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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变卦

俄罗斯的突然“变卦”让日本有点糟心。
就在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签署设立经济特区的

文件当天，日本共同社报道称，多名日本政府相关人
士透露，日本政府基本敲定了今后有关在北方四岛

（俄称“南千岛群岛”）“共同经济活动”的对俄谈判
方针。

据悉，为了获得俄方协助，日方将不谋求在争议
领土全面导入保护日本法律立场的“特别制度”，而是
按照游轮观光、海胆养殖等对俄方有吸引力的各项开
发项目，逐一推进制度谈判。

此前一周，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伊戈尔·莫尔古罗
夫与日本外务省副大臣秋叶猛男刚刚就在这一争议领
土开展联合经济活动举行第二轮磋商。俄外交部发表
声明称，双方讨论了合作框架内联合经济活动可能的
优先项目，并同意向两国领导人提交合作成果。

很长一段时间里，北方领土争端始终是横亘在俄
日两国之间的障碍。2016 年底，俄罗斯总统普京访日
期间，两国达成协议，开始就在争议领土开展共同经
济活动进行谈判。

9月上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将
在俄远东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首脑会晤，试图就
在争议领土实施共同经济活动达成一些协议，这也是
此次会晤的重要议程。

如今，俄罗斯的单方举动让日本再添忧虑。
7月初，俄方首次透露将把南千岛群岛划定为经济

特区时，时任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就第一时间向俄
第一副总理伊戈尔·舒瓦洛夫提出，俄方这一举动可能
给双方开展共同经济活动带来负面影响。

共同社日前报道称，设在争议领土色丹岛的首个
经济特区，预计将获得74亿卢布投资。“这可能会促使
日本以外的其他国家企业进驻北方四岛，恐将对日俄
力争以不损害双方主权的形式实现的共同经济活动造
成影响。”

既打又拉

梅德韦杰夫称，设立经济特区是发展远东地区萨
哈林州这一重要地区的又一推动力。当然，很明显，

俄罗斯的这次态度转变背后含有更多深意。
“俄罗斯想在偏远的南千岛群岛巩固国防基础，就

需要发展当地经济。俄罗斯在此设立经济特区，一方
面可以引入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资金、技术，巩固俄
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另一方面也可通过使日本参与当
地开发，从而缓解其对争议地区迫切强烈的领土要
求。”中国传媒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杨勉在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分析指出，对于争议领土，俄罗斯始终
抱有天然的警惕，防止日本耍花招。因此，面对日本
寻求合作的热情，俄罗斯一直反应平淡。这次设立经
济特区，引入其他国家企业，与日本形成竞争，俄罗
斯正是期望一举多得。

日本时事通讯社也认为，俄罗斯选在首脑会晤举
行前设立经济特区，意在强调北方四岛的开发是在俄
罗斯主权下进行的。

作为俄日双方悬而未决的问题，领土争端在两国
关系中具有特殊意味。

“在俄罗斯处理俄日关系时，南千岛群岛问题实际
就是一个‘鱼饵’。每当两国领导人有重要会晤或是两
国之间发生重大事件时，俄罗斯都会拿出这一问题热
炒，以此拉拢日本或对其施压。”外交学院俄罗斯研究
中心主任高飞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俄罗斯的
目的在于让日本与俄走近，与美国等西方欧盟“脱
钩”。

这次也不例外。近来，美俄新一轮“制裁战”正
打得不可开交，俄罗斯面临的压力不言而喻。“俄罗斯
希望找到突破口，打破西方对俄制裁。日本就是一个
薄弱的突破口。在这个时候，如果能让日本和美国的
对俄政策有所区别，对俄罗斯的外交而言，就是一个
重大成功。”高飞指出，当下，俄日两国元首会晤这一
重要活动正是一个很好契机，俄方此时宣布在南千岛
群岛设定经济特区，无需任何成本，就能达到对日施
压的效果。

“俄方此举也可能是想在首脑会晤前给日本一个下
马威。”共同社日前这样分析道。

其实，俄罗斯这样既打又拉的“套路”，日本早已
不算陌生。

今年3月俄日双方全面启动有关展开共同经济活动
谈判之前，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于2月底透露称，俄
将在年底之前在千岛群岛部署1个师的兵力，其中包括
南千岛群岛在内。“俄罗斯在这一时期显示出推进军事

化的方针，对于期待返还四岛的日本方面进行了牵
制。”《日本经济新闻》一语道出其中深意。

长期路障

如今首脑会晤在即，俄日在争议领土的合作究竟
还能不能谈拢？

“现在，主动权在俄罗斯手中。”高飞指出，目前
俄罗斯并未公布有关经济特区设立的具体细节，因此
其中包含诸多变量。如果日本态度强硬，俄罗斯就可
以借经济特区之名引入其他国家企业，降低日本的参
与程度，给日本一记重创；反之，如果日本对俄作出
一定妥协，俄罗斯也可将相关的重大工程交给日方建
设或经营，这与此前双方所说的共同开发也是一致的。

