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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客该补补历史课了1

美国新一届政府上台不久，习近平主席就访问了美国。在访美期间，习主席

指出，中美两国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

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不奉行你输我赢的理念，不走国强必霸的老路。

2017 年 11 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习主席再次强调，对中美两国来说，合作

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共赢才能通向更美好的未来。合作、共赢，这是中国希望建

立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基于中美交往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得出的结论。

中美关系可以被分成三个历史层面来考察，一是作为东西方两种不同文明的

交流，二是作为新兴帝国主义国家和贫弱半殖民地国家间的纠葛，三是作为国际

霸权主导国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间的竞合。这三者之间有着剪不断理还乱

的历史渊源，但也有着本质的区别。一些人抱着白人种族优越感、美国“例外论”

和美国对华“施恩观”来看待历史上的中美关系，必然动辄感到中国“背叛”美

1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室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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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善意，有违美国给中国设定的“改革目标”，甚至生出对中国“经济侵略”

的怨恨。对此，只有端起历史望远镜回顾过去，还原事实和真相，才能看清中美

关系的大是大非。

首先，18 至 19 世纪的中国贸易和中国劳工推动了美国的现代化。美国人从

英国北美殖民地时期就对东印度公司进口的中国商品非常青睐。美国独立战争

前，美国人年均消费已达 10 亿杯茶，但却被英国禁止直接与中国贸易，这成了

美国革命“脱英”的导火索之一。从 1784 年美国第一艘商船“中国皇后”号驶

向中国到 1812 年美英战争之间，有 300 多条商船往返中美航线 600 多次。他们

将毛皮和人参运往中国，但真正赚钱的却是用美国快船转运并贩卖到广州的鸦

片，然后他们再从中国把茶叶、瓷器和丝绸运回美国，从中获得巨额利润。曾经

的美国首富阿斯特家族，签订《望厦条约》的美国大使顾盛的家族，罗斯福总统

的外祖父德拉诺家族等等，都是依靠中美贸易赚得第一桶金，转而投资美国工商

业的巨富之家。可以说，中美贸易是美国立国早期工商业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推

动力。

跨洋铁路是美国形成国内统一市场进而通过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强国必不可

少的基础设施，而它的建成就更离不开中国人的血汗。1869 年 5 月，美国内战

结束后仅 4年，近 3000 公里长的跨洋铁路建成通车。内战造成上百万士兵伤亡，

大量平民遭到殃及。为恢复战争创伤，加快西部开发，美国国会决定拨款修建跨

洋铁路。 从加州到犹他州最艰苦的施工路段上，占劳工总数 90%的上万名中国

劳工夜以继日的挖洞、修桥、铺设铁轨。没有他们的贡献，跨洋铁路难以建成，

美国西部的开发将会大大推迟。中国劳工为了争取与白人同工同酬，展开了当时

美国规模最大的罢工。美国雇主拒绝提高工资，他们切断了食物和生活用品供给，

最终用饥饿和白人警察的恫吓迫使中国劳工放弃了要求。令人不齿的是，铁路建

成 13 年后，美国通过了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直到 1943 年二战期间才将此

法案废除。2014 年美国终于正式承认了中国劳工的贡献，在美国劳工部“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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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里写道，“他们（中国劳工）的贡献是将美国东西部连接起来，在此后的岁

月里为美国巨大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

其次，美国的现实利益而非利他主义决定了其 20 世纪上半期的对华政策。

1949 年以前，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原则是由 1899 年 9 月和 1900 年 7 月的两次

“门户开放”照会确定的。美国要求保持中国“门户开放”和“领土与行政权完

整”，在它自身逐步成为世界霸权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与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

的扩张走向正面冲突。客观上看，美国从 1915 年反对日本对华 21 条，到 1922

年华盛顿九国公约，到 1932 年反对“九一八”事变的“不承认主义”，到最后

对华物资支援、对日宣战，发挥了维护中国领土完整的作用。但主观上美国的政

策完全是以确保自己的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对华的正面效果不过是美日西太平

洋争霸的副产品而已。

作为新兴帝国主义国家，美国是争夺亚洲的迟到者。1898 年，在与衰老的

西班牙帝国短暂作战后，美国才取得了菲律宾作为进入亚洲大陆的跳板。那时，

帝国主义在中国已经将势力范围瓜分殆尽，而美国决定另辟蹊径，不以领土殖民

而以商业竞争方式进行全球扩张。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听从中国问题专家、后来任

驻华公使的柔克义的建议，向各国发出“门户开放”照会，在承认别国“势力范

围”的前提下，要求在商业上获得平等对待。对于不愿接受门户开放的俄国，美

国通过向日本提供 4.5 亿美元巨额战费，支持其在中国领土上对俄作战。但当日

本攫取了东北的权益，吞并了韩国，转向排斥美国利益的时候，美国便转向针对

日本并秘密制定了对日作战的“橙色计划”。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美国政府寻求中国“门户开放”的时候，美国在《排

