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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本期访谈嘉宾：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 王逸舟

2020即将过去，我用严峻的目光回望它

晨报首席记者 顾文俊

每到?底， 我们总是感慨

于时间过得好快， 但当我们回

顾共同经历的那些魔幻的时

刻，比如中印边境冲突、美股熔

断、 俄罗斯和沙特爆发的石油

价格战， 宛如是很久以前发生

的事情。这样看来，这一?过得

并不算快，尤其是上半?，在中

国人的印象中，既压抑又漫长。

这一切都有一个大背景———新

冠疫情。

很多事情因为疫情而搁

置，包括东京奥运。疫情的蔓延

已导致全球 8000 万感染病例，

疫情的震中也多次转移。 很多

大国的领导人相继中招， 包括

约翰逊、特朗普、马克龙。疫情

之下，大国博弈加剧，人类发展

与国际合作的前景更加扑朔迷

离；疫情之下，各国国内矛盾升

级， 无望的人群就像干柴一点

就着；疫情之下，全球热点地区

的战火并未停息， 外高加索地

区还爆发了一场热战； 疫情之

下，美国结束大选，特朗普即将

离开白宫，拜登准备拨乱反正，

但是， 一个分裂的美国已是不

争的事实；疫情之下，英国从?

初宣布正式退欧， 到?末签订

英欧协议， 美国从?初暗杀伊

朗将领， 到?末暗杀伊朗核科

学家， 日本提前进入后安倍时

代。

疫情之下， 危机中也有希

望，疫苗开始接种，RCEP 得以

签署，中欧投资协定完成谈判，

在线经济加速发力， 公众的卫

生意识明显提高， 生物医药和

人工智能等领域获得重大突

破， 大国探索高边疆的事业继

续推进。疫情之下，《顾问》开设

“逸舟谈”系列，连续制作 30 期

宏大而深远的访谈， 旨在对热

问题进行冷思考。今天，是时候

用严峻的目光回望 2020，这一

?，我们都经历了什么？国际形

势是更模糊还是更明朗了？

顾问：即将进入 2021 ?，日本新

首相正站稳脚跟， 美国新总统欲重整

山河，德国总理默克尔将结束任期，随

着安倍、特朗普、默克尔这些名字的退

出，随着新人物的登场，会给国际政治

舞台和中国外交带来什么样的可能？

王逸舟： 中国的疫情一度非常可

怕，但是，很快，我们的体制优越性得

到发挥，成千上万的医生、科研工作者

奋不顾身，大量的基层、社区、工作者

和志愿者共同努力，我们不仅最快、最

有效的控制住了疫情，而且也率先复

工复产，交出了经济复苏、社会稳定的

成绩单。但是，我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却没有那么乐观。围绕香港问题、台湾

问题，中国和英国的关系、和美国的关

系、和欧盟的关系都出现了很多微妙

的不利因素。

如你所说，世界政坛明年会出现

一些新面孔，会带来一些新的政策取

向，虽然我们目前还很难说这个取向

对国际社会、对我们而言，是更多的积

极因素，还是消极因素或者不确定因

素，但是，我觉得，明年政坛的新气象

对国际关系和全球发展会带来很多增

量。中国在前一段时间经历了美国

“乱棒”打压、“脱钩”威逼之后，下一

阶段，我们应当同这些新面孔增进接

触，争取更多机会管控分歧，重新“挂

钩”。互联互通不只是“一带一路”的

口号，也应成为中国外交、中国与外部

世界关系着力加强的一个方向。

2020 年在国际关系史和近代全

球史上恐怕更多会以它的乱和消极面

载入史册。我们用严峻的目光来回望

它，用不同领域的麻烦来归纳和总结

它，同样也认识到这一年在中国外交

史上的不平凡，中国能够在如此困难

的情况下保持稳定，不倒退，不停滞，

不出现内部大的裂痕，非常不容易。未

来还会有很多“黑天鹅”，还会有大的

不确定性，不管在疫情方面，在经济方

面，还是在大国博弈方面，在安全热点

方面，挑战可能多于机遇。在这种情况

下，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国内的改革

发展持续推进，是我们在这一年获得

的一个重要启示，也是未来继续保持

向上的关键所在。

顾问：您用什么词汇来回望这次

疫情？

王逸舟：史无前例。没有人料到

疫情会持续这么久，造成的后果会这

么深重，其对全球政治、安全、经济、

社会、国际关系的重大影响将在历史

