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政府核心
成员近日频频就台
湾问题发声。日本
国家安保局长秋叶
刚男周一在华盛顿
与美国国务卿布林
肯会晤，两人强调维系台湾海峡和平与
稳定的重要性。岸信夫近日还以防卫大
臣的身份接受英国 《金融时报》 的采
访，中心议题就是台湾问题，这本身极
为不寻常。以往，我们似乎有一种认
识，觉得在台湾问题上日本只是美国的
战略附庸狐假虎威，至多是助纣为虐。
然而，自今年 3月的日美 2+2东京会谈
以来，日本在台湾问题上似乎比美国更
为积极主动，暴露了日本既有与美国狼
狈为奸的一面，更有主动挑事、在台湾
问题上打头阵的一面。

日本对台湾问题看似咄咄逼人，实
则反映出他们在台湾问题上的极大战略
焦虑。第一，对中国发展势不可挡的焦
虑。在全球疫情不仅没有得到控制，反
而仍在继续扩散的时候，中国积极作
为，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今年上半
年，中国GDP增长 12.7%，两年平均增
长 5.3%。中国综合国力的强劲发展，大
大加速了中国大陆统一的进程。

第二，对日本继续走向衰落的焦
虑。东京奥运会原本是作为重振日本经
济、提振国民信心的重大契机，但“人
算不如天算”，2020 年一场席卷全球的
新冠疫情迄今依然没有得到全面控制，
东京奥运会在推迟一年后“无观众”举

行，使得上述目标难以实现。
第三，对中美关系可能趋缓的焦

虑。这次中美天津会谈看似针锋相对，
各不相让，但正如新任中国驻美大使秦
刚所说，中美关系的大门已经打开，就
不会关上。天津会晤的意义就在于这是
拜登上任后在中国举行的第一次两国高
官会谈。尽管中美双方的分歧依然巨大
而尖锐，但就会谈后发表的报道看，中
美双方都有稳住中美关系的高度共识。
对中美关系接下来的走向，笔者
持乐观态度。从全球事务和国家
根本利益上看，中国需要美国，美
国更需要中国。中国需要世界，
世界今天也更需要中国。对于一
心想遏制中国发展、并乐见中美
对立的日本来说，对中美关系可能走向
缓和，东京有难以名状的焦虑。

第四，对我愈加上升国际影响力的
焦虑。针对美国等西方反华势力围绕新
冠病毒蔓延抹黑打压甚至诬陷中国的疯
狂行为，中国近来围绕病毒溯源、抗击
疫情、世界经济发展、外交军事等全方
位与美西方的博弈，在联合国等多边国
际舞台和中外双边场合，得到世界许多
国家的响应和支持，显示我们在世界上
的广泛影响力。

最近一段时间日本的一连串行动表
明，在台湾问题上，不能把它仅仅看作
是跟在美国后面的小弟。从历史渊源和
现实利益上，日本从未放弃在台湾问题
上的妄想和企图。在中美关系出现趋缓
迹象的关键时刻，日本按捺不住战略焦
虑下的冲动，想在台湾问题上挑头，目
的有三：一是想把台湾问题更加复杂
化，并在这方面不停搞一些小动作。就
像这届奥运会开幕式上，刻意特殊安排

了中国台湾的出场顺序，使之与
中国大陆进行物理上的切割。二
是想把台湾问题更加国际化。在
多位日本高官的措辞中，话里话
外都捎带着所谓“国际社会”。岸
信夫向英国媒体呼吁，国际社会

应更加关注“台湾的生存”。东京心
里清楚，单独对上中国，它没有这个力
量，也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妄想联合所
谓国际社会，在台湾问题上形成对中国
新一轮的围堵和打压。三是想使台湾这
个高度敏感的问题更加常态化。

我们对此要有清醒认识，日本接下
来很可能成为在台湾问题上冒头、也最
主动的一股势力。美国近来在台湾问题
上只做不说，日本则是又说又做。下一
步，日本很可能会设法督促美国不放松

在台湾问题上对中
国的施压，同时积
极联络英国、澳大
利亚、印度等搞出
点什么动静。

对日本在台湾
问题上不断踩线越轨的上蹿下跳，我们
必须予以严正警告：在台湾问题上的冒
险无异于挑起战争，玩火者必自焚。同
时，我们应该主动作为，在国际舞台上
使台湾问题的界限更加清晰，以此打掉
日本的企图，并在国际社会孤立和打击
试图分裂台湾的种种势力。这样的主动
作为，针对日本，也是让美国和国际社
会看到台湾问题之于我们是绝对刚性
的，是不惜一切代价的。

