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民族主义见端倪
●沈雅梅

版第3本版主编 武曼晖 编辑 王娅楠 孙泓轩 国际纵览 2017年3月2日

经过近几年的各方博弈，全球
网络空间治理的宏观脉络逐渐浮
现。就像全球治理一样，规则也
是网络空间治理的核心，包括一
般规则和具体规则两个层次。国
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的几届信息
安全政府专家组（UNGGE），围
绕网络主权和网络自由等一般性
规则进行了长期博弈，达成重要共
识，确认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宪
章》适用于网络空间。今后，各方
应超越着重“务虚”的一般性规则，
迈向重在“务实”的具体规则。当

然，具体规则的类型不同，应对的
网络威胁也不同，如网络犯罪、网
络恐怖主义、网络战争、数据泄露
（隐私保护）、技术漏洞（技术标
准）等。

绝大多数网络攻击都属于网
络犯罪，这是当前最大的网络威
胁，但国际社会尚无普遍性的国
际条约或法律。恐怖组织越来越
多地利用互联网发布煽动暴力的
音视频，传播恐怖主义意识形态
和极端思想，招募人员、筹集资
金和策划实施恐怖活动。网络恐

怖主义的危害不容小视，美国
2016年就宣布要对“伊斯兰国”
发动网络打击。

当前，既有人认为“网络战争
来了”，也有人认为“网络战争不会
发生”，但网络空间军事化趋势的
强化却是不争事实。技术精英每
天都在改进技术，防堵漏洞，大规
模数据泄露仍成为2016年最突出
的网络威胁，技术规则理应是网络
治理的重点。今后，如何规范国家
的网络行为，特别是国家在网络空
间的“战争”行为，应是各方着力的
方向。就此而言，包括美国和中国
在内的大国尤应进行建设性对话
与合作，不让网络治理流于空谈，
不给不法分子留下空间，不让网络
安全维护流于形式。

（据《人民日报》）

“继续变化起伏”，仍会是2017年国际形势的总体态势。国际
格局将持续冷战结束以来最为复杂、深刻的调整与变化。经济全
球化双刃剑作用凸显，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之中，
全球治理面临秩序与“失序”的突出矛盾，中国的“推进器”作用，正
不断增强。

美国和西方乱象丛生，成为影响世界稳定和发展的不稳定性
因素。特朗普正式执政美国，美国新一届政府开启内外政策调整，
其外溢效应将牵动国际关系深度变化与重组。美俄关系氛围可能
改善，但深层结构性矛盾如何消弭，有待观察。传统地缘政治板块
新旧矛盾交织。中东乱局险象环生，秩序重建举步维艰。教派冲
突、恐怖主义等多种力量交织，热点问题冲突与对抗仍将持续。大
国博弈的形式和手法会有变化，各方战略竞争态势难以轻易逆转。

美军事安全政策可能趋于强硬。在亚太地区，超级大国对新兴
大国崛起的焦虑感上升，美对华政策走向需要特别关注。日本政治
持续右倾化，韩国“亲信干政”危机持续发酵，都将带来新的变化。美
韩日部署“萨德”系统，严重损害中俄战略安全利益；朝鲜强化“两弹
合一”，半岛危机四伏，形势可能生变。再加上今年英国启动“脱欧”
进程，德法意等欧洲多国将进入大选年，而欧洲近年深受债务危机、
难民问题、恐怖袭击接连冲击，极右势力影响可能蔓延，脱离欧盟或
欧元区的倾向很可能增强，从而牵动欧洲敏感的政治神经。

“逆全球化”暗流涌动，也给国际秩序和经济安全带来持续冲
击。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资本自由流动，工业国财富聚集，就业机
会减少。西方传统“自由贸易”价值观受到挑战，全球化遭受挫折
且面临掣肘，“逆全球化”影响集中爆发，集中体现在政治上的民粹
主义，国际政策上的孤立主义和经济上的贸易保护主义。经济全
球化进程中结构性难题突出显现，全球化可能出现变化甚至转型，
但其进程难以停止。

经济安全问题持续。世界经济缓慢复苏，但风险积聚，不确定
性突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 2017 年世界经济年增长率为
3.4%，略高于去年的3.1%。美联储预计今年还会数次加息，可能
引起汇市、股市、债市进一步动荡。美元走强将抬高全球融资成
本、导致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加速新兴市场国家资本外流和货币贬
值，甚至引发贸易战。全球经济资源配置“逆向”调整，某些制造
业、加工业可能出现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回流。

