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核武司令明言将对总统说“不”
若特朗普下达“非法的”核打击命令

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 空军上将约

翰·海滕 １８ 日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参加

“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时说，若总

统唐纳德·特朗普下达“非法的”核打击

命令，他将拒绝执行。
海滕负责监管美国核武器库。 美联

社 １８ 日报道说，在论坛提问环节，一名

观众问海滕， 若特朗普下达对朝核打击

命令，他会怎么做？海滕回答道：“我认为

有些人觉得我们很傻。但我们并不傻。我
们经常思考这些问题。 ”

海滕列出了回应流程， 他说：“如果

命令是非法的，你猜接下来会怎么样？我
会当面告诉他 ，‘总统先生 ， 那是非法

的’。 你猜他会怎么说？ 他会说，‘那怎么

做才是合法的？’然后我们就会提出其他

办法，对事态做出回应，这个过程并不复

杂。 ”
海滕强调自己不会执行非法的攻击

命令， 因为一旦如此，“你这辈子都可能

待在监狱里”。
海滕同时表示， 美军时刻都在准备

回应朝鲜的威胁， 但朝核问题应由国际

社会努力解决。“特朗普总统可以创造条

件，让国际社会多管齐下，我们可以与韩

国合作，与地区邻国合作。 ”他说。
１５ 日，原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罗伯

特·凯勒在出席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

的听证会时也表示， 美国战略司令部司

令可以拒绝特朗普或其继任者 下 达 的

“非法”核打击命令。

他说， 判断军事行动是否合法的标

准也同样适用于核武器的使用。 战略司

令部司令在战争中控制核力量， 这意味

着如果总统的命令没有达到合 法 性 标

准， 战略司令部司令可以拒绝接受这一

命令。
不过，对抗命一说，美军方内部存在

不同声音。 １５ 日与凯勒一同出席听证会

的原国防部代理副部长布莱恩·麦克恩

称， 拒绝命令可能导致司令自己被总统

撤职。
美国前核导发射官布鲁斯·布莱尔

也表示， 即便战略司令部司令拒绝了总

统的“非法”命令，也无法阻止核打击行

动，因为命令要求他和军队立刻执行。虽
然司令可以签署中止打击的命令， 但为

时已晚。 “总统的命令不可能扭转，核导

弹发射后也无法撤回。 ”布莱尔说。
据他介绍， 一旦美国总统决定发动

核打击， 他首先会跟国防部长、 美军参

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等召开紧急会议， 战

略司令部司令将给总统提供打击方案，
然后由总统做出最终决定， 并要求军队

执行。
特朗普 ８ 月喊话朝鲜， 让它 “最好

不要再威胁美国”， 否则将招致前所未

有的 “炮火与怒火”。 他还在参加联大

会议时威胁 “将彻底摧毁朝鲜”。 相关

言论使美国国会开始重新审议总统的核

武器掌管权。
朱东阳（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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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多安竟成北约军演假想敌
土耳其“怒退”演习，北约两次道歉

