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司法部17日任命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罗伯特·米勒担任负
责“通俄门”调查的特别检察官，以全权负责调查任何相关情况。

特朗普当天表示，他的竞选同俄罗斯没有“邪恶的关系”。他强
调“彻底的调查会证明我们已经知道的事实”，即他的竞选同任何外
国方面没有干系，也希望“事情尽快有个了结”。

美联社认为，在共和党提出设立独立检察官之时，司法部任命
了特别检察官，“加大了对特朗普及其同僚的压力”。也有媒体认
为，这是特朗普政府的主动出击，以避免“通俄门”事件进一步发酵。

2001 年 9 月 4
日，罗伯特·米勒出
任美国联邦调查局
局长。按照传统，
他的主要工作是打
击国内贩毒制毒、
高智商犯罪、暴力
刑事案件。

一周之后，震
惊世界的“9·11”恐
怖袭击发生。

一夜之间，米
勒的核心任务变
了。接下来的12年
中，他大刀阔斧地
改革，让联邦调查
局转型为一支身经
百战的反恐队伍。

2017年5月17
日，米勒的人生轨
迹又一次被历史的
进程改变。

年过七旬的他
被任命为特别检察
官，负责调查“通俄
门”。而这一调查
可能决定美国总统
唐纳德·特朗普的
政治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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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美联社说法，作
为特别检察官，米勒拥有
广泛权力，没有任期限制，
总统无权解职。

按 照 美 国 司 法 部 规
定，除了拥有发起调查、传

调记录、提起刑事诉讼等联邦检
察官职权外，作为特别检察官，米
勒不必“事事汇报”，但在作出“重
大行动”前，必须通知其任命人罗
森斯坦，后者可对行动表示反对。

司法部将为米勒的团队提
供人选，米勒有权选人，也可以
任用司法部以外的人。在米勒
手下工作期间，团队成员只向
他一人汇报。米勒将有 60天时
间 向 司 法 部 提 交 一 份 行 动 预
算；只要调查不停，每年预算都
可更新。

根据规定，特别检察官只
能由司法部长以“个人行为”予
以免职。因此，只有罗森斯坦
可以将米勒免职。如果要这么
做，罗森斯坦必须拿出米勒“能
力不足”“行为不当”或其他正
当理由，且需要对后者进行书
面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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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勒在联邦调查
局局长这个岗位上干
了整整 12年，仅次于
首任局长埃德加·胡
佛。后者执掌联邦调
查局48年，死于任内。

米勒对刑事案件
调查充满热情，即便身为局
长，有时也会亲力亲为，侦
办一些重大案件的普通探
员甚至会意外地接到他打
来的电话。按照美国有线
电视新闻网的说法，米勒执
着于工作，身上看不到党派
色彩，受到民主、共和两党
尊重。

2011 年时任总统贝拉
克·奥巴马请求参议院延长
米勒任期时，参议院全票批
准；2001 年就米勒出任联
邦调查局长的提名进行表
决时，同样是一致通过。

现任司法部副部长罗
德·罗森斯坦 17 日宣布任
命米勒为特别检察官、调查
特朗普竞选团队与俄罗斯
的关联后，两党国会议员均
表示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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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 13年前，米勒就
“硬抗”过一名共和党籍总统。他
当时的“战友”便是自己后来的继
任者、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科米。
科米本月 9日被特朗普解除职务
时，正在调查“通俄门”。

2004年 3月，司法部裁定，布什政
府在“9·11”后未经特别法庭许可、授权
国家安全局窃听境内居民跨国通信，属
于非法行为。但时任司法部长约翰·阿
什克罗夫特第二天便病重入院。3 月
10日，布什派白宫法律顾问阿尔韦托·
冈萨雷斯和白宫办公厅主任安德鲁·卡
德跑到医院病床前，要阿什克罗夫特签
署一份文件，推翻这一裁定。处于半昏
迷状态的阿什克罗夫特勉力开口拒绝。

代行司法部长职务的科米闻讯后，
马上通知米勒。两人赶到重症监护室，
阻止冈萨雷斯和卡德乘人之危，并支持
阿什克罗夫特的决定。米勒和科米表
示，如果白宫坚持要求延长授权且不对
窃听项目做出重大修改，他们就一起辞
职。3月 12日，布什作出让步，同意对
窃听项目作出足以令米勒、阿什克罗夫
特和科米满意的修改。

直到 3年后，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
会就窃听项目进行调查，科米在听证会
上娓娓道来，这段内幕才为世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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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勒 1944 年出生于纽约，
成长于费城郊区，参加过越南战
争，获得多枚军功章，后步入司
法界，平步青云；在司法部主管
刑事局时，督办过起诉巴拿马前
政府首脑曼努埃尔·诺列加、纽

