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俄俄朝朝走走近近更更像像是是一一次次长长线线投投资资

11月18日凌晨，在经历了专
机故障、返航换机等波折之后，
朝鲜最高领导人特使、劳动党中
央政治局常委崔龙海终于抵达
莫斯科，开始为期一周的俄罗斯
之行。与崔龙海一同抵俄的，还
有金正恩写给普京的一封亲笔
信。在普京与崔龙海的会晤中，
双方盛赞俄朝关系，并且要在
2015年使之更进一步。

当前的国际环境似乎对这两
个“难兄难弟”都十分不利。由于乌
克兰危机久拖不决，俄罗斯与西方

国家的关系降至冰点，除了连续
多轮的对俄制裁，这次G20峰会上
美英德加澳等西方国家合伙对普
京发难，就是双方关系冰封的一
个缩影。金正恩上台后，由于不听
劝阻执意发射卫星、搞地下核试
验招致国际制裁，导致其面对的
国际环境急剧恶化。正因如此，才
有了俄朝抱团取暖，彼此视对方为
外交突破口的说法。

二者抱团取暖合情合理，毕
竟普京与金正恩看上去同病相
怜。但是，要说外交突破口的话，
恐怕只说对了一半，即对朝鲜而
言，俄罗斯绝对是外交突破口；
而从莫斯科的角度看，朝鲜绝非
一张冲破外交孤立的好牌。毕
竟，朝鲜与乌克兰危机毫不相
干，且朝鲜本身遭遇的外交困境
远比俄罗斯严峻得多，俄罗斯怎
么会借助一个比自己局面更糟、

又没有什么回旋余地的国家来
寻求突破呢？

从俄朝近期的频繁互动———
比如俄罗斯免除朝鲜100亿美元债
务、连通俄朝铁路、愿投资改造朝
鲜3000多公里的铁路干线等———
我们或许可以判断，俄罗斯主动与
朝鲜走近并非完全为了外交突围，
更像是一次长线投资。

亚太地区是当今世界政治
经济的主要舞台，俄罗斯作为相
关方当然不想缺席。当前，亚太
地区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比如
东海、南海的岛屿争端，美国重
返亚太战略，但这些问题都处在
一个可控的范围内，爆发冲突的
可能性较低。相反，唯一存在巨
大变数、可以左右亚太安全形势
的，就是朝鲜半岛核问题。

一直以来，在朝核问题六方会
谈中，除了朝韩两国，中美发挥着

重要作用，相比之下，同为全球性
大国的俄罗斯发挥的作用甚至还
不如纠缠于“绑架问题”的日本。俄
罗斯深知这一点，借加强俄朝关系
来改变这一点，符合其重拾大国地
位的战略方向。这不，俄罗斯外长
拉夫罗夫２０日在与崔龙海会谈后
表示，朝鲜准备在不设先决条件的
情况下恢复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并
说俄最近的积极接触对于东北亚
地区的稳定和恢复朝核问题六方
会谈有着重要作用。

实际上，就近期朝俄互动而
言，朝鲜才是借俄罗斯寻找外交
突破点。近一段时间以来，朝鲜
外交动作不断，包括最高人民会
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劳
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姜锡柱、外
相李洙墉等各层级官员频繁出
访；在联合国召开会议承认人权
方面的不足；先就“绑架问题”对

日本示好，又派军方“二号人物”
黄炳誓借亚运会闭幕之机高调
访韩，最近连续释放三名美国人
质，如今又派特使访俄。无奈，朝
鲜为打破孤立可谓煞费苦心，却
屡屡碰壁，甚至近日联合国大会
第三委员会史无前例地通过了
朝鲜人权决议案。在中朝关系当
前不瘟不火的情况下，能够作为
朝鲜外交突破口的选项少之又
少，俄罗斯便是其中一个。

不过，朝俄走近不可能忽略
中国因素。虽然金正恩上台后一
直试图减弱对华依赖，但现实
是，失去中国的朝鲜，生存困境
将更加严峻。而在解决朝核问题
层面，中国是欢迎各方发挥更大
作用的。去年，金正恩就曾派崔
龙海作为特使访华，并向习近平
主席转交亲笔信。可见，朝鲜还
是知道谁先谁后的。

