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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强调以制

度约束中国。 这是更加

前瞻的新举措， 尤其在

国际体系转型时， 新机

制 和 新 组 织 不 断 涌 现 ，

建章立制成为各国竞争

的焦点。

虽然中美之间经济的相互依存已经达到空前状况， 但它并

不意味两国的经济关系顺畅和谐，达到互利共赢。 美国指责中国

“搭便车”，经济获益巨大，而美国却因制造业劳动岗位减少受到

了损害。 两国之间的经济冲突出现了新的形式。

当今国际上的主要规则和机制，大部分是“二战”后占主导

地位的美国所倡导支持和制定的， 更多地反映美国和西方国家

的利益和价值观。 当中国实力上升时，中国在国际体系内是否遵

守规则和机制，是否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潜藏着中美矛盾或冲

突的苗子。 美国尝试把中国纳入国际制度，但美国将以什么样的

制度来接纳和约束中国，对于未来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甚至对

于亚太地区和国际体系都富有意义。

事实上，美国已经开始设计未来的制度，尤其在亚太区域，

并且对中国提出了四大原则：

美国对华加强制度约束的思路

□俞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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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开放透明。由于中国的制度与美国不同，两国的相互

接触和相互理解仍远远不足。尤其在最为敏感的国防安全方面，

中国的保密制度使美国不满。

第二是承担责任。

第三是一致行动。美国认为自己领导亚太地区和全球事务，

中国应当与美国主导的事务一致，采取共同行动。

第四是不使用武力。

自美国实施“亚太战略”时，即已开始建立由它主导的机制

和组织。

首先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目前已经有

9 个国家进入了谈判。 TPP 将为亚太地区树立规范， 制定标准，

引导各国向美国要求的方向努力。它设定了极高的门槛，对于投

资、贸易、金融、环保、劳工等各方面提出了美国的要求。 奥巴马

政府正与欧盟探讨建立以自由贸易协议为中心的广泛经济合作

协定，即大西洋 TPP。 由于美欧在理念上、标准上较为接近，其达

成协议的可能性更大。 这反过来也会刺 激亚 太地 区各 国推 进

FTA 和 TPP 的谈判。

其次，在军事安全方面，美国政府作出了过去半个世纪以来

最重要的战略决定———转向亚太战略。这无疑使中国倍感压力。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阿什顿·卡特称，未来 60%美国海军舰艇将驻

扎太平洋，比目前提高 8 个百分点。 这不仅是数量的变化，而且

是质量的提升。 美国在亚太的重点是，加强合作关系，明确行为

规则，保护地区和平发展，使美国人民富强。 美国国防部长帕内

塔在访华前给美国海军学院毕业班的演讲中说， 美国要加强与

今日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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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盟友的关系，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新加坡和印度

等国建立强劲的伙伴关系。美国也要增强与中国的防务联系，对

于日益现代化的中国军力，美国要警觉，保持强大，准备迎接任

何挑战。 但是，他也指出，地区和平的关键在于美中两国开启防

务协作的新纪元，两国军队共同承担安全责任，促进亚太地区和

世界的和平。 美国的军事部署不仅得到了其亚洲盟友和其他各

国的积极响应，而且也引起了北约的兴趣，北约要成为太平洋事

务的参与者。

无论在经贸领域，还是在安全领域，美国的战略都以其盟友

为核心，这就涉及到美国战略的第三根支柱：民主、自由、人权等

价值观。 奥巴马将维护人权、推进民主定为美国国际战略的重要

内容，相信民主国家是美国最值得信赖的贸易伙伴和盟友。 不少

人质疑 TPP 未必能实行， 也有人质疑美国主导的亚太安全体制

是否有效，但是，美国的考虑是，只要美国的盟友能支持，这一体

制就能维持，就有最坚实的基础。

在决策程序方面，在近十年内，中美已经发展出数十个对话

与合作机制，其中最为重要的有高层领导人互访机制、战略与经

济对话、中美亚太战略对话等。 即使在最敏感的防务安全领域，

两国的高官互动增多。 这些机制使两国政府增强了理解，减少了

误判，也开拓了更多的合作项目和可能。 然而中美之间的机制数

量和质量还远不敷两个大国交往之需， 亚太地区不同的多边机

制仍处于博弈之中。 美国对华对冲政策的制度约束刚刚开始，今

后还会不断加强。

（摘自《改革内参》）

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