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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观 察

本报讯（记者 王炜艺）近
日，2024 年全国青年 U 系列沙
滩排球锦标赛（海口站）在海南
海口圆满落幕。经过几天激烈
的角逐，来自漳州的沙滩排球运
动员庄茗及其队友林佳盈获得
女子U-16组冠军。

庄茗，2009 年 3 月出生，福
建龙海石码人，2017年7月正式
入选龙海少体校排球队，2023年
1月被福建省女子沙滩排球队录
取，现已是国家级运动健将。

据悉，本次比赛为期 4 天，
共有全国各地 200 余名运动员
参 赛 。 赛 事 设 置 了 U-19 和
U-16 两 个 组 别 ，其 中 ，男 子
U-16 组 有 23 支 队 伍 ，女 子
U-16 组有 22 支队伍，男子 U-
19 组有 20 支队伍，女子 U-19
组有 18 支队伍。各组别比赛
均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
为小组单循环赛，第二阶段为
前 16 名单败淘汰赛，最终决出
前 8名。

据新华社电 2024 羽毛球
亚锦赛10日展开正赛较量，中国
队男双组合刘雨辰/欧烜屹挽救4
个赛点险胜晋级16强，由于他们
的主要竞争对手、印尼组合菲克
里/毛拉纳遭淘汰，刘雨辰/欧烜
屹在奥运资格争夺中占据主动。

刘雨辰/欧烜屹与印度组合
阿琼/卡皮拉的比赛十分激烈，
双方各以两分优势拿下一局。
决胜局中，中国队组合开局打出
气势，11:3 领先进入技术暂停。
此后印度组合逐渐迫近比分，追
至 20平，并连续获得 4个赛点。

刘雨辰/欧烜屹全部顽强挽救，
以26:24取胜。“最后几分大家都
很紧张，双方都有犯错，我们当
时想的就是先把球打进界内。”
欧烜屹赛后回忆。

男双奥运资格竞争选手中，
积分紧追刘雨辰/欧烜屹的印尼
组合菲克里/毛拉纳首轮 1:2 不
敌泰国组合苏帕克/吉丁奴蓬，
已经退出争夺。排名紧随其后
的中国台北队组合李洋/王齐
麟、中国队何济霆/任翔宇均2:0
战胜对手晋级，保持冲击奥运资
格的希望。

羽毛球亚锦赛：

刘雨辰/欧烜屹首轮涉险过关

据新华社电 2024 比 利·
简·金杯国际女子网球团体赛亚
大区一组赛事 10日继续在长沙
进行，中国队 3:0战胜印度队斩
获两连胜。

和首个比赛日一样，中国队
由王欣瑜打头阵，她的对手亚马
拉帕利立足防守、伺机反击。实
力占优的王欣瑜耐心地与其周
旋，最终以6:2、6:3赢得比赛。

“今天放松了许多，逐渐适
应了场地和团体赛的氛围。”王
欣瑜赛后说，希望通过参加各种
赛事不断调整状态、解决问题，
为巴黎奥运会做好准备。

继首个比赛日以 6:0、6:1的
悬殊比分获胜后，郑钦文当天以
两个 6:0战胜印度队的拉伊娜，
为中国队锁定胜局。

郑钦文赛后说，两场比赛的
对手发球都比较慢，让她可以开
启进攻模式。虽然连续大比分
获胜，但郑钦文表示：“当我再站
上WTA巡回赛（赛场），她们的
发球、节奏都会更快，所以我还
是需要做好准备。”

双打比赛中，中国队首日出
战的朱琳休战，郭涵煜/王曦雨
组合以 2:0 战胜印度组合博萨
莱/通巴雷。最终，中国队大比
分3:0取胜。

其他场次中，女双世界排名
第一的谢淑薇首度亮相本次赛
事，但中国台北队还是以 0:3不
敌韩国队；新西兰队 3:0战胜太
平洋大洋洲联队。

中国队 11日的对手是新西
兰队。

伸向亚太的黑手
——起底美国主导北约加速东进亚太之害

漳州沙排小将庄茗获全国冠军

中国队比利·简·金杯两连胜
郑钦文“零封”对手

1949 年 4 月 4 日，在美国主导下，
北大西洋两岸的 12 个西方国家签署

《北大西洋公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
立。75 年来，这个以防御“苏联入侵”
为由而建立的军事联盟，在冷战结束后
不断越界扩权，突破自身条约规定的地
理范围，近年来加速东进亚太。

