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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已锁定美国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的特朗普宣布，他在佛
罗里达州的一场筹款活
动上共募得资金 5050

万美元。这一数字刷新了现任总统、
民主党人拜登不久前创下的 2500 万
美元单场政治活动最高筹款纪录。今
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又是一场凶猛的

“烧钱”竞赛。
长期以来，金钱是美国选举中的

主导因素，谁能筹集到更多资金就有
更大赢面，候选人与“金主”达成“押注—
回报”的默契，资本的力量通过政治的
权力渗透、影响美国社会方方面面，构
成与金钱深度绑定的“美式民主”。

近年来，美国选举费用一路飙升，
金钱与政治的联姻越发紧密。2020
年美国大选总支出高达 140 亿美元，
是2016 年的2 倍和2008 年的3 倍，其
中总统选举花费达到66亿美元，国会
选举花销超过 70 亿美元。有美国研
究机构预测，2024年将是美国史上最

昂贵选举周期，仅各竞选人在政治广
告一项上的花销合计就将超过100亿
美元。参与竞选的资金门槛越来越
高，民众虽有投票权，却无法对政治产
生实际影响，让美式民主标榜的“自由
竞选”成了空洞的口号。美国学者托
马斯·戴伊、哈蒙·齐格勒和路易斯·舒
伯特合著的《民主的反讽：美国精英政
治是如何运作的》一书指出，现在美国
民众基本上不再相信政府是为大众利
益服务的，大部分人都认为美国政治
制度由少数大型利益集团操控，且往
往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把民众利
益抛在脑后。

党争对立加剧是导致竞选成本
“水涨船高”的重要原因。近年来，美
国社会极化、民意撕裂，两党及其支持
者争夺选民的争斗异常激烈，为了“购
得”未来主导资源分配的政治权力，不
断追加押注进而推升竞选成本。政治
人物尤其善于将社会矛盾话题转化为
争取民意的工具，越极化，效果越好，
这些矛盾涉及气候变化、堕胎、贸易、

移民等经济民生的方方面面，党争博
弈的议题越来越多，这意味着两党需要
在更多的政策制定上投入资金打广告
以争取民意。此外，在党争加剧背景
下，候选人相互攻击诋毁以及两党彼此
倾轧的算计同样耗资不菲。《日本经济
新闻》刊文指出，据广告业界预测，今年
大选中政治广告的费用激增，其中七成
是用来攻击政敌的“负面广告”，动用

“钞能力”的诽谤战争将愈演愈烈。
这种金钱至上、权钱交易的基因

深入美国政治体系各个层面。枪支暴
力泛滥，背后离不开枪支利益集团投
入巨资支持拥枪的政客、阻止控枪法
案通过；毒品泛滥成灾，背后也离不开
大型药企的大量游说和政治捐款。竞
选花钱如流水，但对年久失修的基础设
施投入却相当“谨慎”，前不久马里兰州
巴尔的摩发生的大桥坍塌事故揭露了
全美基础设施破败的真实现状。美国
如今堆积如山的社会经济问题，是长
期以来权力为金钱服务，政客对民意
充耳不闻、对民生漠不关心的结果。

长期以来，军工企业资助国会议
员实现个人政治目标，议员们批准巨
额军费投桃报李并借机牟利，国防部
高官提供源源不断的军购合同，通过
政商之间的“旋转门”穿梭套利……为
了维持这条巨大利益链的运转，这个
由军方、军工企业与政客捆绑形成的
利益集团不断在全球范围内挑起冲
突、制造战乱，令许多国家和地区陷入
战乱动荡。葡萄牙国际问题专家桑德
斯表示，美国外交政策及民主由军工
复合体等寡头操控，他们获取巨大利
润的方式之一就是让世界长期处于战
争之中，日益依赖美国军售。

今天美国的政治现实中，美元驾
驭权力，成了名副其实主导竞选的“钱
规则”。在金钱作用下，美国政治呈现
出精英政治与大众民意、政策制定与社
会现实之间的脱节。正如美国历史学
家查尔斯·比尔德对美国制度的形容：
一伙资本家投机商“成功哄骗普通民众
接受一个有利于少数显贵的政体”。

（新华社北京4月8日电）

美国选举政治的“钱规则”
新华社记者 谢彬彬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 7 日宣
布，以军已从加沙地带南部汗尤尼斯
地区撤军。

7 日恰逢巴以新一轮冲突满半
年。当前，加沙人道危机加剧，国际社
会要求停火的呼声高涨，新一轮巴以
间接谈判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与此
同时，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冲
突，还面临伊朗驻叙利亚使馆遭袭事
件后伊朗可能的报复。

分析人士认为，以军突然从加沙
大规模撤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
外部压力，也可能是为应对伊朗报复
和与真主党冲突而重新部署兵力，这
并不代表以方准备结束加沙冲突，也
不意味着其已放弃对加沙南部城市拉
法的进攻计划。

