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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变对手

在最近发表的首份国情咨文中，美
国总统特朗普再次“点名”中国。

在谈及国家安全问题时，特朗普称中
国和俄罗斯是挑战美国利益、经济和价值
观的对手，美国将以实力保卫自己的安全
和利益，包括为军队提供充足的经费。此
外，在有关贸易的部分，特朗普表示，“对不
平等贸易投降”的日子已经过去，虽然没有
直接点出中国，但鉴于中美之间存在的贸
易逆差，不难让人联想其意仍在中国。

这已不是近来美国第一次将中国定
位为对手。此前发布的 《国家安全战
略》 和 《2018 国防战略报告》 两份重要
文件，都显露出美国当下颇为消极的对
华战略认知。比如，在任内首份 《国家
安全战略》 中，特朗普将中国称为“修
正主义大国”；美国国防部上月出炉的国
防战略报告也多次提及中国，指称中国
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

“在此次国情咨文演讲中，特朗普延
续了此前的思路，把中美关系继续定义
为竞争关系，而且强调中国对美国构成
的挑战是全方面的，这意味着特朗普政
府的对华观在执政一年后基本成型，核
心就是‘竞争’。”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
究院美国研究所学者孙成昊说。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
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巍在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称：“过去几十年，美
国主要还是将中国视为合作伙伴，很少用

‘竞争者’或‘对手’形容中国。最近几份
官方文件表明，美国对中国的定位已经出
现转变。这种转变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共
识，而非某个部门或某个人的看法。”

自去年以来，中美关系似乎一直暗
流涌动。除了在官方文件上一改对华定
位之外，特朗普政府的对华经贸政策日
趋强硬，引人注意。不久之前，特朗普
正式宣布对进口太阳能电池板和洗衣机
征收保护性关税，并对后者实施进口配
额限制，中国正是受此影响最大的国家

之一。对此，一些外媒猜测，中美贸易
摩擦持续升级，美国此举可能成为引发
中美“贸易战”的第一枪。

焦虑与不安

从合作伙伴到竞争对手，美国对华
定位和对华政策的转变，暴露的是美国
对华心态的改变。

“这表现出美国在对华认识方面越来
越焦虑不安，对美国全球主导和霸权地
位的信心越来越不足。”外交学院教授李
东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是说。

事实上，这份焦虑，很大程度上来
自美国自身。

“这几年，美国经济虽然表现还行，但
是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贫富悬
殊、社会治安糟糕等一系列问题困扰着美
国政治精英，令其产生一种严重的焦虑
感。”李巍分析称，与此同时，美国两大主
要政党围绕美国未来发展方向分歧明显，
难以达成共识，导致这种焦虑情绪在国内
蔓延。“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容易夸大来自
中国的威胁，因为只有在国外塑造一个敌
人，才有利于本国的团结。”

美国政府研究中心主任迪欧尼日前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现在比任何
时候都要分裂，这有经济、政治等各方
面因素的影响。在美国国内，收入差距
拉大，两个主要政党更加意识形态化，
难以达成妥协。

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优先”立场
让美国在国际政治舞台表现日益倾向

“自我”，这令其国际形象“大打折扣”，
也进一步加剧美国的不安。

美国 《纽约时报》 在 1 月底的一篇
报道中引用盖洛普咨询公司一项最新调
查结果称，2017 年，在 134 个国家接受
访问的民众当中，只有 30%的受访者对
美国的领导地位表示赞同，这是该公司
于十几年前开始在海外进行这一调查以
来的最低比例。对此，盖洛普认为，特
朗普的外交政策和言论“已经使人们对
美国向海外合作伙伴所做出的承诺产生

怀疑，并对美国的可靠性有所质疑”。
与之相对应，中国近年来经济实力增

强，外交有所作为，在全球政治舞台和全
球治理体系中积极主动，勇于承担。“美国
在经济、安全、价值观等方面都感受到来
自中国的压力和挑战。因此，美国认为需
要调整自己的对华战略。”李巍说。

一些分析认为，美国近来频频在对
华贸易方面施压“发力”，也是希望以此
打压中国经济崛起，重塑对华经济竞争
的优势。归根结底，还是美国失衡的心
态在作祟。

合作是正道

不可避免的是，美国近来的论调将给
新一年的中美关系增添变数和不确定性。

分析认为，在总体定位趋于负面的
背景下，2018 年的中美关系或许不会太
平静，美国在贸易等焦点议题上对中国
的具体政策将更趋强硬。

“美国目前的对华定位表明，美国过
去几十年采取的对华战略核心基调，即

‘接触’战略，将告一段落。未来，美国对
华可能转向一种新遏制战略，一方面在政
治层面，在全球多个领域和中国展开较
量，竞争领导权；另一方面在社会层面，双
方继续保持密切的交流合作和频繁的人
员往来。毕竟，在如今这个全球化世界，
中美之间已经深度交融，很难因为政治上
的战略竞争关系，而打断经济社会领域的
相互依赖关系。”李巍说。

