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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上海公报 促进中美关系 

王缉思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一行踏上中国国土。他的中 

国之行，被美国人称为"改变世界历史的一周"。尼克松访华时发表 

的中美上海公报，确立了改善和发展两国关系的重要原则，这就是和 

平共处和一个中国的原则，以及任何国家不得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的 

原则。这些原则至今在处理两国关系中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上海公报发表30年以来，世界形势和中美两国的国内局 

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美关系从形式到内容也随之出现了深刻变 

化。不久前宣布，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将于近期对中国进行工作 

访问，到达北京的时间也是2月21日。这若不是双方的刻意安排， 

便是一个令人惊喜的巧合。回顾30年前尼克松访华时中国所处的国 

内外形势，不由得让人感叹沧海桑田，恍如隔世。 

  毋庸讳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初衷是共同对付当年苏联咄咄逼人 

的战略攻势，而不是发展经济等方面的互惠合作。70年代初世人难 

以料到的是，不久后苏联便从战略扩张走向战略收缩，最终在90年 

代初解体；美国则从越南战争失败和水门事件的阴影中走出，逐渐巩 

固其霸权地位，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在今后十几年到几十年的时间 

里，美国将维持其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中国则从"文化大革命"的 

动乱和孤立中摆脱出来，走上改革开放之路，成为举世公认的正在崛 

起的新兴大国。 

  纵观30年，国际战略力量对比中最显著的变化，是中美两国的 

国际地位都上升了，各自的民族自信心都增强了。其他大国（日本、 

印度、巴西等等）和国家集团（欧盟、东盟等等），国际地位也有所 

变化，但都没有中国、美国或苏联（俄罗斯）这样显著。中美两国联 

合起来同第三国对抗的可能性，基本上不存在。同时，美国同任何一 

个盟国联合起来对抗中国，或中国同任何一个大国结盟对抗美国，也 

不具备现实条件。 

  这样一种客观形势，加上中美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价值 

观方面的差异，决定了冷战结束后中美之间的矛盾，比任何其他一对 

大国矛盾都更为尖锐。中美之间存在发生战略冲突的可能，而建立长 

远战略共识与合作的难度很大。另一方面，双方在综合国力、全球影 

响方面的巨大差距，决定了中国在客观上并未对美国构成现实的战略 



威胁。中国的实力地位足以捍卫自己的独立和主权，不容美国轻视或 

欺侮，但尚未强大到可以挑战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地位。因此， 

在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国家权益的同时，我们不得不对美国做出一些 

必要的退让和妥协。邓小平同志提出的"韬光养晦"思想，之所以是 

一项战略指导方针而不是权宜之计，道理就在于此。 

  30年来中美两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变化也同样引人注目。 

美国国内的经济、社会、政治变化，是美国对外政策调整的内因，也 

是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970 

年的1万亿美元，增长到1990年的5.6万亿美元，到2000年则高达 

约10万亿美元。科学技术是美国经济最强劲的推动力，但如此的经 

济规模和发展速度，必须要依赖海外的原料、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来 

维持，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得益于每年几十万新移民对美国劳动力和创 

造性智力的补充。 

  美国社会的一个显著变化是族群人口比例的变化和新移民的急 

剧增加。1970年，美国白人在总人口中占87.5%, 到2000年降低到 

82.2%。30年间，白人的人口增加了27%，而非白人增加了近一倍。 

华人血统的美国人，从1980年的80万增加到今天的200万。20世 

纪60年代以争取种族平等为主要内容的美国民权运动，对传统的美 

国意识形态形成极大冲击。以民权运动和种族构成变化为基础的美国 

多元文化主义，正在与白人基督教文化一争高低。同时，美国的保守、 

排外势力，特别是宗教右翼，一直企图卷土重来。此外，贫富悬殊和 