约黑手党“教父”约翰·戈蒂和洛克比
空难调查等大案。

带着明星检察官的光环，米勒
2001年 7月被时任总统乔治.W.布什
提名为联邦调查局局长。他 2012年
在一次采访中说，自己一度以为这份
活和联邦检察官没多大区别。然而，

“9·11”事件迫使联邦调查局开始漫
长的“战略转型”。

米勒回忆道，“9·11”袭击当天，得
知一架飞机撞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
楼时，“我想：今天天气真好，某个家伙
一定偏离了航线，导致飞机撞楼”。

没过多久，布什向他下令：“这类
事件不得重演。”

“9·11”使反恐成为布什政府工作
的重中之重，也使美国情报机构成为
千夫所指。面对巨大压力，米勒2002
年 5月宣布对联邦调查局进行重大改
组，把工作重心从打击刑事犯罪转向
预防恐怖袭击。5000名刑事调查探
员中的2000人转岗到反恐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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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5月 17日在法国巴黎拍摄
的新任政府总理爱德华·菲利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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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内政治博弈进入新的回合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律师公会注册出庭

律师邓洪认为，特朗普解除前联邦调查局局
长詹姆斯·科米的职务后，特别检察官的任
命标志着围绕“通俄门”的美国国内政治博
弈进入新的回合，司法弹劾正式进入舆论视
野。不过，在当前法律和政党环境下，博弈
烈度尚可控。

邓洪认为，就科米被解职以及特朗普就
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尔·弗林的调
查向科米施压问题上，信息还比较混乱。“特
朗普说没有施压、干涉（调查），科米此前在
国会作证时，也表示特朗普没有干涉。现在
他提出，他曾在自己的一份备忘录里记录下
特朗普向他施压的情况，那么事情究竟是怎
样就需要调查澄清。”

美联社在报道中提出一种假设，即如果
特朗普“被证实确实向科米施压以停止对弗
林的调查”，那么就“存在妨碍司法的嫌疑”，
在涉嫌违法的情况下，就存在弹劾总统的法
理可能性。

“通俄门”博弈的新回合

“通俄门”特别检察官何许人也
从“9·11”到“通俄门”他的人生轨迹被历史进程改变

这是 5 月 10
日美国总统特朗
普在华盛顿白宫
对记者讲话的资
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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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左右
马克龙自称奉行“不左不

右”路线，这一点也在新内阁
成员名单中有所体现。

马克龙 15日任命共和党
成员爱德华·菲利普为政府总
理并负责组阁。在新内阁中，
还有一名来自共和党的政治
人士担当重任，即 48 岁的布
鲁诺·勒梅尔出任经济部长。

勒梅尔 18日说：“我们必
须把党派纷争、宗派分裂放
在一边，因为那会造成一事
无成……必须带来有建设性
的决策。这才是大多数公民
所乐见的情况。”

新内阁中有两名来自社
会党的成员：热拉尔·科隆将
出任内政部长，主管应对恐怖
主义威胁等事务；让－伊夫·
勒德里昂是前总统弗朗索瓦·
奥朗德时期的国防部长，将转
任新政府外交部长。

新内阁也少不了中间派
政治人士：司法部长、国防部
长分别由中间党派民主运动
党主席弗朗索瓦·贝鲁以及该
党成员茜尔维·古拉尔担任。

美国历史上有三次对总统的弹劾
美国历史上有三次对总统的弹劾。1868年，国

会众议院同意弹劾时任总统安德鲁·约翰逊。议员们
对他解除国防部长埃德温·斯坦顿的职务表示愤慨，
后者曾在亚伯拉罕·林肯总统麾下任职。在参议院审
理时，第 17任总统约翰逊以一票之差被宣告无罪；
1974年在对第37任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弹劾时，众议
院司法委员会根据水门丑闻同意弹劾的罪状。但是，
尼克松在众议院全体议员按照弹劾的罪状采取行动之
前辞职了；1999年 2月 12日，参议院在对时任总统比
尔·克林顿弹劾案的最终表决中，以45票赞成对55票
反对和 50票赞成对 5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否决了众
议院对克林顿的两项弹劾条款，克林顿成为美国历史
上遭众院弹劾但未遭参院定罪和罢免的第二位总统。

就当前形势，邓洪认为，判定现总统是否违法必
须满足两点，一是认定特朗普有意图停止调查，二是
解职科米是由这件事引发，而且两件事必须直接关
联，“就是说一要有意图，二要有行为，才构成违法”。

邓洪认为，即便构成违法，从历史上看，司法起诉可
能性不大，较大可能是启动国会弹劾，但从目前共和党掌
控国会两院的情况看，这种可能性也不大。 新华社特稿

奉行“不左不右”路线

马克龙任命新内阁力求平衡

外交部：日本新西兰联合声明
涉南海有关内容很不合时宜

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记者 孙辰茜）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注意到近日日本和新西兰发表联
合声明涉南海有关内容，认为这一举动很不合时宜。

