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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中美战略博弈的边界 *

    吴心伯

〔提   要〕随着拜登政府执政进入第二年，中美战略博弈更加激烈。

拜登政府处理对华关系思路更明确，行动更聚焦，手段更凶狠。中国保

持战略定力，顽强应对美方的遏制打压，坚定反击美方的各种挑衅，加

强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引导与塑造。双边关系总体上消极互动态势突出，

对抗性和不确定性上升。在此背景下，迫切的任务是确定中美战略博弈

的边界：在何种程度上“脱钩”，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对抗。明确这个边

界将为管理日趋棘手的中美关系提供有益的框架，赋予具体问题的处理

以分寸感，并增加整体关系的可预测性。对中美博弈边界的探索主要有

两条路径：一是通过对事件与危机的处理总结经验，二是通过政策和战

略对话获得启示。这一过程将极大地考验双方的政治魄力、远见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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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2 年以来的中美关系，摩擦不断、持续紧张，并因台湾问题而爆发严

重危机。与执政第一年相比，拜登政府在执政第二年里处理对华关系思路更

*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中国崛起背景下的中美战略互动

研究”（项目批准号：17JJDGJW002）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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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行动更聚焦，手段更凶狠。中国保持战略定力，顽强应对美方的遏制

打压，坚定反击美方的各种挑衅，加强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引导与塑造。双边

关系总体上消极互动态势突出，对抗性和不确定性上升，战略博弈的边界尚

不清晰。与此同时，在中美各自战略和双边关系的基本格局难以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下，两国都有意加强对双边关系的管理，增加接触与对话，提升可

预测性，避免严重冲突，并寻求在一定程度上开展务实合作。2022 年 11 月

习近平主席与拜登总统的首次线下会晤取得了积极成果，落实两国元首达成

的共识成为 2023年双方互动的核心课题，其中探索中美战略博弈的边界将是

新的一年中美双方重要的共同任务。

一、动荡与冲突的中美关系

拜登政府执政第一年的外交政策重点是重振盟友关系，对华政策尚处于

构想、探索和形成过程中。2022 年，随着《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美

国印太战略》报告的发布，以及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对华政策演讲、商务部长

雷蒙多就美国对华经贸关系发表演讲，[1] 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脉络更加明晰，

政策行为风格更鲜明。中方在 2021年与拜登政府打交道的基础上，形成了更

加明确的对美政策思路，对美博弈更加坚定有力。此外，第三方因素也更加

直接地作用于中美关系。总体来看，2022年的中美关系呈现出以下主要特点。

（一）美国强化对华遏制打压

拜登政府对华基本判断是，中国对美国构成“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挑战”，

[1]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November 2022, https://www.whitehouse.
gov/wp-content/uploads/2022/11/8-November-Combined-PDF-for-Upload.pdf; The White House,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February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
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 Anthony J. Blinken, “The Administration’s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y 26, 2022, https://www.state.gov/the-administrations-approach-
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 Gina M. Raimondo, “Remarks by U.S. Secretary of Commerce 
Gina Raimondo on the U.S. Competitiveness and the China Challenge,” November 30, 2022, https://
www.commerce.gov/news/speeches/2022/11/remarks-us-secretary-commerce-gina-raimondo-us-
competitiveness-and-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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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美国唯一既有意图，也越来越具备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来重

塑国际秩序的竞争对手，未来十年的中美博弈将是决定性的。[1]基于这一认知，

拜登政府以战略竞争的名义对华实施外交围堵、经济施压、技术封锁、军事

威慑等措施，其中最突出的是推进美国“印太战略”和在半导体领域的对华“脱

钩断供”。

拜登政府认为印太地区是中美战略竞争的首要之地，因此积极实施以中

国为主要目标的“印太战略”。2022 年 2 月，拜登政府发布了《美国印太战

略》报告，提出了美国“印太战略”的目标和行动方案。[2]5 月，拜登在东京

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企图借此将印太地区国家纳入美国的经济轨道，

抵消中国在印太地区经贸领域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削弱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

倡议的效果。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合作不断推进，其中美日澳三国聚焦台海的

军事合作显著增强。外交上，拜登政府加大了拉拢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岛国的

力度，将美国—东盟关系从“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联手日本、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打造“蓝色太平洋伙伴关系”，并召开

