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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天下·观点

俄欧关系还将不温不火下去

6月4日，为期两天的第31次俄
罗斯-欧盟峰会落幕。双方除了签
署一份反毒品合作文件之外，算
得上峰会成果的，恐怕就剩下双
方领导人在加强经贸领域合作方
面的积极表态了。

在全球经济表现低迷、欧元
区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俄欧贸易
额去年的表现却异常耀眼，达到
创纪录的4103亿美元，俄罗斯总统
普京更是希望不久的将来这一数
字突破5000亿美元。欧洲理事会主

席范龙佩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
佐均认为，俄欧之间的分歧不会
影响双方的合作大局，未来还有
很大增长空间。

诚然，在欧元区和俄罗斯的
经济表现都不怎么样的当前，俄
欧双方确实有进一步深化经贸和
投资合作的需要——— 欧盟需要俄
罗斯稳定的能源供应，俄罗斯需
要欧盟的技术和资金，但俄欧之
间的分歧不容易忽视，相反，与双
方之间的经济数据一样惹眼。

经过六次东扩，如今拥有27个
成员国的欧盟在地理空间上一步
一步地走到了俄罗斯的家门口。比
这更让俄罗斯警惕的是，同样经过
东扩的北约组织也将触角伸到了
俄罗斯周边，极大地挤压了俄罗斯
的战略空间，北约的反导系统可以

部署在俄罗斯眼前。这也引起了俄
罗斯的反弹，近年来俄罗斯大力发
展军事力量，很大程度上是应对北
约以及美国在西东两个方向的战
略和军事压制。

从俄罗斯的外交战略来看，
独联体国家一直以来都被视为其
传统的“势力范围”，也是其与北
约覆盖的欧洲国家间的缓冲区。
正因如此，在欧盟逐步推进一体
化进程的同时，俄罗斯也在前苏
联主要加盟共和国范围的基础
上，进行一体化的尝试。

就在此次俄欧峰会召开前，
俄罗斯主导的俄白哈(俄罗斯、白
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关税同盟三
国的领导人还就深化独联体国家
间的一体化进程举行了会谈，并
同意接纳吉尔吉斯斯坦加入、准

备给予乌克兰观察员身份。乌克
兰与欧盟关系也是影响俄欧关系
发展的一大因素。

成立于2010年的三国关税同
盟从去年开始逐步向统一经济空
间过渡，三国一体化的最终目标是
在2015年建立欧亚经济联盟。虽然
俄罗斯一直强调自己在历史与文
化上的欧洲属性，试图向西靠近，
但欧盟对俄罗斯的防范心态始终
挥之不去，尤其不愿接受独联体一
体化进程加快、合作加深的现实。

在当前欧美经济低迷、亚太经
济表现良好的局面下，急于走出债
务危机泥潭的欧盟早已不把俄罗
斯视为外交优先方向，同样，俄罗
斯也开始把外交重心移向东方。不
仅外交战略方向层面难以碰头，在
热点地区问题层面，俄欧双方也存

有不同看法。最近一次矛盾交锋就
发生在上个月，欧盟解除对叙利亚
反对派的武器禁运后，俄罗斯明确
表达了失望之情，并不点名地将欧
盟比作“头脑发热的人”。

在政治外交等领域的不合，虽
然没有影响到双方经贸合作的发
展，但作为欧洲最重要的油气能源
供应者，俄方存在以市场规则为由
的提价行为，而欧盟也在寻求摆脱
这种单一来源的现状，并通过相关
能源市场法案限制俄罗斯企业。

在当前俄欧超过4000亿美元
贸易额的成绩单背后，隐藏着双
方长期以来在政治和外交等领域
难以弥合的分歧，这道战略上缺
乏互信、具体事务上缺少协调的
鸿沟不填平，俄欧关系这种不温
不火的状态恐怕将继续下去。

