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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从贸易战到新冠肺炎疫情ꎬ 美国宣布对华 “接触

政策” 失败ꎬ 开始推行 “脱钩” “新冷战”ꎬ 其直接原因在于中国

崛起打破了美国神话ꎬ 挑战了美国霸权ꎮ 美国国内的四类群体

“商人” “军人” “传教士” 和 “律师” 关于中国崛起后的 “已知”
与 “未知” 深刻地影响着美国对华政策ꎮ 美国对华认知出现偏差

的根源在于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不适和对所谓 “中美权力转移”
的担忧ꎮ 疫情的暴发放大了美国对中国的偏见ꎮ 如何避免心理脱钩

成为事实脱钩ꎬ 避免新冷战变成自我实现的预言ꎬ 成为对美公共外

交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ꎮ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对美公共外交使命

在于消除美国错误的对华认知ꎬ 促进中美民心相通ꎬ 维持中美和平

共处的大势ꎬ 在 “认识”、 “认同” 和 “认可” 原则指导下开展对

美公共外交ꎬ 做到中美 “共通”、 “共鸣”、 “共振”、 “共情”ꎬ 讲

清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 中国崛起的逻辑、 中美合作的担当、
中美不合作的后果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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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流行ꎬ 对国际格局走向产生深刻影响ꎮ 中国是最先遏

制住病毒蔓延、 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的国家ꎮ 美国是世界上医疗卫生、 科学技术水

平最高的国家ꎬ 同样也是感染病毒人数最多的国家ꎮ 中国本来希望在两国共同对

抗新冠肺炎的情况下有更多合作ꎬ 但遗憾的是美国的反华言行不仅没有偃旗息鼓ꎬ
反而变本加厉ꎮ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６ 日ꎬ 美国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ꎬ 第

一次使用了 “武汉冠状病毒” 的名称ꎬ 并称 “请记住ꎬ 是武汉冠状病毒导致了这

一切”ꎬ 并且指责中国信息不透明ꎮ①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９ 日ꎬ 中国外交部对此进行了

抗议ꎮ② 以此为起点ꎬ 中美官方之间展开了持续数月的舆论战和外交战ꎮ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曾总结了美国舆论场就新冠肺炎疫情出现的各

类抹黑中国的论调ꎮ (１) “经济骤降” 论ꎬ 例如ꎬ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１１ 日ꎬ «纽约时报»
发表的 « “就像中世纪的欧洲”: 新冠疫情重创中国经济» 一文认为ꎬ 疫情使得中

国经济基本处于停摆状态ꎮ③ (２) “中美脱钩” 论ꎬ 例如ꎬ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３１ 日美国

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对福克斯商业频道表示ꎬ 新冠疫情 “有助于加速工作岗位

回流北美ꎬ 其中可能部分回流美国ꎬ 部分则流向墨西哥”ꎮ (３) “国设崩塌” 论ꎬ
在美国一些社交媒体ꎬ 有网友模仿 “人设崩塌” 一词ꎬ 编出 “国设崩塌” 论ꎬ 用

以污蔑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 “崩塌”ꎬ 宣称中国无法按期实现全面小康ꎮ (４) 重

提 “东亚病夫” 论ꎬ 典型代表为 «华尔街日报»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３ 日刊登的题为 «中
国是真正的东亚病夫» 的文章ꎮ (５) 新 “黄祸论”ꎬ 污蔑 “新型冠状病毒” 系

“中国制造”ꎮ (６) “新 １９８４” 论ꎬ 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ꎬ 中国采用了大量

的高科技手段来控制病毒的传播ꎬ 如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０ 日 “美国真实政治网” (Ｒｅａｌ
Ｃｌｅａ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刊文称ꎬ 中国政府为了迅速让中国现代化和富裕起来所展现的决心

和采取的政策措施有点与乔治奥威尔的 «１９８４» 类似ꎮ (７) “生化武器” 论ꎬ
例如 １ 月 ３１ 日ꎬ 美国共和党反华参议员汤姆科顿发推特要求美国政府立刻 “封
杀中国”ꎬ 要求所有美国人逃离中国ꎬ 甚至还宣称病毒是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的

“生化武器”ꎮ (８) “世卫偏袒” 论ꎬ 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 总干事谭德赛对中国

防疫成绩的肯定被某些外国媒体说成 “偏袒中国”ꎬ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１２ 日谭德赛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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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询是否受到中国的授意和压力而一直试图褒扬中国ꎬ 他对此进行反驳并表示不

满ꎮ① (９) “疫情不透明、 耽误世界” 论ꎬ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１ 日说ꎬ 中方在疫情暴发之初对疫情进行了掩盖ꎬ 这导致国际社会耗费了

两个月的时间来作出反应ꎮ② 美国有人声称是中国造成了疫情ꎬ 要对中国发起诉

讼ꎬ 向中国提出高额疫情索赔ꎬ 怂恿发起对华新庚子赔款ꎮ③ (１０) “赎罪” 论ꎬ
认为中国积极援助其他受疫情折磨国家是为了替自己赎传播世界病毒的罪ꎮ④

新冠疫情对中美关系造成了巨大冲击ꎬ 双边关系下滑的速度加快ꎬ 战略

互信缺失日益严重ꎬ 民众之间的不信任和反感情绪前所未有ꎮ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皮

尤研究中心最新民调显示ꎬ 近九成美国人视中国为竞争者或敌手ꎬ ４８％ 的美

国民众认为ꎬ 限制中国的影响力应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项首要优先事务ꎮ⑤ 盖

洛普的民调同样显示ꎬ 只有 ２０％的美国人对中国有好感ꎬ 这是自 １９７９ 年以来

美国人对中国好感度最差的一次ꎮ⑥ 据 «环球时报» 所做的调查显示ꎬ 有高

达 ９６％的中国网友对美国印象趋于负面ꎮ⑦ 在经贸关系方面ꎬ ２０１９ 年中美之

间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定执行难度将增加ꎬ 美国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力度

加大ꎬ 经济和技术逐步脱钩已是难以逆转的趋势ꎬ 各方面的交流也将进一步

压缩ꎮ⑧ 第二阶段贸易磋商遥遥无期ꎬ 原定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５ 日进行的中美贸

易谈判也未如期举行ꎮ 在外交方面ꎬ 以中美两国互关总领馆为代表ꎬ 中美双

边关系降至 １９７９ 年建交以来的冰点ꎮ
对中国而言ꎬ 最大的任务在内不在外ꎮ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还没有

—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ＲＤＣＹꎬ “Ｅｉｇｈｔ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 Ｓｍｅａｒ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Ｖｉｒｕｓ Ｆｉｇｈｔ ｍｕｓｔ ｂｅ Ｒｅｆｕｔｅｄ”ꎬ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ｉｍｅｓ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５＆２６ꎬ ２０２０

Ｖｉｖｉａｎ Ｓａｌａｍａ ａｎｄ Ｍｉｋｅ Ｃｏｎｔｅꎬ “ＵＳ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Ｓａｙｓ Ｃｈｉｎａ’ 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Ｃｏｓｔ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ｗｏ Ｍｏｎｔｈｓ ｔｏ Ｒｅｓｐｏｎｄ ”ꎬ Ｍａｒｃｈ １１ꎬ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ｃｎｎ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ｌｉｖｅ － ｎｅｗｓ /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 ０３ － １１ － ２０ － ｉｎｔｌ － ｈｎｋ [２０２０ － ０８ － １１]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Ｊｏｉｎ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Ｌａｗｓｕｉｔ ｔｏ Ｍａｋｅ Ｃｈｉｎａ Ｐａｙ”ꎬ Ａｐｒｉｌ ９ꎬ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ｖｏ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ｕｓａ [２０２０ － ０８ － １１]

Ｄａｖｉｄ Ｈｕｔｔꎬ “Ｃｈｉｎａ’ｓ ‘ Ｍａｓｋ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 ｉｎ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ｈｉｔ Ｅｕｒｏｐｅ Ｓｔｉｒｓ Ｕｎｅａｓｅ ”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５ꎬ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ａｓｉａ ｎｉｋｋｅｉ ｃｏｍ / Ｓｐｏｔｌｉｇｈｔ /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２０２０ － ０８ － ２５]

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ꎬ “Ｍｏｓ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ｏｕｇｈ 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ｗａｒｄ Ｃｈｉｎａ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ꎬ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ｓｓｕｅｓ”ꎬ Ｍａｒｃｈ ４ꎬ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ｅ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ｒｇ / ｇｌｏｂａｌ / ２０２１ / ０３ / ０４ [２０２１ － ０３ － ０５]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Ｙｏｕｎｉｓꎬ “Ｃｈｉｎａꎬ Ｒｕｓｓｉａ Ｉｍａｇｅｓ ｉｎ Ｕ Ｓ Ｈｉ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Ｌｏｗｓ”ꎬ ｉｎ Ｇａｌｌｕｐꎬ Ｍａｒｃｈ １ꎬ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ｇａｌｌｕｐ ｃｏｍ / ｐｏｌｌ / ３３１０８２ [２０２１ － ０３ － ０５]

