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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国
家主席习近平11日应约同韩国总
统文在寅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总统先生不久
前对中国进行了成功的国事访
问，双方就发展中韩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加强在重大地区和国际
问题上的协调达成重要共识，增
进了互信、加强了合作。中方对
中韩关系改善发展感到满意。新
的一年里，中方愿同韩方一道，
加强战略沟通，推动务实合作，
妥善处理敏感问题，推动两国关
系实现更大发展，共同努力促进
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韩方办
好平昌冬奥会，预祝平昌冬奥会
取得圆满成功。

文在寅再次感谢中方为他不
久前访华作出的周到安排，表示
期待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
发展势头，并在新的一年取得更
大进展。韩方感谢中方支持办好

平昌冬奥会。
文在寅通报了近日韩朝高

级别会谈成果，表示韩方高度
重视中方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
重要作用，感谢中方支持南北
对话，感谢中方为推动通过对
话谈判解决问题、维护朝鲜半
岛和平稳定所作努力。韩方愿
同中方一道，致力于通过对话
谈判解决问题，维护本地区和
平稳定。

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支持
韩朝双方改善关系、和解合作。
我们支持双方推进南北对话和交
流，逐步推动朝鲜半岛问题解
决。当前，朝鲜半岛形势挑战和
机遇并存。希望平昌冬奥会不仅
为韩朝对话带来契机，而且能成
为朝鲜半岛形势好转的开端。中
方愿同包括韩方在内各方加强沟
通和合作，争取形势进一步向好
发展。

习近平应约
同韩国总统文在寅通电话

由日本侨报社社长段跃中撰
写的他在日本推广“一带一路”
的文章，10日获得了中国新闻社
举办的“‘侨’这新时代”主题
征文活动二等奖。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4
年多来在国际上影响广泛，但日
本了解这一倡议的人并不多。过
去一年，第一本关于“一带一
路”的日文书在日本出版，日本
首个“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在东
京成立，这些成果都离不开段跃
中的积极宣传推广。

在日华人记者段跃中1996年
创办了专门出版中日文化交流图
书的日本侨报社。2016 年底，他
从人民出版社引进了中国人民大
学教授王义桅 《一带一路：机遇
与挑战》 一书的日文版版权，半
年后出版了该书的日文版 《一带
一路详说》。

段跃中告诉记者，在日本
4000 多家出版社中，日本侨报社
是第一家将“一带一路”理念用
日文图书的形式在日本推广的。

为了让图书得到更多日本读者的
关注，他还在日本最有影响力的
媒体之一 《朝日新闻》 刊登了

《一带一路详说》的广告。此书在
亚马逊 （日本） 有关中国的书籍
销售榜中排名第六。

《一带一路详说》 出版后，
段跃中又有了一个新想法——成
立“一带一路”日本研究中心。
段跃中多次联系日本著名学者、
筑波大学名誉教授进藤荣一，向
他介绍 《一带一路详说》 的出版
情况以及成立“一带一路”日本
研究中心的想法。最终，进藤荣
一被段跃中的诚意所打动，欣然
同意联合有关学者成立“一带一
路”日本研究中心。

2017 年 11 月 30 日，“一带一
路”日本研究中心在东京正式成
立，这是日本学界第一个关于

“一带一路”的研究组织，段跃中
与 20 多位学者成为首批发起人，
进藤荣一成为“一带一路”日本
研究中心的法人代表。

据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日本有位“一带一路”宣传员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大国关系，
深刻影响世界局势走向。2018 年，美
俄、欧美、俄欧关系走势将使国际局势
呈现一些新特点，而致力于构建新型国
际关系的中国将继续为大国关系注入更
多稳定性。

看点一：美俄对抗难缓和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去年 12 月发布的
国家安全战略中表示，俄罗斯企图塑造一
个有违西方利益和价值观的世界，是侵蚀
美国实力与繁荣的“竞争对手”。

在特朗普处理对俄关系时，美国共和
党、国会内部对俄鹰派发挥重要作用，导
致美俄关系难以缓和。俄总理梅德韦杰夫
表示，反俄的歇斯底里情绪已成为影响美
国内政的重要因素。

今年是美国中期选举年，“通俄门”
调查势头不会减弱，势必对特朗普对俄政
策形成牵制。可以预料，特朗普难以在缓
和美俄关系上有实质举动。

看点二：欧美关系不稳固

2017年，欧美关系经历了“特朗普效
应”的震荡，双方在防务、多边贸易、气
候变化、难民等问题上疏离倾向明显。
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教授施塔尔认为，
美国推行保护主义政策、对世贸规则的不
尊重将进一步削弱国际贸易秩序，而欧盟
拥护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这将是影响美
欧关系的重要变量。

欧美关系的另一重要变量体现在防
务方面。虽然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指出“北约仍是欧洲集体防御的基石”，
但近年来欧盟也在加快自我防务建设的
步伐。

一年来，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
等“退群”举动频频，凸显美国政府单边
主主义倾向，这与欧洲国家奉行的多边方
针背道而驰。哈佛大学教授、前副国务卿
伯恩斯近日撰文指出，美欧目前出现分歧
的领域已多过彼此一致的领域。

看点三：俄欧关系待重塑

乌克兰问题继续对欧洲形成困扰。法
德两国曾以诺曼底模式 （即法、德、俄、
乌四方磋商）寻求迅速解决途径，但该磋
商机制去年陷入停滞，加之难民危机、恐
怖主义蔓延，欧洲自顾不暇，只能以经济
利益受损为代价，追随美国保持对俄制裁。

施塔尔认为，欧盟意识到俄罗斯作为
主要玩家已重回国际舞台，与俄合作有利
于解决乌克兰冲突和叙利亚问题，并且符
合欧盟经济利益，但欧盟也想抵消俄在东
欧的影响力。2018年俄欧关系两重性的特
点将更加明显。

