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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的中美关系：务实

合作与管控分歧

　 仇朝兵

摘　要：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中美两国元首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时一致同意

致力于建立一种基于 “务实合作” 和 “建设性管控分歧”
的双边关系。 务实合作与管控分歧成为引领两国关系发展的

重要原则。 在这一原则的引领下， ２０１４ 年中美关系取得了许

多积极或突破性进展： 高层对话频繁， 政治互信得到提升；
经贸关系稳步发展， 双边投资协定 （ＢＩＴ） 谈判取得突破；
气候变化合作取得突破； 新型军事关系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在地区及全球层次上保持着密切安全合作。 两国在经贸、 人

权、 海洋争端、 网络安全、 美国对台军售、 香港政制发展、
新疆和西藏等领域的分歧基本得到妥善管控。 所有这些为

２０１５ 年中美关系平稳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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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２０１４ 年的中美关系， 各界多认为是 “先抑后扬”。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

美国针对中国设立东海识别区一事大加指责， 在南海问题上明显偏袒菲律宾

和越南等国； 美国防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也直接指责中国。 中美两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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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分歧和矛盾， 但也具有广泛的共同利益。 两国元首早在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安

纳伯格庄园会晤时就一致同意致力于建立一种基于 “务实合作” 和 “建设

性管控分歧” 的双边关系。 ２０１４ 年， 中美两国的相互认知和定位更加清晰，

对发展双边关系的看法更加明确。 中国的目标是致力于构建 “不冲突、 不对

抗、 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 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习近平主席多次向美方强

调， 中方坚定致力于同美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① 中国政府官员也多次

表示中方尊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传统影响和现实利益， 无意挑战美国的全球

地位， 无意将美国排挤出亚太， 支持美国在亚太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②

奥巴马政府也非常重视对华关系。 国务卿克里多次表示， 美国 “欢迎一个和

平、 稳定和繁荣， 能够促进地区稳定与发展， 并在世界事务中发挥负责任作

用的中国的崛起”， 绝无遏制中国的意图， 中国对美国很重要。③ 奥巴马总

统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与习近平主席会谈时也重申， 美国欢迎和支持一个

和平、 繁荣、 稳定、 在国际上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 没有围堵或损害中国统

一的意图； 美国有诚意同中国在亚太构建合作而不是竞争的关系， 共同维护

地区安全稳定。④ 这种相互认知， 也成为两国深化 “务实合作”、 妥善 “管

控分歧” 的基础。 正是在这一原则的引领下， 两国关系在下半年取得了积极

进展， ７ 月上旬举行的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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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习近平会见美国国务卿克里》， 新华网，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４ 日； 习近平： 《努力构建中美新型

大国关系———在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上

的致辞》， 新华网，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９ 日；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谈　 强调从 ６ 个重

点方向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 把不冲突、 不对抗、 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的原则落到

实处》， 外交部网站，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Ｃｈｕｃｋ Ｈａｇｅｌ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Ｃｈａｎｇ Ｗａｎｑｕａｎ， “ Ｊｏｉｎｔ Ｐｒｅｓ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Ｈａｇｅｌ ａｎｄ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Ｃｈａｎｇ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Ａｐｒｉｌ ８， ２０１４，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ｇｏｖ ／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ｓ ／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 ａｓｐｘ？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ｄ ＝ ５４１１ ［２０１５ － ０１ － ０７］；
《王毅会见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 外交部网站，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 日； 《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大

使出席美中政策基金会 ２０１４ 年度晚宴》， 外交部网站，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克里称美国欢迎中国和平崛起， 绝无遏制意图》， 新华网，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４ 日； Ｊｏｈｎ Ｋｅｒｒｙ，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 ＆ Ｖｉｃｅ Ｐｒｅｍｉｅｒ Ｗａｎｇ Ｙａｎｇ，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Ｔｒｅａｓｕｒｙ Ｊａｃｏｂ Ｌｅｗ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ｒ
Ｙａｎｇ Ｊｉｅｃｈｉ，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ａｔ ｔｈｅ Ｓｉｘｔｈ 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Ｕ Ｓ －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Ｄｉａｏｙｕｔａｉ Ｓｔａｔｅ Ｇｕｅｓｔｈｏｕｓ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Ｊｕｌｙ ９，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
ｒｅｍａｒｋｓ ／ ２０１４ ／ ０７ ／ ２２８９１０ ｈｔｍ ［２０１５ － ０１ － ０４］。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谈　 强调从 ６ 个重点方向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 把

不冲突、 不对抗、 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的原则落到实处》， 新华网，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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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磋商、 １１ 月奥巴马访华及 １２ 月举行的第 ２５ 届中美商贸联合委员会都取得

了丰硕成果。

一　务实合作：2014年中美关系的积极发展

２０１４ 年， 中美关系在高层对话、 经贸关系、 气候变化、 军事关系、 地区

与全球安全合作以及教育与人文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积极或突破性进展。

（一）高层对话与交流频繁，政治互信进一步提升

高层对话是反映和衡量中美关系发展状态的最敏感、 准确的一个指标。 首

脑外交对国家间关系的发展更具象征意义和实质内涵。 ２０１４ 年中美两国元首

通过会面、 通信和电话等就双边关系及地区和国际问题保持着密切沟通， 对两

国关系的发展发挥了顶层设计和战略引领作用。 在云南昆明严重暴力恐怖事件

发生后， 习近平主席于 ３ 月 １０ 日应约同奥巴马总统通电话， 双方一致表示愿

加强反恐合作， 共同打击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 并就中美关系、 乌克兰局势及

反恐问题交换了意见。 ３ 月 ２４ 日， 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荷兰核安全峰

会期间举行会晤。 ７ 月， 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通电话， 双方同意继续推进

新型大国关系建设。 １１ 月 １０ ～ １２ 日， 奥巴马总统应邀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两国元首举行了深入、 坦诚、 建设

性的会谈。

两国其他高层官员也通过互通电话、 互访及多边场合的会谈等多种形式，

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地区及国际问题保持着密切沟通与协调。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晚， 王毅外长在中美建交 ３５ 周年之际与国务卿克里通电话表示， “中

方愿同美方一道， 落实习近平主席同奥巴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 努力推进中

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 深化务实合作， 妥善管控分歧， 继续推动中美关系取得

新的更大发展”； 克里表示， “希望同中方加强交往， 深化合作， 坚持致力于

建设美中新型大国关系， 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为世界带来更多积极影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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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毅 同 美 国 国 务 卿 克 里 通 电 话 》， 外 交 部 网 站，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ｍｆａ＿ ｃｈｎ ／ ｚｙｘｗ＿ ６０２２５１ ／ ｔ１１１３６４３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 ０４ －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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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月 ２７ ～ ２８ 日， 美国国务院对朝政策特别代表戴维斯 （Ｇｌｙｎ Ｄａｖｉｅｓ） 访

