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首相视察伦敦桥 誓言严惩犯罪分子

当地时间11月29日，英国伦敦桥附近发

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3人受伤。英

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于11月30日前往案发

地视察，誓言要严厉打击犯罪分子。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当地时间11月

30日，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与英国内政大

臣普里蒂·帕特尔、伦敦警察局局长克雷雷西

达·迪克等一同前往伦敦桥袭击事件的案发

地点，约翰逊表示，那些因恐怖主义活动定罪

的犯人必须服满刑期，要加强对严重暴力犯

罪的判刑力度。

根据约翰逊的最新表态，乌斯曼·可汗可

能会在监狱中服刑满16年，不准中途释放。约

翰逊还表示，未来几天会有更多警察在伦敦

街头巡逻，让民众“安心”。

英媒此前报道称，此案嫌疑人为28岁的

乌斯曼·可汗，该男子曾因伊斯兰恐怖主义

相关罪行入狱，约在一年前被释放，并同意

佩戴电子追踪器作为其保释条件的一部分。

《卫报》指出，这名男子发动袭击时据信佩戴

着电子追踪器。英国司法部在袭击发生后不

久已下令对涉案男子的案件进行复审。

据了解，此次事件发生时，正值购物

节日“黑色星期五”，现场人流众多。路透

社报道称，此次恐袭，让人想到2017年英

国议会大选前夕的恐袭事件，地点也是伦

敦桥。

2017年6月8日英国议会选举前几天、

即6月3日，伦敦桥发生恐袭，3名袭击者驾

驶汽车在桥上冲撞行人，随后下车持刀行

凶，造成数十人死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该起事件发生后，舆

论关注保守党自2010年执政以来削减警察

开支的做法。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

11月30日，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视察伦敦桥恐袭事发地现场。 CFP/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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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事果真多磨难。印度宣布退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之后没多久，日本也突然口风一

转，直言不会考虑没有印度的情况下签署RCEP，简言之“印度不签，我也不签”，宛如为“正在升温”

的朋友两肋插刀。但精明如日本，要考虑的内容却远不止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这里有

经济考量，有地区博弈，还有话语权的争夺。

日本突然“变卦”

在RCEP这个问题上，日本选择与印度站

在一起。彭博社11月29日报道称，日本经济产

业副大臣牧原秀树当天接受采访时提到“日

本不会考虑在没有印度的情况下签署

RCEP”，按照牧原秀树的说法，从经济、政治

和潜在的国家安全角度来看，印度的参与具

有重要意义。尽管在RECP问题上，已经有15

个国家达成共识，但日本“只考虑有印度参加

的谈判”，“将继续劝说印度加入”。

日本的确这样做了。据日本共同社的报

道，日本和印度11月30日下午在新德里举行

两国首次部长级“2+2”磋商。而在对话前，日

本外相茂木敏充和防卫相河野太郎在拜访印

度总理莫迪时还强调印度参与RCEP的重要

性。值得注意的是，牧原秀树同时透露，日本

首相安倍晋三将于本月中旬访问印度，日本

政府将借此访努力说服印度。

上个月初，RCEP领导人会议在泰国曼谷

举行。彼时，与会领导人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

宣布RCEP15个成员国结束全部文本谈判及

实质上所有市场准入谈判，并将致力于确保明

年签署协议。值得注意的是，声明提到，印度有

重要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所有RCEP成员国应

通过合作，以各方满意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

在此之前，印度政府宣布，由于谈判未能解决

印度的担忧，决定不加入RCEP。

在印度看来，加入RCEP似乎是一件弊大

于利的事情。比如当地的奶牛养殖户担心加

入RCEP后可能会遭受到的来自新西兰和澳

大利亚的乳制品威胁，工厂则担心市场将出

现更多来自中国的商品，保护农业和制造业

似乎是驱使莫迪最终选择退出RCEP的重要

原因。眼下即便获得了连任，也依旧没到莫迪

能够掉以轻心的时候，经济增速骤降的压力

由不得莫迪去试错，更何况印度从一开始就

是RCEP最大的障碍。

据了解，RCEP由东盟10国发起，邀请中

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6个对

话伙伴国参加，旨在通过削减关税及非关税

壁垒，建立一个16国统一市场的自由贸易协

定。协定将涵盖约全球人口的一半，国内生产

总值约占全球的32.2%，贸易额约占全球的

29.1%。而印度退出的话，人口和贸易额将分

别减少约37%和约7%。

升温的日印“友谊”

