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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来信
读者：

四十多年前，美国与中国建立了友好的外交关系。从此以后，中国经历了
巨大的发展，成为了一个在国际舞台上有巨大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国家。
当今，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关系之一。然
而，中美两国虽然是彼此最具有影响力的商业伙伴，但却视彼此为竞争对
手，因此，当今的中美双方缺乏通过合作来解决共同的困难以及追求共同
的梦想的空间。由今年的时事可见，在这个受到全球变暖的威胁以及新冠
疫情的肆虐的时代，超级大国的合作对于解决危机显得更为重要，但中美

关系却处在恶化的十字路口。

IUCJ(中美联合校刊)由UCBRC创立，致力于将围绕中美关系普遍的消极叙
述推向积极合作及相互理解的发展方向。为此，该期刊的创刊号将以学生
们对全球问题和外交政策的研究和看法为特色来重新审视当今的中美关
系。作为一本由来自世界各国的学生共同完善发表的期刊，IUCJ将积极培
育一股崭新的力量，来推崇相互帮助与理解的精神。我们的刊物将以双语

的形式发布，更好的帮助世界各国人民进行跨大洋的沟通交流。

在当代的全球舞台上，保持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
如果我们能及时走出当前描述中美关系的负面言辞和言论，把目光投向长
远的未来，中美两方之间齐心合作的潜力还是存在的。我们诚挚的希望通
过促进学生领袖和学者们之间的合作和交流，来栽培使中美关系在未来有
所改善的种子。无论是在美国，在中国，还是在别处，我们相信年轻人的

声音会为中美关系的积极发展以及全人类的福祉奠定良好的基石。

此致
敬礼

罗星娜和李成
主编
中美校际期刊

IUCJ1



进入勇敢的未知世界
许立奇[1]
[1] 许立奇是2021届乔治城大学的学生。

2020年8月1日，我乘坐一辆Uber前往华盛顿
杜勒斯机场。在和司机聊天时，我隐隐感觉到生
活不会很快恢复正常——部分是考虑到全球性流
行病的破坏性影响，但也是由于近期迅速恶化的
中美关系。与此同时，电台也在播放新闻报道，
国会大厦对参议员戴安-费恩斯坦公开赞扬中国
的反病毒工作，及其主张美国学习中国进行了轰
炸式的批评。如今，华盛顿的气氛对亲华情绪很
冷淡。似乎对中国的正面评论会导致”抱熊猫”的
指责。不同意、反驳、批评中国是美国新的政治
正确，这两个国家的未来，就像挡风玻璃外的天
气一样，阴雨绵绵，灰蒙蒙。 

我的航班定于下午早些时候起飞。我将先在
首尔降落，然后再到达我的最终目的地--中国。
通常情况下，我并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通过转机
到第三国来省钱，因为二十几个小时的飞行是一
个如此艰巨的挑战。然而，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
地缘政治竞争已经在许多领域造成了附带的后
果，民航就是其中之一。两国航空局之间讨价还
价的结果是，在飞行垂。购直飞机票几乎是不可
能的，我很幸运，根本没有订到回家的航班。机
票的稀缺，不仅是供不应求的结果，也是需求量
激增的结果。中国人对美国是真的不自信，中国
国家媒体频繁报道病毒病例统计和美国的抗议活
动，更加深了这种不信任。数以万计有孩子在美
国留学的中国家庭紧急将孩子飞回国内。就像一
些美国人把中国想象成邪恶的专制共产主义政权
一样，很多普通中国人把美国想象成一个无政府
主义的国家，政府不重视公民的生命。回国后，
我不得不反复向许多亲戚解释，美国的生活还是

很平静、很正常的——至少在我居住的华盛顿特
区。可是我的亲戚们并不相信我的亲身经历。他
们宁愿幻想一个被病毒折磨的混乱国家和国内的
动荡。 

双方的误解令我深感忧虑，因为它危及人民
的信任——外交的基石。如果美中两国不再珍惜
今天来之不易的友谊，未来将出现不可调和的关
系破裂和冲突升级。一个既没有官方沟通渠道，
也没有公共外交基础的未知世界，将伤害我们所
有人。2003年，当SARS病毒肆虐中国时，美国
慷慨地提供了援助。2020年，这两个强国之间弥
漫着不冷不热的态度和有害的口水战，阻碍了合
作，扼杀了共同战胜共同敌人的机会。 

然而，对抗不应成为中美之间的新常态。历
史告诉我们，敌意只会破坏共同成就的可能性。
华盛顿和北京都应该反思和自问：我们要给下一
代留下些什么遗产？ 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太
过广泛，无法脱钩，武断的破裂只会严重伤害双
方。两国必须以冷静的头脑和勇敢的心态分析近
期的动荡。拥有冷静的头脑，才能从不同之处找
到相似之处；保持勇敢的心，才能在不同之处达
成一致。 

1976年，当尼克松总统第一次向周恩来总理
伸出手时，周恩来说：”您的握手是在世界最辽
阔的大洋上进行的”。我们前辈的勇气融化了中
美之间的坚冰，当前的双边关系也正需要相当的
勇气来恢复理性。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挑战与机遇
并存的勇敢的未知世界。在这个领域，不存在所
谓的“灵丹妙药”。只有勇敢的精神和不懈的努力
才能把我们引向更光明的未来。

2个人反思 IUCJ



中美能源贸易的未来——繁荣还是萧条？
柯博安[1]和吴焕璋[2]
[1] 柯博安是2021届清华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
[2]吴焕璋是2022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

摘要：虽然目前中美两国在能源领域的贸易额相对较低，但直到2018年
中美贸易战爆发前，美国还是中国增长最快的能源资源供应国。这是由
双重因素带来的：美国扩大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
以及中国成长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为了确定中美能源贸易的未
来，我们将从中美两国的国内情况出发，分析目前在能源市场上的优势
和不足，并利用这个已有的框架来讨论中美关系的持续破裂可能给两国
带来的后果。通过这篇文章，我们希望达到两个目标：第一是概述中美
脱钩的潜在危害，并概述中美之间在能源贸易中存在的相互依赖程度，
这依赖即使不存在于目前的情况中，也必定存在于将来。其次，我们希
望勾勒出一系列可能的初始步骤，以建立一个既能考虑到促使中美分
离、又能考虑到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因素的框架。

关键词：中美关系能源贸易；中美关系；脱钩；互联互通；中美贸易
战；化石燃料；可再生能源

在线发布
2021年1月

参考资料
Cobb, Andrew and Huan-
zhang Wu. 2021. “The Future 
of Sino-U.S. Energy Trade: 
Boom or Bust [中美能源贸易
的未来——繁荣还是萧条?].” 
IUCJ 1 (Winter), 3-9. 

两国的国内情况

中美关系的未来将是国际秩序中最重要的双
边关系，而其重要性尤其体现在二者经济

贸易领域的往来合作。中美经贸合作覆盖农产
品、工业产品、高科技等多领域；其中与上述同
等重要但往往容易被忽略的一大领域，是中美能
源贸易——特别是从美国运往中国的化石燃料和
从中国运往美国的可再生能源设备的贸易。之所
以中美能源贸易具有重要意义，主要是因为两国
能源供需结构具有互补性。目前，中国作为新兴
的能源进口大国，需求量不断增加；而美国则正
在经历从主要能源进口国到竞争性出口国角色转
变过程。可以说，中美能源贸易合作具有十分广
阔的发展前景。为了更清楚阐明这一观点，我们
将对中美两国的能源供需状况做出简要的分析和
说明。

（一）美国的情况
1. 能源贸易角色过渡--页岩革命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几乎一直
是主要石油进口国， 即使在苏伊士危机、欧佩
克石油禁运、伊朗革命和第一次海湾战争等重大
石油危机中，亦是如此。 ，美国对外国进口石

油的依赖，使之与产油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贸易
逆差；而为了保障其海外进口石油安全，美国则
不断对这些国家进行军事介入。2000年初，美国
开始转向加拿大、委内瑞拉等美洲产油国家进口
石油，以降低其对中东石油的依赖性。随着2008
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大多数经济体陷入衰退，导
致商品价格大规模通缩，其中油价从120美元/桶
跌至40美元/桶。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油砂居
高不下的生产成本，对于诸如加拿大和委内瑞拉
等国家而言，其所生产的油砂已经无利可图。然
而，相较于各产油国而言，美国才刚刚开始开发
自己的国内产品以替代进口石油。

2. 石油和天然气价格暴跌

由于广泛使用水力压裂法（简称水力压裂
法）开采页岩油，美国国内的石油产量在短短几
年内就翻了一番 [3, p.126][3, p.126]。水力压裂法在开采石油的
同时，还能顺带生产天然气，进而有助于最大限
度地提高了天然气产量。的然而，页岩油开采也
导致了天然气供应量过甚，进而导致天然气价格
暴跌，以至于天然气市场完全崩溃；对此，天然
气生产商会将富余的天然气交给相关公司来处
理。即便如此，美国生产的天然气中仍有大约有
三分之一的天然气在生产厂被当做有害污染物当
场焚烧处理掉。

研究文章 IUCJ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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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天然气而言，原油市场则没有受到较
大冲击——尽管页岩革命为美国带来了大量的石
油供应，石油价格降也仅仅降低至30-60美元/桶
这一区间。目前，美国页岩油的生产成本在40美
元/桶左右浮动，这为无疑美国国内生产商从中
盈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也让消费者从低价中获
益。页岩革命给美国带来了丰富油气资源，使之
在降低其对非北美地区 生产的石油依赖的同时，
也为全球能源市场带来了巨量的廉价天然气和石
油。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少数国家能够保持在油
气供应方面有利可图的地位（主要是中东国家）
。  

3. 液化天然气投资

相较于一般的油气供应，液化天然气(LNG)
的情况则略为复杂。为了应对天然气供应过剩的
问题，美国也试图将富余的天然气卖给有购买意
向的国家。然而，天然气从开采端到消费端整个
供应链是极其精密复杂，因为它涉及到高压和持
续的储存，这意味着供应链在所有的端点都必须
是完整的，而这在一个天然气已经饱和的市场中
是十分罕见的。然而，自从亚洲国家开始改变其
能源消费结构，从污染更严重的化石燃料（如
煤）过渡到更清洁的天然气 [3, p.396], 并将天然气转
化为液化天然气进行跨国长途运输后，这种窘境
已经开始缓解[3, p.93]。

        而跨国长途运输则需要大量的资本投资，
以在全美各地建设从压裂现场到LNG加工厂的天
然气运输管道。截至2019年，约有35%的天然气
以LNG形式运输，而就LNG进口量来说，韩国和
日本位居榜首。而近年来，日韩两国决定开始把
美国作为LNG进口来源，其中最主要的两个原因
在于两国国内资源的缺乏和天然气本身的环保清
洁性 [3, p.222]。 

        值得注意的是，在与美进行油气贸易的国
家中，中国从美国进口的LNG贸易额上升最快。
不过，近年来中美贸易战让两国能源贸易停滞不
前。尽管如此，目前仍有大量的投资用于开发
LNG美国太平洋沿岸的加工和出口工厂。考虑到
天然气的长久供应，美国对LNG出口的关注度只
会继续增加。  

（二）中国的情况
1. 庞大的需求增长

        随着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中国对能源需求量
越来越大。然而，相较于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仍
然对煤炭这一能源具有较高的依赖性。这可以归
结于三个历史和现实因素：   

a. 在80年代初的经济发展初期，中国除了
燃煤电厂之外，还没有能力建设其他适当的基础
设施。

b. 中国的城乡和东西部的分化，使其资
本匮乏地区（农村和西部）无力投资建设高科技
电厂，从而迫使居民不得不烧煤或使用当地低效
煤电厂来保障能源需求。近年来，城市化率也才
突破50%这一大关，而这意味着在很长一段时间
内，中国仍将有相当一部分人口生活在完全依赖
煤炭的不发达地区。

c.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几处煤炭储备
地，而且这些地区的煤炭非常容易开采。相较于
煤炭而言，中国国内最近发现的石油和天然气储
量（除大庆油田外）则需要先进的技术才能开
采。

因此，中国仍然只能将煤炭作为主要能源。
诚然，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对其他能源进行了一些
投资，但其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量超过了所有非
煤资源的供应总和，并在2007年达到峰值；而
其81%的能源来自煤炭。从2004年到2017年，中
国的发电量大约翻了三倍，达到6310太瓦时，位
居世界第一。虽然由于可再生能源产业的蓬勃发
展，中国对煤炭的依赖程度已经下降到66%，但
按人均GDP计算，中国对煤炭依赖居高不下， 并
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环境污染。这表明，如果在下
一阶段的经济发展中无法逐渐摆脱对煤炭的过度
依赖，中国很有可能成为全球碳排放量第一的国
家。

2. 新技术的推进

通过对可再生能源的大量投资，中国已经成
为可再生技术和基础设施的世界领导者，  其中
最为人所知的是中国水力发电产业。中国已经成
功建造了许多水电大坝，其发电量能够满足全球
20%的电力需求，这无疑有助于降低其对煤炭的
依赖。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河流大坝建成，大
坝地区洪水、水质变差等诸多问题也显现出来；
同时，中国的水电产业市场正在接近饱和。解决
这一问题的办法之一是向太阳能和风能过渡。

目前，中国是全球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发电
机的主导生产国。根据IEA（国际能源署）的数
据，截止至2018年，中国生产了全球近60%以上
的太阳能电池板——而最近中国新疆金风科技公
司超越了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成为世界上最大的
风力涡轮机制造商。考虑到中国以如此飞度进行
了变革，最重要的是能建立廉价的可再生基础设
施，这些进步令人印象深刻。当太阳能和风能开
始在西方国家兴起时，主要的批评针对的是开
发、生产和安装所需的巨大初始资本支出。但自
从2008年前后中国向这两个领域大量投资以来，
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涡轮机的价格都被削减了，
其中太阳能发电板的价格下降了80%。毫无疑
问，中国已经成功地利用其大量的国内资本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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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力，彻底改变了可再生能源市场。这不仅对
其中国自身，乃至对整个世界都是切实可行的。
与此同时，由于目前太阳能和风能的自然条件限
制、技术缺陷等问题，中国整体能源消费结构在
短时间内过渡到以太阳能和风能为主则并不可
行，但其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已经取代了很大一部
分的煤炭消费。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无疑为
中国缓和国内能源供需矛盾和拓展可再生能源技
术出口市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

崩溃的系统—失去的机会

（一）一个可能让整个系统崩溃的挑战
1. 软脱钩

所谓中美关系软脱钩，类似于2017-2019年
中美贸易战—中美两国各自采取高关税、制裁和
国内补贴等策略，以促使贸易朝对各自更有利的
方向发展。根据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结果，美国似
乎赢得了贸易战——中国同意在未来3年内增加
600亿美元的能源采购。  然而，鉴于新冠疫情
引起的全球经济衰退，这一贸易协议中的条款在
未来三年内得到满足的希望似乎越来越渺茫。因
此，新冠疫情之后中美之间极有可能进一步软脱
钩。中美两国已经开始在技术领域（如互联网连
接和5G技术）脱钩，而其对中美关系乃至全球的
损害将在未来进一步展现。现在的问题在于，这
种脱钩是否会是永久性的，以及会造成多大的损
害。

2. 硬脱钩

硬脱钩方案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20年初新
冠疫情爆发后提出的。作为对中国政府对美国不
满的回应，特朗普威胁要切断两国之间的所有贸
易；然而即使在当时看来，这也是一个完全不可
能的情况。不过，随着国际社会对疫情发源地、
香港动乱、中国在太平洋的扩张等高阶政治问题
的争议白热化，中美关系硬脱钩也很有可能提上
日程。

虽然脱钩造成的损失程度难以量化，但其对
能源合作领域的影响无疑将是灾难性的。一方
面，美国已经成为中国能源进口增长最快的来源
国；另一方面，美国的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
需要中国廉价的太阳能和风能基础设施，以进一
步推动使得可再生能源在页岩革命时代的发展。
如果中美两国不能最终在上述高阶政治问题上协
商出一个长期有效的解决方案，中美硬脱钩则极
有可能发生，而其后果无疑将使中美关系走向
衰败。鉴于美国现任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
peo）近期对中共治国理政的评论，如果特朗普
政府对中国的看法成为主流，硬脱钩则越来越有

可能成为现实。

3. 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的崩溃

鉴于目前情况，中美之间角力可能产生的
最坏结果是当前国际秩序 的崩溃。美国智库斯
特拉福（Stratfor）前地缘政治分析师彼得·泽汗
（Peter Zeihan）已经详细说明了这种未来。泽
汗声称，当前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秩序是全球
贸易自由和有保障的准入、相对较低的关税以
及自由贸协定存在的唯一原因。  这是霸权稳定
理论的延伸——该理论认为，只有国际秩序在全
球霸权维护的情况下，各国才能处于相对和平的
状态。  美国在二战后从布雷顿森林协议开始建
立了这种秩序，不仅使任何希望和美国合作的国
家都能获得全球资本和美国市场，而且使美国能
够利用其无与伦比的海军来保护全球贸易。虽然
地缘政治专家普遍认为，我们所有的全球贸易都
是由于美国在二战后决定建立这样的秩序才得以
实现的，但泽汗认为，这个世界秩序只有在美国
积极参与这个体系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他认
为，这个秩序的问题在于，美国已经看不到这方
面的利益 [3, p.12]。

泽汗认为造成美国这样的认知主要有两点原
因。首先，所有国家都在努力使自己的国力最大
化，而美国的相对国力最大化就处在一个非新自
由主义的世界里。这是因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
个具备以下所有优势的国家：强大的地理边界、
现象级的内部地理环境、良好的联盟网络、稳定
的人口结构；而其他国家不具备这些优势。通过
维护当前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美国让那些原
本在现实主义框架下无法发展的国家享受到了相
互依存和贸易的好处，从而增加了它们相对于美
国的国家实力。

其次，曾经在美国安全保护伞下的国家在冷
战后期后开始挑战美国的霸权。而在这种情况
下，美国并不会花费额外的精力去遏制其他国家
对美国主导的秩序的挑战，而只会退而求其次，
就像美国从建国到一战期间以及战争间歇期一
样。同时，泽汗也对中国做出了分析——中国依
靠新自由主义体系来确保资本为其经济提供资金
（而其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具有较低生产率的劳
动力与较低效率的农业和制造业），并确保粮食
和能源资源来支持如此庞大的人口和经济。如果
没有美国领导和维护当前的全球秩序，美国将进
一步退缩到孤立状态，从而导致中国进一步陷入
不可持续的境地 。

