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形势走势

刘江永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 教授 )

  我想就 2007年国际形势走势谈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国际格局发展趋势,可能出现以下特

点。一是各大力量齐竞争, 发展模式显优劣。美国

是处于反恐战争下的增长模式, 3%的经济增长中有

相当部分是军火工业或安全领域投资拉动的, 而与

民生改善关系不大。美国外贸赤字和财政赤字持续

上升, 必然导致美元趋于贬值。 2006年美国军费高

达 4533亿美元, 占世界军费的 47%, 但布什政府

2007年还要增加军费。在世界谋求和平与发展的

潮流中,美国是唯一进入战争状态的大国,陷入 /高

成本、低安全 0的安全困境。欧盟是区域一体化发

展模式,现已扩大到 27国, 加之欧元升值,其在世界

经济中所占比重将超过 30% ,领先于美国的 28%。

我估计, 在全球 GDP 中, 2006年欧盟可能上升

10%,美国可能下降 10%。但 2007年欧盟内部矛

盾可能增多。俄罗斯正在走能源大国道路, 作为世

界能源出口国和黄金蕴藏量最大的国家, 它将继续

利用国际石油、天然气、黄金价格上涨之机增加收

入,保持 7%的经济增长率, 外汇储备将超 3000亿

美元。日本坚持贸易、科技立国, 将继续压低日元,

扩大出口,节能创新, 加快增长,争取实现未来 15年

年均 GDP增长 3. 3% 的发展速度, 2007年在世界

GDP中仍可占 11%。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经济将

保持 10%左右的增长,加之人民币升值, 中国占世

界 GDP的比重将超过 6%。

二是大国之间无战事, 中国安全有隐忧。对中

国国家安全来说,目前是远虑大于近忧,内忧多于外

患。2006年是中国的 /俄罗斯年 0, 2007年是俄罗

斯的 /中国年 0,中俄关系还会继续向前发展。在美

国选举年之前,布什政府对外军事行动将受制于民

主党, 总体上中美双方都会求稳定, 谋发展, 这是中

美关系的基调,但是不稳定因素也可能增长。目前,

东亚大国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但出现美国、日

本、澳大利亚、北约甚至印度要联手的迹象。 2007

年 1月,安倍首相出访欧洲的重点是访问北约。北

约已从一个保卫成员国安全的组织转向外向型军事

集团,开始在国际上使用多边军事力量。通过在阿

富汗的行动,北约部队在历史上第一次深入到与中

国接壤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 日本首相访问北约

自有其特定意义。美国希望以本国为中心形成欧洲

北约和亚洲军事同盟的联结。美日军事一体化不断

发展,并加紧协商如何应对台海局势。最近,美日一

方面要求中国增加军事透明度, 另一方面又强化军

事保密措施。这些都值得警惕。

三是国际格局在重组, /隐形一极 0现雏形。过

去在谈论多极化时通常是考虑主权国家或国家集团

构成的力量中心。如今,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信

息网络化社会,在此基础上冒出了对美国国家安全

构成重大挑战的 /隐形一极 0, 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力量中心,而是遍布于世界、集中于中东和中亚地

区、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信仰为基础的国际恐怖主

义网络。这种幽灵般的 /隐形一极 0是非政府、非国

家、非传统的、松散的一极, 可以在国际网络上保持

跨国联系和影响,并可以用手机遥控炸弹,是真正可

以对美国及其盟国安全造成巨大破坏的力量。它的

出现将打破地缘战略、大国均衡、核威慑等许多传统

国际战略观念与行为规则,增加国际安全失序、失控

的危险。发展下去,有可能出现美国霸权主义与国

际恐怖主义 /隐形一极0对抗的两极格局。

第二,关于世界热点问题: 两大 /热点 0撼全球,

和谐世界得人心。2007年世界两大 /热点 0地区仍

将是中东和朝鲜半岛。中东出现 /后萨达姆时代的

伊拉克0和 /后阿拉法特时代的巴勒斯坦 0, 将增加

地区的不稳定性。美国原以为只要推翻萨达姆, 就

可以通过 /大中东民主化 0, 伙同以色列控制整个中

东。实际上,伊拉克已经陷入内战,反萨达姆的伊拉

克什叶派全面统治伊拉克, 未来也可能与什叶派当

政的伊朗形成 /两伊反美阵线0。伊朗核问题对美

国来说甚至比朝鲜核问题还棘手, 美国在中东将面

临长期的战略困境。由于朝鲜核试验,东北亚局势

再度出现痉挛式紧张, 2007年的形势仍不容乐观。

朝美能否采取明智之举, 共同落实 2005年 9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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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六方会谈 0共同声明, 是未来能否实现朝鲜半岛

