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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杨定都 朱东阳 刘晨

一年一度的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年
会召开之际，论坛发布《2018年全球风险
报告》，对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政治抬头
所导致的贸易保护主义兴起表示担忧。

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本届年会兜售
“美国优先”政策。而过去一年，美国一再
“退群”，伤及多个国际多边经济、安全机
制，多边主义遭遇逆风。同时，欧洲多国狭
隘民族主义抬头，孤立主义、保护主义思潮
涌动，也给多边主义发展带来挑战。

尽管如此，国际权威人士依然坚定
认为，多边主义是世界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2018年必将继续迎着逆风前行。

逆风何来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罗伯特·基
欧汉认为，美国政策调整给多个国际机
制造成压力，是 2017年全球治理领域最
大的特点。多边主义遭遇挑战，最直接
的表现就是美国接连退出跨太平洋伙伴
关系协定、气候变化《巴黎协定》、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还威胁退出北美自由贸易
协定和伊朗核协议。

对多边主义的质疑，其实源于美国
等发达国家内部政治环境的变化。一些
欧美国家出现民粹主义运动，一些中产
阶级和草根民众认为全球化损害了他们

的切身利益，因此反对以国际共识为基
础、反映各方利益的多边主义，强调本国
利益至上。

西方民粹主义运动兴起，难道是多
边主义的错？答案是否定的。

事实上，从联合国到欧盟，从世界贸
易组织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
这些多边机制对保障世界和平、促进各国
发展的作用有目共睹。在它们共同构筑
的国际秩序中，大部分国家稳定发展，民
众生活日益改善，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数
以亿计民众得以脱离贫困、战争和苦难。

而反多边主义政治的抬头，究其原
因是这些国家内部政策严重失衡，试图
通过“栽赃”多边机制为自己找替罪羊。

基欧汉为《外交》杂志撰文指出，西
方精英从全球化和多边主义中获益，却
忽视了反哺普通民众，不注重对不适应
全球竞争、甚至失去工作的民众提供保
障，导致西方社会贫富差距扩大，激起中
产和工人阶层的反对。

新的活力

多边主义虽然近年来遭遇逆风，但
在全球经济和政治力量对比的重要调整
中，正在获得新的发展动力。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发达
国家经济发展受挫，特别是美国增长放
缓，其相对优势进一步缩小，领导世界的

信心与能力遭到削弱。美国开始更多地
考虑成本和收益，转向以美国利益为先。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沃
尔夫认为，“他们（美国高官）喜欢双边主
义胜过多边主义；比起基于制度的合作，
他们更喜欢单方面行使美国权力。”

另一方面，以中国、印度、巴西、俄罗
斯和南非等“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
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综合国力
增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显著提升，
在全球主要多边机制中发挥更大作用，
给多边主义带来新的活力。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陈
岳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确立的
国际秩序，没有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和
新兴大国的要求。经过战后 70年的发
展，其不合理与不完善之处逐渐凸显，对
其进行相应调整与改革势在必行。

继续前行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狭隘民族
主义、保护主义是死胡同；多边主义是维
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有效路径。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上世纪20年
代末至 30年代初，美国遭遇大萧条。其
间，美国政府出台“斯姆特-霍利法案”，
提高原材料进口关税，导致美国出口急
剧下降，成为美国难以走出大萧条的原
因之一。沃尔夫指出，大萧条已经让狭

隘的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名誉扫地。
当今世界，人工智能、移动物联网等

新技术正在催动产业转型，世界经济深
度调整，技能焦虑日益普遍。值此当口，
世界各国都应从1929年爆发的大萧条中
吸取教训。

维护和发展多边主义，是应对当今
全球挑战、解决当前世界难题的必然选
择，也是历史发展的潮流。

顺应世界大势，中国坚定不移地支
持和维护多边主义。随着中国持续发
展，中国支持多边主义的力度也越来越
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中国已
成为多边主义的重要支柱，而我们践行
多边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人类命运
共同体。”

实际上，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
议，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商共建共享的重
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参与发起的上海
合作组织、金砖国家银行、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等新型的多边机制，完善和补
充了现有国际制度和秩序，为多边主义
合作注入更多更新活力。

“在分化的世界中打造共同命运”，
本届达沃斯论坛年会主题不仅指出了挑
战和问题，也道出了远景与期待。人们
相信，国际社会能够集众智，聚众力，让
多边主义获得源源不断的前进动力，推
动世界共赢发展。

多边主义：前行步伐势不可挡

新华社马斯喀特1月21日电（记
者 杨元勇）阿曼石油和天然气大臣穆
罕默德·鲁姆希21日预测，2018年国际
原油价格可能介于每桶 65 至 70 美元
之间。

为期一天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
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部长级监督委员
会会议当天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结
束。鲁姆希在会议期间发表声明说，本
次会议的目标不是确定或限制油价，而
是限产。他认为，产油国执行减产协议
状况良好，这有助于全球油价回升。

沙特能源、工业和矿产大臣法利赫
会后表示，监督委员会下属的技术委员

会提供的报告显示，欧佩克和非欧佩克
产油国在执行减产协议方面成效好于
预期。

法利赫表示，国际原油市场对减产
协议反应积极，目前油价有所回升。他
说：“尽管面临挑战，但产油国只要继续
履行协议，未来国际原油市场价格走势
依然看好”。

俄罗斯能源部长诺瓦克赞扬产油
国为执行减产协议所付出的努力，他呼
吁继续努力，以确保油价回升。

欧佩克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
国去年11月底决定，将原油减产协议延
长至2018年年底。

阿曼石油官员预测
今年油价在每桶70美元以内 这是 1 月 21 日在土耳其哈

塔伊省与叙利亚边境的雷伊汉
勒市拍摄的在火箭弹袭击中受
损的车辆。

雷伊汉勒市当日遭火箭弹
袭击，造成 1 人死亡、32 人受
伤。

新华社发

新华社德国波恩1月 21日电（记
者 袁帅 任珂）德国议会第二大党社
会民主党（社民党）21日在波恩召开特
别党代会，表决同意该党与德国总理默
克尔领导的联盟党进行组阁谈判。

在当天的党代会上，642名有投票
权的党代表和主席团成员对社民党是
否与联盟党进行组阁谈判进行举手表
决。362名代表支持，占总数的 56.4%，
279名代表反对，1名代表弃权。

社民党作出决定后，两党间的组阁
谈判有望于近日展开。

社民党主席马丁·舒尔茨在会议上
呼吁与会代表支持该党在日前试探性

对话成果的基础上参与组阁谈判。
另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晚些时

候，默克尔在柏林同党内高层进行会谈
前，对社民党的决定表示欢迎。

德国联盟党与社民党就组阁问题
展开的试探性对话 1月 12日达成原则
一致，并公布了试探性对话的最终成果
文件。双方在各自提出的主张上都作
出较大让步。

2017年9月，德国举行联邦议院选
举，联盟党和社民党分别维持了议会
第一和第二大党地位。但此后近4个月
的时间内，各方一直未能成功组建新
政府。

德国社民党
同意与联盟党进行组阁谈判

这是1月21日在德国波恩拍摄的社会民主党（社民党）特别党代会现场。
新华社记者 袁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