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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贸往来成为中美关系防护栏  

袁征  

  ■美国当地时间6月1日（北京时间6月2日凌晨），美国总统布什致函国会，正式要求 

将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延长一年。这一举动本在人们的预料之中，只是因为这一决 

定正值中美关系遇到波折之时，所以还是引起人们对于布什对华政策的揣测。 

■年度审议对华贸易地位是冷战的遗产 

尽管去年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同意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 

系地位，但由于中国至今尚未加入世贸组织，所以今年国会还要依据以前的程序继续审议对 

华贸易关系问题。 

现在所称的"正常贸易关系"是从以前所谓的最惠国待遇地位演化而来。1974年，美国 

国会通过的"杰克逊 瓦尼克修正案"规定：如果"非市场经济"国家要获得最惠国待遇， 

就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其一是同美国达成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的互惠条款协定，并获得国会 

批准；其二是必须满足自由移民的条件。依据这一修正案，美国政府对有关国家的最惠国待 

遇进行一年一度的审议。当时国会通过这项修正案主要是针对前苏联限制犹太移民而采取的 

措施。由此可见，最惠国待遇问题的出现实际上是冷战的产物，但这种影响却延续到今天， 

已经和目前经济全球化的大潮背道而驰。 

"杰克逊 瓦尼克修正案"适用于所有"非市场经济"国家, 因此中国也就必然受到该 

修正案的约束。1979年，中美建交后签署了双边贸易关系协定，决定相互给予对方最惠国待 

遇。不过，美方还是依照"杰克逊 瓦尼克修正案"，坚持对中国最惠国待遇地位实行年度审 

议。1989年后，美国国内一些人力图利用贸易问题对华施压，从而使最惠国待遇问题成为影 

响两国关系的重大政治问题。不过，每年在经过了激烈的争吵之后，美国国会都延长了中国 

的最惠国待遇。 

需要指出的是，最惠国待遇并不意味着一个国家给予另一个国家更加优惠的待遇，只是 

相互给予对方产品非歧视性的待遇。因而这种待遇并非是一种恩惠，而只是相互之间进行正 

常贸易的基本条件。为了不使民间误以为"最惠国待遇"是美国给予中国的"恩惠"，1998 

年7月，克林顿总统签署法案，将"最惠国待遇"的提法改为"正常贸易关系" (简称NTR)。 

■中美经贸往来日趋频繁 



自从上个世纪的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波折不断。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美经贸往 

来却日趋频繁，双边贸易额迅速增长。目前，美国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则一跃而 

成为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经贸已经成为双边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基石。 

中美双方都从双边经贸关系中受益匪浅。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中国有将近1/3 

的商品出口到美国。而美国去年对华出口达到162亿美元，使得35万到40万的美国人就业 

或直接从中受益。不仅如此，来自中国的价格低廉的日用品有助于美国保持低通胀，有助于 

提高美国人的生活质量。 

伴随着中美间经济依存度的不断加深，在增加美国对华制裁威慑力的同时，也大大增强 

了中国的反报复能力。依存度的大小不仅仅表现在经济总量上，还表现在部门产业和产品对 

他国市场的依赖程度上。中国市场对于美国的飞机制造业、通讯业和农产品等都具有越来越 

重要的意义。而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未来加入世贸组织所带来的巨大商机，对许多国家来 

说都是十分诱人的。 

延长对华正常贸易关系对于中美双方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如果美国不继续延长中国贸 

易关系地位，美国的工商业、农业、工人和消费者就会受到损害。而且，美国两个重要的贸 

易伙伴香港和台湾地区也将遭受重大损失。应该说，中美经贸合作对于东亚乃至亚太地区的 

经济繁荣都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发展对华贸易关系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 

中美之间经济联系的日趋紧密，还在美国国内构筑了维护对华关系的利益群体。主要出 

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以美国工商业、进出口业、农业和零售业为主体的利益集团主张发 

展对华关系，积极游说美国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来自劳工组织、人权集团、宗教右翼 

组织、藏独势力以及环保组织的反华活动，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即使是目 

前对华颇为强硬的布什政府，也必须要考量他们的要求，因为他们是其重要的选民基础。 

■延长对华贸易地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 

长期以来，美国就一直试图对中国施加影响，依照自己的模式来塑造中国。这一目标在 

中国不断崛起的形势下就更为明确和紧迫。 

发展对华贸易关系已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如何应对一个不断崛起的中国，是摆在美国政府面前的一大挑战。如果对华推行赤裸裸 

的遏制政策，不仅力不从心，而且难以获得其盟友的支持。不仅如此，如果处置不当，反而 

会将中国推到不得不同美国对抗的位置上。这是美国所不愿看到的局面。对于美国民主、共 

和两党主流派来说，最好的途径是通过与中国的交往，努力对中国施加影响，推动中国的改 

革。在他们看来，发展对华的贸易关系，不仅可以使得美国从经济上受益，而且有助于传输 

美国的价值观。相反，如果取消正常贸易关系，就会削弱中国国内的改革力量，不利于美国 

对华战略目标的实现。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对华推行"接触政策"。美方希望通过对华"接 

