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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
事务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在斯坦福大
学举办的一场视频研讨会上表示：“接
触的时期已经结束”，“美国正进入与
中国激烈竞争的时期”。坎贝尔将美国
对华政策的转变归咎于中国，并称未
来几年盟友将是美国反击中国的核心力
量，美国考虑在今年秋天召开一次“四
方安全对话”面对面会议，以应对中国
的挑战。

鉴于坎贝尔的身份及其曾在美国
多届政府担任亚太事务核心幕僚的经
历，他的这番言论被不少人视作美国
对华政策转变的一个信号。甚至有人
认为，坎贝尔为持续近 50 年的美国对
华接触政策画上了句号。

需要注意的是，坎贝尔是在一场
智库会议上发表的这一观点，并非发
布重大外交政策的严肃场合。他的一
家之言是否真能对中美关系一锤定
音？这显然要打上一个问号。更何
况，美国国内要求增加对华接触、重
视对华合作的呼声从未消减。“对华接
触政策失败”的论调能够代表多少美
国民意？答案或许并不如美国某些政
客想得那么乐观。

但须警惕的是，长期以来，总有
一些美国政客无事生非，不厌其烦地
搬出“对华接触政策失败”的陈词滥
调，不怀好意地将中国列为“竞争对
手”，不辨黑白地把破坏中美关系的责
任推给中国，妄图将中美再次拖进冲
突与对抗的泥潭。同时，近段时间，
美国政府多名重要官员屡次声称将对
华展开激烈竞争，美国国会则拿中国
作借口推出反华意味浓厚的涉华法
案。凡此种种看似宣扬“竞争”、实则
渲染“对抗”的言行，给中美关系蒙
上阴影，也让国际社会感到不安。

作为世界性大国，中美建交 40 多
年的历史表明，尽管国际形势和中美
关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一个基本
的事实始终未变，那就是：中美合则
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比摩擦好，对
话比对抗好。两国交往几十年来取得
的成果便是最好的证明。经过双方几
代人的共同努力，中美关系已成为世
界上相互交融最深、合作领域最广、
共同利益最大的双边关系之一。

当然，与其他大国关系一样，中
美之间难免存在一些分歧，两国关系
难免存在一些竞争。但是，这些分歧
和竞争不应影响两国继续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用所谓“竞争”来定义、
主导中美关系，用所谓实力地位来处
理对华关系，只会导致对抗冲突，绝
不是中美关系的正解。

对抗不是出路，对话才是正道。断供、脱钩损人害
己，冲突、对抗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中国一贯主张构
建中美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
系。这既是中国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期待，也是中国对维护
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担当。

中美有各自的利益和关切，完全可以通过平等对话来
解决分歧、建立互信，而不是陷入你输我赢、你死我活的
恶性竞争，任由分歧、误判甚至对抗来主导两国关系。尤
其是在百年大变局叠加新冠肺炎疫情的情况下，面对推动
世界经济复苏与增长、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等全球性问题和
挑战，世界更加需要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摒弃陈旧过时
的冷战零和思维，客观理性看待中国，推动中美关系重回
合作轨道，这才是美国该走的正道，也是美国对世界应尽
的责任。

印度每年 6 月至 9 月是
季风雨季。

上图：6 月 9 日，人们
在印度孟买街头涉水前行。

左图：6 月 9 日，积水
导致印度孟买道路交通停
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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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四国外长访华 达成广泛合作共识

投资协定是中欧双方最佳选择
杨 宁 李旖妃

欧洲四国外长访华 达成广泛合作共识

投资协定是中欧双方最佳选择
杨 宁 李旖妃

应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邀请，波兰外长拉乌、塞尔
维亚外长塞拉科维奇、爱尔
兰外交与国防部长科文尼、
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部
长西雅尔多于5月29日至31
日对中国进行访问。

这是今年中方同欧洲国
家外长首次面对面会晤，也
是中欧之间面对新形势、新
挑战的一次战略沟通。王毅
同四国外长进行了深入、坦
诚交流，达成了广泛共识。

市场预期乐观背景下的油价走势
睿 加 陈婕洺

市场预期乐观背景下的油价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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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邀请，波兰外长拉乌、塞尔
维亚外长塞拉科维奇、爱尔兰外交与国防部长科文尼、
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部长西雅尔多于5月29日至31
日对中国进行访问。

