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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美国撤军后中美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合作空问 

邵育群 

[内容提要]美国将于2014年底完成从阿富汗撤军，然而，阿富汗及地区形势存在不稳定因 

素，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国家造成严重威胁。中美在阿富汗问题上有共同利益，存在合作空间。 

本文认为，中美在阿合作应本着由易入难、尊重阿富汗政府和人民选择的原则，从具体项目开始，逐 

步累积互信，为未来可持续的合作奠定基础，也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充实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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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底，美国将撤出其在阿富汗的全部战斗 

部队。为保证按时顺利撤军及保证美撤军后阿富汗 

形势保持稳定，美国采取了推动阿富汗国内政治和 

解进程、培训阿富汗国民军和警察部队、推动以“新 

丝绸之路”计划为代表的地区经济合作等一系列举 

措。随着2014年日益临近，阿富汗安全形势依然不 

容乐观。美国表现出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国家合 

作的强烈意愿，而作为阿富汗的重要邻国，中国有责 

任也有义务积极参与2014年后的阿富汗、南亚与中 

亚地区稳定与经济发展进程。未来，中美在阿富汗 

问题上是否应该坚持并继续加强合作?如果是，那 

么两国合作的基础、原则、领域是有哪些?面临哪些 

问题或挑战?本文将就这些问题作一探讨。 

一

、美国撤军阿富汗引起的问题 

始于 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推翻了塔利班政权， 

沉重打击了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活动的“基地”组 

织。但是，阿富汗国家重建之路却障碍重重，政治和 

解进程未能形成具体成果，安全形势堪忧，经济发展 

严重依赖外部援助。2014年美军撤离阿富汗之后， 

上述问题可能进一步恶化，并将对阿富汗及地区国 

家构成严重威胁。 

首先，阿富汗国内政治和解进程前途未 卜。阿 

富汗是多民族国家，民族隔阂始终是其国内政治无 

10 

法走出困境的最重要原因。1979年苏联发动阿富 

汗战争后，阿中央集权的国家基础和一切已有的现 

代化成果几乎被彻底摧毁。①2001年阿富汗战争开 

始后，美国和北约依靠以塔吉克族为主的北方联盟 

推翻了塔利班政权，之后北方联盟在阿中央政府和 

军队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改变了普什图族主导阿 

富汗政局的历史传统。虽然之后卡尔扎伊政府逐渐 

吸纳更多的普什图族力量进入政府，但普什图族和 

非普什图族的传统矛盾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2005年以来，塔利班卷土重来，成为阿国内最重要 

的政治反对派。卡尔扎伊总统多次呼吁包括塔利班 

在内的反对派加入阿国家统一和平进程，改善阿安 

全局势，但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对卡尔扎伊提出与塔 

利班和解的提议一直持保留态度。 

奥巴马政府上任后即提出了“阿富汗一巴基斯 

坦战略”，旨在通过军事、政治、经济等多重政策手 

段改善阿富汗安全形势，确保美国于2014年结束阿 

富汗战争。奥巴马政府曾试图通过军事手段逼迫塔 

利班就范，但效果不彰，于是选择支持卡尔扎伊政府 

与塔利班进行对话。2011年2月时任国务卿希拉 

里 ·克林顿在亚洲协会发表演讲，首次代表美国政 

① 汪全国：“苏联解体后阿富汗在中亚地缘政治转变中的影 

响”，《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 5期，第 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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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表示支持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对话。①从目前有 

