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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多质疑

此次特朗普虽然没有退出伊核协议，但是，据美联
社报道，特朗普在白宫说：“作为总统，我可以随时让美
国退出该协议。”

特朗普的强硬态度引发各方关切。联合国秘书长、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
等均表示了对伊核协议的支持。

正如法新社评论指出的，“美国优先”并不意味着
“美国单干”。在其他缔约方都支持伊核协议的情况下，
“美国分明变得孤立无援”。此外，毗邻中东的欧洲担
忧，一旦协议遭到破坏，伊朗可能恢复核计划，加剧地
区紧张局势，危及自身安全。同时，美国也放弃了“在稳定、
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格局中的领导角色”。

也有专家指出，一旦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国际社会
将质疑美国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进而质疑美国
所强调的全球领导地位的合法性，同时全球秩序的稳定

和良性发展也会遭受极大冲击。
此外，美国国内对于特朗普的中东政策还有诸多质

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用专家的话指出，特朗普政
府的诸多政策都是说得多做得少，如今，其对伊朗的所
谓“战略”也令人担忧。

正如分析指出的，特朗普上台以来，对美国的中东
政策进行了新一轮调整。美国通过对沙特的巨额军售
等，引发中东又一轮军备竞赛，沙特和伊朗两大阵营紧
张局势进一步升级。未来，美国与伊朗在中东地区很大
程度上将上演“斗而不破”的戏码，中东地区也将持续
成为国际舞台的热点。

题图：2015 年 7 月 14 日，伊朗德黑兰，伊朗民众在
街头欢呼雀跃，庆祝伊核问题谈判达成全面协议。据报
道，伊朗核问题六国 （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
国和德国）与伊朗当天正式宣布就解决伊核问题达成一
致，从而为延续了12年的伊核问题谈判带来实质性突破。

（图片来源：CFP）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不久前访问印度时表示，美印战
略防务伙伴关系进入新阶段。今年6月，印度总理莫迪完
成了他上任后第五次也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的首次美
国之行，访问成果也主要集中在防务领域。

从表面来看，美印两国军事合作近年来逐步升温，但
不和谐音已经显现。美国垂涎的是印度军火订单，而印度
企盼的是美国能够提供军事技术。双方在合作中关切的重
点存在偏差，即使“牵手”也是貌合神离。

合作升温

早在 2016 年，美国就把印度视为“主要防务伙伴”，
特朗普上台后考虑进一步发展与印度的军事联系，一时间
两国在防务领域的合作愈发紧密。

在马蒂斯9月访印期间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印度国
防部长西塔拉曼说，印美防务合作近年来显著增加，已经
成为双方战略伙伴关系的关键支柱。马蒂斯也指出，美国
重视印度在印度洋的领导地位，寻求与印度建立“有弹性
的地区架构”。

过去十年里，印度向美国购买了共计150亿美元的军
火。双方有望签署新的战斗机大单。美国军火商洛克希
德·马丁公司计划在印度建设生产线，前提是印度购买总
价大约150亿美元的F16IN战机。

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竞争印度订单的还有瑞典的萨
博公司和美国的波音公司。为迎合印度发展本土军工的初
衷，这些企业都允诺在印度建立战斗机生产线。

在9月底的访问中，马蒂斯的另一大目的是向印度出
售“海上卫士”无人机。先前媒体报道，印度海军考虑从
美国采购至少22架“海上卫士”。

分歧显露

美印的防务合作真的亲密无间吗？分析人士认为，印
度看重的是与美方的军事技术合作，而美国重视的是其在
南亚的多重利益。

资深军事评论员马尧认为，美方积极拉拢印度的背后
是对地缘政治的考量。美国认为，促进美印两国军方建立
更直接的双边联系，有利于增进美国在南亚地区的利益。
在这种思路指导下，美国近年来加强了与印度的军事合
作，甚至愿意向其提供航母核动力及舰载机。

然而，印度在合作中却有另一番考虑。新上任的印度
女国防部长西塔拉曼在宣誓就职时说，她的重要目标是实
现国防部门的“印度制造”。“印度制造”是印度总理莫迪
主推的政策之一，希望能在印度本土制造战斗机、潜艇
等，减少对外国军火的依赖。

印度Zee网站9月20日发文指出，美国军工企业为拿

下巨额协议，愿意在印度组建生产线，但这
些企业希望印度作出坚定的保证，不会让它
们失去专利技术。

马尧认为，提供军火成品是一回事，转
让技术专利是另一回事，因为在美国看来，
向印度单纯出售武器而不转让相关技术，实

际上加强了印度对美国的军事依赖，这种依赖可以使美国
在对印关系中占据优势和主动；而如果印度获得足够的军
事技术，那么美国的地位将因此遭到削弱。

合作掣肘

马尧认为，美国向印度提供军火只是将其作为控制和
拉拢的一种手段，如果向印转让军事技术，将不利于美国
达到这一目的。

首先，双方在地缘政治领域的利益存在冲突。印度洋
是当今世界海权体系的轴心地带，而印度是印度洋沿岸最
强大的国家，并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