首届“美国—太平洋岛国”峰会，发布首个“太平洋岛国伙伴关系战略”等。

美国强化对华遏制打压的另一抓手是在科技领域。拜登政府认为，维持

对华科技优势是美国在对华战略竞争中保持经济和军事优势的关键。白宫国

家安全委员会顾问沙利文称，未来十年至关重要的科技包括与计算相关的技

术（如微电子、量子信息系统、人工智能）、生物技术与生物制造、新能源

技术等。[3]2022 年美国对华科技打压的重点是半导体领域。10 月 7 日，美国

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正式宣布对华芯片出口管制新规定，全面限制超级计算、

[1]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November 2022, p.8, p.11, p.14.
[2]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February 2022.
[3]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 at the Special 

Competitive Studies Project Global Emerging Technologies Summit,” September 16, 2022, https://
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2/09/16/remarks-by-national-security-
advisor-jake-sullivan-at-the-special-competitive-studies-project-global-emerging-technologies-
su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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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量子计算芯片对华出口，这是迄今为止美国对华半导体产业最全

面、最严厉的遏制政策。11月 25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以威胁“国家安全”

为由，全面禁止华为等五家中企在美销售新的设备。12 月中旬，美国又扩大

对中国芯片产业的打击范围，将中国存储器芯片制造商长江存储等 36 家科技

公司列入贸易黑名单。除了这些出口管制和市场封锁措施外，拜登政府还指

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进一步加强对外资的安全审查力度，防止美国对华投

资导致相关技术外流。此外，美国还竭力向日本、荷兰等国施压，要其配合

美国对华半导体产业的打压，日、荷两国也不得不对美国的压力做出让步。

美国也在推动组建包括美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在内的“芯片四方同盟”，

以实现高端芯片产业链对华“脱钩”。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政府对华科技封

锁与打压越来越受到安全因素的驱动，这使得中美“技术冷战”的氛围越来

越浓厚。

（二）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对抗加剧

拜登政府从中美地缘政治竞争和科技竞争的角度看待美国在台湾问题上

的重大利益，中国则坚定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活动，积极谋求

把握两岸关系的主导权和主动权，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交锋愈来愈激烈。在

执政的第一年，拜登政府即谋求提升在台海的对华威慑。[1]乌克兰危机爆发后，

美国加大了介入台湾问题的力度，一是提升对台支持，二是强化对华威慑。

华盛顿通过向台北派出高层级代表团传递安抚信号，同台湾开展“战略对话”

讨论美台军事合作，向台湾出售更多的武器装备，为“台军”提供训练支持，

密切美台经济联系，与台湾开展“21 世纪贸易倡议”谈判，推动台湾芯片制

造企业台积电赴美建厂，等等。此外，美国积极加强在西太平洋的军事部署

和存在，拉拢盟友介入台湾问题，谋求提升台湾的“国际空间”，力推台湾

问题的国际化。作为美国亲台势力大本营的美国国会在台湾问题上也动作不

断。数十名美国参众议员联袂访台以显示对台湾的支持。其中众议院议长佩

洛西在 2022 年 8 月初窜访台湾，是 25 年来美国访台最高级别官员，中方为

[1]　吴心伯：《塑造中美战略竞争的新常态》，《国际问题研究》2022年第2期，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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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击美方这一严重挑衅行为，对佩洛西及其直系亲属实施制裁，对美采取八

项反制措施，在台海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2022

年台湾政策法案”，要取消美台官方交往限制，将“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

更名为“台湾代表处”，赋予台湾“主要非北约盟友”身份，在未来四年内

向台湾提供 45 亿美元的安全援助等，这一法案等同于正式恢复美台官方关系

和《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颠覆美国“一个中国”政策框架，掏空中美建交

的政治基础。虽然在中方强烈反对下该法案最终未能被参众两院通过，但国

会在 12 月通过的《2023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在未来五年向

台湾提供总额 100 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和 20 亿美元的军事融资直接贷款，并呼

