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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普京京人人气气爆爆棚棚，，说说他他是是““赢赢家家””还还太太早早

过去的8个月里，乌克兰危机犹
如一部大片，讲述着欧洲乃至全球
地缘政治版图的变动，大片的“男一
号”显然是普京，相比之下，奥巴马
顶多算“男/女二号们”的代表。

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普京自
始至终都是在以一已之力单挑西方
力量。尽管以一敌众，但至少到目前

为止他表现得游刃有余。7月22日，
美国主要民调机构盖洛普的调查显
示，普京的国内民意支持率达83%。
而俄罗斯列瓦达中心的民调显示，
普京7月份的民意支持率已超过6月
份的86%，逼近90%了。

这种爆棚的人气想必是普京意
料之中的，甚至是普京一手促成的。

在2012年总统大选中，普京虽然赢
得选举，但得票率却比以往任何一次
都低。更重要的是，在他任总理的2010

年至2012年间，俄罗斯爆发了一股反普
京浪潮，甚至有人认为他赖在台上不
走有独裁之嫌。可以说，普京第三个总
统任期是在危机中开始的，而他这两
年来要扭转的正是国内民众对他个

人和其内外政策的不满倾向。现在看
来，通过在这一轮乌克兰危机中的强
势表现，他的目标已然实现，甚至连当
时参加反普京示威的一些俄罗斯人，
现在也转而支持他。

其实早在去年乌克兰危机爆发
前，普京就已在叙利亚危机中占据
主动，作为俄罗斯强势外交回归的
铺垫，在捍卫自身中东利益的同时，
还捎带手给了奥巴马一个台阶下。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跨过
欧洲伙伴，直接插手乌克兰局势，导
致危机迅速恶化，乌克兰“变天”朝
着反俄方向大步迈进。普京被迫反
击，此后的克里米亚脱乌入俄、乌东
部民间武装背靠俄罗斯对抗基辅当

局，确立了普京在这部大片中“赢
家”和“男一号”的地位。一劳永逸地
全面掌管克里米亚这块东欧和黑海
的战略要地，既是俄罗斯重拾大国
地位的关键一步，同时也激发出俄
罗斯人的大国情怀和爱国主义，极
大地提升了普京的“政治强人”形象
和国内民意支持率。

不过，普京要把这个“男一号”
演到底并不容易。自克里米亚入俄
之后，美国和欧盟就开始对俄罗斯
轮番制裁，8月1日开始的美欧最新
一轮制裁，已经涉及俄罗斯的军事、
金融和能源这三大敏感领域。

毫无疑问，美欧制裁加力将使
俄罗斯更显孤立，俄罗斯今年的经

济增长率已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
1 . 3%大幅调低至0 . 2%，长期来看，如
果俄罗斯经济持续衰退，必然会波
及民生。如果普京措施得当渡过这
段困难期，无疑会进一步巩固俄罗
斯大国地位和他自己的声望。反之，
很可能成为这位长期执政的强人的

“滑铁卢”，进而拖住俄罗斯复兴大
国梦的后腿。

过往两届总统、一届总理的政
治经历赋予了普京强势和智慧，而
复兴俄罗斯大国地位的使命感则促
使他敢于与西方对抗。不过，只要围
绕乌克兰危机的大片还在上演，现
在就说普京是这场危机的大“赢家”
还为时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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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妄想

图说世界

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

中国的另一个未来
习近平对拉美的访问印证了

中国用新步伐实现自己规划的雄
心。金砖国家成立新开发银行和
应急储备基金的决定显示了金
砖国家对发达国家表现的不满，
后者至今仍未能提供适应国际
新形势要求的可接受方案。发展
中国家要求在全球经济治理中
获得更多代表性的呼声仍在被
忽视。那些亟须改革的机构进行
的改革却是最少的。西方机制失
去合法性，那么创建替代机制的
要求便显得理所当然。中国鼓励
这种努力，新的平台将增强它的
全球影响力。

但中国在安全领域的努力远
远超过了经济金融领域，尽管该
领域仍然是中国的战略先锋。亚
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

