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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与伊朗和解对中东地缘政治
格局的积极影响还在继续，伊朗海军
司令伊拉尼6月2日透露，沙特、阿联酋、
卡塔尔、巴林和伊拉克等海湾国家希
望与伊朗开展海上军事合作。按照他
的说法，印度和巴基斯坦也将加入计
划组建的海军联盟。

尽管相关国家尚未证实伊朗方面
关于共建海军联盟的说法，但这对美
国来说已经是晴天霹雳了。美国第五
舰队和联合海上力量的发言人霍金斯
说，这是“违背情理”的。美方依然将伊
朗视为“导致地区动荡的头号因素”，
而且认为伊朗威胁相关海域的安全。

美国第五舰队总部设在海湾国家
巴林，负责美国在波斯湾、红海、阿拉
伯海以及南至肯尼亚的东非海岸的海
军力量。联合海上力量成立于2001年，
由美国主导、38个国家海军舰船组成，
由美国中央司令部海军司令兼第五舰
队司令指挥，总部也设在巴林。

霍金斯说，美国将与合作伙伴继
续加强霍尔木兹海峡的防御。但就在
霍金斯对伊朗所提海军联盟一事作出
回应前，美国在海湾地区的重要盟友
阿联酋的外交部发表声明称，该国已
经退出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力量。

阿联酋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
该国外交部声明说，通过对与所有合
作伙伴的有效安全合作进行的评估，
两个月前阿联酋退出了联合海上力
量。阿联酋致力于通过对话和外交接
触来促进地区安全稳定，致力于根据
国际法确保相关海域的航行安全。

伊朗透露的消息以及阿联酋的
“退群”决定，延续了中东“和解潮”的
方向，也给美国提了个醒：伊朗、沙特、
阿联酋等国才是海湾地区搬不走的邻
居和伙伴，美国作为外来者，数十年来
插手中东事务，接连发动阿富汗战争、
伊拉克战争、在叙利亚不请自来搅乱
局势，正是美国的介入，在中东拉帮结
伙制造对抗，导致地区局势持续动荡。

美国才是中东地区动荡的“头号
因素”，而非美国口中的伊朗。伊朗与
地区邻国组建海军联盟维护海上航行
安全的想法，才是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等重
要海上通道安全的治本之道。

沙特与伊朗和解撬动了整个中东地缘
政治板块，短时间内加速盘活了原本陷入
僵局的地区国家间关系。然而，习惯了挑唆
矛盾的美国，却不愿直面现实，面对这些新
变化也显得措手不及、无能为力。

其实，近年来美国与沙特等中东
盟友关系的根基已经发生动摇。随着
美国成为最大石油出口国，以及沙特
和阿联酋等国更加追求战略自主，此
前双方之间延续数十年的“石油换安
全”相处模式逐渐失效。

这种失效的直接影响就是沙特、
阿联酋等中东国家重新定义与美国的
关系。美国在也门内战中的立场、从阿
富汗仓促撤军时的表现等，都让中东
国家进一步看清了美国的“底色”。

因此，以沙特、阿联酋为代表的中
东国家，积极发展和加强与中国、俄罗
斯等国的关系，在俄乌冲突问题上拒
绝选边站队，在国际能源价格高企加
剧美欧多国通胀的情况下，沙特为首
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不顾美国
增产抑价的要求，继续与俄罗斯等非
欧佩克产油国执行减产计划。

去年7月美国总统拜登访问沙特，
但即便如此，依然没能说服沙特增产
原油。同时，沙特籍记者卡舒吉遇害案
对沙美关系的影响依然存在，以至于
两国高层关系不睦。

本轮中东“和解潮”以来，为了挽
回美国与沙特的关系，近期美国高官
接连到访沙特，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
务助理沙利文在5月7日访问沙特，与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会晤，也门局势是
双方的主要议题之一。6月6日至8日，美
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访问沙特，讨论美
沙“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上的战略合
作”，斡旋苏丹局势是议题之一。

布林肯还将出席美国-海湾阿拉
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部长级会
议，以及一场打击“伊斯兰国”全球联
盟的会议。此外，从沙利文到布林肯，
美方还有意推动沙特与以色列关系出
现实质性变化。但与此前阿联酋、巴林
等国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不同，沙特
在这一问题上一直态度谨慎。

美国宣布布林肯访问沙特消息的
同时，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与伊朗外
长阿卜杜拉希扬在南非会晤。伊朗媒
体报道称，费萨尔将于下周访问德黑
兰。而布林肯到访沙特期间，伊朗驻沙
特的使领馆也于6日和7日重新开放。

当沙特与伊朗可能组建海军联盟
时，美国表示这不合情理；当被中东国家孤
立十余年的叙利亚重回阿拉伯国家大家庭
时，美国表示不支持。面对中东“和解潮”，美
国似乎并没有反思这些年来其中东政策濒
临失败的原因，更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仍旧
坚持零和博弈的思维、沿着意识形态的老
路一条道跑到黑，撞了南墙也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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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欧洲议会投票通过一项
决议，令匈牙利大为光火，直呼“再次
遭到布鲁塞尔的勒索”。这段插曲成为
龃龉不断的匈欧关系的最新注脚。

