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替TPP 美日新经济对话浮出水面
特朗普在白宫会见安倍并发表联合声明

2 月 10 日 ，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白宫会见了来访的日本首相安倍。 会

谈后， 两人共同会见记者， 并发表联

合声明。 分析人士称， 特朗普承诺在

安全领域加强两国同盟关系是安倍此

行最大的收获， 但日本方面为此也被

迫付出巨大代价。

特朗普与安倍将四次
共进晚餐

特朗普 10 日下午在白宫与到访

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 作为

会谈的核心成果， 白宫发表的联合声

明称， 美国致力于使用包括常规武器

和核武器在内的全部军事实力保卫日

本，这一承诺“不可动摇”。美国承诺将

“加强在亚太的存在”，而日本将“确保

在联盟中的更大作用与责任”。
在经贸领域， 美日领导人强调两

国应深化双边贸易和投资关系。 声明

说， 鉴于美国已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定 （TPP），两 国 将 在 双 边 框 架 下

进行磋商，以“探索实现这些目标的最

优途径”，而日本也将继续推进“现有

地区倡议”。声明还称日方邀请特朗普

于年内访日，后者接受了邀请。
安倍在会谈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表

示， 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与美国副总

统彭斯将在两国创设的一个新框架下

就经贸问题进行对话。
去年 11 月美国大选结束以来，安

倍显然是对特朗普最为“巴结”的外国

领导人。 由于东京方面事先对大选结

果做出了完全错误的预测， 特朗普获

胜后，安倍迅速做出调整。通过私人关

系安排，安倍于 11 月中旬赴纽约与还

没有上任的特朗普进行了会谈。
安倍原拟于 1 月下旬正式访美，

但由于华盛顿政治斗争， 特朗普内阁

尚未成型， 所以被迫推迟。 不过特朗

普还是对安倍 此 访 表 现 出 很 大 的 热

情。 安倍此次访美将从 2 月 9 日持续

到 13 日， 两人不仅在白宫会面， 还

共同乘机前往特朗普位于佛罗里达的

度假村进行互动。 媒体报道称， 特朗

普与安倍将四次共进晚餐。

“深情握手 ”凸显尴尬
的美日情谊

不过特朗普独特的待客风格却让

安倍有些不适应， 两人见面时的尴尬

一幕成为 10 日美国媒体关注的焦点，
甚至盖过了会见内容。 镜头显示， 在

共同接见记者时， 特朗普与安倍亲切

握手。 不过特朗普似乎有些 “用力过

猛”， 握手时间长达 19 秒， 还使劲把安

倍的手拉向自己， 使几度欲抽手的安倍

表情颇不自然。 有镜头捕捉到安倍在终

于结束握手之后如释重负， 甚至无意中

翻了下白眼。 而没有察觉的特朗普则标

志性地举大拇指称赞安倍有一双 “有力

的手”。
“握手门”引发网上热议。 肢体语言

专家莉莉安·格拉斯称，特朗普是“非常

深情”的人，美国民众对他有误解。 她解

释说， 如果特朗普与安倍之间有什么不

适的话，那是文化问题，因为日本人的握

手“非常非常弱”。 所以安倍在遇到总统

的握手时“不习惯，但这是美国方式”。
而稍早前， 安倍在白宫门口与前来

迎接的特朗普问候时 ， 为凸显 两 人 的

“深厚情谊”， 出人意料地两度与特朗普

拥抱， 让后者有些吃惊。
在共同记者会上， 安倍高度称赞特

朗普， 称后者从未有参政的经验却能赢

得大选入主白宫， 这是 “民主的活力”。
安倍还称他将与特朗普在后者位于佛罗

里达的豪华度假村一起打高尔夫球， 并

