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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美国十多个州和海外领地
举行总统选举初选投票之际，美国国务
院也搞出个不大不小的新闻——— 负责政
治事务的副国务卿维多利亚·纽兰将卸
任。她的职务将有目前负责管理事务的
副国务卿约翰·巴斯暂时代理，直到确定
纽兰的继任者。

当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过国务
院网站发布声明，宣布纽兰已告知其计
划在未来几周内辞职。声明称赞纽兰“重
振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在我们国家和
世界的关键时刻发挥领导作用”。布林肯
还特别提到了纽兰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工
作，称这些工作对于对抗俄罗斯是不可
或缺的。

纽兰曾在6任美国总统和10任国务
卿手下任职，时间长达35年。她生于1961
年，上世纪90年代曾在美国驻俄罗斯大
使馆任职，后来在美国国务院前苏联事
务局担任副主管。本世纪前十年，纽兰先
后担任美国常驻北约副代表、时任副总
统切尼的副国家安全顾问、美国常驻北
约代表等职。

她自2011年起担任美国国务院发言

人，两年后转任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
务卿。2017年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后，纽
兰辞职并加入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
心”等机构。2021年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
纽兰获任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成
为美国国务院的“三号人物”。

纽兰堪称美国对俄外交“鹰派”的典
型代表之一，坚决主张对俄强硬政策，被
认为是“美国反俄路线的主要设计者之
一”，特别是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纽兰
的身影贯穿其中。

2013年底，乌克兰首都基辅街头爆发
大规模抗议活动时，纽兰曾现身基辅街
头为示威者分发面包饼干。在奥巴马政
府任职期间，纽兰曾极力推动美国武装
乌克兰未果；拜登政府上台后，纽兰仍坚
定支持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先进武器装
备。

去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一周年之际，
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曾发文称，“没有人比
纽兰更能推动这场战争。”据报道，媒体
爆料乌总统泽连斯基准备解除扎卢日内
的乌军总司令职务后，纽兰曾亲赴基辅
试图说服泽连斯基放弃这个想法，但没
能成功，扎卢日内在上月初被解职，如今
已被任命为乌克兰驻英国大使。

纽兰将去职的消息一出，俄罗斯迅
速作出反应。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
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纽兰辞职的原因
很简单———“拜登政府的反俄路线失败
了。”

当前，美国对乌援助因日益极化的
党争而陷入停滞，乌军失守东部战线重
镇阿夫杰耶夫卡的一大原因被认为是外
援不力。俄乌冲突进入第三年之际，“乌
克兰疲劳症”在西方进一步蔓延，一些西
方国家民众对本国政府持续向乌克兰砸
钱却不顾国内民生经济的做法愈发不
满，北约成员国内部围绕对乌军援、如何
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的分歧日益显
露。

与此同时，尽管拜登政府在俄乌冲
突两周年之际再次抛出500项对俄新制
裁，但两年多来的事实证明，西方国家对
俄实施的上万项制裁并没有击垮俄罗
斯，恰恰相反，俄罗斯经济表现出很强的
韧性，甚至要好于一些欧洲国家，特别是
油气出口收入大涨。

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的乌克兰问题
政策走入了死胡同，这种情况下作为“设
计师”和“执行者”的纽兰继续留任将极
为尴尬，一方面拜登政府需要重新审视

和调整对乌政策，而“鹰派”纽兰无疑是
一个障碍；另一方面纽兰的政策主张现
在更显不合时宜，继续留在拜登政府的
路也会越走越窄。

除此之外，纽兰作为美国国务院的
“老面孔”，其晋升之路也被挡住了。去年
7月，时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国务院“二
号人物”舍曼退休，当时纽兰一度被认为
是热门继任人选，她也从那时起担任代
理常务副国务卿一职。然而，去年11月，
拜登提名时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
事务协调员坎贝尔担任常务副国务卿，
这一提名在今年2月获得参议院批准。

