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特朗朗普普上上台台搅搅动动大大国国关关系系
本报记者 赵恩霆

美中关系：
短期内要啃硬骨头

作为一名成功的商人，特
朗普习惯了用交易的思维来界
定国家间关系。在当选总统之
前，特朗普对中美关系的关注
点似乎集中在两国经贸领域。
比如，他在竞选期间就曾指责
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偷走”了
美国的就业岗位，他还指责中
国是汇率操纵国，甚至威胁要
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高达
45%的关税。

目前来看，特朗普上述言
论可能不只是说说而已。前不
久，特朗普任命“鹰派”经济学
家、“反华急先锋”纳瓦罗出任
新设立的国家贸易委员会主
任。此人被称为特朗普在经贸
领域的军师，其与可能被提名
担任美国贸易代表的前纽柯钢
铁CEO迪米柯，不仅代表贸易
保护主义，而且还持有反华偏
见，这让外界隐约嗅到了中美
贸易战硝烟的味道。

过去，中美之间常有贸易
摩擦，但特朗普上任后，短期内
摩擦可能会显著抬头。特朗普
必须通过动点真格的，来兑现
竞选期间许下的诺言，通过与
中国进行有限度的贸易战，“夺
回”他口中本该属于美国的就
业和利益。

另外，特朗普当选总统后，
先任命前国防情报局局长弗林
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此人前不久表态支持在韩国部
署“萨德”，又提名绰号“疯狗”

的退役四星上将马蒂斯担任国
防部长。随后，他在中美关系上
点了两把火——— 史无前例地与
台湾当局领导人通电话，质疑
一个中国原则；在南海问题上
妄言中国岛礁建设“事先问了
美国没有”。

特朗普这些出格的挑衅外
交表明，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中
美关系很可能冲突多于合作，
重蹈当年小布什上任后第一年
中美关系恶化的覆辙。为此，中
方多次提醒，中美合作才是符
合两国利益的选择。

美俄关系：
顶多是有限度缓和

贯穿2016年全年的美国大
选中，俄罗斯这个编外演员与
特朗普一样抢镜。

大选期间，特朗普一而再、
再而三地对普京示好，从不讳
言谋求改善美俄关系，前几天，
特朗普还高调晒出了普京给他
发来的新年贺信，为 2017 年的
美俄关系提前注入了一股“正
能量”。普京也抓住了特朗普这
一点，在 2016 年年度记者会上
称，俄方已经做好准备修复俄
美关系。

为达到改善美俄关系的目
的，特朗普在国务卿人选上煞
费苦心。当其他内阁大员人选
一个个出炉之际，特朗普依然
频繁会见国务卿的潜在人选，
前后见了不下十人，最终选定
了 埃 克 森 美 孚 的 C E O 蒂 勒
森——— 一位从商数十年、与俄
罗斯有频繁业务往来且与俄高
层保持密切联系的商人。从这
一点来看，特朗普是铁了心要

一改美俄关系僵局。
你来我往铺垫了一年之

后，美俄关系在特朗普正式上
台后必然会获得改善，否则，普
京与特朗普的“双簧”岂不成了
全球笑柄。

奥巴马第二任期以来，美
俄关系直线下降到了“新冷战”
的地步。可以说，如果2017年美
俄关系出现改善，很大程度上
是一种大国关系的自我修复。
于是，有人担心中俄关系会因
此受到影响。虽然大国关系彼
此牵连，但这种担忧似乎没有
太大必要。

普京日前在 2016 年年度
记者会上再次高度评价俄中关
系，称俄中关系超过了一般的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两国在
很多国际问题上有着共同立
场，这是国际事务中非常重要
的稳定性因素。

对此，中国外交部也回应
称，当前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
伴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水平。
2017 年的中俄关系将继续按照
自己的步子高水平运行。

美欧关系：
边走边看微妙调整

早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就
曾公开质疑北约存在的必要
性，同时声称美国不会继续无
条件保护欧洲，他要求欧洲盟
国为美国缴纳更多“保护费”，
否则就自己去防卫俄罗斯。特
朗普还曾坦言，自己当选美国
总统对欧洲的影响，是英国“脱
欧”的五倍。

果不其然，特朗普当选后，
英法德等欧洲大国的反应话里

有话。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在贺
电中说，希望英美继续在自由、
民主的共同价值观基础上保持
长久和特殊的伙伴关系。

