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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有 20 多个西方国家因俄
罗斯前特工在英国“中毒”事件宣布驱
逐逾百名俄罗斯外交人员。美国日前
高调加入英国发起的行动，宣布驱逐
数十名俄罗斯外交官并关闭俄驻西雅
图领事馆。这是特朗普总统上台以来，
美欧之间携手跳出的合拍舞步，颇为
罕见。在美欧跨大西洋裂痕日益扩大
的背景下，西方国家在此事上展示的
“团结”耐人寻味。

回顾过往，英国“脱欧”与特朗普
当选这两只“黑天鹅”结伴而来，为欧
洲政治与跨大西洋关系蒙上阴影。当
欧洲人尚未从“黑天鹅”降临的错愕中
回过味来时，特朗普用言语和行动让
欧洲人进一步目瞪口呆。

从拒绝与到访的德国总理默克尔
握手到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比手劲”，
从称赞英国“脱欧”到公开批判德国移
民政策，特朗普的“特立独行”，让其欧
洲盟友颜面受损。德国《国际政治与社
会》杂志网站安慰欧洲道：“这位现任
美国总统冒犯或羞辱了几乎每一位国
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但至少截至目前，
他并没有挑起战争。”

二战后与欧洲的盟友关系一直是
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基石，但特
朗普政府上台后的一系列对欧动作大
有“推倒重来”的架势。从公开宣称北约
“过时”到反对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
伴关系协定，从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到
宣称美国驻以色列使馆迁址，再到威
胁推翻伊核协定，特朗普政府的“美国
优先”政策一次次冲击欧洲。近年来，欧洲民意对美的不满持
续积聚发酵，欧洲舆论对华盛顿的冷嘲热讽已刹不住车。包
括德国《明镜周刊》在内的许多欧洲主流媒体认为，如今就连
坚定的大西洋主义者也无法再否认跨大西洋关系危机，而
“大西洋价值共同体”的主要政治威胁恰恰来自华盛顿。

需要指出的是，跨大西洋关系陷入前所未有的泥潭并非
偶然。德国联邦议员罗尔夫·米策尼希在题为《跨大西洋主义
的终结》一文中写道，特朗普主义并非美国历史的一次“事故”，
而是冷战后“美国作为世界强国的狂妄自大和自以为是的傲
慢带来的结果”，而特朗普不过是“撕下了美国的面具”，“露出
这个世界大国充满疑虑、肆无忌惮且自私自利的真面目”。

裂痕日益加深、背影渐行渐远，这其实并非美欧领导人
的主观愿望，而是双方战略考量、利益诉求和政策主张日益
分化的现实结果。俄罗斯前特工“中毒”事件的出现，仿佛让
大西洋两岸找到了“弥合”裂痕的一支“黏合剂”。这就不难
理解此次一些西方国家集体行动的积极性了。

(记者吴黎明)新华社北京 3 月 27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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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27 日电综合新华社驻外
记者报道：前俄罗斯情报人员谢尔盖·斯克里
帕尔和女儿尤利娅在英国“中毒”事件引发的
外交风波持续发酵。26 日，16 个欧盟成员国
及美国、加拿大、阿尔巴尼亚、挪威、马其顿、乌
克兰等国宣布驱逐俄外交人员。俄方则抨击这
些国家串通反俄，并表示将采取对等措施予以
回应。

26 日，16 个欧盟成员国宣布驱逐俄罗斯
外交人员：法国、德国、波兰宣布各驱逐 4 人；捷
克、立陶宛各驱逐 3 人；丹麦、意大利、荷兰、西
班牙各驱逐 2 人；瑞典、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克
罗地亚、罗马尼亚、芬兰、匈牙利各驱逐 1 人。

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当天在保加利亚瓦
尔纳说，欧洲理事会对“中毒”事件表示最强烈
谴责，认为俄罗斯极有可能与此事有关，为此欧
盟已经召回驻俄罗斯大使。未来数日和数周，不
排除欧方还将采取更多措施，包括驱逐更多的
俄外交人员。

