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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召开之际，如何构建中

美新型大国关系，再度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我们应当

看到，在当前国际格局下，中美关系的深入发展，需要双

方按照两国领导人就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达成的重

要共识，始终坚持增进和积累互信，扩大利益契合点，加

强合作，多栽花、少栽刺，排除干扰，避免猜忌和对抗。

回顾近一年来的中美关系进程，让人不容乐观，究

其原因，其中不乏国际格局演变诱发的新情况、新矛盾，

但最主要的，一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制衡中国为重

点，对个别亚太国家形成负面影响，二是美国国内经济

形势好坏交织、错综复杂导致的部分利益集团对外心态

既焦虑又膨胀。与此同时，个别亚太国家借美国重返亚

太，狐假虎威不断挑起对华事端干扰中美关系进程。

实际上，近一年来随着美国经济的逐渐好转，国际

金融危机中对外部环境的需求消失，美国穷于应对金融

危机及高失业率等窘境正烟消云散，美国国内恢复乃至

提升美国国际领导作用的声音又日渐高涨，同时，随着

中国的发展，美国内一些人也产生了担心失去独一无二

的霸权地位的焦虑感，这些都一步步表现在对外关系的

调整中。因而亚太格局发展变化的最大推动力中国，便

首当其冲成为美国对外姿态强化的聚焦点，“抗衡中国

在亚太地区挤压美国势力范围”，进而也就成为美中关

系一年来颠簸加剧的深层次原因。

然而，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有识之士普遍相信，构

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才是两国关系的惟一坦途，也是

世界和平的必经之路。一年一度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

话，更是为两国决策者提供了一个回顾、检讨并及时调

整双边关系的重要契机。

应该看到，中美利益的契合点远远大于双方的分

歧和矛盾，双边关系的发展潜力巨大。各自的经济、社

会等各个领域的可持续性发展，都需要双边关系的平

稳来保障。中美扩大利益契合点，加强合作，国际上的

事情就好解决的多，亚太形势也会相对平稳。否则，天

下就难安宁。亚太近期的局势颠簸就是证明。中美构

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是，美国要排除干扰，客观认识

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内外政策，看清中国发展的历史必

然性。在国际舞台上，还需看清个别国家借美谋利的

真实意图，以免误判形势。

中美两国各界都对此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寄予深厚

的期望。尤其是在经贸领域，人们希望双方就经济结

构调整、深化贸易和投资合作等宏观层面的对话和沟

通，能推动两国就双边投资协定等具体事项取得大幅

进展，从而为新型的中美大国关系充实内涵。对话积

极的气氛也表明，双方各层面都希望此次对话能成为

两国关系的新契机，借以强化中美关系的长远发展态

势，提升经贸及金融等领域内的互利合作，进而为两国

乃至全世界人民带来切切实实的经济实惠。我们有理

由相信，人们的这些合理期望，能够在此次对话中得到

实质的回应，这也是中美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决

定的。

合作才能

带来双赢
□ 李正信

自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以来，中美两
国整合了过去的战略对话与经济对话，形
成了现今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搭建起了两
国交流沟通的新平台。

袁鹏表示，战略与经济对话作为中美
两国90余种对话机制中级别最高的对话，
其本身就有不可取代的意义。今年的对
话增添了新亮点，首次把中美人文交流高
层磋商与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两个对
话机制放在一起进行。他说，“支撑中美
关系的 3 个主要支柱——战略合作、经贸
互利、人文交流同时进行，表明推进中美
关系向前发展的总体趋势是良好的。”

袁鹏认为，此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影
响重大，将重新划定发展方向，可以说
是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晴雨表。他说，
在今年 APEC 峰会前，若中美双方能够

就投资、能源等问题达成进一步协议，
将为中美关系保持稳定发展创造良好
局面。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束和中
国的周边外交政策不断推进，中美双方
将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可以共同探讨
中长期发展方向的问题，静下心来对新
型大国关系的未来进行重新思考和定
位。

周世俭则表示，中美两国已经建立起

良好的交流机制，透过这一机制，双方也
就很多问题达成了共识。下一步，双方需
在机制商定的框架下，不断落实各项协议
和共识。“一打纲领都不如一个行动。以
中 美 能 源 环 保 合 作 的 十 年 框 架 为 例 ，
2006 年框架签署至今，8 年过去了，框架
还在，但实际落实到行动的却寥寥无几。”
周世俭希望，在当前的对话机制下，中美
双方能够制订更多详细的落实方案，把文