«环球时报问卷显示超 ９７％网友支持回击美方挑衅 专家: 大部分中国人被激怒了»ꎬ 环球网ꎬ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１ 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ｍ ｈｕａｎｑｉｕ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３ｚＱＳＺＡ７ｈＹｐｆ [２０２０ － ０８ － １２]

王缉思: «新冠疫情下的中美关系»ꎬ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ꎬ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８ 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ｍｐ ｗｅｉｘｉｎ ｑｑ ｃｏｍ / ｓ / ＩＭ＿ ｂＣＳｃｖＯ１ＬｙｂＺｑＵＱｃｒＹＹＡ [２０２０ － ０５ － ０１]



　 　 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

实现、 国家尚未完全统一ꎬ 我们需要营造稳定的外部环境来谋发展ꎮ 十九届四

中全会指出ꎬ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ꎬ 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关键时期”ꎮ 其现实含义为ꎬ 中国目前遇到了作为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的

非西方、 非资本主义、 非美国盟友、 非宗教国家且无意与守成大国争夺全球主

导地位的崛起国ꎬ 与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似乎没有准备与中国和平共处的矛盾ꎮ
在此形势下ꎬ 如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准确地找到中美两国的和平相处之道ꎬ
成为中国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ꎮ 越是国家关系紧张时越需要争取民心ꎬ 正如古

人云 “通则不痛ꎬ 痛则不通”ꎬ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ꎬ 民相亲在于心相通ꎮ 新时代

中国公共外交的本质在于民心相通ꎮ① 公共外交以其润物细无声的独特优势ꎬ
更突显了在当前敏感的中美关系下对美开展外交工作的重要性ꎮ

本文将对美公共外交置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之下ꎬ 通过对特

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解读ꎬ 分两部分展开讨论: 第一部分分析美国对华认知

的历史渊源和现实的心理表现ꎻ 第二部分根据美国对华认知ꎬ 分析在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对美公共外交的新使命与内涵ꎮ

一　 美国对华认知分析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ꎬ 美国人从精英到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偏见被无

限扩大ꎮ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指出ꎬ 中美关系要拨乱反正ꎬ 重回正

轨ꎬ 首先需要打破由各种对华错误认知而人为砌起的高墙ꎬ 真正客观准确地

了解中国、 认识中国、 读懂中国ꎮ② 中国对美公共外交工作的目的之一就是要

让美国了解中国、 认识中国、 读懂中国ꎬ 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纠正美国对华

的错误认知ꎮ 目前美国对华认知出现严重偏差ꎬ 有其历史原因ꎬ 也有现实因

素ꎮ 精准区分这些偏见ꎬ 是对美公共外交新的起点ꎮ
(一) 美国对华认知的历史渊源

美国外交政策的逻辑根植于其民族基因里的 “美国例外” 思想ꎬ 美国人

对自己身份的独特定位以及由此产生的强烈的宗教和道德优越感是 “美国例

—４—

①

②

王义桅著: «国之交如何民相亲———新时代中国公共外交之道»ꎬ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ꎬ ２０２０ 年ꎬ 序言ꎮ
«拨乱反正 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王毅国务委员在 “对话合作ꎬ 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

系重回 正 轨 ” 蓝 厅 论 坛 开 幕 式 上 的 致 辞 »ꎬ 外 交 部 官 网ꎬ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６７４９０４ / ｚｙｊｈ＿６７４９０６ / ｔ１８５５５０９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１ － ０３ －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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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思想的核心ꎮ 来自旧大陆的第一批移民为了追求信仰的纯正来到了新大

陆ꎬ 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挑选出来拯救世界的选民ꎬ 他们的使命是将新大陆

建设成人类文明的典范ꎮ 清教徒约翰温斯洛普曾说ꎬ “我们是上帝的选民ꎬ
新英格兰应该成为 ‘基督博爱的典范’” “我们将成为整个世界的山巅之城ꎬ
全世界的眼睛都将看着我们”ꎮ① 温斯洛普对新大陆人民身份的解读奠定了美

国历史的基调②ꎬ 由此产生了如下三个后果ꎮ (１) 美国人相信自己是纯洁的ꎬ
因此美国在国际上的目的是高尚的ꎮ 威尔逊总统曾说ꎬ “美国攫取海外领土的

行为不是帝国主义ꎬ 因为美国的目的是无私的ꎬ 美国将以善良的方式照顾不

幸者ꎮ”③ 然而ꎬ 米尔斯海默也承认ꎬ “在世界舞台上ꎬ 美国常常举止粗蛮ꎬ
却总是口口声声称自己的行为是道德的、 正确的ꎬ 而其对手的行为是邪恶的、
错误的ꎮ”④ (２) 纯洁和高尚的道德优越感使得美国认为只有美国才有资格成

为世界的领导者ꎬ 此外ꎬ 由于美国的道德水准优越于其他国家ꎬ 那就不能用

其他国家的标准来衡量美国ꎬ 美国是世界规则的制定者和裁判ꎮ⑤ (３) 美国

相信自己的制度和发展模式是优越的ꎬ 是世界效仿的榜样ꎬ 并且作为上帝的

选民ꎬ 美国有义务在全世界推行自己的理念ꎬ 以 “造福世界”ꎮ
这种 “美国例外论” 使得中国人对中美关系的感受完全不同于美国人ꎮ

美国同中国的接触带有猎奇的性质ꎮ 在中国近代以来被迫签署一系列不平等

条约的 １００ 多年里ꎬ 美国人认为他们拿走一些东西的同时也给予一些东西ꎮ
民国时期ꎬ 美国 “退回” 庚子赔款ꎬ 用于帮助中国建造大学和医院ꎮ 美国要

求中国 “门户开放”ꎬ 各列强在华 “利益均沾”ꎬ 美国视之为帮助中国维持主

权ꎮ⑥ 美国为自己过去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感到自豪ꎬ 而中国则认为这种接触是

美国强加给中国的ꎬ 所谓的帮助也纯粹是强盗逻辑ꎮ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ꎬ 国家间经济上的高度依赖ꎬ 加上政治上的

—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Ｄａｖｉｄ Ｈａｗｋｅ ( ｅｄ)ꎬ ＵＳ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ꎬ 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 Ｔｈｅ Ｂｏｂｂｓ －
Ｍｅｒｒｉｌ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ꎬ １９９６ꎬ ｐｐ ９６ － １０７.

[美] 丹尼尔布尔斯廷著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译: «美国人: 开拓历程»ꎬ 北京: 三联书

店ꎬ １９９３ 年ꎬ 第 ３ 页ꎮ
Ｒｏｇｅｒ Ｓ Ｗｈｉｔｃｏｍｂꎬ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Ａｎ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ꎬ Ｐｒａｅｇｅｒ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８ꎬ ｐ ２３.
[美] 约翰米尔斯海默著ꎬ 王义桅、 唐小松译: «大国政治的悲剧»ꎬ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

社ꎬ ２０１５ 年ꎬ 第 ８８ 页ꎮ
王立新: «美国例外论与美国外交政策»ꎬ 载 «南开学报»ꎬ 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１０ － １７ 页ꎮ
Ｊｏｈｎ Ｋｉｎｇ Ｆａｉｒｂａｎｋꎬ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ꎬ Ｆｏｕｒ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ａｎｄ Ｅｎｌａｒｇｅｄꎬ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３ꎬ ｐ ２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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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ꎬ 战争就可以远离人类ꎬ 实现康德的 “永久和平” 理想状态ꎮ 这种自

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基本上决定了美国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的态度和方法ꎮ
那就是ꎬ 美国必须通过经济方法 (开放、 市场准入、 整合等)ꎬ 促成那些和美

国具有经济关系的国家的政治体制民主化ꎮ 也就是说ꎬ 对非西方国家来说ꎬ
和美国 (西方) 国家发展经济关系是有政治前提的ꎮ① 这也是美国对华所谓

的 “接触政策” 的理论根源ꎮ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ꎬ 用自由主义理论解读中国

发展就陷入了两难的话语困境ꎮ 广义的现代化是指政治民主化、 经济市场化、
社会法治化ꎬ 西方经验认为经济市场化必然带来政治民主化ꎬ 从而进一步改

善社会文化及生产力ꎮ 但如果西式民主体制是通向现代化的唯一道路ꎬ 那就

无法解释中国的发展ꎻ 如果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是一种民主体制ꎬ
那么西式现代化道路就失去了唯一性ꎬ 其合法性也会大大降低ꎮ

