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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1 月 3 日，美国第
115 届国会宣誓就职，参众两院
均由共和党掌控。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民主党
和共和党的激烈争斗在特朗普时
代仍将延续。目前，共和党同时
把持白宫和国会，预计美国的党
争将呈现新特点。新一轮党争

“大戏”将首先围绕特朗普上台
后的百日执政展开。

两党争斗延续

新一届国会中，共和党在众
议院占 241 席，在参议院占 52
席；民主党在众议院占 194 席，
在参议院占48席。尽管两党在国
会的实力与大选前相比没有出现
显著变化，但特朗普20日宣誓就
职后，共和党将自2007年以来首
次掌控白宫及国会参众两院多
数，这打破了过去几年民主党奥
巴马政府与共和党掌控的国会相
持不下的政治僵局，美国新一轮
党争势将出现新看点。

共和党看似占尽上风，其实
在参议院的优势较大选前减少了
两个席位。由于参议院确保通过
一项立法一般需要60票支持，因
而在移民体系改革、预算支出等

大多数立法问题上，共和党仍需
民主党支持。这一格局既为两党
博弈留下回旋余地，也注定激烈
党争在特朗普时代不会终结。

在新一届国会中，共和党国
会议员87％是白人男性；而民主
党国会议员白人男性仅占 41％。
可见，民主党选民基础更广泛、
族裔构成更多元。就地域而言，
民主党在东西海岸和大中城市及
都市带根基深厚、优势显著；而
共和党在农村地区和横跨美国中
西部的广袤“铁锈带”上获得压
倒性支持。

此间观察家认为，两党选
民基础的分野，显露了美国社
会分裂的深度，对两党来说，
构成了是相向而行，还是继续
极化的共同挑战。从弥合国家
分裂的角度，鉴于美国族裔多
元化趋势有增无减，共和党需
要思考如何争取少数族裔的支
持，而民主党则需要制定“赢
回”白人蓝领的方略。

瞄准百日执政

华盛顿国会山上的新一轮党
争，双方都牢牢盯住特朗普执政
百日议程，预期将围绕三大重点

展开。
首先，特朗普执政班底人选

的听证确认。目前，听证会争议
主要集中在特朗普提名的国务卿
人选蒂勒森、司法部长人选塞申
斯和卫生部长人选普赖斯身上。
蒂勒森因任埃克森美孚公司首席
执行官期间与俄罗斯方面长期密
切合作，遭到两党众多国会议员
侧目。塞申斯坚决反对奥巴马的
移民政策，普赖斯激烈批评奥巴
马医改。

美国媒体预测，多数提名人
选可望获得通过，但参议院民主
党人可能会设法尽量延长听证时
间，一方面借此凸显民主党在环
境、外交等领域的政策立场，一
方面以此为筹码阻挠特朗普政府
和国会的共和党人废弃“奥巴马
遗产”的进程。

其次，奥巴马医改的存废。
奥 巴 马 医 改 即 《平 价 医 疗 法
案》，被认为是奥巴马执政 8 年

“最重要的内政遗产”。废除奥巴
马医改，是去年大选期间特朗普
的核心主张之一，为其吸纳了大
量白人中产及以上阶级的选票。

早在去年 12 月，参议院多
数 党 领 袖 麦 康 奈 尔 就 明 确 表
示，将把废除奥巴马医改作为

新一届国会的第一要务。民主
党人则针锋相对地表示将全力
捍卫这一法律。

第三，奥巴马签署的多项行
政命令的存废。特朗普提名的白
宫新闻秘书日前声称，特朗普上
任首日就将撤销奥巴马签署的一
系列行政命令，但没有说明具体
会是哪些。

“蜜月”有多久

去年大选期间，国会的共和
党人与特朗普的关系磕磕碰碰，
双方几度“翻脸”。大选结束
后，双方迅速握手言和。

从目前披露的新一届国会中
共和党议程看，这些议程与特朗
普的百日执政计划相互配合的痕
迹明显。一方面，双方“蜜月”
有基础——拥有废除奥巴马医
改、减税、放松政府监管等诸多
共同目标；但另一方面，双方宾
主关系也相当鲜明——是共和党
在努力配合乃至迎合特朗普。

