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06 国际观察 责编：贾平凡 邮箱：guojihwb@126.com

2019年1月3日 星期四2019年1月3日 星期四

叙利亚重返阿拉伯世界？
魏弘毅

2019，世界需携手同行
本报记者 贾平凡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当新年的钟声陆续在各地敲响，世界正式
步入充满悬念和期待的2019年。回望过去，2018年，世界给历史留
下了什么纪念？又为未来埋下了哪些伏笔？寄望新年，2019年，这个
世界会好吗？人类该朝着怎样的方向努力？

环 球 热 点环 球 热 点

图为1月1日，在克罗地亚南部的杜布罗夫尼克，人们在旧城内参加新年庆祝活动。
格尔戈·耶拉维奇摄 （新华社发）

贺新年 善意频传

12月31日，2018年的最后一天。按照
惯例，世界各国领导人纷纷在这一天发表
新年贺词，辞旧迎新。元旦前夕，世界刚
刚经历了一系列充满不确定性的事件，自
然对2019年的新年贺词尤为关注。

令人欣喜的是，在新年致辞中，各国
领导人纷纷释放积极信号。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年贺词
中，宣示扩大改革开放和维护世界和平的
中国决心，提振了世界信心。路透社引述
习近平的话称，“放眼全球，我们正面临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
幻，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信心和决
心不会变，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
发展的诚意和善意不会变。”

在欧洲，英法德三国领导人的新年致
辞引人瞩目。英国首相特雷莎·梅表示，

“2019 年是搁置分歧和一起前进的一年”，
将继续推动英国‘脱欧’进程，让英国转
危为安。法国总统马克龙许下新年愿望：

“真相、尊严和希望”。德国总理默克尔强
调，德国将继续坚持多边主义，推动全球
性解决方案。

在俄罗斯，团结成关键词。总统普京在
新年致辞中号召，俄罗斯人应该继续充当

“一个有凝聚力的、团结的、强大的队伍”。
在朝鲜半岛，暖意持续释放。韩联社称，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发表新年贺词表示，
愿意随时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并强调实
现半岛完全无核化的决心坚定不移，正确姿
态和坚定意志是协商的关键。韩国总统文在
寅则在个人社交网站上发文，承诺将尽最大
努力实现和平，并造福于民。

在日本，首相安倍对将在大阪举行的
二十国集团 （G20） 峰会充满期待，称

“将迎来世界各国领导人，2019 年将成为
日本在全球中心闪耀的一年”。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王勇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元旦
是新的一年的开始，面对当前纷繁复杂的世
界局势，世界各国需要总结过去一年的成就
进步和经验教训，同时对来年抱有希望，希
望人类更加团结，不断扩大世界和平成果。”

辞旧岁 难说再见

2018年，世界过得极不容易。这从世
界各大媒体年度新闻盘点中可见一斑。

“别了，2018”，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发

布了一段 4 分 16 秒的视频，回顾 2018 年全
球每月发生的关键性新闻事件，称其决定
了未来世界的走向。

日本时事通讯社评选的2018年十大国
际新闻分别是：美中贸易战、“金特会”、
美国退出多个国际协定、土耳其里拉危
机、法国“黄背心”运动、俄乌对峙、沙
特记者失踪、希腊经济好转、印尼海啸、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回望2018年，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深
刻影响世界历史进程。

“放在整个历史进程中，2018 年是全
球国际关系和国际格局转变的一个重要转
折点。”王勇表示，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
生深刻变化，孤立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违
背历史潮流，导致冲突加剧。

“从国际格局发展方向的角度来看，
2018年主要有三条思想路线对国际格局影
响深远。”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
院院长李向阳教授对本报记者表示，第一，
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思潮抬头，单边主义
和贸易保护主义兴起。第二，是从当前美国

