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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重重压力下的对话 

5月 22—23日，中美第二次战略经 

济对话在华 盛顿 举行 ，中国国务院副 

总理吴仪和 美国财长保尔森作为两国 

元首特别代表 ，共 同主持 了此次对话 。 

对于此次 中美战 略经济 对话 ，中美双 

方均表现出 了高度重视。5月 9日，胡 

锦涛主席和布什 总统通 了电话 ，就如 

何推进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进程，保持 

中美经贸关系的活力，推进中美建设 

性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交换 了意见。 

美 国财长 保尔森 为 了准备此 次对话 ， 

取消了赴德国参加八国集团财长会议 

的行程。这固然 是一种 重视的表现 ，但 

同时也可视为对 中方的一种 压力 。美 

国行政部 门试 图通过此次对话取得具 

体的成果 ，缓解来 自国会的压力 ，避免 

中美之间的经贸摩擦升级。 

就美方来看 ，来 自美国国会的压 力 

压缩 r保尔森的 fn】旋空 间。民主党治下 

的美国国会，有将 中国经贸议题引入政 

治领域的趋势 ，美国国会 目前也正在酝 

酿诸 多涉华经贸问题议案 ，除 了 人民 

币升值的 “舒默议案”外 ，其他议案还 

涉及中美贸易不平衡 ，中国操纵人民币 

汇率、知识产权保护 、Ifl国开放国内市 

场 、叶I闰棱行 wTo承诺等等问题 。而 

，美国财政部每半年要向国会提 交一 

份有关哪些阁家操纵 汇率的报告 ，而此 

次会谈恰好在这份报告提交之前 ，这 也 

被认 为是一个 呵以对中国施压的手段。 

事实上 ，受压之下的保尔森希 第二次 

战略经济对话能够取得一些具体进 展， 

美方在会谈之前就 已经放出风声 ，希望 

在 国会眼皮底下进行的这次对话 ，能够 

不 于以交换意见为主的第一次北京对 

话而有所斩获 。保 尔森在接受美国 (《纽 

约时报》采访时 明确表示 ，“我希望看 

到具体的成果 ，以此作为我们正在朝正 

确方向前进的路标 。”他希望中美之间 

能在以 ‘ 方面取得 “具体成果 ”：一是 

中国进一步 向美国开放航空市场 。二是 

小国进一步对美国证券机构和银行业开 

放市场 。 t是美国对华能源技术出 口。 

中方则采取 了务实的策略 ，商务 

部 副部长马秀红率领的 中国贸易投资 

合作促进 团由 208家企业的 369人组 

成 ，自 5月初以来 ，该 团在美 国 24个 

州的 25个城 市开展 了一 系列贸易 、投 

资促进活动 ，并陆续 签署 了l38个贸易 

或投资协议 ，总金额高达 326亿美元 。 

此外 ，5月 l8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 

告 ，宣布 自2007年 5月 21日起 ，将银 

行 间即期外汇市场人 民币兑美元交 易 

价浮 动幅度 由千分之 三扩大 至千分之 

五，从而向美方表 明，中方在坚持 “主 

动性 、可控性和渐进性”三原则的基础 

上 ，正 以负责任的态度和做法推进人 

民币汇率改革。 

这次战略经济对话是去年首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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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战略经 济对话的延续 ，是 中美两 国 

之 间的最高级别战略对话 ，而且 ，参与 

对话的官 员人数众多。中 国方面 ，国务 

院 副总理吴仪率领十五位正 部级官 员 

前 往美国 ，其 中包括财政部部 长金人 

庆 、商务部长薄熙来 、央行行 长周小 

川 、证 监会 主席 尚福林 、银监会主席刘 

明康 、保监会主席吴定富 等部委负责 

人 ，整个代表团人数多达 167人。美国 

方面 ，除美国总统布什的特别代表 、财 

政部长保 尔森外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 、 

农业部长约翰斯 、商务部 长古铁雷斯 、 

劳工部长赵小兰 、卫生与公众服务部 

长莱维特 、运输部长彼得斯 、能源部长 

博德曼以及 美国贸易代表施瓦布 、环 

境保护署 署长约翰逊 等部长级官 员也 

出席 了此次对话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 

格在会议开幕式上致辞 。双方共有 33 

位正部长参加对话，其中中方就有 l5 

位正部长 、l0位副部长 ，这样阵营庞 

大的政府 代表 团在中美两 国历史上都 

是空前的 。对话期 间，双 方就服 务业、 

投资 、透 明度与高技术贸易、能源 与环 

境 、经济平衡增长 、创新等议题进行 了 

坦诚 交流和深入探讨 。吴仪还带领部 

分 中方代表与美国 国会议 员进行 了四 

次交流和沟通 。 

吴仪就更有效地发挥 对话机 制的 

作用 ，推 动中美经贸关系乃至 中美建 

设性 合作关系不断 向前发展提 出了三 

点建议 第一 ，要从 中美长期战略合作 

的高度来认识中美经 贸关 系。双 方应 

从维护两国 国家利益的高 度来加 强两 

国问的经贸合作 ，坚决反对各种 形式 

的贸易保护主义，妥善解决经贸合作 

中的各种问题 ，为推动 中美建设性 合 

作关 系不断向前发展 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二 ，避免经贸问题政治化 。对 中美经 

