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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ꎬ 大变局不是一时一地之变ꎬ 而是世界之变、

时代之变、 历史之变ꎮ 而中国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重要角色ꎬ 海外学者围绕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下中国与世界权力的转移、 中国与世界秩序的变革、 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与美国

的关系等展开了探讨: 西方对世界的主导权日趋式微ꎬ 中国推动世界权力自西向东转移ꎻ 中国积极

融入国际秩序ꎬ 促进国际秩序变革与完善ꎻ 中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要把握战略机遇和应对

风险挑战ꎻ 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ꎬ 中国与美国必须处理好相互之间的关系ꎮ 梳理和总结海外

学者的观点ꎬ 有助于从他者视角更加科学看待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国ꎬ 有助于批判关于中

国角色的认知错误ꎬ 从而促进中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准确识变、 科学应变、 主动求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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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明琨 (１９９２－ )ꎬ 中国人民大学 “杰出青年学者”、 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ꎬ 中国

人民大学 ２１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ꎮ

正确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ꎬ 是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兴衰成败的重大问题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习

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当前ꎬ 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ꎬ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ꎬ 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ꎬ 我国发

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ꎮ 同时ꎬ 世纪疫情影响深远ꎬ 逆全球化思潮抬头ꎬ 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明显上

升ꎬ 世界经济复苏乏力ꎬ 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ꎬ 全球性问题加剧ꎬ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ꎮ” ①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ꎬ 要深入研究事关长远、 事关全局、 事关根本的重大战略课题ꎬ “特别是要深入研

究如何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② 等重大问题ꎮ
当前ꎬ 国内学界围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成因、 特征、 表现、 应对措施等展开了研究并取

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ꎬ 但是对国外学界相关成果的研究与分析不足ꎬ 而充分认识和把握海外关

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研究动态ꎬ 是开展国内与国外学术界对话的重要前提ꎮ 同样深处变乱交

织的世界ꎬ 海外学者十分关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国ꎮ 对新时代以来海外学者关于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角色的认知进行认真梳理和深入分析ꎬ 将对新时代中国准确识变、 科学应变、
主动求变ꎬ 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所裨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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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与世界权力的转移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生成和展开与世界权力的变迁紧密相关ꎮ 长期以来ꎬ 西方是国际秩序

的中心ꎬ 美国以自我为圆心建立起圈层化的全球性权力等级体系ꎬ 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核心是建立

在美国的力量优势地位和自由主义治理原则基础上的等级秩序ꎬ 美国在规则和稳定性的提供方面扮

演了主要角色①ꎮ 百年大变局深入演进ꎬ 资本主义总体性危机不断转移、 扩张和深化ꎬ 而以中国为

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ꎬ 这要求依据国家能力重新划定权力关系ꎬ 重构世界权力体系ꎮ
１. 世界权力分配从西方向东方倾斜

海外关于世界权力变迁的探讨日渐升温ꎮ 美国著名学者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Ｚｂｉｇｎｉｅｗ Ｂｒｚｅｚ￣
ｉｎｓｋｉ) 曾指出ꎬ 伴随全球力量分布基本格局的转变和全球政治觉醒新现象的出现ꎬ 西方对世界的长时

间政治统治几十年来一直在减弱②ꎮ 如今不少西方学者认为ꎬ “从七国集团到二十国集团ꎬ 全球政策

结构比例正在发生变化一个全新的世界正在冉冉升起”③ꎬ 世界权力分配逐渐向东方倾斜ꎮ
一方面ꎬ 世界权力的转移与资本主义的危机紧密关联ꎮ 资本主义社会尽管取得了一些进步ꎬ 但不

平等一直是其显著表现ꎮ 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 (Ｓａｍｉｒ Ａｍｉｎ) 指出ꎬ 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导致

了系统性危机ꎬ “危机中的资本主义” 使资本主义世界处在危险的境地④ꎮ 英国新经济基金会首席执行

官法恩布勒 (Ｍｉａｔｔａ Ｆａｈｎｂｕｌｌｅｈ) 引用众多调研机构的权威性数据指出ꎬ 近年来在不同国家、 不同侧

面、 不同指标上均显示资本主义正处于危机之中ꎬ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建立在对自由市场、 放松

管制和小政府的信仰之上的信条ꎬ 在过去 ４０ 年里一直主导着社会———已经达到了极限⑤ꎮ 美国学者约

迪迪安 (Ｊｏｄｉ Ｄｅａｎ) 则指出ꎬ 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新封建主义的特征ꎬ 新封建主义具有主权被分割

而呈碎片化、 新的等级制度导致不平等加剧、 城乡差别拉大和不安全感被放大等鲜明表现⑥ꎮ
另一方面ꎬ 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正在改变世界权力版图ꎮ 波兰经济学家格

泽高滋Ｗ. 科勒德克 (Ｇｒｚｅｇｏｒｚ Ｗ. Ｋｏｌｏｄｋｏ) 认为ꎬ 当今世界正在上演冷战结束后世界权力的重置ꎬ
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正与这一过程相契合⑦ꎻ 巴西里约热内卢番达曹格图里奥瓦尔加

斯大学教授奥利弗斯图恩克尔 (Ｏｌｉｖｅｒ Ｄｅｌｌａ Ｃｏｓｔａ Ｓｔｕｅｎｋｅｌ) 进一步指出ꎬ “全球南方” 的崛起与

世界权力中心的转移是平行发生的⑧ꎮ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 (Ｇｒａｈａｍ Ａｌｌｉｓｏｎ) 则表

示ꎬ “从未见过世界上出现像中国崛起这样造成全球力量平衡发生如此快速的结构性变化”⑨ꎮ 海外

学者普遍认为ꎬ 过去 ３０ 年的世界权力转移是真实的ꎬ 而且是不可逆转的ꎬ 全球事务将不仅通过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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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极化来定义ꎬ 而且还将通过非极化来定义①ꎬ 西方单独执掌世界权力的地位正在发生改变ꎮ
２. 东西方经济实力的升降在世界权力变迁中起关键作用

政治权力在本质上是经济实力的产物ꎮ 在海外ꎬ 更多人把中国而非美国视为头号经济强国ꎮ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ꎬ 中国逐步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ꎬ 这一趋势正不断得到加强ꎬ 令全

