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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明年經濟外交臨三大挑戰

學者：援助歐洲應從戰略考慮
2011年中國外交成就

■中國領導人親自開展峰會外交和首腦外交。參加二十國集

團峰會等一系列國際和地區多邊會議，主辦金磚國家領導

人會晤，積極參與和引導全球治理機制改革，促進區域合

作進程。

■積極服務國內經濟發展，防範外部經濟風險。推動全球加

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合作，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對外大項

目合作取得新進展。

■穩步發展同各國關係。中美就設立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

合作夥伴關係達成重要共識。中俄關係提升為全面戰略協

作夥伴關係。中歐互信與合作進一步發展，互成最大貿易

夥伴。中日關係保持穩定發展勢頭。中非新型戰略夥伴關

係進一步加強。中國同拉美各領域合作不斷深化。

■積極營造穩定、繁榮、和諧的周邊環境。中國同周邊國家

高層交往頻繁，各領域合作深入發展，互聯互通建設穩步

推進。我們同東盟國家就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後續

行動指針達成一致，宣布設立30億元中國東盟海上合作基

金，維護了南海形勢總體穩定。

■妥善應對西亞北非動盪。堅持不干涉內政原則，尊重地區

國家人民的意願和選擇，妥善處理聯合國安理會有關決

議，同有關國家關係平穩過渡。

■全力維護我國公民海外合法權益。完成自埃及、利比亞、

日本撤離我國遇險公民行動，成功營救在境外被綁架的船

員和工程人員，妥善處理我國船員在湄公河遇害等重大事

件。

■深入開展公共和人文外交。圍繞「十二五」規劃實施、建

黨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

發布等重大活動加強政策宣示，同各國廣泛開展文化、教

育、體育、科技、衛生等領域交流。 ■資料來源：人民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國務院發展研究中
心世界經濟研究所副所長丁一
凡（見圖），周日在2011年中
國外交回顧與展望研討會上表
示，從明年開始，中國在經濟
外交領域可能面臨的三方面挑
戰，一是貿易摩擦，二是匯率

摩擦，三是保護我們的海外投資利益。

貿易和匯率摩擦勢增多
丁一凡分析，美國債務危機雖然沒有繼續惡化，

但是確實呆壞賬實在太多了，歐債危機也不斷發
酵。最近，資本正在撤離中國、印度和巴西這些新
興國家。這些新興經濟體從2009年開始，就吸收了
大量歐美國家釋放出來的流動性。接下來，歐美很
有可能發生銀行業危機，所以他們需要收縮資金。
丁一凡指出，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新興國家

要面臨資金大規模撤出的緊張，另一方面，發達國
家金融體系將面臨新一輪衝擊，收縮資本就說明了

他們岌岌可危，如此一來，有人預測明年上半年，
債務危機會進一步惡化，經濟形勢仍會非常困難。
丁一凡認為，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將面臨幾個雙

重調整，第一，市場會迅速緊縮，貿易摩擦明顯會
上升。歐洲是中國第一大市場，但10月份以來，中
國相對於歐洲的出口已經明顯下滑。如果明年歐債
危機繼續惡化，中國對歐洲出口繼續下滑，那麼在
外交領域必然會出現諸多新的摩擦。
第二，明年是大選年，在經濟沒有明顯改善的情

況下，各國候選人在大選期間利用外貿摩擦、揮舞
中國威脅大棒的可能性是有增無減，所以從這個角
度看，中國也會面臨許多外交壓力，特別是人民幣
匯率上的壓力。他預計，中國和歐美在經濟外交上
發生摩擦的可能性很大。

保護海外投資成新挑戰
第三，隨㠥債務危機的發展，無論是美元債權還

是歐洲債權，都出現了問題。在未來中國海外直接
投資不斷增長的時候，中國外交工作要面臨一個新
的挑戰，就是如何保護中國在海外的投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中國現代國際關係
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陳
鳳英（見圖）周日在2011年中
國外交回顧與展望研討會上指
出，中國的外匯儲備係戰略資
源，歐債危機將對世界經濟產
生重大影響，中國應從戰略高

