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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中 互 动  走 向 如 何

引子：由美国拜登总统建议召开的拜习视频会已
于2021年11月16日上午中国时间召开，两国元首倾谈了
彼此的利益观点和相互的期盼。这缓解了近来双方的对
峙，将互斗降温。此举是美中关系发展迈上正途的第一
步。而12月6日白宫宣布外交抵制明年二月在北京举办的
冬奥会，美中关系又生一变。那么，今后美中互动的走
向会如何呢？我以美方论述、中方立场和理想走向三节
一抒己见。

一、美方论述
《华盛顿邮报》11月16日社论说，美总统拜登和中

国主席习近平于11月15日晚（美东时间）进行视频会谈
三个半小时。拜说，“肩负美中两国元首的责任，我们
要保证双方之间的竞争，不要在有意或无意之下变成冲
突。我们要维持简单、直截了当的竞争。建立共识的护
栏，理清分歧，进行合作”。

习可能认为，平稳国际局势、改善中美气氛是有益
的。这可促进经济复苏，便于明年二月在北京召开冬奥
会，他也可顺利实现在明年11月后继续5年执政中国。

针对中国在多方面展开的凌霸行为，美国不能放松
警惕要和盟拜联手处理。

《外交政策》刊物撰文说：会谈没有重大突破。但
双方同意要管控分歧，缓解在台湾、贸易和亚太地区的
紧张情势。旁观者认为，“双方的会谈是彼此尊重、直
接和坦率的。”拜登陈述了美国的基本利益和价值观。
双方也论及在国际健康安全和气候变化领域里展开合
作。美国“一中政策”不变，也反对中国单方面行动改
变台湾现状。

美中元首会谈时双方都有要员列席旁听。美国有
国务卿布林肯、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财政部部长耶伦
等。中方出现的要员有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中共外交工
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和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纽约时报》11月17日头版头条新闻分析的标题
是，“拜习会谈调解紧张。”文内说，在美中关系危险
下滑之际，美中元首会谈没有产生重大突破。然而，两
人力图避免将两国多方面的争议恶化为更广泛的冲突。
拜登认为，美中之间有多方面的强烈竞争，但不会产生
致命的对抗。他们会谈若可促成局势缓和，就是外交的
成功了。

在缺乏互信的情况下要平稳双方关系，两国元首
都已各尽其言，但关键是双方要坐而言起而行，调整政
策，改变方向。

会谈后没有发表“联合公报”和列举合作方案。但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9月拜、习通话后，中美关系有所
好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国外长王毅在G-20首脑峰
会里彼此交谈，其后又多次通话。美中两国气候特使克
里和谢振华在十月份联合国气候大会里宣布美中携手合
作。北京也赞扬二战时美国飞虎队援华抗日的义举。中
驻美大使秦刚说，飞虎队的事迹是中美人民以生命和鲜

血凝铸了双方深厚的友谊，此
一友谊要继续下去。

11月16日，美国白宫发表
简报说，拜登总统于11月15日
和中国习近平主席举行了视频
会谈，讨论了两国间的复杂关
系和负责任地管控竞争的重要
性。两元首论及双方利益和要
务的结合与分歧所在。

拜登总统关心中国在新
疆、西藏、香港和台湾的行
动，在经贸领域里有不公平的
措施，在亚太地区保持自由和
开放的重要性，也包括要维持
台湾的现状。

双方要进行竞争而不走
向冲突，双方要保持信息的沟
通，畅行无阻，在全球健康安
全和气候变化的领域里要携手
共进，造福人类。

他们也论及地区性的挑
战所在：北朝鲜、阿富汗和伊
朗。这一切关心问题双方以后
要继续讨论。

二、中方立场
习主席在会谈里称，拜登是“老朋友”，以示友

好。他提出中美相处的三原则是，相互尊重，和平共
处，合作共赢。又说，中美两国是两艘在大海中航行的
巨轮，我们要把稳舵，使中美两艘巨轮迎着风浪共同前
行，不偏航，不失速，更不能相撞。中美两国要展现大
国风范，平等互利，发挥能量，共同合作。

习主席在会谈中也底气十足地提醒说，进行新冷
战，提高意识形态划线，阵营分割，集团对抗，将给世
界带来祸害，玩火者终必自焚！

《中国新华社》11月17日发布新闻：“中美元首视
频会向世界释放积极信号。”香港《亚洲周刊》11月22
日刊载两文评论拜习视频会谈。其一的标题是：“中美
互动分析未来全球局势”，结论是：“美中冷战并非不
能避免。两国共荣共存，可为人类建立更好的未来。”
周刊另一文标题是：“习拜会斗而不破的信息”，信息
是：“习近平呼吁健康积极的中美关系，拜登要确保两
国竞争不走向冲突。”

综合以上中方的论述，结论是：“审慎乐观，有后
望焉；目标明确，任重道远。”

 
三、理想走向
拜习会谈是美中两国元首意在改善两国关系的及时

之举。但意愿要加以实践，理想要付之行动。美中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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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想走向是如何呢？我就此分两小节加以申诉。其
一是，高瞻远瞩，造福人类。另一是，求同存异，顺
其自然。

高瞻远瞩，造福人类：11月14日《纽约时报》
一议论文的标题是：“拜登的世界观究竟如何。”论
文寓意深远地指出，拯救地球和维护万物生存是世界
要务里的重中之重。国与国之间的勾心斗角都是相对
次要的。一旦气候变化施虐得逞，全球温度上涨，海
拔升高，狂风暴雨，涝干极端，全球已不适合人类居
住，美国制服了中国，中国取代了美国，又有何用？

因而世界上各个国家，美中两国据其首位，要全
力以赴，努力竞争的是，争先恐后为其人民提供最安
全、最清洁的生活环境，迅速建立和使用清洁能源和
相关技术，为民造福。也要尽力帮助贫弱国家改善其
基本建设，减低其污染排放，增加其人民福利。

近来美国国会通过了拜登总统提出的总值逾三万
亿美元的“基础建设”和“更好重建”方案，就正是
计划长远，要逐步改进美国的基础建设，增加就业岗
位，便利经济发展，加固社会保障，加强医疗保健，
提供幼儿免费教育和应付气候变化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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