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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 1 月 29 日晚通知韩国方面，取消原定
2 月 4 日在朝鲜金刚山地区举行的朝韩联合文
艺演出。韩国政府对此深表遗憾。

朝韩围绕平昌冬奥会的合作交流遭遇小波
折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和平与和解进程从来不
可能一蹴而就。

新闻事实

据韩国统一部发布的消息，朝方在通报中
说，韩国媒体持续发布舆论侮辱朝方有关参加
平昌冬奥会的具有诚意的措施，甚至对朝鲜内
部的庆祝活动说三道四，在此情况下不得不取
消联合文艺演出。

继本月 9 日朝韩高级别会谈就朝鲜参加平
昌冬奥会等事项达成一致后，朝韩 17 日在实务
接触中商定，冬奥会开幕前在朝鲜境内金刚山
地区举行朝韩联合文化活动。

韩国政府对朝鲜单方面通报取消原定活动
深表遗憾，同时强调，迈出改善韩朝关系的第一
步不容易，南北应在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
履行好已经达成协议的事项。

韩国媒体猜测，朝方所说内部庆祝活动
是指建军节阅兵。今年是朝鲜人民军建军 70
周年。朝鲜 23 日宣布把建军节改回 2 月 8
日，恰好在平昌冬奥会开幕前一天。

这是朝鲜本月第二次临时改变计划。此
前，朝方在 19 日通知韩方定于次日派艺术演
出考察团赴韩为朝鲜艺术团访韩演出提前踩
点，当天深夜突然通知取消这一计划。20 日，
朝方又通知韩方 21 日再派考察团，但没说明
计划变更原因。

深度分析

朝韩就平昌冬奥会展开一系列合作与交
流，引发韩国保守派政党和部分媒体不满。最
大在野党自由韩国党甚至声称，平昌冬奥会
成了“平壤冬奥会”。而韩国保守派舆论最近
指责朝鲜阅兵会破坏冬奥会和平氛围，这在
朝鲜看来不可接受。

朝方先前也曾自泼冷水，出言警告冬奥
会相关事宜“可能生变”，加上随后这两次临
时改变主意，均反映出朝韩围绕北南关系转

圜主导权的博弈。
借助参加冬奥会，朝鲜给韩国文在寅政

府出了三道考题：一是停止与美国联合军演，
在同盟和同胞之间“二选一”；二是北南只谈
民族和解合作，不谈核问题；三是管控国内保
守派舆论。

既想推进“冬奥外交”改善南北关系，又
要顾及韩国国内舆论和美国态度，着实考验
青瓦台功力。

相关评论

朝韩以冬奥会为契机恢复对话、谋求
合作，备受世界关注和期待。不过，和平与
和解进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坎坷曲折也属
正常。

小波折暂不至于影响朝韩冬奥合作大
局。难得的对话氛围值得倍加珍惜，双方应理
性行事，真诚落实业已达成的协议。

朝韩和解，冬奥会圆满成功，国际社会乐
见其成。更希望双方都能秉持理解与尊重的
精神，在冬奥会之后继续通过对话缩小分歧，

增进和解与信任。

背景链接

平昌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分别定于 2 月 9
日至 25 日和 3 月 9 日至 18 日举行。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本月 1 日在新
年贺词中首次表示朝鲜有意参加冬奥会，强
调有必要在新的一年改善朝韩关系，得到韩
方积极回应。朝韩 3 日重开板门店联络热
线。

朝韩 9 日在板门店举行高级别会谈。这
是双方两年来首次正式对话。

经过连续磋商，双方商定，朝鲜参加平昌
冬奥会，南北联合组队参加女子冰球比赛，朝
韩代表团在开幕式共同入场。

双方还将做一系列文体交流，包括朝方
派艺术团访韩演出，南北滑雪运动员在朝鲜
联合训练。

(参与记者：陆睿、耿学鹏、杜白羽、
胡若愚，编辑：孙浩、鲁豫)

