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东京1月9日专电 （驻东京记者

刘洪亮）受美国和伊朗对峙的影响，日本

日前决定推迟首相安倍晋三原定于本月

11日起对沙特、 阿联酋和阿曼三国的出

访计划。然而，中东局势出现戏剧般的缓

和，安倍9日决定按原计划出访，欲“通过

外交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作出贡献”。

安倍9日上午表示，日本欢迎所有当

事方采取克制态度， 对美国总统特朗普

前一晚的电视演说表示欢迎。他还称，日

本今后仍要为促进地区形势缓和与稳定

作出外交努力。 外务省一名官员9日表

示：“只要中东局势不发生突变， 首相就

不会改变预定日程。 ”据悉，安倍还将就

向中东地区派遣自卫队一事向有关国家

作出详细说明，寻求各方理解。

■本报驻东京记者 刘洪亮

■陈 弘

专家视点

国际观察

■本报记者 孙 华

美伊为何在战争边缘止步

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发表讲话 ，

没有提及对伊朗实施军事报复， 似乎

意味着美军3日暗杀伊朗伊斯兰革命

卫队 “圣城旅” 指挥官苏莱曼尼， 并

导致两国敌对急剧升级的危机暂告缓

解。

伊朗8日凌晨向伊拉克境内的美

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 以报

复美国对苏莱曼尼的定点清除。 看起

来， 这很可能是美伊两国距离战争最

近的一天 。 但伊朗的动作也仅限于

此。 伊朗外长扎里夫当天清晨在社交

媒体 “推特” 上写道， 伊朗出于自卫

采取和完成了相称的行动， 不寻求紧

张升级或者战争， 但是将对任何形式

的侵犯采取自卫。 这实际上意味着伊

朗官方宣布 “收手”。

特朗普称， 伊朗的袭击没有造成

美方人员伤亡，并将“零伤亡”归功于

防范周密，预警系统起效。但美国有线

电视新闻网援引多名美方官员的话报

道，白宫一些官员越来越相信，伊朗方面

“有意避开”美军人员密集区域。

不仅如此， 伊朗在报复开始前留了

“后手”。 伊拉克看守政府总理的发言人

8日表示， “7日午夜刚过”， 伊朗传递

“口头信息”， 说 “已经或即将开始” 打

击， 只是没有通报具体打击地点。 很难

想象， 伊拉克方面会不及时转告美军。

扎里夫8日在伊拉克驻伊朗大使馆证实，

提前向伊拉克方面进行了通报 ， 伊朗

“高度重视伊拉克主权和领土完整”。

看来， 伊朗原本也没打算 “放手”

