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久前，世界頭號大國美國首次失去AAA主權信用評級的消
息，令全球金融市場和大宗商品市場應聲做出一輪巨幅波

動，恐慌情緒在全球蔓延，人們擔憂會由此引發新一輪全球經濟
危機。黃平指出，當今世界，各國經濟依存度越來越高，美國金
融市場甚至稍微一個信息的波動，都會迅速影響全球，並波及中
國。他稱，標普下調美國主權信用評級，只是時間點問題，但不
論調與不調、何時調、調多少，美國靠借債度日並負債纍纍都是
長期不爭事實。

經濟危機陰霾猶在
此前，世界各國普遍認為，全球經濟已開始從08年美國金融危

機陰影中復甦，但黃平表示，現在看，目前還很難說美國乃至世
界經濟已經開始復甦，而歐債危機令問題更加突顯。他說，美
債、歐債危機的繼續蔓延，與明年美國等多國大選等政治因素，
以及中東、北非等各種國際和地區熱點、難點，正不斷互相發酵
和彼此推動。現在不止是美國和歐洲，整個世界的金融或經濟形
勢都有點「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架勢。

QE3一出資產恐縮水
美國明年將舉行總統大選，國內兩黨之爭越演越烈，在提

高美國債務上限問題上更互不讓步，直到最後一刻才達成妥
協。面對美國債務上限的提高，各國專家普遍相信，美國未
來很可能會推出第三輪量化寬鬆貨幣政策（QE3）。黃平認
為，如果QE3推出，客觀上就會進一步造成美元貶值，令中
國在美的資產縮水。

調整外儲多元投資
目前，中國是美國國債的最大持有國。同時，中國外匯儲備總

額超過3萬億美元，雄踞全球之首。黃平建議，從發展的眼光講，
中國確實要逐步地調整自身外匯儲備經營與管理，要多種貨幣形
式和多元化投資。他說：「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並非長久之
計。」 黃平認為，美國真正的問題，並非一屆政府、一個政策或
一個事件的原因，而是結構性的。他說，美國一直是靠借債度日
維護其大國的霸權地位。

中美經貿高度依存
黃平指出，目前中美經貿關係的相互依存度之高，前所未有。

此前，美國前財長薩默斯在社科院演講時曾借用當年蘇美間的
「核恐怖平衡」，指中美關係在經濟、貿易和金融領域的高度依
存，已導致出現一種新的「金融恐怖平衡」。黃平解釋，實際上現
在中美關係比蘇美關係更為複雜，中美利益是相互糾纏的。美國
已不能用簡單的經濟制裁或金融戰來對付中國，而中國經濟發展
與美國密切相關，美國經濟大崩盤、大倒退，也會對中國經濟造
成很大損害。

擴內需減外界衝擊
談及中國可能受到的負面衝擊以及外界擔憂的新一輪金融或經

濟危機。黃平表示，中國須對可能的衝擊防患於未然，絕不可掉
以輕心。他說，中國目前正在調整過於外向型的經濟模式，通過
拉動內需、提高國內收入水平和購買力等，做大做強國內市場，

同時也在加強與周邊和發展中
國家的經貿金融關係，逐步改
變過去那種過於單一甚至是片
面的，而且潛藏㠥高風險的
「金融恐怖平衡」。

黃平強調，中國經濟現在關
鍵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其
中重點是要調整結構，特別要
解決好就業和通脹等涉及民生
和社會管理的問題。他說，雖
然未來美國和全球的經濟形勢
仍會對中國有各種各樣的衝
擊，但中國的經濟體大，對衝
擊的自我承受、消化和修復應
對能力強，相信中國一定有能
力成功化解風險。

訪談

記者：近年來，兩岸關係步入和平發展軌道，而中

美兩國在各領域的交流與合作也日益深化。在這大背

景下，您認為台灣問題目前仍是中美關係中最敏感的

問題嗎？

黃平：對中國而言，台灣問題依然是中美兩國關係
中最核心、最敏感的問題。台灣問題涉及主權和領土
完整，是中國的內部事務，在這一涉及國家核心利益
的問題上中國不可能退讓。大陸希望在「九二共識」
基礎上，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為兩岸人民共謀福祉和
發展。
現在「不統、不獨、不武」的兩岸政策，其實並非