美国是“北约亚太化”的幕后推手，
为一己私利将北约作为推行“印太战
略”、贩卖安全焦虑的霸权主义战略工
具，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北约已经搞乱
了欧洲，现在开始威胁亚太数十年来繁
荣稳定的局面。

加速染指亚太

日本《产经新闻》日前报道，美国政
府计划邀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出席定
于今年 7 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北约
峰会，这将是岸田连续第三年参加北约
峰会。

2022 年 6 月，日本、韩国、澳大利
亚、新西兰四个亚太国家领导人首次出
席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
2023年7月，在立陶宛维尔纽斯举行的
北约峰会上，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同亚太
四国领导人会晤，向外界展示其关系变
得更加紧密。

2006 年，时任美国驻北约大使维
多利亚·纽兰首次提出“全球伙伴关系”
概念，试图通过与日韩澳新四国建立联
系国机制，扩大北约的全球影响力。
2012 年至 2014 年，北约与日韩澳新分
别 签 署 个 别 伙 伴 关 系 与 合 作 计 划
（IPCP）。2014 年，北约为让其他国家
参与北约领导的军事行动，提出“伙伴
关系互操作性倡议”，日韩澳新均加入
该倡议框架下的互操作性平台。近年
来，特别是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北
约东进亚太的步伐明显加快。

2021年，北约出台“2030年议程”，
提出要积极介入全球事务，特别是“印
太事务”。2022年 4月，北约外长会邀
请四国外长参加。随后，便有了四国领
导人同年 6 月首次参加北约马德里峰
会的一幕。2023年7月，北约与日韩澳
三国将合作关系由 IPCP升级为“量身
定制的合作伙伴项目”（ITPP），合作范
围进一步扩大。北约还试图在日本东
京设立联络处，作为其在亚太地区的首
个办事机构，只是由于法国反对才不得

不搁置。北约一些下属机构也积极吸
纳亚太国家。韩国和日本2022年加入
北约联合网络防御示范中心。澳大利
亚和印度也已加入该机制。

近年来，北约国家增加了在亚太地
区的军事活动。2021年，英国派遣“伊
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赴亚太，其
舰队中还包括美国和荷兰舰艇。美国
海军学会新闻网站刊文称，这赋予了这
支舰队“真正的北约特征”。英国在该
航母打击群赴亚太期间还宣布，在亚太
地区永久部署两艘军舰。同年，德国派
遣“巴伐利亚”号护卫舰前往亚太。加
拿大军舰近年来也多次在西太平洋地
区活动。

北约国家不断加强与一些亚太国
家的军事合作。比如，英法德分别与日
本建立外长和防长“2+2”对话机制，英
国 2023 年与日本签署《互惠准入协
定》，德国今年与日本签署《物资劳务相
互提供协定》，法国2021年与美日首次
在日本境内展开联合军演，德国 2023
年首次参加美澳主导的“护身军刀”联
合演习等。

一系列举动表明，北约正加快向亚
太地区扩张的步伐。

服务美国霸权

北约75年的历史就是不断扩张的
历史。冷战结束后，失去对手的北约不
仅没有解散，反而不断东扩，成员国从冷
战结束之初的16个增加到如今的32个。

北约东扩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
直接导致乌克兰危机升级。俄罗斯陷
入战事并遭受西方制裁，欧洲国家发展
受到冲突外溢效应严重冲击。分析人
士指出，美国成为危机最大的赢家，既
打击了对手俄罗斯，又强化了对欧洲盟
友的掌控。

比较北约“亚太化”和北约东扩，不
难发现其手法几乎如出一辙，那就是通
过树立一个“假想敌”，煽动地区国家对
这个“假想敌”的焦虑和恐惧，使它们不
得不站队美国，获得所谓的安全感。在
亚太，美国操控下的北约将中国视为

“系统性挑战”。
近年来，美国为维护全球霸权，越

来越不掩饰其遏制中国的意图。自奥
巴马政府提出针对中国的“重返亚太”
和“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美国对华遏