报复。 有分析认为， 伊朗必然对苏莱曼

尼被杀作出强硬回应， 但引发非对称战

争无异于以卵击石， 所以要精准拿捏报

复行动的尺度———既回应国内为苏莱曼

尼复仇的呼声， 又避免造成美方人员伤

亡， 并以此传递避免对抗升级的信号。

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8日致信联合

国秘书长和安理会， 称伊朗依据联合国

宪章行使自卫权， “发动并结束有节制

和相称的军事反击”。 其实是将该信号

放大到国际社会。

事态确实没有滑向爆发全面冲突的

境地。 从剑拔弩张到悬崖勒马，紧张局势

短期内可能有所缓和，但美伊间的敌

对关系无法改变，两国滑入“相互并

不情愿”战争的可能性仍存。

特朗普持续对伊朗展示强硬，

2018年5月退出伊核协议并实施一

系列制裁， 对伊朗 “极限施压” 以

迫使其屈服。 尽管美国官员一再声

称 ， 经济制裁的目的是迫使伊朗

“重回谈判桌”， 但并未奏效。

反观伊朗， 于1月5日迈出减少

履行核协议义务的第五步， 这意味

着伊朗通过该方式施压欧盟履行义

务的愿望落空。 将核协议转化为经

济成果无望， 伊朗只有继续撑起地

区影响力， 对抗美国压力， 方式仍

将是对地区事务的介入、 对地区盟

友的支持。 这也决定了伊朗将与美

国的地区目标和政策冲突。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8日说 ，

美国军方袭杀苏莱曼尼， “已经对

他们 （伊朗 ） 恢复某种程度的威

慑”。 但该表述可能为时过早， 同

地区盟友的关系有助于伊朗在此次

危机后做出战略规划， 采取让美国

更加 “痛苦” 的手段。

■本报驻华盛顿记者 张 松

“美伊”刚缓和 “党争”就上演
民主党欲推动法案限制总统战争权，专家称这已成政治工具

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上午讲话未

提及对伊朗进行军事报复， 美伊对峙

出现缓和， 不料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

西当天下午即宣布，将于9日就一项旨

在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 《战争授权法

案》进行表决。

鉴于民主党人控制众议院， 因此

该法案将顺利过关， 但在共和党人控

制的参议院前景并不清晰。 即使参议

院通过，特朗普可行使否决权，如再要

通过则需要参议院三分之二（即67名）

议员的同意， 这如同弹劾案一样几乎

是不可能的。 因此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法学教授马修·韦克斯曼认为，民主党

人推动限制总统战争权力， 在很大程

度上已经成为一种政治工具， 借此批

评总统。

特朗普：民主党人的
又一个骗局

佩洛西8日宣布， 众议院将推进

《战争授权法案》， 以限制总统有关伊

朗的军事行动。该法案将于9日递交全

院审议。她表示，众议院还在考虑其他

法案，包括废除2002年伊拉克《军事力

量授权法 (AUMF)》，以及禁止向未经

国会批准的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

资金。 佩洛西称， 总统应当与国会合

作，立即有效缓解紧张局势，防止进一

步的暴力 ，“美国和世界承受不起战

争”。

特朗普9日上午通过社交媒体呼

吁众议院所有共和党议员投票反对

《战争授权法案》。他提醒人们，佩洛西

此前急于推动众议院就弹劾案进行投

票， 而在决议通过后却从未将弹劾条

款送到参议院，“这是民主党人的又一

个骗局，是对总统的骚扰”。

由前中情局分析师和国防部高级

官员、密歇根州联邦众议员艾丽莎·斯

洛金等提出的这项法案规定， 除非国

会对伊宣战或新通过 “特别法案授

权”，总统应终止使用美国军队参与针

对伊朗的行动。 法案中提到的另一例

外情况是， 如果美军面临迫在眉睫的

袭击，总统可以对伊朗使用武力。

佩洛西8日声称，特朗普上周批准

“定点清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

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但这一行动未

与国会磋商。 声明指出该行动严重加

剧美国与伊朗紧张关系， 从而让美国

的军人、 外交官和其他人员面临伊朗

的威胁。

在参议院，民主党参议员蒂姆·凯

恩和迪克·德宾上周也提出《战争授权

法案》。该法案要求总统在法案通过30

天后取消敌对行动， 除非国会正式对

伊朗宣战或通过新法案授权总统对伊

使用武力。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指

出，为遏制美国与伊朗的冲突，国会民

主党人还试图动用1973年通过的 《战