法国总统奥朗德直言，特
朗普成为美国总统开启了一段
不确定时期。奥朗德强调，特朗
普在竞选期间提出的某些主张
与法美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存
在冲突，将以“谨慎、坦诚”的态
度与特朗普对话。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贺电中
说，“德美联系密切，甚至超过
与其他欧盟国家的联系，但这
是建立在两国共同价值观的基
础之上的。无论一个人来自哪
里，肤色、性别如何，我们都应
给予他同等的尊重。我期望我
们可以在这些共识的基础上展
开合作。”

“共同的价值观”，是英法
德三国领导人致电特朗普时都
提及的关键词，这反映出欧洲
与特朗普在价值观方面存在明
显分歧。

此外，欧盟近期还将就建
立独立于北约的联合军力做出
实质性规划，这被认为是减轻
在安保领域对美国及其主导的
北约的依赖。鉴于特朗普反自
贸协定的立场，跨大西洋贸易
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 ）变数
极大，这也是欧美关系再定位
的一个重要因素。

特朗普上台后，欧洲方面
可能会对欧美关系维持一段时
间的观察，同时在这段时间里
各自处理本国面临的棘手问
题——— 英国“脱欧”、法德大选，
以一种走一步看一步的谨慎观
望态度对大西洋两岸的关系作
出调整。

2016 年扔出去的
石子，将在 2017 年激
起层层涟漪。即将于
1 月 2 0 日就任美国
第 45 任总统的特朗
普，就是拥有这种影
响力的那块“石子”。
作为全球政治、经济
和军事第一强国的当
家人，特朗普上台后，
势必将把 2016 年以
来国际政治格局的演
变，朝着更深更广的
维度推进，美、中、俄、
欧组成的大国关系将
面临再调整、再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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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东东天天平平向向俄俄倾倾斜斜，，美美欧欧声声音音渐渐弱弱
本报记者 赵恩霆

2016年12月20日，俄罗斯、
土耳其和伊朗就叙利亚问题在
莫斯科举行外长+防长会谈，三
方最终达成共识，并获叙利亚
官方欢迎。值得注意的是，在最
新一轮叙利亚问题多边互动
中，少了美国的身影。

过去一年，围绕以叙利亚
局势为代表的中东乱局，域外
大国的博弈发生显著变化。欧
盟距中东最近，在叙利亚问题
上曾态度强硬，但难民危机和
恐袭威胁让其自顾不暇，在叙
利亚问题上声音严重弱化。

美国的中东影响力则因其
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犹豫不决而
大打折扣，加之其局部收缩充

实亚太的再平衡战略，以及与
伊朗达成伊核问题协议，导致
其与沙特、以色列和埃及等盟
友的关系越发疏离。

相反，这些国家近年来与俄
罗斯互动频频。尤其是土耳其，
在击落俄军机一段时间后，与俄
罗斯关系实现转圜，加之美欧对
土耳其内政的批评，使得这一曾
坚定要求巴沙尔下台的中东大
国也倒向了俄罗斯，并就叙利亚
问题的立场做出调整。

美国在中东示弱之处，就
有俄罗斯强势补位。俄罗斯现
在与所有中东大国都保持着良
好的关系。2017年，主导中东局
势的天平将朝着有利于俄罗斯
的方向倾斜。

同时，中东大国的力量对比

也在微妙变化。伊朗在伊核协议
达成后释放出重掌地区事务话
语权的动向，而沙特受低油价和
干预也门局势的拖累，在叙利亚
的利益诉求也未能实现。从宗教
派系方面来看，伊朗代表的什叶
派势力在中东渐趋强势，而沙特
代表的海湾逊尼派则略显颓势。

因此，在未来一段时期内，
中东域内将不会出现某一大国
独大的局面，伊朗、沙特、土耳
其和埃及将会保持彼此间等距
离外交，在地区事务上博弈加
深，从而与外力一道促使中东
格局演变。

随着特朗普上台，美国很
可能减少对中东国家内政的干
预，转而将更多精力投放在打
击“伊斯兰国”等反恐事务上。

加之美俄改善关系可期，今后
美俄在中东反恐领域的合作存
在进一步提升的可能性。

然而，反恐力度的加大在
促进中东局势趋稳的同时，也
会迫使极端组织外逃，以及极
端分子发动更多恐袭。恐怖主
义泛滥将对全球安全构成威
胁，而距离中东最近的欧洲的
安全形势恐将进一步恶化。

2017年，中国的中东政策将
继续稳扎稳打，中国与伊朗、土
耳其的关系将随着两国申请或
加入上合组织而获得提升；中国
与沙特、埃及的关系也会稳步发
展；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主和
主谈的立场正日益接近实现，鉴
于俄罗斯已在叙利亚问题上得
势，中国可借此发挥更大作用。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

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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