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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三份公报
（二）出台实录

卡特任美国总统时期，美国政

府接受了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
即在台湾问题上 “断交、 撤军、废

约”三原则，中美建交的障碍得以

排除。 1978 年 12 月 16 日，中美两

国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宣布

了中美建交的联合公报。 1979 年 1
月 1 日，中美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

关系。 在中美建交谈判的过程中，
卡特总统向邓小平发出了正式访

问美国的邀请。 1 月 28 日至 2 月 5
日，邓小平访美。 他是第一位正式

访美的中国领导人。 这次访问取得

了圆满成功，对发展中美两国关系

起到了良好和巨大的推动作用。 中

国从此开始全面走上了 “面向世

———一波三折的中美建交谈判

4



2012·03

DANGSHIZONGLAN

岁月风云

界”、“面向未来”的道路。

布 热 津 斯 基 的 访 华 预 示

着一度陷于停顿的中美关系

正常化进程重新驶入快车道

1972 年《中美上海公报》发表

后， 中美双方开始就建交展开谈

判，但由于各种因素的阻碍，谈判

一直没能取得重大进展。 1977 年，
卡特入主白宫， 就任第 39 任美国

总统。 上任伊始，他并没有将中美

关系正常化摆上紧迫的议事日程。
当时卡特政府分为两派：一派以国

务卿万斯为首，主张把对苏关系放

在首位， 对华关系从属对苏关系；
另一派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布热津斯基为首， 主张联华制苏，
认为尽早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对

美国有利。 卡特上任第一年，基本

上采纳了万斯的主张，热衷于同苏

联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在卡特

列出的 15 条需加处理的重要事项

中，中美关系并不在其内。 卡特犹

豫不决的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怕

刺激苏联，影响苏美关系；二是担

心遭到国内反华亲台势力的反对；
三是当时他向国会提出的巴拿马

运河条约尚待批准， 不愿分散精

力；四是与上述三项有关的内部两

派争论，尚无定论。而到了 1978 年

时，情况发生了变化，美苏会谈僵

持不下，双方矛盾加剧。 1978 年 4
月，巴拿马运河条约在美国国会通

过，卡特不再有后顾之忧，在对华

政策上逐渐向布热津斯基一派靠

拢。
这个时候，恰逢中国开始把工

作的中心转移到建设 “四个现代

化”的战略目标上来，迫切需要一

个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

在这种背景下， 为了对抗苏

联，也为了实现在任期内彻底改变

美 中 隔 阂 局 面 的 愿 望 ， 卡 特 于

1978 年 4 月决定派布热津斯基访

华，表明他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

的意图。 这样，久拖不决的中美关

系正常化问题出现了转机。
卡特亲自修改了布热津斯基

起草的与中国领导人会谈的提纲，
并指示布热津斯基，美国承认一个

中国的概念，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

关系符合美国最大的国家利益。
布热津斯基一行 10 人于 5 月

20 日中午到达北京。 当晚，时任外

交部部长黄华举行欢迎晚宴，他在

祝酒时说：“布热津斯基博士长期

从事国际政治活动和研究工作，我

们将乐于借他这次来访的机会，了

解他在这方面的见解，同他交换意

见。 ”
布热津斯基致答词。 他说，美

国在对待中美关系上抱有三个信

念：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

友谊对世界和平极为重要和有益；
一个安全强大的中国对美国有利；
一个强大、自信和参与全球事务的

美国对中国有利。 他进而明白地

说：美国总统希望同强大的中国有

友好的关系，决心同你们一道克服

按照《上海公报》实现两国关系完

全正常化所遇到的障碍，在这个问

题上美国已经拿定了主意。
晚宴之后， 双方立刻开始会

谈，布热津斯基说：“我来到中华人

民共和国，是因为卡特总统和我都

相信，美国和中国有着共同的利益

和相似的长远的战略眼光。最重要

的是我们在反对全球和地区霸权

主义方面有共同的立场。 因此，我

们要改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

系不是一种暂时的策略，而是建立

在共同的战略目标基础之上的。 ”
听了布热津斯基的发言，黄华

没有多谈，表示将在明天的会见中

详细答复。
5 月 21 日， 中方安排布热津

斯基先后参观了毛主席纪念堂和

故宫。在布热津斯基参观故宫的时

候， 黄华已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

小平决定亲自会见美国代表。
下午 4 时，邓小平在人民大会

堂会见布热津斯基，双方谈了两个

小时，这是布热津斯基第一次见到

邓小平。美方参加会议的有布热津

1978 年 5 月 21 日，邓小平会见布热津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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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基的助手奥克森伯格和驻华联

