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美亚太共处之道>>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美亚太共处之道>>

13位ISBN编号：9787802325906

10位ISBN编号：7802325900

出版时间：2013-2

出版时间：时事出版社

作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美亚太共处之道>>

前言

经过近两年的集体努力，这本名为《中美亚太共处之道——中国·美国与第三方》的著作终于面世了
。
    就在本书出版前不久，美国前副总统切尼的国家安全事务副顾问、新美国世纪计划创始人阿伦·弗
里德伯格的新著被译成中文出版，名为《中美亚洲大博弈》。
从书名即可看出，作为美国“新保派”的代表性人物，作者保持一贯的风格，对中国的未来及中美亚
太共处做出了消极和悲观的判断。
更重要的是，诚如作者所言，他的有关中美会走向激烈的地缘政治对抗的观点“在10年前还属少数派
”，而今天“认为美国和中国即使不一定会陷入冲突，也注定将决一雌雄的看法看似不再牵强”，中
美已参与进一场日趋激烈的战略竞争的看法“无疑比10年前被更多人接受”。
    弗里德伯格的说法并非妄言。
确实，先前一些对中美关系抱持谨慎乐观的学者如沈大伟、李侃如等，如今也都变得相对悲观。
就连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这样的大家，也开始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忧心忡忡。
中国方面，普遍出现学者悲观、精英失落、媒体激昂、民众迷惘等复杂情绪，“战略互疑”、“互信
赤字”、“假朋友”、“战略博弈”等词汇，成为时下描述中美关系的流行语。
    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美目前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处境确实不容乐观。
中国的崛起，美国的“重返”，越南、菲律宾、日本等“第三方”因素的干扰，媒体的炒作，民意的
高扬，偶然事件的频发，诸多因素相互作用，使中美博弈成为时下亚太地区的主旋律。
有人说，“太平洋足够宽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国共舞”；也有人说，“一山难容二虎”。
有人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得出结论，认为中美矛盾是结构性的，终难化解；也有人从建构主义
理论视角，认为要摆脱“宿命论”的窠臼，“历史是人创造的”，中美完全可以走出一条和平共处的
新路。
    基于上述背景，大约两年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开展了“战略互信与地区合作”课题
研究。
主要目的是：想给中美关系的发展寻找出路，突破安全困境，探索良性发展。
具体想法是：中美两个大国应通过实实在在的亚太地区合作逐步建立战略互信，反过来再利用逐步建
立起的战略互信深化亚太地区合作，如此形成良性循环，为中美亚太和平共处创造条件，同时为中美
在全球层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奠定基础。
这个立意很清楚，就是要为中美关系的发展瓶颈破局，就是要发挥人的想象力和激发中美关系的发展
潜力。
较之弗里德伯格的《中美亚太大博弈》，我们的心胸是开阔的，思维是向前的，立意是建设性的。
    期间，胡锦涛主席2011年1月访美，中美在联合声明中共同决定构建“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
伴关系”；习近平副主席2012年2月访美，提出发展前无古人、但后启来者的“新型大国合作伙伴关系
”构想，得到美方积极回应。
胡锦涛主席在2012年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正式就如何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出五点指
导性意见。
其后，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军事关系”、“新型亚太关系”等设想接连涌现，引起越
来越多学者们的关注，让人们在中美战略博弈的阴霾中看到了走向良性互动的曙光。
而这，正是课题组成员的初衷和试图推动的结果。
    本书共分四个部分。
“导论部分”旨在从整体上把握中美亚太博弈的现状，并试图就如何使中美关系由博弈走向良性互动
提出建设性思路，可被视为全书的指导思想；“第一部分”共六章，重在比较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利益
及战略，涵盖安全、经济、台湾等诸多方面内容，包括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评估；“第二部分
”共六章，试图从分析中美在朝核、缅甸、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南海等地区热点问题的主要分歧和共
同利益基础上，探讨中美在亚太热点问题上的合作前景及合作路径；“第三部分”共四章，主要分析
中美如何同亚太区域内的大国俄罗斯、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形成良性互动的三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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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此书收尾之际，美国2012年大选落下帷幕，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成功召开。
在实现正常化四十年之后，中美关系正以新的气象面向未来。
我们期待，本书能为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良性互动贡献绵薄之力。