有声若霆
本报国际观察员 赵恩霆

日本教育：是地狱，但相对公平

日本新闻网6月6日透露，日
本政府正在考虑取消全国统一高
考制度，而采用高中“多次考试、
选择最佳成绩录取”制度，以最大
限度地挖掘人才，也让学生在更
为公平的选拔体制中参与竞争。

日本学生想上大学，需要参
加两场考试，大学入选中心先在
全国范围内考一场，各大学再按
各自的招生要求自己考一场。这
种考核方式显然比中国的高考给
学生增加更大的压力，所以日本

高考被称为“地狱”自然可以理
解。但所有考生不论来自哪个地
域，都按照标准一视同仁地进行
选拔，所以再苦再累，也鲜有人在
日本进行“高考维权”。换言之，日
本的高考虽然是“地狱”，但却是

“公平的地狱”。
其实，高考的公平只是一个侧

面，日本教育公平更重要的体现，
是在基础教育的平均上。作为世界
上最早普及义务教育的国家，
据说明治天皇本人曾经放过狠
话，“不管怎样，要让北海道山
区冬天只能啃萝卜的佃农的小
女儿读完小学。”这个标准在明治
时代有没有实现难以考证，但时至
今日，日本文部科学省依然不断推

出各种制度保障教育平等理念的
实行。

为了防止基础教育阶段各学
校出现较大差距，日本不仅规定
各公立学校在教育设施上统一标
准，甚至推行了一条完善的教师
轮岗制度，全国公立学校教师平
均每六年流动一次，多数县的中
小学校长三年至五年就会调换一
所学校。这样精心的设计，使得全
国所有公立学校的教学资源基本
相同，不会让人输在起跑线上。这
样的体系之下，自然没有人搞高
考移民或者拼命择校。

几年前，笔者曾看过日本放
送协会NHK的名作《坂上之云》。

《坂上之云》故事本身很老套，讲

的是日本明治时代几个边远地区
的穷青年怎样“立世出身”、“知识
改变命运”的故事，但是，片中原
本破衣烂衫的青年在窗明几净的
学堂中刻苦攻读的情节还是触动
了笔者。那一年，正赶上有人提议

“不鼓励农村孩子上大学”，当时
笔者想，百年前的日本若也风行
这等“高论”，有没有明治维新这
码事儿可能就得两说了。

一个国家教育的公平与否，
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高考移民”
或者“择校”。知识改变个人的命
运，而无数个人的命运最终决定
了国家的命运。推崇教育的公正
与公平，这也许是近代的日本会
一再崛起的原因之一。

本报国际观察员 王昱

畅所昱言

东北方向：

中俄原油管道

谈判多反复

首用贷款换油模式
作为中国油气进口东北方

向的一条战略要道，中俄原油管
道起自俄远东原油管道斯科沃
罗季诺分输站，穿越中俄边境，
途经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
止于大庆，管道俄罗斯境内段长
约6 3 . 4公里，黑龙江穿越段长
1 . 5公里，中国境内从漠河至大
庆段长965公里。2011年1月1日
正式启用，设计年输油量1500万
吨，最大年输油量3000万吨。

在铺设这条原油管道之前，
中国由俄罗斯进口石油主要靠
铁路运输。输油管道不仅输送量
大幅提高，运输成本也将大大降
低。中俄石油管道谈判历经1 5
年，最终签约。这是中国与俄罗
斯建的第一条石油管道，具有标
志性意义。

1994年俄罗斯首先提出了
建设中俄原油管道项目。从俄罗
斯安加尔斯克经满洲里入境，终
点到大庆。不过，这条线途经贝
加尔湖的部分上游水源区，因担
心湖水会被污染，安大线就此搁
置。后来俄罗斯科学院提出整条
线路北移，向东延伸到俄远东港
口纳霍德卡，这就是俄罗斯远东
原油管道(东西伯利亚至太平洋
原油管道)。该管道西起泰舍特，
东至俄罗斯太平洋沿岸的科济
米诺湾，全长4000多公里。2003
年，俄方表示可在此线路距离中
国最近处修一条支线。

