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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在不同场合

表示，欧洲应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努力

实现战略自主。马克龙的言论得到欧

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等人的呼应，但也

招致质疑和批评。

呼吁战略自主的“欧洲声音”不断

升高，表明在乌克兰危机延宕不休和国

际格局深刻变革的大背景下，部分欧洲

政治家正在反思遭受侵蚀的欧洲主权，

希望欧洲成为国际格局中的独立一

极。但由于美国的裹挟施压以及欧盟

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差别，欧洲战略自主

之路注定不会平坦。

反思：
不能成为“美国的追随者”

近期，马克龙就欧洲战略自主问题

频频发声。据法国《回声报》和美国《政

治报》网站 9 日报道，在结束访华后回

国的飞机上，马克龙表示，欧洲面临的

巨大风险是“陷入本不属于我们的危

机”，但欧洲的矛盾之处在于，欧洲自认

为只是“美国的追随者”。他指出，欧洲

在武器和能源方面增加了对美国的依

赖，必须集中精力推动欧洲自身国防工

业发展和能源供应多样化。

11日，马克龙访问荷兰期间在海牙

就欧洲主权问题发表讲话说，新冠疫情

和乌克兰危机证明了欧洲主权的必要

性，这一概念代表欧洲必须能“选择自

己的伙伴，决定自己的命运”。欧洲应

成为“创造规则”者，而非追随者。他还

在社交媒体上连续发文，呼吁加强欧洲

战略自主：“我们欧洲的经济主权，这是

我们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欧洲

已经不再天真。”

