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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民族主义往往打出“爱国”的旗号，“爱国”无罪；民粹主义则装扮出

“为民请命”的样子，二者均有很大的欺骗性。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民粹主义的本质是反对

改革，民族主义的本质是反对开放。 

 

前驻法国大使、外交学院前院长吴建民 

   

一、中美两国是世界秩序两大支柱 

2014 年 10 月，我在美国纽约会见了基辛格博士，他对我说：“美

中两国是世界秩序不可或缺的两大支柱。”基辛格博士用“支柱”一词

是很贴切的。既然是两大支柱共同支撑国际社会秩序，一个就不能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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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既然是支柱，一个就不能破坏另一个。我非常赞同这个看法，

离开中美两大国去谈世界秩序是比较困难的。 

中国现在提倡世界新秩序并不是要把现有的秩序推倒重来、另搞一

套。中国的崛起得益于现在的秩序，没有现存的秩序提供的一些规则，

中国不可能发展这么快。所以我们不是要把现存的秩序推倒来，但是现

存的秩序需要改革。国际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包括中国在内的一

批发展中国家都得到了发展。2012 年，按照购买力平价标准统计，发

展中国家 GDP 第一次超过了发达国家，这种趋势还在继续。美国是当

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美两国的合作，

对于未来的世界秩序至关重要。今年 1 月 27 日，习近平主席在会见美

国国务卿克里的时说：“中美加强合作，可以做出有利世界的大事。”

我的理解大事就包括对未来世界秩序的建设。 

从 1971 年到现在，45 年间中美关系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1 年到 1991 年，这个时候中美关系的支柱是共同反

对苏联霸权主义。这 20 年中美关系的发展主要是在政治方面，经济方

面也有很多的发展，但是由于中国的国力有限，1989 年中美贸易才 122

亿美元。 

第二阶段，1991 年苏联解体之后，冷战结束，中美关系发展进入

了一个新的阶段。从 1991 年到 2013 年，中美关系的支柱主要是经济。

这 20 多年中美经济关系大发展，连我们这些当年对中美关系比较乐观



的人都没有想到。1991 年中美贸易额 253 亿美元;2013 年则上升到

5200 亿美元。 

2013 年 6 月之后，中美关系进入新的阶段。这主要是以习近平主

席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会见奥巴马总统，双方达成构建新

型大国关系的共识为标志。在新阶段，中美关系有三大支柱： 

第一，应对全球性挑战。最近几年，中美双方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方

面合作很好，成绩斐然，如巴黎气候变化峰会、伊朗核问题、朝鲜核问

题、埃博拉病毒危机等。中美两国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所做的努力，本

身就是对构建世界秩序的重要贡献。 

第二，双边关系。1971 年中美关系刚打开的时候，我们根本想不

到中美关系可以发展的如此之好。我 1971 年去美国的时候，没有见到

什么中国游客;现在到美国，大部分旅游景点都能见到中国人，两国经济、

教育、科技、文化合作成果丰硕。 

第三，军事与安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习近平总书记在就任军委主

席之后，两军关系有了一个巨大的发展。过去中美关系出现问题，首先

中断两军交流项目，以表示不满与抗议。但是现在，虽然中美关系中出

现一些摩擦，但两军的交流和合作从未中断。 

现在的中美关系有三个支柱，一张桌子有三条腿，比有两条腿或者

一条腿要更加稳定。   

二、中美之间的分歧原因多种多样 



2016 年 4 月 19 号，习近平主席对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讲，中美

关系总体发展良好。但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从媒体上看，好像中美之间

的摩擦与分歧很多。我认为原因有三： 

第一个原因，国际关系处在大调整、大变化的时期。中美都有一个

适应的过程。历史告诉我们，每当一个国家或者一批国家崛起时，他们

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会有一个磨合的过程。 

2010 年，中国的 GDP 超过了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

接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这是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对国际关

系而言，这也是一个新的情况。对于新的情况，中国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美国和国际社会也有一个适应过程。 