社会结构的变化，使美国国内利益更加多元化，各类非政府组织应运 

而生，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9*11之后，美国 

大大强化了它的国家机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凡 

此种种，都给美国的对外关系和国际战略增加了复杂因素。 

  无须赘言，30年来中国国内的变化，比美国国内的变化还要迅 

速得多。70年代初毛主席和周总理打开对美关系的大门，改善了我 

国的安全环境；而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才使中华民族 

在世界上更加扬眉吐气。正如江泽民总书记在去年七一讲话中所强调 

指出的，中国近代以来屈辱外交的历史，已经彻底结束了。今天我国 

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对外政策宗旨，同推进现代化建设的 

国内政策相辅相成。对于中美关系中的困难和曲折，固然需要充分估 

计，但更应当看到，30年来中美关系的历史总的来说是向积极和稳 

定的方向发展的。 

  上述国际形势和中美两国国内形势的变化，是在全球化加速发展 

的过程中出现的，也是不可逆转的。如果说70年代中美关系基本上 

局限于政府之间关系的话，21世纪中美关系的特点就是社会关系同 

政府间关系的互动。全球化和中美两国的长远利益，决定了这两大社 

会的相互影响只可能越来越深入，而两国国内因素对双边关系的影 

响，也只可能越来越突出。此外，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宗 

教等方面因素，也越来越明显地作用于中美关系，使之日益复杂多变。 

将两大社会推向相互隔绝和对立的一场"新冷战"，是完全可以避免 

的。 

  然而避免中美两国迎头相撞只是最低目标。正如邓小平所指出 

的，"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要中美关系相对稳定下来， 

好起来，当然不是中国单方面努力能够成功的，甚至因实力对比的差 

距，主要还是取决于美国方面。但是，中国一个新兴的亚洲大国，是 

能够而且可以有所作为的。中国对美外交的最大潜力，在于可以更为 

充分地利用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社会进步，传统文化的优势，以及人才 

资源，将工作做到美国国内，影响美国的民心和舆论，改善中国的形 



 

象。 

  要努力稳定和逐步改善中美关系，需要根据国际格局和两国国内 

的新变化，寻找观察和处理双边关系的一些新视角，其中最重要的是 

全球化的视角，也就是全局的视角。"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 

不同。"从中美社会的一个侧面看到的事实，在另一个侧面就很难看 

到。比如在中美民航业工作的人士，看到的是两国间的直飞航班近年 

来成倍增加，市场需求急剧上升。2001年10月，中美间签署了在 

2002-2005年内中方订购30架新一代波音737飞机的协议，订购协议 

所包括的订单价值约16亿美元。但是，两国空军在同一段时间里看 

到的却是另一番完全不同的景象：2001年4月两国军用飞机在海南 

岛附近上空发生相撞事故之后，紧张空气骤然上升……。民航加强合 

作，在两国的主流媒体中几乎看不到报道，而军事对抗的危险，却在 

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大小报刊的头版新闻，以至两国的部分"网民" 

怒火中烧，打了一场短暂的"网络大战"。 

  在如此复杂的情况下，中美关系在总体上是走向缓和，还是走向 

紧张，有哪些共同利益，哪些利害冲突，一般公众以至相当多的政治 

精英，是很难做出判断的。但是公众和精英的意见、情绪，却是领导 

层做出决策的重要依据。因此，对于国际关系全局有所把握的政府官 

员、主流媒体、专家学者，应当负起责任，将两国关系的全面情况介 

绍给公众。政府不可能也不应当成为舆论的尾巴，而应当用国家的整 

体利益去引导舆论。 

  美国人经常标榜他们的媒体是独立于政府、监督政府的，但在 

9*11以后，美国媒体在国内安全和国际问题上，却基本上在传递政 

府的声音，服从于"大局"的需要，说明所谓"媒体无法操纵"的观 

点，是站不住脚的。在关系到国家根本利益的问题上，媒体及其信息 

提供者应当自律。在信息时代的国际关系中，公众的过激情绪往往由 

媒体对某些消息的炒作而产生，反过来又成为媒体炒作的对象，产生 

大起大落的消极后果。中美关系经过这么多年的起伏发展，已经让我 

们看到，一个令人鼓舞的事件未必能带来一个"合作新阶段"；而一 

个偶发事件、几篇反华言论，也无法破坏中美共同利益的根基。 

  以这种平常心和长远眼光来看待中美关系中过去和未来的发展 

变化，也许是两国逐渐走向合作、缓和矛盾的必要条件。当我们把自 

己的国家建设得更富强、更文明、更稳定、更民主的时候，就会在中 

美关系中树立更强的自信心，争取更大的主动。回顾中美上海公报发 

表以来的30年，展望未来的30年，我们应当更加乐观还是更加悲观， 

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