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驻比什凯克记者 高 寒

感伤演讲难掩空洞政绩
奥巴马在政治生涯发迹地芝加哥发表谢幕讲话

“是的，我们能行！ 是的，我们做到

了！ ”这是当地时间 10 日晚，美国总统

奥巴马在政治生涯发迹地芝加哥的告

别演讲中向支持者的谢幕宣言。虽然离

正式搬出白宫尚有 10 天， 但在民主党

人看来，奥巴马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奥巴马将谢幕演讲地点选择在了

芝 加 哥 著 名 的 麦 考 密 广 场 ， 这 里 是

2012 年他发表胜选演讲的地方。 奥巴

马当时在演讲中承诺 “最好的尚未到

来”。四年后的今天，即便在美国政坛两

党对立严重的今天，奥巴马的民调支持

率仍高达 57%， 完胜支持率仅为 49%
的当选总统特朗普。 当晚，超过两万名

支持者在寒风中聆听奥巴马的演讲，其
中不乏汤姆·汉克斯这样的名人。

自认执政亮点不少

回顾八年白宫生涯，奥巴马在演讲

中把应对金融危机、 重启汽车工业、持
续增加工作机会、 美古关系正常化、达
成伊朗核协议、击毙“基地”恐怖组织领

导人本·拉丹以及推动《平价医疗法案》
等列为自己的执政亮点。 医保改革方

面，他强调“奥巴马医保”使得 2000 多

万民众加入医保，覆盖率再创新高。 医

保费用增速也降至过去 50 年来的最低

水平。面对共和党控制的国会誓言将废

除“奥巴马医保”，他声称如果任何领导

人能够提出更好的医保计划，他将公开

支持。不过此言的潜台词实际上是反对

共和党在找到更好的替代方案之前，单
纯出于政治考虑废除其医保政策。

在移民问题上，奥巴马称尽管美国

现在的种族关系比几十年前大有改善，
但远远没有达到理想状态。 他指出，如
果每个经济问题都要通过勤劳的中产

阶级与少数族群之间的冲突来解读，那
么各种族的劳动人民将为之争得头破

血流，而富人的地位会进一步巩固。 他

表示，如果仅仅因为移民的后裔“与我

们长得不像”就剥夺其生存机会，那就

是在牺牲美国的希望，因为移民后裔会

在美国劳动人民中占很大比例。 显然，
奥巴马是在批评特朗普在竞选中鼓动

白人劳工的排外情绪，担心美国走向种

族关系更加对立的未来。
在环境问题上，奥巴马表示，如果

美国不采取更加积极的环境保护措施，
下一代人就没有时间再讨论环境变化

是否存在，而是忙于处理环境变化带来

的后果，包括自然灾害、经济发展停滞

以及环境难民寻求避难等问题。 他警

告，美国必须应对环境变化问题。 如果

否认环境问题存在，这不仅仅是背叛下

一代，也背叛了历史先驱们寻求创新并

解决实际问题的精神。
在两党关系问题上， 奥巴马称，政

治是一场观点的较量，这也是美式民主

理念。 但是，如果每个政党都不顾社会

共识，不愿意吸收新信息，不愿承认对

方的合理主张，也不愿意通过科学论据

理性思考，那么这场辩论中没有人在聆

听， 双方就不可能产生共识或者妥协。
显然，奥巴马对美国社会两极化的现状

十分担心，认为没有共识、只有政治捉

弄的两党政治对美国社会没有助益。
尽管反恐不力是奥巴马遭到诟病

的地方之一， 但他在演讲中仍坚称，其
八年任期中，没有任何一个境外恐怖组

织成功在美国本土进行恐怖袭击。他承

认美国发生了波士顿马拉松炸弹袭击

以及加州圣博娜迪诺袭击事件等“本土

恐怖事件”， 但美国恐怖威胁总体上仍

明显下降。 奥巴马同时强调，不能因为

反恐而歧视穆斯林群体，因为这将导致

新的种族仇恨。
奥巴马在讲话中还强调美国及全

球未来充满挑战。 他指出，当前国际形

势严峻，经济不景气，不平等在加剧，人

口结构在变迁，恐怖主义挥之不去。 同

时，面对这些长期性问题，“谁也没有快

速解决之道”。他警告说，下一波经济紊

乱不是来自海外，而是“来自于机器自

动化不舍昼夜的脚步”， 而机器自动化

势将使得大量中产阶层失去工作，因此

尤其需要形成新的社会契约，保证教育

等民生。

