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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助攻”，韩美防卫费分担谈判有谱了？

4月1日，韩国政府一名官员
披露一则消息，称韩美防卫费分
担谈判初步达成协议，不排除当
天正式宣布谈判结果。此前，韩国
政府韩美防卫费分担谈判大使郑
恩甫表示，谈判进入最后阶段，目
前意见分歧大大拉近，希望在不
久后最终达成协议。

自去年9月韩美开启第11份
防卫费分担协议谈判以来，7轮谈
判都没能谈出个所以然，难道这
次韩美会迅速达成一致？还是在4
月1日，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泼了一
盆不大不小的凉水：谈判的确取
得一定进展，但仍在进行，现在不
宜对此发表立场。

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
响，驻韩美军司令部4月1日起对
部分美军韩籍雇员实施无薪休
假，引起韩方不满。在这种情况
下，文在寅政府显然想冷处理防
卫费分担谈判，毕竟韩方承担的

驻韩美军费用数额很敏感。
1988年，美国以自身财政赤

字为由，正式向韩日等盟国提出
防卫费分担要求。1991年，韩国考
虑到“驻韩美军的重要性和战略
价值”，与美国签订第一份《防卫
费分担特别协定》。

协定有效期一开始是2-3年，
到了李明博和朴槿惠政府时期，
第8份和第9份协定有效期延长为
5年。从1996年开始，韩国的分担
比例每3年增加约10%，分担数额
从最初的1 . 5亿美元提高到2018
年的约8 . 6亿美元。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要求一
年一签，并进一步增加韩国分担
数额。在第9份协定2018年底到期
前，当年3月至12月，韩美进行了
10轮谈判皆无果而终。双方在分
担数额、协定有效期、分担项目等
方面存在分歧。

直到2019年3月，韩美才签署
第 1 0份协定，韩国分担费用较
2018年上涨8 . 2%，达到9 . 235亿美
元，且协定有效期为1年。这意味
着这份协议生效的同时，韩美又
将着手就第11份协定展开谈判。

第10份协定艰难达成，已经
预示着韩美以后相关谈判不会顺

利，韩美第11份协定的谈判至今
无果也印证了这一点。症结依旧
是韩国分担数额问题，特朗普“狮
子大开口”，一开始要求韩国掏50
亿美元，这是2019年的5倍多，后
来降到了40亿美元，但这个涨幅
显然是韩国无法接受的。

根据日前韩国政府官员披露
的消息，韩美就协定有效期从1年
延长至5年达成了共识，另有消息
称，美国同意大幅降低韩国的分担
数额。不过，据韩联社报道，韩美高
层4月2日就协定谈判进行了磋商，
但仍未能达成协议。这被解读为双
方工作层面磋商无法实现突破，不
得不寻求高层协商——— 韩国外长
康京和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通话
讨论了防卫费分担谈判。

第10份协定是在上一份到期
两个月后才正式签署，而如今距
离第10份协定到期已经过去了3
个月。若想摆脱这种耗费时间和
精力的马拉松式谈判，韩美需要
一份有效期更长的协定，至少这
符合韩国的利益。但促使韩美加
快第11份协定谈判的不只是时间
紧迫，还有“外力”影响——— 朝鲜
的军事动向。

或许是受到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的影响，朝鲜方面今年前
两个月的军事活动明显减少，尤
其是暂停了武器试射。根据朝中
社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今年以来的第一次公开涉军活动
是在2月28日，指导人民军部队联
合打击训练。进入3月份后，朝鲜
重启武器试射活动，先后在3月2
日、9日、21日和29日4次进行试
射。根据朝中社报道和发布的照
片，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现场
指导了前三次试射活动，前两次
和第四次试射涉及超大型火箭
炮，第三次试射的是战术制导武
器。此外，朝鲜还先后在3月12日、
20日进行了两次炮击对抗赛，金
正恩均亲赴现场指导。

去年至今，由于朝美对话陷
入停滞，朝韩关系受此拖累，半岛
局势向好势头有所削弱，朝鲜重
启并多次进行重大武器的试射活
动，以此向韩美施压，敦促美国在
与朝鲜对话方面做出实质性行
动，提醒韩国在发展朝韩合作方
面不要受制于美国。

对文在寅政府来说，当前承
受着美朝双重压力，因而韩美、韩
朝和美朝三对关系实际上相互制
约、相互影响，韩美防卫费分担谈

判亦是如此。虽然朝韩关系缓和，
但只要半岛局势不彻底转圜，朝
韩军事层面的相互威胁就将持
续，驻韩美军对韩国确保国家安
全至关重要，分担更多驻韩美军
费用就成为必然。

