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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对抗火药味渐浓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7 月 1 日
至 12 日，美国和乌克兰的“海风-2019”
联合军事演习在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州、
赫尔松州和敖德萨州及黑海西北部多地
展开。据悉，美国海军动用“卡尼”号
宙斯盾驱逐舰，并派出海军陆战队参与
此次军演。

对此，俄罗斯反应强烈。俄外交部
曾发表声明称，在黑海进行联合军演是

“危险的主意”。综合俄国家防御指挥中
心消息，俄罗斯黑海舰队正在监控参与
军演的北约军舰，随时准备应对可能发
生的意外情况。俄海航战机及“棱堡”
岸基反舰导弹系统均已进入战备状态。
另外，在美乌联合军演开始之后，俄军
岸防导弹部队在克里米亚进行多项训
练。俄黑海舰队还与俄南部军区空军部
队举行了跨军种演习。

波罗的海同样暗流涌动。据美国
《星条旗报》 网站报道，北约“波罗的海
行动-2019”年度海军演习从 6 月 9 日持
续至21日。来自18个国家的8500余名官
兵、50 艘战舰和 40 架战机参与，美国海
军第2舰队担任演习指挥任务。

俄媒指出，尽管北约表示在波罗的
海的演习不针对任何国家，但这显然与
其在俄罗斯“家门口”大张旗鼓的军事
行动不相符。俄海军波罗的海舰队称，
出于“识别威胁和保证该地区民用舰艇
安全航行的需要”，俄军对军演进行了全
程监视。

此外，据英国 《简氏防务周刊》 网
站报道，以色列、英国和美国近日在地
中海东部进行名为“三重闪电”的 F-35
战机联合训练。有分析认为，此次演习
的目的是检验三国 F-35战机的作战指挥

协同能力，以应对来自俄罗斯第五代战
机的挑战，同时对伊朗进行武力威慑。

美国动作频频，俄罗斯针锋相对。
双方互秀“肌肉”，海陆空全方位较劲，
火药味浓重。

双方博弈向全球拓展

“美俄博弈已经突破中东欧地区，向
中东、拉美甚至北极地区拓展。”中国社
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袁征分析
说，政治外交关系冷淡，分歧不断加
深，对抗性上升，这是当前美俄关系的
突出特点。

近日的一连串事件，将美俄在诸多
地缘政治议题上的矛盾暴露无遗。

针对伊朗持有的低浓度浓缩铀突破
300公斤存量上限这一事件，俄罗斯副外
长里亚布科夫表示，这是美国单方面撕
毁伊核协议、恢复甚至加大对伊朗制裁
的恶果。

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的消息，当
地时间 6 月 24 日，俄罗斯海军舰艇编队
访问古巴。美国北方司令部发表声明
称，美军全程掌握了俄海军的部署动
态，并且正采取“积极措施”对其进行
持续跟踪。

美国“防务新闻”网站称，根据美
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近期提交的 2020
年国防授权法预案，美国正设法在北极
地区开辟一处新的战略港口，主要用于
对抗俄罗斯在该地区的活动。

这只是美俄关系恶化的冰山一角。
近年来，从东欧的乌克兰到中东的叙利
亚、伊朗，再到南美的古巴、委内瑞
拉，从美国对俄实施多轮制裁到双方相
继暂停执行 《中导条约》，美俄“互掐”
不断升级，关系跌跌撞撞。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

究所研究员姜毅指出：“综合来看，美俄
全球博弈正在加强。具体来说，美俄对
立还包括意识形态和国家发展模式上的
不同、对地区问题话语权和主导权的争
夺等。”

袁征分析说：“冷战结束后，美国一
直忌惮俄罗斯会威胁其全球霸权，试图
通过北约东扩侵蚀俄罗斯的战略缓冲
区。美国联合其盟友大搞军事演习，意
在从南北不同方向加强在俄周边地区的
军事存在，对俄罗斯进行遏制。”

尽力避免直接冲突

6月28日，美俄总统在二十国集团领
导人大阪峰会期间闭门会晤，时长大约1
个半小时。舆论普遍关注，此次会晤能
否给美俄冲突“降温去火”？

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的
表态，美俄总统讨论的事务包括两国经
济和贸易关系、裁军和刻赤海峡事件。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愿意“为 （美
俄） 对话重新注入动力”。

