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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估算，到 2020 年，中国在美投资将达
到 2000 亿美元，为美国创造 400 万个新就业
机会，而到 2022 年，中美两国亦有望成为彼
此最大的贸易伙伴。专家表示，中美两国经
济体量巨大、互补性强，拥有广泛的共同利
益和合作空间。习主席此次访美不仅向外界
传递了中国信心，更将通过高铁、飞机、能
源、环保、金融等领域实际合作为全球经济
注入新的动力。

出访前夕话改革

近期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种种“阵痛”，让
海外各界十分关心中国经济的“竞技状态”
以及下一步改革的动向。出访前夕，习近平
主席在接受 《华尔街日报》 专访时表示，今年上半年，
中国经济增长7%，在世界总体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环境
下，这是来之不易的。

那么，稳增长是否意味着要放缓改革的脚步呢？习
近平特别强调，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中国都将坚定不移
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扩大开放。“2014 年，我们蹄疾步
稳推进各项改革，80个重点改革任务基本完成，此外有
关部门还完成了108个改革任务，各方面共出台370条改
革成果。今年以来，我们已经推出了70多个重点改革方
案。”习近平介绍。

实际上，近期推出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制度、支持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若干政策
措施、加快完善价格机制、国企改革指导意
见等措施，便是改革稳步推进的生动写照。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部长
徐洪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十八届
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改革目标要在 2020年基本
完成，因此改革不会停步、只会加快，习主
席的表态无疑向海内外传递了明确的信号，
打消了疑虑，增强了信心。

增信释疑谋合作

此次访问，不仅正当世界聚焦中美经济

表现之时，而且正值中美经贸联系日益紧密之际。据了
解，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投资遍及
美国几乎所有50个州，且涵盖食品、房地产、影视和能
源等诸多领域。美国商务部数据亦显示，中国对美投资
2014年达到95亿美元，远超2002年的3.85亿美元，也比
2010年的33亿美元有显著增长。

美国政治经济评论员罗伯特·库恩认为，美中之间
的博弈并不是什么秘密，但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必
须要为共同利益而合作，最重要的当然还是经济的稳

定和增长。在他看来，两国经济如此紧密地
联系在一起，不可能只有一方取得成功而另
一方毫无作为，美中要么一荣俱荣，要么一
损俱损。

“中美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美
国经济总量高达 17万亿美元，是传统的‘火车
头’；而中国则在10万亿美元体量的基础上保持
7%左右的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
30%。因此，中美两国对全球经济复苏及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实现都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徐洪
才说，近年来中国不断扩大开放，积极推动国
家治理机制现代化，主动践行和平发展与合作
共赢的理念，这些都有助于避免不必要的冲
突，打破“修昔底德陷阱”。

共寻商机是亮点

本次出访中，23日举行的中美企业圆桌会议尤为引
人关注。据悉，此次随习近平主席访美的中方企业不仅
包括了中国银行、中远集团等老牌“国企劲旅”，而且还
不乏阿里、腾讯等民营互联网新星。与此同时，美方也
毫不吝啬地排出了由微软、苹果、波音、通用、伯克希
尔等企业组成的豪华阵容。

多位专家指出，经贸合作一直都是中美关系的压舱
石，此次访问有望在高端装备制造、科技创
新、基础设施建设、“互联网+”等多个领域进
一步夯实中美经贸往来。“如今，互联网正以
全新的形式向一、二、三产业渗透，而传统产
业在转型、升级当中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可以释
放。本次参会的企业不仅具有充分的代表性，
而且也标志着中美经贸往来已经从传统的签订
单向全方位、深层次的战略合作转变，从而开
启了中美经贸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徐洪
才说。

徐洪才预计，未来几天内，中美双方将就
双边自贸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负面
清单长度、基础设施投资、人民币国际化等经
贸类议题充分沟通，并有望达成更多有利于世
界经济的共识。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柯比近日表示，美方期待中国国
家主席习近平对美进行国事访问，美方对这次访问感到“十
分兴奋”。柯比在例行新闻吹风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
们期待这次访问。美中关系十分重要，随着中国经济继续增
长，中国影响力不断扩展，美中关系不仅事关太平洋地区，而
且事关全世界。”柯比还特地提到，国务卿克里期待习近平的来
访，“我们都对这次访问感到十分兴奋”。

赖斯：美中正“扩展合作深度和广度”

在习近平对美国的首次国事访问前夕，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
务助理苏珊·赖斯9月21日强调，美中关系并非“零和博弈”，美国正
在坚定而系统地“扩展与中国合作的广度和深度”。赖斯当天在乔
治·华盛顿大学就美中关系发表演讲。她说，奥巴马总统将与习近平
主席举行“坦率而全面的会谈”。赖斯指出，过去两年来，两位元首通
过正式、非正式会晤以及电话、信函等形式进行了长
时间交流，“因为许多全球性挑战只有美
中两国共同合作才能加以解决”。
赖斯说：“我们将继续采取步
骤，与中国建立一种泽被
两国人民、富有成效、
合作性的关系。这
是美国亚洲战略
的中心支柱。”

