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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与美国10日在瑞士日内瓦举
行新一轮战略稳定对话。此次对话以闭
门形式举行，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与
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分别率两国代表
团出席，从会后双方释放的信息可以看
出，这次对话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分析人士认为，这次对话能够举行，
说明俄罗斯有意愿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国家建立更长远的安全合作架构。对话
难以取得进展的症结在于，美国未能积
极回应俄罗斯提出的一系列安全关切。
若无法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未来俄美对
话前景同样难言乐观。

共识难觅
北约东扩悬而未决

里亚布科夫当天在结束对话后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次谈判过程艰
难、时间漫长、内容专业、深入且具体，然
而谈判的主要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双方
未就禁止北约东扩问题取得进展。

里亚布科夫说，俄方需要的是理智
的、有法律意义的保障，保障乌克兰和格
鲁吉亚永远不会成为北约成员国，这对
俄罗斯而言是一个关键的国家安全问
题，俄方不能容忍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拖
延。他表示，俄呼吁美国在当前谈判阶
段展现出最大责任感，同时呼吁北约不
要将对话带入死胡同，而应朝着俄罗斯
的建议迈进。

舍曼10日在日内瓦通过电话会议
向媒体介绍对话情况时说，美方在对话

中“断然拒绝”了俄方提出的一系列安全
提议，包括要求北约不得吸收乌克兰为
成员、终止与乌方安全合作等，相关提议
有悖于北约的“开放门户”政策。美方认
为，欧洲安全问题的决策过程必须有乌
克兰和北约的参与。

近期俄罗斯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围绕乌克兰问题矛盾不断加剧。俄乌
两国在边境地区部署了大量军事人员
和装备。北约和乌克兰不断渲染俄罗
斯“入侵”威胁，俄方则强调局势持续
恶化是因为北约不断挤压俄罗斯安全
空间。为缓和紧张气氛，俄罗斯外交部
去年12月向美方提交了俄美安全保障
条约草案和俄与北约成员国安全保障
措施协议。

分析人士指出，俄美双方在安全对
话前后透露的消息表明，此次对话未能
取得进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避重
就轻，试图回避俄罗斯的核心安全关
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曾表示，此
次对话可以为双方恢复《中导条约》奠定
基础，里亚布科夫对此回应说，俄美安全
对话不能只涉及恢复《中导条约》，还应
将其他俄方高度关注的话题纳入讨论，
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达成共识更加必要
和迫切。

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项目主任季
莫费耶夫表示，此次安全对话无法取得
实质性进展并不出乎意料。俄方清晰传
达了自己的立场，但美方并未准备好讨
论俄方关心的问题。

《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杂志主编卢

基扬诺夫撰文指出，俄美安全对话没有
取得突破，双方在谈判思路上存在根本
性差别。美国希望将安全对话的重点从
政治问题转向军事技术领域。俄方则坚
持在政治层面展开对话，包括围绕安全
原则和冷战后欧洲安全架构等问题进行
讨论。俄方认为应首先在政治领域达成
新的基本协议，然后才能开展军事技术
层面的具体磋商。

博弈持续
短期内矛盾恐难化解

俄美安全对话之后的12日，俄罗斯
与北约将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对
话。13日，俄罗斯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
织将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对话。

舆论普遍认为，此次的俄美安全对
话最为关键，将为接下来的两场对话定
下基调。俄与北约对话可视为俄美对话
的扩大版，俄与欧安组织对话则是在更
大范围探讨欧洲未来的安全前景。

分析人士指出，此次对话有助于稳
定俄美关系，但俄与美国等西方国家长
期缺乏战略互信，多重因素令俄西矛盾
难以得到根本改善。尽管各方正在密集
展开对话，但短期内矛盾恐难化解，各方
政治博弈将持续。

一方面，西方国家内部对俄态度不
一。季莫费耶夫表示，参与谈判各方的
立场各不相同且难以协调，谈判进程或
将非常艰难。围绕欧洲安全问题的谈判
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另一方面，美国国内政治分歧导致
美国难以与俄罗斯就安全问题达成一
致。美国哈密尔顿学院教授艾伦·卡夫
鲁尼表示，美国国内不稳定的政治局势
实际上束缚了美国政府手脚，给其外交
活动留下了非常有限的空间。即便美
国政府代表团同意与俄罗斯缔结安全
保障协议并说服其盟友也参与其中，这
份文件也无法得到美国国会参议院的
批准。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
究所研究员李勇慧认为，俄与西方关系
的核心仍然是俄美关系。如果俄美间根
本性矛盾不能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双方
关系很难发生实质性改善。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欧
汉龙表示，美俄关系恶化或将导致双方
在乌克兰局势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对话
受阻。

