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理，即既不要过分乐观，也不必过分悲观，而是保

持平和的心态，不因一时的得失、进退而忘乎所以或

垂头丧气。
总之，所谓“再正常化”应该是一个避免过度政

治化和泛战略化，回归常态化和规范化，更强调具体

问题管理的过程。这也许不那么激动人心，但更有

利于中美关系的长治久安和健康发展。○

国际战略格局变化与中日关系

刘江永 (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观察当前国际战略格局与大国关系的角度不

同，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如果把美国的兴衰作为观

察的坐标，一些人就会认为国际战略格局没有发生

变化，因为美国仍然是世界第一超级大国。然而，二

战后的历史表明，引起国际战略格局剧烈变动及国

际政治、经济版图深刻变化的，与其说是世界超级大

国的兴衰，不如说是世界第二大国的跌落或易位。
二战后，导致国际格局第一次重大变化的是战

后第一个“世界老二”苏联的“和平解体”。冷战时

期，从综合国力上与美国全面抗衡的世界老二是苏

联。苏联建立军事同盟和势力范围，建立了仅次于

美国的核武库，国际战略格局形成美苏两极体制。
伴随 20 世纪 70 年代世界多种经济力量中心的出

现，美苏两极开始瓦解，世界出现“两极多元”结构，

世界经济上出现美欧日三极主导，中国成为国际政

治领域重要的力量中心。1991 年底苏联解体后，日

本取代苏联成为世界老二，世界进入冷战后时代，国

际格局变为“一极多元”结构。
引起国际格局第二次重大变化的是，战后第二

个世界老二日本“和平衰落”，中国取而代之。中国

必然受到更多的关注、期待、猜疑甚至误解。尽管日

本作为美国的盟国在外交上积极配合美国的全球战

略，自我宣称与美国拥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但其并

不能避免作为世界老二而受到来自美国的打压。美

国曾经一度在内部把日本视为冷战后最大的经济威

胁，压日元升值，在贸易摩擦方面敲打日本，诱导日

本国家模式、企业模式转型，走新自由主义经济的道

路。结果，1994 年经济规模已达美国 80%以上的日

本，现在却不到美国的 40%。2010 年，日本按美元

计算的国内总产值( GDP ) 被中国超过，中国成为战

后以来第三个世界老二。2012 年中国 GDP 总量是

日本 的 1． 4 倍，但 人 均 国 民 收 入 只 有 日 本 的

约 1 /10，排在世界第 76 位。尽管如此，中日两国力

量对比和国际战略格局以此为拐点，开始发生历史

性变化。2010 年钓鱼岛撞船事件到 2012 年日本政

府“购买”钓鱼岛事件，对中日关系全局造成中日邦

交正常化以来最严重的冲击，中国成为日本防卫战

略的主要对象。安倍晋三再度当选日本首相后，企

图在强化日美同盟的同时在中国周边造成共同威

慑、牵制中国的战略格局。美国则多次承诺钓鱼岛

适用于《日美安全条约》，企图借助日本及南海问题

牵制、消耗中国，但并不愿被日利用来火中取栗。来

自日本和美国的战略压力反而成为中国壮大发展、
开展和平外交、塑造国际新格局的动力和机遇。对

中国来说，未来 20 年最重大的战略课题是如何不成

为第三个二战后以来失败的世界老二。
那么，中国成为世界老二，是否意味着中美对立

不可调和? 未必。从传统的大国关系格局看，中美

之间的矛盾因素由来已久，美国战略本能决定它不

会善待世界老二，甚至可能以对付前苏联和日本的

全部手段对付中国。但是，我们要看到，自 2001 年

“9·11 事件”以来，国际格局发生了另一个前所未

有的重大变化并对中美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

变化可以概括为，在传统国际关系格局之外又出现

了一个“非传统国际格局”。传统国际关系格局的

特点是国家与国家、国际集团与国际集团的较量与

力量对比的变化，而非传统国际格局的特点则是国

家与非国家、非政府行为体之间的较量与非对称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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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具体讲，社会信息化与恐怖活动全球化、网络

