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入本站旧版   
站内信息检索

  搜索

news.dayoo.com 2007年12月10日 

“光荣妥协”应成为中国外交新准则  

国际战略研究室  薛力 

    经过29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现在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社会急剧转型、国家身份重构的不确定时期，必须调整内政外

交的一些方针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新一届政府在这两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并已经初见成效。但就外交方略而言，仍

存在继续改进的空间。笔者认为，在处理对外关系上，有必要把“光荣妥协”（glorious reconciliation）列为新的外

交准则之一，也就是说，在处理与外界有关的事务时把“光荣妥协”作为指导原则之一加以应用。 

    这肯定是一个引发争议的观点，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我必须阐述清楚这一原则的核心内涵。这一原则主要有以下

几层含义。 

    冲破“妥协就是挫折乃至投降”的误区  

    光荣妥协意味着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内政外交的根本指导思想的同时，冲破“妥协就是挫折乃至投降”的误区，为

妥协正名，赋予妥协以建设性、可行性的基本内涵，反对过度强调斗争哲学。 

    这是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但国家不是乌托邦，它仅仅是增进国民福祉的手段，因此，国家目标通常应该是现实可行

的。基于此，国家只能在一定条件下使用斗争手段，而不能将之当作例行选项。通常的情况下，国家之间需要通过合作来

实现，虽不理想，但有益处的次优目标。在这里，妥协就成了必须，成了实现合作的条件，它是建设性的、切实可行的，

并有助于增进国民福利，因此是正面的政策选项。从根本上说，通过妥协进行合作也是导向和谐世界的必由之路。 

    妥协是光荣的  

    “光荣妥协”意味着妥协是光荣的。经过20世纪的风云激荡，在中国形成了丰厚的斗争哲学积淀，从人际关系到国家

关系，人们常不自觉地从矛盾、冲突、怀疑的视野看问题，害怕不如此可能会上当受骗乃至遭遇灾难。这在战争年代、在

身体安全缺乏必要保障的情况下是必要的，但现在显然不同了。 

    世界大战在可预期的未来不会发生，中国的国土安全比过去167年的任何时候都更有保障。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社会

稳定，国际社会对中国越来越重视，并希望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体系，成为负责任的大国。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如果仍

然自信不足、害怕吃亏就显得不合时宜了。中国应该有自信地进一步融入世界，通过更多的经济合作、军事合作、文化合

作、政治合作来进一步发展自己，同时在国际事务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在某些地区问题上、某些全球性议题

上成为制度的提供者和合作的领导者。 

    这实际上属于多边合作范畴，从长远来看，将促成实现共赢。从短期来看，对中国总体有益，但会有一些成本，却是

中国可以做和应该做的。无论是作为参与者还是作为领导者，都必须作出适当的妥协，有时候还要求作出一定程度的牺



牲。但这种利己利人的妥协无疑是光荣的。中国这么做并不孤单，外交史的大部分是用妥协、合作来书写的。 

    除了国家的核心利益外，在其他利益上应该适时、足够地作出让步  

    “光荣妥协”意味着除了国家的核心利益外，在其他利益上应该适时、足够地作出让步。任何国家都无力做到在每件

事情上都实现利益最大化，因此必须根据利益的重要性采取相应行动。 

    国家利益依据重要性可以分为核心利益、重要利益、一般利益、次要利益。核心利益是国家的安身之本，每个国家都

会对此加以坚守，中国也不例外。但核心利益只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大部分的国家利益不属于核心利益，可以用于合作

与交换。为的是能更好地实现合作、发展自己、实现共赢。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日本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对中国来说，这属于一般国家利益，也可以归入重要国家利益，但肯定不

属于核心国家利益，因为它不会直接危及中国的生存。因此，在这样的问题上，中国可以在两国关系比较和缓的时候做个

了断，作出有利于自己也有利于双方长久合作的选择，比如说，让日本在历史问题上作出适当的法律决断，以此作为中国

支持日本“入常”的条件的一部分。这样做的一个原因是，从长远来看，中日高度合作显然是泛东亚整合（即东盟10＋

3，乃至更多国家与地区参与的区域整合）的关键因素之一。 

    操作上应该是“变中求守”  

    “光荣妥协”意味着中国应该坚守自己的核心国家利益，但操作上应该是“变中求守”，即根据环境变化调整主动调

整策略来守住底线。不讲策略的“死扛硬顶”，很可能难以真正坚守核心国家利益，而更好的办法可能是:根据变化了的

环境，主动行动，采取切实可行的、具有一定前瞻性的步骤，化解危机，至少缓和危机，从而守住底线。 

    台湾问题无疑属于中国的核心利益，也是中国的内政。但台湾省的地位不同于中国其他省份，因此成为中国外交“重

中之重”（对美外交）的“重中之重”。新一届中国政府在处理这一问题上的两大手段是:制定了《反分裂国家法》、注

重国际协调尤其是与美国的协调。两大手段明显地扼制了“台独”进程，这从《反分裂国家法》通过后“台独”势力的激

烈反应就可以看得出来。现在的情形是，“台独”势力似乎已经适应了新环境，又恢复了“切香肠”式的蠕动“台独”进

程，“入联公投”与“返联公投”就是明显的例子，而且是比上一次“公投”危险得多的例子，因为民调显示有70%左右

的人支持进行“公投”。这将考验内地的“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政策，而内地关于“台独”的红线又画得比较粗略。至于

美国方面，虽然现在也高调反对公投，但有消息显示，如果公投通过了，美国也只能接受。于是，问题成了:中国如何捍

卫这个核心国家利益？ 

    台湾问题主要是国家认同问题，其次才是两岸经济联系与实力对比问题，因此，内地与“台独”势力的较量将是个长

期过程。在目前的情况下，至少可以采取如下行动是:尽可能细化“台独”红线并加以公布，详细规定哪些情况属于红线

并不时增补;修改《反分裂国家法》，明确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红线”的释法权，依据情况随时作出判断“台独”势力的

新动作是否碰到了红线;在尽早宣布“入联公投”与“返联公投”碰到了“红线”的同时，考虑到海峡两岸的后代中国人

可能比我们聪明，懂得作出适当的选择，内地同意台湾在未来某一时间（比如，2030年）就统独问题进行公投，但此前不

得有实质性“台独”步骤。如果台湾同意上述条件，则内地可以考虑给予台湾更大的国际活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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