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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国竞争是物质性权力、网络性权力和观念性权力的多

维博弈,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各方战略反思和调适能力的比拼。相较于

美国在冷战后独步天下的权势地位,当下美国霸权处于相对衰落状态。

为护持霸权,美国设法对自身进行更新。拜登执政后,美国进一步深

化与中国的大国竞争,在此背景下美国的霸权更新态势愈加突出,并

与以投资、结盟、竞争为核心要素的美国对华战略紧密相联。拜登政

府提出 “新华盛顿共识”,通过实施现代产业战略增强美国的先进制造

业和创新竞争力,夯实霸权的物质性权力基础。拜登政府大力构建复

合盟伴体系,以议题性联盟和小多边方式提升结盟的针对性、灵活性

和实效性,增进印太和欧洲两大地缘板块的联动,强化支撑美国霸权

地位的网络性权力。美国的民主衰退问题侵蚀了支撑美国霸权地位的

理念性权力,拜登政府力图通过维护选民投票权等方式修复民主,应

对数字时代的社会不公正问题。美国的霸权更新势必给中美关系带来

重大影响。同时也要看到,美国面临诸多局限性因素,而且在不同领域的

霸权更新目标和举措相互矛盾。中国需以自信、审慎、精巧的方式应对长

期、复杂的中美战略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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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776年 《独立宣言》问世以来,在200多年间美国从偏居北美大陆东海

岸的殖民地合众国一跃成为世界历史上最为强大的霸权。美国对自身霸权地位

有特殊的道德优越感,其信奉例外主义理念,认为美国在国家起源、价值观念、

政治体制等方面与其他霸权力量不同,是 “仁慈的霸权”。① 美国也是 “踌躇的

霸权”,在其霸权地位形成过程中不乏犹豫不决、反复曲折以及诸多偶然性因

素。②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联盟体系、国际制度、美元主导权、民主价值

观等核心要素的支撑之下,美国才成为真正的全球性霸权,构造了所谓 “美国

治下的和平”。20世纪90年代,冷战以苏联解体告终,美国的权势达到了新高

度,其以超强的国家实力傲视群雄,迎来了所谓 “单极时刻”。③ 在布鲁金斯学

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根看来,所有人都生活在美国缔造的世界之中,“美国

的体制尽管常常有一些令人厌倦的性质,但也显示出比其他许多国家 (包括其

地缘政治竞争对手)更大的适应和恢复能力。”④ 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

认为,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都意图维持美国的单极霸权,抗拒多极化世界的

到来。⑤

作为处于全球权力之巅的国家,美国对霸权衰落的忧虑是其难以治愈的心

病。正如曾担任奥巴马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托马斯·多尼隆所言,“尽管美

国人生性乐观,但总是对自己的世界地位感到担忧。这种忧虑存在于我们美国

人的DNA之中……每隔10年左右,就会有一波新的、严重的悲观情绪席卷美

国。”⑥ 美国衰落论源远流长,早在1815年英国和美国开战时,就有人预测美国

会很快衰败。1941年, 《时代》周刊主编亨利·鲁斯宣告 “美国世纪”到来,

但在20世纪后半期,各种版本的衰落论却接踵而来。苏联卫星上天带来的 “斯

普特尼克时刻”、越南战争、美国国内民权运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解、日本

在经济上的崛起等变局,都曾让美国对自身的霸权地位感到紧张。1987年,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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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出版 《大国的崛起和衰落》一书。他提出,美国很可

能会步历史上英国、西班牙等帝国的后尘,帝国的过度扩张导致其陷入衰落。

及至21世纪初,美国相继开打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企图对大中东地区进

行民主改造,帝国的过度扩张更为明显。这又引发对美国霸权地位走向的热议。

时任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专门著书,详细阐述美利坚帝国的崛起和衰落,

认为21世纪将属于中国。① 然而,德国 《时代》周报主编、斯坦福大学胡佛研

究所研究员约瑟夫·约费在对美国衰落的迷思进行全面评析后,认为衰落论者

是不成熟的,他们常常把苏联导弹研发优势、日本经济增长等暂时现象错误地

当作长远趋势,美国衰落问题总是被显著夸大。②

霸权的崛起和衰落是学界和政策界人士经久辩论的话题。③ 然而,“霸权更

新”(hegemonicrenewal)问题却未受到足够关注,这实际上是美国对霸权护持

战略的一种重要调适。④ 本文认为,相较于美国在冷战后独步天下的权势地位,

美国霸权处于相对衰落状态,而为了护持霸权美国正设法对自身进行更新。从

历史上看,美国的霸权力量常在与对手的抗衡中被激发。近年来大国竞争的回

潮为美国的霸权更新提供了新动力。⑤ 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开始关注大国竞

争,并推动霸权更新进程。奥巴马政府推崇 “中产阶级经济学”,重视美国的再

工业化,在外交上采取战略收缩,力图减少战略包袱并将资源集中到对美国护

持霸权来说最重要的区域,推进 “亚太再平衡”战略。⑥ 特朗普政府则宣称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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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 “全球竞争的新时代”,着力解决损害美国霸权基础的经济实力空心化问

题。特朗普政府采取 “美国优先”路线,力图以贸易战实现买美国货、雇美国

人的目标,以 “退出外交”和迫使盟友提高军费开支等做法减轻美国霸权负担,

实施旨在全面压制中国这一首要对手的 “印太战略”。① 拜登执政后,美国进一

步深化与中国的大国竞争,在此背景下美国的霸权更新态势愈加突出,并与以

投资、结盟、竞争为核心要素的美国对华战略紧密相联,其全球战略与对华战

略趋于一体化。② 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霸权更新这一研究视角,以拜登政府时

期为重点,从物质性权力、网络性权力和观念性权力三重维度,探析美国在大

国竞争时代对霸权护持战略的调整及其面临的困境,并在此基础上阐析其对中

美博弈的影响。

一、 现代产业战略与美国霸权的物质性权力

提升经济和技术竞争力是夯实美国霸权基础的关键。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

主、斯坦福大学教授迈克尔·斯宾塞等人看来,全球化具有双刃剑效应,过去

数十年大量制造业工作岗位从美国外移,其技术优势也遭到侵蚀。与此同时,

以新自由主义为底色的 “涓滴经济学”未能有效增进美国中产阶级的福利,美

国的收入差距扩大、社会流动性受阻、国内基础设施陈旧等问题损害美国的长

期竞争力。③ 在此背景下,拜登政府提出 “新华盛顿共识”,而实施现代产业战

略则是其重要内涵。现代产业战略强调政府在大国经济竞争中的重要作用,也

体现了经济安全与美国科技领导地位之间的紧密联系。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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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国竞争与新华盛顿共识

