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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点

记者：中美努力构建两国间新型大国

关系这一概念提出的氛围是什么？

王缉思：去年 2 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
习近平访美时首度提出，中美应拓展两国
利益汇合点和互利合作面，努力把两国合
作伙伴关系塑造成 21 世纪的新型大国关
系。日前中美两国元首会晤时，中国国家主
席习近平再提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美方对
此也回应很积极。

过去 10 年来，中美两国在重要领域的
合作亮点并不足以抵消各方对两国关系

“竞争大于合作”趋势的忧虑。2008 年以
来，中美关系进入新一轮深度调整期，新型
大国关系的内涵尚在界定中。

记者：对共建中美间新型大国关系，中

美各自学术界都有哪些主要看法？

王缉思：当前，对中美两国关系，中美
学界主要持“中美对抗不可避免”、“中美共
同利益大于分歧”，以及“逆水行舟，不进则
退”三种观点。我比较赞同第三种观点。

持“中美对抗论”的学者认为，像过去
的崛起国家和霸权国家之间一样，中美

两国会因为国力日趋接近，战略上相互
怀疑而发生对抗。还有的学者引用孟子
说的“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证明中国

“需要敌国”；美国学者亨廷顿也说过，美
国需要敌国来加强国内凝聚力。第二次
世界大战的发生就与法西斯德国的国内
政治有关。美国克林顿时代的第一任国
务卿贝克跟我说，中国可能与其他崛起
大国一样，需要在外部世界寻找敌人以
巩固其国内秩序。

我则倾向于中美关系如逆水行舟，不进
则退，中美两国间需要联合起来，加强合作，
增加两国战略互信与经济联系。

记者：应该如何看待中美之间的共同

利益？

王缉思：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国
内问题都是中美两国关心的首要议题，中
美对抗对双方皆无益处。中国坚持和平发
展道路，美国也言明其主要精力在解决国
内民生就业等问题。奥巴马政府认为，美国
处在危机之中，需要通过税收改革等国内
变革来纠正财政不平衡和债务问题，并计
划 5 年内将外贸扩大一倍，继续推行全民
医保。处在经济结构转型期的中国，也把主
要精力集中在国内，不愿与美国对抗。若中
美冲突，打贸易战、货币战，结果无外乎两
败俱伤。因此，中国愿意看到美国经济回暖
上升，中国经济蒸蒸日上对美国也是好事。
放眼全球，无论是在经贸合作还是全球治
理领域，中美都有很多并行不悖的共同利
益。中美可搁置某些分歧，关注两国所能合
作的机遇。

记者：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应从何

处入手？

王缉思：两 国 首 先 应 当 在 经 贸 领 域

开展互利共赢的合作，扩展新领域，特别
是相互投资于科技合作，开辟历史上大国
间从没有过的谁也离不开谁、经济深度互
相依赖的关系。显而易见，经贸关系是个
很 好 的 切 入 点 。双 方 可 在 旅 游 业 、新 能
源、医药卫生、页岩气等领域加大合作力
度。时至今日，美国的地方州政府大力招
商引资，十分欢迎中国投资。中国加大对
美国地方投资的力度，可有效夯实两国
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以农业为例，中美
农业合作潜力巨大。美国人口是中国的
四分之一，但耕地面积比中国大三分之
一，人均耕地面积大幅超出中国。美国农
业实力强，生产率高，与其他国家相比，两
国的农业合作会给中国带来好处。

中国每年到美国旅游的游客量达到
150 万 人 次 ，如 果 美 国 向 中 国 进 一 步 开
放签证等旅游政策，那么 10 年之内中国
游 客 赴 美 数 量 达 到 每 年 1000 万 人 次 不
成 问 题 。中 国 人 的 购 买 力 、旅 游 消 费 可
为美国经济做出贡献，解决美国很多就
业 问 题 。另 外 ，新 能 源 等 新 技 术 产 业 也
是中美值得合作的领域。美国尤其是地
方州政府都积极招商引资，中国可以参
与 美 国 从 南 部 亚 特 兰 大 到 奥 兰 多 的 铁
路建设。中国在基础设施上比美国成本
低、效率高、花费少，如果中美可以在基
础设施领域加强合作，两国经贸关系可
以 上 很 大 台 阶 。在 能 源 领 域 ，美 国 页 岩
气 、页 岩 油 发 展 很 快 ，能 源 自 给 指 日 可
待 ，并 且可以出口，中美合作前景可期。
在医药卫生产业方面，美国科技创新方
面投入最多，美国在医疗方面可能突飞
猛进，治疗癌症、糖尿病等都可能取得重
大突破，两国合作前景也很大。美国在金

