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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国际间的合作
,

懂得国际机制
、

联合国作用
,

更重视新安全
、

新合作

观
、

也明白新的国家利益实现不光

在本国国内
,

而且应当通过国际合

作实现
,

通过参与国际竞争
、

加人各

国际组织来实现
。

这批领导人的出

现
,

可能会带来一些清新的执政风

气
,

各国政治
、

社会气象的改观
,

也

会造成各国 内部各 国之间一些新

的
、

积极的变化
。

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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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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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

俄美关系迅速

拉近
,

有了相当程度的改善
。

最近
,

美单方退出反导条约
,

这会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俄美关系的继续接近
,

但不会根本破坏它们的关系
。

虽然

两个大国之间必定会有摩擦
、

分歧
,

但俄美目前想要保持一种相对稳

定
、

合作的态势
,

而不是激烈对抗
。

在中美关系方面
,

美国布什政府现

在已经看到与中国保持合作关系的

重要性
, “�

·

��
”

事件让美国人看清

其真正面临的现实威胁不是中国
。

大国关系
, “

斗而不破
” 。

新的一年里

中美仍会有一些矛盾
,

如台湾问题
、

反导问题
、

人权问题
,

但经贸关系两

国也不会断
。

第五
,

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功奠

定 了国内继续发展
、

国际上扮演更

重要角色的基础
。

新世纪第一年 已

经有了很好的开端
,

我们成功地人

世
、

成功地申奥
、

成功地举办  !∀#

和上海五国会议等等
,

良好开局会

对 下一步发 展起到有力的推动作

用
。

特别是中国人世
,

会大大加速中

国经济体制的改革
、

经济结构的调

整和对外开放
。

不仅在经济方面
,

而

且会促进社会
、

政治
、

法制
、

中国外交

各方面的变化
,

使得中国在地区扮

演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角色
,

在全球

起到更加建设性 的作用
。

第六
,

中东局势已经走到了最

低谷
。 “
山重水复疑无路

,

柳暗花明

又一村
” ,

可能新的一年中东和平会

有新的转机
。

双方像现在这样打下

去 是没有 出路的
,

不是
“

双森
” ,

而

是
“

双败
” 。

双方阵营内部有可能出

现相对温和 的声音
,

甚至出现新面

孔新方案
,

使得巴 以和谈进人一个

新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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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国际 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
&

国际安全形势
&

飞
变化将小于 ∋ ( (� 年 )

总
体上讲

,

∋∃∗% ∋ 年国际安全

形势不会像 ∋ (( � 年变化

这么大
。

∋∃∗% ∋ 年全球安全形势的好坏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是否会把

反恐战争扩大到其他国家
。

现在看

来美国会比原先预期的要早完成在

阿 富汗的主要 军事打击
,

最迟 在

∋加∋ 年春季之前就能够结束在阿

富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

美国结束

在阿富汗的战争后
,

如果把反恐战

争扩大到其他国家
,

对世界是个比

较大的危险
,

可能会导致出现所谓

的
“

文 明冲突
” ,

使全球的安全形势

恶化
。

美国国内现在对于这个问题

有两派意见
,

一派认为要想有效削

弱国际恐怖主义力量
,

应该在全球

范围内对这些力量进行军事打击
。

另一派则认为如果对阿富汗以外的

国家进行军事打击
,

就会加剧美国

同穆斯林之间的矛盾
。

由于很难直

接把美国认定的这些国家的恐怖主

义组织同
“

�
·

� �
“

事件联系起来
,

如果

进行打击
,

穆斯林国家就会认为美

国是对穆斯林进行打击
。

这样就会

导致世界上穆斯林反美情绪增长
,

有可能使更多极端分子对美国进行

恐怖袭击
,

给美国国内造成恐慌
。

∋ (( ∋ 年局部 战争仍然可能 比

较多
。

中东形势会比今年更加严峻
,

巴 以冲突可能不断升级
。

原因是美

国中东政策的不断摇摆
。

在
‘

,�
·

+,
”

事件之前
,

美国对 巴以冲突采取的

是
“

不平衡
、

一边倒
”