华， 分别会见了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和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武大

伟， 就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和重启六方会谈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２ 月， 克里

国务卿访华， 与习近平主席、 李克强总理、 杨洁篪国务委员及王毅外长就双方

关注的几乎所有问题进行了深入会谈。 ３ 月 ６ 日， 国务委员杨洁篪应约同美国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 （Ｓｕｓａｎ Ｅ Ｒｉｃｅ） 通电话， 针对乌克兰局势

交换了看法和立场。 ４ 月 ７ ～ １０ 日，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访华。 ５ 月中旬， 中

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访美， 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举行了

会谈。 ５ 月 １３ 日， 美国总统特别代表、 财政部长雅各布·卢访华， 与李克强

总理、 汪洋副总理会见、 会谈， 就中美关系及重要经济问题交换了意见。 ９ 月

８ ～ １０ 日， 苏珊·赖斯访华， 分别与杨洁篪国务委员、 王毅外长及习近平主席

举行了会谈。 ９ 月 ３０ 日至 １０ 月 ２ 日， 王毅外长应邀访美， 与克里、 苏珊·赖

斯、 总统奥巴马及国防部长哈格尔等举行了会谈。 １０ 月 ２０ 日， 国务委员杨洁

篪访美， 与苏珊·赖斯及国防部长哈格尔进行了会谈， 就经贸、 反恐、 应对埃

博拉疫情、 西亚北非局势、 朝核问题、 两军关系等重要的双边及地区与国际问

题交换了意见。

除了双边访问之外， 两国高级官员还利用多边国际场合进行交流。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２ 日， 王毅外长在瑞士蒙特勒会见克里国务卿。 ８ 月 ９ 日， 在缅甸首都

内比都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和 １１ 月 ２４ 日出席伊朗核问题谈判期间，

王毅外长又与克里国务卿进行了会谈。

中美双边机制化交流在 ２０１４ 年也取得了积极进展。 １ 月 ２２ 日， 丹尼尔·拉

塞尔与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郑泽光在北京共同主持了第五次中美亚太事务磋商，

双方就亚太安全形势、 两国亚太政策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并宣布在灾难救援、 缅

甸问题、 阿富汗发展、 粮食安全、 健康问题、 预防性外交、 海洋环境保护、 海关

合作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的意愿。 ２３ 日，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与美国国务

院常务副国务卿伯恩斯共同主持了中美战略安全对话会， 双方就战略安全、 综合

安全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７ 月 ８ 日， 在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战

略对话框架下， 张业遂副部长和伯恩斯常务副国务卿共同主持了第四次中美战略

安全对话。 ７ 月 ９ ～１０ 日， 双方举行了第六轮战略与经济对话。 １２ 月 １６ ～ １８ 日，

在美国芝加哥成功举行了第 ２５ 届中美商贸联合委员会。 机制化交流反映了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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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健康与稳定程度， 有助于避免突发事件对两国关系的冲击。

这些密集、 深入的高层对话和交流， 确保了中美两国能够就双边关系及重

大地区和国际问题进行及时沟通与协调， 有助于促进相互理解， 扩大共识， 缩

小分歧， 增进互信， 提升合作水平。 特别是 １１ 月 １２ 日两国元首的 “瀛台夜

话”， 进一步加深了奥巴马对中国情况及中国政府和领导人执政理念的了解。

（二）经贸关系持续发展，《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取得

突破

　 　 经贸关系曾在相当长时间内被视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 但近年来中美在经贸

领域摩擦不断， 人们的这一判断在发生变化， 认为经贸关系作为中美关系压舱石

的作用在减弱。 这种看法显然很不准确。 中美在经贸问题上的矛盾、 分歧或摩

擦， 是两国经贸关系日益密切、 利益日益交融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 随着双

边经贸关系的发展和相互投资进一步增加， 经贸与投资关系作为中美关系 “压

舱石” 的作用将会再次凸显。 正如李克强总理 １１ 月 １２ 日会见奥巴马总统时所

言， “中美经贸合作是双边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 对发展中美关系产生正向乘

数效应”。①

２０１４ 年中美经贸关系持续发展。 中美双边进出口商品贸易额共约３ ４０９ 万亿

元 （人民币）， 同比增长 ５ ４％。 其中中国对美出口约 ２ ４３３ 万亿元， 同比增长

６ ４％； 从美国进口约 ０ ９７６ 万亿元， 同比增长 ３ １％。② 中美经贸关系在 ２０１４ 年

已呈现出一些重要转变： 美国对华出口增速超过了中国对美出口， 中国对美投资

增速超过了美国对华投资增速。③ 这表明， 中美经贸关系结构正在发生有利于实

现两国贸易平衡的变化。 两国在经贸领域的对话机制， 对于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并

确保其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除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外， 中美商

贸联合委员会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１２ 月 １６ ～１８ 日， 中美两国在芝加哥举行了第

２５ 届中美商贸联合委员会。 双方就出口管制、 知识产权、 创新政策、 双向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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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李克强： 中美经贸合作是双边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 新华网，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４ －１１ ／ １２ ／ ｃ＿ １１１３２２２０８０ ｈｔｍ ［２０１５ －０２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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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政策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还举办了以商业、 投资、 农业、 旅游、 城市合

作等为主题的多个论坛及其他相关研讨活动， 达成多项共识并发表了联合成果清

单。

两国在贸易规则制定或塑造方面的合作与进展， 是 ２０１４ 年中美经贸关系的

最大亮点。 其中最突出的是， 中美 《双边投资协定》 谈判取得突破。 ２００８ 年第

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正式启动了 《双边投资协定》 谈判。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第五

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 汪洋副总理明确表示， 中国政府原则上同意以

“准入前国民待遇” 和 “负面清单” 为基础， 推动中美 《双边投资协定》 进入实

质性谈判。 谈判主要分文本谈判和负面清单谈判两个部分。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４ 日，

