全面投资
协定加强对欧盟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力。本月初，习近
平与欧盟主席国——德国总理默克尔通话，试图缓和
欧盟与中国因新疆人权互相制裁的紧张关系。

对竞争的讨论与分析
一、竞争的本质：在中共宣传和影响下，一些中

国民众认为美国强硬的对华政策是由于美国担心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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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头号强国的地位，其实这并不完全反映竞争的本
质。拜登总统最近指出并得到美国政界高度认可的是，
美中竞争是21世纪民主体制和专制体制的对抗和较量。
拜登评价中国领导人“骨子里缺乏民主”。对中国在新
疆和香港侵犯人权和破坏民主自由的反对和制裁，并非
美国单挑独斗，而是得到多数民主国家的支持和参与。
这反映了在人权问题和民主自由理念上，西方国家与美
国立场保持一致。

二、竞争的特征：美中竞争具有长期性、全面性、
复杂性和特殊性。美中竞争并非一朝一夕，而是漫长的
过程，可能需要多年方能一决高低。美中竞争涉及金
融、科技和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最近，美国将违反审
计规则的中概股从美国股市中踢除，并将7家中国计算
机公司列入限制交易“实体名单”中。中美在环境保
护、朝鲜半岛去核化问题上有共同利益。因此，双方在
竞争中存在合作的复杂关系。中美碳排放量为全球前两
位，各占29.5%和14.3%。两国在控制全球气候变化中有
举足轻重的作用。拜登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参加全球气
候峰会。然而，气候治理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与
国际合作。因此，中美和世界各国能否在环保上达成协
议和严格遵守仍然是复杂艰巨的任务。此外，中国在朝
鲜半岛去核化有何作为以及效果如何，仍有待观察。美
中竞争存在着对抗的特殊性。虽然目前对抗不是两国关
系主要基调，但双方可能在台湾和南海区域发生军事冲
突。作为世界最强大的两个军事核大国，美中大规模军
事冲突的“热战”将给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

三、竞争的预测：作为弱势的一方，中国承认竞
争但不期望中美两国在经贸、教育、金融和科技领域上
发生脱钩。最主要的考虑是自身利益和未来发展。中国
对外宣称无意挑战美国国际地位，并提出双方在竞争中
各获其利，达到“双赢”的结果。但实际上，中国最终
的目标是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推行自身的政治制
度、价值观和国际规则。美国政界和民众已经清楚认识
到这一点。对美中竞争，一些美国学者和媒体认为如同
长跑，最终会一决高低，以确定输嬴。近日《纽约时
报》发表评论指出，由于制度的缺陷，中国将输掉这
场“冷战”，原因是中国无法摆脱内在劣势，即民族主
义、个人崇拜和国内的不断扩大的政治运动。政府鼓
励和纵容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损害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如中国出现的反日排韩和支持“新疆棉花”的民间运动
加剧了中国与世界的矛盾。个人崇拜使权力至高无上，
并因无法接受批评和不同意见使信息不畅，导致决策的
失误。不断的运动破坏正常规范和秩序，使监督机制失
控。对美中竞争的结果，双方持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结语
综合上述分析，美中两国的竞争已成为不可逆转的

趋势。美中关系已经回不到原来合作状态。新的世界格
局、即不同政治制度的美中各自为主的两大联盟正在形
成。对未来美中竞争的结果，时间将会给出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