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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观察

以军照打不误

加沙地带北部的加沙城，南部的拉

法、汗尤尼斯等城市，2日夜间至3日均报

告遭到以色列空袭。西方媒体援引多家

医院数据报道，这些空袭造成至少19人

死亡，多人受伤。

在此之前的2日，巴勒斯坦电视台报

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密集轰炸加沙地带中

部扎瓦伊达和努赛赖特难民营等多个地

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加沙地

带北部加沙城多个地区当天遭到以军轰

炸，至少4人死亡。此外，以军当天持续

轰炸拉法多个地区，造成至少2人死亡。

多方呼吁停火

在以色列发动空袭的同时，多个调停

方呼吁以巴停火，接受新停火协议。

埃及、卡塔尔和美国1日发表联合声

明，共同呼吁哈马斯和以色列根据美方公

布的新提议达成加沙地带停火协议。当

天，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支持这一新提

议，德国总理朔尔茨则在2日和以色列总

理内塔尼亚胡通话，表示支持这一提议。

美国总统拜登5月31日在白宫公布

一项旨在实现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并确保

被扣押人员获释的新提议。新提议包含

三个阶段的措施，第一阶段是为期6周的

“完全停火”，其间以军从加沙地带所有人

口聚集区撤出，哈马斯和以色列相互释放

部分关押人员等；第二阶段，哈马斯将释

放剩余被扣押人员，作为交换以军将全部

撤出加沙地带；第三阶段，将开启加沙地

带的大规模重建计划等。

停火障碍重重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日说，以方结束

作战的条件“没有改变”，即摧毁哈马斯的

军事和治理能力，所有被扣押人员获释，

并确保加沙地带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

胁。在满足这些条件之前，认为以色列会

同意永久停火的想法是“行不通的”。

内塔尼亚胡顾问奥菲尔·法尔克2日

接受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采访时说，

“我们认同”拜登公布的新提议，尽管“这

不是一份好提议……还有许多细节需要

敲定”，并且以方关于被扣押人员获释、消

灭哈马斯等目标没有改变。

观察人士注意到，内塔尼亚胡眼下面

临国内两方面压力。一是大批民众呼吁

以政府接受新提议；二是执政联盟内的两

个极右翼政党警告，如果内塔尼亚胡接受

新提议，可能造成政府垮台。以国家安全

部长本-格维尔、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分

别发表声明说，如果内塔尼亚胡接受提议

结束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两人领导的

政党将离开执政联盟。

以色列反对党“拥有未来”党领导人、

前总理拉皮德则表示支持内塔尼亚胡接受

新提议，认为政府“不能忽视”这份新提议。

加沙战事何解？

以国防部长加兰特2日说，以方正在

探讨以“其他当地力量”取代哈马斯治理

加沙地带的选项。一名以色列国防部官

员告诉美国媒体，以方正在寻找“非敌对

的当地角色”治理加沙地带，加兰特认同

“应由巴勒斯坦人治理巴勒斯坦人”。

哈马斯5月31日发表声明说，哈马

斯“积极看待”拜登公布的有关释放被扣

押人员和在加沙地带实现永久停火的相

关提议。不过，哈马斯高级官员马哈茂

德·马尔达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尚未收

到这份新提议的详细内容。

马尔达维还表示，在以军撤离加沙地

带等要求得到满足前，“不可能达成任何

协议”。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

协调员约翰·柯比2日告诉媒体，“我们预

期，如果哈马斯同意这份新提议……以色

列也会表示同意”，“我们在等待哈马斯的

正式回应”。（记者：吕迎旭、王卓伦、柳伟
建、邓仙来、董修竹）

一边推动停火
一边照打不误 加沙何解？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华盛顿6月3日
电 在美国总统拜登公布一项旨在实现加

