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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万象

[纵深]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网站 14 日
说，俄总统普京将于22日在莫斯科
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谈，讨论俄日
和平条约、双边关系和国际问题等。

据悉，俄日领导人会谈议题包括
两国在政治、经贸和人文领域开展合
作的现状和前景。俄日领导人去年
在新加坡东亚合作领导人会议和阿
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G20峰会期间
曾会晤，为落实这两次会晤内容，普
京与安倍将讨论俄日为签订和平条
约所需解决的问题。

此外，俄外交部网站14日发声
明说，俄外长拉夫罗夫与日本外务大
臣河野太郎当天在莫斯科举行会
谈。拉夫罗夫在会谈后说，南千岛群
岛（日方称北方四岛）的主权问题“不
容讨论”，南千岛群岛是俄罗斯领土。

对俄日和平条约，拉夫罗夫说，
俄日双方在此问题上存在“根本分
歧”，但两国领导人就推进双边关系
全面正常化表达了政治意愿，这促使

双方就相关问题展开对话。他进一
步表示，为推进缔结和平条约，日方
应全面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其
中包括南千岛群岛的主权问题。

日本北海道以北的齿舞、色丹、
国后、择捉四岛被日本称为北方四
岛，俄罗斯称之为南千岛群岛。这些
岛屿二战前属于日本，二战后被苏联
占领，苏联解体后由俄罗斯作为继承
国实际控制。俄日因这些岛屿归属
问题争议不断，双方至今未缔结和平
条约。

根据普京与安倍最近两次会晤
结果，俄日双方商定以1956年《苏日
共同宣言》为基础，加快和平条约谈
判进程。宣言中有关条款规定，苏联
在条约缔结后向日本移交争议岛屿
中面积较小的色丹和齿舞。普京去
年11月指出，《苏日共同宣言》虽确
认苏联在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后愿
向后者移交两岛屿，但未说明这些岛
屿主权归属。 据新华社电

俄日领导人将会晤讨论和平条约
俄方态度强硬：南千岛群岛是俄罗斯领土“不容讨论”

分析人士认为，拉夫罗夫的强硬
表态显示，俄方在领土问题上丝毫没
有让步，日方希望在部分解决领土问
题的基础上尽快与俄方缔结和平条
约的计划遭遇挫折。这预示着，日本
首相安倍晋三本月下旬访俄时将在
领土问题上面临严峻考验。

俄方迫日让步
俄日外长此次会谈，是两人作为

两国领导人指定的谈判负责人在和
平条约新谈判机制下的首次磋商。

拉夫罗夫在会谈后的记者会上对
双方在南千岛群岛的共同经济活动以
及推进两国公民免签制度等问题上有
积极表态，但在争议领土主权归属这
一核心问题上却没有丝毫让步。

拉夫罗夫重申，日本必须“完全”承
认二战结果，包括俄对南千岛群岛的主
权，否则其他问题将难以取得进展。他
还表示，他在会谈中向日方指出，日本
在国内法中称这些岛屿为“北方领土”，
这对俄方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分析人士认为，拉夫罗夫上述表
态将俄日双方的分歧摆到了台面上，
令日方处境十分尴尬。日方如果接
受俄方要求，就会完全丧失要求俄方

“返还领土”的根据。
有日本媒体分析说，俄方在此次

会谈中态度强硬一方面是为了回应
俄罗斯国内舆论反对移交两岛的声

音，另一方面也是以必须获得俄国内
舆论理解为由，迫使日方做出让步。

日方表现低调
俄方的强硬立场让日方颇为尴

尬。不过，日方并未与俄方针锋相
对，而是表现相对低调。

河野此次访俄前，俄方已多次向
日方施压，包括抗议日方近期就争议
岛屿发表的言论。据日媒报道，对于
河野此次访俄将遭遇困难，日方此前
已有一定思想准备。为防止拉夫罗夫
在联合记者会上大谈俄方强硬主张而
让河野面临难题，日方选择在会谈结
束后不举行联合记者会，而是双方各
自召开记者会。而河野在记者会上仅
仅说，他向俄方“明确传达了日本的主
张”，但对具体内容却拒绝透露。

日媒分析称，日方多年来一直依
靠两国首脑会谈来推动领土问题的
解决。安倍即将于本月下旬访俄，河
野此行也是为安倍“打前站”。面对
俄方强硬表态，河野竭力保持低调，
主要是怕刺激俄方从而对接下来的
首脑会谈产生影响。

据日媒报道，安倍想借普京今年
6月出席在日本大阪举行的二十国
集团峰会之际与其就领土及和平条
约事宜达成基本协议。但从此次拉
夫罗夫的强硬表态看，日方看来有些
一厢情愿。 据新华社电

