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3动向
2021年8月23日 星期一 编辑：赵恩霆 组版：刘燕

国际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高官接连造访

拜登政府近期对东南亚地区格外“上
心”。在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此次出访之前，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已于7月下旬访问新
加坡、越南、菲律宾；8月初，美国国务卿布
林肯又出席了东盟部长级系列会议。此
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托马斯·格林菲
尔德还访问了泰国。

美方高级官员19日在吹风会上说，哈
里斯此访将聚焦于全球卫生、经济合作和
地区安全问题。除了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会晤外，哈里斯在新加坡将就美国的地区
承诺发表演讲，并与新加坡政府和业界代
表讨论供应链问题。她在河内将与越南方
面共同正式启动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
心东南亚地区办公室。

分析人士认为，哈里斯此访的重要任
务是修复在特朗普政府时期遭到破坏的
美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在特朗普任期
内，美国驻多个东南亚国家的大使职位长
期空缺，美方参与地区机制的级别也有所
降低，这被外界认为是美国忽视该地区的
表现。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
默里·希伯特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说，哈里
斯需要向新加坡和越南重新证明，美国对
东南亚国家的承诺是“坚定的”，而不是像
在阿富汗那样。

过时冷战思维

分析人士指出，包括哈里斯此访在
内，美国近期拉拢东南亚国家是基于过时
的冷战思维，意在挑拨这些国家与中国的
关系，制造分裂和对抗，妄图打造遏华包
围圈。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
理研究员张腾军表示，拜登政府执政半年
来对东南亚一直不太上心，最近却突然提
速东南亚外交，恐怕是试图将东南亚变成
其对抗中国的前沿阵地。泰国法政大学比
里·帕侬荣国际学院教授杨保筠表示，美
国近期加强与东盟国家关系的目的非常
明确，就是企图拉帮结伙共同对抗中国。

日本《朝日新闻》的报道也认为，此次
哈里斯访问东南亚是拜登政府为对抗中
国开展的一系列亚洲外交的延续。报道

说，在拜登政府对抗中国的政策中，与盟国
及友好国家加强合作占据核心地位。为构
建“对华包围圈”，美国今后还将派遣更多
高官访问亚洲，或与各国开展更多磋商。

不愿选边站队

尽管拜登政府卖力拉拢东南亚国家，
但其怂恿这些国家共同遏华的图谋难以
得逞。分析人士指出，东南亚国家不愿在
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希望同两国平衡地发
展关系。

本月初，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参加阿
斯彭安全论坛时指出，许多国家希望中美
关系紧张加剧的趋势能被遏制，美国的许
多盟友都希望能维持与中美两国的广泛
联系。

奥斯汀访问越南之后，越南外交部发
言人黎氏秋姮本月5日重申，越南不与别
国联手对抗其他国家，一直十分重视巩固
和强化与中美两国的关系。她强调，中美
都是越南在多个领域的重要伙伴。

专家们指出，东南亚国家对自身的利
益、美国的目的以及中美两国的作为都看
得很清楚，它们的对华政策不会轻易被美
国拉拢所左右。美国前驻越南大使施大伟
表示，东南亚国家不想被视作棋子，而是
希望自身的利益和主张能得到考虑。

杨保筠认为，美国拉拢东南亚国家难
以达到目的。对东南亚国家来说，发展仍
是硬道理，正是和中国密切的经济联系，
使这些国家得以充分享受中国经济的发
展红利，在短短十多年里取得了长足进
步。中国和它们的双边经济基础牢固，美
国拉拢等风波所产生的影响相对有限。

越南之声电台本月的一篇评论文章
指出，相比中国近年来在多个场合对东南
亚国家做出的多项外交承诺，美国政府并
未真正将东南亚视为优先考虑的对象。

此外，拜登政府为从战争泥潭脱身而
抛弃阿富汗政府的做法，也让美国对地区
国家的拉拢变得苍白无力。美国兰德公司
高级防务分析师德雷克·格罗斯曼表示，
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友伙伴会因美国仓
促撤军和将自身利益置于阿富汗之上而
指责美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
说，美国从阿富汗“拙劣”的撤离，让哈里
斯的新加坡和越南之行面临严峻挑战。

据新华社

一捧鲜花

议题之一是俄德“北溪-2”跨境天然
气管道项目。普京说，管道铺设工程只差
最后15公里。在7月获得美国“默许”项目
完工后，默克尔来跟普京要“承诺”：保障
乌克兰的“输气中转国”地位和能源供应
安全，这是她答应美国的条件，但需要俄
罗斯配合。她结束莫斯科之行后访问乌克
兰，即是为了“安抚”。

另一项议题是阿富汗危机。默克尔希
望俄罗斯能为德国从阿富汗“撤人”提供
帮助。德国接收过一些逃离战乱的阿富汗
难民，默克尔在国内为此挨过不少批评。
如今跟着美国匆忙撤军，德国也在美方宣
布的阿富汗难民收容“临时中转国”名单
中。

