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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

内容概要

中美两国看起来终究会发生冲突。虽然两国之间偶尔还是有一些亲善的举动，但是事实上，喧腾一时
的“战略伙伴”关系已成往事。自从二十五年前尼克松总统历史性的北京之行至今，此刻的中美关系
处于最低潮。许多问题困扰着这两个国家，最重要的，便是中国积极地发展，美国的政策犹豫不定也
是一大因素，美国一方面指责中国持续违反人权的行为，一方面又受限于其他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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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白礼博（Richard Bernstein），先后担任《时代杂志》驻香港特派员、《时代杂志》第一位驻北京分社
主任、《纽约时报》驻联合国分社主任、和国家文化特派员。现在为《纽约时报》撰写书评。本书是
他所撰写的第四本书。
孟儒（Ross H.Munro），曾经在亚洲从事多年新闻工作，先后担任《时代杂志》驻香港、曼谷和新德
里的分社主任，及多伦多《全球邮政》（Globe and Mail）驻北京特派员。现任费城外交政策研究中心
亚洲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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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导言：作者预设的结论：中国在困顿百年之后，目前国力已逐渐强大，而且它认为依据历史，它
应该在世界上占有强国的地位，，不用多少时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其军事力量也越来
越惊人，除美国以外，在太平洋地区不会再有能在军事影响力方面与中国匹敌的国家。中国是一个不
能厌足而具野心的国家，其目的是要主宰亚洲。但是中国并无意侵略或占领邻国的土地，而是要成为
一方之霸，届时在东亚地区，各种事务的进行，至少都必须得到中国的默许。中国国力的成长以及积
极追求自身利益的态度，不但与中国对自身历史角色的定位有关，也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心理需求有
关，中国的领导人则乐于利用这种趋向，中国在过去所受到的耻辱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思想，也点燃
中国的野心。这种民族主义相当特殊，也因此那些过得较知足的西方人不是很能够明白这种思想。由
于中国的统治者想要在这个独裁统治在这个越来越过时的世界中继续得以维持，他们鼓动仇外态度，
借以巩固他们在这个国家当中的权利，把这个国家描述成一个受到外来攻击的国家。他们相信只要激
起人民的爱国情操，并表示世界上仍有国家像之前的帝国主义一样，继续企图伤害中国的尊严和地位
，便可以确使国内的人民对政权效忠，并忽略国内许多异议人士的不满。至少在过去一百年间，美国
在亚洲所追求的一贯目标是防止有任何一个国家主宰这个地区。由于中国的目的正是要独霸亚洲，必
然与美国的利益相冲突。第一章：敌人：美国中国在对美国的定位上使美国感到恐慌，包括：1。美
国反中国战略以扼杀中国的社会主义，使中国居于臣属地位为目标；2。美国以人权为掩护，干预中
国的内政，并且是依据意识形态为判断标准。这是一种颠覆战略；3。美国支持，并且利用中国国内
的敌对势力，进行颠覆和叛乱活动。更重要的是作者认为中国口是心非，对外宣称与内部规划不一致
，让美国人充满戒心。中国的强硬派认为中国可以同时进行两件事：一方面为政治和军事方面的中美
对抗做准备，一方面继续借由中美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关系，赚取利益。第二章：我们永远不会追求霸
权对于中国政府发出的和平崛起的声音，作者认为有许多美国专家接受这种讲法，他们认为就算中国
的领导人有主宰全亚洲的野心，只要中国威胁在实施上而不是在理论上居于背景地位，经济成长始终
