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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新时期中国外交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加大了探索和创新力度，体现

出多重属性的大国外交思想、与时俱进的战略思维和积极进取的外交实践。以习近平

同志为总书记的领导集体大力推进中国特色外交思想和战略建设，丰富了中国的大国

外交实践，指引着中国大国外交运筹和发展方向。然而，中国前进的道路不可能一帆

风顺，中国在外交理论、战略和实践上要始终保持高度警惕，特别是不能犯重大错误。

未来中国外交在理论建设方面需要更加系统，在战略思维方面需要更加缜密，在政策

举措方面需要更加周全，在舆论引导方面需要更加超前，争取在外交工作上取得更大

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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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 即本文中的“新时期”) ，中国外交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加大了探索和创新

力度，体现出社会主义、发展中和全球“三重性”大国外交思想，与时俱进、

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和结伴不结盟的战略思维，以及积极应变和主动促变

的外交实践。新时期中国外交思想、战略和政策是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和实

践的组成部分，需要在善用机遇、创造条件和应对挑战的过程中不断加以

充实、发展和完善，从而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国梦”以及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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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出更大的贡献。

一、历史背景和时代呼求

当今世界正发生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根据崔立如研究员的定义，重

大变化“既是指世界长期的发展变化带来的重大结果，更是强调其发展进

程出现一个历史性拐点或急剧的转变。”①就当前而言，全球时代转型和亚

洲形势嬗变是中国面临的外部新环境，国内改革和社会发展进入换档期、

叠加期和攻坚期则是中国需要应对的内部新挑战，内外形势的快速发展要

求中国外交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加大探索创新力度。

( 一) 中国发展的需要。中国外交首先且主要服务于国内政治、经济、

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需求。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

长，政治和经济体制持续进步，社会舆论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外交的

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国家内政和外交相互联动、互为因果。多元化和多

样化的国内环境要求中国外交思想更加周全，外交战略更加与时俱进，外

交实践更加成熟，要求中国外交实现全面现代化，要求国内理解和支持的

基础不断夯实。总之，中国外交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更好地维护国家核心

和重大利益，更多地体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民心民意，更加有效地创造

良好外部环境，更加有力地推进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

( 二) 亚洲发展的需要。中国是亚洲的主要地区大国，中国外交理应对

亚洲进步作出更大贡献。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以来，亚洲国家经历了民族

觉醒、国家独立和经济政治发展三个历史阶段，涌现出许多推进历史前进

的领袖人物和引领时代的思想。在印度有甘地和甘地主义，在越南有胡志

明和胡志明思想，在新加坡有李光耀和李光耀思想，在马来西亚有马哈蒂

尔和马哈蒂尔主义等。在中国，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领导集

体，推进了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逐步建立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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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体系。就整个亚洲而言，二战结束以来中国先后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亚洲价值观”、“东盟共识”和“上海精神”等外交思想，都经受了历

史的考验，正在从亚洲走向世界，并为国际社会所认可和认同。近年来，亚

洲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地区大国和地区组织的政治和战略

作用日益增长，但某些亚洲国家也出现了逆时而动的右翼思潮和极端主义

思潮，因而更需要发展和提振具有亚洲特色的外交思想和实践。当前，亚

洲特别需要聚焦经济社会发展，整合各种经济合作机制，创新安全观念，建

设安全新架构，加强“一带一路”建设，排除各种域内外干扰，营造亚洲和平

发展的新环境。

( 三) 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需要。发展中国家构成当代国际关系国家行

为体的大多数，是当代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主要动力。20 世纪 50 年代的亚

非会议、万隆精神以及后来的“不结盟运动”、“77 国集团”等，都在国际政

治和经济领域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进入 21 世纪以来，广大发展中国

家不断呼吁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要求改变战略被动局面，加强战

略主动，积极谋划符合当代世情和国情的发展道路，更好地应对各种传统

和非传统、地区和全球性挑战。但是，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迄今尚未形成

内生和全面的外交理论体系、共同一致的战略目标、相互呼应的政策举措

以及与其体量相称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广大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增强

自身软实力，也期待中国等发展中大国在外交理论建构、战略运筹和政策

规划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 四) 世界发展的需要。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

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①上述“四化”全面阐述了

世界发展的趋势，而要在“四化”中增加正能量并实现合作共赢，就需要树

立新思想、制定新战略、实施新政策。在当前各种世界事务和国际关系的

建议和计划中，中国所倡导的一系列理论实践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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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动机不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要求中国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