迫于外部压力
以色列媒体 7 日援引以军方消

息报道，过去几个月主要部署在汗尤
尼斯地区的以军第 98 师已从加沙地
带南部撤出，目前以军在加沙地带仅
留下一个旅，部署在内察里姆走廊。
该走廊横贯加沙地带北部地区，是人
员和物资进入加沙地带北部的必经
之地。

这并非以色列首次从加沙地带撤
离部分军队。自去年 10 月底在加沙
地带开展地面行动以来，以军曾多次
以撤军方式对军队重新部署，此次撤
军是规模较大的一次。

以色列此次撤军被认为在很大程
度上是迫于外部压力。近期，国际社
会对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危机的担忧和
对以色列进攻拉法计划的反对越来越
强烈，特别是以色列的最大靠山美国
也开始改变态度。美国总统拜登4日
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要
求以方采取切实措施保护加沙地带平
民和人道援助人员安全，称美方的加
沙政策将取决于对以方措施的评估。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
约翰·柯比对美国媒体说，美方若看不
到以方开始作出切实改变，将不得不
改变其加沙政策。

叙利亚政治分析人士胡萨姆·塔
利布说，以色列面临的国际压力与日
俱增，美国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其施
压，因为拜登面临总统选举，急需打
造外交政绩。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发
文说，拜登政府担心偏袒以色列会进
一步损害美国形象，也希望在大选年
争取国内民意，包括挽回穆斯林选民
选票。

着眼北线局势
以方此次撤军还被认为与黎以局

势有关。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黎
巴嫩真主党持续与以色列交火，以示
对巴勒斯坦的支持。真主党一直被以
色列和美国视为伊朗的“代理人”。以
色列本月1日空袭伊朗驻叙利亚大使

馆领事部门建筑后，伊朗誓言报复。
不少分析认为，由黎巴嫩真主党向以
色列发射更多导弹是伊朗可能的报复
手段。

以军方 7 日发表声明称，已在以
黎边境地区完成应对北部战线可能发
生战争的阶段性准备工作。以色列公
共广播公司7 日报道，以色列正向北
部地区调集军事应急物资，为可能征
召预备役士兵做准备。

叙利亚政治问题专家穆罕默德·
奥马里说，在袭击伊朗驻叙利亚使馆
后，以色列正对军队进行重新部署，特
别是在以北部地区，以应对伊朗可能
的报复行动。

与拜登关系密切的美国民主党籍
联邦参议员孔斯将以色列的撤军之举
解读为“战术决定”。他7日在一档电视
节目中说，以色列部分撤军是因其正面
临黎巴嫩真主党从北部发动“真实攻
击”和伊朗发动“直接攻击”的“威胁”。

并非不打拉法
关于以色列此次撤军对加沙冲突

的影响，不少分析人士认为，此举并不
意味着以色列将结束在加沙地带的军
事行动，其最有可能的目的是重新部
署部队。

以军方此前曾宣布，其加沙军事
行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大规
模空袭，第二阶段为地面进攻，第三阶
段为低强度精准打击。巴勒斯坦以色
列事务专家伊斯马特·曼苏尔认为，此
次撤军是以军战术的一部分，表明其
军事行动向第三阶段过渡。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专家弗里曼
持同样观点。他认为，以军在接下来
的行动中不需要部署大量地面部队，
而将以定点清除巴武装人员、破坏巴
武装组织地道和找到被扣押以色列人
为目标，基于情报实施精确打击。

以色列政府和军方此前多次高调
宣布将向拉法发动地面进攻。加兰特
7 日明确表示，以方从汗尤尼斯地区
撤军是为“将来的任务做准备”，包括
在拉法的军事行动。

埃及阿拉伯与国际事务专家穆斯
塔法·阿明认为，以军撤离汗尤尼斯地
区并重新部署，是要在该地区为目前
集中在拉法的逃难者设立安全区。在
完成对他们的疏散后，以军就会开始
地面进攻拉法。

不过，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高
级研究员约埃尔·古赞斯基说，疏散在
拉法避难的上百万加沙人需要时间，
加上以方还需要与美国和埃及协调，
因此对拉法的进攻不会很快发动。

就在以色列宣布撤军当天，以色
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
斯）在埃及开罗开始新一轮间接谈
判。有报道说，本轮谈判有望达成临
时停火协议。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4月8日电）

从加沙南部撤军

以色列并未“放过”拉法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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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4月7日拍摄的加沙地带和以色列边境以色列一侧的以军。 新华社发

这张韩国国防部提供的照片显示，美国东部时间4月7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搭载韩军“军事侦
察卫星2号”的美国“猎鹰9”运载火箭发射升空。韩国国防部8日宣布，韩军方第二颗军事侦察卫星首尔时间当天上
午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成功。 新华社发

韩军方第二颗军事侦察卫星在美发射成功

4月7日，人们在卢旺达基加利体育场参加纪念活动。当日，卢旺达
开始为期一周的全国哀悼和持续100天的纪念大屠杀30周年活动。

新华社发

卢旺达举行大屠杀30周年纪念活动

●菲律宾大气地球物理天文局8
日警告，该国正迎来热浪侵袭，未
来两天有9个地区炎热指数达
“危险”级别。未来两天该国大部
分区域的炎热指数为“极其小心”
级别，意味着体感温度在33℃至
41℃之间。

