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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波兰总理

莫拉维茨基以及意大利民粹主义者马特

奥·萨尔维尼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宣

布建立一个新的政治联盟。该联盟以欧

洲议会中保守的欧洲人民党集团为主，

旨在促进“欧洲复兴”，主要主张包括促

进欧洲一体化、尊重国家主权、捍卫传统

价值观等。

消息在欧盟内部引起了不大不小的

波澜，有观点评价其为“欧盟内部裂痕的

最新动向之一”。

事实上，有关欧洲一体化和战略自主

的争论时不时就会出现。特别是在即将

到来的“后默克尔时代”，欧洲究竟走向何

方已经成为经常性话题。

最有名的一次公开争论发生在去年

美国大选期间。当时，德国国防部长安

妮格雷特宣称：“欧洲战略自主的幻象必

须终结，欧洲人无法取代美国‘安全提供

者’的关键角色。”这一言论立刻遭到法

国总统马克龙的痛批，他认为这种言论

不代表默克尔的立场，欧洲需要坚持独

立性和自主性。

马克龙之所以如此敏感，很大原因在

于，正是他于 2017 年当选法国总统后将

“欧洲主权”概念注入了大众话语体系

中。欧盟后来提出的到 2050 年实现碳中

和的目标，被认为是战略自主的体现；与

中国进行投资协定谈判也符合欧盟主权

利益。

马克龙这一“自主论”在欧洲获得了

不少赞许，但也有人认为，该想法过于

理 想 化 ，欧 盟 需 要 更 加 务 实 一 些 。 不

过，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哪派观点占据

上风，在可预见的未来，国家主权和国

家政治应该而且将会在欧盟决策中占据

主导地位。

另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是，有人质

疑，欧洲整体上缺乏战略自主能力。虽然

马克龙曾批评说，“北约已经脑死亡”，但

是在安全防卫方面，欧洲还是离不开北

约。比如，德国基督教民主党就不太看好

马克龙的战略自主愿景，认为北约仍然是

西方安全的中坚力量。

最大的变数将发生在默克尔退出欧

洲政治中心之后。谁将是她的接班人？

谁最有可能接替她成为欧洲新的领导者？

目前看，在“后默克尔时代”，马克龙

作为拥有战略思维和全球视野的年轻领

导人，有这个实力和潜力。不过，前提是

他能够较好应对疫情和经济的双重挑战，

并且在明年大选中获胜。

然而，自主并非易事。

一方面，在现有体制下，欧盟 27 国很

难真正推进泛欧行动或泛欧身份，要形成

真正的欧洲“共同政治文化”尚需时日。

另一方面，有分析认为，美国独大、不

受挑战的历史时期已经过去。拜登需要

盟友，因此提出要重构跨大西洋战略伙伴

关系。不过，美国当下的政策重点在东

亚，对欧洲的态度则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

政策——欧洲自己的事要多掏钱。

不仅如此，拜登对盟友的要求比他

的前任更多。在美国看来，欧盟急匆匆

与中国完成投资协定谈判是“不友善”的

行为。为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三番五

次往欧洲跑，多次公开呼吁欧盟要慎重

对待，要与美国加强协调。

协调的结果公众也都看到了。欧盟

紧跟美国的步伐，打着人权的幌子粗暴

干涉中国新疆内政事务，联手对华实施

制裁。人权问题已经被高度政治化，欧

美主流媒体和一些社会舆论推波助澜，

不少政客、议员和学者都在充当所谓的