多个竞选承诺未兑现

分析人士指出， 奥巴马于 2009 年

打着“改变”和“希望”旗号入主白宫，但
八年来，他在弥合党派分裂、控枪、反恐

等方面的诺言均未兑现。奥巴马执政留

下不少遗憾，而他取得的有限政绩恐怕

也会被继任者特朗普推翻。
党派斗争加剧是奥巴马的头号“负

面遗产”。 2016 年 1 月，奥巴马在任内

最后一次国情咨文中承认，他的一大遗

憾是党派关系未像他竞选时承诺的那

样得到改善，反而争斗愈演愈烈。 美国

国会民主、共和两党过去八年在削减财

政赤字、医疗改革和移民等重要议题上

斗争激烈， 华盛顿政治圈陷入僵局，一
些原本毫无争议的法案也因一方强行

加入额外条款而无法通过。 事实上，奥
巴马在第二个任期内采取了与国会对

抗的政策，令共和党人批评声浪不断高

涨。特朗普已数次发誓，他进入白宫后，
将立即废除奥巴马八年来以行政令方

式推进的数万页政策文件，其中首当其

冲的就是“奥巴马医保”。
控枪不力是奥巴马的重大遗憾。奥

巴马在控枪问题上立场激进。2016 年 1
月，奥巴马在演讲中提到枪击事件让很

多中小学生惨遭杀戮时忍不住落泪的

镜头让很多人印象深刻。但执政八年中

他在控制枪支等改革领域也没能实现

原定的目标。控枪问题成为美国社会议

而不决的超级难题，与奥巴马和民主党

缺乏改革决断力也有很大关系。 美国全

国步枪协会发言人曾表示， 奥巴马在控

枪问题上“雷声大、雨点小”。
反恐失败是奥巴马任内的“硬伤“。

奥巴马上台后，舆论普遍认为，他将终

结小布什的反恐政策。 但事实上，军事

行动仍然是奥巴马政府反恐的主要手

段。 在海外反恐军事行动方面，奥巴马

政府频频绕过联合国，单方面发动无人

机空袭或通过训练少量当地部队来进

行“浅度介入”。尽管这些举动在国际上

饱受指责，但美国仍固守这一战略。 与

此同时， 为尽快摆脱伊拉克战争泥潭，
奥巴马政府在未帮助当地恢复和平稳

定的情况下， 就匆忙从伊拉克撤军，导
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迅速崛起，危害

中东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安全。这也是

奥巴马政府反恐政策难以抹去的一大

败笔。
（本报华盛顿 1 月 11 日专电）

阿斯塔纳和谈能否如期举行成疑

预定于 1 月 23 日在哈萨克斯坦首

都阿斯塔纳举行的叙利亚问题和谈，随

着举行日期的临近， 正在吸引外界越来

越多的关注。 但由于和谈各方的协调工

作仍在商榷，因此，外界纷纷猜测此次和

谈能否如期进行。
哈萨克斯坦 副 外 长 阿 希 克 巴 耶 夫

11 日对媒体表示，哈外交部正在为此次

和谈进行准备工作。 但他并没有透露关

于会谈准备工作的具体细节， 也没有确

认会谈是否能如期举行， 只是表示一旦

有具体情况，将会立即通知媒体。 哈萨克

斯坦的官方表态，更加强化了国际社会对

于此次会谈是否将会延期的猜测。
事实上， 不仅会谈东道方哈萨克斯

坦正在进行和谈准备工作， 此次和谈的

另 外 两 个 提 议 国 家———俄 罗 斯 和 土 耳

其， 也在为最终促成此次和谈进行着努

力。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表示，一个俄

罗斯的专家工作组于 9 日飞赴土耳其，
同土方就阿斯塔纳和谈进行了为期两天

的沟通。
目前， 作为和谈的当事方之一的叙

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日前已经正式

确认准备参加此次和谈。 据叙利亚当地

媒体消息称，巴沙尔·阿萨德表示，“大马

士革方面对于在阿斯塔纳进行协调叙利

亚问题的对话没有任何限制”，“我们的

代表团准备按期前往”。 他同时表示，此
次会谈中或将谈及叙利亚宪法 公 投 问

题。 “宪法既不属于政府或总统，也不属

于反对派。它应该属于叙利亚人民，所以

