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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探索的命运共同体 
 

 傅高义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为了促进亚太地区的共同利益，大国需要建立互信，降低冲突的风险。为实现我们共同的愿

望，需要公众对其他国家也加强理解 
  亚洲人提到“亚太地区”时，美国很高兴，因为这把美国包含在区域之内。早在 18世纪末，
甚至美国建国初期还没有濒临太平洋的时候，就有美国人认为自己是太平洋国家。近年来，美国

同亚太地区贸易和交流增加，美国的命运与亚洲更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作为一个强国，美国仍独具优势，但近年来亚洲很多国家的发展速度都超过了美国。对任何

一个国家来说，在影响力相对下降的情况下制定外交政策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美国对中国倡议

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态度就是美国政策困境的一个例子。亚投行的建立旨在为亚洲一些

经济较为落后的国家提供急需的基础设施发展资金，而一些美国人担忧亚投行是否会遵循国际惯

例，在世界银行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提供建议和资金时保持相当程度的透明度。一些美国官员和

商界人士则担心中国主导亚投行会排挤美国公司。 
  尽管美国对亚投行的支持姗姗来迟，但我乐观地认为亚投行能够打消美国顾虑，美国最终也

会加入其中。各种不同意见的存在会减缓美国回应的速度，但从长远来看，我相信美国最终能够

调整政策。就像亨利·基辛格所指出的那样，很多美国总统候选人在竞选期间对中国大加批评，

但自尼克松访华以来，所有的美国总统都会回到与中国合作的轨道，因为这符合美国的整体利益。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增速最快、利用外资最多的国家，随着经济总量向世界第

一迈进，不可避免要在亚太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当一个国家的影响迅速超越国界时，有人欢迎，

有人会担忧、抵制。比如二战刚刚结束时，一些人高喊“丑陋的美国人”，上世纪 80年代日本以
经济迅速崛起为豪，同样也被批评为“丑陋的日本人”。这需要有关国家共同努力，塑造共赢关

系。 
  为了促进亚太地区的共同利益，大国需要建立互信，降低冲突的风险。军队有保家卫国的责

任，但要防止军事竞赛，避免冲突风险，与他国相互信任、相互理解。 
  为实现我们共同的愿望，需要公众对其他国家也加强理解。建设亚太命运共同体，需要亚太

地区的年轻一代加深相互理解，寻求共识，加强各国政府推动建设命运共同体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