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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研究所所長

中美亞太競爭日烈
管控分歧力求合作

現任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

美國研究所所長、研究員。主要

從事美國外交及中美關係的研

究，曾任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

院院長辦公室主任、美國研究副

所長等職。文學學士，法學碩

士、博士，2006年至2009年在美

國大西洋理事會、約翰．霍普金

斯大學任訪問學者。

達
巍

對台軍售損中美關係
■ 記者：你如何看台灣問題，特別是對台軍售，對中美關係破壞力？

■ 達巍：事實上，隨 馬英九上台後兩岸關係的改善，台灣問題在中美

關係中所佔的份量在過去幾年大幅下降，已不再是中美關係中特別大

的麻煩。但是，對台軍售對中美關係的殺傷力仍然較大。目前，美對

台軍售政策短期內不會調整。不過，美國再次對台軍售將只會是時間

早晚的問題。屆時，台灣問題對中美關係的破壞力將再次凸顯。

中美經貿摩擦持續
■ 記者：一直有觀點認為中美經貿摩擦未來會持續升溫，你是否認同？

■ 達巍：中美有戰略經濟對話和商貿聯委會等專門解決經貿問題的機

制，目前雙方沒有緊迫的經貿問題。事實上，中美經貿摩擦在兩國整

體經貿領域中所佔的比例並不是特別大，但每當出現一個摩擦，就會

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未來，中美投資保護協定將改變中美間的經貿

摩擦，預期中美未來談成協定的可能性較大。不過，在中美投保協定

談成前，中美經貿關係總體會維持現狀，雙方間摩擦會持續。

■ 記者：中美在朝核問題上存在哪些分歧？下一步中美的重點是什麼？

■ 達巍：朝核問題是目前美方關注的首要議題。中美在朝核問題既有分

歧也有合作，中美在目標是一致的，都希望維護半島穩定，實現半島

無核化。中美分歧在於用什麼樣的手段來實現上述目標。至於下一步

的重點，就是如何讓朝鮮重返六方會談。目前中美雙方都在做，王毅

近日訪美的首要任務就是朝核問題，就是要動員美國回到談判軌道。

不過，現在朝核問題仍陷僵局。

元首會晤難機制化
■ 記者：中美已確定要致力構築新型大國關係，目前雙方還應為這一關

係填充哪些新內容？

■ 達巍：中美構築新型大國關係基本思路，一是管理分歧。比如，雙方

在朝核、東海等問題上存在分歧；二是如何擴大雙方合作領域。在朝

核、氣候變化、敘利亞等諸多國際和地區熱點問題上，中美並非完全

對抗的，雙方能夠有些合作。構築新型大國關係，美國目前關注的重

要議題是朝核。

■ 記者：未來中美元首會晤是否會實現機制化？

■ 達巍：中美元首會晤短期難以實現機制化，但未來中美元首互動會越

來越頻繁，見面次數也會增多。最近10年來，中美元首見面次數大大

增加。明年，亞太經合組織峰會將在中國召開，而奧巴馬也應該會正

式回訪中國，同時，中美元首在多邊場合見面的比例也會較高。
■達巍表示，美國可能暗中勸阻日本避免和中國發生衝突。

■達巍表示，中美之間的

貿易摩擦將持續。

■2013年9月，中美海軍舉行海上聯合搜救演習。

■美國客商與中國商人探討合作。 資料圖片

中國一直有聲音擔心美國主導的《跨太
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會把
中國排除在亞太自貿區之外，此次中美元
首會晤包括TPP在內的區域經濟合作，亦都
可能是雙方討論議題之一。達巍認為，TPP
談成後中國將喪失機會，中國應盡早加入
TPP談判，參與規則制定，這符合中國長遠
利益。

若未能搭上車 勢失部分機會

TPP最早由文萊、智利、新西蘭和新加坡4
國於2005年發起，2009年美國宣佈加入，之
後，TPP成員國又陸續擴至12個，其經濟規
模佔全球40％，貿易額佔全球三分之一。目

前美國正在積極推動，希望TPP於今年內談
成。達巍認為，TPP若談成對參加國家將是
一大利好，相關國家間的經濟往來將增多，
中國若沒有搭上車，將喪失部分機會。
和世界貿易組織(WTO)不同的是，TPP協

議是更高層面的貿易協定，不光涉及關稅這
樣的傳統領域，更包括市場競爭制度、電子
商務、環境保護、法治建設、政府採購、知
識產權、勞工權益等全方位制度建設。

華若加入TPP   猶如二次入世

達巍介紹，除TPP外，美國目前還在和歐
洲談類似協議。他說，這些協議都是在原來
台階上又跨上了一個台階，而且這些國家都

是很大的經濟體。如果談成後，若中國不跨
上這個台階，就會感覺被排擠在整個經濟合
作之外；如果加入，就要達到對方的標準，
這對中國而言就相當於「二次入世」。
現在越來越多的聲音認為，雖然TPP的協

議內容規格更高，但其規定和中國政府未來
加大開放力度、加速市場化改革的大方向是
一致的。因此，盡早加入TPP談判符合中國
長遠利益。
達巍指出，較高的勞工標準和環保標準等