    袁鹏    2012年11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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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袁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美国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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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新的形势下，中美在亚太的战略互动存在以下几种前景。
第一是冲突型，美国全面遏制中国崛起或中国决意取代美国在亚太的主导地位，最后导致两国的全面
冲突，这类似于二次大战前的美日关系模式。
第二是对抗型共处。
亚太地区形成以中美各自为一方的两极格局，双方展开地缘政治竞争，争夺势力范围，甚至爆发局部
冲突，但不会走向全面战争，这是冷战时期美苏关系模式。
第三是竞合型共处。
亚太地区形成多极化的格局，除了中美两个大国以外，一些中等国家和地区集团（如东盟）也在地区
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既牵制中美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又缓解中美之间的竞争，中美两国在
这种多极化的地区格局中纵横捭阖，竞争中有合作，合作中有竞争，但不会走向直接冲突，这类似于
当下中美在亚太的关系模式。
第四是合作型共处。
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合作既可以是现实主义的大国协调型，也可以是新自由主义的亚太共同体型，两国
在亚太地区实现良好的重大利益协调，又合理分享权力和责任，合作处理地区事务。
第五是权力和平转移型，美国逐步走向衰落，无力再在全球包括亚太维持其霸权地位，被迫减少其在
亚太的投入，中国不得不在亚太扮演首要大国的角色，承担更多的责任，这类似于二战后的英美关系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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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作者主要来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朝鲜半岛研究室、南亚东南亚及大洋洲研究所、
世界政治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所。
他(她)们作为现代院各个研究领域的中青年学者，在繁重的工作之余抽出时间完成各章节，实属不易
。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心伯教授拨冗为本书撰写“中美在
亚太的利益与战略”一文，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教授欣然同意转用他在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
究中心2012年度《中国国际战略评估》上发表的“美国的亚太战略”一文，两位知名学者的文章相映
成趣，形成一对组合，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对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更令人欣慰的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副主席保罗·斯塔尔先生同意我们翻译由他主编的《寻求中国
周边稳定》一书中的两篇文章，作为本书相应章节的对照或补充，使读者能同时看到中美学者关于中
美在地区热点问题上合作的不同认知，堪称本书的一大亮点。
感谢美国学者对本书的贡献。
    本书主要想法得到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崔立如院长的支持，并得到季志业副院长、杨明杰副
院长、王在邦副院长等多位院领导的鼓励，他们在课题立项、运行阶段给予多次指导。
该想法也有幸获得福特基金会驻华首席代表费约翰先生的支持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使课题得以更加
顺利地运行。
两年期间，课题组召开了一次国际研讨会，汇集了40余位中美学者；一次国内研讨会，多次院内研讨
会，就相关问题赴美国、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等国访问，到云南、新疆、广西、吉林等边
疆省份及外交、商务、财政等国家部委实地调研，获得了难得的第一手材料和更多的感性认识。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际交流中心主任杜艳钧女士在课题申请、立项、运行、收尾各阶段付出了艰
辛努力，在全书统稿过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美国研究所所长助理王鸿刚博士在全书的统稿、设计过
程中付出了艰辛努力；达巍研究员、王文峰研究员、翟岜研究员、胡仕胜研究员作为本书的特约审稿
人，对初稿提出了许多建设性修改意见，对确保全书的质量发挥了关键作用。
美国所三位年轻的学者李岩、董春岭、李铮在课题运行过程中做了大量的文字整理和行政工作。
葛悦炜、张帆负责了美国学者文章的中文翻译工作，国际交流中心副主任刘博负责对全书的目录及书
名进行英文翻译。
袁鹏负责对全书立意、构思、整体结构及主要章节的设计，并撰写前言和导论部分。
需要指出的是，本书虽是一个有机整体，但各章节分由不同作者撰写，更多反映课题组成员或作者本
人的观点，美方作者的观点也仅代表他们个人的意见，并不代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立场。
    最后，感谢时事出版社周勇社长在本书出版过程中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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