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与
新民环球
年终特刊

面对时代之问
世界摸索前行

合作还是对抗 开放还是封闭

辞旧迎新之际，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德国总统

施泰因迈尔等国政要在提及对明年的期许时，都用到了

“团结”“沟通”这两个词。

的确，即将过去的2018年，世界仍然充满不确定

性，冲击与调整交织全球化进程。

我们看到，国际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力量对

比加速演变，单边保护主义继续蔓延，现存国际体系受到

严重冲击，大国博弈日趋激烈，传统热点纷争挥之不去，

非传统安全难题接踵而来。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合作还

是对抗，开放还是封闭？每个国家都难逃时代之问。

我们还看到，尽管世界乱象不断，但和平与发展的

大方向没有改变。面对保护主义的抬头、单边霸凌的逆

流，中国支持全球化进

程，坚守自由贸易体

制，维护多边主义

规则。开放、合

作、稳进、引

领、担当、

坚守，中

国以更成

熟、更稳

健 的 步

伐，成为

乱局中的

稳定器、

变局中的

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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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成风
西方各国内乱起

这一年，“西方社会的分裂”在各个领域
上演。最有代表性的现象是，欧洲“三驾马
车”齐陷国内乱局，欧盟的凝聚力和一体化
进程受到巨大冲击。

在英国，启动“脱欧”进程近一年半来，
关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不减反增。“脱欧派”和
“留欧派”立场悬殊却又实力相近，首相特雷
莎·梅尝试找出一条“中间道路”，但恐怕仍
然难掩分歧。“脱欧”使得英国社会更加分
裂，焦虑感始终萦绕在英国人心头。不少英
国人还没有做好准备迎接一个没有“欧盟便
利”的英国。数据显示，“脱欧”正让英国经济
失去动力。目前，“脱欧”进入“拖延”模式，没
有人知道即将到来的一月议会投票会意味
着什么。

在法国，年关将近之际以“黄马甲”为标
志，爆发了持续发酵的全国性抗议活动，一
度在巴黎等城市引发罕见骚乱。分析人士认
为，增加燃油税只是“黄马甲”的导火索，根
本症结在于法国经济持续不景气。马克龙执
政一年多来，推进了一系列改革举措，鼓励
法国人将目光从“分蛋糕”转向“做蛋糕”，尽
管利在长远，但短期内势必触动一些阶层的
利益，导致民众不满增加。示威活动不仅让
法国经济和国际形象受损，还可能导致法国
总统马克龙上台以来推进的改革进入“失
速”轨道。

在德国，随着 !"月以来执政党联盟党
在巴伐利亚州和黑森州两次地方选举中成
绩惨淡，总理默克尔在压力和疲倦下选择
“金盆洗手”，宣布辞去党主席职务并且不在
#"#!年大选中寻求连任。欧洲的“掌舵人”行
将离开政治舞台，有“小默克尔”之称的前基
民盟秘书长卡伦鲍尔赢得党魁选举。外界对
默克尔接班人能否就当前德国面临的各方
面问题给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存在疑问。

英、法、德三国面临的困境虽然各有不
同，但共性的深层次原因仍是欧债危机以
来，欧洲各国民众对于本国政府难以解决经
济、社会、民生等领域关切的不满，最终撕裂
社会团结。

这一年，令人担忧的还有，民粹主义政
党在意大利、瑞典选举中异军突起，极端民
族主义情绪在欧洲持续抬头。

!套路"依旧
美国陷自我孤立

这一年，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的激烈较
量前所未有。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和最大
的发达国家，美国推倒国际体系中的“多米
诺骨牌”，引发一系列剧烈变动与调整，成为
国际关系的最大变量。

美国总统特朗普连连发表“令世界惊
讶”的言论，美国“致力于”破坏大多数现存
的国际机制，在国际事务上出尔反尔，“退
群”行为依旧，几乎与全世界为敌。#"!$新
年初，美国政府在国防战略报告中明确提
出，世界重回大国竞争时代，国家间战略竞
争将取代恐怖主义，成为美国国家安全首
要关切。一年来，美国接连退出伊核协议、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维也纳外交关系公
约》、万国邮政联盟，甚至还威胁退出《中导
条约》……% 月底的联合国大会和七国集
团（&'）峰会又殊途同归地展示了美国在
国际社会的孤立感。

一年来，美国单方面对中国、欧盟、加拿
大、墨西哥、印度等推行贸易“霸凌”政策，破
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显然已经
走到了大多数国家的对立面。特朗普将经贸
关系视为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采取双边
谈判各个击破的策略，辅以贸易保护主义和
高压政策，寻求利益最大化，同时谋求构建
新的国际贸易规则。从长远看，贸易战对美
国本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都将带来负面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盟友体系也发生了一
定程度的摇摆，盟友们开始思考如何在混乱
世界中“自立自强”。
“美国优先”的“套路”已经不再让世界

惊讶。并且，这种老套路所展示的，也并非

“交易的艺术”，而是一个混乱、失序又不讲
信用的美国如何与整个世界渐行渐远。尽管
特朗普政府并非毫无建树，但却没有做顺应
时代潮流的内外政策调整。虽然表面上特朗
普通过了 !!月中期选举的考验，但民主党
夺回众议院、共和党守住参议院的政治格局
说明选票背后的裂痕清晰可见。

对美国民众来说，无论选择哪个阵营，
日益滋生的是愤怒与焦虑带来的撕裂感。美
国正面临日益严重的社会分裂，美国人对自
己的未来和前途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彷
徨和不安。

