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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4月8日电 美国

总统特朗普7日放出话来，称美国和

伊朗将就伊核问题展开“直接谈判”，

如果谈判“不成功”，伊朗将面临“巨

大危险”。伊朗方面则回应，伊美将

在阿曼斡旋下于12日开始“间接谈

判”，特朗普的威胁是在玩“心理战”。

美国：一面说谈判，一面发威胁

特朗普7日在白宫会见来访的以

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见后，特朗

普告诉媒体记者，美国“正与伊朗展

开直接谈判”，“会谈已开始，将于周

六（12日）继续”，“大家都认同达成协

议是更优选择”。

按照特朗普的说法，12日的会谈

“几近最高级别”，不涉及“中间人”。

但他没有披露谈判地点以及参加谈

判的美方具体官员。

当被问及若未能达成协议美方

会否诉诸军事行动时，特朗普回答，

美方绝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如果

谈判不成功，伊朗将迎来“非常糟糕

的一天”，并面临“巨大危险”。

特朗普上月底接受美国媒体采

访时威胁，如果美伊不能就伊核问题

达成协议，伊朗将遭受“前所未见”的

轰炸。

特朗普在其首个总统任期内，对

伊朗“极限施压”，包括2018年5月宣

布单方面退出美国、英国、法国、俄罗

斯、中国、德国与伊朗2015年签订的

伊核问题全面协议，恢复并加码对伊

制裁。根据伊核问题全面协议，伊朗

承诺限制核计划，换取国际社会解除

制裁。

2019年5月以来，伊朗逐步中止

履行伊核问题全面协议部分条款，但

承诺所采取措施“可逆”。特朗普今

年1月再度入主白宫后，重启对伊“极

限施压”政策，威胁要将伊朗石油出

口量“归零”，并加大在中东地区军力

部署，但他同时表示希望与伊朗“达

成交易”。

伊朗：特朗普意在操控舆论

8日凌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

齐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和美国定

于12日在阿曼举行“高级别会谈”，

但强调会谈以“间接”方式进行。

伊朗政府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

高级官员说，伊美谈判将由阿曼斡

旋，“不会是直接谈判”。伊朗光明通

讯社解读，特朗普声称美伊双方将展

开“直接谈判”实为“意在操控美国国

内和国际舆论的心理战”。

按照伊朗政府官员说法，伊美之

间可能存在为期两个月的谈判“窗口

期”，若届时谈判没有取得成果，伊朗

在中东地区的宿敌以色列或单独对

伊实施军事打击。法新社援引政治

分析师说法报道，如果美伊未能就伊

核问题达成新的协议，以色列可能在

美国提供帮助的情况下对伊核设施

发动打击。

特朗普7日表示，他希望就伊核

问题达成协议，他对参与其他解决方

式不感兴趣。

内塔尼亚胡7日在白宫对记者

说，如果能像2003年促使利比亚卡

扎菲政权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

样，通过外交渠道阻止伊朗拥有核武

器自然是上策，但“无论如何”，“都必

须确保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

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6日重申，

伊朗的核计划只用于和平目的，“伊

朗不寻求战争、动乱和核弹”。他表

示，伊朗寻求就其核计划进行谈

判，但“不会不惜代价”。

（记者：王逸君）

据新华社洛杉矶4月8日电（记者黄
恒）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在白宫会见到访的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针对以方关切的

关税问题，特朗普并未改变立场，表示不会

暂停所谓的“对等关税”政策。他还称美国

与伊朗正就伊核问题展开“直接”谈判。

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内塔尼亚胡此行

未能实现说服特朗普减免对以所谓“对等关

税”目标，美以在伊朗问题上的政策立场也

存在一定分歧。

关税政策“背叛盟友”

内塔尼亚胡此行是特朗普今年1月就任

总统后双方举行的第二次会见。会后，特朗普

对媒体称，一些经济体的领导人正寻求与其谈

判，但他目前没有暂停关税政策的考虑。内塔

尼亚胡对媒体表示，以方将尽快消除对美贸易

赤字。根据美政府数据，2024年美以双边贸

易额约370亿美元，以对美贸易顺差为74亿

美元。以色列1日取消对进口自美国商品的

所有关税，却未换来美国在关税政策上的豁

免。美国政府2日宣布“对等关税”，将对以色

列输美商品征收17%的关税。

多家媒体指出，自特朗普2日签署关于

所谓“对等关税”的行政令以来，内塔尼亚胡

是首位前往华盛顿与特朗普进行协商谈判

的外国领导人。有分析认为，考虑到美以之

间的特殊关系，美方对以色列的回应可能会

成为一个风向标。

然而，特朗普政府并没有给出以色列期

待的回应。当媒体问及是否会减少对以关

税时，特朗普回答说：“也许不会。别忘了，

我们帮了以色列很多。”他还补充说，美国每

年给予以色列数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英国天空新闻频道网站的评论文章说，

美以领导人7日的新闻发布会堪称典型的

“不置可否、含糊其辞和自相矛盾”。

对伊朗立场“有温差”