双方在上海举行第 １１ 轮中美 《双边投资协定》 谈判， 开始进入文本谈判阶段。

６ 月 ９ ～１３ 日， 在北京举行第 １３ 轮谈判， 文本谈判取得重要进展。 在７ 月举行的

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 双方就该协定谈判达成 “时间表”， 同意争取在

２０１４ 年就该协定文本的核心问题和主要条款达成一致， 并承诺在 ２０１５ 年早期启

动负面清单谈判。 此后， 两国分别在 ７ 月 ２８ 日至 ８ 月 １ 日 （华盛顿）、 ９ 月 （北

京）、 １１ 月 （华盛顿） 和 １２ 月举行了第 １４ 轮、 第 １５ 轮、 第 １６ 轮和第 １７ 轮谈

判。 目前， 中美 《双边投资协定》 谈判基本完成了双方投资保护协定文本的核

对， ２０１５ 年初已就负面清单进行首次正式交换。

中美在贸易规则制定方面取得的另一重要进展是， 两国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达成了关于尽快恢复和结束 《信息技术协定》① 扩大产品范围谈判的双边共

识。 《信息技术协定》 成员代表了全球 ９７％的 ＩＴ 产品出口额， 但自 １９９７ 年生效

后， 其产品目录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０ 多个 《信息技术协定》 成

员同意重启该协定扩围谈判。 中方一直积极参与谈判， 也多次协调国内相关产

业， 并在谈判过程中不断改进出价， 但美方要价远超出中方产业的承受能力。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美方以 “其个别产业的少数几项产品未能得到满足为由”

宣布中止 《信息技术协定》 扩围谈判。②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

７４１

①

②

《信息技术协定》 是世界贸易组织项下的多边协定， 旨在分阶段将信息技术产品的关税削减至

零， 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信息技术产品贸易自由化， 最大限度地扩大全球范围内信息技术产品

的市场并降低成本， 从而促进信息技术产业不断发展。
《商务部长高虎城就 〈信息技术协定〉 扩围谈判发表声明》， 新华网，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ｆｏｒｔｕｎｅ ／ ２０１３ －１１ ／ ２５ ／ ｃ＿ １２５７５６１４５ ｈｔｍ ［２０１５ －０２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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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晤， 双方就尽快恢复和结束 《信息技术协定》 扩围谈判达成共识， 两国将与

其他参加方共同努力， 争取尽快结束整个扩围谈判。 中美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

就扩大该协定的内容达成一致， 是近年来中美经贸合作方面取得的一个重大突

破。 《信息技术协定》 扩围谈判一旦达成， 将会大大促进中美各自 ＩＴ 领域的发

展， 促进中美双边经贸关系及全球贸易和信息产业的发展。

中美 《双边投资协定》 谈判和 《信息技术协定》 扩围谈判的积极进展， 充

分表明两国经贸领域的合作在走向深入， 也展示了中美双边经贸关系发展的诱人

前景。 可以设想， 这些协定的签署并付诸实施， 将会为双边经贸关系发展注入活

力， 大大促进各自国内经济发展与结构调整， 特别是有助于深化中国的经济体制

和发展方式的改革。

（三）气候变化合作取得突破

中美在气候变化领域存在一些矛盾， 但也有更广泛的利益。 中美两国是世

界能源消耗大国、 碳排放大国， 在气候变化领域都有重要影响。 近年来， 通过中

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的经济对话， 中美两国加强了在能源与气候变化合作方面

的磋商。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３ 日， 两国发布 《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把气候变化

挑战提升为更加优先的事项， 并建立了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 在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０

日提交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报告中， 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针对两国最主要的

温室气体排放源和空气污染源， 提出了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低碳发展的五个行动

倡议： 载重汽车和其他汽车的减排， 智能电网， 碳捕集、 利用和封存， 温室气体

排放数据的收集和管理， 以及建筑和工业领域的能效。①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克里国务卿访华期间， 中美就这五个行动倡议的实施计划

达成共识， 并同意在气候变化工作组的机制下， 通过强化政策对话， 开展合

作， 包括交流各自 ２０２０ 年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计划的有关信息。 为应对气候

变化及其日益恶化的影响和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空气污染问题， ２ 月 １５ 日发

表的 《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也重申， 两国将通过工作组机制， 强化政策

对话， 开展合作， 致力于为 ２０１５ 年全球应对这一挑战的成功努力做出重要贡

８４１

① 《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提交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报告》， 外交部网站，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０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ｍｆａ＿ ｃｈｎ ／ ｚｙｘｗ＿ ６０２２５１ ／ ｔ１０５８６７７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０２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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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

从气候变化工作组在 ７ 月 ９ 日提交给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报告可以

看出， ２０１４ 年两国在这５ 个领域的合作都已取得积极进展，① 其中包括许多具体

合作项目和交流活动。 ７ 月 １１ 日公布的 《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

战略对话具体成果清单》 详细列举了在这些领域取得的进展。②

１１ 月 １２ 日， 奥巴马总统对华进行国事访问期间， 两国元首宣布了两国各

自 ２０２０ 年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美国计划于 ２０２５ 年实现在 ２００５ 年基础上

减排 ２６％ ～２８％的全经济范围减排目标， 并将努力减排 ２８％ 。 中国计划 ２０３０

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 并计划到 ２０３０ 年非化

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 ２０％左右。 这是中国第一次宣布碳排放的

峰值年。 两国在同日发表的 《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表示， 希望两国宣布

的上述目标 “能够为全球气候谈判注入动力， 并带动其他国家也一道尽快并

最好是 ２０１５ 年第一季度提出有力度的行动目标”。 该声明还表示， 两国元首

决定加强气候变化双边合作， 携手与其他国家一道努力， 以便在 ２０１５ 年联

合国巴黎气候大会上达成在公约下适用于所有缔约方的一项议定书、 其他法

律文书或具有法律效力的议定成果； 双方致力于达成富有雄心的 ２０１５ 年协议，

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 考虑到各国不同的国情， 两国还将

继续加强政策对话和务实合作， 包括在先进煤炭技术、 核能、 页岩气和可再生

能源方面的合作， 推动两国优化能源结构并减少包括产生自煤炭的排放。③ 克

里国务卿在 《纽约时报》 撰文评论道， 两国元首共同宣布 ２０２０ 年后减少碳排

放目标并承诺密切合作清除 ２０１５ 年联合国巴黎气候大会的障碍， “能够为全球

气候谈判注入动力”， 传递了 “我们必须达成协议， 我们能够达成协议， 我们

也终将会达成协议” 这样一个重要信号； 同时， 这也是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

里程碑， 因为这么做不仅仅是由于两国对气候变化之影响的共同关注， 还因为

９４１

①

②

③

《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提交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报告》， 国家发改委网站，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９ 日， ｈｔｔｐ： ／ ／ ｑｈｓ ｎｄ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ｇｚｄｔ ／ ２０１４０７ ／ Ｗ０２０１４０７０９７０９３３８３８１１４０ ｐｄｆ ［ ２０１５ － ０２ －
０５］。
《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战略对话具体成果清单》， 新华网，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１ 日，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４ － ０７ ／ １２ ／ ｃ＿ １１１１５７９２８５＿ ４ ｈｔｍ ［２０１５ － ０２ － ０５］。
《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新华网，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ｅｎｅｒｇｙ ／ ２０１４ － １１ ／ １３ ／ ｃ＿ １２７２０４７７１ ｈｔｍ ［２０１５ － ０２ －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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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相信，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能源消费国和碳排放国， 它们有责任发