这是今年中方同欧洲国家外长首次面对面会晤，也
是中欧之间面对新形势、新挑战的一次战略沟通。王毅
同四国外长进行了深入、坦诚交流，达成了广泛共识。

坦诚对话 硕果累累

此次四国外长访华，为中方同四国的双边关系深入
发展带来新的历史机遇，也将对中欧关系起到示范和积
极推动作用。梳理中方同四国友好往来的历程可以发
现，双方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均有着深入广泛的合
作，推进政治互信、经济互通和文化交流也成为国家交
往中强调的重点。

在会晤中，中方与四国表示，将继续营造和平稳
定的外部环境，在经贸、数字经济、医疗卫生、科技
创新、教育、文旅、体育、青年等领域加强合作，扩
大共识，为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出贡献。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黄海涛副教授在接
受本报采访时说：“在此次访华达成的共识中，我印象
比较深刻的是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得到了各国的共同肯
定，特别是波兰外长拉乌表示，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是
对双方都有利的最佳选择，波兰愿为欧中关系的健康
发展作出积极努力。爱尔兰也指出，欧中签署全面投
资协定符合双方利益，爱方对中方投资持欢迎和开放
态度。这是各方在此次会晤中取得的重大成果，释放
了积极有利的信号。”

四国对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肯定态度反映了欧洲对
华政策的多样性。“前欧共体国家和新加入欧盟的国
家，由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在对外政策上很难
保持一致，并非铁板一块。四国外长在关键时间点访
华，这种行为本身就是想打破目前中欧关系僵局的信
号。”黄海涛说。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金灿荣教授也指出：“后

疫情时代，欧洲一些国家想管控分歧，求同存异，与中
国继续合作，共享发展。”中国同欧洲的合作符合各方共
同利益，不会因个别事件受到影响，加强对华合作仍是
欧洲各国的普遍愿望。

增进了解 推进合作

波兰、塞尔维亚、爱尔兰、匈牙利都是中国在欧洲
的重要合作伙伴，与中国的关系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
的考验，始终保持健康平稳发展。中方与四国在贵阳深
入沟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黄海涛认为：“发展中国与四国的双边关系对各方都
是有利的，我们在经济上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特别是在
抗疫的关键时刻，四国需要中国的援助和支持。这对于
欧洲破除疫情困扰、恢复国内经济、解决内部问题具有
正面影响。中欧是利益交融的命运共同体，我们可以利
用自己的优势与经济互补性，突破僵局，推动中欧关系
进一步发展。”

塞尔维亚、匈牙利是欧洲率先批准并使用中国疫
苗的国家，这是一种很强的战略信号，体现出对中国
的高度信任。2021 年 1 月 16 日，载有中国国药集团新
冠疫苗的飞机降落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机场，塞尔
维亚总统武契奇亲自带领众多官员在机场举行最高级
别的欢迎仪式。

今年 1 月，匈牙利宣布，该国药监局已经正式批准
使用中国国药新冠灭活疫苗。在此次访华期间，匈牙利
外长西雅尔多同王毅会晤后宣布，将在匈牙利国内生产
中国国药疫苗。“双方再次以行动证明彼此是值得信赖的
好伙伴，是在对方有困难及时伸出援手的好朋友。”王毅
回应说。

这次访华的会面地点选在贵阳也颇有深意。据金灿
荣介绍，2010年9月1日，首次升级后的中欧战略对话就
在贵阳举行，国务委员戴秉国和来访的欧盟外交与安全
政策高级代表兼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凯瑟琳·阿什顿共同出
席对话。

十余年后，贵阳以我国西部数据中心的新身份再次
迎来了从欧洲远道而来的朋友。2021 年 5 月 26 日，以

“数智变·物致新”为年度主题的2021中国国际大数据产
业博览会在贵阳开幕。“各国的朋友们可以在贵阳深刻感
受到中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也有利于加强数字
经济等新兴产业的合作。”金灿荣说。

保持定力 携手前进

此次访华的四国中，波兰、塞尔维亚、匈牙利都是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的成员，该机制是中国推动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平台。中方与四国就中欧关系、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进行了深入探讨。

据报道，波兰外长拉乌表示，波兰奉行独立自主的
外交政策，理解并尊重中方的正当权益，愿为中国—中
东欧国家合作作出积极努力；中塞两国外长达成的六点
共识强调，“继续支持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的发展
壮大，加强国际地区事务协作”；中匈外长商定的“四个
目标”中，也包括“共同推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强
基固本，提质增效”。爱尔兰高度重视与中国的务实合
作，希望成为中国企业进入欧洲的门户。

此次访华将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发展注入新动
能，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也将继续成为深化中欧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引擎。黄海涛表示：“中东欧国
家大多属于新兴经济体，和中国合作的需求较大，特别
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这正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主
要发力方向。中国与中东欧合作的潜力巨大，符合各方
共同利益。”

