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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下的中美关系 *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    王缉思

一．美国对华政策变化
美国对华政策的新动向可追溯到 2017 年，特朗普执政以后美国对华政策

发生了重大变化。个人观察，2009 年开始中美关系就逐渐朝不好的方向发展。
也就是在奥巴马执政期间中美关系已经开始变化，只不过不像特朗普上台后
那么显著。今天中美关系里的各项问题，包括经贸摩擦、香港、台湾、人权、
南海、技术脱钩、知识产权等问题，在 2017 年特朗普上台前就已经开始。

特朗普还没上台，就给台湾领导人蔡英文打电话，引起美国国内很多人
反对，中国也强烈抗议。特朗普上台之后，他本人在台湾问题上反而态度比
较暧昧，主要精力放在了对华经贸关系，以纠正中美贸易顺差。这符合特朗
普本人的执政特点，即主要精力用于振兴美国经济，力图让美国再次强大。

特朗普和美国国务卿、国防部长以及身边的其他幕僚，均把中国确定为
主要战略对手，即战略“竞争者”和所谓“修正主义国家”。“修正主义国家”
的意思是说中国想要修整现在的国际秩序，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不满。然后，
美国声称要用全政府的方式同中国进行全方位的长期战略竞争。

特朗普执政期间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与中国发生贸易摩擦，最后变成贸易

—————————————————————————————————
* 本文根据作者 2020 年 3 月 18 日晚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国家发展”系列
讲座的演讲整理而成， 经本人审阅及授权发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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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今年初，随着中美达成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贸易战告一段落。协议的
主要内容，是中国要在接下来两年里购买价值 2000 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包括
油气、农产品、制造业产品以及金融服务，还有改善知识产权保护、停止强
制技术转让、放松汇率管控等。

特朗普原本打算在今年 11 月美国总统大选以后进行第二阶段经贸谈判，
但是中美都发生了严重疫情，第二阶段贸易谈判的时间和结果变得更加不确
定。也就是说，中美贸易争端暂时熄火，但问题没有彻底解决，美国并没有
取消第一阶段协议签订之前对中国加征的很多关税。

第二阶段谈判的重点，应该是针对中国国有企业补贴、市场准入、外商
投资审查、网络安全等。

今年 1 月新冠肺炎爆发，中国本来希望在两国共同对抗新冠肺炎的情况
下有更多合作，但是美国的反华言行不仅没有偃旗息鼓，反而变本加厉。

战略方面，美国在继续对中国施加压力。最近特朗普访问印度，含沙射
影批评中国，还跟印度总理莫迪发表联合声明，表示要加强在印太地区的战
略融合，建立有意义的南海行为准则，支持旅游、航行与安全，这也显然是
针对中国。美国同时还在努力削弱中国在联合国及其他机构的影响力，比如，
近期美国就阻挠中国代表被提名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总干事，并且得逞了。
还有今年 2 月初，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全国州长协会上发表演讲，表示美中
竞争不仅是联邦政府的事，也是各个州的事情，号召各州听从联邦政府的指
示对中国提高警觉。

这次疫情发生以后，美国政府对中国不仅态度多变，表现也前后不一。
特朗普刚开始还赞扬中国的抗疫工作透明公开，副总统彭斯也表示中国跟美
国是在合作。后来就逐渐发生变化，特朗普在讲话中直接将新冠肺炎病毒称
为“中国病毒”，反驳美国军方把病毒传到中国的说法。现在，美国在很多
方面对中国造谣摸黑，单是疫情方面也说了很多坏话。

尽管如此，中美还是有一些合作，美国的疫控中心也加入了世界卫生组
织并考察了中国代表团，《纽约时报》的记者也肯定了中国的做法，称美国
应该学习中国。

总之，中美之间当前外交信息比较混乱，两国关系整体上并没有因为新
冠肺炎爆发好转，反而更坏。

未来，特朗普政府和美国国会继续在贸易关系、技术竞争、网络安全、台湾、
香港、涉藏、涉疆等很多问题上，出台新的政策和举措，加强部门协调，对
中国全面施压。

贸易关系方面，2 月底疫情严重之际，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开始对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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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的口罩、医用手套等几十种医疗产品免除关税，这对中国是好事，但是
后来美国发现还需要进口中国的药品和药品原料、医疗器械，感觉很不舒服，
担心未来受制于中国，决定要自己生产或到世界其他地方购买，减少对中国
医疗产品和药品的依赖，想要跟中国脱钩。