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到访的新西兰总理
英格利希发表联合声明就南海局势表达关切，还呼吁各方避免采
取挑衅行动。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华春莹说，大家都看到，在中国等南海沿岸国的共同努力下，
南海局势正不断趋稳向好。近日，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
老挝、柬埔寨等东盟国家领导人来华出席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在与中国领导人会晤时，均表达了进一步加强合作、维
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良好意愿。

据华春莹介绍，18日和 19日，中国与东盟国家将在贵阳举行
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14次高官会和第23次中国－东盟高
官磋商。中方将与东盟国家继续就落实《宣言》、推进海上务实合
作以及“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等有关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探讨加强
发展战略对接，打造更紧密的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19日，
中国－菲律宾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第一次会议也将举行，双方
都期待通过双边对话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海上务实合作，为最终
解决有关争议不断积累条件，并为双边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和各
领域务实合作的顺利推进营造良好氛围。

“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方还在不遗余力地到处挑事，渲染根本
不存在的所谓紧张局势，对已经被翻页的所谓南海仲裁案念念不
忘。我们不禁要问：日方真正关心的是什么？是关心南海地区的
和平稳定，还是担心南海局势稳定，中国与菲律宾，与东盟国家关
系变得更好了？！”华春莹说。

她表示，中方敦促日方端正态度、表里如一，多说有利于地区国
家间互信的话，多做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把希望改善中日关
系的表态真正落实到具体的政策和行动中去。“我们也希望有关域
外国家认清地区形势，客观、理性看待南海问题，不要被别的国家所
利用，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相反。”

全球最轻卫星要“上天”
几个印度男孩设计的一枚重量大致相当于一枚鸡蛋的卫星将

于今年6月“上天”接受测试。这颗卫星据信是全球最轻的卫星。
美国石英财经网站17日报道，这枚边长4厘米的立方体卫星

重量仅64克，是3D打印而成的碳化纤维卫星，造价约1500美元。
现年18岁的设计者里法特·沙鲁克和他的团队“从零开始”

打造。沙鲁克说，“我们对全球许多不同的立方体卫星做过研
究，发现我们的是最轻的”。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和教育机构“I Doodle
Learning”面向学生开办名为“太空立方体”的比赛。沙鲁克的
这枚微型卫星是来自 57个国家 8.6万个设计中脱颖而出的 80
个试验作品之一。

它以印度“导弹之父”、前总统阿卜杜勒·卡拉姆的名字命
名。“太空立方体”比赛项目创始人安伯·阿吉－德哈特说，“卡
拉姆卫星”定于6月 22日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位于弗吉尼亚
州瓦勒普斯岛的发射场发射。这枚科研火箭将在太空待上几
分钟，目的是测试3D打印技术是否可以承受发射条件。

沙鲁克告诉印度《商业标准报》，“卡拉姆卫星”将通过“新
式机载计算机和8个国产内置传感器，对加速度、旋转及地球磁
层进行测量”。 新华社特稿

如果用一个词形容法
国新任总统埃马纽埃尔·马
克龙17日公布的政府内阁
成员名单，那就是“平衡”。

新内阁22名成员中，
既有来自左翼政党社会党
的政治人士，也有右翼政党
共和党的人员加入；既有政
坛老将，也有新面孔；就连
男女部长的人数都一般多。

媒体分析，马克龙之
所以花心思作这样的人事
安排，无非是为了在下月
议会选举前最大限度地争
取支持。5月16日，在位于澳大利亚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研

究人员之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凯文·黎拿着一只欢乐女神
闪蝶和一块太阳能电池板。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17日发布一项公告称，受蝴蝶翅膀启
发，该校研究人员发明了一种可精准控制光走向的微型结构。
这种控光技术可应用于太阳能电池、建筑和隐身技术等领域。
据澳国立大学研究人员介绍，此次研究灵感来自于生活在热带
的欢乐女神闪蝶，它翅膀上微小的锥形纳米结构可以让翅膀控
制光的散射，从而产生绚烂的蓝色。 新华社发

澳科学家受蝴蝶翅膀启发
研发出可精准控光技术

新老兼备
新内阁中既有叱咤政坛多年

的“老将”，也有不少此前从未涉
足政坛的新人。

新内政部长科隆现年 69岁，
曾长期担任里昂市长。他34岁当
选议员，被美联社形容为马克龙
的“幕后导师”；新任外长勒德里
昂现年 69岁，将协助确保新老政
府顺利衔接。

