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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闻

行色匆匆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9日晚飞

赴新德里，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尽管

外界焦点事先多集中在岸田如何说服莫迪在

俄乌冲突上同美日欧统一步调，但根据双方

在会谈结束后达成的共识，中国似乎才是岸

田此访焦点。

日最大担忧在亚洲
今年是日印建交70周年，尽管两国此前

多次强调将借这一时间点加强合作，但岸田

在任内的第二次出访，留给印度的时间可能

还不到24小时。19日从东京羽田机场出发，

当晚同莫迪会晤，20日访问柬埔寨，21日回日

本——这份紧张的行程单，怎么看都像是应

急的仓促之举。

俄乌冲突以来，印度并未追随美日欧对

俄罗斯的强硬立场，在联合国两次重要投票

环节都投下弃权票。因此，岸田能否说服莫

迪同西方国家统一步调，不仅美日欧关注，俄

罗斯也十分在意。

据日本媒体报道，岸田在登机前就俄乌

冲突发表讲话称：“在印太地区不允许凭借实

力单方面改变现状，将切实确认与国际社会

的团结。”

但在中国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
授、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周永生看来，岸田这
番讲话不仅是针对俄乌冲突，更是针对中

国。“日本目前最大的担忧是在亚太地区出现

类似冲突，希望恢复和加强以美日欧为主导

的国际秩序。日本战略界认为，中国才是日

本的首要关切。”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12日作为岸田的特

使出访马来西亚，参加以日本经济发展为榜

样的“向东看政策”出台40周年纪念活动。安

倍在讲话中渲染地区紧张局势称，“在亚洲，

凭借力量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和经济压力

也是严重威胁”。

日本官房长官松野博一17日渲染中国无

人机进入日本防空识别区一事，尽管他也承

认中国无人机没有进入日本领空。

日本海上自卫队18日透露，日本护卫舰

“雾雨”号和法国护卫舰“葡月”号17日在东海

举行战术训练。

加强合作达成共识
事实表明，岸田没能在俄乌冲突问题上

当好说客，却在强化日印双边合作及美日澳

印四边机制上取得不少进展。

在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双方没有

点名特定国家，仅对乌克兰局势表示“严重关

切”，称应该采取适当措施应对人道主义危

机，并强调立即停止战争，通过对话与外交解

决纷争。

“这其实就是没有达成共识。”周永生表

示，俄印在彼此战略布局中占有非常重要的

地位，单凭日本很难说服印度。

相比之下，据日本广播协会（NHK）报道，

在防务问题上，岸田和莫迪就尽早举行日印

第二轮“2+2”外长和防长级会谈达成共识；在

经济领域，双方确认日本未来将向印度提供

高达3000亿日元政府开发援助贷款，并在能

源等领域合作。值得注意的是，岸田还承诺，

日本在未来5年将向印度投资数额庞大的

50000亿日元。

《读卖新闻》报道，鉴于美日澳印四边机

制首脑会议将于数月内在日本举行，岸田与

莫迪还确认将在会议前加强合作。

“在四边机制中，印度实际上是最不坚定

的一个成员，俄乌冲突更加重了美日等国对

它的担忧。”周永生指出，“俄乌冲突推高国际

油价，而印度不仅扼守日本对外高度依赖的

能源通道，也与中国存在边界争端。因此，日

本迫切希望通过强化双边合作拉拢印度，围

堵中国。”

