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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为何以国事访问规格接待这三人
记者 赵恩霆

美印各取所需

莫迪是最新一位获得拜登最
高规格接待的外国领导人，他于6
月21日至24日访美，这是莫迪自
2014年出任印度总理以来第六次
访美，也是首次对美国进行国事
访问，第二次受邀在美国国会参
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

莫迪这次美国之行始于纽
约，曾在联合国总部主持国际
瑜伽日活动。莫迪抵美第二天，
拜登在华盛顿为其举行隆重欢
迎仪式和盛大国宴，并在白宫
举行双边会晤。访美期间，莫迪
除了在国会山发表演讲，还与
具有印度裔背景的美国副总统
哈里斯、国务卿布林肯等高官
以及美企高管会面。

此番美印首脑会晤发表的联
合声明涉及58项内容，加强半导
体、航空航天、信息通讯等领域的
科技合作被放在显著位置，同时
两国还同意建立国防工业合作路
线图，包括美国允许通用公司在
印度生产先进的喷气式发动机，
印度加速购买美制MQ-9B“海上
卫士”无人机等。

尽管莫迪此访成果可圈可
点，但仍难掩美印在一些关键议
题上的分歧。比如，在俄乌冲突和
对俄罗斯关系问题上，印度无视
美西方对俄能源制裁，目前已连
续10个月大幅增加俄罗斯石油进
口量，而且月度进口量屡创新高；
在联合国就西方国家发起的涉俄
决议草案投票中，印度也曾投下
弃权票，令美国十分不快。

其实，美印关系可谓典型的
各取所需。近些年来，美国为了推
进“印太战略”，极为看重印度的
地缘政治价值，坐实美日印澳“四
方安全对话”机制，极力拉拢印度
在所谓的大国竞争中选边站队，
充当美国遏制对手的工具。为此，
在印度持续进口俄罗斯石油问题
上，美国不惜主动软化态度。

在美国推动北约亚太化以
及在亚太打造“小北约”的背景
下，前不久美国国会有人提议

邀请印度加入“北约+”机制，但
印度外长苏杰生予以回绝，称

“北约似乎是美国观察世界的
唯一方式，但不适合印度”。

对印度来说，加强与美国
的关系，既能提升在国际事务
中的角色分量，又能通过具体
领域的合作来提高防务和科技
能力。但印度历史上一贯奉行
的不结盟政策，促使其不会完
全倒向美国，也只有这样，印度
才能保持灵活的外交身段，以
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

韩国投怀送抱

在莫迪之前，韩国总统尹锡
悦于4月下旬对美国进行了为期
一周的国事访问，除了高规格接
待，尹锡悦和拜登在白宫会晤了
80分钟，达成包括《华盛顿宣言》
在内的6项独立成果文件，该宣言
是韩美首个聚焦“延伸威慑”的首
脑层级文件，旨在强化美国向韩
国提供“核保护伞”。此外，相关文
件还涉及科技、网络安全、航空航
天等领域的合作。

尹锡悦此访正值韩美同盟建
立70周年，他上台一年多来，韩国

外交越来越展现出极端的亲美媚
日底色。韩美同盟关系向来是韩
国外交政策的基石，但尹锡悦政
府为了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不
顾一切地投怀送抱。美国近些年
来一直谋求加强美日韩三角关
系，但受历史问题、领土争端和贸
易摩擦等因素影响的韩日关系，
一直是一个短板。

为了补齐短板，尹锡悦先是
在“三一运动”104周年纪念活动
的讲话中大谈“日本已从军国主
义侵略者转变为韩国的合作伙
伴”，接着又在二战时期日本强征
劳工赔偿案问题上主动让步，提
出第三方代赔方案，然后顺势匆
忙访日。尹锡悦政府如此积极媚
日，却换来日方的淡定冷脸，直到
前不久才解除对韩出口管制并将
其重新纳入出口“白名单”。尹锡
悦政府在对日关系上的所作所
为，被韩国在野党和民众舆论痛
斥为“屈辱外交”。

