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來，隨 中美兩國實力差距的拉近，雙方在全
球的利益競爭呈上升趨勢，利益摩擦明顯增多。

特別是去年以來，美國在中國周邊不僅頻頻與日本、韓
國舉行連番軍演，還在南海借所謂「南海航行自由」不
斷拉攏中國周邊國家，並借人權、西藏、台灣等問題不
斷干涉中國內政。

冀美國勿在亞洲「攪渾水」
特別是美國竭力宣揚幫助東亞國家應對所謂的「中國威脅」，

強調美國在地區層次上應對「中國崛起」的安全義務。這被
不少國際關係專家稱為美國的「重返亞洲」戰略。
有中國外交界高層人士指出，這一說法並不準確，事實

上美國從未離開過亞太，中國理解和尊重美國在亞太地
區存在重要利益，希望與美國進行有效合作，來共同推
動本地區的穩定與繁榮。同時，中方也希望美國理解和尊
重中國的利益。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亞太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沈世順

指出，對於美國「重返亞洲」，中國的態度是希望它能夠在
此地區發揮積極作用，而不是扮演「攪渾水」的角色，利用
歷史問題以及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在南海諸島上的爭端挑起矛
盾，只會給這個地區帶來安全隱患。

專家支招「兩手對兩手」
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中國前駐美大使周文重指出，美國採取兩面的

對華政策，中國應「以兩手對兩手」，採取動態措施，因時、因事而有所
側重，某一時段可能合作多一點，或鬥爭多一點，不過最後的落腳點一定是加強合作。只有通過擴
大共同利益，才能抑制雙邊關係上的消極發展。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郭憲綱向香港文匯報指出，在合作增多的同時，中美之間的摩擦

也在增加，但其中的主要原因在於美國。他分析稱，美國國內有部分人認為，一個大國的崛
起，必然以另一個大國的犧牲作為代價，正是這種對中國和平發展的不信任，導致美國在包括
南海在內的中國周邊不斷採取軍演等刺激中國的行動。「但是，美國的這種行為，只會使中美間

的互不信任進一步增加。」

中美是「競爭性夥伴」
郭憲綱強調，中美雙方既非簡

單的對手，也不是單純的朋友，而
是一種競爭性夥伴關係。
在小布什執政時期，中美關係被定位為

「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奧巴馬上任後，美
國副國務卿斯坦伯格提出了中美關係「戰略再保障」
的概念。對於中美關係的不同描述，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
係學院副院長金燦榮表示：「美國對中國的戰略定位處在一個新的
十字路口，處在一個不確定期。所以胡主席此次訪美的時機很重
要，有助於美國明確對中國的戰略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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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中國崛起態勢顯著，而國際金融危機又進一步將中國

推向國際政治舞台的中心。中國去年在經濟總量上超過日本，

更引發了全世界對中國戰略走向的關注。而美國高調「重返亞

洲」等一系列動作，令2010年的中美關係樹欲靜而風不止，直

至年底，雙方才出現修補關係的種種跡象。對於兩國關係中長

期的發展走向，著名美國問題專家、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

長王緝思向香港文匯報指出，國與國關係並不由友誼來塑造，

而是由具體的利益來決定。中美不是簡單的友好或敵對的關

係，而是彼此共同利益能否使雙方關係繼續向前的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何凡

美對華定位處轉變期
國力拉近摩擦增

中國軍控與裁軍協
會會長、中國前駐英
國大使馬振崗指出，中

美兩國是否能建立真正
戰略互信，安全問題是

關鍵。中國願與美國進行
全面合作，而兩國是否會

發生安全和戰略衝突，關鍵
在於美方。發展安全合作，

既符合中美共同利益，也符合
美國利益。王緝思亦表示，中美

間在經貿、亞太、全球均有廣泛共
同利益，這不允許中美走向對抗。

美在亞動作料更多
清華大學中美關係研究

中心副主任趙可金向香港
文匯報指出，美國的亞洲
戰略仍然處於調整階段，
圍繞鞏固同盟關係、拓展
夥伴關係和參與主導地區
多邊和雙邊機構等問題，
今 年 美 國 可 能 有 更 多 動
作，特別是頻繁的軍演、
高調的軍事亮相必將引發
地區局勢的緊張。