的内政外交理念延伸出的路线，包含两个
层面。美国政府认为，西方国家正面临来
自外部世界两大挑战：一是文明层面，西
方犹太、基督文明正面临伊斯兰法西斯主
义的挑战，并基于此制定和调整中东政
策；二是制度层面，面临“修正主义”的挑
战，主要针对中俄。纵观美国过去一年的
内政外交，可以看出，在美国政界的认识
里，所谓“文明层面威胁”的紧迫性得到缓
解，所谓“制度层面威胁”的重要性正在提
升。第三，世界对经济周期可能出现拐点
普遍表示担忧。因此，过去一年里，国际金
融市场波动备受关注。

2018年，世界局势虽纷繁复杂，但也
蕴含着诸多积极因素。

“东亚的积极变化正为世界注入正能
量，包括朝鲜半岛和解，中日关系改善，
中国与东盟关系的继续发展、南海紧张局
势缓解等。”王勇认为，这些都预示东亚
地区将在未来国际格局中会扮演更大的角
色，发挥稳定世界局势的作用，将为未来
世界提供一个和平发展的好范例。

看未来 危中求变

“接下来的12个月不会沉闷乏味！”对
于 2019 年的亚洲地区局势，《日经亚洲评
论》列出一长串看点。

不仅亚洲，2019年，整个世界都充满悬
念。日本《产经新闻》报道称，2019年或许是
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大对决”的一年。“经
合组织最新的经济报告中，‘不确定’或‘不
确定性’这两个词出现了 87 次”，德国《明
镜》周刊预测，2019年，世界将更不稳定、更
不确定。

2019年，世界将面临哪些巨大挑战？
王勇认为，一是中美关系发展方向

备受瞩目，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中美达
成 协 议 的 可 能 性 超 过 达 不 成 协 议 的 可
能性，但结果仍悬而未决；二是东亚地
区和平发展的格局将会对世界稳定持续
产生积极影响；三是中东可能会发生重
大 调 整 和 变 化 ， 地 缘 政 治 状 况 更 加 复
杂，美国有可能会进一步从中东撤出，
地区大国的矛盾争斗恐将升级；四是欧
洲的变化令人担心，债务问题可能会引发
新一轮债务危机，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势
力蔓延；五是气候变化对人类的挑战会
进一步加剧，单边主义盛行，使得世界
主要国家联手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遭遇
极大挫折。

但是，国际社会普遍认为，2019年挑战
与希望并存。诚如德国《七彩》杂志所期待
的：希望这是“幸运的一年”，如果贸易战平
息、英国软“脱欧”、经济复苏、中东等地区
走向和平，那将是最好的前景。

那么，世界如何危中求变、走出困境？
王勇分析，首先，经过经济全球化的

发展，世界已成为一个利益和命运共同
体。各国要妥善处理国内矛盾，及时调整
国内政策以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抑制民
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其次，要
吸取一战和二战的教训，珍爱和平。最
后，要在现有国际机制下加强国际合作和
团结，应对危机，如加强联合国、20国集
团等国际组织和一些地区协调机制的作
用。特别是世界大国和地区大国制定对外
政策时，要展现出更多和平合作精神，而
不仅仅是本国的利益优先。

李向阳表示，首先要承认经济全球化
存在一些弊端，所以必须对现有的全球治
理体系进行改革。基于这个前提，通过协
商寻找最大公约数，在西方发达国家、新
兴经济体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达成平
衡和共识。

新年焰火绽放萨格勒布

4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
坚合众国正式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
系，从而结束了两个世界大国、10多亿
人口之间近30年相互隔绝、敌视乃至
冲突对抗的局面，国际大势与历史进程
为之一变。

正如“小球推动大球”、为中美关
系破冰的“乒乓外交”一样，中美建交
再次体现了两国老一辈政治家审时
度势的果断决策与远见卓识。40 年
来，两国历届领导人以高超政治智
慧，引领双边关系跨越风雨坎坷、总
体保持稳定前行。“我们有一千条理
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
中美关系搞坏。”习近平主席的论述
深刻揭示了此中真谛。

