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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果说，20世纪是一个列强争霸的世纪，那么21世纪则是一个我们人类如何成功应对能源安全、气候
变化、粮食安全以及自然资源短缺等攸关持续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各种挑战的世纪。
除了上述挑战之外，世界还面临着核武器扩散、国际恐怖主义和地区冲突的威胁，还要刻不容缓地在
全球范围内应对大规模传染病和毒品交易。
最后，我们还要共同努力推动进一步的国际金融全球化和建立一个国际金融系统。
当今的世界渴望和平、稳定和持续发展，但同时也前所未有地面对着如此多的跨国的挑战。
要战胜这些挑战，国际社会的共同合作，特别是主要大国间的合作，至关重要。
美国是世界最发达、最强大的国家。
中国则是最大和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
要共同合作克服上述挑战，一个良好和建设性的中美关系是基础。
事实上，今天，就塑造国际秩序与议程而言，没有哪个双边关系比中美关系更重要了。
尽管许多学者和政治家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都有共识，但对这一关系在未来是会更加和谐还是会趋于
冲突，则看法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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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的崛起是否一定会威胁到美国？
两个大国能否实现和平共处？
带着这两个问题，中美两国几位知名学者展开了共同研究，勾画出中美关系的蓝图。
    过去几年来，这些学者就两个国家所面临的一些主要的双边问题和全球问题进行了探讨。
由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国际安全专家和环境问题专家组成的研究小组，就两国可能容易引发争论的
话题与敏感区域展开共同研究，探讨实现共同目标需要达成的共识。
    通过对全球变暖、贸易关系、台湾问题、民主问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等的探讨，本书认为，
中美两国可以实现共存，能够为了应对共同的挑战而达成相互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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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中美关系的第二个特点是，中国经常会尽力试探美国政府的极限，揣摩它能否制定和执行一套
一以贯之的外交政策。
美国从来都不是一个西方政治哲学家——无论是马基雅维利、霍布斯还是当代的“新现实义者”——
眼中的民族国家。
美利坚合众国始自那些互不往来的英国前殖民地之间的松散联盟。
它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共和国，一个时常充满活力的整体。
然而，在美国内部，主权仍然由各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分享；在联邦政府内部，无论怎样，行政权力和
立法权力之间也截然分立，且常常处于相互冲突之中。
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方面，正如法学家爱德华·考文（Edward Corwin）所说，美国宪法是“对斗争的
公开邀请”（“open invitation to struggle”）。
①由于联邦各州和联邦政府各部分的集体情感的力量，这种斗争经常关系到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第三个特点与众所周知的美英特殊关系相关，这不是因为美英关系提供了一个可类比的参照物或可效
仿的样板，而是因为美英关系显示，一个霸权国和一个崛起中的竞争者之间既可能发生冲突，也可能
形成妥协和融合。
大约在1890-1910年，随着英国和德国之间的关系从合作转向敌视，英国和美国的关系从冲突转向友好
。
在1920-1930年，美国成为霸权国，而此时导致两国之间敌对和冲突的因素完全被协商合作所代替，在
这种协商合作之中，美英两国以及其他国家追求共同利益而非各自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这个例子给中美两国走出现在的关系状态，寻找替代关系模式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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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与克制:中美关系的共同愿景》：美国研究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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