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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并
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全文
如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工作，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根据《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保护法》等要求，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中央实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
度，设立专职督察机构，对省、自治区、直辖市
党委和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以及有关中央
企业等组织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第三条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
题、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推动高质量发展为重
点，夯实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政治
责任，强化督察问责、形成警示震慑、推进工
作落实、实现标本兼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第四条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坚持和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高政治站位；坚持问题
导向，动真碰硬，倒逼责任落实；坚持依规依
法，严谨规范，做到客观公正；坚持群众路线，
信息公开，注重综合效能；坚持求真务实，真
抓实干，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第五条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包括例
行督察、专项督察和“回头看”等。

原则上在每届党的中央委员会任期内，应
当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国务院
有关部门以及有关中央企业开展例行督察，并
根据需要对督察整改情况实施“回头看”；针对
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视情组织开展专项督察。

第六条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实施规
划计划管理。五年工作规划经党中央、国务院
批准后实施。年度工作计划应当明确当年督察
工作具体安排，以保障五年规划任务落实到位。

第二章 组织机构和人员
第七条 成立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协调推动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
由党中央、国务院研究确定，组成部门包括
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国务
院办公厅、司法部、生态环境部、审计署和最
高人民检察院等。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设在生态
环境部，负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
导小组的日常工作，承担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的具体组织实施工作。

第八条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
导小组的职责是：

（一）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研究在实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
中的具体贯彻落实措施；

（二）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的决策部署；

（三）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工作有关情况；

（四）审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规
范、督察报告；

（五）听取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
有关工作情况的汇报；

（六）审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其他重
要事项。

第九条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
的职责是：

（一）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
小组报告工作情况，组织落实领导小组确定
的工作任务；

（二）负责拟订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法
规制度、规划计划、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

（三）承担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的组
织协调工作；

（四）承担督察报告审核、汇总、上报，以及
督察反馈、移交移送的组织协调和督察整改的
调度督促等工作；

（五）指导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省级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

（六）承担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十条 根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

安排，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组建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组，承担具体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任务。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设组长、副组
长。督察组实行组长负责制，副组长协助组
长开展工作。组长由现职或者近期退出领导
岗位的省部级领导同志担任，副组长由生态
环境部现职部领导担任。

建立组长人选库，由中央组织部商生
态环境部管理。组长、副组长人选由中央
组织部履行审核程序。

组长、副组长根据每次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任务确定并授权。

第十一条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成
员以生态环境部各督察局人员为主体，并根据
任务需要抽调有关专家和其他人员参加。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成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诚，在思想上
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坚持原则，敢于担当，依法办事，公
道正派，清正廉洁；

（三）遵守纪律，严守秘密；
（四）熟悉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或

者相关政策法规，具有较强的业务能力；
（五）身体健康，能够胜任工作要求。
第十二条 加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队伍建设，选配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成
员应当严格标准条件，对不适合从事督察工
作的人员应当及时予以调整。

第十三条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成
员实行任职回避、地域回避、公务回避，并根
据任务需要进行轮岗交流。

第三章 督察对象和内容
第十四条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察

的督察对象包括：
（一）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及其

有关部门，并可以下沉至有关地市级党委和政
府及其有关部门；

（二）承担重要生态环境保护职责的国务
院有关部门；

（三）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对生态环境影
响较大的有关中央企业；

（四）其他中央要求督察的单位。
第十五条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察

的内容包括：
（一）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以及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
情况；

（二）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生态文明
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决策部署情况；

（三）国家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政策
制度、标准规范、规划计划的贯彻落实情况；

（四）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推进落实情况和长效机制建设情况；

（五）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以及处理情况；
（六）生态环境质量呈现恶化趋势的区域

流域以及整治情况；
（七）对人民群众反映的生态环境问题立

行立改情况；
（八）生态环境问题立案、查处、移交、审判、

执行等环节非法干预，以及不予配合等情况；
（九）其他需要督察的生态环境保护事项。
第十六条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

头看”主要对例行督察整改工作开展情况、重
点整改任务完成情况和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
制建设情况等，特别是整改过程中的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问题进行督察。

第十七条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
直奔问题、强化震慑、严肃问责，督察事项主
要包括：

