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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  

深
海评 伊朗与巴基斯坦升级冲突不符合双方利益

  日以来，伊朗与巴基斯坦相

互针对对方境内“恐怖分子营地和

据点”发动跨境袭击，导致人员伤

亡，两国关系高度紧张。

最新消息显示，经多方斡旋，巴

伊双方迅速展开政治对话，就控制

冲突升级作出积极表态。

此类袭击较为罕见
  日，伊朗称对巴基斯坦俾路

支省“正义军”培训营地和武器弹药

生产储备点实施无人机及导弹打

击，造成 名儿童死亡， 名妇女受

伤。巴基斯坦强烈谴责伊朗单方面

军事行动，称此举严重侵犯巴基斯

坦主权与领土完整，伊朗必须为由

此所引发的所有后果负责。

  日凌晨，巴基斯坦陆军、空

军对伊朗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萨

拉万市的“俾路支解放军”“俾路支

解放阵线”营地发动多次无人机及

导弹打击。巴基斯坦还召回驻伊朗

大使，并要求回国休假的伊朗驻巴

基斯坦大使不得返回，宣布暂停所

有双边高层交往。

作为两个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地

区大国，伊朗和巴基斯坦相互跨境

袭击不仅罕见，也引发国际广泛关

注。  日，中国政府呼吁双方保持

克制，共同努力维护地区和平稳

定。美国则对伊朗提出谴责，敦促

伊朗在采取反恐行动时遵守国际法

规，尊重邻国主权。

双方不愿局势升级
笔者认为，伊朗和巴基斯坦的

双边关系可能进入一段时间的冷淡

期，但爆发更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

首先，伊朗事后表态非常克

制。伊朗  日跨境袭击系近来在

该地区一系列反恐行动的组成部

分，此前伊朗已于  日对叙利亚和

伊拉克发动袭击，打死恐怖分子，并

打击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办公

室。舆论普遍认为，伊朗上述袭击

系回应“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忌

日悼念现场的袭击事件。

去年  月，伊朗就指责巴基斯

坦“正义军”武装分子越境袭击伊朗

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境内目标，

导致  名伊朗警察死亡，并称曾多

次要求巴基斯坦采取清除措施未

果。  日跨境袭击后，伊朗外长公

开表示，袭击目标是巴基斯坦境内

的“伊朗恐怖组织”，强调未袭击巴

基斯坦国民。

其次，巴基斯坦无心在西部开

辟新战线。众所周知，印巴克什米

尔争端系南亚地缘政治的核心所

在，巴基斯坦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核

心也是应对印度。近年来，在多重

因素刺激下，印度对巴基斯坦持续

采取强硬姿态，导致印巴关系长期

低位运行，两军在克什米尔实控线

附近屡次爆发摩擦甚至冲突。在这

一背景下，巴基斯坦虽然必须对伊

朗的跨境袭击有所反应，但绝不会

主动开辟针对伊朗的新战线。同

时，伊朗的对外政策重点也是西部

方向的中东核心地带，而非东边的

巴基斯坦。

从内政角度分析，巴基斯坦将

于 月举行大选，对政坛具有决定

影响力的军方一方面采取诸多措

施，为大选营造安全和稳定条件，另

一方面也与不同政党和政治人物密

切接触，以确保一个对军方有利的

选后政治格局。此时与伊朗升级冲

突，显然不符合巴基斯坦军方和各

政治势力的根本利益。

因此，双方的事后表态都表现

出不愿局势升级的意愿。巴基斯坦

外交部称伊朗为“兄弟国家”，强调

“需要找到共同解决办法”；伊朗外

长称巴基斯坦为“友好国家”，强调

“袭击只是针对恐怖分子”。

值得注意的是，巴基斯坦外交

部与伊朗外交部  日发表联合声

明，宣布两国驻对方国家大使将于

  日前返回驻在国岗位。中国外

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欢迎伊巴

关系改善取得的积极进展，支持双

方继续通过友好协商增进互信、深

化合作。

王
世
达

中
国
现
代
国
际
关
系
研

究
院
南
亚
所
副
所
长

问：中国在其中能作出什么样
的贡献？
答：中国历来支持达沃斯论坛

通过对话推进全球治理和促进世

