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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 美国2024年
总统选举共和党第二场初选1月23日在
新罕布什尔州落幕，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再
次获胜，击败党内唯一挑战者、美国前常
驻联合国代表妮基·黑利。

在艾奥瓦州获胜后，特朗普再赢一
州，今年共和党初选还剩什么看点和悬
念？

▶ 特朗普再次强势获胜
截至新罕布什尔州当地时间 1 月 24

日零时，特朗普在该州共和党初选中的得
票率为54.2%，黑利为43.8%，特朗普领先
黑利超过 10 个百分点，基本符合民调此
前预测。值得一提的是，新罕布什尔州投
票站 23 日晚关闭后，美联社立即宣布了
特朗普获胜的测算结果，反映出特朗普对
黑利明显的领先优势。

黑利随后向支持者发表讲话，祝贺特
朗普获胜，但强调“比赛远未结束”，二人
差距在缩小，她将继续参加共和党初选，
不会让特朗普轻易再次成为共和党总统
候选人。今年总统选举共和党首场初选
上周在艾奥瓦州举行，特朗普得票率超过
50%，领先黑利超过30个百分点。

黑利在相对温和的新罕布什尔州投
入了大量时间和资源，寻求在该州“逆袭”
特朗普以重塑共和党选战。特朗普在讲
话中说黑利“度过了非常糟糕的一晚，却
装出获胜的样子”，并施压她退选。黑利
助手则回应说，特朗普此番言论“是缺乏
领导力的表现”。

新罕布什尔州当天还举行了不受民
主党全国委员会认可的民主党初选，正在
竞选连任的美国总统拜登没有报名参
加。虽然选票上没有拜登名字，但其支持
者依然发起在选票上手写拜登名字来为
他投票的活动。据美媒测算，拜登在这场
民主党初选中胜出。民主党首场正式初
选将于2月3日在南卡罗来纳州举行。

▶ 特朗普何以如此强势
美国民调网站“538网站”综合多家主

流民调数据显示，截至1月23日，特朗普
在全国范围内共和党选民中的支持率已
升至 67.7％。特朗普在新罕布什尔州获

胜后，党内更多知名人物站出来支持他，
呼吁黑利退选的声音越来越多。拜登发
表声明说，特朗普已锁定共和党总统候选
人提名，呼吁其支持者重视今年大选。

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后，特朗普拒绝
向拜登认输，引发“国会山骚乱”等一系列
政治和法律风波。不过，特朗普的支持者
在众多争议问题上站在特朗普一边，称拜
登“通过选举舞弊上台”“民主党持续对特
朗普进行政治迫害”，需要再给特朗普一
次机会。

与此同时，共和党选民对拜登政府经
济、移民、教育、气候等领域政策严重不
满，而特朗普执政时期曾施行的或竞选期
间提出的政策在共和党党内具有较大吸
引力，以上两大因素进一步提振了特朗普
在党内的选情。

有分析说，黑利竞选主张偏向传统建
制派理念，其背后是共和党内反特朗普
势力。特朗普在党内初选轻松两连胜，
显示出共和党选民更倾向于特朗普的

“让美国再次伟大”说法，共和党依然是
“特朗普党”。

▶ 黑利是否还有机会
黑利表示，接下来的重点是将于2月

举行的南卡罗来纳州初选。黑利在南卡
罗来纳州出生、成长并走入政坛，是该州
历史上首位女州长。回到“主场”作战，黑
利信心十足。不过，民调显示，特朗普在
南卡罗来纳州的党内平均支持率大幅领
先黑利。

美国媒体和专家认为，从民调差距上
看，黑利在南卡罗来纳州击败特朗普的难
度很大，如果黑利“主场”落败，她继续留
在选战中面对的困难更大。

《华尔街日报》文章认为，黑利退选的
压力会越来越大，考虑到目前特朗普在共
和党内受欢迎程度，黑利“胜利之路极其
狭窄”。沃尔夫研究公司政策与政治分析
师托宾·马库斯直言，共和党选战实际上
已经结束，现在已“进入了两党总统候选
人对决阶段”。

近日，美国媒体已将部分关注度转移
到谁将成为特朗普的竞选搭档上。美国
媒体提及的潜在人选包括美国国会众议
院共和党会议主席爱丽丝·斯蒂芬尼
克、国会参议员蒂姆·斯科特、国会众
议员南希·梅斯等。特朗普向福克斯新
闻台透露，他“心里已有人选”，但暂时
不会宣布。

