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一生都在做交易。”约
一个月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同
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后这样说。

“交易外交”——这是美国
媒体定义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
的高频词。美国《国家利益》网站
刊文说，特朗普外交政策的本质
是“纯粹的交易”。从挥舞“关税
大棒”到一心谋取资源，“特朗普
的外交政策既咄咄逼人、又包罗
万象，既适用于盟友、也适用于
对手”。

事事皆可“交易”？

执政两个月来，特朗普政府
在外交方面四处出击，认为一
切都是可以谈的：领土、技术、
矿产等等。而促成交易的手段，
正如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凯文·哈西特所说：“我们可以用

‘胡萝卜’做到这一点，也可以用
‘大棒’做到。”

——在乌克兰危机上，为促
成双方谈判，特朗普政府威胁，
俄罗斯若不参与谈判，就会面临
美国制裁；乌克兰若不答应谈
判，美国将停止援助。

美国还觊觎乌克兰的资源，
先是要稀土，然后是石油、天然
气以及其他矿产资源，近日又提
出“拥有并管理”乌方核电站。乌
总统泽连斯基一度强烈反对。他
与特朗普在白宫上演的“世纪争
吵”震惊世界，美方随后就暂停
对乌军援，切断对乌情报共享。

——在巴以问题上，特朗普
政府要求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
运动（哈马斯）释放以色列被扣
押人员，以“否则你们将惹上大
麻烦”相威胁；特朗普政府一度

提出“清空加沙”，并以停止援助
为要挟，逼迫埃及和约旦接收巴
勒斯坦人。

——为解决美国国内的非
法移民和芬太尼问题，美国向墨
西哥和加拿大挥起“关税大棒”。
按照特朗普政府的逻辑，这两大
问题都是加拿大和墨西哥造成
的，不解决就加征关税。

——特朗普还盯上了丹麦
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称“无论如
何都要得到”，甚至不排除使用

“军事或经济胁迫”手段。如果丹
麦不答应，那美国就要对丹麦加
征关税。

美国智库国际政策研究中
心研究员西纳·图西指出，特朗
普的外交策略与他所著的《交易
的艺术》一书中描述的房地产策
略如出一辙：激化矛盾、极限施
压，将局势推向灾难边缘，试图
在最后一刻达成交易。

“交易外交”陷入僵局

“交易外交”成效如何？还是
让事实说话吧。

——美国与俄乌两国的分
歧显现。

在特朗普18日和19日分别
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
统泽连斯基通话后，美国媒体认
为，俄方实际上已拒绝了美方先
前提出的俄乌停火 30天方案。
美国《华盛顿邮报》分析说，美俄
元首通话凸显两国间的更多分
歧而非共识。同时，乌方对俄乌
30天内停止袭击对方能源基础
设施的提议也不满意，希望停火
范围包括其他民用基础设施。泽
连斯基还强调，乌方无意转让特

朗普政府“感兴趣”的扎波罗热
核电站。

——加沙和也门战火重燃。
特朗普此前声称要“给中东

带来和平”，但通过胁迫施压方
式“促成交易”失败，战火重燃。
在与美国“充分协调”后，以色列
军方 18日起恢复对加沙地带大
规模空袭，意味着加沙停火协议
已经破产。另外，美军 15日开始
对也门胡塞武装采取大规模军
事行动。作为反击，胡塞武装称
已多次袭击美军航母。

——多国反制美国加征关
税。

特朗普政府发起“关税战”
后，多方出台反制措施。加拿大
政府 12日宣布对总计 298亿加
元（1加元约合0.69美元）的美国
商品征收25%的反制关税。欧盟
委员会 12日宣布，欧盟决定对
价值 260 亿欧元（1 欧元约合
1.09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反制
关税，将影响美国的牛肉、家禽、

威士忌、摩托车等产品，于 4月
生效。英国《经济学人》网站日前
刊文说，美国加征关税是“一种
严重自残行为”。

——格陵兰岛反美情绪高
涨。

为抗议特朗普的“夺岛”言
论，格陵兰岛首府努克 15日举
行反美游行，上千名示威者行进
至美国驻努克领事馆。丹麦和欧
盟官员也纷纷发声为格陵兰岛

“撑腰”。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
日前说，格陵兰岛将继续是丹麦
的一部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
莱恩表示，欧盟支持丹麦捍卫包
括格陵兰岛在内的主权和领土
完整。

特朗普在 1月 20日就职典
礼上宣称：“我最自豪的身份将
是和平缔造者和团结者。”不过，
两个月后，日本《读卖新闻》3月
20日社论如此评述：“中东地区
再次发生大规模攻击，俄罗斯无
意响应全面停火倡议。特朗普的

‘交易外交’陷入僵局。”美国有
线电视新闻网评论说，在乌克兰
和加沙地带，特朗普政府发现，
结束战争比看上去要难。法新社
报道写道：“特朗普誓言实现和
平，但在战争肆虐之际面临残酷
现实。”

“只会让世界变
得更加危险”

分析人士认为，“交易外交”
陷入僵局的根源在于，特朗普只
考虑美国自身利益，对外交往的
动机是“我能从中得到什么好
处”，而不顾及他人尤其冲突各
方的诉求，更不去努力解决根源
性问题。

