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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在沙特阿拉伯西部海

滨城市吉达召开的 “安全与发
展”峰会 16 日闭幕，拜登就任
美国总统以来的首次中东之行结

束。 在以色列被网民吐槽，在巴勒
斯坦遭民众抗议， 在沙特受记者
质问，拜登的访问平淡收场。

分析人士指出， 拜登出访
前曾高调宣称将开启美国和中

东关系“新篇章”，但结果却是
接连碰壁，没有多少实质成果。
中东政治气候已发生巨大变

化， 追求和平与发展成为地区
主流， 中东各国与固守霸权思
维的美国分歧明显， 拜登访问
不受欢迎、成果寥寥不足为奇。

分歧明显
拜登访问中东第一站是美

国在该地区最坚定的盟友以色

列。访问期间，拜登与以色列总
理拉皮德签署了联合声明 ，强

调 “两国牢不可破的纽带 ”及
“美国对以色列安全的持久承
诺”。声明说，美国将动用其“国
家力量的所有要素” 来确保伊
朗不能获得核武器， 并承诺与
其他伙伴合作应对伊朗 “侵略
和破坏稳定的活动”。但以色列
对此并不“买账”。据以色列《耶
路撒冷邮报》报道，拉皮德要求
为伊朗重返伊核协议谈判设立

截止日期，而拜登表示拒绝。
耶路撒冷战略与安全研究

所所长埃弗拉伊姆·因巴尔说，
联合声明缺乏实质性内容。 “问
题的关键是美国将在伊朗问题

上做些什么， 这是以色列最关
心的。虽然公开表态中，美以在
竭尽全力表明没有分歧， 但双
方的分歧显而易见。 ”

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地

区，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见
了来访的拜登， 然而巴美并未
发表联合声明。 巴勒斯坦总统
顾问马吉迪·哈利迪透露，巴美
双方在阿巴斯和拜登会晤前几

个小时仍在就联合声明事进行

沟通，但终因分歧过多而放弃。
巴勒斯坦比尔宰特大学教

授阿里·贾巴维认为，巴以问题
并不是拜登此访优先事项 ，拜
登访问巴勒斯坦更像为了完成一

项“政治任务”。巴勒斯坦政治分析
家穆斯塔法·易卜拉欣说， 拜登此
访目的是为 11月美国中期选举
造势， 根本不会提出任何有关
解决巴以问题的新思路。

分析人士指出， 美方将伊
朗核问题、巴以问题等当作“棋
子”和“筹码”，用以实现其维持
霸权、搅动地区局势、服务国内
政治的一己私利， 与以巴领导
人产生分歧自然在意料之中。

不受欢迎
借助访问沙特和出席沙特

吉达“安全与发展”峰会来“求
油”并筹划中东“小圈子”是拜
登此行重点。外界分析，拜登政
府希望沙特等海湾产油国增产

以压低国际油价， 缓解美国国

内通胀压力，助力中期选举。此
外，美国企图在中东拉帮结派、打
造“中东版北约”、遏制伊朗和俄
罗斯等国的意图也很明显。

然而，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
在吉达峰会发言中， 对增产石
油问题含糊其辞，表示沙特“有
能力 ” 提升石油产能至日均
1300 万桶，但暂时没有额外的
能力将原油产量继续提高。 而
对于拜登希望拉拢中东国家对

抗伊朗、俄罗斯等国的意图，参
加峰会的各国领导人均未有明

确回应。
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

研究院院长马晓霖指出， 拜登
政府上任已将近一年半， 中东
访问姗姗来迟， 时间和空间都
排在欧洲和亚太之后， 没人相
信他重视中东。 加之美国相对
实力下降， 对中东投入减少并
多次在中东制造事端后全然抽

身离去， 使得中东国家对美信
任度大为降低。

北京语言大学中东学院副

教授王光远认为，多年来，美国
为了实现在中东地区的政治 、
经济和安全利益最大化， 利用
军事打击、人权外交和所谓“颜
色革命”等多种手段，故意制造
对抗，搅动地区局势，甚至颠覆
中东国家政权， 令地区国家陷
入安全困境， 给该地区造成严
重伤害。如今，追求和平发展已
成为地区主流， 美国在中东地
区的信誉正在走向破产， 地区
国家与美国之间的战略互信不

