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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和民众焦虑
供职于韩国知名媒体的金记者

说，过去两周，他和同事每天都会去
宪法法院附近踩点拍摄，为弹劾案
宣判日的报道做准备。“每天都觉得
宣判日近在咫尺，随时都可能有结
果。”然而，“靴子”迟迟不落地，他只
能干着急。

自2024年12月3日尹锡悦发布
紧急戒严令以来，韩国社会持续动
荡，宪法法院的最终裁决无疑将决
定政局走向，宣判日期自然也成为
媒体竞相报道的热门话题。

不仅是记者，普通民众也感到焦
虑。住在首尔市光化门附近的李女
士告诉记者，一些反对弹劾的民众
经常聚集示威，“十分扰民”，李女士
说，宣判日期迟迟定不下来，不知道
这样的吵闹声会持续多久。

政客和支持者焦虑
同样焦虑的，还有韩国朝野政客

和各自的支持者。18日，首尔突降春

雪，气温骤降至零摄氏度。记者看到，
在宪法法院附近的人行道上，紧挨着
法院大门的帐篷里，反对弹劾的民众
裹着锡纸保温毯静坐抗议，不时高喊

“驳回弹劾”“总统复职”的口号。与此
同时，在距离宪法法院约1公里的光
化门广场，共同民主党及其支持者搭
起多个帐篷静坐示威，高喊“立即罢免
尹锡悦”。从民调数据看，韩国社会
的撕裂更加严重。

警方严阵以待
韩国《朝鲜日报》13日发表社论

称，无论宪法法院作出何种判决，都
会有相当一部分国民难以接受，面
对可能出现的社会动荡，韩国警方
严阵以待。

截至记者发稿时，弹劾案宣判日
期仍未公布。因宪法法院代理院长
文炯培将于4月 18日任满，有分析
认为，这将是弹劾案宣判的最后期
限。韩国舆论普遍担忧，随着宣判
日一再推迟，社会撕裂恐将进一步
加剧。 据新华社

韩国总统弹劾案悬而未决

“靴子”迟迟不落地，谁在焦虑
“总统弹劾案这周会宣判吗？”这句话

成了记者最近与韩国媒体同行之间的高
频话题。从去年12月韩国国会通过尹锡悦
弹劾动议案，到今年2月25日宪法法院最
后一场辩论，至今弹劾案仍未宣判。漫长的
审理过程中，焦虑情绪在韩国社会蔓延。

“排毒”还是“下毒”？
“排毒”。这是美国财长贝森特

针对股市走势和经济形势特征的最
新解释，即经济恢复“健康”的必要过
程，成为近期外国媒体热议的词汇。

本月 7日，贝森特接受美国消
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采访
时说，当前市场波动和经济走势属
于政策重心转变的“自然调整”，美
国经济会经历一个“排毒期”。

贝森特对CNBC解释，美国经
济经历的“排毒”并不意味着衰退。
他表示，对近几周与关税政策相关
的股市“小波动”并不担忧，美国政
府“着眼的是中长期”。

经济学家和舆论界对这个说法
并不买账，认为美国政府推出的关
税等一系列单边主义政策是经济混
乱的病因，而非经济治理的良药。

《纽约时报》14日一篇报道直
接质疑：“特朗普是在给经济‘排毒’
还是‘下毒’？”

这家报纸援引美国国会参议院
财政委员会资深成员、民主党联邦
参议员罗恩·怀登的话说，关税政策
对美国经济来说是“毒药”。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名经
济学家约瑟夫·施蒂格利茨近日接受
德国《商报》采访时警告，当前美国的
贸易政策对美国经济而言无异于“毒
药”，“如果贸易战和关税壁垒继续升
级，美国企业信心将大幅下滑，投资
环境恶化，经济增长停滞的同时通胀
率上升，最终可能陷入滞胀”。

“值得”还是“代价高昂”？
“值得”。这是美国商务部长卢

特尼克针对关税政策加剧衰退恐慌
的辩解。

卢特尼克 11日接受哥伦比亚
广播公司采访时调整口风，称即使
特朗普的政策导致经济衰退，这也
是“值得的”。

到底是为了避免经济衰退而出
台政策，还是为了推动经济政策而
造成衰退？一些美国媒体对卢特尼
克言论的逻辑提出质疑。

美国微软—全国广播公司一档
节目这样评价：“即使是贸易战的支
持者，也不愿意看到自己深陷经济衰
退。美国人经历了新冠疫情，经历了
高通胀，没有一个选民会在大选投票
时投向一个增加经济衰退概率的候
选人。而（“值得”）这句话，居然出自
负责美国经济事务的官员之口。”