挥领导作用。① 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已成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

一大亮点。

（四）新型军事关系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２０１４ 年， 中美军事对话与交流活跃， 新型军事关系发展取得积极进展，

丰富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 中美新型军事关系发展主要表现在：

第一， 军方高层保持密切对话与交流。 ２ 月 ２１ 日， 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

龙会见来访的美国陆军参谋长奥迪尔诺， 双方一致同意深化两国陆军之间的务

实合作， 并着手构建中美陆军交流与合作对话机制。 ４ 月 ８ 日， 国防部长常万

全和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分别会见来访的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 哈格尔在与

常万全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 两军应通过建立可持续的、 有实质内容的对

话， 深化务实合作， 管控双方的分歧， 增进互相理解和相互尊重。② ５ 月， 中

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访美并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举行会

晤， 就两国两军关系、 反恐反海盗问题、 钓鱼岛问题、 南海问题等深入交换了

建设性意见。 ７ 月 １５ 日， 国防部长常万全和海军司令员吴胜利分别会见美国

海军作战部长乔纳森·格林纳特。 吴胜利表示， 两国海军应积极探讨建立合作

对话机制， 加强舰队之间特别是一线部队之间的交流， 深化人道主义救援减灾

领域的合作， 落实 《海上意外相遇规则》。③ ９ 月 ９ 日， 范长龙会见苏珊·赖

斯。 范长龙表示， 希望美方正确看待中国军队的正常发展……减少直至停止舰

机对华抵近侦察活动， 以实际行动推动中美新型军事关系健康发展。④ １０ 月中

旬，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冠中与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姆斯在华盛顿共

同主持了第 １５ 次中美国防部防务磋商。 双方一致认为， 深化各领域合作、 建

０５１

①

②

③

④

Ｊｏｈｎ Ｋｅｒ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Ｏｕｒ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Ｐｌａｎｅｔ，”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Ｏｐ － Ｅｄ，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１，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 ｒｅｍａｒｋｓ ／ ２０１４ ／ １１ ／ ２３３９５８． ｈｔｍ ［２０１５ －０１ －０５］ 
《常万全与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举行联合记者会》， 国防部网站，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９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ｄ ｇｏｖ ｃｎ ／ ｌｅａｄｅｒ ／ ２０１４ － ０４ ／ ０９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４５０３０２９ ｈｔｍ ［２０１５ － ０１ － １０］。
《吴胜利会见美国海军作战部长》， 国防部网站，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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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长龙： 希望美方正确看待中国军队正常发展》， 新华网，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９ 日， ｈｔｔ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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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性地处理分歧非常重要， 并同意加快推进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

制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磋商。

第二， 中国首次获邀参加 “环太平洋” 联合军演。 “环太平洋” 系列演习

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多国海上联合军演。 为建立并保持合作关系， 以避免误

判并防止冲突， 美国首次邀请中国参加了 ６ 月 ２６ 日至 ８ 月 １ 日在夏威夷举行、

２２ 国参加的 “环太平洋———２０１４” 联合军事演习。 中国海军共派出 ４ 艘水面

舰船、 ２ 架直升机、 １ 个潜水分队、 １ 个特战分队、 １ 个医疗分队， 共计 １１００

余名官兵参演。 中国海军舰艇编队与来自美国、 法国、 墨西哥和文莱的舰船组

成特混编队， 由美国军舰统一指挥， 参加了火炮射击、 综合演习、 海上安全行

动、 水面舰艇演练、 军事医学交流、 人道主义救援减灾和潜水等 ７ 个科目的演

习。 中国海军首次参加 “环太平洋” 演习， 是构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一次

重要实践， 有助于推动和深化中国海军与有关国家海军之间的专业交流和务实

合作， 提高共同应对多种安全威胁的能力， 促进中国与亚太地区各国特别是美

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第三， 完成 “两个互信机制” 谅解备忘录的文本签署。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中

美两国元首就两军建立 “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 和 “海空相

遇安全行为准则” 达成共识。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发生的 “考本斯号” 事件①再

次凸显了建立中美两国海空相遇安全规则的重要性。

为落实两国元首达成共识， 两国防务部门进行了积极努力。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５ ～ ２９ 日， 双方举行了中美公海海域海空军事安全行为准则磋商工作小组会

议， 以推动建立中美公海海域海空军事安全行为准则。 １１ 月 １２ 日， 中美两国

元首共同宣布双方完成了 “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 和

“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 这两个互信机制谅解备忘录的文本签署。 这是中美

两军首次建立类似的互信机制。 “两个互信机制” 的建立， 连同两军现有的国

防部防务磋商、 国防部工作会晤、 海上军事安全磋商、 国防部直通电话等机制

１５１

①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中国航母 “辽宁号” 离开母港青岛港首次部署南海， 受到 “考本斯

号” 巡洋舰 （ＣＧ － ６３） 的严密监视。 １２ 月 ５ 日， 中国海军要求 “考本斯号” 巡洋舰离开

该区域， 但遭其拒绝。 随后， 中国海军一艘船坞登陆舰与 “考本斯号” 巡洋舰并肩前行，
后在距离约 ５００ 米处转向并停下， 以逼离后者。 “考本斯号” 巡洋舰进行规避以免碰撞。 此

为 “考本斯号”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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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沟通渠道， 进一步为两军关系长期稳定发展提供了制度化保障， 有助于增进

对彼此战略意图的了解、 增强战略互信、 有效管控危机、 预防风险。

（五）在地区及全球层次上保持密切的安全合作

在 ２０１４ 年里， 中美两国在阿富汗重建、 朝核问题、 伊核问题、 防扩散、 反

恐、 抗击 “埃博拉” 病毒等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上都保持着密切协调与合作。

阿富汗重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本地区的和平、 稳定与发展状态。 中国积

极关注并参与了推动阿富汗政治和解与和平重建进程。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０ 日， 相