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而且日益从经济物质方面向思想文化、理论战略和

舆论引导等方面扩溢。同时，中国要为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出贡

献，也需要深化具有世界意义的理论研究，强化全球意识和大国责任感，增

加推动国际体系朝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自觉性。

二、中国外交思想的创新发展

新时期的中国外交传承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外交思想，

发扬了中外优秀文化传统，并借鉴了世界各国的外交思想。但是，随着当

前内外经济、政治、外交、科技和社会环境迅速变化，以及中国多重国际身

份的深化和发展，中国外交面临众多新挑战和新任务，探索和创新成为当

前中国外交思想建设的重点。

( 一) 社会主义中国外交思想建设。在西方仍主导着国际社会外交思

想的今天，建设具有东方社会主义大国特色的外交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尤为重要。

1． 社会主义中国外交思想内涵不断丰富。两年来，全面深化改革、推

进治理体系与能力建设、依法治国不仅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

论和实践，也为中国外交思想注入了新内涵，增加了国内改革和国际发展

的联动性、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一致性。苏长和教授认为，本届领导集

体在加强外交物质基础的同时，更加“重视思想基础的建设，增强中国人民

的自信心，以自强、自立、自信的心态参与国际交流，为开展独立自主的外

交活动提供共同的思想基础。”①此外，面对西亚北非动荡以及日益突出的

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中国外交思想更加重视党对外交的领导、国家总体

安全，以及增强道路、理论、制度和价值观的自信。所有这些都为处在国际

风云变幻时代的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提供了新的思想理论积累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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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会主义中国赋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新意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是中国外交极其重要的基石，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指出，“中国坚持

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

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在社会主义中国初创时期，中国

和印度、缅甸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新中国外交赢得了道义支持。

在冷战结束初期，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又成为社会主义中国防止美西方冲击

的外交原则防波堤。今天，社会主义中国在诠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提出

“坚持主权平等、共同安全、共同发展、合作共赢、包容互鉴和公平正义”，进

一步体现了社会主义中国不断增强的自信心和进取意识，并致力于“探讨

新形势下如何更好弘扬这五项原则，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共同建设合

作共赢的美好世界。”①

3． 社会主义中国外交思想增加了非西方道路的新选择。在国内建设

不断取得新成绩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的背景下，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具

有了新的时代意义，为国际社会提供了西方道路以外的选择，为多元化世

界增加了社会主义的新思想和新实践。与冷战结束初期相比，新时期中国

外交思想更加重视社会主义元素，理直气壮地向国际社会推介“中国梦”、

“新义利观”、“国际关系民主化”等理念，为世界贡献了符合多国国情的

“升级版”发展道路选择。

( 二) 发展中大国外交思想建设。中国是发展中大国，其政治和外交基

础根植于发展中世界。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外交思想方面息息相通，

中国外交思想在不同层次和不同意义上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的思想诉求和

方向追求。

1． 体现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思想。亚洲是发展中国家集中的地区，

中国外交思想中含有显著的亚洲发展中国家特征。当前，亚洲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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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思想集中表现在地区合作方面，即通过区域和次区域合作，提高亚洲

及亚洲国家在政治、外交、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影响力。中国认为，亚洲发展

中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发展而非军备竞赛，为此提出“亚洲人管理亚洲事务”

的思想。中国在自贸区和金融合作、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及亚洲价值观和

亚洲意识建设等领域的努力，集中体现了亚洲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思

想，因而具有很大的积聚效应和指导意义。中国提倡的“亚洲梦”和“亚太

梦”，最大限度地包容了亚洲共同的发展方向。

2． 体现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思想。冷战时期，广大发展中国家形成

了“不结盟”外交思想，提出建立公正合理国际新秩序的外交目标。冷战结

束后，发展中国家又形成了地区和领域“联合自强”的外交思想，使之逐步

体现于国际体系和秩序的重组发展之中。中国始终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同

呼吸、共命运，先后建立了中国—东盟合作机制、中非合作论坛、中阿( 拉

伯) 合作论坛、中国—南太岛国论坛、中拉( 丁美洲) 合作论坛等，实现了同

发展中国家地区合作机制的全覆盖。基于经济和政治的考虑，中国坚持自

身的发展中国家属性，在外交思想中强调发展中国家合作，反映了广大发

展中国家的愿望，其共建与时俱进和兼顾近远利益的外交思想，正在为时

代潮流注入新的思想和理论内涵。

3． 体现发展中大国的外交思想。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在

世界舞台上异军突起，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重要发展。2009 年 6 月，中、

