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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闻

美国遭遇百年一遇的政治僵局。当地时

间1月5日，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选举在历经

3天共计10轮投票后依然“难产”，打破自

1923年以来的历史纪录。

共和党党内权力争夺公开化，身为民主

党籍的总统拜登都自觉“脸上无光”，而美国

众议院的政治僵局不排除长期化的可能。

三天以来十战十败
当地时间5日，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凯

文 ·麦卡锡在国会众议长竞选的第十轮投票

中，以200票支持的结果第十次落败，而作为

众议院少数党的民主党众议员哈基姆 ·杰弗

里斯以212票再一次获得最多票数。

十轮投票打破了1923年美国众议院议长

九轮投票的百年纪录，成为自美国南北战争

164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众议院议长选举

投票。

从当地时间3日开始，美国新一届国会开

始选举众议院议长。众议院议长是美国政治

第三号人物，位高权重。然而，因共和党内强

硬派的反对，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居然

在当天的三轮投票中接连失利。这是近100

年以来，美国国会众议院第一次未能在首轮

选举中产生议长人选。

这毫无疑问是一次对共和党的打击。在

去年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刚刚以微弱优势

赢得众议院多数席位。

4日中午起，众议院开始进行第四轮议长

选举投票。结果，在当天进行的第四、第五和

第六轮投票中，麦卡锡的得票数非但没有增

加，还较前一天的203票减少2票。

4日早晨，麦卡锡及其支持者曾经试图提

出休会至5日，以给共和党内部充分的幕后协

调时间，但这一主张遭到民主党和一部分共

和党议员的反对。

5日中午起，众议院开始进行第七轮议长

选举投票，但麦卡锡依然未能从当天举行的四

轮投票中获得足够票数，三天以来十战十败。

美国国会众议院共有435个席位，当选议

长需要得到简单多数支持，即获得至少218张

赞成票。由于共和党众议员维多利亚 ·斯巴

茨已投了弃权票，候选人只需得到217票即可

当选众议长。

特朗普影响力下跌
麦卡锡的党内阻力主要是众议院共和党

内极右翼组成的“自由党团”。他们试图改变

国会议事规则，限制议长权力，并增强该党团

在共和党内的影响力。因此，该党团在此次

众议长选举中推出不同人选挑战麦卡锡，有

效分散了得票数。

但据《纽约时报》报道，这场“反叛”看似

参与者只是极少数，但共和党内还有一个更

大也更安静的强硬派群体在背后提供支持。

他们认为众议院的权力结构给予议长太大的

影响力，希望通过改革让小部分持不同意见

者更容易阻挠和改变立法。因此，这些“极少

数”或许并不会轻易给麦卡锡开绿灯，而众议

院政治僵局长期化的可能性也在增加。

然而，此次众议长“难产”反映的不仅是

众议院内部权力分配的问题，更体现了共和

党内主要政治力量此消彼长的态势。

4日当天，已经公开宣布将参加2024年

总统大选的前总统特朗普呼吁共和党人弥合

分歧，共同支持麦卡锡担任众议长。特朗普

长期被视为共和党内强硬派的代表人物，且

与麦卡锡关系长期不错。

然而，当天的投票结果无情地揭示了特

朗普在共和党内影响力下跌的态势。虽然特

朗普在2022年中期选举前就开始为麦卡锡背

书，但众议院内共和党强硬派显然无意理会

这位前总统的呼吁。

美国政治机能失常
《金融时报》报道称，“百年一遇的僵局凸

显了华盛顿前所未有的机能失常，尤其是在

共和党人中。”报道认为，共和党正在努力走

出去年中期选举表现不佳的困境，并纠结于

是否应该支持前总统特朗普作为其2024年总

统大选的提名人选。

对于众议院的乱局，民主党籍的总统拜

登也不免有些难堪。他表示：“现在的局面有

些令人尴尬，其他国家都在看。我们能不能

行动团结一些？”