限的外界报道来看，卡尔扎伊政府与塔利班及美国 

与塔利班的对话都在进行中。2013年2月，在英国 

首相卡梅伦主持的英国一阿富汗一巴基斯坦三边会 

议上，阿巴两国总统表示6个月内将与塔利班达成 

和平协议，美国政府对此表示支持。②3月，美国国 

务卿约翰 ·克里突访阿富汗，在他和卡尔扎伊总统 

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两人证实双方与塔利班 

正在多哈进行谈判。③6月 l8日，阿富汗塔利班宣 

布其已于当天在多哈开设和谈办公室。虽然阿富汗 

政府、塔利班和美国在办公室名称问题上存在分歧， 

再加上塔利班和美国之间还有战俘问题待解决，谈 

判前景一度扑朔迷离，但美与塔利班对话是既定的 

大方向，美国阿巴特别代表詹姆斯 ·多宾斯于6月 

22 13抵达多哈证明美国仍想与塔利班谈判。 

目前看来，以卡尔扎伊政府与塔利班谈判为主 

要内容的阿富汗国内政治和解进程仍前途未 卜，主 

要原因在于：其一，卡尔扎伊政府自身地位并不巩 

固，在与塔利班的谈判中不占优势。卡尔扎伊政府 

多年来依靠国际社会的帮助得以生存，安全上主要 

依赖美国及北约保护，经济上主要依赖国际援助。 

美军撤离阿富汗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卡 

尔扎伊政府的安全和经济援助有大量减少的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塔利班不会轻易对一个处于岌岌可 

危状态的中央政府做出让步。其二，塔利班内部对 

谈判存在分歧。主张谈判的派别认为，塔利班要重 

新回到政治主流，甚至重新执政，都需要得到国际社 

会的承认，否则没有出路，而要获得承认，首先必须 

得到美国的支持，这只有通过谈判才能做到；反对派 

则认为美国不可信，只有走军事路线，在军事上获得 

优势，塔利班才有重新执政的希望。其三，美国的态 

度仍不明朗。虽然美国迫不得已表示支持阿富汗人 

领导的政治和解进程，支持与塔利班的对话，但美国 

内对塔利班的态度仍有分歧，尤其担心塔利班会继 

续支持“基地”等恐怖组织，所以不排除将来美国会 

改变对塔利班的态度和政策。此外，巴基斯坦的态 

度也是阿国内政治和解进程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 

巴支持卡尔扎伊政府与塔利班和解，以使与其友好 

的普什图族占据阿富汗主要政治版图。由于多种因 

素错综复杂I阿富汗政治和解进程仍然扑朔迷离， 

2014年春天的总统大选能否如期举行并产生新一 

届中央政府是判断未来阿富汗政治走向的最重要指 

标。 

其次，阿富汗安全形势堪忧，其乱局有外溢至南 

亚、中亚的可能。一是阿国内政治和解进程能否如 

期推进，并产生实际成果?包括塔利班在内的反对 

派若不能接受阿中央政府的谈判条件，并拒绝回归 

政治主流，就必然要继续军事斗争路线，对阿富汗政 

府构成安全挑战，阿富汗很可能再次陷入内战。二 

是阿富汗国民军和警察部队能否完成安全保卫工作 

令人担心，其本身可能成为阿安全问题的一部分，这 

更令地区国家忧虑。为了保证美军撤离后的阿富汗 

安全，美国正在加速培训阿国民军和警察部队，希望 

其能够接替美国和北约部队完成安全保卫任务。但 

是，相关情况并不乐观。据统计，自2012年 1月到 

8月共有 34起针对国际援助部队(ISAF)的内部袭 

击，造成45名ISAF人员死亡。这一情况使得美国 

不得不暂时终止对阿富汗地方警察的培训，以对新 

招募的成员重新进行资格审核。④ 然而，美国仍坚 

持将 4500名 特别 行 动部 队 (Special Operations 

Forces)成员派往阿各地，培训、武装1．8万名村民， 

让他们保卫村庄免受反政府力量侵袭。卡尔扎伊总 

统担心美国此举会帮助制造出一批不守法的武装分 

子，并损害阿中央政府安全部队的权威。地区国家 

也对阿富汗安全形势以及美国的做法表示担忧。如 

巴基斯坦陆军总司令卡亚尼早在2010年就警告称， 

美国不要试图培训阿富汗军队，因为美国离开阿富 

汗后，这支受过一些培训的军队将可能转变为武装 

① Hillary Rodham Clinton，“Remarks at the I丑unch of the Asia 

Society’s Series of Richard C．Holbrooke Memorial Addms~s”．Febru- 

ary 18，2011，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 11／02／156815． 

htm．(上网时间：20l1年2月 19日) 
② “US Supports Af—Pak Deadline for Taliban Deal”。DAWN， 

February 6，2013，http：／／dawn．eom／20 13／O2／O6／us—supports—pak— 

afghan-deadline-for—taliban-deal／．(上网时间：2013年2月6日) 
③ J0hn Kerry．“Remarks with President Hamid Karzai after Their 

