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湖论坛（ 2020 ）“大国关系，全球治理” 国际硏讨会  2020年11月14日假

武汉华科举行。 

文题：［新冠肺炎疫情对大国关系的影响 ］ 

 

 

今次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来说，是一场极具挑战性的多维度

“抽考”。大小各国应对本身疫情的成果优劣，即已折射出自己的治国水平

；对国际合作共同抗疫的参与度，则反映出一国的国际担当程度。 

 

这次的全球危机不但对不同体制和治理模式作了一次彻底、无情的检测，

它更引发了重塑国际秩序和重构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契机。这一切都在冲击

着排名世界前列的两大强国------中国和美国的大国关系。 

 

目前中美关系坠入建交40年来的新低，已是不争的事实。它是否会坐实美

国学者 格雷厄姆·艾利森 (Graham  Allison) 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 的理论？美国作为守成大国，是否会与迅速崛起的中国终须一战？

中外政界、学界议论不绝。客观来说，这问题不妨从几个不同的视角、层

面来探讨，而不是单纯因为美国志在阻遏中国的崛起。我们可以不认同美

国，乃至西方其他国家的对华观点或疑虑，但要做到精准的“知彼”，深切

了解其深层的心理考量，还是必要的。 

 

从东南亚的视角来看，尽管中方一再表白本身无意取代美国的国际领导地

位，但这并不足以消除美方对华的疑虑。中国改革开放 40年来，综合国

力的提升，经济实力比肩美国，甚至超越美国，GDP跃居世界第二；基建



独步天下；创新科技傲视全球；全产业链尽在手中。这种崛起的态势所引

发的美国焦虑，主要来自下列的 4个层面： 

（一）挑战美国的现实利益； 

（二）向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叫板； 

（三）威胁美国的价值输出； 

（四）冲击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焦虑（一）：挑战美国的现实利益 ］ 

中、美两国的竞争和博弈，并非始于疫情的爆发。与其说疫情是造成双方

关系濒临新冷战临界点的导因，疫情之于两国的关系，不如喻为“压断驼

背的最后一根稻草”，或许会更为贴切。 

 

从疫情爆发前对“一带一路”倡议所谓“债务陷阱”的抹黑和围剿，到后来全

面开打的贸易战和科技战，乃至串连全球打压并绞杀“华为”这家中资科技

民企，在在都暴露出美方“输不起” 的心态，其实早已存在。 

 

及至疫情在美国本土扩散，医用物资，尤其是个人防护装备 (PPE) 的严重

匮乏, 导致美方的抗疫工作非常被动，甚至是窘态毕露。初始阶段还得仰

赖中方的供应来纾缓需求的压力。过后不久即迅速变脸转调，先是质疑中

国抗疫物质的规格质量，继又指中国将优势产业武器化云云。 

 

预料目前疫苗开发的竞争会是下一个体现美方这种心态的焦点领域。 

 



［焦虑（二）：向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叫板 ］ 

疫情爆发前，中国在国际组织所体现的大国担当, 相较于美国的频频退群

，已形成了两国在同一个国际体系中“一进一退”的反向演进。 

疫情扩散全球时，两国迥然不同的担当表现：中方的抱疫驰援相较于美国

缺席国际的合作抗疫，更是高下立判。美国顿感本身的国际领导地位岌岌

可危。中国以一己之力，成功管控疫情在先，过后又驰援多国。在美国看

来，这等同是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备受取代的预兆。 

 

［焦虑（三）：威胁美国的价值输出 ］ 

中国管控疫情的成功，无论是其模式或经验，本应是国际社会竞相借鉴的

公共资产。但中国作为非西方文明及非西方民主体制的国家，它的成功却

被视为足以稀释西方价值观的全球号召力。因此，即使是封城锁国、停工

停产等管控疫情的手段，也被美国无限上纲渲染为极权的治理模式。任何

“中国模式”、“中国经验”的输出和沿用，都一概看作是颠覆西方自由民主

价值观的“屠城木马”。 

 

［焦虑（四）：冲击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 

现有的国际秩序、国际组织乃至国际合作机制，无一不是美国在二战后以

战胜国姿态所创建。中国在改革开放后逐步融入国际社会。入世后更是成

为现有秩序的受惠者和积极捍卫者。 

 

然而备感国际领导地位受到威胁的美国，在自己乖离多边主义之余，却反

指中国的模式与经验输出，旨在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这种“偷梁换柱”的



说法，主要是借“意识形态”的差异来模糊世界对美国滑向单边主义的聚焦

。 

 

简单的说，特朗普让美国当局重拾保护主义，并走向多边主义的对立面，

那才是意图改变现有秩序的动作。然而不能等闲视之的是，这种偷换概念

的指责，还是有其一定的市场的。原因是：美国凭它占有国际话语权的绝

对优势，通过国际主流媒体，不曾停歇对华的长期抹黑，已先入为主制造

了一种“中国不可信”的负面印象。疫情爆发前，西方或亲西方的媒体一律

把“一带一路”项目盖上“债务陷阱”的烙印。待疫情扩散后，美国华府更是

把本身的疫情失控甩锅归咎于中国，诓称中国隐瞒疫情、世卫组织偏袒中

方云云。期间，即便是中国抱疫驰援的义举，在美方的刻意渲染下，也成

为了中方输出所谓“极权治理模式”的载体。 

 

与此同时，中美双方在创新科技场上的较劲，也蒙上了意识形态的政治色

彩。曾几何时，中国的前沿5G科技竟成为了美国及其盟友的国安隐患！ 

 

美国当局在胁迫本身的美资企业迁出中国之际，也不忘借这次疫情所引发

的反思，怂恿并挑动大小受疫国，为保障医用物资供应链不受中国操纵着

想，停止依赖中国。中国在这方面的产业优势，也顿时成为了美国口中所

谓“掌控他国命脉的武器”。 

 

值此国际社会弥漫意识形态、信任赤字日益凸显之际，中国需要的是一个

和平与合作的外部环境，这才会利于实现“两个百年”的宏愿。对于美国千

方百计针对意识形态分歧的挑唆和叫板，中方根本无需应战，更不必以抗

疫成果的优劣，作为评比不同治理模式和政治体制的标准。 



 

尽管这次疫情的冲击，为改变当前的国际秩序带来前所未有的契机。美国

的国际领导地位和角色已引起前所未有的质疑，固然是事实，但权衡利害

关系，中方没有必要急于取而代之。相反的，在现有的国际秩序框架下，

中国不妨以其大国的担当，继续高举多边主义国际合作的大旗，让自家成

功的经验和适用的模式，自然成为国际社会争相借鉴的目标。这种‘顺势

而为’的应对方式，传达的讯息不是怯懦，而是体现规避战祸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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