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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 /

    问： 在美日拉拢?南亚对抗中
国之际， ?南亚国家对华态度是否
会有改变？

答： 拜登如何应对特朗普留下
的烂摊子，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从拜登任职后发表的相关政策主张
来看， 这位高龄总统以 “美国回来

了”为名号所提出的诸多观点，并没

有传达出清晰的“纠错”信号。相反，

在若干具有一定紧迫性的议题上，

拜登祭出的似乎仍是颇具对抗性的
意识形态工具， 企图通过拉帮结派

划出敌友的方式， 来维护美国看上
去已经日益下?的霸权地位。

这在东亚地区表现特别明显。

五角大楼不但在南海和台海不断挑

衅， 而且在与日韩进行的外长加防
长“2+2”会谈中，公开将中国作为

假想敌，刻意制造分裂，乃至要打造
新冷战的架构。如果这就是拜登“回

来了”的真实意涵，那美国可能要走
上没有光明前途的不归路。

拜登政府的对外政策蓝图也许

尚未完成， 但美国在东亚地区的行
为与言论都体现了一种没落的霸权

心态， 在美国自认的所谓国际规则
上公然要求他国站队。 这种以美国

利益为国际公共利益的无理做法，

与特朗普鼓吹的“美国优先”如出一

辙，但解决不了美国的问题，也无法

说服哪怕是美国的盟国， 这在南海
问题上表现特别明显。

由于历史原因， 南海沿岸各国
间确实存在尚未解决的领土主权和

海洋权益争端， 但美国和日本都不
是沿岸国家， 这些争端严格说没有

一件和域外国家相关。 按照联合国
宪章和公认的国际法原则， 比如中

国和东盟都签署的国际海洋法公
约， 如何解决这些争端是中国和东

盟有关国家的事务， 容不得域外势
力随意置喙。

从解决国际争端的历史经验和
教训来看， 域外势力的干预从来一

不是服务于公共利益， 二必定会因

夹带私货而最终损害相关方的合法
利益。因此，在美日等域外势力以所

谓国际规则和自由航行为名， 甚至
还纠集远在大西洋地中海那头的某

些欧洲国家，试图搞新世纪的“炮舰
政策”， 并要求东盟国家站队时，得

到的回答并不出人意料。 如新加坡

领导人所言， 中美都是东南亚国家
面对并需要处理好关系的大国，站

队选边绝不符合东南亚国家的利
益，东南亚需要做的是合作。

与此形成对照的， 是以东盟为
核心已经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RCEP） 和日本接手的全
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等地区经贸合作，倒是给
拜登的“美国回来了”政策出了选择

题。 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 美国正是此变局的决定性变量

之一，如果美国一味抱着“无可奈何
花落去”的悲剧心态，不停抱怨“最

大的地缘政治对手”， 乃至大挖陷

阱，不思跟进全球化的浩荡潮流，那
么只会加快大变局的来临。

东盟外长访华：亚太区域合作启新程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赵干城

    问：为什么此时邀请?南亚外
长集体访华？ 主要谈些什么？

答：此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刚来过，此后王毅风尘仆仆遍访中

东六国并在伊朗签订为期 25年的
中伊战略伙伴关系合作协定，这些

又都是在不久前阿拉斯加中美高

层战略对话的背景下发生的。 因
此，接踵而来的这四个主要的海上

东盟国家外长集体访华立即引起
国际高度关注，被普遍认为是中国

的又一次主动外交出击。

东盟作为一个整体，无疑是中
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战略合作

伙伴之一。东盟十个成员国都是中
国的合作邻邦，在中国的睦邻友好

周边议程中都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2013 年 10 月习近平主席在印尼

国会的演讲中提出 “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 合作倡议，2015年 11

月习主席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演
讲中指出“中国始终将周边置于外

交全局的首要位置”， 都体现了中
国在当今外交格局中对东盟地位

与合作的深刻认识。

在这个指导路线下，中国与东

盟的合作取得了扎实的推进，东盟

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也是
东盟所有成员的最大贸易对象。从

双方确立正式关系 30年的历史经

验来看，双方的外交互动议程从来
不是讨论要不要合作，而是在前进

的道路上如何改善和深化合作。

当前地区形势呈现众多新的

变化。美国拜登政府上台曾一度被
认为是本地区地缘政治的重大调

整因素， 但从种种变化和迹象来

看，拜登有没有所谓“新政”其实不

值得过于纠结。因为美国前总统特
朗普的疯狂“旧政”其实不是个人

的随心所欲， 而是美国国力衰退、

霸权下滑的表征。 美国着急了，但

并不代表中国要按美国的节奏来
布局。 中国的目标是超越自己，作

为一个亚洲国家，和周边国家共谋

发展是对外政策的题中应有之义，

东盟当然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随着新冠疫情逐步缓和，疫苗
接种广泛开展，本地区疫情开始发

