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06 国际观察 责编：高 乔 邮箱：guojihwb@126.com

2020年10月31日 星期六2020年10月31日 星期六

据彭博社报道，10月 29日，英国“脱欧”谈判在
解决最大分歧问题方面取得了新进展，11 月初达成贸
易协议的希望大大增加。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
称，英国和欧盟朝着决定如何执行协议方面迈进了关
键一步。

自今年3月初，英欧未来关系谈判波折不断。截至
10月初，英欧就双方贸易关系已经进行了9轮谈判。据

《德国之声》报道，10月16日，英国首相约翰逊曾“放
狠话”，称如果争议仍然无法解决，英国准备明年年初
无协议“硬脱欧”。10月21日，英国和欧盟打破僵局，
再次回到谈判桌，表示将就协议草案的法律文本继续
进行磋商。经历近5年“分手”拉锯战，英欧此次谈判
重回正轨，释放“和平分手”积极信号。

缓和迹象初显现

根据此前谈判内容，英欧双方分歧主要集中在渔
业问题、公平竞争环境及履约管理等领域。据路透社
报道，目前英欧谈判最艰难的问题仍是渔业：英国坚
持要收回水域控制权，而欧盟则要求放开进入英国海
域开展渔业的权限。

根据欧盟共同渔业政策，欧盟国家应对彼此开放
本国的海上专属经济区，欧盟给各成员国分配可捕捞
配额。此前，法国总统马克龙曾公开对渔业问题采取
强硬立场，称法国不会接受任何“牺牲我们的渔民”
的英国“退欧”协议。据路透社报道，业内人士称，
法国目前正在为英国“脱欧”后捕捞业受挫做准备。
这可能意味着法国在为微妙的妥协奠定基础，以帮助
欧盟与英国达成贸易协议。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接受
本报采访时表示：“针对渔业问题，英欧双方最终会通
过比较复杂的技术安排，让英欧双方各有所获，而非
让一方获得明显利益。”

英进行多方谈判

“英国‘脱欧’任务实际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与欧

盟达成经贸协议，解决‘脱欧’后双方的经贸往来问
题，二是英国要尽快同欧盟以外的地区和国家建立更
紧密的贸易关系，一定程度上减少‘脱欧’带来的经
济损失。”崔洪建认为，英国与其他国家建立的贸易关
系将直接影响英欧谈判结果。

据法新社报道，目前英国已和挪威、瑞士、冰岛
和列支敦士登4个不属于欧盟的欧洲自由贸易协会国家
达成临时贸易协议，以确保“脱欧”后彼此贸易事务
连贯。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10月 23日，英国贸易大臣
利兹·特拉斯与日本外相茂木敏充正式签署了《英日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在此之前，英国首相府刚刚宣
布英国与欧盟未来关系谈判于10月22日重启，一改此
前希望暂缓谈判的态度。

“英国和其他国家谈得越好，在和欧盟谈判时，英
国就会越有底气，反之亦然。”崔洪建分析，英国和其
他国家的贸易关系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到英欧双方的谈
判立场。

建立互信是关键

英国“脱欧”谈判状态焦灼，双方能否放下芥
蒂，建立互信是关键。

今年 9 月，英国议会下院通过 《内部市场法案》，
其中涉及北爱尔兰的条款招致欧盟强烈质疑。欧盟委
员会在 9 月 10 日发表的一份声明中指出，该法案违反

“脱欧”协议和国际法，破坏双方互信。欧盟进而表
示，如果英国不修改相关条款，欧盟将不批准任何自
贸协议。

与此同时，英欧双方并不想看到“双输”局面。
据美联社报道，英国负责“脱欧”贸易关系谈判的大
臣迈克尔·戈夫此前表示，如果英欧今年之内未达成协
议，英欧双方进出口重要物资都将受到影响。

“英国在离开欧盟以后，短期内的经济发展可能遇
阻，英国希望通过政策手段来削弱欧盟的竞争优势。”
崔洪建指出，唯有建立足够互信，未来双方贸易关系
才能行稳致远。

再次老调重弹

近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开启了对
印度、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印度尼西
亚和越南等亚洲国家的出访。美国国务
院负责南亚和中亚地区事务的首席副助
理国务卿汤普森在蓬佩奥行前吹风时就
表示：“我们期待与伙伴国加强重要关
系，重申美国对印太地区的坚定承诺，
并提高我们与该地区国家的长期合作与
繁荣愿景。”蓬佩奥称这次亚洲之行的重
点是应对所谓“中国威胁”。正如美联社
所说：“蓬佩奥将反中国路演带到印度洋
诸岛。”

在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蓬佩奥敦
促他们提防中国潜在的“掠夺性贷款和
投资”，远离中国影响力。在马尔代夫，
蓬佩奥宣布美国将在该国开设大使馆，
理由是该国“在印太地区事务中的角色
越来越重要”，这被认为是美国遏制中国
在该地区影响力的举措之一。在印度，
蓬佩奥和美国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参加
了在新德里举行的美印外长防长“2+2”
会谈，两国签署 《地理空间合作基本交
流与合作协议》。该协议将允许印度使用
美国提供的全球地理空间数据，来提高
巡航和弹道导弹打击目标的准确性。

