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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30日上午10时许，南美国家领

导人会议在巴西开幕。峰会聚焦加强区域内

合作，建立更为有效的南美一体化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峰会使南美多边机

制迎来缺席已久的面孔——委内瑞拉总统马

杜罗。如何打造区域共同货币，实现“去美元

化”也成为与会各国的共同关切。

马杜罗时隔八年访巴西
此次南美国家领导人会议由巴西总统卢

拉发起并主持，阿根廷等南美洲10国领导人

出席，国内政局不稳的秘鲁也派出部长会议

主席代表总统与会。卢拉在会议上呼吁重启

地区一体化机制，建立一个强大、自信和政治

上有组织的南美洲，包括创建一种可用于贸

易支付的地区共同货币，恢复南美国家在防

务领域的合作。

作为在南美享有声望的领导人，卢拉希

望借此次峰会重振中断已久的南美一体化机

制。邀请陷入外交孤立已久的委内瑞拉领导

人参加此次会议，成为卢拉推动南美各国加

强团结，凝聚共识的重要举措。

在会议开幕前一天，卢拉在总统府举行

盛大仪式欢迎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来访，并

陪同检阅仪仗队，与他拥抱。这是马杜罗自

2015年以来首次访问巴西，标志着两国关系

恢复正常。在博索纳罗任期内，巴西与马杜

罗政府断绝关系，并禁止对方官员入境巴西。

卢拉在与马杜罗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公开力挺马杜罗。卢拉表示，委内瑞拉一直

是巴西的特殊伙伴，这是两国关系的“历史性

时刻”。卢拉批评美国否认马杜罗的执政合

法性，希望此次峰会能发出“解除对委制裁”

的呼声。

南美国家勇于对美说“不”
分析认为，马杜罗获邀参加南美国家领

导人会议并访问巴西，意味着委内瑞拉面临

多年的地区外交孤立被正式打破。去年8月，

哥伦比亚左翼政府上台执政，与委内瑞拉重

新恢复外交关系。今年1月1日，巴西与委内

瑞拉正式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

此举也意味着南美国家勇敢对美国说

“不”。美国在去年举办的第九届美洲峰会期

间拒不邀请马杜罗，遭到多个美洲国家批评

和抵制。在今年1月召开的拉美和加勒比国

家共同体第七届峰会上，各成员国明确表示

将推进一体化进程，反对影响拉美和加勒比

国家的任何“单边行为”。

“去美元化”意愿愈发强烈
拉美国家推动一体化进程，美国是无可

回避的干预因素。“去美元化”也由此成为南

美国家领导人会议的重要看点。

“马杜罗没有美元来支付进口商品。是

他的错吗？封锁杀死了儿童，杀害了妇女，杀

害了那些与意识形态争端无关的人。”卢拉以

严厉的措辞表达对美国制裁的不满，“这是美

国的错，美国进行了极其夸张的封锁，这比战

争更糟糕。”

卢拉表示，金砖国家正在研究按照欧元

的思路创建自己的单一货币，用于成员国之

间的贸易，“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不依赖美元的

情况下做生意了”。

马杜罗则表示，金砖国家正吸引着那些

在世界上寻求和平与合作的人们，超过30个

国家正在请求并希望加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

行，委内瑞拉“希望以适当方式成为金砖国家

的一部分”。对此，卢拉明确表示支持。

实际上，早在今年1月卢拉刚刚上任并访

问阿根廷时，巴阿两国就表示愿意共同推进

有关建立南美洲共同货币的讨论。卢拉今年

4月访华并参访新开发银行总部期间，抨击了

美元的霸权地位对各国发展与相互贸易造成

的影响，呼吁金砖国家间贸易以本币结算。

不难发现，随着拉美左翼政党纷纷上台

执政，地区国家减少对美元依赖的意愿愈发

清晰可见。在其背后，区域一体化和联合自

强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对拉美地区实施霸

凌的阻力必然越来越强。 本报记者 杨一帆

委内瑞拉打破孤立“去美元化”成为焦点

南美峰会热议重启地区一体化机制

本报特稿 5月30日早间，莫斯科多处设

施遭无人机袭击，这是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

俄罗斯首都居民区首次遭到袭击。

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发布消息称，共

有2人受轻伤，数栋建筑受到轻微损坏。

俄国防部公布的信息显示，此次袭击利

用了8架无人机，全部被俄罗斯防空系统和

电子战系统击中。其中5架被俄军“铠甲-S”