20日在克里姆林宫公开会面时，默克
尔所穿上衣是她最喜欢的颜色“矢车菊
蓝”，蓝色矢车菊是德国国花；普京向默克
尔献上一捧粉白相间的鲜花。这一场面让
人回想起2018年5月默克尔访俄的时刻。
那是一次正式访问，普京在俄黑海海滨城
市索契用一束粉白鲜花迎接默克尔，却被
一家德国媒体解读为“侮辱”，认为这是有
意强调默克尔的女性身份。当时因为美国
政府强硬要求德国放弃“北溪-2”项目，
以及克里米亚等问题，两人也有许多不愉
快的“正事”要谈。

分歧常在

默克尔和普京彼此都能流利运用对
方的母语，无需翻译即可交流，但两国在
诸多事务上的立场相去甚远，时常谈不
拢。

两人在莫斯科的会见持续了将近3个
小时.默克尔在会后告诉媒体记者，她再
次向普京要求释放俄反对派人士纳瓦利
内。对此，普京断然拒绝，说纳瓦利内被关
押是因为违法而非因为其政治活动。纳瓦
利内去年乘坐飞机时身体不适，一些西方
国家称他遭俄方“下毒”，俄罗斯予以否
认。纳瓦利内今年初回国后因诈骗罪名被
判监禁。

就阿富汗问题，普京表明俄罗斯不打
算帮美国收拾“烂摊子”，希望与阿富汗建
立睦邻友好关系。普京强调，必须停止不
负责任的政策，罔顾他国历史、民族和宗

教特征而将“外来价值观”强加于人，这种
做法“从未成功过”。阿富汗塔利班已宣布

“战争结束”，开始建立公共秩序，承诺保
障当地居民和外国使团的安全。国际社会
应在联合国安理会协调下密切关注这一
进程。此外，还应防止恐怖分子伪装成难
民渗透到阿富汗邻国。

至于乌克兰问题，普京质疑乌方无意
和平解决乌东部冲突。不过，俄方打算充
分履行与乌克兰签订的“输气中转”协议，
也愿意在协议2024年到期后延长，但表示
需要考虑更多细节。

尽管分歧常在，按照英国《卫报》的概
括，默克尔出任德国总理以来，德俄关系

“虽然很紧张，但从未破裂”。

悬念犹存

德国今年9月下旬举行联邦议会选举
后，默克尔将结束她第四个总理任期，执
政16年，是执政时间最长的欧洲大国领导
人之一。

虽然她已经宣布不再谋求连任，但她
的政治遗产或许将影响德国对外政策路
线相当长时间。她扛住美国的频繁施压，
对德俄关系发展保持相对务实的立场，典
型例子就是坚持推进“北溪-2”项目。这
一项目利好德俄能源贸易合作，美国却视
之为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武器”，虽然美国
政府7月答应德国，不会再因为“北溪-2”
制裁德国企业，但强调要采取各种办法

“降低风险”。
普京表示，德国是俄罗斯在政治和经

济领域的优先伙伴之一。两国多年来建立
了良好关系，保持定期接触，坦诚沟通，求
同存异。他感谢默克尔在担任德国总理16
年间所作出的努力。

就在默克尔访俄当天，美国政府制裁
参与“北溪-2”项目的俄罗斯实体名单上
又添加两家企业和一艘船。同一天，美国
和英国分别对纳瓦利内“中毒”事件的数
名“俄罗斯情报人员”施加制裁。

“北溪-2”管道还有15公里要铺，预
计9月初完工，但前提是美国不会再设障；
而9月下旬大选以后，默克尔不再掌权，新
总理能否延续务实风格，顶住美国的压
力，在德国及欧洲的“价值观”与“利益”之
间取得平衡，与俄罗斯保持接触与对话，
加深合作而非对抗，仍有不少悬念。这15
公里，至少不会是鲜花铺就。据新华社

不只是告别
默克尔会晤普京谈了很多“正事”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22日开启东南亚之行，到访新加坡和越南。她
将成为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出访亚洲的最高级别美国官员，也将是首
位访问越南的美国副总统。分析人士指出，拜登政府高官近期接连访
问东南亚，试图拉拢这些国家形成遏华包围圈，共同对抗中国。但东
南亚国家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美国的“如意算盘”将落空。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新华/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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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总理默克尔20日到访莫斯科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默克尔说，
这是她卸任总理前的一次“告别访问”。普京却说，不只是“告别”，双方
有很多“正事”要谈。普京还表示，俄德两国多年来建立了良好关系，保
持定期接触，坦诚沟通，求同存异。他感谢默克尔在担任德国总理16年
间所作出的努力。据法新社报道，此行是默克尔第20次访问俄罗斯。

8月2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欢迎来访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新华/美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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