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3届香格
里拉安全对话 5
月 30 日至 6 月 1
日 在 新 加 坡 举
行，会上日本首
相安倍晋三与美国防长哈格尔明里暗里
攻击中国，中国解放军副总长王冠中被
迫反击，这一场景吸引了世界。一些西
方媒体评论，中美军方公开互呛今后或
会成为“常态”。

常态就常态吧。以往中美的那种
“氛围”是以中国“让着”对方为代价
的，但中国不可能无限制地让下去。作
为大国，中国有许多合理的利益需要维
护，我们的道理也要向世界讲清楚。美
日过于咄咄逼人，会迫使中国考虑“以
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在美日的感觉中，以前它们挤压中
国、指责中国，中国以息事宁人的态度
还之，这就是“现状”。中国哪怕较为
克制地行动和还嘴，都会让它们很不适
应，觉得中国“变强硬了”，不再“韬
光养晦”了。

美日在把中国继续当成一个老实巴

交的陆地国家来要求，最好是越南、菲
律宾一跺脚，我们都要抖三抖。它们希
望中国离海洋远远的，中国的军力也应
停留在几十年前的水平。对它们来说，
崛起的中国最好永远只是一只温顺的肥
羊，亚太地缘政治应当对中国成为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这一事实忽略不计。

怎么办？中国的唯一选择是
改变美日等国对中国的上述无理
评判尺度，让它们逐渐对中国维
护自己的正常权益形成适应。这
不是一夜之间可以实现的转变，
中国需要拿出持之以恒的决心做这件
事。

中国自己最清楚，我们没想“武力
征服”亚洲，我们很希望能够通过谈判
和协商解决一切问题，也很希望中美不

“撕破脸”，关起门来谈两国的矛盾，而
不把它们张扬到世界上。我们迄今的所

作所为绝大多数都是“回应”，我们不
想在亚太惹是生非。

我们应当因为这一切而确信，我们
的反应对大国来说一点都不过分。亚太
局势能够承受中国的这些反应，而且必
须承受。这其实也是美日等国的“唯一

选择”。
中国在日本早就设有防空识

别区的情况下宣布本国的空识
区，在南海已经有很多口油气井
的情况下钻探本国的第一口井，
如果美国等一些国家对此都大惊

小怪，那它们压根就没把中国看作是大
国。这样的谬见不可能经受住时间的冲
刷，美国非改不可。

中国有足够的力量来塑造这一适应
和改变过程。美日同中国的争吵今后将
常态化，针对中国的海上摩擦也会更频
繁。我们会因此而产生一些担心，但是

也须看到，中
国不是唯一的
担心者。难道
日 本 、 越 南 、
菲 律 宾 不 担

心？希望同中国保持商业关系及国际问
题合作的美国会不担心？大家都担心就
对了。亚太和平与稳定的责任需要大家
共担，而不能仅由中国的让步充当防洪
堤上的沙袋。这是美日等调整对华态度
的前提。

如果中美在亚洲发生严重冲突，越
菲等相关国家一定会遭殃。这些国家需
要很清楚这一道理，它们还需对这一风
险采取正确的规避态度。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非常重要，但它
或 许 有 相 当 一 部 分 要 靠 我 们 同 美 国

“斗”出来。美国不会有兴趣同没实力
与它角力的大国建立新型关系，它只有
意识到同中国对抗真的不如与中国合作
更划算时，才会认真思考后一个选项。
历史或将证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最终
将是中美两大国深一脚浅一脚“摸着石
头过河”的结果。▲

14国际论坛
第3330期 2014年6月3日 星期二

■编辑 杨婷婷 ■美编 陈 路 电话(010)65369612

笔者多次参加香格里拉对话，然而今年对话会上
交锋之激烈，多少出乎我的意料。先是日本首相安倍
打头阵，含沙射影攻击中国，继而美国防长哈格尔担
任主攻，在大会第一场发言中炮轰中国，指责中国在
东海南海争端中不遵守国际规则，对其他国家实施威
胁、胁迫等，而澳英等小伙伴则摇旗呐喊，为美助阵。

为何此次美日如此卖力表演？大的背景是，随着
力量的发展，中国加强了在海上的战略拓展和对海洋
权益的维护，美日不适应中国作为一个海洋大国的崛
起，更担心中国在处理海上争端中采取与过去不同的
政策，企图联手加大对华压力以迫我就范。另一方
面，美国今年以来外交开展得很不顺利，在乌克兰问
题上失算，在中东陷入僵局，在亚太面对中国在海洋问
题上坚定的维权行动。在国内饱受“软弱外交”批评的
奥巴马政府，选择敲打中国，既是为堵住国内批评者之
口，也是为挽救其不断受质疑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不管美国及其小伙伴们如何起哄，中国海上战略
触角的延伸和对海洋权益的维护乃大势所趋，在这个
过程中，要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我们的外交和战略能

