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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美经贸摩擦以来，中美科技合作形势不佳，农业领域的科技合作也受到较大影响。本

文认为，中美农业科技合作意义重大且取决于双方的需求，但当前中美农业科技合作在多方面表

现出合作受限、承诺弱化、进展缓慢，且因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和中美关系不确定性增强，中美

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涉及的农业科技合作内容基本无法开展。在中美政府间农业科技合作空间不

断缩小的形势下，迫切需要探索新的合作方式。本文建议增强底线思维、树立风险意识，在全面提

升我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基础上，一方面加快推动落实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另一方面要充

分发挥国际组织和社会机构的作用，尝试推动中国、美国及其他国家在国际组织规则和框架下的

农业科技合作。同时，继续深化中欧及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在农业领域的科技创新合作，构建

农业科技合作的全球化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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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以来，农业一度成为双方

焦点，农业科技合作形势不佳，对各自农业发展

造成一定负面影响。2020 年 1 月中美正式签署的

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对双方农业科技合作做出

了积极规定，但受新冠疫情影响，中美在贸易、

科技领域的态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在此背景下，

分析中美农业科技合作的基础，探讨中美农业科

技合作面临的困难，研究中美贸易摩擦对两国农

业科技合作发展的影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目

前鲜有文献对相关问题进行总结分析，本文基于

现有资料，从四个方面分析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

农业科技合作的相关问题。第一部分分析了中美

农业科技合作的重要意义，第二部分总结了中美

农业科技合作的历程与现状，第三部分重点分析

了中美贸易摩擦对农业科技合作的影响，第四部

分结合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及当前形势分析了

中美农业科技合作的未来趋势。最后提出了相关

政策建议。

1　中美农业科技合作的意义

农业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 [1]。农业科技

创新是中国农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2]，2017 年，

全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57.50%，比 2012 年

（53.50%）提高了 4 个百分点，比 2005 年（48%）提

高了 9.5 个百分点；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稳定在

96% 以上 [3]。从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到深入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农业科技创新发挥了先锋和引

领作用，并且日益成为引领农业高质量发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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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农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源泉 [4]。