字转化为行动。
历史上，崛起中的大国和既有大国

之间总是充满着冲突甚至战争。在新时
代，中美之间的关系不应重蹈历史上大
国兴衰的种种覆辙，也不会重演他们的
历史宿命。展望未来，中美两国要用摸
着石头过河的智慧和不到长城非好汉的
勇气，走一条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的新型
大国关系之路。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路在脚下路在脚下
本报记者 禹 洋

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于 7 月 9 日

至 10 日在北京召开。本轮对话中，中美两国就共同面临的双边、地区及全球

领域内的经济与战略利益等问题进行讨论，议题涉及经济、能源、贸易、气候

变化、科技与创新等多个方面。

为深度透析此轮对话中的热点话题，本报日前邀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

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袁鹏，清华大学研究员、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

事、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高级顾问周世俭及《经济日报》国际部高级编辑李正

信做客中国经济网，共同探讨变幻莫测的国际格局下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一直以来，中国和美国的合作与竞
争受到了全球的广泛关注。中美关系正
常化后的 35 年中，两国关系虽有起有
落，但总体呈上升态势，稳步向前发展。

目前，中国是美国第一大进口国，美
国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中美两国
的合作与竞争不仅关系到两国的切身利
益，更是关乎世界经济的繁荣与稳定。因
此，在此轮对话中，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

系额外受关注。
“中美关系要发展，只有一条路可走，

那就是走新型大国关系之路。”袁鹏认为，
在全球化、多极化的时代，国与国之间的
相互依存度更高，气候变化、能源短缺、人
口老龄化等问题都是全球性的，需要国家
之间合作解决。尽管存在种种分歧，中美
两国的关系总体来讲是水涨船高，而不是
相互抵消的关系。

周 世 俭 用 8 个 字 来 形 容 中 美 关 系
——“互惠互利，合作共赢”。他表示，中美
两国有很多共同利益。以拉动美国经济复
苏为例，美国每出口 10 亿美元的商品，就
可创造 5000 个就业机会。去年，美国对
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的出口额为 1648 亿
美元，相当于创造了 83 万个就业岗位。美
国未来 5 年的出口增长计划中，对中国的
增长计划为每年增加 15.6%，中国因素在

美国经济复苏过程中的重要性不容小觑。
尽管中美两国间的共同利益数不

胜 数 ，但 两 国 关 系 多 年 来 却 是 摩 擦 不
断 。究 其 原 因 ，李 正 信 认 为 ，无 论 是 海
上争端、网络争端，还是老生常谈的贸
易 保 护 和 人 权 问 题 ，其 根 源 都 在 于 美
国 对 中 国 经 济 迅 速 崛 起 的“ 不 正 心
态 ”。中 国 现 在 已 经 超 越 日 本 ，成 为 世
界 第 二 大 经 济 体 。美 国 的 紧 迫 感 来 源
于 生 怕 中 国 有 一 天 超 越 它 ，成 为 世 界
第 一 大 经 济 体 。中 美 关 系 也 因 此 风 波
不断。

周世俭则认为，尽管有摩擦，但中
美关系，尤其是双边经贸关系发展前景
广阔。他表示，奥巴马政府出台的吸引
外资计划有助于中美双方达成投资保
护方面的协定，有助于两国经济发展。

习近平主席在谈中美关系时，用“多
栽花、少栽刺”这一鲜活地说法阐述如何
发展两国关系。对此，袁鹏表示，中美关
系目前处于上升期，全面合作在上升，同
时竞争博弈也在上升的关键时刻。竞争
与合作谁占主导，关键就在于“栽花”还
是“栽刺”。

在去年举办的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
济对话中，中美达成了很多实质性的投
资协定，在能源和地区安全等较为敏感
的话题上也达成了共识。过去一年，中美
在亚太事务磋商、双边投资贸易保护协
定谈判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网络
安全和贸易摩擦等也令两国关系时常

