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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机会”

当地时间1月12日，美国总统特朗
普第三次批准了对伊朗核问题协议的延
期豁免，伊核协议暂时避免了被“终结”
的命运。但他同时宣布，这是给欧洲国家
同意修改伊核协议的“最后一个机会”。

特朗普表示，如果该协议不能按照
美国期待的那样被修改和优化，这将是
他最后一次签署类似的决定，美国将

“退出协议”。
根据规定，每隔 120 天，美国总统

要确定是否延长针对伊朗核问题的制裁
豁免期。此外，美国总统需要每隔 90
天向国会提交报告，评估伊朗是否履行
了伊核协议承诺。如果不能证实伊朗履
行了协议，国会将在 60 天内决定是否
恢复对伊朗的制裁。

此前，特朗普一直严厉地批评奥巴
马政府签署的伊核协定，称协议内容有

“灾难性的缺陷”。去年 10 月，特朗普
首次拒绝认定伊朗履行了伊核协议，将
伊核协议的命运交给国会，但国会并未
就此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洛杉矶时报》 分析称，自从特朗
普就职以来，多位外交政策顾问一直在
努力阻止他破坏伊核协议。

也许是为了挽回颜面，在签署延期
豁免的同时，美国财政部宣布了对伊朗
的新制裁。新制裁涉及伊朗的 14 个个
人和企业，其中包括伊朗法官拉里加
尼。

伊朗方面则强硬回击了特朗普的声

明。伊朗外长扎里夫 12日深夜在社交媒
体上发文称：“特朗普的政策及今天的声
明证实，企图破坏一项稳固的多边协议、
并恶意违反其中条款的做法是徒劳的。”

矛盾尖锐 压力重重

特朗普为何对于现有的伊核协定如
此不满？

《洛杉矶时报》 分析称，特朗普坚
持认为2015年6国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
有很大的缺陷，其中一个主要的问题
是，协议中对伊朗核活动的许多限制将
在 10 年或 15 年后过期。而特朗普认
为，这些限制应该是永久的。

此外，路透社也援引一位美国政府
高级官员的话称，特朗普想要与欧洲进
行商讨，在现有的协定之外遏制伊朗弹
道导弹的发展。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补充道，最
终特朗普希望达成的协议远远超出了核
武器这个狭隘的范围，它涵盖了美国眼
中伊朗在中东地区的众多挑衅行为。

“伊核协议是经过几轮的多边磋商
后，达成的一个妥协性的方案。特朗普
认为，奥巴马政府做出的让步太大，导
致最终的伊核协议存在漏洞。”中国社会
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袁征
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分析称，特朗普认为，
应该更加严格的限制伊朗的核计划、弹
道导弹，以及伊朗在中东的活动。

有分析认为，美伊矛盾积重难返。
伊朗近年来在中东呈现崛起之势，站在
了美国及其中东盟友以色列和沙特阿拉

伯的对立面。从伊拉克、叙利亚和也门
乱局，到伊朗核问题，美伊的角力领域
不断扩大。

但特朗普仍然签署了此次延期豁
免。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分析称，特朗
普同意继续伊朗核协定的很大一部分原
因是来自于英国、法国、德国等盟友的压
力。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 1
月 11 日曾致电特朗普，重申法国希望
看到伊核协议“被严格执行”，希望

“所有签字国都遵守这一协议”。
就在同一天，英国、法国、德国和

伊朗的外长举行会谈，商讨伊核协议。
会议肯定了伊核协议的价值，用英国外
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的话说，让世界
更安全，至今没有人提出 （比伊核协
议） 更好的选择。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
研究员陆瑾分析称，目前国际社会普遍
认为，确保伊核协议的贯彻符合共同利
益。欧盟坚决维护和履行伊核协议，并
认为伊核协议正在实现其主要目标，即
密切监督伊朗的核计划。