谦称 “球技肯定比不上特朗普”。 美媒

称安倍拍特朗普马屁有些过分。
据报道， 美日领导人打高尔夫球的

建议是安倍于去年 11 月在纽约见特朗

普时提出的。 安倍称， 美日领导人上次

在一起打高尔夫球还要追溯到 1957 年，
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日本首相

岸信介时期 ， 而岸信介正是安 倍 的 外

公。 安倍此举显然是想拉近日本、 尤其

是他家族与美国的 “友好历史”。

美媒也立即翻特朗普的旧账， 称其

在竞选时曾批评前任总统奥巴马 “不务

正业”， 把治国时间用来打高尔夫。 但

据报道， 奥巴马在当总统四个月后才首

度打高尔夫， 而特朗普上台三周， 已经

两度前往自家的高尔夫球场。
记者会临近尾声， 特朗普经安倍提

醒， 请日方事先安排好的 《产经新闻》
记者提问。 这位日本记者称 “中国在亚

洲， 尤其是南海地区的行动更为强硬”，
“中国汇率政策不利美国”， 询问特朗普

将如何应对。 没想到特朗普非但只字不

提中国威胁， 反而大赞 9 日晚与中国国

家主席习近平的通话 “非常非常好 ”，
“非常非常温暖”， 美中友好相处 “对日

本也有很大好处”， 希望区内各国相互

合作。

安倍送经济大礼换取安
全保障

尽管媒体出于对特朗普的批评， 对

“特安会” 的报道并不算很友好， 但美

国战略界普遍认为， 特朗普通过安倍此

访为美国挣得不少利益， 其善于迫使谈

判对手做出让步的特性展现无疑。
总体看， 特朗普给安倍送的礼主要

是对两国盟友关系的“再强调”和安全方

面的“再承诺”，而这本身对美国也极具

意义。而安倍则被迫做出多项实质让步。
由于特朗普自竞选期间就多次在安全、
经济等问题上屡屡“敲打”日本，如要求

日本承担更多驻日美军经费， 批评日本

刻意压低日元汇率等等， 在日本国内引

发了对日美同盟可靠性的担忧情绪乃

至危机感。为此，安倍在赴美前就给特

朗普送上了一份“大礼”，宣布日方将

在未来 １０ 年投资约 １５００ 亿美元在美

创造 ７０ 万个就业岗位。
在访美期间， 安倍继续开启送礼

模式。 据报道， 安倍在会谈中提出，
为进一步深化两国经济关系， 开展由

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和美国副总统彭

斯牵头的 “跨领域” 新经济对话。 特

朗普对此表示 同 意 。 根 据 日 方 的 说

明， 新经济对话的主要课题除了两国

在宏观经济方面以及在基础设施、 能

源等相关领域的合作外， 还包括双边

贸易框架磋商。 特朗普一直认为美国

在对日贸易中吃了亏， 要求改变这种

情况。 在经贸谈判模式方面， 他主张

开展美日双边谈判， 希望借美国的强

势地位迫使日本作出更多让步。 而日

本则一直拒绝一对一谈判， 主张进行

类似 TPP 的多边谈判 ， 以多 边 机 制

争取更大利益。 因此， 安倍此次提出

开展新经济对话， 实际上是接受了双

边谈判模式， 对特朗普作出了妥协。
即便如此， 特朗普在不少问题上

仍然保持沉默， 未来继续对日施压的

可能性仍然存 在 。 比 如 在 汇 率 问 题

上， 双方并没有达成共识或推出解决

方案。 驻日美军军费两国如何分摊，
联合声明也未提及。 分析人士认为，
美日关系未来仍然面临不少变数， 安

倍未来还要多看特朗普的脸色。
（本报华盛顿 2 月 11 日专电）

土耳其将于４月举行修宪公投
新华社安卡拉 ２ 月 １１ 日电 （记者

施春 邹乐） 土耳其最高选举委员会主

席萨迪·居文 １１ 日宣布， 土耳其将于今

年 ４ 月 １６ 日举行全民公投， 以决定是

否批准宪法修正案。 根据宪法修正案，
土耳其将从议会制改为总统制。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１０ 日批准宪