即便如此，中俄政府间的协
议一直未能签订，谈判也多有反
复。僵局持续到2008年，这一年
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中方首次提
出提供贷款的建议，即贷款换原
油，这是中俄原油谈判的一个转
折。此后，双方对细节进行敲定。
2009年2月，中俄3亿吨的原油合
同签署。

中俄原油管道最终得以落
实是中俄双方在国际油价下跌
的背景下作出的理性选择。俄罗
斯作为能源出口大国，面临着出
口多元化问题；中国作为原油消
费大国，大部分原油进口通过海
上运输面临的压力和风险很大，
陆上管道运输有利于原油供应
稳定性的增加。中俄原油管道的
落成，打通了中国北方陆上的一
大原油进口通道，为中国提供更
安全和稳定的石油供应渠道，也
标志着中国已逐渐形成跨区域
的油气管网供应新格局。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美
国海军渐渐式微，截至2012年
底，舰船数量从将近600艘减少
到283艘。如今，美国总统奥巴马
宣布了防务新战略，有可能加速
美国海军力量的衰落，尤其是相
对于茁壮成长的中国舰队来说。

在过去20年里，国际动荡局
势加剧，美国海军的规模却已减
半。如今，美国海军根本没有足
够的舰艇顾及世界上的区域热
点。是时候展开一场讨论了———
美国海军可以奋发向上，也可以
继续缩减规模，眼睁睁看着美国
的力量渐行渐弱而其他军事强

国——— 比如中国——— 继续提升
能力、扩大影响。

美国的重大利益正处于危
急关头。中国的军力在上升，朝
鲜扬言要对美国发动核战争，伊
朗正迅速取得核能力，叙利亚内
战愈演愈烈，激进的伊斯兰圣战
分子把恐怖主义扩散到非洲。美
国的盟友看到了美国军力下降
的警报信号，他们已获悉美军因
削减预算和自动减赤而渐渐降
低战备水平。听任美国军力进一
步下降，对美国、对世界上大多
数国家和地区都将是一个代价
高昂的错误。

美国《华盛顿时报》：

美军海上统治地位正日渐衰落

被军方推翻近14年后，自称
“旁遮普之狮”的谢里夫东山再
起。6月5日，63岁的他成为巴基
斯坦历史上首位第三次当选总
理的人。

早在上世纪90年代，谢里夫
就曾两次管理这个核大国。他的
政府两次都让人失望，两次都提
前结束任期。

现在，这位工业家族的后裔
必须证明，他能领导这个拥有
1 . 65亿人口的国家走出最严重
的危机。他许诺说：“我不会辜负
对我的信任。”

人们希望谢里夫能很快解

决两个主要问题：严重的电力危
机和恐怖主义。巴基斯坦经济接
近崩溃的边缘，长时间停电司空
见惯，此外，极端分子还通过袭
击束缚着这个国家。谢里夫比前
任政府更接近宗教分子，但他也
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已经表示
将寻求与塔利班谈判。

外交政策方面，他在北约打
算2014年从阿富汗撤军的危急
时刻掌舵。他如何发展同美国的
关系，人们也将拭目以待。迄今
为止，谢里夫在此问题上保持沉
默，但他已经暗示，他想和最大
的敌人印度言归于好。

奥地利《标准报》：

内忧外患考验谢里夫执政路

点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更何况美国海军力量如今仍远远
高于其他国家。美国应该调整的是面对他国正常发展时的不平衡
心理，别再大包大揽地顾这顾那了，否则得不偿失。

点评：失败是成功之母，经历过两次提前结束任期的谢里夫，
如今对巴基斯坦政坛的各种可能性应该了然于心。只是，无论对
美还是对印，都将是困扰巴政府的外交难题。

过火
安倍晋三再推经济刺激计

划，然而股市却应声暴跌，安倍为
刺激经济拟用公共养老金投资风
险资产，遭到国民普遍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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