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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视角下美国对华国家战略焦虑及遏制举措

刘建江，罗虹钧  

（长沙理工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114）

摘要：当前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焦虑是二战以来继对苏联和日本后的第三次国家战略焦虑。初次战略焦

虑是基于美苏双方几无经济交集的战略竞争，是美国对苏联进行经济封锁、军备竞赛、舆论战和价值观

颠覆，并动用盟友力量全面对抗。对日战略焦虑则限于经济领域，主要通过打击日本半导体产业、贸易

战、整体上强迫日元升值来实现。而对华战略焦虑及应对举措更具全局性和激进性，是涉及经济、政

治、军事、科技、意识形态、舆论的全方位对华战略遏制，是用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联合全球盟友来对华

进行的组织化、体系化的竞争。对此，中国亟需清醒认识美国对华战略遏制的长期性和全面性，充分吸

取历史经验与教训，在坚定自身发展道路的同时做好应对准备，不断夯实自身实力以应对未来的不确

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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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anxiety of the United States towards China is the third national strategic 
anxiety since World War II， following those towards Soviet Union and Japan. The first strategic anxiety was based on a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few economic intersec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course of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unilaterally carried out economic blockade， arms race， public opinion war， and value subversion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and resorted to the power of its allies in an all‑out confrontation. The second anxiety against 
Japan is limited to the economic field， and mainly achieved through cracking down on Japan's semiconductor industry， 
waging trade war， and overall forcing Japanese Yen to appreciate. The the third strategic anxiety and response measures 
towards China are more global and radical， involving 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containment on economy， politics， 
military， ideology， public opinion， etc. which is an organized and systematic competition against China applying 
international rules led by the United‑States and his global allies. In this regard， China needs to have a clear 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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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its long‑term and comprehensive nature， fully absorb th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from the former two cases， and make 
full preparations to cope with the situation while firmly adhering to its own development path， and continuously consolidate 
its own strength to respond the uncertain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Keywords： American strategic anxiety； Sino‑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US‑Soviet hegemony； US‑Japan competition； 
global anxiety

一、问题的提出

21 世纪以来，中国快速崛起且经济规模不

断与美国接近，美国对中国逐步形成了类似于

二战后对苏联和日本的国家战略焦虑。所谓国

家战略焦虑，是指一国在发展进程中因外力或

外在因素改变而使其核心利益、既有路径与发

展趋势面临长期性的直接或潜在战略威胁，而

对主流意识领域产生普遍性、持续性的认知焦

虑，且被认为将对该国发展造成当期的或潜在

的、实质性的负面冲击，必须采取必要举措予以

化解  [1]。其中，美国的战略焦虑尤其对华战略

焦虑广受关注，且对全球政治经济影响深远。

这种焦虑源于美国雄厚物质财富、绝对军事能

力，以及“灯塔之国”光耀下普世价值观维护者、

国际秩序规则制定者、民主制度与发展模式典

范等自我定位，受到了来自中国的现实或潜在

威胁，从而产生了全方位的对华战略焦虑。

历史经验表明，二战后美国以超越世界

GDP 一半的份额为基础，主导制定了国际秩序

和全球治理规则，通过军事、金融和文化霸权长

期主导世界，并不断消弭其他国家对其绝对领

导地位的威胁。在 20 世纪中晚期，美国也经历

了两次战略焦虑。初次战略焦虑源自苏联及其

领导的华约组织对美国全球主导权的挑战，这

形成并导致美国对苏战略焦虑长达四十多年之

久。第二次则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日本经济迅

速崛起引发了美国政界和商界的深度恐慌，由

此产生对日战略焦虑。然而，随着苏联解体和

冷战结束，美国对苏战略焦虑消散。与此同时，

长期对日的“遏制”使日本陷入“失落的十年”，

由此，美国基本缓解了对日战略焦虑。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享受冷战后的“和平红利”，以一

国独霸的巨大优势进入 21 世纪，再度占据全球

GDP 约三分之一份额。

21 世纪初，美国发展开始出现一系列问

题。一是 20 世纪 90 年代的股市景气在新世纪

初期遭受 NASDAQ 网络泡沫破灭的影响而消

逝。二是“9.11”恐怖袭击的发生，导致美国将

反恐置于首要任务，这一事件被认为是美国霸

权下滑的标志 [2]。三是美国长期以来的产业空

心化、虚拟经济增长、赤字经济模式等问题的显

露沉重打击了美国的自信心，也暴露了其对世

界的掌控不再如以往 [3]。扎卡利亚认为，这标

志着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终结 [4]。四是中东乱

局，让世界认识到美国所谓的“灯塔”光芒不过

是其维护利益、掠夺资源的民主输出与战争幌

子。与此同时，21 世纪初的中国，借“入世”之

机迅速崛起，于 2010 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并首次达到了美国 GDP 的约 40%。

从 2016 年开始，中国快速趋近美国 GDP 三分

之二份额，已接近美国的战略焦虑临界点 [5]。

在这一大趋势下，美国对华的战略焦虑显现并

不断加深。

从历史来看，这一战略焦虑的最初迹象可

溯至 2009 年 7 月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启动，

其典型举措是激化亚太国家之间的领土争端。

这标志着新世纪美国对“反恐”战略反思后的初

步调整，并对中国经济的崛起产生了潜在担忧。

2014 年 5 月，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提出“美国梦”

