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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纽约7月8日电（记者李
铭）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8日因技术
故障暂停交易超过三个半小时，于
当天15时11分左右恢复交易。

8日 11时 32分，纽交所突然暂
停一切证券交易。纽交所发布公告
说，由于技术故障，纽交所暂停交
易，一切未执行的交易委托将被取
消。纽交所还在推特账户上表示，
此次事故由内部技术问题导致，已
排除外部网络攻击的可能性。

纽交所主席汤姆·法利在接受
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故障发生的
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几乎在纽交所暂停交易的同时，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发布公告称
因技术故障暂停服务，网站在瘫痪近
一个小时后恢复运行。当天早些时
候，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电脑系统也
一度出现故障，导致其在全美所有机
场的航班停飞约两个小时。

纽约证券交易所是洲际交易所
集团旗下的证券交易所。数据显
示，2015年上半年，有42家企业在
纽交所上市，IPO融资总额达120亿
美元；与此同时，纽交所的交易总额
达940亿美元，是全球交易量最大
的证券交易所。

纽交所
工作日“歇菜”了
因技术故障
中断交易超三个半小时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7月 8日
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后，当天就
赶回国。全民公投不但没能像他
原来期待的那样增加谈判砝码，
反而让希腊正式进入退欧倒计
时。欧盟领导人已明确宣布，希
腊要么在12日前提出详尽可行的
改革计划，要么退出欧元区。

希腊财政部副部长季米特里
斯·马达斯7月9日向当地媒体表
示，希腊决定再次延长银行系统停
业期限至13日。他对在本周末之
前与债权人达成协议表示乐观。

七成希腊人愿意留
在欧元区

齐普拉斯赫然发现，希腊全
民公投结果那个响亮的“不”，已
变成自己及其政党脖子上的套
索。如果齐普拉斯不能兑现自己
的公投承诺，无法用“不”从债权
人那里换来更有利的救助协议，
公投中那61%说“不”的希腊人会
立即站到他的对立面；而如果他
坚持强硬立场导致谈判破裂、希
腊退出欧元区，愿意留在欧元区
的70%的希腊人则会反对他。

因此，已经触发的，不仅是希

腊的退欧倒计时，恐怕也是齐普
拉斯政治生涯的倒计时。

齐普拉斯及其左翼政党，是
借助希腊的民粹主义土壤登上政
治舞台的；而这次全民公投，再次
显示齐普拉斯打出的民粹牌大获
成功。

齐普拉斯上任后，在从债权
人那里为希腊争取条件宽松的救
助协议方面的确做出了不懈努
力，但在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方
面却乏善可陈。而且，齐普拉斯
只把民意作为自己与债权人谈判
的王牌。

欧盟嗅出了齐普拉
斯政治上的不成熟

上任半年来，齐普拉斯政府
的所有政策、心思都花在了迎合
民意的策略上：对外，一是把以德
国为代表的债权人当作对立面，
而非解决债务危机的合作者；二
是奉行亲俄疏欧的搅局套路，令
欧盟心生嫌隙；对内则回到前任
政府的施政老路上，而前任政府
推行的庇护主义恰恰是导致债务
危机的毒药，而非解药。

刚刚祭出的全民公投，不仅

没给齐普拉斯在谈判桌上加分，
反而令欧盟领导人对他作为一个
负责任领导人的能力和诚信都产
生了根本怀疑。

激进左翼联盟党上台伊始，
即因缺乏执政经验而让欧盟对
他们解决债务危机的能力持观
望态度。齐普拉斯单方终止与
债权人谈判、转向全民公投的诉
求，给债权人留下易冲动、脾气
火爆的印象，让欧盟嗅出他政治
上的不成熟。

此外，这次全民公投的议题，
实际上是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
财政问题，而齐普拉斯将之转换
成政治问题。希腊民众本就难以
理解复杂的救助协议，加上从宣
布到投票仅一周时间，民众在资
本管制的打击下，更容易做出冲
动的选择，本身就背离了公投自
由选择的民主原则。

最主要的是，注重务实的债
权人对不专业的齐普拉斯政府耐
心耗尽，彻底失望。在半年来的
谈判中，欧盟首脑和债权人一直
要求希腊政府提出一项认真、专
业、可谈判、可操作的改革计划，
但每到“交作业”的关键时刻，希
腊政府的提案要么敷衍塞责，要

么干脆交“白卷”；对债权人的提
案，又采取漫天要价的态度，让债
权人看不到齐普拉斯政府解决债
务危机的能力和诚意。

民众有可能支持齐
普拉斯在谈判中妥协

随着希腊退欧倒计时的开
始，双方都到了底牌出尽的最后
时刻。

由于齐普拉斯8日在欧洲议
会重申希腊不希望退出欧元区，
因此剩下的路只有一条：按债权
人的要求，提出一个切实的、可操
作、可谈判的协议草案，让债权人
重拾信心。

当然，全民公投让希腊人的
愤怒找到一个集体释放的出口，
在公投过程中民意的撕裂与对
立，也让民众在痛苦中逐渐回归
思考和理性。民众对齐普拉斯的
信心还在，这从实施资本管制以
来民众始终体现出良好的秩序与
耐心、社会没有陷入动乱可见一
斑。在这种情况下，尤其在退欧
恐惧的切实威胁下，民众有可能
支持齐普拉斯在谈判中妥协。

