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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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对 2007年 10- 12月相关资讯材料的评估, 中国与各主要大国之间双边关系的变化如下: 中美关系变化为降平升,由

1. 3升至 1. 5, 两国虽然围绕达赖问题发生纠纷,但是在台湾 /入联公投0问题上有合作; 中日关系变化为平升升,由 0. 1升至

0. 7, 日本首相福田康夫访华促进了双边关系的改善; 中俄关系变化为平平平, 分值为 8, 主要事件是温家宝总理赴俄参加中俄

总理第十二次定期会晤;中英关系变化为平平平, 分值为 5, 主要事件为杨洁篪外长访问英国; 中法关系变化为平升平, 分值由

6. 3升为 6. 4, 法国外长库什内和总统萨科齐接踵访华促进了双边关系的改善; 中印关系变化为平平平, 分值为 5. 3, 主要事件

是 11月温家宝总理和印度总理辛格在新加坡会晤与 12月两国举行联合反恐演习; 中德关系变化为平降平, 分值由 5. 8降至

5. 6, 11月德国称中国在德从事间谍活动, 中方提出严正交涉。预测组于 2007年 10月所做预测的方向准确率平均为 72% ,分

值误差平均为 0. 1。

中国与美、日、俄、英、法、印、德双边关系预测

1、当前中俄关系达到友好等级的上等水平 ( 8), 今后三

个月总体走势为平平平,三个月内发生负面事件的可能性很

小。

2、当前中法关系处于友好等级的低等水平 ( 6. 4), 今后

三个月总体走势为平平平,三个月内发生重大变故的可能性

较小。

3、当前中德关系处于良好等级的高等水平 ( 5. 6), 今后

三个月总体走势为平平平, 三个月内双边关系将停滞不前。

4、当前中印关系处于良好等级的高等水平 ( 5. 3), 今后

三个月总体走势为升平平, 至 5. 4, 印度领导人访华将提升

中印战略合作水平。

5、当前中英关系达到良好等级的上等水平 ( 5), 今后三

个月总体走势为升平平, 至 5. 2, 英国领导人访华将使两国

在经济领域达成协议。

6、当前中美关系处于普通等级的中等水平 ( 1. 5), 今后

三个月总体走势为升降降, 至 1. 1, 三个月内中美在台湾问

题上的合作可能出现困境。

7、当前中日关系处于普通等级的下等水平 ( 0. 7), 今后

三个月总体走势为升升降, 至 0. 7。中日关系在 2008年 3月

将受台湾问题影响。

(预测时间段: 2008年 1- 3月,预测日期: 2008年 1月 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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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中国与大国关系及其走势
*

  针对中国与美、日、俄、英、法、印、德七对双边关系, 2007

年我们以季度为单位在本刊发表了 4次预测。现将全年预

测的准确率情况总结如下,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 2008年中国

与这七个大国关系的发展趋势。

我们对 2007年中国与大国关系预测的总体方向准确率

为 81. 33% ,这意味着这种预测已经具有较大参考价值, 并接

近应用价值 (准确率达 65%表明预测有科学性, 75% 表明有

参考价值, 85% 则有应用价值 ); 预测数值误差平均值为

0. 056, 小于最小统计单位 0. 1。

预测的首月 预测的次月 预测的第三月 均值

方向

准确率

平均数

值误差

方向

准确率

平均数

值误差

方向

准确率

平均数

值误差

方向

准确率

平均数

值误差

中美 50% 0. 15 33% 0. 1 75% 0. 1 52. 7% 0. 117

中日 75% 0. 025 75% 0. 125 100% 0. 175 83. 3% 0. 108

中俄 100% 0 75% 0. 05 75% 0. 075 83. 3% 0. 042

中英 100% 0 75% 0. 025 75% 0. 05 83. 3% 0. 025

中法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中印 100% 0 75% 0. 05 100% 0. 05 91. 7% 0. 033

中德 100% 0 50% 0. 075 75% 0. 05 75% 0. 042

均值 89. 3% 0. 025 69% 0. 06 85. 2% 0. 071 81. 3% 0. 052

  我们预测中国与七个大国关系的方法相同,但准确率各

不一样, 其主要原因是各对双边关系的特点不同, 使得预测

准确率不一致。在七对双边关系中,对中美关系预测的方向

准确率最低, 仅为 52. 7% ,甚至未达到科学预测的最低标准,

这说明预测中美关系难度较大, 其主要原因是 2007年美国

对华政策的变化规则发生了变化。 2006年 11月, 民主党赢

得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控制了国会, 对布什的对华政策形成

牵制, 2007年美国国会针对中国的负面政策活动增多, 使预

测与实际结果不符。根据对中美关系实际情况的观察, 我们

发现 2007年中美关系持平的月份比往年多, 正面事件与负

面事件的影响力经常相互抵消。这意味着, 美国对华遏制与

接触的两面下注政策趋于平衡。美国一面需要在重大国际

问题上与中国合作, 另一面又要继续牵制中国的崛起。2008

年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上升以及台湾问题的紧迫性增强,美

国对华政策将是两头押宝,摇摆性较大。

对中德关系预测的准确率为 75% ,仅达到参考价值最低

线, 其主要原因是 2007年中德发生严重战略利益分歧。德

国是 6月份 G8峰会的东道主, 而会议在二氧化碳减排问题

上对中国施加压力; 默克尔 9月会见达赖;此后德国媒体多

次宣称中国对德从事间谍活动,这些突发事件造成了中德关

系不稳。这些现象的深层原因是德国要在环保等全球治理

问题上发挥大国作用, 而中国发展战略还未调整至环保优

先。鉴于中德在环保问题上的战略分歧是新出现的问题,

2008年上半年中德关系仍有下滑危险, 经过半年磨合到

2008年下半年有望回升。

对中日关系预测的方向准确率为 83. 3% ,接近使用价值

标准。其主要原因是安倍政府 2006年 9月上台后, 改变了

小泉政府与中国对抗的政策,这一政策得到了中国的积极回

应。这种正面效果得到了日本国内主流民意的肯定, 日本民

众认为改善对华关系对日本有利。 2007年 9月上任的福田

康夫继承了安倍改善对华关系的政策, 因此中日关系发展稳

定。对 2007年中日关系的预测是第三个月的准确率高于前

两个月, 这意味着中日关系改善的动力较大且具有稳定性。

2008年胡锦涛主席将访问日本, 这将继续提升中日关系。

对中俄、中英两对关系预测的方向准确率都是 83. 3% ,

而且预测首月的准确率高于后两个月, 这意味着这两对关系

发展正常且稳定, 2008年很可能继续保持这一态势。对中印

和中法关系预测准确率分别达到 91. 7%和 100% ,这个结果

意味着, 中印关系和中法关系的发展趋势较为明朗。 2008年

双方政府都会采取积极政策减少负面事件的影响, 因此中国

与印、法两国的关系将以改善为主流。

2008年中国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将大于 2007年, 其主

要原因是台湾分离主义可能采取极端行为, 一些反华势力可

能利用奥运会制造事端。如果台海局势失控 ,受影响最严重

的将是中美关系,中日关系次之。 2008年的中德关系仍将主

要受环保立场分歧的影响, 台湾问题对中德关系的影响不

大。根据近年来对中俄、中英、中法与中印这四对关系的衡

量, 我们发现它们长期处于稳定状态, 即使台海局势失控,这

四对关系在 2008年也能保持相对稳定。

(责任编辑: 沈碧莲 )

*  本文作者齐皓,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对外关系预测组

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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