所以美国宣布对华所谓 “接触政策” 失败ꎬ 回归冷战时期的宣传老路ꎮ
一说是美国 “重建中国”ꎬ 例如美国时任副总统彭斯在哈德逊智库研究所演讲

时声称ꎬ “在过去 １７ 年ꎬ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 ９ 倍ꎬ 变成了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ꎮ 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对中国的投资我们在过去 ２５ 年重建

了中国” “中国已非常强大ꎬ 这很大程度上是利用美国的钱做到的ꎮ”② 一说

是中国 “盗窃美国”ꎬ 如美国时任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称 “中国想取代美国

的科技主导地位ꎬ 并且一直在偷窃”③ꎻ 美国时任国务卿蓬佩奥更是在国际场

合多次无端指责中国盗窃美国知识产权ꎬ 宣称这涉及 “数千亿美元” “与世界

超级强权或领袖的身份不符”ꎬ 他表示美国正 “致力于多管齐下ꎬ 说服中国在

商务上表现得像个正常国家”ꎮ④ ２０１７ 年中共十九大胜利召开ꎬ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ꎮ 中国不但没有崩溃ꎬ 反而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ꎬ “科
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ꎬ 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

—６—

①

②

③

④

郑永年: «经济相互依赖也能导致战争»ꎬ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 ( ＩＰＰ)ꎬ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０ 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ｍｐ ｗｅｉｘｉｎ ｑｑ ｃｏｍ / ｓ / ＳｇＸＬ２＿ＧｆＸｈＭｇｎ８Ｘ － ＬｍＥ６Ｌｗ [２０２０ － ０８ － １１]
“Ｖｉｃ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Ｍｉｋｅ Ｐｅｎｃｅ’ｓ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Ｃｈｉｎａ”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４ꎬ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ｈｕｄｓｏｎ ｏｒｇ / ｅｖｅｎｔｓ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０４].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Ｌｅａｄｅｒ Ｓｃｈｕｍｅｒ ｏｎ Ｕ Ｓ － Ｃｈｉｎａ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Ｍａｙ １４ꎬ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 －

ｓｐａｎ ｏｒｇ / ｖｉｄｅｏ / ? ４４５５２０ － ４ /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 ｌｅａｄｅｒ － ｓｃｈｕｍｅｒ － ｕｓ － ｃｈｉｎａ － ｔｒａｄｅ －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３１]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Ｒ Ｐｏｍｐｅｏꎬ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Ｐｒｅｓｓ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３ꎬ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 ｒｅｍａｒｋｓ － ｔｏ － ｔｈｅ － ｐｒｅｓｓꎻ “Ｐｏｍｐｅｏ Ｓａｙｓ Ｕ Ｓ Ｔｒｙｉｎｇ ｔｏ Ｃｏｎｖｉ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Ｂｅｈａｖｅ Ｌｉｋｅ 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３ꎬ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２０２０ － ０８ －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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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理论、 制度、 文化不断

发展ꎬ 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ꎬ 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

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ꎬ 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

国智慧和中国方案ꎮ” “党政军民学ꎬ 东西南北中ꎬ 党是领导一切的ꎮ”①美国越

来越认定中国是 “政治上的权威主义、 经济上的资本主义、 贸易上的重商主义、
国际关系上的新扩张主义”ꎬ 是对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的全面挑战ꎮ

中共十九大闭幕不久ꎬ 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首席战略顾问班农在日本发

表演讲ꎬ 宣称中国模式从原来的 “国家资本主义” 发展为 “儒家重商主义”ꎬ
中国正对美国构成五大威胁: “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 “５Ｇ 通信技术” “一带一路”
“人民币国际化” 及 “中国模式”ꎮ②

(一) 美国对华认知的心理分析

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曾经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到伊拉克是否有大

规模杀伤武器时发表了经典的 “知道论”ꎬ 他说 “我一向对尚未发生的事情的

有关报道感兴趣ꎬ 因为就像我们都知道的那样ꎬ 有一些众所周知的事情ꎻ 我

们知道一些我们知道的事情ꎮ 我们还知道一些很明显的未知事情ꎻ 那就是说ꎬ
我们知道有些事情我们不知道ꎮ 但也有没人知道的未知事情———也就是我们

不知道的未知事情”ꎮ③ 与上一次的外交辞令不同ꎬ 面对中国崛起的未来ꎬ 美

国第一次站在了 “已知与未知” 的十字路口ꎮ
美国国内存在着四类群体ꎬ 代表了美国的四种精神或曰思维方式: “契

约” “传教士” “尚武” 及 “法制”ꎮ 这四类群体构成了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

四股力量ꎬ 深刻地影响着美国对华政策ꎮ 从拜登政府的核心内阁成员名单来

看ꎬ 拜登政府的主要决策者以建制派精英为主ꎬ 代表了全球化的受益者ꎬ 商

业、 传教、 尚武、 法制的思维将更为凸显ꎮ
１ 已知的已知

第一类群体是 “商人” (外交上秉持汉密尔顿主义ꎬ 认为 “美国人的事

情就是做生意”)ꎬ 该群体在贸易逆差、 知识产权转让等全球化技术基础层面

—７—

①

②

③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

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ꎬ 新华社ꎬ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１９ｃｐｃｎｃ / ２０１７ － １０ / １８ / ｃ＿１１２１８２２８３８ ｈｔｍ [２０２０ － ０８ － ０２]

“Ｂａｎｎｏｎ Ｓｔｏｒｍｓ Ｊａｐａｎꎬ Ｂａｓｈｅｓ Ｕ Ｓ ‘Ｅｌｉｔｅｓ’ ｆｏｒ Ｂｕｎｇｌｉｎｇ Ｒｉ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５ꎬ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７ / ｎｏｖ / １５ [２０２０ － ０８ － ０２]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Ｎｅｗｓ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Ｒｕｍｓｆｅｌｄ ａｎｄ Ｇｅｎ Ｍｙｅｒｓ”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２ꎬ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ｇｏｖ /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ｓ /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 ａｓｐｘ?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Ｄ ＝ ２６３６ [２０２０ － ０８ －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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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对中国充满抱怨ꎮ 对 “商人” 的美国而言ꎬ 唯一确定的已知是中国已经崛

起ꎮ 除此之外ꎬ 美国也认识到在可见的未来里中国经济必将超过美国ꎮ 根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 的统计ꎬ 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ꎬ ２０１８ 年中国国内

生产总值高达 ２５ ３１ 万亿美元ꎬ 已经超过了美国ꎮ 在未来 ２０ 年内ꎬ 中国的经

济发展将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ꎮ 目前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在世界上已经没有了争

议ꎬ 除了中国较为完善的工业体系外ꎬ 中国的工业规模也比较大ꎬ 制造业总产

值 ２０１０ 年超过美国ꎬ ２０１６ 年超过美国和日本之和ꎬ ２０１８ 年超过美国、 日本、
德国三国之和ꎮ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制造业增速为 ６ １％ꎬ 是 １５ 年以来最慢的增速ꎬ
而美国、 日本、 德国的增速仅为 ０ ４％ꎮ 按照现在这个速度ꎬ 到 ２０３０ 年中国制

造业产值占全世界的比重一定会超过 ５０％ꎮ ２０３０ 年之后ꎬ 从制造业角度讲ꎬ 这

个世界上只能有两个国家ꎬ 一个叫 “中国”ꎬ 一个叫 “外国”ꎮ① 所以ꎬ 以特朗

普政府时期的对华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为代表的经济现实主义者ꎬ 关心的主要是

如何防止中国在经济实力上超过美国ꎬ 尤其是阻止中国获得美国的高新技术ꎮ
前白宫国家经济会议主席拉里库德洛等人主张把在华美国企业转回本土ꎬ 推

进中美经济脱钩ꎬ 着力塑造将中国排除在外的新型全球化体系ꎮ 新冠肺炎疫情

暴发以来ꎬ 美国国内鼓吹趁机加速与中国脱钩的论调甚嚣尘上ꎮ 库德洛在此期

间曾建议特朗普政府报销在华美国企业撤回美国本土的费用ꎮ②

２ 已知的未知

第二类群体是 “传教士” (外交上秉持威尔逊主义ꎬ 认为 “凡是有利于

美国的ꎬ 必将有利于世界”)ꎬ 该群体相信自己的制度和发展模式是优越的ꎬ
是世界效仿的榜样ꎻ 作为上帝的选民ꎬ 美国应以 “拯救众生” 为使命ꎬ 在全

世界推行自己的理念ꎬ 要走颜色革命的老路ꎬ 在意识形态上促使中国 “皈
依”ꎮ 相对于已知的中国崛起ꎬ “传教士” 的美国所不知道的是中国崛起后将

如何对待美国和世界ꎮ 中国与日本、 俄罗斯不同ꎬ 中国真正靠近世界舞台中

央只有最近几十年的时间ꎬ 美国并无先例可以考察ꎬ 这增加了美国的焦虑与

不安ꎮ 卡尔施密特指出ꎬ 所谓政治的要义就是 “区分敌友”③ꎮ “敌友政治”
是西方政治思维的基本框架ꎮ 受制于 “敌友政治” 的世界观ꎬ 美国习惯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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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金灿荣: «如何深入理解 “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ꎬ 载 «领导科学论坛»ꎬ ２０１９ 年