马克龙的一系列表态在法国和欧

盟内部得到支持。欧洲理事会主席米

歇尔表示，虽然欧盟对与美国的联盟存

在强烈依赖，但“如果因为这种联盟就

假定我们会盲目、系统地在所有问题上

都遵循美国的立场，那就错了。”法国经

济、财政及工业、数字主权部长布鲁诺·

勒梅尔说，欧洲应实现自主，不仅是经

济、军事、金融领域的自主，还要实现

“思考自主”。匈牙利总理政治政策主

任欧尔班·鲍拉日呼吁：“欧洲，现在是

时候醒醒了！”德国联邦议院社民党议

会党团主席罗尔夫·米策尼希表示，欧

盟必须尽可能发挥独立作用，而不是在

亚太地区成为美国的附庸，“马克龙是

对的”。

挑战：
战略自主遭侵蚀

部分欧洲领导人此时强调欧洲战

略自主，反映了欧盟当下面临的一项现

实挑战，即战略自主遭受侵蚀。

战略自主一直是欧洲一体化事业

的远大目标。从戴高乐到希拉克，从施

罗德到默克尔，在这些政治家领导下，

欧洲一直朝这一目标努力，也取得了重

要成就。

然而，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欧

洲战略自主遭受空前挑战。面对欧洲

大陆战火重燃，欧盟在军事上几乎没有

行动能力，只能依赖美国主导的北约。

目前，欧洲被美国裹挟，一边倒地支持

乌克兰、制裁俄罗斯，失去了自主立

场。马克龙关于“想要在乌克兰实现和

平，就不要羞辱俄罗斯”的理性表态，也

招来众多批评。

但做美国的“追随者”让欧洲吃尽

苦头。极限制裁俄罗斯导致能源危机

并加剧通货膨胀，在欧洲多国引发社会

动荡。为解决能源危机，欧盟只能加大

对美能源依赖，使美国成为其最大原油

供应国。此外，美国出台《通胀削减法

案》，用高额补贴等措施促使欧洲绿色

产业迁入美国，也让欧盟心生抱怨与不

满。

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高

级政策研究员乌尔里克·弗兰克认为，

欧洲战略自主或者欧洲主权的理想和

理念应保持不变。欧洲需要变得更强

大、更团结，而不是直接依赖美国。

阻力：
未来之路不平坦

马克龙等欧洲领导人的“觉醒”，

激励了欧盟真正捍卫自身利益、在世

界 多 极 格 局 中 扮 演 重 要 角 色 的 雄

心。但他们也面临着巨大压力，尤其

是部分欧盟国家的反对和跨大西洋

派的阻挠。

出于历史原因和现实地缘政治考

量，不少中东欧国家持反俄立场。多年

来，这些“新欧洲”国家主动向美国靠

拢，常与以法德为代表的“老欧洲”意见

相左。马克龙近来关于减少对美依赖

的言论立即引来这些国家的强烈反对。

波兰总统杜达的外交政策顾问马

尔钦·普日达奇明确表示，华沙不赞成

任何脱离华盛顿的做法。“我们相信欧

洲更需要美国……今天美国比法国更

能保证欧洲安全”。

欧洲一体化和跨大西洋联盟一直

是欧盟内外政策的两大支柱，由此形成

了欧洲本土派和跨大西洋派两股有时

相互矛盾的政治力量。马克龙的主张

得到欧洲本土派支持但遭到跨大西洋

派反对。亲美的德国绿党和自民党人

士指责马克龙的立场对欧洲来说不是

明智的战略。法国和德国的一些媒体

和智库则批评马克龙的言论不合时宜、

破坏欧美团结。

熟悉布鲁塞尔和巴黎政治圈的法

国籍欧洲议会议员埃尔韦·朱万告诉

记者，美国通过各种渠道拉拢欧盟人

士或让智库专家发声造势，他的不少

议员同事也成为为美国利益服务的工

具。“虽然我在很多事情上不赞成马克

龙的观点，但在欧洲战略自主这个问

题上我完全赞同马克龙总统。只有平

衡我们与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

系，欧盟才能实现战略自主，而这也必

须实现”。

（新华社布鲁塞尔4月13日电）

欧洲距离战略自主还有多远

新华社华盛顿 4 月 12 日电

（记者邓仙来）美国《政治报》网站

近日刊文说，几乎没有一个美国盟

友 真 正 全 心 支 持 对 华 冷 战 的 观

点。美国政府采取对抗中国的政

策，这让其盟友越发感到不适。

该网站 10 日发表题为《美国

“孤身”与中国对抗》的报道说，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本周

举行春季年会，世界经济正面临通

胀居高不下，银行业危机蔓延等一

系列不确定因素冲击。作为世界

前两大经济体的美国和中国之间

的紧张关系成为此次会议“令人不

适的背景”。

报道说，中国在国际多边组

织中正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美国的盟友直言不讳地表示，如

果美国政府进一步采取企图孤立

中国的行动，这可能会带来潜在

的经济上的“痛苦”，令盟友感到

不适。

报道引述美国政治风险咨询

公司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的

话说，几乎没有一个美国盟友真正

全心支持对华冷战的观点。每当

涉及对华关系，美国国内政治气氛

便充满“惊人的恶意和敌意”，但对

任何一个美国盟友来说，通常情况

并非如此。

美媒刊文表示

美国对抗中国 盟友越发不适

新华社利雅得 4 月 12 日电

沙特阿拉伯和叙利亚外长 12 日发

表联合声明，对两国开始着手恢复

领事服务和来往航班表示欢迎。

据沙特媒体报道，叙利亚外长

梅克达德当天抵达沙特西部港口

城市吉达，对沙特进行访问并与沙