争权力法》。该法规定了总统和国会在

战争权力上的分工， 包括总统随时要

向国会通报军事决定， 国会有权在某

些情况下暂停总统发起的军事行动。

议员：白宫未证明暗
杀苏莱曼尼是合理的

8日早些时候，白宫官员就特朗普

政府为什么必须暗杀苏莱曼尼的原

因，向部分议员做了闭门汇报会。但几

乎所有参加汇报会的民主党议员和部

分共和党议员批评白宫令他们失望。

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在推特上

说：“白宫在有关伊朗问题的参议院汇

报会上有如此多的重要问题没有解

答。 参议员们的问题一旦开始变得困

难，他们便离席而去。 ”民主党众议员

贾亚帕尔对记者们说， 在杀死苏莱曼尼

的问题上， 白宫没有提出原始证据表明

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威胁。

共和党参议员迈克·李8日出席汇报

会后激烈抨击特朗普政府， 成为国会山

的重磅新闻。 李指责白宫官员没有充分

通报情报， 证明杀死苏莱曼尼的决定是

合理的，并称此举引发了美伊危机。李批

评此次汇报会可能是他在国会9年生涯

中参加过的最糟糕的会议。 李称：“我们

一遍又一遍被告知，这次行动是必要的，

苏莱曼尼是一个坏人，我们必须这么做，

我们不能有分歧， 否则就会向伊朗人发

出错误的信号 。 我认为这是完全错误

的。”他还表示，将支持民主党的努力，以

防止特朗普在没有得到国会支持下对伊

朗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

李的表态遭到同为共和党参议员的

马克·卢比奥的否定。 他表示，白宫安全

官员向参议员们做了一场 “令人信服的

汇报”“他们回答了每一个重要问题”。卢

比奥还透露，他于8日下午与特朗普讨论

了美伊局势， 并同意白宫暗杀苏莱曼尼

“中止了伊朗针对美国的致命打击计

划”，并重建了威慑。卢比奥称，特朗普渴

望避免进一步冲突升级， 但将对伊朗及

其代理人任何新的袭击给予对等反应。

对于部分国会议员指责汇报会令人

失望，副总统彭斯在接受采访时说，白宫

无法与国会分享杀死苏莱曼尼背后的一

些最令人信服的情报，因为这样做“可能

会危及情报来源”。

民众 ： 超半数不赞成
总统对伊问题的处理

美国国会对特朗普处理美伊关系呈

现出鲜明的党派分歧， 是当前美国民意

分裂的表现。一项美国民调显示，特朗普

下令美军狙杀伊朗军事指挥官之后，美

国民众对其伊朗政策批评越来越多，多

数美国成年人甚至预期两国会在不久的

将来进入战争。

路透社/易普索在1月6日至7日进行

的全国性民调发现： 美国53%成年人

不赞同特朗普对伊朗问题的处理，这

比去年12月中的类似民调增加约9个

百分点。在这一民调中，受访者大致依

照政党分类来回答问题。 90%的民主

党人反对特朗普在伊朗的行动， 而共

和党人支持率则高达90%。

韦克斯曼表示， 目前的美国总统

拥有使用武力的巨大权力， 其原因不

仅是因为行政部门采取了积极行动，

还因为国会放弃了这种权力。 国会议

员们通常不愿意承担战争的责任，不

愿意做出艰难和有风险的决定， 总统

所在政党的议员也不愿在这方面采取

行动。

韦克斯曼表示，1973年《战争权力

法》通过以来，国会仅4次批准过总统

使用武力。 在2001年国会授权总统打

击“基地”组织后，历任美国总统在每

次动武时都援引该授权， 尽管实际动

武理由已超过授权内容。

（本报华盛顿1月9日专电）

刘鹤将于13日率团赴美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记者王雨萧、

陈炜伟）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9日在商

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应美方邀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

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将于本

月13日至15日率团访问华盛顿， 与美方

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 双方团队正在

就协议签署的具体安排密切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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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向乌伊总统致慰问电
就乌克兰客机在德黑兰坠毁

新华社北京 1 月 9 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1 月 9 日就乌克兰客机在德黑兰

