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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4年夏天，几乎没有人想要战争，也没有人认为会发生一场大战。那年
春天，我的祖父母在奥匈帝国的利沃夫举行了婚礼，我看着结婚照上他们兴高采
烈的样子，意识到他们并不知道，一场灾难很快就会抹去他们的国家，粉碎他们
的生活，并最终让家族的一支逃往新世界。

今年，我有时会担心我们再次过于轻视未来冲突的风险。而未来10年或20年
中，或许最严重的地缘政治风险就是与中国的战争。虽然双方都不想开战，但双
方现在都承认，冲突可能正在逼近，并且正在做出相应准备——这一切都在引发
对方的猜疑并助长军备竞赛。

是时候让双方都深吸一口气，从口号和象征性的攻击中各退一步了。这些口
号和攻击团结了国内的民族主义者，但也增加了全球性灾难的风险。近日，中国
对美国热情欢迎台湾总统的回应是向台湾附近派遣创纪录数量的军用飞机，这一
情况提醒人们，风险仍然存在。

康奈尔大学的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指出：“公开地、象征性地做一些事
情来对抗北京，并不一定会让台湾变得更加安全。”例如，前众议院议长南希·
佩洛西去年访问台湾，意在象征性地表示支持。民意调查发现，认为佩洛西访台
让台湾变得更不安全的人是持相反意见的两倍。

白洁曦说，如果我们想帮助台湾，我们需要更多的威慑和更少的挑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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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冲突的风险主要是由习近平推动的——从他在新疆的残酷
镇压到目前正在进行的核武库大规模扩张。如果他向俄罗斯提供炮弹，紧
张局势将变得更加严重。但美国国内政治也在走向冲突，随着民主党和共
和党竞相谴责中国，这种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再来一场冷战似乎并不那么可怕，因为在上一
场冷战中，我们和俄罗斯人成功避免了同归于尽。但在从越南到安哥拉的
代理战区，数百万人在上次冷战中丧生。俄罗斯和美国之所以避免了核战
争，部分原因是双方领导人都有“二战”的记忆，这让他们保持谨慎；我
担心，今天，就像1914年一样，双方的过度自信和短视的政治压力，可能
会导致局势持续升级。

无需提醒我中国有多么残暴：1989年6月，我就在天安门广场，目睹
了人民解放军向我身边的人群开火。但我也看到，相比有史以来的任何国
家，中国让更多的人摆脱了贫困，并且极大地改善了教育和健康。我们美
国人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在北京出生的婴儿也许无法
期待参与有意义的投票或言论自由，但是他们的预期寿命比华盛顿特区的
新生儿多出七年。

当我说我们必须彼此对话时，我并不是在淡化美国的担忧。我是对
TikTok持谨慎态度的人之一，因为它有被用于间谍活动的风险。但我也知
道，美国同样利用私营企业对中国进行间谍活动。当中国在2000年购买一
架新的波音767作为等同于“空军一号”的飞机时，美国官员在机上植入了
至少27个窃听器。

我认为美国应该在一些问题上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比如中国公司
肆无忌惮地向墨西哥出口被用来制作芬太尼的化学品。这种源自中国的芬
太尼每年杀死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很难理解这么多人的死亡为何没有在双
边议程上占据更高的位置。

但我们也需要谦逊。在阿片类药物危机中，美国的政界人士、制药公
司和监管机构本身就制造了灾难性的失败。为什么我们应该期望中国领导
人比我们自己的领导人更关心美国年轻人的生命？

激烈谴责不是一项政策，它疏远了普通中国公民，待习近平离场之
时，他们才是那个国家最大的希望。这是一场持久战。

反华言论和过分的安全担忧加剧了对亚裔美国人的种族歧视，让华人
感到自己在美国不受欢迎——这伤害到了我们所有人。2020年，美国科学
与工程的博士学位中有17%授予给中国学生，这表明美国一直是中国人才外
流的巨大受益者。但现在情况可能会发生逆转：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美
国的中国学者深感不安，61%的人表示他们考虑过离开。

我支持拜登总统为支持美国工业而采取的措施，以及他为加强西太平
洋军事准备所做的非凡努力。但我们要认识到，在加强美国对抗中国的实
力上，我们可以采取的最重要步骤与军事无关。

最重要的可能只是解决美国的功能失调——从成瘾到儿童贫困以及
我们失败的寄养制度——并投资我们的教育系统，从而培养更强大的公民
和更强大的国家。这才是我们应该向中国学习的，而不是暴躁的民族主
义——而这也是我们应对中国挑战的最佳方式。

                                              ( 摘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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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应如何缓和紧张
防止冲突与战争

张沱生（Zhang Tuosheng），国观智库学术委员会主任

拜登上台后，美方先是提出了所谓竞争、合作、对抗
的三分法，遭到中方反对后对第三条有所调整，提出“无
意同中国发生冲突”，并日益强调在坚持对华战略竞争的
同时建立护栏，保持与加强危机沟通，开展必要对话，避
免双方发生冲突与战争。

