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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3 月 7 日，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向
北约文件保管国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递交瑞典
加入北约的文件。这标志着，原本是国际承认的
七个永久中立国之一的瑞典，正式成为北大西洋
公约组织的第32个成员国。

北约秘书长曾表示，瑞典的加入将使北约
“更强大、更安全”。然而，作为冷战产物和区域
性军事组织，北约长期抱持零和博弈、对抗思维，
不断搅动地区安全局势。有分析指出，北约成功
扩张之际，瑞典却可能因此陷入危机，成为直面
紧张局势的“前线国家”。

两百年中立史，一朝“入约”路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声明，瑞典于 3 月 7 日

向美国交存了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的文书，成为
北约的新成员。

据法新社介绍，瑞典在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
结束时，开始采取中立政策；“冷战”结束后，其中
立政策被修改为军事不结盟，至今已有200多年
未参与战争。

然而，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瑞典和芬
兰放弃长期奉行的军事不结盟政策，开始携手申
请加入北约。

起初，芬兰和瑞典的“入约”申请遭到土耳其
和匈牙利反对。按照规程，北约必须在全部成员
国“一致同意”的前提下，才能吸纳新成员。

经过多轮谈判和协调，芬兰在2023年4月获
准加入北约。此后，在美国及其北约盟友施压
下，瑞典于 2024 年初获得土耳其和匈牙利的批
准，随即加入北约这一军事联盟。

北约集齐北欧“最后一块拼图”，瑞典呢？
瑞典国防研究机构（FOI）分析师达尔舍指

出，瑞典作为“北约在北欧地图上的最后一块拼
图”，现在已经拼上。

当天，美国总统拜登在一份声明中称，瑞典
的加入“令北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乌克
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对瑞典“入约”表示欢迎，并称
希望未来乌克兰也能加入北约。

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称，瑞典的加入将增强
北约的军力，该国拥有至少100架战斗机，是北欧
规模最大的空军。此外，瑞典的国防工业将有助
于提高北约的军工能力。

彭博社则称，芬兰和瑞典拥有先进的装备、
训练有素的部队，两国装备已与北约现有装备相
兼容。随着它们的加入，北约将能够“更好地监
视俄罗斯”。

此外，有分析指出，加入北约后，瑞典或将成
为欧洲北部军事活动的枢纽，以及北约东北部防
御的关键后勤中心。

然而，抛弃中立加入北约给瑞典带来的影
响，或许复杂得多。

瑞典广播电台在报道中指出，如果北约北部
边境发生冲突，外国军队、武器、弹药和燃料等将
被运送至瑞典全国各地，而这可能增加导弹和无
人机等远程武器系统对瑞典的威胁。

瑞典民防大臣卡尔-奥斯卡·博林和瑞典武装
部队总司令米卡埃尔·比登都曾表达过对瑞典被
卷入战争的担忧。“我们需要认识到情况到底有多
严重，每个人都需要做好心理准备。”比登说。

瑞典跨国和平与未来研究基金会创始人扬·
奥贝里此前表示，瑞典加入北约是“不理性的”，
会降低其公民的安全感。瑞典原本支持裁军与
无核化，而今却可能成为被卷入危机和紧张局势
的前线国家，甚至沦为阵营冲突的牺牲品。

俄强烈抗议，或引发重大地缘政治后果？
“瑞典的加入可能会产生重大的地缘政治后

果。”西班牙《国家报》网站在报道中指出。
法新社称，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意味着波

罗的海被北约成员国包围，分析人士称其成为
“北约湖”。

《纽约时报》也指出，新成员令北约在波罗的
海和北海的威慑力量大幅增强，便于北约在波罗
的海“限制俄罗斯海军，并监视北极地区”。

作为冷战遗留物，北约并未随着冷战结束成
为历史，反而继续“东扩”，甚至在乌克兰危机升
级后又启动“北扩”进程，吸纳更多国家。瑞典成
功“入约”，给北约带来所谓“安全”的同时，却招
致了俄罗斯等国的强烈抗议和警告。

俄外交部此前曾表示，瑞典一直保持中立地
位，是波罗的海地区数十年来始终保持稳定和信
任的重要因素。就瑞典加入北约一事，俄驻瑞典
大使馆曾表示，“俄将采取政治和军事技术性质
的应对手段，以消除瑞典加入北约对俄罗斯国家
安全构成的威胁”。

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在近期的年度国情咨文
中称，随着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俄罗斯将加强
在西部边界的武装力量，以应对“北约进一步扩
张的威胁”。 本报综合消息

新华社华盛顿3月7日电（记者 颜亮）
美国总统拜登7日晚在国会发表任期内第
3次国情咨文演讲，阐述其政绩以及竞选连
任纲领，同时花费大量篇幅攻击政治对手、
前总统特朗普。

