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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盘 点

肯雅塔的回答，干脆、敞亮。“来自中国的债务与来自其

他国家和机构的债务，并没有什么区别。” “我真正担心的是，

用债务去支付经常性支出，用来支付工资和水电费之类的。但

我们肯尼亚的债务是被用来缩小基础设施差距的。10 年之后，

不管是谁来到内罗毕，都会发现，这里有新公路、新铁路。所

有这些都将提升商业发展，为肯尼亚的年轻一代带来工作机会。”

肯雅塔甚至称，肯尼亚从美国、日本、法国多有贷款，为何西

方媒体只盯着中国发问？

在奎斯特尬笑面对镜头之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如

此说：“西方媒体炒作中国的‘债务陷阱论’不是一天两天了。

同样是资金，怎么西方国家的资金就是香甜的‘馅饼’，而中

国提供的就变成了黑暗的‘陷阱’？” 

通过“四大主场外交”等形式，中国呼朋唤友来相会——

不仅各国领导人来到中国，还有实实在在的经贸洽谈和民间交

往穿插其间。以首届进博会为例——吸引了 172 个国家、地区

和国际组织参会，3600 多家企业参展，超过 40 万名境内外采

购商到会洽谈，交易采购成果丰硕，累计意向成交 578.3 亿美元。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对此评价道：“‘主场外交’

搭建了三大平台：经贸外交、元首外交、民间外交。其是一般

外交活动的升级版和加强版。”陈东晓认为，通过“主场外交”，

中国扩大了“朋友圈”，提升了国际影响力，并探索出一套可

供各国携手作为的，具有时代引领性的理念和行动路线图。

固周边与稳大国

2018 年 4 月 27 日，印度总理莫迪在武汉见到了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习近平对莫迪的开场白是：“这是我们两人非常

真诚的约定，今天我们就是来共同履行这个约定，进行非同寻

常的非正式会晤。”

当时有媒体总结出莫迪访华的三处不寻常——地点不寻常，

打破外事惯例，没去首都而到武汉；时间不寻常，莫迪 4 月访

华时，已确定出席 6 月在青岛举行的上合峰会，相当于在不到

两个月的时间里两度访华；形式不寻常，表现在约 24 小时的时

间里，莫迪出席了 6 场活动，多数时候仅有翻译在场，印媒称

这是“心贴心”的谈话。于湖北省博物馆，中印领导人共话文

明古国的历史记忆；于东湖边散步，极目楚天，闲庭信步。俄

新社对此评论称：“北京与新德里之间的喜马拉雅山终于融冰。”

印度《金融快报》评论更为直截了当：“莫迪和习近平的‘交心’

峰会，将为印中关系翻开新篇章。”

在 6 月于青岛举行的上合峰会上，莫迪邀请中国领导人

2019 年赴印度展开第二次中印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可见，从

2017 年洞朗对峙以来的中印紧张局面，在 2018 年已拨云见日。

与此相类，中日关系在 2018 年也得以改善。2018 年，是《中

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40 周年。2018 年 5 月 9 日，第七次中

日韩领导人会议在日本东京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

这也是李克强作为总理首访日本。在日本《朝日新闻》发表的

署名文章中，李克强强调了中日民间友好“唯有根深，才能叶茂”。

提到中日关系，李克强提到“鼓励‘以经促政’、‘以民促官’”。

这一促，果然促成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这是日本首

相时隔七年的首次正式访华。回顾过往，2011 年 12 月，时任

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访华后，中日双方由于钓鱼岛等问题造成双

边关系跌入低谷，同时高层互访几乎全部中断。安倍访华，标

志着中日关系在 2018 年重回正轨。安倍访华之际，正是特朗普

在贸易领域挥舞大棒之后。中美贸易摩擦发生的同时，特朗普

志在贸易领域与日本、欧洲等诸多经济体博弈。安倍访华的一

大成果，恰恰是在贸易领域——中日之间达成超过 180 亿美元

的 50 余项协议，其中包括两国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企业之间

的各种合作。

对此，上海日本学会会长吴寄南向《新民周刊》记者解读

道：“中日两国合作的好处大于对立。40 年前，中日签署和平

友好条约，其中有‘反霸条款’，这是条约的基本精神。我认为，

反对霸权主义，不仅仅是反对政治、军事上的霸权主义，也是

反对经济上的霸权主义。反霸，就是要反对那些违反和践踏国

际准则的逆流！” 

2018 年以来，中国与周边印度、日本、韩国、越南、菲律

宾等国的关系，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2018 年 11 月，习近平

对菲律宾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发表了《联合声明》，其中提到

“双方认为，在中国和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盟国家共同努力下，

2018 年 10 月 26 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出席第一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并

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