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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磚國家有望擴員 伊朗阿根廷申請加入
【大公報訊】綜合美聯社、雅虎新聞

報道：俄羅斯外交部表示，伊朗和阿根廷
已申請加入金磚國家。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趙立堅28日回應指，作為今年金磚主
席國，中方積極支持金磚國家啟動擴
員進程，拓展 「金磚＋」 合作。

扎哈羅娃表示： 「當美國計劃在
世界上切斷、禁止或破壞點什麼的時
候，阿根廷和伊朗已經申請加入金磚
國家。」 伊朗外交部27日表示，希望
伊朗的加入能為雙方帶來附加價值。
趙立堅指出，在6月23日舉行的金磚
國家領導人第十四次會晤上，與會各
方就金磚擴員發出一致聲音，中方將
同金磚夥伴一道，穩步推進擴員進
程，讓更多志同道合的夥伴加入金磚

「大家庭」 。
金磚國家包括中國、俄羅斯、巴西、

印度和南非，經濟總量約佔世界的25%，

貿易總額約佔世界的18%。趙立堅表示，
金磚國家機制始終同廣大新興市場和發展
中國家的命運緊緊聯繫在一起。面對當前

百年變局、世紀疫情、國際熱點交織疊
加的形勢，金磚國家一致認為要進一步
提升金磚機制的代表性，在重大國際和
地區問題上發出更響亮的 「金磚聲
音」 。

俄總統普京28日踏上俄烏衝突爆
發以來首次公開外訪行程，將先後到訪
中亞國家塔吉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並
於29日出席在土庫曼斯坦舉行的裏海
沿岸國家首腦峰會。俄方證實普京已接
受印度尼西亞總統維多多的邀請，11
月將出席在印尼舉行的二十國集團
（G20）峰會。

日韓首腦料無雙邊會談
【大公報訊】綜合共同社、韓

聯社報道：北約峰會今次首度邀請
韓國、日本、澳洲和新西蘭4個亞
太國家參加。有分析認為，美國有
意拉攏日韓澳紐組建 「亞太版小北
約」 。但日韓媒體均指出，兩國之
間圍繞二戰強徵勞工、爭議島嶼等
問題齟齬不斷，今次峰會期間料不
會安排一對一首腦會談。

韓國外交部發言人崔泳杉28日
堅稱，韓國總統尹錫悅出席北約峰
會 「絕非為排除或反對特定國家和
地區」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戰略
溝通協調員柯比日前亦否認邀請亞
太國家是為了組建 「小北約」 。韓
國總統府消息人士26日透露，美日
韓三國首腦將於29日舉行會談，議

題包括朝鮮半島局勢等。
該名消息人士同時指出，尹錫

悅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北約峰會
期間舉行雙邊會談的可能性較低，
也沒有進行簡短會談的計劃。尹錫
悅政府早前表示有意改善日韓關
係，但韓國海洋調查船5月底接近
日韓爭議島嶼獨島（日本稱竹
島），再次引爆兩國矛盾。

此外，受俄烏衝突等因素影
響，日本近期物價飛漲，岸田政府
民望受挫。共同社26日至28日進
行的民調顯示，近八成受訪者不滿
岸田政府應對通脹的措施。日本政
府擔憂向韓國 「示好」 會影響7月
的參議院選舉，已推遲日韓外長會
談。

▲普京23日參加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四次會晤。
法新社

北約所謂的戰略構想文件將概
述該組織未來10年的優先事項。
2010年發布的上一個版本文件中沒
有提及中國，並將俄羅斯定義為
「夥伴」 ，對俄實行威懾、防禦、
對話並行推進的政策。但斯托爾滕
貝格28日稱，俄羅斯 「入侵」 烏克
蘭促使北約防衛政策轉向。英國
近期已將俄羅斯描述為 「嚴重的
直接威脅」 。路透社援引匿名外
交人士報道稱，北約新文件或
將把中國定義為 「系統性挑
戰」 。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
堅28日回應指，作為冷戰產物

和全球最大軍事聯盟，北約長期
固守陳舊的安全觀念，早已淪為個
別國家維持霸權的工具。北約所謂
新戰略文件不過是新瓶裝舊酒，實
質上沒有改變製造假想敵、搞陣營
對抗的冷戰思維。中國奉行獨立
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干涉別
國內政，不輸出意識形態，更不搞
長臂管轄、經濟脅迫、單邊制裁，

