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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昱

中俄>>
“性格相似”的同行伙伴

2013年3月22日，克里姆林
宫，这座古老的宫殿，一天之前
刚刚送走了塞浦路斯财长萨里
斯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二
人飞赴莫斯科的原因是一样
的——— 借钱。不过，不管他们怎
么想，克里姆林宫的主人普京都
决定赶紧端茶送客，因为他要在
这里接待来自东方的客人———
中国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

与中国同在“金砖四国”之
列的俄罗斯，正随着自身经济的
复苏，恢复它在世界上的话语
权。而在这一时刻，怎样处理好
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恐怕也正是
普京此时思考的问题——— 中俄
之间不是没有过交好的历史，但
那时的关系铺着一层“老大哥”
与“小老弟”之间的衬底，当这层
衬底淡去，那段蜜月也便结束
了。而今，两国互为山水相连的
最大邻国，又都是齐头并进的新
兴经济体，中俄是否会突破地缘
政治“一山不容二虎”的论断，在
这个完全不同的背景下再续前
缘呢？

普京为习近平接风的第一
天行程中，俄罗斯《生意人报》特
意提到了这样一个细节，“会谈
过程中，习主席在回忆了与普京
的交往过程后说，我觉得，我和
您的性格很相似。这时，普京高
兴地笑了。”

“性格相似”，当然说的是两
位元首，习近平比普京年轻一
岁，在外界看来，两人都属“务实
派”，对于发展两国关系的思路
也十分相近。巧合的是，由这两
位元首所掌舵的两个大国，“性
格 ”上 其 实 也 有 诸 多 相 似 之
处——— 同是创造过灿烂文明的
伟大民族，同样秉承着独立自
主、不甘人后的外交政策，也有
着相似的“大国梦”。这样两个国
家理应成为发展道路上志同道
合的朋友。

而习近平在正式的会谈中，
着重强调的正是这种“同行伙
伴”的关系，他表示，中俄互为最
主要、最重要的战略协作伙伴，
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
系，在两国外交全局和对外关系
中都占据优先的战略地位。面
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依
然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中俄
要更加紧密地加强全方位战
略合作。而普京对于这番话，
表示了完全的赞同，并在会后与
中方一同批准了《〈中俄睦邻友
好合作条约〉实施纲要》，并签署
了《联合声明》，用条约的方式落
实了这种关系。

“走吧，朋友，无论你往何处
去。哪怕去那遥远中国的万里长
城，我也将与你同行。”200年前，
普希金曾用这样的诗，倾诉了那
分属于俄罗斯民族的独特的“远
行浪漫”。而如今，当中国不再遥
远，中俄会成为同行的伙伴吗？
无论最终的答案如何，习近平的
访俄之行无疑为其开了个好头。

中欧>>
总理外交的“双赢比赛”

5月25日，拜仁慕尼黑和多
特蒙德两支德国足球队，正在为
欧冠联赛冠军奖杯进行白热化
的争夺。而在比赛结束后，一位
到访的外国客人，却如此评价这
场比赛———“德国队赢了”。

这分别出心裁的幽默，属于

当时就任中国总理不久的李克
强。而对一个了解当时中欧关系
背景的人来说，也许会从这分幽
默中品出另一层味道。

由于认为中国出口价格低
廉的光伏产品挤占了欧洲企业
在本地的市场份额，自2012年7
月，一些欧盟企业向欧盟委员会
提交了对中国光伏产品反倾销
反补贴立案调查的申请。当李克
强造访德国，观看那场绿茵场上
的欧冠联赛时，刚好也是中欧之
间围绕“光伏双反案”“比赛”激
战正酣的时候。

其实，明眼人不难看出。如
果欧盟真的对中国光伏产品实

行“双反”制裁，中欧之间的“比
赛”将没有赢家——— 对中国来
说，欧盟的反倾销“大棒”将给中
国光伏产业以灭顶一击，竞争优
势不复存在，约30万从业人员将
受到冲击。而对欧洲来说，此举
也将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
仅其自身光伏产业链将受到连
带影响，广大光伏用户的利益更
将受到损害。

“光伏双反案”的意义还
不仅于此，在中欧贸易往来频
繁的当下，这起贸易争端很有
些“前哨战”的意思。如果处理
不好，很容易演化成引发连锁
反应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就

在 李 克 强 到 访 前 不 久 ，法 国
《费加罗报》甚至干脆宣称“欧
中已就贸易宣战”。

在这样紧张的气氛中，李克
强却用调侃一场球赛作了他访德
之行的开场白。拜仁和多特蒙德，
不管谁赢，总之是德国人赢了。而
在中欧贸易问题上，李克强显然
也想双赢。在幽默之后，这位总理
展现出了他的直爽。他在多个场
合反复强调，欧洲发起“光伏双
反”最终只能造成中欧两败俱伤，
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才是克服困
难、实现复苏的良药。

