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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开放战略与中美关系正常化之互动
＊

杨值珍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 北京 100872)

　　[摘要 ] 对外开放是新中国的一贯政策。由于美国对华封锁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开放成了一

种片面 、畸形的开放 ,主要面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 20世纪 70年代 ,国际形势发生了深

刻变化 ,对外开放成为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中国那种片面 、畸形的开放难以为继 ,需要寻找新

的开放突破口。与此同时 ,基于自身利益 ,美国也希望打开中国的大门 ,实现中国市场对美国资本

的开放 。这样 ,对外开放与中美关系正常化相互作用 ,相互推动 ,终于同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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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中美关系史上的大事 ,也是

国际关系史上的大事 。中国开放战略的最终形成是

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 ,也是影响世界历史进程

的大事。这两件大事在 20世纪 70年代末同步完

成 ,不是历史的巧合 ,而是历史的必然 。历史是一面

镜子。分析这两件大事的相互关系 、探讨中国开放

战略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影响 ,对于今天正确认识

和处理中美关系 ,进一步推进中国的开放战略 、构建

和谐世界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

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美国是中国的重要盟国 ,

为中国打败日本法西斯侵略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同

时 ,中国抗战使美国减轻了太平洋战场的压力 ,保障

了盟国 “先欧后亚 ”大战略的实施。事实证明 ,中美

两国的合作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的关键因

素之一 ,中美两国合作对于稳定东亚秩序 、维护世界

和平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 ,美国领导人设想使中

国成为战后维护东亚和平的主要国家 ,在一定程度

上对中国实行扶持政策。 “罗斯福总统希望中美两

国在战时结成的同盟关系在战后继续下去 ,希望一

个统一的 、稳定的 、亲美的中国成为美国在亚洲的主

要盟国 ,成为亚洲的主要稳定因素 。”
[ 1] (P.1)

但是 ,美

国要支持的中国是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 ,不是共产党

领导下的中国。美国意识形态中强烈的反共意识 ,使

美国对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极其敌视的态度。美国大力

实施扶蒋反共政策 ,阻止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

面对美国扶蒋反共的政策 ,中国共产党采取了

既揭露又争取的政策。毛泽东指出:“只要美国政

府的现行扶蒋反共政策有一天能改变 ,我们就将停

止批评这个政策 ,否则是不可能停止的。”
[ 2] (P.50)

然

而 ,在赫尔利和马歇尔调处先后失败后 ,中国共产党

逐渐认清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本质 。 1946年 9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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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延安《解放日报 》写道 , “经过了这两次试验 ,现

在对于美国政府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质 ,是没有怀疑

了 。 “因此 ,中国共产党放弃了争取美国的政策 ,转

而密切与苏联的关系 。杜鲁门宣言出台后 ,中美关

系迅速被纳入冷战轨道 ,美国与中共和解的可能性

更小。 1949年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 》一文中

全面阐述了 “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他说:“一边倒 ,

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

给我们的 ,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 ,必须一边

倒 。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 ,中国人不是倒向

帝国主义一边 , 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 , 绝无例

外 。”
[ 3] (P.1472)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 ,毛泽东访苏并签

订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彻底倒向了以苏联为

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美国离间中苏的图谋失败 。

朝鲜战争爆发后 ,中美之间的敌对状态进一步固化 ,

美国对中国实行孤立 、封锁和遏制的政策 ,妄图 “使

中国彻底孤立于日本和西方世界 ,以便招致中共政

权的被推翻和崩溃 ” 。
[ 1] (P.5)

这样 ,中国就被美国堵

在国际社会主要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大门之外。

然而 ,中国并没有因此而完全关闭起自己的大

门 。中国倒向社会主义阵营后 ,与苏联等社会主义

国家的关系迅速发展 。政治上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

主义国家迅速承认了新中国 ,支持中国控诉美国对

台湾的侵略 ,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反

对美国片面召开旧金山对日和会。在日内瓦会议 、

反对美国在世界上制造紧张局势 、处理社会主义国

家内部关系以及裁军等问题上 ,中苏两国进行了密

切合作 。军事上 ,中苏两国在朝鲜战争中进行了有

效的合作。在出兵朝鲜问题上 ,苏联或者确实有困

难 ,或者不愿意为了朝鲜而与美国开战 ,又不希望因

朝鲜问题而影响自己的威望 ,因而希望中国出兵朝

鲜 。据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 》一书中回忆 , “斯大

林随后说:我们曾设想如何帮助朝鲜同志 。但我们

(苏联)早已声明过 ,我们的军队已全部撤出朝鲜

了 ,现在我们再出兵朝鲜有困难 ,因为这等于我们同

美国直接交战。所以设想 ,中国可以出动一定数量

的兵力 ”
[ 4] (P.783)