何談系統性挑戰？

土耳其與瑞芬矛盾難解
北約外交官透露，北約內部對

戰略構想文件涉華措辭存在很大分
歧。美國和英國要求採用更強硬措
辭，以反映他們眼中所謂的 「中國日
益增強的軍事野心」 ；法德等國則認
為應當使用更有分寸、更謹慎的措
辭。

據路透社報道，北約正在討論
一個折衷方案，將中國描述為 「挑
戰」 而非 「威脅」 ，同時強調願意與
中方在有共同利益的領域展開合作。
報道還指出，北約各國就如何描述中
俄關係也意見不一，捷克和匈牙利強
烈反對用 「戰略趨同」 一詞定義中俄
關係。

美聯社報道稱，俄烏衝突促使
瑞典和芬蘭改變中立地位，尋求加入
北約，但作為北約成員國的土耳其一
直反對，並批評瑞芬包庇被土方視為
恐怖分子的庫爾德工人黨等組織。瑞
芬土三國領導人及斯托爾滕貝格28
日在馬德里舉行會談討論此事，但土
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在會談前毫無鬆口
跡象。他表示，瑞芬兩國在土耳其關
心的問題上光說不做， 「我們要看到
結果，而不是口號。」

瑞典外長林德稱，與土耳其的
談判取得了一些進展，但承認馬德里
的會談不一定能解決分歧。

波羅的海三國不滿擴軍安排
加強北約東翼軍力部署也是今

次峰會的重要議題。斯托爾滕貝格
稱，各成員國將在峰會上同意將北約
快速反應部隊由4萬人大幅增加到30
萬人。這些士兵將駐紮在各自的國
家，需要時再派駐到波蘭、羅馬尼
亞、波羅的海三國等北約東翼國家。

但《紐時》指出，波羅的海三
國對這一方案並不滿意，並要求北約
擴大永久性部署規模。前美國常駐北
約代表達爾德表示： 「他們認為，在
國內需要有像馬其諾防線那樣的大規

模部隊，才能防止他們在衝突初期被
（俄軍）攻破。」 美國、意大利和西
班牙等國則表示，北約還有其他威脅
要應對，包括恐怖主義和移民潮。

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副主席梅
德韋傑夫27日警告指，若北約國家
試圖攻擊克里米亞，將挑起俄方與整
個北約的衝突，引發第三次世界大
戰。烏總統澤連斯基27日與七國集
團（G7）領導人視頻通話時表示，
希望在年底前結束俄烏衝突，並要求
西方提供更多軍援。但美媒28日披
露，白宮內部對烏克蘭漸失信心，認
為其恐無法奪回被俄軍佔領的土地。

北約內部分歧
戰略構想措辭

•美國和英國要求在描述中國
時採取更強硬措辭，以反映他們眼中所
謂的 「中國日益增強的軍事野心」 ；但
法德等國傾向於使用更謹慎的措辭。

對俄政策

•波羅的海國家要求北約永久性擴大軍力部
署，預防俄羅斯 「入侵」 ；但美國、意大利
等國表示還有其他重要威脅要應對，包括恐
怖主義、移民等。

瑞典芬蘭能否加入

•土耳其一直反對瑞芬兩國加入北約，三國領
導人將在峰會期間討論此事。土耳其總統府
警告指，瑞芬不應過於樂觀。

來源：路透社、《紐約時報》

◀北約秘書
長斯托爾滕
貝格（左）
28日抵達馬
德里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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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約峰會於6月29日在西班牙首都馬
德里登場。這次峰會之所以受到如此關
注：一是西方國家普遍出現援烏疲勞
症，美國急需展現團結，為盟國打氣，
防止對烏克蘭的失敗情緒發酵會影響接
下來的戰局。二是北約第一次邀請日
本、韓國、澳洲和新西蘭等亞太四國首
腦與會，將觸角明目張膽地伸向亞洲。
三是這次會議打算更新北約戰略構想文
件，可能第一次將 「中國挑戰」 寫進未
來10年行動指南。

北約每10年左右就要重新進行一次
戰略評估。在北約成立50周年（1999年
4月）之際，拋出了所謂 「戰略新概
念」 ，即隨着蘇聯的解體和華約的解
散，北約今後10年的主要任務將從集體
防禦轉為捍衛共同的價值觀，不僅要用
軍事手段，還將運用政治、經濟、文化

