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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不怕吵架

金燦榮，1962年12月出生，現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
教授、外交學專業博士生導師、中國國際關係學會副會長等。曾任中國

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美國政治室副主任。主要研究美國政治制度與政治文化、美國外交、中
美關係及大國關係、中國對外政策，著作有《多邊主義與東亞合作》、《中國學者看大國戰略》等。

金燦榮簡歷

■中國人民大學
國際關係學院副
院長金燦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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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備受矚目的「習奧會」，習近平此訪亦將對荷蘭、法國、
德國、比利時進行國事訪問，並將對歐盟總部進行訪問。這是習
近平就任國家主席後首次正式訪歐。金燦榮稱，習近平此訪反映
出習李新班子對中歐關係的重視，雖然訪問時間在俄羅斯、美國
以及非洲之後，但訪問時間長，接觸對象廣泛，訪問內容豐富，
訪問最主要的意義在於將在政治上為中歐關係注入新的能量。
金燦榮分析，習近平此次訪歐，主要會有四大重點：一是中歐
經濟合作；二是中歐人文交流；三是將國際和地區事務納入聯合
國框架問題；四是攜手解決雙方共同關心第三方問題。
近年來，中國一直呼籲歐盟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待遇，擴大

對華高新技術出口和解除軍售限制，習近平此訪是否會在這方面
取得突破也受到外界矚目，但金燦榮稱，由於歐盟內部反對意見
仍大，相信難以憑借一次訪問就取得突破。他稱，習近平此訪更
重要在於政治意義。

雙邊將簽系列大單
金燦榮指出，歐盟未來若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待遇，中歐合
作必將再進一步。
中國外交部日前披露，習近平訪歐期間，中方將與荷蘭、法
國、德國、比利時等國分別簽署經貿、金融、農業等領域一系列
合作文件。金燦榮稱，法國和德國是歐洲的火車頭，習近平對法
國和德國的訪問更實質化，雙邊將各簽訂一系列大單，在中歐合
作上取得豐碩成果，其中，中德技術合作預料將是一大亮點。
中國一貫主張在聯合國框架內解決問題，但美國常常繞開聯合
國解決一些國際和地區問題。金燦榮相信，習近平此訪將有助於
中歐在戰略上加強協調。
此外，習近平訪歐期間，相信亦會與歐方就共同關心第三方問

題交換意見。金燦榮指出，歐洲一直將非洲視為其後院，中歐如
何共同幫助非洲防治愛滋病，消除貧困，或許將是習近平此訪重
要看點。

「中美關係太複雜，期望兩國關係完全穩
定，一直平穩，是不現實的，外界要習慣中
美關係波浪式前進。」談及未來中美關係發
展，金燦榮表示，中方希望建立一個成熟、
穩定的中美關係，成熟穩定的中美關係會不
怕分歧，也不怕吵架，關鍵是吵架時要如何
處理。
金燦榮分析指，未來中美間的矛盾還會更

多，而達賴、台灣、人權等問題仍會存在，
但會越來越在可控的範圍之內，其中台灣問
題在中美關係中分量也會慢慢淡化下來，而
一個成熟、穩定的中美關係未來也將是完全
可期的。
對於中美如何建立成熟穩定關係，金燦榮指
出，關鍵在於兩方面：一是中國要繼續穩紮穩
打發展自己，縮小與美國的差距，美國是商業
民族，等到中國力量真正強大時，一定會最終
接受中國，在內心真正將中國視為平等對手並
和中國交朋友；二是在中國力量增長的過程
中，中國要與美國在內的國家交往廣交朋友，
不要咄咄逼人，建立一種不對抗衝突，相互尊
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

國際核安全峰會於24日至25日在荷蘭舉
行，其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與美國

總統奧巴馬舉行雙邊高峰會晤。金燦榮認為，
此次中美元首會晤，類似於去年9月俄羅斯聖
彼得堡20國集團峰會期間的「習奧會」，屬
多邊場合的雙邊會晤，是常規性會面，不會像
去年6月在美加利福尼亞舉行的「莊園會晤」
那樣達成諸多實質成果或取得重大突破。