坠毁分别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伊朗

总统鲁哈尼致慰问电。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 惊悉乌克

兰一架客机在德黑兰坠毁， 造成全体乘

客和机组人员遇难， 我谨代表中国政府

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各国

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 向遇难者家属

表示诚挚的慰问。

在澳大利亚山火肆虐、 情势越来越

严峻的当下， 总理莫里森于1月3日宣布

取消原计划将于12日开始的对印度和日

本两国的访问，留在国内掌控山火局面，

指挥救灾工作。

不过， 莫里森新年伊始就欲访问印

日，表明在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美国在亚

太地区霸权地位日渐式微的情况下，澳

大利亚力求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进行

外交新布局，加强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

加强对印煤炭出口

1月14日，新德里将举行素有“印度

版香格里拉对话”之称的年度“瑞辛纳对

话”，莫里森原定将作主旨发言，就澳印

关系、 澳对印政策等问题宣示澳方的思

维和观点。

在澳大利亚的外交新棋盘上， 印度

是一个重要国家。

首先，在政治上澳、印两国关系的新

重点是印太战略。 印度有自己的印太思

维，其东进战略贯通印太两大洋。而澳大

利亚西邻印度洋， 中部和东部被太平洋

围绕， 在地缘意义上是一个真正的印太

国家。澳大利亚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也

希望加强自己在该地区的战略地位。

其次， 澳大利亚多次表示要求加入

印度、美国与日本每年联合举行的“马拉

巴尔”海上军事演习，但近年屡遭印度拒

绝。对于澳大利亚来说，加入这一地区性

的军事合作能提升其战略地位， 在印太

地区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在原定访问

印度日程上， 莫里森将同印度总理莫迪

签署两国《后勤支持协议》，该协议将允

许澳、印两国使用对方的军事基地，进行

燃料补给。虽然印度仍坚持不结盟运动，

但是该协议将在实质上建立起两国军事

上的紧密合作。

第三，在经济上，印度是澳大利亚的

第五大贸易伙伴， 而拥有13.6亿人口的

印度将是一个巨大的贸易和投资市场。

澳大利亚力主加强对印度的煤炭出口，

虽然此举受到环境保护人士的强烈反

对， 认为加大化石类矿物的出口将会有

损澳大利亚减排目标的达成， 但是这样

的主张得到了澳大利亚矿企和政府内部

人士的支持。事实上，印度也正在加大同

澳大利亚的能源合作， 印度阿达尼集团

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卡迈克尔煤矿开

采项目已经开工进行。

目前，澳、印两国关于自由贸易协定

的谈判在短期内无法达成一致。 印度拒

绝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其中有对澳大利亚农产品冲

击国内市场的担忧。 但是在自贸协议的

框架之外加强两国经贸联系也有可能。

虽然本次访问印度未能成行， 但是

澳大利亚将会继续加强与印度在政治、

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战略合作。

澳日经济互补明显

根据原计划， 在结束对印度的国事

访问后，莫里森将访问日本，并受邀参加

日本政府的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

澳大利亚和日本是特殊的战略伙伴

关系， 两国同为美、 日、 澳、 印四边对

话的成员国。 在安全方面， 澳日两国的

《安全合作共同宣言》 赋予双方准同盟

国地位。 目前澳、 日之间正在磋商签署

《相互访问协定》。 该协定旨在确立一个

双边防务合作的法律框架。 与澳印 《后

勤支持协议》 相似， 澳、 日两国将能够

互相使用对方的军事基地， 共同开展联

合军事演习。 在美国退出 “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定” （TPP） 后， 日本与澳大

