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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之间，2019年就要与我们道别了，在这辞旧迎新的

时刻，人们免不了要回眸一顾。2019，世界政坛给我们留下

些什么？哪些面孔让我们记忆深刻挥之不去？俄罗斯总统普

京、英国首相约翰逊、法国总统马克龙、总统埃尔多安——细

数2019世界面孔，这些领袖不得不提，而且称得上诧叱风云

博弈赢家。 □ 蔡富根/整理

2019年10月22日，俄罗斯索

契。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土耳其

总统埃尔多安，就叙利亚局势达成

谅解备忘录，次日主持召开首届俄

罗斯与非洲国家峰会，为俄非发展

合作规划目标。两大外交行动，完

成对中东、非洲两大地缘政治板块

布局，续写俄外交成果。

在中东，趁美国部分撤军之际，

加大与叙利亚、土耳其等方面沟通，

斡旋叙利亚局势，在俄美博弈中持

续发力；深化与沙特合作，联手欧佩

克共同减产，与主张低油价的美国

政府唱对台戏，提升能源话语权。

在非洲，瞄准地缘政治新热

点，密切与非洲大陆国家的政治、

经济往来。

在亚洲，继续深化对华关系；4

月会晤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加

强俄罗斯在半岛

问题中作用；

坚持南千岛群

岛（日本称“北

方四岛”）主权的同时，推进与日本

经贸合作。

在欧洲，俄出口土耳其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引发北约内部分歧；

欧洲认为俄在中东、非洲、亚洲影

响不降反升，无法孤立，转为期盼

乌克兰尽快了结与俄罗斯的争端。

《经济学人》描述，经济长期不

振、西方多年围堵之际，普京却在一

年中打出一把地缘政治“同花顺”。

他“牌路”清晰，值得西方学习。

一是眼光敏锐，善于抓住全球

地缘政治格局的薄弱环节和西方

内部分歧；

二是决策果断，需要展示实力

时不犹豫，强化与他国关系时务实

稳健，毫不讳言军事外交行动服务

于国家利益；

三是讲究策略，与西方博弈中

强处示强，尽可能扩大影响，弱处

周旋，避免给对手可乘之机。

“我们将在（明年）1月31日脱

离欧盟。没有如果！没有但是！”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带领保守

党拿下议会下院绝对多数席位后

重申“脱欧”决心。

面对胜利，约翰逊难掩欣喜：

继续手握首相权柄，“搞定脱欧”近

在咫尺。

面对结果，选民忧虑难消：选

举暂时消除政局短期不确定性，却

难见“脱欧”后英国前景“定心丸”。

回望英国“脱欧”路，剧情一波

三折。前首相特雷莎·梅因“脱欧”

协议遭议会否决黯然下台。约翰

逊强势上位后，为“脱欧”不惜“豪

赌”。从请求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批

准议会休会震惊英伦三岛，到面对

议会通过阻止无协议“脱欧”法案

时“宁死阴沟，不延脱欧”的强硬表

态，再到一次次发起提前选举动议

遭否决后的卷土重来……他上台

后多次引发“府院交锋”，围绕“脱

欧”展开的政治博弈令人印象深

刻 。 为 选 举 ，约 翰 逊 刷 足“ 存 在

感 ”。 他 成 为 视 频 博 客“ 新 晋 达

人”，不仅大秀泡茶技能，更借鉴电

影桥段，出现在选民家门口拉票。

经历 3 年政治混乱期，人心思

定成为主流。约翰逊曾被视为英

国政治另类，如今民众推举他当政

坛主导角色；约翰逊曾被视为欧洲

“搅局者”，如今欧盟接受他作为

“有序脱欧”最佳人选。

“脱欧”后的英国可能付出失

去 自 由 进 入 欧 盟 市 场 的 沉 重 代

价，面对“后脱欧”时代不确定的

经济前景与民生困惑。保守党籍

前首相约翰·梅杰哀叹，“脱欧”是

糟糕的外交政策，只会让英国“更

弱更穷”。

《欧洲政治周报》12 月评出最新欧

洲权力人物榜，法国总统马克龙列首

位。过去一年，马克龙外交政策明显呈

现硬朗作风，毫不避讳施展影响力，努

力将法国展示为欧洲捍卫多边主义的

旗手。

一方面，努力摆脱“美国优先”阴

影。马克龙在多个重要国际场合展示

法国乃至欧洲影响力，维护多边主义立

场，不惜公开“叫板”美国总统特朗普：

坚持对美国企业为主的全球科技巨头

征收数字税，遭遇美方贸易反制也坚决

不退缩；8月主办七国集团（G7）峰会期

间邀请伊朗外长会面，努力为挽救伊核

问题全面协议创造条件；11 月主办第

二届巴黎和平论坛，警告国际体系正面

临前所未有的危机；12月促成“诺曼底

模式”四国峰会重启，寻求化解乌克兰

危机。

另一方面，努力重塑欧洲秩序。各

成员国协商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人选

时，马克龙没有遵循“领衔候选人制”惯

例，最先支持处于备选名单上的冯德莱

恩，同时推动中意人选出任欧洲理事会

主席及欧洲央行行长，虽得罪欧洲议

会，却成为新一届欧盟权力机构“造王

者”。11月，法国不顾欧盟多数国家意

见，反对启动阿尔巴尼亚、北马其顿的

入盟谈判，主张提高欧盟扩大“门槛”。

《纽约时报》评价，马克龙的表现凸

显其对欧洲“去美国化”、重拾自主权的

未来愿景，也不免带来法美元首“兄弟

情”不再、法国成为美方打压欧洲头号

目标的局面。

普京：地缘博弈牌局“老手”
约翰逊：“脱欧”博弈赢家

过去一年来，埃尔多安在国际舞台

“硬核”打拼，引人瞩目。

10月访问俄罗斯索契，与俄总统普

京就叙利亚问题达成共识，谋求土耳其

在叙利亚乃至中东地区的地缘利益最大

化。11 月访问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

磋商叙利亚冲突，顶住美方制裁压力，坚

持推进部署俄制 S-400 防空导弹系统。

12 月访问英国伦敦，不惜以阻挠北约军

事防御计划施压西方，要求其认定叙利

亚库尔德武装为恐怖组织。

西方媒体眼中，埃尔多安个性鲜明，

常有惊人之举，全球活跃度高。

针锋相对。美方就购买俄 S-400

系统威胁对土耳其实施制裁后，埃尔多

安警告可能以关闭土境内美军基地作为

报复；美国国会通过认定亚美尼亚人在

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时期遭“屠杀”的议案

后，埃尔多安暗示土耳其议会可能把印

第安人在北美殖民地时期遇害认定为

“屠杀”。

铁腕施政。土耳其 3 月地方选举

中，执政党失去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经

济牌被指失效。面对汇率暴跌、投资消

费放缓等经济挑战，埃尔多安坚决撤换

因实行独立货币政策而受到西方媒体吹

捧的央行行长。

挑战面前，土耳其如何在大国博弈

中周旋、能否实现地缘政治目标、扩大全

球影响，将继续考验埃尔多安的执政力。

□ 据新华社

马克龙：“欧洲自主”进行时 埃尔多安：目标“大国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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