（一）党中央、国务院明确要求督察的事项；
（二）重点区域、重点领域、重点行业突出

生态环境问题；
（三）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不力的

典型案件；
（四）其他需要开展专项督察的事项。
第十八条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

察、“回头看”的有关工作安排应当报党中央、
国务院批准。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的组织形
式、督察对象和督察内容应当根据具体督察
事项和要求确定。重要专项督察的有关工作
安排应当报党中央、国务院批准。

第四章 督察程序和权限
第十九条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一般

包括督察准备、督察进驻、督察报告、督察反馈、
移交移送、整改落实和立卷归档等程序环节。

第二十条 督察准备工作主要包括以下
事项：

（一）向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
了解被督察对象有关情况以及问题线索；

（二）组织开展必要的摸底排查；
（三）确定组长、副组长人选，组成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开展动员培训；
（四）制定督察工作方案；
（五）印发督察进驻通知，落实督察进驻

各项准备工作。
第二十一条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

驻时间应当根据具体督察对象和督察任务确
定。督察进驻主要采取以下方式开展工作：

（一）听取被督察对象工作汇报和有关专
题汇报；

（二）与被督察对象党政主要负责人和其他
有关负责人进行个别谈话；

（三）受理人民群众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
信访举报；

（四）调阅、复制有关文件、档案、会议记
录等资料；

（五）对有关地方、部门、单位以及个人开
展走访问询；

（六）针对问题线索开展调查取证，并可以
责成有关地方、部门、单位以及个人就有关问
题做出书面说明；

（七）召开座谈会，列席被督察对象有关
会议；

（八）到被督察对象下属地方、部门或者
单位开展下沉督察；

（九）针对督察发现的突出问题，可以视
情对有关党政领导干部实施约见或者约谈；

（十）提请有关地方、部门、单位以及个人
予以协助；

（十一）其他必要的督察工作方式。
第二十二条 督察进驻结束后，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应当在规定时限内形成督
察报告，如实报告督察发现的重要情况和问
题，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督察报告应当以适当方式与被督察对象
交换意见，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

导小组审议后，报党中央、国务院。
第二十三条 督察报告经党中央、国务

院批准后，由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被
督察对象反馈，指出督察发现的问题，明确督
察整改工作要求。

第二十四条 督察结果作为对被督察对
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奖惩
任免的重要依据，按照干部管理权限送有关
组织（人事）部门。

对督察发现的重要生态环境问题及其失
职失责情况，督察组应当形成生态环境损害
责任追究问题清单和案卷，按照有关权限、程
序和要求移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中央组织
部、国务院国资委党委或者被督察对象。

对督察发现需要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工作的，移送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依照有
关规定索赔追偿；需要提起公益诉讼的，移送
检察机关等有权机关依法处理。

对督察发现涉嫌犯罪的，按照有关规定
移送监察机关或者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二十五条 被督察对象应当按照督察
报告制定督察整改方案，在规定时限内报党
中央、国务院。

被督察对象应当按照督察整改方案要求
抓好整改落实工作，并在规定时限内向党中
央、国务院报送督察整改落实情况。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应当对督
察整改落实情况开展调度督办，并组织抽查核
实。对整改不力的，视情采取函告、通报、约
谈、专项督察等措施，压实责任，推动整改。

第二十六条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过
程中产生的有关文件、资料应当按照要求整
理保存，需要归档的，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七条 加强边督边改工作。对督
察进驻过程中人民群众举报的生态环境问
题，以及督察组交办的其他问题，被督察对象
应当立行立改，坚决整改，确保有关问题查处
到位、整改到位。

第二十八条 加强督察问责工作。对不
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而造成生态环境损
害的地方和单位党政领导干部，应当依纪依
法严肃、精准、有效问责；对该问责而不问责
的，应当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第二十九条 加强信息公开工作。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具体工作安排、边督边
改情况、有关突出问题和案例、督察报告主要
内容、督察整改方案、督察整改落实情况，以
及督察问责有关情况等，应当按照有关要求
对外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接受群众监督。

第五章 督察纪律和责任
第三十条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应当严

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
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落实各项廉政规定。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期间应
当按照有关规定建立临时党支部，落实全面从严
治党要求，加强督察组成员教育、监督和管理。

第三十一条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应当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督察中发现的
重要情况和重大问题，应当向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或者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办公室请示报告，督察组成员不得擅
自表态和处置。

