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发
5月6日，在美国纽约，美国总统特朗普前私人律

师迈克尔·科亨离开自己位于曼哈顿的公寓前往监狱服
刑。

当日，曾长期担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私人律师的迈
克尔·科亨前往纽约上州的奥蒂斯维尔联邦监狱服刑。
科亨于2018年12月因向国会撒谎、违反联邦竞选资金相
关法律等罪名被判3年监禁。

□新华社/路透
5月6日，交易员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工作。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6日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

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6 6 . 4 7点，收于
26438 . 48点，跌幅为0 . 2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
跌13 . 17点，收于2932 . 47点，跌幅为0 . 45%。纳斯达克综
合指数下跌40 . 71点，收于8123 . 29点，跌幅为0 . 50%。

伊朗媒体6日预告，总统哈桑·鲁哈尼准
备8日宣布重新启动一部分受伊朗核问题全面
协议禁止的核项目，以回应美国退出这一多
边协议一周年。

伊朗政府发言人同一天指认美国在海湾
部署航空母舰打击群只为炫耀武力。

部分“解禁”

伊朗官方媒体伊斯兰共和国广播局援引
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鲁哈尼定于8日宣布伊朗
将不再履行伊核协议中一些“次要和通用”
条款，但不会完全退出协议。

伊朗2015年7月与美国等六国就化解伊朗
核项目争议达成全面协议，承诺限制核项
目，换取国际社会解除制裁。伊朗政府下设
一个委员会，监督协议执行。那名消息人士
熟悉这一委员会的运行。

这名消息人士说：“为应对美国退出伊
核协议以及欧洲国家没有履行承诺，伊朗将
作出回应，重启一部分受伊核协议框架禁止
的核活动。”

半官方的伊朗学生通讯社播发类似报
道，说为应对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伊朗定于8
日宣布“对等举措”。一些欧洲联盟成员国
领导人已经由非官方渠道得知这一决定。

美国去年5月8日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并恢
复对伊朗制裁，一年间在经济、政治、外交
领域封锁伊朗。最近一个月，美国相继宣布
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
决定取消8个伊朗原油进口方的制裁豁免，宣
布不再续期针对伊朗核设施的部分制裁豁
免。

批评“黩武”

伊朗政府一名发言人6日说，美国向中东
海域派出航母打击群的做法“业余”，美国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只想炫
耀武力”。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这名发
言人警告，美军“肯定没有兴趣领教伊朗武
装部队的实力”。

博尔顿5日说，美国正向中东海域部署
“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和一支轰炸
机特遣队，以回应伊朗近期对美国发出“令
人担忧”的“暗示和警告”。

美国代理国防部长帕特里克·沙纳汉6日
在社交媒体“推特”写道，美军最新部署是
因为“令人担忧”的迹象显示，美军在中东
地区的部队可能遭到袭击。

沙纳汉和博尔顿没有具体说明美军受到
何种威胁。三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政府官
员告诉路透社记者，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美
军部队可能面临来自伊朗的袭击。其中一名
官员说，情报“足够具体”，甚至指明袭击
地点和时间范围。

只是，路透社记者质疑这类情报的搜集
手段以及它们是否有别于伊朗军事活动对这
一地区构成的“常见威胁”。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主
任乔恩·奥尔特曼告诉美联社记者，不应该让
伊朗人牵动美方神经和军事部署。“大家可
以与伊朗方面严肃沟通，而不是调动这么多
兵力。调兵费用高昂并且影响其他地方的军
事部署。” （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一周年

伊朗或以“解禁”回敬

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5月6日批准将一个航母打击群部署至美国中央司令部辖区，以回
应来自伊朗的“可信”威胁。图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

据新华社日内瓦5月7日电 联合国单方
面强制性措施对享有人权的负面影响问题特
别报告员贾扎伊里6日在日内瓦发表声明，称
美国最近对古巴、委内瑞拉和伊朗采取单边
制裁措施的做法违反国际行为准则，有可能
导致“空前和人为的”人道主义灾难。

