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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归来”，挑战在选举后! ! ! !俄罗斯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
（统俄党）!" 日正式推选普京参加
明年总统大选。分析人士认为，从根
本上看，普京参选总统是俄国家稳
定发展的需要，但同时也是普京在
俄政坛居于较强势地位的体现。

参选 性格所在
分析人士认为，普京被全票推

选为总统候选人完全在意料之中。
普京是统俄党最高领袖，正是在他
的支持下，统俄党从 !##$年开始成
为议会第一大党并执政至今。
在国际经济危机持续的背景下，

俄罗斯需要全体人民更加团结、联合
起来。而普京的威望以及社会和统俄
党对他的信任无人可比，俄罗斯正需
要这样的人带领国家渡过危机。

此外，普京再次参选也与他强势
的个性有关。普京无意退出政治舞
台，而是决定全力以赴地工作，去解
决重要的问题并取得成功，显然，象
征性的岗位不是普京性格所在。

选举 得赢两场
俄国家杜马选举将于 %! 月 &

日举行。统俄党如获胜，将有利于普
京。梅德韦杰夫说，国家杜马选举结
果将影响总统选举进程，统俄党的
胜利越具说服力，总统选举的胜利
就越加坚实而可信。
如果说此次大会正式推举普京

为总统候选人只是在完成必要程
序，那么为统俄党冲刺国家杜马选
举加油打气则是更迫切的目标。

普京说，过去 %#年，俄结束上
世纪 '#年代的混乱，实现稳定发
展，并克服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
影响，经济持续增长。这一切都是在
统俄党的参与和直接支持下做到
的，统俄党及其执政团队比其他任
何人都更清楚，俄新时期的发展需
要做些什么、应当怎么做。

在俄政党政治中，“普京因素”
是舆论经常提及的一个话题，意指
普京支持哪个政党，哪个政党的选

民支持率、选举获胜率就会大增。目
前距杜马选举只有一周时间，各党
竞选活动进入最激烈阶段，也是争
取仍在观望选民的关键阶段。影响
力无人可及的普京亲自发声，无疑
将对统俄党冲刺选举、最大限度争
取选民产生积极影响。

民意 仍然领先
在梅德韦杰夫(普京组合的领

导下，近年来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
展取得的成果切实可见，这是分析
人士普遍认为普京及统俄党在选举
中占据优势的根本原因。

历经 !##)年国际金融危机及
蔓延至今的美欧债务危机，俄虽然
受到一定影响，但宏观经济形势保
持了相对稳定的增长。调查显示，多
数俄罗斯人承认普京及统俄党的执
政成就，肯定国家当前的发展路线。
根据 !! 日公布的民意调查结果，
$'*的俄罗斯人认为，“普京归来”
将给国家发展带来新动力。
舆论普遍认为，与其他政治人

物和党派相比，普京和统俄党的民
意支持率始终处于绝对领先，在总
统和议会选举中胜出几无悬念。普
京要面临的挑战，是在赢得选举后、
国际经济大环境复杂的背景下，切
实推动现代化进程，使经济更快更
好发展、民众生活显著改善、社会更
加稳定和谐。 新华社记者 魏良磊

! ! ! !问! 从对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处

理方式"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阿盟的

性质与作用#

答! 阿盟是阿拉伯最早成立也

是目前唯一的包含所有阿拉伯国家

的地区性国际组织! 在过去几十年

里! 阿盟在加强成员国之间密切合

作"维护阿拉伯国家主权与独立!协

调彼此的活动方面发挥了积极有效

的作用!但最近 !"年多来!尤其是

海湾战争之后! 阿拉伯世界内部出

现越来越严重的分裂和分化现象!

阿盟的地位和作用也日渐式微!在

许多地区性问题上形不成统一看

法# 这其中既有阿拉伯国家内部存

在严重利益分歧的原因! 更有美国

及西方国家对阿盟的渗透$ 阿盟在

是否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问题上的

意见并不一致! 相关决议最后得以

勉强通过! 一方面表明阿盟自身缺

少解决成员国危机的手段和权威!

另外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其受制

于美欧影响的一面$

阿盟对利比亚危机的处理方

式最终使美欧扫清了军事干预利

比亚的障碍$ 阿盟对此感到%受了

忽悠&$ 因此! 在处理叙利亚问题

上!阿盟虽然近期动作连连!甚至

有些咄咄逼人! 但对可能导致西方

动武的敏感问题上的表态却是慎之

又慎$ 阿盟最近对叙提出严厉的制

裁决议!但对设立%禁飞区&的话题

只字未提$

与利比亚危机处理方式不同!

