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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11 月党的十六大成功召开后，以胡锦涛为

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集体高度重视中美关系，提出一系列

新理念、新思路和新政策，不断丰富中美关系的内涵，拓

展中美关系的外延，与美方共同努力，使中美建设性合

作关系保持向前发展的势头。 六年多来，中美关系的状

况是稳定的，不是动荡的；中美关系的主体是合作的，不

是冲突的；中美关系的趋势是向前的，不是后退的。其特

点表现为“三保持”：高层保持密切接触，外交保持战略

对话，合作保持良好势头。 这是中美关系面临机遇和挑

战的新阶段，是中美关系充满活力和希望的新阶段。

一

2003 年中美高层接触的新进展是中美两国领导人

在第三国的两次会晤。 第一次是 2003 年八国峰会期间

的胡布会晤。 第二次会晤是在 2003 年 10 月 APEC 曼

谷会议前夕。 胡布两次会晤使得中美两国领导人很快

建立起良好的工作关系， 这对中美关系健康发展颇为

重要。12 月 9 日上午，布什总统在白宫南草坪为温家宝

总理访美举行正式欢迎仪式。 布什致词说，中国是伟大

的文明，伟大的国家，伟大的民族。 美国期待着与中国

进一步合作，应对时代的挑战。 温家宝在致词中指出，

中美关系正处在承前启后的重要时刻， 面临新的机遇

和挑战。 形势的变化不断赋予中美关系新的内涵。 两国

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中美加强合作， 增进

互信， 推动两国建设性合作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 随

后，两国领导人举行正式会谈，并在会谈结束时共同会

见了记者。 他们积极评价中美关系取得的进展，充分肯

定会谈富有成果，表示双方在广泛领域有着共同利益，

将进一步加强两国互利合作。 ①

12 月 9 日晚上， 温家宝出席了美国九个团体联合

举行的欢迎宴会，并应邀作了题为《共同谱写中美关系

新篇章》的演讲。 温家宝说，纵观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

纪来中美关系的历史，我们可以得出三个重要结论。 第

一个结论：中美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俱伤。 从 1949 年到

1971 年，中美敌对 23 年，双方都付出了沉重代价。 从

1972 年到现在，中美交往 32 年，尽管有曲折，但双方都

从合作中获得了巨大好处。 第二个结论：中美两国有合

作的基础和共同的利益。 这首先表现在中美经贸合作

的互利和双赢上。 第三个结论：中美合作有利于亚太地

区的稳定，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最后，温家宝

就发展中美两国建设性合作关系提出四点建议： 一要

继续加强两国高层往来和战略对话。 二要推进两国经

贸互利合作，并建立良好的解决双边问题的机制。 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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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协调。 四要积极拓展

两国民间交流。 ①

2004 年 中 美 高 层 接 触 是 从 中 国 全 国 人 大 与 美 国

参议院建立正式交流机制开始的。1 月 1 日至 3 日，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会 副 委 员 长 兼 秘 书 长 盛 华 仁 与 美 国 参 议

院 临 时 议 长 史 蒂 文 斯 和 资 深 参 议 员 井 上 健 在 夏 威 夷

举行了会谈。 会谈中中方指出，中国全 国 人 大 与 美 国

参议院建立正式交流机制，是在胡锦涛 主 席 与 布 什 总

统 两 度 会 晤 和 温 家 宝 总 理 访 美 取 得 重 要 成 果 的 背 景

下完成的，这对全面加强全国人大与美 国 国 会 的 交 流

与合作， 推进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进 一 步 发 展，具

有重要意义。 ②

8 月初，史蒂文斯访华。 8 月 2 日，吴邦国委员长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与史蒂文斯临时议长举行会谈， 标志

中国全国人大与美国参议院定期交流机制正式启动。 8
月 3 日，胡锦涛会见了史蒂文斯。 胡锦涛首先积极评价

了中国全国人大与美国参议院建立的交流机制。 他说，

中美两国虽然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价值观

念不同，但这不应影响双方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基

础上，加强交流与沟通，增进了解与友谊。 ③

2004 年中美高层最重要的一次接触是 10 月 20 日

胡锦涛与布什总统在智利圣地亚哥 APEC 会议之前的

会晤。 会谈后，两国领导人接见了记者，并回答了他们

的问题。 胡锦涛说，他同布什的会见内容丰富，双方对

中 美 建 设 性 合 作 关 系 迄 今 取 得 的 积 极 进 展 均 表 示 满

意。 双方都认为，布什的第二个任期将是中美关系发展

的重要时期，双方要共同努力，在中美各个合作领域以

及有关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保持协调和合作。 布什对记

者们说，他同胡锦涛主席进行了坦诚交谈，期待着在今

后的四年同胡锦涛一起努力，维护朝鲜半岛、亚太地区

乃至世界的和平。 ④

2005 年中美两国领导人最重要的接触是 9 月份纽

约会晤和 11 月份布什访华。胡锦涛于 9 月中旬参加了联

大 60 周年首脑会议，并与布什总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

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看法。

2005 年 11 月 19 日， 布什对中国进行了他任期内

第三次正式访问。 这次时间虽短，仅 40 个小时，但意义

不凡，这是 2005 年内两国领导人 的 第 五 次 会 见，气 氛

热情友好，会晤务实积极，对中美关系的发展起了重要

的推动作用。 胡锦涛就进一步发展中美建设性合作关

系提出五点建议： 第一， 保持两国高层交往的积极势

头。 第二，共同开创中美经贸合作的新局面。 第三，加强

两国在能源领域的互利合作。 第四，加强两国在反恐、

防扩散、防控禽流感问题上的合作。 第五，扩大两国在

人文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布什表示赞同胡锦涛就发展

双边关系提出的有关建议， 认为美中两国应不断扩大

交往，加强对话。 ⑤

2006 年 4 月 18 至 21 日， 胡锦涛主席对美国的正

式访问将中美两国高层接触推向高潮。 这次访问是胡

锦涛就任国家主席后的首次访美，具有特殊意义，对加

强中美在各个领域的交往与合作，全面推进 21 世纪中

美建设性合作关系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胡锦涛访美的第一站是西雅图。 在回顾中美经贸

