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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闻

“下周四，也就是15日，在伊斯坦布尔。”
据央视新闻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11日凌
晨电视讲话中提议恢复俄乌直接谈判。
对于为何选择重回三年前的谈判地土耳

其伊斯坦布尔，普京说：“谈判曾在那里举行，
也曾在那里中断。”他所指的是2022年被时任
英国首相约翰逊“搅黄”的俄乌谈判。
时隔三年重回伊斯坦布尔，俄乌距离结

束这场长达三年的冲突还有多远？

先谈判还是先停火
“我们决心与乌克兰进行认真的谈判。”

普京在电视讲话中表示，“消除冲突根源并建
立长久和平”是重启直接谈判的目标，“不排
除在谈判期间达成某种新的停火协议的可能
性”。但他同时强调不应为谈判设置“任何先
决条件”，显然针对几小时前乌克兰与欧洲的
“喊话”。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日在基辅会见英
国、法国、德国和波兰领导人，会后他们“喊
话”俄罗斯，要求从12日起实施为期30天、不
设先决条件的停火，否则俄罗斯可能面临“大
规模制裁”。他们称，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
通话中，“要么停火要么制裁”的方案得到了
美国支持。
对于欧洲的“喊话”，俄罗斯总统新闻秘

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抵制任何形式的施
压”，普京“总体上”支持停火，但“仍有很多问
题”需要解答。
而对于普京的提议，泽连斯基表示欢迎，

但依旧希望俄同意12日开始“持久”停火，他
15日将在土耳其“等候”普京前往会谈。

背后暗含潜在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在推动停火的外交努力

陷入僵局后，美国特朗普政府转变策略，呼吁

俄乌“直接对话”。3月以来俄乌已进行了两
轮临时停火，但均出现互相指责对方未遵守
停火提议的情况。
对此，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与

安全研究所副所长赵隆表示，无论实际停火
效果如何，俄乌都展示出了一些积极姿态，但
双方“不设先决条件”的背后，其实都暗含着
潜在条件。
俄罗斯希望边打边谈，根据谈判情况决

定如何实现停火。“毕竟，俄罗斯还是担心乌
克兰利用停火接受援助，重新部署巩固防线，
也担心疲劳感导致前线俄军在停火后难以找
回状态，恢复进攻态势。”赵隆认为。
乌克兰的潜在条件是先停火再谈判，以

缓解前线压力，为英法德组建的援乌“志愿联
盟”留足时间，避免战场上的劣势影响谈判。

难接受三年前“开价”
赵隆指出，即便俄乌重新回到谈判桌前，

距离实现永久停火依然有很长一段距离。
俄罗斯提议重回伊斯坦布尔谈判，实际

是想回到2022年3月在伊斯坦布尔草拟的
“乌克兰永久中立和安全保障条约”。“这表明
俄罗斯当下最在意的，并非一纸乌克兰不加
入北约的承诺，而是确保乌克兰中立不结盟
地位，限制乌军规模以及外国军队和武器的
部署，从而瓦解乌克兰再次对俄罗斯构成威
胁的能力。”
只是时过境迁，赵隆认为如今的乌克兰

已经难以接受三年前的“开价”。“如果要按照
当前俄乌接触线实现停火，乌克兰的前提是
要获得来自欧洲的安全保障，包括部署欧洲

国家常驻部队、强化本国国防能力等，这显然
与俄罗斯的期待相去甚远。”

在双方分歧明显的情况下，美国或许会
继续通过“大棒加胡萝卜”使俄乌恢复接触。
赵隆表示，阶段性的停火和双方的直接接触
有可能在近期实现，“如果俄乌直接谈判能够
重启，可能会逐渐形成俄美为一方、乌欧为另
一方的对立局面”。

但需要看到的是，急于拿到“成绩单”从
俄乌冲突中脱身的特朗普政府更在意的是能
否快速停火，这与俄罗斯、乌克兰以及欧洲的
诉求并不一致。更何况，“只谈停火，淡化和
回避双向安全保障、领土争议、乌克兰重建、
俄罗斯资产处理等复杂问题，很可能导致谈
判陷入新的僵局”，赵隆表示。

本报记者 齐旭

时隔三年俄乌将在土耳其重启直接谈判

普京：再去谈 泽连斯基：我等你
法英正在与乌商议
在乌部署欧洲军队

韩国总统选举候选人登记工作11日结
束，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与
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候选人金文洙的对战格
局初显。
据新华社报道，最新民调结果显示，李

在明支持率达 52.1%，远高于金文洙的
31.1%、改革新党候选人李俊锡的6.3%。而
之前民调略低于李在明的无党派候选人、前
国务总理韩德洙已经退选。

一波三折确定候选人
候选人登记工作10日开始时，因金文

洙各项民调指数均大幅落后于李在明，执政
党国民力量党高层提议邀约韩德洙合作。

当天凌晨韩德洙完成入党程序，成为国民力
量党党员，表示“将以谦虚的心态全力以
赴”。国民力量党高层甚至决定取消金文洙
的候选人资格，主推韩德洙参选。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

