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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振山

以色列的天然气钻井船近日抵达卡里什

天然气田，此举引发黎巴嫩不满。与此同时，

德国和土耳其也对以色列天然气产生兴趣。

分析人士指出，随着全球能源危机持续和欧洲

寻求能源多元化，围绕东地中海地区天然气资

源的争夺可能会再次加剧。

以色列能源部 6月 6日宣布，以色列一艘

天然气钻井船5日抵达卡里什天然气田，计划

于9月开始作业。以方此举引发黎巴嫩不满。

黎巴嫩总统奥恩说，黎与以色列划定海上

边界的谈判仍在继续，在争议区的任何行动都

构成挑衅和敌对行为。黎总理米卡提也警告，

以方行动可能引发紧张局势。

作为对黎方说法的回应，以色列能源部坚

称卡里什天然气田属于以色列。以方还表示，

以海军舰艇和“铁穹”防空系统将为卡里什气

田钻井平台提供保护。

以色列和黎巴嫩发生上述纠纷并不意外，

两国就东地中海海域划分存在争议。从 2020

年 10 月至 2021 年 5 月，黎巴嫩和以色列在联

合国和美国斡旋下举行了5轮间接谈判，但未

能就海上划界达成协议，第6轮谈判被无限期

推迟。

在以色列和黎巴嫩争吵之际，德国副总理

哈贝克于6日到访以色列。哈贝克说，德国和

欧洲其他国家现在非常需要天然气，以色列计

划把天然气输送到埃及，在那里的加工厂转化

为液化天然气，然后再运往欧洲国家。

除了德国，土耳其也在和以色列讨论天然气

开发问题。两国商讨从以色列的利维坦天然气

田修建海底管道到土耳其，再经土耳其将天然气

输往欧洲。据以色列方面介绍，这条管道预计长

达500～550公里，建造成本为15亿欧元。

德国和土耳其与以色列加强能源合作，凸

显了当前能源危机下东地中海油气资源的重

要性。

近年来，东地中海地区相继发现多个储量

在千亿立方米以上的大型天然气田，位于地中

海沿岸的埃及、以色列、希腊以及塞浦路斯等

国在实现能源自给的同时，也将更多能源用于

出口。

2020年 9月，希腊、塞浦路斯、意大利、埃

及、约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正式成立东地中

海天然气论坛，以加强东地中海地区的天然气

资源开发。

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国家寻求摆脱对俄

罗斯的能源依赖，开始在全球各处寻找能源。

东地中海地区由于资源储量丰富、离欧洲距离

近，受到德、法、意等国青睐。埃及、以色列和

土耳其等国也嗅到了商机，积极寻求与欧洲国

家合作。

不过在分析人士看来，东地中海地区要成

为欧洲能源的稳定供应基地，目前来看还存在

两方面问题。

首先，能源开发成本高、周期长。当前，东

地中海地区的天然气运输管道有限，出口欧洲

的天然气主要是在埃及液化后用运输船运送

到欧洲。虽然 2020年希腊、以色列和塞浦路

斯签署协议，计划从以色列修建海底管道经塞

浦路斯到希腊，但这一项目投资巨大，美国已

经宣布撤回对该项目的支持。从以色列到土

耳其的管道能否落实也未可知。

另据有关方面预计，到 2030 年东地中海

地区可出口的天然气将达到300亿～500亿立

方米，相比目前欧洲每年从俄罗斯进口的1500

亿立方米的数量还有较大差距。

其次，地缘政治关系复杂，前景难料。正

如黎巴嫩抗议以色列开发天然气所表明的，东

地中海地区的划界问题至今未能解决，土耳其

和希腊、塞浦路斯之间此前曾多次发生争端。

土耳其和黎巴嫩也未加入东地中海天然气论

坛。在能源日益供应紧张的当下，相关各国之

间的博弈可能会更加激烈。

东地中海天然气再成“香饽饽”