无核化的关键。中国将继续唱响构建和谐世界、和

谐亚洲的主旋律,努力减少国际对抗与冲突,为人类

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 0和 /可持续安全 0作出自己的

贡献。

第三,关于中日关系前景: 上半年改善机遇多,

下半年面临考验多。 200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 35

周年,上半年温家宝总理将于 4月应邀访日,安倍内

阁为争取 7月参议院选举获胜将继续谋求改善同

中、韩等邻国关系, 但下半年由于有 /七七事变0和

南京大屠杀 70周年纪念日,如果再碰上日本领导人

参拜靖国神社, 中日关系可能会 /晴转多云 0, 甚至

再度恶化。 2006年 10月,中国邀请安倍首相访华

并不表明中方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有所改

变, 但我们也要把政策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给

日本新首相作出正确选择的机会。我认为, 如果今

后日本现任领导人还去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亡灵的

靖国神社,不管在任何时间及以任何形式和任何身

份, 都会影响中日高层互信关系的建立和友好交往。

据报道,安倍首相 2007年准备再度访华, 并邀请胡

锦涛主席于年内访日。如果安倍首相 2007年不参

拜靖国神社,中日关系就可乘 2008年中日和平友好

条约缔结 30周年之际争取更大的发展机遇。关于

中日之间的东海问题、领土争议等结构性问题,可以

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大框架内探讨解决之策。 o

已经不再是非此即彼的世界

唐永胜  (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 )

  对于世界政治现状, 存在不少解释模式。现实

主义者认为多少年来国际关系的实质并没有发生改

变,今天的世界与修昔底德或马基雅维利时期相比

甚至没有发生多少变化; 全球化论者看到国际联系

的强大力量,宣称全球化将迫使观念不同的人最终

看到和平与民主的前景; 文明冲突论预言国际暴力

将主要发生在文明之间而不是国家或意识形态之

间,等等。各种解释模式为我们观察世界提供了很

多有益启示,但是其中任何一种都存在力所不及的

地方, 因为过于简约的理论范式难以解释日益复杂

的世界。世界政治许多问题的界限甚至已经变得模

糊不清,可以说非此即彼的世界已逐渐远去。至少

2006年国际局势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这样

的变化。

中美关系的发展演变曾多经波折,但到今天即

使是保守的布什政府也不得不直面中国迅速成长的

现实, 希望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利益相关者而承担

更多责任。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角色定位, 只能

从多维度多角度考察才能离实际更近一些。 2006

年中日关系出现了改善迹象,实际上这是对过去几

年双边关系非正常状态的某种修正, 只作简单取舍

而跟随美国行事的日本不可能在亚洲取得足够的信

任,反而会影响自己国际作用的发挥。英国人在美

国和欧洲之间就尽可能避免明显的倾向性, 争取左

右逢源。萨达姆被处死了, 但伊拉克局势并不见好

转的迹象,伊拉克人民没有取得胜利,美国也没有取

得胜利,当然抵抗力量也没有取得胜利,而整个中东

地区依然动荡不安,早些时候的黎以冲突也没有真

正的胜利者。拉美地区一些政府对内强调社会公

正、关注贫困人口、发展民族经济等措施,但这并不

代表它们对国际资本实行严格限制政策,更不意味

将出现某种反美联盟。

/ 9# 110恐怖袭击之后, 美国曾采取直接而强

硬的政策推动反恐战争, 强调在反恐战争中 /不是

站在美国一边,就是站在美国的敌人一边 0。然而,

后来情况的发展证明这种政策有明显的局限, 简单

的敌我区分并不利于解决头绪繁杂的问题, 甚至在

传统盟国之间也产生了混乱。一段时期,美国愿意

用 /暴政0或 /流氓 0等称谓来对待那些自己不喜欢

的国家,结果引起更激烈的对抗。朝鲜核试验反映

出朝美之间缺少必要的信任, 是彼此冲突对抗的深

化发展,同时也意味着美国对朝强硬政策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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