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视 频 中 ， 几 名 身 材 高 大 壮 硕 的 安

保人员， 正 强 行 将 一 名 亚 裔 老 者 拖 离

座位 。 视觉中国

■本报记者 吴雨伦

■本报驻比什凯克记者 高 寒

戈萨奇宣誓就任最高法院大法官
美国最高法院恢复保守派占多数的局面

新华社华盛顿 ４ 月 １０ 日电 （记者

徐剑梅 刘阳）尼尔·戈萨奇 １０ 日宣誓就

任美国历史上 第 １０１ 位 最 高 法 院 大 法

官， 使美国最高法院恢复保守派占据多

数的局面。
戈萨奇当天上午在白宫玫瑰园，在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见证下宣誓就职 （见
下图）。

戈萨奇是特 朗 普 提 名 的 首 名 大 法

官，他就职后，美国最高法院 ９ 名大法官

中保守派人数达到 ５ 人， 超过自由派的

４ 人。
根据美国相关法律规定， 大法官由

总统提名后，需经国会参议院投票确认。
由于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党派之争愈加尖

锐， 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戈萨奇任命问题

上一直针锋相对。 共和党 ６ 日凭借在参

议院的多数党地位修改投票规则。 ７ 日，
参议院以 ５４ 票赞成 、４５ 票反对的表决

结果，通过了戈萨奇的提名。
现年 ４９ 岁的戈萨奇是美国 ２５ 年来

最年轻的大法官， 他曾就读于哥伦比亚

大学，分别在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获得

法学博士学位，２００６ 年被时任美国总统

小布什任命为联邦第十巡回上 诉 法 院

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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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欲掀“第三次浪潮”