国际农业科技合作是主动布局和积极利用国

际农业创新资源在更高起点上推进自主创新的重

要手段。深化中美农业科技合作，一方面有利于

促进双方农业技术进步，美国在科研、育种、生

产等领域有着全球领先的农业技术，而中国不仅

有广阔的市场需求，而且在粮食生产、生物质能

源和农产品加工、旱作农业等领域的科技创新能

力突出。特别是在病虫害防控及农业减灾技术方

面，两国各有所长。在基因库采集技术与实践领域，

我国从美国引进玉米、甜高粱、鹰嘴豆等核心种

质资源 500 余份，并鉴定出早熟玉米等一批特色

种质资源 [5]，推动了我国在相关领域的科研发展。

而中国作物种质资源也一直为美国粮食生产、果

树病虫害防治、作物多样化繁育、农业生物技术

发展提供关键科研技术支撑 [6]。另一方面，深化中

美农业科技合作对全球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保障

有着重要意义。2050 年，世界人口预计达到 97 亿 [7]。

人口快速增长，但土地面积和淡水资源却无法增

多，预计 2050 年全球缺水人口达到 57 亿，比 2018 年

增加 21 亿。不断增长的人口需求、逐年短缺的淡

水资源、有限的土地面积加之全球气候近年来的

异常变动，全球农业生产系统直接遭受严峻考验。

与此同时，此次疫情也暴露了全球农业供应链韧

性不足、应对未来各种风险的能力有限等问题。

中美在努力推动自身农业科技发展的同时，如果

继续携手应对全球农业发展挑战，将使农业科技

进步惠及更多国家和人民；如果双方贸易摩擦加

剧，代表全球先进农业科技方向的合作将停滞，

将不利于全球农业科技发展。

2　中美农业科技合作的历程与成就

1979 年，邓小平同志与美国总统卡特签署《中

美科技合作协定》，实现了两国建交后双方官方

合作零的突破。1980 年，中美农业科技合作联合

工作组成立，标志着中美农业科技政府间合作机

制正式启动，此后陆续搭建了中美商贸联合委员

会、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生物技术工作组

和中美动植物卫生工作组，随后的中美、中加、

中智、中秘农业合作联合委员会等相关的合作平

台，亦将农业科技合作作为重中之重。我国科技

部与美国农业部也陆续签署了《农业旗舰项目合

作议定书》《农业科技研究合作谅解备忘录》，

中美农业科技合作逐渐深入 [5]。

40 余年来，中美农业科技合作主要取决于双

方互补的需求。

一方面，我国种质资源优势与美国技术优势

有效互补。我国拥有约占全球 10% 的生物资源，

仅次于巴西和哥伦比亚。目前，我国种质资源库

的资源长期保存总量达到 49 万份，居世界第二位。

我国种质资源库中 85% 以上的种质资源都来自国

内，美国在育种过程中对我国种质资源有着突出

需求，“种质资源交换与保存技术研究”成为中

美农业科技合作“旗舰项目”之一。同时，美国

品种选育技术先进，形成基础性传统选育和转基

因选育两大系统。我国从美方引进重大技术百余

项，高产优质品种材料 2 000 多份。

另一方面，我国的市场优势与美国技术优势

有效结合。当前中美农业科技合作主要围绕互补

型双边贸易中的相关技术展开，在动植物遗传育

种、农业生物技术、节水技术、基因库收集技术

等重点领域不断拓展 [8]。美国在中国授权转让的

农业生物新品种及农业生物技术发明近年来逐渐

增长，2017 年美国在我国农业植物新品种权①申

请累计 102 件，授权 49 项，高于荷兰的 35 项，

排名第一。很多美国涉农企业在我国开展经营和

技术合作，特别是农资、农机等领域的美国企业

在我国已形成较强的市场竞争力。近年来中国大

力支持农业龙头企业投资美国农业科技领域，中

美企业间的农业科技合作初见成效。例如，2015 年

伊利集团与美国加州戴维斯分校、康奈尔大学等

在西雅图启动“中美食品智慧谷”科技合作项目，

围绕产品研发、食品安全、农业科技、人才培养

等多个方向展开科技创新合作。

①　农业植物新品种权是指完成育种的单位或个人对其得到授权的农作物新品种依法享有的独占权，与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一样

属于知识产权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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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双方农业贸易以传统农产品为主，农

