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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赵世峰

2月28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法律，正
式暂停履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当天，
俄罗斯还就此向美国发送外交照会。
其实，早在2月21日普京向议会两院发
表国情咨文时就已宣布暂停履约，此
时距离俄美续约刚过去一年。

俄美在2010年签署的《新削减
战略武器条约》，是目前两国间唯一
军控条约。该条约2011年2月正式生
效，有效期10年，去年2月3日到期
前，俄美迅速达成共识，将条约有效
期延长至2026年2月。

《新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曾是
俄美维持战略稳定的三大支柱性条
约之一，另外两个分别是1972年签署
的《反导条约》和1987年签署的《中导
条约》。不过，美国小布什政府在2001
年12月宣布退出《反导条约》；美国特
朗普政府在2019年退出《中导条约》。

美国接二连三退约，导致俄美
这两个核大国之间的战略态势面临
失衡的危险。美国退出《反导条约》
后，开始大力发展不同类型的反导
系统，并将这些反导系统靠前部署，
与盟国共同打造反导网络。

北约多轮东扩之后，中东欧地
区大多数国家都成为北约成员国，
美国的反导系统借此大幅向东部
署，近年来已在罗马尼亚南部的德
韦塞卢、波兰北部的伦济科沃部署
了陆基“宙斯盾”反导系统。

北约东扩加之导弹防御系统前
移，不但令俄罗斯的战略缓冲空间
不断遭到挤压，也使得俄美、俄与北
约之间相对的军事平衡被打破。近
年来，俄罗斯通过加速升级核武库
和战术导弹、研发高超音速导弹等
尖端武器，比如“萨尔马特”重型洲
际导弹、“先锋”“匕首”和“锆石”高
超音速导弹等，来回应美国和北约。

《中导条约》的失效，则导致夹在
俄美之间的欧洲国家成为最直接影
响对象，欧洲安全格局由此生变。在
这一背景下，俄乌冲突的爆发进一步
加速了欧洲地缘政治和安全格局的
演变，北约再次北扩，正在将瑞典和
芬兰纳入其中，同时还在加强北约东翼的
军力部署，加大军事援助乌克兰的力度，俄
与美国和北约的军事对抗不断升级。

2月28日，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直言，北约已经成为乌克兰危机的参与
者，作为一个集团，北约不再是俄罗斯的
对手，而是敌人。俄罗斯暂停履行《新削减

战略武器条约》，便是对美国和北约深入
介入俄乌冲突的回应。

在该条约约束下，俄美两国均将核弹
头的部署数量控制在1550枚以内，并将洲

际弹道导弹等运载平台的部署数量
限制在700个以内。同时，条约还规
定了两国相互核查等内容。但2020
年以来，俄美之间相互核查的时间
不断延迟、核查次数也大幅减少；俄
乌冲突爆发后，受到美国制裁影响，
俄方核查人员赴美受阻，双方约定
的数据交换也因各种原因不能及时
履行。

去年8月，俄外交部通过外交渠
道通知美国，决定暂时退出《新削减
战略武器条约》的设施核查机制。原
定于去年11月29日至12月6日在埃
及举行的美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
约》双边协商委员会会议也推迟召
开。在这种情况下，俄方将暂停履约
作为敲打美国的一张牌，既不会对
条约本身造成多大伤害，又能施压
美国重新思考如何与俄罗斯保持应
有的战略稳定对话。

俄方在宣布最新决定的同时也
强调，暂停履约并非退约，俄罗斯将
继续遵守条约对核武器数量的限制，
并继续就弹道导弹试射通知美国，至
于何时恢复履约将由普京决定。

这就给条约命运转圜、俄美对
话接触留下了余地，等于把皮球踢
到了美国这边，接下来如何应对就
看美国了。按照俄外交部的说法，美
方必须表现出政治意愿，为全面缓
和局势作出真诚的努力，为全面恢
复条约运作和全方位确保条约生命
力创造机会。

其实，普京在2月21日宣布暂停履
约的决定后，事先并不知情的美国和
北约大为震惊，但表态却很克制。美
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俄方决定“令
人失望”“不负责任”，但美国仍准备
随时与俄罗斯就军控问题进行谈判；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感到
遗憾”。2月27日，美国负责军控事务的
助理国务卿斯图尔特表示，如果俄罗
斯恢复履约，派遣检查人员前往美国
设施核查，“所有问题很容易解决”。
然而，在俄罗斯看来，现在再谈履约

问题，可不只是俄美之间的事了。普京日
前接受采访时表示，俄方决定暂停履约
后，就把对手的核武能力考虑在内了，不
仅包括美国，也包括英法等北约国家。这
或许暗示着俄罗斯将与整个北约——— 而
非美国一家——— 谈军控问题。

