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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我們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

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中美在科技、貿易、金融、地緣等各個維度

激烈交鋒，讓大到國家，小到企業、家庭和個體，都感受到了巨大的衝擊

和震動。

了解美國、預測美國，在於理解美國的霸權邏輯、政治版圖和黨派利

益。尤其美國的國家霸權，是建立在軍事霸權、美元霸權、能源霸權、糧

食霸權等各種基礎之上。本書的思路，亦圍繞這一時代背景展開。

科技霸權：大國博弈的前沿陣地

歷史證明，科技領先的國家將主宰世界，科技地位決定其全球經濟地

位。科技霸權不僅是美國全球戰略的核心，也是支撐美國其他霸權的基

礎。近年來，美國在科技霸權方面的種種動作，對全球科技合作與供應鏈

佈局產生了深遠影響。通過“技術聯盟”體系，美國計劃築起技術領域的

“小院高牆”，試圖填補技術與地緣政治競爭中的真空地帶，確立基於技術

權力的新科技霸權體系。 

在“小院高牆”的科技戰略下，美國既在非核心技術領域對我國釋放

緩和信號，又頻頻聯合盟友在供應鏈上搞封閉圈子，啟動所謂的“印太經

濟框架”，意圖在核心領域加大對中國的技術封鎖，逐步在關鍵供應鏈和

產業鏈實現“去中國化”。面對挑戰，我們既要冷靜沉著，又要積極行動，

強化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科技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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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金融霸權如何攫取全球財富？

俄烏衝突是美國維持金融霸權地位的生動體現。俄烏衝突爆發後，美

國主導並與歐洲各國聯手，將部分俄羅斯銀行剔除出 SWIFT國際結算系

統；美聯儲持續加息推高美債利率不斷吸納國際資金，美國藉助金融霸權

撥弄全球政治經濟形勢的序幕再度拉開。

通過煽動俄烏衝突，美國在歐洲造成緊張局勢，讓歐洲經濟相對美國

大幅走弱，以提振美元指數，對抗通貨膨脹。伴隨美元的不斷升值，美元

在全球支付貨幣中的地位亦逐步提升，市場加大了對以美元計價的權益資

產與美債的需求，不僅減輕了美聯儲加息對美國金融市場的消極影響，也

推動全球資本流向美國本土，加快了美國製造業復甦的進程。

為石油而戰：美國石油霸權還能走多遠？

石油是當今世界最為重要的戰略資源之一，其需求的高度依賴性與供

給的不平衡性賦予其濃厚的地緣政治屬性。歷史上，各國對石油資源和定

價權的爭奪從未止步。二戰後，美國憑藉著軍事、政治、經濟等一系列綜

合實力的崛起，深刻影響著全球石油供給、需求、運輸、交易等各個環

節。可以說，石油霸權，是強國屬性的綜合映射。

美國建立石油霸權的目的，不僅僅是保障本國能源安全，更重要的是

通過對石油資源和定價權的掌控，間接控制歐盟、日本和印度等石油消費

國，藉助低油價打壓石油生產國，遏制他國經濟發展，維護美元霸權地

位，確保霸權機制持續運轉，實現更為廣泛的霸權外溢。

從美國糧食霸權到全球糧食危機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曾經提出：“誰控制了石油，誰就控制了所有國

家；誰控制了糧食，誰就控制了人類；誰掌握了貨幣發行權，誰就掌握了

世界。”糧食安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糧食短缺或糧食危機時，誰擁有

糧食及糧食銷售的控制權，佔據世界糧食市場的壟斷地位，誰就掌控了世

界經濟體系的主導權和領導世界的主動權。

美國長期依賴美元霸權收益，提供巨額農業補貼，培育並依靠全球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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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性農業集團，藉助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名義進行糧食交易，控制多國，

