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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首访展现新外交起点

5月1日至5日，中国新任外交
部长王毅访问泰国、印尼、新加坡
和文莱，这是15年来中国外交部长
上任后首次访问东南亚国家，其中
的外交意义耐人寻味。

十八大在周边外交上提出“努
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
的主题，王毅首访锁定东南亚四
国，意味着中国将东南亚国家作为

“惠及周边”新外交的起点，东盟被
放在周边外交的首要和优先位置。

与美国强调加强与盟国战略
合作的做法不同，王毅首访既没有
推动美式的联合军事演习计划，也
没有试图强加给东南亚国家以“跨

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而是突出
一个“惠”字，强调“坚定不移地支
持东盟在地区合作中继续发挥主
导作用”，支持东盟国家的“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支持东
盟推进共同体及一体化进程。

在中国周边外交理念中，把尊
重邻国意愿作为根本出发点，在坚
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
交方针基础上 ,更突出你情我愿，
双向努力。只要愿意与中国合作，
中国均张开怀抱欢迎。对于不愿意
合作的国家，中国也不勉强。中国
不以社会制度画线，更不搞厚此薄
彼的分而治之游戏，一切以尊重邻
国意愿为前提，逐步积聚周边外交
的正能量。

在“更好惠及周边国家”的战
略方针指导下，王毅首访强调大力
推进互联互通、海上合作及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等重点项目。这是
一个十分重要的外交信号，它意味
着在中国经略周边逐渐放到构建
地缘网络上，在牢牢把握地区共同
利益基础上，把重心放在经营功能
网络、经济网络、社会网络和制度
网络上，运用国际法和国际制度资
源，构建中国周边外交“新高地”。

王毅认为，这次访问取得的最
重要成果是，结合中国和四国各自
发展战略，明确了双方下一步互利
合作的方向和路线图。其实，东南
亚地区不是没有地区合作设想，而
是设想太多已呈现过剩态势，很多
制度是“小问题不愿解决、大问题
无力解决、新问题无人解决”。如此
高不成低不就的制度设想已经难
以称得上是“有效的多边主义”。如
何提高多边制度的有效性，使之成
为中国周边外交的有效舞台，将是
今后周边战略的一个支柱。

相比之下，王毅强调的“互联
互通”抵消了各种制度设想的地缘
结构压力，是种真正释放中国发展
优势，更好惠及周边国家的务实思
路。这种思路恰当地定位了政府的
角色，强调政府的任务就是搭建平
台。对东南亚国家而言，在“互联互
通”思想指导下，与之合作的伙伴
是中国经济和社会部门，所遵守的
规则是东盟国家熟悉的规则，不会
担心有什么安全威胁和政治压力。

当然，王毅此行也并非全然没
有外交上的期待，缓和地区紧张局
势，加强与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
是王毅首访始终围绕的主题。近一

段时期中国周边地区树欲静而风
不止，中国外交急需实现周边外交
突围，为中国和平发展塑造一个和
平稳定的周边环境。

因此，王毅首访并没有回避矛
盾和分歧，在与所访国家领导人会
见过程中，王毅强调坚持通过“友
好协商”和“互利合作”妥善处理中
国与东盟有关国家间的分歧和问
题，特别是强调在全面有效落实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过程中，在
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以循序渐进的
方式，探讨并稳步推动“南海行为
准则”进程。此次访问的最重要共
识是中国和东盟关系的主流是睦
邻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表明
某些国家为一己之私搞乱地区秩
序，是不得人心的。对中国而言，最
关键的是不为任何干扰所惑，不为
任何阻力所动，坚定不移地支持东
盟国家主导的地区合作，坚定不移
地推进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战略伙
伴关系，坚定不移地维护地区和平
稳定。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只
要中国勇于承担积极有为的国际
责任，致力于扮演维护地区和平发
展的“定海神针”，就一定会赢得周
边国家的理解、支持和信赖。

“完胜华尔街”

自我陶醉当止

“五一”黄金周前后，
“中国大妈疯抢黄金”的新
闻吸引了众多眼球，众多媒
体、网友甚至兴奋地用“中
国大妈完胜华尔街”来形容
这种盛况和“胜利”。

事实上，就在所谓“中
国大妈完胜华尔街”后的5

月2日凌晨，纽约6月份交割
的黄金期货价格继续走低，
创下4月15日以来最大单日
跌幅。“中国大妈托市”是暂
时巧合和幻觉。轻言“中国
大妈完胜华尔街”，不仅显
得为时过早，这种夜郎自大
的心态流露，也极易成为世
人的笑柄。

