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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和平和解委员会主导的叙利

亚危机民族论坛即将在贝鲁特举行，这将

是继日内瓦和谈与阿斯塔纳和谈之后有

关叙利亚危机处理的第三个和谈机制。

自“阿拉伯之春”席卷叙利亚并最终酿成

危机以来，叙利亚局势呈错综复杂、反复

多变的态势，这三大机制的出现是一把

“双刃剑”：一方面为危机的最终圆满解决

增添了更多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会因机

制过多以及相互之间缺乏协调而弱化解

决危机的能力。

日内瓦和谈机制由联合国主导，叙利

亚政府、叙诸多反对派派别以及各大国参

与其中，联合国在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之

间扮演了中间人和“传话筒”的角色。阿斯

塔纳和谈机制由叙利亚停火担保人俄罗

斯、伊朗与土耳其主导，叙利亚政府、反对

派武装、联合国、约旦和美国都曾与会。而

贝鲁特民族论坛机制则由非政府组织叙

利亚和平和解委员会主导，旨在最大限度

将叙利亚各种反对派组织囊括其中，实现

叙利亚人自己主导叙利亚的前途命运。

如果说阿斯塔纳和谈机制将自己定位为

对日内瓦和谈机制之补充的话，贝鲁特民

族论坛机制却明确对日内瓦和谈机制和

阿斯塔纳和谈机制表示了不信任态度，尤

其认为这两大机制中与会的叙利亚反对

派武装与叙利亚人民无关，这实际上对这

两大机制的存在合理性提出了挑战。

叙利亚危机的三大机制实际上反映

了相互区别又相互关联的三大层次：全球

层次、大国层次和国内层次。在全球层次

上，联合国作为战后国际危机与冲突解决

的“最大公约数”地位依旧没有改变。联

合国在叙利亚危机的解决上具有得天独

厚的优势地位，日内瓦机制尽管存在诸多

瑕疵，如两派之间仍然是间接对话、缺乏

统一的反对派代表团等，但它具有最大的

国际合法性。

在大国层次上，俄罗斯、土耳其和伊

朗主要支持叙利亚政府，尽管阿斯塔纳机

制亦邀请西方国家参与，但其潜在的倾向

性极为明显，因而也无法得到所有叙利亚

反对派的响应。

在国内层次上，叙利亚危机的最终

解决离不开叙利亚国内的和解，换言之，

叙利亚危机的解决最终要靠叙利亚人自

己实现，而不能过于依赖外部势力的作

用。贝鲁特民族论坛机制的核心要义便

是“以我为主”，其具有强烈的叙利亚民

族主义色彩。

目前看来，这三大机制只能在各自层

次各司其责的同时加强自我革新与完善，

如此才能在叙利亚危机的解决上形成合

力，其中任何一个机制都很难仅凭一己之

力主导叙利亚和平进程。叙利亚危机的

解决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这三大机制

将会在较长时间内仍处在“建章立制”且

相互磨合的过程之中，而这也离不开国际

机制与国内机制的良性互动。目前，有效

整合叙反对派为一个统一的谈判对象是

三大机制共同面临的当务之急，也是三大

机制协调配合的前提条件。

（作者单位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近期，执政4年多来一直顺风顺水的日

本首相安倍晋三似乎开始走起背运。在被

视为日本政局风向标之一的东京都议会选

举中，安倍率领的自民党惨败，不仅失去东

京都议会第一大党的宝座，议席数也创下历

史最低纪录。雪上加霜的是，安倍内阁的支

持率也陷入“跌跌不休”的状态。日本多家

主流媒体的最新民意调查均显示，安倍内阁

的支持率再次刷新其再次上台以来的历史

新低，已经跌至 30%左右，逼近面临下台风

险的“危险水域”。可以说，安倍正面临再

登相位后最大的一次执政危机。

从表面上看，这与安倍夫妇办学丑

闻，以及执政党强行通过“合谋罪”法案等

负面因素不无关系。但更深层次的原因

是，在日本政坛“一党独大”的自民党以及

在自民党内“一强独大”的安倍，在执政心

态和危机管理方面都出了问题。

安倍再次上台主要是依靠民主党执政