本报讯 综合新华社消息， 北约秘

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与挪威国防大

臣弗兰克·巴克－延森 １７ 日分别就土耳

其决定退出正在挪威举行的北约联合军

演一事道歉。土耳其认为，军演在设定假

想敌的过程中出现了侮辱该国的内容。
本月 １ 日至 １８ 日，北约在位于挪威

斯塔万格的北约联合作战中心进行 “没
有地面部队、由计算机辅助的”演习。 这

一名为“三叉戟标枪”的演习旨在改进北

约各成员国在重大军事行动中的指挥架

构。然而按土耳其外交部说法，军演中土

耳其国父凯末尔的画像成了敌军一主要

人物， 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名字开设

的聊天账户也成了“敌方国家领袖”的共

谋者。
得知此事后，埃尔多安 １７ 日在安卡

拉宣布， 土耳其决定退出正在挪威举行

的北约联合军演， 因为军演在设定假想

敌的过程中出现了侮辱土耳其的内容。
埃尔多安说， 在军演的假想敌展板

上出现了土耳其国父凯末尔的画像和埃

尔多安的名字，这是“不可接受的”，“没

有这样的团结，没有这样的盟友”。 土耳

其检方随后发表声明说， 已对涉嫌诋毁

侮辱国父凯末尔和埃尔多安的个人展开

刑事调查。
土耳其外交部随后发表声明称，军

演将土耳其国父凯末尔的画像用作敌军

一主要人物， 在内网中用埃尔多安名字

开设的聊天账户也成了“敌方国家领袖”
的共谋者，这是“令人遗憾、不道德、不可

接受的”。

埃尔多安宣布土耳其退出军演后，
北约秘书长、 挪威前首相斯托尔滕贝格

两次道歉。 斯托尔滕贝格首先发表声明

称，这一事件是“个人行为”，不代表北约

观点。 他还表示， 相关个人并非北约雇

员， 已不再参与演习，“挪威当局将决定

采取何种处分措施”。 之后在加拿大，斯
托尔滕贝格再次表达歉意， 称已与阿卡

尔谈过此事， 这 “并不造成什么长期问

题，我认为此事已翻篇”。
挪威国防大臣巴克－延 森 １７ 日 晚

些时候也发表声明致歉， 称军演中的信

息并不反映挪威观点和政策。 巴克－延

森强调， 此举是一名受聘参与演习相关

工作的挪威平民所为， 挪威将彻查此次

事件，并根据调查结果采取相应措施。巴
克－延森还说：“土耳其是北约内一重要

盟友，我们重视我们的良好合作。 ”
然而路透社 １８ 日援引埃尔多安的

表态称，这一“无礼”行为引发的问题不

能用简单道歉解决。
土耳其 １９５２ 年加入北约。按法新社

说法，最近一段时间，土耳其在未遂军事

政变后开展大规模肃清行动， 及其与俄

罗斯越走越近， 都使土耳其与北约其他

成员国的关系日益紧张。 特别是土耳其

决定购买俄制 Ｓ－４００ 型防空导弹系统，
以及土耳其、 俄罗斯与伊朗在叙利亚问

题上采取的协调立场，让西方国家不安。
另据美联社报道， 挪威政府也与土

耳其有过龃龉。 今年 ３ 月，５ 名土耳其军

官获准在挪威政治避难。 据称这 ５ 人在

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后拒绝回国。

“南亚-印度洋事务与中国发展”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陆益峰） “南亚-印

度洋事务与中国发展 ” 学术研讨会 18
日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举行， 来自国内

科研院校的 30 余位研究南亚问题的专

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据悉， 与会专家就 “南亚局势与印

度洋地区格局的互动关系”“中国与南亚

国 家 的 关 系 ”“中 国 与 南 亚-印 度 洋 事

务”“‘印太’概念与大国关系”等议题展

开热烈讨论。专家们认为，随着印度洋事

务在全球中的地位愈加重要， 中国保持

与发展和南亚地区国家的关系， 将对未

来地区和平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本次研讨会 由 上 海 市 国 际 关 系 学

会、 上海市美国学会和上海对外经贸大

学联合主办，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国际

战略与政策分析研究所、 南亚和印度洋

研究中心和法学院国际关系学系承办。

■本报驻达累斯萨拉姆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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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雷莎·梅面临巨大执政危机
脱欧迟缓困扰不断、内阁重臣接连辞职、党内议员准备逼宫……

