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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美国

据路透社报道，峰会前夕，特朗普在
给北约盟友的信中威胁称，如果各国仍不
行动，作为回应，美国或将考虑收缩其在
全球的军力部署。

其中，特朗普对德国的批评尤为激
烈。在给德国总理默克尔的信中，他指责
德国没有达到防务开支占 GDP2%的标准，
损害了北约的安全，并给其他国家“带了
个坏头”。

当然，这并非特朗普第一次向北约
“开炮”。早在竞选总统时期，特朗普就曾
放言，如若当选，可能放弃对北约盟国的
自动保护。上任总统之后，特朗普也已多
次公开质疑北约存在的价值，甚至一度表
示这一军事同盟已经“过时”。

然而，就在特朗普对其盟友不留情面
之时，美国国防部最新公布的一组数据却
颇耐人寻味。

数据显示，2018财年美国对旨在增强
欧洲防务的“欧洲威慑计划”投资增至48
亿美元，2019财年这一数字将增长到65亿
美元。而在奥巴马政府时期，这一数字始
终没有超过10亿美元。

一边高举“催款函”威逼北约盟友，
一边却大幅增加对欧洲防务的投入，特朗
普政府的言行似乎有些矛盾。

“这很‘特朗普’。”北京大学国际关
系学院副教授、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
行副主任王栋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认为，其
实，特朗普政府的这种表现并不奇怪。

“上台以来，特朗普一直坚持‘美国优
先’原则，对盟友‘搭便车’的不满由来
已久。”正因如此，特朗普在要求北约盟
友增加防务开支方面总是“锱铢必较”，
试图让它们承担更多责任。此外，美国国
内中期选举临近的压力，也让特朗普对外
更愿以强硬姿态示人。

不过，目前看来，威胁归威胁，特朗
普政府依然在意北约在军事安全方面对于
美国的价值。

王栋指出，当前，对于美国而言，国
际恐怖主义、网络攻击等非传统安全问题
仍然严峻，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始终没能
缓和，因此必须强化其全球军事存在以应
对种种不确定的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
北约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事实上，从特朗普政府的军费开支中
也可看出其对军事安全的重视。据美国有
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 2018 财年年度基
本国防预算提升至 5745 亿美元，达到 2013
年以来的最高点，年度增幅创近 10 年来新
高。

纠结的欧洲

特朗普的口头施压并未得到北约盟友
的妥协让步。尤其是近来与美国分歧日渐
凸显的欧洲国家，面对特朗普言辞激烈的

“催款函”，纷纷表示不会屈从于美国的压
力，而将按照自己的节奏增加军费开支。

彭博社此前就有报道称，默克尔在柏
林举行的国防会议上说，德国希望到2024
年将国防支出从1.24%增加到GDP的1.5%。

挪威外交大臣伊娜·瑟雷德表示，在北
约峰会这个重要场合不应过于纠缠于军费
问题，加强安全防务才是北约的根本目标。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则声称，
2014年“威尔士峰会宣言”对于成员国将
防务支出增加到2%的规定，只是显现政治
承诺的政策性文件，而非法律文件。

一些分析称，欧洲国家的军费开支要

在2024年达到美国的预期面临很多障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

桅向本报指出，二战之后，欧洲国家对于两
次世界大战进行深刻反思，和平文化深入
人心，因此大多不愿将国家财政过多地投
入到军事领域。这在德国尤为明显，并在
短期之内很难改变。另一方面，欧洲国家
的国防工业体系建设并不完善，它们习惯
于将美国主导下的北约视作安全保护伞。

法国 《回声报》 也曾刊文直言，当前
面临的安全困境让欧洲至少在中短期内不
能不拉上美国。

与此同时，欧洲国家又不得不接受这
样的现实——它们对于安全威胁的认知以
及对于北约角色的定位，已与美国出现日
益明显的差异，这让曾经的盟友分歧渐
深。

王义桅分析称，欧洲国家大多认为战
争无法解决安全问题，反而会让欧洲处于
危险的前沿——无论是肇始于中东的难民

危机还是与俄罗斯的潜在冲突，无不表明
相比欧洲受困于此，苦不堪言，美国却几
乎不必为此担忧。“欧洲对美国的不信任
正在加剧。”

