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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憲綱，現任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主要研究領域：美國對外關係、美國中東政策、中美關係。1982年畢業於山西大

學，獲歷史學學士學位；1988年畢業於復旦大學，獲歷史學碩士學位。1988年加入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1994至
1998年在中國駐伊朗大使館工作，任一秘。2000年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作訪問學者。曾任中國國際問題研究
院國際戰略研究部主任、《國際問題研究》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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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奧會」拓展合作

近日來，美國的亞太盟友日本、菲律賓等國頻繁
在中國周邊製造事端，在釣魚島、南海小動作不
斷。郭憲綱指出，實際上，美國一直在釣魚島問題
和南海問題上給日本和菲律賓、越南等國撐腰，借
支持這些國家的挑釁來給中國找麻煩。他預料，此
次「習奧會」日本企圖否定二戰事實的問題或將成
為議題之一。「中方不允許日本破壞戰後秩序，對
日本右傾化的危害性，要美方提高警覺，不要自己
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近年來，作為中國近鄰和亞太重要國家的日本右
傾化加劇，不斷企圖否定二戰侵略事實，三番兩次
在釣魚島挑釁中國底線，在右傾化的道路上愈走愈
危險，引發鄰國普遍擔憂與不滿。郭憲綱批評，美
國長久以來作為日本的保護傘，是縱容和支持日本
在亞太搞小動作的背後推手。

倘日右翼佔上風 美日料「分手」
「中國的崛起讓美國開始利用周邊國家限制中國
發展。」這位專家認為，只有當日本要掙脫美國控
制，對美國的利益造成威脅時，美國才會對日本踩
下剎車，和中國加強合作應對日本。但短期之內，
看不到這種跡象。他判斷，「只要美國認為日本可
控就不會改變目前支持縱容日本的態度和政策。」
對於未來日美關係的走向，郭憲綱表示，日美關

係未來的走勢要看日本國內政局演變的方向。如果
日本國內理智的聲音佔了上風，支持和平憲法的人
居多，這種情況下日美的同盟關係得以保持，不會
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但如果右翼勢力佔了上風，那
麼日美關係就會向分手的方向演進。
此外，菲律賓、越南近年亦不斷在南海挑起事

端，美國雖然表面上一直表示不持立場，但事實上
又不斷插手。對此，郭憲綱建議，中國從外交上要
堅持地區內國家通過雙邊談判尋求解決辦法，同
時，需採取扎實的步驟，增強在南海的力量。

APEC最後一次高官會昨日在北京國家會議中心舉
行，拉開了今年APEC領導人會議周的大幕。奧巴馬
亦將展開對華國事訪問行程，並在APEC峰會的多邊
場合下與習近平舉行雙邊高峰會晤。美方高官早前透
露，中美元首將多次會面，形式或類似去年的安納伯
格莊園會晤，而時間將長達一天。郭憲綱認為，中美
新型大國關係、經貿、南海、釣魚島、「伊斯蘭國」
（ISIS）、反恐、朝核、氣候變化、打擊海盜、打擊
毒品走私、應對伊波拉疫情、阿富汗問題以及全球經
濟問題等雙邊和多邊議題，都可能是雙方會談重點。

構建新型大國關係
近年來，中美高層互動頻繁，美國一方面主動調
整其對華姿態，更多強調其對中美關係的重視和對華
合作的積極一面，但同時，亦在亞太地區小動作不
斷，暗中在釣魚島、南海等諸多問題上挑釁中國。長
期從事國際問題以及國際形勢研究的郭憲綱表示，中
美要在足夠寬的領域中合作，關鍵是要構建新型大國
關係。
郭憲綱強調，「真正推進構建新型大國關係是中

美在亞太地區進行合作的最根本前提。」

會談料涉港「佔中」
郭憲綱指出，從中國角度來看，會談可能涉及香
港問題。目前，美國國會和某些媒體在香港問題上對
中國指手畫腳，美國國務卿克里亦在峰會接受採訪就
「佔中」表態。郭憲綱預測，習奧會上，中方會要求
美國尊重中國「一國兩制」的基本國策。他認為，美
國暗中支持「佔中」實際已干涉到中國內政，這不符
合中國的外交原則。
此外，「中國可能希望美國在此次會晤中對釣魚

島、南海問題客觀公正，不要站在一些國家背後給中
國製造麻煩，尊重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郭憲綱
強調，中美發生衝突對雙方都不利。
「美國會希望中國在反恐，特別是打擊國際極端
組織 ISIS作出更大貢獻」，目前，ISIS極端組織仍
在中東地區肆虐，外界對奧巴馬政府打擊該組織有關
行動的質疑和爭議未曾停止。郭憲綱判斷，中國不可
能出兵直接參加打擊行動，但中美有望在情報互信、
切斷恐怖分子利用互聯網進行招募宣傳行動、控制極
端分子在各國的滲透等方面達成具體共識。

反恐不應搞雙重標準
有跡象表明，新疆「三股勢力」有與國際極端組
織ISIS合流的苗頭。郭憲綱表示，中方會將打擊
「東突」恐怖勢力提上日程，在中美元首會晤中提醒
美國打擊恐怖主義應該標本兼治，不應搞雙重標準，
也不應與特定的民族掛鈎。
此前，中國為阿富汗援建提供資金和項目上的支

