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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赵恩霆

16日至17日，美国总统拜登在扭转特
朗普政策上迈出巨大一步，接连推翻三项
特朗普时期的外交政策：下令批准美军重
返索马里，放松部分对古巴制裁措施，允许
美欧石油公司重启在委内瑞拉业务。

拜登16日签署行政令，批准在索马
里部署不超过500名美军。按五角大楼发
言人柯比的说法，驻索美军不会直接参
与战斗行动，而是向索马里政府军提供
训练和支持，协助其打击极端组织索马
里“青年党”。

实际上，就在拜登上台前不久，美军
还在索马里驻有大约700人，负责培训和
支持索马里政府军反恐。但2020年12月，
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下令，在2021
年1月初撤出绝大部分驻索美军和设施。

特朗普在任期末尾做出的撤军决
定，延续了其任内从中东和非洲收缩的
政策基调，撤军或缩减驻军规模涉及叙
利亚、伊拉克、阿富汗、索马里甚至北约
盟友德国。另外，他任内还缩减在非洲的
驻军，合并了美国陆军在欧洲和非洲两
个司令部，新司令部总部设在德国；美国
陆军非洲/南欧特种部队也改称南欧非
洲特种部队。

据报道，重新部署的驻索马里美军，除
了培训索马里政府军，还将向美国国务院

和国际开发署等机构的美方人员提供安
保。柯比表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认为，
现阶段在索马里进行的跨境反恐行动效率
低、难持续，反倒会助长“青年党”势力扩
张、扩大地盘，加剧索马里的安全形势。时
隔一年多，美军重返索马里能对当地反恐
形势带来多大改观并不确定。

相比在非洲之角地区的军事部署，
拜登政府本轮对前任政策调整最大的是
在拉美地区。

同在16日，美国国务院宣布调整部
分对古巴的制裁措施，包括增加美国驻
古巴大使馆领事业务和赴美签证办理数
量，简化美国家庭赴古巴探亲的申请程
序，取消美国对古巴亲属每季度1000美
元汇款上限，支持向古巴企业家提供捐
助性汇款，为古巴私营经济从业者提供
小额贷款和培训支持等内容。

其实，美国驻古巴大使馆从上月初开
始就逐步恢复办理赴美移民签证，并已签
发少量签证，结束了四年多的领事服务冻
结期。按照美国国务院的说法，拜登政府还
将扩大美国公民赴古巴旅行许可范围，允
许赴古巴定期航班和商务包机起降古巴首
都哈瓦那以外城市的机场。此外，部分以教
育和文化交流、专业会议及研究为目的的
赴古巴团队旅行也将恢复。

这是拜登上台以来，美国政府对古
巴政策最大的一次调整。此前，特朗普任

内曾加码对古巴制裁，限制侨汇和禁止
美国人赴古巴旅行，加剧了新冠疫情下
古巴国家经济和民众生活的困境。

不过，相较于奥巴马政府美古关系“破
冰”复交，拜登政府尽管履行了加强同古巴
接触的竞选承诺，但政策调整速度和幅度
都不及奥巴马时期——— 当时作为副总统的
拜登正是美古关系转变的见证者。

调整对古政策的同时，拜登政府也
调整了与另一个“死对头”的相处方
式——— 允许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重启在
委内瑞拉的部分业务，允许在委内瑞拉
仍有业务的欧洲石油公司向欧洲出口委
内瑞拉的石油。对此，委内瑞拉副总统罗
德里格斯17日予以证实，她表示希望这
是美国解除单边制裁的开端。

美委关系在特朗普时期急剧恶化，
美国自2018年起对委实施全面经济制裁
和金融封锁，包括禁止委内瑞拉原油出
口，将委内瑞拉金融体系排除在环球银
行间金融通信协会（SWIFT）系统之外
等。特朗普政府还曾力挺委反对派人士
瓜伊多，甚至一度考虑动武。

不过，委内瑞拉马杜罗政府顶住了
特朗普政府发起的外交孤立、经济制裁
和军事围堵，掌控了国内政局。而且，按
照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说法，美
国对委内瑞拉等国的制裁严重影响了全
球能源供应。尤其是在俄乌冲突冲击国

际能源市场，导致国际油价、欧洲气价大
涨的情况下。

委内瑞拉是欧佩克成员国，已探明
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均位居世界前列。
而美国对委全面制裁以来，委内瑞拉的
石油产量较2017年下降超过50%。俄乌冲
突之后，美国除了自己对俄实施能源禁
运，还一直撺掇欧洲盟友跟进。为了寻找
对俄禁运后的能源缺口，美国一方面寄
希望于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等中东油
气出口国，另一方面也想到了委内瑞拉。

3月初，拜登政府曾派高官访问委内
瑞拉，罕见地进行高级别对话，试图通过
放松对委能源制裁，缓解全球能源供应
的同时，离间委内瑞拉与俄罗斯的盟友
关系。但事后看来，并未带来实际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此番美国政府调整
对古巴和委内瑞拉的外交政策，正值美
国下月主办美洲峰会前夕。近些天来，墨
西哥、危地马拉、巴西以及多个加勒比海
岛国的领导人纷纷表示可能或确认缺席
本届峰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
可能将古巴、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三国
排除出峰会。

