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ookmark: Top]

	
	



		
		长策智库 ChangCe Thinktank
	

		
		
		

	
		搜索	
		
	



	

		





	
	  Tuesday, Apr 09th	


	
		
		
		
			长策远图 公听并观——怀长策 志公政 行公义
	









	

	
	

		Home
	长策动态
	研究与评论	能源气候
	经济发展
	社会发展
	国际关系
	健康政策
	监管


	《长策》
	长策书院
	English	Mission
	Research Areas and Projects












	
		You are here: 
研究与评论 [image: ] 国际关系 [image: ] “全天候友谊”不是终点

	

	
		Skip to content







	
	
	
	
	
	

		
			


	
	

	
	
				

			
								
								
					



		
		“全天候友谊”不是终点	
	




	
			
			周四, 2011年 06月 02日 00:18		
	
			
			吴兆礼		
	

		

	
		
								
			[image: E-mail]			
			
						
			[image: 打印]			
			
						
			[image: PDF]			
						

	
		





中印、印美、印巴和美巴关系，以及中美印巴四国互动，尽管短期内这些因素对中巴关系的影响有限，但从中长期来看，这种影响是客观存在的




 

 

“全天候友谊”不是终点

吴兆礼

自中国与巴基斯坦于 1951 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巴关系已经走过 60 个春秋。时至今日，中巴已形成了全天候友谊和全方位合作关系，这在当今仍然以“大棒”加“胡萝卜”说话的世界里，显得极为稀少和珍贵。

 

利益决定国家间关系，而共同的利益需求是国家间关系的基础。中巴的全天候友谊是两国彼此利益需要基础上的共同选择，更是两国苦心经营并精心维护的结果。

 

 

双边关系渐入佳境

 

巴基斯坦独立后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困难重重，而新中国成立后也是百废待举。面对印巴分治前后宗教仇杀的创痛以及第一次印巴战争的残酷现实，巴基斯坦开始把印度视为其安全的最大威胁，寻求外界援助并借助外部力量维护国家安全自然就成为巴基斯坦对外政策的重点。而新中国成立伊始就确立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在冷战开始，美国与苏联都并未对巴给予特别关注的背景下，倍感孤立的巴基斯坦对新中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1950 年 1 月 5 日，巴基斯坦正式承认新中国，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穆斯林国家。中巴建交的最初几年，双方的关系发展处于“慢热期”，中国驻巴使馆的工作报告甚至抱怨巴基斯坦政府很少邀请中方人员参加他们的宴会，但 1955 年万隆会议促进了中巴之间的逐渐了解。

 

20 世纪 60 年代，在中印关系逆转和美英在政策上倾斜印度的背景下，外交上比较孤立的巴基斯坦开始积极寻求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巴基斯坦改变了在中国关切的联合国合法地位、西藏和台湾问题上追随西方的立场。在 1961 年底第十六届联大表决恢复中国合法权利的苏联提案时投了赞成票，成为美国盟友中唯一公开支持中国的国家。1962 年中印边界冲突和 1965 年印巴第二次战争爆发后，中巴两国相互支持对方立场；1963 年，中巴签署了边界协议；与此同时，中国按照两国签订的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军事援助和军事合作协定，向巴提供经济援助与军事援助，帮助其发展经济和增强国防能力。实际上，上世纪 60 年代中期的中巴关系已经发展成事实上的“同盟”。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巴双边关系继续巩固和深化，两国继续保持着 60 年代起建立起来的“不平常关系”。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南亚地区严重对抗的态势得到缓和，受地缘政治因素推动的中巴关系开始注入新的内涵。以 1996 年江泽民主席访巴并确定建立面向 21 世纪的中巴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为契机，中巴关系开始逐渐步入理性的成熟期。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尽管南亚地区和国际局势波澜起伏，但中巴关系却渐入佳境。胡锦涛主席 2006 年访巴期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全天候友谊和全方位合作已成为中巴关系的显著特征”。2007 年巴总理访华期间，中方提出“巴基斯坦是中国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巴方也强调“对华友好是巴外交政策的基石”；2010 年温家宝总理访巴并在巴议会演讲中强调，“中巴永远是兄弟”。

 

 

“全天候友谊”独一无二

 