（二）美国—油气资源巨额浪
1. 能源过剩和出口难题

目前，美国仍为其油气能源过剩问题所困
扰。页岩热潮导致油价暴跌，天然气产量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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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显然有损美国油气生产商的利益。然而，这一
切都发生在与中国——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
国——进行贸易的情况下。如果中美两国脱钩后
不再进行贸易，美国能源市场将面临如何处理其
过剩能源的巨大难题。在未来数年中，全球整体
能源需求只会继续上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
的增长和能源结构转型），从而导致能源价格（
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上升。而如果全球最大的
油气生产国不卖给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这将
会造成全球油气能源市场的断裂，因为美国的油
气价格会因为失去中国市场导致的消费需求下降
而下降，而全球油气价格会因为中国需求的增长
和美国对中国供应的流失而上升。这也许对美国
消费者和部分跨国公司较为有利，但对美国能源
企业无疑是极为不利的。
由于石油生产利润率的降低，美国石油生产商的
损失将是十分显著的。而对于已经出现产量过剩
的美国天然气行业来说，拒绝中国进口其天然气
意味着更多天然气资源浪费。否则，今天运往
中国的天然气就会被烧掉，使问题更加严重[4, 
p.165]。 

然而，最大的变量在于美国政府是否愿意继
续执行目前的能源政策。目前，美国认为自己正
在向主要能源出口国转型。正如过去中东国家发
现其原油有利可图一样，美国也注意到了其未来
在世界能源市场的无限商机。然而，如果这些利
润因中美脱钩而被明显削减，美国可能不会愿意
以承担资源开采所造成的环境问题为代价而积极
开展能源出口贸易。这可能会为美国经济带来一
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并因需要重新调整而导致潜
在的经济停滞。

2. 可再生能源的困境

对美国而言，最严重的问题可能在于由于不
再与中国合作开发可再生能源技术而承受的潜在
损失；而这是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过去几年，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制造的商品征收了报复性关
税，尤其是自2018年开始对中国太阳能电池板征
收关税， 与此接踵而来的可能是对出口到美国的
中国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发电机征收关税。理论
上，美国仍然可以发展自己的工业生产技术以降
低从中国进口产品的需求。然而，众所周知，在
美国工业产品制造生产就需要付出高昂成本，尤
其是精密复杂能源利用设备的生产和操作（人工
劳务）成本太高。因此，尽管俄勒冈州和华盛顿
州等少数几个州可以转向以水力作为主要电力来
源的能源结构，但美国大多数州仍以化石燃料为
主要能源。在同时面临较高的可再生能源自主开
发成本和廉价的化石燃料的情况下，美国可能仍
会并将长期主要倾向于后者，而这无疑将阻碍美
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能源结构转型。

（三）中国——动荡与短缺并存
1. 缺乏合适的需求满足者

中国(以及几乎所有东亚国家)在进口石油过
程中面临的一大地理阻碍因素在于其无法直接进
入产油区；即使是诸如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距
离最近的陆上生产国，也需要通过长长的管道，
穿越人口稀少、地形崎岖的地区，才能够到达运
输目的地——如新疆的天山山脉和俄罗斯的西伯
利亚。因此，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要支付高昂的
石油进口溢价。  而如果中美两国进入脱钩期，
这种情况将更是如此。目前中美贸易的一个好处
是，中国有更多的进口选择。不过，随着美国作
为油气能源出口国地位的迅速上升以及其极其丰
富的油气储量，中国也难以完全拒绝与美国能源
贸易的可能。而如果在未来将美国排除在外，中
国的海外能源采购也将会遇到重重困难。随着油
气进口溢价持续增长，中国可能会进一步开展与
中东国家紧密能源贸易，因而或将不可避免地卷
入复杂的中东地缘政治纷争中去（而这与中国不
干涉的外交政策理想相冲突）。此外，由于中国
拒绝从美国进口石油和天然气，随着中国购买市
场与世界市场的脱钩，国际石油和天然气价格将
上涨，这将迫使中国向内寻求解决国内供需矛盾
的办法。

2. 环境恶化或社会不满

中美脱钩给中国造成的一大难题在于，如何
处理好石油天然气自给和国内社会利益以及生态
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如前所述，中国将很难依
靠可再生能源来满足其巨大的能源消耗，因此，
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很可能来自于中国自己的化
石燃料资源。

中国如果继续维持其煤炭主导型的能源消费
结构，无疑将会继续受到来自国内外舆论的尖锐
批评。而人民群众可能会对政府对环境污染问题
的处理效果更加不满， 其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人民
群众将承受环境污染对身体健康的严重危害。根
据相关数据估计，空气污染可能会导致全国每年
有100多万人过早死亡，由于潜在的工作时间损
失而对经济造成破坏，并相应地导致人民医疗支
出的增加。  在农业方面，煤炭造成的污染估计
会破坏2000万吨水稻、小麦、玉米和大豆，造成
严重的粮食污染问题。在目前的污染水平下，每
年共损失约2670亿元人民币。虽然中国的能源消
费在未来还将继续增长（即使不考虑全球贸易的
任何变化），但预计到2050年，煤炭将占到中国
全部能源发电量的30-40%。如果中美脱钩不断升
级，中国可能别无选择，只能更加依赖煤炭。

诚然，中国有机会发展自己的油气能源产
业。中国有足够的油气储备来满足未来的能源需
求，但选择国内开发将导致更大的生态环境不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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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并引发社会利益冲突。试设想，如果北京选择
在四川实施水力压裂，对环境的破坏和进而对人
民群众生活质量的影响，这可能将造成中央与地
方政府（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之间巨大的张
力。而新疆的问题则会更严重，因为水力压裂的
环境后果很可能破坏相对一部分少数民族群众的
生活环境（尤其是生活在生态环境脆弱的草原戈
壁等过渡地带的居民）。如果中国转而利用其巨
大的油页岩储量，尽管有可能获得丰富的油气资
源，但由于地表带状开采和需要建立地表尾矿
池，大规模的生态破坏将使新疆广大地区无法居
住；过去在加拿大的阿萨巴斯卡油砂地区有类似
先例，该地区因油气开采而遭受极端的空气、土
地和水污染）。如果中国不能确保全球能源供
应，可能会被迫陷入污染城市和电力供应匮乏的
两难境地。

联合的未来——潜在合作契机

（一）合作模式的构建

在地缘政治角力不断、中美脱钩加剧的潜在
趋势下，如何为两国进一步开展能源贸易合作构
建有效、务实的框架，当前一个重大难题。然
而，这并不意味着两国要实现能源合作就得完全
从零开始。

事实上，自中美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以来，
中美两国就在能源方面进行了项目合作，并达成
了一系列的贸易协议。例如，邓小平和卡特在
1979年签署了“科技合作协议”，希望发展中国自
己的石油开采和炼油能力，否则没有美国的技术
是不可能的。  过去40年的中美能源合作关系主
要集中在与能源相关的技术转让、能源合作的制
度化以及与能源相关的减排方面。然而，中美能
源合作模式需要与时俱进，因为之前的模式并没
有考虑到近年来美国在能源出口方面的新推进，
以至于快赶上沙特和俄罗斯等传统能源出口国。
而美国对于对华能源出口的愿景也在中国达成的
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有所体现——协议要求中国
在2020年实现购买价值超过250亿美元的能源产
品。考虑到截至2020年6月中国仅从美国进口了
价值约12.9亿美元的能源产品，这一要求似乎完
全不切实际。 在从美购买能源产品进口额尚不足
的情况下，中国是否有能力履行能源贸易协议仍
然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同样值得考虑的问题是，
是否可能有一些替代现有贸易协议的办法来绕过
协议中要求的这个不可能的购买量。

无论如何，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中美两国
在能源合作领域确实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两
国都严重依赖化石燃料生产能源，而化石燃料的
排放又会造成大量的环境污染，以及温室气体和
有毒化学物质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最理想的情况

是，中美两国可以利用目前的竞争优势来解决这
些问题。特别是中国有较强的能力制造廉价的可
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和产品，而美国有丰富的页岩
气和石油储量（储备地区基本上远离人口密集
地），并有一整套高效的压裂技术，使美国能将
污染主要控制在开采现场。这或许表明，如果现
有的贸易框架加以微调，中美双方的要求则有可
能得到满足。

 不少历史证据表明，中美进一步合作的潜力
巨大。而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在亚太能源合作综
合机制下，中美两国开展了清洁能源开发和能源
技术转让等广泛的实质性合作[16, p.157 - 73]。
两国之间真正缺乏的是它们对能源合作所产生的
潜在的利益共识。而由于双边紧张局势的升级和
新冠疫情的长期存在，这种利益共识的达成也越
来越困难。在此，若能勾勒出中美未来贸易互补
合作的图景，特别是涉及石油、液化天然气和可
再生能源的合作所带来的巨大利益，或许有助于
让中美两国回归互利共赢的能源合作传统。

（二）效益
 1. 中国—环境

毫无疑问，中美能源双边合作将在环保领域
产生巨大的效益。在这一模式下，中国将按照
2019年12月签署的现有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的规
定，从美国进口大量的液化天然气。天然气尽管
是一种化石燃料， 但其燃烧时排放的二氧化碳水
平远低于黑煤，因此被普遍认为是一种更为清洁
的能源。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渴望解决由煤炭
密集型发电厂造成的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因为
这些发电厂会产生大量的污染物。  LNG进口量
的增加可能会成为中国能源结构调整的催化剂，
使中国逐步降低中国对煤炭的严重依赖，帮助中
国向更环保的能源转型。这也与目前中国政府关
于经济发展规划，特别注重可持续性、生态平衡
和环境保护等政策方针高度契合。

中美合作的另一个好处在于，中国将有可能
获得大量寻求基础设施投资的美国资本。虽然中
国已经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项目进行了大规模
的基础设施建设，但中国仍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
受益于西方对中国能源部门的投资（特别是开采
和制造技术以及管理经验方面），尤其是在清洁
化石燃料领域。如果新的全面贸易框架谈判达
成，其中一个关键部分则包括西方对中国及周边
地区能源生产（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的投资。
这些投资很可能成为促进中国能源结构向更绿
色、更可持续转型的重要催化剂。

2. 中国—能源安全

能源安全一直是中国国家安全和战略计划的
中重中之重。由于众多人口与经济快速增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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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多年来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净进口国（主
要是化石燃料）和能源消费国。而由于部分能源
出口国某种程度上控制了中国经济命脉的一部
分，作为净进口国的中国能源安全也随时有可能
受到外部势力的威胁。

这也意味着，在能源出口国与中国外交关系
的低谷期时，这些国家可能会将中国能源依赖问
题作为与中国博弈的一个重要筹码。中国油气的
出口国主要集中在中东和亚太地区，包括沙特、
伊拉克、卡塔尔、俄罗斯和澳大利亚。这些国家
大多与中国有着广泛的共同经济利益。然而，随
着中国作为一个区域乃至世界大国逐渐崛起，这
将可能改变长期存在的国际秩序，因而使得其周
边的地缘政治格局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和战略目标发生的根本性
变化，其周边国家将对与中国的合作持更加谨慎
的态度。反而观之，中国对这些国家也可能存在
自己的顾忌，尤其体现在能源安全方面。鉴于中
国对进口石油和天然气的较大依赖，其很可能会
考虑通过分散能源进口来源来减少来自部分特殊
国家的潜在威胁。以其近期中俄关系为例，众所
周知俄罗斯是中国在军事、能源生产等多个领域
的主要战略伙伴。然而，考虑到俄罗斯长期向印
度军队提供先进的武器装备，以及近期中印边境
军事对峙， 中国很有可能将提高其警惕，并重新
评估或至少微调与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尽管
中国与俄罗斯总体上关系融洽，但鉴于俄罗斯历
史上对中国领土的入侵和吞并的行为，俄罗斯在
必要时刻仍有可能采取损害中国利益的行动（也
许是以某种秘密的方式）。毫无疑问，能源安全
是中国在东亚地区地缘政治长期战略规划中的重
要组成，因此，中国不可能仅仅依靠几个国家作
为进口来源，特别是那些对中国地缘政治、能源
安全具有潜在威胁的国家。

然而，如果能够进一步开展与美国的能源合
作伙伴关系，中国可以缓解目前过度依赖少数国
家进行能源进口的窘境。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可
以通过这样的途径使其自身的能源组合多样化，
从而减少对部分能源出口国产生像美国对这些国
家一样因地缘政治变动而产生的依赖。需要明确
的是，美国仍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并在全球拥
有无与伦比的技术、经济和军事影响力。这一事
实并没有因特朗普政府退出多个国际机构、以及
其国际霸权地位相对降低而改变。这项合作不仅
能够使中国的能源组合多元化，也将很大程度上
促进当前中美关系的缓和——推动中方履行其购
买承诺，并使美国的贸易逆差下降。这对中国进
入美国掌控下的的航道，如马六甲海峡，等关键
的油气资源海上运输要道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加强与美国在能源贸易上的合作无疑是缓解中国
目前面临的潜在地缘政治威胁的有利策略。

3. 美国贸易逆差

美国现今已陷入了与中国在贸易协议上的错
综复杂的僵局。困扰美国多年的一个迫在眉睫的
问题是：美国与一些国家的贸易逆差不断增加，
而其中很大一部分则与中国的贸易有关。自1985
年以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不断增加；截至2020
年7月，美国对华的贸易逆差总额已超过1630亿
美元。  同时，中国也一直深陷与美国的贸易争
端中，尤其体现在高新技术转让方面。尽管如
此，贸易主要冲突焦点将不太可能延伸到能源贸
易领域。这也为建立实质性的、积极的能源贸易
合作创造条件。美对中国的天然气和石油出口可
以建立在美国页岩气的过剩和中国对液化天然气
需求增加的背景之下，而这将大大缓解与中国的
贸易逆差。

4. 美国—环境

虽然美国拥有众多的环保创新人才，并在高
科技方面很先进，但在处理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
上仍然面临着挑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环境污
染。虽然美国处理的水污染和城市烟雾的程度不
如中国等国家，但在温室气体排放方面，美国仅
次于中国。因为美国大部分的主要能源都是化石
燃料，如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其总量占其经济
中能源利用的近80%， 其能源结构对气候的影响
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天然气和其他化石燃料能源
的过量生产可能会阻碍美国能源结构向更可持续
和环境友好的阶段过渡，因为这些能源仍将作为
主要经济生产活动和日常消费中电气化的主要选
择.

中美能源合作的另一个可能领域在于可再生
能源和相关技术的开发。中国具有在建造太阳能
和风能基础设施和设备成本上的相对优势，这将
成为美国替换其廉价的化石燃料的有利选择。此
外，中国很容易获得生产设备的关键原生材料，
这意味着向可再生能源的有力过渡必须来自于对
国内研发的大力投资。可再生能源公司或与中国
合作。虽然美国可能会寻求发展其自己的可再生
能源企业，而由于来自国内环保组织的压力越来
越大，调整能源结构的需求越来越紧迫；而与中
国开展紧密的可再生能源合作无疑将是对美国可
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巨大推动力。 

5. 相互稳定

 从长远角度来说，两国将从这样更大程度相
互依存关系中获得的好处。尽管两个非自然盟友
之间的高度相互依存听起来有悖于直觉，因为根
据历史上的国际关系模式，这是样的关系常会被
视为国家安全上的潜在威胁。以日本对美国在橡
胶和石油上的依赖为例，这样的依赖关系迫使日
本要么改变其侵略性的外交政策，要么承担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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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高的禁运风险——这样的处境最终推动了日本
向东南亚采购橡胶，并最终导致帝国的过度扩张
和衰败。按照这个逻辑，中国应该主要发展自己
的能源实力，但是自二战后世界形成起来的相互
依赖的国际秩序关系已经造就了人类历史上最和
平的时代。如果对现在脱钩现状有唯一能够确定
的一点的话，那就是全面脱钩将减小经济损失带
来的潜在战争可能。在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上的的
相互依赖将有助于控制双边关系中的军事安全冲
突——因为两国都会担心因持续紧张形势带来的
经济损失。

结论

 基于上述分析，中美脱钩无疑将对两国能源
领域的未来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但倘若中美脱
钩能够有所缓和，能源领域发展则将会有更广阔
的前景——中美能借助在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解
决许多无数看似与能源领域无关的国内问题。由
于篇幅有限，且经济脱钩的政治背景太过复杂，
因此本文无法全面详细地划分。因为这样过于复
杂的政治背景也很有可能推动脱钩，避免这种戏
剧性地缘政治事件的关键必须在现实政治（real-
politik）的框架中找到。

从现实主义范式看中美国内形势，问题核心
在于维护国家稳定。相应地，中国必须找到相应
途径来解决其在资源紧缺上的问题，这将使得中
国在不安全的资源进口和加大国内开采资源之间
做出选择。同时，美国必须面临其向成为世界最
大能源生产国和出口国转型过程中将带来的挑
战。面对国际上的诸多共同问题，中美两国都将
为为了本国的利益而寻求两者间的相互依赖。

中美关系改善的关键即在于此。尽管两国由
于国际政治经济利益的分歧而几乎脱钩，但由于
其国内诸多利益因素的考量，两国未来的命运紧
密相连。为了实现稳定和繁荣的未来，两国需要
在包括能源在内的等诸多领域加强互联互通。中
美两国可能已经进入了一个看似相互脱离的时
期，但实际上两国的未来紧密相连。因此，相比
于现阶段的脱钩来说，两国未来脱钩才是真正最
值得担忧的地方。

目前，第一阶段协定的无疾而终（主要受到
新冠疫情影响），而第二阶段的贸易协定看起来
几乎不可能实现。但就对于双方政府中希望扩大
合作并实现这样看似显而易见的相联系关系的人
来说，新的全面贸易协定应该集中解决两国现有
的国内问题。两国首先应该摒弃“打赢贸易战”的
观念，并通过美国对中国的稳定能源供给、中国
与美国切实重建更加公平的能源供应链的形式来
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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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技术战背后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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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主要围绕着争夺技术霸主地位展开，这
场技术竞赛提高了所有投资者的风险，并要求他们进一步分析潜在的影
响和机会。虽然中美间的技术竞赛可能会阻碍中美间合作并减缓全球气
候变化进程；与此同时，它也将在技术、清洁能源和生物技术等领域产
生创新的热潮，并且拥有应对像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爆发那样流行病问
题的快速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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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技术战？技术战的重要性是什么？

