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 投 行 最 初 阶
段大获成功，世界
舆论从地缘政治解
读它的不少，其中
中国媒体跟着起哄
的也挺多。必须指出，对亚投行的“地
缘政治解读法”来自美国决策层和华盛
顿的政治精英，这导致了美国相当程度
的被动，同时也深刻误导了世界上很多
人看这一新事物的角度。

申请加入亚投行的国家数量远超预
期，而且这是在美国公开反对其盟国加
入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些意外刺激了国
际社会的政治想象力。从道理上说，世
界上很多事情搞得很大很轰动时，都会
有政治意义附加上来，亚投行也不例外。

亚投行是对国际金融秩序有所触动
的事件，金融秩序又是国际秩序的基础
框架之一，当美国力图固化原有金融秩
序，而在一开始对亚投行采取抵制态度
时，这件事的政治味道日渐浓厚和突
出。结果是美国高估了自己的号召力，
在亚投行问题上失了分。

在美国转变态度，表示愿意推动世

行等与亚投行合作之后，相关“政治游
戏”随之告一段落。这段“插曲”当然
不会像一颗流星划过天际一样消失得无
影无踪，它的余音会长期萦绕在国际政
治领域，对人们今后的思考和行为产生
影响。

但是这样的后续影响决不应
被夸大。亚投行不能被看成是地
缘政治的标志性事件，它也不是测
量中美实力此消彼长的里程碑。
它的确显示了美国霸权的局限性，
但它决不是衰落的美国霸权可以
逐渐被另一种霸权取而代之的象征。

中国能突破美国阻挠，把亚投行的
朋友圈搞得这么大，是因为中国认真把
这一多边金融机构当成合作共赢的事情
来办，以高度开放姿态将地缘政治因素
降到了最低。美国将一件大好事硬生生
往地缘政治上硬扯很不得人心，因而

“失道寡助”。
中国今后在“主导”亚投行的过程

中，应当坚持就金融论金融，以贸易
谈贸易，切实履行最初的承诺，致力于
将亚投行办成超越任何单一国家利益的
国际性机构。如果中国因为华盛顿“玩

输了地缘政治”，自己“乘势扩大
战果”，借亚投行大打地缘政治
牌，那么我们不太可能会有新得
分。情况很可能是相反的：我们
会跌比美国更大的跤。

从一定意义上说，竞争是人的
天性，中国这一次围绕亚投行做得很体
面，成果显著，美国的捣乱最终让自己难
堪，我们的舆论为此很高兴，一些人顺势
揶揄美国几句，这些总体上不能算不正
常。但是中国的学界应当高度清醒，不
应在舆论的兴头上“顺势泼油”。

近日有媒体通过访谈节目得出结

论：欧美板块正逐
渐向欧亚板块漂
移。对这种过于轻
率的说法，学者
在评论时应慎之

又慎，避免误导中国公众，向外部舆论
发出不正确的信号。

中国复兴是个漫长过程，中国主导
的经济事件会不断受到来自外部的地缘
政治审视，而且客观上说，它们的地缘
政治意义在很多时候的确“不是零”。这
种情况下，中国一定不能被外部牵了鼻
子，把经济事件变成我们与外部的地缘
政治互动和博弈。我们有必要淡化它们
的地缘政治元素，坚持专注于经济本身。

经济是中国的优势，也是我们走向
世界的主要抓手。地缘政治有时看上去
像抓手，其实它往往是藩篱，也可能成
为沼泽或陷阱。合作共赢从未收录到西
方传统地缘政治概念的词典中，但它却
漂亮地穿透了零和思维的固有阵地，预
示了不同的未来。中国今后的成功或许
就取决于我们能否把合作共赢这条路拓
得更宽广，走得更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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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莫跟着外界炒亚投行“政治胜利”

在国际舆论看来，当前
沙特领导阿拉伯国家强力介
入也门形势的重要原因在于
什叶派胡塞武装得到伊朗的
支持，也门形势的背后是逊
尼派大国沙特和什叶派大国
伊朗的对抗。但是，这或许
只是也门形势的一部分。对
沙特而言，此番大动干戈并
不能带来其也门政策的乐观
前景。沙特在也门的泥淖里
或将面临左右为难的尴尬。

