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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盟友反目？

加布里尔现任德国副总
理兼经济部长，也是执政联盟
成员社会民主党的主席。他在
德国电视二台２８日播出的节
目中说，默克尔及其领导的基
民盟（基督教民主联盟）在难
民政策上过于乐观，低估了大
量难民涌入带来的挑战。

加布里尔说：“我本人以及
我们一直说，德国每年接纳
１００万人是难以想象的事。”他
还表示一个国家的整合能力有
上限，由于移民涌入，德国多出
30万名学童，德国无法将这么
多学生纳入学校体系，因为教
师人数不足。

德国内政部统计显示，德
国去年共接纳超过１００万名难
民。随着难民不断涌入，默克尔
的人气也不断下滑。去年夏天
难民危机最严重时，默克尔提
出“我们能做到”的口号，而这
也成为加布里尔的攻击点。

加布里尔表示，默克尔
仅仅提出上述口号是远远不
够的，而应当“创造有利条件
以真正实现目标”。按照他的
说法，执政伙伴基民盟和基
社盟（基督教社会联盟）非但
没有创造这些条件，反而加
以阻碍。

德国媒体说，德国明年将
迎来联邦选举，相关竞选宣传

已经启动。在这一背景下，加布
里尔这番表态似乎意在与默克
尔“划清界限”。

对于加布里尔的批评，默
克尔驳斥称，联邦政府已和各
地方当局协力合作，以解决问
题、修改法律和提供资助。

默克尔指出，她对欧盟商
定好的配额制加以改变持开放
态度，但重要的是要找到分摊
责任的解决方式。她表示，各国
政府若说“我们通常不想要穆
斯林来到我们国家”，那将令人
无法接受。

TTIP谈判无进展

除了批评默克尔的难民
政策，加布里尔当天还表示，美
国与欧盟成员国正在商谈中的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
协定（ ＴＴＩＰ）“事实上已失
败”。他说，尽管“没有人真的承
认”，但谈判“没有任何进展”。

加布里尔２８日在与柏林
市民的一次问答环节中指出，
虽然 ＴＴＩＰ谈判已进行了３
年，双方共展开１４轮谈判，但
迄今未在２７章中的任何一章
达成共识。“德国之声”援引加
布里尔的话说，其中一个原因
是“我们欧洲人不愿屈从于美
国人的要求”。

据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
报道，ＴＴＩＰ共２７章，内容涵
盖反腐措施、知识产权保护、市

场准入和贸易壁垒等。如果协
定达成，ＴＴＩＰ将成为全球规
模最大的贸易协定。

加布里尔同时将 ＴＴＩＰ和
欧盟此前与加拿大达成的综合
经 济 与 自 由 贸 易 协 定

（ＣＥＴＡ）进行比较，认为后者
更公平。而美国对ＣＥＴＡ很“不
满”，因为它包括一些美国不愿
在ＴＴＩＰ中看到的部分。

截至目前，美国贸易代表
办公室尚未就此事发表评论。
负责 ＴＴＩＰ商谈的欧盟委员会
发言人克里斯蒂安·维甘德２８
日也表示，欧盟委员会目前对
此事既无评论也无反馈。

美联社分析说，尽管加布
里尔领导的德国经济部并未直
接与美国展开 ＴＴＩＰ谈判，但
他所发表的这一言论很可能使
欧盟与美国未来的商谈更加困
难。在德国国内，反对 ＴＴＩＰ的
民众呼声一直很高，抗议者还
呼吁于今年９月１７日举行全
国示威活动。

半数民众反对她连任

加布里尔质疑难民政策的
同时，德国联邦移民和难民办
公室主任弗兰克—于尔根·魏
泽则对难民问题表示乐观。魏
泽２８日接受《星期日图片报》
采访时说，德国今年预计将可
接纳至多３０万名难民。

魏泽说，由于德国经济目

前形势良好，加上面向难民的
一系列服务不断提高，德国可
以吸纳多达３０万名新难民。他
同时警告说：“不过，如果人数
多于这个数字，我们就会承受
压力，进入所谓的危机模式。但
即使这样，我们也不会再出现
去年的那种情况。”

据统计，去年共有约110万
名来自中东、阿富汗和非洲的
难民进入德国。德国内政部称，
今年上半年他们收到了超过39
万份难民庇护申请，但并不清
楚他们当中有多少是2015年到
德国来的。魏泽表示，德国将尽
可能多地通过就业市场来安置
移民。

