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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日至 9 日，北约将在波兰华沙举行两年一度的首
脑会议，北约 28 个成员国、北约伙伴国以及一些国际
组织的领导人将参加会议。观察人士预计，北约各国将
在此次峰会上针对新形势下的战略调整达成一些共识。

安全环境急剧变化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日前在接受欧洲媒体采访
时表示，当前北约的安全环境急剧变化，北约将做出重
要决定以确保适应新形势，因此华沙峰会将具有“里程
碑意义”。

“对北约而言，安全环境的变化包括两个层面：欧
洲地区以及全球范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欧洲部主
任崔洪建接受本报采访时说，“一方面，北约需要对乌
克兰危机带来的影响做出反应。两年前的威尔士峰会
时，乌克兰危机刚刚发生不久，北约对于如何界定其影
响还没能形成统一的内部意见。现在是时候进行具体判
断并提出战略构想了；另一方面，虽然北约的欧洲成员
国更希望保证本地区的安全，但是美国以及其他非欧洲
成员国则希望有个全球化目标。此次峰会应该会共同讨
论北约的全球战略，包括对全球形势的判断和回应。”

北京师范大学亚欧研究中心主任、政府管理学院李
兴教授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也指出：“对北约而言，新形
势包括俄罗斯在乌克兰、叙利亚等地的强势表现以及以

‘伊斯兰国’为代表的国际恐怖主义猖獗。”
斯托尔滕贝格在峰会前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华沙

峰会将主要聚焦三大议题：北约在中东欧军力部署、北
约与伙伴国安全合作、北约与欧盟合作。

夸大威胁为了内部团结

峰会前，“俄罗斯威胁论”频频出现在英美等国的
媒体报道中。比如，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6月
30日发表文章称，美海军和北约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俄潜
艇和反介入/区域拒止堡垒。英国 《星期日泰晤士报》
网站 7月 3日的报道则指出，俄罗斯正在向黑海部署装
备远程巡航导弹的潜艇，意在向北约进一步示威。报道
还描述了俄罗斯正在新罗西斯克建设的一个海军基地的
进展情况。

事实上，近一年来，北约动作频频。俄罗斯《独立
报》 6 月 30 日发表题为 《西线继续上演战斗象棋的对
弈》 的文章称，近来，北约在俄陆上边界附近及黑海、
波罗的海展开的军事演习数量是过去的两倍还多。在北
约的第一道防线即东欧地区，逾 30架战机、约 1200 辆
装甲武器及上千官兵正对俄罗斯虎视眈眈。最令俄国防

部高层寝食难安的，是美国在罗马尼亚境内部署的反导
系统，因为陆上“宙斯盾”反导系统的发射装置亦可用
于“战斧”巡航导弹。在波兰，同样的系统也在施工当
中。

“俄罗斯的威胁被夸大了。我认为，俄罗斯既没有
意图也没有能力继续对北约国家进行咄咄逼人的动作
了。目前，俄方的动作是反应式的，是被动式的防
卫。”李兴说。

“乌克兰危机发展到现在，俄罗斯和北约的攻防态
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崔洪建说，“危机开始，北约完全
没想到俄罗斯会有这么大的动作，慌了手脚。而且，因
为北约内部国家因为各自的地缘位置以及和俄罗斯的关
系不同，无法形成共识。此外，美国定了调子，不愿让
乌克兰危机干扰其亚太战略。所以，当时西方对俄罗斯
的反击是经济制裁。那时，北约处于守势。如今，两年
过去了，俄罗斯的经济实力被削弱。而北约为给峰会造
势加强了攻势。近一年来，北约开始对俄罗斯在军事和
战略上进行还击。双方的攻防态势发生转变。俄罗斯进
入守势。俄罗斯虽然占了先机，但是从长劲和后劲上来
说，北约实力更强。”

“渲染‘俄罗斯威胁论’的目的很明显，一是美国
一直想在俄罗斯周边部署反导系统；二是美国希望给欧

洲成员国施加压力，让他们增加国防预算，分担美国的
压力；三是为了保持北约的内部团结姿态。英国‘脱
欧’后，这种姿态显得更重要了。”李兴说。

不断寻找生存理由

斯托尔滕贝格在峰会前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北约
将出台在中东欧驻军的具体计划，加强对俄罗斯的军事
威慑；作为应对新安全形势的另一思路，北约还将宣布
与西亚北非等地的一些国家在安全领域合作的举措；北
约欲与欧盟合作，应对安全挑战。

冷战结束后，随着华约的消失，北约成为一种尴尬
的存在。“为求生存，北约找了很多所谓的‘把手’。”
崔洪建说，“一方面，欧洲地区安全问题因为苏联的解
体而消失了，所以北约把目光转向全球；另一方面，从
传统安全向非传统安全方向转变。如今，因为乌克兰问
题，传统安全问题又回来了，北约要谋求两者之间的平
衡，保持一种既扎根欧洲又对外进击的态势。”

