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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发展中美关系战略思想研究
＊

徐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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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发展中美关系，一直被邓小平视为中国外交的 首 要 问 题。邓 小 平 发 展 中 美 关 系 战 略 思 想，是 邓 小 平 外

交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在继承毛泽东发展中 美 关 系 战 略 思 想、依 据 国 际 形 势 的 新 变 化、中 国 国 情

的具体特点以及邓小平的亲身实践的基础上而逐步形成的，确立了发展中美关系的精髓———着眼大局、最高准

则———国家利益、基本立足点———独立自主、策略方针———互动互信、核心问题———台湾问题等重要战略思想，

形成了“顺应潮流，着眼大局”、“加强交往，增进互 信”、“相 互 尊 重，互 利 共 赢”等 重 要 启 示。本 文 主 要 探 索 邓 小

平发展中美关系战略思想的发展历程、主要内容和重要启示，对于新时期新阶段进一步妥善处理和发展稳定的

中美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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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关系是当代国际关系中最重要、最复杂、
最敏感的大 国 关 系 之 一。发 展 中 美 关 系，一 直 被

邓小平视为中国外交的首要问题。本文主要探索

邓小平发展 中 美 关 系 战 略 思 想 的 发 展 历 程、主 要

内容和重要 启 示，这 对 于 新 时 期 新 阶 段 妥 善 处 理

中美关系，建 设 互 相 尊 重、互 利 共 赢 的 中 美 关 系，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邓小平发展中美关系战略思想的发

展历程

　　邓小平发展中美关系战略思想是在继承毛泽

东发展中美 关 系 战 略 思 想，依 据 国 际 形 势 的 新 变

化和中国国情的具体特点，以及邓小平２０余年发

展中美关系 的 伟 大 实 践 的 基 础 上 逐 步 形 成 的，其

形成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１９７３年３月邓小平复出到１９８２

年中共调整 对 外 政 策 前，是 邓 小 平 发 展 中 美 关 系

战略思想的 初 步 形 成 阶 段。这 一 阶 段，邓 小 平 根

据国际战略 格 局 的 发 展 变 化、中 美 关 系 发 展 变 化

和国内经济 建 设 的 需 要，按 照 毛 泽 东“一 条 线”战

略和“划 分 三 个 世 界”的 战 略，坚 持 按 照“日 本 方

式”解决台湾问题，反对美方提出的“倒联络处”方

案；坚持“断交、废约、撤军”中美建交三项原则，实

现中美关系 正 常 化；坚 持 原 则 性 和 灵 活 性 相 结 合

的原则，分步 骤 直 到 最 后 彻 底 解 决 美 国 向 台 湾 出

售武器问题；形 成 了 发 展 中 美 关 系 必 须 从 战 略 高

度和长远观 点 出 发，始 终 把 中 国 国 家 安 全 主 权 和

利益放在第 一 位，服 从 于 中 国 改 革 开 放 和 现 代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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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等一系列新的战略思想。
第二阶段：从１９８２年十二大到１９８９年“六四

风波”前，是邓小平发展中美关系战略思想的成熟

阶段。这一阶 段，既 是 中 美 关 系 建 交 以 来 的 稳 定

发展时期，又 是 邓 小 平 发 展 中 美 关 系 战 略 思 想 的

成熟时期。邓 小 平 提 出 了“和 平 与 发 展 是 当 今 世

界两大问题”、“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搁
置争议、共同开发”、“一国两制”构想等外交思想；

改变了“一 条 线”战 略，实 行 真 正 的“不 结 盟”、“不

打牌”的政 策，与 美 国 适 当 拉 开 一 定 距 离 的 战 略；
提出了“把 反 对 美 国 的 霸 权 主 义 同 发 展 与 美 国 国

家之间的关 系 区 别 开 来”，“超 越 意 识 形 态 发 展 中

美关系”，用“一国两制”构想解决中美关系最敏感

的台湾 问 题，推 动 中 美 政 治、经 济、文 化、科 技、军

事关系的稳定发展等发展中美关系的一系列系统

思想。

第三阶段：从１９８９年“六 四 风 波”至１９９３年

前，是邓小平 发 展 中 美 关 系 战 略 思 想 的 进 一 步 发

展阶段。这一 阶 段，既 是 国 际 格 局 发 生 激 烈 变 动

的时期，也是 两 国 建 交 以 来 中 美 关 系 最 为 严 峻 和

困难的时期。为 了 应 对 复 杂 局 面，邓 小 平 坚 持 内

政不容干涉的原则，不怕鬼，不信邪，沉着应对，提

出了“冷静观 察、稳 住 阵 脚、沉 着 应 对、韬 光 养 晦、
有所作为”［１］３２１，“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加强合 作、
不搞对抗”［２］，“中美关系总是要好起来才行”等一

