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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首輪戰略暨經濟對話
林正義

＊

美國與中國在2009年7月27-28日，

於華盛頓舉行首輪的「戰略暨經濟對

話」。在美中建交30週年，兩國刻意營造

合作的氣氛，對話的成果以形式上改善兩

國交往，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明顯，真正

的具體成果並不多。為了表達善意，美國

領導官員引用中國成語「風雨同舟」（財

政部長蓋特納〔Timothy Geithner〕）、「人

心齊，泰山移」（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Clinton〕），來闡述美中合作的必要性。

美國總統歐巴馬也引用孟子的話，「山徑

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

茅塞之矣」，希望美中兩國在不斷的合作

之中能走出一條路。歐巴馬在上任之後半

年，使美中關係在小布希總統任內的「資

深對話」與「戰略經濟對話」兩項機制之

下，快速進入穩定的發展，相較於前幾任

的美國總統就任之初在美中關係的摸索，

有其時空背景的特殊之處。

戰略暨經濟對話的成果

歐巴馬與胡錦濤在2009年4月初倫敦

召開的 G20會議場合，同意延續並改良

兩國之間從 2005 年開始的上述兩項對

話，整合成為一年一度的「戰略暨經濟對

話」。這項對話與過去的不同之處有五。

一、不再是半年一次，而是一年一次，規

模擴大。二、過去的「資深對話」是副外

長層級，美方由副國務卿代表，現在的

「戰略對話」提升為國務卿為代表，中方

仍維持由國務委員戴秉國代表。三、過去

由財政部長鮑爾森（Henry Paulson）主導

美中之間的對話，隨著歐巴馬政府上台，

改由國務卿希拉蕊強勢主導國務院對中國

的政策。四、此次「戰略暨經濟對話」的

舉行，在兩天之內，除開幕與閉幕之外，

戰略對話與經濟對話，同時但分不同場地

舉行。五、氣候變遷成為此次「戰略暨經

濟對話」的重點議程。

根據中國「新華社」的報導，兩國在

戰略對話約有下列較為具體的成果：一、

歐巴馬總統確定在今年下半年訪問中國；

二、兩國軍隊同意擴大各層級的交往，中

國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上將，應美國國

防部長蓋茨（Robert Gates）的邀請將於

2009年下半年訪問美國，沒有提到蓋茲

訪中的原先規劃。三、兩國將進一步擴大

教育、體育和科技交流，並繼續舉行中美

文化論壇。四、兩國決定恢復中美法律專

家對話，並爭取於 2009年底前舉行下一

輪人權對話。五、美中之間將在 2009年

秋天展開反恐會談。

美中兩國在國際安全層面的討論較多

＊ 作者現為中央研究院歐美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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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意見的陳述，精神上、原則性的支持。

例如，應對東北亞、南亞、中東以及非洲

局勢需要共同努力；重申「六方會談」和

繼續努力實現朝鮮半島的無核化，並強調

執行聯合國安理會 1874號決議案，及和

平解決半島核問題的重要性；加強協調、

推動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穩定和發展，兩

國負責伊朗及中東事務的高級官員保持密

切磋商；願意在蘇丹問題上加強協調與磋

商，推動達佛（Darfur）問題早日和平解

決；兩國均反對恐怖主義，承諾共同努力

加強全球防擴散和軍控機制，針對 2010

年「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審議大會、美方

倡議召開的全球核安全高峰會，交換意

見。雙方願意在打擊跨國犯罪、恐怖主

義、非法毒品貿易、海盜等跨國安全議

題，及亞洲、中東、非洲、中亞、拉美等

事務加強磋商。

兩國在經濟對話達成一些各自必須努

力的共識，包括：一、各自採取措施促進

國內經濟平衡和永續發展，確保早日從國

際金融危機中復甦，美國增加儲蓄、減少

赤字，中國提高國內消費。二、雙方共同

努力建設強有力的金融體系，並且完善金

融監管。三、雙方致力於更加開放的貿易

和投資，反對保護主義，以推動經濟增

長，創造就業，促進創新。四、雙方同意

在改革和加強國際金融機構方面進行合

作，增加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和發展

中經濟體的發言權和代表性，確保充分的

發展融資並應對未來危機。

在氣候變遷、能源與環保合作上，美

國國務院和能源部與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

委員會，草簽一份諒解備忘錄，雙方建立

氣候變化政策對話與合作機制，以推動：

一、關於國內應對氣候變化戰略和政策的

討論和交流；二、向低碳經濟轉型的務實

解決方案；三、成功的國際氣候變化談

判；四、氣候友好技術的聯合研究、開

發、應用和雙方同意的轉讓；五、具體項

目的合作；六、適應氣候變化；七、能力

建設和公眾意識提高；八、中美城市、大

學和省州應對氣候變化的務實合作。雙方

同意在現有的「能源和環境十年合作框

架」下的五個行動計劃（清潔高效電力、

清潔高效交通、清潔水、清潔大氣、森林

和溼地保護）加強合作，並透過油氣論

壇、能源政策對話和新建立的中美清潔能

源研究中心，繼續召開相關會議。

在衛生安全議題上，雙方表示，將在

大流行性及傳染性疾病的暴發，包括抗藥

性肺結核帶來的挑戰繼續進行合作。雙方

願意進一步在加強全球機構與治理、公共

衛生挑戰、全球扶貧等其他至關重要的全

球性問題上，加強對話與合作，以提高人

類福祉，推動全球永續發展。

美中兩國的歧見

儘管中美兩國刻意營造友好氣氛，但

是兩國的政治、經濟、社會體制不同，觀

點出現多處歧異。在戰略對話的部分，中

國副外長王光亞在記者會強調，美國應

「正確處理」台灣議題，不應再度做出類

似2008年10月小布希總統對台軍售的「錯

誤決定」。然而，歐巴馬政府主張依照

「台灣關係法」，提供台灣足夠的防衛性

武器。在台海兩岸關係改善之後，歐巴馬

總統是否出售台灣擬購買的66架F-16C/D

戰機，將成為美中關係的重大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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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對美國在「六方會談」的立場，

