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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博弈》

内容概要

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
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中国威胁不了美国，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作威胁自己的对手。
　　本书是按照由宏观到微观、由全局到具体这样一个逻辑展开的，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
、二章的内容，讲宏观的世界局势及其对中美两国的影响：第一章讲总体的国际局势和美中两国对局
势的认识，两国都看好当前的国际局势，认为自己的发展面临一个“战略利好期”；第二章讲世界格
局的演变趋势，让读者了解美国和中国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分别处于什么地位。第二部分即第三、四
、五章的内容，讲美中两国的对外战略和实力对比：第三章讲美国对华战略的变化态势；第四章讲中
国对美战略的变化态势；第五章讲中美两国实力对比现状及变化态势。第三部分即第六、七章的内容
，讲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正负两方面的因素：第六章讲影响中美关系的主要消极因素；第七章讲影响
中美关系发展的主要积极因素。结束语主要是站在中国的角度上，对中国在促进中美关系发展上应采
取什么样的战略姿态和战略思维的思考。受访专家的言论多集中在第三、六、七章，其他各章相对少
一些。为了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受访专家的言论所表达的思想，书后附上了《受访专家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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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建飞，1959年10月生。 1982年毕业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师范学院政治系，获学士学位；1988年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获硕士学位；1993－1994年在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政府系进修
；1999年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毕业，获博士学位；2003－2004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
中心做访问学者、现为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外交研究室主任。主要
研究领域为国际战略、美国外交、中国外交、中美关系。主要学术著作存《美国与反共主义——论美
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21世纪初期的中美日战略
关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中美日战略关系的演变1899－1999））（中央文献出版
社2000年版）。已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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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共享的战略利好期  第一节 世纪之交的天下大势    国际秩序的百年嬗变    世界潮流，浩浩
荡荡  第二节 美国打造单极世界    “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    抓住“战略间歇期”    “新帝国”梦  
第三节 中国要和平崛起    民族复兴的百年历程    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    顺世界潮流者昌第二章 
未来世界，谁主沉浮?  第一节 “一超”将名存实亡?    还是全能冠军    单极时代，还是老鹰坠地?  第二
节 “多强”有多强?    俄罗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欧盟：团结就是力量    日本：走向政治大国    印度
：南亚巨象走向世界  第三节 关于“极”的神话  第四节 “非极化”：国际政治大趋势第三章 对手还
是伙伴：美国对华战略变化    态势  第一节 何时打赢“反恐战争”?    美国反恐30年    搂草打兔子    明修
栈道，暗度陈仓  第二节 “皮疥之疾”与“心腹大患”  第三节 中国是老几?第四章 与鹰为伴：中国的
对美战略  第一节 崛起之路：中国的大战略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安全第一    稳定压倒一切    实现国家
统一：多重战略意义    维护世界和平：利益与道义的会合  第二节 以美为师  第三节 双重角色    多领域
的合作伙伴    亦是战略对手第五章 龙鹰比宝：中美实力对比  第一节 硬碰硬    谁更财大气粗?    谁更船
坚炮利?    继续“比宝”  第二节 国力之魂：软实力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民主与国力第六章 中美对
抗：不是没有动力  第一节 台湾问题：一枚定时炸弹    “台独”战车加足马力    美国要为“台独”保驾
护航?    捍卫“台湾民主”?  第二节 反共主义：美国的冷战思维    谁是敌人，谁是朋友?    “民主和平论
”    鸿沟依旧在  第三节 极端民族主义：危险的潜流    人类的蠹虫    美国至上主义    “义和团情结”  第
四节 “大国政治的悲剧”    一山不容二虎    秘将到来的龙鹰之争第七章 中美合作：大势所趋  第一节 
智者之虑：大国政治的悲剧不再重演    结束国际政治学的悲剧    核毁灭：大国冲突没有赢家    太平洋
之“壕”  第二节 没有“零和”：更为成熟的双边关系    三脚凳：多维棋盘上的双边关系    压载舱：经
贸关系的战略价值  第三节 大环境：推动中美合作的无形之手    多极世界：鹬蚌相争，渔人得利    全球
化：“地球村民”同舟共济    宇宙空间论：龙鹰可以相安无事  第四节 内忧外患：难以走出山坳的中
国    遥远的崛起之路    美国可以坐山观虎斗  第五节 务实灵活：中美共享的政治文化结束语 以“太极
”克“拳击”：中国对美战略畅想附录：受访专家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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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国际秩序的百年嬗变    世纪之交的国际局势可谓是纷纭复杂、变化多端。从科索沃战争到阿富汗
战争，再到伊拉克战争，给人的感觉是，当今世界仍然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大行其道的世界；“9
·11”事件以及此后的一系列恶性恐怖事件，又使人觉得当今世界是恐怖主义大行其道的世界；许多
现象让人感到，当今世界是漆黑一片，未来也不光明。    如果我们把目光聚焦在不同的领域和地域，
就会看到彼此大不相同的图景：中东是个民族、宗教冲突之地，和平遥遥无期；非洲到处是部族冲突
、种族仇杀；南亚也充满着冲突的种子；东亚虽然尚无战事，但却处在军备竞赛的阴影下；朝鲜半岛
在冷战结束10余年后，仍然处在因冷战而发的分裂之中，而且核危机还不时地牵动着整个世界的神经