的政策
,

这使得

阿拉伯国家不满
。

在
‘

,
·

��”事件发

生后
,

美 国改变了策略
,

实施平衡政

策
,

但导致以色列 的不满
,

开始在巴

以冲突上采取强硬立场
,

致使巴勒

斯坦一些激进组织对以色列进行了

武装攻击
。

在这种情况下
,

美国把政

策往 回调
,

又开始向以色列倾斜
。

∋ ( ( ∋ 年
,

美国在 巴以冲突问题上的

政策可能继续在巴 以之间保持得平 」

衡和向以色列倾斜两个政策之间摇
−

摆
。

而美国在中东的政策对整个地

区形势的影响很大
,

它的政策越摇

摆
,

越会带来这个地区的动荡
。

∋(( ∋ 年大国合作可能会出现

变化
。

∋ (( � 年 � 月以后大国合作是

基于反恐这个基础
,

∋∃∗% ∋ 年这种合 . 」
作能否长期持续下去呢 / 上半年应

较有保障
,

下半年则无法确定
。

就美

俄关系而言
,

努力改善同美 国的关

系是俄罗斯的长期政策
。

∋(( ∋ 年普

京肯定还会继续努力改善同美国的

关系
,

但客观上能否改善则是另一

个问题
。

反恐虽然使美俄关系向前

发展
,

但美俄关系的改善是有限度

的
。

随着反恐战争的进行
,

政府之

间的合作在加强
,

但与此同时
,

政府

和社会之间的矛盾也在加剧
。

美 国

与穆斯林之间的矛盾加剧
,

一

会加剧

穆斯林 民众与本 国政府之间的矛

盾
。

在美国对其他穆斯林国家进行

打击时
,

这些国家的政府就会陷入

两难境地
。

这不仅仅表现在阿拉伯

国家
,

而且在非阿拉伯国家同样也 �
有这种情况

,

比如在欧洲就出现了

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反战游行
。

如果

美国扩大打击范围
,

可能会进一步

∋( ( � 年 �∋ 月 ∋∋ 日
,

日本在东海击沉

可疑船只
。

∋0 日
,

日方人员将一具船员的尸

体抬下直升机

咬里断网周刊 ∋ ( ( ∋ 年 � 月呱圈萦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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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形势
“

稳而不定
”

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 究所所长 陆忠伟

�∋ 月 ∋2 日
,

在以色列港口城市海法
,

医

护人员在救助一名被武装分子射伤的士兵

加剧许多国家的政府和社会之间的
,

,

矛盾
。

这就有可能导致 ∋∃∗% ∋ 年全球

许多国家的内部矛盾尖锐
。

日本国 内右翼势力 ∋ (( ∋ 年会

进一步增长
。

由于日本今年经济形

势好转的可能性比较小
,

民众对国

家发展状态不满意的情绪会进一步

增长
,

这种情绪必然会影响日本领

导人的内外政策
。

由于 日本政府短

期内改善日本经济的能力有 限
,

为

了弥补在经济方面没有成绩
,

日本

政府必然会把精力主要放在政治
、

军事和外交方面
,

以求有所建树
。

“

�
·

��”事件后
,

中国面临的整

个国际环境有所好转
,

好转的主要

原因是中美关系因为反恐上的合作

而得到了改善
,

减少了美国对中国构

成的战略压力
。

中美关系的改善
,

也

带动了中国与其他大国关系的改善
。

但是 ∋《∗% ∋ 年中美关系也要面临一些

考验
,

如美国对台湾出售武器 3 中国

加人 4 56 后
,

如果美国经济持续走

低
,

美国国内可能会有人把中美之间

的经济问题政治化 3 反恐战争结束

后
,

美国国内可能会有人在武器扩散

问题上找中国的麻烦等
。

这些潜在的

因索可能会对中美关系有负面影响
。

78∗%∋ 年中国在和第三世界关系方 面

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中亚与中东
。

在东亚地区
,

中国应该会有比

较好的外交关系
。

中国己经提出和

东盟建立 自由贸易区
,

但 ∋( ( ∋ 年是

否能够取得实质性进展则面临比较

多的困难和挑战
,

所以在这方面还

要努力去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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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世纪 �( 年代

,

人们额首庆

幸
& “

再见了冷战
” 3 但 9:

年之后
,

谁曾想再闻隆隆

炮声
。

可以说
, ‘

,�
·

��
”

