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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由于飞机适航证过期，违
反国际民航组织及中国民航有关规章，荷兰皇家航空成为
今年以来民航华北局实施行政处罚的第一家外航。

记者10日从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获悉，5月12日，民
航华北局监察员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进行停机坪检查时，
发现执飞阿姆斯特丹—北京—阿姆斯特丹KL897航班、注
册号为PH-BFF的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波音747飞机适航证已
过期一个多月，严重违章。

据介绍，民航华北局依据《国际民航组织公约》及中
国民航《外国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
《民用航空行政处罚实施办法》等相关条款规定，对荷兰
皇家航空处以人民币22000元的行政罚款。这是民航华北
局今年对外航实施的首例行政处罚。

据新华社杜尚别9月11日电 9月11日，国家主席习近
平在杜尚别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习近平指出，近期，我们在上海和巴西福塔莱萨两次
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合作共识，两国政府各部门和各地
方正在积极落实，中俄关系和各领域合作势头强劲。本月
初，你亲自出席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俄罗斯境内段开工仪
式，体现了你对两国能源合作的重视，对深化双方各领域
务实合作起到了带动和示范作用。目前双方正在积极探讨
高铁合作，卫星导航系统合作已经启动，联合研制远程宽
体客机和重型直升机等大项目合作又取得新进展。我愿意
继续同你保持密切沟通，推动双方加大相互支持，扩大相
互开放，相互给力借力，共同抵御外部风险和挑战，实现
各自发展振兴。

普京表示，当前，俄中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各领域合
作正在按照我们达成的共识和协议顺利向前推进。我同习
近平主席在出席本次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再次会晤，就
重大问题和两国合作进行沟通，对推动俄中关系下一步发
展非常重要。

两国元首还就即将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杜尚别峰会交
换了意见。

据新华社杜尚别9月11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1日抵
达杜尚别，应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邀请，出席上海合作
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并对塔吉克斯坦进行
国事访问。

当地时间中午12时30分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杜
尚别国际机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受到塔吉克斯坦总理
拉苏尔佐达、副总理贾博丽、外长阿斯洛夫等热情迎接。

习近平向塔吉克斯坦人民转达中国人民的诚挚问候和
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第一次踏上塔吉克斯坦这片古老
的土地，我感到十分愉快。中塔山水相连，两国人民友谊
源远流长，如同巍峨的帕米尔高原历久弥坚。2013年5
月，我和拉赫蒙总统共同决定建立中塔战略伙伴关系，两
国关系进入全面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展示出巨大的发展潜
力。我们要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及时推动中塔睦邻友好和
互利合作向更高层次跨越。我这次访问是友谊之旅、合作
之旅，我将同我的老朋友拉赫蒙总统进行深入交流，共同
规划中塔关系发展美好蓝图。

习近平强调，我期待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同各方一
道，就本组织重大问题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
交换意见，规划组织未来发展，全面推动各领域合作。我
相信，这次峰会将为各国携手应对威胁挑战、促进共同繁
荣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拉苏尔佐达表示，今天杜尚别阳光明媚，热情好客的
塔吉克斯坦人民以喜悦的心情，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的到
来，相信习近平主席对塔吉克斯坦进行的首次国事访问必
将取得圆满成功。

塔吉克斯坦是习近平这次访问的第一站。之后，习近
平还将对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印度进行国事访问。

据新华社莫斯科９月１１日电 俄罗斯总统普京１１日签
署命令，决定对俄罗斯东部军区所有部队进行突击战备检
查。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当天在同俄军队领导层举行的
会议上说，根据俄罗斯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普京的命令，从
莫斯科时间１１日１０时起，部署在俄东部军区的所有部队进
入完全战备状态。

绍伊古说，根据战备检查的结果，俄罗斯将对国防采
购和部分军事部门的编制作出一定调整。

俄罗斯东部军区管辖俄后贝加尔地区和远东地区的所
有军事力量，是俄罗斯最大的军区，总部设在哈巴罗夫斯
克。今年８月，俄罗斯也曾对东部军区进行战备检查，但
检查只针对东部军区的岸防军队，重点演练了岸防部队和
空军、海军协同作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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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美国国务卿克里(右二)抵达沙特阿拉伯城市
吉达国际机场时受到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右一)等官员的
欢迎。当日，克里将在沙特阿拉伯城市吉达与10个阿拉伯
国家以及土耳其的外长举行会谈，协调打击“伊斯兰国”
的联合行动。

“苏独”问题缘何困扰大英帝国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杨芳

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当地时间１０日
２１时（北京时间１１日９时）发表电视讲话，
全面阐述美国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
战略方案。