今天，“中国力量”确实
有了质的飞跃，但我们仍属
发展中国家，“10亿双袜子
换一架飞机”的现状并未改
变，在全球化经济链条中为
人打工的总体定位并未改
写。因此，在描述“中国坐
标”时用词尽可能避免浮夸
和夜郎自大。“中国梦”的实
现，需要脚踏实地、时刻保
持清醒，不可自我陶醉于某
些逻辑混乱、推理可笑的幻
觉，牵绊了前进的脚步。(作
者：徐锋，原载《广州日报》)

美国“两洋战略”

或影响中国外贸

美国和欧盟今年将举
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
伴协定》(TTIP)谈判，计划
两年之内结束谈判。

无疑，由美国主导的
TTIP和TPP将对中国对外
贸易造成影响。对此中国要
有一分自信：一是TTIP和
TPP实现尚需时日；二是即
使两者都谈成了，也没有什
么可以紧张的，中国以及其
他新兴经济体国家在世界
政治和经济事务中参与权
和话语权与日俱增，美国一
家说了算的时代早已成过
去，要改革全球贸易治理体
制，美国绕不开中国以及其
他新兴经济体国家；三是中
国已进入改革开放的新阶
段，在坚持把自己的事办好
的前提下，内外兼修，一定
能化挑战为机遇，如同当年
加入WTO一样，推动中国
经济发展再上一个新台阶。

(作者：吴正龙，原载
《北京日报》)

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4日在印
度首都新德里演讲时声称，在过去
1500年的历史中，中国同日本、印
度的关系都从来不曾“十分顺利”。

按理说，对麻生太郎这番挑拨
意图明显却技巧拙劣的言论本不
必太过当真。此公在日本国内向来
就以发言不谨慎出名，曾因为高龄
化问题难以解决而有“希望他们
(老人)快点死”的“惊人之语”。不
过，麻生此次的言论实在太突破常
识底线，让人忍不住想帮他好好补
习一下历史知识。

中印两国很近，但因受地理因
素影响，近代以前，即便偶有接触
也是如玄奘西行之类的文化交流。

麻生说的不“十分顺利”，不知是不
是把《西游记》里九九八十一难当
了真？至于中日之间，在长期的交
流史上，确实出现过几次摩擦，不
过这几次摩擦中的是非曲直，值得
好好说道一下。

公元663年，中日之间爆发了
历史上第一次冲突：白江之战。日
本派兵四万插手朝鲜内战，被仅七
千人的唐军全歼于朝鲜白江口，中
日之国力差距可谓高下立判。若按
后世某些国家打赢了就得陇望蜀
的逻辑，此时的唐朝应该“再图进
取”一下。如果那样，东亚史恐怕就
要改写了。但获胜的唐朝没有这样
做，反而敞开胸怀接纳了日本。日

本几乎全盘照搬了唐朝的文字、技
术、文化、典章制度。没有对唐朝的
学习，日本历史几乎是不可想象
的。

1592年，老实了900多年的日本
又动了“征韩”的念头。明军应朝鲜
国王请求入朝支援，最终打碎了丰
臣秀吉的野心。此战双方分别扮演
什么角色其实不需多论，只要看看
韩国人给其起的“壬辰倭乱”的名
字，便知孰是孰非。

回顾历史，如果一定要说中日
1500年的交往史“不十分顺利”，倒
也不能说完全言之无据。但究竟是
谁总在跳梁闹事，恐怕公道自在人
心。日本虽然孤悬海外，没有陆上

邻国，但刚学会造船就“征韩”，造
了几艘航母就敢偷袭珍珠港，历史
上向来就是个手能伸多远就打多
远的主儿。这样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竟然也指责起他国历史上与邻不
睦来了，着实令人佩服其脸皮的厚
度。

虽然日本在历史上履历不佳，
但很少见到别国领导人像麻生一
样拿“1500年”的恩怨说事儿。现代
国家不需为古代王朝之间的宿怨
负责，这是政治家应有常识。出身
政治世家的麻生如此不顾斯文地
去翻“1500年”的老黄历，还不幸翻
错了，滑稽之中，显露出的是其政
府围堵中国的焦急与病急乱投医。

麻生先生，别翻错了黄历
□本报国际观察员 王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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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约评论员 赵可金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

副所长)

与美国的做法不同，王毅首访东南亚突出一个“惠”字，强调“坚定不移地支持东盟
在地区合作中继续发挥主导作用”，支持东盟推进共同体及一体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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