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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赵恩霆

“可以肯定，西方孤立俄罗斯的计划
已经完全失败。”俄乌冲突爆发一周年前
夕，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结束非洲
和中东之行回国后如是说。本月早些时
候，拉夫罗夫先后访问了马里、毛里塔尼
亚、苏丹和伊拉克。

这是这位“外交老手”今年以来第二
次到访非洲。在这之前，拉夫罗夫曾在1月
下旬先后访问了南非、斯威士兰、安哥拉
和厄立特里亚。如果将时间跨度再拉大一
些，去年7月下旬，拉夫罗夫还曾到访埃
及、刚果（布）、乌干达和埃塞俄比亚。

自去年2月24日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美西方不断施压他国“站队”，按照拉夫
罗夫的说法，西方试图画一道“警戒线”，
以此在外交上孤立俄罗斯，非洲自然是
一个重要的说服对象。这意味着非洲已
经成为俄美博弈的又一个“战场”。

今年以来拉夫罗夫的两次非洲之
行，目的地涵盖了西非、东非、北非和南
部非洲，既有代表性也有特殊性——— 南
非是非洲最发达的经济体，在地区事务
中拥有重要影响力；俄罗斯与马里关系
近年来迅速升温，已经将法国挤了出去；
俄罗斯与安哥拉拥有传统友好关系；苏
丹和厄立特里亚则扼守红海通道，俄罗
斯早已将目光投向这里……

冷战时期，苏联曾深耕非洲，那里也
成为美苏争霸的角力场。冷战结束后，俄
罗斯在非洲的影响力一度大幅收缩。近
些年来，受乌克兰危机等因素影响，俄罗
斯与美西方关系对抗升级，俄方加大了
对非外交的关注和投入力度，而非洲重
新成为俄与西方博弈的舞台。

2019年10月，俄罗斯在黑海度假胜地
索契举办首届俄非峰会。按计划，俄方计

划今年7月26日至29日在圣彼得堡举办第
二届俄非峰会和俄非经济论坛。

拉夫罗夫今年以来短时间内两次访
问非洲，从短期来看，俄方要在俄乌冲突
爆发一周年之际充分彰显外交多元化，外
交互动在独联体区域、亚太和拉美地区以
及非洲齐头并进。用拉夫罗夫的话说，尽
管西方策划了“反俄狂欢”，但俄罗斯与国
际上大多数国家加强了友好关系。

从中期来看，俄方除了要为今年夏
天的俄非峰会打底，还要为计划在今年6
月14日至17日举行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
论坛铺路，这些俄罗斯主办的多边政治
经济会议同样是其提升国际形象、回应
西方孤立的重要时机。比如，毛里塔尼亚
已承诺出席第二届俄非峰会。

而且，南非是今年金砖国家轮值主席
国，南非方面已邀请俄总统普京出席定于

今年8月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非正式会
晤。去年11月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时，主
办国印尼因邀请普京与会而承受了美西
方的巨大压力，而且普京最终没有出席。

从远期来看，重拾对非外交也是俄罗
斯重新构建区域战略支点的重要一步。这
一过程中无法避免与美西方展开竞争。比
如，马里及其所在的西非地区，长期以来
法国在当地拥有强大影响力，在地区国家
反恐行动中扮演着特殊角色，但近年来随
着俄罗斯与马里军政府关系的提升，后者
直接向法国驻军下达逐客令。

再比如，东非地区的苏丹近年来通过
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缓和和改善
了与美西方的关系，但这并未影响苏丹继
续加强与俄罗斯的互动。早在2020年12月，
俄罗斯便与苏丹签署涉及在该国红海港
口苏丹港设立海军基地的协议，同时俄方

将向苏丹提供军事装备。2021年6月，苏丹
军方宣布对协议进行审查；去年2月，苏丹
军方高官访问莫斯科后，对俄在苏丹设立
海军基地一事给出积极表态。此次拉夫罗
夫访问苏丹之后，该国官员透露已完成对
相关协议的审查。

如果俄军在苏丹港设立海军基地，将
成为继叙利亚塔尔图斯港之后，俄军在中
东地区的第二处海军基地，进一步为俄罗
斯的地区战略提供支撑。苏丹港介于曼德
海峡和苏伊士运河之间，而这两个卡口是
欧亚海上贸易通道的重要节点，该区域还
是美国在中东海上力量的活跃区域，因此
俄军在苏丹港立足意义重大。

当然，近期俄罗斯在非洲“发力”，也
与美西方在非洲的动向不无关联。去年12
月，第二届美非峰会在华盛顿举行，拜登
政府计划在未来三年向非洲投资至少550
亿美元，还将任命新的总统特别代表来落
实相关承诺。今年1月下旬，美国财长耶伦
访问塞内加尔、赞比亚、南非；美国常驻联
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访问加纳、莫桑比
克、肯尼亚和索马里。此外，1月12日至13
日，法国外长科隆纳和德国外长贝尔伯克
还一起访问了埃塞俄比亚和非盟总部。

彼时，正是拉夫罗夫今年首次非洲
之行的时间段，俄美来了一次隔空较量。
拜登政府正试图扭转此前美国忽视非洲
的形象，但多年来累积的“信任赤字”并
不容易消除。受俄罗斯与美西方关系持
续对抗和恶化影响，双方在非洲的明争
暗斗将更趋激烈。

