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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盟峰会聚焦打击腐败与反恐合作

华夏早报

上头条，找华早

CHINA MORNING NEWSPAPER

　　为期两天的非洲联盟（非
盟）第三十一届首脑会议 7 月
2 日在毛里塔尼亚首都努瓦克
肖特闭幕。本届非盟峰会系列
会议沿用上届“赢得反腐败斗
争的胜利：一条非洲转型的可
持续之路”的主题。峰会期间，
各国首脑对非盟改革、非洲一
体化、打击腐败及打击恐怖主
义和地区安全局势展开讨论。
　　打击腐败仍然是本届峰会
的主题。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
在记者招待会上称，反腐败重
点需要打击非法资金外流，非
盟正在努力促使各国政府和银
行间就打击非法资金外流达成
共识。毛里塔尼亚总统阿齐兹
也强调了打击腐败的重要性，
他说，“赢得反腐败斗争是我
们进步和繁荣的先决条件”。
　　会议期间，各国就强化非
洲大陆反恐安全合作进行了重

点磋商。本届峰会召开前夕，
位于马里的萨赫勒五国集团联
合反恐部队总部遭袭，造成两
名平民丧生，15 名平民和部
分法军人员受伤。法国总统马
克龙 2 日出席峰会闭幕式，并
与非洲元首们进行会晤，释放
法非就地区安全合作强化合作
的信号。峰会闭幕当天，马克
龙通过声明强调，非洲国家是
地区恐怖主义的首要受害者，
并重申法国将与地区各国共同
遏制萨赫勒地区恐怖主义。声
明还指出将重新部署联合反恐
部队。
　　本届峰会继续力推非盟改
革及非洲一体化。会议期间，
南非、塞拉利昂、纳米比亚、
莱索托和布隆迪五国签署了非
洲大陆自贸区协议，协议签署
国总数增至 49 个。非盟 55 个
成员国中，仍有尼日利亚、赞

比亚和博茨瓦纳等 6 国尚未签
署该协议。法基表示，非洲一
体化是解决非洲移民问题的关
键，非洲大陆自贸区协议以及
非洲护照和人员自由流动议定
书可以成为非洲移民问题的解
决方案。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说，
南非仍然致力于促进非洲内部
贸易的流通与协调，助推非洲
一体化市场建设。
　　2015 年 6 月起，非盟启
动非洲大陆自贸区谈判，希望
借此进一步降低关税、消除贸
易壁垒，促进区域内贸易和投
资，实现商品、服务、资金在
非洲大陆自由流动，从而使非
洲各经济体形成单一大市场。
按照非盟的说法，如果所有
55 个非盟成员国全部签署协
议，一个经济总量达 2.5 万亿
美元、覆盖 12 亿人口的巨大
自贸区将诞生。

　　据法新社报道，现阶段非
洲区域内贸易占非洲大陆贸易
总额不足20%，远远低于拉美、
亚洲等区域内部的贸易额。非
盟轮值主席、卢旺达总统卡加
梅表示，希望在 2019 年任期
结束前继续推动建设非洲大陆

自贸区、非洲单一航空市场、
非洲人员自由流动和商品自由
流通。同时，他表示将继续推
动非盟早日实现财政独立，以
力推非盟改革。

　　7月4日是美国“独立日”，
当欢庆的烟花照亮美国的夜空
时，面对着日趋严重的政治和
经济两极化，一向自豪骄傲的
美国人民是否还能一如既往地
为他们的例外主义而骄傲自豪
呢？答案似乎并不太乐观。
　　美国民调机构拉斯穆森报
告 (Rasmussen Reports) 近日
发布一项调查显示，约有三分
之一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可
能会在未来 5 年内经历第二次
内战！”而联合国一份关于美
国贫困和不平等报告则称，特
朗普政府 1.5 万亿美元减税政
策“极大地造福了富人，加剧
了美国内贫富不平等现象”。
　　事实上，特朗普政府的对
外政策更是被全球吐槽的糟
点。
　　被誉为美国“新保守主
义外交政策理论家”的布鲁
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罗伯
特·卡根 (Robert Kagan) 最
近撰文警告说，美国有可能成
为“超级流氓大国”(rogue 
superpower)。他指出，近期
美国在贸易、伊朗核协议、北
约防务开支、甚至在朝鲜问题
上，特朗普总统的所作所为表
明，为了让一个难以对付的世
界屈从、或至少是暂时屈从于
他的意志，他将不惜突破以往
美国总统们自愿接受的道义、
意识形态和战略上的制约。
　　的确，自特朗普总统上任
以来，美国已陆续退出了《环
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联合
国《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伊
核问题全面协议》等重要的国
际协议；它还退出了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据美国媒体披露，特朗普总统
曾多次对他的助手表示，要退
出世界贸易组织 (WTO)。白宫
甚至还起草了一个名为《美国
公平和互惠关税》(Fair and 
Reciprocal Tariff Act) 的
法案试图绕过世界贸易组织，
为此，美国媒体取这一草拟中
的法案英文首个字母，嘲笑它
是“臭屁”(FART) 草案。特
朗普政府还罔顾国际社会的一
再呼吁和警告，一意孤行地发
动贸易战，抡着大棒，对着欧
盟、加拿大、墨西哥、中国、
日本、韩国等盟友和非盟友们
一通挥舞，试图凭借自身的超
级吨位碾压对手，逼迫对方接
受其“美国优先”的城下之盟。
就在美国“独立日”的当天，
特朗普总统还在指责石油输出
国组织(OPEC)推高油气价格，
颐指气使地要求他们“马上降
价”。凡此种种，摆明了现在
的美国政府就是对现行的国际
体系不满、就是不打算遵守现
行国际规则、就是要凌驾于现
行国际准则的一副超级流氓无
赖做派。
　　美国一贯以“世界警察”
自居，动辄就给别国扣上“流
氓国家”(rogue state) 帽子。
这一年多来它的耍流氓行为，
引起了美国国内众多的有识之
士以及国际社会深深的忧虑。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
罗伯特·J·萨缪尔森 (Robert 
J. Samuelson) 指出，二战后
美国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通
过军事联盟和贸易政策积极推
动国际合作，美国主导的这种
国际合作也是时代的一座里程
碑。在主要经济活动和政治活

