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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闻

本报特稿 印度总统选举将于18日举

行。女性部落领袖莫尔穆和资深政治家辛

哈将分别代表执政与在野两个阵营参选。

舆论普遍认为，莫尔穆当选的概率较大。

印度总统是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统帅，

尽管并不掌握实权，但在政治危机中也扮演

着关键的角色。尤其是当国家受到战争威

胁、外部侵略或者发生武装暴动时，总统有

权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如果政府陷入

瘫痪，总统也可以履行政府首脑的职能。总

统还有权否决政府提出的法案和在大选僵

持不下时指定政党组阁。

印度总统任期5年，可以连选连任。现

任总统科温德现年76岁，于2017年7月25

日上任，任期将于今年7月24日结束。出于

年龄和健康原因，他已表明无意竞选连任。

为此，印度执政党提名了64岁的莫尔穆

作为总统候选人。莫尔穆来自于印度奥里萨

邦部落首领家族，曾当过老师，后投身政坛，

多次在政府部门担任公职，并成为贾坎德邦

第一位女性邦长。印度新德里电视台评价

称，莫尔穆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在学术

领域有着广泛的背景。

反对党则强推曾任财政部长的辛哈角逐

大选。他多次在公众场合强硬发声，英国媒

体将他称作是“人民党和（印度总理）莫迪的

直言不讳的批评者”。英国广播公司评论称，

总统可以发表公开演讲，他若暗示“与政府存

在一些观点分歧”，可能会影响公众舆论。

印度总统由议会两院及各邦议会当选

议员组成的选举团选举产生，得票超过50%

的候选人将胜出。由于执政联盟在联邦议

会和各邦议会拥有人数优势，媒体普遍预

测，莫尔穆当选概率较大。

倘若顺利当选，莫尔穆将成为印度首位

部落出身的总统，也会是第二位女总统，同

时更是印度最年轻的总统。 （玖田）

执政联盟提名候选人莫尔穆占人数优势

印度将迎来第二个女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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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稿 据乌克兰总统网

站消息，乌总统泽连斯基17日签

署法令，免去韦涅季克托娃总检

察长职务，免去巴卡诺夫国家安

全局局长职务。这是自俄罗斯

于2月24日对乌克兰发动“特别

军事行动”以来，乌克兰最大的

政治人事变动。根据该法令，泽

连斯基任命副总检察长阿列克

谢 ·西蒙年科担任总检察长。

在此之前，韦涅季克托娃一

直在为泽连斯基审判着俄罗斯

的“战犯”，而巴卡诺夫更是泽连

斯基的童年玩伴。

泽连斯基在社交账号上称

他之所以将这两人解职，是因为

他们两人负责的部门里“有很多

人在私通俄罗斯”。泽连斯基还

称其他政府部门内部也存在这

一情况。他还发表视频讲话说，

将对安全部门和执法机构每一

名工作人员的“具体行为和任何

不作为”进行评估，并表示对执

法机构的调查已初见成效并将

继续进行。

乌国家调查局与国家安全

局在一次特别行动中联手抓捕

了一名为俄情报部门服务的乌国家安全局工

作人员，此人在今年3月份前担任地方安全

部门负责人。 （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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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6日，美国总统拜登结束任内