现年66岁的坎贝尔是亚洲事务专
家，曾在克林顿政府担任负责亚太事务
的副助理国防部长等职务，在奥巴马政
府担任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
务卿，被认为是奥巴马“重返亚洲”计划
的设计者之一。拜登上台后，坎贝尔深度
参与了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尤其是强
化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撮合
美英澳建立新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纽兰辞职后，接替她的热门人选之
一是现任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朱莉安·史
密斯，她曾在美国国防部任职，还在奥巴
马政府时期担任过副国家安全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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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社9日、10日实施的舆论调查结
果 显 示 ，日 本 岸 田 内 阁 的支持 率 为
20 . 1%，较上次调查下降4 . 4个百分点，创
下新低。此次调查中，内阁不支持率为
64 . 4%，较上次调查增加5 . 5个百分点；自
民党支持率为24 . 5%，低于去年12月调查
的26 . 0%，创下自民党自2012年12月重新
执政以来的最低纪录。

民调显示，低支持率主要还是受自
民党派系“黑金”丑闻的影响，91 . 4%的受
访者认为出席众议院政治伦理审查会的
原“安倍派”和“二阶派”5名成员“未尽到
说明责任”，77 . 3%的受访者认为涉及“黑
金”丑闻的原“安倍派”和“二阶派”成员

“应受到严厉处分”。
目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面前有两

道难题：
一是如何处置自民党派系涉“黑金”

丑闻议员。如果原“安倍派”议员被集体
停职，将对自民党运营造成障碍。而且，
若对所有收受回扣的议员给予严厉处

分，有可能对岸田9月寻求党总裁连任带
来不利影响。

追随原“安倍派”重要任务、前政调
会长萩生田光一和原“二阶派”会长、前
干事长二阶俊博的议员不在少数，有议
员指出：“如果冒然给予严厉处分，（岸
田）会遭到报复。”目前，原“安倍派”成员
已经提出异议：“原‘岸田派’前会计负责
人也被立案，为何首相未受到任何处分？
这不公平。”

据共同社报道，岸田6日在参议院预
算委员会上表示，不打算敦促收回扣的
议员缴税。根据内部询问，原“安倍派”和

“二阶派”共85人收受回扣，其中一部分
人宣称根据“派系指示”未记入政治资金
收支报告。

目前有传言称，处置方案之一是对
曾任“安倍派”和“二阶派”会长、事务总
长等职务的官员作出“3个月以上、2年以
下停止党内职务”或“不予推荐选举”的
处分，其余人员则给予“警告”处分。

但如果自民党选择“宽大处理”，必
然会引发在野党和国民强烈反对，内阁

支持率恐将进一步下降。有立宪民主党
成员认为，萩生田光一、二阶俊博收取的
回扣金额居于前三位，对其从轻处分不
合理。日本维新会干事长藤田文武6日表
示，在新冠疫情紧急事态宣言期间，自民
党3名议员曾因前往东京银座夜总会被
处以“劝告退党”处分，相比之下这次针
对“黑金”丑闻的处分“应当相同或更
重”。

二是如何解决工资跟不上物价涨幅
的问题。日本的粮食和企业原材料高度
依赖进口，日元贬值推高了进口价格，导
致食品和日用品价格整体上涨。根据日
本总务省的统计，2人以上家庭食品支出
占消费支出的比例（恩格尔系数）在2023
年达到27 . 8%，是现行标准下2000年以来
的最高值。尽管日经指数最近刷新史上
最高纪录，但对于“是否实际感受到经济
形势向好”的提问，26 . 8%的受访者表示

“倾向于没有感受”，61 . 1%的人回答称
“没有”。

本期例行国会会期将于6月23日结
束。鉴于内阁支持率持续低位徘徊，舆论

分析岸田在此之前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
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与自民党组成执
政联盟的公明党干事长石井启一认为，
大选会在9月自民党总裁选举后举行，

“秋季应该是可能性最大的”。
但也有预测称，岸田或许会在6月解

散众议院。正在进行的春季劳资谈判中，
丰田、日产、日立、松下、日本制铁、日本
航空等大企业已经确认将大幅加薪。随
着日经指数持续向好，大企业收益带动
工资上涨，选举策划人松田馨认为，到6
月份民众对实际收入的感受会加强。届
时，《政治资金规正法》在国会修订完毕，
自民党“黑金”丑闻告一段落，综合来看
对岸田来说是一次机会。

