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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隔阂，即便近期缓解但对立结构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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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6 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中美时隔五年恢复高层访问。布林肯访华因中国

的侦察气球问题一度受挫，但美国政府一直保持访华意愿。尽管美国在国力上与中国保持竞

争关系，但同时一贯寻求与中国保持对话。为什么拜登政府保持摸索与习近平政府的外交关

系呢？ 

这背后不乏有拜登政府独特的平衡感。美国充分理解中国的崛起和一些行为不符合美国

的利益和价值观，但也倾向于把控双边关系不让其过度恶化，主张应该在两国间设置所谓的

“栅栏”，建立对话机制。 

另一方面，拜登政府关于中国和世界有比特朗普政府更为严格的愿景。美国总统国家安

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 2023 年 4 月表示，为了构建将安全保障意识纳入经济政策的新国际性协

议，应充分利用少数国家间的合作（小多边主义）。同时强调产业政策，还进一步提及要保护

美国劳工问题，留下了保护主义的印象。 

 

“从长远角度看，拜登政府对中国政治和军事与日俱增的影响力有很高的警惕性，而且希望减少对中
国的经济依赖，建立有利于美国利益和国际地位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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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大方针是主导构建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开放型国际经济体制。

但是，由于开放给中国和俄罗斯带来了不必要的增长机会，并在 2016 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民

主党丧失了许多劳动者的选票，出于对此的强烈自我反省，在经济方面也开始考虑否定战后

国际秩序的方式。 

从长远角度看，拜登政府对中国政治和军事与日俱增的影响力有很高的警惕性，而且希

望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建立有利于美国利益和国际地位的体制。 

这一想法通过来自美国的对华经济关系的严格管制也可以得到验证。虽然在表面上否定

脱钩（经济关系决裂）不是美国的方针政策，但这并不是本质。 

 

◆◆◆ 

 

拜登政府采取的方式可以说是基于某种战略构思。特朗普政府不惜与中国陷入对立关系，

下令全面清查现有政策以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特朗普的政策方针时而

让人感到困惑，既有谴责中国政治体制的意识形态方式、强调美国国力优势，也有交易为主

的方针。 

相比之下，拜登政府明确表示保持对华的国力优势，并扩大与中国之间的差距。可谓是

霸权战略。主要措施有振兴科学技术、活用对中国的经济管制，以及重新构建以与同盟国、

伙伴国的小多边主义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从 2022 年国务卿布林肯的对华政策演说、《美国国

家安全战略》等政府方针和政府高官的演说来看，在逻辑上经过深思熟虑，配置各种政策。 

 

拜登政府之所以一直寻求与中国高层的对话，是考虑到如果发生冲突或危机，有可能失

去对军事干预和经济成本敏感的国内外的支持基础。除了危机管理之外，甚至可能想讨论不

断高涨的中国核武问题。为赢得民主党的支持基础，还有在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上推动与中

国合作的想法。但是，从目前的对话氛围来看，与美苏冷战时期的缓和根本无法相比。我们

看不到美国政府及其周边试图通过与中国进行一个大的交易，从而立即解除中美间的对立局

势，实现稳定中美关系的苗头。 

从具体行动中也可以看出美国对华打出的组合拳。共和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没有访问台

湾，而是与蔡英文总统在美国会面。看来，防止危机再次发生的拜登政府和台湾的想法互相

吻合。另一方面，台湾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都心知肚明，美国政府和议会在深化美

台关系上的观点基本一致。 

但意外的是拜登政府并没有把人权问题放在对华政策的正面。在国际秩序构想的大框架

中，强调人权、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但不会因此而避开与中国的外交。在选择合作伙伴

上，也很重视印度和越南等市民自由受限的国家。 

在经济安全保障方面，不仅要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还构想破坏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虽

然在七国集团（G7）首脑峰会上宣布不会阻碍中国的经济增长，但这只不过是与欧洲和日本

磋商后的结果而已。除半导体之外，将清洁能源、生物技术等列入最优先保护的名单中，对

华的竞争姿态更为鲜明。 

在寻求对话的同时，想必今后也会实施经济管制。即使新一轮的对外投资管制范围有限，

也有可能通过总统令予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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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对华的战略性思维能否取得成效，就要看在短期内通过对话能否实现稳定关系。2023

年 11 月将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届时习近平访美和中美首脑会晤似

乎有望实现（参照表）。 
 

 

但是，中美对话对中国来说好处不大，取得的成果似乎也很有限。2024 年预计举行台湾

总统选举和美国总统选举，中美关系动摇的可能性很大。另外，七国集团达成的安全保障措

施的具体化，由于各国的经济利益和对华态度的不同也会遇到阻碍。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

（IPEF）受美国强硬的谈判态度的影响，似乎也只能取得强化供应链等有限的成果。 

从长远来看，尚不清楚会有多少国家支持美国提倡的新秩序构想。目前人们对美国的不

满日益高涨，这源于美国无法摆脱以欧美为中心的国际秩序观。随着“南半球”的崛起，世

界不仅会出现多极化，原有国际秩序也会不断被削弱。 

缓和中美对立本身绝非易事。因为两国都制定了寻求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秩序战略，并正

在调整军事、经济、科学技术等国内政策。有人警告说，如果中国经济陷入低增长局面，反

而会导致中国发起挑衅行为。如果美国总统在台湾问题上态度不明，或许情况会进一步恶化。 

日本短期内应该持欢迎中美对话的态度，同时通过日美同盟和多边合作奠定稳定的基础。

从长远角度看，除了努力确立美国对地区事务的参与外，还有责任维护自由贸易、重整国际

制度、提出多层次的国际秩序构想，从而维护法治和经济全球化。 

 

 

[翻译责任：日本综述。本篇报道首次刊登在《日本经济新闻》2023 年 7 月 5 日的专栏《经济

教室》中，题目为“和中国的距离感，即便姑且融合但对立框架不变”。经笔者许可翻译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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