事实上，一直以来，在北方领土问题上，日本打
的什么算盘，众人皆知：与俄在此共同开展经济活动
固然不错，但推动领土问题的解决才是最终目标。“日
本想尽一切办法，试图与俄缓和关系，在争端地区加
强自己的存在，也是出于这个目的。”杨勉分析称。

俄罗斯卫星新闻网称，8 月初，安倍晋三还曾表
示，有意通过组织前住民自由行和共同经济活动，和
俄罗斯在解决签订和平条约问题上取得进展。

不过，买卖好做，宿怨难解。
高飞指出，在争议领土进行共同经济开发，实际

对俄有利。俄罗斯在整个远东地区的经济不是特别景
气，人口也在逐年下降，因而开发远东成为俄罗斯提
振国内经济的一个重要战略举措。

“但是，无论进行怎样的共同开发，目前看来距离
日本想要真正解决领土问题的长远设想，仍然相去甚
远。让俄罗斯让出领土，这本身就是一件难事。更重
要的是，在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当下，日本
领导人显然也没做好准备，日俄双方解决领土问题的
时机尚未成熟。”高飞指出，很大程度上，俄罗斯现在
同意共同开发，更像是给日本的一剂“安慰药”。

《日本经济新闻》也直言，前段时间，自民党在日
本国内重要选举中的惨败，可能将给安倍政府的外交
政策投下阴影。安倍政府的“体力”出现下降，或将
导致日本在与持续推进北方四岛谈判的俄罗斯等周边
国家之间越来越难以开展积极的外交。

由此看来，未来一段时间，北方领土争端仍将是
俄日走近一个绕不开的路障。

争议领土开发，俄日各有一卦
本报记者 严 瑜

随着预定9月上旬举行的俄日首脑会晤临近，满心期
待的日本最近却有点头疼。

日前，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签署文件，将南千岛群
岛（日称“北方四岛”）指定为经济特区。而就在不久之
前，俄日双方还围绕在这片争议领土共同开展经济活动进
行了磋商。对此，《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日本政府8月
24日通过外交渠道提出抗议，表示“无法接受不顾日本立
场的决定”。

争议再起，各有盘算的俄日双方还能否坐下来继续心
平气和地谈合作？

环 球 热 点
“当在网上看到‘全球招募

计划’的时候，我立刻决定报
名，十分期待以职业体验的方
式了解中国，我相信它一定会
是一次特别的体验。”英国体验
者格雷戈里这样说。

“全球招募计划”是“体验
中国”向世界发出的邀请，让
外国朋友踏上发现中华文化之
旅，传递他们的真实感受。活
动 同 期 推 出 以 《当 一 天 中 国
人》 为主题的综艺节目，展示
参与者后续的深度体验。

本季“全球招募计划”产
生的“大体验家”陆续深入海
南、四川、湖南等地开启对绿
色雨林、自然生态、现代生活
的探寻。他们通过体验热带雨
林护林员等工作，了解中国在
森林保护、绿色发展等方面的
发展与成果；通过体验五星级
酒店经理、空姐等职业，感受
中国真实生活的开放与便捷。

韩国的高和勋是首批 10 名
体验者之一，在海南体验了一天
热带雨林护林员的工作。跟随
专业人士进入森林的他说：“我
在霸王岭看到了很多稀有的植
物、动物，这都是韩国没有的。
在一天的体验里，我了解了森
林、植物保护方面的很多知识，
更感受到护林员工作的辛苦和
重要意义。”

各类型的体验展现出中国
在文化、理论方面的充分自信，
传达中国真实生活的发展与变
化，展现中华文化以自信、开放
的姿态拥抱世界，助力优秀文化“走出去”，完成“中国故
事”的国际表达。

来自美国的扎克在第一周活动中落选。他感慨：
“我特别希望能入选，所以后来每天发动身边的家人、
朋友帮我在社交网络上点赞、分享。”不懈坚持的他最
终成为活动第三周的“幸运儿”。

“全球招募计划”与全球知名职场社交媒体领英
（Linkedin）合作，一方面精准覆盖受众，提升行业影响
力；另一方面鼓励参与者分享作品到领英、脸书、新浪微
博等国内外社交媒体，拓展活动曝光率与参与度。多家
媒体全程进行活动推荐和跟踪报道。在用户传播与跟
踪报道的共同作用下，本季“全球招募计划”新媒体相关
内容阅读量达到6800万。

“体验中国”从人文、历史、当代生活等角度，不
仅展现沿海城市，也展现内陆藏区；既讲述城市故
事，也反映农村面貌；既深入专业领域，也覆盖普通
生活，展现近5年来人民美好生活的发展进程，通过持
续邀请外国朋友进行体验与表达，促进优秀中华文化
传播，呈现当代中国发展的真实面貌。

