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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俄罗斯在奥地利首都维
也纳举行的新一轮军控对话当地时
间18日下午结束，双方仍未能在两国
间仅存的军控条约《新削减战略武器
条约》的延期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
展。

分析人士指出，尽管对话本身没
有取得成果，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
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美国大选前实
现会晤这一场外因素，使舆论对该条
约延期前景的悲观看法有所改变。

美国军控问题特别代表马歇尔·
比林斯利在会谈结束后说，双方虽
然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一致，但在关
键问题上仍然分歧较大，会谈要取

得进展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他通过
社交媒体表示，双方进行了“实质性
和严肃的会谈”，但现在“球在俄罗
斯那边”。

俄罗斯副外长谢尔盖·里亚布科
夫则在会谈后表示，对话仍有回旋余
地，延长条约仍有可能，但美国在是
否说“是”的问题上还在犹豫，并对应
该怎么做有更多的想法。

美俄两国2010年签署的《新削减
战略武器条约》将于 2021 年到期，该
条约旨在限制美俄两国部署的核弹
头和运载工具数量。美俄《中导条
约》2019年失效后，《新削减战略武器
条约》成为两国间唯一的军控条约。

俄罗斯多次表示愿意不设前提条件
延长该条约有效期，但美国一直反应
冷淡。

为讨论该条约延期的相关问题，
美俄两国代表今年 6 月 22 日在维也
纳举行军控对话。7 月底，两国在维
也纳举行战略磋商。据报道，对话与
磋商均成果有限。

国际裁军专家普遍认为，美国同
意与俄罗斯进行军控对话可能只是
在国际社会压力下不得不做出的一
种姿态，美方实际上根本没有谈判的
诚意。

由于美国一直以来的消极反应，
国际社会对本轮美俄对话本来也没

有什么期待。不过特朗普16日“希望
在美国总统选举前与普京进行会晤”
的突然表态一下拉高了舆论的关注
度。

虽然本轮对话仍未能取得突破
性进展，不过比林斯利在对话后明确
表示，尽管美国认为《新削减战略武
器条约》存在缺陷，但如果美俄双方
能达成可预见的“好的交易”，这将可
能成为特朗普和普京会晤的焦点。
比林斯利还透露，美俄本轮对话涵盖
了“一些关键性议题”。

有分析认为，如果美俄仅存的军
控条约得以延长，不仅有利于美俄关
系改善，也有助于美国与欧洲国家改

善关系。而且作为一项重大外交成
果，延长该条约或许也能对特朗普的
选情起到提振作用。因此，从特朗普
和比林斯利的表态看，不排除特朗普
为促成与普京的会晤而同意延长《新
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可能。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国内反
对延长这一条约的声音不小，反对特
朗普与普京会晤的声音更大。特朗
普能否与普京会晤，是否通过延长该
条约来实现这一会晤，仍然存在诸多
不确定因素。但无论如何，原本前景
黯淡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延期
问题，目前似乎出现了一线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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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想见普京 美俄军控条约延期有戏了？

总统被迫辞职

马里国防和退伍军人部一名官
员当天告诉新华社记者，距首都巴马
科约 15 公里的库利科罗地区卡蒂镇
一处军营里，有军官利用早操时间鼓
动军人哗变，一些军人朝天开枪后前
往军火库。

总理西塞随后发表声明，呼吁哗
变人员放下武器，与政府开展对话。
但不久后，哗变军人抓扣凯塔和西
塞，并将两人带到卡蒂镇的军营里。

凯塔随后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辞
职，并解散政府和议会。马里国家电
视台画面显示，凯塔表情凝重。

他说，自 2013 年当选以来，他一
直在努力让马里复兴。“我不希望因

为留任总统而发生流血事件，我已经
决定辞去（总统）职务。”

事发后，联合国、非盟、欧盟、西
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共体）等对此
表示谴责，呼吁尽快恢复马里宪法秩
序。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要求马
里“立刻恢复宪政和法治”。联合国
安理会将于 19 日紧急开会磋商马里
局势。

重蹈覆辙

此次哗变事件犹如马里 2012 年
政变的重演。2012 年 3 月，正是在卡
蒂镇这处军营发生的军队哗变演变
成政变，时任总统杜尔因此在任期结
束前辞职。政变也导致马里北部安
全局势恶化，“伊斯兰国”和“基地”等

极端组织势力趁机渗入，控制多座城
镇，法国牵头出兵清剿。

随后，获得法国等西方国家以及
马里军队高层支持的凯塔 2013 年当
选总统，2018年又赢得连任。

不过，马里军方高层与中下层士
兵之间存在分歧，成为局势不稳定因
素之一。此外，凯塔执政期间，极端
组织再次集结并趁机做大，渗透至该
国中部地区，也是凯塔政府遭反对党
诟病的一点。

马里是内陆国家，严重依赖从周
边国家进口燃料和生活必需品，2012
年正是在受到西共体严厉制裁后，哗
变军人最终作出让步，同意回归宪法
秩序。

因此，有分析指出，西共体很有
可能再度像 2012 年一样在此次马里
哗变后续调解中发挥关键作用。

攸关反恐

马里所在的萨赫勒地区位于撒
哈拉沙漠和中部苏丹草原之间，饱受
贫困、武装冲突和自然灾害困扰，是
非洲现阶段恐怖主义活动最猖獗地
区，已成为非洲大陆新的“恐怖带”。

如果马里政局持续不稳，恐怕将
给恐怖势力进一步渗透、做大提供可
乘之机，导致国内乃至地区局势更加
动荡。

马里军人违宪行动已遭到国际
社会广泛谴责。希望国际社会的积
极努力能推动马里早日恢复法治秩
序，这符合马里和萨赫勒地区人民的
利益。

武汉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教授王
战认为，如果接下来新政府能迅速组

建，并积极参与和配合萨赫勒地区反
恐行动，那么此次哗变对马里北部和
萨赫勒地区反恐的影响将较小，地区
安全形势不会明显恶化。

背景链接

马里是联合国公布的世界最不
发达国家之一，位于非洲西部撒哈拉
沙漠南缘。

马里今年3月底至4月初举行的
议会选举触发执政党与反对党间分
歧，迅速酿成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
宪法法院关于议会选举的裁定和最
终结果引发反对派强烈不满，6月起
组织数轮示威，7月起要求凯塔辞职。

在西共体等地区和国际机构斡
旋下，凯塔作出让步，愿意考虑重选
议会，但反对党依旧要求他下台。

军人哗变！这个国家为何危机四伏？

西非国家马里当地时间8月18日发生军人哗变，总统凯塔和总理西塞被扣留在军营。凯塔当晚通过马里国家电视台宣布辞职，同时解散国民议会和政府。
有分析认为，马里政局生变有可能导致暂时的权力真空，或将给极端势力进一步渗透提供可乘之机，给这个饱受恐怖主义困扰的国家乃至整个非洲萨赫勒地区增加动荡因素。

8月18日，马里士兵抵达首都巴马科的独立广场。据马里媒体18日报道，马里当天发生军人哗变，总统凯塔和总理西塞被扣留在军营。随后凯塔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辞职并解散国民议
会和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