世界重新审视中国的影响力ꎮ 美国经济学家安托万范阿格特梅尔 (Ａｎｔｏｉｎｅ ｖａｎ Ａｇｔｍａｅｌ) 认为ꎬ 重

心开始从西方转移到东方ꎬ 全球领先地位的火炬正在传给中国ꎬ 美国的军事实力、 经济实力和软实

力正在萎缩到主导地位所需的门槛以下②ꎮ 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东亚研究院教授马库斯陶贝

(Ｍａｒｋｕｓ Ｔａｕｂｅ) 指出: “眼下全球的确正在经历一场我们很长时间没有看到的变化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西方、 北美地区的经济正在逐渐失去其在全球的重要地位ꎬ 中国以及东亚国家的经济地位正在上升ꎬ
动力强劲ꎬ 所以先前的世界力量平衡正在转变中ꎮ”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数据显示ꎬ 过去 ２０ 年间ꎬ 中国经济年均增长 ８ ７％ ꎬ 较美国年均

增速高出 ６ ９ 个百分点ꎮ 市场普遍预计ꎬ 未来 １５ 年中ꎬ 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④ꎮ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认为ꎬ 到 ２０３０ 年ꎬ 中国在经济上很可能跃居世界第一ꎬ 提前几年赶超美国ꎬ
“始自 １７５０ 年的西方称霸的局面大体会逆转”ꎬ “全球权力从西方世界向非西方世界转移的现象将越

发突出”⑤ꎮ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报告预计ꎬ 到 ２０５０ 年ꎬ 按照购买力平价衡量ꎬ 世界前 １０ 位的经

济体中有 ７ 个是非西方国家ꎬ 前 ３２ 个经济体中有 ２１ 个 (包括日本) 将来自非西方世界⑥ꎮ 世界经

济领域西方色彩的淡化ꎬ 直接驱动世界权力的去西方化和去美国化ꎮ
３. 中国和美国世界影响力的变化推动世界权力转移

世界权力分配是此消彼长的过程ꎬ 中国和美国对世界影响力和引领力的变化推动了世界权力的

转移ꎮ 关于美国在 ２１ 世纪的国际地位问题ꎬ 加拿大学者阿米塔阿查亚 (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 的观点

比较具有代表性ꎮ 他认为ꎬ “美国仍将是 ２１ 世纪世界的主要力量ꎬ 但不会再独霸在军事、 经济和外

交方面的主导地位”⑦ꎮ 虽然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依然强大ꎬ 但它的软实力ꎬ 即它保持信任、 激发

情感和鼓励他国效仿的能力却有明显下降ꎮ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奉行的单边主义、 新孤立主义、 保护主义和本土主义在国际社会产生了相当

大的负面影响ꎮ 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玛格丽特麦克米伦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认为: “特朗普对美

国盟友的欺凌以及他对北约和欧盟的攻击ꎬ 削弱了几十年来一直为美国及其合作伙伴服务的关

系ꎮ”⑧ ２０２０ 年皮尤研究中心全球态度项目所开展的公众民意调查结果显示ꎬ 国外民众对美国的信任

感持续下降ꎮ 对于华盛顿和北京哪一个是更重要的合作伙伴ꎬ 德国人的意见几乎持平ꎬ ３７％ 的人选

择美国ꎬ ３６％的人选择中国ꎮ 在他们进行的另一项调查中ꎬ 询问了法国人哪些国家最有能力应对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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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几十年的挑战ꎬ 仅有 ３％的人选择了美国ꎻ ３６％ 的意大利人认为ꎬ 他们的国家应集中精力与中国

建立起密切的关系ꎬ 而 ３０％的意大利人认为应选择美国ꎻ 只有 ２８％的英国人相信美国会在国际事务

中采取负责任的行动ꎬ 这一比例在过去五个月里下降了 １３％ ①ꎮ
４. 东西方应对新冠疫情的不同表现进一步推动世界权力转移

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ꎮ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Ｆｕｋｕｙａ￣
ｍａ) 认为ꎬ 成功应对大流行病的要素是国家能力、 社会信任和领导力ꎬ 这需要一套胜任的国家机

制、 一个为公民信任和接受的政府、 一群高效的领导人ꎮ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在应对危机方面

比其他国家做得更好ꎬ “由于东亚比欧洲或美国更善于管控局势ꎬ 全球的权力分配将继续向东转

移”②ꎮ 相比之下ꎬ 美国对新冠疫情的反应笨拙至极ꎬ 比中国糟糕 １００ 倍③ꎬ 在应对疫情大流行方面

的巨大失败加剧了一场信心和能力危机④ꎬ 其威望也大幅下滑ꎬ 国际公信力持续地受到侵蚀ꎮ 新冠

疫情的全球大流行虽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经济方向ꎬ 但却会进一步加速权力和影响力从西方向

东方转移ꎬ 从以美国为中心的经济全球化转向更加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全球化⑤ꎮ 海外学者认为ꎬ在
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的最终崩溃中ꎬ这场流行病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⑥ꎮ

总之ꎬ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世界权力的转移为显著特征ꎬ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日益出

现颓势ꎬ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正在快速崛起ꎬ 改变着世界权力的结构ꎮ 世界权力消长、 经济实

力升降、 世纪疫情冲击等多重因素叠加ꎬ 推动世界权力发生了自西向东的转移态势ꎬ 这一转变在实

践中正在不断深化ꎮ

二、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变革

迄今为止ꎬ 任何一种新的全球力量的出现ꎬ 都会导致国际秩序的重大变化ꎮ 作为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的核心变量ꎬ 中国的强大正在促进全球力量结构发生显著变化ꎬ 必然会对国际秩序特别是

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与完善产生影响ꎮ 中国在世界舞台地位的提升在国际社会备受关注ꎬ 许

多海外人士认为ꎬ 在 “现代性竞争” 的时代中国的发展强大将会以一种影响极其深远的方式改变世

界的面貌ꎬ 有力塑造国际秩序ꎮ
１. 中国融入并支持现有国际秩序

世界著名咨询机构兰德公司发布的 «中国和国际秩序» 战略报告指出ꎬ 虽然中国的发展强大将

会产生一个大国关系紧张和竞争加剧的时代ꎬ 但是中国过去 ２０ 年的行为并未显示其在对抗或破坏现

行国际秩序ꎬ 而是在扮演一个 “有条件的支持者”ꎬ 虽然中国的举措确实对美国构成了挑战ꎬ 但不

会对国际体系的基本完整性构成威胁⑦ꎮ 新加坡资深外交家马凯硕 (Ｋｉｓｈｏｒｅ Ｍａｈｂｕｂａｎｉ) 表示ꎬ 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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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ꎬ 中国一直向联合国、 世界贸易组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主要全球多边机构靠拢ꎬ
支持现有国际秩序ꎬ 而美国却与这些机构渐行渐远①ꎮ 美国丹佛大学美中合作中心主任赵穗生认为ꎬ
当前国际上有些人士对中国存在误解ꎬ 认为中国的崛起会对现有的国际秩序构成挑战并取代美国的

