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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是与当前的国际格局

分不开的
。

对世界格局

中的所谓
“

极
” ,

笔者有

不同看法
。

今天俄罗斯

的实力已不能与当年同

美国抗衡近半个世纪的

苏联同 日而语
,

以德国

为主的欧洲和 日本五年

来久久不能摆脱经济衰

退
,

综合国力并没有很

大提高
,

很难说它们已

成长为
“

一极
” ; 至于 中

国虽然五年来经济发展

迅猛
,

国力提高较快
,

但

从各方面衡量也不能算

是
“

一极
” 。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
,

现在国际格局处于
“

过渡时

期
” ,

这个时期可能延续 15 年
、

20 年
,

甚至 30 年
。

对

此
,

笔者也不能苟同
,

既然是
“

过渡
” ,

总有个终了吧
。

假设这个
“

过渡期
”

长达 30 年
,

这本身已经构成了不同

于冷战时期的新格局
。

笔者认为
,

冷战后的国际形势新格局已经形成
,

其

特点是
“

一超四强
”

事实上左右着当今世界
。 “

一超
”

是

指美国这个唯一的超级强国
。

就综合国力
、

在国际舞

台上的作用以及世界热点间题的解决而言
,

美国是唯

一有资格保留其
“

一极
”

地位的国家
。

美国的利益虽遍

布全球
,

但新的多元格局决定了美国不可能一家
“

包打

天下
” ,

尽管它时不时地要露出一副霸主相
。

美国在很

多间题上不能不考虑业已形成的其他
“

四强
”

的利益和

立场
。

这
“

四强
”

是欧洲
、

日本
、

俄罗斯和中国
。

当今的

世界是一个多元的世界
,

对于一些国际问题
,

特别是地

区问题的解决
,

其他国家的利益也是不能无视的
,

它们

的合作也是重要的
。

在
“

一超四强
”

的新的多元格局下
,

一方面
,

美国在

国际事务中的主导作用更加突出
,

近年来
,

波黑内战的

结束
,

中东和平时程的进展等都表明了这一点
。

另一

方面
,

美国又成了当今世界诸多矛盾的中心
,

无论是在
“

东西
” 、 “

南北
” 、 “

西西
”

诸矛盾中都是这样
,

尤其是近

两年来的国际事态发展表明
,

美国与
“

四强
”

的矛盾增

多
,

纠纷不断
,

关系日趋复杂化
。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
,

在观察美欧
、

美 日之间的

经济纠纷
、

政治分歧和军事竞争时
,

切不可忘记它们毕

竟是政治
、

经济制度相似
、

意识形态一致
,

又有条约相

约束的盟国
。

在具体问题上
,

它们彼此的利益可能是

相冲突的
,

从战略上讲
,

它们的利益则是一致的
,

那就

是维护它们都是既得利益者的现存的国际政治体系和

经济体系
,

反对或者不愿看到照顾其他国家人民
,

特别

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利益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

济新秩序的出现
。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 (如一代人—
30 年内)

,

不大可能出现别的力量来打破 目前这个
“

一超四强
”

的

多元格局
。

今后的国际形势走向
,

热点问题和全球性

问题的解决
,

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

一超四强
”

的态

度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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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谁来领导世界的问题一直是冷战后大国关系的

核心
。

美国一心想独霸世界
,

而中国
、

俄罗斯
、

日本
、

德

国则反对美国的霸权行径
。

19 % 年大国间谁领导谁的

斗争与前两年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

但在三个方面有较

为突出表现
:

一是大国关系进一步从理想主义走向现实主义
。

美国更加意识到
,

独霸世界的愿望难以实现
,

开始着手

改善与中
、

俄
、

日
、

德四强的合作关系
。

日本更加明确
,

只靠经济实力要起世界政治大国作用是不可能的
,

在

世界和地区政治问题上采取了较为强硬的立场
。

俄罗

斯更加认清
,

政治制度的变更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与

西方国家的关系
,

进而与中国确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

系
。

德国更加体会到
,

成为世界政治大国要有 自己独立

的外交政策
,

实行了欧洲重于美国的政策
,

特别是在与

俄罗斯关系方面
,

德国走在了其他西方国家的前面
。

中

国更加感到
,

实现民族崛起就难避免与霸权主义发生

冲突
,

采取了斗而不破
,

斗争中求合作的政策
。



二是
“

一超多强
”