会是政府的第一优先。就此作者提出3个存疑的理由：1.中国现在正进入它在历史上的一个新阶段，我
们可以称之为恢复国家固有强国地位的时代；2.由于中国幅员广大，本来就具有强国的本钱，就算中
国基于国家政策，无意争取霸主地位，中国还是自然会成为地区的主宰者；3.也是最重要的理由，中
国一直采取主动积极的态度，朝其所拟订的战略目标努力，这与中国自称温和的第三世界地位相违背
。总而言之，由于中国对自身的历史感，加上中国的基本物资和人民状况，以及中国对国家利益的考
量，这些因素最终会使中国无法避免地走上亚洲霸权之路。中国再度成为世界超强的因素：土地。及
海权概念的逐渐强盛。资源丰富。巨大的人口。巨大的人力资源。以及流于海外的华人所形成的强大
向心力。第三章：虚张声势美国用贸易手段促使中国改善人权，但最终失败。第四章：新中国游说团
中国利用经济利益笼络美国企业界以影响美国国家对中国的政策。当然每个国家都想要影响美国的政
策决定与舆论。但是中国在美国进行的政治游说和公共关系活动，具有四个方面的特质，使得与其他
国家不同：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在许多方面来说，都是一个敌人，一个独裁政权，一个刚刚兴起的超
级强权，这个国家有许多利益都和美国的利益相冲突；中国在影响美国的行动时，态度相当激烈，遇
到两国有歧见之时，中国显得极为苦恼，在美国的活动范围又相当广泛，中国不只进行宣传，威胁，
恐吓和密集的私下游说，还设法购买或窃取科技；一群极具影响力的前美国高级官员逐渐主宰了有关
中国的政治辩论，这些人也从他们所支持的政策中获益，最后中国善用了经济战争，使美国史上最大
的商业力量，站在中国的背后，影响美国的国家政策。第五章：赤字，工业和人民解放军公司作者认
为中国的军火商在和美国做生意中赚取利润用以发展中国的军事行业，用通过合并美国公司的方法来
销售产品并取得科技。美国形同资助中国军事现代化。作者同时认为中国所有的经济发展之路乃是学
自日本的“引导式的资本主义”，在对外贸易上获得巨大收益也是日本所最先用的方法，包括国家补
助外销企业，与外国公司交易时，重视技术转移，树立无关税障碍的迷宫，维持在低汇率的货币，以
特定企业为重点的工业政策，并利用不公平的贸易措施使这些企业具有竞争优势。中国的这种“国家
资本主义”形式，使中国掌握有许多使中国占据优势的手段。1980年代，中国开始刻意以其他的东亚
国家为榜样，这些国家利用外销利益培植高科技企业，达成了高度的经济成长。加州日本政策研究中
心（Japa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ion in California）的Chalmers Johnson特别指出中国遵循日本模式，采用
具有侵略性的控制资本主义。尽管中国政府宣称对外销的一切直接补助告终，但实际上北京依然使用
各种手段来推动外销，支助的范围涵盖了经济学者所谓的各种输入，外销导向的工厂可以用低于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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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格取得能源和原料，而不必支付法定的员工救济金，譬如年金；它们还可以得到优惠银行贷款，
这些贷款多数是低利率甚至是根本不需要偿还的。但这些补助难以排查，因为它们并非出自中央政府
，多半是当地政府安排发放。日本和一些东亚国家所使用的方法之一是进口替代，尽管许多经济学者
认为通常没有效果。政府垄断市场，使大量进口的产品能够在国内生产，即使花费因而增加也在所不
惜。尽管中国申称已经终止所有这一类的计划，但1994年中国宣布一项汽车工业政策，这个政策有明
显的进口替代要求。不论价格或品质如何，在中国经营的汽车公司都必须使用中国生产的零组件。这
种做法直接伤害到美国汽车零件制造商。中国也进行较粗糙形式的保护主义，目的在阻碍进口，或使
进口品价格高昂，措施在于高达150%的高关税，进口特许证，进口配额，进口限制，以及规格和保证
方面的要求。中国的经济策略目标并不只是以一些对中国有利的贸易措施，来累积外汇。中国也企图
取得最先进的西方科技，包括可适用于民间和军方用途的科技。方法之一便是要求有产品在中国销售
的外国厂商，必须在中国制造该产品的部分零组件。为了能够在中国继续做生意，美国公司不但必须
