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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战略经济对话 （SED） 作为中

美两国元首共同提出的重要对话平台，

迄今已经举行了四次。在 SED 的框架

下，两国政府可以就双方关注的问题进

行协商，以对话而非对抗的方式取得较

为一致的意见。作为一种制度性的重大

创新，SED 在维护两国经贸关系稳定方

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如今，美国

总统大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布什也

即将卸任，SED 会走向何方呢？

第四次 S E D 的变化
SED 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处于变

化当中。正是这些变化，成为观察 SED

发展和变迁的一个重要窗口，也是我们

预测未来 SED 走向的参照。最近在马

里 兰 州 安 纳 波 利 斯 召 开 的 第 四 次

SED ，更是出现了一些意义重大的变

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背景、议题和

人员等方面。

首先是背景。与以往三次 SED 相

比较，本轮 SED 的背景有了非常显著

的变化。一方面是国际经济背景。在前

三次 SED 中，世界经济还处于较为乐

观的通道当中。次贷危机尚未席卷全

球，原油价格也处于相对可以接受的位

置。但仅仅过了半年，形势就发生了剧

烈变化。世界经济走向阴晴不定，能源

价格迅速攀升，各主要经济体均陷入增

长麻烦。有些中小国家，比如越南，甚

至有了爆发经济危机的隐忧，并可能由

此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使得危机在更

大范围内传导。

另一方面是中美两国各自的经济现

实。毋庸讳言，在本次 SED 召开的时

刻，中美两国的经济都面临着一定的困

难。从中国角度来看，在第三次 SED

闭幕和第四次 SED 召开之前，发生了

南方雪灾和 5·12 汶川地震等严重影响

中国经济发展的自然灾害。就在第四次

SED 开始之前的四天，中央还召开了省

区市和中央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会议，专

门分析和部署今后的全局经济工作。就

美方的情况而言，次贷危机尚未见底，

楼市复苏尚需时日，失业率居高不下，

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增加，经济发展普遍

疲软。在两国都面临如此严峻形势的背

景之下，SED 会更多地服从于国内经济

的需要，而非仅仅着眼于双边关系。

其次是议题。为应对上述在国际层

面和国内层面发生的变化，本次 SED

的议题也和变化中的背景适应，相应地

出现了调整。其中最为明显的是能源议

题取代人民币汇率等议题，成为本次

SED 最重要的议题。如前所述，在过去

的半年中，国际油价几乎以每个月上升

10 美元的速度快速增长，并高位稳定

在 130 美元左右，这给包括中美两国在

内的主要能源消费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

巨大挑战。以 《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

框架》 签订为标志，中美这两个世界上

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开始在能源领域加强

合作，谋求在国际能源领域的双赢。事

实上，加强两国在能源环境领域的合

作，不仅有助于增强中国应对能源环境

问题的能力，也可为美国投资者带来巨

大的商机和丰厚的回报。

投资议题也是一个重点。在全球经

济和本国经济都出现一定麻烦的情况

下，两国尤其是美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

经济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表现在投

资领域，即为金融保护主义。具体而

言，美国的金融保护主义包括对中国主

权财富基金 （中投公司） 对美投资的担

忧、对中国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在美设

立分行的拖延以及对中国企业并购美国

公司的阻挠等。中国国内也有保护主义

的呼声，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对中国主要

商业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的不满。而在

全球化的当下，过分的保护主义其实是

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中美双方并非没有

认识到此点，所以在此次 SED 中均强

调坚持自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原则，致

力于改善投资环境，并同意正式启动中

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相对于投

资，贸易问题在本次 SED 中反而没有

太多涉及。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 SED 议题还

有一个重大变化，即美元汇率和人民币

汇率一道，也被列入议题。如果说人民

币汇率问题每次都成为主要议题，并因

此成为认定“美主动中被动”的主要理

由，那么美元汇率被中国提出并要求美

国回应，则多多少少改变了 SED 旧有

的谈判模式，中国开始学会对等地和美

国协商，就自己关心的问题和美国进行

交涉。确实，中国不得不就美元汇率问

题向美国提出自己的看法。过去 5 年

中，美元几乎贬值了一半。尽管美国政

府一再坚称维护“强势美元”政策决心

不改，但事实却是放任美元贬值。此举

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国家造成损害，

极大地制约了其他国家自主制定宏观经

济政策的政策选项。中国利用 SED ，要

求美国的货币和汇率政策更负责任，一

思考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未来

□ 宋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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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美国单边对人民币施压的态势。