Meeting”，March 25，2013，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 

20l3／03／2o6663．htm．(上网时间：2013年 3月26日) 
④ “US Halts Some Afghan Forces Training after Recent String of 

Attacks”，AP，Se ptember 2，20 12，http：／／www．foxnews．corn／world／ 

2Ol2／O9／O2／us—halts—some—afgh~一forces—training—after—recent—string 

— attacks／．(上网时间：2012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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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并威胁巴基斯坦的安全。① 三是阿富汗安全 

形势恶化将为恐怖组织死灰复燃提供温床。2013 

年5月2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防大学发表关于 

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演讲，对美国当前面临的恐怖 

主义威胁做出如下判断：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活动 

的“基地”组织已经式微并最终走 向灭亡；各种与 

“基地”组织相关联的恐怖组织正在也门、伊拉克、 

索马里和北非等地出现，其威胁更加分散，“基地” 

组织在阿拉伯半岛的分支——AQAP是 目前对美国 

本土安全造成威胁的最活跃的恐怖组织。②虽然 

“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活动已经基本停止，但 2014 

年后，若阿富汗出现内战或类似内战的情况，包括 

“基地”在内的各种恐怖组织将重新把阿富汗视作 

活动基地，再次对阿富汗和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四是美军撤离过程中将留下大量武器，很可能被阿 

反对派或恐怖组织获取，成为未来地区安全形势的 

破坏力量。由于将在阿富汗作战使用的武器全部运 

回美国会耗费巨资，美国正在考虑将部分武器留在 

阿富汗和一些中亚国家。如果阿富汗国内政局不 

稳，或某些中亚国家出现政局动荡的话 ，这些武器极 

有可能落入恐怖组织或一些反政府力量手中，助长 

地区的暴力化倾向。五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可能大规 

模爆发，危及地区国家。阿富汗战争期间，一些非传 

统安全问题，如难民流动问题、毒品问题等就已困扰 

阿富汗及地区国家。2014年后，如果安全形势得不 

到控制，非传统安全问题有可能更大规模地爆发。 

以人员流动为例，阿富汗国内的经济和安全形势不 

稳定将增加流离失所人员的数量。由于巴基斯坦安 

全形势动荡，中亚国家如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 

坦的人口流动门槛较高，伊朗经济恶化无法接收更 

多的阿富汗劳动力，新增的阿富汗流动人员将主要 

流向欧洲、俄罗斯、中东、北美等地，③从而使这一非 

传统安全问题的影响溢出南亚、中亚地区。 

再次，阿富汗经济转型困难。自2001年以来， 

阿富汗经济虽得到了长足发展——根据联合国发展 

署(UNDP)2013年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报告， 

阿富汗是取得最大发展的国家，④但阿仍是世界最 

不发达国家之一，2010—2011年度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只有528美元，超过1／3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 