记者 赵恩霆

2月27日，韩国国会召开全体会议，就同
意拘留最大在野党党首李在明的议案进行
表决。当天，韩国国会299名议员中的
297人参与投票，结果139票赞成、138票
反对、9票弃权、11票无效，由于赞成票
未能达到议案通过所需的至少149票，
李在明暂时躲过一劫。

李在明是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
民主党党首，在去年3月举行的总统
选举中，以微弱劣势输给国民力量党
候选人尹锡悦。尽管尹锡悦上台后，
保守派的国民力量党成为执政党，但
其在国会仅占114席。相反，尽管文在
寅卸任、李在明败选后，属于进步派
的共同民主党成为在野党，但其在国
会拥有169席，是议会第一大党。由此，
韩国政坛出现“朝小野大”的局面。

尹锡悦曾因主导调查李明博、朴
槿惠两任前总统而被文在寅提拔，曾
任韩国检察总长。但文在寅执政时
期，力推围绕削弱检察官权力的司法
改革，导致两人分道扬镳。文在寅卸
任前，凭借共同民主党在国会中的席
位优势，强力推动旨在削弱检察官职
权、避免“青瓦台魔咒”重演的法案。

但这并没能从根本上改变韩国
政治由来已久的清算“传统”，尹锡悦
政府上台后迅速启动调查，将矛头指
向文在寅时期的青瓦台和政府高官。

经过一番调查和传唤讯问后，2
月28日，即韩国国会未通过拘留李在
明的议案次日，韩国检方就遣返涉朝
渔民案，以涉嫌滥用职权违反《国家
情报院法》等为由，对文在寅时期的
国家安保室室长郑义溶、总统秘书室
室长卢英敏、国家情报院院长徐薰和
统一部长官金炼铁等人提起公诉。

去年10月，尹锡悦首次在国会
发表预算演说，共同民主党议员史
无前例地全体缺席，并在国会大厅
集体抗议尹锡悦政府“打压在野
党”。在那之前，韩国检方曾对共同
民主党总部实施突击搜查。

今年新年伊始，尹锡悦在青瓦台
迎宾馆召开迎新会，共同民主党高层
集体缺席。与此同时，李在明率领一
些党内同僚前往平山村拜访了文在寅。

尽管李在明去年输掉大选，但他仍是
下届大选共同民主党的热门总统候选人。
而去年大选期间，李在明被爆在2010年至
2018年担任京畿道城南市市长时，牵涉城
南市大庄洞新城建设项目、慰礼新城开发
项目腐败案。李在明否认涉案，称相关调

查是“政治报复”。
2月16日，首尔中央地方检察院以涉

嫌受贿、渎职等罪名，向首尔中央地方法
院申请逮捕李在明。这是韩国历史上首次

出现检方寻求逮捕最大在野党党首
的情况。

不过，李在明在去年6月国会议
员补缺选举中当选议员，因而在国会
会期内享有司法豁免权。若要逮捕
他，须经国会同意。首尔中央地方法
院2月17日向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发
送对李在明的逮捕同意申请书，正式
启动国会对李在明的逮捕同意流程。
随后，该申请书先后经韩国大检察
厅、法务部和尹锡悦本人批准，并于2
月24日提交国会，以议案形式审议。

该议案未获国会通过，法院将
不会审查是否有必要逮捕李在明。
据韩联社报道，检方可能会以不拘
留方式起诉李在明。

值得注意的是，韩国国会投票
表决前，外界普遍预期共同民主党
方面会凭借席位优势，以压倒性结
果否决议案。但该党全部169名议员
参与投票，结果只有138张反对票，
这意味着有31名本党议员“跑票”
了，暴露出共同民主党内在李在明
所涉腐败案问题上存在分歧。

这对共同民主党和李在明来
说，算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正因为如
此，对尹锡悦和执政党国民力量党
而言，这次在国会遇挫并没有预料
中那样难看。换句话说，这次两党、
两人交锋，李在明和共同民主党赢
得并不好看。

如此看来，尹锡悦和国民力量党
为首的保守派阵营，通过展开一系列
调查，实际上是在双线出击，一方面
通过调查起诉文在寅政府时期的高
官，尽可能地将矛头对准回到庆尚南
道梁山市平山村养老的文在寅；另一
方面抓住李在明牵涉的腐败案做文
章，打压这位下届大选的潜在竞争者
和共同民主党为首的进步派势力。两
条线的目的只有一个，确保在下届大
选中延续保守派执政。

尹锡悦在上任百天之际启动对
前政府的调查，短短数月后朝野对决

就陷入白热化，今后双方的恶斗在所难免。
2月27日韩国国会表决前，有市民团体

在首尔国会大厦外举行集会，要求否决针
对李在明的逮捕同意申请书。民调机构盖
洛普2月24日发布调查结果显示，49%的韩国
人支持逮捕李在明，41%反对。在民意分裂
背景下，韩国朝野的政治缠斗将更加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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