麦卡锡为了争取共和党内强硬派的支

持，已经承诺将对拜登的家人、下属，以及联

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展开调查。看来，美

国两党围绕2024年总统大选的斗法，要比以

往时候来得更早一些。 本报记者 杨一帆

新一届国会开张就遇僵局 共和党内权力争夺公开化

美国陷尴尬十轮投票选不出众议长

 在美国华盛顿国会，新当选众议员的宣誓大厅空空如也，由
于众议院议长人选未定，宣誓仪式被一再推迟 新华社发

▲表情惆怅的共和党领袖凯文 ·麦卡锡（左） 图GJ

新华社美国拉斯维加斯1月5日电 2023年美国拉斯维加

斯消费电子展（CES）5日开幕。受疫情影响，数字医疗成为本届

展会的热点之一。

来自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700多家企业参加为期4天的

展会，除佳能、高通、TCL、联想、海信、英特尔、三星等大型企业

外，也包括不少初创企业。参展企业将展示电动车、数字医疗、

人工智能、机器人、食品科技、智能家居等领域的创新技术和创

新产品。

据展会主办方美国消费技术协会介绍，今年有近1000家新

展商参展，展厅覆盖面积比去年增加约70％。

作为全球最大的消费技术产业盛会之一，始于1967年的

CES一直是科技领域的开年重头戏，被看作国际消费电子领域

的“风向标”，每年展会都会吸引全球各地众多企业参展。

俄罗斯总统普京5日指示俄国防

部长绍伊古，要求俄军从莫斯科时间

6日12时至7日24时沿俄乌两军接触

线实施停火。

1月7日是东正教圣诞节。俄东

正教大牧首基里尔5日早些时候呼吁

冲突各方在节日期间停火。针对俄方

提出的停火建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

基表示，他不认为在传统假期期间有

必要进行停火。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利亚

克5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只有俄

军离开乌领土，才可能“临时休战”。

连日猛攻 战事激烈
新年伊始，乌克兰局势火药味十

足。连日来，包括基辅在内的乌克兰

多地屡遭俄军导弹、无人机大规模打

击。俄军事专家弗拉季斯拉夫 ·舒雷

金认为，俄军此举旨在继续打击乌能

源、通信、电力设施，削弱其军事潜力。

在乌军事专家谢列兹尼奥夫看

来，俄军近期无人机袭击呈现以下新

特点：一是在天气不佳和夜间能见度

低时发动袭击；二是利用第聂伯河作

为攻击通道。他认为，在弹药库存耗

尽前，俄军不会停止此类袭击。

乌军反击也随之而来。俄国防部

4日证实，乌军1日凌晨向位于顿涅茨

克地区马克耶夫卡居民点区域内的俄

军临时部署点发射6枚“海马斯”多管

火箭炮火箭弹，导致89名俄军人死

亡。这也是自去年2月俄对乌发起特

别军事行动以来，俄国防部在通报中

承认遇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

提升战力 坚持战斗
在2023年的新年贺词中，俄总统

普京和乌总统泽连斯基均向本国公民

发出坚持战斗的呼吁，都强调最终胜

利属于己方。

近日，普京通过视察军工厂、与士

兵会面、对军事工业委员会进行人事

调整、签署为军人提供额外社会保障

的总统令等一系列举措，释放俄加强

武器生产、鼓舞士气、推动军改以提升

战斗力的明确信号。

乌克兰方面，泽连斯基去年12月

下旬访问美国，敲定美向乌提供“爱国

者”防空导弹系统等事宜。回国后，他

忙于落实访美成果、寻求欧洲金融支

持和能源援助、发表各种提振士气的

讲话，旨在争取“外援”、提升“内力”。

俄军事专家弗拉基米尔 ·博尔德

列夫认为，俄优势在于拥有相对强大

的军工综合体和一支通过部分动员得

到加强的军队。新的一年，俄对乌军

事、通信、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以及在

顿巴斯等地的战斗将继续进行。

尽管俄军对乌基础设施的打击加

剧停水、停电、停供暖等问题，但乌军

事专家亚历山大 ·穆西延科说，受此前

“收复失地”的鼓舞，乌军不断尝试发

起新的进攻，加大对萨拉托夫、别尔哥

罗德、克里米亚等地的袭击力度，包括

对俄战略轰炸机基地——恩格斯空军

基地等重要目标的无人机攻击。

各说各话 和平难觅
在和谈问题上，俄乌各说各话，目

标南辕北辙。普京强调，俄方从未拒

绝任何形式的和谈，是乌方放弃谈

判。但俄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

夫、外长拉夫罗夫等人表示，“与乌方

进行任何谈判都毫无意义”，“不会以

乌方条件为基础进行任何谈判”。看

似矛盾的表态，反映的是俄方对与泽

连斯基政府和谈毫无信心，对乌方提

出的和平方案没有兴趣。

近一段时间以来，泽连斯基先后

提出重启谈判的5个条件、包含10项

内容的“和平计划”、加速实现和平的

“三步骤”等，虽内容各有不同，但核心

诉求始终是俄完全撤军、恢复2014年

以前的乌领土。对此，俄总统新闻秘

书佩斯科夫强调，如果不考虑“四地入

俄”等乌克兰局势“新现实”，就不可能

在实现和平方面取得任何进展。

与此同时，美国继续“拱火浇油”，

向乌方提供新的大规模军事援助，其

欧洲盟国也在反俄“政治正确”的驱使

下纷纷跟进，令俄乌和谈更加无望。

新华社记者 刘恺 李东旭

新年互炸 俄乌局势火药味十足
普京指示节日停火36小时 泽连斯基称没必要

美国消费电子展开幕
数字医疗成为本届展会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