断减少， 沙特等中东国家的战
略自主意识和能力不断增强 ，
不愿再以牺牲自身发展来做服

务美国利益的代理人。
沙特媒体报道， 在拜登与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会晤中 ，穆
罕默德告诫拜登， 每个国家都
有各自的价值观， 将自己的价
值观强加于别国的行为只会适

得其反， 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
汗推行美式价值观失败即为明

证，“沙特不欢迎美国的价值观
外交”。

今年 6 月以来，热浪侵袭
北半球多个国家。 英国、法国
和韩国等发布了高温预警，日
本和美国多地高温破纪录。专
家将“炙烤”模式归因于气候变
化，并提醒公众加强自我防护。

英国气象局 15 日发布有
史以来第一个异常高温红色

预警。英国卫生安全局也发布
2004 年英格兰高温健康警告
出 台 以 来 的 首 个 4 级 警
告———“国家紧急状态”。英国
气象局预计，下周初异常高温
将影响包括伦敦在内的英格

兰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
会达到 40 摄氏度， 创下英国

最高气温纪录的可能性高达

80%。 英国有官方记载以来的
最高气温为 38.7 摄氏度 ，是
2019 年 7 月 25 日在剑桥大
学植物园测到的。

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纳

利斯 12 日在日内瓦表示 ，西
欧正在形成新的热浪，预计此
轮热浪还将加剧并蔓延。在接
下来的几周内，高温可能会蔓
延到欧洲其他地区。

英国气象局科研人员指

出，气候变化在全球范围内引
发了前所未有的极端天气事

件。英国东英吉利大学气候变
化学教授科琳娜·勒凯雷 16

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气候变化导致全球极端高温天

气增多，气候变化的速度比人类
社会的适应性行动还快。

世界气象组织认为，受气
候变化影响，预计未来极端高
温将出现得更频繁、 更强烈。
该组织发言人纳利斯之前表

示，如果温室气体排放继续上
升 ， 全球 变 暖 幅 度将会更
大，目前所经历的只是“未来的
预兆 ”。
■新华社北京 7 月 17 日电
图为 7 月 16 日， 人们在

阳光下游览英国伦敦格林尼

治公园。 ■新华社传真照片

英国 《金融时报 》日前刊
文说 ， 如今美国政治风险加
大，社会分裂加深，民众对政府信
任程度处于历史最低水平， 美国
看起来“不像发达经济体”。

这篇题为《美国是否开始
更像一个新兴市场了?》 的评
论说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 ，
美国国会两党作出的包括救

助银行而非房主以及大幅削

减企业税等在内的决策造成

美国民众对政府机构信任度

下滑。 美国盖洛普咨询公司近
期公开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
美国民众对政府机构的信任

程度目前处于历史最低水平。
文章写道，如今美国面临

各地大规模枪击事件不断增

加 、 通货膨胀急速上升等问
题，而由电视转播的美国会骚
乱事件听证会让每个学生都

能够看到这样的武装暴力活

动是能够在美国真实发生的。
这些促使一些投资者开始讨

论，就政治风险和不确定性而言，
“美国是否开始变得更像一个新
兴市场，而非发达经济体。 ”

调查企业“盖奥库安特公
司” 创始人兼联合主管马克·
罗森贝格长期追踪多国各种

政治风险指标。 按罗森贝格的
说法， 美国的政治风险在 127
个受追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

第 85 位， 但在所有发达国家
中居最高位。
■新华社伦敦 7 月 16 日电

拜登中东之行成果寥寥
中东各国与固守霸权思维的美国分歧明显

■ 新华社沙特阿拉伯吉达

7 月 17 日电

北半球多国遭遇高温“烤”验

美国“不像发达经济体”
英国《金融时报》：

日本消息人士 16 日披露，
日本政府决定保留日方在俄罗

斯“萨哈林 2 号”油气项目的股
份，正与日方企业磋商。

日本共同社当天援引消息

人士的话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
雄和经济产业大臣生田光一

15日在会议上确认将保留日方在
“萨哈林 2号”项目中的利益。

除“萨哈林 2 号”项目，日
本经济产业省和几家日企还投

资了俄罗斯“萨哈林 1 号”油气
项目。
■新华社北京 7 月 17 日电

日本决定保留
萨哈林 2号油气项目股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