贾扎伊里表示，通过可能导致剥夺基本
人权的经济措施企图改变别国政权，这一做
法从未成为国际关系领域的公认准则，政府
之间的政治分歧绝不能通过有可能酿成人道
主义灾难和使普通人成为人质的方法来解
决。

4月17日，美国宣布了一系列对古巴、委
内瑞拉等国的制裁措施，其中包括禁止委内
瑞拉中央银行在今年5月17日之后以美元进行
交易等。随后，美国政府宣布将从今年5月初
开始不再给予部分国家和地区进口伊朗石油
的制裁豁免，以全面禁止伊朗石油出口。

贾扎伊里表示，美国的行为无视国家主
权、人民人权以及与受制裁国家有贸易往来
的第三国的权利，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了
威胁。国际社会应齐心协力，与相关国家展
开对话，以寻求按照《联合国宪章》的精神
和章程和平解决问题的途径。

联合国专家说美单边制裁措施

违反国际行为准则

据新华社电 “维基揭秘”网站创始人朱利安·
阿桑奇引渡美国的正式听证定于6月12日举行。法律
界人士推测，完成相应法律程序可能需要一年时间。

阿桑奇现年47岁，澳大利亚人，2006年创建“维基
揭秘”网站。厄瓜多尔政府今年4月撤销对阿桑奇庇
护，英国警方随后进入厄瓜多尔使馆，把他逮捕。阿桑
奇被捕当天，美国检察机构指认阿桑奇与美国陆军前情
报分析员切尔西·曼宁合谋破解美国国防部电脑密码，
相应罪名面临最长5年监禁刑事处罚。

美方就阿桑奇向英方发出引渡请求。英国法院本月
2日举行首次聆讯，阿桑奇经由视频连线确认他不愿意
接受引渡。双方定于本月30日再次出席聆讯，声明各自
立场和相应依据。

英国律师卡伦·托德纳认为，阿桑奇团队届时可
能提出反对引渡的四点理由，分别是针对阿桑奇的逮
捕有政治动机、美国监狱条件不佳、阿桑奇在美可能
获判终身监禁以及他身体和精神状况不宜在美国服
刑。

另外，托德纳说，瑞典方面如果再次提出引渡要
求，引渡程序可能需优先于美方引渡程序。按她的说
法，完成引渡程序可能需要一年时间。

英国最高法院2012年裁定，可以引渡阿桑奇至瑞
典。阿桑奇同年6月在保释期间进入厄瓜多尔驻英国使
馆寻求庇护。瑞典后续撤销指控，但瑞典检察官上月
说，将重新审查阿桑奇所涉案件。

阿桑奇引渡程序

或历时一年

据新华社电 英国国家电力公司数据显示，截至5
日，英国全国实现连续114个小时不用煤发电，创工业
革命以来最高纪录。

国家电力公司发言人肖恩·肯普说，以再生能源取
代煤炭发电“眼下成为越来越常见的事，越来越多人安
装太阳能（电板），电力系统中越来越多的煤下线，出
现更多风力”。

英国《每日电讯报》6日报道，英国政府计划2025
年关闭最后一批燃煤发电厂，以减少碳排放。数据显
示，煤电近年在英国总发电量中占比不断下降，目前不
足一成。截至今年5月初，煤电使用量比去年同期减少
近三分之二，无煤发电总时长超过1000小时，今年有望
轻松超过去年全年1800小时无煤发电时长的纪录。与此
同时，再生能源发电近年占比日益提升，风力发电量
2018年首次突破150亿兆瓦。

英国上一次连续无煤发电时长最高纪录出现在4月
复活节期间，达90小时45分钟。

破纪录 英国连续近5天

不用煤发电

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6日批准将一个
航母打击群部署至美国中央司令部辖区，以
回应来自伊朗的“可信”威胁。同一天，伊
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政府将于近日宣布对美
国经济制裁的反制措施。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的军事部署是其对
伊朗“极限施压”的最新举措，意在进一步
威慑伊朗。而对于美国的封堵，伊朗方面的
态度目前未见松动。充满火药味的美伊关系
下一步如何发展值得关注。

