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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聯合報 

 

美財長葉倫訪北京強調建立「良性經濟競爭」的美中關係 

                   台北醫學大學兼任副教授 楊志恆 

 

一、葉倫訪問北京盼緩和美中關係 

    美國財政部長葉倫（Janet Yellen）7月 6至 9日訪問北

京，7 日會晤中國經濟政策老將，國務院前副總理、中央財

經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劉鶴，以及即將卸下中國人民銀行行長

一職的易綱與未來行長潘功勝等人，進行了「實質性」對話；

隨後，在「中國美國商會（AmCham China）」舉辦的圓桌

會議上致辭時，葉倫呼籲中國政府進行市場化改革，同時批

評北京最近對在中美企採取之「懲罰性」打壓，以及對某些

關鍵礦產採取新的出口管制；7 日下午，葉倫會晤中國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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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理李強，表示美國尋求與中國在雙方互利公平的基礎上

良性競爭，而非「贏者通吃」。葉倫亦強調兩大經濟體密切

溝通的重要性，以及共同應對全球挑戰的必要性。對此李強

稱希望美方採取理性務實態度，令中美關係盡快回到正軌，

同時也表達了改善經濟關係的意願。 

    7月 8日，葉倫與中國副總理何立峰會談長達 5小時，

內容圍繞如何落實兩國元首先前在印尼會晤時達成之重要

共識，兩人並就兩國和世界經濟形勢、全球共同挑戰等議題

進行深入且務實的交流；何立峰亦表達對美方對中制裁措施

的關切。 

    事實上，在葉倫抵達前，習近平才剛視察完共軍東部戰

區司令部，呼籲「深化戰爭和作戰籌畫，建強戰區聯合作戰

指揮體系，大抓實戰化軍事訓練，加快提高打贏能力」，東

部戰區主要是對付美國、日本及台灣，習近平這時視察似乎

是要告訴美國及葉倫，中國雖然重視與美國的經濟關係，但

更重視國家領土及主權。 

二、美中政體與國家目標不同，改善關係不容易 

    葉倫是繼布林肯後，第二波訪中的美國高層，拜登陸續

派遣重要官員訪問北京，緩和美中關係的意思非常明顯。不

過美中在兩方面有根本差異：一是體制不同，政治運作模式

迥異，決策過程考慮的因素及優先順序自然不同；二是國家

發展目標不同，美國是以區域及全球和平繁榮為目標，中國

則是以實現習近平的大國夢為目標，雙方志向不同，難有交

集。中國是以黨領政、黨高於政，習近平以黨總書記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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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中國政府，國家的政治安全永遠高於經濟發展及民生議

題，總體而言，美國要與中國合作仍相當困難。 

    7月 1日，中國開始實施「反間諜法」，對美國企業在中

國經濟活動限制很大，但葉倫擔憂的還包括中國對國有及國

內企業的補貼措施，以及長期困擾外企的市場准入問題；然

而，即使她向中國高層表達意見，也很難改變中國運作模式，

葉倫此行能夠緩解兩國既有的摩擦就很不錯了。 

三、中國反對「去風險」但自身也在防範風險 

    李強 6 月 27 日在天津「夏季達沃斯論壇」（Summer 

Davos）開幕致辭中批評西方「減少依賴及去風險」觀點，

表示在全球化的發展下，世界經濟已成為共同體，故不該有

這種想法。但「去風險」是經濟學常見概念，畢竟任何經濟

活動難免有風險，如何儘量避開或減少風險向來是經濟學者

關注的焦點。2020 年 7 月中國提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

體，利用「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而中國媒體多以「內循環」概括此一政策，「內循環」政策

的出現標誌中國經濟戰略重心轉向「內需」和「技術發展」。

當時即有觀點指出中國是在降低對外經濟依賴性，以便在台

海衝突等極端情況下，維持經濟正常運作，可說是明顯的去

風險概念。 

    歐洲的「去風險」概念是由歐盟執委會主席范德賴恩在

今年 3月提出，後經各國反覆提及，漸成主導西方對中經濟

關係的最新共識。在 5月的日本廣島 G7峰會中，「去風險」

被寫入官方公報，李強批評歐美國家「去風險」，應該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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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文件。其實，「去風險」作為經濟學常識，完全沒有問

題，何況中國現在面臨的經濟亂局，大多是自己造成的，這

些人為製造的混亂，才是根本問題所在。 

四、葉倫訪中未取得實質突破但有進步 

    7 月 9 日葉倫結束訪問時對記者表示，此行對美中經濟

關係「富有成效」，雖然仍存在「重大分歧」，但她與中國

領導階層的會談標誌著穩定世界兩大經濟體關係的努力「向

前邁出一步」。葉倫所謂重大分歧是指「反間諜法」、補貼

措施及市場准入問題；而中國官員則抱怨美國關稅和高科技

領域管制措施，雙方關注的都是不容易取得共識的議題。 

    葉倫強調，華盛頓並不尋求與中國經濟脫鉤，因為這麼

做將帶給兩國災難性影響，也會令世界情勢不穩定。整體而

言，葉倫以溫和姿態與務實的談判風格展示了美中經濟關係

和平發展的可能性。但目前美中經濟部分脫鉤的勢頭正猛，

加上今年中國經濟發展疲軟，美國經濟的韌性則強於預期，

此一情勢可能令美國的強硬派更有底氣，葉倫的呼籲美國內

部是否呼應誰也說不準。不過，她指出「在複雜的全球經濟

前景下，美中兩個全球最大經濟體迫切需要就如何應對各種

挑戰進行密切溝通協調。」是很有道理的觀點。葉倫這次訪

問或許未取得實質突破，但就促進雙方邁出「積極一步」，

重建兩國溝通橋樑而言應該是成功的。 

編按：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遠景基金會之政策

及立場。 

https://cn.wsj.com/articles/CT-HRD-202306161202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