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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处理自身相关问题，还是
讨论国际热点议题，东盟突出整体性和
自主性的意识显著增强，这是此次系列
会议传递出的一个明显信号。

“东盟由一些中小国家组成，周围都是一些大国。很大程度上，
东盟共同体的建设就是通过联合自强，抵消大国在这一区域的影响
力，增强自身的国际影响力。”方长平指出，不同于过去一段时间在外
交、经济等方面对外依赖性较强，如今的东盟更加注重巧妙地利用大
国平衡的外交战略，为自己服务，而不是沦为被大国利用的工具。

日本《读卖新闻》日前也刊文称，众多迹象表明，东盟目前正
在利用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等地区合作机制以及与各大国的关
系等可以利用的一切“杠杆”，来谋求实现自身的安保与经济发展。

毫无疑问，这是东盟近来在国际舞台上最引入注目的变化。这
种变化既是因为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飘忽不定的亚洲政策，令其逐
渐失去一些东南亚盟友的信任，也是因为足够的历史经验和清晰的
现实状况让东盟认识到，如果向某个大国“一边倒”，最大的输家
只会是自己。

当然，对于东盟而言，如何在大国之间实现一种务实的平衡，

并不是一个容易解答的课题。“东盟内
部与大国之间的利益纠葛比较复杂，
各个成员国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如何

整合这些不同诉求，将它们统一到东盟的整体利益之中，这是一个
挑战。”许利平说。

方长平也指出，不同于欧盟对制度化建设的重视，东盟在一体
化过程中强调弱机制化、非强制性的原则，因此面临在主权国家利
益和东盟整体利益之间寻求平衡的难题，这使其在一些内部有争议
的问题上，不易对外形成一个统一的声音，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共
同体建设的进程。

东盟的努力在继续。据悉，8 月 8 日是东盟成立 50 周年纪念
日。当天，马尼拉将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东盟成员国及中国、美
国、加拿大等参会国也将在会议期间回顾东盟成立50年以来在东盟
共同体建设领域取得的主要成就，并讨论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在未来
的发展方向。

“过去50年，东盟一个最重要的成功经验就是维护了地区的和
平与稳定。”许利平说。而接下来的50年，东盟能否继续成为地区
和平稳定器，又将扮演怎样的新角色，世界抱以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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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至8日，第50届东盟外
长会及系列相关会议在菲律宾首都
马尼拉召开。在“合作促改变，与世
界接轨”的主题下，约 40场会议与
活动将在这 7天陆续举行，其中包
括东盟今年成立50周年庆祝活动。

五十知天命。走过半个世纪的
历程，东盟如今正站在一个重要的
发展节点。作为一个日益活跃的区
域合作组织，东盟将在纷繁复杂的
国际政治舞台上如何定位自己的坐
标？这次系列会议或许是一个不错
的观察窗口。

今年的东盟系列会议，议程一如既
往保持了多而高密度的特点。

据悉，与第 50 届东盟外长会议共
同召开的，还有第18届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第7届东亚峰会外长
会及第 24届东盟地区论坛。东盟各国以及与之相关的共 27个国家
的外交部长悉数出席。

东盟内部人士透露称，东盟共同体建设、南海问题、朝鲜半岛
局势、中东局势及恐怖主义在东南亚地区的扩张等问题，都将出现
在此次系列会议的讨论桌上。

“从东盟自身发展来看，东盟共同体建设将是此次系列会议的
一个最主要议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方长平在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称，尤其是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在美国总统特
朗普上台后抬头，英国脱欧等事件导致欧洲一体化面临危机，在这
样的国际背景下，东盟思考并探讨如何推动自身一体化建设，对其
发展非常重要。

此次系列会议的另一个重头戏是“南海行为准则”框架将正式
获批。

今年5月，中国与东盟国家举行落
实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第 14 次高官
会和第 21 次联合工作组会，审议通过

了“南海行为准则”框架。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菲外交部日前表示，东盟十国与中国的外

长们预计将在本周末召开的部长级会议上，正式通过“南海行为准
则”框架，这将成为此次系列会议的一个重要成果。

“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表明中国和东盟有决心、有政治意
愿管控南海分歧，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避免外界干扰南海问题。”中国
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许利平向本报记者分析称。

一些外媒注意到，菲律宾今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该国总统
杜特尔特上台后采取了搁置南海争议的方针，这种态度也反映在已
经获悉的此次东盟外长会议联合声明草案中。

日本《每日新闻》日前报道称，关于南海问题，此次东盟外长
会议联合声明草案放弃了曾于去年声明中出现过的“深刻忧虑”字
样，转而使用“留意到相关担忧”这样的克制性表述。该报认为，
这显示出东盟就南海问题语气进一步变缓。