地位ꎮ 但实际上ꎬ 中国是现存国际秩序最大的受益者ꎬ 也是现存国际秩序最大的参与者ꎮ 中国寻求

的是世界的和平与发展ꎬ 追求的是 “大家共赢”②ꎮ
２. 中国加入并改变现有国际秩序

海外有一种观点认为ꎬ 中国加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只是为了从内部改变它③ꎮ 中国在军事、 经

济和外交等各个方面崛起ꎬ 推动世界从冷战之后的单极独大时代走向多极竞争时代ꎬ 多极世界的回

归正迫使美国战略家重新思考军事、 安全和外交影响力与工业和贸易之间的关系④ꎮ 有西方学者指

出ꎬ 中国的持续崛起改变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治理机构的传统权力结构ꎬ 标志着

以中国为中心的新政治经济秩序的到来ꎮ 中国发展成为超级大国ꎬ 提供了区别于西方民主市场经济

模式的另一种选择⑤ꎮ 还有学者认为ꎬ 中国正在全球制定宏大的战略目标ꎬ 全球格局正在逐步被中

国有意识地改变ꎮ 美国经济学家大卫戈德曼 (Ｄａｖｉｄ Ｐ. Ｇｏｌｄｍａｎ) 提出了 “中国塑造” 一词ꎬ 他

认为ꎬ 东南亚国家、 中东国家跟中国越来越亲密的关系说明ꎬ 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合作伙伴、 搭

建属于自己的全球合作矩阵ꎬ 而 “发展中国家接受并适应中国技术、 资本、 商品与基础设施的过程

就是逐渐被中国影响和塑造的过程”⑥ꎮ
３. 中国参与并完善现有国际秩序

海外更多学者指出ꎬ 中国在大力推动改革开放的同时ꎬ 并没有扰乱世界体制ꎬ 中国甚至加大了对

多边主义和全球化的推进和完善⑦ꎮ 因为大变局的 “变” 并不仅仅在于中国的发展强大ꎬ 还在于中国

希望完善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ꎬ 将西方霸权主义的旧秩序更新为多极的、 公平的、 和谐的国

际新秩序ꎮ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教授迈克尔林德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Ｌｉｎｄ) 认为ꎬ “中国的强大并没有产生一个

两极的国际秩序ꎬ 而是创造了一个多极的国际秩序”⑧ꎮ 因为中国的参与和推动ꎬ 国际社会正在从剥削

性的西方主导体系转向基于相互尊重、 平等、 公平、 正义和正向合作的体系⑨ꎬ 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竞

争将会更加 “百家争鸣”ꎬ 而不再是完全由来自西方的行为体所全面主导ꎮ 俄罗斯科学院研究员亚历

山大Ｖ. 罗曼诺夫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Ｖ. Ｌｏｍａｎｏｖ) 指出: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背景下ꎬ 正是有了中国

的参与ꎬ 人类才能步入平衡、 协调、 包容的全球化发展新阶段ꎮ” 坦桑尼亚学者奥马尔姆延加 (Ｏ￣
ｍａｒ Ｍｊｅｎｇａ) 表示ꎬ 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为捍卫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的权利发挥了至关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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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作用ꎬ 为完善国际秩序确定了开放包容的正确方向①ꎮ 阿根廷中国问题专家司芙兰 (Ｍａｒíａ Ｆｒａｎｃｅｓ￣
ｃａ Ｓｔａｉａｎｏ) 指出ꎬ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深度调整的国际秩序ꎬ 中国相继提出 “一带一路” 倡

议、 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ꎬ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ꎬ 展现了中国关于国际

秩序的理想主张ꎬ 旨在团结世界各国人民ꎬ 携手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②ꎮ
总之ꎬ 海外学者从不同的立场、 视角、 方法分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变

革ꎬ 得出的结论也有差异ꎬ 但都说明了中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ꎬ 必须重视

和发挥中国的作用ꎮ

三、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当今世界变乱交织ꎬ “多样性机遇和复杂性挑战并存ꎬ 积极的建构性因素和消极的阻滞性因素

交叉重叠”③ꎬ 世界正经历前所未有的转型变革ꎮ 变革会催生新的机遇ꎬ 但变革过程也往往充满风险

挑战ꎮ 因此ꎬ 中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面临机遇和挑战共生的复杂局面ꎮ
１.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面临的重要机遇

德国历史学者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Ａｕｇｕｓｔ Ｗｉｎｋｌｅｒ) 指出ꎬ “单极时刻” 的

短暂性在 ２１ 世纪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迅猛发展及其对美国绝对霸权的冲击下体现出来ꎬ 一种新的

“多极化”④ 体系开始形成ꎬ 这也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历史性机遇ꎮ 经过长期努力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ꎬ 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ꎬ 实

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ꎬ 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ꎬ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ꎬ
推动中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ꎬ 中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ꎮ

一方面ꎬ 新技术的迭代兴起为中国提供了巨大的经济和战略优势ꎮ 印度学者莫汉马里 (Ｍｏｈａｎ
Ｍａｌｉ) 曾指出ꎬ 技术发展和经济变革是影响国家发展和国际格局的重要因素ꎬ 新兴技术起到关键作

用⑤ꎮ 美国达特茅斯大学塔克商学院教授斯劳特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 认为ꎬ 数据是中国争夺经济和地

缘政治优势的主要领域ꎬ “中国正在颁布自己的技术权威模式ꎬ 认识到塑造数字权力规则是地缘政治竞

争的关键组成部分”⑥ꎮ 通过 “数字丝绸之路” 和 “一带一路” 倡议ꎬ 中国正努力推广其数据治理模

式ꎬ 并通过在国外建设互联网基础设施和促进数字贸易来扩大数据获取渠道ꎮ 中国主导的平行互联网

世界的惊人崛起ꎬ 使中国至少在从机器人技术到人工智能的数字技术方面成为领跑者⑦ꎮ 克罗地亚萨格

勒布大学教授杜布拉夫科拉多舍维奇 (Ｄｕｂｒａｖｋｏ Ｒａｄｏšｅｖｉｃ' ) 认为ꎬ 数字技术推动数字经济的兴起ꎬ
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重要机遇⑧ꎮ 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彭斯 (Ａ.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ｐｅｎｃｅ) 表示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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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过科技创新来发展新质生产力ꎬ 既能调整经济结构ꎬ 又能提高创新能力①ꎮ
另一方面ꎬ 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面临重要契机ꎮ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ꎬ 中国展现出负

