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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的分歧解决：新格局 

——“热点连线”视频会议综述 

 

内容摘要：2020 年 12 月 15 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热

点连线”系列视频会议，会议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卢

迈主持。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斯蒂

芬·罗奇（Stephen Roach）做主旨演讲“中美关系的分歧解决:新

格局”，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做评论

发言。本期文章为此次视频会的观点综述，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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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的分歧解决：新格局 

——“热点连线”视频会议综述 

 

一、美国政府借虚假叙事甩锅中国 

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指

出，虚假叙事具有非常大的破坏性，它是一系列信息的归纳，并非基

于真相和事实，其背后的动机有经济和政治因素，或者想要指责他人

转移目光。虚假叙事在传播过程中会被放大、扭曲，甚至被操弄，而

公众往往持有轻信的态度。因此，虚假叙事一旦传开，将非常迅速、

广泛。尽管人们知道它有失偏颇，但很难纠正或阻止。 

目前美国对中国存在几个方面的虚假叙事，包括贸易战、科技战、

冷战、新冠肺炎等。大多数虚假叙事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帮助政客

把责任甩锅给其他国家，因为美国并不想接受自身弱点所带来的后

果。首先，贸易战叙事肯定是虚假的。2019 年，美国跟 102 个国家

有双边贸易逆差，这完全是多边框架下的结果。打压中国只是让美国

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转移到了其他国家，对于美国消费者来说是不利

的。科技战也是错误的叙事，但影响力没有贸易战那么大，它主要关

注创新对中美两国生产率的促进与提升。美国指控中国没有保持技术

转让的开放和透明，然而对中国来说，从进口创新转向自主创新是避

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步骤。美国还将疫情的悲剧错误地归罪于

中国。目前美国的新冠死亡人数已接近 30 万，到有足够多疫苗之前

还会有更多人死去。这个趋势令人担忧，有可能导致对中国的负面情

绪继续高涨。由于美国部分政客提出的对中国的指控，美国公众相信

疫情是起源于中国，并由中国故意传播的。新冠肺炎和冷战的叙事直

接相关，但是美国经济比第一次冷战时弱很多，无论从 GDP、国民

储蓄还是生产率增长来看，美国没有足够的实力再次应对一场冷战。 

二、中美应着重解决内部矛盾 

罗奇认为，中美关系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从冲突转向共同寻找解决

方案。首先，两国都要做好各自国内的事，这样才能增加解决冲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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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其次，两国要接受对方的体制，同时坚守自身的核心价值观，

并在此基础上，从互不信任转向互相信任，更好地把握合作所带来的

机遇。 

针对如何做好各自国内的事，罗奇建议，中国应当关注“双循环”

这一新的经济再平衡战略。“双循环”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要

加强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协同效应，通过更高层次的开放支持内部

需求，做好这一点中国经济会更加稳健。美国则应当克服国内储蓄不

足的问题。2001-2009 年，美国净储蓄率仅为 2.3%,不足 1961-2000 年

的一半。低储蓄率导致生产率增速放缓和经常账户逆差等问题，但债

务高企、利率长期保持低位使得美国难以扭转局面。因此美国需要投

入更多资源重建国内储蓄体系，并制定长期规划解决财政赤字。只要

正面应对这些挑战，美国就能够更加客观地和中国相处。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强调，中美两国

均需解决内部深层矛盾，加深多边主义理念，才能实现双方的可持续

合作并共同促进全球经济的发展。他认为，美国的根本问题是较大的

贫富差距，一直以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三种：一是极右路线，将

问题归于第三方。极右派将贫富差距归结于外国人、非法移民、贸易

条款不公等政府无法控制的因素上面，然后通过制裁来解决问题。但

这种行动只是暂时地抑制了社会分化和贫富差距可能产生的社会动

荡，并没有从根本上缩小贫富差距。二是极左路线，将问题全部归于

内部体系。极左派通常认为国内的经济制度导致了贫富差距变大，因

此采取推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行计划经济的解决方式。中国和苏

联都曾经采取这一方式，但效率低、时间长，不能解燃眉之急。三是

相对温和的中间路线。在维护市场经济基本机制的同时，加大政府对

国内经济的干预，包括对富人征税，补贴穷人，同时加强金融监管。

这一方法既可以避免贫富差距问题复发，还能在较短的时间里见到成

效。拜登的政治理念靠近温和的左派，因此其上任后，美国经济政策

将有望采取中间路线，以弥合巨大的贫富差距。 

三、关于解决中美争端的建议 

恢复正式的双边对话机制。罗奇指出，通过领导力来弥合意见分

歧，需要彼此的沟通并建立信任。只有开启耐心且具有技巧性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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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恐慌甚至敌视情

绪。当前中美两国的对话不足，建议通过常设秘书处等全天候对话机

制持续探讨双边关系。两国可以共享数据，开展联合研究，制定政策

白皮书等，同时对彼此的措施进行合规性监测，建立透明的机制来解

决争议。 

重启从双边到多边的协商机制。罗奇认为，拜登新政府重新加入

《巴黎气候协议》、推动 WTO 改革、改善与盟友的关系等预示着美

国将重返多边主义。“一带一路”战略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简称 RCEP）协

定也表明中国始终拥护更加稳定和安全的多边治理和多边框架下的

接触。当前中国学界和拜登政府都在讨论通过《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简称 CPTPP）为中美两国创造更多的沟通与

合作机会，减少壁垒与冲突。中美两国应加强合作，共同推动多边规

则和治理机制的完善。其中，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可以作为向多边框架

过渡的跳板。通过双边投资协定扩大市场准入，促进外资双向流动。

双边投资协定是高水平的经贸协定，涉及知识产权、创新政策、环保

标准和劳工实践等领域，解决这些问题将带来新的增长机会。双边投

资协定对解决中美两国在结构性议程方面的问题具有至关重要的作

用。 

中美两国应朝着竞合的关系迈进。罗奇指出，过去 50 年中美关

系有起有伏，但是合作利大于弊，违约和背叛将给两国带来巨大的损

失。因此，中美都需要有智慧、有远见且强有力的领导层来化解冲突，

避免两国走向囚徒困境中最差的结局。中国可以考虑与美国在相对温

和的中间路线上加强合作，缓和外交中的极端立场。美国也需要采取

类似的方式，加强相互间渐进式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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