新华社北京 1 月 30 日电

朝鲜取消原定在朝鲜金刚山举行的朝韩联合文艺演出

半岛回暖生波折，冬奥外交有难题

新华社北京 1 月 30 日电(记者张伟)2018年
开年，中欧关系呈现新气象：法国总统马克龙、北
欧和波罗的海七国议长、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已
经或即将访华，“中欧旅游年”在威尼斯开幕，“一
带一路”项目落户比利时泽布吕赫港……

从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到共同维护
多边主义，再到反对贸易保护主义，面对当前国
际格局深刻变化，新时代中国和欧洲之间共同
语言越来越多，各领域交流与互利合作不断拓
展，中欧关系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性日益增大。

“一带一路”：中欧合作新框架

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5 周年。欧洲
对这一倡议的态度已由最初的猜疑转变为积极
参与。马克龙访华时表示，法方重视在“一带一
路”框架下增进两国合作，认为这极具战略意
义；欧盟驻华大使史伟日前透露，欧盟将在三四
个月内出台欧亚大陆互联互通蓝图，以便更好
地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特雷莎·梅访华期间
也将与中方一道拓展“一带一路”合作平台。

从地方、成员国到欧盟层面，从商界、学界
到政界，越来越多的欧洲人从“一带一路”倡议
中看到发展机遇，希望增进了解和推进合作。欧
洲议会欧中友好小组主席内杰·德瓦说，欧洲人

意识到，如果这一倡议顺利实施，欧洲每年经
济增长率有望达到 6%，远远高于现在。

欧洲智库马达里亚加基金会执行主任皮
埃尔·德福安表示，4 年多来，“一带一路”建设
在欧洲稳步推进，积小胜为大胜。匈塞铁路、
希腊比雷埃夫斯港等重点项目纷纷上马，这
向欧洲证明了中国不是在空谈，而是在行动。

与一些重点项目相比，中欧班列更能让
普通欧洲人感知“一带一路”的触角和吸引
力。去年中欧班列开行 3673 列，同比增长
116%，超过过去 6 年的总和。截至 2017 年
底，中欧班列到达欧洲 13 个国家 36 个城市。

“一带一路”倡议正成为中欧合作新的框
架。德福安评价说，“一带一路”倡议正沿着正
确的方向发展，这让欧洲更多地开始往东看。

多边主义：中欧合作新契机

今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马克龙和
德国总理默克尔高调亮相，共同向外界宣示
“欧洲回来了”的同时，坚决捍卫多边主义，呼
吁各国共同应对挑战。这与中国共商、共建、
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以及一贯支持和维护多
边主义的立场相得益彰。

默克尔表示，德国致力于寻找多边方案

解决共同问题，单边行动和保护主义不可取。
马克龙也提到，多边主义变得相对脆弱，包括
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在内的国际组织遭
受各种攻击，但历史已证明，解除与这些组织
间的合作会产生怎样的后果。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冯仲平
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欧洲国家在多
边主义理念上与美国政府发生了严重冲突。
美国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和不断威胁退
出伊朗核协议，最终让欧洲下决心提升与中
国的关系。由于中国在这两大问题上与欧洲
持相同立场，中国和欧洲事实上已成为坚定
的合作伙伴。

马克龙访华期间，中法在联合声明中明
确写道，双方将继续促进以国际法和公认的
国际关系准则为基础的多边主义，深化和拓
展在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以
及坚持并维护伊朗核协议。

自由贸易：中欧合作新境界

经贸向来是中欧关系的基石，近年来中
欧年贸易额保持在 6000 亿美元左右。欧盟是
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欧盟第二大
贸易伙伴。

面对反全球化思潮和贸易保护主义抬
头，欧洲领导人意识到，贸易保护主义没有出
路，只会让自己陷入孤立。马克龙在世界经济
论坛上也公开呼吁实现兼具包容性和可持续
性的全球化发展。

