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ow Should We Understand Sino-U.S.
Relations in the New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The NAPSNet Policy Forum provides expert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peace and security
issues in Northeast Asia. As always, we invite your responses to this report and hope you will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discussion of the analysis.

Recommended Citation
Chen Jimin, "How Should We Understand Sino-U.S. Relations in the New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NAPSNet Policy Forum, July 16, 2013, https://nautilus.org/napsnet/napsnet-policy-forum/how-sho-
ld-we-understand-sino-u-s-relations-in-the-new-great-power-relationship/

1

https://nautilus.org/wp-content/uploads/2013/05/nautilus-logo-small.png
https://nautilus.org/napsnet/napsnet-policy-forum/how-should-we-understand-sino-u-s-relations-in-the-new-great-power-relationship/
https://nautilus.org/napsnet/napsnet-policy-forum/how-should-we-understand-sino-u-s-relations-in-the-new-great-power-relationship/


by Chen Jimin

July 16, 2013

I. Introduction
In this Policy Forum, Chen Jimin, rhetorically asks, “how should we understand Sino-U.S. rel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a new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First he provides a way of understand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relationship and provides some basic principles defining the new
relationship.

Dr Chen is an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at 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of
the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is article originally
appeared inSingapore’s Lianhe Zaobao and is re-printed here with the author’s permission.

The views expressed in this report do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the official policy or position of the
Nautilus Institute. Readers should note that Nautilus seeks a diversity of views and opinions on
significant topics in order to identify common 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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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Policy Forum
如何理解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历史的脚步已经进入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回顾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国际社会所面
临的风险挑战日益多样化、扩散化。在此期间，中美关系却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取得了丰硕的发展成
果。目前，中美关系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富活力、最具影响、最有内容的双边关系之一。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如何把握好、维护好、发展好中美关系，让中美两国人民放心，让世界各国人民安心，这是一个具有重大
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战略性课题。中国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
出“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
。显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是这一战略构想中的应有之义与重中之重。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新”
在何处？这首先体现在行为主体是新的，即中国不是历史意义上的传统崛起国，而美国也非传统意义上的
守成国。中国不寻求挑战当前国际秩序，而是成为国际体系建设与完善的参与者与贡献者；美国不寻求遏
制中国的发展，而是创造更具包容性、开放性，更有代表性、合法性，更富公正性、权威性的国际体系。

其次体现在当前国际新形势上。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中美之间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高度依赖关系。中美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2012年，中美贸易额创历史新高，达到近5000亿美元。美国
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同时也是中国外资最大的来源地之一；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中
美之间深层次、多领域交流明显强化；国际安全面临着复杂的多样性挑战，这使得中美两国既无法独自应
对，也不能独善其身。因此，中美两国之间不仅因为紧密的共同利益而捆绑在一起，而且因为不可推卸的
共同责任而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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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中美两国树立了利益共同体意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才具备了基础条
件。然而，“知易行难”。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需要两国做出持久不懈的巨大努力：

一是超越历史宿命魔咒，树立和谐相处典范。从历史上看，传统大国崛起模式意味着战争。崛起大国与守
成大国之间的关系永远是紧张的、猜忌的，“大国政治的悲剧”
困扰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但是，如果沉溺于历史经验，人类将陷入循环怪圈而无法前行。就如奥巴马总统
2009年在开罗大学的演讲中指出的，“如果选择被过去束缚，我们将永远无法向前迈进。”
有幸的是，中美两国领导人拒绝做历史的重复者，而愿意成为历史的创造人。2011年初，时任国家副主席
习近平先生在访美期间表示，中美两国应该探索并建立一种“前无古人，但后启来者”
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奥巴马总统也表示，“美中两国可以向世界证明，美中关系的未来不会重蹈覆辙。”
除了领导人的战略远见之外，残酷的事实也迫使人类不得不对于传统“权力转移”
模式进行深入思考。当今世界，战争不仅无法成为获益工具，甚至已经沦为自我毁灭的利器。

二是超越零和博弈思维，探求互利共赢之路。“你赢我输”
的零和博弈思维曾是传统权力转移的不二法则。然而，在高度相互依赖的国际环境中，只有让别人生活得
更好，自己才能生活得更好。寻求零和博弈式的完全收益不仅难以达成目的，反而会祸及自身；

三是超越意识形态分歧，拓展共有知识领域。意识形态的形成具有历史性，是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意识
形态也具有国别性，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固定范式。以意识形态划线的传统思维已经完全无法适应时代
发展需要。相反，拓展国家间的共有知识却有助于消除误会，化解矛盾，实现最大化国家利益；

四是超越发展道路异见，谋划人类进步前景。道路选择主要依据的是本国国情与历史元素。各国发展道路
因国情不同、历史各样、发展阶段相异、文化传统有别而具有特殊性。“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国家间关系理应摒弃发展道路争议，从各自国家的国情与人类共同进步的角度来谋划与应对。

利益是国家间关系的黏合剂。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有利于中美两国及两国人民的利益。中国的发展离
不开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国梦”
的实现离不开中国的持续稳步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是中国有序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中国人实
现自我梦想的重要保障。

事实上，锻造当下“美国梦”
也需要构建一个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最重要
大国，然而近些年国际环境的复杂性也展现出美国在全球治理、经济发展、维护国际安全方面的能力有限
性。正如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女士在2012年的一次演讲中指出的：“
一个兴旺的中国对美国有利，一个兴旺的美国也对中国有利。”美国大西洋理事会(The Atlantic
Council)在2012年发布的一份题为《展望2030：后西方世界中的美国战略》（Envisioning 2030: US
Strategy for a Post-Western
World）的研究报告中也指出，“
在包括多边机构、全球金融体系、核未来、网络安全、外太空、气候变化、全球资源紧缺和亚洲安全等广
泛的国际事务中，美中关系都将成为成败的关键。”
可见，美国国内对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也具有广泛的共识。