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他对自己的超级大国地位非常敏感。

克里国务卿在前几天接受凤凰卫视采访的时候说，中国的经济总量有一

天会超过美国。从电视屏幕上可以看出，克里再说这番话时并不是很开

心的。 

第二个原因，冷战思维。苏联解体之后冷战结束，冷战持续了 40

多年，冷战时期的游戏规则是“零和博弈”。冷战虽然结束了，但是冷

战思维还在影响着很多人，就像习近平主席说的“身体已进入了 21 世

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 

和平与发展成为今天时代的主题。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里，

游戏规则是正和博弈、合作共赢。 



中美两国过去几十年关系的发展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合作共赢。

1971 年，中美两国贸易额仅为 500 万美元，去年上升到 5584 亿美元，

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美关系自 1971 年打开以来的历史表

明，并不是中国发展了美国就要倒霉，或者是美国发展了中国就倒霉，

而是一种合作共赢。但是美国具有冷战思维的人则认为中国的崛起损害

了美国的利益，是零和博弈。 

冷战思维美国有、中国也有。人们总是会受到惯性思维的影响，惯

性思维的特点是，当人们受其影响时，不会去问为什么，因此，发展中

美关系一定要摒弃这种惯性思维。 

第三个原因，媒体传播的特点所致。媒体有一个特点，全世界的媒

体都喜欢讲负面消息，负面消息传播面广，人们愿意去看，这也造成了

中美之间分歧众多的印象。 

  三、中美关系的发展要聚焦合作、管控分歧并警惕民族主义和

民粹主义 

我们这样的大学智库论坛要产生好的点子来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

我有三点建议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一)聚焦合作 

几天前，美国国务卿克里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说，中美之间有太

多的可以合作的领域。这话讲得很对。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今天，中美

加强经济领域的合作尤为必要。 



世界经济面临很多问题，在我看来，主要有三大问题：第一，需求

不足;第二，债务过高;第三，信心缺失。需求不足是根本，债务和信心

都是表象。 

世界各国对今年 9 月 4 号到 5 号在杭州举行的 G20 峰会的期望很

高，中美两国合作是这次会议成功的关键，就像巴黎气候变化峰会一样。 

中国提出的亚投行、丝路基金、“一带一路”，都是要解决需求不

足的问题。但美方有些人把上述倡议误读为“挖现存国际金融体制的墙

角”。 

我希望在杭州 G20 峰会上，中美联手解决世界经济需求不足的问

题，共同振兴世界经济。这不仅对于中美两国，而且对于全世界都是好

消息。 

(二)管控分歧 

中美要管控分歧，这也是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我以为，管控好分

歧有三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要承认中美之间有分歧是很自然的。我们有不同的历

史，不同的文化，我们有不同的社会制度，又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

美之间有分歧是很正常的，中美现在有分歧，一百年之后依然有分歧。

中美之间的各种分歧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多样性决定的。 



第二层含义，解决分歧最好的办法是对话。美国人长期处于世界老

大的地位，有一种习惯不太好，遇到和美国意见不一致的就喜欢施压。

还是对话好，你搞制裁人家会反制裁，这会导致恶性循环。 

对话是处理分歧的最好办法。对话要想成功，必须在相互尊重和平

等的基础上进行。 

第三层含义，不要让分歧阻碍合作的发展，特别是不能让分歧失控，

形成危机，损害两国关系的大局。 

同时，我们要对两国之间现存的分歧要进行分析，有些分歧今天能

解决，有些分歧明天才能解决，有些分歧明天也解决不了，需要更长的

时间来解决。我们在解决分歧时，要把注意力集中到今天能够解决的分

歧上。花力气去解决今天不可能解决的分歧上，那是白费力气，双方也

会为此感到沮丧。 

(三)警惕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最近，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膨胀，这是一个全球性的

现象。美国总统大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相当猖獗。听听特朗普先生

的讲话，好像美国的问题都是中国造成的。 

民族主义的内涵有两条。第一，热爱自己的国家，这个没有错;第二，

排斥他人。把本国面临的各种问题、责任都推到别国身上。我是好的，

别人不好。这样就有问题。 



在选举政治中，有人就喜欢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来讨好民众，提

出一些口号，不管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只要能够赢得选票就行。 

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结合起来更加危险。民粹主义会导致从政者被

民族主义所绑架，丧失理性。 

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在中国也很危险，民族主义往往打出“爱国”

的旗号，“爱国”无罪;民粹主义则装扮出“为民请命”的样子，二者均

有很大的欺骗性。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民粹主义的本质是反对改革，民

族主义的本质是反对开放。习近平主席多次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

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我们中美双方智库的学者要共同努力，揭露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

危害，告诉民众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会损害中美关系，损害两国人民的

根本利益，必须对这两个主义保持高度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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