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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据土耳其阿纳多
卢通讯社报道， 初步计票结果显
示， 土耳其现任总统埃尔多安在
２４日的总统选举中获胜。

根据对９８．８％选票的统计结
果， 在６名候选人中， 埃尔多安
赢得５２．５％的选票； 共和人民党
候选人穆哈雷姆·因杰获得３０．７％
的选票， 排名第二。

埃尔多安当晚在伊斯坦布尔
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自己赢得总
统选举。 他表示， 本次大选的顺
利举行是土耳其从议会制转为总
统制的重要一步。 他呼吁各派支
持者共同聚焦国家的未来。

在同日举行的土耳其议会选
举中 ， 埃尔多安领导的执政 党
正 义 与 发 展 党 和 在 野 党 民 族
行动党组成的 “人民联盟” 赢得
多数席位。

本次共有８个政党参加土耳
其议会选举 。 根据对９７．９％选票
的统计结果， 正义与发展党获得
２９３个席位， 民族行动党获得４９
个席位， “人民联盟” 共计获得
议会 ６００个席位中的 ３４２席 。 此
外， 共和人民党获得１４６个席位，
人民民主党获得６７个席位， “好
党” 获得４５个席位。

根据土耳其最高选举委员会
公布的数字， 本次大选的注册选
民约为５９３５万人。 土耳其全国设
有逾１８万个投票站， 全部投票已
于当地时间２４日１７时结束。 最终
计票结果预计６月２９日由最高选
举委员会公布。

据土耳其媒体报道， 共和人
民党对阿纳多卢通讯社发布的初步
计票结果表示怀疑， 要求等待最高
选举委员会的正式计票结果。

埃尔多安在土耳其总统选举中获胜

新华社电 新一期全球超级
计算机５００强榜单２５日发布， 美
国超级计算机 “顶点” 超过中国
的 “神威·太湖之光” 名列第一，
这是美国超级计算机多年后重回
榜首。 不过， 排行榜上中国的超
算系统总数仍居第一。

全球超算５００强榜单每半年
发布一次。 本次新榜单显示， 美
国能源部下属橡树岭国家实验室
的超算 “顶点”， 浮点运算速度
为每秒１２．２３亿亿次 ， 峰值接近
每秒１８．７７亿亿次 。 此前橡树岭
国家实验室曾发布消息称， “顶
点” 的浮点运算速度峰值可达每
秒２０亿亿次。

美国超级计算机专家、 田纳
西大学教授杰克·唐加拉对新华
社记者说， “顶点” 计算机强大
的部分原因是它的图形处理单元
可实现６４位浮点计算。

排名第二的是曾４次蝉联冠

军的中国超算 “神威·太湖之
光 ” ， 其浮点运算速度没 有 变
化 ， 仍维持在每秒９．３亿亿次 。
随 后 排 在 第 三 至 五 位 的 超 算
依 次 是 美 国 能 源 部 下 属 劳 伦
斯 利 弗 莫 尔 国 家 实 验 室 的
“山 脊 ” 、 中 国 超 算 “天 河 二
号 ”、 日本超算 “人工智能桥接
云基础设施” （ＡＢＣＩ）。

从上榜总数看， 中国超算数
量继续增加， 从去年１１月的２０２
台增加到２０６台， 而美国从１４４台
降低到１２４台 。 从研发超算的厂
商来看， 中国联想以１１９台 “独
占鳌头”， 占比２３．８％。 美国国际
商用机器公司为本次夺冠的超算
“顶点” 提供了技术。

从超算所用的处理器来看 ，
美国英特尔公司仍占主流。 在上
榜的５００台超算中， ４７６台使用英
特尔 “芯”， 占比９５．２％， 比上次
榜单比例有所增加。

美国重登全球超算500强榜首

新华社电 尼日利亚警方２４
日证实， 尼中部高原州１１个村庄
２３日晚遭到不明身份武装分子的
袭击， 造成至少８６人死亡、 ６人
受重伤。

高原州警察局发言人特约佩
乌说， 受袭击的是高原州的拉扎
特、 古库和库拉等１１个村庄， 除
造成人员伤亡外， 还导致一些房
屋和车辆损毁。 警方已对袭击展
开调查。

高原州州长拉龙要求当地安
全部门对乡村地区加强安保。 目
前， 州政府已在受袭击影响的地
区实施宵禁。

高原州是尼日利亚不同宗
教 信 仰 与 不 同 部 落 民 众 的 混
居 地 区 ， 时 常 爆 发 冲 突 。 自
２０１０ 年 底 起 ， 极 端 组 织 “ 博
科 圣 地 ” 开 始 频繁对这一地
区发动袭击 ， 令当地安全局势
恶化 。