等多種辦法，構築歐洲安全大廈；北約
有權對防區外的危機和衝突採取干涉行
動。從某種意義上說，北約新戰略構想
實際上變成了干涉他國內政的行動綱
領。而當年北約對南斯拉夫聯盟進行的
軍事打擊成了最清晰的註腳。極具戲劇
性的是，北約口口聲聲要保護保衛歐洲
安全，結果《北約憲章》第五條第一次
卻應用在了美國本土。9．11事件發生之
後，北約迅速啟動了集體自衛條款，即
恐怖主義者對美國的攻擊被視為對整個
北約國家的集體攻擊。

2010年11月在北約里斯本峰會上，
北約戰略構想進行了一次更新，稱北約
的傳統軍事威脅大大減弱；恐怖主義的
勢頭也有所減緩；未來需要加強同俄羅
斯的合作；同時把網絡安全、供應鏈安
全、大規模恐怖性殺傷性武器的關注放
到更加突出的地位。時任俄羅斯總統梅
德韋傑夫作為北約夥伴應邀出席，而所
謂中國議題並未納入視野。當時西方國
家深陷債務危機，中國通過G20平台，
在幫助美歐渡過金融危機中發揮着舉足

輕重的作用，世界普遍視中國為發展機
遇而不是威脅，北約未拿中國說事也在
情理之中。

2014年克里米亞事件發生後，北約
對俄羅斯的認識再次回到了原點。此
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態
度也在發生微妙變化， 「競爭與衝突正
取代冷戰結束以來的合作與和解」 ，地
緣政治的爭奪重新回到世界舞台的中
心。2017年12月美國拋出新的國家安全
戰略報告，將中國視為美國主要競爭對
手，這個戰略判斷為北約新戰略構想的
修訂定下了基調。

2019年4月3日，時任美國副總統
彭斯就曾表示，北約在今後幾十年裏面
對的最艱巨挑戰就是中國的崛起，盟國
必須根據這一現實做出調整。在美國的
影響及游說之下，2019年倫敦峰會聲
明明確寫道： 「我們認識到中國日益增
長的影響力及其國際政策帶來的機遇和
挑戰，需要我們聯合應對。」 2021年
布魯塞爾北約峰會發表的公報則直接指
責中國 「快速擴張核武軍備和常規軍事

力量」 ，對 「國際秩序構成威脅」 ，北
約首次把中國視為 「新威脅」 寫進公
報。

在短短的兩三年間，北約對中國的
判斷已是天翻地覆，而這種判斷與美國
國家安全戰略的表述驚人相似，這究竟
是美國的判斷，還是北約的集體共識？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前幾天在接受
德國《明鏡周刊》訪問時表示，中國雖
不是北約的對手，不過中國的崛起對北
約的利益、安全和價值是一大挑戰。據
路透社報道稱，北約部分成員國對是否
要在戰略構想文件中針對中國仍有保
留，尤其希望在強調中國是 「系統性挑
戰」 的同時，也要突出與中國就共同利
益領域進行合作。

所謂中國對北約的利益、安全和價
值構成挑戰，完全體現了美國綁架北約
的戰略意圖，正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
辭。這兩年來，美國有意將世界描繪為
「民主與專制的二元對立」 ，並在技術
上與中國進行脫鈎。中國與北大西洋國
家相隔萬里，沒有任何領土之爭，何來

威脅北約安全？至於價值觀的差異，那
恰恰是世界多樣性的體現，而不是什麼
中國的原罪。難道特朗普不承認大選結
果並策動國會山政變、3億人口擁有4億
支槍、抑或是禁止婦女墮胎權，是歐洲
國家認同的共同價值嗎？

12年前北約發布的戰略構想，由美
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主持撰寫，如今她
已作古，沒有機會修正其錯誤判斷。她
曾經自豪地說過： 「美國站在高位，比
其他國家看得更遠。」 事實證明，美國
人看待和分析世界的能力，並不比其他
國家高明多少。這一次北約新戰略構想
文件將中國視為 「系統性挑戰」 同樣極
不靠譜。北約把黑手伸向太平洋，並得
到了這些地區四國的接應，顯然有引狼
入室之嫌，但問題是，這些國家已深陷
泥潭而不自知，不能不說是亞太未來的
一大悲哀。中國除了保持足夠的警覺之
外，還得努力做好自己、發展自己，讓
中國龐大而繁榮的市場磁力吸住周邊每
顆鐵釘，所謂 「中國挑戰」 終究會成為
未來10年的世界機遇。

北約未來10年的最大威脅還是自身
周
德
武

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