“小扰动”还是“大危机”？
“小扰动”“过渡期”“能接

受”……这是特朗普本人回应舆论
对经济衰退前景担忧时的措辞。

本月初，特朗普在向国会两院
的演讲中表示，关税可能会带来“一
些小扰动”，但“能够接受”，因为影
响“不会很大”。

几天后，特朗普接受美国福克
斯新闻频道采访，当被问及是否预
期美国今年会出现经济衰退时，回
应称“不愿预测这样的事情”。他
称，美国经济正在经历“过渡期”，美
国政府将“把财富带回美国”，但“这
需要一点时间”。

这些轻描淡写的词汇与此后一
周资本市场显著下跌形成鲜明对
比。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中，纳斯达
克综合指数、标准普尔500种股票
指数相继跌入技术回调区间。

不少市场人士认为，政策不确定
性会严重拖累经济前景和市场走势，
如果美国关税政策层出不穷，各国被
迫进行反制，全球贸易战将不可避
免，届时美国乃至世界经济面临的绝
不会是“小扰动”，而是大危机。

一名读者看完美国政府五花八
门的衰退辩护词后，在《纽约时报》
网站这样留言：“衰退？如果特朗普
继续推进计划中的关税，我们谈论
的或许应该是堪比上世纪30年代
的大萧条了。” 据新华社

3 月以来，外界围绕美国关税
政策加剧经济衰退前景的议论日
甚，经济数据疲软和股市持续下跌
进一步强化“特朗普衰退”担忧。美
国政府高官轮番在媒体面前为当前
政策与经济形势辩解，推出一系列
“新概念”，引发议论的同时遭到媒
体和专家诟病。

美国媒体和专家诟病特朗普政府的“衰退辩护词”

给经济“排毒”还是“下毒”

韩国宪法法院20日宣布，将
于当地时间24日上午10时对被
停职国务总理韩德洙弹劾案进
行宣判。

去年 12月 27 日，韩国国会
以协助尹锡悦实施紧急戒严、拒
绝任命宪法法官等为由，通过了
对当时代行总统职权的国务总
理韩德洙的弹劾动议案，韩德洙
随即被停职。随后，弹劾案移交
宪法法院，由后者决定罢免或恢
复其职务。

宪法法院目前尚未宣布备
受关注的尹锡悦弹劾案宣判日
期。宪法法院审理此案已近百
日，审理时间超过卢武铉弹劾案
和朴槿惠弹劾案。

据新华社

韩国宪法法院：
韩德洙弹劾案24日宣判

争吵19天后重启通话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俄罗斯

总统普京通话后，随即与乌克兰
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通话。

白宫声称此次通话取得了重
要进展，但实际上，乌克兰是在被
迫配合美方的目标以换取美国的
支持。此前，在2月28日，泽连斯
基与特朗普在白宫的会晤中曾发
生激烈争执，但此后美乌双方仍
保持沟通。

乌克兰此次与美方沟通的目
的，不仅仅是了解此前美俄沟通
中美国对俄罗斯的立场，更重要
的是，乌克兰希望了解美国如何
看待俄罗斯、如何处理美俄关系，
以及如何理解俄罗斯提出的提
议。乌克兰试图寻找影响美国的
契机，并抓住美国关注的重点。

美方密会乌反对派人士
据美国《政治报》欧洲版本月

报道，3名乌克兰议员和1名美国
共和党外交政策专家透露，4名与
美国总统特朗普关系密切的美方
人员与乌克兰国内反对派人士进
行了秘密会谈。

乌方人员包括乌前总理季莫
申科以及乌前总统波罗申科所属
政党的高级成员。美方人员包括
特朗普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特
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媒体人
卡尔森以及美国总统中东问题特
使威特科夫。双方会谈的重点是
乌克兰能否迅速举行总统选举。

