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俄
、

中法双边关系的现状来理解其含

义
,

而不能机械地对比这几对关系在词

义上的差别
。

中美两国宣布将要建立面

向 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
,

有利

于两国之间逐步消除敌意
,

避免对抗
。

美

国政府通过联合声明
,

事实上承诺了不

因人权等问题上的分歧而寻求同中国的

冲突
,

客观上对美国国内那种
“

美中冲突

即将到来
”

和
“

必须遏制中国
”

的论调是

一个打击
。

中美努力建立高层次的
、

全方

位的对话与合作机制
,

对国际上某些附

和
“

中国威胁论
” 、

企图借重美国以打击

中国的势力
,

也是一个牵制
。

中国通过睦

邻外交
,

通过同发展中国家广交朋友
,

同

欧洲
、

俄罗斯
、

日本加强合作
,

已经大大

改善了自己的国际环境
。

中美关系趋向

稳定
,

不会损害中国 同其他国家的关系
,

而 只是使中国外交更加游刃有余
,

国际

地位进一步提高
。

关于台湾问题

《中美联合声明》虽然只有一段话 址一一
、

提到台湾问题
,

重申了为人们所熟知的

各自立场
,

但江泽民主席访美后中美关系所取得的进

展
,

对于海峡两岸关系的前景必然产生影响
。

在历史

上
,

中美关系同两岸关系的互动出现过四种情况
。

第

一种是当中美关系处于对抗状态或恶化时
,

利用
“

台

湾牌
”

来遏制中国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一部分或重要

的战略考虑
。

这时的两岸关系也必然处 于对抗或恶

化
。

第二种是
“

台独
”

势力和 国际上支持
“

台独
”

的

力量利用中美矛盾
,

企图推进
“

两个中国
”

或者
“

一

中一台
”

的目标
。

在中美矛盾激化和
“

中国威胁论
”

上升时
, “

台独
”

倾向也同时发展
。

第三种是台海两

岸关系发展后
,

台湾问题对于中美关系的阻滞作用减

弱
。

第四种是中美之间达成战略谅解及合作框架
,

美

国将台湾问题置于中美战略全局和亚太地区稳定的框

架中来处理
,

两岸关系趋于缓和
, “

台独
”

势力不得

不有所收敛
。

现在中美关系的发展
,

显然有利于实现

第四种局面
。

而当中美关系改善后
,

两岸实现
“

一个

中国
”

