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
2024年6月23日 星期日

编辑：张代弟 美编：张 瑜 校对：桂 璐国 际
电话：029-87344644 E-mail:ghwq3@163.com

3

66月月1919日日，，金正恩与普京举行会谈金正恩与普京举行会谈。。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访问朝
鲜和越南，这是他自 2000年后时隔
24年再度访朝，也是他以总统身份
第五次访越。普京接连访问朝鲜
和越南引发世界高度关注。普京
此次访问取得哪些成果？有何意
义，将产生什么影响？美韩日对此
作何反应？

访朝：俄朝协作提升至新水平

普京6月19日对朝鲜进行国事
访问。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
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
国际机场迎送普京。在平壤期间，
普京受到“最高级别国宾待遇”，平
壤数十万群众夹道欢迎。双方当天
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和有
关建设边境公路桥以及卫生、医疗
教育、科学合作等政府间协议。

普京在与金正恩举行“历史性
会晤”后表示，安全问题和国际议程
在此次会谈中占据重要地位，俄朝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是将两国
协作提升至新水平的突破性文件，
俄方不排除根据这一条约与朝鲜发
展军事技术合作的可能。条约规
定，当任何缔约方遭受侵略时，另一
方将向其提供援助。

金正恩说，普京此访是发展朝
俄睦邻友好关系、筑牢两国民意基
础、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有意义的
战略举措。他表示，面对风云变幻
的国际政治局势，朝方将与俄方更
加密切战略沟通，巩固友谊基石。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6月 19日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为
俄朝关系发展奠定基调，也是两国致力于
发展各领域双边关系的体现。他同时表
示，俄朝合作不针对任何第三方国家。

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主任安德烈·
科尔图诺夫认为，普京访朝彰显俄方对朝
方的政治支持，也意在表明西方国家孤立
俄罗斯的企图已被挫败。莫斯科国立国
际关系学院教授谢尔盖·卢佳宁对俄罗斯
媒体说，普京访朝实际上是实施俄方宣布
的“建立欧亚安全体系计划的开始”。俄
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韩国
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康斯坦丁·阿斯莫洛
夫指出，本次俄朝领导人会晤将俄朝合作
提升到新的水平。

访越：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结束访朝后，普京 6月 20日对越南进
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他与越共中央总
书记阮富仲、越南国家主席苏林举行了会
谈，并会见了越南总理范明政和越南国会
主席陈青敏。

据越通社报道，访问期间，俄越领导人
见证了 11项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涉及教
育、司法、核能、油气等领域，同意进一步深
化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今年是《越俄友好关系基本原则条
约》签署 30周年，也是越俄建交 74周年。
普京在与苏林会谈时表示，深化与越南的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一直是俄方的优先事
项之一。他说，俄越两国经贸关系近年稳
步发展；两国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立场相

同或相近；双方都表示愿意在不
使用武力、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
基础上，在亚太地区构建“可靠的
安全架构”。

越通社报道说，越共十三大以
来，越南致力于构建全方位、多样
化的外交路线，邀请普京访越正是
这一路线的生动体现。普京访问
越南向外界传递出双方相互尊重
的强烈信号，彰显了两国的友谊和
团结，有利于提升两国国际地位，
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世界和平与
稳定。

俄罗斯国际事务专家格里戈
里·特罗菲姆丘克指出，越南从未
加入反俄势力和集团，也不支持任
何旨在孤立俄罗斯的封锁或制裁，
对俄方来说，这是“宝贵的地缘政
治资本”。俄罗斯经济学家卡尔波
娃认为，目前西方试图在金融、能
源、技术、军工等领域对俄施压，与
越南签署相关协议将使俄罗斯在
这些领域受益。

美韩日反应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6 月 18 日
在华盛顿表示，美国对普京访问朝
鲜和俄朝关系现状“非常担忧”，将
尽一切可能切断朝鲜等国为俄罗
斯提供的支持。

对普京访越，美国国家安全委
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柯比 6
月20日说，美方不会对普京访越成
果置评。不过，美国国务院 6月 20
日发表声明说，负责东亚和太平洋

