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积极参与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提出中国是国际体系中的"利益攸关方#!挑选中国人成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

对于中美关系史而言%佐利克早已被视为一个符号性人物& 在佐利克出席
!"#$

年"上海论坛#之际%文汇报邀请吴心伯教授就

当下学界热议的"新型大国关系#等话题对他进行访谈&

国家利益有时以体系利益的形式出现

文汇报!所谓!新型大国关系"#

按中方的说法#是以不冲突$不对抗$

互相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

为核心特征的% 按照美方的说法#是

对 !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必然冲突"

这一历史魔咒的打破#是以!新答案"

解决老问题& 尽管双方并未使用相同

的概念# 但是双方业已存在基本共

识'

!"

世纪的中美关系必须避免大国

对抗和零和博弈的历史& 对此#您有

何建议(

佐利克! 我想美国和中国之间

要建立那种新型关系! 可以首先探

讨各自的经济改革方案! 找出共同

利益" 例如!中国政府需要开放其服

务业#引入更多竞争!美国企业可以

在这方面提供帮助 " 国际教育 #技

术# 风险投资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增

强! 可能为中国的创新计划提供支

持" 美中两国在诸多领域有着共同

利益 !例如食品供应与安全 !节水 #

能源与环境问题! 以及金融市场深

度和流动性的提高"

美中两国国内都有足够的动力

来追求结构改革! 合作也能提振两

国的共同前景! 并促进其他国家的

增长" 双方共同促进服务和信息技

术行业的竞争! 可能有助于推动世

贸组织的各项谈判" 随着中国逐步

开放人民币交易! 国际货币体系未

来必须准备好在多种储备货币的环

境中运行" 在发展与环境合作方面

也存在一些机遇"

但是! 美中之间要建立的那种

新型关系不能仅依赖经济上的相互

依存" 他们必须考虑!如何在当今的

外交政策中让经济和安全议题相关

联"

文汇报!安全政策和经济政策之

间的关系有时候并不清晰& 因此#尽

管中美在贸易上相互依存#但是中国

依然很关心美国的对华安全政策& 您

曾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全面参与中美

关于中国加入
#$%

的谈判& 当时#

美国是否在对华的安全政策和经济

政策上是分开考虑的(

佐利克! 这是个有趣的历史问

题! 也让人可以对现实政策制定有

所洞见"中国要加入
!"#

也不是那

么复杂的! 跟所有成员国达成双边

协定是前期就须完成的工作! 然后

要研究那些使得
!"#

形成的更宏

观层面的协定! 这些就是还未完成

的部分" 我在
$%%&

年成为美国的贸

易代表! 当时我的主要工作就是解

决那些未决的问题"

虽然当时的撞机事件一度使局

势变得很紧张!但实际上!在我的印

象里! 布什总统要求这起事件不能

影响到
!"#

的谈判进程!因此我们

还是一直在工作" 我想有些人可能

会对此感到惊讶! 但这正反映了美

国想通过
!"#

把中国纳入国际体

系 !或者说 !中国加入
!"#

是中国

更好地与世界融合的进程中一个很

重要的方面" 我想这可以解释我们

为什么在
$%%&

年继续谈判之路!尽

管有那么多的艰难曲折"

当年 ! 中国是亚太经合组织

$

'()*

%的主席国!因此我们得以在

峰会上就开始一些政府间的前期会

议! 晚上我则可以和中方代表们协

商谈话" 我记得当时的驻美大使#现

在的国务委员杨洁篪! 对我如此迅

速地开展工作有一点小小的吃惊"

和此后发生的事联系起来讲 !

我认为!

&%

到
&+

年来! 美国的许多

政策都是想把中国整合进
!"#

体

系的! 并且也反映了美国想要帮助

中国进行市场化改革! 推动中国融

入国际体系" 但是!美国在此方面的

系统性的努力并不意味着美国的政

策有一个重心"

文汇报!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

对话将于
&

月举行& 中美战略与经济

对话被认为是两国高层谈论两国关

系等宏大主题的机会& 而据我们所

知#这是美方的提议& 那么#作为多次

亲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当事人#

您认为当时美方希望同中国建立这

样一个对话机制# 是出于怎样的考

虑( 这一对话机制对您了解中国的对

美政策以及变化中的中美关系#有怎

样的帮助(

佐利克!说起来!这个问题会帮

助大家了解到在真实的政策制定过

程中!一项政策很可能是因为机遇#

个人#甚至意外因素而促成的!而不

是教授们试着分析的那样! 是设计

或精心谋划而来的"

$%%,

年底! 两国都有对话的想

法!美国称之为&高层对话'!中国称

之为&战略对话'"

$%%+

年我上任时!

