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 

 

盖尔·拉夫特1 

 

编者按：针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美国国内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

近来，美国政府似乎有意宣扬“印太”概念，被外界解读为要与中国的“一带一

路”倡议对抗。美国采取怎样的态度才是理性的？本期摘译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的

研究报告。该报告认为，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应该采取既不排斥、也不完全

接纳的第三种策略，即建设性参与。报告认为，美国应积极务实地参与“一带一

路”倡议，同时抵制那些有损美国地缘政治利益和价值观的项目。报告强调，中

美应该将“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全面对话与合作的新平台，具体可以在融资、能

源、安全、法律、咨询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美国还可以观察员身份加入亚投行。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 2013 年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将是人类历史上最

宏伟最全面的经济发展项目。这一投入资金达数万亿美元的倡议将跨越陆地连接

中国和欧洲，并将横跨中国南海、印度洋、红海和地中海。 

尽管这一倡议具有改变规则的颠覆性质，并且涉及几乎所有与美国有重要利

益关系的地区，但是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都或多或少地忽略了它。美国国会

也是如此，自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没有一次国会听证会讨论这一倡议。

由国会授权的致力于观察美中关系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也没有讨论过

它。在一些情况下，美国甚至试图使用软实力破坏中国的这一倡议。但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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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战略性的错误。 

即便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崛起抱有种种异议，但在“美国第一”的孤立主义

情绪盛行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必须承认美国不愿挑战中国在投资和执行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上的世界领导角色。因此，美国应重新考虑其对待“一带一路”倡议

的做法，制定一个既有利于欧亚发展又能保护美国重要利益的新方针。美国不应

停留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边缘，目睹其盟友们被中国所吸引。美国应更好地参

与“一带一路”倡议，并试着从倡议内部影响它的设计和机制。为了实现这一目

标，本文建议美国既不要排斥也不要完全接纳“一带一路”倡议，而是采取第三

种策略：建设性参与。美国将公开接受区域联系和能源安全的总体构想，但只会

有选择地积极支持与自身地缘政治逻辑和意识形态观念相符合的项目，同时抵制

“一带一路”倡议中破坏美国战略利益的部分。这一建设性参与的策略将把美国

定位为一个积极且务实的团队伙伴，而不是搅局者，同时也让美国保有足够的灵

活性。 

 

建议 

一、承认、参与和适应：美国应认可“一带一路”倡议及其为人类带来的潜

在好处，然后在美国政府内部建立机制来认识和观察“一带一路”倡议，评估它

的进展。国会委员会和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应举行关于“一带一路”倡议

的定期听证会。华盛顿方面应寻求一个合适的论坛来与中国讨论美国在“一带一

路”倡议中应当发挥的作用，双方互通意见，确定合作的领域。这将成为特朗普

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 2017 年 4 月佛罗里达会晤时建立的新型美中全面对话的一

部分。 

 

二、明确“红线”：美国应远离甚至反对那些具有地缘政治性质的倡议或是

被用作烟幕以掩饰中国地缘政治优势的倡议。美国还应该反对以“一带一路”倡

议为借口实行军事扩张，反对在“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领土上部署破坏地区稳

定的军事力量和军事装备。美国应确保在争议地区的任何计划是在争议涉及的所

有国家的同意下执行的。此外，美国还应确保“一带一路”倡议不被用于掩护对

美国价值观有害的政策，美国的价值观包括民主、人权、反腐败、透明度和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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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等。 

美国作出如此清楚的声明，不只是针对中国，也是针对美国的盟友们——尤

其是美国在欧洲的盟友。华盛顿应与欧洲合作，建立应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政

策共识。美国和欧洲应在有关国有资产私有化的问题上形成一致的政策，还应就

可以向中国出售哪些类型的资产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出售等问题达成共同的指导

原则。 

 

三、让美国发挥作用：美国应确定在哪些领域能够为亚洲经济发展、为“一

带一路”倡议做出特殊贡献。美国政府和美国公司凭借卓越的力量投送、国土安

全和网络防御能力，能够在保护新丝绸之路沿线的基础设施中发挥重要作用。美

国公司可以提供“软基础设施”服务，如咨询、法律服务、研究和融资——这些

将有助于项目的成功。另外，美国能够分享关于环保设计、基础设施工程、设施

效益、废物处理和节能交通枢纽这些方面的最佳做法，美国也可以促进私人资本

的参与。 

· 利用美国在多边开发银行的领导力：美国应鼓励它所主导的多边开发银行（如

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金融机构提供获取其设施、

服务、工具和方法的渠道，这能够提升项目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 

· 重新思考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华盛顿迄今反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但是，自亚投行成立以来，它已采取令人鼓舞的措施表明了在透明度和高标

准管理上的承诺。美国应考虑改变对亚投行的态度。加入亚投行成为其中一

员将是一场艰难的战斗，因为这需要国会拨款。但是，作为观察员加入亚投

行将是一个现实的目标，这将示意私营公司：投资由亚投行共同出资的项目

是安全的。 

 

四、将“一带一路”倡议纳入美中关系总体框架中：“一带一路”倡议为美

国提供了一个与中国深化合作的平台。在撰写本文时，美中关系的单一联系是朝

鲜问题，该问题上的联系不牢固、不稳定、不足以维系美中关系。而“一带一路”

倡议为美中提供了一个新的合作平台——在其他因素都失效时，这一平台能够保

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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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与中国的安全合作：“一带一路”倡议将逐渐迫使中国在陆地和海上投放

力量，这会与美国及其盟国发生新的摩擦。美国不应为维护自身在世界海洋

和海上贸易路线上的霸权而卷入到一场具有经济毁灭性的军备竞赛中。美国

应寻求与中国的海军和地面部队在国际联盟、海上联合巡逻、打击海盗和走

私以及反恐行动方面的合作。 

· 使“一带一路”倡议成为重建中东的平台：在未来，国际社会面临的最重大

的任务之一是快速高效地重建遭受战争破坏的中东。华盛顿要帮助美国公司

争得参与中东重建的利益，同时，也应考虑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机构

支持中东重建。 

· 使能源安全成为美中关系的新“粘合剂”：在气候变化问题不再能够联结美中

关系后，亟待提出其他联结的纽带。能源安全应成为美中关系的联结纽带之

一。美国和中国应扩大它们现有的合作领域，在农村电气化、能源分散化、

运输燃料非石油化、可再生能源、非常规能源开发、关键能源基础设施保护、

网络安全及能源管理系统这些方面实现合作。特朗普政府致力于振兴煤炭工

业，而中国对升级和优化煤炭的使用很感兴趣。因此，美国和中国应重视改

善煤炭生产、运输和使用方式——而不是争相开采作为能源的煤炭。 

 

五、提出美国对基础设施发展的看法：美国不应让中国独自掌控国际经济发

展的任务。美国应发表它对亚洲经济发展的看法，促进与盟国本土倡议的合作。

华盛顿应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上，通过开展自己的项目，扩充一带一路倡

议的内容——尤其在“一带一路”倡议没有覆盖到的新地区，如非洲部分地区和

拉美地区。 

 

（黄琳摘译，归泳涛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