40载沧海桑田，40载相交相融，40
载机遇共享。中美建交40周年恰与中
国改革开放40周年契合。

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中美
关系步入新阶段。作为世界上最大
的发展中国家与最大的发达国家，
中美关系冷暖牵系世界，而元首外
交对中美关系发挥了关键的引领作
用。从海湖庄园会晤到北京会晤，
再到不久前二十国集团布宜诺斯艾
利斯峰会期间的会晤，中美元首面
对面沟通，为中美关系大船掌舵定
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两国元首
同意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
为基调的中美关系，为今后一个时
期中美关系发展指明方向。

继往开来，我们当以历史和辩
证的眼光看待过去 40 年，总结经
验，加强交流合作和沟通协调，推
动中美关系稳步向前。

事实上，中美关系并非一帆风
顺。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
和文化传统有很大不同，两国之间难
免磕磕碰碰，产生矛盾分歧，但这些问题40年前没有
阻碍两国邦交正常化，如今也不该成为双边关系健康
稳定发展的绊脚石。中美之间可以有良性、公平的竞
争，但须防范冲突对抗、两败俱伤的危险局面。

2019 年 1 月 1 日，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互
致贺信，热烈祝贺两国建交 40 周年。习近平在贺信
中指出，中美建交 40 年来，两国关系历经风雨，取得
了历史性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巨大利益，也为
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历史充分证
明，合作是双方最好的选择。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
一个重要阶段。我愿同总统先生一道，总结两国关
系发展经验，落实好我们两人达成的共识，共同推
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让两国关
系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已届不惑的中美关
系虽面临波折和考验，但 40 年来远超预期的互利共
赢成果与日趋紧密的民间交流交往足可证明，推动
中美关系稳定向前仍是人心所向，合作仍是两国关
系发展的大势所趋。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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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全球各地纷纷举办辞旧迎新跨年庆
祝活动。在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一年一度的烟花
表演凌晨如期举行。众多民众聚集在首都欣赏这一
盛大的烟花表演，共同迎接新年的到来。璀璨夺目的

烟花在天空绽放，照亮了这座城市，也照亮了人们对
于新年新生活的期待。图为1月1日，在克罗地亚首
都萨格勒布，人们在新年庆祝活动中燃放焰火。

伊戈尔·克拉利摄 （新华社发）

700万
2018年，科伦坡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 700万标箱，

其 中 由 中 国 企 业 投 资 的 科 伦 坡 国 际 集 装 箱 码 头
（CICT） 吞吐量达267.6万标箱。

2019年1月1日，斯里兰卡国家港务局主席帕拉克
拉马·迪萨纳亚克发表声明说，2018年科伦坡港集装箱
吞吐量比2017年上涨13.4%，转运量上涨19.3%。

CICT 首席执行官黄鹏说，CICT 计划扩建 198 米
岸线。此外，2台远控岸桥、6台油改电场桥及多辆拖
车等新增设备将在今年到港并投入使用，满足更多船
舶停靠需要。

7名
近日，肯尼亚军方称，隶属于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

派团的肯尼亚军队当天在索马里南部打死 7 名极端组织
“青年党”武装分子。

肯尼亚国防军发言人保罗·恩朱古纳在一份声明中
说，肯军队1月1日上午在索马里南部与“青年党”武装
交火，两名肯尼亚士兵受轻伤，7 名“青年党”武装分
子被打死，另有一部分武装分子逃脱。肯军队还缴获了
9 支 AK-47 步枪以及一些弹匣、手榴弹等。恩朱古纳
说，肯尼亚军队将继续打击“青年党”，并继续支持非洲
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行动。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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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半岛电视台报道，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重新
开放了驻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大使馆。阿联酋
外交部表示，重开驻叙使馆旨在促使“两个兄弟国
家”关系正常化，推动阿盟为支持叙利亚的独立、
主权、团结和安全发挥作用，防范地区势力干预