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糧食生產、銷售、加工等環節。最後，美國在金融資

本的助力下，徹底掌握全球糧食定價權。糧食對外依存度較高的發展中國

家，不得不承受因糧價波動和糧食危機而引發的嚴重社會動盪。

美國貿易霸權：從全球化到安全化

所謂的貿易霸權，是指通過所謂的標準和條約等制度手段，藉自由貿

易之名干涉他國主權，並在國家間逐步形成固定的分工和利益分配格局，

從而影響本國及他國的經濟發展、產業模式，甚至社會結構。美國藉助強

大的消費市場和先發制人的優勢，主導全球產業鏈佈局，打壓潛在競爭對

手，以實現“美國利益”最大化。

特朗普時期，中美發生激烈貿易摩擦，美國從初期的小步試探，到中

期的反覆橫跳，再到後期的瘋狂加稅，不斷擠壓中方極限。每一個階段的

做法，都服務於特朗普當下的政治利益訴求。後疫情和後全球化時代，拜

登政府對於中美競爭實力的差異化，認識得更為務實和清晰，而其選取的

“小院高牆”戰略，也給中國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帶來更大的挑戰。

黃油與大炮：美國如何構造軍事霸權？

是安分守己地生產黃油，還是建造大炮用於掠奪資源？從大航海時代

到全球化，無數國家曾經面對這一難題。作為本世紀最大的軍事霸權國

家，美國似乎已經選擇了答案——靠戰爭起家，靠戰爭發展，靠戰爭轉移

矛盾，靠戰爭守衛霸權。

雖然戰爭威懾和軍事“肌肉”是美國發展的前奏，卻並非是其發展的

主旋律——美國並非不要黃油、只要大炮。在其軍事霸權的構造中，市場

導向和經濟效率始終是至關重要的考量標準，美國做到了“黃油與大炮兼

備，霸權與金錢齊飛”。

縱觀俄烏衝突，美國作為一個實際的得利者，雖然沒有直接介入戰

爭，但事前持續“拱火”，事後推波助瀾，不僅成功做空歐洲，推動國際

資金回流美國，抬升美元指數，而且推動俄歐關係進一步走向對立，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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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在軍事安全和能源安全上更加依賴美國。

爭霸蔚藍：海洋霸權孕育的世界霸主

海洋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重要資源，隨著人類活動大規模向海洋

拓展，海洋在國家發展中的重要性日漸凸顯，並且深刻地影響著國際秩序

的演進。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崛起的美國迅速取代英國成為新的世界

霸權國，同時也成為新的海上霸權國，主導海洋規則的制訂。

在構建海洋霸權的過程中，海洋軍事力量是海洋秩序的決定因素之

一。美國海權的內涵和外延由過去以政治軍事為主，逐漸轉為軍事和經濟

並重，且不斷通過完善海洋政策、發展海洋科技以及控制海洋貿易，攫取

海洋經濟利益。

輿論霸權：美國如何操控全球輿論喉舌？

輿論霸權是美國操控全球意志為己服務的重要工具。在輿論霸權體系

之下，美國傳媒奉“新聞自由”之圭臬，製造大量假新聞、假民意，賦予

美國霸權行為道德上的合理性，成為美國干預和顛覆其他政權的輿論工

具、政治武器。在中美競爭的路線圖中，雙方在輿論戰、信息戰等新戰場

的對抗色彩也將逐步加重。

美國對輿論的管控和引導，有兩個非常明確的行動主體——美國政府

和美國媒體，二者相互聯合、緊密配合。美國政府是美國全球輿論戰略的

制訂者和佈局者，運用輿論來影響和控制其他國家，服務於其利益訴求；

而美國媒體則接受來自美國政府及社會資本的資助，在議題設置、話語設

計等方面，配合國家的外交戰略，扮演美國對外輿論戰的“急先鋒”和“看

家犬”的角色。

金錢永不眠：遊說如何影響美國政治？

遊說，作為一種古老的政治活動，曾經出現在各國的內政和外交舞臺

上。遊說一詞的英文 Lobby，其本意為輝煌的大廳、大堂，其“遊說”含

義最早出現於 1215年頒發《自由大憲章》的英國。美國建國後，首府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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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華盛頓，不少議員下榻於希拉德飯店，飯店大廳也因而成為各路人馬見

