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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7日正式访问爱
尔兰，与爱尔兰总理西蒙·哈里斯会晤，寻
求“重置”英爱关系，消除英国“脱欧”后与
这一邻国产生的经贸摩擦。

唐宁街10号发表的声明高调定位这次
访问，称其为“英爱关系的历史性时刻”，标
志着两国间开启“合作与友谊的新时代”。

上一次英国首相访问爱尔兰是在五年
前。斯塔默带领工党7月赢得英国议会选
举前，英国保守党政府由于其主导的“脱
欧”进程导致英国与欧洲联盟及其成员爱
尔兰之间关系紧张，自鲍里斯·约翰逊2019
年 9月访问后，后两任首相任期内均未踏
足这个与英国有特殊渊源的邻国。

爱尔兰不满英国保守党政府试图推翻
“脱欧”协议中关于北爱尔兰贸易安排的条
款，更愤怒于英国去年通过的一项涉北爱尔
兰法案，该法案禁止就1969年至1998年北
爱冲突的历史遗留问题再作司法追究。爱尔
兰为此发起国际诉讼，控告英国违反欧洲人
权公约。斯塔默则承诺要推翻该法案。

哈里斯今年 4月初出任爱尔兰总理。
三个月后，斯塔默就任英国首相，没多久就
在首相乡村官邸契克斯别墅招待来访的哈
里斯。哈里斯是斯塔默执政后接待的首位
外国领导人。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说，斯塔
默此次访爱行程氛围显示英爱外交关系

“正在回升”。
7日中午，哈里斯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

的国宾馆迎接斯塔默，对后者表示“万分欢
迎”。哈里斯说，双方都表示希望让英爱关
系“走上新路径”，而彼此“最庄严的任务”
是守护北爱尔兰和平成果。两人随后边散
步边交谈，接着会见了爱尔兰商界代表，又
共赴英杰华体育场观看了一场爱尔兰队与
英格兰队的足球比赛。赛前，两人交换了
后背印有各自姓氏的球衣。斯塔默是个足
球迷，空闲时常踢球。

两人会晤后会见记者时，斯塔默强调
两国双边贸易额庞大，大约“1000 亿到
1200亿英镑”，“我认为双方重置关系的基
础很牢固”。 据新华社

每逢美国总统选举，美国两党候选人
都会竭力向选民兜售自己的竞选主张，
抛出一堆经济承诺。这些承诺当时把
“氛围感”拉得满满，但事后证明不过是
在“画大饼”，开“空头支票”，根本无法兑
现。今年美国总统选战正酣，民主、共和
两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和特朗普分别向
选民描绘了各自的经济“蓝图”。两人政
策主张各异，表面上体现了所属党派的
不同理念和优先事项，实际上仍然反映
了“选民情绪比经济问题更重要”的“竞
选经济学”策略。

“民生牌”对阵“美国优先”
哈里斯8月中旬在北卡罗来纳州的

竞选集会上首次以“机会经济”为关键
词，介绍其经济政策主张。哈里斯支持
对企业进行更严格监管，为中产阶层提
供更多社会福利，对企业和高收入人群
征收更高的税。其中，抗击通胀、降低住
房和医疗成本、减轻中产家庭税负，构成
其经济政策的三大支柱。

为解决食品价格居高不下的问题，哈
里斯表示将推行防止食品生产和零售企
业“价格欺诈”的联邦禁令，并加强对大
型食品生产商并购和整合的监管。哈里
斯承诺，将通过增加住房供应等抑制住
房成本过高，并对医疗行业实行严格监
管和反垄断措施，以降低处方药价格。
在税收方面，哈里斯支持调整收入和财
富再分配政策，对高收入家庭和企业征
收更多税，减轻中低收入家庭税负，同时
增加政府对低收入家庭的支出。

特朗普在竞选中提出的主要经济政
策包括提高进口商品关税、延长《减税与
就业法案》、放松金融管制、降低公司税
率，以及扩大国内石油和天然气开采
等。这些主张体现了特朗普“美国优先”
政策的延续，即通过减税、放松管制和贸
易保护主义来维护美国经济利益。其
中，他主张对所有从外国进口的商品征

收10%至 20%的关税，认为关税不仅能
带来财政收入，还能推动供应链回流，鼓
励企业在美国本土建厂，并成为美国的
谈判筹码。

特朗普还主张延长将于2025年底到
期的《减税与就业法案》，降低企业所得
税税率，并承诺降低汽车、住房、保险和
处方药的价格。他还多次强调要扩大石
油和天然气开采，取消清洁能源政策，表
示美国拥有比任何国家都多的“流动黄
金”，即石油和天然气，通过扩大能源开
采，可以迅速降低通货膨胀。

“空头支票”无法达成政策目标
民调显示，哈里斯公布的经济政策主

张并未显著改善选情，反而引发不少质
疑。有评论认为其多数政策均需国会配
合，落地难度大；还有观点认为落实其政
策会加重财政负担，对本已靠举债度日
的联邦政府来说无异于“画饼充饥”。

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经济学教授迈克
尔·琼斯认为，哈里斯提出的限价措施可
能导致商品短缺。减税方面，穆迪分析
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表示，哈里
斯主张的税收抵免可能最终增加国家债
务，导致整体通胀上升，从而损害消费者
利益。

