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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美建交 40周年。40年来，中美关系历经风雨，砥砺前

行，已发展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如何相处直接关乎

两国 17 亿人的福祉，也关乎世界和平与稳定。 

孔子有句名言，“四十而不惑。”但目前中美关系的状态却让人感

到疑惑。自 2017 年底以来，两国战略博弈加剧，在经贸、政治、科

技、人文等领域分歧摩擦不断。很多人都在问，中美关系到底怎么了？

中美是否已经坠入“修昔底德陷阱”，甚至陷入“新冷战”？如何把

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带入下一个 40 年，需要双方在历史中寻找答案。 

一、回顾中美关系 40 年来的发展历程，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启示

就是，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双方最好的选择。有种谬见

认为，美国过去 40 年的对华政策已宣告失败，因为中国未能融入美

国主导的政治经济体系中。但真实情况是，国家关系建立在共同利益

基础上。国与国之间共同利益越多，合作基础就越广，双边关系就越

稳固。40 年前，共同利益推动了中美建交。40 年后的今天，还是共



 

 

同利益推动中美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相互依存、

利益交融是当今时代的最鲜明特征。各国唯有选择对话而非对抗、合

作而非摩擦、共赢而非零和，才能更好维护自身利益，为世界带来更

多福祉。 

经过 40 年的发展，中美早已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

同体。从 1978年我首次到中国驻美联络处工作，到 2005年出任中国

驻美大使，我见证了中美合作领域不断扩大、程度不断加深、成果不

断积累的历史进程。两国建交之初，每年双边贸易额不足 25 亿美元，

人员往来只有几千人次。2005年我出使美国时，双边贸易额已达 2116

亿美元，人员往来突破 200 万人次。去年，中美贸易额高达 6335 亿

美元，双方互为最大贸易国，两国人员往来增长至 515万人次。这些

事实表明，两国不仅应该，也完全能够避免落入所谓冲突对抗的陷阱，

实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二、双方要回答好战略互信这一事关中美关系发展的根本问题。

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形

成恶性循环，导致“自我实现的预言”。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内涉华

消极声音增多。一些人对中国存在很深疑虑，认为中国肯定会挑战或

取代美国，主张对华遏制、“脱钩”甚至对抗，有人还公开鼓噪“文

明冲突论”和“新冷战”。这是严重的战略误判，也是对如何处理中

美关系开出的错误药方。如果任由此类言论发酵，将严重削弱中美关

系根基，毒化两国关系氛围，进而将中美推入“修昔底德陷阱”。 

中华民族以“和”为核心的价值观决定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

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中国最大的战略意图就是让人民过

上好日子，与各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不是前苏联，不会



 

 

走“国强必霸”的老路，因为这条路行不通，也不受欢迎。中国不会

成为美国，更无意取代美国。中美之间肯定有竞争，但应是积极意义

的竞争、符合规则的竞争。中国的发展对美国是机遇，美国的繁荣对

中国也是机遇。双方应当加强联通而不是彼此脱钩，不能让偏见和误

判左右未来的中美关系。 

    三、双方要正确对待和妥善处理彼此之间的分歧。中美两国社会

制度、历史文化传统差异很大：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美国是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拥有 5000 年文明史，美国建国仅

200 多年，仍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国家；美国人自称“上帝的选民”，

中国人也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两国看问题视角不同，出现各种分歧

在所难免，但凡事都要看主流。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合作远大

于摩擦。我们不能让矛盾分歧来定义当前的中美关系。对于分歧摩擦，

关键是要正确对待和处理。双方应当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精神，采

取建设性方式加以管控。 

当前中美关系中最突出的问题仍然是经贸摩擦。其中是非曲直在

《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中已讲得很清楚。在座各位

企业家都是中美经贸合作的受益者，都应该明白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

是互利共赢，贸易战没有赢家，双方的分歧终归要通过平等对话磋商

加以解决。但任何谈判都是有原则和底线的，对于事关国家尊严和核

心利益的重大原则问题，中国不可能让步。6 月 29 日，习近平主席

同特朗普总统在大阪举行会晤，双方同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重

启经贸磋商，美方表示不再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新的关税，具体问题

将由两国经贸团队进行讨论，这向全球市场和国际社会发出了积极和

正面信号。中美都有扩大经贸合作的意愿，应该有能力也有智慧推动



 

 

达成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案。双方应按照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

识，相向而行，争取早日达成协议，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好消息，给

世界各国吃下定心丸。 

台湾、涉藏、涉疆、南海等问题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牵动

14 亿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在这些问题上，中国没有任何妥协、退

让的空间。美方应从中美关系大局和自身利益出发，慎重妥善处理，

防止这些问题对两国关系造成严重冲击和损害。 

人文交流事关中美关系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但近期美方一些部门

对中美人文交流无端设限，采取吊销签证、盘查骚扰等措施，严重影

响了两国人员正常往来。这导致 2018 年 7 月开始，中国游客赴美人

数呈下降趋势。美方很多专家也认为，美国对所谓“中国威胁”反应

过度，可能变成麦卡锡主义式的红色恐惧，最终会损害美国自身利益。

特朗普总统在大阪同习近平主席后表示，欢迎中国留学生赴美留学。

美方有关部门应当以实际行动落实特朗普总统的积极表态，认真倾听

两国各界的理性声音，为中美正常的人文交流提供更多便利和支持，

而不是相反。 

作为中美关系 40 年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展望未来，我对中

美关系发展还是充满信心的。只要双方牢牢把握不冲突不对抗、相互

尊重、合作共赢的正确方向，在互惠互利基础上拓展合作，在相互尊

重基础上管控分歧，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中

美关系的下一个 40年一定能行稳致远，更好惠及两国和世界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