对此，中方应怎样认识和做出怎样的回应呢？
我认为，第一，拜登政府希望适当缓和对华关系、避

免军事冲突与战争的意愿是真实的。美国有在冷战中与苏
联既竞争对抗又对话缓和的经历。当前，面对中方对美方
打压的坚决斗争及中美关系对抗因素的急剧上升，拜登政
府认为在坚持进行对华战略竞争的同时避免与中国发生冲
突战争符合美总体与长远利益。

第二，美方将建立护栏，建立与加强双边危机管理
机制，作为避免中美冲突与战争的重要工具。在美苏冷
战初期，两国关系曾险象环生，三次柏林危机及频繁的
海上摩擦与突发事件使双方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极大，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更使美苏走到了核战争的边
缘。此后，美苏开始建立包括热线在内的各种危机管理机
制，达成《美苏防止海上事故协定》（INCSEA），举行战
略稳定对话，逐步开展核军控裁军。直至冷战结束，美苏
双方始终未发生任何直接军事冲突。美国在冷战中的经历
使其在大国对抗中有很强的危机管理意识。

第三，拜登希望适当缓和美中关系与其战略思维、
执政风格及从政经验有重要关系。拜登是典型的建制派领
导人，他更看重价值观、言辞、外交之战，更重视同盟关
系而非直接军事对抗。拜登还对近年来美国国内出现的多
种严重矛盾深有体会，认为开展对华战略竞争首先要从修
补、加强国内基础做起。此外，拜登的执政团队与拜登的
安全战略理念基本一致，能较为忠诚地执行其安全理念与
政策。

第四，到目前为止，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希望在
中美之间选边站，希望中美关系能有所稳定缓和。虽然美
国的主要盟国已越来越向美倾斜，但它们从自身利益出发
也仍希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自主性。然而，一旦中美爆发
冲突与战争，选边站和两级对立世界的出现将无法避免。
美国要维护其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不能不考虑世界上绝
大多数国家的愿望。

第五，美对华缓和政策存在尖锐的内在矛盾。美国既
要坚持打压中国、不断挑起危机，又要建立护栏、避免冲
突战争，这使美中缓和紧张关系困难重重，以致中方一直
批评美方是说一套做一套。可以预见，未来中美关系即使
有所缓和也将一波三折，难以在较短时期内出现较大的缓
和与改善。

回顾历史，美苏冷战自1947年爆发，1962年后两国开
始加强危机管理，并于60年代末启动缓和进程。然而，美
苏缓和与紧张总是交替出现，直到冷战末期，缓和才取得
明显进展（此后，苏联崩溃，但这并非由苏美缓和所致，
而主要由其长期积累的众多深刻内部矛盾所造成）。

中美摩擦竞争加剧从奥巴马第二任期开始至今已进入
第12个年头。中美能否早一些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危机管理
机制并同时开启关系缓和的进程？我认为，这是可能的，
值得双方为之努力。

首先，中美关系并非美苏争霸的敌对关系，而且两国
经济至今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远不是当年美苏经济体
系基本隔绝的状况。其次，中美早在上世纪末就开始建立
双边危机管理机制，并曾取得较大的进展。第三，中美可
以认真吸取美苏冷战中的一些深刻经验教训。第四，面对
气候变化等前所未有的全球性挑战，中美两国乘在一条船
上，必须同舟共济。当年的美苏两国绝无这么大的共同利
益。

当然，已经严重恶化的中美关系要在短期内实现缓和
是难以做到的。当务之急是首先须把中美关系的“防护和
安全网”（中方表述）或“防护栏”（美方表述）建立起

来，使之对两国规避危机和防止危机失控引发军事冲突与
战争发挥重大作用。否则，无论是在台海、南海还是朝鲜
半岛，无论是在网络空间还是太空，一旦中美发生军事冲
突，即使未走向战争，中美敌对、全面脱钩及陷入冷战的
恶果也将接踵而至。此后，两国要想缓和稳定关系将难上
加难，并将付出成倍的代价。而如果爆发战争后果则更不
堪设想。

为此，中方特别强调中美双方须遵守国际关系的基本
准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认为这是双方管控矛盾分歧、
防止对抗冲突的关键。美国则强调须保持危机沟通机制与
对话，特别是两军对话，强调遵守双方制订的海空行为准
则，防止发生意外突发事件。我认为这两者缺一不可，必
须紧密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中美才可能避免冲突战争
并启动双方关系缓和的历史进程。

未来的中美关系将有三种可能的发展前景：
一是如果不能尽快把两国关系的安全与防护网或护栏

建立起来，中美将有爆发军事冲突甚至战争的可能。这是
双方应全力避免的最坏前景。

二是如果两国能开展并保持必要的对话与合作，加
强危机管理机制建设与危机管理，双方将可能避免冲突战
争，并早日开启缓和进程，通过10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
逐步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竞争-合作关系。这是一种较好的
发展前景。

三是经过更长时期的共同努力，协调合作重新成为两
国关系的主流，双方开展良性竞争，中美形成合作-竞争关
系，实现中方倡导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的长远目标。这是两国关系的最佳发展前景，中美双方应
为之做出长期不懈的努力。

                                             ( 摘自中美聚焦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