化，形成隐形的“一极”。国际恐怖组织与传统超级

大国及其盟国之间的热战持续至今，并没有因为伊

拉克战争结束和本·拉丹被击毙而终结，相反又蔓

延到西亚北非地区。非传统安全因素、非传统国际

格局，改变了传统超级大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美国

既要维系在传统国际格局中的主宰地位和地缘战略

优势，又不能不从本国安全利益出发，应对非传统国

际格局的严峻挑战。一旦国际恐怖组织获得针对美

国的核武器、核材料，美国的核威慑战略将失灵。中

国并非前苏联，不仅不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挑战，

而且是美国在国际反恐战线、地区防扩散领域必须

借助的伙伴。另外，当今世界并非中国异军突起，而

是“金砖国家”、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因此，中

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现实可能性是存在的。这种

新型大国关系模式，在中俄关系中便可看到。
在亚太地区，二战后以来，中美日俄四大国关系

几乎每 10 年就会发生一次格局性变化。这主要表

现在四国之间力量对比和相互关系性质的变化方

面。变化的原因是国家模式竞争结果与领导人更替

后的战略调整，以及国际矛盾的变化和各国决策层

对国家利益的认知不同。自 2010 年以来，中日力量

对比发生转折性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中日 GDP 之

比: 2010 年为 5． 9 万亿美元 ∶ 5． 4 万亿美元，2012
年为 8． 3 万亿美元 ∶ 5． 9 万亿美元。2013 年由于日

元大幅贬值，中日 GDP 总量差距还将进一步拉大。
照此发展下去，未来三至五年内，中国经济总量将是

日本的 2 倍，但不能因此而认为日在钓鱼岛领土问

题上会作出实质性让步。在国际贸易方面，2011 年

日本进出口分别占世界贸易的 4． 6%和 4． 5%，居第

四位; 中国则占 9． 5%和 10． 4%，居世界第二位。在

军费开支方面，日本居世界第六位，中国居第二位。
2010 年以来，日本对华战略开始明显调整。这主要

表现在 2010 年 12 月日本新的防卫计划大纲出台，

其具有国家对外战略的性质，把中国定位为主要防

御对象，规定日本防卫重心将转向西南诸岛，明显涵

盖钓鱼岛。这表明，日本对华战略的基调发生改变，

从以合作为主转向以警惕和防范为主。这是日本国

内政治右倾化在对华政策上的必然反映。

安倍再次当选日本首相后，在钓鱼岛问题上的

强硬立场没变，但自民党与公明党联合执政表明安

倍内阁还不是日本最右的内阁。中日关系也还没有

跌到谷底，还有进一步恶化的危险性。安倍内阁

2013 年上半年最大的国内政治目标是赢得 7 月参

议院选举，然后再利用在众参两院支持修宪的 2 /3
以上多数议员，修改二战后的《日本国宪法》，打破

发展军备和使用武力的法律禁区。因此，只要不发

生海上冲突，安倍内阁并不急于解决钓鱼岛问题，而

是要继续利用这一问题维持民众的高支持率，争取

打赢参议院选战。在外交上，安倍内阁并不急于改

善同中国的关系，而是开展针对中国的所谓“战略

外交”，在加强日美同盟的同时，在中国周边地区拉

拢有关国家共同形成牵制中国的战略格局。安倍选

择参与 TPP 谈判而冷落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完全是

出于在美中之间选边站的战略考量。安倍认为，由

于中国壮大，单靠日美两国难以应付，而要搞“日美

+1”，建立日美韩、日美澳、日美印，甚至联手菲律宾

和越南，共同牵制中国。前不久，安倍访问蒙古，并

对北约颇感兴趣，企图建立更大范围的对华威慑网

络。在军事方面，安倍内阁利用所谓“火控雷达照

射事件”大做文章，竭力炒作。尽管中方已经否认，

但日方仍揪住不放，继续渲染“中国威胁论”。其目

的一是企图主导日美首脑谈判议题，突出中国问题;

二是挑明中国是日本的“威胁”，进一步凝聚日本国

内共识，对华进一步采取强硬立场。
日本 2013 年出版的外交蓝皮书、防卫白皮书都

可能借所谓“火控雷达照射事件”公开把中国说成

是海上和空中威胁，为下一步再度修订防卫计划大

纲和日美防务合作新指针做铺垫。这标志着日本对

华政策将从以往支持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转向不惜进行军事对抗的方向。参议院选举后自民

党若与主张修宪的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联合，日本

修宪便将被提上日程。今后，日本在中国周边布局

的同时，将继续利用中国的社会矛盾、民族分裂势

力，介入台湾问题，在钓鱼岛问题上示强。这样，一

个不确定性极大的日本，很可能促使中国把它视为

最大的外部威胁。然而，安倍的“战略外交”开局不

利，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其在岛争问题上与邻国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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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凸显，反而使日本更加孤立，甚至在美国那里都

