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与大国关系预测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对外关系预测组

定量分析是国际政治研究中的重要方法。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 /中国与大国关系衡量0课题组对大国双边关系进行

定量分析, 为研究大国关系、尤其是研究中国对外关系提供了一个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新视角。课题组根据双边关系事件分值

标准, 将每月的双边关系事件进行赋值, 然后按照影响力公式算出当月事件对双边关系的影响, 最后得出当月的双边关系分

值。在定量衡量基础上, 课题组对双边关系分值进行量化预测, 采用 ev iew s软件对以往数据进行时间序列分析, 得出其后三

个月的预测分值, 然后用经验预测法加以校正, 即请专家根据经验对量化预测进行检验, 从而得出量化预测与经验预测相结

合的预测结果。

中国与美、日、俄、英、法、德、印双边关系预测

1、当前中俄关系处于友好等级的中等水平 ( 7. 7), 今后

三个月总体走势为平平平,三个月内负面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很小。

2、当前中法关系处于友好等级的下等水平 ( 6. 3), 今后

三个月总体走势为平平平,三个月内重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较小。

3、当前中德关系处于良好等级的上等水平 ( 5. 8), 今后

三个月总体走势为平平平,三个月内重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较小。

4、当前中印关系达到良好等级的上等水平 ( 5. 3), 今后

三个月总体走势为平平平, 三个月内积极事件可能发生。

5、当前中英关系处于良好等级的中等水平 ( 4. 9), 今后

三个月总体走势为平平平,三个月内负面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较小。

6、当前中美关系处于普通等级的上等水平 ( 2. 1), 今后

三个月总体走势为降升降, 至 2. 0, 三个月内中美可能围绕

经贸问题发生一些纠纷。

7、当前中日关系处于不和等级的中等水平 ( - 1. 7), 今

后三个月总体走势为升升升,至 - 1. 3,三个月内两国政府首

脑可能在多边场合会晤。

(预测时间段: 2007年 1- 3月,预测日期: 2007年 1月 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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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党政治看 2007年中美关系走势
*

  2007年中美关系走势是国人关注的焦点之一。为了有

效预测 2007年中美关系发展趋势, 笔者采用量化研究与经

验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在把握以往中美关系规律的基础上,

推断 2007年的双边关系走势。

根据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对历年中美关系的定量

衡量 ¹, 自 2000年 12月小布什当选总统以来, 2001年至

2006年中美关系变化的一个基本趋势就是每年波折不大、先

降后升, 一年中多次出现曲折。但是, 由于出现美国两党政

治因素这一干预变量,笔者认为, 2007年中美关系总体上可

能与往年不同, 不再呈先降后升趋势。

2006年 11月, 美国民主党赢得中期选举,成为国会的多

数党, 这给中美关系带来很大变数。从历史上看, 民主党的

克林顿政府时期, 共和党从 1995年开始控制国会,国会与政

府间的摩擦使美国决策容易出现自相矛盾的现象, 如 1999

年美国参议院否决5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6。在中美关系上,

两党政治使双边关系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互抵消,使

中美关系发展趋势难以更改。例如 1995年 5月, 美国国会

通过决议同意李登辉访美,而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不同意李

登辉访美。在上图 / 1995 - 1999年中美关系0中, 由于受两

党政治的影响, 这段时期中美关系的特征是: 持续保持一种

趋势, 其中 1995年、1996年和 1999年是持续下降, 1997年和

1998年是持续上升。

由于两党政治这一干预变量的影响, 2007年中美关系可

能呈单一方向发展。两党政治因素可以使我们确定双边关

系发展趋势, 但是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则主要取决于两国在

2007年的主导事件。在 1995年、1996年、1999年这三个持

续下降的年份中, 中美分别就李登辉访美、台海危机、炸馆事

件发生纠纷, 而在 1997年、1998年这两个持续上升的年份

中, 则分别是江泽民访美和克林顿访华拉动双边关系改善。

2007年,有两个问题可能在下半年对中美关系构成较大

负面影响。首先是下半年民进党有可能加快台独步伐。

2006年,在陈水扁官司缠身的情况下,民进党依然赢得 12月

的高雄市长选举。这一结果使民进党认识到台独路线是赢

得选票的有力武器。在 2007年 /立委0选举至 2008年 3月

台湾大选期间 ,民进党为保住政权, 可能全力推进法理台独。

台北和高雄两市选举结果出来后,美国采取模糊立场, 2007

年 1月美国允许陈水扁过境美国, 导致中国的严正交涉, 这

预示着下半年民进党加快法理台独时, 中美可能围绕台独发

生摩擦。其次是中美经贸问题。日益增长的中美贸易不平

衡使美国加强对中国施加压力, 2006年 12月中美战略经济

对话的召开表明中美经贸矛盾已经影响到双边战略关系。

据美国统计, 美中贸易逆差由 2004年的 1620亿美元增长至

2005年的 2016亿美元,激增 24. 5%。因此,美国国内要求提

高人民币汇率的呼声趋于上升。可以预计, 到了 2007年下

半年, 随着中美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 两国围绕经贸问题将

发生纠纷。

民主党在对华人权和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的立场比共

和党强硬, 2007年上半年民主党的主要精力可能主要集中于

伊拉克战争和伊朗核问题上,下半年随着台独问题和贸易逆

差的激化, 民主党控制下的国会可能在对华摩擦上投入更多

力量。在民主党的压力下, 布什的对华政策难以回旋, 可能

趋于强硬。本文预计, 2007年中美关系矛盾将增多, 下半年

状况可能不及上半年平稳,双边关系曲线可能呈逐渐下降趋

势。o

(责任编辑 :张浩 )

*  本文作者漆海霞,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对外关系预测
组成员。

º 本文的定量数据参见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对外关系预

测组对 1950- 2005年中国与美、日、俄、英、法、印、德七对双边关系

的数据库,其成果为即将出版的5中国与大国关系衡量 6一书;理论基

础参见阎学通、周方银: /国家双边关系的定量衡量 0, 5中国社会科
学 6, 2004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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