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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巴布韦发生“清君侧”军事政变
当地时间 15 日凌晨， 津巴布韦发

生政变。据目击者称，现年 93 岁的总统

罗伯特·穆加贝官邸周围出现 多 辆 坦

克。 凌晨 4 时左右，津巴布韦军队控制

了国家电视台， 宣布进行 “清君侧”行
动，并宣称这些人是导致津巴布韦社会

经济凋敝的直接原因。 实际上，本月 14
日早些时候就有消息称津巴布韦首都

哈拉雷附近出现军方坦克。
15 日上午， 南非总统祖马与穆加

贝取得联系，了解到其已被军方限制人

身自由，目前只能在家中活动，但人身

安全并未受到威胁。 与此同时，津巴布

韦军队已经控制了财务部长和教育部

长。 据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他
们就是此次“清君侧”的主要目标。据最

新消息，目前哈拉雷的警察已受到军方

武力控制，并有持枪人员看守。 穆加贝

自 1980 年开始已执政长达 37 年，作为

一名比国家年龄还大的执政者，其对津

巴布韦的控制将随着此次 “清君侧”而
走向终点。

过去三年来，津巴布韦执政党内部

围绕未来领导权之争有所加剧，两大阵

营逐渐浮现。 一方以现年 75 岁的前副

总统埃默森·姆南加古瓦为首， 另一方

以 52 岁的“第一夫人”格蕾丝·穆加贝

为首。 据路透社报道，疑似被军方抓捕

的琼博是执政的津巴布韦执政党“非洲

民族联盟-爱国阵线 ”成员 ，更是穆加

贝妻子格蕾丝·穆加贝领导的党内派系

“40 一代”骨干之一。 “40 一代”指这一

执政党内年龄四五十岁的成员。美联社

此前报道称，这一派系据信上周制定了

一份“清洗名单”，罗列了数十名他们想

要开除或暂停党籍的成员，这一名单中

就包括埃默森·姆南加古瓦。本月 6 日，
穆加贝宣布解除姆南加古瓦职务，指认

他觊觎总统宝座。 姆南加古瓦 8 日说，
因人身安全遭到威胁已离开津巴布韦。

现年 75 岁的姆南加古瓦深得军方

支持，曾被视为穆加贝最可能的“接班

人”。 这一变故很可能是一直以来支持

穆加贝的军方突然之间在哈拉雷街头

部署军事力量的直接导火索。 13 日，津
巴布韦国防军司令康斯坦丁·古韦亚·
奇文加对外发布警告声明称，如果执政

党不结束内斗，军方将“毫不犹豫地介

入”。 外界将奇文加的表态视为津巴布

韦军方首次跟穆加贝 “公开叫板”。 此

前， 穆加贝在执政中长期获得军方支

持。 14 日，执政党谴责奇文加前一天发

表的“叛逆”言论和军方将干政的威胁，
指认奇文加构成“叛国行为”。多家媒体

先前预测，穆加贝或将于下月推举格蕾

丝为副总统，这位“第一夫人”接替穆加

贝成为总统的可能性进一步增高。有消

息称，格蕾丝·穆加贝现在在纳米比亚。
姆南加古瓦遭解职后曾逃至南非，

15 日早上其返回津巴布韦。 同时， 津

巴布韦战争军事协会秘书长维克多·马

特马当达表示， 穆加贝已经不适合做

津巴布韦总统以及军事领袖。 虽然这

是一次很明显的军事政变，然而军方发

言人莫约于 15 日发表声明，否认了“军
事政变 ”行为 ，认为这只是进行 “清君

侧”，是为了津巴布韦人民的未来。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当地居民表

示， 虽然看似一切正常， 但现在的哈

拉雷 “非常安静”， 大多数当地居民都

选择呆在家中。美国和英国驻津巴布韦

使馆均已发布信息，希望本国居民能够

呆在家中或者旅馆里， 静观事态发展。
显然，当地人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表现出

相当程度的紧张 ，ATM 和银行门口都

排起了长队。 另一位当地人告诉媒体，
津巴布韦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国家，总统