吁邀请台湾参加 2024 年的环太平洋军演。在行政、立法部门的联手推动下，

美国对台政策的挑衅性和冒险性大幅上升。中方则加大反制力度，大幅增加

中国人民解放军舰机在台海的活动，并加强对台湾海峡的管控。[1] 中美在台

湾问题上的对抗呈加剧之势。

（三）美国利用乌克兰危机加大对华压力

2022 年 2 月爆发的乌克兰危机是冷战结束后在欧洲大陆发生的最大规模

军事冲突，它不仅关系到北约东扩和欧洲安全结构的前景，也关系到世界战

略格局的走向。面对乌克兰危机，拜登政府既要全力以赴对付俄罗斯，又要

继续推进以中国为主要战略对手的既定战略，试图利用乌克兰危机服务于对

华政策目标。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后，美国首先是要求中

国站在美国一边谴责俄罗斯，支持对俄实施国际制裁，在未能得逞后，华盛

顿污称中方事先知晓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的计划，指责中

方在 2022 年 2 月普京访华期间与俄方达成的一系列合作协议是在为俄罗斯提

供支持。在美国及其盟友不断强化对俄制裁后，美国施压中国不得帮助俄罗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 2022 年 6 月 13 日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对台湾海峡

享有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同时也尊重其他国家在相关海域的合法权利。”“此外，国际

海洋法上根本没有‘国际水域’一说。有关国家声称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意在为其操弄

涉台问题、威胁中国主权安全制造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2022 年 6 月 13 日外交部发

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外交部网站，2022 年 6 月 13 日，http://switzerlandemb.fmprc.
gov.cn/web/fyrbt_673021/202206/t20220613_1070238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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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规避制裁，不得向俄提供军事支持。与此同时，美国通过宣扬“中俄轴心”

挑战“自由国际秩序”的歪曲叙事，贬损中国的国际形象，离间其欧洲盟友

与中国的关系，推动北约更多地关注所谓“来自中国的挑战”，呼应美国的“印

太战略”。2022 年 6 月举行的北约马德里峰会首次邀请日本、韩国等亚太国

家领导人参会，并出台了新的战略概念文件，该文件首次提及中国，强调中

国对北约的价值观、利益和安全构成了挑战，并对中国国防建设、经济政策、

技术发展等领域横加指责。显而易见，在乌克兰危机的背景下，华盛顿竭力

推动北约效力于美国对华战略博弈。此外，乌克兰危机也在一定程度上牵制

了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使其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向欧洲。

（四）中美沟通与交往的增加

拜登执政第一年，外交重点在于修复与盟友的关系，在对华关系上，为

显示其对华强硬姿态和摒弃接触政策的决心，对中国采取冷淡态度，中美沟

通交往有限。执政第二年，拜登政府越来越意识到加强对华沟通交往的重要性。

在美方的邀请下，习近平主席与拜登总统两次通话、一次会晤。2022年 11月，

中美两国元首在出席巴厘岛 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了拜登执政以来的首次线

下会晤，双方就中美关系中的战略性问题以及重大全球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

了看法。这次会晤有助于改善双边关系气氛，推动两国开展外交、经贸领域

的高层对话，开展在一些具体领域的务实合作。[1] 其他高层互动包括：中央

外办主任杨洁篪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沙利文会晤两次、通话一次，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晤两次、通话五次，国防部

长魏凤和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通话一次、会晤两次，中央军委委员、军委

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与美军参联会主席米莱通话一次，央行行长易纲与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商务部长王文涛与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各举行了一次会晤。

与 2021 年相比，2022 年中美外交团队的沟通交往显著增加，两国经贸团队

和军方高层也首次实现了线下会晤。根据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达成的共识，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在巴厘岛举行会晤》，外交部网站，2022 年 11 月 14 日，

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202211/t20221114_10974651.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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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林肯将在 2023年访华，这是拜登政府执政两年后首次派国务卿访华。[1]

