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下院激辩是否邀请特朗普
为回应民众在网站上的“取消访问”请愿

据新华社伦敦２月２０日电 （记者梁
希之）为回应民众在议会网站上的请愿，
英国议会下院２０日就是否应该邀请美国

总统特朗普进行国事访问举行辩论。 英

国外交部官员当天表示， 尽管部分民众

和议员反对，访问仍将如期进行。
工党议员保罗·弗林在辩论中首先

发言。他把特朗普比喻成“任性的孩子”，
表示议员们对美国的总统、 宪法和历史

都非常尊重， 但邀请特朗普对英国进行

国事访问可能意味着英国赞同其做法和

言论。 保守党议员西蒙·伯恩斯认为，基
于英美两国的特殊关系， 虽然很多民众

反对，但还是应该邀请特朗普进行访问。
英国外交国务大臣艾伦·邓肯在出

席辩论时表示， 国事访问是英国最重要

的外交工具，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英美两

国的“特殊关系”对日益危险和不稳定的

世界起到了重要作用， 英国应该欢迎特

朗普来访。
今年１月，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在访

美期间宣布，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正

式邀请特朗普在今年下半年对英国进行

国事访问，特朗普接受了邀请。但此后英

国有超过１８５万人在一份请愿书上签字，
呼吁取消对特朗普发出的访问邀请。 同

时，超过３０万人在另一份请愿书上签字，
呼吁英国应该邀请特朗普进行访问。 议

会遂决定于２０日就此展开辩论。
本月１４日， 英国政府正式拒绝了民

众呼吁取消邀请特朗普访英的请愿。 此

后议会在这一问题上的辩论只具有象征

意义，并不会举行投票，对政府也没有约

束力。

特朗普执政满月毁誉参半
2月20日是美国公众假日 “总统

日”， 也正好是特朗普入主白宫 “满

月”。特朗普当天宣布陆军中将麦克马

斯特为新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并称

后者拥有 “巨大天分和丰富经验”，在
军中备受尊敬。

上个周末， 特朗普还在佛罗里达

展 开2020年 总 统 选 举 “首 次 竞 选 集

会”， 遭民主党支持者嘲笑 “想得太

远”。 在美国，特朗普总统一个月来的

表现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很有争议，
尽管媒体批评声浪很高， 但支持者们

似乎并不以为然。

弗林“电话门”或继续发酵

美国媒体称， 特朗普似乎对商人

和军人情有独钟。 2月13日，前国家安

全事务助理弗林由于去年12月与俄罗

斯驻美大使通 话 表 态 不 当 而 引 咎 辞

职，在任仅24天，创历史之最。连日来，
特朗普先后面 试 多 位 现 役 和 退 役 将

军，最终选定现年54岁的麦克马斯特。
特朗普还宣布将此前代理国家安全事

务助理一职的退役将军基思·凯洛格

留任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而此前再度风传可能获选的前副国务

卿约翰·博尔顿在最后一刻被放弃，让
很多分析人士松了一口气。 博尔顿风

格保守，立场偏激，被认为是特朗普谋

士中的“危险人物”。
不过， 麦克马斯特虽能帮助特朗

普执掌国家安全事务， 但弗林 “电话

门”的后续效应仍有可能蔓延。自由派

人士认为， 弗林与俄罗斯驻美大使通

话， 并就美对俄制裁进行沟通涉嫌泄

漏国家机密，甚至“通敌”。更为严重的

是，民主党认为特朗普事先知情，事后

也听取了报告， 但却听任弗林对副总

统彭斯甚至美情治机构撒谎。 美媒认

为，如上述传言得到证实，其性质已经

可比“水门事件”，那起事件最终导致

尼克松总统被迫辞职。 预料国会民主

党人仍将坚持 就 此 事 件 展 开 全 面 调

查，并追究高层责任。

内阁提名太离谱遭重挫

特朗普遭到的重创之一是内阁成

员提名在国会遇到强大阻力。 截至上

周末， 仅有13位内阁提名在共和党主

导的国会得到通过， 而同为共和党总

统的小布什上台后仅用了10天就完成

了几乎所有内阁成员的任命， 其他前

任美国总统在执政满月时也大多组成

了“完整版内阁”。 在尚未得到国会批

准的职位中，商务部长、能源部长和贸

易谈判代表等都是事关国内外重大经

贸政策的职位， 这些部门的运作因此

大受影响。在得以通过的内阁部长中，
很多人也遭到国会的长时间质询。

另一方面， 要说民主党人故意刁

难特朗普也有些不公平， 因为有些内阁

人选经历和主张实在太过离谱， 在国会