大构想，宣称“领导世界一百年”，这可视为美国

战略焦虑的直接表达，是作为老牌大国对新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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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中国梦”的回应，同时也表明美国意欲应

对潜在的战略焦虑。2018 年 3 月 22 日，特朗普

政府发动对华贸易战，并成为引发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因素 [6]。而后，到拜登政府

执政至今，美国对自身霸权可能迅速旁落的对

华战略焦虑经历了由量变到质变的转换。由

此，引发了一个当前广受关注的问题：美国对华

战略焦虑，可谓二战以来美国第三次全面国家

战略焦虑。比较对华战略焦虑同前两次战略焦

虑的成因及化解举措，有助于我们挖掘美国对

华贸易战及经济“脱钩”举措不断升级的根源，

也有助于我们采取有效的应对之策。

二、二战后美国两次战略焦虑及化解回顾

从二战结束至 20 世纪末，美国经历了两次

战略焦虑，我们可以据此总结美国对其他国家

战略焦虑的一般规律和演进趋势的经验，并归

纳美国的一般性举措。

（（一一））美国对苏联的战略焦虑及化解之道美国对苏联的战略焦虑及化解之道

美国首次战略焦虑源于美苏争霸。二战

后，虽然苏联的 GDP 总量不及美国的三分之

二，但其在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强大实力使其成

为全球主导权的挑战者。这导致了美国长期的

战略焦虑，标志性事件是丘吉尔在 1946 年的铁

幕演说，由此开启了冷战时代。自 20 世纪 50 年

代以来，美国将遏制苏联视为核心战略，一直持

续了长期的冷战。

从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可谓是美国此种

战略焦虑的直接表达。虽然美国掌握了与苏联

对抗的主动权，但未取得绝对优势，苏联在全球

安全、全球治理和价值观等领域一直对美国构

成潜在威胁。为此，美国动用全球盟友资源开

启了全方位对苏遏制，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其一，全方位的经济遏制战略。自 1950 年

起，美国领导西方国家对苏联的经济贸易和技

术合作设置了多重枷锁与障碍，试图将苏联排

除在美国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之外，为此，它们

专门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COCOM）。美国

对苏联的经济遏制战略除了限制苏联获取全球

资源之外，还通过出口管制法禁运有助于加强

社会主义国家军事和经济实力的产品。在这种

严格的贸易管制下，美国对苏联的出口额急剧

下降，几乎没有经济联系 [7]。为了进一步削弱

苏联战略资源，扩大自身实力，20 世纪 70 年代，

美中建交并进入了“蜜月期”，期间，经贸关系成

为两国外交“压舱石”。

其二，激烈的军备竞赛。一是模拟可能的

战争，不断研制新武器和技术，发动代理人战争

以及挑起战争，例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阿

富汗战争。二是美国超前部署和利用欺骗手段

来升级军备竞赛，例如，美国提出“太空大战”理

论并启动“星球大战”计划，以迫使苏联投入大

量资金进行太空探索。军备竞赛导致苏联产业

结构失衡，轻工业领域滞后。此外，还有学者指

出，美国当时不断宣扬“航母无用论”，鼓励苏联

领导人将资源投入到潜艇研发中，导致苏联陷

入“航母困境”。

其三，舆论战、价值观颠覆与文化渗透。一

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制造舆论，丑化社会主义

阵营的国际形象，使用“铁幕”等词攻击苏联和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将其描绘为“洪水猛兽”，损

害其国际声誉，并在美国国内的电视节目和文

学作品中抹黑苏联形象，放大苏联民众对政府

的不满情绪。二是建立了庞大的情报网络进行

内部渗透，通过丰厚利益来策反苏联高官，并大

肆宣传西方制度的优越性，动摇苏联高官对苏

联体制的信心。三是通过各种文化产品向苏联

民众进一步传播西方制度的优越性，极力夸大

苏联国内服务和产品的匮乏情况，削弱苏联统

治的基础。

最终，这些策略导致了苏联的解体。至此，

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享受了冷战后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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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利”，巩固了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新经济时代

