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俄边境
地名碑树立仪
式 4 日在吉林
省珲春市中俄
边境线举行，此次共有 5处全新的实体
界碑、地名碑正式落成，但是舆论最关
注 1993 年中俄勘界时将 4.7 平方公里土
地划入中国珲春的事情。一些没搞明白
的媒体甚至将这块土地说成是“最新划
入中国”的。

“中国收回4.7平方公里土地”的所
谓“新闻”没有给舆论场带来欢乐，反
而勾起人们对沙俄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
割走中国 150 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回忆。
类似“150万-4.7=多少”的质问迅速在
网上相关消息的跟帖中回荡，骂俄罗斯
以及骂中国政府“软弱”的各种话又像
标语一样在网上被刷了一遍。

一些国人怀念故土的感情可以理
解，与此同时，这些“标语”对中国
人集体情绪所做的展示和造成的联想
却不够真实。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
丢 失 那 些 土 地 是 历 史 上 的 事 ， 不 是
新中国的责任。尽管谈起那段往事很
多人会感慨万千，但大家还知道，今

天的中国不具有恢复那些国土的可能
性，而且这也不应成为当代中国人的
目标。

当年通过不平等条约割走中国领土
的是沙皇俄国，它略小于后来的苏联，
但比今天的俄罗斯大很多。历史上恩恩
怨怨，敌友交错，然而世易时移，眼前
的这个俄罗斯是中国重要的全面
战略协作伙伴。

国际关系是决不能以昨天定
今天的，美日、美越的敌友关系
就在我们身边变幻着。中俄之间
过去发生了什么，不是中国与俄
罗斯今天确立关系性质的首要因素，更
非决定性因素。互联网上常有人用过去
的伤疤来证明中俄没有友好的基础，这
是短见，还很可能是某些势力为成心搞
坏中俄关系制造噱头。

全球地缘政治在把中俄两国往越
来越紧密的战略合作上推。中俄相互
对于对方的重要性达到历史上的最高

点。就中国来看，如果说当年同苏联结
盟尚有其他战略性出路可以寻找的话，
那么今天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却是无可
替代的。

中国来自太平洋方向的战略压力日
紧，缓解这一压力不取决于我们的愿
望，而取决于我们的全球战略运作能

力。设想一下，如果现在中俄不
是交好而是交恶的话，那么中国
将会陷于什么样的战略困境？

对俄罗斯来说情况是一样
的。俄承受了冷战后来自西部前
所未有的战略高压，加强同中国

合作是其稳住阵脚的最大战略支撑。如
果中国加入到西方对俄的打压，莫斯科
将会陷入悲剧性的战略黑暗。

有些国人强调俄罗斯人“不可信”，
比如当年突然就同中国撕破脸，从盟友
变成敌人。客观说，中俄的确没有经历
过“风雨同舟”的考验。

然而从民族性格上观察一个国家，

远没有从利益
角度去预测它
的行为更加靠
谱。中俄全面

合作是两国最高国家战略利益对接的结
果，中国人没有理由怀疑这种利益对接
的可靠性，而应当与俄一道维护扩大彼
此的共同利益，让俄罗斯对与中国“世
代友好”形成依赖。

如果中国互联网上总是谈中俄过去
的恩怨，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俄社会的
防范心态。事实上俄罗斯人挺担心有一
天中国会夺回那些土地，俄一些亲西方
人士也常用中国网上的声音吓唬俄社
会。这导致俄对远东地区同中国加强合
作、尤其是对引进中国劳动力颇存戒
心，担忧那些地方“中国化”。

中俄结伴不结盟，中国从不反对俄
与西方发展关系，中国也没因为中俄友
好就削弱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加强各领
域合作。事实上中俄越合作，我们就越
在对美关系中多一些主动，中美关系反
而更容易搞好。因此在对俄问题上中国
社会一定要有博大的视野和胸怀，舆论
活跃人士也需留些口德。▲

农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现现代化的基础。中共中央提出，

“十三五”期间要大力推进农业现代
化。可以想见，中国农业将迎来新
的发展契机。但对农业“现代化”
的理解在实操层面常存在偏差，从
而产生新的问题。当前有必要在全
社会厘清农业现代化的内涵。

以农业现代化走在世界前列的美
国和日本为例，现代化了的农业在两
国都暴露出一些弊端：从能源消耗和
可持续的角度看，美国农业具有掠夺
性；从食物自给的角度看，日本的农
业不安全因素显然是其国家安全的短
板。

