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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报道，尼日尔军政府4日开始派

武装力量在位于首都尼亚美的法军基地附近

“监视”法国驻军。同时，成千上万的尼日尔

民众连续多日举行集会，要求法军撤出。在

尼日尔民众看来，驱逐法国大使及法国驻军，

是追求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的正义之举。

要求法国撤出驻军
在尼日尔局势因兵变陷入僵持之际，尼

日尔国内的反法情绪进一步升温。

当地时间4日，尼日尔军政府派出武装力

量“监视”在首都附近的法国驻军。此前，法

国外长科隆纳承认，由于尼日尔军政府不合

作，法国驻军已无法执行原先的任务。

尼日尔曾是法国殖民地。法国在尼日尔

驻军约1500人，训练尼日尔军队和执行反恐

任务。7月26日，尼日尔总统卫队部分军人

扣押总统穆罕默德 ·巴祖姆并解除其职权，宣

布成立保卫祖国国家委员会，由军政府接管

国家事务。法国则表示继续支持巴祖姆及其

领导的政府。

此后，尼日尔军政府废除与法国的军事

合作协议，并要求法国驻军本月3日前全部撤

出尼日尔。法方则表示，法国大使和驻军不

会按照军政府的要求离开尼日尔。

尼方不想激化事态
在迫使法国撤军的同时，尼日尔军政府

还下令驱逐法国驻尼日尔大使。

尼日尔军政府内政公共安全及土地管理

国务部长穆罕默德 ·通巴9月1日晚发表声

明称，将采取一切手段驱逐法国驻尼大使西

尔万 ·伊泰。

此前，尼日尔军政府曾于8月25日发表

声明，要求法国驻尼大使西尔万 ·伊泰48小时

内离境。法国外交部表示，尼日尔军政府无

权要求法国大使离境。

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国和法语国家研究中

心智库研究员薛晟表示，尽管双方态势看似
剑拔弩张，但“监视”法国驻军基地的尼日尔

武装力量以警察为主，且没有过激举动。这

说明尼日尔方面并不想激化事态，给法国以

直接军事介入的口实。

自2017年马克龙总统上台以来，法国还

没有在非洲开展过新的军事行动。虽然马克

龙不排除会支持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共

体）军事干预尼日尔，但他拒绝在尼日尔政变

的关键时刻派出法国特种部队，也不想让法

国在第一线战斗。

“尽管尼日尔军政府不断施压，并且法国

大使现在也无法正常履职，但法国大使依然

没有离开尼日尔，并且法国加强了由宪兵、军

队组成的使馆安保力量，确保大使的安全。”

薛晟表示，“法国大使在短期内可能会继续留

在尼日尔，以寻求事态转圜之后能够履职，但

未来如何发展还有待观察。”