此外，为牵制日本的妄动，琉球问
题可以再议。近代以来，日本正是借琉
球问题侵略台湾，并在非法吞并琉球后
把黑手伸向台湾，其后蓄意制造“九·
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进而发动全
面侵华战争。在当前形势下，再议琉球
问题更显得十分必要。

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中
方有必要提醒日方不忘初心，中日复交
三原则的前提是正确处理“日台关系”，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核心也是台湾问题。
日本必须严格恪守国际法和国家关系准
则，坚守在中日共同声明中所做的国家
承诺，充分尊重一个中国的立场，完全执
行《波茨坦公告》第八条，这方面绝无任
何灰色空间。▲（作者是中日关系史学
会常务副会长、前中国驻日大使馆参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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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与印度走近意味着什么
近来，印度与澳大利亚继续靠拢走

近。先是印度海军发表声明称已派特遣
舰队向东，与澳大利亚等国举行联演，
并计划于月底在关岛附近举行第二次汇
集印美日澳四国海军的“2021 马拉巴
尔”军演，后有澳前总理阿博特访印归
来，撰文大谈印度可在全球供应链上

“完美取代中国”，还声称“几乎所有与
中国有关问题的答案都是印度”。作为

“四国机制”的两个重要成员，新德里和
堪培拉姿态亲善，互动频频，似乎正在
加快补回昔日欠账，推动“四国机制”
更趋实心化，这也给那些国际上的反华
势力留下不小的遐想空间。

现在能将印澳这两个地理相距遥远
的国家绑在一起的，自然不是共同师承
英伦的“议会民主体制”，而是自特朗普
时代起由美国高调主推、一手主导，印
日澳三国积极回应的“四国机制”。但较
之美日澳盟国之间和美印、日印几组关
系，印澳关系不仅是相对疏远和薄弱的
“短板”，而且两国还曾因1998年印度核
试验龃龉不断甚至交恶多年。

形势的变化和共同的利益驱使
印澳开始抛弃前嫌，不断在政治、
外交、经济和军事领域走近。尤其
去年以来，从两国签署《军事后勤
互助支持协议》 到印首次邀请澳参加

“马拉巴尔”军演，从两国与日本启动三
方部长级“供应链弹性倡议”会议，到

“四国外长”直至“四国峰会”，双方关
系升温势头显著，也标志着彼此在对方
对外战略中的地位明显提升。

对于印度而言，提升印澳合作关
系，一方面可以增加手中的外交筹码，
更好推进既定的“东向行动”战略。另
一方面，也可在中印关系低迷且印方无
法“单独抗击”中国之际，拉澳制华，
让中国感受到“清晰有力的反制信号”，
还可通过迎合美国“印太战略”的部分
需求，展现新德里“疏中靠美”的姿
态，赢得美国给予的更多实惠。对于澳
大利亚来说，疫情以来中澳关系严重恶
化并持续趋冷。无论是继续充当美国的

“反华急先锋”，还是未来扩大对印太安
全事务的影响，澳大利亚都急迫需要一
个更具实质内容的“四国机制”。因此，
选择像印这样“志同道合”的国家可以
互为援手，共同向中国施压。

在笔者看来，两国的算盘虽然都打
得很精，但对中国来说，印澳走近在战
略上毫不足惧，最多是在外交上给我们
添些堵。要么是如澳大利亚这般，身处
世界变局中却没考虑清楚自己该干什
么、能干什么和怎么干，加上其政治、
外交、安全机构、关联智库和媒体早已
被美右翼势力深度渗透，它的对华政策
很难出于国家利益考量做出自主理性的
决策。盲目坚信自己既可以从中国继续
捞取经济利益，又可以无所顾忌地挑战
中国核心利益，贸然在对外战略和政策
上作出了“一边倒”选择，甘愿做美国

