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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1月11日电 联
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即将启程
从美国返回韩国之际，他的两
名亲属１０日遭到美国检方指
控。根据美国检方说法，潘基文
的弟弟和侄子涉嫌参与一起行
贿案，行贿金额为５０万美元（约
合３４６万元人民币）。

美国曼哈顿联邦法院１０日
对韩国人潘基祥和潘周贤提起
诉讼，指控两人参与一起行贿
案。潘基祥现年６９岁，是潘基文
的弟弟，在韩国建筑公司京南企
业担任高层管理人员；潘周贤现

年３８岁，又名“丹尼斯”，是潘基
祥之子，身份是房地产经纪人。

京南企业在越南首都河内
建有一座７２层高的“京南地标
大厦”，建筑成本超过１０亿美
元。根据起诉书中的说法，京南
企业陷入清偿危机后，潘基祥
安排公司雇用自己的儿子潘周
贤为经纪人，希望以高于８亿美
元的价格出售“京南地标大
厦”。在寻找买家过程中，潘周
贤结识了自称与“中东某国王
室有关系”的美国人哈里斯。

哈里斯告诉潘周贤，自己

可以帮忙牵线，说服中东某国王
室成员动用国家基金购买这栋
大厦。起诉书中写道，２０１４年４
月，潘基祥和潘周贤同意向哈里
斯支付５０万美元“预付款”，并承
诺事成后再支付２００万美元。

事实上，哈里斯并没有他
所说的“关系”，而是把这５０万
美元挥霍一空。目前哈里斯因
涉嫌诈骗一同遭到起诉。

美国检方提起诉讼时，潘
基文正准备启程从美国返回韩
国。对于亲戚卷入行贿案一事，
潘基文通过发言人表示并不知

情。潘基文的发言人１１日对媒
体记者说，针对弟弟和侄子被
美国检方指控一事，潘基文感
到“惊讶”。对于这起案件的情
况，潘基文毫不知情。

不久前，潘基文本人也卷
入一起贿赂传闻。韩国《时事周
刊》去年１２月以多名未公开身
份的人为消息源报道称，潘基
文在卢武铉政府任外交通商部
长官时收受商人朴渊次大约２０
万美元贿赂；２００７年初就任联
合国秘书长后，他再次收受朴
渊次送到纽约市的３万美元。潘

基文多次对报道中提到的情节
予以否认，并要求《时事周刊》
道歉和撤稿。他还向韩国媒体
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要求，指
认韩国媒体有关他“受贿”的报
道歪曲事实。

潘基文尚未正式宣布参加
韩国总统选举，不过外界普遍
将他视为潜在总统候选人，他
的民调也长期向好。韩国媒体
本月早些时候援引消息人士的
话报道，由潘基文“圈内人”组
成的核心团队已初步形成，以
应对可能投入的总统选战。

本报记者 赵恩霆

与克里同日演讲
对中国判断略有不同

芝加哥，是奥巴马政治生
涯开始的地方。1月10日，他发
表告别演讲的地点，距离他八
年多前首次赢得大选时发表当
选演说的地点不远。

经历八年政治轮回，站在
当初起点处的奥巴马，面对的
国际格局早已换了容颜。在告
别演讲中，奥巴马说：“……俄
罗斯或者中国等其他国家无法
匹敌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影
响，除非我们自己放弃这种影
响力……”

真是这样吗？
在以叙利亚危机为代表的

中东局势中，奥巴马的“收缩”
政策事实上削弱了美国在中东
的影响力，反倒成全了俄罗斯
在中东的强势回归，以及中东
域内地缘政治版图的重构；而
亚投行、“一带一路”战略，在世
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话
语权的提升，无一不反映出中
国国际影响力的显著提升。

即便美国不放弃其在全球

范围内的影响力，也不得不承
认和面对其他重要国际力量的
崛起，以及由此带来的国际政
治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

或许，即将卸任国务卿的
克里1月10日在美国海军学院
的演讲道出了现实：“我们（美
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和
最大的经济体，但中国仅凭其
体量将最终获得这一地位。”

如果说奥巴马作为总统，
卸任前“唱高调”鼓士气的话，
作为奥巴马第二任期美国外交
政策的第一执行者，克里的说
法更符合基于现状的判断。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影响力自己说了不算

对于奥巴马在告别演讲中
的有关内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陆慷1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相
关提问作出回应，称一个国家在
国际事务中发挥了什么样的影
响，应当由国际社会多数成员来
评判，而不是自己说了算。

“可能我们和美方的思维
框架不太一样。中国一向主张
国际关系民主化，所以在谈论
我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时，更
多考虑的是中国自身发展，我

们可以向国际社会和其他国家
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作出
更多贡献，而不是我们对其他
国家的影响力。”陆慷说。

“如果非要谈影响力，按中
国人的逻辑，一个国家在国际
事务中发挥了什么样的影响
力，也应当由国际社会多数成
员来评判，而不是自己说了
算。”陆慷说。

嘴上说要平稳交接
一边挖坑一边灭火

奥巴马的告别演讲，一开
始寒暄并感慨了几句。但随即
话锋一转，称：“我将确保权力
和平过渡。”

