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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26日电 针对英国首相特雷莎·梅
再次推迟“脱欧”协议在英国议会下院的表决时间，最
大反对党工党领导人科尔宾25日首次明确表态，工党可
有条件支持新的“脱欧”公投。

分析人士认为，距3月29日英国正式“脱欧”大限
就剩一个月，面临“无协议脱欧”风险上升，特雷莎·
梅和反对党各打算盘，再度角力，在不同力量互相掣肘
以及欧盟赞成的情况下，延期“脱欧”可能性增加。

【新闻事实】

英国议会下院原定2月27日就修改后的“脱欧”协议
最终表决。但特雷莎·梅24日在前往埃及参加阿盟—欧盟
峰会途中对媒体说，改在3月12日之前表决。

就特雷莎·梅推迟议会下院表决，反对党议员纷纷
质疑这是使用拖延战术，迫使议会不得不在特雷莎·梅
的“脱欧”方案与“无协议脱欧”之间作出选择。

在党内压力之下，反对党工党领导人科尔宾25日一
改此前立场，称若工党提出的方案不获通过，工党将支
持举行新的“脱欧”公投。

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当天在阿盟—欧盟峰会闭幕
记者会上说，他曾在 24日与特雷莎·梅讨论过延长“脱
欧”最后期限的问题，“我相信就我们所处的情况，延
期会是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但首相特雷莎·梅仍相信
她有能力避免这一情况发生”。

【深度分析】

对特雷莎·梅来说，推迟表决有两种考量。第一，
为自己争取更多时间，拿出一份更像样的协议。第二，
延用“懦夫博弈”策略，把投票日期进一步推向“最后
关头”，迫使议员们“两害相权取其轻”，为避免“无协
议脱欧”而向她的方案妥协。不过，若3月12日前下议
院表决仍未开“绿灯”，特雷莎·梅选择接受欧盟延期

“脱欧”提议的可能性较大。
对工党而言，党内一直对举行二次公投有很大呼

声，但领导人科尔宾一直闪烁其词，真正关注的还是借

“脱欧”议题把特雷莎·梅赶下台并取而代之。鉴于工党
内部分裂加剧，甚至近日已有多名支持二次公投的议员
宣布退党，科尔宾不得不松口，抛出有条件二次公投的
提议。不过，就目前态势看，仅凭工党一家之力，二次
公投的提议恐难在议会过关，还需吸引其他在野党议员
甚至保守党议员“加盟”，又因公投程序复杂，恐怕难
以赶在3月29日之前作好准备。

分析人士说，欧盟方面为避免英国陷入“无协议脱
欧”的乱局而拖累欧盟自身经贸利益，已向梅递出了延
期“脱欧”的“橄榄枝”。受今年5月欧洲议会选举等因
素影响，欧盟方面可能会倾向于将英国“脱欧”最后期
限推迟至更晚。

【即时评论】

世上没有“后悔药”，却有拖延症。
分手是为了“长痛不如短痛”，但“脱欧”的“短

痛”拖得越来越长。即便“脱欧”大限迫在眉睫、“无
协议脱欧”风险步步抬升，执政党内部、反对党内部、
政府内部、政府与议会之间也没能放下矛盾、拿出共
识。说到底，这反映“脱欧”意义之重、冲击力之大，
给英国政治和社会带来的裂痕还在不断加大，给英国和
欧洲带来的“重新定位”悬疑还没有一致答案。

【背景链接】

2016年 6月，英国就“脱欧”问题举行公投，决定
退出欧盟。

2017年3月29日，英国正式向欧盟递交“脱欧”信
函，成为首个寻求退出欧盟的成员国。根据英国政府与
欧盟之间的协议，英国将在2019年3月29日正式“脱欧”。

2018 年 11 月 25 日，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在布鲁塞尔
举行的欧盟特别峰会上正式通过此前与英国达成的“脱
欧”协议。

2019年1月15日，英国议会下院否决英国政府与欧
盟达成的“脱欧”协议。议会要求首相继续与欧盟谈
判，修改协议部分内容。 （据新华社电）

从新加坡到河内
——一年来美朝关系大事记

陆 睿 耿学鹏

热点问题走上新平台

“本次峰会开启了埃及与欧盟关系的
新篇章”，埃及总统塞西在首届阿拉伯国
家联盟—欧洲联盟峰会 （以下简称“峰
会”） 闭幕式发表讲话时对峰会给予高
度评价。据 《今日埃及》 网站报道，此
次峰会对于促进阿拉伯地区和欧洲的关
系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

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在讲
话时同样表示，“中东是我们的邻居，与
中东的沟通不是选择，而是必须。纵使
双方存在一些客观差异，但在合作或冲
突的选择上，我们应当选择合作。”