关系发展的成果和意义后，胡主席有针对地强调了“四

个重视”：中国政府重视中美贸易不平衡 问 题，重 视 保

护知识产权， 重视人民币汇率问题， 重视能源资源问

题，并提出深化中美经贸合作的五点建议：第一，共 同

努力，促进亚太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繁荣；第二，加 强

协调，维护国际自由贸易体制；第三，创新思路，拓展双

方合作关系；第四，加强引导，支持两国企业扩大合作；

第五，健全机制，妥善处理双方合作中的问题。 ⑥此外，

胡锦涛还参观了微软公司总部。

4 月 19 日晚，胡锦涛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在白宫

南草坪布什总统为胡锦涛主席访美举行的隆重欢迎仪

式上，胡锦涛的致词有两个亮点：一是 提 出 16 字 方 针

和中美关系的新目标，即“加强对话，扩大共识，增进互

信， 深化合作， 全面推进 21 世 纪 中 美 建 设 性 合 作 关

系”。 二是提出“四愿”，即愿同包括美方在内的有关各

方共同努力， 通过谈判和平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和伊

朗核问题；愿本着互利双赢的精神，同美方一道 努 力，

妥善解决彼此关切， 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地向

前发展；愿扩大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促进科技、文化、

教育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愿同美方在相互尊重和平等

基础上加强对话和交流，促进世界人权事业。

当晚， 胡锦涛出席了美国 12 个友好团体举行的盛

大宴会，并发表题为《全面推进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

演讲。 胡锦涛指出：“我们应该以宽广深邃的战略眼光，

以互利共赢的时代思维来审视和处理中美关系。”为此，

他提出了发展中美关系的六点主张：第一，增进了解，扩

大共识，构筑长期稳定的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第二，把

握机遇，开拓思路，巩固和扩大经贸合作基础。 第三，恪

守原则，履行承诺，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妥善

① 参见新华社华盛顿2003年12月9日电。
② 参见新华社北京2004年1月1日电。
③ 参见新华社北京2004年8月3日电。
④ 参见新华社圣地亚哥2004年10月20日电；《环球时报》2004年10月26日。
⑤ 参见新华社北京2005年11月20日电。
⑥ 参见新华社西雅图2006年4月1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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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台湾问题。 第四，密切磋商，迎接挑战，加强在重大

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第五，相互借鉴，取长

补短，不断加强两国人民的友好交流。 第六，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正确看待和处理彼此的差异。 ①

继 4 月访美之后， 胡锦涛与布什在年底前又进行

了两次重要会晤。 一次是 7 月 16 日，胡锦涛出席在俄

罗斯圣彼得堡举行的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

话会议，并会晤布什。 另一次是 11 月 19 日，胡锦涛出

席在越南河内举行的第十四次 APEC 会议期间与布什

进行会晤。

2007 年和 2008 年， 中美高层接触的势头不减，对

全面推进建设性合作关系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

2007 年中美高层接触的重头戏是两次胡锦涛和布

什的会晤。 6 月 6 日至 8 日，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在德国

海利根达姆举行，此次会议的主要议程是气候变暖、全

球化、贸易关系和防扩散问题。 胡锦涛应邀前往参加八

国集团首脑与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6 月 8 日胡锦

涛与布什进行了会晤， 并就发展中美关系带有总结性

和全局性地提出了五点意见： 第一， 继续培育战略互

信，客观公正地看待对方的发展，正确理解对方的战略

意图，继续加强交流对话，增进信任、扩大共识、促进合

作。 第二，妥善处理台湾问题，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和中美共同战略利益。 第三，精心维护经贸合作大局，