印度海军建设的目标是，从当前的近海防御和区域威
慑思想转向远洋进攻战略，通过重点发展战略核潜艇和航
空母舰来建立可靠的海基核威慑能力，努力打造一支力量
均衡、结构合理、具备相当威慑力的现代蓝水海军；在控
制整个印度洋的基础上，印度希望逐步将战略利益延伸至
西起波斯湾、东至南海、南抵非洲的广大海域。这无疑与
当今世界海洋霸权国家——美国的地缘政治目标相抵触。

其次，双方军事工业发展水平差异太大。武器装备在
投入使用一段时间后需要进行保障。印度的军工基础比较
薄弱，而美式装备既复杂又精密。购买美式装备后，印度
在保障方面可能会受制于美国。

最近，美国对伊核协议的态度引发各方关

注。虽然最终美国总统特朗普并未像很多人担心

的那样退出协议，但是其强硬表态依然引人担

忧。围绕着这份多边协议的纷纷扰扰背后其实是

美国中东政策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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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热点

中东很“热闹”

最近，在涉及中东的问题上，美国动作频
频。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特朗普拒绝签署
伊核协议执行情况总统确认书。据英国广播公
司网站报道，在强烈的反对声下，他没有直接

“杀死”该协议，而是把“球”踢给了国会。在
接下来的60天里，美国国会将决定协议的命运。

对于伊核协议，特朗普的不满众所周知。
他曾多次公开表态要退出该协议。根据美国国
会通过的伊核协议审查法案，总统每隔 90天要
通知国会伊朗是否遵守协议。这一次，特朗普
承认伊朗遵守协议，但强调美国将继续以制裁
手段来向伊朗施压。这是他今年1月上任以来第
三次向国会做此说明，也被认为是美方最有可
能认定伊朗“违约”进而促使国会走程序退出
伊核协议的一次。

10月 12日，美国务院发表声明称，美将退
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随后以色列也宣布追随
美国退出该组织。美国此举的原因之一还是源
于中东。早在 2011年，教科文组织批准巴勒斯
坦成为正式会员国，相当于变相承认了巴勒斯
坦的国家身份，引发美强烈反对，并随即中止
缴纳会费。今年5月，教科文组织在一份决议中
将以色列称为“占领国”。7月，巴勒斯坦的希
伯伦老城申报世界遗产成功，而其位于以色列
控制之下。以上种种均引发美以强烈不满。

此外，10 月 6 日，在沙特国王萨勒曼访问
俄罗斯期间，美国宣布向沙特出售“萨德”反
导系统。今年 5 月，尽管特朗普访问期间与沙
特达成了高达 1100 亿美元的军售协议，但美
国和沙特当时都没有公布这份空前大单的具
体内容。

美国要什么

自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美国与伊朗之间就摩擦不
断。不过，特朗普并未像他曾经说过的那样，一有机会就
退出伊核协议。为何此时，特朗普选择升高调门？

“特朗普总统已经重新调整了中东的危险因素排序。
如今，伊朗已经替代所谓的‘伊斯兰国’成为美国的‘头号
敌人’。”英国广播公司网站报道引用专家的分析指出。

也有分析指出，特朗普上台后的中东政策着力点就
是全面限制伊朗，他在访问沙特期间就明确要求中东盟
友共同针对伊朗。而特朗普不断提高调门威胁退出协
议，意在向伊朗和国际社会施压，谋求重新谈判，以达
到全面遏制伊朗的目的。

此外，最近，中东局势的微妙变化似乎也引起了美

国的不安。
10月4日至7日，沙特国王萨勒曼访问俄罗斯，成为

第一位访问俄罗斯的沙特国王。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两
国达成至少 30亿美元军购协议，其中 S-400防空导弹订
单尤为吸引眼球。事实上，最近几个月以来，埃及、约
旦、以色列、土耳其等国先后到访。

有专家指出，这股“亲俄浪潮”实际反映了不论是
奥巴马的“轻脚印战略”还是特朗普的“有限干预政
策”，都无法再扮演美国盟友所期望的中东秩序维护者角
色。与之相反，俄罗斯却强势重返中东，并借助军事介
入叙利亚一举奠定了其中东重要玩家的地位。

此次，特朗普想借打压伊朗拉近与这些传统盟友的
关系，提升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由于伊朗与俄罗
斯互动密切，加大对伊朗的“敲打”力度也可以遏制俄
罗斯在中东发挥影响。

当尤里·塔夫罗夫斯基第一
次看到中国梦这个概念时，立
刻 就 被 其 吸 引 并 着 手 研 究 。
2015 年，他出版了 《习近平：
正圆中国梦》 一书。这是俄罗
斯首部关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
平的专著，向俄罗斯读者全面
介绍了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新理
念与伟大实践。