现阶段主要围绕技术霸权展开的中美间的冲
突意味着投资者们将面临的更高风险。因

此，对这场技术战分析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这
一章节将分析中美两国间的竞争与依赖关系、衡
量两国技术战范围的变化并指出中国在未来可能
会出现的投资机会。

简而言之，如果中美技术战争持续升级，许
多中国企业将会面临困境。这也将给中美间合作
带来负面影响，例如两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合
作将会受到重挫。然而，在两国相互较量的同
时，这场技术战争也很有可能在信息技术、清洁
技术、生物技术等方面带来重大的创新及突破。
投资者将在增进中美合作中扮演关键角色，同时
他们也可以利用技术战中的科技创新带来历史的
新机遇。

竞争与依赖：中美关系及变化

中国和美国不仅是彼此的最大竞争对手，同
时也是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两国间激烈的竞争加
之贸易上的相互依赖使得中美关系变得愈加复
杂。习近平主席将这种竞争与依赖共存的关系称
为缠斗。这个比喻的恰当之处在于，中美关系一
直在冲突和合作之间保持平衡。以贸易为例，两
国之间的贸易政策在开放贸易与保护主义之间摇
摆不定。

竞争

随着中国在技术领域的突飞猛进，中美之间
竞争的利害关系也正正不断上升。 因为美国
希望在中国面前保持其技术和经济优势，因此其
通过采取限制中国获得某些美国技术、在经济上
施压的方式来保持美国的优势。

出于国土安全和经济方面的考虑，美国政府
则顾虑中国会提前获得更先进的技术，尤其是在
半导体或网络安全方面。 这种竞争态势对两国都
会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对美国而言，由于
目前缺乏足够的贸易与合作，其经济增长正变得
更加缓慢。对于中国而言，因为其目前仍依赖于
美国和全球市场的供应和融资，美国施加的经济
压力无疑使其也受到了重创。

依赖

在保持激烈竞争的同时，两国之间也有着相
互依赖，而这依赖关系主要建立在两国家的不同
优势上。中国有廉价的制造业，快速发展中的消
费经济，对手机和互联网相关产品与服务的高需
求以及大量的理工科人才。美国则拥有领先的技
术，成熟的消费经济以及进入全球经融市场的良
好渠道。

两国借助其比较优势可以从跨境贸易和投资
以及合作机会中获得了可观的收益，这也给两国
发展了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相互依赖。 美国目前依
靠中国和其他国家将制造业的成本降到最低，而
中国目前依靠美国及其他国家来获得最先进的技
术。

中国的依赖和风险：海外技术供应及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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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因为中国在先进技术领域仍然依赖全
球供应，从而使其极其容易被美国政策所影响。
例如，美国禁止华为在其手机上使用谷歌的安卓
操作系统，从而使得华为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并不
得不开源设计自己的系统。

半导体（或集成电路或计算机芯片）是中国
供应链中风险较高的产品。因为半导体与电话，
计算机，智能汽车等的核心处理有着密切关联，
没有半导体就意味着无法制造此类设备。这些芯
片则是中国的致命弱点，因为唯有美国、韩国、
日本和欧洲等区域有能力设计和制造最先进的半
导体（即微处理器）。中国需求占全球半导体需
求的半数之上，但中国本土的公司却只能满足约
百分之三十的需求。

中国目前已经制定了未来大规模半导体制造
的计划，但专家表示，由于缺乏人力资源等因
素，这些规划可能需要十年及以上才能看到成
效。从短期来看，中国仍需要依赖全球半导体供
应来整合大多数技术。与此同时，中国公司通过
大量储存国外半导体以减轻来自此依赖的风险，
但中国仍然极易受到全球半导体供应变化的影响
（图1）。

图1. 中国半导体消费和生产值。（PwC，“中国
在半导体行业的影响：2017更新”， 2017年11

月。2015年后的数据为预期）

除了半导体等外来技术，中国还依靠由美国
主导的全球金融体系来获取资本和开展国际业

务。这个话题虽不在本章所讨论的范围之内，但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可能会利用其金融霸权使中
国承受巨大的经济压力，而中国很可能会力争摆

脱其词方面的依赖。

美国的依赖和风险：中国制造

大量的美国公司使用且依赖于中国的制造
商。然而，将制造地从中国转移到别处则需要数
年的时间。以苹果公司为例，其约百分之五十的
供应商都在中国本土。将其中国供应商转移至别
处对苹果而言意味着大量损失的市场份额。从中
期来看，许多美国公司将持续依靠中国从而在全

球范
围内保持其业务和竞争力。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所控制的稀土元素供应对美国而言则不是主
要风险。 有证据表明，中国限制稀土元素出口只
会提高消费电子产品的价格。 美国既可以减少稀
土元素的使用，也可以提高其稀土元素的生产，
而中国却很难减少半导体的使用或生产出最先进
的半导体。

中美技术战的现状及未来趋势
美国和中国的竞争目标

美国希望在中国面前拥有全面的技术和经济
优势；作为回应，中国则希望建立一个接近甚至
超越美国的独立技术生态系统。

一场专注于技术和经济的竞争

当前中美之间的冲突正围绕着技术和经济展
开，这是一场关于顶尖技术和经济生态系统的冲
突。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son）在《纽约时
报》近期的社论中称中美关系为“新冷战”，但截
至目前，这个冷战的比喻似乎只增加了中美间相
互挑衅而缺乏实际意义。尽管有人可能会争辩
说，中美之间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都可能利用
这种冲突来谋取政治利益，但从美苏冷战的水平
来看，目前的中美冲突并不是一场政治冲突。

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于技术战至关重要，因为
信息技术可以使该国获得相应“被依赖”的优势。
以5G为例，中国是开发和监管5G的全球领导
者。华为通过与不同国家在5G行业标准方面进行
合作，使得其能以低于任何竞争对手的价格生产
领先的5G技术。

尽管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华为凭借其明显
的竞争优势仍然获得了全球各个国家的合作。中
国可依赖的优势在于拥有华为网络的国家需要依
靠华为来执行和进行通信。尽管美国持续施加了
很多压力，但许多国家仍依赖于华为的网络体
系。同时，中国的某些行业也持续依赖于国外半
导体供应。相对于中国，目前美国仍然拥有更
多“被依赖”优势。

中国的长期独立性及投资风险

目前，中国正在追求长期的技术独立，包括
制造先进半导体的能力，而这些措施可能会给中
美间的竞争以及投资带来更大的风险。尽管如
此，一些行业专家仍认为中美关系将会得到改
善。2019年11月，《财富》杂志在广州举行的全
球技术论坛中有很多乐观的声音，其中一位中国
教授说，整个中美冲突源于误解。然而，技术战
可能也源自误解，但冲突也有可能会持续加剧。

一个自我依赖的中国可以实现与西方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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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自己互联网结构，城市结构，网络安全形式
等并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这种脱钩将同时增加
政治风险和机会。脱钩会增加风险的原因通常有
两个：第一，脱钩会导致双方之间的交流减少，
而较少的交流会增加误解和发生冲突的风险。其
次，在某些情况下，脱钩使一方有机会支配另一
方而不会带来负面后果。举例来说，如果竞争对
手A和B的超级计算机的研发渠道完全不同，并且
A开发的超级计算机尤其强大且领先于B数年，那
么A可能会在不产生后果的情况下破坏其竞争对
手的计算机基础设施。然而，中美脱钩也带来了
更多机会。投资者可以结合“中国模式”和“美国模
式”得到最佳发展，并创造和增加重要的价值。
实际上，随着两国合作的减少，未来协作所蕴含
的潜在价值会不减反增。

如果可以持续实现自给自足及技术独立性，
中国可能会与西方更全面地脱钩。支持脱钩的证
据包括历史上中国对其独特的发展模式的重视。
例如在2001年，习近平主席发表了一篇讨论中国
的发展经济学的文章，中国方面的专家安德鲁·巴
特森（Andrew Batson）说：“这篇文章明确地说
明中国的模式将不会也无法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模
式融合”。此外，中国目前正将其互联网审查和
监管模式出口到其他国家。反对中美脱钩的原因
包括中国企业所面对的大量国际机会，尤其在欧
洲，中国已经拥有完善的商业网络。我们认为，
中国将努力做到两全其美，假定当前中国领导战
略延续，中国会在思想独立和经济机会之间寻求
一条平衡的道路。

中国的创新策略与行业前景
中国的自力更生和全球领导力创新战略

中国的创新战略通常以政府对特定行业的干
预为目标，并且侧重于：（1）通过半导体制造
等举措发展中国的自我依赖力；（2）发展中国
的全球领导者地位。通过支持全球重要的技术（
即华为受到的直接或间接的政府政府支持），或
通过支持全球不发达的技术，如清洁能源或电动
汽车。中国的政策着重于实现自力更生和实现全
球领导地位。自2006年开始实施以来，中国一直
在加大支持这些发展政策。

必须注意的是，中国的创新政策不仅关注半
导体和人工智能等重点技术领域。它还将延展到
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和智慧城市等没有全球主
导地位公司的不发达行业，以使中国公司在世界
其他地区具有竞争优势。例如，领先的可持续技
术可以帮助中国公司在注重可持续发展的欧洲市
场中获得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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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接可以说是十分艰难的。特朗普政府声称选举
有舞弊行为，将权力的正式交接推迟了数周，并
拒绝就包括应对疫情在内的关键问题与拜登团队
会面。这种延迟的过渡会产生什么影响？

AKJ：大选年爆发疫情注定不太平。今年的情况
尤其糟糕，因为我们缺少一个有效的过渡。我们
中的许多人一直在维续2008年的模式，当时布
什总统任期结束，而奥巴马总统正要当选。我们
正处在一场金融危机中，两个团队非常有效地合
作，帮助国家渡过危机。这本应该是美好的，我
想我们都希望看到这样的局面。但这次我持怀疑
态度。因为现在的局面意味着拜登政府将在疫情
最严重的时候接过指挥棒，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
美国人被感染，到那时每天可能有2000-3000名
美国人死亡。拜登政府需要几个星期、几个月才
能真正开始运转。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过渡，疫
苗将需要更长的时间来部署。到最后，豪不夸张
得说，这将意味着可能还会有3万到5万美国人死
亡。如果有一个有效的过渡，结果可能就不是这
样了。

杭明理：在应对疫情方面，美国能从欧洲和亚洲
国家吸取什么经验？这些对拜登政府的战略有何
启示？

AKJ： 事实证明，如果三个月前我们进行这次谈
话，我会提到一些欧洲国家，并说他们做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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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明理：我们先来谈谈美国的疫情情况。特朗普
政府在应对疫情方面取得了哪些成功，在哪些方
面失败了，今后应该采取哪些不同的防疫措施？

AKJ：显然，美国的疫情管控很糟糕。这从最简
单的数据上就显而易见：超过1100万美国人被
感染，25万美国人死亡。与此同时，这个数据还
在激增之中，接下来的两三个月里可能还将有10
万到15万美国人死亡。之所以这么糟糕，很大程
度上是因为我们忽视了对公共卫生的科学管理。
而且白宫和其他方面也提供了许多错误和不实的
信息。这使得有效的公共卫生应对措施变得非常
困难，但疫苗是政府做的还不错的一个方面。现
在我们应该讨论一下疫苗，这并不是说政府以某
种方式创造了疫苗，而是科学家创造了疫苗。但
是，政府所做的一些关键的事情有助于加快这些
疫苗的上市进程。当然，疫苗离广泛应用还有很
长的时间，所以尽管疫苗会有帮助，但我们不能
完全靠疫苗来战胜疫情，而且现在还有很多其他
事情可以做。

那么，有哪些是我们现在能够努力做到的呢？我
们要呼吁人们戴口罩。在限制室内活动和人群聚
集方面，也会采取一些相关措施。 （特朗普）政
府在对疫情检测方面没有采取合理措施，如果确
保对疫情的检测，结果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

杭明理：特朗普总统和当选总统拜登之间的权力

Dr. Ashish K. Jha [1]和杭明理[2]
[1] Ashish K.Jha，医学博士，公共卫生学硕士，内科医
生，卫生政策研究者，布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第三任院
长。在加入布朗之前，他曾任Harvard T.H. Chan公共卫生
学院全球卫生教授，哈佛全球卫生研究所（HGHI）主任。
[2] 杭明理是2021届哈佛学院政治和医学预科研专业的学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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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令我惊讶的是，这些国家中的许多国家对第二
波疫情的管理是存在不善的。所以，现在欧洲大
部分地区再次陷入了困境。一些欧洲国家做得还
算不错，但一些东亚国家以及新西兰、澳大利亚
等地，在处理疫情方面做相比要更好。

所以，人们经常说，抗疫有什么灵丹妙药？它们
是怎么做到的？如果你看看像韩国这样的地方，
他们的策略是进行新冠检测和数据追踪，并良好
的基础设备作为辅助；日本检测方面的基础设施
也不错。这些措施都没什么特别之处，但大家都
戴着口罩，而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追踪管理也非常
好。新西兰在不仅在这两方面做了措施，而且在
封锁和隔离方面也才采取积极回应。德国也许是
欧洲主要国家中做的最好的，他把这三种措施混
合在一起共同实施。所以，抗疫是没有单一的解
决办法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认真对待病毒。如
果轻视病毒，它便会惩罚你。如果你认真对待
它，其实是多种措施可以采取的，你可以使用其
中任何一个办法来控制病毒的发展。

杭明理：现在让我们谈谈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的
国际合作与协调，从世界卫生组织（WHO）开
始。你认为世卫组织在未来的政策协调，包括疫
苗开发和分发方面发挥什么作用？

AKJ：世卫组织实际上是世界卫生协调机构，而
且当提及疫苗时，（世卫组织）可以很好地将各
国力量团结起来。 一种叫做COVAX的计划，它
致力于将疫苗推向全世界。 世界上几乎每个主要
国家都已签署加入COVAX计划，唯一例外的是美
国，但我认为在拜登政府的领导下，这种情况可
能会有所改变。

世卫组织不会成为疫苗的生产商或资金提供者，
但它将在协调和推动卫生部发挥核心作用。那这
就涉及到了问题的核心，世卫组织的使命是什
么？ 而且，更重要的是，世卫组织的任务中不
包括什么？有时，世卫组织会因为问题定义太宽
泛而陷入麻烦。但在这种情况下，集中精力协调
让各国团结起来，并确保疫苗的公平分配至关重
要。

杭明理：你提到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控制新冠
疫情方面的出色表现。这两个国家已经很好地控
制了疫情，他们允许进行双边的跨国旅行。因
此，我的问题是：世卫组织的协调与如此紧密的
双边卫生政策合作有何利弊？

AKJ：我认为的关键是要明白多边主义和双边主
义不一定是矛盾的，双边关系始终存在。例如，
美国与加拿大的关系不会由联合国调解，我们将
与邻国或其他国家建立双边关系。关键是像世卫

组织这样的机构要了解差距在哪里，哪里需要填
补，以及在双边关系不可能或不具有建设性的情
况下，它如何能够提供帮助。当你考虑疫苗时，
我们不一定需要每个国家都与每一个主要的大规
模疫苗生产商都谈判达成协议，这样做是没有必
要的。这就是像世卫组织或全球疫苗免疫联盟这
样的组织能真正发挥作用的时刻。

杭明理：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美中双边关系。美国
的许多团体，包括国家安全专家和美国公司，对
中国有深深的不信任。我们如何在美国和中国之
间建立信任，特别是在改善美国公众对中国的看
法方面。？

AKJ：让我们首先考虑如何与公司和国家安全机
构建立信任。这虽然不会很简单但也不能凭空想
象。 知识产权方面确实存在问题，中国和美国有
时在地缘政治上存在利益冲突。但我始终相信，
政府不只是代表它们自己，政府所回应的是为了
它们所代表和服务的人民。这就是为什么我呼吁
加强美国大学和中国大学之间的联系，以及美国
公民社会机构和中国公民社会机构之间的联系。
我们非常清楚知识产权存在问题，且必须谨慎处
理。中国知识成长和发展正在进入一个全新阶段 
。产权数量和科学质与20年前大不相同。所以，
我认为建立民间社会组织将使得解决这些事情变
得更容易。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很快就能看到
两国之间在军事上的合作，但现阶段来看公司会
因为知识产权问题而感到威胁，这些都是我们必
须解决的长期关系问题。总而言之，通过交涉取
得的进展要比通过挑衅对方好很多 。特朗普政府
的挑衅做法，是个错误且失败的策略。

杭明理：正如您所知，两国之间的不信任和紧张
关系扼杀了在新冠疫情上的合作。为了防止未来
的疫情变得更加严峻，这种关系是否要有所改
变？ 

AKJ：我认为两国政府都是有所遗憾的。现在中
国政府有很多问题需要追究责任。在管控疫情期
间存在大量的侵犯人权的行为 ，而且在最初出现
疫情时（例如隐藏信息）确实是有不利的方面，
所以这个过程并不是完美的。所以我倾向于相信
两件事情，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是天然的盟友，
两国间有悠久的合作历史，政府做什么不代表公
民做了什么，我们要有更多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交流。美国与中国深入接触，中国应该也与我们
深入接触。其次，那就是美国和中国至少在可预
见的未来，将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两国）对如
何与世界交往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但我认为相
互竞争不如相互合作有用。只要两国能朝着一种
更为合作的模式发展，世界将因此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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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在许多发达国家，数字技术的发展已被提升
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并跃升为为全球热点

话题。这其中的例子包括美国的”国家机器人计
划2.0.”、德国的”数字战略2025”、日本的”新产业
结构构想’’等。这些案例都旨在通过人工智能、
机器人等新技术推动经济发展。在这样的全球背
景下，我国也在2015年发布了以《中国制造2025
规划》，以“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充分发挥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数字技术企
业的活力和创造力，积极调整政府职能，完善相
关配套政策，营造良好环境”为原则。1 在发布一
系列战略转型以来，中国科技发展突飞猛进。根
据政府产业创新发展平台专项智库发布的《中
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显示，2019
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为35.8万亿元人民币
（5.18万亿美元），占GDP比重为36.2%。2