纳扎尔巴耶夫国情咨文提出“全球前 30 位
先进国家之列”目标

1980 年 ， 托夫勒的一部 《第三次

浪潮》 许给了当时的人们一个关于未来

的梦想。 许多年以后的今天， 书中勾画

的未来社会的蓝图正在逐渐展开。 由中

亚国家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最

近所做的题为 《哈萨克斯坦第三次现代

化： 全球竞争力》 的国情咨文， 被外界

视为哈萨克斯坦即将掀起的 “第三次浪

潮”， 引起外界的关注。 通过这次着眼

于提高本国全球竞争力的经济现代化，
哈萨克斯坦提出将努力进入全球前 30
位的先进国家之列的目标。

与托夫勒描绘的 “第三次浪潮” 将

立足于高速发展的现代科技相类似， 纳

扎尔巴耶夫在咨文中同样把基于数字技

术实现本国经济现代化列为首要任务，
置于整个咨文的开篇部分。 他提出要打

造 “数字哈萨克斯坦”， 即指哈萨克斯

坦要一方面努力发展大数据、 3D 打印

等前沿技术， 推动移动支付， 以及包括

医疗、 教育等多个民生领域在内的数字

化服务， 抢占新兴产业高地； 另一方面

要加速实现工业、 建筑业、 交通物流等

基础性传统产业的现代化升级。 分析界

普遍认为， 纳扎尔巴耶夫把利用信息技

术实现经济现代化置于如此重 要 的 地

位， 是有意要改变现有经济结构， 减少

国家经济对油气等原料出口的依赖。 在

全球原油市场前景依旧不甚明朗的背景

下， 哈萨克斯坦的做法将有利于本国经

济的恢复。 纳扎尔巴耶夫在国情咨文中

明确要求， 截至 2025 年要将本国非原

料产品的出口比重扩大一倍。
值得一提的是， 纳扎尔巴耶夫在这

部长篇国情咨文中， 多处提到加强同中

国的合作 ， 把同中国 “丝绸之 路 经 济

带” 对接列为加强国际经济合作的优先

方向。
他明确指出， 目前中哈两国的合作

协议已经签署、 目标也已然明确， “需
要的是具体落实”， 因此， 有必要高效

落实两国在哈萨克斯坦的合作 投 资 项

目。 据悉， 这是哈萨克斯坦继 “光明之

路” 发展战略后， 再次在官方战略性文

件中明确提出同中国 “丝绸之 路 经 济

带” 进行对接。
哈萨克斯坦的前两次经济现代化分

别 在 1991 年—1996 年 和 1996 年—
2016 年间进行 。 在这两次现代化过程

中， 哈萨克斯坦分别完成了由前苏联计

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以及向

国际经济竞争力前 50 位挺进的任务。

加商人助 200余难民逃离叙战乱

聚合当地 10 家慈善组织，建立统一的赞助计划

2015 年夏天 ， 当加拿大商人吉

姆·艾斯蒂尔日复一日地在夜间新闻

中目睹叙利亚难民危机在数千里之外

愈演愈烈， 他决定为逃离战乱的叙利

亚难民贡献自己的力量。迄今为止，这
位来自安大略省圭尔夫市的企业家已

经出资 150 万加拿大元，将 50 户难民

家庭接到加拿大， 帮助 200 多位难民

在安大略省重新安置。
艾斯蒂尔向叙利亚难民伸出援手

的想法不仅仅因为触景生情， 其父母

在他童年时也曾资助过两位乌干达难

民， 这在他幼小的的心灵中注入了人

道主义价值观。 “正因为童年的经历，
我有了帮助他们的想法。 我看着电视

新闻，认为人们对于他们还做得不够

多”，这位北美最大家电经销商 Danby
的首席执行官 对 英 国 广 播 公 司 的 记

者说道。
作为企业家， 艾斯蒂尔有足够的

经济资源支撑他的计划， 也有足够的

经验知道如何展开资助计划，“我知道

如何安排事情， 但我需要合作伙伴帮

我一起完成”。
因此他将当地 10 个帮助叙利亚

难民的组织聚集在一起，创建了“圭尔

夫难民赞助论坛”。这是一个由志愿者

组成的项目，这 10 家不同宗教背景的

组织均参与其中， 其中包括赛义德领

导的圭尔夫穆斯林协会， 每家组织负

责安置难民工作的一方面。 与其他国

家不同， 加拿大允许公民与授权的赞

助组织一起直接赞助难民， 为新难民

提供必要的生活所需如食物、衣服、住
房等，同时帮助他们融入加拿大社会。

2015 年 11 月， 圭尔夫当地报纸

发表了关于这一计划的报道， 报道被

翻译成阿拉伯文后传遍中东。“人们开