奥巴马首先亮明方案目标，即通过全
面、持久的反恐战略削弱“伊斯兰国”势
力，直至最终摧毁这一组织。

多管齐下遏制势头

作为美国在也门和索马里两地反恐策略
的延续，这项新战略分为四个方面。

首先，美国将扩大范围，对“伊斯兰国”恐
怖分子实施“系统”空袭。奥巴马说，美国自８
月初以来已经对“伊斯兰国”目标实施１５０多
次成功空袭。无论他们藏身何处，美国将追捕
那些对国家构成威胁的恐怖分子。“这意味
着，美国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打击位于伊
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目标。”

其次，美国将强化对地面反恐力量的人
力财力支持。奥巴马说，美国打算向伊拉克
增派４７５名军事人员，为伊拉克部队提供军
事训练、情报搜集、充实装备等方面的支
持。此外，奥巴马再次呼吁获得国会授权，
以加大对叙利亚温和反对派的支持力度。他
先前与国会两党领袖会面，希望国会能在１１
月中期选举前，就向叙温和反对派提供５亿

美元援助举行投票。“在寻求政治手段化解
叙利亚危机的同时，”他说，“我们必须强
大（叙利亚）反对派，使它们成为‘伊斯兰
国’的最佳制衡力量。”

第三，美国将继续调集各路反恐资源，
严防“伊斯兰国”发动袭击。奥巴马说，美
国将与盟友一道努力，整合情报资源，切断
“伊斯兰国”的资金网络，阻止追随这一组
织的外国武装人员进出中东地区。

第四，美国将继续向受“伊斯兰国”影
响的平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奥巴马说，推进新战略离不开盟友的助
力。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目前正在中东地区
访问，与地区国家商讨建立对抗“伊斯兰国”
的广泛联盟。１０日发表讲话前，奥巴马还与沙
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阿齐
兹通电话，称沙特在对抗“伊斯兰国”方面扮
演至关重要的角色。按美国官员的说法，沙特
方面已经同意美方在沙特境内搭设营地，为
叙利亚温和反对派武装人员提供训练。另外，
除英国表示可能与美国联手对付“伊斯兰国”
外，法国方面称已准备好加入美国在伊拉克
对这一极端组织的空袭行动。

不派部队“正面交锋”

美国从伊拉克战争脱身两年多以后，

“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迅速崛起，
在伊北部夺取大片地区，接受美式训练和武
装的伊拉克政府军一度溃败，迫使美国向当
地派遣数百名军人以保卫美外交机构和充当
军事顾问，乃至出动战机空袭。这一极端组
织还公开了处死两名美国记者的录像，让美
国政府备受压力。

奥巴马此番讲话恰逢美国遭受“９·１１”
恐怖袭击１３周年前夕。不过，为打消美国民
众对重陷伊拉克战乱泥潭的忧虑，奥巴马再
次强调，不会派遣地面部队直接与“伊斯兰
国”武装作战。

“我希望美国民众了解，我们打击‘伊
斯兰国’的努力与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
并不相同，”他说，“不会有美国作战部队
在外国土地上战斗。借助我们的空袭和对地
面力量的支持，这项反恐行动将持续、稳定
地推进，让‘伊斯兰国’无处藏身。”

白宫发言人乔希·欧内斯特先前说，美
国没有为打击“伊斯兰国”的努力制定时间
表，行动可能在奥巴马２０１７年１月总统任期
结束后仍将延续。

效果如何尚待观察

多名专家和前美国官员认为，这一战略
也许能够削弱“伊斯兰国”，但难以彻底将

其击败，与此同时，美国被卷入叙利亚内战
的风险将上升。

按照这一战略的设想，在美国大规模空
袭的支持下，经过西方国家武装和训练的伊
拉克和叙利亚当地武装将最终在地面战场上
击败“伊斯兰国”。但多名分析师认为，当
前最大的问题在于，当地部队可能难堪此
任，尤其是叙利亚地方武装。

在２００３年伊拉克战争后，美国曾花费巨
资组建和培训伊拉克安全部队，但这支部队
在此前与“伊斯兰国”武装作战中落荒而
逃，难以组织有效的抵抗。在叙利亚，美国
官员也承认，目前还没有可靠的温和反对派
武装能够对抗“伊斯兰国”。