不仅如此，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还有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
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中两国如果因循历史老路，世界将经历不可承受之重。实际上，机会均等，崇尚个
人奋斗的“美国梦”与人人参与，追求美好生活的“中国梦”共同铸就了和平共处、繁荣共享的“世界梦”。

“高处不胜寒”
。随着中美关系的深入发展，两国之间存在的老问题、新矛盾也日益凸显。但是，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应被
视为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障碍，而应被视为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动力。

首先，中美结构性矛盾导致中美战略互信不足。“互信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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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成为制约中美关系深层次发展的重要因素。关于这一点，中美学者已形成了一定的共识。例如，2012
年美国著名中国问题学者李侃如先生与中国著名美国问题学者王缉思先生合著的研究报告——
《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在中美两国学术界、战略界产生了较大影响，这突出体现了两国专业人士
对中美互信问题的重视与担忧。不过，笔者认为，在“自助”的国际体系中，完全意义上的“互信”
是一种稀缺产品。从这个角度来说，促进中美间的深度相互理解可作为今后一个有益的发展方向。

其次，中美认知性差异导致中美战略性误解的固化。中美之间在历史传统、发展阶段、文化价值、政治制
度等方面存在着不小的差异。这种差异势必影响到中美两国的思维方式与认知方式。以笔者浅见，中国将
自己定位为一个正在迅速上升的发展中国家；一个遵守国际规则、承担国际义务、改善国际关系的国家；
一个走和平发展道路，建设和谐世界的国家；一个愿意与国际社会交流互动、共同进步、共享成果的国家。
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内涵、发展现状与人民诉求决定了当下和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的战略意愿与
主要任务是专注于国内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具体而言就是要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
标，到中国建国100年，即2049年时建成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在国际战略上，中国一直强调，中国不挑战美
国的国际利益，不挑战当前国际秩序。中国寻求的不是体系更迭，而是体系更新。这一点与美国的战略意
愿非但没有冲突，而且存在互补。

中国希望美国能够全面地看待中国。中国既希望美国能看到中国有承担国际义务的强烈意愿与实际行动，
也希望美国能够理解中国在承担国际责任中的能力限度。中国是一个快速发展中的大国，创造了很不平凡
的成绩。但中国也面临着让超过一亿多人脱离贫困的重担，承受着国际社会对中国履行更大国际责任这一
期望的压力；中国希望美国在看到中国量的增大的同时，也看到中国质的薄弱。中国目前是世界上第二大
经济体，但这仅能说明中国量的增加。对于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国土，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这样的
成绩虽来之不易，但也并非尽善尽美。中国面临着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结构不完善、发展方式不可持续
等诸多问题，这决定了中国必须要转变思路、更新理念，在提高总量的基础上更加注重质的提高，并将之
作为衡量中国现代化之路成功与否的更重要标准；中国希望美国不仅要看到中国的历史，也要看到中国的
现实。从历史上看，中国曾经是一个有着辉煌成就的大国，也曾是一个遭受深重苦难的大国。有些人将中
国古代的光荣与近代的屈辱联系在一起，认为在历史悲情主义的作用下，壮大的中国会强烈反弹，对国际
社会造成冲击。这些人可能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知之不详。“多难兴邦”
，曾经的辉煌将化为不断进取的精神力量，过往的悲苦将变成努力向前的昂扬志气。中国人珍视历史的赐
予，更重视当下的所有，更向往未来的创造。中国人不会为历史所羁绊，而是将历史作为镜鉴，走好当下
的每一步。

最后，中美现实利益矛盾导致中美关系复杂化。国家间存在利益之争乃是国际关系中的常态现象。然而，
中美之间存在的现实利益问题不仅体现在中美两国之间，还间接存在于第三方。甚至，第三方的干扰因素
成为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关键性变量。鉴于此，中美两国需要以诚相待的坦率态度，以和为贵的竞合精神，
以礼相交的处事原则，以信立身的自我修养来筹划与发展未来关系。双方不需要回避问题，掩饰矛盾，但
也不应夸大分歧，而需要正视分歧、管控分歧、化解分歧。因为有矛盾分歧，中美需要加强沟通；因为有
利益契合，中美需要拓展合作；因为有共同挑战，中美需合力应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并非意味着中美全
部利益的重合，不存在矛盾，而是指中美之间共同利益大于彼此矛盾。中美双方应通过互利共赢的合作来
做大、做实中美共同利益的“蛋糕”
，并以此来弱化相互矛盾的消极效应，最终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世界利益最大化。

诚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是一条没有先前经验可循的新路，需要中美两国有着“摸着石头过河”
的探索精神与“咬定青山不放松”
的坚定意志，需要中美两国有着高超的政治智慧与海纳百川的大国胸怀。这虽是一条充满坎坷、布满荆棘
的“长征”，但中美已踏步前行。

III. Nautilus Invites Your Responses
The Nautilus Peace and Security Network invites your responses to this report. Please leav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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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elow or send your response to: nautilus@nautilus.org. Comments will only be posted if
they include the author’s name and affiliation.

View this online at: https://nautilus.org/napsnet/napsnet-policy-forum/how-should-we-under-
tand-sino-u-s-relations-in-the-new-great-power-relationship/

Nautilus Institute
608 San Miguel Ave., Berkeley, CA 94707-1535 | Phone: (510) 423-0372 | Email:
nautilus@nautilu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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