贸关系发展 中出现 的问题和 矛盾 ，要 

冷静应对，妥善处理。经贸问题只有依 

据经 济规律 才能正 确地 把握和 处理 ， 

绝 对不能把经 贸问题政治化 。经贸问 

题 政治化不仅于事无补 ，而且将 使问 

题 复杂化 ，不仅损害 中美经贸关系 ，甚 

至对中美整体关系的发展都 会造 成严 

重的负面影响 。第三 ，加强合作 ，采取 

有效措施妥善解决 中美经 贸关 系中的 

突出问题 。双方应该首先 从各 自国家 

的经济结构和 生产 要素禀赋的差异等 

方面进行分析 ，应 该首先着眼于 国内 

5月23日，美中第二次战略经济对话继续举行，双方代表一起在媒体前亮相。 

寻找 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在此基 

础上通过相互合作积极 探求双方解决 

问题 的有效措施 ，而不是 动辄 就其 国 

内问题指责对方 ，甚至试 图通过施压 

和对抗的手段将 自己的想 法强加于别 

人。负责美 中战略 经济对 话具 体事宜 

的美 国财政部 中国事务特 使艾兰 ·霍 

尔默 则表示 ，战略 经济对话是美中加 

强双 边关 系的一个 重要手段 ，双 方高 

层官 员可加 强彼此 了解 ，因此对话本 

身就具 有重要意义 。 

◎ 对话取得了一系列具体成果 

经过一天半 的对话 ，在首次对话 

取得共识的基础上 ，中美两 国又达成 

四点新的原则共识 第一 ，促进 经济平 

衡增长以 实现 可持 续发展是双方共 同 

的责 任 。第二 ，承认创新在 实现 经济繁 

荣方面 的重要作用 ，鼓励以市场为导 

向的公平竞争 ，有效 的产权保护 ，特 别 

要促进 中小 企业创新的发展 、管理 与 

应用 。第三 ，加 强合作 ，以实现各 自在 

能源安全、节能和能源效率方面的 目 

标；加 强在 清洁能源开发 、环境保 护 、 

清洁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 

第四 ，就透明度开展合作 与交流 ，为市 

场参 与者提 高可预见性 ，增强对两 经 

济体 的信心 ，同时 加强透明度方面的 

国际义务 。通过讨论 ，中美双方取得 了 
一 系列 有利于增强和深化双 边经济关 

系的具体成果： 

在金融服务业领域 中国将在 2007 

年下半年恢复审批证券公司的设立 在 

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之前 ，将宣布 

逐步扩大符合条件的合资证券公司的业 

务范围 ，允许其从事证券经纪 、自营和 

资产管理等 业务 在有利于促进国际收 

支基本平衡的前提 下，将把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的投资总额度提高至300~L美 

元 (原为 100~L美元 )；允许具有经营人 

民币零售业务资格的外资法人银行发行 

符合中国银行卡业务、技 术标准的人民 

币银行卡 ，享受与中资银行 同等待遇； 

允许外 资产险分 公司申请 改建为子公 

司 ，对于 日前尚未批准的 申请 ，巾国保 

监会将 于2007年 8月 1日前完成审核 。 

美方确认中资银行在美开设分行的任何 

申请都将根据 国民待遇原则进行审批 

并承诺与 中国开展金 融监管人 员的交 

流。中国和美国进 出口银 行签署 了多个 

合作协议 ，以提供金融贷款的方式促进 

美国扩大对华 出口。根据协议 ，中美进 

出 口银行将对总额在 2000万美元以 上 

的美国对华 出 口项 目提供融资。除上述 

长期贷款项 目外 ，美国进 出口银行还表 

示，将通过一系列中短期贷款 ，帮助美 

国中小企业扩大在水务等环保项 目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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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直保持在 50％至75％。此 

殳资设立的近 5万家企业 ， 

美得贸易权和分销权 。 欲 

贸关系 中存在的 问题 ，首 

问题的根源 。以 中美 贸易 

。 中美双方对此有着 不同 

方认为原 因在于人 民币币 

国对 出口产 品提供政府补 

U保护不够等。中方则认为 

全球化的影响和 美国对外 

后果 ，如储蓄和投资相关 

和投资配置的 国际差异 等 

不平衡的原因是多重的 

外开放 ，外 国在华直接 投 

， 外商投资企业在 中国出 

占的比重从 90年代初 的 

至 l996年的 40．72％，2000 

， 2006年更是高达 70％； 

动 反映 在 贸易上的 结果 ， 

务部公布的数据 ，美 国对 

内的亚太 国家和地 区的贸 

上的平衡；美 国实施对 

， 制约 了美 国最具 国际竞 

术商品的对华 出 口。统计 
~
．006年 与 2001年相 比，美 

① 5N24日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会见了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双方讨论了朝鲜半 