已经 93 岁了， 而且是世界上唯一一个

没有本国货币的国家———当地民众必

须经常兑换货币，他们认为最有效的技

巧是“一定要在货币发行之前付款”，因
为一旦新货币发行， 旧货币将瞬间贬

值。早在 2009 年 4 月 12 日， 津巴布韦

元就已不是津巴布韦的法定货币。 民

众可以从九种货币中选择自己想要使

用的货币， 但这会给经济交换过程带

来很多阻碍。 这样的经济环境已经持

续了多年， 据津巴布韦统计部门数据

显示， 目前接近 95%的津巴布韦人没

有工作。

FIFA 腐败案波及面扩大
福克斯体育等媒体被指为转播权行贿

大约两年前， 美国执法机构对国际

足联（ＦＩＦＡ）发起震动体坛的反腐行动，
多名国际足联官员和相关体育营销高管

被控腐败罪名。 纽约市一家联邦法院 １３
日开庭审理有关三名南美足坛“大佬”的
腐败案。 与检方达成认罪协议的一名前

阿根廷体育营销公司老板 １４ 日当庭作

证说，为得到地区足球赛事转播权，媒体

向足坛“大佬”行贿是“常有的事”，参与

行贿的媒体包括美国福克斯体育频道、
巴西环球电视台。

亚历杭德罗·布尔萨科先前是一家

阿根廷体育营销公司的总裁，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向美国检方认罪，承认敲诈、洗钱等罪

名。 他还同意退还 ２１６０ 万美元。
作为检方证人，布尔萨科 １４ 日告诉

联邦法院，十多年来，他曾参与向南美洲

足球联合会高官行贿， 从而争取大型足

球赛事的电视转播权。按照他的说法，福
克斯体育频道、环球电视台、墨西哥电视

公 司 、 阿 根 廷 Full Play、 西 班 牙

MediaPro 这些大型传媒企业都曾参与行

贿。 贿金通常转账至瑞士银行账户或直

接给人塞装满现金的包裹或信封。
１４ 日，被布尔萨科“点名”的一些媒

体作出回应。墨西哥电视公司发言人说，
公司在没有了解这桩案件的更多细节前

不置评；环球电视台称，内部审核结果没

有发现任何非法付款； 福克斯体育频道

同样否认行贿。
１３ 日，纽约一家联邦法院开庭审理

前国际足联副主席、 前南美洲足球联合

会主席、 前巴拉圭足协主席胡安·安赫

尔·纳波特， 前巴西足协主席若泽·马里

亚·马林，以及前国际足联发展委员会成

员、 前秘鲁足协主席曼努埃尔·布尔加。
这三人涉嫌将南美杯和南美解放者杯足

球赛的电视转播权和营销权交给特定的

经销商，从而换取回扣和贿赂。他们均否

认腐败罪名。 一个陪审团将裁定他们是

否犯有腐败罪名。一旦被定罪，他们可能

获刑最多 ２０ 年监禁。
美国助理检察官基思·埃德尔曼 １３

日说，这三名嫌疑人“欺骗了体育界，有

证据显示他们 ２０ 年来合谋滥用手中权

力，接受秘密贿赂，将本应用来推动体育

事业的钱据为己有”。检方证人布尔萨科

１４ 日作证时说 ， 他曾安排向这三人行

贿，其中马林曾经收取 ３０ 万美元。
布尔萨科还详述了其他几名目前不

在美国的足坛大佬的受贿活动。他称，前
南美足联主席尼古拉斯·莱奥斯及其副

手胡利奥·格龙多纳、 里卡多·特谢拉在

职期间每年能收到约 ６０ 万美元贿赂。格

龙多纳曾任国际足联财务官、 阿根廷足

协主席，２０１４ 年去世； 莱奥斯如今在巴

拉圭受软禁；特谢拉曾任巴西足协主席。
按布尔萨科的说法， 这三人经常乘

私人飞机出行， 下飞机后则被三四辆梅

赛德斯汽车接走。“他们受到总统或王室

成员一般的待遇。 ”布尔萨科称，这三人

还在 ２０１０ 年国际足联投票选举 ２０２２ 年

世界杯申办国的过程中行为不轨。 当得

知莱奥斯没有投票给卡塔尔后， 格龙多

纳和特谢拉立即上前“纠正”他的行为。
杜鹃（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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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减持 IBM加仓苹果股票
美国著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旗下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今年第三季度加