然而，正如大多数发展计划遇到的情况一
样，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具有难以置信的破坏性，
也扮演着变革加速器的角色。因为数字技术可以
在没有人际接触的情况下开展行动，新冠肺炎疫
情推动了数字技术在深度参与抗击疫情、稳定社
会，并开始修复全球经济的进程。政府与数字公
司之间在医疗用品、地图、媒体等各个领域开展

了许多合作，提供了很多新兴的数字抗疫解决方
案。虽然这些举措大多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同
时也暴露出技术发展格局中的一些结构性问题。
例如，中国政府倾向于与成熟的行业巨头合作，
而不是与中小企业合作3, 4；对于企业来说，利润
往往会因为与政府的合作而不能达到市场自主调
控时的高度；政府与数字企业在用户隐私方面存
在信任问题等5, 6；而数字企业出于知识产权保护
的考虑，对政府的过多干预持谨慎态度。7 为了
保证未来五年技术的顺利发展，解决这些问题是
刻不容缓的重中之重。

因此，结合因疫情导致技术规模和作用迅速
转变的背景，以及中国与西方贸易伙伴间因政治
问题而日益紧张的关系，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需要进行更广泛的战略评估。中国的政策
制定者需要同时促进大规模的”国家胜利”，例如
华为需要通过明确其动机来消除外国合作伙伴的
疑虑并在全球范围内取得成功，同时也要确保中
小企业和初创企业的持续发展，尤其是考虑到疫
情迫使小企业的生存变得更加艰难而大企业却获
得了发展机会的两极化影响。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自21世纪初以来，中国的科技创新成果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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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技发展是中国经济的核心，而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凸现了科技
发展在中国的巨大作用。虽然应对新冠疫情加速了很多相应的科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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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迅速，但科研成果的商业化转化效率却不高，
只有10%-15%左右，8 远低于其他主流发达国家
的转化水平。虽然2015年出台了《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法》，但相较于其他创新激励措施，它未
能有效激励技术的创造者和技术转化的中介者。
直到2019年，国务院才开始强调中介机构的作
用，2020年，已有专家建议采取市场化的方式促
进商业化。在新冠肺炎疫情和中美贸易紧张的背
景下，中国迫切需要通过激励成功的商业化来促
进中小科技企业的成长。

技术中介机构

印度尼西亚在技术中介上很有代表性，因此
我们可以考虑参考印度尼西亚的国家方法。9 印
度尼西亚的方针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政府的作
用和中小企业创新中的三个实体（研发机构、中
小企业技术和技术中介机构）。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中忽略了中小企业
创新中这三个实体的各自发展与相互联系。在中
国，虽然研发机构和中小企业技术这几年取得了
长足的进步，但技术中介机构的发展却乏善可
陈。

技术中介机构是研发部门和企业之间的桥
梁，可以做到增强外部创新的“吸收能力”的作
用。技术中介不仅能促进新兴技术公司的发展或
从传统低技术部门向高技术新兴产业的转型，而
且还能使它们雇用相当数量的人员以形成产业。

充分发挥科技中介机构对中小企业的促进作
用有三个潜在的途径。第一，优惠的税收政策，
帮助中介机构在萌芽阶段自立门户。第二，组建
提供专业服务的行业人才队伍。第三，努力营造
有利于创业者获取和使用创新技术的生态环境，
为整个技术创造者、传播者和中介机构体系注入
活力也是必不可少的。

调整《反垄断法》

在中国的技术发展格局中，企业面临的最紧
迫的问题之一是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反竞争环
境。对于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来说，技术发展形
势尤其具有挑战性——它们无法像大公司那样利
用政府支持、经济救济战略、金融支持结构或市
场地位。华为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它的成功得
益于中国政府的支持以及反垄断政策的相对缺
失。因为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有军方背景，因
此军方成为该公司早期最重要的支持者和客户
之一。如今，华为已被称为中国的“国家胜利”之
一，并在国家成为全球网络安全领导者的计划中
处于核心地位。10 该公司本身就能够利用中国现
有的数字政策来发展更大的规模和影响力，而新
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使其获得了更大程度的政府支
持。11 如果想要通过增加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的

竞争和机会，并为中国的创新打开大门，就必须
有更加完善的政策来支持中小型公司，如更完善
的反垄断政策。     

目前有效的防止垄断形成的法律是2008年通
过的中国《反垄断法》。尽管《反垄断法》相对
较新且应用该法的案例还并不多（其中一个案例
中华为实际受益者），12 但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吴
汉宏教授所指出的，该法有几个重要的缺陷。事
实上，中国的普通民众认为反垄断法应该彻底实
施，而政府则认为该法应该根据需求逐步推出。
普通民众和政府之间的分歧反映了中国在起草反
垄断立法和部署反垄断政策方面缺乏经验。中国
在这方面缺乏经验和在反垄断法领域的专业人员
不够充足都是中国反垄断执法力度有限的原因。
此外，反垄断执法机构与技术开发公司之间的协
调与合作很少，这使得相关利益方更难明确如何
理解和应用该法律。13

欧盟及其竞争法可以作为一个可参考的框
架。欧盟的竞争法通过规范公司的反竞争行为，
确保它们不形成垄断，从而促进和保护欧洲市场
的竞争。欧洲法律所描述的行为与《反垄断法》
所描述的行为类似，但欧洲在打击反竞争行为和
滥用支配地位方面也有明确的程序规定。竞争法
由欧盟委员会监管，这些程序可以对欧盟委员
会、任何一个联盟成员国的竞争主管部门或另一
个国家竞争主管部门都适用。《欧洲联盟运作条
约》第101和102 条明确规定了评估、分析、调
查和裁决欧盟滥用支配地位和反竞争做法案件的
程序。14,15 类似于欧盟竞争法的政策将使得中国
的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受益。建立一个专门负责
解决与反竞争行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或其他垄
断行为有关的案件的机构，将使中国的新公司获
得与大型成熟公司同样的发展机会。这样一个机
构的建立将简化反垄断法的执行难度，并将使得
公司和政府机构在其行为和决策中解释和纳入其
立法的方式更加清晰。总的来说，包含以上几点
的政策将促进中国技术开发公司的创新和合作。

知识产权保护

加强和调整现行的知识产权法规对中国企业
在国际舞台上以及在国内发展的持续成功都至关
重要。国内有关知识产权的现行准则在很大程
度上是由中国的市场化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后向他国学习的经验所决定的，然而这
种经验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将西方的法律定义移
植到国内现状的困难。从条文上看，中国保持着
全面的知识产权保护结构，然而这种标准的执行
往往难以得到保证。16 虽然严格遵守WTO的知识
产权标准可能会促进一些行业的创新，但也可能
会扼杀国内其他行业的发展。因此，从技术发展
的国家利益角度出发，促进更严格和更有成效的
知识产权保护的第一步是增加法院在知识产权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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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中的相对权力，从而从根本上提升创造权。

建立正式的发现程序

在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民事诉讼中，可以采用
审前发现程序来收集证据，为实际案件做准备。
证据开示的法律程序为双方当事人提供了众多渠
道，通过询问、取证、请求承认等方式从对方
获取相关信息，这对于案件的胜诉往往至关重
要。17 然而，中国缺乏正式的证据开示程序，就
像1938年以前的美国一样。在具体涉及知识产权
侵权的案件中，缺乏正式的证据开示程序往往意
味着知识产权侵权者没有任何法律义务来提供关
键的证据来证明他们的侵权行为——换句话说，
提供证据的举证责任在于原告。18 因此，建立一
个正式的发现程序——特别是赋予律师获取间接
信息的权利，以达到立案的目的——对于给知识
产权侵权的受害者提供维护自身权利而言至关重
要。

重新定义证明的要求

目前，中国律师在成功证明过错责任原则的
情况下，只能在知识产权诉讼中获胜，即只有当
被告的行为被证明是过失或故意时，才会被认定
有罪。19 然而更广泛接受的知识产权诉讼标准是
作为严格责任侵权行为的主体，即责任的承担不
取决于过失或损害的意图，而只取决于所造成的
损害。20 在知识产权侵权的具体应用中，基于严
格责任的定义更贴近大多数知识产权盗窃的实际
情况，而改变这种法律上的举证责任，将给予知
识产权盗窃的受害者——尤其是规模较小的国
内企业和创造者——更大的保护，使其免受侵
害。21

隐私保护

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一个独立的
委员会，对国内侵犯隐私的现状进行了调查，他
们的调查结果让人“触目惊心”——在社会的各个
层面，侵犯隐私的现象非常普遍。这不仅预示着
建立具体、系统的解决方案的紧迫性，以及增强
消费者隐私意识和自我保护思想的迫切需求。22 
此后，为提振人们对隐私保护的信心，政府出台
并实施了许多具有重大意义的决策，包括2016年
全国人大通过了里程碑式的立法《网络安全法》
。然而，鉴于疫情带来的挑战和全球对中国企业
更好地保护隐私的期望，未来技术发展的成功需
要更严格、更全面的准则，尤其是应用于数字技
术的准则

来自GDRP的启发

2018年，欧盟通过了一项名为《通用数据保
护条例》（GDPR）的关于网络安全和隐私保护

的里程碑式立法，为全球消费者隐私保护制定了
最严格的标准。虽然中国不应该、也不可能模仿
实施GDPR，但中国的立法者可以参考欧洲立法
的详细定义，以厘清中国已有的网络安全和隐私
保护法中的模糊术语。

2016年出台的《网络安全法》确立了基本的
隐私要求，禁止网络运营商收集非必要的数据和
未经同意共享的可识别数据。23 然而，仍有待界
定的是，公司所需采取的确切步骤，以遵守匿名
化、给予同意和保护个人信息的关键要求。尽管
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给出了一套较为
详细的建议，但目前仍没有可执行、可操作的法
律来维护这些关键步骤。24 换句话说，目前中国
的网络隐私保护标准不像法律，而更像建议。
 因此，鉴于这种现状，我们强烈建议《网
络安全法》的修订应参考GDPR中部分条例，即
允许数据控制者处理个人数据的六大保护原则：
法律义务、目的限制、数据最小化、准确性、
存储限制和保密性。25 此外，《网络安全法》所
概述的 “必要信息” 的一般定义也可以通过借鉴
GDPR中相关内容进一步精确。26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受严格的欧洲模式
启发的隐私保护改革不仅对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
后制定新的行业标准有重要帮助，并对未来与欧
盟的经济和技术合作也将带来潜在益处，尤其是
在中国整体贸易环境与美国的关联性性和适用性
都逐渐减弱的情况下。革新隐私保护措施，不仅
可以在政府与企业合作中寻找解决目前问题的办
法时，促进国内对数字企业的信任，也将为中国
科技企业在国外市场的推广带来更多机会。27

讨论：技术民族主义与技术扩张

自2020年4月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
令，并成立“外国参与美国电信服务业评估委员
会”以来，中国对美国电信的投资基本受到限
制。从华为到嘀嘀打车，中美两国的电信巨头和
各自政府都表达了前所未有的坚定态度，以捍卫
自己的立场。尽管双方过去存在根深蒂固的分
歧，但在网络安全、知识产权、海外投资等问题
上都表示愿意做出让步。这些妥协背后的主要原
因是互惠互利：美国为追求自己的经济和地缘政
治利益，从而使得中国可以继续大力发展技术，
促进经济发展。
 我们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的是美国科技民
族主义的崛起和中国进一步继续科技扩张的野
心。随着中国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技术架构，并在
关键的先导性科技产业中聚集更多的人才，中国
正在挑战以美国科技霸权为基础的中美科技关系
现状。因此，美国逐渐发现，自己不仅在一些以
前不被认为是敏感的技术领域处于弱势，而且其
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也受到了日益先进和广泛使
用的中国技术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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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尽管行业内
部竞争不公平，但整个行业上下游一体化形成
的“开发—出口—开发”综合体正在成长为整个科
技产业的优势圈并不断积累正向反馈形成良性循
环。更多的扩张为大家提供了更多的成长空间的
同时也存在有两个问题：一方面，新的增长空间
在企业之间很不平衡，巨头和国企占据了主导地
位；另一方面，对科技巨头的负面影响给整个中
国科技产业带来了限制和阻碍，这一点在今年表
现得尤为明显。因此，在海外和国内的双重压力
下，中小型企业很难发展壮大，产业结构的不健
康也导致科技扩张的不持续。

由此，我们总结出了实现中美相互依存的新
模式：这既能减轻美国人对中国技术威胁的担
忧，同时又能优化中国技术产业结构，实现可持
续技术扩张的解决方案。我们提出的解决方案，
通过科技中介机构推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强化反
垄断措施，进一步从法律上保护知识产权，用欧
洲标准补充现行的隐私准则。这将使中国的科技
产业走向更加成熟的监督管理体系，并能被包括
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接受。这些不仅能打消
美国的顾虑，同时也是鼓励中美在科技领域建立
新型关系，以及中国拓展更大国际市场的必经之
路。我们充分认识到在科技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今
天，中美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是非常必要的：美国
和中国不应该把对方看作为对手，相反，而应该
是在国际社会中通过良性竞争和合作共同成长的
伙伴。此外，中国应该在调以及建立互利关系上
迈出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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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L (李燕妮)：在您看来，过去几年内中国和美国
在可再生能源投资方面有哪些成功和失败？在这
个领域里，两国现在的合作状况如何？

黄忠（HZ）：中国在太阳能光伏（PV）发电方
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到2019年底总装机容量已
超过200GW。自2015年超过德国以来，中国一直
是全球太阳能发电第一大国。除了光伏以外，中
国也是全球最大的光热能市场。

中国目前的风力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236GW，是
排名第二的美国（风力发电装机容量为105GW）
的两倍多。中国的水力发电量已经连续多年位居
世界第一。此外它还有望在2022年超越法国成
为世界第二大核能发电国，并在四年后超越美国
成为世界第一。目前中国也在全力以赴，力争到
2024年基本建成全国性的氢能源基础设施。

在2015年签署《巴黎协定》之后，美国本可以借
此机会领导世界并与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展开深
层次的合作。但是，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立即宣布
退出《巴黎协定》。在其任期内，特朗普不仅放
弃了在全球气候行动中的领导地位，而且在创新

和投资方面也落后于中国。

过去几年中美之间在诸多领域鲜有合作。除了特
斯拉（Model 3是目前中国最畅销的电动汽车）
和通用电气可再生能源部门（GE Renewable En-
ergy）等私营跨国企业，中美之间在能源领域的
合作几乎无任何亮点（GE在中国快速增长的陆上
和海上风力发电项目中仍然占有一席之地）。

CK（凯利）：美国国内实际上在再生能源领域还
是有一些动作的，只不过都集中在私营部门或州
一级政府。我预计在拜登的领导下，这种情况将
会改变，比如提升燃油效率，恢复奥巴马政府的
《清洁能源计划》以及其他加快美国气候和能源
转型的政策。 但是由于国会在这方面的分歧很
大，且这种状况还可能还会持续下去，因此他的
很多计划只能通过发布行政命令来解决，效果就
会大打折扣。

美国一直缺少机会就气候行动的重要性对公众进
行系统教育，如果各方能就气候问题达成广泛共
识，那就能转化为有效的行动。事实上，正是由
于缺乏共识才导致虚假信息的泛滥。所以我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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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最需要改变的是就气候问题的广泛宣传和教
育。

YL (李燕妮）：近年来，中美双边能源行业的交
流受阻，中国的核电产业在国内外的发展都受掣
肘，在能源装备的竞争性技术领域，美国政府也
转向了不支持合作的立场。您觉得中国在能源领
域如何管控国际政治风险，有效应对美国制裁？

黄忠（HZ）：无论美国怎么做，中国都将全力
发展清洁能源产业，这不仅是因为人民渴望清洁
的空气和水，而且还涉及到它自身的能源安全问
题。另外，中国本身也从发展清洁能源产业中获
得了丰厚的回报。

就核能来说，中国第一座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
核反应堆（华龙一号）目前在福建省正式并网发
电。这标志着中国打破了西方对核电技术的垄
断。该消息发布之际，也正值中国宣布到2030年
之前达到碳排放峰值，并逐步减少对燃煤发电的
依赖。这些新型三代核反应堆的部署应有助于习
近平主席实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在清洁能源技术领域，中国与西方国家处于基本
相当的水平，但相比之下，中国具有政策长期稳
定、连贯，市场容量大，创新和执行速度快的优
势。

美国将很难在不伤害自身（和世界）利益的情况
下通过制裁达到限制中国发展的目的。

CK（凯利）：中美之间缺乏合作是一个很大的问
题，但我们希望新一届政府上台后，情况会有所
好转，因为这可以帮助打开创新之门，使各方获
利。比尔·盖茨等业界领袖主张在核能和其他低碳
技术等方面进行广泛的国际合作。

数十年来，美国在中东的安全困境证明了维持基
于化石的能源安全的成本是非常高昂的。 中国不
想在控制全球的油气资源方面与美国发生正面冲
突，但是它仍然希望为其人民提供更好的经济福
利和清洁的水与空气。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的应用
大部分可以实现本地化，因此受禁运或贸易争端
的影响较小。转向清洁、可再生的能源是最合乎
逻辑的保障能源安全的政治决策。

YL（李燕妮）：在气候变化以及可持续发展方面
的创新能为中国和美国带来什么样的经济益处？
中国和美国在国际上来说有着怎样的领导力，中
美如何能够合力改善气候变化并共同领导全球创
造一个更加绿色的世界？

黄忠（HZ）：中国迅速启动可再生能源行业，

主要是为了满足其经济增长对能源的持续需要（
如三峡大坝发电项目）。同时它也发现了发展可
再生能源产业的积极影响，因此快速成为该领域
的主导者。中国的太阳能光伏产业规模位居世界
第一。政府补贴不仅降低了中国应用太阳能的
成本，也降低了世界其他地区应用太阳能光伏的
成本。此外，五年前中国还很少提及绿色金融或
可持续金融。今年中国已经为大小银行设定了强
制性的绿色金融目标。这种积极的国内政策转变
最终将“溢出”到其他国家。我相信中国有能力将
全球气候危机转化为创新和经济发展的机遇，但
更重要的是，通过驱动这个领域的发展，中国将
有机会成为真正的全球领导者并帮助制定全球议
程。