失败以及自民党大打“经济牌”的因素。此

后，安倍能够率领自民党在国会两院选举

中屡战屡胜并长期维持较高的内阁支持

率，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民众对民主党的

执政失败记忆犹新，并对“安倍经济学”抱

有期待。然而，安倍内阁执政 4 年多来并

未解决日本所面临的通缩等经济难题，“安

倍经济学”的效果也是乏善可陈。

从实际情况来看，安倍内阁的所作所

为明显更偏重于“修宪强军”路线，背离了

其一直声称的“经济最优先”的施政方针，

这 使 得 民 众 的 担 忧 和 不 信 任 感 日 益 加

深。此次执政危机，就充分反映出日本民

众对于安倍内阁的不满。

另一方面，此次执政危机，也可归咎

于安倍在用人方面的独断专行、任人唯

亲。随着安倍内阁支持率走低，自民党内

部一些人士开始对安倍人事方面的做法

公开表示不满。日本前行政改革担当大

臣村上诚一郎近日指出，安倍在人事任用

上一直只用“三种人”：朋友、想法一致的

人和只会说“是”的人。

这 其 中 最 典 型 的 例 子 就 是 稻 田 朋

美。自安倍再次上台以来，步入政坛不足

10 年、仅有 3 次当选众议院议员履历的稻

田，已经先后担任过日本行政改革与公务

员制度改革担当相、自民党政调会长、防

卫相等内阁及党务要职，一度成为未来首

相的热门人选。稻田之所以能够在短时

间内平步青云，就是因为其与安倍关系密

切、在历史认识问题等方面的理念契合并

且对安倍唯命是从。而正是稻田的不当

言行，直接拖累了自民党在东京都议会的

选情以及安倍内阁的支持率。

尽管如此，东京都议会选举毕竟只是

一场地方选举，并不会对自民党的执政地

位造成决定性影响，而安倍的失信于民也

还没到无可挽回的地步。安倍能否挺过

危机，关键取决于其自身的反应。如果他

仍不谦虚反省，继续刚愎自用，必将进一

步激化其面临的“内忧外患”，再次重温被

迫下台的噩梦。

（作者单位为上海日本研究交流中心）

近日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空军参谋

长将率领一个代表团前往法国访问，他此

行的主要目的在于跟法国商谈购买 31 架

二手“美洲虎”攻击机。为何印度要购买

这种上世纪 60 年代研发的老型号二手战

机呢？这背后折射出的是印度军事发展

中的诸多严重问题。

目前，印度空军拥有大约 650 多架战

机，主力为较为先进的 172 架苏-30MKI，

另外 58 架米格-29，49 架幻影-2000 的技

术水平和机况也相对良好；而超过半数的

战机，如米格-21、米格-27 等已相当老

旧，多数几乎到了机体寿命极限。这种状

况显然与印度不断膨胀的野心不相称，因

此印度自上世纪末就开始试图改变这一

窘境，只可惜实力不济，反倒让自己一次

次成为国际社会的笑话。

印度自行研制的 LCA“光辉”战斗机，

1988 年立项，从设计指标上看，性能相当

不错。但由于印度工业基础薄弱，LCA 的

研制几乎在每一项重要分系统上都遇到

了难以克服的麻烦，使得整个项目拖沓至

今仍然没有真正实现量产，少量样机也存

在严重质量问题，不仅性能指标大幅缩

水，还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最尴尬的是，

LCA 还没列装就已落后于时代。而这只

不过是印度自研武器的一个缩影。

印度在自研武器的同时，也通过外购

来满足需求。作为俄制武器的采购大户，

印度对俄制武器系统较为熟悉，但俄罗斯

的武器装备先进程度有限，而印度要付出

的价钱却分毫不少甚至“价超所值”。更

重要的是，俄罗斯的国防工业体系仍未恢

复，先进武器开发同样举步维艰，也断了

印度“以购促研”的可能性。

而美、法等西方国家从地缘战略考

虑，对于印度存在着“既想拉一把又必须

防范”的心理。在巨额利润的推动下，法

国批准了与印度的“阵风”战斗机合作项

目，并且表面上似乎连火控软件源代码都

愿意提供，但印度仍然没有得到其真正在

乎的“阵风”战斗机的核打击能力。

而印度唯一一家航空制造企业印度

斯坦航空有限公司，其技术水平也着实令