。可见 ,中国出兵朝鲜解开了

苏联的困境 。战争期间 ,苏联也提供了军事援

助 ,总共提供了 64个陆军师 、23个空军师的装备 ,

大部分是按半价提供的。
[ 5]
苏联还派出了空军直接

参战 。经济上 ,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在互利互惠基

础上开展了广泛合作 。以中苏为例 , 1950年 ,中苏

签订为期一年的贸易协定 ,在每年签订年度换货和

支付协定时延长一次。 1950年 ,苏联向中国提供了

3亿美元贷款 ,并承诺援建 50项企业。 1953年 ,苏

联答应援助中国建设和改建黑色和有色冶金工业 、

煤炭 、石油及化学工业 、电站 、机器制造业 、国防工业

及其他工业共 91项企业 。
[ 4] (P.800)

1959年 ,苏联又答

应帮助中国建设冶金 、化学 、煤炭 、石油 、机械制造等

78个大型企业和电站 。
[ 4] (P.887)

中国则向苏联提供了

各种原料和农产品 ,帮助苏联获得了橡胶等战略物

资。此外 , 1955年 ,中国还应赫鲁晓夫的请求派出

了 7000名河北青年到西伯利亚协助苏联开发森

林。
[ 4] (P.809)

科技上 , 1954年 ,苏联向中国提供了米

格-17样品及全套资料 。 1955年 ,转交了 AK-47自

动枪 、C-41半自动步枪 、捷克加列夫轻机枪等技术

资料 ,提供了现役 T-54A坦克和各种火炮的样品图

纸。 1957年 ,中苏签订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据

此 ,苏联提供了 P-2导弹作为中国导弹的最早样品 ,

提供了所需的核工业设备并派出近千名专家 ,建成

了湖南和江西铀矿 、包头核燃料棒工厂及酒泉研制

基地 、新疆核实验场。
[ 5]

1958年 ,双方签订了 《关于

共同进行和苏联援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的

协定 》。

中国还与部分民族主义国家发展了关系。 1951

年 ,中国以专笔粮食输出与印度开始重要贸易项目 ,

先后 6次签订合同 ,输出粮食 66.65万吨 。 1952

年 ,中国和锡兰签订了贸易协定 、中国向锡兰出口 8

万吨大米的合同以及橡胶和大米 5年贸易协定。

1953年 ,中国与巴基斯坦订立了一项棉花协定和一

项煤合同 , 和印度尼西亚签订了贸易协定 。 1954

年 ,中国与缅甸 、印度签订了贸易协定 。
[ 6] (P.56)

万隆

会议以后 ,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民族主义国家迅

速增加。到 1964年 ,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民族主

义国家共有 29个。此外 ,中国还与少数西方资本主

义国家不同程度地发展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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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 ,中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及民族主义国

家的开放对新中国的巩固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

用 ,但是它满足不了中国发展的需要 ,特别是在国际

国内形势的变化使得对外开放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

要求以后。实际上 ,中国当时既有的开放是建立在

世界市场人为分裂的基础之上的 ,以美国为首 、占全

球经济绝大部分的发达国家没有被纳入中国开放的

范畴 ,因而是畸形的 、片面的 ,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快

速发展 ,同期中国周边国家的快速发展充分说明了

这一点 。同时 ,这种开放主要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分

野之基础上的 ,而且中苏关系一开始就存在强烈的

不信任因素和国家利益争端 ,因而是不稳定 、不牢固

的 ,不利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一旦中苏关系出

现问题 ,这种开放就会受到损害。历史事实已经充

分证明了这一点 。 20世纪 60年代 ,中苏两党的分

歧扩大到国家分歧 ,两国关系严重恶化 ,加上中国国

内局势的影响 ,这种畸形 、片面的开放遭到了极为严

重的破坏 ,中国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有些建设

项目甚至被迫停止。这使中国领导人不得不寻求新

的开放之路 ,将目光转向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 。

二

中国之所以被堵在发达国家市场之外 ,主要是

因为美国对中国实施封锁政策。正如尼克松指出

的 , “中国的势力处于国际结构之外 。这 ,一部分是

由于它自己的态度以及它忙于解决内部问题 ,一部

分是由于外国的政策 , 最重要的是美国的政

策 。
[ 7] (P.4)

