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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调“秀肌肉”

北约今年的“三叉戟接点”军演吸
睛能力十足。

29 个北约成员国加上“合作伙伴”
瑞典和芬兰共计 31个国家的大约 5万名
军人参加，动用 150 架军机、65 艘舰船
和超过 1 万辆军车……北约秘书长斯托
尔滕贝格24日在北约组织总部所在地布
鲁塞尔表示，这场冷战后最大规模的军
演将展示北约强大的军事能力、共同作
战的决心以及跨大西洋关系的持久力。

今年，德国的表现尤其引人注意。
德国媒体 22 日援引德国国防部数据报
道，德国预计为这场军演花费9000万欧
元 （约合 7.2亿元人民币），与去年相比
接近翻番，据称是德国自二战结束后摆
出的最大阵仗。这9000万欧元中，近半
数将流入挪威。挪威作为东道主，将承
担食宿并提供军演场地。挪威预计需要
提供180万份餐食、460万瓶饮用水，清
洗 660 吨脏衣服。另外，为了准备军演
场地，挪威需要腾出大片农田。

美国海军核动力航母“杜鲁门号”
的加盟无疑成为军演的又一看点。“27
年后，一艘美国海军航母又回到了北极
圈。”美国广播公司如是报道。上周
五，排水量达 10 万吨的美军“杜鲁门
号”航母驶入波罗的海，先参加一场名
为“北方屏风”的演习，之后将加入

“三叉戟接点”。而且，这是自 1991 年 9

月以来，美国航母首次进入北极圈北部
的寒冷海域作业。当时美军航母“美国
号”驶入北极圈，参加北约的“北极
星”演习。评论指出，“杜鲁门号”出
现在俄罗斯邻国的海岸，是美国海军新
战略的又一标志，其目的是向其他全球
大国展示美军实力的同时，降低航母部
署的可预见性。

叫板俄罗斯

分析普遍认为，俄罗斯 9 月刚在地
中海东部海域以及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
举行两场大规模军演，北约紧接着开始
举行冷战后最大规模军演，叫板意味明
显。

自克里米亚地区2014年宣布脱离乌
克兰、并入俄罗斯以来，俄罗斯与以北
约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阵营关系日趋紧
张，北约随之加强军备建设和军事部
署。北约把战略重点重新放到传统的集
体防御上，并进行一系列军事调整，包
括将快速反应部队扩大到 3 万人，以及
加强在中东欧的军力部署。2018 年 7 月
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北约领导人批准了
一项被称为“四个 30”的战备倡议，即在
2020年前确保北约拥有能在30天或更短
时间内部署 30 个机械化营、30 个空军中
队和 30 艘作战舰艇的能力。这一战略倡
议将进一步增强北约的快速反应和作战
能力。

过去几年，北约每年都在中东欧地

区举行各种形式的军事演习，演习规模
不断增大。分析人士认为，从演习时
机、地点和内容来看，此次军演体现了
北约自乌克兰危机以来确立的战略重
点，即提高军队快速反应和协同作战能
力，防范可能来自俄罗斯的威胁，叫板
俄罗斯的意味明显。

此外，斯托尔滕贝格 2018 年 4 月在
荷兰莱顿大学发表演讲时说，北约必须
有能力在北极地区保持一定威慑，需要
更强的海军实力、更多F-35战机等。北
约对于北极的重视一方面缘于北极地区
在北极航道、能源和矿产资源开发等方
面的价值日益凸显，另一方面则缘于俄
罗斯近年来不断加强在北极地区的军事
存在。

展示重要性

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屡次抛出“北约
无用论”，并三番四次“敲打”欧洲盟
友增加与北约相关费用。北约此次高调

“秀肌肉”被普遍解读为向美国证明北
约的军事价值。

有评论称，此次大规模军演旨在展
示北约仍是国际舞台的一根“支柱”，
并改善美国与盟国军队的整体协调。

出于对北极地区的战略重视，美国
海军正在调整北大西洋的军力部署，并
在 2018年 8月正式恢复冷战时期曾发挥
重要作用的第二舰队。为配合美国这一
战略，北约2018年决定组建新的大西洋

联合司令部，落户美国弗吉尼亚州诺福
克，负责确保北美和欧洲之间的海上通
道安全。正如斯托尔滕贝格透露，此次
军演的重要部分将在海上进行，大西洋
对于欧洲安全至关重要，也对全球贸易
和联系至关重要。大西洋是北美和欧洲
之间相互增援的关键通道，北约致力于
确保大西洋安全。

