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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参与全球事务，致力于构建基

于对话与信任的伙伴关系，而不是将自

身的观点强加于人。这正是各方都需要

秉持的合作精神。”联合国副秘书长汤

姆·弗莱彻 25 日在北京接受新华社记者

专访时说。

弗莱彻指出，中方提出的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

主张全球团结，强调世界需要合作而非对

抗。这些倡议理念“极其重要”，带来了

“我们需要的真正的伙伴关系”，有助于共

同应对气候变化等人类面临的挑战。

“没有哪个国家能通过闭关自守实

现经济全面发展。只有通过与世界打交

道，建立基于信任和对话的伙伴关系，才

能实现这一目标。”弗莱彻说，“中国在与

世界交往时就秉持这种合作精神，这一

点非常非常重要。”

弗莱彻表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给共建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许多项

目 令 人 印 象 深 刻 ，比 如 肯 尼 亚 蒙 内 铁

路。他告诉记者，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

初，他曾在肯尼亚工作生活 4 年，当时经

常开车往返于内罗毕与蒙巴萨之间，路

况不佳导致车辆非常颠簸，来回一趟需

要很长时间。而蒙内铁路带来巨大改

变，也促进了蒙巴萨港口发展。“（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带来的）这些交通设施

缩短了不同地点之间的通行距离和时

间，对全球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周

年。弗莱彻表示，人们从那段历史中汲取

教训，进而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

体系，给世界带来秩序和稳定。他强调，

联合国“并不完美，并非无所不能”，但联

合国是世界各国共存的有效方案，维护、

加强、完善这一体系符合世界各国利益。

弗莱彻指出，联合国是为应对包括

冲突、气候变化、流行病等在内的全球性

挑战而建立的。联合国能发挥多大作

用，取决于会员国对它的承诺力度。有

的国家要退出这种国际合作，这只会凸

显其他国家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作为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

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弗莱彻表示，

人道主义工作面临严峻现实，一些国家

削减援助的幅度大、力度强且非常突然，

许多人因缺少援助而丧生。在他看来，

美国等国削减援助给人道主义工作带来

“巨大的短期挑战”。同时，美国政府如

今的关税政策也使一些提供人道主义援

助的经济体面临巨大压力。

“环顾全球，我看到一个充满不信

任、不平等和技术发展带来不确定性的

世界。”弗莱彻说，“世界在许多方面正走

向撕裂，我们必须重新团结起来，共同应

对挑战。”

弗莱彻曾多次访问中国。出席 2008

年北京奥运会闭幕式时，中国人民的友

好和热情令他记忆犹新。此次来华，弗

莱彻参观了故宫，亲身感受中国传统文

化和深厚历史积淀。他表示，这些年来

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是，人们对中国在

世界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有信心。中国

在安理会积极发声捍卫国际人道法，坚

定维护多边机制，在世界混乱加剧之时

尤显重要。“这非常宝贵，非常受欢迎。”

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人道主义救援，以

实际行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令弗莱彻感

触颇深。“在缅甸，我看到中方救援队日夜

奋战，从废墟中救出幸存者，你能在绝望

中感受到希望。”他说，中国在灾难应对方

面表现出专业水准，“世界需要这种经验

和专业知识，我们需要中国的支持”。

（新华社北京 4月 26日电 记者缪

晓娟、商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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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突尼斯 4月 26日电 （记