●日本厚生劳动省8日公布的初
步统计结果显示，剔除物价上涨
因素后，2月日本实际工资收入
同比下降1.3%，连续23个月同
比减少。

●扎波罗热核电站8日在社交媒
体账号上发布消息说，一架无人
机当天在核电站上空被击落，核
电站安全未受到威胁。

●韩国实习和住院医生因反对医
学院扩招计划发起“辞职潮”以
来，多家大型医疗中心人手紧张、
运转困难，急救系统已处于崩溃
边缘。一些急救医生警告，如果
僵局无法化解，他们也将加入辞
职队伍。

●俄罗斯总统府克里姆林宫8
日说，驻日美军的存在是阻碍
俄罗斯与日本缔结和平条约的
“绊脚石”，这种情况一直没有
改变。

均据新华社电

NEWS 微新闻

新华社北京 4 月 8 日 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8日宣布：应
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苏里南共和

国总统昌德利卡佩尔萨德·单多吉
将于4月11日至17日对中国进行
国事访问。

苏里南总统单多吉将访华

俄罗斯紧急情况部8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近日在俄罗斯奥伦
堡州、库尔干州等地已有超过1万栋民房被洪水淹没，紧急情况部救援人
员正在全天候进行救灾工作。图为4月8日，在俄罗斯奥伦堡州奥尔斯克
市，救援人员帮助受洪水影响的居民撤离。 新华社发

俄洪灾致超过1万栋房屋被淹

据新华社日内瓦4月8日电
瑞士主流媒体《新苏黎世报》日前
发表题为《中国是新的科技强国，
我们必须学会与其打交道》的评论
文章认为，西方对华科技禁令不是
正确的应对方式，既缺乏法律依
据，也不符合自由市场的基本理
念，对中国科技的“粗暴”禁令并不
能奏效。

文章说，“中国制造”已不再
仅适用于塑料玩具，华为的电信
设备、比亚迪的电动汽车、社交
软件 Tiktok 以及电商应用 Shein
等源自中国的高科技产品正在
进入发达国家民众的日常生活，
而美国作出的反应措施是限制

华为的贸易、强令Tiktok“易主”，
还有游说集团要求禁止 Shein，以
及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惩罚性
关税等。

评论认为，西方对中国高科技
产品“风险”的担忧没有事实依据，
广泛的禁令在法律上站不住脚，不
合理且具有歧视性。这种禁令也
违背了自由市场原则。来自中国
的竞争对手能给西方带来好处，它
们刺激了西方企业，例如，德国大
众在中国合肥开设一个巨大的研
发中心，以推进其电动汽车业务；
美国脸书等公司效仿Tiktok推出
了短视频应用。这些企业行为最
终受益的是消费者。

瑞士媒体评论文章认为

西方对华科技禁令
不是正确的应对方式

新华社东京4月8日电（记者
钟雅 刘春燕）日本民间企业信
誉 调 查 机 构 东 京 商 工 调 查 所
8 日 发布的报告显示，随着新冠
疫情期间政府发放的优惠贷款
陆续到期，部分企业资金状况恶
化 ，2023 财 年（2023 年 4 月 至
2024 年 3 月）日本破产企业数量
大幅增加。

报告说，上一财年日本负债额
超过 1000 万日元（1 美元约合 152
日元）的破产企业数量同比增加
31.58%至 9053 家，破产企业的总
负债额超过2.46万亿日元。

报告显示，破产企业的总负债
额连续两年同比增加。2023 财

年，破产企业以从业人员较少的中
小企业为主，所统计的 10 个行业
破产企业数量全部同比上升。

相关分析指出，破产企业数量
大增的主要原因是，2023年起，日
本政府新冠疫情期间发放的免息
无担保贷款进入集中还款期，许多
业绩不佳的中小企业不堪重负。
另外，物价上涨以及为应对劳动力
短缺而提高工资等因素也大幅增
加了企业经营成本。

报告说，由于今年4月以后日
本政府在疫情期间为中小企业提
供的免息无担保贷款将迎来偿还
高峰，预计资金周转困难的企业还
会继续增加。

日本2023财年
企业破产数量超过9000家

据新华社巴格达/开罗 4月
8日电 伊拉克和埃及 7 日分别
宣布将采取措施缓解巴勒斯坦加
沙地带日益严重的人道危机。

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 7 日
发表声明说，为缓解加沙地带巴勒
斯坦难民面临的困境，伊拉克决定
向加沙地带提供1000万升燃料援
助，并接收加沙伤员赴伊拉克治疗。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伊
拉克已向加沙地带提供多批包括
燃料在内的人道救援物资。

埃及国家新闻局局长迪亚·拉
什万7日宣布，埃及决定从当天开
始，增加通过埃及和加沙地带南部
之间的拉法口岸向加沙地带运送
人道援助物资的卡车数量，至每天
300辆以上。

伊拉克、埃及宣布
对加沙地带人道救援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