在北约，美国显然是“龙头”。“北约是美国掌控欧
洲的工具。如果美国放手，其对欧洲的控制力会急剧下
降。所以，无论如何，北约会不断给自己寻找存在下去
的理由。”崔洪建说。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美两国政府本月5日就防
止冲绳县美军工作人员强奸杀害女性事件再次发生的举措
达成了协议。日本与美国将修改《日美地位协定》，对美方
享有优先审判权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作出限定，以期
安抚冲绳事件之后日本沸腾的民意。

日本民众并不买账

《日美地位协定》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法律地
位的外交协定，该协定规定对“美军工作人员”执行公务
时的犯罪行为美方享有优先审判权。此前该协定仅将“美
军工作人员”的范围规定为属于美国国民、非军人且“受
雇于驻日美军、随同美军在日本工作”的人员。其中“随
同美军”的范围模糊不清，完全由美方的任意解释而确定。

“自1960年签署该协定到现在，驻日美军屡屡犯下强奸
杀人或其他刑事案件。”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
究室主任吕耀东在接受本报采访这样说。

而在此次日美共识中，协定中的“美军工作人员”被
明确划分为包括“受雇于美国政府且为驻日美军工作的美
籍民间人员”等在内的4类，拟将不具备高度专业技术和知
识的人员排除在外。此次修改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受协定保
护的适用对象，扩大日本对相关犯罪行为执行司法审判的
范围。据悉，日美双方今后数月将通过谈判，制定具有法
律约束力的文件，对细节部分作出规定，使协议更具分量。

据日媒报道，日本外务相岸田雄文称：“美军工作人员
的范围无疑将缩小。”他表示，按照新规定，此次冲绳事件
的嫌疑人将被排除在美军工作人员之外。

然而，日本当地民众似乎并不买账。有日媒分析称，
此次协定缩小范围只是“小打小闹”；日本冲绳县知事翁长
雄志认为此次共识并不彻底，对其“是否具有实效性”表
示担忧。

压力之下被迫让步

自本年4月日本冲绳县发生美军强奸杀人案以来，冲绳
民众对驻日美军的反抗情绪日渐升温，冲绳县政府方面对

“根本性修正《日美地位协定》”呼声也一直不绝于耳。此
次由日本部长级官员与美国驻日大使针对协定修改达成高
级别的协议，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日美双方期望获得冲绳
县人民理解的姿态。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周永生在接受本报采访
时表示：“目前在日美关系中，日本地位有所上升，美国地
位则有所衰落，美国将日本作为‘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的
核心支柱，面对日本提出的要求美国不得不开始慎重考
虑，此次协定修改可看做美国的一个让步。”

有报道质疑，日本政府在此时宣布共识是否出于对本
月10日日本参议院选举的考量。对此，吕耀东表示：“通过
宣布共识制造舆论，来化解日本民众及在野党在选举中对
自民党的进攻势头，我想这方面的因素也是有的。”“在日
本参院选举之前公布此消息是日美政府的一种策略，此举
让日本民众看到安倍政府对美国的外交、对日本民众利益
的保护是有成效的，以此为其在选举中获得更高的支持。”
周永生亦如是说。

无关痛痒 无损同盟

周永生进一步指出：“此次调整不涉及美国军队的官
兵，只涉及为美军服务的工作人员，是非常小范围的，并
没有改变驻日美军拥有治外法权这样一个法律地位的实
质。”有关数据显示，2013年冲绳县内的美军、工作人员及
其家属约有5.2万人，工作人员仅占其中的2000人不到。此
次修改虽然对“美军工作人员”的范围有所限制，但是对
犯罪行为的遏制效果却微乎其微。

“协定微调治标不治本，这是美国政府挤牙膏式的应付
措施，现在的结果无损于日美同盟关系的发展，在冲绳的
美军也不会受到丝毫影响。”吕耀东这样表示。周永生也
称：“协定修改只是美国政府老到的外交策略，使冲绳民众
的情绪得到一定缓冲，不会对日美同盟关系产生任何撼
动。”

但是，“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面对政府的简单处理，
冲绳反抗的声浪不会停息，只会愈演愈烈。在目前日美同
盟渐趋强化的趋势之下，驻日美军与当地民众的冲突问题
无法彻底解决，与以往类似的犯罪还会发生。”吕耀东这样
说。

8400人

美国总统奥巴马6日宣布放缓美军在阿
富汗的撤军计划，将在明年1月其总统任期
结束前在阿保留大约8400名美军士兵。

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2014年底
结束在阿战斗任务后，在阿富汗保留约1.3
万名驻军，其中美军约9800人。按照此前
的撤军计划，美国将在2016年后继续在阿
富汗驻留5500名美军士兵。

