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2020年11月25日（星期三）                                                                                                                                                                                                                               16

傅莹在《纽约时报》发文：
重新激活中美关系(上)

今天，《纽约时
报》刊发了一篇中国
资深外交官傅莹的文
章，题为《中美构建
合作-竞争关系是可
能的》。而就在当地
时间11月23日，美国
总 务 管 理 局 通 知 拜
登，特朗普政府准备
启动过渡进程。拜登
同日公布了首批国家
安全和外交事务重要
官员。

在美国新政府逐
渐成型阶段，傅莹这
篇文章论及重新激活
中美关系，引发海内
外广泛关注。文中传
递了很多重要信息，
被外界认为是向美方
新执政团队的一次“
喊话”。

大 国 政 治 无 边
界。未来美国政策的
方向，成为许多中国
人热议的话题。

毋庸讳言，过去
4年中美关系受到严
重损害，双方都表达
了许多不满和关切。
美国认定中国要争夺
世界霸权，而中国人
看到的是美国处处阻

挡中国前进和人民追
求美好生活的进程。
似乎双方都认定对方
是错误的一方，对方
提 出 的 倡 议 总 会 被
视为对己方利益的损
害。

例 如 ， 中 国 提
出“一带一路”倡议
作为全球公共产品，
旨在促进更多的经济
增长和更大的互联互
通，而美方视之为一
种谋求地缘政治主导
力的战略；随着两国
关系日趋紧张，华盛
顿开始打压中国科技
企业，给中国留学生
制造麻烦，我遇到许
多曾经在美国留学的
中国青年企业家，在
两国经历了多年富有
成效的合作伙伴关系
之后，他们现在被美
国 视 为 安 全 上 的 威
胁，这使他们感到很
困惑；将人文交流政
治化的做法，也令很
多人担心曾经连结中
美双方的纽带还能否
再现活力。

重新激活中美关
系时，重要的是准确

判断对方的意图。中
国无意取代美国在世
界上的主导地位，也
无需担心美国改变中
国的制度。中美这两
个强大的国家若因误
判而滑向冲突，那将
是历史性悲剧，必然
要损害两国的根本利
益，让许多企业乃至
普通民众付出代价。

中美两国政府各
自 都 有 重 要 的 国 内
议程去关注，即便竞
争不可避免，也需要
合作管控好。两国是
有可能通过解决彼此
关切来发展某种“竞
合”（合作与竞争）
关系的。

其一，在经济和
技 术 领 域 ， 规 则 和
法律须得到遵守。对
中方而言，重要的是
倾听和解决在华美企
提出的合理关切，比
如 更 好 地 保 护 知 识
产权、网络安全和隐
私。中国一直在这些
领域做出努力，不断
完 善 法 律 ， 从 严 执
法。全国人大常委会
刚刚通过了关于著作
权法的修改决定，其
中就包括加大对侵权
行为的处罚力度等内
容。

美方则应为在美
经营的中国企业提供
公平环境。美方对华
为公司在尖端领域拥
有优势的恐惧，不应
以政府霸凌的方式表
达，这样做不仅伤害

到相关企业，也阻碍
了人们从新技术中获
益。美国政府应该做
的是鼓励自己的企业
与华为开展合作和竞
争。

以“国家安全”
为 理 由 试 图 禁 止 颇
受 欢 迎 的 社 交 平 台
TikTok的做法也是
很不公正的，美方并
没有能公开证明其所
谓“违反安全”的证
据，而TikTok承诺了
要遵守美国的所有法
律和规则。

华盛顿以所谓“
国家安全”为借口打
压中国企业的论调，
在中国人看来是很虚
伪的。因为中国在过
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
中引进了各种西方技
术，也欢迎美企进入
中国。这并没有妨碍
中国维护国家安全。

如果双方能进行
平等和坦诚的谈判，
应能为长久互利交往
奠定坚实基础。

其二，在政治领
域，美国早该放弃干
涉 他 国 内 政 的 习 惯
了。多年来美国的全
球干预行为屡屡碰壁

（例如在阿富汗、伊
拉克和利比亚），华
盛 顿 应 从 中 吸 取 教
训。美国担心他国干
预自己的总统大选，
那么是否也能理解为
何他国对美国的干预
如此敏感？

美方指责中国制
度或者针对中国国内
政策采取行动令中方
反感。当然，中方也
需更加主动地向外部
世 界 提 供 第 一 手 信
息，让外界更好地了
解中方的立场和行为
的缘由。

中美应当相互尊
重、承认各自政治制
度不同、各美其美，
从而营造一种更加平
和的气氛。

其三，在安全领
域，双方都有责任维
护和保持亚太地区多
年来享有的和平、安
宁局面。美方需尊重
中国人对国家统一的
信念，不要在台湾等
问题上挑战中方，或
是 介 入 南 海 领 土 争
端。

中国海军的成长
给美国在西太平洋地
区带来压力——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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