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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会 是 美 国 强 大 的 根
源。预计拜登上台后将
恢复当前中美在文化教
育、公共卫生等非敏感
领域的人才交流项目，
但在科技等敏感领域可
能继续限制或监督。

移民方面，民主党
本身鼓励移民，拜登政
府预计将继续贯彻这一
理念。根据CBS消息，
拜登拟撤销特朗普旅行
禁令，重启“逐梦者计
划”、授予“逐梦者”
公民身份，以及为审查
驱逐出境制度而实施暂
停驱逐出境。

2.4 外交领域：美
国将重构盟友关系

奥 巴 马 政 府 推 行
的多边外交基于国际组
织 的 框 架 ， 加 强 与 欧
洲、日本等盟友协调合
作。奥巴马一方面多次
称，“美国欢迎中国崛
起”、“美中关系是21
世纪最为重要的双边关
系”，但同时又将亚洲
作 为 美 国 战 略 “ 首 要
任务”，通过政治、军
事、经济、外交等多种
手段全方位布局亚太，
遏制新兴经济体尤其是
中国的快速发展。

拜 登 政 府 大 概 率

延续奥巴马时期外交政
策，重返全球化、修复
盟友关系、重返亚太，
恢复美国领导地位。拜
登曾表示上任后第一项
外交方面的工作就是尽
快 修 复 与 各 盟 友 之 间
的 关 系 ， 恢 复 美 国 在
国际间的领导作用，将
于任期首日重返《巴黎
气候协定》和世卫组织
（CBS）。通过重新主
导WTO改革，重返《巴
黎气候协定》、世卫组
织、TPP（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定）和TTIP（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
伴协议）谈判等，重塑
美国领导地位和国际规
则体系。

3 中国应对
1、以更加开放的

姿态推动中美关系健康
发展。

世界希望拜登是一
个开明的、开放的、支
持全球化的新一任美国
总统，中美合则两利，
斗则俱伤！

推动中美关系从紧
张走向缓和，从对抗走
向竞合，长期向有利于
全球和平发展的方向迈
进。

中国可以考虑主动
提出与美方推动建
立基于“零关税、
零壁垒、零补贴”
的中美自贸区。中
国劳动要素成本整
体低于美国而且制
造 业 产 业 链 更 完
整，中美自贸区能
够实现双赢，同时
也是中国自身发展
及进一步对外开放
的需要。中美自贸
区的建立将推动中
美关系走向新的方
向，书写中美开放

合作的历史篇章。
2、以二次入世的

勇 气 深 度 参 与 全 球 合
作。

拜 登 重 视 国 际 规
则，支持多边主义，希
望改善盟友关系，宣扬
美国的“价值观”，恢
复美国的国际领导力。
但在美国过去四面开战
的背景下，美国领导力
已逐渐弱化。中国应把
握机遇，加强国际经贸
合作与全球治理。

一是与美国联手推
动国际规则体系修复，
在全球化框架下保持合
作 与 竞 争 。 积 极 推 动
WTO改革，积极推动区
域经贸合作，加强在金
融、科技、气候变化等
领域的国际合作，进一
步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与
全球治理。中国是全球
化的受益者，未来亦将
在更加紧密的国际合作
中受益。

二是更加积极寻求
国际合作，深化与它国
的经贸外交关系。继续
巩固亚洲、东盟、拉丁
美洲、非洲与“一带一
路”沿线等区域合作，
同时积极推动与欧盟、
英国、俄罗斯等世界主
要经济体的合作，巩固
中 国 “ 朋 友 圈 ” ， 维
护“平等合作、和平发
展”的世界经济政治格
局。

三 是 继 续 讲 好 “
中国故事”。加强对外
宣传，消除外界对中国
不必要的误解，向世界
积极展示“中国模式”
和发展理念。中国经济
发展的背后，不是所谓
的“汇率操纵”、“技
术转移”，而是中国改
革 开 放 积 极 融 入 全 球
化。

3、我们要清醒认
识到中美博弈具有长期
性和严峻性，双方都要
保持克制，中国最好的
应对是做好自己的事，
以七大改革为突破口。

如 果 你 干 正 确 的
事 ， 运 气 就 会 在 你 这
边 。 本 来 中 美 贸 易 摩
擦 ， 美 国 开 始 遏 制 中
国，新冷战。但现在，
美国一开始对疫情麻痹
大 意 ， 现 在 大 面 积 爆
发，自顾不暇，懂王下
野。美联储大放水，中
国 搞 新 基 建 ， 高 下 立
判。

中国这次应对疫情
是加分的，在抗击疫情
和恢复生产方面走在全
球前面，中国的成功经
验为全球点亮了希望。
而 且 2 0 1 8 - 2 0 1 9 年 中 美
贸易摩擦期间，面对美
国大搞贸易保护主义，
中国借机推动了改革开
放，维护全球化，在国
际上也是加分的。

应对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以七大改革为突
破口，开启新周期、新
格局：

1、大力推进“新基
建”，打造中国经济新
引擎，包括5G基建、大
数据中心、人工智能、
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
科技领域的基础设施，
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
的基础设施，以及营商
环境、服务业开放、多
层次资本市场等制度领
域的基础设施。短期有
助于扩大有效需求、稳
增长、稳就业，长期有
助于增加有效供给，释
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
培育新经济、新技术、
新 产 业 ， 推 动 改 革 创
新，改善民生福利。

2、加快推进以城市

群都市圈为主导的新型
城市化，人地挂钩，要
素流动。尊重产业和人
口向优势地区集聚的客
观规律；建立健全宅基
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
以常住人口增量为主要
标准供给城镇用地，地
随人走，人地挂钩；优
化城镇用地在地区和城
市之间的配置，推进市
场化的跨省换地和利益
分享机制。

3、尽快全面放开生
育，中国少子化老龄化
问题已日趋严峻，实在
不行先放开三胎。

4、打通资本市场与
科技创新的“双循环”
，加强科技自立自强，
用资本市场的钱支持科
技创新的大国重器和“
卡脖子”技术攻坚。

5 、 大 规 模 减 税 降
费，从碎片化、特惠式
减税转向一揽子、普惠
式减税，全面降低企业
所 得 税 、 制 造 业 增 值
税、个人所得税税率，
提高企业和居民的获得
感。

6、以中美贸易摩擦
为契机，大力推进对内
对外开放。

7 、 确 立 新 的 长 期
立国战略——新战略，
中国当前亟需解决的关
键问题是新的立国战略
（“新战略”），即在
看清未来几十年世界政
治经济形势趋势的基础
上，争取一种对我长远
有利的策略，类似1978
年后中国的韬光养晦，
二 战 前 英 国 的 大 陆 均
势，美国成为世界霸主
前的孤立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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