5月底，欧洲议会的人民党、社会
党等5个议会党团提交了一项决议草
案，认为匈牙利不遵守欧盟的法律和
价值观，质疑该国能否履行欧盟轮值
主席国的工作。6月1日，欧洲议会就此
进行投票表决，以442票赞成、144票反
对、3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该决议，敦促
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剥夺匈牙利
担任欧盟轮值主席的国资格，或尽快
寻找到其他解决方案并采取措施。

按计划，匈牙利定于2024年7月1日
起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任期半年。在
此之前，只有英国在2016年公投“脱欧”
之后，主动放弃了原定于2017年下半年
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资格。不过，欧
洲议会的这项决议没有强制约束力，
匈牙利总理府部长古亚什回应称，欧
盟禁止匈牙利担任轮值主席国“在法
律上是没有可能性的”。

欧洲议会匈牙利籍议员希德维吉
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文称，匈牙利之
所以遭到攻击，是因为欧洲议会中有
人不喜欢匈牙利坚持自己的路线，并
且敢于对布鲁塞尔说“不”。

最近一次说“不”发生在上个月。5
月15日，欧盟计划向乌克兰提供5亿美
元军事援助，但因匈牙利投了反对票
而未能获批。5月22日，欧盟推动新一轮
对俄罗斯的制裁方案时，匈牙利再次
反对。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与匈牙利
一同投下反对票的还有希腊。

匈牙利这次与欧盟“唱反调”，缘
于乌克兰搞的一份“战争资助者”名
单，涉及数十家与俄罗斯“合作”的企
业，其中就包括匈牙利、希腊以及美法
意等国的企业。匈牙利的态度很明确，
乌克兰不将匈牙利OTP银行从名单中
移除，匈牙利就不会同意欧盟对乌军
援。希腊也对这份名单提出异议，要求
将本国企业排除在名单之外。

如果说希腊站出来反对有点意
外，那么匈牙利投反对票实属情理之
中。去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匈牙利已经
多次在欧盟涉乌提案表决中投反对票。匈
牙利拒绝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也不允
许经本国领土向乌克兰运送武器装备。

而且，匈牙利反对对俄制裁，认为欧盟
这么做对自身造成的伤害，远大于对俄罗
斯的影响。由于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供应，在

美欧轮番加码制裁俄罗斯的背景下，
匈牙利为本国争取到了进口俄罗斯石
油的豁免权。

匈牙利在2004年加入欧盟，同时也
是北约成员国。该国现任总理欧尔班
早在1998年至2002年就担任过总理，后
来在2010年5月再次出任总理，连选连
任至今。近年来，匈牙利与欧盟之间龃
龉不断，双方在反腐和法治改革、移民
等问题上存在矛盾和分歧。

去年12月，欧盟委员会以匈牙利
未能满足欧盟方面的多项法治改革要
求为由，暂停向匈牙利拨付220亿欧元。
这笔资金是匈牙利应从欧盟2021年至
2027年长期预算“凝聚力基金”中获得
的数额，该基金旨在帮助欧盟一些成
员国发展经济、拉动就业。此前，欧盟
委员会曾在官网发文，批评匈牙利未
能实施此前承诺的17项法治改革。

在冻结拨款前，匈牙利与欧盟围
绕拨款和援乌展开了激烈博弈。去年
12月初，欧尔班曾直言，欧盟阻止给匈
牙利拨款，意在影响该国在俄乌冲突
中的立场。随后，匈牙利一票否决了欧
盟打算援乌180亿欧元的提案。接着，欧
盟以降低冻结拨款金额，换取匈牙利
放行欧盟相关提案，继续推进法治改
革。但冻结220亿欧元拨款，意味着欧盟
在达到目的后对匈牙利翻脸了。

其实，匈牙利与欧盟的关系现状，
在一定程度上可谓中东欧国家与欧盟
关系的缩影。波兰第一时间批评欧洲
议会针对匈牙利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
决议，该国与欧盟之间同样经常拌嘴，
欧盟一贯批评波兰的司法改革，并一
度就此起诉波兰。

前些年欧洲难民危机期间，匈牙
利、波兰、斯洛伐克等国公开拒绝接受
欧盟指定的难民安置配额。今年3月至
4月，由于乌克兰的廉价农产品大量进
入欧洲，对波兰等中东欧国家市场造
成巨大冲击，引发当地农民不满和抗
议，波兰农业部长还因此辞职。当时，
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
罗马尼亚纷纷叫停乌克兰农产品进
口，联合向欧盟施压，迫使欧盟对进口
乌克兰农产品采取临时限制措施。

6月2日，欧尔班向欧盟“开炮”，批
评欧洲政界废话越来越多，重复着“我们甚
至不知道什么意思的话”，最后没有任何行
动。他说，欧洲正在丧失竞争力，欧洲政界
迫切需要“有所求、有活力、有奉献精神和
有热情的人”。同时，欧尔班强调，必须尽一
切努力推动俄乌冲突停火谈判，避免乌克
兰发动反攻，否则那将是一场“血雨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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