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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球 热 点

危机下关系回暖

在纪念活动中，法德领导人均释放
加强两国关系的积极信号，强调要加强
法德“发动机”。马克龙将法德描绘成

“一个胸膛里的两个灵魂”，并表示两国
“曾经开辟了和解之路，因此必须成为
‘重塑’欧洲的先锋”。朔尔茨说，法德
作为“欧洲一体化的发动机”能够超越
双方的分歧，法德“发动机”只有“将
争论转化为共同行动”才能发挥作用。

综合外媒报道，此次法德联合内阁
会议的一大成果是，双方就共同应对美
国 《通胀削减法案》 达成共识。双方还
同意在欧洲大陆大规模发展氢能的生产
和运输，特别是帮助氢能大部分需要进
口的德国。法德发布的一份有关国防和
安全的联合公报显示，两国正与西班牙
合作开发“未来空战系统”，并希望在

“地面主战系统”项目上取得重要进展。
分析人士指出，两国高调纪念该条

约的举动显示，在经历一段时间的紧张
关系后，法德正在努力重修合作关系。

最近几个月，法德关系历经波折。
2022年10月，因在能源、防务等问题上
的严重分歧，原定当月在法国举行的法
德部长级会议被推迟。法国 《世界报》
刊文称，“这是该机制自 2003 年创立以
来首次被推迟，是一个令人担心的政治
信号”。不过，自 2022 年 11 月以来，从
签署能源“团结协议”到联合应对美国

《通胀削减法案》，再到领导人会晤宣誓
“团结”，法德关系又逐渐回暖。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王朔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自二
战后欧洲开启一体化进程，法德一直扮
演着“发动机”的角色。在实现欧洲和
平与发展的大目标上，双方有共同的需
求和利益。尤其是乌克兰危机发生后，

欧盟面临的内外危机加剧，若法德合作
受挫，欧洲就是“一盘散沙”。目前看，
法德都有通过合作应对危机的意愿。此
外，法德也需要以双边合作为抓手，借
助欧洲一体化平台应对本国发展问题、
获取更多机遇。例如，德国是欧洲制造
业大国和出口大国，欧盟国家是其最重
要的市场；法国一直希望扮演欧洲领导
者的角色，也需通过欧盟组织发挥作用。

仍存在诸多分歧

尽管近期法德紧张关系趋缓，但不
少分析指出，双方前一阶段暴露的诸多
矛盾并未得到彻底解决。

中国人民大学欧洲研究中心执行主
任闫瑾认为，乌克兰危机发生后，法德
在能源、防务等领域的分歧更加凸显。

在解决能源危机方面，德政府 2022
年 9 月宣布，将投入 2000 亿欧元，以政
府补贴等方式平抑能源价格。法方则指责
德国此举事先未与欧盟其他国家商量，并
让德国企业享有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德国
一度反对天然气限价，被法国等欧盟成员
国认为是“破坏团结的自私行为”。德国则
也不满法国扩大核电站网络、在欧盟层面
推动核能源为清洁能源的主张。

在防务政策方面，德国为联邦国防
军设立 1000亿欧元专项基金、计划向美
国采购 F—35 战机、希望使用以色列和
美国已有反导系统等做法引发法国不
满。法国希望与德国联合研发新一代欧
洲战机，并在法国和意大利系统的基础
上研发欧洲自己的反导系统。美国对德
国的政治、安全影响力增加，是法国不
愿意看到的。

据法新社 1 月 22 日报道，在益普索
集团当周开展的民调中，36%的法国受访
者和 39%的德国受访者对两国关系持悲
观态度。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玛丽·克
尔帕塔认为，法国将自己视为欧盟的

“政治引擎”，德国则是欧盟的“经济引
擎”。不过，如今德国的系列动作让其在
能源、经济和国防方面备受关注，德国
在欧盟的角色正在不断增强。《新苏黎世
报》 德国分析师乌尔里希·斯派克指出，
法德分歧的深层次原因或在于，双方都
在争夺欧盟的主导地位。