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日前表示，
英国必须在 12 月初针对分手费议题上

表态， 欧盟才能对过渡时期及未来双方

新关系提出方向。 事实上， 英国脱欧谈

判开展半年以来进展缓慢。 自去年 6 月

脱欧公投以来， 特雷莎·梅领导的保守

党政府始终没有摆脱脱欧带来的无穷困

扰， 英国的内外政策至今仍然不明朗。
更加糟糕的是， 首相特雷莎·梅面临保

守党内部成员的挑战， 最近约 40 名保

守党议员同意签署不信任函， 准备发起

罢免特雷莎·梅的动议。
细细回味起来， 特雷莎·梅政府具

有诸多弱点和不尽如人意之处。 首先，
保守党政府缺乏准确的政治判断力。 去

年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出乎时任首相卡

梅伦的意料， 原本意欲借助英国国内民

意向欧盟施压的策略随即落空。 卡梅伦

辞职， 特雷莎·梅接任首相， 带领英国

民众走向脱欧之路。 然而， 特雷莎·梅

上台不久就决定提前大选， 结果在今年

6 月的选举中失去原有的多数席位， 而

工党势力却大增。
由于保守党并未获得下院议席的半

数， 组建稳定的政府需要与其他政党进

行联合， 特雷莎·梅打破常规寻求北爱

尔兰政党的支持， 最后通过对北爱尔兰

的大笔拨款换来民主统一党在下院投票

上的信任和支持。 虽然这种政治妥协暂

时保证保守党可以执政下去， 但北爱尔

兰相对独立的政治环境正被打破。 从长

远来看， 这种局面不利于北爱尔兰和平

进程。 而造成如今英国政治格局的重要

因素， 便是特雷莎·梅领导的保守党对

英国民意走向和现有局势的判断失误。
其次，特雷莎·梅领导的保守党政府

缺乏集体凝聚力。 一个政党需要有核心

凝聚力、相对稳定的核心集体，才能充分

发挥集体智慧。 然而，特雷莎·梅组建的

内阁政府缺乏这样的力量。 在卡梅伦辞

职后的保守党领袖选举中， 因党内的脱

欧领导人鲍里斯·约翰逊没有参加竞选，
特雷莎·梅未遇到激烈的竞争。在成为首

相之后，特雷莎·梅优先要做的事情便是

防止保守党分裂， 因为在先前的脱欧公

投中保守党已形成势不两立的两派。
由于一上台即面临脱欧任务， 特雷

莎·梅必须重用党内主张脱欧的人， 因

此鲍里斯·约翰逊成为特雷莎·梅的重要

阁员。 然而在保守党内部， 支持留欧的

人占据了主流， 特雷莎·梅短期内无法

整合保守党内部的两股力量， 也无法形

成具有凝聚力的内阁。 这种困境在今年

6 月的大选之后并未得以缓解， 反而有

加剧之势。 目前， 特雷莎·梅领导的内

阁面临巨大困难 。 11 月 1 日 ， 国防大

臣迈克尔·法伦因陷入 “膝盖门” 突然

辞职。 11 月 8 日 ， 国际发展大臣普里

蒂·帕特尔也辞职。 近来外交大臣鲍里

斯·约翰逊又因在重要外交议题上的失

言遭到激烈批评。 一个缺乏集体凝聚力

的内阁政府让保守党内部成员都感到无

法对其信任， 更不用说蓄势待发的反对

党工党了。 在今后的执政中， 特雷莎·
梅领导的政府将时刻面临垮台的风险。

再次， 特雷莎·梅的保守党政府缺

乏长远的对外战略规划力。 由于缺乏得

力的内阁班子， 也由于其专注脱欧的历

史使命， 特雷莎·梅无法从整体、 宏观

上长远地对英国进行战略规划， 这也注

定了这届政府的核心工作只是围绕脱欧

的事务性工作。 从特雷莎·梅一年多的

执政历程看， 其关注点在于英欧关系和

脱欧后英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上。 英欧

关系无疑是未来数年英国最主要的对外

关系， 这不单单涉及到双方的关税， 还

涉及到 400 多万居住在英国的欧盟公民

的权利和利益等问题。
此外， 由于英国脱欧后需要以主权

国家的姿态与其他国家建立经 贸 等 关

系， 特雷莎·梅一直在努力塑造英国的

全球自由贸易之形象， 极力向其他国家

强调脱欧后的双边关系。 因此， 构建崭

新的英欧关系和全新的英国对外双边关

系将是特雷莎·梅政府不可推卸的职责

所在。 然而， 面对急迫、 复杂、 且时间

有限的重要谈判， 特雷莎·梅政府不可

能看得长远， 也无法制定具有远见的、
长期的对外战略规划。

最后， 特雷莎·梅的保守党政府缺

乏积极的对内政策引领力。 特雷莎·梅

上任伊始， 保守党政府一直处在被动接

受任务的状态之下。 虽然她之前支持英

国留欧， 但特雷莎·梅不得不接受脱欧

这一事实 ， 带领内阁认真完成 脱 欧 谈

判。 脱欧已成事实， 它不再是英国民众

优先考虑的事务， 民众已把注意力重新

转回到医疗、 教育、 税收等其他领域。
而且， 近年来英国民粹主义的崛起正在

改变着精英主义的治理模式， 保守党走

精英路线似乎有些脱离民众。
相反，处在反对党位置的工党则积极

向民众靠拢。 当特雷莎·梅穿梭于国际事

务之际， 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则在英

国国内各选区间宣传该党政策。 相比之

下，工党比保守党更加关注对内政策。 目

前，科尔宾领导的工党正在构思未来工党

政府将如何创建英国国家教育服务体系，
他把这一体系和战后英国国家医疗服务

体系相媲美。 工党积极制定国内政策，必
将削弱保守党政府的公信力，如果说今年

6 月的大选只是工党小试牛刀，那么下次

的大选工党很有可能大获全胜。
从以上几点来看， 特雷莎·梅领导

的保守党政府目前面临着巨大的国内外

压力。 这种压力是由脱欧公投产生的民

众意见分裂所致， 而且除非整个保守党

内部做出巨大的转变， 短期内这种压力

不会有所改变。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
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李冠杰