特朗普两连胜 共和党初选还有悬念吗
新华社安卡拉1月24日电（记者熊思浩 王腾飞）冷战结

束后，北约持续东扩，在乌克兰危机升级后又启动北扩进程，
扩员对象包括芬兰和瑞典，前者已于2023年4月正式获准加
入北约。随着土耳其1月23日晚投票批准关于瑞典加入北
约议定书的议案，北约北扩又推进“半步”。

分析人士指出，如若瑞典正式“入约”，俄罗斯面临的军
事压力将会加剧，因此势必采取应对措施，而欧洲未来安全
形势将出现更多不稳定因素。

满足土方关切满足土方关切
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大会1月23日晚投票表决，以287票

赞成、55票反对、4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关于瑞典加入北约
议定书的议案。随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将签字正式同意
瑞典加入北约。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土耳其的决定令瑞典向北约成员国又迈进了一步。”
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议长努曼·库尔图尔穆什此前表

示，瑞典已满足土耳其提出的重要条件，土耳其不再反对
瑞典加入北约。

2022年7月，北约正式启动吸收芬兰和瑞典的北扩进
程。按照规程，北约所有成员国必须一致同意才能接纳新
成员。土耳其此前一直不同意瑞典“入约”，一个重要原因
是土耳其认为瑞典对于库尔德武装的支持者“过于仁慈”，
而库尔德武装被土耳其视为恐怖组织。

瑞典为推动“入约”进程，不断调整本国反恐政策，
包括修改宪法和法律以扩大针对库尔德工人党的反恐合作
等，最终满足了土耳其的安全关切。

此外，土耳其去年增加了一个批准瑞典“入约”的条
件，要求美国同意向土耳其出售F-16战斗机。就在本月早
些时候，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菲丹与到访的美国国务卿
布林肯讨论了F-16战斗机的采购问题和“完成批准瑞典加
入北约的最后步骤”。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土耳其问题专家
保罗·莱温说，土耳其可能得到了美国的承诺，从而加快
了批准瑞典“入约”的进程。

还有一关要过还有一关要过
目前，北约成员国中仅剩匈牙利尚未批准瑞典“入

约”。由于两国在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有关瑞典申请加入
北约的投票程序始终没有摆上匈牙利国会议程。

去年 3 月 27 日，匈牙利国会批准芬兰“入约”申请。
随后，匈牙利政府发言人佐尔坦·科瓦奇表示，瑞典要想
让匈牙利为其“开绿灯”，需要先解决三个问题：一是瑞典
频频通过外交途径批评匈牙利；二是瑞典将发生在其境内
的焚烧《古兰经》事件称作“言论自由”，这是“以道德优
越感掩盖明显的种族主义”；三是瑞典对匈牙利缺乏“尊
重”，多年来两国关系一直在恶化。

不过，在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投票同意瑞典“入约”前
夕，匈牙利方面的态度有所转变，匈总理欧尔班在社交媒
体上发文表示，已邀请瑞典首相访匈，就“入约”进行谈
判。

就在媒体纷纷猜测匈牙利可能很快将批准瑞典“入
约”时，瑞典外交大臣托比亚斯·比尔斯特伦却表示，没
有理由与匈牙利就“入约”问题进行谈判。

安全风险加剧安全风险加剧
长期以来，芬兰和瑞典这两个奉行军事不结盟政策的

北欧国家被认为是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缓冲区。随着两国
放弃中立政策，欧洲地区的安全形势恐将更为动荡复杂。

德国外交政策网站刊文指出，如果瑞典加入北约，该
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哥得兰岛将成为北约地盘。从这里
可以控制波罗的海的海上航线，包括通往芬兰湾的通道，
其尽头是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在该岛东南方向不
远处，就是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总部所在地加里宁格勒。

分析人士指出，面对北约的步步紧逼，俄罗斯势必作
出回应。俄罗斯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专家德米特里·丹尼洛
夫说，在瑞典、芬兰加入北约后，该联盟北翼的军事力量
将大大加强，俄方也将相应地加强在北部的军事活动，这
不利于地区安全稳定。俄国家杜马 （议会下院） 国际事务
委员会成员德米特里·别利克表示，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
将严重影响俄安全，俄方对此绝不会无动于衷。

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不断东扩，对俄罗斯
进行全方位战略挤压，并借机掌控欧洲盟友，成为导致乌
克兰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北约打着“共同防御”旗号，
却没有带来和平与安全，反而让欧洲大陆重燃战火。