第三十二条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应当严格落实各项保密规定。督察组成员应
当严格保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秘
密，未经批准不得对外发布或者泄露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有关情况。

第三十三条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不得干预被督察对象正常工作，不处理被督察
对象的具体问题。

第三十四条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应当严格遵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纪律、程

序和规范，正确履行职责。督察组成员有下列
情形之一，视情节轻重，依纪依法给予批评教
育、组织处理或者党纪处分、政务处分；涉嫌犯
罪的，按照有关规定移送监察机关或者司法机
关依法处理：

（一）不按照工作要求开展督察，导致应
当发现的重要生态环境问题没有发现的；

（二）不如实报告督察情况，隐瞒、歪曲、
捏造事实的；

（三）工作中超越权限，或者不按照规定
程序开展督察工作，造成不良后果的；

（四）利用督察工作的便利谋取私利或者
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五）泄露督察工作秘密的；
（六）有违反督察工作纪律的其他行为的。
第三十五条 生态环境部以及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应当加强对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工作的组织协调。对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工作组织协调不力，造成不良后果的，依照
有关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第三十六条 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支持
协助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对违反规定推
诿、拖延、拒绝支持协助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造成不良后果的，依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关
人员责任。

第三十七条 被督察对象应当自觉接
受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积极配合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开展工作，如实向督察组
反映情况和问题。被督察对象及其工作人
员有下列情形之一，视情节轻重，对其党政
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他有关责任人，
依纪依法给予批评教育、组织处理或者党纪
处分、政务处分；涉嫌犯罪的，按照有关规定
移送监察机关或者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一）故意提供虚假情况，隐瞒、歪曲、捏
造事实的；

（二）拒绝、故意拖延或者不按照要求提
供相关资料的；

（三）指使、强令有关单位或者人员干扰、
阻挠督察工作的；

（四）拒不配合现场检查或者调查取证的；
（五）无正当理由拒不纠正存在的问题，

或者不按照要求推进整改落实的；
（六）对反映情况的干部群众进行打击、

报复、陷害的；
（七）采取集中停工停产停业等“一刀切”

方式应对督察的；
（八）其他干扰、抵制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工作的情形。
第三十八条 被督察对象地方、部门和

单位的干部群众发现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成员有本规定第三十四条所列行为的，应
当向有关机关反映。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实行中

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督察体制。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作为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延伸和补充，形成
督察合力。省、自治区、直辖市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可以采取例行督察、专项督察、派驻监察
等方式开展工作，严格程序，明确权限，严肃
纪律，规范行为。

地市级及以下地方党委和政府应当依规
依法加强对下级党委和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监督。

第四十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工作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四十一条 本规定由生态环境部负责
解释。

第四十二条 本规定自 2019 年 6 月 6 日
起施行。

(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

中办国办印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

（上接第三版）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文章援引
的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政府关税措施总共
给美国消费者和生产商增加了688亿美元的
支出，而美国实际收入却减少了 78 亿美元。
面对这些事实，人们也许不难理解，为什么英
国著名经济评论家马丁·沃尔夫作出如是评
价：“如果（中美）彼此都不关心对方的利益和
看法，那么谁也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

事实上，美国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的
巨额贸易逆差，根源在于其自身经济结构，以
关税战“平衡”贸易之说，是拿任何一条经济学
原理都解释不通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
长克雷格·艾伦说：“去年，中国在美投资减少
了80%。在我看来，这是个悲剧，大多数市长、
州长和想找工作的失业美国人都这么认为。
我们应该为中国在美投资者铺好迎宾毯。”

中美关系40年发展，两国经济日渐交融，
是市场作用的结果。当然，中美经贸往来规模
巨大，发生摩擦在所难免，关键是要能客观看
待和理性处理问题。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只
要坚持在互利互惠基础上拓展合作，在相互尊
重基础上处理问题，双方就有机会在维护共同
利益的基础上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

眼下华盛顿一些人大肆鼓吹对抗论调，暴露
了他们的霸权思想。《纽约时报》近日发表的一篇
评论写得很直白：过去一年多美国对华立场的转
变，“更多是因为美国的焦虑，而不是中国的行
为，后者并没有什么新变化……没错，中国崛起
本身就威胁着美国的利益——只要美国将其利
益定义为在全球各地永远保持主导地位”。

