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弈与重塑，各国探路前行

【贸易霸凌】

注释：3 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备忘录，对进

口钢铁和铝分别征收 25%和 10%的关税，由此拉开

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序幕。 一年来，美国单方面

对中国、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印度等推行贸易“霸

凌”政策，破坏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

面对世界经济中的这股“逆风”，维护全球自由

贸易的力量正在显著增强。从联合国到二十国集团

（G20），从亚太经合组织（APEC）到金砖国家……

大多数国家积极倡导多边贸易体制， 为推动建立

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不断作出贡献。 在

世界经济的十字路口上，人们把目光越来越多地投

向中国———中国成为维护自由贸易的重要力量。

盘点：贸易保护主义不会产生赢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近期下调今明两年世界经济增速预期，从 3.9%降低

至 3.7%?对美国经济增长预期也从 2.7%下调至 2.5%? IMF

认为，贸易紧张局势加剧，多边贸易体制继续遭到削弱，是

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主要威胁?

面对威胁， 反对贸易保护的声音一直响亮? 今年 7 月

的南非金砖国家峰会上 ， “贸易便利化 ” 成为关键词 ?

11 月的巴新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 代表们呼吁自由贸

易和包容性增长? 而在 12 月阿根廷 G20 峰会宣言中， 各

成员国在维护多边贸易机制、 世贸组织改革等问题上达

成广泛共识， 提振了全球经济信心? 尤其是在 G20 峰会

期间， 中美两国元首会晤举世瞩目， 双方同意共同推进以

协调、 合作、 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 并就经贸问题达成

原则共识?

多个自贸协议谈判取得成果或正在推进中? 12 月初，

欧盟与日本签署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最终通过，并

将于 2019 年开始施行? 此外，中日韩三国 FTA 谈判取得积

极成果，东盟与中日韩等国参加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RECP）也正在积极推进?

中国为维护自由贸易作出了重要贡献?数据显示，中国

2018 年进口额有望突破 2 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第二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展商签约的展览面积已超过 10 万

平方米? 明年中国还将继续推动降低关税，努力扩大进口，

这是在用行动支持贸易自由化，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维

护多边贸易体制注入信心和力量?

【半岛暖春】

注释：2018 年，半岛局势迎来“暖春”，朝韩互

动持续频繁，双边关系小步推进。 2 月，韩朝代表

团同举半岛旗携手参加平昌冬奥会开幕式， 双方

在女子冰球项目上共同组队参赛， 朝方派遣 200

余人拉拉队赴韩。 6 月，特朗普与金正恩在新加坡

会晤并签署联合声明，就“建立新的朝美关系”以

及“构建朝鲜半岛持久稳定和平机制”达成一致。9

月，文在寅访问朝鲜，与金正恩举行会晤并签署《9

月平壤共同宣言》，随后特朗普和文在寅在纽约联

合国总部举行会谈， 对美朝领导人第二次会晤的

前景表现出积极态度。

盘点：在经过新加坡之夏的热度之后，美朝关系陷入数

月的“冷处理”阶段? 虽然白宫发布消息称特朗普有望于明

年 1 月或 2 月与金正恩再度举行会晤，但这绝非易事?美方

坚持要求朝方先弃核， 而朝方则未能如愿通过废弃北部核

试验场、着手拆除西海卫星发射场、移交美军遗骸等举措换

来美方减轻制裁，致使朝美无核化谈判一度陷入停滞?

朝美关系的症结既在于缺乏互信，也存在政治考量?美

国中期选举后，民主党夺回国会众议院，一定程度上增加了

特朗普政府对朝政策前景的不确定性， 但不会影响美国对

朝关系的主流趋势?对朝问题获得实质性进展，会被特朗普

视为 2020 年大选中的有力筹码，这将成为美方乐于推进美

朝接触的动力之一?美方对第二次“金特会”预期较高，期望

抓住机遇获得扎实外交成果? 如果双方能够就半岛无核化

具体安排拿出相关协议，如达成“允许核查清单”甚至“弃核

清单”，对美国而言无疑是利好消息?

相比朝美无核化谈判进展缓慢， 韩朝关系的发展要积

极许多? 将军级会谈及在板门店共同警备区内实现“非武装

化”的系列措施，为双方建立了一个有效的和平缓冲地带，有

助于增进互信并为韩朝关系持续缓和打下基础? 两国时隔多

年再次启动铁路、公路对接项目，也将为双方今后的人员往来、

经济合作以及半岛和平稳定带来诸多益处? 然而，朝鲜半岛的

地缘政治环境决定了半岛事务中很多部分由外因主导，未来

韩朝军事关系的持续缓和与半岛无核化进程息息相关?