馬英九提出的，而是美國人提出，因為大陸「不
武」，台灣「不獨」，維持現狀，最符合美國的利益。
而中國要和平發展，要完成祖國的統一大業，這是現
代國家建設的有機組成部分。

離間兩岸最愚蠢
記者：有消息指，美國很可能年內再次對台軍售，

甚至可能包括F16C/D型戰機。這對中美關係會造成怎

樣的負面影響？

黃平：美國對台軍售的理由是站不住的，也是愚蠢
的，美國其實是在拿台灣當做一張牌在打。美繼續對
台軍售，無非是逆潮流而上，這不單是對中國和中國
人民在感情上的嚴重傷害，更是在阻礙兩岸關係的和
平發展，在當前兩岸關係不斷改善的大背景下，軍售
其實就是在製造矛盾，挑撥離間，也完全違背《中美
八一七公報》。

老實說，台灣這麼多年其實一直是花冤枉錢。而美
國，實際上是在整個世界和平發展時代，繼續製造一
個小的冷戰環境，所謂「維持現狀最符合美國利
益」，即人為製造兩岸對峙和分離的格局，讓兩岸人
自己窩裡鬥。
台灣問題涉及中國的核心利益，中國在這一問題上

的立場和態度是一貫，在主權問題上，中國是沒有任
何討論餘地的。更何況，美國急於和中國不少領域進
行對話和合作，其中包括軍事對話與合作。美國若對
台售武，這些交流與合作肯定會受到嚴重影響。

對台關係法待修
記者：中美在就美台軍售發生爭執時，中方經常提

及美國1982年與中方簽署的《八一七公報》，其中美

國明確作出了減少直至最終停止對台軍售的承諾。但

時至今天，美國仍在對台軍售。那麼中方除了敦促美

方恪守承諾之外，要如何才能徹底解決對台軍售問

題？

黃平：美國在《八一七公報》承諾是逐漸減少並最
終停止對台售武，但現在卻是在逐漸增加，還有很多
實際上是進攻型武器，這明顯違背了《八一七公
報》，作為與中國有正式外交關係的美國，不能這麼
來處理這一問題。當然，客觀講，《公報》在美國法
律中的約束力，不如《對台關係法》。但真正要解決
中美互信問題，就繞不開中美間最敏感的台灣問題，
美國首先要停止對台軍售。
美國法律可以修改，並非一旦立法就不可以再更

改，而是可以再加入各種補充條例甚至廢除的。《對
台關係法》的修改與廢除，就要取決於時機、實力和
智能。在這一問題上，中國要非常堅持，不能有任何
退讓，不能給他們任何僥倖。
另一方面，大陸也要加大做台灣本身的工作。不論

美國的一些力量如何作梗、阻礙也好，只要兩岸本身
的工作做到家了，兩岸自己走近了，對台軍售也就失
去了意義。
目前，大陸方面已拿出了最大的誠意，與台灣方面

尋求「一個中國」框架下的和平發展。美國畢竟還是
外部力量。

解決問題靠協商
記者：那您如何看台灣問題的最終解決？

黃平：處理台灣問題也好，處理中美間其它問題的
糾紛也好，方法是多樣的，不能永遠只是硬碰硬，當

然也絕不能放棄原則。我希望，台灣問題最終能通過
兩岸對話協商和互利共贏來妥善加以解決。
我認為，隨㠥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實力不斷增

強，中國與世界經濟一體化程度日益深化，世界對中
國的依賴度也會越來越高，中美關係越來越密切，包
括美國在內的各種政治勢力，試圖再拿台灣來制約中
國的作用就會變得越來越小。
記者：台灣問題背後其實也涉及到釣魚島的歸屬問

