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訪 現代國關院副院長袁鵬 評點「習奧莊園會」

記者：未來美國會直接公開插手中

日釣魚島爭端嗎？

袁鵬：美國在釣魚島主權問題上
「不持立場」，但承認日本有行政管轄
權，並宣稱釣魚島適用美日安保條
約。中日在釣魚島一旦發生衝突，美
國干涉的可能性很大，但具體怎麼干
涉，要取決於事態的發展。目前而
言，美國要在中日釣魚島爭端中，保
持一個最佳平衡，以達到美國的利益
最大化。

軍演助長日右翼勢力
記者：作為重要背後推手，美國最

終有能力管控日本平息挑釁嗎？

袁鵬：我對美國讓日本停，日本能
不能停保持懷疑。因為除了美國外
因，日本的內因也是重要因素，近
年，日本國內出現右傾化潮流，而安
倍為了國內政治需要裹挾民意，單一
的美國因素未必能讓日本在釣魚島問
題上踩剎車，讓事態平息下來，但美
國作為外因仍能發揮重要作用。

美國應改變其明顯偏袒日本的做
法，要警示日本右翼：美國不是空頭
支票，不是想用就用，不能亂搞。現
在美國沒完沒了的跟日本搞軍演，並
在日本部署先進的軍事武器，無論是
在政策宣示還是實際動作上，都助長
了日本的右翼勢力抬頭。

記者：那美國在什麼情況下會對日

本踩下剎車？

美不會無條件挺日
袁鵬：美國在「重返亞太」的新戰

略趨勢中，必須把日本作為其最重要
的戰略依托，日美關係在未來也很難
有弱化的趨向。但儘管美日捆綁的很
緊密，也並不等於美國會無條件地支
持日本，最終讓日本把美國拖下水。
比如說日本現在一些國內不當言論已
明顯有悖二戰以後國際秩序和國際道
義，已引發美國國內反彈。日本也不
能錯把美國對其軍事上的支持，以及
對其在島礁上的支持，理解成對日本
所有問題的無條件支持。

記者：未來美國會調整對日政策嗎？

袁鵬：如果還是像現在這樣的搞法，日本會越走
越遠，超越美國的道德底線，甚至超越美國人一手
定下的戰後國際秩序，相信美國會適度有所表示。
戰後國際秩序是美國和相關國家一手建立的，包括
1947年美國為日本量身定制的和平憲法，沒有得到
美國完全同意，日本單方面進行修改也是對美國挑
戰，美國如果感到威脅時，相信會對日本進行適度
敲打。

我認為，即將舉行的「習奧會」，某種意義上說其
實也是美國對日本一種間接的暗示：不要以為我眼
裡只有你一個日本，中國對我來說也是很重要的。

美國總統奧巴馬7日將在加州安
納伯格莊園迎接習近平主席，

舉行中美換屆後的首次元首會晤。
在一天一夜的時間裡，雙方既會有
大範圍對話，也有很多場合的單獨
會面。目前，白宮方面已公開宣布
了其對話清單，重點包括經濟、軍
事合作、網絡安全，以及朝鮮、亞
太穩定和氣候變化等。袁鵬認為，
中美會有各自關注的重點，相信中
國對話清單會關注台灣、東海、南
海以及對美國投資受限等問題。

促美恪守中美三個公報

「只要台灣一天不統一，台灣問
題就始終會是中國最核心利益和最
重大關切點。」袁鵬預測，習近平
屆時會敦促美國恪守中美三個公報
及「一中」原則，而奧巴馬也會重
申美國對台灣問題的一貫立場。他
相信，近年反覆困擾中美關係的對
台軍售問題，在可預見的將來還會
繼續存在，但這並不等於這一問題
在未來沒有任何鬆動和改變的可
能，相信中美可以通過努力，讓其
對中美關係的傷害降到最低，並逐
漸尋求對台軍售的最終解決。

在「習奧會」前夕舉行的香格里
拉對話會上，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司
令塞繆爾．洛克利爾上將向媒體透
露，中國海軍已開始「回訪」美國
200海里的專屬經濟區執行任務。此
前，中國一直抱怨美國艦機在中國
專屬經濟區一年幾百次的抵近偵
察，要求美國要無害通過，而美國
則強調其航行自由，指其行為「合
理合法」。