的全球化基础。基辛格认为，通过对苏联的漫

长遏制，美国成功化解了苏联的挑战，阻止了其

军事和政治的扩张能力，并且有效地管理了两

个核大国之间的冲突，确保了美国政治权力的

稳定 [8]。至 2018 年，继承苏联衣钵的俄罗斯的

名义 GDP 仅相当于美国 GDP 的 8.1%，已不再

构成美国战略焦虑的威胁。①

（（二二））美国对日本的战略焦虑及化解之道美国对日本的战略焦虑及化解之道

从 20 世纪 60 年代末开始，日本逐渐崛起成

为全球第二大资本主义工业国，其 GDP 所占世

界份额由 1970 年的 7.09% 上升至 1991 年的

15.04%，逼近美国当年 GDP 的三分之二，引发

了美国对经济霸权不保的战略焦虑。1994 年，

日本 GDP 世界份额占比更是达到历史最高峰

的 17.92%。1995 年，美国 GDP 为 7.64 万亿美

元，而日本 GDP 为 5.55 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

GDP 的 72.64%，已达到挑战美国国家经济规

模的临界点。20 世纪 80 年代晚期，日本企业更

是一掷千金购买圆石滩、洛克菲勒中心等美国

标志性项目，这些被描述为“日本人买走了美国

的灵魂”，引发美国恐慌。与苏联主要涉及政治

和军事领域的战略焦虑不同，日本带来的战略

焦虑主要在于对美国经济霸权和美元霸权的

挑战。

美国对日本的战略焦虑化解方式集中在经

济领域，因为两国并不存在本质的意识形态冲

突与道路分歧，所以美国对日战略焦虑的化解

之道是利用日本对其市场的高度依赖以及巨额

的贸易顺差，将自身的贸易逆差劣势转化为双

边贸易摩擦优势，通过全面遏制日本经济来化

解战略焦虑。

其一，采用多种手段限制日本半导体产业

的发展。一是直接制裁。美国利用其广泛的情

报网络，以“巴统”为名控告东芝向苏联出口机

床，导致其被重罚和其工作人员被逮捕。二是

指控关键人物。1982 年，以产业间谍罪逮捕日

立及三菱员工，指控其涉嫌窃取 IBM 公司技

术。三是加征芯片关税，继续利用反倾销等手

段，实施高额惩罚性关税，打击日本半导体竞争

力。四是施压迫使日本开放芯片技术专利，使

之失去技术竞争力。五是大力扶持包括富士通

在内的其他企业，培育竞争者。六是成立排除

日本光刻机龙头尼康、佳能的联盟，并进行市场

倾斜，最终导致日本光刻机龙头企业被荷兰阿

斯麦公司反超。七是直接签订对日不利协议。

1986 年签订的《美日半导体协议》要求日本开

放半导体市场、保证外国公司 5 年之内在日本

获得 20% 的市场份额。另外，里根政府还打着

危害国家安全的名义，禁止日本富士通收购

Fairchild 计算机公司。

其二，采取无休止的贸易调查来限制日本

的出口。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美国对日本共进

行了 15 次调查，涵盖汽车、钢铁、电信等多个领

域。1987 年，美国直接对日本商品征收高额惩

罚性关税，总值高达 3 亿美元，关税率高达

100%。

其三，通过迫使日元升值，削弱日本的整体

竞争优势。1985 年的“广场协议”被视为是美

国“制造”的重要手段，旨在制约日本的持续发

展  [9]。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此协议实际上是美

国动员全球盟友资源来遏制另一盟友的典型案

例，与北约对抗苏联的模式相似。在随后的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日本进入了所谓的“失落的

十年”。截至 2007 年，日本的 GDP 仅相当于美

国的 31%，2017 年下降到美国的 25%，2022 年

降至美国的 16%。显然，作为挑战者，日本也已

失去了成为美国战略竞争对手的地位。

三、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焦虑的形成

自中美建交以来的四十多年，美国一直采

用以“接触”为核心的对华战略 [10]。这一战略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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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战略克制和经济自由主义两个要素，主要通

过促进中美双边经贸合作来引导中国在各领域

朝着美国期望的方向发展。然而，2008 年金融

危机后，随着中国崛起速度的加快，以及与之相

对的美国衰落，美国对华战略开始发生变化。

（（一一））美国对华战略由美国对华战略由““接触接触””向向““接触接触++遏遏

制制””及及““遏制遏制””转化的过程转化的过程

第一阶段美国对华战略是由“接触”向“接

触+遏制”转变。这一转变的转折事件是 2008
年的金融危机，而后 2009 年美国“重返亚太”战

略的开启则标志着向“接触+遏制”转变，其直

接手段是不断挑起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

端。到奥巴马政府第二个任期，美国对华战略

已基本偏向“接触+遏制”战略，既保持双边经

贸合作关系，又在关键领域加强与中国的竞争。

在 Blackwill 等发布的《修改美国对华大战略》

报告中，中国已被列为美国最主要的战略对手，

其主张从支持与合作向施压与竞争转变 [11]。特

朗普执政后，迅速调整对华战略定位。外交顾

问 Gray 等认为，前“亚太再平衡战略”不够强

硬，军事遏制力度不足，对中国威慑作用有

限 [12]。因而，他们主张采取更强硬的外交政策，

倡导“以实力谋和平”，并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

对手”和“修正主义国家”。2017 年，美国发布

了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报告，明确将中国

定位为竞争对手，凸显“遏制”的战略共识 [13]。

同年 3 月，美国国会宣布结束“亚太再平衡战

略”，采取“遏制+接触”战略，表达对中国崛起

的担忧，以及对全球领导地位的“地位焦虑”[14]。

第二阶段美国对华战略是由“接触”向“遏

制”转变。这一阶段的关键事件包括 2018 年爆

发的中美贸易战以及美国政治上对台湾和南海

的强化。2018 年 8 月，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签署

了《2019 年国防授权法案》，该法案囊括了禁止

从中国采购敏感材料、禁止使用中国制造的通

信与监视设备、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军事演

习等诸多内容，并多次提及中国及中国台湾。

该法案要求全方位进行“中国关注”，再次明确

了“与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是美国的首要任务”

