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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美‘上海公报’发表25周年讨论会”在京举行 

○信息 

“纪念中美‘上海公报’发表25周年讨论会”在京举行 

陶文钊 

为纪念《中美联合公报》(又称“上海公报”)发表25周年，中华美国学会、中国社会科 

学院 

美国研究所于2月26日在京举行讨论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华美国学会的常务理事、理事 

单位的代表及有关学者70余人参加了会议。 

黄华同志因有出访任务未能与会，他寄来了贺词，预祝会议圆满成功。中国驻美国首任大使 

柴泽民到会并致词。他回顾自己的亲身经历，赞颂了邓小平同志对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作出 

的英明决断和巨大贡献。1978年，在两国建交谈判中美方接受了我方“断交、废约、撤军” 

三原则，但不肯承诺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谈判因此一度陷入僵局。当时如果中国坚持不让 

步，就可能丧失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时机，使两国建交推迟若干年；如果中方作出让步，那就 

丧失了原则。最后小平同志决定，先建交，把售台武器问题挂起来稍后再谈。结果在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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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三年半后又达成了“八·一七”公报。他希望中华美国学会与 

美国研究 

所多做工作，既让中国人民正确认识美国，也让美国人民更多了解中国，团结更多的美国朋 

友，为建立面向21世纪的长远持久的中美关系作出贡献。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滕藤在致词中指出，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证明，中美两国关系好使双方受 

益，两国关系不好双方受损。中国与美国是对亚太地区及世界和平负有重要责任的两个大国 

，是在国际事务中举足轻重的两个大国。现在世界市场的发展势头迅猛，国与国之间的相互 

依赖不断加深，中美两国关系如何不仅关系到我们两个国家，而且关系到亚太地区的稳定与 

繁荣，并在更大程度上对国际关系产生影响，我们有种种理由使中美关系好起来。他希望学 

者们密切注视冷战后国际关系和世界经济中出现的新情况，加强研究，使我们的主观认识及 

时跟上变化了的形势，对新问题作出理论上的阐释，提出政策上的建议，以不辜负国家对我 

们的期望。 

中华美国学会会长李慎之作了题为《中美关系的回顾与展望》的发言。美国研究所外交研究 

室研究员牛军在发言中指出，小平同志非常重视中美关系，他继承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 

中共领导改善中美关系的战略决策，最终领导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他在作出与美国建交 

的决策时，除了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外，也是为了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为了配合党的工作 

重心的转变。他在处理对美关系时，相继提出了一系列战略与策略思想，对我们今天仍有重 

要指导意义。 

中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中美关系史研究会会长资中筠就美国的中国学家推动中美关系解冻 

的情况作了专题发言。中华美国学会秘书长、美国所研究员陶文钊与牛军在联合发言中谈到 

中美和解的经验。 

中华美国学会副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丁幸豪回顾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程，指 

出70年代中期中美两国国内形势分别对这一进程产生消极影响：美国有水门事件、对苏强硬 

派与缓和派之争；中国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中，直到1977年邓小平复出，中国外交重又 

有了活力。台湾问题始终是正常化的根本障碍。尼克松、福特、卡特政府的第一年都未表现 



 

出进取的姿态，直到1978年，由于苏联在世界各地加紧扩张，卡特才决心调整全球战略，美 

国接受了中国“断交、废约、撤军”三原则。中国不再提“解放”台湾的口号，代之以祖国 

“统一”；同意美台条约在1979年底自然“终止”；双方并保留了在售台武器问题上的分歧 

，才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 

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副会长周世俭及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黄仁伟分别在会上 

回顾了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周世俭指出：25年间，中美贸易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建交前两国 

经济界人士最乐观的预测和估计。尽管如此，由于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念等方面的差异，中美经贸关系经常出现摩擦和纠纷。这些冲突不是两国根本的利害冲突， 

可以通过平等的协商来解决。 

中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南开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冯承柏回顾了两国文化交流的情况。 

中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中心主任陈永祥回顾了 

中美中心11年来比较曲折的历程，指出，中美关系的好坏对中心工作带来直接的影响，中心 

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中美关系的晴雨表。同时，中心所从事的文化与教育交流只会有利于双方 

的相互理解，有利于两国长远利益的发展，特别是在两国关系困难时期，这种民间交流有助 

于降低紧张程度，激发双方改善关系的愿望。中心在1990、1992年举行的两次美国历史学周 

都取得了好的效果。 

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李明德回顾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中美两国科技交流的情况。中华美国学会 

常务理事、国际战略学会研究员萨本望回顾了中美两国的军事交流。中华美国学会副会长、 

美国研究所所长王缉思作了《世纪之交的中美关系》的发言。 

会上还有十几位同志就中美关系中的种种问题作了即席发言。美国大使馆一秘贝学仁、宋安 

邦、美国教育中心主任卢永威、二秘方大为参加了讨论会，方大为还在会上作了发言。讨论 

会自始至终进行得非常热烈，发言争先恐后。美国驻华临时代办麦克海出席了晚上的招待会 

，并代表大使尚慕杰致词，祝贺讨论会的成功，表达了进一步改善中美关系的良好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