制打压逐步升级，北约在亚太地区也动
作频频。

在2019年北约伦敦峰会上，中国首
次被正式列为重要议题，会议公报称中
国“既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在2021
年北约布鲁塞尔峰会的公报中，中国被
进一步定义为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
序”和北约相关安全领域的“系统性挑
战”。2022年北约马德里峰会通过新版
战略概念文件，除指责中国“危害北约
安全”、构成“系统性挑战”外，还首次提
到“印太地区”的重要性，称该地区的事
态发展可能直接影响欧洲－大西洋地
区的安全。2023年北约维尔纽斯峰会
公报再次对中国进行无端指责和言论
挑衅，刻意渲染所谓“中国威胁”。

到底是谁在威胁谁的安全？
美国在全球拥有约 750 个军事基

地，其中300多个在中国周边。相比之
下，除参与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维和行
动外，中国在美洲或欧洲没有任何军事
力量存在。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和北
约发动和参与了一系列对其他国家的
军事行动，其中大多数未获得安理会授
权。而中国没有发动过任何对他国的
侵略战争。

瑞典跨国和平与未来研究基金会
创始人扬·奥贝里表示，中国的外交政
策没有威胁到美国，中国也没有把军舰
开到美国附近，反而是西方用军舰“包
围”了中国。

分析人士指出，北约近年来对华歪
曲抹黑，背后推手正是美国。美国马里
兰大学副教授乔舒亚·希弗林森表示，
美国试图将其在欧洲和亚洲的安全力
量整合起来以应对中国，推动北约进一
步介入亚洲事务正是该计划的一部
分。俄罗斯政治分析家铁木尔·福缅科
说，美国日益将中国视为最大竞争对
手，因此推动北约将力量延伸至亚洲，
与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联手。新加坡

《海峡时报》一篇文章写道：“几乎没人
怀疑它（北约）始终是美国可以随意支
配的全球军事工具。”

制造对抗分裂

首次美日菲三边峰会将于 4 月中
旬在美国举行。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三
边峰会的联合声明中将写入有关美日
英澳菲五国安全保障合作关系的内容，

美日菲还计划今年在南海首次实施三
方联合海上巡逻。

美国一边推动“北约亚太化”，一边
加紧拉拢亚太地区一些国家，加速建立
地区盟友体系，打造“亚太版北约”。

美国推动美日印澳合作升级，炮制
所谓“四边机制”，将其作为“印太战略”
的核心平台；美国去年8月举办美日韩三
国领导人戴维营会晤，力图将美日和美
韩两个军事同盟整合为美日韩三边军事
同盟；美国拉英国介入亚太事务，与澳大
利亚共同组建所谓“三方安全伙伴关
系”，无视地区国家对军备竞赛和核扩散
的担忧，帮助澳大利亚建造核潜艇。

美国正在对亚太地区的盟友加强
整合，挑动阵营对抗，进一步遏制中国。

不论是“北约亚太化”还是“亚太北
约化”，其底层逻辑都是霸权主义和冷
战思维。从欧洲到中东，从南联盟、乌
克兰到阿富汗、利比亚，美国及其主导
下的北约给许多国家带来深重灾难，如
今又试图把黑手伸向亚太。在台海，美
国及其北约盟友派舰机穿越台湾海峡，
为“台独”势力撑腰打气。在南海，美国
及其北约盟友不断开展所谓“航行自由
行动”，怂恿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频繁
挑衅滋事。

柬埔寨前首相洪森警告，“北约亚太
化”趋势令人担忧，这对亚洲安全稳定构
成威胁。马来西亚前驻华大使马吉德表
示，“北约亚太化”对本地区发展而言是
负面的，这显然会破坏长期以来东盟的
立场，即该地区不应有外部势力的军事
存在。澳大利亚前总理保罗·基廷撰文
说，如果北约向亚洲扩张，亚洲的发展前
景将受到影响，北约“将这种恶意‘毒药’
（阵营对抗）出口到亚洲，无异于让亚洲
迎接‘瘟疫’的到来”。印尼国际战略研
究中心研究员韦罗妮卡·莎拉斯瓦蒂认
为，“北约亚太化”将令不少亚太国家面
临选边站队的压力，必然导致地区安全
局势混乱，严重危害地区国家利益。

正如美国《国际政策文摘》网站文章
写道的那样，冷战结束后，北约已“变成
华盛顿的斧头、长矛和铁锹”。“北约扩张
到哪里，哪里就最可能会发生战乱。亚
太国家要警惕了。”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