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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热点

德法意罗联合
访问乌克兰

当地时间 16 日，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在基辅会见到访的德
国、法国、意大利及罗
马尼亚四国领导人。

法国总统马克龙
表示，法国、德国、意
大利和罗马尼亚四国
已经达成一致，同意
立即给予乌克兰欧盟
候选国地位。

韩海警扣押
一中国快艇

据韩联社报道，韩
国中部地方海洋警察
厅西海五岛特别警备
团 12 日表示，其扣押
了一艘 5 吨级中国快
艇。报道声称，这艘快
艇涉嫌于前一天下午
8 时许在仁川市瓮津
郡小青岛附近海域“企
图进行非法捕捞”。

有关中韩渔业纠
纷问题，中国外交部
发言人此前曾表示，
中方历来高度重视涉
外渔业管理工作，积
极采取有效措施维护
相关海域渔业生产秩
序。希望韩方妥善处
理相关问题。

美联储加息
全球股市受挫

由 于 美 国 通 胀
“高烧”不退，美国联
邦 储 备 委 员 会 15 日
宣布加息 75 个基点。
这是美联储自1994年
以来单次最大幅度的
加息。

美股三大股指 16
日再度重挫，道琼斯
指数更是跌破 3 万点
这一关键点位。欧股
跌幅也扩大，英国富
时指数跌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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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离美国国会山骚乱事件已过去了一年半。

此时，美国国会众议院针对骚乱事件的调查委员会的工作也进入收尾阶段——从6月9日至6月23日，调

查委员会一共要举行五场公开听证会，力图向公众展示这一骚乱的来龙去脉。美国媒体认为，系列听证会的最

终目的，应该是起诉特朗普。然而，起诉一名前总统，是件非同小可的事，调查委员会内部对此也有分歧。

2020 年 11 月美国大选
结果揭晓后，特朗普拒绝
承认败选。他在没有任何
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坚称
有选举舞弊，说自己才是
真正的胜利者，并支持和
散布各种阴谋论和谣言，
怂恿自己的支持者去华盛
顿，向国会议员施压。

2021 年 1 月 6 日，美国
国会进行确认并宣布总统选
举结果的例行程序当天，数
千名特朗普支持者涌向国会
山，暴力冲击国会大厦。持
续数小时冲突导致 5 人死
亡，140多人受伤，国会大厦
建筑遭严重毁坏。

事件让美国社会震动，

并且，由于几乎是以直播的
方式传遍全球，对美国民主
制度在国际上的形象也是个
打击。

2021 年 7 月，民主党控
制的国会众议院成立了调查
委员会，由七名民主党众议
员和两名共和党众议员组
成，简称“一·六调查委员
会”，对这起骚乱进行彻底调
查，调查领域包括参与人员、
个人动机、组织联盟、资金来
源等，也调查特朗普在整个
事件中扮演的角色。

经过大约一年的调查，
“一·六调查委员会”共约谈
了1000多人，获得大量相关
材料。于是决定在2022年 6

月以多场公开听证会的形
式，向公众做个交代。

民主党人对这次骚乱事
件的定性非常严重，认为是
200年来对美国民主制度最
严重的攻击。这有两个方面
的含义：一，国会大厦上次遭
到袭击，还是1814年在英美
战争中英国军队火烧美国国
会；二，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
次试图用暴力推翻民主选举
结果的行动。

美 国 很 多 人 认 为 ，通
过公开听证的形式，对美
国 国 民 来 说 也 有 教 育 意
义，公布真相可以让民众
明白，民主制度是脆弱的，
需要时时维护。

