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欧洲连续举行了多次军演，瑞

典 11 日开始其二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军事

演习，丹麦、挪威、芬兰、法国、立陶宛、爱

沙 尼 亚 和 美 国 等 国 军 队 参 加 了 此 次 演

习。代号“快速三叉戟-2017”的多国军

演同日在乌克兰开始，来自乌克兰、美国、

加拿大、保加利亚、格鲁吉亚等国的 2500

名军人参演。而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也于

昨 日 开 始 名 为“ 西 方 - 2017”的 联 合 军

演。北约不仅怀疑俄白军演的规模远不

止俄方声明的人数，还批评军演实际是俄

方在炫耀武力，猜测此次军演实际是为俄

在白俄部署军事装备打掩护。

短期内欧洲进行如此多、针对性如此

强且规模都比较大的军事演习，还是比较

罕见的。一般来说，军事演习都具有一定

的政治作用，因此这些演习也影响了近期

的美俄欧关系。

上 述 演 习 ，一 方 面 ，恶 化 了 美 俄 关

系。可以说，美俄双方在地缘政治领域

的合作与纷争、军事战略层面的博弈以

及双方对于彼此的看法，影响了美俄关

系 的 走 向 。 上 述 军 演 恰 恰 从 这 三 个 方

面 对 美 俄 关 系 产 生 冲 击 ：第 一 ，这 些 军

演都是围绕俄罗斯周边进行的，这就说

明 美 国 在 地 缘 政 治 领 域 开 始 将 俄 罗 斯

本土作为遏制目标，这无疑会激怒俄罗

斯 ；第 二 ，上 述 军 演 非 常 明 显 的 针 对 性

使得彼此的敌意增加，这无疑给原本脆

弱 的 双 边 关 系 蒙 上 厚 厚 的 阴 影 ；第 三 ，

由于敌对行动增加，双方将对方锁定为

假想敌的意愿愈发强烈，对彼此的看法

也更加负面，这都使得美俄关系进一步

恶化。

另一方面，对俄罗斯与相关欧洲国家

的关系造成冲击，分裂了欧洲。组织参加

上述演习的大多是欧洲国家，以俄白为一

方，北约国家和乌克兰为另一方的欧洲国

家，也因为这些演习而剑拔弩张，颇有些

冷战的味道。

由 于 俄 罗 斯 有 使 用 武 力 的 实 力 和

意愿，使一些欧洲国家对俄罗斯非常忌

惮 。 而 这 样 的 忌 惮 因 为 军 事 演 习 而 被

放大：德国防长冯德莱恩 7 日在欧盟防长

会期间表示：“我们即将看到俄罗斯炫耀

自身实力，这是不争的事实。如若有人

质疑，就请看看这场军演的规模：超过 10

万 人 。”北 约 秘 书 长 斯 托 尔 滕 贝 格 也 表

示，这场联合军演并未给北约带来“迫切

威胁”，但强调北约将实施“密切监控”。

可见，俄罗斯与相关欧洲国家间的

信 任 因 此 遭 到 削 弱 ，相 互 猜 疑 不 断 上

升，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受到冲击。而原

本 就 不 甚 团 结 的 欧 洲 将 会 因 此 有 被 分

裂的危险。

在俄罗斯周边安全环境恶化，与欧

洲国家关系紧张的同时，俄欧能源合作

也受到影响，美国则趁机加大对欧洲的

能 源 出 口 。 美 国 不 仅 借 欧 洲 的 复 杂 局

势获得了对俄外交的主动，还从中谋取

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加深了对欧洲国家

的控制和影响。

（作者单位为云南财经大学国际工商

学院一带一路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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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11 日，大约 100 万名加泰罗

