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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 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所長

中美臻新磨合期

經貿糾紛勢加劇黃
平

「奧巴馬連任，其對外政策
的變化要小於羅姆尼當

選。選舉結果出來前，曾有觀點認
為，即使是羅姆尼登上總統寶座，
中美關係也變不到哪裡去，但實際
上，民主黨和共和黨在對內政策上
呈現兩極化趨勢，如果羅姆尼上
台，美國的亞洲政策和對華政策也
會有很大變化，特別是經貿政策，
因為這與其對內經濟政策也密切相
關。」談及剛剛結束的美國大選，
黃平首先作出了上述判斷。

經貿「壓艙石」時代過去
近年來，中美間的經貿糾紛、摩

擦明顯增多，連中國明顯有利於美
國的對美投資也不斷受阻。黃平提
醒，未來隨 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
中的比重進一步增加，尤其是如果
美國經濟和就業形勢並不見大的好
轉，所謂匯率問題、知識產權保護
問題、企業公平競爭條件問題等，
都將在中美之間繼續引發摩擦，甚
至爭鬥。
在黃平看來，即使現在是奧巴馬

連任，中美經貿摩擦也不會減少。

他警告，經貿關係作為中美關係的
「壓艙石」時代將要成為過去式。

「只要中國經濟發展勢頭繼續走
好，美國經濟復甦乏力，哪怕兩者
沒有直接的因果關係，美國的政
客、媒體乃至公眾也很容易指責這
些是因為中國搶走了美國人的飯
碗，或者中國人偷竊了美國的知識
產權，並會不斷到世界貿易組織起
訴中國企業。」

美責人民幣匯率無理
黃平強調，美國經濟的關鍵還是

要把自身問題解決好，而非找借口
指責別人，更不要因為政治原因對
外轉移矛盾或公眾視線。
至於此前美方不斷施壓的人民幣

匯率問題，黃平表示，人民幣匯率
其實是把雙刃劍，過去十年間，中
國對人民幣匯率調整的幅度已經很
大，並且目前還在調整中。但是，
值得注意的是，這期間美國經濟和
就業狀況反而更差了，這說明美國
經濟不景氣並非因為人民幣匯率偏
低，而人民幣匯率未來再大幅度調
整對美國的經濟和消費者也未必有

利。
為重振美國經濟，奧巴馬在第一

任內提出了出口倍增計劃，而中國
多年也一直呼籲美方擴大對華高新
技術產品出口。

高新技術輸華不明朗
黃平擔心，美對華高新技術出口

放鬆今後幾年內都很難，其背後關
鍵是中美戰略上不信任，哪怕很多
技術其實與軍事毫不相關，但也仍
會面臨 美國國會和美國法律、輿
論上的諸多屏障。

展望未來中美經貿關係的發展，
黃平相信，中美未來將進入新的矛
盾磨合期，不會再是一馬平川。他
建議，在中美未來新的磨合期內，
中國有兩點需要堅持：一是堅持獨
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二是更要強調
經濟上互利、合作、共贏。
至於美國，黃平認為，也需要尊

重和適應新世界形勢，包括承認亞
洲崛起這一基本事實。他說，目
前，歐美主宰世界的大西洋的世紀
已基本過去，美國「一超獨霸」的
時代也已成歷史。

一個國家的政策調整雖然與政黨的政治主張
甚至領導人個人的偏好有關，但更多由大勢、
情勢、形勢所左右。黃平指出，出於安全、外
交和經濟上的考量，美國未來會繼續把戰略重
心投向亞洲，要強化她與日、韓、菲、泰、澳
的軍事同盟關係，同時也會努力與越南、印
度、蒙古等建立所謂夥伴關係，這其中針對中
國發展成為區域性大國的色彩非常濃重。

美視中為敵 華鄰陷兩難
他判斷，奧巴馬下一個四年，美國仍將繼續

加強對亞太的戰略部署，這是美國的國家利益
使然。他說，「美國實際上還是把中國當作另
類，最多也無非是『亦敵亦友』（Frienemy），
所以要『遏制＋接觸』（containgement）」。奧
巴馬本人也在與羅姆尼的第三場辯論中把中國
說成是敵手（adversary）。
美國這樣來定位中國，使中國的許多鄰國處