始直接从土耳其、 黎巴嫩和叙利亚发

邮件给我们， 写道 ‘你们能帮助我们

吗?’” 艾斯蒂尔回忆道，“一开始你收

到一封邮件，然后回复‘看看我们能做

些什么事来帮助你’。 但当邮件达到

100 封，就变得十分困难了。 ”那时候，
赛义德家的餐 厅 桌 上 堆 满 了 难 民 赞

助申请表， 最终 58 个家庭入选资助

计划。
筛选资助对象只是第一项挑战，

因为加拿大政府的层层审批与繁复的

手续令计划进展缓慢。 “我很惊讶地

发现加拿大政府处理需要那么久，不

仅令尚处于危 险 之 中 的 难 民 十 分 煎

熬，也耗尽了我们的耐心。 ”艾斯蒂尔

表示。
截至 2016 年 12 月，58 户家庭中

的 47 个已经来到圭尔夫。虽然来到加

拿大帮助他们逃离了战火， 但因为缺

乏工作经验与语言技能， 许多新难民

在找工作时面临重重困难。 因此他还

在 自 己 的 公 司 Danby 为 难 民 提 供 岗

位，同时鼓励他们创业。 “我不希望带

他们过来， 让他们依靠福利生活”，他
表示。

加亚·詹姆斯是艾斯蒂尔和赛义

德的工作伙伴，她原先是一名公务员，
现在是圭尔夫难民赞助论坛的全职员

工。艾斯蒂尔负责计划与联络，而她与

赛义德则负责细节的落实。他们观察、
训练、监督 800 名志愿者，在各个组织

间进行协调，为难民处理紧急情况。
如今艾斯蒂尔依然坚持阅读并回

复所有想要来加拿大的难民的邮件，
并且考虑赞助更多难民。 接下去他将

重点考虑将刚刚抵达的新难民的家属

带来加拿大。随着这一计划大获成功，
他收获了来自 世 界 各 地 的 聚 焦 与 关

注。然而对于蜂拥而至的褒奖，他深感

困惑：“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 既然

我有能力帮助他们，那为什么不呢？ ”
“如 果 更 多 企 业 家 愿 意 追 随 他 的 脚

步，也许更多的人将得到帮助”，赛义

德表示。

美联航强拖乘客下机引发众怒
华人联合会发表声明，要求美联航和民航当局立即

展开调查；一名涉事保安已被停职
本报讯 综合新华社消息，美国中

部时间 ４ 月 ９ 日傍晚， 美国联合航空

公司一架国内航班上发生令人瞠目结

舌的一幕：由于机票超量预订，且没有

乘客自愿推迟行程、 给 ４ 名美联航员

工“让座”，美联航决定以抽签形式决

定必须下飞机的乘客。 一名“被中签”
的亚裔乘客不愿配合， 机组人员找来

机场保安， 后者将这名年近七旬的老

人强行拖下飞机， 致使这名乘客流血

受伤。
机上乘客将手机视频上传至社交

媒体后，旋即引发轩然大波，美国和世

界各地的网友纷纷抨击美联航及机场

警察违反乘客权益， 相关视频点击已

破百万。网友质疑，尽管航空运营商超

售机票合规， 但美联航机组人员的做

法实在不当。 而美联航首席执行官却

在发送给员工的内部信中说， 支持涉

事员工做法。
美国华人联合会 １０ 日发表声明，

要求美联航、 联邦航空局和芝加哥民

航局立即调查这起事件， 要求美联航

和芝加哥民航局正式道歉。 一名涉事

机场保安已被停职。
９ 日晚， 美联航 ＵＡ３４１１ 航班准

备从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飞往肯塔

基州路易斯维尔市。 据事发航班乘客

回忆，乘客们登机落座后，美联航工作人

员便表示因超额售票， 需请 ４ 位乘客自

愿改乘其他航班。 在补偿金从 ４００ 美元

提高到 ８００ 美元并提供住宿安排后，仍

无人同意。

美联航方面称， 只能通过电脑 “随
机”抽取乘客下机。 被抽到的 ４ 人中有 ３
人自行离开，但一名戴眼镜、五六十岁的

亚裔男子拒绝下机。 他解释， 自己是医

生，第二天有预约病人，必须当晚返回路

易斯维尔。
不料， 美联航方面随即找来 ３ 名机

场警察。两名警察说服无果，第三名警察

率先诉诸武力， 他们一起将这名男乘客

强行拖离座位。视频显示，该男乘客大声

惨叫， 在飞机过道被拖拽时眼镜几乎脱

落， 嘴角也被过道座位的金属扶手磕碰

出血。一名女乘客大声抱怨：“天呀！你们

这是在干什么？ 这是不对的！ ”
另有视频显示， 后来该男子又跑回

飞机后舱，靠在隔离帘处，精神显然受到