美国对俄政策也是影响俄欧关系的重
要变量。美国强硬支持乌克兰、谋求向欧
洲出口更多能源支持欧盟，都可能强化欧
盟对俄立场，加剧俄欧紧张局势。

看点四：中国注入稳定性

十九大报告提出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
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可
以期待，中国将为大国关系注入更多稳定性。

2017年，中美元首举行三次会晤，多
次通话通信，促进了双边关系的战略稳
定。美国前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认
为，“如果美中不合作，很难想象哪些跨
越国界的全球性问题能得到解决”。展望
2018年，两国虽有分歧，但中美关系航船
总体上将平稳前行。

中俄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日益显
示出坚韧性和稳定性。对于两国关系前
景，俄总统普京在去年 12 月年度记者会
上表示，发展与中国的战略关系是俄全国
共识。展望 2018 年，中俄全面战略协作
伙伴关系将会结出新硕果。

欧盟表示正在制定欧亚大陆互联互通
规划蓝图，并将与“一带一路”倡议对
接。展望 2018 年，中国将继续同欧方深
化互利合作，携手推进中欧和平、增长、
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建设，推动中欧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新的更大发展。

2018，大国关系图景四大看点

■新华社记者 徐剑梅 孙丁
美国“另类右翼”重要平台布赖特巴

特新闻网9日宣布，斯蒂芬·班农不再担
任其执行主席。

班农曾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竞选团队
负责人，曾任白宫首席战略师。2016年大
选以来，他不仅被视为美国“另类右翼”
领军人物，也被视为“另类右翼”进入美
国主流政治的关键纽带。

而今，班农这颗“流星”坠地，“另
类右翼”政治前景受挫，从中得利的则是
共和党内的建制派。

班农众叛亲离

能够影响特朗普，不管这有几分真
假，是班农的核心政治资产。但近日，一
本有关特朗普政府内幕的新书援引了班农
对特朗普及其家人的批评言论，引得特朗
普发表声明“怒撕”班农。

此后，班农陷入全面孤立。他准备在
11月国会中期选举中重点“栽培”的右翼
竞选人纷纷公开与他切割，他背后的大金
主也公开断绝与他的关系，声明支持特朗
普。

更意味深长的是，美国国内的“另类
右翼”运动——一个集结了白人民粹主义
者、种族主义者、女性歧视者、白人至上
主义者和新纳粹分子的大杂烩，没有如班
农所指望的那样簇拥在他身后，而是同样
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他。新书摘要披露后，
在布赖特巴特新闻网上，众多“另类右
翼”网民发帖声讨班农“背叛”特朗普。

“另类右翼”智库国家政策研究所执行主
任埃文·麦克拉伦撰文说：“对我们来
说，班农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力量早就完蛋
了……班农对我们的事业和候选人，仅仅
在带来多少现金流上有意义。”

此外，最早提出“另类右翼”并将这
一运动定义为“白人身份政治”的理查
德·斯潘塞也在社交媒体上指责班农“要
么生活在某些动画片里，做着狂热的冷战
梦；要么在制造替罪羊来掩盖自己的失
败”。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另类右翼”的
真正选择是白宫里的特朗普。失去与特朗
普的“特殊交情”，失去帮助“另类右
翼”参与主流政治的金主、人脉和媒体资
源，班农的价值便所剩无几。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巴鲁学院教授托马

斯·梅因即将出版一本研究“另类右翼”
的专著。他认为，“另类右翼”和班农的
政治婚姻与其说是基于志同道合，毋宁说
是权宜之计。对“另类右翼”来说，班农
只是他们通往主流政治乃至白宫的工具。
所以毫不奇怪，一旦特朗普抛弃班农，他
们就会立刻“止损”，弃班农如敝屣。

共和党建制派得利

不过，“另类右翼”的政治前景也因
班农与特朗普的决裂而受到影响。对他们
来说，像班农这样通往主流政治乃至白宫
的渠道，一时再难寻觅。

至于特朗普，尽管其政治基本盘无
忧，但在集结“另类右翼”选民造势方
面，显然失去了一个得力干将。这可能导
致他不得不更加依赖于共和党建制派和以

“前军人、商人、富人”为特色的内阁。
相比之下，此次特朗普和班农决裂的

赢家是美国国会中的共和党人，特别是共
和党内的建制派。

分析人士指出，近年来美国政治变迁
中，共和党右倾化是一个重要动向。班农
的出局意味着共和党内主流的建制派在今

年国会中期选举中失去了一个“劲敌”，
共和党右倾趋势有可能放缓。

近期，面对一些反特朗普人士质疑特
朗普的“精神状态”，共和党国会议员展
示了高度团结，纷纷发声为特朗普辩护。
此外，最新民调显示，目前共和党选民对
特朗普的支持率超过80％，班农在新书中
的爆料并未在共和党内部对特朗普产生实
质性杀伤力。虽然舆论普遍认为特朗普加
深了美国社会的分裂，但他也在相当程度
上显示了推动共和党从基层到领导层“团
结”的能力。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的演讲撰稿人马
克·蒂森呼吁，特朗普踢走班农后，下一
步就应该向充满偏执思想的“另类右翼”
说不。他说，凭借经济强劲表现和完成税
改立法等政绩，特朗普本应非常受美国民
众欢迎。其民望之所以一直低迷，一大原
因就在于他与“另类右翼”的关系令太多
美国选民感到不安。

展望特朗普执政第二年，面对“另类
右翼”的拥抱，他会选择与其亲密到什么
程度？面对经过一年磨合的共和党建制
派，他又会采取什么姿态？这些问题将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美国的政局走向。

班农麦克风哑了 美“另类右翼”受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