（第 1261 条），并推出“全政府对华战略”，全方

位实施对华遏制。此外，美国前副总统彭斯在

2018 年的演讲中针对中美贸易争端、南海问

题、台湾问题和中国海外投资等方面对中国提

出了指责。Rudd 认为，这一演讲代表美国对中

国四十多年战略“接触”的结束，取而代之的是

美中进入战略竞争期 [15]。

（（二二））全面战略焦虑伴随全面对华遏制战略全面战略焦虑伴随全面对华遏制战略

开启开启

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趋近或超越了预期，这

加剧了美国的战略焦虑。建制派出身的拜登总

统曾为奥巴马政府的副总统，众多学者一度认

为其上任后将基于对华“接触”理念来推进中美

关系，避免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但事实表明，

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延续了前政府的战略方向。

不同之处在于，拜登政府在对待中国问题上寻

求国内两党合作，同时积极与盟友合作，动用全

球资源来实施对华脱钩和多领域施压。为此，

美国构建了基于价值观、特定技术领域、特定地

缘等为基础的多个排华性联盟，这与二战后对

付苏联的手段相似。张宇燕等将这一中美关系

的质变描述为美国对华政策从“接触”调整为

“规锁”[16]。

2022 年 2 月，俄乌战争爆发导致全球地缘

政治格局急剧变化，引发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进一步加速，同时也加剧了美国对华战略焦

虑。在这一局面下，中美贸易战和科技竞争进

一步升温，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被美国列入“负

面清单”，多个以“排华”和“遏华”为目标的美国

主导组织涌现，全球性的对华“遏制”行动逐渐

展开。拜登政府在近三年内持续升级对华遏制

措施，反映了美国对华战略焦虑的不断加深。

2022 年 8 月，拜登签署了《芯片与科学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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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 10 月，美国发布了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

告，明确将中国视为美国的“唯一全球竞争对

手”，宣称未来十年将决定中美竞争的结果，这

凸显了美国对华战略焦虑和冷战思维 [18]。同年

12 月 23 日，拜登正式签署《美国 2023 年国防授

权法案》，其中有大量涉及中国台湾问题的内

容。2023 年 7 月，美国国会通过了牵涉中国台

湾和中国领土问题的《2024 财政年度国防授权

法案》，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

公报，破坏了中美政治互信和合作的基础。这

一系列事件表明，美国正采取更强硬的对华

政策。

从 2022 年 12 月开始，美国设立了多个机构

和委员会专门处理中国事务，主要包括：国会的

“国会—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国务院的“中国

小组”、CIA 的“中国任务中心”、五角大楼的“中

国工作组”，以及众议院的“美中战略竞争众议

院特别委员会”。特别是成立于 2023 年 1 月的

“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宣称旨在通过与

外交委员会、军事及情报委员会等常设委员会

加强协作，更协调地应对中国问题，实现“帮助

赢得对华竞争”的“雄心”。由此可见，中国问题

已成为美国超越党派和利益集团的共同关切。

美国正在不断加强在地缘政治、金融、科技、舆

论等方面的对华遏制措施，将意识形态和价值

观结合，联合盟友共同应对中国。这表明美国

对华战略焦虑正在全面升级。中美关系正经历

全局性、全球性的竞争状态，有滑向“新冷战”

之势。

四、比较视角下美国对华战略焦虑及遏制

举措

（（一一））经济上以贸易战为核心全面推进对华经济上以贸易战为核心全面推进对华

经济层面经济层面““脱钩脱钩””

美国在经济领域的对华遏制有着对日本进

行战略遏制时的影子，但又有所不同。美国对

华战略遏制的核心表现是中美全面贸易战，涵

盖金融、产业和科技等领域，旨在实现中美全面

的经济“脱钩”和“断链”。此外，美国还强调其

价值观，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排挤中俄，以促

进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与中国的“脱钩”和

“断链”。

1. 中美贸易战

美国借鉴了对付日本的经验开展对华贸

易战。此举是基于顺差国常处于弱势的历史

经验，认为中国将同日本一样作出让步。始

于 2018 年 3 月 23 日的中美贸易摩擦，逐步上

升至中美全面贸易战。尽管经历了多达 12 轮

的谈判，但美国仍三次改变立场，不断升级冲

突，反映了其不稳定性和常用策略。美国认

为，中国的贸易顺差导致了其对美国市场的

重大依赖，美方希望借助逆差国家所拥有的

话语优势，迫使中国让步。但美国的施压遭

到 中 方 的 同 步 对 等 反 制 ，导 致 其 损 失 超 过

收益。

2. 重点打击关键核心领域的龙头企业

一是对中国的打击主要集中在 5G 领域的

龙头企业，尤其是华为和中兴，这与过去美国对

付日本的策略一致。自 2018 年以来，美国共对

华为实施了四轮不断升级的制裁，最终于 2022
年底迫使美国企业向华为“断供”芯片，这远超

以往对日本企业的打击程度。未来，美国可能

继续加强对华为等龙头企业的制裁，包括切断

美国企业与华为的合作。

二是对中国高科技企业普遍实施制裁，旨

在全面遏制中国的科技发展。截至 2023 年 3 月

底，已有 1 110 家中国企业被美国列入“负面清

单”，几乎覆盖了中国高新技术领域的核心环

节。2022 年 10 月 15 日，美国将 36 家中国企业

列入“黑名单”，包括以寒武纪为代表的 21 家人

工智能芯片企业，以此强化对它们的限制，并试

图切断中国与全球芯片产业链的联系，包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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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生产设备、零部件供应商以及下游芯片成品