縫插針對議員進行遊說的場所。

對於遊說活動這一政治領域的灰色地帶，美國政府用了半個多世紀對

遊說法條修修補補，為遊說活動劃定了明確的界限，但終沒有給出有力的

配套監管和懲罰措施。法律和監管的缺失，也使得日益強大的美國利益集

團通過遊說，與政客結成了巨大的利益共同體，遊走在美國政壇的暗處，

並給美國的內政外交帶來巨大影響。

應大國氣象 ,立研究本心

霸權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美國依賴經過兩次世界大戰建立起來的領

先優勢，歷經幾十年，打造集科技、金融、人才、輿論、軍事等為一體的

複合霸權體系。當前，美國的國際外交、財稅制度、貨幣體系、軍火工

業、新聞輿論等系統均以全球霸主的身份進行設計，並且通過大量發行美

元、對外銷售軍火、把持全球產業鏈高附加值生產區間、把持全球新聞自

由等方式，掌握全球生產力。

當今世界處在百年大變局的歷史轉折期，動盪、變換、重塑、危機成

為描述國際局勢的關鍵詞。在債務危機、經濟失衡、通脹高企的背景下，

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無序化和碎片化更加凸顯，大國關係中競爭擠壓合作，

烽火四起。中美能否，又該如何以“不衝突、不對抗、互相尊重、合作共

贏”為原則，構建新型大國關係，令人矚目。

本書從選題到定稿，歷時兩年多最終完成，特別感謝趙格格、王佳

雯、劉星辰、查惠俐、周欣平的貢獻。“應大國氣象 ,立研究本心。”我們

努力立足全球視野，研究中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努力為強國之路建言獻

策。人心齊，泰山移，中華民族凝聚團結、一心奮進，中國一定能夠跨越

多重障礙，走出一條高品質、可持續、和平發展的強國之路。藉以本書，

將中美關係和美國霸權體系的研究與各位讀者分享，希望可以提供新的思

考、認知和感悟，也希望能夠得到全國讀者的批評指正意見，疏漏之處爭

取有機會再版時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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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證明，科技領先的國家將主宰世界。科技霸權不僅是美國全球戰

略的核心，也是支撐美國其他霸權的基礎。近年來，美國在科技霸權方面

的種種動作，對全球科技合作與供應鏈佈局產生了深遠影響。通過聯合盟

友，美國在核心科技領域逐步構築起“小院高牆”，試圖填補技術與地緣

政治競爭中的真空地帶，確立基於技術權力的新科技霸權體系。

在“小院高牆”科技戰略下，美國既在非核心技術領域對我國釋放緩

和信號，包括向華為和中芯國際供貨、推出關稅排除清單，又頻頻聯合

盟友在供應鏈上搞封閉圈子，啟動所謂的“印太經濟框架”，意圖在核心

領域上加大對中國的技術封鎖，逐步在關鍵供應鏈和產業鏈實現“去中

國化”。

一、科技霸權的真相：科技領先主宰世界

歷史證明，科技領先的國家將主宰世界，科技地位決定了其全球經

濟地位。第一次工業革命以前，荷蘭是世界的霸主，人均 GDP居全球首

位，並通過掌控全球資源來促進科技和金融經濟進步，成立世界第一家

上市公司和股票交易所。第一次工業革命後（18世紀 60年代），英國憑

藉蒸汽機的誕生與使用，確立了世界的統治地位，很快超越荷蘭成為世界

霸主。

第二次工業革命中（19世紀中期），電器與內燃機的創新使用推動了

美、德、英、法、日等國的發展，爭奪市場經濟和世界霸權的鬥爭愈發激

烈。第三次工業革命中（20世紀中期），美國憑藉原子能、計算機和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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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的發明與應用，逐漸掌控全球科技制高點，奠定其全球科技霸權的

