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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参加G7峰会的各国领导人，6月11日在风景秀美的海滩上拍摄团体照，热情互动。 (Getty Images)

引子
美国拜登总统上任后的首次国际外交之旅已经起

步，他于6月13日完成了七国首脑会议之旅，又于6月
14日会晤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下一站是
欧盟。他快马加鞭，席不暇暖，为的是要宣扬“美国
回来了”，美国已重返国际舞台，要民主国家联合起
来和极权国家对抗，并指名中国有实力，有行动，打
破了国际常规，对美国形成直接威胁。那么，拜登的
所思所言有商榷余地吗？中国会是美国唯一无二的“
假想敌”和强烈的竞争对手吗？

美中现况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两大阵营冷

战一段时间，到了1990年苏维埃联邦解体，美国便在
国际上成为一强独霸。近20年来，全球化和多元化兴
起，欧亚地区都有区域性组织出现，整合了本地区的
全面力量，集腋成裘，形成格局。这也改变了美国唯
我独尊的状态。

但尽管如此，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国
家，其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的内涵和影响
力至今是举世无双的。

中国从1979年开始，在邓小平的主持下，推行“
改革开放”政策，让中国从自困自绝的陷阱里解放出
来。2001年12月11日在美国的支持下，中国进入世贸
组织（WTO），逐渐展开了中国产品远销全球市场
的局面，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让中国的生产力
日增，数年前已达到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国的
显赫地位。中国个人和家属不断增加收入，全民脱贫
功效日显。

可是，至今中国总体的硬件和软件实力和美国
比，还是差距很大。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建设中国内
部，进入小康社会，让全民享受安居乐业的实质好
处。中国政府没有，不必要，也不可能以蒸蒸日上，
努力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魁首为行动目标。中国在历
史上也没有对外侵略、扩张领土的基因存在。明朝郑
和下南洋，是要显示中华文化辉煌发展的成果和威
望。以后，明朝严禁出海，清朝依样实施。在十八和
十九世纪欧洲强国去全球霸占殖民地的同时，中华大
地是闭关自守，沉睡不醒，自我中心和不问外务的。
至此，应有的结论是：美国不必过分捉摸和担心，认
为中国会成为它的对手、强敌和毁灭者。

可是，正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新中国
的历史过程和当前作用使得美国产生忌惮。1949年后
中国有太多的自上往下发动的全民运动，祸国殃民，
一无可取。中国也需要改善人权，给全民提供一个和
谐、宽松和充满鼓励的优良环境去发挥他们的能量、
潜力和报国心愿。此时，针对民生建设和军备扩充两
大任务，中国要以民生为重，军备为缓。世界上没有
任何国家，这包括美国和俄罗斯，会向中国发动寻求
自杀的热战。而以“为人民服务”为号召的中国的民
生建设（个人所得偏低）还要继续加强。

美中互补
记得习近平主席说过一句话：“太平洋很大，

容得下中美两国。”此语更积极和加以延伸地说，便
是：“全球建设振兴需要中美两国彼此的理解、接纳
与合作去达到其目的。”中美的特长和优点并不重
复，中美的经贸结构可以互补和互助，中美的科技发
展可以和平竞争，各显其能，中美在诸多国际事务
上，如抗击病毒疫情、应对气候变化和打击恐怖主义
等领域里可以各尽所能，携手合作。

美国专家已提出议论，认为川普执政时大量提
高中国产品输美关税的措施是两败俱伤。这增加了美
国消费者的负担，也并没有吸引制造业回归美国；这
减少了中国外汇的收入，降低了中国购买美国产品的
储备能力。川普在位时和中国签署了第一阶段贸易协
定，中国全力执行采购美国农业产品的预定数额，也
难以达标。再有，在全球生产、供应和采购大循环一
体化、一线牵的大格局下，中国居于不可或缺的关键
地位，美国的经贸发展能够和中国全面脱钩、而达到
自给自足吗？

美中两国不是生死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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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美国有使命感，以全球推动民主自由体制为己任；

美国有优越感，坚信自身制度良好，全民有创造力，有
团结力；美国有危机感，唯恐有后者居上，取代了它的
领导地位。

美国应该集中力量，发挥其使命感和优越感。拜
登取代川普执政美国，恢复对国际事务的关注和参与，
集中力量平复疫情，改善基建，发展科技和打击种族歧
视，促进社会和谐等，都是切中时弊，运作得所。美国
与日俱进，就自然巩固了它的领导地位。

美国对中国要采取友善理解及和平共存的态度和行
动。到头来，中国不是美国的生死大敌，中国可以是美
国理当结盟的友邦。

正所谓：
美中敌对非良策，双方理解加合作。
日久天长见真情，高瞻远瞩胜算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