本届美国政府成立之初喊出要消灭华盛顿
“政治正确”的口号，但在对华关系方面它又打
造了另类“政治正确”。越来越多人感受到，对
中国是否强硬，正被华盛顿一些人塑造为检验
是否“爱国”的指标。受零和博弈观影响，今天
华盛顿谈论对华关系，事实变得不再重要。一
位长期研究美中经贸问题的美国学者表示，她
正怀疑自己对中国企业技术更新的定量研究是
否还有意义，因为“中国技术偷窃说”已经被不
加论证地标注为标准答案。就连国会参议员克
里斯·库恩斯也感叹，当前的气候让人想起上世
纪50年代“反苏”在政治上没有坏处的时代。

在美国国务院此前长期负责东亚事务的
资深外交官董云裳看来，华盛顿的政策辩论正
成为“政治叙述的囚徒”，而这些叙述很多时候
着眼的是“狭隘的、短期的利益”。如今，华盛
顿一些人对于塑造“中国战略威胁”依旧沉迷，
依旧亢奋。越来越多人担心的是，这种脱离现
实的危险误判，正给中美关系的平稳运行乃至
全球稳定带来更大风险和不确定性。

（三）
如果将美国当前的对外政策置于各国利益交

融的全球格局中加以审视，其“时代错乱症”就会非
常扎眼。美国一些人陈旧的极端利己主义，被著名
学者约瑟夫·奈形容为“充满霍布斯式的现实主义
观、零和博弈观以及对国家利益的狭隘界定”。

2017年底，本届美国政府出台《国家安全
战略报告》，宣告“激烈的军事、经济与政治竞
争正在全球层面展开”，因此美国“必须动用全
部实力与手段参与竞争”。时至今日，世界对
美国“参与竞争”的做法有了更深感受：“退群”
成瘾破坏全球规则体系，无端挑起贸易争端引
发全球恐慌，肆意极限施压制造人道灾难……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指出，
今天的美国将竞争对手的经济成功“视为美国
全球主导力的威胁，因此也是美国的安全威
胁”，“这些观点反映了美国政治长期以来好斗
和偏执的特点”，“它们让国际冲突永久化”。

不得不说，美国一些人已因零和思维陷入
幻觉，与时代潮流渐行渐远。今天，世界经济
早已成为无法割裂的有机整体。生产一架波
音747客机需要的1万多个零部件，来自中国、
新加坡、韩国等各国的众多生产商。身处全新
格局，即使强大如美国，也难以退回孤岛在自
我封闭中创造繁荣。现如今，美国一些人抱定
单边主义思维，让自己成为世人眼中的麻烦制
造者。这究竟实现了哪一项政策初衷？

面对当前中美关系出现的种种困难，基辛
格博士给出了忠告，强调美中关系的真正命题
不是彼此胜负，而是延续性。在他看来，美中作

为两个大国在维护国际秩序和世界正义方面应
有更多的携手担当。遗憾的是，过去一段时间，
美国一些人的零和思维侵蚀中美关系，给地区
乃至全球局势都带来了冲击和挑战，进一步凸
显了中美以全球眼光把握彼此关系的必要性。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最新研究，美
国和中国彼此加征关税将导致2020年全球国内
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下滑0.5个百分点，折算
金额约4550亿美元，比南非的经济体量还大。

中美合作对世界是福，中美对抗对世界
是祸。就中美关系的未来，世界不仅不希望
看到“修昔底德陷阱”，还格外期待大国以高
瞻远瞩的决策和行动，投身完善全球治理、促
进共同繁荣的伟大实践。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抉择表示高度赞赏和
支持，因为有目共睹，在应对中美经贸摩擦的
整个过程中，中国对自己肩上的全球责任保持
高度自觉，始终坚持捍卫世界多边贸易体制，
始终坚持开放发展的战略抉择，且主张同美方
通过平等磋商解决问题。与此形成反差的是，
国际社会纷纷批评美方的政策选择，要求美方
认真审视自己的行为，承担应有的国际责任。

（四）
爱因斯坦有一句名言：不能用过去制造

问题的那个思维模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世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如果一些

人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挖
个“修昔底德陷阱”。因此，华盛顿一些人需
要走出危险的战略迷误，恢复清醒和理性。
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最近撰文强调