法修正案， 随即决定就宪法修正案举行

全民公投。
去年１２月１０日， 执政党正义与发展

党正式向议会递交宪法修正案草案。 根

据修正案， 土耳其将从议会制改为总统

制，从宪法上赋予总统实权，总理职位将

被废除。总统可以继续担任政党主席。此
外，议会议员人数将从５５０人增至６００人。

今年 １ 月 ２１ 日， 土耳其大国民议

会以 ３３９ 票支持通过修正案， 但支持票

未达到修正案获得直接通过所需的议会

三分之二票数即 ３６７ 票， 需通过全民公

投方式决定是否批准此修正案。
据悉 ， 该宪 法 修 正 案 若 要 得 到 批

准 ， 需要至少得到 ５１％土耳其民众 的

支持。 宪法修正案一旦获得通过， 土耳

其将从 ２０１９ 年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后

开始正式实施总统制， 自 １９２３ 年建立

共和国以来实行的议会制将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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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驻巴西利亚记者 苑云天

巴西军警七天大罢工致137人丧生
家属要求提高军警工资待遇的诉求迟迟未能得到满足

本月 4 日， 位于巴西东南部的圣埃

斯皮里图州发生了大规模的军警罢工，
要求提高待遇， 包括州首府维多利亚市

在内的多地军警拒绝执勤。 连续多日的

执法真空导致了州安全形势急剧恶化，
暴力事件频发， 给多地造成了严重的人

员和财产损失。
10 日 ， 该州政府宣布与警察协会

达成协议， 终结此次罢工。 但截至发稿

时， 军警仍未完全重返街头执勤。

军警被指变相参与抗议

因为涉及人身财产安全， 巴西法律

禁止军警进行罢工， 此次罢工是由军警

的家属们发起的。
据此次罢工运动的发言人 、 32 岁

的警嫂格拉奇艾拉称， 4 日当天， 她接

到了另一名军警夫人的电话， 称有 8 名

军警家属正在一军警支队门口示威， 要

求州政府提高军警待遇 。 格拉 奇 艾 拉

称： “之前很多人都在家中苦苦等待，
现在她们忍无可忍了。 我们承受着相同

的痛苦， 因此其他人也开始行动起来。”
她在网络上联系了不少家属， 准备去自

己丈夫所在的支队门口示威 。 在 出 发

前， 她把消息告诉了丈夫， 丈夫还劝她

“别去”， 但她还是去了。
最终， 圣埃斯皮里图州 19 个军警

支队的大门都被军警家属团团围住， 警

车无法驶出大门上街执勤。 尽管此次罢

工活动名义上是军警家属发起的， 但很

多人指责军警实际上放任并变相参与了

这次抗议， 是在钻法律的空子。
军警家属要求州政府提高军警的待

遇， 称军警已经连续七年没涨工资， 希

望能够将工资上调 43%， 并提高 加 班

补贴等。 据计算， 州政府需要投入约 5
亿雷亚尔 （约合 11 亿人民币） 才能满

足家属们的要求。 但是自去年起， 为重

振经济， 巴西国会批准并通过了公共支

出上限， 圣埃斯皮里图州已没有额外预

算承担此项支出。

城市变成“犯罪之都”
军警罢工导致该州治安形势急剧恶

化 ， 几乎将城市变为了 “犯罪之都 ”。
通过社交网站的视频可以看到， 很多犯

罪分子肆无忌惮地在街上进行枪战， 打

砸车辆， 哄抢商店。 根据警察工会统计

的数字， 军警罢工期间， 全州有 137 人

在暴力事件中丧生 ， ６６６ 辆汽车被盗 ，
逾 300 家店铺被抢， 直接经济损失达 3
亿雷亚尔 （约合 6.6 亿人民币）。

更为严重的是罢工对民众心理造成

的影响。 治安恶化后， 很多当地百姓选

择待在家中， 减少出行。 学校停课、 商

店纷纷关门， 连公共交通也被中断， 街

道上空空如也。 此外多地超市还出现了

抢购生活用品的现象。 军警罢工后， 巴

西联邦政府向当地派出了约 2000 名军

人维持治安。
10 日 ， 总统特梅尔首次就圣埃斯

皮里图州军警罢工事件表态， 称罢工行

为是 “非法的， 不能接受的行为”， 表

示 “对自身权利的诉求不能以绑架巴西

百姓为代价”。

家属不满协议不愿撤离

经过数小时谈判， 圣埃斯皮里图州

政府 10 日与警察协会代表达成 协 议 ，
终止长达 ７ 天的罢工。 州政府未同意提

高军警待遇， 但承诺在 4 月底参照财政

