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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5_88_E5_A5_8E2_c73_458455.htm 第三题：中美建设性合作

关系 1.小布什以对华强硬姿态上台，“战略竞争对手”论构

成其中国观的核心。尽管中美在反恐、朝核问题上的合作卓

有成效，布什重视盟国、偏袒台湾、疑虑中国的基调似乎没

有发生根本变化。 摘自人民网 2.保尔森提出的经济领域的“

利益相关论”，在承认中美经济关系的重要前提下，“前所

未有”地加强中美经济交流，以对话的形式解决两国经贸领

域的问题。 3.中美建交27年来，两国关系虽历经风风雨雨，

但总的趋势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中美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

愿望，互利合作是两国的正确选择。我们应该以宽广深邃的

战略眼光、以互利共赢的时代思维来审视和处理中美关系，

确保两国关系沿着建设性合作关系的正确轨道稳定发展。胡

锦涛就发展中美关系提出6点主张： （1）增进了解，扩大共

识，构筑长期稳定的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 （2）把握机遇

，开拓思路，巩固和扩大经贸合作基础。 （3）恪守原则，

履行承诺，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妥善处理台湾问题

。 （4）密切磋商，迎接挑战，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

上的沟通和协调。 （5）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不断加强两

国人民的友好交流。 （6）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正确看待

和处理彼此的分歧和差异。 思考角度： 1.美国对华政策的两

大派主张。 「答案要点」 （1）接触派认为美国与中国的接

触中实现美国战略利益，推行美国的民主人权等观念，最终

目的是改变中国成为一个亲美政府，使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



西方社会，对美国不构成战略威胁。遏制派更多强调中美之

间的不可调和和对抗，视中国为将来挑战美国全球战略的对

手，主张实行冷战和高压，军事上围堵中国，台湾问题上也

加大挑战中国的力度。 （2）接触派和遏制派。二者形式上

对立，实质上一致，为了确保美国的单极霸权，确保美国在

全球利益的绝对安全，有必要对中国这个潜在的强国进行遏

制，或者把中国纳入美国的轨道，本质还是一种冷战思维。 

（3）小布什政府对华政策以侧重于遏制派开始，目前又开始

在侧重于接触的基础上，实行经济外交上接触为主、军事和

政治战略上以围堵遏制为主的政策。 2.中美关系的特点。 「

答案要点」 一方面，8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的主要基础是经

贸合作，两国关系以经贸合作为基础在曲折中发展：“911”

以后，中美两国的合作增加了国际反恐的政治合作基础，中

美关系发生了积极变化。另一方面，进入21世纪从小布什当

政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从战略竞争对手到建设性合作关系

的演变，美国政府开始承认中国是负责任的建设性的世界大

国和美国为代表的全球体系的利益相关者，承认中美关系是

建设性合作关系，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世界大国关

系。 3.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答案要点」 （1）中国政

府对于美国对台政策的主张：一方面，中国政府要求美国遵

守“一个中国”的原则；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遵守美国

“一个中国的承诺”，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

”；遵守承诺，逐渐减少向台湾出售武器。最终停止向台湾

出售武器；另一方面，要求美国政府遵守承诺和中国政府联

手遏制“台独”，“台独”就是战争。 （2）美国对台政策

的两面派特点：一方面，一再声称遵守“一个中国”的承诺



；另一方面，又炮制与台湾关系法，一再增加向台湾出售武

器的数量和规模，实际上是纵容“台独”势力的气焰。 （3

）实质：就是要维持台海两岸不战不统不和不独的局面，长

期把台湾问题作为遏制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筹码。 4.中美关

系中的人民币汇率争端。 「答案要点」 （1）美国、日本和

欧洲等西方国家强迫人民币升值的目的是：一方面，转移国

内视线，把国内问题的责任转嫁到人民币上来，鼓吹和制造

新的中国威胁论；另一方面，要以人民币的升值来打压中国

的经济增长，破坏中国的持续繁荣，遏制中国的和平发展。 

（2）中国坚持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目标模式是：以市场供

求为基础的、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3）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基本主张：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有

利于中国经济的稳定，有利于中国和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 （4）汇率改革的三条原则：自主性原则、可控性原则、

渐近性原则，反对强迫中国一步到位的激进式汇率改革。 5.

