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线
从莫斯科直接飞往拉美

国家

优点：行程短

缺点：经过美欧上空，可

能遭拦截

斯诺登逃亡路

东线
先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再

飞往拉美国家

优点：不经过美欧上空

缺 点 ：没 有 商 业 飞 机 执

飞，必须入境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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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认为，委内瑞拉是斯

诺登的最佳选择。英国 《每日邮

报》 8 日报道称，因为从莫斯科飞

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航班

会途经美国和欧洲上空，斯诺登

很可能无法登上班机，这也就意

味着他需要搭乘私人飞机，绕飞

1.4 万英里到达目的地，但问题

是，又有哪个私人飞机的主人愿

意冒这个险？

往东往西两条路可选
虽然俄罗斯航空公司有从莫

斯科飞往加拉加斯的航班，但斯

诺登估计不会被允许登机。因为

航班会途经美国和欧洲上空，如

果客机搭载了斯诺登，很有可能

在进入美国和欧洲上空后遭拦截

降落，这也意味着，斯诺登还没

到达目的地就被捕了。

有分析人士“支招”称，斯

诺登可以考虑不从西线到委内瑞

拉，他可以先到俄罗斯的符拉迪

沃 斯 托 克 ， 从 东 线 飞 往 加 拉 加

斯。不过，这也就意味着俄罗斯

需要允许斯诺登正式进入俄罗斯

国境。但因为怕与美国的关系进

一步恶化，至今俄罗斯都

没有这样做。此前，俄罗斯总统

普京曾强调称，斯诺登确实以中

转旅客身份飞抵莫斯科，但并未

越过俄罗斯国境。

从东绕飞的障碍除了要获得

俄方允许外，还需要找到合适的

私人飞机，因为没有商业客机执

行这样的航班。不过，考虑到这

一飞行路线上有一个点离夏威夷

很近，所以私人飞机若搭载斯诺

登，也可能面临着被美方拦截的

危险。据统计，从东面绕飞至加

拉加斯，总行程达 1.42 万英里，

而从莫斯科往西飞往加拉加斯的

距离是6175英里。

需要俄罗斯暗中帮忙
分析认为，除非俄罗斯情报

机构暗中帮助斯诺登逃脱，否则

对于斯诺登来说，要逃离俄罗斯

前往拉美国家实在很难。

有消息人士称，让斯诺登悄

悄登上军用或者外交人员专用飞

机或许也是个选择，不过考虑到

玻利维亚总统飞机被迫更改航线

事 件 ， 这 也 不 是 一 件 容 易 的 事

情。

（据新华网、《北京晚报》）

斯诺登

斯诺登向 27 个国家提出避难申
请，目前，委内瑞拉、尼加拉瓜和玻利
维亚均表示提供庇护。现在，全世界
最关心的是:斯诺登会选择去哪个国
家避难？又该用什么办法到达那个
国家呢？

虽然有国家在“招手”，但逃亡之路毕竟困难

重重，斯诺登接下来的路该如何走？记者专访了

中国社科院拉美所国际问题研究专家孙洪波。

记者：斯诺登的避难申请曾遭到多国拒绝，

几乎成了世界孤儿。事情在最近有了转机，南美

三国几乎是同时宣布为他提供避难，这些国家这

么做的原因是什么？

孙洪波：这表明拉美不再对当前的“棱镜门”