民主党人看来几乎是故意“羞辱”政府部

门。 比如上周宣布退出提名的劳工部长

人选安德鲁·普兹德。劳工部的职责是保

护劳工权益，协调劳资矛盾。但身为快餐

连锁企业老板的普兹德明确反对将联邦

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9美元，其担任理

事的国际特许经营协会批评奥巴马政府

的特许经营模式， 此外他本人还由于雇

佣非法移民而遭到批评。此外，特朗普选

的教育部长反对公立教育， 环保署长曾

多次起诉该署，并主张“取消环保署”，而
能源部长人选则认为应取消能源部。

除了内阁部长外， 政府各部中高级

官员也同样存在大量缺口。 拿最重要的

国防部和国务院来说， 除部长外的绝大

部分高级职位都尚未任命， 副部长都暂

时沿用奥巴马时期官员代理。 国务卿蒂

勒森和国防部长马蒂斯希望任用自己的

班底， 更愿意从华盛顿智库和前政府高

官中选拔能人， 但以首席战略师班农为

首的白宫高层却对智库及华盛 顿 “老

人” 抱有强烈不信任感， 更倾向于从企

业高管中寻找人选。 中高层官员的缺位

使特朗普政府的内外政策推进 遭 到 掣

肘， 并且白宫与政府各部的分歧似乎仍

将继续。

五项新政不乏亮点

与媒体的交锋也成为特朗普执政首

月的焦点话题。上周，特朗普将包括CNN
在内的“造假媒体”称为“美国人民的敌

人”，从而遭到朝野一致痛批。
在媒体的猛攻下， 特朗普连日来不

断出现“状况”。 2月18日，特朗普在社交

媒体上称“看看瑞典昨天发生了什么！ ”
媒体很快证实，17日晚瑞典并没有发生

重大事件。 瑞典驻美使馆转发了特朗普

的推文并评论称， 很期待向美国解释本

国的移民政策。
尽管负面新闻充斥媒体， 但特朗普

一个月来在推行新政方面效率也很高，
其中不少“新政”得到支持者的拥护。

一是特朗普履行竞选承诺， 签署行

政令， 要在美墨边境修建长达3000多公

里的隔离墙， 预计将斥资200多亿美元。
尽管批评声浪不断， 但专家称此举将强

化美国对非法移民的入境管制， 减轻社

会福利负担。
二是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批评者称这是美国放弃领导亚太秩序的

决定， 而支持者则认为特朗普不愿牺牲

经贸利益获取地缘政治好处。 未来美国

将推动与日本、英国等的双边自贸协定，
将重点放在“公平贸易”上。

三是宣布大幅削减行政监管以刺激

经济。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要求联邦政府

每出台一项新规定， 需同时削减两项现

行规定。 此举的目标是减少政府对市场

的介入，让企业发挥活力。
四是提名卡 萨 奇 为 最 高 法 院 大 法

官。 卡萨奇被认为是美国最优秀的巡

回法官，同时也是著名保守派。一旦获

得国会批准， 特朗普将得以在最高法

院树立保守派的优势， 这将在未来数

十年内影响美国社会。
五是外交攻势取得进展。 特朗普

派出马蒂斯出访日、 韩， 邀请安倍访

美， 使美与亚太关系得到巩固。 连日

来，彭斯、蒂勒森和马蒂斯分别前往欧

洲和中东访问，初步安抚北约及欧洲、
中东盟友对美狐疑心理。

可以看出， 一个月来特朗普基本

执政理念没有大的变化， 这也是其支

持者不离不弃的原因。
但是接下来， 特朗普将迎接的挑

战只会更多。在国内政策上，特朗普已

经宣布中止执行奥巴马医保， 但白宫

和国会共和党人迄今未能拿出其替代

方案。 另外， 特朗普宣布将很快推出

“禁穆令“2.0版，有分析认为他会将一

些非穆斯林国家加入其中， 但美国及

国际社会对此的批评极为强烈， 特朗

普是否能够坚持下去是个大问号。
特朗普还拟进行税制改革， 降低

出口税，增加进口税，但其对经济和贸

易的长期影响很难预料。 此外特朗普

一方面增加国际预算， 斥巨资用于基

础设施建设，另方面又减少财政赤字，
鼓励美元下跌， 专家认为这些政策自

相矛盾，难以取得效果。
（本报华盛顿 2 月 21 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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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尔金：让“敌人”敬重的外交家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猝然离世，
本报驻联合国记者撰文怀念———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维塔利·丘

