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国叫停“问题疫苗”

据路透社报道，4 月 14 日，丹麦国家卫生局与药品管理局
宣布，将撤销240万剂牛津大学与阿斯利康联合研发的疫苗接
种计划。丹麦成为首个宣布弃用阿斯利康疫苗的国家。

“由于接种者体内出现血栓的问题屡屡发生，阿斯利康疫
苗在过去数月里已多次遭到质疑。”据外媒报道，欧洲药品管
理局于4月7日发布报告，认为阿斯利康疫苗与血栓存在某种
关联，建议将其列为该疫苗罕见副作用之一。出于对安全性
的担忧，欧盟国家普遍对阿斯利康疫苗的接种采取了限制措
施。其中，德国、法国、芬兰、瑞典、冰岛等限制了接种者
的年龄；卢森堡、罗马尼亚、奥地利、爱沙尼亚、立陶宛等
暂停接种特定批次。

强生疫苗也面临类似的处境。4 月 13 日，美国疾控中
心、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发表联合声明说，鉴于美国已报
告6例因接种强生新冠疫苗出现罕见严重血栓病例，建议暂停
接种该疫苗。同日，南非和意大利分别宣布暂停接种、暂时
封存该疫苗。4 月 16 日，希腊卫生部方面表示，出于安全原
因，取消原本于 4月 19日首次接种强生疫苗的计划，同时也
不向民众开放此种疫苗的预约接种。

疫苗的安全性问题引发了西方国家民众的担忧。据 《纽
约时报》 报道，在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恢复对限定人群的
接种后，许多人对阿斯利康疫苗表现出极大的不信任。

分析指出，“问题疫苗”的出现将对民众心理带来影响。
美国某调查机构的数据显示，大概有20%至30%的美国人不愿
意接种任何一种疫苗。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预测模
式显示，若美国人对接种疫苗的迟疑态度得不到改善，而经济
又乐观重启，那么情况将非常糟糕。“若社会活动恢复到疫情
前的85%，可能在今年新增460万个感染病例。”

“最严峻的道德考验”

值得注意的是，在丹麦宣布弃用阿斯利康疫苗的第二
天，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主任证实，丹麦外交部正在考虑
与较贫穷的国家分享阿斯利康疫苗。丹麦此举引发舆论对其

“分享”动机的质疑。

当前，新冠疫苗的安全使用和公平分配问题越来越受到
关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指出，一段时间来，海外新冠疫苗频频暴露安全问题，值
得警惕。尤其需要国际社会关注的是，受经济科技水平限
制，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疫苗研发、生产、保存和安全使用等
方面面临更大困难。

“疫苗公平是人类社会当前面临的最严峻的道德考验。”联
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根据相关机构统计，占世界人口16%的
富裕国家拥有全球60%的疫苗，几个发达国家的订购量是其人
口数的两到三倍。英国一家追踪疫苗进展的分析公司近日发
布数据报告显示，截至今年 3月，作为全球生产新冠疫苗第二
大国，美国生产的1.64亿剂疫苗“全部自用”，出口量为“0”。

当海外疫苗遭遇“信任危机”时，一些西方媒体仍不忘
夹枪带棒攻击中国。4月15日，《纽约时报》刊登题为“西方
的警告玷污了世界急需的新冠病毒疫苗”的报道，批评欧美
对两种疫苗安全性的质疑会引发“反疫苗热潮”，还可能给

“中俄疫苗可趁之机”，让全球卫生官员把目光转向中俄疫
苗，从而“刺激对中俄疫苗的需求”。BBC不顾中国疫苗有效
率符合世卫要求的事实，恶意攻击中国疫苗“有效率不高”。

“新冠疫苗是全球公共产品，而非国际竞争的工具。”王勇
指出，西方一些媒体政客出于政治动机无端抹黑中俄疫苗，将
破坏国际抗疫合作，加剧国家间的竞争和对立，是不可取的。

“合作与疫苗是唯一途径”

美国《洛杉矶时报》近日刊发专栏文章指出，新冠病毒不会
停止蔓延，只要有疫苗接种率低的地区存在，病毒就会有在任
何地方变异的可能，使得现有疫苗效力降低。文章称，战胜新冠
肺炎疫情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美国等西方国家却没能付诸
行动。

“合作与疫苗是全球战胜新冠疫情的唯一途径。”世界卫
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主任克卢格近日呼吁，各国扩大疫苗接
种的规模，希望民众增强对疫苗接种的信心。世界银行运营常
务副行长范特罗岑堡表示，世行打算在今年4月底前筹资20亿
美元，用于帮助大约40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获取新冠疫苗。

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表示，国际社会必须抵制日趋严重
的“疫苗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坚定支持“疫苗多边主
义”。“贫穷的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 （在疫苗分配上）
应该被同等对待。”

中国早已行动起来。近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在联
合国经社理事会“人人享有疫苗”部长级特别会议上发言指出，
中国正在向 80 个有急迫需要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援助，向
40多个国家出口疫苗。中国还加入世卫组织“新冠疫苗实施计
划”，宣布提供1000万剂疫苗，优先用于发展中国家。