新美国安全中心分析师马克·林奇说，
如果奥巴马在制定新战略时以叙利亚存在有
效的温和反对武装为基础，那么，这一战略
“注定失败”。

林奇表示，美国在叙利亚没有可以依赖
的伙伴，美国军事行动的整体目标并不清
楚，“美国在叙利亚的空袭行动难以取得政
治和战略上的成功”。

他认为，与叙利亚相比，伊拉克情况相
对乐观，至少西方国家可以与伊拉克政府合
作，而且伊拉克政府军和库尔德自治区武装
的作战能力相对更强。

（综合新华社9月11日电）

不派地面部队 祭出四大“杀招”

奥巴马出台打击“伊斯兰国”方案

9月18日，400多万16岁以上的苏格兰人
将共同决定英国这个国家的命运——— 他们对
苏格兰独立说“Yes”或“No”，或许会改
变300年来英格兰与苏格兰联姻的历史，也
可能成为早已风光不再的“大英帝国”再度
分裂的开端。

2012年10月15日，英国首相大卫·卡梅伦
和苏格兰首席大臣、苏格兰民族党主席亚历
克斯·萨蒙德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签署了关
于苏格兰进行独立公投的最终协议——— 《爱
丁堡协议》，规定苏格兰独立公投在2014年
举行，投票公民的年龄必须16岁以上。苏格
兰公投日期早已拟定，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
里，英国国内主流舆论大都坚定地认为，苏
格兰人不会说“是”，这只是一场“联合王
国”继续存续的政治宣示，也更是对苏格兰
内部不断上涨的“独立”力量的“绝地反
击”。首相卡梅伦甚至坚决反对附加“苏格
兰人是否接受联合王国进一步放权”的公投
选项，表明自己不会给予萨蒙德领取“安慰
奖”的机会。直到今年8月，英国首相府发
言人仍表示，“政府没有苏格兰真正独立的
紧急应对计划”。民调也显示，支持独立的
比例虽然一度超过40%，但与支持统一的阵
营相比，一直相对弱势。甚至有英国政治评
论员自满地认为，这不但是一场没有悬念的
公投，而且会一劳永逸地让“苏独”噤声，
更会成为所谓解决民族分离主义的“典
范”。

但就在公投进入倒计时阶段，却首度出
现了“独”派微弱领先的局面。由英国民调

机构尤戈夫为《星期日泰晤士报》所做的民
意测验显示，在1084名受调查者中，支持独
立的投票率达51%，而另外49%则希望统一。
且不论民调对最后结局的影响为何，但一时
间“苏独”风险骤增已经开始震荡波效应。
英镑跳水，创造一年来最大跌幅。总部位于
苏格兰的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股价也急剧下
滑。英国议会内也明显“被恐慌情绪笼
罩”。执政的保守党内已经有人开始质疑：
“如果苏独阵营获胜，他们是否还会对卡梅
伦抱有信心”。与此同时，财政大臣奥斯本
也放话称，将会推出新的方案，赋予苏格兰
政府包括税收、支出以及在社会福利方面的
更多权力。9月10日，英国三大党——— 保守
党、工党与自民党党首，齐聚苏格兰，“为
留住苏格兰做最后一搏”。

一场公投引发的“苏独”闹剧的背后，
有着深刻的历史与现实背景。

反观历史，苏格兰内部要求独立的声音
古已有之。从1603年，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
一世驾崩，其外侄孙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
继任成为英格兰王詹姆士一世，英苏两国共
戴一主。到1707年，苏格兰和英格兰两国共
同签署通过《联合法案》，大不列颠王国成
立。有人甚至认为，从苏格兰与英格兰联合
之日起，就一直有苏格兰的民族力量在要求
独立。英格兰与苏格兰作为联合国王国存续
不过300多年，而苏格兰作为一个独立国家
的历史则更为久远。苏格兰的语言、文化特
色鲜明，宗教、法律以及教育等方面与英格
兰、威尔士不同。在英国国内，苏格兰的独
立运动一直比较边缘化，远不如北爱尔兰那
么火爆，进入20世纪后略有升温，但其主要
诉求是扩大自治权。

所谓苏格兰“独立”的声音真正放大，
则起于1997年工党执政时期，开始的权力下
放进程，这可以说是导致今天“公投”局面
的直接原因。1997年，工党政府上台后，首
相布莱尔从巩固联合和夯实工党在苏格兰地
区的影响力等因素出发，兑现竞选承诺，开
始向苏格兰下放权力。同年9月11日，就有

