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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制铁公司高层7日召开记者会，就6日正式对美国
总统拜登和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等发起诉讼解释立场，表
示“完全不能接受”拜登下令阻止日铁收购美国钢铁公司，
强调“决不放弃”收购计划。拜登阻止收购的决定会对日美
关系带来哪些影响？日方诉讼前景如何？诉讼背后暗藏哪
些考量？

阻止收购有哪些影响

野村综合研究所经济学家木内登英援引日铁的声明说，
拜登政府以这种方式对待盟友令人震惊，也引发强烈担忧，
向所有考虑对美投资的盟友国家企业都释放了“谨慎投资”
的强烈信号。这对日美外交关系及海外对美投资都将产生
恶劣影响，

索尼金融集团高级经济学家渡边浩志认为，如果无法完
成收购，美钢将在生产效率难以改善的情况下加速衰落。与
此同时美国将失去就业机会，外国公司投资美国时也将更加
谨慎。

正在美国出差的日本立教大学商学院教授田中道昭表
示，目前美国主流媒体批评拜登阻止收购的决定是“经济民
族主义”，并强烈担忧，这一决定不仅将影响日本对美投资，
还将导致美国产业成本上升。

日本首相石破茂表示：“为什么这一收购案会引发安全
风险？在不能说明理由的情况下，日美很难谈论未来。”“日
本产业界人士对于未来投资美国的忧虑明显上升……日本
政府强烈要求美国政府作出解释，以打消大家的疑虑。”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武藤容治也认为，美方此举令人遗
憾，美国“以国家安全保障方面的担忧”为由作出这样的决
定，令人难以理解。他还就日铁起诉决定表示：“作为政府，
必须考虑具体能提供什么样的支援。”

日本共同社报道，尽管日美关系可能发生动摇，但日本
政府仍计划支持日铁对美国政府提起诉讼。

诉讼胜算有多大

日铁和美钢此次共发起了两项诉讼。一项是以拜登和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为对象的行政诉讼，请求法院裁决撤销
拜登的阻止收购令，并对该收购案重新进行审查。另一项诉
讼为民事诉讼，以同样试图收购美钢的美国克利夫兰·克利夫斯公司及其首
席执行官，以及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主席戴维·麦考尔为对象，要求巨额
赔偿。

据《日本经济新闻》分析，日铁的诉讼策略一是将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
捆绑，指控拜登与工会等联手破坏收购计划；二是指控拜登下令阻止收购不
是为了国家安全，而是为了将利益引导向特定企业。在日铁提出收购美钢
之前，克利夫兰·克利夫斯公司曾试图以日铁报价约一半的价格收购美钢。

日铁会长兼首席执行官桥本英二7日在记者会上表示“有胜诉的可能
性”。不过，他没有就胜诉率及诉讼日程等细节发表意见。

东京大学特任研究员安川新一郎分析，从法律层面来讲，除非美国当选
总统特朗普上任后愿意出手，否则拜登的决定很难推翻。

据日媒报道，拜登发布阻止收购令后，原则上日铁应在30天内结束收购
计划。除非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延长期限，否则日铁应在2月2日前向美国
外国投资委员会提交放弃收购计划证明书。对日铁来说，必须首先设法“暂
停”拜登阻止收购令的有效性。

“翻脸”背后有何考量

一些法律界人士认为，尽管胜诉概率不大，但日铁方面坚持起诉，可能
意在通过程序争取时间，等待候任总统特朗普就职后事态迎来转机。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铁和日本政府相关人士对特朗普抱有些许期待。
有分析认为，与拜登相比，特朗普可能更有谈判余地。

“面对国内不断高涨的批评声音，在美钢陷入经营危机的情况下，特
朗普有可能改变之前的反对态度，”田中分析说，“日铁注资有利于美钢
重建、有助于维持就业及保持当地经济稳定，这可以成为特朗普（支持收
购）的理由。”

安川认为，如果以“让日铁承诺在更长时间内不削减产能”等为条件，特
朗普应该愿意改变拜登的决定。毕竟对特朗普而言，与争取工会的支持相
比，在经济方面留下业绩更重要。

不过也有业界人士认为，即使特朗普修改拜登的决定，他很可能在其他
领域要求日本让步。“那样的话，收购案将越发被政治利用，从经济整体来看
将成为更严重的问题。”