“反华急先锋”。要么如印度这样，外交
经验和战略智慧远比堪培拉老到，深知
中印关系突破底线，走向破裂甚至公然
对抗与自身利益不符，更多的是在对华

发难的问题上“多做少说”，以含
沙射影为主，公然挑衅则寥寥。因
此，即便印澳合作“再上层楼”，
届时国际舞台上也就再多几声遥相
呼应的反华杂音罢了。

如果两国未来联手在印度洋地区给
中国找点事，虽说是实力决定一切，但
也不得不防。在美国主推的构想中，通
过深入整合美日澳、美日印这两个三边
机制，有助于建立一个以联合海上巡
航、完善各方武器平台和军事装备的互
操作性、完善印太海域感知系统建设甚
至强化地区导弹防御等为关键合作内容
的“四国机制”。澳大利亚与印度地理上
一南一北，恰好位于印度洋的两端，扼守
“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要道。随着中国
在印度洋利益增多而防卫重心又侧重太
平洋的当下，印澳加强海上军事合作，理
论上可以充当“四国机制”在印度洋地
区看住中国的“带刀侧卫”，其潜在影响
则不容忽视。▲ （作者是清华大学国家
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拜登出任总统后，全世界都期盼
新一届美国政府实行完全不同于前任
政府的对华政策。但令人失望的是，
拜登保留了前任对华政策的大部分内
容，虽然有一定可预见性，但也更冷
酷。在美国国内，抨击中国几乎成了

“政治正确”，也是两党共识。而在中
国也有一种共识，即美国试图通过挑
起台湾、香港、新疆等中国内政问题来
达到蓄意破坏中国崛起的战略目的。

较之以往，我们听到的理性声音
显然在减少。可能是很多复杂原因使
然，或是个人观点的变化、或是对双
边关系的失望，也有可能受到政治正
确的限制，等等。笔者在丹麦就遇到
这种情况，有些资深中国研究教授和
学者对丹麦现政府在中美之间的选边

站十分失望，从而对推动双边关系和
建言献策变得消极。

不过，即使大氛围如此，我们还是
能不时听到来自美国方面的正面理性
声音。比如前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指
出，美国希望中国按照它的思路来处
理问题是极端幼稚的，美国没有能力
干涉中国的内政，也不可能按美国的
意愿改变中国。《外交政策》今年两次
发表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斯蒂
芬·沃尔特的文章：“中国也希望建立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和“世界可能想
要中国制定的规则”。沃尔特同样认
为，美国逼迫中国接受美国主导的国
际秩序是不可取的。中国认可的国际
秩序是基于威斯特伐利亚原则的联合
国主导的秩序，即尊重主权、尊重领土
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外交政
策协会刚刚出版中国政策建议报告

《电报：拜登总统的中国议程》（下称
《电报》）。作者萨瓦·克什梅里是一位
国际关系专家、作家和评论员，他 2019
年出版的《中国大战略：编织一条通往
全球首要地位的新丝绸之路》是美国
外交政策协会的百年纪念书。笔者基
于三个原因认为《电报》是相对理性的
对华声音。第一，这份报告是集体的

智慧，它通过对亚洲、中东、欧盟和美
国的多位国际关系专家深度访谈和讨
论总结而来，笔者也是贡献者之一。

第二，这份报告的题目“电报”
带有明喻和暗喻双重性。明喻是指，
它与冷战时期乔治·凯南撰写的报告

“长电报”相呼应。《电报》明确指出，中
美博弈并非冷战，中国也不是苏联。
暗喻则是，这份报告题目在暗示美国
需要一个新时代的凯南对中国和国际
形势做出正确分析。

第三，《电报》提出拜登政府可在 3
个领域与中国合作：一是，美国和中国
成立全球疫情处理与防疫战略指挥
部，并可邀请日本、欧盟以及其他任何
想加入的国家参加。这个指挥部也可
转变为美军和解放军的接触渠道，从

而进一步缓和两国间的紧张局势。二
是，美国和中国在持续竞争中共同致
力于应对气候变化。两国都是碳排放
大国，中国气候问题特使解振华和美
国总统气候特使约翰·克里已进行多
轮视频会谈，达成中美应该加强合作
以减少碳排放的共识。这非常令人鼓
舞。三是，拜登目前提出了一项庞大
的基础设施重建计划，美国应该找到
一种方法，将它的基础设施需求与中
国在建设高质量基础设施方面积累的
知识和实践相结合。而且，邀请中国
加入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将意味
着它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间接认可。

《电报：拜登总统的中国议程》
的出炉令人喜忧参半。一方面，这确
实是积极正面的理性声音。但另一方
面，随着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等美国
最重要的战略思想家退出历史舞台，
美国学界现在只有形形色色的战术家
而缺少高瞻远瞩的战略家。目前“反
中”被煽动成为美国主流政治共识，
并被扭曲成为所谓民意基础，美国外
交政策协会之类的对华理性声音和政
策建议是否能成为最后燎原的星星之
火，有待观察。▲（作者是丹麦王国
奥尔堡大学政治与社会系、国际关系
学教授）

美国对华理性声音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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