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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以来，以色列多次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朗军事目标
展开行动，伊朗也有所回应。短时间内，叙利亚仍难重
归平静。

打击频繁

1月21日，以色列军方发表声明，承认当天凌晨对伊
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军”在叙利亚境内的目标
实施了空袭，以报复其早前从大马士革郊区向以色列戈
兰高地发动的火箭袭击。叙利亚军方 21日证实了以色列
的导弹袭击，并表示叙防空系统摧毁了大部分来袭导弹。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空军21日凌晨从西
部、西南和南部方向对叙利亚实施3次空袭，战机击中了数
个叙利亚政府军的防空系统。打击造成4名叙利亚军人死
亡，6人受伤，大马士革国际机场部分基础设施受损。

据悉，21日凌晨的空袭，可能是叙利亚自部署S-300
反导系统后以方对叙利亚发动的最大规模空袭。分析认
为，以色列近期对叙军事行动的态度有所不同，一改此
前的含糊其辞，更为高调。

以色列的频繁行动引起叙利亚和伊朗的回应。叙利
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巴沙尔·贾法里日前表示，如果联合国
安理会不对以色列袭击叙利亚采取措施，大马士革可以
打击特拉维夫机场作为回应。

伊朗空军司令纳瑟札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伊朗
已经快要对以色列失去耐心。

时刻关键

“随着各方力量逐渐退出叙利亚，叙利亚问题进入了
一个关键时刻。以色列认为，如果其不采取行动，伊朗
在叙利亚的存在可能成为一个常态，这是不可接受的。”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研究员李伟建认
为，以色列近期高调对叙空袭，是想趁叙利亚局势完全
确定之前，表明其在这一问题上的诉求和态度。

以色列前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亚米德洛尔在接受
《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以色列近期的行动可能是想表
明，为了限制伊朗在叙利亚的行动，以色列已经做好准
备应对一切风险。

以色列和伊朗的矛盾由来已久。以色列长期以来视
黎巴嫩真主党为重大安全威胁，并指责伊朗通过叙利亚
陆地走廊向黎巴嫩真主党输送武器。

具体到叙利亚问题，以色列一直批评伊朗在中东地

区扩张势力，要求伊朗军队从叙利亚全境撤出。分析认
为，本月以来的多次对叙空袭，正是以色列对伊朗的一
种高调示强。

《纽约时报》 指出，内塔尼亚胡政府近来态度强硬，
还可能是为定于4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争取更多国内的民意
支持。

危险增加

“伊朗保留在叙利亚境内的军事存在，实际上是为了
增加和美国谈判的筹码。”李伟建分析称，目前面对美国
的制裁，伊朗还没有太多精力和以色列发生正面冲突。

但也有分析认为，以色列对叙频繁攻击，可能使伊
朗再也无法忽视这种威胁，双方在叙利亚的博弈或将升
级。伊朗媒体称，以色列近来屡屡突破“游戏规则”，将
使以伊关系变得更加危险。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21日警告说，以色列不会忽
视伊朗试图在叙利亚建设军事存在的“侵犯行为”，并正在
对伊朗和支持伊朗“侵犯行为”的叙利亚军队采取行动。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穆罕默德·贾法里近日回应
说，伊朗将“保留所有 （驻叙） 军事和革命顾问以及相
关武器装备”。

“今年美伊关系会如何发展还很难说，”李伟建分析
认为，“不到美伊谈判的实质性阶段，伊朗不会轻易从叙
利亚境内撤军。”

各方博弈让本就错综复杂的叙利亚问题面临更多变数。

俄有心展示，美无意参观

在23日的吹风会上，俄罗斯副外长里亚
布科夫表示，希望俄方在此次活动上提供的
9M729型导弹的客观数据和有关论据能推
动美国有关方面的思考，为两国就维持《中
导条约》问题再次展开对话创造机会。

俄罗斯陆军导弹和炮兵部队司令马特
维耶夫斯基当天在导弹展示现场进一步
称，9M729 型巡航导弹的实际射程为 480
公里左右。

俄罗斯塔斯社称，为尽最后的努力，
这是俄国防部向各国武官和媒体首次展示
被美国指责违反《中导条约》的9M729型
导弹。

1 月 15 日，美俄双方就 《中导条约》
问题在瑞士日内瓦展开磋商，但并未取得
突破。美国国务院负责军控和国际安全事
务的副国务卿安德烈娅·汤普森指责俄罗
斯违反条约，并明确表示如果俄罗斯不销
毁“违约的”9M729 型导弹，美方将于 2
月2日开启退约进程。

对此，俄罗斯方面表示，9M729型导
弹并不违反 《中导条约》，并愿在这一问
题上“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性”。

俄罗斯有意展示，美方却无心参观。
消息人士称，23日，北约、欧盟、欧安组
织等组织的成员国驻俄武官参加了展示活
动，但美国代表并未出席，似乎对了解其
此前一直抨击的 9M729 型导弹兴趣索然。
美俄并不同拍的步调让外界对于双方围绕