日本丸红经济研究所所长今村卓从另一个角度分析说，如果本次收
购失败、美钢决定关闭高炉，美钢产能下降及美国钢铁产业衰落将不可避
免。这样的话，“日铁等日本钢铁企业未来仍有机会，可以考虑再次发起
挑战”。

（新华社东京1月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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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奥斯陆 1 月 7 日电（记
者张玉亮、薛东梅）哥本哈根消息：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 7日重申，
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是“非卖
品”。

弗雷泽里克森当天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说，格陵兰岛是“非卖品”，格
陵兰岛属于格陵兰岛人民，不相信
美国会动用军事或经济力量来控制
格陵兰岛。

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7日在佛
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称，出于对美国“经济安全需
要”考虑，他不会排除通过“军事或
经济胁迫”手段夺取巴拿马运河和

格陵兰岛控制权的可能性。
特朗普之子小唐纳德·特朗普

当天到访格陵兰岛。小唐纳德·特
朗普表示，此次行程为私人旅游。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小唐纳
德和我的代表们已抵达格陵兰岛，
受到了热烈欢迎……（美国对格陵
兰岛的控制）是一笔必须发生的交
易。让美国再次伟大，让格陵兰岛
再次伟大！”

格陵兰岛位于北美洲东北部，
是世界第一大岛。格陵兰岛是丹麦
的自治领地，有高度自治权，国防和
外交事务由丹麦政府掌管，岛上稀
土等资源丰富。

丹麦首相重申格陵兰岛是“非卖品”

新华社突尼斯1月7日电（记者
黄灵、王一盛）的黎波里消息：利比
亚通讯社 7日说，利比亚国民代表
大会当天通过“民族和解法”。

利国民代表大会发言人阿卜杜
拉·布莱希格7日表示，国民代表大
会当天经讨论和审议后，以多数票
赞成通过该法。

2021 年 4 月，利比亚总统委员
会表示将着手制定“民族和解法”，
在联合国和非盟的支持下举行包容
性会议，以寻求国内各派和解。
2024年11月，利比亚总统委员会主
席曼菲向国民代表大会提交总统委
员会拟定的“民族和解法”草案，要
求进行审议表决。

自 2011 年卡扎菲政权被推翻
后，利比亚陷入动荡。得到联合国
承认的民族统一政府与支持它的武
装力量控制西部部分地区，而国民
代表大会则与“国民军”结盟，同民
族统一政府在利比亚境内形成割据
对峙之势。

在联合国斡旋下，利比亚冲
突双方于 2020 年 10 月在瑞士日
内瓦签署停火协议，并于当年 11
月在突尼斯 举 行 的政治对话期
间就“通往选举的路线图”达成
一致，同意 2021 年 12 月举行总
统和议会选 举 。此后 由 于 种种
因素，利比亚议会和总统选举被
推迟。

利比亚议会通过“民族和解法”

将满 15 岁的莫斯科中学生安
娜·多尔吉赫第一次走进中国驻俄
罗斯大使馆，实现了新年前夕在“愿
望树”活动中许下的愿望。

“愿望树”活动是由俄政府组织
的新年传统公益活动，包括俄总统
普京在内的政府和地方官员在新年
前随机抽取俄儿童和青少年提交的
新年愿望，帮助他们达成心愿。据
塔斯社报道，自 2018 年起，该活动
已经帮助超过 21 万名俄儿童和青
少年实现新年愿望。

“这是我们家第一次参加‘愿望
树’活动，没想到真的能去中国大使
馆。”安娜的父亲米哈伊尔·多尔吉

赫告诉新华社记者，得知女儿新年
愿望被选中后，全家人都非常高兴。

安娜和姐姐以及父母一行四
人 6 日来到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
做客。在使馆的精心安排下，他们
欣赏中国书法、品尝中华美食、感
受汉服文化、体验《黑神话：悟空》
游戏……就这样，安娜一家人第一
次近距离深入体验中国文化的
魅力。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晖对安
娜一家的到访表示欢迎。张汉晖
说，青少年是最宝贵的财富，是中俄
两国关系不断发展的生力军和中俄
友好的未来与希望。中国驻俄使馆