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俄罗斯
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近日表示，俄美领导
人在大阪会晤时就战略稳定问题达成重
要共识。此次会晤让人有理由乐观看待
两国关系未来。俄方有意在具体方向上
推进俄美两国关系发展。

“更多是一种外交辞令。”袁征对此

分析说，“美国对俄实施经济制裁，美国
国内对俄敌视情绪一贯强烈，短期内看
不到双方关系缓和的迹象。”

姜毅也认为，双方在意识形态、地
缘政治和军事领域的对抗将继续延续下
去，“美俄关系最好的情况是不继续恶
化，彻底转圜基本不可能”。他进一步指
出，目前来看，双方关系中仍有积极的
一面，即美俄都在尽力避免“擦枪走
火”，引发正面、直接冲突。

据以色列媒体此前报道，6月24日至
26 日，以色列、美国和俄罗斯三国负责
国家安全的官员在耶路撒冷就叙利亚问
题举行三方会议，主要讨论伊朗在叙利
亚的军事存在问题。

袁征指出，美俄在一些关键议题上
的对抗，往往是一种博弈的手段，而非
目的，因此走向失控的可能性不大。但
是，双方需要建立更完备的危机管控机
制，保持对话通畅，防止意外事件突发
造成的冲击使局面失控，这是美俄两
国，也是世界不愿意看到的。

姜毅认为，在一些地区热点问题
上，大国“你来我往”的激烈争夺会使
局势更加动荡，使得地区既有矛盾的解
决和国际治理的实现愈加困难。美俄双
方需要有效管控分歧，才能实现地区及
全球安全局势的稳定。

上图：参加北约“波罗的海行动”
联演的美海军陆战队士兵。

（资料图片）

6 月 25 日，一位与西安
结下不解之缘的美国耄耋老
人，在他位于美国加州旧金
山湾区的家中安详辞世，享
年 91 岁。听闻噩耗，陕西自
然博物馆当即决定于 7 月 8
日-12日向社会免费开放，以
此凭吊这位刚刚离世的国际
著名慈善家、中国人民的老
朋友、“西安市荣誉市民”肯
尼斯·尤金·贝林先生。

肯尼斯·尤金·贝林先生
是“环球自然日”活动的创
始人，先后创立了世界轮椅
基金会和环球健康与教育基
金会，将毕生奉献给了慈善
事 业 和 青 少 年 科 普 教 育 事
业 。 这 位 “ 西 安 市 荣 誉 市
民 ” 将 自 己 所 征 集 和 收 藏
的、来自非洲、美洲、北极
洲的近万件世界珍稀动物标
本捐给中国近 30 家博物馆，
仅陕西就获捐近千件。陕西
自然博物馆的“镇西世界动
物展厅”正在建设当中，未
来将成为陕西青少年生动的
自然课堂。

2012年，贝林先生创立的
环球健康与教育基金会联合
中国多家博物馆，发起“环球
自然日”活动。这一课外科普
活动旨在激发中小学生对自
然科学的兴趣，已有包括陕
西在内的 14 个省、直辖市的
数十万参与者加入，成为青
少年展现领导力和创造力的
重要舞台。今年 3月 2日，2019
年度环球自然日陕西赛区在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航天
学校举行了启动仪式。

辞世前几天，贝林先生刚
刚结束了在非洲征集动物标
本的旅程。按照原定计划，他
将于今年7月现身中国上海的
环球自然日赛场，与孩子们度过一段欢乐的时光。

为了铭记贝林先生的博善德心，实现这位慈善家的
愿望，陕西自然博物馆特将每年6月25日定为陕西自然
博物馆公益纪念日，免费开放，以此寄托对这位国际慈
善家的深切哀思。

6月30日，日本正式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 （IWC）。7月1
日，日本“禁闭”31年的商业捕鲸全面开禁，引发各方关注。

无视禁令 罕见“退群”

在国际社会此起彼伏的批评声中，日本捕鲸船于7月1日
正式“开张”。两头最先被捕获的小须鲸于 4 日进入市场交
易。速度之快引发专家担忧：日本渔民捕捞的3种鲸鱼之一的
塞鲸恐面临灭绝风险。