題，那您如何看美國近年頻頻高調插手中日釣魚島之

爭？

黃平：凡是歷史形成的問題，都不是一天兩天就能
解決的。在釣魚島問題上，中國願意通過中日間協商
談判的和平方式加以解決，並反對第三國插手。美國
如果插手中日釣魚島問題，表面上是給日本打氣，但
其實是橫生枝節，並給中美關係增添不確定因素，美
國應該理性權衡利弊。

中國力抑通脹增就業 調結構擴內需

黃

平

兩岸和平發展 符合美國利益

全球危機山雨欲來

■胡鞍鋼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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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上調債務上限陰影未散，主權信用評級又遭下調，歐洲主權債

務危機恐慌不斷蔓延，全球經濟正頻頻拉響警報。外界擔憂，新一輪全球金融或經濟危

機即將來襲。那麼，作為美國最大債主之一的中國，又該何去何從？中國社會科學院美

國研究所所長黃平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坦言，新一輪全球性風暴確有「山雨欲來風滿

樓」之勢，但相信中國有能力化解風險。他提醒，中國須將可能的衝擊防患於未然，目

前重點是解決國內就業與通脹等涉及民生和社會管理的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張昕

■社會學博士（1991，倫敦經濟政治學院（LSE））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

研究所所長。

■兼任中華美國學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政治中心主任、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美國系主任 、《美國研究》主編、

中國社科院高級職稱評委、美國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國

經濟社會理事會常務理事、中國國際關係學會副會長、國際社

會學學會（IIS）副會長、國際跨文化研究會副會長等職。

■以漢、英語在國內外發表了多篇有重要影響的著作和論文，包

括：《中國在21世紀上半期的國際環境與戰略選擇》、《國家

安全與對外關係：對60年的回顧與思考》、《面向未來的中美

關係》、《近十年來美國力量變化的軌跡》等。

■他還主持過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課題、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課題

以及聯合國、歐盟、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資助的研究課

題和發展項目，並參與組織了2010年「中歐文化高峰論壇」等

大型高層學術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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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美方無視中方堅決反對，安排奧

巴馬總統在白宮會見達賴喇嘛，引發中方強

烈不滿和嚴正交涉。黃平指出，由於中美利

益、價值的不同，中美在西藏問題上的分

歧，過去和將來，都會是折磨兩國關係的長

期「病痛」，短期內不會消失，但隨㠥包括

西藏在內的中國發展，達賴和「藏獨」勢力

的市場就會越來越小。

西藏問題自家解決
黃平認為，西藏問題的解決，最終要靠中國

自己。他說，隨㠥中國的不斷發展，西藏的政

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也在不斷取得進步，

而西藏環境和藏族文化的保護，也會做得越來

越好，而達賴集團和「藏獨」勢力在海外的聲

音和影響力，就會越小。達賴串訪的作用，也

會越來越小。

黃平指出，達賴集團背後有大國操縱，而美

國在中美兩軍交流重啟不久，美國副總統拜登

訪華，中美關係不斷取得進一步發展，雙方在

經濟、能源、氣候變化和地區安全等諸多領域

擁有大量合作的背景下，為迎合極個別人和一

小撮政治小團體的利益，玩一些小的政治伎

倆，不僅與美國世界大國的身份與地位不符，

也不利於提升和維護美國自己在亞太乃至全球

的聲譽和影響。

中美合兩利鬥俱傷
黃平形容，中美關係是越來越重要也越來越

複雜一對雙邊關係，其影響也遠遠超出了狹義

的雙邊，所以，中美雙方應本㠥合作精神妥善

處理和管控好矛盾和分歧。他強調，中美合則

兩利，鬥則俱傷。他相信，從長遠看，中美關

係和平與發展的大局，並不會因為一些「小事」

和「小人物」的干擾和破壞而發生實質改變，

對話與互利仍是中美關係大潮流中的主流。

達賴市場將越來越小

黃平簡歷：

■黃平指美對台
軍售是愚蠢的。
圖為今年五月，
中國人民解放軍
總參謀長陳炳德
訪美，與美軍參
聯會主席邁克
爾．馬倫海軍上
將會見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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