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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媒报道称，日本
首相岸田文雄希望利用
日本作为七国集团中唯
一亚洲成员的地位，弥
合东南亚国家与西方在
制裁莫斯科问题上的分
歧。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将在4月底至5月初出访
东南亚和欧洲国家，日
本观察人士评估他将努
力说服东南亚国家联手
制裁俄罗斯或至少与俄
罗斯保持距离。但东南
亚在地的观察家认为，
岸田难以扭转有关国家
的对俄立场与态度。综
合共同社等媒体报道，
上任半年的岸田准备全
面重启因冠病疫情而停
滞的首脑外交，计划出
访泰国、越南、印度尼
西亚以及欧洲国家。与
各国磋商如何应对俄罗
斯的战争行为、就中国
的海洋活动与各国加强
合作，将是他此行的主
要任务。

 
《日经亚洲》的报

道称，岸田希望利用日
本作为七国集团中唯一
亚洲成员的地位，弥合
东南亚与西方在制裁莫
斯科问题上的分歧。岸
田希望与各国领导人的
对话，缓解他们对于与
莫斯科和北京决裂的安
全焦虑，并促使东南亚
国家更加团结地应对莫
斯科对乌克兰的侵略。

他 计 划 与 其 他 东
南亚领导人讨论，东南
亚国家对于对俄强硬有
哪些具体经济和政治关
切，并将这些关切转达
给美国和欧洲。他也准
备介绍乌克兰局势的最
新发展，以敦促东南亚
国家加入制裁行列。

不过，新加坡尤索
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亚
细安研究中心研究员林
薇伶认为，岸田难以改
变一些东南亚国家的想
法或立场。

林 薇 伶 接 受 《 联
合早报》采访时指出，
一些亚细安国家重视与
俄罗斯多年来的双边关
系及军事合作。迄今为
止，亚细安就乌克兰局
势共发表了三份声明，
均未点名提及俄罗斯，
这已清楚表明亚细安国
家不准备谴责俄罗斯。

她说：“尽管面对
国际压力，包括来自美
国和欧盟等其他大国的
压力，但除了新加坡以
外，所有九个亚细安国
家都不愿意走上制裁俄
罗斯的道路。仅靠日本
一国之力，不可能成功
争取到更多亚细安国家
支持制裁俄罗斯。”

南洋理工大学拉惹
勒南国际研究院高级研

究员克里姆（Frederick 
K l i e m ） 受 访 时 说 ， 日
本是所有亚细安国家的
重要合作伙伴，也是本
区域最大的投资者，“
但日本坚定地站在美国
一边，与俄罗斯和中国
相对立，亚细安国家和
亚细安作为一个区域组
织，不太可能加入这一
行列”。

在日本和菲律宾本
月9日举行外长和防长“
二加二”会议后发表的
联 合 声 明 ， 以 及 岸 田 3
月下旬访问柬埔寨时与
首相洪森发表的联合声
明中，日本均未能说服
菲柬两国点名谴责俄罗
斯。

学者：越缅老与俄
军备合作 日本无法轻易
取而代之

林薇伶认为，日本
最多可能可以说服担任
二十国集团（G20）轮值
主席的印度尼西亚，或
担任今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主席的泰国，
不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
参加年底的两场峰会。

岸田希望利用日本
作为亚细安国家重要贸
易伙伴的地位，对一些
亚细安国家进行游说，
但亚细安国家与俄罗斯
有紧密程度不同的双边
关 系 ， 例 如 越 南 、 老
挝、缅甸与俄罗斯的关
系深远，它们与俄罗斯
的军备合作，非日本一
时半刻能取而代之。

林 薇 伶 说 ： “ 一
些亚细安国家的首要考
量是武器和政治关系，
例如越南是俄罗斯的第
五大武器进口国。要打
破几十年来建立的这种
依赖关系很难。对这些
亚细安国家来说，可能

无法从日本获得替代武
器，或者成本太高。”

克 里 姆 预 见 ， 俄
罗斯军工业面对西方制
裁，加上对乌战争中俄
罗斯自身的武器需求，
都将影响俄国接下来的
武器出口，然而，其他
国家从使用苏联／俄罗
斯的武器装备，转为使
用其他国家的装备也需
要几年，甚至几十年时
间。因此，虽然亚细安
国家和其他国家将减少
对俄罗斯武器的依赖，
但这是“一个渐进而不
是快转的过程”。

西方国家已意识到
必须进一步努力削弱一
些亚细安国家对俄制武
器的依赖。去年12月，
印 尼 放 弃 购 买 俄 罗 斯
苏-35战斗机，相信就是
因为担心成为美国《以
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
（CAATSA）的制裁对
象，印尼今年2月宣布转
而购买法国阵风战斗机
和美国F-15EX战斗机。
此外，美国近年也寻求
将美越双边关系从全面
伙伴关系提升为战略伙
伴关系，以加强两国在
军事等方面的合作。（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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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相月底出访东南亚料游说联手制俄 观察家：
难扭转相关国家对俄立场与态度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在4月底至5月初出访东南亚
和欧洲国家，日本观察人士评估他将努力说服东南
亚国家联手制裁俄罗斯或至少与俄罗斯保持距离。
（法新社）

继新加坡之后
部分东南亚国家探讨户外免戴口罩（下）

如今，随着各国拟
议让冠病过渡成为地方
流行病来管理，各项防
疫措施已逐一解除，而
摘下口罩是恢复“正常
生活”的重要象征。

新 加 坡 是 东 南 亚
国家中，最早放宽口罩
相关规定的国家之一。
自3月29日起，新加坡
民众可自行选择是否在
户外戴口罩，但室内必
须戴口罩的规定维持不
变。但由于冠病疫情反
复不定，多国对免除戴
口罩的规定还是比较谨
慎。

泰国是首个局部开
放边境的东南亚国家，
于去年7月率先豁免隔
离规定，准许普吉岛的
游客入境后无须隔离。
只不过，虽然泰国频频
传出政府考虑免除强制
戴口罩的规定，但至今
未获落实。

泰国近来面临奥密
克戎疫情冲击，每日新
增确诊病例屡达新高。

泰国政府因此决定维持
戴口罩的规定，并宣布
将冠病过渡为地方流行
病的时间表展延至6月1
日再评估。

美疾控中心网站：
到访缅甸可选择户外是
否戴口罩

目 前 ， 印 度 尼 西
亚、越南、菲律宾等依
然要求民众在户外及室
内戴口罩。根据美国疾
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网站
的资料，到访缅甸的游
客可选择在户外是否戴
口罩。

即便是支持松绑的
洪森也强调，如果冠病
疫情回弹，不排除重新
强制戴口罩。

马来西亚的凯利则
强调，马国即将宣布进
一步放宽防疫措施，但
会确保其标准作业程序
是安全及严谨的，以防
疫情反弹。（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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