岛核问题、台湾问题、人民币汇率、贸易平衡 

等问题。⑦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出席中 

美第二次战略经济对话时发表演说。③ 2006 

年12月，吴仪与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出席中 

美第一次战略经济对话。 

国对华 高技 术商 品出 口增幅 比 

德国低 287个百分 点 ，比 日本低 

100个百分点 ，美国对华 高技 术 

商品 出 口所 占中国高技 术商 品 

进 口总额 的比重 由 l8．3％降至9． 

1％，如果这个比重 目前仍保 持 

在 l8．3％，美 国对华出 口至少可 

增加 700多亿美元 。 

中美经 贸关 系虽然存在 种 

种问题 与挑战 ，但主流趋 势却是 

持续发展 ，这符合两国的共同利 

益 ，也是两 国的努 力 目标 。为使 

双边经贸关 系更上层楼 ，在新 的 

经济与政治大环境 中 ，中美之间 

应该建立正 常的经贸关 系。所谓 

正常 的经 贸关 系指 的是 在正 常 

的 国家关系基础上 ，中美两国所 

进行的没有政治限制条件和其 

他种种人为障 碍的经贸往来 ，它 

是中美两国在平等、互利、经济互补的 

原 则下进行的 。正常 的经 贸关系要求 

(1)经济问题应 与政治问题脱钩 ，用政 

治手段、政治方法去干预经济问题是 

不足取的 ，有害的 。经济问题的发生 、 

发展和 终结 有其 自身的 规律 和规 则 ， 

只有真正做到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脱 

钩 ，中美双边经 贸关 系才能 摆脱政治 

影响而 按 照客观 经济规 律正 常发 展 。 

(2)经济摩擦 与矛盾是任 何经贸关 系 

所不可避免的 ，经济手 段与方法应是 

解决 经济摩擦与矛盾的基本方式 。(3) 

谈判而非威胁更非制裁是 解决问题的 

最主要途径 ，任 何威胁 、恫吓 、制裁都 

是强权政治的表现 ，不是 中美之间正 

常的经贸关 系所需要的 。(4)中美双方 

均需要用新思维去构筑正 常的经贸关 

系 。一个经济 上强大的 、遵守 国际准则 

的 、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 的中国不仅 

可以为美国提供商业机会 ，更是亚太 

地 区乃至世界和平 与稳 定的重要支柱 

之一 。当然 ，中国也需要为进一步改革 

开放 创造 良好的环境与氛 围。 

由两 国元首倡导设立的 中美战略 

经济对话机制 ，是两 国所有对话机 制 

中级 别最 高的 ，其 目的是加 强两国就 

全局性 、战略性 、长期性经济问题的沟 

通和协调 ，以增进互信 ，加 强合作 。应 

该看到 的是 ，中美战略经济 对话有别 

干一般 的经济对话 ，不是 着眼解决具 

体 问题 ，而是着 眼对中美双边经济 、甚 

至对全球经济都有重大影响的大问题 。 

这些 大问题都不是在短时 间内 ，或者 

是 通过 一次 两次 对话就 能够 解决 的 。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 的意义更多是增进 

了解 ，加 强沟通 ，增信释疑 。 

从上世．~E7o年代刚起步算起 ，中美 

贸易在几十年时 间里 取得 了飞速的发 

展。据中方统计 ，从 1979年两 国建立外 

交关 系开始到 2006年 ，双边贸易额增 

加 了 l06倍 ，相 当干每年增长 18．9％。美 

方的统计显示 ，双边贸易额增加 了 144 

倍 ，相当干每年增长 20．2％。自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以来 ，中国已成为美 国的第 

四大 出口市场 ，增速 更是保持在第一 

位。同期美 国对中国的出 口增速是对其 

他国家 出口增速的 3．7倍 。因此，中美 

两国之 间的相互依赖进一步加深 ，两国 

之间的共同经济利益也进一步增加 。 

美国著名智库——战略与国际问 

题研究 中心 (CSIS)、国际经济研究所 

最近在它们联合 出版的 中国：资产负 

债表》一书中指 出，中国给美国带来的 

经济利益是无可争议的。中国市场快速 

增长促进 了美国的 出口，中国对美国的 

出口以及对美国金融资产的投资则帮助 

抑制了美 国的通货膨胀和利率上升 ，为 

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和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创造了条件 。基辛格认为 ，“中美两国 

关系发展也面临一些新问题 ，但无论如 

何保持合作关系至关重要”。作为世界 

上最发达 的经济体和增长最快 的经济 

体 ，在全球化迅速推进的今天 ，中美两 

国的合作对于全球都至关 重要 。这或许 

正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要 旨所在。而 

且 ，作为中美两 国政府 间最高级 别的战 

略对话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应当成为两 

国间一个机制性 的互利共赢的 交流平 

台，不仅是美国，中国也应当从 中获得 

有利干 自己发 展的政策空 间。只有这 

样 ，战略经济对话才能持久 、有效 、充 

满希望地进行下去 。当然 ，由于 中美之 

间软 、硬实力的不对称性 ，从长远看 ， 

中国通过战略经济对话维护 自身合理发 

展权益的路还会很长。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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