二、拜登政府多维度推进对华战略

继 2021 年提出以竞争为主、兼顾必要的对抗与可能的合作这一对华政

策方针之后，拜登政府在 2022年进一步推出了包括“投资、协同、竞争”三

部分内容的对华战略，其要旨就是在国内增强实力、与盟友和伙伴加强合作、

对华强化竞争。[2]拜登政府基于这一思路实施对华战略，虽有收获，更有挫折。

在国内层面，拜登政府对华战略推进较为顺畅。一是美国民主、共和

两党在对华问题上形成了高度的政治共识，行政当局与国会亦同频共振。二

是拜登政府强化美国实力的一些举措也取得进展。旨在重振美国半导体产业

的《芯片与科学法案》以及支持电动汽车、关键矿物、清洁能源及发电设施

生产和投资的《通胀削减法案》先后落地。于 2021 年 11 月生效的《基础设

施投资和就业法案》在实施的第一年里，已投入 1850 亿美元资金，启动了

6900 个项目，其中包括 2800 个桥梁修复和更换项目。[3] 三是拜登政府继续

为长期对华战略竞争提供制度支持。美国国务院成立“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

在人员配备、层级和资源上都大大超过之前处理对华事务的“中国和蒙古事

务处”，以更好地为美国对华政策和战略的实施提供人员、工具、资源保障。

美国国务院还设立了“关键与新兴技术特使办公室”，以协助制定和协调关

键和新兴技术外交政策，并与美国的盟友开展合作，该特使办公室无疑是美

国开展对华“技术冷战”的重要工具。美国国家安全局也设立专注对华情报

[1]　布林肯原定于 2023 年 2 月 5 日至 6日访华，后因发生中国气象飞艇因不可抗力误入

美国空域事件，美方以“气氛不合适”为由推迟布林肯访华。

[2]　Anthony J. Blinken, “The Administration’s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3]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One Year into Implementation of Bipartisan Infrastructure 

Law, 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 Celebrates Major Progress in Building a Better America,” November 
15,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11/15/fact-sheet-one-
year-into-implementation-of-bipartisan-infrastructure-law-biden-%e2%81%a0harris-administration-
celebrates-major-progress-in-building-a-better-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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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中国战略中心”及“中国事务小组”，加强对华情报工作。2023 年

1 月，共和党控制的新一届众议院决定设立“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

针对中国经济、技术和安全发展及其与美国的竞争情况提交政策建议，以应

对所谓中国对美国构成的“多方面威胁”。

在与盟友和伙伴的合作层面，拜登政府竭力打造三大遏华联盟。一是经

济联盟，包括七国集团成员、“印太经济框架”参加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

目的是要阻碍中国的技术发展，减少对华投资，限制中国海外投资，在重要

产业链上“去中国化”。2022 年以来，美国联合盟友和伙伴对中国的技术封

锁大幅收紧，这突出表现在半导体芯片领域；对中国境外投资的限制不断加

大，同时也在积极酝酿限制美国企业对华高技术投资；在重要产业链“去中

国化”方面正在加紧布局。例如，美印双方于 2023 年 1 月宣布正式启动“关

键和新兴科技倡议”，将重点推进在半导体、量子科技、国防制造、航空航

天等高新科技领域的合作，此举是为了将某些关键零部件的制造业务从中国

转移到印度。二是外交联盟，成员包括美国的盟友和重要伙伴，目的是要抑

制中国的国际影响力，阻止中国通过国际机制促进自身的国家利益。外交联

盟的核心是“新八国集团”（七国集团加澳大利亚）。七国集团的议程越来

越聚焦中国，“新八国集团”加强在对华问题上的协调，在涉疆、涉港、台

湾等问题上竭力对华施压，同时联手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

机制中共同牵制中国。三是安全联盟，成员包括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与伙

伴以及北约，目的是在台海、南海和东海加强对华军事威慑。安全联盟的核

心是美日澳三边合作，三国积极加强政策协调和联合军事行动，以打造在台

湾问题上对华威慑的“三国轴心”。北约也加大了对亚太的关注，一些北约

成员企图干预台海、南海事务。

在中美双边层面，拜登政府主要着眼于获取对华竞争优势，争取中方在

美方关切问题上的合作，以及管控风险。为了在经济和地缘政治竞争中胜过

中国，美国对华科技打压的冲动加剧，实施前所未有的对华科技打压措施，

继续维持特朗普执政时期对华加征关税，不断提升在西太平洋对华军事威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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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为了争取中方在美方关切的一系列问题上——如应对气候变化、公共

卫生、粮食安全、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问题、宏观经济协调等——的合作，

美方加大了与中方的接触力度。在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中，双方同意在公共

卫生、农业和粮食安全等领域开展合作。在不断加强对华遏制打压的同时，

美方又表示要管控分歧，避免和防止由于误解误判或激烈竞争演变成对抗甚

至冲突。[1] 中美两军高层在会晤和通话中也都强调要管控风险危机，并就海

空安全问题交换了意见。[2] 双方还同意安排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举行中

美国防部工作会晤以及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但是由于佩洛西窜

访台湾严重冲击中美关系，导致这些两军交流活动未能实现。

拜登政府对华战略与政策在实践中面临一系列问题。其一，美国视中国

为最严峻的地缘政治挑战和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以竞争的名义实施对华遏制

打压政策，但中国又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美国经济的稳定与发展

至关重要，美国在处理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跨国挑战方面也离不开与中国

的合作。如何处理这二者之间的张力是美国对华战略与政策的最大挑战。其二，

美国基于经济和安全考虑，对华实施贸易保护、科技封锁、投资限制、产业链“脱

钩”等措施，在打击中国的同时，也使其自身付出巨大代价，引起美国工商

界和科技界的不满与反对。[3] 其三，美国在经贸、科技、外交、军事等领域

全方位实施对华遏制打压，不断强化对华军事威慑，推升两国和两军间的敌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在巴厘岛举行会晤》。