“人权卫士旗手”。

事实上，目前欧盟正处于特殊时期，

一方面要强化美欧盟友关系，保护所谓

的西方利益；另一方面又要捍卫多边主

义。比如，德国总理默克尔就拒绝在美

中之间“选边站”，马克龙也反对加入美

国领导的反对中国的任何形式的民主联

盟。布鲁塞尔越是努力制定自己的路

线，华盛顿就越会加大政治压力。正如

一位欧洲政治家所言，美国牺牲欧洲利

益是家常便饭。

不少有识之士认为，当下的这股反

华逆流需要遏制，中欧间的分歧需要降

温，中欧加强务实合作才是正确方向。

数据显示，2020 年第四季度，荷兰、德国

和法国企业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合

计约占其对外投资的 90%。这有力地回

击了“脱钩”谬论。

着眼未来，欧盟应秉持正确的对华认

知，放弃干涉中国内政。中欧关系面临困

难，有可能是战略误判所致。当今世界正

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欧关系的长期

稳定健康发展，有助于欧洲的发展和强

大。一个繁荣发展的中国只会是欧洲的

朋友和伙伴，而不会是对手，更不会是威

胁。后疫情时代，欧洲需要站得更高，看

得更远。也只有这样，其战略自主的目标

才可能实现。

一个新政治联盟的成立再次引发有关欧洲一体化和战略自主的争论。应该说，战略自主并非易

事。一方面，欧洲尚未形成真正的“共同政治文化”，自身底蕴有所欠缺。另一方面，既想强化美欧盟友

关系，共同遏制中国发展；又想捍卫多边主义，从中国“赚银子”，欧洲方面的想法未免太多了一些。须

知，一个繁荣发展的中国只会是欧洲的朋友、伙伴，而不会是对手，更不会是威胁。后疫情时代，欧洲需

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左顾右盼只怕是自主不了的。

欧盟左顾右盼难言战略自主欧盟左顾右盼难言战略自主
翁东辉

当地时间 4 月 20 日，美国非洲裔男子弗

洛伊德被跪杀一案宣判，陪审团裁定前白人

警察肖万被控谋杀和过失杀人罪名全部成

立。判决一出，美国不少媒体不惜笔墨，对判

决结果大加褒扬，总统拜登更是声称，这将是

美国迈向公平正义的“巨大一步”。一时间，

仿佛种族主义在美国即将销声匿迹，正义就

快降临。

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这些美丽的说辞

就像肥皂泡一样，很快就破灭了。就在判决

宣布前不到半小时，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布市

响起了警察枪杀非洲裔女孩的枪声，当晚随

即发生抗议活动；而在拜登声称“迈向正义”

第 2 天，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伊丽莎白市又发

生一起针对黑人男子的警方暴力执法致死事

件。《纽约时报》报道称，自3月29日弗洛伊德

案开始庭审以来，不到一个月，全美至少已有

64人死于执法部门之手，其中黑人和拉丁美

洲人占一半以上。3月 29日，在芝加哥，一名

警察开枪射杀 13 岁拉美裔少年亚当·托莱

多；4 月 11 日，在明尼苏达州布鲁克林森特

市，一名白人女警察误把手枪当电击枪，打死

20岁非洲裔青年当特·赖特……

这些惨案表明，弗洛伊德一案的判决结

果并不能救赎美国，新的“弗洛伊德案”几乎

每天都在上演，正义对受到种族歧视的人民

来说更像是橱窗里的奢侈品，可望而不可即。种族主义已经深入美国

骨髓，弗洛伊德案的宣判远不足以洗清美国的“灵魂污点”。正如在哥

伦布市生活 17年的金伯莉·谢泼德对当地媒体说：“我们对判决结果感

到高兴，但却没法享受它。”

