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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 社科院美研所長黃平 點評克里及中美關係

美卿
對華趨務實靈活

人換 黃平，社會學博士（倫敦經濟學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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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國際跨文化研究會

副會長。

■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

所長黃平。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沖 攝

■克里（左）訪華，會晤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 資料圖片

克里是美國第68任國務卿，也是16年來
第一位白人男性國務卿。國務卿素來

被譽為「美國的臉」，地位要比其他部長
高，是所有內閣成員中的首席，是總統職
位的第四順位承任人。黃平表示，雖然在
美國是總統決定對外政策，國務院和國務
卿更多是執行，但相比個人色彩濃重、愛
出風頭且咄咄逼人的希拉里，克里對華
應該會更加務實和靈活。

克里主張「維持」亞太軍力

在上周參議院聽證會上，克里雖認同美
國「重返亞太」，卻不確信美國有必要加強
在亞太的軍事存在，但又不建議降低「現
有水平」的軍事部署。黃平認為，在對
華政策的表述上，克里代表的不止是
他個人的理念，而應與奧巴馬有過密

切溝通。
這位專家相信，奧巴馬第二任內應會審視和調

整過去四年的對華政策，並且也會與中國協調溝
通，但萬變不離其宗，美對華仍會是「接觸+遏
制」政策，即所謂的「兩面下注」；至於是接觸
重一些，還是遏制重一些，則要根據美國的國家
利益和今後四年的實際變化來調整。

希拉里在國務卿任內，將美「重返亞太」矛頭
直指中國，對華遏制色彩濃重，特別是格外突顯
軍事遏制，令中美間的互疑上升。黃平指出，克
里有關軍事部署的最新表態，比較符合美國目前
客觀實際情況，在現在美國經濟、財政、預算的
狀況下，再在亞太增加兵力，美國的選民都不會
答應。

「添兵」無益美國 不利亞太

黃平批評，美國在亞太增加兵力，是一廂情
願，造成的緊張和對峙，也不利於亞太地區的穩
定、和平、合作和發展。「據我所知，連日、
韓、澳等美國的同盟國中，也有人不願在中美之
間選邊站，更別說其他一些亞太國家了。亞太多
數國家並不希望出現所謂經濟上靠中國，安全上
靠美國。」

克里提出，美中在經貿領域不應互視為對手，
美國必須加強美中關係，並希望在國際和地區問
題上與中方密切合作。黃平分析，在朝核、伊
核、阿富汗、敘利亞，還有世界經濟復甦、全球
治理、氣候變化等諸多熱點問題和全球議題上，
美國確實都需要中國的參與。站在美國立場看，
只與中國合作，不夠；不與中國合作，也不行。

中美結構性矛盾 關係仍複雜

儘管中國媒體目前普通對克里給予積極評價，
但黃平也提醒，中美合不合作，中美關係好不
好，並不取決於一個人或一個部門。他強調，中
國對美國既要聽其言，也要觀其行。中美間仍存
在結構性矛盾，彼此間的戰略互信問題仍沒有得
到解決，未來的中美關係仍處於複雜局面。

黃平判斷，奧巴馬的第二個四年，仍將繼續亞
太的「再平衡戰略」，這是美國的國家利益使
然。出於軍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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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針對中國的色
彩仍將非常濃，包括防範中國的一面，所以它要
強化與日、韓、菲、泰、澳的軍事同盟關係，同
時也努力與越南、印度、蒙古等建立夥伴關係。

克里日前以94比3的壓倒性票數，接任美國國務卿，成為奧巴馬總統第

二任期內的最高外交掌門人。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所長黃平指出，奧巴

馬連任後的對華政策可能更趨務實靈活。從副總統拜登到克里，再到新防

長哈格爾，美國新的外交和安全團隊都屬務實派，奧巴馬很可能對第一任

內的對華政策作出適度調整，在繼續加強亞太戰略再平衡同時，對華軍事

遏制抑或不再那麼突顯。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記者：克里此前曾多次批
評中國非法操縱貨幣匯率，
未來他是否會在這方面向中
國發難？

黃平：我覺得人民幣匯率
問題某種意義上是個偽議
題，是被媒介、政客炒作起
來的，是美國經濟本身不發
展的一個借口和犧牲品。第
一，人民幣（兌美元）匯率
一直在調整，而且調整幅度
還很大。第二，美國經濟不
好的主要原因，哪裡是什麼人民幣匯率問
題？第三，人民幣再猛升，對美國經濟真
的就好嗎？

美敵視中國 自造威脅

美國政治特色，當議員時說話，和他真
正地操盤政府的時候，是不一樣的。當議
員時，他有國內政治的需要，有爭取選民
的需要，有迎合媒體的需要。我們應該給

克里團隊一些時間。
事實上，也不止是人民幣匯率問題，包

括對華技術出口或轉讓問題，美國確實過
於敏感。一些低技術也說成是高新技術，
民用技術也當成是軍用技術，正常的經貿
也成了威脅國家安全，自己把自己搞得風
聲鶴唳。

記者：近年中美經貿摩擦頻繁，克里也
表示中美在經貿問題上需要「艱難跋涉」，

對避免中美「貿易戰」你有何
建議？

黃平：中國經濟確實在逐漸
做大做強，但美國經濟增長速
度雖然放緩，但仍是最大經濟
體，中美間如果是健康的市場
競爭是正常的。美國處理經貿
糾紛，不能有雙重標準，不能
一方面要求中國遵守市場規則
的高標準，另一方面又不承認
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這是不
公平的，也是自相矛盾的。

