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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家古巴国企被“拉黑”
美古关系正常化进程受挫

新华社电 美国近日宣布执行新的对
古政策，进一步收紧双方的商务和人员
往来。美国政府本月9日起执行新的对古
巴政策。新政策会取消奥巴马政府时期实
行的多项便利化措施。根据美国国务院颁
布的最新“古巴限制清单”，前往古巴的美
国游客自9日起不得入住83家国营宾馆。

美国媒体报道，被列入“古巴限制清
单”的企业还包括朗姆酒等饮料的生产商、
新开的奢侈品购物中心及旅行社，共计179
家古巴国有企业。美国国务院称，上述被禁
企业“以古巴人民或私人企业利益为代价”，
让古巴的安全和军方部门“不成比例地获
益”。美国游客如果想去古巴，“须通过美国
政府批准的民间交流组织”才能成行。

而古巴近期走起“亲情路线”，宣布一
系列有利于加强古巴侨民和古巴裔美国人
与古巴联系的政策。分析人士认为，唐纳
德·特朗普上台后对古政策强硬，会影响两
国关系的正常化进程。

津巴布韦解放战争退伍军人协会
主席克里斯·穆茨万古瓦说，原定于 21
日在议会弹劾穆加贝的计划会提前，预
计22日会出现大规模抗议。

战争退伍军人协会一直呼吁穆加贝
下台。穆茨万古瓦说，“只能让人们行动
起来，再次走上街头”，这恐怕是穆加贝
“唯一能听懂的话”。按照他的说法，穆加
贝的电视讲话“仿佛他并不知道非洲民族
联盟——爱国阵线当天下午的决定”。

法新社报道，弹劾总统的过程会比
较缓慢。想要让穆加贝结束总统生涯，
劝他辞职可能是最为快捷、简单且风险
最小的方式。

不过，按照津巴布韦宪法，总统一旦
辞职，位置将由副总统接替。法新社说，
姆南加古瓦尚未恢复副总统职务，如果
穆加贝辞职，另一名副总统费莱凯泽拉·
姆福科将接任。这是军方想要避免的结
果，因为姆福科立场上倾向格雷丝。

酒驾肇事屡禁不止
驻日美军全面禁酒

新华社电 驻日美军屡有士兵酒驾肇
事、招致民怨沸腾，驻日美军20日宣布，即
日起对全体驻日军人禁酒，驻冲绳人员将
被限制外出，直至另行通知。

驻日美军发表的声明说，任何在日本
服役的美军人员，不管是在营地内还是营
地外，都不得购买和饮用酒精饮料。在冲
绳，美军不得擅自离开基地内或居住地。
各地指挥官将立即就禁酒令相关规定对士
兵开展强制性培训。

促发禁酒令的最新事件是冲绳县那霸
市 19日清晨发生的一起车祸。据日本共
同社报道，一名21岁的驻日美国海军陆战
队士兵驾驶一辆军用卡车，在那霸市一个
十字路口与一名 61岁日本男子所驾小型
卡车相撞，致后者身亡。肇事士兵在事故
中受轻伤，因涉嫌疏忽驾驶致人死亡被当
地警方拘留。呼吸测试显示，该士兵血液
中酒精浓度是法定上限的3倍。

驻日美军事后确认涉事者为一名美军
士兵，“酒精可能是造成事故的一个因素”。

驻日本冲绳美军约 2.5万人。驻日美
军一些犯罪行为屡屡引发当地居民愤怒抗
议。去年6月4日晚，驻冲绳美军一名海军
女士官在宵禁情况下在高速公路上逆行酒
驾，与迎面驶来的两辆汽车相撞，致两名平
民受伤。美国驻日海军部队随后颁布禁酒
令，但仅实施11天就取消禁令，理由是“美军
人员已经充分了解酗酒闹事对日本民众的
危害”。然而一个月后，美军在冲绳的嘉手
纳空军基地又发生两起士兵酒驾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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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下通牒 穆加贝拒绝辞职
军方最后通牒：必须辞职，否则启动弹劾

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穆加贝
19日晚发表电视讲话，并未如外
界预料的那样宣布辞职，但对军方
采取的行动表示“理解”。

军方上周介入穆加贝“接班
人”之争。数以千计民众18日在
首都哈拉雷游行，呼吁执政长达
37年的穆加贝下台。

新华社电 穆加贝拒绝辞职，津巴布
韦政局下一步会如何变化？中津关系是
否会受影响？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助理研
究员沈晓雷说，其实现在局势已经相对明
朗，执政党要求穆加贝于当地时间 20 日
中午前辞去总统职务，否则将通过议会启
动弹劾程序，“可以说，这是大势所趋，局
面反转的可能性已经不大”。

19日早些时候，执政党举行中央特别
会议，决定解除穆加贝的党主席兼第一书
记职务，选举本月初被穆加贝解除副总统
职务的埃默森·姆南加古瓦为党主席兼第
一书记。沈晓雷预计，这一决定经下月执

政党全国代表大会确认后，姆南加古瓦就
会开始准备定于明年7月的总统选举。

沈晓雷告诉新华社记者，从各方面信
息看，姆南加古瓦相对来说属于“改革派”，
在本土化政策方面要温和一些。“他如果上
台，预计在本土化政策、投资和吸引外资等
方面会有一定动作”。有消息称，姆南加古
瓦已经邀请主要反对党争取民主变革运动
主席、前总理摩根·茨万吉拉伊一起组阁，