根据欧盟移民相关规定，
难民在接收国家内不允许从
事任何工作，只能做义工。此
前有报道称，为帮助难民重新
走上工作岗位并更好地融入当
地社区，德国茨维考地区的官
员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给
难民提供7种义工，难民每工作
20小时可获得18英镑的报酬。
但当难民了解到德国时薪最低
为7 . 3英镑时，他们纷纷拒绝
接受工作，并表示“我们是默克
尔的客人”。可见，正如魏泽所
承认的，要想让难民们融入德
国社会，仍需要“很漫长的时
间和巨大的花费”。

尽管魏泽表示愿意继续接
纳难民，但巴伐利亚州财政部
长马库斯·索尔德在接受德国

《明镜》杂志采访时称：“即使拥
有世界上最大的善意，我们也
无法融合那么多来自不同文化
背景的人。”索尔德说，接下来
三年里，德国应该将数十万难
民送回他们自己的祖国，而不
是接进自己的家里。

《每日邮报》称，在科隆跨
年夜大规模性骚扰事件及慕尼
黑枪击案发生前，坚持实行对
难民“敞开国门”政策的默克尔
一直享有极高的支持率。然而，
德国今年夏天在短短一周时间
内接连发生包括慕尼黑枪击案
在内的４起袭击事件，其中３起
袭击的凶手为难民，这一现象
引发部分民众对难民群体的非
议和对默克尔政府“门户开放”
政策的质疑。

一项最新民调显示，反对
默克尔在明年选举中第三次
连任总理的人比例有所升高，
默克尔的支持率更是创下了
历史新低。《星期日图片报》２８
日公布的民意调查数据显示，
接受调查的人中５０％反对默
克尔连任，而支持她连任的占
４２％。相比之下，去年１１月同
一项调查中，反对她连任的受
访 者 占４８％ ，支 持 者 则 占
４５％。

默克尔尚未就是否参选
作出明确表态。她数日前接受
一家地方报纸采访时说：“我将
在合适时间予以回应。”

据新华社、澎湃等

难民压力当前，又遭副手“唱反调”

默默克克尔尔想想连连任任有有点点悬悬

互相使用对方海陆空基地

美美印印要要结结成成““后后勤勤盟盟友友””
本报讯 据美国《福布斯》

杂志网站报道，8月30日前后，
印度和美国将在华盛顿签署一
项重要的战争协定，从而确立
彼此间的“后勤盟友”关系，未
来在与地区竞争对手的对抗中
两国可借此获得更大的优势。

印度国防部长马诺哈尔·
帕里卡尔即将访问美国首都华
盛顿，在为期两天的出访行程
中，他将与美方签署《后勤交换
协议备忘录》。对于印度和美国
而言，这是一纸基础性协议，将
允许两国军方使用彼此的海陆
空基地，进行补给、武器维修和
军人休憩等后勤补给作业。

《福布斯》杂志指出，美印
签署《后勤交换协议备忘录》是
奥巴马政府推行“亚太再平衡”
战略的一部分。在不久的将来，

美国海军计划把60%的水面舰
艇部署至印度洋-太平洋海
域。协议签署后，美国不必再像
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所做的一
样，几乎是完全从头开始建设
军备设施，而是可以利用庞大
的印度军备做一些简单的安
排。

对于印度总理莫迪来说，
签署协议则是让印度疏离冷战
后期结下的盟国俄罗斯的重要
一步，可以帮助印度与美国结
成新的联盟，从而保护本国在
印度洋和东南亚附近海域的利
益。

此外，美印结成“后勤盟
友 ”对 打 击 两 国 共 同 的 敌
人——— 激进圣战者——— 同样意
义重大。比如，最近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IS）在孟加拉国制

造了一起恐怖袭击。美印签署
《后勤交换协议备忘录》后，美
国空军和海军在当地执行反恐
任务将会简单得多。“虽然美国
目前在印度没有真正的军事基
地，但是将能够便捷地使用印
度的军事基地。”

《福布斯》杂志还分析
称，通过签署《后勤交换协议
备忘录》这个“中继站”，美印
将最终达成《通信和信息安全
备忘录协议》（CISMOA）和

《地理空间情报基本交流合作
协议》（BECA）。此后，通过购
买和使用来自美国或其他国
家的防务技术，印度将能够为
本国的空军和海军部队配备
顶尖的防务装备，进而在地区
对抗中获得更大的优势。

据中国日报

德国明年将迎来联邦选
举，但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
一贯奉行的难民政策恐将成为
阻碍其连任的一大因素。28日，
德国副总理西格马·加布里尔
公开批评“顶头上司”默克尔，
引发媒体关注。他表示，默克尔
在接纳难民问题上过于乐观，
低估了挑战。

同一天，德国联邦移民和
难民办公室宣布，预计２０１６年
将有３０万名难民进入德国，这
一数字不到２０１５年的三分之
一。

今年4月，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左）和印度国防部长帕里卡尔在印度会面。

加布里尔（左）和默克尔是

执政盟友。（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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