全面、 客观地看待中美经贸合作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

的问题，充分发挥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以及商贸、经济和

科技联委会等机制的作用， 通过平等对话和协商妥善

处理经贸摩擦，避免经贸问题政治化，推动中美经贸关

系健康发展。 第四，拓展能源、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等领

域合作，加强能源战略对话和双边气候变化磋商，继续

为维护世界能源安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改善人类生

存环境作出贡献。 第五，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

的磋商和协调， 深化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沟通

和合作， 共同维护和促进亚太地区和世 界 的 和 平、稳

定、繁荣。 ②

9 月 6 日，第十五次 APEC 会议在澳大利亚悉尼举

行的前一天，胡锦涛和布什进行了会晤，这次会晤议题

十分广泛，包括台湾问题、两国经贸关系、多哈 回 合 谈

判、气候变暖、朝鲜半岛核问题、伊朗核问题、苏丹达尔

富尔问题等。

2008 年中美两国元首三次重要会晤则将双方高层

接触推至又一高潮。 7 月 8 日至 9 日，胡锦涛应邀出席

在日本札幌洞爷湖举行的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

人对话会议， 期间， 胡布会晤再次受到人们的高度重

视。 会晤时，胡锦涛指出，近来中美关系继续保持良好

发展势头。 进一步加强中美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

益，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1 月 15 日， 胡锦涛出席了关于应对国际金融危

机的 20 国集团华盛顿峰会， 之 后， 赴 秘 鲁 利 马 参 加

APEC 会议。 11 月 21 日，胡锦涛与布什再次会晤。 胡

锦 涛 对 布 什 就 任 总 统 以 来 为 发 展 中 美 关 系 所 作 的 积

极 努 力 表 示 赞 赏，希 望 他 继 续 发 挥 积 极 影 响 ，促 进 中

美关系发展。 胡锦涛强调，回顾这些年 中 美 关 系 的 发

展 历 程，最 重 要 的 经 验 是，要 坚 持 从 战 略 高 度 和 长 远

角度出发， 牢牢把握两国建设性合作关 系 的 大 方 向，

增 进 互 信、加 强 合 作，妥 善 处 理 分 歧 和 敏 感 问 题 特 别

是台湾问题。 目前，中美关系正处在承 前 启 后 的 重 要

时 期，我 们 愿 意 同 美 方 一 道，保 持 中 美 关 系 良 好 发 展

势头，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布什说，这可

能是我在总统任内同胡锦涛主席最后一 次 会 晤 了，我

很高兴能在过去的几年中同胡锦涛主席 一 道，把 美 中

关系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局面，并表示将 继 续 为 两 国 关

系发展作出积极努力。 ③

2009 年 1 月 1 日，中美正式建交 30 周年。 两国领

导人相互致电，表示热烈祝贺。 仅 3 天后，胡锦涛又应

约与布什通电话， 预祝中美建 交 30 周 年 纪 念 活 动 取

得成功。 从 2008 年 12 月中旬到 2009 年 1 月中旬，北

京 举 行 了 一 系 列 活 动 和 会 议， 纪 念 中 美 正 式 建 交 30
周年。

二

中美举行高层战略对话， 在两国关系发展史上尚

属首次，将有力地推动两国关系平稳发展。

中 美 高 层 战 略 对 话 于 2005 年 8 月 1 日 在 北 京 正

式启动。 中美代表团团长分别是戴秉国和佐立克。 双方

一致认为，对话是有益的、建设性的，增进了相互理解。

中美双方将积极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 推动两

国建设性合作关系不断发展。 ④

首次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取得成功， 有了一个好的

开始。

2005 年 12 月 7 日和 8 日，第二次中美高层战略对

话在华盛顿举行。 双方仍然由戴秉国和佐立克率团，从

战略角度就国际形势、 中美关系和其他双方关心的问

题进行了坦诚、建设性的对话。 与首次对话不同的是，

第二次战略对话在两国元首 9 月 纽 约 会 晤 和 11 月 北

京会晤之后举行， 如何从战略层面落实两国领导人所

① 参见新华社华盛顿2006年4月20日电。
② 参见新华社海利根达姆2007年6月8日电。
③ 参见新华社利马2008年11月21日电。
④ 参见新华社北京2005年8月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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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的新共识，就成了其明确的主题。

第 三 次 中 美 战 略 对 话 原 定 2006 年 上 半 年 在 北 京

举行，但由于美方的人事变动(佐立克辞职)，推迟至 11
月 8 日至 9 日。 杨洁篪副部长和伯恩斯副国务卿代表

各自政府共同主持了对话会。 第三次战略对话虽然级

别有所下降，但对话的战略高度未降，它及时有效地为

中美领导人在 APEC 期间的会晤作了很好的准备。

2007 年美方任命内格罗蓬特为常务副国务卿后，

中美战略对话趋于正常，6 月 20 日至 21 日， 在华盛顿

举行了第四次中美战略对话。 双方就事关中美关系的

战略性、长期性、全局性问题，以及共同关心的 重 大 国

际和地区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 此次中美战略

对话达成许多重要共识，增进了相互了解与信任，对于

推进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具有积极意义。

2008 年 1 月 17 日和 18 日，第五次中美战略对话

在中国贵阳举行。 这次中美战略对话议 题 广 泛，包 括

台 湾 问 题、人 权 问 题、贸 易 问 题、军 事 交 流、伊 朗 核 问

题、朝核问题以及苏丹达尔富尔等一系 列 双 边 及 国 际

热点问题。 与前几次对话不同的是，双 方 军 方 代 表 首

次参加。 ①

2008 年 12 月 15 日， 在中美第二个联合公报发表

30 周年的这一天， 戴秉国和内格罗蓬特在华盛顿共同

主持了第六次中美战略对话。 双方就在新时期如何保

持中美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加强两国在国际和地

区问题上的协调合作等问题达成广泛共识。 ②

在 中 美 战 略 对 话 之 后 启 动 的 中 美 战 略 经 济 对 话

（SED），最早是 2006 年 8 月 21 日胡锦涛与布什通话时

提出来的。 中美之间开展这一对话可以说是应运而生，

水到渠成：近 30 年来中美经贸关系发展 的 推 动；应 对

和处理两国经贸关系中出现的摩擦纠纷的需要； 刚启

动的中美战略对话的延伸。 它是中美建交以来两国规

格最高、影响最大的经贸交流机制。

2006 年 9 月 20 日，美国保尔森财长访华，与吴仪

副总理举行会谈。 根据胡锦涛与布什达成的重要共识，

双方决定建立中美 SED 机制。对话一年两次，轮流在两

国首都举行。

2006 年 12 月 14 日至 15 日， 首次中美 SED 在北

京举行。 胡锦涛的特别代表吴仪同布什的特别代表保

尔森共同主持对话。 吴仪在开幕式上指出，在经济全球

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加强中美在经济领域的战略对话，

着重讨论两国共同关心的全局性、战略性、长期性宏观

经济问题，有利于增信释疑，有利于促进两国经贸合作

和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 对世界经济持续发展也必将

产生积极影响。 ③

第二次中美 SED 于 2007 年 5 月 22 日和 23 日在

华盛顿举行。 这次会谈规模大、规格高，中方有 14 位部

长级官员随吴仪出席，美方则“半个布什内阁”与会，有

8 位部长出席。 吴仪在致词中说，中方将同美方共同努

力，贯彻两国元首指示，从中美关系大局出发，从 两 国

长远利益考虑，深化合作，增进互信，推动中美 经 贸 关

系和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④

作为这次对话的书面成果， 中美代表团共同发表

了《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联合情况 说 明》。 该《说

明》总结了中美达成的新的原则共识，列举了双方取得

的一系列积极成果，提出了今后需优先做好的工作。 这

是体现对话创新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中美“在长远战略

道路上取得坚实进步的路标”。 ⑤

2007 年 12 月 12 日和 13 日， 第三次中美 SED 在

北京举行。 此次对话仍由吴仪和保尔森共同主持。 双方

围绕 “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和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