责任大国的担当ꎬ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ꎬ 全面开展抗击新冠疫情国际合作ꎬ 赢得广

泛的国际赞誉ꎬ 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感召力、 塑造力显著提升ꎮ 话语的本质是权力ꎬ 如果中国在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利用发展机遇成功打破西方的话语垄断ꎬ 就能够掌握更大的国际话语权ꎮ 英

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外交政策智囊团认为ꎬ 中国在用一种试错的态度提高话语权并取得一定的成效ꎬ
中国的话语权———设定和塑造全球叙事的能力———正悄悄上升②ꎮ 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格罗塞尔

(Ｐｉｅｒｒｅ Ｇｒｏｓｓｅｒ) 指出ꎬ 针对美国霸权的赞美话术ꎬ 中国系统地构建了另一套话语体系: 中国的例外

主义、 受国际环境所迫采取的应对措施、 中国自身没有野心以及围绕天下观形成的宽容治世态度ꎬ
这些表述与美国咄咄逼人的说辞形成了鲜明对比ꎬ 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不以寻求改变政治制度为目

的ꎬ 侵入性较弱ꎬ 更容易为国际社会所接受③ꎮ 中国在对外传播和推广具有广泛影响的术语和词汇ꎬ
如 “生态文明” “一带一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 等新概念方面越来越有信心和能力ꎮ 中国在寻求更

大的话语权方面正在缓慢但坚定地取得进展④ꎮ
２.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面临的风险挑战

当前ꎬ 中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 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ꎮ 美国巴克内尔

大学教授朱志群指出ꎬ 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ꎬ 其他一些国家越来越把中国的发展视为对其国家

利益的威胁ꎬ 这些国家普遍没有准备或不愿意接受中国的崛起⑤ꎮ 马来西亚亚太战略研究院院长杨

元庆 (Ｔａｎ Ｓｒｉ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Ｙｅｏｈ) 认为ꎬ 虽然中国的经济转型成果重大ꎬ 但同时也面临着巨大挑战ꎬ 包

括人口老龄化、 环境恶化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等⑥ꎮ 还有海外学者总结了中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下面临的五方面挑战: 第一ꎬ 不断强大的中国被赋予固有的 “原罪” 概念ꎬ 这种先入为主的偏

见将中国的强大视为一种另类存在ꎮ 第二ꎬ 受美国价值观支配而建立起来的强调 “以规则为基础”
的制度具有排他性ꎬ 将使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提升面临困难ꎮ 第三ꎬ 中国取得了巨大进步和成就ꎬ 但

西方媒体的报道有时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ꎬ 仍会针对个别事件故意放大中国的缺陷ꎮ 第四ꎬ 随着

中国继续发展壮大ꎬ 不仅大国而且小邻国的复杂反应都将成为其外交议程的重要任务ꎮ 第五ꎬ 过度

追求外在影响力可能会阻碍中国对其自身地位和形象真实而清晰的认知⑦ꎮ
此外ꎬ 面对 “一带一路” 倡议ꎬ 一些西方国家污蔑中国 “要用一个基于中国共产党原则和实践

的新秩序取代以民主为基础的 ‘自由国际秩序’ꎬ 这将危及各地的民主社会”⑧ꎮ 拜登政府的新印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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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报告指责中国 “正在将其经济、 外交、 军事和技术力量结合起来ꎬ 在印太地区寻求势力范围ꎬ
并寻求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①ꎮ 这为美国及其盟友在该地区增加军事投入、 提升军事实力

提供了借口ꎮ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 (Ｋｕｒｔ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描述了美国对

亚洲战略重点的转变ꎮ 他认为ꎬ “２１ 世纪历史的大部分将在亚洲书写ꎬ 美国首次认真地将其战略重

点、 经济利益和军事力量转移到印太地区”②ꎮ 这些因素都将对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构成障碍ꎮ
总之ꎬ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危与机并存ꎬ中国在大变局中面临如何把握机遇和如何应对挑战的

双重考验ꎬ这对中国在大变局中进一步增强生存和发展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ꎬ其中如何正确处理中

美关系是关键ꎮ

四、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与美国的关系

中国和美国是影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走向的关键变量ꎬ“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与中美两国的双

边关系直接相关ꎬ中美关系影响全世界”③ꎬ中美关系也是海外研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角色

的焦点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ꎬ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ꎬ中美有两种选择ꎬ“一种是加强团

结合作ꎬ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ꎬ促进世界安全和繁荣ꎮ 另一种是抱持零和思维ꎬ挑动阵营对立ꎬ让世界

走向动荡和分裂ꎮ 两种选择代表着两个方向ꎬ将决定人类前途和地球未来”④ꎮ 海外学者围绕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美关系进行广泛探讨ꎬ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ꎮ
１. 美国将中国看作“全方位等量级的竞争对手”
美国政界和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ꎬ中国对美国产生了系统性挑战ꎬ成为“全方位等量级的竞争对

手”ꎬ中国的强大和自信将会产生一个中美关系紧张和竞争加剧的时代⑤ꎮ ２０１７ 年 «美国国家安全战

略» 宣称 “一个新的竞争时代” 到来了ꎬ “这些竞争要求美国重新思考过去 ２０ 年的政策ꎬ 这些政策

基于这样一种假设: 即与竞争对手的接触以及将其纳入国际机构和全球商业活动ꎬ 将使它们成为良

性参与者和值得信赖的伙伴ꎮ 在很大程度上ꎬ 这个前提被证明是错误的”⑥ꎬ 美国长期的对华接触战

略正在落下帷幕ꎮ ２０１８ 年美国 «国防战略报告» 将中美国家间竞争视为比应对恐怖主义更重要的国

家安全首要问题ꎬ 要求大力培养竞争心态⑦ꎮ 美国政府正在建立联盟以在军事上威慑和遏制中国ꎬ
并经常公开诋毁中国ꎮ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Ａｎｔｏｎｙ Ｂｌｉｎｋｅｎ) 在任内首个外交政策演讲时提出ꎬ 处理