业科技合作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发挥。多年来我

国对美进口都高度集中于大豆、玉米等土地密集

型农产品，且对美进口与我国进口需求结构高度

相关；对美出口则高度集中于劳动密集型农产品，

如鱼及鱼类产品、肉类制品、蔬菜水果坚果这三

类产品占出口总额一半以上，但中国对美农产品

出口结构与美国农产品进口需求结构相关性不强。

在农机领域，我国大量进口美国高端农业机械，

进口美国农机的贸易价值远远高于出口贸易价

值 [9]。因此，中美农业科技合作的领域和层次并

未深层次地提高两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改善贸

易状况并带动农业合作不断升级，合作潜力亟待

深入挖掘。

3　中美贸易摩擦对中美农业科技合作的影

　……响

农业虽然是基础性、公益性比较强的领域，

但在中美贸易摩擦下，中美农业科技合作也受到

较大冲击。

3.1　中美农业科技合作进入紧张状态

一是中美农业科技合作机制暂停。2017 年以

来，美方暂停了所有农业科技合作机制交流，仅

在中美全面经济对话框架下高度关注美国农产品

的对华准入。按照双方协定，中美农业联委会应

每两年在两国轮流召开，但本应于 2017 年在美国

召开的第七次会议未能召开，且其后一直处于暂

停状态。

二是中美农业联合研究中心合作交流停滞。

2011 年初，我国科技部 - 美国农业部农业科技合

作第八次联合工作组会议上授牌成立 9 个中美联

合研究中心，标志着中美两国间最高级别农业科

技合作进入实质性建设与运行阶段。2017 年之前，

这些中美联合研究中心的交流工作顺利开展，在

产学研各个方面都产生了不少成果。但 2017 年以

后，所有中美联合研究中心的合作暂缓，交流停滞。

经确认，中美乳品生产与加工联合研究中心近两

年来没有再开展联合研究课题，学生派出数量从

每年 3~5 个减少到 1 个，本应由美方承办的第 12 届

中美乳品生产与加工联合研究中心专家组会议从

2017 年开始停滞。

三是涉农专业科研交流签证审查受限。2018 年

以来，美国以反间谍为由吊销或重新审查中方赴

美人员签证，从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扩散，农业

领域学生及科研交流均受到一定影响。我国涉农

领域科研人员普遍反映存在赴美签证被拒或签证

审查时间严重延长错过学术会议等问题。根据国

家留学基金委统计，2018 年我国计划公派赴美留

学 10 313 人，其中因签证问题无法按原计划赴美

331 人，占计划派出人数 3.2%；2019 年 1 月至 3 月，

中方计划公派赴美留学 1 353 人，因签证问题未能

成行 182 人，占计划派出人数 13.5%。据调查，中

国农业大学学生赴美留学数量也出现明显下降。

四是中美农业企业间科技合作受阻。中美企

业间科技创新合作是近年来中国政府努力推动的

重要事项。近年来我国大力支持农业龙头企业投

资美国农业科技领域，中美企业间的农业科技合

作初见成效。但当前，中美农业科技合作的不确

定性增强，中美双方企业开展技术合作的意愿降

低、投资减少、步伐放缓，未来合作前景黯淡，

例如前面提到的伊利集团在美建设的“中美食品

智慧谷”合作项目已经暂缓推进。

3.2　中美农业科技合作关系紧张对中国的影响

当前，我国在传统农业技术领域的自主创新

能力已大幅提升。以育种技术为例，近年来我国

育种技术快速发展，对美依赖度减弱。我国主要

农作物杂种优势研究与应用总体处于国际领先，

特别在杂种优势大面积利用和杂交种育种体系创

制方面，水稻、油菜、棉花、小麦最为突出。中

美农业科技合作局势紧张，从短期来看，对我国

传统农业科技发展影响不大，但由于部分农业科

技合作项目暂停，对相关领域的科研进展、科研

人员具体工作及企业会产生一定负面影响。加之

签证审查制度的变化，不利于科研人员正常的科

研交流。我国涉农企业前期在美开展投资和技术

合作受到波及，投入损失较大。中国在美农业龙

头企业、农业科技合作项目不确定性增强，双方

企业开展技术合作的意愿降低、投资减少、步伐

放缓，合作项目暂缓推进。

从长期来看，对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会带来

·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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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影响。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推动全球农业步入新的发展阶段。美国人

