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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 10 月 23 日电(记者刘阳、
郭一娜)曾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担任贸易代表
的迈克尔·坎特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
表示，美中两国经济高度相互依赖，双方经贸
磋商必须秉持“双赢”的精神，并通过友好协
商管控分歧，维护发展好美中关系。

坎特曾于 1993 年至 1996 年担任贸易代
表，多次代表美国政府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
包括美中两国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
边谈判。回顾与中方就“入世”问题谈判的经
历，坎特说，以中国经济当时的发展潜力，不
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没道理”。

坎特表示，中国在 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
后继续改革开放取得瞩目成就，兑现了入世
前做出的承诺，不仅实现自身经济快速发展，
也为全球经济发展带来强劲动力。他对中国

通过经济发展使上亿人口脱贫表示赞叹，“中
国的发展是好消息，这意味着人们生活在变
好”。

坎特目前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
市，他很高兴看到加州一直同中国在经贸、气
候变化等领域保持密切合作。他说，洛杉矶港
就是美中合作的一个典范，中国的船运公司
在美国雇用了成百上千的员工，这样的中国
公司还有许多；同时，美国也有不少公司在中
国经营，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

“我们两国经济高度相互依赖，人们必须
要意识到这一点。”坎特说。

考虑到美中两国庞大的双边贸易额，坎
特认为，双方出现贸易分歧在所难免，存在一
定竞争也是正常现象。“只要我们都抱着让所
有人都能发展的态度，相互竞争没有问题。”

坎特指出，美国政客的一些过激涉华言
论其实是说给国内民众听的，希望借批评外
国政府提升国内支持率，但并不符合美国长
期利益。“处理国际关系时不能只算国内政治
账，批评外国以取悦国内民众很简单，但这是
短期政治利益，长期危害很大。”

坎特认为，目前美国政府咄咄逼人的态
势对缓解美中贸易摩擦没有益处，“美国应当
停止威胁中国，这毫无帮助。”

他强调，美国对华商品加征关税会伤及
自身利益，并不明智。“就算中国不反制，美国
经济也会遭受沉重打击，结果将是经济增速
放缓、工作岗位减少、收入减少、更多人陷入
贫困。”

坎特认为，美中经贸磋商必须秉持“双
赢”的精神，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任何一方

希望在谈判桌上取得“完胜”的想法都是
不现实的。“我担心美国谈判官员没有意
识到中国是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
不可能无条件答应美方所有主张。”

他指出，双方都应意识到这是一个长
期的过程，不应期望一蹴而就。

“美中两国确实存在分歧，但不意味着
必须一夜之间消除全部分歧，”坎特说，“我
们可以一步一步做出改变，这不仅是指经
贸层面，两国也必须在战略和政治层面维
护好双边关系。”

在坎特看来，作为世界上两大经济
体，美中两国有责任维护好双边关系，美
中关系是否健康关系到世界经济发展以
及和平稳定，两国通过友好协商管控好分
歧“极为重要”。

美中经贸磋商须秉持“双赢”精神
访前美国贸易代表坎特

新华社评论员

“美国信誉下滑得超出了很多美国人
的预料”，一家海外媒体的评论，道出了国
际社会近期的感受。

不久前，美国领导人发表消极言论，指
责中国，为美国加征关税政策寻找借口。这
些言行无视规则、混淆视听，不仅无助于中
美经贸问题的解决，更使美国在国际上的
“信誉缺口”越来越大。

首先，美国的言行有损国际规则和协
定的权威性，对全球经济和治理秩序构成
干扰，令其国际信誉折损。作为国际经济秩
序和多边贸易体制的主要建立者和参与
者，美国本应带头遵守和维护多边贸易规
则。但今年以来，美方根据国内法挑起国际
贸易摩擦，使用关税手段胁迫主要贸易伙
伴，使全球经贸紧张程度增加。美国政府还
“选择性遵守”国际规则，接连退出多个国
际组织和国际协定。这种做法挫伤了全球
商业和投资信心，引发金融市场动荡。