自由貿易 有利美經濟

中美在經貿上不是對手，作為世界最大
經濟體的美國，應身體力行推動自由貿
易，而非試圖去全球化，繞開WTO。美國
必須走開放的道路，絕不能因為現在出現
了金融危機，就業壓力大，就回到貿易保
護的老路上，那實際上對美國經濟和就業
都沒好處。

記者：你怎麼評價希拉里過去4年在國務
卿任上的表現？

黃平：希拉里從很年輕時就開始投身政
治，是個天生搞政治的料，可謂行家裡
手。在國務卿任內，希拉里做事肯定首先
是圍繞 美國利益。同時，她又會帶 很
強的個人色彩，甚至有時候風頭、說大
話，有點蓋過奧巴馬。

有些知情人也說，奧巴馬上台後一直將
主要精力放在經濟、就業、醫改、能源、
稅收等國內事務上，而希拉里則是全世界
到處跑，到處講，圍繞地球幾十圈的里
程，腿腳很辛苦，手也伸得太長。

從谷歌事件到蒙古演講，再到最後的中

日釣魚島爭端，希拉里的很多說法做法，
就我作為一個學者來看，是不合適或很不
得體的。

不排除2016年選總統

記者：有觀點認為希拉里是在為2016年
大選預熱，她參選的可能性大嗎？

黃平：實際上現在希拉里的民意支持
率，甚至高於奧巴馬。現在她把自己搞得
太累，幹不動了。至於未來是否競選總
統，首先要看她到時能否休整過來。

2016年如果民主黨推不出其他更好的人
選，而希拉里又有能力，她參選還是有可
能的。奧巴馬開創了第一個非白人總統，

她為什麼不能開創第一個非男性總統？
記者：希拉里是否可以算是對華強硬

派？
黃平：不止是對華，在整個外交事務

上，希拉里的風格都是強勢的。希拉里的
強勢有個性上的原因，但外交不止是個人
風格，關鍵還是實力和利益， 她四年任上
說了很多話，大話空話也不少，不必過於
看重一些說法。

奧巴馬進入第二任期，中共十八大也
選出了新的中央領導集體，中美關係面
臨 新的契機和平台。黃平認為，美國
未來需要處理好中國的責任與權利間的
平衡，以及美國對華經貿政策和安全政
策之間的平衡兩個問題。他說，經濟仍
然是奧巴馬第二任內的頭等大事，而美
國的經濟復甦需要中國的參與和合作。

「和中國合作符合美國利益，與中國鬥
不符合美國利益。」

黃平稱，美國需要和中國搞關係，並
希望中國承擔更多國際責任。而中國隨

國力的上升，也應當多承擔責任，但
同時，中國相應的權利也應該增加，不
能只擔責任而沒有權利，否則就是不對
等的。

黃平強調，倒不是中國要爭什麼權
利，中國歷來都主張不稱霸，不走霸權
擴張道路，並一貫倡導和平發展。但近
年美國只是一味地讓中國承擔責任，中
國稍微在東盟或上合組織等地區事務上
發揮一點作用，美國就感覺好像受到了

排擠，而一個大國興起的過程中必然伴
隨影響力的擴大，當然相應的也會有共
同但有區別的責任擔當。

政策矛盾：「友」經貿「敵」安全

另外，黃平認為，美國還需要搞好對
華經貿政策和安全政策之間的平衡，不
能在經貿上與中國合作，安全上卻把中
國當敵手，又打又拉，「這顯然是不平
衡的」。

「美國一會說中國是最重要的，中美
關係是最重要的，一會又說美日關係是
亞太的基石，同盟關係是基石中的基
石。美國加強美日、美韓、美澳、美
菲、美泰軍事同盟幹什麼呢？總不是只
針對朝鮮吧？」

黃平指出，21世紀是個互利合作共贏
的時代，叢林法則、冷戰法則、零和遊
戲，已經行不通，弱肉強食的時代已經
過去了。美國也有很多有識之士早已經
看到，第一遏制中國行不通，第二中國
根本遏制不了。

美無法遏制中國崛起 催升人民幣 議員官員有分別

釣島問題 美會更理性

記者：克里上台後會像希拉里一

樣在釣魚島問題上咄咄逼人嗎？

黃平：我想克里可能會實際一

點，理性一點，靈活一點。在釣魚

島問題上，美國表面上說是不選邊

站，但實際上是給日本打氣，這對

亞太地區的經濟合作、地區穩定沒

有好處。亞太地區的經濟合作和安

全穩定被打亂了，還有什麼亞太世

紀？還有什麼美國的太平洋世紀？

相信美國最終不會因為一個釣魚島

爭端，而破壞掉自己宣稱的美國的

太平洋世紀。中日韓間的經貿合作

等，也不能因為美國「重返亞洲」

而被終止。另外，日本也不能因為

有釣魚島爭端，就希望美國增加在

亞太的兵力，包括美國在日本的駐

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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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里話太多 手太長 ■美國前後

任國務卿希

拉里（左）

和克里（右）

對華態度顯

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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