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布什政府对华新战略与中国对美新战略初探

布什政府对华新

战略与中 国对关

新战略初探

. 倪世雄 庄建中

布什政府上台之后
,

特别是
“
9

·

1 1
”

事件后
,

美国全球战

略关注的优先次序有了新的调整
,

美国的对华
、

对台战略思想

和政策也出现了不少新的变化
。

在新形势下
,

中国的对美战略

思想也有部分调整
。

中美关系从此进人了一个新的调整发展阶

段
。

研究新的战略环境
、

发现新的战略思维
、

看准新的战略动

向
、

及时调整战略思想
,

对今后中美关系的健康
、

长期稳定发

展有着十分巨大的战略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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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布什政府全球战略思想及其

在
‘

,9
·

11
”

事件后的调整

布什这一班人马是带着新现实主义的理念上台的
,

其全球

战略思想是建立美国的绝对权威地位
。

保持美国这种全球至尊

地位的大战略把美国自己看作是超过和凌驾于世界上任何一个

国家的圣主
,

自然不希望有一个对手与其抗衡
。

这样
,

阻止任

何其他国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成为美国的竞争者
,

就成为其首

要的战略关注
。

根据这一战略思想
,

中国自然就成为美国的战略对手
。

因

为
,

前苏联在冷战中失败
,

新的俄罗斯还不可能成为美国的综

合国力的竞争对手
。

而未来的中国在 巧 至 20 年后
,

其综合国

力有可能达到或超过美国的水平
,

加上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意

识形态
,

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就可能成为美国称霸全球的障碍
。

因此
,

布什上台伊始就把克林顿政府对中国
“

战略伙伴
”

的定

位改为
“

战略竞争者
” 。

当时
,

正在拟订中的马歇尔报告采纳

了这种战略
。

2001 年 4 月 1 日的撞机事件
,

印证了这一构想
。

布什政府随即在对台出售武器以及建立导弹防御系统等一系列

的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
。

与此同时
,

美国的军事战略也在酝酿着新的调整
。

军事战

略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

美国的军事优势是维

持其霸权地位的重要条件和保证
。

布什政府上台伊始
,

就声称

要使美军成为世界上训练最好
、

装备最精良的部队
。

布什批评

克林顿当政期间美军的战备水平下降
,

下决心要重振昔 日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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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

布什政府上台初期
,

其军事战略调整的重点主要在两个方

面
:
一是在核战略上

。

由核威慑战略转向追求防御和进攻兼备

的绝对安全的战略
,

具体表现为尽快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 ;

二是把军事战略的关注点从欧洲转向亚洲
。

在亚洲
,

重点是在

东北亚地区
,

尤其把中国作为防范的对象
。

四年一度的
“

防务

审查报告
”

正在紧锣密鼓地策划新的军事防务战略
。

就在这时
,

发生了震惊世界的
“
9

·

1 1
”

事件
。 “

9
·

1 1
”

事

件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大悲剧
,

它对美国产生了巨大的战略震

撼
,

充分暴露了美国本土在恐怖袭击面前的脆弱性
,

也暴露了

布什政府上台初期在战略对手的设想和战略准备上存在的严重

问题
,

即过多地把战略威胁的注意对象放在海外
,

尤其是把中

国作为战略对手
。

然而
,

美国对这样的战略错误并未作出认真的战略反思
,

“
9

·

1 1
”

事件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国想称霸全球的战略目标
。

相反
,

美国政府利用这个战略机遇
,

进一步巩固和扩张它在全

球的战略优势地位
。

布什政府利用反恐
,

大大增加了军费
,

数

额高达 38 00 亿美元
,

是二十年来最大的增长 ; 进一步扩大了

它在全球的军事存在
, “

9
·

1 1
”

事件后美国在全球的军力部署

增加了 20 % ; 在没有多少阻力的情况下正式退出 A BM 反导条

约 ; 建立反恐联盟
,

在中亚
、

南亚和东南亚建立了新的军事基

地集结地
。

尤其是布什政府在反恐中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国内外

的威信
,

使其单极化优势更加明显
,

单边主义更加突出
。

不过
,

由于反恐战争的需要
,

美国全球战略关注的优先次

序却有了新的调整
。

这种调整表现为
:

1
.