等，旨在将中国从全球芯片产业链中隔离，形成

所谓的“芯片孤岛”。

三是采取了对特定人群的制裁措施。例

如，2018 年 12 月，美国非法扣押了华为创始人

任正非之女孟晚舟。此外，在 2022 年 10 月 14
日，美国还宣布了禁止美籍专家任职中国半导

体行业，意在全面扰乱中国半导体产业链。同

时，美国还限制了中国学生进入如生物技术、人

工智能（AI）、机器学习等美国高新技术领域学

习或交流。

3. 全球布局打击以半导体为核心的中国关

键产业

美国着力遏制以半导体为核心的中国关键

产业发展。除上文提到的对核心技术打击、实

施“实体清单”限制、强化技术禁令等，还有以下

两点策略：一是对半导体产业进行中长期布局。

美国《2022 年芯片和科学法案》发布了“国家安

全护栏条款”，旨在限制受政府支持的企业在十

年内不得与中国半导体相关领域开展重大交易

或扩大高端芯片产能。二是不遗余力谋划半导

体全球布局来围堵中国。尤其是通过建立芯片

“四方联盟”来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

芯片企业合作，以协调产能供应、共享技术和标

准、设备和材料供应，并同步对中国实施限制性

措施。这一系列手段旨在构建全球半导体壁

垒，阻碍中国的崛起，并将半导体产业链的各环

节掌握在美国手中。

4. 联合盟友共同推进对华经济竞争

美国借鉴对付苏联的经验，积极联合盟友

对抗中国，将中国描述为“修正主义大国”和“国

际秩序的长期挑战”。他们以“维护全球供应链

安全可靠”为幌子，组建各种排华经济圈子，采

用“友岸外包”和“小院高墙”政策。这一系列措

施旨在创建“俱乐部”式产业链和供应链，以动

员全球资源推动对中国的“脱钩”，这些成为美

国对华经济政策的重点。

一是修复与盟友的关系，侧重共同价值观，

高举意识形态旗帜。美国力图用共同价值观来

巩固传统盟友的团结，共同对抗中国，并寻求以

基于价值观的全球化取代基于市场和规则的全

球化，如清洁网络计划、数字联盟、5G 联盟等数

字竞争的新组织。

二是启动“印太战略”。2018 年，特朗普政

府出台的《美国印太战略框架》，目标是维护“实

力优势”和“领导地位”，以对抗中国在印太地区

的实力和影响力，并增强与同盟伙伴的关系网

络。作为该战略的一部分，“印太经济框架”应

运而生，被视为美国替代“一带一路”倡议的工

具。在地缘层面，“印太经济框架”旨在加强与

地区盟友的安全与经济合作，更好地同中国竞

争，特别是通过重塑供应链，构建美国—日韩—

印度+东南亚的供应链系统，以间接排除中国

在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

（（二二））政治与军事上化解战略焦虑举措政治与军事上化解战略焦虑举措

中国既是经济大国，又是军事大国。美国

因此产生的对华战略焦虑与对苏联和日本的战

略焦虑地化解举措不同。

1. 整体上的武力遏制举措

一是军事恐吓。借鉴对付苏联的“星球大

战”计划，美国实施对华军事恐吓，如将 60% 的

美国战舰部署在太平洋，显示其在战略上已有

布局。一些美国官员甚至提到只有通过“武装

冲突”才能阻止中国的强大军事力量 [18]。

二是提升军费开支。2019 年度，美国军费

预算增至 7 160 亿美元，创下里根时代以来的最

大涨幅，超越了军费预算排名位居美国之后的

九个国家的军费总和。到 2023 年 3 月底，美国

的年度军费预算达到了 8 420 亿美元，创下历史

新高。

三是扩大反华盟友和友好国家圈子。这包

括修复与传统盟友的关系，通过渲染中国“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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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来争取欧洲盟友的支持，并在北约峰会上

讨论中国的“安全影响”。此外，美国还推动了

亚洲“小北约”的构建，继续加强美、日、韩军事

同 盟 ，并 组 建 了 以 美 、英 、澳 为 核 心 的

“AUKUS”和 以 美 、日 、印 、澳 为 核 心 的

“QUAD”。至今，美国还在持续推进“印太战

略”，试图将更多非盟友纳入对抗中国的准军

事同盟，并将中国台湾纳入其“印太战略”布局

中。这些“努力”旨在形成一个“全面有效”的

对华准军事同盟。

2. 局部升级“台湾牌”与“南海牌”

美国的战略目标是限制国际力量向中国倾

斜，增强自身在地区的影响力，企图通过这些举

措瓦解中国的领土完整、分散中国的战略资源，

以达到长期遏制中国崛起的目的。

一是通过升级“台湾牌”，挑战一个中国政

策。这包括通过美国立法来获得法理支持，如

签署“与台湾交往法案”、通过“台湾保证法”和

“重新确认美国对台及对执行台湾关系法承

诺”议案等 [19]。同时，美国还不断增加对台军

售规模，频繁派遣军舰穿越台湾海峡，升级官

方往来 [20⁃21]。 2022 年 8 月 2 日，佩洛西窜访台

湾事件爆发；2022 年底，美国《2023 年国防授

权法案》②发布了严重冲击中美关系底线的相

关内容；2023 年 4 月，蔡英文窜访美国更是加

剧了台海动荡。这些行动表明，美国对台政策

的升级和强化，可能成为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

之点。

二是升级“南海牌”。南海问题作为美国对

华施压的手段，主要以所谓的南海航行自由为

理由。其举措包括：通过《2019 年国防授权

法》，要求公开报告中国在南海的“军事与威吓

活动”，将南海问题作为对华遏制的抓手；2022
年，美军共派出约 600 架次军机，在南海上空近

距离搜集情报；2023 年初，美国和菲律宾还达

成新的军事合作，美军意图在菲律宾巴拉望岛、

吕宋岛在内的区域增设 4 处军事基地，直接增

加在南海地区对中国的压力。此外，美国和一

些盟友还在涉港、涉疆、涉藏、涉疫、人权等问题

上，向中国施加压力。这些举措显示美国试图

通过多方面手段限制中国进一步扩展地区影

响力。

（（三三））在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上对华竞争在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上对华竞争