农业具有经济的、生态环境的和
社会文化的功能，是容纳了生产、生
活、生态和生命的生生不息的产业。
其主要功能包括：提供充分且安全的
食物；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并使从业
者的收入不低于社会平均收入；生产
过程不以损害生态或可持续发展为代
价，反而可以保护生态。此外，它能

让无法进入工业流水线的生理学意义
的弱者获得劳动机会，也是让一般人
亲近自然、体悟生命过程和劳动价值
的最佳途径。

当然，农业的这些功能之间并非
天然和谐，而是常常相互冲突的。在
今天的消费社会，“食品足量”的前
提是大量生产，可能意味着掠夺性经
营；质与量可能彼此矛盾，“安全”

“绿色”“生态”“有机”则通常意味
着高价，从而排斥低收入群体；而对
生产效率的过度追求往往导致就业机
会减少。理想状态是实现多元价值的
最佳平衡，但就现状而言，即便是西
欧诸国，也并没有到达理想状态。

实现理想的困难并不意味着放弃
追求。中国农业的学术话语和政策话
语很多由经济学主导，未能充分体现
农业的多元价值，往往将农业现代化
片面理解为规模化、机械化、产业
化。有关“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中，

“集约、高效、安全、可持续”被确
立为努力方向，已经接近上述多重目

标，但仍然有待执行过程中不
断充实深化。结合近期农业发
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笔者想
提出两点建议。

一是要防止对“集约、高效”的
片面理解，警惕强制性的土地流转。
集约并非越集中越好，它所内含的规
模经营也并非越大越好，“高效”也
不应局限于产出和收入，而是也应该
包括就业机会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的
高效。在目前制造业的就业机会面临
减少的情况下，特别要警惕为了集约
化而强制推行土地流转、以至于造成
原本有业的农民失业的状况。

二是一些地方在“安全、可持
续”方面要根除口号多于措施、政策
较少落实的老毛病，并防止其他政策
对这一终极目标的冲击。《全国农业
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年)》提
出了一些具体目标 （如到 2020年实
现化肥农药施用量的零增长），但对
弥合农业内部种植业与养殖业的断裂
并没有列出具体措施，而刚颁布的

《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在
这方面也着墨甚少。期待正式的“十
三五”规划能提出有效解决办法。▲
（作者是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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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业现代化要更全面理解
经过三年多的拉锯，中国三一集

团与美国政府就四个风电项目达成最
终和解。此事就三一方面而言，至少
意味着前期投资不会打水漂；对中国
企业来说则是个可贵的样本，为规避

美国国家安全审查提供了重要参照。
第一，美国国家安全审查并不可怕。以往我们

对于美国国家安全审查的认知是：美国国家安全审
查过程很“神秘”，决策不透明，结果不可抗拒。
然而，三一集团现在用与美国政府的和解打破了这
个“神话”。这说明，只要中国企业有充分证据证
明自身投资行为不会危及美国“国家安全”，就不
用太过担心遭受美国国家安全审查。

第二，中国企业要善用美国法律制衡美国政
府。美国的法律体系较为完善，对于行政权的监督

和限制颇多。三一集团的胜利，归根结底是勇于拿
起美国的法律武器来维权，当然前提包括法官裁决
相对公正。由于美国的法律带有显著的判例法特
征，此案将对后续的类似案例具有约束力。以后中
国企业再碰到国家安全审查并遭受不可接受的行政
裁决结果，就可以援引此案来提出诉讼。

第三，中国企业要找合适的人来处理类似案
件。三一集团若没有律师团队的卓越工作，不可能
取得现在的结果。由是观之，中国企业对美投资不
能仅仅在打官司的时候想到最合适的律师，在对美
投资的各阶段，特别是确定投资的前期调研阶段，
就要有这种理念，选择好的咨询公司、公关公司和
会计师事务所，防止因无知而落入各种陷阱。

美国政府选择和解，看起来是无奈选择，其实
是明智决定。美国政府输了一个官司，但可能会迎
来中国企业更多的对美投资。今年9月，习主席访
美期间曾和奥巴马就避免美国国家安全审查限制中
国企业对美投资达成了广泛的共识。为减少中国投
资者的担忧，美方所作出的承诺包括：国家安全审
查将限定在真正的国家安全问题；不歧视来自中国
的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即使发现了风险，要缓和处
理，而不要轻易否决；已经过审查的投资案例，不
会再被重新审查；美国的国家安全审查行为应该保
持中立，不能受商业利益相关者的影响等。