俄、印、巴四国领导人在俄罗斯举行首次会晤，启动“金砖四国”机制化合

作。2010 年 12 月南非加入该机制，“金砖四国”正式更名为“金砖国家”，

金砖国家机制逐步完善，合作内容更加具体，国际影响进一步扩大。有鉴

于此，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明确了发展中大国在中国发展“大国关系”中的地

位和作用，为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大国前进方向和途径树立了新的标杆，增

添了新的时代意义。中国的发展中大国外交思想代表了其他发展中大国

的心声。巴西法阿琵综合大学( FAAP) 国际关系学教授马库斯指出，包括

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大国更多地参与全球经济和政治事务，对发展中国家极

为重要。发展中大国是改变当前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的重要力量，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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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的话语权。①

( 三) 全球性大国外交思想建设。2008 年后，中国成为世界公认的全

球性大国，中国全球性大国外交思想的建设变得更加迫切和重要。

1． 树立大国外交的思想范式。过去，中国综合国力和全球影响力相当

有限，处于世界舞台边缘，自然属意于“低成本、低风险和高收益”的外交思

想。随着自身国际地位和作用的转变，中国正在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国

外交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外交哲学思想方面坚持“和为贵”与“国虽大，

好战必亡”的和平思想; 在外交利益方面倡导“既以为人，己愈有; 既以与

人，己愈多”的大国外交胸怀; 在外交理念方面强调以大国视野看待天下、

应对天下和筹划天下，表达了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的担当，提出了“同

乘发展快车”和欢迎各国“搭便车”的新理论。

2． 重视当代大国的外交理论建构。在近现代国际关系中，西方国家主

导了大国外交理论 500 年。传统的大国外交理论大多集中于大国博弈、地

缘战略、陆权海权和赢者通吃等方面，服务于西方的价值观和利益。习近

平总书记以“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精神，致力于在指导原则、战略思维和

政策规划等方面建立具有前瞻性、甚至超前性的大国外交理论架构。在

“中国梦”和“亚太梦”的理想追求进程中，中国先后提出中俄“战略引领”、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发展中大国”、“命运共同体”等新理念，从时代转

换、国际关系内涵和中国重新定位等方面建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框

架和理念。

3． 阐释中国的大国外交思想。在信息化时代，外交需要强有力的宣传

依托。中国在践行大国外交时更加重视并主动开展宣传推介工作。两年

来，中国在各种外交场合阐释中国大国外交思想，积极帮助世界了解和理

解中国的大国外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提炼和阐释，拓展对外传

播平台和载体，把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贯穿于国际交流和传播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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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的宣传和阐释，要与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紧密结合起来。”①中国大

国外交的思想传播起到深层次介绍中国文化和思想的作用，增加了中国外

交思想的深度和广度，能够得到国际社会更多的认可和认同。

三、中国外交战略的时代特性

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中国外交战略为此在分析

形势、确定目标、规划途径、运用手段、创造条件和应对挑战时都特别重视

这一时代特性。

( 一) 与时俱进的战略指导思想。2008 年，中国成为“20 国集团”的主

要国家之一，2010 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4 年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

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列居世界第一，所有这些都为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和外交

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与此同时，中国也成为国

际社会的主要关注对象，特别是亚太地区的战略关注对象，给中国带来前

所未有的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在新形势下要加

强战略思维，坚定战略定力，具有战略耐心，增加战略投入。在一系列重大

国务和外交活动中，习近平主席从多方面阐述了中国当代国际战略思想的

渊源、布局和原则指南，提出了国际总体安全战略思想和总体外交战略思

想。中国因时而动，顺势而为，乘势而上，以未来 10 年乃至更长的时间框

架，统筹国别、地域和领域战略，以与时俱进和不断创新的战略思想指导着

中国外交顺应历史潮流，推动时代发展。

( 二) 包容互鉴和合作共赢的新内涵。作为不断发展的新兴大国，中国

追求的“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任重道远，需要尽可能团结一

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因此，包容互鉴和合作共赢既是中国的外交战略目

标，也是战略途径。就战略目标而言，中国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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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多样化”，“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就战略途径而言，中国强调