首次访问中东之行。但原本期待中的外交加

分项，恐怕都变成了减分项。

在巴以问题上，拜登前脚刚同巴勒斯坦

总统会谈，试图修复两国关系，后脚以色列就

对巴勒斯坦发起空袭；在沙特阿拉伯，拜登想

给东道主上人权课，却被沙特径直以美军的

虐囚丑闻反击。

更重要的是，在拜登心心念念的石油增

产和围堵俄罗斯问题上，阿拉伯国家敷衍了

事，无一响应……在登机回国时，不知拜登会

不会感慨一句：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啊。

求石油无果
拜登此行的核心使命是石油。但在这个

问题上，美国可谓嘴皮磨破，好话说尽，奈何

沙特就是油盐不进，软硬不吃。

17日，刚刚陪同拜登结束访问的美国国

务院高级能源安全顾问阿莫斯 ·霍克斯坦表

示，美方认为欧佩克有能力扩大产量，期待该

组织数周内采取额外措施。他同时声称，美

国政府希望年底前美国本土的原油日产量可

以增加100万桶，而且国际油价已经呈现“大

幅下滑的趋势”。

“欧佩克”“100万桶”“大幅下滑”……美

国的恼火和焦虑，都藏在这些话里。

100万桶也是沙特在拜登面前承诺的最

大增产额度。沙特王储穆罕默德 ·本 ·萨勒曼

此次承诺，将把原油日产量潜能从1200万桶

提升到1300万桶，但明确表示没有额外的能

力将原油产量提高到更高水平。

换句话说，100万桶，不能再多了。更何

况，沙特说的是“潜能”，而非“产量”。但在美

国看来，沙特的增产是远远不够的，单靠美国

本国就可以完成这100万桶的增产。

从霍克斯坦的表态不难看出，美国并不

认可沙特对其产能的表态，否则拜登也不会

冒着被数落的风险亲自登门拜访。

至于“大幅下滑”，与其说是对沙特的警

告，不如说是对美国民众的安抚。毕竟，所谓

的下滑，也不过是从每桶120美元跌至每桶

100美元，油价依然处于高位。对于油价每涨

一分就可能丢掉一部分选票的民主党政府而

言，压力始终在自己这一边。

沙特对于美国试图激起产油国为扩大

市场份额而竞相增产，进而降低国际油价的

意图看得很清楚。沙特此前已经表态，增产

计划只能在“欧佩克+”的框架下达成，“欧佩

克+”恰恰包括目前被拜登视为眼中钉的俄

罗斯。

围堵俄被拒
在中东打造针对俄罗斯的包围网，是拜

登此行的又一个重要使命。

但拜登又失算了。在16日举行的“安全

与发展”峰会上，六个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

及埃及、约旦、伊拉克领导人对于拜登围堵俄

罗斯的诉求均没有明确回应，且没有同美国

一道发布谴责声明。

一方面，沙特等产油国在维护油价上与

俄罗斯有共同的利益，同时更不愿以牺牲其

与俄罗斯的长期关系为代价换取短期收益。

在过去的6年里，沙特与俄罗斯的产油量

占全球总产量的20%以上，占“欧佩克+”协议

总产量的半壁江山，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

让彼此能够对石油价格施加巨大的影响。今

年以来，沙特无惧美国及西方制裁的风险，从

俄罗斯大笔进口石油。据统计数据，沙特第

二季度自俄罗斯的石油进口量翻了一番。得

益于此，沙特一举扭转新冠疫情导致的经济

颓势，其石油收入在第一季度增加了58%，今

年的经济预期也将增长7%。

另一方面，如果说美国曾在冷战时期为

沙特提供了相当的安全保护，那么在如今的

沙特看来，美国的保护与承诺早已不再可靠，

必须在美国之外寻找另一重安全保障。

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曾被美国视为在中

东地区的铁杆盟友之一，但在十年前中东大

乱后，美国随即以价值观为由马上抛弃。英

国广播公司评论称：“之后，沙特不再信任华

盛顿。他们相信，如果美国能对一个忠诚的

朋友这样做，他们也能对任何人做出这种

事。”

拜登政府一再以沙特记者卡舒吉遇害案

为由对沙特政府，尤其是王储穆罕默德 ·本 ·

萨勒曼恶语相向，更加重了沙特对美沙关系

的质疑和忧虑。诚然，沙特依然需要美国，也

同拜登签署了18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但双

方都清楚，美沙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了。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 ·本 ·萨勒曼日前表

示，世界目前面临由新冠疫情和地缘政治引

发的重大挑战，需要国际社会更加协调一致

努力。

美国还想把中东国家当成其地缘政治

“大棋局”的棋子，完全是美式霸权和冷战思

维的演绎，必然四处碰壁。本报记者 杨一帆

美国总统拜登中东行潦草收场
地区盟国不买账 美国领导力受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