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政府从大国竞争视角看待美国国际战略环境的路径,

像其前任一样宣扬 “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①2022年10月,白宫发布 《国

家安全战略》报告称,中国是美国面对的 “最严重的地缘政治挑战”,也是唯一

既有意愿也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者。② 拜登政府对与中国竞争的特殊性有

着深刻认知,认为美中两国的较量将迎来 “决定性十年”,国际政治格局处于拐

点。③ 在美国看来,与苏联等以往的对手相比,中国的经济实力及其在国际经济

格局中的影响力使其成为美国面临的特殊挑战。④ 美国要想实现对中国竞而胜之

的目标,必须尽快增强美国自身的经济竞争力,并在科技领域尽可能拉大美中

之间的差距。⑤

拜登政府明确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牵头构建的国际经济秩序的

基础已经动摇,需以新华盛顿共识应对美国面临的突出挑战。在总统国家安全

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财政部长珍尼特·耶伦等人看来,美国在经济上面临

以下四大根本性挑战。第一,国内产业基础被掏空。美国高估市场的力量,过

度信奉贸易自由化,这令美国利益受损,尤其是半导体和基础设施等重要产业

部门萎缩。美国在经济上拆除了必要的护栏,低估了竞争对手带来的挑战。第

二,美国需要适应由地缘政治和安全竞争所界定的新环境。中国、俄罗斯等对

手利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谋取地缘政治筹码,美国、欧洲等西方国家在供

应链方面的脆弱性非常突出,在关键技术方面的竞争力也被削弱。⑥ 第三,全球

气候危机日益加剧,能源转型迫在眉睫。如何缓解经济增长与实现气候缓解目

标之间的矛盾,建设清洁能源经济,给美国带来新的考验。第四,全球化令美

国国内劳工阶级的利益严重受损,对于 “中国冲击”没有充分的预期和准备。⑦

美国自里根时期奉行的涓滴经济学政策失效,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问题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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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美国民主体制的基础受到破坏。①

拜登政府力图以新华盛顿共识重塑美国国际经济战略,修复美国霸权的物

质性权力基础。新华盛顿共识的主要内涵包括:一是国家安全和人权因素在国

际经济政策特别是中美经贸关系中更加重要,美国将在捍卫国家安全利益的基

础上进行健康的经济竞争,负责任地管理与中国的竞争,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与

中国合作。二是大力实施现代产业战略,在半导体、清洁能源、关键矿产、量

子计算等方面加大政府和私营部门投入,未来10年总投入金额约为3.5万亿美

元,不断增强美国自身供应链安全和韧性。三是增强与盟友以及相关发展中国

家的协调合作,共同建立 “强大、有韧性和领先的技术工业基础”,通过 “印太

经济框架”(IPEF)等改造国际经贸协议的传统模式,打造 “创新性国际经济伙

伴关系”,确保国际经贸政策符合民主价值观,重视应对劳工权利、人权等问

题。四是重振世界银行等国际发展多边机制,动员数万亿美元用于支持新兴经

济体,推进 不 同 于 “一 带 一 路”的 “全 球 基 础 设 施 和 投 资 伙 伴 关 系”计 划

(PGII),以透明、高标准、可持续、包容性方式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努力解决

脆弱国家的债务困境问题。② 五是通过 “小院高墙”策略保护关键和基础技术,

推进量身定制的出口管制措施,聚焦能够改变军事力量对比的技术,加强涉及

外国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③

(二)现代产业战略

在新华盛顿共识中,现代产业战略是重中之重。拜登政府希望通过加大美

国政府的投入和支持,提升美国在半导体、清洁能源、关键矿产等领域的产业

竞争力,以更为强大的 “美国制造”实力维护供应链安全,减少对中国等竞争

42

①

②

③

TheWhite House,“Remarksby NationalSecurity AdvisorJakeSullivanonRenewing American
EconomicLeadershipattheBrookingsInstitution”,April27,2023,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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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日涵、高恩泽:《“小院高墙”:拜登政府的科技竞争战略》,《外交评论》,2022年第2期,第

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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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手的经济依赖。① 美国财长耶伦从现代供给侧经济学的角度对拜登政府的政策

目标和路径进行了阐述。她表示,一个国家的长期增长潜力取决于其劳动力规

模、生产率、资源供给和政治体制的稳定。拜登政府的经济增长战略属于现代

供给侧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和传统供给侧经济学相比,它优先考虑对劳动力

供应、人力资本、公共基础设施、研发以及环境的投资,以促进经济增长。现

代供给侧经济学寻求通过增加劳动力供给、提高生产率来刺激经济增长,同时

减少不平等和环境破坏,实现包容和绿色增长。②

拜登政府现代产业战略的聚焦点之一是半导体 (也称芯片),它对于美国维

护经济、技术和军事霸权地位至关重要。③ 在全球化浪潮推动下,美国牢牢把控

芯片的核心知识产权和芯片设计等环节,将需要密集劳动力以及消耗大量资源

的芯片制造环节外包给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在全球芯片制造

产能所占份额从1990年的37%降至2020年的12%。美国担心中国在2030年

前会成为全球芯片产业的领军者。④ 为强化美国国内的先进芯片产能,拜登政府

推动国会通过 《芯片与科学法案》,明确指出此举有对抗中国的用意。根据该法

案,联邦政府为芯片研发和制造提供527亿美元拨款、税收抵免和其他补贴,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对特定制造业的最大投资,其中132亿美元直接

用于推动芯片的创新研发和相关人才培养。⑤ 沙利文强调,拜登政府的现代产业

战略旨在进行有针对性的公共投资,而不是取代私营部门投资。拜登政府希望

让政府的投入产生乘数效应,通过为相关芯片公司提供其资本支出的5%—

15%,撬动2000—4000亿美元的私营部门投资。根据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估

算,在全美范围内,超过35家美国公司为与芯片相关的制造项目投资近2000
亿美元,英特尔、美光科技等企业新建或扩建30多家芯片工厂,分布在德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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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斯州、亚利桑那州和纽约州等多地。① 拜登政府希望打造芯片全产业生态和

先进芯片产业集群,并在此过程中创造上百万个就业岗位,以实现在美国发

明、在美国投资、在美国制造的目标,应对由 芯 片 断 供 而 导 致 的 国 家 安 全

风险。②

此外,拜登政府的现代产业战略还注重推动电动汽车等产业,促进清洁能

源转型,确保美国在面向未来的大国经济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③ 为此拜登在白

宫建立了投资美国内阁小组。2023年3月28日,拜登在北卡罗来纳州就投资美

国议程发表讲话时称,其经济计划是把供应链带回美国,通过增强美国本土制

造能力,确保美国拥有一个清洁能源的未来。拜登政府提出2030年前全美汽车

销售中有50%来自于电动汽车。④ 根据 《通胀削减法案》,美国政府对符合条件

的清洁能源设施和项目如电动汽车给予额外的税收抵免优惠。相关优惠举措带

有明确的原产地要求,包括电池中40%的矿物须来自美国国内或与美国签订自

由贸易协定的国家。这将帮助美国提升其电动汽车产业的市场占有率,也有助

于促进光伏电池、光伏硅晶片等清洁能源产业在美国的发展。这些举措实际上

也具有国家安全意涵,美国担心其竞争对手借助清洁能源供应链的武器化,损

害美国的外交和安全利益,试图借助补贴规则的调整促进锂、镍、钴等关键矿

产供应链的重塑。⑤

再者,拜登政府的现代产业战略高度重视增加美国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入,

尤其是强调软性基础设施的完善,为实现自下而上、由内而外的经济增长筑牢

基础,这是 “拜登经济学”的重要特征。⑥2021年3月,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

发布报告,将美国基础设施评级定为C-,称美国的道路、桥梁、机场、供水

系统等基础设施亟需升级改造。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基础设施排名中,

62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DonClarkandAnaSwanson,“U.S.PoursMoneyintoChips,butEvenSoaringSpendingHasLimits”,
NewYorkTimes,January4,2023.