就特朗普而言，舆论普遍认为，对外
加征关税等策略短期内可能促使部分制
造业企业回流美国，但从长远看会推升
美国通胀，拖累经济增长，还将引发贸易
战，破坏全球经济稳定。此外，关税壁垒
会增加制造成本，削弱美国制造业的国
际竞争力。最终，这种“饮鸩止渴”的做
法可能演变为经济灾难。

在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高级副会长
马克·戈德魏因看来，哈里斯和特朗普竞
相用慷慨的财政支出承诺讨好选民，这
虽然是一种“完全合理的”竞选策略，但
不是好的国家治理方式。 据新华社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埃
隆·马斯克7日说，该公司计划在两年内向
火星发射不载人的“星舰”飞船。

据路透社报道，马斯克当天在社交媒体
平台X发布上述消息。他说，不载人任务旨
在测试飞船能否“完好无损”地在火星着陆。
如果飞船着陆顺利，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将
在4年内启动载人飞船探索火星任务。

马斯克说，一旦探索火星的载人项目
成功，前往火星的太空之旅将呈“指数级”
增长，而目标将是在20年内建成自给自足
的火星城市。

马斯克今年4月说,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将在5年内向火星发射不载人飞船，载人
火星任务将于7年内展开。 据新华社

美国当前在中东部署双航母打击群，
在太平洋地区却无航母可用。美国拥有
全球最多的现役航母为何仍不够用？战
备能力严重透支？

航母疲于奔命，11艘都不够用？
在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上月发生

大规模交火后，五角大楼延长美“罗斯
福”号航母在中东地区的部署时间。“罗
斯福”号和“林肯”号两个航母打击群继
续驻扎在中东。

媒体称，在加强中东航母部署的同
时，美国在西太平洋出现了至少3周的航
母“空窗期”，并且类似情况越来越常见。

美国现役航母共有11艘。但据美国
海军学会网站近日透露，当前全球范围
内只有4艘美航母处于部署状态，分别是
美国西海岸的“华盛顿”号、东海岸的“艾
森豪威尔”号以及中东的“罗斯福”号和

“林肯”号，近期在太平洋方向暂无航母
可用。

军事评论员魏东旭表示，美国海军热
衷扮演“世界警察”，深度介入地区局势，
是其航母不够用的重要原因。原本“林肯”
号航母搭载F－35C战机后，会在西太平洋
地区进行部署，但中东紧张局势加剧，为支
持以色列，美方增派“林肯”号构建双航母
打击群，导致美航母疲于奔命。

专家：标志海上霸权体系衰落
据美国“海军新闻”网站介绍，原本美

国海军部署在太平洋方向的6艘航母中，
“卡尔·文森”号返港维护；“尼米兹”号在
华盛顿州的布雷默顿待命；原先部署在
日本横须贺的“里根”号回国准备大修，
接替它的“华盛顿”号准备出访计划；“罗
斯福”号和“林肯”号则在中东。

印度媒体称，最近美海军在西太平洋

的航母战力空白可能会让美国盟友认为
“美方无法完全履行其在亚洲的军事承
诺，从而可能损害美国对其地区盟友的
防务保证的可信度”。“美海军必须更有
效地管理其稀缺的航母资源。”

魏东旭认为，美国的军事霸权体系是
得到其海上霸权体系的支撑，而海上霸
权体系的基石就是航母打击群。现在美
国海军的“全球部署能力”和“全球作战
能力”有很大兵力缺口，航母打击群尽显
疲态，这意味着支撑其军事霸权的支柱
和基石已经摇摇欲坠，同时也是美国海
上霸权体系衰落的标志。

日本“准航母”想补位美航母？
8月 27日至 29日，日本海上自卫队

与澳大利亚、意大利、德国、法国海军在
关东以南至冲绳以东海域举行了联合演
习。此次演习共有9艘水面舰艇参加，日
本“出云”号担任编队指挥舰。

“出云”号为“出云”级首舰，是目前
日本海上自卫队吨位最大的水面作战舰
艇，正在进行航母化改装。作为此次演
习的东道主，日本派出“出云”号，是否意
味着欲在美航母“缺席”西太平洋之际替
补上位？

魏东旭认为，日本有想法但没实力。
与核动力航母相比，“出云”号实力弱，舰
载机也未到位。日本想在西太平洋地区
整合美国更多的盟友力量，构成海上联
合作战体系，设想很难实现。

来源：央视军事微信公号

当地时间2024年6月22日，韩国釜山，美国“罗斯福”号航母抵达釜山港 视觉中国供图

竞选总统都爱开“空头支票”

11艘航母都不够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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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总裁，即党首
选举进入倒计时。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
茂、前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数字大臣河野
太郎等参选者8日通过街头演讲、走访农
户等方式造势拉票。日本媒体说，这场多
人选战正进入白热化。

截至8日，自民党已有6人正式宣布参
选总裁。除石破茂、小泉进次郎和河野太
郎外，前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小林鹰之、
现任内阁官房长官林芳正和自民党干事长
茂木敏充也加入选战。经济安全保障担当
大臣高市早苗、前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
分别定于9日和10日宣布参选。另有多人
表达参选意向。

多家日本媒体最新民调显示，石破茂、
小泉进次郎和高市早苗被视为新总裁热门
人选。 据新华社

美国很忙

特朗普（左）和哈里斯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