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4日在纽约州纽约市出
庭应诉，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被刑事起诉的前
总统。

美国专家和媒体认为，备受关注的特朗普刑
事案标志美国党派争斗、美国社会撕裂进一步加
剧，为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增添了不确定性。

出庭应诉

特朗普4日下午抵达曼哈顿刑事法院，在登
记相关信息后，特朗普被带往法庭，没有戴手
铐。出庭结束后，特朗普乘飞机返回位于佛罗里
达州的海湖庄园。随后他在那里发表讲话表示
“从未想过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美国”。

据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公布的起诉书，
特朗普被诉34项伪造商业记录重罪，被指控在
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前后伪造商业记录以对选
民隐瞒负面信息和非法活动。起诉书列举了3笔
丑闻“封口费”。

特朗普在出庭时表示不认罪。特朗普律师
托德?布兰奇指责曼哈顿地区检察官阿尔文?布
拉格对特朗普进行“政治起诉”。

特朗普此前呼吁支持者进行抗议，去“夺回
我们的国家”，还警告如果自己被刑事起诉，美国
可能面临“死亡和破坏”。这些言论引发美国社
会对2021年“国会山骚乱”重演的担忧，纽约市一
度高度紧张。

曼哈顿刑事法院大楼正对面的公园内，聚集
了特朗普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双方虽然被栅栏和
警察隔开，但隔空喊话，情绪激动。特朗普支持
者波利娜?法尔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美
国司法体系腐败，起诉特朗普背后有政治动机。
特朗普反对者托尼?维勒则表示，特朗普应该被
问责。

撕裂加深

目前，特朗普还面临联邦和州层面其他数项
刑事调查，涉及他在“国会山骚乱”中的角色、卸
任美国总统时对机密文件的处理等。特朗普否
认自己有不当行为。

尽管共和党内部对特朗普有明显不同看法，

但围绕特朗普因“封口费”案被刑事起诉总体态
度一致——指责民主党人布拉格滥用职权，将司
法“武器化”对特朗普进行“政治攻击”。美国国
会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凯文?麦卡锡称，国会将
对指控特朗普的检察官布拉格进行问责。

白宫新闻秘书卡里娜?让-皮埃尔4日在例行
记者会上没有就特朗普被起诉和应诉直接置评，
称这不是美国总统拜登关注的重点。

美国律师、前联邦检察官安库什?卡杜里在
《纽约时报》上撰文写道：特朗普被刑事起诉开创
“危险先例”——布拉格是第一个对美国前总统
提出刑事指控的地方检察官，但可能不会是最后
一个——未来民主党总统卸任后，也可能成为共
和党地方检察官进行刑事起诉和调查的对象。

法国《回声报》网站的评论文章指出，美国政
治生态加剧分裂，使行政、立法和司法三个系统
之间的责任分工日益模糊，人们对司法系统出现
前所未有的信心丧失。

影响选战

特朗普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输给拜登，但拒
绝承认败选，坚称当年选举存在大规模舞弊。去

年11月，特朗普正式宣布将参加2024年总统选
举，目前他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有力竞争
者。《华盛顿邮报》文章认为，特朗普被刑事起诉
为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带来不确定性。

雅虎新闻和舆观调查公司最新的一项联合
民调显示，特朗普在共和党选民以及倾向共和
党的选民中的支持率达到57%，领先第二名佛罗
里达州长罗恩?德桑蒂斯26个百分点。两周前，
特朗普在这一民调中对德桑蒂斯优势仅有8个
百分点。

美国国会前众议员、共和党人李?泽尔丁称，
特朗普被刑事起诉让他在共和党内获得更加稳
固的支持，有助于他在初选中胜出，获得2024年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特朗普竞选团队一名
顾问还声称，特朗普被刑事起诉的消息被公开4
天内，他们收到超过800万美元的政治捐款。

美国舆论声称，被刑事起诉甚至被定罪并不
一定会妨碍特朗普竞选总统，但弗吉尼亚大学政
治研究中心主任拉里?萨巴托预计，到了总统选
举阶段，这些刑事案件并不会帮到特朗普及共和
党。特朗普还可能受到多方刑事起诉，累积起来
将成为一个大问题。