“阿拉伯 （国家） 事务”的风险。

外交再升温

2011 年，阿联酋在叙内战爆发后将驻叙大使
召回。时隔7年，阿国旗重回大马士革。阿联酋国
有电视台称，阿重开驻叙大使馆意在推动阿叙关
系正常化，并遏制别国干涉“阿叙事务”的风
险。阿外长同样在推特中表示，这一决定是在与
叙方沟通，并确认“阿拉伯国家将在叙外交愿景
中占据一席之地”后做出的。

阿官方的态度并非个例。随着叙利亚局势的
变化，阿盟国家均试图谋求对叙关系缓和。巴林
外交部上月底发表声明，称“渴望与叙利亚继续
保持关系”，并希望加强阿拉伯国家在叙利亚问题
上的作用，以“维护叙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并防止区域势力对其事务的干涉”。

一系列的对叙示好，表明阿盟、尤其是海湾逊
尼派君主国有意缓和同叙利亚什叶派政府的紧张
关系，甚至可能在未来达成和解。英国《卫报》报道
称，消息人士表示阿盟内部主张接纳叙利亚的呼声
日益高涨。叙政治分析人士马希尔·伊赫桑指出，阿
盟若重新接受叙利亚，无疑将进一步提升阿盟的凝
聚力和国际影响力。

政权获认可

阿盟各国同叙利亚关系何以持续回暖？叙利
亚国内局势的明朗是关键。

“针对将叙利亚开除出阿盟并断绝外交关系，
一些阿拉伯国家实际上持保留意见”，上海国际问
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中东学会
副会长李伟健指出，“历史上一些国家同叙利亚
并无利益冲突，但内战导致叙国内局势混乱，
加 之 如 沙 特 等 地 区 大 国 就 断 交 一 事 的 坚 决 态
度，其他阿拉伯国家不得不事实上在议程中达

成认同”。
当下，叙利亚政局日渐清晰。据 《华盛顿邮

报》 报道，阿萨德在内战中已经“成功地控制了
该国的大部分地区，将反叛分子带到完全失败的
边缘”。同时，美国作出逐步撤出叙利亚的决定
后，叙当地已没有能威胁到阿萨德政权的力量。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共和党参议员格雷
厄姆近日表示，虽然撤军的步伐可能放缓，但让
美军“离开叙利亚”将是一贯的目标。

“事实表明，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继续存在已
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李伟健表示，政府军的胜
利、美军的撤退与“伊斯兰国”的基本消失大大
改善了周边安全环境。叙利亚国内的重建为其他
中东国家提供了谋求经济与政治利益的机会。若
阿盟继续与叙敌对，或将失去在叙问题上的话语
权。基于上述利益考量，阿盟国家随即着手缓和
对叙关系。

缓和是大势

放眼未来，可预见以叙利亚为焦点的中东局
势将总体向好，然而威胁中东局势的因素也将持
续存在。

李伟健认为，从国家利益出发，以外交的缓
和为起点，阿盟各国会更加深化对叙关系改善。
半岛电视台记者雷诺兹表示，沙特早在 2018年 10
月就为叙利亚重建提供了 1亿美元。国际层面上，
美俄等大国在叙力量的不断撤出客观上为叙利亚
获得更多自主权提供了条件。整体来看，中东的
缓和是大势所趋。

“同时必须看到，推动叙利亚局势进一步稳定
还需解决一系列问题”，李伟健指出，伊斯兰国等
极端组织势力的残余依然存在，反恐依然任重道
远。此外，地区大国在叙利益纷争，如土耳其对
叙境内库尔德人的态度，伊朗、土耳其的区域扩
张主义等因素同样掣肘叙局势缓和。与此同时，
中东历来是大国博弈的焦点，美俄虽然在逐步撤
军，但大国对中东的干预程度仍然是决定中东命
运的关键。

叙利亚问题由来已久，也必将成为塑造中东
未来的关键一环。叙利亚能否重返阿盟，还需拭
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