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7 高端訪談 ■責任編輯：趙漢東 ■版面設計：崔竣明 2015年6月9日（星期二）

00 齊稿 A7 請交美術

高端訪談

稿一、

社
科
院
亞
太
社
會
文
化
研
究
室
主
任

專
訪

：

許
利利
昂山訪華「破冰」之旅
護在緬投資料達共識

許利平，中國社科院亞太與
全球戰略研究院亞太社會文化

研究室主任、東南亞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北京大學博
士；美國康奈爾大學訪問學者，主要研究方向為亞太社會與
文化、東南亞政治與國際關係、非傳統安全，以及美國與東
南亞伊斯蘭世界、周邊國家的民族主義、印尼的民主轉型、
南海問題、中國與東盟關係等。學術著作有《全球化與周邊
國家的社會、文化》、《當代東南亞伊斯蘭：發展與挑
戰》、《亞洲極端勢力》、《赤道上的翡翠：印尼》等。

許利平簡歷

中國共產黨邀請由緬甸全國民主聯盟主席昂山素姬
率團訪華的消息，上周末一經中共中央對外聯絡

部對外正式發佈，立刻引發全球各大媒體廣泛關注。在
緬甸，昂山素姬是家喻戶曉的政治人物。在西方，她被
視為「民主標籤」；在對華關係上，她曾一度公開批評
中國，反對密松水電站。但2012年當選國會議員後，
她又多次表達訪華願望，亦客觀公正調查中緬銅礦項
目。她兩年多前提出的中國之行，一再被推遲，直至本
周方才成行。

突破中國傳統外交範式
作為緬甸政壇上最重要的一股力量，昂山素姬醞釀兩

年之久的訪華「破冰」之旅，無疑具有重要意義。多年
從事亞太社會與文化以及東南亞政治與國際關係研究的
許利平日前在北京接受本報專訪時指出，中國的傳統通
常是與執政黨進行高調的交流來往，而跟反對黨如此高
調來往在中國外交史上並不多見，某種程度上可謂突破
了中國傳統外交範式，是一種外交上新做法。
昂山素姬領導的緬民盟曾在1990年緬甸大選中大獲

全勝，但當時的軍政府拒絕承認這一結果。之後，昂山
素姬曾被緬甸軍政府軟禁長達20餘年，直到2010年才
重獲自由。外界輿論普遍認為，如無意外，昂山素姬領
導的緬民盟有望在今年年底的緬甸大選中再次取得不錯
的成績。

盼緬民盟緬北局勢發揮作用
許利平認為，今年11月，緬甸將舉行大選，毫無疑

問昂山素姬是大選裡面的重要人物，她在大選之前來華
溝通，無疑具有重要意義。同時，昂山素姬此行適逢中
緬邊境地區進行軍演，以及緬北地區持續緊張，訪問將
對中緬邊境地區的長久和平穩定起到什麼作用值得關
注。據介紹，中國希望緬民盟能在緬北發揮建設
性作用，希望緬甸能通過和平談判而非戰爭形式
解決問題。

近年來，中國在緬投資的水壩、銅礦等大型項目頻繁
出現波折，昂山素姬也曾一度持反華立場，發表過反對
密松水電站的言論。許利平指出，密松水電站等波折是
緬甸輿論泛政治化、妖魔化中緬經貿合作的結果。
這位專家表示，2010年緬甸實現民主改革後，緬甸

的媒體有一種妖魔化中國的傾向，把中國在緬甸的投資
泛政治化、妖魔化，有一種去中國化的傾向，把中國政
府和緬甸政府正常的政治關係，妖魔成中國是獨裁者的
支持者，是軍政府的後盾，把緬甸軍政府所有的錯誤栽
贓陷害在中國政府身上，而這明顯不利於中緬關係發
展。
對於昂山素姬此次中國之行的成果，許利平表示，昂

山素姬是在野黨，不代表緬甸政府，此行應不會達成兩
國政府間的成果，而更多的是在政黨交流。這位專家認
為，緬民盟與共產黨有望通過直接交流，以政黨交流的
文件形式，就中緬關係中的一些核心議題達成一些共
識，其中重點料是希望緬民盟能在中國企業對緬投資保
護以及緬北局勢發揮作用。