美国的表态是积极的，但这些承诺过于原则
性。总体而言，中国投资者期待中美双边投资协定
的达成能够帮助规避美国国家安全审查。问题在
于，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虽取得显著进展，但
最终达成还需要较长一段时间。这限制了中国扩大
对美投资规模，不利于美国增加就业。

应该说，美国政府通过选择与三一集团全面和
解，明确地向中国投资者释放欢迎到美国投资的信
号，其所产生的广告效应恐怕要比美国的官样承诺
更大。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三一案例看成是中美
双边投资领域的重要标志性事件，是中美双边投资
协定谈判的“早期收获”。▲（作者是复旦大学美
国研究中心教授、副主任）

三一和解为中企赴美树范例
宋国友

莫用翻旧账否定今天的中俄关系

中国应更加重视学术保钓
廉德瑰

日本人经常喜欢
在钓鱼岛问题上搞小
动作。比如，日本外
务省3月16日，公布
了“新发现”的使用了“尖阁群岛”
名称的中国地图。9月28日，《产经
新闻》报道称，拓殖大学教授下條正
男考证得知，1717年清朝地图《皇
舆全览图》里没有钓鱼岛。10月 18
日，日本政府组织一个地方史专家团
队，收集 1500多份证明钓鱼岛和独
岛属于日本的行政文献，还派遣专家
到石垣市和岛根县指导保存这些历史
资料。

日方收集的当然是 1895年“先
占”之前钓鱼岛不属于中国和 1895
年后属于日本的证据，而最关键在
于前者。理由很简单，日方若不能
证明 1895 年之前，钓鱼岛是无主
地，那么日本 1895年的“先占”就
是窃占。比如，有日本学者称，
1534年明朝册封使陈侃的《使琉球
录》和 1719年清朝徐葆光的《中山
传信录》的记载都不能证明钓鱼岛
属于中国。对于 1561年胡宗宪主持
出版的《筹海图编》里的“福建沿
海山沙图”标有“钓鱼屿”“黄尾
屿”和“赤尾屿”，日本外务省也认

为，地图上的地名并不一定意味着
都属于明朝防卫范围。

日方的观点不过是断章取义而
已。事实上，在琉球的“姑米山”
与钓鱼岛的赤尾屿之间有冲绳海
沟，古人叫“黑水沟”。明朝册封
使夏子阳 1600年出使琉球，说“水
离黑入沧，必是中国之界”；1663
年清朝册封使张学礼说黑水沟是

“天之所以界中外者”；1683年，清
朝册封使汪辑说黑水沟是“中外之
界也”；1756 年，清朝册封使周煌
说：福建至琉球，必经沧水过黑
水；1808年，清朝册封副使费锡章
称黑水沟为“中外分界处”。关于

《筹海图编》，其中各省“沿海山沙
图”都不标示外国和该省管辖外的
地名。

日方全盘否认明清史料的价
值，目的只在证明 1895 年“先占”
前钓鱼岛是无主地。对此，中方除
了有必要戳穿日方信口雌黄，捍卫
明清史料的价值外，还要发掘新的
史料。比如，1863年，湖北巡署胡

林翼主持绘制的《皇
朝中外一统舆图》就
很有价值，该地图对
省界和国界都有明确

的标示，对于中日之间的界限，则
指出日本诸国“其四裔，自汉语外
杂用其国语，……所谓名从主人
也”。意思是说，中国地名用汉语，
外国地名杂用外国语。按照这一原
则，在福建至琉球之间的岛链，钓
鱼屿、黄尾屿、赤尾屿、姑米山一
线中，不属于中国的“姑米山”处
加标了“译曰久米岛 属间切二 安河
具志川仲里”字样，以示“名从主
人”。赤尾屿以西则全部使用汉语，
不“杂用”外国语。这就证明，在
1895年日本“先占”钓鱼岛 32年前
的 1863年，清朝政府就已将其标在
国家版图之内。

日方对明清史料的小动作若积
少成多，有可能误导舆论，给世人
造成中国史料无价值的错觉。所
以，我们不能对此毫无反应，不仅
要进行有理有据的驳斥，还要以其
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继续搜集证
据，为捍卫主权奠定坚实的学术基
础。▲ （作者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
院亚太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