U.S.DepartmentofTheTreasury,“RemarksbySecretaryoftheTreasuryJanetL. Yellenonthe
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EconomicAgendainOhio”,October27,2022,https://home.treasury.gov/
news/press-releases/jy1057.

GideonRachman,“HowAmericaIsReshapingtheGlobalEconomy”,FinancialTimes,June5,2023.
KevinShalveyandClaraMcMichael,“BidenAdministrationAnnouncesNewEVInvestments,Including

from Uber,Zipcar”,ABC News,April17,2023,https://abcnews.go.com/US/biden-administration-
announces-new-ev-investments-including-uber/story?id=98626870.

TheWhite House,“Remarksby NationalSecurity AdvisorJakeSullivanonRenewing American
EconomicLeadershipattheBrookingsInstitution”,April27,2023.

TheWhiteHouse,“BidenomicsIsWorking:ThePresidentsPlanGrowstheEconomyfromtheMiddle
OutandBottom Up-NottheTopDown”,June28,2023,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
statements-releases/2023/06/28/bidenomics-is-working-the-presidents-plan-grows-the-economy-from-the-middl
e-out-and-bottom-up-not-the-top-down/.



美国霸权护持战略的调适与中美关系的未来

美国被列在第13位。① 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美国进步中心资深研究员希

瑟·鲍施伊认为,基础设施的陈旧和薄弱制约了美国生产率的增长,也影响了

美国的供应链安全,加剧了经济不平等。②2021年11月,拜登正式签署 《两党

基础设施法案》,提出未来5年为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5500亿美元,包括

电网、铁路、互联网宽带、供水系统以及能够抵御自然灾害、治理环境污染的

相关设施。拜登政府希望借此开启美国大建基础设施的十年,相关项目多达

35000个,涉及全美50个州的4500多个社区。为确保这些项目顺利落地,拜

登政府设立了由内阁主要成员参与的白宫基础设施实施小组,地方政府则任

命基础设施协调员 负 责 与 联 邦 政 府 沟 通,借 此 打 造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的 全 政 府

模式。③

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政府扩展了对基础设施的传统定义,更加重视其社会

性特征和公共服务指向。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在讨论现代产业政策时

指出,美国需要适应新的形势,相关政策应产生一种 “好工作外部性”(good-

jobsexternalities),政府的扶持范围要从传统制造业向服务业和中小企业扩展,

而在政策工具运用上要在以往的补贴、税收抵免之外更加重视提供合作性、定

制化的公共服务,以促进企业在增加就业岗位、提高就业质量方面做出软性承

诺。④ 拜登政府推动的现代产业战略体现了上述思路,其高度重视与社会福利密

切相关的软性基础设施建设,旨在减少美国中产阶级在教育、医疗、住房、儿

童照护等方面的负担,支持其适应科技革命等因素带来的冲击。2023年6月,

拜登称自其执政以来美国新增1340万个就业岗位,并投资5亿美元用于为清洁

能源等未来行业的工人提供职业技能培训,确保其胜任这些工作。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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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强化美国的创新生态系统

美国霸权地位的物质性权力基础高度依赖美国在技术和创新方面的实力。
正如范内瓦·布什在 《科学:无尽的前沿》一书中所言,“无论手艺多娴熟,如

果基础科学的新知识依靠他国,该国的工业进步不可能快,在世界贸易竞争中

的地位不可能强。”①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在促进创新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1940—1964年,联邦政府对研发活动的资金投入增长20倍,到20世

纪60年代,相关开支接近当年GDP的2%,为美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

力,然而在接下来的50年里,政府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下降到0.7%。② 拜

登政府意识到,科技竞争是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重中之重,其现代产业战略与

科技创新因素紧密挂钩。③ 沙利文称,“即使 ‘产业政策’一词已经过时,但它

仍以某种形式静悄悄地为美国服务———从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和互联网,

再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商业卫星”。④2023年7月,拜登签署旨在推进 “本
土发明、本土制造”目标的总统行政令,确保得到美国联邦政府支持的研发成

果能够在美国本土制造,以造福美国工人和社区。⑤

在地缘技术 (geotechnology)因素对大国竞争的影响日益突出的背景下,美

国试图增加联邦政府对科技创新的资金投入,调整科技发展体制,进一步强化

美国的创新生态系统,从而为应对与中国的竞争夯实国内基础。⑥2023财年,

美国联邦政府研发支出预算为2049亿美元,首次突破2000亿大关,同比增长

400多亿美元,增幅高达28%。⑦ 《芯片和科学法案》授权联邦政府投入2000多

亿美元,用于支持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能源部等机构开展的科研项目,并在

国家科学基金会新设部门负责科技成果商业化。拜登政府希望实现在美国发明、

在美国制造的目标,重视为美国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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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将科技研发活动与先进制造业的能力提升相互融合。根据 《芯片和科学

法案》,美国政府投资110亿美元设立美国国家半导体技术中心 (NSTC),确

保美国在半导体技术标准、设计和制造以及半导体产业人才等方面占据全球

领先地位。①

此外,拜登政府注重变革美国的 “创新地理”,推动在硅谷等传统的创新集

聚区之外构建更多研发中心,促进美国前沿技术的商业化,为美国中产阶级提

供更多薪资待遇良好的就业岗位。以往美国的创新核心区过于集中,成为科技

发展的制约因素。2005—2017年全美创新部门90%以上的增长来自波士顿、旧

金山、圣何塞、西雅图和圣地亚哥5个都市区,它们在全美创新部门就业岗位

中的占比从17.6%升至22.8%。仅依靠市场的力量,难以改善这种国内创新力

量分布不平衡的状况。② 为使美国的创新在地域层面更为多元,2023年5月美

国商务部经济发展管理局宣布启动 “区域技术和创新中心”竞赛,由地方政府

围绕重要科技产业发展进行投标,联邦政府将对入选者给予资金等支持。该

项目是拜登政府 “投资美国”计划的一部分,也是落实 《芯片与科学法案》

的具体行动,旨在整合美国产业部门、高等教育机构、州和地方政府、经济

发展组织以及劳工组织的力量,以竞争性方式在美国相关地区创建技术中心,

增强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创新生态系统。区域技术和创新中心

项目先期投入100亿美元,聚焦10个核心技术产业领域:人工智能、先进计

算硬件和软件、量子信息科技、机器人、自然灾害防治、高端通信技术、生

物科技、数据存储和管理、先进能源技术、新一代材料。③ 拜登政府还大力推

动美国国内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STEM)人才的培养,改革美国的移民

政策,通过美国国务院教育和文化事 务 局 设 立 的 “STEM 研 究 早 期 职 业 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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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TheWhiteHouse,“FactSheet:CHIPSandScienceActWillLowerCosts,CreateJobs,Strengthen
Supply Chains,and Counter China, August 9,2022”,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
statements-releases/2022/08/09/fact-sheet-chips-and-science-act-will-lower-costs-create-jobs-strengthen-supply-c
hains-and-counter-china/.

RobertAtkinson,MarkMuroandJacobWhiton,TheCaseforGrowthCenters:HowtoSpreadTech
InnovationacrossAmerica,TheBrookingsInstitutionandInformationTechnology&InnovationFoundation,
December2019,pp.5-9.