把恐怖分子作为当前的首要威胁
,

把本土防御放在最

优先的位置上
。

美设置了本土防御司令部
—

北方司令部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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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里也有一个负责本土防御的部长级成员
。

2
.

全力以赴开展反恐军事行动
。

第一阶段主要是在阿富

汗打击
“

基地组织
” ,

追捕
“
9

·

11
”

事件主犯本
·

拉登
。

3
.

加紧进行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试验
。

虽然美国国内在
“
9

·

n
”

事件后对建立国家导弹系统有正反两种不同的声音
,

但从总体上来说
,

支持者多于反对者
。

现在
,

布什政府由于正

式退出反导条约
,

加上与俄罗斯达成了削减战略导弹的协议
,

在发展导弹防御计划上 已无羁绊
,

正在积极加紧建立反导系

统
。

4
.

当前美国的战略重点首先是反恐 ; 第二是与反恐有密

切联系的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
。

因为布什政府认为
,

恐怖分子若是拥有了大规模杀伤性的武器
,

其对美国的危害会

更大
。

所以
,

布什把其第二阶段的反恐 目标定为打击由伊拉

克
、

伊朗和朝鲜结成的
“

邪恶轴心
” 。

美国将有权采取
“

先发

制人
”

的行动
,

其逻辑是
,

谁对美国构成威胁
,

就对谁先采取

行动
。

布什政府正计划把反恐战争引人新阶段
,

实现其从冷战

时的遏制和威慑战略向先发制人战略的突破性转变
。

5
.

美国的第三个战略重点是恢复美国经济
。 “

9
·

1 1
”

事件

虽然没有打垮美国经济
,

但它却使美国经济受到重大的损失
。

“
9

·

1 1
”

事件后
,

许多公司减产裁员
,

加上美国的减税和增加

军费
,

使克林顿时期辛苦经营的国库盈余又变成了赤字
。

另

外
,

由于周期性的经济发展规律
,

美国经济正逐渐萧条衰退
。

因此
,

布什政府不得不付出很大精力来恢复美国经济
。

6
.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关注正在后移
。

由于反恐战争的需

要
,

加上这一需要不只是一年半载
,

而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

美

国对中国的战略关注从首当其冲转为后排 (Fro m fro nt bu m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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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ac k burn er )
。

目前由于巴以冲突的失控影响了美国在中东

的战略利益和攻打伊拉克的准备
,

美国不得不花较多的精力于

中东
,

对其他外交事务暂无力给予更多的关注
。

虽然
,

美国战

略界有人仍把中国作为潜在的对手
,

但目前美国已无力进行这

样的战略调整
。

因此
,

稳定中美关系仍是美对华战略的主流思

想
。

布什政府的这些战略关注的变化还有其内在的动因
。

布什

政府要把整个国家立于反恐这一战争基点上 (on ~ foo ti ng )
。

这当然首先是有必要
,

因为美国至今对自己的安全环境还没有

把握
,

很担心再度遭袭击
。

但同时
,

布什政府觉得机不可失
,

时不再来
。

所以
,

它要有意使一切不再依旧如故
,

这样既能维

持很高的个人威望
,

又能凝聚民心
,

获得两党支持
,

为连任创

造条件
。

这样看来
,

布什政府在
“
9

·

1 1
”

事件之后的战略调

整
,

决非权宜之计
,

而要持续相当一段时期
。

二
、

布什政府对华战略的新调整

布什政府在调整其全球战略的同时
,

也对对华战略作了相

应的调整
。

1
.

布什政府还未对整个对华战略作深入的评估
,

目前尚

无统一的对华战略

布什政府上台一年多来
,

头半年遇上撞机事件
,

半年后又

遇上
“
9

·

n
”

事件
,

因此无暇对整个对华战略作深人的评估
。

所以至今没有一个
“

中国政策评估
”

的文件出笼 (美国有了朝

鲜政策评估
,

核态势评估等文件 )
。

现在
,

美国务院有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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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华政策
,

国防部有国防部的对华政策
,

政府内有各种声

音
。

至今
,

布什政策尚未对对华政策作全面评估
,

凝聚共识
,

并形成统一的对华战略
。

2
.

