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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撰稿 厉 旸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小茹

“山水相连，文化相通，理想相同，命运与

共。”习近平主席 12 月 12 日在越南 《人民报》

发表署名文章，用 16 个字概括中越“同志加

兄弟”的特殊友谊。同一天，两国领导人宣布

中越两党两国关系新定位，在深化中越全面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基础上，携手构建具有战略意

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

“此次确立的中越关系新定位，是两国建

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15 年来的延续积累

和升华，是大势所趋、水到渠成，符合中越两

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也是振兴世界

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需要。”外交部发言人毛

宁 12 月 13 日表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中越关系将进入政治互信更高、安全合作更

实、互利合作更深、民意基础更牢、多边协调

配合更紧、分歧管控更好的新阶段。

中越贸易规模不断迈上新台阶

中国连续多年为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第

一大进口市场，东盟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

伴、越南则是中国在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

伴。这 4 个“第一”彰显了当前中越经贸合

作的蓬勃生机与活力。中国海关总署 12月 12
日通报，今年前 11 个月，中越进出口总值达

1.45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6%，中越贸

易占中国与东盟贸易的 25%。这意味着中越

双边贸易额将自 2021 年起连续第三年超过

2000亿美元大关。

中国和越南同为社会主义国家，自 1986
年越南实行革新开放以来，中越在经贸上逐步

发展成互为紧密的合作伙伴。广西凭祥友谊关

口岸见证了中越经贸的蓬勃活力：据友谊关出

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截至 12月 5日，该站今

年验放出入境货运车辆突破 40万辆次，同比

增长 122%，验放量位居中越公路口岸第一。今

年 9月，友谊关智慧口岸开工建设，成为中越

首个跨境智慧口岸项目，双方将合作建设智能

跨境货运专用通道，实现货物 24 小时全天候

智能通关。

中越进出口增长的一大动力源是边境贸易

的恢复性快速增长。据中国海关总署 12月 12
日通报，今年新冠疫情防控转段后，中国以边

境小额贸易、边民互市贸易方式合计对越南进

出口 1185.8亿元，增长 35.1%，拉动中越进出

口增速 2.2个百分点。经贸发展也推动了中越

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日益紧密。今年前 11 个

月，中越两国中间产品进出口 1.01万亿元，占

中越贸易的 69.8%。其中，平板显示模组类、

音视频设备类、锂电池类产品进出口总值分别

为 1747.6亿元、655.4亿元、198.4亿元，分别

增长 12.3%、17.1%、10.8%。

此外，中越农产品领域优势互补，合作规

模不断扩大，也是中越经贸合作的一大亮点。

今年前 11 个月，中国进口越南农产品总值为

446.2 亿元，增长 20.3%。其中， 2022 年新增

准入的鲜榴莲、鲜甘薯、燕窝合计进口总值为

146.5亿元，占同期自越农产品进口的 32.8%。

同时，中国的蔬菜、温带水果也受到越南市场

欢迎。前 11 个月，中国对越南出口农产品总

值为 343.1亿元，增长 3.1%。

正是得益于中越持续推进区域经济一体

化，支持企业开展互联互通、数字经济、绿

色发展、跨境电商等战略和新兴领域合作，

中越经贸合作取得丰硕成果。越南之声广播

电台 12月 12日刊文称，中越经贸关系的巨大

韧性和发展潜力源于两国进出口商品结构的

较强互补。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

究员许利平表示：“中国和越南进出口商品结

构互补性强，贸易规模不断迈上新台阶，造福

两国人民。”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翟崑也表示，

中越经贸合作可以有效整合和利用两国比较优

势和资源禀赋，增强两国在区域和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中的竞争力，形成更加紧密和高效的区

域产业网络。

越南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方向

“贸易畅通是中越合作的亮点。”中国驻越南

大使熊波今年 7月接受采访时表示，“越南北接中

国南大门，向南深入东南亚腹地，是中国同东盟国

家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方向。”

12月 12日，中越领导人在河内举行会谈并共

同见证双方签署的双边合作文本，涵盖共建“一

带一路”、检验检疫、发展合作、数字经济、绿

色发展、交通运输、地方合作、防务和执法安全

合作、海上合作等 30多个领域。

作为我国重要的社会主义邻邦，越南是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节点国家。 2022 年年

末，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阮富仲访华

时，中越两国领导人同意积极推进两国发展战略

对接，加快推动商签两国政府间推进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和“两廊一圈”框架对接合作规划。