上大书特书。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确实

不光是正面和积极的，也包括“黑天

鹅”，包括疫情的冲击波。不管是与上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相比，还是与

战后历场重大国际冲突相比，新冠疫

情涉及范围之广，产生的公共卫生冲

击波之强烈，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

第一波疫情出现的时候仅被看作东

亚现象，看作类似北美流感、中东呼

吸综合征、埃博拉疫情等地域性的现

象，但是，疫情很快就扩展到了全球，

而且迄今仍然没有看到尽头。公众担

心，当前疫苗的研发和注射的进程比

原来预料得要慢，而且已经注射的疫

苗未必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高效率，世

界卫生组织和一些疾控中心的专家

也说，疫苗可能就管一段时间，而不

是像牛痘一样终生免疫。这也带来某

种焦虑，带来一些国家屯粮惜售，带

来全球供应链的问题。且不说未来会

怎么发展，但就这一年 8000 万的感

染数字尤其是美国的感染人口比例

（17%）来看，情况已经超出任何模型

和理论，由此启示我们对未来世界的

盘算、对各国自身的规划，既要展望

前景，也要对“黑天鹅”和重大冲击

波做出更多的预警和危机管控。以往

我们对全球公共卫生的教训吸取得

不够，疫情面前的各种止损措施才会

手忙脚乱。

顾问：疫情的蔓延，经济的衰退，

对全球政治与全球安全形势的影响

几何？

王逸舟： 上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

条主要影响的还是欧美国家或西方

国家，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网络还不

很完备，信息化也没有今天的水平，

当时在欧洲和美国的大萧条并未对

其它地方形成强烈的冲击。但这一次

我们经历的是叠加效应，既有疫情的

冲击波，也有世界经济周期性的规

律。每到一个长时段的高速增长过

后，全球经济需要喘口气，一些产能

过剩或技术落后的产业将被无情地

淘汰。衰退期恰逢大疫情，全球几乎

所有国家都出现了经济下降、贸易减

少、发展受挫，全球贫困人口、饥饿人

口、失业人口大幅增加。关键是人们

有一种悲观的预期，觉得疫情还会有

下一波。随着经济衰退，人们的争夺

和猜忌、各国间的冲突和不信任有恶

化之势，今年的地区热点、国际冲突、

局部战乱相比往年更多，除了美国和

伊朗矛盾的紧张，还有伊拉克境内各

派武装交火，叙利亚境内域外势力与

各派卷入的大乱局，一度硝烟弥漫。

利比亚今年的战局也很糟糕，一会儿

被攻入首都，一会儿又是埃及、土耳

其、俄罗斯各方势力此起彼伏，围绕

谁来执政、石油权益分割、议会构成

争执不休。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过去

被认为是东非的发展明星，今年也出

现很多乱象，索马里和肯尼亚断交，

埃塞俄比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没多

久的领导人也遭到很多批评，这个以

往公认比较稳定的非洲大国陷入前

所未有的安全紧张形势。印度和周边

国家在边界安全上一直没有消停过。

全球安全方面，大家最记忆犹新的是

前段时间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之间

的纳卡冲突，很多年没见到那么多轰

炸，那么多无人机，那么多阵亡和悲

泣。大国不管是主动还是被迫，也都

进入军事的对峙和对抗。诚然，今年

的安全局势未必比过去造成更大伤

亡，但在疫情的背景下，人心倍感迷

茫，总觉得冲突会加剧，麻烦还会更

多，美国和伊朗会出事，中东地区不

知道哪个地方又会冒出硝烟，安全形

势随着疫情的冲击波和世界经济的

衰退，形成一个特殊的三角，令和平

的前景不明。

顾问：疫情的“照妖镜”照出了一

个什么样的美国？

王逸舟：美国在这一年出现了自

南北战争以来罕见的大撕裂、大分

化，英文叫做 grand division。撕裂

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政坛的撕裂，

包括共和民主两党之争、各级政府

之间的对立。围绕戴不戴口罩的小

事，州政府、白宫、国会就吵得不可