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前美国驻越南大使丹
尼尔·克里滕布林克将于 6月 21日至 22日
访问越南。

就克里滕布林克会否向越方了解普京
访越的相关情况，柯比6月20日说，克里滕
布林克将就“适当”话题同越政府官员进行
沟通。

韩国外交部6月21日召见俄罗斯驻韩
国大使，就俄朝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
约》表达不满。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张虎镇
6月20日在记者会上说，韩国政府对于俄朝
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加强军事和
经济合作深表担忧，将加码对朝对俄制裁。

围绕韩国政府考虑重新研讨向乌克
兰提供武器支援，普京在越南访问时警
告，如果韩国决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将
犯下“大错”。

韩国舆论认为普京此次访朝意义重
大。韩国《韩民族日报》在社论中指出，韩
国总统尹锡悦上任后，全力发展同美日的
关系，甚至不惜与对朝鲜半岛有重大影响
力的俄罗斯产生矛盾。韩国的外交失误可
被视为朝俄关系愈加紧密的原因之一，韩
国政府今后更应谨慎开展对俄外交。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芳正 6月 20日
说，日方“高度关注”普京访朝，对朝俄签署
上述条约感到严重担忧。外务大臣上川阳
子 6月 21日说，日本政府将密切关注安全
局势变化，在增强日本安保能力的同时，进
一步强化日美同盟的威慑力和应对能力，
与韩国等国家保持紧密合作。

□新华社记者 江宥林 王超 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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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美防务协议的来龙去脉
最近，社交媒体上疯传一条消息：沙特与美国

之间长达50年的石油美元协议于6月9日到期，沙
特选择不再续签，反映出美沙关系的转折性变化，
或将引发全球金融市场重大转变。这个消息在X
平台上单条推文浏览量近亿次，足见其热度之高。

但，这是不实报道！
1974年，美国与沙特确实签署过一个合作协

议，但协议只字未提石油和美元。50年前根本就
没这样一个石油美元协议，当然也不存在协议到
期的问题，更不存在沙特选择不续签的问题。

可以确定的是，当前沙美确实正在磋商一份
影响重大的防务协议。不过，它与拓建近 80年的
沙美关系并非简单的正相关。

“事实婚姻”

近年来，国际社会有一种普遍预期，美沙分手
的日子不远了，石油美元终结是个时间问题。假
新闻与真预期意外碰面，难怪会传得那么广、那么
快。6月 13日，《新阿拉伯人报》辟谣，同时还称沙
特与美国不会分手，相反两国正准备签署新的防
务协议，沙美关系是越来越好了。

美沙到底是要离婚还是要复合，这是假新闻
引出的真问题。

只有结过婚，才能谈离婚。沙特与美国没有
领过结婚证，79年来一直只是“事实婚姻”。不论
是石油换安全，还是石油美元，都没有正式的协

议。石油与美元要分手，或石油与安全要脱钩，都
不需要办手续。但问题是，如果沙特和美国都有
危机感，觉得没有结婚证的事实婚姻不牢靠、不放
心，而想办一个结婚证，这就是当前沙美正在磋商
的防务协议。

回想当年，沙特与美国真相爱，有没有结婚证
还真无所谓。

1942年，沙特向美国寻求财政援助，美国总统
罗斯福断然拒绝，理由是“这地方离美国有点远”，
没什么战略价值。稍后，当处于战时状态的美国
迫切需要海外石油时，沙特是其理想甚至是唯一
的选择。沙特这个近代以来一向偏远、贫穷和落
后的地方瞬时拥有了全球性权力、财富和影响，成
为人人垂涎三尺的对象。1943年 2月 18日，罗斯
福授权“租借法案”适用于沙特，迈出了美沙“事实
婚姻”的第一步。