事实上 ,中国志愿军入朝参战后 ,美国对

中国实行 “绝对禁运 “政策。在美国操纵下 ,联合国

通过了对中国实施禁运的决议 ,巴黎统筹委员会专

门设立中国委员会 ,制定对中国的特别订单 ,实施比

对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更广泛的禁运。到

1953年春 ,有 45个国家参加了对中国禁运。朝鲜

停战后 , 1954年 ,美国国务院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

詹金斯宣称 , “在经济方面我们遵循的政策是对共

产党中国完全的禁运 ,我国船只禁止驶往共产党中

国的港口 。 “
[ 1] (P.86)

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不像美

国那样严格实行对华禁运 ,但在美国的压力下也不

可能有太大的动作。因此 ,中国要实施全方位的开

放战略 ,就必须首先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

1972年尼克松访华使中美关系迈上了正常化

的征程。但是 ,正如尼克松说的 , “我们并不幻想中

华人民共和国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 20年的敌对情

绪将会由于我们到那里进行一周的会谈而完全消

除。 “
[ 8] (P.230)

由于两国间的隔阂根深蒂固 ,两国间

的利益冲突尖锐 ,加之美国热衷于与苏联搞缓和 ,中

美关系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因素。事实上 ,美国国

内与中国国内对改善中美关系不理解甚至反对的人

也仍然比较多 。两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相差悬殊 ,

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陷入了僵局 ,直到卡特总统上

台初期仍未有根本性的改观 。
[ 9]
这种状况对于刚刚

从十年浩劫中走出来 、准备实现工作重心转移的中

国来说是不利的。由于两国还没有完成正式建交 ,

两国关系依然缺乏制度保障 ,中美关系的大门虽然

已经开启 ,但随时可能被关闭 ,中国对美开放的战略

也可能受阻 ,现代化的战略部署也可能被打乱。在

这种情况下 ,中国领导人决心通过完成中美关系正

常化来实现开放战略的重心转移 ,实现对以美国为

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开放 。

20世纪 70年代 ,国际形势进一步发生深刻的

变化 ,科学技术突飞猛进 ,新兴工业不断崛起 ,世界

经济联系愈益密切 ,经历了长期动乱的中国迫切需

要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 ,需要引进国外先进科技和

富余资金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 1978年 ,中国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发展经济列为国家的首要任务。

11-12月 ,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 ,讨论将全党工

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美

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 ,拥有最先进的科技和最

雄厚的资金。从现代化建设角度看 ,中国需要发展

同美国的关系 ,尤其是中美经济关系。因此 ,在谈到

中美建交问题时 ,邓小平强调这确实是个大局。实

际上 ,当时中共中央一方面在酝酿党和国家工作重

点转移 ,另一方面在商讨中美建交谈判 ,而邓小平本

人则将主要精力放在中美建交谈判问题上。 11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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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 ,看来美方想加

快正常化。我们要抓住这个时机 ,当然不一定赶在

美苏限制战略武器第二阶段协议之前 ,同美国关系

正常化要加快 ,从经济意义讲也要加快。原则当然

不放弃 。可以按美方提的问题谈。谈的时候不要把

门关死。
[ 4] (P.378)

12月 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召集部分省委第一书记和部分大

军区司令员开会 ,主要由邓小平通报常委会正在考

虑的问题 ,其中第一条就与中美建交谈判有关 。邓

小平明确指出:“我们想同美国在明年 1月 1日达成

建交协议 “。
[ 10] (P.291)

这充分表明中美建交对中国党

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 、对中国确立开放战略具有十

分重大的意义。据《世界知识》发文记载 , 1979年陪

同邓小平访美的一位资深国际问题专家问邓小平:

中国为何要开放 ,又为什么主要向美欧开放 ? 邓小

平回答说: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都富强了 。
[ 11]
显然 ,

中国对引进美国先进技术来加快现代化建设寄予了

一定希望。 1979年 1月 5日 ,邓小平在回答记者提

问时也说道:“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 ,我们愿意同科

学技术 、工农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合作 。我们愿

意采取多种方式 ,同他们进行合作 ,其中包括银行贷

款 、补偿贸易 ,也包括其他方式 。在这个问题上 ,我

们历来认为 ,美国在相当多的领域里处于领先地位 。

我们欢迎美国像西欧和日本一样 ,参与这个竞争 。

“
[ 10] (P.303)