中美关系问题是 “应对 ２１ 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⑧ꎬ 也成为拜登政府优先关注的八个问题之一ꎮ
一些海外学者认为ꎬ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美竞争是激烈的、 结构性的、 系统性的ꎮ 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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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社会政策研究所中国问题研究顾问内森莱文 (Ｎａｔｈａｎ Ｌｅｖｉｎｅ) 表示ꎬ “意识形态竞争将成为更广

泛的中国－美国战略较量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①ꎮ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 (Ｋｅｖｉｎ Ｒｕｄｄ) 则认为ꎬ
中美之间的竞争将主导几乎所有政策领域: 贸易和投资、 金融市场、 信息技术、 生物技术、 外交政

策、 军事力量和意识形态②ꎮ 中国正在挑战美国在冷战后作为唯一超级大国、 世界上最富有和最有

影响力的国家以及公认的国际秩序领导者的地位③ꎮ 中美竞争将影响全球几乎所有地区ꎬ 因为它将

国家、 公司和机构吸引到日益二元化的竞争中来ꎮ
２. 美国对华政策的争论: 对手还是伙伴

处理中美关系ꎬ “首先要回答的是ꎬ 中美到底是对手ꎬ 还是伙伴ꎮ 这是一个根本的、 也是管总

的问题”④ꎮ 事实上ꎬ 美国对华政策在 “接触—脱钩—遏制” 三个方面摇摆ꎮ 美国学者围绕 “接触还

是遏制” “和平还是冲突” “共赢还是零和” 在 «外交事务» 杂志发表文章ꎬ 展开了一场 “学术论

战”ꎬ 代表人物有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 (Ｊｏｈｎ Ｍｅａｒｓｈｅｉｍｅｒ)、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

与国际事务教授约翰伊肯伯里 (Ｇ. Ｊｏｈｎ 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安德鲁Ｊ. 内森

(Ａｎｄｒｅｗ Ｊ. Ｎａｔｈａｎ) 等ꎮ
有的海外学者夸大中国的威胁ꎬ 主张美国对华政策从 “接触” 转向 “脱钩” 甚至是 “遏制”ꎮ

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ꎬ 美国与中国接触的战略是其最严重的外交政策灾难之一ꎬ 接触政策即美国

将中国融入全球经济ꎬ 希望它变得更加繁荣ꎬ 乐见其增长ꎮ 由于一个更强大的中国肯定会挑战美国

在亚洲乃至其他地区的地位ꎬ 因此美国合乎逻辑的选择应该是很明确的: 减缓中国强大的速度ꎬ 而

另一种遏制战略本可以防止或至少推迟中国作为威胁的出现⑤ꎮ 华盛顿应该设法减缓中国的增长ꎬ
必须与盟国密切合作以遏制中国的崛起ꎬ 不仅要推迟它成为大国的那一天ꎬ 还要确保它永远不会成

为同行的竞争对手⑥ꎮ 曾任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的杜如松 (Ｒｕｓｈ Ｄｏｓｈｉ) 认为ꎬ 中

美将有漫长的博弈ꎬ 建议美国立即采取政策通过更积极的多边外交 “削弱” 中国的影响力ꎬ 并通过

加强同盟关系和鼓励国内复兴来 “重建” 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⑦ꎮ 还有学者强调美国要与全球

化自由贸易划清界限ꎬ 转向贸易保护主义ꎬ 并且对中国采取鹰派外交政策⑧ꎮ
当然ꎬ 不少学者认为中国不会威胁美国的地位ꎬ 不必夸大中国的强大ꎮ 面对 “中国威胁论” 和

“对华遏制论”ꎬ 约翰伊肯伯里等针锋相对地提出: “遏制将使美国及其伙伴更加分裂ꎬ 自由国际

秩序更加混乱ꎮ 美国将会在经济上输给其他从对华贸易中受益的国家ꎮ 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的声誉

会被削弱ꎬ 也许是无法挽回的ꎮ 最终ꎬ 该战略无法阻止中国的继续强大ꎮ”⑨ 也就是说ꎬ 遏制中国的

成本远大于收益ꎮ 安德鲁Ｊ. 内森也认为ꎬ 中国正在变得强大ꎬ 但是在很多领域存在弱点ꎬ 不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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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夸大中国的不断强大ꎬ 中国只是地区和全球的几个主要大国之一ꎬ 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有重要影响

但并不必然威胁ꎬ “高估中国的威胁与低估它一样危险”①ꎮ
此外ꎬ 还有学者提出 “克制理论”ꎮ “克制” 可以被看作 “华盛顿对减少军事化和激进外交政策

的任何提议的简写”②ꎮ 美国大多数民众赞成通过外交手段而不是军事干预来应对中国强大ꎬ 避免对

中美关系采取对立态度ꎬ 而是要优先考虑多边主义、 外交和与中国的合作ꎬ 以应对气候危机等生存

威胁ꎬ 这些都促进了 “克制阵营” 的兴起ꎮ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高级研究员何瑞恩

(Ｒｙａｎ Ｈａｓｓ) 在推荐加强美国联盟和参与多边机构的同时ꎬ 也建议美国欢迎中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中

发挥更强大的作用ꎬ 接受许多国家在中美之间平衡的需要ꎬ 并在气候变化和全球公共卫生等共同关

心的领域寻求协调③ꎮ
３. 寻找中美正确相处之道: 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体是世界ꎬ 这个变局并不是仅对中国而言的ꎬ 而是对整个世界而言的④ꎬ
需要全球共同应对ꎮ “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ꎬ 中美关系要放在这个大背景下思考和谋划ꎮ”⑤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ꎬ 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科学处理中美关系ꎮ
首先ꎬ 美国必须承认和适应中国的发展ꎮ 波兰经济学家格泽高滋Ｗ. 科勒德克指出ꎬ “中国的

绝对地位ꎬ 以及对全球事务的影响力正在提升ꎬ 在可预见的未来还会继续提升中国的发展不会

停止”ꎬ “中国在世界面前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ꎬ “中国变成了引领潮流的国家”⑥ꎮ 阿根廷经济学

家马蒂亚斯卡鲁加蒂 (Ｍａｔíａｓ Ｃａｒｕｇａｔｉ) 表示ꎬ “中国强大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ꎮ 从中期来看ꎬ
美国必须适应在多极世界中以更合作的态度维护自身利益ꎬ 换言之ꎬ 美国应当学会适应新的国际格