战”的主题，就强化贸易诚信、经济平衡发展、能源、环

境和双边投资等五个议题深入地进行了讨论。 这次中

美战略经济对话取得了预期的成功。

第四次中美 SED 于 2008 年 6 月 17 日和 18 日在

美国举行。 王歧山作为胡锦涛主席的特别代表，与保尔

森共同主持了此次对话。 此次对话的主题是“经济持续

增长”，围绕 6 个专题展开：宏观经济管理、金融周期管

理、公共投资、能源和环境问题的共同机遇、贸 易 和 竞

争力以及强化投资等。6 月 18 日会议结束后，布什在白

宫接见了王歧山。 布什积极评价了第四次 SED 取得的

重要成果。 当天下午，王歧山与保尔森在美国财政部共

同签署了《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文件。 ⑥

中 国 领 导 人 对 第 四 次 中 美 SED 也 给 予 很 高 的 评

价。 6 月 30 日，在会见访问北京的赖斯时，温家宝积极

评价第四次中美 SED 取得的成果， 希望对话能够实现

机制化和长期化，为妥善处理分歧，促进双边贸易和投

资的持续平衡增长以及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发挥积极作

用。 ⑦

第 五 次 中 美 SED 于 2008 年 12 月 4 日 在 北 京 举

行，王歧山和保尔森共同主持对话。 这次对话尤其在能

源和环保合作方面取得了新的成果。

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近五年

①参见《东方早报》2008年1月18日。
②参见新华社华盛顿2008年12月15日电。
③参见新华社北京2006年12月14日电。
④参见《光明日报》记者华盛顿2007年5月22日电。
⑤参见《环球时报》2007年5月25日。
⑥参见新华社华盛顿2008年6月18日电。
⑦参见新华社北京2008年6月3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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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中美关系在机制化方面的创新， 对推动两国建设性

合作关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

2003 年以来， 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经历的大小

事件接踵而来，起伏跌宕。这再次表明，台湾问题是中美

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最复杂的问题。以胡锦涛为总书

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自始至终对台湾问题给予高度

重视，在新的形势下，根据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积

极妥善地处理台湾问题，推动两岸关系向前发展。

2003 年， 首先遭遇的重大事件是台湾当局企图搞

公投。 针对台湾当局推动公投的企图，6 月初胡锦涛在

法国会晤布什时明确表示反对立场。12 月 9 日，布什在

华盛顿白宫对来访的温家宝说， 我们反对任何单方面

改变现状的决定。 台湾领导人最近的言行表明，他可能

决定单方面改变现状，这是美国反对的。 温家宝称对美

国坚持三个联合公报和一中原则， 反对台独的立场表

示赞成， 特别是对他反对陈水扁旨在台独的公投谋图

表示赞赏。 ①12 月 20 日，胡锦涛应约同布什通话。 胡锦

涛赞赏布什最近重申坚持一中原则政策、 遵守中美三

个联合公报、 反对台独和台湾当局旨在改变台湾地位

的言行。②12 月 25 日，胡锦涛接见来北京参加座谈会的

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会长们。 他说，大陆和台湾同属

一个中国，中国是我们的共同家园。 两岸同胞应共同把

我们的共同家园维护好、建设好、发展好。 他还强调，我

们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 决不允许任

何人以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 ③

2004 年 5 月 17 日，国务院国台办就当前两岸关系

问题发表措辞强烈的声明。 声明指出：“当前，两岸关系

形势严峻。 坚决制止旨在分裂中国的‘台湾独立’活动，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两岸同胞当前最紧迫的任务。 ”④

7 月 30 日和 10 月 7 日，胡锦涛和布什两次就台湾

问题相约通话，交换意见。 胡锦涛强调，当前台海局势

十 分 敏 感 复 杂，中 美 双 方 都 应 反 对 “台 独 ”，坚 决 制 止

“台独”分裂势力的冒险活动。 胡锦涛提出希望美国做

到“二个不向”：不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不向台湾当局

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2004 年下半年美方有两次对华的主要访问。 一次

是 赖 斯 的 中 国 之 行，7 月 9 日 在 北 京 受 到 胡 锦 涛 的 接

见。 胡锦涛指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

完整， 妥善处理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

关键。 在台湾问题上，布什总统多次明确表示坚持一个

中 国 政 策、遵 守 中 美 三 个 联 合 公 报、反 对“台 独 ”的 立

场，希望美方恪守承诺，尤其要将承诺转化为实实在在

的行动，不要向台湾当局发出错误信号，以免损害台海

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⑤另一次是鲍威尔访华。 10 月 25
日，胡锦涛在接见他时说，当前，台海局势仍十 分 复 杂

敏感。 “台独”势力的分裂活动是两岸关系紧张的根源，

是台海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最大威胁。 反对“台独”、遏制

“台独”势力的冒险活动，符合中美双方和亚太 地 区 国

家的共同利益。 希望美方认清“台独”分裂势力的本质

和严重危害， 真正把在台湾问题上的承诺变成实际行

动， 这对维护台海和亚太地区和平稳定以及中美关系

健康稳定发展至关重要。 ⑥

2006 年 4 月 18 日至 21 日，胡锦涛主席访美，就台

湾问题与布什总统达成重要共识， 双方认为制止 “台

独” 势力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 有利于台海和平与稳

定，从正面回击了陈水扁“废统”的谋图。

2007 年 9 月上旬， 第十五次 APEC 会议在悉尼举

行。 9 月 6 日，胡锦涛在与布什会晤时，就台湾当局“入

联公投”问题表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 胡锦涛指出：“关

于台湾问题，今明两年是台海局势高危期。 台湾当局无

视各方警告，肆无忌惮地推动‘入联公投’、‘以 台 湾 名

义申请加入联合国’等‘台独’分裂活动。 我们必须对台

湾当局提出更加严厉的警告，任何形式的‘台独’分 裂

活动都是绝对不能得逞的。 ”⑦

2008 年 4 月起， 两岸关系好转势头不减， 好戏连

台，关于两岸关系的最有意义、最具影响的事件，是 12
月 31 日胡锦涛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30 周年座

谈会上发表了题为《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同心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讲话。 胡锦涛指出，我们应

该登高望远、审时度势，奉着对历史、对人民负 责 的 态

度，站在全民族发展的高度，以更远大的目光、更 丰 富

的智慧、更坚毅的勇气、更务实的思路，认真思 考 和 务

实解决两岸关系及发展的重大问题。 我们要牢牢把握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 积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实现全民族的团结、和谐、昌盛。 我们应该把坚持大

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作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

政治基础，把深化交流合作、推进协商谈判作为推动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途径， 把促进两岸同胞团结奋

