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慕尼黑警察在会场附近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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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届慕尼黑安全会议（慕
安会）16日结束，美欧跨大西洋伙
伴关系成为全球媒体聚光灯下的
热点话题。
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言行，

让美欧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凸显。
未来的美欧关系面临哪些挑战？
欧洲将如何应对？我们请专家详
细分析。 ——编者

跨大西洋关系“寒流”来袭
欧洲面对多极化艰难应变

 慕安会主席霍伊斯根在开幕式上致辞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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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  

创始于1963年的慕安会是西方主导的

国际战略和安全领域的重要年度论坛之一，

作为美国与其他北约成员国对话的平台，常

被称为“跨大西洋的家庭聚会”。然而，本届

慕安会上美欧之间分歧凸显，令跨大西洋伙

伴关系遭遇“寒流”。

世界走向多极化
本届慕安会的议程聚焦全球安全挑战、

国际秩序现状、地区冲突和危机、跨大西洋

伙伴关系和欧洲的国际角色。会前发布的

《2025年慕尼黑安全报告》主题为“多极化”。

慕安会及其报告是观察欧洲看待世界的重

要窗口，反映的是欧洲对世界秩序和自身定

位的看法。

慕安会主席克里斯托夫 · 霍伊斯根在报

告前言中指出：“多极化不仅描述了全球力

量向更多行动者转移的趋势，也揭示了国际

和国内层面上极化现象的加剧。”

乐观派人士认为，多极化将带来一个更

具包容性的全球治理体系以及对美国施加

更大限制的机会。悲观派则认为多极化增

加混乱和冲突的风险，并破坏有效合作。欧

盟对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愿景正面临内

外部的冲击，特朗普重新入主白宫引发了欧

盟对于自身国际角色和战略自主的再次争

论，同时又不得不面对欧洲内部分歧加深以

及欧盟应对危机能力下降的现实。

本届慕安会开幕前，美欧之间的矛盾已

经因新一届美国政府一系列“美国优先”的

政策和表态而不断升级。美国大搞“退群”