不平等关系进一步改善
。

经过台

湾海峡危机
,

美国准备接受中国是上升的世界大国的

国际地位
,

准备接受中国加入一些国际组织
。

(日美安

全保障联合宣言) 使 日本从原先安全上完全依赖美国

的地位成为与美国合作的伙伴
,

在东亚安全中有了更

多的发言权
。

德国在国际事务上开始采取与美国不完

全一致的立场
,

对欧洲事务的发言权进一步提高
。

俄

罗斯在北约东扩的问题上采取较前强硬的立场
。

中国

在世界经济和 国际政治中的作用进一步上升
,

美
、

俄
、

德
、

日都说与中国发展合作关系是他们对华政策的基

本方针
。

三是处理大国关系的政策从不适应冷战后的形势

走向较为适应
。

美国调整了四面出击的政策
,

稳定与

日本的关系
,

重视与德国关系
,

保持了与俄罗斯的关

系
,

准备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

日本降低了对美说
“

不
”

的调门
,

对华重新采取较理性的政策
。

俄罗斯放弃了

靠外援来发展的幻想
,

加强与他国的经济合作关系
。

面对与日
、

美在东亚的经济竞争
、

德国将经济利益置于

政治分歧之上
,

采取了比美 日更为积极的对华政策
。

面对多边合作安全机制不断发展的现实
,

中国在加强

与大国的双边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同时
,

积极参加多边

国际合作安全机制的建立
。

以上三个方面在中美关系中也有明显的反映
。

一
、

双方都认识到中美政治分歧非一 日之事
,

短期内不可

能完全解决
。

二
、

双方的策略更加明确
。

美国经过广泛

辩论
,

两党对华政策重新趋于一致
,

明确了
“

接触政策
”

(
e n g ag

e m e n t) 的涵义与内容
。

中国对美政策更加明

确
,

即只有在美国真正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条件下两

国关系才能稳定发展
。

三
、

双方的观念进一步更新
。

美

国开始认识到冷战思维无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
,

遏制

政策是行不通的
。

中国认识到促使美国真正坚持一个

中国的原则只靠发展双边经济关系是不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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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前几年的调整
,

大国关系明显表现出真正冷

战后时期的特点和基本框架
。

1
.

一超多强的大国实力对比模式将在较长时期

内一直保持下去
。

这包括两方面的含义
,

其一
,

美国的

实力将在较长时期内不仅将一直居各大国之首
,

而且

将一直保持其经济
、

科技
、

军事力量的全面领先地位
,

以及运用这种全面优势保持并扩大其在国际事务中主

导地位的政治决心
。

其二
,

各大国实力相对均衡化的

过程将持续进行
,

日本
、

欧洲
、

中国的实力不断增强
,

俄

罗斯实力也将有所恢复
,

他们与美国实力的差距将不

断缩小
,

但在可预见的较短时期内还不可能全面接近

美国的水平
。

2
.

各大国独立的战略利益和 目标已基本明确
,

争

取在 21 世纪优势的竞争已经开始
。

这方面有两个突出

特点
,

其一
,

各大国完全按照各自在冷战后的国际格局

中的定位来明确自己的利益和 目标
,

突出了独立性
。

美国
、

中国以及一定程度上欧洲一直都有比较明确的

独立的战略利益和目标
。

现在
,

一贯依附于美国的日

本
,

以及前几年一度企图依附于西方的俄罗斯
,

也都明

确地显示出自己独立的战略利益和目标
。

其二
,

各大

国所明确的战略利益和 目标不仅着眼当前
,

而且更是

立足于争取各自在 21 世纪的优势
,

包括在全球
,

特别

在亚太
、

中东
、

东欧及非洲等重要地区的优势
。

此外
,

争取在高技术领域的优势
、

在重要的多边国际合作中

主导地位等的竟争
,

都方兴未艾
。

3
.

大国之间利益重合与冲突并存的复杂局面日

益明显
。

现在的大国关系较之冷战时期或对抗或结盟

的相对简单明确的关系复杂得多
,

彼此之间利益重合

与冲突同时并存现象日益明显
,

特别在美国与其他大

国的关系中尤为突出
。 1 9 96 年美国与欧洲

、

俄罗斯
、

日

本和中国的矛盾
、

摩擦都有明显表现
,

当然矛盾和摩擦

的性质及严重程度各不相同
。

由于这些矛 盾和摩擦
,

美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都受到程度不同的不利影响
,

但美国与这些大国的关系并没有因此破裂
,

而是在摩

擦之后又有所恢复和改善
。

冷战后大国关系的这种复

杂化局面的出现
,

是冷战后大国实力对比变化
,

以及大

国利益日益独立的必然结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