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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持续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7日以5票赞成、4票反对的结果，决定暂不终止以防疫为由已实施两
年的非法移民快速驱逐令。最高法院这一裁定受到在移民问题上持强硬立场的共和党人欢
迎，而民主党政府则一直寻求终止快速驱逐令。

华盛顿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埃米特·
沙利文 11月裁定，获称“42条”的非法
移民快速驱逐令不合法，应停止实施。
而 19个共和党主政的州政府则主张，
一旦终止实施快速驱逐令，业已创纪录
的非法越境人次将会大幅攀升，导致非
法移民在美落脚州资源紧张。

这一争议闹到最高法院。保守派
占多数的最高法院 27日以 5票赞成、4
票反对的结果，推翻沙利文裁决，并宣
布将在明年 2月听取关于此案的口头

辩论。
最高法院支持上述 19 个州的意

见。“这些州宣称，它们面临边境移民
危机而政策制定者未能就如何充分应
对达成一致，”裁决书写道，“这些州建
议，缓解危机的唯一办法是本法院尽快
下令指示联邦政府继续实施新冠疫情
时期的‘42条’政策。”

“42条”2020年 3月开始实施时，正
值新冠疫情在美国暴发初期。时任共
和党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领导的政府

援引《美国法典》中涉及公共卫生和公
民权利相关规定，以疫情防控为由，对
试图非法跨越陆路边境进入美国的移
民实施集体驱逐，而无需单独评估这些
移民的具体情况和保护要求。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4月初
宣布，美国不需以“保护公众健康”为
由继续实施快速驱逐令，该措施原定今
年 5月 23日失效。然而，路易斯安那州
联邦地区法院法官 5月 20日裁定，快速
驱逐令继续生效。

缓解危机的“唯一办法”？

民主党籍总统约瑟夫·拜登上任后
寻求终止快速驱逐令。白宫新闻秘书
卡里娜·让-皮埃尔 27日说，拜登政府
将遵守最高法院指令并为最高法院审
理“42 条”相关案件做准备，同时继续
为“‘42条’最终终止时以安全、有序、
人道的方式管理边境做好准备”。

让-皮埃尔说，“42条”是公共卫生
措施而非移民执法措施，“不应当无限
期延长”。

美国民权联盟律师李·格伦特对最
高法院裁定暂不终止快速驱逐令表示
失望。他说，移民会继续因此而受苦，

“我们将继续战斗，直至最终废止这项
政策”。

快速驱逐令导致遭驱逐和抓捕的
非法移民数量大幅增加。据美联社报
道，根据这项政策，美国驱逐非法移民
已达 250 万人次。一家移民援助组织
的联合创始人安德烈亚·鲁德尼克说，
美国南部边界外的状况简直是一场人
道主义危机，隔着跨境大桥，数以千计
寻求进入美国的移民在纸箱和临时帐
篷里度日，为温饱发愁。

支持快速驱逐令的州欢迎最高法
院裁定。艾奥瓦州共和党籍州长金·雷
诺兹 27日称自己为“42条”得以保留而

“心存感激”。不过，她说，要解决拜登
政府“忽视了两年”的移民危机，这“只
是临时补救办法”。

三辆大客车 24日在圣诞节前夜抵
达美国首都华盛顿，停在民主党籍副总
统卡玛拉·哈里斯官邸外。刺骨严寒
中，从车上走下百余名拉美移民——他
们被共和党人主政的得克萨斯州“发
送”到此，用作向民主党政府发难的“武
器”。

得州州长格雷格·阿博特 27 日早
些时候在社交媒体推特写道，得州今年
以来向州外转运将近 1.6 万名非法移
民，以缓解偷渡客涌入给该州边境社区
带来的压力，其中超过 8900 人被运到
华盛顿，而运抵纽约、芝加哥和费城的
移民数量大致为 5000、1500和 630人。

据新华社电

白宫：“不是移民执法措施”