和“单边主义”，成为多边主义国际秩序的最

大破坏性和不稳定因素。特朗普政府的外

交政策在加速世界体系多极化的同时，也加

剧了意识形态和治理模式的对立分化。

在欧洲看来，美国放弃作为欧洲安全保

障者的历史角色，放弃欧美战略协调的合作

逻辑，放弃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认同基础，

无疑将给欧洲带来极大的冲击。慕安会报

告认为，多极化愿景的分化将使得和平调整

现有秩序、避免军备竞赛、防止发生暴力冲

突、实现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增长以及共同应

对气候变化等威胁变得更加困难。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民调

结果显示，在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德国等

欧洲主要国家，只有不到20％的受访者将美

国视为拥有共同价值观和利益的“盟友”。

无奈适应新变局
长期以来，欧洲对世界的认知是“西方

中心主义”甚至是“欧洲中心主义”。2023年

慕安会报告题为“重塑愿景”，具有鲜明的集

团对抗和冷战色彩。2024年慕安会报告题

为“双输”，强调欧洲对世界格局的看法呈现

“非黑即白、两极对立”的特点。

2025年慕安会报告将“多极化”定为主

题，既显示了欧洲秩序观的变化，也体现出

欧洲无奈的务实心态。其一，在地缘政治竞

争日益加剧的时代，欧洲需要在大国竞争中

把握自己的方向，更好应对与适应大国竞

争。其二，在特朗普重新入主白宫的冲击

下，欧洲搭美国“便车”的时代已经结束，欧

洲需要在跨大西洋关系中找准自己的位置，

更好应对美国的“战略撤退”。其三，世界多

极化是权力分布的多极化，也是意识形态的

多元化。多极化世界秩序将给予全球南方

国家更大话语权，欧洲不得不面对“全球南

方”的群体性崛起，面对自身国际地位和影

响力下降的现实，接受一个多种秩序模式共

存、竞争或冲突的世界。

欧盟在世界多极化中的角色备受关

注。根据民调，欧洲民众对欧洲的国际角色

定位可以划分为四个阵营：一是“欧洲乐观

主义者”，认为欧盟实力强大，欧盟不太可能

解体；二是“欧洲悲观主义者”，认为欧盟注

定要崩溃；三是“欧洲现实主义者”，认为欧

盟目前实力不足，但未来会增强；四是“欧盟

凡人主义者”，认为欧盟实力强大但容易崩

溃，并且地缘政治觉醒过于缓慢和薄弱。

除了内部对欧洲角色定位的分歧外，政

治极化成为欧洲政治的新常态。右翼民粹

主义力量的崛起加速了欧洲政治碎片化和

极化，欧洲国家内部分歧以及对美国的幻想

持续阻碍欧洲安全防务建设。

当前，欧美关系面临多重挑战。欧洲在

未来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上陷入一种矛盾

心态，一方面希望美国不要减少对其投入，

另一方面又不希望美国干涉其内部事务，不

断强调欧洲的未来由自己决定。未来美欧

之间的政策协调会面临更多困难，欧洲在这

种困境下或将被迫进一步推进其战略自主。

欧洲所熟悉和习惯的“旧美国”已不复

存在，以反建制为主体力量的“新美国”成为

欧洲要打交道的对象。其一，欧美价值观同

盟正在瓦解。在慕安会上，美国副总统万斯

抨击欧洲建制派政治以及治理方式，称欧洲

最大的威胁来自自身内部，指责欧洲背离了

其基本价值观。此番表态被欧洲媒体形容

为“对欧洲意识形态的攻击”。其二，欧美安

全关系正在分化。在防务责任分担分歧持

续深化的背景下，特朗普对于俄乌冲突没有

顾及欧洲的利益和感受，甚至没有将欧洲视

为地缘政治事务中的重要参与者。慕安会

报告凸显了欧洲对于美国未来对跨大西洋

联盟承诺的深切不安和焦虑。其三，欧美经

贸关系阵痛不断。特朗普秉持“美国优先”

立场，肆意挥舞“关税大棒”，引发欧美贸易

摩擦，增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因此，如今欧洲不仅要适应一个多极化

的世界，更要适应一个美欧关系变局下的多

极化世界，既要适应世界格局权力分配的新

态势，也要努力缓解世界政治分裂为两极竞

争的可能局面。

中国带来确定性
本届慕安会讨论了世界面临的众多新

不确定性，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慕安会“中

国专场”发表题为《坚定做变革世界中的建

设性力量》的致辞，阐述中方对世界多极化

的四点看法，即倡导平等相待、尊重国际法

治、践行多边主义、坚持开放共赢。中方推

动构建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的主张为当

今不确定的世界提供了最大的确定性，受到

与会嘉宾的高度赞赏。

欧洲希望通过多边主义发挥全球影响

力，希望在多极化中寻求合作者。中国在团

结支持多极化力量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

功。多边主义是中欧合作共识之一，尽管双

方在理念和路径上存在一些差异，但中欧多

边主义合作是反对美国霸权和抵制单边主

义的重要手段，是缓解全球不平等、引领新

一轮全球化的重要方式。

 月  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在伦敦同英国外交大臣拉米进行第

十次中英战略对话。王毅指出，差

异与分歧不应成为中英两国深入对

话的阻碍。拉米表示，面对当前诸

多挑战，英中作为全球性大国和联

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加强战

略沟通，共促全球和平稳定。

重启对话水到渠成
时隔七年后重启，此轮中英战

略对话备受关注。

中英第十次战略对话未能如期

于    年举行有多方面原因，不

过双方对话的基础并未削弱，两国

在应对气候变化、清洁能源及其应

用、创新驱动、卫生与医学技术等领

域的合作仍在持续推进。

英国工党    年7月赢得大选

后，中英双方进行了一系列高级别

沟通，两国各领域交往和机制性对

话相继重启，合作成果逐步显现，提

振了社会各界信心，向世界传递了

积极信号，中英重启战略对话也就

水到渠成。

此外，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为

美国内政外交和国际格局带来的不

确定性，也加快了中英战略对话与

合作的进程。

共同承担大国责任
本次中英战略对话有三大成

果。一是两国就双边关系、国际局

势和热点问题等充分表达意见并深

入沟通。二是充分沟通评估并继续

规划推进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三

是在共同关注的新兴领域和可持续

发展领域合作承担大国责任。

在关于后续合作“路线图”的六

项共识中，中英两国在金融服务、清

洁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不

仅是各取所长，寻求共赢，还将以此

为抓手，在深化全球治理、发展伙

伴、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共建网络安

全等方面，共同承担大国责任。这

也将成为后续中英战略对话与合作

的源头活水。

进入“后脱欧”时期，英国调整

了对外战略，将政策重点放在构建

“全球化英国”和梳理重构英欧关系

上。如今，“全球化英国”意识到自

己需要欧洲，也需要包括中国在内

的稳健且志同道合的战略伙伴。

随着双边关系回暖和后续合作

“路线图”的完善，除了加深双边合

作，中英两国的区域战略定位、互动

与合作，或将成为后续中英战略对

话的重要议题。

中英关系日渐回暖
从工党政府组阁至今，中英关

系日渐回暖，且表现出加速升温之

势。但求同存异、稳定并扩大战略

合作仍有待双方共同努力。

中英双方通过战略对话，深入

了解对方从本国安全、地区稳定和

全球发展出发的国际战略认识，充

分理解彼此的战略关照仍将是后续

对话的重点和难点。

对于国际热点问题，尽管中英

在尊重相关国家意愿、在联合国框

架内解决等方面存在基本共识，但

双方在斡旋途径和方式、方案建议

和执行等方面的分歧难免。在坦诚

且深入沟通的同时，应关注照顾热

点国家和地区民众的需求和意愿，

寻求最大程度的交集与合作。

王毅表示，今年是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周年，也是联合国成立  周年。

中英同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当前

形势下应展现大国担当，践行多边

主义，支持自由贸易，推动政治解决

热点问题，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稳

定。事实证明，中英加强对话合作

是正确的选择，符合双方利益，顺应

世界大势。中英制度、历史、文化不

同，存在差异和分歧很正常，关键是

树立客观理性认知，本着相互尊重

态度，加强对话沟通。

无论如何，中英战略对话的重

启，虽迟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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