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尽管各国选战的最
后结果仍然扑朔迷离，但翻看
各大媒体，会发现中国话题早
已 成 为 各 路 政 客 不 断 翻 炒 和

“亮剑”对决的热点。中国在未
来一年里将面临空前的外部压
力与挑战。

短期来看，一系列国家和地

区的选举叠加在一起，一定会使
得新一年的国际政治充满不确
定性，而最高决策机构和舵手的
大洗牌，必然会令原本就不平静
的世界形势频起波澜。

事实上，每逢一些主要大国
举行大选，中国常常都会被无辜
累及，沦为这些国家大选争夺战

中的挡箭牌与替罪羊，特别是在
欧美，竞选者们为夺功诿过转嫁
矛盾，早已习惯拿中国开刀，祭
出所谓台湾问题、涉藏涉疆问题
和贸易不平衡、人民币汇率、人
权、宗教、民主等问题，要求对华
采取强硬措施，并进而殃及中国
与选举国关系。

在此前的美国总

统大选预选期间，互

联网上疯传着一段热

门视频，视频的主角

是穿着中式服装、正

角逐美国总统候选人

提名的前驻华大使洪

博培。视频借洪博培

的中国养女质疑他

的“美国价值观”，讽

刺他是一名“来自满

洲里的候选人”，呼

吁投票给另一候选

人罗姆尼。新的一年

是 全 球 大 选 年 。目

前，尽管各国选战的

最后结果仍扑朔迷

离 ，但 翻 看 各 大 媒

体，会发现中国话题

早已成为各路政客们

不断翻炒的热点。

政客对决拿中国说事

目前，美债欧债危机持续蔓
延拖累全球，外界普遍预期今年
全球经济形势不容乐观，甚至有
可能再度陷入衰退。中国特别要
警惕涉华问题被政治化、情绪化
的危险，防止对华关系沦为一些
国家国内政治的“人质”。

比如，在当前热闹非凡的美
国共和党预选中，一些候选人已
经表达了对中国问题的“关切”。

“今年的美国大选中，中国话
题肯定会是重要话题。”复旦大学
美国研究中心潘锐教授说。在他
看来，2 0 1 2 年美国大选不同于
2008年。四年前，中国影响力还没
有现在这么大，而且美国金融危
机压顶，所以在选举期间，谈论的

中国问题其实并不多。但现在，一
方面中国GDP在2011年超越日
本成为世界第二，而美国相对衰
落；另一方面，目前美国全球战略
东移，亚太战略更是把中国作为
主要对手。

“在这样的背景下，不管是
奥巴马还是共和党的候选人都
会提中国问题，所以今年大选当
中‘中国话题’是逃不了的。”潘
锐说。具体来讲，今年美国大选
的“中国话题”可能会发生三方
面的变化，“变化之一是中国已
经处于一个挑战者的位置。变化
之二，过去三十年来，我们一直
认为中美贸易关系是中美关系
的稳定器，它的负面作用不是很

大。”潘锐说，但在今年大选中，
美国可能在许多经贸问题上挑
起事端。作为第三个变化，潘锐
认为，一些美国人想当然地认
为，中国随着实力的增长表现出

“领土入侵”的意愿，所以中国周
边话题也肯定会成为美国大选
中的话题。这些抨击中国的话题
会赢得某些阶层和某些地区选
民的支持。

除了美国，在有些国家，一些
发起挑战的政坛反对派往往会拿
中国说事，试图激起民众的民族
主义情绪，从而达到夺取政权的
目的。尽管在赢得大选后，他们仍
然会倾向于保持甚至希望深化与
中国的关系。

警惕涉华问题被政治化情绪化

但在一些有识之士眼中，不
断发展壮大的中国，更多的是国
际社会的积极因素，毕竟与中国
发展贸易完全是一个共赢的结
局。比如在韩国，不管是哪个领导
人上台，深化中韩经贸关系都是
必然之举。尽管2012年大选中可
能会出现杂音，但在大选后，新的

韩国领导人可能会采取更多措施
促进中韩经贸往来。

同时，现代社会绝大多数国家
早已不再是单枪匹马的人治时代，
领导人正常更迭一般不会过多影响
两国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在成为公
认的世界经济稳定之锚的今天，中
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更加为各

方所倚重，对华关系在各国日益重
要。所以，在全球大选之年，只要有
针对性地打好手中的经济、政治、文
化和国际、地区牌，增进互信，拓展
合作，妥善处理好敏感问题与矛
盾分歧，中国就能化危为机，步入
潮平两岸阔的新境界。

（综合《国际先驱导报》、《环球》）

中国要打好手中的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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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是名副其实的世
界大选年。出于拉拢选民的目
的，某些国家的候选人可能会
以牺牲对外关系为代价鼓吹
或实施更加强硬的对外政策。

2011年12月4日，清华大
学国际安全论坛发布的研究
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称，2012

年，中国在中美经济关系和中
日历史问题等方面将面临更
严峻的局面。报告主要执笔
人、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
究院院长阎学通表示，现阶段
还没有国家可以取代美国，为
国际社会提供领导，中国目前
还无力承担世界领导责任。

报告预计，2012年世界经
济也难有起色。大国战略摩擦
加剧，武装冲突有可能增加。
为缓解危机，应改革国际机
制，在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领
域分别建立具有适应性的新
制度。

阎学通表示，美国领导力
的衰退使得世界经济陷入混
乱。“作为世界大国，中国应突
出有所作为的外交原则，特别
是在全球事务上，不宜采取中
立或不表态政策。此外还应提
倡内外合作缓解动荡、防止经
济矛盾政治化的原则。”

但是，阎学通也坦言，现
阶段还没有国家可以取代美
国，为国际社会提供领导。“中
国坚持韬光养晦、不当头、不
扛旗、不结盟等一些外交原
则，因此中国还无力承担世界
领导责任。”

阎学通认为，中国应提倡
“责权一致”为国际制度改革
的总体原则，以提高效率为改
革方向。中国不排斥在某些领
域由实力比中国强的国家承
担领导责任，同时中国也应在
自己的实力优势领域承担更
多的国际责任。

据《南方日报》

格观点

中国暂难承担

世界领导责任警惕被“绑”
中国要防止成为别国政客的“人质”

影影响响中中国国

洪博培和中国养女杨如意在一起。美国大选预选期间，洪博培身上的中国元素遭到了竞选对手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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