高密度议程看点众多

值得关注的是，除了与东盟自身相
关的议题之外，此次系列会议还将为一
些紧迫的地区问题和国际问题提供意见
交换平台。

7月底，韩联社就报道称，朝鲜向菲律宾通知外相李勇浩将出
席 8月 7日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该社指出，东盟地区论坛是朝鲜
唯一出席的多边安全机制会议。在朝鲜出现射弹迹象导致半岛紧张
局势升温的情况下，韩朝外长、朝美外长是否会在东盟地区论坛上
接触引发关注。

日本共同社也表示，一系列东盟相关会议如何应对目前胶着的
朝鲜半岛局势，将是焦点之一。

此外，与会代表将在此次系列会议上围绕中东局势、国际反恐
等问题产生怎样的观点交锋，同样备受期待。

事实上，东盟这次扮演的不只是“搭台者”的角色。
“在解决地区乃至全球热点问题方面，东盟可以发挥不容忽视

的作用。”许利平指出，比如在朝核问题上，一些东盟国家和朝鲜
拥有传统友谊和经贸往来，东盟可以借助这一优势，发挥建设性作
用；又如在国际反恐方面，东盟同样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前线，尤其
是在近期“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在中东遭遇重创、部分极端分子回

流东南亚国家的严峻形势下，作为利
益攸关方，东盟在反恐相关的情报交
换、警务合作、切断极端组织资金链

条、管控极端分子人员流入等方面都可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实，不难发现，此前一段时间里，特别是从2015年底以政治

安全、经济及社会文化为三大支柱的东盟共同体正式成立以来，东
盟在国际政治舞台的表现就日渐活跃。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
度等全球性或区域性大国也纷纷向东盟递出“橄榄枝”，试图拉拢
这个重要的伙伴。

东盟的国际角色日益抢眼。这个日渐明朗的趋势，一方面取决于
东盟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战略位置，另一方面也与东盟的实力
增强和地位提升密切相关。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老挝总理通伦·西
苏里此前都曾表示，到2030年，东盟或将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

“这些大国都对东盟未来的发展前景比较乐观。”方长平指出，
与此同时，东盟自身也更加重视在国际社会中，就其关切的重大问
题表达观点。“近年来，随着东盟共同体的成立，尤其是政治安全
共同体的成立，东盟越来越强调在重大的地区或全球安全问题上发
出自己的声音，并且注重用一个声音，凸显其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存
在，这也引起国际社会更多的关注。”

为国际议题搭台助力为国际议题搭台助力

谋求大国间务实平衡

近年来，无人化技术的发
展持续加速，自动运行的私家
汽车已不足为奇，无人驾驶的
公共交通工具逐渐进入众多传
统巨擘与科技新贵的竞争领域。

日前，一款自动驾驶的公交
车在芬兰赫尔辛基开始公路测
试。到今年秋季，该市的自动驾
驶巴士将会成为城市日常通勤
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款小型公
交车能够容纳12名乘客，行驶速
度为每小时 7 英里，如果有人超
车抢挡，它会自动停车。跟其它
的无人驾驶汽车一样，它有望减
少甚至彻底避免交通伤亡事故。

面对新兴科技与市场的诱
惑，船舶公司也早已“跃跃欲
试”，开始积极探索无人驾驶技
术。今年 7 月，两家挪威公司联
合开发了一艘无人驾驶船，准备
在 2018 年出海。这艘电力驱动
的智能船借助 GPS 系统、雷达、
摄像头和传感器等，在行驶途中
能避开障碍物，实现自我导航。
这是世界上第一艘无人驾驶全
自动零排放的货船，因此也被视
作“海上的特斯拉”。

陆海兼有，天空自然也不甘
落于人后。法国空客集团旗下子
公司的一款无人驾驶飞机近日在
南非成功进行首次试飞。这款无
人机在实验中自主飞行约 7 分
钟。该公司工程部负责人表示：

“通过这款无人驾驶飞机的首飞，
我们证明了行业和学术合作伙伴
之间的合作可以在基础研究领域
取得成功。”今年 5 月份，空客另
一个先进技术实验室自动驾驶系统负责人也曾公开表
示，空客启动了一个项目，希望通过推动无人驾驶飞机
的商用化，以解决城市的交通拥堵问题。

在这个技术大爆炸的时代，无人驾驶技术开拓
了崭新局面，无人化的公共交通工具正距离我们越
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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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无人驾驶的公共汽车。 资料图片

支持率“跌跌不休”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终于祭出“大招”，改组内
阁，以挽回民心。据日本共同社报道，8月3日下午第三届安倍政府第
三次改组内阁正式成立，自民党高层人事变动也于当天上午完成。

