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 後 語
全國兩會於3月曲終人散，除了修憲和成立國家監察委員會格外引起各

界關注外，換屆後的中國高層人事變動同樣備受矚目。常言道，外交是內

政的延伸，國內高層人事重新布局，會否影響中國未來的外交政策？尤其

在近日中美貿易戰鼙鼓雷鳴之際，中美關係勢必成為外界注視焦點。本期

「二十一世紀評論」邀請了四位中外學者評析中美關係的前景，或許能夠作為

未來各界深化討論的一個楔子。

傅高義（Ezra F. Vogel）回顧了二次大戰以來中美關係的跌宕起伏，指出
自二十世紀以降兩國建立了深厚的合作基礎。只是在1949年以後，兩國關係
因為冷戰爆發而逆轉。隨着1979年中美建交，兩國關係走向正常化，往後間 

或出現種種摩擦，大體仍維持友好關係。然而，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 

中國取得的經濟成就大大提振了中國人的自信心，兩國貿易不平衡問題成為

了美國關注的焦點。他認為，在各方鼓吹中美加劇競爭的氛圍下，能否堅持

互利共贏的合作原則，將會是兩國領導人面對的重大考驗。

的確，世界正見證一個與美國及其盟友的價值觀迥異的強國崛起，並且

對戰後美國建立的世界秩序構成威脅，特朗普（Donald J. Trump）上台後採取
的孤立主義路線，會否為中國崛起締造一個天賜良機？趙穗生認為，中國作

為國際秩序的利益相關者，既無意亦無足夠實力挑戰當前的國際秩序，現階

段只是尋求提升中國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地位。他指出，中美關係的前景，

端視中國領導人會否被民族主義情緒沖昏頭腦，以及美國是否樂見中國一同

參與改革全球秩序。

事實上，中美兩國之間的摩擦很早便反映在東亞地緣政治角力之上，特

別在美國提出「重返亞洲」的戰略以後，整個東亞地區的政治格局出現了微妙

的變化。時殷弘認為，自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在對美關係和近鄰關係這兩個

「重中之重」的外交領域，大體經歷了從早期較強硬的取態轉向近年漸趨溫和

化的戰略調整。除了因應特朗普上台後的策略性考慮之外，也有國內經濟發

展存在種種隱憂的盤算在其中。至於這種溫和化的外交戰略在兩會換屆後會

否延續下去，或許是我們觀察未來中美關係的其中一個重要參照點。

自特朗普上任以來，美國的外交政策頓然變得撲朔迷離。孔誥烽認為，

特朗普的行事作風看似特立獨行，但綜觀他的競選政綱，與民主、共和兩黨

的主流價值基本上並無二致。在外交層面，受制於華府外交建制團隊，特朗

普的強硬對華政策一直未見兌現。不過，近一年來中美關係明顯轉趨惡化，

深層原因是美國國內親華勢力的全面退潮，而鼓吹與中國較勁的呼聲卻愈趨

高漲。是戰是和，鷹鴿兩派仍在華府上演一幕劇力萬鈞的拉鋸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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