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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中美关系的发展

那凤琴 王建立

新中国成立后
,

中美关系就一直是我国外交工

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

我国领导人曾多次发出打开僵

局 的呼吁
,

在 19 55 年召开的万隆会议上
,

周恩来提

出缓和中美关系的问题
,

不久就正式开始了中美大

使级会谈
。

接着毛泽东在中共八大期间指出
:
我们的

门是开着的
,

几年后英
、

美
、

西德和日本都将与我们

做生意
。

但是
,

由于美国政府在战后推行敌视社会主

义的政策
,

致使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经历了漫

长的曲折道路
。

中共第二代领袖邓小平继毛泽东之后
,

对中美

关系的发展十分关心
.

在他的文选第三卷中对中美

关系问题做了一系列深刻的论述
,

使我们看到
,

在中

美建交以后的 10 多年里
,

中国对美政策的制订
、

两

国关系的发展变化
,

无不渗透着邓小平同志的心血

和智慧
.

他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崭新的航

线
。

1 9 7 2 年 2 月
.

中国的毛泽东
、

周恩来和美国的尼

克松
、

基辛格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
,

双方在上海发

表联合公报
,

使战后僵持二十几年的中美关系出现

了根本的转机
。

接着
,

19 7 8 年 12 月 16 日发表了中美

两国长关于建立外交关系 的联合公报》
,

公报宣布两

国自 1 9 7 9 年 1 月 1 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
1 9 7 9 年 1 月

28 日一 2 月 5 日
,

邓小平亲自率团访问美国
,

会晤 了

卡特总统并举行了正式会谈
,

把中美关系推向一个

新的阶段
。

自中美建交后
,

总的来说中美关系朝着前进的

方向发展 ;特别是经贸关系已有了一定的基 础
。

但

是
,

中美关系也经历了起伏和曲折
,

而在每一个转折

关头都是邓小平审时度势
,

以国际战略家的雄才大

略及时调整我国的对美关系战略
.

中美建交后不久
,

美国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

法》
,

并由卡特总统于 1 9 7 9 年 4 月 10 日签署成为法

律
。

《与台湾关系法》严重地违背了中美建交公报及

国际法的基本法则
。

该法规定
,

美国要向台湾提供防

御性武器等
,

实际上是把台湾当作一个独立的政治

实体对待
,

这是我国绝不能接受的
。

邓小平尖锐地指

出
: “
在卡特执政的后期

,

美国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

系法》
,

这就变成了中美关系的一个很大的障碍
。 ”

¹

这个<与台湾关系法》就是干涉中国内政
。

19 81 年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
,

企图提升美台关

系
,

继续执行省与台湾关系法》
,

向台湾出售先进战斗

机
,

导致 198 2 年两国关系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
。

对

此
,

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
: “

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

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
. ”

»由于这一原则立场
,

后经

双方谈判
,

于 19 82 年 8 月 17 日中美两国政府同时

发表《联合公报》
,

这是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的第三个

联合公报
。

公报重申中美上海公报和建交公报所规

定的一些原则
, “

仍是指导双方关系所有方面的原

则
。 ”

美国政府声明
,

它准备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

出售
。

但是
,

同日里根发表的长声明》又说
,

美国向台

湾出售武器将继续按照《与台湾关系法》进行
。

198 9 年当美国带头和西方国家制裁中国而使中

美关系出现严重的倒退时
,

仍然是邓小平以坚定的

原则性和灵活性提出了解决矛盾的指导方针
,

为恢

复正常的中美关系莫定了基础
,

邓小平指出
: “

中美

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
,

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坟
.

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
。

这是世界和

平和稳定的需要
.

尽快解决六月以来中美之间发生

的这些问题
,

使中美关系得到新的发展
,

取得新的前

进
,

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 ’

卿
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

,

关于中美关系的一

系列论述
,

是邓小平多年来处理中美关系的科学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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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它已成为我国对美关系的主要原则
。

1
.

独立自主
,

反对猫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

不做任

何国家的附庸
。

邓小平指出
: ‘
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

立自主的
,

是真正的不结盟
.

中国不打美国牌
,

也不

打苏联牌
.

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
. ”

½
“

任何外

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
。 ”

¾

2
.

不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异同视作影响国

家关系的主要因素
。

邓小平指出
: “
中国观察国家关

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
。

中美关系是看中国和美国

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
。 ”

¿邓小平 19 8 9 年 10 月性

会见尼克松时进一步指 出
: “

我们都是 以自己的国家

利益为最高推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
” 。 “

不去计

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
,

并且 国家不分大 小

强弱都相互尊重
,

平等相待
。 ”

Á

3
.

正确处理中美关系中的主要障碍—台湾问

题
。

邓小平指出
: “

台湾问题是 中美关系中的主要障

碍
,

甚至可能发展成为两国关系中爆发性的问题
。

如

果采用
‘

一 国两制
’

的办法
,

不仅解决了中国的统一
,

美国利益也不致受损害
。

美国 目前有一股势力
,

继承
.

杜勒斯主义
’ ,

把台湾当作美国的
‘

航空母舰
’
和势

力范围
。

一旦通过和平共处办法解决了台湾问题
,

这

个热点也就消失了
,

这些人不也就死心了吗? 犷在台

湾问题上
,

美国的政策就是把住不放
,

这个我们看准

了
” . “

所以
,

一个台湾方面的工作
,

一个美国方面的

工作
,

都要花时间
。
”

À

4
.

把中美关系建立在共同发展经济的基础上
。

邓小平指出
: ‘
中国威胁不了美国

,

美国不应该把中

国当作威胁自己的对手
” 。

@ “
中美关系有一个好的

基础
,

就是两国在发展经济
、

推护经济利益方面有相

互帮助的作用
, ” 

5
.

恢复和改善中美关系有助于世界的稳定
.

邓

小平 19 89 年 12 月 10 日会见美国总统特使
、

总统国

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时指出
: “
中国在国际

上有特殊的重要性
,

关系到国际局势的稳定与安全
。

如果中国动乱
,

问题就大得很了
.

肯定要影响世界
。

这不是中国之福
,

也不是美国之福
” . “

一九七二年到

现在的十七年中
,

世界局势总的 比较稳定
.

中美关系

的发展是形成这样好的局势的一 个原 因
.

占的分量

不轻
。 ”

@

目前的中美关系既存在着一些分歧和 困难
.

更

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
。

只要中美两国坚持中美三

个联合公报的原则
,

以邓小平的对美战略为指导
,

中

美 关 系 一 定 会得 到进 一 步 的 改 善 和 发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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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6 页) 直接影响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

另一

方面
,

过去我 国轻重工业失调 的工业结构又使农产

品吸收产业
,

尤其是深度加工产业发展其缓慢
。

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
,

这种状况有了很大好转
,

到

19 8 3 年
,

仅农村中从事农产品加工业
、

商业
、

服务业
、

运输业的专业 户 就有 35 万 多 户
,

占农户 总数的

2
.

26 %
。

但总体来说
.

我国垂础结构薄弱
,

农产品纳

人整个社会市场经济的流通渠道不畅的局面并未获

得根本改变
。

因此
,

我们要在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实现农村

的现代化
,

就不能只着眼于农业与工业
、

农村与城市

的各自发展
,

也不能只强调它们之间的相互支援
,

而
.

14
.

必须大力改善把它们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联系起来 的

基础结构
。

非国有制经济和乡镇企业的发展
,

也必须

以足够的比重投放到这一基础结构的建设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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