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竞争是美国对付苏联的

“法宝”之一。基于此，美中竞争还增加了意识

形态与制度层面的纠葛，意识形态领域也是美

国不遗余力对华竞争的战场。与 20 世纪 80 年

代的美日经济领域的竞争不同，美中竞争的主

要焦点之一是制度和价值观。综合实力处于相

对弱势的中国担心美国搞“和平演变”，损害自

身主权和领土完整 [22]。

1. 贸易规则与价值观挂钩

美中竞争已经演变成一场充满意识形态色

彩的国际权力较量。美国将自身制度视为人类

历史上最完善的制度，当面临问题时，美国会指

责其他国家尤其是中俄的制度和民主体系。面

对中国不断崛起之势，美国不断攻击中国改革

开放以来的社会制度和经济模式，并试图抹黑

和污名化中国的成功。美国政府甚至声称中国

正在输出其审查制度和政治观念到其他自由世

界国家 [23]。拜登政府借俄乌冲突鼓吹“民主对

抗威权”，推动西方国家形成所谓的“价值同

盟”，强调“以我划线”的价值观贸易，构建“小院

高墙”的格局。同时，美国试图在贸易领域利用

政治手段，强行将“市场经济地位”与贸易挂钩，

以推动与中国的脱钩，并否认中国的“市场经济

国家地位”。这一策略可能成为美国孤立主义

对华政策和全球价值链重新塑造的关键工具。

美国政府还向国会提交报告，指责中国的经贸

模式违反 WTO 原则，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工

人和企业造成了严重伤害 [24]。此外，美国还强

调要用“数字民主”对抗“数字威权”[25]，将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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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领域的价值观纳入竞争中。

2. 攻击中国“一带一路”输出“模式”

在冷战结束后的 20 世纪 90 年代末和 21 世

纪初，美国积极推广自己的民主制度和价值观

至第三世界国家，甚至不惜发动战争，试图引导

政权变革，如在中东和北非地区激起了所谓的

“颜色革命”。然而，这些“努力”导致相关地区

出现政局不稳、经济困难及社会动荡。例如，南

斯拉夫解体和伊拉克战争导致了教派冲突和恐

怖袭击，民生水平下降，安全状况恶化，影响扩

散至叙利亚等周边国家。美国还参与了长达

20 年的阿富汗战争，耗资巨大，造成大量军人

和平民伤亡 [26]。这些事件表明，美国的民主输

出策略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

相比之下，中国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中国

集中精力改善国内基础设施，推动创新驱动发

展，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在应对全球新冠疫情方面，中国更是表

现出了制度优势，迅速控制了疫情传播，率先实

现了复工复产。因此，美国不断试图通过强调

价值观差异来修复与盟友的关系，构建对华的

围堵联盟。美国的竞争目标不仅仅是遏制中国

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将中国置于美国主导的国

际秩序之下。

3. 借俄乌冲突生事

俄乌冲突升级以来，美国不断升级对俄罗

斯的舆论战强度，化身所谓“和平卫士”，强调

“民主与威权”的对抗，试图将俄罗斯贴上“原

罪”标签，营造悲情氛围。2022 年 6 月 7 日，美

国国际发展署署长鲍尔公开声称中俄为“威权

政府”，鼓动西方国家捍卫“民主”来对抗“威

权”。然而，美国又与盟友大规模向乌克兰提供

武器支援，甚至包括集束炸弹等重型武器。同

时，美国也积极诋毁中国，宣称中国“站队俄罗

斯”，并表示有“中国军援俄罗斯”的证据，试图

在舆论和价值观层面制造冲突。

五、美国三次国家战略焦虑的异同性

（（一一））三次国家战略焦虑的相似点三次国家战略焦虑的相似点

当前，美国正处于对华竞争的第三次国家

战略焦虑，且是综合了前两次战略领域的更深

层次的全面战略焦虑，与此伴生的也是全方位

的对华战略遏制。三次国家战略焦虑的相似点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源于守成大国对挑战大国的焦虑

美国对华战略焦虑的一个重要症结缘于大

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即历史上大国崛起

可能引发的潜在挑战，这种挑战源于崛起国家

与现有霸权国家之间的竞争。Onea 建构了一

个霸权国家与崛起国家之间的竞争逻辑并指

出，霸权国往往比崛起国更易于产生战略焦虑，

并采取更具进攻性的策略，从而增加冲突的风

险 [27]。尤其对中美关系而言，美国作为现有的

霸权国家，担心中国的崛起可能威胁到其霸权

地位，甚至可能在未来被中国取代其国际秩序

主导者的地位。

2. 美国动用盟友力量对付挑战国家

在冷战时期，美国面对苏联这一强大对手，

成立了北约组织并以此为基础采取了全面的联

盟战略。随着冷战结束，美国面对了日本崛起

的挑战。在对待日本时，美国采取了侧重经贸

冲突的策略，签署“广场协议”、成立“七国集团”