1945年 2月 14日，罗斯福与沙特国王伊本·沙
特在苏伊士运河大苦湖的昆西号巡洋舰上相见，
两位古稀老人一见钟情，情意绵绵。伊本·沙特步
履蹒跚，罗斯福当场将自己随身携带的另一张轮
椅送给了他。告别前，两人还交换礼物：罗斯福收
到四套阿拉伯长袍、一把纯金阿拉伯长刀、一瓶香
水和若干手镯、脚镯、戒指、珍珠耳环和腰带；伊
本·沙特得到一面金牌、一架双引擎道格拉斯DC-
3飞机，和一名随行的美国飞行员。更贴心的是，
当飞机晚些时候到达时，人们发现机上安装了一
张可旋转的座椅，以便伊本·沙特永远面朝圣城麦
加的方向。

这次见面，搭好了沙美关系的框架，就是人们
熟知的“石油换安全”。尽管美国当时还是一个石
油净出口国，但美国作为一个全球性霸权，已经清
晰地感受到了石油作为一种商品的战略性，一定
要控制石油的流向和产量。沙特作为一个立国不
久的沙漠国家，四周强敌林立，迫切需要大国的安

全保护。
这正是：美国爱石油，沙特爱军舰，沙美一见

定终身。
随后爆发的“中东小冷战”让沙美关系更是好

上加好。苏联支持下的埃及、伊拉克和叙利亚都
是共和制国家，对沙特的王权政治构成致命威
胁，沙特必须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彼时，美国
在中东实施“离岸平衡”政策，同苏联争夺势力范
围。在四场阿以战争的最后关头，美国都施压以
色列使其做出让步，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担心把自
己拖进去。

当时，美国在中东既没有大规模驻军，也没有
永久性军事基地，主要依靠伊朗、沙特两大战略支
柱来维持“离岸平衡”政策。1963年沙特王储费萨
尔曾对美国深情表白，“真主之外，我们最信任美
国”。这可能是沙美联姻的巅峰时刻。

1974年 6月 8日美沙签署合作协议时，美沙关
系已从巅峰跌落。这份协议是1973年阿拉伯国家
对美国石油禁运后，双方之间恢复信任关系的一
次努力。协议主要内容是设立四个工作组，分别
是教育、科技、工业和农业四个领域。

与此同步，1971年金本位体制崩溃后，美元
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流通货币，石油美元恰恰也
是从 1974 年以来形成的，所以人们就误以为
1974 年协议是石油与美元的“结婚证”。实际
上，1974 年协议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就是经过

1973 年危机后，沙美关系从短暂“分居”重新回
到事实上的“同居”。

忍无可忍

时过境迁，冷战结束了，能源革命了，沙特王
权传到第三代手中了，一切都变了。美国目前对
石油是爱恨交加，对沙特也是“食之无味，弃之
可惜”。

当年，根据“石油换安全”的潜规则，沙特要根
据美国的战略需求提供适量的石油，美国向沙特
提供安全保障，沙特的石油政策从属或服务于美
国的战略需求。现在美国跃居全球最大产油国，
且遥遥领先，俄罗斯第二，沙特屈居第三。以前，
沙特主导下的石油输出国组织在石油市场上呼风
唤雨，现在沙特、俄罗斯、美国上演三国演义。

更令美国难以忍受的是，沙特和美国是国际
石油市场上的竞争对手。2014年沙特为挤垮美国
页岩油，大幅增产，让油价从 100美元降到 30美
元。美沙从你供我需的合作伙伴，变成你争我夺
的竞争对手。沙特再也不按美国的战略需求供应
石油了，而是根据自己的经济需求在各方之间合
纵连横。美国对沙特已经是忍无可忍。

沙特对美国安全保护的成色和分量也越来越
不满了，寻思着自己单过，或另嫁他人。2011年

“阿拉伯之春”期间，美国对埃及穆巴拉克政权垮
台袖手旁观，沙特意识到美国的安全保护不包括
政权安全。

2014年也门战争爆发后，美国借口沙特的人
权问题限制武器供应，沙特的防空导弹捉襟见肘，
沙特感受到美国的安全保护不是全天候的，要看
美国的心情。

2019年9月沙特石油设施遇袭，美国总统特朗
普说：“这是对沙特的袭击，不是对美国的袭击。”
沙特明白，美国的安全保护也不包括沙特领土安

全。美国的安全保护到底是什么？在事实面前，
沙特越来越迷茫。

在此大背景下，从奥巴马政府开始，美沙关系
开始渐行渐远，在拜登上台后更是形同陌路。但
是，美沙双方都不愿彻底分手，毕竟沙特一时也找
不到美国之外的安全伙伴，美国在中东的安全构
想也离不开沙特。

