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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美建交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信息 

纪念中美建交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陶文钊、王荣军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建交公报发表，两国决定自1979年1月1日起正式建交。为了纪念 

这一中美关系中的划时代事件，总结中美关系的历史经验，研讨当前中美关系中的若干重要 

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华美国学会于1998年12月15至16日在北京梅地亚中心 

联合举办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40多个学术单位的100多位学者，一些海外学者以及新闻单 

位的同志参加了研讨会。美国驻华大使馆的一些官员以及为会议提供赞助的福特基金会的代 

表也出席了研讨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忍之、中华美国学会会长李慎之、前国务院副总理黄华、前 

驻美大使柴泽民、朱启桢、李道豫、美国驻华大使尚慕杰出席开幕式并致词。王忍之在 

致词中要求学者加强对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与世界经济的新形势、新特点的研究， 

并力求使我们的研究具有前瞻性、预见性。李慎之指出，通过江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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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访美与今年克林顿总统的访华，中美两国都已认识到，相互依存在今天已成为活生生 

的现实。两国友谊与合作的不断发展对两国人 

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都至关重大，中华美国学会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黄华同志在致词 

中说，20多年来中美关系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是，两国要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目标出发，从两 

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在平等互利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扩大合作，缩小和解决分歧。一 

时解决不了的，可以求同存异，而不应让这些分歧成为双方增进互相合作的障碍。三位前大 

使回顾了各自任职的经历，对近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感到欣慰，并相信，冷战结束后新的国 

际政治经济形势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前景，只要中美双方共同努力，是可以把一个 

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中美关系带入21世纪的。尚慕杰大使在致词中说：在纪念中美建交20 

周年之际，我本人可以为这一事实作证，即我们两大民族之间的关系对美国人民的福利是 

至关重要的。我们要为两国之间的更完全的、更充分的、更富有成果的对话而作出新的努力 

。 

讨论会上，与会者分别就以下几方面问题进行了讨论。 

一、中美关系的历史经验 

与会学者们认为，中美关系从不正常到正 

常，1989年后的一段时间又处于不正常，近年来又回复正常，主要的经验有三条： 

第一，必须牢牢把握两国的共同利益。70年代两国领导人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决定 

建立外 

交关系是基于维护各自国家安全的共同战略利益。冷战结束后，原先两国面临的对安全的威 

胁消失了，中美两国间还有没有共同利益，什么是它们之间的共同利益，在美国政界一些人 

中成了一个问题。 

经过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国经济发 

展，政治稳定，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美国一些人逐渐意识到在新形势下 

两 

国间存在着广泛的深刻的共同利益，中美关系开始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美国方面对中 



美共同利益的最完整的阐述是克林顿总统1997年10月24日的讲话。事实证明，在后冷战时代 

，中美两国间的共同利益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两国间的合作领域不是缩小了，而是扩 

大了。现在美国决策者和政界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这一点。 

其次，必须遵循求同存异的原则，谨慎地处理两国间的分歧。中美两国是历史传统、 

政治文化、生活方式和发展水平都很不相同的两个大国，各有自己独特的国情，也各有自己 

的国家利益。两国之间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分歧是很自然的事。过去20多年的经验表明，当 

两国能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谨慎处理它们之间的分歧时，中美关系就前进，就改善，否则 

就倒退，就遭受挫折。可幸的是，经过20多年的实践，两国在处理分歧方面已经积累了相当 

的经验，这主要是：把两国在某一具体问题上的分歧与中美关系的全局区别开来，不要因为 

这些分歧而损害了整个中美关系；必须在互相尊重的原则基础上，通过平等的协商和讨论来 

处理分歧，任何实行威胁、施加压力的办法都是行不通的。两国只要能根据中美之间的三个 

联合公报和1997年两国首脑联合声明的精神，谨慎地处理两国之间的分歧，中美关系就能继 

续健康发展。 

再次，应该不断增进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中美两国都是国情相当复杂的大国，要真 

正深入地了解对方，不仅了解对方的政治运作，而且了解对方的经济发展、社会状况和文 

化形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相互了解是相互信任的基础，没有比较深入的相互了解，也就 