总的来说
,

布什政府仍延续了对华的接触战略

布什政府在 2001 年上半年与中国进行一番较量之后
,

发

现中国仍然很重要
,

发现与中国进行战略对抗
,

把中国称作
“

战略竞争者
”

不太合适
。

于是在半年之后
,

就放弃了这个 口

号
,

到了 2001 年 7 月底
,

鲍威尔来华访问时就提出建立
“

建

设性
、

合作性
”

的中美关 系
,

到了布什参加 APE C 会议和

20 02 年 2 月底访华时
,

就正式提出中美关系的三个 C : “

坦率

的
、

建设性和合作性的
”

(
。a n did

,

co n s t r u etiv e a n d coo
p e ra tiv e

)

这个定位
,

其基本上体现了对华战略的接触方面
,

同时也不隐

晦分歧方面
。

鲍威尔在解释这三个
“

C
’

时
,

一再申明
,

美国

在可以与中国合作的地方一定会以建设性的态度进行合作
,

而

在有分歧的地方开诚布公地
、

坦率地进行讨论
。

尽管五角大楼的强硬派对中国的看法已经固定化
,

但主导

政策的是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
。

国防部可以制定自己的政

策
,

最终要由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
。

赖斯虽然不是中国问题专

家
,

但她很愿意了解中国的情况
,

期望与中国搞好关系
。

所以

总的 未说是接触派占上风
。

3
.

美国仍然重视与中国的关 系
,

坚持
“一个中国

”

的原

则和
“

三个联合公报
”

的基本精神

虽然布什政府在上台初期曾经想突出日本的重要性
,

降低

中国的重要性
,

但实际上这是做不到的
。

布什在
“
9

·

1 1
”

事件

刚刚发生不久
,

毅然决定来上海参加 APEC 会议
,

后来又亲自

决定在四个月内的第二次访华
,

都说明他本人十分重视中美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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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

这二次访华和这次胡锦涛副主席访美
,

美国政府都强调坚

持
“

一个中国
”

的原则和
“

三个联合公报
”

的基本精神
,

看

来
,

这一点是比较肯定的
。

因为正如一些美国领导人所说
,

这样做符合美国的利益
,

而且这一政策是历届领导人都坚持

的
。

4
.

美国政府对华战略调整的基本思路和做法

综观一年多来美国对华所作所为
,

人们可 以看出布什政府

在对华政策上还是作了相当大的调整
。

有些调整是象征性的
,

有些是实质性的
。

首先
,

布什政府要显示与克林顿政府的不同
。

布什政府认为
:
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太软

,

克林顿政府

在中国的压力面前退让太多
,

克林顿政府通过与中国接触来改

变中国的想法太天真
,

克林顿政府与中国的军事交流并未取得

应有的效果
,

反而有损于美国的利益
。

于是
,

布什政府决定反其道而行之
,

在对华政策上作了如

下的调整
:

(l) 在反恐问题上布什政府的基本思路是先搞好与盟国的

关系
,

然后再发展与朋友和伙伴的关系
。

中国是美国的朋友
,

但不是盟友
。

在反恐斗争中
,

盟友不招自来
,

中国虽然能与美

国合作
,

但中国的目标与美国不尽相同
。

中国不可能提供与盟

友一样多的支持
,

而且有很大保留
。

反恐为中美关系的改善提

供了机遇
,

但两国不可能站在同一条军事战线上
。

(2) 在执行
“

一个中国
”

的原则和坚持
“

三个联合公报
”

的基本精神上
,

美方有自己的解释
。

美国政府认为
“

三个联合

公报
”

和
“

一个中国
”

原则都是一般性的声明
,

比较原则和抽

象
,

美方可以有自己的解释
。

在处理与台湾的关系上
,

从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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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就有
“

与台湾关系法
” ,

以后在签署
“

八一七
”

公报

时
,

又有
“

六个承诺
” ,

在与台湾领导人打交道时
,

有 1 994 年

的移民法修正案
,

这些法律规定得比较仔细
、

具体
。

美国在与

中国打交道时
,

按这些法律文件办事
,

并不违反
“

一个中国
”

的原则和
“

三个联合公报
”