2017 年，中越两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

和“两廊一圈”合作备忘录》，“两廊一圈”与“一带

一路”对接成为越南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根本

动力。2021年 11月，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

“两廊一圈”战略对接的标志性项目，河内轻轨

吉灵-河东线正式投入运行。这条由中铁六局负

责承建的轻轨是越南首个开通运营的城市轻轨项

目，不仅让百姓生活提速，更带动形成沿线吉灵

站区域、泰河站区域、河东站区域多个商圈，带

动越南首都经济发展，成为河内新地标。这一项

目也为两国未来开展更多务实合作奠定坚实基

础。越方多次表示，期待更多代表中国先进技术

水平的合作项目在越南落地。

除设施联通外，中越两国的资金融通与民心

相通建设也成效显著。英国路透社 12月 8日援引

越南官方统计数据报道称，今年前 11 个月，中

国内地连同香港在越南的注册投资总额超过 82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加一倍，一跃成为越南最

大外资来源，契合越南经济转型升级需求。

中国驻越南大使熊波表示，中越正处在各自

发展的关键阶段，中方愿进一步加强中越经贸投

资合作，深化产业产能合作，推动双方数字经

济、绿色经济、新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务实合

作，支持越南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

在民心相通方面，中越近年来人文领域交流

日益深化，民心的距离不断拉近。越南教育部

12月 5日正式批准汉语教科书，2024年起将汉语

纳入小学三、四年级的必修课，越南成为全球第

五个将汉语纳入学校必修课的国家。

近年来，从越南高校纷纷开设中文专业，到

中国热播影视作品进入越南民众的生活，中国文

化在越南持续受到广泛关注。去年，中方宣布未

来 5年向越方提供不少于 1000个中国政府奖学金

名额，以及不少于 1000 个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

名额，帮助越方培养高水平人才和国际中文教

师，这将进一步促进中越教育合作。

越南胡志明市国家大学所属人文与社会科学

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张家权，出生在越南的一个华

裔家庭，从小学习汉语，并在北京语言大学留学

6年，获得了博士学位。学成归国后，他回到母

校任教。张家权日前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采访时表示，随着中越经贸、投资、教育合作日

益扩大，学习汉语的越南人越来越多，水平也越

来越高。这些汉语人才对于越南人加强对中国发

展和建设成就的认知，进一步促进两国各领域合

作、拉近两国民心距离具有重要深远意义。

越中关系始终是越南对外关系
的头等优先

近一段时间，西方国家不断鼓吹所谓对华

“去风险”，更将越南视为配合其推进这一战略的

重要争取对象。英特尔、苹果和波音等美国企业

传出有意布局越南市场。12月 11日，美国芯片

制造商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首次到访越南，

寻求在越南建设芯片生产基地。

美国拜登政府今年 9月也罕见地将美越关系

从 10 年前的全面伙伴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一些西方人士借此炒作，在美国推进所谓

“印太战略”、制衡中国的背景下，河内与华盛顿

正在日益靠近。

对此挑拨中越合作的杂音，越南总理范明政

9月 16日在广西明确表示，不断深化越中两党两

国关系始终是越南对外关系的客观要求、头等优

先和战略选择。越南发展对外关系不会损害第三

方利益。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越南最早

建立、最高水平、最受重视的对外关系。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翟崑 12月 12日
发文指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越将中越双边关系