美国正在不遗余力地推进所谓“印
太战略”。英国广播公司网站报道提到，
美国国务院网站发布的有关蓬佩奥此次4
国行信息中，多次提到“印太战略”一
词。事实上，美国也是动作不断。

今年6月，蓬佩奥与尼泊尔外长贾瓦
利通电话，重申美尼关系；9月，美国与
马尔代夫签署《国防合作协议》；10月中

旬，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斯蒂芬·比根又对
印度和孟加拉国进行访问。10 月初，蓬
佩奥前往日本东京，参加美、日、印、
澳“四方安全对话”。

越南外交部 10月 28日宣布，蓬佩奥
将于 29日至 30日访问越南，引发媒体关
注。路透社称，越南此前并未被列入蓬
佩奥此次亚洲之行的行程中。英国广播
公司 （印尼频道） 网站援引印尼观察人
士的观点分析认为，美国正在寻求包括
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等域内国家的支
持，以加强其地位，巩固影响力。

寻求外交突破

蓬佩奥频频外访，引人关注。
“美印签署谈判多时的 《地理空间

合作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 后，美印间
主要基础性安全合作架构已经完备，印
度客观上已经成为美国军事盟友，这有
利于打造白宫的外交政绩。”中国国际
问题研究院亚太所副所长蓝建学接受本
报采访时说，“此外，美国一直不遗余
力推动其美版‘印太’战略，蓬佩奥此
次亚洲之行的几个国家都是该战略重要
争取和拉拢的对象，充分说明这届美国
政府渴望留下外交成果。当然，蓬佩奥
此行也‘夹带私货’，试图给自己的政
治履历添上一笔，为其今后谋取政治私
利预先打底。”

印度 《经济时报》 27 日称，印美举
行第三次外交防务“2+2”对话，而且对
话采取双方现场见面的形式。美国国内
政治情况和疫情没有迫使对话取消。这
说明双方很重视这次高级别交流，也说
明双方在关键问题上“契合度”提升。

《华尔街日报》 援引新德里观察家研究基
金会战略事务负责人哈什·潘特的话称：

“美国投入如此大的外交资本来加强与印
度的关系，这一事实凸显出印美关系日
趋成熟。”

蓝建学指出，此次蓬佩奥的亚洲之
行中，印度的态度值得注意。“长期以
来，‘不结盟’似乎是印度战略和外交传
统的醒目标签。但实际上，从冷战时期
到现在，印度的‘不结盟’更多是一种
形式上的不结盟，实际运作中，印度的
外交政策采取‘多面结盟’政策，在不
同议题上与不同国家进行菜单式结盟。
近年来，印度与中国、巴基斯坦、尼泊
尔等邻国都发生边界对峙，周边形势不
好；印境内治理失控的新冠肺炎疫情又
加速了印度国力衰落，所以当前印度政
府特别渴望通过加强和美国安全战略捆
绑，以维护自身的国际地位，加大自身
战略博弈筹码。”蓝建学说，“尤其值得
警惕的是，莫迪政府选择了冒险色彩突
出的投机主义外交，希望险中取胜，在
联美制华的道路上走得越来越远。”

或是一厢情愿

不过，蓬佩奥的亚洲之行或许无法
尽如他所愿。正如专家指出的，蓬佩奥
提出的某些议题，很可能只是一厢情愿。

在印度，尽管蓬佩奥发表了反对中
国的激烈言论，但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
特·辛格和外交部长苏布拉曼尼亚姆·贾
伊桑卡在与美国官员的联合新闻发布会
上都没有提到中国。

据法新社报道，斯里兰卡总统拉贾
帕克萨办公室表示，总统在与蓬佩奥的

会谈中否认该国陷入“中国贷款陷阱”，
并称该国不会牺牲外交独立性。路透社
还注意到，与蓬佩奥的表态不同，斯里
兰卡外长古纳瓦德纳强调了斯里兰卡希
望与所有国家保持和平关系的愿景。此
前，斯里兰卡“亚洲新闻网”还发表了
题为“蓬佩奥的套路在斯里兰卡行不
通”的文章。文章引用一位斯里兰卡官
员的话指出，美国想把斯里兰卡拉进

“反华联盟”，斯里兰卡才结束持续近 30
年的内战，不希望以任何方式变成国际
冲突的舞台。

印尼前驻美大使迪诺·贾拉尔也发表
评论称，对于美国强烈要求反对中国的
政策，东南亚并不认可，也不会同意。
印尼 《雅加达邮报》 10 月 27 日发文称：

“蓬佩奥似乎正在执行一项不可能完成的
任务：说服或更确切地说施压，要求印
尼与美国紧密合作，遏制和孤立中国，
而中国是印尼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但现
实是，“尽管有地区竞争，印尼也绝不想
组建任何安全联盟”。

