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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式民主早已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外交部：

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 （记者朱超）近期有民调显示多数受
访者认为美国民主已经陷入失败或困境，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3

日就此表示，失去民众支持的美式民主早已是无源之水，无本之
木。 把美式民主强加给他国，根本行不通。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问：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近日
发布一项针对 18 至 29 岁群体的民调显示， 52%的年轻人认为
美国的民主已经陷入失败或困境， 只有 7%认为美国是健康的
民主国家。 民调发起方称， 年轻的美国人正在敲响警钟。 中方
对此有何评论？

“此前还有相关民调显示， 全球 44%的人认为美国是全
球民主的最大威胁， 81%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民主面临来自国
内的严重威胁。” 赵立坚说， “这再次说明失去民众支持的美
式民主早已是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

“美国著名导演奥利弗·斯通曾表示， 美国选出一位总统
需要花费 140 亿美元， 这算什么民主？ 他说得很对。 美式民主
不就是金钱民主吗？” 赵立坚说， 美式民主在国内是欺骗民众
的把戏， 在国外是推行霸权主义政策的工具。 美国国会暴乱事
件戳穿了美式民主的神话。 阿富汗大溃败再次表明， 把美式民
主强加给他国， 根本行不通。

奥地利未来政局添变数
前总理库尔茨宣布退出政坛，现总理相继辞职

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RT）报道，奥地利前总理库尔茨2

日在首都维也纳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确认将退出政坛。 他表示
自己于3日正式卸任奥地利人民党主席一职，并将在未来几周内
解除其它所有政治职务。

就在库尔茨宣布退出政坛的数小时后， 他最亲密的两位政
治盟友———总理沙伦贝格以及财政部长布吕梅尔均宣布辞职。

一天之内， 奥地利政坛最具影响力的几位政客不约而同选择告
别，被外媒解读为“库尔茨时代的彻底结束”。

路透社报道称库尔茨突然退出政坛令奥地利各方异常震
惊。导致他作此决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报道称他的第一个孩
子近日出生，成为库尔茨重新考虑职业生涯的关键因素之一。库
尔茨在新闻发布会上称，希望未来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家庭中,并
在来年重新定位自己的职业。 库尔茨还提到了过去几个月对他不
断施加的政治压力和腐败指控，称它们削弱了自己对政治的热情。

库尔茨退出政坛的决定迅速引发连锁反应。据路透社报道，

在接任总理不到两个月后， 沙伦贝格2日宣布卸任总理一职，但
将留任至人民党选出新的主席。“政客”网站报道，奥内政部长内
哈默极有可能成为人民党新主席。由于人民党目前为执政党，内
哈默预计还将出任总理，这也是奥地利五年内的第六位总理。

十年前库尔兹闯入奥地利政治舞台， 他反对移民的强硬立
场迎合了该国普遍的保守价值观思潮。2017年，时年31岁的库尔
茨成功当选奥地利总理，成为欧洲最年轻的政府首脑。今年10月
辞去总理职务后，库尔茨仍担任着人民党主席职位。而如今库尔
茨政治生涯的突然暂停， 也增加了奥地利未来政治走向的不确
定性。 外媒预测，未来几周奥地利政府或将面临大规模的重组。

突厥国家组织，欧亚地缘新格局？

在日前举行的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

第八届峰会上，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土库

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

塞拜疆六国领导人宣布，“突厥语国家委员

会”改名“突厥国家组织”，其中土耳其、哈

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阿塞拜疆5国为正式成员国，土库曼斯坦和

匈牙利为观察员国。

该组织的形成可以直接追溯到前苏联

的解体和几个中亚突厥斯坦国的独立 ：

1992年10月，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

吉斯斯坦、土耳其、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

斯坦6个使用突厥语的国家元首在安卡拉

成立“突厥语国家元首会议”。2009年10月，

“突厥语国家元首会议”升级成为“突厥语

国家委员会”。 现在该“委员会”又改名为

“突厥国家组织”， 意味着突厥语国家的一

体化进程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突厥语国家之所以此时正式宣布 “结

盟”，应该是2020年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在

纳卡冲突中的胜利， 让突厥世界实实在在

地认识到了“协作”的重要，用土耳其外交

政策研究院院长侯赛因·巴哲的话说，就是

纳卡冲突的胜利“鼓舞了突厥世界的士气，

为突厥世界一体化奠定了民意基础， 为今

年突厥委员会首脑会议的成功举办作了铺

垫”。 另一方面，也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的对内对外政策密切相关， 尤其是要考虑