事件袖手旁观，委内瑞拉、尼加拉瓜、玻利维亚三

国表示愿意接受斯诺登的政治庇护申请，使“棱

镜门”事件扩大至美国“后院”。这三国的共同特

点是都属于拉美左派，对斯诺登事件的政治反应

具有三个关注点：

其一，延续拉美左派的离美、反美的政治姿

态，能够增加与美国外交博弈的筹码。拉美左派

政府之间的政治团结和外交互动，有利于共同抵

制美国的霸权压力。

其二，积极介入由“棱镜门”事件引发的美国

与其他大国的政治较量，可实现外交借力的政治

目的，是对美国的一种力量平衡、制约。显而易

见，拉美三国的参与无疑也是对其他大国与美国

外交角力的政治默契。

其三，对“棱镜门”事件的介入，能够提升拉

美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可以看到，尽管拉美不占

据国际政治中心位置，但拉美也不再是传统意义

上的被边缘化的政治角色，而是成为了全球政治

的积极参与者。

拉美左派一直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反对美

国对本地区事务的干涉。因斯诺登事件，美国与

拉美左派的关系更为复杂化，美国在外交上可能

陷入更为被动的局面。尽管委内瑞拉等国在经

贸关系上依赖美国，但美国也不会断然对这些国

家采取极端的经济或政治制裁措施。虽然拉美

不是美国的对外战略重点，美国需要一个稳定的

拉美，需要对在拉美的各种利益做出更多的考

量、平衡。让美国两难的是，与这些国家的经贸

关系恰恰有助于保持稳定。

目前，斯诺登事件在拉美的事态发展还存在

不确定性。一方面是否有更多的拉美国家卷入

美国的“棱镜门”监控项目，且不断地被揭露出

来；另一方面，拉美各国对美国关系的利益不同，

可能会做出不同的政治

反应。如果斯诺登

事 件 一 旦 在 拉

美进一步被扩

大化，若拉美

国 家 团 结 一

致抵制美国

的 霸 权 行

为，美国将在

拉美面临着新

的外交压力。

记者：那些明确表示不接纳斯诺登的国家，

比如冰岛，又为何不敢收留斯诺登？

孙洪波：虽然很多国家没有接受斯诺登的政治

避难申请，但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的政府和社会对

美国绝对妥协，而是综合考量国内政治以及权衡与

美国关系的各种利益后所做出的政治选择。特别

是欧盟与美国有着特殊的安全合作关系。即使有

政治意愿接纳斯诺登，也不得不考虑对美关系、国内

司法及相关国际法等。换言之，若向斯诺登提供政

治避难，必须具备几个条件，即能否承受来自美国的

政治压力、是否有完善的司法依据支持、是否具备应

对出现复杂政治局面的实力、能力。

斯诺登事件在全球越是不断被扩大化、更多

的国家被卷入其中，对美国越是不利，美国将面

临更大的国际舆论、外交等多重压力。拉美左派

愿意向斯诺登提供人道主义庇护，是对美国不满

的政治表达。拉美对“棱镜门”事件的介入、参

与，并与俄罗斯等大国间形成了外交互动，美国

的外交可能陷入了新的被动。特别是“棱镜门”

事件在拉美存在被扩大化的风险，巴西也已卷入

其中。巴西官方正要求美国对监控该国公司私

人通信做出解释。

记者：斯诺登最有可能接受哪国的邀请？会通

过什么方式到达那个国家？这其中需要闯几关？

孙洪波：斯诺登的未来去向扑朔迷离，这不

是个人与国家对抗的逃亡游戏，而是一场国际政

治较量。毫无疑问，斯诺登如何抵达拉美是个政

治难题，也可谓困难重重。况且，莫斯科与某些

国家之间还未开通商业航班，试想斯诺登前往拉

美的行程信息一旦暴露，若途经美国及其盟友的

领空，就会受到相关干涉。

事实上，斯诺登的拉美避难是否成行并不

重要，重要的是对“棱镜门”事件的政治分解。

目前对斯诺登本人去向的关注仍处于焦点期，

这仅是问题的表象，但这不是问题的本质。斯

诺登的最终归宿取决于大国间的利益计算和

外交博弈，而这一政治进程当前远未结束。

尽管拉美三国愿意向斯诺登提供人道主

义庇护，但事情的最终解决还是大国间的政

治较量。鉴于私人通信安全、网络安

全等议题，俄罗斯等国不会

对美国就此善罢甘休。

就斯诺登所暴露的“棱

镜门”，若有更多的国

家向美国施压，并提

交到联合国讨论，

可能会涉及相关

国际立法，这将

会对美国的情报

获取权力构成制

衡。

难选啊
个人逃亡背后 大国政治博弈

难跑啊
正规航班登不上 私人飞机谁敢飞

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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