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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對華頻頻打壓挑起戰略競爭 專家倡兩方面拓展朋友圈：

截至2022年12月7日，中國
已與150個國家、32個國際
組織簽署200餘份共建「一
帶一路」合作文件。

截至2022年年底，中國企業
在沿線國家建設的合作區已累
計投資 3,979 億元（人民
幣，下同），為當地創造了
42.1萬個就業崗位。

2013 年至 2022 年，中國與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增
長114.1%。2022年，中國
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貨物
貿易額就高達13.8萬億元。

十年來，中央企業累計承擔境
外的港口、鐵路、機場等重
大基礎項目超過200個。中
央企業承擔水電、風電光伏
等項目近300個，建設運營
了中白工業園等20多個境
外產業園區。

新年伊始，疫情後的中國經濟正走向全面
恢復，「一帶一路」也正煥發出新的活力。
今年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周年，第三
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亦將舉
辦。從理念倡議，到實踐落地，再到如今高
質量發展，十年來「一帶一路」成果斐然。
專家指出，隨着疫情逐漸散去，中國企業活
躍度上升，「一帶一路」將迎來更多的成
果，為各國經濟復甦注入了強心劑。
去年夏天，在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

巴，亞吉鐵路開通首列小汽車運輸專列。相較
於公路運輸，亞吉鐵路可以將運輸時間由3天
縮短為20小時，並節約30%的運輸成本。近
年來，在「一帶一路」倡議推動下，中老鐵
路、以色列海法新港等重大項目順利竣工，中
巴經濟走廊、比雷埃夫斯港、雅萬高鐵、匈塞
鐵路等建設運營穩步開展，一大批「一帶一
路」標誌性工程在世界各地落地開花。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陳文玲日
前在相關論壇上指出，相較於約佔世界1/6
的發達國家來說，世界上仍有很多國家處於
貧困之中。她說，「一帶一路」的成功是其
代表了世界上最需要發展、最貧困、最弱勢
的中小國家利益的真實寫照。「通過互聯互
通，『一帶一路』為這些國家找到了發展途
徑，給他們帶來了發展的希望和願景。」
據報道，世界銀行一項測算指，「一帶一
路」框架下的交通基礎設施項目若全部得以
實施，到2030年，每年將有望為全球產生1.6
萬億美元收益，其中90%由夥伴國分享，低
收入和中低收入國家受益更多。
隨着「一帶一路」畫卷十年間在全球的逐

漸展開，共建「一帶一路」也正由大寫意向
工筆畫轉變，高質量發展已成為重要方向。
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國際關
係學系教授達巍相信，疫情之後，中國與發
展中國家高質量共商、共建、共享「一帶一
路」上有着廣泛而重要的合作空間，且前景
可期。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北京大學美
國研究中心主任王勇指出，「一帶一路」在
未來全球合作中仍會處於重要地位，但同時
面臨着美國等插手阻撓、蓄意抹黑，以及一
些發展中國家政局不穩、債務可持續性等問
題的挑戰，這就需要中國對共建的國家和地
區進行適度的調整和收縮。

應設東南亞方向為重點地區
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副所長袁征建議，不
能把所有的東西都一股腦地往「一帶一路」上
套，一定要有重點地區、重點國家和重點項
目，要扎扎實實地考慮當地的民情和當地的需
要，以及基本的投入和收益問題，只有這樣才
能真正實現高質量發展和互利共贏。
「現在全球化潮流遇到越來越多阻力，在

此背景下，『一帶一路』重點地區應該在
周邊，尤其是東南亞方向，這些區域對中
國來講至關重要。」袁征說，如果中國在
本地區經營得好，就不用那麼怕美國所謂
的「脫鈎」。達巍相信，未來在高質量的
共商、共建、共享中會擠掉一些泡沫，但
隨着疫情逐漸過去，中國企業活躍度上
升，「一帶一路」將迎來更多的成
果。

去年底，德國總理朔爾茨、
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接踵訪
華。今年是中國和歐盟建立全面戰
略夥伴關係二十周年，意大利總理、
法國總統均已對外表達了希望今年訪華
的意願。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所
長馮仲平向香港文匯報指出，中歐經貿關
係優勢互補，合作可實現互利共贏，在全球
治理方面，中歐亦有着巨大合作空間。
去年，烏克蘭問題的爆發，歐洲國家被綁上了美

國的戰車，美歐關係進一步走近。馮仲平說，歐洲國
家發現美歐關係很重要，但同時也意識到在經濟上特別
是對華政策上，美歐利益不盡相同。
全國兩會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

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王毅訪問歐洲多個國家，表示願
全面重啟同歐洲和世界的往來，希望雙方可積極籌備

新一次中歐領導人會晤，推動雙方交流盡快恢復至疫
前水平。

歐洲能源等困境推升對華合作需求
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太和智庫高級
研究員錢峰向香港文匯報指出，三年來，受新冠疫情、
俄烏衝突、第三方插手等系統性影響，中歐之間在輿論
和政策層面都積累了一定矛盾。但是，雙方合作基礎、
潛力和意願依然堅實、巨大且強烈。同時，歐洲能源、
產業、債務及社會領域面臨的困境也正在不斷推升歐方
的對華合作需求。
馮仲平指出，中歐可進一步加強合作改善關係。他
說，當前全球貿易、投資最大的問題就是價值鏈、產業
鏈的穩定問題，而中歐均重視這一問題並有廣泛合作空
間。另外，在烏克蘭危機、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等地
區和全球性問題與挑戰上，中歐雖有分歧，但亦有相同