；从中亚经中东、南亚，到东南亚，则是恐怖主义多发的、不稳定的“动荡弧”⋯⋯这些图景似乎在
告诉人们，当今世界仍然是不太平的，和平问题并未解决，而且新的矛盾却不断涌现，世界不安定因
素增多。难怪布热津斯基曾预言，在21世纪前夕，全球有可能失去控制，陷入混乱。但是，在美洲、
欧洲、大洋洲、亚洲的部分地区，却很少见到战火硝烟，这里的人民享受着和平，而且有些地区，比
如欧洲，正在向一体化迈进，民族仇、国家恨已逐渐被遗忘，各国都在分享着民族和解的“红利”。 
  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有些所谓的“失败国家”好像已经绝望，它们与发达国家之问的差距越来越
大；但是有些发展中国家却在快速发展，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赛场上奋进，其速度和气势让发达国家惊
叹，甚至生畏。    如果静止地看这些不同的图景，很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今世界是混沌的、无序
的。但是，如果我们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将当今世界与过去相比较，特别是同一个世纪前相比较，
我们就会透过纷繁的表象看出：世界在进步。科学技术在进步、生产力在进步、社会在进步、人们的
生活在进步、人的观念在进步，特别是国际秩序也在进步。    在20世纪，国际秩序，特别是国际政治
秩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审视21世纪初的世界，可以看到，现行的国际秩序虽然仍存在着很多不合理
之处，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仍任重而道远，但与20世纪初比较起来，还是有了很大的进步。    20
世纪初的国际秩序有两大特征：一是欧美列强占绝对统治地位；二是没有维护国际秩序的保障运行机
制。关于第一个特征，用列宁的话说就是“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分割完毕”。那时，
被帝国主义列强占领和控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领土面积共计8940万平方公里，占世界土地总面积的2
／3；人口约93000万人，占当时世界总人口的56％。整个世界划分为进行压迫、掠夺的少数帝国主义
国家和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庸状态的多数被压迫国家和地区。日本虽然已经跻于列强行列，但地
位与作用十分有限。一些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原则只适用于欧美。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在1878年柏林
会议上曾放言，只有欧洲才有权批准独立。这是当时国际秩序的真实写照。到20世纪初时，美国加入
了“有权批准独立”的行列。关于第二个特征，当时的世界处于绝对的无政府状态，没有一个有权威
的国际组织米调节国家问的关系，列强在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上的矛盾不能得到有效的调节，最终
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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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促使美国采取现行对华政策的两大因素在相当长时期内不会消失。这两大因素一是反恐战争，二
是中国的综合国力仍与美国有很大差距。    ——布热津斯基    中国很有可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现在
它只是个地区强国。我看不到将来中美冲突有什么必然性，因为我看不到我们相互之间有根本的利益
冲突。    ——斯考克罗夫特    除了霸权国家外，没有一个国家是安于现状的，只要拥有足够的实力，
就一定会向外扩张或在本地区称霸。只有成为霸权国家，它才会感到安全有了彻底的保障。所有大国
都未逃出这种逻辑。中国也不会。现在中国的实力尚弱，还是“纸老虎”，所以在韬光养晦。但总有
一天中国会变成真老虎的。    ——米尔斯海默    美国和中国将会在变化的国际力量中有更多的可选择
的合作领域。无论是恐怖主义，还是传染病扩散，或全球基金变化，这些问题在20年后会比现在严重
。所以，我认为它们将为美中合作带来压力，特别是当中国变成世界经济的一个较大组成部分时。而
经济将是中美关系的重点。    ——约瑟夫·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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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
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中国威胁不了美国，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作威胁自己的对手。　　本书
是按照由宏观到微观、由全局到具体这样一个逻辑展开的，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二章的
内容，讲宏观的世界局势及其对中美两国的影响：第一章讲总体的国际局势和美中两国对局势的认识
，两国都看好当前的国际局势，认为自己的发展面临一个“战略利好期”；第二章讲世界格局的演变
趋势，让读者了解美国和中国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分别处于什么地位。第二部分即第三、四、五章的
内容，讲美中两国的对外战略和实力对比：第三章讲美国对华战略的变化态势；第四章讲中国对美战
略的变化态势；第五章讲中美两国实力对比现状及变化态势。第三部分即第六、七章的内容，讲影响
中美关系发展的正负两方面的因素：第六章讲影响中美关系的主要消极因素；第七章讲影响中美关系
发展的主要积极因素。结束语主要是站在中国的角度上，对中国在促进中美关系发展上应采取什么样
的战略姿态和战略思维的思考。受访专家的言论多集中在第三、六、七章，其他各章相对少一些。为
了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受访专家的言论所表达的思想，书后附上了《受访专家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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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是一本分析中美关系开始，发展和现状的书，比较形象的运用了中国太极和美国拳击这两个比较
为人熟悉的运动指代在二国在发展彼此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比较认同的是对于中美关系的重要问题
的讲述，中美关系的主要问题是关于人权和领土的问题，而不是和其他国家间关系相似的经贸合作和
冲突的关系，所以，中美关系既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间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特殊的国家间
的关系。对于从事中美关系研究的人来说，这本说可以作为参考，而对于中美关系比较感兴趣的读者
，则可以以这本说为重点阅读对象。书中的分析比较明确和通俗，可以激发阅读兴趣，同时也可以对
中美关系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2、参阅了解众知名学者立场观点，值得一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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