安倍面临严峻考验

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

夫 14 日敦促日本方面打消念头，即

拉美国加入日方，与俄方谈判缔结和

平条约。

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拉夫罗夫

14日与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磋商

签署和平条约事宜，稍后在记者会上

说，日方必须打消拉美国加入俄日和

平条约谈判的企图。

他说，日方近来试图将美国变成

谈判一方“令人愤慨”，他与河野会面

时向后者传达俄方立场。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外交特别

助理河井克行上周说，美国应该有兴

趣参与俄日谈判，美方加入有“好

处”。

拉夫罗夫认定河井这番言论“不

可容忍”，继而质疑日方在“如此依赖

美国”的情况下是否有独立交涉问题

的能力。

拉夫罗夫同时谴责美国在日本

境内部署全球导弹防御系统，认定这

一举措让俄日关系复杂化。“美国以

遏制朝鲜核威胁为由部署反导系统，

事实上对俄罗斯等国构成安全威

胁。”

俄罗斯外交部先前说，在日本部

署反导系统是美国扩张全球反导系

统的又一步，实际是在日方协助下再

次违反《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

中短程导弹条约》，即《中导条约》。

俄日外长14日磋商没有取得突

破，双方就岛屿争端的分歧难以弥

合。 据新华社电

[相关] 俄罗斯不容美国插足

一天前遇刺的波兰北部港口城
市格但斯克市市长帕维尔·阿达莫维
奇14日伤重不治身亡，震惊波兰乃
至整个欧洲。数以千计波兰民众自
发组织悼念阿达莫维奇的活动。

多名波兰和欧洲政要谴责这一
暴力袭击。波兰总统安杰伊·杜达呼
吁民众团结，但他本人14日同样遭
遇死亡威胁。

14日傍晚，民众自发在格但斯
克和波兰首都华沙等城市组织守
夜。不少人手捧蜡烛，还有人用手机
屏幕制造光亮。在华沙，人们举起写
有“停止仇恨”字样的横幅。

当天早些时候，在13日晚慈善
筹款活动现场遭一名27岁男子多次
捅刺心脏和腹部的阿达莫维奇因伤
势过重离世。他先前经历大约5小
时手术和大量输血抢救。

阿达莫维奇53岁，出任格但斯
克市市长20年，去年在市长选举中
以65%的得票率第六次胜选。美联社
报道，他去世后，格但斯克市降半旗
致哀。不少市民14日自发为阿达莫
维奇输血。一些人说，老板准许他们

放下工作去给市长输血。
阿达莫维奇生前曾是公民纲领

党成员，2015年退党。图斯克是公
民纲领党的共同创始人。袭击阿达
莫维奇的嫌疑人自称在公民纲领党
执政时期遭错误监禁和虐待，当时图
斯克任波兰总理。

波兰官方没有公布男性嫌疑人
的全名，只称他为斯特凡·W。嫌疑人
14日正式受到谋杀指控。如果罪名
成立，他可能被判终身监禁。

波兰总统安杰伊·杜达14日召
开记者会谴责袭击是“难以想象的邪
恶”，对想要做善事的民众是一次“打
击”。他同时呼吁人们团结一心对抗
暴力。

路透社报道，杜达本人同样遭遇
死亡威胁。波兰警方14日晚经由社
交媒体宣布，逮捕一名72岁华沙男
子。这名男子致电当地一家社会福
利中心，威胁要杀掉杜达。

另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报
道，警方很快查出电话打出的地点，
逮捕这名男子。警方没有公布他的
身份。 据新华社电

波兰市长遇刺身亡
总统再遇死亡威胁

人们在波兰首都华沙悼念遇刺身亡的格但斯克市市长。 新华社 图

韩国国防部15日发布《2018国
防白皮书》，删除朝鲜政府和军队是

“敌人”的表述。这一变化反映南北
关系改善。

新版白皮书用“敌人”指代更广
泛的国家安全威胁，笼统地把威胁和
侵犯“韩国主权、领土、国民生命和财
产安全”的一切势力界定为敌人。韩
国国防部在一份新闻稿中说，这一概
念不仅包含朝鲜，还包含跨国威胁、非
军事威胁以及不断增加的潜在威胁。

白皮书没有提及韩国为应对朝
鲜导弹威胁而构筑先发制人式“杀伤
链”系统，准备在大规模冲突中对朝
鲜领导层实施“斩首”的“大规模惩罚
报复”计划。韩联社解读，这些术语
可能被朝方视为挑衅，新版白皮书因
而以“战略打击系统”取而代之。

白皮书写道，韩朝曾在军事对峙
与和解合作之间来回摇摆，但双方

2018年三度举行首脑会晤，朝美首脑
会晤首次举行，为朝鲜半岛无核化与
停和机制转换营造崭新的安全环境。

韩国每两年发布一次国防白皮书，
涉朝表述几经变化，折射南北关系。
2010年3月，韩国海军“天安”号警戒
舰在西部海域爆炸沉没，46名水兵死
亡，朝鲜半岛局势高度紧张。同年晚
些时候发布的2010年版韩国国防白
皮书重新使用“敌人”表述，沿用至
2016年。

美联社分析，新版白皮书肯定会
招致韩国保守派批评。

韩国国防部新闻稿说，白皮书同
样写明，韩国军方“将为一切情况做
万全准备”，包括涉及朝鲜“大规模杀
伤性武器”，同时顾及正在改善的南
北关系。自去年三次南北首脑会晤
以来，双方努力缓解紧张局势、构建
互信。 据新华社电

韩国防白皮书删除“朝鲜为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