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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媒体观点
“对华作战可造成重伤“（3月2日）——中美双

方一旦因台湾问题或其他导火线引发热战，由于中国全
盘实力的强大，必将战火引入美国本土，而造成重伤，
后果不堪设想。美国要尽全力防止吓阻此一战争的爆
发。

“对抗中国何者受益？”（3月12日）——尽管中
美之间存在许多问题，双方的经贸往还则令彼此和世界
受益，另一两国保持往还的重大因素是共同合作处理如
气候变暖之类的全球难题。总之，和中国脱钩是不符合
美国国家利益的。

增进美国安全的最佳策略是注重国内建设，加强
教育投资和基本科学研究，使美国更加繁荣，并保持和
国际社会的正面接触。对中国来说，也得这么做。

“习带领中国疏远以往友邦“——1979年中国执
行邓小平“开放改革”政策，发展经济，国力日增，韬
光养晦，避免张扬。如今习近平掌权中国，改变上述政
策，和俄罗斯靠拢，疏离了往日协助中国发展建设的国
家（以美国为其首。）美国拜登总统也见招拆招，呼吁
其盟国加入行列，共同对中国的经贸科技发展进行围堵
和对抗，这也形成恶性循环，每况愈烈。

“习普抱团对抗美国”（3月27日）——2022年2
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参观北京冬奥会后返回俄罗斯就发动
了入侵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其后中俄互捧互助，抱团取
暖，联手对抗美国。美国对华围堵是促成中国亲近俄罗
斯的重要推动力。

美国要认真反省，对华围堵，抑制中国发展，是
否是符合美国最终国家利益的最佳政策。

“如何避免对华一战”（4月13日）——今后一二
十年最可怕的地缘政治危机是中美展开热战。尽管如今
双方都要避免战争，但都在积极备战，产生军备竞争，
导致恶性循环。此刻双方应静下心来，不要进行口头和
象征性的交锋，或进而引发全球灾难。当前美中冲突日
增，双方都有责任。习近平国内加压，扩充核武，若再
军援俄罗斯，就会使情势益加恶化。美国两党争先抵制
中国，国内政治气氛使反华敌对益增，未见缓解，前途
难料。这一气氛也增加了对美籍亚裔者的种族歧视，降
低了他们在美居住的安全感。一个调查显示，如今旅美
60%的中国科学家打算离开美国。

我们要认识清楚，美国对华最佳策略是和军事无
关的。我们不要宣扬国家主义，而要着重解决美国内部
存在的诸多缺陷。增加教育投入，造就人才，建设国
家。这才是面对中国挑战的最佳出路。

“美中两国为何对抗？”（4月16日）——尽管当
前中美政府之间在彼此妖魔化，但两国人民之间并不
存在这种隔阂和敌意。

那么，美中之间的争执究竟何在呢？是因为台湾
问题而美中擦枪走火，是因为老大和老二权位之争而
拼个你死我活？好像都不是。

习近平掌控中国后的内外措施，显示了中国日益
对内专政和对外蛮强，这失去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
任。这便也正是，人无信不立，国无信必衰之理。中
国必需要言行合一，以积极的表现去增加国际社会对
它的信任。

如今的现实是，盼望中国经济崩溃，美国国势
日增，欧盟处处跟随美国，便都是无从着落的天真幻
想。美国外交政策的目的也不能是颠覆中共主政的中
国。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美国舆论对美中关系的定位
有三点：

一是，中美之间要全力避免热战发生，以免导致
两败俱伤的悲惨局面。

二是，两国各有内部功课要做，中美争执在后，
国内建设在先。

三是，解决重要国际问题需要中美携手，全盘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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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缺一不可。

对华政策
为美中两国国家利益打算，我希望美国今后对华

政策能掌握以下重点：
一是，鼓励和欢迎华人来美旅游、观光、求学、

就业和投资经营。
二是，放松“民主对抗专制”之论，不要以中国

为假想敌，驱使中国跳上俄罗斯战车，捆为一体，增加
了对美敌对力量。

三是，立即着手和中国合作，针对国际难题，如
气候变暖和削减军备，一致行动，产生实效，增进彼此
的信任和友好。

结论
中美是东西方社会实力最强大的国家，要携手言

和，造福世界。这一重大任务要靠两国元首和全体国民
一致努力，力促其成。

正所谓：
中美合作天下庆，互补互助奔双赢。
重责大任非小可，全力以赴求其成。

中美避免战争，彼此增进友善
本报特约撰稿人: 臧英年

引子：近来美国纽约时报陆续发表多篇评论文章
论及美中互动和今后走向，言之有物，可读性强。现我
陈述各文要点，再加以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