从根本上说，中美对话态势的转

变，与中美两国的底气不同高度相关。

在美元持续贬值，次贷危机波及全球，

并加剧金融市场动荡之际，美国在指责

中国时难免底气不足。而经济高速发

展，令中国自信心大增。而且，人民币

兑美元自汇改以来升幅已逾两成，而美

国推三阻四，试图转移危机，也客观上

为中国添加了谈判筹码。

最后必须提及的一点是中方成员构

成的变化。吴仪副总理的卸任和王岐山

副总理的接任，在一定程度上给 SED

带来了新气象。在 SED 上，王岐山与

吴仪有两点不同：其一，就私人关系而

言，王岐山和美国财长保尔森的关系要

更有渊源，两者的第一次打交道甚至可

以回溯到十多年前王岐山担任建设银行

行长期间；其二，从政府内部的职权分

工来看，王岐山不仅负责对外经贸，而

且要负责金融货币政策的决策，而吴仪

更多的是关注对外经贸这一块。分工的

差异赋予了王岐山从更为宽阔的视野来

通盘考虑 SED 立场和政策的机会。中

方首要代表的上述两点变化当然会影响

到 SED 的进程和可能取得的成果。

S E D 的未来
除了分析第四次 SED 的变化之处，

更重要的是要探讨 SED 的未来。之所

以强调此点，是因为和胡锦涛主席共同

提出 SED 倡议的美国现任总统布什还

有 7 个月左右就要离开白宫。随着布什

的 离 去 ， 一 直 参 与 其 中 并 积 极 推 动

SED 的美国财政部部长保尔森也将离

职。届时，SED 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

于美国新任总统的对华政策思考。假如

中国已经认为 SED 并不是一个可以接

受的好方式，中国恰好可以选取这一时

机自然地提出终止。但问题在于，SED

是有利于中美之间用协商的方式解决某

些经贸争端的。中 美 累 积 已 久 的 争

论、美国国内政治的诸多不满以及中

国对于美国咄咄逼人态势的反感，都

可以通过一次高规格的对话在一定程

度上得以缓解。从现有的政策判断，中

方也比较希望 SED 能够延续下去。在

这种情况下，中国就得分析美国新政府

下的 SED 走向。

从理论上看，美方未来对 SED 有

三种政策处置方式：第一，名不存，实

亦亡。也就是说，SED 不仅名称不再，

而且美国新政府将彻底停止用这种高层

对话的方式来解决中美经贸问题。考虑

到美国新任总统大都有打破前任总统既

有政策以凸显变革的传统，如果新上台

的总统对中国的贸易政策高度不满，并

采 取 了 A B B （anything but B ush） 态

度，那么这种可能性将会存在；第二，

名不存，实仍在。新总统基于“新人新

气象”的想法，不用 SED 这个名称，

但又认同用高层直接对话的形式来处理

中美经贸争端，那么很可能创造一个新

的名称，但实质上与 SED 并无差异；

第三，名不变，实也续。新总统认为

SED 这种形式很好，符合其对华战略

的立场判断和基本框架，索性就全盘接

受目前的这种方式。

尽管上述三种可能性都存在，但最

终哪位候选人赢得美国总统大选，却会

影响它们发生的概率。如果是共和党的

麦凯恩入主白宫，第二和第三种可能性

发生的概率较大。一方面，麦凯恩和布

什都属于共和党，作为党内同志，政策

延续性还是有一些的；另一方面，从历

史上看，共和党总统主政时期，通常比

较重视中美经贸关系的积极发展。这意

味着麦凯恩当选之后不会贸然放弃已有

的 SED 框架。

假如是民主党的奥巴马上台，则前

两种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奥巴马的竞选

口号核心是两个字：“改变”。在这种

思 维 主 导 下 ， 改 变 现 有 的 SED 模

式———无论是名称，还是实质———确实

有可能。更何况，在预选过程中，奥巴

马在经贸议题上已经流露出对中国的指

责。另外，民主党对布什的对华经贸政

策早有不满，其所控制的国会也频频对

华发难。奥巴马执政以后，面临同党

议 员 的 呼 吁 和 压 力 ， 加 上 自 身 的 倾

向，对华实施“另起炉灶”式贸易政

策 的 可 能 性 不 能 排 除 。 最 坏的情况

是，新总统上任之时，美国经济还在恶

化，届时经济民族主义势必会制约新总

统任何缓和性的对华贸易政策，SED 的

命运或将就此终结。

站在中国的角度，由于无法影响美

国大选的结果，因此在目前阶段猜测上

述哪种可能性更大一些，实际意义并不

是很大。但从制定政策的预见性要求来

衡量，中国必须有这种事先判断的意

识。不仅如此，还要在总结现有情况的

基础上努力推动未来的 SED （如果那时

候实质上还存在的话） 的发展和突破。

有两点尤为重要。其一，指出美国

不合理之处，争取对等地位。回顾四次