不久 ,邓小平在访美前夕会见美国客人时

又说道:“我们相信中美关系正常化能为美国用先

进的东西帮助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创造更有利的条

件 ,这点对美国来说也是有利的 。 “
[ 12] (P.109)

实际

上 ,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对中国开放战略的意义远

不止此 。中国要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 ,实

施开放战略 ,就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在

美苏争霸的总态势下 , 20世纪 70年代 ,中国认为苏

联对中国的威胁远远大于美国对中国的威胁。苏联

不仅在 60年代末武装入侵珍宝岛 ,还在中苏 、中蒙

边境驻扎重兵 ,并多次威胁要打击中国的核基地 。

虽然 1972年尼克松访华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 ,但

是美国实施 “三角战略 “的目的不仅在于利用中国

遏制苏联 ,而且在于借助苏联牵制中国。尼克松访

华后 ,美国仍然把苏联放在第一位 ,热衷于与苏联搞

缓和 ,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停滞不前 。在这样的

国际形势下 ,中国不仅仅担心苏联的威胁 ,而且更加

担心美苏合伙威胁中国 。 1973年基辛格访华时 ,毛

泽东就表达了这方面的忧虑 。 1974年毛泽东会见

英国前首相希思时又说 , “西方有一部分舆论每天

都想把苏联这一股祸水引向中国 “, “我讲的主要是

美国的舆论 。 “
[ 1] (P.603)

事实上 ,卡特上任伊始就致

电勃列日涅夫要 “在互惠 、相互尊重和互利的基础

上同苏联改善关系 “,国务卿万斯也力主美苏缓和。

因此 ,如果不能建立稳定的中美关系 ,中国党政领导

集体就难以放心大胆地实施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

移 ,开放战略也难以顺利推行 。

因此 ,中国采取了比较灵活的策略。据有关人

员回忆 ,在建交谈判的最后时刻 ,双方在美国售台武

器问题上卡住了 ,美国坚持不让步 。最后邓小平提

出 ,是不是我们双方同意发表建交公报 ,建立外交关

系。这个武器问题就留待双方建交以后两国政府继

续商谈解决 。因为有了这句话 ,才有后来的 “八 ·

一七公报 “。
[ 13] (P.220-221)

中国还利用贸易问题来促使

美国与中国建交。在与布热津斯基晤谈后不久 ,邓

小平就对意大利交通海运部长维 ·科隆博说:“中

美两国贸易方面 、人员往来方面还是要发展的。我

们明白地告诉他们 ,关系正常化与不正常化不同。

我们不排除美国愿意给我们而我们也需要的先进技

术。但是 ,在同等条件下 ,我们优先考虑同我们关系

正常化的国家。 “
[ 10] (P.282)

事实上 ,由于中国采取了

柔中有刚的策略 ,美国厂商在竞争中国市场方面远

不能与欧洲 、日本厂商相提并论 。 1972年到 1978

年 ,中国与欧共体的贸易额从近 24亿美元增至

32.84亿美元;1972年到 1979年 ,中日贸易额从 11

亿美元增加到 67亿美元。
[ 14]

1978年 ,中美贸易额仅

有 114770万美元 。
[ 15] (P.224)

显然 ,这种政策产生了一

定的效果 。美国大企业家对卡特政府在中美建交问

题上徘徊不前普遍不满 ,要求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正如 《纽约时报 》专栏作家赖斯顿指出的 , “在中国

开始同日本 、德国 、英国以及其他工业国家进行大量

贸易之后 ,许多美国大企业家 ,其中大多数是共和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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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极力要求同北京建立正常关系 ,使美国有较好的

机会及早进入中国市场。 “
[ 16]

三

美国对华长期封锁禁运虽然给中国带来了一定

的消极影响 ,但是给美国也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损失 。

这与美国的商业主义传统是相矛盾的 。美国脱胎于

重商主义和商业资本 ,追逐海外经济利益 、夺取海外

市场是美国推行扩张外交的动力。 1898年以后 ,美

国全力进行海外扩张 ,以建立不同于旧殖民体系的

门户开放式的商业帝国 ,即非正式帝国 ,而建立非正

式帝国的核心是争夺中国市场 。促使中国门户开放

是美国对华的一贯政策。但是 ,由于美国对中国实

行遏制战略 ,冷战开始后 ,美国被逐步挤出中国市

场 ,丧失了一百多年来其先辈们在华孜孜开拓的成

果 。 1948年 ,美国对华出口总值为 2.734亿美元 ,

1949年为 0.826亿美元 , 1950年 1-8月份为 0.33

亿美元 。
[ 1] (P.72)

