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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尔茨缘何抢先给普京打电话葛
国
际
观
察

主笔 赵恩霆

前不久，俄罗斯总统普京接到的一
通电话，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形容为

“打开了潘多拉魔盒”，而主动打出这通
电话的人是德国总理朔尔茨。这是近两
年来德俄领导人之间首次通话，朔尔茨
也成为时隔一年半多后首位再次直接与
普京联系的西方主要国家领导人。

11月10日，朔尔茨在德国电视一台
的一档节目中说，“已决定在适当的时候
与俄总统对话”，但不会单独行动，将与
伙伴们协商后进行。当被问及什么时候
才是对话的“合适时机”时，朔尔茨说：

“很快。”
接着，朔尔茨就在11月15日给普京

打了一通电话，双方聊了一个多小时，重
点谈及乌克兰局势和俄德关系，另外还
讨论了中东局势。围绕俄乌冲突，朔尔茨
呼吁普京尽快恢复谈判并结束冲突，强
调如有必要将继续支持乌克兰；普京则
表示，俄方从未拒绝并始终对恢复俄乌
谈判持开放态度，可能达成的协议应考
虑到俄方安全利益。

针对俄德关系，普京表示，两国关系
在所有方面前所未有地恶化，但俄方始
终严格履行在能源领域的合同义务，如

果德方表现出兴趣，俄方愿意开展互利
合作。俄德领导人商定，今后双方的助理
将保持联系。

到11月19日，俄乌冲突已经爆发整
整1000天。朔尔茨与普京最后一次面对
面会晤是在2022年2月15日，当时正值俄
乌冲突爆发前夕，朔尔茨到访莫斯科进
行斡旋。两人上一次通话是在2022年12月
2日，当时朔尔茨意在寻求俄乌冲突的外
交解决方案，普京则强调西方的支持导
致乌克兰拒绝任何形式的谈判。

根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统
计，2022年1月至今年6月，德国对乌援助
总额为172亿欧元，仅次于美国，在欧洲
国家中排名第一。朔尔茨事先通知了乌
克兰方面并与乌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电
话，尽管后者警告不要这么做，但朔尔茨
还是与普京进行了电话交谈。

此举招致泽连斯基的强烈反对，声
称这“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指责朔尔茨
这是在向俄罗斯示弱，削弱了西方国家
对俄罗斯的孤立。按照德国政府发言人
的说法，朔尔茨与普京通话后，将再次与
泽连斯基通话。

从拒绝接触到主动通话，过去近两
年间，俄罗斯与西方国家间关系持续恶
化，曾经相对稳定的俄德关系也一路下

行，高层沟通中断，两国间重要能源合作
项目“北溪”输气管道因扑朔迷离的爆炸
事件而搁浅。受此影响，包括德国在内，
欧洲国家陷入了一场能源危机，进一步
加剧了通货膨胀，造成民众生活成本上
涨、企业生产成本增加、经济增速显著放
缓，德国去年出现经济衰退，今年可能再
度萎缩。

对朔尔茨而言，内政外交均面临现
实挑战。国内方面，维持了近三年的三党
执政联盟因财税政策等分歧最终破裂，
随着自由民主党（自民党）党首林德纳在
本月6日被解除财长职务，朔尔茨政府沦
为少数派政府，且将在下月16日面临联
邦议院的信任投票。

自民党退出后，社会民主党（社民
党）和绿党联盟的议席不及半数，很可能
无法通过信任投票，届时联邦议院将解
散，并在60天内举行新选举，投票预期在
明年2月23日举行。当前，朔尔茨政府的
支持率已经跌至14%左右，这种情况在德
国过去27年来只出现过4次。

而且，近期民调显示，65%的受访者
希望尽快提前大选；如果提前举行大选，
联盟党（由基民盟及其姊妹党基社盟组
成）的支持率达34%，有望重新赢得组阁
权。而朔尔茨所在的社民党的支持率不