尔金20日在工作中猝然离世。消息传来，
不仅俄罗斯总统普京、 联合国秘书长古

特雷斯和前任秘书长潘基文等国际政要

纷纷追悼，曾与丘尔金台上、台下“过招”
的各国代表和媒体记者也纷纷追忆这位

战斗民族的“银发男神”。 本报记者有幸

与这位联合国“超长待机”的“常青树”多
次谋面， 并且在台上和台下数次领略过

他的外交风采。
提起丘尔金， 最抢眼的就是他在国

际舞台上长袖善舞， 数次与多任西方代

表唇枪舌剑。 安理会会议上时常出现的

场景就是西方国家对俄罗斯 “群起而攻

之”，用词不乏尖酸刻薄，而丘尔金总是

能够淡定聆听，有理有据，针锋相对，反

击起对手来丝毫不落下风。
记得在2014年3月份一次安理会乌

克兰问题公开会议上， 时任美国驻联合

国代表萨曼莎·鲍尔言之凿凿称乌克兰

东部俄语居民并未受到威胁。 丘尔金机

智而犀利地回应道：“鲍尔对乌克兰局势

的了解似乎全部来自‘美国电视台’”。
还有一次是在安理会2016年10月的

叙利亚问题会议上， 丘尔金发言回应了

美国、 英国和其他国家针对俄在叙行动

的批评，幽默地称“英国代表团起草了安

理会声明，表示了遗憾。他们甚至连谴责

的话都挤不出来了。”“因此，尊敬的同事

们，很多人该为叙利亚、伊拉克以及我们

知道的很多其他国家的局势祈求赦罪。”
即便如此， 丘尔金在外交舞台上所

表现出的不可动摇的立场和强大的专业

素质却为他赢得了 “敌人” 的敬重。 他

猝然离世的消息传开时， 推特上众多怀

念推文中就有一条是来自他过去的老对

头鲍尔。 她写道： “对丘尔金去世深感

悲痛， 他是一名外交大师, 是一个非常

关心他人的人， 并竭尽所能弥合美俄的

差异。”
丘尔金在安理会上的强硬风格以及

对待记者有时的“冷”也令媒体慢慢琢磨

出他的风格：无可奉告的事绝不废话，对
尖锐的问题态度强硬， 自带战斗民族的

霸气光环。即便如此，也没有浇灭一向尖

刻的西方记者对他“追捧”的热情。 一些

西方媒体同行表示，“你也许不喜欢他的

观点，但不得不喜欢他这个人”。 因此凡

是丘尔金的媒体发布会，总是座无虚席。
然而丘尔金在台下的平易近人却与

他在台上的“战斗民族霸气”画风迥异。
记者记得有一次在中国常驻团的晚宴活

动上， 对中国一贯友好的他早早来到宴

会厅， 与我们这些记者兴高采烈地聊起

俄罗斯的风景名胜和风味特产， 对粉丝

记者的合影要求也是来者不拒， 并且不

断地看着镜头摆pose“卖萌”。
其实丘尔金初次展露他的外交才华

还是在他34岁时独自走进美国国会山，
就“切尔诺贝利事件”在听证会上接受美

国议员的质询。 美国媒体当时就为他现

场的出色表现所折服， 对他给出高度评

价，“英语流利、 熟谙其祖国的政治和历

史、辩才高超”，谈吐“有礼有节”，对美国

议员的反击“有时尖锐、有时攻击力强，
但绝不傲慢无礼”。

各国驻 联 合 国 代 表 一 般 几 年 一 轮

换， 记者案头上有一张印有安理会15个

理事国代表头像的资料， 每隔一阵就要

更新。 但任职10年的丘尔金却长期占据

卡片的重要位置， 俨然成了安理会中的

“常青树”， 强势地捍卫着俄罗斯的国际

利益。目送“常青树”走进历史，而他的离

世距他65岁生日仅有一天。毫无疑问，俄
罗斯在国际舞台上折损了一员大将。

（本报联合国2月21日专电）

国际 广告

反叙四方立场或决定会议走向
新一轮叙利亚和谈即将重启

在引发叙利亚战乱的所谓 “阿拉伯

之春” 过去6年之际， 旨在开辟叙利亚

未来的新一轮日内瓦和谈定于本月23日

召开。 会议能否取得预期效果， 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局势发展对各方立场所产生