U.S.DepartmentofCommerce,“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LaunchesFirstTechHubsFunding
Opportunity”, May 12, 2023, 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23/05/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launches-first-tech-hubs-funding;JulieLawhornand Marcy Gallo,“RegionalTechnologyand
InnovationHubs:AnOverviewandIssuesforCongress,CongressionalResearchService”,May10,2022,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IN/IN1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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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美 日 印 澳 四 边 机 制 奖 学 金”等 计 划,吸 引 和 留 住 全 球 的 优 秀 创 新

人才。①

二、 复合盟伴体系与美国霸权的网络性权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结束之后,美国建立起覆盖亚洲、欧洲等地区的

联盟体系,成为美国与苏联竞斗的工具,也构成美国作为全球性霸权的力量基

础。美国维持联盟既依靠共同的民主理念,也基于美国为盟友提供的物质性利

益,包括针对盟友的市场开放。② 但是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出

现松动,一些同盟关系甚至陷入漂流状态。2001年 “9·11”事件发生后,小

布什政府发动反恐战争,使美国的联盟体系面临严峻考验。面对西方盟友参与

反恐战争所表现出的犹豫,时任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声称,只能由任务

决定联盟,而非联盟决定任务。③ 法国等西方盟友在伊拉克战争等问题上与美国

龃龉不断,采取软制衡方式对美国的单极力量进行限制。④ 北约虽然在后冷战时

期实现多轮扩张,但面临内聚力降低、共同威胁模糊等挑战。随着中国逐步融

入国际体系并快速崛起,美国的联盟战略日渐将应对所谓 “中国挑战”作为焦

点。中国与日本、德国、韩国等美国盟友建立了日益紧密的经济关系,这种复

杂的安全—经济关联被美国视为对其联盟体系新的冲击。⑤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试图纠正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努力修复美国的联

盟体系,尤其是注重通过实施 “亚太再平衡”战略打造针对中国的多边阵营。⑥

但其同时也需处理减少美国战略负担的难题,围绕增加军费开支等问题对北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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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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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里·波森:《克制:美国大战略的新基础》,曲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52—
56页。

DonaldRumsfeld,“ANewKindofWar”,NewYorkTimes,September27,2002;MarkWebber,
“NATO:The US,Transformationandthe Warin Afghanistan”,TheBritish Journalof Politicsand
InternationalRelations,Vol.11,No.1,2009,p.59.

RobertPape,“SoftBalancingagainsttheUnitedStates”,InternationalSecurity,Vol.30,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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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友施压。特朗普政府则采取更加直接、强硬的方式延续这种施压,其秉持对

等的政策思维,要求法国、德国、日本等盟友承担更多军费支出。虽然外界多

认为特朗普政府破坏了美国的联盟体系,但在曾负责撰写特朗普政府 《国家安

全战略》报告的纳迪亚·沙德罗看来,特朗普的做法是基于对国家主权的重视,
“促使其他国家为它们自己的安全承担更多责任,并为加强西方主导的秩序做出

更多贡献”。沙德罗还引用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的观点,2016年至2018年

间北约成员国 (除美国外)的军费支出增加了430亿美元,特朗普对负担共担

的重视使北约变得更加强大。① 然而,无论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对北约 “脑死亡”

的警告以及欧洲国家对战略自主的寻求,还是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宣布暂停

美菲 《访问部队协议》的做法,都表明美国联盟体系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受到

冲击。

拜登政府将修复美国的同盟关系作为重要执政目标,清楚认识到重振网络

性权力的重要性。② 首先,拜登政府强调要通过重塑美国的联盟体系应对与中国

等对手之间的长期竞争。拜登声称盟友是美国 “最伟大的资产”,布林肯宣称美

国的对华战略以投资、结盟、竞争为核心要素。③ 其次,拜登政府需要面对 “美

国优先”理念在美国国内颇受认同的现实,民众希望减少对外军事干涉等方面

的投入。再者,美国的盟友并不认为中美走向冲突符合其利益,它们在涉华政

策上与美国政府的利益和目标不完全一致。④ 在这一背景下,拜登政府采取新的

联盟策略,即构建复合盟伴体系。所谓复合,既体现在地理区域因素与议题领

域因素之间的交叉联动,也体现在美国重视促进政府性力量与社会性力量的相

互融合。所谓盟伴,即指拜登政府试图深化条约盟国与条约盟国之间、条约盟

国与伙伴国之间的力量整合与政策协同,以相对灵活的方式将美国针对中国等

对手的威胁认知、制衡举措多边化,逐步向盟伴体系推展。借助复合盟伴体系,

美国力图强化能够支撑其霸权地位的网络性权力。⑤

第一,拜登政府注重加强印太和欧洲两大地缘方向联盟机制之间的互动。

2022年2月,拜登政府以白宫名义发布 《印太战略》报告称,美国是印太地区

的常驻大国 (residentpower),印太地区的态势会界定国际秩序的基本性质。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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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强调,盟友是美国相对中国的 “最大非对称优势”,拜登政府将构建 “有力

且相互强化的联盟网络”,打造针对中国等对手的 “集体实力”。① 过去几年来,

美国推动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盟国深化关系,进行所谓 “现代

化”改造。同时,拜登政府也注重紧拉该地区的伙伴,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蒙古、新西兰、新加坡、越南和太平洋岛国。拜登政府将 “一体化

威慑”视为美国印太安全战略的基石,大力提升盟国和伙伴多域作战 (即整合

陆海空天网等多个战域的力量)和应对 “全频谱冲突”的能力,实施新的作战

概念,建立更具韧性的指挥和控制系统,提高多边军事演训活动的范围和复杂

性,构建更加灵活多样的军力部署态势,增强美军与盟国、伙伴军队的互操

作性。②

在俄乌冲突背景下,拜登政府更为重视印太和欧洲两大地缘板块的联动。

美国方面渲染所谓中俄准联盟,力图将北约及其成员国的力量进一步引入印太

地区,推动欧洲盟友干预南海、台海等问题,进而增强美国从亚欧两线压制中

国的筹码。③2022年6月,北约发布新的战略概念文件,宣称中国对北约的安

全和团结构成挑战,中俄之间不断推进的战略伙伴关系削弱基于规则的国际秩

序。④ 北约还提出,将与亚太伙伴在网络安全、海上安全、新技术和打击虚假信

息领域深化合作。近年来,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多次参加北约峰会

及相关会议。2021年1月,在北约协助下蒙古国军队的网络安全中心落成。

2022年5月,韩国宣布加入北约网络防御中心。北约还计划在日本设立联络

处,促进与美国印太盟友的信息共享,推进制定跨越亚欧的紧急事态应变方

案,以日本为主轴向整个印太地区辐射北约的影响力。在美国推动 “全球北

约”的背景下,北约亚太化的趋势日益突出。⑤ 此外,欧盟、英国、法国、德

国等出台和推进落实 “印太战略”,它们还与美国增进印太地区事务对话,扩

展相关军事行动,尤其是日本与英国、法国、德国签署或商签带有军事同盟

性质的协定,为美国实施引欧入亚策略、在印太方向深化美欧联动提供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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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明昊:《俄乌冲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论析》,《和平与发展》,2022年第3期,第13页。
NATO,“NATO2022StrategicConcept”,June2022,https://www.nato.int/nato_static_fl2014/

assets/pdf/2022/6/pdf/290622-strategic-concept.pdf.
孙茹:《中美全球博弈下的北约亚太化》,《现代国际关系》,2022年第7期,第51—60页。



