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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天下·观点

由于1962年中印爆发边界
冲突，两国关系降为临时代办级
别。1976年，中印两国恢复互派
大使，3年后印度外长瓦杰帕伊
访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接见
他时指出：“中印两国应该求同
存异，世界问题可以通过友好协
商，互谅互让，公平合理地一揽
子解决。”此后，中印边界问题开
启了第一层次的副部级官员会
谈。1981年至1987年的6年间，中
印两国副部级官员会谈轮流在
北京和新德里先后举行了8轮。

然而，6年的谈判并未取得
实质性成果。随着1986年印度陈
兵中印边界并通过法案非法侵
占中国藏南领土，1987年印方把
所谓的“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
区”升格为“阿鲁纳恰尔邦”等事
件，双方军队再次在边界地区紧
张对峙起来。

不过，这次军事对峙并未触
发第二次中印边界冲突，两国外
交谈判事后再度恢复。1988年12
月，印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双
方同意建立关于边界问题的副
外长级联合工作小组，这与此前
的中印边界问题副部级官员会
谈合并开展工作，形成了新的对
话机制。

自1989年至2005年的16年
间，中印边界问题联合工作小组
会谈和副外长级磋商共进行了
15次。工作小组在上世纪最后十
年，推动了中印三次首脑出访。
其间，双方分别签署了《关于在
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
和平与安宁的协定》和《关于在
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
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

与此同时，中印边界问题外
交和军事专家小组也于1994年
举行首次会谈，至2005年共举行
了15次会议。2003年双方还建立
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这
是经双方政府特别授权的，以解
决中印边界问题为主要任务，每
年会晤1至3次，是当前中印之间
最活跃、最主要的平台。

中印两国在2005年形成了
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
在各层面上的双边谈判也持续
进行，但谈判却一直难有成果。
对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研究员王郦久认为，两国边界争
议中最关键之处在于双方谈判
的气氛还不浓，谈判空间还不
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印
度问题专家马加力认为，历史问
题、民族情感、藏独势力干扰等
多方面因素导致了中印边界问
题解决方案的“难产”。

对中印领土争端解决的未
来，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所
的于逢春认为，两国解决边界问
题还需静候时机，周边地区局势
和两国发展情况等因素也都会
影响边界谈判。马加力指出，国
家间解决陆地边界问题的过程
都要经历三个步骤，即先确定政
治指导原则，进而构建谈判框
架，最后实施实际划界。据此，中
印两国刚刚完成了第一步而已，
后面的路还很长。

本报记者 赵恩霆 整理
资料来源：人民网、《看天下》杂
志等

巴沙尔三张牌促美俄达成共识

在叙利亚危机持续两年多
后，一个好消息纷纷被联合国、欧
盟以及联合国-阿盟联合特使卜
拉希米所欢迎：美俄两国外长7日
在莫斯科就叙利亚危机达成共识，
最快本月底组织叙问题国际会议，
邀叙政府和反对派代表参加。从某
种意义上说，美国开始看淡巴沙尔
必须下台这一先决条件。

克里访俄本是美俄两大国冷
淡关系中的一个热烈插曲，但开
端却没那么顺利。克里抵达莫斯
科，因俄方胜利日阅兵彩排封路，
而被堵在路上半小时；抵达克里
姆林宫后，又因普京与内阁成员

会议延时，被晾在一边近3小时；
终于见到普京并商讨叙利亚危
机，却被普京一句“这个问题需要美
国总统跟我来谈”顶了回来。即便如
此，克里还是在与俄外长拉夫罗夫
的会谈中显现出灵活和转变，从而
才有了上述的那个美俄共识。

美方之所以态度有所转变，
俄方之所以可以如此硬气，关键
还是当前叙利亚局势出现了新变
化，天平开始向巴沙尔政权一边
倾斜。换句话说，巴沙尔总统手中
现在有三张牌可以打，而且张张
力道十足。

首先，巴沙尔指挥的叙政府
军在战场上战果频频。近半年来，
一度被炒得热火朝天的叙危机被
朝鲜半岛危机所取代，分散了美
国的精力。借助有利的国际环境，
巴沙尔政权“闷声打胜仗”，在首都
大马士革周边及中部重镇霍姆斯
等地捷报频传，北部阿勒颇的局势
也不再一边倒地对反对派武装有
利。众所周知，要想在谈判桌上有