“尽管法德推动欧洲一体化的目标一
致，但在思维逻辑和利益需求上有较大
分歧。”王朔指出，在能源问题上，德国
对俄能源的需求远大于法国，受能源危
机的冲击更严重；法国则拥有较为丰富
的核能资源，双方在未来能源布局上的
考虑存在差异。在防务一体化建设上，
法国希望作为领导者带领欧洲实现防务
独立，而非依赖北约；德国则主张与美
国保持一定关系，实现欧洲防务一体化
的同时也发挥北约的作用。美国在欧洲
一体化方面有着重要影响力：一方面要
求欧洲作为关键盟友加强自身能力建
设，以服务于美国的全球霸权；另一方
面又不希望欧洲彻底实现自主、脱离自
己的掌控。因此，美国频频利用欧盟内
部的利益差异对其进行分化、弱化。

“发动机”亟待修复

在欧盟制造业面临冲击、经济复苏
持续承压、能源供应紧张、通胀居高不
下的形势下，法德越来越认识到加强合
作的重要性。马克龙和朔尔茨此前在两
国媒体发表的联合署名文章中指出，《爱
丽舍条约》 签署 60年后，法德仍然有着
相同的理想——建立一个有韧性、强大
和主权性的欧盟。

“欧洲一体化历史发展表明，只有法
德和解、合作并发挥‘双引擎’作用，
欧洲一体化才能不断克服困难，向前发

展。”闫瑾指出，在欧洲面临一系列危机
和挑战的当下，法德深化合作意义重
大。法德不仅要考虑本国的利益，也要
顾全欧盟的整体利益，从维护欧盟团
结、有利于欧洲一体化发展的角度出
发，妥善协调分歧，为建设一个更独
立、更安全、更可持续发展的欧洲而共
同努力。

“只有柏林和巴黎合作良好，欧洲才
会强大。”德国联邦议院前议长、智库阿
登纳基金会主席拉默特日前在德国 《世
界报》 撰文指出，为确保符合欧洲利益
的统一行动，德法必须站在一起，作为
欧洲一体化进程核心的“德法引擎”不
能熄火。

德国 《时代》 周报网站日前刊文指
出，从长远看，协商一致而非一有机会
就各行其是，对欧洲和对法德来说都是
有利的。重要的是以共同理念来应对这
个时代的大难题，如气候变化和贫困加
剧。“为此，两国需要相互理解。正如法
国前外长洛朗·法比尤斯曾说的那样，法
国人必须理解，德国人不是说德语的法
国人，反之亦然。”

“危机会倒逼欧洲一体化的前进步
伐，对法德合作亦是如此。在内外危机
刺激下，法德有握手成拳的意识，但开
展合作又面临更多困难，这是矛盾的两
个方面。”王朔指出，法德加强合作利好
双方，也有利于欧洲一体化进程。但鉴于
法德在具体领域、尤其是能源及防务等关
键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双方的合作一定
是不断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法德
需要进一步加强协调，寻求更多的利益共
同点，大步调的合作尚不具备条件。

上图：1 月 22 日，法国总统马克龙
（右二）、德国总理朔尔茨 （左二） 在巴
黎索邦大学出席 《爱丽舍条约》 签订 60
周年纪念仪式。

新华社/路透

60年了，法德“双引擎”还有多大劲？
本报记者 李嘉宝

近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朔尔茨在

巴黎共同出席《爱丽舍条约》签署60周年纪念活

动，并主持召开法德联合内阁会议，讨论了两国

合作、欧洲战略自主和欧洲一体化等问题。

《爱丽舍条约》 签署于 1963 年 1 月 22 日，

是法德实现战后全面和解的标志性文件。专家指

出，在欧洲面临多重危机之际，法德两国希望深

化合作来应对挑战。鉴于双方在能源、防务等问

题上存在分歧，要合力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法

德仍面临不少考验。

近日，美国海军陆战队正式
启用在关岛的布莱兹营海军陆战
队基地。该基地占地 4000 英亩，
能够容纳 5000 名海军陆战队员。
这是美国海军陆战队近 70 年来首
次启用新基地。美军此举再次搅
动亚太安全局势，让太平洋变得
更不太平了。