美国最高法院暂不终止移民快速驱逐令

伊朗有意愿 美国仍消极
伊核谈判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纳尼26日说，对伊朗来说，恢复履行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对话窗
口”仍然敞开。如果伊核谈判的西方相关方表现出必要的决心，“协议是可以达成的”。

分析人士指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恢复履约谈判自9月起陷入沉寂。尽管近期伊朗方
面多次展现出积极意愿，但作为伊核困局始作俑者的美国回应消极，恢复履约谈判前景不明。

卡纳尼说，日前举行的第二届巴格
达合作与伙伴关系会议为伊朗和欧盟
就伊核谈判举行会谈“创造了良好机
会”。双方在会上讨论了伊核谈判的有
关问题，结论是应该继续努力，直到达
到最后步骤。

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与欧盟外
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 20日在
约旦首都安曼参加第二届巴格达合作
与伙伴关系会议期间举行会见。据伊
朗外交部网站消息，阿卜杜拉希扬在会
见时说，伊朗愿意根据此前达成的成果
草案完成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恢复履

约谈判。阿卜杜拉希扬同时表示，为达
成协议，相关方要避免将问题政治化，
应采取务实态度，作出必要决策。

欧盟方面也对恢复履行伊核协议持
积极态度。博雷利在社交媒体上说，双
方“同意必须保持沟通畅通，并在维也纳
谈判的基础上恢复履行伊核协议”。

欧洲理事会 12月 12日曾发布文件
说，欧盟仍致力于恢复伊核协议的完
整、有效执行。同日，博雷利接受采访
时表示，就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而言，
没有比全面协议更好的选择。

2015年 7月，伊朗与美国、英国、法

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伊核协
议。2018 年 5 月，美国单方面退出协
议，随后重启并新增一系列对伊制裁措
施。2019年 5月以来，伊朗逐步中止履
行协议部分条款，但承诺所采取措施

“可逆”。2021年 4月起，伊核协议相关
方在维也纳举行多轮会谈，讨论美伊恢
复履约问题，美国间接参与谈判。今年
8月初，欧盟向谈判参与方提交了一份
关于恢复履行伊核协议的“最终文
本”。伊朗和美国随后针对这一文本互
相交换书面意见，但谈判自 9月起未取
得明显进展。

伊朗愿意谈

卡纳尼 26 日表示，美国政府的做
法混乱且矛盾，立场消极，美方行为导
致了达成协议的拖延。“球在美方的球
场上”，伊朗正在等待各方，特别是美方
的实际行动。

针对 20 日的伊欧会见，美国国家
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柯比
表示，美方欢迎欧盟与伊朗进行沟通，
但恢复履行伊核协议不是美国当前关
注焦点。

分析人士指出，这一表态与美国在
伊核谈判问题上的消极态度一脉相
承。如果美方对于伊朗方面 26日的表

态依然反应冷淡，那么恢复履约谈判前
景难言乐观。

卡纳尼指出，谈判此前没有取得成
果是因为美国以举行国会中期选举为
借口浪费了达成协议的机会。美国民
主和共和两党在伊核问题上分歧严重，
造成了当前困局。

美国《纽约时报》指出，共和党人将
伊核协议视为对付总统拜登和国会民
主党人的政治大棒。

有分析认为，除了党争之外，美国
就人权、俄乌局势等问题持续向伊朗施
压，试图将这些问题与伊核谈判问题混

在一起，这是导致谈判难以取得进展的
重要原因。伊朗议员贾利勒·拉希米·
贾哈纳巴迪表示，西方国家一直试图把
自己的要求强加给伊朗，这将破坏伊核
谈判。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伊朗
问题专家刘岚雨认为，谈判前景难以预
料，但关于谈判的积极预期依然存在。
伊朗当前经济形势不乐观、汇率大幅贬
值，伊朗政府需要借助谈判提振民众信
心、稳定社会情绪。西方国家也需要借
助继续谈判来保证伊朗不走向极端。

