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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大马士革7月 6日电
据叙利亚媒体6日报道，叙中部城
市哈马当天发生一起自杀式炸弹
袭击，造成至少2人死亡，另有9
人受伤。

叙利亚通讯社援引警方的
消息说，袭击者在哈马市中心
的 公 交 车 站 引 爆 身 上 的 爆 炸
物，事发时车站人流密集。袭

击除导致人员伤亡外，还造成
车辆损毁。

目前，尚无组织宣称制造这
起袭击事件。

这是叙利亚一周内发生的又
一起自杀式炸弹袭击。本月2日，
首都大马士革解放广场附近发生
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造成20人
死亡，另有30多人受伤。

叙利亚哈马市发生自杀式袭击
至少２人死亡

新华社安卡拉7月6日电 土
耳其总理耶尔德勒姆5日在首都安
卡拉表示，土耳其境内的外国难
民应遵守法律，如涉嫌犯罪将被
土耳其政府驱逐出境。

耶尔德勒姆说，任何人都不
能危害社会秩序，逾越法律底线
的难民将受到应有惩处，必要时
土耳其政府会将其驱逐出境。

同日，土耳其副总理卡伊纳
克呼吁社会公众对难民给予更多
宽容，并指称有人利用社交网络
煽动和挑拨土耳其居民与外来难
民之间的矛盾。

土耳其政府高官的一系列表
态，源自外来难民与当地居民不

断加剧的紧张关系。
今年 5 月 14 日，在土耳其最

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当地居民同
叙利亚和阿富汗难民发生群体斗
殴，导致一名土耳其青年死亡。
当地居民随后组织反击，警方紧
急疏散300多名阿富汗难民。

7月2日晚，安卡拉一些居民
与难民发生冲突，造成8名难民受
伤，数间店铺被毁。随后，一些
不实消息在社交网络上传播，再
次引发当地民众针对难民的强烈
指责。

据土耳其官方统计，目前有
超过300万名外国难民居住在土境
内，其中绝大多数为叙利亚难民。

土耳其总理表示必要时
将驱逐涉嫌犯罪的外国难民

埃及、沙特、阿联酋和巴林
四国５日表示，不满意卡塔尔对
解决断交危机13点要求的回复，
四国外长将于近期在巴林商讨下
一步对策。

这意味着卡塔尔断交风波还
将持续，但在这一回合，双方表
态都较为克制，给未来的对话和
斡旋留下了空间。

【新闻事实】
在四国外长开罗会晤后举行

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沙特外交
大臣朱拜尔说，四国将在合适时
间对卡塔尔的回复予以回应，目
前对卡塔尔实施的制裁将继续。

卡塔尔方面此前表示，四国
提出的13点要求是对卡塔尔主权

的限制，不过卡塔尔愿在合适的
原则与条件下举行进一步对话。

据报道，这13点要求包括卡
塔尔撤回驻伊朗外交人员，终止
所有同伊朗的军事合作，关闭半
岛电视台及下属所有频道等。

【深度分析】
四国外长开罗会谈并未公开

卡塔尔对13点要求的回复，四国
在作出回应时也没有使用强硬措
辞或提出新的制裁方案，双方都
表现得比较克制。

在四国外长会同日，美国总
统特朗普与埃及总统塞西通电话
强调，卡塔尔断交风波有关各方
应通过建设性协商解决问题。

开罗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穆罕

默德·侯赛因认为，特朗普与塞
西通话，相当于向四国释放了暂
缓激化矛盾的信号，四国不会撇
开美国贸然行事。

分析人士认为，四国下一步
即便扩大对卡塔尔的制裁，规模
和力度也会适当克制，在不逼迫
卡塔尔投向伊朗与土耳其等地区
大国的前提下，推动美国采取更
积极的斡旋手段。

