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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基辛格：不要误解中国雄心

英国《金融时报》 28日报道称，总部位于上
海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正与沙特阿拉伯

就接纳其成为新成员进行谈判。报道称，在创始
股东之一的俄罗斯深受西方制裁影响之际，此举
将增强新开发银行的融资渠道。

新开发银行在给《金融时报》的一份声明中
证实：“在中东地区，我们非常重视沙特阿拉伯
王国，目前正与其进行有限度的对话。”报道
称，沙特的加入将加强新开发银行与这个全球最
大原油出口国、第二大石油生产国之间的联系，
同时也将加强沙特与金砖国家的联系，尤其是沙
特正在寻求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之际。埃及

《东方报》 评论称，沙特若能加入，将令“金

砖”的成色更足、更纯粹。同时，鉴于沙特作为
石油大国的重要地位、庞大的资金池效应以及其
在中东地区举足轻重的经济影响力，它的加入将
为金砖国家注入新的血液和强大活力，使金砖国
家的金融能力和经济实力得到强化和提升。在当
下世界形势动荡不安、尤其是整体经济增长低迷
的背景下，这显得弥足珍贵、十分及时。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由巴西、俄罗斯、印
度、中国和南非在 2015年共同成立，总部设在
中国上海浦东新区。来自印度的瓦曼·卡马特出
任新开发银行首任行长。2023年3月，巴西前总
统罗塞夫出任新一任行长。新开发银行的宗旨是
为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
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项目调动资源，目前已为
96个项目提供了328亿美元的贷款。除5个创始
成员国外，阿联酋、乌拉圭和孟加拉国已于
2021年9月正式加入。2023年3月，埃及成为最
新一个加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国家。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丁隆 28日
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沙特资金实
力雄厚，尤其是近期聚焦于在包括中国在内的新
兴市场国家寻找投资机会。因此，沙特如能加入
将为新开发银行带来充沛的资金。另一方面，也
将提升新开发银行对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尤其
是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

沙特此前也曾多次表达过加入金砖国家的想
法。去年 10 月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曾对媒体透
露：“ （沙特） 王储表达了加入金砖国家的愿
望。”欧洲《现代外交》网站本月发文表示，沙
特加入金砖国家将有机会重塑能源地缘政治，并
产生巨大经济利益。▲

英媒：沙特希望
加入“金砖银行”
本报驻埃及特派记者 黄培昭
本报记者 倪 浩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5月27日迎来百
岁寿辰。生日前夕，他接受了英国

《经济学人》、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
体的采访，就国际局势、中美关系等话
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他呼吁美国在对外
政策中避免过度对抗和冷战思维，并强
调了对话、合作和平衡的重要性。他还
告诫，不要误解中国的雄心。

27日，美国《华尔街日报》以“伟
大的战略家迎来百岁寿辰”为题刊文，
阐述了基辛格对当前世界秩序和中美关
系的看法。基辛格认为，今天的世界处
于“无序”状态，几乎所有“主要国
家”都在自问基本方向，其中大多数国
家没有内在方向，并且正在改变或适应
新环境，这里的新环境指的是“一个因
美中竞争而分裂的世界”。

在谈及美国的行事方式时，基辛格
表示，“美国人认为自己的想法就是正义
的”，“我们期望自己的观点能占上风，
不是因为我们认为自己在智力上更胜一
筹，而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些观点本身应

该占主导地位”，但这种“自诩正义”的
行事风格肯定得不到其他国家的认同。

谈及中美关系，基辛格表示，美国
最近两届总统都想要迫使中国让步，但
他认为这种做法是相当错误的。“我认
为，（外交的）艺术在于（美国）把与中
国的关系呈现为一种共同关心的状态，
在这种关系中达成协议，因为双方都认
为这是对自己最好的。这是我喜欢的外
交技巧。”基辛格说。文章称，为了防止
美中两国发生战争，美国需要克制盲目
的对抗，寻求与中国对话。当被问及如
何评价中国的雄心，基辛格告诫，中国
寻求的是安全，而不是“统治世界”。