等国际组织来解决贸易不平衡和协调应对经济

挑战。目前，美国面对中国的崛起，也在采用类

似的联盟策略，通过积极整合盟友和非盟友，调

动全球资源增强遏制力，以应对中国在经济、技

术和地缘政治方面的挑战。例如，美国通过强

化与亚太盟友的关系，如日本、韩国和澳大利

亚，来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存在感。同时，美国还

在如联合国、WTO 等国际组织中积极行动，以

协调对中国的政策。

总的来说，美国对抗挑战国家时，均借助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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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策略动员盟友和非盟友的力量来加强遏制力

和应对挑战。这一策略在美国的国际关系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为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提供了

有力支持。随着国际局势的不断演变，联盟策

略将继续发挥其关键作用，帮助美国应对新的

挑战。

3. 战略竞争均经历了漫长时期

战 略 竞 争 在 国 际 政 治 中 是 一 个 持 久 现

象，经常伴随着不同国家之间的权力和利益

争夺。如美苏冷战、美日贸易战，以及当前的

中美竞争。这些竞争通常经历了漫长的时

期，塑造了国际关系的走势，并深刻影响了各

国的政策和战略。美苏冷战是 20 世纪最显著

的战略竞争之一，长达四十多年。冷战结束

后，美国转向了对日战略竞争，其战略焦虑地

化解也历时近二十年。当前的中美竞争也被

视为一场漫长的竞争，美国对中国存在全面

的战略焦虑，包括经济、技术、地缘政治和安

全等领域。这一竞争预计随着中国持续崛起

将长期存在。

（（二二））三次国家战略焦虑的差异性三次国家战略焦虑的差异性

三次国家战略焦虑的差异性主要取决于美

国与竞争对手之间政治经济关系的不同。

1. 竞争对手国家属性不同

苏联是美国认定的极权国家，其以权力至

上原则（权力逻辑）为基础，权力逻辑主导国家

行为，难以集聚对抗美国的战略资源，在外来强

大压力下容易导致极化进而使国家崩溃。日本

则是美国认定的自由市场国家，遵循资本至上

原则（资本逻辑），同样容易产生极化现象，但由

于其在政治、意识形态、制度上紧跟美国，因而

在面对美国遏制时仅在经济层面退让。而中国

是社会主义国家，以人民至上原则（人本逻辑）

为基础，中国政治稳定、经济有序发展，避免了

国内极化现象。同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全

过程人民民主制度有助于实现国家复兴。这些

因素使得美国的对华遏制难以奏效，同时也加

重了美国的战略焦虑。

2. 美国与不同对手之间的交集不同

美国化解对苏联的战略焦虑之时，双方几

乎没有经济上的交集，只有意识形态、价值观、

政治、军事、制度等领域的冲突与竞争。故美苏

争霸，是公开性的大国博弈，主要围绕意识形态

来竞争，突显价值观之争。美国化解对日本的

战略焦虑之时，双方是属于盟友关系，没有政

治、军事上的竞争，只是经贸领域的竞争。而

且，美日之间是非均衡的相互依赖关系，日本经

济高度依赖美国，其军事安全由美国保障，美日

之间在政治上是深度交融无竞争，在经济上是

深度竞争性与强依赖性。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焦虑是全面的、多元的，

是建立在两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众多

领域均存在全方位的深度交集之上的相互竞

争。双方互动频繁，具有高度的互嵌性，“杀敌

一万”难免“自损八千”。中美双方各领域形成

的深度交集，意味着美中战略竞争兼具全局性

和全球性。

3. 美国对付不同竞争对手的手段不同，对

方反应机制也不同

美苏争霸表现为全球地缘政治长期竞争。

美国侧重技术封锁和军事施压，并集合了盟友

共同对付苏联，着力于意识形态之争，同时展开

多领域竞争。由于双方经济交往有限，对抗政

策受内部约束。

美日竞争以经贸领域为主，包括贸易冲突、

核心产业控制、强制升值日元和金融战。美国

从单个龙头企业、产业政策到整体贸易手段对

日本展开全面遏制，再通过“广场协议”强迫日

元升值，基本上是经济领域的全面遏制。由于

严重依赖美国市场，且在政治上被压制，日本无

法抵御强大遏制措施，只能被迫让步，最终失去

竞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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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竞争则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经

济领域的全面竞争。从贸易战至以科技战、金

融战为代表的产业全面“脱钩”战，涉及对全球

资源创造、生产和支配能力的竞争。二是向全

球展示未来发展模式之争，是关乎西方现代化

模式和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竞争。

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背景下，双方均会不

同程度受到国内多方约束，也会有不同的声音。

中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正在充分发挥自

身的制度优势凝心聚力，用中国式现代化创造

人类文明新形态，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中国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获得国际广泛

认可。美国的对华遏制策略，如寄予厚望的贸

易战，对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影响巨大，还成为

助推美国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

4. 竞争结果可能不同

美国对二战后两轮战略遏制结果非常满

意，即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和日本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的“失落的十年”。此后，美国把控全球