进一步提升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

体”，为两党两国关系锚定了发展的新航向，有

助于推动两国深化和平、繁荣和命运与共的新时

代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对地区谋求合作

发展共赢和探索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

的世界现代化道路具有典型意义。

本报北京12月 13日电

携手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

新定位锚定中越发展新航向

中青报·中青网驻日本记者 贾沂蒙

近日，日本风雨飘摇的“岸田号”再

遭重击。岸田内阁被曝出今年 9月改组以

来的第五起丑闻。自民党最大派系“清和

政策研究会”（又称“安倍派”） 被指涉

嫌利用筹集政治资金的宴会券收受“回

扣”风波持续发酵，包括现任日本内阁官

房长官松野博一在内的 4名大臣、5名副

大臣、6名政务官面临下台调查。雪上加

霜的是，12 月 12 日，首相岸田文雄所在

的“岸田派”被曝光也存在政治集资漏报

问题。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表示将在

12 月 13 日本届临时国会闭幕后正式调查

此事。据日媒报道，岸田文雄最快可能于

12月 14日撤换相关人员。

有分析人士指出，若“安倍派”政治

集资丑闻持续发酵引发内阁和自民党高层

再次大规模改组，那么支持率本已“跌跌

不休”的岸田政府的执政前景将更加飘摇

不定。

“吃回扣”丑闻持续发酵

据日本媒体报道，“安倍派”曾向所属

议员下达销售指标，要求他们以每张两万

日元（约合 988 元人民币） 的价格出售政

治筹款集会入场券，超出销售指标的资金

将有机会以“回扣”方式返给相关议员。

《读卖新闻》 12月 9日报道称，“安倍派”

至少在过去 5 年里未按 《政治资金规制

法》规定记录上述收支，数十名议员被怀

疑违规收取“回扣”，涉及金额约达 1 亿

日元 （约合 493万元人民币）。

此次政治集资“回扣”丑闻涉及“安

倍派”的 5名核心成员，包括现任内阁官

房长官松野博一、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

稔、参议院干事长世耕弘成、自民党政

调会长萩生田光一、自民党国会对策委

员长高木毅。其中，松野博一被指违规

接受了超过 1000 万日元 （约合 49万元人

民币） 的“回扣”。此外，“安倍派”主席

盐谷立、议员桥本圣子、大野泰正等也卷

入其中。

召集支持者参加政治集会并出售宴会

入场券，是自民党各派筹集政治资金的常

用手段。日本 《政治资金规制法》 规定，

各派筹集的政治资金必须进行明确记账，

并向总务省或地方政府选举管理委员会提

交收支报告。长久以来，宴会入场券一直

被日本各界视为产生黑钱的“温床”。此

次东京地方检察厅介入调查是因有大学教

授向有关部门举报。若举报情况属实，涉

事议员就违反了日本的 《政治资金规制

法》，将面临严肃处理。

《日本经济新闻》 12 月 10 日报道称，

为查明实情，东京地方检察厅特别搜查部

从全国各地召集了约 50 名检察官组成工

作组，计划在 12月 13日本届临时国会闭

幕当天或之后展开正式调查。由于法律规

定的公诉时效为 5 年，因此工作组将对

2018 年至 2022 年期间的相关收支报告进

行搜查。有曾在特搜部供职过的律师表

示，这种规模的工作组过去少有，体现出

这次检察工作的力度。

为了尽快平息舆论，岸田文雄被传很

可能再次通过大规模改组内阁及自民党领

导 层 来 实 行 “ 切 割 ”。 日 本 广 播 协 会

（NHK） 12 月 12 日报道称，岸田文雄或

于 14 日对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经济

产业大臣西村康稔、总务大臣铃木淳司、

农林水产大臣宫下一郎等 4名大臣及 5名
“安倍派”副大臣进行人事调整，其他 6
名政务官将依照本人意愿来决定去留。

尽管日本众议院 12 月 12 日否决对内

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的不信任案，松野博

一等人也均称不会主动辞职、辞任，但有

日本政治分析人士指出，若松野博一最终

真的因丑闻被撤换，那将是日本政坛罕见

的人事变动。

“安倍派”面临分裂乃至
解散风险

“安倍派”是自民党内的最大派系，

自 2000 年以来，该派系先后产生了森喜

朗、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和福田康夫 4

名首相。如今，“安倍派”有成员 99 人，

规模远超党内第二大派系“麻生派”的

56 人。然而，眼下，该派系却面临生存

危机，若以松野博一为代表的“安倍

派”的“五人组”最终均因丑闻被撤

换，那岸田文雄通过重用“安倍派”并

在此基础上搞“派系平衡”的政权结构将

发生巨大变化。

去年 7月，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遭枪

击身亡后，“安倍派”一度群龙无首。直

到今年 8月，该派系才确立 15人组成的常

任干事会，实行集体领导体制，但仍沿用

“安倍派”的名称。安倍晋三死后，“安倍

派”虽受“统一教”调查事件波及，但并

未受到实质影响。与上一次不同，此次政

治集资“回扣”丑闻不断发酵已对“安倍

派”的政坛影响力甚至存续造成重创。

日本《读卖新闻》12 月 10 日在题为

《“安倍派”面临存续危机》的报道中称，岸

田文雄已经考虑撤换涉事阁僚及自民党干

部，后任将不选用隶属“安倍派”的议

员。有分析人士指出，若“安倍派”无人

担任内阁政务要职，那对该派系将是釜底

抽薪的毁灭式打击，或直接断送该派系实

力人物的“首相梦”，日本政坛长期由

“安倍派”操控的时代甚至可能因此终

结。自民党内部人士也认为，随着调查深

入，“安倍派”面临分裂乃至暂时解散的

风险。

或引发 1993年式的政坛
“地震”