“炸刺儿”。
袁鹏分析道，在安全领域，随着美

国亚太再平衡政策的出台，其战略重心
东 移 ，从 中 东 转 向 中 国 所 在 的 亚 太 地
区。与此同时，中国根据自身发展需要，

从陆地走向海洋，走进非洲和拉美。在
美国看来，其战略东移是全球收缩，而
中国却在全球扩展。由于双方目前还未
就亚太地区长期和平共处的路线图达
成一致，两国关系出现颠簸在所难免。

但事实上，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远
远大于分歧。进入新世纪以来，中美经
贸出现了巨大转变。首先是美国对中国
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中国对美国的
增长速度；其次是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增
长速度，超过了美国对中国投资的增长

速度。
周世俭认为，投资量的多少最能反

映国家间经贸往来的实质性关系，因为
投资是长期的，很少有“一锤子买卖”。中
国企业对在美投资有着强烈的意愿；对
美国而言，在吸引外资能力持续下降的
情况下，来自中国的投资可谓是“及时
雨”。中美双方应正视分歧，不断寻找和
发现基础利益共同点，多栽花，少栽刺。

“以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为例，中国
煤炭资源丰富，但煤炭清洁使用的技术

相对落后，而美国拥有一流的清洁煤炭
技术，两国合作即能达到‘煤尽其用’的
效果，还能有效减少环境污染和两国对
世界能源的依赖。”袁鹏用生动的例子解
释了“栽花”与“栽刺”的相互关系。他表
示，今年上半年，中美关系有所下滑，很
多人担心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可能名存实
亡。此轮对话的顺利召开可以视为中美
关系由低点开始向正常化转换的一个重
要契机。中美双方都希望通过对话化解
矛盾，推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

早在对话开始的前一周，美国财长
雅各布·卢就公开表示要在对话期间讨
论人民币汇率市场化问题，意在敦促人
民币升值。对此，周世俭半开玩笑地将
人民币比作“受气的小媳妇”。他表示，
从 2003 年开始到现在，美国年年提出人
民币升值这个话题。近几年，中国推行
人民币利率市场化，人民币汇率已经基
本达到均衡水平。目前的情况是，今年
1 月至 5 月，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因
此人民币汇率近期有微调，回调了 3 个
点，但这主要是为了阻止热钱回流，保证
我国经济安全。

李正信认为，对于人民币升值问题，应
通过现象看本质。“美国内部也存在不同的
声音，可能一部分人希望人民币继续升值，
但另一部分人却不这样认为。当前，认为
人民币已经接近客观均衡水平的观点越来
越占主导。而部分美国政客一而再、再而
三地拿人民币说事儿，可能更多的是为其

‘中期选举’拉票。”
在李正信看来，从人民币问题可以映

射出政府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方法和态
度。就美国而言，政府决策层应充分听取
各方观点，客观地评价中国经济发展，看
到中国的进步给美国带来的益处；从中国

来讲，也不要把美国看成铁板一块，要仔
细分析美国各种声音背后的原因，作出合
理应对。

李正信还表示，中美两国在宏观经
济发展方面的共识越来越多。对于今
年初出现的唱衰中国经济论调。美国
的经济学家在分析现实情况后，认为中
国经济是继续向前发展的，这与中国经
济学家的判断基本达成共识。中美两
国在力量对比不断发生变化的进程中，
确实存在不可避免的摩擦和冲突。但
中美两国是相互依存的利益共同体，中
国的发展需要美国，美国的发展也同样

离不开中国。
袁鹏则表示，过去一年多，中美关系

的另一重大进展体现在两军关系上，中
美 在 夏 威 夷 、亚 丁 湾 多 次 举 行 联 合 军
演。最近，美国还首次提出邀约，请中国
参加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开
创了冷战结束以来两国军事交流的小高
潮。他认为，这些都是两国求同存异，积
极推动中美新兴大国关系建设的积极迹
象和信号。

周世俭也认为，中美双方间的合作
机遇远远大于挑战。“以今年 2 月中美双
方发表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为例，
双方就包括载重汽车和其他汽车减排、
智能电网、碳捕集利用和封存、温室气体
数据的收集和管理以及建筑和工业能效
等 5 个领域在内的合作计划达成一致，
由美国向中国提供相关技术转让。”这对
中国能源和环保领域的发展是一大利
好，同时会给美国带来上千亿美元的商
机。

不冲突 不对抗 合作方能共赢

多栽花 少栽刺 互利互惠是福

求大同 存小异 机遇大于挑战

稳机制 抓落实 放眼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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