弗洛伊德案的判决结果带来的最大好处是给美国的一些政客提供

了绝佳的作秀机会。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发声支持这一判决结果，

并感谢弗洛伊德“为正义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不过，这一表态却遭到

美国网友猛烈抨击，称弗洛伊德不是“牺牲”，而是被谋杀，“佩洛西的声

明是我所见过的政客说过的最失声、最有特权、最无礼、最荒谬的话之

一”。一些美政客并不是真正的关心人权问题，而是想借机进行政治营

销，鼓动民意，扩大自身话语权。美国种族主义愈演愈烈，其背后离不

开美国两个政党出于私利的刻意煽动和纵容。

面对媒体和政客的炒作表演，美国民众早已看得明明白白，他们知

道肖万的定罪其实“什么都没有改变”，所谓的“正义”不过是又一次的

自我安慰。有人感慨：真正的正义，是弗洛伊德本应活着。谁都知道，

如果不进行系统性改革，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就不会消除，美国少数族

裔沦为警察滥用暴力牺牲品的命运就不会改变。这真正关键的一步何

时迈出，谁也不知道。

本报讯（记者孙昌岳）第二届中国—非洲经贸博

览会暨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北京）推介会日前

在京举行。会上宣布，第二届中非经贸博览会拟于

2021 年 9 月 26 日至 28 日在湖南长沙举办，主题为

“新起点 新机遇 新作为”。

第二届中非经贸博览会由会议论坛、展览展示

两个部分构成，期间将组织 4 场重大活动、4 场专题

论坛、多场经贸洽谈及 1场配套活动。其中，展览展

示采用线上线下双线办展方式。

商务部部长助理任鸿斌表示，作为首个国家

级、综合性、国际化的对非经贸合作机制，中非经贸

博览会为中非经贸合作深入发展搭建了重要平

台。去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重

创，中非双方守望相助，并肩抗疫，生动诠释了患难

与共的兄弟情谊，也推动中非关系再获提升。随着

疫情逐步得到控制，中非经贸合作强劲反弹，反映

了中非工商界扩大合作的强劲需求。

湖南省副省长何报翔表示，湖南高度重视对非

经贸交流与合作。自 2019 年中非经贸博览会落户

湖南以来，中非合作不断增添新活力。目前，中非经

贸合作促进创新示范园、非洲非资源性产品集散交

易加工中心等项目初见成效，中非经贸合作研究会、

中非跨境人民币服务中心、中非驻地服务中心等一

批服务机构相继成立，易货贸易等一批重大改革试

点有序推进。

塞内加尔驻华大使马马杜·恩迪亚耶表示，过

去 20 年间，中非贸易额从 2000 年的 100 亿美元增

长到 2019 年的 2087 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非洲最

大的贸易伙伴。成千上万的中国及非洲公司均受

益于此。

“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成果丰硕，签署了84份合

作伙伴关系协议和商业交易，总价值约为 208 亿美

元。今年举办的第二届中非经贸博览会将为中非合

作翻开新的篇章。”马马杜·恩迪亚耶说。

第二届中非经贸博览会9月将在长沙举办

图为一位外籍演员在位于湖南长沙的中非直播电商孵化中心表演节目。2020年12月25日，位于湖南长

沙的中非直播电商孵化中心暨芒果公共直播基地正式启动。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摄

中法德领导人视频峰会日前举行，三国

领导人就应对气候变化、中欧关系、抗疫合

作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

见。围绕本次峰会亮点、中欧合作前景等议

题，经济日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欧

洲研究所博士杨成玉。

杨成玉认为，三国领导人从战略高度

把握中欧关系发展大方向和主基调，释放

出三方共同推动中欧关系健康发展的强烈

信号。

首 先 ，夯 实 了 中 欧 绿 色 合 作 伙 伴 关

系。此次峰会是受法国总统马克龙邀请，

以气候合作为主旨的中法德领导人对话，

主要议题为加强中欧气候政策对话与绿

色 发 展 领 域 合 作 。《欧 洲 绿 色 新 政》提 出

2050 年实现碳中和目标，中国也提出力争

于 2030 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可以说，应对

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日益成为中欧合作

的重要支柱和“最大公约数”。此次，三方

领导人进一步明确，将做大做强中欧绿色

合作伙伴关系，共同秉持多边主义，全面

落实《巴黎协定》，共同构建公平合理、合

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打造全球环

境治理新格局。

其次，坚定了中欧双向高水平开放的信

念。经贸合作是中欧关系的基石。中方释

放的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资企业营造

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的信号得到

法德领导人的积极响应。针对日前欧洲议

会阻碍中欧投资协定审议的逆流，德国总理

默克尔明确提出将推动《中欧投资协定》尽

快批准生效。

最后，加强了中欧在多边领域的抗疫合

作。面对欧洲疫情波折反复的现状，三方明

确了维护多边抗疫合作的主基调，一致认为

疫苗不应成为大国竞争的工具，一致反对

“疫苗民族主义”。

就美国总统拜登邀请多国领导人参加

气候峰会一事，杨成玉表示，美国囿于石油、

页岩气等产业既得利益，在绿色发展领域难

以与欧洲形成战略协同。反观中欧气候合

作则基础扎实，双方在可再生能源、科技创

新、产业合作、绿色金融、数字经济融合等领

域更容易形成优势互补，在多边气候议题上

更容易达成战略共识。

对于中欧经贸合作前景，杨成玉表示，

2020 年我国跃升为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中

欧投资协定谈判完成显示出我国对中欧相

向而行的高度期待。

总体来看，中欧应进一步加强经贸利益

纽带，密切战略沟通与协调，提升双方在多

边环境议程中的引领作用，共同抵制美国霸

权主义，共同维护自身发展权益。

新形势下深化中欧合作大有可为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杨成玉博士

本报记者 李鸿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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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惨案表明，弗洛伊德一

案的判决结果并不能救赎美国，新

的“弗洛伊德案”几乎每天都在上

演。种族主义已经深入美国骨髓，

一个案件的宣判远不足以洗清美

国的“灵魂污点”。正如有人所感

慨的：真正的正义，是弗洛伊德本

应活着。

意大利总理德拉吉的内阁 4月

21 日公布了一项具体路线图，准备

从4月26日起放松新冠肺炎疫情管

控措施。图为罗马街头。

新华社记者 程婷婷摄

意大利将放松

疫情管控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