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锦涛：中美要走出新型大国关系之路

引唐诗寄望打破大国对抗逻辑
王岐山：

家家有本

难念的经

胡锦涛特别代表、国务
院副总理王岐山在第四轮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
下经济对话开幕式上致辞。

他说，当前，全球经济
复苏乏力，形势依然严峻复
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欧债危机不断反复，新兴经
济体增速放缓，大宗商品价
格大幅波动。在此情势下，
中美两国首先要把自己的
事情办好。

双方应当充分发挥经
济对话的平台作用，加强经
贸、投资、金融、旅游、科技、
基础设施、清洁能源等各领
域合作，推动两国地方、企
业等各层面合作全面发展。

王岐山说，上轮对话以
来，中方在打击制售假冒伪
劣行为、保护知识产权、推
进软件正版化、扩大进口等
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美
方在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签
证便利化等方面，也做出了
很大努力。希望美方切实放
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
制，拓展基础设施合作，扩
大金融市场准入，避免经济
问题政治化。双方应充分照
顾彼此关切，取得更多互利
共赢的成果，更好地造福两
国人民。

今年中美两国国内均
有重要的政治议程，成功举
行本轮对话，具有特殊的重
要意义。 据新华社

戴秉国：

不搞两国集团

可搞两国协调

据新华社北京5月3日电 第
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3日上午
在钓鱼台国宾馆开幕。中国国家主
席胡锦涛出席开幕式并发表讲话。

胡锦涛说，在本轮对话中，希
望双方再接再厉，共同努力，既立
足当前，又着眼长远，推动中美战
略与经济对话成为两国加强战略
沟通、增进战略互信、促进战略合
作的长效机制，为建设中美合作伙
伴关系不断进行探索和实践。

胡锦涛强调，40年前，中美两
国老一辈领导人用“跨越太平洋的
握手”开启了中美关系的大门，开
始探索不同社会制度、历史文化、
发展阶段大国的相处之道。40年
来，中美关系发展的广度和深度，
远远超过了当年人们的想象。

胡锦涛说，人们认为，中美合作
将给两国和世界带来巨大机遇，中
美对抗将给两国和世界带来巨大损
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无论中
美两国国内情况如何发展，双方都
应该坚定推进合作伙伴关系建设，
努力发展让两国人民放心、让各国
人民安心的新型大国关系。

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
创新思维。40年前，中美发表《上海
公报》是一个创举，《上海公报》在

肯定双方共同点的同时，如实列出
存在的分歧，确立了中美关系的基
本指导原则。当前，人类已进入21
世纪第二个十年。我们的思想、政
策、行动应该与时俱进，以创新的
思维、切实的行动，打破历史上大
国对抗冲突的传统逻辑，探索经济
全球化时代发展大国关系的新路
径。

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
相互信任。我们这个星球有足够大
的空间，应能容得下中美两国和其
他国家共同发展。

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
平等互谅。双方必须学会相互尊
重，善于抓住“同”，把共同利益的
蛋糕做大；正确对待“异”，尊重和
照顾彼此利益关切。对存在的分
歧，应通过对话交流，增进理解，妥
善处理，以免影响中美关系大局。

胡锦涛最后说，我们所在的这
个大厅叫芳菲苑。中国唐代诗人韩
愈有两句诗：“草木知春不久归，百
般红紫斗芳菲。”意思是时不我待，
必须奋发进取。中美关系正面临进
一步发展的机遇，同时也面临新的
挑战。让我们抓住机遇，排除干扰，
共同努力，走出一条相互尊重、合
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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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变
化的背景下，中美两国在战略和经
济领域展开的全面对话，启动了构
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政治实验。

在开幕式致辞中，国家主席胡
锦涛强调，中美应相互信任、平等
互谅、妥善处理分歧，打破历史上
大国对抗、冲突的传统逻辑，探索
大国关系的新路径。特别是在最后

引用了唐代诗人韩愈的诗句“草木
知春不久归，万般红紫斗芳菲”，勉
励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要珍惜时
光，奋发进取。

显然，胡锦涛的致辞意味深
长。首先，面对很多人对中美关系
可能走上冲突道路的疑虑，胡锦涛
十分肯定地提出中美关系应着力
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打破历史

上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大
国兴衰宿命”，走一条相互尊重、互
利共赢的道路，避免陷入对抗、冲
突和战争的泥潭。

其次，面对中美关系当前面临
的诸多摩擦和纷争，胡锦涛强调相
互信任、平等互谅，认为通过对话
交流，增进理解，加强协调，完全可
以妥善处理分歧，避免动摇中美伙

伴合作的大局。
此外，由于今年中美两国国内

均有重要的政治议程，舆论难免担
心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可能会由
于人事变化而有所动摇，胡锦涛引
用唐诗委婉地表达出发展长效机
制，推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
化之意。

本报记者 赵恩霆 整理

两句诗“催促”对话长效化
本报时事报道顾问、清华大学中国战略与公共外交中心主任 赵可金

格专家分析

中美努力寻找如何相处的“新答案”
本报时事报道顾问、清华大学中国战略与公共外交中心主任 赵可金

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如何相
处一直是个难题。中美如何相处成
为本次对话的焦点问题。此次中美
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的战略部分，由
于有叙利亚问题、伊朗问题、苏丹
问题以及频繁的亚太地区军演而
显得十分敏感。

在双边关系层面，中美双方将
集中关注由军方人员参加的战略
安全对话，围绕中国军力增长、两

军交流、海上安全磋商等问题进行
交流。尽管不可能通过一次对话解
决中美在战略安全领域中存在的
分歧，但此种对话仍然可以沿着建
设性合作的思路向前推进。

在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上，中
美立场存在差异，在很多问题上持
有不同观点。不过，此次对话有希
望在加强沟通和磋商，特别是在联
合国和其他国际框架内加强协调

上取得一些实际进展。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美相互依赖

水平的不断深化，使得中美经济对话
朝着务实合作的方向稳步前进。

尽管中美关注焦点有所差异，
比如美方更关注提升对华出口规
模，推动中国金融改革和知识产权
保护等问题，而中方更关心美国高
技术出口管制和中国企业赴美投
资便利等议题，但中美在经济问题

上有着共同的基础。
此外，中美经济对话还有一个不

可忽视的参与方，那就是跨国企业。
中美之间的对话不可能不顾两国企
业界对稳定两国关系的愿望，避免因
纷争破坏中美经济关系的大局，越来
越成为中美经济对话的“压舱石”，如
何为中美企业界之间的务实合作创
造便利，日益成为中美经济对话的核
心话题。 本报记者 赵恩霆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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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国务委员戴秉国表示，
亚太地区是中国的安身立命
之所，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
的地缘依托，没有亚太和平、
稳定和繁荣，就谈不上中国
的安宁与发展。亚太是中美
利益交融最集中、互动最频
繁的地区，构建中美新型大
国关系之路应始于亚太。

戴秉国表示，中美不搞
“两国集团”(G2)，不搞中
美主宰世界，也不搞中美冲
突对抗，但可以搞“两国协
调”(C2)，加强沟通、协调
与合作。努力摸索出和平相
处、密切合作、共同发展的
崭新模式。 据外交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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