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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国历史与文化视角评价美中关系

——论彼得沃克《大国竞合》

Powerful, Different, Equal: Overcoming the 
Misconception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 S.

林德顺、郭帅帅 1

Ling Tek Soon, Guo ShuaiShuai

美中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分别代表着东方与西

方的主要声音。近年来，美中关系持续恶化让人担忧，如何把握美

中关系的未来走势、挑战与机遇成为当下应该思考的重要问题。

为此，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彼得·沃克（Peter B. Walker）的《大国

竞合》（Powerful, Different, Equal: Overcoming the Misconception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一书所提供的角度和观点，

深具参考价值。2

本书作者从美国学者的视角出发，系统分析了美中两国世界观

和价值观的差异，及其对两国关系的巨大影响。书中第一章主要分

析了历史对国家治理体制的影响。彼得沃克认为美中的历史和文化

根基对美中两国的国家治理和思维模式具有直接影响。中国古代频

发的自然灾害、北方少数民族的袭击以及儒家文化的传播，使得历

届中国政府都强调集体主义和相互依存，鼓励传统、合作和顺从的

行为。而美国的建立则是由于部分欧洲人不满足经济机会只对上层

人士开放和欧洲对人权和自由的限制，因此美国创立之初便将政治

自由、个人自由、私营企业驱动的经济和追求“美国梦”的理想看

的高于一切，因此他们更重视独立、自力更生、竞争、自信和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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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在彼得沃克看来，美国的创立者所设计的三权分立、两党

制、总统任期制等制度虽然并不总是实用、有效和合理，但其主要

设计和功能一直延续了下来，并帮助美国建立和维持了地球上最大

的国家和经济实体。而中国通过考试制度选拔人才所打造的贤能政

府治理模式也十分成熟。因此文化和历史所塑造出了美中两国的治

理模式都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在短期内不可能发生改变。

作者在第二章探讨了文化特性对个人的影响。彼得沃克认为

文化塑造个人的心态、行为、价值观和动机。美国文化源于早期

的拓荒者的职业道德、远大抱负和乐观主义，以及工业革命所特

有的独创性，这些特质使美国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但是近

年来，美国的极化愈加严重，导致美国成为一个二元化社会，

“赢家”和“输家”概念分明，政党两极化，不同社会阶层的

期待和愿望不同。尤其是”联合公民案“的裁决将政治捐款纳

入言论自由的范围后，大量富有的个人和企业通过政治献金来

支持某些极端的政治观点，而这些观点又通过政治家而推入立

法机构，造成美国政府中温和派减少和极端派增加。中国的文

化特性与美国具有根本的区别。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和儒家思

想不仅认为家庭和社会应当优先于个人，而且认为世界是多元

的而不是二元的，因此强调集体和妥协。在彼得沃克看来美国

的职业道德、抱负和创造力弥补了各政党之间的分歧，能够使

政府内部在两极分化的严重分析下，仍然保持美国全球经济的

领导地位，而中国的儒家文化价值观仍然影响中国人的日常生

活，因此无论政权如何更迭，美中双方的价值观不会发生大的 
改变。

第三章彼得·沃克讨论了文化对美中经济的影响。彼得·沃克

美中独特的历史与文化塑造了美中截然不同的经济模式。在其看

来，美国经济的驱动力主要有五点：一是创新与科技，二是移民带

来的充足劳动力；三是丰富的资源和良好的生存环境，四是强劲的

消费市场，五是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支持。而中国的经济模式则极

具中国特色，他认为中国经济模式的基础是社会的尊卑秩序，它吸

引最优秀、最聪明的人进入仕途，而非从事商业，这种模式下政府

官员能够调节经济，确保关键的经济杠杆。通过比较美中两国经济

发展模式，彼得·沃克认为美中两种经济发展模式在历史上都十分

成功并极具韧性。近 150 年来，美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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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40 年来，中国的经济表现同样出色。在美国和中国经济经历的

