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界的力量消长,还在于更多新的跨国议程的出现,以

及更复杂的国际体系的建构。在这个充满变化的世

界中,如何给中国定位、确定我们需要什么、反对什

么,以及如何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实现与其他国

家的多赢,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严峻考题。

所谓 /乱 0,是指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形势发展趋

势的不确定。与认为危机已经过去的乐观态度相

悖,随着有可能引燃世界范围贸易战、货币战的美联

储二次宽松政策的出台, 全球金融危机的第二波探

底似乎越来越近。今年的 G20会议与 1933年伦敦

会议有几分相似 ) ) ) 世界各国开始各说各话和相互

攻击。抵御金融危机的全球共同努力, 逐渐被以邻

为壑的冰水所浸没。发达国家之间、新兴国家之间、

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

间的矛盾,正在孕育或已爆发。原有的联盟被打破,

新的联盟尚未成型, /遏制对象 0要 /同舟共济0,而

/战略伙伴0又成为 /战略对手0, 国家关系一年一变

或一年数变,一切都在未定之天。世界进入号角不

定的乱局。

所谓 /难 0,是指国际关系中积累了大量难以解

决的矛盾。目前世界体系的基础是雅尔塔体系和冷

战后格局的延续,其中存在许多历史纠葛和利益冲

突。如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关系、中日钓鱼岛争

议、中美经济关系失衡、美元体系缺陷等等。在承平

年代,这些矛盾和问题被掩盖和搁置,到格局发生变

化和危机时期就开始冒头。目前的两难是, 真要解

决这些重大问题还有很大难度, 但要继续留待时机

成熟时再着手解决,当事方似又有些于心不甘。

所谓 /险0,是指中国面对的战略环境存在凶险

的一面。从世界范围看, 中国是一个现代化的后发

国家。从洋务运动开始, 中国在历史上有多次中途

夭折的现代化努力,其原因就是没有把握世界发展

变化的大趋势,或疏于内政、或失于外交、或缺少军

事准备,结果在严酷的竞争中被列强在经济、政治和

军事上打败,逆转了现代化进程。目前经过 30年改

革开放,中国取得了重大成就,也积累了许多重大矛

盾,国内改革处于攻坚阶段; 而从全球角度看, 我们

又处于全球性的危机时代, 一个国际体系的重大转

型期。稍有不慎,还有可能重蹈覆辙。因此,对战略

环境中存在的巨大风险,我们不能不高度重视。

对我们来说, 认识战略环境可使我们避免陶醉

于八方赞誉、陷入形势一派大好的飘飘然之中,也可

以使我们摆脱四面皆敌、风雨如晦的负面判断。认

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同样,认识战略环

境就是为了适应环境,并创造条件去营造有利于中

国发展的环境。o

中国当前外交环境及应对

陈  岳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

  当前,中国外交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如何评判

和应对这些问题,不仅是中国的外交战略问题,而且

关乎中国的发展,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世界形势。

中国外交环境发生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

面。一是中美关系仍旧处于争吵 ) ) ) 缓和 ) ) ) 再争

吵 ) ) ) 再缓和的周期性波动状态,但不是死循环,而

是在螺旋式上升。美国的战略重心正逐步转向亚太

地区,中国的压力明显增大。二是中日战略互惠关

系因为国家利益交锋和摩擦出现了新的紧张,特别

是钓鱼岛附近海域撞船事件之后两国矛盾和冲突升

温。三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更加复杂化。在南

海问题上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等国有争议,中国与印

度的关系也频频出现不和谐音。

中国外交环境的上述变化是否说明: 我们的外

交环境正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 或者说比前一时期

更糟糕了? 中国外交正面临着近 30年来最紧张的

时期? 我认为并非如此。

中美之间的问题基本上是老问题, 售台武器、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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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与汇率、涉藏涉疆及海洋权益等问题长期存在,并

