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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满月，特朗普给美国带来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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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规则：

1.即日起至2017年2月21日，客户下载并注册农行掌银，通过【附近】栏目“火

车票”功能，购买春运期间（2016.12.17-2017.2.21）火车票，出票完成后即有机会

享受免单！

2. 中奖名单将通过“中国农业银行” 微信公众号进行公示。 开奖日期为

2017.1.13、2017.2.8及2017.2.21。

3.客户中奖后进行退改火车票则视为放弃中奖资格。

兑奖方式：

工作人员将在客户中奖后的三个工作日内将票款按原付款路径返还，客户无

需缴纳任何费用，请谨防诈骗。

特朗普入主白宫已满

一个月。 他领导的美国新

政府打破一些政治传统，

给美国带来了一系列变

化。 特朗普执政以来的表

现，可谓毁誉参半。他在内

政外交方面实施了不少新

举措，有人为之叫好，有人

对其非议。总体来看，特朗

普面临的挑战不少， 他既

要安抚部分民众的不满情

绪， 又要和白宫执政团队

更好地“磨合”，还要化解

来自国会的压力。 由此看

来， 特朗普日后的执政之

路不会平坦。

内政：毁誉参半

不少美国人注意到，

这位商人出身的总统十分

高效。一个月来，他采取了

46项总统行动， 其中包括

签署12条具有法律效力的

行政令和12条具有政策指

导意义的备忘录。

特朗普签署的不少文

件都与他的竞选承诺有

关， 例如退出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定、 减轻政府对

市场的监管、 加强边境管

控和境内执法、 限制政府

官员流向游说集团等。

这一系列“组合拳”已

初见成效。据特朗普说，他

成功使福特汽车、 通用汽

车、拜耳医药、沃尔玛百货

等大公司或减少美国的工

作岗位外流， 或承诺增加

在美国的工作岗位。 特朗

普还通过他的影响力帮助

美国军方以史上最低价格

订购了多架F-35战机，并

表示他在和波音公司谈判

以降低总统专机“空军一

号”的价格。

与此同时，特朗普的一

些举动在美国社会也引发

巨大争议，其中最突出的莫

过于1月底颁布行政令，暂

时禁止全球难民和西亚北

非7国公民入境。这条“一刀

切”的政令突然出台且行文

粗糙，不仅让美国执法部门

陷入混乱，更导致全美多个

城市接连爆发大规模游行

示威。入境限令实施不到一

周，就被联 法官叫停。

同样遭遇挫折的，还有

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筑墙

的计划。 特朗普曾在多个

场合表示， 要让墨西哥政

府出资来建设这道旨在阻

挡非法移民的墙。 但在墨

政府的强烈反对下， 他又

改口说美国政府可先“垫

付”，然后再找墨西哥“报

销”。美国国土安全部的一

份内部资料显示， 建造隔

离墙将花费至少210亿美

元。

此外， 特朗普在组建

执政团队过程中也接连受

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弗林因陷入“电话门”引咎

辞职；劳工部长提名人选普

兹德因曾雇佣非法劳工而

放弃提名；教育部长德沃斯

险些未通过国会投票。

外交：尚未成形

特朗普胜选后已与数

十个国家的领导人通电

话，并在美国会见了英国、

日本、 加拿大和以色列等

国领导人。 或是出于同前

任奥巴马政府划清界限的

目的， 特朗普的外交表态

与前政府多有不同， 屡屡

掀起波澜。

特朗普第一个惹恼的

外国元首是邻国墨西哥总

统培尼亚。 由于特朗普多

次表示要让墨政府掏钱在

美墨边境筑墙， 并要求与

墨西哥重新谈判北美自贸

协定， 培尼亚取消了访美

行程。

此后， 特朗普在与澳

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通话