一方面，在防务领域无法摆脱对美国
的依赖；另一方面，又担心北约被美国

“绑架”，四面出击，从而威胁自身安全。
如今的欧洲可谓十分纠结。

忧心的北约

峰会召开在即，面对盟友短期之内难
以弥合的隔阂，斯托尔滕贝格仍在尽力对
外展现北约的团结形象。近日，他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美国加强参与巩固欧洲的
安全。尽管分歧存在，但我们可以通过表
明团结一致来承担更重要的责任。”

不过，在跨大西洋联盟尴尬的现状面
前，这样的表态还是有些苍白。不久之
前，G7峰会就因美国和其他六国在关税、
伊核协议和气候保护等诸多问题上的意见
不一不欢而散。如今，盟友之间早早开始
的讨价还价，让外界实在没有太多信心看
好北约峰会。

王义桅指出，目前，美欧的分歧不仅
表现在具体政策层面，还涉及外交战略上
的根本冲突。美国更多是将北约视为维护
自身全球霸主地位的战略基石，而欧洲国
家则将其视作提供安全屏障的避风港。这
种矛盾正在撕扯北约，破坏同盟间的信
任。

王栋认为，已经显现的分歧还不至于
导致这一跨大西洋安全框架发生根本性的
削弱。但如俄罗斯 《专家》 周刊网站刊文
所称，政治团结作为北约成立70年来效力
的根基，正在受到威胁。

“特朗普可能还会保持其一贯行事风
格，在此次北约峰会上继续与其盟友发生
激烈争吵。”王栋说。

不仅如此。据悉，7 月 16 日，在北约
峰会结束后的第 4 天，特朗普将与俄罗斯
总统普京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会谈，这将
是特朗普上任以来的首次美俄首脑正式会
晤。

有分析称，美俄首脑举行会晤的消息
已让一些欧洲国家感到不安，因为这会抵
消欧洲孤立俄罗斯的行动效果。还有观点
认为，俄罗斯一直是北约的“假想敌”和
集体防御的主要对象，特朗普在大肆抨击
盟友之后再与普京握手，或将加剧跨大西
洋联盟的信任危机。

不难想象，已经笼罩在北约峰会上空
的阴影将因此更为深重，G7峰会上的尴尬
一幕恐怕会重现。北约还是曾经的北约
吗？

7月5日至10日，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对保加利亚进行正式
访问并出席在索非亚举行的第
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
会晤、赴德国主持第五轮中德
政府磋商并对德国进行正式访
问。中欧关系与中国—中东欧
国家合作 （“16+1 合作”） 再
度成为欧洲舆论热词。

“16+1合作”是中国与中东
欧 16国于 2012年共同创建的合
作平台，也是全球多边开放合
作 中 一 道 靓 丽 风 景 线 。 六 年
来，“16+1合作”在多个领域取
得了丰硕成果，为中欧融通发
展提供了源源活水。

源源活水来自日益深化的
贸易关系。中国海关总署数据
显示，2017 年，中国与中东欧
16 国 （其中包括 11 个欧盟成员
国） 进出口额达 679.8 亿美元，
同 比 增 长 15.9％ ， 略 高 于 中
国 － 欧 盟 之 间 15.5％ 的 增 长
率，也高于中国总体进出口额
14.2％的增长率。这些亮眼数据
表明，“16+1合作”作为中欧关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贸合作
后劲足、潜能大。

源源活水来自不断扩大的
互联互通。中东欧国家地处欧
亚大陆要冲，是通向西欧和北
欧的重要中转站。在“一带一
路”框架下，中国与欧洲间的
互联互通发展迅猛。以中欧班
列为例，中国铁路总公司数据
显示，截至今年 4 月 15 日，中
欧班列累计开行 7000 多列，中
国 43座城市与欧洲 14个国家的
42 座城市加入中欧班列“朋友圈”。更令人欣喜的
是，中欧班列双向均衡运输正逐步成为常态，从欧
洲返程的班列货源品类越来越丰富，货值越来越高。