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已实现了产学

研用，形成全球领先优势，而且在基础研究领域

处于核心地位。以农业人工智能领域研究为例，

根据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相关论文检索，1999—

2019 年，美国在农业领域人工智能论文占该研究

领域发文总量的 13.86%，数量和被引频次最高 [10]。

精准农业技术及系统专利技术主要来源于北美和

欧亚大陆，美国在精准农业技术及系统专利技术

中占有绝对优势，是当前最大的技术发源地，日

本位列第二，中国和德国位列美日两国之后 [11]。

我国农业新技术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美国对我

国农业科技合作如果形成从基础研究、应用技术

再到整机产品的技术限制，对我国农业转型升级

将形成一定的技术阻碍，不利于我国农业现代化

发展。

3.3　中美农业科技合作关系紧张对美国的影响

一是影响美国农业基础科研。我国种质资源

战略储备丰富，截至 2019 年，我国“第三次全国

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已抢救性收集

地方品种和主要作物野生近缘种等种质资源 4.2 万

份。若中美种质资源交换共享机制停滞，对美国

农业基因研究、生物遗传改良技术等重点领域的

科研会产生一定影响。

二是影响美国水稻主产州农业产业发展。中

国杂交水稻技术转让给美国已有 40 年，极大提高

了美国大米产量 [5]，目前美国已成为除东南亚国

家以外最大的大米出口国，在国际稻米市场具有

重要的地位。美国重视中国大米市场，经过多年

谈判，2017 年 7 月中国允许进口美国大米，但受

贸易战影响，今年 9 月才有极少量美国大米首次

出口到中国。近年来中美一直围绕杂交水稻前沿

技术开展多项技术合作交流，若切断这一领域农

业科研合作，杂交水稻最新育种技术及成果对美

交流受限，将对重要的水稻种植地区、特朗普票

仓——阿肯色州等地①水稻产业发展及稻农的收入

造成较大影响。

三是影响美国农业科研人才数量。中国赴美

硕士、博士及博士后是美国农业的重要科研力量，

2017 年赴美研究生中中国留学生占比为 34%[12]，

赴美留学的涉农专业学生数量若持续减少，势必

影响美国农业科研人数。

4　下一阶段中美农业科技合作的态势分析

4.1　中美经贸协定下中美农业科技合作的态势  
　　 分析

历经多次谈判后，2020 年 1 月，中美正式签

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该协议将可能影响未来两

年中美农业领域的相关合作。根据协议，中方将

增加对美国乳品、牛肉、大豆、水产品、水果、

饲料、宠物食品等农产品的进口，今后两年平均

进口规模为 400 亿美元。协议中用将近一半的篇

幅对“第三章食品和农产品贸易”做出了非常详

细的规定，其中附录一用 11 条内容详细阐述了有

关中美农业科技合作的相关问题 [13]，主要内容如

表 1 所示。

总体来看，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符合现阶段

中美双方农业发展的利益，协议中体现了中美双方

对农业科技合作的高度认同，双方有意基于诚信、

对等、公开、透明、科学和法治六个基本原则支持

在相关领域开展合作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同意共

同推进政府间的农业科技合作交流活动，同意在国

际多边合作组织中就相关农业科技合作议题进行交

流沟通。但从具体领域而言，所涉及的农业科技合

作研究领域范围相对较窄，农业科技交流活动也多

为意向性，科技合作内容“轻描淡写”，体现出承

诺弱化的趋势，若承诺弱化，短期、长期都会对我

国农业发展产生一定影响（见表 1）。

表 1 显示，当前承诺主要是鼓励部分领域中

美专家在原有框架下开展交流、讨论。技术合作

方式主要以技术磋商、交流和讨论为主。在技术

研发合作方面，协议提出围绕农药、农业可持续

发展和病虫害检测及防控技术开展技术磋商、交

①　美国水稻主要集中在阿肯色大草原、密西西比三角洲（包括部分阿肯色、密西西比、密苏里和路易斯安那）等地区。阿肯色州是

最大的水稻生产州，面积约占美国总种植面积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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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美经贸协议中有关农业科技合作的相关内容及影响

主要方向 具体内容 支持力度 承诺弱化的短期影响 承诺弱化的长期影响

技术研
发合作

农药 ★ 双方有意进行技
术磋商

影响不大。我国农
药企业创新能力较
强

影响不大。我国大型
农化企业逐渐成长

农业可持续发展 ★ 双 方 有 意 合 作，
考虑在合适的情
况下开展技术讨
论

影响不大 恐有一定影响。我国
农业可持续发展技术
与管理都与美国有一
定差距

病害检测和病虫害检测
防控技术

★ 双方有意考虑在
合适的情况下交
流提升

影响不大 恐有一定影响。两国
若能加强合作将助力
该领域技术进步，如
非洲蝗灾、非洲猪瘟
等

合作交
流活动

中美农业科学合作交流
项目

★ ★ 继 续 执 行 和 完
　　 善

影响较大。阻碍学
生赴美学习，科研
人员与美交流受阻

影响较大。阻碍学生
赴美学习，科研人员
与美交流受阻

中美农业合作联委会 ★ ★ 继 续 执 行 和 完
　　 善

影响较大。中美官
方合作是民间合作
的风向标

影响较大。中美官方
合作是民间合作的风
向标

中国粮食安全与食品安
全战略峰会

★ 支持参加 影响较大。我国对
美国的农产品进口
较多

影响不大。我国可采
取多元化战略，并积
极推动农业科技创新

农业展望大会 ★ 支持参加 影响不大 影响不大

数字农业 ★ 在 2019 年《大阪
数 字 经 济 宣 言》
框架下建立数字
技术惠及农业的
合作机制

影响不大。实际内
容与农业科技合作
相关性不大

影响不大。实际内容
与农业科技合作相关
性不大

多边合
作机制

·世界贸易组织
·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
　组织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织 （粮农组织）
·食品法典委员会