在法国政治学院及巴黎高等商学院教授、法国战争学
院前院长樊尚·德斯波尔特看来，欧洲不要对美国的“保
护伞”抱有幻想，而应反思如何实现真正的安全，并尽
快恢复防务自主和欧洲主权，成为强大而和平的地缘政
治力量。

土耳其土耳其““放放行行””瑞典瑞典

北约北扩再进“半步”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1 月 22 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指责以
色列拒绝“两国方案”会令巴以冲突久拖
不决，并危害全球和平、助长极端主义。

法国、约旦、伊朗等国也指责以方无
视“两国方案”；俄罗斯则指责以色列最大
盟友美国“说一套做一套”，任由以方“集
体惩罚巴勒斯坦人民”。

危害危害
古特雷斯在会议上说，以色列政府最

高层上周多次表示拒绝“两国方案”，令人
难以接受。以方反对和否认巴勒斯坦人建
国权利会“无限期延长已对全球和平与安
全构成重大威胁的巴以冲突”，并在全球
范围内“加剧极化、助长极端主义”。

古特雷斯警告，本轮冲突在中东地区
扩大的风险“正成为现实”，各方应悬崖勒
马，认清冲突扩大的可怕代价。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领导
的右翼政府态度强硬，多次拒绝“两国方
案”。就在上周，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再次发
表声明，否认内塔尼亚胡曾向美国总统约
瑟夫·拜登承诺存在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可
能性。内塔尼亚胡还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以
方将对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地区实施“安
全控制”，他在这一事项上“不会妥协”。

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法国
外交部长斯特凡纳·塞茹尔内说，国际社
会需要向以色列发出“必须有巴勒斯坦国
存在”的信息。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吉拉德·埃丹

在会上辩称，以方反对停火，因为停火只
会使哈马斯卷土重来，哈马斯不能继续控
制加沙地带。

“两国方案”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可解
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出路，即建立以
1967年战前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
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从根本上实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和平共
存，实现阿拉伯和犹太两大民族和谐相
处，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

苦难苦难
古特雷斯在本次会上指出，因以军持

续打击，加沙地带遭受破坏的“规模和速
度在近代史上前所未有”。他敦促以方对
加沙地带开放新的人道主义通道。

巴勒斯坦外交部长里亚德·马立基在
会上指认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实施了第二
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野蛮的轰炸行动”，导
致大量平民流离失所、食品匮乏。

联合国数据显示，本轮巴以冲突爆发
以来，加沙地带已有 190 万人流离失所，
占当地总人口的 85%。此外，联合国世界
粮食计划署最新数据显示，在加沙地带，
超过 50 万人面临“灾难性的食品不安全
困境”，饥荒风险与日俱增。

约旦外交大臣艾曼·萨法迪要求追究
以色列阻止巴勒斯坦建国及犯下战争罪
的责任，敦促安理会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决
议以阻止以方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大规模
谋杀”。

伊朗外交部长侯赛因·阿米尔-阿卜

杜拉希扬强调，阻止以军在加沙地带的
“种族屠杀”是确保地区安全的关键。

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 23 日统计，自
去年 10 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
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经导致超过
2.54 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超过 6.3
万人受伤。以方说，冲突造成1300多名以
色列人死亡。

私利私利
美国副国务卿乌兹拉·泽亚在会上

说，拜登政府对外政策的一个关键诉求是
在支持巴勒斯坦建国的同时，推动以色列
与中东地区融合以及与地区国家实现关
系正常化。泽亚还说，总统拜登要求以色
列在推进军事行动时务必避免平民伤亡。

与会的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
罗夫则揪出美方一票否决安理会关于在
加沙地带停火的决议草案的“黑历史”，批
评美国“说一套做一套”。“美方这一行径
无疑是放任以色列持续不断地集体惩罚
巴勒斯坦人民。”拉夫罗夫说。

美国是以色列的最主要盟友。本轮巴
以冲突以来，美国不仅为以色列提供大量
军事援助，把航空母舰编队派到地中海和
红海为以色列“站台”，还在联合国多次否
决对以色列不利的决议草案。

巴勒斯坦外长马立基说，内塔尼亚胡
为实现维护其个人政治生命这一唯一目
的，不惜以数百万名巴勒斯坦人的生命以
及其他国家的和平安全为代价。

新华社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