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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公告

德国大联合政府呼之欲出
联盟党和社民党在组阁问题上达成一致

当地时间 7 日清晨，经过三度推迟，
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德国联盟党，
与社民党终于就组建大联合政府达成一

致。据参与谈判的人士向媒体放风，三党

共计 15 名代表已经在组阁协议上形成

共识。 此次正式组阁谈判原计划于上周

日完成， 但由于联盟党和社民党在废除

不合理雇佣限期和终止两级医疗这两大

问题上始终无法达成一致， 最终谈判被

拖到了周三。

部长花落各家，舒尔茨出任外长

相比试探性谈判阶段， 正式谈判阶

段更令人关注的是德国联邦政府未来的

人事安排问题。根据德国政治传统，在正

式谈判中， 参与组阁的政党将瓜分各个

联邦部门的部长职位。根据最新消息，社
民党获得了外交部、 财政部和劳工部这

三个关键部门，另外家庭部、司法部和环

境部也被社民党收入囊中。
据《明镜》周刊在线消息，社民党主

席舒尔茨不负众望， 将出任德国外交部

长一职。 外交部长是德国曝光频率最高

的部长， 因此被认为是积攒政治资本最

好的岗位。之前有德国媒体披露称，颇受

默克尔赏识的基民盟籍女政治家卡伦鲍

尔极有可能担任外长一职， 但从结果来

看，舒尔茨还是牢牢把握住了这一位置，

让人们对他的政治前途有了更 多 的 期

待。而基社盟主席霍斯特·泽霍夫则将出

任另外一个关键性部门———内政部部长

一职。
而对于基民盟来说， 除了默克尔继

续担任总理一职外， 该党政治家还将挂

帅国防部、经济部、农业部、卫生部和教

育部。 其中经济部因为覆盖范围较广且

权力较大，被称为是“超级部委”。

新内阁欧洲主义色彩十足

由于社民党占据了外交部和财政部

两大部门， 让德国的新一届政府欧盟色

彩十足。 即将担任外交部长的舒尔茨自

然不必多言， 除了曾经在德国一座小城

市担任市长外， 舒尔茨的绝大多数政治

生涯都在欧盟度过。 他曾经担任欧洲议

会议长， 并且和容克竞争过欧盟委员会

主席一职， 可以说舒尔茨是德国政治家

中最熟悉欧盟事务的人。 除了丰富的欧

盟事务经验， 舒尔茨也时刻表现出 “欧
洲主义者” 的观点。 在他竞选过程中，
尽管面对来自德国民粹主义、 孤立主义

的压力， 但是他仍然不断强调欧盟对于

德国的重要性， 在面对各国记者的提问

时， 他也总习惯带着 “欧盟视角” 来审

视和解答问题。 因此， 舒尔茨成为德国

外长对疲态尽显的欧盟来说， 无疑是佳

音一则。
据悉， 去年曾经接受过本报专访的

社民党副主席朔尔茨将担任财政部长一

职。法国总统马克龙上台以来，提出了一

系列的欧元区经济改革政策， 其中包括

希望创建欧元区共同预算， 并由一名财

政部长监督。 由于担心共同预算可能导

致风险分担和财政转移支付， 德国对此

事反应平平。 但是由社民党人担任领导

的财政部在欧元区改革进程中， 无疑会

相对更加支持马克龙政府。另外，过去由

基民盟执掌的财政部曾经态度强硬地要

求希腊等重债国进行财政和经济结构改

革，从而导致双边关系出现裂痕。由社民

党执掌的财政部未来将如何应对南欧重

债国问题，也成为未来关注的焦点。
值得注意的是，前巴伐利亚州州长、

基社盟主席泽霍夫将出任内政部部长一

职。难民问题由内政部负责，而过去泽霍

夫始终表现出对难民问题的保守立场，
除了对默克尔难民政策提出尖 锐 批 判

外， 泽霍夫还坚决要求必须给接纳难民

设置上限。泽霍夫担任内政部长一职，也
被舆论认为是默克尔希望他能够解决难

民危机的后遗症， 特别是加快遣返申请

被拒绝者的步伐。

尚需社民党全体投票通过

随着联盟党和社民党就组阁协议达

成一致， 德国新一届大联合政府组阁进

程也走到了最后关键一步———社民党党

员的全体投票表决， 来决定社民党是否

和联盟党再一次组成大联合政府。 德国

法院近期也给这一决定开了绿灯， 认为

463723 名社民党党员有权利通过投票

来决定是否和联盟党组成联合政府。
在过去几周中， 社民党迎来了近年

来罕见的“入党潮”。 据德国《明镜》周刊

1 月 30 日报道，自决定与联盟党展开组

阁谈判开始， 社民党几天内已收到超过

7000 份入党申请。 这次“入党潮”与该党