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统

计，2016 年中美双边贸易、投资额分别
已达 6459.83 亿美元和 1199.56 亿美元。
一旦美国挥起“贸易战”的大棒，“双
输”是唯一的结局。

事实上，中国愿与世界各国互利共
赢的态度一直清晰而坚定。1 月 31 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希望美
方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的过时观
念，正确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同中方
相向而行，相互尊重，聚焦合作，管控
分歧，维护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瑞士提出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召唤更是言犹在
耳，至今回荡在世界上空。更早之前，
中国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阐释也已
表明，中国希望和美国成为相互尊重、
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

“习近平主席曾说：‘宽广的太平洋有
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中国的
外交政策以及一系列中国方案，目的是为
了解决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公共问题，不是
为了谋求一国权力，更不是为了争夺世界
霸权。”李巍指出，不论是在全球贸易体系
中，还是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时，中美两
国要在全球治理平台发挥作用，离不开双
方之间的相互合作。“中国发挥引领作用，
是在和美国合作的基础上，而不是在和美
国对抗的基础上。”

如英国 《金融时报》 近来评论所
言，美国总统只考虑眼前，而中国领导
人则为今后数十年打算；特朗普盯着镜
子，而中国人拿着望远镜。

美国将中国视为对手，实在是没有
必要。

从“合作者”到“竞争者” 对华战略定位“大掉头”

把中国当对手？美国想多了！
本报记者 严 瑜

当地时间1月30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国
会发表任内首份国情咨文。在这次被外界看来声调相
对缓和的演讲中，特朗普明确将中国划入对手行列，
进一步强化近段时间以来的对华强硬立场。分析人士
认为，这表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发生重大转变。

环 球 热 点环 球 热 点
武汉、北京、上海，旋风三日、

辗转三地，英国首相特雷莎·梅的
访华日程表安排得满满当当。赏
京剧、签“大单”、登黄鹤楼，中英关
系也迎来再上层楼的新契机。

这是梅首相任内首次对华正式
访问，欲借中国“东风”，强化中英经
贸和务实合作；为“脱欧”后的英国
谋划发展新布局；强化自身在国际
格局与全球秩序中的影响力，定向
英国“新未来”。

经贸合作是梅首相此访的重
头戏。超过50人的“豪华”商贸团，
涵盖金融、教育、食品、健康、新能
源等诸多行业。访问期间，双方将
签署多份协议。英国媒体报道，中
英教育合作成果亮眼，有望为英国
创造数百个工作岗位。秉持实用
主义精神的英国人，牢牢把握住了

“中国机遇”，获得实实在在的收
益。

在经济领域，英国向来是对
华合作的“先行者”。从在西方大
国中率先加入亚投行，到梅首相
着眼打造中英“更为雄心勃勃的
经贸关系”，英国的远见和务实令
人印象深刻。

梅首相访华，也意在为新形
势下的英国构建国际合作新布
局。“脱欧”后的市场前景、区位
优势、国际影响力等方面面临变
数，借力中国这个稳定的发展力
量，将使英国在未来发展布局中
动能更足。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带给世界的溢出效应越
发鲜明。中国日益强大的制造能力、经济转型的内生动力
等优势，与英国文化创意、金融服务等强项相互借力，让两
国有着全方位互利合作的广阔前景。“一带一路”建设也可
成为英国拓展发展空间的大好舞台。英国在“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政治、法律、文化等方面的传统影响力以及作为老
牌金融大国在金融法律等领域的优势，都让其能在“一带一
路”建设中找到用武之地。

更重要的是，英国期待强化中英“黄金时代”，提升自身
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后“脱欧”时代的震荡，欧洲战略
困惑期的迷茫，让英国日益认识到，若想真正打造“全球化
英国”，找到新的有力合作伙伴十分重要。

中英两国都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在推崇多边
主义和经济全球化方面有很多共识。两国深入合作将产
生全球辐射力，不仅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造福世界，
还将影响世界秩序的变革。这也是“面向21世纪全球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重要内涵。

