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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手中美关系的几点认识 

。 萨本望 喻舒曼 

[内容提要]长期以来，美国对华政策始终在接触与遏制、防范与合作之间摆动，不同时期侧重不同。奥 

巴马政府亦是如此，总体上是接触与合作占主导，这是由于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占据主导所决定的。努力维 

护中美关系健康、稳定的大局．为我国实现民族振兴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是我国对外也是对美政策的总目 

标。尽管近一年来中美两国间龃龉不断，但只要双方能登高望远，求同存异，增强互信，深化合作，抓住机遇， 

携手前行，就一定能够成为“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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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是我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也是 

关系地区乃至全球大局的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 

系之一。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最大的发达国 

家之间的这一对双边关系具有异常的复杂性、多面 

性和多变性。现将有关中美关系的几点思考与认识 

奉献于后，以供探讨。 

一

、关于美国的对华政策 

美国的对华政策一向存在两面性：既有对中国 

包围遏制的一面，又有与中国接触对话合作的一 

面。只不过根据形势变化和美国战略需求的不同， 

根据形势变化和美国战略需要的不断调整，不同时 

期重点有所不同。 

简要回顾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中美关 

系发展史，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的对华政策 

就有遏制加接触两个方面。当然，当时的美国敌视新 

中国，其政策以对华孤立、包围、遏制为主。即便如 

此，美国亦伸出触角，与新中国开展多种渠道的接 

触，从华沙大使级会谈直到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 

访华的“破冰之旅”，两国往来从未中断。1979年 1 

月中美建交开启了两国关系新篇章。在当时美苏两 

极对峙的背景下，美国出于联华制苏的战略需要，与 

中国进行接触和合作的一面明显加大，对华包围遏 

制的一面实际上渐渐退居次要地位。冷战结束后，苏 

联解体，美国成了唯一超级大国，防止新兴大国崛起 

挑战美一超地位成为美全球战略中的重要因素，因 

此防范和遏制中国崛起的一面再度上升。 

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打乱了美全球 

战略构想，美国转而将恐怖分子与大规模毁伤性武 

器扩散的可能结合视为对美最现实的威胁，并先后 

发动了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先发制人”战争。为 

了反恐战争的需要，美国谋求与中国等大国的合 

作 ，视中国为 “利益攸关方”。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 

机，使美国陷入内外交困之中，对中国合作的需求 

进一步增大。 

二、关于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 

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与其前几届政府一 



样，具有既接触又遏制、既合作又防范的两面性，并 

在这两手之间不时摇摆。 

从 2010年中美关系发展的实践看，奥巴马政 

府在某些问题上对华示强的一面的确有所上升 ， 

如：批准售台约64亿美元的军火，在西藏、人权、经 

贸、人民币汇率、网络安全、南海、朝鲜半岛等问题 

上频频向我施压，从而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带来一定 

负面影响。 

然而，冷静思考，上述问题无一不是由来已久 

的中美分歧的延续。中美之间2010年并未出现类 

似 “炸馆”、“撞机”等重大突发事件。与此同时，还 

应看到，2010年中美高层往来频繁，加强了各个级 

别的对话磋商，在各个领域里的合作都在进一步拓 

展，两国关系总体保持稳定。 

综合分析，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中谋求中国合 

作的一面仍占主导。这是中美共同建设21世纪积 

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的重要前提。 

三、关于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和矛盾分歧 

中美关系既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又有深刻的矛 

盾分歧，而且近些年来共同利益和矛盾分歧呈同步 

增长之势。 
一 方面，中美之间有着广泛且不断扩展和加深 

的共同利益。在经济领域，双方利益相互交融，依存 

度不断上升。2010年，双边贸易额由建交时的约25 

亿美元跃升至3,853亿美元，中美已互为第二大贸 

易伙伴。截止2010年 l0月底，美对华投资项目达 

5．9万余个，实际投入646亿美元。美企业在中国年 

销售额已超过2,200亿美元。据美财政部201 1年2 

月 28日公布，2010年底中国持有美国国债 1．16万 

亿美元，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在政治领域，两国各 

个层面上的交流沟通空前密切，已建立起60余个对 

话磋商机制，就双边、地区和全球性事务保持密切合 

作。在人民交往方面，现有 12万名中国学生、学者和 

2万名美国学生、学者在对方国家学习和工作。双方 

已建立起36对友好省州和161对姐妹城市关系。 

另一方面，中美之间又存在许多严重的矛盾。 

经济方面，双方摩擦增多，最突出的问题是美对华 

贸易存在巨额逆差，近几年美方统计每年都在 2， 

000亿美元以上。两国对此各执一词。中方认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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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这一事实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特 