历次危机中，两国经济模式都延续了下来，但特朗普上台后所采取

的与历史增长动力相反的立场，从长远来看，对美国经济造成了伤

害。美中之间的零和博弈注定是有害无益的。

第四章彼得·沃克探讨了历史和文化对美中两国教育的塑造及

其差异。美国的教育主要委托各州和地方政府管理，联邦政府在缺

乏教育体系能够培养美国经济竞争力所需人才方面的作用不断减

弱。地方财政压力导致个地方政府削减教育开支，造成各地教师频

繁罢工。而中国教育则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在彼得·沃克看来，美

中教育模式的主要区别主要五点：美国强调批判性思维和个人发

展，而中国教育则强调聆听和记忆。美国课程涵盖广泛的选修科

目，而中国课程更加标准化，重视历史、文化、语文、英语和数学

等科目。美国仅将标准考试作为大学录取程序的一部分，而中国的

大学录取近乎完全依赖于考试。中国公立学校对教师的尊重程度和

教师素质明显比美国更高。与美国父母相比，中国父母在教育过程

中的参与度更高。而美国的大学体系比中国成熟。

第五章彼得·沃克探讨了历史和文化对美中两国对人权问题的

影响。彼得·沃克认为美中对人权问题的分歧主要有三点原因：一

是个人主义国家与集体主义国家的区别；二是美国的绝对人权观和

中国的相对人权观的区别；三是个别国家及其现任政府的历史长

度。美中两国核心价值、对人权具有重要影响的差异在于两国处理

问题的态度，美国的意识形态是二元价值观，而中国则关注和谐与

平衡。在美国看来，人权是绝对的和不可侵犯的，而中国在人权问

题上采取了不同的，不那么绝对的方式，鉴于中国古代经常发生的

自然灾害和动乱，中国政府总是将生存的基本需求置顶。中国虽然

在人权方面存在争论，但也面临着相同难题，即如何对待少数群

体，其中不仅包括少数族裔，也包括性少数群体、宗教群体以及女

性权利等。在以上诸多方面彼得·沃克认为由于中央政府力量和作

用不同，中国政府在保护少数族裔方面比美国做的更好，而性少数

群体在美中均存在者较大争议，而宗教自由和女性权利方面，美中

两国情况基本相似。

第六章彼得·沃克探讨了历史和文化对美中两国民主的形式。

彼得·沃克认为美国式民主重视个体，强调个人主义，而中国的民

主重视全体“人民“，强调集体主义。美国选举制度强调通过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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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投票，建立民治、民享政府。中国则运用民意调查或其他工具

来了解人民的需求和事务的轻重缓急，并将其反映在政府的决策和

行动中。在彼得·沃克看来当下美国的民主制度表现不甚理想，其

具体表现为：选举投票率低迷、党派偏见日益严重、国会和行政部

门忽视了民意。但其认为当下美国的民主制度虽然显得混乱不堪且

缺乏条理，但也展现了惊人的成效和韧性。彼得沃克认为中国民主

制度开始于 1954 年成立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同美国民主制

度相比，中国民主制度重视问题和措施，在民主协商过程中，讨论

的是某个人担任某种职位。对于社会中遇到的问题，中国习惯采用

渐进的方式来解决大部分问题：风险越大、实验规模就越大，试验

后再做出相关重大决策。彼得沃克认为，这样的民主形式，虽然耗

时更长，但是风险也低得多。在其看来，中国民主协商制度比美国

民主制度表现更为出色，因此他认为相比中国，美国政府面临着更

多严峻的挑战。

第七章彼得·沃克探讨了历史和文化对美中两国战争观的影

响。彼得沃克认为门罗主义的推行让美国在西半球处于强势地位，

但美国军事力量尤其是海军实力不足以支撑起美国的强势，多年来

美国发起的海外军事参与，如伊拉克战争、反恐战争为美国带来了

严重的经济负担。无论是处于战争成本还是道德原因，美国国内已

经逐渐达成共识，不能再继续充当“世界警察”。中国深受儒家思

想和东方价值观影响，重文轻武。中国对利用稀缺资源进行对外战

争持怀疑态度，因此在过去的 40 年，中国政府制定的战略表现出

了高度的务实主义。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是否改变“韬光养晦”

战略，仍难以做出定论，但彼得沃克看来，军事侵略有悖于儒家思

想和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因此彼得沃克看来，美中之间爆发直接

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很小，两国必将展开竞争，但主要是经济和社会

领域。

第八章彼得·沃克探讨了历史和文化对美中两国的未来之路。

在彼得沃克看来，当下美中关系对话虽然多集中在分歧上，但事实

上两国有许多共同点，美国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国家，一个

领导西方，一个领导东方，要成功解决全球重大问题，两国必须携

手。美中之间合作的最大障碍是美国对中国的不了解，而造成这种

问题根源在于美中两国都有独一无二的文化，都非常成功，但又截

然不同，因此美中之间应加强接触，消除误解，在全球问题上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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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将惠及全球。

整体来看，彼得·沃克在著作《大国竞合》中，以通俗易懂的

语言和丰富多元的案例揭示了美中历史与文化对两国的影响。就研

究视角而言，彼得沃克作为一个熟读中国历史、政治、文学等中国

问题学者，长期活跃在美中两国之间，兼具中西方国家文化的特

质，其对美中两国的评价突破了西方中心论，更具兼容性。就研究

主题而言，此书有意识地扩大了研究视角，尝试从历史文化的角度

探讨了美中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所提出的“文化塑造论”为美中

关系现状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众所周知，当下美中关系正陷入紧

张之中，对于其所提出的“文化塑造论”也仅是做了一个初步的尝

试，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国际关系学人通力合作，加强对话，借鉴和

吸纳更多优秀地国际关系学著作，加强理论构建，解释文化对两国

政治、民主、人权等方面的异同，推动中美关系研究的深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