到埃尔多安善于利用对外政策调动国内的

民族主义为己用。2023年的大选逐渐临近，

埃尔多安需要推动自己的人气，而此次“突

厥国家组织”的成立，土耳其国内除代表库

尔德人利益的人民民主党之外， 所有反对

党都是认同和支持的， 埃尔多安又为自己

捞取了一大把政治资本。

“突厥国家组织”的成立，使欧亚大陆

又出现了一支能与欧盟、欧亚经济联盟、上

合组织等并驾齐驱的地缘政治力量。 以前

的中亚只是“被操弄”的角色，从今而后将

变成一个“积极活跃的”地缘政治玩家，这

对中东、中亚、欧亚地缘政治将带来巨大影

响，甚至会根本上改变欧亚地缘政治格局。

首先， 突厥国家组织对欧美或起到战

略制衡的作用。冷战结束后，尽管土耳其失

去了之前遏制前苏联的地缘政治战略意

义， 但它的地缘政治优势仍然是不言而喻

的， 美国和欧洲需要调整对土关系。 一方

面，在欧美眼里，土耳其是一支“文化异己”

力量， 因此土耳其始终无法成为欧盟的正

式一员；另一方面，欧美又不能让土耳其摆

脱自己的控制，必须确保它不能背离西方，

所以才有当今欧美与土耳其之间吵吵和

和、斗而不破的格局。根据美国兰德公司的

一份《土耳其与西方关系的未来》的报告，

欧美认定土耳其在国家安全方面不得不面对

俄罗斯这个潜在的威胁，所以只能依靠西方社

会应对俄国。但突厥国家组织的成立给了土耳

其抗衡欧美的新的体系性的力量，从此它不用

再形单影只地与欧美周旋， 现在可以依托这

个组织的地缘政治力量直接与欧美叫板。

其次， 突厥国家组织对俄罗斯也可起到

制衡作用。应该说这个世界上最不愿看到“突

厥国家组织”成立的就是俄罗斯。纳扎尔巴耶

夫之所以特别声明突厥国家组织的成立不针

对任何国家，是有其担心所在的，因为早在上

世纪九十年代苏联解体， 哈萨克斯坦独立之

初，纳扎尔巴耶夫的“突厥斯坦联盟”的构想

就曾引起俄罗斯方面极大不满。而据报道，俄

罗斯直到此次峰会召开前夕仍在施压哈萨克

斯坦， 以避免哈萨克斯坦彻底投入土耳其阵

营。 在俄罗斯眼里，在中亚，土耳其是俄罗斯

的最大对手，在高加索（纳卡地区）、叙利亚、

利比亚，土耳其也都与俄罗斯存在利益冲突。

随着美国在中亚的收缩， 俄罗斯必将加强对

中亚的影响，遏制土耳其在此地区的扩张。

如今突厥国家组织的成立， 围斗俄罗斯

北极熊的“群狼”阵势似乎已成雏形（突厥国

家是把灰狼作为自己的图腾），未来土耳其与

俄罗斯的角力很可能会上升为2.0版。

最后， 突厥国家组织对我国的 “一带一

路” 倡议尤其在涉疆事务方面对我国家安全

也构成潜在挑战。 土耳其民族行动党主席巴

赫切利赠送给埃尔多安的“突厥世界地图”更

暗示了突厥国家组织将来在涉疆事务方面采

取行动的可能性。

不过，“突厥国家组织” 的成立虽然预示

着突厥国家间的一体化进程将会显著提升，

但其要发展壮大到具有同阿盟、 海合会甚至

上合组织的影响力还将会面临更多的挑战。

首先， 目前的5个正式成员国土耳其、阿

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

克斯坦2020年的GDP总量不足1万亿美元，人

口约为1.53亿，人均GDP为6500美元，彼此之

间经济互补性并不强，很难形成成员国之间的

“内循环”以成为独立的区域地缘政治力量。

其次，“突厥国家组织” 内部之间能否像

“2040愿景” 里说得那样团结一致也是个未知

数。 事实上，哈萨克斯坦就在跟土耳其争“老

大”。纳扎尔巴耶夫早在2018年6月19日宣布将

哈萨克斯坦的“南哈萨克斯坦州”更名称为“突

厥斯坦州”， 就是有意将突厥斯坦市打造成为

突厥世界的精神中心和文化之都，显示哈萨克

斯坦才是突厥世界的中心和真正继承者。

另外，土耳其对于“突厥国家组织”有一

大诉求， 即希望组织内所有国家能够就承认

北塞浦路斯共和国提供支持， 但目前这些国

家还都没有实质性表态。总之，突厥国家组织

可能是欧亚地缘政治格局的重要的潜在的影

响力量， 但能否真正发展壮大成为一支现实

的地缘政治力量，尚面临诸多挑战。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