“黄金时代”涌春潮，“梅”借“东风”向未来。在国际格
局深刻演变的当下，“向东看”已逐渐成为国际共识。中
英、中欧彼此靠近，携手前行，不仅有助于打造一个互利共
赢的新未来，也将塑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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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0日，叙利亚全国对话大会在俄罗斯索契举行。这场
由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组织的会议因涉及叙国内派别广泛而
受到国际社会关注。但在美、英、法等西方国家未能到场、叙
国内主要反对派宣布抵制的情况下，这场大会能不能像俄罗斯
所预期的那样，在推动叙利亚和平方面取得突破？

重要角色未出席
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此次叙利亚全国对话大会组委会共

发出了1600份邀请函，1511名代表前来参会，涉及叙利亚国内
的多个派别。

会议决定成立叙利亚宪法委员会，专职宪法的制定与改革
工作，总部将设在瑞士日内瓦。与会代表商定了150名叙宪法
委员会成员候选人，其中包括叙政府和反对派代表。之后，这
份名单将被交给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由
他决定宪法委员会最终的人员和组织形式。

虽然此次叙利亚全国对话大会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
注，但美、英和法等西方国家却并未出席此次会议。

同时，叙利亚国内的一些主要反对派和库尔德党派也拒绝
参加此次对话大会，其中包括沙特阿拉伯支持的“叙利亚反对派
高级谈判委员会”和美国支持的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等。

西方与俄有分歧
就在叙利亚全国对话大会举行的同时，法国外长勒德里昂

在法国国民议会发表讲话称，有关叙利亚和平进程的谈判与对
话只能是在联合国的主导下，通过日内瓦和谈机制来完成，绝
不能在索契进行。

英国《卫报》分析称，美、英、法三国拒绝出席此次会议，是因
为叙利亚巴沙尔政府缺乏谈判诚意、拒绝与反对派妥善接触。
而法国广播公司则指出，这些国家担心此次在索契召开的会议
将提升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并在俄罗斯主导下，达成
一份有利于巴沙尔政府的和平协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余国庆在接受本报
采访时称，在未来叙利亚的政治重建方面，美、英、法等国与俄罗
斯有着根本性的分歧。“俄罗斯主张尊重现实，应该让巴沙尔继
续执政，在现有的政治框架内通过选举来解决战后重建问题。
而西方认为，未来的叙利亚政治重建必须在巴沙尔下台的基础
上。有了这种根本性的分歧，后者也就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俄罗斯对于巴沙尔政府的支持，同样使得部分叙利亚反对
派对于此次大会的公平性产生了顾虑。

打造对话新平台
即使此次叙利亚全国对话大会存在局限，联合国秘书长叙

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对大会的成果依然表示满意。据沙特
阿拉伯《阿拉伯新闻报》报道，德米斯图拉发表言论称，希望
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利用他们的影响力，与联合国等国际机
构一起，落实会议中达成的协议。

此前，国际社会已经构建了叙利亚问题日内瓦和谈和叙利
亚问题阿斯塔纳和谈两个平台。前者由联合国主导，后者由俄、
土、伊三国主导。有分析认为，俄罗斯召开此次会议的主要目
的，是要将索契和谈打造为阿斯塔纳和谈的“升级版”。

余国庆认为，索契平台对于推动叙利亚和平进程是有意义
的。“俄罗斯在西方国家主导的日内瓦会谈的框架之外另起炉灶，
表现出其在叙利亚和中东问题上的一些战略企图，但也要肯定俄
罗斯在斡旋叙利亚问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余国庆指出，“叙利
亚今后的和谈进程，会在综合各方需求的基础上缓慢推进。”

索契会成叙和谈新平台吗？
张晓晓

“欢乐春节”庆典活动柏林开幕

2月1日，“欢乐春节”庆
典活动在德国柏林拉开序
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让
柏林市民沉浸在中国农历新
年的欢乐气氛中。

大图：一名男子在“欢
乐春节”庆典活动上观看图
片展。

小图：一名手工艺人在
“欢乐春节”庆典活动上展示
剪纸技艺。

新华社记者 单宇琦摄

图为1月3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国会山发表其执政
以来的首次国情咨文演讲。 新华社记者 殷博古摄

图为1月3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国会山发表其执政
以来的首次国情咨文演讲。 新华社记者 殷博古摄

图为日前，天安门广场悬挂中国和英国两国国旗，欢
迎英国首相访问中国。 徐经来摄（人民图片）

图为1月30日，叙利亚全国对话大会在俄罗斯索契举行。
新华社/法新

图为1月30日，叙利亚全国对话大会在俄罗斯索契举行。
新华社/法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