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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關係似鐘擺 波動發展

釣島南海爭端 須準備持久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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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2. 積極運籌、平衡推進與大國關係

3. 進一步夯實周邊戰略依托

4. 鞏固發展中國家在中國外交全局中的基礎地位

5. 在多邊舞台上發揮負責任的大國作用

6. 堅持以人為本、外交為民

7. 不斷提升中國軟實力

8. 堅定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

1. 要進一步推進中國特色外交理論和實踐創新

2. 要進一步走好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

3. 要進一步推動建立新型國際關係

4. 要進一步加強外交機制體制建設

資料來源：楊潔篪：《十年來中國外交工作的回顧與展望》

過去十年中國外交實踐八大成績

未來中國外交四大任務

過去十年間，面對國際風雲變幻以及當代中
國同世界關係發生的重大變化，中國外交

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為全面建
設小康社會營造了更加有利的外部環境。展望未
來國際形勢發展，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日前撰文
指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國際格局將繼續深
入調整演變。和平、發展、合作的時代潮流更加
強勁，同時國際金融危機等的深層次影響仍將持
續顯現，影響世界和平與發展的不穩定不確定因
素增多。

一些國家害怕中國崛起
「未來不排除國際金融危機會繼續惡化，甚至

可能出現比較嚴重的滯脹，同時也不排除個別地
區會發生重大戰事，比如中東、伊核等。」北京

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中國國際關係學會副

會長王逸舟向本報表示，一旦出現上述情況，就
會對中國的安全形成挑戰。

儘管世界絕大多數的國家都紛紛表示，要把中
國看作是一個發展的機會，但中國人民大學國際

關係學院副院長金燦榮向本報指出，中國未來十
年將處在一個將起未起期的特殊階段，而一個塊
頭特別大的超大型國家迅速發展，容易讓其它國
家害怕、防範和反制。
過去十年間，中國成功走到世界前台，但中國

過去十年間卻一直堅持既「韜光養晦」又「有所
作為」的外交方針。然而，近年隨 中國國力的
增強和國際影響力的躍升，特別是外部挑戰的日
趨複雜，一些學者和民眾也不斷提出，中國有必
要反思乃至調整對外戰略，特別是「韜光養
晦」。

維護中國和平發展機會
但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曲星向本報指出，

外界目前對「韜光養晦」存有誤解，往往習慣只
是從傳統文字含義來對其進行理解和解釋，誤以

為「韜光養晦」就是別人侵犯了中國的主權和利
益，中國也是該說的不敢說，該做的不敢做。
曲星強調，「韜光養晦」的基本前提是要維護

中國和平發展的機遇，妥善處理中國與外部世界
的矛盾，絕非該說的不說，該做的不做，事實上
中國一直都是該鬥爭的也在鬥爭，並不存在所謂
盲目啞忍。
曲星認為，國際形勢總是不斷變化的，而中國

的外交政策也會與時俱進進行調整，但「韜光養
晦」作為大的戰略卻不應改變。清華大學中美關

係中心副主任趙可金提醒，中國外交戰略必須適
應其國際地位結構轉換的新現實，以避免重蹈作
為超級大國的蘇聯在崛起衝刺階段夭折以及日本
在20世紀90年代停滯不前的危險。

需有創造性介入的思路
對於中共十八大後的中國外交政策走向，王逸

舟判斷，中國的外交政策總體仍會保持連續性。
但他同時也建議，未來國際形勢仍有很多不確定
性，中國外交需要有更多前瞻性和規劃性，要有
創造性介入的思路，這樣才能佔據先機，以免在
國際形勢出現重大變化時落後手。
金燦榮也相信，中共十八大後中國的外交政策

暫時不會發生變化。他說，既使中國的「韜光養
晦」戰略要進行調整，也是走漸進路線，慢慢進
行微調，在「韜光養晦」大戰略不變的大背景
下，多加一些「有所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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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國際形勢將何去何從？中國新一代領導層會否在外交政策上作出調整？實力不

斷躍升的中國，是否會放棄「韜光養晦」？隨 中共十八大臨近，外界對中國外交的

關注亦日益升溫。專家判斷，未來國際金融危機等的深層次影響仍將持續顯現，甚至

可能出現較嚴重的滯脹，同時不排除個別地區發生重大戰事可能，對此中國外交要未

雨綢繆，多下先手棋，同時也相信中國會從自身實際出發，在一貫奉行的「韜光養晦」

與「有所作為」之間取得適當平衡。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中菲黃岩島之爭餘波未了，中日釣魚島爭端又
持續升溫，隨 新一輪「藍色圈地」運動的來
襲，中國在周邊外交上正面臨 如何避免海洋權
益遭蠶食的嚴峻挑戰。曲星向本報指出，釣魚島
問題十分複雜，有一百多年歷史，而中日雙方將
爭議擱置起來也已有四十多年。未來不排除雙方
會在此問題發生進一步摩擦甚至小規模衝突，其
中關鍵取決於日方能否面對現實。「如果日方既
堅持不承認存在爭議，也否認有『擱置爭議』的
共識，那麼，中國肯定不能答應以中國的國家利
益為代價向日本國內的極端勢力屈服。」
曲星判斷，釣魚島爭端的一個比較好的解決前景