然而，现实却是：奥巴马公
开指责俄罗斯黑客干扰美国大
选，且直指普京是“幕后黑手”，
追加对俄制裁，驱逐35名俄罗
斯驻美外交人员……

奥巴马如此卖力地加剧美
俄关系对立，为的就是给特朗
普上台后改善美俄关系增加难
度，通过这种方式向特朗普施
压，以保持美国现行对俄施压
的整体态势。在某种程度上，保
持对俄罗斯的压制也算是奥巴
马的一份遗产。

相反，面对特朗普当选后
在台湾问题上频繁挑战中国底
线的鲁莽做法，奥巴马政府曾
在短短几天里三次表态，称美
国政府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此外，在过渡期内，奥巴马
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的调门降了
不少，反倒是军方时不时出来
吼两嗓子。处于政权交接的特
殊时段，政府无暇他顾，军方则
再次试图拿“中国威胁论”向新
总统要价，敦促特朗普履行增
加军费的竞选承诺。

鉴于过渡期内奥巴马与特
朗普的“不愉快”，在告别演讲
中，奥巴马在演讲开始冷冰冰
地说：“……我的政治团队将确
保此次换届过程非常平稳，就
像当初（小）布什总统把权力交
接给我一样……”

可就在去年12月28日，特朗
普在推特发文，矛头直指奥巴
马，称：“我正尽力不被奥巴马的
煽动言论和设下的障碍所影响，
我本以为这（政府交接）会是个
平稳的交接，结果根本不可能！”

这种差异，或许从一个数
据可以看出来：根据昆尼皮亚
克大学发布的一项民调，奥巴
马的民意支持率为５５％，同时，
大约５１％的美国人认为，作为

候任总统，特朗普表现糟糕。

不同于两位前任
没向继任者送祝福

八年前，2009年1月15日
晚，即将卸任美国总统的小布
什在白宫发表了告别演讲。一
开篇，小布什就对5天后正式上
任的奥巴马送上祝福：“……我
即将把我的工作交由你们心目
中的理想总统，奥巴马！能够接
受全美人民崇敬的人，必须能
够为你们，为这片土地带来希
望……我渴望与美国人民一道
为奥巴马、他的妻子和两个漂
亮的女儿送去美好的祝愿。”

虽然小布什与奥巴马分属
共和党和民主党，但这番讲话多
么热情洋溢。在通篇讲话最后，
小布什还说道：“天佑奥巴马！”

16年前，2001年1月18日，即
将离任的克林顿同样在白宫发
表了告别演讲。在演讲末尾，克
林顿说道：“希拉里、切尔西和我
同所有美国人民一道，向即将上
任的（小）布什总统、他的家人及
新政府致以衷心的祝福，希望新
政府能够勇敢面对挑战，高举自
由大旗在新世纪阔步前进。”

当时，政权同样是从一位
民主党总统手中交给共和党
人，但整个画风甚为和谐，与今
日之“奥特互撕”形成鲜明反
差。奥巴马在告别演讲中感谢
了妻子米歇尔和两个女儿，感
谢了副总统拜登等人，但通篇
没有祝福特朗普的话语。

值得注意的是，克林顿和
小布什的告别演讲中，都提到
了一个人——— 托马斯·杰斐逊。
小布什说，“托马斯·杰斐逊曾
写道：‘相比于过去的历史，我
更喜欢未来的梦想。’随着我马
上要离开白宫，我赞同杰斐逊
这样的乐观精神。”可见，经历
过“9·11”的“战争总统”小布什
是多么如释重负。

克林顿则说道：“托马斯·
杰斐逊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告诫
我们结盟的危害。但在我们这
个时代，美国不能，也不可能使
自己脱离整个世界。”虽然这是
克林顿16年前的讲话，但放在
今天看，似乎是在给今天的美
国和特朗普本人提个醒。

告告别别总总统统位位，，不不愿愿告告别别““霸霸主主梦梦””
奥巴马发表告别演讲，数完政绩又谈“美国影响力”

还还没没竞竞选选总总统统，，““后后院院””就就先先起起火火
潘基文亲弟和侄子在美被控行贿，潘基文称“不知情”

1月10日，在美国芝加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发表告别演讲时拭去泪水。 新华/路透

当地时间1月10日晚，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芝加哥发表了告别演讲。除了历数八年任期的政绩，直面社会
顽疾之外，奥巴马还不忘提一句大国关系：“俄罗斯或者中国等其他国家无法匹敌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除非我
们自己放弃这种影响力……”自去年11月特朗普当选总统以来，美国政坛进入过渡期。两个月来，奥巴马一边在对俄关
系上接连开炮，试图将一个烫手山芋般的美俄关系交给特朗普；一边又多次在对华关系上灭火，希望将特朗普在台湾
问题上惹的麻烦降到最低，试图延续美中关系的平稳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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