源源活水来自互利双赢的合作模式。“16+1合作”
项目给双方企业和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2016 年 4 月中国河钢收购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铁
厂，不仅保留了数千个就业岗位，而且很快结束该钢
铁厂连年亏损历史，实现全面盈利。这样的共赢故事
在“16+1合作”中还有很多。从经贸往来到金融合作，
从基建工程、航班增开到人文交流，中国与中东欧合
作不断走深走实，迈向共赢的道路正越走越宽。

“16+1合作”之所以能够积厚成势、稳健发展，关
键在于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共同践行“平等协商、互利
互惠、开放包容、务实创新”的合作理念。相关各方坚
持国无大小一律平等，有事大家商量着办，同时发挥
各自比较优势，在相互开放中挖掘机遇，在紧密联动
中应对挑战，在携手合作中共谋发展。这在“逆全球
化”思潮涌动、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抬头的当下，更显
得弥足珍贵，更值得加倍珍惜。

“做大经贸规模”“做好互联互通”“做强创新合
作”“做实金融支撑”“做深人文交流”……李克强
总理提出的一系列倡议，为推动“16+1合作”指出
了方向与路径。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六年风雨
同舟，“16+1合作”显示出旺盛的生机与活力，给各国
企业和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此次中国—中
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着眼“深化开放务实合作，共促
共享繁荣发展”，必将为未来的“16+1合作”带来更多
源头活水，注入更多蓬勃力量。

（据新华社电）

墨西哥左翼的国家复兴运动党候选人洛佩斯日前赢得
总统大选。分析人士认为，洛佩斯当选总统不仅意味着墨
国内政权更迭，还将带来广泛的地缘政治影响，在美洲地
区产生“南北辐射效应”。

向南：提振拉美左翼

近些年，拉美多个国家左翼执政党丢权，拉美政治版图
进入“左右拉锯”的格局，某种程度上左翼政治力量处于相对
弱势地位。在此背景下，墨西哥作为拉美第二大经济体，其
政治方向实现左转将对整个地区政治生态产生重要影响。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法律研究学院研究员马里奥·奥赫
达·勒瓦认为，这就像“钟摆摆向政治模式的另一边”，墨
西哥左翼领导人当选这一历史性事件，将极大推动拉美左
翼势力发展，提振左翼信心。

在勒瓦看来，洛佩斯是个善于发动群众、富有影响力
和感染力的政治人物，他在墨西哥国内获得的极大影响
力，将有助于提升墨西哥在拉美地区的政治领导力，而他
的当选还可能影响下半年举行的巴西大选。

勒瓦表示，继前总统罗塞夫被弹劾、卢拉身陷牢狱之
灾后，巴西劳工党陷入低迷，而洛佩斯提出的捍卫社会平
等及国家干预经济等政策主张，或将对巴西产生影响，一
定程度上帮助劳工党在下半年总统选举中获得更多胜算。

然而，墨西哥拉丁美洲社会科学院拉美政治学教授罗
德里戈·萨拉萨尔表示，洛佩斯胜选鼓舞人心，但能否从根
本上推动左翼势力在其他拉美国家复兴，尚存在诸多变数。

萨拉萨尔说，首先，当前这些国家经济下滑等现实问
题短期内难以改变；其次，洛佩斯不会投入资源促成拉美
左翼集团形成，更不会冒险接近委内瑞拉；第三，左翼或
右翼政府上台后，往往都会根据现实情况调整政治倾向。

向北：对美国更务实

洛佩斯在竞选中多次就移民、自由贸易等问题表现出
对美强硬的姿态。但分析人士认为，墨西哥毗邻美国，这
一特殊的地理关系注定要被纳入洛佩斯未来的政策研判框
架，更加务实可能成为他处理对美关系的选项。