12 

超过半数的人口极易返贫，3／4的人口是文盲。⑤ 阿 

经济发展高度依赖于国内政治和解进程的顺利进行 

和安全形势的稳定，且非常依赖于国际援助和国际 

安全部队、美军在阿富汗的消费。因而，2014年后 

阿富汗的经济发展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在阿国内政 

治和解进程前途未 卜、安全形势堪忧的情况下，外部 

援助随着国际社会注意力的转移将逐步减少，而国 

际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也将随着国际安全部队和美军 

的撤离而迅速减少。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201 1财 

政年度，阿富汗获得的国际援助共157亿美元，相当 

于其国民生产总值。⑥ 若国际援助减少，阿富汗政 

府将难以负担医疗、教育、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同 

时，多年的巨额国际援助也滋生了政府部门的腐败， 

妨碍了阿经济良性发展，增加了它未来转型的难度。 

国际消费对阿富汗特别是其大城市经济拉动效应的 

减弱已经开始显现。⑦ 随着 2014年美军的大规模 

撤离，这种情况还将加剧。 、 

2014年后，阿富汗经济亟需转型，以适应新的 

政治和安全条件。如转型失败或经济发展停滞，将 

使阿政治和解进程与安全形势本已糟糕的前景更加 

① “Kayani Advised US to Negotiate Exit with Taliban”．The Na． 

tion，Pakistan，March 9，2013，http：／／www．nation．com．pk／pakistan- 

news—newspaper—daily—english—online／nationa】 09一Mar一2013／kayani— 

advised—as—to—negotiate—exit—with—taliban—book．(上网时间：2013年 
3月9日) 

⑦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t the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 

ty”
， Fort McNair，Washington，D．C．，May 23，2013，http：／／www． 

whitehouse．gov／the—press一0{nce／2013／05／23／remarks—president—ha- 

tional—defense—university．(上网时间：2013年 5月 23日) 
③ Rainer Gonzalez Palau．“Displacement in Afghanistan：Post一 

2014 Ofi~ns．Current Situation and Potential Flows”．Afghanistan In一 
口 ．The Civil—Militarv Fusion Centre．March 2013． 

④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in 2013 Report Shows Major Gains 

since 2ooo in Most Countries of South”，UNDP，March 14，2013，ht— 

tp：／／www．undp．org／eontent／undp／en／home／presscenter／pressmleases／ 

2013／03／14／human—development—index—in一2013-report—shows—maior 
— gains—since一2000一in—most—countries—of-south／．(上网时间：2013年 
3月 14日) 

⑤ “Afghanistan in Transition：Looking Beyond 2014”，The World 

Bank．May 2012．http：／／web．worldbank．org／WBSI I1 EX IERNAL／ 

NEWS／O，，eontentMDK：2305241l～pagePK：34370 ～piPK：34424 ～ 

theSitePK：4607，00．htm1．(上网时间：2012年5月 30日) 

⑥ “Afghanistan in Transition：Looking Beyond 2014”，111e w0rld 
Bank．May 2012，http：／／web．worldbank．or~WBSITE／EXTERNAL／ 

NEWS／0，，contentMDK：2305241l～pagePK：34370 一piPK：344 24 一 

theSitePK：4607，00．htm1．(上网时间：2012年5月 30日) 

⑦ “Afghan’s Hard Road to 2014：All Change”， e Economist， 
October 27．2012，http：／／www．economist．corn／news／asia／21565246一 

country—-faces——thme—．momentous—-transitions．．how—．it—-handles—-them— will 

— determine—its～future—al1．(上网时间：2012年 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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黯淡。阿富汗政府能否推动私人投资以增加税收， 

能否找到资金来源以填补国际援助减少带来的公共 

服务方面的缺失，能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进一步 

推动对外贸易，等等，都将是决定阿经济转型能否成 

功的重要因素。 

二、中关合作的可能空间 

2014年后阿富汗令人担忧的形势呼唤国际社 

会，特别是地区国家进行更加紧密的合作。中国作 

为地区重要国家，自2001年以来，在双边、地区和全 

球层面都积极参与了阿富汗重建进程，在政治、经济 

和安全领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2014年后，中国更 

加积极主动参与阿富汗和平进程，不仅符合自身利 

益，也是对国际社会希望中国发挥更大作用的一种 

回应，有利于中国塑造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美国虽然将于 2014年从阿富汗撤出全部战斗 

