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邀请，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１２月１５日、 １６日
访问日本。 日俄领导人首日将在安倍家乡山口县长门市会晤， 次日将
转至东京举行会谈。

这将是普京时隔１１年再访日本。 安倍指望借助普京此访， 在涉及
北方四岛（俄称南千岛群岛）领土问题上取得突破，并将缔结日俄和平
条约提上日程。 但是，在美国总统选举结果等“黑天鹅”现象冲击下，安
倍事先如意算盘落空， 日俄首脑会谈不仅难为今年安倍外交画上圆满
句号，更有可能是其外交“泡沫”的又一崩溃。 究其原因，一则在于安倍
外交严重受制于美国，无法展开真正独立的外交；二则安倍外交思路中
“制华”意图太过突出，反被各路国际政治博弈高手玩弄于股掌。

新华社电 委内瑞拉议会
１３日重新启动针对总统马杜
罗的 “政治审讯”， 讨论其是
否需要对国家陷入严重危机
负责 。

议会占多数席位的反对党
联盟议员在当天的讨论中一致
认为， 马杜罗对国家面临的政
治、 经济和社会危机负有 “直
接责任”， 并且已经造成 “该
国宪法遭到破坏”、 人权和民
主遭到严重威胁。

执政党议员则认为， 根据
委内瑞拉宪法， 议会无权对总
统进行 “政治审讯”， 反对党
议员此举是 “政变行为”， 他
们需要对此承担所有的法律
责任 。

委内瑞拉国家选举委员会
１０月２０日宣布中止罢免总统马
杜罗的公投， 引发 反 对 党 联
盟激烈反应 。 １０月 ２３日 ， 议
会通过 《恢复国家宪法秩序
决议 》 ， 宣布 “该国宪法遭
到破坏”， 并启动议会对马杜
罗 “政治审讯”。

委内瑞拉议会重启
“政治审讯”总统马杜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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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美国航天局原
本希望在２０１７年实施美国首次
商业载人飞船发射， 但是这一
计划如今已被推迟至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４年， 波音公司和太空
探索技术公司从美国航天局赢
得总计６８亿美元的合同， 分别
建造 “星际客机” 飞船和载人
版 “龙” 飞船， 以帮助运送美
国宇航员往返国际空间站， 摆
脱美国对俄罗斯飞船的依赖。

美国航天局本周在其官网
博客上宣布， “星际客机” 飞
船和载人版 “龙 ” 飞船已经
“接近开发与评估的最终阶
段”， 但是它们的首次载人发
射都不得不推迟。

自２０１１年美国航天飞机退
役后， 美国运送宇航员往返国
际空间站全部依赖俄罗斯飞
船。 为改变这一尴尬局面， 美
国大力发展商业载人航天， 希
望今后向空间站运货和运人都
依靠商业飞船完成。

新华社电 极端组织 “伊
斯兰国” １３日晚发表声明， 宣
称该组织制造了本月１１日发
生 在 埃 及 开 罗 市 区 的 教 堂
爆炸事件。

声明说 ， 一名叫阿布·阿
卜杜拉·马斯里的自杀式炸弹
袭击者制造了这起事件。

１１日上午， 位于开罗市阿
巴西耶区的一所教堂遭炸弹袭
击。 据最新统计数据， 袭击造
成２４人死亡、 ４９人受伤。

１２日， 埃及总统塞西在出
席遇难者葬礼时宣布， 自杀式
袭击者是一名叫马哈茂德·沙
菲克的年轻人， 另有４名涉案
人员被捕， 安全部门正在追捕
其他两名嫌疑人。

埃及内政部１３日在一份声
明中指称， 埃及穆斯林兄弟会
（穆兄会） 头目与１１日发生在
开罗市区的教堂爆炸袭击案相
关联， 涉嫌向袭击者提供培训
和资金支持。

美国商业载人飞船
首飞推迟至2018年

“伊斯兰国”宣称
制造开罗教堂爆炸事件

叙利亚政府何以挺过最困难时期

日俄峰会盘算多 安倍押宝难如意

根据相关各方１３日达成的协
议， 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将撤离在
叙昔日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阿勒
颇所占据的最后据点， 叙利亚政
府夺回阿勒颇控制权。 这是中东
地区爆发政治动荡５年多来最富
戏剧性的变化之一， 也让西方国
家处心积虑颠覆巴沙尔政权的图
谋遭受严重挫折。

叙利亚战事发生重大转折 ，
意味着巴沙尔政权已经挺过最困
难时期。 这不仅对中东局势具有
重要影响， 还可能迫使西方国家
重新审视甚至调整其中东政策。
那么， 巴沙尔政权何以挺过最困
难时期？