尼亚民众在巴塞罗那举行游行示威，为 10

月 1 日独立公投造势。但西班牙中央政

府已采取行动，阻止这个自治区举行独立

公投。上周，西班牙宪法法院也暂停了一

项批准 10月 1日公投的法律。

从历史上看，加泰罗尼亚地区自 1714

年因支持奥地利公国抵制法国波旁王朝

而被法国废止地区宪法和自治后，就一直

处于反对限制自治的抗争中，在 1979 年

的西班牙民主建设浪潮中，该地区获得全

面自治。在此之后，加泰罗尼亚地区对独

立的追求从未停歇。那么，加泰罗尼亚独

立公投背后存在几大矛盾呢？

首先是西中央政府和地方的矛盾。

从各种投票统计情况看，西班牙全国范

围内的投票基本是反对加泰罗尼亚地区

独立的，而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人则大部

分支持独立。民调结果也表明，超 60%的

西 班 牙 人 反 对 加 泰 罗 尼 亚 独 立 公 投 。

2014 年举行的加泰罗尼亚地区非正式全

民公投虽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但结果

却 惊 人 的 高 ，80.7% 的 投 票 民 众 选 择 独

立。西班牙政府则希望在保持国家统一

的前提下，给予加泰罗尼亚地区高度自

治权，而加泰罗尼亚地区则仍不断寻求

独立。

其次是民族问题。西班牙是由不同

民族组建而成的共同体，共设立有 17 个

自治区，是一个自治制国家。加泰罗尼

亚地区约 750 万人，40%是加泰罗尼亚族

人。在西班牙 20 个少数民族中，巴斯克

人和加泰罗尼亚人都有独立诉求，不时

与西班牙政府发生冲突，甚至诱发恐怖

袭击事件。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恐产生

示范效应，这也是西中央政府坚决杜绝

的情况。

最后是财政分配问题。加泰罗尼亚

是西班牙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也是

欧洲最流行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加泰罗

尼亚人口大约占西班牙的 16%，贡献了西

班牙 GDP 的 20%左右。然而，加泰罗尼

亚 地 区 却 没 有 收 到 对 应 比 例 的 财 政 拨

款。据计算，这种差距比其应占的比重

少了 5.8%~8%，这被理解为加泰罗尼亚地

区正为西班牙财政输血，没有得到公平

对待。财政分配的不公导致在加泰罗尼

亚的公共资本投入少，基础设施和服务

设施投入不如其他地区多。加上经济危

机后，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失业率虽然低

于西班牙整体的失业率，但经济整体形

势不妙，更多的普通民众则很易受这种

观点引导。

假若公投进行，仍然可能与 2014 年

的情形类似，像非正式公投那样以结果

无效而告终。日前西班牙中央政府对公

投的态度十分明确，首相拉霍伊对独立

公投表现出强烈反对态度；而西班牙总

检察院向 700 余名来自加泰罗尼亚的市

长发出了传唤，要求他们配合检方针对

公投的调查。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矛盾，

短期内恐怕难以调和。

（作者单位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据俄媒近日报道，卡塔尔外交大臣穆

罕默德表示，卡塔尔期待在俄罗斯国防部

长绍伊古 9 月底 10 月初访问多哈期间，与

俄方签署军事技术合作协议。此前，俄驻

卡塔尔大使霍洛夫也曾表示，莫斯科同样

期待于近期同卡塔尔签署军事技术合作

协议。

众所周知，卡塔尔是美国的重要盟

友，是美军在海湾乃至整个中东地区最重

要的“军事支点”，境内不仅设有乌代德基

地这一“战争司令塔”，还有埃斯萨莉亚陆

军兵营。而此次卡塔尔突然要与俄开展

军事合作，虽尚不知协议的具体内容，但

很难不将其理解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的对美施压。

事实上，不少美国盟友都曾做过类似

的“平衡外交”。2014 年 6 月，埃及塞西总

统就职后，不受美时任总统奥巴马待见，

于是在随后一年多时间里三访俄罗斯，签

下军购大单；2016 年土耳其“7·15 未遂政

变”平息后，土美关系因引渡居伦等问题

日渐疏远，埃尔多安立刻出访俄罗斯，为

此前不睦的土俄关系破冰；而此次卡塔尔

与俄走近，不为“联俄自重”或为在俄美间

“左右逢源”，而是想借力催促特朗普总统

亲自出面，尽早化解断交危机，因为毕竟

“解铃还须系铃人”。

卡 塔 尔 的 外 交 姿 态 表 明 其 诉 求 是

迫 切 的 。 本 月 12 日 ，断 交 危 机 已 进 入

第 100 天。这期间 ，卡不仅遭遇多国外

交孤立 ，在经济封锁中损失了约 300 亿

美 元 ，还 不 时 受 到 沙 特 方 面 的 战 争 威

胁。本来之前“朝觐风波”稍平，卡塔尔