可以说，中国和欧洲在自由贸易问题上
站到了一起：中欧都支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
济，反对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努力确保公平
竞争环境，以及推动实现更加开放、包容、平
衡、互利共赢的经济全球化。

当前，中欧正在共同推进双边投资协定
谈判。欧盟驻华大使史伟说，希望谈判能在今
年进入“决定性阶段”，取得突破性进展。

更有有识之士指出，在贸易保护主义抬
头的背景下，中欧应该加快建立中欧自贸区，
塑造全球贸易投资治理中南北合作的典范，
使得中欧在维护经济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系
中作出更大贡献，同时开创中欧合作新境界。

今年是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 15
周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15 年来，
中欧关系日臻成熟，不仅利于中国和欧洲发
展，也利于全球和平与繁荣。正如欧盟外交和
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所言，在全球治
理面临多方面挑战的当下，欧中双方的合作
从未如此重要。

新华社伦敦 1 月 30 日电(记者张代蕾)英
国首相特雷莎·梅将于 1 月 31 日至 2 月 2 日访
问中国并举行新一轮中英总理年度会晤。这是
她出任首相后首次正式访华。

在英国前首相卡梅伦时代，中英双方共同
描绘了双边关系“黄金时代”新蓝图。在英国“脱
欧”公投后上台的梅，延续中英关系“黄金时代”
大方向，着力塑造“全球化英国”。

拥抱“黄金时代”

“我会致力于保持英国与中国关系的‘黄金时
代’——— 不仅仅因为中国是重要的贸易伙伴，更
是因为同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作出的决
定能和我们的决定一起改变这个世界。”一个月
前，梅在伦敦金融城市长晚宴上发表演讲时说。

2015 年 10 月 19 日至 23 日，国家主席习
近平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与时任英国首相卡
梅伦共同开启持久、开放、共赢的中英关系“黄
金时代”。梅上台后继续坚持中英关系“黄金时
代”的大方向，中英关系保持持续发展的态势。

2016 年 9 月，梅出任首相后不久出席在中
国杭州举行的 G20 峰会。之后，她批准重启中
英法三方合作的欣克利角核电站项目。

2017 年初，她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明
确表示：“我当然要去中国访问，我们在考虑什么
时候适合。我们显然看重与中国的贸易关系。”

梅认同全球自由贸易，主张英国“脱欧”后
加强对华经贸合作。去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年会之后，她说：“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的讲话
以及对全球自由贸易重要性的评论引人关注。”

后“脱欧”时代，英国政府提出塑造“全球化
英国”，将目光投向欧美盟友之外的其他国家，
中英关系也因此迎来新机遇。此次梅访华期间，
预计双方领导人将巩固战略共识，拓展务实合
作，赋予“黄金时代”新内涵。

就任“脱欧首相”

梅出生于 1956 年 10 月 1 日，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投身政治，先后担任市议员、国会下院
议员，2010 年被任命为内政大臣，是英国政坛
半个世纪以来在内政大臣这个被称为“政客坟
墓”的职位上任职时间最长的人。

2016 年 7 月，身为“低调疑欧派”的梅在英
国公投决定脱离欧盟后临危受命，出任英国首
相，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二位女首相。

执政一年多来，梅内忧外患不断，内有党
内“倒梅”阴谋、政局混乱，外有欧盟步步紧
逼、谈判艰难。虽然遭遇执政危机、高官丑闻、
恐怖袭击等重重挑战，但这位将“脱欧”视为
头号任务的首相依然带领英国政府与议会走
完了“脱欧”谈判内部程序，与欧盟达成阶段
性谈判成果。

在号称史上最艰难的英国“脱欧”谈判
中，梅在多方之间斡旋奔命，充分展露出坚忍
沉稳的性格，这种性格与其成长经历密不可
分。她曾在多个场合回忆父亲对她的影响。

作为一个牧师的独生女，梅以父亲的身
份为荣，她很小就明白在父亲面前她的“小需
求”永远排在公众的“大需求”之后。父亲关心
时事，梅耳濡目染，12 岁起每周末在保守党办
公室帮忙做事。在牛津大学读地理专业期间，
热衷政治和辩论的她成为大学辩论会主席。