南海紛爭 美偏袒菲律賓

袁鵬認為，美國艦機在南海對中
國的抵近偵察，一直以來都是中美
軍事交流的重要障礙之一。若有關
報道屬實，美國放出這一消息，可
能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是希望
此類事件日後不要影響到中美正常
的軍事交流。「美國可能認為，你
到我們這裡，我們都沒有說什麼，
那麼以後中方是否也不應因此中斷
兩軍交流？」「這是美國在向中國討
價還價。」

近年來，菲律賓、越南等國不停
在南海挑起事端，而美國也借航行
自由等不斷插手，被外界批評是風
波的幕後推手。袁鵬指出，美國雖
聲稱在南海問題上不持立場，但是
卻有態度，其南海政策雖貌似客
觀，但實則具有傾向性和模糊地
帶。儘管目前為止美國有所克制，
但其實美國一直在給菲律賓、越南
等撐腰打氣，使得他們更加咄咄逼
人，而一旦真有爭端出現，相信也
會出面偏袒菲律賓。

不可能再「睜一眼閉一眼」

菲律賓、越南、日本以及美國在
南海和東海表現咄咄逼人，並不斷
將南海問題擴大化和國際化的企
圖，中國該如何應對呢？袁鵬建
議：一是要通過中美之間對話協調
溝通，讓美國不要成為南海問題當
中的主要當事方，或者是不負責任
的拉偏架的一方；二是中國要堅持
跟相關國家的雙邊談話機制，中國
與五個國家間的島礁或領海爭端各
有不同，糾纏在一起反而會使問題
更加複雜化，宜逐一解決。

袁鵬強調，在此過程中中國會堅
持自己的底線和原則不鬆動。他說，
在主權和領土、領海問題上中國是不
可能讓步的，甚至會不惜軍事手段來
加以捍衛。這位專家認為，隨 中國
實力和地位的提升，中國捍衛主權和
領土、領海的意志正變得更加堅定明
確，手法也更加多樣化。「再指望我
們在這個過程中睜一隻眼閉一眼，是
絕對不可能的。」

記者：這次「習奧會」上，中國赴

美投資受限問題會有新進展嗎？未來

美國會改變口惠而實不至的做法做出

大的實質性讓步？

袁鵬：這些年來，中國為解決對赴美
投資受限問題一直在做努力，美國方面
口頭雖然一直表示沒有障礙，但是在實
際做法上還是處處設限。相信未來這一

問題在中國的適度推動下，美國會有所
表示，但是不要指望美國會有實質性的
重大改變。因為美國擔心，一旦完全放
開中國的對美投資，美國的核心競爭力
和支柱性產業會受到衝擊，重蹈當年日
本衝擊美國的覆轍。

我相信，未來美國一方面會說歡迎
中國對美投資，但另外一方面，美國

會通過國內的一些法規等對中國投資
加以限制。比如，近期中國雙匯併購
美國企業，美國就拿中國的食品安全
問題說事。所以，未來中美在這一領
域的鬥爭會持續下去，但是美國對中
國赴美投資的限制，會在鬥爭中逐步
地一點點放鬆，但一次性打開可能性
不大。

中國捍衛主權
手法更趨多樣

習近平主席7日將抵達美國加州安納伯格莊園，與美國總統奧巴馬舉

行為期兩天的「不打領帶」的「莊園峰會」。峰會前夕，中國現代國際

關係研究院副院長袁鵬接受本報專訪指出，奧巴馬將重申「一中」立

場，未來中國在東海和南海睜一隻眼閉一眼已絕無可能，中國捍衛主

權和領土、領海完整的意志會更加堅定明確，手法也將更加多樣化，

日本若在右傾的道路上愈行愈遠，美國也將對其適度敲打，即將舉行

的「習奧會」，某種意義上也是美國對日本一種間接暗示。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沖、馬靜
袁 鵬 簡 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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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在釣島問題上

「不持立場」，但承認日

本有行政管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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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美投資限制 不會重大改變