的影响。
目前叙利亚的基本态势是， 叙政府

在政治和军事层面都已取得优势， 不设

前提、 不定结果的政治解决思路已成为

国际社会共识。 这归功于叙利亚人民抵

抗外来干涉的长期坚定意志， 归功于俄

罗斯军队打击国际恐怖势力的 出 色 效

率， 也应该归功于中国等主持公道力量

的不懈斡旋。
在这三个因素基础上形成的正义力

量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反叙利亚同盟，
迫使美国、沙特、土耳其、欧洲对各自立

场进行程度不等的调整。

四方同盟中角色原本各有分工。 美

国总揽全局，以打击恐怖主义为掩护，在
借力盟友的同时， 动用包括地面军力在

内的所有手段阻止叙利亚恢复和平。 沙

特和土耳其职责同中有异， 在直接操控

反对叙政府的某些武装力量的同一使命

中，沙特侧重人员招募、组织建立、资金

分发、教派动员等；土耳其则侧重人员培

训、战力投送等。欧洲主要利用其强大的

舆论影响力， 竭力把叙政府描绘成人类

公敌，把极端分子打扮成“温和派”，为政

权更迭充填道德基础。
但这一同盟从2015年秋季开始有了

变化。首先是欧洲在恐怖袭击和难民潮双

重冲击下调整了叙利亚政策，德国总理默

克尔率先表示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

应该参与政治过渡， 此后法国情报部门

开始与叙利亚同行进行合作。
此后， 土耳其也因叙利亚库尔德武

装的壮大而意识到， 库尔德人内外联动

是该国国家安全的头号威胁。 土耳其从

而加强与俄罗斯和伊朗合作， 并公开放

弃要求巴沙尔下台的立场。
强硬如初的是沙特。 联合国叙利亚

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近日强调， 此次日

内瓦和谈只有一个议程， 即叙利亚政治

过渡， 议程的任何改变将导致会议无休

止拖延。但叙利亚反对派中的实力派、由
沙特组建的高级谈判委员会随即声称，
谈判必须涉及停火和所谓人道 主 义 灾

难。 将谈判牵扯到停火和所谓人道主义

灾难是反对派的一贯策略， 目的就是借

此获得喘息之机，以便卷土重来。
此番表态还有一个重要背景： 沙特

于上月底整合叙境内武装派别， 成立了

一个名为“沙姆解放委员会”（也称“黎凡

特解放委员会”）的新组织。该组织由“支
持阵线”挑头、由努尔丁·赞吉运动等多

个极端组织作为中坚力量。 由此不难理

解，所谓停火云云，只不过是为了让“沙

姆解放委员会”躲过打击，多“解放”几个

地区而已。
立场最为诡异的是美国。 在美俄斡

旋下 ， 叙利亚于去年 9 月达 成 停 火 协

议。 但媒体好评话音未落， 美国军机便

重创了正进攻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 的

叙利亚军队———这类伎俩在奥巴马时期

层出不穷。
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说要与俄罗斯合

作反恐， 上台后却抛出了一个在叙利亚

建 “安全区” 的概念。 它是北约军力保

护下的 “禁飞区”， 还是国际社会共同

参与 、 得到叙政府认可的难民 救 助 地

带？ 迄今无人知晓。 但是前者的话必然

引发俄罗斯反弹， 是后者的话美国又心

有不甘。
由于特朗普不谙国际事务， 更因为

他与国内权势集团对抗， 故有可能被权

势集团架空，从而出现美版“挟天子以令

诸侯”的局面。 倘果真如此，叙利亚前景

未可轻言乐观。
但今天有一点确凿无疑： 由美国策

动、以政权更迭为目标的“阿拉伯之春”
已在叙利亚彻底失败。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
所智库理事会理事）

专家视点

■唐见端

新“军师”是个“学者将军”
特朗普任命麦克马斯特为新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本报讯 综合新华社消息，美国总统

