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
海评 “以战养政”严重影响以色列全球形象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
日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

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

恩互致贺电，庆祝中欧建交

50周年。50年来中欧关系发
展如何？请专家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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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中欧关系互惠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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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快航”连通中国长三角与德国威廉港
�满载集装箱的中欧班列准备发车 图IC

巴以问题持续恶化，以色列加码

军事行动，号称要无限期占领加沙地

带并维持以军存在。目前以色列在加

沙军事行动的逻辑已经发生重要的变

化，从服务于所谓国家安全的手段变

为维系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权政治生

命的目标。此类“以战养政”的战略逻

辑在短期内将导致巴勒斯坦面临更为

严重的生存压力，但从长期而言实际

上将透支以色列赖以生存发展的各项

政治外交资源。

以战争延续政治生命
克劳萨维茨有云，战争是政治的

延续。但对内塔尼亚胡而言，其政治

生命的延续实际依靠战争。

自2023年巴以新一轮冲突以来，

内塔尼亚胡的军事行动虽然将加沙变

为废墟，但实际上并没有解救多少被

扣押的以色列民众。因此，内塔尼亚

胡骑虎难下，面临关键的十字路口。

一方面，从理性外交角度而言，内

塔尼亚胡如要实现解救被扣押人员、

稳定地区局势等目标，最快捷的方式

是持续推进与哈马斯达成的三阶段停

火协议。但这么做无疑等于承认前一

阶段的穷兵黩武政策不理性，可能导

致内塔尼亚胡以结束政治生命为代

价。另一方面，内塔尼亚胡也可饮鸩

止渴，通过持续冲突来延续政治生命。

从目前态势看，内塔尼亚胡已经

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一是以某些战术胜利作为提升民

意的强心剂，维持所谓可以彻底剿灭

哈马斯的幻觉。以色列拥有全球领先

的军事力量，对哈马斯打击是典型的

以强凌弱，只要军事行动存在，以色列

总可以时不时通过所谓战术胜利打造

哈马斯持续被削弱的印象。

二是以持续强硬政策作为维系民

意基本盘的生命线。实际上在以色列

国内已有不少反对内塔尼亚胡的力

量，但还处于较为分散的状态。内塔

尼亚胡的利库德集团唯有和极右翼势

力结合，方能在以色列政坛维系关键

少数，从而持续执政，而对加沙持续打

击无疑可以作为维系这一政治联盟的

生命线。

三是通过将加沙实际上塑造为不

可居住之地，进一步削弱巴勒斯坦建

国的可能性。

将透支未来战略资源
内塔尼亚胡政府如此操作，短期

而言固然将对巴勒斯坦造成更大压

力，但长期而言则是对以色列核心资

源的透支。

首先是透支以色列的发展未来。

持续战争对以色列经济造成压力，许

多本可以用于医疗、教育、研发的资源

被用于战争安全开支，大批预备役军

人遭征招也导致大量行业面临劳动力

短缺问题。众所周知，以色列在中东

地区长期以来被视为发展明珠，在科

技、教育等方面的成绩是以色列立足

发展的核心禀赋。而长期陷入战争，

无疑会对以色列发展资源产生巨大虹

吸效应。

其次是透支以色列的合法性与软

实力资源。以色列依靠犹太人在二战

时期的悲惨遭遇，长期以来受到国际

社会同情，塑造出艰难建国、从苦难走

向兴盛的正面形象，构成以色列的国

家合法性与软实力资源。但持续对加

沙地带动武已经远远超出自卫的需

要，实际上对以色列的全球形象带来

了严重影响。

第三是透支以色列未来的国际支

持资源。以色列最大的依仗就是西方

的支持，但是在此轮冲突中以色列越

发张狂的举动已让西方世界对继续支

持十分为难，此次升级军事行动实际

上已导致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的关

切与反对。甚至美国的态度最近也有

所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出访中

东并没有前往以色列的安排，以色列

对加沙军事行动持续升级实际干扰到

了特朗普谋求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建立

更紧密联系的外交安排。可以确定，

以色列持续对加沙穷兵黩武，与国际

社会的紧张关系一定会愈演愈烈。

中欧关系跨越式发展
回首半世纪风雨历程，中欧关系发展最

宝贵的经验是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中欧克
服了历史文化、社会制度与发展阶段等诸多
差异，成功实现双方关系的跨越式发展。

1998年，中欧正式建立伙伴关系，并建立
了中国—欧盟领导人年度会晤机制。2001年
和2003年，中欧关系先后升级为战略伙伴关
系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4年，习近平主
席对欧盟总部进行历史性访问，提出打造和
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去年习
近平主席访问欧洲，指出中国始终将欧洲作
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方向和实现中国
式现代化的重要伙伴。
半个世纪以来，中欧双方共同推进世界

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共同在许多领域反对
单边主义与霸权主义，共同为全球治理、维护
人类福祉作出贡献，在世界外交史上谱写了
诸多佳话。
中欧经贸关系是中欧关系的主要亮点之