此外，阿尔巴尼亚宣布驱逐 2 名俄罗斯外
交人员，挪威和马其顿宣布各驱逐 1 人，乌克
兰、加拿大宣布各驱逐 13 人和 4 人。冰岛政府
宣布暂缓与俄方所有双边高级别对话，冰岛领
导人也不会出席定于今年夏天在俄罗斯举办的
世界杯足球赛。

同日，美国也宣布驱逐约 60 名俄罗斯外
交人员，并关闭俄驻西雅图领事馆。美方指认
这些人以外交官身份掩护从事情报收集，要
求他们 7 日内离境。美方称，此举旨在应对俄
罗斯在美日益活跃的情报收集行为，以及宣
示对北约盟友的支持。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副发言人哈克
说，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已经告知联合国
秘书处，美方决定根据美国与联合国签署的
相关协议，驱逐 12 名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
团成员。哈克表示，鉴于此事的敏感性，联合
国方面暂不发表更多评论。

27 日，澳大利亚政府宣布驱逐两名俄罗
斯外交人员。

俄罗斯方面对多国宣布驱逐俄外交人员
反应强烈。俄外交部发表声明说，英国的盟友
们在缺乏客观详尽调查的情况下，盲目追求
“西方一致”而不惜损害其理智、国际对话规
范和相关国际法准则，这些做法不会没有后
果，俄方将会作出回应。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西方
多国在同一天宣布驱逐俄外交人员，表明在
美国和英国存在一些强大势力支持对俄挑
衅，要在信息、宣传、政治等领域对俄持续发
动攻势。俄方对卷入此事的“每个西方国家”

都将采取“相应报复手段”。
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国际事务委

员会主席斯卢茨基说，在同一天驱逐俄罗斯
外交人员是“基于仇俄心态而串通好的行
为”，这些国家在“中毒”事件尚无定论之际便
共同认定俄方在此案中有罪，这是对俄罗斯
的挑衅和破坏国际法行为。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俄方
多次表示与“中毒”事件没有任何关联，多国
将此事作为驱逐俄外交人员理由站不住脚。
俄方将分析与‘中毒’事件相关的国际事态，并
就需要采取哪些回应措施向总统普京建议，
普京将对此作出决策。

据媒体报道，俄罗斯前情报人员斯克里
帕尔及女儿 3 月 4 日被发现在英国威尔特郡
索尔兹伯里市街头一张长椅上昏迷不醒。英
国警方认定这对父女遭神经毒剂袭击。英国
政府称，俄罗斯“极有可能”与此事有关。14
日，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宣布驱逐 23 名俄外
交人员。17 日，俄罗斯政府宣布驱逐 23 名英
国驻俄外交人员。(参与记者：郑江华、王欣
然、应强、刘芳、王星桥、陈进、付一鸣、石中
玉、王义、李骥志、杨永前、高磊、郭明芳、郭
群、郭春菊、栾海、刘力航、梁有昶、尚绪谦、

钟忠、徐海静)

我外交部发言人：有关国家

应避免激化矛盾

新华社北京 3 月 27 日电(记者温馨)外
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27 日就西方大规模驱
逐俄罗斯外交人员一事答问时表示，有关
国家应切实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避免采取任何激化矛盾的举措。

据报道，俄罗斯前特工斯克里帕尔中毒
事件近来有愈演愈烈之势。现在共有包括 16
个欧盟国家在内的至少 22 国宣布驱逐超过
135 名俄外交人员，是冷战以来西方最大规模
驱逐俄外交官的行动。

在 27 日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
记者问及此事。华春莹表示，中方高度关注当
前的事态，中方坚决反对任何使用化武的行
为，同时认为“斯克里帕尔事件”应在弄清事
实基础上通过英俄双方对话妥善处理。有关
国家应切实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避免采取任何激化矛盾的举措。

