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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合作：
特点、影响因素和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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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中美建交后，双边合作快速发展，对两国和世界都产生了重

大积极影响。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和利益冲突的消长变化，是影响中美

合作的主要因素。中美合作将在不断摩擦、冲突中继续推进，成为增强

两国战略互信、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和主要推动因素及内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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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是两个存在重大差异的大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发达程度和文

化历史传统迥异。建交以来，中美之间一直摩擦、冲突不断，有时还达到很

严重程度。但30多年来中美合作也持续、快速发展，不仅已涉及中美关系的

各个领域，而且规模庞大，达到较高水平。可以预料，已成为中美关系重要

组成部分的两国合作，必将成为中美发展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

系的基础和主要推动因素，以及主要内涵之一。

一、中美合作的特点

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两国合作的发展进程同时启动。在30多年中，

中美合作形成了重要的特点，显示出中美这两个存在重大差异的大国合作的

独特之处。把握这些特点，将为更深刻地认识中美合作以及整个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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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重要依据。

（一）中美合作已达到庞大规模和较高水平

建交后，中美合作进入了内涵不断丰富的持续、较快发展进程。30多年

来，虽然历经曲折起伏，但中美合作已达到较高水平，不仅涉及的领域广泛、

全面，而且规模庞大，已成为中美两国安全和发展都不可或缺的最重要支撑

因素之一。

政治安全合作是中美合作的核心。实际上，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和建交，

政治安全合作都是决定性的推动因素。而在30多年中，政治安全合作又是整

个中美合作发展进程中经历曲折、起伏最突出的部分，但始终保持着不断增

强的势头。现在，中美政治安全合作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不仅涉及双边问

题，而且涉及地区和全球性问题；中美政治安全合作的机制不断完善，而且

有所创新。例如，2009年启动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最高领导人交流、沟通

十分频繁，形式更加多样（表1）。

表1：中美最高领导人会晤次数[1]

年份
会晤形式

合计（次）
双边互访（次） 多边场合（次）

20世纪80年代 5 5
20世纪90年代 2 4 6
进入21世纪 6 23 29

经济合作是中美合作的主体。中美建交之初，双边贸易、投资以及金融

往来，都处于最低水平。在此后3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虽然摩擦不断，但中

美经济合作始终保持快速增长势头，一直是中美合作发展速度最快、进展相

对顺利的部分。现在，中美经济合作已经包括了两国经济的所有领域，双方

互为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之一（表2）。中美经济合作已成为对两国经济都有决

定性影响的因素，并由此对两国和整个中美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1] 数据来自对《人民日报》公布的会晤活动的统计，其中：中国最高领导人为国

家主席，但在八十年代包括邓小平、赵紫阳；美国最高领导人为总统。双边互访包括国

事访问、工作访问。多边场合的会晤包括在 APEC、联合国、G20，以及其它多边场合的

双边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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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中美经济合作概况[2]

年份

双边贸易
美国对

中国投资

中国持有

美国国债

总额

(亿美元)
贸易伙伴排名

总额

（亿美元）

总额

(亿美元)
持有国债

排名
美国对中

国

中国对美

国

1981年 61.7 第三位 第十八位

1990年 117.68 第三位 第十一位 35.4
2000年 744.62 第二位 第四位 111.40 710.56 第三位

2010年 3853.85 第一位 第二位 604.52 11081.3 第一位

此外，中美科技、文化教育合作同样快速发展，对两国都有着重大的积

极影响。

中美两国都高度重视相互合作，对已取得的进展给予了充分肯定，对未

来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期待。2009年11月奥巴马总统访华，两国发表的《中美

联合声明》中强调，“致力于建设二十一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3] 
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访美，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不仅重申了上述立场，

再次强调“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4] 在

2012年5月的第四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双方对于发展相互尊重、合作

共赢的新兴大国关系形成了共识。30多年来的中美合作既为两国发展新兴大

国关系提供了现实基础，也提供了最基本的动力。

（二）中美合作与摩擦、冲突长期共存，相互影响

中美在政治、安全、经济、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的摩擦、冲突一直不

断。台湾、西藏、人权、贸易不平衡、知识产权保护、人民币汇率等问题，

已成为中美之间常态性摩擦、冲突的燃点。重大冲突（表3）的反复发生，

导致中美关系多次严重下滑。

[2]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

[3] 《人民日报》，2009年11月18日。

[4] 《人民日报》，2011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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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中美重大冲突次数[5]