专家视点

美第七舰队军舰又撞船了
“本福尔德”号被日本拖船擦伤，系今年以来第三起相撞事件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一艘驱逐舰

１８ 日在日本近海与一艘日本拖船碰

撞， 舰体轻微受损， 双方没有人员伤

亡。
第七舰队 １８ 日说，碰撞事故发生

于当日中午，“本福尔德” 号驱逐舰正

在东京西 南 部 的 相 模 湾 进 行 拖 船 训

练。训练中，日方拖船的螺旋桨遭拖缆

缠绕，从而失去动力并与驱逐舰相撞。
据美联社报道，“本福尔德” 号舰

身有部分擦伤，但受损不大，仍可自主

航行。 日方拖船随后被拖到第七舰队

驻扎地所在的横须贺一处港口。 美海

军说，将对事故进行调查。
今年以来， 第七舰队下属驱逐舰

陆续发生重大碰撞事故。 ６ 月， “菲

茨杰拉德” 号驱逐舰在日本附近海域

与一艘集装船相撞， 导致 ７ 名美军人

员 丧 生 。 ８ 月 ， “约 翰·Ｓ·麦 凯 恩 ”
号驱逐舰在新加坡东部海域与一艘油

轮相撞， 舰上 １０ 名船员丧生。 美海

军事故调查结果显示， 两起碰撞事故

均可避免。
由于事故频发， 包括第七舰队司

令在内的一批海军高官遭解职。
刘秀玲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和平方舟”时隔七年再访坦桑尼亚
为中坦传统友谊再次添砖加瓦

当地时间 19 日，执行“和谐使命—
2017”任务的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医院