转移先进的制造科技给中国，还必须为中国训练一批人力，如此虽然短期内能够取得利润，长期来说
只是培养出一批竞争对手。这种做法有一个惯用的称呼“补偿”（offsetting），转移一部分制造工作
给外国，以取得在当地销售的权利，包括日本在内，有许多国家多年来一直这样做，但中国在短时期
内成为此中高手并榨取最大的利益。第六章：发火点：台湾美国在台海关系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台湾对
美国利益的相关性。第七章：中国对日本的计划基于中国崛起的需要，中国并不希望日本“正常化”
即一个有权决定国家安全需要，并且建立足以应付这些需要的武装部队，而是处于某种“永远在战略
上臣属”的地位。当中国的姿态对日本形成威胁时，日本最终选择向美国靠拢。中国反对美日的安保
协定，其本身并不介意美国是否防御日本，而在于另外两点，一是日本扮演军事角色，二是日美将防
御的地域扩展到整个亚太地区，有碍于中国的成长。作者认为要让一个人口过亿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永远依赖其他国家进行基本的防御工作，这种主张相当无理。但是就连日本也不曾公开直接反对这
种主张，二战后迄今日本没有攻击性军队这件事意味着日本是一个经济强国，但是在军事和外交上形
同侏儒，并已经成为国际外交关系上一个共同接受的事实。中国外交政策也一贯主张维持这种状况，
中国的主要做法是便是在宣传机器和北京领导人的声明中，强调日本的战时暴行。日本在战争期间的
许多暴行都确有其事，如果说中国为了要向受害人与历史交代，让这些往事继续活下去，作者认为是
可以理解的，但事实上，虽然有许多中国人是真心痛恨日本，无疑地领导阶层也刻意操纵战争罪行的
观念，做为部分战略，企图使日本继续软弱，居于国际臣属地位。基本上，对于日本如何表态，或如
何道歉才能让中国人满足，中国的领导人一直不愿意明说，只是要日本政府正式道歉，这导致多位日
本首相走到前台来向日本曾对中国犯下的罪行进行道歉，但是中国还是一再重谈老调，发表了许多有
时甚至是颇为模糊，并没有证据支持的控诉。96年官方操控反日情绪的行为转趋明显，政府突然下令
禁止在好几个中国城市计划好要举行的以纪念日本入侵中国东北的示威活动。官方组织数千警力将组
织示威活动的人送到城外的宾馆，其他人则被施以有效的软禁，大学得到通知，防止学生“损害安定
”。作者说一些国内人士揣测政府并不担心这些示威中的反日成分，而是怕这些示威的矛头会像在天
安门一样最后指向政府。不管真正原因如何，但这个事件表明，在北京当局眼中，反日情绪主要不过
是政府用来达成国际目的的一粒棋子，用以加深日本人的罪恶感，并制造日本重新建军的阻力，而执
政党对自己多年来对于同胞的权利侵害却不觉得有什么道德责任。第八章：中国对抗美国：一场模拟
战争模拟战争。第九章：结语：与中国对抗美国的亚洲政策有三个目标：维持亚洲均势，确保亚洲和
平；鼓励亚洲地区最大，最有潜力成为首强的中国确实遵守禁止武器扩散的规定，和平解决争端，进
行诚实自由的贸易；使中国更民主，更尊重百姓的人权，部分原因是因为民主与和平解决争端这两件
事是分不开的。作者在权衡美国与日本，中国的经济关系时认为，冷战期间在处理日本问题时，美国
经常会愿意接受贸易赤字，甚至以整个企业为牺牲，以促成日本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安定。不过中国与
日本不同，中国要比日本大好几倍，在对抗较重要的敌人进行奋战时，中国也不是美国的战略伙伴。
让中国以欺骗的手段赚取经济利益，并不能够为美国带来战略上或地理上的好处。在处理中美经济关
系时，作者认为美国应当采取降低对中国贸易赤字，但并无必要降低中国产品进口，因为廉价的中国
商品对于美国的普罗大众是有好处的，也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帮助。美国应当做的是增加进口中国产
品，前提是中国放弃对各种进口商品的障碍。美国政府可以设置指标，目前中国从美国进口的产品，
只是它对美产品销售的25%，也就是说明年这个数字应当成长为30%，后年35%，否则美国会自动对中
国进口的产品实施惩罚性关税和其他措施，理想上主要针对电脑和其他电子产品这类具有高附加价值