有声若霆
本报国际观察员 赵恩霆

一周声音

你你准准备备好好做做““世世界界人人””了了吗吗？？
□崔滨

唐朝高宗年间，当诗人卢
照邻在长安街头见到来自非
洲、朝鲜的“昆仑奴，新罗婢”，
在酒肆中见识到从西域引进的
葡萄酒、胡旋舞时，心中油然而
起“国际化唐人”的自豪感，留
下了“龙衔宝盖承朝日，凤吐流
苏带晚霞。北堂夜夜人如月，南
陌朝朝骑似云”的千古佳句。

1400年后的今天，中国人
又一次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
开放兼容的时代，仿佛年轻的
卢照邻第一次踏入华美的帝国
都城。我们的心里，做好迎接全
面国际化生活的准备了吗？

设若卢照邻走在此刻的首
都北京，除了能见到比旧时长
安更多的外国人、外国商品，他
还将见识到更多的外国货币。
随着今年以来人民币国际化进
程的加速，与人民币进行直接
兑换和清算的国家已经增加到
23个。也就是说，卢照邻走进任
何一家开展外币兑换业务的银
行，除了美元、欧元、英镑这些
币种外，他还可以换到巴西雷
亚尔、泰国泰铢、南非兰特、马
来西亚令吉等过去非常冷门的

币种。
手里有了钱，卢照邻能够

买到的东西，可不止西亚的香
料、非洲的象牙。11月18日港交
所与上交所的一声锣响，“沪港
通”靴子的落地，使得内地投资
者可以直接购买香港股票。如
果能够再早几天穿越到现代，

卢照邻还可以在“双十一”的狂
欢中，免除清关、报税，直接购
买智利车厘子、挪威三文鱼这
些世界遥远尽头的特产。近期
接续上演的APEC、G20等大国
交流盛会，又为卢照邻带来了
赴美签证延长、澳洲商品免税、
投资放宽等红利。

中国此刻正在发生的金融
全球化、生活方式国际化的深
刻变革，是36年前那颗种子最
终要结成的果实——— 国富而民
强，在产业融入全球经济链条
之后，中国人的生活也要融入
全球生活，成为真正的“世界
人”。

随之而来的也有挑战。在
产业经济方面，如今的小米、百
度，就要在更加深化的全球市
场竞争中，与苹果、谷歌这样的
世界一流企业针锋相对；在个
人生活层面，就像写出千古佳
句的卢照邻，在有唐一代的文
学竞争中，依然不敌来自碎叶
城的诗仙李白，越来越多的工
作岗位也要面对来自全球优秀
人才的挑战。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
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
当我们再次吟咏开元盛世诗人
王湾的《次北固山下》，其中蕴
含的“盛唐气象”恰如当下：全
球化如同迅猛飞驰的高铁，原
本安于“中国制造”、在古老土
地上静静做个流水线工人的中
国人，现在需要激越起来，转向

“中国创造”的一面。这样的全
球化生活，你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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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爱之深，盼之切。我
们要把印度建设成你们所期望的
那样。”

——— 印度总理莫迪在悉尼对
旅澳印度侨民表示。目前澳大利
亚约有30万印度裔居民，莫迪呼
吁海外侨民回到印度投资。

“阿根廷以最强烈的语言反
对这些海上军演。阿方了解到，英
国皇家海军‘铁公爵’号护卫舰参
与了军演，包括发射136枚炮弹，
这是英国政府的又一次挑衅。”

——— 阿根廷政府14日谴责英
国在有争议的马尔维纳斯群岛

（英国称福克兰群岛）附近海域举
行军事演习，阿方指责英军演习
意在“炫耀武力”。

“我们诚挚地邀请中国政府
和企业来坦桑尼亚投资，并且加
强坦桑尼亚的网络安全程度。”

——— 坦桑尼亚通讯与科技部
长姆巴拉瓦日前受邀参加世界互
联网大会时说。

“美国不是想羞辱俄罗斯，而
是想征服俄罗斯，以此解决美国
的问题，让俄罗斯买单。历史上没
有人实现过这一目标，以后也不
会有人能做到。”

———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同政
治支持者讲话时称，美国想要征服
莫斯科的野心是绝对不会得逞的。

“我不害怕同俄军作战，我们
已经为全面战争做好了准备。”