赵晓展

英国首相约翰逊暂时可以松口气了。当

地时间 6月 6日晚，约翰逊在党内对他进行的

不信任投票中涉险过关，保住了保守党领袖和

英国首相之位。

根据规则，保守党议员在一年内不允许再

举行不信任投票。但在分析人士看来，此次投

票中不信任票数远超预期，显示其在党内威望

大受打击，过关并不意味着约翰逊执政前路一

帆风顺。

一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英国保守党

议员团体“1922委员会”针对约翰逊的不信任

投票于6日18时开始，20时结束。保守党在议

会下院的359名议员参与了投票。

最终的结果显示，359 名保守党议员中，

211人支持约翰逊；148人希望其下台，未达通

过不信任动议所需的180票。

据悉，“1922委员会”由保守党议会下院普

通议员组成，在决定首相人选方面有着重要作

用。按规定，若首相未能在党内不信任投票中

获得过半数信任票，就应辞职，由党内选举新

领袖；若首相赢得过半数信任票，则一年内党

内不能再对其进行不信任投票。

结果出来后，约翰逊第一时间表态称投票

结果是“令人信服”和“决定性的”。他同时表

示，英国政府和保守党接下来将团结一致，集

中精力解决“对民众而言真正重要的事情”，包

括应对生活成本上涨。

BBC的报道称，投票前，约翰逊团队积极

展开“自救行动”。他们给议会所有保守党议

员发送一封信件，说明他们为什么要继续支持

首相。

信中给出的主要理由包括：政府精力需要

集中在乌克兰问题和英国国内生活成本激增

上；保守党高层斗争将在党内引起“内战”，而

最终受益的会是工党……

对这一结果，英国主要反对党——工党领

袖斯塔默表示，一个“分裂的”保守党正在“支

持”约翰逊。英国自由民主党领袖则表示，“虽

然约翰逊今天还在执政，但毫无疑问，他的声

誉已经支离破碎，他的权威也已经完全丧失。”

二

引发这次不信任投票的导火索，是疫情防

控期间唐宁街10号涉及的多起“派对门”事件。

5月 25日，英国内阁办公室发布了针对首

相府疫情防控期间举办聚会事件的完整版调

查报告，认定多个聚会违反防疫规定，领导层

应承担责任。

报告共涉及 2020年和 2021年首相府和其

他政府办公室举办的16场聚会。

此前一周，伦敦警察局就首相府和其他政

府办公室在疫情防控期间违反防疫规定聚会

开出126张罚单，涉及83人。

约翰逊及妻子卡丽、财政大臣苏纳克均收

到罚单，约翰逊由此成为英国历史上首位在职

期间违反法律的首相。

约翰逊当天在议会下院对调查报告做出

回应，表示愿为此“承担全部责任”，但“不会因

此事辞职”。

不过，要求约翰逊引咎辞职的呼声越来越

高。6月 3日，约翰逊携妻子出席女王登基 70
周年庆典活动，却遭遇了相当尴尬的一幕。

据英国媒体报道，约翰逊一出现，就有部

分民众直接在活动现场喝起了倒彩，现场嘘声

和口哨声交织在一起……

对于约翰逊此次涉险过关，有分析人士认

为，这首先与保守党内目前尚无合适的替代人

选有关；另一方面，俄乌冲突下英国表现“积

极”、女王白金禧年庆典顺利举行，无疑都是加

分项，一定程度上给了约翰逊“喘息”的机会。

不少保守党内议员也认为，眼下还不是党首更

迭的合适时机。

实际上，在约翰逊“挺过”不信任投票后，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第二天接受英媒采访时

就毫不掩饰自己的支持，盛赞约翰逊是“乌克

兰真正的朋友”。

三

党内风波虽然暂时平息，但在外界看来，

约翰逊获得“惨胜”或是其领导地位“终结的开

始”。在其剩余任期里，危险警报并未解除。

甚至有媒体猜测称，保守党内会有人推动

改变规则，再次对约翰逊发起不信任投票动

议。对此，“1922委员会”主席格雷厄姆·布雷

迪说，“从技术层面讲，这是可能的。”