船抵达被誉为“和平之港”的达累斯萨拉

姆港， 开始对坦桑尼亚进行为期八天的

友好访问并提供人道主义医疗服务。 这

是“和平方舟”医院船时隔七年再次访问

坦桑尼亚。
上午 10 时许，“和平方舟”医院船在

坦海军舰艇引导下， 缓缓驶抵达累斯萨

拉姆港 1 号码头。 坦方在码头举行了盛

大的欢迎仪式， 坦军乐队演奏坦中两国

国歌，坦军 200 余名官兵整齐列队、当地

民众载歌载舞，热情欢迎“和平方舟”再

次到访。坦海军司令马康佐少将，中国驻

坦大使王克、 首席军事专家何信崇少将

以及中国驻坦使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
华侨华人代表等前往迎接。

访问期间，坦副总统等军政官员、各
国驻坦使节将分批登船参观或 体 验 诊

疗。 “和平方舟”将利用医院船主平台对

前来就诊的患者进行医治， 同时派出多

支医疗分队赴坦阿玛纳医院、 海军医院

等医院开展联合诊疗和医学交流活动：
联谊分队将分别在坦库拉西尼孤儿院、
扬波乌迪残疾人中心以及达累斯萨拉姆

大学孔子学院开展健康服务与文化联谊

活动； 设备维修分队将赴坦多家医疗机

构进行设备巡检与维修； 中医专家分队

将赴坦中国文化中心进行中医文化宣传

活动。
同时，“和平方舟” 将为中国驻坦使

馆工作人员、 援坦军事专家进行暖心体

检和诊疗，送上祖国人民的亲切慰问。此
外， “和平方舟”医院船还将举办甲板招

待会和足球友谊赛等活动， 进一步增进

两国友谊。
中坦于 1964 年 4 月 26 日建交，双

边关系长期稳定发展。 2000 年 7 月 28
日， 由深圳舰和南仓舰组成的中国海军

舰艇编队访问坦桑尼亚， 系中国海军舰

艇首次访问非洲大陆。 2010 年 10 月 19
日，“和平方舟” 医院船首次访问坦桑尼

亚。此后，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多次访问坦

桑尼亚，为中坦两国传统友谊添砖加瓦。
（本报达累斯萨拉姆 11 月 19 日专电）

■本报驻达累斯萨拉姆记者

赵子顺

在首都哈拉雷举行的要求穆加贝辞职的集会上， 一名当地男子开心地对镜头做鬼脸。 东方 IC

今 年 8 月 美

军 第 七 舰 队 阿 利

伯 克 级 导 弹 驱 逐

舰 “ 本 福 尔 德 ”
号 （右 ） 在 关 岛

参加演习。
东方 IC

执政37年后，穆加贝曲终人散
被津巴布韦执政党解除党内职务，并要求于今日辞去总统一职

津巴布韦执政党非洲 民 族 联 盟－
爱国阵线（民盟）１９ 日举行中央特别会

议， 决定解除总统罗伯特·穆加贝的民

盟主席兼第一书记职务，并要求穆加贝

于 ２０ 日中午前辞去总统职务， 否则将

通过议会启动弹劾程序。首都哈拉雷街

头上， 人们听到穆加贝下台的消息后，
兴奋和激动的心情不亚于 1980 年听到

他上台的消息。

前副总统姆南加古瓦掌权

民盟在会议后发表的声明显示，原
副总统埃默森·姆南加古瓦被选为民盟

主席兼第一书记， 这一决议将于 １２ 月

１２ 日至 １７ 日举行的民盟全国代表大

会上被确认。姆南加古瓦同时还被民盟

推选为 ２０１８ 年总统选举候选人。 会议

还宣布，副总统穆波科被解除党内的副

主席职务并被开除党籍。同时被开除党

籍的还有穆加贝夫人格雷丝·穆加贝、
地方政府部长和财政部长等官员。

据 《今日津巴布韦》 网站 19 日报

道，穆加贝在与军方的第二轮谈判中妥

协，同意下台。 当地时间 16 日，双方进

行第一轮谈判，但并未就具体问题达成

一致；本轮谈判，军方承诺将确保其家

人人身安全，穆加贝遂同意下台。
现年 93 岁的穆加贝自 1980 年以

来一直是津巴布韦的领导人，时间久到

许多人都记不得他的具体上台年份，久
到他本人比这个“年轻”的国家都要年

长。 不可否认，穆加贝带领津巴布韦走

向独立，但其在位数十年期间，津巴布

韦从农产品丰富的非洲 “面包篮子”沦
为多数民众饥寒交迫的穷国，让人唏嘘

不已。
穆加贝执政 37 年来， 负面评价主

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治国理政无能、家
中妇人干政、家人穷奢极欲、百姓民不

聊生。 但这几点早就不算新闻了，为何

偏偏在这个时候爆发呢？ 2014 年，军人

出身的副总统穆朱鲁遭解职时，军方并

未有任何举动；而此次姆南加古瓦一遭

解职，军方就采取“兵谏”手段，其主要

原因在于穆加贝钦点的接班人———“第
一夫人” 格蕾丝近三年来已逐渐坐大，
倘若继续听之任之 ，12 月的执政党代

表大会后，津巴布韦将会变成穆加贝的

“家天下”。 这对于等待接班多年、深受

军方爱戴但却在本月 6 日遭解职的姆

南加古瓦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于是，津巴布韦国防军总司令奇文

加于当地时间 13 日 对 媒 体 宣 读 声 明

称，若执政党不尽早结束内斗，军方将

毫不犹豫地介入。 14 日，执政党民盟也

发表声明， 强烈谴责奇文加所发表的

“造反言论”和“兵谏”威胁。 15 日，军方

发起“清君侧”行动，软禁穆加贝，要求

解职贪腐官员并迎回前副总统姆南加

古瓦。

权力平稳过渡仍面临挑战

姆南加古瓦现年 75 岁， 自步入政

坛起便一直是穆加贝的左膀右臂，1966
年参与国家独立斗争，后被穆加贝钦点

为国家安全部长。 在穆加贝长达 37 年

的执政过程中， 姆南加古瓦长期负责

“处理”不同意见者，因其雷霆手段被外

界称为“鳄鱼”。而真正让他掌握军队控

制权的， 正是在 2008 年津巴布韦大选

中。 当时穆加贝输掉第一轮选举，“鳄

鱼”出击，穆加贝才得以顺利连任。 同

年，姆南加古瓦成为“联合行动指挥官”
首脑，专门负责处理反政府示威游行等

安全维稳工作， 随后他接管国防部，将
军方势力紧紧团结并纳入麾下。 而“第
一夫人”格蕾丝则专注于团结党内青年

力量，率领“40 一代”意欲接班。 缺少军

方的有力支持，也被认为是格蕾丝此次

在与姆南加古瓦的较量中失利的最重

要因素。
目前津巴布 韦 基 本 上 大 局 已 定 ，

但对于这个已经 “习惯了” 穆加贝的

国家来说， 如何实现政权的平稳过渡，
对津巴布韦新领导层来说， 是个相当

大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