系列战略和方针，为中国外交指明了方向，推动了

中美关系走出僵局。

　　二、邓小平发展中美关系战略思想的主

要内容

　　邓小平发展中美关系战略思想的内容博大精

深。本文主 要 从 着 眼 大 局、国 家 利 益、独 立 自 主、
互动互信、核 心 问 题 等 方 面 阐 述 邓 小 平 发 展 中 美

关系的战略思想。

　　（一）着 眼 大 局 战 略 思 想———发 展 中 美

关系的精髓

　　中美两 国 都 是 世 界 影 响 力 巨 大 的 大 国，中 美

关系的好与坏对中美两国和整个世界都是至关重

要的，都有“牵 一 发 而 动 全 身”的 意 义。邓 小 平 发

展中美关系 着 眼 大 局 战 略 思 想 包 含 三 层 内 容：一

是发展中美 关 系 必 须 着 眼 于 中 国 的 现 代 化 建 设。
内政规定外 交 走 向，外 交 必 须 服 务 于 内 政。实 现

中国现代化既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

标，也是党和 国 家 当 前 和 今 后 相 当 长 时 期 内 的 工

作大局，更是 邓 小 平 发 展 中 美 关 系 战 略 思 想 的 工

作大局。“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现在的世界

是开放的世界”［１］６４，７８。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和

平的国际环 境，需 要 包 括 美 国 在 内 的 西 方 发 达 国

家的资金和 技 术，需 要 借 鉴 它 们 的 先 进 经 验 和 管

理方法。而美 国 是 科 技 发 展 最 活 跃、经 济 实 力 最

强的国家。邓小平认为：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在

国内一定要 坚 持 改 革 开 放，要 形 成 一 个 安 定 团 结

的政治局面；在 国 际 上，则 要 争 取 较 长 时 期 的、相

对稳定的、有 利 于 中 国 发 展 的 和 平 国 际 环 境。而

要做到这一点，搞好同美国的关系是一个关键［３］。

二是发展中 美 关 系 必 须 着 眼 于 两 国 的 共 同 利 益。

在国际关系中，任何双边关系的发展都服务于、服

从于其共同 的 战 略 利 益，没 有 共 同 利 益 或 者 存 在

不同利益的 冲 突，双 边 关 系 的 发 展 就 可 能 遇 到 障

碍。中美关系发展至今，历经危机而不破裂、冲突

而不对抗、分歧而不失合作，归根到底取决于两国

之间存在共同的战略利益。中美两国的共同战略

利益是中美 关 系 始 终 向 前 发 展 的 切 合 点、平 衡 器

和内在动力。在 不 同 发 展 时 期，两 国 的 共 同 战 略

利益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原动

力是两国共 同 的 安 全 利 益，在 中 国 更 加 强 调 独 立

自主的外交 政 策 以 后，这 种 共 同 安 全 战 略 利 益 在

中美关系中 的 作 用 就 在 逐 渐 削 弱，而 经 贸、文 化、

科技及其军 事 等，特 别 是 经 济 共 同 战 略 利 益 发 挥

的作用则在逐渐增多。邓小平指出：“中美关系要

发展，不只是 在 台 湾 问 题 上，还 有 全 球 战 略 关 系，

两国间经济、贸 易 方 面 以 及 文 化、科 技 合 作 方 面，

领域宽得很。”［４］三是发展中美关系必须着眼于世

界发展潮流。世界潮流和全球战略是一个国家制

定其内政与 外 交 方 针、政 策 的 客 观 依 据。中 美 关

系是全球战 略 的 一 个 重 要 组 成 部 分，发 展 中 美 关

系要着眼于 国 际 形 势 的 全 局、世 界 潮 流 和 全 球 战

略，用长远的政治和战略眼光来看待、处理和发展

中美关系，用历史的、发展的和高瞻远瞩的战略眼

光来审视中 美 关 系 的 发 展 变 化，最 大 限 度 地 维 护

中美两国、亚 太 地 区 和 世 界 的 和 平、稳 定 与 发 展。

邓小平指出：“如果要使中美关系不停滞并且要继

续发展，关键 问 题 是 从 什 么 角 度 来 观 察 和 对 待 中

美关系，是从全球战略的角度来看待两国关系，还

是从一些暂 时 的、战 术 的 策 略 观 点 来 看 待 两 国 关

系。中美关 系 是 全 球 战 略 中 的 一 部 分。”［５］“我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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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社会制 度 不 同，意 识 形 态 不 同。但 是 两 国 政

