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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观察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致信日本、韩国
等22国领导人，称将从8月1日起对这些
国家征收新关税，其中对日本的“对等关
税”税率将被提高至25%。

与其他收到特朗普信函通知的国家
相比，日本尤其“百感交集”：日本是第
一个加入对美贸易谈判的国家，却第一
批收到加税通知；谈判期间，日本认为
自己已对美作出诸多让步，但关税不降
反升……这种“背刺”的痛感让日方对美
国盟友的举动极度失望，深感待遇“降
格”。至于未结的日美贸易谈判，更是
笼罩阴云。

按日本媒体的说法，日本一直以为，
作为美国盟友，日本会被区别对待，在关
税问题上享受“特殊待遇”。自4月初特
朗普宣布开征所谓“对等关税”以来，负责
谈判的日本经济再生大臣赤泽亮正多次
访美，提出扩大投资、增加天然气采购、协
助美发展造船业、将日本车商在美国制造

的汽车返销到日本等一系列妥协方案。
日本首相石破茂在多个场合强调，日本在
投资和就业等方面对美国经济贡献巨大。

然而，所谓盟友关系并非日本想象的
那样“对等”。对于重视贸易逆差、追求短
期经济效果的特朗普政府来说，“日美关
系远非互惠”，日本存在非关税壁垒，必须
通过“对等关税”来修正。

更令日方失望的是，在特朗普对首批
14个国家发出的关税信中，与4月宣布的

“对等关税”相比，仅日本和马来西亚税率
被上调，其他国家或持平或下降。

《日经亚洲》网站报道说，日本是第一
个加入谈判的国家，特朗普还曾在椭圆形
办公室会见赤泽亮正，赠送带有其签名的
标志性红帽，气氛一度乐观。如今情况骤
变，日本成了第一个收到加税通知的国
家。“特朗普的关税信粉碎了日本对特殊
关系的期待。”

日本政府8日在首相官邸召开会议。

石破茂在会上表示，美国以致信方式再度
提高关税令人“非常遗憾”，已指示相关阁
僚在8月1日之前继续谈判，寻求达成能
够维护国家利益的协议。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8日也在党总部召
集会议。自民党政策调查会长小野寺五
典表示，以致信通知方式对日本加税，这
在外交上实属无礼，他对这一形式“感到
强烈愤慨”，并指出信件的内容也“无法接
受”。

赤泽亮正在接到加税通知后，分别与
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财政部长贝森
特电话会谈，就今后继续积极开展谈判达
成一致。不过他同时表示，“必要的措施
已摆上谈判桌”，暗示目前并没有打破僵
局的新方案。

对于日本政府能否在约3周时间里取
得谈判突破，媒体和专家普遍不乐观。

汽车是日本核心产业，涉及日本国内
500多万人的就业，关系到三分之一的对

美出口，因此汽车关税被视为日美贸易谈
判的重中之重，日本很难让步；农民是自
民党的基本盘，农业保护政策是自民党的
核心政策之一，特朗普政府希望日本放开
农业市场的目标恐怕也很难实现。

日本媒体和机构就美国关税对经济
影响的担忧持续加重。汽车及相关产业
经营面临严峻挑战，谈判长期化也令企业
很难做出投资判断。

大和综研8日发表估算说，如果特朗
普政府对日本加征的25%“对等关税”生
效，再加上汽车等其他产业关税、全球经
济受美国关税措施打击等因素影响，或导
致日本2025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下
滑1.3%，2029年甚至有可能拖累经济下滑
3.7%。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日前指出，对
日本来说，只有增强自身独立性、在经济
领域减少对美依赖才是正确选择。

据新华社电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访问美
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包括美以迁
移加沙人口计划等问题。内塔尼亚胡
称，已接近为加沙民众找到“下家”。

中东专家指出，这种强制迁移加沙
人口的做法，尽显美国及其盟友的“新殖
民主义思维”和强权逻辑，已构成“反人
类罪行”。

以提出多版方案
内塔尼亚胡7日晚在白宫与特朗普

共同会见记者时说，以色列和美国正密
切合作，寻找可以接收加沙地带巴勒斯
坦人的国家，现已“接近找到几个国
家”。加沙居民“想留则留，想走则走”。

除想让加沙人迁至别国外，以色列
还提出了修建“人道主义城”方案。以防
长卡茨7日接受采访时说，已指示军方
编制计划，在加沙地带南部拉法市的废
墟上建一座“人道主义城”，集中安置所
有加沙地带人口。按照设想，“人道主义
城”将初步容纳60万巴勒斯坦人，他们需
经安全检查后迁入，一旦进入将不得离

开。以方最终目标是在这里安置全部加
沙人口，预计200多万。

“殖民主义心态”
美以提出的计划，不论是实施方式

还是所谓的“自愿”说法，均遭到国际社
会的质疑和反对。

英国牛津大学国际人道主义法专家
珍妮娜·迪尔说，强制迁移加沙人口“构
成反人类罪”。

巴勒斯坦民族倡议组织主席穆斯塔
法·巴尔古提8日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
直白地说：“当你每天轰炸加沙人……还
能说那是自愿（迁移）的决定吗？”以色列
人权组织“吉沙”执行主管塔尼娅·哈里
表示，强迫巴勒斯坦人进入“和大型集中
营一样的地方”使人联想到历史上的黑
暗篇章。哈里还认为，以色列的最终目
标就是将巴勒斯坦人驱逐出加沙地带，
从而永久控制那里的大片土地。