第 １４ 期ꎬ 第 ６６ － ７７ 页ꎮ
“Ｌａｒｒｙ Ｋｕｄｌｏｗ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Ｓｍａｌ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ｗｎｅｒ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ｂｏｕｔ ＳＢＡ”ꎬ Ａｐｒｉｌ ６ꎬ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ｖｉｄｅｏ ｆｏｘ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ｏｍ / ｖ / ６１４８４２９２０１００１ / ＃ｓｐ ＝ ｓｈｏｗ － ｃｌｉｐｓ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０７]
Ｃａｒｌ Ｓｈｍｉｔｔꎬ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ꎬ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６ꎬ ｐ ４４.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对美公共外交的使命与内涵　

把 “自由世界” 和其所谓的 “专制社会” 对立起来ꎬ 美国对崛起的中国充满

焦虑ꎮ 在多次公开访谈和演讲中ꎬ 美国高层政要将 “中国共产党” 与 “中国

人民” 区别对待ꎬ 以离间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的关系ꎮ 比如ꎬ 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ꎬ 前国务卿蓬佩奥答记者问时多次指责 “中国共产党隐瞒疫情ꎬ 没有阻止

疫情的蔓延”ꎬ 并表示 “美国已经准备好帮助受 ‘武汉病毒’ 影响的国家和

人民ꎬ 美国也希望中国人民好”ꎮ①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３ 日ꎬ 蓬佩奥在尼克松博物

馆发表 “新铁幕” 演说 “共产主义中国和自由世界的未来”ꎬ 希望再次高举

意识形态的大旗ꎬ 呼吁所谓 “自由世界” 联合起来ꎬ 遏制 “共产党中国” 的

发展ꎮ② 习惯于 “敌友政治” 的逻辑ꎬ 美国认为一个与自己意识形态、 文化

传统、 生活方式、 发展模式等方面都不同的中国的崛起是对自己的挑战ꎮ
３ 未知的已知

第三类群体是 “军人” (外交上的杰克逊主义ꎬ 认为 “美国是世界上独

一无二的国家ꎬ 世界就是在美国”)ꎬ 该群体以美国前副总统彭斯、 前总统国

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为代表ꎬ 关心的是开展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并试图遏制

中国ꎮ “军人” 的美国不知道中国崛起后会怎么对待美国和世界ꎬ 但知道中国

历史上对周边国家的控制ꎬ 记得冷战时期的朝鲜战争、 越南战争ꎮ 周边国家

对中国的恐惧源自于中国古代朝贡体系ꎬ 朝贡体系下的朝鲜、 安南 (越南)、
琉球 (今属于日本) 等国在政治上属于中国ꎮ 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在权力转

移过程中通常伴随着战争ꎬ “军人” 的美国对此深信不疑ꎬ 并时刻保持戒备ꎮ
经典地缘政治理论认为ꎬ 亚欧大陆的边缘地带 (欧洲和东亚) 如果出现主导

性大陆强国ꎬ 将有能力战胜主导性海洋强国ꎮ③ 美国在二战后将西欧和东亚地

区视为其永远核心利益的地区ꎬ 任何试图把美国赶出欧洲和东亚的动作都会

引来美国最强烈的反应ꎬ 从 “柏林危机” 时期美国对苏联的态度我们可见一

斑ꎮ ２１ 世纪亚太地区最大的变数是中国崛起ꎮ 中国崛起使得东亚地区可能产

生单一主导性强国ꎬ 由此也会弱化美国在东亚的存在ꎬ 削弱美国制衡东亚各

方力量的能力ꎮ “军人” 的美国担心崛起的中国会仿照古代朝贡制度在东亚地

区建立起封闭性的势力范围ꎬ 将其影响赶出东亚ꎮ 朝鲜战争时期ꎬ 中美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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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场上直接对抗ꎬ 战争所造成的隔阂至今仍存留在 “军人” 的美国人心中ꎮ
台湾问题一直是美国用来制衡中国在东亚势力的一张牌ꎬ 拜登政府国务

卿布林肯曾赞扬前政府加强与蔡英文当局接触的做法ꎬ 还叫嚣如果中国大陆

“攻击” 台湾ꎬ “那将是他们严重的错误”ꎮ①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以来ꎬ 中国控制住国

内疫情的蔓延之后ꎬ 应部分欧洲国家的请求ꎬ 向意大利、 塞尔维亚、 捷克等欧

洲诸国提供了技术专家和医疗物资等援助ꎮ 中国这场人道主义救援被美国视为

“重新塑造自己的全球领袖形象”②ꎬ 是对其核心势力范围欧洲的一种侵犯ꎮ
４ 未知的未知

第四类群体是 “律师” (外交上秉持杰弗逊主义ꎬ 笃信美国谚语 “遇到

麻烦ꎬ 就去找费城律师”)ꎬ 该群体最关注人权、 劳工权利、 少数族群等问题ꎮ
目前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即技术创新出现了新局面: 一方面ꎬ 区块链技术、
万物互联模式、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涌现ꎬ 正削弱 “中心—边缘” 体系ꎻ 另一

方面ꎬ 在工业革命转向信息革命、 数字革命的过程中ꎬ 第一次出现非西方国

家参与并引领的现象ꎬ 过去技术革命都是在西方内部循环ꎬ 最后皆被美国收

编为盟友ꎮ 如今中国打破了这一循环ꎬ 不仅成为工业革命与全球化的赢家

(建立了独立、 完整的工业体系ꎬ 工业产值占全世界的 １ / ４)ꎬ 且参与引领

“信息—数字” 革命ꎬ 于是出现美国举全球霸权之力打压中国一家私人公司的

现象ꎬ 因为华为引领 ５Ｇ 时代来临ꎮ 自媒体时代使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发声的平

台ꎬ 民粹主义借助新技术开始在世界各国泛滥ꎬ 国际上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

因掌握了新技术而降低了对美国的依赖ꎮ 令美国不解的是ꎬ 技术的发展解构

了美国霸权ꎬ 在中国却没有解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ꎮ
基于上述背景ꎬ “律师” 的美国对华发动 “科技战”ꎬ 打压中国民营科技

企业ꎬ 将技术与安全、 人权问题挂钩③ꎬ 宣称中国 ５Ｇ 通信、 人工智能 (ＡＩ)
等技术的发展会将世界带入 “数字 １９８４” 时代④ꎬ 企图形成 “国际反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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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ｎｅｔｅｅｎ Ｅｉｇｈｔｙ－Ｆｏｕｒ)ꎮ 在这部作品中ꎬ 奥威尔刻画了一个令人感到窒息的恐怖世界ꎬ 在假想的未来

社会中ꎬ 人性被强权彻底扼杀ꎬ 自由被彻底剥夺ꎬ 思想受到严酷钳制ꎬ 行为受到监控ꎬ 人民的生活陷

入了极度贫困ꎬ 下层人民的人生变成了单调乏味的循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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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线”ꎬ 打压中国发展的合法性ꎮ 特朗普政府曾宣称使用中国的技术会使得中

国共产党掌握个人信息ꎬ 进而威胁国家安全、 威胁 “自由世界” 的安全ꎮ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５ 日ꎬ 美国出台针对中国的所谓 “清洁网络” 计划以保护 “国家

安全”ꎬ 具体措施包括清洁承运商、 清洁商店、 清洁应用程序 (软件)、 清洁

云端和清洁电缆①ꎬ 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 (华为、 字节跳动、 腾讯、 阿里巴巴

等) 在美国的正常业务ꎮ 拜登政府的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认为中国正在利

用 “盗窃知识产权” “强迫技术转让” “非法补贴” 等方式削弱美国公司的竞

争力ꎬ 并声称拜登政府已经准备使出 “全套工具” 来打击中国的 “非法行

为”ꎮ② “律师” 的美国正试图将科技发展伦理化ꎬ 以美国规定的道德红线圈

禁中国高科技的发展ꎮ

图 １　 美国对华认知的 “已知” 与 “未知”
资料来源: 笔者绘制ꎮ

“商人” “军人” “传教士” 及 “律师” 四类群体正深刻影响着美国政府

的对华政策ꎬ 这四类群体的划分并不是泾渭分明ꎬ 而是代表着四种精神和思

维方式ꎬ 在人员构成上有所重叠ꎮ 目前四类群体在美国对华政策上大致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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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几种组合: “商人” 与 “律师” 结合ꎬ 鼓吹中美经济脱钩、 打压中国高

