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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月21日,拜登宣誓就职美国总统次日,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阮富仲与政府总理阮春福向拜登发出贺电,表示相信越美关系

将继续纵深、高效、稳步地发展①,显示出越南对进一步提升美越关系的积极

态度。在当前中美两国战略竞争延续的态势下,美越关系热度的提升是否

会对中越关系造成负面影响,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利用清华大学国

际关系研究院中外关系数据② 与全球事件、语言与语调数据库(Global
 

Database
 

of
 

Events,
 

Language,
 

and
 

Tone,GDELT
 

Project)数据测量中越

关系。数据显示,过去四年内中越关系保持了较为友好的状态。在与中国

存在南海主权争端、与美国存在意识形态分歧的情况下,越南同时保持了与

中美之间的友好关系。对于未来一年内的中越关系,预测组认为,面对中美

战略竞争持续的态势,越南会继续采取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的外交策略,但

由于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的外交策略差异,到今年下半年,中越关系可能

面临更多来自外部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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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越关系与美越关系的变化

为更准确地观察中越关系的变化,本文同时使用了清华大学中外关系

数据库和GDELT数据库进行测量。① GDELT是迄今为止覆盖最广的全球

事件数据库,通过机器编码的方式实时获取全球范围内的事件报道。本文

选取了2017年1月至2020年12月GDELT记录的中越关系事件作为数据

来源,筛选出其中与政府、军队、立法机构和政党相关的事件,以便更准确地

反映两国关系。GDELT会根据事件报道内容,为每条事件赋予戈德斯坦分

值(Goldstein
 

scale),以衡量事件的性质程度。② 通过对筛选后的中越冲突

与合作事件进行戈德斯坦分值加权,可以得到在结构和逻辑上都与清华大

学中外关系数据较为类似的中越两国的合作与冲突分值。本文按月为单

位,将基于GDELT数据的中越合作与冲突分值代入清华大学中外关系数据

①

②

GDELT(www.gdeltproject.org)数据库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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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词典对全球的社会

行为追踪和编码,数据源包括100多种语言的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报道。目前GDELT数

据库每15分钟更新一次,收集、记录了1979年1月以来的超过25亿个事件,对每个事

件中的行为体、事件特性、发生地点等属性进行机器编码,并将根据事件性质抓取的事件

分为“语言冲突”“语言合作”“实质冲突”和“实质合作”。国际关系学界利用GDELT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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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36,
 

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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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中进行计算①,得到中越关系分值②。图1报告了GDELT中越关系分

值与同期清华大学中外关系数据库记录的中越关系分值。

图1 中越关系分值(2017年1月至2020年12月)

由图1可见,虽然数据来源不同,但清华大学中外关系数据与GDELT
数据计算得出的中越关系曲线都显示过去四年内中越关系整体维持了较好

的水平。③
 

两条曲线反映的中越关系分值变化情况也基本一致。在保持良好

关系的同时,图中曲线也显示过去四年内中越两国关系呈现“先升后降”的

趋势。对照两国关系分值与两国互动事件可以发现,高层互访是标志中越

关系提升的重要事件,如2017年1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赴

越南参加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越南进行国事访

①

②

③

关于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外关系数据的计算方法,参见:阎学通、周方

银:《国家双边关系的定量测量》,《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GDELT记录的中越关系事件数量大大超过清华大学中外关系数据库中记录的

事件。为了便于计算和比较,本文将由GDELT数据计算得出的中越合作与冲突分值各

除以500后带入清华公式计算,并将2017年1月GDELT数据初始分值设为与清华数据

相同的5.1分。
根据预测组对国家间双边关系类别的划分标准,分值等级由低到高依次是:对

抗、紧张、不和、普通、良好、友好。每个等级再分为三等水平,即低等、中等和高等。截至

2020年11月,中越之间的关系分值为“高等良好”。



越南将继续采取“中美平衡”的外交策略 155  

问,当月中越关系大幅提升。而2019年后导致中越关系下滑的负面事件则

大多与南海主权争端有关。两国关系中的这些变化在图1的曲线变化中也

都得到了反映。从双边关系分值上来看,虽然存在争端事件,但中越关系整

体上仍然保持着较高的水平。预测组判断,中越两国之间的南海主权争端

仍将延续,但两国都意识到主权争端不是两国关系的全部,也都不希望这一

问题破坏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大局。

在美越关系方面,美国希望借助越南遏制中国的崛起,越南则希望借助美

国对冲中国不断提升的地区影响力①,两国都有意愿提升双边关系。2021年

1月12日解密的美国“印太战略”框架(U.S.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Indo-