基礎。

圖 1—1　1800—1950 年主要歐美國家人均GDP變化情況

英國

英國超越荷蘭成為世界霸主

美國超越英國成為世界霸主

二戰期間

美國 荷蘭 法國

（千美元）

資料來源：Our World in Data（數據截至 1950年）

圖 1—2　1950—2018 年主要國家人均GDP變化情況

英國 美國 荷蘭

日本 韓國 中國

法國

（千美元）

美國成功引領20世紀科技革命

資料來源：Our World in Data（數據截至 2018年）

科技霸權是美國全球戰略的核心，也是支撐其他霸權的基礎。科技創

新能力是一個國家坐穩霸主地位的基礎。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索洛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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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顯示，資本的積累既不能解釋人均產量隨時間的大幅持續增長，也不能

解釋人均產量在不同地區的差異，僅有技術進步能夠對其作出解釋。二戰

後，美國長期掌握著世界科技的霸權，並引領了 20世紀全球科技革命，

這讓其從全球化的經濟體系中積累了大量的財富，以不斷鞏固全球政治與

經濟的地位。

美國科技霸權的建立，一方面是通過科技創新體系不斷提升其科技能

力；另一方面是通過多方面手段打壓其他國家的科技崛起。在科技發展初

期，美國通過科學隊伍建制化、走軍民科技一體化發展道路、高度重視科

技人才、打造全球科創中心等方式，不斷提升其科技創新能力；20世紀末

期以來，隨著技術進步速度放緩，美國經濟增速也逐步下滑，為維護其科

技霸權低位，美國開始將遏制其他國家科技崛起作為其科技戰略的重要組

成部分。

近年來，我們正面臨著美國在科技領域的遏制與競爭。2020年 5月

7日，由美國國會眾議院領袖凱文．麥卡錫牽頭、15名眾議院議員組成

的“中國工作組”正式成立。該工作組於 2020年 9月發佈《遇見中國挑

戰—美國最新技術競爭戰略》報告，主張從基礎研究、5G技術、人工

智能、生物技術等四個方面提出應對中國挑戰的競爭戰略及建議。

2021年 3月，拜登簽署發佈《重塑美國優勢—國家安全戰略臨時

指南》，報告指出中國是美國當前面對的有能力利用經濟、外交、軍事和

技術手段“長期挑戰”現有國際秩序的唯一競爭對手；4月 21日，美國參

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通過《2021年戰略競爭法案》，要求美國政府採取與

中國進行全面“戰略競爭”政策，建議動員美國所有戰略、經濟和外交手

段來制定“印太”戰略，使華盛頓能夠真正面對“中國對美國國家和經濟

安全構成的挑戰”。

因此，面對這樣一個戰略對手，我們在尋求短板突破的同時，還須進

一步深究：美國為什麼能在大半個世紀中成為世界科技領域的霸主？究竟

是哪些原因成就了美國的科技發展和綜合國力？美國如何鞏固和維護其科

技霸權？美國科技霸權對全球戰略合作和產業鏈分佈產生了什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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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國科技霸權的建立：從科技引領到守城突圍