制裁未松 前景不明

伊朗外交部日前明确表示，伊朗不
会接受任何“现在或将来”的核协议修
正案，也不允许任何其他问题与核协议
相关联。

陆瑾分析称，美国想要联合欧盟重
新制裁伊朗，削减协议给伊朗带来的利
好，迫使伊朗主动放弃伊核协议。“尽

管特朗普目前没有撕毁伊核协议，但美
国财政部可以通过本国对伊制裁的法律
条款，‘长臂管辖’其他与伊朗相关的
经贸活动，破坏伊朗的外部发展环境。
过去几年里，多个国际银行和企业因违
反美国对伊朗的单边制裁遭受重罚，形
成了震慑效应。美国现在依靠保持对伊
朗的单边制裁限制伊朗，关键看欧盟是
否跟着美国单边制裁走。”

至于特朗普会不会如他宣称的那
样，如果伊核协议不能按照美国期望进
行修改，就“退出协议”，袁征分析说：

“从理性的角度出发，在各方没有达成一
致的情况下，特朗普不会贸然退出伊核
协定。因为美国一旦退出，协议可能就此
作废，同时又没有更好的方案能够解决
伊朗核问题，这会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因
素。”

但袁征同时认为，不能完全排除美
国退出的可能性。从美国对于耶路撒冷
问题的处理上可以看出，特朗普确实特
立独行。只能推测，特朗普政府更有可
能会一方面维持现有协议，一方面加大
对伊朗的经济制裁。

而欧洲未来是否会与美国在修改伊
核协议上达成共识，也引发了各界猜
测。《洛杉矶时报》 分析称，美国的欧
洲盟友不太可能帮助美国追求美国要求
的协议。但值得怀疑的是，这些盟友会
接受特朗普的立场，将伊朗排除在伊核
协议进一步的谈判之外。即美国官员所
提出的，新协议尚无需与伊朗方面谈判，
而是在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统一立
场”。

从美国大选时期开始，特朗普一直对伊朗核问题

协议有颇多不满，称之为美国签署过的“最糟糕协

议”，上任后他也屡屡向这一协议发难。当地时间1月

12日，特朗普再次批准了对伊朗核协定的延期豁免，

这让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但他同时表示，如果欧洲

国家不同意修改伊核协定，美国将退出这一协定。

环 球 热 点

图为1月13日，人们在伊朗首都德黑兰街头穿行。 新华社/法新

数 字 天 下

伊拉克安全官员 1 月 13 日称，政
府军当天开始在北部萨拉赫丁省图兹
胡尔马图市采取行动，旨在恢复当地
的安全与秩序。此间媒体分析认为，
这是伊拉克军队针对近日频发的恐袭
事件所采取的反制措施，此举折射出
眼下伊拉克境内的安全局势依然严峻
和脆弱的客观现实。

据悉，伊拉克政府军反恐部队与
当地警方快速反应部队已在图兹胡尔
马图市的主要道路部署。军方将在该市
展开搜查行动，清理未经登记的武器，
以消除安全隐患，改善当地安全形势。

图兹胡尔马图市近来发生多起针
对库尔德居民住所的袭击和爆炸事
件。该市位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北
约230公里，人口以什叶派土库曼人为
主，同时生活着不少库尔德人和逊尼
派阿拉伯人。去年 10 月这一地区被政
府军控制后，许多库尔德居民的住所
经常遭到当地隶属于什叶派民兵武装

“人民动员组织”的土库曼武装人员的
袭击，使那里的安全形势岌岌可危。

此外，据阿拉伯媒体报道，政府
军除搜缴、清理图兹胡尔马图的非法
武器外，还将对藏匿在这一地区东部
的武装分子实施重点打击，力图还当
地百姓以安宁的生活。

伊拉克《晨报》分析认为，萨拉赫丁
省图兹胡尔马图市的安全状况，是当前
伊拉克国家安全形势的一个缩影。不但
以萨拉赫丁省为代表的北部地区袭击
和爆炸事件频发，而且包括首都巴格达
在内的其他地区局势也不“平静”。