的自信心不断膨胀，不断挑起对外战争，例如阿

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策动“阿拉伯之春”导

致中东乱局。实际上，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

单极世界中，美国对外用兵 42 余次，比冷战时

期高出一倍多。由此，间接显示了没有战略焦

虑的美国对自身发展道路、发展模式、政治制

度、价值观的极度自信，对全球治理的把控无所

顾忌。但中国是一个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

战略优势，强大的国家资源配置能力和驾驭能

力的国家，注定成为美国的一个超级竞争对手。

中美未来战略竞争，取决于未来两国如何做好

自己的事情，如何达到平衡。

六、对策思路

美国对华战略焦虑已远超潜在亚太威胁，

涵盖了更深层次的全方位战略担忧，并伴随着

全面的对华遏制。

（（一一））充分认识到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焦虑之充分认识到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焦虑之

下的全面战略遏制下的全面战略遏制

中美贸易战以前，美国的主要焦点集中在

地缘政治地位，以及中国崛起所带来的经济、海

权、科技和制度等方面的挑战。然而，自俄乌战

争以来，美国的对华战略焦虑已演变为全方位

担忧，涵盖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意识形态和

太空竞争等多个领域。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已

开始采取广泛的对华遏制政策，积极组建国际

联盟，旨在在国际舞台上合力打压中国。尽管

美国一再强调要避免“新冷战”，但其对中国采

取攻击性立场的战略导向仍然在核心问题上显

而易见 [28]。这种态势表明，美国对华全面战略

焦虑正引领其对中国的全面战略遏制。

在这一新背景下，中美两国需要以智慧来

控制竞争的“烈度”，以避免升级为热战。这不

仅是两国之间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也关系到

全球范围内的共同挑战。因此，对中国而言，需

要进一步坚定和强化和平崛起的战略定位，寻

求超越两国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分歧，以开放、务

实和建设性的态度寻求合作，解决共同关心的

全球问题。在这个关键时刻，智慧的外交和政

治决策将对未来的国际秩序产生深远的影响，

需要中国同美国乃至国际的领导层共同努力，

以建立一个更加和平与繁荣的世界。

（（二二））明确应对美国对华战略焦虑的长期性明确应对美国对华战略焦虑的长期性

二战后的历史经验清晰地展示了美国所经

历的两次国家战略焦虑时期，这些焦虑通过对

挑战国长期的战略遏制策略最终得到解决，让

美国成为独霸世界的超级大国。然而，从另一

个角度来看，一旦美国陷入战略焦虑，国家战略

就会服务于解决焦虑，并秉持守卫霸主的地位，

引导整合全国乃至全球资源来对抗崛起国的挑

战。正如基辛格在 2018 年底所评价的那样，

“中美关系已无法回到过去。”[29]实际上，这种对

抗同过去对苏、对日一样，对当前及未来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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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构成长期的严重挑战。但与苏、日不同的

是，基于人本逻辑的中国以人民至上为原则，中

国政治稳定、经济有序发展，避免了国内极化现

象。在面对外来强压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

全过程人民民主将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主义制

度的强大执行力，凝聚全国、全民族的力量来共

同对抗外敌，这将挫败美国对华遏制企图。当

前，中美战略竞争才刚刚开始，我们必须做好长

期准备。这需要我们同美方构建一种全新的关

系，基于中美之间的长期竞争现状，应对未来美

国可能采取的长期遏制战略。这实际上是一场

漫长的马拉松角逐过程，需要中国耐心、谨慎而

有远见地制定战略，同时与美国建立一种稳定

和可持续的合作关系。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需

要吸取历史教训，不断适应和发展，以实现国家

的长期利益和全球的和平繁荣。

（（三三））对美国全面战略焦虑所体现的巨大遏对美国全面战略焦虑所体现的巨大遏

制力有承受力准备制力有承受力准备

目前，美国的对华战略焦虑已经转化为一

种全面战略遏制，从历史中循迹，苏联和日本都

曾在美国的全面遏制政策下失败，这表明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国际环

境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当前，虽然中国在多个

领域与美国仍然存在差距，尤其是在高新技术、

高端制造和军事领域。中美贸易战揭示了这些

差距，特别是在基础技术研发方面。此外，中美

贸易战、金融战、科技战和产业脱钩仅仅代表了

美国对中国全面遏制政策的一部分。中国正面

临越来越多的经济压力和地缘政治挑战，这种

情势可能导致中美及全球范围内的“脱钩”和

“断链”风险上升，不仅影响经济关系，还可能牵

涉政治、军事甚至价值观。历史经验表明，美国

国家战略焦虑可能具有极强的破坏性，尤其是

考虑到美国动员全球资源来遏制竞争对手的潜

力，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具有全方位性和战略性。

中华民族一直是拥有强大抗压能力的民

族。中国必须集中精力进行自我发展，避免卷

入“新冷战”。同时，中国应坚定“四个自信”，提

升自身实力，通过更高水平的开放来促进经济

更深度地融入全球，与全球资源更紧密地合作，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凝心聚力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以应对美国的全面战略遏制。

[注释]
① 冷战期间代理人战争不断，战后所构建的雅尔塔体系从

总体上维系了大国利益分配和力量均衡的格局，却并未

发展成为大国间的战争，世界经济也在平衡与不平衡的

交替中发展。

② 2023 年 12 月 23 日，拜登总统正式签署美国《2023 年国防

授权法案》，总额超过 8 500 亿美元。该法案包含大量涉

台消极条款，比如授权未来 5 年提供给中国台湾 100 亿

美元军事援助、建议“美台联合军演”“邀请台湾参与

2024 年环太军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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