巴勒斯坦政治分析人士伊斯马特·
曼苏尔说，美国政府不把加沙地带看作
拥有正当权利的巴勒斯坦民众的居住

地，只看到“土地、交易、项目和投资”，这
是一种“殖民主义心态”。

“实力至上”的强权逻辑
美以力推加沙人口迁移计划，将“两

国方案”抛在一边。
但“两国方案”被国际社会普遍认为

是打破中东乱局唯一现实出路。
在美以领导人7日共同会见记者时，

当被问及“两国方案”实现的可能性，特朗
普直接回答“我不知道”。内塔尼亚胡则明
确表示反对。他说，允许巴勒斯坦建国意
味着为哈马斯提供“摧毁以色列的平台”。

分析人士指出，加沙地带死亡人数不
断上升、人道主义危机日益严峻，美国却
坚持偏袒以色列、从自身利益出发推行中
东政策，只会火上浇油。埃及外交事务委
员会主任伊扎特·萨阿德指出，美国对加
沙地带不负责任的言行导致加沙危机严
重升级，加剧地区动荡，美方“清空加沙”
的言论更是给内塔尼亚胡不允许巴勒斯
坦建国的立场提供了强力支持。

据新华社电

特朗普赞利比里亚总统
“英语好”引争议
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在白宫夸赞到访的

利比里亚总统博阿凯英语说得好，并询问对
方曾在哪里学习英文。由于英语是利比里亚
官方语言，特朗普的这番发问让一些利比里
亚人感到不满。

特朗普9日在白宫与到访的西非5国领
导人会晤。在博阿凯简短致辞后，特朗普说：

“你的英语说得真好……你从哪里把英语学
得这么流利？在哪里受教育的？”

据媒体报道，博阿凯当时背对媒体，记者
因而无法看到他的表情。但博阿凯似乎小声
笑了出来。博阿凯回答特朗普，他就是在利
比里亚学的英语。

特朗普接着说：“这可真有意思。坐在这
儿的有些人英语说得可差多了。”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有利比里亚
人士对特朗普的言论表示不满。利比里亚青
年权益倡导者阿奇·塔梅尔·哈里斯在接受采
访时说：“我感到受侮辱，因为我们国家讲的
就是英语。我认为，他（向利比里亚总统）提
出那样的问题，并不是称赞。美国总统以及
西方人仍将非洲人视为生活在偏远乡村、未
受过教育的人群。”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利比里亚外交官告
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特朗普的言论“不合
适”，特朗普对一位来自英语国家的非洲总统
说这种话，给人以“居高临下”的感觉。

白宫方面试图澄清特朗普的言论。白宫
副新闻秘书安娜·凯利表示，特朗普的这番言
论是“衷心地称赞”。

据新华社电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10日凌晨
签发对前总统尹锡悦的逮捕令。据韩
联社报道，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
检组随后实施逮捕。这是尹锡悦获释4
个月后再次被捕。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9日下午到晚
上对尹锡悦进行了6小时40分钟的逮
捕前讯问，即逮捕必要性审查，于10日
凌晨2时7分签发逮捕令，理由是“担心
（嫌疑人）销毁证据”。

韩联社报道，尹锡悦接受讯问时否
认所有指控。9日晚讯问结束后，尹锡
悦被送至首尔拘留所。法院批捕后，尹
锡悦被当场收押。

特检组6日以涉嫌滥用职权等为
由，提请法院批捕尹锡悦。尹锡悦被捕
后，特检组将对其进行最长20天的调
查。

特检组先前表示，尹锡悦涉嫌妨

碍执行特殊公务、违反《总统警卫法》、
滥用职权、伪造公文等。由于提请批
捕书中列明的内乱罪相关嫌疑在检
方、警方调查阶段已得到一定证实，预
计之后调查将集中于尹锡悦的外患罪
嫌疑，包括涉嫌为宣布戒严制造理由，
派无人机侵入朝鲜首都平壤，以挑衅
朝方。

去年12月3日，时任韩国总统的尹

锡悦发布紧急戒严令。同月14日，韩
国国会通过对尹锡悦的弹劾动议案，尹
锡悦总统职权随即停止。今年1月15
日，尹锡悦首次被捕，成为韩国宪政史
上第一个被逮捕的现任总统。3 月 8
日，尹锡悦从首尔拘留所获释。4月4
日，韩国宪法法院宣布通过对尹锡悦的
弹劾，尹锡悦被罢免总统职务。

据新华社电

一封关税信为何让日本尤其痛

韩国前总统韩国前总统
尹锡悦尹锡悦
再次被捕再次被捕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接受讯问后走出首尔中央地方法院。 新华社 图

美以加沙人口迁移计划尽显“新殖民主义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