不信任投票举行前，外界曾认为，保守党

内投不信任票者应该不会超过百人。但结果

显示，148人、占 42%的党内议员对他表示不信

任，也说明了约翰逊在党内不受欢迎的程度。

有分析指出，除了“派对门”丑闻外，约翰

逊政府在处理英国经济问题上的不力、与欧盟

之间的纠纷、保守党在地方选举的大败等都造

成了约翰逊如今的困境。

在媒体看来，英国政坛上不信任投票往

往意味着“下台”结局的开始。

约翰逊之前，特雷莎·梅在赢得不信任投

票不到 6个月就宣布辞职；政坛“铁娘子”玛格

丽特·撒切尔甚至只坚持了 48小时；约翰·梅

杰在赢得不信任投票后继续任职，结果在随

后的大选中全军覆没。

英国《卫报》认为，为了避免再次被赶下

台，约翰逊需要扭转他和保守党的声望，但目

前英国正经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生活成本危

机，保守党一时难以拿出解决方案。

上个月的地方选举中，保守党失去了近

500个席位和 11个议会控制权。最新民调显

示，反对党工党在调查中已经领先保守党 20
个百分点。

涉险过关，约翰逊执政“警报”解除了吗

新华社记者 刘赞

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日本前首相、执

政党最大派阀领导人安倍晋三5日在一个论坛

活动上再次就台湾问题大放厥词，重提“台湾

有事即日本有事”，声称要与台湾及“有志”国家

加强关系，使中国大陆“放弃武力统一台湾”。

分析人士指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本

追随美国“印太战略”积极反华的倾向日益明

显，已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遏华政策的主要

帮凶。日本紧随美国反华，有借此谋求军事

松绑和重塑自身亚洲地位等私心。此种做法

不利于地区和平稳定和中日关系健康发展，

必会让日本自身付出代价。

随美反华

美国总统拜登 5月下旬访问韩国和日本

并出席多边活动，以推进“印太战略”，拉拢亚

太地区盟友和伙伴共同遏制中国。日本在此

期间配合美国表现最为积极，不仅和美国一

道对东海、南海、涉港、涉疆、台海局势等涉华

议题指手画脚，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还在联合

记者会上直接点名中国，声称日本将与美国

合作促使中国“按照国际规则履行责任”。

近年来，随着美国对中国遏制打压力度

不断加大，日本对华政策也明显转向对抗。

在政治和安全上，日本积极参加美国“印

太战略”的核心框架——美日印澳“四边机

制”，推动其固定化，继美国之后第二个主办

该机制峰会。日本还和美西方一道频繁干预

中国内部事务，为“台独”势力、乱港分子打气

撑腰，操弄新疆“人权”问题。

在经济上，日本追随美国，以“国家安全”

名义打压中国科技企业和推进对华经济“脱

钩”，出资 2200 亿日元资助日企把在华生产

迁回国内。日本还积极与美国进行供应链合

作，参加美国主导的旨在排除中国的地区经

济框架，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印

太经济框架”。

包藏祸心

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极力讨好美国并紧

随其反华，背后有不可告人的野心。日本执

政的自民党一直希望突破二战后和平宪法的

限制，让日本成为“正常国家”。为此，日本不

断渲染“中国威胁”，以此为由发展军力，并借

美国遏制打压中国之机，通过当美国帮凶换

取美国对其军事松绑的认可。

同时，日本战后曾长期在经济上领先亚

洲其他国家，但近年来日本世界第二经济大

国的地位被中国取代，日本难以理性接受中

国的发展壮大，对华日益敌视。

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纐缬厚指出，日

本正在成为“中等国家”，不少日本政客和国

民无法正视现实，希望日本与美国联合，通过

加强政治和军事实力来弥补经济势力的衰

落，从而与中国对峙。

损人损己

不少分析人士指出，中国的发展使亚太

地区获益，美国推行“印太战略”只会造成对

抗和分裂。日本为虎作伥，损害的是包括其

自身在内的地区各国的利益。

日本前外务省官员孙崎享认为，目前美国

意图在东亚制造紧张局势，这绝对无助于地区

稳定，而且日本屈从美国利益采取的行动经常

有损自身利益。

分析人士指出，中日之间经济、人文交往

密切，中国长期保持日本最大贸易伙伴地位，

日本从中国市场收获颇丰。如果日本继续追

随美国在反华道路上越走越远，必将影响中

日经济合作，令日本经济受损。

纐缬厚说，日本政府一直采取从属于美

国的立场很不体面。日本只有成为自立的和

平国家，才能获得信赖和尊重。

（据新华社北京 6月 7日电）

执政的自民党一直希望突破二战后和平宪法的限制，通过当美国帮凶换取美国对其军事松绑的认可

紧随美国反华 日本暗藏祸心

董沛

越来越严重的通胀问题，考验着越来越多国家的经济。

当地时间 6月 7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参议院财政委员

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通货膨胀正处于“不可接受的水平”。

耶伦称，俄乌局势正在对全球的能源和食品价格产生影

响，美国不是唯一经历通货膨胀的国家，在全世界几乎所有的

发达国家都可以看到这一点。

在法国，由于通货膨胀问题持续，越来越多民众使用消费

信贷。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与去年相比，今年以来法国消费信

贷的使用增长了近 9%，与新冠疫情暴发之前相比增长近 10%。

俄罗斯总统普京倒是 7 日在俄经济问题工作会议上表

示，俄经济形势发展态势良好，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控制，自 5
月下旬以来，物价停止上涨。但问题是，以年度指标来看，截