[2]　《魏凤和同美国国防部长通电话》，中国政府网，2022 年 4 月 20 日，http://www.
gov.cn/xinwen/2022-04/20/content_5686326.htm；《李作成与美军参联会主席米莱视频通话》，国

防部网站，2022 年 7 月 8 日，http://www.mod.gov.cn/topnews/2022-07/08/content_4915002.htm。

[3]　例如，美国史带投资集团董事长、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莫里斯 • 格林伯格于

2022 年 7 月在《华尔街日报》发表评论文章呼吁重建美中关系。他在文章中指出，美中经贸

联系给两国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美中事态恶化已经破坏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尽可能改

善美中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格林伯格宣布成立一个由美国资深商

业和政策人士组成的小组，推动美中关系改善。该小组的创始成员包括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会长克雷格 • 艾伦、前美国商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托马斯 • 多诺霍、泛大西洋投资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威廉•福特、威达信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丹•格雷泽等。Maurice R. Greenberg，“We 
Want to Rebuild U.S. Relations with Chin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6, 2022, https://www.wsj.
com/articles/we-want-to-rebuild-us-china-relations-trade-business-economic-growth-antony-blinken-
foreign-policy-11657141306?mod=article_i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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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与对抗，同时美方又表示“不寻求冲突或新的冷战”，要管控风险和危机，[1]

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任务。实际上，美国对华战略正在导致中美之间的“冷

战”气氛越来越浓、政治互信越来越低、对抗的风险越来越大。其四，由于

美国国内在对华问题上的政治气氛极端消极、非理性，两党竞相打中国牌，

国会在涉华问题上表现得空前活跃而强硬，加之拜登政府处理国内政治的能

力较弱，严重制约了其所声称的“负责任地管理竞争”的努力。例如，2022

年 7月 28日中美元首通话并就双边关系发展达成一些重要共识，然而三天之

后，佩洛西就窜访台湾，给中美关系带来严重冲击。其五，拜登政府为阻挠

中国力量的增长，积极拉拢盟友和其他国家随美国起舞，然而美国通过贸易战、

科技战等方式打压中国，破坏了国际经贸规则，严重扰乱了全球产业链与供

应链稳定；其“印太战略”过分依赖安全手段，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美国经

贸政策中的保护主义倾向越来越突出，侵蚀着许多国家包括其盟友的经济利

益。这些因素都影响了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对华战略的意愿。

三、中国稳健开展对美博弈

2022 年，中国对美博弈延续了上一年的风格，一是坚决斗争，二是积极

引导美国对华政策，三是善于调动第三方因素。

过去的一年中，美国不断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中国利益，中方坚决对美开

展外交斗争。在佩洛西窜访台湾后，中方出台一系列重大反制措施。一是对

佩洛西及其直系亲属实施制裁。二是对美采取八项反制措施：取消安排中美

两军战区领导通话；取消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取消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

机制会议；暂停中美非法移民遣返合作；暂停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合作；暂停

中美打击跨国犯罪合作；暂停中美禁毒合作；暂停中美气候变化商谈。[2] 这

[1]　Anthony J. Blinken, “The Administration’s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　《外交部宣布针对佩洛西窜台反制措施》，外交部网站，2022 年 8 月 5 日，https://

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1206_680528/xgxw_680534/202208/
t20220805_10735604.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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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反制措施使拜登政府对华外交严重受挫。三是在台海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从 8月 4日到 10日，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台湾岛周围六个区域组织海空实弹演

习，这是 1996 年以来我军最大规模的对台军演，突破了所谓“海峡中线”、

台湾“领海”和“领空”等概念。军演展示了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的坚强意志和强大实力，打击了岛内“台独”分裂势力，对美国在台湾问题

