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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三三邻邻国国””的的远远水水解解不不了了近近渴渴

时隔一个半月，8月21日至22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以“走
亲戚”的方式，单独访问一个邻
国——— 蒙古国。中国重视周边外
交，一个因素是因为中国是世界上
邻国最多的国家。相比之下，蒙古
国则是世界上邻国最少的国家之
一，并且因夹在中国与俄罗斯之间
而具有特殊的地缘关系。

在冷战时期，蒙古国成了大
国博弈的最前线，实际上成了苏
联的卫星国。冷战结束后，蒙古
国对自身外交政策进行了再评

估，乌兰巴托虽然无法选择邻
居，但最终选择了一个在它看来
最合适的外交方针，也就是众所
周知的“第三邻国”战略，并将这
一思路运用到外交实践当中，取
得了不错的成果。但“第三邻国”
战略有个前提，即同中国和俄罗
斯建立友好关系。

蒙古国与美国、日本等重要
“第三邻国”分别建立了全面伙
伴和战略伙伴关系，2012年3月与北
约建立“全球伙伴关系”，11月又加
入欧安组织。今年4月，美国国防部
长哈格尔访蒙；7月，蒙古国总统额
勒贝格道尔吉访日；去年10月，额
勒贝格道尔吉还成为金正恩上台
后首位访朝的外国元首。

乌兰巴托拓展外交空间的同
时，也在努力提升自身国际地位
和影响力。去年4月，额勒贝格道
尔吉提出“乌兰巴托对话机制”，

希望借蒙古国与东北亚所有国
家保持友好关系，达到以对话谈
判方式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目
的。很明显，在朝核问题六方会
谈陷入僵局之际，蒙古国意欲谋
求国际热点问题调停人的角色。
当然，这一机制也获得中方重
视，习近平在蒙古国媒体发表的
署名文章中指出，愿意就此与蒙
方保持沟通。

但与外交上结出硕果相反，
蒙古国经济今年以来遭遇前所
未有的严峻局面。此前，凭借丰
富的矿产资源，在全球能源矿产
价格高涨的推动下，蒙古国经济
保持了经济高增长，2 0 1 2年和
2013年分别为12 . 4%和11 . 7%。然
而，由于外国直接投资和国际大
宗商品市场矿产品价格双双下
降，今年上半年蒙古国经济仅增
长5 . 3%，为2010年以来最差表现。

这种局面是“第三邻国”鞭
长莫及的。在蒙古国的对外贸易
中，中国占据了绝对重要的地
位：中国是蒙古国最大贸易伙
伴，去年双边贸易额达60亿美元，
占蒙古国对外贸易总额的一半以
上；中国是蒙古国最大出口目的
地，《乌兰巴托邮报》报道称，中国
占蒙古国出口比重的90%，占进口
比重的50%；中国还是蒙古国最大
投资国，蒙古国外国投资局统计，
1990年至2012年，在蒙古国共登记
来自世界110个国家和地区的直
接投资98 . 26亿美元，设立外资企
业11642家，其中，中资企业5737

家，直接投资额34 . 84亿美元。
由此可见，中国对蒙古国经

济增速的有效影响远远大于它
的“第三邻国”。而且，蒙古国与
另一大邻国俄罗斯的经济互补
性不强，双方的支柱产业和出口

产品都集中在能源资源领域，在
其他领域俄罗斯的竞争力明显弱
于中国，加之当前俄罗斯遭受西方
严厉制裁，纠缠于乌克兰危机之
时，乌兰巴托的选择不言自明。

更重要的是，蒙古国一直以
来寻求加入APEC，而今年恰逢
中国主办APEC峰会，习近平也
表达了对蒙古国加入的支持。同
时，去年习近平提出建设“丝绸
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后，获
得蒙古国方面的积极响应，希望
能够进一步分享中国经济发展
带给邻国的红利。

一个有趣的时间差是，习近
平主席结束访蒙约两周后，俄罗
斯总统普京也会到访乌兰巴托。
蒙古国在大花心思搞“第三邻
国”外交的同时，还需动动脑筋
在中俄之间巧妙地找平衡，稳固
自身对外政策构想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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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愿意为周边国家提供
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欢迎大
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
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

———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蒙古
国家大呼拉尔发表演讲时说。

“大约25到30年前，世界曾认
为我们是一个耍蛇艺人和黑魔法
的国度，但是我们的年轻人凭借
其信息技术能力震惊了世界。我
梦想着一个数字化印度。”

——— 印度总理莫迪表示建设
数字化印度，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西方所采取的制裁政策对
我们造成的伤害大于对俄罗斯。
在政治上，这就叫搬起石头砸自
己的脚。”

———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认为
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将伤害自身。

“今天是新的一天，是土耳其
的里程碑，是土耳其的生日，是它
浴火重生的日子。”

——— 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在
赢得总统大选后对支持者说。

“这次会议是不错，但问题
是，有些人误认为美国可以解决
我们所有的问题。”

——— 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说，
美国不可能解决非洲所有问题。

“伊拉克人民必须保持团结
驱离恐怖分子，叙利亚人民也不
应生活在恐怖分子阴影之下，美
国支持他们追求有尊严的未来。”

——— 美国总统奥巴马20日发
表讲话，称美国将继续采取行动
对抗极端组织。

“我对８年前的一件事情感触颇
深，当时美国媒体在做东西方对比
的时候选择了一个意大利的标志
形象大卫像和一个中国的标志形
象兵马俑。这说明我们两国的关系
代表着东西方两种文明的交流。”