幽默加直爽，李克强总理
“有话好好说”的姿态，为本已剑
拔弩张的“中欧贸易战”争取了
缓和的时间。在李克强访问期
间，中德双方有关方面共签署了
17个合作文件，涉及汽车、船舶、
环保、农业等方面。而德方也在
此时表明了对“双反案”的反对
态度。在“总理外交”的推动下，
中欧最终达成妥协，28个欧盟成
员国一致通过了中欧光伏“价格
承诺”协议。

中欧“光伏双反案”最终的
“和平落幕”，让中欧之间打场
“双赢比赛”模式，有了一个成功
范例，而怎样在自身发展中谨慎
协调好与贸易伙伴间的关系，则
成为李克强总理从欧洲带给中
国的思考。

中美>>
坐在一起的两个大国

6月8日早上，在美国西海岸
的安纳伯格庄园，习近平与奥巴
马一起散步时，两人坐在一把木
椅上。这把椅子是奥巴马赠送给
习近平的礼物，一把加利福尼亚
州红杉木椅。

在“不打领带”的习奥会上，
奥巴马送给习近平一把椅子，这
一举动究竟有何隐喻？对此最多
的解读莫过于“中美可以坐在一
把椅子上”。然而，事实的真相也
许更可能是——— 中美其实本就
坐在同一把椅子上。

在讨论中国崛起问题时，
“是否会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
几乎成了很多人的思维定式。然

而，人们往往忽略的是，中国三
十多年来经济高速发展的最重
要前提条件，是经济全球化，而
正是由于美国二战后主导建立
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其衍生品，
让资本在全世界流通无阻，并最
终让奉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中国
从中获益。

反过来，中国的发展则带动
了美国的繁荣。40年前，时任美
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赠送给中
国红杉树苗时，中美双边贸易
额还不到1亿美元，而如今，当
奥巴马送给习近平红杉树椅
时，中美每天的双边贸易额就
超过10亿美元。难怪在习近平
正式访问美国之前，时任美国
驻华大使的骆家辉就已“先知先
觉”地点评说：无论如何，习奥会
都将富有“里程碑意义”，如今中
美两国经济上的强烈相互依存
性，早已是“不可能改变、不可能
倒退”的了。

宛如坐在一起的两个人一
样，坐在一起的两个大国有时难
免互相“推挤”，但不管怎样推
挤，不把椅子“挤坏”是双方共同
的底线。也许是认识到这层底线
的存在，两国的领导人也同样认
识到了坐在一起谈一谈的必要。
6月7日到8日，习奥会两场会晤、
一场晚宴、一次散步，两人见面
时间超过8小时。以传统的眼光
审视这次会谈，双方除了各自阐
明立场之外，并没有对外公布十
分正式的外交成果。整个会见就
像习奥两人在会谈中间的那次

“ 庄 园 漫 步 ”一 样 ，更 像 一 场
“秀”。但这场“秀”，又何尝不是
一个两国关系的隐喻——— 坐在
同一把椅子上的中美两国，不妨
放弃各自的成见，一起聊聊天，
晒晒太阳。

习近平在会见奥巴马时提
出了“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
这既是对中美关系的企望，也
可以看做中国领导人对整个

“大国外交”思路的总结———
“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相信这个思路将
不仅成为世界和平的奠基石，
也会为中国自身发展营造更为
理想的外部环境。

2013年3月到6月，上任伊始的中国新领导人接连展开三次出访——— 习近平主席3月访问俄罗斯与非洲三国；李克
强总理5月访问印度、巴基斯坦、瑞士、德国；习近平主席于5月31日至6月6日访问拉美三国，并于6月7日至8日在美国加
州安纳伯格庄园同奥巴马总统举行首次会晤。俄、欧、美，在短短三个月内，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以一连串密集的访
问，再次校准了中国与世界各大政治实体间的外交定位。

大道思行，取则行远。纵观世界史上无数民族的兴衰历程，在崛起过程中怎样协调好与世界各强国之间的关系，
为自身的发展争取到尽量多的空间，是一门关乎国运的学问。然而，真正做好这门学问的国家寥寥无几。

今天，这个难题摆在了体量巨大的中国面前，中国作出的回答将是怎样的？在中国领导人启程的那一刻，跟随他
们的，不仅是中国人对“和平崛起”的企望，更有全世界关注的目光。

6月8日上午，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第二场会晤。会晤开始前，两人在庄园内散步。其间，，奥巴马将加利福
尼亚州红杉木椅赠送给习近平。 新华社发

3月22日，习近平携夫人乘专机抵达莫斯科，开始对俄罗斯
进行国事访问。 新华社发

5月26日，李克强在柏林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会谈后共
同会见记者。 新华社发

礼大邦

习李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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