关各方在北京举行了阿富汗问题 “伊斯坦布尔进程” 高官会。 １０ 月 ３１ 日， 中

国主办了阿富汗问题 “伊斯坦布尔进程” 第四次外长会议。 在会见美国代表

团团长波德斯塔时， 王毅外长表示， 阿富汗尽早实现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符

合中美以及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中方愿同美方加强沟通与合作， 共同为阿富

汗政治和解与和平重建发挥建设性作用。① 李克强总理在开幕式致辞时就解决

阿富汗问题提出了 “阿人治阿”、 推进政治和解、 加快经济重建、 探索发展道

路、 加强外部支持等 ５ 点主张。② 为促进阿富汗政治和解与和平重建的进程，

中美合作开展了一些项目。

在伊朗核问题上， 中国始终坚持走对话谈判道路， 主张寻求有利于维护国

际核不扩散体系和中东和平稳定的解决方案。 中美在伊朗核问题上一直保持着

协调与沟通。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王毅外长应约与克里国务卿通电话， 讨论了

伊朗核问题的谈判进程。 １１ 月 ２４ 日， 王毅外长在出席伊朗核问题谈判期间会

见克里国务卿时表示， 中美就伊核问题全面协议谈判保持着密切沟通， 成为双

方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进程中的新亮点。③ 克里也赞赏中方为推进伊核问题

谈判做出的努力和贡献。

实现半岛无核化是中美及相关各方的共同目标， 维护半岛和平稳定符合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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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王毅会见美国总统顾问波 德 斯 塔 》， 外 交 部 网 站，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ｍｆａ＿ ｃｈｎ ／ ｚｙｘｗ＿ ６０２２５１ ／ ｔ１２０６０１２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 ０３ － １８］。
李克强： 《携手促进阿富汗及地区的安全与繁荣———在阿富汗问题伊斯坦布尔进程第四次外

长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北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ｇｕｏｗｕｙｕａｎ ／ ２０１４ －
１０ ／ ３１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２７７３４６７ ｈｔｍ ［２０１５ －０３ －１８］。
《王毅出席伊朗核问题六国与伊朗外长会期间进行密集双边会见》， 外交部网站，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ｃｅ ／ ｃｇｖｉｅｎｎａ ／ ｃｈｎ ／ ｇｄｘｗ ／ ｔ１２１４５５３ ｈｔｍ ［２０１５ －０３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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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共同利益。 中方的基本立场是： （１） 实现半岛无核化； （２） 维护半岛和

平稳定； （３） 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 在 ２０１４ 年里， 中美在朝核问题上一直

保持着沟通。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底， 美国国务院朝鲜政策特别代表戴维斯访华， 与

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武大伟、 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业遂就朝鲜问题

进行了会谈。 ４ 月中旬， 武大伟应戴维斯邀请访美， 同美方就重启六方会谈、

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 维护半岛和平稳定进行了坦诚、 深入的会谈。 王毅外长

和克里国务卿还多次通过电话和国际场合的会谈， 就朝鲜半岛的局势交换意

见。 在 ３ 月半岛局势出现新的紧张后， 中国在有关各方之间进行协调， 一再敦

促各方谨言慎行， 避免相互刺激， 切实维护半岛和平稳定的大局， 为重启六方

会谈创造条件。

在反恐问题上， 美国时常采取 “双重标准”。 例如， 新疆莎车暴恐案发生

后， 美方不是谴责恐怖行为， 而是 “呼吁中方允许公民自由表达不满， 希望

中国公安部门保持克制”。 中国政府希望国际社会在对待此类暴力恐怖分子

时， 应发出同一个声音， 采取同一个行动， 应对这一人类的共同敌人。 中美之

间在反恐问题上存在更广泛的共同利益。 中美都面临日益增加的恐怖威胁和挑

战， 需要双方加强磋商与反恐合作。 ３ 月 １ 日， 云南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事件

发生后，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明确表示这是一次恐怖袭击。 ７ 月 １５ 日， 中美在

华盛顿举行了反恐对话， 双方重申致力于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对两国及国际社会

的威胁， 并表示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此外， 中美在叙利亚问题、 打击跨国犯罪、 抗击 “埃博拉” 病毒、 打击

海盗等问题上也都进行了沟通与协调， 展开了务实合作。

（六）教育与人文交流持续发展

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 教育、 人员与文化交流是

中美关系的重要内容， 是中美友好的重要民意基础， 对推动两国关系的稳定与

发展发挥着积极作用。 在 ２０１４ 年里， 中美之间的教育、 人员与文化交流取得

了积极进展。

与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同时举行的第五次年度 “中美人文交流高

层磋商” 是 ２０１４ 年中美教育与人文交流中的大事。 此次会议由克里国务卿和

刘延东副总理共同主持， 主题是 “缔结青年纽带， 塑造和平未来”， 目的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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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和加强两国人民之间在文化、 教育、 科技、 体育、 妇女问题及卫生等领域的

联系， 其中卫生是 ２０１４ 年人文交流的新增内容。 第五次年度 “中美人文交流

高层磋商” 成果丰硕， 双方共达成 １０４ 项具体合作共识。

在教育领域， 包括巩固两国政府间教育政策交流、 续签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教育交流合作协定》、 举办 ２０１４ 年中美教育部际磋

商； 继续实施中方 “公派万名学生赴美攻读博士学位” 项目、 “万名中美人文

交流专项奖学金” 项目、 中方 “汉语桥万人来华研修” 项目、 美方 “十万人

留学中国计划”、 中美富布莱特项目、 美中友好志愿者项目等重要的中美教育

交流合作项目； 设计实施新的引领示范性项目， 如启动 “千校携手” 项目，

成立与美国的 “十万强” 基金会对接的民间性质的中美人文交流基金， 设计

实施 “知行中国” 青年学者项目， 推动 ５０ 所美国传统非洲裔大学联盟院校与

５０ 所中方院校建立 “中美百校合作伙伴关系” 等； 支持中美在多个领域开展

形式多样的教育交流活动， 如举办 ２０１４ 年中美青年创业大赛， 举办 “中美留

学 ３５ 周年” 纪念活动， 举办 “中美民间战略对话会” 和 “中美青年智库学者

对话”， 在中美两国举办两次 “中美高职院校 ／社区学院校长对话”， 继续推动

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在美发展， 与亚洲协会合作开展 “中美未来领袖” 项目

等， 以及支持两国教育机构高水平战略合作， 推动人才培养和合作办学项目。

在科技领域， 科技部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在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９ 日至 ８ 月 ３