者黄灵、王一盛）中突文明交流论坛 26

日在突尼斯首都突尼斯市卡拉姆国际展

览中心举行。这是第 39 届突尼斯国际

书展中国主宾国重点活动，来自中突两

国文化界、出版界、学术界的专家学者共

约 150 人参加了论坛。

突尼斯国际书展主席穆罕默德·卡德

里在论坛发言时表示，中国担任此次书展

的主宾国，体现了突中之间的传统友谊，

文化交流是发展两国伙伴关系最重要的

动力之一。他表示，突方希望今后能在电

影、戏剧、造型艺术、知识产权和版权等方

面与中方开展更深入的交流与合作。

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代表在主旨

演讲中表示，中突两国以书为媒倾听彼

此的声音，共同探讨文明交流互鉴很有

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注重文化的力量，

将为世界发展提供新的机遇。

论坛上，与会的专家学者还围绕“中

国式现代化与南南合作”“中突人文交流

与出版合作”等主题进行深入讨论。

中突文明交流论坛在突尼斯举行

美国新一届政府上台后，推出一系

列规模大、范围广、破坏性强的关税政

策，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多国人士

及国际舆论指出，美国单方面挑起全球

贸易战并将关税工具化、武器化，美方霸

凌胁迫之举逆世界潮流而动，只会害人

害己。

将世界经济置于危险境地

如果将一系列最新关税措施相叠

加，美国关税税率将攀升至一个多世纪

以来最高水平。不少媒体报道说，美国

在历史上屡次挑起贸易战，当前做法更

是变本加厉。

彭博社刊文将美国称作“全球贸易

战的始作俑者”。文章说，如果所谓“对

等关税”全部生效，这将是美国自 1968
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加税，而“白宫没

有任何后备措施来避免经济衰退”。

斯里兰卡卫报网刊文说，美国继近

一个世纪前发动全球贸易战后，如今再

次挥舞“关税大棒”，正将世界推向“经济

灾难的悬崖”。文章说，1930 年，美国推

出《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对贸易伙伴

全面加征关税，导致国际贸易骤降，加剧

了全球大萧条。如今，美国推出加征关

税政策，或将重蹈覆辙。“贸易战并不能

解决经济问题，反而会加剧问题。《斯穆

特-霍利关税法》本应让我们引以为戒，

而如今，我们却又站在了潜在经济灾难

的悬崖上。”

《贸 易 的 冲 突 —— 美 国 贸 易 政 策

200 年》一书作者、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经

济学教授道格拉斯·欧文认为，当前“关

税战”激烈程度已“远超历史常态”，美国

将关税税率提高到百余年来峰值，或将

触发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首场全球贸易

战。

科摩罗主流网络媒体科摩罗新闻网

批评美国以“全球贸易警察”自居发起关

税战，不仅是蓄意挑衅，更是犯下战略错

误，由此引发的经济紧张局势让世界变

得十分脆弱。

克罗地亚经济分析师佩塔尔·武什

科维奇表示，美国关税政策可能成为“全

球经济衰退的导火索”。从全球股市剧

烈波动可以看出，经济衰退迹象已经显

现，所有利益相关方都面临美国带来的

风险。

比利时《回声报》副总编辑塞尔日·

夸德巴什认为，美国关税政策试图“通过

暴力手段重塑贸易”，这已导致现行国际

经贸规则“荡然无存”，美国还将最不发

达国家拖入“荒诞的关税战争”，让这些

最脆弱群体成为受害者。

“脱离经济常识的独角戏”

“独角戏”“闭关锁国”“共同繁荣的

绊脚石”……国际社会批评美方单边主

义做法背离经济常识，企图转嫁国内危

机，终将给美国自身带来重大冲击。

古巴官方新闻网站“古巴辩论”刊发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

的文章说，美国关税政策犹如建立在经

济谬误上的“独角戏”，在破坏全球贸易

体系的同时也伤害美国经济。文章指

出，美国贸易逆差根源在于财政失衡、储

蓄率低下等结构性问题，加征关税实为

推卸责任，“甩锅”他国。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高级研究员布

萨尼·恩格卡韦尼认为，美国试图通过加

征关税振兴制造业纯属“经济误判”，关

税已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南非总统

拉马福萨表示，“单方面施加的惩罚性关

税”是“贸易和共同繁荣的绊脚石”。

《日本经济新闻》评论说，美国政府

的关税政策加剧世界经济放缓风险，会

让保护主义像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一样蔓

延到其他国家。

关税无法解决美国“痼疾”，还加剧

了美国经济衰退的风险。美国民主党参

议员罗恩·怀登斥责特朗普政府推行“经

济恐怖主义”，“由于毫无意义的贸易战，

美国农民和出口商眼睁睁地看着市场蒸

发，就业岗位被摧毁”。

“全球经济碎片化制造者”