将十多年来所

积聚的矛盾一下子释放出来
,

以动

荡而载人国际政治史册
。 “�

·

� �
”

事

件和它的后续影响改变了 国际局

势
,

南亚
、

中亚等局 部地 区陷人 了

动荡
,

国际形势出现 了
“

稳而不定
”

的特征
& “

稳
”

是相 对的
,

即针对整

体的国际环境而言
,

它指世界大战

爆发的
“

燃点
”

升高
,

军事冲突的成

本上扬及边际效益下降
。

从而致使

各大力量对
“

大和平
”

的维 和意识

增强
。

从稳定
、

积极 的一面 看
, “

�1

��
”

事件深刻影响 了各大国的对外

政策
。

美推动建立
“

反恐怖联盟
” ,

促

进了各大国调整外交 日程与大国高

层会晤的空前活跃
。

从各大战略力

量的安全定位看
,

反恐
、

求稳成为各

国安全利益所在
,

俄日欧等国在反

恐思维上有了共同的平台
,

在改善

对美关系上有 了
“

直通车
” ,

对参与

国际安全有 了新跳板
。

反恐合作的

进展
,

导致国家关系的重新洗牌
。

中

美
、

美俄
、

美巴
、

美乌关系 的调整都

带有反恐合作的色彩
。

美 国国务卿

鲍威尔在 �∋ 月 ; 日访俄前夕表示
,

“

俄支持美反恐斗争
,

从而把双方关

系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

美俄关

系有了
‘

根本性改善 ”
, 。

此外
,

面对
“

恐怖性非对称战

争
”

的威胁
,

各 国高层认识到
,

安全

压力越来越多地来 自于恐怖活动
,

国际恐怖活动的猖撅以及活动手段

向 < =# ∃核生化武器 %的升级危险进

而使非传统安全合作空间扩大
。

为

应对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未来的各

种挑战
,

各国将积极探索地区安全

合作机制的新方式
。

外交成果的积

淀及相关反恐规则的确立
,

构成了

国际形势稳定的一个重要方面
。

另一方面
, “

不定
”

是绝对的
,

针

对某一地区
、

局部的形势而言
,

突发

事件
、

恐怖活动
、

局部战争此起彼

伏
,

炮声不断
。

国际社会仍然处在局

部动荡
、

高风险的安全环境之中
,

尽

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
,

但
“

和平红

利
”

仍未到手
。

恐怖主义是国际政治复杂矛盾

的反映
。 ‘

,�
·

� �
”

表现形式是恐怖主

义
,

但其根源在于经济
,

以及全球化

进程中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
。

南

北差距
、

民族矛盾
、

宗教极端
、

资源享

有等问题因各种势力的介人
,

终演变

成国际冲突的热点
,

一举激化而不可

收拾
。

鉴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短期内

难于消除
,

南北差距拉大的趋势一时

难以扭转
,

国际恐怖主义也将呈现

某种长期性和更大破坏性
。

美反塔战争已近尾声
,

牵动了

国家关系的新一轮调整
,

印度一巴基

斯坦 一阿富汗 一伊朗一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一俄罗斯之间 的地缘

政治关 系已 经 出现重新组 合的迹

象
。

中亚
、

南亚等恐怖活动重灾区

是欧 亚板块 的结 合部
。

战争 结束

后
,

美与中亚国家军事及外交关 系

的重新塑造
,

势将对 中亚安全态势

产生影响
。

因而决定了主要战略关

系的不确定性
。

另一方面
,

反恐战

争 尘埃未定
,

有长期 化
、

扩大 化的

危险
。

近 日
,

印度议会遭恐怖 分子

袭击
,

使印 巴关系骤然 紧张
,

克什

米尔地区为战争阴影所笼罩
,

南亚

局势险象环生
。

总之
,

新世纪头年
,

是国际关系

大分化
、

大国安全战略大调整
、

世界

局势大动荡的一年
。

国际形势好比

万花筒
, “

�
·

��
”

摇动 了其中五彩斑

斓的晶片
,

使之离散聚合
、

分化不

定
,

处于一个流动过程之 中
。

日本人

选择 了
“

战
” 、 “

乱
” 、 “

恐
” 、“

崩
”

等字

作为今年的代表性汉字
,

反映出世

界和平与发展直面深层矛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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