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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走向“DNA”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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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 

 

  秋田浩之：乍一看去，中美关系似乎暂时回归平静。虽然对中美的巨额贸易逆差感到不满，

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并未露骨地“敲打”中国。 

  特朗普在推特上称赞习近平是“值得信赖的伟大领袖”。这一切似乎都是为了以在朝鲜问

题上获得中国的合作为优先。 

 

  但追踪白宫、美国国防部和美军核心高层的行动会发现不一样的风景。如同从地下涌出的

岩浆，对于愈发强大的中国的警惕感正在美国逐步扩散。 

  1月上旬，我在华盛顿的哈德森研究所有幸参加了有关印度太平洋局势的讨论会。出席会

议的包括该研究所的安保、经济领域专家以及前美国政府高官等。在和他们进行的讨论中，令

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对于中国“一带一路”构想流露出的警惕感。 

  “一带一路”是指在中国主导下构筑亚洲至欧洲的海陆基础设施的计划。中国已经投入了

巨额资金，正在推进陆路和港口建设。 

  “一带一路”构想一旦完成，在经济和外交层面，中国的势力范围将覆盖印度太平洋地域。

出于这种担忧，在哈德森研究所的会议上，与会者围绕美国及同盟国应如何应对交换了意见。 

 

http://cn.nikkei.com/columnviewpoint/column/29166-2018-02-23-05-00-00.html/?n_cid=NKCHA014
http://cn.nikkei.com/component/tags/tag/2017-07-20-02-44-37.html


2 
 

特朗普在中国访问时与习近平出席晚宴（2017年 11 月 9 日，人民大会堂，KYODO） 

  实际上，在特朗普政权的“后院”类似的讨论也悄然出现。据知情的美国安保专家透露，

最近出现了这样的动向。 

  从特朗普结束亚洲之行返回美国的 2017年 11 月下旬开始到年底，白宫多次召集国家安全

保障会议（NSC），秘密召开重要会议。 

  据称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对抗通过“一带一路”扩大影响力的中国。作为解决方案，正式确

定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还通过了汇总具体对策的文件。 

  “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原本由安倍政权提出，被特朗普借用。白宫汇总的文件属

于机密，不过据称大体框架有以下 3点。 

  ▼与同盟国和友好国携手，在东海和南海、印度洋、阿拉伯海开展行动，以避免基于法律

的自由秩序被破坏。 

  ▼为此，日美澳与印度分头强化海上巡逻。此外还为其他沿岸国家的海上警备组织提供支

持，帮助其保护自己的海域。 

  ▼为了控制从亚洲到中东的海上通道，日美澳印等国将提供支援，在位于要冲的东南亚、

斯里兰卡和孟加拉湾建设港口。 

  作为特朗普政权支柱的国防部长马蒂斯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主导制定了

这一战略。 

  美国国防部的重要智囊团成员解释他们的担忧，称“中国在去年秋季的十九大上表示中国

将在 2049 年成为世界的超级大国。一带一路构想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中国正式对由美

国占优的秩序发起挑战”。 

  严厉的对华观不仅反映在印度太平洋战略上，还开始反映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从 2017

年底开始，特朗普政权相继公布了国家安全保障、国防和核战略。 

   其中，中国与俄罗斯一样被称为“变更现状的势力”，并且被定位为威胁当前秩序的国

家，在战略上等同于敌对国。 

  笔者在与美国政府内外的战略家们交谈时所感受到的是，对华观严厉并非是政策上的原因，

而是他们不能允许出现超越自己国家的竞争对手，即所谓超级大国的生存本能。 

  与人类一样，国家也有扎根于多年历史与文化的 DNA。美国的 DNA主要是向西扩大势力范

围的本能。美国人的祖先在 1620年从欧洲乘着五月花号，几经周折才踏上了美国的东海岸。 

  美国人从那里“开拓”至西海岸，并进一步拓展到太平洋。19 世纪吞并夏威夷，不久统

治了菲律宾。1941年与日本发生冲突，日美战争爆发。现在这种本能正被崛起的中国所唤醒。 

  然而中国也有自己独特的 DNA。那就是在周边扩大自己的影响范围（朝贡圈），并将其包

裹起来。万里长城就是最好的证明。可以说，中国积极推动实现一带一路构想，正是随着国力

的增强，其基因再次活跃起来的表现。 

  尽管如此，很难想象中美会不惜冒开战风险立刻全面对抗。这是因为双方在经济上紧密相

连，而且必须在朝鲜问题等方面进行合作。 

  从长远来看，中美 DNA 的冲突将会加强，中美关系会逐渐冷却，充满紧张。中美两国攻防

的风浪也将涌向亚洲各国，日本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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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倍政权 2017 年以来一直展现出支持中国“一带一路”构想的姿态。尽管是为了改善中

日关系，可如果不谨慎行事，日美之间会生出嫌隙，整个亚洲也会变得不稳定。围绕对华政策，

日美的政策调整已进入到极为重要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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