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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戰略東移 目的難逞

動盪亂局恐蔓延阿拉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中國國
際問題研究基金會昨日在京發佈國際形勢總結報
告指出，美國戰略重心東移來勢洶，但其實難
至，其稱霸亞太的戰略不會順利實施，目標也難
以實現。報告稱，美國「重返」亞洲如以遏制中
國為目的，結果則必然害人害已，只有相互尊
重，互利共贏，合作共處才是正確抉擇。

被動式反應 擾亂亞太
該國際形勢研究報告為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

金會約前任大使、專家、學者和研究員們多次
研究會的成果總結，報告從六大方面總結了一
年來國際形勢的主要特點。報告稱，西方陷入
多重困境，並為擺脫困境而進行內外戰略與政
策調整和採取糾錯修復措施，將給世界帶來諸
多不確定因素。

報告認為，美國高調宣示將戰略重心移向亞
太，核心是阻遏和防範中國崛起，是在其綜合
國力和主導能力下滑的背景下，對亞洲崛起作
出的被動式反應，其所作所為加劇了亞洲格局
之爭，擾亂了地區穩定秩序，但其稱霸亞太的
戰略不會順利實施，目標也難以實現。
報告分析，一是美國國內問題纏身，無力大

量投入，出口倍增計劃顯示其對亞太國家主要
是取而不是予；二是從阿富汗、伊拉克完全脫
身不易，歐債危機、中東亂局、俄羅斯振興都
將對其形成牽制；三是中國對地區國家的經濟
影響美國無法取代，東盟國家擔心自主地位被
美取代；四是美國將中國視為主要戰略對手的
同時，也視中國為主要合作夥伴，美中利益交
融，深度相互依存，美國不能與中國全面對
抗。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理事
長、原外交部副部長、上海合

作組織首任秘書長張德廣(左圖)在昨
天的發布會上說，雖然中國面臨的
外部挑戰增多，但對中國總體有利
的外環境並未改變，中國的戰略機
遇也沒有消失，未來仍應堅持和平
發展；那些批評外交軟弱和主張中
國不惜打一仗的聲音既不可取也是

錯誤的，和平發展仍是中國的必由和必勝之路。
對於明年中國外交面臨的機遇與挑戰，張德廣指

出，明年全球經濟形勢不容樂觀，這對中國「十二五」
規劃的實施密切相關。該會歐洲研究中心主任、前駐
荷蘭／匈牙利大使朱祖壽指出，雖然歐盟就應對債務
危機達成一定共識，朝 治本方向前進了一步，但卻
並未根本解決問題，短期內歐債危機難以解決，全球
經濟預料總體將放緩，而歐美等對中國的借重卻會不
斷上升，明年中國面臨 如何平衡和應對好這一難題
的挑戰。

料國際體系深層變革
該會執行理事長、全國政協常委、原外交部副部

長、前駐俄大使劉古昌表示，明年總體上國際力量的
對比會繼續向 均衡化方向發展，國際體系變革朝

更深層次展開，世界經濟增
速下滑趨勢料會持續，西亞
北非等國際熱點難點問題還
將繼續發酵。
他預期，明年中國國際地

位仍會進一步上升，並會繼
續引起世界的廣泛關注，但
世界形勢總體走不出今年的
發展軌道，仍會對中國等發
展中國家有利，但同時各種

不確定性因素仍會明顯存在。
張德廣稱，明年亞太安全形勢雖然不會發生大的變

化，中國周邊形勢依然安全，但相信隨 美國「重返
亞太」還會出現一些新的變數，這也需要中國冷靜、
自信地加以觀察和應對。朱祖壽認為，美國加重在亞
太的部署現在只是開端，未來還會有進一步動作。
此外，張德廣提醒，俄羅斯、美國和歐洲等多個大

國，明年都將舉行大選，進行政權更迭，中國與這些
大國的關係，雖然可以期待不會出現逆轉，但如何在
原有基礎上繼續健康發展，實現順利過渡，也會是明
年中國外交面臨的一大挑戰。

南海維權 也需睦鄰
劉古昌稱，明年中共將召開十八大，中國外交重點

要處理好大國關係，進一步促進與周邊國家的合作，
花較大力氣加強與發展中國家的關係，並要在國際體
系變革等多邊舞台上扮演積極角色，推動變革更加公
平，更好體現發展中國家利益。
朱祖壽指出，中國如何能既在南海和東海等問題上

維護主權，同時又搞好同周邊國家關係，也將是明年
中國外交的一大挑戰。他認為，世界形勢複雜深刻變
化，對中國外交是機遇與挑戰並存，中國可抓住機
會，發展自己，提升國際話語權。他說，「中國應對
好挑戰，就是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針對金
正日去世後備受關注的朝鮮局勢，中國國際問題
研究基金會研究員張鐵根昨日在發布會上指出，
目前朝鮮已實現政權平穩過渡，從近幾天的觀察
看，朝鮮的政權交接順利，金正恩已全面領導朝
鮮的各方面工作，並成為朝鮮武裝力量的領導
者。

中國明撐金正恩接班
張鐵根表示，朝鮮的治喪安排井井有條，並沒

有任何混亂跡象，而中國政府的表態鮮明，反應
快速，立場堅定，表明了堅決支持朝鮮局勢穩
定，並明確提到了金正恩的接班人地位，一定意
義上具有「定海神針」的作用。
張鐵根說，中方近來與各方就朝鮮半島問題進

行了溝通協調，維護半島的和平與穩定也符合各

方利益。
張鐵根也指出，目前朝鮮的局勢仍在發展，仍

處於「觀察期」，但相信中方一定會為維護半島的
和平穩定發揮積極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中國
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昨日在京發布的國際形
勢總結報告預料，西亞北非動盪難息，已經
政權更迭的國家還可能發生新的動盪，未發
生政權更迭的國家前途未卜。報告稱，動盪
不僅在阿拉伯地區擴散，且在外力的推波助
瀾之下有向南亞、中亞蔓延的可能。
報告指出，動盪拉開了阿拉伯世界政治、