络处主任伍德科克，中方在座的有

黄华、 新任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

民、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和礼宾司

副司长高建中。
邓小平首先讲话：“布热津斯

基博士，旅途辛苦了。 ”
布热津斯基的回答别具一格：

“我感到振奋。 ”后来他说，这句话

准确地表达了他当时的情绪。
寒暄几句后， 邓小平言归正

传：“中国方面总是直截了当地说

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毛泽东主席

是个军人，周恩来也是军人，我也

一样。 ”
布热津斯基回答：“军人说话

直率， 美国人也有说话直率的名

声，我希望你没有发现美国人或美

国有什么不好理解。”接着，他告诉

邓小平，美国方面准备就实现双方

关系正常化开始“积极的会谈”。
邓小平的答复很谨慎：“现在

的问题仍旧是下决心。如果卡特总

统在这个问题上下了决心，我想解

决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了。 ”他接

着问：“为了实现正常化，你认为应

该做到什么呢？ ”
布热津斯基作了长篇答复，表

示将信守《上海公报》，遵循只有一

个中国、解决台湾问题是你们自己

的事这条原则。 但他又说，美国还

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要解决，即使

实现了美中关系正常化，“我们对

台湾的安全义务还要继续下去”。
布热津斯基的这番话基本上

阐明了美方对实现双方关系正常

化的态度，也指出了日后谈判中将

会遇到的困难，表明症结还是台湾

问题。邓小平果断地表示接受布热

津斯基的建议。他说：“我盼望着卡

特总统下决心的那一天。 ”

随后，邓小平表述了中方对中

美关系正常化的原则立场， 他说：
“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对两国

来说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两国

关系正常化和不正常化， 性质不

同。 在经济领域或其他方面，相互

受影响。 谈到正常化问题，我们观

点很明确，3 个条件：断交、撤 军、
废约。 这 3 个条件都涉及台湾问

题。 我们不能有别的考虑，因为这

涉及一个主权问题。日本方式是我

们可以接受的最低方式。所谓日本

方式， 就是在正常化的条件下，我

们同意日本同台湾之间商业、人员

继续往来。自《上海公报》发表以来

已经 5 年多了，这个问题差不多讨

论了 5 年多。我们多次明确阐述了

我们的立场。要中国承诺只能用和

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我们说不

行。 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其他国家无权干涉。 什么时候，用

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那是中国

自己的事。你们表示和平解决台湾

问题的希望， 你们可以说你们的

话，但作为条件不行。 ”
邓小平的语言犀利，直指问题

实质。
布热津斯基感到会谈的整个

趋势是积极的，事后他说：“邓个子

小，气魄大，立即使我折服。他富有

才智，机警，精明，理解很快，相当

幽默，强硬而直率。 和他谈话以后

我更加理解他何以能经受住政治

生涯中的所有挫折， 但更重要的

是，他的目的感和干劲使我印象深

刻。 他是一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能和谁打交道的政治领袖。 ”