“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

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①

( 三) 充实与更新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各种类型的伙伴关系在中国外

交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1993 年，中国和巴西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开启

了中国同关系重要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历程。20 多年来，中国的战略

伙伴关系不断向纵深发展，现已进入以“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全面友好

合作伙伴关系”为标志的“升级版”阶段。两年来，中国与 12 个国家升级为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②强调双方在全球和 /或地区秩序建设方面的磋商、

协调与合作，有些战略伙伴关系还涉及安全和军事内容。此外，中国还与 8

个国家升级为“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③

中国积极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已同世界上 67 个国家、5 个地区组

织建立了 72 对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用结伴但不结盟的全新实践诠释着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④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要

维护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通过广泛开展经贸技术互利合作，努力形成深

度交融的互利合作网络。要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

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⑤今后，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还需要推进全球领

域合作和民间合作等。中国在互利合作网络、伙伴关系网络以及在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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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民间合作建设上，要密切联系国家全球战略，形成建设性互动，形成正能

量积聚效应，实现中国在国际体系框架内加强同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共

赢。

四、中国外交实践的新特点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外交实践中继承了把握大

势、主持公道、平等待人、务实亲民等优秀传统，同时在新形势下形成了新

的特点:

( 一) 动态继承和务实调整。中国外交具有极强的连续性，本届领导集

体在新形势下坚持了动态继承。面对近年来国际和周边形势的新发展，中

国连续两年加大对周边高访、高晤的全覆盖，全面推进“以邻为伴、与邻为

善”的友好睦邻政策。在乌克兰 /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中国在俄美关系日

趋对立的形势下，及时调整中俄美三边关系，努力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在处理中美关系难点时，通过“内线”整合和“外线”作战，调动中美关系形

成建设性互动，以气候变化和金融贸易合作维护中美全局稳定。在中日关

系上，通过两年多的原则斗争，抓住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北京峰会的主场

优势，通过达成“四点协议”实现了中日关系的部分转圜。在南海权益争端

上，通过“双轨”外交和重点应对菲律宾、越南，稳定了南海局势。
( 二) 明确底线和说到做到。外交是门艺术，有时需要模糊，有时必须

清晰。中国在处置外交难点和热点问题时，坚持把问题摆上桌面，讲清道

理和利害关系，使外交承诺和外交警告都做到言而有信，增加了中国外交

的可信度、执行度和可预见性。金灿荣教授指出，中国在对外场合开始多

次强调“底线原则”，这体现出中国坚定维护自身利益和明确和平发展前提

条件的决心进一步增强。例如，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在多个场合强调

国家间合作的同时，也不断强调中国不会放弃自己的核心利益，不会拿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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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核心利益作交换，这就是底线原则。①在和平发展问题上，中国强调有关

各方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方面，中国既讲努力

的方向，也讲坚守的底线。两年来，国际社会对中国外交的“言必信、行必

果”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 三) 首脑外交的崭新风格。两年来，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以崭新

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对外交工作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习近平主

席和李克强总理接待各国宾朋，遍访亚洲、欧洲、南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

数十个国家，出席了许多重要多边会议。特别是 2014 年 5 月和 11 月在中

国举行的亚信峰会和 APEC 峰会，更是彰显了中国领导人在主场外交中的

主持和引领能力，提高了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中国

国家领导人勤政亲民、自然朴实、温文尔雅的外交形象不仅得到国际社会

的广泛好评，而且还使后者对中国继续发展进步充满更大的信心。②此外，

中国主席夫人和总理夫人也因其特殊地位和作用为中国外交增添色彩，成

为展示中国外交软实力的重要方面。

( 四) 讲原则和重情义。与美西方国家外交的急功近利和重利轻义相

比，中国外交既讲原则又重情义。在西方国家持续制裁津巴布韦的背景

下，中国更加珍惜两国的传统友谊。2014 年 8 月 25 日，习近平主席在会见

来访的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时，高度评价中津传统友谊及穆加贝为两国关

系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强调中国人民重情义，永远不会忘记曾经风雨同

舟、相互理解和支持的老朋友。③中国和罗马尼亚曾同属社会主义阵营，后

来各自选择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外交虽是国家间关系，但并不排

斥个人感情因素。习近平主席更是把国家关系和个人感情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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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9 月 2 日，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来访的罗马尼亚总理蓬塔时说道，“谈