不只“安倍派”，执政的自民党可能

也很难从此次政治集资“回扣”丑闻中

全身而退。据日本 《读卖新闻》 报道，

自民党其他派系也存在议员涉嫌收受秘

密政治资金的问题。身为自民党总裁的

岸田文雄，已在 12 月 6 日指示自民党所

有派系暂停政治筹款集会。有媒体直指

此次政治集资丑闻为“令和时代的利库

路特案”。

1989 年，日本东京检察当局以行贿

犯罪嫌疑人的罪名逮捕了利库路特集团前

董事长江副浩正，为查清日本战后最大的

贿赂案之一利库路特案件打开了缺口。当

时执政的自民党竹下登政权因此陷入严重

危机，安倍晋三的父亲安倍晋太郎也卷入

其中。受此事件影响，自民党在 1993 年

众议院选举中败北，日本新党代表细川护

煕成为新首相。这是自民党自 1955 年执

政以来 38年中第一次丢掉首相的宝座。

此次“安倍派”被曝出政治集资“回

扣”丑闻后，日本媒体立即将其与利库路

特案关联，预测此次政治丑闻若继续发酵

有可能引发 1993年式的政坛“地震”。

日本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前党首枝

野幸男在名古屋市演讲时指出，此次政治

集资“回扣”丑闻有可能是继利库路特贪

腐案之后，日本最大的政治资金贪腐案。

曾在细川政权担任首相辅佐官的成田宪彦

表示，政治离不开金钱，今后自民党派系

的筹钱系统会否发生变革，值得观察。

岸田文雄自 2021 年 10 月就任首相以

来，内阁支持率一直在较低水平徘徊，其

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一再受到人事丑闻的拖

累。不过，像此次涉及多名重要内阁阁

僚、执政党要职的政治集资丑闻，对岸田

政权来说还是首次，已影响到了岸田政权

的基本运营。自民党内有人建议，岸田文

雄应在通过 2024 年年度预算案后，再次

重组内阁。也有评论称，风雨飘摇的“岸

田号”不知道还能航行多远，现在又有谁

还愿意上船？ 本报东京12月 13日电

“安倍派”集资丑闻发酵“岸田号”还能支撑多久

特约撰稿 张 硕

新一轮巴以冲突自10月7日爆发以
来，已持续两个多月，期间双方仅有短
暂的7天临时停火，以色列军方的地面
攻势目前已扩大到加沙地带所有地区。
这令欧洲国家开始担心冲突外溢恐进一
步引发本国族群撕裂、刺激反犹主义甚
至引爆新的恐怖主义思潮。作为欧洲大
国又与以色列关系十分特殊的德国，则
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态势。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部事务的委员于
尔娃·约翰松12月5日警告称，随着巴
以冲突愈演愈烈，欧盟国家在即将到来
的圣诞节期间面临“巨大恐袭风险”。
德国内政部长南希·费泽、德国图林根
州情报事务负责人斯蒂芬·克莱默等近
日也对欧盟内部安全形势表示关切并发
出类似警告。观察家们认为，相较于恐
袭威胁，巴以冲突严重撕裂德国舆论场
的趋势更令人担忧，这使德国联合政府
面临更为尴尬的两难选择。

在政府层面，本轮巴以冲突迸发之
际，德国政府第一时间表达对以色列的
坚定支持，并采取一系列相应措施，如
暂停援助巴勒斯坦、向以色列提供军事
援助、禁止哈马斯人员和亲巴勒斯坦组
织在德国境内活动、多个城市宣布禁止
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游行等。随着巴以
冲突升级，这种“挺以”立场逐渐渗透
到德国难民、移民以及宗教信仰等敏感
议题。德国最大在野党基民盟领袖梅尔
茨明确表示，新移民融入德国社会的前
提在于“首先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
这种因历史责任导致的“矫枉过正”态
度，在德国公共领域甚至被视为一种

