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交锋无处不在，国家间的博弈交织

出国际格局演变进程。 全球化时代，这种国际格

局的演变，又将所有相关国家裹挟在内。

其实，国际格局将如何演变，取决于每一个

国家政府和人民的选择。 最能凝聚各方共识的，

是维护和平与发展的坚定决心。 捍卫多边主义，

促进共同发展，符合各国人民的根

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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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欧纷争不断
伙伴关系再疏远

2019年，美欧分歧扩大，矛盾
加深，摩擦加剧，跨大西洋伙伴关

系进一步疏远。
经济上，美欧战火再起。去年

7月，法国议会通过了向大型互联
网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法律草

案，将使谷歌等美国科技巨头受到

重大影响。随后美国首次对法国发
起 301调查。12月，美国称正在考

虑对包括法国葡萄酒在内的多种
欧盟产品加征高达 100%的关税。

去年 10月初，世贸组织裁决后，美
方宣布对欧盟大型民用飞机加征

10%的关税，对欧盟农产品和其他
产品加征 25%的关税，并称有权随

时进一步上调加征关税或调整受
加征关税影响产品的范围。欧洲多

国表示强烈反对，称准备在世贸组
织框架内进行报复。去年底，美国

贸易代表表示，美欧贸易逆差高达
1800亿美元，欧洲存在大量的贸

易壁垒，将与欧洲谈判解决此事，
这意味着美欧贸易摩擦进一步升

级的可能。
外交上，美欧之间在气候变

化、伊朗核协议、对华关系、对俄关
系等问题上存在诸多分歧。去年在

法国举行的 G7 峰会没有发表联
合公报，足以说明美欧共识多么

少，分歧又是多么大。为帮助欧洲
企业绕过美国的制裁继续与伊朗

做生意，德法英三国在去年初成立

了新“贸易往来支持工具”，年底前
又有 6个欧洲国家加入了这个机

制。美国还一再向欧洲国家施压，
要求他们在 5G 建设中排除华为

公司，然而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主
要的欧洲国家明确答应美国的要

求。尽管华盛顿极力阻拦，意大利
还是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合

作备忘录，成为首个加入“一带一
路”倡议的七国集团成员。去年 12

月在伦敦举行的北约峰会史无前
例地讨论了中国议题，关心中国崛

起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但欧洲国家

明确表示无意视中国为“敌人”，不
愿随美国起舞。去年 12月 20日，

特朗普签署《2020财年国防授权
法案》，对俄欧合作的“北溪-2”天

然气管道项目和“土耳其流”项目
实施“域外制裁”，美国“长臂管辖”