生质的变化。此次中国与四个东盟
国家外长的会谈，正是在国际社会

更关注后疫情时期发展的背景下
及时举行的。在亚洲各国共同努力

下，就如何做好迎接后疫情时期到
来的准备，中国与东盟有太多的共

同议题和利益，这不但因为疫苗在
本地区广泛接种后需要就相互认

证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员恢复交流
达成高度共识，更因为被疫情暂时

中断的经贸交流和工程项目预期

将出现强烈反弹。

中国与东盟互为重要的经济

合作和贸易伙伴， 东盟成员均为
“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去年疫

情如此严重，东盟仍努力推进地区

经济合作，牵头落实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订。 随着
后疫情时期到来，如何加快协定在

各国的批准进程，促使中国与东盟

在协议精神引导下将亚太自贸区
建设推向新的高潮，相信不但是中

国与东盟合作的亮点，也将成为国
际社会的热点，这是对热衷于制造

地缘政治紧张者的最好回答。

    问： 中国应如何巩固并发展与
?南亚关系？

答： 今年是中国和东盟建立正

式关系 30周年，“三十而立”适其时
也。展望未来，中国与东盟合作有着

广阔前景，或可浓缩为“三驾马车”。

一是维护地区安全与和平稳

定。 以美国为首的域外势力总以为

这是美国的“强项”，觉得南海目前
尚存的主权和权益争端是最好的切

入点， 因此不但持续派遣各种舰只
闯入南海， 向东南亚国家传递干预

信号， 而且鼓励其他域外国家一起
到南海来刷存在感。殊不知，这种唯

恐天下不乱的搅局行为， 只会给地
区安全与和平带来更大危害， 从而

为地区国家所不齿。

中国与东盟早在 2002年就已

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且随
着形势的进展和各方共识的达成，

目前更“升级”为“南海各方行为准

则”， 文本经各方审定已落实签订。

只是由于疫情突起， 相关磋商和批

准未按原定时间表进行， 但各方继
续推进该进程的愿望和继续维护南

海和平稳定的努力，是明白无误的。

美国及其他域外国家如果执意要误

读甚至不惜发起军事冒险， 注定将
成为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元凶。

二是推进地区经贸合作。 中国
与东盟互为主要经贸合作伙伴和最

重要市场， 东盟也是中国最早签订
自贸协议的区域组织， 为亚太自贸

区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也为中

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了重要贡献。 特朗普领导的美国

大行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 使美国
在本地区的经济重要性日益下滑，

而东盟主导推进的 RCEP建设得到
中国等东亚国家支持， 并在去年由

15个亚太国家顺利签订协议，为中

国与东盟在疫情后推动相互关税下
?、资本与人员流动、重大工程项目

实施等创造了良好基础。 经贸合作
巨轮将引领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

成为疫情后本地区的压倒性潮流。

三是人文交流。 中国与东南亚

的民间交流源远流长， 东南亚国家

都是中国旅游者热衷的目的地，这
和历史上大量人员迁徙形成的深厚

文化影响相得益彰。 这次中国与东
盟四国外长会晤放在福建， 那里正

是当年华人 “下南洋” 的主要出发
地， 这种历史渊源在新形势下成为

中国与东南亚推进人文交流的可贵
资源， 也可以成为弘扬不同文明和

文化交流的典范样板。 在 “一带一
路”倡议推动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

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正在为更密集
的人员交流做硬件准备。 中国与东

南亚国家人文交流所铺就的康庄大
道不会中断， 更不会因某些居心叵

测的域外势力的挑弄而逆转。

应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邀
请，3? 31日至 4? 2日， 新加坡、印
尼、 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东盟四国外长
联袂访华。 为何此时邀请四国外长访
华？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将如何发
展？ 本期“论坛”特请专家解读。

    就任美国总统即将百日的拜

登， 正在美国长期没有突破的基建

问题上，寻求达成某种重大成果。

三点值得鼓励
拜登 3月末提出总额 2.3?亿

美元的“大基建”提案，需要的钱主
要来自从 21%提升到 28%的企业

税。征税焦点是美国企业，而特朗普
政府时期企业赋税从超过 30%?

