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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美建交 40 周年。中美关系已发展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

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相处直接关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以史为鉴，

回顾过去 40 年来跌宕起伏的中美关系，我们能够从中获取很多启示，

这些则是未来处理中美关系的宝贵财富。 

建交以来中美关系跌宕起伏 

自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的发展起伏不定。根据中美关系发展过

40 年的中美关系划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不同的特点。 

从 1979 年正式建交至 1989 年是中美蜜月期。以邓小平访美为起

点，双方建立起高层互访机制，签订了一系列合作协定。中美军事往来

不断，安全合作日益加深。美方颁布出口管制条例，允许美国公司向中

国出口高科技产品及军事装备。中美两国签订贸易协定，给予对方“最

惠国待遇”。除了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层面加强合作，中美在文化、教

育、体育、新闻等方面的交流也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一时期，尽管两国

间也不乏矛盾和分歧，但总的来说中美关系处于健康和平稳发展的阶段，

务实合作是这一时期突出的特点。 



1989 年至 2000 年是冷战后中美重新磨合期。随着冷战结束，苏联

解体，中美战略合作基础动 

摇，中美关系一度陷入低谷。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邓小平提出了

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

所作为等对外关系指导方针。而邓小平南方谈话则再次吹响了深化改革

开放的号角。围绕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中美展开了多轮交锋。双方年

复一年的博弈以中美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达成协议、美国给

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收尾。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还发生

了“银河号事件”、1995-1996 年台海危机和 1999 年“炸馆事件”，

中美一度走到对抗的边缘。 

2001 年至 2010 年，反恐合作使得中美关系平稳发展。中美“撞机

事件”一度使得两国关系紧张，但随后美国遭受 9·11 恐怖袭击，从而

使得整个形势出现逆转。美国主要精力关注恐怖主义，大量资源投入到

两场反恐名义下的战争。而中国则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起点，抓住战

略机遇，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连续实现高速超车，并在 2010

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从 2011 年至今，是中美战略博弈日益加剧的新阶段。随着中国国

际地位的不断提升，美国开始对华防范与遏制，中美关系日趋复杂。以

奥巴马政府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为标志，美国逐步从中东抽身，全球战



略重心东移，将更多资源投放于西太地区，重要目的就是应对中国的崛

起。特朗普上台执政后，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就更加明显。 

利益交汇是中美关系发展的根本动力 

回顾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们不难发现，利益的交汇是中美两国

关系发展的根本动力。这种利益的交汇不仅没有随着中国的崛起而发生

重大逆转，相反，中美合作的需求进一步上升，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两国

关系的发展。 

中美建交本身就是双方安全利益的需要。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美

苏关系的恶化，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卡特政府下定决心同中

国建交。卡特明确表示：“我们把美中关系看作美国全球政策的一个中

心方面。美中两国具有某些共同利益，双方有着并行不悖的长期的战略

利害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双方反对任何国家谋求全球或地区霸权。”

最终，卡特政府接受了中方提出的中美建交三原则，双方于 1979 年 1

月 1 日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 

冷战结束之初，中美之间的战略合作基础一度出现了动摇，中美关

系极不平稳。美国曾希望以压促变，推动中国发生如同苏东那样的剧变。

然而，中国依旧政局稳定，改革开放继续推进。当美国人还在喋喋不休

争论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的时候，中美经贸关系却飞速发展，相互依赖

不断加深，并逐步成为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压舱石”。当金融危机来



袭时，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西方国家已经难以应对全

球经济挑战时，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这也

是美方倡导 G20 协调机制的重要原因。 

不仅如此，美国很快发现，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没有中国的合作

就难以解决。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强烈地受到第三者

因素的影响。随着冷战后中国的不断崛起和影响力的拓展，双方诸多利

益愈加捆绑在一起。美国寻求中国合作的内涵也在发生微妙而深刻的变

化。中美发展相互关系的着眼点越来越关注到对方本身，关注到双边关

系的战略稳定。除了“中国威胁论”之外，美方“中国责任论”“利益

攸关方”和“G2 共治”概念的提出恰恰说明了两国合作的重要性。 

自建交以来的 40 年，中美关系发展迅速，两国相互依赖程度日益

加深。两国在双边、地区和全球三个层面上展开了多方位富有成果的合

作，包括在诸多热点问题上保持了密切的沟通与协调。时至今日，国际

社会普遍认为，中美关系已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关乎全球

和平稳定与繁荣。 

国家间关系是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当国家与国家之间出现

了共同利益时，双方就有合作的要求。利益的交汇越多，合作的基础就

越广，双边的关系就越稳固。过去四十年，中美关系历经风雨，砥砺前

行。两国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巨大利益，也有助于世界的和平、稳

定和繁荣。 



管控分歧是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关键 

自建交以来的中美关系走出了一条起伏不定、曲折发展的道路，这

是由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如何认识和处理好双边关系中的复杂

因素，是过去和未来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 

中美是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历史传统差异很大的两个国家：中国

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美国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头羊；中国

