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 事 評 析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62期／2013.06.30 100   

美國與中國的競合關係 
—對習近平、歐巴馬高峰會之觀察 
 

●林文程／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 

 
 
 

壹、前言 

  美國歐巴馬總統（Barack Obama，中國譯為奧巴馬）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6月

7～8日在加州的安納柏格莊園（Annenbery Estate）舉行非正式高峰會，兩人見面的時間

比原先計畫利用今年9月在俄羅聖彼得堡（St. Petersburg）舉行G-20高峰會之便，來舉行

習近平上台後之首次中美高峰會，提早三個月，1顯示兩國領導人高度重視兩國之雙邊關

係。兩人會談的時間長達八個小時，有足夠的時間來談美中關係中的許多問題。 

  這次高峰會深受各界之矚目，當然國際觀察家所關注之焦點，在於兩國領導人究竟

談了哪些問題、獲得哪些成果、以及對兩國未來的關係產生何種影響。更讓人關心的是習

近平這位中國第五代領導班子核心對中美關係、東亞情勢、及許多重要國際問題之看法。 

貳、美中關係的特質 

  美國與中國存在既衝突又合作之關係，這是眾所皆知的事情，這次美中高峰會雙方

所提出的問題相當程度反映兩國關係的特質。歐巴馬提出人權、經貿問題（包括人民幣

匯率、智慧財權保護等）、氣候變遷、釣魚台和南海衝突、北韓核武、以及中國駭客入

侵美國公司及國家安全體系盜取商業機密、科技、及情報所引起之網路安全問題，2其中

網路安全問題首次出現在兩國高峰會之對話，顯示美國對中國網軍之猖獗行徑已經難以

忍受。此外，釣魚台和南海主權爭端問題占了兩國領導人談話相當實質的時間，顯示中

國近幾年對東海和南海主權爭端趨於強勢的作為，造成這兩個地區緊張情勢大為升高，

已引起美國的高度關切。 

  習近平則提出美國停止對台軍售、中美經貿的一些問題（要求美國放寬高科技產品

輸往中國之限制、保障中國在美國資產安全、為中國企業赴美投資提供公平環境等）

等。整體上，習近平所談的大都是較虛幻的大原則、大架構主張，而歐巴馬所提的大都

是具體、實質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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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上訴問題之交鋒，歐巴馬以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簡稱TRA）所規

定美對台軍售義務，拒絕習近平之要求；習近平同意成立兩國網路工作組之以拖待變的

策略，來回應歐巴馬對中國之指控。此外，習近平在釣魚台和南海主權問題上持續採取

強硬政策，強調中國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之堅定立場。對於兩國之經貿磨擦，習近

平重複合作、對話、協商之字眼，但是是否具實質意義則有待未來之實踐來證明，至於

人權、智慧財產權保護、人民幣升值等問題，習近平之談話可說是老生常談、了無新

意，並沒有任何讓步。雙方會談較有進展，也讓美國較為高興的是中國對北韓核武問題

之立場，習近平承諾加強與美國合作，包括增強對北韓施壓，以達成北韓放棄核武之最

終目標。此外，兩國也同意在氣候變遷問題上合作。 

  事實上，這次高峰會再度證明只有對雙方均有利的問題，兩國才有合作的可能性，

例如北韓發展核武並不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而且北韓最近幾年之挑釁行為，不僅使中

