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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一边“秀恩爱”一边暗“斗法”
高规格“花式”招待特朗普 安倍就是不想谈贸易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起访问日本。在为期

四天的行程中，他将受到“好朋友”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的高规格招待。“展现同盟的坚固”

似乎是美日首脑会面永恒的主题，两国领导
人将再次大秀亲密。不过，分析认为，虽然作

为令和时代的首位国宾，特朗普此访象征意
义居多，两国在贸易等问题上的分歧实际上

难掩“同盟的裂痕”。

访问行程安排密集
美方官员表示，总统此行主要目的是“会

见日本新天皇德仁，他将成为新天皇会见的首

位外国元首”。日本的“官宣”则显得热烈很多。
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表示，“安倍首相访美，再

加上 5月份特朗普总统作为令和时代第一位
国宾访日，象征着美日同盟的不可动摇”。

时隔两年再次访日，特朗普的行程明显

比上次忙碌。25日，特朗普会见日美经济界
人士。26日，与安倍一起在千叶县打高尔夫

球，随后赴东京两国国技馆观看大相扑比赛，
晚上前往六本木的炉端烧店餐叙。27日，特

朗普将会晤天皇夫妇，出席宫中晚宴。并与安

倍举行首脑会谈，预计将谈及朝鲜无核化及
日美贸易谈判等议题，将召开联合记者会但

拟不发表联合声明。28日，特朗普将与安倍
一同登上将进行航母化改装的护卫舰“加贺”

号，预计还将在美海军横须贺基地发表演讲。
斯坦福大学东亚问题专家丹尼尔·斯奈

德认为，日本对特朗普的访问行程安排，说明

安倍了解特朗普作为大国领导人所需要的形
象并且熟谙其喜好。不过美国媒体却认为，安

倍一直通过“拥抱战略”拉拢熟悉“交易手腕”
的特朗普，可见“奉承手腕”一流。

经贸谈判僵局难破
特朗普此次访日有一个敏感话题———贸

易。有评论认为，这正是日本将特朗普行程排

满的“小算盘”：多聊美食体育，少谈、最好不
谈贸易话题。但嘴上说着此行主题并非贸易

的美国人也很“务实”，让日本人拥有不好回
忆的强硬派人物、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赶在

特朗普到日本之前抵达东京，显然是想在日美

首脑会谈前获得有利于美国的“大礼包”。

美日目前的主要分歧集中在经贸领域。
两国上月正式启动双边贸易协定谈判，日前

在华盛顿举行的磋商中，双方围绕农产品及
汽车等工业产品关税问题争执不下。美方要

求日方降低美国农产品关税。同时，美政府以
“国家安全”为由，威胁将日本汽车及零部件

进口关税上调至 25%。日本参院选举将在 7

月举行，为选情考虑安倍将十分谨慎。同样面
临 2020年大选的特朗普也是类似心境，美媒

普遍预计特朗普在访日期间将以冷酷而强硬
的姿态追求美国利益。美方官员在吹风会上

特意提到经贸问题并非特朗普访日的主要议
题，从侧面说明双方经贸谈判僵局难以突破。

在对待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立场上，美

日也明显不是一个调调。面对特朗普在全球掀
起的贸易战和一系列“退群”行为，日本心态复

杂，多面下注策略鲜明。美国“外交官”网站评
论：“每个人都在猜测，安倍与特朗普的关系到

底有多真诚。”而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在镁光

灯下，而在谈判桌上。 首席记者 吴宇桢

法国里昂爆炸
至少13人受伤
马克龙定性“袭击”

反恐部门接手调查
    新华社巴黎 5月 24日电 据法国媒体报
道，法国东南部城市里昂市中心一广场附近 24

日下午发生爆炸，造成至少 13人受伤。当地警

方已开始搜捕一名涉嫌实施爆炸的嫌疑人。
法国资讯电视台 BFMTV报道说，爆炸

发生在里昂市中心的贝勒库尔广场附近一家
面包店门口，至少 13人在爆炸中受轻伤，其

中包括一名儿童。

据报道，一名 30至 35岁的男子当地时
间下午 5时 30分左右骑自行车来到事发面

包店门口，放下一个箱子，随后箱子发生爆
炸。目击者说，爆炸声“震耳欲聋”，附近建筑

物的玻璃被震碎。目前，里昂警方正对嫌疑人
展开搜捕。

事发区域目前已被封锁，消防人员和排
爆人员已抵达现场。巴黎反恐部门已接手案

件调查工作。
法国总统马克龙将此次爆炸事件定性为

一起“袭击”。他向伤者及其家属表示慰问。

哽咽辞职 特雷莎·梅被逼提前下台
英国“脱欧”僵局仍难打破 新首相人选将影响未来走向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 24日说，她将于 6

月 7日辞去保守党领导人一职，但将留任首
相至保守党新领导人产生。

分析人士指出，特雷莎·梅提前离任并
不能打破英国目前的“脱欧”僵局。随着英国

新首相争夺战拉开帷幕，新首相人选将对
“脱欧”进程产生重要影响。

含泪公布离任时间表
特雷莎·梅 24日在唐宁街 10号首相府

外发表讲话，宣布将于 6月 7日辞去保守党

领导人职务。“我没有能实现英国‘脱欧’，现
在是、也将一直是我深深的遗憾，”她哽咽着

说，“我已经尽力了⋯⋯现在我清楚，让新首
相领导这件事符合国家最大利益。”