从历史的角度看，沙特
自立国之日起就与也门结下
不解之缘，沙特长期是也门
事务的重要干预者之一。2011
年也门动荡以来，也门北部
胡塞武装、南部独立运动以

及“基地”组织半岛分支在也
门均呈壮大之势，在同时面临
巴林问题、叙利亚问题挑战的
情况下，由于也门形势的复杂
性远远超过巴林，沙特的也门
政策并无好的选择，只得寄望
继任总统哈迪通过启动全国对
话会议实现各派和解。但也门
的 各 种 矛 盾 积 重 难 返 ， 在
2014年再度陷入严重政
治危机，其最突出表现
是胡塞武装在 2014年下
半年以来发动了势如破
竹的攻势，最终迫使沙
特领导逊尼派阿拉伯国家以及
巴基斯坦等国家出重拳对胡塞
武装进行打击。沙特固然可以
通过此举重创乃至剿灭胡塞的
军事力量，但真正考验沙特的
是如何对未来的也门进行安排
以及处理相关的外交挑战。

首先，扶植一个亲沙特的
也门逊尼派政权的可能性几乎
不存在。平息也门国内的政治
纷争，建立一个亲沙特的逊尼
派政权最符合沙特的利益。但
就胡塞武装的迅猛发展来看，
也门逊尼派显然未形成一支统
一的政治力量，足见其内部的
严重分歧。从也门的人口结构
看，逊尼派和什叶派是一种相
对势均力敌的结构。但如果考
虑到逊尼派内部的部落与家族
纷争，逊尼派的凝聚力无疑远
逊于什叶派。

从沙特与也门关系的历史

来看，沙特多次干预也门内政，
双方还存在领土纷争，即使是
也门逊尼派也不会对沙特有太
多好感。更重要的是，致力于
消灭沙特君主制政权的“基地”
组织半岛分支已经借沙特打击
胡塞势力攻城略地，而该组织
的社会基础就是也门东南部的
逊尼派。因此，沙特想短期内
在也门打造一个亲沙特的逊尼
派政权的可能性近乎于零。

其次，应对相关的外交挑
战也决非易事。在打击胡塞武
装的过程中，沙特组建了包括
海合会国家以及包括埃及、约
旦、摩洛哥、苏丹和巴基斯坦在
内的国际联盟，足见沙特在行
动前进行了足够的外交准备，

同时也得到了美国的认可，这
充分反映了中东变局以来沙特
不断增强的地区影响力。但这
种国际联盟恐怕并非铁板一
块。例如，作为一向低调行事
的阿曼便没有参加对也门胡塞
武装的军事同盟，这对于沙特
而言显然是一种缺憾。再如，
由于历史上沙特与埃及曾长期

争夺也门，沙特对塞西政
权企图派地面部队进入
也门肯定会心存疑虑。

从地区格局层面看，
沙特组建国际联盟打击

也门什叶派，其间又恰逢伊核
谈判达成协议，这进一步凸显
沙特与伊朗两强崛起的地区格
局。伊朗或许不会在也门问题
上与沙特进行全面对抗，以维
护其来之不易的伊核谈判成
果，但双方无疑将继续在叙利
亚、伊拉克、黎巴嫩、巴林、也门
等存在教派矛盾的国家进行或
明或暗的博弈，这无疑将成为
沙特面临的长期挑战。此外，
据媒体报道，沙特与以色列在
打击胡塞武装问题上也进行了
一定的合作，这无疑有损于沙
特在阿拉伯世界的形象。从沙
特与美国的关系看，沙特的也
门政策固然获得了美国的认
可，但美伊关系改善、美国撤出
在也门的反恐力量，都增强了
沙特面临的安全压力。▲（作
者是上海市高校智库——上海
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沙特在也门或将左右为难
刘中民

在新加坡举国唁别“建国总
理”李光耀的缅怀中，《联合早
报》以颇具“盖棺定论”的“小国
巨人的政治遗产”一文，对李光
耀为新加坡繁荣发展“居功至
伟”的贡献进行了点评，其中包
括他“谨慎处理种族、宗教与语
言的敏感问题，以维护政治的稳
定”的成就。的确，新加坡倡
导的种族融合政策及其实践，
立足于新加坡种族、宗教、文
化、语言多样性的国情，广泛
渗透于新加坡社会治理和社会
生活之中，是新加坡人国家认
同的重要政策支柱之一。

新加坡种族融合政
策的实践

新加坡的国民成分中，华
人约占75%，其次为马来人（约
13%）、印度人 （约 9%）、其他
混血（约3%）。其种族融合政策
覆 盖 各 种 族 ， 但 又 有 族 别 差
异，例如“双语教育”（英语、
母语） 中的华语文限于普通话
而不支持闽粤语等方言。

这 套 种 族 融 合 政 策 的 实
践，总体上追求社会各个领域
的比例均衡，在公务、企事业
部门和服务行业等领域都彰显
着三大种族的配额，与此相适应
的则是公共服务设施和媒体中
英文、华文、马来文、泰米尔文的
使用等，甚至延伸到族别性的食
品供应。这些政策实践，看似
强化和保护了各种族的特征和
自我认同，但是塑造“新加坡
人”认同的努力，则在国家的
其他制度、政策和社会生活规
范中形成更加广泛的共性。