俄罗斯政治信息中心主任穆欣说，
美国需要与俄达成安全协议，但不可能
像俄方希望的那样尽快给出明确答复，
因为那意味着美国需要放弃舆论过渡期
而立即公开地“屈服于”俄方要求。

日内瓦国际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基
思·克劳斯表示，美国的确试图重新调整
与俄罗斯的关系，但这将是一个漫长而
缓慢的过程。美俄目前分歧巨大，但与
此同时，双方的共同利益也很明确。尽
管双方达成某种协议的前景并不明朗，
但双方通过对话管控风险的势头将有望
保持。 据新华社

俄罗斯与美国举行新一轮战略稳定对话

双方话不投机对话难觅共识

世界卫生组织 10 日公布的数据显
示，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数已超 3 亿
例，累计死亡病例数近549万例。由于新
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加速在全球传
播，美国、欧洲等地新增病例数快速增
加。世卫组织警告说，迅速增长的病例
可能让许多国家的卫生系统难以承受。

一周内全球新增确诊病例
约950万例

世卫组织的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
部时间 10日 17时 31分（北京时间 11
日0时31分），全球新冠确诊病例数累
计 达 到 305914601 例 ，累 计 死 亡
5486304例。

世卫组织全球新冠疫情周报显示，
截至2日的一周，全球新增确诊病例约
950 万例，与前一周相比急剧增加了
71%。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说，这些
数据仍然低估了实际病例数，因为并未
反映新年假期前后积压的检测数据，包
括自我检测呈阳性的病例数，以及负担
沉重的监测系统在世界各地漏掉的病
例数。

截至2日的一周内，报告新增病例
数居前几位的国家有美国、英国、法国、
西班牙和意大利。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
的最新统计数据，美国10日新增新冠
确诊病例近150万例，再创疫情暴发以
来新高。由于确诊、住院病例数激增，
美医疗系统正面临人员短缺困境。据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已有至少

10个州调配国民警卫队成员，支援人
手紧缺的医院。

英国国家统计办公室公布的数据显
示，2021年最后一周，英国超过370万人
感染新冠病毒，再创新高。英国国民保
健制度日前发表声明说，该国公共医疗
服务系统目前处于“战时状态”，并重新
启用“南丁格尔”临时医院。目前，至少
超过10家公共医疗服务机构因人员短
缺宣布“危机事件”。

奥密克戎毒株
在全球加速蔓延

奥密克戎毒株在全球加速蔓延是本
轮疫情恶化的主要原因。新年假期中，
人们社交活动频繁，不遵守公共卫生和

防疫措施，冬季室内活动增加等因素都
导致病毒传播加速。

印度国家免疫技术咨询小组疫苗项
目负责人阿罗拉5日说，需要密切关注
奥密克戎毒株的传播，因为印度各地感
染奥密克戎毒株的病例正迅速增加，印
度已进入第三波疫情。

世界卫生组织官员 11日说，变异
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正在欧洲区域
肆虐，按照当前传播速度，预计未来6
至8周，欧洲超过一半人口可能感染奥
密克戎。

进入新年以来，欧洲多国疫情形势
严峻，法国、丹麦、希腊、克罗地亚等国单
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创疫情暴发以来新
高。随着入院病例和死亡病例数不断攀
升，一些国家收紧防疫措施。

世卫组织欧洲区域主任汉斯·克吕
热11日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2022年
第一周，欧洲区域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超
过700万例，较两周前数据翻了一番。

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覆盖53
个国家，包括欧洲及一些邻近地区国
家。这些国家中，已有至少50个发现奥
密克戎毒株。

克吕热说，据美国华盛顿大学健
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推算，按现有传
播速度，整个欧洲区域将有超过 50%
的人在未来 6至 8周内感染奥密克戎
毒株。

按他的说法，从最近数周获得的数
据来看，奥密克戎毒株具有“超高传染
性”，高于先前发现的其他变种。由于这
一毒株的传播范围“前所未有”，住院病
例数正在增加。 据新华社

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3亿例
多国疫情反弹明显，奥密克戎毒株加速传播

1月10日在意大利罗马一家酒店
拍摄的用于查验加强版“绿色通行证”
的机器。 新华社发

1月10日起，意大利政府要求所有进入酒店、餐厅等公共场所或搭乘公共交通
工具的人员须持有加强版“绿色通行证”。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