兩人頻互動 5年逾十「談」
目前中美希望兩國元首能一年舉行兩次會
晤，即上半年和下半年各見一次，以保持中美
關係的正常熱度。金燦榮認為，此次「習奧
會」必將繼續向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方向推進兩
國關係，並保證中美關係大體上的穩定，同時
也會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展開合作。
近年來，中美高層互動頻繁。據統計，在
過去不到5年的時間裡，習近平和奧巴馬已
有超過十次「交談」：面對面、通電話、寫

書信、派特別代表……交談形式不拘一格。
梳理歷次「習奧會」談及的內容可以發現，
強調將經貿摩擦放置於對話機制中去解決，
呼籲合作處理全球化背景下的國際事務，希
望「增進戰略互信」，探索「新型大國關
係」，都是歷次的「主旋律」。
對於此次「習奧會」的主要議題，長期研究

大國關係和國際熱點的金燦榮相信，主要會涉
及雙邊關係及第三方問題。其中雙邊方面，預
料重點會涉及雙邊充分發揮好中美戰略與經濟
對話等現有機制作用，保持現有對話機制暢
通，以及繼續加強和推進經濟合作，攜手開拓
新能源和共同應對氣候變化，就加強軍事交流
和人文交流表明合作意向等。

烏克蘭朝核 料成重要議題
「在第三方問題上，烏克蘭問題、朝核、

阿富汗、伊朗、敘利亞等，相信都會是中美
元首討論的重要議題。」金燦榮指出，其

中，在朝核問題上，預料雙方重申兩國共同
立場。今年年底美國將從阿富汗全面撤軍，
如何在美國和北約撤軍後保持阿富汗大致穩
定，也會是雙方討論的一大熱點。
西藏、台灣、人權以及近年不斷升溫的釣

魚島等問題，一直是困擾中美關係的重要因
素，這些「老問題」甚至令中美關係步入一
種時好時壞的「怪圈」。金燦榮判斷，此次
「習奧會」，若奧巴馬主動向中方就西藏等
問題作出解釋，中方將重申立場，但若奧巴
馬不提西藏、對台軍售等敏感議題，中方應
該也不會刻意主動提出。
金燦榮認為，中美更多會談及雙方共同利
益，凝聚共識，推進中美向前發展，共同向
前看，妥善處理分歧和矛盾，而不會太糾纏
於那些一時解決不了的老問題，更不會刻意
突出分歧，將分歧放到很高的位置。

11月京APEC 「習奧會」再登場
今年11月，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峰會將在

中國舉行，奧巴馬屆時也有望訪華並與習近
平再度會面，這無疑將是今年中美關係重頭
戲。金燦榮稱，中方希望實現中美元首會晤
機制化，但美國目前對此仍有所保留，主要
原因在於美國對華態度本身有矛盾，認為中
國仍有相當多的不確定性，並對中國的國家
性質和走向抱有疑慮。
「但是，中美也有共識和底線，那就是老
大和老二不能打起來，但在具體怎麼打交道
上雙方還沒有定律。」金燦榮說。

榮備受矚目的「習奧會」即將於荷蘭海牙登場。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金燦

榮教授日前在北京接受本報專訪指出，會晤將進一步凝聚共識，推進中美新型大國關係

建設，令中美共同向前看，會面不會刻意突出分歧，太過糾纏於那些短期難以解決的老

問題，同時雙方也會在經濟、烏克蘭、朝核、阿富汗、伊朗、敘利亞等具體熱點問題上

展開合作。他強調，成熟穩定的中美關係將不怕分歧，也不怕吵架。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沖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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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危機 中美難達共識
記 者：「習奧會」能否在烏克蘭問題上