的产品，而非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但美国不必坚持把贸易赤字降到零，当美国对中国销售产品达到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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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口产品的65%时，美国就可能不再需要坚持每年增加5个百分点了。就此做法，作者认为形式上
具有管制的平衡贸易似乎与自由市场推动的贸易相冲突，但这种做法的优点明显高于缺点，它符合中
美经济关系，并且取代谈判这种持久而无效并对美国丝毫无利的方法（之前有论述中国贸易谈判对美
的不利，作者认为那是美国非常天真的做法，赢了谈判，输了贸易），这种做法同时使的中国难以对
美国进行经济战争，譬如把供应商转向日本或欧洲以抗拒美国的一些政治举动，因为它将因此付出代
价。这项做法实际也是向中国保证，只要中国按照合理的规则行事，美国市场作为中国最大的外销市
场将永远对中国敞开。这项政策看起来像控制贸易，实际上更能促成自由贸易。尽管作者确定中国一
定会对这种解决方法大声抗议，但他确定中国除了服从之外别无选择，理由很简单，在全球化贸易当
中，美国是唯一愿意并且有能力购买那么大量产品的国家。中国想要自由外销到美国，也想到赚取高
额的贸易顺差，要是中国只能在两者中选择其一，中国会选择外销。美国对中国人权问题：作者认为
美国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政策相当虚伪，光说不做，原因来自于中国在国际上力量和影响力的不断成长
，这种成长使中国敢于漠视外来的要求和威胁。美国对于中国强声抗议和措施，并不能使中国动摇，
反而最终损害了美国人的利益。作者认为任何国家都不应以国家的物质利益，不论是经济或军事的为
牺牲，换取其他国家对该国人民的人道待遇。然而美国也不可以对那国的人权问题坐视不理，它可以
做与贸易分离外的其他事，譬如支持独立电台，新闻媒体和海外的人权组织借以对中国形成压力。和
中国领导人谨慎地维持一种正确的关系。1996年美国战略思想家和政治领袖组成的一个团体发表了一
份称为《美国国家利益》的报告，他们认为在许多所谓的美国利益当中，只有五件真正重要：防止美
国遭受核子或生化武器的攻击；防止在欧洲或亚洲出现敌对的霸权；分析中国成为亚洲霸权后对美国
造成的影响：它不会同日本一样，并不会企图占领其他亚洲国家的领土。普立兹奖得主Walter
McDougall认为一个足以主宰亚洲或欧洲的霸权势必非常强大，也因此在该地将没有任何敌人能够阻
止它自由投射它的军力，譬如中国不但致力于发展海军，也可以大力发展飞机和导弹的长程武力，在
美国觉得有必要派遣部队前去亚洲保护美国在亚洲的利益时，中国将有能力阻挡或封锁美国军队，美
国的贸易路线和能源路线尤其脆弱，到那时美国甚至必须要向中国示好才能和东亚的其他国家进行贸
易。而美国在亚洲并无军事资产，美国将无法在那进行局部战争，因为如果中国决定的话，它可以阻
止其他国家提供必要的土地和合作，美国将必须选择不发动战争，也就是在对抗时，顺从中国，或发
动世界战争。如此美国在亚洲的首要目标就相当明显，防止中国成为敌对霸权。要达到这一目标：在
亚洲维持美国的军事存在，并且要比中国的军力远为强大，必须密切注意中国的军力成长，作出相应
的反应。阻止中国建立数目庞大的核子武器，也免其对美提出核子威胁以阻止美国的行动。有效利用
中国周边国家的紧促感造成的国际压力。确保台湾有足以防御中国的武力，以避免美国卷入台海冲突
。强化日本，维持亚洲均势。日本应当承认它曾经在二战中犯下的罪恶，也应当承认对不起美国，作
者认为美国要的是日本当着中国的面建立一支足够强大军事力量。与中国为敌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在
中国变得更民主，更重视与美国关系，同时又愿意放弃冒险的军事和外交政策之后，与中国维持友好
关系并非不可能。在中国，新一代的中国人在新浪潮冲击下心胸较开阔，也能够容忍不同意见，没有
那么强的防御心，不盲目爱国，对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感兴趣，美国应当与这些在广大中国范围之
内的较具世界观，思想较自由的中国人保持友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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