到 21%，给拜登提供了政策空间。

在不考虑具体落实过程中面临

的政治问题、执行能力等情况下，就

总体指导思路而言， 拜登这份计划

还是具有一些值得鼓励的特点。

首先， 美国政府开始意识到需

要解决的问题在国内， 而非满世界
寻找敌人。此前中美关系遭遇 1979

年以来最严峻的冲击和挑战， 原因
之一就是特朗普政府将“美国生病，

其他国家吃药” 的霸道逻辑发挥到

某种极致。 拜登的计划至少在形式
和部分内容上， 体现了在华盛顿生

存 40余年的政坛耆宿应有的见识，

这是值得一点肯定和鼓励的。

其次， 美国政府终于开始理解
什么是应有的政治担当， 不再以一

种滑稽的方式陷入新自由主义/自
由主义教科书的窠臼而无法自拔。

政府的功能是解决问题， 提供公共
物品， 从投资的角度来说就是解决

市场没有兴趣而社会又不可或缺的
公共物品， 以关键基础设施为代表

的有效供给问题。 在上世纪经济大
萧条和世界大战的背景下， 正是美

国政府早期的基建投资， 一定程度

上催生了这个超级大国。 现在拜登
至少知道要从历史上找榜样， 显然

也是值得一点肯定和鼓励的。

再次， 美国政府终于知道要在

印钞和借债之外用新的办法筹资，

顺带关注国内分配不均衡的问题。

20世纪 90年代苏联解体， 美国认

为自己赢得冷战， 顺着新自由主义
路线高歌猛进， 最终一头栽入现在

的困境。 核心问题就是金融资本过
度膨胀，在随性消费冷战红利之时，

“成功”地被胜利击倒，令国内矛盾
丛生。 拜登至少知道不能再继续薅

中产阶级羊毛， 也不能再随心所欲
印钞发债放水，而是要动动税收，这

当然还是值得一点肯定和鼓励的。

三组矛盾难解
但是， 这份宏大的基建计划还

是有很大概率仅仅成为漂亮的

PPT， 其中最为核心而难以落实的

结构性挑战， 是美国国内政治结构

的掣肘。 美国国内政治本质上是以
竞争性政党政治为核心， 围绕选举

胜利这个核心目标， 在基层选区奉
行“赢者通吃”规律。 这就决定了美

国国内政治结构基本上不是一个适
合开顶风船、打逆风局的结构：聚焦

短期收益，关注选举结果，煽动并迎

合民众绝对自我中心的精致利己主
义，是其结构性的政策与战略偏好。

落实到基建计划上， 就产生了三组
矛盾关系：

首先，基建计划的长期性、系统
性和复杂性需求， 与美国执政党对

短期、直接和简单性的偏好，形成了
天然的矛盾。 2022年美国国会要进

行中期选举，2024年美国总统要进
行选举， 而基建计划要求民主党大

概率保证 8年执政。如何确保“大基

建” 在短期内实现足以影响选票的

成果，客观来说是无法完成的任务。

其次， 基建计划涉及利益的全

面性， 与民主党自身关切利益的狭

隘性之间的矛盾，近似不可克服。拜
登的“大基建”计划是一份不纯粹的

计划， 夹杂了具有显著选举因素考
量的偏好，也就是用政策买选票，共

和党基于本能，必然予以抵制。由此
导致的结果， 是计划的通过将充满

不确定性，最为宝贵的战略资源“时

间”将承受额外的重大消耗。

第三， 基建计划对延续性的需

求， 与美国两党政治政策不确定性

之间的矛盾。 全国性“大基建”需要
的时间是以若干代人为单位来计算

的， 是否能在数十年而非四到八年
时间尺度上维持政策的延续性，是

基建项目最终能否成功的关键。 这
一点在当前美国国内政治框架下，

可能是个无法想象的目标。

当然， 希望美国能够把更多精
力从祸乱世界转回到建设本国的正

轨上去，但能做到多少，还有待时间
的持续证明。

赵干城

中国外交主动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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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评 拜登“大基建”计划：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 ?盟国家拒绝站队

3 ?三驾马车”加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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