在信息发达的时代，人
们早已通过各种渠道，了解
了 骚 乱 过 程 和 细 节 ，但 是

“一·六调查委员会”通过证
人到现场作证、播放精心编
辑的视频资料，再次系统地
对事件进行梳理，突出重点。

这些证据展示了极端组
织如“骄傲男孩”“誓言守护
者”在骚乱中的行径，一些共
和党重量级人物如何配合特
朗普推波助澜，一些组织者
如何募集资金又“私吞”巨款
（据称有个网站募集了 2.5 亿
美元，但其中相当一部分进入
共和党人士如特朗普法律顾
问朱利亚尼、特朗普的白宫幕
僚长米道斯等人名下基金）。

当然，最重要的目标还
是特朗普。听证会通过大量
证人证词，展现了特朗普如
何不顾身边人的劝阻，坚决
声称自己获胜，并通过各种
方式呼吁自己的支持者前往

国会，向议员施压，而且要不
怕激烈的战斗。

在所有的证人中，最引
人注目的大概要数特朗普的
女儿伊万卡。在委员会公布
的视频中，伊万卡说，在当时
司法部长威廉·巴尔确认没
有证据显示有能够改变选举
结果的舞弊之后，她接受巴
尔的说法。还有证据显示，
伊万卡当时曾劝阻特朗普接
受败选的事实，不要试图推
翻选举结果。

伊万卡是特朗普的爱女，
她的这些证词被媒体解读为

“父女反目”。当然，这个证词
只能证明特朗普执迷不悟，算
不上什么严重伤害，但特朗普
却无法忍受，奋起反击，他在
社交媒体上发声明说，“伊万
卡根本就没有参加对选举结
果的研究，她早就退出了。她
就想表达对巴尔的尊重（他恶
心极了）。”经他这一反击，倒

真有点像父女反目了。
当然，就算特朗普父女反

目，和整个调查事件相比，这
也算不了什么。民主党人调
查的一个目的是要证明特朗
普对骚乱负有直接责任，比如
他的支持者是不是在他的怂
恿下，才去国会山的？他是不
是唆使了支持者暴力冲击国
会大厦？是不是他暗示支持
者喊“吊死彭斯”的（特朗普一
直要他的副总统阻止国会议
员确认选举结果，遭到拒绝
后他大骂彭斯）？他是不是
不愿意叫停暴力行动？

民主党人证据显示，特
朗普要对骚乱负直接责任。
共和党人大部分则认为，虽
然特朗普不承认选举结果，
但他没有直接导致骚乱，而
且他还在最后关头呼吁支持
者和平地表达意愿，所以民
主党人主导的调查，是一种
政治迫害。

一些民主党人的最终目的，是
要起诉特朗普。

美国有智库分析，根据不同的
证据，可以以违反选举法、煽动暴乱
甚至叛国罪来起诉特朗普。这些都
不是轻罪，如果起诉，对正在跃跃欲
试地参加下一届选举的特朗普来
说，当然是个打击。如果被定罪，那
后果就更严重了。

不过，从目前情况来看，要想起
诉特朗普很不容易。

一方面，国会调查委员会的职
责，是负责调查真相，而不是起诉。
决定要不要起诉的是美国司法部。

另一方面，美国的政治传统比
较有影响。美国历史上还没有任何
一个卸任总统或在任总统遭到过起
诉（弹劾是政治行为，不是法律起
诉），如果特朗普遭到起诉，那必定
会造成很大震荡。

美国政坛斗争虽然激烈，这些年
两党不断“极化”（也就是朝自己意识
形态的激进化发展，自由派更自由，
保守派更保守），但在很多关键时刻，
妥协与和解还是扮演了重要角色，毕
竟妥协和照顾对方诉求也是民主的
重要特征。相信民主党人在决定是
否起诉特朗普之前，也会通过各种
渠道，试探整个社会的反应。

实际上，系列听证会还没有结
束，“一·六调查委员会”内部已经有
意见分歧。委员会的主席汤普森就
认为，委员会应该恪守“调查真相”的
职责，甚至都不要去建议司法部起诉
还是不起诉，因为司法部的人自己也
会看听证会，完全让他们自己决定。