特朗普２０日在佛罗里达州的私人庄园宣

布， 任命现役陆军中将赫伯特·雷蒙德·
麦克马斯特为新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

理， 接替１３日因涉嫌与俄罗斯驻美大使

不当通话而辞职的迈克尔·弗林。
５４岁的麦克马斯特被多家媒体称为

具有创造性思维的战略师，他有话直说、
敢于挑战上级的直性子也为人熟知。

特朗普当天宣布人事任命时， 称赞

麦克马斯特拥有 “巨大天分和 丰 富 经

验”，“在军中获高度尊敬”。 身着军装的

麦克马斯特则坐在特朗普身旁说：“会尽

我所能，提高和保护美国人民的利益。 ”

特朗普当天还宣布， 弗林辞职后代

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一职的基思·
凯洛格将继续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

厅主任。
美联社称， 特朗普此次人事任命进

一步强化了军方出身官员在新政府的影

响力，除现役的麦克马斯特外，美国国防

部长詹姆斯·马蒂斯、美国国土安全部长

约翰·凯利都是退伍将军出身。
多家媒体在报道麦克马斯特获任命

一事时， 都提到了他有话直说并因此得

罪上司的“事迹”。美联社称，麦克马斯特

１９９７年出版《玩忽职守》一书，在书中辛

辣批驳美国政府在越战中的错误决策，

称“谎言导致了越战爆发”。 此书也使

他成为公众心目中敢说真话之人。
路透社则注意到，２０１４年７月，麦

克马斯特在接受佐治亚州当地媒体采

访时称，军队并非只讲品阶、不接受批

评和诚恳评估之地， 而他的上级军官

“都想听诚恳评估、 批评和反馈”。 不

过，并非他的全部上级都这么想。报道

说， 麦克马斯特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７年两次

晋级失败， 直到彼得雷乌斯从伊拉克

回国并负责人事任免， 才使麦克马斯

特第三次谋求升职时晋级准将成功。
麦克马斯特被广泛视为 “学者将

军”和战略家。 他毕业于西点军校，曾
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还担任美军事智

库———陆军性能综合中心主任， 深度

参与陆军整合未来部队以及准备战争

的过程。
与前任弗林不同， 麦克马斯特的

对俄观点与美国建制派一致， 均将俄

罗斯视为美国的威胁和敌手。

20 日 ， 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特

朗普的私人庄园， 特朗普与麦克马斯

特握手。 新华社发

纽约组织 “Rise and Resist” 和 “GAG Is Watching” 成员在华盛顿广场公园举行新奥尔良爵士风格葬礼游行活动，
哀悼 “美国总统之死”， 抗议特朗普政策。 东方 IC

■本报驻华盛顿记者 张 松

厄大选左翼候选人大幅领先
选举结果反映大多数厄瓜多尔人仍接受

“美好的社会主义”路线

厄瓜多尔全国选举委员会21日公布

93.4%选票的计票结果， 数据显示执政

党主权祖国联盟运动候选人、 前副总统

莱宁·莫雷诺以39.18%的得票率， 领先

于创造机会运动党候选人、 银行家吉列

尔莫·拉索获得的28.38%的支持率。
按照厄瓜多尔的选举法， 总统选举

中候选人获得超过半数的有效选票即可

当选总统；候选人如得票率超过40%，且

领先第二名超过10个百分点， 同样将取

得选举胜利； 如所有候选人得票均未达

到以上条件， 得票率居前两位的候选人

将进入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
按此规定， 莫雷诺距离首轮选举当

选仅一步之遥。然而，拉索阵营对投票结

果依然表示乐观， 正积极备战4月2日的

第二轮选举。 据厄瓜多尔《电讯报》报道

称， 拉索正积极寻求与第三位总统候选

人辛西娅·比特里的合作，力争在次轮选

举中实现反超。比特里与拉索在政治、经
济上的主张相近， 均希望通过缩减税赋

来吸引投资。
现年 63 岁的莫雷诺 1998 年因遭遇

抢劫而背部中枪造成终身残疾， 日常以

轮椅代步 。 其多年来一直提倡 左 翼 理

念， 主张推行前任总统科雷亚所承诺的

增加社会性支出等政策。 有分析指出，
厄瓜多尔大选结果反映左翼的 “美好的

社会主义” 路线仍然被大多数厄瓜多尔

人所接受。

■本报记者 周俊羽

2014 年 3
月6日，丘尔金

在联合国安理

会会议上发表

讲话。
东方 IC

■本报驻联合国记者 袁 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