巴基斯坦作为冷战时期西方阵营的一员，却与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保持了事实上的 “同盟”关系，这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并不多见。历经 60 年的发展，“全天候友谊和全方位合作已成为中巴关系的显著特征”，这在中国对外关系中也是绝无仅有。“全天候”和“全方位”，不仅表明中巴两国彼此之间互信度高、合作范围广，而且也蕴涵着两国关系经历时间考验并不断注入新的内涵。

 

高度的战略互信是中巴关系的最大亮点。巴基斯坦始终坚持“巴中友谊不可动摇”，将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作为其对外政策的基石并形成“举国共识”；中国也始终如一地努力发展与巴基斯坦关系，明确表示巴基斯坦是“四好”国家。两国始终能超越社会制度与文化的差异，彼此不分国家的大小和强弱，从战略全局和两国友好的大局出发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这在国际关系交往中堪称典范。

 

目前，两国合作已涵盖政治、经贸、安全、科技、文化、教育、金融等各个领域，建立起了“全方位”的对话和合作机制。

 

传统上，政治与安全领域的合作是双边关系的“重中之重”。在和平、发展与合作的大趋势下，中巴在传统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政治上，两国建立了领导人年度会晤机制和外长对话机制，两国议会、政党、地方政府交流也日益频繁；军事与安全领域，两国建立了“反恐热线”、军控与核裁军的磋商机制、双边战略对话、国防与安全会谈机制等，而且进一步开展人员培训、联合演习和训练及国防科技与国防生产领域的合作也成为中巴战略互信的显著标志。与此同时，中巴之间的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也进一步推进。2010 年，双边贸易额达 86 亿多美元，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巴第二大贸易伙伴，并且决定将基础设施、能源、农业作为重点合作领域，建立能源合作机制并拓展金融等领域的合作。

 

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始终如一且历久弥新，继承传统又越过传统。60 年来，南亚地区事端不断，三次印巴战争、多次印巴危机、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反恐战争以及孟买恐怖袭击事件，巴基斯坦国内政局更迭、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但中巴关系经受住了这些危机的考验，友好合作始终得到坚持与贯彻。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中巴关系的特殊地位有所降低，但两国能够从新的地区和国际局势出发，在区域合作、促进不同文明间对话、实现联合国改革以及应对气候变化、保障粮食与能源安全等非传统安全挑战等领域推动合作，为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新的内涵。

 

 

友好已成为一种信念

 

中巴友好早已深入人心，甚至已经“成为一种崇高而坚定的信念”，但在目前“世界经济大动荡、体系大变革、格局大调整”时期，中巴两国也面临一些共同的问题。中印、印美、印巴和美巴关系，以及中美印巴四国互动，尽管短期内这些因素对中巴关系的影响有限，但从中长期来看，这种影响是客观存在的。至于影响的程度与结果，这需要中巴两国领导人从战略的高度加以研判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同时，中巴彼此战略意义重要性的内涵在变化，这也为中巴在继承传统友好关系基础上超越传统并拓展新领域提供了空间。

 

从当前来看，中巴经贸联系还需增强。自 2006 年签署《中巴自由贸易协定》、2008年签署《中巴自贸协定补充议定书》以及 2009 年签署《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协定》以来，两国双边贸易额一直保持快速增长态势，2010 年达到 86 亿美元，并且 2011年有望达到 150 亿美元。鉴于两国在经贸领域的互补性很强，双边经贸以及投资仍有广阔的空间。

 

中巴民间交往可进一步推进。许多巴基斯坦人对中国抱有好感，中国形象在巴基斯坦也比较客观和积极，这是两国关系不断发展的结果。然而客观地说，还有许多巴基斯坦人对中国缺乏客观的认知，有的过高估计中国的实力，也有的对中国的发展缺乏认识。而中国普通民众对巴基斯坦也缺乏全面了解，并且也多限于政局动荡、经济落后和恐怖活动等一些负面形象。因此，大力推进两国人文领域的交往，尤其是重视青年和媒体之间的交流，对于巩固中巴全天候友好意义重大。

 

中巴关系有起点，但“全天候友好”不是终点，也不应该有终点。

 

（吴兆礼，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博士，长策智库 GMEP 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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