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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闻

13日晚，中国国防部发布中国与印度两

国举行第十四轮军长级会谈的联合新闻稿。

1月12日，中印两军在莫尔多/楚舒勒会

晤点中方一侧举行第十四轮军长级会谈，两

国国防、外交部门代表参加。双方继续就推

动中印边界西段实控线地区有关问题解决坦

诚深入交换意见。

据印媒报道，双方此次会谈重点商讨从

温泉等多个地区脱离接触的问题，以寻求缓

和边境紧张局势。会谈前夕，部署于中印边

境西段的印度第14集团军刚刚换帅，森古普

塔中将首次代表印度参加中印军长级会谈。

值得注意的是，声明中出现了三个“尽

快”——双方同意遵照两国领导人指引，尽快

解决剩余问题。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军事和外

交渠道沟通，通过对话协商尽快达成双方都

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双方同意尽快举行下一

轮军长级会谈。

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民旺表
示，相较第十三轮军长级会谈，此次联合声明

的发布及其措辞都表明会谈气氛相对友好，

对于两国关系而言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去年10月10日，双方举行第十三轮军长

级会谈，会后各自发表声明。中国人民解放

军西部战区新闻发言人龙绍华大校指出，中

方为推动边境局势缓和降温做出了巨大努

力、充分体现了诚意，但印方“仍坚持不合理

也不切实际的要求，为谈判增加了困难”。

此次军长级会谈当天，印度主流媒体《先

锋报》报道称，印度已经决定外交层面支持北

京冬奥会，这符合政府的“邻国优先”政策。

报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称，尽管有“外交

使团支持的”非政府组织向印度政府施压，但

印度总理莫迪在与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协商

后，做出了不在外交层面反对北京冬奥会的

决定。印方消息人士称，这可能会带来一个

重新设定中印关系的机会。

此前，美方出于政治操弄的目的，在没有

收到邀请情况下，自导自演了所谓“不派外交

或官方代表出席北京冬奥会”的闹剧。

今年元旦，印度媒体爆料称，中印边境士

兵互换糖果，相互致以新年祝福，引发两国舆

论热议。林民旺表示，中印边境士兵在新年

互换糖果的行为长期存在，只是此前得不到

舆论关注。印媒此番爆料的背后，很可能有

印度政府和军方人士“主动喂料”。

“印方释放出的一系列探索性信号应该是

外交上的战术调整，同时也传达出希望在今年

上半年改善两国关系的意愿。”林民旺表示。

这将有助于恢复西段实控线地区的和平与安

宁并促进双边关系。双方同意持续巩固已有

成果，采取有效措施，保持西段地区包括冬季

的局势安全稳定。

“印度一面继续就边境问题展开博弈，一

面又要防止局面失控的心态并未改变。”林

民旺分析道，“一方面，双方分歧仍然存在；另

一方面，印度军队在冬季面临更大的困难，无

力也不愿出现大的改变。”