“政治正确”。
不过，并非所有德国政党都支持执

政党的“挺以”立场。据报道，德国左
翼党(Die Linke)对以军行动的支持率不
到 20%，德国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
（AfD） 中有一半的党员表示不支持以
军行动。政党间的分裂立场，给德国政
府制定巴以政策带来了挑战。

在公众层面，各族群围绕巴以冲突
的分化与割裂也在加剧。最新民调显
示，原西德地区有61.5%的受访者支持以军行动，而在原东德
地区只有45.4%支持上述行动。

不仅如此，据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统计，本轮巴以冲突
以来，德国已发生1800余起针对犹太人的犯罪事件，呈明
显上升局势。民调也显示，超过一半的德国公民（52%）认
为，当前德国社会蔓延的反犹主义现象令人担忧。

德国民众对于反犹主义可能再度抬头的忧虑并非毫无道
理。在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前，德国国内的“反犹”犯罪与
穆斯林背景的移民群体基本上没有直接关联。有调查数据显
示，2022年德国84%的“反犹”犯罪行为是出于右翼政治动
机。然而，随着德国政府在巴以冲突中“一边倒”支持以色
列，引发了一些穆斯林移民群体的不满，特别是在阿拉伯裔
和土耳其裔群体中。据估算，德国目前约有550万穆斯林，
约占总人口的 6.5%。这些移民群体中的很多成员因民族、
宗教与文化来源而强烈反对德国政府“一边倒”支持以色列
的立场，大大加剧了德国社会的分裂与舆论对立。

此外，德国政府采取越来越多的单边限制措施，包括禁
止学校使用传统的巴勒斯坦头巾、限制张贴支持巴勒斯坦标
语，以及总理朔尔茨签署关于“允许引渡传播对犹太人仇恨
的非德国公民”文件等措施，也让德国穆斯林移民群体感到
越发受限制。

值得关注的是，在本轮巴以冲突中，德国的年轻一代
更倾向于支持巴勒斯坦。随着以军行动导致越来越多的巴
勒斯坦平民伤亡，德国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为以色列“站
台”。相较于父辈，他们身上的历史包袱没有那么重，也
更愿意明确表达自身立场，因而，社会上出现了不少的

“挺巴”声音。德国国内舆论场出现了明显的“挺以”和
“挺巴”阵营。

事实上，德国民众对政府“一边倒”支持以色列的不满
已投射到了选票上。在最近的德国州议会选举中，朔尔茨总
理所在的社民党在巴伐利亚州和黑森州的得票率均跌至历史
最低点，分别仅为8.3%和15.1%；在内阁中主导外交路线的
绿党所获支持率更是一落千丈。很显然，德国政府正面临内
部舆论分裂的巨大挑战。

在本轮巴以冲突中，西方价值取向与德国国情之间的内
部张力显露无遗。这种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局势将在未来对德
国政府的施政能力提出更严峻的考验。如果执政党无法采取
更加多元融合的政策与路径，德国社会发展将充满风险。

（作者简介：张硕，浙江外国语学院西方语言文化学院副
教授，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当地时间 12月 12日，阿联酋迪

拜，《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

十八次缔约方大会（ COP28）进入

第 12天，COP28总干事马吉德·苏

瓦伊迪在新闻发布会上呼吁与会各

方代表“卷起袖子”，尽快拿出新的最

终协议案文。

由于未能就《巴黎协定》首次全

球盘点达成共识，原计划于当地时间

12月 12日中午达成协议的迪拜气候

大会进入“加时”阶段。各国代表团将

继续就大会最终协议的措辞进行谈

判，删除“逐步淘汰”化石燃料是最具

争议的问题之一。

“我们都希望如期结束，但我们

需要最具雄心的成果”，COP28总干

事马吉德·苏韦迪 12日中午表示，大

会于 11日公布了最新协议案文，“但

许多缔约方认为这一文件不能完全

回应他们的关切”“我们看到了严重

对立和分裂的观点”。

视觉中国供图

当地时间12月 12日，日本东京，日本首相岸田

文雄抵达首相办公室出席内阁会议。

视觉中国供图

11月 30日，越南广宁省，北仑界河对歌联欢活动举行，中越两国青年在河上对歌联欢叙情谊。当日，2023年越中（芒街-

东兴）国际商贸·旅游博览会恢复举办，界河对歌是其中重要活动之一。 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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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未达成共识
迪拜气候大会进入“加时”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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