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球时报：在您最近的一条推文
中，您将英国对华为的禁令描述为“一
次国家自杀行动”。为什么这么说？

马丁·雅克：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考量
一个背景：英国即将在 2021年 1月 1日
最终离开其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
而英国终止与华为的关系将不可避免地
为英中经贸关系带来极为负面的影响。
也就是说，英国在同时拒绝欧洲和中国。

众所周知，英国经济正处于长期衰
退中，此刻是我们自工业革命以来经济
史上最糟糕的一刻，民众的生活水平和
2007年没有差别。同时对欧洲和中国说

“不”，无疑会让英国的境遇更加棘手。
尽管为了弥补这些，美国可能会和英国
达成某种自贸协定，但英美经济贸易关
系对英国经济来说几乎微不足道，英美
关系不能替代英中关系。

英国将走向何方？我认为我的国家
需要对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有一个更广阔
的视角。用战略眼光来看，中国对我们
来说才是决定性的国家：一方面，中国
是一个持续增长的巨大经济体；另一方
面，正如所有人都能看到的，中国的科
技领域正发生巨大变化。而我们现在所
做的，恰恰是远离全球经济最关键的动
力。对英国来说，这将是一条“死胡同”。

环球时报：英国有此决定是迫于美
国压力，还是对华态度发生重大转变？

马丁·雅克：英国正在出现和美国

同样的问题：对华心态的倒退。这是一
种冷战思维，中国被简单化地视为一个

“应当被拒绝的邪恶敌人”，一个“存在
威胁的共产主义政权”，而更全面的中国
历史则被视而不见。

究其原因，我认为是支撑美国在
1972-2016年保持对华良性态度的两个

“认知基本面”被打破了。第一个是“中
国永远不会对美国构成经济威胁”，上世
纪 80 年代，中国经济总量仅为美国的
5%时，这确实是难以预料的。第二个
是“中国的崛起不可持续”，认为中国的
政治制度不可持续，除非采取西方模式。

如今，这两个基本认知都被打破。
这一过程是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
的，因为那场危机并未如很多美国人预
料的在中国爆发，而是恰恰发生在美
国。从那一刻起，美国精英逐渐意识
到：除非他们采取措施阻止中国崛起，
否则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将被削弱。

而英国是在跟随美国，这也是 1945
年二战结束后英国处理事务的基本范
式。英国政府已彻底接受和美国建立一
种特殊的伙伴关系，这一关系中，它只
是一个更小而非平等的参与者。事实
上，二战之后，英国政府只对美国说过

三次“不”：1956年入侵埃及，上世
纪 60年代拒绝出兵越南，2014年决
定加入亚投行——那对英国来说是非
常重要的一刻，可惜并未持久。
所以，我们需要看到，英美关系比

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同美国的关系都
要密切。有时，它甚至表现得像美国的
一个州，很少有哪个国家对美国是如此

“躺平”的状态。
但是，如果你把所有财富都和这样

一个虽然现在强大但实际正在衰落的国
家绑在一起，那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
看，等待你的命运又会是什么呢？

环球时报：所以随着地缘力量平衡
的改变，英国有时应当对美说“不”？

马丁·雅克：是的，绝对如此。但问
题是，很多英国人乃至精英并不真正了
解世界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他们仍按
照从前的“旧规则”参与这场游戏。

有时，我觉得很多英国人一直活在
过往的迷梦之中，他们从未真正适应自
己不再是超级大国的现实。坦率说，

“脱欧”背后，某种程度上也有这样的
心理：“加入欧盟前，我们曾是伟大的国
家，但过去几十年为什么混得这么差？
一定是欧洲的错，让我们离开它吧。”

这和 18、19世纪的中国类似，当
时的中国无法理解欧洲发生的一切，所
以乾隆皇帝在信中对乔治国王写道，

“中国不需要你们的产品”。那时，英国
正经历工业革命。当然，我
得 承 认 ，（尽 管 有 历 史 先
例），改变仍然很难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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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您觉得中英关系依然
处在“黄金时代”吗？

马丁·雅克：在英国这样对待华
为——一家在英国投资如此之多、对
英国电信如此重要的公司——之后，
我们还怎么可能把英中关系称为“黄
金时代”？不，它结束了。问题是，
它会结束多久？这是中国人应该思考
的。什么时候会再次改变？当美国换
上一位新总统的时候吗？还是英国开
始重新接受华为时？这些会发生吗？
都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我认为中国现在需要保持所有沟
通渠道的畅通。我不是说中国不应该
采取反制措施让英国知道它的态度，
这是必要的，但我认为中国并不适合
采取“以牙还牙”式的方法报复英
国，更合适的是考虑长远策略。我相
信，英国最终是需要回到中国身边
的，并对中国更加开放。

在英国，对中国持积极态度的力
量正处于弱势，但它们并不是完全消
失，只是处在“撤退”状态。我们需
要为它们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让它
们自我更新、重生和再度崛起。

一切都尚未结束。不能仅看到眼
下的比赛，也要看到更长远的比赛。

环球时报：您认为中美关系最坏
的结果会是什么？英国会选边站吗？

马丁·雅克：中美最坏的结果当
然是军事对抗，事实上，我认为我们
已经进入或正在进入“新冷战”。注
意，尽管我用了“冷战”这个术语，
但现在的中美关系却不是简单的美苏