“释放出的信号还是想成立一个平稳的过
渡政府，避免国家陷入动荡”。

至于津巴布韦政局突变对中津关系
的影响，沈晓雷说，长期来看没有太大影
响。“从继任者的角度来说，肯定是希望维

护社会稳定、发展经济，因此会继续发展
与中国的关系。”

但他提醒，短期来看，津巴布韦过渡政府
的内部调整、包括各部门人事变动和调换，可
能会给在津中国企业带来一个“调适期”。

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周瑾艳说，作为南部非洲重要的经济实体，
津巴布韦对投资的吸引力显而易见。“津巴
布韦保持政局稳定和经济政策的延续性，
对中津关系来说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目前，津巴布韦社会秩序总体平稳。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6日在例行记者
会上表示，中方衷心希望津巴布韦政局保
持稳定，对津巴布韦的友好政策不会改变。

发表电视讲话只字未提辞职
现年 93岁的穆加贝 19日晚在总统

府发表了 20分钟的讲话，语速缓慢，语
气生硬，偶尔有些磕巴。在他身边落座
的是一排军方高官，包括国防军司令康斯
坦丁·古韦亚·奇文加。对于军方 15日采
取的行动，穆加贝表示这“不会对备受珍
视的国家宪法秩序构成挑战，也不会威
胁到我作为国家元首、津巴布韦国防军
最高统帅的权威”。

穆加贝在讲话中只字未提外界关心
的辞职话题，反而暗示他至少会在总统位
置上待到下月中旬。他说，执政党津巴布
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全国代表
大会“定于几周后举行”，“我将主持会议
进程，不允许任何破坏它的行为”。

法新社称，此前外界普遍认为，在军
方介入、民众抗议、执政党要求他下台的
形势下，穆加贝在辞职上别无选择。

“太令人震惊了。”南非安全问题研
究所分析师德里克·马蒂斯扎克认为，穆
加贝似乎没有考虑到执政党高层当天
下午的决定。就在穆加贝讲话前几个
小时，执政党举行中央特别会议，决定解
除穆加贝的党主席兼第一书记职务，由
两周前被他解职的副总统埃默森·姆南
加古瓦接任。

执政党和军方还要求穆加贝必须在
当地时间 20日中午前辞去总统之职，否
则将面临弹劾。

据南非媒体19日报道，南部非洲发
展共同体（南共体）定于21日在安哥拉召
开会议，讨论津巴布韦问题。报道说，届
时，南非、安哥拉、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政
府首脑将共同参会。南共体轮值主席、南

非总统祖马已经派遣特使前往津巴布韦
会见事件相关方。祖马重申，南共体反对
一切不符合宪法的政权更迭，“一个稳定
与和平的南共体符合我们的利益，津巴布
韦是我们的一个重要成员”。 据新华社

对军方表“理解”，“代际之间显现的矛盾必须得到控制”
津巴布韦军方 15日凌晨采取军事

行动，全面控制政府要害部门。军方一
直否认发动政变，称这次行动旨在把穆
加贝“身边的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军方介入政局的导火索，是穆加贝
前不久解除副总统姆南加古瓦的职务。
后者深受军方支持，曾被视为穆加贝最可
能的“接班人”。对于军方采取的行动，穆
加贝说理解“他们的担忧”。它是因军方
对执政党内部和国家事态的关切所发起
的。“作为津巴布韦总统和军队总司令，我
相信这些关切是出于爱国情怀，以及对
国家稳定和人民福祉的关心。”

他认为，军方自此之后一直表现得
礼貌、恭敬。“我们必须学会宽恕、解决
实际或感觉存在的矛盾”，穆加贝呼吁
团结一致、和谐友爱。穆加贝说：“代际
之间显现的矛盾必须得到控制。”

过去 3年来，围绕穆加贝“接班人”
之争，津巴布韦执政党内部分歧加剧，
逐渐分裂成两大阵营；一方以75岁的姆
南加古瓦为首，获得军方和参加过民族
独立解放运动的老一代支持；另一方以
52岁的格雷丝·穆加贝为首，被称为“40
一代”，多是四五十岁、没有经历过民族
独立战争的少壮派。

下一步面临被弹劾？

穆加贝拒辞职 但局势发展恐难如其愿
■微观点

南共体将在安哥拉讨论津巴布韦问题

人们观看穆加贝发表电视讲话

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发表电视讲话

肯尼亚最高法院裁定总统
重选结果有效

新华社电 肯尼亚最高法院20日裁定
上月26日举行的总统重新选举结果有效，
朱比利党总统候选人、现任总统乌胡鲁·
肯雅塔在选举中获胜。

最高法院法官一致认为，关于26日总
统重选结果的上诉缺乏依据，最高法院予
以驳回。肯尼亚于 10月 26日举行总统重
新选举。肯尼亚独立选举和边界委员会
10月30日公布的最终计票结果显示，肯雅
塔获得约98.3％的选票，在重选中获胜。

肯尼亚反对派“国家超级联盟”领导
人奥廷加 10月 31日对媒体表示，他拒绝
接受总统重新选举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