我还相信，合作是解决诸如气候变化和可持续转
型等全球性关键问题的唯一可行之路。美国和中
国是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但它们不同的政
治制度和文化渊源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其他国家
在气候议程上的决定。

理性地看，中国和西方应该在气候变化方面广泛
合作：首先，气候变化是每个国家，尤其是两个
最大经济体所面临的共同挑战。其次，与其他“
国家安全”问题相比，气候变化和可持续性的敏
感性较低。实际上，气候变化是超越任何“国家
安全”的“星球安全”问题。第三，全球投资者正在
分配更多的资金到气候变化领域。第四，消费者
和年轻一代越来越具有“气候意识”，企业也开始
将气候和可持续性问题纳入商业发展规划。聪明
的公司会将气候变化视为一个巨大的商机。

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很难想象中国为什么不想
成为全球气候行动的领导者。实际上，它一直在
尝试通过“绿化一带一路”等倡议来向全球输出其
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议程。它的经济规模也可以通
过出口低成本的“绿色产品”使其他国家受益。尽
管习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做出的到2060年实现碳
中和的承诺使许多人感到惊讶，但我相信，这反
映出一个事实：即中国了解领导全球气候行动的
重要性以及相应的机遇。

CK（凯利）：在过去一段时间，美国的低碳能
源转型极大地受益于中国优质廉价的太阳能电池
板。中国太阳能光伏产业的发展在全球范围内降
低了太阳应用的成本，使美国的低碳能源转型更
具成本效益（我自己去年就在居住的康涅狄克州
安装了太阳能电池板。这里的太阳能发电成本将
比电网更低）。

这是美国和中国如何共同努力以帮助彼此实现低
碳能源转型的一个例子。希望可以在拜登领导下
继续加速此类合作。由前国务卿克里等曾致力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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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中国加入《巴黎协定》的领袖的来负责气候
变化和相关的外交合作，会有助于促成双赢局
面。

奥巴马政府错失了参与亚投行的机会。谁能不参
与某个国际组织，但仍然可以对它施加影响？我
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希望拜登不会重蹈覆辙，而
是转向寻求直接参与并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挑
战，这将有可能促进两国关系向好发展。

YL (李燕妮）：在拜登上台后，中美之间的关系
有望进入“竞争并合作”的模式。这种情况下，气
候变化、环境与可再生能源领域将会更多成为一
个竞争的焦点还是开展合作的领域 ? 气候问题在
多大程度上可能成为美国重塑全球领导力的重
心？这会如何影响到其关于中国的政策？

黄忠（HZ）：如今，中美两国在贸易、新冠疫
情、华为、南海等问题上几乎没有多少共识。甚
至连气候变化都不成为了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几乎完全从美国国务院的外交政策议程中消失
了，这就排除了两国之间就此合作的可能。
 
但是，美国和中国不仅是两个最大的经济体，而
且还是最大的温室气体（GHG）排放国。中美在
气候行动上建立伙伴关系的重要性不可低估。实
际上，中美合作是解决世界面临的气候危机的唯
一途径。Cary和我为此还撰写了《现代中国：通
过国际金融合作解决可持续性挑战》一书，希望
能有所启示。

就拜登政府而言，他准备将气候行动扩大到环保
部门之外，使之纳入从农业部到财政部的整个联
邦政府体系中。这是正面气候变化已经影响到了
美国人生活诸多方面的正确态度。

另一方面，中国则已经将气候变化作为可以与欧
盟紧密合作的关键领域之一。习近平主席宣布
2060年实现碳中和愿景后，欧盟外长约瑟普·博
雷尔表示：“如果言行一致，中国要在2060年实
现碳中和的宣言将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里程碑
式的转折点。 ”

不管美国在两党制下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如何反
复，中欧都已经同意在这一领域广泛合作。美国
要想保持其全球领导地位，就需要认真思考在全
球气候变化问题上的长期立场。

CK（凯利）：自我们可持续金融学院于2019年
1月在深圳举办的《中国可持续投资的未来》国
际论坛以来，中国与许多国家一样在可持续投资
领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非常希望这种积极变化
能持续下去。拜登是一个愿意促成共识的人，而

且他也有压力去做对经济、气候变化和投资有利
的事情。近年来华尔街投资不断涌入中国，这也
为可持续投资创造了机会，我非常希望美中两国
在这个领域进行更广泛的合作。即使是在有争议
的领域，我们也需要尽可能地合作，通过建立良
好、互信、和相互尊重的关系，双方才有可能最
终达成解决问题的共识。我们认为即使在技术、
人权和南海等争端领域，双方都有建立安全空间
(safe spaces) 的可能。

我不确定当前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不尊重以及由此
产生的错误信息对美国民众的影响有多深。但文
化总是自上往下渗透的。克里的任命具有非常重
要的意义。2019年春季在我的一堂课上，他曾对
中美关系断崖式下跌表示愤怒。希望拜登至少在
气候变化方面恢复与中国的合作，相互促进，共
同发展。我相信这也是克里国务卿的期望。

双方都有充分的理由去努力实现气候合作。希望
美中两国结成伙伴，以帮助和促进发展中国家的
低碳转型。这种积极的转型必将创造许多新的就
业机会，如果您是一名学生，也应该认真思考自
己可能扮演的角色。

21 专题访谈IUC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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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中美的全球事务：
本部分的文章主要关注与中美相关的全球问题和外交事务。

贝加尔恐中症：对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威胁？
Alexander Naumov[1]
[1] Alexander Naumov是2020届乔治·梅森大学俄罗斯和欧亚研究以及国际政治学的学生。他的研究兴趣俄罗斯国家安
全，侨民问题，历史政治以及欧亚大陆的强国竞争。

摘要：本文通过比较并对比的方式分析了的中俄间战略趋同与自2014年
的乌克兰危机以来俄罗斯民众对中国的看法。聚焦2018年和2019年贝加
尔湖附近发生的两起当地抗议中资企业事件。虽然很多俄罗斯人将中国
政府视为政治盟友，但舆论数据和抗议活动表明，自下而上的对中国的
看法可能会影响到未来中国的发展及其在俄罗斯的投资。显然，战略利
益的趋同、共同的半威权主义政治价值观以及2001年以来双边关系取得
的成就没能引起俄罗斯社会对中国态度的改善，特别对中国人和其企
业。

关键词：恐中症；乌克兰危机；中俄关系；贝加尔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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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2018年5月，在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一张抗
议海报上写着:“对中国人有利的事，对贝加尔

湖不利”。1 这场约60人的示威活动由湖边List-
vyanka居民的“抗议”运动为缘起，示威者们呼吁
限制其他国家在贝加尔湖周围的开发。这场争议
最初始于2018年初，当时一家中资私人建筑工地
威胁要阻挡一家俄资酒店的湖景。2 一年后，中
国在贝加尔湖周边发生了更大的丑闻，引发了括
总理梅德韦杰夫在内的100多万人呼吁并最终导
致该地区一家中国瓶装厂的停产。3

中俄公共关系的两次危机象征着俄罗斯对中
国的舆论正更广泛的恶化。这种趋势与莫斯科和
北京两国顶层精英的在公众面前相互拥抱的亲切
关系形成鲜明对比。早在2017年，普京总曾授
予习近平主席俄罗斯的最高荣誉——圣安德鲁勋
章。4 中国领导人回赠了专为普京定制的友谊勋
章。习近平在普京访京时还称其为 “老朋友”和 “
好朋友”。 5

普金在2018年6月的出访时曾称赞双方共同
建立的“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本文将通
过分析西伯利亚南部和远东地区的恐中抗议来解
读其对这一关系造成着怎样的威胁。本文将首先
讨论西伯利亚动力管道，因为它是双边高层关系
中最有受关注且资本最密集的象征。接下来，两

起与贝加尔湖有关的丑闻将与当地原本反对派的
声音相呼应，这些反对派已经破坏了中国在中亚
的项目，这也证明了中国在俄罗斯东部的投资是
必要的。 

来自莫斯科的观点：战略融合

2010年代初，俄罗斯与中国加速进入到战略
伙伴关系。在2015年5月连任后不久，普京就启
动了“太平洋俄罗斯”支点计划。6 继2001年《睦
邻友好合作条约》和2008年解决最后一次中俄边
界争端之后，这一合作化解了冷战时期的矛盾。7 
考尔德认为， 2013-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是两大
国走向合作的最关键因素，因为西方对俄罗斯能
源、国防和主权债务部门的制裁成倍增加，从而
迫使其向西发展[6,  p.215]。总的来说，尽管俄罗
斯的统治精英们认识到自己相对的弱势地位，但
他们仍然接受了与中国的伙伴关系。这是因为他
们优先考虑的是维持国内现状和政权稳定，而这
一期望无法与西方国家的期望相兼容。8

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多地将与中国在国家安全
方面的利益趋同看作是国家安全，比如贸易方
面，通过发展欧亚陆路从而摆脱受到美国海军的
支配；能源方面，俄罗斯作为世界第五大天然气
生产国的比较优势，正好呼应了中国作为第一大
能源消费国的需求[6, p.433]。此外，俄罗斯认为



外国投资对远东地区的发展至关重要，虽然该地
区相比于外国投资更加担心本国的补贴。9

2014年批准的价值700亿的西伯利亚电力项
目可以佐证这种伙伴关系。10 在2019年2月，该
管道项目在启动时举行了一个双边的、公开的
全国电视直播的仪式。普京在莫斯科以“你好” 开
场，并命令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首席执行
官现场打开阀门，然后习近平下达了北京接收天
然气的命令。11 这条远东地区最大的管道，预计
每年向中国输送380亿立方米天然气，对俄罗斯
的国家预算至关重要，2018年超过46%的预算由
天然气利润构成[10]。

目前的管道并不靠近已成为反华抗议中心的
贝加尔湖，但它将在2022年底左右接近珍爱湖。
因此，2018-2019年尖锐的恐华反应可能是未来
的预演。

双边公共外交 从贝加尔湖畔看问题

双边关系的向好发展似乎与俄罗斯公众将中
国视为盟友有关。2020年8月，列瓦达中心的一
项民意调查显示，中国在俄罗斯人最亲密的朋友
和盟友名单中排名第二（仅次于白俄罗斯），达
到40%。这比前一年下降了2%）。12

随着”西伯利亚动力”管道的建设，中俄两国
开展了改善彼此形象的公共外交活动。2015年，
中俄媒体领导人在圣彼得堡会面，并签署了旨
在”减少西方媒体误读”的合作协议。13 中共中央
宣传部部长刘奇葆呼吁两国媒体帮助中国的丝绸
之路经济带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融合，
继续支持”本着互信的精神进行合作”。

此外，会议还将2016-2017年定为中俄媒体
交流年。该项目在顿河畔罗斯托夫、莫斯科和广
州的论坛上连接了数百名中俄商界领袖、专家学
者，李克强总理和梅德韦杰夫总理也出席了北京
的闭幕式。14 李克强称赞此次活动并表示了对两
国”高度互信”的支持，梅德韦杰夫则强调在这一
框架下举办的250多场活动。

然而，两国政府对”互信”的庆祝似乎更多反
映了最高层的关系，而不是俄罗斯对中国的底层
看法。竞选期间的全国代表性民调显示，反华观
点增长的同时，对一般移民的鄙视也在增加。根
据列瓦达中心的数据，2015年至2017年期间，支
持限制中国人在俄罗斯永久居留的俄罗斯人比例
从15%上升到31%，增加了一倍多。2019年8月，
在贝加尔瓶装厂丑闻发生后，这一反应增加到
39%[12]。这项民调与媒体交流年的关联，给中国
公共外交和俄罗斯国家媒体宣称的合作提出了严
重的危险信号。这也与前文中将中国视为俄罗斯
第二号盟友的看法相矛盾。2020年8月，莱瓦达
中心52%的受访者呼吁拒绝中国公民入境俄罗斯
或只允许其短暂入境[12]。

伊尔库茨克作为近两年反华抗议活动的中

心，导致俄罗斯人对中国的负面情绪有以下几条
原因。利斯维扬卡抗议者对中国企业和居民不
纳税并对把“所有的钱”都送回中国的行为表示不
满。15 考虑到这些企业的强制注册（2018年最有
争议的是酒店），即使中国注册的企业经常以俄
罗斯或巴哈马的名义出现，但要想如此大规模地
避税是非常困难的[9]。针对中国黑市的非法伐木
是另一个不满的来源。16 ‘抵抗运动’的成员反对
他们所认为的中国全面扩张中缺乏纯粹的经济理
由。在对帮助发起2018年抗议活动的Listvyanka
酒店老板Yuri Sharapov的采访中，当被问及接待
中国游客的利润价值时，沙拉波夫回答说：“我
将会收到丰厚回报。全年20名中国游客。我估
计，这大约是1400万[卢布，约合20万美元]。尽
管利润丰厚，但我不需要这样的钱 。” 17 与经济
竞争相对的恐汉症，这至少是这种敌意的部分原
因。

明年贝加尔湖问题的爆发点更为重要，因为
它包含了联邦的参与。Instagram和Change.org
上的一场社交媒体活动动员了舆论，反对位于库
尔图克的AkvaSib装瓶厂，该厂99%的股份都在大
庆[15]。这座建了一半的工厂被当地法院下令关
闭，其租约也被撤销。在俄罗斯十分罕见的情况
也发生了，国家控制的媒体（NTV）煽起了公众
抗议的火焰，总理梅德韦杰夫发誓要调查Akva-
Sib的环保合规性。AkvaSib远不是第一家环保标
准有问题的贝加尔工厂。尽管其污染效果与附近
的俄罗斯工厂没有明显区别， 但有一年前List-
vyanka抗议活动导致环境管制的加强，它在2019
年的春季被注意到。

中国在远东地区的参与大多是在农业、木
材、建筑、资源开采、服务和海产食品等领域，
与大众的看法不同，中国的参与大多是中小型企
业。北亚地区确实存在人口和经济的不平衡——
俄罗斯远东地区有630万人口，而邻近的黑龙江
省有3930万人口[9] --这给俄罗斯的战略思维带
来了国家安全层面的问题。18 然而，加布耶夫和
雷普尼科娃认为，没有任何经济或人口学证据表
明当前或未来的中国移民扩张：中国人口最多的
地方是莫斯科，而不是任何东部城市，黑龙江的
平均工资比邻近的滨海地区高出100多美元。他
们2017年对静态的中国移民的分析，如果不下
降，今天将因新冠肺炎疫情旅行限制和伴随着正
在进行的大流行的恐中症叙述而变得更加复杂。

总的来说，在普京和习近平的战略关系不断
加强、互有好感的情况下，全国范围内对中国在
俄罗斯存在的正面认知度下降，显示出的是俄罗
斯当地居民、当地领导人和国家战略精英之间的
不和谐。

对中国在俄罗斯利益的影响

从2018年和2019年涉及当地的政治气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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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尔库茨克抗议活动中可以得出两个教训。利斯
维扬卡建筑丑闻发生后不久，当地调查发现，在
当时的市长领导下颁发的所有建筑许可证都是非
法的[16]。在保障装瓶厂的安全时，也存在类似
的法律模糊性。这些危机表明，俄罗斯高层发出
的支持中国存在的信息并不一定能转化为当地的
法律保障。到目前为止，对于像”西伯利亚之力”
这样的大型协调的国家项目来说，这不是一个问
题。但恐中症显然会对中国的中小型企业造成威
胁，而最近的双边公共外交运动还不足以遏制这
种情况。

第一个含义是，中国公共外交必须转变其关
于中国在俄罗斯存在的信息。这一点尤其重要，
因为与中国民营企业的公关丑闻，比如伊尔库茨
克的丑闻，会损害北京外交政策的整体声誉，尤
其是一带一路倡议（BRI）。BRI更多的是一个品
牌，而不是一个单一的政策项目，这个标签包含
了习近平时代的新基建、被追溯到 “BRI” 的习前
项目，甚至是名副其实的 “BRI” 而没有中国直接
参与的外国企业，比如哈萨克斯坦的”一带一路”
骆驼奶和格鲁吉亚的阿纳克利亚港。19 这种含糊
不清的态度为东道国民众的猜疑和不满制造了真
空-——这种反应在中亚大部分地区已经存在。20 
在吉尔吉斯斯坦，一个价值2.75亿美元的中国物
流中心最近在纳林省当地持续抗议后被取消。21 

2019年8月，抗议活动更具有爆炸性，数百名纳
林居民冲进了中吉矿业的大院。结果，中国大使
不得不到医院探望39名中国公民。22

其次，如果没有与俄罗斯国家媒体的叙事统
一，中国的公共外交是不可能成功的。NTV和总
理梅德韦杰夫对AkvaSib进行干预，即使其他工
厂早已构成类似的环境威胁，也让人怀疑2015年
与中国媒体签订的协议中建立的”互信”精神。虽
然不受控制的民族主义会成为一种破坏稳定的力
量，但克里姆林宫确实表现出了一种能力，”在
乌克兰危机期间激活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并在
之后平息这种情绪”。 23 这表明，如果俄罗斯国
家媒体进行更加明确和协调的媒体宣传，也能达
到类似的平息效果。中国的商业倡导者、外交官
和中共宣传部可以私下联系他们在媒体交流年中
培养起来的人脉，推进这一信息建议。

第三，双方的公共外交操作人员必须认识
到，必须进一步让”伊万—伊万诺夫”和俄罗斯
国内的普通公民-参与进来，为俄中合作出谋划
策。对战略伙伴关系的浮夸庆祝，如12月的“西
伯利亚之力”电视联播，显然与社会对中国的担
忧不相协调，尽管与北京接触对推进莫斯科的战
略利益有明显好处。媒体峰会和论坛的目的是通
过将商人和专家聚集在一起，搭建社会桥梁，但
日常的俄罗斯人有可能将其视为另一个精英项
目。也许，通过增加俄罗斯高中生和大学生、教
师以及小城市和乡村（尤其是远东和西伯利亚地
区）的当地记者到中国学习的项目，可以更好地

平息俄罗斯的恐中症。其他自下而上的措施还可
以包括建设学校、医院或其他基础设施，这些都
是伊尔库茨克州等地急需的。一位在2019年反对
AkvaSib工厂的库尔图克市女议员（但支持其在
2015年开业）回忆说，她曾要求该项目投资方
也建一个公共澡堂。她的要求被拒绝了[15]。为
了改善俄罗斯当地人对中国的看法，中国企业和
BRI融资方应该考虑对这种要求更加慷慨。