科技企业ꎻ “传教士” 与 “律师” 结合ꎬ 在香港地区国安立法问题、 新疆人

权问题、 ５Ｇ 通信等高科技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 “封城” “言论管控”
等问题上对华屡次发难ꎻ 屡次介入中国南海问题、 频繁试探中国在台湾问题

上的底线则是 “军人” 与 “传教士” 结合的结果ꎮ

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国对美公共外交

我们提出 “已知—未知” 分析模型并不是玩绕口令或者文字游戏ꎬ 也不

是简单地指出美国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有四种美国人ꎬ 更重要的是表明美国对

中国的很多担心是由于时代的变化带来的ꎬ 是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不适和

可能发生的中美权力转移的担心ꎮ 所以ꎬ 对美公共外交最好区分哪些是不必

要的担心ꎬ 哪些是未来预期的担心ꎬ 哪些是真正由于中国崛起带来的ꎬ 哪些

是美国人想象和夸大的ꎮ 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开展对美工作ꎮ
(一) 中美叙事之争

目前中国对美公共外交进入中美叙事之争阶段ꎮ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使

美国上下高度关注中国并放大其对华偏见ꎬ 而以普遍科学原理为基础的人类

抗疫经验与立于特殊价值规范的 “西方化叙事” 之间更出现了难以调和的矛

盾ꎮ① “西方” 概念最初指的是地处北大西洋两岸的基督教白人国家所构成的

整体ꎬ 而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驱使下ꎬ 狭义的 “西方” 转化为广义的 “西
方”: “西方” 逐渐脱离了种族、 宗教与地理空间等特征ꎬ 成为以普适价值观

引领全球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 “文明灯塔”ꎮ② “西方” 的普适价值观主要包

括自由主义的民主观与人权观、 以开放市场为特征的经济观以及遵守既定规

则体系的国际观ꎬ 因此不接受 “西方” 价值观体系的异端群体就成为 “非西

方”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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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看来ꎬ 中国是典型的 “非西方” 国家ꎬ 具体表现为以下 “四

特”①ꎮ 第一ꎬ 特长的历史ꎮ 戴高乐曾说ꎬ 中国是一个比历史还要悠久的国家ꎮ
中国作为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古国ꎬ 其思想文脉 ５０００ 年来源远流长ꎬ 如此长

时间的文化依赖是美国无法想象的ꎮ 米尔斯海默先生通过严密的历史考察以

及理论分析得出 “中美必有一战” 即所谓 “大国政治的悲剧” 结论②ꎬ 但其

所谓的历史分析也是西方国家崛起的短暂历史ꎬ 以此参照系设计的理论根本

无法正确解读中国的行为ꎮ 第二ꎬ 特大的规模ꎮ 中国工业化成功以前ꎬ 世界

上只有 １０％的人口成功掌握了工业化ꎮ 发达国家的主体是美国、 欧洲、 日本ꎬ
外加以色列、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新西兰等国ꎮ 可是ꎬ 这些国家的人口总数

加起来也就 １０ 亿人多一点ꎬ 仅占世界人口总数的 １ / ７ꎬ 而中国的人口有 １４ 亿

人ꎬ 中国工业化的成功意味着世界 １ / ５ 的人口实现了工业化ꎮ 第三ꎬ 特世俗

的社会ꎮ 费孝通先生说ꎬ 中国因为文化太发达ꎬ 以至于在中国任何一种宗教

都不可能有足够的空间去占据支配性的地位ꎮ 西方从葡萄牙、 西班牙、 荷兰、
英国到美国ꎬ 都是宗教国家ꎬ 且信仰一神教ꎮ 尽管现代欧美社会已经相当世

俗化ꎬ 但是一神教已经成为西方人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③ꎬ 把信徒与异教徒对

立起来、 把西方和东方对立起来、 把一些本不对立的事物对立起来已成为西

方基本的政治意识ꎮ 第四ꎬ 特殊的崛起ꎮ 西方的叙事结构很简单ꎬ 即西方之

所以成功ꎬ 是因为工业化ꎬ 工业化是它成功的秘诀ꎬ 所有的国家也只有学它

才能成功ꎮ 学西方就是学成功ꎬ 工业化等于西方化ꎮ “亚洲四小龙”、 日本都

是在效仿西方的过程中成功的ꎮ 但中国的崛起打破了西方 “普世价值” 的神

话ꎬ 证明了不走西方的道路也是可以成功的ꎮ
作为 “非西方” 的一员ꎬ 新时代的中国不仅表现出坚定的道路自信、 理

论自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ꎬ 也力图跳出 “西方化叙事” 的束缚ꎬ 构筑符

合自身实际与政治诉求的叙事ꎮ 目前中国对美公共外交进入中美叙事之争阶

段ꎬ 美国对华舆论动员的议题从最初以制度与人权议题为焦点转向新语境下

的疫情责任议题、 产业链安全议题、 中国影响力议题以及公共产品议题ꎮ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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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对美公共外交亟需新的理论指导ꎮ
(二) 对美公共外交的新使命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求新时代中国对美公共外交要有新使命ꎮ 笔者认为

中国对美公共外交的新使命在于重构美国的美国观、 中国观和世界观ꎬ 以促

进中美民心相通ꎬ 维持中美和平共处的大势ꎮ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特征之一是全球性政治问题的凸显与美国放弃其大

国责任ꎮ 对比 “中国之治”ꎬ 近年来我们看得更多的是 “西方之乱”ꎮ 随着人

类社会的发展ꎬ 气候、 环境、 卫生安全等超国界的 “低政治” 问题的重要性

日渐凸显ꎬ 目前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成为全世界共同的敌人ꎮ 政治

问题的规模发展到了以整个世界为政治单位ꎬ “敌友政治” 的逻辑事实上已经

宣告无效ꎮ 因为世界只能有一个ꎬ 它是个所有人都需要分享的制度存在ꎬ 它

是个不可以分裂理解的完整政治空间ꎬ 世界成了一个共同事业ꎮ 世界不需要

对立面ꎬ 不需要敌人ꎮ① 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 “战疫” 中ꎬ 中西方在

治理能力上的差异更加显露ꎮ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中旬ꎬ 美国国内感染新冠肺炎

病毒的患者已经超过 ２４００ 万人ꎬ 是全球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ꎮ 面对自身治理

能力下降ꎬ 美国有人把自身的问题转嫁到中国身上ꎬ 搞 “内病外治”ꎬ 中国成

为美国政治失败的替罪羊ꎬ 还有人企图通过对华示强谋取个人的政治利益ꎮ
美国不仅在 “中国观” 上走入歧途ꎬ 在 “世界观” 上也出了偏差ꎮ② 美国放

弃了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和义务ꎬ 它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ꎬ 它更关心美国的

伟大而不是关心人类的未来ꎮ③ 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病毒最紧张的时刻ꎬ 美国

作为最大的赞助国ꎬ 曾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ꎬ 理由之一是其所谓的 “世界

卫生组织已经被中国控制”④ꎮ 中国不仅再次成为美国政府应对疫情危机不力

的 “替罪羊”⑤ꎬ 并且此举将对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产生很大的消极影响ꎮ
受困于自身霸权衰落ꎬ 美国将中国视为其国内治理失败和全球化失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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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罪羊ꎮ 在民粹主义盛行的背景下ꎬ 决策者对华认知深受民众影响ꎮ 错误的

认知导致错误的行为ꎮ 长期以来中国对西方国家公共外交因面临西方的话语

霸权ꎬ 陷入了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悖论ꎮ① 首先是 “他者化” 悖论ꎬ 用西方

的概念和意识形态框架来表达的新闻使得中国形象经常被 “他者” 解读ꎬ 比

如中国为遏制新冠肺炎的全国蔓延而采取的 “封城” 措施在部分西媒笔下就

变成了 “给人民的自由带来巨大损失”②ꎬ 致使我们想当然是好的措辞在效果

上 “他者化” 甚至 “妖魔化” 了ꎮ 其次是 “异化” 悖论ꎬ 中国概念太中国

化ꎬ 不了解中国特殊文化背景的外国人很难理解ꎬ 很难把中国的政治语言翻

译成他国语言ꎮ 到底是迁就西方的理解还是让西方迁就中国的表达ꎬ 成为中

国公共外交的异化悖论ꎮ 最后是 “实力与形象” 悖论ꎬ 西方流行的看法是

“我搞不定你ꎬ 所以你是威胁ꎻ 你自己都搞不定自己ꎬ 你更是威胁ꎮ” 中国崛

起的硬实力往往导致自身软实力受损ꎮ
美国人眼里的中国始终是一个 “他者”ꎬ 对美国而言ꎬ 中国无论如何也不

能成功ꎬ 因为中国的成功就意味着美国所营造的 “西方叙事” 被打破ꎮ １９７８
年中国宣布改革开放ꎬ 决心融入国际社会ꎮ 几十年来ꎬ 如何和平地融入国际

社会成为中国社会各界的核心问题ꎮ ２０１７ 年以来ꎬ 随着美国打压中国发展的

措施升级ꎬ 中国意识到美国似乎没有准备与另一个具有不同历史、 文化和制

度但无意与美国争夺全球主导地位的国家和平共处ꎮ③

这表明ꎬ 新时代中国对美公共外交的使命在于重构美国的美国观、 中国

观和世界观ꎬ 任重道远ꎮ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开启了重塑美国的新身份努力ꎬ
可惜美国政治精英不为所动ꎮ 目前ꎬ 美国民主、 共和两党受制于党争ꎬ 搞

