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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天下·观点

叙危机现拐点，英法别再火上浇油

5月27日，又一名记者——— 雅
拉·阿巴斯——— 在叙利亚的战火中
被来自反对派武装的子弹击中遇
难。据统计，2011年3月至今的26个
多月里，已有47名记者在叙利亚遇
难。另据联合国统计，2011年3月15

日至2013年2月12日，共有约70000

人在叙利亚内战中丧生，逃至邻国
的叙利亚难民已达百万。

同样是在5月27日这一天，美
俄外长在巴黎密会，为可能于6月
中下旬举行的叙问题国际会议做

准备。经过两年零两个月的战争，
叙利亚危机出现了拐点，即美俄两
大国准备说服各方坐下来谈判结束
战争，并实现叙政权过渡。能够走到
这一步，深入叙利亚内战采访报道的
记者也有一份功劳。

然而，英法为首的一些欧盟国
家却节外生枝，促使欧盟解除了对
叙反对派的武器禁运。虽然两国均
表态称短期内不会向叙反对派提供
武器，但这同样意味着对叙反对派武
装的武器控制闸门一旦打开，直接后
果就是叙内战伤亡数字进一步扩大。
正如反对欧盟解除武器禁运的奥地
利外长施平德勒格所言：“这真不像
一个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不久的组
织所为。”

事实上，不仅欧盟内部多国坚
决反对英法解除对叙反对派武器
禁运的提议，就连美国想必也憋了

一肚子火。面对叙利亚战场形势向
巴沙尔政权倾斜，美国国务卿克里

“屈尊”赴莫斯科主动商讨谈判解
决叙危机之道，并煞费苦心地为叙
问题国际会议搭台子做准备，生怕
叙反对派耍横不参加。如今，俄罗
斯说服了叙政府与会，叙反对派

“全国联盟”果真耍横拒绝参会，此
时英法力推解除武器禁运无异于
火上浇油。

虽然英法此举可以帮助叙反
对派增加谈判筹码，但一旦谈判失
败，武器外援可能大量涌入叙利
亚，西方国家担心的诸如“胜利阵
线”等极端武装组织就可能从中渔
利。此外，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也
一定会全力支持巴沙尔政权。与此
同时，解除对叙反对派的武器禁
运，只会更加坚定俄罗斯继续向叙
利亚出口S-300防空导弹系统的决

心。无疑，这些外部力量的介入将
进一步加剧叙利亚危机外溢的风
险。

“头脑发热”这个词用来形容
现在的英法两国再合适不过。在对
叙反对派直接军援和对叙政府动
武问题上，就连美国都一直保持着
小心谨慎的态度。由于叙利亚的地
缘政治特殊性和国内外实际力量
对比等因素，英法很难再炮制当年
在利比亚问题上的处理模式。在当
前美俄极力撮合叙利亚危机有关
各方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时候，欧盟
尤其是英法两国应当扮演一个“调
停者”而非“教唆犯”的角色。正所
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就算曾经对叙
反对派许过愿，但看清反对派是

“扶不起的阿斗”这一本色之后，像
美国一样适时地调整政策才不失
为明智之举。

6月1日，第五届非洲开发
会议在日本横滨召开。日本首
相安倍晋三表示，有意在今后5

年内为非洲提供300亿美元的
政府开发援助。中国近年来在
非洲影响力的逐渐扩大恐怕是
日本政府此次狠下血本的主
因。

5月29日，日本《产经新闻》
刊发了一篇呼吁日本应“拼死
挽回对中国落后局面”的文章，
文章指出，相较于不断扩张自
己对非影响力的欧美与中国，
日本已经处在“无可否定”的劣
势中。日本对非贸易总额只有
中国的五分之一，投资总额只
有三分之一。

虽然日本在非洲开发的这

盘棋局相较中国处于劣势，但
也难说没有翻盘的可能。此次
非洲开发会议吸引了近50个非
洲国家出席，参与国数量已接
近追平中国近年来举办的中非
峰会。日本不少媒体亦早已向
其政府支招，认为“非洲对日本
的良好印象”将成为日本对中
国反击的突破口。