十字路口
全球治理待破题

这一年，若干地区热点问题继续发酵，
大国之间博弈激烈。

中东局势继续牵动世界关注。年关将

近，美国突然宣布从叙利亚撤军，一石激起
千层浪。一年来，土耳其、伊朗、沙特、以色列
等国各展所能，试图在地区格局变动中扩展
影响力。!"月初，沙特记者卡舒吉在土耳其
离奇死亡一案，成为中东多强并立复杂局面
的缩影。此外，以色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联
手“封杀”伊朗；叙利亚政治和解深受外部势
力影响，局势充满变数。

拉美国家经历“大选年”。巴西、墨西哥
等国政治发生巨变，经济复苏脆弱，社会治
理面临困局。伴随着“巴西版特朗普”雅伊
尔·博索纳罗当选总统，拉美政治版图继续
朝着“左退右进”的方向演变。如果国家治理
转型不成功，拉美将会面临又一个“失去的
十年”。同时，美国对拉美的控制力度和干预
强度明显提升，在一系列国际事务上能否保
持中立性和独立性考验拉美诸国。

另一方面，和平与合作仍是国际广泛共
识，人们寻求难题的破解之道。

朝鲜半岛局势今年出现重大转机。新年
伊始，半岛局势出现了由紧张到缓和、由对
峙到对话的局面。美朝领导人新加坡会晤打
开半岛核问题僵局，朝韩领导人三次会晤推
动南北关系解冻。这是各方共同努力的结
果，也体现了中国始终如一的坚持。几十年
来，中方为推进半岛无核化进程、维护半岛
和平稳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建设性作用。

联合国卡托维兹气候变化大会日前闭
幕，与会各方克服分歧、完成了《巴黎协定》
实施细则谈判。各方就《巴黎协定》关于自主
贡献、资金、技术、能力建设、透明度、全球盘
点等涉及的机制、规则基本达成共识，并对
下一步落实《巴黎协定》、加强全球应对气候
变化的行动力度作出进一步安排。

国际体系变革面临关键时刻，世界经
济发展处在十字路口。世界经济今年整体
保持增长，但复苏势头分化，各类风险加快
积聚。股市震荡、油价波动、贸易放缓、投资
下降……在一系列“黑天鹅”和“灰犀牛”的
作用下，世界经济警钟频响。世界经济波折
起伏之际，中国经济运行保持了总体平稳、
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展示出强大韧劲和
巨大潜力。

在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金砖国
家领导人一致认为，多边主义、多边贸易体
制受到冲击不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支持
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以规则为基础的多
边贸易体制，确保透明、非歧视、开放和包容
的国际贸易；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
动建立公平、公正、平等、民主、更具代表性
的国际秩序。这反映了世界大多数国家，尤
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心声。

合作共赢
时代潮流奔向前

展望未来，世界格局和大国关系的深刻
演变仍将持续，各种风险挑战还会显现。

明年 (月，英国将面临计划中的“脱
欧”。如果说英国公投“脱欧”是民粹主义在
欧洲发展最具有标志性的事件，英国最终将
以何种方式“脱欧”，事关欧洲的前景。欧洲
明年还将迎来欧洲议会选举。民粹主义若进
一步泛滥，无疑将导致欧盟内部矛盾扩大，
进而阻碍欧洲一体化发展。此外，美国特朗
普政府的“冲击”导致美欧关系疏离，欧洲的
战略自主性意识也在提高。尽管美欧关系短
时间内不会发生质变，但在这两大趋势之
下，欧洲何去何从值得关注。

朝鲜半岛方面，你来我往的橄榄枝是否
能在新年带来持久的和平？作为半岛危机状
态的主要当事方，美朝关系的发展对地区局
势影响巨大。眼下第二次“特金会”尚未确定
日期和地点，但只要半岛的“双暂停”得以维
持，只要美朝保持沟通渠道，半岛缓和的总
体趋势有望持续。另一方面也需看到，美朝
严重缺乏互信、朝鲜政策可能反复等因素将
影响缓和进程。
令人不安的另一个“火药桶”在中东。新

一年，巴勒斯坦问题更加复杂，叙利亚危机
有待最终化解，也门战乱难息，利比亚仍处
于东西割据，卡塔尔断交风波依旧，加之美
俄两国博弈，中东地区形势更加复杂。

对世界而言，来自美国的“特朗普冲击”
料将持续，尤其是在国际经济贸易领域。未
来一年，贸易摩擦仍将是世界关注的焦点。
在多极化、全球化时代，美国逆开放融合的
世界大势，必将作茧自缚。而特朗普政府对
待贸易的零和游戏也启动了各国在塑造全
球化未来方面更加激烈的竞争。日欧经济合
作协定（)*+）将于明年 #月生效，届时世界
将诞生一个巨大的贸易圈，成为日欧抱团取
暖的最现实注解。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对美
方挑起贸易摩擦等消极动向，中方坚定捍卫
国家利益、民族尊严和发展权利，坚定维护
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坚定奉行相
互尊重、平等诚信的对话解决方式。新的一
年，中美贸易摩擦走向牵动世界目光。

新的一年，在发展环境面临诸多风险和
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各国都期望在全球竞合
中占据有利地位。重要的是应当看到，世界
和平合作的潮流奔涌向前。面对分歧、迷茫
和忧虑，合作共赢才是正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