界经济稳定增长的宗旨，中国领导

人多次参加论坛并发表重要观点。

习近平主席    年首次出席

达沃斯论坛便在开幕致辞中明确

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设

想，    年再次以视频方式在致辞

中提出应对当前挑战的四大课题：

第一，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

同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

衡、包容增长；第二，摒弃意识形态

偏见，共同走和平共处、互利共赢

之路；第三，克服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发展鸿沟，共同推动各国发

展繁荣；第四，携手应对全球性挑

战，共同缔造人类美好未来。习主

席还提出四个“坚持”的方针，即坚

持开放包容，不搞封闭排他；坚持

以国际法则为基础，不搞唯我独

尊；坚持协商合作，不搞冲突对抗；

坚持与时俱进，不搞故步自封。

这些表态和呼吁，为达沃斯论

坛带来了积极的声音和能量。

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中国国务

院总理李强率团参加并发表特别

致辞，代表中国新一届政府进一步

重申中国对重建信任、加强合作、

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立场，并提出

五点具体建议：一是加强宏观经济

政策协调，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

制，更好汇聚世界经济增长合力；

二是加强国际产业分工协作，坚定

不移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

化，切实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

定畅通；三是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

作，携手打造开放、公正、非歧视的

科技发展环境，打破制约创新要素

流动的壁垒；四是加强绿色发展合

作，破除各种绿色壁垒，共同推进

绿色转型，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

任原则，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五是加强南北合作、南南合作，全

面落实联合国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弥合发展鸿沟，着力建设普

惠包容的世界经济。

这些建议给今年达沃斯论坛

的主题提供了具体诠释，为推进论

坛主题的实现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强总理还针对海外媒体对

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片面解读提

供了详细的数据，展示了中国经济

持续稳定前行的趋势，提供了中国

经济未来发展的内生动力的来源，

给了外部世界明确的乐观预期，是

对唱衰中国经济论有力的回击。

李强总理再次重申中国坚定

不移对外开放的方针，给投资中

国、与中国深化贸易投资伙伴关系

的国家和企业带来更强的信心。

他强调，中国是重信守诺的国家，

始终以最大的诚意，付出最大的努

力，以实实在在的成果，向世人证

明中国是最值得信任的。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

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的势头，将对世

界经济增长作出持续的积极贡

献。中国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中

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

国，这是中国坚持国际合作、积极

参与国际分工、维护新型经济全球

化、为世界经济作贡献的最基础的

原因。

达沃斯论坛呼吁重建信任应对挑战
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上海欧洲学会名誉会长 徐明棋