她说，在当前国际社会面临诸多挑战的
情况下，各国应摒弃冷战思维，放弃对抗，共
同致力于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
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欧美多国宣布驱逐俄罗斯外交官
俄方表示将采取对等措施予以回应

新华社纽约 3 月 26 日电(记者王乃水、李
铭)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频频以巨额贸易逆差
为借口发起带有浓厚单边主义色彩的贸易调
查。对此，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
奇认为，这个“借口”根本站不住脚。

罗奇日前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美国巨额
贸易赤字并不是问题的本质，贸易赤字实际上
反映了美国经济一个更严重的内部矛盾症结，
即国内储蓄严重短缺。

罗奇说，目前美国的国民净储蓄占国民收
入的比重(净储蓄率)处于历史较低水平，不足
20世纪最后 30 年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据美国圣路易斯联储的数据显示，2017年前
三季度，美国净储蓄率分别为 1.9%、1.7%、2.2%。

“这可能是现代历史上所有发达国家中
最低的储蓄率了，”罗奇说，“在缺乏储蓄的同
时，想要消费和经济增长，美国就必须从国外
进口‘剩余储蓄’。”

而正是因为这一根本性原因，美国与其
他国家的贸易赤字是广泛存在的。罗奇说：
“2017 年美国与高达 102 个国家存在商品贸
易逆差。”

“贸易问题无法通过关税解决，”罗奇说，
“这是一个储蓄问题，只能通过提高国内储蓄
来解决。这就要求美国削减联邦预算赤字，而
不是像特朗普政府正在做的那样去增加赤
字。”

罗奇担心，不能正确认识储蓄与贸易之

间的关系，可能会在历史上成为美国政府一
个主要的经济政策失误。

罗奇指出，中国在美国商品贸易总体逆
差中所占比例确实大，但中美经贸的这种不
平衡很大程度上同供应链扭曲有关，“以最终
出货量为基础的贸易流量并不能客观反映在
贸易赤字中”。

例如，很多在中国组装的最终产品，拥有
许多其他国家的元器件，像苹果手机就是这
样。当最终产品运往美国时，其全部价值的
100% 都会被视为中国进口，这远高于在中
国实际增加的价值。

英国市场分析机构马基特集团的研究显
示，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苹果 iPhoneX，其在

中国生产的过程仅占其制造成本的 3% 至
6%。

罗奇说，据经合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
贸易增值计算方法，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规
模至少要减少三分之一。他认为，美国对华贸
易逆差反映了在国际分工背景下美国和贸易
伙伴在制造业方面的不同比较优势，实际上
也体现了国际专业化分工给美国消费者带来
的价格和成本优势。

“对于储蓄严重短缺的美国经济而言，这
是必须学会接受的成本。”罗奇说。

罗奇说，作为世贸组织的成员，美国和中
国应该将世贸争端解决机制作为解决两国贸
易摩擦的第一道防线。

美国巨额贸易逆差源自国内储蓄严重短缺
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罗奇称巨额贸易逆差这个“借口”根本站不住脚

新华社北京 3 月 27 日电(记者
刘轶芳)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多元
化、多极化成为全球发展的特征，全
球联动、共同繁荣成为发展的普遍
共识和目标。这种形势下，在全球范
围内遵循共同的贸易规则至关重
要。

此次特朗普政府拟对从中国进
口的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限制中
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依据的却是
美国自身去年 8 月份发起的“301
调查”，是以一国内部法律条文处理
国际事务，不合时宜。

“301 调查”早已过时，本质上
依据的是美国国内法，而特朗普政
府则将其用于处理国际事务，有悖
国际贸易法规，无视世界贸易组织
等多边贸易体系的权威，更是对国
际经贸秩序的公然挑战和践踏。

