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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美国对华中长期战略研究》共分为四篇。第一编是国内决策层次的分析，主要集中于美国政府和智
库以及决策机制对美国对华战略的影响。第二编是国家互动层次下的美国对华战略侧重于从国家关系
比较和关系互动的角度分析美国对华战略。第三编是地区与全球层次视角下的美国对华战略分析了美
国的东亚战略调整和对华战略的变化，东亚地区秩序与美国对华战略，并重点考察了国际关系网络中
的美中竞争与相互依存关系，并深入分析了高级相互依存条件下美国对华战略。第四篇是美国对华战
略的发展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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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代美国对中国国家身份的认知 一、问题的提出：国家身份与美国大战略 二、美国对中国国家身
份认知的深化 三、美国对华战略认知变化的影响要素 四、结语 第2章美国智库分析美国对华战略 一、
美国智库：政府决策的重要元素 二、美国智库透视中国崛起 三、美国智库分析美中关系 四、美国智
库与奥巴马政府对华外交 五、对美国智库对中关关系分析的评价 第3章美国的对华政策的决策机制 一
、导论：研究美国的对华决策机制 二、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机构 三、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过程 四、
美国对华政策中的竞争与合作 五、结语 第二编国家互动层次下的美国对华战略 第4章美国对苏与对华
战略的比较分析 一、美国安全观的重大转变（1946—1950年）——从联合国到构建全球均势 二、杜鲁
门政府清醒的对华认识及全球遏制苏联战略的确定 三、杜鲁门政府难以控制的对华政策 四、美国对
苏与对华战略的关键性调整——尼克松政府对冷战战略的转变 五、中美关系合作基础的夯实 六、冷
战结束以来美国对俄罗斯的政策 第5章中美竞争与依赖的变量分析 一、导论 二、中关关系分析的变量
设计 三、中关竞争关系分析 四、中美依赖关系分析 五、美国对华战略趋势与中国对策 第6章不对称相
互依存与合作型施压——美国对华战略的策略调整 一、美国对华战略的两面性和不对称性 二、美国
的合作型施压政策 三、结语 第7章竞争性相互依存下的中美网络与太空关系 一、太空和网络在美国全
球战略中的重要地位 二、美国在太空和网络领域对中国的防范 三、中美在太空和网络领域的竞争关
系探析 四、中关在太空、网络领域新的合作增长点 五、结语 第三编地区与全球层次：国际视角下的
美国对华战略 第8章美国的东亚战略与对华战略 一、美国东亚战略的调整 二、美国东亚战略调整的实
质及可能走向 三、对华战略是重点，存在多种选项 四、结语 第9章东亚地区秩序演变与美国未来十年
对华政策 一、地区秩序的含义与分类标准 二、地区秩序的类型 三、影响东亚地区秩序走向的关键因
素 四、东亚秩序走向：中国与美国同盟体系协调共治秩序 五、地区协调共治秩序与美国中长期对华
政策 第10章国际关系网络中的美中关系 一、导论 二、网络方法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应用 三、国际冲突
与合作网络的构建 四、国际冲突与合作网络中关国的外交倾向性 五、回归分析——用合作来解释冲
突 六、结语 第11章高级相互依存下美国对华政策的合作与冲突战略 一、导论：中关高级相互依存（
全球化）对美国对华战略的影响 二、再合作（再接触） 三、再平衡 四、再保证 五、再冲突 六、结语 
第四编美国对华战略的发展走向 第12章后冷战时代美国对华战略的构建与调整 一、“遏制”
（C0ntainment）战略与“接触”（Engagemem）战略 二、“两面下注”（hedging）战略 三、“选择
性介入”（selectiveengagement）战略 四、“离岸平衡”（offshorebalance）战略 五、“诱导”
（inducement）与“融合”（integration）战略 六、未来美国对华战略的预期 七、结语 第13章美国对
华战略的可能趋势 一、国际因素 二、国家因素 三、美国对华战略底线与中关冲突的限度 四、对华战
略的关系定位和战略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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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其次，中美依赖关系，目前主要是中国对美国的依赖，美国虽然对中国有所依赖，
但相对于中国对美国的依赖而言，依赖性较弱。这样的依赖关系及其动态变化，会影响美国对华战略
，使美国在对华中短期甚至较长期战略中，既积极谋求与华合作，又会在必要时敢于对华进行弹压。
对此，中国必须针对不同情况，利用复杂微妙的相互依赖关系，积极应对。 具体而言，在原料依赖方
面，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较弱，所以，双方的原材料不太可能成为显著改变双边关系的因素，这意味
着，中美之间因原材料进行的竞争将多于两国因此进行的合作，对此，中国需要着重应对中美因原料
问题产生的竞争和冲突，不要对中美原料合作抱有太大的希望。在市场依赖方面，中国对美国的依赖
性强，美国对中国虽有一定依赖但依赖性弱。这意味着，市场将成为美国处理对华关系时需要考虑的
因素之一，美国既可能从敏感性的角度看重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从而积极促进对华交流与合作，也可能
从相对脆弱性的角度以市场关系为要挟，压制中国答应美国的合作条件。美国具体怎样做，取决于在
具体的情境中美国的国内政治经济形势需要。对此，中国需要密切关注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当
美国国内看重中国市场的势力声音较大时，中国需要借势推进与美国的市场合作，积极利用美国开发
中国市场的愿望推进中国相关国家利益的实现；如果美国国内反对中国商品的声势较大时，中国则需
要借势推进从美进口，或者动员经销中国商品的势力与其相抗衡，维护中国相关利益。总之，中国需
要区别不同情况，综合权衡，巧妙应对。 在海外资本方面，中国已经逐渐摆脱了对美国投资的过度依
赖，同时，中国积累了巨额的美元外汇储备，导致美国对中国资本具有一定程度的敏感性依赖和脆弱
性依赖。目前，在金融危机形势下，美国对中国资本的依赖更加明显。中国应充分利用这种有利条件
，推动美国对华友好与合作，削弱美国对中国的敌视性做法。中国应该在双边场合明确无误地提示美
方，中国会从更好地实现中国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适当考虑美元外汇储备的使用方式，如果中国因
美元贬值而抛售美元或减持美国国债，美国将会遭受重大损失，所以，美国应该尽量在对中国有利的
框架内与中国合作，而不是强化竞争甚至遏阻中国的发展。如果美国在某些方面做出明显对中国不利
的举动，中国会果断地以手中的美元外汇为武器，回敬美国。如此，可以迫使美国少做对中国不利的
事情，在国际交往中尊重中国的国家利益。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明显好
转。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美国的这种变化不是因为美国对中国的根本看法改变了，也不是
中美之间的利害关系状态发生了根本变化，只是美国策略性地亲近中国的短期行为。中国必须对此善
加利用，利用这一机遇，尽可能引导美国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转化。毕竟，在中美关系中，中国目前
可打的牌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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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国对华中长期战略研究》抓住了关系中国未来的重大国际关系课题，而且观点很明确、史料很丰
富，也可以说很有前瞻性、概括性和说理性。同时，文中展示出的战略性思考与务实性观点很有参考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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