趙可金認為，與此相對
應，中國在地區戰略上的
目標也將趨於清晰。中美

在東亞峰會、APEC合作機制、東盟（亞細安）10+3合作框架以及其他東
亞區域合作問題上的博弈還將持續。中國作為地區局勢的穩定器效應也
將更加顯現。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研究所所長袁鵬亦認為，雖
然美國霸權出了問題，但是從它的實力來講，未來20年內美國還會是第
一，目前還沒有看到取代它的國家，而且它的自我修復能力還在。

華欲挑戰美屬誤解
馬振崗表示，美國國內部分人認為中國的崛起必將挑戰美國，既是犯

了時代的錯誤，也犯了對象的錯誤，目前和平發展已成為時代主流，而
把中國作為挑戰美國的對象，是對中國的發展目標缺乏認識。他認為，
中美不會發生軍事衝突。

中國始終不渝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中國不爭霸、不當頭，所謂中國
要將美國趕出亞洲的說法，是美國人聳人聽聞的臆想。鑒於中美兩國的
國際地位和能量，如果兩國衝突，尤其軍事衝突，必將招致超越兩國範
圍的危害甚至災難，特別是在亞太範圍內。中國希望與美國進行全面合
作，決不希望與美對抗。

展望未來的中美關係，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郭憲綱稱，過去幾
十年間，中美關係先後經歷了遏制、打壓、波動階段，目前已進入相對
穩定的階段。中美經貿合作的紐帶正越來越強，經濟已成為中美關係中
重要的穩定器。中美合作不僅對雙方有利，對世界也有益。他預料，中
美兩國儘管有合作也有摩擦，但未來兩國關係不會出現大的動盪，仍會
保持相對穩定，並不斷向前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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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利益趨同應攜手 政策忌如「鐘擺」

在全球中國人喜迎兔年
新春佳節之際，中國國家
主席胡錦濤應美國總統奧

巴馬的邀請，將於1月18日至21日對美國進行國事訪
問，為21世紀第2個10年的中美關係確定方向，打好基
礎。國際社會對此高度關注，充滿期待。

合作是中美關係主流
2009年，奧巴馬入主白宮不久即到中國訪問，美方不

時發出唱好中美關係之聲，中美關係似乎進入蜜月期。
然而進入2010年，中美關係一波三折，跌宕起伏。奧巴

馬會見達賴，美國售台武器，粗暴干涉中國內政等舉動
餘波未平，美方又圍繞人民幣匯率、貿易不平衡、南海
等等問題不斷向中國發難，並頻繁地在中國周邊海域舉
行軍事演習，對華施壓、防範、遏制的一面明顯上升。
對於損害中國利益的舉動，中方做出必要的反應完全是
理直氣壯、無可厚非的。
一時間，各種懷疑和猜測此起彼伏。中美是否會滑入

「衝突」和「對抗」？中美關係將走向何方？我對此的
看法是，中美都是世界上有 重要影響力的大國，中美
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自從尼克松總統訪華
近40年來，中美關係歷經風風雨雨始終不斷向前發展，

兩國的利益融匯處不斷增多，互相依存度增強，兩國
的共同利益遠遠大於、多於分歧。中美合作則兩利，
交惡則兩傷，合作是雙方唯一正確的選擇，事實上也
始終是中美關係的主流。
在後金融危機時期，中美兩國在事關人類和平與發

展的重大問題上，有 廣泛的共同利益和重大的共同
責任。兩國合作與否早已超出雙邊關係的範疇，對世
界具有重大影響。
奧巴馬就任總統以來，與胡錦濤的會見已達7次，此

次胡主席訪美將是兩位元首的第8次會晤，中美兩國元
首如此密切的交往是前所未有的。中美間其他高層交往
更是不勝枚舉。這表明，中美關係涉及面之廣、利益交
匯點之多超乎人們的想像。
通過雙方不懈努力，中美關係近期在廣泛領域取得新

進展。兩國在國際和地區問題上保持密切溝通和協調；
兩輪戰略與經濟對話成為中美增進互信、擴大合作的重
要平台；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機制會議、商貿聯委會
會議、國防部防務磋商、副外長級政治磋商、外交政策
磋商等富有成效。在經貿方面，美國對華出口繼續快速