融监管与促进就业方面的努力也可为中
国带来好处。

美国在创新产业方面有巨大优势，中
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中国有很大的
人口基数和购买力，双方经济互补性还有
很大潜力可挖。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巨大的
中产阶级群体成长起来，购买力大幅提高。
中国正在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未来
经济可上很大的台阶，美国在中国购买美
国产品中可获益良多。

在双边投资和自由贸易协定、美国的
TPP 及服务贸易方面的新倡议上，中美可
开展实质性的合作，美国在新一轮的贸易
谈判上想得很远，对于服务贸易的新规则，
中国不能固守老办法。如果能在这些方面
与美国达成共识的话，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就容易建立起来了。

记者：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利达天

下，但不容忽视的是，美国国内仍有各类杂

音不时出现。如何看待这类杂音？

王缉思：外交始于国内。美国政府应向
国内公众说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国内舆
论以及国内各个部门间的政策协调也很关
键。政府到底想让公众接受什么样的中美
关系？两国都应该有主流观点向国内公众
解释清楚。

记者：就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美在更

广泛的领域内应侧重哪些合作？

王缉思：在全球问题上加强合作。中
美不要把视角放在双方具体分歧上，时
间上把眼光看远，地理位置也往远看。在
非洲、拉美等地区，中美双方利益并行不
悖甚至可以相互支持。在印巴问题、巴以
问 题 、中 东 、伊 朗 核 问 题 以 及 朝 核 问 题
上，中美可加强协作处理难题。

中美经贸年度总额已高达 5000
亿美元以上，两国经贸关系虽摩擦不
断，但仍然前景广阔，发展迅速

记者：近年来中美两国经贸联系的发

展速度世人瞩目。在中美第五轮战略与经

济对话开幕之际，双边经贸关系的突出特

点有哪些？

周世俭：“互惠互利、合作共赢”是中美
新型大国关系在经贸领域的集中体现。中
美经贸联系上升速度之快历史罕见。进入
新世纪的 12 年间，中国已成美国出口增速
最快、增量最大的市场。据美中贸易全国委
员会统计，2000 年美国对中国大陆出口额
为 162.5 亿美元，到 2011 年增长到 1039 亿
美元，增长量为 877 亿美元，增幅高达 5 倍
多。2012年，美国对中国大陆、香港及澳门
地区的出口总额更是达到 1484.5 亿美元，
占美国当年出口总额的9.6%。

美国国务卿克里曾说，美国每出口 10
亿美元，就能创造 5000 个就业岗位。中美
贸易为美国带来的好处可想而知。美国商
务部对十大出口贸易伙伴倍增计划蓝图

（2010 年至 2014 年）显示，美对华出口年
均增长目标为 15.6%。离开对中国大市场

的出口增长，奥巴马总统五年出口倍增计
划就会落空。

其实，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搭上了美国
产业结构调整的班车。去年美中双边贸易
额达到了 5362 亿美元，大幅高于美国与印
度的 628 亿美元，以及美国与俄国的 400
亿美元。总之，中美经贸尽管摩擦不断，但
是发展极为迅速，前景十分广阔。

进一步提高中国自美进口产品的
最大瓶颈，是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的种
种歧视性限制

记者：中美经济发展到现阶段，都面临

不同的挑战与机遇。在这一背景下，中美

经贸合作发展的重点有哪些？

周世俭：中国现在亟需大量的民用先
进技术和设备。其中，清洁能源、替代能
源、节约能源等领域的高新技术和设备首
当其冲。中美如果能具体落实《中美能源
环保领域十年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不仅可
给美国大中型企业提供上千亿美元的商
机，拉动美国经济复苏，还能促进全球节能
与环境保护，是多赢之举，美国政府应该积
极推动，不断探索新渠道新措施。

高新技术转让是中美经贸关系的试金
石。然而时至今日，美国仍然没有实质性
地放松对华技术出口管制。中美两国元首
会晤时，奥巴马总统曾亲口承诺将放宽对
华民用高新技术的出口管制，希望美国能
作到一诺千金，解除对中国的民用技术出
口限制。否则，美国只会将贸易机会推给
欧洲国家，失去大量商机。

