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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金会”背后的新加坡：小国大野心

华夏早报

上头条，找华早

CHINA MORNING NEWSPAPER

文 / FT 中文网

   承办“特金会”，是新加坡多年来在软硬实力上苦
心经营积累下来的成果，有了此事的铺垫，未来会有
越来越多的国际峰会选择在新加坡举办，新加坡的国
际影响力会水涨船高，自不待言。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
导人金正恩的历史性会见在
新加坡举行，能 PK 掉一众强
劲对手取得主办权，是新加坡
国际影响力提升的明证。而能
在短期里将一切打理得井井有
条，不出差错又尽量不扰民，
则彰显了这个国家一直以来引
以为豪的执行力。
   而无论会谈成果如何，特
金两人是否会不欢而散，新加
坡都是此次会谈的大赢家。
从 1994 年的汪辜会谈到 2015
年“习马会”再到 2018 年的
“特金会”，新加坡作为东道
主见证了一系列历史性时刻。
如果说前两个会谈的影响力还
主要限于东亚的话，“特金
会”则是全球关注的国际顶级
盛会，能被美国和朝鲜同时相
中，说明新加坡的影响力正在
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而考虑到
新加坡是一个面积只有广州的
1/10，人口只有 560 万的弹丸
之地，这一成就就让人尤为印
象深刻。
 

只忠于自己的新加坡

   “特金会”能在新加坡举行，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美国和朝鲜
在新加坡都有大使馆，而这样
的国家在世界上并不多。目前，
朝鲜和世界上 160 多个国家有
外交关系，但设立的驻外使领
馆只有 40 多个，这是因为朝
鲜多年来面临国际制裁，经费
有限，开办使领馆不仅是一项
外交功能，还是创收的需要。
2016 年叛逃的朝鲜驻英国公
使太永浩就曾经披露了自己作
为驻外使节的窘迫生活。韩国
《东亚日报》也曾经报道称，
朝鲜将一些驻外使馆出租来牟
利，朝鲜驻华沙大使馆里落户
了 40 多家朝鲜企业和团体来
开展活动，驻保加利亚大使馆
则将大使官邸租给当地企业用
作结婚礼堂，拍摄杂志照片，
开派对，K 歌演唱会，放烟花
等活动，朝鲜驻印度大使馆地

下室里甚至开设了肉铺。
   而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和亚
太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对
朝鲜很有吸引力。早在 1967
年 5 月，朝鲜和新加坡之间就
建立了贸易办公室，1969 年
11 月更升级为外交关系，比
中国和新加坡建交还早了 21
年。目前，新加坡公民可以在
免签的条件下赴朝鲜旅游 30
天。在政治上，新加坡对朝鲜
态度温和，未曾激烈批评其内
政；在经贸上，根据公开报道，
此前新加坡聚集了由几十名朝
鲜外交官和商人组成的团队，
他们通过各种商业活动，源源
不断地将财富、燃料和货物运
送回国。2016 年，新加坡还
是朝鲜的第八大贸易伙伴，双
方的经贸关系直到 2017 年 11 
月才在联合国制裁的压力下停
止。而直到今年上半年，还有
两家新加坡公司因为向朝鲜贩
卖葡萄酒和烈酒而被联合国点
名。
   新加坡和美国的关系自不
用说。新加坡独特的地理位置
和美国的超强国际地位，使得
两国之间能做到各取所需。根
据新美 2000 年签署的协议，
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为美军第
7 舰队及航母等大型船只提供
后勤补给和维修服务，这大大
拓展了第 7舰队的控制范围。
   谁都不得罪、广交朋友、
尽量和方方面面搞好关系，是
新加坡外交的重要原则。同时，
这一原则不是靠一味谄媚或丧
失原则来实现的，而是推动对
方的行为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
转变。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
“李光耀从未为了实现自己的
目标而卑躬屈膝。这么多年
来，我和他见过很多次面，谈
过很多次话，但是在我的印象
中，他从来没有为了新加坡向
我伸手要过什么。他会向大家
解释新加坡在国际体系中的重
要性，并且深信自然会有聪明
人会在这里投资，帮助它发展。
他不会跟华盛顿的人士谈新加