日举办了中美科技人员交流计划， 与美国国务院在 ８ 月和 １０ 月分别举行了第

六届、 第七届中美青年科技论坛。 此外， 在文化、 体育、 妇女、 青年等领域，

中美之间也签署了合作协议， 开展了众多交流活动或合作项目， 促进了两国人

民之间的交往和相互理解。

互惠签证安排也将为两国的教育、 商务和旅游交往提供便利。 １１ 月 １２ 日

起， 两国正式互惠延长发放给对方公民的短期商务和旅游签证及学生和交流签

证的有效期。 符合 Ｂ 类非移民签证 （ＮＩＶ） 条件的中国申请人， 如果以商务和

旅游出行为目的， 现在可能获发长达 １０ 年期多次入境签证。 符合 Ｆ、 Ｍ 或 Ｊ

类签证条件的中国学生、 交流访问者及其家属现在有资格获得有效期长达 ５ 年

或其项目长度的多次入境签证。 符合中国短期商务和旅游签证条件的美国公民

也可以得到有效期长达 １０ 年的多次入境签证， 而符合条件的美国学生可以获

得有效期长达 ５ 年的学生居留证， 这取决于其教育项目的长短。 美方认为，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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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新安排有助于增进旅游和交流， 提高贸易投资的便利性， 促进经济发展， 为

两国旅客提供便利并降低成本， 增进两国人民之间交往的机会和相互理解。①

参加第 ２５ 届中美商贸联合委员会的汪洋副总理在 １２ 月 １７ 日中美旅游合作论

坛上发表演讲时也强调， 中美双方就商务、 旅游、 留学人员签证达成互惠安

排， 有助于促进两国旅游合作， 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为中美关系

的发展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②

总的来看， ２０１４ 年以来， 中美人文交流与合作的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两国开展的教育与人文交流项目， 涉及两国各个社会阶层、 层级和领域， 有助于

促进中美之间的教育交流与发展， 增进两国人民对对方社会、 文化等的全面理解。

二　管控分歧：影响2014年中美关系的消极因素

２０１４ 年中美关系取得了积极、 全面的进展， 但两国在许多领域也存在分

歧。 不过， 即便在这些存在分歧的领域， 中美之间也有广泛的共同利益。 通过

妥善管控分歧， 确保了中美关系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一）经贸分歧

中美在经贸领域的分歧， 重点是规则之争。 在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中， 美国

的一大目标是努力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 把其依赖出口和信贷推动的对房地产

和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增加消费者支出和推动全球需求增长的

模式， 使之完全融入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经济和贸易制度。 美国关注的具体问

题包括： 推动中国走向由市场决定汇率的制度， 扩大中国市场对美国出口商和

投资者的准入， 制定更透明的规范机制， 结束有利于国有企业和使外国公司及

其产品处于不利地位的产业政策， 结束强制性的技术转让， 解决美国对窃取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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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 〈美国和中国将为短期商务旅客、 游客和学生延长签证〉 情况说明》 ， 华盛顿特区，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美国驻华大使馆网站， ｈｔｔｐ： ／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ｓｅｍｂａｓｓｙ⁃ｃｈｉｎａ ｏｒｇ ｃｎ ／
２０１４ ／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ｔｏ⁃ｅｘｔｅｎｄ⁃ｖｉｓａｓ⁃ｆｏｒ⁃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ｔｒａｖｅｌｅｒｓ⁃ｔｏｕｒｉｓｔｓ⁃ａｎ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 ０２ － ０９］ 。
《汪洋在中美旅游合作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芝加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ｎｔａ ｇｏｖ ｃｎ ／ ｈｔｍｌ ／ ２０１４ － １２ ／ ２０１４ － １２ － １８ － ％７Ｂ＠ ｈｕｒ％７Ｄ － ２０ － ４６６５６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
０３ －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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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产权和商业机密的关注， 以及改变其损害美国公司和工人与削弱创新动力的

一系列歧视性政策和做法等。① 美国试图推动中国塑造开放、 透明和具有可预

见性， 从而更有利于美国商界和投资者的投资环境。

中国方面的关注主要体现在具体领域， 如在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

上尽早采取实质性措施， 在对华出口相关能源产品和技术方面采取积极态度和

实际行动， 克服对中国赴美投资的歧视性做法和障碍等。

中国与美国发展程度不同， 一些产业或行业国际竞争力严重不足； 一些国

内政策和规则未能真正与国际接轨， 与国际通行规则还有相当距离。 但随着中

国对外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 中国国内的某些政策、 规则或做法不可避免地会

受到其他国家的关注。 在中国深化改革、 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背景下， 美国的

部分诉求与中国的改革方向是一致的。 因此， 双方在这些领域的分歧主要体现

为改革的速度和程度问题。 这就使得两国能够化解和管控经贸领域的分歧， 维

持经贸关系稳定发展。

（二）人权问题

过去几十年来， 中国人权事业已取得巨大进步， 这既反映了人类文明进步

的潮流， 更体现着中国政府对人民的责任。 中美在人权问题上有很大的对话和

合作空间。 但两国在人权问题上的矛盾和斗争由来已久， 美国从未放弃利用

“人权” 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 两国在人权问题的矛盾也是影响 ２０１４ 年

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消极因素。

２０１４ 年， 美国先后利用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伊力哈木·土赫提涉

嫌分裂国家罪对其进行审判、 曹顺利涉嫌 “寻衅滋事罪” 被北京警方逮捕、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依法判处许志永有期徒刑

四年、 “八九政治风波” 等， 打着 “民主” “人权” 的旗号， 干涉中国内政和

司法主权， 批评中国的 “人权” 问题。 美国 “国会—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

还发表了 ２０１４ 年涉华年度报告， 对中国的人权和法治状况进行攻击。 中方对

美国的指责表示了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由于中美两国在政治制度、 价值观念

６５１

① Ｄａｎｉｅｌ Ｒ Ｒｕｓｓｅｌ，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Ｕ Ｓ －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ｅｓｔｉｍｏｎｙ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Ｓｅｎａｔ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Ｊｕｎｅ ２５，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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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本差异， “人权” 问题仍是影响两国关系的长期存在的一

个消极因素。

（三）海洋争端

对于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南海和东海的海洋争端， 美国曾一直持暧昧态度，

一方面宣称对主权归属不持立场， 另一方面又要求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尊重 “航行自由”。 但 ２０１３ 年底和 ２０１４ 年初之后， 其模糊政策变得愈益清晰，

明显偏袒菲律宾、 越南和日本等国。

针对 ２０１４ 年初生效的 《海南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办

法》，①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 １ 月 ９ 日的记者会上表示， 中方限制他国在南海