人不敢恭维。结构简单、维护技术水平要

求低的俄制战斗机，经该公司大修之后竟

出现平均每月坠毁一架的“神奇”效果。

累计下来，印度在和平时期损失于印度斯

坦航空有限公司手中的战机数量为战时

损失于敌手的数倍。如此水平，还要合作

生产“阵风”战斗机，接手美国出售的 F-

16生产线，也真是让人捏一把汗。

而求购二手战斗机，似乎与印度长期对

先进武器装备趋之若鹜的形象不符。其实，

10年前印度就试图从卡塔尔和阿联酋等国

求购二手幻影-2000战斗机，只是因价格原

因最后作罢，这反映了印度空军面临的换装

压力之大，而印度空军盯上法国那数量不多

的二手“美洲虎”攻击机，则表明为了缓解换

装压力，印度已经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

而如此严重的问题，在印度陆海军中

也同样存在。就算这样，印度还在叫嚣同

时打赢 2.5 场战争。恐怕真要打起了 2.5

场战争，最后受伤的还是印度自己。

当地时间 16 日凌晨，土耳其在首都

安卡拉议会大楼广场前举行了“未遂军事

政变一周年纪念集会”。总统埃尔多安在

集会上表示，国家安全委员会将在 17 日

召开会议，提议将国家紧急状态延长三个

月。随后，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审议并通过

了上述议案。这是土耳其自 2016 年 7 月

15 日发生未遂军事政变后，第四次延长

紧急状态。

土耳其 7·15 未遂政变的经过扑朔迷

离，至今尚未正式公布调查结果。政变发

生后不到 24 小时就迅速被埃尔多安政府

挫败，政府、军警、司法、情报以及教育等

部门的大量人员被逮捕和关押。目前，已

经有 5 万多名据称与政变相关的人员被

逮捕，14 万余人被开除。未遂政变虽然

被迅速平复，但政变后的土耳其依然面临

内外困局。在内政方面，稳定国内政局、

巩固个人权力是埃尔多安的首要任务；在

外交方面，埃尔多安选择改善与俄罗斯的

关系来实现与欧美等西方国家关系的平

衡；在地区事务方面，则继续以反恐为由

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北部署军事人员，以遏

制上述两地的库尔德人力量。

显然，延长紧急状态与土耳其的国内

局势有关。4 月份修宪已经极大地增强

了埃尔多安总统的权力，议会权力则进一

步受到了限制。在紧急状态下，公民的言

论、游行、集会等个人行为和权利受到严

格限制。紧急状态为埃尔多安继续肃清

政变势力、控制局势、强化行政权力提供

了法律依据。

继续延长紧急状态将对土耳其产生

两方面的影响：在国内，将有可能继续加

剧政坛分裂和社会分化。反对党共和人

民党将继续反对埃尔多安的相关政策，并

要求政府解除紧急状态、恢复议会权力、

重新建立独立的司法部门、释放被关押

者。共和人民党主席科勒奇达奥卢于今

年 6 月组织了一场名为“正义游行”的抗

议活动。游行队伍从首都安卡拉徒步游

行 450 千米到达伊斯坦布尔，以表示对政

府政策的抗议。

在国际上，继续延长紧急状态将导

致土耳其与欧盟国家的关系更加紧张。

土耳其修宪后，欧盟与土耳其就摩擦不

断。6 日，欧洲议会通过决议，要求欧盟

暂停与土耳其的入欧谈判，并要求土耳

其对宪法改革草案进行修订。欧盟国家

领导人还批评和谴责土耳其在国家紧急

状态下实施的大规模逮捕行动侵犯了公

民权利和自由。

短时间内，埃尔多安面临的国内外困

局难以在短期内得到迅速化解，但在客观

上，维持政局稳定，提高行政效率以恢复

国民经济确实是土耳其的当务之急。混

乱的局势和政治内耗已经使土耳其的经

济遭受严重损失，不断攀升的通货膨胀率

和年轻人失业率使政府不得不开始重视

经济恢复工作。欧盟在难民问题上需要

土耳其的政策配合，因此也不会和土耳其

爆发严重的外交冲突。

谁是解决叙问题的关键谁是解决叙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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