斗作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强大动力。 胡锦涛接

①参见新华社华盛顿2003年12月9日。
②参见新华社北京2003年12月20日电。
③参见新华社北京2003年12月25日电。
④参见新华社北京2004年5月17日电。
⑤参见新华社北京2004年7月9日电。
⑥参见新华社北京2004年10月25日电。
⑦参见新华社悉尼2007年9月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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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提出六点主张：第一，恪守一个中国，增进政治互信。

第二，推进经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第三，弘扬中华文

化，加强精神纽带。 第四，加强人员往来，扩大 各 界 交

流。 第五，维护国家主权，协商涉外事务。 第六，结束敌

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 ①

以上六点主张是在新的形势下， 胡锦涛对 “江八

点”的继承和发展，包含许多新意，主要是：第一，提出

“两岸复归统一，不是主权和领土的再造，而是 结 束 政

治对立”。 第二，提出“实现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推动

经济合作制度化”。 第三，提出“对于台湾参与国际组织

活 动 问 题，在 不 造 成‘两 个 中 国’、‘一 中 一 台’的 前 提

下，可以通过两岸务实协商作出合情合理安排”。 第四，

提出 “两岸可以就在国家尚未统一的特殊情况下的政

治关系展开务实探讨”。 第五，提出“两岸可以随时就军

事问题进行接触交流， 探讨建立军事安全互信机制问

题”。 ②这些新思路、新建议必将对实现两岸关系的和平

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四

2003 年 12 月 10日， 温家宝总理在美国哈佛大学

作了《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 在演讲中，他说：“今天

的中国是一个改革开放与和平崛起的大国。 ”③这是以

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第一次在公开场

合向世界作出的关于中国和平崛起的宣告。

同月 26 日，在纪念毛泽东诞辰 110 周年的座谈会

上， 胡锦涛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崛起的发

展道路。 ”④不久，他又专门指示要“全力建构和平崛起

理论，作为行为的指南。 ”⑤

2004 年 3 月 14 日，在全国人大十届二次会议记者

招待会上， 温家宝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五点

要义：“第一， 中国的崛起就是要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

大好时机， 努力发展和壮大自己。 同时又以自己的发

展，维护世界和平。 第二，中国的崛起应把重点主要放

在自己的力量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依靠广 阔 的 国

内市场，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雄厚的资金积累，以及改

革带来的机制创新。 第三，中国的崛起离不开世界。 中

国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

世界一切友好国家发展经贸关系。 第四，中国的崛起需

要很长的时间，恐怕要多少代人的努力奋斗。 第五，中

国的崛起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 中国现

在不称霸，将来即使强大了也永远不会称霸。 ”⑥此后，

中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用“和平发展”的提法 继 续 对

中国崛起的战略思想进行阐述。 ⑦

中国的改革开放， 本身就是中国走和平崛起发展

道路的伟大实践。 这条道路是—条与中国国情和时代

特征相适应的发展道路。 事实证明，中国的发展是“和

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谐的发展”。 ⑧

中国和平发展的提出表明， 中国的发展正处在一

个重要的历史新起点上。 那么，中国和平发展的特点是

什么？ 它对中美关系有什么影响？

第一， 中国和平发展是亚洲兴起和世界发展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在追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也致力

于亚太地区和整个世界的进步和发展，两者是同步的，

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

第二，战后特别是冷战后，国际上相对稳定的和平

环境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

件，中国 30 年来的飞速发展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的综合

实力。 作为维护亚太稳定和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中国

的和平发展反过来也对地区和世界的发展起了推动作

用，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和平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将努

力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平

等互利的合作环境和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

第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 极、广 泛 地 参 与 国 际

事务，逐步、稳妥地融入国际体系。 至今，中国已签署了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等 267 个国际多边 条 约，已 加 入

包 括 国 际 原 子 能 机 构 在 内 的 130 多 个 政 府 间 国 际 组

织，在反恐、军控、防扩散、维和、经贸、人权、司法、环境

等方面积极参与国际合作。 ⑨中国已经并将继续存在于

现存的国际体系中，中国不挑战现存的国际体系，摒弃

旧时代通过革命或战争改变原有国际体 系 的 做 法，主

张对其不合理不公正部分进行改革， 包括联合国的改

革， 中国的和平发展将强化中国与现存国际体系之间

互补互存的关系。 温家宝强调说：“中国坚定地维护世

界和平，是国际体系的参与者、维护者和建设者。 ”⑩

第四， 中国将通过和平发展探索一条有别于历史

上任何大国所走过的道路。 历史上，从古希腊、古罗马，

到 西 班 牙、葡 萄 牙，到 法 国、英 国，到 德 国、日 本，到 苏

①参见新华社北京2008年12月31日电。
②参见新华社北京2008年12月31日电。
③参见新华社波士顿2003年12月10日电。
④参见《人民日报》2003年12月27日。
⑤参见《参考消息》2004年3月4日。
⑥参见《人民日报》2004年3月15日。
⑦郑必坚先生认为，我们所说的“和平崛起”同“和平发展”是一个意思，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中国特色”。

见郑必坚先生文章：《中国的发展与和平崛起新道路》，载《参考消息》2004年11月18日。
⑧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载《人民日报》2005年12月31日。
⑨参见温家宝总理在东亚峰会上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05年12月23日。
⑩参见温家宝总理在澳大利亚霍华德总理欢迎宴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6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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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美国， 它们走过的发展道路都不同程度上伴随扩

张、掠夺、武力和战争，那是历史的局限。 如今，时代不

同了。 在全球化的新时代，和平发展成为主题，相互依

存成为主流，国际合作成为主趋势，中国的改革开放和

和平发展恰逢好时代，中国将利用这一历史机遇，走出

一条依靠自身发展和通过国际合作来实现强国的和平

发展道路。 这是中国在新时代的伟大实践。

第五，中国和平发展是基于中国需要和平、渴望和

平、 热爱和平的国情的必然选择， 是基于中国以和为

贵、追求和谐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必然选择，也是基于当

今世界和平、发展与合作的历史潮流的必然选择。 中国

的成功，也是世界的成功，中国与世界各国同舟 共 济，

息息相关。 中国的和平崛起只会给别国带来合作机会，

而决不会对他人构成威胁。 2005 年 9 月 16 日，胡锦涛

在 联 合 国 作 出 庄 重 承 诺：“中 国 的 发 展 不 会 妨 碍 任 何

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只会有利于世界的和平 稳 定、

共同繁荣。 ”①温家宝总理 2008 年 9 月 24 日在联合国

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言指出：“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