國承擔國際社會的重大壓力，也損及中國與南韓、日本和美國之雙邊關係，還鼓勵南韓

加強美國之安全合作，中國許多政治菁英早就對北韓高度厭煩，因此習近平承諾對北韓

核武問題採取與美國合作的態度，並不是對美國之讓步，而是基於中國自身之國家利益

考量。至於有關兩國利益衝突之問題，習近平的策略是用空洞的言詞來迴避。 

  美中這種既衝突又合作之互動特質，而且經常是衝突多於合作的關係，不少專家擔

心會陷入傳統之戰略困境，亦即一個崛起中的強權如果不滿國際體系之現狀，而想要改

變既有國際體系之權力結構，就會引起既有強權之反應，兩個國家將難以和平共處。例

如卜睿哲（Richard Bush）和歐漢龍（Michael E. O’Hanlon）指出，一個原本衰弱國家在

迅速累積經濟和軍事力量後，想要重新塑造先前之層級化權力結構，通常引起既有霸權

的高度關切，他們表示如果中美兩國不調整心態，則會陷入這種結構性之矛盾，亦即美

國此一後冷戰時期唯一的超強，面對崛起中之中國的挑戰，美國如果不願意與中國分享

權力，而中國又對以美國為首之單極獨霸的國際體系不滿，想要改變現狀，則兩國間之

衝突就難以避免。3 

  中國確實對後冷戰時期美國單極獨霸之國際體系不滿，想要推動一超多強之格局，

最後朝向多極化或是美中兩極之國際體系之目標，而美國則想維持單極（unipolar）之國

際體系，這是兩國產生衝突之基本的結構性矛盾。 

參、習近平「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內涵 

  習近平一再強調要推動建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這是他所提出的新口號，他希

望中美可避開冷戰期間美國與蘇聯兩超強對抗的舊型關係，不要落入上述困境。他以三

句話來說明此一新關係的內涵: （1）不衝突、不對抗；（2）相互尊重；（3）合作共

贏。4然而，習近平真正理想中之中美關係大致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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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對等之雙邊關係 

  雖然北京對所謂中美兩國集團（G-2）的概念持有戒心，認為這是美國所設的陷阱，

要中國在國際社會承擔更多的責任，扮演更建設性之角色，對中國沒有實質好處，但是

中國心中這種G-2認知卻一直存在。中國領導人在許多場合一再強調中國是最大發展中國

家，而美國是最大發達國家，兩國之合作對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性，5其實就是G-2的思

維。目前中國已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雖然目前中國在整體經濟和軍事力量上距離美

國仍有一大段距離，但是中國是美國的最大債權國，而且美國面對之許多國際問題需要

中國的合作與支持，因此北京認為可以要求美國平等對待中國，也認為中國不再需要遵

循鄧小平韜光養晦之訓示——對美國採低姿態。這也是中國學者王緝思指出中美「兩國之

未來戰略合作空間將被壓縮，而重大的競爭將不可避免」的原因，因為崛起中的中國已

更加有信心，更可能對美國說不和在國際領域挑戰美國。6 

 二、對中國有利之相互尊重才是核心 

  習近平的談話中最關鍵的應該是第二點「相互尊重」，他要求中美要相互「尊重各

自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事實上，他的重點

在於要求美國不要對中國之人權、民主化、西藏、宗教自由等問題說三道四。習近平這

種心態早在他還是國家副主席時就已經表露無疑，2009年2月他訪問墨西哥時就已表示：

「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畫腳，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

飢餓和貧窮，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7他這番話很大成分是針對美國，要

美國不要在人權和民主問題對中國比手畫腳。習近平所要強調的是美國對中國尊重，甚

至中國強力鎮壓自己的人民時，美國也不能置一詞。 

 三、太平洋不包括第一島鏈以內水域 

  習近平一再強調「寬廣的太平洋有足夠的空間容納中美兩個大國」，8但是他心中的

太平洋並不包括第一島鏈以內之水域。就中國而言，第一島鏈以內之水域屬於中國之勢力

範圍，不容美國插手，而且這種思維普遍存在中國政治菁英的心中，例如時任中國外長的

楊潔箎於2010年7月25日在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簡稱ARF）年會上，

駁斥美國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Clinton）有關南海問題之發言，9要美國這個區域外國家

閉嘴，因此一些國際學者已經提出中國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之概念來說明中國的

思維。10換言之，北京要求美國尊重中國之核心利益，警告美國不要插手第一島鏈以內水

域之問題，換取北京會尊重美國在東太平洋之勢力範圍，而實際上中國目前也沒有足夠

的力量插手太平洋問題，而且東太平洋相對平靜。問題是中國不斷擴大核心利益之範圍，

以前中國之核心利益只有西藏、新疆和台灣問題，現在擴大包括南海和釣魚台主權問題。

在這次高峰會中，習近平要求美國停止對台軍售，以及不要插手中日釣魚台爭端，同樣反映

這種勢力範圍的思維。中國所要求的是美國讓中國獨享在第一島鏈以內水域的霸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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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習近平讓周邊國家充滿壓力的中國夢 

  習近平在許多場合提出追求「中國夢」的想法，這個夢就是國家富強之所謂「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在這次高峰會中，他再度向歐巴馬介紹他的國夢，強調中國需要維持

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來實現這個國夢。11然而，周邊國家更關心的是如果有一天中國真

