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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辅民众关注俄乌会谈新闻报道 图IC

关键议题分歧巨大
本次俄乌谈判由土耳其外交部

长费丹主持，在伊斯坦布尔多尔玛

巴赫切宫总统办公室举行。

据央视新闻报道，乌克兰消息

人士称，作为停火条件，俄罗斯代表

团要求乌军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

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地区撤军。俄罗

斯的要求都是“不可接受的”，远远

超出了先前讨论的范围。

上海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中亚研
究中心执行主任孙祁表示，尽管俄
乌双方重回谈判桌，但在领土主权、

军事结盟、安全保障等关键问题上

存在结构性矛盾，缺乏利益交汇点

作为谈判的支点。俄方将谈判基点

设定在北约退回1997年前军事部

署态势、乌克兰确立永久中立地位

等非妥协性条件，而乌方则以恢复

1991年边界为绝对前提，“双方的

战略诉求互相排斥”。

“在重要议题未能达成一致的

前提下，即便双方领导人面对面，分

歧也显而易见。”孙祁表示，考虑到

现阶段直接接触难以取得实质性

成果，俄方自然更倾向于通过第三

方向乌方传递立场，以维持战略主

动权。

一名了解谈判现场情况的土耳

其官员也证实俄乌双方在关键议题

上分歧巨大。“在双方看似陷入僵局

的时刻，我们建议交换战俘。”最终，

双方同意进行“1000人换1000人”

的战俘交换。

对于乌方提出两国领导人举行

直接谈判的建议，梅金斯基回应称，

俄方对此“已经知悉”。梅金斯基还

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商定将提交各

自对未来停火的详细建议。

会场外，俄罗斯记者斯坦尼斯

拉夫 ·伊瓦申科说：“西方媒体以为

俄罗斯对战争感兴趣。其实大家都

厌倦了这种局面，但我们想捍卫我

们的立场。”

美国试图从中渔利
围绕这场谈判，值得关注的还

有美国的角色。16日，在俄乌举行

面对面谈判之前，美国与土耳其、乌

克兰举行了三方会议。

此前，美国曾威胁要“退出”俄

乌谈判，如今俄乌重启直接谈判，美

国却似乎“放不下”了。

14日，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早早

抵达土耳其。特朗普还派出了美国

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乌克兰事

务特使基思 ·凯洛格前往。

15日，鲁比奥“预告”称，他不

认为这场谈判能够有所突破，除非

特朗普和普京总统就这一话题直接

互动。正在中东访问的特朗普也表

示，除非他同普京会面，否则“什么

事都不会发生”。

孙祁指出，早在俄乌冲突爆发

前，美国就开启了操弄地缘危机的

经典模式。先是不断拱火浇油，通

过安全承诺虚化东欧国家的战略焦

虑，又借对乌军援固化战线消耗俄

罗斯国力，构建起战争经济与地缘

威慑双循环的利益链。

即便如今俄乌冲突开始朝着政

治解决方向演进，美国依旧试图从

中渔利，顺便收割一波“政绩”和一

个所谓“和平使者”的形象。

未来博弈还将持续
虽然这场时隔三年重启的谈判

无法一下子让俄乌抵达和平的“目

的地”，但至少让双方回到了和谈的

轨道上。

未来的和平之路该怎么走？孙

祁认为，当务之急是建立由中立的

斡旋方、可核查的停火监督体系、可

操作的赔偿基金组成的三维框架。

与此同时，各方需要摒弃“非赢即

输”的冷战思维，尤其是一些域外国

家不能持续给俄乌的和平之路“挖

坑”，应该停止军事援助这种“递刀

式”干预。孙祁表示，由于北约东扩

的历史积怨与地缘安全困境相互交

织，各方应该超越“势力范围”的传

统观念。考虑到俄乌冲突当事方的

不同诉求以及美欧的角色，未来各

方博弈还将持续，“但谈判依旧是唯

一可行的路径”。

本报记者 齐旭 实习生 刘浩康

三年来首次直接会谈俄乌同意换俘
俄：对结果总体满意 愿继续同乌方接触

据新华社报道，俄罗斯和乌克
兰两国代表团16日在土耳其伊斯
坦布尔重启关于和平解决俄乌冲
突的直接谈判，这是双方3年来举
行的首次直接谈判，谈判持续了近
两个小时。
虽然乌方一度表示谈判毫无