继承了这个想法!开始自己的工作"

一开始!我就想从经济方面入手" 当

时! 美国国务院确实也和中国国家

发改委有一个对话! 但是在副国务

卿$

-./012304105617

%级别的!低于常

务副国务卿级别" 而我们希望当时

的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戴秉国也能参

加" 如果那样!我们就可以谈更广泛

的内容"

$%%8

年我离开国务院! 那时保

尔森 $

90.17 (6:;<=.

% 接任财政部

长! 他是我的朋友! 对中国很有兴

趣! 在某种程度上他是接受了我的

提议!即&战略对话'的想法!后来他

也真的实施了!但是以另一种方式!

他发起并领衔了两国战略经济对

话!让经济纽带成为重心"

回到我们和戴秉国的对话" 当

时!双方各有四五名代表!长时间地

谈论包括历史#地理等各方面内容"

我提到这点是因为! 现在我们有了

建立 &新型大国关系 '的想法 !我们

可以利用这个概念来推进真正的战

略对话" 如果回顾美中关系的历史!

就会看到!战略对话是最有效的!如

果对方高层人士也有意愿参加一场

非常小规模的谈话! 会取得非常好

的效果" 比如曾经的基辛格和周恩

来的对话! 布热津斯基和邓小平的

对话!都是两国沟通的良好途径"

回顾中美关系的历史!会看到战略对话的效果非常好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高级研究员!前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

文汇报! 您
!''(

年在美中关系

全国委员会的著名演讲)))*中国向

何处去'从成员到责任+中用!利益攸

关方"这个词来解读中国与世界的关

系& 今天#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家

利益都越来越大& 同时#中国也越来

越认识到在全球背景下的责任& 其他

国家#特别是美国#要求中国负担起

更重大的责任& 那么#美国在准备与

中国分担责任与影响力这方面#有什

么准备( 您是否观察到# 自
!''(

年

!利益攸关方"这个概念提出以来#美

国在政策上体现出了对中国的认识

有所变化(

佐利克! 我对分担责任的看法

是!这远不仅仅是一个贸易#货币上

的概念" 就经济危机以来的表现而

言!相比欧洲!美国和中国都采取了

更为负责任的应对政策" 从这个意

义上来看! 这就是我们两国合作的

基础" 然而要实现更进一步的合作!

中国应该进行结构改革"

我想补充的是!在安全层面!美

中关系一个特殊的地方在于( 我们

有许多共同的安全利益是全球层面

的! 如能源安全! 反对恐怖主义等

等!但有趣的是!真正剑拔弩张的问

题是地区层面的! 而这些问题都在

东亚" 因此!现在对我们两国来说!

真正的挑战不是不要让地区层面的

紧张关系影响到我们可能实现的全

球合作)而是在反过来!如何把我们

在全球层面合作的精神注入到地区

问题的解决中去!这就是摆在&负责

任的利益攸关方' 美国和中国面前

的问题"

文汇报!的确#随着美国实施亚

洲再平衡战略#政治$经济$军事多管

齐下#重点布局亚太#加强对华制衡#

中美关系进入了战略敏感期& 复旦大

学美国研究中心正在开展的重大课

题*美国的亚太布局与我国的亚太方

略研究+将会有助于塑造中美在亚太

地区的良性互动#推动构建中美新型

大国关系&

佐利克! 对于如何深化同中国

的合作!现在已经有了各种努力#讨

论和论文" 我想!无论是环境#碳排

放问题!还是经济合作或贸易体系!

同中国在各领域一起合作可以实现

很多美国的国家利益"

从我在世界银行的经历就可以

看到! 我们一直在深化与中国的合

作" 我任职世行行长期间!世行拥有

了第一位华人首席经济学家林毅

夫 )另外 !现在国际金融公司 $

>?*

!

世行集团成员组织% 新的首席执行

官蔡金勇也是中国人) 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 $

>@?

