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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声迭起

此次“空中卫士2023”军演由德国主
导，主要演习地点在德国境内，同时涉及
捷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等国，目的是
加强跨大西洋军事合作，强化北约应对
危机的快速反应能力。非北约成员的日
本和正在申请加入北约的瑞典也参加了
演习。

美国空军国民警卫队派遣上百架飞
机和约 2000人参与，成为演习的最大参
与方。德国军方表示，此次军演旨在展示
北约空军力量，具有威慑作用。

在乌克兰危机久拖不决之际，北约
此次军演“火药味”十足，受到国际舆论
关注，遭到反战人士谴责。位于德国汉诺
威地区文斯托夫的空军基地是此次演习
的后勤中心。10日，数百人在空军基地门
前示威，打出“要和平，不要战争”“放下
武器”等标语，呼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乌
克兰危机，尽快实现停火。萨克森州11日
也出现反对演习的示威活动。12日，一些
反战人士在黑森州小镇盖尔恩豪森举行
游行活动，抗议北约军演。

欧洲是全球航空活动最密集的空域
之一。此次大规模空中军演对相关空域
的民航运输产生较大影响，飞机噪音也
会干扰当地居民生活。

霸权工具本色

分析人士指出，此次军演再次反映
出，北约实质上是美国在欧洲的霸权工
具。美国以这一军事集团为工具绑架盟
友，把控欧洲事务，其所作所为不仅严重
破坏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严
重损害欧洲盟友利益，最终将会反噬美
国自身。

此次军演前，美国空军宣称，这次演
习不仅是震慑，更关乎北约与非北约盟
友的协调。据报道，此次军演将模拟所谓

“俄罗斯攻击北约成员国”等多种情境。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

究所高级研究员亚历山大·卡姆金告诉俄
罗斯卫星通讯社，北约此次军演规模比以
往大很多，目的是向俄罗斯发出威慑信号，
也凸显欧洲国家的军事化趋势。

德国联邦议院左翼党团对外政策发
言人格雷戈尔·居西指出，此次军演无助
于解决乌克兰危机，反而再次表明北约
为冲突做好了准备。他认为，尽快结束乌
克兰危机事关欧洲和平，欧盟和德国应
采取主动。

曾长期在德国国防部和北约总部工
作的德国前空军中校约亨·朔尔茨在接
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北约试图利用
此次军演在欧洲大众的认知中强化“俄
罗斯威胁”，“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他说，
冷战结束后，美国全然不顾俄罗斯的警
告，不断推动北约东扩，这损害了欧洲的
利益。因为美国知道欧洲工业和俄罗斯
能源的结合以及双方的经济合作将提升
欧俄实力，使美国主宰欧亚大陆的梦想
破灭。“对欧洲构成威胁的不是俄罗斯，
而是美国，因为它把主导欧亚大陆视为
其主导全球的前提条件。”

分析人士指出，冷战结束后，美国为
维护自身霸权，主导北约不断东扩，对俄
罗斯进行全方位的地缘战略挤压，导致
乌克兰危机在 2022年升级。随后美国和
一些北约国家持续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援
助，并制裁俄罗斯，给冲突添柴拱火。乌
克兰危机引发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外
溢效应像回旋镖一样击中美国，美国国
内通胀“高烧不退”。与此同时，世界看清
了美国为维护霸权不惜牺牲盟友利益，
其国际形象不断坍塌。美国正在为其霸
权行为付出代价。 据新华社电

北约军演再拱火
霸权终将遭反噬

近来，国际舆论讨论美国中东政策时，
“失败”成为常见关键词。半岛电视台发表评
论认为，美国正在中东“失势”。究其原因，美
国长期干涉地区事务、挑动冲突对抗、制造战
乱贫困，种种霸道霸凌霸权做派让其在中东
人心尽失，“失势”在所难免。

美国在中东“失势”，失在横行霸道。与
在其他地区一样，美国在中东嘴上挂着“民
主”“人权”“和平”，现实中却在中东频频挑起
冲突，甚至发动战争直接推动政权更迭，导致
中东多国战火连连，深陷冲突泥潭和安全困
境，制造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最典型的
就是，2003 年，美国在未获联合国安理会授
权、国际社会强烈反对的情况下，以凭空捏造
的理由发动伊拉克战争。根据全球统计数据
库资料，2003年至2021年，约20.9万伊拉克平
民死于战争和暴力冲突，约有920万伊拉克民
众沦为难民或被迫离开故土。美国还长期支
持非政府组织和代理人向中东社会渗透，屡
屡用“颜色革命”搅乱多国政局，造成社会动
荡。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等美国政府的“白
手套”，在埃及、也门、约旦、阿尔及利亚、叙利
亚等国煽动“颜色革命”，是“阿拉伯之春”的
重要幕后黑手。总部设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的
阿拉伯政策研究中心去年对14个阿拉伯国家
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8%的受访者
认为该地区最大的威胁和不稳定来源是美
国。