说回这场“2+2”磋商。日本选择与印度

站在一起有一个关键的背景，即眼下的日本

与印度的关系正逐步升温。早在去年10月的

首脑会谈上，日印双方便一致同意把副部长

级“2+2”磋商提升为部长级。对日本而言，印

度是展开“2+2”会谈的第7个国家。而据印度

外交部的介绍，继去年年初与美国举行2+2

磋商后，日本

是 第 二 个 国

家。而据共同社报道称，若

日印签署《相互提供物资

与劳务协定》，燃料、弹药

等物资和运输等劳务提供将更加顺畅，且双

方力争配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2月访印达

成最终协议。

如此看来，日本站台印度，虽在意料之

外，却也在情理之中。事实上，早在11月5日的

记者会上，日本经济产业相■山弘志便强调

“致力于包括印度在内共同签署是16个国家

的共识”，并表示“尚无法确认印度退出这一

事实”。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11月4日的领导

人会议上谈及“印太构想”的意义，也再次强

调16国共同签订协议的必要性。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印太构想”，在今年

9月日印双方为这场“2+2”磋商协调的时候，

日本方面就表示，“日本与印度将共同拥有自

由开放的印度洋和太平洋这一愿景”，强调就

印太地区的海洋安全保障强化合作。而印度

国防部长辛

格 更 为 直

白，回应称“日本是印

度最亲密的伙伴之

一”。在此之前，印度还向非洲

兜售“印太构想”，在《横滨宣

言》中写入了由日本和美国倡导的“自由开放

的印太构想”。

日本与印度关系的升温并不突然。中

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刘军红对北

京商报记者分析称，日本的这一态度并不

是突然转变的，此前日本就曾有过类似的

表态。这要从地区结构上看，所谓力量分布

决定力量结构，日本要考虑没有印度的参

与是一种什么结构，与中国是什么样的竞

争，日本要考虑他在这里能不能拿下主导

权。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一个问题，即日本从

来没有放弃过对于地区主导权的争夺，包

括日本对韩国的出口限制，也表现出了日

本很强的重商主义。

为朋友“两肋插刀”？

在友谊迅速升温的背景之下，印度退出，

日本也表明了“印度不签，我也不签”的态度，

大有一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感觉，而且始终

不放弃对印度的劝说，因此，在外界看来，日

本这样的做法多少也有些换一种渠道把印度

拉回谈判桌的道理。

把贸易做大总归不是坏事，这一点，精明

如日本，不会不知道。此前安倍也在RCEP领

导人会议上承认，RCEP作为世界上人口最

多、经济力量最强大的自贸区，将会为地区自

由开放作出重要贡献。值得注意的是，眼下透

露出“退群”意思的印度和日本，都有自己在

经济上的麻烦。

印度中央统计局上周五公布的数据显

示，今年三季度印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

比仅增长4.5%，低于上一季度的5%，也低于

经济学家预计的4.7%，连续六个季度出现下

滑。同一天，日本经济贸易产业省发布的数据

显示，10月工业产出环比下降4.2%，创下自去

年1月以来最大跌幅。此外，10月日本出口也

同比下降9.2%，已经连续第11个月同比下滑；

日本10月零售销售也大跌7.1%，创四年半以

来最大跌幅。

对于十分依赖对外贸易的日本而言，在

经济方面加入RCEP的好处是可想而知的。据

了解，在货物贸易方面，RCEP开放水平达到

90%以上。此外，如今正是东盟对RCEP寄予

厚望的时候，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剧的背

景之下，东盟借力RCEP的目的可想而知。印

度在最后时刻突然退出时，马来西亚总理马

哈蒂尔便毫不掩饰地称：“我对RCEP谈判非

常失望，我认为第一年就应该结束谈判。”

