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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与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

会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研究，完成了《中美安全关注

联合调查报告》，为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

参照系。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到“对方眼睛中的我”。

明显多数的美国公众和精英人士认为，在外交

政策方面，美国会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只有少数

的美国受访者认为，中国在其外交政策方面也会这

样做。中国公众和精英对此事的看法几乎完全相

反；绝大多数中国受访者认为，中国会考虑到其他

国家的利益，而美国则不会这样做。

中美两国精英和公众都对对方国家表现出了

较低水平的信任度———低于中美两国受访者对大

多数其他国家的信任度。尽管普遍缺乏互信，但两

国多数公众仍然认为中美关系“良好”。

有明显多数中国公众认为美国人的特点是（按

百分比降序排列）：富于侵略性、竞争意识强、有暴

力倾向、傲慢自大、贪婪，!"#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人

自私；相比之下，虽然有!$#的中国公众认为中国人

自私，但只有少数人认为中国人富于侵略性、有暴

力倾向、易怒、贪婪。

只有少数美国公众认为中国人的特点是（按百

分比降序排列）：富于侵略性、贪婪、傲慢自大、自

私、粗鲁或有暴力倾向；相比之下，多数美国公众认

为美国人具有全部上述负面特征，只有一个例

外———“仅有”%%#的美国公众认为美国人有暴力倾

向。

多数中国公众认为中国人和美国人都富于创

造性和现代意识。

调查报告形成了五点结论：

一是中美战略互信度较低，

导致双边关系缺乏稳定

性；

二是尽管

缺乏互

信，但中美两国精英和民众普遍视对方国家为竞争

者，只有小部分受调者视对方为敌人；

三是多数美国精英认为美国维持主导性单极

地位会使世界更加稳定；而中国精英认为两国权力

均衡更有利于稳定；

四是中美精英均视加强双边关系为首要任务，

重视促进经济合作；

五是中国受访者，特别是政府官员，认为美国

对台军售是导致两国关系紧张的主因之一；美国

精英，特别是退役军官和商界精英，则对所谓的

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和知识产权问题特别担忧。

调查报告对中美决策者提出了六大建议：

第一，重视合作甚于竞争。以两国民意的支

持为基础，加强双边关系；维持高层领导人之间

的交往以加强合作基础，为应对双边关系中潜在

的危机奠定稳固的互信基础。

第二，正确看待极端观点。多数受访者对对

方国家既不持强硬态度，也不持敌对态度。政策

不应因多见诸于媒体的少数极端观点而偏离

轨道。

第三，建立互信。加强官方

与非官方交流，参与有关

战略与利益的更有

意义的对话，

恪 守 双

方承诺，均有利于增进互信；双方还有必要说明

各自政策意图，如美国的再平衡战略和中国的军

力发展。

第四，调和关于世界秩序的观点分歧。中美

精英对待世界权利分配的不同观点可能导致两国

关系紧张，为此，双方应开诚布公地探讨如何和

平共处，照顾彼此利益。

第五，台湾问题不应成为双方开展广泛合作

的阻碍。美国应充分认识中国对于美国对台军售

一事的重视程度，中国应了解美国长期坚持

一个中国政策的态度。双方应重视台湾

问题的敏感性，不应在台湾问题

上发出错误信号而影响中

美关系大局。

第六，共

同 制 定

网

络安全规则。互相理解有助于消除双方疑虑，

特别是对已成为中美关系中稳定力量的

商界精英而言。

（作者为中国战略文化
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

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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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字楼的小会议室里，罗援

将军坐在椭圆形会议桌一侧的中

间，房间尽头是一个投影，屏幕上投着一

份报告的封面，红色的色块上沉着主题———《中

美安全关注调查———对方眼中的我》。

这个调查项目和联合报告是由中国战略文化促进

会和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共同完成的。因为是一个

小型的会议，包括项目资金提供方在内的嘉宾也只有

十几个人，参会的都是圈子里顶尖的人物，军方著名鹰

派人物朱成虎，著名国际关系学家时殷弘。

中美的民间和精英是如何看待对方的？历时一年，

首次的双向调查，从对方眼中看到自己，中美双方都希望

此项调查能够定期实施，通过纵向比较发现影响中美战

略决策的长期、稳定的因素，并发现战略决策和民意之间

是如何互相影响的。

中 国
受访者，特别

是地方政府官员，
认为美对台军售是导致

两国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之一；
美国精英，特别是退役军官和商界精

英，则对声称的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和知识
产权问题特别担忧。
这个结论让与会的专家感到意外，整个调查集中在中