次峰会前段时间在上海召开，中
国试图将该论坛打造成其亚洲安
全政策的重要基石，推广亚洲事
务由亚洲人自己解决的理念。亚
信机制将是亚太经合组织的重要
补充机制，可以为中国处理与亚
洲其他国家分歧提供更大操作空
间，避开美国和日本推行的巩固
军事联盟政策。

同样不能忽视上海合作组织
正在逐渐得到夯实。对于中国来说，
该机制是防卫中亚的重要基石。对
中国的能源和地缘政治利益而言，
中亚是个非常重要的地区。此外还
有各种国际论坛。习近平访问拉
美期间，中拉双方共同宣布成立
中国-拉共体论坛。这是最新成
立的一个论坛，相似机制已在非
洲、阿拉伯国家甚至在中东欧国家

中运行。这些论坛构成了一张全
球地区连接网，从中可以看到中
国利用自身经济和金融实力推动
世界重要地区围绕自己运转的明
确战略。

这一切将逐渐引导形成一个
新的国际格局，中国将在其中占
据越来越核心的地位，抗衡当前
由美国和欧盟主导的国际格局。
当前西方发达国家虽然经历着长
期危机，但显然不肯将自己已经
得到的权势拱手相让，哪怕是一
点也不行，中国在这种形势下看
到了机会。尽管如此，这些新机
制能否满足发展中国家对中国
的期待还有待验证，中国需要发
展一种全新的政治文化，巩固这
些联合技巧并最终将其转变成善
意的领导力。

美国《大西洋》月刊：

第三次世界大战有可能发生
乌克兰动荡，叙利亚混乱，这

些都是现成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
触发点。已经明确的是，在俄罗斯
经历了25年的冷战后衰落，普京
煽动的民族主义狂热情绪远未耗
尽。俄罗斯人确信，美欧以民主、
法治和人权作伪装，向其边境的
战略推进是对俄罗斯尊严的践
踏。莫斯科支持乌克兰东部分裂
分子的行为，显示了俄罗斯民族
统一主义的毒性。没人知道它将
在哪里停止。

从悲观的角度来说，可能出
现这样的情景：乌克兰政府军和
由俄罗斯第五纵队组建的准军
事力量之间的冲突加剧。北约向
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派遣军队
和F- 1 6战机作为威慑，这令俄

罗斯的怒火倍增。美国总统说，
厌战的美国不会寻求冲突，因此
将对俄罗斯整个石油天然气部
门实施制裁。然后，比如，爱沙
尼亚的少数民族——— 俄罗斯族
的一场独立运动势头增大，爱沙
尼亚要求美国总统援引北约宪
章第五条的呼声高涨。美国总统
坚称，“在21世纪画红线不是一
种有效的举动。”

让我们进一步想象，在美国
总统发表讲话后不久，中日在东
海围绕钓鱼岛爆发冲突，美国总
统向中国发出警告。他还告知俄
罗斯，如果爱沙尼亚再次出现分
裂暴力行动，那将引发北约军队
进攻集结在爱沙尼亚边境的俄
罗斯军队。两项警告都遭到忽

视。中俄领导人指责美国“继续
冷战对抗和联盟，以追求全球霸
权”。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

这种情景当然不会出现，但
国际体制看起来并不是特别稳
定。冷战的双极对抗是可预测
的 ，当 今 世 界 则 不 可 预 测 。在
当 今 世 界 中 起 重 要 作 用 的 是
美国、中国、俄罗斯和欧洲。美
国不再是决定因素，只是主导
力 量 ；中 国 日 渐 崛 起 ；俄 罗 斯
被 民 族 主 义 和 恢 复 帝 国 地 位
搞 得 晕 头 转 向 ；疲 弱 、目 光 狭
隘、厌倦的欧洲不再追求建立一
个更加紧密的联盟。在这种情况
下，没有什么比美国疲弱更危
险，因为美国实力的可信性仍然
是全球安全的支柱。

点评：随着中国等
广大新兴经济体在国际
经济和政治事务中的影
响力增加，相应的国际
机构和体制的改革却没
能同时推进，口号喊了
好多年，但没见有什么
实质性变革。既然如此，
倒不如另立门户，虽然
不至于取而代之，但起
码会更趋平衡。不过，任
何一个新机制的建立，
都不可能一步到位，它
需要参与其中的各方合
力提升和改进，广大发
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应
该与中国一道致力于新
机制的良性运转。

