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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宗泽：中国要保持自身战略定
力，不要被美西方的虚张声势吓唬
住。中国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网络是
坚实的。中国应该继续扎实推进和有
关国家的合作，同时保持开放包容的
态度。比如，美西方的所谓大基建计
划，中国就没必要过敏。基建是个很
大的篮子，“一带一路”一直以来做的
就是对各个有需要国家的补短。如果
美西方国家真的能够为有需要的国家
提供更多选择，我们表示欢迎，而且
希望他们能够尽快兑现。基建做好
了，对大家都有好处。

丁纯：打铁还需自身硬。面对不
利的国际环境，中国需要做好内外工
作。一方面要继续坚持开放发展，加
速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另一方面，
要发展双边和多边合作，参与全球治
理，同时要直面挑战，坚持外交斗争。

袁征：这次美国总统拜登出访欧
洲应该是实现了基本诉求。G7和北约峰

会的公报对华态度相当强硬。但是，美
西方国家想主导当今世界，已经越来越
难了。各方利益和目标不同，很难采取统
一的对华行动，更多地停留在外交姿态
和舆论造势上，虚大于实。一两次会议也
好，会后声明也好，不必太当回事儿。

拜登出访，强调美国“又回来了”。
但是欧洲国家仍然担心，这只是暂时的
喘息，4年以后，甚至中期选举之后，特
朗普主义者会卷土重来。对于美国前任

政府的“美国优先”，欧洲国家依然心有
余悸。对于美国现任政府，欧洲国家也担
心，这一切会是“美国优先”的翻版。

美西方国家能否联手对华也取决
于中国的所作所为。当前消极的对华氛
围，很大程度上源于中美战略博弈。美
国政府对华推行战略竞争，在舆论场上
攻击和丑化中国。在这样的氛围中，中
国应该淡定自信、低调处理。把自己的
事情做好，把国家治理好。对于美西方

国家的反华行为，应该有胆量和底气，
采取对等反制原则。而且，西方国家
不是铁板一块。美国力图把G7和北约
打造成围堵中国、维护霸权的工具，
想把成员国绑在遏制中国的“战车”
上。英国、加拿大、日本等紧跟美
国。但是，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
家一方面强调西方价值理念，另一方面
也与美国采取的强硬态度拉开距离，不
愿成为美国维护自身霸权的工具。中国
要看到这种差异，分而治之，寻找突破
点。此外，还要以我为主，以周边地区为
重点，继续推进“一带一路”，以实力和
样板说话，实现双赢或者多赢。

在现有的美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
体系下，新兴国家想成长，的确会面
临各种困难和阻力，但是，世界总是
变动的，霸权国家不可能永远主导国
际体系。面临更多挑战的中国应该以
我为主，逐渐提升自身塑造世界的能
力，把路越走越宽。

抛售伪多边主义 极力维护自身霸权

美国为何大搞反华小圈子？
本报记者 张 红

连日来，美国总统拜登在上任后的首次欧洲之行
中，频频与盟友“秀恩爱”，高调宣示“美国回来
了”。七国集团（G7）以及北约峰会的公报对华敌意前
所未有。但是，美欧在关键问题上的分歧仍然明显。
法国总统马克龙称“G7不是与中国敌对的俱乐部”；德
国总理默克尔称，“如果没有中国合作，在气候变化等
领域将永远无法找到解决方案”。美国现任政府的对华
战略如何？美欧之间存在怎样的分歧？中国该如何应
对？本报邀请三位专家进行深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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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欧洲问题
研究中心主任 丁 纯

袁征：目前看来，美国现任政府对
华政策新一轮评估已基本完成。资深外
交政策专家、白宫“亚洲事务主管”科
特·坎贝尔在一次会议上正式宣布结束
对华接触政策。美国国防部部长奥斯汀
也在内部声称要把中国作为主要对手
来应对。从美国现任政府的言行可以看
出，其对华政策基调相当强硬，着重强
调对华战略竞争。美国现任政府的对华
政策继承了很多前任政府的做法，同时
吸取教训，不再是孤家寡人大搞单边主
义，而是把加强与盟友的协调合作放在
优先地位，共同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