可以反驳的是，上述俄罗斯人的抵触情绪与
中国人的存在关系不大。毕竟，反移民情绪普遍
在同步上升，而恐华症仍低于2013年10月的水
平，当时45%的莱瓦达中心受访者呼吁限制中国
人在俄居留。然而，怀疑”恐华症”严重性的人必
须承认，无论是对莫斯科的国内议程还是其大战
略来说，双边关系从未像2013年乌克兰危机后的
孤立时期那样重要。俄罗斯统治精英们意识到，
他们更需要中国的投资和市场，而不是相反。黑
龙江对远东地区的相对繁荣，以及内部移民不断
增加的吸引力，意味着到从其他地方赚钱对中
国民营企业的诱惑力越来越大，尤其是考虑到
COVID-19疫情刺激下的恐中症上升。

结论

这一分析回顾了中国在俄罗斯公共外交的一
个关键点——2016—2017年媒体交流年，尽管如
此，中国在俄罗斯的恐中症却在增加，并累积了
两起中国在俄罗斯的公关丑闻。2018年的伊尔库
茨克抗议活动显示了当地排外焦虑的力量，阻止
中国中小企业的经营，甚至不惜牺牲俄罗斯东道
主的旅游利润。第二年的瓶装厂抗议活动则进一
步出现了联邦新闻频道和政府首脑与当地抗议者
站在一起的罕见情况。围绕中国企业在西伯利亚
和远东地区的负面新闻报道和舆论，与普京和习
近平所谓“交情”所象征的、通过“西伯利亚之力”
管道运作的宏大战略伙伴关系的说法并不一致。

与俄罗斯的双边经济、政治、安全关系对中
国非常有利。两国经济具有互补性。俄罗斯是能
源生产国和原材料出口国 而中国则是能源消耗大
的进口国。两国政权都有共同的国家安全利益，
即在各自地区排斥美国的军事力量投射能力。此
外，作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这两个政权都
有“不干涉”内政（即不提倡民主）和半专制下“稳
定”的原则。” 有了所有这些结盟的驱动，外界观
察者（以及俄罗斯与中国结盟的支持者）很容易
只关注俄罗斯对中国的积极战略认知，包括中国
在俄罗斯“朋友和盟友”中排名第二[12]。”然而，
在西伯利亚很明显，2001年以来双边关系中战略
利益的趋同、半权威的政治价值观以及战略层面
的成就，既不会导致也不会与社会对中国—尤其
是中国人民和企业—看法的改善相关。

贝加尔湖事件的爆发揭示了一种趋势，这种
趋势已经对 “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重要中亚部分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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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巨大的障碍。它们表明，当地的反华情绪是
如何在缺乏中国意图细节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恐华情绪和整个民族主义一样，可以被当地的商
业和政治企业家利用，而中国的项目则是附加损
害。北京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应对这一挑战：以普
通俄罗斯人容易理解的方式详细介绍国家和私人
投资；加强与俄罗斯媒体的协调，对中国投资的
报道进行事实核查；通过教育项目和小城市及乡
村的基础设施投资，说服俄罗斯公众理解中国的
善意。

有趣的是，强调”西伯利亚电力”环保性和对
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的是习近平，而不是普
京，而普京则着重强调该项目世界地位[11]。这
说明了关键的启示。中国，特别是俄罗斯的精英
们必须解决媒体对其大伙伴关系的过度关注与地
方一级的社会经济焦虑之间的矛盾。

鉴于当地企业注册的模糊（但并非不透明）
做法和公众对中国移民的可怕高估，这种趋势要
求对中国在俄罗斯东部的参与进行更多研究。未
来的中国对外宣传活动，以及俄罗斯对这些活动
的反应，可以通过类似于威廉玛丽学院AidData
项目的方法进行改进，该项目量化了中国在太平
洋发达国家（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和发展
中国家BRI投资接受国对其”和平崛起”叙事的宣
传。15 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俄罗斯公众认为
自己是超级大国地位的继承者，是一个毋庸置疑
的大国，他们在多大程度上首先想听中国崛起的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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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报告研究了中国经济、私募股权以及中国监管制度对外资和本
土私募股权公司的影响。为了对经济、金融市场和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有
更细致的了解，我们逐一对它们进行了研究：第一部分梳理了中国经济
增长在1978年脱离计划经济后的经济发展；第二部分解释了中国金融体
系，包括银行和金融部门在内的历史和发展；第三部分中分别从西方和
中国的角度对私募股权和投资方法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第四部分和第
五部分研究了外国和本地私募基金的资本增长和行业趋势；最后一部分
讨论了新出台的《外商投资法》对当前和未来外商投资企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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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中国经济简介
简述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经济经历了非凡的
增长和发展。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到扩大其金融和银行业，中
国自2000年代初以来的经济增长几乎超出了所有
的预测。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现在的GDP排
名、1 商品贸易和外汇储备都排名世界第一。2 中
国不仅在GDPPPP以27万亿美元（2019年）排名
世界第一，而且中国的GDPPPP比美国（21万亿
美元）高近6万亿美元[2]。虽然中国的实际GDP
增速开始放缓，但中国的增速仍然高于大多数发
展中国家和西方国家。

1979年以前，中国实行经济国有化和经济保
护主义，大部分的经济是通过“中央计划”由国家
控制。3 这使得中国政府能够将资源分配给关键
产业和基础设施以促进发展和增长。这些政策的
实施是为了确保中国经济可以相对自给自足，不
依赖对外贸易。虽然中国在1949-1978年间发展
了一些现代工业和基础设施，而且名义GDP年增
长率达到6.7%，4 但许多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计划经
济是低效的。按照西方标准，1949-1978年间的
中国仍然是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

1978年，中国开始了包括农业改革、开放部
分市场经济、建立四个经济特区、部分贸易自由
化等在内的“改革开放”时代，这些都使中国经济
迅速发展。从1978年到2018年，中国GDP年增长
率为9.8%；因此，中国的经济规模每八年就会翻

一番[4]。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出
台了586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重点是投资基
础设施和放松银行贷款，这使得中国经济得以迅
速复苏，GDP增速迅速回升[4]。尽管如此，过去
六年中，中国的GDP增速有所放缓，2019年的增
速为6.1%[4, p.9]。许多经济学家提醒说，如果与
美国的贸易紧张局势持续下去，那么中国的实际
GDP增速可能在2021年下降到5%[4, p.6]。
 中国政府的政策和计划在过去40年里支持
了中国经济的大幅增长，而且中国现在也允许增
加国内自由市场活动和国际贸易。世界银行将中
国的经济增长描述为“历史上主要经济体最快的
持续扩张[4, p.11]。”例如，中国最近的“中国制造
2025”计划寻求几个高科技领域的增长，如现代
制造业、农业机械、基础材料产品、高科技海洋
船舶、电动汽车、电池和发动机、医疗设备的核
心部件、高性能计算机、工业机器人、先进医疗
器械等[2, p.1]。

国家主导的发展

1978年，中国开始逐渐摆脱计划经济。5如
今，中国利用国家主导发展的方针来促进经济增
长。国家主导的发展一般被认为是宏观经济规
划，允许国家通过激励、投资或所有权来引导经
济和某些行业或项目。但是，中国并不像在“计
划经济”时那样对商品和服务的规划、生产和分
配拥有唯一的控制权。在国家主导发展的方针
下，中国采用了多种机制，如建立经济特区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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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贸易区，设定短期、中期和长期发展计划和首
要任务，对某些行业项目采取激励措施以及对国
家战略重点行业拥有所有权和投资权（如电信业
通常是国有企业）。6 所有这些机制结合在一起
使得中国政府能够在不采用“计划经济”或直接下
达经济命令的情况下推动中国经济的增长。

1978年至1990年左右的快速发展主要集中在
农业改革、逐步摆脱“计划经济”和建立支持国际
贸易的经济特区。中国政府开设了四个经济特区
（深圳、珠海、汕头、厦门）以促进对外贸易。
在这些经济特区成功之后，其他几个经济特区也
相继建立来更好地推动中国经贸融入世界。既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2001年中国加入WTO进
一步刺激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
中的参与度。

中国还不断向经济价值链上游移动，以确保
其经济增长不会停滞不前。多年来，中国的经济
发展已经从农业部门转向制造业部门，再转向服
务业部门。目前，服务业约占中国GDP的52%。
此外，中国还通过制造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来
优化经济结构。中国政府也通过投资建设项目来
刺激就业，支持经济增长。通过鼓励私营和国有
部门的发展也使中国发展出了多元化的“混合”经
济。这种转变鼓励了就业增长，大约90%的新工
作岗位来自私营部门。一个常见的误解是外国直
接投资是私营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外国直接投
资（FDI）一般占GDP的2%-3%，如果占5%-6%之
间则对经济增长有显著作用。自2000年初以来，

中国的FDI占GDP比重一直在2-4%之间徘徊。7 近
年来，分析人士估计，中国的国有部门占GDP的
40%左右，而私人部门占GDP的60%左右。

金融体系
银行业务

银行部门和金融部门构成了中国的金融体
系，这些部门共同鼓励和促进投资。中国的金融
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银行业主导的，而且银行
业的规模仍然远远大于中国的金融市场。

1949-1978年间，中国的银行体系由一家大
型国有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组成，它的资产占中
国金融总资产的93%。8 中国人民银行能够控制几
乎所有的个人和商业金融交易。从1978年到1984
年，银行业进行了重大改革。作为中国摆脱“计
划经济”的一部分，中国人民银行于1979年正式
与财政部脱钩[8, p.504]，同时成立另外三家国有
银行：
 1.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
 2 .中国农业银行
 3. 中国工商银行

这三家银行开始处理大部分的商业银行业
务。在此期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成为中国的中
央银行。这一转变使个人和企业有更多机会获得
贷款和银行服务。

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不断推动银行体系
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银行业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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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政策性银行（中国开发银行、中国出口银行
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三家专业银行（中国农
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成立。9 此
外，一些农村和城市合作社也相继成立。虽然在
此期间银行系统在扩张，但中国政府仍然控制着
大部分行业并向低绩效的国有企业提供贷款，这
导致许多低绩效的国有企业贷款违约和倒闭。为
了应对这一情况，财政部对四家国有商业银行进
行了重组，10 并提供了330亿美元的资本金来消
除不良贷款[9, p.1615]。通过这些改革，目前中
国已有一百多家商业银行获准经营。虽然银行系
统在不断扩大，但中国人民银行仍然是银行系统
的中央机构。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制定货币政
策，降低风险和促进金融体系的稳定，监管贷款
和外汇，以及监督支付和结算系统等[9, p.1614]
。

对中国银行系统的改进建议往往强调提高效
率的必要性，特别是在贷款分配方面。由于大部
分银行信贷都给了国有企业，这些贷款经常不还
或迟迟不还，于是就有人猜测给国有企业的贷款
可能是基于个人关系，而不是商业价值。此外，
贷款的整体需求大于供给。在许多企业无法获得
贷款的情况下，近年来其他银行中介机构迅速发
展，以满足这种资金需求。

金融市场

近年来，中国的金融业发展迅速，这在很大
程度上是由于本地企业和外国企业之间允许进行
自由投资。中国的金融市场由三个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香港交易
所）、债券市场、风险投资/私募股权以及房地

产组成[8, p.501]。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
金融体系见证了内地两个新的证券交易所（上交
所和深交所）和房地产市场的同步发展[8, p.501]
。然而，中国股票交易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往往波
动性高，部分原因是由于相关法律框架还在不断
发展中。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中国允许外

资金融机构更频繁、更大规模地进入股票和房地
产市场。此外，在2001年，中国允许机构投资者
在退出投资后自由撤出资本。11 这使市场从封闭
式基金系统过渡到开放式基金系统。这一转变为

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使总资产
净值从1998年的13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3320
亿美元。12 虽然与银行行业相比，私募股权只占
资产的一小部分，但私募股权的发展标志着中国

金融市场的变化。

私募股权 
中国私募股权投资的历史

 随着中国金融业不断发展，中国在一定程
度上沿用了全球最为通行的西方私募股权模式。
然而，中国模式的一大特点在于中国热衷于开创
自己的道路，这一点在私募股权投资行业也表现
得非常明显。不同的监管环境和私募股权的发展
历程导致了中西方私募股权的根本差异。13 虽然
中国从1978年就开始经济增长，但直到20世纪90
年代初才引入私募股权投资。国务院首次引入广
义的私募股权投资是为了加大金融创新力度并提
供更多的融资机会[13, p.79]。在20世纪90年代末
和21世纪初，中国的金融从业者对私募股权投资
知之甚少，或存在误解。私募股权在中国的兴起
与2007年中国投资公司（中投公司）和全球领先
的私募股权公司黑石公司的交易有很大关系。14

这笔交易之所以被媒体高度关注，主要有因为两
大原因：1. 中投公司为收购黑石公司约 10% 的
股份支付了高达30 亿美元的金额；2. 这是中投
公司的第一笔投资交易，而且发生在中投公司正
式注册成立之前。因此，这笔交易引起了公众对
于黑石公司的兴趣，不少国内企业也由此了解到
了私募股权这一新资金来源渠道。包括私募股权
公司在内的外资企业非常希望有机会投资国内企
业，而这对于以前几乎完全依靠国有银行融资的
国内企业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新选项。由于中国的
资本市场刚起步，外资私募股权的进入为中国企
业提供了真正的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资金的增
加、管理技能的提高以及金融业整体专业性的提
升。
 

中国的私募股权投资
基金的类型：所有权和货币

中国的基金主要按所有权和货币这两种性质
分类。外国投资者对一支外国基金拥有完整所有
权。中国认为任何不是中国公民的投资者都是外
国投资者。在本文中，当我们讨论外国所有权
时，我们指的是美国投资者。不过，原则上任何
外国私募股权基金都可以投资中国股本。中国投
资者对一支本地基金拥有完整所有权。15 一支基
金可以由外国和本地投资者混合持有，成为混合
型基金。区分所有权是必要的，因为从过往案例
看，所有权决定了哪些公司需要遵守特定的中国
金融和市场法规。16

 在所有权确立后，私募股权基金需要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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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美元、人民币或两者结合的方式来募集资
金。外资和本土基金都可以用美元或人民币募集
资金，并不必根据国籍来决定募集资金的货币形
态。在选择募集货币时，私募股权公司可能会考
虑到自己的退出计划和可兑换货币的需求。以美
元和人民币组合募集的基金很可能是外资和本土
投资者共同拥有的混合基金。由外资或本土投资
者独资的基金一般不会用两种不同的货币募集资
金。

根据下图，私募股权基金可分为以下几类。
大部分基金属于1号、3号或5号；
 1. 外资美元基金

 2. 外资人民币基金
 3. 国外/本地美元和人民币混合  
  基金
 4. 本地美元基金
 5. 本地人民币基金(私人或国有)
 

结构：在岸公司和离岸公司

私募股权投资以离岸公司或在岸公司的形式
合法设立。离岸结构使私募股权公司能够避开中
国的资本利得税和冗长的表格和法规，更快地转
让股权，并在货币兑换方面获得更大的灵活性。
离岸结构通常“为通过IPO或贸易销售退出投资提
供了一条更快捷的途径”。外资和本土企业都可
以使用离岸结构，但本土企业用离岸结构较
少。在过去十年中，中国政府逐渐意识到离岸结
构会带来的资本利得税的流失，因此对相关法规
进行了改革。

在中国合法注册的私募股权公司（既“在岸
结构”）根据所有权和目标行业的不同有不同的
结构。在中国，外国在岸企业被称为外商投资企
业（Foreign Investment Enterprises 简称FIE。

外商投资企业是一个总称，指在中国境内根据中
国法律注册成立的企业，其全部或部分投资来自
外国投资者。17 私募股权公司采取的外商投资企
业类型将根据所有权而有所不同。例如，外商
独资企业（Wholly Owned Foreign Enterprise 简
称WOFE)由外商独资出资，而合资企业（Equity 
Joint Venture 简称EJV)则由外商和本地合伙人出
资。

每个外商投资企业都有相应需遵守的法律。
例如，以合资经营企业形式成立的公司必须遵守
1979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资企业法》
。对于合资经营企业，外国投资者需要至少出资
25%。相关法律规定，“利润和亏损按照各合伙人
的出资比例进行分担。” 每项法律都对出资、所
有权结构、必须遵守的其他法律等进行了明确规
定。上图列出的结构并不是一份详尽的结构，但
却是外商投资企业中最受欢迎的结构。

投资过程

外资和本土私募股权公司在募资和设立基金
的过程中总会面临挑战。如果外国公司试图在中
国筹集资金，他们将面临作为局外人的种种挑
战，比如他们无法有效地与投资者建立联系，尤
其是在他们不懂中文的情况下。通常外国投资者
在中国以外的地方筹集资金更成功，而中国金融
专业人士在中国筹集资金更成功。

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可以严重影响外国基金在
目标公司实行的增值和提升业绩的方法，但外国
公司往往具有专业知识上的优势。在私募股权投
资领域，知识和经验是至关重要的。不仅要成为
私募股权投资领域的专家，而且要在公司投资的
行业中拥有丰富的背景，这一点越来越重要。
 在中国，对一家公司进行充分估值的过程
是十分复杂的，因为财务报表往往会掺杂编造和
美化的成分，或者有些中国公司直接拒绝公布财
务报表，这都会使得外国投资者保守谨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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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性通常需要通过正规的交易来源和充分的
尽职调查来消除。尽管有这些顾虑，但私募股
权公司可能会同意采用估值调整机制（valuation 
adjustment mechanism 简称VAM)以帮助“降低风
险”[13, p.115]。估值调整机制可以采取金融或非
金融措施，下图总结了估值调整机制的可能情
况。

在中国，私募股权投资通常是“具有某种形
式的广泛控制权的少数成长型资本，或者是IPO
前的投资。”由于大多数交易采用少数股权结
构，私募股权公司对投资公司的影响力经常受到
质疑。私募股权公司在构建交易结构时旨在确保
控制权，因此通常会在协议中设定合同义务。此
外，当私募股权公司拥有少数股权时，他们会寻
求确保积极的投资组合管理和与投资对象间开放
的沟通。在特定的投资期限内，合伙人往往会希
望进行投资重组，准备退出。