状况提交一份相应提案。 根据协议， 军

警应于 １１ 日上午 ７ 时后全部重返岗位，
政府将不起诉参与罢工的军警， 同时成

立一个委员会调整警察的工作时间。
然而， 由于诉求未得到满足， 围堵

军警支队大门的军警家属 11 日并未散

去， 一些人甚至将自己绑在大门上以示

决心。 其中一名家属卡门称： “我们会

一直待在这里 ， 直到州长来和 我 们 谈

判。” 军警家属认为， 与政府签署协议

的警察协会并不能代表他们的意见， 因

此选择忽略协议继续罢工。 截至记者发

稿时， 当地军警依然没有重返岗位。
（本报巴西利亚 2 月 11 日专电）

印度大企业接连发生“内讧”
一场创始人与掌门人的战争

又一家印度知名企业、 软件业巨头

印孚瑟斯有限公司陷入 “董事会战争”。
该公司一名创始人不满意现任掌门人的

管理水平， 在媒体面前批评指责， 将内

部矛盾置于公众面前。 去年 １ 月， 印度

最大集团公司塔塔集团也曾发生类似问

题， 集团董事会主席被解职后怒发 “曝
料信”， 指塔塔家族成员 “垂帘听政”，
干预董事会决策。

创始人公开揭短

印孚瑟斯有限公司总部位于印度班

加罗尔 ， １９８１ 年由 ７ 名工程师共同创

立， 启动资金仅 ２５０ 美元。 今年 １ 月，
这家公司市值超过 ３４０ 亿美元， 在全球

多地设有分支机构， 拥有近 ２０ 万名员

工， 是印度第二大信息技术服务公司。
公司的 ７ 名联合创始人现在无一是

公司董事， 也无一参与公司经营， 不过

他们手中都有公司股份。 作为创始人之

一， 纳拉亚纳·穆尔蒂与妻子和儿女们

共同持有该公司 ３.４４％的股份。 穆尔蒂

近日公开表达他对公司经营状 况 的 担

忧 。 他接受印度 《经济时报 》 采 访 时

说 ， 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开 始 ， 他 就 发 现

“印孚瑟斯的管理水平出现令人担心的

下降”。 他特别批评公司向一些离职员

工发放巨额离职补偿金的做法 “非常不

负责任、 不可思议的欠考虑”。
“这引发疑问， 公司支付巨额 ‘封

口费’， 是为了隐瞒一些事。 即便并无

过失行为， 只是慷慨之举， 那么这是对

那些忠诚员工的漠视，” 穆尔蒂说。
公司现任首席执行官维沙尔·西卡

的高薪酬也受到质疑。去年，西卡的年薪

由此前的７００万美元增长至１１００万美元。
印孚瑟斯否认公司管理有问题，在

一份声明中称媒体旧事重提， 并重申公

司所作决策经过股东们通过。声明还说，

董事会感激、尊重公司创始人的意见，但
将独立行事，尽力使全体股东获益。

对于外界的关注， 西卡本人在推特

上 写 道 ： “在 纷 乱 中 专 注 、 缄 默 。 ”
２０１４ 年 ， 穆尔蒂等人共同将西卡推选

为印孚瑟斯公司首席执行官 。 在 他 之

前， 担任此职位的都是联合创始人。

企业创始人应学会放手

印孚瑟斯创始人和董事会将双方矛

盾公开化， 让外界担忧印度大企业权力

交替不顺对企业造成不良影响。
去年 １０ 月， 塔塔集团董事会主席

赛勒斯·米斯特里突然遭解职， 他随后

在一封电子邮件里揭露该公司 几 大 问

题， 包括塔塔家族成员拉坦·塔塔 “垂

帘听政”、 干预集团运作等， 塔塔集团

旗下多家公司股票随后全面下跌。
此事令印度社会一片哗然， 印度政

府随后“提醒”政界人士，不要卷入这场

公开“骂战”。米斯特里 ２０１２ 年出任塔塔

集团董事会主席，是该公司 １８６８ 年成立

以来唯一来自塔塔家族以外的掌门人。
踢走米斯特里后， ７９ 岁的拉坦·塔

塔暂时执掌塔塔。 今年 １ 月， 塔塔公司

敲定接替人选， 由塔塔咨询服务公司的

首席执行官纳塔拉詹·钱德拉塞克兰出

任新掌门， 他定于本月获正式任命。 与

米斯特里一样， 钱德拉塞克兰也与塔塔

家族没有关系。
印度商学院家族企业研究中心执行

主任卡维勒·拉马钱德兰评论说，创始人

们认为， 没有人比他们更热爱他们创立

的企业。他们将管理权力委托给他人后，
依然认为自己肩负责任。不过，企业创始

人应学会放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否

则，公开揭露企业问题，伤害的是企业自

身和印度企业整体的国际形象。
郭倩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巴西前首富因行贿面临受审
曾向里约州州长行贿1682万美元

