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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克里里米米亚亚公公投投在在即即，，看看谁谁先先撕撕破破脸脸皮皮

3月16日，乌克兰克里米亚
自治共和国将举行全民公投，决
定 克 里 米 亚 日 后 的 地 位 问
题——— 继续留在乌克兰还是加
入俄罗斯联邦。如果是前者，克
里米亚将比以往享有更大的自
治权力；若是后者，想必是克里
米亚现政府和亲俄民众的“最高

理想”。当然，也存在第三种可
能——— 像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
一样“假独立”，依附于俄罗斯，
但难获国际社会承认。

前述三种可能，对俄罗斯而
言，最符合其战略利益的其实是
第一种，而最不愿看到的则可能
是第二种。俄罗斯之所以出手干
预克里米亚局势，主要是担心这一
战略位置重要的半岛落入乌克兰
亲西方的反对派之手。

综观近期俄罗斯在克里米亚
局势上的动作和表态，俄方似乎并
不愿过多过深地介入乌克兰乱局，
只需要在利益相关地区维持足够
的影响力和回旋空间。具体到克里

米亚，虽然当地自治政府接连向莫
斯科抛绣球，但普京及其他俄主
要领导人均予以合乎规矩地回
应——— 原则上支持，具体问题上
还得走程序。毕竟，在当前美欧
等西方国家坚决反对的情况下，
俄罗斯也担心会因此陷入政治
孤立和经济制裁，消耗掉俄罗斯
借助叙利亚危机和索契冬奥会
积攒起来的大国影响力。

对美国而言，借克里米亚危机
打压俄罗斯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可以一改被外界认为软弱的外交
表现，夺回去年因叙利亚化武危机
丢掉的面子。而作为美国盟友的欧
洲，虽然一致反对克里米亚公投的

决定，但在如何以及是否制裁俄罗
斯上却存在分歧，尤其是英法德等
国不太愿意过分地制裁俄罗斯，从
而失去俄罗斯这一大市场。另外，
作为七国集团成员之一，日本自安
倍晋三上台以来，力主改善日俄关
系，除了能源需求和巨大市场之
外，日本还冀望于借助改善双边关
系来逐步解决北方四岛的领土争
端。实际上，日本很不情愿地被绑
在了美国对俄施压的战车上，跟着
起哄很容易前功尽弃。

相对于这些大国的谨慎，中东
欧地区的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
以及波罗的海三国却很积极地与
美国呼应。这些国家以前曾经是前

苏联“卫星国”或加盟共和国，如今
它们先后投入欧洲怀抱。特别是波
兰，在乌克兰危机恶化之后站在了
反俄前沿，不断就俄方表态第一时
间针锋相对支持乌反对派。同时，波
兰以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分别与
美国举行联合军演，美国还向波罗
的海三国派遣战机警戒。可以说，中
东欧地区这些国家面对强大的俄
罗斯需要美国及北约的保护，也想
借助地区热点重回国际政治舞台。

这样看来，在整个乌克兰危
机中，相关利益方都不想最先撕
破脸皮，最终会出现何种局面，3

月16日的克里米亚全民公投将
给我们一个初步答案。

有声若霆
本报国际观察员 赵恩霆

一周声音

“矛盾的信息，缓慢的反应，
我们的信誉和形象都被毁了，不
仅《纽约时报》批评我们，其他东
盟国家领导人也批评我们。政府
竟然还允许巫师来寻找客机，难
道我们看上去还不够蠢吗？”

——— 马来西亚反对党领导人
安瓦尔13日指责政府对客机失联
的处理让马来西亚在世界面前感
到脸红。

“马航客机失联一事仍是‘令人
不安的谜’，其中太多疑团尚无答
案，目前作出任何结论均为时尚早，
中情局还不能排除任何可能性。”

———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布
伦南说，马航客机失联一事尚有
太多谜团没有解开，目前作出任
何结论均为时尚早。

“现行制度下有数百万美国人
没有领到他们应得的加班费，有些
劳动者的加班报酬甚至还达不到最
低工资标准，这是非常不合理的。”

——— 美国总统奥巴马13日签
署总统备忘录，责成劳工部修改
劳动者加班报酬规定，扩大加班
费适用人群范围，以进一步促进
社会公平。

“我兼任国防部长，这就是
说，我也是一名战士，必须尽职尽
责，直到最后一刻。战士必须坚守
最后阵地，死在战场之上。我要死
在民主的战场上。”

——— 泰国总理英拉誓言不会
向反对派低头。

“如果乌克兰想继续存在并
繁荣昌盛，它就决不能成为任何
一方对付另外一方的桥头堡———
它应充当双方之间的桥梁。”

———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如
此评价乌克兰局势。

“克里米亚受俄罗斯控制如
今已不可避免，现在要保这一重
要地区为时已晚。”

——— 美国前国防部部长盖茨
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
说道。

“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活着
搬出这所临时房屋。我希望死在
新房子里，不必再担心将来。”