防空导弹系统击落，3架被电子战系统压制

并失去控制。但失去控制的无人机坠落在了

多处住宅建筑上。

普京表示，基辅方面选择了“试图恐吓俄

罗斯、恐吓俄罗斯人民、袭击居民楼的道路”，

这是明显的“恐怖主义活动”。

俄国防部长绍伊古称，俄军将对乌军的

行动作出“最强硬回应”。 （钟欣）

有着“巴尔干火药桶”之称的科索沃，近

来紧张局势不断升级。29日，北约“科索沃

和平实施部队”与科索沃特警一起使用暴力

驱离塞族抗议者，引发激烈冲突，造成50多

名塞族示威者和40余名北约军人受伤。塞

尔维亚总统武契奇30日紧急召见了美英法

德意等北约国家大使。

30日，武契奇还会见了俄罗斯和中国

大使，向两国大使通报了科索沃问题的现状

和塞尔维亚的立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

宁30日表示，中方支持塞尔维亚维护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努力。

武契奇27日宣布辞去执政党、议会第

一大党前进党主席职务。这一步，究竟是形

势逼迫下的无奈之举，还是基于多重考虑的

缜密策略？

辞职并不意外
在首都师范大学国别区域研究院、文明

区划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陈慧稚看来，武契
奇辞去前进党主席一职并不意外，武契奇早

在2017年首次当选总统后就表露过退意，

这次宣布辞职，应是基于多重考量。

去年下半年以来，西方在科索沃问题上

发力，抛出一份激进的解决方案，其中包括

要求塞尔维亚事实上承认科索沃独立的内

容，向塞尔维亚政府施压。今年2月初，武

契奇就相关问题在议会讲话时，当场甚至发

生了执政党和反对党成员之间的肢体冲突，

足见塞尔维亚政坛的焦虑气氛。

今年5月3日和4日，塞尔维亚接连发

生两起枪击事件，导致18人死亡、20人受

伤。枪击事件引发了塞尔维亚社会对充满

言语和肢体暴力的真人秀节目的批判，而武

契奇又经常现身播放争议节目的电视台参

加访谈。反对党借此契机，发动了每周一次

的大规模街头抗议活动。

党内声望仍在
在这种情况下，武契奇需要新的平台彰

显个人领导力，有消息说他正酝酿领导一个

新的政治运动。陈慧稚指出，从长远来说，武

契奇“超党派总统”的位置，有利于他根据政治

力量分布和内政外交需要，对关键人事进行

再安排，前进党人员不一定总是优先选项。

陈慧稚认为：“辞去党主席职务对武契

奇而言，并不意味着党内声望的下降。”过去

15年，武契奇在前进党树立了极高的个人

威望，对于人事安排仍有很大影响力。武契

奇卸任前进党主席一职后，塞尔维亚国防部

长武切维奇成了接班人。“武切维奇担任前

进党主席后，表现出对武契奇的尊重和忠

诚，并表示前进党的政策不会改变。”

塞科矛盾难解
陈慧稚表示，西方抛出科索沃问题的新

解决方案之后，科索沃北部一直危机不断，

但西方目前仍希望继续推进今年3月塞科

口头达成的“奥赫里德协议”。协议达成以

来，双方都表现出对协议落实的不积极。

“如今，这一纸没有签字的协议被西方

斡旋者当成阶段性的政绩，并没有实质性的

落实路线图。”陈慧稚认为，“科索沃问题的

最终解决只能等待‘天时地利人和’，在此之

前当地可能仍将处于冲突风险之中。”

本报记者 王若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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