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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组建反华联盟将重蹈失败覆辙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邹治波

当前，出于维护世界霸权的需要，美国正在组建反华联盟以

遏制中国发展。然而，从新中国 70 多年历史来看，美国组建反

华联盟注定要失败，因为美国的行为与国际正义、时代潮流  背道

而驰。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能否处理好双

边关系，攸关世界前途命运。遗憾的是，当前美国坚持“中心论”和

“例外论”，抱持冷战思维、零和博弈，沿袭霸权逻辑，推行集团政治，

组建反华联盟。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只会引发冲突对抗，分裂国际

社会。

三次组建反华联盟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组建过三次反华联盟：第一次是在朝鲜

战争爆发后，拉拢盟国对华实施禁运、封锁；第二次是 1989 年政治风

波后，联合西方国家对华实施大规模“制裁”；第三次是当前以所谓

“民主”价值观为幌子，企图拉拢盟国及其伙伴国遏制中国的和平发展。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6 月 27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

宣布武装干涉朝鲜战争，美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随即将战火烧到

中朝边境。在新中国遭受巨大威胁和严重挑衅的情况下，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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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朝鲜方面请求，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951 年 5 月 18 日，在美国操控下，第五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

要求成员国对中国和朝鲜实行物资禁运，包括军火、原子能材料、石

油、具有战略价值的运输材料，以及生产武器和战略装备需要的物资

等，并在其管辖范围内使用一切手段阻止其他国家逃避货运管制。43

个美国盟国宣布执行该决议，1953 年，宣布执行的国家增加到 45 个。

1952 年 9 月，在美国推动下，巴黎统筹委员会专门成立“中国委员

会”，具体负责对中国的战略禁运。“中国委员会”制定多达 500 个

禁运项目，目标是加剧中国的物资短缺和经济困难，削弱中国的战争

潜力。在反华联盟的禁运封锁下，西方对华贸易大幅度下降，推高了

中国物资供应紧张程度，加大了国民经济恢复难度。除经济制裁外，

1954 年 9 月，美国还联合英法以及一些东南亚国家签订了《东南亚集

体防务条约》，建立起主要针对中国的军事同盟组织，威胁中国安全。

1989 年春夏之交，中国发生政治风波。美国等西方国家借口保护

所谓“人权”，无理指责中国政府，联合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6 月 5

日，美国总统布什发表声明，指责中国局势，宣布采取暂停中美政府

间一切军售和商业性武器出口、暂停中美两国军事领导人互访、重新

研究中国留美学生延长居美时间等五项制裁措施。6 月 20 日，美国又

宣布包括暂停同中国政府高级官员互访、推迟考虑国际金融机构向中

国提供新贷款的制裁措施。6 月 29 日和 7 月 4 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和

参议院先后通过制裁中国的修正案，提出一系列制裁措施。在美国推

动下，有 20 多个西方国家参与了对华制裁。欧共体国家宣布禁止对华

销售武器，推迟新的官方出口信贷和经济开发项目。日本政府停止两

国部长级以上高层往来和一些合作项目，推迟了第三批日元贷款谈判。

另外，一些受美国影响的国际组织也采取相应行动。世界银行停止向

中国提供 7.8 亿美元贷款，关贸总协定表示无限期推迟有关中国申请

“复关”的讨论。受此影响，中国从世界市场获得中长期贷款的渠道被

关闭，来华外国投资减少 75%。同时，由于海外订单大幅取消，中国

面向国际市场生产的产品大量积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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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美国正在组建遏制中国发展的新联盟。2017 年底出台的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义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

认为中国发展威胁了其世界霸主地位，需要改变长期以来对华“两面

下注”政策，即“接触与遏制”（engagement and containment）政策，

要运用“全政府方式”（whole-of-government approach），即综合运

用美国的政治、外交、经济、科技等一切资源，同时调动和整合盟国、

伙伴国等一切力量，与中国展开长期竞争。

拜登政府上台后，改变了特朗普单打独斗的方式，拉帮结伙对中

国发展进行阻遏。美国以所谓“民主”价值观为幌子，拉其盟国与伙

伴国强化和构建了一些“小圈子”组织机制，如强化“七国集团”、

“四国联盟”，推动北约将中国纳入“对手”范畴，新建美英澳军事安

全机制（AUKUS），召开“民主峰会”，推动构建“价值观联盟”、“技

术联盟”、“供应链联盟”、“半导体联盟”等，企图在政治外交、军事安

全、经济贸易和技术等领域组建遏制、孤立和封锁中国的联盟。

美国改变对华政策并组建遏制中国的联盟，给中国外部环境带来

负面影响。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整体政治外交关系下降，经贸关系也受

到冲击，例如，欧洲干涉中国的新疆问题，中国与欧盟达成的《中欧

全面投资协定》因此搁浅。中日关系、中印关系也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反华联盟必然失败

美国在不同时期组建的反华联盟，特点虽然不同，但结局必然相

同——以失败告终。朝鲜战争后美国组建的反华联盟，不仅没有扼杀

新中国，反而激发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的强大意志。1972

年，中美关系得到改善，反华联盟逐渐解体。1989 年之后美国组建的

反华联盟，对华制裁维持不到 3 年便被逐步取消，反华联盟也消失不

见。当前，美国仍在走过去的老路，总结前两次组建反华联盟失败的

原因，我们可预见当前美国组建反华联盟必然破产。

首先，中国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美国组建反华联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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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扼杀中国的发展壮大，但从历史发展规律看，一个国家能否成为强