扎实苦干、不喜社交，这两个特征从梅少
年时就开始显现。喜欢她的人认为这是她的

优势所在，也是她多年来不依靠出身和人脉、
一路默默打拼成为英国第二位女首相的实力
所在。

热爱时尚

梅的父母上世纪 80年代先后去世后，丈夫
菲利普成为她最亲密、最信赖的人。两人结识于
牛津大学，1980年结婚，至今恩爱如初。梅在多
个场合公开称赞丈夫是她“最坚实的靠山”。

梅性格低调，在媒体面前寡言少语，是
“花边新闻”绝缘体，公众对她的个人生活、性
格喜好等知之甚少。

去年 5 月，梅接受《星期日泰晤士报》采
访。无论是大话题还是小问题，她的回答都无
比简洁。

———“喜欢看《福尔摩斯》还是《骇人命案
事件簿》？”“两个都看。”

———“喜欢威士忌还是红酒？”“视情而

定。”
———“喜欢默克尔还是马克龙？”“都有合

作。”
———“苏格兰什么时候应该举行第二次

独立公投？”“不是现在。”
———“为什么你的社会福利政策前后转

变巨大？”“并无变化。”
英国媒体喜欢捕捉梅的妆容和服饰搭

配，她的口红、低胸上衣、豹纹鞋曾长期占据
英国报纸版面。她毫不掩饰自己对时尚的热
爱，称自己如果被扔到荒岛上，只希望随身带
上《时尚》杂志。

梅还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对烹饪的热爱。
她家里有一百多本烹饪书；在 2016 年出任首
相后首次接受媒体访问时，她分享了母亲当
年最拿手的司康饼食谱。

与英国首位女首相、“铁娘子”撒切尔夫人
相比，梅更积极为女性发声，鼓励和帮助女性
进入英国政坛，促进保守党的现代化、多元化。

特雷莎·梅：拥抱中英关系“黄金时代”

新时代中欧三大“共同语言”
虽然一些西方国家的“中国威胁

论”是老调重弹，但最近出现了一些关
于“中国威胁”的新说法。美国政府一
位匿名高级官员 28 日称，为因应中国
“窃听”美国电话的威胁，特朗普的国
家安全团队正在讨论由政府建立一个
更加保密的网络系统。这条白宫新闻
被西方媒体广泛报道，标题中大多加
上了“瞄准中国威胁”“应对中国担忧”

的醒目字眼。

最近一段时间，一些西方政客和
媒体似乎对“中国威胁”情有独钟。比
如，澳大利亚媒体捕风捉影鼓噪中国
“政治渗透”，并得到澳部分政治人士
的应和；又比如，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
令哈里斯指责中国威胁海上航行自
由，称中国是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
“破坏性力量”；再比如，德国、法国、意
大利联合起草了一份加强对外资并购
审查和控制的法律草案，以遏制中资
在欧洲的收购热。在一些西方政客和
媒体的语境里，从政治到军事，从经济
到科技，“中国威胁”无处不在。

事实上，在中国快速发展进程中，
所谓“中国威胁论”一直不绝于耳。大
概是炒冷饭实在乏味，西方最近又发
明了一个新词汇——— “锐实力”。按照
美国媒体的说法，这个新词儿来自美
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一份报告，是指
中俄运用文化交流活动和传媒信息项
目等在世界各地营造公共舆论和观
念。最近，这一概念在西方舆论场得到
一些学者和媒体的跟进。英国《经济学
人》杂志在封面文章《锐实力——— 中国
影响力的新形态》中声称，中国试图对
其他国家的政界、媒体和学术界进行
渗透和分化。而在“软实力”之父、哈佛
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看来，中俄两国运
用“锐实力”在国外操控舆论，给西方
国家带来“真实存在”的挑战。