所谓“3 0 1 调查”源自美国
《1974 年贸易法》第 301 条。该条款
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可对他国的“不
合理或不公正贸易做法”发起调查，
并可在调查结束后建议美国总统实
施单边制裁，包括撤销贸易优惠、征
收报复性关税等。这一调查由美国
自身发起、调查、裁决、执行，具有强
烈的单边主义色彩。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曾频
繁对包括日本、欧盟、加拿大、巴西在
内的多个贸易伙伴发起“301 调查”。
但 1995 年世贸组织成立后，美国政
府就很少使用这一过时的调查工
具，而更倾向于直接在世贸组织向
其他国家提出贸易诉讼。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美国
发起的“301 调查”总共超百起，但
仅有十多件导致了报复性措施的实
施。

日本富士通总研经济研究所主席研究员金
坚敏说，分析过往的案例可以看出，美国推动
“301 调查”的真正目的不是发动制裁，它只是

一种施加压力的手段，目的在于
让美国在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

美国这种使用单边制裁措施
威胁贸易伙伴的做法常常引起对
方不满。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曾
在 1989 年首次启动“超级 301 条
款”，认为日本在卫星、超级计算
机和木材产品方面存在贸易壁
垒。尽管美国在发起调查后就向
日本发出磋商邀请，但日本政府
多次表态，坚决不在报复性制裁
措施的威胁下进行谈判。

美国“301 调查”战线拉锯最
长的是与欧盟的含激素牛肉争
端。早在 1985 年，欧盟前身欧洲
共同体就以存在食品安全隐患为
由，宣布将禁止进口和销售含激
素牛肉。普遍使用生长激素饲养
肉牛的美国于 1987 年对欧共体
发起“301 调查”。尽管双方磋商
不断，但都不肯在关键问题上让
步。1989 年 1 月，欧共体禁令生
效。美国对欧共体实施报复性关
税制裁，欧共体则对部分自美国
进口产品征收反制性关税。

西班牙 I E 商学院经济环
境和国别分析教授盖尔·阿利
亚德认为，贸易战通常是贸易
争端能带来的最糟后果，特朗
普政府的行为很可能削弱世贸
组织，而后者是当今世界经贸
繁荣的基石。

报复性措施由美国单方面提
出，一旦实施，往往会引来对方的
反报复措施，造成双输或多输的
结果。美国这种单边主义行动，不
仅有违现有世贸组织精神，也是
对现行多边贸易体系的公然挑
衅。因此，不少专家都表示忧虑，

并警告美国不应短视狭隘、任性妄为，挑动恶
性循环、殃及各方的贸易战。 (参与记者：
金旼旼、马曹冉、钱铮、王薇、郭求达)

美
国
﹃3

0
1

调
查
﹄
早
已
过
时

这
种
单
边
主
义
行
动
是
对
现
行
多
边
贸
易
体
系
的
公
然
挑
衅

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 3 月 27 日电(记者吴刚)俄罗
斯总统普京 27 日表示，大意和玩忽职守是导致克麦罗沃大
火并引发重大伤亡的主要原因。

普京当天抵达克麦罗沃并召开关于火灾救援的会议。
普京在会上说，俄罗斯当前在大力解决人口增长问题，却由
于人为原因一下失去这么多人口。这是犯罪行为，不是战
争、不是自然灾难，而是大意和玩忽职守造成如此重大的伤
亡。他同时要求对涉及此案的每一个政府官员的行为进行
法律评估。

有官员表示，购物中心租户主要是个体商户并经常更
换，目前俄政府又对个体商户实行免税政策，这造成无法对
其经营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对此，普京说，对个体商户的免
税政策并不是相关部门可以放松安保监管的借口，国家机
关的职责就是对企业经营行为进行监督并创造一个安全的
环境。

俄联邦侦查委员会主席巴斯特雷金表示，发生火灾的
购物中心所在的地方原来是一个糖果厂，2013 年改建成购
物中心。侦查人员在调查此次火灾的过程中发现了很多不
合规的证件。

名为“冬天的樱桃”的购物中心 25 日发生火灾，过火面
积约 1500 平方米。火灾已造成 64 人死亡，目前俄方正加紧
调查事故原因，同时在全俄类似购物中心进行检查，排除火
灾隐患。