别是高科技产品的对华禁售。而美方则指责中国对 

美搞倾销，且人民币汇率偏低。在政治领域，双方意 

识形态、价值取向、战略目标均存在巨大差异。美国 

反华势力一再炒作 “中国威胁论”。美国对中国的 

防范、围堵力度不断加大。 

总的来说 ，至少在 目前和近期内，中美双方的 

共同利益仍占主导地位。这是中美建立合作伙伴关 

系的基础。 

四、关于中美两国的实力对比 

实力对比是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中的一 

个关键因素，决定着不同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 

位、态势、影响力以及话语权。近些年来，中国的国 

力迅速增强，而美国的实力优势相对减弱，但总体 

上美国的优势仍然十分明显，中国要赶上美国确实 

路途遥远。 

从衡量一国实力的主要指标国内生产总值看， 

中国在 “十一五”期间取得年均增长 】】．2％的骄人 

业绩，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4．9万亿美元。2010年 

6万亿美元，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美国2009 

年国内生产总值 14．12万亿美元，约为中国的 2倍 

半。至于人均产值，差距就更大，美国2009年人均 

46，436美元，而当年中国人均只有 3,630美元，相差 

约 l3倍。2010年美国人均 47，132美元，中国人均 

29，748元人民币，约合4，500美元。 

再从军事实力看，中美军力差距特别是军事装 

备技术差距极大。2011年 3月8日，伦敦国际战略研 

究所《2011年军事力量对比报告》预测，中国至少需 

要 l5至 20年方可在军力上与美国匹敌，在此之前 

中国不会对美国在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地位构成威 

胁。美国防部长盖茨在谈及中国隐形战机发展时称， 

中国在军事高科技方面与美国的差距至少有20年。 

总之，在今后较长时间内，中美实力对比美强 

中弱的状况不会根本改变，因此美攻中守的基本态 

势也将维持下去。 

五、关于中国的对美政策目标 

中国的对美政策是中国一贯奉行的独立 自主 



的和平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而外交政策又是总的 

国家战略和政策的组成部分。因此，认清国家利益 

和国家战略目标，是推行正确的外交政策和对美政 

策的大前提。 

对于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国的最高国 

家利益和战略目标，胡锦涛主席2007年 12月 15日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讲得很明确：“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是党和国家到2020年的奋斗目标，是全国各族 

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显然，我国的外交政策包括 

对美政策应服从于并服务于上述 “奋斗目标”、“根 

本利益”和 “第一要务”，为最高国家利益和战略目 

标的实现保驾护航。2011年3月7日，杨洁篪外长 

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 

示：“展望今后五年至十年的中国外交工作，总的目 

标是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创造更加 

有利的国际和周边关系，要为共同建设持久和平、共 

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杨外长讲的 

外交工作总目标当然也应是对美政策的总目标，即： 

努力维护中美关系健康、稳定的大局，为我国实现振 

兴中华的目标创造良好的安全和发展环境。 

维护中美关系健康、稳定的大局，对于我国战 

略目标的实现有着重要的意义。经济上，中美相互 

依存度日益加深，政治上，没有稳定的中美关系，就 

谈不上周边环境的稳定。因此，我对美政策的各种 

举措都应围绕稳定中美关系这个大局。与此同时， 

还应看到，实现中美关系的稳定不仅是必要的，而 

且是可能的。这符合现阶段双方的共同利益，即中 

美都需要一个健康、稳定的双边关系。中美通过建 

交 32年来的交往 ，都已经了解了对方的底线 ，也学 

会了如何处理双方的矛盾分歧。又要好，又要吵，已 

成为中美关系的常态。 

六、关于胡主席访美之行 

由于 2010年美国对华示强施压的一面增大，中 

美摩擦增多，有些人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持悲观态度。 

事实表明，胡主席 201 1年初及时访美取得了巨大成 

功，是2011年中国外交的开篇佳作，是中国外交的 
一 大胜利。在中美关系发展的又一关键时期，胡主席 

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起到了拨正航向、引领中美关系 

的航船步人一个健康稳定航行轨道的关键作用。 

胡主席在这次访问中，从维护中美两国人民的 

利益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提出了一 

系列推动 21世纪积极全面合作的中美关系继续向 

前发展的建议。由于这些建议合情合理，切实可行， 

被美方接受，并写入2011年 1月 19日《中美联合 

声明》中。联合声明宣布：“中美致力于共同努力建 

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用联合声 

明形式将中美关系的性质定位为 “相互尊重、互利 

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比原来 “积极合作全面的 

中美关系”的提法进了一大步，内涵更加明确更加 

丰富，必将成为指引21世纪中美关系迈入一个新 

阶段的指针和标志。 

首先，联合声明明确中美关系是 “相互尊重” 

的关系。将“相互尊重”放在第一位，表明中美两个 

大国经过多年的交往已经达成共识，即：只有在相 

互尊重对方的国家利益、战略关切 、主权 、领土完 

整、社会制度、价值观的前提下，才能建立起平等的 

良性互动的关系。这就为两国今后处理重大分歧设 

定了一个重要的标尺。当然 ，中美之间要真正做到 

“相互尊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需要双方信守承 

诺，言必信，行必果。 

第二，联合声明肯定中美两个社会制度不同、 

发展阶段各异的大国是可以“互利共赢”的。正如 

联合声明所言：“中美已成为不同政治制度、历史文 

化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积极发展合作关系 

的典范。”这种 “互利共赢”关系的确立对于中美进 
一 步扩大利益联系，增强战略互信，共同面对地区 

性和全球性的各种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当然，在实 

际操作中，如何实现互利共赢，还需要两国在实践 

中共同探索。无论前进的道路如何曲折，方向明确 

了，前途就是光明的。 

第三，联合声明将中美关系的根本属性定位为 

“合作伙伴关系”。也就是说，尽管中美两国存在一 

系列分歧和矛盾，但只要双方能登高望远，求同存 

异，增强互信，深化合作，抓住机遇，携手前行，就一 

定能成为“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 

[收稿日期：2011—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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