府意识到，两 国 人 民 的 利 益 和 世 界 和 平 的 利 益 要

求我们从国 际 形 势 的 全 局，从 长 远 的 战 略 观 点 来

看待两国的关系。”［６］

邓小平发展中美关系着眼大局的战略思想贯

穿于其 中 美 关 系 战 略 思 想 形 成 和 发 展 过 程 的 始

终，贯穿 于 其 每 一 个 重 大 的 思 想 内 容，是 解 放 思

想、实事求是 在 邓 小 平 发 展 中 美 关 系 战 略 思 想 中

的具体体现和运用，从这种意义上说，着眼大局思

想是邓小平发展中美关系战略思想的精髓。

　　（二）国 家 利 益———发 展 中 美 关 系 的 最

高准则

　　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研究和制定其国际战略

的基本出发 点、根 本 目 的 和 最 高 原 则。邓 小 平 发

展中美关系 的 基 本 出 发 点、根 本 目 标 和 最 高 原 则

就是始终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这一最高原则包

含三层含义：一 是 发 展 中 美 两 国 关 系 主 要 应 该 从

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邓小平在不同场合论

述了把国家 利 益 作 为 中 美 关 系 的 根 本 基 础，强 调

国家利 益 原 则 在 两 国 关 系 中 不 可 替 代 的 突 出 地

位，维护国 家 利 益 是 外 交 政 策 的 最 高 准 则。他 在

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指出：“我非常赞赏你的

看法，考虑国 与 国 之 间 的 关 系 主 要 应 该 从 国 家 自

身的战略利 益 出 发。”“我 们 都 是 以 自 己 国 家 利 益

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１］３３０二是 始

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主权是国家

的根本属性，是 一 个 国 家 独 立 自 主 地 处 理 对 内 对

外事务的最高权利。安全既是国家基本的也是根

本的利益，只有安全利益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时，
其他的国家利益才可能实现。在处理中美关系问

题上，邓小平 一 再 强 调“国 家 的 主 权、国 家 的 安 全

要始终放在第一位”，“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

论的问 题，中 国 在 这 一 问 题 上 是 没 有 回 旋 余 地

的。”［１］１２，３４８三是中国 的 内 政 决 不 容 许 任 何 国 家 干

涉。在与美方 打 交 道 的 时 候，邓 小 平 认 为：“中 国

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后果如何，
中国都不会让步，中国的内政要由自己来管，什么