会谈结束后，邓小平引导客人

来到了北海琼岛北端的仿膳饭庄，
共进晚宴。 这时的气氛轻松多了，
邓小平不时用筷子为布热津斯基

夹菜。邓小平在祝酒时暗示自己愿

意在恰当的时候到美国访问，他意

味深长地说，自己作为高级领导人

只有 3 年时间了，这在某种程度上

也在强调美中关系进展有某种迫

切性。 显然，邓小平对布热津斯基

产生了良好印象。当布热津斯基说

希望有一天在华盛顿的家中回请

他一次，以答谢这次宴请时，邓小

平微笑着接受了他的邀请。
5 月 22 日上午， 布热津斯基

一行游览了万里长城。 下午 5 时 5
分到 7 时 25 分，中共中央主席、国

务院总理华国锋会见了布热津斯

基。 会见中，华国锋阐述了对国际

形势的认识。 布热津斯基事后说，
主人在谈话中引用了这两天来布

热津斯基先后与黄华、邓小平会谈

的内容，说明他是了解情况，早有

准备的。
当晚， 布热津斯基设答谢晚

宴，黄华外长出席。 布热津斯基祝

酒时特别提到，在会谈中有一点表

现得特别明显：我们的共同看法超

过了我们的不同点。我们都反对别

人谋求建立一个大一统的世界的

努力。 我们都相信，通过警惕和力

量，用你们的话来说，可以推迟战

争；用我们的话来说，可以避免战

争。黄华在祝酒时称赞了布热津斯

基的访华之行，他说：“布热津斯基

博士这次访问，对双方来说，都是

有益的。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5 月 22 日 这

天，邓小平虽然没有再次会见布热

津斯基，但是他在与意大利交通海

运部长维·科隆博会谈的时候谈到

了中美关系。 邓小平说，中美两国

贸易方面、人员往来方面还是要发

展的。 我们明白地告诉他们，关系

正常化与不正常化不同。我们不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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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美国愿意给我们而我们也需要