林民旺强调，此番会谈尚没有实质性进

展。两国关系能否将改善意愿化为成果，中方

推动边境局势缓和的努力能否实现，莫迪政府

的后续动作尤为关键。 本报记者 杨一帆

中印两国举行第十四轮军长级会谈

三个“尽快”共识 释放积极信号

新华社上午电 驻韩美军近期新冠确诊病例数连创新高，不

少人员在美国度假后“带毒”返回韩国，对疫情防控造成严重威

胁。韩国防疫部门14日说，已与美军协商，希望定期获得疫情

信息，提高数据透明度，以便更妥善应对疫情。自20日起，美军

入境前的核酸检测采样时间从出发前72小时缩短至48小时。

驻韩美军基地疫情近期呈急速蔓延势头。1月4日至10日

一周内，美军基地新增确诊病例1599例，较此前一周的682例大

幅增加，连续两周刷新确诊病例数新高。位于首都圈的京畿道

成为驻韩美军疫情“震中”。

驻韩美军感染人数激增的消息并不让人意外。此前流传于

韩国社交网站的一段视频显示，驻韩美军去年12月17日在位于

平泽市的汉弗莱斯军营举办年底庆祝活动，近400人聚在一起

吃喝玩乐。视频中，美军士兵围坐在圆桌旁大快朵颐，多名女性

舞者随着流行歌曲热舞。视频中绝大多数人没有戴口罩，更没

有保持社交距离。这段视频引发韩国网友批评。

俄罗斯本周与美国举行战略稳定

对话之后，又分别于12日与北约和13

日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

框架下与西方开展对话，但这些对话

均未取得实质性成果。

此番安全对话引起全球关注。三

场安全对话，俄罗斯在划“红线”寻求

保障，西方玩“套路”虚与委蛇，双方谈

不拢并不让人意外。

西方避重就轻
近期，俄罗斯和以美国为首的北

约围绕乌克兰和北约东扩等问题矛盾

加剧。俄乌在边境地区部署大量军事

力量。西方不断渲染俄罗斯“入侵”威

胁，俄方则强调北约挤压俄安全空间。

面对“退无可退”的严峻外部形势

和在乌克兰问题上骤然增加的擦枪走

火风险，俄罗斯主动出击，向美国和北

约高调提交并对外公布了两份安全保

障协议草案。这是俄自冷战结束以来

在国家安全诉求方面最明确最直接的

表达。明确划“红线”，下出“先手棋”，

不仅让世界看到了俄方捍卫安全利益

的决心，也促使美国与北约最终坐到

谈判桌前。

但是，美国等西方国家自以为占据

战略优势，对俄罗斯的核心关切不予理

睬，避重就轻地将对话重点从政治层面

转向军事技术领域，提出恢复《中程导

弹条约》、限制军事演习和军事部署、提

升演习透明度、恢复俄与北约之间外

交代表团等具体问题，予以对冲。换

言之，西方玩的策略“套路”是，你说你

的，我提我的，对不上才好。俄与西方

对话“同桌不同频”，注定无果而终。

西方对俄遏制战略逐步蚕食双方

互信，俄与西方关系裂痕不断加大。

存在根本分歧
此番对话无果而终，究其根源，是

由于俄罗斯与西方结构性矛盾不可调

和，双方关系的“死结”难以松动。

西方一直借北约东扩挤压俄安全

空间。在此次系列安全对话中，俄罗

斯希望北约在法律层面保证不再东

扩、不在俄边境部署进攻性武器、北约

将军力部署恢复至1997年俄与北约

签署基本关系文件时的状态，而西方

以俄诉求有悖于北约“开放”政策为由

断然拒绝。对俄罗斯而言，北约东扩

是不可逾越的国家安全“红线”。

但从三轮对话的结果来看，俄方

希望就安全问题在战略层面得到北约

积极回应，但北约回绝了俄方诉求，只

愿与俄开展军事技术谈判。俄高等经

济大学欧洲和国际综合研究中心副主

任苏斯洛夫说，如果俄选择就军事技术

问题与北约协商，不仅意味着间接认同

北约对乌克兰的“开放政策”，也意味

着俄放弃自身在战略层面对安全问题

的基本主张，这是俄方不能接受的。

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主任科尔

图诺夫指出，俄与北约在欧洲安全的

概念界定、保障方式和公平性等方面

存在根本性分歧。

从战术上看，俄罗斯“主动出击、

以压促谈”让西方回到谈判桌上，但最

终也没能换来实质性的成果。现实充

分说明，如果西方遏制俄罗斯的政策

不发生根本转变，俄西关系就难以看

到破局脱困的曙光。

欧洲难解困境
俄罗斯与北约在乌克兰问题上剑

拔弩张，导致欧洲面临严峻安全困

境。但欧洲国家却未能通过与俄对话

推动局势走向缓和。

分析人士指出，主要原因一是欧

洲国家因冷战历史对俄罗斯有着根深

蒂固的偏见。随着近年来俄与西方关

系恶化，这种“恐惧”重新滋长。二是

欧洲尚未实现战略自主。尽管欧盟日

益强烈地表达追求“战略自主”的意

愿，但在安全问题上至今仍依赖美国

提供“保护伞”。欧盟在军事上无法独

立，只能在围绕乌克兰问题的国际博

弈中被边缘化。三是欧洲各国对俄立

场不一。德国等“老欧洲”国家对俄虽

有担心，但也与俄开展经济尤其是能

源合作，加上重视自身独立性，因此对

俄态度较为理性。中东欧一些“新欧

洲”国家则普遍视俄为威胁，更加依赖

美国。欧盟领头羊德国去年又发生政

府更迭，使欧洲少了一位强有力的领

导人，各国对俄立场更加难以统一。

分析人士指出，如果欧洲国家不

能与俄罗斯就安全诉求达成共识，在

核心问题上找到妥协点，欧洲安全形

势将难有根本性改善，甚至还可能持

续恶化。 新华社记者 黄河

一方划“红线”一方玩“套路”
系列对话未有进展 俄与西方“死结”难解

美军人员“带毒”入境
韩方急求“透明数据”

新华社平壤1月15日电 据朝中社15日报道，位于平安北

道的朝鲜人民军铁路机动导弹团于14日上午发射了两枚铁路

机动战术导弹，精确打击了设在朝鲜东海（即日本海）上的目标。

这是今年以来朝鲜进行的第三次导弹试射。朝鲜国防科学

院分别于1月5日和11日成功试射一枚高超音速导弹，朝鲜劳

动党总书记金正恩亲自观看并指导了11日的试射。

朝鲜试射铁路机动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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