記者：近年中緬銅礦、水電站等項目頻繁
遇阻，中緬經貿合作目前面臨哪些挑戰？
許利平：首先，目前中緬經貿合作面臨來
自他國的競爭。比如日本、韓國、印度、
泰國等。其中，最主要競爭來自日本。目
前，日本通過日圓ODA的政府援助貸款
深入到緬甸內部，在緬甸一些民生工程公
開競標中，中日間已形成競爭，日本利用
其低息貸款的優勢拿到了不少緬甸民生工
程。日本等國還已經介入了緬甸開發區的
建設，與中國形成競爭態勢。

第二，中緬合作還面臨着緬甸國內的挑
戰。近年來，緬甸的媒體有一種妖魔化中
國的傾向，把中國在緬甸的投資泛政治
化、妖魔化，有一種去中國化的傾向，這
對中國企業在緬甸的投資十分不利。一些
人會把中國企業的一些失誤無限放大，同

時又對中國在緬甸做的一些民生工程、公
益工程視而不見，緬甸國內的這種輿論環
境對中國形成不少挑戰。我覺得，目前中
緬媒體互動交流尤為重要，甚至比中緬經
貿合作顯得更為緊迫。

第三，緬甸政局走向也給中緬經貿合作
帶來挑戰。緬甸政局現在還是處於一個不
穩定的狀態，緬甸未來政治怎麼走，特別
是大選以後政局是否穩定，大選能否順利
舉行都還是未知數。緬甸的政局走向將給
中緬經貿合作帶來挑戰。
記者：緬甸一些媒體為什麼會不斷出現妖
魔化中國投資的傾向？對此中國該如何應
對？
許利平：以前，中國的一些中小企業，確
實在緬甸的投資過程中，出現了一些無序
的狀況。少數中小企業在緬甸砍伐森林、

開鑿玉石、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對當地的
環境造成了損害，這是中國堅決反對的。
此外，中國企業之間的無序競爭也在緬甸
等地存在。比如，同一個工程很多中國企
業參與競標，相互壓價。未來，中國企業
走出去如何進行協調，是很重要的課題。
記者：你對港資企業進入緬甸有何建議？
許利平：港資企業的資金融通、國際化程
度較高，這是優勢。未來港資企業還可進
一步利用國際平台，不僅僅用港資的身份
進入，還可以聯合新加坡、歐洲等其他國
家的資本赴緬甸進行投資和競標，那樣運
作會更方便，成功率會更高，特別是在緬
甸妖魔化中國的大背景下，多方的投資可
能是比較好的選擇。在2015年大選還不是
很明朗的情況下，包括港企在內的中國企
業採取多邊合作方式將更為務實。

昂山素姬的父親昂山，是一個偉大的民
族主義者，被譽為緬甸的建國之父、民族
之父。據許利平透露，這位具有豐富傳奇
色彩的人物，早年曾秘密來到中國，希望
借鑒中國的抗日經驗，趕走當時緬甸的殖
民統治者。
昂山出生於平凡家庭，但天資聰慧，考

上了當時仰光大學，之後從事反殖民的鬥
爭。在大學裡，昂山是一個進步青年，他
當時接觸了很多先進思想，並閱讀了很多
有關中國方面的書籍、消息，埋下了要與

中國共同抗擊殖民者的種子。據稱，當
時，昂山非常深刻地了解日本對華的侵略
戰爭，所以他非常希望借助中國抗日戰爭
勝利的經驗，來把英國人趕出緬甸。
1940年，昂山在緬甸仰光與中國地下黨
取得聯繫，希望通過與中國共產黨的合作
進行反殖民的鬥爭。當年，他從緬甸出
發，前往廈門，但不幸途中被日本的特務
機關發現，被綁架到東京，在日本的威逼
利誘下被迫接受了一些條件。
但是，在趕走英國人後，昂山發現日本

並沒有讓緬甸取得真正的民族獨立，於
是，他調轉槍頭，對準日本，再度與中國
一道，共同抗擊日本殖民者。

緬甸在野黨全國民主聯盟主席昂山素姬，即將應邀於10日展開為期4天的中國之

行。其間，她將與中國領導人會面。這一醞釀兩年之久的行程被外界形容為昂山素姬

的首次「破冰」之旅。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亞太社會文化研究室主任、

東南亞研究中心副主任許利平研究員表示，昂山素姬此行更多在政黨交流，雖不會達

成政府間成果，但中共與緬民盟間卻有望以政黨交流文件形式，就中國對緬投資保護

及緬民盟在緬北局勢上發揮建設性作用等達成共識。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沖、實習記者 任芳頡北京報道