SED 的过程，不难发现更多的是美国在

其中扮演了一个议程设定者的强势角

色。通常是美国提出议题，中美就此进

行协商，然后达成联合说明。这种过程

有诸多不合理之处。譬如，美国以往在

人民币汇率以及金融市场开放等方面对

中国的“要求”，一则缺乏明显合理的

理由，二则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三

则严重超越了中国所能承受的能力。换

言之，于理于实于力都无法被现阶段的

中国所接受。但美国仍然乐此不彼，或

通过施压，或通过劝说，希望中国能够

答应。如果中国拒绝，则动辄责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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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配合，或者威胁施之以制裁。中

国 必 须 告 知 美 国 ， 如 果 美 国 想 让

SED 继 续 下 去 并 发 挥 作 用 的 话 ， 就

要改变这种傲慢的态度，用对等的心

态来和中国进行对话。

其二，争取把中美 SED 的定位从

只关注双边问题的对话升级为应对全球

经济的论坛。对世界经济增长来说，中

美两国是最重要的两个贡献者。如果忽

略了此点，仅仅把 SED 的功能定位在

处理两国关系上，格局未免过于狭隘，

也容易被美国所束缚。考虑到中美各自

的经济及其互动将会对世界经济产生重

大影响，中国要有眼光和雄心，在未来

几年逐步把中美 SED 打造为可以和 G 8

（八国集团） 类似的 G 2 论坛，针对世

界经济中的问题提出中美两国的共识以

及解决方案。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能

够继续高速发展，再加上策略得当和

美国的支持，实现此点非常有可能。届

时，借助这一平台，中国在国际经济领

域的软实力将会迅速增加。

走向合作共赢
中美两国都必须意识到，中美经贸

关系从来就不是纯粹的经济议题，而是

与政治和安全密切相关的。各自国内政

治的纷扰，彼此战略评估的模糊以及外

来偶发事件的冲击，都会严重影响和制

约两国正常贸易关系的开展。正因为如

此，并且考虑到中美贸易关系对于两国

的极端重要性———美国是中国第

一大出口对象和第一大贸易伙伴

国，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国和

第二大进口国———两国政府更应

该从战略的高度来解决现有的一

些贸易争端，维护双边经贸关系

的良性发展。

现在的问题是，尽管在中美

战略经济对话这个平台上双边存

在着严重分歧，但如果两国政府

仍然认为这个平台是必需的，都

有心借助其来有效处理双边重大

经贸议题，就必须对这个平台有

一个长远的设想和规划。中国如此，美

国也是如此。正如在探讨 SED 的未来

时所分析的，如果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之后，出现一个贸易保护立场强烈的民

主党总统，再加上一个民主党控制的国

会，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完全有可能被强

行终止。届时，即使中美经贸关系不出

现剧烈冲突，一定程度的动荡将不可避

免。这种情况当然非现在的双方行政当

局所乐见。所以，中国政府和这一届美

国行政当局要站在战略的高度，达成一

定程度的默契，在维护彼此重大国家利

益的前提下，共同作出一些让步，通过

形成更多成果的方式来表明战略经济对

话的有效性和必要性，给未来的政府以

启示或者约束，以防止未来可能的双输

局面的出现。

（作者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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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7 日上午，中美双方围绕宏观经济和金融周期管理等议题举行专题会。

有两点尤为重要。其一，指出美国

不合理之处，争取对等地位。其

二，争取把中美 SE D 的定位从只

关注双边问题的对话升级为应对全

球经济的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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