美國科技霸權，是依託於政府、企業、資本、盟友等多重力量，通過

政府主導科技發展、重視基礎研究、重視科技人才、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等

方式，藉助技術出口管制、投資審查、限制進入市場等手段，一步步建立

起來的。

（一）形成期：二戰期間美國科技突飛猛進

美國南北統一之前，便開啟了工業化進程，並抓住第二次工業革命的

機遇成功實現科技趕超。兩次世界大戰奠定了美國科技強國的地位，冷戰

促使其成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至今科技實力仍保持全球第一。

第一階段：南北戰爭以前美國開啟工業化進程（1776—1865年）。

19世紀上半葉，美國依次通過第二次對英戰爭（1812— 1815年）、

美墨戰爭（1846—1848年）擺脫了“外患”，不僅獲得了大片土地，還推

動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這為美國工業化進程開創了良好的外部條件。

這時期美國的科技發展注重實用主義，通過利用歐洲的基礎研究成

果，發展短平快的工業化產業。美國通過頒佈專利法、成立專利局、重金

誘惑等方式，不斷從英國等歐洲國家引進技術、招募技術人才，鼓勵本國

人民在吸收利用的基礎上進行改良並發明新專利。這一時期，藉由技術改

進，蒸汽船、收割機、電報機、印刷機、縫紉機、升降機、伐木機等實用

發明源源不斷地在美國產生，使美國人以“熱衷於搞小玩意兒”而聞名於

世。這種不斷引進和改良技術的做法，為美國從農業國家向工業化國家轉

變提供了技術支撐。

第二階段：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美國實現經濟趕超（1866—1913年）。

1865年南北戰爭後美國實現統一，確保了工業資本主義在美國的統

治地位，由此開啟了美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期。19世紀 70年代開始，第二

次工業革命開啟，主要發生在美國的電力技術革命帶來了電燈、電話、電

車、電焊機等重要發明，此後電力被廣泛應用於各生產部門，推動了美國

各行各業的技術改造。

20世紀初到一戰之前，工業“流水線”的發明使大規模生產成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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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美國社會生產力得到極大提升。電力革命促進了美國經濟的騰飛，使

其成為世界頭號經濟大國，美國 GDP在 1894年首次超越英國成為全球

第一。

第三階段：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完成科技全面趕超（1914—

1945年）。

一戰時期（1914—1918年），美國雖然參戰較晚且歷時較短，但仍有

遠見地發展軍事科技，建立國家航空諮詢委員會（即後來的 NASA）和海

軍諮詢委員會，用以開發航空技術和保障國家安全。

二戰期間（1939—1945年），在國家安全的壓力下，美國不斷加大軍

事研發支出，大規模組織動員國內科技力量，大搞軍事開發，並從德國等

地挖掘科技人才，許多對後世產生重要影響的科技成果均是在這個時期誕

生的。戰爭結束之時，美國已在科技實力上超越歐洲國家，奪得科技領域

的全球領先地位。1

第二次世界大戰對美國科學技術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二戰期間美

國取得的科學研究的組織和管理經驗，為戰後科技政策的設計提供了基

礎。在二戰之前，美國政府基本上不承擔支持科學發展的職責。戰爭期

間，美國政府開始重點支持科技發展。1940年 6月，羅斯福總統下令成立

國防科研委員會，組織軍事科技工作。1941年 6月，又建立政府科學研究

與開發辦公室，作為中央機構全面強化戰時科技領導工作。由此美國在二

戰期間建立了一個全國的創新體系，把實驗室研究、大規模生產、戰場上

的戰術和指揮部的戰略結合到了一起，助力美國取得了戰爭的全面勝利。

1 秦錚：〈美國建設世界科技�國的經驗及對我國的啟示〉，《創新科技》，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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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二戰期間，美國製造業發展迅速