度考慮如何幫助歐洲渡過難關。
陳鳳英認為，中國在短期內購買哪種產品，可能

有投資相關管理機構去管理，但一定要考慮外匯儲
備是戰略資源。歐債已經不是一個簡單的債務問

題，涉及到歐元和歐盟的發展前景。
陳鳳英說，歐債危機現在已經不是經濟問題，而

是政治問題。歐洲如果出大問題，對世界經濟都會
產生嚴重影響。所以，中國應該從戰略高度考慮怎
樣幫助歐洲渡過難關，當然，歐洲自己解決問題仍
是最主要的。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界經濟研究所副所長丁一

凡指出，中國在投資上的可選擇空間並不多。從風
險方面來講，主權債務仍然是最保險的投資方式。
丁一凡稱，除了債券以外，中國這兩年的黃金儲

備增長較快，這是很好的。然而由於當今黃金價格
和購買量的限制，中國已無法在這方面做得更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風雲世界
激揚中國——2011年中國外交回顧與展望」研討會
周日在北京召開。在周邊外交專題討論環節，一名
觀眾提出尖銳問題：中國已韜光養晦多年，希望專
家明示這些年來我們的領土和領海究竟是變多了還
是變少了？現場的多位專家援引數據回應稱，自從
中國實施韜光養晦的外交政策以來，領土及領海面
積只有增加、沒有任何減少。
上海社會科學研究院副院長黃仁偉稱，現在中國

對東海、南海等海域的實際控制在增加，近五年來
中國對島礁的控制也有所增強。但在這個增加過程
中，爭議國家的反應也越發強烈。所以「矛盾一下
子就突出出來了」。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曲星也指出，中國與周

邊國家在歷史上的爭議領土面積是比較大的，但是

從實際控制來說，這20年來是有所增加的。

解領海爭端 需長期努力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陳

鳳英則補充說，邊境是死的，利益是活的，是可以
延伸到境外去的。這可能才是中國最大的利益所
在。
中國國際戰略研究基金會學術委員會對外政策研

究中心主任研究員張沱生指出，要解決中國與周邊
國家的領海爭端問題，中國還需要長時期的努力。
面對重大挑戰時，中國要有戰略思維，戰略決斷，
需要智慧與耐心，需要基本方針政策不動搖，還要
根據新形勢、新變化做出調整，要綜合運用政治、
經濟、外交、法律等多種手段，使爭議問題逐步地
得到解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外交部部

長助理樂玉成周日在京表示，不能簡單地用「軟」

和「硬」來界定中國外交。鬥爭和妥協都不是外

交的目的，也不是評判外交好壞的標準，而只是

實現外交目標的方式和選項，「智

慧比拳頭更重要」。

由外交學院主辦，人民網協辦的「風雲世界 激揚中國—
2011年中國外交回顧與展望」研討會周日在北京召

開。樂玉成致辭中指出，2011年是重大戰略意外迭出的一
年。當前，我國的經濟總量已經位居世界第二，在國際事務
中的地位和作用舉足輕重。外交工作需要統籌國內國際兩個
大局，考慮方方面面的因素，處理起來更加複雜。

各國合作越深入 世界越安全
樂玉成認為，隨㠥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各國越來越生活

在「地球村」裡，各國利益交融交匯越來越密切，大家相互
依存，誰也離不開誰，不能再用「我興你衰」、「零和遊戲」
等冷戰思維來看世界、辦外交。
樂玉成重申，走和平發展道路，是中國政府對世界做出的

莊嚴承諾，是中國的基本國策，不是忽悠人的。中國不可能
走西方列強殖民掠奪、侵略擴張的老路。強化軍事同盟、進
行軍備競賽、動輒進行武力干預，這些做法都不符合時代潮
流，「謀而無道，其行難遠」。中國要樹立新的安全觀，這
個世界不是武器越多越安全，而是各國越發展、合作越深入
才越安全。