的政治对话的时机也会逐渐成熟
。

当然
,

我们对于台湾
、

人权等问题对中美合作的

干扰
,

必须要有足够的估计
。

中美两国在国家利益
、

战略目标
、

社会制度和价值观方面的分歧是全面而深

刻的
,

因而摩擦不断
、

关系时起时伏的局面
,

仍然是

双边关系的主要特点
。

我们所期待的
,

只是未来的中

美关系能够避免大起大落
,

朝着健康稳定的方向逐步

前进
。

中美两国政府冲破重重

阻力
,

终于使两国领导 人在

华盛顿进行了首脑会晤
,

为

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奠定了基

础
。

双方不仅在战略层面上

确立了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

略伙伴关系的目标
,

达成了

高层对话和磋商机制
,

而且

还在一些长期困扰双边关系

的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一定的

共识
。

自冷战结束以来
,

中美

关系中的四大矛盾是人权问

题
、

台湾间题
、

武器扩散和贸

易不平衡
。

此次中美首脑会

谈取得的最为一致的共识是

经贸合作
。
为了减少贸易不

平衡
,

中美签订了一项中国

购买 架波音飞机
、

价值

亿美元的意向书
。

中国还

表示要尽早加入 《信息技术

协议》的意向和继续实质性

降低关税
。

美国表示愿加快

现代国际关研系究所研究员阎学通

启器鳗向黝篡黝窦粼

重大分歧影的响力下降
。

在战略层面上确立了目标

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
。

现在东南亚的金

融危机已经波及香港和美国
,

香港和纽约股市曾分别

下跌 和 多点
,

华尔街的股票交易所 自 年

以来首次强制中止交易
。

为了稳定亚洲经济形势
,

中

美决定设立由中国朱铭基副总理和美国财政部长鲁宾

为核心的对话框架
。

这次首脑会谈最突出的共识是防止武器扩散
。

中

美双方同意共同促使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尽早生

效
,

早日开始禁止生产裂变材料公约的谈判
,

加强对核

技术出 口的控制
,

就执行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的问题

加强合作与监督
,

双方重申对 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

度》的承诺
。

美国决定解除对中国的部分核技术禁运
,

执行 年缔结的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议
。

部分

解除对中国高技术禁运
,

不仅有助于促进中美今后在

武器扩散方面的合作
,

而且有助于减少中国对美贸易

赤字
。

中国对美国高技术的市场需求十分巨大
,

仅放

开核电站技术一项就可以为美国争取到数百亿美元的

市场
。

中国目前只有 个核电站
,

而到 年中国将

至少需要 个核电站
。

在台湾问题上
,

中美维持了墓本共识
。

中国强调

格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有关处理台湾间题的原则
,

美国重申了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并表示要遵守三个联

合公报的原则
。

虽然中美没有在如何理解三个联合公

报原则方面取得更为深入的共识
,

但能就遵守三个联



合公报原则达成一致就有利于减少台湾间

题给中美关系制造太多的麻烦
。

遵守三个

联合公报的原则是中美进行军事交流与合

作的前提
,

正是双方都接受了这个前提
,

中

美才达成了加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的

协议
。

这种军事安全合作协议虽不是针对

台湾间题的
,

但这种军事合作能减少台湾

分离主义分子对美国军事支持的期盼
,

也

有助于台湾民众正确认识台湾
“

独立
”

可能

导致的灾难性后果
。

台湾分离主义活动的

收敛
,

则有助于促使台湾当局与大陆进行

政治谈判
,

同时也有助于中美避免因台湾

问题进行军事对抗
。

这次中美首脑会谈在人权问题上还存

在分歧
,

中美两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多次

表达各自的人权立场和观点
。

尽管《中美联合声明 同

意双方在政府和非政府级别上进行人权对话
,

但人权

问题影响中美关系的发展将是长期的
。

一是人权问题

涉及两国内政的许多方面
,

双方都坚持 自己的人权政

策 二是东西方两种不同传统文化对中美人权观念的

影响是深刻的
,

难以改变 三是两国在人权问题上的斗

争已经进行了八年
,

短期内难以弥合已有的裂痕
。

不

过
,

由于中美之间有了战略稳定的机制
,

因此人权分歧

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力将呈下降趋势
。

此次中美首脑会谈为稳定中美关系奠定了基础
,

江主席参观休斯公司
。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必然稳定地改善
。

中美关系

在战略层面得到了稳定
,

但在具体间题上还会发生分

歧和摩擦
。

美国一些意识形态主义者从冷战思维出发

仍把中国视为威胁
,

还会制造各种舆论阻碍中美之间

的合作 中美在人权间题上的分歧也难以在短期内消

除
,

仍不可避免地影响双边关系的改善 台湾分离主义

势力更不会轻易放弃在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活动
,

这

仍会影响中美关系的改善
。

总之
,

中美关系走向稳定和

改善的大门已经打开
,

要使双边关系得到全面改善
、

双

边合作深入开展
,

还需要中美双方共同的不懈努力
。

▲

外文部发言人答问 抖

年 月 日

架
。

双方表示
,

将进一步加强平等互

利的经贸关系
,

扩大在环保
、

能源
、

科

技
、

法律
、

教育和文化等领域的交流

与合作
。

此访还为中美在维护世界和

平与稳定
,

促进全球经济增长
,

推进

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等方面的合作提

供了良好的框架和坚实的基础
。

问 你对江泽民主席此次访美成果有何评价

答 刚刚结束的江泽民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间
,

是 年来中国国家元首对美国的第一次访问
。

这次

访问
,

是中美关系结束过去几年来的波折起伏
,

开辟

新的未来的重要标志
。

江主席此次访美非常成功
,

达到了增进了解
、

扩

大共识
、

发展合作
、

共创未来的 目的
,

取得了积极的

建设性的成果
。

两国领导人对两国关系的前景和 应实现的目

标
,

即努力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
,

达成了共识
,

这是最重要的成果
。

两国制定了如何保持和加强中

美间高层接触和 各领域
、

各层次交往的机制和框

美方重 申坚持
“

一个中国
”

的政策
,

按照三个联

合公报的原则来处理台湾问题
,

这对于妥善处理台

湾问题具有积极意义
。

双方赞成
,

应按照柑互尊重
、

互不干涉内政
、

平

等互利
、

求同存异等原则处理两国关系
,

妥善处理双

方存在的分歧
。

江泽民主席还广泛接触了美国各界
、

各阶层人

士
,

并与美国国会进行了建设性交流
,

对巩固两国关

系
、

加深两国相互理解具有重要意义
。

江主席的访间使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

发展阶段
,

将推动中美关系继续朝着健康
、

稳定的方

向发展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