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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

“贸易、开放与共享繁荣”

第三单元：中美关系再定位

2019 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于 9 月 6-7 日在北京钓鱼台国

宾馆举行。本次专题研讨会以“贸易、开放与共享繁荣”为主题，围绕加

速开放的中国、中美关系再定位、英国脱欧与欧盟前景、中国经济的韧性

与高质量发展、全球创新合作、减税降费的进展与成效、数字经济下的机

遇与挑战等一系列重大议题进行探讨。

本节讨论的题目是“中美关系再定位”，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贾

庆国教授主持。与会嘉宾分别为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莹，

博然思维首席执行官、美国财政部前副部长尼尔·沃林，财政部原副部长

朱光耀，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迈克尔·史文，耶鲁大学法学

院蔡中曾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董云裳，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

傅莹表示，中美关系跌宕起伏，未来的发展趋势不乐观。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进入“大国竞争新时代”，将中国定性为战略竞争

者，一系列挑衅迫使中方做出反应和反制，中美关系出现快速下滑。需要

从 21 世纪以来世界格局的重要演变中考察和理解美国的意图。过去的

10-20 年，中美两国的国家基本路线出现两种不同方向的演进。冷战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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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对世界趋势的判断是和平发展。中国坚持改革开放、集中精力发展经济。

进入 21 世纪中国进入实现“民族复兴”的快车道，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和

影响呈现上升的状态。而美国在冷战后希望维持一家独霸的世界秩序，发

动了多场战争，陷入霸权的自我消耗。加之对经济全球化推动下的资本扩

张缺乏有效管理；同时国内分配不均和身份认同矛盾导致社会分歧扩大。

近年美国总体上认为其政策和路线是不成功的。特朗普政府大搞保守主

义，美国的霸权呈现收缩的姿态。

她强调，中美在同一国际体系内出现反向演进，必然带来国际权力调

整的张力，也更加凸显两国的结构性矛盾。美国开始对中国产生警惕，并

且试图打压，给国际形势带来新的不确定性。未来中美两国能否在维系现

行国际体系的基础上解决彼此矛盾和分歧，将是决定 21 世纪人类命运和

前途的重大选择，同时也是非常艰难的选择。中方始终抱有与美国保持合

作关系的愿望。如果中美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找到新的交往路径，应能

实现某种“竞合”态势，这是比较理想的前景。但是当前美国有股力量在

推动对华政策走向全面对抗，其动员力和影响力都在扩大。现阶段，中美

关系的竞争性和对抗性都在上升，与这股力量的推动不无关系。中美是否

能够避免滑向全面冲突，既取决于双方在具体矛盾和分歧上的判断和处

置，也取决于两国对世界大势和彼此关系的定性，更取决于对各自国家根

本方向的选择。美国对中国的认知趋于严峻，认定中国要争夺主导世界的

权力，把与中国的竞争视为国家根本利益保卫战。这是在对中国意图曲解

基础上的一种严重误判。中国从未提出要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中国走的

是和平发展的道路，争的是自己合理和平等的发展权利。

她进一步指出，挑战在于中美能否说服彼此继续在同一个国际体系内

和平共存，构建合作共赢、良性竞争的新型关系。中国在新时期的对外关

系上主张构建平等合作的新型国际关系，这是植根于中国政治、文化的大

智慧，也符合世界潮流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尼尔•沃林认为，一些基本问题是中美之间紧张局势的诱因，包括一

个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之间的竞争关系，还有制度和文化的差异。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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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总统和他的政府是导致过去两年中美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特朗普

关注贸易平衡，他对结构性改革不太感兴趣。他认为目前的策略对竞选连

任最有利，因此他要保持对中国的强硬，即便这会影响美国的农民和消费

者。有两个因素可能导致他的盘算发生变化：第一，美国的实体经济因贸

易战而陷入衰退；第二，金融市场对贸易战和关税采取负面态度。实际上

在竞选年，经济状况和再选连任的成功率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所以特朗普

总统希望保证股市继续强劲。

沃林也指出，目前美国政府和中国的贸易紧张关系并不起源于特朗普

总统，即便他下台也将继续下去。美国的核心利益不会改变。现在共和党

对中国有很多抱怨，指责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太多，特别是在公平竞争

环境、强制性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信贷和资本配置等方

面。他认为，中美之间的双边关系取决于如何在未来走正确的路，如果走

错就会失去机会。中美必须在经济、安全、人权和国际治理等方面找到共

识。双方要有长远的目光。尽管有分歧，还是要找到互信，这也是目前面

临的挑战。

朱光耀围绕“从战略高度、从全球视野看重启中美两国在 G20 框架下

紧密政策协调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这一主题，重点谈了三个方面：

第一，汇率政策的协调。汇率政策的协调实际上是指 2016 年 3 月份

上海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中美双方共同推动防止竞争性汇率贬值，

同时指定 IMF 作为全球汇率协调的中心机构。但是 8月 5 号美国带头破坏

G20 的共识，把中国贴上了“汇率操纵国”的标签，不仅严重地影响了国

际金融秩序，同时也破坏了美国制定的三条影响汇率的标准：第一条是对

美贸易顺差超过 200 亿美元；第二条是国际收支不平衡超过 3%，第三条是

对汇率市场的干预超过本国 GDP 的 2%。而中国只满足第一条，即对美的大

额贸易顺差，其他的都不符合，所以美国自己违反了自己的规定。

第二，关于数字经济的国际税收政策。不久前美国和法国达成了协议，

要在 OECD 的框架下解决美国和法国关于数字经济的争端，但是更全面地

来说，数字经济税收是 2013 年 G20 授权 OECD 开展的合作，而应对税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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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最关键的一条政策就是 G20 授权 OECD 开展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