在王勇看来，针对当前全球疫苗领域的诸多问题，各国
应在世卫组织框架下加强技术协调合作，积极共享相关数
据。要秉持科学态度交流互鉴，在不同研究路径下进行疫苗
的比较研究。为抗击新冠疫情，挽救人类生命做出实实在在
的贡献。同时必须摒弃“疫苗民族主义”和“疫苗政治化”
思维，努力推动疫苗在全球范围内的公平分配。

4 月 16 日，中法德三国领导人举
行视频峰会，就合作应对气候变化、
中欧关系、抗疫合作等问题交换意
见，达成广泛共识。作为欧盟的“领
头羊”，法德两国领导人的表态，为中
欧关系的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但与此同时，欧盟连续发出不和谐的
对华声音。

4 月 16 日和 17 日，欧盟对外行动
署发言人和欧盟驻华代表团有关发言
人相继发表维护乱港分子的涉港声
明，质疑香港民主自由。这是欧盟公
然干涉中国内政的又一铁证！

近期，欧盟不顾中欧合作大势，突
然调转车头，频频在涉华问题上发难：
对中国的平轧铝材产品征收反倾销税、
以新疆棉花存在所谓人权问题对中国
挥舞制裁大棒、对香港的选举制度说三
道四、积极掺和南海“自由航行”和印太
军演……

一系列“急赤白脸”的反华操作，令
人大惑不解：欧盟这是怎么了？不过，仔
细思量，答案也并不难寻。

——示好美国。美国现政府上台
后，依然坚持全面遏华政策，积极拉拢
盟友，共同“围攻”中国。对于在政
治和安全上严重依赖美国的欧盟而
言，卖力反华无疑是其向美国递出的
最佳“投名状”。从将“中国威胁”写入

“北约2030”改革建议报告，到频繁拿所
谓中国人权问题说事儿，再到对中国

“亮拳头”“秀肌肉”……欧盟将自己绑
上美国反华战车，充当急先锋，积极打
头阵，自以为可借此修复千疮百孔的跨
大西洋同盟关系。

——转移矛盾。随着中国综合国力
和全球影响力持续提升，欧盟及相关国
家对中国崛起一直心存忌惮。反观欧盟
自身，近些年，饱受债务危机、民粹抬
头、英国“脱欧”和新冠肺炎疫情等问题
的困扰，经济衰退和内部分裂的危机不
断加重。将中国树为靶子，无疑是欧盟
转移内部矛盾的最好借口。

——刷存在感。参与南海“自由巡
航”、参加印太军演、拟推出欧盟版“印
太战略”……近来，欧盟通过参与印太
事务施压中国的意图越来越明显。如
今，印太地区已成为全球地缘政治的中
心。跟随美国在印太地区刷存在感，欧
盟及相关国家有自己的算计：利用中美
博弈，左右逢源为自己谋取更多利益。

“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
益”，欧盟对华翻脸如翻书的态度，不正是对这句欧洲名言的
生动诠释吗？只是，已打算“选边站”的欧盟及相关国家，
如意算盘能打得响吗？打压中国，欧盟会获得更多利益吗？

事实上，欧盟正在承受被反华政策反噬的苦果。
对中国而言，除了反击别无选择。打压中国，欧盟只会

激起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发展利益的坚定意志；算计中国，
欧盟只会承受自身信誉和利益受损的沉重代价。

对欧盟而言，反华加剧内部分裂。欧盟力推的反华政
策，并非 27个成员国都买账。4月 16日，面对欧盟外长会议
拟推出指责中国声明的表决，匈牙利外长坚决投出反对票。

对欧美关系而言，近年来，从数字关税争端到北约军费的
分担问题，再到对多边主义价值认同的分歧，跨大西洋同盟关
系的裂痕都在不断扩大。这是美国在全球采取战略收缩政策和
欧盟试图寻求“战略自主”的必然结果。与中国反目，欧盟并不
能从根本上解决欧美结构性矛盾。而捆绑在美国的战车上，
欧盟只会让自己离“战略自主”的目标渐行渐远。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国际
局势更加错综复杂。作为世界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
中欧应从战略高度牢牢把握中欧关系发展的大方向和主基调：
中欧是伙伴不是对手，中欧合作远大于竞争。在合作中扩大共
同利益，在发展中破解难题，欧盟还需与中国相向而行！

综合外媒报道，阿斯利康、强生
等海外疫苗近期频频发生安全事
件，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与此同
时，疫苗分配不公、“疫苗政治化”等
问题突出，为国际抗疫合作埋下绊
脚石。专家分析指出，针对当前全球
疫苗领域的诸多问题，各国秉持科
学精神，加强协调合作，凝聚起战胜
疫情的强大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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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4日，美国日前宣布将从今年 5月 1日起
至 9 月 11 日前撤出全部驻阿富汗美军；同日，北约
也表示，将与美军协调一致于今年 5 月 1 日开始从
阿富汗撤军。2021年是阿富汗战争爆发 20周年，美
军及北约部队在此之际宣布撤离，有何打算？未来
阿富汗局势会如何变化？