——— 因地震和核事故而失去
家园的日本宫城县女川町86岁老人
木村和子对未来的生活感到担忧。

“我决心在今后一年使灾区
民众能够切实感受到复兴。将不
断地采取措施直到使灾民能够重
新放心地生活。”

———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
“3·11”大地震及海啸灾后重建问
题表示，将全力采取措施消除灾
民的不安。

“美国国安局的秘密情报监
控项目违反美国宪法，而美国国会
两院议员非但没有对此问责，反而
充当了国安局的‘拉拉队长’。”

———“棱镜门”事件揭秘者斯
诺登10日通过网络视频连线与美
国公众“面对面”。

(赵恩霆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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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公报》：

俄罗斯坐大，美或该“欧洲再平衡”
克里米亚公投在即，美欧

将如何应对？制裁俄罗斯起不
到实际效果，还可能会招致报
复；军事干预？美欧显然没有做
好准备，即使有能力，美欧也不
愿去冒与俄正面冲突的风险。
若无动于衷，则乌克兰将一分
为二，美欧将会失去对欧洲局
势的影响力，在与俄的争夺中丧
失主导权。

虽然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
欧洲力量对比已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华盛顿“欧洲是稳定
的，对美不具安全风险”的判断
已经过时，乌克兰事件证明，华
盛顿在该地区完全无能为力。俄
罗斯坐大，是不争的事实，是美
必须面对的现实。

乌克兰危机将迫使白宫再
次认真思考其战略定位。欧洲无
力应对俄罗斯崛起，更无力平定
欧洲以外地区的动荡。美注意力
东移后，北非中东火起，巴以冲
突升级，一系列危机已令美应接

不暇。如今，美又不得不再次直
接面对即将失去乌克兰的威胁。

俄罗斯与过去相比已确实
不可同日而语。力量失衡的欧洲
呼唤美国重返，需要华盛顿去

“再平衡”。问题在于，美现在的
实力已大不如前，已不可能像以
前一样靠绝对军事优势冲锋陷
阵。“重返亚洲”战略失败的教训
是深刻的，用冷战思维对欧洲

“再平衡”是行不通的，还是要顺
应大潮，少些对抗，多点合作。

点评：看来，美国在过
足了“世界警察”的瘾之
后，这回得琢磨琢磨充当

“消防员”的角色了。美国
试图在各个热点地区搞平
衡，结果哪里也没平衡得
了，反而频生乱象。原本很
简单的双边争端，美国插
上一杠子就乱套难解。而
且，美国还一贯在搅乱局
势后拍拍屁股走人，留下
一堆烂摊子。说到底，美国
人的心态真得转变一下，
今日已不再如当年了。

●

●

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站：

亚洲“三个回归”带来不确定性
安倍晋三宣布日本“回归”，

中国开始“复兴”，奥巴马宣布重
返亚太。世界三个主要经济体汇
聚到这个世界上最活跃的地缘
政治区域，对于这些国家和平解
决冲突的能力而言，将带来很大
的不确定性。

日本右翼以中国威胁为借
口，企图摆脱二战后的束缚。与
北京的冲突不仅限于钓鱼岛或
20世纪侵略战争所带来的副作
用，而是源于甚至超越了地区范

畴的战略竞争。本世纪初以来，
华盛顿在确定不会损害反而会
巩固现状的前提下容忍一些大
国和盟友在地区的崛起，建立一
些新的权力中心，避免中国的任
何“霸权”企图，维持美国在该地
区的战略地位。这就解释了美国
为何与印度、越南和缅甸等国家
的关系出现了重大转折，并加强
了与日本和其他传统盟友的军
事关系。

利益冲突主要体现在三个

领域内：经济、安全和政治。最
终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美国和中国构建避免冲突的
新型关系的能力。双方面临的
考验是安倍晋三提出日本回
归“正常化”的要求。如果修改
宪法第九条的计划得以实现，
那么日本将摆脱1945年战败后
确立的体制。中国将竭尽所能
希望说服美国避免越过会威
胁到战后秩序的红线，使地区
现状发生质变。

点评：美国过多插手
亚洲，日本走上右倾不归
路，确实使亚洲尤其是东
亚地区存在很大不确定
性。中国始终努力化解美
日新动向给地区局势造成
的不利影响。中国向来愿
与周边分享自身发展的红
利，并也从中受益，即便中
国政治影响力扩大、军力
提升，这也是发展到一定
阶段水到渠成的结果，岂
能算是“不确定性”？相比
之下，还是盯住美日的所
作所为吧。

●

●

恐怖的阴影 随着克里米亚全民公投日期的临近，整个乌克兰危机也面临着形势急转直下的风险。俄罗斯与美欧等
西方国家频繁进行外交接触的同时，有关新冷战的议论也不断出现，引发全世界的忧虑。 漫画/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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