★ 双方有意以合作
的方式就农业相
关议题相互接触、
加强配合

影响较大。受新型
冠状肺炎疫情的影
响，全球今年粮食
安全问题严重

影响不大。我国可采
用多元化战略，拓展
多边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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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示支持强度。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政府网《关于发布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公告》相关内容分析。

流和讨论，其支持力度较弱。合作交流活动中，

提出支持鼓励中美农业利益相关方开展交流活动、

参加重要会议，并明确提出继续执行和完善中美

农业合作联委会和中美农业科学合作交流项目，

从文本描述来，“继续执行”和“完善”体现了

对中美农业科技合作的认可，也体现了加强合作

的倾向，但如何执行落地仍有待进一步推动。关

于农业数字技术合作，协议提出在 2019 年《大阪

数字经济宣言》框架下进行协调，但《大阪数字

经济宣言》主要是针对数字经济规则、数字基础

设施、数字经济的包容性等方面，因此此处所指

的数字农业协调也主要是针对数字农业发展的基

本共识，支持力度较弱。在支持多边合作机制方面，

此次协议中提出要加强接触、互相配合，承诺较

弱。当前美国从多项重要国际协议中退出，同时

2020 年 2 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更新

发展中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名单，明确将中国移

除。在此背景下，通过多边合作机制推动中美农

业科技合作前景并不乐观。在学术交流方面，目

前协议中指出了具体领域，包括农业生产、作物

保险、农产品贸易、卫生与植物卫生、乡村发展、

动物和植物病虫害信息分享，但从协议描述来看，

主要是意向性，且在合适的情况下支持相关交流，

支持力度不强。

4.2　后疫情时期中美农业科技合作的态势分析

从中美农业合作的角度来看，中美两国推进

落实第一阶段经贸协定符合双方利益。2020 年初

在受疫情影响及生猪产能不足的背景下，我国加

快落实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定，加大对大豆、肉

类等农产品的进口力度。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公布

的数据，2020 年第一季度，我国自美国进口农产

品 355.6 亿元，同比增长 1.1 倍，其中进口大豆

781.4 万吨，增加 2.1 倍，总价值 218.8 亿元，增

长 2.1 倍，我向美进口猪肉 16.8 万吨 [14]。

从全球农业发展来看，后疫情时代更需中

美等国携手合作应对新的农业发展挑战。一方面

全球农业供应问题突出，需要各国携手合作减少

贸易限制。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最贫穷国家受

出口限制影响较大。据世界粮食计划署的相关声

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到 2020 年底全球可能

有 2.65 亿人面临粮食短缺问题，比 2019 年推算值

（1.35 亿人）增长一倍。另一方面，全球农业生

产环境受气候变化影响不断恶化，且农业生物灾

害频繁出现，加强中美在农业环境及灾害等领域

的合作具有迫切性。近年来东南亚国家遭受持续

干旱，在大米主产区泰国、越南都产生了强烈的

社会和经济影响，且干旱态势未来仍会持续加强。

粮食主产区澳大利亚及美国近年来干旱也较为严

重。2019 年的非洲猪瘟、2020 年初的沙漠蝗虫等

等新的生物灾害对多国的粮食生产都造成严重损

害。全球农业发展面临的挑战巨大，各国在农业

科技创新领域应加强合作与应对。

但从中美关系角度来看，中美贸易摩擦恐常

态化，不利于中美农业科技合作。按照原计划，

主要方向 具体内容 支持力度 承诺弱化的短期影响 承诺弱化的长期影响

学术交
流

·农业生产
·作物保险
·农产品贸易
·卫生与植物卫生
·乡村发展
·动物和植物病虫害信息
　分享

★ 有意在合适的情况
下促进中美技术专
家就相关议题开展
交流和技术交流访
问

影响较大。双方农业
科技合作学术交流不
畅，影响原有的项目
进展，也不利于新项
目的生成

影响较大。双方农业科
技合作学术交流不畅，
影响原有的项目进展，
也不利于新项目的生成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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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将在 2020 年 11 月进行第二阶段经贸协定谈