美国对华全面禁运后 ,中美贸易实际

上中断了。

美国退从中国市场为其他国家开拓或者恢复中

国市场提供了条件 。中国倒向社会主义阵营后 ,以

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很快成为中国市场的最大

卖主。 1950年 ,中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额占中

国对外贸易总额的 32.4%, 1951年达到 52.9%,

1952年增到 72%,到 50年代末一直保持在 70%以

上 。其中 ,中苏贸易 1950年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

29.8%, 1955年达到 56.9%。
[ 1] (P.78)

英国 、日本等西

方国家也不顾美国阻扰 ,大力开拓中国市场 。据美

国海军部门的情报 , 1950年 7月 1日到 1951年 11

月 30日 ,共有 330艘非社会主义国家船只与中国开

展贸易 ,其中 167艘是英国注册的或为英国所有 ,总

吨位超过 100万吨。
[ 1] (P.79)

1952年 ,日本国会议员

高良富等访华 ,与南汉宸签订 《中日贸易协议 》,规

定双方从协议签订日起的 7个月内以易货方式各出

口 3000万英镑。中苏关系破裂后 ,中国与西方的贸

易进一步拓展。 1961年 ,中国与澳大利亚 、加拿大

签订了谷物购买协议 。 1963 -1966年 ,中国与西

欧 、日本签订了 2亿多美元的合同 。
[ 13]
尼克松访华

后 ,除美国外的西方大国纷纷与中国建交 ,美国更难

以与它们竞争中国市场 。可见 ,美国要重返中国市

场就必须打开中国对美的大门 。正如托马斯 1964

年给助理国务卿邦迪的备忘录提出的 ,中国与西方

国家的贸易和交往正在越来越迅速地增加 ,美国必

须设法改变仅仅是遏制的对华政策 ,逐步打开同中

国交往的大门 。

同时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 ,美国也需要中国变

得强大起来 ,以便遏制苏联咄咄逼人的霸权。中国

革命胜利之际 ,美国在对华政策上是比较矛盾的。

一方面 ,美国希望通过与中国保持经济关系来保障

美国在华经济利益和传教事业 ,在中苏关系中打入

楔子;另一方面 ,美国又担心这会加强新中国政权。

因此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41号文件提出 ,美国

应当通过恢复对华 “一般经济关系 “主要是贸易关

系来加深中苏矛盾 ,导致最终出现一个 “独立的中

共政权 “,但是要严格管制对华贸易 。 20世纪 60年

代 ,国际形势发生深刻的变化。中苏由盟友逐渐变

成敌人 ,苏联与美国在全球争夺霸权 ,一场新的外交

大改组隐隐出现。基辛格指出 , “美国的核优势正

在消失 “, “冷战以来被认为坚如磐石的共产主义阵

营出现了严重的裂痕 ,美国外交的新机遇出现了。

“
[ 17] (P.703-704)

为了维护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 ,尼克松

和基辛格从现实主义出发 ,借助中国遏制苏联。尼

克松指出:“我们的共同经济利益是今天使我们聚

在一起的首要因素 ,但是这些利益在使我们在 1972

年走到一起方面没有起任何作用 “, “真正的原因是

我们在反对苏联称霸亚洲方面的共同战略利益。

“
[ 18] (P.504)

面对美苏争霸中苏联的进攻态势 ,美国现

在并不害怕中国强大 ,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希望中国

强大 。尼克松访华期间一再表白 ,中国保持独立 、强

大 、不被瓜分符合美国的利益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

希望有一个强大的中国 。 1978年布热津斯基访华

时也说 ,一个安全强大的中国对美国有利 。
[ 10] (P.278)

这就解开了美国发展对华经济关系会有助于 “加强

新中国政权 “的疙瘩 。相反 ,美国希望中国实施开

放战略 ,通过加强对外经济关系来增加遏制苏联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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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的能力。

美国战略家们还认为 ,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

世界秩序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历史经验表

明 ,由于沟通机制缺乏 ,一些国家间纠纷往往会因认

知错误而导致战争 ,从而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 。对

此 ,新中国成立后的中美关系有着沉痛的教训 。尼

克松指出:“二十年来 ,我们两国隔着一条敌视和猜

疑的鸿沟彼此冷眼相看。这就肯定造成了误解 。经

常有作出错误估计的危险 。缔造持久和平也成为不

可能的了。 “
[ 7] (P.26)