动日益受国际力量推动的当
下，期望通过拥抱民族主义就
可以让美国兴盛的想法是特朗
普治下最大的妄想，也是行不
通的。萨缪尔森指出，特朗普
毁灭性的新孤立主义言论或许
很流行，但绝对不实用。全球
化已经枝繁叶茂、根深蒂固，
特朗普无法摧毁，但是他所推
行的保护主义政策仍将毁坏并
削弱全球化。这是一个很坏的
选择。
　　上个月，美参议院外交
委员会主席鲍勃 科克 (Bob 
Corker) 等 10 名参议员联合
提出一项议案，要求限制美国
总统以国家安全为由对进口商
品征收关税的权力。
　　北约前秘书长索拉纳
(Javier Solana) 近日在署名
文章《西方解体》中指出，二
战后形成的“西方”虽然只是
一个模糊的概念，但它所依赖
的一系列共同的意识形态支柱
正在遭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美
国优先”理念的全面碾压，特
朗普及其核心团队不断诽谤盟
友，强调“不能让我们的朋友
利用我们”，并实施削弱盟友
的具体政策，比如对加拿大和
欧盟的钢铁和铝制品加征惩罚
性关税。在索拉纳看来，特朗
普对“分而治之”策略的偏好，
催生了一种只会产生输家的游
戏，它从西方开始，直至世界
末日。
　　很显然，当美国从“超级
大国”摇身一变成为“超级
流氓大国”之后，给世界带来
的巨大威胁已经成为摆在国际
社会面前一道急需解决的大难
题。

美国智库：美国有可能成为“超级流氓大国”

　　中新社多伦多 7 月 4 日电 
( 记者 余瑞冬 ) 加拿大东南
部地区正处在罕见高温天气的
“煎熬”之中。自 6 月 29 日
以来，此轮热浪已致魁北克省
十余人死亡。
　　在加拿大环境部发布的天
气预警图中，安大略省和魁北
克省南部、新不伦瑞克省、新
斯科舍省和爱德华王子岛大部
等地区已经连成一片炽热的红
色。
　　这一轮热浪其实从 7 月 1
日加拿大联邦 151 周年国庆日
之前就已到来，令多伦多、蒙
特利尔及首都渥太华等大城市
度过了一个“热锅”上的小长
假。延续近一周时间的高温警
报迄今仍未能撤除。
　　气象部门的数据显示，魁
北克省最大城市蒙特利尔 7 月
2 日的最高气温达 36.6 摄氏
度，打破了 1931 年以来的高
温纪录。加上高湿度的因素，
热浪席卷之处，连日来体感最
高温均为 40 多摄氏度。魁省
多地气温均刷新纪录。
　　当地时间 7 月 4 日，蒙特
利尔公共卫生部门表示，高温
天气已致该市 12 人死亡。卫
生官员表示，死者均为中老年
人。他们并非直接死于中暑，
而是因高温诱发其他致命的健
康问题。且他们大多生活在没
有空调的居所内。
　　加拿大广播公司 4 日稍晚
时的报道说，此轮高温已导致
魁省累计 18 人死亡。其他处
于高温预警中的地区尚无人员

死亡的报告。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4 日通
过社交平台对因热浪不幸离世
的人们表达哀悼。他同时提醒，
预计这波创纪录高温天气仍将
持续，请民众确保知道如何保
护自己和家人。
　　蒙特利尔知名华人中医邵
礼平对记者表示，自己在蒙城
生活 30 余年，类似这次的高
温天气之前似乎从未有过。他
也听说不少病人因酷热导致不
适而需要看急诊。
　　邵礼平说，在现在先进的
医疗条件下仍有十余人离世，
炎热程度可见一斑。但他表示，
目前尚未听说华人社区中有因
炎热而出状况的，“应与华人
多懂得用些消暑中草药有关”。
　　蒙特利尔市政府目前已在
其官方网站上醒目地打出天气
预警，简明的太阳图标旁边只
有两个字：极热。该市已启动
“干预”级别的响应机制，由
市府派出工作人员挨家挨户探
访身体不好及家居条件较差的
居民。当局还延长了游泳池、
喷泉和有空调的市政设施的开
放时间。
　　蒙特利尔卫生应急机构表
示，目前每天大约接到 1200
多个与炎热天气相关的求助电
话。救护车和求助热线的服务
工作压力均已“达到极限”。
　　气象部门预计，这一轮高
温高湿的难熬天气将在 6 日消
退，人们有望迎来一个稍微清
凉些的周末。

加拿大东南部遭罕见高温
“煎熬”热浪已夺十余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