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1天下2017年12月8日星期五
责任编辑谢彦宁 美术编辑施伟杰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国际观察

俄罗斯总统普京6日宣布将参
加2018年俄总统选举。这是他第四
次参加俄总统选举，如果获胜，他将
执政至2024年。分析人士认为，普
京宣布参选的时机与国际奥委会禁
止俄罗斯参加冬奥会有关联。普京
长期担任俄罗斯领导人，执政根基稳
固，民意支持度高，他在明年选举中
获胜几乎没有悬念。不过，在当前国
内外形势下，如何重建一个“强大的
俄罗斯”，普京依然面临诸多挑战。

宣布参选
俄罗斯将于2018年3月举行新

一届总统选举。此前普京曾多次被
问到是否准备参选，但他始终未明确
表态。6日，普京在俄西部城市下诺
夫哥罗德与高尔基汽车厂的工人们
见面时宣布了参选的决定。

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
研究所副所长佐林认为，俄舆论对普
京参选的决定期待已久，普京选择在
俄最著名、最传统的汽车工厂宣布这
一决定，表明他面向的首先是普通的
俄罗斯人、工薪阶层，希望得到他们
的支持。

国际奥委会5日宣布，因俄罗斯
“系统性操纵反兴奋剂工作”，禁止该
国代表团参加将于明年2月在韩国
平昌举行的冬奥会，但符合条件的俄
运动员仍可以“奥林匹克运动员”的
名义参赛。这一消息在俄罗斯社会
引起轩然大波，有舆论认为此举目的
在于分化和瓦解俄罗斯社会，给俄罗
斯社会注入消极情绪。

分析人士认为，普京选择在国际
奥委会“封杀”俄罗斯的次日宣布参
选，再度展示其带领俄罗斯人应对挑
战的强人姿态，给俄罗斯民众吃下定
心丸。

普京1999年12月31日任代总
统，2000 年 3 月 26 日当选俄总统，
2004年连任。因俄宪法规定同一人
不能担任总统超过两个连续任期，普
京2008年没有参加总统选举，而是
出任政府总理。同年底，俄国家杜马
（议会下院）通过宪法修正案，将总统
任期由4年延长至6年，从2012年新
当选总统开始适用。2012年3月，普
京第三次当选总统。

除了普京，目前还有十多人已经
宣布参加明年的俄总统选举，其中包
括曾多次参选的自由民主党领导人
日里诺夫斯基、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
久加诺夫以及亚博卢党创始人亚夫
林斯基。各参选人的竞选活动将在

本月内展开。接下来，普京将组建竞
选总部，提出竞选纲领，为俄未来6
年的发展制订规划。

优势明显
俄罗斯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4

日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普京的支持
率大幅领先其他参选人。如果大选
在10日举行，53%的被调查者表示将
投票给普京，排名第二位的日里诺夫
斯基得票率仅有4%。

俄国家杜马统一俄罗斯党团第
一副主席伊萨耶夫说，普京是统俄党
的创始人，统俄党支持普京参选总
统，在绝大多数俄罗斯人看来，普京
是俄罗斯的民族领袖。

分析人士认为，自普京第一次当
选总统以来，俄罗斯大国地位得到巩
固。俄空天军在叙利亚大显身手等
事件，令普京的威望空前提高。普京
在对外政策方面坚决捍卫俄国家利
益，被俄民众视为稳定和实现强国的
象征。

与此同时，经过一系列人事调整，
普京逐渐打造出一支更具活力、专业
化程度更高的执政团队，政权根基更
加稳固，这为他赢得选举、着眼将来提
供了组织保障。而反对派阵营成员复
杂，缺乏切实可行的政治主张和纲领，
没有一个可以被多数人接受的领袖人
物，难以对普京构成实际挑战。

俄罗斯国家战略研究所所长列
米佐夫表示，明年总统选举的一个主
要问题是如何提高民众的兴趣，“当
前民众对大选表现出冷漠的态度，因
为无论是普京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
都认为结果显而易见”。

仍有挑战
俄罗斯不少有识之士认为，普京

的困难并不在于赢得大选，而是选举
后如何解决俄罗斯面临的种种难题。

外交上，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在
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后不仅没有改
善，到了2017年底反而变得更糟。

俄高等经济学院欧洲和国际问
题研究中心副主任苏斯洛夫认为，在
下一次美国大选之前，俄美关系难有
改善，从中长期看，俄美关系僵局将
给俄发展造成显著的不良后果。

经济上，俄经济复苏仍不稳固。
俄前财政部长库德林不久前表示，今
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不会
超过1.8%。除了贫困率上升以外，俄
经济还面临技术落后的挑战。