中美关系中的纺织品争端。 「答案要点」 （1）争端责任在

于美国和欧洲。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美国和

欧洲应该在过渡期以内，把纺织品的限制减少到70%，但是

美国和欧洲没有遵守承诺，而是把所有限制保留在2005年1

月1日世界纺织品一体化这个最后时刻，以致造成市场冲击过

大。 （2）美国和欧洲在国际贸易中的双重标准。一方面，

在自己的优势领域行业内主张贸易自由化，甚至强迫发展中

国家实行贸易自由化；另一方面，在自己的优势受到挑战的

行业和领域，却又粗暴地单方面设置种种限制，搞贸易保护

主义。这是对美国和欧洲鼓吹贸易自由化的极大讽刺。 （3

）中国政府关于中美纺织品争端的基本主张：①主张权利和



义务相统一，责任和权益对等；②主张经济平等协商，通过

谈判解决问题，追求双赢的结果，反对欧美单方面另设限制

，强加于人。 6.中美关系中的巨额贸易逆差。 「答案要点」 

（1）在中美贸易中，造成美方逆差的原因主要是贸易结构、

贸易转移、统计方式不同和美国对华出口管制的问题。 （2

）近年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巨额增长是因为：一方面，

美国对日本、韩国、东南亚的贸易逆差转移到了中国，这是

国际产业分工调整的结果；另一方面，很多通过在华投资的

美国企业在中国生产并且内销，不断提高了在中国市场的份

额，而这些不能够直接在贸易统计中得到体现，实际上中国

对美贸易顺差的统计失去了实际意义。 （3）中国一直非常

重视中美贸易逆差问题，以最大的诚意作出了许多努力。但

光靠中国的诚意还不够，关键是美国自己的经济结构调整，

同时，如果美国政府放宽对华出口的管制，就可以有效地促

进对华出口，推进中美贸易上一个台阶。 7.美国干预中国公

司并购优尼科事件。 「答案要点」 （1）尤尼科事件说明美

国的对外政策仍然存在着冷战思维，把中国的崛起看作威胁

，甚至把中国当作假想的敌人，违背了和平、发展与合作的

时代主题，最终也会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 （2）暴露了美

国政府贸易保护主义的真面目和贸易投资自由化政策的虚伪

性及其双重标准。 （3）同时也从反面警示中国政府和中国

人民要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注意处理好开放和国家安全的关

系。 8.中美印大国关系。 「答案要点」 （1）美国是世界上

最发达的西方民主国家，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是

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和印度还是具有悠久历史文明的东方大国，是两个正在



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中美印三大国关系将直接影响21世纪的

亚洲以至世界格局。 （2）印度和中国都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

了经济强劲增长、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的势头，使美国这个

唯一的世界超级大国感受到了挑战，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

位和印度、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趋势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

战略利益冲突。但是，美国与印度之间具有民主、自由、制

度方面的一致性，所以美国希望以共同价值观为基础，主要

采取联印制华的策略，以印美合作提升和助推印度的世界大

国地位，制约或平衡中国的上升，并且以印度模式削弱中国

模式的影响，确保西方民主自由模式的世界影响力，同时又

力图在美印合作的战略框架内制约印度崛起及其对美国的冲

击和挑战。 （3）印度一方面希望以共同价值观为基础推动

美印关系发展，从美国得到更多“资金和技术”，在美国的

助推下加快印度发展和提高印度的世界大国地位；另一方面

，又不愿意失去与中国合作互利的发展机遇，不愿意因中印

关系恶化而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所以力图在中美之间左右

逢源，争取利益最大化。 （4）中国奉行和平发展的国家战

略，主张同时与美印发展新型大国外交，强调中美印发展关

系却不应该针对第三方。 9.中美战略经济对话。 「答案要点

」 中美首次战略经济对话围绕“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中国经济

发展战略”，就城乡均衡发展、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促

进贸易和投资、能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等进行了讨论；中

美战略经济对话，既加深了相互了解，也为双方的合作提供

了新的契机，不仅有利于继续推进中美经贸合作，而且也将

对地区和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10.经济全球化

和国家主权问题。 「答案要点」 （1）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



国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客观上要求对国家主权进行必要调整

和让步。 （2）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仍然是主要的

国际政治经济行为体，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盛行的条

件下，国家主权不但没有过时，而且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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