下月美洲峰会是1994年之后美国再度
主办这一会议，对拜登来说，是一个修复美
国同拉美国家关系的时机。此时宣布对古
巴和委内瑞拉的新政策，或许意在缓解自
身尴尬处境，为下月美洲峰会营造氛围。

两天三项，拜登为何扎堆推翻特朗普政策

记者 赵世峰

美国总统拜登20日至24日访问韩国和
日本。在众多议题中，撮合日韩改善关系、
加强合作是拜登此行的任务之一。据日本
NHK报道，在与韩国总统尹锡悦会谈后举
行的联合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及陷入低谷
的日韩关系，拜登回应说，“美日韩三国在
经济和军事领域紧密合作极为重要”。

尹锡悦上台前就一再表达改善韩日关
系的意向，并于4月27日派遣“韩日政策磋
商代表团”访日，捎去了给日本首相岸田文
雄的亲笔信，并希望岸田出席就职典礼。但
岸田认为没有解决历史问题的约定，最终
派外相林芳正作为特使参加典礼。

尽管拜登鼓吹建立所谓“印太经济
框架”，拉日韩强化半导体供应链，但日
本对于韩国撤销半导体材料出口管制的
要求仍持慎重态度。韩国也限制福岛产
食品的进口，并强烈反对福岛第一核电
站核污染水排海计划。韩日双方在多个
领域和问题上存在矛盾，改善关系的前
景仍不明朗。

横亘在日韩之间的主要矛盾是历史
问题和领土争端，包括“慰安妇”问题、二
战时期日企强征劳工赔偿问题和独岛

（日本称竹岛）问题等，以及由此引发的

诸多经济和贸易摩擦问题。
德国总理朔尔茨4月访问日本时，岸

田文雄提出了撤除柏林“和平少女像”的
要求。对此，韩国93岁的“慰安妇”受害者
李容洙近日接受采访时谴责了岸田。据
共同社报道，李容洙强调，日本政府和尹
锡悦政府要改善因历史问题恶化的双边
关系，“（日本）必须道歉，希望日本首相
正式道歉”。

2015年底，在美国推动下，当时的安
倍政府和朴槿惠政府达成涉及“慰安妇”
问题的协议，由日本政府向“和解与治愈
基金会”出资10亿日元，确认最终解决

“慰安妇”问题。但该协议在韩国遭到强
烈批评。当时担任外相的岸田文雄在记
者会上传达了时任首相安倍晋三的“道
歉和反省”，但这并非安倍本人的直接表
态，更不是日本政府的正式道歉。而且，
岸田当时强调，日方向基金会出资是“日
韩合作项目”，不是“国家赔偿”。这意味
着日本政府只承担“道义”上的责任，而
不承担法律责任。

2016年安倍就公开表示，已通过“援助”
在“道义”上解决了所有问题，“丝毫没有考
虑”向受害者道歉，此举引发韩国民众愤
怒。李容洙表示，只有日本政府正式道歉并
落实“正确的历史教育”，以日本政府为对

象的索赔诉讼才可以终止。
4月27日，安倍在与到访的“韩日政

策磋商代表团”会谈时，对此前日韩就
“慰安妇”问题达成的共识被废除表示遗
憾，他还谈及二战时期强征劳工索赔诉
讼问题，称必须避免遭韩国扣押的日企
资产被出售。

日本1910年至1945年在朝鲜半岛施
行殖民统治，强征大批劳工至日本做苦
力。2018年，韩国最高法院判决日企对韩
国被强征劳工进行赔偿。作为反制，日本
政府2019年加强三种半导体关键原材料
的对韩出口管制，韩国随后诉至世贸组
织，日韩关系恶化。今年，日本提出将虐
待朝鲜半岛劳工的“佐渡金山”申遗，引
发两国关系再度紧张。

领土争端也是日韩关系迈不过去的
一道坎。日本外务省称，5月9日至10日，
日方巡逻船在竹岛（韩国称独岛）以南约
85公里的水域发现受韩国企业委托的挪
威调查船，该船将类似缆线的物体伸入
海中。17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
在记者会上透露，有韩国企业疑似在竹
岛周边水域进行海洋调查。松野博一强
调，已通过外交渠道要求韩方就相关船
舶航行作出说明。

日本自民党内有人指出，调查船作

业与林芳正作为首相特使访韩出席尹锡
悦就职典礼的时间重合。自民党外交小
组组长佐藤正久批评称，此事发生在林
芳正访韩期间，“让首相丢脸、为日韩关
系泼冷水”。

尹锡悦10日在与林芳正会谈时表
示，期待早日实现日韩首脑会谈。但在自
民党11日召开的外交小组联席会议上，
与会者要求岸田政府“冷静分析现状”、

“不应显得急于谋求改善关系”。佐藤正
久说：“应先等待韩国提出日本能够接受
的解决方案。”他甚至认为，不要对日韩
关系抱有太大期待。

从以往来看，韩国新政府上台初期，
韩日双边关系往往呈现良好态势，但因
两国固有矛盾，后期关系恶化的情况屡
见不鲜。尽管尹锡悦政府希望避免再次
出现这种状况，表达了尽快修复和改善
长期低迷的韩日关系的愿望，但压在韩
日关系上的“三座大山”，哪一座都不容
易逾越。

日韩关系回暖难越“三座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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