力。这次交锋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首先，要有战略定力。美国自二战以来就主导太

平洋，长期谋求绝对的力量优势、绝对的安全地位和
绝对的行动自由。中国海上能力的加强和活动范围的
扩大，令美国及其盟友很不适应，他们会以各种办法
限制中国，找各种借口说事，甚至制造一些麻烦。对
此我们要有充分的准备，发挥坚定的战略自主性。

其次，要学会反击。这次安倍和哈格尔挑衅在
先，中国军方代表王冠中副总长发言在后，他果断抓
住机会进行反击，脱稿批评安倍作为一国领导人含沙
射影攻击中国，不符合香格里拉会议的精神，批评哈
格尔攻击中国的言论充满了霸气、威胁、恐吓，其发
言旨在挑起事端，不具有建设性。他尖锐地指出，美
国鉴于自身的利益考虑至今未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却经常对他国挥舞这根大棒，实在是匪夷所
思。王副总长的反击炮火打得准、打得狠，让与会中
方代表听了十分解气，也令与会各国代表印象深刻。
这次美日与我交手，没占到便宜。试想，如果王副总
长发言还是通篇照本宣科，不做反击，那岂不是在如
此重要场合长美日志气，灭自己国威？今后美国及其
盟友肯定会不断对华发难，不仅在言辞上，更会在行
动上。碰到这种情况，我方要果断反击，不让对方算
计得逞。要在这样的交手中，丰富我们的战略文化。

第三，要在南海问题上发挥主动性和创造力。南
海是我海上战略拓展和维护海洋权益的主要方向之
一。由于历史、现实和法律的因素，南海争端十分复
杂，加上美国的插手，这个问题严峻地考验着我外交
和战略智慧。我要在坚定地谋求在南海的国家利益的
同时，更加清晰地和令人信服地界定我在南海的权利
诉求，积极主动地处理矛盾和分歧，创造性地探索解
决问题的办法。只有这样，才能减少一些东南亚国家
对中国的疑虑，压缩美国介入的空间。在这个过程
中，我们解决的不仅是南海问题，也是在塑造中国的
大国形象，构建新的地区秩序。▲（作者是复旦大学
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培育果断反击的战略文化
吴心伯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香格里
拉对话会发言中把中国描绘成了一
个靠武力伸张权利的“规则破坏
者”、亚洲地区安全的“潜在威胁
者”。对此，参会的解放军高级将
领针锋相对，王冠中副总长直接回
应美国是霸权心态，姚云竹少将更
是连续四问哈格尔：“日本的钓鱼
岛‘国有化’是不是单方面改变现
状的行为？钓鱼岛的主权和管辖权
是不是一回事儿？中国被批评使用
武力和高压的手段改变现状，那美
国动不动就跟一个与别国有冲突的
盟国说什么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利
益冲突事件，是不是一种胁迫和滥
用武力？中国设立东海识别区违反
了哪条国际法？”此四问问得好！
有理有力有节！

2012年是中日建交40周年，中
国原本要隆重纪念，以此提升中日
关系。但因日本右翼分子石原慎太
郎提出要“购买”钓鱼岛，日本前
首相野田佳彦提出要将钓鱼岛“国
有化”，日本现首相安倍晋三提出
在钓鱼岛问题上绝对不退让半毫
米，这就把中日关系推进了危机的
深渊。中国不得不绝地反击，事实
证明日本才是单方面改变现状的麻

烦制造者，中国是国家利益的维护
者和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捍卫者。

美国也别装什么好人！钓鱼岛
问题的始作俑者就是美国。如果没
有美国在1951年抛开中国与日本签
署 《旧金山和约》，如果没有美国
1953 年在托管琉球群岛的过程中，
将中国的钓鱼岛纳入琉球群岛，如
果没有美国在1971年私自把琉球群
岛交给日本，如果没有《日美安保
条约》 和美国声称钓鱼岛适用于