以“本国优先”凌驾国际规则，以“国家
安全”掩护保护主义，美方的政策方向损害
了世贸组织最基本的原则和共识，影响了
包括中美在内的全球经贸关系，背离了经
济全球化的时代大趋势，对世界经济是一
个重大风险。

其次，美国忽视中美经贸关系互利共
赢的本质，反复宣扬“美国吃亏论”，令其国
际信誉滑坡。中美经贸合作绝非零和博弈。

目前，两国已经形成结构高度互补、利益深
度交融的互利共赢关系。经过近 40 年发
展，中美贸易规模达到 7000 亿美元，美资
企业在华年利润超过 500 亿美元。从美国
角度看，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令美国普通
民众获益明显；中国的制造配套供应令美
国的跨国企业全球竞争领先；中国庞大的
对外需求令美国的产品和服务订单不断增
长，两国经贸往来持续扩容。

正因如此，美方妄增对华关税正在伤
及自身。目前被加征关税的中国输美产品
大量用于在美国内组装生产，进口成本增
加让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叫苦不迭。数据显
示，虽然对主要贸易伙伴强加关税，但今年
前 8 个月美国的贸易逆差仍达到 3911 亿美元，同比增加 8 . 6% 。

正如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所说，加征关税
并不能解决美中贸易争端，美国政府当前的策略注定会失败。面
对现实，美方应切换“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认识到中美合则
两利、斗则俱伤的历史规律，尽快让两国经贸关系回归正轨。

再次，美国在中美双边经贸谈判中多次反复、意向模糊，也
令其国际信誉降级。中美经贸往来体量大、覆盖广、涉及多元，产
生一些矛盾分歧在所难免。一直以来，中方都是双边关系健康发
展的建设者。面对分歧，中国始终从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世界贸
易秩序大局出发，以极大的耐心和诚意回应美国关切，同美国进
行多轮对话磋商，提出务实解决方案。

然而，美国政府态度反复无常，避谈“双方不打贸易战”的共
识，越过世贸组织多边机制，挑起贸易摩擦。众所周知，规则意识
和契约精神是市场经济和现代国际秩序的基础。美国政府的一系
列做法，不仅有损其国际信誉，也伤及其国际地位和战略利益。

明年，中美将迎来建交 40 周年，四十当不惑。作为世界上最
大的经济体，美方想要化解中美经贸摩擦的症结，获得国际社会
的尊重，应改变立场，回归平等磋商，以实际行动补上“信誉缺
口”，与中方携手维护中美经贸合作大局，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复
苏和发展。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4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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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安卡拉 10 月 24 日电(记者施春、
秦彦洋)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23 日在安卡拉
就沙特阿拉伯记者卡舒吉遇害案发表讲话指
出，调查表明卡舒吉死于一起政治谋杀。

分析人士指出，埃尔多安当天公布的案
件调查进展与此前外界的期待有差距，土耳
其可能还握有更多证据作为与沙特谈判的
“筹码”，土方或许试图借此撬动整个中东地
区的政治格局。

土耳其持续施压

埃尔多安当天在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的
议会党团会议上说，土耳其有充分证据表明
卡舒吉遇害是有预谋的，谋杀行动在卡舒吉
死亡前数天便已开始。案发前，15 名沙特人
分三批飞抵伊斯坦布尔，其中包括情报、安全
人员以及法医。他们先于卡舒吉进入沙特驻
伊斯坦布尔领事馆。领事馆周边监控视频显
示，卡舒吉当天下午进入领事馆后再也没有
出来。当天晚些时候，这 15 名嫌疑人离开土
耳其返回沙特。

此前有报道称，卡舒吉的尸体已在位于
沙特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官邸附近的一口井