展，不会损害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 中国现在不

称霸，将来也绝不称霸。 中国将以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

的和平与发展。 ”②人们完全可以相信，中国的和平发展

给国际社会带来的决不是威胁，而是机遇。

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推动下， 世界上越来越

多的国家正以不同的方式、 途径和速度在实现和平发

展，中国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中国的和平发展是 21 世

纪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 它必然对中美关系

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

中美关系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它

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而良好稳定的国

际环境正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前提和保证。从这个意义上

来说，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事关中国实现和平发展。

2005 年 9 月，胡锦涛在联合国 60 周年首脑会议上

的讲话里提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 共同繁荣的和谐世

界的历史任务，这不仅是世界各国的共同使命，也是中

国走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崇高目标。

2006 年 4 月 20 日，胡锦涛访美期间，与布什达成

新的共识，确定“全面推进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 发

展大方向。 胡锦涛指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

谐世界，需要健康稳定发展的中美关系。 ”③

从 2006 年 8 月的中共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到 2007
年 10 月党的十七大，胡锦涛反复强调要坚持走和平发

展的道路和实现和谐世界的目标，并以这一新认识、新

理念、新目标来把握国际形势，以宽广深邃的战略眼光

和互利合作的时代思维来处理中美关系。

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来看， 中美应该在中国和

平发展问题上实现认知的突破。 首先，在认知上要顺应

时代潮流，与时俱进。 世界在进步，中国在变化，中国的

和平发展是顺应时代与时俱进的发展战略， 它走的是

一条和平合作与和谐共处的道路。 总体上来说，随着全

球化的发展，将出现中美两国利益相互渗透的趋势。 其

次，在认知上要摒弃传统历史观和冷战思维。 根据传统

历史观，崛起大国往往会挑战现存大国，形成对抗。 历

史上确有不少佐证， 但时代的变化正在改变着这一历

史规律，和平崛起的大国能与现存大国和平共处。 根据

冷战思维，苏联解体了，必有另一候补大国取代 之，与

美国争夺世界霸权。 中国威胁论者抓住中国和平发展

来发挥，企图把中国推到前苏联的位置。 然而，中国和

平发展的性质和要义决定了中国既不取代前苏联也不

取代美国。 中国不会取代前苏联与美国对抗，把世界带

入一场新冷战。 中国参与国际事务，融入国际体系，但

决不当头，因而也不会取代美国。 同时，在周边地区，中

国不会搞亚洲版的门罗主义以达到排挤 美 国 的 目 的，

相反，中国尊重美国在那里的存在、利益和影响，愿 意

通过对话和协商，和美国进行合作来处理矛盾、分歧和

热点问题。 第三，在认知上要完整地了解中国新一代领

导集体的内政外交新理念，即“对外和平，对内和谐，对

台和解”的“三和理念”。 这一核心理念对中国的内政外

交决策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近年来，中国新一代领导集

体 在 提 出 构 建 和 谐 社 会 的 基 础 上 又 提 出 建 立 和 谐 世

界，赢得世界各国的赞许。 在对外关系上，全面推进和

平合作发展的外交路线，积极开展多边外交，把改善和

稳定中美关系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上。 在两岸关系上，

则提出不少新思路，如两岸关系的主题是和平发展，中

国和平发展是两岸和解与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

在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上，中国将采取更加客观、

更加务实、更加积极的对美政策，将更好地将原则性和

灵活性结合起来，其要点为：第一，坚持反对霸权，但不

挑战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第二，主张建立世界新

秩序，但不做现存国际体系的破坏者(而认为中国是现

存国际体系的受益者和维护者)；第三，继续反对任何大

国干涉别国内政，特别是用武力进行干涉，但欢迎美国

在世界或地区事务中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第四，继

续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加强美台关系，特别是军

事合作关系，但愿意与美国在遏制“台独”势力 方 面 进

行合作。 总之， 中国和平发展将以营造良好的国际环

境、维护世界和平为战略目标，以参与国际体系、融 入

国际社会为战略选择， 以实现国家间双赢共存为行动

准则，以开展广泛的互利合作为首要途径，推进中美建

①参见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05年9月16日。
②参见温家宝总理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发言，载《人民日报》2008年9月25日。
③参见胡锦涛主席在美国12个友好团体的欢迎宴会上的讲话，新华社华盛顿2006年4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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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性合作关系。

五

2008 年是美国大选年。 美国大选及其结果将会对

中美关系产生什么影响？ 这自然是人们特别关注的一

个问题。

2008 年 9 月 23 日， 温家宝总理参加联大会议期

间， 在美国友好团体的欢迎午宴上发表题为 《继往开

来，共创中美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的演讲。 温家宝指

出：中美不是竞争对手，而是合作伙伴，也可以 成 为 朋

友。 中国政府历来重视发展中美关系。 我们真诚希望，

中美友好合作能够走出一条不同文化背景的大国和谐

相处、 共同发展的光明大道。 不管谁出任美国下届总

统，中国都希望与美国保持和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 同

时，我们坚信，无论谁入主白宫，中美关系都要 向 前 发

展，历史的潮流不会逆转。 ①

2008 年 11 月 4 日，美国大选结果揭晓，民主党候

选人奥巴马当选新一届美国总统。11 月 5 日，胡锦涛致

电奥巴马，祝贺他当选新一届美国总统。 胡锦涛在贺电

中表示， 中美两国在事关人类福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上，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肩负着重要的共同责任。发展

长期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

利益，对维护和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中国政府和我本人一贯高度重视中美关系。 在新