阿盟这次显然希望在叙利亚问题处

理上掌握主动权和主导权$ 其中的

主要原因是'

第一"与利比亚不同!叙利亚与

阿拉伯各国的关系和利益要复杂得

多! 并且伊朗和土耳其对于叙利亚

问题的关注也是阿拉伯世界十分警

戒的! 阿拉伯国家既希望通过打压

叙利亚来遏制伊朗对地区的影响

力! 又不愿看到土耳其在阿拉伯国

家事务上有过多表现$

第二"如前面所说!美国和西方

并未做好打击叙利亚的准备! 眼下

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在叙利亚问题

上进行更多的投入$

因此! 当下正是阿盟发挥积极

作用的好时机$

叙利亚：重蹈利比亚覆辙？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所长 李伟建研究员

利 比
亚战争刚
结束，叙利
亚局势又
恶化。西方
国家台前
幕后鼓动、支持和武装
叙利亚反对派，让人联
想起早前的利比亚形
势，担心“叙利亚会不
会成为下一个利比
亚？”专家认为，决定这
个问题的主要有三个
变数。第一是叙利亚国
内反对派的力量是否
足够强大，第二是美国
为首的西方国家和推
翻叙现政府的政治意
愿是否足够强烈、准备
是否充分。第三是阿盟
以及其他一些国际力
量是否有足够的影响
力阻止事态进一步恶
化。 $$$编者

! ! ! !问! 叙利亚国内目前的反对派

力量如何# 他们的诉求与之前利比

亚的反对派有何异同#

答!叙利亚反对派主要由两部分

人组成!一部分是长期来一直对仅占

叙利亚穆斯林人口 !#$的阿拉维派

长期统治不满的宗教人士!包括过去

曾经因发动反政府叛乱而被巴沙尔

政府镇压并被取缔的穆斯林兄弟会

成员及对阿拉伯复兴社会党长期一

党专政不满的政党团体" 社会精英!

知识分子和军人等!这些人构成了目

前反政府的主要力量$ 另一部分是 #

月 !%日以来参与反政府示威的普通

民众和青年学生$这部分人群成分更

为复杂!但更多是对现实生活不满$

目前为外界所知的反对派组织

主要有三个'一个是%叙利亚全国委

员会&!于 &月 !%日正式建立!共有

!'"名成员$ 该组织认为!叙利亚革

命将分成政权更迭" 过渡时期和未

来政治道路三阶段进行! 每个阶段

需要(个月$ 第二个是%地方协调委

员会&!主要由年轻的抗议者组成!约

有几百名成员$该组织的主要作用是

记录抗议运动的进展及在叙全国传

播抗议活动的信息!是组织民众示威

运动的主要力量$以上两个组织到目

前为止都反对外国军事干预!希望通

过非武力方式迫使巴沙尔下台$

第三个是 %叙利亚自由军&!)

月 *&日通过发布在 +,-.-/0上的

视频宣告成立! 主要由脱离政府军

的变节士兵组成! 由原空军上校利

雅得(阿萨德任总指挥官!总部设在

土耳其$ %叙利亚自由军&建立之初

只有 !"""多名成员!如今据称已发

展到 !%"""人! 成为反对派团体中

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武装力量$

与利比亚各反对派别在武装推

翻卡扎菲政权问题上变现出来的团

结一致"协同作战精神不同的是!目

前叙利亚各反对派之间缺乏统一的

领导和行动计划$

叙利亚反对派与利比亚反对派

在诉求上有相同之处! 他们都高举反

对专制"要求民主的大旗!要求推进政

治改革!实现政治多元化$ 不同的是!

利比亚反对派在把推翻卡扎菲政府作

为目标!并得到西方大力支持$而叙利

亚反对派一开始并未要求政府下台!

只是希望加快改革进程$ 阿盟甚至美

国和西方开始也只是要求叙政府顺

应民意!立即实施政治改革$

后期叙利亚形势持续恶化的主

要原因有三' 首先是民众不满政府

改革步伐! 而周边国家局势变化一

定程度上助推了叙民众的抗议浪

潮$ 其次是因为叙政府军在与反对

派武装分子冲突中造成大量平民伤

亡!引起极大的负面反响!国际舆论

出现一边倒$ 西方一些国家明确表

示巴沙尔政府必须下台! 阿拉伯国

家及土耳其等国态度也开始转向!