严重刺激， 不断用英语自言自语：“我需

要回家……”
此时有乘客表示可放弃飞行， 但美

联航还是让这位男乘客下机。 最后 ４ 位

机组人员坐在腾出的 ４ 个座位上。
事后， 美联航方面先是发了个不痛

不痒的声明，只对机票超卖表示道歉。后
来民意沸腾， 美联航 ＣＥＯ 奥斯卡·穆尼

奥斯才不得不亲自出面发表声明，对“不
得不重新安排这些乘客表示道歉”。但舆

论对这一轻描淡写的声明并不买账，认

为其故意忽视了拖拽乘客的情节。

此外，穆尼奥斯在 １０ 日晚致美联

航员工的内部信中说， 那名男乘客之

所以被拖下飞机， 是因为他无视机组

人员要求， 表现得 “具有破坏性且好

斗”， 致使机组人员不得不叫来保安。
“我们的员工按照既定程序处理像这

样的情况，”穆尼奥斯说，“我对事态升

级深表遗憾，但依然坚定支持你们。 ”
这封内部邮件在网络上曝光后，

更是火上浇油。 网友拉斯蒂·福斯特

说， 这封信说明了美联航为何会发生

这种事件———其首席执行官觉得整件

事合情合理 ，“我不信任这 家 航 空 公

司，不会把我的安全交托给美联航。 ”
在社交网 站 推 特 上 ，“抵 制 美 联

航”“拒绝乘坐美联航” 等标签迅速走

红， 不少网友或分享以往乘坐美联航

的负面体验， 或表示以后绝不乘坐美

联航航班， 或索性直接贴出退订美联

航机票的截图。
一些政治人士及当地重要媒体也

加入批评行列， 抨击美联航与机场警

方处理不当， 无视乘客利益， 涉嫌侵

犯人权。 《芝加哥论坛报》 专栏作家

罗伯特·里德说， 这起事件是丑陋的，
如果美联航自己不为此负责， 航空管

理部门 、 执 法 部 门 和 国 会 就 应 介 入

调查。

美联航暴力驱客的经济分析
一则美联航超卖客票并暴力拖拽

亚裔乘客下飞 机 的 新 闻 引 发 轩 然 大

波。 超卖、暴力执法、航空公司的傲慢

态度……在这一饱含争议的事件中，
哪些是真正值得反思的问题？

航空公司超卖的合理性

超卖，并不是反思的重点。因为超

卖既符合公共利益，也有利于消费者，
存在公共政策和经济的合理性。

航空公司超卖只有一个原因：有

乘客买了机票却未登机。 其原因可能

是主观的，例如临时改变了出行计划；
也可能是客观的，例如遭遇交通堵塞。
鉴于总是有部分乘客无法搭上飞机，
航空公司因此会设定一定的机票超卖

率。但一个航班超卖多少机票合适？这
涉及经济学上的博弈论， 有赖于出行

大数据的积累以及复杂的数学模型。
超 卖 的 最 大 好 处 在 于 提 高 上 座

率，增加公共资源的利用效率。同一架

飞机、燃烧同样的燃油、产生同样的污

染、利用同样的公共空域，如果超卖能

达到运送更多乘客的效果， 显然符合

公共利益。

在过去几十年里， 航空公司这套复

杂的计算系统在不断完善。 根据美国运

输部统计， 如今由于超卖原因无法登机

的乘客比例仅为 ０．０９％，而 １９９９ 年这一

比例高达 ０．２％。
其实，对普通旅客来说，超卖也符合

其个人利益。 首先， 超卖是因为有人误

机，而乘客误机后机票并不作废，航空公

司会为其改签；其次，超卖导致上座率更

高，因此摊薄了飞行成本，导致航空客票

价格下降。

“抽签”中存在经济歧视

有受益者就有受损者。 所有消费者

都希望自己是超卖的受益者 （更便宜的

票价），而非受损者（耽误出行）。因此，这
要求航空公司对超卖有所补偿。

美国法律规定， 旅客因机票超卖而

无法登机应获得赔偿： 如航空公司提供

备选航班，最高赔偿额 ６７５ 美元；如未提

供备选航班，最高赔偿额 １３５０ 美元。
由于赔偿上限过低， 这一规定长期

以来备受批评， 也导致航空公司在决定

谁能登机、谁不能登机时“看人下菜碟”。
例如， 航空公司显然不会阻止头等舱乘

客登机， 因为他们的机票价格很可能高

于法定最高赔偿额。
在本案中， 美联航号称随机选择了

４ 位必须下飞机的乘客， 但其实选择并

非没有标准。 在本案中的确存在经济歧

视： 付钱更多、 更忠实的乘客因超卖而

无法登机的概率会更低。 这一机制倾向

于让穷人和不常坐飞机的人来承担超卖

成本。问题更在于：乘客不是因超卖而无

法登机， 而是登机之后被暴力拖拽下飞

机。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超卖补偿问题，而
