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与大国关系预测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对外关系预测组

根据对 2008年 7- 9月相关材料的评估,中国与各主要大国之间双边关系的变化如下:中美关系变化为平升降, 由 1. 1先

升为 1. 2,再降至 1. 1,布什总统 8月出席北京奥运会使双边关系上升, 但是 9月两国围绕宗教问题和达赖问题发生纠纷; 中日

关系变化为升升平, 由 1. 7升至 1. 9, 期间两国首脑会晤使双边关系上升; 中俄关系变化为平平平, 分值为 8, 主要外交事件为

两国领导人在八国集团会议和北京奥运会上的会晤;中英关系变化为平平平,分值为 5. 2, 期间两国高层多次会晤;中法关系

变化为平平平, 分值为 6,法国总统萨科齐 8月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 使双边关系回暖;中印关系变化为平平平, 分值为 5. 4,

期间两国围绕取消对印度的核出口限制一事略有龃龉;中德关系变化为平平升, 由 5. 6升至 5. 8, 两国高层互访推动双边关系

改善。预测组于 2008年 7月所做预测的准确率平均为 86% , 分值误差平均为 0.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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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水平 ( 8), 今后三

个月总体走势为平平平, 三个月内中俄关系将保持平淡状

态。

2、当前中法关系达到友好等级的低等水平 ( 6), 今后三

个月总体走势为平平平, 三个月内中法关系可能保持稳定。

3、当前中德关系处于良好等级的高等水平 ( 5. 8), 今后

三个月总体走势为平平平, 三个月内双边接触可能增加。

4、当前中印关系处于良好等级的高等水平 ( 5. 4), 今后

三个月总体走势为平平平,三个月内印度可能向中国提出新

的政治要求。

5、当前中英关系处于良好等级的高等水平 ( 5. 2), 今后

三个月总体走势为平平平, 三个月内中英关系将保持平稳。

6、当前中日关系处于普通等级的中等水平 ( 1. 9), 今后

三个月总体走势为升平平, 至 2, 达到普通等级的高等水平。

麻生上台初期中日关系不会立刻发生大的变化。

7、当前中美关系处于普通等级的中等水平 ( 1. 1), 今后

三个月总体走势为降平平, 至 0. 8, 降到普通等级的低等水

平。布什下台前中美关系难以明显好转。

(预测时间段: 2008年 10- 12月, 预测日期为 10月 5日 )

61

5现代国际关系6 2008年第 10期



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
*

  冷战结束后, 美国新总统的上任总是伴随着中美关系的

短期下滑。 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在即, 人们十分关注民主党

候选人奥巴马和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谁将上台? 大选结果

对中美关系将产生什么影响? 中国学界往往接受毛泽东所

做的关于容易与共和党打交道的判断, 认为共和党上台有利

于中国。然而, 根据对克林顿和布什任内中美关系的比较,

本文认为, 虽然共和党执政或民主党执政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会有所不同, 但这种区别仅是程度差别而无性质差别, 而且

差别程度也不十分明显。

图 1反映的是克林顿和布什执政时期中美关系的走势,

其中横轴为总统任职年数, 纵轴是双边关系分值。从中可以

看到, 尽管克林顿和布什任期内中美关系的具体变化不同,

但两人任内的中美关系曲线都呈现出两个大的波折。在刚

上任时, 中美关系都有一段时间下降,其后开始上升。在第

一任期末, 中美关系再次下降。第二任期开始时双边关系再

度上升。在两人卸任前, 双边关系又会有一个先降后升的波

折。虽然图中两条曲线的波峰和波谷取值不同,但是变化趋

势有较强相似性, 其最大共同特征是总统选举前后为中美关

系下降时期。

图 1 克林顿和布什任内中美关系

据此, 本文认为, 未来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中

美关系都将不断波动, 缺少稳定性。其原因在于美国防范中

国崛起这一根本心态不会发生改变。但是, 由于民主党更多

关注社会利益而共和党更多关注战略利益, 奥巴马当选就意

味着中美关系波动的振幅比麦凯恩上台要大一些。

图 2 克林顿和布什上台第一年中美关系

从图 2可以发现, 克林顿总统和布什总统上任初期, 中

美关系主要变化是下降或持平。但是, 这次选举中, 不论奥

巴马和麦凯恩谁将上台,新总统上任伊始中美关系有可能不

再重复以往的下滑现象。其主要原因是: 首先, 2008年 8月

俄罗斯以武力回应格鲁吉亚军事行动的举措使美国将俄罗

斯视为当前更重要的防范对象,这相应地减弱了美国防范中

国的紧迫心理 ;其次,美国仍然深陷伊拉克泥潭,如何从伊拉

克脱身是美国国民最为关切的问题,这牵制了美国用于防范

中国的力量; 第三,美国国内金融危机愈演愈烈,虽然近日美

国国会通过了布什总统的救市方案,但是美国金融危机能否

就此止步仍是未知数。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 是美国

寻求合作的对象,例如 9月份布什总统就给胡锦涛主席打电

话寻求合作以解决金融危机。上述三个原因使得奥巴马和

麦凯恩都未将中国作为竞选主题之一, 在竞选演讲中提到中

国的次数越来越少。在 9月 26日的美国总统大选第一场两

党总统候选人辩论会上,双方提到中国的次数加到一起只有

5次,而且内容还主要是关于 /神七 0和中国所持的美国国债

问题, 其立场褒多于贬。另外一个原因是, 麦凯恩和奥巴马

都要求布什在任内签署售台武器决定, 以免给新任政府遗留

影响中美关系的负资产。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认为,美国新总统上任后, 中美关系

将不会出现立即下滑的现象。特别是布什政府在下台前对

台湾出售近 65亿美元的武器,这必然使当前中美关系下滑,

但是这种下滑却给 2009年 1月入主白宫的美国新领导人创

造了一个使中美关系低开高走的条件。虽然新领导人上台

后中美关系不会出现即时的下滑,但其后双边关系不断震荡

的规律却难以消除。o

(责任编辑: 沈碧莲 )

¹ 本文作者漆海霞,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对外关系预测组

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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