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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计划于 14 日至 17 日访
问埃塞俄比亚和尼日尔，寻求巩固埃塞当地的
停火协议，加强双边安全合作，提振双边关系。
舆论注意到，近年来，美国持续加强与非洲国家
的合作，旨在抗衡中国和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影
响力。但是，美非关系难以通过一次访问大幅
提升。在拉拢非洲国家的过程中，美国究竟能
投入多少资源，也是未知数。

▶▶出访之年
多年来，非洲并未引起美国太多关注。但

自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的非洲政策发生转
变，非洲在美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迅速提升。

去年8月，拜登政府放眼未来5年，推出针
对《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战略》。去年12月，美国
政府时隔8年再次操办美国—非洲峰会，邀请近
50位非洲领导人参加。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
究所研究员贺文萍注意到，此后美国高官频繁
出访非洲。

今年 1 月，先是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打头
阵”，对塞内加尔、赞比亚和南非进行了为期10
天的访问。紧接着，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琳达·托
马斯-格林菲尔德前往加纳、莫桑比克和肯尼
亚。今年2月，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对纳
米比亚和肯尼亚展开为期5天的访问……

在此背景下，布林肯成为今年第4位访问非
洲的美方“贵客”。这也是布林肯继 2021 年 11
月、2022年8月之后再度到访非洲。

美国务院非洲事务助理国务卿莫莉·菲直
言：“今年将是美国官员出访非洲的一年。我们
预期会有更多政府高层访问非洲，深化和扩大
我们的伙伴关系。”

确实，美国对非洲的外交攻势愈演愈烈。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正计划于本月底至下月初访
问加纳、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作为美国历史上
首位拥有非裔血统的副总统，哈里斯此行颇受
关注。

但“重头戏”还在后头。据报道，美国总统
拜登计划今年访问非洲。若实现，这将是近十
年来美国总统首次到访该地区。贺文萍注意
到，今年美国外交将有两个“大动作”——召开
美非峰会以及所谓“民主峰会”，因而需要加强
与非洲国家的合作。

▶▶针对中俄？
舆论注意到，美国高官密集访非发生在

大国竞争背景下。近年来，中国和俄罗斯与
非洲国家的合作不断加深，引起了美国的关
注和行动。

贺文萍注意到，近期，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频繁出访非洲，先后前往马里、毛里塔尼亚、苏
丹，这也是拉夫罗夫近半年来再度访非。

此外，中国新任外长秦刚也在1月进行了为
期7天的访非之行，目的地包括埃塞。这是秦刚
上任后首次出访，体现了非洲和中埃塞关系在
中国外交全局中的特殊重要性。

在此背景下，舆论普遍认为，美国高官意在
拉拢非洲，加强双边关系，抗衡中俄在当地的影
响力。有美国媒体称：“拜登政府一直致力于恢
复与非洲各国的关系，这是其最重要的地缘政
治目标之一。”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袁征指出，
美国对非洲的重视程度提升，发生在拜登政府
寻求恢复美国的领导地位、美国将中国视作头
号战略竞争对手的背景下。

“美国体现出在全球范围内与中国展开全
方位、多领域竞争的动向。在非洲和南太地区，
美国追赶中国步伐的动向尤为明显。”

袁征注意到，一方面，自冷战结束后，美国
由于在非洲地区并无太多利益，因而不愿加大
援助，呈现“淡出”趋势。而中国重视与非洲地
区发展友好关系，并给当地民众带来了实实在
在的好处。但在美国看来，这意味着自己在非
洲的影响力下降，中国的影响力迅速上升，美国
因而“重返”非洲。

另一方面，鉴于非洲国家的规模，其在联合
国的表决过程中具有一定影响力。“没有非洲的
支持，美国就难以做出大文章。美国正试图改
变这种局面。”袁征说。

▶▶各有侧重
布林肯于 15 日到访埃塞首都亚的斯亚贝

巴，会见埃塞政府和“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
（“提人阵”）武装领导人。

“提人阵”是原执政联盟埃塞人民革命民主

阵线的核心政党，曾实际控制国家政权。2019
年12月，埃塞总理阿比正式成立新执政党埃塞
俄比亚繁荣党，把“提人阵”排除在外，此后两党
矛盾不断加剧。2020年11月起，“提人阵”武装
与埃塞政府军不断发生武装冲突。

贺文萍指出，这场冲突还波及了美国与埃
塞的关系。去年1月，美国将埃塞从《非洲增长
与机遇法案》受惠国名单中剔除。但在去年11
月，埃塞政府和“提人阵”武装达成停火协议，美
国与埃塞的关系也出现缓和。