新内阁中也有一些政坛“圈外
人”，包括知名环保节目主持人尼
古拉斯·于洛将出任环境部长，曾
供职于达能集团和Orange公司的
米丽埃尔·佩尼科将出任劳工部
长，曾任出版社首席执行官的弗朗
索瓦丝·尼森将出任文化部长。

最年轻的内阁成员是现年 33
岁的穆尼尔·马哈古比。此人将出
任负责数字经济的副部长级官员。

女性“半边天”
新内阁由 22名成员组成，包

括 18个部长职位和 4个副部长职
位。其中11人是女性。

最年长的女性内阁成员是 52
岁的国防部长古拉尔。她2009年
当选欧洲议会议员，将在新一届法
国政府中负责实现马克龙所说的
强化欧盟内部情报共享等目标。

前女子重剑奥运会冠军洛
拉·弗莱塞尔将出任体育部长；曾
在多个政府部门岗位供职的伊丽
莎白·博尔纳将任交通部长；被舆
论界誉为“职场母亲代言人”的马
莱娜·夏帕将任负责性别平等的
副部长级官员。

媒体预测，由于法国定于6月
举行议会选举，而马克龙所创建
的“共和国前进”运动眼下在议会
并无席位，新内阁或许只能存在
几周时间。如果“共和国前进”运
动不能在议会选举中赢得多数席
位，马克龙届时将被迫组建联合
政府，甚至沦为“名义上的总统”。

新华社特稿

安倍表态留余地

本月15日，前来北京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日
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对媒体“透风”称，日本应尽早加入亚投
行，“应做好心理准备，不能太落后于人”。

二阶俊博是执政党自民党二号实权人物。巧的是，一号人物、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本人在同一天接受专访时，也在这一问题上表
态：“若亚投行身上的疑点得到消除，日本将积极考虑加入其中。”

位高权重的两人密集发出有别于以往的表态，被中日不少媒
体解读为日本终于要投入亚投行怀抱。

然而，就在外界热议这一“大转变”之时，日本政府多名高官却
在第二天出面澄清，强调日方对亚投行的态度未有任何变化。

事实上，细读安倍 15日的表态，便会发现部分媒体的报道有
过度解读之嫌。安倍的表态其实模棱两可，给自己留下了足够的
回旋余地，对于加入亚投行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

他强调了加入的前提，即要“消除亚投行的疑点”，包括能否建
立公正的运行管理机制、借款国的举债可持续，以及分析影响项目
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

安倍还说，日本现在仍处于关注亚投行运作的阶段，此事“将
和美国密切合作”。

三大原因促转变

回顾过去几年，日本对中国发起成立亚投行的倡议一向不愿
参与。在安倍政权眼中，亚投行会和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亚
行）产生竞争，对日本在区域基础建设融资等方面的既有优势形成
挑战。

然而，尽管安倍本人表态模棱两可、其政府内部释放出的讯息
自相矛盾，但不可否认，相比过去，日本政府对亚投行的态度产生
了一些松动。

究其原因，一种解读认为，这或许只是一种战术性妥协。今年
是中日邦交正常化 45周年，通过二阶这个知华派人士出面，缓和
同中国的关系。

还有一种解读则认为，安倍政府对加入亚投行释放出的混乱
信息是精心设计的“双簧戏”：由二阶释放积极信息，满足了党内要
求改善对华关系派别的要求；与此同时，让其他高官出面灭火，则
是顾忌党内对华强硬派的立场，同时也可以借此作为谈判的砝码。

此外，安倍政府无法忽视亚投行所产生的巨大经济效益。

是否加入取决两个因素

话说回来，日本真的会加入亚投行吗？最终答案取决于两个
因素。一个是美国，另一个是对中国发展的心态。

美国是日本决定是否加入亚投行的最直接因素。日本日中关
系研究所所长凌星光对新华社记者说，日本长年将日美同盟奉为
外交基础，追随美国。只要美国不加入亚投行，惯于看美国脸色行
事的日本也不太可能单独加入；但只要美国加入，日本一定会跟上
脚步。

其次，日本能否转变对中国发展的扭曲心态，是最为根本的因
素。去年两会期间，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曾指出：“对于中日关系而
言，病根就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对华认知出了问题。面对中国的发
展，究竟是把中国当作朋友还是敌人，当作伙伴还是对手？日方应
认真想好这个问题，想透这个问题。” 新华社特稿

日本扭捏示好亚投行
背后有何考量

近日，日本政府有关加入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亚投行）的表态引发外界关注。可
以肯定的是，日本如真加入亚投行，无论是对
亚投行发展还是对中日关系改善，都是一大
利好消息。

然而短短几天，日本政府内部就此发出
的信号就已出现矛盾，安倍政府的“态度突
变”也遭到质疑。扭捏示好亚投行背后，日本
都有哪些考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