激起欧盟以及德国强烈反对，这只

会加深欧美在对俄关系上的分歧。
安全上，美欧龃龉不断。去年

8 月，美国宣布正式退出《中导条
约》，严重冲击欧洲安全，欧洲国家

深感忧虑。特朗普执政后一直敦促
北约欧洲成员国提高军费开支，遭

到德法等国反对。去年 10月，美国
不跟欧洲打招呼就从叙利亚北部

撤兵，给该地区的安全环境和反恐
形势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也令北

约的欧洲盟国大为光火。马克龙因
此警告北约处于“脑死亡”的状态，

称“美国正在背弃我们”，欧洲应该
团结起来保卫自己，这一言论引起

特朗普的强烈不满和激烈回应。在
美国显得越来越不可靠的背景下，

德法都支持建立“欧洲军”，让欧洲
为自身安全负起更大责任，淡化美

国“保护伞”角色。在乌克兰问题
上，“诺曼底模式”四国峰会时隔三

年之后于去年 12月 9日在巴黎举
行，取得一定共识，显示马克龙推

动欧洲人处理欧洲问题政治意愿。
美欧关系的变化主要是由于

美国的变化所引起的。特朗普执政

下的美国追求美国优先，与欧洲传
统盟友在理念和利益上的分歧越

来越大，导致欧洲对美国越来越失
望，美欧关系跌到了二战结束以来

的最低点。不过当前欧洲还存在一
丝侥幸心理，希望看到 2020年美

国大选后会有新的领导人使美国
外交重返“正轨”，这样美欧又可以

重归于好。但是如果特朗普获胜连
任，那真无异于要敲响跨大西洋伙

伴关系的丧钟了。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

长 吴心伯

半岛风云再起
僵局中寻求破局

过去一年里，朝美关系高开低
走。新年伊始，朝鲜领导人发表元

旦讲话，希望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
面，并承诺不再制造、试验、使用或

扩散核武器。2月，朝美在越南河
内举行峰会。然而，各方因朝美可

能伴随朝鲜至少部分弃核、朝美关

系至少有所改善所燃起的期待，随
着峰会戏剧性的不了了之破灭。

即便如此，朝方仍期望再开峰
会，并且朝美韩在去年上半年的最

后一天在朝韩边境非军事区实现
了首次三方会谈。但在进入下半年

后，朝美工作层会谈全部破裂，美
国继续其制裁朝鲜的严厉立场，而

朝鲜一方面连续实施“重大试验”，
另一方面放出狠话，“已做好准备

对美国奉陪到底”。
自前年平昌冬奥会后，朝美关

系的改善曾一度突飞猛进，令人目
不暇接。2018年 6月，朝美两国领

导人在新加坡实现了历史性的会
晤，朝方领导人亲自表示只要美国

不再敌对，朝鲜愿意全面弃核。美国
领导人则在事先未同韩方协商的情

况下，当场宣布将停止美韩军演。对
此戏剧性一幕，世界愕然。坊间关于

朝美两国领导人或携手冲刺诺贝
尔奖的传闻，一时沸沸扬扬。

去年 2月，朝美再接再厉，计
划在河内的新一轮峰会上搞定朝

鲜弃核、朝美和解的“路线图”，朝

方事前对此期待满满，领导人在出
访前前所未有地对民众做出了峰

会将会成功的明显暗示；但美国国
内的保守派则忧心忡忡，担心特朗

普看不清朝鲜“假弃核、真拥核”的
实质，怕他们刚愎自用的总统被一

个年轻人玩弄于股掌之中。
最终，双方不欢而散。这一事

实表明，朝美事先并未在工作层就
谈判做好充分准备。朝鲜弃核可能

并非虚情假意，但它必留后手，以

防美国过河拆桥。美国却不设身处

地，坚持朝鲜必须首先全面弃核，
否则免开尊口。朝美谈判底线的大

幅落差，导致了谈判的失败。
为促成朝美对话，韩方竭尽全

力，努力为朝美双方创造条件，降
低平壤与华盛顿之间相互设立的

谈判砝码，但依然无法说服美国采

取分阶段的谈判方式。美国不仅顽
固坚持朝鲜必须率先弃核的先决

条件，还在美韩分担驻韩美军成本
问题上对韩施压。

尽管朝美就朝方弃核与双方
改善关系问题上的谈判停滞不前，

但朝鲜仍延续了其不进行核试与
远程导弹试验的克制。同时，朝鲜

积极开拓对俄中两国的外交关系，
试图在与大国博弈之间找到新的

出路。去年 4月，朝鲜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符拉

迪沃斯托克举行会谈。11月，朝鲜
第一副外相崔善姬与俄罗斯外长

拉夫罗夫在莫斯科举行会谈。
去年，中朝关系是围绕半岛局

势的一大亮点。年初，朝鲜最高领
导人金正恩访华，实现了两国元首

在一年内的第四次会面。中朝保持
密切沟通，已成为两国关系的新常

态。6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朝鲜
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了中朝两党两

国最高领导人在建交 70周年之际
的历史性互访，也使两党两国最高

领导人的会晤在短短 15个月内达

到五次。在访朝期间，习主席提出
了“三坚定”立场，即无论国际形

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坚定支持朝
鲜社会主义事业，坚定支持朝方

实施新战略路线，坚定支持朝方
为政治解决半岛问题、实现半岛

长治久安所作出的努力。临近年
底，中俄还共同向安理会提议部

分解除对朝制裁，并提交了政治
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决议草案。

可以研判，今年朝美关系仍将
斗而不破。在各自做好更充分的准

备后，再开峰会的可能性依旧存在。
复旦大学教授 沈丁立

《中导条约》被废
美俄博弈又升级

2019年 8月 2日，由于美国
坚持退出，俄美《消除中程和中短

程导弹条约》（世称《中导条约》）
失效。

作为冷战走向终结的标志性
成果，《中导条约》的意义在于：第

一，1987 年由里根和戈尔巴乔夫

代表美苏签署的这一条约，禁止双
方试验、生产和部署射程 500 至

5500公里的陆基巡航导弹和弹道
导弹。该条约的实施大大降低此后

较长时期的核军备水平。第二，《中
导条约》营造的缓和氛围，推动了

东西方冷战最终走向终结。
特朗普上台后开始了从美俄

双边已有战略协议框架中的脱离。
在俄罗斯看来，通过指责俄方，美

国要推诿退出《中导条约》的责任。
但实际上，退出《中导条约》，不过

是世纪之交以来美国一系列单边
战略行动中的一部分而已。用普京

的话来说，这是美俄关系走向倒退
的根本原因；包括北约东扩在内的

一系列战略扩张，挤压削弱俄罗斯
的战略空间，导致了美俄关系恶

化，也导致了战略武器领域竞争的
卷土重来。

而在美国看来，俄罗斯不但在
乌克兰危机中敢于对峙，在叙利亚

战场上实际上取得优势，而且认为
俄军队已经开始列装优越性远远

大于中程导弹的高超音速武器等

一系列先进武器。因此，美国要退
出《中导条约》，要在波兰和罗马尼

亚部署反导系统；要大大强化在北
约东部战线地面部队的应急部署；

要通过经济制裁、政治施压、网络
攻击等一系列手段围堵俄罗斯。

随着美俄战略武器竞争态势
的重新回归，全球安全形势的稳定

受到直接挑战。《中导条约》中止
后，美俄之间唯一的战略合作协

议，即美俄第三阶段削减和限制进
攻性战略核武器协议将在明年到

期。如果不续签，意味着两个核大
国间将完全没有任何军备控制条

约。根据美方专家评估，特朗普政
府还是有可能反对延长条约。

美国退出《中导条约》虽然使得
美俄有可能重蹈战略武器的竞争，

但是，现代科技进步层出不穷的条
件之下，美国已经很难重回冷战独

霸的局面。美国此举虽然大大恶化
了国际安全环境，但是不能动摇包

括中国在内的各国人民要求维护
国际稳定安宁，抵制重回核恐怖阴

影之下的坚强决心。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
心主任 冯绍雷

大国博弈升温 对峙氛围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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