%副总裁朱民也是 " 我

想! 现在的体系对中国而言是非常

有利的" 现在!要求让发展中国家和

发达国家在世行分享权力的呼声日

高! 我认为! 除了考虑怎样分享权

力!人们还应该回头思考!这些国家

是如何从体系性的角度看待他们的

国家利益的"

文汇报!中国可以通过在国际体

系内渐进地!增持股份"的方式扩大

其国际影响& 中国不打算颠覆现存的

国际体系#而是致力于维护和完善现

有的国际制度& 中国将按照权利与义

务相一致的原则#在承担更多的国际

责任的情况下# 要求更大的发言权&

通过公平交易来增持中国在国际权

力结构中的份额#这对中国和世界都

将是双赢&

佐利克! 在同中国官员打交道

的过程中! 我感受到中国的官员和

我遇到的任何其他国家的官员一

样! 都十分注重维护自己国家的利

益!守得紧紧的" 但问题是!是否可

以让他们认识到! 国家利益有时是

以体系利益的形式出现* 也就是说!

拥有一个贸易体系#发展体系#货币

体系等等! 都是符合中国的国家利

益的"

中国在进行国内经济改革和结

构调整时! 不妨考虑是否可以使其

他国家和国际机制成为支持其国内

调整的因素!以达到双赢的结果" 对

中国来说!

"((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

伙伴协定%有很多敏感的议题!包括

国有企业 #投资政策 #货币政策等 !

中国终有对这些问题感到不再困难

的那一天! 虽然我不知道具体是哪

一天" 这就是我建议中国先参与地

区贸易安排的原因" 从我过去参加

贸易谈判的经验来说 !

"((

的谈判

需要很长时间! 在概念和实际成果

之间有很大距离"

"((

的用意在于进一步提高全

球一体化程度 ! 当美国着手谈判

"((

的同时! 还可以与中国在
!"#

框架下进行合作!

!"#

同样十分需

要美中两国的持续支持" 我一直认

为!可以把双边#地区和全球整合在

一起"

文汇报!美国及相关谈判成员将

$))

宣传为!

!"

世纪的新型$高水平

自由贸易协定样板"& 然而#对于中国

来说#尽管对包括
$))

在内的有利于

促进亚洲地区经济融合和共同繁荣

的倡议均持开放态度# 但是#

$))

过

于严苛的标准和必要条件是无法轻

视和回避的障碍#因此#至少在短期

内#中国加入谈判的可能性并不大&

尽管如此# 中国今天已是日本$

韩国$朝鲜$蒙古$印度$越南$印尼等

国的最大贸易伙伴#是日本$韩国$蒙

古$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最大的出

口市场#还是亚洲越来越多国家主要

的外来投资来源国& 中国已经是亚洲

特别是东亚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和

中心& 中国还是美国在亚洲最大的贸

易伙伴和全球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

因此#

$))

效应的发挥在一定程度上

还是要取决于中国因素&

应把两国在全球层面的合作精神注入地区问题的解决

文汇报!诚如您曾提到的#自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和经济发生了

举世瞩目的巨大变化#中国已成为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 那么据您的观察#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变化是什么(

佐利克! 我从
&AB%

年代开始亲

眼见证了整个中国的变化和发展 !

最重大的变化就是中国越来越深入

地整合到世界体系中" 最近!我重读

了一些关于中国历史的著作! 试图

从历史的架构中重新解读中国" 其

中有两本书印象最深( 一本是关于

太平天国起义! 一本是探讨
&C+%

年

以后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

我在很小的时候! 就开始对历

史感兴趣" 历史给了你一个极佳的

视野" 我喜欢把中国放到历史背景

中去考虑" 比如! 在我现在的课程

中! 我会经常提及清朝经济与当前

中国的联系! 以帮助学生们更好地

理解中国近现代经济的发展轨迹"

文汇报!您同很多中国地方领导

人都有接触和交流#能否与我们分享

一下这方面的故事和感悟(

佐立克!这方面有很多的故事"

我今年
+A

岁!我在想!和我年纪相仿

的中国领导人都经历过 &文化大革

命'" 对我来说!真的很难完全理解

有过这些经历的领导人的想法与思

维" 但我深信!他们肯定对于权力滥

用#个人崇拜带来的危险有所警惕!