有所成果？
金燦榮：外界會普遍關注中美元首此次會
如何談烏克蘭問題，美國當然希望中國最好
能清楚反對克里米亞加入俄聯邦，但中國的
表態可能仍會是比較模糊的，很難有清楚的
表態。在這個問題上，美國肯定會談，但中
美很難取得什麼成果。當然，雙方間微妙的
立場也有可能會存在。
記 者：你怎麼解讀中方在烏克蘭問題上

的立場？
金燦榮：中國外交部立場基本有三點，分
別是：一是尊重烏主權和領土完整，這就意
味中國不承認克里米亞併入俄的合法性；
二是事件發展到今天，俄如此憤怒，是事出
有因的，有歷史的和現實政治的，是美國做
得太過火了，動了俄羅斯的最後一塊奶酪；
三是中國主張和強調通過政治對話和談判解
決問題。

博弈克里米亞 美俄排除動武
記 者：美歐在烏克蘭問題上是否立場一

致？
金燦榮：事實上，美歐在烏克蘭問題上的
立場是不盡一致的。歐洲一貫支持烏克蘭的
人權、民主，對烏克蘭反對派有一點天然的
同情，當基輔出現反亞努科維奇的示威遊行
時，歐洲第一時間表示支持，但是，歐洲卻
不一定真希望看到烏克蘭大亂，亂到真要把
亞努科維奇趕走，因為烏克蘭大亂可能會令
歐盟跟倒霉。但是，美國卻認為烏克蘭亂
起來也沒關係。日前，歐洲議會通過決議，
決定在美國解釋清楚監聽事件之前，將暫停
雙方自貿協議談判，而之前網上透露的音頻

指美國官員爆粗口罵歐盟，也表明美國內心
是有點看不起歐盟的。種種跡象都顯示目前
美歐關係很微妙，存在不少分歧。
記 者：美俄會否在克里米亞問題上動

武？
金燦榮：美俄絕不會在克里米亞問題上動
武，奧巴馬已經表明態度。目前雙方發生軍
事衝突可能性已完全可以排除。雙方間的下
一個選項是經濟制裁。目前，美歐已推出不
參加索契八國集團峰會，制裁烏克蘭和俄高
官，以及與俄有生意往來的公司和銀行等措
施，後續美歐可能還會有第三波、第四波制
裁。

美俄歐角力持續 數月後知分曉
記 者：美歐俄三方在烏克蘭問題上還有

哪些牌可打，博弈後續將如何發展？
金燦榮：事實上，俄羅斯手裡的牌很多，
有能源牌，有烏克蘭東部牌，有俄族族裔，
但令外界沒想到的是，普京直接上了軍事手
段。普京現在拿走了克里米亞，將其收歸俄
聯邦，這是外界之前沒有太料到的。
近日美俄防長對話，美方還在談克里米

亞，而俄方卻已表示保證不入侵東烏克蘭，
這意味在俄方而言，克里米亞這一頁已經
翻過去了。
下一步預料普京會打烏克蘭東部牌，製造

東部威脅，來跟美國做交易，而美俄最後也
可能會在東烏克蘭問題上做交易，結果是俄

拿走克里米亞，同時幫助平息烏克蘭的親俄
勢力，換取未來烏克蘭不能加入北約，以確
保烏克蘭中立化，不離開俄羅斯。
長期來講，俄羅斯也不希望美歐真全面聯

手對俄搞新冷戰，因為那樣對俄也是非常不
利，現在俄大概希望通過戰術上的積極進攻
的戰法，換取美俄間的某種戰略諒解。但
是，目前美歐也不可能在克里米亞無所作
為，以避免失去東歐國家的信任。
我相信，美俄歐間的爭鬥將持續一段時間，

到底是全面的新冷戰，還是局部的新冷戰，抑
或是會通過某種妥協的方式避免新冷戰，這
在現在仍看不清楚，要在未來幾個月才能看
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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