给了叙利亚反对派极大的鼓舞$ 第

三! 利比亚战争结束! 西方腾出手

来! 加大了对叙利亚政府的施压和

对反对派的支持! 进一步激化了叙

反对派与政府的矛盾与对抗$

从目前情况看! 总体形势似乎

对反对派有利! 但各反对派组织仍

未形成合力! 也未获得国际社会的

广泛认可! 反对派武装在军力和斗

志上远未形成推翻政府的能力$

! ! ! !问! 欧盟会否像对待利比亚那

样以北约或联合国名义对叙利亚实

施军事打击#

答!利比亚战争后!有些人将西

方的军事干预称为%利比亚模式&$ 叙

利亚危机升级后! 西方是否会在叙利

亚复制%利比亚模式&成为关注焦点$

所谓%利比亚模式&并不单指军

事干预$事实上!美国和西方对利比

亚的行动至少包含三方面内容'首

先是鼓动和支持利比亚国内反对派

的反政府抗议)利用西方主导的国际

舆论对事态进行大量倾向性明显的

报道)主要国家领导人在各种国际场

合发表煽动性言论)一方面冻结卡扎

菲政府海外资产!另一方面向反对派

提供资金和物质支持$ 其次是向阿盟

等地区组织和海湾国家施加影响!通

过它们向直接向利比亚施压! 进而将

利比亚问题国际化! 竭力促成反卡扎

菲的国际共识$ 第三!在利比亚局势

明显对反对派不利时!以安理会名义

为军事干预披上%合法&外衣$

从整个行动看! 美欧是在利比

亚反对派被政府军逼到墙角" 卡扎

菲即将逆转局势时才动武的$ 换句

话说!如果前两项行动能奏效!动武

就不是必需的选项$ 在美欧当前陷

入经济困境及面对多重国际挑战的

情况下! 贸然采取结果难以预测的

军事行动是不得已的选择$ 美国战

略预测公司总裁乔治(弗里德曼不

久前撰文指出! 历时 )个月才置卡

扎菲于死地反映出反对派的分歧严

重"训练不足和能力低下$更重要的

是!%北约认为卡扎菲之死除了令人

欣慰之外还给它带来了什么收获* &

现阶段所谓 %美欧即将像对付

利比亚一样对叙利亚实施军事打

击&的说法!更多是西方向叙政府施

压及鼓舞反对派士气的舆论手段!

媒体的渲染很大程度上加强了这种

效果$虽然从表象上看!西方似乎正

试图将%利比亚模式&至少部分地复

制到叙利亚!但目前来看!军事打击

并不是一个顺理成章的结果$

第一+叙利亚毕竟不是利比亚!

相比卡扎菲在政治上和利比亚在地

理位置上的孤立! 很难想象北约会

干预一个与土耳其"伊拉克"约旦"

以色列和黎巴嫩都接壤的国家!那

极有可能造成地区性混乱$

第二"叙利亚军队"安全部队和

情报机构依然效忠巴沙尔!使保持对

全国局势的掌控$弗里德曼在文章中

指出!关于叙利亚的许多报道来自并

不在叙利亚的反对派!他们描绘了一

幅现政权即将倒台的途径$在弗里德

曼看来!这种情况远未发生!在很大

程度上是%因为巴沙尔的军队忠心耿

耿"纪律严明!反对派涣散软弱$ &

第三" 眼下西方对叙利亚开战

的政治意愿不强!准备不足$ 美国媒

体分析!面对叙利亚局势!美国及英"

法等西欧国家选项有限$尤其是美国

和欧洲当下身陷经济泥潭!被债务危

机拖累!美法又面临明年大选!而叙

反对派尚未形成合力!短期内难有作

为$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即便%有心&

也无力对叙实施军事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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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问!面临空前危机"巴沙尔政府

是否会放弃仍在坚持的强硬立场%

加快改革步伐# 叙利亚局势可能朝

什么方向发展#

答!西方分析人士认为!叙利亚

未来走势有三种可能! 一是叙利亚

发生针对巴沙尔和阿拉伯复兴社会

党的军事政变!但从目前情况看!这

种可能性不大$ 二是现政权同意马

上进行政治改革! 巴沙尔像也门总

统萨利赫一样! 在得到有关各方政

治庇护的情况下交出权力$ 第三个

可能就是滑向内战! 这种可能性被

认为最大!也最有破坏性$

在这种情况下! 阿盟最近的一

系列行动就成为影响叙利亚局势

走势的关键$ 种种迹象表明!目前

在阿拉伯框架内解决叙利亚危机

唯一也是最好的选项$ 最新的消息

是!阿盟秘书长阿拉比表示!虽然

阿盟已决定对叙实施制裁!但如果

叙利亚当局现在还愿意在同意阿

盟派遣观察团的协议上签字!哪怕

是在持有保留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

签署这份协议! 阿盟将立即停止对

叙利亚的制裁$阿拉比还表示!愿与

叙利亚外长在任何时候进行会谈$

同时!叙利亚也没有把门关死!

叙外长穆阿利姆 !!月 *'日曾致函

给阿盟秘书长阿拉比!称叙同意阿

盟向其派遣观察团的协议草案$ 虽

然叙后来又表示暂缓派出赴开罗

签署该协议的代表!但各种分析表

明!面对强大的内外压力!巴沙尔

当局除了接受阿盟的调解之外并

无太多选择$

在和平解决叙利亚危机的大门

未关死" 叙反对派未成气候的局面

下!美国海军%布什&号航母战斗群

*" 日进入地中海以及三艘俄罗斯

军舰进入叙利亚塔尔图斯潜水域的

消息见诸报端! 摆姿态施压力的端

倪远远大于真正开战的迹象$ 由此

看来!各方势力针对叙利亚的博弈!

%文斗&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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