仓美国苹果公司股票 ， 继续减 持 美 国

ＩＢＭ 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股票。
截至今年 ９ 月 ３０ 日， 伯克希尔·哈

撒韦公司所持 ＩＢＭ 股票仓位下降三分

之一至 ３７００ 万股， 市值相当于大约 ５４
亿美元。

２０１１ 年，巴菲特斥资超过 １００ 亿美

元买入 ＩＢＭ 股票， 为伯克希尔·哈撒韦

公司有史以来最大手笔投资。 巴菲特此

举当时震惊市场， 因为他长期以来一直

规避技术类股票。买入后，巴菲特一直为

他的这一选择辩护，因为 ＩＢＭ 随后出现

业绩下滑和股价下跌。 巴菲特今年早些

时候改变观点， 称他的理论依据存在缺

陷，开始减持 ＩＢＭ 股票。
美国彭博新闻社 １５ 日评论，这说明

现年 ８７ 岁的巴菲特何等糟糕地错过那

些最具价值、独领风骚的技术企业。在今

年 ５ 月的股东大会上， 巴菲特对未能早

日投资美国谷歌公司向股东表达歉意。
与此同时， 巴菲特表现出他已经吸取教

训。这体现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加仓

苹果股票。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 ２０１６
年买入苹果股票， 这归功于巴菲特一名

投资经理副手。
美国媒体去年报道， 截至去年 ６ 月

３０ 日，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持有的苹

果股票仓位增加了 ５５％。 此前 ３ 个 月

间，苹果股价上涨大约 ２１％。 自买入后，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继续增仓苹果股

票。 今年第三季度，伯克希尔·哈撒韦公

司增持大约 ４００ 万股苹果股票， 市值相

当于大约 ２１０ 亿美元。
卜晓明（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穆加贝与他的“99 岁总统梦”

1924 年，穆加贝出生于津巴布韦

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 年轻时的穆加

贝曾前往南非等国深造， 还通过函授

获得了伦敦大学经济学、 法学和行政

管理学的学位。 随着上世纪 60 年代非

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 穆加贝投身

革命事业， 率部与白人治下的罗得西

亚政权展开“游击战”，曾被判十年监

禁， 这也使他的威信和影响力得到极

大提升，成为津巴布韦解放运动领袖。

1980 年， 津巴布韦获得独立，穆

加贝作为“民族英雄”出任总理。 七年

后，该国改制为总统内阁制，穆加贝转

而担任总统。 独立初期，津巴布韦与西

方———尤其是曾经的宗主国英国有过

一段“蜜月期”。 然而从 1992 年开始推

行的 “土地改革”（强制赎买和征用白

人土地分予黑人）政策，令津巴布韦同

西方国家的关系迅速交恶。 2000 年，
多个西方国家开始对津巴布韦实施制

裁，该国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身为总

统的穆加贝也逐渐从神坛跌落， 成为

西方媒体猛烈抨击的“独裁者”。
如今， 已是耄耋之年的穆加贝依

旧步伐矫健，精神矍铄。 今年 7 月 29

日，深陷党内斗争的穆加贝仍然表示，
自己的身体状况能够继续胜任总统。

相比于培养接班人、 安排退休事

宜，已执政 37 年的穆加贝希望在 “政

治强人”的路上走得更远。 去年 12 月，
他被执政党 “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

线”推选为 2018 年总统候选人 ，如果

一切顺利， 他可以一直执政到 99 岁；
如果更顺利一些， 比他年轻 41 岁的

“第一夫人”格蕾丝将从丈夫手中接过

权杖，延续对这个国家的统治。 然而就

在 11 月 15 日， 当津巴布韦军队打着

“清君侧”的旗号走向首都哈拉雷的街

头时，穆加贝的“99 岁总统梦”或许已

戛然而止。

津巴布韦

发生军事政变

后， 军方战斗

车辆开上首都

哈拉雷街头。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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