没得到无保留的支持。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奥巴马

政府对野田内阁“购岛”曾持疑问和消极态度，担心

会刺激中国，但野田内阁未听劝阻。目前，中日之间

虽不至于发生战争、冲突，但一些摩擦现象与 1894
年甲午战争前有相似之处，中国须居安思危，加强国

防。在坚持钓鱼岛海域执法巡航常态化的同时，要

继续就钓鱼岛属于中国的根据向日本及国际社会做

详细说明，同时着眼长远，继续推进中日世代友好事

业，实现钓鱼岛局部利益之争与中日友好的再平衡。
未来 20 年，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构成对中国的威

胁。中国主要威胁将来自内忧外患的复合型挑战及

暴力的多边主义，即依靠军事集团对主权国家发动

的军事打击。因此，中国在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的同

时，要提倡和平的多边主义，反对暴力的多边主义，

争取实现可持续安全。中国外交要避免把“韬光养

晦”和“有所作为”对立起来，因为这两者如同《易

经》中的阴与阳是不可分割的，阴中有阳，阳中有

阴。在“韬光养晦”时要坚持原则，自强不息; 在“有

所作为”时要谦虚包容，广结善缘。在塑造国际战

略新格局的进程中，中国应注意关照各国利益，努力

做好负责任大国和受别国信任、尊敬的大国。○

大国互动中欧盟的角色

张 健 (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所长、研究员)

实力的此消彼长往往会改变大国间的互动模

式。近年来，由于大国间实力差距开始缩小、特别是

美国作为“一超”的实力相对下降，大国互动出现了

新的变化。传统盟友关系仍然存在，也无截然敌对

的双方，议题式合作成为主流，而各方在相关议题上

也都在努力争取相关国家的支持。在这种互动模式

中，欧盟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开始凸显。
欧盟并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包括了诸多传

统欧洲大国的国家联合体，由于高度一体化，特别是

在经济领域的高度一体化，欧盟作为一个整体经常

被赋予大国身份。在债务危机的冲击下，欧盟总体

上看应该是各大国中实力受损最严重的一方。欧盟

向以强调“软实力”著称，经济、发展模式及一体化

是欧盟软实力的最大来源。但近年来，欧盟在这三

方面均遭受严重冲击。欧洲多国经济持续衰退，作

为整体，欧盟经济 2013 年将只有微弱增长，欧元区

则可能再陷衰退。欧盟国家引以为豪的发展模式，

包括健全的福利制度，现在更多成为其他国家想要

避免的教训而不是想要效仿的经验。从一体化来

看，欧元区目前保持了完整性，但由于债务危机的蔓

延深化，未来走向解体的可能性并未完全排除。英

国未来几年内也存在退出欧盟的可能。欧盟成员国

包括法、德等核心国家，疑欧情绪普遍上升，一体化

似乎走到尽头。“欧洲衰落论”此起彼伏。
应该说，欧盟的实力地位是在下降，但同时出现

了一个看似反常的现象，即欧盟开始成为各大国都

欲争取的对象。最突出的表现是，美国开始“重返

欧洲”。近来，美国对欧洲攻势频频，奥巴马总统选

择两名资深的“大西洋主义者”克里和哈格尔分别

担任国务卿和国防部长; 副总统拜登 2 月初出席年

度慕尼黑安全会议时宣称“欧洲仍然是美国不可缺

少的头号伙伴”; 接着奥巴马总统在其国情咨文中

提出要与欧盟建立“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

系”( TTIP) ; 新任国务卿克里将其首访对象选定为

传统盟友欧洲国家。一时间，美国“重返欧洲”的说

法充斥媒体。美“重返欧洲”是奥巴马政府对其第

一任期外交政策做出深刻评估的结果，美国更为清

醒地认识到自身实力的局限性，也更深刻地体会到

欧洲作为盟友的重要性。美国虽然强大，欧盟虽然

变弱，但美国要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推行亚太战

略，就必须借助欧盟的力量。俄罗斯与欧盟之间近

来磕磕碰碰，特别是普京重登总统宝座后，欧俄在人

权、能源以及在乌克兰等前苏地区事务上的争斗增

多。但俄罗斯仍然非常看重欧盟在其经济发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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