开交。涉及救济扶贫，特朗普和国会

的对峙造成很多地方再度停摆。经

济上的撕裂也很明显，一方面，千万

失业人口和数百万申领救济金的人

口达到罕见的数量，另一方面，最富

有阶层的财富却大幅增加，几乎呈百

分之几十的增长。还有一种撕裂是族

群关系的撕裂，弗洛伊德事件犹如在

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在观察家的眼

中，2020 年的美国乱象真的是多年

未见，也让超级大国的国际形象严重

受损，让“灯塔国”黯淡无光。美国的

撕裂也体现在今年的大选中，当选者

与在任者的票数如此接近，在职总统

特朗普得到的 7400 万张选票创下

在职美国总统历史之最，拜登作为候

选总统获得的 8000 万张选票同样

超过历届侯选总统。美国总统选举史

上从未出现如此多选票，竞选双方也

从未获得如此多拥趸，这说明美国老

百姓的焦虑之深，要么希望特朗普赶

紧下台，要么拥戴他继续执政，真可

谓爱恨两重天。而且，以特朗普为代

表，美国很多政治人物都已经失去起

码的风度，相互攻讦之难听和卑劣超

出人们通常对政治人物说话的定位、

界限和底线。在美国自身撕裂和疯癫

的同时，中美关系也出现了严重紧张

和多年未有的倒退，过去我们呼吁新

型大国关系，现在只能期盼不要更

糟。俄美关系也达到了多年少有的低

点，拜登上台后甚至有可能出现更多

麻烦。美德关系被认为是美中、美俄

之外美国外交中最重要的一对双边

关系，但今年的美德关系也出现了很

多互怼的画面。另外，特朗普与土耳

其总统埃尔多安指名道姓的互骂也

反映出北约内部大国关系的某种撕

裂。

顾问：乌云镶着金边，国际关系的

天空依然有星辰在闪烁， 哪些亮色足

以照亮未来？

王逸舟：今年的亮点不多，但还是

有。中日韩关系有了明显改善，至少没

有过去那种明显的对抗点，抱团取暖

的心态被放在主导位置。面对疫情和

全球经济深度衰退，中日韩以及中日

韩与东盟 10 国之间的合作愿望增

加。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亚太地

区一些重要经济体达成了 RCEP 这

样一个重要协议。在美国强烈不满、暗

中使坏的情况下，RCEP 的达成可以

被看成是今年全球经济和亚太发展的

重要成果。中欧投资协定完成谈判，同

样也是一大亮点。另外，德法今年的默

契配合达到了很高水平，在几乎所有

重大事务上，这两个欧洲大国克服以

往的小分歧和暗中较劲，在英国脱欧

和疫情肆虐的挑战下，频繁互动，深入

交流，保持了欧洲整体的团结和欧盟

步伐的一致，这也跟德国作为今年欧

盟轮值主席国强大的动员能力、协调

能力分不开。虽然有人说，英国脱欧会

造成多米诺骨牌效应，但我不这么认

为。德法的协调让欧盟内部的一些小

矛盾受到了有效的抑制，对欧盟经济

和政治引擎的正常运作起到了重要作

用。

从单个国家来看，以色列今年取

得的外交收获不仅是很多年来不曾

有，甚至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多的。前些

年特朗普上台后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

列首都，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并没有

响应或跟进，那时以色列的外交成就

止于双边层面。而今年以色列建交次

数之多，在阿拉伯阵营中打开的缺口

之多、成效之显著，真的是突飞猛进。

愤怒之下，巴勒斯坦准备跟那些与以

建交的阿拉伯兄弟国家绝交，但也只

是发个简短的声明，特别乏力。当然，

以色列现在也会有些小忐忑，因为特

朗普这位特别帮忙的美国总统即将下

台。但不管怎么说，作为美国在中东最

强悍的盟友，以色列今年取得的外交

成就使其在中东的地位更加显赫。

在行业领域，马斯克让全球为之

眼前一亮，龙飞船的成功发射让各国

航天部门包括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震

惊。这种弯道超车的发射能力彰显出

美国民间科技力量之惊人和超级大国

不可被低估的神奇所在。在疫情与衰

退的背景下，今年有些行业不降反升，

比如在线销售、医药公司实现了大幅

盈利，很多新的观念比如网上教育、网

上科研、网上交流获得了极大的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