記者：此次「習奧會」預料會達成

哪些成果？

袁鵬：此次會晤重點不是要談具體
問題，具體問題會留待7月份的中美戰
略與經濟對話去處理，此次會晤更多
是就一些關係兩國重大方向的問題確
定大的原則和方向指針，同時也為兩
國高層建立一種比較正常和友好的個
人關係，至少在兩國高層間最大限度
的減少戰略誤判，澄清一些不實的認
識，並就兩人各自關切的話題坦誠的
交換意見。

記者：未來中美兩國領導人會晤是

否會機制化？

袁鵬：這次中美首腦會晤是一次創
新，是一次過境順訪和一次「不打領

帶」的非正式會晤，這種會晤形式今
後是否會每年都搞我不得而知，但可
以肯定的是中美每年都會想辦法實現
高層會晤。

其實中美兩國領導人會晤機會還是
很多的，未來兩國多邊場合之外會否
再安排專門的兩個人會晤，取決於這
次對話的效果和雙方能否達成一致。

國事訪問沒法年年搞，太正式，雙
方籌備太麻煩，尤其是美國一直不想
搞繁文縟節，不想把很多時間放在形
式上，而這樣的直奔主題的會晤，則
不失為一種比較好的形式。我想今後
未必兩國每年都要搞國事訪問或正式
訪問，但每年搞這樣的會晤還是不錯
的。許多專家都曾建議，兩國元首每

年不拘禮節地見一次，每次談的時間
長一些，把問題談透，我認為是不錯
的主意。

中美關係「水漲船高」
記者：您對中美關係前景怎麼看？

袁鵬：中美關係前景還是持謹慎樂
觀態度的。中美過去四十年經驗證明
中美兩個不同的大國還是完全能在競
爭中合作，在合作中前進。中美關係
不是傳統的興衰大國之間的關係，中
國在崛起，但美國並沒有衰落，中國
在復興，美國在復甦，中美之間不是
你升我降，而是水漲船高。這樣一種
特殊性確保兩國有足夠的空間去發展
合作。

記者：此次「習奧會」後，中美在

朝核問題上合作是否會進一步加強？

袁鵬：朝核問題應是中美雙方共同
關心的問題，主張半島無核化符合中
美雙方共同利益，這點是毫無疑問
的。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在朝鮮第三次
核試驗後參與聯合國對朝制裁，對朝
鮮公開提出批評。在朝核問題上，中
美有巨大的共同利益。

中國目標：和平 穩定 無核

但與此同時，中美對朝核問題的關
切又有分歧，不盡一致。首先，中國
的目標是和平穩定無核，這是我們三
大目標，這三個目標是並重的。美國
則把無核看的超越和平穩定，只要無
核就行，和平穩定放在其次。

其次，美國希望中國不僅要全面履
行聯合國安理會制裁決議，實質性減
緩對朝鮮的經濟援助，還最好要參與
美國單方面對朝制裁，而中國不可能
是美國讓中國怎麼做就怎麼做，而且

中國也沒法參與美國單方面制裁。
此外，中美對朝核問題的原因和未來

走向的看法也不盡一致，美國認為朝鮮
擁核，是為了蓄謀已久的戰略目標，中
國則認為，朝鮮擁核與美國最近的做法
也有關係，美、日、韓沒完沒了的軍演
和高壓對朝鮮有刺激，而美國戰略重心
東移導致中美戰略博弈加深，也給朝鮮
鋌而走險提供某些契機。

要解決有關問題，朝鮮要改變，美
國也要改變，包
括美國的導彈防
禦系統、美韓沒
完 沒 了 的 軍 演
等，這些做法也
應該收一收。所
以 在 這 個 問 題
上，中國應該還
是會按照事情本
身的是非曲直來
處理問題，誰錯
了批評誰。

中東問題合作空間大
記者：中美未來在中東和阿富汗問

題是否會有進一步合作空間？

袁鵬：在中東和阿富汗問題上，中
美擁有共同利益，雙方合作空間很
大，美國也歡迎中國參與阿富汗戰後
重建，應該說雙方未來在各個方面還
是有很大的合作空間可以挖掘的，而
未來如何抓住雙方的共同利益，將是
雙方合作的一個重要條件。

解決朝核問題 朝美都要改變

■朝鮮無核化

是中美雙方共

同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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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首每年「非正式會晤」望機制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