不少学者指出，美国逆世界潮流而

动，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对各国大搞“关

税霸凌”和“经济勒索”。

在美国咨询机构差异集团创始人

丹·斯泰因博克看来，美国关税政策更像

是“经济勒索”，试图向全世界收取美国

无权享有的“经济租金”。若不制止美国

对他国的敲诈和欺凌，经济全球化进程

将受损。

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

研究所首席专家鲁斯兰·伊齐莫夫把美

国比作“全球经济碎片化制造者”。他

说，美国关税政策标志着其加速背离全

球自由贸易体系，保护主义抬头将带来

更严重的经济碎片化。

博茨瓦纳经济学家塞涅·奥布森说，

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正对全球价

值链产生颠覆性影响，让像博茨瓦纳这

样高度依赖外贸的国家发展风险陡增。

德国著名管理学者赫尔曼·西蒙告

诉记者，美国刻意忽略本国在服务贸易

领域的巨大顺差，宣扬“贸易吃亏论”。

当前，全球供应链高度融合，实行高关税

是对全球产业体系运行的不当干涉。

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中国研

究中心主任汉弗莱·莫西告诉记者，美国

打着所谓“国家安全”和“公平贸易”的旗

号不断挥舞“关税大棒”，实则是将经贸

问题政治化、工具化，让广大发展中国家

面临巨大不确定性。

喀麦隆《经济日报》刊发非洲开发银

行前副行长塞莱斯坦·蒙加的文章说，美

国保护主义导致全球贸易秩序混乱、贸易

战升级和西方市场封闭，可能引发代价高

昂的全球经济衰退，对依赖国际贸易作为

经济增长引擎的国家，影响尤为严重。

巴西亚马孙联邦大学经济学教授米

歇尔·林斯认为，美国保护主义贸易政策

可能成为“危机催化剂”，“我们需要的是

对话、确定性和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尊重”。

（新华社北京 4月 27日电 记者周

思雨）

“全球贸易战的始作俑者”
—多国媒体和专家批评美国滥施关税

4 月 27 日 ，大 湄 公 河 次 区 域

（GMS）中老柬（昆明-万象-金边）

跨境直达运输发车仪式在云南昆明

新螺蛳湾海关查验中心举行。这标

志着在大湄公河次区域便利货物及

人员跨境运输协定的框架下，又一

条国际物流新通道正式启动常态化

运营。

上图为当日，中老柬跨境直达

运输货车从昆明新螺蛳湾海关查验

中心出发。

新华社发

美国从 3月 15日开始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大规模空袭，胡塞武装随后对美国航空母舰及其随行舰只发动打击。图为 4月 27
日，在也门萨那，警察从美军空袭后的废墟上走过。 新华社发

