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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时任美国副总统的乔·拜登与习近平在加州会面。（图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盼拜登妥善掌握对华政策
引子
拜登入主白宫已成定论，川普的胡搅蛮缠已进尾

声。拜登执政后如何处理美中关系是他在国际外交领域
里一个重要课题。他显然不会走川普全力打压中国的旧
路，但他以美国国家利益和世界大局为重，一定要制定
一套稳定持久的对华政策。近来美中两国关注美中问题
的专家智库都就此议题发表了意见。中方发言者有清华
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莹和中央党史研究室原
副主任张百家等。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0年年会于11月
13日在线上召开，美方有前外交界和财政界高官及著名
企业家和学者发言，主张中美要稳定竞争，彼此尊重，
加强沟通和争取双赢。美国倾向民主党立场的《库布鲁
金斯》学会也刚发表了《美国未来对华政策——对拜
登政府的建议》，有17点具体主张。主要构思是加强合
作，掌控分歧，中国是美国战略竞争对手，而非敌人。
我参阅了这两组发言，愿就拜登对华政策一抒己见。

基本大局：有三个要点，现分述如下
一、中美两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当前政治制度有很

大不同。这个差异会持续存在。此现象是时代的产物，
并不注定要彼此厮杀，一决生死，而这个背景对美中互
动有定位，有牵制。

二、中国当前的体制和最大需求是取得国内的安
定，在经济民生方面不断发展，立局东亚，展望世界。
中国没有必要、能力和意图要在国际上取代美国老大的
地位。中国的硬软实力都和美国差距仍大，中美基本利
益有许多互补互利之处，合作面宽，敌对面小。所以美
国面对中国不应产生危机感和压迫感。两国要相互善
处，这是大方向。

三、美国要认清世局的基本变化。二次世界大战
后，由美苏领导两营对立的局面，和美国独霸，风骚全
球近一世纪的光采都不复存在。如今我们面临的是多元
化的世局，拥有实力的区域联盟兴起，欧盟在欧洲，东
南亚联盟在亚洲。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已显著下滑。要
维持美国利益就要和区域联盟打交道，讲合作，并承认
中国是亚洲重镇之地，以协商、协调和协作为互动主
轴。

美中交往：以下领域需要美国思量和行动
一、经贸往还：川普在经贸领域里对中国出手重，

增高税，逼购买，断往来。这一处方不为拜登全盘采
纳，要加以调整。降税是优先考虑之一。美国希望中国
市场对美国更开放，中国不偏袒国企等，是合理的期
盼。中国也需要有关整顿，更好地融入世界潮流。中美
产品互补之处也多，应各施所长，集中生产，进行外贸
交流。中国正在努力执行第一轮中美经贸协议的内涵
（在面临疫情重大打击的情况下）。拜登上任后进入

第二轮协议，双方要从长计议，达到互补互利的条款。
东南亚15国刚刚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PCEP），中国运作力大增。

二、国际合作：拜登上任后第一任务是处理疫情和
经济复苏。这也是和中国配合经营的重要领域。如今美
国疫情严重上扬，死亡者逾25万人，感染者近1200万。
川普已束手就擒，拜登要收拾烂摊。美国要和中国合
作，在疫情处理和疫苗派发方面交换经验，齐步前行，
不要浪费时间和精力，去“追寻疫源，严惩中国”。

和中国合作的其他领域是气候变暖（拜登示意要重
返巴黎气候协议，在压缩碳排放方面也要和中国做好榜
样），朝鲜问题（美中协手压制北朝鲜暴君金三胖，走
上朝鲜半岛无核化），反恐行动（两国协手对以种族仇
恨为借口而危及全球的恐怖袭击加以防范），军备竞争
（新型武器的竞争和发展仍在继续，这浪费资源，制造
紧张，无一可取。美中要联手号召各国刹车改向）。

三、人员交流：美国以往是华人国际旅行的首选
之国，出于疫情和美中交恶，如今已迹近止步。疫情过
后，要大力提倡和恢复旅游。文艺演出也要全力推动。
民间接触有百益而无一害。

在人员交流领域里另一重要项目是改变美国“锁
门”现策，这对中国留美科技领域者是拒绝防范，偏
见敌视。据美国可靠调查显示，近30年来中国旅美进修
者约80%留在美国，对美国科技发展做出卓越贡献，这
增强了美国的繁荣和国力，也有益于美国科技交流的推

进。正所谓，“科技是没有国家界限”的，科技的成就
可惠及全球。

四、人权港台：美国应该继续关心中国大陆人权的
维护和港台的走向。就事论事，要提醒和鼓励大陆关怀
民心，注重人权。港台两地没有独立门户的可能，美国
官方处理港台事物不要过份操作，于事无补。例如，以
高官访台和售台军备表示支撑台湾是惠而不实，无助于
台湾的防护和美中关系的加固。台湾注重内部建设，推
进两党轮替的民主政治方是台湾自强自保的唯一有效途
径。

五、大使返任：美国现任驻华大使特里·布兰斯塔
德在四年任期未满之前被川普回召返美，一说是，要协
助川普竞选连任，另一说是川普借此向中国表态。但无
论如何，美国驻华大使空悬至今不是常态。拜登上任后
应立即派遣一位适当的人选到北京就任美国驻华大使之
职。若能找到一位了解和友善中国的“中国通”高手，
就最好了。

以上是我对拜登施政的几点期盼。在世局动荡和疫
情蔓延的大环境下，中国防疫有方是一大成就。但中国
仍要处理许多内外交迫的问题。中国似应着重于收拾民
心，以民为念；改善民生，安居乐业和推行民主，改革
体制三个方面。

正所谓：
中国要康乐富强，不寻求威震八方。
美中应努力修好，造时势做出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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