不过，贺文萍注意到，有消息称停火协议并
未得到完全落实。因此，布林肯此行既包含提
振双边关系的考量，也将重点讨论停火协议执
行情况。

同时，有报道称，埃塞也希望进一步缓解与
美国的紧张关系，减轻地区冲突对双边关系的
影响，包括经贸方面的影响。贺文萍表示，由于
非洲国家相对处于弱势，亟须发展，因而希望拥
有更多合作伙伴，在国际议题上也多采取中立
态度。因此，埃塞也希望以停火协议为契机，寻
求恢复该国在《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中的优惠
待遇。

随后，布林肯将于 16 日到访尼日尔首都
尼亚美，他也将成为首位到访尼日尔的美国
国务卿。

贺文萍指出，尼日尔是在萨赫勒地区进行
反恐行动的前线国家。近期，当地事态发展出
现变化——在当地反恐的法国遭遇“逐客令”，
而俄罗斯的影响力有所扩大。因此，布林肯此
行预计将会关注西方在当地的反恐行动，寻求
遏制俄罗斯在当地的影响力。

布林肯还在行前表示，除了地区议题外，他
将前往埃塞和尼日尔讨论全球议题，包括粮食
安全、气候变化、卫生健康等。两位学者均注意
到，这些都是非洲国家颇为关切的议题。

袁征还指出，美国或借此议题为抓手，发挥
“领导作用”，发展同非洲国家的关系。“如果无
视非洲国家的关切，美国就难以赢得地区国家
的尊重。”

▶▶能否起效？
作为拜登政府外交攻势的一环，布林肯此

行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两位学者均表示，双边
关系难以通过一次访问大幅提升。“双边关系难
以通过一次访问开启新篇章。”贺文萍说，届时
双方不太可能就双边关系发展蓝图等议题达成
具体成果。

首先，美国和埃塞之间仍存在“温差”。莫
莉·菲称，双边关系的全面正常化需要埃塞采取
更多稳定局势的举措。贺文萍注意到这一表
态，这似乎表明美国并不愿意轻易恢复埃塞在

《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中的优惠待遇，甚至可
能将其作为筹码。因此，布林肯此行包含两重
含义：一是施压埃塞履行停火协议，二是释放
善意。

不过，贺文萍表示，美国高官接连到访或为
拜登访非以及新一届美国—非洲峰会做铺垫。

袁征则指出，美国能否在非洲实现外交目
标，并不取决于“口惠”，而是取决于“实至”，即
真正的关心和帮助以及实质性的举措。例如，
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帮助非洲发展，让当地民
众感受到实惠。

不过，袁征预计美国政府在这方面难有作
为。这是因为联邦政府受制于体制，手头资源
有限，而以盈利为目的的私人资本看似不愿投
入非洲。眼下，美国政府本身还面临“债台高
筑”的困境。

其次，“新孤立主义”正在美国抬头，部分共
和党议员正在推动大幅削减对外援助。

最后，美国开出的支票能否兑现，仍然有待
观察。在上一届美国—非洲峰会上，美国承诺
在未来3年里向非洲提供550亿美元投资。但
这笔资金将如何使用，背后隐藏着什么条件，能
否全部交由非洲国家用于支持自身发展，这些
问题都引发思考。毕竟，埃塞就曾被美国踢出
过《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 本报综合消息

布林肯到访非洲 为拜登打前站？

饱受“病痛”困扰的瑞士老牌银行瑞士信贷
银行15日股价暴跌，欧洲股市银行股同样跳水。
瑞士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机构随即发声，准备提
供金融支持。分析师警告，鉴于瑞信的体量和业
务规模，一旦“出事”，“将不仅仅是瑞士的问题”。

危机重重
15日，瑞信最大股东沙特阿拉伯国民银行董

事会主席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出于监管规定方面
考虑，不会增持在瑞信的股份。当天，瑞信股价
收盘下跌24％，报收于约1.7瑞士法郎（约合1.83
美元）；盘中一度下跌30％至历史低位，最低点价
格相比2021年2月缩水85％。

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和央行瑞士国家银行当
天晚些时候发表联合声明，表示瑞信“满足系统性
重要银行所需的严格资本和流动性要求”，“如有
必要，瑞士国家银行将向瑞信提供流动性支持”。