技术竞争方面，对华为的打压仍在继续。孟晚舟女士还在加拿大，美国
还想把她引渡到美国审判。美国动用了外交、司法、行政等多重手段打压和
抵制华为，特朗普政府的高级官员在很多场合，比如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
强调华为对国家安全、民主政治制度的危害，企图阻挠英国等西方盟国在 5G
网络建设中使用华为设备。美国国内也在探讨怎样扶植本国 5G 产业发展，美
国财政部对海外投资者加强审查的新规则也在最近生效。还有很多方面的协
调政策，目标都是不让美国技术成为帮助中国加强监控能力、军事能力的工具。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也是动作不断。今年 1 月蔡英文连选连任台湾领导人，
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祝贺蔡英文连任，对她在美台和两岸关系上的领导
力表示认可，并且强调美台共享的民主价值。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美国
称至少应该让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会议，企图提高台湾的
国际地位。

在南海问题上，美国还在施加压力，不仅美国的海军侦察机跑到南海上
空侦查，还想要加强印太（即印度 - 太平洋地区）战略，并鼓动越南、菲律宾
等跟中国有南海争端的国家对中国施加新的压力。

在香港问题上，美国去年通过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企图干涉中
国内政，并提名香港民主运动角逐 2020 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在西藏问题上，美国通过了《2019 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公开干涉
中国内政，特别是在未来藏传佛教领袖十五世达赖喇嘛的继任权问题上，鼓
动无视中国政府意见，由西藏人自己来决定。

在人文交流方面，对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进行很多监视活动，哈佛大学
的一位化学教授还被加上罪名，受到联邦调查局指控。2 月 18 日，美国国务
院还将新华社、中国国际广播电视台、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日报》社、《人
民日报》社这 5 家中国媒体纳入《外交使团法》的适用范围，也就是将他们
等同于中国政府代表，对他们的活动进行限制。中国 2 月 19 日对此予以反制，
宣布吊销《华尔街日报》三名外国记者的记者证。美国国务院 3 月 2 日进一
步要求，这 5 家中国新闻机构驻美的中国籍员工总数减少到最多 100 人，并应
于 3 月 6 前提交详细名单。为此，中国对《华尔街日报》、《纽约日报》、《华
盛顿邮报》这三家媒体在中国的记者，以吊销记者证的方式进一步反制。

还有美国的智库等媒体，连续发表涉及中国政策的报告、论文、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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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调同美国对华政策相呼应，甚至呼吁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更强烈的政策。
多位总统候选人也都发表了抨击中国的言论，拜登甚至直言，“一旦当选，
我会对中国采取很强硬的措施，特别是我会加强跟美国的同盟关系来共同应
对中国”。这意味着美国试图纠集盟友和伙伴共同牵制中国的国际影响。

 在今年美国大选过程中，中国也会是一个比过去更加显眼的议题。当然，
美国大选还是聚焦美国的国内问题，包括经济增长缓慢、金融危机闪现，还
有社会不平等、移民、医疗卫生、教育等传统问题，而不是对外关系问题。
只是一旦谈到对外关系，中国就会变成其中的第一大议题。

目前对于谁会当选美国总统，各方说法不一。2020 年 3 月之前，美国经
济状况还不错，民调测试对特朗普竞选比较有利。现在疫情在美国爆发，对
特朗普的压力非常大，随着被感染和死亡人数增加，他本人对疫情的态度也
发生了明显变化。反对派为此对他提出批评，纽约州州长就批评特朗普“中
国病毒”这个提法不负责任，称纽约州很多华人、华裔和亚洲人已经受到种
族歧视，这个提法只会让这些人更受欺负，这对美国和纽约州都不好。伴随
疫情发展，特朗普还会遭受更大的压力。虽然特朗普在共和党里没有竞争对手，
但是与民主党候选人拜登会有竞争。

谁当选对中国更有利呢？我认为各有利弊。

如果特朗普连任，在贸易问题上还会继续对中国施加压力，而且，特朗
普身边的辅政者对中国均无好感，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等国家机构的反
华势力也很强大。虽然特朗普称赞中国干得不错，声称跟中国的国家主席是
好朋友，但是他任期所做的事对中国并没有造成好的影响。对中国来说，特
朗普连任肯定还将出台很多政策，2017 年特朗普一上台就出台了反华政策报
告。相对好一点的是，过去这几年，特朗普主要是在经贸问题上跟中国较劲，
不大关注南海、台湾、香港、人权、新疆等问题，甚至压制极端反华势力，
提出要把经贸问题处理好了再解决其他问题。

如果拜登上台，在中国内政、南海问题和国际问题上，可能比特朗普做
得更过分，特别是很可能联合其他国家，共同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但相对
好一点的是，拜登跟中国有很长的历史渊源，对中国的了解比特朗普多，他
自己也不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威胁。另外，拜登身边的辅政成员，很多都
是奥巴马执政期间用过的外交官，对中国的了解要比特朗普班子深得多。