美军大棒恐吓

沙纳汉6日在社交媒体上说，“亚伯拉
罕·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和一个轰炸机特遣队
将被部署至美国中央司令部辖区。他表示，
美国将对伊朗方面任何针对美军或美方利益
发起的攻击进行追究。

美国《华盛顿邮报》援引匿名美国国防
部官员的话说，将“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
打击群和轰炸机特遣队部署到中东地区的要
求由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齐5日向国防部
提出，随后获得批准。

该官员称，中央司令部近期获得“明确
且可信”的信息，表明伊朗军方及其“代理
人势力”有可能对美军士兵及美方的非军事
利益发起行动。

《纽约时报》则援引3名匿名美国官员的
话说，伊朗或其“代理人”可能准备攻击美
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军队。

不过，两名匿名美国官员对美国有线电
视新闻网表示，目前并没有迹象显示伊朗即
将采取任何针对美方的行动。

伊朗不愿妥协

分析人士认为，派遣航母打击群是美国在
经济领域对伊朗“极限施压”的同时，采取的军
事施压行动。美国的目标之一可能是在伊朗国
内制造担心、紧张和失落氛围，以破坏伊朗的
团结和抵抗。

据伊朗《德黑兰时报》６日报道，伊朗政府
已正式决定回击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并
对伊朗重启制裁的行为。此前，伊朗半官方媒
体塔斯尼姆通讯社本月1日报道说，伊朗最高
领袖哈梅内伊当天在一场集会上发表讲话，要
求伊朗全国以“战斗姿态”应对美国在各个领
域向伊朗发动的攻势。

面对美国制裁，伊朗先前多次警告，将以
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
卫队司令侯赛因·萨拉米4月29日说，美国试图
通过经济制裁施压，迫使伊朗与美方谈判，“但
这样的谈判会被视为投降”。萨拉米强调，伊朗
人民不会接受这样的羞辱。

俄罗斯国民经济和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
谢尔盖·杰米坚科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
访时表示，美国部署航母打击群的行动主要是
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是一种象征性举动，并不
表明美国准备对伊朗开战。

（据新华社北京5月7日电）

美国军事施压伊朗难有成效

据新华社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5日
在莫斯科会见委内瑞拉外长阿雷亚萨时表
示，俄方坚定支持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领导
的合法政府，谴责美国策动委境内政变，敦
促美国“放弃不负责任的军事干涉图谋”。

自美委关系全面恶化以来，俄罗斯始终
秉持挺委抗美的立场，旗帜鲜明地给予马杜
罗政府全方位支持，助委纾难解困。一方
面，对美口诛笔伐，道义上支持委。在联合
国大会和安理会等多边国际场合，俄罗斯多
次阻击美、西方提出的涉委提案，挫败特朗
普政府借联合国洗白干涉委内政的企图。在
美、西方对委制裁升级，瓜伊多自封“临时
总统”和反对派策动“政变”等多个关键敏
感节点，俄总统普京、外长拉夫罗夫皆亲自
出马声援马杜罗政府，甚至不惜公开与美互
掐，有效吓阻了美军事干预图谋。另一方
面，努力出谋划策，助委缓解美制裁阵痛。
近期，特朗普政府对委金融封锁和石油制裁
持续升级，令委石油业雪上加霜，进一步掐
紧马杜罗政府经济命脉，欲彻底撼动其执政
根基。为此，俄罗斯不仅派出专业技术人员
进驻委国家石油公司指导生产，缓解委石油
产量下滑势头，还出面接手委部分石油出口

