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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广网北京 11 月 3 日消息（记者王楷）本月 1 日至 3 日，国际著名智库“21 世纪理

事会”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在会议间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独家专访与会代表之一、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先生，请他就中国外交与国际关系等问题

深入剖析。 

  记者：外交关系方面，习近平主席去年提出了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理念，这种说法也

得到了上个月来华访问的印度总理辛格的认可。您怎么看待“新型大国关系”？ 

  马凯硕：我认为这是个非常棒的提法。从历史来看，每当新的国家崛起，老牌国家就

会感觉受到了威胁，这可能会导致一些矛盾和冲突。但是我认为，如果中国和印度能够在

崛起的同时也向世界证明自己不是威胁，反而能对世界和平作出贡献的话，我相信这是一



种比较好的方法。同时，在我的新书《大融合》里面提到一个观点，发达国家如何与新兴

国家一起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发达国家要学会如何分享他们的权利。 

  记者：您如何看待不断恶化的中日关系？ 

  马凯硕：总的来说，我对全球的局势都比较乐观，但最让我担心的就是中日关系了。

关于中日的钓鱼岛纷争，有时我睡觉前躺在床上都会琢磨，中日之间是否必然会发生冲突。

但庆幸的是，目前双方都比较克制。我认为现在的局面是，中国越来越强大，中国的经济

总量已经超过日本，可能再过不久就会是日本经济的两倍。现在的问题是，日本要面对一

个更加强大的中国，而中国可能面对的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日本。此外，中国在和日本政

府打交道的同时，也要关心日本人民的想法。因为日本首相和政府更迭太快，从来没有哪

个国家的政坛像日本这样，所以中国更要关心日本民众心态。 

  记者：对于本届政府的周边外交政策，您如何评价？ 

  马凯硕：高度重视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我认为这是本届中国政府外交政策中非常

积极的一个方面。中国是许多亚洲国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需要和周边国家分享他的

繁荣发展的成果。我很高兴前段时间印度总理访华，就目前的经济总量来看，全世界来看

美国第一、中国第二，但到 2050 年可能变成中国是世界第一位、印度第二位。中印关系

可能变成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所以，我很高兴中国在这方面积极努力，加深对

其邻国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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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您如何看待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命运共同体”的概念？ 

  马凯硕：对于习主席提出的“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我很赞赏。我认为，国家关系的发

展就像我们每天的生活，总有一些起起伏伏，如何处理这条挑战和挫折才至关重要。关于

领土纠纷，不单是中国和一些邻国有领土纠纷，一些东单亚国家比如越南和菲律宾之间就

有一些领土纠纷。中国如何处理他和别国的领土纠纷是有着示范性作用的。中国在处理这

些问题时已经非常有耐心了，也非常谨慎。但是作为一个大国来说，他可能必须特别特别

有耐心，这样才能更好地处理这些关系。 

  记者：您认为，中国应该如何建立自己的软实力？ 

  马凯硕：中国不需要“建立”软实力，而只要“发现”自己的软实力。中国有这么悠长的

历史、这么灿烂的文化，完全可以从过去的足迹中寻找。中国目前来越强大，也越来越开

放，他的文化更容易被其他国家了解和接受。同时，这个世界也有更多的人想了解中国。 

  记者：叙利亚问题是今年各国关注的国际热点，目前叙利亚政府销毁化学武器取得了

一些进展，这个月可能还将召开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您对叙利亚问题的和平解决乐观么？ 

  马凯硕：叙利亚问题是个特别复杂的问题，不仅有大国的较量，比如俄罗斯和美国，

还有伊朗和以色列等国也都有一些利益牵扯其中。我认为除了和平解决叙利亚问题别无他

法，武力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正如联合国问题叙利亚特使卜拉希米所说，用单边

主义的方式解决叙利亚问题是不可能的，我也认同这个观点。有人说，只要把阿萨德赶走，

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我认为这也不可能，你看看现在的利比亚和埃及动荡的结果，革命推

翻了政府、赶走了领导人，但问题仍然留了下来。所以最好的方法是联合国的介入，通过

政治的、外交的、和平的手段来解决。 

 

 

  马凯硕先生简介： 

  马凯硕，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任职新加坡外交部长达 30

余年，曾担任新加坡常驻联合国代表、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2005 年，他被美国《外

交政策》杂志及英国《展望》杂志评选为“全球百大杰出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