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论坛 2017观点集萃 

 把脉大国关系：中美俄与中日印 

高端圆桌 01   第一场  

5 月 27日 13:30-15:30 

 

主席：  吴心伯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主持人：吴心伯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Richard Bush 

美国布鲁金斯学

会东北亚政策研

究中心主任 

特朗普的对华、对俄政策 

1. 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上任之初的一系列政策和行动，如退出 TPP、

中美元首海湖庄园会晤达成共识等表明中美关系开局良好。但从

长期看，中美关系仍面临挑战，仍不稳定。双方深化国内经济改

革是两国关系发展的关键。 

2. 特朗普政府目前仍未形成有效的对俄战略，显得十分混乱，加上

俄罗斯被认为干预美国 2016 年大选，美俄关系缓和雪上加霜。 

3. 中美俄目前形成了一种三角关系，中俄都将美国视为战略竞争对

手，但中俄之间并非没有分歧。 

Andrei Kazantsev 

莫斯科国际关系研

究所分析中心主任 

俄罗斯同中国与美国的关系 

1. 目前，中国在中美俄三边关系中处于有利地位，因为美俄关系近

年来不断恶化，中俄关系则持续保持在高水平合作上，中美关系

也相对稳定。 

2. 俄罗斯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国内经济问题，俄并非全球化的

获益方，因而是改革现有国际秩序的积极提倡者，在这方面比中

国更为激进。 

3. 美俄关系改善的机遇或许存在于：特朗普与普京都是现实主义

者，都将国际事务视为可以达成交易的买卖，所以双方关系的缓

和将取决于利益交换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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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鹏 

中国现代国际关

系研究院副院长 

 

中美及中俄关系 

1. 中俄关系目前处于历史上最好水平，并且在可预见的将来这种关

系仍将持续下去。 

2. 中美元首会晤取得了重要成果，原因有三方面：首先，两国领导

人建立了良好个人关系；其次，四大高级别对话机制形成双边关

系的有力保障；再次，百日计划、朝核问题磋商等确立了中美之

间合作的主基调。 

3. 中美关系未来存在两个不确定性：一是两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

是否可持续；二是特朗普的国内政治地位会否稳固。 

4. 结论：中俄关系没有问题，中美关系可能会面临挑战。 

讨论总结 1. 特朗普任内中美关系走向存在不确定性。 

2. 特朗普任内美俄关系存在缓和可能性。 

3. 当前中美俄三边关系与冷战时期的三角战略关系没有可比性。 

 

 

 

 

 

 

（编辑：王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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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脉大国关系：中美俄与中日印 

高端圆桌 01   第二场 

5 月 27日 15:30-17:00 

 

主席：  吴心伯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主持人：袁  鹏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高木诚一郎 

日本国际问题研

究所高级研究员  

日本对华、对印关系 

1. 日印关系较好，中日关系陷入僵局；日印都认为中国给它们带来

了挑战。 

2. 日本和印度之间也有分歧，包括气候变化等，双方政治与外交关

系好于经济关系。 

3. 中日之间经济关系好于外交与政治，日方对于中国的担忧有三方

面：一是中国阻止日本正常国家化，二是中国阻止日本在国际上

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三是中国的崛起。 

4. 中日关系的保障：建立危机沟通机制。 

Swaran Singh 

印度贾瓦哈拉尔

尼赫鲁大学教授 

印中日的亚洲纠葛：敢问路在何方？ 

1. 中日印是亚洲最为重要的三个国家，现在如此，未来也是如此。 

2. 日印接近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崛起以及中日、中印关系因

双边分歧而紧张。 

3. 中印关系的未来仍将受制于双边分歧，但也有有利因素，特别是

中印关系正从双边走向多边，两国地方交往以及社会层面的交往

日益加深。 



上海论坛 2017观点集萃 

 

荣鹰 

中国国际问题研

究院副院长 

 

中国对日、对印关系 

1. 中国非常重视同日本及印度的关系，但中日、中印关系发展总是

充满波折。 

2. 中日、中印之间的问题大多是老问题，如中日钓鱼岛问题、中印

边界问题以及中巴关系等，但现在依然很热，主要原因在于这些

问题以及三国之间的实力变化此消彼长，此外美国因素也会影响

中日与中印关系。 

讨论总结 1. 中日关系的改善需要更多的对话机制、更多的公众理解和相互认

知，只有这样才能使双边关系逐步恢复。 

2. 中日印三国的竞争不一定是坏事，对于各自的发展和地区和平、

稳定与繁荣可以具有建设性。 

3. 日本和印度对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存在疑虑，主要是

担心中国主导地区事务，因此三国应在多边层面加强协调。 

（编辑： 王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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