战略收缩

当前，美国在中东的首要关切是战略收缩，把
战略资源转到亚太和欧洲。为此，美国想构建一个
所谓的“中东小北约”，让中东盟国自己承担安全责
任，以减轻美国的负担。在这个构想中，沙特和以
色列是最重要的两大支柱，伊朗则是主要目标。

2022年，美国国防部最早提出组建中东军事
联盟的动议。随后，美国参众两院“亚伯拉罕协
议小组”建议国防部与以色列合作，将海合会六
个成员国的防空系统，与埃及、约旦和伊拉克的
防空系统联网。再后，美军决定将以色列从欧洲
司令部划入中央司令部辖区，为建立中东防空联
盟奠定基础。

在外交配合上，2023年，美国投入大量资源推
动沙特与以色列建交。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沙特对美国偏袒以
色列非常愤怒，政治上持续冷落美国、批评美国，
但是在军事安全领域又想强化同美国的合作。特
别是乌克兰危机后，沙特认识到有没有正式的安
全协议大不一样。2024年4月，伊朗与以色列互相
攻击对方本土的过程中，沙特首次默默同美国、以
色列展开防空合作，明显是向美国示好。

就这样，美国多年来不遗余力推动的中东防
空联盟，竟然意外地因为加沙冲突而突然成形
了。美国一位高级官员兴奋地说，这是具有划时
代意义的事件。同时，美国也意识到，解决巴以问
题、落实两国方案，沙特是一个强有力的杠杆。

又一次，沙特与美国一拍即合。过去七个月
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七次访问中东，几乎每一次
都在利雅德会见王储穆罕默德，两国密集磋商所
谓的“一揽子大交易”。根据这个方案，以色列承
诺推进“两国方案”，美国同意向沙特提供某种形
式的、具有条约性质的安全保障，沙特则同意与以
色列建交。美国想要“两国方案”，沙特想要安全
保证，以色列想与沙特建交，看起来这是一桩三全
其美的好事。

但是，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大交易，任何一环
有问题都会破坏全局。当前的形势是，交易的第
一环就出了问题，以色列不愿意承诺推进两国方
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显然是想霸王硬上弓，先
推进同沙特的双边谈判，以此倒逼以色列。于是，
最近布林肯访问沙特，沙特与美国方面不断传出
消息，沙美防务协议“几近完成”。

尴尬“复合”

但是，此次沙美“复合”同 79年前大为不同。
美国对中东已是意兴阑珊，沙特对美国也无信任
可言，双方追求一纸契约，正是这种尴尬局面的写
照。目前，沙美防务协议的内容没公布，未来可能
也不会公布，但是根据当前沙美关系的性质可以
判断，这个协议的成色不会太好。

首先，沙特想要具有条约性质的安全保证，美
国不会给。迄今美国没有与中东任何国家签署过
具有条约性质的共同防御协定，现在美国的目标
是战略收缩，把安全责任转嫁给地区盟友，更不可
能新签共同防御性质的条约。

美国在中东已经患上战争疲劳症，非常担心把
自己卷入战争。防务协议可能会允许向沙特出售
更先进的武器，为沙特提供更多的情报、后勤支持，
但是不会承诺“对沙特袭击就是对美国的袭击”。

其次，沙特也不会重回美国小兄弟的位置上，
而是要继续追求独立自主的外交安全政策。沙特
不会帮助美国遏制中国、俄罗斯，而会在石油问题
上同俄罗斯合作，在经济问题上与中国合作。沙
特也不会服从于美国的战略利益，而会在安全上
依靠美国，在油价问题上同美国博弈，在巴以问题
上谴责美国。

沙美防务协议必然是个妥协的产物，各方都
不满意，但是都能忍受。这是对沙美关系的战术
性调整，不是战略性重组。过去，美沙婚姻是有实
无名。未来，美沙之间可能有名无实。 □牛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