尹锡悦政府宣称，通过加强
韩美同盟、修复韩日关系，以及深
化与北约的关系，使得韩国成为
所谓“全球枢纽国家”，提升了韩
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然而，韩
国商界格外关心的美国《削减通

胀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对韩
国电动汽车和半导体这两大产业
负面影响的问题，尹锡悦却从美
国空手而归。

尹锡悦对美国事访问时，陪
同赴美的还有一支被韩联社称为
20年来最大规模的经贸代表团，
三星、SK、现代和LG四大财团的
掌门人以及韩国六大经济团体的
代表悉数在列。然而，按照韩国最
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议员金义谦
的说法，尹锡悦政府宣称此访吸
引美国对韩投资7万亿韩元，而韩
企对美投资却高达153万亿韩元。

美法貌合神离

同样面对美国《削减通胀
法案》问题的还有法国总统马
克龙，劝说拜登政府对法国乃
至欧盟电动汽车产业网开一
面，也是他去年11月底至12月初
对美国事访问的议题之一，不
过马克龙也铩羽而归。

马克龙既是美国前总统特
朗普任内以国事访问规格接待
的首位外国首脑，也是拜登上
台后以如此高规格接待的首位
外国政要，足见法国在美欧跨

大西洋伙伴关系中扮演着举足
轻重的角色。

有趣的是，当初马克龙应特
朗普之邀于2018年4月对美进行国
事访问时，劝说后者暂缓对欧盟
加征钢铝关税等贸易问题，也是
他肩负的重要任务，而且结果也
是没能成功说服特朗普放下关税
大棒，导致美欧爆发贸易摩擦，加
深了跨大西洋伙伴关系裂痕。如
今，拜登政府力推《通胀削减法
案》再次证明，美国一贯奉行“美
国优先”，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哪
怕伤了盟友也在所不惜。

在英国“脱欧”、德国前总理
默克尔卸任之后，法国如愿重新
夺回了欧盟领头羊的角色，加之
马克龙近年来不断呼吁和推动
欧洲战略自主、批评北约“脑死
亡”，以及法国在处理与俄罗斯
关系上表现出与其他西方国家
不同的策略，法国在国际和地区
事务中独立自主的作风，使得法
国成为美国处理欧洲事务时绕
不开的重要伙伴。

当初特朗普一边拉拢法
国，一边在贸易问题上打压德
国，同时力挺英国“脱欧”，试图
通过分化欧洲来加强美国对欧
洲的控制。但特朗普时期的美
法关系先热后凉，美欧关系裂
痕反倒促使法国更加致力于推
动欧洲战略自主。

尽管拜登上台后对欧洲盟
友高喊“美国回来了”，但过去
两年半，法国等欧洲盟友看到
的美国与特朗普时期的美国没
什么两样：

美国在贸易问题上依然我行
我素不管不顾，迫使欧盟采取反
制措施；美国利用乌克兰危机将
欧洲再度与美国战车深度捆绑，
马克龙倡导的欧洲战略自主困难
重重；美国持续针对中国和俄罗
斯大搞所谓大国战略竞争，显然
马克龙对此持有不同看法——— 他
曾公开表示西方应考虑俄罗斯对
安全保障的需求，他今年4月访华
时在社交媒体上盛赞“法中友谊
万岁”，并在访华后表示，“作为

（美国）盟友并不意味着成为附
庸，不意味着我们（法国乃至欧
洲）没有独立思考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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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拜登上台已近两年半，美国2024年总统选举的大幕也已经拉开，但迄今为止拜登在白
宫以国事访问规格接待的外国首脑只有三位：法国总统马克龙、韩国总统尹锡悦和印度总理莫迪。

岸田错失良机，解散众议院或推迟至秋季
记者 赵世峰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放弃在
本届国会闭幕前解散众议院。
此前，岸田内阁借助七国集团