部队，但仍将是未来影响阿富汗形势的最重要外部 

力量。另外，奥巴马政府吸取之前美国对阿政策的 

教训，强调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国家进行合作，也 

为中美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合作创造了条件。 

在政治领域 ，阿富汗国内政治和解进程能否结 

出果实是阿富汗问题能否得到最终解决的关键，中 

美两国与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一样，在推动由阿富汗 

人主导的阿国内政治和解进程继续发展方面有共同 

利益。中美可以通过合作推动该进程，强调对话与 

谈判，反对暴力和冲突。特别重要的是，中美双方都 

应努力防止阿富汗爆发内战，以免艰难前行的政治 

和解进程前功尽弃。将于2014年春天举行的阿富 

汗总统大选是阿政治和解进程是否顺利进行的关键 

指标。在此之前，中美应推动阿富汗政府与相关政 

治反对力量的谈判，以确保阿总统大选能够顺利进 

行；在选举之后，中美双方应推动阿新政府尽快巩固 

执政地位，进一步稳定阿国内政治局势。 

具体而论 ，中美在阿政治领域的合作可在国际、 

地区和双边三个层面展开。就国际层面而言，中美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两大常任理事国，应加强在联合 

国层面的协调与合作，共同呼吁国际社会对阿富汗 

政治和解进程保持高度关注，并给予不断的支持。 

由于各主要西方国家国内民众对持续多年的阿富汗 

战争的厌烦情绪日益上升、各国经济形势不佳导致 

的援助疲劳症持续不退等原因，美军撤离阿富汗后， 

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主要国家必定会将注意力从阿 

富汗转移到其他问题上。国际社会的关注度下降可 

能使前苏联从阿撤军后曾出现的权力真空现象重 

现，不利于阿富汗的政治和解进程和安全形势稳定。 

因此，中美双方应重视国际社会在美国撤军阿富汗 

后可能产生的注意力转移问题，加强协调，呼吁并保 

持国际社会对阿富汗的持续关注。就地区层面而 

言，中美应积极推动地区合作组织及其成员国对阿 

富汗政治问题的关注。例如，中美可以加强在“伊 

斯坦布尔进程”中的合作。中国是该进程的成员 

国，并将于2014年下半年主办第四次部长级会议， 

这体现了中国对该进程以及地区合作的重视。美国 

是该进程的“支持国”，在急于从阿富汗撤离的情况 

下，乐见地区国家在该进程内进行的一系列合作。 

中美可加强沟通，利用该会议的举行进一步推动该 

进程设立的7个建立信任措施(CBMs)，为地区合作 

创造更加良好的氛围。此外，中美还可以考虑共同 

倡议或参与地区国家围绕阿富汗问题的多边磋商和 

会谈。目前，中国已与印度、巴基斯坦、俄罗斯等国 

建立了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双边或多边对话和磋商机 

制。未来 ，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中美可考虑共同倡 

议发起或参与地区多边对话机制，加强与阿富汗其 

他邻国，特别是巴基斯坦和印度的互动，争取它们对 

阿国内政治和解进程的支持。就双边层面而言，中 

美都应维护卡尔扎伊政府及2014年选举产生的新 

中央政府的权威，为其主导的和平进程增加合法性。 

目前，中美已经合作完成了对阿富汗外交官的第一 

期培训项目，双方应在此基础上，尽快展开第二期相 

关培训。 

在安全领域，由于阿富汗的安全问题有外溢的 

可能，中美都非常担心地区安全形势恶化及其对各 

自利益的巨大消极影响，因此，安全领域也是中美可 

能的合作空间。但是 ，由于中美两国军事互信严重 

缺乏，中国对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存在及其对阿富 

汗一巴基斯坦边境地区无人机轰炸造成的大量平民 

伤亡持反对态度，两国在传统安全领域进行合作的 

可能性几乎为零。双方的合作更可能在非传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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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进行，如反毒、对流离失所人员的救助、边境安 

