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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到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国际地位显著提升，提前步入崛起冲

刺期。尽管如此，中国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金融危机之后，被国际社会推到风口浪尖的

中国，至少应该考虑一下，应该向美国等老牌的世界大国学习点什么。。 

作为一个后起的现代化国家，在崛起冲刺阶段，面对众多强国纵横捭阖的格局，究竟是

选择战争的方式还是和平的方式，是一个事关全局的战略问题。与许多人批评美国嗜战成性

的观点不同的是，自美国立国开始，美国领导人就确立了避免卷入大国战争的国策。美国总

统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竭力提醒美国民众，不要卷入欧洲的冲突和纷争，“与他们发展商

务关系时，尽量避免涉及政治”应当成为“处理外国事物的最重要原则”。尤其是当欧洲大

陆法国与英国、普鲁士、奥地利、沙俄等围绕欧陆霸权而战火纷飞时，美国却恪守着《中立

宣言》，号召全体人民对各交战国采取“不偏不倚”的政策。 

此后一个世纪内，美国不仅恪守不卷入欧洲冲突，而且坚持不主动跟英国、法国、西班

牙等欧陆强权硬碰硬的“门罗注意”，在西半球事务上，努力和欧洲列强采取和解方法，解

决彼此可能的冲突。即便与“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发生冲突，美国也坚持不触及底线的原则，

在阿拉斯加等问题上倾向于采取试探性立场和和解策略。 

知道 20 世纪初的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后，美国不卷入和不主动挑起战争的政策

都一直得到贯彻，不急于在世界称霸。一战爆发后，面对欧陆大国之间的战争，美国最初还

是采取了置身事外的中立政策。战争胜利后，威尔逊总统曾试图主导建立国联体系，但回国

后马上被国会否决了。面对欧洲抛出的霸权桂冠，美国人的第一反应是拒绝接受。 

美国所有这一切都是为美国的发展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牢牢把握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这一点特别值得崛起的中国借鉴。华盛顿总统解释了他对“战略机遇期”的理解：“我的最

大的动机，是力图为我国赢得时间，以安定和完善我国仍还算新的制度，持续不断地取得达

到具有力量和韧性之程度的进步，而这对于我国获得自身命运的支配权乃是必须的。” 

为谋求国际和平环境，美国竭力避免卷入战争，但并不意味着美国自废武功，完全逃避

战争，美国也没有放弃发展有利于保护海外利益的海权力量。究竟采取武力的方式，还是和

平的方式，完全取决于美国推动崛起的战略，取决于美国关注的战略利益及其优先次序。 

美国有句谚语：“美国人的事情就是做生意。”美国在世界上的崛起，选择的是一条“美

元代替子弹”的道路，将经济发展和相互依赖作为创造新秩序的关键。南北战争之后，在工

业化和城市化洪流的推动下，美国迅速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美国很快便成为最大的出口

国和最大的债权国，国家力量大大增强。 

美国的贸易强国战略背后有两个支柱：公司转型和海权力量。美国在迈步推进经济全球

化之初，出人意料地实施了保护关税、吸引外资、技术革新等措施，围绕保护民族产业和推

动公司转型，到 20 世纪初，包括通用电器、美孚石油、柯达胶片、纽约人寿等一大批美国

跨国公司取代了农场主的地位，成为国际上家喻户晓的品牌。同时，为了保护这些跨国公司

全球范围的利益，美国大力发展海军，并瞄准巴拿马运河、夏威夷、菲律宾等战略基地，不

断巩固美国崛起的成果。 

作为一个崛起的生产大国，中国应该借鉴美国经验，牢固树立贸易强国战略，一方面抓

公司转型和产业升级，增强中国跨国公司的国际竞争力；一方面抓维护和平和地区稳定，切

实保障中国企业的海外合法权益。 



在从“地区生产商”向“世界贸易国”转型过程中，任何国家都面临着国家能力的严峻

挑战，提升国家能力成为迈向世界大国的核心人物。随着美国贸易向世界拓展，垄断、腐败、

贫困、环境破坏等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显现，国际不确定因素的注入也令美国面临更复杂的挑

战。为此，美国实施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构造新美国运动”。 

运动中，美国政府从国会主导小政府变成总统主导的大政府，国家收入从以关税为主转

变为消费税和所得税为主，等等。所有这一切的核心都是基于提升汲取和转化资源的国家能

力，确保国家能够在未来应对来自开放社会条件下的一系列内外挑战。 

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中国不仅需要恪守以发展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原则，而且还要以

国家能力提升为核心，不断增强中国统揽全局和驾驭复杂国际局势的能力，这不仅是美国的

经验，也是全球化时代中国走向世界大国的必要条件。（作者是清华大学中美关系中心副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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