争议海域的渔业活动的做法具有挑衅性和潜在危险性。 拉塞尔 ２ 月 ５ 日在国

会作证时公开指责中国的南海政策。② 他不仅向中国施压 “九段线” 问题，

更是强调中国在南海的一系列所谓 “单边行动” 造成了南海局势动荡。 ３ 月

９ 日， 中国海警船编队发现两艘装载施工材料、 悬挂菲律宾国旗的船只向仁

爱礁靠近。 中国海警船对其喊话， 要求其离开仁爱礁海域。 ３ 月 ２９ 日， 菲

律宾宣布对仁爱礁 “坐滩” 军舰进行补给， ３０ 日又向菲中南海争议国际仲

裁庭提交诉状。 ３ 月 ３１ 日，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哈尔夫 （Ｍａｒｉｅ Ｈａｒｆ） 称，

中方试图阻拦菲方前往仁爱礁的补给船是挑衅和导致不稳定的行为， 并敦促

中方避免进一步行动， 允许菲保持在仁爱礁的存在。③ ４ 月 ２８ 日， 美菲签署

了 《强化防务合作协议》。④

在中国与越南的争端中， 美国的立场也未像它宣称的那样不偏不倚， 而是

明确偏袒越南。 ５ 月 ２ 日， 中国企业所属 “９８１” 钻井平台在距西沙群岛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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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该办法规定， 外国渔船进入海南省管辖水域进行渔业活动应当经中方主管部门批准。
Ｄａｎｉｅｌ Ｒ Ｒｕｓｓｅ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Ｔｅｓｔｉｍｏｎｙ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Ｓｕｂ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５，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 ｐ ／ ｅａｐ ／ ｒｌｓ ／ ｒｍ ／ ２０１４ ／ ０２ ／ ２２１２９３ ｈｔｍ ［２０１５ － ０３ － １８］ 
Ｍａｒｉｅ Ｈａｒｆ， “Ｄａｉｌｙ Ｐｒｅｓｓ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Ｍａｒｃｈ ３１，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
ｒ ／ ｐａ ／ ｐｒｓ ／ ｄｐｂ ／ ２０１４ ／ ０３ ／ ２２４２１１ ｈｔｍ＃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２０１５ － ０３ － １８］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ｏｎ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ｐｈ ／ ２０１４ ／ ０４ ／ ２９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ｄｅｆｅｎｓｅ⁃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 ［２０１５ － ０３ －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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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和西沙群岛领海基线均 １７ 海里、 距越南大陆海岸 １３３ ～ １５６ 海里的中国西沙

群岛毗连区内开展钻探活动。 越南外交部 ４ 日称中方 “９８１” 平台作业位于越

南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内。 中方作业开始后， 越南持续非法强力干扰中方作

业。 对于越南的挑衅， 中方保持了高度克制并采取了必要的防范措施。 ５ 月 ７

日，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萨基 （Ｊｅｎ Ｐｓａｋｉ） 发表声明， 指责中方凭借实力单方

面在南海争议海域破坏现状， 采取挑衅行为， 加剧了紧张状态。① 针对越南方

面拟采取法律手段处理中越海上争端， 美国白宫发言人帕特里克·文特雷尔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Ｖｅｎｔｒｅｌｌ） ５ 月 ２２ 日称， 美方支持运用外交等和平方式， 包括使用仲

裁和其他国际法律机制， 管控、 解决分歧。②

无论是中菲争端还是中越争端， 美国虽号称对领土归属不持立场， 但其政

策实际上已从 “不介入、 不表态” 转变为 “全面介入和干预”， 其不负责任的

言论发出了错误信号， 助长了这些国家的冒险心理和挑衅行为， 损害了中美之

间的互信。 在东海及钓鱼岛问题上， 奥巴马政府也不顾基本历史事实， 力挺日

本。 奥巴马总统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３ 日访日前接受日本媒体书面采访时明确表示，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的适用对象。③ 王毅外长多次对克

里国务卿表示， 希望美方尊重历史事实， 尊重中方的主权权益， 客观公正地看

待有关问题， 切实做到不选边站， 以实际行动增进有关国家间的互信。

（四）网络安全

网络安全也是近年来中美关系中的突出问题。 在网络安全问题上， 中国政

府的基本立场是， 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网络黑客行为， 坚决反对通过网络窃取

商业秘密的行为； 中国政府和军队及其相关人员从不从事或参与通过网络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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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Ｊｅｎ Ｐｓａｋｉ，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Ｓｐｏｋｅｓｐｅｒｓｏｎ， “ Ｖｉｅｔｎａｍ ／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ｉｌ Ｒｉ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Ｎｅａｒ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ｃｅｌ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Ｍａｙ ７，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 ｒ ／ ｐａ ／ ｐｒｓ ／ ｐｓ ／ ２０１４ ／
０５ ／ ２２５７５０ ｈｔｍ ［２０１５ － ０１ － ０４］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Ｌｅｇ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ｓｏｌｖｅ Ｃｈｉｎａ， Ｖｉｅｔｎａｍ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Ｍａｙ ２２，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０１４ ／ ０５ ／ ２２ ／ ｕｓ⁃ｖｉｅｔｎａｍ⁃ｃｈｉｎａ⁃ｕｓａ⁃ｉｄＵＳＢＲＥＡ４Ｌ０ＱＸ
２０１４０５２２ ［２０１５ － ０３ － １８］ 
Ｋｉｒｋ Ｓｐｉｔｚｅｒ ａｎｄ Ｋｉｍ Ｈｊｅｌｍｇａａｒｄ， “ Ｏｂａｍａ Ａｒｒｉｖｅｓ ｉｎ Ｊａｐａｎ， Ｂａｃｋｓ Ｉｔｓ Ｉｓｌａｎｄ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ＵＳＡ
ＴＯＤＡＹ， Ａｐｒｉｌ ２３，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ｓａｔｏｄａｙ ｃｏｍ ／ ｓｔｏｒｙ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４ ／ ０４ ／ ２３ ／ ｏｂａｍａ⁃ｉｎ⁃
ｊａｐａｎ ／ ８０４１０２９ ／ ［２０１５ － ０３ －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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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秘密的活动。 但美国总有人不断指责中方实施黑客攻击。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９ 日， 美国司法部公开指控 ５ 名中国军方黑客入侵美国商业

公司、 核电厂及一劳工组织进行间谍活动， 以谋取商业利益。 美国司法部长埃

里克·霍尔德 （Ｅｒｉｃ Ｈｏｌｄｅｒ） 宣布以 “经济间谍” “盗窃商业机密” 等罪名起

诉 ５ 名中国军人。 当天， 崔天凯大使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鉴于美方缺乏对话

