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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统一部17日说，韩
国和朝鲜当天完成为期10
天的东海线铁路联合考察，
韩国考察团随后回国。韩国
考察团一名成员说，东海线
朝鲜境内路段轨道状态欠
佳，部分路段时速仅为大约
30公里。

考察团成员、 韩国国土
交通部建设课课长林钟一回
国后告诉媒体记者， 东海线
铁路整体状况与京义线类
似，轨道状态欠佳，列车无法
高速行驶。

林钟一说， 金刚山站至
安 边 站 路 段 的 轨 道 建 于
1997年，设施陈旧，只在必
要时通车。在部分路段，列车
行驶速度仅为每小时大约
30公里，行驶至咸镜北道罗
津和清津时速度略有提升。

按他的说法，这次是“大
致”考察，韩朝考察人员一致
认为有必要明年初组织深入
考察。

多家媒体报道， 涉朝制
裁是阻碍韩朝铁路和公路合
作的原因之一。

日本多家媒体17日分别
发布民意调查结果， 首相安
倍晋三内阁所获支持率比11
月下滑4至6个百分点； 其中
两项民调显示， 安倍内阁不
支持率高于支持率。

从性别看， 安倍在女性
群体中所获支持率低于男
性。《每日新闻》民调显示，安
倍在男性群体中所获支持率
为41%， 在女性群体中仅为
33%。44%的女性选择给安
倍“差评”，男性为36%。

从以往民调结果看，女
性和无党派群体是安倍的
“软肋”。一些媒体猜测，安倍
的“家长式权威领导”是导致
他在女性群体中支持率偏低
的原因。

一些媒体报道， 安倍支
持率下跌与国会强行通过
“接纳外籍工人”法案和强行
启动驻日美军基地搬迁计划

相关。
日本国会参议院8日通

过一项法案， 拟新设两种针
对外籍劳动者的签证类型，
符合条件者可获得永久居留
权。 日本政府希望以这项政
策吸引更多外籍劳动者，应
对部分行业劳动力短缺的现
状。在野党方面质疑，这一举
措过于匆忙， 可能给日本社
会造成负面影响。

日本政府14日不顾冲绳
民众抗议， 启动美军普天间
基地搬迁填海工程， 向边野
古海域投入沙土。

按在野党阵营的说法，
安倍政府一系列强硬手法招
致民众反感。 国民民主党党
首玉木雄一郎说， 最新民调
是民众对安倍政权凭借国会
所占人数优势“强硬与傲慢”
的反应。

【电话商讨】

埃尔多安17日在土耳其
中部省份科尼亚发表电视讲
话，宣布土耳其“将对幼发拉
底河东岸发起军事行动”。他
说， 已经与特朗普“讨论此
事，他给予正面回应”。

美国白宫暂时没有回应
埃尔多安的说法。 白宫14日
确认， 特朗普与埃尔多安当
天通过电话， 讨论叙利亚局
势， 双方同意为实现各自安
全目标继续保持协调沟通。

埃尔多安17日没有提及
他与特朗普的通话内容，只
说土方等待美方兑现承诺；
土方已经做好准备，可能“随
时”发起军事行动。

按照法新社的说法，埃
尔多安似乎暗示， 与美国仍
有商量空间。

美军现有大约2000人与
“叙利亚民主军”驻扎在幼发
拉底河以东地区， 占据幼发
拉底河西岸的曼比季市。

一名熟悉叙利亚问题的
消息人士披露， 美国政府要
求埃尔多安避免军事介入曼
比季，警告说一旦受到威胁，
美国将自我防卫。

【纠缠引渡】

叙利亚问题之外， 美国
和土耳其作为北大西洋公约
组织盟友就是否引渡“居伦
运动”领导人费特胡拉·居伦
争执不下。

土耳其认定长期在美国
居住的居伦幕后主导2016
年未遂军事政变， 要求美方
引渡，遭美方拒绝。居伦本人
否认与未遂军事政变相关。

土耳其外交部长梅夫吕
特·恰武什奥卢16日说，特朗
普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
利斯与埃尔多安会晤时说，
“美国正就引渡居伦等人做
工作”。

德新社报道， 恰武什奥
卢近期访问美国时， 交给美
国国务卿蓬佩奥一份84人名
单， 是土方要求美方引渡的
人员。

然而， 土方的说法遭美
方否认。 一名要求匿名的白
宫官员17日说， 特朗普没有
就引渡居伦向埃尔多安作出
承诺。

第73届联合国大会12月
17日通过《难民问题全球契
约》（简称《契约》），以期帮助
各国更好地应对大规模的流
离失所和难民危机。

《契约》希望，政府和私
营部门增加投资来解决难民
问题，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并提
供惠及难民的收容社区服务。
《契约》 还要求制定政策和措
施，使难民能够在流离失所期