年份
冲突次数

由台湾问题引发 由其他问题引发 合计

20世纪80年代（1979—1990） 1 1
20世纪90年代（1991—2000） 3 1 4
进入21世纪（2001—2011） 1 1

中美之间的摩擦、冲突，是中美合作发展进程的主要干扰因素；两国之

间的重大冲突，更是导致合作进程多次中断的唯一因素。20世纪80年代，中

美共同反对苏联扩张的合作进展比较顺利，但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美国

对中国“制裁”，两国正在进行的合作完全中断。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访

美，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第一次提出，两国“共同致力于建设中美建设

性战略伙伴关系”；[6] 1998年6月克林顿总统访华，两国元首发表了关于《生

物武器公约》议定书等三个联合声明。这些表明了冷战后中美关系的新发展，

但1999年5月7日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中美合作发展进程又一

次中断。这些重大冲突都是美国严重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结果，所以必然导

致中美合作，主要是政治安全领域合作的中断。同时，中美合作对于两国的

摩擦、冲突也有不可忽视的制约作用，且这一作用不断增强。表3显示，进

入21世纪后，中美之间重大冲突明显减少，对中美关系的不利影响同时减

小，两国关系在严重下滑后的恢复明显加快，中美合作的新发展在其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

（三）中美合作的发展是两国共同努力的结果

中美合作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是30多年来两国共同努力的结果。两国

共同积极推进双边关系正常化，同时启动了中美合作的发展进程，不断开拓

合作的新领域；两国共同坚持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通过谈判处理矛盾、分

[5] 重大冲突指导致中美关系严重下滑的冲突。本表包括：（1）1989年6月以后的

美国对中国“制裁”；（2）1992年9月布什总统批准向台湾出售150架 F-16A/B 战机；（3）
1995年6月克林顿总统批准李登辉以“校友”身份访美；（4）1996年一季度美国企图军事

“保护”台湾选举；（5）1999年5月7日，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6）2001年4
月1日，美国军用飞机在南海上空撞毁中国军用飞机。

[6] 《人民日报》，1997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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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在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进程中，双方共同努力将是不可缺少的决定性

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在中美合作发展进程的各个关键节点，美国

都表现出急迫性。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美建交以及历次双边关系严重下滑后

的恢复，都是美国主动迈出第一步，进而激发了后续行动的展开。这与中美

摩擦、冲突导致合作中断，美方都是肇始者直接相关，同时反映出美国对于

中美合作中断对其利益的损害有清醒的认识。美国作为守成大国，在处理与

新兴大国中国的关系时，只要做出了不搞对抗的理性选择，就会表现出明显

的急迫性，这是其作为守成大国的地位和利益决定的。

二、中美合作的主要影响因素

中美之间共同利益与利益冲突的消长变化，即中美战略利益的协调程度，

是中美合作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当中美共同利益的重要性超过利益冲突，并

且两国对此形成共识，合作就将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要方面。建交30多年来，

中美共同利益与利益冲突的消长变化经历了三个不同时期，实际上就是中美

合作的三个发展阶段。在三个时期中，中美战略利益不断协调、战略互信的

发展变化，决定了中美共同利益和利益冲突消长变化的不同形式和内涵，对

当时的中美合作形成了重要的影响。需要强调的是，在三个发展阶段中，尽

管多有起伏曲折，但中美合作一直保持较快发展势头。在世界格局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两国共同利益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这是两国都对此形

成较明确共识的表现。

（一）共同利益突出，固有的利益冲突被掩蔽，中美合作起步并
全面推进

从1979年1月中美建交到1989年6月的北京政治风波，对抗苏联扩张的

共同利益突出，中美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战略互信，诸多固有利益冲突被掩

蔽。在这一时期，共同对抗苏联扩张的政治安全合作成为中美关系的主导方

面，两国的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合作也得到全面推进。

20世纪60年代末，苏联扩张的威胁使中美逐渐形成了共同对抗这一威胁

的共识，这是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最主要因素。但在1972年2月尼克松总

统访华后，中美关系正常化经历了漫长、曲折的进程。1978年春季以后，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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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苏联军事实力持续增强，美苏“缓和”破局，而且苏联在阿富汗、南也门、

安哥拉及其它地区的扩张进一步加剧，形成了全球性的苏攻美守态势，美国

处于二战结束以来最为不利的战略被动局面；[7]中国则不仅面临着苏联在中苏

边境“陈兵百万”的军事威胁，而且面临苏联以蒙古、越南和印度为支撑的

战略包围。[8] 苏联扩张的严重威胁直接促成了中美由对抗向合作的重大转变，

而中美建交是这一转变的主要标志。《中美建交联合公报》中强调，“任何一

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上任何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

对任何其它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9]

中美之间的重大差异，导致了双边诸多利益冲突。中美之间对抗苏联扩

张的共同利益也不可能消除中美固有的利益冲突，但却可以对之有效掩蔽，

即促使两国以不同形式规避或减轻利益冲突的影响，实现和加强在共同利益

基础上的合作。美国坚持插手、干涉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最严重的利益冲

突，也曾是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美建交及中美合作的最大障碍。中美规

避了这一严重干扰，才使得两国关系正常化、建交及合作的发展得以实现。

首先，经过长期磨合，美国已经深刻了解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为实现中美合作、共同对抗苏联扩张，美国就必须对此予以尊重和接受。在