到联盟党的一半，甚至还不如极右翼的
德国选择党。

国际方面，深刻改变德国乃至欧洲
安全环境、能源格局的俄乌冲突，在延宕
千日之际似乎面临一个拐点，这种可能
性因特朗普再度当选美国总统而概率大
增。特朗普多次宣称反对对乌军援，将寻
求尽快结束冲突。在美国对乌政策面临
调整的背景下，德国并不想坐以待毙，朔
尔茨试图通过率先与普京恢复高层联
系，为日后欧洲在乌克兰危机中保留一
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正如朔尔茨17日在巴西出席二十国
集团（G20）峰会期间所言，如果美俄高层
之间恢复直接联络，而欧洲国家放弃与
俄罗斯交流的渠道，“不是一个好主意”。
可是留给朔尔茨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现
阶段，每两个德国人中就有一个支持由
联盟党主导组建新政府，而希望社民党
继续执政的人只有13%。

同时，社民党内部已经有声音要求
朔尔茨放弃寻求连任，转而由更受欢迎
的现任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代表社民
党角逐总理一职。近期的民调显示，66%
的受访选民认为应由皮斯托里乌斯带领
社民党竞选，仅有18%的受访选民支持朔
尔茨。

主笔 赵世峰

日本首相石破茂14日开启上台后
的外交首秀，出席在秘鲁首都利马举办
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
会议，以及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二
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

然而，石破茂首登国际舞台却显得
像个小学生，一连串“失误”被日本民众
吐槽。人们发现，石破茂在APEC会议期
间“低头刷手机”，当马来西亚总理安瓦
尔、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上前问候时，他
坐在座位上与对方握手，被指“失礼”。
在16日APEC成员领导人合影时，也不
见石破茂的身影。就在外界猜测发生了
什么时，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芳正18日
在记者会上透露，石破茂当天前往利马
郊外的已故秘鲁前总统藤森墓地献花，
在返回会场途中遭遇堵车而未能赶上
合影。

2000年12月13日，因顾问政治丑闻
东窗事发，拥有秘鲁和日本双重国籍的
时任秘鲁总统藤森借在文莱出席APEC
会议之机前往日本，宣布辞职并寻求政

治避难，引发秘鲁和日本的外交纠纷。
此番面对国内民众对外务省行程安排
不周的不满情绪，林芳正表示：“合影环
节是在会议最后，我们不认为（缺席合
影）会对同各成员领导人建立关系造成
影响。在两天的会议期间，首相切实表
达了想法，彰显了影响力。”

另外，石破茂此前还计划在回国途
中经停美国，与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会
面。近期民调显示，32 . 4%的日本民众认
为特朗普明年1月上台后日美关系“将
会恶化”。日本担忧特朗普会再次要求
日方大幅增加驻日美军经费负担，并对
日本商品加征关税，因此石破茂希望尽
快与特朗普会面建立互信。

然而，特朗普方面告知日方，在正
式就任总统前不会与任何国家首脑举
行会谈，日方只能等明年1月20日特朗
普就职后再进行协调。只是，特朗普
2016年首次当选总统后，时任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第一时间前往纽约，成为首位
与特朗普会面的外国领导人。前不久特
朗普再次赢得总统选举后，在14日会见
了阿根廷总统米莱。外界认为，或许在

特朗普团队看来，与石破茂提前见面没
有什么实际价值。

这一系列事件无疑会对石破茂政
府造成打击。日本《朝日新闻》称，日本
政府此前对石破茂与特朗普的会面似
乎十拿九稳。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胜
选后，石破茂打电话祝贺时曾提出会面
请求并给出日程建议，得到了特朗普的
积极回应。因此，首相官邸和外务省均
对会面抱有较高期待，石破茂在采访中
也自信地表示“已经确认将尽可能早日
会面”。如今被美方拒绝后，有首相官邸
消息人士表示，在外交上找到生路的设
想与现实情况并不一致，“美方接下来
会怎么做，只能时刻保持关注”。作为补
救措施，日本政府安排负责安保事务的
首相助理长岛昭久访问华盛顿，与特朗
普阵营的相关人员进行接触，希望能建
立关系并在特朗普就职后尽快实现日
美首脑会谈。