全、对警察部队的培训等。以反毒为例，联合国报告 

指出，2012年阿富汗境内非法罂粟种植面积再度增 

加，表明之前阿富汗政府对鸦片种植和生产的打击 

行动收效甚微。① 中国作为阿富汗的邻国，已经成 

为阿毒品外运的主要途经国和受害国之一。美国也 

一 直希望阻止阿富汗国内恐怖组织和塔利班通过毒 

品贸易获得资金以从事恐怖暴力行动。现有的国际 

合作机制始终未能成功解决阿富汗毒品问题，在 

2014年后毒品问题会继续恶化的预期下，中美应该 

加强相关协调与合作。 

在经济领域，中美在阿富汗经济发展问题上利 

益一致，双方都希望阿富汗经济能够实现成功转型， 

并带动政治和安全形势的好转。中国在双边层面一 

直对阿富汗进行经济援助。2012年，中方再次向阿 

富汗提供 1．5亿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② 中国在阿 

富汗有铜矿和油田项目的投资，受到阿政府的热烈 

欢迎。除此之外，中国还在农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方 

面逐步加强同阿富汗的务实合作。美国奥巴马政府 

试图通过“新丝绸之路”计划推动地区经济合作，帮 

助阿富汗摆脱经济落后状态。该计划将阿富汗视为 

地区的地理中心，希望在贸易关系、基础设施建设、 

能源合作与农业发展等领域推动以阿富汗为中心的 

合作；通过修建公路等基础设施、降低关税、改善边 

境设施等促进阿富汗与地区国家的贸易，并增加阿 

富汗政府从合法贸易中所征得的税收；推动地区能 

源合作，如土库曼斯坦一阿富汗一巴基斯坦一印度 

(TAPI)天然气管道的修建，以帮助南亚国家缓解能 

源危机，并拓宽中亚国家的能源出口渠道；推动各国 

与阿富汗进行农业、轻工业等领域的合作。③可见， 

中美在阿重建方面具有巨大合作空间。 

此外，在阿富汗资源与能源开发、阿富汗与地区 

国家的能源合作、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等领域，中美 

也有很大的合作空间。虽然美国部分学者和媒体对 

中国在阿富汗的资源和能源投资颇有微词，指责 

“中国能源投资可能带来中期繁荣，却是以牺牲长 

期主权为基础”，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从中短期来 

看，这些投资对阿富汗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有帮助，而 

且事实上“美驻阿使馆也在一些项目上与中方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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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④中美可将合作培训阿富汗外交官的经验推 

广到农业技术、教师培训等方面，如共同向阿富汗提 

供农业投资、技术和人员支持，以项目形式进行试 

点，并将成功经验进一步推广。另外，中美还可共同 

向阿富汗提供医疗服务。 

三、中美合作应遵循的原则及挑战 

既然当前及 2014年后中美在阿富汗问题上存 

在合作的空间，而且事实上已经开始了一些合作，那 

么，未来中美如果要深化合作，双方就应该就合作原 

则达成共识，并对可能面对的挑战做好充分准备。 

中美双方首先应就围绕阿富汗问题的合作所遵 

循的原则达成共识。这些原则包括：双方合作的目 

的是推进由阿富汗人领导的阿国内政治和解进程、 

促进阿经济发展以及稳定地区安全形势，这种合作 

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应该符合阿富汗及地 

区各国的利益；中美两国在合作中应尊重阿富汗主 

权独立与领土完整，维护阿中央政府的权威，尊重阿 

富汗人民的选择；两国在合作中应互相尊重，争取共 

赢；双方对各自与第三方的合作应保持透明度，并进 

行定期的政策沟通；双方合作应由易入难，通过合作 

项目的成功累积互信，为未来更深、更广的合作奠定 

基础。 

中美围绕阿富汗问题进行的合作有利于阿富汗 

及地区形势的稳定，但合作过程可能存在一些挑战， 

值得双方注意并做好充分准备。一是由于小布什政 

府的错误政策以及奥巴马政府继续坚持其部分内 

容，美国在中亚南亚地区的形象不佳，部分地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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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构建战略稳定机制方面的有效经验，推动中美在 