的先进技术。但是，在同等条件下，
我们优先考虑同我们关系正常化

的国家。
次日， 布热津斯基离开北京，

转道日本回国。布热津斯基这次访

华留了一个尾巴，他奉卡特之命提

出，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时候

要保留一项限制性条款，即按照美

台《共同防御条约》的文字规定，缔

约的任何一方将停止该条约一事

通知对方一年以后， 该条约才失

效。因此，美中关系正常化后，该条

约仍在一年内有效，美国也会继续

向台湾出售军火。 值得注意的是，
布热津斯基在这次北京会谈时淡

化了售台武器问题，没有将它作为

重要问题提出，这为随后确定中美

关系正常化时间表埋下了一个障

碍。

黄华和伍德科克在北京、
柴泽民和布热津斯基在华盛

顿的谈判同步展开，双方互不

退让，一度停滞不前

布热津斯基结束访华后不久，
1978 年 7 月， 中美互派代表在北

京和华盛顿开始建交谈判。
美方谈判代表是驻华联络处

主任伍德科克，中方代表是外交部

长黄华。黄华 1976 年 11 月接任外

交部长， 在长期的外交事务中，他

工作谨慎，在对外交往和谈判中以

字斟句酌、滴水不漏著称。 他的英

语娴熟，但在正式谈判中很少用英

语，总是将对方的意思以英、中两

种语言各听一遍，这样在回答时便

更加从容。
7 月 5 日，黄华和伍德科克在

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中美政

府间的第一次建交秘密谈判。
伍德科克向黄华递交了美方

关于进行中美建交谈判的议程：
一、正常化之后美国在台湾存

在的性质；二、正常化时美方的声

明；三、正常化之后美台间的商务

关系；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联合

公报格式。
对于美方建议的 4 项议程，黄

华在 7 月 14 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谈

时指出：美方应先就中方提出的建

交三条件和建交联合公报作出响

应，提出具体意见。 会谈的参加者

柴泽民回忆说：“这两次谈判完全

是前哨战， 中美双方相互摸底，并

没有实质性的内容。 ”
8 月 5 日，作为中国驻美联络

处主任，柴泽民与夫人李友峰启程

前往美国赴任。他一到华盛顿就与

布热津斯基取得了联系，开始就中

美建交进行一系列外交谈判。
8 月 17 日， 柴泽民和布热津

斯基的第一次会谈在华盛顿进行。
在这次会谈中，布热津斯基提

出，有无可能就关系正常化问题举

行美中两国首脑会谈，柴泽民婉转

地说，过去几位美国领导人已经访

问了中国，因此中国在这方面欠了

一些什么，中国领导人访美问题已

经可以提到议程上来了。但是华国

锋不久前已经访问了欧洲。言下之

意，这回该轮到邓小平了。
布热津斯基对柴泽民产生了

深刻的印象，认为他是一个具有熟

练谈判技巧的人，“他总是拿出一

个小本子， 照本宣读他的正式发

言，然后加以阐述。 经过较长时间

的判断，我可以说，他不仅忠实地

向中国反映了我的观点，而且相当

有准备地敦促一些问题的调停和

调整。 没有他的持久努力，我怀疑

我们是否能在 12 月初实现那种突

破”。
在卡特总统的当年日记里,他

这样记录了中美建交前自己承受

的巨大压力：“伍德科克(后出任美

国首任驻华大使)和国务卿万斯来

到白宫，我告诉他们要与中国正式

建交的决定。伍德科克一周以后就

要去北京，我对他说，与中国建交

是可行的，我要向所有美国人民说

明这一点，并愿为这一决定承担所

有政治责任。 ”
中美领导人就建交问题进行

的一系列谈判是秘密进行的。出于

保密考虑 ,卡特避开了国 会，甚 至

都没有让国务院插手，所有的信息

都 直 接 从 白 宫 发 往 中 国 。 他 在

1978 年 8 月 的 一 篇 日 记 中 写 道：
“国务卿万斯起誓要保守秘密。 我

决定不让国务院知道谈判细节，免

得国会和公众知道以后会提出强

烈反对……大部分发给邓小平的

建议和答复都是我和布热津斯基

亲自起草，从白宫直接发给他的。”
美方确实采取了最严格的保

密措施： 过去遇到如此重要的谈

判，美方总要从国内派人来主持会

谈或坐镇会谈，但这次除联络处主

任伍德科克外，其主要助手芮效俭

副主任和翻译等都是清一色的联

络处官员。 事实上，会谈安排在北

京举行， 就是为了躲过人们的耳

目。在华盛顿也只有卡特、万斯、布

热津斯基等组成的五人决策小组

知道。事后，芮效俭曾说，美国有人

责难卡特为何不及时通报国会，其

实“秘密外交”也是迫不得已的事，
如果当时国会参与进来，建交协议

将完全告吹，中美关系就得改写。
在谈判中，美方的另一个策略

是：先易后难，逐步推进。美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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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为中美建交印发的号外