尽管如此，不容忽视的是，
特朗普政府以剑走偏锋的鹰派

“政治素人”为主，而国会的共
和党人从领导层到普通国会议
员，以温和、资深建制派居多。

双方共同议程虽多，但“蜜月”
究竟能维系多久，需要观察。

至于曾经的分歧，是烟消
云散，还是“潜入深水”，从俄
罗斯是否“黑”美国大选的纷
争中亦可窥见端倪。对这一争
议，不仅共和、民主两党在角
力，共和党内部也存在明显分
歧。许多资深共和党国会议员
认定俄罗斯网络攻击对美国构
成“严重威胁”，而特朗普则坚
持认为这是美国两党政治争斗
的产物。近期，新一届国会将
就此举行听证会。

客观上，如果美国上下对俄
罗斯“黑”了美国大选形成主流
意见，这不仅会对特朗普上台后
重启美俄关系制造障碍，也将削
弱特朗普的执政合法性。这种利
害关系，可能是特朗普坚拒美国
情报机构指责俄罗斯的潜在原
因，也可能是国会的共和党人面
对特朗普的“坚拒”态度温和不
予批评的原因。

新华社华盛顿1月3日电

美国新一轮党争“大戏”如何影响特朗普

1 月 3 日是 2017 年元旦过后
联合国第一个工作日，也是联合
国第九任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
雷斯就任后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
始工作的第一天。

早上 9 时，古特雷斯来到联
合国总部一楼游客大厅，在殉职
的联合国工作人员纪念牌前敬献
花圈并默哀，神色凝重。随后，
他在工作团队的陪同下来到秘书
处大楼一层，这里已有数百位联
合国工作人员翘首期盼新任秘书
长发表讲话。

“对我来说，这真是激动的

一刻，”古特雷斯说，“再次成为
你们的同事，我非常自豪！”

一片掌声过后，古特雷斯谈
起联合国面临的诸多挑战。“一
方面，世界各地的冲突不断增多
且相互关联，滋生了全球性恐怖
主义。另一方面，全球经济和技
术有了巨大进步，贫困减少，社
会福利改善，但不平等的问题更
加严重……被排除在外的感觉更
易引发叛乱、愤怒，成为世界很
多地方动荡和冲突的诱因。”

“在我们生活的世界，很多
问题已成为全球性问题，无法只

在国家层面上得以解决，”古特
雷斯说，“此时，我们必须重申
多边主义的价值，认识到只有全
球性解决方案才能解决全球性问
题，而联合国正是多边方式的基
石。”

这段讲话引起听众共鸣，有
人频频点头，还有不少员工一直
在用手机录制视频。一同站在台
上、在他身后聆听讲话的，是联
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穆罕
默德、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主任
玛丽亚·维奥蒂、联合国秘书长
政策问题特别顾问康京和等新秘

书长工作团队成员。
古特雷斯坦言，在为联合国

的成绩感到自豪的同时，必须认
识到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我
们仍没有能完全预防冲突、解决
冲突，在实现和平与安全、可持
续发展、人权等方面，仍面临困
难……”他提出，要改革联合国
促进发展的体系，去除官僚主
义。

古特雷斯现年67岁，1995年
至2002年任葡萄牙总理，2005年
6月至2015年12月执掌联合国难
民署。在经过联大组织的“公开

面试”、联合国安理会多轮意向
性投票后，古特雷斯去年10月被
正式任命为联合国第九任秘书
长，任期5年。

“这次遴选秘书长的过程让
大家有很多期待，”古特雷斯
说，“我要说，不会有奇迹，我
也不是创造奇迹的人。实现我们
目标的唯一办法，就是真正地团
结努力，不辱《联合国宪章》中
的价值观，并为之服务，它们既
是联合国的价值观，也是人类的
价值观。”