“我将很快离开这个我一直引以为荣的

工作岗位。”她说：“我是（英国）第二名女首
相，但肯定不是最后一名。能为自己热爱的

国家服务是自己的荣幸。”含泪发表声明后，
特雷莎·梅转身走回唐宁街 10号首相府。

英国“脱欧”陷入僵局后，保守党内始终
有呼声要求再次对首相进行不信任投票，迫

使特雷莎·梅尽早下台。英国舆论认为，两大
因素迫使特雷莎·梅提前公布离任时间表。

首先，英国此前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
议已三次遭英国议会下院投票否决。本周，

特雷莎·梅公布修改后的新“脱欧”协议，因
其承诺议会将决定是否就“脱欧”条件举行

公投引发广泛批评。特雷莎·梅对“二次公

投”的妥协招致保守党内众多“脱欧派”不
满，英国议会下院领袖、政府重要阁僚安德

烈娅·利德索姆因此辞职。
其次，欧洲议会选举 23日在英国举行，

多个民调显示，保守党支持率大幅落后于新
成立的“脱欧党”。在本月初举行的英国地方

议会选举中，保守党也因处理“脱欧”问题不
力遭到重挫。

约翰逊继任呼声最高
英国舆论普遍认为，虽然特雷莎·梅承

诺辞职，但此举仍难打破“脱欧”僵局。新首

相的争夺以及“脱欧”进程今后走向，目前仍
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

保守党 24日确认，新领导人的选举程

序将于 6月 10日启动。目前，英国前外交大
臣约翰逊、英国内阁办公厅大臣利丁顿、前

“脱欧”事务大臣拉布和环境、食品与农村事

务大臣戈夫等人均被视为下届首相职位的

热门人选，其中约翰逊的呼声最高。
分析人士指出，上述这些候选人中“脱

欧派”优势明显，约翰逊、拉布、戈夫等人均
不同程度支持“脱欧”，这使得英国今后“无

协议脱欧”的可能性增加。

由于“脱欧”协议连续遭到英国议会下
院否决，“脱欧”进程陷入停滞。目前，英国

“脱欧”期限已延长至 10月 31日。分析人士
指出，“脱欧”期限的延长为英国内部就“脱

欧”问题达成一致提供了更多的时间和灵活

性，然而这并不能消除英国“无协议脱欧”的

风险。目前，角逐新首相的人选中既有约翰
逊等“脱欧派”，又有利丁顿等“留欧派”。可

以预计，不论谁上台，英国执政党内和议会
内围绕“脱欧”的分歧将继续存在，任何“脱

欧”方案都将面临巨大阻力。桂涛 安晓萌

悲情女首相：三年苦差难挽狂澜
成也“脱欧”败也“脱欧” 逆水行舟内外交困

    卸任首相后，特雷莎·梅的照片会出

现在首相府内的石质大楼梯旁。那面墙壁
上挂着历任英国首相的签名画像或照片，

装裱在黑色镶金边的相框中。特雷莎·梅
将是其中第二张女性面孔。

意外入主唐宁街
特雷莎·梅是继撒切尔夫人之后英国

政坛第二个“铁娘子”。她强硬坚毅、百折

不挠，被媒体称为“钢铁般沉着的女人”。
特雷莎·梅 1956年 10月 1日出生，是

牧师的女儿。从 12岁起，她每周末在保守
党办公室帮忙做事，并决意要从政。在牛

津大学读地理专业期间，她是大学辩论会

主席，不少同学都知道她的夙愿是当上英

国女首相。
上世纪 80年代起，特雷莎·梅正式投

身政治，从保守党基层一步步攀登。她先
后担任市议员、议会下院议员，2010年被

任命为内政大臣，在这个“高难度”岗位上
干了 6年。2016年 7月，全民公投的巨浪

把英国推入“脱欧”风暴，也把原本无缘相

位、时年已 59岁的特雷莎·梅送入唐宁街
10号，她因此被称为“脱欧”首相。

公众期望她能最大程度弥合党内分
歧，在与欧盟的谈判中为英国争取最大利

益。面对舆论对她领导“脱欧”不力的指责，
她与欧盟代表彻夜谈判，然后哑着嗓子对

议会发表讲话；她腹背受敌，挺过党内和议

会内多次“逼宫”与不信任投票。英国广播
公司的记者诺曼·史密斯直言，特雷莎·梅

的韧劲不可小觑，内阁会议桌周围有多少
人倒下，而她还站在那里。

“脱欧”之战陷困境
有人说，特雷莎·梅是个不幸的首相，

掌舵三年，多在逆水行舟。连续恐袭重挫选

民对保守党的信心；伦敦格伦费尔大楼火
灾致死 80多人令民众不满；自信满满提前

举行议会大选，却导致保守党在议会下院
失去绝对多数；她领导的政府在过去两年

内相继有 20名高官因“脱欧”辞职，被讽为

史上最不稳定的内阁⋯⋯
最令她遗憾的是，力推的“脱欧”协议

被议会连续否决，英国顺利“脱欧”未能成
为她的政治遗产。舆论质疑她在“脱欧”上

的立场变化。当选前她是低调的“留欧”派，
成为首相后她不得不扛起“脱欧”大旗。但

在重重现实压力面前，她最终只能拿出一
份“软脱欧”协议。为了推动协议通过，她表

示“愿以相位换协议”，但最终还是被否。
“脱欧”之战令她内外交困。欧盟官员

对她不满，许多保守党同僚公开反对并准
备替代她，媒体几乎每天都有嘲讽她的报

道或漫画。民调显示，57%的英国人不认可
她的工作。伦敦市长萨迪克汗说，保守党内

部分歧、“脱欧”派与“留欧”派之间的争斗，
令特雷莎·梅的首相生涯充满挑战，“她的

工作太难”。 张代蕾 桂涛

▲ 2016 年 7 月 13 日，特雷莎·梅

就任英国首相
荩 2019 年5 月 24 日，特雷莎·梅

含泪宣布辞职 图 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