局并与其他国家共同分享权力”⑦ꎮ
其次ꎬ 中美之间应避免陷入 “新冷战”ꎮ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 (Ｊｏｓｅｐｈ Ｓ. Ｎｙｅ) 提出ꎬ

美国与中国不应陷入 “新冷战”ꎬ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不同于美国与苏联的关系ꎬ 两国的社会结构已

经深深地交织在一起ꎬ 而且在物理上不可能将流行病和气候变化等生态问题脱钩ꎬ 这需要一种能够

同时完成竞争与合作这两件相互矛盾的事情的战略⑧ꎮ 中美之间的竞争合作关系需要建立在相互尊

重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ꎬ 而不是通过单方面施压和威胁来实现ꎬ 通过对话和合作ꎬ 中美可以共同应

对全球挑战ꎬ 并推动国际秩序的建设⑨ꎮ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认为ꎬ 中美之间应秉持 “有管控的

战略竞争”ꎬ 并提出 “建设性现实主义” 的观点: 一是确定双方必须遵守的有限的硬性限制ꎻ 二是

如果双方能够就这些规定达成一致ꎬ 那么一方就必须接受另一方仍将试图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优势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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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避免突破限制ꎻ 三是即使在竞争不断升级的情况下ꎬ 在一些关键领域也会有合作的空间①ꎮ 从

现实看ꎬ 美国对中国的限制措施并未奏效ꎬ 反而让中国加快了自主研发和替代进口的步伐ꎬ 并促使

中国加速将 ＡＩ 应用于工业自动化领域②ꎮ 新冠疫情更加表明ꎬ 大国无法通过单独行动来保护自己的

安全ꎬ 必须加强合作ꎮ
最后ꎬ 中美之间不仅有竞争ꎬ 更有广阔的合作空间ꎮ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助理教授斯蒂芬韦特

海姆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Ｗｅｒｔｈｅｉｍ) 强调ꎬ 单极霸权已经结束ꎬ 美国试图通过军事部署等手段遏制中国将是一

个严重的错误ꎬ 华盛顿必须认真争取北京在核心目标上的合作ꎬ 从而更好地建设一个宜居、 可治理

和繁荣的世界③ꎮ 埃及开罗大学学者努赛巴阿什拉夫 (Ｎｕｓｓａｉｂａ Ａｓｈｒａｆ) 认为ꎬ 美国面对世界变局

应该承认霸权的衰落④ꎬ 并寻求国家间的合作ꎮ 美国两位前国务卿詹姆斯艾迪生贝克 ( Ｊａｍｅｓ
Ａｄｄｉｓｏｎ Ｂａｋｅｒ) 和乔治普拉特舒尔茨 (Ｇｅｏｒｇｅ Ｐｒａｔｔ Ｓｈｕｌｔｚ) 认为ꎬ 气候政策不能成为中美冲突

的另一个源头ꎮ 事实上ꎬ 这两个大国可以利用气候作为合作的手段ꎬ 持续释放 “碳红利”ꎬ 为世界

带来更大的繁荣ꎮ 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ꎬ 中美双方都应该专注于互惠互利

的领域⑤ꎮ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保罗希尔 (Ｐａｕｌ Ｊ. Ｈｅｅｒ) 认为ꎬ 华盛顿需要认识到新的历史

力量平衡ꎬ 承认美国国内政治危机的严重性及其国际声誉的侵蚀ꎮ 与此同时ꎬ 拜登政府应设法克服

国内政治制约因素ꎬ 这些制约因素阻碍了以更理性和建设性的方式与北京打交道ꎬ 这意味着对来自

中国的挑战的性质进行更准确的评估ꎬ 并以更多的合作元素和对话来补充竞争方式⑥ꎮ 一味搞 “去
全球化”ꎬ 鼓吹所谓 “经济脱钩” “平行体系”ꎬ 最终只会损害本国和各国的共同利益ꎮ

总之ꎬ 中美关系深刻影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变趋势ꎬ 美国将中国视为最大的对手并不符

合两国的利益ꎮ 中美两国要从全球利益出发ꎬ 在竞争中开拓合作空间ꎬ 谋求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之道ꎮ

五、 关于海外学者相关研究的评析

综观海外学者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角色的研究可以发现ꎬ 海外学者围绕中国与世

界权力的转移、 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变革、 中国在大变局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如何在大变局中处理

中美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析ꎬ 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ꎬ 为我们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参考ꎮ
但是囿于各种原因ꎬ 海外学者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ꎬ 我们对相关研究成果一定要审慎对待ꎬ 对其

有益的观点加以吸收ꎬ 对其错误的观点进行批驳ꎮ
１. 海外学者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角色研究的主要特点

首先ꎬ 海外学者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角色的研究领域广泛ꎮ 总体来看ꎬ 海外学者

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角色的研究ꎬ 涉及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 生态、 军事各个领域ꎬ
特别指出中国在各个方面的进步以及未来的上升态势ꎮ 例如ꎬ 在经济领域ꎬ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

７２１

海外学者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角色的认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Ｋｅｖｉｎ Ｒｕｄｄꎬ “Ｓｈｏｒｔ ｏｆ Ｗａｒ: Ｈｏｗ ｔｏ Ｋｅｅｐ Ｕ. 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Ｅｎｄｉｎｇ ｉｎ Ｃａｌａｍｉｔｙ”ꎬ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１００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２１.

Ｄａｖｉｄ Ｐ. Ｇｏｌｄｍａｎꎬ “Ｗｈ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Ｉｓ Ｌｏ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ｅｃｈ Ｗａｒ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ꎬ ｈｔｔｐｓ: /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ｏｒｇ / ｂｌｏｇ / ｔｅｃｈｌａｎｄ / ｗｈｙ－ａｍｅｒｉｃａ－
ｌｏｓｉｎｇ－ｔｅｃｈ－ｗａｒ－ｃｈｉｎａ－２０６６６４.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Ｗｅｒｔｈｅｉｍꎬ “Ｔｈｅ Ｐｒｉｃｅ ｏｆ Ｐｒｉｍａｃｙ: Ｗｈ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Ｓｈｏｕｌｄｎｔ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ꎬ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９９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２０.
Ｎｕｓｓａｉｂａ Ａｓｈｒａｆꎬ “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Ｌｅｇａｃｙ ｏｎ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 ｆｒｏｍ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ꎬ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Ｖｏｌ. ８ꎬ Ｎｏ. ６ꎬ ２０２３.
Ｊａｍｅｓ Ａ. Ｂａｋｅｒꎬ Ｇｅｏｒｇｅ Ｐ. Ｓｈｕｌｔｚ ａｎｄ Ｔｅｄ Ｈａｌｓｔｅａｄꎬ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ａｓｅ ｆｏｒ Ｕ. 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ꎬ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９９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２０.
Ｐａｕｌ Ｈｅｅｒꎬ “Ｒｅｄ Ｓｃａｒｅ”ꎬ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ꎬ Ｎｏ. １７８ꎬ Ｍａｒ / Ａｐｒ ２０２４.



