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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忽视美国对华的软战略 
 

清华大学  中美关系中心副主任   赵可金  
 

  美国新政府上台，都会提出新的词汇来框定美国对华政策，让中国学界一头雾水，甚至有些

概念的翻译也五花八门，令人不禁惊叹美国人创造新名词的能力。 
  然而，几乎很少有人愿意承认，创造新词汇本身也许就是美国所采取的一种对华的战略，是

美国人对付中国一种战略思维。 
  对于美国人来说，战略意味着将所有资源用于最高目标的实现，比如美国大战略的权威学者

柯林斯认为，大战略就是把国家战略中的全部军事战略和其他领域(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心
理等)的战略中与国防直接有关的部分汇集在一起。显然，在美国的战略文化中，战略不仅仅包括
军事、安全、威慑等“硬战略”，也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心理等“软战略”。 
  以前，中国笼统简单地认为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一种促使意识形态变色和社会制度解体

的“超越遏制”战略。事实上，此种看法过于模糊和片面。不管出于何种说辞，美国对华战略安

排总是是服从服务于美国的总体全球战略。 
  那么，美国全球战略利益的根本目标和安排是什么呢？自二战后美国成为超级大国以来，其

全球战略利益的根本意图就是防止在欧亚大陆出现挑战美国霸权主导地位的大国或者大国集团，

确保美国能够掌控世界。 
  冷战期间，美国将全部战略资源用于对付前苏联。冷战结束以来，为了确保世界霸权地位，

美国继续采取软硬结合的战略，巩固冷战胜利果实。在地缘政治和安全结构上压缩俄罗斯的战略

空间。这些活动几乎都集中于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和交错地带，其战略意图始终没有摆脱防止欧

亚大陆崛起挑战大国或者大国联盟的努力。  
  相比之下，美国对华战略则更强调“软战略”，用经济、能源、人权和民主等软手段，牵制

中国的战略行动能力，使中国自顾不暇，无力对美国的地区战略乃至全球战略形成挑战，美国学

者威廉·恩道尔称之为“新鸦片战争”。 
  在经济领域，美国采取“外捆内绑”的策略，限制中国的发展速度。一方面，美国力图用国

际经济体系“捆住”中国。另一方面，美国通过人民币汇率、购买国债、开放市场（能源市场、

金融资本市场、电信市场等）、气候变化等议题捆绑中国，在舆论上施加压力，漫天要价，甚至

借助美国公司左右股市和房地产等市场，尽可能地获得有利于美国的更大利益。 
  在能源领域，美国最初采取炒作能源价格，提升现代化发展成本的办法来限制像中国这样的

新兴大国的发展速度，却无意中成全了俄罗斯以及伊朗、苏丹、委内瑞拉等其他能源储量丰富的

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危机爆发后，能源价格大幅度回落，美国又打出了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的招

牌，这本来是欧洲国家和日本长期推动的议程，几年前美国还长期拒绝签订《京都议定书》，如

今一下子成为气候变化和新能源的旗手。美国最主要的意图并非是为了成就环保伟业，而是在美

国左右世界能力下降的情况下，通过新能源和气候变化向新兴大国和能源大国转嫁成本，限制它

们的发展速度，从根本上属于美国的“软战略”。  
  在所谓人权和民主领域，美国长期批评中国的民主和人权状况，近年来转入了街头运动和政

治抗争的所谓“蜂拥战略”。这一战略的要旨是通过支持美国全国民主捐赠基金会、自由之家等

非政府组织，间接支持各种社会势力，制造像蜜蜂聚集一样声势浩大的街头暴力事件和社会抗争

运动，在政治上牵制中国政府的精力。近年来，在奥运会、西藏问题、新疆问题、法轮功、持不

同政见者等方面，美国极力扮演幕后导演的角色，支持一些分化瓦解中国的活动，制造中国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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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群体性事件和社会运动，破坏我国和平发展的安定局面，给我们造成了极大的被动。  
  对于大力推进对外开放进程的中国来说，由于缺乏应对开放条件下复杂局势的经验，美国对

华“软战略”要比“硬战略”更具杀伤力。对于此种危险，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积极应对，在战

略上作出相应的改进和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