此次商业捕鲸的重启，还要追溯到去年日本宣布的“退
群”决定。

国际捕鲸委员会于1986年通过《全球禁止捕鲸公约》。两
年后，日本迫于国际社会压力停止商业捕鲸，却一直利用公
约漏洞，以“科研”之名在南极和西北太平洋等海域捕鲸，
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依照国际捕鲸委员会大会2006年通过的一项议案，日本
需获委员会75%以上成员支持，才能重启商业捕鲸。2018年9
月，日方修订该规则的提议遭大会否决，这被日本当做“退
群”的借口。当年 12 月 26 日，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正式宣
布，由于倡议多年未果，日本将退出委员会，不再受禁令制
约。日本共同社报道指出，二战后，日本几乎没有退出国际
组织的先例，这次实属罕见。

诉诸文化 考量利益

长久以来，日本官方一直将捕鲸、食鲸视为一种“传统
文化”，多次举办相关活动，维持食鲸文化，并向民众推广。
虽然鲸肉一度曾是二战后日本重要的食物来源之一，但随着
对捕鲸的限制和食物种类的增加，实际上目前日本国内鲸肉
市场已大幅缩水。

日本为“口腹之欲”执意重启商业捕鲸，商业利益才是
背后真正的驱动力。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周永生表
示，虽然国际社会禁止捕鲸多年，但日本的高级料亭从未断
绝过鲸肉供应。“日本此举激活的将是一整条产业链。”另有
资料显示，日本仅在太平洋地区就有 6 个捕鲸基地、1000 艘
捕鲸船，关系到10万工人的生息。

日本政府和各党派也极力支持捕鲸业。“海洋守护者”创
始人保罗·沃森认为：“捕鲸之所以保持运转，是因为捕鲸公
司是日本政府的产业。”2016年始，日本政府每年都给予捕鲸
行业数十亿日元的补助金。

竭泽而渔 得不偿失

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首席专家易显河表示，
日本重启商业捕鲸，在道义层面将持续面临国际社会压力。

日本过度违规捕鲸一直被国际社会诟病。此次重启商业
捕鲸，将给日本外交及国际秩序的维持带来负面影响。澳大
利亚海洋保护协会首席执行官批评称，日本退出国际捕鲸委
员会，给其他国际条约或公约开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中
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高洪也认为，动辄“退群”、

“大开杀戒”，必定会使日本的国家形象受损。
日本此举还引发舆论对国际捕鲸业重新兴盛的担忧。欧

盟环境、海洋事务和渔业委员维拉表示，希望日本重启捕鲸
不会造成与冰岛、挪威的鲸制品贸易增加。周永生认为这种
担忧不无道理，“国际捕鲸业若重新繁荣，将会引发更多新的
问题”。

日本重启商业捕鲸，最终可能得不偿失。高洪认为，国
际社会不会轻易接受这一行为，若想获得一定程度上的容
许，日本至少应在新的捕鲸活动中，明确展示自己在海域范
围、鲸鱼种类及大小等方面的“边界”。

军事演习频频较劲 诸多议题分歧加大

美俄全球“斗法”愈演愈烈
本报记者 李嘉宝

军事演习频频较劲 诸多议题分歧加大

美俄全球“斗法”愈演愈烈
本报记者 李嘉宝

近日，在俄罗斯周边地区，美国与盟友的多场联合
军事演习接力登场，搅动浑水，拳头抵近俄罗斯鼻尖。
对此，俄罗斯毫不示弱，通过全程监控、练兵备战等亮
出“肌肉”，双方频频较劲，对抗气息浓郁。

一段时间来，“硬碰硬”成为美俄关系的常态，双方
斗嘴又“斗法”，关系持续紧张。专家分析认为，当前美
俄全球博弈持续加强，双方需管控分歧，避免冲突升级。

环 球 热 点环 球 热 点

图为肯尼斯·尤金·贝林 （中） 和孩子们在一起。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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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为“口腹之欲”重启商业捕鲸
曹文潇

7月1日，在日本北海道钏路市的港口，工人准备卸
载一头小须鲸。 新华社/路透社

7月1日，在日本北海道钏路市的港口，工人准备卸
载一头小须鲸。 新华社/路透社

7 月 3 日晚，白俄罗斯
在首都明斯克举行盛大阅兵
式，庆祝白俄罗斯独立日暨
二战中从德国法西斯占领下
解放75周年。

右图：一架伊尔-76运
输机和 5 架 L-39 教练机从
天空飞过。

下图：T-34 坦克参加
独立日阅兵式。

新华社记者 魏忠杰摄

白俄罗斯庆独立日阅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