撤军期限确定

对于美国公布的撤军期限，阿富汗总统加尼表
示，阿政府尊重美国政府有关今年9月11日前撤出
驻阿美军的决定。

美联社称，目前，阿富汗约有2500名美国士兵，
远低于2011年10万多人的峰值。另据英国《金融时
报》与“德国之声”电台网站消息，当前北约成员国
及美国其他盟友共 36 支部队的约 1 万人驻扎在阿
富汗，其中英军约750人，德军约1300人。

上届美国政府曾与阿富汗塔利班在 2020 年 2
月签订和平协议，以2021年5月1日为美国撤军最
后期限。《华盛顿邮报》称，在本届美国政府发布
最新撤军时间后，塔利班方面立即表示，如果美国
违反和平协议，不能如期在5月1日前撤出驻阿美
军，阿富汗问题将会恶化，不遵守协议的一方将
承担责任。

今年是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后发动阿
富汗战争的第 20年。阿富汗战争是美国历时最长
的海外战争，导致超 2300 名美士兵死亡，约 2 万
人受伤，耗资超过1万亿美元。尽管美国及其盟友
打击了塔利班与基地组织，但阿富汗局势长期动
荡，超10万阿富汗平民在战火中伤亡。

美国另有算计

据纽约时报消息，美国两党议员对撤军后果
产生意见分歧。《纽约时报》称，美国共和党人及
一些民主党人认为，撤军会鼓励塔利班叛乱；其
他观点则认为，有必要终结这场“无期限战争”。

美军与北约撤军阿富汗是何考虑？复旦大学
美国研究中心教授沈丁立指出，美国发动阿富汗
战争的目的，是报复对美实施“9·11”恐袭的基
地组织以及庇护基地组织的塔利班政权。“基地组
织虽然没有被摧毁，但难以再兴风作浪。美国在
战略上目的已经达成，战术上不再纠缠。”

沈丁立指出，北约在阿富汗的利益和美国相
比更小，作为美国的军事同盟，美国的战略目标
实现，意味着北约的战略目标也已经达到。“与其
在美军撤退后继续承担对抗塔利班与基地组织的
风险，北约更愿意尽早解除‘政治包袱’。”

白宫方面在宣布撤军期限时表示，索马里青
年党、“伊斯兰国”（ISIS） 等极端组织的威胁正在
全球扩散，“将数千名士兵驻扎并集中在一个国
家，每年花费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变得毫无意义
……我们不能继续扩大在阿富汗的军事周期。”但
同时白宫方面称，撤军后将在阿富汗重组外交及
反恐机制，以应对安全挑战。

“在美国看来，目前存在比基地组织和塔利班
更大的恐怖主义威胁，急于推进印太地区战略也
意味着美国不能在阿富汗久留。”沈丁立说，“即
使撤军后阿富汗出现安全局势方面的反弹，美国
依然可以想办法支持阿富汗政权，扶持阿富汗政

府军的武装力量。”

局势前景难料

《华盛顿邮报》 援引五角大楼官员的话表示，
阿富汗是内陆国家，一旦美国和北约军队撤离，
最大的挑战之一将是如何有效监视和打击极端主
义组织，远距离抵御对美国安全的威胁将更加
困难。另据路透社称，美国情报机构预测今年
美国与阿富汗达成新和平协议可能性低，并警告
说如果美国及其盟友撤军，将难以再对塔利班加
以制止。

沈丁立指出，目前阿富汗政府军控制着喀布
尔等大城市，但塔利班控制了农村近一半以上的
国土，未来不排除塔利班实力继续壮大的可能。

此外，英国 《卫报》 评论称，多年的战争使
阿富汗人普遍存在强烈的不安全感，撤军并不会
为当地人带来多少安慰。对美国而言，这是一场

“无法胜利的战争”。
沈丁立表示，未来阿富汗局势存在两种极端

的可能性。“极好的情况下，由于塔利班内部也存
在温和派，在美国这一干预因素消失后，塔利班
可能逐步从极端组织变为正常的组织，与联合国
支持的合法政府谈判，实现阿富汗长时间的和
平。极坏的情况下，阿富汗政府军高估自身军事
实力，意图剿灭塔利班，双方谈判破裂。此时塔
利班由同时对抗阿政府军与美军、北约等，变为
集中对抗阿政府军，阿富汗将陷入长期内战。”

“但真实情况可能不是这两种极端之一，而是
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一种状况。”沈丁立说。

美军一走了之，阿富汗或陷长期内战
本报记者 林子涵

美军一走了之，阿富汗或陷长期内战
本报记者 林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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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4月14日从埃及开罗拍摄的吉萨金字塔群日落景色。
新华社记者 隋先凯摄

日落金字塔

图为3月26日在美国费城拍摄的强生新冠疫苗。 新华社/美联图为3月26日在美国费城拍摄的强生新冠疫苗。 新华社/美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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