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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闻

据新华社报道，俄罗斯17日证实，美俄代

表18日将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晤，为可

能举行的乌克兰问题谈判作准备。美国总统

特朗普16日称，他将“很快”同俄罗斯总统普

京在沙特会晤。

值得关注的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

将于18日访问沙特。不过他表示，乌克兰不

会参加美俄谈判，也不会承认没有乌克兰参

与的任何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协议。

消息人士称，沙特不仅为美俄提供谈判

平台，还有意充当俄乌调解人。沙特外交动

作频频有何考量？为何美俄会谈落地沙特？

“传统”谈判地点落选
有分析指出，两周前就有消息称，沙特或

阿联酋可能成为美俄会谈地点，最终沙特在

“二选一”中胜出。

特朗普和普京曾在瑞士日内瓦和芬兰赫

尔辛基会晤，但这次“传统”谈判地点“落选”，

原因显而易见。用一名俄罗斯分析人士的话

来说，几乎整个西方都站在乌克兰一边。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李伟建指
出，考虑到2023年国际刑事法院曾发布针对

俄罗斯总统普京“逮捕令”的因素，对俄罗斯

而言，非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的沙特和阿联

酋显然要比瑞士和芬兰等更合适。此外有消

息称，曾在2022年主持过俄乌谈判的土耳其

则因当时谈判失败，被俄罗斯认为不适合作

为会谈地点。

多方面因素选沙特
有意思的是，在美国国务卿鲁比奥率团

前往沙特之际，泽连斯基突访阿联酋。“某种

意义上，沙特和阿联酋存在‘竞争关系’。”李

伟建说。事实上，俄乌多次换囚均是在阿联

酋调解下进行，阿联酋也多次表示致力于推

动和平解决俄乌冲突。但最终多方面因素共

同作用，让沙特而非阿联酋成为谈判地首选。

首先，沙特是俄美均能接受的“中间

方”。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
所研究员、外交政策研究室主任肖河指出，过
去几年间，作为美国盟友的沙特并未追随美

国参与对俄罗斯的制裁。李伟建也表示，甚

至面对拜登政府以重新评估美沙关系为威

胁，要求沙特暂缓支持主要产油国大幅减产

石油时，沙特仍用行动“站队”俄罗斯。

对美国而言，沙特也是较为放心的对

象。李伟建指出，2017年特朗普首次就任美

国总统后访问的第一个国家就是沙特。特朗

普重返白宫后，与他通电话的首位外国领导

人也是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肖河认

为，在外界看来，与特朗普政府交好的沙特相

对不易为美国建制派渗透而影响谈判进程。

其次，沙特和美国“互有想法”。李伟建

表示，沙特谋求提高作为地区大国的影响力，

而调停俄乌冲突正是展现大国形象的机会；

特朗普则希望通过给予沙特机会，换取沙特

在传统能源、加沙和伊朗等问题上的支持，从

而“撬动”中东。

俄乌问题特使缺席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随同鲁比奥赴沙特

会谈的美国官员中有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华尔兹、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没有称“欧

