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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观察

面对美欧自贸区，中国不能打盹

普京看地板，记的什么仇
为期两天的八国集团峰会18

日在北爱尔兰厄恩湖闭幕。尽管此
次西方七国首脑等来了去年放他
们鸽子的普京，但会议最终结果恐
怕 会 让 他 们 感 叹“ 相 见 不 如 不
见”——— 到访的普京仿佛随身带来
了西伯利亚冷空气。普京不仅拒绝
对叙利亚问题让步，就连与奥巴马
进行的新闻发布会，普京整场也都
冷着脸，紧盯地板，仿佛那才是他
的会谈对象。

考虑到正式开会之前，普京曾
经跟奥巴马争过健身房，有人调侃
称，“普奥会”开得如此失败不会
是普京“记仇”了吧。当然，身为
一国领袖，普京不会为这点小事
挂怀。不过，在八国集团里，俄罗
斯对其他七国“记仇”的确已经很

久了。此次普京一挑七，不过是个
总爆发。

有关俄罗斯与G8峰会的故事，
涉及俄罗斯根深蒂固的西方情结。
这个国家虽然地跨东西方，对两个
世界的态度却是迥异的，19世纪俄
国作家恰达耶夫曾经自白：“我们
从来不曾属于东方。其历史与我们
的历史毫无共同之处……俄罗斯
会因与西方相像而感到幸福，会因
西方迁就地同意将我们纳入其行
列而感到骄傲。”而作为G8峰会前
身的G7集团，历来被认为是西方社
会在新时代的象征。有了这样一个
背景，就不难想见，1998年，当G7集
团邀请俄罗斯加入他们的“俱乐
部”时，正处于西方化顶峰时期的
俄罗斯，曾经多么为“西方迁就地

同意将俄罗斯纳入其行列而感到
骄傲”。

然而，也正是在1998年底，爆
发了科索沃战争，西方把和俄罗斯
同文同种同信仰的南斯拉夫兄弟
胖揍了一顿。此事成为俄罗斯与西
方关系的转折点，自此之后，西方

“沿着俄罗斯国境线修篱笆”的政
策日益引起俄国的警惕。而G8峰
会，这场俄国与西方刚刚举行的婚
宴，也成为西方各国一起对俄吐槽
的场所。2008年为了抗议俄罗斯进
攻格鲁吉亚，美国甚至一度威胁将
俄罗斯逐出G8。俄罗斯当时表态也
很干脆：走就走，谁怕谁！

其实，无论是当年的南斯拉
夫、格鲁吉亚，还是今天的叙利亚，
在与俄罗斯的龃龉中，西方世界总

认为自己有理：既然想让我带你
玩，就该守我的规矩。而这个规矩，
早在美国卡特总统时代就讲明了，
按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
斯基的说法，俄国如想“融入西方”
就应“明确、公开地抛弃俄帝国的
势力范围”，无权干涉想加入跨大
西洋共同体的民主势力。但对于这
种要求，俄罗斯将其解读为肢解俄
罗斯的阴谋。双方从一开始就毫无
互信可言。

究其原因，不管恰达耶夫们愿
不愿意承认，俄罗斯的历史其实就
是东方式的，当它的西邻们在接
受文艺复兴的新思想时，俄罗斯
接受的是蒙古帝国最东方式的专
制洗脑。这种群体记忆让俄罗斯
人绝不会相信世界的秩序会像西

方人说的那样“一切为了民主”。俄
国人对国际问题的认识，就是普京
常引用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名
言：“俄罗斯只有两个盟友，海军和
陆军。”

因为想融入西方，普京没有再
放G8峰会的鸽子。又因为对西方根
深蒂固的不信任，所以普京宁愿一
挑七也不会放弃俄在叙利亚的利
益。普京在与奥巴马争健身房被抢
先后，曾调侃说“我更愿意到冰冷
的厄恩湖去游泳”。这位俄罗斯的
领袖在被拒绝时喜欢夸耀自己的
体力——— 一如他所领导的国家在
被拒绝时喜欢夸耀自己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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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构建的TPP和TTIP对中国的贸易环境构成了严峻挑战，中国应该积极主动，通过外交手段，对外开拓新的贸易空间。

本报国际观察员 王昱

畅所昱言

□本报特约评论员 李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在西方国家纷纷遭受金融危
机和债务危机蹂躏的岁月里，八国
集团正在不断滑向全球治理的边
缘。在过去几年里，已经没有多少
人关心八国集团峰会上那些领导
人在讲些什么。不过，刚刚过去的
这届峰会似乎有点不同寻常，并再
次引起整个世界的注意，因为美国
和欧盟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在这次峰会上正式向世界宣布启
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这一消息传
递了美欧试图重回国际经济治理
中心的重要信号。

奥巴马连任之后，在贸易战略
上最大的一个政策举措，就是着手

准备开启欧盟提出的“跨大西洋贸
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的谈
判。根据圈定的时间表，美欧FTA
(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将在两年之内
完成。这一政策行为是奥巴马政府
继“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
(TPP)之后又一重大的对外经济战
略，这将对中国的国际经济和贸易
环境构成新的挑战，值得引起高度
关注。

2 0 0 9年奥巴马上任伊始，美
国 就 开 始 奉 行 所 谓“ 战 略 再 平
衡”以及“重返亚太”，对欧洲有
意忽略。如今随着美国经济全面
向好、复苏，它对欧盟投出的橄
榄枝进行热情回应，美欧政治和
经济关系将有可能全面回暖，虽
然美国的“战略再平衡”不会发生

根本改变，但这意味着它将采取一
种亚欧协调、“两面下注”的新战
略，而不是一味将战略重心转向东
亚。

TTIP和TPP的联手推进，对中
国的影响不可低估。在奥巴马政府
的第二任期，鉴于美元地位并没有
动摇，美国金融产业仍然无以匹
敌，美国国际经济战略的重心将会
放在贸易和能源领域。TTIP和TPP

将是美国在贸易领域针对中国的
两大杀手锏。

第一，它在战略上对中国形成
了孤立。发达经济体在美国的牵动
下，通过TPP和TTIP建立了一个新
的经济和贸易联盟。由于无论是
TTIP还是TPP，都没有邀请中国加
入，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三大经济

体，在区域贸易谈判中，将被世界
第一大(欧盟)、第二大(美国)、第四
大(日本)所彻底孤立。

第二，在贸易规则上迫使中国
强行接受，中国面临着严峻的二次

“入世”的危险。美国通过TTIP和
TPP两大区域性贸易协定，建立了
一个独立于WTO之外的规则体
系，它可能以该规则体系为蓝本，
重塑整个国际贸易的游戏规则。美
所谓的“高质量”，是以一系列不同
以往的贸易投资新规则作支撑的，
其实质是尽可能固化和放大美国
在服务业中的竞争优势，最大限度
弱化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的优
势，比如相对较低的劳工和环保标
准，而这是中国制造业的最大优
势，美国希望通过制定新的贸易规

则来打掉中国的这两大竞争优势。
从规则和标准看，TPP和TTIP执行
的是大大超越WTO的新一代贸易
规则，WTO规则可能不得不随之
作出调整，实际上被两大自贸区绑
架。

总之，美国构建的TPP和TTIP

确实对中国的贸易环境构成了严
峻挑战，中国不应该再满足2001年
加入WTO之后的红利，而是应该
积极主动，通过外交手段，对外开
拓新的贸易空间。TPP和TTIP都不
是一朝一夕之功，中国应该赶紧搭
建自己的FTA布局，在未来两年
里，谈成几个与中国有重大利益关
系的FTA协定，这样才能确保中国
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中心位置不
被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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