间接受教育并过上温饱生活，
将通过设立跟踪系统来监测
相关进展，包括每四年举行一
次“全球难民论坛”，让各国政
府汇报相关情况并就一系列
举措做出承诺。

《契约》获得联合国181
个会员国的支持， 美国和匈
牙利投票反对。《契约》 不具
法律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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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军在叙东进 特朗普默许？
埃尔多安呼吁美方兑现承诺 美国政府要求土避免军事介入曼比季

观
察

10月初，沙特阿拉伯记者卡
舒吉在土耳其离奇死亡一案，在
国际舆论场掀起巨大波澜。这一
事件的背后集合了所谓的“政治
阴谋”、石油美元、军火交易、大国
博弈等诸多元素，成为中东多强
并立、相互牵制这一复杂局面的
一个缩影。未来，这一格局仍将继
续延续和演化。

常居美国的沙特籍记者卡
舒吉在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
馆内遭暗杀后，土耳其媒体很快
爆出土方掌握相关录音资料。随
后，土方披露案件细节，牢牢掌控
事件发展节奏，试图借此撬动现
有土、美、沙三方关系。

除土耳其外， 一年来伊朗、
沙特、以色列等中东地区其他重

要国家也各展所能，力争在地区
格局的重塑中发挥作用、打上本
国烙印。

在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制裁
不断加码的强大压力下，伊朗毫
不屈服，誓言抗争到底，采取一
系列措施， 旨在对内维护稳定、
对外扩展合作；沙特虽在叙利亚
问题上遭遇挫折，但继续在也门
领导阿拉伯多国联军打击当地
反政府胡塞武装并取得进展；以
色列一方面坚持对巴勒斯坦武
装组织的反以军事活动采取强
硬政策，并多次空袭叙利亚境内
被怀疑同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
有关的军事目标，另一方面主动
同阿曼等阿拉伯国家及乍得等
非洲国家交好。

多强并立 中东格局面临重塑

联大通过《难民问题全球契约》

韩朝完成铁路联合考察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7日说， 土耳其可能
“随时”在叙利亚东北部采取军事行动；美国总统
特朗普对土方打击幼发拉底河以东库尔德武装
的打算给予“正面回应”。

埃尔多安同时呼吁美方兑现向土方作出的
承诺。法新社推断，他似乎暗示涉及军事选项，与
美国仍有商量空间。

另一个域外大国俄罗斯与中东各国的关系， 在过去的一年中可
用“卓有成效”来形容。

11月19日，俄土两国总统在伊斯坦布尔共同出席了“土耳其溪”
天然气管道项目海底工程竣工仪式。俄总统普京在致辞时强调，如果
没有“政治意愿和勇气”，这个项目不可能得以实施。这一线路是此前
因乌克兰危机而夭折的“南溪”项目的替代线路，一旦建成，俄将有能
力绕开乌克兰实现对欧洲供气。

俄土两国在防务领域的合作也越发紧密。在美国重重阻力
之下，土耳其成为北约首个购入俄S-400反导系统的成员国，埃
尔多安多次表示将尽快把S-400系统部署到位。 在叙利亚问
题上，俄土合作最终促成在伊德利卜建立非军事区。

与此同时，俄在中东地区对美国等西
方国家的态度也更加强硬。今年9月，
俄海军与空天军在地中海东部海域
举行军事演习，这是冷战结束以来俄

在地中海地区举行的最大规
模军演， 意在展示俄反
对西方国家武力干涉叙
战局的意志和能力。

卡舒吉事件凸显美国在中
东地区顾此失彼的窘境。美国既
需要维护美沙盟友关系、保住两
国军火大单，又需要应付国内和
国际舆论压力，迫不得已做点表
面文章，宣布对沙特数名卡舒吉
案相关人员进行制裁。

美国在卡舒吉案上进退失
据，反映出近年来其在中东地位
和作用明显削弱。 在叙利亚，美

国多年着力培植的反政府武装
早已失势，巴沙尔政权扭转颓势
站稳脚跟。巴以问题一直是中东
地区一个根源性问题，在过去相
当长时期内也是美国处理中东
问题的一个重要抓手。但随着美
国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
首都并将驻以使馆从特拉维夫
迁至耶路撒冷，美国丧失了推动
巴以和平进程的重要杠杆。

安倍“差评”多 支持率下滑

美国地位削弱

俄罗斯:站稳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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