《中导条约》达成妥协更加悲观。
2018 年 10 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

美国将退出 《中导条约》，理由是俄罗斯
长期违反条约及条约限制美国研发新武
器。此后美俄针对 《中导条约》 展开多番
磋商，但均未获得双方满意的结果。

《中导条约》 全称 《苏联和美国消除
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于 1987 年
12月 8日由美苏两国领导人签署。根据条

约，两国不得试验、生产和拥有射程在
500 公里至 5500 公里的陆基巡航导弹和弹
道导弹。近年来，美俄多次相互指责对方
违反条约。

美去意强烈，俄多手应对

“美国启动退约进程的可能性在不断加
大。”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
学者孙成昊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称，
自2018年10月表态以来，美国就退出《中导
条约》一事酝酿已久，对退约可能产生的连
锁反应估计已有全面评估和充分准备。

在俄罗斯方面看来，美国拿9M729型
导弹大做文章，只是为退约找借口。里亚
布科夫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美方想要废
除 《中导条约》 的意图非常明确。他认
为，美国不需要任何军备控制协议，因为
这类协议中的某些义务会掣肘美国，妨碍
其实现全面掌握各领域军事霸权的想法。

“冷战之后，美国在地缘政治上对俄保
持打压态势。特朗普政府任内，对俄认知
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当前，特朗普政府
更希望以对俄强硬姿态，转移国内‘通俄
门’的调查压力。”孙成昊指出，与此同时，
美国认为受限于《中导条约》，自身在欧洲
和亚太地区的军力部署都吃了亏，军事力
量发展也受到束缚。多重因素影响之下，
美国退出《中导条约》的意愿是很强烈的。

面对“去意坚决”的美国，俄罗斯一
方面持续释放希望对话的信号，一方面也
在加紧做多手准备。

“美国退出《中导条约》，是俄罗斯不希
望看到的结果。但是当前形势表明，退约
是美国的战略需要和既定目标。”中国传媒
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杨勉对本报记者
分析称，对此，俄罗斯采取的对策主要有
三，一是借助各种力量尽量拖延美国退约；
二是争取道义支持，向国际社会表明俄方
并未违约；三是做好准备，发展自身导弹力
量与核力量，从根本上反制美国。

在2018年底美国政府和军方高级官员
轮番对俄施压时，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
曾打出“欧洲牌”，告诫欧洲国家，美国
如果退约，将给欧洲带来新的风险，以期
借欧洲牵制美国。

而对于美国的“最后通牒”，俄罗斯
则始终以硬碰硬，从未轻易低头。俄罗斯
总统普京此前便警告称，一旦 《中导条
约》 遭到破坏，俄方将采取相应措施。俄
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防和安全委员会主席邦
达列夫则更直接地表示，相应措施包括俄
将加快发展“独特类型的武器”。

条约若撕毁，前景引人忧

美俄博弈尚未决出分晓，有关新一轮
军备竞赛即将开启的担忧已经纷纷攘攘。

《纽约时报》 认为，美国单方面废除
历史上最重要的军控协议之一将非常危
险。美国军控协会执行董事达里尔·金伯
尔也认为，在没有替代计划的情况下撕毁

《中导条约》，可能会打开美国与俄罗斯无
限制军事竞争的危险大门。

普京曾表示，美国此举可能会让防止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整个军备的监控
系统崩溃。

担忧并非没有道理。“美国已经退出
《反导条约》，如果再退出 《中导条约》，
那么全球军控形势将受到重大损害，越来
越缺乏规则约束。”杨勉分析称，《中导条

约》 若被撕毁，美俄为了相互防范，都将
发展自身中导力量，甚至核武器系统，其
他有能力的国家也可能为了“安全感”纷
纷效仿。“这意味着人类面临的战争威
胁、核武器扩散威胁都将增大，世界和平
与发展将因此遭到破坏。”

孙成昊也认为，如果美国退约，本就糟
糕的美俄关系将雪上加霜。“此前，美俄在
战略稳定以及军控方面仍有一定默契，但
现在看来，双方关系正在失去这个重要支
撑。”更严峻的是，地区安全态势也将面临
冲击。“欧洲可能成为美俄军备竞赛的前
线，利益受损，美欧、俄欧关系都会受到影
响。亚太、印太地区也有可能被卷入军备
竞赛，全球安全形势将随之恶化。”

现在，许多欧洲国家已开始担心，一
旦 《中导条约》 崩溃，如何防止美国在欧
洲部署中程导弹。显然，谁都不愿接收美
国部署的携带核弹头的导弹。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发言人玛雅·科
奇扬契奇日前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和
俄罗斯需要继续进行建设性对话，以维护

《中导条约》。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8日
也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保留 《中导条
约》 非常重要，尽可能完善并保留现有的
核裁军体系也非常重要。国际社会各方都
抱着最后的希望，努力向美俄“喊话”，
希冀问题最终能妥善处理。