美元基金和人民币基金的目标退出策略通常
会有所不同。人民币基金很可能会在国内退出。
如果基金决定进行首次公开发行，它很可能会在
国内交易所（比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因为
国外交易所的成本很高。但是，中国证监会有更
严格的规定，所以人民币基金需要遵守规定，做
好充分的准备，否则会被拒绝。随着2010年北京
金融资产交易所的成立，贸易和二级销售作为人
民币基金的退出策略越来越受欢迎。贸易销售要
快得多，成本也相对较低，而且向战略买家的贸
易销售可以以现金支付（股权互换在中国并不常
见）[13, p.179]。杠杆收购是人民币私募股权基
金中最不常见的退出结构，这主要是因为这类基
金在投资中持有少数股权，因此杠杆收购并不是
必要的。基金通常选择少数股权以提高交易完成

和退出的效率。
美元基金最常见的退出策略是通过首次公开

发行或交易销售。通过首次公开发行退出意味着
投资将首次在公开交易所上市。投资公司不需要
在其地理位置附近的交易所上市，实际上，许多
公司会根据其行业或目标受众选择上市。常见的
中国大陆境外的证券交易所有纳斯达克、纽约证
券交易所和香港证券交易所。中国大陆境内最受
欢迎的股票交易所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2019年，在上交所上市的企业有120
家，在深交所上市的企业有77家，18 这些IPO上
市带来了约400亿美元的收入[18]。
 贸易销售通常在境外进行以避免税收和法
规，但有些交易仍需要中国证监会的批准。股权
和所有权将通过一个离岸实体转移给买方。然
后，买方将通过离岸控股公司将股份回流，使其
回到中国[13, p.130]。
        与首次公开发行和交易销售相比，二次销
售和杠杆式资本重组不太常见。二次出售比较低
调，所需的法规较少，与其他退出方式相比相对
简单。二次出售一般发生在两家私募股权公司
之间，而且与其他退出方式相比，二次出售更为
直接。交易条款可以由双方协商，不需要政府干
预，从而实现盈利退出[13, p.131]。
        对于经过管理的资本重组退出，中国对股
东的支付分配有严格的限制。中国的法规往往不
允许在任何时候撤回股权，这就带来了额外的障
碍。此外，公司一般没有足够的流动现金来进行
杠杆式资本重组[13, p.132]。  
  

外国私募股权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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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中国运营的几家领先的外资私募
股权投资公司有黑石集团、凯雷集团、贝莱德、
贝恩和瑞银。19 黑石集团是世界上最大的私募股
权投资公司之一，在全球范围内管理着950亿美
元的资产，是在中国运营的主要外国私募股权基
金。20 庞大的资金使其成为中国 私募股权投资行
业（尤其是房地产市场）最具影响力的外资基金
之一；然而，黑石公司在中国参与了涉及多个行
业的几笔重大交易。近期的两笔交易包括：黑石
公司 于 2017 年将其欧洲物流公司 Logicor以145
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中投公司以及黑石集团在
2016年以65亿美元的价格向中国公司海航集团出
售希尔顿全球25％的股份[20]。

在中国，自2014年以来，外资美元私募股权
基金的资产管理规模和募资数额均有所下降，21 

而同期本土人民币基金的资产管理规模和募资
数额均有所增加。22 2018年，中国的私募股权
投资公司的资产管理规模为6000亿美元[22]，其
中大部分资产管理规模的增长来自于近年来本
土人民币基金募集的增加。23 美元募资额有所下
降，2008年募资额为180亿美元，2017年募资额
为150亿美元[22, p.8]外资基金的资产管理规模
和募资额下降的原因是投资法规复杂，外币基金
的货币转换时间较长。另外，2014年IPO热潮中
释放的资金，使资金从美元基金转向国内人民币
基金。此外，西方企业对中美贸易争端的担忧也
导致了私募股权投资的减少。24 再者，在2018-
2019年间，外国私募股权投资减少了64%，2019
年其在中国的投资额为50亿美元[22, p.9]。 2015
年，在中国运营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超过1300

家，其中外国基金约占400家。这些外资基金平
均管理着1亿美元的资产[23, p.13]。

近年来，外资私募股权投资工司在中国投资
的主要领域是消费、医疗和科技[19, p.3]。 在
新兴行业中，排名靠前的是医疗和高科技。2018
年，医疗保健行业的总投资额为430亿美元，外
国基金占总投资额的180亿美元[22, p.16]。2019
年，医疗保健行业的投资额又增长了22%，其中
对制药和生物技术公司的投资额占了很大比重

[22, p.17]。这一增长部分可以归因于2019年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的爆发。例如，在中国运营的最大
外资企业之一黑石集团向中国增长最快的制药公
司之一宜昌东阳光长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了

4亿美元[20]。这项投资说明了有影响力的外国公
司投资中国新兴产业的趋势。

国外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对技术密集型行业的
投资正在快速增长。25 信息技术是高科技行业的
主要市场之一。2018年，信息技术行业的总投资
额达1030亿美元，外资基金占总投资额的430
亿美元[22, p.22]。此外，在2013-2017年间，对
中国的互联网和科技交易已占外国私募股权投
资增长的85%[25, p.13]。互联网和科技交易的平
均投资交易规模从2013年的3000万美元上升到
2018年的2.13亿美元[25, p.17]。 贝恩公司的调查
显示，由于传统的私募股权估值方法与中国市场
估值存在差异，约85%的私募股权投资者认为很
难评估中国的”新经济企业”[25, p.13]。然而，中
国的私募股权投资市场正在不断发展，并为各行
业的外资私募股权投资创造了越来越多的机会。

本土私募股权公司 

本土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私募股权市场上的
影响力持续增强，其资产管理规模、募集资金、
退出交易额均有所增长。近年来，中国本土私
募股权投资的领军企业有：弘毅投资、中信资
本、26 博裕资本、九洲创投[23, p.9]。弘毅投资
拥有120亿美元的资产管理规模。27 这些资金使
弘毅投资投资了100多家中国公司，成为了行业
领军者。他们的投资组合是多样化的，在2015-
2019年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对西方公司进行
海外投资的趋势中，弘毅投资发挥了重要作用。
例如，弘毅投资2014年对英国的PizzaExpress进
行了10亿美元的投资[27]。 弘毅战略的一个关键
因素是跨境投资。在中国，自2000年以来，本
土人民币私募股权基金的资产管理规模和募资额
都在增加[22, p.7-8]。2018年，中国6000亿美元
的资金管理规模[22, p.16]中的大部分来自于本土
人民币基金近年来的增资，2008年增资40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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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2013年增资210亿美元，2017年增资1050亿
美元[22, p.20]，这些增资的原因是本土私募股权
投资市场加速成熟，本土基金管理人扩大了本土
企业的规模，以及2014年中国国企IPO热潮后资
本的涌入。2015年，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私募股
权投资公司超过1300家，其中本土基金约占900
家。本土基金的资产管理规模从3200万美元到
9000万美元不等[23, p.14]（见图8）。

近年来，中国本土私募基金投资的主要行业
有医疗健康、自由消费、科技、媒体和电信[19, 
p.4]。这与国外基金的投资趋势类似，本土私募
股权投资基金也瞄准了医疗和科技行
业。2018年，医疗健康行业的总投资额为430亿
美元，本土基金的投资额占总投资额的170亿美
元[22, p.16]。2019年，医疗健康行业的投资资本
又增长了22%，本地基金占投资资本总额的210亿
美元[22, p.23]。这种增长可以通过本土私募股权
投资公司：中信资本和正心谷资本的投资看出。
中信资本对哈尔滨制药投资4.47亿美元，正心谷
资本对康方生物投资1.5亿美元。这些投资表明了
本土私募股权投资和中国政府在帮助医疗行业投

资方面的作用。

法律和监管制度
各部和委员会

中国的法律制度是比较新的，因为中国的法
律制度是在1978年以后才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开始
现代化的。当前的中国法律体系与西方法律体系
的标准不同。然而，中国政府已经努力提高制度
的先进性，减少不一致的地方。这一点在外商投
资法规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过去五年实施的新法
律法规旨在为本土企业和外国企业提供公平的竞
争环境。

所有的”法律”都是”由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通过的”。28 所有的”行政法规”都是”由
最高行政和执行机关--国务院发布的[28, p.1]。” 
国务院负责监督各监管委员会和部委[13, p.285]
。众多部委，每个部委负责不同的部门或职能。
以下图11和图12显示了监管金融市场、外国投资

和外国企业所必需的法律法规和部委。29 

外商投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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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1日颁布的《外国投资法》导致以
前所有的外国投资法被废除。这些法律包括中外
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
业法；30 所有这些法律以前都是对外国投资和外
资流动的管理法。31 外商投资法的出台是中国迄
今为止在公司治理和外商投资方面最重要的改革
之一。外商投资法适用于所有在中国进行外商投
资的公司，并使这些公司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的约束。外商投资法的目标是在外国公司
和本土公司之间实行平等待遇。这些法规基本上
是相同的，只有一些不同的其他规定。外商投资
法的附属规定罗列了外商投资和本土投资不太相
同的一些领域。下文强调的规则并非包括所有，
但具有代表性。

关于外国直接投资的附属规定示例[31, p.1]
：
 信息报告        关于外国投资信息的报告事 
 项的公告。32

 外商投资企业注册  国家行政管理总  
 局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实施外商投资企业注 
 册有效工作的市场监管通知。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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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若干问  
 题的解。34

 清理 商务部废止具体规定的决定。35

      
 根据《外商投资法》，外商投资将包括：
 外国投资者单独或者与其他投资者共同在 
 中国境内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外国投资者取得中国境内企业的股份、股 
 权、财产份额或者其他类似权益；
 外国投资者单独或者与其他投资者共同在 
 中国境内投资新建项目；
 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方 
 式的投资。

目前还不清楚可变利益实体(VIE)、36 返程投
资、目前在国外的中国公民的投资或外国政府组
织是否会被视为外商投资法下的外国投资。对可
变利益实体的定性可能会引起私募股权投资公司
的兴趣，因为他们通常使用这种结构。

外商投资法的关键组成部分可分为四个：投
资促进、投资管理、投资保护和法律责任。投资
促进包括对外国和本土资金的平等待遇和提高立
法程序的透明度。投资管理包括市场前国民待遇
准入和负面清单管理；37 38 新的投资报告制度；
国家发改委以项目为基础的法规；行业特定法
规；以及继续规范本土和外国公司的公司结构。
投资保护包括资金汇出、知识产权保护和政府合
法承诺的履行。39 根据外商投资法，法律责任旨
在使监管体系现代化，保护公司免受不公平或苛
刻的限制，并创造平等的法律分配（包括政府）
[31, p.1]。在所有这些变化中，外商投资法最大
的影响是对公司治理结构的调整。

自2020年1月1日起，《外国公司条例》成为
所有现有外国公司和所有新设外国公司的总领法

律。在此之前，现有公司有五年时间更改注册和
结构，以符合外商投资法并遵守中国公司法。

结论

中国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这种增长
迅速扩大了金融体系，并产生了对全面监管体
系的需求。1978年，中国摆脱了”中央计划”的束
缚，标志着经济快速发展的开始。在国家主导的
发展下，中国实施了经济特区和自由贸易区各种
发展计划，以及政府在特定行业实施激励措施。
诸如此类的措施使中国能够影响发展，包括经济
体系中的私营和外资部门的巨大增长。在1978-
2018年，中国的GDP平均增长率为9.8%。然而，
这种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伴随着金融系统（包
括私募股权投资行业）类似的监管加强。

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向成熟的大中型企业投
资，将风险降至最小。私募股权投资公司获得公
司的所有权，积极参与公司的管理，以改善其财
务业绩。然后，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出售公司或其
在公司的股权以退出。

在中国，在中国本土私募股权投资行业发展
之前，外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就已经进入了市
场。这导致外国和本土私募股权投资公司有不同
的法律法规。此外，一些外资企业如果与本土企
业分享其知识，则允许进入中国。中投公司在
2007年收购黑石公司10%的股份就是一个例子。
中国的外资和本土私募股权投资公司拥有许多相
同的市场利益，特别是在医疗和科技领域。然
而，目前本土私募股权投资行业的规模已经超过
了外资行业，并且发展迅速。

从2020年1月起，中国正试图根据相同的法
律对外国公司和本土公司进行监管。新的外商投
资法为外国公司和本土公司建立了标准化的公
司治理结构。以前所有关于外国投资公司的法律
都不再有效，现有公司有五年时间改变注册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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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以与外商投资法保持一致，并遵守中国公司
法。这些新的法律法规的影响还有待观察；但
是，随着对外资和本土私募股权投资公司的明确
和平等的法律法规，外资私募股权投资行业可能
会在中国再次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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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

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以军事干预东南亚为
由，将其作为遏制共产主义扩张、巩固其

权力和信誉的手段。1 虽然战争理论上发生在北
越和南越，但现在公认的是美国还对柬埔寨和老
挝进行了军事干预。比如说，老挝人民民主共和
国在这一时期成为世界上被狂轰滥炸最惨烈的国
家[1]。 因为这些轰炸主要违反的是关于老挝中
立的日内瓦协定，它没有被公之于众，也因此在
后来被称为“秘密战争”。2

 虽然美国已经承认它主要对越南负有一定
责任，在柬埔寨也有少部分责任，但直到2016
年，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才成为第一位公开承
认美国在老挝投下超过100万吨炸弹的美国总
统。此外，他还将美国的资金增加了一倍，用于
清除每天都在新致人死伤的UXO（未爆弹药）。3 
然而，与提供给越南的援助相比，老挝获得的资
金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有人认为，美国没有
为他们在老挝的行动承担起全部责任。4 另一方
面，因为内部对美国在东南亚的行动存在怀疑，
老挝政府在某些情况下拒绝美国的援助。5

本文将探究美国于20世纪在老挝的轰炸任
务及其影响。目的是确定美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在
促进国际合作以赔偿战争受害者、实施制裁、减
轻战争遗留物的影响和支持该国可持续发展方面
的责任。为此，本文将对战争罪、对外援助、责
任和赔偿等概念进行回顾，并确认相关事件、施
事者和法律。最后，将对老挝的赔偿进展进行评
估，并对日后的补偿提出可能的建议。 

秘密战争

从文件档案上看，越南战争发生在1965年至
1973年间，地点在越南和柬埔寨。虽然冲突在
1973年《巴黎和平协定》后正式结束，但现在已
知战斗一直持续到了1975年[1]。此外，最近老挝

被揭露在整个战争期间遭受了猛烈轰炸。6 对老
挝的军事干预被称为“秘密战争”，因为它直接违
反了1962年的《老挝中立国际协定》[2]。     

事实上，老挝是美国在破坏胡志明小道上对
越供应链的一个战略目标[1]。因此，尽管美国是
《老挝国际中立协定》的签约国，但美国空军早
在1964年就开始轰炸老挝，并一直持续到1975
年。7 据估计，到战争结束时，老挝有十分之一
的人口被杀，五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受重伤，约四
分之一的人口成为难民。8

由于在老挝的战争行动属于中央情报局的秘
密任务，这些事件在战争结束后的40多年里一直
没有得到官方承认[2]。虽然美国政府从1993年开
始向老挝提供财政援助，并在2016年公开承认了
自己的行为，但到目前为止，正式的赔偿和制裁
还未建立。
1

战争罪

为了给确定责任、制裁和赔偿提供依据，有
必要确定罪行的性质及其程度。就越南战争而
言，可以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框架进行评估。
正如后文将讨论的那样，与轰炸老挝有关的罪行
并不限于战争罪，也不限于越南战争的时间范
围。然而，本节将重点讨论越南战争的事件及其
与相关国际法的关系。

战争罪一般被定义为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
任何行为。所述的一些违法行为包括故意杀人、
酷刑和不人道待遇、故意造成巨大痛苦、侵占和
破坏财产以及非法驱逐和监禁。自1949年《日内
瓦四公约》以来，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都必须遵守
这一法律，任何违法行为都将受到国际刑事法院
的制裁[2]。

1967年，国际战争罪法庭裁定美国“犯有所
有罪行”，因为它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犯下了
种族灭绝、使用违禁武器、虐待和杀害俘虏以及
强迫平民流离失所等战争罪。值得注意的是，人
们非常强调在平民居住的大面积地区使用先进武

世界对老挝的亏欠
江映月[1]
[1] 江映月是2022届昆山杜克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学生。

摘要：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以军事干预为由，在东南亚阻止共产主义
的扩张并巩固其势力和信誉。虽然这场战争在越南北部和南部发生，老
挝成为这一时期受到轰炸最严重的国家。本文研究了这些轰炸任务及其
影响。这篇文章旨在明确美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在促进合作方面所承担应
承担的责任。为作为受害者的老挝提供有效的补救措施，并在此过程中
支持老挝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秘密战争、国际人道主义法、集束炸弹、未爆弹药、橙剂、赔
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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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10]。例如，美国在整个战争中广泛使用了集
束炸弹。自2008年以来，根据《集束弹药公约》
，这类武器已被禁止，因为它们被认为是“不安
全的”：在与敌方部队作战时极其无效，但对平
民人口来说却是致命的。9 事实上，集束炸弹不
能针对一个狭小的目标或群体，对混凝土和钢结
构及武器造成的损害很小。相反，它们影响的是
大部分人口密集地区，目的是“撕开人体的肉体”
。10 据估计，从1964年到1973年，美国在东南亚
投下了超过750万吨的炸弹。11 结果，越南、柬
埔寨和老挝的领土遭到破坏，其人民不得不面对
长期的心理、身体和社会后果。12

鉴于这些事实，并根据法庭的裁决，美国于
1972年同意分别向北越和南越提供45亿美元和35
亿美元。但到了1973年，这个数字已经降到了最
初的一半都不到。此外，这个补偿的条件是维持
南北越之间的和平协议。因此，当北越接管南越
时，美国趁机完全背弃了对赔偿的承诺，13 没有
就类似的赔偿达成协议，以补偿战争造成的损失
和支持柬埔寨和老挝的受害者。

战争遗留物

虽然战争已经正式结束了40多年，但其后果
继续影响着老挝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考虑
到美国轰炸任务的长期后果，这一点尤其重要。
因此，必须评估未爆弹药和橙剂的发展性影响及
其对过去、现在和未来受害者福祉的直接影响。     