英国《经济学人》周刊此前曾刊登
4月底与基辛格就如何防止中美竞争演
变成战争这一话题展开的对话。文章
称，在交谈中，基辛格对世界正走向大
国对抗忧心忡忡。“我们正处于一战前的
典型局面，”文章援引基辛格的话称，

“双方在政治上都没有太多让步的余地，
任何对平衡的破坏都可能导致灾难性的

后果。”在基辛格看来，人类的命运取决
于美中能否和睦相处，尤其是随着人工
智能的快速发展，留给双方的时间只有5
到10年。他警告不要误解中国的雄心。

基辛格曾在中美建交中扮演了重要
角色。1971年，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
事务助理的基辛格秘密访华，与中方携
手促成了 1972年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
的“破冰之旅”，实现了震撼世界的“跨
越太平洋的握手”。半个世纪以来，基辛
格始终关注中国，先后近百次访问中
国，成为中国人民最熟悉的外国面孔之
一。香港《南华早报》 28日援引全球化
智库理事长王辉耀的话表示，在中美关
系中，没有几个美国人能发挥比基辛格
更重要的作用。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基
辛格最大的贡献是他在促成中美历史性
和解中发挥的开创性作用。牛津大学中
国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乔治·马格努斯对

《南华早报》表示，基辛格在中国领导人
中持续受欢迎的原因之一，是他的形象
比许多美国官员“更友好、更包容且不

那么好战”。
中国社科院美国问

题专家吕祥 28 日告诉
《环球时报》记者，基辛
格经历过二战，因此深
刻理解战争的成本远远
大于收益，这是和拜登
这一代经历了冷战时期

的人的重要区别。现阶段美国政府陷入
深深的自我欺骗，将美国的自私自利混
淆为全球利益和正义，行为上从不反
思，也不寻求让步。目前和中国的对话
仍然是一边倒地提要求，认为自己所做
的一切都是不可挑战的。而基辛格的外
交理念讲究现实主义，能够为了本国利
益牺牲意识形态，在此基础上寻求妥
协，并在外交实践中强调平衡。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
东认为，基辛格对中美关系的最大贡献
是在处理对华关系时基于现实利益，尊
重对方实力。他平等地看待中国，去意
识形态化、冷静务实地制定相关政策。
同时，基辛格能够摒除美国国内政治的
影响，以战略眼光处理对华关系。更难
得的是，基辛格对中国的意图和行动判
断始终很准确，这才有了美国对华政策
成功的结果。当前美对华政策误判重
重，美国应该学习基辛格的外交理念，
在对华政策上减少美国国内极端不健康
对华氛围的影响。▲

荷兰大臣：欧洲绿色转型离不开中国

据解放军南部战区发布的消息，
今年中国与5个东盟国家将举行

“和平友谊-2023”联演。国际问题
专家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和平友谊”系列联演近年来发
展迅速，表明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
安全合作不断迈出新步伐，有利于各
方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避免陷入
集团对抗和地缘政治博弈的陷阱。

解放军南部战区微信公众号 27
日发布消息称，5 月 22 日至 26 日，
中国与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泰
国、越南六方军事工作组在广州举行
了“和平友谊-2023”多国联演首轮
磋商。各方在坦诚友好的氛围中，就
演习课题、时间地点、想定背景、内
容方法和相关保障等问题，进行了研
究协商、沟通协调，达成系列共识并
签署磋商纪要。

“和平友谊”联合军演始于 2014
年。当年 12 月，“和平友谊-2014”
中国和马来西亚军队联合桌面推演开
始仪式在吉隆坡举行。2015年 9月，

“和平友谊-2015”联合演习依然在
马来西亚举行，这是中马两军首次实
兵联演。2018年 10月，“和平友谊-

2018”中马泰联合军演举行。今年即
将举行的“和平友谊-2023”再度扩
员，从中马泰三国扩展为中、柬、
老、马、泰、越六国。北京外国语大
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问题专家卓华
28日接受 《环球时报》 记者采访时
表示，“和平友谊”系列联演近年来
发展迅速，演习规模在扩大，参演国
家在扩容，联演机制化程度越发成
熟，这对于参演国家和地区安全都具
有积极和切实的意义。