美国霸权护持战略的调适与中美关系的未来

要条件。①

第二,拜登政府注重以议题性联盟和小多边方式增强结盟的针对性、灵活

性和实效性。拜登政府试图在供应链重塑、投资审查、技术出口管制、反击

“影响力行动”、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等诸多领域打造议题性联盟。比如,为了

实现所谓对华 “去风险”目标,拜登政府采取内外互通的策略,一方面强化美

国自身的先进制造业实力,另一方面积极打造覆盖盟友和相关发展中国家的供

应链联盟。② 拜登政府举办供应链韧性峰会、供应链部长级论坛等活动,借助印

太经济框架、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计划 (APEP)等推动重塑全球供应链。从

双边层面看,美欧建立贸易和技术理事会 (TTC),在芯片、医疗器械、清洁能

源产品等领域推动美欧共同减少对华依赖。美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英

国等都设立了经济安全政策协调机制,这些机制的对华指向性也很明显。此外,

拜登政府不仅建立矿产安全伙伴关系 (MSP)多边机制,还与日本、澳大利亚、

欧盟等深化双边协作,拉拢刚果 (金)、印度尼西亚等关键矿产富集国,试图削

弱中国在锂、镍、钴等关键矿产国际供应链中的地位。③ 在基础设施方面,拜登

政府与七国集团国家共同推出全球基础设施投资和伙伴关系倡议,试图带领所

谓民主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的替代性选择。④

美国日益注重通过小多边方式提升复合盟伴体系的凝聚力和行动力,推动

节点连接为更加有力的枢轴或是对其他盟伴具有牵引力的集群,进而巩固美国

对网络性权力的把控。一方面,拜登政府升级了既有的小多边机制,如美日印

澳四边机制。该机制目前是元首和国家首脑级别,下设气候、关键和新兴技术、

网络、太空、卫生安全、基础设施等六个工作组,实施清洁能源供应链倡议、

四边机制基础设施奖学金等一系列具体项目。四边机制还与韩国、越南等国加

强互动,并以印太海域感知伙伴关系等为抓手深化与东盟、太平洋岛国之间的

关系。另一方面,拜登政府新建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美国—

印度—以色列—阿联酋四边机制 (I2U2)等。2021年9月成立的美英澳三边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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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伙伴关系是一种新型军事联盟,它被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库

尔特·坎贝尔称为 “最重要的战略创新”。① 该机制不仅将使澳大利亚拥有核动

力潜艇和更为强大的远程打击能力,还推动三国围绕防务工业供应链、先进

军事科技 (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网络安全等)深化协作。韩国、印度等美

国盟友以灵活方式参与该机制活动,日本则有可能成为正 式 成 员。② 未 来,

AUKUS或与美日韩、美日澳、美日菲等多个小多边机制形成更为紧密的联动

关系。

第三,拜登政府注重发挥社会性力量在复合盟伴体系中的作用。在美国看

来,当前的大国竞争呈现很多重要变化,尤其是 “数字威权主义”等一系列新

挑战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构成损害,需要美国更加重视激发和运用企业、金融机

构、高校和科研院所、媒体、非政府组织等力量,使它们成为美国构建复合盟

伴体系的关键力量。③ 拜登政府发布的 《国家安全战略过渡性指导方针》称,
“我们将与盟国和伙伴并肩努力,打击那些破坏我们民主体制的新的威胁,诸如

跨境侵犯、网络攻击、虚假信息、与基础设施相关的数字威权主义以及能源胁

迫”。④2021年12月,拜登政府召集 “民主峰会”,邀请全球100多个国家派代

表参会,其中就包括很多科技企业、媒体和非政府组织。此外,在美国构建的

“芯片四方”机制中,英特尔、东京电子、三星、台积电等企业扮演重要角色。

美国政府要求这些企业提供相关商业数据,以增强美国对芯片供应链与贸易合

作网络的把控,还支持它们在 “芯片四方”机制下加大相互投资,在芯片技术

标准、开发更安全架构等方面深化合作,确保高端芯片创新要素在 “芯片四方”

内部的流动。⑤

为构建 “基础设施联盟”,拜登政府通过经合组织 (OECD)框架下的 “商
业信任倡议”等机制,推动200多家私营企业、金融机构、非政府组织、媒体

等机构围绕高质量基础设施认证标准的制定进行合作。⑥ 拜登政府还围绕反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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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TheBlueDotNetwork:A Proposalfora GlobalCertification FrameworkforQuality

InfrastructureInvestment”,2022,https://www.oecd.org/daf/blue-dot-network-proposal-certifica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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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大力构建多边阵营。2021年12月美国发布首份 《反腐败战略》,宣称反腐

败是美国的 “核心国家安全利益”,将维护和强化多边反腐败架构,“提升外交

和发展努力,以支持和保护公民社会和媒体,包括调查性记者”。① 拜登政府要

求国务院、财政部、司法部、国防部、国际开发署等机构,通过 “记者之盾”、

“开放政府伙伴关系”、“全球反腐败技术竞赛”等对外援助和多边外交项目,为

参与国际反腐败合作的各利益攸关方提供资金和培训支持,并设立 “区域性反

腐败中心”。②

三、 重振民主与美国霸权的观念性权力

与其他大国不同,美国的国家认同并非源于族群的一致性,而是建立在民

主、自由等政治理念或曰 “公民民族主义”(civicnationalism)的基础之上。③ 直

到今天,在大多数美国精英看来,美国仍是 “自由世界”的领导者,其天定使

命就是捍卫自由世界、消灭邪恶势力,灰色地带是不存在的,自由与非自由、

善与恶、民主与专制等体现的二元对立的世界观,成为美国的一种国家意识形

态。④ 美国自身的民主体制及其所尊奉的政治理念,在其构建霸权力量的历史进

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冷战后,美国凭借信息技术、经济全球化等力

量推动其自身政治理念的扩张,力图打造跨越国家边境的民主帝国。⑤ 美国试图

成为其他国家所追随的民主榜样,同时通过塑造和利用与对手之间的意识形态

矛盾为美国的阵营构建提供动力。⑥

然而,美国的民主衰退 (democraticbacksliding)问题在过去几十年日益严

重,侵蚀了支撑美国霸权地位的理念性权力基础。美国通常被认为是世界上历

史最长的民主政体,但这一说法并不准确。康奈尔大学政治学讲席教授苏珊

娜·梅特勒等学者指出,美国独立后,历经200多年的民主化过程,直到20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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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70年代才能算得上 “一个真正有活力且具包容性的民主国家”。① 特别是21
世纪以来,美国国内政治的极化、政党内部的分化、身份政治和文化战争的兴