新华社德黑兰12月27日电

美国态度消极

临近年底，美国信心满满地把 50 位非
洲领导人请到华盛顿召开“美非峰会”，以
展现美国对非洲“不变的承诺”。然而，与
今年以来美国在国际舞台上诸多遭遇类
似，白宫并没有看到预期中的“一呼百应”，
收获的反而是日趋增多的质疑与批评。

美国媒体“政客”网站评论说，美国总
统拜登试图说服非洲领导人相信美国想与
非洲在多个领域展开合作，但“很多非洲领
导人感觉他们已经被糊弄过一回——在
2014 年首届美非峰会上，时任美国总统奥
巴马对非洲做出大量承诺，但随后却削减
了对非洲对抗艾滋病的资助和其他援助。”
在非洲电信业有着大量投资的英国企业家
莫·易卜拉欣近日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
闻网采访时直言，美国在对非合作中只说
漂亮话，实际行动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非洲的反应不难理解，美国正为其在
世界上的霸道任性做派付出代价。美国对
其他主权国家进行频繁而肆无忌惮的欺
凌，在双边和多边外交场合频频失信，其不
择手段、损人利己、甚至不利己也要损人的
真面目越来越显露无遗。面对日益觉醒的
世界，美国的霸权之路越走越窄。

多年来，美国打着各种幌子公然入侵
许多国家，对这些国家造成持久灾难。西
方学者在《美国侵略：我们是如何入侵或军
事干预地球上几乎每一个国家的》一书中
指出，在联合国承认的 190 余个国家中，只
有 3 个国家没有与美国打过仗或受其军事
干预。他们称，这3个国家能够“幸免于难”
只是因为美国没有在地图上发现它们。

除了侵略行为，美国在其他方面的霸
凌行径继续变本加厉，包括胁迫他国选边
站队，对不顺从的国家滥施单边制裁，在多
个地区挑起冲突趁乱牟利，对国际规则合
则用、不合则弃等等。许多受害国敢怒不
敢言，但对美国的“号召”消极对待和不合
作趋势越来越明显。

美国自诩“民主灯塔”，频频以“民主”
“人权”为幌子干涉他国内政或胁迫他国选
边站队，这种虚伪做派已经少有人买账。
在今年6月举行的美洲峰会上，白宫以意识
形态划线将古巴、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领
导人排除在外，遭到拉美多国领导人抵
制。参加美非峰会的卢旺达总统保罗·卡
加梅对美国媒体说：“我不认为我们需要被
强迫选边站队。”南非前外交官齐纳特·亚
当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在人们心目中仍
是新殖民主义强权，没有多少国家相信美
国是民主与人权的卫士”。

在拉拢东盟国家时，美国同样以居高
临下的姿态玩弄胁迫站队、挑动矛盾、开空
头支票等老招数，却处处碰上“软钉子”。
对美国别有用心推出的所谓“印太战略”，
绝大多数地区国家疑虑重重。

霸权心态使美国政客毫不掩饰其在国
际舞台上肆无忌惮的行事风格。美国前国
务卿蓬佩奥曾公开宣称，“我们撒谎，我们
欺骗，我们偷窃”。这种“坦诚”的背后是

“能拿我怎么样”的无赖逻辑，也让更多国
家彻底看清：与美国交往，难言平等，遑论
相互尊重与互惠互利。

美国一贯从自身利益出发肆意破坏和
践踏国际规则和秩序。例如，美国长期阻
挠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法官的遴选，致
其多年来一直处于瘫痪状态。据英国《卫
报》报道，多达 127 个世贸组织成员近日联
合提案，抗议美国这一霸道做法。这已是
关于这一问题的第 61 次提案，代表了国际
社会主流声音，但遭到美国第 61 次蔑视回
应。

尽管美国政府四处拉拢他国，但其对
霸权的追求并不能赢得真正的朋友。正如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近日所
说，美国试图保持其世界霸权的地位，但所
作所为源自危险的、虚幻的、过时的理念，
美国最需要的是国内的社会凝聚力和与世
界上其他国家负责任的合作，而不是对霸
权的幻想。 新华社纽约12月28日电

美国霸权之路
越走越窄

新华社记者 徐兴堂 刘亚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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