以换取市政工程项目

巴西检方 １０ 日指控前首富艾克·巴

蒂斯塔向曾担任里约热内卢州州长的塞

尔吉奥·卡布拉尔及其家人行贿 １６８２ 万

美元 （约合 １．１５ 亿元人民币）， 对涉案

三人提起诉讼。
当天晚些时候， 受理此案的巴西联

邦法官马塞洛·布雷塔斯表示， 多份文

件充分证明相关指控的真实性。 另有 ７
人因涉嫌协助行贿受贿受到检方起诉。

检方发表声明说 ， ２０１１ 年巴蒂斯

塔向卡布拉尔行贿 １６５０ 万美元 （约合

１．１３ 亿元人民币）， 以换取后者在巴蒂

斯塔公司竞标市政工程项目时 给 予 方

便。 检方说， 巴蒂斯塔将贿金的四分之

一以现金形式交给卡布拉尔， 剩余贿金

则以巴西石油等公司股票的形式， 馈赠

给卡布拉尔。
通过行贿， 巴蒂斯塔获得了包括马

拉卡南体育场和阿苏港在内的建设项目

工程。 其中， 阿苏港建设费用达到 ３７
亿美元 （约合 ２５４ 亿元人民币）。

检方指认， 巴蒂斯塔还向卡布拉尔

妻子行贿 。 卡布拉尔的妻子是 一 名 律

师， 巴蒂斯塔以支付法律服务为名向前

者提供 ３２ 万美元 （约合 ２２０ 万元人民

币）。 实际上， 卡布拉尔的妻子从未向

巴蒂斯塔提供过所称的法律服务。

眼下， 卡布拉尔和妻子还面临其他

受 贿 指 控 。 检 方 指 认 ， 卡 布 拉 尔 在

２００７ 年 至 ２０１４ 年 期 间 组 建 “犯 罪 集

团”， 利用市政工程项目， 从多家建筑

公司获取回扣， 金额达到 ７５００ 万美元

（约合 ５．１６ 亿元人民币）。
１ 月 ２６ 日 ， 巴 西 司 法 部 门 裁 定 ，

巴蒂斯塔接受行贿案件调查时涉嫌作伪

证， 对巴蒂斯塔发出逮捕令。
不过同月 ２４ 日， 拥有巴西和德国

双重国籍的巴蒂斯塔已经使用德国护照

前往美国纽约。 于是， 巴西警方通知国

际刑警组织， 将巴蒂斯塔列入通缉犯名

单。
１ 月 ３０ 日 ， 巴蒂斯塔自愿从纽约

回到巴西， 并被巴西警方逮捕。 在纽约

约翰·Ｆ·肯尼迪国际机场， 巴蒂斯塔接

受巴西环球电视网采访时否认自己有意

出逃， 并称前往纽约是因公出差。 巴蒂

斯塔说， 他回巴西是为了 “接受法院审

问”， “是时候澄清一切了”。
巴蒂斯塔 ２０１１ 年以 ３００ 亿美元身

家 （约合 ２０６３ 亿元人民币） 被 《福布

斯》 杂志评为全球第八大富豪。 不过，
由于投资石油 失 败 ， 从 ２０１３ 年 开 始 ，
巴蒂斯塔旗下多家企业陆续宣告破产。

王逸君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澳大利亚断电节能对抗高温