济体正在改变世界经济结构ꎬ 对全球经济发展的贡献不断增加ꎻ 在政治领域ꎬ 新兴国家不再愿意被

西方大国的霸权主义所束缚ꎬ 渴望建立国际新秩序ꎻ 在生态领域ꎬ 中国成为世界环保格局的重要变

量ꎬ “中国在为一个陷入困境的星球实施环保主义”①ꎬ 对全球环境保护作出了卓越的贡献ꎮ
其次ꎬ 中国在世界科学技术领域的变化引起海外学者的关注ꎮ 古巴学者卢维斯雷冈萨雷斯

塞斯 (Ｒｕｖｉｓｌｅｉ Ｇｏｎｚáｌｅｚ Ｓａｅｚ) 认为ꎬ “随着中国在人工智能、 量子科技、 生物技术、 机器人技术等

领域的迅速崛起ꎬ 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和广泛认可”②ꎮ 美国学者鲁奇尔夏尔马

(Ｒｕｃｈｉｒ Ｓｈａｒｍａ) 认为: “如果说你认为中国还不是完全的领导者的话ꎬ 至少在从机器人技术到人工

智能的数字技术方面ꎬ 中国已经是领导者ꎮ 由阿里巴巴和腾讯等中国竞争对手主导的平行互联网世

界的惊人崛起———或许是中国增长速度仍然快于并有望赶上美国的主要原因ꎮ”③ 美国经济学家大

卫戈德曼 (Ｄａｖｉｄ Ｐ. Ｇｏｌｄｍａｎ) 认为ꎬ “美国以为自己在云服务上限制中国ꎬ 但中国有一些非常强

大的云服务提供商帮助中国ꎮ 美国以为自己可以在芯片上限制中国ꎬ 但中国华为已经自主研发操作

系统和芯片ꎬ 并在 ２０２３ 年下半年重新进入 ５Ｇ 手机市场”ꎬ “在先进技术领域ꎬ 中国正迅速成为美国

的竞争对手ꎮ 中国对第四次工业革命有自己的国内外战略布局和执行力ꎬ 美国则不然”④ꎮ
最后ꎬ 海外学者特别关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美关系ꎮ 相比于前几年海外学者还在讨

论世界格局是否在变动ꎬ 近几年海外学者的研究已经逐渐形成世界正在 “变” 的共识ꎬ 而中国是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重要因素ꎮ 很多海外学者将中国与美国进行对比研究ꎬ 认为中美权力关系

的变化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问题ꎮ
一方面ꎬ 海外学者认可世界格局正在变动ꎬ 部分学者承认美国相对衰落和世界权力转移ꎮ 英国

学者马克伦纳德 (Ｍａｒｋ Ｌｅｏｎａｒｄ) 认为ꎬ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相对衰落正推动世界秩序进

入权力较为分散的多极化状态ꎮ 经过俄乌冲突等一系列事件ꎬ 西方世界的公信力正在下降ꎬ 很多新

兴国家认为 “西方有选择地适用其规范ꎬ 并经常对其进行修改以适应自己的利益ꎬ 西方声称维护规

则与秩序缺乏可信度”⑤ꎮ 巴西 ＦＧＶ 国际关系学院斯佩克托尔 (Ｍａｔｉａｓ Ｓｐｅｋｔｏｒ) 认为ꎬ 全球南方国

家因为见证了美国及其盟国经常违反规则ꎬ 现在全球南方的大多数国家都难以接受西方关于 “基于

规则的秩序” 的主张ꎬ 开始逐渐放弃跟随西方国家而保持中立⑥ꎮ 世界正在摆脱西方主导体系的桎

梏ꎬ 转向相互尊重、 公平正义、 协商共享的合作体系ꎮ
另一方面ꎬ 海外学者认可中国是百年大变局中的重要因素ꎬ 将中美权力关系的变化看作大变局

的核心问题ꎮ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政治学者拉伊夫迪兹达雷维奇 (Ｒａｉｆ Ｄｉｚｄａｒｅｖｉｃ) 认为ꎬ 中国

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ꎬ 其改革取得的成效ꎬ 对世界秩序和国际关系的全局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

响ꎬ 未来中国的影响力还将继续增强⑦ꎮ 格雷厄姆艾利森认为ꎬ 强大的中国无时无刻、 无所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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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影响着美国和世界秩序ꎬ “关于全球秩序的决定性问题是中国和美国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①ꎮ
还有学者认为ꎬ 中美之间的权力争夺是未来持久的话题ꎬ 中美竞争是影响世界局势的最大变数ꎬ 两

国要同时考虑竞争和合作两个方面ꎬ 而把当今中美关系描述为 “合作竞争” 或 “可管控的竞争” 更

为合适②ꎮ
２. 海外学者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角色研究的优点与不足

海外学者多角度的研究中不乏闪光点和值得借鉴之处ꎮ 例如ꎬ 海外学者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下中国角色的研究洋溢着浓厚的务实主义风格ꎬ 在历史层面、 现实层面、 实践层面进行深入分

析ꎬ 进行专业的策略探讨和推演ꎮ 另外ꎬ 海外部分学者能够理性看待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

群体性崛起ꎬ 乐见 “全球南方” 呈现出的无限生机ꎮ 华盛顿和平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克利福德基拉

科夫 (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Ａ. Ｋｉｒａｃｏｆｅ) 认为ꎬ 美国 “希望在全球恢复领导地位” 实际上是其霸权思维的体现ꎬ
世界格局的变动不仅是中美关系的变化ꎬ 而且是中国倡导的和平合作的新型大国关系和长期以来西

