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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赵恩霆

美国国会众议院选举经过15轮投票，
终于在当地时间7日凌晨有了最终结果，共
和党人麦卡锡当选众议长。

美国新一届国会1月3日开幕，按计划
参众两院当天选举产生临时参议长和众议
长。由于一位民主党当选众议员此前病故，
因而新一届众议院中，两党席位分布是共
和党222席、民主党212席，这意味着麦卡锡
只要迈过217票的门槛就能当选众议长。

1月3日，众议院议长选举进行投票，作
为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的麦卡锡，在当天3轮
投票中的得票数从203票降至202票。众议
长选举陷入僵局，众议院不得不休会。

同时，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那边却一
片欢呼声，来自华盛顿的民主党议员默里
当选临时参议长，成为美国历史上担任这

一职务的首位女性。72岁的默里将在兼任
参议长的副总统哈里斯缺席时主持参议院
会议，成为继副总统、众议长之后美国总统
第三顺位继承人。

1月4日，众议院又进行了3轮投票，麦
卡锡的得票数一降再降，共和党议员中始
终有20名左右的人反对麦卡锡，他们大多
是共和党内的强硬保守派，也是前总统特
朗普的支持者。他们认为麦卡锡是“墙头
草”，立场不坚定，尤其对民主党和拜登政
府不够强硬。为了这部分选票，麦卡锡与党
内保守派谈判，不断妥协让步。他还与特朗
普通话，后者也在1月4日呼吁党内团结，支
持麦卡锡。然而，麦卡锡在4日的投票中得
票数从201票降至200票。

美国众议长选举“难产”的尴尬局面，
上一次出现还要追溯到1923年，当时9轮投
票才选出众议长。而超过10轮投票的情况，

还要追溯到1859年。
1月5日，众议院举行了5轮投票，依然

无果。1月6日，又举行了3轮投票，麦卡锡的
妥协收获效果，第12轮213票、第13轮214
票、第14轮216票，可谓胜利在望。

在无法赢得更多共和党人支持的情况
下，麦卡锡说服了一些此前反对他的议员
转投弃权票。最终，在1月7日凌晨的第15轮
投票中，他仍获得216票，但由于有6名共和
党议员投弃权票，将当选门槛拉低至215
票，如此一来麦卡锡才如愿当选众议长。

尴尬虽已结束，但笑话却被载入史册。
去年中期选举中，共和党人期待中的“红色
浪潮”并未出现，整体表现平平，反倒是处
于被动地位的民主党稳住了局面。夺回众
议院控制权后，共和党本打算在新一届国
会开幕后着手给拜登使绊子。熟料，还没来
得及冲拜登使劲，共和党先内讧了，麦卡锡

成了部分保守派议员的众矢之的。在一边
看热闹的民主党，内部经历了前些年动荡
后似乎开始回归团结。而共和党正陷入继
2008年茶党兴起、2016年特朗普崛起之后
的又一次内部动荡。尽管麦卡锡当上了众
议长，但其在共和党内部的地位和威信被
大大削弱。

在参众两院的议长选举中，两党依然
延续着势不两立的格局。1月6日那天，杰弗
里斯率领民主党众议员以及国会山骚乱事
件与遇难的执法人员家属举行纪念活动，
拜登也在白宫举行相关纪念活动，但共和
党人全部拒绝参加。

2023年1月初华盛顿国会山上演的这
一幕幕，再次折射出美国政治制度的失灵，
党争进一步激化，这些将进一步撕裂美国
政治和社会，在2024年总统选举临近的背
景下，美国政坛或许难免再有闹剧发生。

麦卡锡和共和党把自己搞成了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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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赵世峰

当地时间11日下午，日本首相岸田文
雄在伦敦与英国首相苏纳克签署推进英军
与日本自卫队联合训练的《互惠准入协
定》，进一步加强安保合作。根据协定，两国
允许在彼此领土部署兵力并携带武器，这
样英军可以更便利地访问日本，便于双方
更大规模、更复杂的军演和部署。

继澳大利亚后，英国是第二个与日本
签署《互惠准入协定》的国家。英国政府强
调，这是1902年以来两国最重要的防务协
定。近年来，日英两国一直在加强安保合
作，已缔结可以交换机密信息的《情报保护

协定》和《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等。
英国是岸田此次欧美之行的第三站。

此前访问意大利时，日意宣布将双边关系
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去年底，日英意三国
将共同开发下一代战机。9日在首访法国
时，岸田把法国定位为“特别伙伴”，两国商
定今年上半年召开外长和防长（2+2）会谈。

岸田此行的压轴戏是13日与美国总统
拜登的会晤，重点议题是向美方通报日本
国会去年底通过三份新战略安保文件，允
许发展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并将防卫费逐
年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向北
约看齐，以此强化日美同盟。

美日在华盛顿召开的外长和防长（2+

2）会谈确认，美国将在数年内对驻扎在日
本冲绳的海军陆战队实施整编，设立具有
快速反应能力的“海军陆战队濒海作战
团”。此外，两国把太空攻击列为《日美安保
条约》第五条适用对象。

岸田此行表面上是为5月的七国集团
（G7）广岛峰会铺路，实则是为加强新安保
战略下的日美同盟，迎合美国“印太战略”
并借机“上位”。岸田的目的至少有二：

一是利用乌克兰危机，渲染周边国际
局势，使日本在重返军事大国的道路上再
进一步。岸田访美要与拜登谈“日美分工”，
改变美军为“矛”、日本自卫队为“盾”的旧
格局，转而部分发挥“箭头”作用。美国在自

身实力下降、国内矛盾重重之际，也乐见日
本主动扮演马前卒。岸田将强化防卫力视
为去年的一大政绩，但这种仅经过专家磋
商、基本未经国会讨论的重大决策，遭到国
内民众和主要在野党反对。日本立宪民主
党党首泉健太说：“不经国会讨论就推进重
要政策，太可怕了。”

二是借助G7广岛峰会拉升低迷的内阁
支持率。日本《每日新闻》10日报道，民调显
示，46%的受访者认为岸田应在上半年辞
职。岸田在国内民生问题堆积如山且束手
无策的情况下，希望通过渲染国际局势转
移视线，借助外交加分摆脱支持率“危险
区”，为已失去民众信任的内阁续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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