●

●

点评：必要的悲观
设想，可以帮助人们将
现实发展向好的方向调
整，避免坏的设想成真。
但要是过分悲观，往往
会对处理现实问题带来
偏差。中美俄欧的确出
现了文中描述的不同变
化，但彼此间在不同领
域的紧密联系与合作关
系不容忽视，这在一定
程度上遏制了非理智的
可能性。即便当前美俄
之间呈现对峙，中美在
亚太也是合作与竞争并
存，但彼此间都没有放
弃寻求缓和或就某些议
题对话的努力，远未到
非战不可的地步。

●

●

士兵雕塑基座上镌刻着：第
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所有战
争的战争”。而一旁的山姆大叔
(美国的象征)手里却拿着一张长
长的单子：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
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波黑
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
图右方的英文意为“痴心妄想的
100周年”。

(原载美国政治漫画网)

美国抽身的同时中国介入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干涉主义
也是造成中东乱局的重要原因。

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
争，企图用“大中东计划”彻底改造
中东，但美国的插手起到的却是火
上浇油的作用。战后伊拉克教派地
位发生转换，导致教派冲突不断，
同时又成为恐怖分子最为活跃的
地区之一，美国对此却无能为力。

奥巴马上台后，对中东政策作
出调整，在中东全面收缩，转而将
重点移至亚太。美国现在对中东事
务采取的态度是“尽量不动武，能
谈的绝对不打，管不了的少管，不
愿管的直接撤”。这一点在叙利亚
危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美国对叙利亚危机的干预方式
是对叙反对派提供有限的资金和后
勤支援，而化武危机之后，奥巴马在
对叙是否动武方面犹豫不决，并给了
俄罗斯强势介入的机会，这也招致沙
特等地区盟国极大不满。

叙利亚危机外溢后，极端组织
ISIS进入伊拉克北部攻城略地，一
度危及巴格达。即便如此，美国的
行动依然有限，甚至还不如俄罗斯
迅速向伊拉克政府交付订购的十
余架战机来得快。

如果说美国还多少关注叙利
亚和伊拉克的话，利比亚显然是被
抛弃了。当初美国指挥利比亚战争
就很不情愿，并急于将指挥权交给
北约。打垮了卡扎菲，也打乱了利
比亚，美国吃到的最大苦头，莫过
于2012年美国驻班加西总领馆遇
袭，美驻利大使史蒂文斯身亡。也
许是接受了教训，如今，美英法的
大使馆第一时间选择撤离。

美国的另一个关注点是巴以
问题。不过，鉴于其与以色列的盟
友关系，在本轮巴以冲突中，美国
一方面说些不疼不痒的话从中斡
旋，但同时美国国会又在批准资金
帮助以色列开发和完善“铁穹”防
御系统。如此拉偏架，巴以问题再
怎么斡旋也难获进展。

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本轮中东
热点大爆发中的表现，反映出其在
中东的影响力在减弱，同时，美国
急于从中东抽身，造成该地区出现

“外力真空”，加剧了动荡局势。
当美国转身在亚太地区构筑

对华遏制圈的同时，近年来中国在
中东事务上的参与度却在提升。去
年5月初，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和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同期访华。
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中国副外长
张明在北京约见巴以及一些阿拉
伯国家和组织的驻华代表，就巴以
冲突进行斡旋。同时，中国中东问
题特使吴思科也再度赴巴以调停。

而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为避
免其重蹈利比亚的覆辙，针对西方
国家涉叙决议，多次在联合国安理
会动用否决权。叙利亚化武危机出
现转机后，中国海军与俄罗斯、挪
威、丹麦等国军舰一道参与化武外
运的安全警戒任务。

中国之所以积极介入中东事
务，一方面缘于中国在该地区有大
量海外投资项目，同时中东也关乎
中国的能源安全，但与美国的干涉
不同，中国在国际争端中向来秉持
公平、正义以及和平方式，虽然中
国对中东事务的影响力还有很大
提升空间，但一个良好角色的介入
必然会给地区局势带来一线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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