也是中國想要的方向。達巍認為，中國可以
參與談判。「只有參與談判，才可能爭取對
華最有利的標準和方案。現在越南已參與其
中，中國又有什麼不可以談的呢？」

近年來，隨 美國戰略重心東移，高調「重返亞太」，美國
持續在中國周邊加大部署並頻繁「秀肌肉」，而另一邊，

作為區內發展中大國的中國，實力正持續增強，區內國家普遍關
注中美能否在亞太實現良性互動，以免雙方衝突對抗會「城門失
火，殃及池魚」。達巍表示，中美亞太良性互動從根本上講是一
個認識問題，雙方首先要解決「怎麼看」，然後再解決「怎麼辦」
的問題。「特別是在雙方具體的執行部門和操作裡面，雙方該怎
麼看待對方在亞太地區發揮作用！」

打消零和心態 方可良性互動

當前全球經濟持續低迷，中美合作尤顯重要。但作為新興大國
和守成大國的中美，到底該如何才能實現良性互動呢？達巍指
出，中美要在亞太實現良性互動，一是在心態上要有非「零和」
的心態，不要把對方所得看成是己方的失去。「中國和美國都沒
有辦法把對方排擠出亞太，不管美國喜不喜歡，也擋不住中國的
崛起。如果意識到這點，中美就應認真考慮如何在亞太共處。」
二是在政治、經濟、軍事安排上，中美要彼此接受到對方的存

在，尋找到讓對方存在並共處的辦法。美國在亞太有同盟體系，
中國不能幻想美國在亞太的同盟會瓦解或突然取消，這不現實；
同樣，對美國而言，也要考慮如何接納一個日益強大的中國。
三是中美要各自管控好第三方因素。比如日本、菲律賓、朝鮮

等一些熱點問題，有可能會把中美拖入雙方都不想要的衝突或對
抗的軌道中去，雙方一定要各自管控好這些第三方因素。

競爭並非戰爭 兩國毋須迴避

中國實力持續上升，而美國經濟形勢亦漸好轉，未來隨 中美
實力的不斷變化，雙方在亞太的競爭是否會加劇呢？達巍判斷，
中美競爭會越來越激烈，但最終競爭的性質取決於雙方如何應對
和處理兩國關係，「競爭並不意味 戰爭，有競爭是正常的事，
中美不用刻意迴避，其關鍵在於這種競爭是良性還是惡性。」因
此，達巍建議，一是中國要堅定不移地發展自己，有能力才能參
與競爭，這其中包括發展經濟和軍事；二是中美要避免走向惡性
競爭，須管理競爭的性質。中美要確實防止陷入惡性競爭，管控
分歧，盡可能找合作點。
對於未來中美關係發展的趨勢，達巍認為，未來中美關係將是

競爭與合作並存的大的框架不會改變，至於競爭面和合作面，哪
個會是主流，則難以確定。

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

會即將於本月7日在印尼峇里

島揭幕，儘管美國總統奧巴馬

缺席峰會，但亞太地區的大國關係走

向，特別是中美能否加強合作避免對抗，仍是各方關

注焦點。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研究所所長達

巍日前接受本報專訪指出，中美要實現良性互動，需

要雙方以非「零和」心態，接受彼此存在，並管控好

日本、菲律賓、朝鮮等第三方因素。他判斷，未來中

美亞太競爭會日趨激烈，雙方要避免衝突，就要管控

分歧，盡可能找到合作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中日釣魚島爭端持續緊張，美國儘管表面宣稱對釣魚島主權不
持立場，但卻頻繁與日本進行奪島演習，並反覆重申釣魚島適用
美日安保條約。達巍認為，美國要在釣魚島問題上對中國保持高
壓，可能暗中勸阻日本避免和中國在海上發生意外。
中美會晤中釣魚島問題總被提及，而日本總是頻繁挑釁，外界

關注美國是否會在此問題上向日本施壓。達巍指出，日本是美國
在亞太的5個盟友體系中排名第一位的，最為重要的同盟，是美
國霸權地位的重要支柱之一，維護日美同盟，保持對日本安全承
諾的有效性，對美國而言至關重要。因此，在釣魚島問題上，美
國特別不會讓中國感到其會對日本強硬或會約束日本。
實際上，美國主流意見並不贊成美國在釣魚島問題對日強硬，

甚至有極端意見認為應給予更多的支持來威懾中國。達巍稱，美
國官方態度是反對中國使用強制的非軍事手段或軍事手段改變現
狀，美國擔心釣魚島問題會成為中國在領土和海洋權益爭端中更
多地使用強制手段來解決問題的開端。達巍稱，美國因而要對中
國保持高壓，不會採取中國希望看到的那種對日本的強硬，特別
是不會讓中國看到其在給日本施加壓力。
不過，達巍同時指出，雖然美國不會在釣魚島問題上改變立

場，防止意外發生仍是美國所願意做的。「美國唯一會做的事
情，可能就是暗中在比較低的級別，勸阻日本避免和中國在海上
發生意外。這點美國會做並且可能事實上已經做了，只是媒體未
必能捕捉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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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或暗中勸阻
促日避與華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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