沙地带永久停火并确保被扣押人员获释

的新提议后，多个调停方呼吁以色列与巴

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停火。

但在2日夜间至3日，以色列继续轰炸加

沙地带，并未放缓军事行动。

据新华社约翰内斯堡6月3日电（记
者王晓梅 鲁向明 王雷）根据南非独立选

举委员会6月2日公布的2024年大选计

票结果，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

在国民议会（议会下院）选举中获得400

个议席中的159席，虽位列第一，但没能

过半。此间舆论指出，非国大在此次大选

中遭遇挫折，与经济表现不佳、年轻人不

满、内部分裂等因素有关。该党未来将不

得不与其他政党组建联合政府，执政将面

临更多挑战。

首次未能过半

南非于5月29日举行结束种族隔离

制度后的第七次大选，选举新一届国民议

会和省级议会。此次选举被认为是该国

30年来竞争最激烈的选举。

据南非独立选举委员会统计，非国大

获得159个议席，位列第一；最大反对党

民主联盟排名第二，获得87个议席。

非国大在本次大选中获得的议席数

较 2019 年大选时的 230 席大幅下滑。

1994年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以来，非国

大在以往大选中均获过半数议席并执政

至今，历任总统也均为非国大成员。此次

大选是非国大议席数首次跌破半数。

遇挫三大原因

分析人士指出，非国大之所以在此次

大选中遭遇挫折，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首先，南非近年来经济和社会问题较

多，引发民众不满。南非经济在非国大

1994年开始执政后的十几年间一度保持

5%以上增速，但近10年来持续低迷。除

了经济增长乏力，其他问题还包括高失业

率、电力危机、贫富差距、高犯罪率等，这

些都导致非国大支持率大幅下滑。

其次，年轻选民对非国大支持度不

高。据南非独立选举委员会统计，39岁以

下选民占注册选民总数的约四成，在本次

大选中起到关键作用。有分析指出，年轻

选民对种族隔离的历史感触不深，对领导

反种族隔离运动的非国大没有强烈归属

感，更容易被其他党派的政策主张吸引。

同时，目前南非15岁至34岁年轻人的失

业率高达45.5%，高于全国32.9%的平均

失业率，导致年轻人比其他人群对非国大

政府更为不满。

第三，内部分歧削弱了非国大的实

力。近年来，一些非国大重要成员相继

“自立门户”。比如，本次大选前的国民议

会第三大党经济自由斗士党，是由非国大

青年联盟前主席马莱马于2013年建立；

本次大选中表现亮眼的新政党“民族之矛

党”则得到南非前总统祖马的支持。这些

政党都分流了非国大相当一部分选票。

执政面临挑战

根据南非宪法，新一届国民议会应在

选举最终结果公布14天内召开，议员将选

举产生南非新一届总统。由于未能获得

国民议会半数以上议席，非国大将不得不

寻求与其他政党联合，以确保继续执政，

并争取继续由本党成员出任总统。有媒

体指出，非国大仅有两周时间与其他政党

展开谈判，谈判结果将决定南非未来政治

走向。目前，非国大对联合执政伙伴的选

择尚未有明确表态。该党全国主席、矿产

资源和能源部长格韦德·曼塔谢在被媒体

问到相关问题时未予明确回应，只表示

“可以和所有人、任何人谈”。南非总统拉

马福萨则呼吁各政党尊重选举结果，建设

一个包容、团结和繁荣的国家。

有分析指出，非国大所获议席离过半

数差距较大，需要和某个大党或多个政党

结盟，因此在联合执政谈判中将不得不做

出较大让步，可能导致未来推动重大政策

时受到更多制约。此间舆论呼吁各政治

派别表现出成熟和远见，致力于团结和推

动经济增长。此外，导致非国大支持率下

滑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也将继续成

为新的联合政府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

墨西哥执政党国家复兴运动党所

在竞选联盟总统候选人克劳迪娅·辛

鲍姆3日在首都墨西哥城宣布赢得总

统选举。她将成为墨西哥历史上首位

女总统。

辛鲍姆1962年6月24日出生于

墨西哥城，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先

后取得物理学学士、能源工程硕士和

博士学位。在学术生涯中，她就可再

生能源和可持续发展等发表大量文

章，开展墨西哥钢铁工业能源使用、能

源与气候变化联系等研究工作，并与

多个国际机构进行合作。

辛鲍姆被墨西哥媒体视作现任总

统洛佩斯的“政治门生”。2000年，时

任墨西哥城市长的洛佩斯任命辛鲍姆

为该市环境局局长。2006年，辛鲍姆

加入洛佩斯的总统竞选团队，担任发

言人。2011年，辛鲍姆参与“国家复

兴运动”作为民间组织的组建筹备工

作。2018年至2023年，辛鲍姆担任

墨西哥城市长，成为墨西哥女性参政

的重要里程碑。在任期间，她坚持宣

传洛佩斯的执政理念和社会福利项

目，获得不少政治资源和民众关注。

辛鲍姆在竞选期间表示，她将致

力于建立“诚实政府”，将“节俭、诚实

和根除腐败”作为施政重点，延续现任

政府在社会转型发展方面的政策，并

提出多项关于推动性别平等的措施。

外交政策方面，辛鲍姆表示，将遵循不

干涉和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等原

则。（据新华社墨西哥城6月3日电记
者吴昊席玥）

议席首次未过半

南非执政党面临挑战
辛鲍姆宣布赢得墨西哥总统选举

据新华社东京6月3日电（记者
钱铮）日本夏普公司3日宣布，将联合

日本大型通信运营商凯迪迪爱公司、

美国超微电脑公司等企业，在位于大

阪府堺市的大型液晶显示器生产基地

建设大规模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夏普公司当天在新闻公报中说，

该公司已和凯迪迪爱公司、超微电脑

公司、日本“数据段”（Data section）

公司达成一致，就设立人工智能数据

中心开始商讨。

新闻公报说，建立拥有大规模人

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的数据中心有三

个需要解决的问题：采购最先进的运算

单元、建设能抑制设备发热的高效率冷

却系统、以及确保供电和生产场地。

日本夏普公司

计划建大规模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6 月 3 日，
墨西哥执政党
国家复兴运动
党所在竞选联
盟总统候选人
克劳迪娅·辛鲍
姆在墨西哥首
都墨西哥城庆
祝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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