对于美国现任政府而言，在国内
树立起中国这样一个外部对手，有利
于增强国内凝聚力，为其国内施政扫

除障碍；对外，把中国作为头号战略
竞争对手，有利于加强与盟友之间的价
值认同与协调合作，共同应对中国崛起
带来的挑战。这也反映出，美国已经意
识到，单靠自己无法阻止中国前进的步
伐。从这个角度看，美国已经衰落，很难
主导当今世界的很多事务。

阮宗泽：美国现任政府的所作所
为实质是伪多边主义。与前任政府赤
裸裸的单边主义相比，现任政府是打
着多边主义的旗号，拉拢盟友，组成
自己的小圈子。虽然形式不同，但美
国两任政府的实质都是追求美国霸
权，讲究美国优先。无论是G7领导人

峰会还是北约峰会发布的公报，美国
都塞进了自己的私货。美国仗着自己
的优势地位，对盟友采取了诱压胁迫
的方式，目的是让他们为美国的政策
背书。对美国而言，无论是G7还是北
约峰会，都是一种舆论造势，目的是显
示己方支持者众。对于 G7 和北约的某
些成员国而言，追随美国展现针对中国
的态度，不排除投机和迎合美国的成
分，目的是提交“投名状”，获取利益。

丁纯：美国现任政府对华基本上
延续战略对峙态势，但更多借助拉拢
盟友遏制中国。美国前任政府是蛮横
无理的单干，既打压对手，也打压盟
友。现任政府则反复宣扬“美国回来
了”，拉拢小圈子对付中国。

美国现任政府对华战略有何特点？

6月13日，G7峰会闭幕，会后公报点名中国；6月14日，北约峰
会公报称，中国构成“系统性挑战”，“将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中国保持
建设性对话”。据美联社报道，在美国总统拜登此次为期8天的欧洲之
行中，美国一直试图团结盟友，渲染“中国威胁论”，联手对抗中国。

丁纯：美欧的主要分歧在于，欧
洲和中国没有根本的战略冲突。欧洲
并没有把中国当作需要遏制的战略对
手，在全球治理、气候变化等问题上
希望和中国合作。欧洲暂时不愿意在
中美之间选边站，这和日益紧密的中
欧经贸关系以及此前美国政府转移外
交重心以及美国信誉受损分不开。

欧洲内部也有分歧，既有亲美势
力，也有强调战略自主的谨慎者。目
前，欧洲主要大国的领导人比较务实，
不会轻易和美国同流，除非美国真的拿
出能够吸引欧洲的筹码。G7 峰会美国
提出的全球大基建计划不够有吸引力。
这个计划野心勃勃，但是疫情下 G7 各
成员国均面临经济复苏和国内民意的
压力，未必能将计划贯彻落实。

袁征：G7和北约峰会公报显示出
的对华敌意，前所未有。此次G7甚至
被认为是西方国家系统指责中国和粗
暴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一次峰会，其
背后的确有美国的推动。不过，公报

还是能看出美西方国家在对华问题
上，立场有差异。

美欧的战略重点不同。中国和俄
罗斯是G7和北约峰会的关注目标。欧
洲国家更担心俄罗斯。美日则希望能
和盟友一道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压
力。美国想搞小圈子，拉盟友联手遏
制中国崛起，其目标很明确，就是维
护自身霸权，打压任何可能构成威胁
的对手。欧洲国家心知肚明，不愿被
绑上美国对抗中国的“战车”。他们希

望保持与中国的经贸往来，并在一些
问题上寻求和中国合作。

美西方国家虽然都主张要积极应
对中国的崛起，但是在如何应对，甚
至如何措辞上，分歧明显。比如德
国、法国等不愿对中国采取一味强硬
的立场，担心会失去与中国合作的机
会，主张构建与中国的合作关系。

阮宗泽：他们拿中国当靶子说
事，完全是打错了算盘。这种组成小
团体小圈子的做法是用意识形态划

线，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而且，美
西方不可能用同一个声音对中国说
话。最简单的事实是，西方的主要贸
易伙伴都是中国。虽然G7和北约峰会
公报中使用了对中国不利的措辞，但
实际上，成员国之间的态度是有温差
的。而且，他们的想法和能力之间也
存在鸿沟。以G7为代表的美西方国家
似乎依然认为自己能够呼风唤雨、主
导世界。但是，世界已经完全不同
了。上世纪 70 年代，G7 国家 GDP 占
全球的 70%左右，现在只有 40%左右，
而且还在继续走下坡路。G7现在最多
算是个“日落俱乐部”。比如，此次
G7峰会后美国提出的40万亿美元的全
球大基建项目就是典型的望梅止渴、
画饼充饥。这么大一笔钱，谁来出？
这个项目的时间跨度是多大？现任推
翻前任政策的现象在美西方政坛司空
见惯，谁敢相信这种承诺？此次G7和
北约的对华表态可以看作美西方国家
给自己打气，正体现了他们的心虚。