沙特阿拉伯新闻报援引沙特国王萨
勒曼的发言称，“阿拉伯世界与欧盟在政
治，安全，经济和文化层面以及地理上
的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双方必须加强
各方面的联系，实现各国人民的共同利
益和愿望。”

2018年9月，欧盟国家领导人在萨尔
茨堡进行非正式会晤，决定于2019年2月
举行首次峰会。会议将就气候、难民、
反恐等热点问题开展交流。

会上，阿盟方面对于地区安全问题
给予高度关注。据美联社报道，塞西呼
吁各国联合起来打击恐怖主义，并表示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保持国家安定，防止
国家崩溃。”

难民问题则是欧洲关注的焦点。据
华盛顿邮报报道，图斯克在发言中号召
欧盟和阿盟共同采取措施，防止更多难

民通过地中海进入欧洲。
峰会已被双方正式确定为沟通机

制。据埃及《金字塔报》报道，阿欧双方已
经决定轮流举行定期峰会，下一次峰会将
于2022年在欧盟总部布鲁塞尔举办。

诸多威胁促共同关切

分析普遍指出，根据国际形势的变
化，着眼于中东和欧洲共同面临的地区
问题与需求，阿欧双方得以开辟新的沟
通平台。

当下，中东需要欧洲的帮助。上海
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研究
员、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李伟建指出，

“在各方的努力下，阿拉伯国家形势目前
整体向好。而美国的收缩造成了阿拉伯
地带的权力真空。在持续的动荡中，阿盟
的力量已被严重削弱，无力自给自足。”

李伟建表示，经济上，叙利亚国内
局势趋于稳定、土耳其难民开始回归等
客观事实使得中东需要欧洲的经济支
持，以促成中东重建。安全上，伊朗核
问题、打击恐怖主义等热点议题一直受
到欧洲的密切关注，在美国硬实力缺位
的情况下，中东需要以欧洲为帮手制衡
地区力量。

“欧洲的困境因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
变化而被放大”，《金融时报》 直截了当
地指出。同时其援引欧盟成员国外交官
的话称，面对不利形势，欧洲不能固步
自封而对外界不管不顾。

“目前，欧洲仍然深受难民危机的困

扰。”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执
行主任闫瑾表示，在难民问题上，欧洲
期待通过合作，在北非设置难民中心作
为屏障，对进入欧洲的难民进行筛选；
而北非国家则认为难民中心的设置意味
着对主权的侵犯。在此情况下，欧洲急
需与中东加强对话以谋求共赢。

基于遏制恐怖主义等需要，欧洲同
样希望与中东达成经济合作。分析人士
指出，改善阿拉伯国家的经济状况是维
护稳定的治本之道。闫瑾认为，“欧洲国
家在中东本就存在着能源利益，同时通
过经济合作推动阿盟国家经济恢复，也
有利于减少难民外流，抑制滋生恐怖主
义的温床。这对双方都是利好。”

阿欧合作道远且任重

峰会结束后，与会各方签署了 《沙
姆沙伊赫峰会宣言》，并就共同关注的诸
多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然而纵观全
文，宣言内容多为对往日议题的重申，
并未取得新的实质性成果。对阿欧双方
来说，峰会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

但即便如此，在增进沟通的前提
下，阿欧双方作为解决国际事务的重要
力量，在未来会扮演更加积极、突出的
角色。“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开始”，闫瑾
指出，“尽管阿欧双方存在分歧和矛盾，
但通过峰会拓展对话渠道，并建立阿盟
和欧盟之间定期会晤的机制，不仅有利
于促进双方关系稳定发展，更能够推动
区域安定与团结。”

放眼未来，在对话框架下推动合
作，阿欧双方尚有广阔的提升空间。闫
瑾认为，在美欧渐行渐远，俄欧关系趋
冷的情况下，欧盟急需开辟新的能源市
场。而阿盟也迫切需要通过出售能源提振
经济，以稳定局面，促进恢复。短期来看，
双方可迅速推动能源合作逐步深化。

着眼中东，阿盟国家间的分歧亟待
解决。李伟建表示，“伊朗与海湾国家的
矛盾造成了巨大内耗，在叙利亚重建的
话语权争夺上，中东各国同样各有盘
算。如何通过协商消弭矛盾，平衡利
益，是阿盟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前提。”

此外，大国干预也是阿盟开展国际
合作的阻力之一。李伟建指出，当下美
国仍然潜心与逊尼派国家组成政治联盟
以共同应对伊朗。如何借助各方力量尽
量降低美国在中东的政治影响，同样是
阿盟需要着重思考的问题。

长远来看，峰会应进化为一个解决
问题的平台。“网站 《开罗全球事务评
论》 援引专家的看法称，“其开创性值得
肯定，但如果峰会在最终只沦为一个高
级别的对话场所，这无疑是欧洲和阿拉
伯世界的失败。”