总之，不管谁当选美国总统，对中国各有利弊，但总体上对华关系都不好。
美国政府不断强化对华竞争战略，再加上美国朝野对中国既有的负面印象，
都让我们对未来几年美国的对华政策难以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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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对美政策和态度
今年 3 月 1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杨洁篪应约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通电话，杨洁篪指出，“美国一些政客不断
诋毁中国和中方防控努力，对中国进行污名化，激起中国人民强烈愤慨，中
方对此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中方正告美方，任何诋毁抹黑中国的图谋
都不可能得逞，任何损害中国利益的行为都必将遭到中方坚决反击。中方督
促美方从中美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意愿出发，与中方和国
际社会加强沟通合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共卫生安全”。蓬佩奥则称，中国指
责美国军方散播了病毒，是对美国进行污名化，美国对此非常不满意。中美
双方此次通话其实都很不愉快，互相指责对方损害了中美关系、损害了自己
的国家利益。

近两年尤其是新冠疫情期间，中国政府、智库、媒体、民间舆论，对美
国的态度都发生了明显变化。此前很长一段时间，中美关系都被视为是重中
之重，应该坚持对美国韬光养晦原则。如今，这些看法已经从主流舆论平台
淡出，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对美国应该针锋相对，敢于亮剑。文艺作品以及各
种视频、文章中，甚至已经表示对美国不能再抱希望。

在宣传方面，弘扬中华文化、传播中国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提升以中
国方案引领世界潮流的自信，成为正能量和主旋律。比如中国在这次治理疫
情期间的表现，主流宣传总体评价非常成功，称中国给世界立了一个标杆，
也开始对世界各国进行支持，包括意大利、巴基斯坦等国家。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政府和民间对于美国反华言行的容忍度也大大降低。
比如去年 12 月，美国 NBA 火箭队的总经理莫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不当言论，
我们以取消美国 NBA 诸多节目转播作为制裁。针对美国将 5 家中国媒体纳入
《外交使团法》的适用范围，今年 2 月中方以吊销《华尔街日报》三名驻北
京记者的记者证予以反制。针对美国的“中国病毒”论，外交部发言人赵立
坚援引美国疾控中心负责人的话予以反击，并称美国欠中国一个解释。

类似事件的处理可能将成为一种模式，即不再容忍美国攻击中国。中美
信息战、舆论战、外交战愈演愈烈，正在成为一种难以逆转的惯性。

在经济、技术、人文交流方面，中美双方都在减少对对方的依赖。中国
在对美国贸易、投资、金融、技术等领域，更加强调自主创新。我们不希望
中美经贸、技术脱钩，但正在为此做思想和物质的双重准备。中国需要的产品，
不管是 5G、航空发动机或者其他，应该自己制造。美国人也在警惕，比如美
国现在进口中国很多的医疗产品和药品，也想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疫情期间，外交部发言人还严厉批评称，美国第一个从中国撤出使领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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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第一个对中国公民采取全面限制措施，不断制造散布惶恐，带了一个
坏头。鉴于美方的态度和措施，中国文化和旅游部 2 月 24 日提醒中国游客切
勿前往美国旅游。中美双方互相之间的意见、反感已经到了如此程度。

整体而言，我们对美国的不信任和反感达到了中美建交 41 年从未有过的
程度。

与此同时，中俄关系已经提升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政治
互信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也更加重视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重新树立“国
际统一战线”观念，对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如世界卫生组织，加大了工作力度，
也取得成效。在没有美国参加的国际机制中，比如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
亚投行等，中国起到了引领作用，包括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这都表明，美国对华政策的巨大转变，中国已有清醒认识，并做出了相
应的战略、思路和具体政策上的调整，方向是更加坚决地竞争、斗争。中国
总体上强调对美国要丢掉幻想，准备面对惊涛骇浪般的挑战，必须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增强竞争意识。

对美外交表态目前还保持和缓，即坚持“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
调的中美关系”。疫情发生以后，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也表示
双方需要合作。

三、中美关系的综合判断
近几年来，中美经济、军事实力的对比继续朝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各自国内的政治生态也都出现了明显变化。美国政治极化，即民主党和共和
党的争论非常激烈，而且身份政治很突出；中国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
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反腐败斗争等力度更大，意识形态、网络管控也比过
去更严厉。中美双方在社会制度、价值观和国家利益方面的矛盾因此越来越
突出。

贸易战只是中美关系恶化的一个征兆，而不是原因。贸易战暂时掩盖了
其他领域的冲突。

中方的应战态势初期比较被动，2019 年秋季以来，中国更加强调打主动
仗，树立斗争观，面对美方紧锣密鼓的反华攻势，不断回击。新冠疫情以来，
两国高层交往进一步减少，以“隔洋喊话”为主。疫情防控的客观要求也使
双方难以私下沟通，这对缓和冲突不利。