反法情绪由来已久
连日来，在尼日尔首都尼亚美及法国驻

军基地外，至少数千名尼日尔当地民众持续

静坐示威，响应军政府的呼吁，抗议和谴责法

国的掠夺与控制。

示威者在法国驻军基地外割破了一只身

披法国服装的山羊喉咙，高举写着要求法国

撤军的标语。一名示威者说，法国掠夺了尼

日尔的资源，但尼日尔人已经觉醒，所以要将

法国人赶出去。

薛晟认为，尼日尔反法情绪由来已久。

一方面，尼日尔虽然取得国家独立，但当地民

众认为仍受到法国的经济殖民，自然资源尤

其是铀矿被法国掠夺，尼日尔所拥有的自然

资源和当前的发展水平不符；另一方面，法国

驻军从2014年开始的以反恐为名的战争并没

有给当地带去和平安宁，反而在马克龙宣布

结束军事行动后留下一个烂摊子。

央视新闻报道称，截至去年，法国一直在

尼日尔、马里、布基纳法索、乍得和毛里塔尼

亚等法国前殖民地开展打击极端组织的行

动。最高峰时，大约有5500名法国士兵驻扎

在上述非洲国家。不过，近年来这些地区的

反法情绪高涨，一些反对者称，法国的干预是

现代形式的殖民主义，当地多国政局近年来

持续动荡不安。

不过，薛晟认为，法国在当地的影响力虽

然受到削弱，但不会彻底消除。尼日尔本身

是法语国家地区组织的成员，在语言、文化与

政体上深受法国影响；在经济上，法国可以通

过非洲法郎对尼日尔施加影响；即便驻尼日

尔的法军撤离，法国依然可以在尼日尔周边

长期保持军事存在。 本报记者 杨一帆

军政府派出武装力量“监视”法国驻军

拒绝掠夺控制尼日尔反法情绪升温

谋求连任的美国民主党籍总统拜登4

日再度强调任内经济成就，称其政策引领美

国通货膨胀水平走低、就业岗位稳定增多。

然而，美国媒体最新民意调查显示，选民对

所谓“拜登经济学”似乎并不买账。

强调任内经济成绩
据美国《政治报》网站4日报道，拜登当

天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出席劳工节游行时

说，美国拥有“世界最强劲经济”，本届政府

创造了“近1350万个就业岗位”。拜登3日

还在《密尔沃基哨兵报》发表专栏文章，称美

国当前失业率维持在4％以下的时间达50

年来最长，薪资和就业满意度正在提高，通

胀水平降至“接近两年多来最低点”。

近几个月，拜登及其内阁官员一直在全

美多地穿梭，宣讲“拜登经济学”。然而，《华

尔街日报》4日公布的民调显示，“拜登经济

学”并未让选民信服，59％选民不支持拜登

的经济政策，而支持者比例仅为37％；63％

的选民不支持拜登应对通胀和生活成本飙

升的措施，支持者仅为34％。

通胀引发持续效应
共和党方面，多名总统竞选人选择用经

济议题打击拜登，把“拜登经济学”与去年达

40年高位的通胀捆绑。

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蒂

姆 ·斯科特在8月23日举行的首场共和党预

选辩论上说，“拜登经济学”导致美国普通家

庭平均丧失1万美元的购买力。佛罗里达

州共和党籍州长罗恩 ·德桑蒂斯在这场辩论

上说，美国必须扭转“拜登经济学”政策，“让

中产家庭有机会再次成功”。

《政治报》报道，美国目前的通胀水平已

从去年9.1％的峰值大幅降至3.2％左右，缓

解了对美国经济衰退的担忧。经济数据显

示，美国经济正逐步趋稳，关于经济“软着

陆”的乐观情绪正在增加。美国国内生产总

值（GDP）二季度年化增长率为2.1％，8月时

的失业率为3.8％，维持在历史低位。

尽管如此，《政治报》报道称，美国民众

仍在艰难应对通胀引发的持续效应，“拜登

经济学”眼下缺乏说服力。

两党激战火药味浓
但拜登坚持在竞选中兜售经济议题，同

时与特朗普的经济政策相对比。拜登4日

在费城说，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仅有的两名

“在离任时美国就业岗位数量低于其上任

时”的总统之一。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热门人选、前总统特

朗普虽然“缺席”本场辩论，但也在社交媒体

上发布竞选视频，扬言“拜登经济学”会被

“历史性的特朗普经济繁荣”所取代。

路透社报道称，经济议题有望在2024

年美国大选中发挥关键作用。拜登届时可

能再次对决特朗普。为实现连任，拜登需要

赢得费城所在的宾夕法尼亚州，该州与亚利

桑那、佐治亚和威斯康星等州被视作关键

“摇摆州”，选战激烈且有望决定谁能胜选。

海洋（新华社供本报稿）

新华社金沙萨9月4日电 加蓬政变军人

领导布里斯 ·奥利吉 ·恩圭马4日在首都利伯

维尔宣布就任加蓬过渡领导人。

恩圭马在讲话中表示，新政府将在未来

几天组建。他将就新宪法草案举行全民公

投，并将在过渡期结束后举行“自由透明”的

选举，将权力移交给文职政府。他并未公布

过渡期的时长，以及公投和选举的日期。

现年48岁的加蓬共和国卫队指挥官恩

圭马8月30日被任命为所谓“机构过渡和恢

复委员会”主席及过渡领导人。

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4日宣布，决

定暂停加蓬成员国资格，直到该国在可接受

的时间内恢复宪法秩序。

近六成选民不支持现政府经济政策

“拜登经济学”民众不买账

新华社曼谷9月5日电 泰国新总理赛

塔 ·他威信及新一届内阁5日在曼谷律实宫

向国王玛哈 ·哇集拉隆功宣誓就职。

在由34人组成的新内阁名单中，赛塔担

任总理兼财政部长。赛塔所属为泰党领导的

11党联盟中，有6个党获得了内阁职位。

泰国新一届内阁宣誓就职

加蓬政变军人任过渡领导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