研究员赵懿黑观察到，韩德洙目前在政治立
场上被广泛视为保守派阵营代表人物，政策
倾向与国民力量党高度一致。“韩德洙加入
国民力量党，主要是为了联合保守势力共同
应对李在明。另一方面，从历史上看，无党
派人士在韩国大选中获胜比较困难。”
韩德洙曾在前总统卢武铉执政时出任

过国务总理，前总统尹锡悦上台后，因国民
力量党在国会不具优势，遂请韩德洙重返国

务总理岗位。孰料，尹锡悦被弹劾，韩德洙
出任代总统，随后本人也遭遇弹劾，最终涉
险过关。
国民力量党高层希望金、韩“合并竞选”

增加胜率，并要求二人确定谁来最终出战。
双方相持不下，直至国民力量党10日召开
全体党员大会否决“以韩代金”提案，结束这
场内讧。金文洙得以保留候选人身份，韩德
洙终究未能上车。
韩德洙11日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说，

他“虚心接受”上述决定，承诺将协助金文洙
竞选总统。

李在明买地瓜干拉票
在野党方面，李在明10日登记成为共

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此前一天他在庆尚
北道金泉市视察民生，为大选拉票。他在市
场试吃地瓜干时称赞“美味”，还自己掏钱买
了两袋地瓜干。
赵懿黑分析：“上一次韩国大选李在明

就有很高支持率，仅以微弱劣势输给尹锡
悦。从目前韩国舆论和民调总体来看，支持
政权交替以及支持共同民主党胜选者约为
57%，高于支持国民力量党胜选者。”
韩国大选竞选宣传活动12日正式启

动，共计22天。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将在
全国约8万处地点张贴印有候选人肖像的
海报，并向公众发放选举资料。各总统候选
人可于每日7时至23时在公共场所发表演
说，竞选团队可向公众发放传单等资料，总
统候选人还将参加4场电视辩论。一切是
否存在变数，不妨拭目以待。 姜浩峰

韩国总统选举两党对战格局初显

新华社上午电 法国总统马克龙10
日表示，法国正与英国、乌克兰商讨向乌
克兰派驻一支欧洲军队的可能性，认为
这可作为增强“安全保障”的额外举措。
马克龙提出，可向乌克兰派驻一支

外国军队作为“额外保障”，目前各方仍
就潜在方案细节进行磋商。至于乌克兰
希望的加入北约选项，马克龙没有提及。
马克龙当天接受法国《巴黎人报》采

访时说，法国、英国和乌克兰三国军队参
谋长就“伙伴国家（在乌）存在和战略足
迹”有过多次交流，磋商取得进展，“关键
是要在乌克兰部署军队”。

李在明优势明显 执政党内起波折 新华社上午电 韩国媒体11日报道，韩
国知名教育培训机构钟路学院发布报告显
示，2024年韩国初中发生提交审议的校园暴
力事件数量超过1.78万起，约是同时期高中
7446起事件的2.4倍。报告引发人们对相关
年龄段学生行为的关注，呼吁有关各方重视。
钟路学院基于对韩国教育部门“学校警

报”系统数据的分析完成该报告，相关数据涵
盖全国各地3295所初中和2380所高中。
数据显示，韩国17个市道的初中校园暴

力事件审议数量均有所增加。与2003年数
据相比，庆尚南道、大田、京畿道、忠清南道、
庆尚北道和仁川的增幅均高于30％，首尔的
增幅为14.5％。
从初中校园暴力的类型来看，身体伤害

比例最高，为30.9％；其次是语言暴力，占
29.3％；网络暴力约占12％；其他暴力类型包
括性暴力、敲诈勒索、胁迫和欺凌。
针对初中生的纪律处分也增至36069

起，是高中12975起的近3倍。最常见的处罚
是书面道歉，其他形式包括换班和转学。
钟路学院指出，依照相关规定，初中暴力

事件不直接影响学生进入大学，仅影响申请
就读少数精英高中。而高中生即使出现轻微
违规行为，也可能导致受处罚或被取消首尔
大学、延世大学和高丽大学等名校入学资格。
作为韩国教育部2023年公布的《杜绝校

园暴力综合对策》的后续行动，韩国所有10
所国立教育类大学将取消有校园暴力史学生
的报考资格，部分高校还打算自发审核考生
因校园暴力受处分的情况。
《杜绝校园暴力综合对策》还包括其他一

些规定，例如因校园施暴受处分学生的档案
保存期限最多可延长至毕业4年后，将直接
影响这类学生报考高校和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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