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推动全球治理改革。国际总体力量对比
呈现“东升西降”发展趋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参加达沃斯
论坛年会时提出了“四个模式”：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开放共赢的
合作模式、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为促进全
球经济增长提供了“中国方案”，受到了各方肯定。年内，中国将举
办两大主场外交活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和金砖国家
领导人第九次会晤。相信，通过这一系列的“中国方案”和中国行
动，中国定能在乱局中保持定力、在变局中把握机遇，稳中求进，开
拓创新，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国际安全在乱象中寻找希望

①从阿勒颇撤离的人们抵达叙利亚伊德
利卜附近的一处难民营。

②2月28日，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英
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里克罗夫特（前左）、美国常
驻联合国代表黑莉（前右）在安理会就有关叙利
亚化学武器问题决议草案进行表决时投赞成
票。联合国安理会当日就有关叙利亚化学武器
问题决议草案进行表决，草案未获通过。

新华社记者李木子摄
③韩国国防部相关人士对新华社记者表示，

乐天集团同意与国防部交换乐天高尔夫球场用
地，以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图为2月27日，在韩
国首尔乐天集团总部前，韩国民众和民间团体举
行抗议示威活动，反对乐天集团向韩国军方提供

“萨德”部署地。 新华社记者李相浩摄

2017年，特朗普将带领美国如何前行？“脱欧”谈判开启，英国真要与欧盟

彻底分道扬镳？民粹主义或将影响欧洲多国大选？恐怖袭击又将瞄准哪一个

目标……2017年，国际安全形势似乎充满了种种不确定。而在这种不确定的

动荡中，我们更需要回归理性，把和平放在首位，寻求新共识。
根据特朗普新政府公布的六大

政策主题，并从新班子可能呈现的
“亿万富翁、将军加强硬政客”阵容
来看，美国内外政策将以国内为优
先，走经济民族主义路线，外交议题
大多会被转化为内政，甚至简化为
经贸问题，这对中美关系和世界形
势都会产生复杂的溢出效应。

特朗普的一系列治国主张，包括
减税、加息、去监管等，政策成本过
高，可能会导致大规模赤字、消费成
本增加、贫富分化加剧等恶果。拟议
中的提高进口关税、退出或重新谈判

“不公平的”自由贸易协定等做法意
味着，美国可能与墨西哥、加拿大和
中国发生贸易摩擦甚至“贸易战”。
鉴于外部经济环境不容乐观，美国社
会存在强烈的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
情绪，不排除特朗普政府作出不符合

美国长期经济利益决策的可能性。
新政府外交和安全政策以“美国

利益和美国国家安全”为指导，重在
“以实力谋和平”，表现出对于承担维
护全球秩序的责任不感兴趣、对全球
经济治理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事务
甩手不管的姿态，令外界担忧这将给
国际秩序调整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特朗普追求“少花钱、多办事”，要求
北约、韩国、日本等盟友承担更多义
务，相当于把同盟关系“商品化”，这
可能引发地缘政治秩序变动。随着
反恐被列为外交议程的优先事项，美
国能否在中东与俄罗斯形成某种交
易或合作，进而带动美俄关系实现

“触底反弹”，令人关注。特朗普在涉
台、朝核及中美贸易平衡等问题上的
表态预示着，中美关系需要用新思维
处理新情况。

英国公投“脱欧”是2016年西
方世界飞出的第一只“黑天鹅”，也
成为影响世界政治经济变化的标志
性事件，其后续影响将在2017年进
一步发酵和显现。

将于3月底开始的“脱欧”谈
判，不仅是英国与欧盟方面的全方
位博弈，也将是决定英国内政、外交
和经济走向的重要起点。首相特蕾
莎·梅在1月17日代表英国政府发
表的演讲中，明确提出了“放弃欧洲
单一市场、建设全球性英国”的全面

“脱欧”计划，打破了之前有关英国
会寻求留在欧洲单一市场、保留欧
盟“准成员”资格的猜想。

英国的“硬脱欧”方案有利于欧盟
方面抛弃幻想、在内部形成更为统一
的谈判立场，但也会加剧其失落感。
对于英国严厉管控欧盟国家移民的担
忧，也会在部分成员国和英国之间形
成新的矛盾。如何在谈判中维护成员
国利益将成为欧盟的最大关切。

英国“脱欧”进程对全球格局和
全球化走势的影响也将逐渐显露。
英国经济在短期内避免了“脱欧”产
生的巨大冲击，是英国政府提出“硬
脱欧”方案的底气所在。2017年的
走势将是对英国经济能在多大程度
上消化“脱欧”后果、走向建设一个
面向全球而非困守欧洲一隅的“全
球英国”的重要检验。如果英国坚
持其灵活务实外交和市场开放传
统，借“脱欧”之后的“自由之身”在
国际体系中长袖善舞、在全球市场
中左右逢源，那将会为遭遇困境的
经济全球化提振信心。英国政策出
现摇摆和保守的倾向同样存在，世
界形势和全球化走向仍将受到英国
政策方向不确定性的波及。