《日美安保条约》，如果没有美国一
再拉偏架，袒护日本，就不会有现
在的钓鱼岛问题，钓鱼岛问题也不
会演化成危机。美国要为现在的钓
鱼岛乱局承担责任。

美国动辄用“中国试图用武力
改变现状”来指责中国，企图搅浑
水，蛊惑人心。其实，美国最没资
格说这句话。它也不反躬自问，当
今世界上，谁打仗最多，谁军费最
多，谁缔结军事同盟最多，谁在海
外拥有军事基地最多，谁在海外搞
联合军事演习最多，谁经常把武力
介入挂在嘴边？如果别国占了美国
的领土，美国又会干什么？告诉好
事者们，中国现在这些的反制措施
是客气的、是有所节制的。

别 一 个 劲 地 拿
“航空识别区”来说
事，美国在上世纪 50
年代初就设立了东海

航空识别区，后又把它移交给日
本，你们什么时候跟周边国家打过
招呼？中国在自家门口设个航空识
别区，美国凭什么说三道四。你把
兵力部署在中国周边，频繁对中国
沿岸进行抵近侦察，我们不得不
防。我们设立航空识别区是国防本
能反应，是被逼的。如果没有东海
航空识别区，我们这次在东海搞中
俄联合军演，岂不被日本看了个底
朝天。正因为南海迄今没有航空识
别区、海上警戒区，才使得菲律
宾、越南在南海如此猖狂。现实威
胁呼唤中国在自己的周边设立预警
地带和缓冲区，这不是加剧矛盾，
而是预防危机、化解危机。

美国要当老大，那么，回到你
自己家里去当老大，回到你的霸权
美梦中去当老大。现实生活中，世
界不是你美国的世界，太平洋也不
是美国的太平洋，21世纪更不是美
国的21世纪。中美致力于建立新型
大国关系的实质是不对抗、不冲突，
对话比对抗好，合作比冲突好，但如
果美国一定要对抗、要冲突，中国也
不怕，这次香格里拉峰会上的交锋
就是一个实例。▲（作者是中国战
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

太平洋不太平，美国是动荡源
罗 援

美日需习惯解放军的“强硬”

据报道，有
关部门正积极研
究修改中国“绿
卡”审批管理办
法，降低“绿卡”门槛。甚至有人戏
称“中国绿卡，世界最卡”。笔者作
为从事出入境研究的人员，一直密
切关注政府有关部门关于中国“绿
卡”制度的改革进程，借此机会也阐
述几点，抛砖引玉。

中国“绿卡”制度改革不能脱离
中国国情。无论是移民国家、
还是非移民国家，“绿卡”制度
的设计都是从本国需要出发，
目的主要有四：一是改革本国
人口结构，例如，一些陷入老
龄化的国家，采取吸引外籍年
轻人口的政策；二是吸引外来资金、
创造就业机会，例如很多国家推行
的投资移民；三是吸引高层次人才，
提高人才竞争力，这成为各国“绿
卡”制度的首要争夺对象；四是满足
家庭团聚需要，履行国际人道义务。

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中国是

人口大国，就业压力大，不是移民国
家，不适合实施激进的“绿卡”制
度。但中国又需要积极参与国际人
才市场的竞争，展现对外开放的大
国形象，体现对外籍人员足够的包
容力。因此，中国需要从本国国情
出发，充分认识现行“绿卡”制度的

局限性，进行深度改革。
“绿卡”的本质是解决长

期在华居留的外国人的需求，
改革的方向自然与需求相
关。2004 年制定的“绿卡”审
批管理办法，对于家庭团聚、

任职等规定了较严格的条件，而对
引进高层次人才等特殊贡献人员规
定了相对宽松的条件。但从实施效
果来看，申请我国“绿卡”家庭团聚
人员、任职人才远远高于高层次人
才。事实上，中国从未排斥高层次
人才的“绿卡”需求，但是影响这些

人需求的最根本
因素，不在于“绿
卡”政策的宽严，
而在于本国的综

合竞争力或者说对外籍人才的吸引
力。从我国目前基础设施、交通、环
境、治安等方面的建设水平来看，我
国对于外籍人才特别是发达国家的
人才缺乏吸引力，是导致“绿卡”实
施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所以，改
革“绿卡”政策要同“美丽中国”建设
同步进行，加强综合国力建设才是
吸引外籍人才的硬道理。

另外，目前“绿卡”持有者数量
少，而且“绿卡”的社会待遇规定不
健全。中国没有外国人地位法，未
对“绿卡”持有人权利义务进行规
定，基本上靠内部文件来明确“绿
卡”持有者的待遇问题，往往有“超
国民待遇”、“低于国民待遇”等各种
问题。因此完善“绿卡”制度，还应
加快有关立法进程，提高对“绿卡”
持有者的社会服务保障水平。▲
（作者是涉外管理研究人员）

外籍人才引进，绿卡并非障碍
沈 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