双方的旅游、人文交流、科技合作方面也都处于停滞状态。过去曾经起
过一定沟通作用的中美“二轨对话”，即政府官员和政府代表以个人身份，
和对方政府官员或代表进行对话，现在已经停止。智库的互访也很少。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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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顾虑和交通阻隔的双重原因，至少短期内这样的对话都没有再启动的希
望。

同中美建交以后发生的历次危机相比，这一阶段的中美关系滑坡时间长、
领域广、感情色彩浓、民意基础深。中美关系的这一轮危机不是突发的，是
长期下滑的加速。斗争范围涉及军事、贸易、人权、台湾、香港、西藏、新疆，
还有这次疫情，几乎囊括所有领域。双方民意的反应也开始向负面发展。

未来，中美朝向矛盾不断、日益紧张的关系发展，妥协的余地和回旋的
空间越来越小。中美两国从全面竞争走向全面对抗，陷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
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这种趋势如果继续下去，首要的战略考虑不是避免“新冷战”。与当年
的美苏关系相比，中美如果全面对抗，将比美苏对抗的代价更高昂。当年美
苏相互隔绝，没有经济关系，也没有文化交流，更没有科技合作，只是你不
理我、我也不理你的隔空竞争关系，只限于军备竞赛，以及在世界各地争夺
势力范围。如今的中美双方一旦走向全面对抗，双方深度融合的经济、文化、
社会交往等不得不强行拆分，即所谓的“脱钩”或“离婚”，关系更复杂，
影响更深远，更像是反目成仇。

原来美国对中国抱期望，期望中国越来越开放、越来越自由化，中国也
总觉得中美关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中国有大量留学生、访问学者去美国，
双方有大量的技术交流、经贸合作，在政治上提出努力建设不冲突、不对抗、
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其实也意味着中国对中美关系也抱有
期待。但现在这种期待已经基本上都消失，振荡效应和心理上的“内伤”开
始出现。

相比之下，美苏关系是本来也就不抱期待，压根儿就没打算好。中美双
方则互有所求，期待挺高，如今各自失望。这种痛苦比美苏冷战的痛苦更为
严重、持久，更让人难受。

现在的美国，种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开始显性化，比如对亚裔人的歧视、
恐惧。加上政治因素，对美籍华人和华侨，还有中国留学生的隔膜和歧视也
变得现实。中国民众中越来越普遍的文化优越感和民族自豪感也令美国人不
服气。

疫情之下，中国人戴口罩，西方人不戴口罩，只是文化和生活习惯不同，
并不是政治问题，但也掺入了民族因素。

近期来看，中美关系不太可能突然翻车。首先，第一阶段经贸协定暂时
缓和了经贸冲突。其次，两国各自的国内生态使双方都会努力避免双边关系
突发严重事态。中国正全力以赴争取抗疫胜利，实现今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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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奋斗目标，现在复工、复产、复课已经提上日程。美国除了应对疫情，政
界正忙于大选和两党相互攻击。再次，新冠肺炎正在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
蔓延，疫情发展很难预料，挑动中美对抗的势力很难得逞。所以，中美关系
虽然在变差，但也不至于出现断交或全面恶化的突变。当然，未来不能排除
这种突变的可能性。

 

四、国际态势与其他国家对中美关系的态度
中美关系也是世界大国关系和整体国际关系的重要部分。从世界其他地

方的政治经济动态来看，俄罗斯出现新变化，普京有可能执政到 2036 年。欧
洲各国现在民族主义右翼、民粹主义上升。中东陷入动乱。韩国、日本忙于
自己的国内事务。东盟各国也在集中精力处理内部事务，比如马来西亚的总
理又要换人。智利等拉美国家也相继出现动荡局面。

在本来就已经碎片化、多元化的世界格局里，又纳入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世界上各个地方都开始出现问题，全球经济普遍下滑，甚至有进入衰退的危险。

面对中美关系，其他多数国家都不愿意加入中美任何一方去跟另一方对
抗。所以，我不认为当下的世界是两极格局，美国这一极已经削弱，美欧之
间的凝聚力在特朗普执政期间也明显缩小。中国通过 GDP 高增长和外向型经
济，尤其是通过“一带一路”，为世界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如果中国想拉一
个国家跟自己牢牢地站在一起对抗美国，也很难。中国的国际地位持续上升
是现实，但不能奢望组成一个抗争美国的国际战线。

五、小结
新冠疫情对中美关系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双边关系下滑的速度加快，

官方关系处在几乎冻结的状态，战略互信缺失日益严重，民间相互反感的情
绪前所未有。未来，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定执行难度更大，经济和技术逐步
脱钩已是难以逆转的趋势，各方面的交流也将进一步压缩。这是 20 世纪七十
年代初中美关系改善以来最为困难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将持续的时间和下
滑的底线均难以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