半岛局势若要彻底转圜，需
要朝鲜弃核与美朝重建关系同步
实现，但眼下二者都因美朝对话
停摆而前途未卜，甚至可能朝不
好的方向反复。这意味着，韩国推
进对朝和解合作进程，必将受到
美国因素的干扰和制约，进而影
响韩朝缓和的可持续性。更意味
着半岛局势充满不确定性，凸显
出韩国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无法摆
脱对驻韩美军的依赖。

这样看来，朝鲜方面3月份密
集的武器试射等军事活动，也成为
韩美防卫费分担谈判的催化剂之
一。协定有效期大幅延长，可以帮
助韩国解决被特朗普一年一敲竹
杠的苦恼，并且稳定驻韩美军在韩
国的存在；对美国来说，只要韩国
进一步增加分担数额，就符合特朗
普政府给自己减负的目标，在此基
础上迫使韩国承担得越多越好，这
样驻韩美军就可以继续发挥影响
韩国、威慑朝鲜的作用。

“纽约州目前只有库存呼吸
机约2200台，按目前使用速度，预
计6天后会消耗完。”当地时间4月
2日，美国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
莫对媒体宣布了这一噩耗。前不
久，这位州长还刚刚为呼吸机的
事情跟总统特朗普吵了一架，抱
怨后者没有为纽约提供3万台的
呼吸机。

在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不
断蔓延的大背景下，呼吸机突然
成为一种“救命神器”，关键时
刻，多一台呼吸机，就有可能从
死亡边缘多拉回一名重症患者。

这也就难怪眼下全球各国都掀
起了争抢呼吸机的热潮，奔驰、
通用等知名汽车厂商也把原本
用于生产汽车的生产线改做生
产呼吸机之用，以色列甚至打算
改装导弹生产线来生产呼吸机。

那么，人类是怎样发明这种
“救命神器”的呢？这其中有个很
曲折的故事。

往肺部充气能救人一命这
件事，医学上很早就认识到了。
早在罗马帝国时代，西方医学的
祖师爷盖伦就曾发现 :假如用芦
苇通过已死动物的咽部向气管
吹气,可以使动物的肺部膨胀。到
了1664年，英国医生霍克通过一
对风箱进行充气 ,成功让自家奄
奄一息的狗多存活了超过一个
小时，呼吸机的雏形在这时已经
奠定了。

但紧接着，呼吸机在实践中

就遇到了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
生物的自主呼吸是时刻不停的，
因此人工呼吸机也应该时刻不
停才对，但在工业革命之前，无
论人力还是畜力都无法提供风
箱呼吸机所需要的那种持久而
精细的动力来源，再加上当时医
学技术的落后，即便人能通过老
式呼吸机“续命”，也最终会死于
其他原因。因此，这项技术在当
时的条件下显得既无必要也无
可能。

到了20世纪，在内燃机和电
气革命的推动下，动力问题终于
解决了。1928年,美国人发明的第
一款电动呼吸机“铁肺”问世，成
功抢救了一名患脊髓灰质炎的8
岁小女孩 ,开创了呼吸机历史上
的里程碑。

然而，早期呼吸机依然在应
用上遭遇了严重的问题，由于

“铁肺”过于笨重，给患者进一步
的医疗、护理带来了极大的困
难。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美国病
人使用呼吸机后的死亡率依然
高达80%，上呼吸机和上刑场也
没有什么区别，再加上呼吸机当
时昂贵的使用费用，导致很多患
者都会拒绝用它“续命”——— 反
正要死，再折腾这一回意义何在
呢？

没有需求就没有生产，而不
生产就不会有进一步的技术改
进。直到上世纪60年代前，呼吸机
一直仅被应用于脊髓灰质炎导
致的呼吸急性衰竭等几种有限
的病症，可谓卡在了瓶颈上。颇
具讽刺意味的是，恰在此时，一
场战争帮助呼吸机度过了这道
坎儿。1961年起，美国卷入了越战
泥潭，在越南的战场上，很多美
国士兵在受伤后会患上急性呼

吸窘迫综合征。这种病症来得快
去得也快，如果不及时医治却会
夺人性命。这个时候，一台呼吸
机就能救一名棒小伙子的命，迫
切的需求终于出现了，美国的呼
吸机研发速度从此得到了猛烈
加速，甚至得到了总统林登·约
翰逊的支持。而由于要应用于战
地医院等极端苛刻的环境，呼吸
机必须改变之前笨重、难维护的
特性，在这些苛刻条件的催化
下，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新型呼吸
机才终于问世了。

在今天的新冠肺炎疫情中，
呼吸机每天都在拯救着大量患
者的生命。有人将全球抗疫比
作“第三次世界大战”，但很多
人不会想到，在这场“三战”中
大放异彩的“医疗神器”，本身
也是在一场战争的推动下最终
成型的。

呼吸机，一种被战争“盘活”的医疗神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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