美国国际政策研究中心研
究员图西说，对特朗普政府而
言，“外交不是通过严肃谈判，而
是为了表演、施加影响以及构建
于己有利的叙事”。

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能凭
空制造交易筹码，通过威逼利诱
使对方让步，倚仗的是美国的军
事和经济实力。其“交易外交”的
实质，不过是基于强权的胁迫外
交，服务的是美国的一己私利；
不是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而是不
顾相关方诉求、胁迫其接受美国
开出的条件。如此外交即便能够
达成“交易”，恐怕也难以持久。

“特朗普团队宣称，其交易
将带来和平，被搭了 80年便车
的美国要将其超级大国地位转
化为实际利益。”英国《经济学
人》一篇文章写道，“然而，这只
会让世界变得更加危险，让美国
变弱、变穷”。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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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
夫 22日称，乌克兰“已经同意”
举行总统选举，同时乌总统泽连
斯基“很大程度上”接受乌克兰
不会成为北约成员国的事实。目
前，乌方尚未对此作出表态。

如果威特科夫所言为实，那
么这意味着乌克兰在两个重大
问题上立场发生重大改变。泽连
斯基真的接受了吗？

“乌克兰将举行
选举”？

美国记者塔克·卡尔森 22
日公布于社交媒体的访谈视频
中，在被问及乌克兰是否会举行
选举时，威特科夫给出肯定的回
答。他说：“他们已经同意，乌克
兰将举行选举。我认为泽连斯基
正在尽他最大的努力，但他处境
非常、非常艰难。”

就乌克兰总统选举，威特科
夫没有作出更多说明。按美方人
士的看法，受俄乌冲突延宕等因
素影响，一旦乌克兰举行选举，
泽连斯基将败选下台。

乌克兰《基辅独立报》说，威
特科夫在访谈中附和了俄罗斯
方面的说法，称泽连斯基“不是
经由选举产生的”总统，因此“不
能签署任何条约”。

泽连斯基 2019年 5月就任

乌克兰总统，任期至 2024 年 5
月。乌克兰危机于2022年2月全
面升级后，乌克兰因国家进入战
时状态未如期举行原定于 2024
年3月的新一届总统选举。

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团队

上月与乌克兰当局就“战时选
举”“泽连斯基支持率”等问题爆
发激烈口水战。特朗普呼吁乌方
尽快停火并举行总统选举。

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2
月 25日通过有关“战时无法举
行选举”的议案。乌最高拉达声
明强调，泽连斯基是经由选举产
生的总统，乌民众和最高拉达没
有质疑其合法性。在新总统就职

前，泽连斯基必须依照宪法规定
继续行使权力。

泽连斯基 12 日说，只有在
冲突结束后才会举行选举。根据
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乌克兰
国家战时状态已延长至今年 5

月9日。
据乌克兰新声音新闻网站

报道，乌最高拉达国家安全、国
防和情报委员会成员谢尔盖·拉
赫马宁 19日在接受采访时说，
一周内可以“假装已经举行了选
举”，但如果要举行真正的选举，
而不是做做样子，需要耗费大量
时间和精力。

拉赫马宁认为，两个月时间

不足以举行正式选举，因为乌克
兰约 3000 个投票站已被毁，选
民登记册已过时，许多选民下落
不明，即使日以继夜地工作，恢
复登记也需至少3个月时间。

在他看来，6个月内举行选
举“不现实，但有可能”。

“很大程度上”接
受不入北约

威特科夫在访谈中说：“泽
连斯基和他的得力干将（总统办
公室主任）叶尔马克，已经在很
大程度上接受他们不会成为北
约一员。”

他说，如果要同俄罗斯达成
和平协议，乌克兰不能成为北约
一员，“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
已被接受”。

乌克兰一直寻求加入北约。
泽连斯基近期多次宣称，如果乌
克兰能加入北约，那么他愿意辞
去总统职务。

2024 年 6 月 13 日。美国与
乌克兰签订有效期 10年的安全
协议，承诺对乌长期支持。泽连
斯基称这份协议是乌克兰通往
北约的“桥梁”。对于乌克兰的

“入约”诉求，北约以乌克兰危机
升级为由予以拒绝。北约集体防
御条款规定，针对北约任何一个
成员国发动的武装攻击会被视

为对全体成员国发动的攻击。如
果乌克兰此时加入北约，北约与
俄罗斯之间的安全态势或更趋
紧张。

泽连斯基在美国前总统拜
登执政期间奢望乌克兰“入约”，
而特朗普政府多次表态：别惦记
了。上月 26日，特朗普在白宫被
媒体问及乌克兰应就结束乌克
兰危机谈判做出哪些让步时说：

“我可以说的是，可以忘掉（加
入）北约。我认为，这也许就是一
切开始的原因。”

泽连斯基 20 日警告说，若
把乌克兰加入北约议题移出谈
判桌，那无异于送给俄罗斯的一
份“厚礼”。

俄罗斯总统普京多次表示，
为达成俄乌和平协议，俄方需要

“可靠的安全保障”，其中包括拒
绝乌克兰加入北约以及乌克兰
保持中立地位。

《基辅独立报》网站刊登的
一篇评论文章写道，“特朗普希
望泽连斯基下台，但他面临一
个重大问题：美国最希望谁成
为总统候选人？”该文章的结论
是：“由于没有可行的亲美人士
可供选择，而且内部也没有出
现强劲挑战者，乌克兰总统（泽
连斯基）似乎会在可预见的未来
继续掌权。”

据新华社

乌克兰奢望“入约”特朗普表示“别惦记了”

“处境艰难”泽连斯基同意选举？

特朗普特朗普

从挥舞“关税大棒”到一心谋取资源

特朗普政府“交易外交”陷入僵局

泽连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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