任何一部宪法都应该通过全民 公 决 产

生。 ”阿萨德说。
尽管巴沙尔·阿萨德已正式确认将

参加阿斯塔纳和谈，但截至目前，和谈另

一方的情况却并不清晰。在巴沙尔·阿萨

德看来， 此次阿斯塔纳和谈最终会取得

多大的成功， 将取决于究竟是哪一支反

对派力量参与和谈。
他对本国媒体表示：“我们目前还不

知道，谈判的另一方是谁，也不知道是否

是真正的反对派。 ”他还进一步解释，自
己所指的“真正的反对派”应该是真正来

自叙利亚民间， 而非那些有着某些大国

背景的反对派力量。 不仅阿萨德总统本

人尚不清楚将同哪一支反对派力量进行

谈判，分析界对此也是莫衷一是。在局势

混乱、各方势力错综复杂的叙利亚国内，
除了总统阿萨德领导下的国家政权和梦

魇一般的极端组织外， 还存在着大批的

反对派力量， 而且这些反对派力量各自

为战，并不统一。有学者进行粗略统计认

为， 目前在叙利亚活跃着十余支反对派

力量， 其中力量最为强大的当属叙利亚

自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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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基文亲弟和侄子在美被控行贿
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即将启程从

美国返回韩国之际 ， 他的两名亲属 10
日遭到美国检方指控。 根据美国检方说

法， 潘基文的弟弟和侄子涉嫌参与一起

行贿案， 行贿金额为 50 万美元 （约合

346 万元人民币）。 潘基文的发言人 11
日表示， 潘基文听闻这一消息感到 “惊
讶”， 他对这起案件毫不知情。

美国曼哈顿联邦法院 10 日对韩国

人潘基祥和潘周贤提起诉讼， 指控两人

参与一起行贿案 。 潘基祥现年 69 岁 ，
是潘基文的弟弟 ； 潘周贤现年 38 岁 ，
又名 “丹尼斯”， 是潘基祥之子， 身份

是房地产经纪人。
潘基祥在韩国建筑公司京南企业担

任高层管理人员， 该企业在越南首都河

内 建 有 一 座 72 层 高 的 “京 南 地 标 大

厦”， 建筑成本超过 10 亿美元。
根据起诉书中的说法， 京南企业陷

入清偿危机后， 潘基祥安排公司雇用自

己的儿子潘周贤为经纪人， 希望以高于

8 亿美元的价格出售 “京南地标大厦”。
在寻找卖家过程中， 潘周贤结识了自称

与 “中东某国王室有关系” 的美国人马

尔科姆·哈里斯。 哈里斯对外身份是时

尚顾问和知名博主。 他告诉潘周贤， 自

己可以帮忙牵线， 说服中东某国王室成

员动用国家基金购买这栋大厦。 不过，
起诉书中没有说明 “中东某国” 的具体

国名。
起诉书中同时写道， 2014 年 4 月，

潘基祥和潘周贤同意向哈里斯支付 50
万美元 “预付款”， 并承诺事成后再支

付 200 万美元。 事实上， 哈里斯并没有

他所说的 “关系”， 而是把这 50 万美元

挥霍一空。 他购买了不少奢侈品， 还在

布鲁克林附近地区租下豪宅。 哈里斯因

涉嫌诈骗一同遭到起诉。
美国检方提起诉讼时， 潘基文正准

备启程从美国返回韩国。 对于亲戚卷入

行贿案一事， 潘基文通过发言人表示并

不知情。
潘基文尚未正式宣布参加韩国总统

选举， 不过外界普遍将他视为潜在总统

候选人， 他的民调也长期向好。 韩国媒

体本月早些时候援引消息人士 的 话 报

道， 由潘基文 “圈内人” 组成的核心团

队已初步形成， 以应对可能投入的总统

选战。
张旌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本报驻华盛顿记者 张 松

奥 巴 马 在 2012
年他发表胜选演说的

芝加哥麦考密广场发

表告别演讲时， 几度

伤感落泪。
东方 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