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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闻

新华社巴黎11月29日电 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29日

发布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3年全

球经济增长2.9％，低于上次预测的

3.0％；中国经济预计将增长5.2％，

高于上次预测的5.1％。

报告指出，随着必要的货币政

策紧缩、贸易疲软以及企业和消费

者信心下降的影响日益显现，全球

经济增长将保持温和态势。预计

2023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

增长率为2.9％，2024年将放缓至

2.7％，2025年略有改善，将达到

3.0％。预计2024年至2025年，亚

洲将与2023年一样继续贡献全球

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报告同时预

测，2023年美国经济将增长2.4％，

欧元区经济将增长0.6％。

经合组织秘书长科尔曼表示，

全球经济继续面临低增长和高通胀

的双重挑战，预计明年增长将温和

放缓。通胀率已从去年的峰值回

落，预计到2025年大多数经济体的

通胀率将回到中央银行的目标水

平。长期来看，政府债务将大幅增

加，政府要加大力度重建财政空间，

同时促进增长。

经合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隆巴尔

代利指出，全球贸易疲软导致世界

经济错失增长机遇，特别是扩大服

务贸易带来的机遇。

他说：“我们必须重振全球贸

易，全球价值链的韧性最好通过多

样化来实现，而不是通过保护主义

和内向型政策。”

经合组织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全球经济增长将保持温和态势

推动中美破冰
基辛格1923年生于德国，为

犹太人后裔。1938年因不堪纳粹

对犹太人的迫害，他随全家迁居英

国，同年来到美国，1943年加入美

国国籍。二战期间，他曾在美国陆

军服役，战后在哈佛大学求学，

195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54年

获哲学博士学位。

步入政坛之前，基辛格专注于

学术。在1957年出版的《核武器

与对外政策》中，他首次提出有限

战争的理论，在学界和政策研究界

崭露头角。

在美国1968年总统选举中，

尼克松击败共和党内的竞争对手

洛克菲勒，却意外发现了在洛克菲

勒身边担任外交政策顾问的基辛

格的才华。当时美国深陷越南战

争泥潭，而尼克松通过与基辛格的

交谈获得了对局势的精准分析。

由此，基辛格在1969年1月离开哈

佛大学走入白宫，担任美国总统国

家安全事务助理，开始从观察者到

实践者的转变。

在基辛格看来，如何体面地从

越南战争中抽身固然需要中国，但

中国的战略意义远不止于此。这

与同样有意愿打开对华关系大门

的尼克松不谋而合。由于当时美

国政界的主流声音深陷冷战思维

的桎梏，尼克松与基辛格的努力是

在对国内高度保密的情况之下进

行的。

1971年7月，作为美国总统

尼克松特使的基辛格以访问巴基

斯坦为掩护，第一次踏上了中国

的土地，执行代号为“波罗一号”

的秘密访问。这一代号取自元代

访问中国的西方旅行家马可 ·波

罗，意指充满了不可预知的困难

和风险。

此次访问期间，基辛格与周恩

来总理等中国领导人进行会谈，为

尼克松总统访华奠定了基础。

1972年2月，基辛格陪同尼克松访

华，展开举世瞩目的“破冰之旅”，

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在访华前，

尼克松还听取了基辛格超过40个

小时的相关报告。

1973年1月，基辛格在巴黎完

成了结束越南战争的谈判。作为

“现实主义政治”的拥趸，基辛格通

过均势外交与缓和政策，构筑起以

均势为基础的国际结构，为美国外

交打上深刻的个人印迹。

1977年1月，基辛格离任国务

卿，时任美国总统福特称赞他为

“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

持续发挥影响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

长吴心伯表示，基辛格对中美关系

发展所起到的贡献可分为两个阶

段。其中，他在20世纪70年代先

后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

卿期间，起到的是对华政策的决策

者与执行者的作用。

离开白宫以后，基辛格并未远

离政坛，也始终关注中国。在此后

的近半个世纪里，他曾先后100多

次访问中国，屡次获得中国领导人

接见，并造访中国多地。

基辛格自称专长是“认识中国

的每一代领导人”，并对“中国思想

和中国人民有浓厚的兴趣”。在

88岁高龄时，他还出版了《论中

国》一书，试图帮助美国人从历史

的角度理解中国和中美关系。

基辛格曾回忆第一次见到周

恩来总理时的场景，当时他说：“中

国很神秘。”周恩来答道：“我们并

不神秘，你觉得神秘是因为接触得

太少。”