上的挑衅和冒险行为发出了严重警告。

中方在网络安全问题上也对美开展了有力斗争。美国长期以来在网络安

全问题上不断指责中国，而中方由于技术能力的限制，难以发现美国对华的

网络监视和窃密行为。2022年 3月，中国网络安全企业 360公司发布报告称，

美国国家安全局（NSA）为达到情报收集目的，在全球发起大规模网络攻击，

而中国是其重点攻击目标之一。360 公司还首次对外界完全披露美国国家安

全局针对中国境内目标所使用的代表性网络武器——量子攻击平台的技术特

点，同时证明美国的网络攻击属于无差别攻击，连美国的盟友、伙伴都在美

国的严密监控之列。9 月，中国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和 360 公司发

布美国国家安全局下属部门对中国西北工业大学实施网络攻击的调查报告。

报告显示，美方先后使用 41 种专用网络攻击武器装备，对西北工业大学发起

攻击上千次，窃取了一批核心技术数据。美方还长期对中国的手机用户进行

无差别语音监听，非法窃取手机用户的短信内容，并对其进行无线定位。中

方强烈谴责美方严重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行径，要求美

方作出解释并立即停止不法行为。外交部美大司司长杨涛就美国对西北工业

大学实施网络攻击窃密的行为向美国驻华使馆提出严正交涉，强调“美方行

径严重侵犯中国有关机构的技术秘密，严重危害中国关键基础设施、机构和

个人信息安全，必须立即停止”。[1] 中国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对美斗争，不仅

[1]　《2022 年 3月 24 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外交部网站，2022 年 3
月 24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202203/t20220324_10655050.
shtml；《2022 年 9 月 5 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外交部网站，2022 年 9 月
5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202209/t20220905_10762291.
shtml；《外交部美大司司长杨涛就美国对我高校实施网络攻击窃密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外交部网站，2022 年 9 月 11 日，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 
9954/1206_680528/xgxw_680534/202209/t20220911_1076505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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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世界揭露了美国在网络空间的种种不法行为，也有利于改变中美在这一领

域的博弈态势。

对美斗争也越来越多地在多边机制中展开。一是在国际经贸领域。2022

年 12 月 14 日，在世界贸易组织举行的美国贸易政策审查会议上，中国代表

李成钢对美国的一系列政策和做法提出批评，称美国是“多边贸易体制的破

坏者”“单边主义霸凌行径实施者”“产业政策双重标准操纵者”“全球产

业链供应链扰乱者”。[1] 在这次会议上，来自欧盟、加拿大、土耳其、俄罗

斯等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也对美国提出了批评。2023 年 1 月 27 日，在世贸组

织争端解决机构的会议上，李成钢再次谴责美国是“单边主义霸凌行径实施者、

多边贸易体制的破坏者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扰乱者”。[2] 此外，针对美国在

2022年10月实施的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措施，中国在世贸组织对美提起诉讼。

二是在国际安全领域。2022 年 9 月，国际原子能机构第 66 届大会审议美英

澳三国核潜艇合作问题，美英澳强行推动在有关决议中写入修正案，意图为

三国核潜艇合作谋求“合法化”。中方据理力争，打掉了三国的修正案，并

在机构预算决议中成功写入“机构预算的使用需符合《国际原子能机构规约》

所有相关条款，重申这些条款有效性和完整性”的修正案，获协商一致通过。

美英澳旨在为三国核潜艇合作谋求“合法化”的企图未能得逞。[3] 在多边机

制中的对美斗争，展现了中国作为国际机制和规则维护者的形象，更凸显了

美国对国际秩序的破坏与侵蚀，削弱了美国的国际道义地位。

在坚决斗争的同时，中方也积极引导美国对华政策。习近平主席在与拜

登总统的每次通话和会晤中，都围绕中方关切的问题同对方坦诚、深入地沟

通。在 2022 年 3 月 18 日的视频通话中，习主席强调美方要落实两国元首达

[1]　《李成钢大使在世贸组织对美国第十五次贸易政策审议会议上的发言》，商务部网站，

2022 年 12 月 14 日，http://wto.mofcom.gov.cn/article/hyfy/202212/20221203373784.shtml。
[2]　青木、倪浩、任重：《美向世贸组织施压，中方对贸易霸凌说不，中美代表日内瓦

激烈交锋》，环球网，2023 年 1 月 29 日，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4BTdib9yZGr。
[3]　《三国行径合法化企图无法得逞，机构政府间审议进程不可阻挡》，中国常驻维也