是航空公司为何敢如此胆大妄为？

垄断格局造就傲慢姿态

在暴力拖拽事件引发社交媒体怒潮

后， 美联航仅发表简短冷淡的声明，显

然，愤怒的消费者无法撼动傲慢的企业。
《洛杉矶时报》报道说：“如果你觉得

这已经很糟糕， 那么你还没有看到真正

糟糕的。”一名旅客因托运行李丢失反被

航空公司额外收取 １５ 美元费用、使用机

上卫生间和毛毯要额外收费……最近在

美国运输部举办的一场论坛上， 乘客难

掩对美国航空公司的愤怒。
垄断， 是美国航空公司敢于漠视消

费者利益的根本原因。 过去 １５ 年里，
美国航空业进行了大规模重组，包括

达美兼并西北航空公司、美联航和大

陆航空公司合并、美国航空公司和全

美航空公司合并等。 这些兼并重组导

致航空业缺乏有效竞争，形成近乎垄

断的格局。
目前，美联航、达美航空、美国航

空和西南航空四家最大航空公司控

制了约八成美国国内航空市场。 在市

场被少数企业瓜分的同时，美国民航

企业利润已接近历史新高。
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数据，去

年 美 国 航 空 企 业 利 润 总 额 超 过 ２００
亿美元 ，超过欧洲 、亚洲 、中东 、拉美

和非洲地区航空公司净利润的总和。
在航空服务饱受诟病的同时，美国却

成为全球最挣钱的航空市场。
近乎垄断的航空 市 场 导 致 航 空

公司丧失改善服务的动力，甚至出现

了退化趋势 ：机票越来越贵 ，座位越

来越小，服务越来越差。 “有时候，坐

飞机就像是一幕‘残酷戏剧’。 ”美国

全国商旅协会副主席迈克尔·莱昂斯

这样描述在美国坐飞机的感受。
超卖客票是提升 公 共 利 益 的 一

项机制，但在日趋垄断的美国航空市

场 ， 却似乎沦为企业提升利润的工

具。 这起事件折射出的美国航空业垄

断问题或许更值得全球航空市场反

思。 新华社记者金旼旼 杜静（新华社
北京 ４ 月 １１ 日电）

塞浦路斯统一前景仍不乐观
统一谈判于昨日恢复，希腊族和土耳其族领导人重回谈判桌

当地时间本月 4 日， 联合国秘书长

塞浦路斯特别顾问艾德表示， 停滞了近

两个月的塞浦路斯统一谈判于本月 11
日恢复。 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阿纳斯塔

夏季斯与土耳其族领袖阿肯哲同意重返

谈判桌。
塞浦路斯是一个长期分裂的岛国，

其 中 希 腊 族 占 72.8% ， 土 耳 其 族 占

9.6%。 自 1960 年独立以来， 塞浦路斯

的希族人和土族人之间一直关系不睦。
1974 年希族军人发动政变 ， 土耳其出

兵塞浦路斯， 从此塞浦路斯岛上形成了

土族控制三分之一的北部土地、 隔着联

合国划定的 “绿线” 与希族的塞浦路斯

共和国对峙的格局 。 1983 年 ， 土族成

立 “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 但仅

得到土耳其一国承认。 塞浦路斯问题是

土耳其加入欧盟的主要障碍。
今年 1 月 9 日—11 日 ， 塞浦路斯

希族和土族代表在日内瓦进行了为期 3
天的谈判。 艾德表示， 谈判取得突破性

进展。 １ 月 １２ 日 ， 由塞浦路斯希 、 土

两族领导人分别率领的代表团以及来自

3 个保证国的外交事务代表， 在日内瓦

开启了首轮塞浦路斯问题国际会议， 主

要商讨安全和保证国问题。
但是在谈判进行的关键阶段， 2 月

10 日塞浦路斯议会通过教育改革法案

修正案 ， 要求所有公立学校开 展 纪 念

1950 年公投的活动 。 当时在英国殖民

统治下的塞浦路斯举行了只有希族居民

参加的公投 ， 超过 95％的参与者 支 持

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
塞议会的这个决议招致土族强烈不

满， 2 月 23 日的谈判被取消。 这就是

4 月 11 日谈判恢复的背景。
前英国塞浦路斯问题特别代表哈奈

认为， 塞浦路斯问题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治理， 即统一后塞浦路斯的政体；
二是安全， 主要涉及土耳其在塞浦路斯