未比以前更加恶化。至于美国战略重点的调整也将

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日之间的变化主要是在钓

鱼岛问题上出现了中国渔船被撞和船员被扣事件,

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对抗行为。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

系基本上仍然是延续以往的基本态势, 没有出现根

本性恶化局面。

可见, 中国与部分西方大国和少数周边国家的

双边关系确实出现了新情况和新困难, 但中国外交

的基本态势仍然得到维持,局部地区还有所突破,如

中欧关系等。正确的判断是:我们的外交环境是有

变化,但没有更加恶化。我们仍处于和平发展的战

略机遇期,战略机遇期本来就不是只有机遇,而是机

遇与挑战并存, 危机与希望同在。关键是我们如何

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化解危机, 赢得希望。

那么, 中国外交环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呢? 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 国际体系

和国际制度出现了新的调整和变化。一是国际体系

在世界性金融危机之后发生变化。在这场金融风暴

引发的经济危机冲击下, 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发展受

到重挫,相对优势进一步缩小,美国领导世界的信心

和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削弱;中国与新兴发展中

大国群体崛起,中国和平崛起的速度不断加快,国际

地位进一步提高;各种力量正在加速分化组合,大国

关系正在经历不同以往的大幅度调整。多极化趋势

和轮廓更加明显和清晰。二是国际制度出现了新的

变化。这种变化是伴随着国际体系结构性权力的变

化而出现的,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旧的

国际制度安排进行调整, 如联合国体制内发展中国

家的发言权得到重视,联合国自身在进行改革;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增资扩股, 新兴大国的发

言权和投票权增大。另一方面是以新的国际制度来

替代或补充旧的国际制度。G7发展到 G20, 金砖四

国、基础四国、亚欧首脑会议各显神通, 新的地区合

作机制如 10 + 3和 10+ N、上海合作组织等日益活

跃在国际舞台上。在新的安排中, 中国等发展中国

家的作用日益增强。

第二, 国际体系和国际制度的变化必然引起一

些国家的强烈反应。上述国际体系和国际制度出现

的新变化对传统大国的现有权势产生冲击, 同时体

制内的中小国家也有一个如何适应的调整期。传统

大国担心既有地位的丧失, 总是想方设法延缓或阻

止新兴大国的崛起;一些新兴大国也有意取而代之,

竞争心态复杂;一般中小国家担心原有平衡被打破、

在新平衡建立过程中会付出更大的代价,等等。

出于这样的考虑,在中国迅速崛起的过程中,与

中国利益相关的世界各国不得不做出相对仓促和自

然反应式的应对, 其中不可避免地出现许多与中国

和平发展进程相悖的政策和行为。我们对此应有充

分的思想准备。换句话说, 在中国崛起和国际体系

变化的过程中,中国对外关系不可避免地将要面临

新一轮的震荡期和摩擦期, 这是不以中国的意愿为

转移的。与其躲躲闪闪,不如勇敢面对、妥善解决。

因此, 当前中国外交的首要课题是回答如何应

对上述变化和挑战的问题。从历史事实出发, 基于

中国和平发展的根本目标, 面对上述外交环境变化

和挑战,中国尤其要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

首先, 在大的原则上要继续坚持韬光养晦战略

思维。这里有一个如何看待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

关系问题。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并不是此消彼长的

对立关系,并不会因为强调某一方面而导致否定另

一方面。韬光养晦并不是某种对外政策的具体内

容,而是在制定对外政策时表现出的一种内敛、低

调、务实、谨慎的基本态度和原则立场。有所作为是

对外交政策和外交行为的成效进行评判的要求, 也

是外交工作的总体要求。韬光养晦的核心就是做事

低调,不要锋芒毕露。韬光养晦是一种文化,一种心

态, 一种处事原则, 一种战略指导思想。因此, 韬光

养晦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一事无成。韬光养晦与

有所作为完全可以相辅相成。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

们还是要坚持韬光养晦,在战略机遇期要这么做,即

使过了这一时期还是要坚持这么做, 这是中国传统

文化和国家特性所决定的。

其次, 不宜将核心利益具体化而使自己处于被

动局面。核心利益就是国家的根本利益。按摩根索

的说法,国家利益包含两个要素,一个是逻辑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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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即在逻辑意义上必不可少的;另外一个要素是由