新加坡的种族融合政策及
其实践是“新加坡模式”的有
机组成部分，与该国选择的道
路、制度和理论融为一体。因
此，研究新加坡倡导的种族多
元主义理念，分析新加坡实行
的种族融合政策实践，不能脱
离新加坡的国情实际。

在有关新加坡种族融合政
策的实证研究中，按不同种族
的比例配购政府组屋的政策，
是广受人们推介的成功经验。
这项旨在鼓励各种族共居相处
的政策，规定了每个社区、每

栋 公 寓 楼 宇 中 ， 华 人 、 马 来
人、印度人以高于其在国家总
人口中所占比例配购，创建了
社区生活、楼宇家居中的多元
共处环境。这项政策自 1989 年
实行以来，促进了新加坡各种
族 之 间 的 相 互 了 解 、 互 相 尊
重、和睦相处。在解决广义的
民族问题 （包括种族、宗教、
移民等）方面提供了一种经验。

中国解决民族问题
的制度设计和政策理念
具有先进性

中 国 是 统 一 的 多 民 族 国
家，解决民族问题是治国理政
的重大事务之一。中国特色解
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突出
了“尊重历史、符合国情、顺
应人心”的特点。但是，鉴于
中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民
族多样、人口规模、分布特点
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别等
因素，特别是面对着西藏、新
疆地区存在的特殊斗争，先进
理念和制度优势的实现程度还
不充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政
策和理论“技不如人”，甚至在
制 度 层 面 产 生 别 人 有 我 们 没
有 ， 就 要 去 模 仿 别 人 的 自 卑
感 ； 或 者 出 现 我 们 有 别 人 没
有，就觉得是多余而必欲去之
的妄自菲薄。

很多人对中国承认多民族
的 身 份 不 解 ， 认 为 是 自 找 麻
烦，对身份证上标注族别信息
诟病颇多，主张借鉴新加坡组
屋政策中种族混居配额制。但
是，这种主张却忽略了新加坡
实行这种政策的依据：即建立
在承认多种族且在身份证上标
注“种族”（race） 这一政策之
本。否则，新加坡建屋局根据
什么来控制组屋计划的社区、
栋宇的种族配额？或者说，中
国 取 消 了 身 份 证 上 的 族 别 信
息，是否还需要或者如何实现
各民族嵌入式居住？

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
设计和政策理念，在世界范围
具有先进性，这是一个事实。
建 国 之 初 开 展 的 民 族 识 别 工
作 ， 是 承 认 少 数 民 族 平 等 地

位、推行民族区
域自治制度、制
定民族政策的基
础。而美国等西

方国家在 1970 年才开始实行承
认种族、民族、移民多样性的
国 情 ， 实 行 多 元 文 化 主 义 的

“平权政策”。英国直到 2014 年
才承认康沃尔人是与苏格兰、
威尔士、北爱尔兰人具有同等
地位的少数民族。

新加坡种族融合政策的立
足点首先是承认种族身份，而
不 是 自 欺 欺 人 地 抹 杀 种 族 差
别 。 不 仅 如 此 ， 从 2010 年 以
来，新加坡在承认种族多样性
方面实行了双重族别身份的政
策，即不同种族夫妻的子女可
以选择诸如“华-马来人”“高加
索-华人”“马来-印度人”等不同
组合的种族身份多达90余种，而
且这种选择首次实现了随父或
随母的男女种族平等。在中国
的异族通婚中，子女从来都可以
自愿随父或随母，这当然是男女
平等、民族平等的先进实践。

在承认民族多样中
实现中华民族的一体，
是高度的政治智慧

在 2014 年召开的中央民族
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
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
进行了全面的阐释，其中也特
别指出：那种“企图通过取消
民族身份、忽略民族存在来一
劳永逸解决民族问题的想法是
行不通的。”承认多民族的国民
结构，立足多元一体的中华民
族 大 家 庭 ， 深 刻 理 解 各 民 族

“认同中华文化和认同本民族文
化 并 育 而 不 相 悖 ” 的 辩 证 统
一，是全面认识中国特色解决
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基础。在
承认民族多样中实现中华民族
的一体，这是一种充满自信的
高度政治智慧。

新加坡种族融合政策实践
的特点，是国家的制度设计、
法律保障和政策实践全面渗透
了种族多元主义的理念，即建立
在承认种族多元身份基础上的
社会整合。从这个意义上说，
这对我们深刻认识中央民族工
作会议做出的“民族工作涉及
方方面面，方方面面都有民族
工 作 ” 论 断 是 有 启 发 的 。▲
（作者是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中国民族政策并非“技不如人”
郝时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