坡的事情，他
会告诉他们必须要做些什么，
他能让他们反思自己该在世界
事务中扮演什么角色。”
   与此同时，新加坡在牵涉
自身重大利益的问题上，也敢
于和大国对着干。2016 年甚
嚣尘上的中国和新加坡之间围
绕着南海仲裁案的争拗，中国
人普遍不接受新加坡“维护国
际法和航行自由”的借口，争
相给新加坡打上“反华”的标
签；到了最近的中美贸易摩擦，
新加坡又突然不“反华”了，
而是追随中国的立场支持自由
贸易。在很多人看来，新加坡
的对华立场出现了逆转。但事
实上，“反华”与否完全是从
中国本位出发的，而从新加坡
的视角看，维护国际法、航行
自由和支持自由贸易，背后的
逻辑是一脉相承的，因为作为
一个小岛国，没有国际法、航
行自由和自由贸易做支撑，就
只有死路一条。显然，新加坡
做任何决定都是从自身的国家
利益出发的，一事一议，谈不
上笼统的“反华”或“亲华”。
任何两个国家之间，亲近的前
提是利益的契合，爱和恨都是
有原因的，要求别国放弃利益
追求来满足自己的利益，不是
天真就是强人所难。

心比天高的小国

   中国是一个大国，而且“天
下”的意识由来已久，很多普
通人对国际事务也颇有兴趣，
官方也着力于塑造“人类命运
共同体”，其全球性的关怀是
昭然若揭的。但对世界上多数
小国而言，因为利益和视野的
局限，他们所关注的主要是自
己国家和周边区域的事务，国
际大事基本和它们无缘。新加

坡的面积和人口比世界上绝大
多数国家都小，是名副其实的
“小国”，但其视野、野心和
利益诉求，却绝对是世界级的。
从李光耀以来，动辄对全球化、
中美关系、中印对比等宏大主
题发表看法，是新加坡领导人
的一项传统。
   开始这项传统的是李光耀。
在 1990 年卸任总理之后，李
光耀主要是以一个政治思想家
的身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从
民主到全球治理，从印度的未
来到中国的改革开放，他都有
自己明确清晰、富有洞见的看
法，而且他的表达方式直言不
讳，从来实话实说，敢于讲一
些政治不正确的话。比如他认
为要实行好的民主，决不是只
要有一部好的宪法便大功告成
了。他说：“英国和法国曾经
为殖民地制定过80多部宪法，
这些宪法、制度、权力制约与
平衡都没有什么问题，但这些
社会没有出现有能力运作这些
制度的优秀领导人，而且这些
社会的成员也不尊重这些制
度……结果爆发了骚乱、政变
或革命，他们的国家失败了，
政体也崩溃了。”
   在回答“中国领导人真的
准备取代美国，成为亚洲乃至
世界的第一大国吗 ?”这个问
题时，李光耀斩钉截铁地回答：
“当然。为什么不 ? 中国人复
兴的民族使命感是一股强大的
力量。中国有成为世界强国的
实力。中国希望世界接受它本
来的模样，而不是以西方社会
的附庸身份被世界接受。”
   李光耀的洞见，是新加坡
国际影响力的起点。基辛格就
评价说，“李光耀是美国必不
可少的朋友，主要不是因为他
所代表的权力，而是因为他那
非凡的思维。他的分析非常好、

非常有深度，以至于其他国家
的领导人都认为同他会面是接
受启迪的一种途径。”在李光
耀之后，吴作栋、李显龙两代
领导人也延续了这一传统。应
该说，这是新加坡刷国际存在
感的重要举措，美国、中国、
朝鲜也都“get 到了”，在新
加坡举办“特金会”也就成了
一件没有争议的事情。
   当然，对别国的行为说三
道四是有代价的。最典型就
是中新关于南海仲裁问题的
争拗，李显龙一句“仲裁庭对
各国的主权声索做出了‘强而
有力的定义’”这句话，让中
国朝野上下勃然大怒。在这种
紧绷的氛围下，2016 年 11 月
发生了新加坡 9 辆军车在台湾
演习后转运回归途中因为手续
不全被香港海关扣留的事件，
新加坡显然对事件的发展缺乏
思想准备，国内舆论也出现了
反思的声音。其实，2016 年 7
月底，在美国访问的李显龙也
表达了对美国没有签署《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的不满，只是
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不知道或选
择了视而不见，而美国人似乎
比较麻木，并没有和新加坡计
较而已。
   承办“特金会”，是新加
坡多年来在软硬实力上苦心经
营积累下来的成果，有了此事
的铺垫，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
国际峰会选择在新加坡举办，
新加坡的国际影响力会水涨船
高，自不待言。而让这一切得
以延续的关键是新加坡自身能
否长期维持高水准：经济发展
和内部治理能明显优于周边国
家，对国际事务的判断不能有
重大偏差。在新加坡面临领导
人世代交替的当下，这一点尤
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