长、上海大学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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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美外长会晤再谈乌东紧张局势
俄方指责乌克兰集结一半兵力武装乌东地区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2月1日
称，乌克兰正在强化乌东军事力量，已经向当
地部署乌全部兵力的一半。 俄罗斯外长拉夫
罗夫称， 俄方对乌方向东部地区增兵保持警
惕，他定于2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会晤美国国
务卿布林肯，讨论相关情况。

俄乌边境紧张局势日益升级， 军事威慑
加剧， 并引发俄西方持续博弈。 据美联社报
道，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1日在拉脱维亚
举行的北约外长会上称， 北约对俄罗斯军队

在乌克兰边境集结深感担忧。“俄罗斯如果再
次对乌克兰使用武力， 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和
政治制裁”。 斯托尔滕贝格还称，北约正通过
支持乌克兰改革、 打击腐败和建立安全机构
等帮助乌克兰走上加入北约之路， 并通过提
供人员培训、设备、信息等帮助乌克兰提高防
卫能力。

俄罗斯总统普京11月30日严厉警告北约
不要在乌克兰部署军队和武器， 称这是俄罗
斯的“红线”，如果越线将引发俄方强烈反应。

普京表示北约东扩已经威胁到俄罗斯的核心
安全利益 ，“北约利用乌克兰的领土部署导

弹，可在5分钟内打到莫斯科”。普京还提及北
约在俄边界附近举行大规模军演，“携带有高
精度武器的轰炸机仅仅离俄边界20公里”。此
外普京还称， 北约在波兰和罗马尼亚谋求部
署导弹防御系统。

对于种种挑衅和威胁，普京表示俄罗斯只
有被迫研发高超音速武器来应对，“明年初我
们就将开始装备飞行速度可达9马赫的新型海
基高超音速导弹，也是五分钟飞临目标”。

今年10月18日，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宣
布中断与北约长达20多年的官方沟通渠道：

从11月1日起暂停俄常驻北约代表处和北约

驻莫斯科军事联络处的活动。

对于已经斗争白热化的俄罗斯-北约关
系，乌克兰既是核心要素，也是直接参与方。

在北约外长会上， 乌方要求北约制裁俄罗斯
并加强与乌克兰的军事合作。对此，斯托尔滕
贝格说北约成员国可以对俄罗斯施加制裁。

美国副国务卿纽兰表示，若俄罗斯采取行动，

破坏乌克兰稳定， 美国将对俄实施前所未有
的严厉制裁。

俄乌关系以及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本质
上是俄美关系。 莫斯科卡内基中心主任德米
特里·特列宁近日在该中心网站上刊文称，俄
罗斯已经放弃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作谈
判对象。特列宁表示，俄方认为“诺曼底模式”

难以发挥作用， 未来将更多与华盛顿就该问
题直接对话。

俄罗斯卫星网11月29日报道称， 克里姆
林宫希望， 普京与美国总统拜登在年底前举
行会晤， 并且很大可能是通过视频连线方式
举行。

■本报记者 刘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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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沈钦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