大国家和具有保持强大国家的能力，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精神因素和物

质因素，即国家的文化实力和物质条件。作为拥有 5000 多年历史并且

曾长期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又经历了新中国 70 多年巨大发展的文明古

国，中国兼具文化实力和物质实力的条件，实现文明复兴是必然结果。

然而，美国政治精英不善于从人类宏大历史，特别是文明演进的角度

认知和把握世界大势，多次预言中国“崩溃”和“变色”，全都失算。

美国今天决意要阻挡中国的发展是其狭隘的冷战思维使然，历史将会

证明此举徒劳无益。

其次，美国在政治和道义上不得人心。美国组建反华联盟实际上

不仅针对中国，也针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和不服从美国意志的国家，这

是其一贯的强权逻辑。从政治上看，美国组建反华联盟严重违反国际

法。联合国宪章的一大宗旨和目的是促成各国“彼此以善邻之道，和

睦相处”。联合国宪章规定，“本组织系基于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之原

则”。作为国际法基石的联合国宪章，强调各国主权平等和相互尊重、

和睦相处，实际上是反对霸权、反对恃强凌弱，美国的行为与联合国

宪章背道而驰，不符合国际法相关规定。从道义上看，美国的做法不

得人心。美国利用强大实力及国际影响力，对与自己意志不同或不服

从自己意志的国家实施单边和多边制裁、威胁、压迫等，完全是“丛

林法则”的做法，违背公平正义。当今世界，无论从国家数量还是人

口数量来看，西方国家都是少数，如果从西方宣扬的所谓“人权”、

“平等”观念来看，他们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歧视性、欺凌性的做法，违

背了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是不得人心的。

再次，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不是美国所能阻挡的。一是全球化是

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一个各国利益日益融合、关系日益密切的世

界中，拉帮结派打击异己的做法，造成了隔阂、割裂，损害了包括美

国在内的各国人民利益，与时代发展方向不相符。二是世界格局变迁

不可阻挡。前两次美国组建的反华联盟，皆因世界格局变动而破产。

当前中国的总体实力正飞速增长，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地位无人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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撼动，美国要遏制住中国的发展几无可能。

最后，美国组建反华联盟不符合其盟友利益。当前，对话合作是

中欧关系的主导面，互利共赢是中欧合作的主基调。即使在乌克兰危

机发生的 2022 年，欧盟 27 国对华贸易额仍达到 8563 亿欧元，较上

年增长 22.8%，中欧开行班列、发运标箱量都实现新增长，双方在宏

观经济政策协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世贸组织改革、扩大市场开放、

中欧地理标志协定实施、动植物检验检疫、金融业双向开放和监管合

作等方面达成一系列成果和共识，这些都表明中欧合作的活力与韧性。

中国与欧洲有着诸多 共同利益，坚持互利共赢、坚持多边主义、坚持

求同存异，是中欧双方的共同追求。

总之，美国组建反华联盟或其他集团性“小圈子”，违背了世界发

展潮流和人类进步方向，注定被时代抛弃。

对话合作才是正途

近来，美国商界和学界多次呼吁加强中美合作。美中贸易全国委

员会、中国美国商会等机构均表示，对华要合作不要“脱钩”，美国政

府应该尽快降低对华关税。据统计，2000 年至 2020 年，美国对华直

接投资的平均收益率是 14.7%，远高于美国海外直接投资 9.7% 的平

均收益率。2022 年，中美货物贸易总额达到 6906 亿美元，创历史新

纪录，展现出较强韧性，充分说明了中美经济结构高度互补、经贸合

作互利共赢的本质。

美国要与中国展开所谓的“竞争”，实际上是一种恶性竞争。纵观

人类历史，向来充满竞争，中国人也从不惧怕竞争，但竞争应该是相

互促进的良性竞争。良性的中美竞争不仅有利于中美双方，也有益于

全世界。通过良性竞争，中美可以为世界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良性

竞争才是中美竞争的正途。

中美两国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促进全人类福祉负有重大责任，

中美理应基于全人类的利益而携手合作。历史证明，世界大国竞争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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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美国组建反华联盟注定要失败，因为美国的行为与国际正义、时

代潮流背道而驰。世界已进入中美竞争时代，从某种程度上说，中美

竞争的形态和结果决定了世界的未来。如果中美竞争走向冲突和对抗，

那么世界将会面临分裂、动荡甚至战争的威胁。相反，如果中美在秉

持联合国宪章精神和遵守国际规则前提下，通过以发展和提升自我为

主要途径的良性竞争，同时就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携手合作，

那么世界就将朝向一个和平美好的方向发展。

世界重大问题的解决也需要中美合作。随着科技飞速发展和工业

化水平大幅提升，人类社会发展遇到的挑战越来越多，气候变化、地

缘冲突等问题日益严重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中美这样的世界性大国

对解决这些问题负有主要责任，这是国际政治的现实，也是全世界的

期盼。美国想通过打击中国、阻止中国发展的办法来维持世界霸主地

位，既不道德也不可行，而且必将损害自身利益。若中美合作，美国

亦会从中获得巨大利益，促进其自身发展与提升。中美博弈会自损互

伤，中美合作将互利共赢。

（责任编辑：马俊燕）

2022 年 8 月 9 日，美国总统拜登正式签署了《芯片与科学法案》，对
中国芯片进行制裁和打压。此举充分说明美国标榜的任何价值原则，无非都
是维护自身利益霸权的幌子而已。图为美国抛弃“自由市场经济”原则相关
漫画 中国日报社 /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