而委员会另一名重要成员希夫
就说，委员会的职责之一就是要给司
法部建议——希夫是强烈反对特朗
普的议员，他的意思是要建议起诉。
实际上从这个分歧也可以看出，要想
起诉特朗普，难度是非常大的。

所以，等到系列听证会都结束
后，人们可能会发现，“一·六调查委
员会”最大作用，还是“调查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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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美国拉拢东盟，亚太安全再引关注

羊城晚报评论员 孙梓青东南亚选择“不站队”

调
查
特
朗
普

美
国
国
会
山
骚
乱
事
件
系
列
听
证
会
举
行
，各
种
戏
码
轮
番
上
演

起
诉
不
易

14 日 ，汽 油 、柴 油
价格再上调 新华社发

当地时间 2021 年 1 月 6 日，美国华盛顿特区，特朗普的支持者在美国国会大厦附近抗议 图/视觉中国

聚焦亚太安全的重要多边论坛香格里
拉对话会（以下简称“香会”）12 日在新加
坡落下帷幕。

在地区局势日趋复杂的情况下，中国
和美国国防部长在香会上的“交锋”成为焦
点，东南亚国家“不选边站”的表态同样值
得关注。

如何理解东南亚国家的“不选边站”？
从“香会”中又能观察到哪些亚太安全趋势
的发展图景？

并非“骑墙”

据《朝日新闻》援引知情人士称，会议
召开前夕，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曾在10日
与东盟各国代表团团长举行非正式会晤，

“敦促东盟方面加强对中国的应对”。
但除了日澳等个别国家紧跟美国，其

他大部分国家都明确地表达出不愿在中美
之间选边站队的意向。

印度尼西亚国防部长普拉博沃的发
言最能体现这种态度。普拉博沃指出，印
尼尊重所有大国以及它们所需要的空间
和权利。各国也应尊重中国的国家利

益。因此，印尼选择不结盟。普拉博沃指
出，“不结盟”并非是骑墙观望，而是有意
的决定。

其他东南亚国家代表同样表达了类
似的立场。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在采
访中表示，中美两国防长“香会”会谈以
及不会要求区域国家“选边站”的表态，
令东盟（即“ 东 南 亚 国 家 联 盟 ”）国家感
到舒适和安心。柬埔寨国防官员表示：

“不希望东盟站在美国或中国的任何一
边。保持中立是东盟应该走的路。”马
来西亚国防部长希沙姆丁 11 日同样强
调，“东盟将决定自己的道路”，“无论美
国的要求是什么，我们都必须让他们相
信，这必须符合东盟的利益，而不仅仅
是美国的利益。”

高度忧虑

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在香会的发言
中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冲突导致了
地缘政治的“大地震”，并已经动摇了全球
格局。不夸张地说，我们正处于历史中一
个“潜在危险”的关头。

“不选边站”是东南亚国家应对地区体
系不确定性的理性策略选择，折射了东南
亚国家对自己国家安全的关切和忧虑。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小卓6月15日在
《环球时报》撰文分析称，东盟国家明确表
态不希望选边站队，体现出东盟国家对中
美关系走向的高度忧虑。现在美国声称

“对华接触政策”已经结束，同时加大施压
东南亚国家选边站队，这显然不符合地区
国家利益，因而引发忧虑、遭到抗拒。

“大象打架，草地遭殃。”面对国际秩
序的动摇、大国的竞争和权力政治的回潮，
东南亚国家对自身国家安全的关切和焦虑
上升。如何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主权，避
免被裹挟，保持自身的自主性成为东南亚
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因此，“不选边站”是
东南亚国家的“避险”和“平衡”策略。

《南华早报》6月 8日一篇评论文章指
出，东南亚国家之所以不愿在中美两个大
国之间选边站，是因为亚太地区国家正准
备与崛起中的中国开展合作，在该地区一
起追求共同的地缘经济利益。而相比之
下，美国推出的印太经济框架力度太小，且
为时已晚。