美国在中东“失势”，失在肆意霸凌。美
国在中东滥施单边制裁，造成有关国家蒙受
严重经济损失、民众生活质量下降。40多年
来，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层层加码、步步升级，
企图以压促变，颠覆伊朗政权。美国制裁被
伊朗斥为“犯罪和恐怖主义行为”，被国际舆
论批评为危害伊朗民众生存权、健康权的“大
规模杀伤性武器”。联合国单边强制措施对
人权负面影响问题特别报告员阿莱娜·杜汉
用两个“严重”评估美国制裁影响：对伊朗经
济产生严重负面作用、严重侵犯人权。美国
还长期对叙利亚实施非法单边制裁，严重加
剧叙利亚经济民生危机。土耳其南部靠近叙
利亚边境地区今年2月发生强烈地震后，美国
单边制裁极大削弱了叙利亚灾害应对能力，
阻碍了叙利亚72小时黄金救援。叙利亚外交
部控诉道：“有叙利亚人徒手在废墟中挖掘，
有叙利亚人使用最简陋的工具挽救大声呼救
的被困同胞。他们没有所需的物资和设备，
因为他们被美国惩罚。”此外，美国还打压、侮
辱、霸凌中东国家，美国个别政客甚至用“贱
民”等侮辱性词汇描述地区国家，不合心意时
屡屡发出威胁，无视中东人民的民族自尊心
和战略自主权。

美国在中东“失势”，失在自私自利。沙
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地区国家拒绝跟随美国
排挤俄罗斯、主要产油国在制定产油计划时
不听美国游说、地区盟友与美国在中东的“头
号敌人”伊朗改善关系……面对日渐衰落的
影响力，美国高官先后访问中东国家“灭火”，
可抛出的还是“权力真空填补论”等谬论，喋
喋不休地用集团对抗、霸权博弈的逻辑解读
中东地区形势变化，企图将中东裹挟进美国
大国博弈的棋盘。美国甚至尝试在中东地区
拉起以伊朗为假想敌的“中东版北约”，以“拉
一派打一派”的老招数挑拨矛盾，操纵地区事
务并从中渔利。美国《华盛顿邮报》认为：美
国外交政策“失去灵活性”，美国如今的外交
政策是“由一群思想狭隘的精英掌管”的，他
们“似乎无法感受到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变
化”。

沙特与伊朗在中国斡旋下恢复外交关
系、沙特与受美国敌视的叙利亚“破冰”、叙利
亚重返阿拉伯国家联盟……放眼中东，如今
已是和风劲吹。然而，美国面对地区和解态
势不仅阴阳怪气，屡屡公开批评，还继续对叙
利亚发动空袭，在巴以局势升级后拉偏架拱
火，公然与地区国家对和平与发展的内生需
求唱反调，遭到地区国家和民众的厌恶。阿
联酋观察人士易卜拉欣·哈希姆说，就让美国
人抱怨和抗议吧，阿拉伯人不需要看他们脸
色。“阿拉伯人不听近几十年来在阿拉伯世界
发挥破坏性作用的外国人的话。”

美国的所作所为让美国的霸权本质暴露
无遗，也让世界人民更加认清了美国的虚
伪。可以预见，随着世界反对霸道霸凌霸权
的呼声日益高涨，美国将发现自己在国际舞
台上越来越孤独。

新华社北京6月14日电

美国中东“失势”
失在人心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12日在
德国等地启动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空
中军事演习。来自20多个国家的约1
万名官兵和250架各型军机参加，演习
将持续到23日。

分析人士指出，北约军演“大秀肌
肉”，给乌克兰危机拱火添乱，在欧洲制
造更多动荡不安。作为北约主导国和
此次演习的主要参与方，美国并未从仍
在持续的乌克兰危机中吸取教训，还在
继续利用北约这个霸权工具挑动阵营
对抗，严重威胁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
稳定，最终将反噬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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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欧盟对外关系等议题，欧洲智库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近来在德国、法国、
西班牙、波兰、保加利亚等 11个欧盟国家
对 1.6万人展开问卷调查。多数受访者认
为，欧洲应该与中国保持良好经贸关系，
在政治问题上不应在中美间选边站队。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抱持冷战思维，
挑动阵营对抗，不断对欧洲施压，妄图拉
小圈子强化对中国围堵打压，以此维护自
身霸权。但这份民调显示了欧洲人的真实
心态：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不符合欧洲利
益，多数欧洲民众对此并不买账。美国让
欧洲“二选一”只是一厢情愿。