正實現這個夢想，那時之中國究竟會如何對待她的鄰居。目前中國還不是世界上最強大

之國家，平均國民所得還不到六千美元，而且國內問題多如牛毛，但是中國對周邊國

家，尤其是有領土主權爭端的國家，態度傲慢、立場強硬，已經讓周邊國家深感壓力。

楊潔箎於2010年在東協區域論壇的講話：「中國是一個大國，其它國家是小國，這是不

可爭辯之事實」，12相信讓中國周邊國家點滴在心頭。雖然中國一再強調要走和平發展

的道路，表示中國的復興會有助於世界和平，仍然無法讓周邊國家放心，也為美國重返

亞洲或是追求再平衡（rebalancing）政策創造環境，因為這些國家除增強自身之軍備

外，紛紛引進區域外強權，尤其是加強與美國的安全合作，來抗衡中國之壓力與潛在威

脅。 

伍、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未來 

  雖然中國的國務委員楊潔箎高度評價這次的高峰會，強調取得七項重要成果，開啟

中美跨太平洋合作的新篇章，13但是美國一些學者對所謂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前景卻持

保留態度，例如美國太平洋論壇（Pacific Forum）執行長顧石盟（Brad Glosserman）就

指出，習近平之新型大國關係其實就是傳統之勢力範圍的概念，而且似乎只保留給中美

兩國，因為中國在與俄羅斯、日本、印度等國對話時，並沒有提到要發展新型的大國關

係，雖然習近平想要避開戰時期美蘇惡鬥之困境，可是北京之實際作法卻是逐漸將兩國

推進此一陷阱，因為兩國缺乏互信，而且北京將增強互信之責任課加於美國，要求美國

在亞洲給予中國一張空白支票（blank check），14而這是不可能的。前美國在台協會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簡稱AIT）理事主席卜睿哲也表示，習近平所提出之新型

大國關係目前只是口號，缺乏實質內涵，有待未來實踐之過程來給予真正的義意。15饒

義（Denny Roy）同樣點出信任之因素，認為美中缺乏相互信任，而如果增加互信之代價

是美國在亞洲停止所有中國不喜歡的作為（例如繼續對台軍售、介入南海爭端、與南韓

在黃海聯合軍事演習、加強與日本之同盟關係、讓達賴喇嘛訪美等），等同要求美國放

棄區域強權之地位，這是美國不可能接受的代價。16換言之，如果北京不改變這種思

維，美中衝突大於合作的關係不可能有太大之改變。 

陸、結語 

  美國關係被視為是當前國際體系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兩國領導人提早舉行高峰會，

而且會談的形式和時間之長，顯示兩國高度重視彼此之關係。這次高峰會確實碰觸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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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雙方也強調合作之重要性，但是這些口惠之詞是否有實質意義，仍然需要在現實

的世界來檢驗。2011年初胡錦濤訪問美國，2012年初習近平訪問美國，兩人在華府對同

樣的團體（美國友好團體）發表演說，兩人的演說中同樣強調中美合作的重要性，例如

在習近平的演講中，合作這個詞總共出現二十七次，17但是美中兩國在敘利亞、伊朗問

題上仍然針鋒相對，兩國在聯合國大會之投票仍然南轅北轍。18 

  當然沒有人期望這次高峰會就能解決中美間存在的眾多問題，基本上這次高峰會之

目的是要增進兩國領導人之相互了解和情誼，以為兩國領導人未來之良好工作關係奠定

基礎，將近兩天之相處和密集互動應該可以達到這個效果。 

  習近平應該比歐巴馬更需要此一高峰會，因為歐巴馬不再有連任的壓力，習近平才

開始接班，今年3月14日正式接任國家主席，雖然他權力鞏固的速度超過胡錦濤，但是他

希望藉中美高峰會之舞台，來提高他在國內之形象及在人民心中的聲望。然而，如果習

近平對人權、民主等普世價值持續堅持保守心態，對周邊國家依舊採取傲慢之大國態

度，美中兩國領導人相互不可能產生真正的好感。歐巴馬上台的前兩年經常與胡錦濤熱

線聯繫，後來這種頻率逐漸減少，19因為他發現胡錦濤之僵化、保守心態實在難以溝

通，這種現象很有可能出現在歐巴馬和習近平未來的互動上，因為習近平上台之後，並

沒有採取政治自由化的政策，反而強化對網路言論自由之管控，加強對社會的控制。事

實上，只要了解習近平之太子黨背景，他一心一意要確保中共能夠繼續執政的動機和目

的，則對習近平也就不會抱有任何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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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阿根廷、印尼、土耳其、沙烏地阿拉伯），加上歐盟（EU）所組成，於1999年

12月16日在德國柏林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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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網站》，2013年6月9日，<http://www.fmprc.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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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為中美兩國人民友誼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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