太平洋夠廣 可容中美共存
樂玉成表示，最近美國調整亞太戰略，加大對亞太投入。

有人對此感到擔心，懷疑中美能否在亞太和平相處，甚至認
為中國的周邊環境惡化了。但在他看來，美國從未離開亞
太，也談不上「重返」。
樂玉成指出，中國無意也無力在亞太排擠美國，希望美國

在亞太發揮建設性作用，包括尊重中方的重大關切和核心利
益。太平洋足夠寬廣，應能容得下中美兩個大國的共存與合
作。
樂玉成強調，面對形勢變化，要用合作而不是對抗的思路

來解決問題。中國要有自信，只要中國堅持和平發展、開放
合作，把自己的事情辦好，就沒有人能包圍排擠中國。
此外，樂玉成表示，不能簡單地用「軟」和「硬」來界定

中國外交。他說，國際上特別是西方一些人指責中國外交強
硬了，不像過去好說話。但是國內一些輿論又說中國的外交
太軟，主張「亮劍」，要求教訓一些國家。這本身就表明，
從不同的角度看中國外交可能會得出不同的結論。不能說動
槍動炮才是硬，通過對話談判解決分歧就是軟。「柔」和
「剛」是一枚硬幣的兩個面。鬥爭和妥協都不是外交的目
的，也不是評判外交好壞的標準，而只是實現外交目標的方
式和選項。這就要求我們該鬥爭的鬥爭，該合作的合作，該
周旋的周旋。「智慧比拳頭更重要。」樂玉成說。

明年國際形勢變化大
樂玉成強調，外交要㠥眼大局和全局來進行謀劃，兼顧眼

前和長遠、局部和整體，政治和經濟利益，統籌考慮國家利
益、形象和責任。外交搞得好不好，歸根結底要看國家的綜
合實力是不是增強了，國家的地位是不是上升了，國家的利
益是不是增加了。
展望明年世界形勢與中國外交，樂玉成指出，明年國際形

勢的變化肯定會很大。他說，世界經濟形勢下行風險增大，
歐洲債務危機和西亞北非亂局仍未結束，美國、俄羅斯、法
國等大國將舉行選舉，國際上還將召開多場重要峰會。中國
外交要繼續加強與大國關係，努力促進周邊睦鄰友好，擴大
同新興和發展中國家合作，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全力服務國
內穩定和經濟建設。

韜光養晦20載 中國領土領海有增無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
2011年中國外交回顧與展望研討會18日在
北京舉行。中國外交部新任部長助理兼外
交部政策規劃司司長樂玉成在會上發表題
為《國際形勢風雲激盪 中國外交乘風破浪》
的主旨發言。這是樂玉成日前升任外交部
部長助理後首次公開在媒體前亮相。

此前，據中國農業科學院官方網站信息
顯示，11月23日到24日，亞太經濟合作組
織農業技術轉移大會暨第四屆中國農業新
技術新成果交易對接大會在京召開，樂玉
成首次以外交部部長助理身份出席並致
辭。不過目前外交部官方網站尚未更新相
關信息。

外交部領導層料續補充新血
樂玉成原任外交部政策規劃司司長，主管

擬訂外交工作領域政策規劃、參與擬訂年度
援外計劃、起草國家領導人重要外事文稿、
開展外交政策宣示及協調調研等工作，被公
認為是外交部的「大秀才」之一。

樂玉成1963年出生，江蘇揚州人，曾先
後擔任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參贊、中國
駐俄羅斯大使館公使、外交部政策研究司
司長等職。

此次樂玉成被任命之後，除外長楊潔篪
外，外交部主要官員增加到11人，包括常
務副部長張志軍、副部長李金章、崔天
凱、傅瑩、宋濤、翟雋、程國平，以及4位
部長助理：吳海龍、劉振民、張昆生和樂
玉成。由於原副外長呂國增離任，以及原
部長助理胡正躍出任外交部駐澳門特派
員，外界預計近期外交部領導層仍會補充
新血。

新任外交部部長助理

樂玉成首次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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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亞海陸空大撤僑是今年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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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部長助理樂玉成在昨日的研討會上
作主旨發言。 中新社

非以　 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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