既要考虑党内形势，又要顾及舆论
反应，让岸田左右为难。3月2日，日本国
会对2024年度预算案进行表决，朝野政
党就此展开“拉锯战”直至深夜。日本媒
体刊登了一张岸田在预算案表决前瘫
坐在椅子上的照片，据称足足有5秒钟
没动。这或许正是目前岸田真实处境的
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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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美高层互动近乎停滞的情况
下，马克龙曾多次邀请普京访法，他刚当
选总统后就在凡尔赛宫会晤到访的普
京；2019年法国作为当年七国集团（G7）
主席国，马克龙在G7峰会前夕邀请普京
到访法国总统的“夏宫”布雷冈松堡。此
外，普京也多次邀请马克龙访俄，后者曾
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赴俄观看
足球世界杯赛事等。

普京与默克尔的良好关系也人尽皆
知，但德国总理朔尔茨上台后，俄德领导人
的关系明显变冷淡了。马克龙曾在去年底
接受采访时表示，一旦俄乌和谈启动，不排
除2024年邀请普京访法，但前不久他有关

“向乌克兰派兵”等言论，展现出强硬姿态，
给俄法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马克龙的言论遭到包括德国在内的多
数欧洲国家反对，但也得到波兰、爱沙尼亚

等少数国家支持，欧洲内部在乌克兰问题
上的分歧再度暴露。与之类似，欧洲国家在
对俄态度上也存在温差，北欧、波罗的海三
国和波兰等一些中东欧国家对俄政策更为
激进，法德等西欧国家相对而言理性一点。

普京指出，美国及其盟友在乌克兰危
机中的行动导致欧洲安全体系瓦解。鉴于
欧盟一致追随美国军援乌克兰并对俄追加
制裁，普京需要重新审视俄罗斯与欧洲的
相处之道，特别是与法德等欧洲大国的关
系，彼此之间的危与机并存。

俄西南方向暗流涌动

除了当前的乌克兰危机，俄罗斯周边
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近期也暗流涌动。

普京发表国情咨文前一天，2月28日，
位于摩尔多瓦东部的、未获国际社会承认
的“德涅斯特河左岸共和国”因摩尔多瓦的
经济封锁而向俄罗斯求助。对此，俄外交部

表示，保护德涅斯特河沿岸居民的利益是
优先事项之一，俄罗斯有关部门始终会认
真受理所有申请。乌克兰外交部则警告，不
要对德涅斯特河左岸地区进行任何“破坏
性的外部干涉”。

“德左”地区介于摩尔多瓦本土和乌克
兰之间，原苏联解体后，该地区曾与摩尔多
瓦政府爆发冲突，并脱离摩政府实际控制，
目前俄罗斯在该地区驻有大约1000名军人
执行维和任务。

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左”地区局势曾
一度趋紧，导致摩尔多瓦与俄罗斯关系出
现波折。目前，摩尔多瓦现政府一改前政府
的亲俄立场，转而加强与美国、欧盟和北约
的关系，欧盟已启动与摩尔多瓦的入盟谈
判。

在南高加索地区，俄罗斯的传统盟
友亚美尼亚近期大幅调整对外政策。近
年来，该国与邻国阿塞拜疆围绕纳卡地
区多次爆发冲突，阿塞拜疆凭借军事优

势，夺回了对纳卡地区的实际控制。最
终，亚阿两国在去年底就在尊重主权和
领土完整原则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并
达成和平条约一致。

去年9月纳卡问题尘埃落定后，亚美尼
亚总理帕希尼扬公开表示，该国在安全保
障上完全依赖俄罗斯是错误的，并指责俄
方在纳卡冲突期间没有提供足够的安全保
护。上个月，帕希尼扬表示，亚美尼亚暂停
参加集安组织。集安组织是俄罗斯主导的、
独立体框架下的区域军事组织。

日前，亚美尼亚又要求驻扎在首都埃
里温机场的俄方边防人员撤离。亚美尼亚
外长米尔佐扬表示，将最大程度实现外交
政策多元化，正积极讨论新的可能性，包括
加入欧盟的想法。

摩尔多瓦和亚美尼亚的动向将进一步
搅动东欧和南高加索地区局势，二者看似
虽小，但都处于俄地区战略关键地带，关乎
俄罗斯的安全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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