时也发生不愉快。 奥巴马

政府曾签署一项从澳大利

亚接收难民的协议，然而特

朗普却称这一协议“愚蠢”，

还将这通电话称为“最差的

一次通话”。 与以色列总理

内塔尼亚胡会谈后，特朗普

一反此前多届美国政府支

持“两国方案”的立场，称实

现以巴和平不限于此方案。

但翌日， 美国常驻联合国

代表黑莉又说， 美国仍支

持“两国方案”。

如果说以上小摩擦只

是美国和盟友或贸易伙伴

之间的插曲， 那么如何处

理与俄罗斯的关系则是对

特朗普的严峻考验。

特朗普曾多次表达对

俄亲善之情， 但美国历届

政府多年来对俄不信任，

俄黑客还被怀疑干预了美

国大选， 这些因素让特朗

普难以在改善对俄关系上

迈开步子。 欧洲盟友也对

美俄关系改善感到担忧，

美国高官不得不在国际重

要场合先后发表对俄强硬

言论以示安抚。

另一方面， 美国国会

计划对俄涉嫌干预美国大

选以及特朗普和俄罗斯关

系等问题进行调查。 如果

调查证实特朗普或其团队

与俄有不合规互动， 特朗

普可能面临比失去弗林更

严重的后果。

未来：多重忧患

特朗普的一大竞选口

号是要清理华盛顿政治

圈， 这得到很多普通民众

的欢迎， 但也引起不少政

界人士警惕。与美国政客、

媒体等圈子的嫌隙导致特

朗普执政后水土不服，吃

了不少苦头。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特

朗普与媒体的冲突。 批评

媒体已成为特朗普的一项

“日常事务”。 无论是在社

交媒体上， 还是在集会演

讲中， 特朗普时常批评美

国媒体制造“非常假的新

闻”。 他甚至称《纽约时

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等5家美国重要媒体为“全

民公敌”。

除了与媒体“明争”，特

朗普还在与共和党建制派

“暗斗”。他与共和党建制派

在对俄态度等方面分歧明

显，其一系列言论也令后者

十分头疼。美国国会参议院

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麦康

奈尔日前就警告特朗普，要

求他谨言慎行。

特朗普本来就不是共

和党宠儿， 尽管双方在特

朗普胜选后转入“蜜月

期”，但这种亲密关系一个

月来不断损耗。 特朗普如

果不能维持来自共和党的

支持， 其未来的执政之路

将难言平坦。

与此相比， 特朗普面

临的更大威胁可能来自白

宫内部。美国媒体认为，白

宫目前充斥着内部斗争，

不同派别为排除异己争相

向媒体爆料， 导致白宫内

部几乎没有任何秘密。此

外， 白宫不同的官员表态

不一， 也令政府部门和民

众难以看清特朗普的真实

意图。

（据新华社报道）

朝鲜不信任马来西亚调查 马方一怒召回驻朝大使

新华社消息
马来西

亚外交部20日召见朝鲜驻

马来西亚大使，称朝方对马

方调查朝鲜籍男子死亡一

事的指责毫无根据。朝鲜大

使则发表声明回应称，朝方

不信任马方的调查。

本月13日， 一名朝鲜

籍男子在吉隆坡死亡。事

发后， 朝鲜驻马来西亚大

使姜哲（音译）公开指责马

方在调查中“有所隐瞒”且

故意拖延交还死者遗体。

马来西亚外交部负责双边

事务的副秘书长努希尔万

20日召见姜哲。 马来西亚

外交部随后发表声明说，

朝方指责毫无根据， 因为

这名朝鲜籍男子在马来西

亚境内离奇死亡， 马来西

亚政府通过调查查明其死

因系职责所在。声明强调，

调查规程符合马来西亚法

律， 马来西亚政府在此事

上一直透明，“对任何毫无

根据、 企图损害马方声誉

的行径都将严肃对待”。声

明说， 马来西亚已经召回

其驻朝鲜大使。 声明并未

透露具体细节。

姜哲在同努希尔万会

见后发表声明称，事件过去

7天， 死者死因至今仍不清

楚，让人愈发怀疑调查背后

有人指使，朝方不会信任马

来西亚警方的调查。

姜哲说， 在朝鲜大使

馆根据死者护照信息确认

其为朝鲜公民金哲的情况

下， 马来西亚警方仍不移

交遗体， 要求使用死者家

属DNA样本验证， 表明背

后存在政治图谋。 事件走

向清晰表明， 马来西亚与

韩国合谋试图将事件政治

化， 朝方已正式向马方提

议进行联合调查以对事件

予以澄清。

朝鲜驻马来西亚大使姜哲向媒体发表声明

特朗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