事宜，助委实现资源“变现”，以维持委国
家和马杜罗政府日常开支，助其渡过难关。
此外，俄还通过军售、派驻军事顾问、强化
军事交流等方式助委国防力量固本强基，提
高委军队应对美军事威胁的能力。

回顾俄罗斯与拉美关系史，不难发现，
冷战结束后委内瑞拉乃至整个拉美皆非俄外
交重点关注方向，但在马杜罗政权内外交困
的背景之下，俄罗斯投入如此多战略资源坚
定挺委抗美，有多重战略考量：

一是坚守在美国后院的战略支点。冷战
结束后，俄几乎完全撤出拉美，美国趁机填
补战略空间，形成后院一家独大的格局。查
韦斯掌权后，俄委关系迅速热络，两国开展
多领域深层次合作，形成了经济上的“特殊
盟友伙伴关系”，构筑了政治上的“反美同
盟”。尤其是近年来俄美交恶，美利用北约
东扩和乌克兰危机不断挤压俄生存空间，令
俄芒刺在背，愈加视委为后院牵制美的重要
“楔子”。因此，守住委这一战略支点、力
保马杜罗政权不倒，对俄与美展开全球博弈
无疑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二是维护俄委经贸金融合作成果。俄在
委有巨大经济利益，仅投资和信贷就超170亿

美元。俄在委石油领域占有巨大份额，俄天
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俄石油公司、卢克石油
公司均参与委油气项目，其中俄石油公司还
通过抵押贷款取得了委石油公司在美国子公
司雪铁戈公司的控制权。此外，俄还是委主
要粮食供应国，每年向委出口约60万吨粮
食，紧握委“粮袋子”。毫无疑问，俄十分
担忧委反对派夺权后否认俄委既有合作协
议，继而触动俄在委利益。

三是保住潜力巨大的委军购市场。俄对
委大规模军售始于2005年，目前委已是俄第
二大武器销售市场。有文章称，俄对委军售
总额或达270亿美元，包括AK-103步枪、S-
300型防空导弹系统、“布克”防空导弹、
“针”系列便携式防空导弹、“龙卷风”和
“冰雹”重型火箭炮以及直升机、战斗机等
俄式武器装备。装备俄式武器装备的委军队
已成为拉美地区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之一，令
美不敢小觑，军事干预前势必掂量再三。而
最令特朗普政府如鲠在喉的是，俄常打着军
售和军事合作的旗号与委进行联合军演和战
略轰炸机巡航，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般时刻
威胁美国土安全。因此，俄高度看重委军售
市场及军事合作，绝无可能任凭委反对派夺

权后投靠美国，坐视巨额市场被他国挤占。
俄与美在委问题上激烈交锋，表面上是

“挺马”与“倒马”之争，实质上则是地缘
角逐、石油资源与军售利益之争。同时，美
国顽固坚持粗暴干涉委内政，以实现颠覆委
左翼政权的最终目标，使美俄之争又呈现干
涉与反干涉的特质，俄站在了坚持国际原则
与道义的一方。不过，美俄在委内瑞拉问题
上僵持不下，好似冷战重演，绝不是世界之
福。正如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外部势力干
涉委内政无益局势缓和，由委人民和各党派
通过对话协商寻求政治解决方案，才是避免
这场危机继续扩大的“正道”。

新华社芬兰罗瓦涅米5月6日电 中国外交部北极
事务特别代表高风6日说，美方对中方北极开发合作进
行无端指责，这些言论是毫无根据的。

高风当天对媒体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北极理
事会部长级会议召开前一天违反外交常规，在多边场
合直接对与会其他国家发表毫无根据的、带有攻击性
的言论，这既不明智，也不会有任何积极效果。

高风表示：“我们继续与其他国家在北极开展合
作，一起把事情做好，做出成果来，让当地人民的福
利和国家整体福利都能得到提高，这就是对他（蓬佩
奥）讲话的最好回应。”