当前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及战略安全对话的基础上， 

进一步开展长期的、更深层次的对话，探讨双方战略 

部署和战略活动，达到既保障中国核心安全利益，又 

能使美国履行对盟国的义务，并缓解其对中国军事 

现代化的过度关切。这种对话由两国最高层领导主 

持，两国军方积极参与，其内容可涉及双方战略武器 

部署、台海安全局势、朝核问题、美在亚太军事存在、 

对华抵近侦察等议题。另一方面，面对双方在公海、 

太空、网络等国际公域战略竞争风险上升的情况，中 

美亟须建设各种冲突预防和管理机制。如可借鉴冷 

战时美苏《防止海上意外协议》、《外层空间条约》 

等，建立中美间应对海上、太空、网络对峙机制，避免 

部署针对对方的新型破坏性手段，避免冲突发生和 

升级的危机管理机制。 

第三，中美应继续完善经贸领域规则和机制建 

设。由于中美经济高度相互依存，因而双边经贸机 

制建设是中美关系中相对来说最成熟也最完善的， 

如战略与经济对话和中美商贸联委会等。但是宏观 

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本身也带来了诸多战术上的紧张 

关系——中美围绕汇率、知识产权、投资规则以及标 

准设置等方面的较量不断升级。当前，中美应该以 

新目光重新审视双边经贸关系，尽快完成在双边投 

资、标准设置及高技术进出口方面的谈判，努力提高 

中美经贸关系的机制化水平和抗风险能力，防止经 

贸摩擦长期化和政治化。 

第四，中美关系新型机制框架应将对其他国家 

和国际社会的关照嵌在其中。一是在深化双边外交 

和发展多边外交基础上，推进“中美 +x”的三边外 

交。如中美13和中美印小多边对话，以此处理三边 

架构中各个国家彼此所关心的问题，破解新时期中 

美关系发展的难题。二是在中美对话中进一步突出 

国际金融机制改革、联合国安理会机制改革等国际 

社会关心的焦点议题。三是在应对气候变化、全球 

反恐、预防疾病传播等方面强化两国在国际社会的共 

同声音，展示两国同为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O 

(责任编辑：郭志红) 

① 王缉思、贾庆国等：“扫除中美战略互信三障碍”，《环球时 

报》，2012年2月 13 13。 

(接第 14页)反美情绪高涨。中国在与美国合作的 

同时应在阿富汗问题上坚持独立、公正原则，应更多 

从阿富汗和地区国家的立场出发，多顾及它们的利 

益，而这可能引发中美在合作中出现矛盾。二是虽 

然美国因急于离开阿富汗而强调与包括中国在内的 

地区国家合作，但由于地缘政治考虑和意识形态因 

素，美国没有放弃对上海合作组织的敌意，没有放弃 

对中国国有企业在阿富汗投资的怀疑，更没有打算 

停止其对地区国家内政的干涉，这些都将妨碍中美 

关于阿富汗问题的长期合作。三是美国在反恐问题 

上持“双重标准”，将严重妨碍其与中国在阿富汗问 

题上的进一步合作。2013年6月26 13，中国新疆 

鄯善发生严重暴力恐怖犯罪事件，美国国务院发言 

人竟然借此指责和批评中国的民族宗教政策。①这 

不是美国第一次在涉疆等关系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 

关切的问题上发表类似言论，显示出其在反恐问题 

上一贯持“双重标准”，严重影响中美在反恐领域的 

合作。2014年后，阿富汗安全形势如果进一步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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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势必对中国西部地区的安全和稳定造成影响。 

如美国不改变其“双重标准”，中美围绕阿富汗问题 

的安全合作必将难以开展。四是目前中美两国高层 

都在努力推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美双边 

关系的发展势头较好，但由于美国政府行政部门对 

华政策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经济、朝核、网络安全和 

亚太事务方面，其内部推动中美在阿富汗问题上合 

作的动力不足，由此造成内部机构间协调不畅；而美 

国会和媒体更关注中国在阿的资源和能源投资并对 

其进行炒作，使美国内氛围不利于中美合作。 

总体来看，中美在阿富汗既有共同利益，也有矛 

盾分歧。双方应充分利用现有合作空间进行互利共 

赢的合作，这既有利于美国撤军后的阿富汗及地区 

形势的稳定乃至改善，也有利于中美双边关系的发 

展 。o 

(责任编辑：沈碧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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