10 月 15 日， 卡舒吉事件事发后沙特阿拉伯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前记者们蜂拥而至。 图/视觉中国

【美国内斗】

注释：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共和民主

两党围绕美墨边境墙、“通俄门”调查等问题的斗

争从未停歇。在 11 月举行的中期选举中，民主党

时隔八年之后重夺众议院多数党地位，而共和党

则巩固了参议院多数党地位，令美国政治重新洗

牌。 圣诞前夕，由于国会未能就临时拨款法案达

成一致，政府“停摆”再度上演。与此同时，特朗普

内阁的“换血”仍在继续。

盘点： 中期选举投票结果陆续出炉后， 两党各自欢

呼 “重大胜利”? “分裂国会” 出现的背后， 是美国分裂

的政治格局———共和党在美国乡村地带和白人男性中的

得票率大幅领先， 民主党则在年轻选民、 少数族裔、 受

过高等教育的城郊居民和女性中更受欢迎? 民主党重夺

众议院多数党地位后， 势必给特朗普政府带来更多掣肘?

新一届国会将于 2019 年 1 月就职? 民主党掌控国会

众议院后， 特朗普政府通过国会拨款建造美墨边境墙的

计划恐成泡影， 他在中期选举选战期间承诺的针对中产

阶层的第二波减税行动也很难推进? 面对 “分裂国会 ”

的制衡， 预期特朗普政府可能将调整今后两年内政外交

的优先事项及政策走向， 同时进行重要人事改组， 力推

移民体系重大改革以兑现中期选举的竞选承诺? 重掌众

议院后， 民主党人或许会要求特朗普公开他的纳税单 ，

并可能针对他展开一些特定调查 ， 围绕特朗普团队的

“通俄门” 调查预计将重返媒体头条， 两党间的政治内斗

将进一步加剧?

两党斗争的同时， 特朗普内阁的 “换血” 仍在继续?

继前国务卿蒂勒森、 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

特、 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之后， 被视为特朗普政府中最

后的稳定系数和制衡力量的国防部长马蒂斯也宣布辞职?

至此， 特朗普政府中的建制派力量再遭严重削弱， 未来

白宫决策将更加 “缺乏约束”? 时至今日， 这位美国总统

已不再像刚上任时那样， 因缺乏军事、 外交经验在相关

岗位上起用建制派， 而是以能否与自己保持一致、 是否

符合其选举利益为优先考量 ? 内阁的进一步 “特朗普

化”， 也将对未来美国的内政外交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卡舒吉之死】

注释： 沙特阿拉伯记者贾迈勒·卡舒吉以抨

击利雅得的现行政策闻名，他长期对沙特王室和

政府的内政、 外交、 社会、 民生政策进行批评。

2017 年以后，卡舒吉在担任美国《华盛顿邮报》

评论员期间时常批评沙特对也门的军事介入等

重要议题，让王储小萨勒曼觉得如鲠在喉。 10 月

2 日，卡舒吉进入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领事

馆后离奇失踪，随后土耳其警方认为卡舒吉可能

在领馆遇害，而沙特政府则坚称卡舒吉已离开领

馆。 10 月 20 日，沙特检察机关宣布卡舒吉已死

亡， 此后随着卡舒吉死亡细节的逐渐公布， 沙、

土、美、以、俄之间的博弈也日趋激烈。

盘点 ： 中东地区一直以来就是大国博弈的战场 ，

2018 年的中东亦不平静 ： 美国退出伊核协议 、 加大

对伊朗的制裁力度 ， 标志着特朗普政府中东政策基

本成形 ， 也加剧了美伊核冲突的巨大风险 ? 叙利亚

战云四合 ， 叙俄联军与反政府武装及极端组织剑拔

弩张 ， 美国 、 土耳其 、 伊朗在叙问题上蓄势待沽 ?

也门内战且打且谈 ， 逐渐演变成胡塞武装—伊朗联

军与沙特—阿联酋联军对曼德海峡沿岸控制权的争

夺 ? 此外 ， 利比亚战局尚未停歇 ， 伊拉克的政局也

在持续紧张 ?

在这种大背景下 ，卡舒吉以一人之力搅乱了美国

的中东政策 ，让本欲以美沙关系为基础 、打造以沙特

为龙头的 “阿拉伯版北约 ”的特朗普政府备受压力 ?也

让土耳其对美外交绝处逢生 ，转圜被美国敲打的被动

局面 ，并增加了美土在叙问题上合作的可能性 ?更让

俄罗斯有机会再度挺进中东 ，拓展与伊朗 、沙特 、以色

列 、埃及等 “关键少数国家 ”的关系 ?

卡舒吉已经死去 ， 中东局势动荡依旧 ? 据阿斯

塔纳俱乐部出品的 《2019 年欧亚地区全球风险评估

报告 》 显示 ， 2019 年中东地区仍将是全球最为动荡

的区域 ， 直接军事对抗的可能性也在大大增加 ?

【美国退群】

注释：2018 年特朗普延续上台以来的 “传

统”做法，先后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万国

邮政联盟等国际组织；退出伊核协议、《维也纳外

交关系公约关于强制解决争端之任择议定书》，

并扬言退出《中导条约》。而在 2017 年，美国就已

退出了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全球移民协议》、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协议或组织。用《纽约时报》的

话来说，“二战以来美国参与建成的国际秩序正

在被美国总统亲手摧毁。 ”

盘点：如果从历史上看，美国“退群”并非特朗普首创?