2月18日，普京在致非盟峰会的贺电中
表示，对于俄罗斯来说，和非洲团结一致
的愿望是建立一个基于真正平等和国际
法规则的公正的多极世界秩序，没有任何
形式的歧视、强制性命令或制裁压力。显
然，这话是在敲打美国及其西方小伙伴。

拿下苏丹港，俄罗斯取道非洲打破西方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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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赵世峰

去年7月以来，日本岸田政府的支持率
一直在稳步下降。日本新闻网（JNN）2月公
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岸田政府的支持率跌
至被称为执政“危险地带”的30%以下，不支
持率则高达62 . 2%，创其上任以来的新高。
日本杂志《女性自身》近期针对岸田内阁发
起问卷调查，对“后岸田时代”的接班人进
行了一次摸底。在“谁是岸田政府最有前途
的大臣”的调查排名中，首相岸田文雄仅排
名第三，针对他的不满主要集中在为筹措
防卫费增额而增税的政策上。

在去年自民党总裁竞选中自吹富有
“倾听能力”的岸田，去年12月宣布每年将
通过增税来筹集约1万亿日元的财源，用
于大幅增加防务开支。面对物价和公用事
业成本飙升、民众生活负担加重的现实，
日本朝野反对增税的声音不绝于耳，但没
有迹象表明岸田政府会改变相关政策。

岸田还被批评脱离民众的生活实
际。他1月27日在国会表示，“将坚定支持
那些即使在各种情况下也积极工作的
人，例如正在抚养孩子的人。”他的这番
言论在网上引发“（这是）没有养过孩子
的人的想法”等一系列批评。

最近，担任首相秘书官的岸田长子
岸田翔太郎随父出访期间因不当行为饱
受诟病，岸田的另一位秘书官则因争议
言论被迫辞职，加之去年底岸田连续撤
换4名深陷丑闻的内阁大臣，越来越多的
选民对岸田的“倾听能力”失去信心。值
得一提的是，岸田在“最无望的大臣”的
问卷调查中名列首位。

在上述问卷调查中，位列“最有前途的
大臣”第二位的是现任经济安保大臣高市
早苗。去年12月，高市在社交媒体“推特”上
强烈质疑岸田的增税政策，称“首相在这一
时机发表打击加薪信心的言论，无法理解
其真实意图。”在问卷调查中，很多人对高
市公开反对增税的态度表示认可。

位列“最有前途的大臣”首位的是2021
年与岸田竞争过自民党总裁位置的河野
太郎。作为菅义伟政府时期负责推动新冠
疫苗接种的大臣，他建立疫苗供应体系的
能力受到高度赞扬。2022年8月被岸田任命
为数字化担当大臣后，河野推动了个人编
号卡的普及，扩大无现金支付等使用场
景，有不少声音对数字化政策及其实施速
度给予了高度评价。此外，河野经常更新
拥有267万粉丝的“推特”账号，与网友互
动，也博得了年轻人的好感。

高市作为阁僚在增税政策上公开与
首相唱反调，舆论认为，她这是着眼于下
届自民党总裁选举而拉拢“安倍派”和保

守势力。作为已故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心
腹，高市曾在安倍支持下参选自民党总
裁。安倍遇刺身亡后，自民党内最大派系

“群龙无首”。据分析，高市的策略是继续
彰显保守派立场，巩固过去支撑安倍政
权的核心势力为己所用。高市去年最终
同意加入岸田内阁时表示，因为安倍生
前曾告诉自己“岸田委托的事不能拒绝，
必须接受”，这被解读为大打“安倍牌”。

牵涉问题宗教团体统一教的自民党
议员众多，但河野做到了“洁身自好”。他
在出任自民党广报部长时，还利用自己的
知名度，积极为自民党地方议员竞选助
阵。而且，他本人还在无暇进行竞选宣传
的情况下，仍高票当选众议员。同时，河野
与前首相菅义伟也保持着良好关系，后者
在自民党无派系议员中拥有很大影响力。

除了河野太郎、高市早苗，自民党内被
视为“后岸田时代”接班人的人选还有自民
党干事长茂木敏充和外务大臣林芳正。

在去年临时国会期间，为了使问题宗

教团体统一教受害者救济法案获得通过，
身为自民党内“茂木派”领导人的茂木敏
充，力推朝野政党干事长进行磋商，展现了
很强的协调和沟通能力。他同岸田文雄、自
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相处也很融洽，是一
位低调但不可忽视的潜在竞争者。

如果日后岸田卸任首相，自民党内
“岸田派”势必要推出一位可信赖的党总
裁候选人，作为该派系“二号人物”的林芳
正无疑是最佳人选。林芳正本人对首相之
位毫不避讳，前年从参议院“转战”众议院
就是奔着这一目标来的。在去年12月的一
档电视节目中，林芳正被问及“是否想当
首相”时说：“支持岸田政府是当然的，而
作为志向，我将力争登上首相宝座。”

在1月23日开幕的日本例行国会上，
在野党抓住岸田政府一系列“小辫子”，要
求提前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综观朝野政
党，目前在野党还无法撼动自民党的执政
地位，自民党内的“潜力股”正蓄力待发，
积极准备“后岸田时代”的相位之争。

“后岸田时代”自民党接班人蓄力待发

今年1月，在南非比勒陀利亚，南非外长潘多尔（右）会见到访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河野太郎 高市早苗 茂木敏充 林芳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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