新华社纽约/华盛顿4月4日电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4日在纽约州纽约市出庭应诉（新华社视频截图）。

《竞选州长》是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脍
炙人口的代表作之一，小说以辛辣幽默的文字，
生动描绘了当时美国政治与党争乱象——为了
竞选成功，各种下三滥手段纷纷出笼，参选人一
夜之间成为“伪证犯、小偷、盗尸犯、酒疯子、舞
弊分子、讹诈专家……”

《竞选州长》的发表距今有150多年了，美
国政治生态不仅没有改观，反而变本加厉。眼
下，前总统特朗普在媒体直播中高调前往纽约
“自首”，就是美国政治乱象的新高潮。这，让人
不得不佩服马克?吐温对美式民主的超时空洞
见——时代在变，手段技术在更新，但美国政治
混乱的“主旋律”没变，丑陋的党争在不断重演、
升级。

作为前总统，特朗普是近年来美国党争中
的“绝对主角”，诸多大戏都围绕他展开。特朗
普频频卷入各项调查之中，从他对机密文件的
处理到给前成人片影星“封口费”的指控，从鼓
动国会山暴动到公司经营欺诈，可谓虱子多了
不怕痒。特朗普阵营“顺势而为”，一直在营造
特朗普“被政治迫害”的氛围，增加他的曝光率，
以赢得更多支持。3月18日，因“封口费”官司，
特朗普高调预告自己“即将被捕”，呼吁支持者
举行大规模抗议。3月30日，美国纽约州一个
大陪审团表决同意以刑事罪名起诉特朗普，特

朗普因此创造新纪录——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
受到此类指控的前总统。

当然，特朗普也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党争“受
害者”。2016年大选中，特朗普在“邮件门”事件
中打击竞争对手希拉里；在2020年大选中，他
指控拜登家族与乌克兰暗通款曲。特朗普上台
后，立马用行政权力叫停了奥巴马医改法案，退
出了奥巴马时代签定的一些国际协议，比如伊
核协议、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等。特朗普
当政时，共和、民主两党围绕大法官“补缺”斗争
激烈，特朗普成功将三名保守派法官送入联邦
最高法院，他视之为个人标志性政绩。其结果
是，由于最高法院保守派占优，去年该院在堕胎
权问题上推翻“罗诉韦德案”的裁决引发全美
“政治地震”……

在党争问题上，没有谁是无辜的。美国党
争加剧成为美国政治的一大特征。民主、共和
两党为一己之私大搞“否决政治”，将党派利益
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美国政坛成为党派利益
的角斗场。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一份调查结
果显示，9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不同党派的支
持者之间存在严重分歧。今天的美国，政治和
社会撕裂早已成“美国病”的突出“症状”，“美利
坚合众国”正在变成“美利坚分众国”。

最新的剧情是，特朗普被起诉正成为民主、

共和两党争斗的新肇因，双方都摩拳擦掌看怎
么能从中渔利。美联社文章分析，特朗普试图
把这起官司变为有助于竞选的“政治资产”。他
想方设法把这事搞大，高调宣扬自己受到“迫
害”，以此打悲情牌巩固基本盘，扩大同情者队
伍，制造轰动效应来提振其2024年总统选战选
情。现阶段看，特朗普的设计相当奏效。美国
昆尼皮亚克大学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63%
的美国选民认为起诉特朗普是出于政治动机，
其中93%的共和党选民持这一观点。路透社最
新一份民意调查表明，共和党内对特朗普提名
参选总统的支持率提升了4个百分点。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美国党争加剧有着
深刻的社会与制度原因。党争加剧被认为是美
国社会分裂、制度异化和政治文化堕落的集中
体现。在当前的美国社会中，人们在观念、利
益、种族和文化上越来越分裂。这些因素相互
作用助推了政治极化，外加民粹主义思潮催化，
两党在诸多议题上趋于越来越不可妥协，因而
催生了种种不可思议的乱象。