报道称，美方通过与泽连斯基
的政治对手进行接触，显示美方
还有其他可选的乌克兰合作者，
从而削弱泽连斯基的力量，迫使
其更加顺从美国。

乌被迫配合以换取美支持
在19日的沟通中，乌克兰关注

的是美能否继续向乌方提供库尔斯
克地区的情报支持，以帮助处于困
境中的乌军获得切实的军事援助。

同时，乌方也提出条件，希望
获得美国“爱国者”导弹系统，以
确保乌境内关键设施安全。乌克
兰希望通过配合美方的目标，换
取美国在安全方面的支持。

美“得寸进尺”收割利益
央视特约评论员苏晓晖认为，

总体来看，美乌之间的互动显示
出乌克兰在退而求其次，而美国
则在不断逼近，甚至得寸进尺。

在这次通话中，双方讨论的重
点并未涉及乌克兰心心念念的安
全保障问题，而美国则强调未来
要让欧洲发挥作用。对于乌克兰
来说，希望美国能够帮助乌军重
新控制扎波罗热核电站等关键设
施。然而，美国的回应却是借机
要求运营乌克兰境内的电力供应
及核电站等设施。

这表明，当乌克兰更多关注安
全问题时，美国却在借机要价，试
图在乌克兰的经济、能源等领域
进一步扩大自己的主导权，收割
乌克兰的利益。 据央视

美乌重启通话暗藏博弈：

乌退而求其次美趁势收割利益
在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通话后，当地时

间19日，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俄罗斯和乌克兰停止袭击
能源设施、实施“部分停火”等内容通电话，通话时间持续约1小时，
这也是两人2月28日在白宫爆发激烈争吵后的首次通话。本次美
乌总统通话，反映出双方哪些共同的考虑？主要的分歧又是什么？

为保护樱花树，日本一家企业
推出人工智能(AI)应用程序，号召
民众赏樱的同时拍摄并上传樱花
树照片，方便相关部门掌握樱花
树情况并采取相关措施。

据日本共同社20日报道，这
款名为“樱花AI相机”的手机应用
程序由麒麟啤酒公司在今年樱花
季到来之前推出。按照日本传
统，不少人会在樱花盛放时在树
下野餐。公司希望人们拍照留念
时，记得打开这个程序，只需要按
照指示拍摄樱花树照片，程序就

会自动分析樱花树的年龄，并按
照其形状和树干粗壮程度给树的
健康状况评级。

这些资料会被提交至地方政
府，帮助相关人员确定养护方案，
如是否需要除虫和修剪。公司方
面表示，日本许多樱花树栽植于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即将“寿终正
寝”。由于劳动力和预算短缺，不
少地方政府没有能力收集樱花树
的相关数据，麒麟啤酒公司因而
推出了这一程序。

据新华社

日本公司引入AI保护樱花树

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陆兆福19
日宣布，马来西亚内阁当天正式
批准与水下探测公司“海洋无限”
签署服务协议，授权其在印度洋
南部开展搜寻马航370航班客机
残骸的工作。

据马来西亚国家新闻社报道，
陆兆福当天告诉媒体记者，马交
通部将代表政府与该公司签署协
议。如搜寻到马航370航班客机
残骸，马政府将向该公司支付
7000万美元；如搜寻不成功，马政
府无需支付任何费用。

2014年3月8日，从马来西亚
吉隆坡飞往中国北京的马航370
航班客机失联，机上载有239人。

2015年 1月 29日，马来西亚民航
局宣布该航班客机失事，并推定
机上所有人员遇难。

马航370航班客机失联以来，
疑似客机残骸碎片在世界多地被
发现，搜寻工作多次启动又中
断。2018 年 1月，马来西亚政府
与“海洋无限”公司曾达成协议重
启搜寻，至当年5月底未有结果，
随后搜寻工作停止。去年12月，
马方表示，“海洋无限”提出的新
搜寻方案是“可信的”，原则上同
意该公司继续搜寻客机残骸。搜
寻工作将在印度洋南部约 1.5 万
平方公里的海底新区域展开。

据新华社

马来西亚重启搜寻马航370残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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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弹劾尹锡悦的市民在首尔光化门广场前搭建帐篷，参加静坐示威要求罢免尹
锡悦 新华社发

反对弹劾尹锡悦的市民在
宪法法院门前示威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