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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琨

美国当地时间29日， 美国总统
奥巴马在拉斯维加斯发表的演讲
中， 首次公布了其酝酿已久的移民
改革法案的初步方案。 在这份方案
中， 奥巴马强调美国的移民系统已
经出现问题，当下是改革的时机，他
的版本不只聚焦如何使非法移民身
份合法化， 同时也要留住外国人才
给予他们合法身份， 而非让他们回
流至中国、印度等国。

据报道，在奥巴马这份新公布
的方案里，非法移民要想获得国籍
需要在获得临时合法身份前先申
请，进行国籍登记，提交生物识别
数据，通过背景调查，缴纳相关费
用。在这些步骤以后移民只要掌握
一定程度的英语后就可以在申请
中排在合法来美移民后申请永久
居民身份。

奥巴马曾公开承认移民政策改
革没有通过是他在第一个任期内最
大的败笔， 在第二个任期内移民政
策改革便成为了重中之重。

“现在是时候了，” 奥巴马说，
“我们不能再让移民政策改革无限
期地拖延下去了。 ”

同时，奥巴马也着重指出，希望
新的移民法案能够让美国留住包括
来自中国以及印度等国的高素质人
才。

“美国给了外国人才所有他们
需要的能力， 然后我们转过身跟他
们说，回中国、印度或墨西哥等国去
创业、创造工作吧。 这不是在美国发

展新产业， 反而是给了我们的竞争
者新产业。 ”奥巴马在当日的演讲中
表示。

奥巴马同时呼吁美国国会创建
一个特别签证， 允许那些成功创建
新兴公司的企业家们移民美国。

“现在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
优秀学生在我们国家一流的大学
中就读，” 奥巴马说，“他们正在诸
如工程学和计算机科学等未来颇
具发展的领域攻读学位。 不过，一
旦他们结束学业， 获得了学位，有
了好的发展机会，他们就会离开我
们国家。 ”

在演讲中，奥巴马还企图提醒
美国人移民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
地位。 他说：“当我们抽象地谈论这
些问题时，讨论很容易变成‘我们’
与‘他们’的对决。 但是，很多时候，
很多人都忘记了‘我们’曾经是‘他
们’。 ”

虽然移民支持者对奥巴马的谈
话反应非常热烈。 然而有分析认为，
新移民政策的最大障碍是能否在共
和党人控制的众议院通过， 许多保
守的共和党议员强烈反对任何对非
法移民“大赦”式的移民改革。 美联
社称，美国或许已经启动了“复杂低
效”的移民法改革，但这项重大工作
可能需要好几年才能完成。

路透社称， 移民问题是美国国
会20年来面临的最棘手问题之一，
这涉及许多强大的利益集团： 企业
组织希望获得有技能的劳工， 工会
组织则担心大量移民涌入导致工资
下降。

奥巴马发布移民改革方案
吸引中国印度人才

苏展

缅甸反对派领导人昂山素季的
韩国之行继续。

昂山素季昨晚抵达有韩国“民
主之城”之称的光州。 昂山素季将于
31日上午与“缅甸民族民主同盟”
(NLD) 韩国支部的有关人士等一起
参拜光州“5·18”国立墓地，并进行
纪念植树活动， 由此也将成为第一
位在“5·18”国立墓地进行纪念植树
的外国人。 光州市将向昂山素季授
予荣誉市民称号。 昂山素季还将领
取于2004年获奖但因被软禁而未能
领取的光州人权奖。

1980年5月18日， 光州发生了
“5·18”民主化运动，这是当地学生
和市民要求推翻当时的韩国军事独
裁政府，实现民主主义的一次运动。
当时掌握军权的全斗焕政府下令进
行武力镇压， 与学生和市民形成武
力对峙，造成大量平民和学生伤亡。
“5·18”民主化运动加速了韩国民主
政治的到来。

当日稍早， 昂山素季出席特奥
会全球发展峰会时发表演讲， 呼吁
缅甸加大各个领域的改革， 维护社
会边缘人士的权益。 她还透露了希
望访问中国的意愿。

据韩国媒体报道称， 昂山素季
在主题演讲中呼吁应赋予智障人士
自主选择的权利。

昂山素季指出， 政府应当切实
了解智障人士的需求， 营造一种善
于倾听的社会文化， 为智障人士提
供能够实现梦想的平台。

此前一天，在韩国昌平特奥会
开幕式期间有记者问她是否有访
问中国的意愿， 昂山素季称，“目
前未有此计划，我希望有一天能够
实现。 ”