据说在非洲流行着这样一
句话：“中国是我们的朋友，但
日本是我们的爱人。”日本在非
洲投入的资金比中国少，但得
到的口碑却不错，这是一个不
容忽视的现实。

非洲对日本印象好有一定
的历史原因。一战后的巴黎和
会上，日本曾主张废除“人种歧
视”，此举获得黑人的好感，以
至于二战中日本空袭珍珠港
时，美国甚至有黑人上街游行
庆祝。但更为主要的原因是，自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对非
洲的援助不但采用“非捆绑”的
方式，附加条件少，并且注重对

环境的保护。在政府援助之外，
日本还专门设立了志愿者援助
机构，深入非洲各国基层，造成
了十分广泛的影响力。

实际上，在上世纪80年代
以前，日本对非洲援助曾受到
过“急功近利”甚至“新殖民主
义”的批判。正是在这些指责的
压力下，才造就了日本目前这
套让非洲颇有好感的援助体
系。对非洲的投资注重软实力
的铺垫，虽然短期内对日本在
非洲的经济利益造成一定损
失，但赢得的良好口碑却为日
本在非洲中长期的发展打下了
良好基础。

日本经济产业相茂木敏充
5月31日表示，此次会议中，日
本将致力于同非洲国家构建

“由支援国向值得信赖的伙伴”
转变的关系。结合日本政府近
期的一系列动作，不难看出，日
本想将其在非洲积攒多年的软
实力折现的意图十分明显。对
这一意图，我们应该提前应对。

提防日本拉拢非洲新手腕

有声若霆
本报国际观察员 赵恩霆

第三阶段：2007年至2013年

朝美对抗升级

陷核试-制裁怪圈

影响因素：2009年朝鲜二次核

试验、2011年金正日逝世

进入2008年，朝核问题出现了
较为频繁的波动，朝方于当年5月
向到访的美国官员递交了朝核计
划文件，并获美方积极评价，但朝
美双方随后却在将朝鲜从支恐国
家名单中除名问题上争论不休，虽
然最终美国从名单中剔除了朝鲜，
但整个事件并未朝着好的方向发
展。

2008年11月美国举行总统选
举，奥巴马成功入主白宫。或许是
出于试探奥巴马政府对朝政策态
度的考虑，2009年4月5日，朝鲜宣
布成功发射“光明星2号”卫星。此
举招致联合国安理会的谴责，朝鲜
随即宣布退出六方会谈，重启核设
施建设，并宣布成功实施第二次地
下核试验。

对此，安理会再度通过第1874
号决议予以最强烈的谴责，并要求
朝鲜今后不再进行核试或使用弹
道导弹技术进行任何发射。不过，
继2009年7月2日在咸镜南道东海
岸地区发射4枚地对舰短程导弹之
后，当月4日，朝鲜在江原道的导弹
基地向东部海上再次连续发射了7
枚导弹。

伴随安理会决议的不只有谴
责，还有一轮轮的制裁措施。虽然
2010年初，朝美双方都曾释放展开
对话的意愿，但美方不承认朝鲜的
有核地位，朝方则以安全为由进一
步强化核武研发，随之而来的又是
美方新的制裁措施。朝核问题进入
了典型的“核试(试射)—制裁”的
怪圈。

时间进入2011年，随着伊拉克
战争的结束和阿富汗战争局势趋
缓，让美国可以抽身东顾。朝核问
题也出现向好的转变，朝美两国
举行了两次高级别对话：当年7
月和10月，朝美官员分别在纽约
和日内瓦就重启六方会谈举行
会 谈 。然 而 ，一 切 外 交 努 力 因
2 0 1 1年1 2月1 7日朝鲜领导人金
正日逝世而停止。

随着2012年朝鲜新领导人金
正恩开始上台执政，当年2月朝美
第三次高级别对话在北京举行，但
4月13日朝方又宣布发射了“光明
星3号”卫星，朝美有关粮食援助的
计划终止，安理会则再度谴责并施
加新一轮制裁。