中欧经贸关系密切

中国与欧盟互为重要贸易伙伴，贸
易结构日益优化，锂电池、新能源车、光
伏组件等绿色产品的交易规模正快速扩
大。中企在欧绿地投资快速增长，越来越
多的在欧中资企业有力支持了欧盟绿
色、数字、智能产业转型。截至 2022 年
底，中欧双向投资存量已超 2300 亿美
元；2022 年，欧洲对华投资 121 亿美元，
同比大幅增长 70%，汽车领域继续成为
最大热点；同期中国对欧投资 111 亿美
元，同比增长 21%，新增投资集中在新能
源、汽车、机械设备等领域。

今年 3月以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
法国总统马克龙等相继访华，欧企赴华考
察再掀热潮。中国驻欧盟使团公使彭刚
说，欧洲企业高管纷纷赴华推动合作项
目，展现了在华投资发展的坚定信心。

在中欧经贸合作走实走深的同时，美
国一直在极力拉拢欧洲，试图打压中国企
业，阻碍中欧合作。但此次民调显示，只有

约 22%的受访者认为欧洲与中国开展贸
易和投资合作的风险大于收益。报告作者
指出，这说明多数欧洲人不愿看到为了所
谓的“去风险”而减少与中国的合作。

欧盟中国贸易协会主席哈克马告诉
新华社记者，民调结果真实反映了欧中之
间的相互联系。多年积累的欧中贸易和投
资成果使双方相互倚重，欧盟理应与中国
建立良好关系，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保持务
实的平衡地位。

中欧共同利益广泛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这一民调显
示，43%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欧盟“必要
的战略合作伙伴”。分析人士指出，近年来
美国在欧中关系中不断制造矛盾、挑动对
立，强迫欧洲国家成为其对华博弈的棋
子。这份民调表明，美国的这套做法在欧
洲不得人心。中欧关系有坚实的民意基
础，有广泛的共同利益。

今年是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政府发表首份对欧盟政策文件 20周
年。如今，中欧关系日臻成熟，双方建立了
70 余个磋商和对话机制，涵盖政治、经
贸、人文、科技、能源、环境等各领域。

在国际舞台上，中欧都是维护世界和
平、支持多边主义、倡导经济全球化的关
键力量，也是一系列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
合作方。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
雷利认为，欧中应该为共同的利益而合
作，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应对气候变化、解
决最不发达国家债务问题等方面，欧盟都
离不开与中国的合作。

欧洲进步研究基金会主席罗德里格
斯说，欧中是战略合作伙伴，在制定全球

规则等方面应加强合作，特别是在应对气
候变化、数字转型、人工智能等领域。近年
来，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
议等，欧中可以在这些领域加强合作。

欧洲求自主拒选边

此次民调提出一个问题：“假如中美
之间发生冲突，欧洲人应如何选择？”高达
62%的欧洲人选择“中立”。报告作者指
出，美国及其主导的北约宣称欧洲东部与
印太地区两地的安全问题紧密相连，但民
调表明欧洲人并不认同这一说法。

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研究员塞
巴斯蒂安·孔廷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说，有人试图给欧洲民众灌输一种印象，
即美国“为欧洲安全作出了牺牲”，欧洲应
该感恩戴德，为美军提供更多军事基地、
购买更多美国武器装备、与美方共享军事
情报等，但正如民调显示的那样，这并非
多数欧洲人的想法。

民调还显示，74%的受访者认为欧洲
军事防御不应一味依赖美国，需要发展自
己的国防能力。这一比例比 2020年高出 8
个百分点，当时正值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
宣布从阿富汗撤军。分析人士认为，从特
朗普到现任美国总统拜登，其“美国优先”
的立场本质上没有改变，这使欧洲人增强
战略自主的心情日益急迫。

孔廷说，在诸多领域，美国只考虑自
身利益，从不考虑欧洲利益，美国此前出
台的《通胀削减法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
子。欧盟应加强战略自主，不断提升自身
实力，制定更加主动和独立的对外政策，
加强与其他大国的合作。

新华社布鲁塞尔6月13日电

美国让欧洲美国让欧洲““二选一二选一””只是一厢情愿只是一厢情愿

这是2020年2月12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拍摄的北约总部的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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