特朗普当天还对外透露美国与伊朗展

开接触的消息。尽管内塔尼亚胡当天在口

头上表示支持美伊接触，但媒体和分析人士

认为这并不是以方希望看到的局面。美国

有线电视新闻网说，以色列长期以来主张攻

击伊朗核设施，而目前美方主张与伊朗进行

直接谈判，这对以色列来说是一次打击。

美国《纽约时报》援引伊朗保守派政治

分析人士迈赫迪·拉赫马提的话说，特朗普

关于与伊朗谈判的言论对以色列和伊朗而

言都是明确的信号，即他试图阻止以色列对

伊朗的军事打击计划，并表明他支持通过外

交途径解决美伊问题。

据新华社北京4月8日电 在引发广

泛法律争议的驱逐移民议题上，美国最

高法院7日再次作出有利于本届政府的

裁决。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上月援引

一项18世纪末的战时法律《外国敌人

法》驱逐数百名被美方指认为“帮派成

员”的委内瑞拉公民，并将其强制遣送

至萨尔瓦多，一家联邦法院应民权团体

诉请颁布临时禁令，试图阻止该行政令

实施。白宫一边坚持实施遣送行动，一

边上诉至最高法院，寻求推翻禁令。

最高法以5比4的表决结果作出支

持特朗普政府的裁决，只是对遣送司法

程序作出一定限制。最高法院现任9名

大法官中，倾向共和党的保守派大法官

有6人。

最高法院“奖励政府行为”

在3月中旬的初审中，华盛顿联邦

地区法院法官詹姆斯·博斯伯格认定，

特朗普先前援引1798年出台的《外国敌

人法》批准加速驱逐一批委内瑞拉公民

的行政令没有合理依据，因为该法律针

对的是有“外敌入侵”的战时状况。博

斯伯格签发有效期14天的临时禁令，阻

止驱逐行动。

白宫宣称，禁令签发时，遣送这批

委内瑞拉人的航班已起飞，将人员送往

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关押，美国政府同

时就禁令提起上诉。特朗普政府声称，

被驱逐人员是委内瑞拉帮派“阿拉瓜火

车”成员，涉嫌有组织犯罪。

委内瑞拉政府和一些民权团体反驳

这一说法，表示无可靠证据证明被驱逐

人员涉嫌犯罪。美国政府上一次引用

《外国敌人法》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将大量美国日裔居民集中关押。

美国一家联邦巡回上诉法院3月26

日裁定，维持博斯伯格的临时禁令。美

国司法部随后上诉至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的裁决意味着，特朗普政府

可继续将委内瑞拉移民强制遣送出境。

不过，最高法院提出，在遣送相关人员出

境前，必须给予这些人员“合理时间”，让

其得以向法院申诉。最高法院还规定，相

关诉讼必须在得克萨斯州进行，而非签发

临时禁令的华盛顿联邦地区法院。

最高法院的3名自由派大法官反对

终裁意见。他们认为，本案中，联邦政

府寻求躲避对行政令的“司法评估”，而

裁决“奖励了政府这种行为”。至于终审

裁决允许被驱逐人员上诉，事实上不管

人被关押在何处，个人想要通过诉讼推

翻驱逐令都较困难。在另一起相关诉讼

中，政府也向最高法院表明，无法将那

些遭错误遣送至萨尔瓦多的人再送回

来，意即只能“将错就错”。

“我们，作为国家，作为法院，都理

应有比这更好的作为。”自由派大法官索

尼娅·索托马约尔写道。

特朗普则经由“真实社交”媒体平

台表扬最高法院做得好，使他作为总

统，得以采取行动“保护边境和国家”。

廉航公司“接单”受质疑

同在7日，刚成立4年的美国廉价

航空运营商阿韦洛航空公司宣布，已与

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移民与海关执法

局签订长期包机服务协议，将从5月12

日起执飞该局遣送非法移民的航班。

该公司创始人安德鲁·利维承认，

这一决定可能招惹非议。他说，“我们意

识到这是个敏感复杂的话题”，但接下这

笔订单有利于该公司拓展业务、创造就

业。

这家总部设在得克萨斯州休斯敦的

中小型廉航公司自2021年创建以来迅速

扩张，主要做美国国内冷门航线生意，

其机队已扩充至20架波音737系列飞

机。该公司将使用3架波音737-800型

飞机执飞遣送移民的航班。

美国飞行数据分析师汤姆·卡特赖

特说，阿韦洛的决定“不寻常”。据他所

知，过去5年来，没有任何其他商业航

空公司为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提供此类航

班服务，一般都是一些不为大众熟知的

私人包机企业承接这类服务。

在阿韦洛航空运营地之一康涅狄格

州纽黑文市，民主党籍市长贾斯廷·埃

利克上周末给利维打电话，表达对阿韦

洛上述新业务的不满，并敦促对方“重

新考虑”。

埃利克说，阿韦洛决定提供遣送移

民包机服务“令人深感失望与不安”，作

为一家自我标榜为“纽黑文家乡航空”

的公司，该决定违背当地价值观。

（沈敏）

美国最高法

特朗普再放狠话：

美伊“直接谈”谈不妥就打！

以色列总理访美暴露双方分歧

4月7日，
美国总统特朗
普在华盛顿白
宫迎接到访的
以色列总理内
塔尼亚胡。

新华社记者
胡友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