华法案》通过 20 年后将其永久化，对中国人执行了彻底的“门户关闭”。这一

举动引发了 1905 年大规模地抵制美货运动，而 1908 年美国同意退还庚子赔款用

于中国留学生，正是美国为修好中美关系做出的姿态。更有甚者，美国的种族主

义排外浪潮把日、韩、东南亚的亚洲人都裹挟进去，阻碍了日本对美移民和经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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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来，助长了日本的“泛亚主义”和军国主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一根引

信。

第三，美国跨国资本从改革开放后的中美经贸关系中获得了极大利益。在经

历了 30 年的敌对、战争、封锁和拖延之后，中美两国在中国走向改革开放和美

国国际战略形势疲弱的时刻完成了正式建交的历史使命，美国也开始长期奉行对

华接触政策。1979 年前，尽管美国长期觊觎中国巨大的市场，中国也对与美国

发展经贸关系充满期待，但双边贸易一直未能在两国对外贸易中占到很大比重。

事实上，中国对美贸易量直到 2003 年才超过美日贸易量成为美国亚洲最大贸易

伙伴，2015 年才超过美加贸易量成为美国全球最大贸易伙伴。时至今日，中美

贸易一年的总量就接近中美建交后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的双边贸易总和。中美

两国都从这一蓬勃发展的经贸关系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而美国的跨国资本从中

获益尤其显著。

客观衡量中美经贸关系是否平衡应该拿美国产品在华销售总额与中国产品

在美销售总额做比较。因为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在中国设厂生产，其中中间产品和

组装成品销往美国，被计为中国对美顺差，制成品则留在中国销售，形成美国公

司在华的利润。早在 10 年前，时任商务部副部长钟山就指出，美国公司在中国

生产并销售的产品总值超过了美国对华出口的两倍，当年美国在华销售的产品总

额与中国输美产品总额相差无几，因此美国不应将贸易赤字问题政治化。美国跨

国公司的产品占美国出口的一半，进口的三分之一，从国际贸易私有化中获利甚

丰。在中国市场上，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2016 年美国企业实现在华销售收

入约 6068 亿美元，利润超过 390 亿美元。到了 2017 年，美国上市公司中仅在华

销售前二十的美国企业就合计收入 1580 亿美元。德意志银行 2018 年 6 月发布的

研究报告认为，美国实际上在中美双边贸易过程中获得了比中国更多的商业净利

益。由于美国政治制度的缺陷，导致 21 世纪全球化的收益未能在美国社会内部

合理分配，引发了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浪潮，最终被本届美国政府利用，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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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为阴谋掠夺美国财富的“经济侵略者”。

回溯历史可以看出，美国向来是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实际获益者。那么美国

一部分人的错误历史认识再度沉渣泛起，其根源在哪里呢？答案就在美国政府长

期以来对中国革命成功的“遗憾”中，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否定和敌视中。

1949 年 8 月新中国建立前夕，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

着重谈了二战结束前后及中国解放战争期间的美国对华政策。美国国务卿艾奇逊

在书中回顾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说，“（中美）友谊是可以用许多年来的种种事

实予以证明的，诸如利用庚子赔款供中国学生的教育费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间废除治外法权，以及战时及战后的广泛对华援助等。美国始终维持对华外交政

策的各种基本原则，包括门户开放主义、尊重中国的行政和领土完整以及反对任

何外国控制中国等……揭露该国不幸的局面，这实在是一件遗憾的事情。”显然，

美国政府当年为了反驳“丧失中国”的指控，炮制出的“美国无私赠与，中国忘

恩负义”的历史论调，直到今天还有人念念不忘，重新拿出来作为攻击中国的历

史铺垫。

2017 年底，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中国定位为长期战略竞争对手，

现在有人想要更进一步，把中美推向新冷战的境地。这些新冷战鼓吹者本质上是

想通过否定中美接触与合作的建设性成果、贬低中国的发展与进步，为美国现行

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寻找借口，为美国随心所欲的霸凌主义行径提供辩护。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当前美国的对华政策在舍本

逐末，违背历史大势，因此不会成功，也不能长久。长远来看，中美关系的发展

仍会遵循既有的历史规律，终将回到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合作共赢轨道上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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