北极理事会定于7日在芬兰北部城市罗瓦涅米召开
部长级会议。蓬佩奥在提前一天发表的演讲中，阐述
美国的北极政策，并对中国和俄罗斯进行无端指责。

蓬佩奥声称，中国不应该算作“近北极国家”。
他称：“只有北极国家和非北极国家，没有第三类国
家。”他还鼓动北极国家和其他国家抵制中国在北极
的基础设施投资。

中国代表驳斥美方

关于北极事务的言论

俄罗斯“挺委抗美”的多重考量
□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严谨

俄罗斯国际航空公司一架苏霍伊超级
100型客机5日在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迫
降后烧毁，37人生还，41人遇难。经过1天
的初步调查，相关部门已有不少收获。

飞机和乘客经历了什么？

据媒体报道，幸存乘务员卡萨特金娜
回忆说，飞机起飞后进入一团乌云并遭遇
猛烈冰雹。随后机身发出巨大声响，机舱
外出现电火花一样的闪光。

生还旅客、俄罗斯北莫尔斯克市市长
叶夫梅尼科夫说，听到飞机在空中两次发
出巨响，并看到飞机右侧发动机区域有两
道雷电一般的闪光，但当时右发动机并未
起火。飞机在迫降时两次撞击跑道，发动
机在第二次撞击后起火，机舱内灯光熄
灭，乘客们在黑暗中出逃。

客机上共有5名机组人员，其中1名乘

务员遇难。据悉，事发时这名乘务员位于
机舱尾部。飞机后部燃烧时，他试图打开
机尾舱门但没有成功，后在协助乘客疏散
时遇难。

都是闪电惹的祸？

一名了解调查进展、不具姓名的俄航
空专家6日表示，飞机被闪电击中很常见，
算不上危急情况。即便闪电导致某些机载
系统停工，也有备用系统接替。理论上
讲，当事客机机长可让飞机尽量长时间在
空中盘旋以消耗燃油。

该专家介绍，苏霍伊超级100型客机的
设计特点使其无法在空中抛洒燃油。“上
述飞机事发时总共飞行了28分钟，消耗约
2 . 5吨燃油，着陆时油箱里还剩约10吨燃
油”。

这名专家认为，机长放弃长时间盘旋

迫降，说明或许某些机载系统完全失灵，
或许飞机难以操控，抑或飞行员与地面空
管完全失去联系。“在较低空域常有很多
飞机，与地面失去通信联络会有撞机危
险”。

据悉，调查人员发现客机迫降时的空
中轨迹和速度均属正常，专业人士将重点
分析飞行员在着陆前是否顺利启动反向制
动装置及该装置的工作状态，飞机起落架
触地状态是否良好，什么原因导致飞机首
次触地时硬着陆并在跃起后二次撞击地
面。

遇难者中毒而亡？

俄执法机关消息人士6日表示，未逃出
机舱的大多数遇难者因大量吸入飞机燃烧
时的有毒气体中毒而亡。

俄卫生部长斯克沃尔佐娃说，生还的

机长、副驾驶和1名乘务员也因吸入有毒气
体而中毒并伴有休克症状，伤情中等。此
次住院治疗者共9人，其中两人重伤。

谢列梅捷沃机场管理部门提供的信息
显示，消防救援队在飞机着陆1分钟后抵达
现场，并用10多分钟扑灭大火。俄联邦侦
查委员会正通过基因检测核实部分遇难者
身份，迄今已有22名死者身份被确认。

独联体下属机构国际航空委员会的团
队已将机场跑道上的所有残骸运入一座维
修机库供后续分析，并着手破译解读失事客
机的“黑匣子”信息，以期还原事发现场情
况。相关飞行员、地面空管人员和飞机技术
设备检验员的工作表现、飞机技术故障和不
良天气影响，都是事故原因的调查方向。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俄交通部
长迪特里希6日分别表示，目前调查尚无结
论，没有理由让苏霍伊超级100型客机停
飞。 （新华社莫斯科5月6日电）

俄客机迫降起火 调查有何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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