拜登没有“点名”特朗普，而是用“我的前
任”指代。他指责特朗普破坏“美国民主”、在
枪支暴力问题上不作为等。特朗普在社交媒
体上写道：拜登是美国民主的威胁；拜登国情
咨文“愤怒、极化且充满仇恨”。

拜登演讲时，现场共和党人不时发出
嘘声。目前，民主、共和两党围绕美国南部

边境安全、援助乌克兰等问题分歧和缠斗
激烈。

拜登在国情咨文中“晒出”经济、民生、
社会等领域“成绩单”，称通胀不断下降而
工资水平不断提升。然而，美国普通民众
仍受高物价困扰。多项民调显示，多数美
国人不认可拜登在治理经济方面的表现，
并对美国前进的方向感到不安。

由于美国南部边境移民非法涌入情况
恶化，移民和边境安全成为今年大选重要
话题。拜登在演讲中指责共和党国会议
员，他说，共和党人阻挠国会通过一项他支

持的边境安全法案。代表共和党回击拜登
的亚拉巴马州联邦参议员凯蒂·布里特则
批评拜登失职，一手造成了美国南部“边境
危机”。

拜登在国情咨文中重申对乌克兰的支
持，呼吁国会继续为对乌援助拨款；表示坚
定支持以色列，同时呼吁以色列保护加沙地
区平民。拜登称，他下令美军在地中海靠近
加沙地带水域建立一个临时码头，用于接收
人道主义物资。当晚，示威者在华盛顿特区
举行活动，呼吁巴以停火，抗议美国政府对
巴以冲突的反应和应对。

新华社开罗3月8日电 近两月来，美
英持续对也门胡塞武装目标发动多轮空
袭，扼守红海一端的胡塞武装依然搞出了
大动静：6日，胡塞武装向一艘美国货船发
射导弹，造成2名船员死亡。就在1日，此
前遭胡塞武装导弹重创的英国货轮“鲁比
马尔”号沉入红海。

据媒体统计，去年 11 月以来，胡塞武
装已对红海航线发起至少60次袭击，美英
还以空袭震慑，胡塞武装不仅没有收手，袭
击力度有加大迹象。

红海局势为何越来越乱？胡塞武装战
斗力有多强？美国主导的护航行动，欧洲
盟友为何应者寥寥？

硬碰硬 危机愈演愈烈
去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胡

塞武装频频在红海及也门附近水域袭击关
联以色列的船只，以示对巴勒斯坦的支
持。美英1月12日对胡塞武装发起军事打
击后，胡塞武装将关联美国或英国的船只
纳入打击范围。

胡塞武装负责对外事务的高级官员侯
赛因·伊齐在社交媒体撂下狠话，英国跟随
美国袭击也门，且与美国一道“支持针对加
沙平民的罪行”，胡塞武装“将击沉更多英
国船只”。

也门政治专家阿德尔·达谢拉说，美英
空袭显然无法摧毁胡塞武装武器库。经历
多年内战，胡塞武装有多种措施和足够经
验应对空袭，而且其导弹发射装置可移
动。另外有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背后有
伊朗支持，有能力持续补给自己的弹药库。

有分歧 美欧各自护航
为应对红海商船频频遇袭，美国去年

12 月中旬宣布牵头组建名为“繁荣卫士”
的护航联盟，但应者寥寥。

也门政治分析家阿卜杜勒·拉吉布·哈
迪亚尼认为，美国启动护航主要是为了展现
其“地区安全与和平守护者”的形象。然而，
美国在巴以冲突中的表现让它在中东的声
誉跌至谷底，所以无法在本地区组织军事联
盟、共同应对胡塞武装打击。

也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此举是想让
盟友分担护航成本，甚至拉盟友下水，以减

轻新一轮巴以冲突对以色列和美国的压
力。

美国国防部前官员迈克尔·马尔罗伊
认为，美国似乎想把胡塞武装袭击作为一
个单独的国际问题，同新一轮巴以冲突区
别开来。

然而，美国的算盘没打响，一些欧洲国
家拒绝跟着美国走。

欧盟理事会2月19日宣布启动名为“盾
牌”的红海和海湾地区护航行动，“将确保欧
盟海军在该地区的存在”，以维护其商业和安
全利益。与美英连续空袭胡塞武装目标不
同，欧盟强调其护航行动重在“防御”。但为
了“保护船只免受海上多域攻击”，欧盟表示
有权以防御方式应对攻击。

哈迪亚尼说，欧盟在红海危机中刻意
与美国保持距离，是因为不想站到中东国
家的对立面。红海-苏伊士航线对欧洲非
常重要，欧洲希望通过“自卫性质的护航”
保护自身利益的同时，避免跟着美国陷入
混乱的中东局势。