——— 意大利总理伦齐表示，
新丝绸之路唤醒人们对过往美好
时代的记忆，是一个非常有建设
性的想法。

“帕尔默对中国的指责过分、刺
耳和错误，表达的是他个人的怨恨
而不是经过考虑的国家政策。帕尔
默的言论无法代表澳大利亚。”

——— 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表
示，澳大利亚需要与中国维持强
大的关系，而帕尔默（澳矿业大
亨）的言论将对此造成巨大破坏。

“波罗的海地区应建立起可
以立即对俄罗斯任何行动作出反
应的基础设施，以便在拉脱维亚
需要北约伙伴支持的情况下立即
作出反应。”

——— 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
德国很快将担负起波罗的海空中
巡逻任务。

（赵恩霆 整理）

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

奥巴马的中国战略注定失败
奥巴马的对华政策是逐步构

建对华遏制政策的架构，同时又
坚决否认它在推行这种政策。一
个需要美国领导人正视的现实
是，美国当前战略不仅自相矛盾，
而且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鉴
于亚太地区日渐形成的新战略局
面，未来美国将不得不采取一种
更明确一致的政策。这就要求它
在三个严峻的选项中作出选择。

采取明显的遏制政策：这等
于承认华盛顿多年来一直在非
正式推行的政策，并予以加强。
如果美国成功赢得日韩澳越等
重要地缘政治角色的支持，那么
公然采取遏制政策就很有可能
成功抑制中国几十年。本质上
讲，华盛顿将复制冷战时期成功

对付苏联的策略。当时的一个关
键原因是美苏经济联系微乎其
微。然而，美中双边联系则大不
一样。中国是美国的重要贸易伙
伴，而且持有约1 . 3万亿美元的
美国国债。明目张胆地实行遏制
政策会危及这种关系。

接受中国在东亚的卓越地位：
从理论上说也可以是华盛顿的一
种选择，但即便含蓄地承认中国
的地区优势地位也会招致关于

“绥靖”的指责。这种模式如同19

世纪末英国承认美国在西半球
占主导地位一样。英国当时的让
步后来被证明是成功的。它不仅
结束了英美持续1 0 0多年的摩
擦，还为两国后来在两次世界大
战中结盟奠定了基础。美国如果承

认中国在东亚的地位，或许也会带
来类似的好处。

美国不干涉该地区均势发
展：这要求美国认识到在二战后
拥有的战略和经济优势地位至
少在过去25年里日渐衰退。不仅
是中国崛起，其他东亚国家的日
益繁荣强大也使美国的优势大
大减弱。逐渐放弃这种地位，鼓
励地区其他国家在抗衡中国方
面变得更加强硬或许更明智。

然而，有一点越来越显而易
见。明确的政策选择即便很痛苦
也必须要作出。随着中国实力增
强，华盛顿继续推行现有政策将
变得越来越难。“遏制加接触”终
究是短暂的规避而非连贯一致
的政策，这种政策时日不多了。

新加坡《海峡时报》：

中国抗击埃博拉树立大国形象
中国政府正对埃博拉疫情

肆虐的西非国家展示前所未有
的慷慨。这是中国首次向面临突
发公共卫生危机的国家施以人
道主义援手。中国官媒用“履行
一个大国责任”和“无私”来形容
此次行动。

上周，北京宣布将向利比里
亚、几内亚和塞拉利昂送去价值
500万美元的医疗设备，其中包
括防护服、消毒剂等。西非地区
已有超过1000人死于埃博拉病
毒，上述三国受影响最严重。另

外，中国还派了3个传染病专家
小组前往这些国家，帮助其抗击
病毒。

与此同时，由于担心感染，
美欧和日本的援助组织却从这
些地区撤走大批医务人员及志
愿者。观察人士说，中国不但没
撤出，反而派更多人手进入，这
形成鲜明对比。

“即便只派出几个小组，也能
说明中国人意识到此次疫情暴发
的严重性，”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
研究中心下属全球卫生政策中心

的负责人莫里森博士表示，“他们
没有逃避，而是勇往直前。”

过去，针对中国的援非行
动，一直有指责声音，称中国这
么做就是为自己，建造基础设
施，以便运走非洲大陆的自然资
源。此次中国表现出来的慷慨，
是对那些指责的有力回击。专家
表示，中国过去对非洲国家的医
疗援助被西方媒体完全忽视。过
去几十年，中国已在非洲建立了
20多个抗疟疾中心，超过10万名
中国医生赴非工作。

点评：目前来看，美国
的领导人还没正视现实，
仍然抱着“再平衡”这支长
矛在东亚四处挥舞，但嘴
上喊着欢迎中国崛起。三
个严峻选项中，彻底搞遏
制显然不符合中美关系，
相信华盛顿也心知肚明，
这也是为何其目前推行

“遏制加接触”的原因；
让美国彻底放手不干涉
更不现实，亚太地区的各
类盟友还没达到美国在
欧洲那些盟友的程度。如
此来看，接受中国的新地
位更为现实，毕竟英国已
经尝到当年采取这一策略
的甜头。

●

●

点评：大国形象固然
可以通过一次重大事件体
现出来，但大国形象的树立
却不是简单的一次施以援
手就能够完成的。过去几十
年中国一直按部就班甚至
默默无闻地进行对非医疗
援助，而这只是中国大量援
非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正
因多年来的踏实做事，才换
来如今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形象，而且这一形象是不打
折扣和实打实的。西方媒体
忽略了过去多年来的中国
援非，如今的惊呼就显得过
于肤浅了。

●

●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
(ISIS)之手正往“伊拉克”这口燃烧
的锅里撒“恐怖调料”，升起的浓
烟仿佛魔鬼的化身。

(原载美国政治漫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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