有评论认为，眼下正值美国和俄罗
斯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之际，波罗的海
以及北极地区似乎逐渐成为新的竞技
场。彭博社指出，2017 年 1 月，美国海
军陆战队分遣队抵达挪威进行轮换部
署，这是自二战以来第一次有外国军队
进驻挪威。今年早些时候，奥斯陆方面
表示，希望美国部署更多部队，并将基
地迁至更靠近俄罗斯北部边境的地方。
俄方对此表达不满。美国海军陆战队司
令官罗伯特·尼勒将军预计，美军的重
点将从中东转向太平洋地区和俄罗斯。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24日在白俄
罗斯首都明斯克表示，目前北约军事活
动达到了冷战结束后前所未有的高水
平，对俄罗斯的军事威胁日渐增强。针
对有东欧国家打算在本国长期部署美国
军队，绍伊古说，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将
被迫采取回应措施。

上图：6 月 4 日至 15 日，北约大规
模年度海军军演“波罗的海行动”在立
陶宛海滨小城内米尔塞塔举行。图为美
国海军士兵参加军演。

新华社/美联

东日本国际大学客座教授
西园寺一晃近日在接受新华社
记者采访时表示，民间交往是
推动日中实现邦交正常化的重
要助力，并对两国关系持续改
善至关重要，双方应继续拓展
多领域民间交往。

一晃多年来致力于中日两
国友好事业。他的父亲西园寺
公一早在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
前就在中国工作生活了 12 年，
为 两 国 友 好 交 流 事 业 积 极 奔
走，曾被周恩来总理誉为日本
驻华“民间大使”。

1958 年，还是一名初三学
生的一晃随家人来到中国。此
前，他对中国一无所知。但来
到中国后，从民众那里所感受
到的人们对祖国未来充满希望
的热情令他至今难忘。

一 晃 在 北 京 一 住 就 是 10
年。他广交朋友。“这些友人真
的成为我人生的宝贵财富，”他
说，“后来他们走到了各行各
业，为我从事的日中友好事业
提供了很大帮助。”

他 说 ，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不
久，在日中政界有识之士及大
批友好人士带动下，两国民间
友好交流实现了蓬勃发展：上
世纪 50 年代，中国政府与日本
友好人士、民间团体等密切合
作，帮助战争后遗留在中国的
大批日本妇女、儿童、战俘安
全返回日本；1965 年，中国还
首次举行了中日青年友好大联
欢活动。

一晃当年也参加了这次青
年友好大联欢活动。他说，此
前两国青年也曾有过一些交流
机会，但举办如此大规模的交
流活动还属首次，当时热烈、
友 好 的 气 氛 令 他 至 今 记 忆 犹
新。“很多参加过这一活动的青
年如今都已年过古稀，但仍积
极投身于日中友好事业之中。”

两国经贸往来也逐步得到日本官方的支持，从“纯民
间”发展至“半官半民”。最终，良好的民间环境成功推动
中日领导人作出战略决断，实现了两国邦交正常化。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在回顾历史的
同时，一晃也表达了对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信心。他说，
作为世界上两个经济大国，日中关系不仅对彼此非常重
要，也足以影响本地区乃至世界的繁荣、稳定和发展。他
期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能够促进两国在共同维护自由
贸易体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合作等方面取得成果，
从而进一步推动两国友好发展，实现合作共赢。

在西园寺一晃看来，曾在战后日中关系的恢复与发展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民间友好交流在今时今日也同样不可
或缺。他认为，政治、经济及民间友好关系是影响双边关
系的三个重要因素，对于日中关系改善发展缺一不可。两国
应继续推进青少年及文化等领域的民间交流，进一步加深相
互理解，增进情感，为两国关系持续改善提供新动力。

（据新华社电）

本报电 （张斐然） 10 月 24 日，首届“一带一
路”非中艺术交流展暨非中文化论坛在中国国家图
书馆举办。此次活动是首个由外国政府部门牵头主
办，境外社会团体发起组织，在中国境内举行的

“一带一路”文化交流活动。本次活动由肯尼亚体育
与文化遗产部主办，肯尼亚驻中国大使馆、中国驻
肯尼亚大使馆支持，肯尼亚非中文化交流协会、中
国国家图书馆、中国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承办。

本届非中艺术交流展以“走进肯尼亚·感知新非

洲”为主题，展出非中艺术家创作的油画、版画、雕塑
等百余幅作品，内容多反映“一带一路”建设、非中风
土人情和当代生活。

在随后举行的“一带一路”非中文化论坛上，
与会嘉宾围绕深化“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非中文化
交流进行了发言。会上，肯尼亚非中文化交流协会
与中方分别签署了“文化教育交流”和设立“非中
文化交流基金”的战略合作协议。

图为观众参观展览。 （主办方供图）

上演冷战后最大规模军演

北约是要跟俄罗斯硬杠吗？
本报记者 张 红

10 月 25 日至 11 月 23 日，北大
西洋公约组织“三叉戟接点”军事演
习在挪威及其周边地区举行。此次号
称北约“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最大规模”的军演一经宣布即引发各
方关注。