如今日本折腾这一下，效果如何尚不得

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对日本而言，RCEP远

不止一个贸易问题。地区贸易背后错综复杂

的是地区主导问题，乃至地缘政治问题，“折

腾”的背后是话语权的争夺。可以看出，这场

博弈或许才刚刚开始。

北京商报记者 杨月涵

·图片新闻·

根据2018年数据
整体上已经结束谈判的RCEP�15个成员国

人口达22亿

吸引外商投资流量3700亿美元

GDP达29万亿美元

出口额达5.6万亿美元

社民党新党魁出炉 默克尔执政联盟又悬了

Focus
聚焦

默克尔的第四个任期可谓一波三折，

而新的风暴又在酝酿。当地时间11月30

日，德国执政联盟的重要组成———社会民

主党（社民党）党内选举结果出炉，长期对

执政联盟持批评态度的诺贝特·瓦尔特-

博尔扬斯和萨斯基娅·艾斯肯上台，并宣称

重新讨论组阁协议。一旦谈判破裂，社民党

可能退出执政联盟。这一后果将触发联邦

议院提前选举，进而使“默克尔时代”提前

画上句号。

在当天的选举中，瓦尔特-博尔扬斯

和艾斯肯获得53.06%选票，战胜现任财政

部长奥拉夫·朔尔茨和他的竞选搭档克拉

拉·盖维茨，后者获得45.33%选票。选举结

果将在本月6日至8日举行的社民党全国

代表大会上得到最终确认。

此次败北的朔尔茨曾短暂代理过社民

党主席一职。去年3月，正是朔尔茨任代主

席期间，社民党与基民盟和基社盟签署了

组阁协议，结束了长达半年的组阁谈判。德

国权威民调“德国趋势”去年12月初的调

查显示，在德国主要政治人物中，朔尔茨的

支持率为46%，仅次于默克尔的57%。

不过，默克尔涉险过关背后，执政联盟

内部的矛盾依旧存在。而此次朔尔茨的失

利，无疑是积蓄多年的社民党内部意见的

集中爆发。社民党不少人士认为，与联盟党

合作导致了社民党失色，让本党支持阵营

大为失望。

“是否与联盟党组阁的讨论在社民党

内部由来已久。长期以来，尽管作为执政联

盟的一员，但社民党的存在感越来越低，即

便有些主张是社民党提出来的，例如最低

工资政策，但也往往被视为基民盟的政绩。

这也让社民党逐渐失去了自身特色，在今

年多个州的地方选举中失利。”复旦大学

欧洲问题中心主任丁纯表示。

一个多月前的德国东部图林根州议会

选举是一个缩影。在这个由左翼党人任州

长的联邦州，中左翼的社民党支持率比上

届选举下降了4%。而此前举行的欧洲议会

选举中，社民党支持率创历史新低，不来梅

州选举中社民党失去1946年以来一直保

持的州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

欧洲议会选举失利也直接导致了当时

的社民党主席纳勒斯的辞职，并引发此轮

社民党党内选举。在丁纯看来，纳勒斯的下

台，一定程度上已经说明，站在台上的领导

人已经不能够代表社民党了。

此次上台的瓦尔特-博尔扬斯和艾斯

肯则代表了社民党内的反对声音。根据两

人的主张，将与联盟党重新讨论组阁协议，

如果对方拒绝谈判，社民党应退出执政联

盟。瓦尔特-博尔扬斯胜选后说，将在社民

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与党员一起设定谈判重

点议题。基民盟秘书长随后表示，基民盟希

望与社民党新领导人合作，且两党已有合

作的共同基础。

然而，在最终结果出炉之前，社民党是

否会退出执政联盟尚难定论。事实上，将选

举失利归结于默克尔的强势，并不能掩盖

社民党自身的颓势。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

采访时，丁纯强调，从社民党角度看，摆脱

基民盟，退出执政联盟，社民党应该可以重

新开始，独立制定迎合选民的政策，尽管短

期内不太可能见效，但卧薪尝胆几年再卷

土重来也并非不可能。当然，相应地，社民

党也需要付出代价，尤其对目前党内当政

的一代政治家，作为执政联盟一员，联合执

政，毕竟能在内阁中赢得一席之地，如果彻

底退出，则会失去位置，且短期内社民党要

重新崛起，赢得民众和大选，也颇为不易。

“从大趋势看，德国政坛的变化反映出

了德国国内求新求变的渴望，民众对台上

反反复复出现的老面孔开始不认可了。过

去两大党执政的时代已经过去，默尔克的

掌控力正在下降，去年她就宣布了本届任

期结束后退出政坛。”丁纯进一步指出。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周德国柏林举行

的一场商业活动中，65岁的默克尔上台时

绊了一下并双膝着地摔倒，但是她很快站

了起来，走到了麦克风前。默克尔开玩笑

称：“我没有看到楼梯，下次我会踩着它们

走上来。”

距离默尔克原计划的2021年告别仍

有时日，而如果社民党退出执政联盟，默克

尔领导的政府将沦为“议会少数派”，以触

发提前举行联邦议院选举。这么一来，默克

尔的基民盟能否再“踩着台阶上来”呢？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肖涌刚

RCEP�15建成后
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

自由贸易区

印度在未来解决有关问题加入之后，规模还会进一步扩大

一个多月前的德国东部图林
根州议会选举是一个缩影。在这个
由左翼党人任州长的联邦州，中左
翼的社民党支持率比上届选举下
降了4%。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