起,以及越来越突出的政治暴力问题,不仅带来了美国国内的政治乱局,而且

对美国作为霸权国的形象和声誉造成损害。② 民主衰退导致美国经济、社会和政

治裂痕不断加剧。近年来,美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表现、弗洛伊德事件引发

的 “黑人命也是命”示威抗议以及2021年1月发生的占领国会山事件,进一步

推升了已深深浸入美国政治的愤怒和仇恨情绪,深刻揭示了美国社会内部的断

层线以及美国民主体制面临的深层次挑战。

美国的民主衰退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美国的不平等问题

加剧。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和涓滴经济学,导致经济不

平等在美国越发严重,而经济不平等与政治不平等息息相关。③ 过去几十年,

50%的底层美国民众的平均收入停滞不前,但1%顶层富人的平均收入却飙

升。④ 由联合国特别报告员菲利普·奥尔斯顿领衔的调查指出,美国是发达国家

中最不平等的社会,存在数千万贫困人口。⑤ 美国的社会和政治制度正面临日益

加剧的不平等带来的巨大冲击,造成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的根本因素在于被合

法化的政治腐败。美国政治精英倾向于用选举来定义民主,但在很多美国政治

学者看来,选举已经成为富人的游戏,游说、政治献金成为合法的贿赂,富人

阶层变成最有组织性的政治群体。美国民主体制运行的成本不断升高,金权政

治 (plutarchy)顽疾日甚。⑥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丁·吉伦斯的研究表

明,虽然美国存在举行定期选举等民主治理的特点,但普通民众对政策的影响

十分微弱,强大的商业组织和一小部分美国富人主导了政策制定。⑦ 耶鲁大学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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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教授雅各布·哈克认为,“赢者通吃的政治”已经在美国大行其道。① 哈佛

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帕特南指出,美国的社会阶层流动性显著降低,不同

阶层之间的壁垒越发分明,机会平等日益成为一种神话。②

第二,美国的种族矛盾和社会裂痕日益深化。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系统

性的种族主义”是美国民主面临的重大问题。③ 美国有4400万非洲裔美国人,

其家庭财富中位数仅为1.8万美元,是白人家庭的十分之一,而这一比率自

1990年以来几乎没有变化。超过25%的非洲裔美国人处于贫困之中,11.5%的

成年非洲裔美国人没有医保。④ 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的预测,到2044年左右,

非洲裔、拉美裔、亚洲裔等美国有色人种的数量将超过白人。⑤ 在这种情况下,

白人群体的焦虑感增强,白人至上主义思潮持续升温,极右翼政治势力的影响

不断扩大,进而加剧美国国内的种族冲突。近年来,以理查德·斯宾塞、史蒂

夫·班农等为标志性人物的极右翼政治理念大行其道, “骄傲男孩”、 “美国先

锋”、“爱国者阵线”等极右翼政治组织势力日益壮大。⑥ 极右翼也被称为 “激进

右翼”、 “极端右翼”、 “另类右翼”,甚至有的美国学者将其视为 “法西斯主

义”。⑦ 特别是特朗普执政后,美国的种族对立更为严重,白人主导的 “仇恨团

体”以及 “仇恨犯罪”活动显著增加。在极右翼政治盛行的背景下,美国政治

中的部落主义问题更为严重。⑧ 社交媒体令美国选民陷入信息茧房,他们只关

注、只接受与自己政治理念相近的信息和观点,导致民众在政治上变得更加偏

执、极端,尤其是 “仇恨言论”在网络和社交媒体上随处可见。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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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美国的政党政治极化和治理失能问题较为突出。从历史上看,由于

政党内部不同利益群体的裂痕难以弥合,美国政党每隔数十年就会出现深刻重

组。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会改革使党团权力大大增强,本党议员的同质性进

一步提升,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日益扩大。为从预选中胜出,两党的政治

人物倾向于依靠极端化的政见迎合本党的积极分子和基础选民。2008年金融危

机以来,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之间的争斗日益激烈,选区重新划分等因素使美

国的左右之争进一步加剧。不平等的加剧、国会的权力重组、预选机制的束缚、

政治议题的道德化和媒体的 “放大”效用,是导致两党政治 “极化”愈演愈烈

的主要因素。① 美国两党之间的相互敌视日益突出,正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民主、冲突与治理项目高级研究员蕾切尔·科林费尔德所言,“每个党都担心如

果对方获取权力会毁掉这个国家”。② 除了共和、民主两党之间的分歧,党派内

部的分歧也日益凸显,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主义势力向共和党建制派发起挑战,

以 “美国指南针”为代表的保守派思想群体则试图进一步巩固共和党的 “特朗

普化”。美国政治的极化深刻影响了美国对仇恨犯罪、税收漏洞、环境不公等诸

多经济社会痼疾的治理效能。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认为,美

国的民主已经沦为一种否决体制 (vetocracy),这使美国的政治失能 (political

dysfunction)问题日益加剧。③ 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称,华盛顿特区

(WashingtonDC)的DC已经成为失能首都 (DysfunctionalCapital)的首字母缩

略词。④ 自2008年以来,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

任度一直没有超过25%。⑤

上述问题所构成的美国民主衰退挑战受到广泛关注,它对于美国的霸权声

誉也带来深刻影响。英国 “经济学人智库”将美国从 “完全民主国家”降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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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缺陷的民主国家”。① 非政府组织 “自由之家”2012年给美国民主打出的分

数是94分 (百分制),到2022年跌至83分。“自由之家”副主席莎拉·瑞普

奇称,从尊重民众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角度来看,过去10年美国的表现出现

持续性下滑。② 皮尤公司对美国等16个发达国家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57%
的国际受访者和72%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已经不是可供他国效仿的民主

榜样。③

在此背景下,拜登政府执政后,从内政与外交相互联动的角度审视美国的

民主衰退问题,将修复美国的民主作为重要政策目标。拜登表示,美国的民主

需要被拯救,美国国会中属于 “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派别的极端共和党

人选择了倒退、暴力和分裂。④ 他还将美国国内的民主状况与美国在全球事务中

所扮演的角色相联系,称世界政治处于民主与专制 (autocracy)较量的拐点,

“(美国)国内民主的质量会影响我们在外部的领导地位的力量和可信度”。⑤ 为应

对美国的民主衰退问题,拜登政府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一是维护美国选民参与选举的权利。拜登强调,2021年1月6日国会大厦

发生暴乱,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出现拒绝和平移交政权,迫使美国反思制度问

题,实现民主复兴的首要之计就是捍卫美国民众的投票权,确保选民有足够的

投票时间和便捷的投票条件。⑥ 拜登和民主党认为,很多共和党主政的州收紧投

票限制,变相剥夺了少数族裔等群体的投票权。拜登政府在国会推动 《投票自

由法案》以及 《约翰·刘易斯选举权促进法案》,应对在佐治亚州等地出现的针

对部分选民的选举压制做法,维护美国民众的投票权,扩大民主参与。一些民

主党议员提出要改变参议院的投票规则,以防止个别议员阻挠对选民投票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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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此外,拜登还发布总统行政令,要求美国司法部、内政部、劳工部、退