移项目，应该在 2020 年之前完成。

第三，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防范风险的防火墙问题。在 G20 框架下

我们达成了超过一万亿的防火墙，也就是 6600 亿是 IMF 成员的份额，4400

亿是双边的贷款，还有 2500 亿是美国牵头制定的新贷款的安排，但是现

在这个机制如何维持面临着重大的挑战。

他最后强调，目前的关键是中美要重启在 G20 框架下的合作，这是对

中美两国负责，也是对全球和平发展事业负责。

迈克尔•史文指出，中国、美国之间的关系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

如果中美之间脱钩，对两国经济、对全球经济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并且

会让美国孤立。现在需要更多地考虑如何重启合作。中国跟世界交融越来

越多，我们希望中美能够有效的竞争，而不是敌对地去竞争，应该是平衡

的竞争和合作，而不是一方主导另外一方。这也是美国民众所支持的。

他强调，目前中美双方对于正确的未来出路没有共识，反而都有一些

把对方妖魔化的做法。当前双方的对话环境不一定是友好的。华盛顿的一

些人可能听到中国领导人说的一些话，他们一句都不相信，他们可能认为

中国非常希望能够削弱美国。中国也不相信美国说的话，只认为美国想要

遏制中国的发展和成长，这样的一些想法都是根深蒂固的，在两国的首都

尤其如此。在两国的民众之间反而没有这么根深蒂固的偏见。

他建议，中美双方必须意识到把对方妖魔化这个问题，仔细考量要做

出什么样的行动，而不只是言语。两国的领导者之间需要好好地对话，讨

论双方需要如何行动才能打消这种先入为主的想法，从而在平民和军队层

面建立双方的互信关系。

董云裳提出，在目前环境下，要重新思考定义中美关系的问题。“冷

战”之后的全球体系变化，也让美国人接受单极化不会长期持续的思想转

变，进而希望中国在全球体系中发挥更重要作用。但是如果认为，特朗普

急于从超级大国的责任中脱身，这些举动代表着美国正在衰落，则是一种

误解。她指出，随着世界局势越来越复杂，规则的不统一会使世界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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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非常独特的经济体，也在融入全球经济秩序，但是在民间的经济合

作上受到美国所设壁垒的阻碍。社会上对于中美问题讨论的声音已经十分

纷杂，对话和合作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她强调，两国应当意识到以下最基本的原则。第一，中美相互之间并

非给对方生存的威胁，而是可以在全球体系下共存；第二，中美两国需要

在全球治理的议题中更加合作，诸如推动贸易、金融和投资；促进科技创

新；加快人文交流；关注地球环境；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方面，

双方的合作已经远远落后于应承担的责任。两国应该面向合作方向继续努

力。

欧伦斯引用毛主席的话“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

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来分析中美目前的关系，他指出，现在

的局面比以往还要艰难。美国国家安全与国防策略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

对手和修正主义国家。美国把军费增加到 7500 亿美元，针对中国的关税

在提升。美国国务院把中国定义为货币操纵国，实际上这违反了美国自己

的规则。此外，中国没有被邀请参加环太平洋的军演，华为的产品被在美

国禁止出售等等。同样，中国在外交政策、对外媒的很多做法等方面仍然

受到西方的批评，中国有些关税和非关税的壁垒现在依然存在。

在这种时候，“要看到成绩”。在中美恢复建交的过去 40 年中，美

国在亚洲没有人牺牲。而在恢复建交之前40年有 25万美国人在亚洲牺牲。

中美之间人文交流增加。

同时，“要看到光明”。未来是充满希望的，因为最终是美国和中国

的人民来决定美中关系未来的走向。基于两国人民共同的诉求与希望，中

美最后肯定会找到合作的出路。

最后他指出，“要提高勇气”。有越来越多美国和中国人站起来反对

目前一些坏的政策。相信最终美国和中国会携手创造一个更安全、更繁荣

和更可持续性的世界。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撰稿：陈诚；校对：朱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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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信息--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是“两会”后首个国家级大型国际论坛，旨在“与世界对话，

谋共同发展”，是中国政府高层领导、全球商界领袖、国际组织和中外学者之间重要

的对话平台。2019 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导、中国

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旨在介绍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进展和成果；进一步向国际社会

宣传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政策和措施；加强合作，让开放成果及早惠及中国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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