Pacific)提及美国将深化与越南的伙伴关系。② 在2020年10月7日于河内举

办的越南—美国建交25周年纪念仪式上,越南副总理武德儋也表示“越

南……将美国视为越南外交路线中的头等重要伙伴”③,显示了越南对于美越

关系的重视程度。特朗普任内,美越两国实现了较为频繁的高层互访,两国关

系明显提升。但与此同时,越南对美越合作仍表现出一定的谨慎态度,避免因

过于偏向美方立场,对中越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如2020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发言称中国在南海的九段线主张“不合法”,越南在回应蓬佩奥的言论时较为

克制,只是表示“越南欢迎其他国家根据国际法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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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虽然与中美两国都存在一些矛盾,但在过去四年中,越南同时保持

了与中美两国的友好关系。这一外交策略的成功首先得益于中美两国的战略

竞争态势,中美都希望争取越南的支持,或至少不让越南倒向对方。其次越

南也在政策表述上保持了谨慎的态度,避免在中美之间表现出“选边”立场。

二、
 

未来越南外交的变化

对于未来一年内越南的外交策略,预测组认为总体而言越南会继续采

取“不站队”的策略,在中美间寻求平衡。其中原因可以归纳为三点。第一

是越南与中美两国在一些具体议题上存在分歧。越南与中国存在南海主权

争端,与美国则在政治制度、人权问题、经济贸易等方面存在矛盾,很难完全

倒向中美任何一方。第二是中美两国都与越南在经济、贸易等领域有着较

为深入的合作,如果越南采取“选边”策略,必然破坏与另外一国的关系,给
越南带来损失。第三是当前外交策略给越南带来了有利的国际地位,“不站

队”的立场一方面使越南成为中美都希望争取的对象,另一方面,在经历了

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外交后,越南强调“多边机制”和“东盟中心地位”的立场

使其更能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越南不会轻易放弃这种有利地位。

近期越南的政策表述也透露出“不站队”的态度。在2021年1月26日

至2月1日召开的越南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越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阮富仲多次强调越南将坚持独立、多边化的外交路线。① 这种主张

也与2019年越南国防部公布的越南《国防白皮书》的“四不”立场一致。②
 

虽然未来一年内越南会继续保持“中美平衡”的立场,但伴随着美国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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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政府外交政策的实施,越南在“中美平衡”的光谱中可能会更加向美国靠

拢。特朗普执政时期虽然推动了美越关系的发展,但他“美国优先”的理念

和锱铢必较的做法阻碍了美越两国互信的提升。这一点在经贸领域体现得

尤为明显:特朗普曾抨击越南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比中国还恶劣”;①特朗

普政府财政部也将越南列入“汇率操纵国”名单。② 图1显示过去四年内中

越关系虽有波动但基本平稳,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特朗普政府的消极对华

政策并未使中越关系大幅恶化。而拜登政府更加重视与亚太盟友和合作伙

伴的关系,也更愿意在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中让利以换取国际支持,这些做法

有助于美越互信进一步提升。作为民主党人,拜登或许更关注人权、意识形态

等问题。但从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积极推动美越关系发展的做法来看,作为

奥巴马政府副总统的拜登不太可能因为这些因素而放弃提升美越关系。

另一个影响越南外交政策的因素是美越两国政府对彼此政策立场的感

知。与美国一样,2021年越南同样将迎来领导集体的更迭。预测组认为,

2021年上半年,刚刚经历领导集体更迭的美越两国需要一段时间了解彼此

的政策,尤其是越南会对拜登政府的对外政策持观望态度。进入下半年后,

拜登重视东南亚国家、重视多边合作的外交立场可能促使美国在一些具体

议题上对越南让利,提升后者对美越关系的信心。这并不足以使越南放弃

“中美平衡”的根本立场,因为中美战略竞争的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改变,但有

望进一步推动美越关系的提升,使越南在中美之间更向美方靠近。

综上,预测组认为,2021年越南会继续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但这种平

衡不会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发生变化与波动。上半年美国对越南的外交

政策影响有限,中越关系很可能会保持平稳。而伴随着美越政府间观望与

试探的结束,美越之间的互信与政策方面的协调程度可能继续提升,因此下

半年中越关系将会遇到更大的外部压力。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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