尼日利亚11个村庄遭袭至少86人丧生

德法合造新坦克现雏形

“美国优先”加大美欧离心力

6月24日， 美国洛杉矶举行面具节， 传统艺术家、 青年团体等通
过面具制作、 舞蹈、 音乐表演和游行等表达对祖先和传统的敬意。
图为人们身穿表演服装在街上游行。 新华社发

洛杉矶举行面具节

德国外长海科·马斯日前发
表演讲说， 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
下， 大西洋变得更宽了。 “我们
对 ‘美国优先 ’ 的回应只能是
‘欧洲团结’。”

早在二战结束后， 欧洲政治
精英们就意识到， 只有成为一个
整体， 欧洲才能找到在世界上的
位置。 ７０多年来， 从最早的欧洲
煤钢共同体， 到此后的欧共体，
再到欧盟以及欧元的诞生， 欧洲
国家在政治经济上逐步走向更紧
密的联盟。 对于欧洲来说， 一体
化既是追求自主， 也是逐渐摆脱
美国控制的一种手段。

２００９年欧洲债务危机以来 ，
欧洲一体化陷入停滞。 但特朗普
对美欧关系的冲击， 重新让欧洲

意识到一体化的重要性 。 美国
《外交政策》 杂志网站近日发表
文章说， 跨大西洋同盟越来越像
一具空壳， 随着美国在军事和外
交上逐渐疏离欧洲， 欧洲外交官
和学者们重新谈论欧洲自主。

欧盟开始重视加强欧洲自身
的防务合作， 发展自己的军事能
力 。 欧盟成员国去年末签署了
“永久结构性合作” 防务合作协
议。 马克龙正在推动到２０２０年成
立一个独立于北约的欧盟 “共同
干预力量”。

在欧盟改革方面， “法德引
擎” 重新启动。 法国总统马克龙
去年９月提出了改革欧盟的计划，
极力推动欧盟实现雄心勃勃的一
体化目标； 德国总理默克尔今年

３月组阁成立后立即响应了马克
龙的计划。 在即将于本月２８日至
２９日举行的欧盟峰会上， 欧盟改
革将是一个重要议题。

不可否认， 欧洲同美国在经
济、 军事安全等领域的影响力仍
不对称， 尤其是面对恐怖主义威
胁、 中东北非动荡对欧洲安全的
冲击、 来自俄罗斯的挑战等， 欧
洲仍然需要保持与美国现有的伙
伴关系。

此外， 仍有一些欧洲国家持
观望态度， 期待特朗普任期结束
后， 欧美关系能够回归常态。 但
如果 “美国优先” 持续加大美欧
离心力， 大西洋两岸恐怕只会越
走越远。

据新华社

德国与法国共同研制的新型
“欧洲主战坦克” 概念车近日亮
相欧洲国际防务展， 两国媒体近
期不断报道其设计理念、 技术以
及各项参数。

这款新坦克设计结合德国
“豹２” 坦克与法国 “勒克莱尔”
坦克的先进技术， 近似双车 “合
体”， 计划在本世纪３０年代中期
服役。

两型整合
这款 “欧洲主战坦克” 由德

国克劳斯·马费－韦格曼公司与
法国奈克斯特尔公司联合投资研
发。 两家企业今年将设立一家合
资企业 ， 共同投入大约２０亿欧
元， 调拨大约６０００名员工， 推进
这一新坦克项目。

德国国防政策网站 “向前
看” 报道， 这款坦克可谓是一款
“合体 ” 坦克 ， 采用 “豹 ２ －Ａ６”
型的底盘 ， 加装 “勒克莱尔 ”
的 炮 塔 。 设 计 将 保 留 “豹 ２”
底 盘 的 高 机 动 能 力 ， 同 时 又
采 用 “勒 克 莱 尔 ” 相 对 轻 盈
的炮塔。