“内病外治”ꎬ “反华” 成为两党操纵选票的法宝ꎮ 但是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

符合中美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ꎬ 中美人民友谊蕴含了几十年来两

国人民的无数心血ꎬ 两国人民不应该任由美国的一小撮政客出于一己私利ꎬ
把中美关系推到十分危险的境地ꎮ④ 习近平主席指出ꎬ 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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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 － ｅｍｂａｓｓｙ ｏｒｇ / ｃｈｎ / ｚｍｇｘ / ｔ１８０５０９６ ｈｔｍ [２０２０ － ０８ － １０]
杨洁篪: «尊重历史 面向未来 坚定不移维护和稳定中美关系»ꎬ 外交部网站ꎬ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７

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６７４９０４ / ｚｙｊｈ＿６７４９０６ / ｔ１８０４７２４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０ － ０８ －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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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ꎬ 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ꎮ① ３０ 多年前ꎬ 习近平第一次访

问美国时就对美国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ꎬ “从这些老朋友身上ꎬ 从很多美国朋

友身上ꎬ 我真切感受到了中美两国人民心灵相通的真挚感情ꎬ 这让我对中美

关系的未来抱有充分的信心”ꎮ② 所以对美公共外交的重心应该放在普通的美

国民众身上ꎬ 应该注重沟通思想ꎬ 寻找中美两国的最大公约数ꎬ 真正实现两

国人民的民心相通ꎬ 维护中美关系的民意基础ꎬ 维持中美和平共处的大势ꎮ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ꎬ 拜登就任美国第 ４６ 任总统ꎮ 这位民主党总统曾表示ꎬ

当下对于美国来说ꎬ 最大的威胁国家是俄罗斯ꎬ 而中国是最大的竞争对手ꎮ③

这相较于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对华强硬态度似乎有所缓解ꎮ 虽说基于华盛顿形

成的 “对华强硬” 的新的政治正确ꎬ 中国不必期待拜登政府对华态度回到特

朗普政府之前ꎬ 但从拜登团队公布的施政大纲来看ꎬ 接下来的 ４ 年中拜登政

府可能将新冠疫情、 经济复苏、 种族平等和气候变化作为工作的主要方向④ꎮ
此外ꎬ 拜登上台第一天就宣布美国重返巴黎气候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ꎬ 拜登

政府对多边主义的承诺使得中美合作的空间上升ꎬ 这将有利于中国对美公共

外交工作的开展ꎮ
(三) 对美公共外交的 “三认原则” 与 “四共法则”
中国对美公共外交要改变三个局面: 一是 “你打你的ꎬ 我打我的”ꎬ 即各

说各话ꎬ “鸡同鸭讲”ꎬ 还要改变美方造谣污蔑不付代价现象ꎻ 二是改变中式

宏大叙事与美国 “魔鬼在细节” 思维的不对称ꎻ 三是改变中方被动应对有余

而主动出牌不足、 求异有余而求同不足的局面ꎮ 认识中国ꎬ 就是要以世界观

中国ꎬ 以时代观中国ꎬ 以中国观中国ꎬ 而不是以己度人ꎮ 笔者在拙著 «国之

交如何民相亲: 新时代公共外交之道» 中提出新时代公共外交的 “三认” 原

则: 认识中国、 认可中国、 认同中国ꎮ (１) 认识中国ꎮ 中国经过短短几十年

的改革开放就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道路ꎬ 成就来之不易ꎬ 面临的困难、 矛盾

自然也非常多ꎮ “３Ｄ 中国” 具有发展中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充满活力 (ｄｙｎａｍｉｃ)、
富有多样性 (ｄｉｖｅｒｓｅ) 的特征ꎬ 对此应予客观、 辩证、 立体的看待ꎮ 让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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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习近平: 应推动中美关系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ꎬ 人民网ꎬ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６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 / ２０１５ / ０９２６ / ｃ１０２４ － ２７６３６５０５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０ － ０８ － ２０]

«习主席讲到的 “人” 字为什么打动了美国人»ꎬ 人民网ꎬ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８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 / ２０１５ / ０９２８ / ｃ１００１ － ２７６３９９１４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０ － ０８ － ２０]

“Ｊｏｅ Ｂｉｄｅｎ: Ｔｈｅ ６０ Ｍｉｎｕｔｅｓ ２０２０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５ꎬ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ｂｓ ｃｏｍ /
ｓｈｏｗｓ / ６０＿ｍｉｎｕｔｅｓ / ｖｉｄｅｏ [２０２１ － ０１ － ２０]

内容来自拜登—哈里斯的过渡政府官网ꎮ ｈｔｔｐｓ: / / ｂｕｉｌｄｂａｃｋｂｅｔｔｅｒ ｇｏｖ /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２０２１ － ０１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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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我定位与国际身份相匹配ꎬ 成为新时代中国公共外交的重要任务ꎮ
(２) 认可中国ꎮ 首先是认可中国的发展成就ꎬ 同时也认可中国所选择的发展道

路、 发展模式、 发展理念ꎬ 认可中国的发展道路、 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根植于

具有 ５０００ 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ꎬ 汲取了人类一切先进文明成果ꎬ 在实践中不断

得到检验ꎬ 尤其是受到中国人民的广泛拥护ꎮ 也就是说ꎬ 认可中国的 “四个自

信”ꎮ (３) 认同中国ꎮ 认同中国的内政外交ꎬ 尤其是社会制度ꎻ 认同中国所倡导

的和平理念、 发展理念、 合作理念、 共赢理念ꎻ 认同中国所倡导的共建 “一带

一路” 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ꎻ 认同中国的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 思维方

式ꎻ 认同中国的发展道路适合人类发展需要ꎬ 甚至是人类文明的创新ꎮ
一句话ꎬ 将恐惧转化为希望ꎬ 是 “三认” 的使命ꎬ 这将在拜登政府时期

中国的对美公共外交中得到生动体现ꎮ 传统中国文化认为ꎬ 有四种力量境界:
诸道同源之理ꎬ 万法归一之道ꎬ 纲举目张之法ꎬ 提纲挈领之术ꎮ 塑造美国对

华政策的四类群体是美国精英ꎬ 很难改变其认知ꎬ 但其折射的四种精神却是

美国民众普遍认可的ꎮ
为有针对性地开展对美公共外交ꎬ 关键是遵循 “四共法则” (共通、 共

鸣、 共振、 共情)ꎬ 主动作为、 善于借力ꎬ 影响 “已知与未知” 的十字路口ꎬ
避免两国民众感情螺旋式恶化ꎮ (１) 对美公共外交之道在于 “共通”ꎮ 针对

法制精神的美国人对华认知 “未知的未知”ꎬ 强调中国高科技企业在美经营的

合法合规性的同时ꎬ 应该以新冠肺炎疫情为突破口ꎬ 基于美国被疫情严重困

扰的事实ꎬ 抓住拜登政府主抓抗疫的时机ꎮ 要畅通对话渠道ꎬ 强调中美都面

临疫情常态化、 重大危机和突发事件频发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ꎬ 需要合作应

对ꎬ 怪罪对方不仅于事无补ꎬ 且贻误时机ꎬ 为此需要学习借鉴各国抗疫模式ꎬ
不存在单一体制优越于其他体制的问题ꎮ 中国对话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ꎬ 中

国可以表示愿同美方分享防控信息和抗疫经验ꎬ 在诊疗方案、 疫苗研发乃至

经济复苏等领域开展更加广泛深入的交流ꎮ 中美抗疫经验的互学互鉴ꎬ 可外

延至探索国家治理如何实现自由—秩序的平衡ꎮ (２) 对美公共外交之理在于

“共鸣”ꎮ 针对契约精神的美国人对华认知 “已知的已知”ꎬ 我们要向拜登政

府强调继续执行 ２０２０ 年已达成的第一阶段中美贸易协议ꎬ 继续向美国开放市

场ꎻ 强调无论是华为还是字节跳动等中国企业ꎬ 都信奉与美国公司同样的契

约精神ꎻ 强调无论是国内生产总值还是高科技ꎬ 增量在中国ꎬ 存量仍在美国ꎮ
过去 ４０ 年中美双边贸易增长 ２５０ 多倍ꎬ 中国支持了美国约 ２６０ 万个就业岗位ꎬ
累计约有 ７ ２５ 万家美国企业在华投资ꎮ 中美关系虽已回不到过去ꎬ 但这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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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可以无视历史ꎬ 更不意味着可以不顾实际强行脱钩ꎮ 中美关系凝聚了