29日， 缅甸还取消了一项军政
府时期的禁令， 该禁令要求民众不
得举行5人以上的集会。

据《缅甸新光报》报道，该禁令
由缅甸军政府于1988年镇压全国范
围内支持民主的抗议者而制定。 在
缅甸总统吴登盛2011年当政之前，
该禁令曾被选择性地应用于镇压对
抗军政府的异端分子。

该禁令宣布“禁止5人以上的团
体集会、 游行或者在街道发表演
讲”。 军政府曾经使用了许多涵盖面
广或者定义模糊的命令以及法律作
为镇压异己的手段， 法庭也常常作
出严厉的判决， 因此囚禁了数千政
治犯。 目前，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由现
任总统吴登盛实施大赦重获自由。

昂山素季到访韩国“民主之城”

早报讯 在中国与蒙古煤炭纠
纷升级的背景下， 中国全国人大常
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昨天抵达蒙古访
问。 这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长时隔16年后再次访蒙。

吴邦国当天与蒙古国国家大呼
拉尔主席恩赫包勒德举行会谈时
说，中蒙建交60多年来，友好合作
一直是两国关系的主基调。 中方感
谢蒙方长期以来在涉台、 涉疆、涉
藏问题上一贯支持中方立场。 中方
尊重蒙古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
整，尊重蒙古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
展道路。

吴邦国强调， 中蒙应该加强战
略互信， 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
问题上相互支持， 加强在重大问题
上的沟通协调， 密切在执法安全和
非传统安全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巩
固中蒙关系的政治基础。

同时，吴邦国指出，两国要深化
互利合作，继续坚持矿产资源开发、
基础设施建设、 金融合作“三位一
体， 统筹推进” 的经贸合作总体思
路，推动经贸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
夯实中蒙关系的物质基础。

吴邦国还表示， 中方支持蒙方
加入亚太经合组织， 愿为蒙参与东

北亚合作、 加强同上合组织成员国
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一直是蒙古丰富矿产资源
的重要买家，不过，双方的合作并不
顺利。

《华尔街日报》28日称，中国铝
业公司高管威胁， 如果蒙古合作方
EET公司撕毁双方2011年7月签署的
“煤炭换贷款”合同，中铝将采取法
律措施。 25日，蒙古国驻中国大使苏
赫巴特尔称， 蒙古无法接受之前同
中铝的协议， 已停止向中国出口煤
炭， 并呼吁另一家中国能源企业神
华集团介入，以“打破僵局”。

吴邦国访蒙古
称支持蒙古加强同上合组织合作

早报记者 张喆

在“大突厥梦”的指引下，土耳
其再次力图在中亚扩张自身的政治
影响力。

在土耳其的推动下，土耳其、阿
塞拜疆、 吉尔吉斯斯坦和蒙古国四
国于23日成立了一个名为欧亚大陆
护法机关会议的组织。 在此之上，四
国近日还决定成立一个以四国英文
名首字母缩写的TAKM联合部队。

对于土、阿、吉、蒙四国这一略
显“意外”的合作，上海外国语大学
中东研究所所长刘中民指出， 单从
经济发展上来看，土耳其、蒙古、阿
塞拜疆和吉尔吉斯斯坦的GDP增长
迅速， 这些国家因此都有意愿谋求
安全上的合作， 但土耳其有限的综
合国力能否真正聚合四国是一个很
大的疑问。

“土耳其色彩”浓厚
据报道， 土耳其宪兵司令卡利

昂奇29日在会议新闻稿中说， 成立
联合部队旨在加强四国军事护法机
构之间的合作， 部队任务包括维和
及护法行动。 该组织宣称，TAKM联
合部队不针对任一国家与组织。 土
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同日发表讲话
称， 这一组织的成立是突厥语国家
紧密合作的象征。

据悉，TAKM联合部队首任司令
官及首任组织主席是土耳其将军贝
吉尔·卡尔永库，他将任职到2014年
5月，下一届轮值主席国将是吉尔吉
斯斯坦。

土耳其媒体称， 不排除未来
TAKM联合部队会吸纳其他国家加
入，但部队的名称不会改变。

据公开资料不难发现， 该会议
组织从创建伊始，就有着浓厚的土
耳其色彩，除了工作语言设为土耳
其语外，还将永久秘书处设在土耳
其。 此外，该组织标志上的图案也
耐人寻味，土耳其风格十足。 据悉，
该组织标志上的奔马图案来源于
土耳其的民间传说， 图案上还有4
颗星， 分别代表土耳其等4个创始
国。