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举行会晤。这

是自 2011 年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

叙外长首次访问沙特。

在访问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声

明中，双方表示就以政治手段解决

叙利亚危机并维护叙利亚统一、安

全、稳定等进行了讨论。

沙叙双方在联合声明中强调

解决叙利亚人道主义危机的重要

性，同意为将人道主义援助运抵叙

利亚全境创造有利条件，并协助叙

难民和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

两国外长还就在反恐、打击毒

品走私和叙境内非法武装、恢复叙

利亚在阿拉伯世界合法地位等领

域的合作进行了磋商，并一致表示

反对外国势力干涉叙利亚内政。

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沙

特于次年与叙利亚断绝外交关系。

沙特和叙利亚欢迎启动恢复
两国间领事服务和民航航班

新华社北京 4 月 13 日电 综

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卡塔尔-

巴林（复交）后续行动委员会 12 日

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第

二次会议。两国决定根据联合国

宪章和《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恢

复两国间外交关系。

据卡塔尔通讯社 12 日报道，

卡塔尔和巴林代表团在会谈中强

调，恢复外交关系源自两国共同

愿 望 ，旨 在 发 展 双 边 关 系 ，促 进

海湾地区团结与一体化，符合海

湾合作委员会（海合会）宪章，也

是对国家间平等、国家主权和独

立、领土完整以及睦邻友好原则

的尊重。

巴林通讯社 12 日报道说，两

国参会代表团分别由卡塔尔外交

部秘书长哈马迪和巴林副外交大

臣阿卜杜拉率领。

卡塔尔和巴林决定恢复外交关系

4 月 12 日，斯坎迪奇队球员朱

婷（右一）在比赛中与队友庆祝。

当日，在 2022-2023 赛季女排

欧联杯决赛第二场比赛中，中国球

员朱婷和姚迪效力的意大利斯坎

迪奇队主场以 3∶0 战胜罗马尼亚

阿尔巴布拉日队，从而以两回合总

比分 2∶0 夺得冠军。这是斯坎迪

奇队队史上首个欧联杯冠军。

新华社记者 金马梦妮 摄

女排欧联杯：斯坎迪奇捧杯

两年前的今天，日本政府无视国内

外反对声音，决定将福岛第一核电站上

百万吨核污染水排入大海。这一决定

宣布以来，日本民众已举行了多次集会

抗议。13日，一些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

附近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推进核污

染水排海计划。

当天在日本国会众议院第二议员

会馆前的集会约有 120人参加。抗议民

众涵盖老中青各年龄层，他们手举“不

能让核污染水污染大海”“不要流毒入

海”等标语。在现场演讲者周围，人群

不时高声呼应。

参 加 集 会 的 熊 本 美 弥 子 今 年 80

岁，她退休后搬到福岛县，但 2011 年发

生福岛核事故后，她被迫流落到东京避

难。有着相同经历的民众成立了“避难

协同中心”以相互支持，熊本女士也是

该中心的一员。

她说，核事故不仅破坏了当地居民

的生活，也危害了依海为生的人们。大

家不能对日本政府有关核污染水排海

的决定保持沉默，应该积极地发声反

对，“核污染水的处理不能由日本政府

擅作主张”。

在现场发表演讲的古川好子难掩激

动，颤抖的声音不断放大。她说，自己原

来住在福岛县富冈町，就在福岛第一核

电站附近。“尽管将堆积在福岛的核污染

水排入海里也许可以让我们更早地返回

家园，但我不想让别人指着我说，‘核污

染水是从她家附近排出去的’”。

当天集会的组织者井上年弘表示，

今天来这里的是东京附近民众，现在，

日本全国各地都在举行类似的集会抗

议，有的由个人发起，有的由团体组

织。两年来大家发起了各种签名、集

会、游行抗议活动，并在网上举办关于

核污染水的学习会，普及核污染水危害

的相关知识。

井上说，核污染水必须先储存起

来，尽量降低其放射性，然后和世界各

国一起商量如何处理。“如果这次轻易

允许核污染水排入大海，那今后只要出

现核污染，就都会投入海里了”。

日本政府 2021 年 4 月 13 日正式决

定，将福岛第一核电站上百万吨核污染

水过滤并稀释后排入大海。2023 年 1

月，日本政府将福岛核污染水的排放时

间定为“今年春夏之际”。

（据新华社东京4月13日电）

“核污染水的处理不能由日本政府擅作主张”
——日本民众集会抗议核污染水排海计划

4月 13日，在日本东京，民众手举标语在日本国会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参加集会抗议。 新华社记者 岳晨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