大幅改组 稳字当先
据 《朝日新闻》 公布的新内阁名单，原有 19 名阁僚仅 5 人留

任，改组幅度很大。文部科学大臣、农林水产大臣、法务大臣等
“问题”阁僚均被撤换。

曾担任邮政相和内阁府特命担当相的前总务会长野田圣子出任
总务相；前行政改革担当相河野太郎出任外相；小野寺五典再度出任
防卫大臣；被认为务实能干的前农相林芳正将执掌丑闻缠身的文部科
学省。作为政权核心人物的副首相兼财务相麻生太郎和官房长官菅
义伟继续留任。共同社认为，安倍起用多名曾担任阁僚的议员，反映
出人事安排重视务实，力求稳定可靠。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孟晓旭指出，兼顾自民党内派
系的平衡也是本次人事调整的一大亮点。他说：“19名内阁成员中，

‘岸田派’人数升至4名，与自民党内最大派系‘细田派’一致。而
岸田文雄本人调任自民党政调会长这一要职，此举意在平衡党内派
系关系。同时，起用持不同政见的野田圣子也体现了安倍的妥协。
而没有任用亲信担任要职，也能平息党内对安倍的不满，减轻来自
内部的威胁，稳定政局。”

弃车保帅 寻求连任
今年2月，“森友学园”事件爆发，触发了安倍执政危机的多米

诺骨牌。5 月，“加计学园”丑闻再次冲击民意。两起丑闻爆发之
后，安倍一度态度傲慢，导致事态不断扩大。在支持率暴跌的情势
下，因自卫队南苏丹维和日志瞒报事件，防卫大臣稻田朋美于 7 月

28日宣布辞职，引发政坛地震。
一系列丑闻使得安倍支持率持续坍塌。日本经济新闻社与东京

电视台 7月 21日实施的舆论调查显示，安倍晋三内阁的支持率跌至
39％，相较于6月，暴跌10%。而日本《每日新闻》与时事通讯社的
最新民调都显示，安倍内阁支持率已跌破30%，“政权像雪崩一样失
去民心”。

改组内阁，弃车保帅，成为安倍维系执政地位的必然选择。据《日
经新闻》报道，安倍 7月 21日在首相官邸与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举
行会谈时表示，将通过人事调整来挽回支持率。

据日媒分析，若无法阻止支持率继续下跌，明年9月的自民党总裁
选举中安倍前景将难料。新的人事调整也是安倍在为明年争取连任
布局。

无的放矢 作用有限
虽然有分析对安倍的人事安排给予肯定，认为内阁改组“多采

用曾任阁僚者等强有力的资深人物，也起用了自民党内的非主流
派，可见在用心维持平衡”。但改组内阁真的能为安倍“治病”吗？

《日经新闻》近期民调显示，44%受访民众认为安倍的人格“不值得
信任”。共同社援引分析称，“对安倍本人的不信任感成为了内阁支持
率下降的原因”，预测安倍难以通过改组内阁挽回国民的信赖。

日本 《读卖新闻》 发表文章指出，安倍政府假如不改变傲慢的
本性，“难以重拾公众信任”。英国广播公司指出，安倍的民望急
跌，体现了公众对其领导能力的怀疑，同时，其推行的修宪等政策
也不得人心。

孟晓旭认为，虽然内阁大幅改组，但核心人物的留任表明安倍既
有的主要政策主张不会改变。他指出，若安倍不在政策上作出相应调
整，企图仅通过人事变动来从根本上扭转执政颓势，将很难达到目的。

重组内阁难帮安倍挽民心
黄江林 郭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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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菲律宾国际会议中心。这是此次东盟外长系列会议的会场之一。 资料图片

33名
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日前报道称，33

名非法越境进入土耳其的叙利亚人近日被拘
捕并遣返。

自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已有数
百万叙利亚人越境进入土耳其避难。近来，
土耳其政府强化土叙边境管理措施，包括修
建长达500余公里的边境隔离墙。

据土耳其官方统计，目前有超过300万名
外国难民居住在土境内，其中绝大多数为叙利
亚难民。

1000多套
巴勒斯坦国总统府日前发表新闻公报，

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为约旦河
西岸犹太人定居点新增住宅项目开工奠基，
称以方此举是对“两国方案”的破坏。

据媒体报道，以色列政府计划在约旦
河西岸第二大犹太人定居点贝塔尔－伊利
特新增 1000 多套住宅。内塔尼亚胡出席 8
月 3 日举行的项目开工奠基仪式，并扬言

“在以色列的土地上，没有哪届政府比我领
导的政府为定居点做得更多”。

（均据新华社电）

巴西众议院全会日前举行投
票，由于支持将总统特梅尔受贿
案提交至联邦最高法院的票数未
达到2/3，该案将不会被送至最高
法审理，特梅尔将继续担任总统。

图为巴西反对派议员在投票
前举着反对总统特梅尔的标语。

新华社/美联

巴西众院举行总统受贿案投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