伍军人事务部等部委采取 “全政府”行动,以保护选民的投票权,包括完善提

前投票和邮寄投票等方面的规则。①

二是努力应对数字时代的社会不公正问题。拜登政府和民主党认为,数字

技术和数字经济等因素给美国民主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在数字时代维护言论

自由、集会等方面的公民权利,应对美国法律、政策和制度中的系统性不公问

题,是美国面临的复杂政治考验。拜登政府通过落实 《两党基础设施法案》,投

入650亿美元支持美国各地加大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缓解选民遭遇的信息

鸿沟问题,支持选民提升其数字知识技能。拜登政府宣布建立跨部门的 “信息

公正研究和发展工作组”,应对与选举等有关的信息操纵问题,并支持地方层面

的媒体和记者工作。② 拜登政府注重应对美国政治的部落主义挑战,修复美国普

通民众之间的信任感。如设立社区恢复和重振基金以及旨在促进社区主导的民

用基础设施项目,借此增强美国普通民众的联系纽带、社群意识和信任感。此

外,拜登政府通过落实 《两党基础设施法案》等议程,在技术培训、医疗保险、

退休保障、教育平权等政策上提升美国的社会公正。为推动政策落实,拜登还

专门成立了国内政策委员会等机制。③

三是推动税收改革举措以应对经济不平等问题。拜登强调,过去几十年对

美国富人群体和大企业的大幅减税,并没有让美国的中产阶级受益,而是让不

平等不断加剧。代表新自由主义理念的涓滴经济学已经失效,需要以 “拜登经

济学”取而代之。④ 拜登政府一方面修正民主党的全球主义路线,重塑国际经贸

政策,减少对外经济合作给美国中下层民众利益带来的冲击,一方面推进美国

国内的税制改革,试图通过调整利益分配制度,缓解美国选民对金权政治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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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提升他们对于民主的信心。其税改方案提出,对于年收入超过40万美元的

单身报税人和年收入超过45万美元的已婚夫妇,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从37%
提高到39.6%;对于资产净值至少1亿美元、占比0.01%的美国最富有国民征

收25%的最低所得税;将2017年特朗普税改下调的公司税率从21%增至28%,

跨国公司海外利润的税率从10.5%提升至21%,股票回购税率从1%上调至

4%。拜登政府强调,这些税改措施旨在 “奖励工作,而不是奖励财富”,将在

未来10年减少3万亿美元赤字。①

四是打击美国民主体制面临的主要威胁。在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的 “国土

安全威胁评估报告”中,白人至上主义极端分子 (WSEs)被认为是美国国内

“最持久、最致命的威胁”。② 拜登明确指出,美国面临严峻的内部危机,尤其是

政治极端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国内恐怖主义带来重大挑战。③2021年6月,

拜登政府颁布美国历史上首个 《打击国内恐怖主义国家战略》。该战略主要包括

四方面内容:第一,加强国内恐怖主义分析,并在执法部门之间加大相关情报

共享;第二,阻止国内恐怖主义势力在美国的招募和动员,国土安全部将应对

国内暴力极端主义作为优先事务,重点打击网络招募行动;第三,威慑和破坏

国内恐怖主义行动,尤其是美国政府内部的潜在威胁;第四,应对滋生国内恐

怖主义的长期性因素,抑制种族、宗教等方面的仇恨,增强民众对美国民主的

信心,打击网络上的阴谋论等,为促进健康的民主辩论营造良好的信息环境。④

此外,拜登政府大力应对所谓外国势力对美国选举的干预行动,如指控俄罗斯

政府对美国选举进行干预并对俄发起多轮制裁。⑤

五是在全球层面重振美国民主的领导力。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哈

尔·布兰兹认为,民主国家面临三个相互关联的威胁,一来自俄罗斯等威权国

家对民主国家的挑战,二来自跨国问题———这些问题在制度竞争中变得越发重

要,三来自民主国家内部的衰落。布兰兹称,应对这些威胁需要来自全球的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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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拜登政府把它放在更大的战略框架中予以处理。① 拜登政府试图将美国国

内的民主修复与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应对大国竞争等政策目标相互融

合、并行推进。拜登政府大力渲染美中之间的意识形态竞争,甚至将中美之

争直接定性为 “民主与专制的较量”。拜登政府发布的 《国家安全战略过渡性

指导方针》宣称,“威权主义正在全球范围内前进,我们必须与志同道合的盟

友和伙伴一道,在世界上重新振兴民主”。②2021年12月,拜登政府举办首

届民主峰会,并发起 “总统民主复兴倡议”,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外交和

援助手段,加强民主韧性和人权保护。拜登政府宣布在2022年投入4.24亿

美元,用于支持媒体自由、打击国际腐败、支持民主和选举、推动民主技术

发展。③

四、 美国的霸权更新与中美关系的未来

拜登政府推动的霸权更新与美国展开的对华战略竞争有着紧密的联系,其

促进内政外交政策变革的重要动力之一就是竞赢中国。④ 美国政治精英对于中美

较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都有极为深刻的认知,而这又和美国霸权自身的多重困

境相互影响。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霸权护持构成了最重大挑战,

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事关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走向。⑤ 拜登政府发布的 《国家

安全战略》报告提出,中国是唯一既有能力也有意愿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者,

中国还在为此不断强化其经济、军事、外交和技术方面的政策工具,美国将维

护 “自由、开放、繁荣和安全的国际秩序”。⑥ 美国将本世纪20年代视为中美竞

争的决定性十年,担心中国仍有可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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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体。美国战略界人士还担心,中国借助科技革命对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构成

重大挑战,同时扩大先进技术的军事化应用,破坏美国在全球安全领域的主导

力。① 在这种情况下,拜登政府通过大力渲染 “中国挑战”的严峻性,推动美国

的霸权更新进程,尤其是弥合美国内部的党派分歧。② 美国的霸权更新旨在系统

性修复和增强其物质性权力、网络性权力和观念性权力,这一态势给中国以及

中美关系带来的挑战和风险不容轻视。

第一,美国试图在经济、科技实力方面拉大中美之间的差距,降低对中国

的依赖,削弱外界对中国的发展预期。物质性实力的比拼是大国博弈的关键,

它基于经济发展体制,同时也与一国的创新能力密切相关。③ 正如美国信息技术

和创新基金会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森等人所言,美苏主要通过军事力量进行冷

战,美国与中国之间新地缘政治竞争的核心则是由技术领导力所决定的经济实

力竞争。④ 如果美国的现代产业战略得以顺利实施,美国的先进制造业实力将会

增强,其创新生态系统也会展现新的面貌,势必助长美国打造针对中国的 “持

久竞争优势”。⑤ 随着拜登政府推行新华盛顿共识,美国针对中国选择性、有管

理的脱钩态势难以逆转,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安全化恐将加剧,其他西方国家

在对华经济合作方面也可能会趋于谨慎。虽然中美双边贸易额在2022年创下新

高,但中国已从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降至第四。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

级研究员查德·鲍恩认为,从消费电子类等产品的贸易数据看,中美已出现脱

钩迹象。⑥ “科尔尼回流指数”显示,2022年中国商品在美国自亚洲国家进口的

制成品中的份额占比从2013年的近70%降至50.7%。随着美国等西方国家企

业将业务从中国移出,这一比例可能会在2023年年底前降至50%以下。与此同

时,美国与欧洲的贸易关系变得更为紧密,2022年美国自欧洲的进口额增长近

13%,而自中国的进口仅增长6%。美国自越南的进口份额在过去5年翻番,从

印度、马来西亚、台湾地区等进口的商品份额也有所扩大。德意志银行研究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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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美国依赖中国供应的商品中有95%可在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找到替代供

应。① 英国 《经济学人》杂志刊文提出,由印度、越南、马来西亚等国构成的 “亚

洲替代供应链”(ALTASIA)比中国更具成本优势,其对美出口将会持续增长。②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战略界人士鼓吹 “中国崛起到顶论”,试

图从发展预期层面塑造中美竞争议题。美国塔夫茨大学教授迈克尔·贝克利等

人认为,由于老龄化严重、资源匮乏、财政压力加大、西方对华脱钩等因素,

中国的发展会在未来数年陷入停滞,中国的崛起将会终结,中国在经济规模上

不会超越美国。③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仅难以维持自身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吸引