本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洛佩斯通电话。特朗普表

示，他将和洛佩斯维持“非常好的关系”，并称他将推动解
决两国边境安全问题。洛佩斯在通话中提及，他将提议广
泛政策，其中包括发展计划，可推动墨西哥创造就业，以
此减少移民现象并改善安全形势。

对于将在本月重启的更新北美自贸协定谈判，洛佩斯
表示将同墨西哥现任政府一道共同努力推动谈判，并将维
持现有谈判队伍，支持墨西哥现任总统培尼亚。

洛佩斯拟定内阁名单中的外长埃克托尔·瓦斯康塞洛斯
表示，洛佩斯和特朗普通话氛围良好，双方目标明确。目
前尚未明确洛佩斯和特朗普的会面时间，不过他表示双方
将“清零后从头再来”，因为两国领导人都将面对新现实。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计划本月13日访问墨西哥，与培尼
亚和洛佩斯会面，讨论移民、贸易、安全和发展合作等双
边议题。

虽然洛佩斯和特朗普初次通话传递出积极信号，但分
析人士预测，考虑到特朗普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洛佩斯
或在强化务实立场的同时，对美整体政策趋于强硬。

勒瓦认为，往届墨西哥政府采取被动甚至是“低人一等”
的对美策略。洛佩斯因执政理念不同、民族主义姿态强硬，
将更坚定地维护国家尊严。特朗普和洛佩斯都表现出极强
的民族主义倾向。预计未来双方将本着强调己方利益诉求
的立场，深度重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据新华社电）

跨大西洋盟友分歧重重

北约峰会能躲开G7式尴尬吗？
严 瑜 康 朴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首脑会议（北约峰会）将于7月11日至12日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据英国路透社报道，峰会前夕，美国总统
特朗普再次向德国、比利时、加拿大等北约盟友发出措辞严厉的“催
款函”，要求这些国家提高防务支出，履行防务义务。“美国经常被视
为是全世界的存钱罐，而这样的思维必须停止”，新加坡《联合早报》
7月4日引述美国白宫发言人吉德利的话称。

分析认为，在跨大西洋联盟分歧日益加剧的背景下，特朗普
此举将为下周召开的北约峰会蒙上阴影。甚至有外媒悲观地预
言，北约峰会将步G7峰会后尘。

环 球 热 点

图为北约总部。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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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大选带来“南北辐射效应”
吴 昊

图为7月1日，洛佩斯出席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举行
的集会。 新华社/路透

7月 4日，坐落于开罗市中心的埃及博物馆展
出从意大利修复并运回的古代文物，包括195件古
物和21660枚硬币。该博物馆馆长表示，这些文物

是通过非法挖掘而被盗的，有关这些走私文物的
调查正在进行。图为一名男子观赏从意大利运回
的古代文物。 新华社/路透

埃及博物馆展出海外流失文物埃及博物馆展出海外流失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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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国防部 4日发布
报告显示，法国军贸出口
在经历 2015 年和 2016 年
连续井喷式增长后，2017年大幅回落至69亿欧元，
同比降幅约50％。

报告显示，造成军贸出口大幅下滑原因有三：
一是去年法国处于“大选年”，一些法国传统军贸伙
伴处于观望中；二是大多数石油生产国去年经济放
缓，导致一些国家延缓武器购买计划；三是当年新
签的一些合同，比如卡塔尔新购12架“阵风”战机的
合同到2018年才生效，因此未列入2017年统计中。

50％50％ 一次性塑料污染已
成全球挑战，欧盟正打
算出台相关“限塑令”。

欧洲环保组织“处于危险的海洋”提供的
数据显示，欧盟每年消耗大约460亿个一次性塑
料瓶和 364 亿根吸管，每年约有 10 万吨塑料垃
圾进入海洋，给海洋生态系统带来毁灭性影响。

今年 5 月，欧盟委员会提出“限塑令”方
案，包括禁止销售吸管、棉签棒等一次性塑料
用品，但该方案还有待欧洲议会等机构批准。

（均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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