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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前财政部长：
美元地位面临考验

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基金会主席亨利·
保尔森日前表示，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

地位正面临考验，美国应对新冠疫情的能力及其

管理国债和财政赤字的经济政策是否有效等因

素，都将决定美元是否能够通过考验。

保尔森在保尔森基金会官网刊发的一篇署名

文章中指出，美元的地位很重要，能够让美国为美

元资产支付更低的利息，还能够降低汇率风险，让

美国承受大规模贸易赤字、金融市场更具流动性。

此外，美国的银行业也能获益，其融资更加便利。

他认为，美元能够长期保持其地位是一个历

史性的反常现象，尤其是考虑到新兴市场的崛起

和美国经济的相对衰落。目前看来，人民币是最有

可能取代美元的货币。人民币已经与日元、欧元和

英镑一起成为储备货币，中国的经济体量、未来增

长前景、与全球经济的融合以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加快等因素都有利于人民币发挥更大的作用。

他还认为，中国央行支持的数字货币将助力推

进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提升人民币的全球地位。

保尔森强调，当前威胁美元地位的主要风险

并非来自外部，而是来自美国本身，美国经济必

须持续激发公信力和信心。如果不能做到这一

点，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元的地位将岌岌可危。

保尔森指出，为了维护美元地位，美国需要

实现经济繁荣，美国还需要一个能够维持国家财

政健康的政治体制。美国的海外经济政策选择

也非常重要，因为它们会影响美国的信誉。

他警告，美元的霸主地位使单边制裁成为可

能，但这并非没有成本。把美元当作制裁他国的

武器，会鼓励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其他经济体发

展能替代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

保尔森认为，一个国家的货币对其持有者的

价值，归根结底反映的是这个国家经济和政治的

基本面。在疫情危机之后的几年里，美国交出一

份怎样的成绩单，将是一个重要考验。

□ 据新华社

德国斯图加特发生严重骚乱
德国西南部巴登·符滕堡州首府斯图加特市

20 日晚至 21 日凌晨发生严重骚乱，数百人在市

中心商业区打砸抢并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19名

警察受伤。

斯图加特市警方 21 日通报，当地时间 20 日

23 时 30 分左右，警察在市中心盘查一名有涉毒

嫌疑的 17 岁德国籍青年，此举招致约 300 人从

周边夜店涌来并向警察投掷石块和酒瓶。不久

后，约 500 人开始在市中心商业区打砸抢，并与

警方发生冲突。斯图加特市警方从市内和周边

紧急调集 280 名警察应对骚乱，19 名警察在冲

突中受伤，其中一人伤势较重。24 名骚乱者被

捕，其中 12 人为外籍。40 家商店被砸、9 家遭

洗劫。斯图加特市警察局副局长托马斯·贝格

尔说，这种情况前所未有。

警方说，初步调查显示，此次骚乱是夜店顾

客和好事者挑起冲突，并无政治动机。斯图加特

市警察局已成立专案组，并向民众征集现场影像

资料以缉拿嫌犯。

斯图加特是德国重要工业城市，全球最大汽

车零部件供应商博世集团以及汽车制造商戴姆

勒、保时捷的总部都设于此。 □ 据新华社

遗失声明
皖ATC125登记证、行驶证遗失，声明作废。

2019 年 8 月 2 日，在日本首都东京的新大久保，行人从标有日本和韩国国旗的广

告牌前走过。日本政府在当天上午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决定，将韩国移出可享受贸易便