实际上，近年来美国对华技术转让口
惠实不至。尽管美国政府各个层面的官员
都一再表示将放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但
却“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2001 年，
来 自 美 国 的 高 技 术 产 品 占 中 国 进 口 的
16.67% ，到 2010 年 反 而 下 降 到 7.11% ，

2011 年更是下降到 6.26%。美国驻华大使
骆家辉今年初曾表示，将对 46 项高技术产
品放宽对华出口限制，但经研究证实，这 46
项产品均是相对低端的产品。到目前为
止，美国的受管制产品，原来禁止对华出口
的依然禁止，原来需凭许可证对华出口的
仍然需要许可证。

让人遗憾的是，在美国近几届政府中，
奥巴马政府对华出口管制最严。从老布什
到小布什，三任总统都曾动用过总统豁免
权放松对华出口管制，而奥巴马却从未动
用过。美国对中国大陆的高技术产品出口
远远排在欧盟国家、韩国、日本等国之后。

显然，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是影响两国经
贸 关 系 的 重 大 问 题 之 一 。 自 2009 年 至
2012年，美国针对中国知识产权领域的337
调查多达 54起。其中虽不乏美国贸易保护
主义抬头的因素，但这正在成为美国对华经
贸政策中的一个重要迹象，如不高度重视，
负面效果将日趋严重。毋庸讳言，中国确需
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提高中国企业的知
识产权保护意识，以免这一问题干扰我国经
济及对外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健康发展。

美对中国资金进入美国市场仍
设置种种限制。在此轮战略与经济
对话中美方应有所作为，克服这类损
人不利己的陈规陋习

记者：中美即将举行新一轮战略与经

济对话。对话应侧重关注哪些问题？中美

未来可开辟哪些新合作领域？

周世俭：中美在人民币国际化、金融机
构在美设分支，以及知识产权方面的合作
都有待加强。

第九轮《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
刚刚在青岛结束，未来 30 年是中国投资者
投资美国实体经济的最佳时机。对于中国
投资者而言，最好投资美国的实体经济如
石油、天然气、钢铁等领域，而非证券、债券

等金融领域。最近访华的美国州长特别
多，都是为招商引资而来。美国白宫总统
亚太事务高级主任曾说，为了减少中美贸
易摩擦，希望中国企业到美投资设厂，这样
不但产品被视为美国产品，同时也增加了
美国就业。日本曾用此举减少了美日之间
的贸易摩擦，我认为这是中国企业应该抓
住的投资机会。中国企业在美进行收购或
投资可小步快走。实践证明，收购规模如
控制在 10 亿美元以内，美国限制不多，但
如果超过 100 亿美元，就会引起美国右派
议员注意，不易成功。

TPP 等美国主导的区域经贸布局
复杂多变，我国应认真研究，慎重应
对。与此同时，聚焦我区域经贸机制
及合作，则可使我对外经贸关系发展
的路越走越宽广

记者：美国对亚太地区的经贸布局，从

机制角度看重点是 TPP。两国元首会晤

后，就此中美均释放出积极信号。你对奥

巴马政府积极推动 TPP 有何看法？

周世俭：TPP 与 TTIP 机制反映了美
国对多哈回合谈判以及 WTO 的失望，表明
奥巴马在新任期内对振兴美国国内经济的
重视。我认为，欧美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对
中国影响不大，因为在商品贸易上中国依
然享受着欧盟的普惠制，即免关税政策。

就亚太地区而言，加大区域合作也是
中国经济今后发展的一条出路。中国已与
新西兰达成自由贸易区协议，也可以与美
国和欧盟谈加入自由贸易区问题，同时坚
持“10+1”、“10+3”、“10+6”谈判，以
及与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的合作。现在谈
中国参与 TPP 谈判看来为时尚早。诸如
国有企业、劳工保护以及知识产权等问
题，都是相当复杂的谈判议题，需要从长
计议。

经贸关系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压舱石
——访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周世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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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初，新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即将在美国举行。世人翘首以待，高度关

注新一轮对话热门议题及成果。借此机会，我们独家采访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院长王缉思。全面阐析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深刻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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