800套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近日通过发言人
发表声明，对以色列当局决定在约旦河西
岸与东耶路撒冷犹太人定居点新建800套住
房的计划表示“强烈批评”。

声明说，中东问题有关四方 （联合
国、欧盟、美国、俄罗斯） 日前刚发表报
告呼吁以色列停止定居点建设与扩张，以
色列政府就宣布这一决定，潘基文对此

“深感失望”。

74人

媒体观察机构“新闻标志运动”近日
发布报告说，2016年上半年有至少74名记
者在全球22个国家遇害，平均每周约3人。

报告表明，过去3年里，全球范围内记
者遇害人数呈现上升趋势，而持续不断的
暴力冲突是其中最大的原因。“新闻标志运
动”警告说，2016年上半年，极端组织杀
害了数十名记者。该组织在报告中强烈谴
责杀害记者的行为，并呼吁有关国家和机
构能够切实履行保护新闻工作者的职责，
并对凶手绳之以法。

2.1万人

巴西国防部长容曼日前确认，在里约
奥运会期间，将有2.1万名军人参加奥运赛
区和城市的安全保障工作，与警察部队和
其他安全保障人员组成有史以来最大规模
的安保联动队伍，里约奥运会将安全、顺
利地举行。

容曼当日在里约热内卢举行记者会，
具体介绍了军队在奥运中的职责，并且强
调：“奥运会期间不会有安全方面的疏忽，
不会有任何形式的不安全。”在反恐方面，
巴西国防部成立了临时反恐联合指挥部，
陆军、海军、空军具有反恐功能的部门都
集中在联合指挥部，随时准备在奥运期间
行动。

（均据新华社电）

商讨战略调整 多方寻找“把手”

华沙峰会为北约刷存在感
本报记者 张 红

★环球热点

据法国 《防务宇航》 报道，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曾接收大量北
约装备，其中包括6000多辆装甲车辆和75000多支M-16突击步枪。

（资料图片）

《日美地位协定》修改——

“小打小闹”不足以平民意
顾彦秋

图为冲绳民众抗议美军暴行。 图片来源：中新网图为冲绳民众抗议美军暴行。 图片来源：中新网

说到“植物”，你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大自然里的
花草树木吧。如今，这些植物变身成低碳节能的高
手，隐藏在我们的生活里，你还能认出它们吗？

木头这种古老的建筑材料已经伴随人类几千万
年。近日，瑞典皇家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通过去除天
然木材中的木质素，得出了透明的可再生的木材。如
果将它用于楼房建筑，自然光能够穿过墙体照射到屋
内，极有可能改善
楼房的室内采光，
这就大大节省了人
工照明的成本，未
来可能成为玻璃的
良好替代品。由于储光性能良好，它也能用做太阳能
电池板，提高电池板的效率和性能。研究人员称，这
种新型材料成本低，可再生，易降解，并且拥有一流
的机械性能，包括足够的强度和韧性，较低的密度和
导热率，是其最具魅力的地方。

无独有偶，由玉米、小麦和土豆中的淀粉制成的
生物塑料在法国农业领域找到了立足点。生物塑料可
以制成多种形式的产品，还可以完全被生物降解并作
为肥料使用。据专家介绍，现有众多塑料制品的材料

均为石油和天然气的衍生物。传统的塑料以化石燃料
为来源，且生产过程需消耗能源，生产会迅速增加大
气中温室气体的含量。因此，利用植物材料，譬如杂
草和农作物收获以后的残留物生产塑料，是促使温室
气体减排的更好选择。

此外，最近，美国能源部的科学家们找到了一种
方法，能使水和藻类的混合物在一小时内转化成原

油。在产生这些燃
料的同时，人们可
以通过这一技术获
得一些有用的副产
物，包括化学原料

和矿物质。如果藻类的数量足够大，也许还能获得一
些肥料。这一研究将使得藻类产油能够更好地被应用
于日常生活。相对于汽油而言，藻类原油不仅有着更
高的产量，而且更为清洁。藻类在生长过程中能够吸
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碳排
放。相对于粮食作物产生的生物燃料来说，藻类转化
生产的燃油具有高热值的优点。

这些由植物变身而成的新材料、新能源，将成为
解决能源问题和碳排放问题的新斗士。

植物变身大作战
韩 诺

数 字 天 下

数 字 天 下

7月 6日，在西班牙北部的潘普洛纳，人们在奔牛节开幕式上狂欢。
当日，西班牙“圣费尔明”奔牛节在潘普洛纳拉开帷幕。奔牛节是西班
牙传统文化的一种象征。 新华社/法新

西班牙奔牛节拉开帷幕西班牙奔牛节拉开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