8个月后，12月12日，朝鲜宣
布成功发射“光明星3号”卫星，
并于次年2月12日第三次进行地
下核试验。安理会分别以2087号
和2094号决议谴责，并敦促朝方
重返六方会谈。不过，局面并未
好转反倒继续恶化，3月5日，朝
鲜宣布退出朝鲜停战协定。此后
朝鲜及韩美双方大规模军演对
峙纷纷上演，朝鲜半岛一时间笼
罩在战争阴云之下。

5月27日，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特使崔龙海的访华，似乎打破了长
期以来的紧张局势。崔龙海在北京
释放出“愿意对话”的信号，在退出
六方会谈4年后，朝鲜方面显现出
愿意回归的意向。与半岛局势直接
相关的韩国也把握机会，任命新的
六方会谈韩方团长。

在六方会谈暂停的6年间，虽
然多次出现过各方接触、有意恢复
会谈的可能，但都因突发事件而被
搁置。此番朝鲜半岛紧张对峙的局
势堪称战后最激烈的一次，各方紧
绷的心弦此时需要缓一缓，在通过
和平方式解决朝核问题的大的共
识之下，六方会谈目前仍是朝核问
题各方所能接受的唯一行之有效
的解决途径。

（上接B01版）

美国《外交政策》网站：

日本是自己

最危险的敌人
安倍政府的公众支持率高达

72%，这是日本首相十多年未曾达到
过的水平。上任以来，安倍提出了

“三支箭”经济政策：提高日本央行
的通胀目标，制订一项1 . 4万亿美元
的债券购买计划；出台一份1160亿美
元的财政刺激方案；酝酿一项经济
增长战略，强调加大对医疗技术的
投入和为女性就业创造机会。

然而，日本政府的刺激方案尚
未给家庭和企业带来好处，日本中
央银行的资产采购数字还太小，安
倍的增长战略眼下还只是美好的愿
望。危险仍然在于安倍会把注意力
转向他耿耿于怀的右翼问题。

如果说过去十年的日本政坛有
一个恒久的事实，那就是，公众乐于
支持任何一个承诺改善经济并自始
至终履行诺言的领导人。安倍的支
持率不应被视为对经济计划以外其
他任何东西的赞同，也不应被视为
坚信他真的有能力贯彻始终。整顿
日本经济殊非易事，日经指数的暴
跌就是证明。确保“三支箭”命中靶
心需要弓箭手坚持不懈地聚精会
神，而这恐怕不是安倍能做到的。

点评：与改善国内经济相比，安
倍更加聚精会神所做的事，是携高
民意支持率在右倾化的路上拉帮结
伙，一意孤行，狂奔不止。

新加坡《联合早报》：

辛格访日意在“沛公”
首访选择印度的中国总理李克

强前脚刚走，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
后脚就到了东京，与日本探讨强化包
括军事合作在内的双边关系。鉴于上
述三方外交穿梭的背景，辛格访日在
时间点上难免给予各界想象的空间。

观辛格在访日期间的公开发言
以及安倍的呼应，最让人印象深刻的
共同点在于，中国成为印日难以明说
的“舞剑”对象。印日领导人所谓“民
主政体之间天然伙伴关系”的说辞，
更多也是在装饰战略博弈的算计。

这 一 波 亚 洲 各 国 的 折 冲 樽
俎，以及美国“重返亚洲”，背后的
动机都是在因应“中国崛起”所带
来的地缘政治板块移动。在欧洲
社会经济持续泥足深陷之际，亚洲
的世界引擎角色日益吃重。这一巨
变，既充满风险也蕴含机遇，唯有尽
早形成新的战略平衡，才能维护21世
纪稳定的国际秩序。

点评：中国始终奉行和平发
展，在逐渐成长为负责任大国的路
上坐得端行得正。相反，某些国家
耍小心眼搞什么所谓合纵连横，更
像是小孩子玩的把戏。

烂苹果
苹果被一条虫子蛀了个大洞，虫子身上写着：“苹果公司避税。”

近日，美国参议院称苹果公司利用精心构建的海外分支网络，从2009

年至2012年避免向美国政府缴税超过百亿美元。
(原载美国政治漫画网)

本报国际观察员 王昱

畅所昱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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