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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透视 

今年 3 月 14 日，缅甸仰光莱达雅工业区发生主要针对中国

企业的打砸事件，到 15 日中午已经造成 32 家中资工厂受损、

两名中国员工受伤和至少 2.4 亿元（人民币，下同，约 5000 万

新元）的财产损失。 

缅甸是中国有长达 2200 公里共同边界的邻国，按照中国的

外交表述，中缅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缅甸投资与对

外经济关系部通告显示，2019 年 4 月两国签署了 10 亿元的援

助协议；2020 年 1 月两国就在三年内提供 40 亿元援助达成共

识。但即使是这样，在自己家门口还是发生了如此的反华事件，

很多中国人对此感觉不可思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 3 月 15 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

与缅甸是山水相连的胞波兄弟，是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中

国对缅甸友好政策面向全体缅甸人民。对华友好也是缅甸各界

的共识”。中国外交部的如此表态令一些中国人更加疑惑，既

然两国关系这么好，而且对华友好也是缅甸各界的共识，那为

什么还会发生打砸抢烧中国企业的恶性事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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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面对国内官方的乐观表述和国外的惨痛损失，中国人

有理由对看起来很矛盾的现象感到困惑。客观而言，近些年来

中国人感受到的类似困惑并不鲜见。一面是中国大力帮助、中

国官方宣传的友好国家，另一面则是危害中国及其国人利益的

国家，一些国家的“形象错位”让中国人常常想起一个成语—

—忘恩负义。事实上中国互联网上有关“忘恩负义”的涉外描

述并不少见。 

这反映出什么问题呢？一是部分中国人对推动国与国关系

发展的认知有问题；二是中国官方对一些双边关系的客观认知

或塑造有问题。 

推动国与国关系发展的核心因素到底是什么？有人说是友

好，认为两国友好了，双方的关系自然也就容易发展了。这是

一个大错特错的认知，友好是双边关系发展的结果，而不是核

心推动力。事实上，利益的互相获取才是推动国与国关系发展

的核心要素，互相需求的国家才最有可能发展密切的双边关系。 

一直到现在，中国还有一些人对几十年前的阿尔巴尼亚“背

叛”中国耿耿于怀，并且还把阿尔巴尼亚视为对中国“忘恩负

义”的典型，其实这种心态在国际社会很难得到积极评价。世

界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双边关系的发展一般是基于利益需求的

你情我愿。当 AB 两国发展关系时，即使这种关系对当下的 B

国更有帮助，A 国也不能对 B 国心存施恩之心，哪怕是 B 国对



这样的双边交往深表感谢。从理论层面来看，在阅读仍然流行

于当下世界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著作时，也的确很少看到对“感

恩外交”的描述。 

在大部分国家看来，中国与之发展关系本身就说明中国有相

关的利益诉求，在此之外，如果一些中国人还期待对方对这种

双边交往心存感激的话，就很容易让对方感觉不舒服，最终的

结果往往是中国根植于这种双边交往的原本利益也会受到伤

害。 

所以，对于部分中国人表达出来的某些国家对中国的“忘恩

负义”说，我本人是相当担忧的，特别是自去年冠状病毒疫情

暴发以来，有关“感恩”“忘恩负义”等网络涉外话题还有增

多。国与国之间的利益需求，有时候是会发生变化的，利益的

变化自然会导致国家外交选择的变更。中国要基于国际社会的

相对共识，更加客观地认识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亲疏远近”。 

中国网络空间会出现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忘恩负义”说，与

中国官方对某些双边关系的认知和塑造也有一定的关系。纵观

1949 年以来中国国内对一些国家的宣传报道，存在的现象之一

是，在与某个国家交往较为友好密切时，基本看不到有关那个

国家的负面报道，“一好百好”；而当与某个国家交往不顺或

交恶时，也往往很难看到关于那个国家的正面报道，“一恶百

恶”。 



因为几乎所有国家都不是单一色调的存在，所以不管是“一

好百好”还是“一恶百恶”，都会给中国普通民众带来对相关

国家的片面认知，令他们在一些特定的时间和问题上陷入困惑。

从长远看，这显然不利于中国与世界的恰当互动。在今后的宣

传报道时，中国须要注意这一点。 

再者，这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世界诸国面临的问题和需

求自然也不是一成不变。对任何一个国家的决策者来讲，要想

及时准确地把握各国的最新发展信息，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更何况在信息和政策之间还存在繁多的环节。 

而且，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也存在行政议题设定和“内参

报告”的“揣测上意”化。这当然会制约中国对世界的客观认

知，从而会影响到中国相关政策的有效性，也会影响到部分民

众对外部世界的看法。 

这次缅甸发生的反华事件再次说明，中国须要更深入更客观

地认知这个世界，以及身处其中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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