愿同俄各界朋友一道，努力推动两
国关系持续高水平发展，为两国人
民特别是青少年友好交往创造更多
机会。

被问起为什么将做客中国驻俄
大使馆作为新年愿望时，安娜告诉
记者，她偶然看到了中国仙侠奇幻
小说改编的动漫，觉得其中的故事
和文化元素很有魅力，对中国文化
也产生了浓厚兴趣，所以萌发了“去
中国大使馆看一看”的想法。

安娜说，参观时，不管是书法、
茶艺还是精美的汉服，都非常新鲜
和有趣，特别是知道游戏《黑神话：
悟空》中许多美丽的风景都取自实

景，自己更希望有一天能到中国去
看看。

“我想看看美丽的中国，和那里
的人们聊聊天。在那之前，我一定
要学好中文！”安娜说。

安娜的母亲玛丽亚·多尔吉赫
告诉记者，俄罗斯许多孩子都在学
习中文，他们对中国的兴趣正在不
断增加。

安娜正在老师辅导下学习中
文。“我已经完整学习了拼音，正在
慢慢学习认读汉字。”安娜说，尽管
学习中文并不容易，“但我会坚持下
去”。

（新华社莫斯科1月8日电）

“ 我 想 看 看 美 丽 的 中 国 ”
——一位俄罗斯小姑娘的新年愿望

新华社记者 黄 河

澳大利亚警方8日通报，一名徒
步者在新南威尔士州偏远山区迷
路，在失踪第 14天获救；其间这名
徒步者仅依靠两支燕麦棒和浆果、
溪水存活下来。

警官乔希·布罗德富特说，来自
墨尔本的大学生哈迪·纳扎里2024
年 12月 26日在科希丘什科国家公
园拍照时与两名同行者走散，他本
月 8日下午接近一群徒步者，告知

对方他迷路了、口渴，继而获救。
纳 扎 里 失 踪 后 ，超 过 300 人

从 地 面 和 空 中 开 展 搜 救 行 动 。
据报道，纳扎里是一名户外经验
丰富的徒步者，携带了帐篷。搜
救人员最近几天发现他露营时
点火的痕迹，找到了他使用的相
机和登山杖，推断他活着、在继
续行走。

布罗德富特说，纳扎里8日与两

名同伴会合，随后被送往医院做检
查。检查发现，纳扎里只是脱水，需
接受相应治疗。纳扎里告诉警方，
他“从早一直走到晚”。距离纳扎里
失踪前最后露面的地方，他大约走
了10公里，穿越了陡峭且树木茂密
的地带。

布罗德富特说：“他看起来不
错。这是我们寻找他的第 14 天。
他自己出现了并且精神这么好，状

态这么好，令人不可思议。”
纳扎里说，途中有溪流，他尽可

能寻找水源和食物，比如浆果。他
曾在一间小木屋找到两支燕麦棒。
除此之外，14 天里几乎没有其他
食物。

澳大利亚正值夏季，天气条件
适宜。科希丘什科山是澳大利亚最
高峰，海拔2228米。

（新华社微特稿）

吃浆果、喝溪水 澳大利亚一徒步者失踪14天获救

近日持续的雨雪天气导致
英国多地遭洪水侵袭。

这是 1 月 7 日在英国莱斯
特郡拍摄的洪水景象。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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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政多措并举 民生状况
如何？

2024 年 12 月 8 日，“叙利亚沙
姆解放武装”宣布“解放大马士革并
推翻阿萨德政权”。随后，“叙利亚
沙姆解放武装”迅速稳定首都大马
士革的安全局势，并在内政方面实
施以下措施保障政局平稳过渡。

第一，以“叙利亚沙姆解放武
装”文职官员主导的过渡政府接管
权力，同时保留前政府官僚体系。
同时，授予“叙利亚沙姆解放武装”
及其结盟组织的数十名军事领导人
军衔并纳入国防部以重塑军队。

第二，安抚叙不同民族和教
派。“叙利亚沙姆解放武装”领导人
艾哈迈德·沙拉会见叙基督教、库尔
德人、叙东部阿拉伯部落等团体代
表，多次强调反对宗派主义，主张各
派别和平共处。叙过渡政府官员也
与南部德鲁兹人、西部阿拉维派代
表会谈，以示安抚。