解决网络安全问题的诚意， 中方中止了中美网络工作组活动， 中美两军在该框

架下的对话交流也随之中止。

之后， 美国行政部门、 国会及公司等又多次拿网络安全问题指责中国。 比

如， 有美国网络安全公司称中国军人对西方国家实施了网络黑客攻击以协助发

展中国卫星和航天项目， 还有美网络公司称与中国政府有关的黑客组织曾攻击

美国伊拉克问题专家的电脑。 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也表示， 曾发现与中国政府

有关的网络黑客多次攻击美国航空、 科技公司和军方承包商的电脑系统以窃取

信息。 美国联邦调查局官员也声称， 中国对美从事的网络窃密活动使美企业蒙

受了大量损失。 对于美方的种种指责， 中国政府做出强烈反应， 要求美方

“反躬自省” “承认错误”， 停止抹黑中国， 停止对其他国家的网络攻击。

打击黑客攻击等网络犯罪行为， 构建和平、 安全、 开放、 合作的网络空

间， 符合各国的共同利益。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王毅部长应约与克里国务卿通

电话时强调， 中方反对一切形式的网络攻击和网络恐怖行为， 反对任何国家或

个人利用他国境内的设施对第三国发动网络攻击。① 中方愿在相互尊重、 相互

信任的基础上与国际社会就维护网络空间的和平与安全开展建设性合作。 但对

于中方提出的制定网络空间国际规范和行为准则、 由多边国际组织发挥主导作

用的倡议， 美方态度消极。

此外， 对于美军舰机频繁对华抵近侦察、 对台军售、 插手香港政治发展、

支持 “藏独” 和 “疆独” 势力等破坏中美关系的做法， 中国政府在与之进行

斗争的同时， 也从中美关系的大局出发， 进行了灵活、 务实的分歧管控。 双方

在沟通中都能坦率表达意见， 未让矛盾和冲突升级， 把其对两国关系的伤害降

到了最低限度， 确保了中美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９５１

① 《王毅 同 美 国 国 务 卿 克 里 通 电 话 》， 外 交 部 网 站，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ｍｆａ＿ ｃｈｎ ／ ｚｙｘｗ＿ ６０２２５１ ／ ｔ１２２１３８６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 ０３ － １８］。



美国蓝皮书

三　2015年中美关系展望

总的看来， 在 “务实合作” 和 “建设性管控分歧” 这一共识基础上，

２０１４ 年中美之间务实合作的领域不断扩大和深化， 在高层对话、 经贸关系、

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 军事交流、 人文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并在

众多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上保持着协调与合作。 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非常广

泛， 双方的合作全面而且深入。 合作领域远比上文论及的这些突破性进展更为

广泛。 双方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得到了妥善管控。 总结 ２０１４ 年中美关系的发

展， 有助于对 ２０１５ 年两国关系做出恰当展望。

（一）有利于中美关系发展的积极因素

（１） 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基础比较稳固。 ２０１４ 年取得的积极进展为 ２０１５

年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２０１４ 年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

对话和第五次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 奥巴马总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及第 ２５

届中美商贸联合委员会等取得的丰硕成果， 都为 ２０１５ 年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

创造了良好氛围， 也确立了具体合作领域和方向。 通过两国高层对话和各层次

对话机制， 双方互信进一步提升。 中国将继续致力于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

系， 尊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和利益； 美国也反复重申， 无意遏制或围堵中

国， 而是致力于与中国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关系。 两国在双边及国际问题上的

共识在日益扩大。

（２） 两国国内政治在 ２０１５ 年总体上会保持稳定状态， 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相对比较确定。 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划了未来 １０ 年乃至更长时间中国改革发展

的路线图， 释放出了中国将继续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的明确信息。 ２０１５ 年将

是中国持续深化各方面改革的重要一年。 国内政治稳定与改革开放事业的推

进， 将会进一步强化中国对美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 从美国方面看， 共和党

在 ２０１４ 年国会中期选举中取得参众两院多数席位。 从总体上看， 民主、 共和

两党都非常重视中美关系。 民主党掌握行政部门、 共和党控制国会参众两院的

状态可能并不会增加其国内政治影响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 过去数年里， 美国

国内政治中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是相对确定的， 这也决定了其国内政治影响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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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对华政策的限度。

（３） 应对各种新旧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的挑战， 越来越需要中美两国的

合作和努力。 在朝核问题与半岛稳定、 伊核问题谈判、 叙利亚问题、 “伊斯兰

国” 组织的威胁、 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上， 都需要两国进一步协调和合作。 应

对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 全球减贫与发展、 抗击 “埃博拉” 病毒等非传统安

全问题也都需要加强两国合作。

所有这些因素决定了中美关系是一种合作框架下的关系， 双方既有合作的

需要， 也有合作的愿望。

（二）可能破坏中美关系的消极因素

２０１５ 年中美关系具备继续向好的前景， 但同时也需认识到， 中美关系越

发展、 越密切， 也就越容易产生分歧和冲突。 因此需要更理性地认识两国间的

分歧， 更谨慎地管控各种可能破坏两国关系的消极因素。 这些消极因素大致可

分为三类。

（１） 与双方国内政治及相关政策有关但又能够产生国际影响的议题。 比

如， 人民币汇率、 劳工政策、 知识产权问题、 网络安全、 人权问题、 西藏和新

疆问题、 出口管制等议题， 都是长期存在且短期内可能难以解决的问题。 两国

在这些议题上的分歧将会延续。

（２） 第三方因素的影响。 第三方因素经常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消极因素。

日本、 菲律宾、 越南等国与中国的海洋主权争端在近年已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

重要第三方因素。 这些争端涉及中国领土主权权益和美国所谓在亚太地区的信

誉等问题， 妥善管控这些问题对于维护和发展中美关系意义重大。

（３） 舆论与社会氛围。 在中美两国社会内部都存在一些对中美关系持怀

疑或消极看法的舆论和社会氛围。 这种氛围非朝夕间形成， 也不可能在朝夕间

逆转， 它与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密切相关。 美国经常有人发出 “遏制”

和防范中国或宣扬 “中国威胁” 的论调， 中国也常有学者或其他拥有重要话

语权的精英人士表达对美国对华战略意图的疑虑。 中美两国内部的这些声音虽

都不是主流， 也不足以撼动中美关系发展的大局， 但确实都不利于塑造中美关

系发展的良好氛围。

中美关系的复杂性， 最关键地体现在两国之间存在的各种分歧， 以及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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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可能影响两国关系的消极因素的管控。 总体而言， 中美之间的分歧是合作框

架下的分歧， 合作是两国关系的主流。 只要双方继续本着 “深化务实合作、

妥善管控分歧” 的精神积极作为， 加强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对话， 在具体问

题上开展扎实合作， 累积互信， 求同化异， 促进相互理解和尊重， 两国关系在

２０１５ 年必定能够取得更积极的进展。

（审读　 袁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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