持，幫助其恢復經濟。郭憲綱分析，未來中美很可能
在阿富汗問題上展開進一步合作。他說，美國撤軍
後，阿安全局勢可能出現變化，美國希望中國不僅在
經貿上有所投入，在阿軍警訓練以及維護阿安全方面
亦能提供一定幫助。此外，雙方亦可能會就共同應對
伊波拉疫情達成具體成果，但朝核、烏克蘭等議題就
難有大的突破。

反恐維穩望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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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宮縱容日菲越挑釁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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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3年年66月月，，習近平與奧巴馬在加州陽光莊園散習近平與奧巴馬在加州陽光莊園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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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關係目前呈現哪些新特點？未來中美關係將
何去何從？郭憲綱指出，目前中美雙邊關係呈現出合
作面在擴大，摩擦面同時上升的基本特徵。其中，在
經貿領域，由於中國經濟的發展，中美經濟結構互補
性減弱，中國向美出口的產品科技含量增大，貿易額
不斷增長，造成雙方經貿摩擦增多，但未來雙方在知
識產權上的合作空間則可能會越來越大。
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中美關係進入一個新的

階段，呈現出合作面與摩擦面同時上升的基本特徵。
郭憲綱指出，一方面，中美在經貿領域和安全領域摩
擦增多，美國在釣魚島、南海等問題上，給日本、菲
律賓、越南甚至印度等國撐腰，借支持這些國家來給
中國找麻煩。同時，「由於中國國際地位上升，美國
經濟復甦乏力，美國在反恐、朝核、氣候變化等很多
問題上又需要中國的合作」。

知識產權合作空間大
人民幣匯率和知識產權，一直是美國壓制中國實

現所謂「貿易平衡」的重要說辭。郭憲綱強調，人民
幣匯率是根據市場運作，中國政府並無人為操控。這
位專家認為，未來中美在知識產權上的合作空間會越

來越大，雙方在此領域擴大合作，會對中美貿易不平
衡的狀況有所緩解。
「因為中國產品的科技含量在增加，保護知識產

權符合中國的利益，也符合四中全會推進依法治國的
基本方略。」郭憲綱稱。

解禁高科技出口無進展
針對中美貿易不平衡方面，中國曾多次向美國提
出取消對華高科技產品出口禁令，美國此前亦承諾解
決該問題，但迄今並無進展。郭憲綱指出，實際上美
國對華的高科技出口禁令，對中國科技事業的發展並
沒有過多影響。短時間內，美國可能僅會對高科技產
品對華出口解禁做出口頭表示，而很難邁出實質性步
伐。
至於中美投資保護協定，郭憲綱認為，此次中美
元首會晤可能會有所進展，但到「什麼程度就很難
說」。
展望中美關係發展前景，郭憲綱說，中美關係會

在合作和摩擦不斷上升的態勢下向前發展。中美之間
存在種種矛盾，但相信雙方會不斷克服困難向前推
進，做出符合雙方利益的判斷。

亞太佔據全球經濟總量的60%
和全球貿易的一半，是世界上經
濟最有活力和發展最快的地區，
中美作為地區大國，如何實現良
性互動尤其關鍵。美國近年推行
的亞洲再平衡戰略，多被外界解
讀為美國「制衡中國」。郭憲綱
認為，中美要在亞太實現良性互
動，避免所謂守成大國和新興大
國之間零和遊戲的老路，就要相
互尊重，展開合作，避免衝突，
真正推進構建新型大國關係，這
是中美在亞太地區進行合作的最
根本前提。
郭憲綱認為，APEC地區在全
球經濟最有活力，中美兩個大國
在亞太地區合作得好，就意味着
在全球領域合作更為順暢。
中國作為新型大國崛起以後，

國際秩序面臨變革的壓力，很多
西方人認為中國會另起爐灶。郭
憲綱指出，事實上中國並沒有這
樣做，中國只不過是對體系中不
合理的地方進行改革，比如世界
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份額
的調整，以及二十國集團取代以
往七國、八國集團作用等，都非
另起爐灶。
近年，印度提出印太 (Indo

Asia Pacific)概念，郭憲綱提醒其
有與中國抗衡的意味。他稱，美國
雖然很清楚印度的經濟總量與中國
相差甚遠，但印度畢竟是世界人口
大國，美國需要利用印度來牽制中
國，而未來亞太經濟合作會否受到
印太干擾，亦值得多方關注。

美圖推TPP遏華
美國最擔心的是中國經濟超過

美國，並將美國擠出亞太經濟一
體化進程。因此美國推動TPP
（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為
吸引日本加入，在中日釣魚島之
爭中加大對日本的支持。郭憲綱
指出，TPP實際上是美國在經濟
上防範中國的一個措施，因為中
國現在是亞洲大部分國家第一大
貿易國，在東亞經濟一體化過程
中，中國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
美國很擔心中國主宰東亞經濟一
體化進程，將美國排擠在外，所
以意圖用TPP牽制中國。
那麼，未來中國應不應該加入
TPP？未來亞太經濟整合趨勢加
強，中國是否會被排擠在外？在亞
太經濟合作組織框架下中美能做些
什麼？郭憲綱建議，中國應抱着順
其自然的態度，既不加入也不與之
抗衡，在經濟發展與市場規律下解
決問題。他說，中國在亞太地區的
東盟10+1、東盟10+3、中日韓自
貿區也在進行中，也許某一天會和
TPP殊途同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