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控分歧 发展取代冲突

! ! ! !发展要以和平为基础，没有和平就不会
有发展。因此，管控好分歧，避免冲突发生是
共同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今年 !月发生了印度边防部队在洞朗地

区越过中印边界线进入中国一侧的事件，此
举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法理上的性质都是清
楚的，即印军非法侵入中国境内，进而形成中
印边防部队对峙。经过多方面外交交涉，印军
仍迟迟不撤，形势一度似乎要武力解决了。然
而，如果在洞朗一带与印度打一仗，中印反
目，好不容易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金砖机制可
能垮塌，还可能把印度推到对立面去。在这样
一个时刻，有没有大局观就十分关键。如人们
已看到的那样，中国展示了极大的耐心和坚
忍不拔的毅力，最终实现了这一事件以和平
方式得到解决，和平发展的大局得到了维护，
金砖机制得到了维护和发展，中国西部边界
也避免了剑拔弩张。
在中国的东边，朝鲜半岛和日本是周边

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部署“萨德”反导系统
问题，中韩关系出现下滑和紧张，但这不是双
方都乐见的情形，缓和紧张关系也成为必然
的选择。经过适时沟通，韩国作出了不扩大
“萨德”部署、不参加反导体系、不参加美日韩
三边同盟的承诺，中韩于 "#月 $"日同时宣
布两国关系回返正常轨道。韩国的三项承诺
是以口头方式作出的，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不
同的解释，对此人们也有不同看法。然而，外
交是一种可能的艺术，通常不可能实现所希
望的“最佳”，而只能是一种双方各做让步的

妥协。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比较能理解中韩对
此的处理。
正如中日关系曾因日本对钓鱼岛实行所

谓“国有化”而陷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
谷，%#"& 年 '()* 会议预定在北京举行，中
日双方有意实现关系转圜，为此日本首相安
倍遣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实际上即国家安
全顾问）谷内正太郎来华，中日达成“四点共
识”，事后双方也各有各的解释，但各自面子
上都过得去，对国内都各有交代，从而为习近
平主席和安倍首相在北京 '()*期间实现会
晤，进而促使中日关系回到正常轨道铺平了
道路。韩国以口头方式作出三项承诺与此类
似，为中韩关系重回正轨创造了条件。

至于中日之间，%#"%年钓鱼岛危机后元
气大伤，这五年间始终处于低迷状态。两个互
为重要邻国的大国，五年间领导人没有进行
过一次互访，这无论如何都是不正常的，也是
不符合双方利益的。在此期间，中国尽可能维
持两国关系平稳，在两国领导人共同参加的
多边会议期间非正式地会晤一共五次，平均
一年一次，最近一次是在越南岘港 '()*领
导人会议期间。+月 %,日，安倍首相率河野
外相等重臣“突然”出现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
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这是希望改善两国关
系的一个大举动。去年中日韩领导人三方会
晤由于韩国政治危机、前总统朴槿惠岌岌可
危而未能举行，两年后，随着中日、中韩关系
逐步回暖，三方会晤的条件也趋于成熟。

在南海方向，,月中国与东盟达成了南
海行为准则框架，将要进入文案磋商阶段。南
海局势降温回稳，中国周边将有望重新进入
良性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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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3年终特刊新一轮全球化与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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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启动顺利
吴心伯：一年来中美关系发展的特点，首

先是对接迅速、启动顺利。特朗普当选后一个
月内，中国就与特朗普团队实现了顺利对接。
以 %月 "#日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通话为起
点，到 &月 -日至 ,日中美元首海湖庄园会
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同意建立四个对话
机制，实施经贸百日行动计划，聚焦双边关系
中的重点问题，标志着中美关系全面启动。

其次是两国领导人的个人关系发挥了重
要作用。海湖庄园会晤使习主席和特朗普之
间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一年
之内 $次会晤（包括 %次互访）、+次通话，这
种互动频率超过中美关系以往任何时期。

第三是这一年中美互动主要聚焦经贸和
朝核问题。在经贸问题上，从百日行动计划的
顺利推进，到首轮全面经济对话达成积极成
果，再到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签署总额高达
%.##多亿美元的经贸大单，体现出中美经贸
关系在激烈博弈下稳中有进。在朝核问题上，
中美保持了密切沟通与协调，中国更加全面
和严格地执行安理会相关决议和制裁措施。

第四是中美关系的定位和框架仍不明
确。中国希望继续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
设，美国则提出发展“建设性的、以结果为导
向的”中美关系。目前看来，发展“合作伙伴关
系”是双方的交聚点，但对其内涵和互动准则
仍缺乏有深度和高质量对话达成的共识。

第五是中美多边互动减少。特朗普基于
“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大幅减少对国际和
多边问题的投入，也弱化了中美的多边互动。

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美关系发展的动
力，也降低了中美关系的全球影响力。

从中美关系发展面临的挑战来看，特朗
普政府的组成反映了共和党传统的两大权力
基础：商业利益与安全利益，两大利益板块内
都存在对华鹰派。在商业阵营中，白宫国家贸
易委员会主席纳瓦罗、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等
主张以强硬手段处理对华经贸关系，他们的
影响力从特朗普对中美首轮全面经济对话的
消极反应、否决中资企业收购美国半导体公
司、对华发起“$#"调查”等案例中可见一斑。
在安全阵营中，国防部长马蒂斯、国家安全委
员会顾问麦克马斯特等视中国为美国国家安
全的主要威胁，积极推动美国军舰在南海的
“航行自由行动”、出台“印太战略”等，显示出

对华强硬立场。特朗普政府首份《国家安全战
略报告》将中国定义为“竞争对手”，表明鹰派
对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影响有显著上升趋势，
给中美关系发展带来压力。