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网站，2022 年 10 月 1 日，http://vienna.china-mission.gov.cn/
dbthd/202210/t20221001_107762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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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共识，要兑现拜登关于对华关系的积极表态。在 7月 28日的通话中，习

主席重点阐述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要求美方言行一致，恪守一

个中国原则，履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在 11 月 14 日的会晤中，习主席系统

阐述了台湾问题的由来以及中方原则立场，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

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要求美方将拜登关于“不支持‘台独’、无意将台湾作为谋求对华竞争优势

或遏制中国的工具”的承诺落到实处。[1] 除了元首外交外，中方也通过其他

高层交往引导美国对华政策走向。例如，在两军高层交往中，中方重点强调

台湾问题的敏感性。[2] 在 7 月 9 日王毅与布林肯的会晤中，中方向美方提出

四份清单：要求美方纠正错误对华政策和言行的清单、中方关切的重点个案

清单、中方重点关切的涉华法案清单、中美八个领域合作清单，[3] 既敦促美

方解决中方的重要关切，又引导两国关系朝着增加合作的方向发展。在为两

国元首首次线下会晤的筹备工作中，中方积极推动确立中美关系指导原则，

并主张双方应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中方强调，“有了原则，

才有方向，有了方向，才能妥处分歧、拓展合作”。[4]

面对中方引导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努力，美方的反应虚多实少。虽

然 2021年 9月成立的中美联合工作组在解决双边关系具体问题上取得了一些

进展，但美方在对华关系上总体缺乏积极和建设性的姿态。拜登政府似乎满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在巴厘岛举行会晤》；《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视频通话》，
外交部网站，2022 年 3 月 18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
679954/1206_680528/xgxw_680534/202203/t20220319_10653187.shtml；《习近平同美国总统
拜登通电话》，外交部网站，2022 年 7 月 29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
gj_676203/bmz_679954/1206_680528/xgxw_680534/202207/t20220729_10729582.shtml。

[2]　《魏凤和同美国国防部长通电话》；《李作成与美军参联会主席米莱视频通话》；《魏
凤和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举行会谈》，中国政府网，2022 年 6 月 10 日，http://www.gov.cn/
guowuyuan/2022-06/10/content_5695178.htm；《魏凤和与美国国防部长会谈》，中国政府网，
2022 年 11 月 22 日，http://www.gov.cn/xinwen/2022-11/22/content_5728253.htm。

[3]　《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会晤》，外交部网站，2022 年 7 月 9 日，https://
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1206_680528/xgxw_680534/202207/
t20220709_10717967.shtml。

[4]　《王毅就中美元首会晤向媒体介绍情况并答问》，外交部网站，2022 年 11 月 15 日，
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1206_680528/xgxw_680534/20
2211/t20221115_1097508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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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于以空洞的承诺和表态来应付中国。例如，在 2022 年 3 月 18 日中美元首

通话中，拜登重申美国不寻求同中国打“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

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独”，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1]

在 11 月 14 日的巴厘岛会晤中，拜登除了重申上述承诺外，还表示美方无意

寻求同中国“脱钩”，无意阻挠中国经济发展，无意围堵中国。[2] 然而，结

合美国对华政策的实际，可以看出拜登的表态纯属口是心非。由于美国国内

存在着强大而活跃的对华强硬势力，而拜登政府在对华问题上应对国内政治

挑战的能力较弱，因此美方缺乏意愿和能力与中方相向而行，无法以实际行

动推进双边关系的改善。

2022 年，中国在对美博弈中继续调动第三方因素。尽管发生了乌克兰危

机，中俄关系仍然保持了平稳发展的态势，两国高层交往密切，两军合作继

续推进，两国经贸关系创新高。在中方的努力下，中欧关系在波动中趋稳向

好。德国总理朔尔茨在中共二十大后访华，传递了德国在经济上不与中国“脱

钩”、在政治上与中国保持接触的重要信号。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中国

之行中，表达了要深化欧中各领域互利合作的意愿。2022 年 12 月习近平主

席对沙特的访问提升了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水平。2022 年澳大利亚工党政府

执政后，中澳关系出现改善契机，经过双方共同努力，两国关系有望重回正轨。

2023 年 2 月伊朗总统莱希的中国之行推动落实中伊全面合作计划，深化中伊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美国实施全面对华打压政策的大背景下，中方积极调