洲没份参与和谈”的俄乌问题特使凯洛格。

“美国政府内部的政策竞争或许是原因

之一。”肖河指出，凯洛格作为退役军人，“在

战略问题上有自己的看法，在解决俄乌问题

上可能会相对偏向乌克兰”。相比之下，无外

交经验、房地产大亨出身的威特科夫同特朗

普关系较好，更能忠实执行特朗普的政策，近

期在中东的斡旋也被特朗普认为较为成功。

肖河认为，威特科夫而非凯洛格陪同鲁

比奥前往沙特会谈，或许意味着特朗普政府

希望先同俄罗斯接触并达成妥协，而较少关

注乌克兰和欧洲的诉求。 本报记者 齐旭

“中间方”谈判平台双方均能接受

选择沙特会谈 美俄各有考量

新华社巴黎2月17日电 在法国总统

马克龙提议下，欧洲多国领导人17日在法

国首都巴黎举行紧急会议，商讨乌克兰局

势和欧洲集体安全等议题。

当天出席会议的包括法国、德国、英

国、意大利、波兰等国领导人，以及欧洲理

事会主席科斯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

恩和北约秘书长吕特，会议持续约3小

时。据法国媒体报道，会议最大分歧在于

是否在维和框架下向乌克兰派遣部队。英

国表示已准备好在必要时派遣地面部队，

德国和西班牙则持反对态度。

欧洲开紧急峰会
讨论乌克兰问题

德国23日将举行联邦议院选举，德国

社会民主党（社民党）总理候选人、现任总理

朔尔茨同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领导人

默茨、绿党籍副总理哈贝克、德国选择党领

导人魏德尔16日举行电视辩论，围绕移民

政策、经济发展等热点议题“交锋”（见图）。

各自打“移民牌”
德国近一年发生多起与移民相关的袭

击事件，令移民政策成为本届大选最不能忽

视的话题。在16日辩论中，各候选人都力

图表现出在移民问题上“有所作为”。朔尔

茨提到，他所领导的德国政府已将首批非法

移民遣返回阿富汗，他已将德国边境管控措

施延长6个月至9月中旬，以应对日益增长

的非法移民和安全问题。

联盟党主张对非法移民采取更强硬立

场，默茨批评朔尔茨政府打击非法移民力度

不够，驱逐人数太少。但默茨此前提出的一

项反移民动议获得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

支持，被视为打破德国传统主流政党不与极

右翼政党合作的“政治防火墙”，引发争议。

魏德尔在辩论中说，德国国内安全受到

威胁，国家失去控制，这是德国人民不再希

望看到的。哈贝克则为移民家庭团聚辩护，

称这与非法移民无关。

互批经济政策
经济问题是选民关注的另一重点。受

地缘冲突、能源危机等影响，德国陷入持续

高通胀，外需疲软冲击工业出口，经济整体

低迷。在辩论中，候选人们纷纷大力攻击对

手在经济和金融政策上的立场。

朔尔茨与哈贝克指责联盟党和德国选

择党推行不公正的税收政策，试图通过减税

为高收入人群“减负”，且这些计划未得到资

金支持。哈贝克将默茨的政策称为“巫毒经

济学”，不明智且自相矛盾。

默茨批评朔尔茨和哈贝克领导的德国

政府对经济增长疲软应对不力，推出的供应

链法案及关闭核电站等措施严重阻碍经济

发展，加速经济衰退。

妥协意愿下降
最新民调显示，联盟党支持率29％，排

名第一；德国选择党和社民党以20％和

16％支持率排名第二和第三；绿党支持率

14％。默茨所在的联盟党有望在大选中胜

出，但可能需要与其他政党组建联合政府。

德国国际关系学者桑德施耐德认为，鉴

于默茨多次声称不会与德国选择党合作，所

以大概率会形成“联盟党＋社民党”或“联盟

党＋绿党”两种政府架构。“倘若联盟党与绿

党联合组阁，可以预见，新政府将像朔尔茨

如今领导的‘红绿灯联盟’一样，因政党间无

止境的争吵而最终破裂。”

也有专家认为，默茨拉拢极右翼政党的

做法破坏了德国传统主流政党的默契，导致

政党间妥协意愿下降、裂痕增多，为政府组

建蒙上阴影。 新华社记者 邰思聪 李超

四位总理候选人激辩热点议题

德国大选：政党分歧深 组阁难度大
新华社上午电 日本农

林水产省17日就投放政府

储备米一事举办招标说明

会，预计最早将于3月下旬

向市场投放首批15万吨大

米，以缓解流通紧张，平抑

米价。

共同社最新民意调查结

果显示，针对日本政府投放

储备米的动向，81.3％受访

者表示“为时已晚”。

参加招标说明会的是年

进货量5000吨大米以上的

大型企业，根据日本政府14

日发布的方案，将向市场投

放最多21万吨政府储备米，

其中15万吨的招标工作将

于3月上旬正式实施。

这将是日本首次为保

障大米流通而动用储备米。

此前日本规定，政府储备米只

能在发生灾害、大规模歉收

等情况下投放。上月底日

本修改相关政策，允许在可回购前提下将储

备米用于缓解流通紧张。截至2024年6月

底，日本政府共有91万吨储备米。根据投放

方案，首批政府储备米将于3月中旬开始交

货，预计在3月下旬至4月上旬出现在各地

超市货架。

去年夏季以来，受极端高温致大米歉收

等因素影响，日本大米价格持续上涨。去年

8月，气象部门发布日本东部太平洋南海海

槽发生大地震可能性增高的警示，引发民众

囤积大米，一度出现“大米荒”。随着新米上

市，“大米荒”有所缓解，但价格依然居高不

下，多个地方政府和民间团体相继要求中央

政府采取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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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龙迎候欧洲领导人出席紧急会议 图GJ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抵达沙特 图G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