冷战的重演，虽然共同点都是美国希
望把对方从全球经济体系中“剥离”。

这一次的不同在于，美国从根本
上处于守势，因为中国已经处在超过
美国经济总量的边缘，而苏联从来就
不是跟美国平起平坐的对手。技术领
域，中国某些方面甚至已领先美国。

另一个不同是，美苏冷战的核心
特点之一是军事对抗，比如激烈的军
备竞赛，它一度令全世界恐惧。到目
前为止，中美并不是这样。我们真的
应该感谢邓小平，他清楚在中国贫穷

虚弱时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是愚蠢
的，而苏联却没有这种开明的态度。

我认为，现在对中国来说非常重
要的一点是：在走向日益强大时，不
要重复苏联的错误，不要让自己陷入
同美国的军备竞赛。具体来说，就是
不要投入巨额军费，现在的投入是比
较合适的；不要美国随便在军事上做
什么，中国就以牙还牙地做。目前中
国在南海对美国采取的反制措施是可
以理解且必要的，但中国应当警惕不
要走上和美国军事对抗的道路。

至于英国，它其实已经选边站
了。它选择了美国，一个在特朗普治
下放弃多边主义、放弃二战后全球影
响力的美国。英国甚至也已告别欧
洲，从此回到那个最古老、它感觉最
舒服的盎格鲁-撒克逊联盟。所以我
说，这是英国做出的一个重要的“双
重决定”，它回到了一个狭窄的世界
观，而忽略了一幅正在发生且巨大的
历史图景。▲

环球时报：最近英国在香港问题上动
作频频，您对此如何评论？

马丁·雅克：这些举动毫不令我意
外。某种程度上，英国一直在用殖民时代
的视角看香港。英国把“一国两制”的

“两制”解读为“中国制度和英国制度”，
所以，即使1997年之后，英国也从未真正
尊重过中国对香港的主权。

香港的确存在很多问题，但不是西方
惯常批评的那些。香港回归后，中国一直
希望向西方和香港民众证明，它将会是香
港之前生活方式一个很好的“守卫者”。
我1998到2001年在香港居住，整整3年只
看到过一面中国国旗。可以说，尽管香港
与内地的经济一体化进程逐步加快，但中
国几乎没有在香港做什么。这就产生一个
问题——“一国”被过分低估。要知道，
香港回归时的情况与澳门不同，澳门回归
那天我恰好在现场，我看到人们欢呼雀跃
地迎接解放军的到来，但香港不是这样。

我承认，中国面临很棘手的局面，因
为“一国两制”的限制，它无法做太多，
而由于最初和香港殖民地经济下的大亨们
走得很近，在香港的社会经济改革计划始
终未能推行。这一局面需要被打破。

随着形势失控，中国进行国安立法是
不得已而为之。但香港的问题和未来不能
仅靠国安法来解决。我相信中国有这个能
力，只要去认真推行这些改革，但目前我
还没看到有这方面的深入讨论。

环球时报：您认为一些港人对中国缺
乏认同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马丁·雅克：超过150年的英国殖民统
治给香港带来太深影响。香港人的思维方

式和内地人很不一样，虽然英国从未在香
港引入民主，但港人很享受他们相对成功
的经济、自由媒体和游行示威权利等，这
都塑造了他们的思维方式。

另一个很少被提及的方面是，香港是
一个存在较强种族主义的社会，很多殖民
地社会都有类似现象。当年英国人对华人
采取歧视性态度，这又为那里的华人所继
承，表现为对白人的尊崇，对来自其他地
方的华人甚至菲律宾、印尼等东南亚人的
歧视，后者被视为贫穷、未开化、未受过
良好教育。我的妻子是印度裔马来西亚
人，她在香港时对此感受颇深。

环球时报：您如何看待香港的政治前景？
马丁·雅克：除殖民地式经济外，香

港没有真正的“政治领导”，只有“行政
领导”，整个社会并没有被有机地结合在
一起。比如，香港没有像中国共产党这样
的政党。该问题在很多其他前殖民地并不
存在，比如赞比亚等非洲国家，其政府就
是一个领导过反殖民斗争的组织。也许需
要在香港建立一种政治领导，我不是指政
府，而是指要与社会紧密结合。

我觉得中国可以把香港事务视为一个
有趣而伟大的挑战：从小的意义来说，是
如何让香港、台湾这些曾经失去的领土真
正回归；从大的方面来看，是能否在更广阔
的全球舞台上，和西方式社会中的公众舆
论对话——这一点，中国现在还不擅长。

如果中国希望成为世界强国，就必须
和许多持不同意见、有不同历史和文化背
景的人对话。倘若中国能在香港做到这一
点，就充分说明它有能力同世界各国民众
对话。这需要想象力、灵活性和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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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美国是 1945年二战结束后英国处理事务的基本范式……事实
上，二战之后，英国政府只对美国说过三次“不”。

有时候，我觉得很多英国人一直活在过往的迷梦之中，他们从未真
正适应自己不再是超级大国的现实。

英国把“一国两制”的“两制”解读为“中国制度和英国制度”，
所以，即使1997年之后，英国也从未真正尊重过中国对香港的主权。

它选择了美国……回到了一个狭窄的世界观，而忽略了一幅正在发
生且巨大的历史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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