伊拉克警方 1 月 12 日说，极端组
织“伊斯兰国”当天在伊北部基尔库

克省哈维杰地区制造两起袭击事件，造成4名平民丧生。
1 月 13 日，巴格达发生一起汽车炸弹爆炸事件，导致至
少 2 人死亡、8 人受伤。目前尚无组织宣布对事件负责，
但此间媒体多把目标锁定在“伊斯兰国”，因为该组织过
去经常在伊拉克境内发动类似袭击。

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去年 12 月 9 日宣布，政府军已收
复“伊斯兰国”在伊控制的所有领土，伊拉克取得打击

“伊斯兰国”的历史性胜利。但是，目前仍有部分极端分
子藏身于伊拉克偏远地区，伺机发动袭击。

“阿拉伯门户”网站评论称，伊拉克宣布“全歼‘伊
斯兰国’”的说法有点夸大的成分。事实上，在政府军
强大的攻势下，“伊斯兰国”招架不住、节节败退是事
实，但它很可能出于保存实力和保护武装人员的考虑，
放弃与政府军正面抗衡，采取化整为零的战术，与政府
军进行周旋，制造事端。

埃及 《第七日报》 也撰文指出，目前伊拉克境内的
安全局势依然很脆弱，“伊斯兰国”是否被彻底打垮仍存
在疑问。文章强调说，即使是“后伊斯兰国”时代到
来，伊拉克的安全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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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级
秘鲁国家民防局1月14日宣布，秘鲁南部阿雷基帕

地区附近海域当天凌晨发生6.8级地震，目前已造成两人
死亡,近百人受伤。秘鲁总统库琴斯基已前往灾区视察灾
情及安排救灾事宜。

据秘鲁国家应急行动中心消息，秘鲁南部地区港口
均正常运营，未受到地震影响，但主要公路交通线南泛
美公路部分路段被毁，救援人员正在抢修。

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的消息说，此次地震震中位于
阿雷基帕省近海，震源深度48公里，距该省沿海城市洛
马斯56公里。秘鲁海军已排除这次地震将引发海啸的可
能。

秘鲁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上，是地震多发国家。
2007年8月15日，秘鲁伊卡省曾发生7.5级地震，造成约
600人死亡、1200多人受伤。

17名
据阿富汗媒体1月14日报道，至少17名藏匿于该国

东部楠格哈尔省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日前
在阿富汗军方的一次空袭行动中被打死。

报道援引楠格哈尔省警方发表的一份声明说，此次
空袭行动地点位于该省阿钦地区和哈斯卡米纳地区。被
打死的人员中有多名外籍武装人员。声明说，“伊斯兰
国”在上述两个地区的多个据点及一批武器弹药也在空
袭中被摧毁。

另据当地消息人士日前证实，阿地方政府对上述两
处地区的控制能力有限，当地安全威胁尚未解除。受动
荡局势影响，过去一年，楠格哈尔省有上万户家庭为躲
避战乱被迫向其他省份转移，其中很多家庭缺少必要的
生活物资，处境堪忧。

2015年以来，“伊斯兰国”不断进犯楠格哈尔省，在
该省阿钦、哈斯卡米纳以及胡吉亚尼等地区相对活跃。

第2轮
捷克总统选举官方网站1月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在1月12日至13日举行的总统选举投票中，没有总统候
选人得票数过半，位居前两位的捷克现任总统泽曼和捷
克科学院前院长德拉霍什将进入第二轮投票。

这是捷克历史上第二次以公民投票方式直接选举总
统，共有9名总统候选人竞选。数据显示，选举投票率为
61.92％。泽曼赢得38.56％的选票，名列第一。德拉霍
什的得票率为26.6％，位居第二。除首都布拉格外，泽
曼在其他州的得票均领先德拉霍什。

捷克宪法规定，如果没有候选人在总统选举首轮投票
中获得过半选票，赢得选票最多的前两位候选人将于14
天后参加第二轮投票，票多者将赢得总统宝座。总统任期5
年，可连任一届。

捷克首届总统直选于2013年举行，泽曼在选举第二
轮投票中击败竞争对手前外长施瓦岑贝格当选总统。本
届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将于1月26日和27日举行。