不停火 红海危机难平
红海乱局直接冲击海运。为规避风

险，多家国际航运企业暂避连通红海的苏
伊士运河航线，改绕非洲南部好望角，导致
航行成本增加、运输时间延长。这条海上
咽喉要道持续阻滞或将冲击全球供应链，
再度推高通胀，为全球经济复苏前景蒙上
阴影。

此次红海危机与本轮巴以冲突直接相
关。也门政治分析人士穆克比勒·纳吉说，
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前，胡塞武装正与也门政
府以及沙特阿拉伯推进也门内战的和平解
决。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受自身政治
理念和背后支持的伊朗影响，选择对红海航
线发动袭击。但如果巴以问题得到解决，胡
塞武装没有动机继续在红海搞袭击。

胡塞武装说，只有以色列停火并允许
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畅通无阻运入加沙地
带，袭击才会停止。

在纳吉看来，美国眼下没有打算对胡
塞武装发动地面进攻，但美国人清楚，仅靠
空袭无法阻止胡塞武装，要解决红海危机，
最好的办法是促成巴以停火。

旨在促成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
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的新一轮谈判日前在埃及首都开罗结束，
未能取得任何进展。哈马斯代表团已于3
月 7 日离开埃及。联合国官员指责以色
列方面在加沙地带实施“饥饿战术”，破坏
当地粮食供应系统。

【谈判无果】
路透社3月7日援引哈马斯的声明报

道，代表团当天离开埃及，将前往卡塔尔向
哈马斯领导人汇报谈判情况。哈马斯将继
续推进有关“阻止（以方）侵略、使流离失所
者重返家园”等议题的磋商和努力。

按照多家外电说法，尽管本轮谈判无
果而终，哈马斯与以色列仍将继续间接沟
通。美国多名高级官员把双方未能达成
停火协议归咎于哈马斯，称这是因为后者
拒绝释放以方年老、患病的被扣押人员。

哈马斯回应说，美国与以色列是合作
关系，美方言辞混淆是非，是以方一直在
阻碍达成停火协议的努力。以方没有出
席本轮谈判，据称原因是哈马斯拒绝提供
仍然活着的以方被扣押人员完整名单。

在本轮谈判中，哈马斯和以色列方面
均未就关键问题做出让步：哈马斯说在达成
长期停火协议前不会释放以方人员；以方则
坚称在彻底消灭哈马斯前不会结束军事行
动，以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3 月 7日重
申，以方将继续推进在加沙地带军事行动。

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下轮谈
判定于本月10日开始。

【“饥饿战术”】
联合国食物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迈克

尔·法赫里3月7日在瑞士日内瓦出席联
合国人权理事会一场会议时指认以色列
实施“饥饿战术”，导致加沙地带粮食供应
系统遭到严重破坏。与会的埃及、伊拉克
等多国代表也指责以色列导致加沙地带
饥荒持续恶化。

按照法赫里的说法，以色列禁止加沙
地带的小型渔船出海，并摧毁渔船、渔屋等
设施。自本轮巴以冲突去年10月爆发以
来，加沙地带渔业约80%受到破坏。位于
加沙地带北部、濒临地中海的加沙城主要
港口的船只更无一幸免，均遭以军毁坏。

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道主义
协调员杰米·麦戈德里克3月6日说，加沙
地带民众饥饿“已达到灾难性程度”。

以色列驻联合国使团法律顾问伊拉·齐
特林则辩称，法赫里的指责是“赤裸谎言”。

给巴以局势火上浇油的是，以色列民
政局高级规划委员会3月6日批准在约旦
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新建 3426 套住房。
巴勒斯坦瓦法通讯社3月6日援引巴总统
府发言人阿布·鲁代纳的话报道，巴方强
烈谴责以方此举，认为该做法不会给任何
一方带来安全。

犹太人定居点问题是巴以和谈主要
障碍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
战争中占领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部
分地区，此后开始在这些地区兴建犹太人
定居点。巴方坚持，除非以方完全停止犹
太人定居点建设，否则拒绝恢复和谈。

新华社特稿

北约再集“一块拼图”，瑞典或陷危机
拜登发表国情咨文 与特朗普相互指责破坏美国民主

加沙停火谈判陷僵局
联合国指责以色列实施“饥饿战术”

红海现在有多乱红海现在有多乱，，还会乱多久还会乱多久？？

这是3月8日在俄罗斯莫斯科动物园拍摄的大熊猫“喀秋莎”（左）和妈妈“丁丁”。
当日，大熊猫“喀秋莎”在俄罗斯莫斯科动物园正式与游客见面。雌性大熊猫

“喀秋莎”于2023年8月24日出生，是在俄罗斯出生的首只大熊猫，深受当地民众喜
爱。 新华社记者 曹阳 摄

莫斯科莫斯科：：大熊猫大熊猫““喀秋莎喀秋莎””首次公开亮相首次公开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