點。
烏克蘭危機影響外溢，對中歐關係帶來衝擊。雖然很

多人都認為中歐在烏克蘭問題上立場差異明顯，但馮仲
平指出，實際上雙方仍有重要共同點，雙方都不想讓衝
突擴大升級和進一步持續下去，這就是雙方很大的共同
利益。雖然歐洲促和勸談的聲音有所減弱，但如果不和
平解決烏克蘭問題，又怎麼打開目前俄烏衝突的死結
呢？

應解凍中歐全面投資協定
2月24日，中方發布《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

立場》文件。袁征表示，在烏克蘭問題上，中方有一個更
為明確的表態，有利於中歐關係的發展。中歐之間有着廣
泛利益共同點，特別是在經濟領域。他建議，應解凍處於
擱置狀態的中歐全面投資協定等，逐漸把中歐雙邊關係恢
復起來。

借烏克蘭危機向中國大潑髒水，放任佩洛西
竄台加大美台勾連，不斷加碼對華經貿制

裁，限制芯片等高科技產業大搞「脫鈎」，拉
幫結派圍堵中國欲打所謂「新冷戰」……近年
來，美國全面調整對華戰略，「戰略競爭」取
代「對華接觸」，強權政治、霸權霸凌、「脫
鈎斷鏈」、打壓圍堵成為美國對華新常態，中
美關係螺旋下降陷入持續緊張，中國和其他一
些發達國家的關係也因此受到或多或少的牽
連。
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國際關

係學系教授達巍向香港文匯報表示，美國目前
對華戰略最主要的核心特徵就是對華「脫
鈎」，企圖將中國排除出去，從而讓中國喪失
競爭力，在競爭當中輸掉。
去年，美方雖在口頭上將對中國的「四不一

無意」承諾升級為「六不五無意」，但實際上
卻仍是一邊對華要對話，一邊搞遏制；一邊談
合作，一邊「捅刀子」。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
院教授、北京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王勇向香
港文匯報指出，面對美國的無理打壓，中國的
國家發展和對外政策均表現出強大韌勁。在外
交領域，中國是既下先手棋，又推出反制手
段，對美進行了有力的「反圍堵」。

美提危機管控圖試探中國底線
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副所長袁征向香港文

匯報指出，目前美國對華政策的突出特點就是
說一套做一套，不過，美國同時也的確不太想
和中國發生正面的衝突和碰撞。因此，美方向
中方提出要進行危機管控，為中美關係設立
「護欄」。
「但問題的關鍵是美國之所以要設『護欄』
搞危機管控，真正的目的卻是為了進一步對華
採取挑釁和試探中國底線的邊緣政策，其本質
上不過是要在進一步對華施壓時防止意外擦槍

走火。」袁征坦言，從科技「脫鈎」到貿易調
查，從加強軍事前沿存在到強化盟友關係，美
國對華施壓圍堵目前並沒有任何鬆動，相反還
在進一步往前推進。

須加強半導體等科技領域基礎研究
那麼，中國該如何突破美國的「脫鈎斷鏈」

和打壓圍堵呢？王勇建議，未來中國最重要的
還是要夯實國力基礎，進一步加快自主創新步
伐，特別是在半導體等科技領域加強基礎研
究，培養更多人才。他說，一個大國首先要成
為一個科技大國。他說，中國要進一步擴大改
革開放，釋放超大規模市場的優勢和潛力，增
強中國政治和文化在國際上軟實力和向心力。

可對歐洲亞太及發展中國家關係做「加法」
「美國很大，但是世界更大。」達巍稱，美

國在對華關係上做「減法」，中國可以與歐
洲、亞太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做「加法」。東盟
國家以及美國在歐洲、亞太的盟友尤其值得中
國重視，並與對美關係有所區隔。從近幾年中
國與這些國家的關係看，中美之外的其他國家
並不希望在中美之間選邊站，一些美國的盟友
在對華戰略上也與美方並不完全同步。
袁征強調，中國需要進一步有效地拓展周邊

外交，盡可能改善周邊環境，並進一步想方設
法緩和與歐洲國家的關係。這位專家提醒，美
國現在對華是全方位的競爭，甚至在非洲和拉
美地區都已經對華拉開架勢。
專家們普遍認為，中美利益早已深度交融，

美國也不可能完全實現和中國「脫鈎斷鏈」。
達巍指出，當前，中美矛盾更多地體現在雙邊
或者地區層次，在宏觀經濟穩定、氣候變化、
公共衞生等全球性問題上，美國仍需要與中方
合作。中美在全球問題上合作，不僅符合兩國
的利益，也是整個世界的期待。

專家倡多方面加強合作 恢復中歐雙邊關係

展望今年兩會外交熱點，國際問題專家認為，面對美國

對華全方位打壓與圍堵，中國將拓展「朋友圈」，把握戰

略主動。隨着疫情散去，「一帶一路」持續為世界經濟復

甦注入新動力，而中歐關係也有望迎來回穩重啟契機。致

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將為動盪的世界提供更多

穩定性和新機遇。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沖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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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22日，在位於安吉
縣的浙江潔美電子信息材料研究
院，科研人員對搭載芯片的載帶
做成分分析。 資料圖片

▼2月 24日，在北京「逐夢寰宇問蒼
穹——中國載人航天工程 30 年成就
展」，小朋友在中國各型運載火箭及火箭
發動機模型展品前拍照。 中通社

◆2022年11月16日，在印度尼西亞萬隆，雅萬高鐵建設
者和當地民眾觀看高速鐵路綜合檢測車行駛在雅萬高鐵
試驗段。 資料圖片

強大韌勁破圍堵
夯實基礎壯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