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当今最强大的西方发达国家；中国是正在

崛起的新兴大国，美国则是守成的霸权国家；中国是有着 5000 年历史

的东方文明古国，美国则是仅有 200 多年历史但融通西方文明的国家；

美国人自诩为“上帝的选民”，好为人师，中国人也有强烈的民族自豪

感。这种巨大的差异必然导致两国对于实际利益和外部世界的不同看法，

出现各种分歧就在所难免。 

其一，中美缺乏战略互信，结构性矛盾凸显。缔造和维护霸权是第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一直奉行的大战略，历届美国政府都宣称要发挥

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作用。美国的霸权心态决定了其难以容忍和接受新

兴大国的崛起，因此会对任何可能挑战其霸权的新兴大国加以防范和围

堵。近年来，美国的霸权心态又因为自身实力的相对下降和中国国力的

不断上升而变得愈发不自信，从而防范心理更加强烈。与此相对应，美

国追求绝对安全与中国维护日益扩展的安全利益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

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博弈陷入一种“安全困境”。 



其二，在意识形态领域，两国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层面

的差异，导致中美双方在民主、人权和宗教等问题上的分歧和较量。随

着中国快速崛起、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未来中美不同发展模式的竞

争会进一步凸显。 

其三，美国直接干预和插手涉及中国领土领海主权之争的议题，诸

如台湾、新疆、西藏等问题。 

其四，随着中美相互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美经贸往来的摩擦也

一直成为两国必须面对的问题。随着中国产业升级和高科技含量的增加，

中美竞争加剧，经贸摩擦频繁。贸易赤字、市场准入、知识产权、政府

补贴等都会成为双方争执的问题。 

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中美之间既有合作的空间，也存有深刻的

分歧。自建交以来的 40 年，中美关系波折不断，甚至到了剑拔弩张的

程度。不过，国家间出现矛盾和分歧并不可怕，关键在于如何看待和处

理这些问题。中美两国最终还是从大局出发，通过搭建起来的各种机制

对话协商、谈判妥协来妥善处理和管控分歧，从而使得中美关系没有脱

轨。毫无疑问，过去 40 年中美管控分歧的经验教训对未来中美关系的

调适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美亟待构建面向未来的新型大国关系 



当前，中美竞合关系正在发生质的变化，中美战略博弈进入到一个

新的阶段。中美是否陷入“新冷战”，抑或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成

为各界谈论的热点话题。中美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将

是带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课题。 

近年来美方的对华认知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主张对华强硬的声音明

显放大。面对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美国精英阶层

的焦虑和危机感日益加深。特朗普班底对华采取强硬政策，实际上应和

了美国国内对华的总体共识，因此获得了美国国内左右两大阵营精英阶

层的支持，共和、民主两党形成罕见一致的立场，只是在如何处理对华

关系的手段上有所分歧而已。 

当前中美贸易战的爆发既是双边贸易纠纷长期积累的结果，也是美

国对华战略重大转变的标志。主张所谓对等公平贸易和国内政治因素是

特朗普政府短期对华政策的助推力。而就长期战略利益而言，则是打压

中国战略崛起的势头，延缓中国前进的步伐。过去 40 年，中美既竞争

又合作，双方努力管控分歧，合作是主流。不过，这种局面正在发生变

化。就短期而言，中美关系竞争又合作的总体框架尚不会发生根本性变

化，但未来中美之间的竞争与博弈会加剧，并上升为主导面。就中长期

而言，还存在着诸多变数。这主要取决于两国间的战略互动、美国对华

战略趋向（是否挑战中方核心利益、意外冲突）、中国的战略布局与转

向及各自国内的整体氛围等。 



古人云，小不忍则乱大谋。在当前中国不断崛起的关键阶段，需要

集中精力发展自己，而不宜过早和美国迎头相撞。面对特朗普政府咄咄

逼人的攻势，我们应当努力的方向是，加大推进改革开放的力度，努力

通过谈判达成相互妥协，从而避免竞争与合作的总体框架破局，双边关

系能够维持总体上的战略稳定，为自身的发展赢得更多的时空。 

建交以来的中美关系表明，互利共赢，斗则两伤，合则两利。结合

过去 40 年的经验教训，两国应当努力扩大利益交汇点，不断拓展共同

利益基础。这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有益于世界的和平、发展与

繁荣。与此同时，本着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原则，双方应注重通过对

话协商来谈判妥善处理和管控分歧。面对新的战略态势，中美亟待构建

面向未来的新型大国关系。 

未来 10 至 15 年，中美关系将处在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毕竟，美

国的霸权心态和自我优越感，一时间很难容忍其他国家与其平起平坐，

更不要说取代美国发挥领导作用。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还需要时间来

进行心理上的调试和适应。当然，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中美

关系的未来不仅取决于中国的战略抉择，我们必须做好应对最坏局面的

准备。中国需要聚焦自身的发展，不断提升塑造外部环境包括中美关系

的能力，这样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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