据了解，“体验中国”外宣系列活动在国务院新闻
办公室对外推广局的指导下，由五洲传播中心联合有
关机构共同发起，并由“体验中国”项目组委会具体
执行。据悉，下一季“全球招募计划”也已开始紧张
筹备，计划在2017年10月底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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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德国和土耳其的关系似乎跌落谷底。双方在舆论场
上剑拔弩张，互相指责。德国方面甚至喊话，在埃尔多安执政
期间，土耳其休想加入欧盟，将矛头直指安卡拉。

争吵不断
“很清楚！在当前形势下，土耳其将不可能成为欧盟一

员。”德国外长加布里尔日前在接受德国《图片报》采访时这样
明确表态。土方立即作出回应，据 8月 26日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报道，土外长声明，德国在涉土方面的言论已经“越界”，并表
示“德国应该在处理与土的外交事务时保持谨慎的态度”。

这只是近来德土关系的一个缩影。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今年2月，土警方逮捕了德国《世界报》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
嫌参与恐怖组织，并将其逮捕。此举引发德国民众和政府高层
的抗议。3月，土耳其在德国对即将举行的修宪公投进行造势宣
传，遭到德国阻挠。对此，埃尔多安多次批评德国的做法“如
同纳粹”。

据路透社报道，德国即将在9月举行大选，埃尔多安8月18
日表示，德总理默克尔是土耳其的敌人，呼吁在德土耳其裔选
民在选举中反对默克尔。随后，德外长称埃尔多安这一做法是
对“竞选活动的粗暴干涉”，并在此后表态，埃尔多安掌权下的
土耳其将无法加入欧盟。

潜在威胁
德国外长的威胁并非气话。2016 年 7 月，土耳其爆发未遂

政变后，立即收紧了国内政策，数万名公职人员被解职或拘
捕，上百家媒体机构和出版社被关闭。一系列举措使得德国和
欧洲对土的“民主”、“人权”问题批评不断。

今年 4 月，埃尔多安通过推动修宪公投，获得了更广泛的权
力。路透社认为，这让欧洲担忧土耳其正在远离民主。据报道，
在修宪公投通过后，欧盟传出声音，停止与土的谈判，“土耳其不
再符合欧盟的民主标准，更不用说成为欧盟的正式成员了”。

那么，民主和人权上的表现得不到欧盟的认可，是几十年
来土耳其始终未能入欧的主要原因吗？

有分析认为，土耳其作为穆斯林人口占主导的国家，很难
被以基督教信仰为主的欧洲所接纳，宗教文化心理上的隔阂是
土始终被挡在欧盟大门外的主要原因。

对此，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哈全安教授在接受本报采访时
说：“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显然不是划分敌我的真实原
因。俄罗斯不是穆斯林国家，却也长期被所谓的欧洲拒之门
外，于此可见一斑。土耳其被挡在欧盟大门外，是因为土的加
入势必会引发欧盟内部重新洗牌，土体量较大，不利于欧盟大
国尤其是德、法维持原有的主导地位，进而形成潜在威胁。”

转而向东
据悉，德土是重要的经济伙伴和北约盟友，双方具有传统

而密切的联系。大约有300万土耳其裔居民在德国生活。因此，
《纽约时报》援引分析认为，德土之间的紧密联系使得双方很难
彻底“闹掰”，“争吵只是暂时的”。报道进一步预测，两国关系
将在德国大选后恢复。

但土耳其入欧显然不会这么快实现。据英国《独立报》8月
24日报道，尽管土耳其依然是欧盟候选国，但事实上入欧谈判
已经停止。

哈全安认为，入欧谈判中，土耳其一厢情愿，欧洲大国未
见诚意，很难有结果。欧盟接纳新成员，须有利可图。反之，
必设置重重障碍。当前国际关系正在重新洗牌，地缘政治格局
正随之改变。土耳其向东看已经成为趋势，与欧盟可谓渐行渐
远。

英国 《金融时报》 此前报道，埃尔多安平息国内政变后，
与俄罗斯关系渐暖，“由于地区安全上的共同利益，很多事实都
促使俄土越走越近”。

面对大门紧闭的欧盟，继续向西还是转而向东？土耳其可
能已经有了答案。

与德“闹掰”，土耳其入欧梦碎？
黄江林

与德“闹掰”，土耳其入欧梦碎？
黄江林

伦
敦
举
行
诺
丁
山
狂
欢
节

伦
敦
举
行
诺
丁
山
狂
欢
节

8 月 27 日，一年
一度的诺丁山狂欢节
在英国伦敦拉开帷
幕。诺丁山狂欢节是
欧洲规模最大的街头
文化艺术节之一，以
浓郁的加勒比风情著
称。

图为表演者参加
诺丁山狂欢节游行。

新华社/法新

图为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 （日称“北方四岛”）。 来源：俄罗斯卫星新闻网

图为“全球招募计划”参与者合影。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