的驻军问题， 也涉及联合国维和部队、
英国在塞浦路斯保留军事基地等问题；
三是领土， 两族的共识是土族将部分领

土交给希族管辖， 但两族在土族具体交

出多少领土 、 交出哪些领土上 存 在 分

歧； 四是财产， 这是最复杂的问题。 在

1974 年的冲突中 ， 许多北方的希族逃

到南方， 希族要求所有逃到南方的希族

难民都有权在统一后回到北方定居， 收

回冲突前拥有的财产， 而土族总体上希

望用赔偿代替交还财产。
当下塞浦路斯南北双方都有促进统

一的需求。 土族控制的北方相对贫穷，
经济依赖土耳其的输血 ， 若是 重 归 统

一， 土族可以在塞浦路斯的这一波经济

增长中获得相当的发展红利。 而对于希

族来说， 若是继续维持分裂状况， 土族

在北方 “建国” 可能会逐步成为被接受

的既成事实， 这对旨在统一的希族非常

不利 。 另外 ， 土族左翼领袖阿 肯 哲 在

2015 年当选为北塞浦路斯领导人 。 比

起 任 北 塞 浦 路 斯 “总 统 ” 32 年 之 久

（1983 年—2005 年） 的已故土族领导人

登克塔什， 阿肯哲对统一更为热心， 为

谈判带来了积极的因素。
不过， 塞浦路斯统一的前景依然不

容乐观。 首先， 希土两族背后是希腊和

土耳其， 塞浦路斯问题一直受到两国局

势的影响。
从某种程度上说， 塞浦路斯问题是

希腊和土耳其战略冲突的延续， 希腊控

制了爱琴海上绝大多数岛屿， 可以说希

腊已经扼住了伊兹密尔等土耳其西部主

要海港的咽喉。 塞浦路斯是地中海第三

大岛， 靠近土重要的石油港口杰伊汉和

土叙边境的重镇伊斯坎德伦， 土耳其不

能容忍希腊控制塞浦路斯， 从而在战略

上进一步打压自己， 形成对土耳其的包

围， 所以必须强力干预塞浦路斯问题。
土耳其一直在塞浦路斯维持 3.5 万

人左右的驻军。 土族和土耳其最担心的

就是塞浦路斯统一后希族会推进全岛的

希腊化， 最终推动塞浦路斯并入希腊。
希腊在国际上是个小国， 但希族在岛上

却是强势一方， 这种力量对比是塞浦路

斯问题难以解决的重要原因。
其次， 大国博弈依然困扰塞浦路斯

问题。 虽然战略地位比起冷战时期有所

下降， 但是塞浦路斯仍然牵扯到其他大

国的神经。 美国从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

干预塞浦路斯问题， 由于希腊人院外集

团的影响， 美国更支持希腊， 引发土耳

其反弹。 塞浦路斯是东地中海重要的金

融中心， 是热钱流向东欧的中转站， 这

决定了俄罗斯也不可能对塞浦路斯问题

坐视不管。
第三， 岛上两族间互不信任是统一

的最大障碍。 虽然双方的谈判一直在取

得进展， 但是在具体的重大问题上双方

一直无法达成协议， 比如希族希望建立

中央权力更强的联邦， 土族则主张限制

联邦权力， 更不用提交换土地和财产的

问题了。 希族担心如果实现统一， 较为

贫穷的土族人会大量南迁， 这将抢走许

多希族人的饭碗， 并且影响岛上的人口

结构。 而更重要的是， 在长期分裂和斗

争的背景下， 两个语言、 信仰、 文化完

全不同的民族已经存在巨大的 心 理 隔

阂， 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历史记忆和政治

立场， 前述塞议会通过公投纪念法案引

发土族反弹就是例证。 （作者分别系北
京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和副教授）

■ 陈 功 昝 涛

专家视点

11 日 ，
塞浦路斯希腊

和土耳其两族

领导人恢复统

一谈判。 塞总

统、 希腊族领

导人阿纳斯塔

夏 季 斯 （ 左

二） 和塞土耳

其族领导人阿

肯 哲 （右 二 ）
举行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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