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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天下

“

12日，俄与北约对话开始前，
俄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认为，俄
罗斯“与北约关系中的真相时刻即
将到来。”

随着4小时对话结束，目前透
露给外界的有哪些信息？

先看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
格的发言。他表示，北约成员国一
致认为，俄罗斯不能否决乌克兰加
入北约。而且，如果俄“再次对乌
克兰使用武力”，北约可能会加强
在东部盟国境内的存在。

翻译一下，就是北约拒绝不扩
张，并做好了与俄发生冲突的准
备。一句话，即使干架也没在怕的。

再看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
夫的表态。他指出，俄罗斯的国家
安全利益是欧洲和欧洲安全架构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俄方并没发过
所谓“最后通牒”，但局势已危急到

“不能继续拖下去”的地步了。
俄方的优先事项一如既往，就

是保护自身安全，而非“入侵乌克

兰”。正如美国中情局前俄罗斯问
题首席分析师所说的那样，一些西
方政客专注于意识形态之争，而没
能理解俄罗斯近期发出的连串信
号。

双方的表态说明，俄与北约的
这场谈话，延续了俄美对话的主基
调——“鸡同鸭讲”，俄罗斯也对美
国和北约的跑题，深感不满。

不过，美方也指出，在军控和
冲突解决等方面可和俄罗斯合作，
没有直接“把天聊死”。

接下来的情况如何，还要看13
日俄罗斯与欧安组织的对话了，但
大体基调已由第一场的俄美对话
确定。

事实上，欧洲加入谈判至关重
要。毕竟，假如哪一天乌克兰“火
药桶”或者美国在欧部署的导弹真
的被引爆，欧洲将首当其冲，其安
全问题引发的巨大困局，可能成为
哈萨克斯坦之后的又一只“黑天
鹅”。 据中新网

俄与美国北约两场对话不投机，
但还有转机

俄与西方开年上演外交“大戏”，10日，耗时7个半小时的俄美第三轮战
略稳定对话结束；12日，谈了4小时的俄与北约对话也落下帷幕。13日，俄
与欧安组织的对话即将开启。

为促成这三场“连轴转”的密集对话，与美国、北约激斗的俄罗斯近期主
动出击，亮牌亮“剑”，赢得先手。不过，俄与西方关系冰冻三尺、剑拔弩张，不是几场对话
就能解决的，两场对话谈完，几无进展，已在预料之中。

俄美欧战略诉求不同，光是各方同意坐下来谈，就意味着达成了某种妥协。分歧弥合
不了，但至少各方都通过对话展示了立场，试探了对方的底牌。

对话是一环，对抗也是一环，一环扣一环，串起大国政治对垒的“生态链”。

从美国政界到媒体都认为
“没有人传递信心”，“对话周”
的重头戏——俄美安全事务对
话，就在这样的氛围下展开了。

谈判老手俄副外长里亚布
科夫率队，对阵美国常务副国
务卿舍曼一行，就北约东扩、乌
克兰等多项议题闭门交锋。会
谈大大超时，最终以7个半小时
的马拉松结束。难道俄美间的

“悄悄话”，多得说不完？
对这场对弈，舍曼的评价

是直接、坦率，但没有突破。她
还 否 认 与 俄 方“ 谈 判 ”
(negotiation)，而是认为双方进
行了“讨论”(discussion)。

里亚布科夫则抛出一番底气

十足的话：“俄罗斯代表团不是来
‘伸手求施舍’的，而是‘带着明确
任务……必须按俄罗斯的条件来
解决’”。这样的表述让西方恼
火，也展示了俄方的强势与自信。

美俄就乌克兰局势的舆论
拉扯从去年延续至今，美国不
断将乌克兰塑造成俄“霸权入
侵”的受害者，自己却转头抡起
了制裁大棒。一旦对乌“动
武”，等待俄罗斯的，将是美国
及盟友的“顶格制裁”。如实施
技术出口禁令、切断与环球银
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支付
系统的连接等，试图掐住俄经
济命门，甚至还有消息说，制裁
对象中，包括普京本人。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俄
美长期斗而不破，互信度如何
可想而知。正如里亚布科夫所
说，即使俄美签了有法律约束
的安全保障协议，考虑到“长期
积累的负面经验”，俄方仍没把
握美国会不会遵守协议。

而且，对话基础存在硬伤，
俄美的优先关切温差太大。俄
罗斯想要“铁打的、防水的、防
弹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安全
保证，美国却一心想着如何通
过导弹、核武、军演等方面的对
等限制，削弱俄军事实力。

双方基本是各说各话，不
在一个轨道上，如果这样都能
取得突破，那才出人意料。

话说回来，俄罗斯为了“转
守为攻”率先开局，把各方拉回
谈判桌，究竟都做了些什么呢？

一、列清单
这次谈判，实际上是普京

下的先手棋。
近一个月前，克里姆林宫

提交并公开了两份涉及西方国
家安全承诺的文件草案，除要
求北约停止“东扩”、不吸收原
苏联加盟共和国如乌克兰加入
等，还提出俄美承诺不针对对
方部署中短程导弹或核武器、
不进行含核武的军演等。

