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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1979年5月6日至16日

1979 年 7 月 7 日

1979 年

1983 年 5 月

1990 年

1994 年 5 月 26 日

1999 年 4 月 6 日至 14 日

1999 年 11 月 15 日

1999 年

2000 年 10 月 10 日

2001 年 12 月 27 日

2003 年

2003 年 12 月 7 日至 10 日

2005 年 11 月 8 日

2005 年

2006 年 9 月 20 日

2006 年 12 月 14 日至 15 日

2007 年

2009 年 4 月 1 日

2009 年 7 月 27 日至 28 日

2009 年 11 月 15 日至 18 日

内 容

美国商务部部长克雷普斯访问中国。中美两国政府草签了贸易协定，正式签署了 30 年前遗留下来的关于解决资产要求的协议和互办贸易展览的协议。

中美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为期 3 年的中美贸易关系协定，规定双方互享最惠国待遇。协定于次年 2 月生效。

中美贸易额为 24.5 亿美元。

中美商贸联委会首届会议在北京举行。

美国一些国会议员提出议案，以人权等问题为借口，要求取消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或对其延长附加条件。

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延长 1994 年至 1995 年度对华最惠国待遇，并决定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脱钩。

中国国务院总理朱 基访问美国。访美期间，朱 基总理与美国总统克林顿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发表了联合声明。

中美在北京签署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协定，从而为中国入世扫清了最大障碍。

中美贸易额达到 614.8 亿美元。

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案，从而使这项由美国参众两院通过的法案正式成为美国法律。根据这项法案，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美国将终止按《1974 年贸易

法》中有关条款对中国“最惠国待遇”实行年度审议的做法，与中国建立永久正常贸易关系。

美国总统布什签署命令，正式宣布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这项命令于 2002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

中美贸易额首次突破 1000 亿美元，达 1263.3 亿美元。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温家宝总理提出了确保中美经贸关系持续健康发展的五条原则，布什总统表示赞同。双方还商定提高中美商贸联委会的级别。

经过七轮纺织品贸易问题磋商，中美双方就纺织品问题达成协议，在英国伦敦签署了中美两国《关于纺织品和服装贸易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从 2006 年 1 月 1 日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对

中国向美国出口的棉制裤子等 21 种纺织品实施数量管理。

中美贸易额首次突破 2000 亿美元，达 2116.3 亿美元。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与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在北京正式启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

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主题为“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双方确定了服务业、医疗、投资、加强透明度、能源和环境等领域为未来 6 个月的工作重点。

中美贸易额突破 3000 亿美元，达 3020.8 亿美元。

胡锦涛主席同奥巴马总统在伦敦举行首次会晤，双方一致同意共同努力建设 21 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首次会议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在经济对话中，双方围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这条主线，本着合作的精神，就事关两国经济的战略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了许多重

要成果，为发展 21 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注入了新的动力。

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总统举行会谈。双方发表《中美联合声明》。联合声明强调，双方将继续在宏观经济政策领域加强对话与合作，延续现有举措以

确保强健、可持续的全球经济复苏和金融体系。并共同致力于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本着建设性、合作性和互利性的态度，积极解决双边贸易和投资争端。同时，加快《双边投资协定》谈判。

中美经贸关系：相互依存 互利共赢
1 月 18 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应邀

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美国总统奥巴

马任内中国国家元首对美国的首次国事访

问，对两国未来更好的合作意义重大。

在刚刚过去的 2010年，中美经贸互动频

繁。据中国海关统计，2010 年全年，中国对

美出口 2833亿美元，同比增长 28.3%，中国自

美进口 1020.37 亿美元，同比增长 31.7%。美

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和出口国。中

美经贸领域的摩擦和竞争虽仍然时有发生，

但是，两国的贸易和投资联系日趋紧密，利益

交融、相互依存的格局进一步巩固。

有分析认为，胡锦涛主席此次的美国

之行，将同美国领导人一道为新时期的中

美关系谋新篇，再布局。中美双方将通过

这 次 访 问，引 导 两 国 关 系 进 入 一 个 新 阶

段。目前，中美经贸合作前景十分广阔，

通过访问，加深两国之间的了解，发展互

利共赢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

人民的根本利益。

经贸合作：各方都将受惠

对于美国企业而言，中国在 2010 年仍

然保持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据中国商务

部统计，截至 2010 年 10 月底，美国对华投

资项目累计 5.9 万余个，实际投入 646.25 亿

美元。与此同时，中国对美投资的步伐也

在加快。截至 2010 年 10 月底，中国企业在

美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约 42.2 亿美元，涉及

工业、科技、旅游、金融等领域。

中美商会去年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

2009 年，71% 的 美 国 在 华 企 业 实 现 盈 利；

46%的受访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利润率高于

其全球利润率。中国市场成为美国企业名

副其实的“摇钱树”。当然，受益的不止是

美国企业。2010 年，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发布的报告称，在全球经济衰退中，中国继