赖 斯 表
示，在奥巴马
政 府 执 政 期
内，美国在所
有 层 面 深 化 了
与中国的接触，
在管控双方分歧
的同时，也在拥有
共同利益的领域进行
了最大化的合作。美方拒
绝所谓美中冲突不可避免的

“轻率推理与懒惰论调”。她说：“这
（美中关系）不是零和博弈。我们管控分歧的
能力远超于此。”赖斯列举了美中近年来的主要合作成
果，包括扩展双边经贸合作、人员交流、政府对话和两军关系，推动伊
朗核谈判、朝鲜半岛无核化、促进阿富汗和平、应对气候变化、抗
击埃博拉等。她说，这些合作给“两国人民都带来了红利”。

赖斯同时指出，美中关系面临一些分歧和挑战，双方应直面这
些挑战。她最后强调：“与中国建立一个稳定、富有成效和弹性的
关系，在今后多年内将继续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任务。”

拉森：希望建立“坦率讨论”的牢固关系

美国众议院美中工作小组共同主席里克·拉森日前接受访问
时表示，习近平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在一个十分重要时刻
进行的十分重要的访问”，两国领导人将借此机会就重大议题展
开面对面讨论，促进双边合作。

习近平主席访美首站为华盛顿州西雅图。拉森对其家乡与中
国的这种特殊关系深感自豪。“就华盛顿州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来
讲，它是一本厚重的书。”拉森说。华盛顿州拥有波音、微软、星巴
克等知名公司，与中国都有着密切生意往来。中国是华盛顿州
最大的出口市场，年出口额高达200多亿美元。

谈及当前中美关系，拉森坦承：“希望与障碍并存。”在他看

来，美中双方在气候变化等重大国际问题上进行着良好合作，与
此同时，美中两国在网络安全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他希望两国领
导人建立起一种“能就两国共同面临的挑战展开坦率讨论”的牢
固关系。拉森认为，美中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的合作是美
中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取得的重要进展和最主要成果之一。拉森说，
作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另一个重要成果，美中双方应该争取尽
快达成双边投资协定。

现年 50岁的拉森已经担任联邦众议员 15年，10年前他与
时任联邦众议员马克·柯克 （现为联邦参议员）共同创立众议院
美中工作小组。拉森本人迄今已经9度访华。他说，中国变化巨大
而快速，一个人去过中国后，往往还想再回去一趟。“等你下次去
时，你看到的将是一个十分不同的国家”。

保尔森：美中关系良好能带来实在利益

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近日在芝加哥接受专访时说，
美中两国关系良好能带来实实在在利益。如

果美中两国共同努力，包括全球经
济增长、应对恐怖主义和应对

气候变化在内的全球性
挑战就容易解决，反

之则会困难重重。
保 尔 森 说 ，

习近平主席可
以向美国人民
阐 述 他 的 中
国发展理念，
阐 述 他 对 美
中 关 系 蓝 图

的 构 想 ；两 国
领导人可以坦率

地谈论两国之间
的分歧，寻找共同点。

美中双边贸易额已接近
6000 亿美元，相互投资也在增

长，这是美中关系的基础。他强调：“如
果我们忽略了美中经济关系，受损失的将是两

国的经济。”
保尔森认为，美中两国跨国企业是美中经贸关系的“压舱石”，两

国企业都强烈呼吁两国全面发展关系。对美国公司来说，中国市场对
他们越来越重要，因此保持良好的美中关系对他们至关重要。

根据访问安排，习近平主席将在西雅图出席中美企业家座谈
会。作为会议的共同主持人，保尔森对这次会议非常期待。届时，美
国企业将有机会讨论在中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习近平主席也
将有机会谈谈美国企业非常想知道的中国改革情况。美中双边投资
协定也是美中议事日程上的一个重要话题。去年11月美中两国领
导人发表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现在美
中两国应共同努力实现这一声明提出的目标。

保尔森认为，美国没有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犯了一
个大错误，这本应是美国同中国合作共事的领域。在全球经济治
理中，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发挥更重要作用。如果美中合
作，二十国集团的运转情况将有很大不同。保尔森认为，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需要改革，应让中国、印度和其他
发展中大国拥有更多话语权。保尔森说自己是中国第十三个
五年规划的坚定拥护者，中国的改革在一些领域已取得一些
进展，消除发展瓶颈让私营企业在中国做生意更加容易。