作为两国关系基础的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美国对于“一个中国”、“不支持

‘台独’”，以及终止对台湾直接军事干涉等原则明确予以认同与接受。其次，

中国在坚持原则立场的同时，在处理美国插手、干涉台湾问题的具体方式上

表现出灵活性。1978年12月底，在中美建交前夕，邓小平针对美国坚持建交

后继续对台军售，做出“以后我们双方再来讨论”的表态，[10] 显示了对于实现

中美合作的重视，以及在具体处理台湾问题上的灵活态度。

显然，对抗苏联扩张的共同利益直接启动了以中美建交为标志的中美合

作进程，并在其后一段时间内得以全面推进，但必须看到，实际上1979年以

后中国已经越来越明确地把建立稳定的中美关系，作为中美之间最重大的共

同利益，这赋予中美合作更高层次的战略意义；而美国则一直囿于共同对抗

[7] 布热津斯基：《实力与原则》（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239-267页。

[8] 王泰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

217-219页。

[9] 《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7日。

[10] 王泰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

3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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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扩张。所以，当苏联扩张的威胁减弱乃至消失后，中国对于推进中美合

作继续保持积极态度，美国则消极倒退，特别对两国政治安全合作的消极态

度尤为明显。

（二）中美共同利益出现重大变化，利益冲突相对突出，两国合
作在曲折中继续推进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对抗苏联扩张的共同利益消失，直接导致了

中美固有利益冲突的相对突出。从1989年6月的北京政治风波到2001年的

“9 · 11”事件，是中美两国建交以来摩擦、冲突，特别是重大冲突密集发生

的时期（表3）。其中，中美围绕台湾问题发生的重大冲突次数最多，对双边

关系影响最大。1992年9月布什总统批准向台湾出售150架 F-16A/B 型战机，

1995年6月克林顿总统批准李登辉以“校友”身份访美，以及1996年春美国

企图军事保护台湾“选举”，都导致中美关系降至当时的最低点。此外，所

谓的人权问题也频频引发中美的摩擦、冲突。这些利益冲突都是中美之间固

有的，但一段时期内被对抗苏联扩张的共同利益所掩蔽，当共同利益消失后，

利益冲突明显表现出来，并对中美合作形成不利影响。同时，知识产权保护、

贸易逆差等新的利益冲突也开始表现出来，并产生消极影响。

上述期间，尽管中美之间的摩擦、冲突发生频繁，但两国之间其它方面

的共同利益逐渐呈现出来，并得到彼此的认同。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访

美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确认“双方有重大共同利益”，并强调“中美两

国通过增进合作，对付国际上的挑战，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共同致力于建

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11]《联合声明》列举了两国在多个领域的共同

利益，其中包括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促进和保持世界经济繁荣、防止

核扩散、发展清洁能源、环保等。这充分显示了，在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巨大

变化中，中美共同利益开始多样化，涉及领域明显增多。

在这一时期，中美保持着较密切的高层接触，虽然两国最高领导人的互

访少于前一时期，但出现了在 APEC 等多边场合进行双边会晤的新形式，而

且次数逐渐增多。（表1）在此基础上，中美合作持续推进，两国在维护亚太

地区安全、朝鲜核问题、中东问题等重要政治安全问题上进行了有效合作，

促进了新的战略互信的形成。这一期间，经济合作已成为中美合作的主要部

[11] 《人民日报》，1997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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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无论双边贸易还是投资都有长足进展。（表2）

（三）中美共同利益和利益冲突出现新内涵，两国合作形成新
特点

从“9 · 11”事件至今，世界格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继续向前发展，中

国实力较快增长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直接影响着中美合作的进程。

“9 · 11”事件发生后，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及其活动，迅速成为中美

重要的共同利益，由此推动了两国在政治安全领域的新合作。2008年国际金

融危机发生以来，应对危机，刺激世界经济复苏，成为中美又一个新的重要

共同利益，促进了中美合作的全面推进。此外，应对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和地

区性问题也成为中美新的共同利益。所有这些，构成了中美共同利益的新内

涵。这些新的共同利益，虽然每个单项都无法与当年共同对抗苏联扩张的重

要性相比，但这些新的共同利益作为一个整体，则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

促进了中美合作及战略互信的形成。

“9 · 11”事件以来，中美之间摩擦、冲突不断，但却没有出现上世纪90
年代曾反复发生的重大冲突，表明两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始终存在，但尚未被