首先， 巴沙尔政权的合法性
始终未被撼动， 相当多的叙利亚
民众坚定支持巴沙尔政权。 叙利
亚冲突爆发后， 西方国家一面公
开支持和援助叙利亚反对派， 一
面为冲突匆忙贴上 “教派冲突”
标签， 意在通过强调总统巴沙尔
的少数教派身份， 削弱其执政的
合法性。 从实际效果看， 西方国
家此举并未获得叙利亚人民的普
遍认同和支持。

一位长期驻叙利亚的西方外
交官曾撰文指出， 巴沙尔政权的
坚定支持者占叙利亚全国人口的
３０％到４０％， 颠覆巴沙尔政权绝
非易事。 一些曾在叙利亚长期工

作的西方外交官也持类似观点，
但是这类理智判断未被西方舆论
重视。

其次， 巴沙尔政权始终对政
府军行使有效指挥， 没有出现军
人违抗命令甚至大批倒戈的情
况。 去年秋季， 叙利亚政府军开
始对反对派武装发动反击， 在首
都大马士革彻底清除武装分子，
并且控制从德拉、 霍姆斯到拉塔
基亚的几乎整个西部地区。 今年
下半年， 巴沙尔政权把军事打击
重点对准反对派武装所控制的最
大城市阿勒颇。 政府军取得节节
胜利， 证明这支军队是忠于政府
的， 巴沙尔政权对军队的控制是
牢固的。

第三， 巴沙尔政权还得到自
发组织、 发展起来的一些地方民
兵组织的支持。 这些民兵力量不
但在政府军兵力不足时 承 担 起
维 护 地 方 治 安 的 任 务 ， 还 主
动 参 与 到 政 府 军 打 击 反 对 派
武 装 的 行 动 之 中 。 民 兵 力 量
作 战 勇 敢 ， 为 政 府 军 打 败 反
对 派 武 装 、 收 复 失 地 作 出 贡
献 。 很大程度上， 这也是一个
反映巴沙尔政权民心向背的重要
风向标。

第四， 外部力量的支持对巴
沙尔政权的继续生存不可或缺。
巴 沙 尔 政 权 拥 有 两 个 重 要 盟

友———俄罗斯和伊朗。 俄罗斯不
仅派出空天部队对反对派武装和
恐怖组织目标实施空袭， 还派遣
“库兹涅佐夫号” 航母进入叙利
亚附近海域参战 ， 显示 出 俄 罗
斯 支 持 巴 沙 尔 政 权 和 维 护 俄
在叙利亚利益的决心和意志。
而据多家媒体报道， 伊朗也派遣
志愿人员入境叙利亚帮助叙政府
军作战。

不过， 需要看到， 虽然巴沙
尔政权已经挺过最困难时期， 未
来还不会一帆风顺。

首先， 敌视巴沙尔政权的西

方大国和一些中东国家不大可能
因为叙利亚战事出现转 折 就 彻
底 改 变 立 场 ， 叙 利 亚 政 府 还
将 继 续 面 对 错 综 复 杂 的 外 部
环 境 ； 其 次 ， 叙 利 亚 反 对 派
武 装 势 力 依 然 存 在 ， 如 何 实
现 国 家 的 稳 定 与 和 平 依 然 是
摆在巴沙尔政权面前的艰巨任
务； 再次， 在叙利亚政府控制区
域， 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 大
批民众流离失所 ， 推动战后重
建、 安置救济难民， 对叙利亚政
府来说也是巨大挑战。

据新华社

普京出访前夕接受日本媒体
采访时强调， 俄日之间不存在领
土问题， 是日本认为两国存在领
土问题。 这一明确表态给安倍政
府当头一盆冷水。

今年９月初，敲定普京访日行
程之后， 安倍一度在对俄外交上
信心满满。安倍原本预计，对俄强
硬的希拉里入主白宫后， 普京的
日子将更不好过， 俄在国际政治
和经济上的空间将更加逼仄，日
本对俄外交将拥有更大主动权；
俄罗斯为突破欧美包围网而寻求
日本资金支持， 更有可能在领土
问题上对日本做出让步。

然而， 在１１月举行的美国总
统选举中，特朗普“意外”当选，并
对普京不断释放善意。１２月１３日，
特朗普宣布提名与普京交往密切
的埃克森美孚公司首席执行官雷
克斯·蒂勒森为国务卿。美对俄姿
态的可能转折， 令安倍对俄外交
盘算的一大前提突然消失。此外，
随着俄在中东对美取得战略优
势、 与欧佩克国家达成石油减产
意向， 以及欧洲对俄立场日益分
化后， 俄所处国际环境有很大改
观， 安倍对俄伸出的橄榄枝含金
量也因此大减。

１１月２０日， 普京与安倍在秘
鲁利马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

式会议期间会晤时“话风”已有转
变。他向安倍提议，俄日在南千岛
群岛开展“共同经济活动”。日本政
府和媒体解读认为， 普京的潜台词
是，日俄在南千岛群岛进行经济合作
的前提是“主权归俄”。也因此，安
倍对这一提议没有当场接招。