近来屡创新低的民调形成了鲜明对比。
德国媒体评论称， 许多人选择此时

申请加入社民党是为了帮助社民党内的

“反大联合政府”派。根据社民党规章，组
阁谈判后每一名党员都有权就是否接受

社民党与联盟党的联合执政协议投票。
目前，社民党的“反大联合政府”派主要

由党内的青年联盟组成， 预计社民党在

未来两个月内就会举行是否支持组阁协

议的投票。
鉴于此， 社民党高层 1 月 29 日临

时作出决定： 只有在今年 2 月 6 日下午

6 时前入党的党员， 才可以参加表决 ，
晚于该时间点入党的人将因 “技术原因”
而不被允许投票。

德国的组阁 危 机 已 经 持 续 了 四 个

月，现在离解决还剩最后一步。考虑到社

民党高层的态度以及大联合政府对德国

来说已经是唯一选项， 组阁提案经社民

党党员全体通过的可能性较大。
（本报柏林 2 月 7 日专电）

美国对委石油禁运将何去何从

蒂勒森借拉美之行集结“反委同盟”，
吹风制裁对“石油币”发起强势回应

国家经济状况日益惨淡， 国内政治
控局却愈发稳健； 一边被全世界异样的
目光和经济制裁困境逼迫得焦头烂额，
一边又要打肿脸充胖子对全世界作出强
硬表态———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境况
着实尴尬。 而美国国务卿日前 “吹风”
可能对委内瑞拉石油贸易发起制裁， 则
让马杜罗又添一件烦心事。

“醉翁之意”直指军事政变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 1 日开启为期 6
天的拉美之行， 对墨西哥、 阿根廷、 秘
鲁 、 哥伦比亚和牙买加进行访问 。 4
日， 蒂勒森在阿根廷表示， 美国正考虑
限制进口委内瑞拉原油， 并限制美国向
其出口精炼产品， 以对委内瑞拉总统马
杜罗施压。 而在此前访问墨西哥期间，
他还曾表示委内瑞拉的有些事情 “可以
由委军方来做 ” 以实现政权 “和平交
接”， “醉翁之意” 显然直指军事政变。

这一消息给人的直观感受是， 似乎
美国终于要对马杜罗政府这个长期以来
的 “心病” 下手了， 然而委内瑞拉问题
在长期的发酵中， 早已从单一的国家内
政问题上升至牵动整个拉美地区政治经
济生态的 “区域性难题”， 美国国务卿
在访问拉美五国时多次做出涉委 “吹
风”， 也绝不仅是 “借题发挥”。

蒂勒森近期的频繁表态， 首先是一
种对于委内瑞拉日前宣布发行 “石油
币 ” 的强势回应 。 委内瑞拉政府 1 月
31 日发布石油币白皮书 ， 宣布将从 2
月 20 日起预售该国自行开发的加密数
字货币石油币， 以打破来自美国的金融
制裁和封锁。 近半年来， 美国对委的经
济金融制裁不断加码， 导致后者无法发
行新债券来减轻现有债务负担。 委宣布
发售以资源为担保的虚拟货币石油币，
其实质就是发行新型债券来对冲财政赤
字， 也颇有些另谋出路向美国发起反击
的意味。 美国将石油币明确定位为 “仅
形式不同的、 仍在制裁范围内的债券”，
同时安排国务卿到拉美各国集结 “反委
同盟”， 其意正是针锋相对地进一步加
强对委施压。

另一方面， 美国对委出手的举动也
可以视为特朗普理顺领导班子和国内政
治后重返拉美的信号。 委内瑞拉危机并
非始于近日， 特朗普政府也不是第一天
注意到马杜罗。 早在特朗普刚刚就任总

统之时， 就通过会晤、 电话会谈等与巴
西、 秘鲁、 阿根廷等多个拉美国家的领
导人进行交流， 并借机提出 “可共同就
委内瑞拉问题发挥作用”。 在当时， 这
一方面是特朗普用对委 “大棒” 向新右
派亲美政府递出的 “胡萝卜”， 另一方
面也是美国长期以来关注委内瑞拉这一
左翼反美政权的体现。 此后特朗普忙于
处理国内关系、 调整团队， 始终未对委
采取实际措施 ， 如今局面稳定重提此
事， 显然是要借敲打委内瑞拉再度集结
“后院势力”。

制裁“伤敌一千”恐“自损
八百”

然而， 蒂勒森此次的表态毕竟只是
“吹风 ”， 有关石油禁运的制裁也只是
“考虑中”， 该政策是否能够实施、 如何
实施， 即便在美国国内也面临着不小的
挑战。

蒂勒森在阿根廷宣称石油制裁的同
时， 也表示了在考虑石油禁运时， 需要
权衡该政策在结束委内瑞拉经济、 政治
危机方面的有效性。 此外他还称， 美国
正在研究不同方案， 考虑如何减缓制裁
措施对美国商业利益及该地区其他国家
的冲击。 这一 “补充说明” 充分体现了
美国此举 “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 的客
观事实。