关岛位于西太平洋马里亚纳
群岛最南端，面积约为550平方公
里，是美国最重要的海外属地之
一。关岛上坐落着多个美军基
地，西部地区部署有停靠航空母
舰的港口以及为舰队进行补给和
维修的补给基地，东北部的安德
森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太平洋地
区最大的空军基地之一，具备部
署大型轰炸机能力。在美国军方
看来，作为太平洋战略要地，关
岛堪称“永不沉没的航母”，可以

“辐射”和“威慑”几乎整个亚太
地区，是美军岛链战略中第二岛
链构成的关键节点。如今，随着
海军陆战队启动基地，关岛的军
事地位更加重要，日渐成为美军
在亚太地区展开军事行动的“前
哨站”和“桥头堡”。

关岛新基地由美日“联袂”
建设，旨在加强关岛战略作用的

“针对性”。2012 年，美国与日本
签署一项协议，将部署在日本冲
绳的1.9万美国海军陆战队兵力中
的约 4000 人转移至关岛。为此，
双方共同出资 87 亿美元兴建布莱
兹营基地。目前，基地大部分设
施尚在施工中，美国海军陆战队
将在 2025 年正式搬迁到位。美国
海军陆战队资料显示，布莱兹营
基地将担负起美军在印太地区的
战略后勤中心功能，为美国掌握
威慑和防御能力扮演关键角色。
美媒渲染称，美军此举是五角大
楼重新部署军事力量以对抗中
国。加强关岛军力部署，无疑是美
国增强所谓“大国竞争”实力、加强
对华战略遏制的又一步棋。

放宽视野来看，美国加强关
岛军力部署，是其调整亚太军事
部署的一部分。今年开年以来，
美军在亚太地区动作频频——高
调宣布 2025 年前在日本冲绳设立

“濒海作战团”的计划、公布在关岛建立新基地、增
强第二岛链军力部署，毫不掩饰其布局亚太的野
心。与此同时，美国不断加强与亚太地区盟友合
作，修建军备基础设施，频繁举办联合军演，企图
联合盟友，建立在亚太地区的“肌肉群”。这些维护
军事霸权、渲染冷战思维的行径，正毒化亚太地区
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环境，引发亚太地区的不安。

据 《华尔街日报》 报道，大批美军的到来可能
会给关岛的基础设施带来压力，许多当地居民对新
建的这座基地并不热心。由于超过 1/4土地被军用，
当地居民对在岛上部署更多军队和军事资产的环境
影响感到担忧。关岛以北的提尼安岛上，数千人签
署了反对美军计划在该岛举行训练演习的请愿书。
提尼安岛市长埃德温·阿尔丹的表态，很能代表亚太
地区人民共同的心声：“比起所谓的‘中国攻击’，
我们更担心美军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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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纳纽基肯尼亚山
野生动物保护区内，有一座
动物孤儿院。这里收养着受
伤、受虐、受惊脱离群体且
不再具备良好独自生存能力
的野生动物。

上图：动物孤儿院内的
一只花豹在林间栖息 （2 月
4日拍摄）。

左图：近日，游客在动
物孤儿院内给羚羊喂食。

新华社记者 韩 旭摄

在日前于瑞士日内瓦举行的世界
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会议上，中
国、欧盟、加拿大等多个世贸组织成
员批评美国滥用“国家安全例外”条
款和世贸组织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中的
上诉程序，呼吁美国履行世贸组织成
员义务。

