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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从福特到卡特，美国方面一直老调重弹，总是表示不

能抛弃台湾这个“老朋友”，希望中国承诺放弃以武力解决台

湾问题。

美国还时不时在中美之间制造不愉快。1975 年 4 月 5 日蒋

介石在台湾病逝，福特派副总统洛克菲勒赴台吊唁，受到中国

政府抗议交涉。

卡特的“外交两巨头”中，万斯对台湾问题的态度相对消

极。他虽然十分了解中国政府的“三个条件”，但依然认为：“既

然我们决心不损害台湾的安全”，美国就“不能简单地接受这

些条件”。

力主美国早日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布热津斯基则向卡特

专门呈文，建议重申尼克松对中国所作的五点“承诺”：一、

承认中国方面关于“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

二、将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三、在我们离开台湾时，我们将

保证日本人不进入台湾取代我们；四、我们将欢迎和平解决台

湾问题，而不支持台湾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军事行动；五、

我们希望美中关系正常化，并设法促其实现。

随着苏联持续对美国的挑战，再加上中国决定加速经济发

展，卡特政府把中美关系正常化提上了议事日程。布热津斯基

所倡导的路线逐渐得到白宫重视。

1978年5月20日，布热津斯基访华。21日，邓小平会见了他。

邓小平表示：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我们双方的观点都是

明确的，问题就是下决心。如果卡特总统下了这个决心，事情

就好办了。中方同意在北京就正常化问题与美方进行具体谈判。

1978 年 7 月 5 日，中国外交部部长黄华与美国驻中国联络

处主任伍德科克开始就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具体谈判。至

11 月 2 日，共谈了五次。前四次谈判，成效不大。

9 月 19 日，卡特感到拖不下去了，向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

柴泽民大使表示：双方需要抓住时机，加快速度。

10 月 30 日，布热津斯基对柴泽民大使解释说，按照美国

国内的政治现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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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讨论美苏核条约等

问题，中美关系正常化将被推到 1979 年秋后，时机不当，可能

会出现困难。邓小平获悉了这些信息，指示要抓住这个时机，

同美国关系正常化谈判要加快。

在 11 月 2 日第五次谈判中，美方提出了联合公报草案，基

本亮出底牌。

此时，国际和双方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形势都要求中美两国

领导人抓住时机，作出战略抉择。越南在中越边界不断挑起事端，

中国正在考虑对越进行有限的自卫反击。为了牵制苏联，中国

需要通过同美国改善关系而增强自己的地缘依托。

同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改革开放即将启动，

中国需要加强同美国的经济和技术联系，美国也需要进入极富

潜力的中国市场。

邓小平决定亲自同伍德科克谈。12 月 13 日至 15 日，两人

就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了四次会谈。

14 日晚 9 时，伍德科克再次紧急约见邓小平，奉命回答中

方提出的问题：一、美方同意公报中写入反霸条款；二、总统

在回答记者问时将表示，美方在 1979 年将不向台湾出售军火和

军事装备，但这不能影响提供已承诺和起运的军火。邓小平说，

那 1979 年以后呢，是否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伍说，不排

除这个可能性。邓小平表示不能同意。

双方在美售台武器问题上分歧较大，一时难以弥合。在这

关键时刻，邓小平以战略家的宏伟气魄，果断决定不让美售台

武器问题影响中美建交的大局，同意“按原计划进行”，实现

关系正常化，美售台武器问题留待以后继续讨论解决。

美国时间 1978 年 12 月 15 日晚 9 时，北京时间 12 月 16 日

上午 10 时，中美两国发布建交公报，宣布自 1979 年 1 月 1 日

起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中美关系终于实现飞跃的一步，这也是

世界历史上无比重要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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