环境决定的,是可变的。因此,前者具有相对永恒的

存在必然性,后者则依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相对永

恒的利益是国家利益的 /内核 0, 其中最为重要的就

是国家的生存。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实体, 其生存的

内涵应当包括国家领土、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完整性。

2009年 7月,戴秉国国务委员曾在中美战略与

经济对话中概括了中国的三个核心利益: 一是维护

基本制度和国家安全;二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三

是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

可见,核心利益是国家生存的底线,核心利益本

身是逻辑规定的,永恒不变的,由此决定了它是一个

抽象的概念。而具体的利益则表现为依环境而变化

的那些具体的国家权益。核心利益具体化既不符合

逻辑,在实践中也经常会导致自相矛盾,使自己处于

被动。第三, 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要做到有底线、有

原则、看大局、看长远。这也是韬光养晦原则的具体

体现和要求。在国际体系和国际制度调整变化的关

键时期,中国与世界其他大国及周边国家的利益关

系将变得更加复杂和敏感。可以说, 战略机遇期的

后半段将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利益交错的摩擦期和震

荡期。当然,这种利益的摩擦和碰撞不一定会否定

相互间的合作,而更多的是竞争中的合作或合作中

的竞争。因此,处理这些日益增多的利益摩擦必须

从大局出发,从长远着眼,不为一时一事而丢掉既定

原则,更不能以感情替代理智而意气用事、忙乱应

对,要有定力, 要自信。惟有如此, 才能化解危机,抓

住机遇。 o

中国大外交:当代问题与传统智慧

李永辉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

  2010年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在国际格局深

刻变化,新兴大国迅速崛起,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

第二,国际影响力空前增强,外交形势总体向好的背

景下,中国外交却在这一年里遭遇了一连串麻烦,甚

至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这一现象令人深思。

中国外交面临的新挑战主要来自中美关系及中

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出现的新变化。就中美关系而

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 作为当今世界第一、

第二大经济体和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 中美双方的

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战略互信下降。其二,在此背

景下,美国警惕和制衡中国的一面开始上升,战略重

心加速东移。其三, 美国对华政策环境正在发生重

大变化,原有的支持美中关系发展的联盟出现分化。

具体表现为:传统上在对华关系方面比较理性和积

极的精英层对中国的态度趋向消极甚至是情绪化;

被称为对华关系压舱石的商界对中国的传统支持正

在明显削弱;一直在双方关系中发挥稳定和有效沟

通作用,被称作中国人民老朋友的老一代知华和亲

华派正在淡出舞台,而可以发挥替代作用的新一代

尚未出现。结果是美国的亚洲政策大幅调整, 高调

重返亚洲,与盟国、除中国外的新兴国家及区域组织

的关系都得到了明显的加强。就中国与周边国家关

系而言,由于 /天安号0事件和黄海军演问题, 中韩

关系趋冷,而韩美关系则得到了明显加强;钓鱼岛撞

船事件后,中日关系严重恶化,两国民间敌对情绪迅

速激化,与此同时, 因普天间机场搬迁等问题而饱受

困扰的日美关系不仅迅即解困,而且得以全面提升;

受南海问题影响, 在越南等与中国存在岛礁和领海

争端国家的推动下,东盟国家对中国的警惕和防范

心理加剧,借美防华成为其外交和安全上的重要选

项,这在东盟欢迎美国回归东亚,包括支持美国成为

东亚峰会成员国等问题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面临新的形势和挑战,中国外交如何应对,是一

道难题。首先,应该看到, 从根本上说, 这是中国作

为崛起大国在成长道路上难以避免的成长烦恼。因

此, 要从容应对, 不必过于紧张, 更不必惊慌失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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