今年是万隆会议召开 70 周年，“团

结、友谊、合作”的万隆精神标志着全球

南方的觉醒。70 年来，万隆精神被一

代代渴望和平、自主和发展的南方国家

人民发扬、实践和延伸。如今的全球南

方，经济总量在全球占比超过 40%，对

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80%，正在

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演变。目前，当

一些西方国家沉迷于“退群毁约”的逆

全球化操作时，全球南方正以崛起者的

姿态，在联合国改革、应对气候变化等

关键领域发出响亮声音，成为推动国际

秩序变革完善的重要力量。

坚守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

向。近年来，全球治理体系亟待改革完

善，这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然而，

对于应该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并未形成一致意见。全球南方认为多

边主义的潮流不可逆转，主张构建更加

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但由于长

期以来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占据主导地

位，受益于不公正不合理的全球治理体

系，一些西方国家对调整改革持消极态

度。对此，全球南方始终高举多边主义

旗帜，以集体智慧破解困局。

从“77 国 集 团 和 中 国 ”峰 会 通 过

《哈瓦那宣言》，直指提升发展中国家

在全球决策机构的话语权，到金砖国

家领导人会晤发表喀山宣言，呼吁改

革布雷顿森林体系，提升新兴市场和

发展中国家在领导岗位上的代表性；

从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到上海合作组

织开发银行，全球南方正通过机制创

新编织出更具包容性的治理网络，让

多边主义这艘巨轮始终保持公平正义

的航向。

聚焦人类社会亟待解决的关键问

题。当前，世界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

出，地区热点问题延宕，粮食危机、气候

变化、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挑战接踵

而至，人类社会面临一系列亟待解决的

重大问题。对此，全球南方牢牢聚焦和

平与发展，积极参与解决国际热点问

题，特别是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

的分歧和争端。

中国、巴西、南非等全球南方国家

发 起 成 立 乌 克 兰 危 机“ 和 平 之 友 ”小

组，为推动停火止战、实现持久和平贡

献“南方力量”。围绕巴以冲突，巴西、

阿联酋、南非等国向安理会提交人道

停火的决议草案，在联合国框架下为

停火止战积极奔走。与此同时，全球

南方坚持把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

置，奏响“要增长不要空谈”的时代之

音。中国宣布支持全球发展的八项行

动，为这曲发展交响乐增添了最强和

声。

不断完善全球治理机制及合作平

台。近年来，全球南方国家积极利用已

有国际机制深化多边合作，推动全球治

理体系改革。这些既包括联合国、金砖

等全球性机制平台，还包括东南亚国家

联盟、非洲联盟、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

同体、阿拉伯国家联盟等区域性机制，

以及中非合作论坛、中阿论坛等“1+N”

对话与合作机制。从金砖国家实现历

史性扩员，不断成为全球南方合作的

“主心骨”、增长的“发动机”，到上合组

织成员国和观察员国横跨欧亚非三大

洲，再到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见证中

国与非洲建交国实现战略伙伴关系全

覆盖，这些都明确发出了全球南方携手

前进的响亮声音，不断掀起全球南方团

结合作新高潮。全球南方的不懈努力，

正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的

有力支撑和重要力量。

世界百年大变局下，国际秩序出现

令人瞩目的历史性变化。展望未来，要

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全球南方是关

键。作为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中国始

终心系全球南方，扎根全球南方，将与

其他全球南方国家一道，既书写自身发

展的壮丽史诗，更奏响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时代强音。这股来自南方的磅礴力

量，终将汇成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潮流

的浩荡江河。

（作者单位：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

中心）

全球南方成为推动国际秩序变革完善的重要力量
■张玉环

据新华社马斯喀特4月26日电 （记

者汪强）伊朗与美国 26日在阿曼首都马斯

喀特举行了第三轮间接会谈，会谈持续约

6小时后结束。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

双方仍存在分歧。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阿拉格齐

在会谈结束后接受该电视台采访时表

示，此次会谈较以往更为严肃，已逐步进

入更具体的技术性讨论，专家的参与非

常有用。他指出，双方在宏观层面和细

节问题上均存在分歧。“有些分歧非常严

重，有些则相对缓和，另一些则有其自身

的复杂性。在下轮会谈前，双方将各自

进行更多研究，以缩小分歧。”

阿拉格齐重申，此次会谈仅限于核

问题，旨在通过就伊朗核计划建立信任

以换取解除制裁。伊朗不会接受将其他

议题纳入谈判范围，“前三轮会谈中，双

方均严格遵守了这一原则”。

当天，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社交

媒体上发文说，此次会谈确认了基于相

互尊重和持久承诺达成协议的共同愿

望，下一轮高级别会谈初步定于 5 月 3 日

举行。

美国与伊朗 12 日在马斯喀特举行

了首轮间接会谈。这是自 2018 年 5 月美

国总统特朗普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以

来，美伊双方首次正式开启谈判。双方

于 19 日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了第二轮间

接会谈。

美伊第三轮间接会谈结束 双方仍存在分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