结束外交首秀的石破茂，回到国内
还有一堆难题等着他处理，其中最主要
的是2024年度补充预算案能否得到国
会部分在野党的认可和过关，以及朝野

围绕再度修改《政治资金规正法》的攻
防战。民调显示，67 . 3%的受访者认同在
野党提出的禁止企业和团体政治捐款
的主张。

共同社16日、17日实施的全国电话
舆论调查结果显示，石破茂内阁的支持
率较众议院选举后上升7 . 9个百分点，
达到40%，不支持率为38 . 8%。支持率上
升主要得益于自民党拟同意国民民主
党提出的将个人所得税缴纳上限从年
收入超过103万日元提高到178万日元

（100日元约合4 . 67元人民币）。此外，自
民党在众议院选举中遭遇惨败后，石破
茂与立宪民主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
主党等在野党的协商态度也得到民众
肯定。

共同社报道，虽然石破茂内阁的支
持率上升让自民党内“松了一口气”，但
仍不能放松警惕。有自民党成员表示，
支持率上升与实际感受并不一致，不会
立即恢复民众的信赖。分析人士认为，
自民党当前领导的是少数派政府，政权
基础依然薄弱，“内忧外患”的局面仍将
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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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挑战中步步推进

佐科虽然雄心勃勃地启动了迁都计
划，并且新首都第一阶段的建设工作也
基本完成，但努山塔拉完全建成并承担
起首都角色，仍是一个长期且面临挑战
的过程。去年12月，时任印尼国会预算委
员会主席赛义德表示，预计到2024年底，
用于新首都开发的预算将非常接近国家
预算可承担的底线。而国会一直担心私
营部门对新首都建设缺乏兴趣，导致国
家预算成为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政府
必须尽快在国家预算和私人资本之间取
得平衡。今年以来，随着佐科的总统任期
进入尾声，外界担心其继任者普拉博沃

是否会继续推进新首都建设。
普拉博沃曾在2014年和2019年两次

竞选总统，但都败给佐科。佐科在第二个
任期开始时，向这位对手抛出橄榄枝，邀
请普拉博沃入阁担任国防部长。普拉博
沃第三次参选总统后，承诺会延续佐科
时期的政策方向，包括继续推进新首都
的建设。而且，他还选择佐科的长子吉布
兰作为竞选搭档，在佐科的高人气加持
下，最终在今年4月赢得大选，并于10月
20日正式就职。

今年7月28日，佐科前往努山塔拉出
席一座大桥的落成仪式，视察新首都的
总统办公室、总统府以及高速公路的建
设完成情况。随后，佐科和夫人伊莉亚娜
在努山塔拉办公室中休整了一晚，从7月
29日起开始在努山塔拉办公。8月12日，
佐科首次在努山塔拉主持内阁全体会

议，时任副总统马鲁夫以及普拉博沃等
内阁成员出席会议。据路透社报道，会议
是在外型酷似老鹰的总统府内举行的，
房间墙壁是金属蓝色。普拉博沃在内阁会
议召开前接受采访时说：“至少，我会继续
建设，如果可能，我会完成这项工作。”

8月17日，印尼在雅加达和新首都努
山塔拉举行纪念活动，庆祝该国独立79
周年。这是印尼首次在努山塔拉举行国
家独立日庆祝活动，佐科在努山塔拉出
席了活动仪式，普拉博沃也一同参加活
动。同时，时任副总统马鲁夫主持了在雅
加达举行的独立日庆祝仪式，候任副总
统吉布兰一同出席。

9月25日，佐科在努山塔拉为首批外
国投资项目举行奠基仪式。佐科说，“投
资努山塔拉就是投资未来”，随着新首都
建设的推进，基础设施和各种配套设施

正逐步完善，将吸引更多海外投资者。目
前包括五星级酒店、度假村、商场、办公
楼等各类高端设施的建设正稳步推进，
预计明年大部分项目将投入使用。在配
套设施建设方面，连接努山塔拉和巴厘
巴板的高速公路将于今年年底或明年年
中竣工，努山塔拉机场建设也将在今年
12月完成。

此前，普拉博沃的就职仪式曾预定
在努山塔拉举行。但10月20日的就职仪
式是在位于雅加达的印尼人民协商会议
大楼举行的，普拉博沃和吉布兰分别宣
誓就职。普拉博沃就任总统后再次对迁
都计划表达了支持，承诺将优先考虑新
首都的持续建设和发展。他认为，迁都不
仅有助于促进区域均衡发展，也能为国
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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