底气，就得在战场上有所斩获，现
在这张牌紧握在巴沙尔手中。

第二，叙利亚反对派组织内
外有别、武装力量鱼龙混杂一盘
散沙，同时又被联合国官员认定
有使用化学武器的嫌疑，可以说
是扶不起的阿斗。在对待巴沙尔
政权的态度上，叙境内外两大反
对派组织分歧明显，外部的主张
赶巴沙尔下台，而内部的主张政
治对话。而叙反对派武装就没这
么简单了，里面既充斥有“基地”
背景的恐怖分子，也有受国外势
力援助的武装分子，而且大多处
在各自为战的状况，很难形成一
股合力。

或许正因在战场上频显颓
势，反对派武装开始鼓捣些歪门
邪道，比如可能使用化学武器沙
林毒气，再比如继3月26日在戈兰
高地扣押21名联合国维和人员之
后，于本月7日再次在戈兰高地扣
押4名维和人员。这种对内可能使
用化武，对外胡乱扣押维和人员

的做法，已经颠覆了自身的国际
形象，自然叙政府的形象也就越
发积极。

第三，以色列战机在本月3日
到5日三天里两次空袭叙利亚目
标，虽然以方是担心叙利亚的先
进武器流入黎巴嫩真主党手中，
但这种其惯用的侵犯别国主权的
空袭行为，已经把以色列与真主
党的矛盾延伸到以色列与叙利亚
两国间的对抗层面，甚至还可能
重燃由来已久的以色列与阿拉伯
世界的矛盾。在这一问题上，叙政
府虽然被动挨打，但却赢得主动。

可以说，巴沙尔总统手握战场
优势、化武受害者和民族矛盾这三
张分量极重的牌。一来给了靠山俄
罗斯与美国进一步讨价还价的资
本，二来为自身政权赢得了国际社
会的同情，另外还可以借以色列与
阿拉伯国家的历史积怨堵住曾经
力挺反对派的部分阿拉伯国家的
嘴。如此看来，美俄就叙问题达成共
识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近来广受追捧的美国白宫官
方请愿网站“我们人民”，被戏称为

“白宫信访局”。不少媒体吐槽说，
自从网友大量涌入后，该网站出现
了大量“无厘头”的请愿书。然而，
这种无厘头并不是自中国人关注
该请愿网站才开始的。早在这家网
站开办之前，美国人对其总统不怎
么正经的“请愿”就已源远流长了。

“给总统写封信”的传统，在
美国几乎和其立国史一样长。
随着信访量增加，美国政府专
门开设了“总统通信办公室”。
时至今日，每天都有成千上万
的信件被寄往白宫，通过“层层
选拔”，最终会有十封信被摆在
奥巴马的面前。

有趣的是，“总统通信办公室”

虽然工作量巨大，却“有组织无纪
律”。为了防止被总统主观意见左
右，按惯例总统不对该办公室下达
任何挑选信件的指标。选什么样的
信完全是该办公室主任的事。现任
主任科勒尔挑选信件时喜欢“报忧
不报喜”，交给奥巴马的信里有一
半对他的称呼是“白痴”。

“信访”无厘头的另一个原因，
是美国人碰上正经事儿时一般都
不信访而直接打官司。看美国国会
开会，会发现其正中央有九个老头
老太太无论谁发言也从不给鼓掌。
甚至珍珠港、“9·11”这样的事件，
总统在台上讲得慷慨激昂，全场
议员都起立欢呼鼓掌，这九个人
却雷打不动地坐在那里，表情严
肃，好像聋了一样。他们是联邦最

高法院的大法官，一经上任，任职
终生，架子比总统大多了。看惯了
这阵势的美国人，当然知道真碰上
麻烦该去找谁，总统信访“非典型
化”也就理所当然了。

另外，外国人对白宫进行无厘
头请愿也非中国人首创。1940年，时
任美国总统罗斯福收到来自一个
古巴少年的一封信，男孩提的要求
让今天请愿者的创意都自惭形
秽——— 希望罗斯福能给他10美元，
因为向往美国富裕生活的他从没
见过这种“绿票子”。罗斯福总统不
久之后给这位少年回了信，说了很
多话，却唯独没寄那10美元，男孩很
失望。这个男孩名叫菲德尔·卡斯
特罗，几十年后他领导反美革命让
美国人花费甚巨。有人开玩笑说，

