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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察：美主导全球基建计划欲抗衡中国
七 大 工 业 国 集 团

（G7）本月26日至28日
在德国举行高峰会，美
国总统拜登昨天宣布，
将 在 五 年 内 为 发 展 中
国家筹集6000亿美元资
金，展开一项全球基础
建设项目。

拜登和其他G7成员
国领导人没有点名，但
这项名为“全球基础设
施和投资伙伴关系”的
项目，明显意在抗衡中
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特别是美中在乌克兰
战事、台湾问题、全球
供应链等问题上的战略
博弈加剧，美国更急于
遏制中国通过一带一路
扩大国际影响力。

拜 登 就 说 了 ， 这
6000亿美元资金不是援
助或做公益，而是一项
会 为 所 有 人 带 来 投 资
回报的计划，让各国看
到“与民主国家合作具
体的好处”。他还说，
当“民主国家提供我们
所能提供的一切”时，
将战胜专制国家，“我
们正在为全世界的人们
提供更好的选择”。 

欧 盟 委 员 会 主 席
冯德莱恩附和道：”我
们有责任向世界提供积
极、强大的投资动力，
向我们在发展中世界的
伙伴表明，他们有选择
权。”虽然没有说出“
中国”，但在这些领导
人和官员发言剑指中国
意味甚浓，在在凸显西
方与中国的竞争关系，
欲证明西方价值观能占
上风。

拜 登 说 ， 全 球 基
础建设项目是要帮助中
低收入国家应对气候变
化以及改善全球健康、
性别平等和数字基础设
施。会上提到倡议项目
包 括 ， 兴 建 连 接 欧 洲
与东南亚的安全海底电
缆、塞内加尔的mRNA
疫苗厂房罗马尼亚的模
块化核反应堆工厂、在
圣诞岛建设链接其他地

区的港口，以及安哥拉
的太阳能项目。

私人和公共资金带
头避免“债务陷阱”？

与中国动用官方资
金的一带一路不同，这
项拟议的七国集团资金
将主要取决于私人投资
是否愿意承诺进行大规
模 投 资 。 G 7 各 国 政 府
只会提供有限的官方资
金，其中美国承担2000
亿美元，日本提供650亿
美元以上，欧洲将为该
倡议动员3000亿欧元。

据报道，美国将以
政府直接援助和私人投
资相结合的方式出资。
白宫说，美国及其G7国
家还打算从其他志同道
合的伙伴、多边开发银
行、发展金融机构、主
权财富基金等处引进“
数千亿的额外资金”。
按美国官员的说法，这
是个较好的方式，接受
国将能够避免“债务陷
阱”的基础设施模式。

美国威廉与玛丽学
院（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AidData研
究实验室在去年发表的
数据称，中国在近20年
间 ， 向 全 球 1 6 5 个 国 家
的1万3427个基础设施项
目，提供高达8430亿美
元金额的贷款，这些资
金里大部分是一带一路
资金，目前这些高额贷
款，已经让吉布地、蒙
特内哥罗、老挝、斯里
兰卡等国家深陷债务泥
沼。

换汤不换药？
英国《卫报》和香

港《南华早报》等媒体
则报道指出，美国在G7
峰会带头宣布的“全球
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
系”其实并不新。

G 7 领 导 人 去 年 6
月 在 英 国 举 行 的 G 7 峰
会 上 启 动 一 个 名 为 “
为 世 界 重 建 美 好 未
来”（Build Back Better 
World，B3W）的计划，
但由于美国民主党人之

间的分歧，这项计划启
动 以 来 一 直 没 太 大 动
静。

报 道 说 ， 美 国 联
手 G 7 在 今 年 的 峰 会 上
提出“全球基础设施和
投资伙伴关系”，大致
上是在“世界重建美好
未来”的基础上换个名
字、重启项目。

同阵营计划太多火
力不集中？

与 此 同 时 ， 各 国
在过去一段时间也相应
推出各自的项目。英国
去年11月启动“清洁绿
色倡议”（Clean Green 
Init iat ive），欧盟今年
1 月 启 动 “ 全 球 门 户 ”
（Global Gateway）计
划，日本也计划筹集650
亿美元，推动区域互联
互通。