平平

近年來，緬甸實現民主改革後，西方輿論對中緬關係
議論紛紛，認為緬甸將從對華友好轉為「倒向美國」，
而原本順利的很多中緬合作項目，也不斷遭遇波折。由
於昂山素姬在緬甸民眾中擁有極高的威望，如無意外，
其領導的緬民盟有望在今年年底的緬甸大選中取得不錯
的成績。對於未來中緬政治關係走向，許利平認為，不
管緬甸政局如何變化，其未來不會對美國一邊倒，也不
會全面地疏離中國，仍會對華採取大國平衡戰略。
儘管昂山素姬被西方捧為「民主鬥士」，奧巴馬政府

也把她作為推動緬甸政治轉型的重要符號，但許利平認
為，這只是西方對昂山素姬的一個包裝，並不意味着其
本人過度的親美、親西方。「一個政治人物是有多面
性，其利益和對外政策也是有多面性，並不是一成不變
的。」「昂山素姬在多個場合都表示中緬是鄰居，這個
鄰居是搬不走的，應該搞好鄰居關係。」
許利平指出，中共邀請昂山素姬訪華表明中國政府對

其的認知和看法更務實、更現實，反映中國在處理對外
關係上是超越意識形態的，是把國家利益放在首位的。
他介紹，緬甸近年進行所謂民主改革以後，政府也好，
軍方也好，都已不是鐵板一塊，緬甸出現了利益多元
化、社會多元化趨勢，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應該跟緬甸的
各個階層打交道，通過各種渠道的溝通，維護中緬大局
的友好方向。
過去，在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緬甸實行遏制戰略的

大背景下，緬甸政府對華被迫採取了「一邊倒」的政
策。許利平說，緬甸這種一邊倒的政策被很多人解讀為
中緬關係最好的時期，但是這個時期是否反映中緬關係
的真實全貌，目前看來需要重新審視。他說，今天的中
緬關係某種程度來說，才是回歸到一個正常的國與國之
間的關係，以前的「一邊倒」是一種扭曲的關係。

中緬大方向應是友好合作
「現在中緬關係應該是步入了一個調整期。一方面緬

甸政府希望和西方發展這種關係，另一方面也希望和中
國也要加強傳統的友好合作關係，緬甸奉行的是一種大
國平衡戰略。當然，中緬關係首先是鄰居，大方向應該
是友好合作的。」許利平說。

許利平認為，目前來看，昂山素姬領導的緬民盟在未
來大選中獲得參選議席的半數應該已沒有太多懸念，而
昂山素姬與現任緬甸聯邦議會議長兼人民院議長吳瑞曼
組成的「黃金搭檔」，如果沒有軍方的強力阻礙的話，
亦將在未來的大選中取勝。屆時，昂山素姬很可能出任
議長，而吳瑞曼，則很可能成為緬甸總統。

此外，許利平認為，緬甸政局的未來走向，還會取決
於緬北局勢的走向。他說，亦不排除未來緬北局勢失
控，軍方會宣佈緊急狀態取消大選，緬三軍總司令成為
緬甸最高領導人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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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邊經貿臨三挑戰 投資宜國際化

昂山父曾聯華抗日

■昂山素姬
醞釀了兩年
之久，明日
訪華將實現
「破冰」之
旅。
資料圖片

■■中國社科院亞太與中國社科院亞太與
全球戰略研究院亞太全球戰略研究院亞太
社會文化研究室主社會文化研究室主
任任、、東南亞研究中心東南亞研究中心
副主任許利平研究副主任許利平研究
員員。。 葛沖葛沖攝攝

■■中國盼中國盼
緬民盟在緬民盟在
緬北局勢緬北局勢
上發揮建上發揮建
設 性 作設 性 作
用用。。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密松水密松水
電站大壩電站大壩
工 地工 地 。。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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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山素姬（前排中）與父母及兩名兄長
合照的舊照片。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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