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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8年的日历早已翻过，但这一年的世界却值得我们久久回味。
这一年对于中国和世界，都是极不平凡的一年。
我们不仅经历了很多很多，更经历了前所未遇。
世界的地平线上，景象万千，悲喜交加。
有天灾，有人祸；有阳光，有乌云；有惊涛，有骇浪；有悲泣，有惊喜；有战争，有和平。
北京奧运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汶川地震牵动了全球无数善良人的心灵，中国应对各种危机的从
容、沉着与坚定让整个世界刮目相看。
    随着2008远去的脚步，加沙的枪炮声、孟买的爆炸声也都渐行渐远，但华尔街的金融风暴依然在世
界各地蔓延⋯⋯    当今世界，风云变幻；  当代中国，革故鼎新。
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和记录者，我们在叙述历史的宏大场面中披沙择金，找寻焦点和线索，或报以由衷
的喝彩和热烈的掌声，或表达深沉的思考和扪心的反省。
在从绚烂的经济泡沫到惶惑寒冬的沉浮中，在探寻振奋人心的精神力量底蕴时，新华网以新媒体独特
的方式，拉近民众与新闻的距离，展示现实与未来的因缘，借以描述一个多样、多元和多变的世界，
更好地履行我们应尽的职能。
    这本书就是这样的一部纪实的、充满思辨的荟萃之作。
我们在新华网过去一年的诸多访谈中，精心选取了30多位著名外交家、资深学者和记者、部分中国驻
外大使和外国驻华大使的访谈内容，其中贯穿着对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重大问题的精辟论
述，既有大国间的关系走势，也有突发事件的追踪和点评，辅之部分精彩图片，比较完整地再现
了2008年世界的复杂历程以及新一年发展态势的前瞻，想必会对读者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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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上编  互动的中国与大国关系  金融危机为中美合作提供新的机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
所研究员陶文钊  中美关系在曲折起伏中向前发展——访世界知识出版社总编辑沈国放  俄罗斯的新希
望、新成就、新考验——访新华社莫斯科分社原社长万成才  良好会晤机制保证中俄合作更加密切—
—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季志业  中日关系暖春使鲜花更盛——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
究所副所长金熙德  中日关系拨开云雾见明月——访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常务副会长刘德有  中日经
贸合作向互惠双赢新时代迈进——访商务部亚洲司司长吕克俭  中日友好的种子在生根、开花甚至结
果——访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部长倪健  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意义深远——访新华社世界问题研
究中心研究员朱克川、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姜跃春  中欧应增加“智慧投资”和“能力投资”
——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冯仲平  中欧需联合应对共同挑战——访外交学院院长吴
建民  中印关系发展的新态势——访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詹德雄  中印可以是好邻居、好朋
友、好伙伴——访中国前驻印度大使周刚  巴勒斯坦驻华公使马哈茂德谈巴以局势  以色列驻华大使安
泰毅谈巴以局势  中东局势战略谈——访社科院西亚非洲所研究员殷罡  以军事行动短期可能升级——
访新华社记者洪曼     加沙冲突走向何方？
——访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唐继赞  以军为何对哈马斯痛下杀手？
——访社科院西亚非洲所研究员殷罡  俄美“两大相邻强国无友善”——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副院长金灿荣  空间距离不能阻挡心灵的交流——访外交部部长助理翟隽  日本和非洲——“真心才
能换真情”——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高洪．  从布什非洲之行看美非关系—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非洲研究室主任贺文萍  欧非寻求新的汇合点——访中国社会科
学院学部委员周弘  印非关系掀开新篇章——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研究室主任徐伟忠  非洲
形势的回顾与展望——访新华社原副社长高秋福  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访中国人民大学环境
学院副院长邹骥  大国在调整中重新定位——访《世界军事》执行总编陈虎  全球反恐为何“越反越恐
”——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战略研究所所长李伟  海外华人的防恐应对策略中编 国家经
济安全与风险防范  如何看待国际经济形势和我国经济安全——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
研究中心主任江涌  “中国制造”要向“中国创新”转向  透过次贷危机看国际金融格局剧变  全球背景
下的中国粮食安全状况与应对  透视世界粮油危机  金融风暴祸延全球  新兴市场国家首应“避害”  “
不要被高油价牵着鼻子走”——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  金融危机的成因及其走
势——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甄炳禧下编  焦点热点问题的战略思考  谁在拿协议当儿戏？
   “如果没有中国，我们该怎么办？
”  美国当政者兜售“普世”价值观多有碰壁  美俄关系：从“后院”打斗到“家门口”的核较量  “廉
价许诺”何以总是难兑现  “卡斯特罗时代”并未因卡翁辞职而结束  冷热多变的拉美与大国关系  奥巴
马大获全胜说明什么？
  文化大国为何也有辍学现象？
  西班牙华商的教训和启示  普京叫板单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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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编 互动的中国与大国关系金融危机为中美合作提供新的机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