美互信和文化印象、全球角色与威胁认知、具体的安全挑战和机
遇三个领域。
研究项目分为两个阶段，在中美两国分别进行，使用同一份调查问卷。中

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和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利用专业的民调机构、通过科学
的方法在中美两国分别进行精英和公众调查。

第一阶段就两国公众和精英们的观点进行调查，接受调查的两国精英
来自五个领域：政界、商界、学术界、军界和媒体界。第二阶段

是在北京和华盛顿举行研讨会，具有上述五个
领域背景的外交事务专家就调

查结果及其对中
美

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展开讨论。
美国公众调查于&"$&年%月'"日至!月$'日进行，调查对象为$""%位成年人；精英

调查于&"$&年'月$日至!月&"日进行，调查对象为'"!位精英人士。中国公众调查于
&"$&年!月&日至(月!日进行，调查对象为城镇地区的&!)(位成年人；精英调查于&"$&

年!月&&日至*月&&日进行，调查对象为'!*位精英人士。
报告称，中美两国调查数据中的军方类别可能不具备直接可比性。中国的军方精

英数据，仅包括军方专家学者，而不是军事作战人员或退休的军官；在许多问题上，军
方学者的观点，很可能并不代表解放军广大
官兵的看法。相比之下，美国精英调
查中的军方精英由退役军官组
成。

政府官员类别同样也
不具直接可比性。中方调
查数据中的“政府官员”
主要指省市级官员，不
包含中央政府官员；此
外，这些官员中大多数
早已退休。而美国的调
查数据中，“政府官员”
均为联邦政府现任官
员，大部分来自行政部
门，也有一些来自立法
部门。

!

出乎意料的结果

部分样本不具直接可比性

在 中
美两国公众和精英人士
中，将对方国家视为敌人的人数所占比例
很低。两国中将对方国家视为敌人的公众比例大致相
等，在美国和中国分别为$!#和$&#，同时把中国视为
敌人的美国政府官员只有&#。

美国公众和精英中，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的人占
明显多数，而将中国看成伙伴的人也不少，$+#的美国
公众以及$'#至&&#的各领域美国精英持此观点。%!#

中国公众将美国视为竞争对手，而明显多数的各领域
中国精英将美国视为竞争对手。

向来在中美关系起“压舱石”作用的美国企业，在
过去五年中对中国的信任已显著降低。报告解释，部分
原因是一些美国商人担心中国在市场准入方面限制美
国公司并操纵中国公司使之获得竞争优势。中国政府
大力支持中国企业向产业链上游发展，也给美国企业
界带来了危机感。

美国军方受访者对中国信任度也偏低。一
位美国精英解释，这种认识源自
美国军方精英对中
国 的

政策、意图
和未来发展方向缺乏了解
和信任有关，事实上与中国军力无关。

但年轻一代美国人与年长美国人相比对中国表现出
更高的信任度。有些人认为，年轻一代普遍有相信他人和坦诚率真的特
点，从历史角度来看也大抵如此；而老一辈美国人则经历丰富，例如历
经越战和朝鲜战争，这样的经历可能会决定他们对中国的看法。

另一位中国学者提出，除了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差异外，美国“包
围中国”的军事部署造成了美国意欲遏制中国的印象，
从而加深了中国人对美国的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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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全 球
领导、世界秩序和

国际威胁等问题上，只有很少
一部分美国精英与公众认为美国应该是世

界唯一领袖；大多数中国公众和精英认为中国不应
该成为世界唯一领袖。然而，两国多数精英都认为
本国应共同担负全球领导作用。赞同这一观点的美

国公众占 (%#，而中国公众仅为 %!#。
认为华盛顿应该分享世界

领导地位的

美 国 人
中，明显多数的精英
认为，美国应是其中最
为强势的国家。然而，在
赞同美国与他国共享领导权
的美国公众中，只有 $,' 认同
这一观点，而 &,' 认为，与其他领导国家相比，美
国既不应表现得更强势也不应表现得更弱势。