瑞信对央行的表态表示欢迎，打算接受金融
支持。路透社报道，届时，瑞信将成为2008年金融
危机以来首个接受央行救助的大型全球性银行。

瑞信 2007 年股价曾达到 80 瑞士法郎以上，
近年来却因麻烦缠身而每况愈下，包括投资亏
损、管理不善、高层更换频繁等。瑞信去年净亏
损73亿瑞士法郎（79亿美元），为连续第二年净亏
损，幅度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大。

本月5日，瑞信大股东美国哈里斯伙伴公司
说，已在过去数月间清仓所持瑞信股票。瑞信14
日发布年度报告，承认对财务报告的内部控制存
在“重大缺陷”。这份年度报告原定上周发布，但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瑞信修改部分内容。

影响巨大
近日，美国区域性银行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

关闭，市场震动，欧洲银行业也被恐慌情绪笼
罩。欧洲各国政府和央行忙于安抚人心之时，瑞
信出现的情况令欧洲银行业雪上加霜。

欧洲股市银行业指数15日整体下跌7％，自
本月8日以来市值蒸发超过1200亿欧元（1270亿
美元）。大型银行中，法国巴黎银行股价下跌超
过10％，法国兴业银行股价跌幅一度达到12％，
这两家银行股票一度暂停交易；德意志银行和英
国巴克莱银行股价下跌大约8％。

瑞信资产约为 5300 亿瑞士法郎（5730 亿美
元），体量远超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英国凯投
国际宏观经济咨询公司首席欧洲经济师安德鲁·
肯宁哈姆认为，相比美国中型银行，瑞信资产庞
大且在全球业务广泛，它的情况“对全球经济而
言受关注度大得多”，“瑞信不仅仅是瑞士的问
题，而是全球问题”。

肯宁哈姆说，尽管瑞信被广泛认为是欧洲大
型银行中最薄弱的一环，但并不是近年来唯一盈
利性弱的银行，瑞信的处境再次引发疑问：这是一
场全球性危机的开始，还是仅仅是另一个特例？

路透社15日援引一名业内人士的话报道，虽
然美国大银行认为瑞信风险目前仍可控，但数月
来已经开始管控它们在瑞信的风险敞口。两名
监管部门人士披露，欧洲中央银行已经要求受监
管的银行报告它们在瑞信的风险敞口。此外，美
国、英国等多国政府和央行也在密切关注瑞信相
关情况。 新华社特稿

新华社东京3月16日电（记
者郭丹 李光正）日本2023防务与
安全设备国际博览会15日在日本
千叶县幕张会展中心开幕。300
多名民众聚集在会展中心门前，
强烈抗议日本强化武器交易的行
径。

这是日本第二次举行该展
会，首次举办是2019年。展会上，
来自65个国家的250个军事装备
企业参展，较 2019 年增加约 100
家企业。

当日，300多名民众聚集在会
展中心门前，高喊“拒绝为战争准
备”“拒绝死亡商人”“反对战争”
等口号强烈抗议日本强化武器交
易。抗议演讲之后，民众还集体
倒地，以行为语言以示抗议。

日本自 2014 年废除“武器出
口三原则”、通过了原则上解禁武
器出口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
后，日本武器出口势头开始加
速。2022 年年底通过的新版“安
保三文件”，将日本未来五年的防
卫费总额定为约 43 万亿日元（1
日元约合 0.0076 美元）。高额的
防卫费中包含了大量购买武器装
备的费用，这也成为吸引大量海
外展商的原因。

日本“停止大军扩行为”代表
杉原浩司表示，“2027 年后，日本
防卫费将占 GDP 的 2％，将成为
世界第三大防卫费大国，而且还
将拥有反击能力，这使得宪法形
同虚设。日本现在积极参与并推
广的这种武器交易展，是助长国
家之间纷争的行径，这不仅违反
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从根
本上更是违反了宪法第9条。”

此次展会上，日本与英国、意
大利联合研发的新一代战斗机的
VR 展厅高光亮相，参观者可以
通过VR展厅体验新一代战机的
驾驶与操作。日本千叶市议会
议员中村公江在参观完展会后
对记者表示：“一个标榜‘专守防
卫’的国家，却在展示杀伤性武
器‘地雷’，还积极与英、意联合
研发新一代战斗机，这真的让人
感到非常危险。”

瑞信拉响瑞信拉响““失血失血””警报警报 央行准备央行准备““输血输血””救助救助

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日本民众集会反对
日本强化武器日本强化武器交易交易

这是在瑞士卢塞恩拍摄的瑞士第二大银行瑞士信贷银行这是在瑞士卢塞恩拍摄的瑞士第二大银行瑞士信贷银行
（（瑞信银行瑞信银行））大楼大楼（（22月月1313日摄日摄）。）。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连漪连漪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