早在 1982 年，美国为维护其海洋霸权利益就拒不签署《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此后 20 年，美国又先后退出联合国国

际法庭、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等国

际组织和国际条约?

不过与前任们相比，特朗普的“不合群”特别明显，已

成为其个人标签，究其原因，与其倡导的“美国优先”政策

以及商人治国的思维模式一脉相承?在诸如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和人权理事会的国际机构中，美国毫不讳言自己的利

益没有得到体现，反而要承担相当大的义务?而在如伊核

协议和《中导条约》等涉及全球安全的关键条约上，美国总

是以“对方未能遵守协议”为由，单方面要求退出，其目的

是为了巩固美国在相关地区的战略优势，维护美国的霸权

地位?

从深层次来看，这是特朗普“反全球主义”和挑战国际

秩序的“私心”作祟，但这并不代表特朗普就要回归美国传

统的“孤立主义”? 相反，美国是要建立一种更能体现其权

力优势的新秩序，这种“新秩序”与全球保守主义、民粹主

义和民族主义思潮相捆绑，推崇“霍布斯式”强者为王的丛

林法则?可以预见，在倡导“美国优先”的对抗逻辑下，未来

的美国还会退出更多的群?

【“黄马甲”运动】

注释：11 月 17 日，大批法国人穿着醒目的黄

色马甲，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开启了这个国家自

1968 年以来最严重的政治与社会危机。这场游行

愈演愈烈，演变为暴力事件。 游行的初衷是为了

反对法国总统马克龙提高燃油税的政策。 在全球

油价暴跌的背景下， 马克龙出于环保的考虑，宣

布法国将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上调燃油税。 面

对愈演愈烈的“黄马甲”运动，马克龙不得不做出

让步，不仅取消提高燃油税计划，还宣布明年执

行四项惠民新举措。

盘点：“黄马甲” 运动本旨在对抗燃油税上调计划，但

最终演变为法国中产阶层宣泄对现状不满的渠道? 马克龙

提出的这些举措是法国政府应对“黄马甲”运动的一次重

大让步，但这些举措治标不治本，仅仅是为走出困局而采

取的应对之举?

据估计， 安抚措施将带来 80 亿至 100 亿欧元的额外

支出，这将使法国公共财政出现更大的漏洞，甚至使法国

经济陷入恶性循环? 马克龙誓言将法国的财政赤字控制在

欧盟规定的 3%以内，但据预测，法国明年的财政赤字率将

从计划的 2.8%飙升至 3.5%? 另一方面，马克龙这样的让步

让法国继续陷入一直以来 “改革—抗议—妥协”的怪圈?因

此，马克龙的让步仅仅是权宜之计，从长远来看不仅对法国

重振经济的目标造成极大的阻碍， 更会让改革的进程受到

极大的影响?

【脱欧僵局】

注释：2018 年，英国“脱欧”经历一波三折，却

依然难见成功的曙光。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历经

千辛万苦终于与欧盟达成“脱欧”协议草案，却因

为议会阻力而不得已推迟原定于 12 月举行的

“脱欧”协议草案表决，最终引发保守党对其的不

信任投票。 目前英国定于明年 3 月 29 日正式“脱

欧”，而议会下院定于明年 1 月重启“脱欧”辩论。

盘点：虽然特雷莎·梅在不信任投票中胜出，但是超过

110 名议员投出反对票， 这意味着她未能成功平息反对声

音，也使保守党内的严重分歧公开化? 特雷莎·梅疲于应付

来自内阁、议会以及工商界的反对声浪，难以集中精力对

付欧盟? 虽然英国和欧盟代表经过艰苦谈判达成协议草

案，但未等英国议会表决就似乎败局已定? 一拖再拖中，英

国政府权威不断受损，“脱欧”成了各方政客吸引眼球的工

具? 英国民众在公投后则成了场外看客，面对“脱欧”不确

定性的冲击束手无策?

目前英国面临的“脱欧”死结依然难以解开? 英国政

治处于一种僵持状态， 一方面， 特雷莎·梅仍然无法说服

英国议会投票通过 “脱欧” 协议草案， 而另一方面， 英

国又无法找到更好的选择带领他们进行 “脱欧 ” 谈判 ?

“脱欧” 已将整个英国撕裂为两个阵营， 留欧派与脱欧派

的对立使这个国家处于社会冲突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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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9 日， 朝韩两国代表团旗手黄忠琴 （右三） 与元允宗 （右二） 在 2018 年平昌冬奥会开幕式上举

“朝鲜半岛旗” 共同入场。

②由于美国国会未能就临时拨款法案达成一致， 部分联邦政府机构从美东部时间 12 月 22 日零时起

“停摆”。 图为 12 月 22 日在美国华盛顿一处政府大楼外拍摄的“关门”告示。

③12 月 10 日，反对“脱欧”协议的民众在英国伦敦议会大厦外示威。 均新华社发

②① 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