（据新华社电 记者支林飞支林飞 石英珊石英珊 徐徐 静静 何险峰何险峰）

美国各界人士高度关
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
美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
并同奥巴马总统会晤。连
日来，一些美国人士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他们欢迎
习主席访美，对两国首脑
会晤寄予厚望，期待双方
达成重要合作成果，惠及
两国、利于世界。

祝愿访问圆满成功

“习近平将以中国国家
主席身份访问美国，我们
感到非常骄傲，希望他此
次 访 问 成 功 ， 且 富 有 成
果。”艾奥瓦州州长特里·
布兰斯塔德说。

布兰斯塔德与习近平
主席相识多年，结下了友
谊。1985 年春，当时还在
河北正定工作的习近平率
团访问艾奥瓦，与州长布
兰斯塔德首次见面。2011
年秋，再度当选州长的布
兰斯塔德访问中国，受到
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接
见。2012 年初，习近平访
美期间再次访问艾奥瓦，
双方再次见面。

布兰斯塔德说，1983年
艾奥瓦州与中国河北省结
成友好州省关系以来，艾奥
瓦州与中国在经贸、教育、
医疗、体育等多领域建立起密切的合作关系。

他说，“这间州长办公室现在几乎每周都会接
待来自中国的客人”，“通过这些交流，两地人民
增进了友谊，拉近了关系，我们相互尊重”。

布兰斯塔德告诉记者，他希望习主席此访能
够进一步拓展中美经贸关系，推动双边投资协定
早日达成。一个更加紧密的经贸关系对中美两国
关系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我祝愿习近
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的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在硅谷苏宁美国研发中心工作的保罗·拉尔森
告诉记者，美国民众对中美首脑会晤讨论的议题和
达成的协议很感兴趣。“不管我们聚焦什么问题，一
个基本的事实是我们两国都有兴趣看到对方繁荣
发展。我希望习主席此访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

希望合作造福世界

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利国际问题研究
所特约研究员托马斯·芬加说：“我希望并期待两国

领导人着重讨论我们在全球体系中的共同利益，以
及通过双边努力和与他国合作，努力解决日益紧迫
的跨国界挑战，包括水和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等。”

密苏里州前州长鲍勃·霍尔登表示，他希望习
主席此访“加深美中双方对彼此文化的了解，加深
两国对彼此能力的了解，并找到和平解决两国间重
大议题的方案”。

芝加哥名都传媒集团首席执行官约翰·罗宾逊
说，习主席来访表明，尽管两国存在一些争议，但是
彼此间的合作基石仍然非常牢固。“这样的高级别
会晤能减少彼此之间的不信任，缓解地缘政治紧
张，从而消除美中之间的误解及其带来的风险。”罗
宾逊说，相信中美之间在环境领域的合作能取得进
展。两国携手合作，能让世界变得更健康和洁净，造
福全世界。

美国伦理意识研究院院长、美国企业社会责任
研究中心主任戴维·施沃伦说：“我非常期待习主席
访美。美中有很多共同利益，两国领导人的合作愿
望将对世界产生积极影响。两国在国际贸易、网络
安全、双边投资等领域建设性的持久政策，对两国
和世界人民的深远影响将远远超越经济范畴。”

“C40城市气候领导组织”北美地区主任布兰
登·沙恩对中美首脑会晤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
努力充满期待。“美中携手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
化，是两国合作的契机，不仅造福两国人民，同
时也造福全世界。”

期待更多中国投资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斯蒂芬·欧伦斯说，
双边投资是中美建设性关系的引擎之一，相互投
资意味着双方共同解决劳动生产率、与地方政府
打交道、拓展销售渠道等。“如果我们签署了双边
投资协定，将会为数万个中国公司到美国投资和
数万个美国公司到中国投资创造机会，这对两国
关系来说是非常积极的。”

南卡罗来纳州格林维尔市市长诺尔斯·怀特希
望习主席来访带动更多中国企业来美投资，促进
当地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

在华盛顿市中心，市民安托瓦尼特·温克勒普
林斯说，希望中美元首会晤能帮助推动双边关系
向前发展，推动两国经济向前发展。

（据新华社华盛顿9月22日电）

中美经贸有哪些潜力可挖？中美将在什么领域开展具体合作？中美又将为步履蹒

跚的世界经济带来哪些好消息？9月22日，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开启访美行程，这

些问题的答案开始逐一揭晓。

中美“握手”哪些大单会“落地”？
本报记者 王俊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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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图风光
新华社记者
杨 磊摄

西雅图风光西雅图风光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杨杨 磊磊摄摄

99 月月 2121 日晚日晚，，西雅图市中心一家酒店西雅图市中心一家酒店，，一一
位门童展示了位门童展示了 《《西雅图时报西雅图时报》》 头版对习近平即头版对习近平即
将访美的报道将访美的报道。。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廖政军廖政军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