拜 登 、 冯 德 莱 恩
和英国首相约翰逊去年
11月在格拉斯哥气候峰
会上碰面时，曾就不同
的项目进行评估，商讨
不同项目是否有重叠之
处，反而削弱对发展中
国家的援助。

《卫报》报道说，
根据G7宣布的新倡议，
不同资金源似乎不会全
部汇集到一块儿，各国
能做的是紧密协调。

分 析 ： 欧 洲 因 经
济利益对华不敢“硬起
来”

七国集团由世界主
要富裕国家组成，成员
包括英国、美国、加拿
大、日本、法国、德国
和意大利。

G7成员国之间对华
立场不同调，也可能导
致新倡议难发挥预期效
果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o发布的一篇分析
文章说，跟美国相比，
欧洲国家在面对中国时
的态度更加谨慎，担心
惹 恼 中 国 会 让 自 己 吃
亏。

文章举例说，欧盟
去年推出“全球门户”

计划，原本也意在抗衡
中国“一带一路”，但
至今一直没什么动静。
文章说，虽然欧盟一再
声 称 要 建 立 “ 战 略 自
主”，减少对中国的依
赖，但一旦有迹象显示
欧洲在中国的投资如德
国汽车工业将遭受报复
性威胁时，欧洲国家就
会退缩。

文章引述英国皇家
国际事务研究所欧洲项
目研究员柏格森（Pepijn 
Bergsen）分析称：“跨
大西洋欲抗衡中国的努
力将跟过去一样面对同
样的障碍，包括欧洲在
中国的经济利益，而欧
洲同时也希望降低对美
国的依赖。”

柏格森认为，能让
欧洲下决心对中国强硬
的可能因素是，中国领
导人展现与俄罗斯的紧
密关系，在俄乌持续交
战的当下，核心战略问
题是欧洲国家的优先考
量。

美媒：美国跟中国
抢基建项目是抓错药

另一美国媒体《外
交事务》更加不看好美
国在发展中国家。《外
交事务》的评论文章直
指，跟中国抢抢基建项
目是“错误的方法”，
又指美国在国内基建的
投资和维护工作上“众
所周知是差劲的”，更
不要说在国外搞基建。

评论文章进一步分
析指出，中国在基建领
域是佼佼者，全球20大
基建公司中，中国占据
了其中的14家，欧洲占
据了六家，美国一家都
没有。

文 章 说 ， 中 国 能
在基建领域占据主导地
位，部分原因是获得政
府的补贴，这对发展中
国来说，是个好交易，
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得到
中国纳税人的帮助。即
使美国政治人物抱怨中
国政府的补贴不公平，

从中国那里得到资助的
国家是不会听进去的。  

文章还说，在和中
国的双边竞争中，华盛
顿应主攻自身强项——
高等教育体系，而不是
在基建领域试图追赶中
国。文章说，美国的高
等教育体系羡煞世界各
国，它“培养了全球各
国大多数商界和政界领
袖”。

文章也认为，美国
若要推进在发展中国家
的基础建设，也可以交
由它主导的金融机构如
世界银行和区域性多变
银行如非洲发展银行去
推进。

中国媒体“观察者
网”赞同《外交事务》
文章的观点，并形容美
媒 “ 展 现 了 难 得 的 清
醒”。

观察者网文章指美
国执意要阻断一带一路
倡议，是因为拜登政府
的霸权贪恋，“霸权主
义的特性并非在于‘丧
失理智’，而在于‘我
全都要’的霸权贪念。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赵立坚今天在例行记者
会上说，中国“反对打
着基础设施建设旗号、
推进地缘政治算计，抹
黑污蔑‘一带一路’倡
议的言行。”  

他 也 称 ， 所 谓 “
一带一路”造成“债务
陷阱”完全是一个伪命
题，没有任何一个“一
带 一 路 ” 合 作 伙 伴 国
家，认可所谓“一带一
路”造成“债务陷阱”
的说法，并反指美国才
是“债务陷阱”的真正
制造者。

赵立坚称，美国扩
张性货币政策、缺乏监
管的金融创新、恶意做
空等行径，加剧发展中
国家债务负担，对有关
国家落入债务陷阱更是
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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