【第一评论】
卡塔尔断交危机已持续一个

月，在政治上导致阿拉伯世界的逊
尼派与什叶派矛盾进一步公开化和
加剧，影响到地区和平与稳定，使
整个中东地区局势更加复杂。

经济上，断交危机相关各国

皆为输家。遭受制裁的卡塔尔损
失已超300亿美元。而施加制裁
的沙特、埃及等国与卡塔尔的经
贸往来频繁，断交无异“杀敌一
千、自损八百”。

对于复杂的中东局势而言，
卡塔尔断交危机无疑火上浇油。
相关各方只有以中东和平发展大
局为重，积极推动斡旋谈判，早
日促成危机解决，才能及时止
损，为稳定地区局势作出贡献。

【背景链接】

6月5日，沙特、阿联酋、巴
林和埃及四国以卡塔尔“支持恐怖
主义”“破坏地区安全”为由，宣
布与卡塔尔断交，并对卡塔尔实施
禁运和封锁。6月23日，四国通过

科威特向卡塔尔递交了13点要求
清单作为解决断交危机的条件，并
限定卡塔尔在10日内予以答复。

断交危机给卡塔尔经济造成
巨大冲击。经济学家估计，因民
航停飞、海运中断、股市下挫、
物资匮乏致物价飞涨等因素，断
交对卡塔尔造成的经济损失已超
过300亿美元。

4日，卡塔尔宣布将大幅提高
液化天然气产量，由目前的年产
7700 万吨提升至 2024 年的 1 亿
吨，增幅接近30%。如此大幅度
提高天然气产量，将对国际石油
市场产生巨大冲击，使严重依赖
石油出口的海湾国家，尤其是沙
特蒙受重大损失。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卡塔尔断交风波持续 各方克制为哪般

新华社耶路撒冷7月 5日电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日与到访
的印度总理莫迪签署了一系列合
作协议。这是印度总理近70年来
首次访问以色列，双方表示将携
手打击恐怖主义。

莫迪4日抵达以色列开启为期
三天的访问，成为以色列1948年
建国以来首位到访的印度总理。
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说，内塔
尼亚胡和莫迪重点讨论了合作打
击恐怖主义和维护网络安全等议

题，双方共签署了７项协议，涉
及农业、水资源、创新、制造业
和安全等领域。

莫迪和内塔尼亚胡在一份联合
声明中说，印度经济迅速发展，
有庞大的市场和丰富的人力、智
力资源，以色列在高新技术方面
全球领先，两国的优势结合，将
推动双方在农业、水资源、安
全、教育等重点事业上的发展。

据了解，莫迪还将与以色列科
技和农业公司代表举行会谈。

印度总理近70年来
首次访问以色列

■新华社记者 王可佳
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领导的

自民党在东京都议会选举中惨败
以来，日本政界出现新动向。自
民党一改在加计学园问题上的强
硬态度，同意在国会审查这一问
题；自民党的执政伙伴公明党对
安倍的修宪日程提出异议；而自
民党内部的实力派人物则开始表
达接班“后安倍”时代的意愿。

分析人士认为，随着东京都
议会选举失败后安倍遭受的压力
日益增大，安倍领导的执政联盟
和自民党内部均出现变数，“安
倍独大”的日本政治版图可能发
生变化。

压力下被迫妥协

根据自民党和最大在野党民
进党5日达成的协议，国会众参
两院将分别于 10 日上午和下午
召开文部科学省和内阁委员会的
联合审查会议，并传唤加计学园
问题中的关键人物前文部科学省
事务次官前川喜平到场作证。

加计学园是安倍好友担任理
事长的一家教育机构。安倍涉嫌

直接干预了有关加计学园新设兽
医学院的审批程序，而文部科学
省则涉嫌隐瞒相关证据文件。

此前，安倍对这一问题极力
隐瞒。为了不给在野党在国会追
究这一问题的机会，安倍在国会
会期所剩无几的情况下，拒绝在
野党延长国会会期的要求，于6
月 15 日凌晨跳过审议程序强行
表决通过了颇具争议的“共谋
罪”法案。对于在野党有关在国
会闭会期间召开临时审查会的要
求，自民党也一直予以拒绝。