新华社联合国1月3日电

联合国新秘书长古特雷斯上任首日

2017 年元旦，土耳其最大
城 市 伊 斯 坦 布 尔 遭 遇 恐 袭 ，
在新年伊始为全球反恐形势
敲响警钟。结合新年前后乃
至近年来中东和欧美多地发
生的恐袭事件，恐怖活动呈
现 出 一 些 新 特 征 、 新 形 式 ，
新的挑战也使得开展多管齐
下、联手防控的务实国际合
作的呼声越来越清晰。

近年来，各国政府加强了
防恐、反恐措施，致使恐怖分
子运作类似“9·11”事件那样
的恐袭活动难度加大，但现实
是近年来的恐袭频率仍不降反
升。尤为明显的是，2016 年 10
月以来，尽管在伊拉克、叙利
亚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的军事行动取得积极进展，但
战场上的胜利并未实质性舒缓
反恐形势的严峻。

究其原因可以发现，恐怖
分子在行动方式和运作模式方
面都发生了变化。

一方面，点状分散的“独
狼式”袭击越来越多，恐袭方
式更加多变。2016 年 12 月 19
日，土耳其和德国接连发生恐
袭事件：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
在安卡拉遭一名枪手枪杀，柏
林一处市场遭一辆卡车蓄意冲
撞。在这两起恐袭事件中，袭
击者均为单独作案，且袭击方
式都不是过去惯常使用的自杀
式爆炸袭击。

另一方面，恐怖分子身份
构成越来越复杂，流动性越来
越强，袭击目标越来越多样。
伴随社交媒体的兴起和通信联
络技术多样化的发展，恐怖组
织和极端组织招募成员、宣传
极端思想、指挥行动愈发简单
且隐蔽，致使传统的反恐手段
在布网和监控层面都遇到新的
挑战。

恐怖主义的产生，既有经
济发展滞后和极端思想乘虚而
入等原因，也有外部势力推波
助澜等因素。消除恐怖主义，
必然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
程。但就恐怖主义新近出现的
新变化、新趋势，国际社会对

务实推进反恐合作的呼声越来
越高，只有多管齐下、联手防
控，才能有效打击恐怖势力的
扩散蔓延，挤压恐怖主义生存
空间。

分 析 人 士 和 反 恐 专 家 指
出，以中东和欧洲的反恐形势
看，现阶段，联手防控可从五
个管道入手，归纳为控人、控
枪、控钱、控网和控声。

控 人 ， 即 监 控 涉 恐 嫌 疑
人。围绕近期中东和欧洲发生
的恐袭事件进行分析，袭击者
既有本地人，也有外来人员，
传统的本国监控模式存在明显

“盲区”，只有加强国际合作、
理顺信息情报交流渠道，才能
及时有效监控流动中的涉恐嫌
疑人。

控枪，就是防止各类武器
落入恐怖分子的手中。在这一
层面，须与武器走私、武器交
易、武器泛滥的源头地区加强
反恐合作，同时监控武器的流
动脉络和人员的流动脉络。

控钱，即掌握、切断恐怖
分子间资金流动。伴随社交媒
体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恐怖
组织间及恐怖分子个人之间的
资金往来越来越隐蔽便捷，如
何推动互联网企业、互联网金
融运营商参与反恐是新的课题。

控网，就是要对各种通讯
网络进行监控，既要阻隔恐怖
分子间的联络往来，又要防止
恐怖分子借助社交网络等新媒
体方式传播极端思想和招募新
成员。

控声，就是要控制对恐袭
事件的过度渲染，各类媒体、
特别是新媒体应当避免被恐怖
分子利用，避免为恐怖分子造
势，避免加剧民众恐慌，避免
给反恐“帮倒忙”。

全球反恐形势错综复杂，
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凭借一己
之力根除恐怖主义，只有打造
多渠道的务实合作，构建全方
位的国际反恐网络，才能使恐
怖思想无处可播、恐怖分子无
处可逃、恐怖主义无处遁形。

新华社北京１月４日电

恐袭新挑战呼唤
国际合作新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