美欧分歧主要在哪里？

在对华问题上，G7内部分歧严重。英国《金融时报》评论称，与
美国相比，参加本次G7峰会的欧洲领导人对于“激怒中国”一事，显
得更为谨慎。“美英加日想对华强硬，德法意踩刹车。”这是德媒《图
片报》在G7峰会后做出的一番形象比喻。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
马克龙相继发表“对华政策应当找到适当平衡”以及“中国既是合作
伙伴也是竞争对手”等言论，淡化对华尖锐措辞。

中国应该如何应对？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再见吧，G7。你曾经主导世界，但如今你只是世界越来越小的一
部分。你难以忍受自身地位的衰落，于是你责怪中国，但你的失败只能
怪自己。”英国剑桥大学学者马丁·雅克日前在社交媒体上这样讽刺
G7。就在G7峰会商议如何针对中国之际，参与报道峰会的欧洲新闻台
记者帕洛克在社交媒体称，G7峰会上每天都必须要做的新冠检测试
剂是中国制造的，显然“西方列强仍然需要来自东方的一点帮助”。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九次会议日前表决通过 《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以下
简称“反外国制裁法”），引发国
际社会广泛关注。围绕该法出台
的背景、国际法依据、核心内容
和实际影响等问题，本报记者采
访了相关国际法专家。

应对外部风险挑战

反外国制裁法第三条规定：
外国国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以各种借口或者依据
其本国法律对我国进行遏制、打
压，对我国公民、组织采取歧视
性限制措施，干涉我国内政的，
我国有权采取相应反制措施。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
究所副研究员李庆明看来，这条
内容规定了中国采取反制措施的
情形，表明该法旨在坚决维护国
家主权、尊严和核心利益，反对
西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面对
美西方国家近年来的造谣污蔑和
遏制打压，中国需要充实自身应
对外部风险挑战的法律‘工具
箱’，提高相关法治水平。”

“从国际国内两方面看，反外
国制裁法出台均非常及时且十分
必要。”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
教授霍政欣指出，从国际形势
看，一段时间以来，美西方国家
出于政治需要和意识形态偏见，
对华打压不断升级，炒作议题从
经贸领域扩大至价值观和人权领
域，以涉疆、涉港等问题为借口，依
据其国内法对中国企业和个人任
意实施所谓制裁，肆意干涉中国内
政，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
本准则。从国内需要来看，中国外
交部已多次宣布对有关国家的实
体和个人实施相应反制措施，商务
部也出台了《不可靠实体清单规
定》《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
外适用办法》等规章制度。但这些
反制裁措施主要是通过行政手段，
还需要国家立法层面的支撑。

具有充分国际法依据

“今日俄罗斯”近日刊登英国
国际关系学者汤姆·福迪的专栏文
章指出，反外国制裁法制定的法律框架，将允许中国在经济和
商业上对西方国家造成的损害予以回击，“美国及其盟友可以
随意施加制裁而不受惩罚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霍政欣分析说，反外国制裁法具有鲜明的“反制”性质——
不是中国先发制人主动制裁别国，而是中国要对这样的行径
坚决说“不”并予以反制。“美西方国家随意向别国施加的单
边制裁措施，违反了不干涉他国内政、尊重国家主权平等的
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国通过立法进行反制，是国际
法赋予主权国家的一项权利。”

“该法出台具有充分的国际法依据和正当性，符合国际法
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履行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规定
的相关义务，更与国际社会的普遍实践一致。”李庆明指出，
以《联合国宪章》为代表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
持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反对干涉他国内政；联合国大会通过
一系列决议，反对西方国家未经授权滥用制裁，反对一国滥
用法律域外效力干涉他国主权、影响他国实体或个人的合法
权益，要求废除、并呼吁所有国家不承认不执行此类法律与
措施；美国、俄罗斯和欧盟等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也都制定
了相关“阻断立法”，对他国施加的制裁进行反制。