“敌对式共存”对中美两国有百害而无一利，
中国和美国都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利解
决各自国内的发展问题。

客观看待中国发展与美国发展关系，才有可能
走出战略迷误。用发展的眼光去对待发展，用全球
的视野去看待发展，才能实现更大的发展。可悲的
是，美国一些人还在陈旧思维作用下，以“阴谋论”的
阴暗心理揣度中国，生怕美国地位被取代。他们的

“国强必霸”逻辑，不仅同中国的历史传统相去甚远，
更同今日中国的国际担当和作为完全背离。

中国历史上曾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之一，但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崇
尚“和而不同”“天下大同”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
因，今日之中国也从不想当什么全球老大，而是
真诚致力于全球发展事业，愿在共商共建共享
的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互利共赢、共创繁荣。

理性看待中美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才有可能
走出战略迷误。竞争是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
原生动力，不可避免，更不可怕，关键是如何界定
竞争的边界，如何选择竞争的方式。当前科技变
革正加速重塑世界，每个国家都面临重新打造
竞争力的任务，但这种竞争力归根到底来自对
发展动力的再挖掘、对治理能力的再锻造，而不
是使绊子、出邪招。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前总统
吉米·卡特近日的一席话有必要引起当前美国精
英层的更多重视：“超级大国不能单纯理解为拥
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而是这个国家能够在为人
民创造更美好生活方面成为领先者。”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一些人错乱的“竞争
观”引发的种种批评，理应让这些人回归理
性。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近日说：“美国想
要一个永远领先的局面，如果我（美国）不领
先，我就制裁你，就派军舰去你的国家。这不
是竞争，这是威胁。”需要强调的是，中美经贸
摩擦发生一年多来的事实已经充分表明，美
国所热衷的极限施压，并不会使中国退缩，也
不可能让美国“再次伟大”。即使在美国国
内，也有许多有识之士强调，单纯污名化中
国、对中国遏制封锁，根本谈不上战略，因为
这不可能奏效，也不可能赢得世界的支持。

准确把握今天国际体系的变革方向，才有可
能走出战略迷误。数百年来，列强通过战争、殖
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逐步
向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中
美两国虽是人群中的大块头，辗转腾挪都会对整
个国际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但其相互关系也不应
脱离这个规则体系。原因很简单，国际关系民主

化、法治化，反映了历史进步的方向，符合世界各
国的共同利益。逆潮流而动的单边主义行径，虽
然会带来一时的冲击，但不能改变潮流本身。

时至今日，越来越多国家对华盛顿一些人
的任性表达不安与反对，不正是反映了历史演
进的辩证逻辑？以历史眼光看，中美的长远利
益都在于维护整个国际体系的有序稳定。按
照艾利森的统计，过去500年里全球有16次主
要的霸权之争，其中12次发展成了战争，只有4
次实现了和平过渡。21世纪的今天，国际上的
事应该各国商量着办，而不是谁的胳膊粗、气
力大谁就说了算，世界并不需要所谓的“权力
转移游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两国今天
应有的战略境界，自然不是上演第十三次“迎
头相撞”，也不是追求第五次“和平过渡”，而是
要真正摆脱以“霸权兴替观”看自己、看世界。

（五）
“很多时候人们有能力预见前面的危

险。但是他们听任了诱使他们陷入不可挽回
的灾难的想法……因为他们自己的愚蠢，而
不是不幸。”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中如此警示后人。

见证过中美关系发展历程的布热津斯基
曾经指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两个大
国——一个当前的大国与一个崛起中的大
国，被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联结在一起。”

欧洲著名学者罗伯特·库珀在《和平箴言》
一书中写道：“在我们开始制定外交政策前，我
们不仅要问我们希望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上，
而且还要问‘我们’是谁。我们的答案范围越
广，‘我们’就越有可能生活在和平之中。”

不知当前的美国一些人能否从这样的真
知灼见中汲取一些智慧。希望他们认识到，陷
于“寻找敌人”的迷思，坠入零和博弈的死胡
同，不仅于中美无益，而且将给世界带来灾难！

可以肯定的是，唯有以合作化解冲突，以理性
管控分歧，在尊重彼此核心关切、懂得维护共同
利益的前提下施展“战略想象力”，方能走出战
略迷误，享受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的和平与安宁。

人民日报6月18日署名文章
（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

世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