尽管英国政府受“脱欧”进程羁
绊，但中英关系的“黄金时代”将得以
延续，因为这不仅符合两国根本利
益，更符合“脱欧”后英国对于寻找可
依赖、可持续合作伙伴的强烈需求。

“脱欧”进程牵动全球
●崔洪建

2017年，欧盟创始成员国——
德国、法国、荷兰及意大利都将举行
大选，英国“脱欧”谈判也将启动，难
民危机和恐怖主义威胁仍将牵动民
众敏感的政治神经，欧洲一体化前
景更加不确定。

创始成员国相继大选，一体化
发动机停摆。受英国“脱欧”和特朗
普当选的鼓舞，法国国民阵线、德国
选择党和意大利“五星运动”都积极
利用民众对全球化负面影响、难民
危机及恐怖主义威胁的恐惧和担忧
情绪，希望成为 2017 年的“黑天
鹅”。出于选举政治和应对民粹力
量上升的考量，各国主流政党政策
渐趋保守，不仅收紧移民和难民政
策，也在一体化问题上更强调主权
核心和国家利益，侵蚀一体化所需
要的妥协空间。一体化面临失速，
甚至倒退。

难民问题与恐怖主义威胁相互
交织趋势明显，进一步暴露了欧盟的
体制性缺陷和功能性危机，加剧了民
众对欧盟行动能力的不满。最新调查
显示：难民问题和恐怖主义威胁已成
为欧盟首要关切。2016年欧洲范围
内的恐怖袭击与难民有千丝万缕的
关系，每一次恐袭都成为反移民的民
粹主义力量成长的催化剂，撕裂欧盟
政治和社会。应对难民危机，欧盟内
部难以形成共识，被迫寻求与土耳其
和非洲国家合作，但双方观念、利益
分歧严重，合作基础脆弱。2017年，
欧盟仍将面临难民问题与恐怖主义
威胁交织带来的压力。

近年来，应对内外危机，欧盟本
已自顾不暇，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边
缘化趋势明显。英国“脱欧”谈判将
使欧盟更加内向，国际影响力势必
进一步衰微。

一体化形势趋严峻
●金玲

2016年7月，韩国在拒绝和犹
豫多年后宣布加入美国“萨德”反导
系统。当年11月，日本再放声要加
快部署“萨德”。与此同时，韩日《军
事情报保护协定》也在两国内外一
片反对声中强行签署。情况表明，
美日韩出于各自考量加紧升级三方
军事合作的行动，将在新一年里进
一步祸害东北亚安全。

首先，韩国不顾总统朴槿惠正
面临被弹劾停职的乱局而向险疾
走，显示其国内保守势力顾虑下一
届政府政策有变，从而要加快将现
政府的两项“政绩”坐实。这意味
着中韩关系受到的冲击可能再被推
高，朝韩关系也会雪上加霜，新政
府不论属于哪个阵营都将被“萨
德”捆绑，这些都不利于韩国政局
及对外政策迅速回到正轨，更不利
于东北亚整体形势稳定。

其次，日本找准时机乱中添

乱，一方面可使“拥萨”阻力降
到最低，另一方面可使韩日《军
事情报保护协定》最终落槌。这
两个动作，正是让美日韩军事合
作实质成型并为继续发展成三边
军事同盟做铺垫的。日本已借

“朝核威胁”挣脱了战后秩序的大
部分束缚，再要进一步搭上多边军
事合作战车，其对东北亚地区的危
害将成倍增加。

最后，美国可最终完成全球最
先进反导系统在东北亚地区的部
署，从而减弱中俄两国的核威慑能
力。这无疑会破坏东北亚地区战略
平衡，给本地区大国关系带来极其
负面的影响。同时还会成为地区军
备竞赛包括高新军事科技竞赛的导
火索，使东北亚这个“火药桶”变
得更加危险。在特朗普对本地区政
策尚不确定之际，部署“萨德”的
负面影响不容低估。

企图祸害东北亚安全
●虞少华

2016年底，叙利亚政府军收
复阿勒颇，6年内战逆转。叙利亚
危机已成为当前牵涉势力最多、情
况最复杂的“微型世界大战”，深刻
影响着中东格局演变。

叙利亚与伊朗结盟，又一同支
持黎巴嫩“真主党”，被多数逊尼派
国家视为另类。西亚北非巨变将
突尼斯、埃及、也门、利比亚卷入政
权更迭漩涡，却在叙利亚遇阻，域
内外力量汇聚酝酿，性质也从“民
主、复兴”的民族诉求蜕变为地区
控制权之争。