普京：大意和玩忽职守

是购物中心火灾主因

新华社东京 3 月 27 日电(记者王可佳、姜俏梅)针对日
本财务省篡改“地价门”相关审批文件一事，日本国会 27 日
传唤关键证人之一、时任财务省理财局局长佐川宣寿到国
会作证。佐川多次拒答关键问题，当天审议无实质进展，引
发各界质疑。

本月 2 日，日媒披露财务省近畿财务局在“地价门”丑闻
中出具的土地买卖审批件或被篡改。财务省 12 日承认，“地
价门”遭曝光后，财务省篡改了 14 份相关文件，其中包括删
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夫人安倍昭惠及多位政治家的名字。

佐川 27 日在国会声称，财务省篡改相关文件的责任仅
在自己一身，否认在“地价门”丑闻相关售地、篡改环节中受
到首相安倍晋三夫妇、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及其他
政治家的影响。同时，他坚称自己至今仍认为低价向森友学
园出售国有土地一事是正当、合规的，并否认自己去年曾就
“地价门”丑闻在国会答辩时说谎。

针对此前备受关注的“究竟是谁为何下达篡改指示”等
一系列涉及文件篡改的问题，佐川均拒绝回答。

佐川的姿态引发在野党不满，批评其不作答关键问题
反而加深各界疑惑，同时要求传唤安倍昭惠等其他关键证
人到国会作证。立宪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辻元清美认为，
佐川将所有责任限定在财务省理财局的范围之内，欲令这
场风波早日收场。

佐川 2017 年曾作为财务省相关负责人多次出席有关
“地价门”丑闻的国会审议。他在国会坚称相关文件记录已
毁并否认事件中存在政府行政干预。安倍当时也曾在国会
表示，若自己与妻子与“地价门”一事有关，将辞去首相及国
会议员职务。有分析指出，财务省或为配合佐川和安倍在国
会上的表态而篡改相关审批文件内容。

日本“地价门”关键证人

拒答关键问题引发质疑

新华社北京 3 月 2 7 日电 (记者温馨 )
针对有媒体称“中美正在静悄悄地就避免
贸易战开展谈判磋商”，外交部发言人华春
莹 27 日在回答相关提问时说，谈判磋商应
该是互利双赢的，开放也应是双向的，希望
美方和其他国家也能为中外企业开展正常
的投资商业活动创造公平、非歧视的营商
环境。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华尔
街日报》等报道，中美正在静悄悄地就避免贸易
战开展谈判磋商。美方向中方提出了对美国汽

车减税、购买更多美半导体产品、对美金融企
业开放更多市场等一系列要求。中方对此有
何回应？

华春莹说，中方一贯主张并致力于通
过谈判磋商妥善解决贸易分歧或摩擦问
题。“我们谈判磋商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
但是必须要强调一点，这种谈判磋商绝不
是一方居高临下地提要求，而是双方相互
尊重、平等相待、建设性地谈判和磋商，结
果应该是互利双赢的。”

她强调，中国过去 40 年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巨大成就，靠的是改革开放。“今后我
们还将进一步扩大开放，深化改革。中国的
开放是自主的开放，将继续按照自己设定
的目标、确定的路径和规划的节奏有序推
进。”

华春莹说，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
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将实行高水
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大幅
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
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刚刚结束的全国
两会通过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要

进一步拓展开放范围和层次，完善开放结
构布局和体制机制，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
质量发展。加强与国际通行经贸规则对
接，建设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总之，我们
的努力方向是使 13 亿人的市场成为中外
企业、各类所有制企业都可以公平竞争的
市场。”

“当然，开放应是双向的。我们希望美
方和其他国家也能为中外企业开展正常
的投资商业活动创造公平、非歧视的营商
环境。”华春莹说。

外交部回应“中美正就避免贸易战开展谈判”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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