那么，对美国拼命打造印太对华包
围圈的举动，中国该如何应对？

“中国发展壮大难免要经历成长的烦
恼。我们必须坚持底线思维，从我国家
利益出发，坚定维护国家安全主权发展
利益。对于美印走近的必然趋势，需要
理性解读、务实面对。我们应该强化周
边外交力度，和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一
起，坚定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合
作，向更多伙伴提供中国的公共产品，
分享中国的红利，积极引领地区及国际
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蓝建学说，“中
国走的是正道，走的是坚持国际发展合
作的正道。搞‘新冷战’和排他性小团
体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注定走不远。”

随着秋冬来临，美国新冠肺炎
疫情反弹之势愈加明显。据路透社
统计，在 10 月的倒数第二周，美国
有近50万人感染新冠肺炎，住院人数
飙升 13%。经济萧条、医疗资源紧张，
甚至食物短缺，这些看似本该与全球
第一大经济体无关的问题，如今却都
成为摆在美国面前的现状。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
所所长福奇此前直言不讳地指出，
美国社会已经陷入撕裂状态。德国

《商报》近日也刊文称，美国社会严
重撕裂，政治极化已经达到前所未
有的程度。

究 竟 是 谁 把 美 国 推 入 如 此 困
境？有人说是突如其来且势头凶猛
的新冠肺炎疫情。其实不然。正如
美国 《华盛顿邮报》 所言，在抗击
疫情的几个月内，许多国家控制住
了疫情，但美国却对病毒传播失去
控制，甚至全美各州在疫情面前支
离破碎，充斥着政治仇恨和分裂。
显然，根源不在于病毒，而在于
人。面对疫情，美国某些政客不作
为、乱作为，最终将美国社会带入
混乱、分裂的艰难处境之中。

疫情发生之后，美国某些政客
先是多次试图淡化疫情的严重性，
甚至不顾卫生专家的警告，早在今
年 3 月就扬言“疫情已被遏制”。接
着瞒报病例，信息误导，一次又一
次不负责任的谎言全然不顾美国民
众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甚至最
近，眼见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
仍在飙升，10月 23日、24日两天单
日新增病例均超过8万例，打破了夏
季疫情高峰以来的最高纪录，美国
某些政客依然延续“鸵鸟式”的荒
唐行径，声称疫情正在“迅速结
束”。种种不作为、乱作为的言行让
美国错过了控制疫情的“黄金窗口
期”，将美国民众暴露在病毒的残酷
威胁之下。

随着疫情蔓延全美，面对国内
各界对美国政府抗疫不力的不满，
美国某些政客动歪脑筋，行不义之事，妄图拉其他国
家和世界卫生组织做“替罪羊”。一边“甩锅”中国，
无端指责，一边任性“退群”，全然不顾团结抗疫的国
际呼声。最终屡遭“打脸”，就连美国国内各界都看不
下去，纷纷指责美国某些政客：避重就轻，颠倒黑
白，不仅无益于抗疫，还有损美国的国际形象和全球
影响力。美国盖洛普公司此前一项民调显示，美国白
人的“极度”自豪感在过去 20 年里首次降至 50%以
下，非白人则仅为24%。另一项民调显示，62%的美国
公民认为，美国已不再是“山巅上的闪耀之城”。

在哈佛大学传染病专家哈纳吉看来，把美国当前
的疫情比作野火，都是轻描淡写。而今，在美全国范
围内，疫情仍然肆意蔓延，衍生的“次生灾害”也正
逐渐显现。美国民众不得不承受着美国某些政客不作
为乱作为酿成的后果，沉疴遍地的美国社会也面临着
种族主义冲突愈演愈烈、两极分化日益加剧等困扰。
美国某些政客但凡有些良知，就该停止将疫情政治化
的自私行为，停止“甩锅”、抹黑、造谣的荒唐行径，
将精力用于应对疫情、拯救美国民众生命的正道上，
不要让美国民众继续深陷疫情肆虐的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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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肆炒作“中国威胁” 逼迫亚洲国家站队

美拼命推销“印太战略”恐难如愿
本报记者 张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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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务卿蓬佩奥密集出访：
本月初，刚到日本参加了美日印澳

“四方安全对话”；月底，又踏上了印
度、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印度尼西
亚和越南等国的亚洲之旅。蓬佩奥明
确称，这次亚洲之行的重点是应对所
谓“中国威胁”。值得注意的是，美国
与印度越走越近。专家提醒，中国需
要理性解读、务实面对。

近日，德国首都柏林迎
来绚烂金秋。

上图：10 月 28 日，在柏
林的一座公园，一名工作人
员正在清理道路上的落叶。

右图：10 月 28 日，柏林
一座公园中，推着婴儿车的
行人。

新华社记者 单宇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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