环球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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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亿美元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日向联合国大会提

交的一份报告显示，联合国常规预算现金短缺加
剧。报告敦促尚未按时足额缴纳2018年度联合国
常规预算应分摊额的会员国尽快缴费。

报告显示，联合国常规预算现金短缺截至今
年9月30日已高达3.65亿美元，远高于截至6月30
日的1.39亿美元。

报告说，截至9月30日，共有141个会员国
全额缴纳会费。报告敦促尚未按时足额缴纳会费
的会员国尽快缴费，强调健康的现金流对于联合
国完成其使命至关重要。

11名
埃及内政部24日发表声明说，埃及国家安全

部队当天在西部沙漠地区展开清剿行动，击毙11
名恐怖分子。声明说，埃及安全部队当天在西部
沙漠搜寻恐怖分子藏匿地点时与对方发生枪战，
当时恐怖分子正在营地内训练使用爆炸装置。埃
及安全部队在此次行动中共缴获5个爆炸装置、4
挺机枪、3把手枪以及一些地图。

近年来，埃及反恐形势严峻。今年2月，埃及
军方展开代号为“西奈 2018”的大规模反恐行
动，以期清除西奈半岛等地恐怖势力，迄今已打
死数百名恐怖分子。 （均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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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0月23日，欧盟否决
意大利 2019财年预算草案，以赤字
过高为由，责令其 3 周内提交修正
草案。这是欧盟首次驳回成员国预
算案。

冲突起

2019 财年意大利增赤目标占国
民生产总值的 2.4%，超出了前任政
府所向欧盟承诺的 1.6%，逼近欧盟
规定的3%上限。

“鉴于国内生产总值迟迟恢复不
到经济危机前的水平以及意大利社
会最弱势阶层极其糟糕的经济状
况，我们不得不做出这个艰难但必
要的决定。”意大利总理孔特在罗马
外国记者见面会上表示：“我们不是
不顾风险的疯子。但如果我们采用
另一种预算案，意大利必将陷入经
济衰退。”

但是，欧盟委员会副主席东布
罗夫斯基表示，任何成员国超出欧
盟政策和规则框架外的财政计划，
将会对其他成员国和欧盟造成伤
害，均无法得到欧盟的支持，对此
欧盟别无选择。东布洛夫斯基称，

“经验一再表明，增加财政赤字和债
务不会带来持久的增长，过度的债
负使经济更容易受到未来危机的影
响。”

矛盾显

据路透社报道，意大利政府希
望以推高财政赤字方式刺激消费、
提振经济，进而有助于降低债务相
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

欧债危机后，意大利债台高
筑，经济增长不容乐观。中国国际
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

分析称，“新政府打破了意大利政治
传统，代表了民众对改变的渴望。”
民调显示，意大利国内 52%的受访
者表示支持该预算，38%的受访者
表示反对。

“意大利政府急于兑现竞选承
诺，增加财政投入以刺激经济；而
欧盟担忧此举会引发系统性的金融
风险，将整个欧元区拖入一场危
机。”崔洪建认为，“预算之争”涉
及到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矛盾，
若意大利除增加赤字外，没有切实
可预期的改革方案，债务负担会愈
加沉重；但若不尝试放开财政，经
济疲软的态势将会继续，对意大利
来说，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据 《纽约时报》 报道，欧盟否
决意大利预算计划，导致意大利国
债价格大跌，并促使信用评级服务
机构穆迪将意大利的主权信用评级
下调到了接近于“垃圾级”的水平。

解决难

意大利 《共和国报》 分析称，
考虑到意大利联合政府向选民承诺

增加福利支出，要两大执政党牺牲
选票向欧盟让步的可能性不大。

“欧盟方面理由并不充分，法国
等其他成员国赤字预算一度超过
3%，若意大利能提出有说服力的经
济增长方案，双方各让一步，在3%
的红线之内，仍存在妥协空间。”崔
洪建指出，不止涉及技术层面，还
事关政治。意大利是欧元区第三大
经济体，此次与欧盟对峙的结果，
会影响其他成员国面对欧盟的态度。

目前，双方陷入拉锯战。德国《商
报》分析认为，“欧盟现在面临着不乐
观的选择，最终可能试图与意大利政
府达成妥协，允许其提高财政赤字。”

“意大利政府一定程度上把发展
经济的诉求寄托在和欧盟的博弈
上。如何把握方向和力度，是其面
临的考验。”崔洪建认为，在方向
上，虽然要向欧盟争取较宽松的政
策和增长环境，但重点应是国内经
济结构的改革。在力度上，要把握
好和欧盟博弈的力度，和欧元区关
系过于紧张不是长久之策。此外，
债务问题并非短期可解决，应把民
众对于改变的渴望逐渐导向理性，
不能操之过急。

意大利与欧盟陷“预算之争”
陈 曦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