深知，中美关系正常化最难的问题

是台湾问题， 如果一开始就谈此

事，会谈将立即陷入僵局。因此，在

美方提出的四项议程中，头三项较

易达成协议，美台关系的性质只能

是非官方的；关于美方声明，邓小

平已告美方“可以各说各的”，美台

商务关系也非难事。 这样进行下

去，美方以为较易取得进展。
同时，美方还提出了要保持三

个渠道接触，以保证会谈气氛。 布

热津斯基这一时期三天两头找中

国驻美联络处代主任韩叙交换对

国际问题的看法，强调对苏强硬政

策，以取得中方好感。同时，对于中

美间需交涉的麻烦事，全由助理国

务卿霍尔布鲁克找韩叙解决，使伍

德科克和黄华免受此类事情的干

扰，专心进行建交谈判。
中方从美方上述做法中，看出

美方确有谈判诚意，但是否在关键

问题上让步，还难以断定。因此，对

美方注重保密和排除干扰的方针

没有异议，但对其不肯一下子把底

牌全部亮出的做法则不以为然。中

方的对策是可以根据你的议程谈，
但在原则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立

场坚定，使对方无隙可乘，在策略

上则掌握斗争的时机与分寸，有一

定灵活性。 具体来说，既然美方要

“先易后难”， 每次只谈一个问题，
中方则强调一定要美方同意中方

三个条件，即：废除美蒋“共同防御

条约”， 与台湾当局断交并全部撤

走美国在台驻军和设施，以及停止

向台湾出售武器等基本立场，先让

美方亮出底牌，再作全面判断和答

复。
由于双方针锋相对，会谈进展

甚慢。 伍德科克虽然不赞成拖下

去， 但无法扭转美方高层的决定，

只能根据白宫发来的指示念稿子，
谈判陷入了僵局。

就 台 湾 问 题 最 终 达 成 妥

协，建交公报得以出台

到了 1978 年 9 月 19 日，卡特

总统开始感到拖不下去，要加快谈

判速度。他向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

柴泽民表示， 双方需要抓住时机，
加快进度。 10 月 30 日，布热津斯

基对柴泽民作了进一步解释。 他

说，按照美国国内政治现实，中美

关系要取得决定性进展， 当年 12
月前后是一个特殊机遇，否则国会

明年初开会时，会先讨论美苏核条

约 等 问 题 ， 中 美 关 系 将 被 推 到

1979 年秋后，时机不当，可能会出

现难以预料的变数。
对 此，邓 小 平 于

11 月 2 日作出指示：
“看来美方 想 加 快 正

常化，我们 也 要 抓 住

这个时机，同 美 国 关

系正常化要 加 快，从

经 济 意 义 上 说 也 要

加快。 ”
中 方 参 加 谈 判

者 早 已 感 到 谈 判 进

展太慢，见 到 邓 小 平

指示后如释 重 负，立

即 根 据 领 导 要 求 修

改对美谈判 方 针，把

先 摸 清 美 方 底 牌 改

为“从促进 国 际 反 霸

统 一 战 线 的 发 展 和

引进先进技 术 设 备，
加 速 我 国 实 现 现 代

化目标出发，早 日 实

现中美关系 正 常 化，
对 我 方 是 有 利 的

……应在坚持我方原则立场的前

提下，争取谈判取得圆满结果”。这

一报告很快上报中央获得批准。中

方据此精神向美方提交了建交公

报草案。
与此同时，中方参加谈判者私

下都在议论能否提高谈判级别，以

解决外交部向中央请示汇报的周

转时间问题。正巧伍德科克要求会

见邓小平，外交部立即建议接受其

请求。 12 月 13 日，邓小平会见了

伍德科克，直接与他就建交联合公

报方案交换意见。美方提出了修改

过的草案， 基本满足了中方要求，
邓小平当场拍板同意。 14 日，双方

又商定邓小平应邀于 1979 年 1 月

末访美的事宜。
在关键时刻，邓小平亲自参与

谈判，使中美建交谈判得以在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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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 1 月 28 日至 2 月 4 日， 邓小平应美国总统卡特的邀请对美国进行

正式友好访问。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美。

内一锤定音。 1978 年 12 月 16 日，
建交公报发表，这大大超出各方预

计，使反对者措手不及。
事实上，中美双方如何在售台

武器问题上达成妥协成为建交的

最关键问题。 卡特在 1978 年 9 月

和 12 月的两篇日记里这样记录了

台湾问题上的进展：“今天我见了

柴泽民，他向我重申了中国政府的

官方立场。 ”“我和副国务卿沃伦·
克里斯托弗、布热津斯基一直讨论

到深夜，我们让伍德科克与中方加

快进度，尽快敲定建交公报文本的

措辞，尽早宣布建交决定。 ……中

方也发来了他们的文本，我立马转

给身在中东的万斯，让他迅速作出

回应。……我还和国防部长哈罗德

仔细研究了有关对台军售和撤军

等的措辞。……一切进展很顺利。”
中美双方最后达成的协议如

下：第一，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只有

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

立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

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在此范围内，
美国人民只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
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 第二，在

中美关系正常化之际，美国政府宣

布断绝同台湾的 “外交关系”，在

1979 年以前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完

全撤出美国军事力量和军事设施，
并通知台湾当局终止《共同防御条

约》；第三，从 1979 年 1 月 1 日起，
中美双方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

系，3 月 1 日互派大使、 建立大使

馆。
1978 年 12 月 14 日， 卡特在

日记中写道：“就在我和邓小平的

笔下，两国关系走入了一个崭新时

代。 ”
中美正式建交之日，就是美台

“断交”之时。 12 月 29 日，台湾最

后一任驻美“大使”沈剑虹离开了

华盛顿。 1 月 1 日，台湾驻美“大使

馆”正式关闭。 4 月，美国从台湾撤

走军队。 1980 年 1 月 1 日，美国废

除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
两国敲定了建交的所有细节

之后，卡特政府决定立即将此决定

通报苏联及欧洲盟友。
“我半夜给蒋经国打了电话，

告诉了他美方的决定，又分别和福

特、尼克松通话，和尼克松聊了很

久……” 卡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12 月 27 日， 我收到了勃列日涅

夫的来信， 苏联对中国非常不满，
几近抓狂。他几乎以命令的口吻要

求我们不要向中国出售防御性武

器。 我决定先放一放，过几天再给

他回复。”“我们的目的是要与中国

和苏联都建立友好关系，帮助他们

弥合分歧。 ”
日记中还记录了卡特对布热

津斯基开的一个小玩笑：“我告诉

布热津斯基中方取消了建交的决

定，他差点当场晕倒，我赶紧告诉

他我是开玩笑的。 ”
1979 年 1 月 1 日， 中华人民

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正式建立

外交关系。从中美接近到正式建立

外交关系， 大约用了近 10 年的时

间。在这 10 年的时间里，双方经过

改善、徘徊、建交的三个发展阶段，
最终使两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

系。中美关系从此步入了一个新的

历史阶段。 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
为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事

业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也对世

界 格 局 的 演 变 产 生 了 重 大 影 响。
（题图为 1979 年 1 月 1 日，美国驻

中国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举行招

待会，庆祝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时任国务

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同伍德科克在

招待会上祝酒。 ）
（责任编辑：徐 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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