触政策"把中国纳入西方所主导的国际体系，使用各种规则来"规范"中国的行为，力图影 

响中国发展的方向，从而使得不断崛起的中国不会对美国的利益构成重大冲击。 

新上台的布什政府也不可能完全推翻这一战略，只是会更为明确地推行政经分开的政策， 

也就是在安全层面的问题上推行强硬政策的同时，继续寻求同中国发展贸易关系。即使在发 

生"撞机事件"而使中美关系极度紧张之时，布什也表示支持发展对华贸易关系，支持中国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5月29日，布什在洛杉矶国际事务委员会发表的演讲中指出，贸易可以 



促进中国开放，推动中国的民主发展，同时可以稳定亚洲，有利于美国的经济繁荣。6月1 

日，布什再次强调，正常对华贸易关系将有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促成一个经济上开放，政 

治上稳定、安全的中国。也正是因为如此，国务卿鲍威尔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指出， 

"与中国进行贸易不仅是好的经济政策，它也是好的人权政策和好的国家安全政策"。 

■美对华政策：接触与防范并存 

布什上台以来，中美关系似乎风云突变，跌宕起伏，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中美在人 

权、导弹防御系统、台湾（对台军售、允许李登辉访美和陈水扁过境）、西藏等问题上都发生 

了分歧和冲突。中美战机相撞事件更是一度将中美关系推到了危机的边缘。所有这些事件的 

出现，都或多或少地对双边关系的健康发展构成了负面的影响，似乎给人一种"山雨欲来风 

满楼"的感觉。 

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是接触与防范并存，两者在目标上并行不悖，都是为了维护美国的 

国家安全利益。即使是主张对华推行"接触政策"的主流派人士对于中国未来的走向也有一 

种不确定感，他们不能保证未来中国不会对美国的利益构成威胁。而对华"接触政策"反对 

派的声音也并没有偃旗息鼓，一直在鼓噪着。为此，美国国内还曾就对华政策进行过大辩论。 

出于现实而谨慎的需要，美国对华政策中一直还有防范的一面，这在1995年至1996年台海 

危机后就更为明显。反映在政策层面上，就是一方面增进同中国的交往，另一方面强化美日 

同盟关系。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使馆后，中国国内反应强烈，这使得美国精英阶层开 

始重新检讨对华政策，美国国内主张对华强硬派的影响有所上升。 

布什政府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而不再寻求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应该说对 

华政策的基本理念有所变化。尽管布什政府一再强调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但可以肯定的是 

对华政策中的接触与防范会更加明显。在对华接触的同时，防范和遏制的成分会有所上升。 

美国将会巩固同日、韩等盟国的关系，加强同中国周边国家的来往，以牵制中国。推行实力 

原则，加强美国国防力量，大力推进导弹防御体系。在双边关系上，更加强调现实利益，主 

张将贸易和安全问题分开。一方面希望发展贸易伙伴关系，力图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施加 

影响；另一方面在涉及到安全层面的问题时，将中国视作潜在的"竞争对手"，采取强硬的立 

场。 

由于接触和防范这两个政策层面在实际操作中有其内在的矛盾性，所以美国对华政策会 

时不时出现摇摆，导致中美关系的波动。 

虽然美国对华政策中的防范层面有所上升，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的急转直下， 

未来两国关系还将继续寻求合作。 

经过建交以来20多年的发展，中美关系日益密切。除了受益于双边经贸关系外，美国在 

安全、军控、环保、毒品走私和偷渡等许多问题上都需要中国的合作。作为两个大国，中美 

都希望维持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致力于经济建设，更需要一个和平的稳定环境。 

美国新总统上台，在对华问题上常常会落入一个"怪圈"：上台初期，总是摆出很强硬的 

姿态，但经过一段波折后，他最终认识到中国的重要性，对华政策大体上又回到原有的轨道 

上来。目前小布什上台才三个多月，尚没有摆脱大选的包袱。实际上，布什在中国问题上的 

表态还没有超越他在竞选期间的言论。 

尽管中美关系近来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其造成的消极影响还是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并没有对整个中美关系的根基产生重大冲击。布什政府一再表示，无意改变"一个中国"的 

政策，也暂缓出售中方尤为反对的"宙斯盾"驱逐舰给台湾，避免挑战中方的底线。布什还 

称中国是"伟大新兴国家"，支持发展双边贸易，并表示将不改变秋季访华的行程。 

目前，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还没有完全浮出水面，这中间还具有一些不确定性因素。对 

此，我们更需要冷静观察，韬光养晦。不过，基本可以确定的是，尽管波折不断，但未来中 

美两国在碰撞中求合作的基本模式不会改变，毕竟中美关系的发展是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