也有些不同的看法，認為美國可以發揮很

重要的角色，不能過度要求中國擔負節制

北韓的責任。王光亞提到：「如果美國在

其制訂的一攬子計劃當中，能夠對北韓合

理的安全關切給予關照的話，就可能對朝

鮮會有『吸引力』」。中美兩國期待「六方

會談」能夠重新召開，但是決定主動權在

平壤，而其決定常常出乎中美兩國的預

判。

中國對持有鉅額的美國國債（8015億美

金），成為美國最大的海外債權人，

愈來愈感到不安，擔心美國財政赤字

（1.8兆）無法緩和，將導致美元疲軟，進

而危及中國所持有的大量美國公債及其他

美元資產。中方要求歐巴馬政府，一旦經

濟復甦，應減少其預算赤字，並獲得美方

的允諾。中國一旦決定拋售美國國庫券，

中國經濟可能首當其衝，而美元眨值，將

打擊中國外銷，帶來巨額損失。因此，中

國鼓吹取消以美金做為國際貿易貨幣，並

推廣中國（上海、廣州、深圳、東莞、珠

海等城市）、香港、澳門與外國簽訂的大

筆訂單，以人民幣進行交易，也想以人民

幣為主，成立亞洲緊急財政紓困組織。長

期而言，人民幣將會成為強勢貨幣，美國

樂見其成，因美國一直希望人民幣升值，

藉此拉近兩國貿易差距。

《尼爾森報導》（Nelson Report）指

出，此次美中「戰略暨經濟對話」最大的

成果是，簽署「美中氣候變遷、能源及環

境加強合作諒解備忘錄」。中美兩國雖然

重申「共同致力於進一步加強『聯合國氣

候變化框架公約』的全面、有效和持續實

施，致力於 2009年底哥本哈根會議取得

成功」，但中國與美國在全球氣候變遷的

因應上，精神立場接近，實際落實的作法

與承諾卻有分歧。中國認為全球暖化是西

方國家所造成，不能要求中國承擔與西方

國家相同的責任，因此拒絕承諾在2050年

前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具體目標。美國國

會、歐巴馬政府卻將全球暖化議題當作國

家安全的挑戰，堅持中國必須採取積極降

低碳排放量的措施，否則將對中國對美國

的出口課徵較高的關稅。美國官員希望在

哥本哈根國際氣候變遷會議於 12月舉行

前，與中國能先行達成協議，但美國氣候

變遷特使史登（Todd Stern）表示「前途

坎坷。雙方對這個問題有很多根深蒂固觀

點，不容易達成共識」。

歐巴馬希望看到中國更加尊重人權，

包括：言論、出版、集會宗教等自由，網

路不受限制，勞工有組織工會的權利，西

藏人民的權利也能獲得保障。 2009年上

半年希拉蕊國務卿及眾議院議長裴洛西

（Nancy Pelosi；民主黨，加州）在訪問中

國時，以及此次的「戰略暨經濟對話」，

美方均低調處理中國人權的議題。中國副

外長王光亞針對新疆2009年7月5日發生

族群暴動事件，美國以「適中的態度」處

理，特別表示感謝。

歐巴馬雖延續小布希政府所建立的美

中關係架構，但強調中國需要在國際社會

上，要有與大國的地位相對稱的責任分

擔。美國與中國關係定位，由小布希的

「坦率（candid）、建設性（constructive）與

合作性（cooperative）的3C關係」，演變

成歐巴馬與胡錦濤同意的二十一世紀「正

面、合作與全面的關係」（positive, coop-

erative and comprehensive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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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兩國新的關係重點涵蓋傳統與非傳統

安全議題，層面由兩國、區域擴大成為全

球。

美中雖是最重要的兩個強國，但是要

成為領導全球走出金融風暴的G2，顯然

力有未逮。歐巴馬、希拉蕊均提到：美中

兩國無法解決世界所有的難題，但沒有美

中兩國的合作，世界的難題很難被解決。

相較於胡錦濤開幕致詞對中美關係的大方

向期待，歐巴馬在此次「戰略暨經濟對

話」開幕時提到，美中應在四大領域尋求

共同合作：全球的經濟復甦；清潔、安全

和繁榮的能源；遏制核武器擴散；應對跨

國性安全威脅。

結論與政策建議

美中「戰略暨經濟對話」將會每年一

次舉行，下次將在北京舉行，美中兩國之

間的戰略、經濟問題不可能靠一次會議就

全部解決。歐巴馬總統對中國政策採取對

話、合作的途徑，在年度會議儘量維持和

諧，不在人權、軍事等難題上讓中國難

堪，做到「求同存異」。中國也是採取相

同的態度，戴秉國引用歐巴馬的「是的，

我們能做得到」（Yes, We Can），來營造

合作的必要性。歐巴馬政府在金融危機、

經濟有待復甦的結構下，對中國施壓的籌

碼變小。兩國「戰略暨經濟對話」具體的

成果雖少，但是美中兩國體認合作的必要

性，台灣對此一對話宜有下列思考：

一、發表正式官方的立場，如樂見美中兩

國藉此一對話，增進亞太和平、穩

定，與台灣對亞太的責任、兩岸關係

的改善不謀而合。

二、在美中關係提升，可以要求美台關係

同步平行發展。

三、氣候變遷成為國家安全的議題，台灣

對此一議題與能源安全的研究，需要

予以重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