与此不同的是，在认为中国应该成为世界共同
领导者之一的中国精英和公众受访者中，绝大多数
都认为，与其他领导国家相比，中国既不应表现得
更强势也不应表现得更弱势。

在美国各领域精英中，明显多数认为，美国主
导下的世界才最稳定，美国精英受访者中

没有一个人赞同中国取代美
国成为一流超

级大国。尽管如此，
仍有为数不少的美国精英 （其中商界精英
比例高达 %!#）支持中美之间保持均势。

绝大多数中国公众和精英都认定美国
是对中国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其所占比
例从公众的 +'#到商界精英 *$#不等。美
方公众和精英普遍认为，与威胁美国福祉
的国际金融动荡、伊朗核计划、伊斯兰极
端主义和朝鲜核计划相比，中国崛起并不
严重。

绝 大 多
数美国精英都提到，与中国
建立牢固关系在美国对外政策中
占重要地位。

将经贸、人权、对台军售、
西藏自由等列为排序靠前的美国
精英比例极低。美国公众中有明
显多数的人强调，在经贸问题上
应对华强硬 （!+#）、与中国建立

牢
固关系 （!!#）
和促进人权 （!'#） 是中美关
系中的重要问题。主张西藏自由 （'+#）、继
续对台售武（&$#）是中美关系重要问题的美国
公众所占比例明显降低。

某些经济问题也被美国精英人士认为是双边
关系的重要问题，尤其是保护知识产权、提高网
络安全、中方向美国产品出口开放市场等。明显
多数的美国公众将中国持有美国国债、就业机会
流向中国以及美中贸易逆差视为非常严重的关
切。但“窃取知识产权行为”被美国精英视为非常
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商业界人士和退役军官。

为什么中国涉嫌网络攻击和网络知识产权盗
窃行为在精英中的关注度如此之高？美方给出了
这样的解释，尽管一直存在着知识产
权 盗 窃 行

为，但
是据说来自中国的
网络盗窃现在规模空前。

一位中国精英则表示，中国不仅也是网络犯
罪的受害者，而且许多中国人也担心美国计算机
公司会在其硬件和软件系统中植入恶意代码。一
旦中美发生冲突，中国人担心这些恶意代码会被
激活，并可能对中国的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的破
坏。在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领域，美国遥遥领
先，中美双方需要坐在一起，
共同制

定规则，
并就网络安全问题达成
双边协议。

中美两国的精英
都认为，抽象的信任或许没有那么重

要。受访者更关心能否加强两国关系。公众可能根本无法
精确衡量他国的可信度，而一国政府则可根据他国政府履
约情况来评估其可信度。只要两国政府确信彼此会恪守承
诺，即使是“对立双方”也会彼此信任；同样，商人可以根据
对方遵守商业合同或尊重知识产权规则的情况来判断其
可信度。

一些美国精英指出，尽管许多指标表明美国人对中国
持相对积极的看法，但低信任度意味着美对华的这种积极

态 度波 动
性大，若两国间出现突发事件，两

国关系可能会大起大落。一位精英认为，信任可以为双边
关系起缓冲作用；出现波折时，缓冲作用越强，两国妥善处
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就越强。现在两国之间长时间未出现
重大突发事件，双边关系相对积极。不过，互信程度低预
示着两国关系应对重大挫折的能力也低。

中美双方都认为，“新型大国关系”不是纯粹由遏制或竞
争关系单独构成的。中美既是合作伙伴又是竞争对手，或介
于二者之间。一些中国精英提出，中美两国可以同时既是合
作伙伴，又是竞争对手，这可能是中美两国关系的真实写照；
也可能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关系。美国精英可能认为现在
应该着手建立互信机制并加以落实，防止两国关系倒退。

此外，中美两国精英对
怎样分配权力才能最好地服务于双方的
利益并确保全球和平与稳定的看法存在
明显分歧。美国精英倾向于支持延续美
国在世界上的支配地位或者单一领导地
位，而中国精英则青睐于多极化的体系。
这种差异可能对双边关系构成严重挑
战，特别是在西太平洋地区，在这一地区
中国正快速提升其经济和军事实力。
“切实认清对方的紧要利益是什么，

一些问题解决不了的，但可以知道对方
的底线在哪里，可以保持尊重的态度。”
著名国际问题专家时殷弘表示，台湾问
题在中美之间已经有了基本的共识，现
在紧要的是中美在西太平洋领域战略空
间的问题，中国的战略梦对美国在西太
平洋领域的战略现实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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