（G7）广岛峰会提升了支持率，
舆论普遍认为岸田或伺机解散
众议院、提前举行大选。但近期
日本公民个人编号卡（数字身
份证）引发的混乱层出不穷，对
岸田政府造成冲击，或将着眼
于秋季以后解散众议院。

日本电视台联合《读卖新闻》
在6月23日至25日进行的民调显
示，岸田内阁支持率为41%，较5月
下降了15个百分点。分析认为，支
持率大幅下滑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3月以来实施的个人编
号卡普及工作混乱不堪。日本数
字化普及缓慢，负面影响日益显
现。为加快推进数字化进程，日本

政府专门成立了数字厅，并任命
前外相河野太郎为数字化担当大
臣。然而，作为数字化社会基础的
个人编号卡普及工作却漏洞百
出，不断出现绑定公共资金领取
账户时误将他人账户注册、个人
编号保险证绑定他人医疗信息等
错误。日本政府一直宣传个人编
号卡是假冒风险很低的“最高级
别身份证明”，接连出现的状况使
其可信度大打折扣。共同社的调
查显示，对扩大运用个人编号卡

“感到不安”的受访者比例达
71 . 6%，另有72%的人反对明年秋
季废除健康保险证。

日本政府计划明年秋季废除
现行健康保险证，统一采用个人
编号卡。在野党要求撤回或延期，
但岸田政府坚持按原定计划实
施。岸田已发出指示，要求在今年
秋季前对个人编号卡的数据进行

全面检查，试图尽快平息事态。河
野太郎6月23日访问新加坡，有意
向新加坡学习经验，以整顿混乱
的个人编号卡工作。

二是岸田之子岸田翔太郎的
丑闻仍在发酵。G7广岛峰会结束
后，当时还担任首相秘书官的岸
田翔太郎被爆去年底邀请10名亲
戚在首相公邸聚会，被批行为不
当。最终，岸田不得不解除儿子的
首相秘书官一职，但有关其任人
唯亲、公私不分的批评声犹在。

另外，联合执政的自民党
和公明党围绕相互推荐候选人
产生摩擦，影响到两党签署下
届众议院选举合作的协议文
件，二者之间的隔阂也让岸田
政府对提前大选产生疑虑。

在这种状况下，岸田失去了
解散众议院、提前举行大选的最
佳时机。根据日本宪法和相关法

律规定，首相有权解散众议院，解
散后须在40天内举行选举。共同
社的民调显示，32 . 4%的人表示解
散众议院、提前举行大选的理想
时间“在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选举
前”，15 . 2%的人主张“应尽早”。此
外，对于自民党和公明党是否应
继续联合执政，多达59 . 6%的受访
者认为“应取消”。

分析认为，岸田可能会将解
散众议院的时间推迟到今年秋季
以后，进而利用接下来的这段时
间通过推进少子化对策、持续加
薪等重振支持率。岸田在6月21日
例行国会闭幕后的记者会上表
示，将在推进政策课题的同时考
虑内阁改组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
整，并透露今年夏季将回归政权
原点、巡游全国的想法，被认为可
能是在为提前大选做准备。

另外，吃到G7广岛峰会拉升

支持率甜头的岸田会更加致力于
“拼外交”。本届国会闭幕后，岸田
计划7月11日至12日出席在立陶宛
举行的北约首脑会议。之后，他将
访问中东，还计划出席预计会在
美国举行的日美韩首脑会谈。岸
田在6月8日的参议院财政金融委
员会上称，将努力尽早实现日朝
首脑会谈。6月18日，他在母校早
稻田大学发表演讲时还表示希望
访问中国。

10月，日本国会众议员任期
将过半，有首相官邸人士称，“如
果能在外交上取得成果，就会得
到舆论关注”，希望借此在解散众
议院问题上获得一定操作空间。
也有观点认为，明年秋季岸田的
自民党总裁任期将届满，再次当
选自民党总裁后再解散众议院也
不迟，建议将提前大选的时间大
幅推迟至明年秋季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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