力,也会因为内部的挑战而变得更加具有 “侵略性”,从而构成一种 “崛起到顶

国陷阱”(peakpowertrap)。④ 中国崛起到顶论受到不少质疑,约瑟夫·奈认为

低估中国与高估中国一样危险,贬低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和未来抱负会让美国

丧失自身的长期优势。他还强调,美国阻止中国获取先进芯片的努力会放慢中

国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进展,但是不会使之终结。⑤ 即便如此,中国崛起到顶论

仍然会对外界在中国发展前景问题上的认知造成负面影响,给中国稳定外贸和

外资、拓展国际科技合作乃至维护外交关系带来不可忽视的压力。中国需要重

视应对中美之间的发展预期之争,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推进改革和高水平开

放,在维护国际合作中促进科技自立自强,确保自身发展不止步。

第二,美国竭力打造的复合盟伴体系对中国的外部战略环境构成新的挑战。

2012年以来,中国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以互联互通政策思维

为导向,通过实施 “一带一路”倡议等举措,积极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并

在区域性、国际性多边机制中不断提升自身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中国的结伴不

结盟策略以及对引领全球治理的重视,在美国方面看来是对其霸权地位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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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网络性权力的博弈,逐渐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焦点。① 拜登政府推动构

建复合盟伴体系,势必强化阵营政治对中美关系的冲击。美国将借助复合盟伴

体系,进一步塑造和固化盟伴对 “中国挑战”的认知,利用 “经济胁迫”、“数
字威权主义”等议题,对中国进行压力强加和声誉破坏,削弱中国与相关国家

之间的战略信任,增大中国参与和引导国际事务的政治成本。美国在军事、供

应链、关键矿产、科技等领域构建的多边阵营,将对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

益带来实质性损害。比如,随着美日澳、美日韩、美英澳、美日菲等小多边机

制的充实和互联,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军力部署态势和盟伴协同作战效能将

会增强,进而给中国带来更大的军事压力。一些国家或在美国拉拢下进一步参

与对华协同脱钩,对中国维护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影响力构成重要

挑战。②

尤须看到,美国构建的复合盟伴体系也包括不少发展中国家,中美围绕

“全球南方”的博弈将变得更为复杂。③ 拜登政府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
“我们意识到一些国家对美国的力量和外交政策存在保留意见。有些国家并非民

主国家,但却依存于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强调美国不寻求把相关国家改

造成美国的模样,将努力构建 “包容性阵营”(inclusivecoalition),与中东、非

洲、拉美等地区的国家加大接触,更加重视满足相关伙伴国家的经济和发展需

求,确保它们在面对中国时仍能保持自主性。④ 这表明美国试图加大对发展中国

家的拉拢,尤其是那些资源富集、地缘战略地位重要、潜在市场广大的国家。

美国一方面在推动消除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一方面与盟友协作扩大在全球

南方的影响力,并在中国与全球南方之间进行区隔。芬兰前总理亚历山大·斯

图布认为,未来的世界秩序将由全球西方、全球南方以及由中国、俄罗斯、伊

朗等构成的全球东方之间的权力三角所决定。⑤ 这种将中国与全球南方相分离的

看法在西方战略界很有代表性。

第三,美国将进一步强化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竞争。罗伯特·卡根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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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间的竞争以及民主与专制之间的对抗是当今时代最重要的两大现实”。① 强

化美国及其盟友与对手之间的意识形态竞争是美国霸权护持战略的关键组成部

分。在论及美国对华长期竞争策略时,哈尔·布兰兹提出,“美国应当升级而不

是减弱自由主义和威权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② 然而,美国自身民主体制

的困境,则是影响其霸权地位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因

素在拜登政府对华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其不断宣扬 “民主与专制较量”的政

策话语,一方面希望借此重振美国民主,另一方面试图在意识形态层面逼迫他

国选边站队。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等美国政客还恶意渲染所谓自由民主世

界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将 “中国威胁”进一步转化为 “中共威

胁”,并利用 “中共威胁”激活 “大西方”,激化意识形态对抗。③ 美国的对华意

识形态竞争具有日益突出的 “全政府”模式、“全社会”特征,不仅在政府内部

展开更多的跨机构协调,而且还更加重视调动科技企业、劳工权利组织等民间

力量。“总统民主倡议”、“反击中国影响力基金”等成为对华意识形态施压的重

要政策工具。④

此外,美国的对华意识形态施压还出现跨域联动特征,即将意识形态因素

与经贸、科技、安全等不同领域的政策议题相互融合,凸显 “中国威胁”的发

散性、渗透性,从而为实现经贸领域的协同脱钩、构建民主科技联盟等对华政

策目标营造条件。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施压的多边联动态势也值得重视。⑤ 拜登政

府通过多种路径构建价值观联盟,除了举办 “民主峰会”,还利用七国集团、美

日印澳四边机制、北约、美国—东盟峰会等平台强化他国对中国 “意识形态威

胁”的认知。一些美国国会议员与英国、德国、日本等国的议员组建 “对华政

策跨国议会联盟”,他们试图通过各国立法部门的合作,以所谓 “数字威权主

义”、“强迫劳动”等为由对中国施压。美国还与台湾当局、日本、澳大利亚等

共同推动 “全球训练与合作架构”机制,交流各方应对中国大陆 “锐实力”行

动的经验。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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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霸权护持战略的调适与中美关系的未来

无疑,美国的霸权更新具有很强的针对中国的一面。同时也要看到,在推

动霸权更新方面,美国面临很多局限性因素,而且在不同领域的霸权更新目标

和举措相互矛盾。比如,拜登的经济振兴方案无法得到共和党议员甚至部分民

主党议员的支持,现代产业战略所蕴含的 “大政府”取向和保护主义受到争议,

供应链重塑引发高通胀等经济难题。① 拜登政府难以治愈美国的民主裂痕,在人

口因素等驱动之下,美国国内的白人至上主义和右翼民粹政治势力或将变得更

为强大,政治分裂、治理失能甚至是内战风险会让未来的美国变得更加躁动,

作为世界民主榜样的观念性权力恐会继续弱化。拜登和民主党版本的 “美国优

先”以及拜登政府在国内政治中的弱势地位,从根本上制约了美国重塑联盟体

系的能力。② 美国的霸权更新战略会使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关系面临新的考验。彼

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赫夫鲍尔认为,沙利文等拜登政府高官

的表态意味着美国正转向新重商主义。③ 拜登政府的现代产业战略或会引发美国

与盟友之间的补贴竞赛,盟友也对美国借助出口管制和 “长臂管辖”维护自身

商业优势的做法感到不满,它们试图在完全遵循美国禁令与抵制美国控制之间

找到中间道路。④ 此外,俄乌冲突等挑战令美国面临左支右绌的战略压力,美国

的 “印太战略”亦存在缺乏经济支撑、政策连贯性不足等问题。

总之,大国竞争是物质性权力、网络性权力和观念性权力的多维博弈,在

很大程度上也是不同国家之间战略反思和战略调适能力的比拼。中国需要重视

美国推进霸权更新的意愿、目标和行动,同时也要对美国面临的诸多困境以及

霸权更新的限度有着清醒的认识,进而以自信、审慎、精巧的方式应对长期、

复杂的中美战略博弈。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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