美國製造業生產指數

資料來源：NBER Macrohistory Database（數據截至 1968年 12月）

（二）引領期：美國如何引領 20世紀科技革命？

政策基礎：1945年，范內瓦．布什的報告《科學：無盡的前沿》，為

二戰後至今美國的科技政策發展奠定了基礎，加速了美國現代科技創新體

系的形成與發展。

二戰後，美國聯邦政府成為支持科學技術發展的主要角色，並加速了

美國現代科技創新體系的形成與發展。二戰接近尾聲時，時任美國總統羅

斯福給美國首席科學顧問范內瓦．布什 2秘密下達了一項任務，請他拿出

一個建議規劃，主要圍繞如何將戰爭期間取得的科學研究組織和管理經驗

借鑒到和平時期，以改善國民健康、提高國民生活水平以及帶來新的就業

機會。

1945年 7月，范內瓦．布什在諮詢美國數百位科學家後，向時任總統

杜魯門（羅斯福總統於 1945年 4月 12日因腦溢血病逝）提交了報告《科

學：無盡的前沿》，這份報告成為美國國家創新體系最經典的指導方針和

最重要的理論基礎，被譽為“美國科學政策的開山之作”，並因此推動了

美國後續幾十年驚人的科學進步，范內瓦．布什也被譽為奠定美國科技霸

2 Vannevar Bush（1890.3.11-1974.6.28）是美國工程師和科學管理者，是美國發展原子彈的曼哈頓計

劃的主要組織者。在二戰及其後的冷戰時期，Vannevar Bush是著名的政策制定者和公共智囊，

並擔任首任美國總統科學顧問，在任期間形成了美國科學發展的重要報告 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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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的預言家。

《科學：無盡的前沿》報告主要包含幾個基本思想：

（1）科學進步對於保證人民健康、國家安全和公共福利是不可少的；

（2）基礎研究是一切知識的源泉，基礎研究的發展必然會為社會帶來

廣泛的利益；

（3）科學共同體需要保持相對的自主性和探索的自由，以免受到政治

和其他利益集團的壓力，促進科學技術的發展。

（4）聯邦政府應該承擔起保持科學知識進步和培養新生科學力量的職

責，政府要有統一的機構來制定和執行國家層面的科技政策。

圖 1—4　美國現代科技創新體系

司法機關

科技和技術政策
辦公室

總統科技顧問
委員會

衛生與公共
服務部

國家科學
基金會

能源部國防部

大學 企業
聯邦研究

機構

非盈利研

究機構

航空航天局 其他部門

國家科學技術
委員會

管理與預算
辦公室

國會

研究機構

總統行政辦公室

資料來源：美國白宮

第一，組織基礎：1950年，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成立，成為美國聯邦

政府支持基礎科學研究最重要的機構。

基於范內瓦．布什的報告，美國國會批准建立了美國國家科學基金

會，成為美國聯邦政府支持基礎科學研究最重要的機構。范內瓦．布什在

報告中強調基礎研究對於美國科學未來發展的重要意義，並呼籲聯邦政府

提高在這一領域的資助，為此報告建議設立一個國家研究基金組織，其主

要任務是為科學研究和科學教育提供資金制度等方面的保障。

1950年 5月 10日，在范內瓦．布什等多位科學家的努力之下，通過

與國會、總統多輪周旋，杜魯門總統終於簽署通過了創建國家科學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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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案，即 S.247號提案。該法案規定國家科學委員會由二十四名兼職成

員和一名董事擔任首席執行官，全部由總統任命。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的主要任務是推進科學發展，提高國家

的衛生、經濟和生活水平以及保衛國防，並在基礎研究和教育方面發揮全

球領導作用。國家科學基金會支持有助於推動未來經濟增長、增強國家安

全和全球競爭力的研究和勞動力發展項目，並尋求高風險、具有潛在變革

潛力的研究。

在 NSF創立的初期，美國政府並沒有對該機構產生足夠的重視。從

1951年創立至 1953年，政府給予的撥款數額限制在 1500萬美元，只撥款

足夠的資金讓該機構開始行政運作，這和此前范內瓦．布什計劃的第一年

預算 3350萬美元（第五年漲到 12250萬美元）相比甚少。1957年，蘇聯

成功發射世界上第一顆人造衛星“斯普特尼克一號”（Sputnik 1），這一事

件大幅提升了美國對基礎科學研究的支持。在此期間，NSF的預算資金大

幅增加，在 1958財年，NSF的撥款達到 4000萬美元。到 1968年，預算

接近 5億美元。至此，NSF可以為更多基礎研究項目和推動未來經濟增長

的計劃提供支持。

圖 1—5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資金使用規模的變化（2000 年以來）

國家科學基金會資金規模

資料來源：美國 NSF（2000— 2022年為實際批准數據，2023年為申請預算數據。單位：百萬美

元）

第二，立法基礎：1980年，《拜杜法案》等系列法案的推出，促進了

研究成果的轉化，增進了政府部門和私營部門的產學研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