事实上 ,在遭受美国为首的西方

国家近 20年禁运后 ,中共政权并没有像美国预计的

那样垮台 ,而是变得更加巩固 。中国在世界上的影

响也不断扩大 ,成为决定世界战争与和平的一支重

要力量 。在美国决策者看来 ,中国长期游离于国际

机制之外会增加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不稳定因

素 ,会损害美国的利益。尼克松指出 , “如果一个主

要的大国置身于世界秩序之外 ,并且对此怀有敌意 ,

那就不可能有稳定的世界秩序 。 “
[ 7] (P.5)

如果中国

实行开放战略 ,积极主动地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机

制 ,就会增加国际秩序的稳定因素。因此 ,美国 “谋

求建立一个开放的世界 “,希望将中国纳入美国主

导的世界秩序 ,使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大家庭

中起建设性作用 “
[ 19] (P.298)

, “因为这有利于我们的

根本的国家目的 。 “
[ 7] (P.37)

值得指出是 ,美国战略家

们还希望通过中国对美开放来推进中国国内民主和

自由的发展 。美国是一个有着强烈使命感的国家 ,

希望通过 “山巅之城 “的召唤将美国的自由民主之

花遍播全球。罗伯特 ·迪万指出:“美国人已经滋

长了一种对中国的浪漫式的想象 ,把它想象成美国

商品 、美国文化和美国民主的广阔的潜在市场 。

“
[ 20] (P.25)

美国认为 ,经济自由会促进政治自由 ,自由

贸易是传播自由制度的重要方式之一 ,没有哪个国

家能够既与美国进行经济贸易又能拒美国的自由民

主思想于国门之外。通过贸易将中国纳入资本主义

大家庭是美国的梦想 。早在美国建国之初 ,杰斐逊

就主张通过贸易把中国纳入 “自由帝国 “范畴 ,即实

行共和与自治的帝国 。
[ 19] (P.19)

因此 ,在放宽对华交

往时 ,美国一般怀有促进中国政治变化的目的 。肯

尼迪遇刺后 ,主管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西尔斯曼

发表了经肯尼迪审阅过的长篇讲话说:“对未来中

国可能发生的变化敞开大门 ,对那里出现的能够促

进我国利益 、服务于自由世界和有益于中国人民的

变化 ,不把门关起来 。
[ 21] (P.335-337)

作为 “和平演变 “战

略的总设计师 ,尼克松也深知打开中国大门的政治

意义 。他说:“尽管更多的政治自由并非邓的明确

目标 ,但是 ,如果经济改革深入下去 ,政治变化可随

之而来。 “
[ 18] (P.492)

1979年邓小平访美时 ,卡特也没

有忘记劝告中国 “允许不受限制的散发 《圣经 》和让

人民有做礼拜的自由 “。
[ 18] (P.435)

可见 ,对外开放是新中国的一贯政策。由于国

际形势的制约 ,中国不同时期开放的对象和重点不

同。尼克松访华启动了中国开放由主要面向社会主

义国家到主要面向资本主义国家 、由主要面向欠发

达国家到主要面向发达国家的转型过程 。基于共同

的战略利益 ,经过长期折冲樽俎 ,中美最后做出了实

现外交关系正常化的战略决策 。 1978年 12月 16

日 ,中美同时发表建交公报 。 12月 18日 ,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开幕 ,会议作出了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

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改革开放的伟大

决策 。 1979年 1月 1日 ,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2月 ,中国国务院发布 38号文件 ,提出把深圳建设

成为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 ,

建设成为吸引港澳游客的旅游区 ,建设成为新型的

边境城市 。深圳很快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主要窗

口 ,中国面向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开

放战略最终形成。因此 ,中国开放战略的形成与中

美关系正常化是互相作用 、互相促进的 。中国开放

战略的形成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 ,中美关系正常化

的完成保证中国开放战略的顺利确立。但是 ,中国

开放战略不是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完成的最主要因

素 ,双方共同的战略利益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 ,随

着中国对外开放度的不断提高 ,中美经贸摩擦呈现出

逐渐增加的趋势 ,仅仅依靠中国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

战略似不足以保障中美关系的长期稳定。中美双方必

须着眼于长远 ,着眼于大局 ,不断寻求和拓展双方战略

利益的契合点 ,促进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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