於兩難中。亞洲地區很多國家不願意處於「經
濟上靠中國，安全上靠美國」的境地，對於美
國「重返亞太」也心存疑慮，擔心中美從此陷
入新一場「冷戰」，令亞洲成為是非地。

新亞太世紀 重和平共贏
黃平指出，美國確實也面臨巨額財政赤字、

防務預算削減的問題，還有其他很多未知因素
（例如朝核、伊核問題）的制約。所以，一方
面美國在奧巴馬第二任會繼續甚至加大戰略上
重返亞洲（或「戰略再平衡」）的力度，另一
方面也會繼續受到各種內外制約。
黃平認為，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繁榮與安

全，也取決於亞太各國怎樣互動，而不只是美
國一家如何說如何做。中國自己不會因為美國
要「重返亞太」而打亂自己堅持走和平發展道
路的陣腳，更不會改變自己獨立自主的和平外
交路線。而美國要「重返亞太」，也不能是來
主宰和支配。亞太世紀只能是大家彼此和平相
處、共謀發展、互利共贏的世紀。

四年一度的美國總統大選，在

經過激烈角逐後日前正式塵埃落

定，現任總統奧巴馬成功擊敗共

和黨候選人羅姆尼獲得連任。外

界關注，在第二任期內的奧巴

馬，將會採取哪些新的國際政

策，而中美關係又將何去何從。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

黃平在京接受本報專訪指出，未

來四年美對華政策將大體保持延

續性，但中美間的經貿糾紛預料

會明顯增加，經貿關係作為中美

關係穩定發展的「壓艙石」時代

大概將要過去，中美經濟關係或

將進入新的磨合期。中國應堅持

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強調經濟

上互利、合作、共贏。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

美
加
緊
重
返
亞
太

中
國
堅
走
和
平
路

美
加
緊
重
返
亞
太

中
國
堅
走
和
平
路

美
加
緊
重
返
亞
太

中
國
堅
走
和
平
路

美
加
緊
重
返
亞
太

中
國
堅
走
和
平
路

美
加
緊
重
返
亞
太

中
國
堅
走
和
平
路

美
加
緊
重
返
亞
太

中
國
堅
走
和
平
路

美
加
緊
重
返
亞
太

中
國
堅
走
和
平
路

美
加
緊
重
返
亞
太

中
國
堅
走
和
平
路

美
加
緊
重
返
亞
太

中
國
堅
走
和
平
路

美
加
緊
重
返
亞
太

中
國
堅
走
和
平
路

美
加
緊
重
返
亞
太

中
國
堅
走
和
平
路

美
加
緊
重
返
亞
太

中
國
堅
走
和
平
路

美
加
緊
重
返
亞
太

中
國
堅
走
和
平
路

美
加
緊
重
返
亞
太

中
國
堅
走
和
平
路

對台軍售料持續 軍事互信舉步艱

■美國政府早前對

華為、中興展開調

查，指控兩家中企

產品威脅其國家安

全。 資料圖片

■記者：未來美國很可能還會再次對台軍售？

■黃平：台灣問題是中國的核心利益，中國在這一問
題上的立場和態度一貫，在主權問題上，沒有任何
討論餘地。只要美國還有《台灣關係法》，且兩岸
徹底終止敵對狀態、簽署和平協議之前，美國對台
軍售仍將繼續，只是數量、品種、時機問題。本
來，如果美國遵守《中美817公報》，美國對台軍售
越減少，中美之間的軍事猜疑就越少，兩岸關係就
會越緩和，中美關係也就越穩定。更何況，美國需
要和中國在不少領域合作與互信，其中包括軍事對
話與合作。美國繼續對台售武，中美兩國兩軍的互
信與合作無疑會受到嚴重影響。

■記者：對於未來的中美軍事交流您持何觀點？

■黃平：軍事屬於傳統安全領域，將是中美兩國關
係中最難建立互信的領域。相信未來中美在軍事
互訪、共同打擊海盜、反恐、安全對話等領域的
交流會增加，但深層次的中美軍事互信問題，只
要美國（不只是美國政府特別是其五角大樓，也
包括美國國會等）繼續將中國正常的軍事現代化
視為威脅，只要美國（特別是美國的軍工利益集
團和其代言人）繼續把中國作為潛在敵人，那就
很難有重大進展。