增長，中國對美投資成倍增長，中國企業在美國兩大證
券交易所IPO數量佔2010年美國市場近25％。兩國經貿
關係互利互惠的特點更加突出。中國留美學生數量躍居
各國之首，已近13萬人；兩國互訪旅遊人員也大幅增
長。
美國國防部長蓋茨於1月9日至12日訪華，標誌 兩軍

交流有了新的開端；雙方還成功舉行了兩輪政黨高層對
話。中美在執法領域積極合作，嚴厲打擊跨國逃犯；雙
方就禁毒合作達成多項共識。中美關係正向新的深度和
廣度推進。

逐步增進互信深化合作
胡錦濤主席訪美，中美之間的分歧不會在一夜間煙消

雲散，但雙方增進互信、深化合作的意願是明確的。兩
國元首將共同規劃未來十年乃至更長時期中美關係的發
展，爭取達成更多共識。拓展和深化兩國在雙邊、多
邊、全球層面上的溝通協調和互利合作，將是訪問的主
旋律。借胡錦濤主席訪美之東風，中美關係將迎來一個
孕育希望的春天。

中美關係將迎春天
──寫在胡錦濤主席訪美前夕

風度

中美軍事關係持續
多年起伏的「鐘擺」
效應，多因美國不顧
中方強烈反對執意對
台軍售而起。國防大
學戰略教研部原副部
長楊毅少將向香港文
匯報指出，中美軍事
關係的最大癥結之一
便是台灣問題，中國

有《反分裂國家法》，美國有《與台灣關係法》。
台灣問題處理不好，很容易將中美兩軍關係拖入
低谷。
美國防長蓋茨近期訪華，成為中美兩軍關係開

始轉暖的重要標誌。楊毅認為，中美軍事關係需
要一個穩定的政治基礎。當前對於中美兩軍，最
現實的事情是防止誤判、防止意外事故、防止危
機升級。中美兩軍關係可以更多地從這些方面
手，至於實質性的合作短時間內不可能形成。兩
國需要在戰略上「對對錶」，明確對方關注，並
盡可能縮小差距。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郭憲綱表示，美國

一直將台灣視為制衡中國的一種手段，至少美國
的強硬派不希望看到中國統一、強大。他形容，
台灣問題就好似中美間的一塊「凍瘡」，天氣不
好時，總要不時發作一下。他強調，「解鈴還需
繫鈴人」。

美以台作制衡

兩軍關係難穩定

■美國去年不斷在中國周邊與日本、
韓國舉行軍演，損害中美關係。

■美國積極介入東盟事務，欲維持在亞太
地區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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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世界上具有重要影響的兩個大國，中美關係已經超
越雙邊範疇而具有全球意義。兩國在亞太及全球有 廣泛
的共同利益，能夠開展互利合作。中美兩國之間雖然存在
一些分歧和問題難點，但共同利益是第一位的，合作的大
方向不會改變。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吳心伯認為，
奧巴馬對華政策的基調依然是促使中國成為一個積極的夥
伴，無論是在經濟、安全還是國際事務中。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郭憲綱研究員向香港文匯報

指出，隨 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國際影響力的不斷
擴大，美國與中國合作的方面必然會越來越多。比如，在共同應對金融危
機，進一步推動全球經濟復甦上，在反恐以及朝鮮、伊核等地區和國際熱點
問題上保持合作，同時，經貿、氣候變化、在維和及海上護航等非傳統安全
方面，也會有新的合作亮點。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亞太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沈世順認為，雙方在節能

減排、能源安全、推動聯合國多邊氣候談判等問題上都有 一致的利益。

反恐合作進展順利
反恐問題專家、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反恐中心主任李偉認為，自「9．

11」以來，中美反恐合作進展順利，雙方在反恐方面存在基本的共識，簽署
了多項反恐協議，而中美與其
它國家合作促成了聯合國反恐
怖主義全球戰略。專家們強
調，雖然中美國情不同，社會
制度和歷史文化不同，還存在
這樣那樣的分歧和摩擦，但時
代變了，中美關係早已不是零
和遊戲，一個積極、合作、全
面的中美關係，才符合兩國人
民的根本利益。

國際事務 美對華需求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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