“目前，美俄博弈还在言语层面，双方
没有采取实际动作。但如果角力继续升
级，实质性的影响就会显现。”孙成昊说。

进入 2019 年，泰国成为
新一届东盟轮值主席国，年
底将主办东亚合作领导人系
列峰会。中国提出的“一带
一路”倡议与“泰国 4.0”经
济战略必将得到更好对接，
两国关系将跃上新的台阶。

泰 国 位 于 中 南 半 岛 中
心，有近 7000 万人口，是东
南亚仅次于印尼的第二大经
济体，外汇储备达 1712 亿美
元，仅次于新加坡，亦是陆
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
的交汇点。

中泰建交43年来，两国人
民的友谊与合作与日俱增。进
入新世纪，两国关系蒸蒸日上，
泰国成为东盟国家中积极响应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合
作伙伴。

泰国总理巴育多次特别
强调“东部经济走廊”计划
与“一带一路”倡议产生的
协同效应。《东部经济走廊
法》 于 2018 年 5 月 正 式 生
效，为实现“泰国 4.0”经济
战略写下重要一页。

随着中国积极倡导共建
“一带一路”，泰国作为海上
丝绸之路的枢纽国家，已成
为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内的所
有 中 国 人 旅 游 及 投 资 的 热
土。欧美许多新品牌选择泰
国 作 为 进 军 亚 洲 市 场 的 跳
板，看中的正是其指标性、
消费能力及新兴市场的巨大潜力。

泰国是世界文明古国，民众心存善念、包容性
强，与中国人一样怀有对传统文化的敬重之情，保
留着家人互助互爱、晚辈尊敬长辈等传统。泰国拥
有美食多、气候好、人民善良友好、多元化及包容
性强等特点，成为世界屈指可数的旅游和养老天
堂。泰国的教育、医疗和人才机构近年屡获殊荣。
相信在民心相通的大背景下，泰国未来绝对有机会
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有力支援地区。

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泰国的产业结构
可以与粤港澳大湾区互补长短，特别是在贸易投
资、互联互通、农业、科技、航天、旅游、金融、
医疗、教育等领域加强务实合作，达到更大规模、
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拓展，实现“共商、共建、共
享”的共同目标。

笔者数十年来多次往返泰国，结交的泰国政商
界好友均有一个共同点：善良、爱国、喜欢中国、
喜欢分享，著名的手势“沙哗D恰”“恰”也在传递
互相尊重、友善互爱的互动中发挥了独特作用。

永远不要从封面来判断一本书。在泰国，你可
能仍然会体验到一些负面的事情。然而，我们为什
么不发掘这个城市其他各方面的优点呢？

相信在中泰共同努力下，两国政府和人民不仅将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积极努力，更将积极推动东
盟国家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推动贸易
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美俄角力 军控会失控吗？
本报记者 严 瑜

近期，美俄围绕《中导条约》的博弈不断升级。面
对美方日前发出的“最后通牒”，俄罗斯于1月23日举行
了关于9M729型导弹问题的吹风会和展示活动。俄罗斯
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吹风会上表示，俄方期待与美国就
维持《中导条约》问题再次展开对话。不过，美国和多
数欧洲国家武官并未到场。

环 球 热 点

图为1月23日，在俄罗斯莫斯科郊外，媒体记者拍摄9M729型巡航导弹发射车、导
弹发射筒等装备。 新华社记者 白雪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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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伊矛盾为叙局势添变数
胡智轩

图为 1 月 20 日，以军梅卡瓦坦克聚集在戈兰高地。
新华社/基尼图片社

截至 1 月 23 日，从 2018 年底开始的美国联邦政
府部分机构“停摆”已持续 33天，继续刷新历史最
长纪录，约 80万政府雇员这期间已错过一次工资发
放，很多人手头越来越拮据，到期账单越积越多，

不得不寻求外界帮助。
图为 1 月 23 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政府雇员

和合同工在国会一座办公楼内拿着餐盘参加抗议。
新华社记者 刘 杰摄

美政府雇员困境加剧

数

字

天

下

59名
埃及军方日前发表声明说，埃及安全部队近日

在反恐行动中打死至少59名恐怖分子。
声明称，埃及安全部队近日在西奈半岛北部、中

部沙漠地区的突袭中打死15名“高度危险”的恐怖分
子，在西奈半岛第二、三陆军基地打死44名持有武器
和爆炸装置的恐怖分子。在与恐怖分子的交火中，7
名安全部队人员死亡。

据埃及军方公布的数据，截至 2018年底，该
行动已打死约 450 名恐怖分子，缴获 1200 枚爆炸
装置，摧毁约900辆汽车和1000辆摩托车。

55个
据报道，2018年意大利110个大区首府、省首府

等主要城市中，有 55 个城市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
PM10和臭氧水平超过欧盟标准。

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均位于工业较发达的
意大利北部地区，排在首位的是布雷西亚，全年有
超过150天相关指数超标。

2018年 12月，意大利国际政治研究所公布调
查称，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问题已经超越恐怖主
义等，成为意大利人当年最关注的国际问题。

（均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