卓华认为，最为重要的是“和平
友谊-2023”联演可以充分发挥地区
安全稳定器的作用，“一方面，更多
的东盟国家参与进来，说明越来越多
的国家在观念上认同中国的合作安
全、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和可持续安
全观，在行动上与中国加大对接协
调。在当前个别域外大国试图拉拢东
南亚部分国家搞集团对立的情况下，

‘和平友谊’联演将有效抵制‘零和
博弈集团安全观’对亚太地区安全的
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在联演中，各
方可以在行动层面充分优化多国部队
标准行动程序、指挥流程等，能够切
实地提高各方共同应对安全威胁的能

力，对于维护亚太地区关键
航道和海域的安全具有实际
意义”。

近几年，美国在亚太地
区不断投入军事力量进行演习。2019
年 9月，首次美国-东盟联合海上军
演在泰国启动。2022年8月1日至14
日，美国和印尼在苏门答腊和加里曼
丹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新加坡、澳大
利亚的军队和日本自卫队也首次参加
此次联合军演。2023 年 4 月，美菲

“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更是达到史
上最大规模，有超过 1.7万名军事人
员参加。

随着新冠疫情的结束，今年中国
和东盟国家军事交流活动开始恢复。
2月 8日至 15日中国国防部工作组访
问老挝、越南、文莱，分别与三国防
务部门进行工作会谈。5月15日，中
国海军戚继光舰从大连某军港解缆起
航，执行远海远域实习任务并访问越
南、泰国、文莱、菲律宾4国。中国
南海研究院海洋法律与政策研究所副
所长丁铎博士 28 日接受 《环球时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与东盟国
家的安全合作不针对任何第三方，对
于密切中国与东盟国家防务部门关
系、加深军对军之间的了解会产生积
极影响。军事外交的积极开展，反过
来也会促进各方关系的实质提升。▲

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施赖纳
马赫尔近日警告称，没有中

国，欧洲的绿色转型是不可能的。
据英国 《金融时报》 28 日报

道，施赖纳马赫尔告诉该报，“中国
在（绿色相关）研发方面做了很多工
作，如果我们与中国完全‘脱钩’，
那真的是一件憾事。”她表示，荷兰

“与中国有着牢固的贸易关系，在使
我们的经济更具可持续性和绿色转型
方面，我们相互需要”。

今年3月，欧盟推出法案，减少
关键原材料对第三国的依赖。下月，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还将公布一
项经济安全战略。施赖纳马赫尔对

《金融时报》表示，“减少战略依赖并

不意味着应该完全停止贸易，只要我
们正在实现来源和价值链的多样
化”。此外，施赖纳马赫尔还对限制
对华投资发表看法。她说，在审查欧
洲对中国尖端技术的投资之前，欧盟
应该三思。“我们应该确切地知道它
的目标是什么，以及如何实现它，这
一点非常重要。”

虽然施赖纳马赫尔这么说，但她
还是在3月给荷兰议会的一封信中宣
布，将限制半导体技术的出口，以保
护国家安全。《金融时报》称，施赖
纳马赫尔表示将在“今年夏天”之前
出台相关政策的更多细节。

另据荷兰全荷通讯社报道，施赖
纳马赫尔此前曾表示，欧洲各国的贸

易部长们对中国的态度“相
当一致”，许多欧盟国家不
想切断与中国的关系。但报
道称，这种关系是一种平衡

的关系，一方面，欧洲必须变得更加
自给自足，同时防止新技术泄露给中
国；另一方面，“中国仍然是我们可
持续发展所需的重要贸易伙伴”。

商务部研究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白
明 28日告诉 《环球时报》 记者，荷
兰外贸大臣显然认识到中国绿色能源
产业在全球产业链条当中的重要地
位，也意识到欧洲绿色转型无法与中
国“脱钩断链”，因此这种评述是客
观的。白明表示，中荷互为重要经贸
合作伙伴，荷兰应该认识到经贸合作
是互惠互利的，在对外经贸上应坚持
战略自主，不受个别国家的胁迫，与
中国共同坚持多边贸易体制，共同维
护好全球产供链的安全与畅通。▲

中国与东盟国家军演再度扩员
本报记者 郭媛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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