上图：为期两天的首届阿盟-欧盟峰
会2月25日在埃及红海海滨城市沙姆沙伊
赫落幕，与会双方共同发表沙姆沙伊赫峰
会宣言，重申加强区域合作是解决阿拉伯
国家和欧盟国家目前面临的共同挑战的
关键。图为 25 日，埃及总统塞西（右）在峰
会上发言。

新华社/法新

阿欧关系掀开“历史性”一页
张 红 魏弘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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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日，为期两天的首次阿拉伯
国家联盟-欧洲联盟峰会在埃及红海海
滨城市沙姆沙伊赫落幕。面对复杂的
国际局势，近50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
脑聚集于此，就双方合作和地区热点
问题开启沟通之门。

环 球 热 点

英国延期“脱欧”可能性增加
辛 华

由中国驻立陶宛大使馆主办的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巡展，2月25日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老市政厅
拉开帷幕，67幅鲜活的图片展现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轨迹和伟大成就，以及中国携手世界推动合作共
赢的成果。图为一名参观者在展览上看图片。 新华社记者 郭明芳摄

11万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教育处公使衔参赞杨近日前

表示，在中法良好关系的推动下，学习中文已逐渐
在法国成为一股热潮，2018年法国有超过11万人学
习汉语，已经成为法国继英语、德语、西班牙语和
意大利语之后排名第五的外语。

十多年来，法国政府陆续在10个学区的46所中
小学开设了中文国际班，这在法国中小学开设的17
种语言的国际班数量中居第三位。法国是欧洲较早实
行将汉语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并由国家制定教学大纲
的国家。目前法国有16个孔子学院和2个孔子课堂。

31.1万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近日说，已有31.1万名难

民从土耳其返回叙利亚。
埃尔多安呼吁美国和欧洲国家向土耳其提供更

多支持，以帮助更多叙利亚难民重返家园。据统
计，土耳其目前已接纳大约350万叙利亚难民，土耳
其也是全世界收留叙难民最多的国家。

埃尔多安在伊斯坦布尔一场国际会议上表示，土
耳其已无法再承受新一轮的难民潮，希望国际社会支
持在叙利亚建立“安全区”，帮助难民重返家园。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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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定于2
月27日至28日在越南河内举行会晤。以下是去年年初
以来美国与朝鲜关系大事记：

2018年年初，借韩国平昌冬奥会之机，僵持近10
年的韩朝关系出现缓和。韩美因而决定推迟原定2月底
举行的大规模例行联合军演。

3月8日，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室长郑义
溶在访美期间表示，金正恩请韩方向美方转达他希望
尽快与特朗普见面的意愿。特朗普表示接受邀请。

4月18日，特朗普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
不久前曾前往朝鲜，会见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5月9
日，作为美国新任国务卿的蓬佩奥再次访朝并与金正恩
会面。同日，朝方释放了3名遭关押的美国公民。

5月10日，特朗普宣布，他与金正恩的会晤将于6
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

5月29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英
哲赴美。6月1日，特朗普在白宫会见金英哲。

6月12日，特朗普和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美朝在
任领导人历史上首次会晤并签署联合声明。

6月18日，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军决定暂停8月与

韩国举行的“乙支自由卫士”年度联合军演。
7月15日，朝美两国代表在板门店举行将官级别

会谈，讨论朝鲜归还美军士兵遗骸问题。同月27日，
由朝鲜归还的55具美军士兵遗骸从朝鲜元山运抵位于
韩国京畿道的驻韩美军乌山基地。8月1日，美国军方
在夏威夷举行仪式，迎回朝鲜归还的美军士兵遗骸。

9月10日，美国白宫发言人表示，美方正就特朗
普与金正恩再次举行会晤进行协调。

10月8日，朝中社报道说，金正恩会见了来访的
蓬佩奥，双方就为准备第二次朝美首脑会晤尽快举行
工作磋商达成一致。次日，特朗普说，他和金正恩的
第二次会晤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举行。

11 月 5 日，韩国和美国重启海军陆战队联合演
习。朝鲜官方媒体12日指责这一做法公然针对朝方。

12月10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将制裁朝鲜劳动党
组织指导部部长崔龙海等3名朝鲜高级官员。

2019年1月1日，金正恩发表新年贺词，表示随
时准备和特朗普再次举行会谈。同日，特朗普在社交
媒体推特上发文说，期待与金正恩见面。

1月18日，美国白宫宣布，美朝领导人第二次会
晤将于2月下旬举行。

2月8日，特朗普宣布，美朝领导人第二次会晤将于
27日至28日在越南首都河内举行。 （据新华社电）

图为2月26日，记者在越南首都河内的国际媒体中
心工作。 新华社记者 吴晓初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