的基本精神
。

美国当时为会见台湾

领导人做的许多具体的自我束缚的规定都应该统统废除
。

(3) 美国在与中国接触交往
,

与中国进行反恐合作时
,

不

把台湾问题作为交换的条件
。

从反恐斗争一开始
,

美国就声明中国在反恐问题上可以与

美国合作
,

但美国并不改变对台湾的政策
。

反恐归反恐
,

台湾

问题是另一回事
。

美国不在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反应
。

(4 ) 美国虽然希望在反恐问题上与中国合作
,

暂时不与中

国为敌
,

但从长远来看仍把中国作为防范的对象
。

美国领导人一再声称
,

当前美国的战略关注的确是在反恐

上
, ‘

,9
·

n
”

事件可以把中美的合作带到很远的将来
。

现在美

国的对华战略包括三个方面
:
第一

,

是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

合作
,

与中国交往接触
,

把中国融人国际社会 ; 第二
,

在每 日

的日常事务中按三个公报和美国的利益与中国打交道 ; 第兰
,

美国对华的长远战略目标是在 10 年到 15 年的时间内不使中国

成为美国的战略对手
。

美国的核政策审查报告就暴露了美国的

战略意图
。

(5) 由于美对华战略的调整
,

近期来中美关系出现了进两

步退一步的波动
。

一年多来
,

中美关系的发展 曲折起伏经历了 四个时期
。

200 1 年上半年恶化
,

年中缓和
, “

9
·

1 1
”

后明显好转
,

2 00 2 年

布什访华后又倒退一步
。

这一经历说明了中美之间有合作交汇

一 2 6 一



布什政府对华新战略与中国对美新战略初探

之处
,

也有分歧冲突的地方
。

与过去的历史一样
,

中美关系的

曲线是来回波动的
。

但总的说来
,

中美关系还是向前发展的
,

胡锦涛副主席的成功访美说明了这一点
。

中美关系的一些波动

是正常范围内的起伏
。

三
、

布什政府对台战略的

新变化和美台关系

(一) 布什政府上台后
,

对美国一贯执行的美中
、

美台双

轨政策作了适当的调整
,

出现了对台的倾斜

现在
,

布什政府对 台的看法已经形成了三个共识
: 1

.

布

什政府认为台湾是民主社会
。

因此
,

对台湾民主要有更大的尊

重 ; 2
.

过去中国对台湾过于强硬
,

对台湾限制太多 ; 3
.

克林

顿政府在两岸关系上太软弱
,

本届政府要反其道而行之
。

基于以上三个共识
,

布什政府在其对台战略上出现了一系

列的新变化
。

(二) 布什政府处理对台事务的新做法

1
.

在对待台湾领导人的待遇上
,

强调
“

尊严
” 。

布什政府

认为
:
陈水扁是民选的总统

,

按照 1994 年有关移民法的修改
,

美国政府不能拒绝给他出以私人身份来美的签证
,

如陈水扁过

境或以私人访问所受的待遇不及阿拉法特
,

那么从
“

尊严
”

上

讲是不合情理的
。

但美政府对陈水扁来华盛顿仍持反对态度
。

2
.

在外交上
,

努力为台湾争取更大的
“

国际空间
” 。

美国

政府将支持台湾以某种名义加人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
。

3
.

在军事上
,

加强美台军事合作
。

布什政府认为
: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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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台军售的目的是很清楚的
,

就是为了台海地区的安全
,

保持

海峡两岸的军事平衡
,

使大陆动武成为不可能 ; 布什政府还认

为
:
发展美台军事关系是为J’堵助台军改革旧体制

,

提高作战

效率
,

并影响台军的改革
。

布什政府的目标是提升美台军事关系
,

但不直接参加联合

训练和联合军事演习
。

只要不达到与韩国和日本那样的盟国关

系的密切程度
,

其他都是可 以允许的
。

、

由于布什政府的这班人马在对台政策上我行我素
,

因此
,

他们公然批准台湾
“

国防部长
”

