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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30 周年，当我们打开改革开放的巨幅画卷，一点点地去总结盘

点时，发现另一个 30 年已经来临——2009 年 1 月，中美建交 30 周年。毫无疑问，这也是

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可以想象，自新中国建立后，相互对抗了多年的两个情况截然不同的大国，面对着无

比复杂敏感的国际形势，曾在建交路上走过了怎样的坎坷，从被请上天安门城楼的埃德

加·斯诺到乒乓球运动员庄则栋和科恩，再到第一次跨越太平洋将手握在一起的两国领导

人，中美两国关系一点点地打破坚冰，向前迈进。 

 

    不妨将这两个 30 年叠在一起来看。改革开放是中美建交后两国关系沿正常轨道发展

的内在保障，而中美关系在 30 年里的发展则是改革开放在外交领域里的具体体现。两国

建交之初，中国刚刚做出改革开放的决策，沉睡了许久的东方古国渐渐从意识形态领域内

的对抗上走出来，开始把经济建设作为第一要务。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中美两国的建交很

可能会遇到诸多阻挠，路途更加艰难,而两国的建交后的发展也将会延续对抗的主旋律。

说的再实际一点，离开了改革开放，美国家庭圣诞节的礼物筐里未必有今天这般价廉物美

小礼物，而中国人可能至今也不晓得麦当劳与肯德基是何许味道。同样的，如果离开了中

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很难说中国是真正向世界展示出其开放的一面。 

 

    通过改革开放，中国的外交政策开始变得更加自信和成熟。中美关系的顺利发展，为

中国争取了发展的国际环境，同时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发展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在回顾中

美 30 年时，我们还应注意，两国关系的发展并非一份风顺。在前进的路上，不时出现一

些不和谐的事件与声音，中美两国围绕人权、贸易等等的纠纷不断。但在某种意义上说，

这些波折使中美这 30 年的发展之路如同一部精彩的电影，既清晰，又真实。 

 

    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但中美之间的对话还是渐渐在开放。近年来，两国高层频繁互

访，从经济到人权问题的“战略对话”变得制度化，尤其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系列已

经成为两国政府回应国内民众和对方要求，互相讨价还价进而协调和控制双方分歧的重要

渠道。 

 

    过去的 2008 年，中国在历经了自然灾难的巨大考验之后举办了史上最成功的一届奥

运会，以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形象展现在世界舞台上；同样在 2008 年，美国选出了新一任

总统——奥巴马，美国选民为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是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过最惨痛

的种族歧视的国家选出了第一位黑人总统，令世界为之一振。 

 

    过去的 30 年已经成为历史。中国有句成语叫“30 而立”，同正在改革开放的中国一

样，中美关系也已经进入壮年。谁也无法预测未来中美还会演绎出来什么样的故事，但这



一切却是值得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