灾难到来 中 国 都 可 以 承 受，决 不 会 让 步。”［７］因 为

内政问题涉及的是一国最基本、最敏感的独立、尊

严和“国格”问题。

　　（三）独 立 自 主———发 展 中 美 关 系 的 基

本立足点

　　独立自 主 是 我 国 对 外 政 策 的 基 本 立 足 点，是

新中国外交 的 基 石，也 是 邓 小 平 发 展 中 美 关 系 战

略思想的基本立足点［８］。邓小平独立自主外交思

想包含三 层 含 义：一 是 真 正 不 结 盟。２０世 纪８０
年代，邓小平 独 立 自 主 外 交 思 想 与 以 往 不 同 的 鲜

明特色就是不结盟。邓小平指出：“中国的对外政

策是独立自 主 的，是 真 正 的 不 结 盟。中 国 不 打 美

国牌，也 不 打 苏 联 牌，中 国 也 不 允 许 别 人 打 中 国

牌。”［１］５７中国奉行不结盟政策，中美关系进入两国

关系史上最为平稳的一段时期。二是反对霸权主

义，维护 世 界 和 平。反 对 霸 权 主 义，维 护 世 界 和

平，成为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中 国 外 交 政 策 的 基 本 目

标。这一时期，由于美苏力量对比趋于均衡，双方

在世界上 的 争 夺 互 有 攻 守。邓 小 平 及 时 作 出 了

“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

的”［１］２３３、“当今世界不安宁的根源来源于霸权主义

的斗争”［９］３１、“美 苏 争 夺 世 界 霸 权，既 是 国 际 局 势

紧张 的 总 根 源，也 是 发 生 世 界 战 争 的 主 要 威

胁”［９］３４、“谁搞 霸 权 就 反 对 谁”［１］１２８、“我 们 奉 行 反

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１］１５６等科

学论断，在反 对 霸 权 主 义 的 前 提 下 改 善 同 美 苏 及

其他国家的 关 系，从 而 在 处 理 同 美 苏 两 国 的 关 系

时有了更 大 的 主 动 权。三 是 不 以 意 识 形 态 论 亲

疏。从新中国 成 立 以 来 到 改 革 开 放 前，我 国 先 后

执行的“一边倒”、“反帝反修”、“一条线”等对外战

略，都存 在“以 美 画 线”或 者“以 苏 画 线”的 做 法。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就对外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
执行完全独 立 自 主 的 和 平 对 外 政 策：在 处 理 国 际

关系和国际问题时，不以意识形态论亲疏，对重大

国际问题或 者 事 件，按 中 国 人 民 与 世 界 人 民 的 根

本利益和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做出判断以决定自

己的政策。邓 小 平 指 出：“中 美 两 国 意 识 形 态、社

会制度和价 值 观 念 根 本 不 同，但 这 不 是 也 不 应 该

成为发展国家关系的障碍。”［１０］“考 虑 国 与 国 之 间

的关系 主 要 应 该 从 国 家 自 身 的 战 略 利 益 出 发。
……而不去计 较 历 史 的 恩 怨，不 去 计 较 社 会 制 度

和意识形态的差别。”［１］３３０“中国观察国家关系问题

不是看社会制度。中美关系是看中国和美国关系

的具体情况来决定。”［１］１６８

　　（四）互 动 互 信———发 展 中 美 关 系 的 策

略方针

　　在发展中美关系的过程中，邓小平非常注重讲

究策略方针。他既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和

民族尊严，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决不向美国示弱，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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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的坚决斗争，但同时也讲究斗争艺术，沉着、冷
静、不急不躁地妥善处理两国之间的问题［１１］。这就

是邓小平发展中美关系的策略方针———互动互信。

所谓“互动”，就是强调发展中美关系要把策略的原

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以两手策略对付美国的两

面政策，最 大 限 度 地 维 护 我 国 的 国 家 利 益。一 方

面，邓小平坚决顶住了美国在人权问题上所施加的

种种压力，在台湾、西藏等涉及中国主权、领土完整

的问题上，坚决反对美国肆意干涉中国内政的霸权

主义做法；另一方面，邓小平在处理中美关系时又

十分讲究方法，严格把反对美国干涉别国内政的霸

权主义行径同发展与美国国家间的关系区分开来，
做到进退有序，争而不裂，有理、有利、有节，着眼于

长远。所谓“互信”，就是强调发展中美关系要遵循

“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十六字

方针。该方针是邓小平根据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
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风云剧变的国际