中欧关系及中东欧关系健康发展的前提是正确的相
互认知。金灿荣指出：“中国以真诚友好的态度，在战略
上重视同欧洲的往来。我们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推动
双方的友好合作，多层次维护中欧关系。”

“欧洲积极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欧
洲的大部分领导人在对华问题上保持独立自主的态度。
虽然会遇到挑战，比如受到美国的压力和国内选民情绪
的影响，但是理性的领导人会着眼大局，克服障碍，稳
扎稳打。”黄海涛说。

历史总是在跌宕起伏的过程中前进，保持定力，则
行稳致远。中欧有着广泛共同利益，合作前景广阔。

近日，国际油价连攀新高，创下自2018年10月以来
最高收盘价。美国 WTI 原油期货价格大涨 1.2%，报收
70.05 美元/桶，突破 70 美元关口；国际布伦特原油期货
价格上涨1%，至每桶72.22美元。

分析认为，随着全球疫苗接种数量上升，一些国家
经济活动回归正轨，市场对燃油需求快速恢复，使得油
价得到有力支撑。

经济重启 需求回暖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月7日报道，随着疫情逐步
趋缓，全球经济强劲复苏，市场对汽油和航空燃料的需
求增加，国际原油价格逐渐扭转了 2020 年 4 月暴跌至负
值的颓势。

“原油期货价格的上涨，除了因市场对前景预期乐
观，另一项主因则源于美国的宏观经济因素。”北京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在
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目前，美国货币发行量大，在维
持接近零的基准利率下，按美元计价的原油类大宗商
品，自然会因‘注水’成分的增加而出现上涨。”

6月8日，世界银行在半年度 《全球经济展望》 报告
中预估，2021年全球经济将增长5.6%，增幅将高于1月份
预测的 4.1%，而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则为 8.5%。这是自二
战以来全球经济最快脱离衰退并实现复苏的一次。

分析指出，“欧佩克+”在今年 5 月的原油日产量增
加近 43 万桶，占该月整体增幅 84%，整体而言，“欧佩
克+”的原油产出稳定。

“随着世界主要经济大国相继宣布复苏，‘欧佩克’
和‘欧佩克+’达成了增产协议，经济开放的步伐将持续
加速，提振当前的经济颓势。”王勇表示，“虽然全球供
应链的生产方都在加快开放步伐，但位于东南亚、东
亚、南亚等地区的部分国家处境仍较为困难，因此市场
的乐观预测未来将出现调整。”

《纽约时报》 报道称，美国 5 月份新增就业岗位 55.9
万，虽处于合格线但仍低于预期的 67.5 万。美国民众的
消费能力在缓慢复苏。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沈丁立在接受本报采
访时指出：“过去一年，中国成为全球首个实现正增长的
主要经济体。美国为刺激国内制造业发展与维持民众的
购买力，一揽子提出总额约为6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使
得美国人虽被限制在家、无法就业，但仍可透过政府提
供的救济金进行消费。”

美国疾控中心宣布，截至6月6日，美国累计接种疫
苗超 3亿剂。沈丁立表示：“倘若美国政府持续提供援助
金，将严重打击美元的国际信用，无法有效地驱动经济
重启，市场对国际原油的预期也将大打折扣。”

对峙趋缓 预期看好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曾表示，
即使美国与伊朗恢复遵守 2015 年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

（JCPOA），美国仍然会维持针对伊朗的数百项制裁措
施。日前，美伊两国将伊核协议的最新谈判时间延长至6
月24日。

6月3日，伊核协议相关方代表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
就美伊恢复履约举行会谈。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外交部
副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希表示：“两国距离达成协议还有
一段距离，但‘相距不远’。”

“按照目前的形势来看，两国虽处于谈判阶段，但美
国重返伊核协议乃大势所趋，鉴于原油需求快速恢复，
伊朗原油的增加将有效补足市场的需求。”沈丁立指出。

沈丁立表示：“目前，伊朗的原油日均出口量约为90
万桶，但在美国对伊朗实施严厉制裁之前，该国的日均
出口原油量为250万桶。倘若解除对伊朗制裁，大幅提升
原油供给量，国际原油价格终将出现回调。”

国际能源署在最新月度报告中指出：“今年余下时间
预期中的供应增加，远远无法匹配我们对第二季度后需
求极强劲复苏的预测。”

王勇表示：“海湾地区地缘政治的缓和，将有效缓解
供不应求的市场走势。与此同时，美国和俄罗斯关系的
缓解，也能促使俄罗斯增加原油出口量，进一步下调国
际原油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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