利的“白色清单”，这意味着日韩贸易摩擦升级。 □ 新华社发（资料图）

1965 年 6 月 22 日，

日韩两国签署《日韩基本

条约》，实现了韩国1910

年沦为日本殖民地以来，

两国邦交的正常化。不

过，目前因贸易争端，关

系陷入“冰点”的日韩双

方，似乎并没有心情来纪

念这一历史时刻。

半世纪以来，强征劳

工问题、慰安妇问题、岛

屿争议等一系列历史问

题留下的“心结”，更是让

这两个国家的关系，跌宕

起伏。

□据中新社

贸易争端，让两国关系陷入“冰点”
在 2019 年 7 月的一项民调中，77%的韩国民众表示

“对日本没有好感”，创下1991年来最高纪录。而同年12

月，日本内阁府针对日韩关系进行的一项民调中，有

71.5%的受访者表示，“对韩国没有好感”，创下 1978 年有

该调查以来的新高。

不仅是民间，双方在政府层面的交流也陷入停滞。是

什么，让曾经关系好到在2002年合办世界杯的两国，走到

如今的地步？

这一切，还要从2019年7月开始的两国贸易争端说起。

当时，日本率先“发难”，对 3 种出口韩国的半导体产

业原材料强化审查，并随后把韩方排除出可以获得贸易便

利的“白色清单”。理由是，“出于安全保障考虑而进行的

适当出口管理”。

韩方则把这定义为日本方面的“经济报复”——2018

年，韩国最高法院两度判决日本企业赔偿殖民朝鲜半岛期

间强征的韩国劳工，并扣押日本相关企业在韩资产。

随后，韩方也将日方“拉黑”，同年8月拒绝续签《日韩军

事情报保护协定》(以下称《军情协定》)，两国关系迅速恶化。

虽然韩国在 2019 年 11 月《军情协定》到期前的最后

关头“松口”，表示可以暂时推迟终止期限，但双方的“连环

套”，似乎并未解开。

正如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周永生在接受采

访时所说，日韩《军情协定》“只是双方合作的政治象征”，

“劳工问题才是双方陷入冰点的主要原因”。

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结”
“日韩之间一直长期存在难以解决的几个矛盾，主要

是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历史原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研究员杨希雨在接受采访时说道。

——强征劳工问题，日韩历史“悬案”

日本在朝鲜半岛进行殖民统治时，曾强掳当地民众赴

日当劳工。1965年，两国签署《日韩请求权协定》，按日方

的说法，日方在通过对韩经济援助后，“一次性解决”了所

有类似的纠纷和受害者索赔问题。

但自20世纪90年代末起，韩国部分劳工及家属开始

不断对日企提出诉讼，要求索赔。

双方在这一问题上你来我往，互不相让。然而，两国

间的历史遗留问题，远不止一个。

——慰安妇问题，另一大“心结”

自二战后，韩国民众一直力求解决慰安妇问题。1992

年起，民间便开始自发组织围绕慰安妇问题，要求日本政

府道歉和赔偿的“周三集会”，至今已举行逾1400次。

2015 年 12 月，日本政府与时任韩国朴槿惠政府达成

了《韩日慰安妇问题协议》。根据协议，日政府出资 10 亿

日元，由韩政府设立“和解与治愈基金会”，用以向受害者

发放抚慰金。问题看似解决，然而协议中关于韩国政府不

能再提及慰安妇问题的条款，以及日本没有进行正式道歉

和赔偿等问题，引发了韩国民众的不满。

“虽然有关于慰安妇赔偿的协议，但韩国民众认为一

定要从政府的角度，而不是从民间的角度来赔偿，因为政

府来赔偿才是(日本)政府对那段历史的正确认知。”杨希

雨表示。其实，2012 年，日本野田佳彦政府曾向韩国提

议，由日本政府向韩国慰安妇在世受害者道歉，但后因双

方意见不一，谈判破裂。

——日韩岛屿争端，现实利益

在那之后，时任韩国总统李明博登上日韩争议岛屿

(韩国称“独岛”，日本称“竹岛”)，两国关系逐步恶化。

而日韩岛屿争端，便是杨希雨所提到的“另一个矛盾

难以解决的主要原因”——现实利益。

目前，该岛由韩国实际控制，日本虽多次进行抗议，但

岛屿问题并不像历史问题那样，直击两国关系“要害”。

周永生认为，“岛屿争端更像是双方手里的一张牌，需

要的时候可以打，双方关系缓和的时候则可以搁置。虽然

短期内难以解决，但也不会形成太大冲突。”

“在可预见的一个时期，日韩关系真正回到稳定和谐

相处，恐怕很难”。对于日韩关系的走向，杨希雨和周永生

两位专家给出了类似观点。

虽然在韩国“松口”暂不终止《军情协定》后，双方进行

了包括首脑会谈在内的多次接触，但似乎并没找到迷局的

“出口”。韩国甚至在6月2日决定重启针对日本限制对韩

出口一事向WTO提出的申诉，并于6月18日付诸行动。

而对于韩国此举，日方回应称，贸易问题应由双方通

过对话解决，对韩方单方面的行为表示“极其遗憾”。

周永生分析称，“韩国还是想打破目前局面，因为进口

半导体等产品受制于日本，被卡住脖子，但日本没有任何

退让意向。”

杨希雨同样认为，“要想打破僵局，主导权应该在日本

方面，日本如果首先在历史问题上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就

会使双方之间的矛盾得到很大程度的缓解。”

半世纪以来，两国间各种问题盘根错节，谈到其影

响，周永生认为，“两国关系不好，对东北亚局势有负面

影响；如果两国关系得到了解决，对东北亚(局势)缓和是

有利的”。

解铃还须系铃人。杨希雨分析称，“理论上讲，日韩双

方可以自主解决问题，没有第三方干预，只有自主解决才

是真正解决，但是目前看是没有机会的。”

解铃还须系铃人？

建交55年，日韩旧案新“仇”不断
解铃还须系铃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