动第三方因素，有利于维护国际战略格局的稳定，拓展中国对外政治、经济、

安全合作空间，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有效抵制美国的战略压力。

四、探索中美战略博弈的边界

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国以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以遏制打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视频通话》。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在巴厘岛举行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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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为对华政策主旨的战略设计在理念上不断强化，在实践中不断深化。针对

美国对华战略的重大变化，中国也不断调整对美战略，中美战略博弈愈加激

烈。在此背景下，中美两国相互认知越来越负面，针对对方的叙事越来越消极，

行为上的对抗倾向越来越突出，走向恶性循环的趋势更加明显。不仅如此，

中美战略竞争和对抗越来越受到国际和国内结构性因素的驱动。在国际层面，

中美力量对比变化、两国利益分歧和冲突在进一步发展；在国内层面，两国

国内政治演变强化了负面的相互认知和对抗性行为偏好。在结构性因素刺激

下越来越紧张的中美关系还产生了明显的外溢效应，愈来愈多的国家感受到

中美关系变化的压力，在立场选择和利益权衡上面临更大的挑战。

在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思维指导下，美国不断限制在经济、科技、人文

交流等领域的对华关系，不断加剧在外交、军事领域与中国的对抗。在仅仅

数年里，中美两国几十年形成的总体双赢的互动模式转化为双输模式，彼此

都没有从近年来不断恶化的双边关系中获益，而且还在继续为此付出代价。

美国持续推动“脱钩”与对抗，对华施加经济、政治与安全压力，中国坚定

而顽强地抵御来自美国的压力，中美关系正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和走向严

重冲突的风险。由于趋势性和结构性因素的作用，期待在可预见的将来显著

改善中美关系是不现实的，真正迫切的任务是确定中美战略博弈的边界：在

何种程度上“脱钩”，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对抗。明确这个边界将为管理日趋

棘手的中美关系提供有益的框架：它赋予具体问题的处理以分寸感，并增加

整体关系的可预测性。

对中美博弈边界的探索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对事件与危机的处理

总结经验，二是通过政策和战略对话获得启示。2022 年佩洛西窜访台湾所引

起的中美关系与台海局势的紧张，表明在处理双边关系中的重大问题上不能

突破底线的重要性。2023 年 2 月美方对中国气象飞艇因不可抗力误入美国空

域反应过度，给双边关系造成不必要的负面冲击，凸显了在处理意外与偶发

事件时保持冷静、在国内压力下行为克制的重要性。此外，评估美国对华贸

易战以及技术“脱钩”、封锁的成本与效用，也有助于美方正确认识其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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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经贸领域采取单边强制性手段的限度。而持续和高质量的政策与战略对话

有助于两国就如何处理这一极端重要而异常复杂的双边关系形成原则共识。

这一对话应基于以下基本认知：两国在经贸和人文领域不可能完全“脱钩”；

中美战略竞争将是长期的，一方不可能完胜另外一方；两国在众多领域有合

作与协调的必要；防止发生重大冲突符合双方的利益；其他国家主要基于自

身利益的考虑处理与中美两国的关系，选边站不是多数国家的政策偏好。对

话达成的共识将使双方更好地处理两国关系中的竞争与合作、交往与限制、

对抗与妥协等。政策与战略对话可以通过多种渠道举行：政府层面的对话问

题意识更强，更有实质性；1.5 轨或 2 轨对话能带来更大的灵活性；专家学

者之间的对话有研究和学理支撑，有助于透过现象看本质。[1] 鉴于中美关系

的复杂性，两国之间常态化地开展多渠道、多层次的政策与战略沟通是非常

必要的。

五、结语

动荡与冲突是当前中美关系的主要特征，是这一关系经历重大结构转型

所带来的震荡效应。两国关系告别了以合作共赢为基调的模式，随着战略博

弈的激化，它带有越来越多的“冷战”特征，然而又不可能是“冷战”的简

单重演。时代条件和两国关系的现实状况决定了中美之间将会形成一种新的

更加复杂的关系模式。这种新的关系模式不会自动生成，它需要双方不断地

思考和探索，作出共同努力，而这一过程将极大地考验双方的政治魄力、远

见与智慧。就当下来说，认识到这一探索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尽快开启这一

进程，至关重要。

【完稿日期：202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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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2 年 11 月在美国纽约举行的中美前政府官员和工商界人士对话，是拜登执政以

来中美之间一次重要的政策沟通，有助于增进相互理解。参见《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代表团访

问美国》，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网站，2022 年 11 月 22 日，http://www.cpifa.org/article/23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