在吴心伯看来，基辛格在卸任

国务卿后为中美关系所作的贡献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基辛格一直为美国的对

华政策提供决策咨询。基辛格说

过，从尼克松到特朗普的历任美国

总统，都在对华问题上单独征求过

他的意见。在美国的对华政策领

域，基辛格的影响可谓直接。

第二，基辛格一直致力于通过

各种渠道分享他对美国对华政策

和中美关系的看法，包括著书立

说、演讲访谈，进而影响了世界范

围内对中美关系的思考和认知。

第三，基辛格频频访华，同中

国领导人、官员、专家与学者都有

广泛的接触，是中美之间重要的沟

通桥梁。尤其是在中美关系步入

困难时期之时，基辛格发挥了独特

的桥梁作用。

回顾历史，中国社会科学院世
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外
交政策研究所副主任肖河认为，冷
战期间，基辛格在中美关系正常化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是他本人

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和烙印。难能

可贵的是，基辛格在此后的近半个

世纪中，始终在中美关系中发挥着

积极作用。

作为美国政治家和外交决策

者，基辛格主张只有多极化才能实

现国际秩序的稳定。这和冷战后

美国主流政策界鼓吹的“首要地

位”战略，即在全球所有关键地区

都要维持美国“独步天下”的绝对

优势，形成了重大而深刻的区别。

基辛格式智慧
今年7月，基辛格以百岁高龄

访华，与习近平主席等中国领导人

深入沟通。习近平说：“基辛格博

士刚刚度过百岁生日，你访问中国

已经一百多次，这两个一百加在一

起，使你这次访华具有特殊意义。”

基辛格表示，自己此访是作为

中国的朋友而来。当今世界挑战

与机遇并存，美中双方应该消除误

解、和平共存、避免对抗。希望双

方拿出智慧，尽全力为两国关系发

展创造积极成果，维护世界和平与

稳定。

基辛格不止一次强调，美中合

作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至关重

要。他多次呼吁中美之间保持军

事交流，并加强在全球治理与人工

智能等领域的合作。

吴心伯认为，“基辛格式智慧”

具有深刻的内涵：首先，有大格局

和大视野。基辛格看待中美关系，

是将它置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这

样一个大背景下来看。他早年经

历过战争和动荡，因此非常关心国

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在思考中

美关系时，他也始终从这样一个大

的视野出发。其次，基辛格在处理

和思考中美关系时，超越了意识形

态分歧，这使得他在思考问题时非

常务实。再者，他非常重视了解对

方的想法，避免了一些研究者以自

我为中心的思维方式。

基辛格留给世界的，不只是对

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推动，还有他关

于地缘政治的深邃思考。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
李开盛认为，基于长期外交实践和
观察，基辛格对地缘政治有着娴熟

把握，一个主要表现是对大国平衡

的运用。这种地缘政治思想所体

现出来的对大国权力的平衡感，仍

然可能是当前世界应对复杂乱局

的一种思想启示。基辛格的思想

和外交实践，值得国际社会思考。

此外，基辛格在多年外交实践中积

累的冷静务实的外交艺术，在“逆

全球化”现象频发、民粹主义思潮

涌动的国际背景下尤为珍贵。

如今，这位富有远见和充满

智慧的老人的离世令世人感叹。

中国驻美国大使谢锋在社交媒体

发文说：“这对我们的国家和世界

来说都是巨大的损失，历史将铭记

这位百岁老人为中美关系作出的

贡献。”

本报记者 杨一帆 吴宇桢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去世 享年100岁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走完传奇一生
据新华社报道，美国

前国务卿基辛格29日在位
于康涅狄格州的家中逝
世，享年100岁。

基辛格一生传奇，曾于
20世纪70年代先后担任美
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
务卿，为美国外交打上浓
厚的个人印迹。此后数十
年，基辛格对美国外交政
策影响依然重大，被美国
前总统福特称为“美国历史
上最伟大的国务卿”。
这位与中国打了50多

年交道的“中国通”，被誉
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曾100多次踏上中国的土
地。在外界看来，基辛格
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无疑
是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为中
美关系作出的杰出贡献。

■基辛格1975年访华时参观故宫 ■基辛格10月在纽约接受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颁奖

■基辛格 本版图片G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