日本外相林芳正16日就中日关系表示，

“双方努力构建有建设性且稳定的关系很重

要”。但被问及有无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50

周年的活动时，他仅称“什么都没有敲定”。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7日在两

会记者会上谈及中日关系时强调，冷战结盟、

地缘对抗那一套早已不得人心，日本应顺势

而为，而非逆流而动，不要为他人做火中取栗

的事情，也不要走上以邻为壑的歧途。

本报记者 杨一帆

日本拉拢印度 强化双边合作

岸田向莫迪承诺5万亿日元投资

叙利亚总统巴沙尔18日访问阿联酋，

和阿联酋领导人举行会谈。这是2011年叙

利亚危机爆发以来巴沙尔首次访问阿拉伯

国家，分析人士认为，此访标志着叙利亚和

阿联酋乃至更多阿拉伯国家进一步走近，阿

叙改善关系符合各自利益，美国长期孤立叙

利亚的政策越来越不被阿拉伯世界认可。

会谈亲切友好
当地媒体报道，巴沙尔受到阿联酋政府

热情接待，阿联酋副总统兼总理、迪拜酋长

阿勒马克图姆和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阿勒

纳哈扬分别与巴沙尔举行会谈。阿勒纳哈

扬表示，叙利亚是“阿拉伯安全的关键支

柱”，阿联酋期待与叙利亚合作，助其实现稳

定和发展，希望“这次访问成为叙利亚和整

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开始”。同时他强调，

所有在叙利亚非法存在的外国军队应撤出。

阿联酋《国民报》报道，巴沙尔此访是阿

叙两国近期多轮沟通和协商的结果，双方在

涉及各自利益的多个领域进行了广泛磋商，

阿联酋将向叙利亚提供政治和人道主义支

持，促进达成和平解决方案。

叙利亚政治学专家舒艾卜认为，此访的

意义不仅在于叙利亚和阿联酋两国关系改

善，还传达出海湾国家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

希望与叙利亚重修于好的清晰信号。

阿叙相互需要
叙利亚危机爆发后，阿拉伯国家联盟中

止了叙利亚的成员国资格，包括海湾阿拉伯

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在内的许多阿拉伯

国家关闭了驻叙利亚大使馆。

近年来，阿联酋和叙利亚逐步加强外交

联系。2018年，阿联酋重新开放驻叙利亚大

使馆。2021年，阿联酋外交部长阿卜杜拉率

团访问叙利亚并与巴沙尔会见。埃及、黎巴

嫩等国纷纷呼吁阿盟恢复叙利亚成员国资

格，多国重开驻叙利亚使馆。

分析人士指出，对阿拉伯国家而言，与

叙利亚重修于好既涉及地缘政治利益，也关

乎经济收益。

在地缘政治方面，叙利亚危机期间，伊

朗和叙利亚关系不断拉近，引起海湾阿拉伯

国家警惕。叙利亚政治分析人士萨利姆说，

沙特和阿联酋等国要在地区内制衡伊朗和

土耳其，就必然要拉拢叙利亚。经济方面，

叙利亚拥有重要的陆路口岸和天然气管道，

黎巴嫩、约旦等国为了走出经济困境，希望

改善对叙关系，寻求更多合作可能。

对叙利亚而言，和阿拉伯国家加强互动

既能获取政治支持，改变外交孤立状态，也

有利于和阿联酋等地区重要经济体加强合

作，改善受战火、疫情和制裁重创的经济。

展开平衡外交
阿联酋外交部长阿卜杜拉去年率团访

叙时，美国官员就曾表示，不支持“正常化或

修复”与巴沙尔政权的关系。对于此次巴沙

尔出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回应，美

国不支持其他国家与叙利亚政权关系正常

化，在叙利亚危机政治解决方案取得进展前

不会取消对叙利亚制裁。

分析人士指出，部分阿拉伯国家认为，

美国忽视它们的安全关切，未能有效遏制伊

朗扩张地区影响力，美国在中东地区角色的

不确定性正在加大。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

方国家对叙利亚制裁造成地区经济、人道局

势恶化，也引起相关国家反感。基于自身政

治和经济利益考量，中东各国已开始展开平

衡外交，寻求发展与美国以外国家的关系。

汪健 郑一晗

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巴沙尔首访阿拉伯国家

美国反对无效果 阿叙关系再改善 新华社上午电 韩国当选总统尹锡悦20

日宣布，上任后将把总统办公室从青瓦台搬

迁至首尔市龙山区的国防部大楼。

尹锡悦当天发布《青瓦台总统办公室搬

迁方案》，他将在5月10日总统就职仪式结束

后前往新办公室工作，青瓦台同日开始全面

对公众开放。至于总统官邸，他希望使用位

于汉南洞的公馆。

尹锡悦在竞选时承诺，当选总统后不会

在青瓦台办公，将迁往首尔市中心光化门的

政府大楼，因为青瓦台是“帝王权力”的象征。

尹锡悦解释称，放弃搬迁至光化门的原

因是安保会给附近民众造成不便，且不可避

免仍将使用青瓦台部分设施，难以兑现全面

开放青瓦台的承诺，而国防部大楼已经配备

必要安保，能把给公众带来的不便降到最低。

据估测，搬迁费用将达到496亿韩元，包

括国防部办公楼改造费用252亿韩元。

韩国新总统办公室
将搬至国防部大楼

新华社上午电 美国一名12岁女中学生

与人发生争斗，遭一名兼职做保安的警察用

膝盖压住颈部按在地上，引发指责。

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市教育部门18日发

布的监控录像显示，这名女学生4日在林肯

中学餐厅与另外一名穿深色衣服的女生发生

争执并动手。学校保安居乔上前劝阻，拉开

深色衣服女生，在试图阻止当事女学生时与

她一起摔倒在地。居乔起身用手按住女学

生，随即用膝盖压住她的颈部，反剪她的双臂

并铐上手铐，女学生遭“跪颈”约半分钟。

居乔是基诺沙市警察局的警察，下班后

兼职做学校保安。女学生的父亲佩雷斯指责

居乔采用威斯康星州去年开始禁用的“跪颈”

执法方式，要求对他提起犯罪指控。

居乔已辞去保安工作，仍然在警察局就

职，警方正在继续调查此事。

美12岁女学生
遭警察“跪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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