利亚联合推动了 “全面进步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定” （CPTPP）。

与此同时， 两国也是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的积极推动者。 在维护和

推进贸易自由化问题上， 两国有共同的

利益和目标。 日本是澳大利亚第二大贸

易伙伴、第三大外资来源国。澳大利亚是

资源出口大国，制造业是其短板；而日本

制造业发达，却高度依赖进口资源。两国

经济互补特点十分明显。

整体来看， 莫里森政府结合印度的

东进战略和日本寻求战略自主的现实，

加强与印、日两国的全面合作关系。

莫里森已经表示， 将尽快在2020年

上半年实现对印、日两国的访问。 显然，

印度和日本在澳大利亚当前的外交日程

表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在就任澳大利亚总理前， 莫里森缺

乏外交经验， 但是在其任职的第一年内

已经外事出访21次。 可以说， 他从一个

“外事白丁”， 一跃成为周旋于国际舞台

的“外交达人”，并正在努力形成具有个

人烙印的外交政策。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
究中心主任、教授）

戈恩与日本政府远隔万里打“口水仗”
黎巴嫩检方向戈恩发传讯，这场传奇“大逃亡”远未结束

日产汽车公司前董事长戈恩8日

在黎巴嫩举行逃离日本后的首场记者

会， 畅所欲言近两个半小时， 进行辩

白、控诉甚至爆料。日本法务大臣森雅

子9日在半天内两次召开记者会，反击

称戈恩散布对日本司法制度的 “错误

事实”，其“控诉”是单方行为，不足为

证。 日本与黎巴嫩的直线距离大约为

8000多公里， 这场远隔万里的 “口水

仗”引发全球舆论关注。

与此同时， 国际刑警组织已经应

日本政府的要求对戈恩发出了全球通

缉令， 黎巴嫩检察官加桑·韦达特9日

在首都贝鲁特对戈恩展开问讯， 听取

他的证词。 看来这场传奇的“大逃亡”

还远远没有结束。

“我是这个国家的人质”

“今天我不会跟各位分享我是如

何离开日本的。”戈恩在记者会一开始如

此表态，“我想跟各位讲的是我为什么会

离开（日本）”。

他声称自从2018年11月被日本检察

机关控制以来，一直处于被“禁言”的状

态。 “继续待在日本我可能会死，逃跑是

我这辈子所做最艰难的决定， 但我别无

选择”，虽然没有谈及具体细节，戈恩对

于逃离日本之事并不讳言。 至于别无选

择的原因，戈恩声称其人权遭到“残酷”

的对待，将矛头直指日本的司法制度。

对于日本检方的指控， 戈恩认为这

完全是“莫须有”的罪名，并一一做出辩

解。他引用一位东京大学教授的话称，日

本检方对他的逮捕是“一个耻辱”。

在戈恩看来，逮捕仅仅是他受到“非

人对待”的开始。戈恩称，在被关押的130

天里， 自己大多数时间被关在没有窗户

的单人囚室里， 每天还要在没有律师的

情况下接受8小时的审问， 不分白天黑

夜。 日本检察官威胁称，他如果不认罪，

一切会变得更加糟糕。

戈恩表示， 自己愿意在任何地方接

受审判，但绝不是日本，“继续待下去，我

可能会死。 我是这个国家的人质”。

戈恩称， 由于自己想要提高法国雷

诺在日产汽车公司的股权持股比例，触

及了日方的逆鳞。“日产不希望一个法国

人指手画脚，所以要把我赶走。 ”戈恩还

直接公布了“幕后黑手”的名单，包括日

产前CEO西川广人、前副社长川口均、今

津英敏、 外部董事丰田正和等一众日产

汽车董事会重要成员。

此外，戈恩还暗示这场“政变”有日

本政府参与， 称其中的牵线人正是原日

本经济产业省出身的丰田正和。

日本政府舆论双反击

森雅子于当地时间9日凌晨和上午

两次举行记者会，反击戈恩言论。日本媒

体报道，这种做法没有先例。森雅子回击

戈恩非法出境是“任何国家（法律）制度

都不容许的行为”，他在日本和国际社

会散布有关日本法律制度的 “错误事

实”，“完全不可接受”。

针对戈恩在记者会上的辩白和痛

批， 森雅子表示戈恩把自己的非法行

为正当化，“（戈恩）若真的清白，应该

在司法上证明自己无罪”。

日本法务省网站以日语、 英语和

法语发布森雅子的发言内容， 表达日

本政府的看法。

此外，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9

日批评戈恩言论“一面之词，毫无说服

力”。 东京地方检察院也罕见地评论

称，对于戈恩的控诉“断然无法接受”。

同时，日本媒体也根本不买账。日

本主流媒体的报道普遍对戈恩的说辞

颇为不屑，“真没罪的话不要逃不就好

了 ”“为什么不敢堂堂正正地接受审

判”等论调出现在电视评论员的口中。

日本 《文艺春秋》 发文称戈恩在 “诡

辩”。 （本报东京1月9日专电）
1 月 8 日， 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 卡洛斯·戈恩在记者会上擦汗。 这是他自上

月底离开日本抵达黎巴嫩后首次公开露面。 新华社发

近日， 在黎巴嫩贝鲁特， 一名男子向苏莱曼尼的肖像敬礼。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