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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一对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媒体报道之丰，可谓俯拾皆是；中外论著之多，堪称
车载斗量。
本书是赵忆宁女士剖析2004-2009年中美关系的论集，与此前出版的著作和媒体报道相比，本书有什么
与众不同之处呢？
　　我不敢肯定这是中国第一部由资深媒体人撰写的中美关系专著，但我笃定地认为，这本著作剖析
了中国经济崛起的世界影响，展现了超级大国美国面对中国崛起的复杂心态，分析了中国实力上升、
地位提高和话语权的增强，真实记录了美国政商学各界精英对中国崛起从不适应到逐步适应的历程，
它出自一位严肃的专家型记者之手，是对中美关系转型的历史记录和深入剖析，其所涉范畴不仅专注
于中美经济关系，更有着广远的战略视野，某些尖锐的观点值得我们一再审视。
　　中美关系进入新时期　　进入21世纪，中美关系是以矛盾不断但斗而不破而开局的。
2001年初，上台伊始的布什政府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不友好的措施，2001年4月的南海撞机事件更使得
中美关系蒙上了阴影。
然而，随后的“9·11事件”导致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大调整及对华政策出现转机。
以布什总统2002年、2005年两次访华和2006年胡锦涛主席访美为契机，中美关系迅速改善，美国明确
表示反对“台独”，承认“东突”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对中国的国际定位做了重大调整。
2005年9月21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发表“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一名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的政策讲话，这是美国面对中国和平发展做出的战略评估和战略设计。
2006年8月，中美领导人创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协商解决双边经济关系中需要长期关注的问题，
这是两国着眼于未来的战略安排。
2007年9月，胡锦涛在第15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提出中美既是利益攸关方又是建设性合
作者的新定位，得到布什总统的赞同。
进入2009年，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之初，中美合作变得密切，双边关系看似进入蜜月期，然而近来却
出现了贸易冲突、奥巴马会见十四世达赖喇嘛等事件，似乎中美关系重陷跌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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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国际关系学者的启示是，洞悉世事变迁，需要参与感。
面对中国崛起这样的宏大课题，书斋中的坐而论道，产生不了决胜千里的可行性战略设计，要想运筹
帷幄，必得起而践行，积极投身社会实践。
    本书对媒体的启示是，媒体要有自己的专家型队伍，要有独立的判断，要致力于对相关问题的深入
研究，而不是拼凑其他学者观点，媒体要成为社会良心，要致力于深入挖掘新闻背后的逻辑，而不仅
仅是争做“无冕之王”。
一个崭新的中国时代即将到来，唯有以良知、责任感和洞察力为标尺，才会贡献于中国、贡献于国际
关系研究。
    本书对国家决策系统的启示是，要建立中国式的“旋转门制度”，让更多的有学术良知和报国情怀
的知识分子参与实践，实现理论对实践的指导。
唯如此，才会有真正世界意义的“中国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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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没有人，甚至中国人也不知道将来的中国将会变成怎样。
中国在近代历史上没有任何拥有强大国力的经验，而中国经济的发展正使中国获得越来越强大的国家
实力。
历史告诫我们，任何大国的崛起都会影响区域稳定乃至世界平衡。
中国政府也了解到这种担心，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概念。
然而，这一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中国人对认为中国崛起成为一个霸权国家的观点非常反感，在中国人的头脑中，中国的强大只是为了
抵御外强的压迫，就像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一样，而并不是为了欺压他国。
与美国不同，中国要同其他大国共同分享这一区域，这包括美国和日本，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中国
强权。
中国的未来最终取决于中国内部的发展，包括中国的经济政策的成败、中国领导执政的质量、中央政
府能否控制住地方政府、中国采取措施维护和实现稳定。
此外，外部环境也将影响到中国国内的经济发展。
中美关系政策制定得好会为东亚以及环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繁荣奠定良好的基础。
　　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我们特别关注：首先，北京非常成功地化解了国际上关于中国威胁的担心；其
次，亚洲国家担心美国会采取单边行动，这是亚洲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的看法；三是一些“泛
亚”组织把美国看成是“外人”，在亚洲缺乏对于美国在区域安全上扮演什么角色的共识。
由于反恐在美国安全上具有最为重要的地位，亚洲国家虽有共识，但并没有像美国那样重视，对美国
单边军事行动的顾虑，也影响了他们对美国在区域安全中的作用的认识。
例如，韩国认为美国对朝鲜的单边行动的威胁比朝鲜的威胁更大。
　　中美关系一直在合作和对抗之间摇摆，一方面美国要让中国在东亚和平稳定秩序中发挥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美国要做好一旦中国成为一个具有威胁的力量的准备。
为了处理好中美长期关系的问题，当务之急是要处理好两个问题：台湾问题、朝鲜半岛问题。
解决好台湾问题会起到重新稳定中美关系的作用。
另外需要关注的是这一地区问题的军事化。
一方面中国大陆的演习和军队的部署，另一方面是美国对台湾的军售和军事合作。
这一问题不再是出于政策的考虑，更多的是政治考虑。
因此中美双方的首要任务是如何稳定目前的局势，并扭转两岸军事竞赛的恶性循环。
中国第四代领导人出于自身发展的考虑，不大可能主动动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除非他们认为只有武
力才能制止“台湾独立”。
中国领导人的目标是，限制“台独”，同时实现和平发展本国经济。
这两个目标的实现都受益于同美国的良好关系，只要美国的政策有助于控制局面。
这就要求我们从根本上解决好这一问题，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方面是北京要避免过激的军事行动，
一方面美国不要让对方怀疑我们的动机，包括在军售问题上，还有就是台湾，不能出错。
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从近期来看，中美在朝鲜半岛无核问题上的利益是非常一致的，但从长远上看，
中美利益分歧很大。
比如，有些美国的战略家希望美国能够使用韩国的军事基地展开在该区域的军事行动，中国显然对这
种想法强烈反对；同时，中美都希望看到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因此，我认为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近期的共同利益能否成为缓和我们未来关于该地区不同看法的基础
，并最终实现一致。
无论如何，这对于我们的政策是一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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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美之间如何进入成熟双边关系的时代？
这是本书作者着力解答的战略议题。
我们从21世纪中美关系的演变中得到什么教训和启示？
这正是本书作者关注的核心。
中国如何完善对美战略？
这也是作者力图引起广泛讨论的重要议题。
所谋者宏，自然所论者远。
本书作者以资深记者的方便身份，亲身经历了诸多政策变动过程；本书以毛泽东超越美国的“中国梦
想”开局，以中国崛起为主线，由中国崛起对美国的震动、中美贸易和汇率博弈、中美战略经济对话
三个部分组成，深入分析了中美互动历程的演进性；对重大议题的把握及由此提出了一系列尖锐的观
点；作者不仅展现出资深媒体人深厚的文字素养，诸多引述也是精心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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