第三，严厉打击前政权“残余势
力”。自 12月下旬以来，叙新领导
层在拉塔基亚、塔尔图斯、霍姆斯、
阿勒颇和首都大马士革等地开展大
规模安全行动，逮捕数百名前政权

“残余”人员。
第四，推出全面的经济和安全

改革计划，包括提高工资、推动重
建、安置流离失所者等。

多措并举之下，当地民生状况
发生了一些新变化。新华社记者在
大马士革看到：原先被检查站封锁
的一些街道重新开放；以前一些买
不到的商品，如无人机、汽车、新款
手机等出现在市场上，价格也便宜
许多；商店开始接受美元等外币。

但同时，当地民众生活也存在
诸多困扰。比如：政府机构尚未完
全恢复运营，垃圾清理等社会服务
亟待完善；生活必需品变得更贵，大
饼价格是原来的10倍，汽油价格也
大幅上涨；大马士革供电供水情况
严重恶化，许多社区每天供电只有

一小时左右等。

频繁外交活动释放哪些信号？

外交方面，许多西方国家和地
区国家乐见阿萨德政权倒台，纷纷
与叙新领导层接触以施加影响。

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
和欧盟纷纷派团与叙政权接触，法
德两国外长还访问大马士革会见
沙拉。

2024 年 12 月 20 日，美国高级
别外交代表团在大马士革会见沙
拉，随后美国宣布取消此前为捉拿
沙拉开出的 1000 万美元悬赏金。
美国官员表示，沙拉在当天的会谈
中展现了“务实”态度，美方将根据
他的行动决定下一步举措。

地区层面，土耳其、约旦、卡塔
尔、沙特阿拉伯、巴林、伊拉克、利比
亚等国近日派团与叙新领导层接
触，叙外长近日前往沙特、卡塔尔、
阿联酋寻求支持。土耳其、卡塔尔
重开关闭十余年的大使馆，沙特则
已向叙提供多批人道主义援助。

此外，沙拉近日接受采访时还
提及同俄罗斯等国关系，表示叙俄
之间有战略利益，不希望俄罗斯以
不符合叙利亚利益的方式离开。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
授丁隆认为，叙新领导层与各国频
繁接触旨在寻求支持和认可，美国
等西方国家手握经济制裁和库尔德
武装两张牌，正施压督促叙利亚逐

出伊朗和俄罗斯势力。

还有哪些“硬骨头”要啃？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
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认为，叙新领导
层在过去一个月力图表明自身是一
个包容的、非极端的政权，获得了一
定认同。但同时，新领导层还没有
触及一些难啃的“硬骨头”。

牛新春说，沙拉称其目标是建
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包容性政府，接
下来面临三大难题：一是如何实现
国家领土统一，二是如何把军队统
一起来，三是如何进行权力分配。

叙库尔德人问题尤其棘手，各
方分歧巨大：“叙利亚沙姆解放武
装”要建立中央集权政府、反对联邦
制，库尔德人则希望获得高度自治
权，而土耳其希望解除库尔德人
武装。

叙利亚政治问题专家马希尔·
伊赫桑认为，叙新领导层面临三个
紧迫挑战：一是安全挑战，零星冲
突、外部势力空袭以及小型武器扩
散都会威胁稳定；二是经济复苏，西
方制裁、基本商品短缺以及资金匮
乏使得经济复苏变得复杂，振兴经
济和刺激投资需要内部改革和外部
合作；三是社会凝聚力，新领导层必
须向少数群体、难民和各种政治派
别证明，他们的权利和利益不会被
忽视。

（新华社大马士革1月8日电）

剧变一月后叙利亚局势如何？
新华社记者 程帅朋 冀泽 马晓成

叙利亚政局剧变已满一月，“叙利亚沙姆解放武装”内政外交同步推
进，对内组建过渡政府、安抚叙不同民族和教派并清剿前政权“残余势
力”，对外与西方国家和地区国家频繁接触、寻求支持。目前叙政局总
体平稳，但专家认为，叙利亚未来的政治进程仍不明朗。新领导层多措
并举下叙民生状况如何？频繁外交活动释放哪些信号？未来还有哪些

“硬骨头”要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