一。中欧双边贸易额1975年仅为24亿美元，
不足欧共体对外贸易总额的1%，至2024年增
长逾330倍，达到7620亿美元。如今，中国与
欧盟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欧盟最大
进口来源国和第三大出口市场，欧盟是中国
第二大进口和出口来源地。中欧双向投资也
取得持续增长。2023年欧盟对华直接投资累
计超过105.8亿美元。中国对欧投资自2012
年以来快速增长，2023年达82亿美元，主要
集中在电动车、电池、可再生能源、电信等领
域，以绿地投资和私营投资为主，推动双方高
质量产业协同。

实质性议题取得突破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上台，为中欧关系

五十周年带来了更多现实意涵。

特朗普强力推进“美国优先”政治议程，
颠覆了美国与欧盟之间的“民主同盟”关系。
美国在安全领域威胁退出北约，与俄罗斯单
方面展开和谈，对欧洲实施“越顶外交”；在经
贸领域对欧洲钢铝、汽车先后施加关税威胁，
后又无理征收普遍性“对等关税”；在价值观
领域，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欧洲主场攻击欧洲
引以为傲的政治体制。因此，欧盟将战略自
主、摆脱对美国依附再次提上议事日程，借提
升防务自主水平摆脱对美国武器供应的依
赖，通过对美国加征关税、威胁启用“反胁迫
工具”反制美国关税战，并反向指责美国已陷
入专制独裁之中，升级美欧意识形态之争。
在此背景下，欧盟领导人试图把握中欧

建交五十周年契机，调整对华关系。先是欧
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1月达沃斯论坛主
动对华释放友好信号，寻求与中国“建设性接
触”；再是欧盟及其成员国高官先后访华，西
班牙首相桑切斯的到访及其与中国达成的一
揽子合作协议尤其引人注目；最新进展则是
在特朗普加征“对等关税”之际，李强总理与
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通话，中国商务部部长
王文涛与欧委会贸易事务委员谢夫乔维奇视
频通话，中欧关系的战略协调与政策对话逐
渐进入恢复与发展轨道。
在实质性议题上，中欧关系也取得了一

定突破。在政治领域，丁薛祥副总理与中央
外办主任、外交部长王毅等领导人先后访问
欧洲，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
主席冯德莱恩也预计将于夏天访华，共同庆

祝中欧建交五十周年。中国和欧洲议会还决
定同步全面取消对相互交往的限制，为领导
人会晤创造良好氛围。
在经济领域，中欧重启电动汽车反补贴

关税谈判并取得重大进展，双方初步同意达
成价格承诺协议，结束相互加征关税，寻求合
作共赢。中欧相关经贸谈判有望持续，为深
陷不确定性的世界经济提供“定心丸”。
在全球治理领域，中欧在维护联合国宪

章基本原则、维护世贸组织规则、维护气候变
化《巴黎协定》成果、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
并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等方面都将具有更多
共同利益。此外，中欧还先后举办多场庆祝
建交的高规格招待会，以及经贸、文化、青年、
体育、学术等领域活动，为两国民间交往提供
更多契机。

仍然存在结构性挑战
尽管如此，在当前中欧关系中仍然存在

结构性挑战：第一，欧盟仍遵循对华“伙伴、竞
争者、制度性对手”的“三重定位”既定逻辑方
针，奉行对华“去风险”政策。第二，面对特朗
普的关税战，欧盟仍存有一定私心，担心中国
产品遭受美国关税阻隔后会对欧洲形成“贸
易转移”效应，冲击欧盟本土产业发展。第
三，中欧产业关系已从传统的垂直分工转化
为水平分工模式，贸易也从产业间贸易转向
产业内贸易，随着中国制造业不断升级，产生
摩擦与争端本是正常和难免的，理应理性协
商应对，但欧盟内部仍存在不少将中欧产业

关系基本面视作竞争的声音。对于欧盟在中
欧建交五十周年之际所作出的一系列外交调
整，希望其意图是运筹中美欧战略三角、推动
战略自主的长远之举，而非被迫回应美国政
府压力的战术性权宜之策。

面对跨大西洋同盟“地动山摇”，欧盟应
已意识到，美国再也回不到过去，中欧关系才
是能够为世界提供稳定性与确定性的最重要
关系之一。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
放，持续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全面取消制造业
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在采矿业、农业、服
务业等领域推出系列重大开放措施，加力破
除市场准入隐性壁垒，持续提升知识产权保
护力度，为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经营创造了广
阔空间。欧盟还是中国单方面免签政策主要
受益者之一，中欧人文交流与商务往来得到
极大便利。中欧在关乎欧洲未来发展的绿色
产业、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
都具有广阔的合作潜力，在包括全球贸易与
金融体制改革等全球治理领域有大量共识，
人文交流与科技合作等活跃密切。只要中欧
双方相向而行，未来仍然可期。

中欧作为推动多极化的两大力量、支持
全球化的两大市场、倡导多样性的两大文明，
应当切实肩负起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
秩序的重任，重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确定
位，秉承建交初心，以“求同存异、聚同化异”
的眼界与格局超越地缘政治竞争的窠臼，在
互惠互利的同时，也为动荡变革中的世界提
供更多稳定性与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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