埃 米 尔 与 沙 特 王 储 又 于 8 日 深 夜 首 次

通 电 话 ，让 危 机 化 解 曙 光 乍 现 ；谁 知 随

后 双 方 因 媒 体 报 道 的“ 面 子 之 争 ”再 度

交恶，沙特宣布暂停与卡方的一切对话

和联络。

100 天的斗争拉锯，让卡塔尔深明开

锁的钥匙掌握在谁的手中。于是，从最

初的隐忍 ，到与美签 120 亿美元军售协

议 ，再 到 加 速 土 耳 其 在 卡 驻 军 、宣 布 与

伊朗全面恢复外交关系，乃至此次与俄

展开军事合作，卡对美接连展现软硬兼

施的两手：一方面，用金元外交、反恐协

议 摆 明 服 软 姿 态 ；另 一 方 面 ，也 通 过 合

纵连横，警示美国莫要推卡进入对立阵

营 。 毕 竟 ，美 最 不 愿 看 到 的 就 是 俄 、伊

从危机中渔利。而这种心态，或将迫使

特朗普走上调解前台，成为撬动僵局的

关键。

由此看来，“柳暗花明”的转折应该

不远。而当风波初定，细数得失：俄、土、

伊获得扩大地区影响的机会，手中多了

不少博弈的筹码，甚至可能真正拉近与

卡塔尔的战略联系，自然不亏；美国“吃

了原告吃被告”，不仅赚足了腰包，还在

挑拨与调停间彰显影响，统合了亲美力

量，也所获不菲。反观争斗双方，且不论

民众的不便与无奈、社会经济发展的虚

耗，放眼未来，危局易解、裂痕难消，海湾

国家间难以调和的战略利益冲突已摆上

台面，又一轮地缘政治纷争、权力结构重

组恐已风雨欲来。

（作者单位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

展中国家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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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国内矛盾西班牙国内矛盾

14~15 日，第六轮叙利亚和平问题谈

判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参

会代表中包括 24 名反对派代表，联合国

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以及美国助

理国务卿。据悉，本次和谈将讨论在叙

建立 4 个安全区的问题。而就在这前不

久，俄外长拉夫罗夫在访问沙特阿拉伯

时表示，叙利亚反对派应该构建建设性

立场。

随着美俄以及叙利亚、伊拉克两国

对“伊斯兰国”协同打击力度与合作深度

的加大，该组织已呈现“日薄西山”的态

势。一方面，“伊斯兰国”等极端主义组

织愈发加快其“外溢”的步伐，欧洲及叙

伊邻国便是重灾区；另一方面，叙伊内部

的政治格局开始出现分化与重组，伊政

府军虽已收复 90%被“伊斯兰国”侵占的

国土，但伊拉克库尔德人独立公投也提

上了日程，叙政府军在收复阿勒颇等大

城市后，于近期解除了“伊斯兰国”对代

尔祖尔长达三年的围困，但库尔德武装

“叙利亚民主军”旋即展开了对该城的争

夺。相较于伊拉克，叙利亚的权力格局

从整体上看，随着“伊斯兰国”的式微，已

明显呈现出政府与反对派之间双足鼎立

的局面，但目前，反对派还是一盘散沙，

要求不同，矛盾分歧众多。

当前叙利亚政治反对派主要可分为

利雅得小组、莫斯科小组和开罗小组等，

后两者立场接近。利雅得小组为总部设

在沙特利雅得的“最高谈判委员会”，莫

斯科-开罗小组是反对派在俄埃会晤后

形成。

目前来看，叙反对派虽然存在协调

立场，以争取国内和平为目的，共同与叙

政府展开谈判的可能性，但面临的困难

也不容小觑：

首先是库尔德人政策方面的差异，

如利雅得小组被视为忽略库尔德人族群

利益，导致库尔德全国委员会于今年 3 月

退出该组织；其次是对巴沙尔的去留问

题存在不同看法，这一点是和谈中的一

个重大问题；再次是利雅得小组内部的

“自由沙姆人伊斯兰运动”和“伊斯兰军”

等极端宗教色彩浓厚的派别招致诸多非

议；最后是美俄大国之间当前在叙利亚

问题上的博弈频繁，美俄两个大国以及

伊朗、土耳其等周边国家在叙利亚都有

各自支持的派别，这些国家的博弈也将

对叙利亚反对派能否团结起来，造成很

大的影响。

客观上看，叙反对派如果能够以国

家和平大局为重，协调立场，参加和谈，

对于叙利亚和平问题的解决将产生一定

的积极作用。但如果仍旧局限于各自利

益，不能在叙利亚整个国家的高度上考

虑 问 题 ，不 能 排 除 极 端 宗 教 思 想 的 影

响 ，不 能 排 除 大 国 博 弈 的 影 响 ，那 么 即

便“伊斯兰国”等极端势力被消灭，叙利

亚内战仍然无法平息，和平谈判也难以

获得真正的进展，叙利亚实现长久稳定

和平的目标仍然前途莫测。

（作者单位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

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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