访问美国
,

参加佛罗里达军售

会议
。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
、

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

务的助理国务卿凯利会见了汤耀明
。

詹姆斯
·

凯利重申了美国

198 2 年对台湾所做的
“

六点承诺
” 。

沃尔福威茨甚至宣称
,

美

对台的防卫义务是绝对的
,

即使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
,

如果大

陆对台动武
,

美国还是要不惜一切帮助保卫台湾
。

(三) 布什政府认为其对台基本政策没有变

尽管如此
,

布什政府在对台战略的改变上不敢走得太远
。

布什政府的官员一再宣称
: “

布什政府对台政策基本没变
,

美

国坚持
‘

一个中国
’

的原则
,

主张和平解决两岸关系问题
。 ”

“

台湾国防部长来美与美高层接触不代表美对台基本政策有改

变
,

美已告诉台湾当局
,

美基本原则没有改变
。 ”

一些研究中

国问题的美国学者也认为
:
美对台战略的核心就是

“

和平解

决
” ,

即台湾不得独立
,

大陆不得动武
。

美关心的不是
“

和平

统一
”

这一中国的目标
,

而是
“

和平解决
”

这一过程
,

因为这

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所在
。

美国在台海地区的最大利益不是利用

台湾这张牌来围堵中国
,

而是台海地区的和平和安全
,

亚太地

区的稳定
。

因为如果台海地区发生战事
,

美国肯定要介人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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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一场战争肯定是一场大的灾难
。

应当指出
,

美国的这一对台战略的调整还没有完成
。

尤其

是在
“

保卫台湾
”

这一问题上
,

是继续持模糊战略
,

还是转为

清晰战略 ; 是
“

不惜一切保卫台湾
” ,

还是
“

帮助保卫台湾
” ,

还是
“

帮助台湾自卫
” ,

美国政府仍犹豫不决
。

加上大多数美

国人认为没有必要用美国人的生命来台海地区打一仗
,

所以
,

美国这一战略能否最后定下来
,

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

四
、

中国的对美战略调整

面对布什政府在中美关系和对台战略上的一系列新的调

整
。

中国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
,

顾全大局
,

在战略上也进行

了一系列的调整
。

这些调整大致表现为如下十个方面
:

1
.

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的国家整体战略不动摇
。

一切服从于经济建设
,

一切为了经济建设
。

不为一些小的挑衅

或一些无原则的问题所动
,

专心致志搞好建设 ;

2
.

中国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行为
。

但无意挑战美国的全

球地位
,

目前对美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不持反对态度 ;

3
.

中国有原则地支持美国的反恐斗争
,

并尽可能给予合

作
,

尤其在阿富汗
、

南亚及东南亚地区 ;

4
.

中国着力于在其他全球和地区的安全问题上及在经济

上
,

尤其是在亚洲经济恢复上与美国合作 ;

5
.

在中美关系上
,

中国坚持要求美国遵守
“

三个联合公

报
”

和
“

一个中国
”

的原则
,

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和后退
。

但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尽量避免正面冲突
,

搞对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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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在台湾问题上
,

中国始终坚持
“

和平统一
,

一国两制
”

的方针
,

同时不放弃使用武力的权利
,

但避免过多使用武力威

慑和压力
,

以示善意和和解姿态 ;

7
.

在和谈问题上
,

中国坚持
“

一个中国
”

的原则
,

只有

同意
“

九二共识
”

即可恢复和谈
,

而且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

8
.

在经贸合作上
,

中国积极推进
“

三通
” ,

而且只要视其

为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
,

两岸可以通过具体的办事机构操作 ;

9
.

在美对台军售
、

台军政领导人访美等问题上
,

中国坚

持反对立场
,

并视情况严重程度作出适度反应
,

进行有理
、

有

利
、

有节的斗争 ;

10
.

在台湾的
“

国际空间
”

问题上
,

中国将根据
“

一个中

国
”

的原则
,

同时根据实际情况
,

按奥运会
、

w 卫)
、

AP EC

会议等各种模式适当处理
。

中国的战略调整
,

是从中华民族的最根本利益出发
,

从全

局出发
,

从有利于世界和平
、

安全和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
,

不

是软弱的表现
,

是正确的战略选择
,

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

拥护
。

五
、

结 论

中美关系从 1972 年尼克松的破冰之旅开始风风雨雨已经

有了三十年的曲折历程
。

可以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
第一阶

段从 1972 一 1 979 年
,

这一阶段为中美关系正常化阶段 ; 第二

阶段从 1979 一 1989 年
,

这十年为中美关系初步发展阶段
,

这

个阶段的主要特点为中美两国在战略上联合对抗前苏联的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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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 ; 第三阶段从 1 989 一 1999 年
,