未爆弹药(UXO)14

在整个战争期间，老挝是大约580 000次轰
炸任务的目标，美国在其领土上投下了2。7亿多
枚集束炸弹。然而，超过三分之一的炸弹当时没
有爆炸。15 因此，老挝约有40%的领土被称为“炸
弹”[1]的危险爆炸装置所污染。16 “炸弹”位于地面
上，往往未被发现，但仍在活动，并可因压力和
运动的微妙变化而被引爆。17

 在老挝，75%的人口依赖农业活动，这使
他们更容易受到 与未爆弹药有关事故的影
响。据估计，在战后时期，有20，000多名老挝
人成为未爆弹药的受害者；其中98%是平民，40%
是儿童，60%导致死亡。这相当于世界上已证实
的因未爆弹药伤亡人数的一半以上[17]。     
 未爆弹药还直接阻碍了老挝的发展。事实
上，频繁发生的未爆弹药相关伤害严重影响了劳
动力。侥幸活下来的未爆弹药受害者由于生产力
被认为大大降低，他们在进入工作市场时往往面
临大量障碍。未爆弹药的年轻受害者也是如此，
他们不得不在学校和社区面临严重的情绪困扰和
社会耻辱感[9]。此外，受污染严重的地区通常是
贫困程度较高的农村省份。由于与未爆弹药相关
的生计活动障碍及其对粮食不安全的影响，这种

情况加剧了社会差距。18

同样，被污染的土地也不能安全地用于工业
目的、旅游、基础设施、运输或教育。这阻碍了
经济中所有工业和生产部门的发展，在应对农村
地区未爆弹药的发现和事故方面，也防碍了适当
技术和教育的推广[9]。

1996年，老挝政府制定了老挝未爆弹药方
案，这是一个旨在协调为农业和社区目的清理受
污染地区的国家方案。19 自那时起，更多的监管
实体已经建立，销毁未爆弹药的努力也极大增
加。20 2016年，老挝启动了一个独特的国家可持
续发展目标：SDG 18“免受未爆弹药伤害的生命”
。该项目旨在对举国式努力提供方案支持和监
督，以确定未爆弹药污染，清理土地，应对民间
发现未爆弹药。21过去十年的举措使每年的未爆
弹药伤亡人数减少了近85%。然而，从战争结束
到现在，只有不到1%的未爆弹药被销毁[17]。毫
无疑问，这意味着在今后许多年里，人们将继续
因此受苦。

橙剂

除集束炸弹外，美国还在越南、柬埔寨和老
挝上空投放了化学炸弹和除草剂。也就是说，
从1961年到1971年，美国在东南亚上空投放了
7500多万升化学脱叶剂“橙剂”。这就是所谓的“焦
土政策”，它试图摧毁越共的农作物、林区和其
他粮食供应。22

1966年，来自匈牙利的联合国代表将除草
剂在越南的使用批评为是蓄意违反《日内瓦议定
书》。因此，1968年，尼克松总统批准了该议定
书，并宣布放弃使用致命的化学品。23 在那时，
研究已经表明橙剂中的化学物质对动物胎儿有强
毒性。24 由于国际压力的升级，1970年，白宫和
国防部禁止使用橙剂及其在越南的所有相关军事
任务。25

1991年，美国前参议员Tom Daschle发起了
一项研究，以发现疾病与接触除草剂（如橙剂）
中化学物质之间的联系。现在很清楚，橙剂中
的二恶英会引起基因突变，导致严重的先天缺
陷。此外，橙剂中的二恶英会持续存在于环境
中，污染土壤、水源和食物链。因此，东南亚的
新一代将继续遭受该除草剂的致命影响[22]。因
此，2015年，退伍军人事务部向美国越战老兵支
付了240亿美元的赔偿金。26 然而，越南、老挝
和柬埔寨尚未获得类似的赔偿。

因此，越南在各种场合寻求援助，并提起诉
讼，为受橙剂影响的人寻求赔偿。虽然对孟山都
公司、陶氏化学公司和其他生产该除草剂的美国
公司的个人诉讼已经成功，但东南亚的受害者还
没有得到大规模的赔偿。27

好的一面是，从2012年开始，美国与越南一
起努力降低越南境内的污染程度。不过，老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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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仍一度被再次排除在这种平等关系外[22]
。虽然老挝已经收到美国的资金来援助未爆弹药
的受害者，但由于接触橙剂而导致的残疾问题仍
然没有得到解决。28 战争遗留问题项目（WLP）
的研究得出结论，在老挝的橙剂喷洒区，有大量
的人有先天性出生缺陷和残疾[17]。此外，橙剂
还对发育造成了严重的挑战。生活在受污染地区
的家庭在战前是自给自足的农民，现在却因农田
受到化学污染而遭受极端贫困、饥饿和其他健
康问题[28]。还有人指出，由于农村社区缺乏宣
传，老挝公民对橙剂及其影响的认知也远低于越
南公民[17]。然而，他们对这一问题的认知不足
不应使我们轻视橙剂对环境和公共健康的威胁，
或忽视解决这一问题的紧迫性。

外交关系和对外援助

上述战争的影响尚未完全解决，并且大部分
进展是由老挝国家机构努力取得的。然而随着时
间的推移，老挝战争的影响在国际上越来越引人
注目。这为老挝带来了大量外国援助，改善了老
挝与美国的政治关系。因此，了解老挝的政治国
际关系对于更好地评估过去的互动，并为今后的
国际合作和适当赔偿提出一条合理道路至关重
要。     

美老政治关系

战争结束后，老挝人民革命党取得政权，并
于1975年正式成立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老挝和
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在整个战争期间已经恶化，
而当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和美国新闻署从
该国撤出时，这种关系彻底瓦解。29 直到1992
年，两国的外交关系才得以恢复，当时两国进行
了双边合作以调查失踪的美国士兵和战俘[29]。

1993年至2016年，美国平均每年为清除老挝
的未爆弹药提供490万美元。尽管如此，老挝从
未成为美国的优先考虑对象。事实上，老挝每年
收到的平均财政援助相当于美国在整个战争期间
每天轰炸老挝所花费的三分之一。30 此外，所收
到的整套援助从未被作为一种赔偿形式，也未收
到美国对其军事干预及老挝影响的正式承认。

2016年，奥巴马成为首位承认对老挝轰炸，
访问老挝，并加倍提供财政援助，支持清除未爆
弹药的在任美国总统。31 虽然这一事件是两国双
边关系取得重大进展的标志，但无论是奥巴马还
是美国政府，都没有为在老挝执行的军事任务道
过歉[5]。

非美国对外援助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老挝也一直是美国
以外的各国官方发展援助的接受国。这些年来，

老挝获得的援助也大幅增加，从1984年的人均
10。5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70。62美元。目前，
老挝官方发展援助的主要来源是中国、日本、韩
国、美国和欧盟。毫无疑问，官方发展援助帮助
老挝投资了重要的基础设施、发展和人道主义
项目，如水坝、经济特区和清除未爆弹药的方
案。32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外国发展援助和融资
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如赠款、优惠贷款、私人投
资和银行贷款。外债和借贷占老挝政府融资的很
大一部分。这种形式的援助每年都有变化，而且
愈发涉及税收和较低的优惠水平。33 例如，老挝
对中国的债务相当于该国GDP的45%左右。由于
老挝政府很可能无力偿还债务，有人建议贷款人
以减免债务来换取其他地缘政治利益。34 此外，
老挝政府和外国发展伙伴都认识到，由于是官方
发展援助，老挝的社会发展并没有像经济数量增
长那样成功。35 这表明，老挝的社会和发展目标
与外国投资者的利益之间存在着不平衡。

受害者和赔偿权

虽然老挝得到了美国和其他政府及非政府组
织的大量财政援助，这不能等同或混淆于充分的
赔偿。老挝的发展挑战在很大程度上是秘密战争
期间所执行军事任务的直接后果。因此，赔偿方
案应不仅注重经济赔偿，而且还应通过承认罪
行、民事信托和社会团结寻求正义。36 可以说，
从这些理由中任何一条看来，老挝都没有得到足
够的赔偿，而这又阻碍了冲突的得当解决。因
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赔偿的历史背景、赔偿的
类别，以及在老挝已经和应该实施赔偿的程度。

赔偿的历史背景

赔偿在战后有很长的历史。例如，德国在普
法战争中战胜法国后，得到了50亿法郎的“赔偿”
。后来，一战结束后，德国最初确定给盟军“300
亿美元的赔偿”。37 然而要直到二战结束，合作而
非共存的法律框架才随着联合国的成立而建立。
国际法中人权的出现，使赔偿不仅是对于国家，
而且对于是个人受害者和群体而言的，在这个前
提下，它改变了国家责任的概念。依据此，德国
有史以来第一次签署了一项条约，以向大屠杀的
幸存者个人支付赔偿，并向以色列支付国家赔偿
[36， p。392]。

此后，联合国制定了应对大规模侵犯人权行
为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准则。该准则的五个主要
组成部分是恢复原状、补偿、康复、满意和保证
不重犯。38 根据这些准则，赔偿方案的主要目标
是为受害者伸张正义[36，p。453]。值得注意的
是，在这五个主要类别中，只有赔偿可以在经济
方面得到解决。此外，即使是赔偿，它也提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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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经济损失的伤害，包括任何精神、身体和精
神伤害。

然而，成功的全面大规模赔偿方案例子很
少，甚至几乎没有。这部分是由于联合国相关准
则在语言上宽泛而含糊，同时也是由于准则取决
于各国的合作意愿。在越南战争的背景下，国际
合作在整个冷战期间遭到破坏，过渡时期司法向
政权稳定转变。由于政治上的限制，越南不得
不满足于从未兑现的小规模经济补偿承诺[36， 
p。2-3]。另一方面，在老挝秘密战争事件得到
承认时，国际上已经接受宽恕和遗忘的政策。

正义与赔偿权

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设立的常设法院，任
何违反国际法的行为都需要承担相应责任，这
是弥补违法行为这一首要义务的第二项义务[38
， p。5-7]。既然美国被认定违反国际人道主义
法，并在越南、柬埔寨、老挝犯下了战争罪，那
么，美国就应该向这三个国家以及受害者个人提
供“有效救济”。在这一国际立法框架下，美国有
责任对在老挝所犯战争罪行造成的恶果进行经济
补偿；弥补精神、情感和心理上的伤害；重建受
害者的现状；赔礼道歉；接受司法和行政制裁，
以确保相关行为不再发生[36， p。454]。这一义
务不仅是国际法规定的责任，而且在美国国内也
被认为是必要的。值得注意的是，1973年，尼克
松总统的首席外交政策助手称，”在医治印度支
那的伤口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开始医治美国的伤
口” [24， p。16]。然而，为了落实联合国赔偿
准则，界定受害者应得到什么补充才公平很有必
要。然而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方法来界定公平的
赔偿。

赔偿的主要原则是“恢复原状”。应对这些挑
战的主要原则是“恢复原状”，即完全恢复冲突前
的个人和国家状况 [36， p。456-457]。不过，
将先前存在的条件设定为目标往往是不可能实现
的，并且，在像为秘密战争寻求赔偿这样的追溯
性案例中甚至是不可取。这种模棱两可的做法被
美国利用为了逃避赔偿责任的依据。

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在越南战争后几乎没有
采取任何行动来协助赔偿进程。虽然美国承担了
支付赔偿的很大一部分责任，但国际社会可以在
支持赔偿努力、提供技术援助和向多边机构施加
压力以满足受害者需要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39 
由于目前的国际赔偿框架没有为国际社会规定具
体的作用，这常常被用作不采取行动的借口。为
此，联合国建议重新评估国际社会的作用和责
任，以指导、加强赔偿进程并使之合法化[36]。

前进

在回顾了驻老挝军事特派团的历史和立法背
景之后，我们可以断言应有的赔偿并未被支付。
今后的努力必须认识到损害的多面性以及组成全
面赔偿方案中的不同个体和国家。为此，本文将
根据联合国赔偿准则的五个主要组成部分评估老
挝的赔偿进展情况，最后还提出了一些思考和建
议。     

归还

联合国认为，恢复原状可以理解为恢复自
由、享受人权、身份、家庭生活和公民身份、居
住地、就业和财产[39]。在老挝，由于未爆弹药
的存在，这些方面的进展受到了极大的阻碍。美
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已经在与老挝共同努力以解决
这一问题。然而，必须加强国家和国际努力以加
快清除进程，避免今后出现受害者。

补偿

虽然老挝得到了大量的外国援助，但它从未
得到与损失相称的适当经济补偿。国际法院、联
合国和其他国家在促使美国重新考量其战争罪行
并承诺向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支付赔偿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

康复

老挝制定了为未爆弹药受害者提供康复服务
的大规模方案，这些方案的资金主要来自外国援
助，特别是美国的援助[39]。然而，战争的其他
遗留问题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特别是，橙剂会
继续对环境和公众健康构成严重威胁。为了让公
民了解其影响，并支持在身体上、经济上和社交
上受这一问题影响的人。老挝和美国双方必须合
作，两国还必须共同努力来提高这一问题的国际
能见度，以确保外国援助也能及时援助这些遭化
学污染的受害者。

满意度     

毫无疑问，在奥巴马政府期间，美国在承认
战争罪行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然而，对为其在
整个秘密战争期间的违法行为，美国仍然欠老挝
一个道歉。此外，联合国准则还建议通过多边合
作以寻求真相。目的应该是寻找失踪者，协助找
回和重新埋葬尸体，并纪念他们的逝去[39]。最
后，国际法院有责任调查秘密战争事件，并给予
司法和行政制裁。

保证不重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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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类问题大概是最关涉全球司法的。这是
一个广泛的类别，包括体制改革、加强司法程序
和独立性，以及促进和保护国际人权[39]。这既
涉及到直接有关的国家，也涉及到更广泛的国际
社会。

在积极的一面，美国于1971年禁止使用橙剂
[25]。世界上在使用集束弹药方面也有改进。在
这一领域，集束弹药联盟在禁止使用、生产、转
让和储存集束弹药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迄今为
止，已有121个国家加入该公约，其中108个国
家是缔约国，13个国家是尚未批准的签署国。然
而，美国尚未签署该公约，并继续储存着与在老
挝使用过的类似的集束弹药[9]。

此外，尽管美国已经签署了《禁雷条约》
，但在2020年1月，美国宣布其计划重新授权其
军队使用集束弹药。40 为了弥补老挝保证不再复
发，美国不仅有责任遵守，而且有责任带头努力
使其他国家签署和批准该公约。

总的来说，美国在承认其责任并向老挝及其
公民支付全面赔偿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为此，
联合国赔偿准则可帮助澄清什么是犯罪行为，并
了解受害者应获得赔偿的不同层次。然而，这些
准则与确保国家一定会遵守并不是一回事。在促
进、支持大规模赔偿与和解进程并使之合法化，
以及诉讼和实施制裁方面，国际社会必须重新评
估其角色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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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 when I am writing these words, it strikes me that where I am has turned into a heteroto-
pia—I am writing at home, where I have been self-isolating over several weeks, the usual, familiar 
setting becomes an estranged, crisis “other” space, and the same quiet, invisible transformation 
has happened to many homes, hotel rooms, hospitals, cruisers that are not allowed to reach 
shores, and cities that are shut down, countries that close doors to the outside, and even the entire 
planet that looks differently now that human activities are greatly reduced, and atmosphere, cli-
mate as well as ecosystems have quietly changed.” 

— — Mingwei Song, The Fear of Seeing (forthcoming)  

While the IUCJ is an academic research journal above all else, we have decided to include featured 
work from the U.S.-China Better Relations Coalition’s November art exhibit, Home Is...? We believe 
doing so not only supports the efforts of our parent organization, but also demonstrates the un-
deniably multidisciplinary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uring this turbulent and isolated time 
through which we are living, we hope that the following cultural abstractions of home can serve as 
reminders of the difference in cultures and associations of home that lie at the root of our studies. 
The full exhibit is available at betterrelations.org/home-is.

UCBRC presents

Home is...?



Zyra Zhang
Habitat, 2020
Digital Art

I built this imaginary space with certain elements to represent [my] personal impression of [my] 
hometown Yuyao. I was conside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yself and home when staying 

abroad alone during the quarantine period. This piece, however, brings up my redefinition of home 
because the instability of modern migration, overseas study, the epidemic condition of this year, 
and other factors have already impacted the conventional concept of home. It becomes a faith 
instead of a place or a room where I actually live. Then I rendered the image with free-willed lines 
and color variations. Such existing space in my brain has transformed realistic landscape into a fan-
tastical, peaceful habitat, in which the sense of belonging can settle my mind.

44



45

Xiao Sun 孙晓 
My Hometown—Daliang Mountains of Sichuan series, 2019-2020
Acrylic on paper

As a child born and raised under the nurture of the culture in Liangshan, I feel the urge to pick up 
my brush for my hometown, the Liangshan Yi Autonomous Prefecture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 

It sit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Yunnan and Sichuan and is home to a large population of the Yi people (彝
族), along with other ethnic minority groups in China. It also has one of the four spaceports in China.

The people of my hometown are kind, friendly, hospitable, and enthusiastic. They greet friends and 
guests with their best cuisine, play the Moon Lute at gatherings, and invite visitors to sing, drink and 
celebrate the wondrous night.

Impressions of the Torch Festival of the Yi, the New Year Festival (阔时节) of the Lisu (傈僳族), and the 
spaceport are engraved deep in my mind. Black, red, and yellow are the three main colors used by the 
Yi in their traditional garments and lacquerware. In Yi’s culture, black is the earth’s color, representing 
solemnity; red is the color of bravery and passion; and yellow is the color of light and aspirations for 
the future. I use these colors and totems as an artistic representation to depict my home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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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 is an uncountable noun. A place where cars could hardly pass—this was my only impres-
sion of Beijing’s hutong. Not until I took a thorough walk did I realize how miraculous it is. Under 

a narrow ray of sky, every aspect of the lives of residents is displayed. The tiny, obscure zone has 
been the home of several generations, and it is impossible to know the exact number of residents. 
Aged trees, paint-shedding walls, outdated decorations—they are the carriers of history, recording 
the lives of each generation. Unfortunately, many hutongs, the “home” of countless people in his-
tory and present, are to be demolished and replaced by modern architectures. All the traces will be 
erased in reality, so let’s not abandon the “home” in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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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owei Gong
Home is an Uncountable Noun, 201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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