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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关系》

内容概要

中美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在经历了起起伏伏之后，中美关系已经走到了一个新阶段。
是分道扬镳，还是殊途同归？值得思考。未来，中美能否避免对抗，实现稳定合作与发展？大国冲突
的前车之鉴为中美关系提供了哪些启示？中美能否成功构筑新型大国关系？知名学者王缉思教授编著
的《大国关系(精)》对上述问题进行一一解读，从历史、政治、文化等方面生动梳理了中美关系的过
去，剖析了中美关系的现在，并谏言了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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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关系》

作者简介

王缉思，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兼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
、中华美国学会荣誉会长、中国外交部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等。目前受聘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环球
学者”(2011～2015年)。主要教学和研究方向为美国外交、中美关系、亚太安全。著有《国际政治的
理性思考》、《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与李侃如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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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关系》

书籍目录

序
大国关系(精)序言
第一章 世界难题：中美能避免对抗吗？
悲观论：中美战略摊牌不可避免
乐观论：冲突可以避免，合作是主流
警戒论：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第二章 旧世界――大国冲突的前车之鉴
古希腊时代的雅典与斯巴达：对战争不可避免的误判
英德竞争与“一战”：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的和平与对抗
纳粹德国、日本帝国争夺世界霸权
美苏冷战：安全困境的典案例
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关系的和平先例
第三章 新世界――中美关系的全球环境
当今全球发展的八大特征
中美各自面临的全球挑战与机遇
第四章 漫长与曲折的中美关系史
从盟友到热战和冷战
中美管控危机之路
不打不成交――中美相互认识的加深
第五章 当前的中美关系
沿着不同发展道路“共同进化”
密切而敏感的政治关系
摩擦与合作并存的安全关系
难解难分的贸关系
文化对外交的深刻影响
第六章 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深化战略共识，承担全球责任
寻求共通领域，优化舆论氛围
防止误判，管控危机
相互调适，调整全球战略
结语分道扬镳，还是殊途同归？
中美对抗的魔咒为何日益逼近
中美未来大外交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之路
参考文献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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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关系》

精彩短评

1、一半真，一半假，中美摊牌不可避免，合作这类的只是幻想，欺骗，麻痹对方。
2、还是少了些创见
3、很详实的文献汇编，很其中偶有小瑕疵。“大国冲突的前车之鉴”一章写得很有学理性。20万字的
书卖59，中信一如既往地不厚道。另外，书名定为《中美之间》更为适宜，不明白为什么中信总是爱
用一些名不符实的“大”书名。
4、讲解透彻，一针见血。让人明白了很多中美之间发生事情的原因。对于中美关系问题，中国学者
很有发言权，而且像教授这样的人必定是参与国家战略规划的智囊，他的观点很有指导性意见。毕竟
他的观点国家领导人也是会考虑的。
5、一般般。中间有的章节值得采纳！
6、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间大规模冲突固然有实力变化的因素，同时也和领导人主观误判和错误决策
有关，中美关系应当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中美竞争本质上是实力和发展道路的竞争，而这种态势正在
越来越凸显。中美关系不进则退，着眼共同利益、争取在良心竞争中实现互利共赢。中国要维护国内
社会秩序，而美国要维护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双方应当相互尊重对方重大利益关切，增加更
多利益交汇点、避免增加新的利益碰撞点，建立有效的危机管控机制，由利益共同体走向“命运共同
体”。
7、书中概括性比较多，中间介绍守成、崛起大国先例的一章相当棒，结尾处有瑕疵。本书能够给双
方增加不少政治互信。
8、解决了对于中美关系中的很多困惑。很不错的一本书。作者也是国内国关的巨擎，中美关系的主
要研究者，在豆瓣里面这本书又被那些有知识的人说成漏洞百出的混吃之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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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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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关系》

章节试读

1、《大国关系》的笔记-第165页

        本书第一章梳理了中美两国政要、学者、智库关于中美关系的不同思想流派和观点。我们赞成的
观点是：中美关系既不会注定要发生战略冲撞，也不会自然而然地避免对抗，而是如“逆水行舟，不
进则退”。两国必须共同努力，争取在良性竞争中实现互利共赢。
第二章总结了历史上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出现对抗乃至战争的历史教训，分析了大国争霸悲剧的不同
起因。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的大规模冲突，一方面固然受到两者间实力对比接近这类结构性因素的影
响，另一方面也与领导人主观上的错误判断和错误决策有关。
第三章着重指出，今天我们处在世界历史进程的新阶段，全球发展趋势中的诸多不确定性，决定了未
来大国力量格局的可塑性。中美两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利益汇合点大于冲突点，领导人应当以战略远
见和政治智慧，发展共同利益，管控分歧。
第四章回顾了近一个世纪以来的中美关系历史，期间结盟、对抗、热战、冷战、缓和、合作、危机、
竞争交替发生，两国演出了一场多幕的悲喜剧。值得庆幸的是，两国领导人均从对抗悲剧和危机风云
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双边关系日趋成熟。双方政治精英对中美关系的内涵认识更加清醒，彼此了解更
加深入。
第五章分别从政治、安全、经济、社会几个层面，比较完整地讲述了当今中美关系中的很多“故事”
，着重突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过程的复杂性、多面性和重要性。第六章试图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提出几个主要思路。有些想法难免是老调重弹，但我们在描述客观现实的基础上，尽可能给读者以新
的启发。
在最后一章，我们将本书的主题凝缩，突出三个主要问题：第一，中美关系面临着力量格局变化和意
识形态争论尖锐化的两大难题；第二，中美两国能否坚持各自确定的发展道路，是能否构建新型关系
的关键；第三，中美相互尊重的核心问题是“两个秩序”问题，即中国的国内政治秩序和美国倡导的
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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