关重新建立“拥有税收变更权力”和“可通
过影响苏格兰内务的法律”的地方议会举行
公投。投票率为60%，其中74 . 3%赞同。1998
年11月17日，英国议会通过《1998年苏格兰
法案》，并经由女王批准生效，正式赋予苏
格兰议会有限自治权。苏格兰议会的首次选
举于1999年5月6日举行，自此之后的三次地
方议会选举中，成立于1934年的苏格兰民族
党影响力逐步扩大。其中，2007年是苏格兰
和英格兰的联合300周年，也是苏格兰政治
发展关键的一年，是工党既定的权力下放之
路与苏格兰民族党的独立之路较量的转折
点。在当年议会选举中，苏格兰民族党以一
票之微弱优势击败执政多年的工党，正式执
政苏格兰。2011年又以45%的得票率获得过
半席位，单独组阁。该党领袖萨蒙德从上台
之初就对追求“苏独”从不讳言，2011年以
压倒性优势赢得苏格兰议会选举后，便开始
大张旗鼓推动“苏独”公投。

可以说，自新工党政府启动“权力下
放”后，大多数的苏格兰人对给予苏格兰议
会更多权力表示赞同，且支持与反对的人数
对比基本稳定。也的确有很多苏格兰人把权
力下放看作是不断发展的进程，并希望这一
进程使苏格兰获得的权力越来越多。但“苏
独”公投前民调等数据表明，相当长一段时
期内，仍有相当一部分苏格兰人，并不是一
直以苏格兰从英国这个国家独立出去为前提
来看待、期待权力下放的。如英国《金融时
报》社评所言，“英国是一个过于集中化的
国家，苏格兰以及威尔士和北爱尔兰议会有
理由要求获得新的权力，以便增税或资助公
共服务”。也就是说，苏格兰争取更多自治
权力本身并没有错。但问题在于，中央政府
与地方政府目标是否一致，即真正秉持统派
口号“在一起更好”！一旦卡梅伦或布莱尔
们与萨蒙德等人的目标根本不同：统一与分
裂，遏制与反遏制……就不再是共同愿景下
的一场齐心奋斗，而是目标迥异下分道扬镳
的角力。在这种前提下，“权力下放”衍生
的不是“在一起更好！”而是像苏格兰民族

党这样的政治力量的崛起与不断壮大。从争
取“自治”权益到“独立”，其政治野心进
一步膨胀，离心倾向加剧，从而加速了其分
裂联合王国的进程。一场失去共同目标的
“权力下放”，进程势必是不可控的，很快
就从凝聚统一、整固联合的“民心”工程，
演变成了一场“统”、“独”角力与民心争
夺的政治闹剧。

这场急转直下的闹剧已经临近尾声，但
已然表明，不论结果如何，显然，一场公投
无法一劳永逸、轻而易举地解决掉“苏独”
问题，即使“公投”把苏格兰留下，三大主
流政党及卡梅伦政府在最后时刻任何有关
“进一步放权”的承诺，也给人以疲于应对
之感，更像是迫于压力不得已向以萨蒙德为
首的“苏独派”颁发“安慰奖”。而英国工
党想通过权力下放政策遏制民族主义崛起的
目标也显然没有达到。

据新华社爱丁堡９月１０日电 英国首相
卡梅伦１０日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为苏格兰独
立公投反独阵营造势，呼吁选民投反对票，极
力挽留苏格兰留在英国。

卡梅伦说，英国作为一个整体有很多伟
大成就，包括国民医疗服务系统和英国广播
公司等。他说：“我关心我的国家超过关心我
的政党。如果英国这个民族大家庭分裂了，我
会心碎。”卡梅伦呼吁选民投票要用心用脑。

距苏格兰独立公投还有一周的时间，独
立阵营和反独阵营都在加大造势力度，争取
更多选民支持。

金融服务公司“标准生活投资公司”１０
日警告，企业担心由苏格兰独立而导致的货
币、税收和消费者保护等问题。一旦苏格兰
选择独立，企业准备好将部分业务移至英格
兰。受英国政府资助的劳埃德银行和苏格兰
皇家银行也正着手将其注册地从苏格兰首府
爱丁堡移至伦敦。

卡梅伦极力挽留苏格兰

□新华社发

9月11日，在美国华盛
顿白宫，(左起)美国总统奥
巴马、第一夫人米歇尔·奥
巴马、副总统拜登为“9·
11”事件默哀。

当日是“9·11”恐怖袭
击13周年。

９月３日至７日，美国全
国广播公司和《华尔街日
报》联合对１０００名美国人进
行了调查。结果显示，４７％
受访者认为美国现在比２００１
年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
倒塌之前更不安全。这一数
据比去年的民调结果增长１９
个百分点，比“９·１１”一周
年后的民调结果翻了一番还
多。

此外，２６％受访者认为
现在美国比“９·１１”之前更
安全，还有２６％的人觉得
“差别不大”。

近半美国人

感觉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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