员陶文钊来之不易的良好开局主持人：请您简要回顾一下中美建交三十年来的历史。
陶文钊：中美关系三十年来的变化是巨大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其中不乏急风暴雨，也有惊心动魄
的时刻。
但磨难并没有摧毁两国关系，风雨过后我们看到的是两国关系中的彩虹。
三十年来两国关系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建交到1989年5月，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两国就美国售台武器问题达成新公报，使关
系得到初步的发展。
1979年初邓小平同志对美国的访问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第一次访问，对两国关系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使两国关系在正常化后立即获得了强劲的势头；同时，这也是具有全球地缘政治意义
的高峰会谈。
1979和1980年，中美之间内阁和次内阁官员频繁互访。
中美关系正常化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时发生，这不是偶然的。
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宏图大略中，中美关系正常化是重要一环。
第二阶段，从1989年夏到2000年末，这是中美关系经过一再动荡走向稳定的时期。
其间大的起落有三次：北京政治风波后美国和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对中国施压，中美关系经受严峻考验
；1995年克林顿政府为李登辉访美发放签证，严重损害了两国关系；1999年5月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
被美国导弹击中，两国关系跌人低谷。
但这些冲击没有从根本上颠覆两国关系，中美关系仍然曲折地向前发展。
实际上，从1995年下半年起，克林顿政府开始逐渐把对华政策调整到稳定中美关系上来。
江泽民主席1997年10月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两国关系在冷战结束后重新正常化的标志。
20世纪90年代中美关系的一项重要进展是两国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达成协议，美国于2000
年通过了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立法。
这是自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中最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一项进展，是两国关系的里程碑。
第三阶段，进入21世纪以来两国建设性合作关系得到全面提升。
在这七年半中，两国领导人频繁会晤，就双边、地区和全球的问题广泛交换意见，不断为两国关系注
入新的活力。
两国之间的数十个交流平台使两国关系越来越机制化，战略对话、战略经济对话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果
。
两国在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两国关系已经远远超出了
双边的范畴，有着越来越多的地区和全球性的安全和经济的内容。
两个社会之间各方面的交流、联系和合作大大多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联系，成为两国关系稳定的压舱
石。
中美关系的大好局面来之不易，双方都要倍加珍惜。
两国间虽然仍然存在着分歧，但广泛的共同利益使两国的纽带越来越牢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趋于成熟的双边关系主持人：如何看待现阶段的中美关系？
陶文钊：现在中美关系可以概括为以下一些特点：第一，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不断扩大。
中美关系是21世纪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现在的两国关系已经远远超越了双边关系的范畴，有着越来越多的地区和全球性的内涵，比如：应对
自然灾害、应对气候变化、应对能源安全、流行性疾病、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金融危
机等问题都需要中美两国的合作。
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美两国都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它们都对国
际社会负有重要责任。
当在地区和国际上出现重大的安全、经济问题时，中美两国应当对问题的解决起到重要作用。
第二，两国关系越来越机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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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首脑会晤机制化。
从2001年乔治·沃克·布什总统入主白宫以来，两国首脑会晤了20次，互通电话20次，互致书信40多
次。
除了正式访问，凡有国际会议的机会，两国首脑必定进行会晤。
他们可以就所有问题坦率地、开诚布公地进行讨论，不断增进了解，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
在两国的双边合作平台中，战略对话和战略经济对话尤其令人瞩目。
战略对话从2005年发起以来已经进行了五次。
它为双方就涉及中美关系的战略性、长期性、全局性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加强两国在各领域的对话
、协调与合作，为双方增进互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战略经济对话的机制是2006年建立的，迄今已经进行了四次。
双方超越了对短期经贸热点的简单关注，从战略高度对今后一段时间内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进行了综
合思考，在诸多的经济领域达成了广泛共识，既产生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又有对未来经贸关系
的长远规划。
第三，中美关系是一对趋于成熟的双边关系。
现在中美两国对对方都有了更多的了解，对对方的看法，包括对对方国内的政治运作的了解，都比较
符合两国的实际情况，他们之间虽然对一些问题还有不同意见，但可以做到求同存异。