形势而提出的战略方针，其核心是互信合作。这是

一个十分高明的基本方针，体现了处理和发展中美

关系和棘手事务的灵活性。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

中国顶住了美国的压力，稳定了国内政局，开创了

新局面。

　　（五）台 湾 问 题———发 展 中 美 关 系 的 核

心问题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但由于美国等

外力因素的 介 入，致 使 其 迟 迟 未 能 得 到 解 决。美

国政府对于 台 湾 问 题（即 中 国 的 海 峡 两 岸 统 一 问

题）的态度，直接决定着中美关系的好坏。长期以

来，美国的当 权 人 士 从 未 放 弃 搞“两 个 中 国”、“一

个半中国”［１］３１等活动，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把

台湾看作是 美 国 在 亚 洲 和 太 平 洋 的“永 不 沉 没 的

航空母舰”［１］６９。１９８２年后，美 国 政 府 对 华 采 取 所

谓“双轨政 策”：一 方 面，中 美 之 间 在《上 海 公 报》、
《中美建交 公 报》和《中 美 就 解 决 美 国 向 台 出 售 武

器问题的公 告》的 基 础 上 发 展 关 系；另 一 方 面，美

国单方面在《与 台 湾 关 系 法》的 基 础 上，保 持 同 台

湾的联系。因 此，台 湾 问 题 始 终 是 中 美 关 系 难 以

回避的、最敏感、最关键的核心问题。邓小平一再

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突出的政

治原则问题。对于台湾问题这样的“苦果”中国人

民是“吞不下去，不会吞下去的”［９］１５９。因此，邓 小

平在处理中美关系时始终坚持台湾是中国领土的

一部分，解决 台 湾 问 题 是 中 国 的 内 政 这 一 原 则 立

场。另一方面，为了妥善解决这一历史难题，邓小

平提出了用“一 个 国 家，两 种 制 度”的 和 平 方 式 解

决台湾 问 题 的 构 想。其 基 本 内 容 就 是“一 个 中

国”、“两 制 并 存”、“高 度 自 治”和“和 平 谈 判”。其

中，“一个中国”是“一国两制”构想的基础和核心，

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前提和根本保证。实践必

将证明，“一 国 两 制”构 想 将 是 解 决 台 湾 问 题 的 最

佳方案。

　　三、邓小平发展中美关系战略思想的重

要启示

　　通过对邓小平发展中美关系战略思想的发展

历程和主要 内 容 的 分 析 和 探 讨，我 们 可 以 从 中 获

得以下指导 中 美 关 系 健 康、稳 定 发 展 的 宝 贵 经 验

和重要启示。

　　（一）顺应潮流，着眼大局

中美关系 作 为 当 前 世 界 上 最 重 要 的、最 复 杂

的双边关系 之 一。要 建 设 相 互 尊 重、互 利 共 赢 的

中美关系，就 必 须 首 先 准 确 把 握 当 今 世 界 发 展 大

势和中美 两 国 发 展 大 局。当 今 世 界 正 处 在 大 发

展、大变 革、大 调 整 时 期，求 和 平、谋 发 展、促 合 作

已经成为不 可 阻 挡 的 时 代 潮 流。世 界 多 极 化、经

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深入发展，世界经济政治格

局出现新变化，科技创新孕育新突破，国际环境总

体上有利于 我 国 和 平 发 展。因 此，我 们 必 须 顺 应

时代发展潮流，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认清中美

关系发展的 基 本 规 律 和 存 在 的 主 要 问 题 与 矛 盾，

全面理解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深刻性和战略性，把

中美关系同两国的根本利益和世界格局的发展大

势结合起来，从战略和长远角度出发，拓展共同利

益，妥善处理分歧，照顾彼此关切，全面加强合作，

共同推动中 美 关 系 健 康 稳 定 发 展，共 同 维 护 亚 太

地区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二）加强交往，增进互信

加强交往 是 增 进 互 信 的 前 提，增 进 互 信 是 中

美关系向前发展的基石。既要加强同美国国家元

首、国会议员、学术界、新闻界、工商界等各界人士

的交流，特别是加强中美首脑外交、国会议员交流

和智库之间 相 互 交 往，也 要 加 强 从 联 邦 到 地 方 的

各方联系；既要加强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广泛

领域的互动交流，也要加强安全、能源、环境、气候

等全球性问 题 的 互 动 交 流；既 要 加 强 中 美 战 略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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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对话、中美战略安全对话等战略对话交流，又

要加强中美 亚 太 事 务 磋 商 等 政 策 对 话 交 流；既 要

加强官方互 动 交 往，也 要 推 动 民 间 互 动 交 往。努

力构建全方位、多 层 次、宽 领 域、广 渠 道 的 中 美 经

常性的互动交往平台，增进双方的协调、沟通与互

信，减少双方 误 解、误 读 与 误 判，推 动 中 美 关 系 良

性互动发展。

　　（三）相互尊重，互利共赢

中美国情不同，在文化传统、历史渊源、政治制

度、意识形态和发展阶段等方面也不同，两国在一

些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和分歧是正常的。相互尊

重的重点是中美双方要尊重和照顾彼此的核心利

益和重大关切，明示彼此的政策和底线，并对对方

的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予以基本的保证。虽然

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台湾问题、涉藏问

题等“核心利益”方面存在根本性的不同、分歧、对立

和对抗，但两国在经济贸易、社会文化、国际和地区

事务等方面也有很多共同点、共同利益，有广阔的

对话、协商和合作领域。因此，发展中美关系，我们

必须采取以斗促合、以合促进的“两手对两手”的策

略方针，在核心利益和共同利益上要善于和敢于同

美国进行坚决的斗争，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才能扩大共识、增进互信，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

务实合作、互利共赢的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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