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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为何放弃东欧反导计划？

□  陶文钊

9月1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

取消在波兰和捷克部署导弹防御

系统，一石激起千层浪。波、捷感

觉遭美国抛弃而蒙羞；一些美国人

朝核转机  弥足珍贵

有鲜血铸就的传统友谊，双方都极

为珍视。朝鲜第二次核爆以来，东

北亚局势骤然紧张，目前正处在特

殊敏感时期，温总理访朝的意义不

言自明，作用举足轻重。

朝鲜媒体在4日和5日刊登和

播发了大量有关报道，对温总理访

朝给予了高度评价。杨洁篪外长在

回国的专机上对随行的媒体记者

说，温总理此行推动了朝鲜半岛无

核化取得积极进展，中国作为本地

区重要国家和六方会谈主席国，再

次发挥了重要和负责任的作用。

当然，朝核问题不是任何一方

的问题，它涉及多方的重要利益。

近年来，朝核问题在六方会谈框架

内取得了不少进展，这是有目共睹

的。在目前阶段，“和为贵”的思想

已经深入人心，和平与发展的时代

理念已成共识，朝核问题出现任何

大的反复和曲折都是令人难以接受

的。因此，在包括六方会谈在内的

多边框架里，通过和平协商才是朝

核问题的最终解决之道，也是理想

的途径。

10月10日，温总理在第二届中

日韩领导人会议上说：“事在人为，

机遇稍纵即逝。”朝核问题会走向

何方，关键看有关各方能否用行动

呵护刚刚出现的“星星之光”。

（作者为新华社高级记者）

温家宝总理首访朝鲜，金正日亲往机
场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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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欧洲盟友也为奥巴马的“大让

步”感到震惊；俄罗斯总统梅德韦

杰夫则表示“珍视美国总统负责任

的立场”，普京称赞奥巴马的决定是

“勇敢的”。那么，美国为何要作出

这一“亲痛仇快”的决定？

布什执政时期，外交上一意孤

行，美俄关系急剧恶化。尤其是布

什以对付伊朗对在欧洲的美国士兵

和美国盟国造成的威胁为借口，决

定在波兰部署10套陆基导弹拦截

系统，在捷克部署雷达系统，成了

俄罗斯的心头大患。因为，一旦部

署成功，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就完全

在美国的眼皮底下了，俄罗斯也就

没有什么战略秘密可言了，而且俄

罗斯的战略武器的威慑力也会被大

大地抵消掉。所以俄罗斯威胁，如

果美国坚持部署，俄罗斯将会在

加里宁格勒部署伊斯坎德尔导

弹。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的一块

飞地，在波兰的正北面，一旦部

署导弹，不但波兰和捷克，而且

其他一些北约国家都将进入俄罗

斯的导弹覆盖范围之内，美俄关

系因之顿行紧张。

奥巴马当政以后，重启美俄

关系是他外交政策的一个重点。

美俄关系是一对大关系，其中包

括了许许多多的问题，而且两国

互有需求。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的大

背景下，美国在反恐、伊朗核问题、

朝核问题等涉及安全的一系列重要

问题上都需要俄罗斯的合作。今年

7月奥巴马访问俄罗斯，两国领导人

同意在今年年底第一阶段削减战

略武器条约到期后续签新条约，继

续削减双方的进攻性战略核武器。

并且俄罗斯先让一步，同意北约部

队过境运输阿富汗战争所需的军事

物资，美俄关系成功重启。但俄罗

斯最大的关注是美国要在东欧部

署导弹防御系统，俄方态度坚定：

新条约能否顺利签署取决于美国是

否取消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

计划，此关口不突破，其他一切免

谈。

7月还没想好是否让步的奥巴

奥巴马同梅德韦杰夫在伦敦 G20 峰会
上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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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9月终于决定放弃在东欧部署

导弹防御系统，把原定的陆基导弹

防御改为海基，以“更灵活地应付

不断变化的伊朗导弹计划”。俄罗

斯立即投桃报李，推迟了向伊朗交

付S-300型防空导弹系统，并拒绝

向伊朗出售S-400型。在伊核问题

上，俄罗斯一改反对制裁伊朗的主

调，表示俄反对任何核武器计划，

伊朗必须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

如果它无视大国的态度，也许某种

制裁是必须的。由于俄罗斯与伊朗

一直保持着核关系，向伊朗提供核

燃料，俄罗斯的态度也就有了举足

轻重的作用。伊朗也相应地改变了

调门，表示将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

视察该国新的浓缩铀工厂，并称可

以在俄罗斯和法国进行浓缩铀加

工。伊朗这一表态实属罕见，伊核

问题多少向美国期望的方向迈进了

一步。

10月13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

访问了俄罗斯，与之敲定了年底续

签新的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但未

能获得俄罗斯对加大制裁伊朗的具

体承诺，引起国内舆论反弹，有人

指责奥巴马做了一笔“赔本买卖”，

俄罗斯将“得寸进尺”。看来，美俄

关系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战略上

的不信任很难消除，真正要实现合

作共赢，路还长着呢。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

研究所研究员）

从拉美修宪潮看

    洪都拉斯军事政变

□  郭存海

洪都拉斯是中美洲一个名不见

经传的小国，但就是这个小国三个

多月前却闹出了大动静：军事政变。

至今，被驱逐的前总统和现临时总

统虽有和解的趋向，但前景仍然渺

茫，洪都拉斯身陷民主的“深坑”

（“洪都拉斯”在西班牙语里就是

“深坑”的意思）而无法自拔。

洪都拉斯的这场军事政变为

什么绵延甚久而不能迅速消解？要

对这个问题进行正确而充分的解

读，必须将其置于近年来拉丁美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