土耳其媒体分析， 以往土耳其
的安全支柱依赖的是北约， 未来它
不仅要继续与西方盟友紧密联系，
也要向东拓展安全利益， 尤其是借
TAKM联合部队加强与“泛突厥”国

家以及上合组织的合作。
刘中民指出，“埃尔多安所领导

的土耳其作为奥斯曼帝国的遗产，
一直有一个所谓的‘大突厥梦’，希
望成立一个从高加索到中亚的所谓

‘突厥共同体’。 ” 然而刘中民也表
示，自冷战结束以来，土耳其、伊朗
等国多次试图加强在高加索与中亚
地区的影响力，但最后都不了了之，

“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中东地区
格局产生深远变化， 土耳其判断自
身面临战略机遇期。 不过土耳其如
何在未来聚合这些国家？ 目前看它
的综合国力仍无法支撑起大的战略
目标。 此外，‘突厥共同体’只是一个
想象出来的产物， 而蒙古国本身就
并不是所谓的突厥语族国家。 ”

上海社科院上合组织研究中心
秘书长李立凡则分析指出， 土耳其
此举不排除背后有北约的战略意
图， 北约战斗部队即将于2014年撤
出阿富汗，“作为‘泛突厥’国家、伊
斯兰国家，同时又是北约成员国，土

耳其主导下的TAKM联合部队有可
能会对上合组织造成影响。 尽管吉
尔吉斯斯坦已明确表明美国必须撤
出玛纳斯军事基地，但TAKM联合部
队可能在中亚核心地带构成一个新
变数。 ”

蒙古的“向西看”战略
对于土耳其为何极力与阿塞拜

疆以及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加强合
作，刘中民表示，“近几年来，土耳其
社会保持稳定，经济发展势头良好，
令土耳其领导人对国内温和伊斯兰
复兴及‘土耳其政治模式’越来越有
信心。 与此同时，在‘阿拉伯之春’
后，地区内其他大国都遭到了削弱，
土耳其判断自身出现了战略机遇
期， 并试图在地区变局中扩大影响
力， 挺进中亚正是土耳其多年来的
夙愿。 ”刘中民说，土耳其与伊朗就
南高加索地区的争夺由来已久，由
于伊朗与阿塞拜疆有着复杂的民族
及领土纠葛， 而土耳其则与亚美尼
亚间存在着“大屠杀”争论，土耳其
早就与阿塞拜疆结盟对抗伊朗与亚
美尼亚。

李立凡则分析， 土耳其与吉尔
吉斯斯坦走近， 还与吉尔吉斯斯坦
领导人变更有关，“以前土吉两国虽
语言相近，但关系并不紧密，自从阿
坦巴耶夫担任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以
来，两国关系有了长足发展。 去年10
月， 安卡拉北约军事学院还专门召
开了一个有关上合组织的高规格研
讨会， 其中就有乌兹别克斯坦与吉
尔吉斯斯坦的军方代表出席。 ”李立
凡称， 土耳其越来越试图与中亚国
家保持密切接触。

突厥语国家的联合情有可原，
但作为非突厥语国家的蒙古宣布加
盟则耐人寻味。

对此， 刘中民分析称，“从意图
上判断， 土耳其在加入欧盟迟迟没
有进展的情况下，国家战略改为‘向
东看’，此举意在打通从高加索到中
亚的通道， 增加该国在欧亚腹地的
影响力。 ”

李立凡则以蒙古的角度分析
称，与土耳其“向东看”政策相类似，
蒙古国正在实施“向西看”战略，“蒙
古此次的意图， 同以往加入欧安组
织，搞‘第三邻国’一样，它试图在与
中俄这两个大国的交往中， 寻找地
区外的安全伞。 ”

土耳其拉蒙古等国建联合部队
包括土耳其、阿塞拜疆、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四国 或将吸纳其他国家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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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从经济发展上来
看，土耳其、蒙古、阿塞
拜疆和吉尔吉斯斯坦的
GDP增长迅速， 这些国
家因此都有意愿谋求安
全上的合作， 但土耳其
有限的综合国力能否真
正聚合四国是一个很大
的疑问。

———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中东研究所所长刘中民

TAKM联合部队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