的历史时期，我期待着与你共同努力，在中美三个联合

公报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两国的对话与交流，增进双方

的互信与合作， 把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提高到新的水

平，以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同日，温

家宝也致电奥巴马， 祝贺他当选美国总统。 温家宝表

示，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是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

也是维护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的需要。 国

家副主席习近平致电拜登，祝贺他当选美国副总统。 ②

4 天后，胡锦涛同奥巴马通电话，再次祝贺奥巴马

当选美国总统。 胡锦涛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

同美方保持两国高层及各级别交往， 继续开展战略对

话，扩大各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

上的沟通协调，相互尊重和照顾彼此关切，妥善处理两

国间的敏感问题，特别是台湾问题，把中美建设性合作

关系推上更高水平。 奥巴马感谢胡锦涛祝贺他当选美

国总统。 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的发展

和成功符合美国利益。 在当今国际舞台上，美中关系是

至关重要的关系，发展美中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也有

利于世界。 ③

2009 年 1 月 20 日，奥巴马宣誓就职，美国政治开

启了一个新的时代。1 月 30 日，胡锦涛同奥巴马再次通

电话。 胡锦涛说，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美方一道，

牢牢把握两国关系发展的大方向， 加强对话， 增进互

信，扩大合作，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共同 应 对 各

种全球性挑战，推动中美关系持续稳定发展。 奥巴马表

示，美国政府愿同中方共同努力，发展更加积极、更 富

有建设性的中美关系。 对中美两国而言，没有比两国关

系更为重要的双边关系。 胡锦涛对奥巴马表示重视并

致力于发展更加积极、 更富有建设性的中美关系予以

赞赏。 ④

2 月份， 新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创下就职

后最快访华的纪录，并把此行定位为“倾听之旅”。 胡锦

涛和温家宝于 2 月 21 日先后会见了她。 胡锦涛说，中

美两国都是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 两国在事关世

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具有广泛的共同利益，都

肩负着重要责任。 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不断扩散和蔓

延，各种全球性挑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进一步深化和

发展中美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温家宝指

出，中美建交 30 年来的历史证明，合作 共 赢 是 唯 一 正

确的道路。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美

不仅要同舟共济，还要携手共进。 双方要从战略高度和

长远角度出发，照顾彼此核心利益，不断丰富建设性合

作关系内涵，使两国关系在新的起点上向前迈进。 ⑤

4 月 1 日，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伦敦成功地

举行了首次正式会晤，向世界宣布两国关系的新定位。

胡锦涛指出，新时期中美关系具有以下特点：第 一，应

该是积极的关系。 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历史背景、文化

传统、发展阶段不同，但双方都应该以积极的眼光看待

对方，用积极的行动推进各领域对话和合作。 第二，应

该是合作的关系。 双方应该携手应对 21 世纪人类社会

面临的各种复杂棘手的挑战和问题，实现互利合作、共

同发展。 第三，应该是全面的关系。 双方不仅应该深化

经济、反恐、防扩散、执法、能源、气候变化、科技、教育、

文化、卫生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推动两军交往，还 要 加

强 在 国 际 和 地 区 事 务 以 及 全 球 性 问 题 上 的 沟 通 和 协

调，不断充实两国关系战略内涵。 奥巴马表示，美方对

两国关系在现有坚实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的前景感到

乐观，赞同使两国关系变得更加积极、合作、全面。 双方

要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妥善处理分歧，使两国关系

不断向前发展。

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还达成一些重要共识：第一，

①参见新华社纽约2008年9月23日电。
②参见新华社北京2008年11月5日电。
③参见新华社北京2008年11月8日电。
④参见新华社北京2009年1月30日电。
⑤参见新华社北京2009年2月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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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同意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 王歧山副总

