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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政10年 
中国外交从韬光养晦走向斗争时代（下）

学者：中国外交政
策 不会从根本上改变

李明江说，中国外
交政策的转变是中国崛
起的必然结果，但在“
定于一尊”的政治氛围
下，领导人的个性、行
事风格和政治诉求，对
这些转变起到了扩大效
果。习近平将在二十大
后开始第三个任期。受
访学者普遍认为，同一
个领袖将在二十大后继
续 掌 舵 中 国 ， 中 国 不
会从根本上改变外交政
策。

唐安竹说，习近平
过去10年成功在社会、
经济的各个层面形塑了
党的角色，消除了对中
共合法性和持续执政的
威胁和挑战。“因为这
种意识形态框架，中国
的外交政策会延续当前
激进（aggressive）的轨
迹，与美国、欧洲、日
本 和 其 他 南 半 球 以 外
国家的关系不太可能改
善。”

李明江也认同，中
国与西方的意识形态鸿
沟未缩小，结构性矛盾
也不会消失，这将决定
中国和很多西方国家的
对立态势不会改变，中
国也不可能主动调整，
以更为柔软或灵活的方
式应对。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国
际关系教授时殷弘接受
《联合早报》采访时也
说：“同一个领袖将由
他经久的信仰、信念，
以及他的忠诚和意识形
态决定总方向。”

他 说 ， 中 国 面 对
的外部整体形势，以及
中国国内的挑战几乎比
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更严
峻 ， 这 样 的 情 况 下 ，
轻易做出非常重大的调
整，几乎是不可能。“

假 如 变 更 性 大 于 延 续
性，那么就很可能给中
国这首巨船，增加新的
惊涛骇浪。”

二十大后外交挑战 
台湾问题最严峻

过 去 1 0 年 ， 中 国
面对的外部形势急剧恶
化。大国争霸外加政治
制 度 、 意 识 形 态 和 价
值观的分歧，让中国与
西方世界的关系日益紧
张。美国虽然声称不寻
求冲突或与中国开启新
冷战，但美国公开把中
国定义为“对国际秩序
最严峻的长期挑战”，
并且把美中战略竞争，
定义为民主与专制的对
立。

拜登入主白宫后，
华盛顿联手西方盟友共
同制约中国，对华强硬
也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成
为政治正确。中国国内
的政治环境改变，以及
中国对香港问题、新疆
问题与疫情的处理，也
进一步扩大中国和西方
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分
歧，导致西方对中国观
感更负面。

未来五年，中国在
外交上又将面对哪些挑
战？

多 名 受 访 学 者 认
为，台湾问题将是最严
峻的挑战之一。李明江
分析，美国对台的支持
政 策 趋 势 基 本 不 可 逆
转 ， 这 意 味 着 中 国 无
法 在 该 问 题 上 有 所 调
整，“类似佩洛西访台
后那样的台海危机，随
时可能发生”。

李明江也预见：“
北京为了自己在台湾问
题上的长远目标，会采
取很多措施，以争取未
来在某个时间点实现统

一，这也会引起美国、
日本等反弹。”

科 技 和 经 济 的 脱
钩，是中国未来面对的
另一大挑战。时殷弘指
出，继高科技领域后，
脱钩也可能扩大到其他
非高科技领域，中国将
不得不依赖国内的经济
和技术。“在国际极化
政治和联盟政治中，越
来越凸显美国为首的西
方 集 团 占 有 压 倒 性 优
势……中国在安全、经
济、技术等领域，必须
完全靠自己。”

学者：崛起和现代

化 成败取决于中国内部
唐安竹也观察到，

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
与美国、欧洲和日本等
最大贸易伙伴的关系下
滑，全球舆论对中国的
态度也恶化，这些趋势
又 会 刺 激 北 京 以 “ 中
国制造2025”和“双循
环”等经济政策进行自
我孤立。“这会导致北
京以敌对的眼光看待它
与其他经济体的关系，
进一步把中国与之前接
受它加入国际体系的国
际社会隔离开来。”

至 于 这 些 挑 战 是

否会打乱中国崛起的进
程？学者不讳言，解决
中国问题的钥匙还是在
内部。

李 明 江 说 ， 中 国
的崛起和现代化最终还
是取决于国内，如果能
把国内的事情做好，推
行深层次改革，技术脱
钩或地缘政治上的打压
都 很 难 阻 挡 中 国 的 崛
起。“中国国内的政治
经济能不能有一个良性
的 发 展 空 间 、 进 步 的
环 境 ， 这 才 是 最 关 键
的。”（完）

联合早报

马来西亚反对派“
祖国运动”领导人、前
总理马哈蒂尔10月11日
宣布，他将再次参加即
将进行的第15届国会议
员选举。

据《联合早报》10
月11日报道，马哈蒂尔
当日与“祖国运动”成
员开会后告诉记者，他
决定再次在浮罗交怡国
会选区参选。

“ 我 竞 选 不 是 为
了出任下一任总理，而
是要成为人民代表。”
马哈蒂尔透露，“祖国
运动”至今仍未决定角
逐总理职位的人选，并
称“唯有赢得选举，总

理人选才有意义”。

马 哈 蒂 尔 还 指
出，“祖国运动”正在
寻求与其他政党结盟合
作对抗马来民族统一机
构（巫统）。

10月10日，马来西
亚总理伊斯梅尔·萨布
里在全国电视讲话中宣
布，即日起解散国会。
马来西亚宪法规定，国
会解散后，马来西亚将
在未来60天内开启第15
届全国大选。

9 月 3 0 日 ， 巫 统 连
开三场大会，决议解散
国 会 ， 以 便 能 在 今 年
内举行大选。巫统是马

来西亚执政联盟中最大
成员党，现任总理伊斯
梅尔·萨布里也来自巫
统。

8 月 ， 马 哈 蒂 尔 宣
布成立“祖国运动”，
参与下一届国会选举，
角逐120个国会议席。参
与马哈蒂尔新联盟的四
个政党分别是：以马哈
蒂尔任主席的祖国斗士
党（Perjuang）、泛马伊
斯兰阵线（Berjasa）、
土著权威党（Putra）和
印度裔穆斯林国民联盟
政党（IMAN）。除了
祖国斗士党外，其余三
党目前在马来西亚国会
中均未拥有席位。

马哈蒂尔生于1925
年，今年97岁，曾分别
以巫统领导人和土著团
结党（PPBM）领导人
的身份两次担任马来西
亚总理。（完）

凤凰资讯

97岁马哈蒂尔宣布
再次参加马来西亚国会选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