而两国之间的分歧不会从根本上妨碍它们的合作。
这是两国关系趋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第四，两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不断深化，安全方面的合作继续推进。
自2001年中国加人世贸组织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很迅猛，年均增长28．5％，这个数字没有任何一个
中国或者外国经济学家能预料得到，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也在快速增长。
现在中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是具有战略意义的。
并且在不断加深。
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局面是中美两国之间强劲有力的纽带。
安全方面的合作突出表现在推动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以及维护台湾海峡的稳定方面。
在关于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中，中国发挥了东道主、积极的参与者和美朝之间调停人这样的三重角色
，这是中国第一次在重要的地区安全问题上承担这样的角色。
近年来，胡锦涛主席在会晤布什总统的多个场合一再强调，中美共同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及
其活动，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布什总统明确地表示，反对台湾当局单方面改变现状。
布什政府的高官也多次公开表态，坚决反对台湾当局的“人联公投”。
中美两国联手反对台湾分裂势力的活动，共同维护了台湾海峡的稳定，巩固了“一个中国”的共识。
第五，中美关系已经由两个政府间的关系变成两个社会间的关系，中国与美国的民间交流多于中国与
别国的民间交流，中美关系的社会基础更加坚实。
在经贸、教育、科技、文化、体育以及人员往来等各个方面，两国都有极其密切的接触。
这种民间关系从1979年以来不断发展，甚至在两国政治关系困难的时期也从未间断。
不仅如此，它还帮助两国政府克服困难，尽快走出关系的低谷。
这正是两国关系深化的一个具体表现，是有利于两国关系长期稳定的因素。
这不是说，现在的中美关系是晴空万里。
实际上，仍然有一些比较根本性的问题阻碍着两国关系的发展。
中美两国的分歧主要在三方面。
首先，中美两国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在人权问题、西藏问题、宗教信仰等问题上，美
国对中国仍颇有微词。
其次是台湾问题。
近年来，中美两国在反对和遏制法理“台独”、维护台海稳定方面，做出了共同努力。
但无论从眼前还是长远来说，两国在台湾问题上都存在着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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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的主要问题是美台之间的军事合作与美国售台武器，这是两国，尤其是两军发展关系、增进互信
的最大障碍。
从长远来说，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目标是不同的。
对于中国来说实现台湾回归、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目标是坚定不移的，这是21世纪中国要实现的三个
伟大历史任务之一。
美国有《与台湾关系法》，有对台湾的所谓“安全承诺”，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个国内法还会继续
存在。
美国关心的是解决台湾问题的过程必须是和平的，最后的解决办法必须是两岸共同接受的。
也就是说，美国的政策是只问过程，不问结果。
但在中国存在着广泛的怀疑，即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台湾，美国会长期利用台湾问题来牵制中国，即实
行“以台制华”的方针。
最后，美国是当前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目标是不允许任何一个国家挑战美国在地区
和全球的霸权地位，因此，美国对于中国的发展总是疑虑重重，生怕中国的发展会削弱美国在东亚的
存在，甚至会影响美国在全球的地位。
金融危机为两国合作提供新的机遇主持人：全球金融危机会对中美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陶文钊：金融危机为中美两国的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
首先，现在美国关于中国有各种各样的议论，如果世界经济进入减速期，那2009年所有发达国家经济
都会有一定的衰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对全球经济增长预期高的可能达2％左右，最低甚至只有0．9％，在大环
境低迷的情况下，2009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仍保持8％～9％的增速。
中国GDP占了世界GDP的6％，作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的作用依然存在。
中国经济保持良好状态有助于拉动世界经济，尤其是拉动周边国家的经济。
第二，金融体系亟须改革。
首先要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控。
奧巴马也表示，要加强对美国金融机构的监控。
这方面，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印度和俄罗斯这样的新兴经济体也
会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另外，还要把国际金融体系的变革、改革与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帮助结合起来。
联合国通过了千年计划，目的就是要帮助非洲和一些最不发达的国家。
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和美国有很多可以合作的地方。
在中美以往的战略经济对话中，总是美国要求中国调整经济结构。
中国在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包括金融政策方面也进行了调整，人民币到最后一定要走向可兑换的方向
，成为自由货币。
当然，我们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有自己的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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