理和戴秉国国务委员将作为中国国家元首特别代表分

别负责经济对话和战略对话。 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和

蒂莫西·盖特纳财政部长将作为美国国 家 元 首 特 别 代

表分别负责战略对话和经济对话。 双方将于今年夏季

在华盛顿举行首轮对话。 第二，一致同意进一步深化广

泛领域的互利合作，加强能源、环境以及气候变化领域

的政策对话和务实合作， 恢复和扩大防扩散和其他安

全问题磋商，对两国立法机构、地方、学术、青年等社会

各界交往继续扩大表示欢迎，同意早日恢复人权对话，

双方表示将致力于发展两军关系， 推动两军关系继续

改善和发展。 第三，一致同意加强协调与合作，共同应

对国际金融危机。 第四，一致同意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

利益，妥善处理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 第五，双方同意

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推动解决冲突，减缓地区和

全球不稳定的紧张因素， 包括共同促进朝鲜半岛核问

题、伊朗核问题、苏丹人道主义援助、南亚局势 等 问 题

的妥善解决。 第六，胡锦涛邀请奥巴马于 2009 年下半

年访华，奥巴马愉快接受了邀请。 ①

胡锦涛和奥巴马的伦敦会晤及其取得的积极成果，

使之成为在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又一重要里程碑。

在中美建交 30 周年的今天，当我们回顾几经彩虹、

几经风雨的历程， 深感中美关系能发展到目前的地步，

来之不易。当前，中美关系已度过严重危机期，正处于平

稳发展期，将迈向重要机遇期。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

的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中美关系， 继承发展了毛泽

东、 邓小平和江泽民三代领导人的战略思想和对美方

针，并结合新形势、新挑战和新任务，继往开来，与时俱

进，提出一系列关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思路和原则：

第一，中美关系的发展是不平坦的，但始终会保持

向前推进的势头。胡锦涛指出：“中美建交 30 年来，两国

关系虽历经曲折，但总体不断向前发展，取得了来之不

易的成果，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值得我

们倍加珍惜。 ”②

第二， 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已远远超越双边关系的

范畴，具有全球意义。 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反复强调，中

美关系的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

望，也符合和平、发展与合作的时代潮流，是世界和平、

稳定与繁荣的需要。 关系基础脆弱但不会破裂，发展曲

折但不可逆转。 因此，培育持久性，克服脆弱性是中美

两国的长期任务。

第三，经过 30 年的磨炼，中美关系已发展成为一种

既成熟又复杂的极其重要的双边关系， 成熟伴随着复

杂，复杂催生着成熟。 国际形势深刻广泛复杂的新变化

不断地赋予中美关系新的时代特征。 双方均应学会接

纳、包容对方，学会处理有关分歧和敏感问题，特 别 是

日趋复杂的台湾问题和多边问题。 战略互信是两国关

系 的 核 心 问 题，双 方 应 进 一 步 加 强 沟 通 和 了 解 ，努 力

改善两国互信的缺失，这对中美关系的 发 展 来 说 是 个

关键。

第四，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处理中美关系，树立

全局长远的战略观。 中美两国应登高望远，以宽广深邃

的战略眼光和互利合作的时代思维， 共同维护中美关

系稳定合作发展的大局， 不断将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

向前推进。

第五， 通过对话协商， 处理两国之间的分歧和关

切，减少麻烦，增加信任，扩大共识，求同存异。 求同存

异的基础是两国国家利益的比较分析。 中美两国客观

上存在着不少利益差异和冲突， 但随着全球化趋势的

发展，两国的共同利益不断扩大。 中美应努力寻求国家

利益汇合点，减少冲撞点，扩大共同点，缩小分歧点。 不

能解决的问题可以放一下， 不要让在某一问题上的分

歧影响中美关系的全局和总体发展。 两国关系是既斗

争又合作，既冲突又协调，斗争而不破裂，冲突 而 不 对

抗。 两国应始终坚持求同存异，斗而不破，以实现两国

关系持久稳步发展。

第六，根据互信互利双赢的原则，进一步加强交流

与合作。 在这个全球化和相互依存不断发展的世界里，

经济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因素， 加强和深化中美

经济合作具有特殊意义。 中美两国还应加强在国际事

务和国际组织中的磋商， 加强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

全球气候变化，在反恐、防扩散、处理地区热点问题、环

保、缉毒、打击走私、防治疾病和救灾工作中的合作。 加

强合作对话，扩大合作领域，丰富合作形式，完 善 合 作

机制。 所有这些将推动两国关系从冷战时期对付共同

的苏联威胁到冷战结束以来寻求共同的合作基础的转

换，为未来的中美关系夯实新的基础。

中美关系现在处在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发展

时期。 1998 年 10 月，在接受南京大学名誉博士学位的

仪式上，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说：“如果我今天能向你

们转送什么思想的话，那就是：我相信我们已进入了一

个新的地缘政治时代，在这一时代里，中美的双边关系

将在 21 世纪上半叶的权力结构 的 形 成 进 程 中 起 到 日

益重要的作用。 ”[1](p.188)中美关系 30 年来的发展顺应了

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在 21 世纪，时 代 潮 流 也 必

将不断地推进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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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tely Implementing the Concept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to Win the Fighting Against the Global Finan-
cial Crisis: The concept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is a powerful weapon for our country to deal with the financial crisis.
Only by carrying out it unswervingly can we get the initiative position to deal with the crisis. We must stick to the con-
cept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to prevent the uneven fluctuation of economy and maintain a steady and rapid develop-
ment; we must carry out economic adjustment in maintaining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make adjustment to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structures of investment, consumption and importation and export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distribution; we
must place man the first so as to initiate and promote consumption by the construction of civil projects; we must stick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the transition from coarse, high carbon, resource dependence to economic, low car-
b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we must build well the system conducive to scientific development, brave enough to
break the existent interest structure and promote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the system.（PANG Yuan-zheng）
Reflection on the Route to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route to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is a hot topic of academic research. The discussion of the route begin with the under-
standing of the theory, about which three value judgments are proposed in this paper. According to these three judgments,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may develop along three routes, i.e., the textual, the organizational
and media.（LI Ran）
The Marxian Thought of Cultural Criticism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economic criticism, the Marxian cultur-
al criticism illuminated the contradiction of capital and its reflection in culture, and opened out 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of developing the socialistic advanced culture. All of the cultural debates are invariably rooted in the different understand-
ing of what human is, and the criticism of the culture based on the abstract humanism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n the one hand, the Marxian cultural criticism posted the social root of “cultural tragedy”,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pointed out the realistic way of walking out of “cultural tragedy” and going closer to the cultural har-
mony.（JIANG Ying-chun）
On the Theory of Frugality of the Leaders of Our Party in the Past Few Generations : The theory of frugality
proposed by Mao Zedong, Deng Xiaoping, Jiang Zemin and Hu Jintao is the important theoretical resource and practical
guideline for our country to build a frugality-oriented society. Being inter-relevant, consistent and practical, the theory is
an important guiding thought for invigorating the country and enriching people and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e-
conomic theory.（HUANG Tie-miao）
The New Central Leadership Group and the Sino-US Relationst: The new central leadership with Hu Jingtao as the
Secretary General pays great attention to Sino-U.S. relations. It carries on and develops further the strategic thinking and
policy of the three generations of leadership headed by Mao Zedong, Deng Xiaoping and Jiang Zemin. In face of the new
situation, new challenges and new tasks, the new central leadership has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new concepts, ideas and
politics, thus greatly enriched the contents of Sino-U.S. relations and kept the momentum of the mutual relationship.
This paper reviews and sums up from multi-facet perspectives th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made by the new central lead-
ership in advancing the constructive and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NI Shi-xiong）
The External Impact to Employment Increase and the Expansion of Labor Market: China’s speed-oriented model
of employment growth suffered in the global economic depression and it is a rational choice to explore new route of em-
ployment growth. However, the guiding policy of employment in our country still maintains a focus on a strong route
and a preference on non-formal departments, which is structurally deviating from the law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laborer’s preference and makes difficult to realize fully employment. The solution is to deepen system reform, expand
employment market and establish a laborer market system even in the sphere of the basic public service.（LI Jiong）
The Image of China in the West Community – A Survey of Anti-earthquake Salvation and Financial Tsunami:
For the west community, the image of China is in fact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Other, characterizing a cultural mentality of
dual conflicts, including not only the reality of China but also the myth and expectation of the west community. The
change of the image of China for the west depends not only on China’s development, but also on the political need of
the west, the need of the change of itself, and whether it provides a borrowed remedy for its own deflection. The pra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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