遭遇极端热浪袭击

时值南半球夏季， 澳大利亚东南海

岸各州近日遭遇极端热浪袭击， 新南威

尔士州部分地区 １０ 日最高气温超过 ４０
摄氏度。 为缓解天气炎热造成的电力供

应紧张， 政府要求作为能源消耗大户的

东海岸几大企业工厂 １０ 日暂时关闭，并
呼吁民众下班后尽量避免在家 “开火做

饭”、看电视等来省电。
“比起（下班）直接回家打开电视和做

饭，您或许可以考虑去看个电影、逛个街。
保持低能耗，每一点举动都有所帮助，”新
南威尔士州能源部长唐·哈尔温说。

路透社报道，１０ 日暂时关闭的工业

用电大户包括一家造纸厂、 污水处理厂

以及澳大利亚最大的炼铝厂。
澳大利亚当局先前还计划在 １０ 日

晚些时候对新南威尔士州特定地区居民

用户暂时断电。不过，澳大利亚能源市场

运营商 １０ 日晚表示，由于该州电力消耗

有效减少，居民因此无需断电。

据澳大利亚 气 象 局 １０ 日 预 报 ，从

１０ 日起，澳大利亚东南沿海部分地区将

经历连续 ３ 天的高温酷暑天气。 气象局

称，新南威尔士州首府悉尼西部地区 １０
日最高气温达到 ４４ 摄氏度， 刷新了自

１８５９ 年以来 ２ 月份的最高气温纪录。 按

路透社说法， 新南威尔士州部分地区预

计 １１ 日将迎来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二月

天。此外，澳首都堪培拉未来 ３ 天的最高

气温将超过 ４２ 摄氏度， 也将打破 １９６８
年以来同月的最高气温纪录； 南澳大利

亚州和维多利亚州部分地区未来 ３ 天的

最高气温也将超过 ４０ 摄氏度。
天气炎热导致用电量猛增、 电价飙

升。南澳大利亚州 ８ 日曾因电力过载，导
致约 ４ 万户住宅和企业停电。

澳大利亚官方数据显示， 酷暑是澳

大利亚头号自然杀手，比洪水、丛林大火

和风暴的致死率还高 ， 每年导 致 超 过

５００ 人死亡。 刘曦（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本报驻华盛顿记者 张 松

特 朗 普 长 达

19 秒 的 “亲 切 握

手 ”， 令 安 倍 表 情

颇不自然。
视觉中国

英国伦敦从 1 月

19 日 至 2 月 26 日 ，
举行 “神奇灯笼节”，
庆祝中国农历新年 ，
灯节主题为 “丝绸之

路”。 视觉中国

天涯共此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