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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3 年 5 月 ， 七 国 集 团

（G7）首脑在日本广岛发布的

《领导人公报》中指出，要对中

国“去风险，而不是脱钩”。

《公报》强调，“去风险”并不

寻求阻碍中国的经济进步和发

展，而是减少对中国贸易的依

赖，同时在气候变化和自然保护

等共同领域维持和中国的合作。

对华“脱钩”政策失灵的结果

将“去风险”这个术语用于

描述对华政策，其发明权应归于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女士。

在今年3月30日的一次演讲中，冯

德莱恩提出：“与中国脱钩既不

可行，也不符合欧洲的利益。我

们的关系不是非黑即白的，我们

的回应也不能是非黑即白的。这

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专注于去风

险，而不是脱钩。”此后不久，

冯德莱恩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

中国。中国领导人会见了冯德莱

恩，双方在反对“脱钩断链”和共

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上达成共识。

在欧洲首次提出这一说法不

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去风险”

上升为西方对华政策的集体性表

述。站在中国的立场看，这一转

变积极的一面是，经过几年的博

弈，西方终于认识到对华全面

“脱钩”是不可能的。特别是，

欧洲并不愿意维持和美国一样的

对华政策，而是表达了根据自身

利益和长远战略需求作出选择的

意愿。为了维持西方的团结，美

国也接受了欧洲的表述。5月31

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美欧贸

易和技术理事会部长级会议上表

示，美欧对华不寻求对抗、冷战

或“脱钩”，而是“去风险”。

至少从词语的变化来看，

“去风险”要比“脱钩”温和一

些。这种变化既是西方对华“脱

钩”政策失灵的结果，也源于中

国的坚决斗争。斗争的基础在于

西方不是铁板一块，西方既舍不

得切断与中国的利益关系，也没

有办法在短期内找到其他国家替

代中国，于是只能暂时接受这种

局面，另找新的思路。

本质仍是“去中国化”

冯德莱恩在其演讲中列出了

两类“去风险”。一是外交“去

风险”。冯德莱恩从中欧“脱

钩”的负面作用出发，强调中欧

必须在一些领域进行合作、否则

风险就会扩大。这些领域包括气

候变化、自然保护、传染病大流

行防范、核不扩散和全球金融稳

定等。二是经济“去风险”，

这是欧盟最关注的。冯德莱恩将

其分为四个支柱。第一，欧盟务

必在健康、数字和清洁技术等领

域维持领先地位，让这些产业更

具竞争力和韧性，不受单一供应

来源的干扰；第二，更好地使用

现有的贸易政策工具，对付其他

经济体使用“经济扭曲”获得的

优势；第三，确保欧盟公司的资

本、专长和知识不被中国用于加

强军事和情报能力；第四，与其

他合作伙伴保持一致，特别是将

欧盟有关供应链弹性的条款加入

即将与欧盟签署的自贸协定中。

与欧盟类似，美国所谓的

对华“去风险”也集中在供应链

和技术领域，尽管美国与欧盟在

表述上略有不同。6月4日，美国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

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主持人法里德·扎卡里亚的采访

中表示，美国并不寻求结束对华

贸易，“去风险”聚焦于三件事

情：一是确保供应链和关键产品

不再依赖任何一个国家；二是先进

技术不能用于损害美国的安全；三

是美国务必增强自身的产业制造能

力，在国内进行更多的生产。

美 欧 所 谓 的 对 华 “ 去 风

险”，均强调在技术和供应链领

域减少和中国的联系，实际上

与“脱钩”是一回事，即在高

技术和关键产品领域的“去中国

化”。西方通过“去风险”欲实

现三个目标：一是要确保西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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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新兴产业领域的优势地位，

二是不能让中国获得能用于增强

战略军事能力的技术，三是尽可

能增强在国内的生产能力。

事实上，“去风险”与“脱

钩”是有内在关联的，根本目的

仍然是“去中国化”。至于为什

么要进行一场“去中国化”的

运动，归根到底还是西方的霸权

思维作祟，不愿意看到一个崛起

的中国更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

展，反而污蔑中国是西方国家遭

遇“风险”的来源。

 将制造更多的风险

正如英国《金融时报》评论

家吉迪恩·拉赫曼最近指出的，

减少和中国的贸易风险本身就会

制造很多风险。不仅如此，西方

的“去风险”也面临若干挑战。

首先，“脱钩”和“去风

险”的模糊性仍会造成政策实

施的有效性不足。西方放弃使

用“脱钩”、转而采用“去风

险”，某种程度上也是承认“脱

钩”这一说法不够准确，效果不

明显，是一种夸大了的政治说

辞。然而，“去风险”同样是一

个模糊的术语，将中国视作“风

险”更是混淆视听。今年3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

耶娃在北京参加发展高层论坛时

曾表示，今后几年世界经济增长

的主要来源是中国。当今世界面

临的一个大的挑战是经济复苏乏

力，将中国视作风险而不是机遇，

只会继续阻碍世界经济复苏。

其次，中国仍是美欧极为重

要的贸易伙伴，近年来中国同美

欧贸易下降的幅度弱于预期。中

国海关数据显示，2019～2022年

间，中美贸易额从5400亿美元增

长至7600亿美元，中欧贸易额从

7100美元增长至8500亿美元。按

照冯德莱恩的说法，中国占欧盟

商品出口的9%和商品进口的20%

以上。冯德莱恩同时还承认，中

欧之间的大部分商品和服务贸易

是互利共赢、无风险的。以美元

计价，2023年1～5月，中国外贸

额同比下降2.8%，其中中欧贸易

额同比下降3.7%，中美贸易额同

比下降12.3%，中美贸易萎缩程度

要比中欧贸易严重得多。但这似

乎也表明，在美国拉帮结派对付

中国时，欧盟的经济部门并不与

美国齐步走。美国跟随欧盟使用

对华“去风险”，一定程度上也

意味着被迫接受盟友的自主性。

再次，美国盲目将中国当

作最大的对手，但国内对导致美

国困境的根本原因还存在不一致

的认识。无论是特朗普政府还是

拜登政府，均将中产阶级衰落视

作美国面临的严峻挑战。此前美

国经济学家测算，中美贸易只是

导致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的原因

之一，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国

内的技术进步缓慢和分配制度的

问题。今年4月底，沙利文在美

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演讲中首

次提出，美国政府打算放弃新自

由主义，转而推动“新华盛顿共

识”，强调政府介入经济增长和

财富分配的重要性。尽管美国精

英未必会俯下身子公开宣扬向中

国学习，但是中国仍不失为美国

解决其国内困境的有用参照。中

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约

为美国的20%，将中国商品排除在

美欧市场之外，只会增加美国企

业的成本，让本就身处困境的美

国家庭雪上加霜。从这个意义上

说，不久的将来，“去风险”或

将被另外一个新词替代。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

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

科院地区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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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七国集团（G7）广岛峰会发

布的《领导人公报》明确称，要对

中国“去风险，而不是脱钩”。图

为出席广岛峰会的七国集团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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