严重激化。值得注意的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国力和国际地位明

显提高，美国在借重中国的同时，开始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对中国的疑虑，

担心中国的发展将挑战其领导地位，这在2010年之后表现尤为突出。奥巴马

政府积极地推行“重返亚洲”战略，就是其集中表现。但中美之间不存在、

也不会出现当年美苏争夺世界霸权式的冲突，两国之间新的利益冲突仍然是

可控的。

与前两个时期相比，“9 · 11”事件至今的11年，中美合作相对平稳。这

一时期的中美合作有三个重要的新特点。第一，合作日益机制化。两国已形

成以战略与经济对话为核心，涉及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卫生、

教育、环保等合作领域的多层次合作机制体系；第二，合作与摩擦、冲突大

体上平行发展。除台湾问题对中美军事关系干扰明显外，其他问题上的负面

影响、干扰小于前期；第三，合作更加平等。中国国力和国际地位持续增强

和提高，在与美国合作中更趋平等。这从长远看将促使合作更加稳定、持久，

但在近中期却可能导致摩擦、冲突增多。上述特点对未来中美合作的健康、

持续发展以及两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都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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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美合作的前景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中美关系发展的转折点和新起点。两国关系作为

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特色日益明显。站在新的起点上，中美对于增强战略

互信，发展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已有基本的共识。未来一

段时期，作为两国增强战略互信、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基础和主要推动因素的

中美合作，在双边关系中将具有更突出的地位。

（一）中美合作将成为打破大国对抗冲突的传统逻辑、发展新型
大国关系的基础和主要推动因素

对抗冲突是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关系的传统逻辑。两次世界大战和长达

40多年的冷战，就是这一传统逻辑的集中表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尽

管“美强中弱”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对比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但由于中国

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继续保持着强劲发展势头，中美关系

作为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关系的态势日益明朗。中美关系是否会落入对抗冲

突的大国关系传统逻辑，重现当年的美苏冷战，引起了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的中美关系不会落入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对抗冲突

的窠臼，不会重蹈当年美苏关系的旧辙，而将发展成为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的新型大国关系。在世界格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蓬勃发展的大趋势下，大

国关系必然发生重大改变。当前，中美合作全面、快速发展，已达到较高水

平，给两国带来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安全利益。两国业已建立起广泛、有

效的合作机制，有助于双方及时沟通、增信释疑、化解分歧。中美只能在已

取得成就的基础上，探讨新形势下实现两国利益最大化的新举措。正如胡锦

涛主席提出的，中美双方应“排除干扰，共同努力，走出一条相互尊重、合

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12] 中美合作必将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重大的基

础作用和推动作用。

中美对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选择，必将促进中美合作。可以预料，随

着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进程的推进，中美合作对两国和整个中美关系的战

略性影响和意义将更加凸显。正因为如此，近两年来，在对于中美冲突难以

[12] 《人民日报》，2012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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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的论调甚嚣尘上的同时，中美两国却更加重视双方的合作并持续取得重

大进展。

（二）中美合作将作为中美增强战略互信，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
主要内涵之一，继续在曲折中发展、扩大、深化

建立与强化战略互信，始终是处理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当前和未来

一段时期，在美国国内出现对中国可能挑战其领导地位的战略疑虑的形势

下，这一问题更加重要、更加突出。在奥巴马总统访华发表的《中美联合声

明》中，双方提出：“培育和深化双边战略互信对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至关重

要。”[13] 其后，在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访美的《中美联合声明》以及2012年

5月胡锦涛主席在第四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的讲话中，都一再强调

了对建立和强化中美战略互信的高度重视。可以预料，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

系的进程，必将是两国进一步强化战略互信的过程。

战略互信是战略判断问题，即中美双方互不以对方为主要战略威胁，以

及互以对方为主要的战略合作伙伴；同时，战略互信又是实践问题，即通过

长期的合作，确认和不断强化上述战略判断。这两方面始终相互影响、相互

促进。中美合作必将是新时期两国建立和强化战略互信、发展新型大国关系

的主要内涵之一。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疑虑，可能使中美合作面临更多曲折。

同时，中美双方的战略判断，无论对于威胁还是合作的判断基本不变，所以，

中美合作在曲折中发展的特征将更加明显。中美合作的持续发展，将逐渐化

解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疑虑，从而有利于中美战略互信的建立和强化，促进中

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长期以来，政治安全合作，特别是军事合作，一直是中美合作的薄弱环

节，这一问题有望在未来得到明显改变。强化中美政治安全合作，包括军事

合作，正成为中美强化战略互信，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重点之一，双方都表

现出明显的愿望和诚意。2011年以来，中美亚太安全事务磋商机制的启动、

中美两军高层交往逐渐展开和机制化，均显示了军事合作这一环节已开始得

到加强。这对两国合作全面、均衡的发展将产生不可低估的积极影响。

[13] 《人民日报》，2009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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