与此同时， 俄罗斯还高调宣
布加大在千岛群岛的军事存在，
包括在南千岛群岛新设军事基
地， 加强部署在国后岛和择捉岛
的导弹营战防能力。 此举显然是
想让一度“头脑发热”的安倍政府
和日本舆论“清醒清醒”。

日政府最近也在迅速“降温”
国内对日俄首脑会谈的期望。安
倍１２月１２日会见北方四岛原岛民
团体时表示，他将尽最大努力在领
土问题上取得进展，“哪怕是一小步
的进展”。日本媒体报道，日政府内
部主流看法认为谈判形势严峻。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外交问题
专家李勇慧认为， 俄日领土问题
的谈判仍然会遵循１９５６年苏日联
合宣言。从目前俄日互动情况看，
有关领土问题， 在此次会谈中应
该会维持现状。国后、择捉两岛主
权问题， 俄罗斯不可能同日方商
谈， 而色丹、 齿舞群岛的谈判前
景， 也要看双边互信和经济合作
的情况。

安倍拉拢普京的另一动机 ，
与安倍政府的安保战略和对华外
交有关。 据 《朝日新闻》 报道，
安倍告诉身边人， “日本在安保
领域的最大对手不是俄罗斯， 而
是中国”。 但安倍这一外交思路
受到日美关系、 俄美、 俄中关系
的很大制约。

首先， 欧美国家并不乐见安
倍自行其是与普京打得火热， 从
而削弱西方阵营对俄的包围网。
日本共同社报道， １１月， 美国政
府向日方提出， 不要在东京安排
普京与安倍的首脑会谈， 以淡化
普京访日的 “正式” 色彩； 俄方
则坚决要求日方把首脑会 谈 安
排 在 东 京 。 最 终 ， 日 方 采 取
了 折 中 方 案 ， 在 东 京 安 排 首
脑 会 谈 ， 但 把 普 京 访 日 降 格
为 “工作访问 ” 。 虽然日方试
图两边都不得罪， 但结果很可
能是两边都不讨好。

１２月９日 ， 安倍与乌克兰总
统波罗申科通话解释日俄首脑会
谈事宜 ， 以取得乌方谅解 。 １２
日， 受命推进日俄经济合作的日
本经济产业大臣世耕弘成再 次
强 调 ， 日 俄 合 作 不 会 妨 碍 七
国 集团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对俄
一致立场。

中国社科院上合组织研究中
心秘书长孙壮志认为， 从国际环
境看， 在美日联盟的掣肘之下，
日本仍是美国的 “小兄弟”， 虽
然日本在对俄外交上表现出一定
灵活度 ， 但仍要唯美国马首是
瞻， 不可能自己走太远。

其次， 安倍想在俄中关系打
入楔子恐非易事。 普京访前接受
日媒采访时专门提到俄中关系，
表示中国是俄罗斯的主要伙伴，
两国关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高

度信任。
当前， 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

伴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水平， 双方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 上
相互坚定支持 ， 两国在政治 、
经 济 、 外 交 等 各 方 面 保 持 密
切 合 作 ， 并 给 双 方 带 来 了 切
实 的 利 益 。 中 国 还 是 俄 罗 斯
的 最 大 贸 易 伙 伴 国 。 孙 壮 志
指 出 ， 俄罗斯对此有着清楚认
识， 并不会因为日方的 “靠近”
而有所改变， “在发展对日关系
上， 俄方一定会充分考虑中方立
场和态度”。

最后 ， 相比日方的一厢情
愿， 俄方对此次首脑会谈的思路
更清晰， 动机更务实， 在地缘政
治方面更注意平衡。

俄日借此次首脑会晤计划推
动的经济合作项目约３０个， 包括
医疗技术、 能源合作、 俄远东产
业振兴等 ， 这些都非常符合 俄
罗 斯 的 经 济 发 展 规 划 和 远 东
开发意愿。

孙壮志认为， 俄罗斯对日外
交的首要动机还在于经济。 俄经
济形势仍较严峻， 普京日前发表
国情咨文 ， 特别强调经济发 展
的 重 要 性 。 在 欧 美 对 俄 态 度
没 有 明 显 转 变 的 情 况 下 ， 日
本表现出了相当积极的态度 ，
无 疑 对 俄 是 个 机 会 ， 俄 希 望
借对日经济合作， 突破欧美制
裁的不利影响。 俄目前致力于加
大远东开发。 日本地理位置靠近
远东， 俄希望吸引日本资金、 技
术、 企业， 为开发远东服务。 此
外， 多年来， 日俄在外交等方面
纠葛众多， 俄也试图借发展对日
关系改善自身国际形象， 争取更
为有利的国际地位。

据新华社

难以摆脱地缘政治掣肘

从信心满满到放风 “降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