判，但受新冠疫情影响，美国政坛及社会上都出

现了一些“逢中必反”的情绪，且近期中美关系

急转直下、不确定性大幅增强，这使得巩固落实

第一阶段协议、推进第二阶段协议困难重重。

5　深化中美农业科技合作的措施与建议

如前所述，下一阶段深化中美农业科技合作

的前景并不乐观，且近期美方政府的一系列言论

和措施导致未来中美关系不确定性增强，进一步

推动中美农业科技合作需要创新举措。

一是增强底线思维，全面提升我国农业科技

创新能力。当前，中美农业科技合作围绕农业高

技术领域的合作仍然较少，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

议中对农业科技研发的支持力度也较弱。因此，

要增强底线思维，高度重视农业领域的新技术研

发创新工作，加强农业领域人工智能、大数据等

新技术的基础科研和集成应用，依靠自身全面提

升我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来重塑农业全球竞争力，

加快抢占全球农业科技创新高点。

二是树立风险意识，用好我国农业资源和市

场两张底牌。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我国种质资源

优势，加强种质资源基础设施建设、普查收集工

作和种质资源管理等工作，完善境外种质资源互

换管理制度，将种质资源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层

面，加强对境外人员因各种目的获取我国境内农

作物种质资源的审批，加强贯彻落实 2016 年正式

执行的《种子法》中有关规定，使资源优势转化

为经济优势和创新优势 [15]。另一方面，发挥我国

庞大且多元的农业市场优势，为国外先进农业技

术提供丰富的应用场景，增强我国市场资源对农

业科技合作的推动作用，拓展在高新技术领域的

合作。

三是落实协议内容，尽力推动中美农业科技

部门间机制性交流。尽管当前中美关系具有较强

的不确定性，但我国仍应与美国保持理性对话态

度，可考虑出台具体措施，推进协议中提及的中

美农业科技合作项目，支持中美两国科研机构在

农业科技一般领域加强合作。完善中美联合创新

中心运作机制，支持中美科研人员在中美联合创

新中心的平台上申请科研合作项目。支持中美农

业科学合作交流项目并完善项目机制，继续支持

中美双方科研人员在动植物遗传育种、农业生物

技术、节水技术、基因库收集技术以及新一代信

息技术与农业融合发展等领域开展科研交流，实

现优势互补。

四是发挥国际组织和社会机构的作用，拓展

国际农业科技合作空间。按照中美第一阶段经贸

协议，积极推进双方在国际合作框架下的接触和

沟通。积极发挥国际组织及社会机构的协调作用，

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亚太经

济合作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与区域组织的信息

沟通与立场协调，加强多边合作，尝试推动我国、

美国及其他国家在国际组织规则和框架下的农业

科技合作。继续深化中欧及一带一路国家在农业

领域的科技创新合作，构建农业科技合作的全球

化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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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of the Sino-US trade frictions, the Sino-US agricultural STI cooperation has also been 
affected in a negative wa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nfluenced by multiple factors, the future of Sino-US agricultural 
STI cooperation is not optimistic. And considering the epidemic of COVID-19 and the increasing uncertainty of 
Sino-US relationship, it would be very difficult to carry out the commitments signed in the Sino-US agreement. 
Under this circumstance, China needs to explore new ways to deepen the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 
This paper suggests to strengthen bottom-line thinking and establish risk awareness. The first thing is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al STI capabilities of China itself, try to acceler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irst phase of Sino-US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s, and mak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same time, it could be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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