读一本书，写一本书

2014 年 9 月，《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 出版，马上引起塔夫
罗夫斯基的注意。当时，他正
在撰写《习近平：正圆中国梦》。
他的书桌很快摆上了中文版和
俄文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我不仅仅是读这本书，而
是研究。”他强调。通读后，他
开始一遍遍地细读，从中发掘
关于中国梦的线索，并随时充
实到自己的写作中，“书中的细
节给了我很多启发”。

一边撰写《习近平：正圆中
国梦》，一边品读《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塔夫罗夫斯基深有感触：

“这些想法，绝不是在提笔著述
时才在作者的脑子里冒出来的，
而是在他多年治国理政的经验
中积淀下来的，是一种高度提炼
和升华的知识结晶，就像中国的
茅台酒一样，浓香馥郁。”

这位差不多与中国打了一
辈子交道的俄罗斯学者认为，俄
罗斯领导人同中国交往，不能不
去了解中国领导人；对于俄罗斯
民众来说，了解中国领导人和他
的政策理念，是一种了解中国非常直观和直接的方式。

与新中国同龄，与中国梦同行

塔夫罗夫斯基出生于 1949年，与新中国同龄。童
年时，塔夫罗夫斯基曾住在俄罗斯远东的堪察加地
区。他清楚记得，当时家里有很多中国商品。他的祖
母 1958年去中国旅游，给他带回了茉莉花茶。他母亲
也曾多次前往中国旅行。

1966 年，塔夫罗夫斯基进入列宁格勒大学东方
系，专业是汉语语言学。他翻译过 《中庸》《道德经》
等中文经典，毕业论文的主题则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首
部佛经译著《四十二章经》。

受当时东西方冷战大背景和中苏关系波折影响，
在校期间，塔夫罗夫斯基未能如愿去中国进修。毕业
后，他被分配到苏联国家广播电台对外广播部门的中
国编辑部。在那里工作 7 年后，1978 年他转投专门从
事对外政策报道的《新时代》报社。

由于他曾在大学选修日语，不久被报社派往东
京。1987年回国后，塔夫罗夫斯基的中文专长才又有
了用武之地。他参与了筹办时任苏联领导人访华的准
备工作，见证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重要一页。

目前，塔夫罗夫斯基是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
和克里姆林宫重要智库“伊兹博尔斯克俱乐部”成
员，也是各种涉华论坛和国际会议的常客。

2009年以后，塔夫罗夫斯基再次燃起研究中国的雄
心，笔耕不辍。继 《习近平：正圆中国梦》 后，塔夫罗
夫斯基今年 5 月推出新著 《“一带一路”西行漫记》。
为了这本书，他用了 18 个月时间，5 次深入中国江
苏、河南、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等地考察。

如今，塔夫罗夫斯基又有了新的目标：创作一本
记录中共十八大以来伟大历程的新书。他笑着告诉记
者，出版社正催着快点儿写，他得抓紧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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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5日，中国海军第 26批护航编队抵达法国南部
土伦军港，开始对法国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

◀当地时间 15 日上午 10 时，编队导弹护卫舰黄冈
舰、扬州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高邮湖舰靠泊土伦港。法
国海军代表、中国驻法国使领馆人员以及华侨华人、留
学生代表等数百人在码头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0 月 15 日，中国海军第二十六批护航编队指挥
员王仲才 （左一） 在法国南部土伦军港举行的欢迎仪式
上发表讲话。 新华社记者 陈益宸摄

中国海军编队访问法国中国海军编队访问法国

10月15日，吉尔吉斯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
初步计票结果显示，现任总统阿坦巴耶夫所在的社会
民主党候选人、前总理索隆拜·热恩别科夫获得54.77%
的选票，在当天举行的总统选举中获胜。图为在吉尔
吉斯斯坦比什凯克，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前总理索隆
拜·热恩别科夫 （中） 在一处投票站投票。

罗 曼摄 （新华社发）

54.77%54.77%

6个月

韩国法院13日决定将前总统朴槿惠的关押时间延
长6个月。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中央地方法院当天表
示，考虑到朴槿惠有“销毁证据的可能性”，决定延长
关押期限。朴槿惠的关押期限原定于10月16日到期。
由于担心朴槿惠被释放后可能不愿再参加庭审，检方9
月 26 日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将关押时间延长 6 个
月，以彻底查清此案。

第一

奥地利国民议会选举投票15日下午结束。初步计
票结果显示，奥地利外长库尔茨领导的中右翼人民党
赢得31.6％选票，将成为国民议会第一大党。

库尔茨当晚在人民党集会上说，许多人对他领导
的人民党寄予很大希望。他承诺将全力以赴，给奥地
利带来改变。奥地利总理克恩在其领导的中左翼社会
民主党总部举行的集会上表示，大选结果不尽如人
意。他将“负责任地”与人民党展开组阁谈判。

数字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