“亚洲方式”

赵小卓在文章中分析指出，亚太安全
正面临两种理念、两条道路、两个前景的博
弈。美国的理念就是结盟、拉小圈子；中国
的理念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新
型国际关系，结伴不结盟，以及体现在全球
安全倡议等中国方案中的“新安全观”。

亚太地区两种安全理念的博弈，将会
导致两条道路和两个不同的前景。结果如
何，当然取决于地区国家的共同选择。

随着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新布局，亚
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关系更趋错综复杂。在
这样的亚太安全态势下，印尼防长普拉博
沃在发言中提到的“亚洲方式”引人关注。

“亚洲方式”或可被理解为人们更为熟
悉的“东盟方式”，其包括不干涉原则、协商
一致、以柔性的磋商对话方式解决争端等
主要内涵。

《南华早报》12日刊文指出，类似北约
的安全安排解决不了亚洲问题，只会加剧紧
张局势和冲突。实现亚太地区的繁荣稳定，

“亚洲方式”或许更值得称赞和尊重。

作为车主的你，慌了没？
近期，国内油价迎来十连涨，
部分地区油价已破 10 元。

别慌，因为慌也没用，从
长期来看，油价会继续上涨，

“破十”还只是开始。
从全球能源结构来说，虽

然新能源成为大势所趋，但化
石燃料依然是人类文明的主
要能源供给来源。据 OPEC
的预计，到 2045 年，全球汽车
总数将达到 26 亿辆，其中电
动 汽 车 仅 为 5 亿 辆 ，也 就 是
说，燃油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依然是主流交通工具。

从国际形势来说，俄乌战
争仍然在继续，俄罗斯的石油
输出能力受限。另两大石油
储量大国——伊朗和委内瑞
拉，也被美国石油禁运制裁。
再加上疫情等因素的叠加，国
际原油供应紧张态势维持。

从需求来看，全世界经济
都在寻求复苏，对原油的需求
正处上升期。

需求强劲，供应疲软，原
油 价 格 的 上 涨 可 能 成 为 必
然。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的
预测，在未来几个月中，国际
原油价格将依然保持在每桶
100 美元以上的高位。

说起国际原油价格，有人
不禁疑惑，2008 年国际油价每
桶超过 140 美元，国内油价每
升才 6.3 元；现在国际油价近
120 美元，国内油价涨至 10 元
左右。国际原油价格呈现了
下降趋势，为何国内成品油价
格却一路攀升？

中石化最近在官方公众
号回应称，其实早在 2008 年，
国内油价就应该“破十”。当
时油价出现了倒挂，原油价
格高于成品油价格，国内首
次出现了“天花板”价。为了
避免将高油价传递到各个行
业，引起全国物价上涨，所以
国家和“三桶油”补贴了 1652
亿元，每升油补贴车主 4 至 5
元左右，将油价控制在了 6.3
元/升。

那么，中国的油价目前在
国际上处于什么样的水平？
客观地说，中国的油价并不算
高，只能说是中等水平。根据
全球能源网站的数据显示，当
前全球各国油价的平均值为
9.5 元/升，中国的油价恰好处
于平均值范围。

油价是个错综复杂的问
题，在短期内受到各种国际
国 内 因 素 的 影 响 而 呈 现 波
动。从长远视角看，化石燃
料迟早有耗尽的一天，悲观
观 点 认 为 ，这 一 天 将 会 在
2050 年左右，而即使乐观，也
只不过是将这个时间点延后
至本世纪内。

所 以 说 ，油 价 上 涨 是 必
然的趋势。或许有一天，油
比黄金贵会成为现实。而人
类的未来，或许要寄托在真
正颠覆性的能源技术上。可
控核聚变，究竟什么时候才
能实现？

油价“破十”
只是开始？

羊城晚报记者 李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