据新华社电

普京紧随“冬奥封杀令”宣布参选
如果获胜，他将执政至2024年

中国外交部6日宣布，应国家主
席习近平邀请，韩国总统文在寅将于
12月13日至16日对中国进行国事
访问。这是文在寅今年5月就任总
统后首次访华。

关系回暖符合双方共同利益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

希雨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中
方此时邀请文在寅访华，原因在于双
方就阶段性处理“萨德”问题达成了
共识。

杨希雨说，韩国新政府上台后，
在前任政府遗留下来的“萨德”问题
上采取了不一样的政策，特别是就中
方关切的问题明确表明立场，“这样
就初步解决了横亘在两国关系之间
的大问题，移除了中韩高层交往的政
治障碍”。

10月31日，中韩就克服当前影
响双边关系发展的困难问题发表了
共同新闻稿，同意推动各领域交流合
作早日回到正常发展轨道。

上个月，在与来华访问的韩国
外长康京和会谈时，外交部长王毅
表示，中方重视韩方关于不追加“萨
德”系统、不加入美国反导体系、不
发展韩美日三方军事同盟的“三不”
表态以及无意损害中方安全利益的
表态，希望韩方继续妥善处理“萨
德”问题。

杨希雨说，实现元首会晤有助
于进一步推动韩国兑现其在“萨德”
问题上的表态，“如果此访期间韩方
立场能够进一步巩固和明确，将会
对下阶段中韩关系发展产生重大促
进作用”。

今年是中韩建交25周年。建交
以来，友好交流、合作共赢始终是两
国关系主旋律。中韩两国在促进各
自经济社会进步、实现地区和平稳定
繁荣方面有着广泛共同利益。中国
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尽管双边关系
遭遇低谷，今年1月至9月，中韩贸易
额 仍 达 2022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11.4%。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
长阮宗泽说，中韩互为近邻，双边关
系发展顺应历史和时代大势，也是两
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双方要本着相
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发展紧密
关系。

沟通协调有助地区稳定发展
专家表示，中韩进一步加强沟通

和协调，不仅对双方有利，也对应对
东北亚复杂局势、推动半岛问题向正
确轨道发展有重要作用。

“中韩在东北亚地区的共同利益
远大于分歧。现在半岛形势非常敏
感复杂，不确定因素在增加而不是减
少，中韩应加紧对表，加强战略沟通，
维护东北亚地区和平稳定。”阮宗泽
认为，访问期间，中韩双方料将就半
岛问题等深入沟通，扩大共识。

杨希雨说，中韩在安全领域的合
作会对东北亚地区和平起到“稳定
器”的作用，有助于阻遏朝鲜核武器
开发进程，推动其重回无核化轨道，
防止地区出现冲突对抗。

此外，专家认为，双方还将就推
动地区经济合作交换意见。在当今
反全球化思潮抬头、一些国家“去全
球化”政策对国际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的情况下，中韩进一步加强经贸合作
有助于推动地区经济发展。

“作为重要的新兴经济体，中韩
两国加强经济合作，有利于提振地区
经济，促进东北亚地区‘一带一路’合
作。”杨希雨说。

“萨德”问题有待最终解决
尽管双边关系出现改善势头，两

国元首会晤在即，但专家表示，当前
“萨德”问题只是得到阶段性处理，这
是中方着眼大局采取的灵活处理方
式，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
推动这一问题最终解决。

阮宗泽说，中韩关系转圜并不意
味着“萨德”问题烟消云散，两国关系
未来走向，取决于韩方是否切实遵守
和兑现有关承诺。

他说，建交以来中韩关系一直发
展良好，但这种局面不能被视为“理所
当然”。涉及国家战略安全利益时，中
方必将予以坚定维护。此次中韩关系
陷入低谷，韩国方面必须吸取教训。

在10月底达成的共识中，双方商
定通过两军渠道，就中方关切的“萨
德”有关问题进行沟通。杨希雨认为，
如果此访能够推动两军及早启动对
话，将有助于中韩关系摆脱“萨德”问
题的负面影响，使其尽快回到平稳健
康发展的轨道上来。 据新华社电

韩国总统文在寅即将访华
“萨德”问题有待最终解决

12月6日，普京宣布将参加2018年俄罗斯总统选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