这十年为中美关系的曲折

发展阶段
。

由于冷战结束
,

中美反苏战略基础的消失
,

中美关

系跌宕起伏
,

经历了 19 95 年李登辉访美
、

1998 年炸馆事件和

1 999 年科索沃战争的考验 ; 到了 21 世纪
,

中美关系进人第四

个发展阶段
,

即调整发展阶段
。

随着布什新政府的上台
,

中美关系正在进行新的调整
。

这

个调整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进行的
: 1

.

全球形势的特点为总

体和平
,

局部战争 ; 总体缓和
,

局部紧张 ; 总体稳定
,

局部动

荡
。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两大主题
。

当前对和平的主要威

胁之一来自恐怖主义
。

于是反恐可以成为中美之间建立新的战

略关系的一个基础
。

2
.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进一步发展
,

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
、

发展综合国力是世界各国的政策取向和人民的

共同愿望
。

现在
,

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

各国经济联系更加

密切
,

交往更加频繁
。

尤其是美国作为一个经济超级大国
,

其

与世界各国的经济纽带更多
。

可以说
,

美国经济的好坏与世界

经济的景气休戚相关
。

现在由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

中美之

间的经济联系越发加强
,

可以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要战略基础
。

3
.

其他全球和地区问题
,

如
:
跨国犯罪

、

洗钱
、

贩毒
、

气候变

暖
、

酸雨
、

沙尘暴等
。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中美合作
,

也可成为

中美战略关系的又一基础
。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
:
中美关系无论

怎样调整
,

这些方面总是构成合作的主流
。

当然
,

新的复杂形

势也可导致另一方面的调整
,

如
:
美国单极倾向的加强

、

中美

之间社会制度迥异
、

民主化进程的速度快慢
、

生产水平和价值

观的差异
,

必然会产生新的摩擦和分歧
,

尤其在台湾间题上的

严重分歧
,

可能导致中美的严重对抗
。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双方

迫切需要调整各自的战略和政策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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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台湾问题如果没有美国从中作梗
,

就不会有今日的台

湾问题
。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
,

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既有分歧

点也有共同点
。

共同点就是
“

一个中国
”

的原则和
“

三个联合

公报
” 。

分歧点实质上就是解决方式
。

中国认为台湾问题是中

国的内政
,

可以和平统一
,

必要时
,

也可武力解决
。

而美国则

认为
:
美国有义务帮助保卫台湾

,

台湾问题只能和平解决
。

布

什政府上台后
,

双方都强化了自己的立场
,

既强化了共同点
,

也强化了分歧点
。

在胡锦涛副主席访美期间
,

美方重申坚持
“

一个中国
”

的原则和
“

三个联合公报
” ,

讲了两个不
:
不支持

台湾独立
,

不鼓励台独分裂势力
。

这应该说是好的
。

但另一个

方面美继续加强美台军事关系
,

加强美台行政官员的联系
。

这

种势头发展下去
,

会导致很坏的结果
。

中国方面既坚持
“

一个

中国
”

的原则
,

坚持
“

九二共识
”

是复谈的基础
,

又表现了一

定的灵活性
。

如
:
发出和解信号

,

表示和谈的诚意
,

不设时间

表
,

不强迫立即统一
,

充分考虑台湾人民当家作主的愿望等
。

这些政策调整既表现出宽宏大量又合情合理
,

有助于减少分

歧
,

从长远来看有利于统一大业
。

胡锦涛副主席的美国之行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
,

双方调整

战略的反映
。

它起了稳定中美关系的作用
,

表现了对美战略新

调整的内涵
,

预示着新时期中美关系的走向
。

我们认为
:
随着

这种调整的进行
,

中美关系将进人第四个发展阶段
—

调整发

展阶段
。

一个相对稳定的中美关系将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期
。

正如胡锦涛副主席在结束其美国之行时所言
:
我是怀着信心离

开美国的
,

我相信在未来的岁月里
,

中美关系将繁荣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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