续成为美制造商和农场主的重要出口国。

据了解，美国 40 个州的前五大出口市场均

包括中国。10 年来，美国制造业和农产品

对华出口增长 330%，远高于美对世界其他

地区 29%的出口增速。中国已成为美国大

豆、棉花的最大单一海外市场以及汽车、飞

机等机电产品的重要出口市场。与此同

时，对华出口的增长带动了美国就业机会

的增加，而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也极大

地丰富了美国人民的生活，不仅给美国居

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带来实惠，也使美

国在巨额的“双赤字”压力下仍得以维持较

低的通胀率。

同时，中国企业通过对美直接投资也

提高了知名度和国际竞争力，不仅带动了

商品和劳务的出口，也形成了一批有自主

知识产权、有实力的跨国公司和著名品牌，

为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贡献了力量。正如

美国商务部部长骆家辉日前提到的，美国

公司向中国市场提供一流的服务和商品也

提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此外，中美经贸合作也有利于世界经

济和金融形势的平稳发展，为世界经济的

进一步复苏增加了信心和动力。

相互依存：在合作与竞争中前行

如今，中美经济业已形成相互依赖关

系：中国为美国提供物美价廉的工业产品，

美国为中国提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与此

同时，美国需要扩大出口，积极引进外资，

中国需要扩大内需，推动资本输出，双方经

贸合作的空间很大。

不过，近年来，中美经济实力差距的迅

速缩小，也使美国深感恐慌。2008 年全球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经济遭受重创，始

终萎靡不振，而中国经济偏安一隅，借机发

展。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让美国产生了危

机感，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知识产权保护、

自主创新政策等屡屡成为美国有关方面向

中方发难的工具，中美经贸领域的摩擦明

显增多。过去一年，中美两国围绕汇率问

题展开了激烈博弈，而在出口补贴、政府采

购、知识产权保护、稀土出口等问题上，双

方也存在不小的分歧。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崔磊

告诉记者，美国在汇率、贸易等问题上频频

向中国发难，是为了扭转与中国在经济竞争

中的颓势，打的是通过人民币的大幅升值，

实现美国的出口倍增计划，减少美国的贸易

赤字和改善美国经济状况的如意算盘。

如今，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不

断深入，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没有

哪个国家能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独善其

身。因此，这样的如意算盘是不能帮助美

国扭转经济颓势的。有关专家指出，中美

经贸合作的丰硕成果来之不易，美方应坚

持自由贸易理念，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投

资保护主义；重新评估并尽快放宽对华出

口管制措施；合理开展外资审查，减少不必

要的限制，促进投资合作；与中方继续加强

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均

衡可持续发展。

互利共赢：克服存在的不利因素

然而，除了中美之间的博弈和分歧，还

有其他阻碍两国经贸关系的不利因素。崔

磊表示，未来的一段时间里，虽然汇率问题

仍将继续困扰中美经贸关系，但随着中美

两国在汇率问题上达成默契，汇率问题的

重要性相对下降。目前值得忧虑的趋势

是，美国在华企业出现分化。近几年，一些

美国企业开始抱怨在华投资和经营的环境

“恶化”。这种分化不仅会影响到双方的经

贸合作，而且会给中美关系带来不利影响。

近日，中国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中国政

府将继续实施进出口基本平衡的贸易政

策，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加大改革创新力

度，提高便利化程度，为境内外投资者创造

更优化、更开放的投资环境。包括美国在

内的各国企业，将与中国企业一起分享日

益增大的市场“蛋糕”。

美国前贸易代表查伦·巴尔舍夫斯基

表示，任何大的贸易关系都会伴生冲突。

随着美国经济复苏，失业率回落，中美之间

的冲突将有所减少，但不会全部消失。中

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仍是

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双方的协同合作，

将推动世界经济增长，这对中国、美国、日

本和欧洲以及其他地区都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超也表示，中美经

贸合作的成果已广泛惠及两国人民。中美

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和经济结构的互补

性，是促进中美经贸关系不断稳定发展的基

础。发展互利共赢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

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并将继续成为双

边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石和推动力。

中美经贸关系大事记

■ 本报记者 徐 淼 杨 颖

编者按：中国和美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特殊的地位使得中美关系总是牵动着世界的神经。

1月18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展开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各国主流媒体都给予了高度关注和积极评价，认为胡锦涛主席的访美对深化中美两国关系具有重大意义。

2010 年，中美两国经贸互动频繁，两国间利益交融、相互依存的格局进一步巩固。但是，在合作的主流下，摩擦和竞争仍时有发生。“十二五”开局之年，

胡锦涛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将为两国未来的各项合作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中美经贸关系牵动的不仅是两国之间的利益，在合作中竞争，走互利共赢之路是未来两国经贸关系发展的方向，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本表格由本报编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