内被找到，但埃尔多安对此予以否认。
埃尔多安还呼吁沙特政府将逮捕的全部

嫌疑人移交土方审判，并称案件仍存许多疑
问。他强调，案件调查得到沙特国王萨勒曼的
真诚合作。

分析人士指出，埃尔多安的讲话保持了
对沙特方面的施压，但并未就卡舒吉案真相
披露更多新的信息，土方此举实际上增加了
自己未来的“议价能力”。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东研究室
主任唐志超认为，埃尔多安称卡舒吉死于一
起“有预谋”的政治谋杀，这与此前沙特方面
所称的卡舒吉死于“意外冲突”有明显差别。
在土耳其未遂政变、卡塔尔断交危机等事件
中，土沙两国都存在分歧与矛盾。土方分批逐
步释放证据线索，实际上是在试探沙特的反
应和对策。但土耳其也需要沙特在经济方面
的支持，因此不排除未来两国就此案进行交
易的可能。埃尔多安没有将案件的策划主使
与沙特王室直接关联，这就为土沙两国政府
继续就此案谈判并达成妥协留下了空间。

沙特面临重大危机

随着调查的逐步深入，卡舒吉案对沙特
的负面影响不断增大。国际舆论质疑沙特王
室在案件中起到的作用，沙特王室形象严重
受损。这也影响到沙特与西方国家关系，导致
重大外交危机。德、法、英等西方国家要求沙
特澄清事实，德国和加拿大还表示要冻结对

沙特的武器出口。
此外，沙特经济也遭到打击。卡舒吉案导

致的外交危机严重打击了外国投资者信心，
在沙特股市引发恐慌性抛售。受卡舒吉案影
响，包括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总裁拉加德在内的 20 多位国际政商界
重要嘉宾取消了赴利雅得出席第二届“未来
投资倡议”大会的行程。大会于 23 日开幕，沙
特政府有意将其打造成“沙漠达沃斯”，吸引
外资以使沙特经济摆脱对石油收入的过度依
赖，但众多嘉宾的缺席无疑使会议效果大打
折扣。

面对日益严重的危机，相较于稍早前的
沉默和否认，沙特王室和政府近来通过多个
场合发声强调将对卡舒吉案严查到底，以期
挽回国际形象。

沙特国王萨勒曼 23 日主持召开内阁会
议，强调沙特政府已采取措施对案件展开调
查，并将对涉案人员追究责任。萨勒曼和沙特
王储穆罕默德当天还在位于首都利雅得的王
宫接见卡舒吉的家属，向他们表示哀悼。

不过有专家指出，卡舒吉案对沙特国际
形象的负面影响还需要很长时间来消除。

或将撬动中东格局

分析人士认为，土耳其对卡舒吉案的处
理，不仅着眼于土沙关系，更着眼于整个中东
的“大棋局”。土耳其试图抢占道义制高点，推
动案件成为敲打沙特的重大国际事件，使沙

特国际形象受损、地区影响力下降，从而加
速中东格局的嬗变。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达
雷尔·韦斯特指出，在卡舒吉案曝光后，美
国总统特朗普的表态始终有“大事化小”的
嫌疑，但此次埃尔多安的表态无疑逼迫特
朗普更加正视这一问题。

事实上，美国政府的态度最近几天已
出现重大变化。特朗普 19 日还表示他认可
沙特方面对卡舒吉案的初步调查结果，23
日就改口称沙特政府处理卡舒吉案的方式
是“最糟糕的遮掩行为”。美国国务院 23 日
还宣布废除卡舒吉案涉案人员的美国签
证。

韦斯特说，美国对沙特的疑虑正在加
深，如果未来有更多不利于沙特的证据出
现，那么美沙关系可能持续恶化，特朗普政
府继续将沙特作为制衡伊朗的“中流砥柱”
将难上加难。这样一来，土耳其在域内的地
位将得到提升，令其更加接近主导中东地
区的目标。

土耳其智库政治经济和社会研究基金
会研究员穆希廷·阿塔曼认为，卡舒吉案可
能对中东其他焦点问题产生影响，并可能
改变地区力量平衡。他说，沙特政府将面临
来自国际舆论的巨大压力，美国和沙特意
欲推动建立的“阿拉伯版北约计划”——— 中
东战略联盟，很可能因核心国家沙特国际
形象受损而面临困难甚至搁浅。

(参与记者：李震、涂一帆、刘晨)

披露案情“留一手”，土欲借卡舒吉案撬动中东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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