统筹推进国内和涉外法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近日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出，反外
国制裁法的制定，为各国企业在华发展提供了可预见的法治环
境和稳定可期的营商环境。专家指出，中国实施正当性反制，针
对的是那些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抹黑和打压中国的实体和个人，
并不影响合法经营的市场主体和普通民众。中国坚持改革开放、
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决心坚定不移。

“中国出台反外国制裁法，既有原则立场，又有一定的威慑
力。”霍政欣指出，一方面，该法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
展利益”“保护我国公民、组织的合法权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
友好合作”，这让国际社会了解到，来华开展正常的贸易投资不
受影响。另一方面，该法详细规定采取反制措施的情形、反制措
施的内容和适用对象、反制工作机制、有关组织和个人的义务
等，增强了该法律的实际效力和威慑力。“总体来看，该法的出
台使中国今后的反制措施有了立法、执法和司法这样一个综合
体系，体现了中国致力于维护全球化和国际贸易秩序的决心。”

在李庆明看来，反外国制裁法是中国统筹推进国内法治
和涉外法治，加强涉外法治建设、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的涉外
法律法规体系的重大成就，也是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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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手挑衅中国，日澳打错了算盘
□ 林子涵

观 象 台最近，日本和澳大利亚公然搞起了反
华小圈子。6月13日，在英国参加G7领导
人峰会的日本首相菅义伟和澳大利亚总理
莫里森举行会晤时，声称要实现“自由且
开放的印太”，并决定推动被广泛认为是针
对中国的美日澳印“四国框架”。他们还就
反对所谓“经济胁迫”达成一致，话里话外
指向中国。

近年，日澳在对华问题上没少勾连。
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日澳均紧跟美
国，将矛头指向中国；在东海问题上，日
本拉来美国、法国和澳大利亚等域外国家
举行联合军演，意在寻找“志同道合”者对
抗中国；日澳两国外长防长“2+2”视频会议
联合声明，对台海问题妄加指责，并对新疆
和香港相关问题说三道四，横加干涉。

频频对华挑衅，日澳摆明了要做美国

的“跟班”。作为遏华政策的始作俑者，美
国近年来频借“印太战略”拉帮结派，挑
动集团对立，妄图“围堵”中国。日澳追
捧的“四国框架”，本质即是对美国“印太
战略”的积极迎合。

在对华问题上，澳大利亚早已迷失自
我，沦为美国反华集团的“急先锋”。澳不仅
多次在涉台、涉港、涉疆问题上大放厥词，还

否定和限制中澳经贸、人文等领域的合作项
目，反复践踏中澳友好发展的既有成果，极
大损害了中澳关系。面对澳大利亚的多次无
理挑衅，中国理所应当地进行反制，澳大利
亚却又大泼脏水，炒作中国搞“经济胁迫”，
全然忘了最擅长、最惯常以“经济胁迫”手段
威逼他国的，正是自己的美国“大哥”！

可以说，澳大利亚政客罔顾国内要求

改善对华关系的强烈呼声，在反华的道路
上越走越远。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当
前正面临疫情控制、经济复苏和东京奥运
会三大难题，自顾不暇，却还要跟澳大利亚
同流合污，到底有什么图谋？为了政治上的
一己私利，向美国纳“投名状”，恐怕是日本
政客敢于打断来之不易的中日关系缓和进
程，频频对中国发起挑衅的真实意图。

中国是日本搬不走的邻居。日本想必清
楚，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
市场，中日经贸关系是当前日本最重要的经
贸关系。作为近邻，中国从未对日本构成威
胁；相反，中国的崛起始终在向日本溢出红
利。如今，日本想要走澳大利亚“吃饭砸锅”
的老路，抱美国的“大腿”，只能进一步暴露出
日本根本没有独立外交政策的窘境。

现如今，跟着美国混，一点好处也捞
不到。这个道理，世人皆知。澳大利亚早
已吃尽了挑衅中国的苦果。对此，美国除
了“抢占”澳企的市场，就剩下动动嘴皮
子。至于日本，其国内的三大难题，能指
望美国帮忙解决吗？

美国不是“救命稻草”。日澳扭曲的对
华心态不合时宜。如何面对快速发展的中
国，日澳真该好好想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