美国长期以来都是委石油贸易的最
大合作伙伴之一， 这种牵动战略资源问
题的利益关系， 早已在美国各大财团财
阀间盘根错节， 绝非轻易可以触及。 何
况石油制裁的实际效果难以预测， 冒着
巨大风险触动大资本家的利益， 也是需
要巨大投入和现实利益交易的。

然而， 美国在拉美各国公开宣扬对
委制裁考虑， 也绝不仅是拉大旗作虎皮
的把戏。 拉美各国对委态度本就不一，
包括阿根廷 、 巴西 、 秘鲁等国在内的
“利马集团” 对马杜罗政府持明确反对
态度， 对推行一些制裁措施早已有意，
但迫于地区国家关联、 区域组织内部关
系和相互经济往来才无法实施。 但若美
国将委内瑞拉问题上升至国际层面并以
强势姿态干涉， 情况将完全不同。 以此
次蒂勒森访问为例， 阿根廷外交部长福
列在蒂勒森发言后当即表态称， 阿根廷
将 “密切关注” 石油禁运的可能， 但制
裁 “必须不能伤害委内瑞拉人民”。 这
种当众 “附议” 已经足以表明阿根廷作
为委内瑞拉 “邻居兄弟” 的态度， 可以
预见马杜罗政府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将面
临愈发强大的外部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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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副总统访日强化对朝施压
在朝核问题上与日本对表

拟出席 9 日平昌冬奥会开幕式的美

国副总统彭斯 6 日晚抵达东京， 并于 7
日与日本首相安倍举行了会谈。 此间舆

论认为， 朝核问题毫无疑问是彭斯此次

访日的焦点话题， 在当前围绕平昌冬奥

会朝韩互动推动半岛局势出现缓和的背

景下， 鉴于彭斯与安倍都将出席平昌冬

奥会并分别与韩国总统文在寅 举 行 会

谈， 彭斯访韩前先访日的目的是意在提

前就朝核问题与日对表， 通过强调美日

韩三国在朝核问题上密切合作 的 必 要

性，阻止韩被朝的“微笑外交”所吸引，以
继续强化对朝施加压力。

7 日下午， 在日本首相安倍与彭斯

举行会谈后的共同记者会上， 双方的说

辞基本都围绕朝核问题展开。安倍称，其
与彭斯副总统就绝不接受一个核武装的

朝鲜，为使朝鲜放弃核与导弹开发，利用

一切手段继续把压力提高到最大限度达

成了高度共识。 安倍表示：“在此次会谈

中，我和彭斯再次确认，要想使朝鲜改变

现有政策，日美、日美韩应该携手采取一

切措施，对朝施加最大限度压力。平昌冬

奥会开幕式之前，日韩首脑将举行会谈，
届时我将与文在寅也确认这一立场。 ”

彭斯则在记者会上谈到了 2006 年

意大利都灵冬奥会朝韩举行共同入场式

后仅 8 个月朝就进行了核试验的历史，
强调称不要被朝“微笑外交”所迷惑，“向
朝鲜妥协只会招致挑衅”，并再度重申了

特朗普政府有关 “所有选项都摆在桌面

上”的对朝立场。此外，彭斯还透露，美国

将很快针对朝鲜推出迄今最严厉的经济

制裁措施，继续孤立朝鲜，直到其完全弃

核。此前的 7 日上午，彭斯还在日本防卫

大臣小野寺五典的陪同下造访了防卫省

附近的 PAC-3“爱国者”防空导弹基地，
并观看了日本自卫队队员的演示。 日本

媒体称彭斯此举意在宣传日美紧密合作

应对朝核威胁的万全反应能力。
不过，也有分析人士指出，由于彭斯

和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

金永南都将出席 9 日的平昌冬奥会开幕

式， 引发了国际舆论对美朝高级官员届

时是否“对话”的高度关注。 而就在出发

前往日本前， 彭斯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就

此对媒体表示，要“视情况而定”，并未断

然排除在冬奥会期间与金永南见面的可

能性， 他的这一表态也与美国国务卿蒂

勒森近日的表态可谓不谋而合。
而特朗普政府的不确定性一直是日

本政府的“心病”，因此对这一动向更是

高度紧张和敏感，日本媒体就透露称，在
7 日的会谈中， 安倍一再向彭斯建议绝

不能在冬奥会后缩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

的规模，必须持续向朝方施压，并称“只

要朝鲜不就无核化表达诚意和采取具体

行动，就无法期待进行有意义的对话。 ”
不知彭斯在共同记者会上一再对朝放出

的狠话能不能给安倍吃下“定心丸”。
（本报东京 2 月 7 日专电）

■本报驻东京记者 丛云峰

■本报驻巴西利亚记者 张峻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