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升温自有
它产生的新背景。尽管乐观人士将世
界经济实现整体复苏的 2017 年视为
金融危机的“正式终结”，但这并不意
味着西方国家已走出由金融风暴引发
的治理困境和制度危机。一边是关于
西方“衰落”的声音此起彼伏，一边是
中国风景独好，特别是中共十九大以
及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
的胜利举行，令世界更加感受到中国
的制度活力与发展吸引力。风景的不
同与力量的此消彼长引发西方担忧与
焦虑。于是，“中国威胁论”便成为寄放
这种不安情绪的“救命稻草”。

当然，进一步讲，炒作“中国威胁论”折射出西方面对中
国发展的两种旧思维。

第一种旧思维是“傲慢与偏见”。抓住工业革命先机的
一些西方国家，在数百年时间里牢牢占据全球产业链和价
值链高端，并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保持主导地位。中国
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兴起对西方优势地位形成了挑战，其独
特的现代化模式更是对西方的价值观和制度优越感形成
了冲击。

虽然追赶与进步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常态，但西方似乎
并未完全做好接纳变化和多样性的心理准备。美国《外交》
双月刊网站谈到中俄“锐实力”时直言不讳：尽管两国采取
的某些行动可以归入正常公共外交范畴，但它们政治制度
的性质却始终从根本上影响着它们的努力。这是一个有趣
的逻辑，同样的公共外交努力，在西方国家就是展现“魅力
攻势”的“软实力”，而在中俄则因为政治制度的原因就被定
义为带有干预与渗透色彩的“锐实力”。

第二种旧思维是零和思维。新近出炉的美国国家安全
战略和国防战略将中俄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对此，俄罗斯
高等经济学院教授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认为，这表明美
国重返冷战思维，“在美国看来，世界充满威胁，而不是机
遇”。事实上，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怎样改变你赢我输的
零和心态、从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发展中探寻自身发展的机
遇，恐怕是西方国家开拓未来发展之路必须解开的心结。

在刚刚结束的瑞士达沃斯论坛上，中国明确表示，将利用
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机会推出新的、力度更大的改革举措，
再次打开了国际社会分享中国发展机遇的想象空间。

世界的变化，承认或不承认，它就在那里；中国的发展，
接受或不接受，它也在那里。对某些西方政客、学者和媒体
来说，与其热衷渲染“中国威胁论”、炮制“中国威胁”的新概
念，不如尝试改变自己的旧思维、旧心态，共同开创双赢多
赢的新未来。 (记者郝薇薇)新华社北京 1 月 30 日电

特雷莎·梅的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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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柏林 1 月 30 日电(记者乔继红、朱晟)德国大
众、宝马和戴姆勒等汽车生产企业近日再陷丑闻，被指用人
和猴子做汽车尾气危害试验。大众首席执行官米勒 30 日表
示，大众将承担一切必要后果，并承诺今后绝不再进行动物
试验。

米勒当天致信大众全体员工，表示用动物做尾气试验
“不道德、令人生厌、可耻”，对错误行为深表歉意。他承诺，
大众会彻查此事，同时将完善公司机制和文化，杜绝再发生
类似丑闻。

当天，大众公共关系主管施特格引咎辞职，承担此事全
部责任。

近日，媒体相继披露，由大众、戴姆勒和宝马等德国车
企出资成立的机构曾在汽车尾气试验中，让猴子、甚至人吸
入尾气来测试其危害。

受丑闻影响，德国国内对禁售柴油车以降低尾气排放
危害的讨论再次升温。德国政府发言人赛贝特说，无论是在
人还是猴身上测试尾气影响，都不合伦理。

2015 年，大众等德国车企被曝为柴油车安装作弊软件
以应付尾气排放检测，口碑和声誉受损，并为此支付数百亿
美元善后费用。

米勒 30 日在信中坦言，大众的危机还没结束，“要想赢
回信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德车企再陷丑闻

大 众 公 开 致 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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