中美人文交流待增
■記者：中美在人文或民間領域交流未來是否還可再

上新台階？

■黃平：中美人文或民間交流其實已很密切。未來中
美間應加強在思想和精神層面的交流，兩種文化之
間的交流、溝通，也是兩大文明互動、共享，美國
有全面認識中國的必要，中國也需要更深刻認識美
國。我相信，未來中美人文層面的溝通交流不僅會
越來越多，也會越來越平等，雙方間的思想交流不
應是一方高高在上當老師，不斷出題，另一方不斷
答題，甚至還總不及格。現在美國認為自己是西方
文明代表，很優越；中國也認為自己是東方古老文
明的代表，很悠久。未來雙方能否都放下架子，共
同探討一些人類未來面臨的共同挑戰？對中美而
言，戰略互信並非不可逾越，文明差異也並不一定
意味 隔閡和廝殺。事實上，有差異正好形成多元
與互補，最終走向和而不同、美美與共。

美對中東投入料減
■記者：未來四年您認為美國會成功從中東抽身嗎？

■黃平：美國希望轉身重返亞太，但中東是矛盾最
多、最複雜的地區，並非美國想放棄，想撤就可
以撤的。即使能夠如期從阿富汗撤軍，也並不那
麼輕易就能從中東徹底抽身。今後幾年，美國隨
頁岩氣開發，對中東的石油進口會減少，但是

中東的重要性不僅僅是石油，地緣政治的，伊
朗、以色列， 遜尼派和什葉派，穆斯林和阿拉
伯，他們之間的複雜關係，不是一天兩天形成
的，也不是朝夕之功就能解決的。

美俄難成戰略夥伴
■記者：奧巴馬是否還會想重啟美俄關係？

■黃平：俄羅斯往哪裡偏和擺非常重要，奧巴馬第
一任期間確實想重啟俄美關係，希望與俄加強溝
通，但同時美對俄的戰略疑慮也更大，而俄的獨
立性很強，相信俄羅斯在奧巴馬第二任期內既不
會簡單融入歐洲，也很難和美國成為戰略夥伴。

■記者：未來美歐關係是否會有新的變化？

■黃平：歐美是天然盟友，哪怕蘇聯和華約集團這
一共同敵手隨 蘇東解體而不復存在，但歐美現
在和未來仍是聯繫最緊密的，經濟、政治、文
化，都很難分開。當然，現在美歐跨大西洋關係
已不如冷戰時期那麼重要，但這並不意味美國就
會全然不顧歐洲而轉身亞洲。未來美國花在歐洲
的財力精力會有所減少，但這也取決於歐洲自己
怎麼處理她與美國
的關係。

美日經濟合作加強
■記者：美國的對日政策是否會作

調整？

■黃平：亞洲雖是當今世界經濟增
長的引擎，但同時相對於歐洲北
美等，亞洲也是區域整合程度最
低的，缺乏統一機制，地區內的
矛盾、恩怨也最多。美國若想在
太平洋世紀繼續當世界老大，並
且在亞太地區保持其地位和影
響，就會在經濟、外交、防務上
與日本等盟國加強合作，但不能
只注重其盟國，而忽略新興大
國。

■記者：美國若公開插手中日釣魚

島之爭會有什麼結果？

■黃平：釣魚島之爭不僅涉及主權
這個原則問題，而且是由於日本
侵略等原因形成的。凡是歷史形
成的問題，都有複雜的背景和根
源，也不是一天兩天就能徹底解
決的，所以中國過去一直主張擱
置爭議。在釣魚島問題上，中國
現在仍然願意通過中日間談判的
方式加以妥善處理，並反對第三
國插手。美國如果插手中日釣魚
島問題，表面上是協調和做中間
人，但其實是橫生枝節，並只會
給中美關係增添不確定因素。

社會學博士（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

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中華美國學會會

長、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美國研究》主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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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平簡歷▼
■社科院美國研究

所所長黃平指出，

中美經貿作為兩國

關係的「壓艙石」

時代已過去。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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