特朗普本人考虑中美关系缺乏广阔的视
野，过分关注狭隘的利益诉求，重视短期利
益，忽视长远利益，与中国处理双边关系的风
格大相径庭。此外，特朗普以擅长的“交易”风
格处理中美关系，优点是能接受互动的互惠
性，缺点在于谋求利益最大化、虚张声势、搞
议题挂钩等做法增加了中美博弈难度。

中俄元首密切交往
冯绍雷：中俄关系的一个重要标志，乃是

两国元首的密切交往。近 .年来，习近平主席

!次访俄，同普京总统举行了 %"次会晤，创下
两国元首会晤的国际纪录。今年 .月，普京总
统赴华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对“一带一
路”倡议给予高度评价，两国元首再次强调
“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的
重要性，双方围绕“一带一路”建设的规划、部
署和互动在扎实推进。"#月 "+日，就在十九
大召开的第二天，普京在索契瓦尔代论坛上
对十九大的召开表示极其关注和高度称赞。

经济方面，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日
前表示：“根据中国海关的数据，截至 %#"-年
""月，俄中两国贸易额为 -!#亿美元，同去年
相比增速达 %%/，非常之高。因此我们完全有
理由期待，今年双边贸易额将达到 ,##亿美
元。”俄罗斯 %#"!年超过沙特成为中国原油
进口第一来源国，供应总量约为 .%##万吨。
杰尼索夫称：“%#"-年俄罗斯取代蒙古成为中
国第三大煤炭供应国，同时仍是中国最大的
石油供应国。”中俄商用大飞机的共同研制、
亚马儿港能源开采合作、重型设备合作开发、
远东投资中的中国 ,#!份额的有力支持等，
这一系列重大进展令人刮目相看。

中俄今夏在波罗的海地区联合军演，中
俄反恐计算机模拟演习，以及双方在战略与
科技领域的其他一系列紧密合作，表明两国
间互信和战略协作的深度。

中俄在地区与全球事务中的合作推进同
样令人瞩目。朝核危机过程中，俄罗斯在积极
作为的同时，与中国密切协调立场，共同提出
解决朝核危机的“三阶段”方案，表明双方战
略默契所达到的高度。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
表明这一区域组织的结构和功能正在发生成
立以来的重要变化，但是中俄之间的协调始
终在其间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金砖国家"”
的新机制形成过程中，包含着中俄两国的共
同努力。中俄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一系列互相
配合，依然是国际稳定的一块重要基石。

新形势下，中俄关系从战略合作协作朝
向更为长远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稳固合作关
系的构建，已是大势之所趋。

减贫援助 建命运共同体

! ! ! ! %#"-年伊始，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
瓦总部演讲中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了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缘起、内容和实施方案，提出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中国言必
行行必果，在全球减贫、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和
应对气候变化等诸多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

全球减贫：中国始终坚持发展是解决所
有问题的基础和出路，倡导结伴而行的全球
发展伙伴关系。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在国内
减贫攻坚上拿出了愚公移山的坚毅决心，推
出了“精准扶贫”系列政策举措，贫困发生率
已经从 %#"% 年的 "#0%!下降至 %#"! 年的
&1.!，向 %#%# 年实现“零贫困”目标稳步迈
进。在全球减贫方面，中国的援助贡献也在力
所能及的基础上，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上升
而逐年增加。%#"-年 .月“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成果清单显示，中国将加大对沿
线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力度，未来 $年总体援
助规模不少于 !##亿元人民币，提供 %#亿元
人民币紧急粮食援助；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
增资 "#亿美元，用于发起中国#联合国 %#$#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合作倡议，支持在沿线国
家实施 "##个“幸福家园”、"##个“爱心助
困”、"##个“康复助医”等项目；向有关国际
组织提供 "#亿美元，共同推动落实一批惠及
沿线国家的国际合作项目。

人道援助：在国际人道主义援助方面，中
国始终秉承中立、公正、独立的基本原则，避
免人道主义问题政治化，坚持人道主义援助
非军事化，在全球人道主义危机和救助方面

作出了积极贡献。例如 %#"-年 %月，中国商
务部长高虎城分别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
合国难民署代表签署了中国政府提供难民救
援现汇援助的协议，用于向叙利亚难民儿童、
阿富汗难民及流离失所者提供过冬衣物、毛
毯等人道主义物资援助。在应对恐怖主义、难
民危机等问题上，中国一方面主张联合国要
发挥斡旋主渠道作用，积极推动当事各方通
过协商谈判解决危机，同时也致力于积极推
动国际发展合作，探寻从根源上化解冲突的
解决之道。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能力建设、
应对公共卫生安全、加强疫情监测、信息沟
通、经验交流和技术分享方面，中国也始终不
余遗力，中国援外医疗队和形式多样的技术
培训援助项目对促进亚非拉地区发展中国家
的能力建设方面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环境治理：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
《巴黎协定》的情况下，%#"-年 2%#汉堡峰会
未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达成一致。中国则坚
定地支持《巴黎协定》，并率先垂范履行减排
义务。习近平主席在 %#"-年 '()*岘港峰会
上宣布中国将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坚持
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之路，实行最严格
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到 %#$.年，中国的生
态环境将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将基本实
现。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将于 %#$#年左右达到
峰值，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
到 %#/左右。同时，中国还认真落实气候变
化领域的南南合作政策承诺，帮助和支持发
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
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通过
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在发展中国家开展低
碳示范区，提供人员和技术培训等。

中国外交：和平发展 共赢共享
大国互动频繁 稳步推进合作

! ! ! !吴心伯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
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冯绍雷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
心主任、周边研究中心主任

! ! ! !任晓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
外交研究中心主任

! ! ! !张海冰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
济研究所所长

! 首届中美企业家峰会 !月 "#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 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