他们一定会致力于打造一个更稳

定#更具公平正义的社会" 因此!去

理解他们的愿景和目标是一件非常

重要的事"

我不认为西方人能清晰地认识

中国的政策是如何制定#出台的!这

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 很多美国的

政治学系的学生! 或许还搞不清楚

这个系统怎么运行! 不理解中国政

府运行的规律! 包括党委和政府之

间的关系!二者如何协调"

有个具体的案例( 基辛格曾提

出!在历史上 !中国是 &中央之国 '!

周边其他国家必须向中国朝贡 !因

此在这种体制下! 中国很难和其他

国家发展对等#平等的国家关系" 在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的著作中 !

你也能读出类似的观点" 但我注意

到! 现在提出的这些视角更多地建

立在对国家安全的考量上" 如果从

经济角度看!中国积极加入
!"#

!已

经与其他国家建立起一个平等 #对

等的经济关系"

文汇报!!中美关系根基在地方$

在民间$在基层& "这些年来#您走遍

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是华盛顿著

名的!拥抱熊猫派"#您对中国的印象

如何( 对夯实中美关系的社会基础怎

么看(

佐立克 ! 这是个有趣的问题 "

&AB%

年!我第一次来到中国!那时是

作为访问学者!我住在香港!我和妻

子因此有机会去澳门和广东" 那时

的广东和现在不可同日而语! 这可

以看作是中国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

大变化的一个缩影"

&ABA

年初我再

次来到中国!这次是跟随乔治+布什

总统访华" 自那以后!我有幸经常有

机会访问中国" 在我看来!最珍贵的

经历是我得以深入到中国内地 !了

解了许多风土人情" 这是很多人无

法做到的"

$%%C

年我担任世行行长之后 !

有机会去访问中国各地的大学 !并

且接触大学生,,,他们是中国下一

代的希望" 我也可以和他们有更多

交流!回答他们所关注的话题"

这些年来! 我之所以愿意走遍

中国的城市与乡村! 就是想发现在

过去
D%

多年中! 中国为什么能取得

如此难以置信的经济成就和发展 "

这不仅是中国领导人的贡献! 更多

地是来自数以亿计普通中国人民的

辛勤劳动和无私奉献" 因此!这不仅

仅是一个关于中国领导人的话题 !

还涉及中国人民如何创造自己的环

境#施展自己的惊人能力和才华"

理解中国领导人的愿景和目标非常重要

罗
伯 特"佐 利 克 $

%&'()* +,

-&(../01

%& 在扮演过外交家!

政治家! 银行家等角色之后& 想专心成

为一名经济学家' 他目前的 (身份) 是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高级研究员和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杰出客座研究

员*

不过& 对于中美关系史而言& 他早

已被视为一个符号性人物*

!234

年至
!""5

年佐利克担任美

国贸易代表& 其间他因为积极参与推动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

678

% 而被国

人所熟知*

!335

年
9

月& 时任美国常务副国

务卿的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

表了著名演讲+++,中国向何处去# 从

成员到责任-* 他提出# (我们不仅仅

考虑为中国加入国际体系打开大门& 我

们需要促使中国成为这个体系中利益攸

关 的 负 责 任 成 员 $

)(:;&<:/'.(

:*=1(>&.?():

%)*

!33@

年
#

月& 在成都大熊猫繁育

研究基地& 平日不苟言笑的佐利克抱着

大熊猫 (晶晶) 终于面露微笑* 美国媒

体由此创出两个新词汇# (拥抱熊猫

派) $

;=<?=A>BCC()

% 和 (屠龙派)

$

?)=C&<A:.=D()

%& 分别借指美国政

界主张与中国接触并合作的人士和敌视

中国. 主张遏制中国的人*

!33E

年佐利克被确定为世行行长

之后& 他挑选了来自中国的经济学家林

毅夫担任世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

家*

从北京. 上海等现代化大都市到内

地的偏远山村& 从政府高官到平民百

姓& 从中国的历史到当今的现实问题

//佐利克都有着深刻而独到的见解*

在佐利克出席
!34$

年 (上海论

坛) 之际& 我们邀请了他的老朋友+++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国际问题

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心伯& 他们
499F

年结识于美国阿斯彭的一次学术会

议+++就当下学界热议的 (新型大国关

系) 等话题对他进行访谈* 这位 (中国

通) 与中国学者的对话& 或能让我们以

另一种方式认识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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