就是雙方還能再回到「擱置爭議」的前提，不動

武，將來兩國再坐下來談判，找到一個雙方都能共
同接受的解決方案。他預料，這一問題未來十年得
到徹底解決的可能性不太大。

和平談判仍為上策
曲星稱，相比釣魚島問題，南海的情況相對好一

些，只要各方堅持不採取進一步打破現狀和共識的
行動，未來「共同開發」的可能性大於釣魚島。
但王逸舟就提醒，中國要在南海做好打持久戰

的準備。他說，中國面對的不是一兩個國家，而
是與八個國家都有主權和海洋權益爭端。他建議
中國民眾不要性急，相信隨 中國綜合國力增
長，和更熟悉和掌握國際規則，會有逐漸解決的

過程，也許未來解決的思路可能會更多。

解決爭端軟硬兼具
王逸舟稱，中國正從傳統陸地大國向更重視海

洋方向推進，這是一個長期、漸進的過程。對各
種海洋糾紛的處置，是中國成長為全方位大國的
必經階段，亦是邁向「高邊疆」的開始，成敗直
接關係中國在其他「高邊疆」領域(如極地、外空
等)的命運。
王逸舟認為，中國在解決與周邊國家的主權爭

端方面，要有一些統籌思路，要硬的更硬，軟的
更軟，把它看作中國走向「高邊疆」的一個必由
之路，都需要作一些重大的規劃。

大國外交一直是中國外交的一大亮點。過去
十年間，中國的大國外交取得不俗成績，中國
在各大國對外戰略中的地位明顯上升，各大國
普遍增加了對中國的合作與借重。其中，中美
關係保持了總體穩定發展，妥善處理分歧，雙
方積極建設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中美合作夥
伴關係，就探索構建新型大國關係達成重要共
識。中俄關係提升為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雙方制定了未來十年兩國關係發展規劃。中歐
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內涵不斷充實，中國與歐洲
主要大國及中東歐等國關係進一步發展。
但不可否認的是，中美關係始終處於變動之

中。曲星直言，變動最主要來源於美國的政治
周期，美國一選舉就習慣把自身的結構性問
題，歸結為外部環境和其它國家，從而令中美
關係總是處在波動之中。
曲星坦言，即使沒有中共十八大，美國每換

一次總統，中美關係也都會出現波動。他說，

過去四十年來，中美關係的波動就像鐘擺一
樣，雖然不停擺動，但卻始終有一個平衡點，
因為中美關係破裂對誰也不利。

有共同利益亦有分歧
曲星強調，從中方來講，也非常重視對美關

係，也希望保持與美國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
夥伴關係，也不會因為中共十八大而發生變
化，因為良好的中美關係不僅符中美利益，也
符合世界發展大局。
至於中美間矛盾與分歧，曲星指出，中美雙

方圍繞西藏、人民幣、台灣等問題的爭議一直
就有，未來也會繼續存在，但相信「波動完還
會回來」。
王逸舟也對中國的大國外交和對美外交予以

積極評價，但他同時也建議，中國外交未來要
轉型，要更具前瞻性，要多謀劃下先手棋，而
不只是在事情發生後再去應對。

未來中國外交到底是挑戰大於機遇？還是機遇大於挑戰？中
國外交人士向本報總結指出，隨 中國的崛起，中國在世界上
發言權在不斷增大，中國外交目前已進入黃金時間，中國外交
未來面臨的機遇遠大於挑戰。同時，無論國際形勢如何風雲變
幻，獨立自主、和平發展，始終是中國外交的兩大重要主線與
精彩亮點，而中國也將會繼續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
中國與歐美相對實力此消彼長，西方發達國家對華期望提

升。面對當前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和西方大國的集體施壓，北

京大學國際政治與經濟中心主任王勇教授建議，中國仍應冷靜
觀察，視各國國情不同，文化、制度不同，分清核心利益與短
期矛盾，要 眼穩定與大局，不能因一時衝動，而妨害長遠根
本利益。

專家倡 力打造四大環境
外交學院院長助理、國際關係研究所所長王帆向本報表示，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國之間的相互關聯和依存度大大提
升，各國間需要共同面對的問題遠遠超越雙邊國家之間的威
脅，這將促進國與國之間的更大團結與協作，同時也將為中國
外交在世界舞台上發揮更多積極作用提供了巨大空間。
曲星認為，未來中國外交要維護一個機遇，創造四個環境。

維護一個機遇，指的是維護好中國發展的戰略機遇期；創造四
個環境，即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睦鄰友好的周邊環境，平等
互利的合作環境和客觀友善的輿論環境。他說，創造四個環
境，最關鍵的是要處理好大國關係；控制好周邊的熱點問題；
進一步鞏固與發展中國家關係的基礎，積極參與多邊外交；同
時也要向世界說明中國和平發展的根本需求。

未來機遇 勝過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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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南海面對來自8個國家的主權和海洋權益爭端。圖為

與菲律賓有主權爭議的黃岩島。

■中國外長楊潔篪9月27日在聯合國總部出

席第67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並發言

時，闡述了中方在釣魚島問題上的嚴正立

場。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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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非法購買中國領土釣魚島，激

起廣大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圖為內地民

眾遊行保釣。 資料圖片

■日本政府非法購買中國領土釣魚島，激

起廣大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圖為內地民

眾遊行保釣。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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