滥用“国家安全例外”和上诉机制

中国、挪威、瑞士、土耳其、中
国香港五个成员设置八项议题，要求
全会通过专家组关于美国在“232条
款”下对进口钢铝产品加征关税和美
国就香港商品实施的产地来源标记新
规定违规的五份裁决，并要求美国撤
销违规措施。美国却在会前对上述五
份裁决全部提出上诉。

世贸组织 2022 年 12 月发布的五
份争端解决机制专家组报告分别裁
定，2018 年美国对进口钢铝产品加
征关税的措施、2020 年美国就香港
商品实施的产地来源标记新规定均违
反世贸规则，并且不符合“国家安全
例外”条件，建议美国予以纠正。

欧盟驻世贸组织代表在会议上表
示，上诉是每个世贸组织成员的权
利，但滥用这一权利对解决贸易争端
没有帮助。

欧盟驻世贸组织代表表示，欧盟
注意到多份专家组的报告被上诉，鉴
于世贸组织上诉机构由于美国蓄意破
坏而无法运作，目前无法审理这些上
诉。欧盟呼吁各方根据《关于争端解

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妥善解决贸
易争端。

世贸组织争端裁决研究报告显
示，美国是迄今为止最“不守规矩
者”，世贸组织 2/3 违规由美国引
起。2019 年 12 月，世界贸易组织争
端解决机制中的上诉机构因美国阻挠
法官遴选而停摆，令多边贸易仲裁机
构瘫痪，使多边贸易体制面临前所未
有的危机。

加拿大驻世贸组织代表在会议上
表示，贸易争端各方必须尽一切努力
寻找可接受的解决方案，履行其在

《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
下的诚信承诺。“从长远来看，任何
成员都不会从争端未得到解决的情况
中受益。”

保护主义政策损害多边贸易体制

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李成钢表
示，美国似乎将拒绝执行任何涉及

“国家安全例外”的不利裁决，这违
背了“条约必须信守”原则。

李成钢说：“美国这些令人不安
的行为清晰描绘出单边主义霸凌行径
实施者、多边贸易体制破坏者以及全
球产业链供应链扰乱者的形象。”

2018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特朗
普根据美国 《1962 年贸易扩展法》
第232条款，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对
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分别加征 25%和
10%的关税。这一决定不仅导致多国
向世贸组织提起申诉，美国主要贸易

伙伴也纷纷出台报复措施。
2018 年 11 月，世贸组织争端解

决机构召开会议，同意设立专家组审
查美国宣布的钢铝关税措施，以确认
该措施是否违反世贸组织规则。

李成钢在讲话中指出，美国实际
限制进口的钢材中，国防用钢占比极
低。上述情况表明“232措施本质上
是保护主义的”，它与美国国家安全
没有关系。

美国这些措施遭到多个世贸组织
成员的广泛反对和起诉，所有专家组
都认为这些措施与世贸组织规则不一
致。李成钢说，专家组在本次争端中
的调查结果再次表明，安全例外不是
单边主义或保护主义的“避风港”。

2022 年 12 月，世贸组织举行美
国贸易政策审议会议。会议上，多个
世贸成员对美国贸易政策表达严重关
切和不满。欧盟常驻世贸组织代表若
昂·阿吉亚尔·马查多说，美国贸易政
策有内顾倾向，《通胀削减法案》 有
关电动汽车补贴条款为其国内相关产
业提供大量补贴，构成对其他国家相
关产业歧视性对待，违反世贸组织相
关规定。

土耳其代表阿尔帕斯兰·阿贾尔
索伊表示土耳其希望美国尽快撤销对
进口钢铝产品额外征税措施，以免对
多边贸易体制造成进一步伤害。土耳
其认为，美国损害了各成员对多边贸
易体制的信心。

（据新华社电 记者陈斌杰、陈
俊侠）

国际社会批评美国贸易霸凌行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