两国领导人包括美国民主、 共和两党历届政府的智慧和心血ꎬ 是中美几代人

共同努力的基础ꎮ 强调中美两国的成就是在合作中取得的ꎬ 以唤起美国接触

政策的共鸣ꎮ (３) 对美公共外交之法在于 “共振”ꎮ 针对尚武精神的美国人

对华 “已知的未知” 担忧ꎬ 我们首先要亮明底线、 避免对抗ꎬ 讲清楚中美关

系健康发展的关键是要相互尊重ꎬ 打消美国对中国争霸东亚甚至世界的莫名

忧虑ꎮ 同时强调放弃零和ꎬ 共担责任ꎬ 强调新冠肺炎疫情可成为像在全球气

候变化问题上开展合作的历史性机遇ꎬ 因为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ꎬ 不存在

“你赢我输”ꎬ 也不再是 “双赢”ꎬ 而是 “全赢” 或 “全输”: 人类要么团结一

致彻底战胜病毒ꎬ 要么被病毒击垮ꎬ 没有哪个国家或民族能独善其身ꎮ 为此

呼吁疫苗研发开放式创新ꎬ 加强公共卫生领域对话ꎬ 共同帮助美国及其盟友

抗疫ꎬ 维护其公共卫生安全ꎮ 应鼓励两国科学家在应对卫生危机上最大限度

地发挥相互交流和联合研究的潜力ꎮ 中国和美国在疫苗研发方面都有丰富的

资源ꎬ 如果两国能够携手提高全球疫苗的可获得性和可负担性ꎬ 整个世界都

会因此而获益ꎮ (４) 对美公共外交之术在于 “共情”ꎮ 针对传教士精神的美

国人对华认知 “未知的已知”ꎬ 阐明中国共产党与传统中国文化契合的中国化

逻辑ꎬ 回顾中美合作的历史ꎬ 找到中美文化相通之处ꎬ 形成各团体的共情ꎬ
代表性例子是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公共外交举措ꎮ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ꎬ 驻美国

大使崔天凯在 “ 政治” (ＰＯＬＩＴＩＣＯ) 网站发表题为 «站到历史正确一边ꎬ 推

动中美关系重返正轨» 的署名文章ꎬ 指出中国政府享有中国人民的广泛支持ꎬ
中国共产党得到 ５０００ 年中华文明的滋养ꎬ 始终以代表人民利益、 赢得人民信

赖为工作标准ꎬ 找到的是一条最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ꎮ 崔大使以美国开国总

统华盛顿的名言 “对所有国家恪守信念与公正ꎬ 与所有国家发展和平与和谐”
作为结语ꎬ 呼吁美国铭记历史ꎬ 重回中美关系发展的正轨ꎮ

(四) 对美公共外交的五个 “讲清楚”
第一ꎬ 讲清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ꎮ 中国对美公共外交的一个典型悖

论就是ꎬ 美国人喜欢中国历史 /文化ꎬ 不见得喜欢当代中国ꎻ 喜欢当代中国ꎬ
不见得喜欢当代中国政治ꎻ 喜欢当代中国政治ꎬ 不见得喜欢中国政府ꎻ 喜欢

中国政府ꎬ 不见得喜欢中国共产党ꎮ 大部分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解是根

本性的ꎮ 这首先源于美国人误读中国共产党的无神论ꎮ 美国人认为没有信仰

的是邪恶的ꎬ 共产党不仅自己不信神ꎬ 也抹杀人民的宗教信仰ꎮ 其实共产党

的 “无神论” 是契合中国世俗社会的ꎬ 故此才能在中国扎根ꎮ 世俗不是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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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ꎬ 而是由于中国文化太发达ꎬ 以至于没有单一的神能占据绝对统治地位ꎬ
中国成为儒道释并存的社会ꎮ 中国共产党提倡宗教信仰自由ꎬ 尊重和保护各

种宗教传统ꎮ 这是首先要给美国人讲清楚的ꎮ 笔者正在撰写的 «世俗伦理与

社会主义精神» 就显得很有意义ꎮ 其次是美国人误解中国共产党强调的 “公
有制”ꎬ 而美国笃信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ꎮ 马云在疫情期间给美国捐赠

抗疫物资ꎬ 就很好地改变了美国人以为中国经济还是公有制的误解ꎮ 讲清楚

私营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和贡献ꎬ 非常重要ꎮ 最后ꎬ 不能将中国类比为

苏联ꎬ 应从文化基因上讲清楚中苏之间的差异ꎬ 中国自中苏论战后就已走出

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ꎮ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 “三个自信” (道路自信、
制度自信、 理论自信) 上升到文化自信ꎬ 使得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与传统

中华文化很好地结合ꎬ 中华文明的绵延不断也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

合理性ꎮ 比如ꎬ «道德经» 第四十九章很好地诠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

念: “圣人常无心ꎬ 以百姓之心为心ꎮ 善者ꎬ 吾善之ꎻ 不善者ꎬ 吾亦善之ꎬ 德

善ꎮ 信者ꎬ 吾信之ꎻ 不信者ꎬ 吾亦信之ꎬ 德信ꎮ 圣人在天下ꎬ 歙歙焉为天下

浑其心ꎬ 百姓皆注其耳目ꎬ 圣人皆孩之ꎮ”
第二ꎬ 讲清楚中国崛起的逻辑ꎮ 美国一直担心中国崛起后意在争夺世界

的领导权ꎬ 挑战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ꎬ 以至于自己的利益受损ꎮ 近年来中国

陆续提出的 “一带一路” 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倡议和理念遭到美国不同

程度的抹黑及污蔑ꎬ 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历史上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全球国家ꎬ
历史上也没有如此宏大的国际合作倡议由发展中国家提出ꎬ 美国对此的误解

也可以理解ꎮ 实际上中国最关注的是维持国家的稳定与繁荣ꎬ 中国提出了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系列日程表ꎮ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是为人民谋幸福ꎬ
为民族谋复兴ꎬ 这已经被写入党章ꎬ 中国的主要矛盾在内不在外ꎮ 脱贫、 人

口老龄化、 产业转型升级、 祖国统一ꎬ 一个面对如此艰巨国内任务的中国怎

么可能轻易 (更不可能自动) 投身于战略对抗或追求世界主导地位ꎮ 中共十

八大以来ꎬ 习近平指出ꎬ 和平发展道路能不能走得通ꎬ 很大程度上要看我们

能不能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ꎬ 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ꎬ
在中国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 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ꎮ① 世界好ꎬ 中国才能好ꎻ
中国好ꎬ 世界才更好ꎮ 为了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国内 “五位一体” 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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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 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ꎬ 人民网ꎬ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ｐａｐｅｒ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ｒｍｒｂ / ｈｔｍｌ / ２０１３ － ０１ / ３０ [２０２０ － ０８ －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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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布局ꎬ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民主政治、 先进文化、 生态文明、 和谐社

会ꎻ 为了促进人类进步ꎬ 推出国际版的 “五位一体” 规划ꎬ 即持久和平、 普

遍安全、 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ꎮ 中国已将自

身发展同世界共同发展有机结合ꎬ 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社会共同进步

紧密连接ꎬ 中国将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寄托于世界的发展ꎻ 辩证统一了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与促进人类进步ꎬ 解决中共历史使命和长远使命ꎬ 实现为人民服

务和为人类服务的有机统一ꎮ
第三ꎬ 讲清楚中美合作的担当ꎮ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 各国利益深入交融

的今天ꎬ 中美关系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ꎬ 两国关系的任何波动都具

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世界影响力ꎮ 中美之间化冲突为合作ꎬ 以合作管控分歧ꎬ
成为中美关系的辩证法ꎮ 缺少 “高于国家” 的政治分析单位ꎬ 是西方政治哲