如果当年罗斯福不抠那10美元，他
的继任者就能省下数十亿了。

其实，这事不能怪罗斯福抠
门。无论过去的通信还是今天的网
站，白宫“信访”似乎有一条规律：
请愿者很少从中获得直接的个人
利益，因为如果请愿者从中直接受
益，就意味着对未请愿者的不公
平。这大概也是白宫“请愿”为何无
厘头的理由之三了，大家都知道这
请愿“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

不过，卡斯特罗其实没有必要
为罗斯福的“抠门”生气。不管怎么
说，罗斯福还是给其回了信。如果
他寄一封同样措辞的信件给本国
的独裁者巴蒂斯塔，估计不会得到
半点回音——— 如果没有被以“讹诈
领袖罪”逮捕的话。

白宫“信访”为啥无厘头

（上接B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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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来十余回合

未有实质进展

身穿钢铁战衣的奥巴马被
一块磁铁牢牢地吸住，磁铁上写
着“关塔那摩”。近日，美国总统
奥巴马再次呼吁关闭古巴关塔
那摩美国海军基地监狱。据统
计，关塔那摩监狱每名在押人员
平均每年耗资约90万美元，堪称

“全球最昂贵监狱”。
(原载美国政治漫画网)

钢铁侠

美国“重返亚洲”的行动早
在“阿拉伯之春”以及重返非洲
之前就已经展开，而且被视作国
际政治领域的一个重要事件，如
今它似乎受到了挫折。在眼光瞄
准亚洲的同时，美国仍参与了在
利比亚、马里和索马里的军事行
动，为其盟友提供了必要的后勤
援助。美军“非洲司令部”如今要
求增派更多的无人机和空中侦
察力量。在利比亚的班加西发生
美国领事馆遇袭事件之后，美国
建立起了一支快速反应部队。最
后，五角大楼还在尼日尔的尼亚
美设立了一个无人机基地。

文章认为，就像美国不能忽
视伊朗核问题所带来的安全风
险一样，美国也不可能对非洲撒
手不管。美国新的安全理论可能
会要求欧洲人承担起确保非洲
安全的责任。然而，经济危机使
得欧洲各国都在削减军事预算。
欧洲的虚弱会不会影响到美国

“重返亚洲”的进程？
点评：美国“重返”政策何止

会因非洲受阻，中东它要管，中
亚它也要管，拉美它不撒手，还
得抽空跟俄罗斯掰掰手腕。之所
以美国四处树敌，是因为它管得
太多太宽了。

阿泽维多当选世界贸易组
织(WTO)新任总干事，无疑是巴
西的外交成功。在总统罗塞芙任
下，这个拉美大国持续地致力于
打造全球“首席调停员”的形象。

然而，一个严峻的问题是，
阿泽维多上任后能否重新振兴
WTO——— 它的影响力已不如以
往。WTO在监督贸易协定、仲裁
贸易纠纷方面仍然发挥着可靠
的作用，但主要贸易国家之间的
严重分歧已导致世贸组织无力
促成多边协定的签署。2001年启
动的多哈回合谈判如今已名存
实亡。

现任WTO总干事拉米上月
警告，保护主义的威胁正在抬
头。越来越多的经济体正转向双
边贸易谈判，但双边协定只是退
而求其次的方案，因为它会排挤
与第三方的贸易。

点评：世贸组织当初是美国
等西方国家主导建立起来的，如
今却因美国等国在经济危机中
不断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而陷
入尴尬境地，美国时不时掀起的
针对中国商品的“双反”调查即
是一例。当初倡导贸易自由、消
除贸易壁垒的国家，如今的做法
真可谓自己打自己嘴巴。

法国《费加罗报》：

美国“重返亚洲”因非洲受阻

英国《金融时报》社评：

阿泽维多身负重任

□本报国际观察员 赵恩霆

□本报国际观察员 王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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