成果，但俄罗斯总统助理、俄方谈
判代表团团长梅金斯基在谈判结
束后表示，俄方对结果总体满意，
并愿意继续同乌方接触。土耳其
官员也表示，俄乌会谈“比预期更
积极”。

德国总理默茨15日就美国与

俄罗斯被曝计划重启波罗的海海

底输气管道“北溪-2”表态，称德

方不会批准这条管道运营。

德国《时代》周报援引默茨的

说法报道：“‘北溪-2’目前未获运

营许可，预计这一状况不会改变。”

据媒体报道，美俄近期就俄乌

停火举行谈判时讨论了重启“北

溪-2”项目的可能性。双方拟议

由美国投资方从俄罗斯购买天然

气，再贴以美国品牌向欧洲转售。

这一动向引发德国政界担忧。

当地时间5月9日，位于瑞士

楚格州的“北溪-2”管道运营商被

当地法院裁定可继续寻找新的投

资者，否则将进入破产程序。据德

国媒体报道，这家运营商隶属于俄

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该公

司潜在美国买家曾对媒体说，此次

收购是将欧洲能源供应纳入美国

和欧洲控制之下的机会。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

月底证实，确实“有关于北溪天然

气管道的讨论”。

“北溪-1”天然气管道于2012

年开通，从俄罗斯经波罗的海直通

德国，向欧洲输气。“北溪-2”与

“北溪-1”大致平行，2021年完工

后，因美方的各种阻挠迟迟无法投

入运营。

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

升级后，德国决定对俄罗斯实施经

济制裁，包括停止从俄罗斯进口煤

炭和石油，同时俄罗斯也停止通过

“北溪”向德国“供气”。

2022年9月26日，“北溪-1”

和“北溪-2”在丹麦、瑞典附近海

域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

漏。调查发现，4条管道中的3条

发生泄漏，疑遭人为破坏。事发

后，丹麦、瑞典和德国分别启动调

查，但拒绝俄罗斯参与。2024年2

月，瑞典、丹麦相继宣布结束调

查。德国表示仍将继续调查。

据法新社报道，今年早些时

候，默茨领导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

盟议员托马斯 ·巴雷斯说，在俄乌

达成和平协议后，重启“北溪-2”

管道可能会对德国有所帮助，但这

一言论很快引起德国国内广泛谴

责。德国社会民主党外交政策专

家米夏埃尔 ·罗特称，巴雷斯的言

论“在完全错误的时间发出完全错

误的信号”。

今年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上

任以来，美国政府大幅调整外交

政策，包括撇开乌克兰及欧洲盟

友与俄罗斯接触、推动乌方接受

停火以及放松前任拜登政府对俄

罗斯采取的诸多制裁措施等，引

发乌克兰和欧洲国家不满，美欧

分歧明显。

乌克兰危机升级后，美国一

跃成为欧盟最大的液化天然气供

应国。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

2023年欧盟从美国进口的液化天

然气占进口总量的46%，较2021

年增长了近一倍。

克罗地亚政治分析家罗伯

特 ·弗兰克指出：“乌克兰危机升

级后，美国接管了欧洲天然气供

应，以远高于俄罗斯天然气的价

格向欧洲销售，并希望长期控制

这一市场。”

刘曦（新华社供本报稿）

新华社耶路撒
冷5月16日电 以

色列国防军16日

晚发表声明说，以

军在过去24小时

内已开始在加沙地

带多处区域展开大

规模空袭并调动地

面部队。声明称，

新攻势旨在实现战

争的所有目标，包

括解救所有被扣押

人员和彻底击败巴

勒斯坦伊斯兰抵抗

运动（哈马斯）。

以色列官员表

示，该行动的核心

目标包括对加沙地带实施全面军事

控制并保留对该地带的持续占领，

将巴勒斯坦平民向加沙地带南部转

移，全面打击哈马斯并防止哈马斯

接管或劫持人道援助物资。

以空军15日至16日打击了加

沙地带超过150个目标，其中包括

“反坦克导弹发射阵地、军事建筑和

武装人员作战中心”等。

拟由美投资方从俄购买天然气后“贴牌”转售欧洲

美俄计划重启“北溪-2”德国拒发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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