泽曼现年73岁，曾任众议院主席、政府总理，在捷
克农村和底层民众中颇受欢迎。德拉霍什现年68岁，是
捷克顶尖化学家，曾任捷克科学院院长，以独立身份参
选总统。

（均据新华社电）

德国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就组阁问题展开的试探性
对话日前达成原则一致，德国组阁迈出重要一步。两党
在欧洲政策上还达成重要共识——德国应与法国紧密合
作，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

各方都挺满意
在1月12日公布的试探性对话政策文件中，两党强调

欧盟在剧烈变化的国际秩序中的重要性。两党支持欧元区
结构性改革，希望将“欧洲稳定机制”发展成“欧洲货币基
金”，强调欧洲的全球责任，明确反对保护主义和孤立主
义。

作为欧盟最大经济体，德国组阁进展备受欧盟和法
国关注。法国总统马克龙多次表达重塑欧盟的宏伟改革
愿景，欧盟委员会也提出了相应改革方案。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对两党的试探性对话表示满
意，认为对话积极，成果意义重大，有建设性和前瞻性。

马克龙则“感到高兴和非常满意”，表示这样的联合
政府正是欧洲、尤其是法国所期待的。马克龙还说，他
希望德国形成一个“强力的、坚实的政府”，使得重启欧
盟建设成为可能。

德法重塑欧洲
文件强调，德国应与法国密切合作以推动欧洲一体化

进程。文件说，只有德法全力合作，欧盟革新才能实现。

德国智库路德维希堡德法研究所所长巴斯纳认为，
两党肯定了德法在欧盟中的特殊关系，这是一个强烈的
信号，表明未来德国新政府或将同法国在欧盟事务中一
起迈出重要步伐。

历史上，从“欧洲煤钢联营”到欧洲共同体，再到成立
欧盟，欧洲一体化每一步都离不开法德两国的密切合作。

然而最近十几年来，“德法轴心”作用明显缩减。
2005年法国公投否决 《欧盟宪法条约》 后，法国不敢继
续推进欧洲一体化。奥朗德担任法国总统期间，法国经
济衰退，更无力与德国平等合作。

反观德国，经济增长强劲，成功应对欧债危机，对
外政策上愈发积极。德国政界认为，既然能与世界强国
直接打交道，为什么还要拉着法国一起呢？

而随着法国经济逐渐复苏，尤其是马克龙去年当选
总统后，法国开始希望重拾昔日在欧盟的领导权。而在
德国方面，英国启动“脱欧”程序以及特朗普就任美国
总统以来的一系列对欧言行，都使德国政界愈发认识
到，应该谋求携手法国重塑欧盟凝聚力，以摆脱单独领
导欧盟孤立无援的状况。

不确定性犹存
尽管德国两党的表态使得“德法轴心”值得期待，

但需要指出的是，双方的试探性对话取得进展只是组阁
成功的积极一步。此后两党将根据党内意见决定是否进

行正式组阁谈判以达成联合组阁协议，而且这一协议最
终也需在两党党内获得同意。如果这一切进展顺利，德
国新政府有望在３月底前后成立，此后“德法轴心”才
有可能被真正提上日程。

巴斯纳还指出，即使德国两党成功组阁，其规划的
欧盟愿景也并不一定会全部实现。而且从历史上看，德
法两国经常目标宏伟，而涉及具体问题时，又会出现很
大的分歧。 （据新华社电）

张永恒 张晓晓

美国真会退出伊核协议吗退出伊核协议吗？？

德国组阁谈判突破 欧盟法国缘何欢呼
韩 冰

图为 1 月 12 日，在德国首都柏林，德国总理、基民
盟主席默克尔 （中）、基社盟主席泽霍费尔 （左） 和社民
党主席舒尔茨在新闻发布会上握手。 新华社/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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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跑是一项 2011 年发源于美国的运

动，被称为“地球上最快乐的5公里赛跑”。

参加者身着白色 T 恤，跑步过程中经过

不同的彩色站，会被从头到脚抛洒彩色粉末。

图为近日，在菲律宾首都大马尼拉地区

帕赛市，人们参加彩色跑活动。

新华社发 乌玛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