至 5月 27日，通胀率仍高达 17.4%。

……

近日，世界银行推出了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预计明

年全球通胀将有所回落。但报告也指出，很多经济体的通胀

水平可能仍会高于通胀目标。

该报告还称，如果通胀持续居高不下，而有关国家采用如

同解决 20世纪 70年代滞胀那样的政策措施，则可能导致全球

经济急剧下滑，一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可能会出现金

融危机。

世行认为，在全球经济遭受新冠大流行重创的背景下，俄

乌冲突使形势雪上加霜，全球经济放缓，可能正在进入一个漫

长的增长乏力、通胀高企的时期。这导致滞胀风险上升，可能

给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经济体带来伤害。

该机构预计，全球增长将从 2021年的 5.7%下降到 2022年

的 2.9%，远低于今年 1月预期的 4.1%。由于俄乌冲突仍会继续

扰乱经济活动，而此前被压抑需求的释放逐渐完成，加之多国

收紧财政和货币政策，预计 2023年至 2024年的增长率仍将大

体保持在这个水平。由于疫情和军事冲突的破坏，今年发展中

经济体的人均收入将比疫情暴发前的趋势水平低近 5%。

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说：“乌克兰的战争、中国的疫情、

供应链中断以及滞胀风险正对经济增长造成沉重打击。对许

多国家来说，经济衰退将难以避免。”

马尔帕斯称，市场是向前看的，因此鼓励生产、避免限制

贸易是当务之急。为了解决资本错配和不平等问题，需要在

财政、货币、气候和债务等多个政策领域做出改变。

世界银行预测局局长阿伊汗·高斯表示：“发展中经济体

必须在确保财政可持续性与减轻当下的多重危机对最贫困人

口的影响这两方面保持平衡。清晰地传达货币政策决策、充

分利用可靠的货币政策框架并保护央行的独立性可以有效地

锚定通胀预期，降低为实现控制通胀、促进经济活动的特定效

果而需实行的政策紧缩规模。”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份报告将当前全球经济状况与 20
世纪 70 年代进行了对比，但世行也指出，现在的形势也有很

多不同的地方：美元处于强势，和 70 年代的美元严重疲软形

成鲜明对比；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幅度比 20 世纪 70 年代要小；

主要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总体状况良好。更重要的是，与

20世纪 70年代不同，稳定物价现在已是发达经济体和许多发

展中经济体央行的明确使命，其中很多国家过去 30年里在实

现通胀目标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世行认为明年通胀可望回落

据德国媒体6月8日报道，柏林一处商业街当天上午发生车辆
冲入人群事件，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12人受伤。

◀这是6月8日在德国柏林拍摄的车辆冲入人群事件现场。
新华社记者 黄燕 摄

▼6月 8日，警察在德国柏林车辆冲入人群事件现场工作。
新华社记者 任鹏飞 摄

德国柏林发生车辆冲入人群事件

6月8日，游客在韩国首尔参观青瓦台。韩国原总统府青瓦
台自5月10日起向公众开放。如今，在总统官邸、迎宾馆等处
的基础上，游客参观范围进一步扩大。 新华社记者 王益亮 摄

韩国扩大青瓦台游客参观范围

据新华社洛杉矶6月7日电（记者谭晶晶）近期美国新冠

疫情指标呈上升趋势，目前平均日增新冠确诊病例超过 10万

例，过去 4周新增儿童感染病例超过 40万例。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美国平均

日增新冠确诊病例约 10.8 万例，平均日增死亡病例超过 280
例，平均日增住院病例约 4000 例。5月 30日是美国阵亡将士

纪念日，许多民众在纪念日假期外出旅行和聚会，假期后第一

天，美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超过 17.7万例。

公共卫生专家表示，美国实际新冠感染病例数会远高于

官方统计数据，因为一些轻症患者不再去做病毒检测，还有些

人在家中检测，并不上报结果。

近期美国儿童新冠感染病例也持续上升。美国儿科学会

和儿童医院协会 6日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过去 4周美国新增

儿童新冠感染病例超过 40万例。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

已有近 1350万名儿童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今年以来新增儿童

感染病例近 560万例。

美新冠疫情指标再抬头

这是在马来西亚沙巴州仙本那附近拍摄的海中景观。马
来西亚有着绵长的海岸线，海洋资源丰富，众多岛屿周边水质
清澈，珊瑚缤纷，鱼类成群。 新华社记者 朱炜 摄

马来西亚：精彩水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