面对围绕特朗普遭起诉引发的激烈党争，
马克?吐温若是地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世
人见到的是，在美式民主的旗帜下，《竞选州长》
一直有续篇，“纸牌屋”一直有续集。

新华社北京4月5日电

特朗普“自首”印证马克?吐温对美式民主洞见
相关链接

美国《华盛顿邮报》3日报道，西方国家的官员们
无意查清“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真相，因为他们“宁
可不知道”元凶是谁，也不想发现本国盟友要对爆炸
事件承担责任。

深挖“北溪”爆炸真相没好处

一名欧洲外交官披露，欧洲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的政策制定者会面时遵守心照不宣的约定，即“不谈

‘北溪’”。
这名外交官说，这好比“家庭聚会上有一具

尸体”，大家看见了却装作一切正常，认为“不知
道更好”。

按照这名外交官的说法，欧洲和北约官员明白，
深挖“北溪”爆炸真相无甚好处，还可能得到一个“令
人不适”的答案。报道说，数名其他国家的外交官也
发表过类似看法，说他们不愿面对盟友牵涉其中的可
能性。

在这些西方官员看来，即便查清元凶，西方也不
太可能因此改变在俄乌冲突中的立场和做法，不会停
止军援乌克兰或减少对俄罗斯的敌意。

去年9月26日，由俄罗斯经波罗的海向德国等欧
洲国家输送天然气的“北溪”管道发生爆炸泄漏。各
方普遍认为这一事件系“蓄意破坏”。数日后，丹麦、
瑞典和德国分别开始独立调查。俄罗斯多次要求共
同调查，遭相关国家拒绝。

德国联邦议院一个委员会上月听取情报官员汇
报调查进展。委员会成员、德国议员罗德里希?基塞
韦特认为，调查人员没有递交任何结论，因为“证据太
单薄”。

基塞韦特说，不该在没有事实根据的情况下对真
相作出猜测，否则可能危及“欧洲团结”。

避“美国”而不谈

《华盛顿邮报》3日列举了“北溪”爆炸事件元凶
的怀疑对象：一艘与波兰企业和乌克兰人有关联的
游艇、一个“亲乌克兰团体”和“其他国家的蓄意破
坏者”。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指出，这篇报道遗漏了一个关
键嫌疑方：美国。

美国知名调查记者西摩?赫什2月爆料说，“北
溪”管道爆炸由美国军方在总统约瑟夫?拜登授意下
实施，挪威军队参与其中。白宫指责赫什的报道不
实，“完全是虚构”；挪威政府则驳其为“无稽之谈”。

西方主流媒体对赫什的爆料保持异常沉默，后
来又抛出一个新说法。3月7日，美国《纽约时报》以
多名不愿公开身份的美方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爆炸
由一个“亲乌克兰组织”所为，尚无证据显示该组织
与乌克兰政府高层有关或受后者指使。德国《时代》
周报等媒体报道称，德方在调查一个由五男一女组
成的团体，他们使用假护照租借的一艘游艇中有爆
炸物痕迹。

赫什认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德国联邦情报局
把“租借游艇的故事”植入美国和德国媒体，意在转
移视线。 新华社北京4月5日电

新华社北京4月5日电 美国克利夫兰联储银行
行长洛蕾塔?梅斯特4日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可
能再次加息以抑制通货膨胀。

梅斯特在纽约一场面向经济学家的讲话中说，为
了让通胀率持续下行至2%的长期目标，美国今年将
继续收紧货币政策，联邦基金利率将上调至5%以上。

梅斯特说，至于联邦基金利率具体上调多高和维
持多久，需视通胀实际情况和预期等诸多因素决定。
鉴于当局已采取措施管控银行业问题所致风险，她对
推进加息“感觉非常放心”。

梅斯特认为，收紧货币政策将致经济增长放缓，
但通胀会有“明显改善”，可望到2025年降至2%。另
外，到2023年底，美国失业率可能从现在的3.6%上升
到4.5%至4.75%之间。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上月底发布最新经济
前景预期，18名成员中，有10名成员预计年内利率将
升至5%到5.25%。这意味着美联储今年内或再加息
一次。