这款新坦克底盘可以负担大
约６８吨的车重。 概念车近６０吨，
留下８吨空间给潜在客户用于改
装和升级。

坦克也将继承 “勒克莱尔 ”
炮塔上的自动装填系统， 只需车
长、 驾驶员和炮手３名乘员操纵，
相对于 “豹２” 省去了装填手。

对比 “Ｔ－１４”
“欧洲主战坦克 ” 亮相后 ，

德法媒体不约而同地将其与俄罗
斯先前研发的 “Ｔ－１４” 型主战
坦克比照一番。

讨论焦点集中在 “Ｔ－１４”
可能搭载的１５２毫米 “２Ａ８３” 型
主炮的性能已经高于大部分北约
现有坦克， “欧洲主战坦克” 计
划搭载的１２０毫米 “Ｌ５２” 能否匹
敌， 仍是未知数。

另外，“欧洲主战坦克” 从防
护能力上看 ， 没有应用 “Ｔ－
１４”无 人 炮 塔 设 计 ，成 员 生 存
率不占优。

但俄卫星通讯社网站报道
说， 欧洲研发的新型坦克将很快
超越 “Ｔ－１４”。

现实难题
德法并非第一次联合研发坦

克， 在冷战的大背景下， 两国曾
于１９５６年开始研发一种 “欧洲标
准坦克”， 用以对抗苏联。 １９５８
年意大利也参与到研发中。

不过 ， 在数年后试验样车
时， 德法两国分歧过大， 联合研
制项目破产， 法国在研究基础上
发展出 “ＡＭＸ－３０” 型坦克， 德
国则发展出 “豹１” 型坦克。

德法今年早些时候签署一系
列意向书， 包括联合研发第六代
战机、 共同搭建空中和地面作战
系统等。 法德两国加强军事研发
与合作， 普遍被欧洲舆论视为有
利于欧洲防务一体化建设。

然而， 这些联合研发新型武
器、 系统的计划能否顺利推进，
仍存在不少现实难题。 “欧洲主
战坦克 ” 项目组德国成员鲁道
夫·诺伊豪斯认为， 这一项目能
走多远， 取决于德、 法两国能够
共享多少技术。 但从德国法律层
面来看， 让德国与其他国家分享
过多技术不大容易。 据新华社

欧盟自２２日起正式对从美国进口的价值约２８亿欧元商品征收报复性关
税， 以反制美国在本月初对从欧盟进口钢铝产品征收关税。 同一天， 美国总
统特朗普威胁对从欧盟进口的汽车加征２０％关税。 美欧贸易战面临进一步升
级的风险。 从加征高额关税、 挑起贸易战， 到单方面退出伊朗核协议……特
朗普政府一系列外交决策引发欧洲强烈不满。 当前， 美欧矛盾已非简单的利
益之争， 更是观念和价值观分歧。 美欧都在重新思考和定位彼此的关系， 加
大了跨大西洋同盟间的离心力。

不少分析人士此前用 “钟
摆 ” 来描绘７０多年来的美欧关
系 ， 认为美欧关系虽然波澜不
断， 但在保持整体合作的大趋势
下， 仍将延续钟摆式运动。 这一
判断主要基于对跨大西洋同盟两
大基础的理解： 一个是因为共同
的战争记忆所产生的共同战略和
安全需求， 另一个是共同的意识
形态和价值观。

不过， 冷战之后， 随着共同
威胁的消失以及美国战略调整，
美欧同盟基础正在逐步减弱。

苏联解体后， 美国老布什政
府开始推行 “世界新秩序 ” 设

想， 强调依靠美国价值观、 全球
军事同盟以及由美国主导的经济
规则来维护自身绝对领导地位。
这意味着， 美国虽然依旧需要欧
洲， 但并不愿接受成为世界一支
独立力量的欧洲。 新保守主义阵
营代表人物罗伯特·卡根曾说 ，
在涉及权力的所有重要性问题
上， 美国人和欧洲人的观点背道
而驰。

此后， 小布什政府推行单边
主义外交路线， 导致美欧关系波
澜重重； 而奥巴马执政时不仅说
过欧洲是 “古老的过去时”， 还
将战略重心移向了亚太地区。

而今， 追求 “美国优先” 的
特朗普进一步挑战美欧同盟的基
础。 他是第一位公开质疑欧盟对
美国战略利益重要性 的 美 国 总
统 ， 不再从战略盟友的角度而
是更多从经贸竞争的角度来看待
欧洲。

特朗普政府奉行 “有原则的
现实主义” 政策， 越来越失去对
维护自由秩序价值观的兴趣， 强
调所谓公平， 追求美国利益最大
化， 推行经济民族主义、 保护主
义， 直接导致跨大西洋价值观纽
带弱化， 美国对欧政策实用主义
和交易色彩突出。

“美国优先” 削弱同盟基础

欧洲走向更加自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