———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16

日接受德国《图片报》采访时说。

“让我们向古代哥萨克头领
一样来一场决斗，谁胜出了，谁就
向输的一方提出条件。”

——— 乌克兰卢甘斯克地区
“总统”普罗特尼茨基19日向乌克
兰总统波罗申科发出公开“挑
战”，提议与其进行“决斗”。

“中国是伸张正义的‘功夫熊
猫’，是‘和平的、可爱的和文明的
狮子’，世界对中国的发展不必担
心，更不必恐慌。”

——— 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
近日在英国皇家国防研究院发表
演讲时说。

“朝鲜是渴望对话的，然而国
际社会却暴露了试图否定和消除
朝鲜意识形态和社会体制的意
图……我们无论如何都会坚持我
们所选择的方向。”

——— 朝鲜外务省国际事务局副
局长崔明南回应联合国大会第三委
员会表决通过朝鲜人权决议案。

“我用人民军‘2月20日’工厂
生产的黄酱以各种方式熬汤尝了
尝，味道好极了。”

———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17日视察朝鲜人民军第五三四部
队所属综合食品加工厂时说。

（赵恩霆 整理）

财富三明治

涨知识

本周初，朝鲜劳动党中央
政治局常委崔龙海携带金正恩
的亲笔信，以特使身份访问俄
罗斯。去年，崔龙海也曾以相同
的身份携金正恩亲笔信访华。
除了朝鲜，中国也常用特使外
交的形式增进与他国间的双边
关系。前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
就以习近平主席特使的身份访
问伊朗和土耳其。上周，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部长陈政高也作为
习近平主席特使，出席赞比亚
总统萨塔的葬礼。

特使是一国政府以国家元
首或政府首脑名义派出的官方
代表，负有专门的使命。根据使命
不同分为两种，一种是礼仪性的，
如出席另一国新政府的就职典
礼、国王加冕仪式或高级官员的
婚礼、葬礼；另一种是政治性的，
如参加某个多边或双边谈判，就
推动一项政策主张、申办某个国
际会议（活动）、争取本国人士竞
选某个国际职位游说一个（些）国
家的政府。

此外，以中国为例，还会就某
一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或国家

设立专门的事务性特使，比如中
国中东问题特使、中国阿富汗事
务特使等。当然，并非所有的特使
都会以公开身份出访他国，秘密
特使肩负的使命往往十分重大。
比如，1971年7月，美国总统尼克
松派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
辛格作为特使来华，为打开中美
关系正常化的大门“探路”。上世
纪90年代初中美关系处于低潮
时，美国总统老布什曾派总统国
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
秘密访华。

（赵恩霆 整理）

中国在全球的

61个“伙伴”

日前，习近平主席在访问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期间，中国
与上述两国的关系提升为全面
战略伙伴，这意味着中澳、中新
双边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和
更高层次。

伙伴关系概念始于冷战结
束后。当时，北约推行“和平伙
伴关系计划”，与非北约国建立
伙伴关系，伙伴关系的提法源
于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
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的外
交工作也迈上了新台阶，“伙伴
关系”这一外交工具的地位愈
发重要。

目前，中国共与全球61个
国家或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

伙伴关系：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俄罗斯；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曾为

建设性战略伙伴）：美国；
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巴

基斯坦；
全方位战略伙伴：德国；
全面战略伙伴：欧盟、英

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葡萄
牙、希腊、丹麦、白俄罗斯、巴
西、墨西哥、阿根廷、委内瑞拉、
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马来
西亚、南非、阿尔及利亚、澳大
利亚、新西兰；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泰国、
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

战略合作伙伴：阿富汗、韩

国、印度、斯里兰卡；
战略伙伴：东盟、非盟、秘鲁、

阿联酋、安哥拉、乌兹别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蒙古、
波兰、尼日利亚、加拿大、塞尔维
亚、智利、乌克兰、卡塔尔；

战略互惠伙伴：爱尔兰；
全面合作伙伴：刚果（布）、

尼泊尔、克罗地亚、坦桑尼亚、
孟加拉国、埃塞俄比亚；

友好伙伴：牙买加；
友好合作伙伴：匈牙利；
全面友好合作伙伴：罗马

尼亚；
传统合作伙伴：阿尔巴尼

亚；
重要合作伙伴：斐济。

特使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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