（据新华社雅典7月9日电）

要么改革要么退出欧元区，希腊最终命运周日见

希腊全民公投真的“玩儿砸了”

应美国总统奥巴马邀请，越南
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阮富仲7月6日
至 10日访问美国。这是越共领导
人首次访美，且今年正值越南抗美
救国战争胜利40周年，也适逢美越
建交20周年。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出于“亚太
再平衡”战略等因素考虑希望加强
与越南的关系，而越南也出于自身
需要谋求与美国走近。但越南不会
因此改变在大国间寻求平衡的外交
方针，迥异的意识形态也决定了两
国难以完全相互信任，因此认为两
国准备组建“联盟”言过其实。

达成多项共识

作为此访的重头戏，奥巴马 7
日在白宫会见了阮富仲。会谈围绕

如何深化美越合作展开。
奥巴马在会谈后表示，美越两

国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发展建设性
关系，两国过去两年在深化多领域
合作上取得了长足进展。奥巴马
说，他与阮富仲讨论了《跨太平洋战
略经济伙伴协定》（TPP），称两国在
这一问题上合作“潜力巨大”。不
过，他坦言，美越在“政治哲学和政
治体制上”仍将继续存在“显著差
异”。

阮富仲说，他深信越美两国关
系将在未来继续发展前行。阮富仲
邀请奥巴马访问越南，奥巴马接受
了邀请，但没有提及具体访问日期。

越南外交战略研究所副所长陈
越泰向新华社记者介绍说，越美此
次达成的共识主要有三个方面：一

是在经贸方面达成了关于TPP谈判
的共识；二是双方加强了在安全和
防务领域的合作；三是双方承诺加
强在教育、卫生、环境、人员交流等
领域的合作。

陈越泰认为，未来越美关系发
展将受到三个主要因素影响：一是
外部因素，比如地缘政治，现在大国
关系的变化迅速而复杂；二是内部
因素，由于越南的国家建设已经到
了一个关键阶段，在处理与包括美
国在内的大国关系时需要有新方
法、新思维；三是历史因素，越美有
过不愉快的历史，它一直影响着双
边关系的发展。

满足各自需求

美国媒体认为，奥巴马高调邀

请没有任何政府职务的党魁访问，
旨在推动美越经济和军事合作，尽
力促成TPP方面的突破。

分析人士说，在奥巴马政府
力推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中，越
南是一枚关键棋子。通过在白宫
椭圆办公室接见这种象征性姿
态，奥巴马实际上传递出信息：美
国已经认可越共是越南的最高领
导力量。

美国夏威夷安全研究学会亚太
中心安全专家亚历山大·维尤维英
认为，阮富仲访美表明两国利益有
交会点，也反映出越共高层国家战
略的逐步调整。

去年，美国宣布部分解除对越
南出售杀伤性武器的禁令。美国一
些分析人士表示，阮富仲希望以访

美为契机，进一步要求美国解除武
器禁运，向越南提供先进的海空军
硬件和软件。

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
心主任沃尔特·洛曼说，虽然阮富
仲访美是越南战争结束40周年两
国关系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但并不意味着美越准备成立“联
盟”。

他表示，越南寻求在大国之间
的平衡点，其行动均以越南的国家
利益和战略视角为出发点。

这也是不少美国专家的看法，
即越南善于在中国、俄罗斯、印度和
美国等区域和世界大国之间寻找平
衡，因此不会为了得到美国的一些
好处而完全倒向美国阵营。

（据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

奥巴马白宫会见越共总书记，称美越合作“潜力巨大”

越美“结盟”？不，越南在玩大国平衡！

据新华社联合国7月8日电（记者孔晓涵 史霄萌）联合国安理会
8日未能通过关于纪念斯雷布雷尼察事件决议草案。中方对该决议
草案投了弃权票。

当日安理会就斯雷布雷尼察事件决议草案进行表决，10票赞成，
4票弃权，俄罗斯投了反对票。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丘尔金说，该
决议草案一旦通过，将会导致巴尔干半岛局势升级。

斯雷布雷尼察是位于波黑东部的波什尼亚克族（即穆斯林族）小城。
波黑战争期间，斯雷布雷尼察为联合国划定的非军事区，受联合国维和部
队保护。1995年7月11日，波黑塞族军队和警察部队以及南联盟派出的
军警突入斯雷布雷尼察，屠杀了7000余名穆族男子及未成年人。

10票赞成，俄罗斯反对，中国等弃权

安理会未能通过
纪念斯雷布雷尼察事件决议草案

7月8日，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结一（上图前左二）对关于纪念斯雷布雷尼察
事件决议草案投弃权票，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丘尔金（右图举手者）投反对票。 新华社记者 李木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