难 

以建立比较稳固的相互信任。现在，两国关系的改善为双方增进相互了解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要加强两国各个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增强联系两国的各种纽带。 

我们要深入研究世界，深入研究美国，同时要以外国人容易接受的方式向世界介绍中国，为 

中美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作出贡献。 

二、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与会学者认为，中美三个联合 

公报的核心都是 

台湾问题。1995年中美关系跌落到建交以来的最低点，是因为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在台湾 



问题上违背了三个公报的精神。近年来中美关系得到改善，一个主要原因是美国作出了“三 

不”的承诺。学者们指出，1996年春的台海危机使美国政界认识到：中国决不会坐视台 

湾“独立”，这对近年中美关系的改善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克林顿总统1998年访华期间在 

上海公开声明“三不”原则，这为第二次汪辜会谈创造了良好的气氛。学者们同时指出，美 

国对台军售是进一步改善中美关系的重大障碍。美国声称售台武器是防御性的，其实有些 

武器不是纯防御性的，如F-16战斗机。现在台湾又在要求纳入东亚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 

D），这不能不引起中方的极大关注。 

最近台湾“三合一”的选举引起与会学者的浓厚兴趣。有的学者指出，这次选举使国 

民党 

赢得了2000年选举的前哨战；它表明民心思安求稳，台湾老百姓对第二次汪辜会谈是认 

可的；也表明“新台湾人”的意识上升，中生代接班人培养成熟。 

三、中美关系中的安全问题 

学者们在讨论中指出，中美两国都希望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正是出于这种共 

同利益，两国近年来在安全和不扩散问题上，在禁止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防止 

核扩散及全面禁试核武器条约、朝鲜半岛非核化、制止南亚地区核竞赛等方面，都进行 

了有益的合作。同时两军的交流与合作也得到加强。最近两军在香港进行的救援与搜索联合 

演习是二战结束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美国军队的第一次合作，既有象征意义，也有 

实质意义。毋庸讳 

言，两国在这方面也有分歧，最主要的是在东亚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和对台军售问题。 

产生分歧有多种原因，包括两国对国家利益的不同考虑，美国在军控问题上推行双重或 

多重 

标准，双方在军事安全的观念方面存在差异，等等。今后两国应加强战略对话，通过协商解 

决分歧，并在联合国的框架之内健全国际军控的机制。 

有的学者指出，目前在亚太地区缺乏健全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历史遗留问题依然存 

在，也还存在着诸如台湾海峡、朝鲜半岛、南海等热点问题。这要求本地区的大国关系实现 



 

稳定。大国关系稳定了，地区形势才能稳定。但美国加强冷战时代留下来的军事同盟的做法 

是违背世界潮流的。 

四、中美关系中的经贸问题 

与会学者认为，中美经贸关系的基本现实是：尽管中美关系时有波折，经贸关系中也 

时有摩擦，但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迅速，已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基石，起到了中美关系稳定器 

的作用；中美产业结构不同，具有客观的互补性；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情况下，两国之 

间的相互依存不断加深，使两国经贸关系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但经贸关系也受到双方政治 

关系的制约和影响。 

近年来美方对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越来越关注。与会学者指出，应站在全球化的角度 

来看待这个问题。在世界性的生产分工中，中国目前处于主要加工中心的地位，对美出口主 

要是加工贸易产品。美国官方有关原产地的统计对此考虑不足，扭曲程度较大。美方应综合 

商品贸易、服务贸易和直接投资关系等各方面因素来看待这一问题，要看到转移制造等所起 

到的实质上的替代出口作用。 

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是学者们热烈讨论的问题之一。许多学者指出，美 

国提出 

的过高的不断升级的要求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主要障碍。对中国来说，加入世贸组织问题 

不仅涉及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以及中国在未来世贸组织规则制订中的地位，目前还与台湾加 

入世贸组织问题交织在一起，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与急迫性。对美国来说，中国加入世贸 

组织的条件涉及到美国对外经济战略，美国对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作用的估计。不少学 

者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双方领导人的政治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