问：今年达沃斯论坛主要讨论
哪些议题？
答：第  届达沃斯论坛于 月

  到  日召开。论坛主题为重建

信任，全球近    名政界、商界、学

界和媒体代表围绕在分裂的世界中

重建安全和合作、为新世界创造增

长和就业、人工智能推动社会经济

发展以及实施长期的气候、自然和

能源战略四个分议题展开对话与讨

论，举办了   多场会议和研讨会。

今年的论坛主题和分议题不仅

仅关乎世界经济发展的未来，更关

乎当前面临的安全挑战以及人类的

生存和发展。在世界面临不断增加

的冲突和挑战的背景下，达沃斯论

坛不再只关注经济增长，讨论的议

题不仅涉及全球经济治理、贸易和

投资，也越来越多地关注地缘政治

和安全问题。

今年论坛的第一个议题是在分

裂的世界中重建安全和合作。极端

化的地缘政治竞争和意识形态冲

突，正导致世界越来越分裂。俄乌

军事冲突后，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俄

罗斯实施全面制裁，而且将制裁延

伸至与俄罗斯进行正常贸易投资的

经济活动上，导致了西方世界和非

西方世界在一定程度上的分裂。而

以国家安全为名对贸易投资伙伴实

施出口和投资限制以及供应链重

组，也严重冲击了世界经济赖以有

效运转的全球供应链和生产链。政

治分裂导致的世界经济版图的分裂

变得越来越严重，重建合理的安全

观和通过合作加强整体安全就成为

极重要的议题。

第二个议题是直接针对当下世

界经济增长乏力、就业面临科技替

代和增长失速双重挑战而提出的。

如何恢复经济增长并将增长与就业

相融合，如何在科技不断发展的同

时创造新的就业，这是长期的经济

课题，也是当下的重要挑战，政府和

企业都需要从以人为本的视角提出

更有效的政策和措施。

第三个议题是当前世界关注的

热点议题。人工智能的发展和重大

突破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技

术基础，但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伦

理问题和对人类命运控制权的担

忧。如何使人工智能造福人类而防

止失控，需要政府和企业共同制定

规范，达沃斯论坛聚焦这一议题可

谓非常及时。

第四个议题虽然是近年来已经

受到广泛关注的重大议题，但是仍

然需要国际社会持续努力，才能够

避免危机和灾难的发生。气候变

化、自然环境恶化、能源和粮食供应

危机不仅损害了世界经济发展，也

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持续推动节

能减排、治理各类环境污染各国都

需要努力承担，能源转型、能源供应

安全也是全球经济治理的紧急和优

先议题。

问：为什么今年论坛主题是重
建信任？
答：去年达沃斯论坛虽然深受

乌克兰危机影响，但地缘政治和安

全问题并没有成为主题，还是着重

讨论了世界贸易、增长和气候问

题，并且对科技发展对经济的影响

予以高度关注。

而今年达沃斯论坛是在乌克

兰危机持续近两年、巴以冲突激化

的背景下举行的，这两场冲突加剧

了世界局势的动荡，西方与非西方

国家之间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导

致世界分裂进一步加剧，直接影响

了世界经济的正常运行。能源粮

食价格高企，全球供应链安全受到

威胁，贸易投资受到冲击，各国越

来越关注安全，世界经济也陷入越

来越严重的去全球化危机中。

如果各国只关注自我安全而

没有全球整体安全观，缺乏合作的

安全只会导致冲突和不安全，而建

立合作机制的前提是相互信任，这

是达沃斯论坛设置主题为重建信

任的首要原因。

无论是结束热点地区的军事

冲突还是在应对全人类面临的挑

战上，重建信任都至关重要。停火

谈判需要冲突双方和背后的支持

者建立起码信任才能启动，应对气

候变化和环境问题也需要建立信

任和合作的框架。否则即使各国

提出了各自的减排目标，但各自只

把眼睛对准其他国家，而忽略了不

同国家具有的不同能力以及应该

承担的不同义务，全球应对气候变

化的目标也难以实现。

在世界变得越来越分裂、国际

分工遭到破坏、贸易投资下降、安

全环境越来越严峻的当下，达沃斯

论坛将重建信任作为主题，符合历

史发展的需要，也给参与论坛的政

治家和经济界领袖以重要提醒。

我们今天既面临着世界经济周期

性的调整下降，也面临着新科技革

命突破带来的曙光，气候变化同样

越来越明显地影响着全人类赖以

生存的地球。未来取决于世界各

国是选择合作还是对抗，选择合作

则机遇大于挑战，选择对抗则挑战

和危机四伏。

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年达沃斯

论坛的主题非常具有针对性，也具

有前瞻性。

为期5天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日前在
瑞士达沃斯闭幕，众多与会人士呼吁重建
信任，携手应对全球不确定性的挑战。世
界经济论坛总裁布伦德表示，气候变化、
经济韧性不足、安全局势恶化等问题跨越
地域界限，影响所有人，合作应对挑战的
基础是信任。今年达沃斯论坛讨论了哪些议题？为什
么论坛主题是重建信任？本期论坛特请专家解读。

徐明棋

1 围绕四大议题讨论

2 论坛主题有针对性

3 中国将作积极贡献

本报零售价
每份 1.00元

24小时读者服务热线

962555

●国内邮发代号3-5/国外发行代号D694/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广告经营许可证号:3100020050030/社址:上海市威海路755号/邮编:200041/总机:021-22899999转各部

●本报在21个国家地区发行海外版 /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西班牙、泰国、菲律宾、日本、法国、巴拿马、意大利、荷兰、新西兰、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英国、德国、希腊、葡萄牙、捷克、瑞典、奥地利等
● 本 报 印 刷 :上 海 报 业 集 团 印 务 中 心 等 ,在 国 内 外 6个 印 点 同 时 开 印/上 海 灵 石 、上 海 龙 吴 、上 海 界 龙/北 京 、香 港 、美 国 洛 杉 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