分析人士认为，安倍之前敢
于如此行事，是因为他自恃民意
支持率一直保持高位。但安倍的
骄横态度引发了民意支持率的大
跌，特别是 7 月 2 日东京都议会
选举的惨败使安倍不得不面对现
实，在加计学园问题上放低姿
态，接受在野党的审查要求。

执政联盟现裂痕

东京都议会选举的惨败对安
倍的打击并不止于迫使安倍在加
计学园问题上让步。自民党的执
政伙伴公明党也开始与自民党

“保持距离”。
公明党代表山口那津男5日

对媒体说，修宪“不是政权应该
处理的课题”。由于修宪一直是安
倍的“政治理想”，他甚至在今年
5月初提出了2020年实现修宪的
目标，并打算在今年年底前形成
修宪草案，因此山口的此番表态
明显是在和安倍“唱反调”。

有分析认为，公明党此种姿态
是在与自民党“划清界限”。由于
东京都议会选举被认为具有政治风
向标的意义，而自民党又在选举中
惨败，因此公明党开始担心“强行
推动修宪可能招致失败”。

事实上，自民党之所以在东
京都议会选举中惨败，公明党的

“倒戈”也是一个重要原因。选
举中，公明党没有与自民党合
作，反而转投自民党的对手、东
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领导的“都
民第一会”，两党相互支持对方
候选人。

日本政治、选举问题专家安
达宜正指出，自去年8月就任东
京都知事以来，小池便开始着手
拉拢公明党，此次选举中双方合
作各取所需，均收获满意结果。

日本 《每日新闻》 报道指
出，自民党和公明党在修宪问题
上本来就有分歧，此前公明党还
因加计学园一事遭受“连坐”之
灾，此次自民党选举惨败后两党
嫌隙更是难以避免，执政联盟关
系已经出现变数。

“安倍独大”受挑战

在自民党内部，日本外相岸
田文雄、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
也有新动作。

岸田4日在本派别的研讨会
上 说 ， 将 来 如 考 虑 “ 夺 取 政
权”，重要的还是忍耐和谦虚，
谦虚地使用权力是取得国民信赖
的关键。日本媒体普遍认为，他
的此番表态是在表达对接班“后
安倍”时代的意愿。

而石破则在5日举行的自民
党修宪推进本部全体会议上批评
安倍的修宪日程，称不应一开始
就定好时间表仓促轻率地讨论修
宪问题。

分析人士认为，东京都议会
选举的失败使安倍在党内的凝聚
力下降，自民党内实力派人物开

始蠢蠢欲动，这或将导致自民党
内派系斗争加剧，影响安倍的执
政地位。

日本媒体分析认为，在未来
一段时间内，安倍可能采取调整
内阁和自民党高层人事安排的方
式渡过难关。目前，媒体普遍预
测安倍将在８月上旬进行人事调
整。甚至还有报道认为，安倍可
能在7月12日出访结束后不久就
改组内阁。

同时，安倍凝聚力降低导致
自民党内反对其修宪日程的声音
增大，再加上公明党在修宪问题
上发出不同声音，安倍修宪的前
景开始变得不明朗。

此外，东京都议会选举后，
东京都地方政治呈现小池领导的

“都民第一会”一家独大的局面。
小池于3日将“都民第一会”代
表职务让与其亲信。不少媒体认
为小池将“重返国政”，甚至将她
视为与安倍角逐首相之位的有力
竞争者。历史上，小池的“政治
领路人”细川护熙就是先离开自
民党组建新党，然后在东京都议
会选举中获胜，最后登上首相宝
座的。 新华社东京７月６日电

日政局生变 安倍或将不再“独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