方国家的霸权思维的碰撞ꎮ “全球南方” 国家代表着地球上绝大多数人ꎬ 大家期待国际社会有稳定

的国际局势ꎬ 希望能够建立和平共处、 正义平等的世界新秩序③ꎮ 此外ꎬ 还有学者提出ꎬ 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不是中国对美国的替代ꎬ 而是中国倡议的平等的世界新秩序对美国主导的霸权主义旧

秩序的替代ꎮ 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地方ꎮ
但是ꎬ 我们一定要清醒认识到ꎬ 由于受政治立场、 社会舆论、 意识形态等各方面原因的影响ꎬ

不少西方学者的研究仍带有 “西方中心主义” 的色彩ꎬ 研究的落脚点依然是为了给西方国家 “出主

意” “提建议”ꎬ 希望美西方能够继续保持霸主地位ꎮ 基于此ꎬ 我们对海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一定要保

持审慎和鉴别力ꎮ 例如ꎬ 美国学者朱利安格维兹 (Ｊｕｌｉａｎ Ｇｅｗｉｒｔｚ) 虽然肯定中国实力快速增长以

至于中美力量对比达到前所未有的相近程度ꎬ 但其目的是让美国团结起来ꎬ 尽快行动维护美国主导

的国际秩序ꎬ 重现他曾经历过的 “光荣时刻”④ꎮ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研究员丹尼尔萨梅特 (Ｄａｎｉｅｌ
Ｊ. Ｓａｍｅｔ) 认为ꎬ 以色列虽然是美国的牢固盟友ꎬ 但是在中国强大的过程中以色列和中国的经济贸

易、 军事合作越来越多ꎬ 这会对美以关系带来危害ꎮ 他建议美国适时敲打以色列ꎬ 引导以色列远离

中国ꎬ 如果以色列执意如此的话ꎬ 美国要做好对其进行惩罚的准备等⑤ꎮ 另外ꎬ 美西方学者往往把

中国视为 “他者” 甚至 “破坏者”ꎬ 经常对中国的政策进行歪曲理解ꎬ 渲染 “中国威胁”ꎮ 例如ꎬ 将

中国提出的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解读为 “到 ２０４９ 年ꎬ 北京明确表示要超越美国” 等ꎮ
对此ꎬ 我们要保持高度警惕并予以坚决驳斥ꎮ

综上所述ꎬ 海外学者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角色的研究范围广泛、 成果多样ꎮ 他们中

多数人肯定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的发展强大及其对世界的影响ꎬ 分析了中国面临的机遇

与挑战ꎬ 并对未来变动的趋势作出了分析和预测ꎬ 这为国内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借鉴ꎬ 对中国做

好相关研究、 阐释和宣传工作也有启示意义ꎮ 第一ꎬ 我们要更全面深入阐释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 的内涵与外延ꎬ 更全面地展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带给世界的积极意义ꎮ 第二ꎬ 我们

９２１

海外学者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角色的认知

①

②

③

④
⑤

〔美〕 格雷厄姆艾利森: «注定一战: 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ꎬ 陈定定、 傅强译ꎬ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９
年ꎬ 第 ８ 页ꎮ

Ｊｏｓｅｐｈ Ｓ. Ｎｙｅꎬ Ｓｏｆｔ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Ｇｒｅａｔ－Ｐｏｗｅｒ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Ｓａｎ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ꎬ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ꎬ ２０２３ꎬ ｐ. ｖ.

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Ａ. Ｋｉｒａｃｏｆｅꎬ “Ｘｉ－Ｐｕｔｉｎ Ｓｕｍｍｉｔ ａｎｄ Ｇｒｅａ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ｎｆｏｃｕｓ. ｃｏｍ / ｘｉｐｕｔｉｎ－ｓｕｍｍｉｔ－ａｎｄ－ｇｒｅａｔ－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ｗｏｒｌｄ－ｏｒｄｅｒ / .

Ｊ. Ｇｅｗｉｒｔｚꎬ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ｉｎｋ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Ｉｓ Ｌｏｓｉｎｇ”ꎬ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９９ꎬ Ｎｏ. ６ꎬ ２０２０.
Ｄａｎｉｅｌ Ｊ. Ｓａｍｅｔꎬ “Ｉｓｒａｅｌｓ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ｏｂｌｅｍ”ꎬ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ꎬ Ｎｏ. １７５ꎬ Ｓｅｐ / Ｏｃｔ ２０２１.



应当更加强调中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ꎬ 坚定维护广大发

展中国家利益ꎬ 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的重要作用ꎮ 第三ꎬ 我们要向世界表明ꎬ
中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公共产品的提供者ꎬ 展现

真实、 立体、 全面的中国ꎬ 树立可信、 可爱、 可敬的中国形象ꎮ 第四ꎬ 我们要以实际行动践行全球

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等ꎬ 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ꎬ 为建设更

加美好的世界注入中国力量ꎮ 当然ꎬ 对这些研究成果我们也要持审慎态度ꎮ

参考文献:

[１]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 第 １、 ２ 卷ꎬ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２２ 年ꎮ

[２] 于洪君主编: «理解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２０ 年ꎮ

[３] 辛向阳: «科学社会主义视野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ꎬ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０ 期ꎮ

[４] 〔美〕 亨利基辛格: «世界秩序»ꎬ 胡利平等译ꎬ 北京: 中信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ꎮ

[５] 〔新加坡〕 马凯硕: «中国的选择: 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ꎬ 全球化智库译ꎬ 北京: 中信出版社ꎬ ２０２１ 年ꎮ

[６] 〔美〕 亚历山大阿涅瓦斯编: «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政治———争论中的全球资本主义»ꎬ 李滨等译ꎬ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２３ 年ꎮ

(编辑: 刘曙辉)

(上接第 １１６ 页) 制约ꎬ 贡献了中国智慧、 中国方案、 中国力量ꎮ

结　 语

当前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ꎬ 全球南方国家的整体力量不断上升ꎬ 在促进世界和平与

发展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ꎮ 面对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全球南方国家ꎬ 美西方别有用心地操

控对 “全球南方” 概念的解读ꎬ 意图将中国等国家排除在外ꎬ 并企图实现对 “全球南方” 的控制ꎮ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全球南方” 的天然成员ꎬ 中国始终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同呼吸、 共

命运ꎮ 吸收借鉴国外左翼关于 “全球南方” 及其现代化问题的研究成果ꎬ 对于深刻揭示全球南方国

家落后的根源与实质ꎬ 丰富与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ꎬ 团结南方国家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

秩序ꎬ 推动南北差距问题的解决ꎬ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ꎬ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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