危机初始，各方分列两大阵
营：伊朗与黎巴嫩“真主党”对抗沙
特与土耳其等结成的逊尼派，国际
层面则是美俄较量。美国组建“倒
巴（沙尔）联盟”，却在动武问题上
犹豫：2013年接受俄罗斯的“化武
换和平”方案；2015年又忍耐俄军
强势介入；最为关键的是不顾以色
列、沙特等强烈反对，签署核协议
将伊朗放出制裁“牢笼”。俄罗斯
步步紧逼，以打击“伊斯兰国”为借
口出兵叙利亚，逐步成为影响中东
局势发展的重要变量和解决地区

事务的“利益攸关方”。
在此背景下，美国阵营出现分

化，沙特、埃及、土耳其、以色列等
频繁接触俄罗斯，地区国家关系加
速重组：沙特与伊朗断交并全面对
峙；埃及、沙特、阿联酋、土耳
其等走近以色列；埃及、土耳其等
对叙政府立场“大翻盘”。2016年
12月，俄罗斯、伊朗、土耳其外长
聚首莫斯科，拟在美国“缺位”下重
启叙利亚政治谈判，沙特紧急表态
要加入。

内战不仅使人民深陷灾难，为
极端宗教主义滋生提供土壤，也造
成欧洲难民危机。阿勒颇的收复
和美国新总统的上台，或许为政治
谈判带来新的希望，但统一国家早
已不复存在，只有外部势力停止插
手，才能真正解决叙利亚之殇。

中东仍为大国“角力场”
●柳莉

三个关键字可扼要概括当前
及未来一段时期的反恐形势。

一是“退”。2016年，“伊斯兰
国”组织收缩退守，颓势加剧。在
伊拉克、叙利亚“核心区”，先后丢
失拉马迪、费卢杰、阿勒颇等重镇，
亦难挽摩苏尔败局；在“外线”扩张
前沿，损失阿富汗楠格哈尔、查布
尔省大部，被逐出利比亚苏尔特市
和尼日利亚主要城市据点。败退
中，其控制区面积锐减，武装分子
已不足1.5万人，资金紧张且多个
敛财链条被斩断，“建国模式”难以

为继。
二是“散”。一方面，“伊斯兰

国”已在进行“外线”扩散的“2.0版
本”，其主要目的是要化整为零、
分散求生，蛰伏以伺机再起。这
必然使暴恐势力“多中心化”趋
势加剧。另一方面，恐袭目标更
分散，手段更多元。受袭国或将
增多，恐袭烈度、频度将加大，
袭击地域日益呈现“大分散、小
集中”的特点。外国“圣战者”
加速回流，藏身难民潮或转战第
三国现象突出。“独狼”式恐袭与

有组织连环袭击并举，为补充财
源而进行的走私贩毒、绑架勒索
等刑事犯罪大量增加。

三是“难”。老问题依然胶着
难解：反恐只是治标，难以药到病
除。如何推动叙利亚政治进程，维
系打击“伊斯兰国”的合力；如何推
进已停滞并被边缘化多年的巴以
和谈，如何实现中东各国的持续发
展、良政善治——这些治本之策仍
在艰困中摸索。不少新问题已经
冒头，需要引起警惕：“伊斯兰国”
败退中的焦土战术、生化武器扩散
等问题亟待解决，而暴恐新一轮碎
片化亦可能导致反恐短时“失焦”，
予敌人喘息之机。

反恐胜利难以一蹴而就。
2017年，斗争仍将继续，合力更需
凝聚。

聚合力应对暴恐扩散
●谷宁

超越务虚走向务实
●徐龙第

格局深刻调整

挑战机遇凸显
●苏格

①①

②②

③③

2月26日，在美国洛杉矶好莱坞杜比剧院，艾玛·斯通凭借影
片《爱乐之城》获得第89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第89届奥斯卡
颁奖典礼26日在洛杉矶好莱坞杜比剧院举行。

新华社记者杨磊摄

看 天 下

美国美国

英国英国

欧洲欧洲

““萨德萨德””
系统系统

叙利亚叙利亚

“伊斯
兰国”

网络网络
空间空间

国际视野■
■

2月26日晚，2017里约狂欢节进入第三天。最能代表里约狂
欢节水平的特级组桑巴舞校在里约热内卢桑巴大道开始花车巡
游活动，演员们在雨中热情洋溢的表演将狂欢节推向高潮。图为
特级组桑巴舞校表演者在巡游活动中与观众互动。

新华社记者李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