俄方之所以主动向美西方
“坐地起价”，不仅框中对方的
战略关切，也展示了被西方损
害的形象，占据国际道义制高
点。

俄方清楚，一揽子解决自
己首要关心的北约东扩和边界
安全问题，是不可能的。但其
仍开出对方“无法接受”的价

码，如让北约抛弃20多年扩张
成果，退回 1997年前的状态。
不得已之下，只有以这种强硬
的极限施压换取对手的有限让
步，才能增加谈判筹码。

二、秀肌肉
不止亮政治牌，俄罗斯也

在军事上频频亮“剑”，展示干
扰美国战略重心东移节奏的信
心。

2021年年底，俄军方开展
了千人规模反空袭军演，S-400
反导系统等重器亮相；俄还罕
见齐射了多枚“锆石”高超音速
导弹，这种射程约1000公里的
导弹一旦齐发，冲破美国的防
空反导网不在话下。

此外，针对美国要求俄从
俄乌边境撤军，俄驻美大使馆
10日声明，俄有权自行决定在
自己领土上的驻军，以及演习
是否继续进行，这符合俄国家
利益，而美国甚至都不愿谈及

驻欧美军数量。言下之意，我
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太平洋那
头的你呢？

三、撑盟友
原本只是“亮剑”，但计划

不如变化快，俄罗斯近期也使
出一套闪电“剑法”。2022年刚
过没几天，国际地缘政治就飞
出第一只“黑天鹅”，中亚“领头
羊”哈萨克斯坦骚乱，为俄外交
布局和战略安全再添不确定因
素。

关键时刻，俄罗斯果断出
手，联合集安组织其他成员投
送近 3000兵力赴哈维稳。从
布兵到平乱，只花了几天时
间。13日俄与欧安组织谈判
前，维和部队已开始从哈国撤
离。

兵贵神速，铁腕普京又秀
了一把“战斗民族”的实力，这
种反应速度和调动能力，西方
能不尽收眼底？

从波兰、白俄罗斯、立陶宛到
乌克兰，美国及北约操弄俄周边局
势的一套流程其实未变过。其近
年来加速挤压俄战略空间，导致俄
避免与北约兵刃相接的缓冲地带，
越来越窄。

现在最火烧火燎的，非乌克兰
莫属，夹在一堆大国中间喘不上
气，想加入北约却掣肘重重，只能
充当被拿捏的政治棋子。

虽然被曝要给乌克兰送 2亿
美元秘密“大礼”对抗俄罗斯，但究
竟打算怎么体现“与乌克兰站在一

起”，美国并没做个好榜样。
最现实的例子，是美国从阿富

汗撤军加剧了北约盟友间的内讧，
让北约和欧洲国家进一步怀疑美
国的实力和信誉。为避免嫌隙扩
大，重新团结盟友，美国必须更有
效地展现领导力和影响力，乌克兰
就是下一块试验田。

但如今，俄美会谈结束后，至
少有一个不是新消息的消息明确
了：俄罗斯重申，无意进攻乌克兰。
北极熊虽然也被架在火上烤，它仍
不能让美国的“算盘”轻易得逞。

俄罗斯如何赢得先手俄罗斯如何赢得先手？？

乌克兰备受煎熬乌克兰备受煎熬

俄与北约对话透露的信息俄与北约对话透露的信息

联合国大会主席发言人库
比亚克12日说，8个联合国会员
国因未缴纳联合国会费而失去
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权。

库比亚克在当天的例行记
者会上说，这8个国家分别是伊
朗、苏丹、委内瑞拉、安提瓜和巴
布达、刚果（布）、几内亚、巴布亚
新几内亚、瓦努阿图。

根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
斯11日致联合国大会的信件，11

个国家已拖欠会费两年以上，其
中8个国家被取消在联大的投票
权。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十九
条规定，如果会员国拖欠的会费
额等于或超过前两年所应缴纳
的会费，它们就会失去在联大的
投票权，除非可以证明这种情况
是由不可控因素造成的。

根据古特雷斯的信件，科摩
罗、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索马里

属于“由不可控因素造成的”范
畴，其 2022年的投票权仍可保
留。同时，被取消投票权的8个
国家只要支付规定的最低金额，
便可恢复其投票权。

第76届联合国大会去年12
月批准总额为31.22亿美元的联
合国2022年度常规预算。联合
国常规预算经费的分摊比例以
各国支付能力为原则确定。

据新华社

八国因拖欠会费失去联合国大会投票权

当地时间当地时间11月月66日日，，集安组织向哈萨克斯坦派出临时集集安组织向哈萨克斯坦派出临时集
体维和部队体维和部队，，其中包括俄罗斯联邦空降兵分队和部队其中包括俄罗斯联邦空降兵分队和部队

对弈对弈77个半小时个半小时，，俄美没突破俄美没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