社會大變革的序幕，阿拉伯世界進入大動
盪、大調整、大變革，尋求適合自己發展道
路、實現民族復興的新時期。報告說，這將
是一個漫長曲折的歷史時期，會有很多變故

反覆，局勢在相當長時期內難以穩定。

新勢力矛頭指向以色列
報告認為，該地區的政治生態和戰略格局

正在發生改變。伊斯蘭勢力明顯上升，阿拉
伯民族主義情緒發展。崛起的伊斯蘭勢力即
使是溫和派，也不可能像被推翻的政府那樣
配合美國，阿拉伯民族主義矛頭首先指向以
色列，並衝擊美國的中東政策。美國在中東
的主導地位勢將削弱。以色列的處境更加孤
立。伊朗影響上升，西方竭力打壓，由此引
發的事態將對地區以至世界帶來重要影響。

■普京(左)
明年重新主
政 俄 羅 斯
後，會吸取
現任總統梅
德韋傑夫現
代化戰略的
合理成分。

資料圖片

■西亞北非動盪可能在阿拉伯
地區擴散。圖為埃及本月中的
暴亂場面。 資料圖片

■美國高調宣示將戰略重心移向亞太。圖為美國軍艦「鐘雲」號與越
南海軍聯合軍演後，準備讓越南民眾參觀。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亞太研究中心主
任、前駐越南大使齊建國昨日指出，在南
海問題上並非調門越高越愛國，動不動喊
打，會破壞中國經營多年的周邊環境，不
符合中國穩定周邊、維護戰略機遇期的大
方向。
齊建國指出，隨 美國「重返」亞太步

伐的加快，南海問題明顯升溫，但仔細來
看，實際上卻並沒有發生多麼重大和了不
起的事件，南海局勢相對平穩，之所以備
受關注，是由於一些國家要將這個問題國
際化，從而引起媒體關注，某種意義上南
海問題是被媒體炒熱的「熱點」，它本身其
實並不構成地區熱點。

不是真熱點 但挑戰更多
齊建國表示，他不認為任何國家可以包

圍中國，也不相信周邊國家會參加對中國
的包圍，中國具有獨特的地緣優勢，與周
邊國家間的務實合作不會因美國的「重返」
而改變，中國的周邊形勢也會越來越好。
此外，基金會報告提醒，南海問題由於

美國插手更加複雜難解，中國的海洋權益
受到更多挑戰。對於外部勢力將其他地區
的動亂引向東方，破壞中國社會穩定的企
圖，中國必須保持警惕。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昨天在京發布國際形勢總結報告，盤點國際和

外交熱點。針對明年國際形勢和中國外交，多位前中國駐外大使認為，明年全球經濟形勢

不容樂觀，歐美俄等多個大國將舉行大選，西亞北非的亂象還將繼續發酵，而南海問題也

更加複雜難解，中國外交明年將面臨上述多重挑戰，但對中國總體有利的外

部環境沒有改變，中國應對好挑戰就是機遇。 ■記者 葛沖 北京撰文/攝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中國國際問
題研究基金會發布的國際形勢總結報告預料，明年
普京重新主政俄羅斯後，將繼續推行強國戰略，適
當放權，擴大民生，確保政治穩定。經濟上將堅持
以能源為重心，推進漸進式改革，逐步實現再工
作，同時會吸取現任總統梅德韋傑夫現代化戰略的
合理成分，注重創新，振興進程勢將加快。報告提
醒，小視甚至忽視俄的作用會犯戰略性錯誤。
報告認為，梅、普換位執政，將進一步強化普京的

主導地位，為俄今後若干年穩定發展奠定了基礎。12
月初，俄杜馬選舉後反對派的抗議活動對普京支持率
會有一些影響，但無法阻止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宮。

鞏固獨聯體 競爭亞太區
報告指出，普京將經歷顏色革命的烏克蘭、吉爾

吉斯重新拉回，成功啟動俄、白、哈關稅同盟，進
而提出建立歐亞聯盟的構想，表明俄主導獨聯體的
勢頭增強，推進獨聯體一體化是既定目標。俄加入
東亞峰會，參與東盟夥伴關係，倡議亞太地區安全
合作，彰顯俄積極參與亞太競爭的戰略方向。
報告稱，俄與西方遏制與反遏制的矛盾鬥爭不會

停息。報告提醒，俄的綜合國力遠遠超出其經濟排
名，是世界上除中、美以外唯一能夠獨立發揮作用
的大國，小視甚至忽視俄的作用會犯戰略性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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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債危機可能蔓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中國國際問

題研究基金會研究員、原駐法國大使蔡方柏昨日指
出，短期內歐債危機還會蔓延發展，並繼續會有動
盪，但中長期看，歐盟作為第一大經濟體，不會解
體，歐元也不會崩潰，且歐元的核心地位還會加強。
蔡方柏指出，歐盟攜手自救是解決危機的唯一出

路，歐盟內部不改革，外部力量也愛莫能助。他
稱，歐洲遇到困難對世界經濟復甦和中國經濟發展
都會有負面影響，中國應在應對歐債危機中扮演積
極參與者。
蔡方柏預料，明年歐元區將進入衰退。

朝鮮政權已順利交接

■專家認為，金正恩（右二）已完全接掌已故金
正日的權力。 資料圖片

歐盟總部 紐交所
■美國、俄
羅斯、法國
明年將舉行
大選，歐美
經濟疲弱不
振，中國外
交面臨挑戰
與機遇。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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