美国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3月相继被关闭，引发
银行业动荡。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日前承认，
美联储持续加息是导致银行接连关闭的主因。在高
利率环境下，这些银行所持债券等金融产品价值急速
缩水。

去年3月以来，美联储已连续加息9次，累计加息
幅度达475个基点。最近一次加息为上月22日，美
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4.75%至5%，为2007年9月以来最高水平。一些政
策制定者曾表示，收紧金融政策可能拖累经济活动。

美媒：西方官员
不想破“北溪案”

抑制通胀没“新招”
美联储或再加息

特朗普出庭应诉刑事案加深美国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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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丹麦国防部2022年9月27日发布得“北
溪”天然气管道泄漏点照片。 新华社发

4月4日，教育部官网发布消息，教育部等五
部门近日印发了《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
整优化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改革方案》）。

记者注意到，此次发布的《改革方案》涉及优
化调整高校学科专业、高校撤销专业条件等多方
面重磅内容，引起全社会普遍关注。

例如，《改革方案》提出，到2025年，优化调
整高校20%左右学科专业布点，淘汰不适应经济
社会发展的学科专业；要建设一批未来技术学
院、现代产业学院、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卓越工
程师学院。

淘汰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学科

记者注意到，此次发布的《改革方案》明确提
出要“优化调整高校20%学科专业”，有关内容一
经披露，立刻登上社交媒体热搜。

《改革方案》提出，到2025年，优化调整高校
20%左右学科专业布点，新设一批适应新技术、新
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学科专业，淘汰不适应经
济社会发展的学科专业；基础学科特别是理科和
基础医科本科专业点占比进一步提高。

此外，《改革方案》还明确，加强学科专业存量
调整，完善退出机制。对高校连续五年未招生的
专业予以撤销处理。

对这一学科专业调整大动作，21世纪教育研
究院院长熊丙奇在接受记者书面采访时分析表
示，2012年教育部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设置管理规定》提出，高校设置和调整专业，应主
动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应遵循高
等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同年，教育部提出
建立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开始鼓励高校自主
调整和撤销“过剩低质错位”专业。

从现实看，我国高校前期设置专业也存在着
一哄而上盲目追逐“热门”的现象，这导致不少新
设专业不符合学校的办学定位和办学条件，没有
办出特色与高质量。

熊丙奇强调，此次提出到2025年优化调整高
校20%左右学科专业布点，调整步伐之大前所未
有。而要做好此次优化调整，需要相关部门和学
校各司其职、双向奔赴，深入推进教育领域的放管
服改革及高校的教育教学改革。

建强数理化生等基础理科学科

《改革方案》提出“新设一批适应新技术、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学科专业”，未来新设的学科
专业将聚焦哪些领域？

对此，《改革方案》指出，未来要突出优势特
色。以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为引

领，做强优势学科专业，形成人才培养高地；做优
特色学科专业，实现分类发展、特色发展。同时，
要建设一批未来技术学院、现代产业学院、高水平
公共卫生学院、卓越工程师学院，建成一批专业特
色学院。

《改革方案》强调，要建强数理化生等基础理
科学科专业，适度扩大天文学等紧缺理科学科专
业布局。同时，还要深化新工科建设。主动适应
产业发展趋势，主动服务制造强国战略，围绕“新
的工科专业，工科专业的新要求，交叉融合再出
新”，深化新工科建设，加快学科专业结构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改革方案》还特别提出“加强
新医科建设”。

《改革方案》明确，要面向人民生命健康，落
实“大健康”理念，加快构建服务生命全周期、健
康全过程的医学学科专业体系。聚焦理念内容、
方法技术、标准评价等，全方位改造升级现有医
学专业。

熊丙奇向记者分析，此前在高等教育扩招过
程中，我国不少本科院校为快速扩大规模，选择新
增的专业中，办学成本低的人文社会科学专业远
大于理工科专业，这导致相关专业毕业生就业形
势严峻。从重视规模发展，到重视质量提升，优化
学科专业设置也势在必行。

据《每日经济新闻》

高等教育最新改革方案出炉

到2025年优化调整高校20%学科专业布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