学的致命缺陷ꎬ 这个缺陷在之前几百年中并没有暴露出来ꎬ 但随着全球化的

深入发展ꎬ 国家之间的政治问题日益复杂化ꎬ 这个缺陷正在显露ꎮ① 我们可以

在此次欧美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之际窥探一二ꎬ 以国家为出发点的思维方式使

得欧盟成员之间几十年培养的 “友谊” 在全球性危机面前变得稍嫌单薄ꎬ 美

欧跨大西洋关系也因 “美国优先” 而有所削弱ꎮ 美国执意将新冠肺炎病毒称

为 “武汉肺炎” 或 “中国病毒” 的动机是把一个自然的、 物种的变量重新定

义为一个种族的、 地域的和政治的变量ꎮ 面对全球性问题ꎬ 美国又开始树立

“敌人”ꎬ 根本没有跳出 “国家” 这个地域的思考范围ꎮ
我们知道核扩散、 气候变化、 环境污染、 卫生健康等是全人类共同面临

的挑战ꎬ 本就不分国界ꎮ 这就需要我们站在全人类的角度看待问题ꎬ 从世界

看国家ꎮ 新时代下中美合作有三大担当ꎮ 一是历史担当ꎬ 避免陷入 “守成大

国—崛起大国冲突” 的所谓 “修昔底德陷阱”ꎬ 超越 “老大—老二” 悖论以

及其他形形色色的大国政治的悲剧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ꎬ 习近平主席在日本大

阪出席二十国集团 (Ｇ２０) 峰会期间举行中美元首会晤ꎬ 总结中美建交 ４０ 年

来的经验启示: 回顾中美建交以来的 ４０ 年ꎬ 国际形势和两国关系都发生了巨

大变化ꎬ 但一个基本的事实始终未变ꎬ 中美合则两利、 斗则俱伤ꎬ 合作比摩

擦好ꎬ 对话比对抗好ꎬ 两国利益高度交融、 合作领域广阔ꎬ 应避免落入所谓

冲突对抗的陷阱ꎬ 实现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ꎮ② 二是现实担当ꎮ 当今世界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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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ꎬ 气候变化、 能源问题、 国际恐怖主义、 全球卫生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

题不仅事关中美两国的核心利益ꎬ 更关乎整个人类的发展前途ꎮ 习近平指出:
“中美两国合作好了ꎬ 就可以做世界稳定的压舱石、 世界和平的助推器ꎮ”①

中美两国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ꎬ 对世界及地区和平、 稳定、 繁荣都肩负重要

责任ꎮ 目前中美之间各种问题相互交织ꎬ 错综复杂ꎬ 中美之间亟须厘清三份

清单: 第一份是合作清单ꎬ 把中美在双边领域及全球事务中需要而且能够合

作的事项明确下来ꎬ 这份单子越长越好ꎬ 而且不应受到其他问题的干扰ꎻ 第

二份是对话清单ꎬ 把双方尽管存在分歧但有望通过对话寻求解决的问题列出

来ꎬ 尽快纳入现存的对话机制和平台ꎻ 第三份是管控清单ꎬ 把少数难以达成

一致的难题找出来ꎬ 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搁置并管控好ꎬ 尽可能减少对两国

关系的冲击和破坏ꎮ② 三是未来担当ꎮ 目前欧美的发展模式将广大发展中国家

边缘化: 欧式创新以节省资源和原材料为考量ꎬ 美式创新以节省劳动力为考

量ꎬ 而发展中国家的两大优势正在于劳动力便宜、 资源丰富ꎬ 所以不断被边

缘化ꎬ 形成 “创新陷阱”ꎮ 这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从长远来看不符合美国的

发展利益ꎬ 本质上也不符合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ꎮ 我们要把中美关系放在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背景下ꎬ 放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潮流下来看ꎮ③ 当

前中美关系的根本问题在于: 在中国与现有国际秩序深度融合的情况下ꎬ 美

国能否容纳中国ꎬ 与一个历史、 文化和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 ④中美双方

不应寻求改造对方ꎬ 而应共同探索不同制度和文明和平共存之道ꎮ⑤ 如何开创

更具包容、 合理且可持续的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模式ꎬ 为世界和平与人类进

步作出贡献ꎬ 成为中美关系的未来担当ꎮ
第四ꎬ 讲清楚中美不合作的后果ꎮ 中美是竞争与合作关系而非战略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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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ꎬ 中美关系的和平发展要 “提倡公平公正基础上的竞争ꎬ 开展你追我赶、
共同提高的田径赛ꎬ 而不是搞相互攻击、 你死我活的角斗赛”①ꎮ 中国和美国

这样的大国更应该携手应对人类的共同敌人ꎮ 正如钢丝运动员为了保持平稳ꎬ
在表演中始终直视终点ꎬ 同样的道理ꎬ 中美两国关系的长期稳定也应该面向

未来ꎬ 营造美好愿景ꎮ 中美关系是当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ꎬ 两国关系

的和平发展对全球稳定与和平至关重要ꎬ 两国之间的冷战会扼杀太平洋两岸

一代人取得进展ꎮ② 在核扩散、 环境保护、 能源安全、 气候变化、 恐怖主义、
医疗卫生等全球性问题亟需全球合作的时候ꎬ 两国之间的分歧会蔓延至每个

地区的内部政治ꎮ 虽然中美达成共识非常困难ꎬ 但在这些全球性问题上挑起

对抗必定是自寻死路ꎮ
第五ꎬ 讲清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ꎮ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最本质的特征ꎮ 讲好中国故事ꎬ 关键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ꎮ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传统中国的 “和合文化”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

是去推翻资产阶级统治ꎬ 而是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命运与共ꎮ 因此ꎬ “一
带一路” 倡议的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ꎬ 两者都写进党章ꎬ 美国人就不

必大惊小怪ꎮ 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提供了契机ꎮ 人类命运

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对未来世界秩序的想象ꎬ 其逻辑是虽然各国具有差异性ꎬ
世界具有多样性ꎬ 但共同的历史记忆、 共同的处境及共同的追求将世界各国

紧密相连ꎬ 形成共同的身份与认同ꎬ 塑造共同未来ꎮ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

意在告别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对立ꎬ 追求人类共同价值观ꎮ③ «历史的终结»
一书的作者弗朗西斯福山在美国 «大西洋月刊» 上刊文ꎬ 就 “到底什么可

以决定一个国家抵御新冠病毒的能力” 进行了分析ꎬ 他认为ꎬ 识别不同国家

能否有效应对危机的那条主要分割线ꎬ 已经不再是 “民主” 或 “集权” 这种

体制之分了ꎮ④ 病毒没有国界ꎬ 疫情不分种族ꎬ 在应对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

的过程中ꎬ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更加凸显ꎮ 唯有团结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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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应对ꎬ 国际社会才能战胜疫情ꎬ 维护人类共同家园ꎮ① 美国著名考古学家

罗伯特凯利总结了 ６００ 万年以来人类历史的发展ꎬ 观察到每一次人类技术

进步带来的都是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的变革ꎮ 他大胆预测ꎬ 由于互联网等技术

的进步导致全球化的深入发展ꎬ 人类即将迎来第五次组织形式的变革ꎬ 人类

将生活在一个共同体的未来ꎮ②

三　 结语

美国并不否认人类必将进入共同体时代ꎬ 美国抵触的是由中国提出的作

为政治符号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ꎮ 对美公共外交应多一些文化ꎬ 少一些政

治ꎻ 多寻求共识ꎬ 少强调分歧ꎮ 可以以 “中美共生” 概念对接中美 “共同

体” 理念ꎮ 二战后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美欧 “大西洋共同体”ꎬ 当时是为了遏

制共产主义ꎬ 今日再提 “共同体” 则是为了解决人类共同问题ꎮ 人类命运共

同体符合万物互联时代潮流ꎬ 契合人类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需要ꎮ 新冠肺

炎疫情预示着全球化正在进入 “人的全球化” 阶段ꎮ 人们所熟知的 “资本的

全球化”ꎬ 即资本驱动的全球化ꎬ 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ꎻ 而人的全球化是所有

人的全球化ꎬ 追求的是人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ꎮ 资本的全球化是有边界、
关税等一系列概念的ꎬ 是世界上部分人群所关注的ꎻ 而人的全球化则更多体

现为共同体的概念ꎬ 是全世界所有人都需要关注的ꎮ 中美关系恰当的标签应

该是 “共同演化”ꎬ 在合作中重塑新的身份和认同ꎮ
“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ꎮ” 时下中美关系发展

处于变革期ꎬ 根源于中国的崛起和美国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不适及自身实

力相对下降的担忧ꎮ “开弓没有回头箭”ꎬ 中华民族不可能放弃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ꎮ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赋予了中国对美公共外交新的使命和内涵ꎬ 为了中

美两国和世界人民的福祉ꎬ 中国外交应该做此尝试ꎮ
(责任编辑　 黄　 念)

—３２—

①
②

习近平: «团结合作是国际社会战胜疫情最有力武器»ꎬ 载 «求是»ꎬ ２０２０ 年第８ 期ꎬ 第 １ －２６ 页ꎮ
Ｒｏｂｅｒｔ Ｌ Ｋｅｌｌｙꎬ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ｈ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Ｗｈａｔ Ｓｉｘ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ａｎ Ｔｅｌｌ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７ꎬ ｐｐ ２４０ － ２４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