到中罗关系，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友谊’。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很早就受到中

罗友好的熏陶。那时候，罗马尼亚的优秀影片在中国家喻户晓。中罗双方

始终相互尊重、以诚相待、患难与共，中罗友谊之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①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都充分体现了中国外交的原则性和情义观，也是中

国外交得到国际社会好评日益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结语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领导集体大力推进中国特色外交思想和战

略建设，丰富了中国的大国外交实践，指引着中国大国外交运筹和发展方

向。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国前进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中国在外交理

论、战略和实践上要始终保持高度警惕，特别不能犯重大错误。因此，中国

今后的外交思想、战略和实践将随着形势发展和任务变化而继续发展: 在

理论建设方面需要更加系统，加强各种新概念、理念和思想的内在和相互

逻辑关系; 在战略思维方面需要更加缜密，加强战略目标、条件和底线的综

合平衡; 在政策举措方面需要更加周全，加强其双向、多向和逆向互动关

系; 在舆论引导方面需要更加超前，加强内外宣传的计划性和推进力度。

【完稿日期: 2015-1-6】

【责任编辑: 李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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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ority． China being a typical developing country，its diplomacy must be
brought to serve domestic development by fostering a more stable and friendly
external environment．

Laying the Foundation of Peace and Stability for an Asian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
Liu Zhenmin
Stability in Asia has wider global significance and is drawing global attention．
The new Chinese leadership places much priority on enhancing regional and in-
ternational cooperation，and has high expectations of building an Asian commu-
nity of shared destiny．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three pillars for the Asian com-
munity: a community of shared interests，a community of shared responsibility，

and a community of culture and people． To build a foundation of peace and sta-
bility for the community，there need to be new concepts and approaches to se-
curity，stable bilateral relations，sound interaction between major countries，
proper handling of hotspot issues，adherence to the spirit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efforts to foster regional security architecture．

Exploration and Innovation of Theories，Strategies and Practices in Chi-
na’s Diplomacy in the New Period
Yang Jiemian
In the new period，while inheriting its fine traditions，China has made vigorous
efforts to develop new theories and practices in diplomacy，reflecting a major
country’s multipronged diplomatic thought，strategic thinking abreast of the
times，and proactive diplomatic practices． The new Chinese leadership under
President Xi Jinping promotes the construction of diplomatic theories and strate-
gies with Chinese features，enriches China’s diplomatic practices，and guides
the programming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major － country diplomacy． How-
ever，the road forward is not always smooth． In the course of developing its dip-
lomatic theories，strategies，and practices，China should keep highly al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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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ularly avoiding fatal mistakes． To make greater achievements in diploma-
cy，China should further systematize its diplomatic theories，organize its strate-
gic thinking more meticulously，deploy policies and measures more comprehen-
sively，and gain initiative in guiding public opinion．

FTAAP: The Beijing Ｒoadmap and Priorities
Tang Guoqiang，Wang Zhenyu
The Beijing Ｒoadmap for APEC’s Contribution to the Ｒealization of the FTAAP
approved by the 22nd APEC Economic Leaders’Meeting constitutes a historical
step from vision to concrete actions． The Beijing Ｒoadmap further elabo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PEC and the FTAAP in terms of“parallel promotion”，

defines the guiding principles and action rules for advancing the FTAAP
process，and outlines a collective and strategic study on the FTAAP． The diver-
sity of APEC membership，the sound basis for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prepared by APEC’s long － term efforts to liberalize trade and investment，the
recent breakthroughs in sub － regional and bilateral trade agreements，and the
common understanding of globe value chains’requirement o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are all conducive to the building of the FTAAP． However，the
complex nature of the FTAAP，the current lack of enthusiasm demonstrated by
a few APEC economies，the exclusion of non － APEC members，and possible
alternatives for Pan － Pacific regionalism will work against the promotion of the
FTAAP． In the short and medium terms，APEC should implement the action
plans as stipulated by the Beijing Ｒoadmap，finish the collective strategic study
on time，enhance functional cooperation，establish effective information ex-
change mechanism，and strengthen capacity building． At the same time，the
ＲCEP negotiations should accelerate for a timely conclusion． China and the U-
nited States should strengthen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on FTAAP． The two
countries can reach a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at an early date，move on to
promote the Bilateral Investment and Trade Treaty，and then put the vision of
FTA on the age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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