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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事实
16州政府当天向设在旧金山市的加利福尼亚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交诉

状，指认特朗普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为无视美国宪法基本分权原则，且无权在

未经国会批准情况下，把划拨给禁毒、军事建设和执法行动的联邦资金转用于

修建隔离墙。

作为原告代表，加州总检察长泽维尔·贝塞拉说，起诉旨在阻止特朗普“窃

取国会分配给美国民众和各州政府的拨款”。18日，包括首都华盛顿在内的美

国多座城市爆发示威，人们抗议特朗普宣布“国家紧急状态”。

来自马里兰州的迪克·纽曼在白宫外告诉记者，他认为特朗普动用行政权

力筹款“造墙”之举违宪，修建隔离墙没必要、更不紧迫，纯属为了巩固保守派阵

营对其支持。

特朗普15日签署一份由国会共和、民主两党共同制定的拨款法案，其中仅

批准不到14亿美元用于在美墨边境指定地区新修约90公里“隔离物”，远低于

特朗普一直要求的57亿美元拨款额以及超过300公里的“边境墙”长度。

特朗普当天动用行政权力宣布美国南部边境出现“国家紧急状态”，理由是

毒品走私和非法越境泛滥，威胁边境安全。

此后，美国民权联盟等组织已陆续宣布将对此发起诉讼。

深度分析
围绕“国家紧急状态”所引发的争议，目前三个焦点值得观察。

焦点一，法律争议大，官司结果变数也大。美国联邦法院分为地区、上诉和

最高法院三级。加州等16州选择提起诉讼的地区法院其法官政治立场或偏自

由派，导致裁决或不利于白宫；但如果官司能打到最高法院，大法官中保守派占

多数，或对白宫有利。特朗普本人15日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时也不讳言，他认

为此举可能触发法律诉讼，但希望白宫能最后在最高法院赢得官司。

焦点二，官司会否影响“造墙”？美国法律对“国家紧急状态”的必要条件等内容

欠缺充分、明确阐释，在美国打官司动辄旷日持久。因此，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是否下

令暂停紧急状态令，将决定特朗普政府能否一边打官司一边推动“造墙”。

焦点三，博弈升级。除了法律诉讼，白宫恐将多线“作战”。由民主党控制

的国会众议院已宣布就特朗普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启动调查，并酝酿通过决议

叫停紧急状态令。当然，决议还需要共和党占多数的国会参议院通过。而且，

即便参众两院均通过这类决议，特朗普也可能动用否决权。两院若要再通过相

关决议，则会面临抬高的门槛。

美国联邦政府“停摆”风波刚要平息，白宫再次出人意料地“强行突破”，恐

将激起更广泛、更复杂甚至更长期的博弈。

今后两年，顾忌少了、对立多了的美国政治权力圈可能涌现更多“紧急状态”，给

正在民粹主义抬头、政治分化加剧等现况中纠结的美国带来更多“紧急状态”。

背景链接
1976年，美国国会通过《国家紧急状态法》，正式赋予总统宣布紧急状态的

权力。总统要受一定约束，包括必须向国会解释宣布紧急状态的法律依据等。

紧急状态通常持续一年，总统有权无限期延长，需要提前90天宣布。国会

可以每6个月讨论是否通过决议终止紧急状态。

据纽约大学法学院布伦南司法研究中心统计，从1978年到2018年，历任总统共

宣布58次紧急状态，其中31次迄今仍有效。时间最长的紧急状态由时任总统卡特

在1979年美国驻伊朗大使馆人质事件后宣布，内容包括冻结伊朗政府在美资产。

克林顿任内宣布9次紧急状态，小布什13次，奥巴马12次，特朗普就职至今4次。

法国政府17日否认法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同意就退出欧洲联

盟协议向英国“放水”，说法国与欧盟对“备份安排”立场一致。

英国媒体同一天报道，德国不愿为英国“脱欧”修订宪法，德国在“脱

欧”后将依据现行法律，立即停止向英方引渡德国籍公民。□据新华社

法国没让步
法国总统办公室17日说，关联法国“放水”的报道“没有任何根据

……法方立场就是欧盟立场”，即具有法律约束力、指明英国如何“脱

欧”的协议“不容重新谈判”。

英国《泰晤士报》16日援引欧盟外交人员披露，法国等欧盟国家愿

进一步作出法律保证，承认“备份安排”只是临时性措施。马克龙已软

化立场，愿“协助欧盟做最后一搏”，帮助“脱欧”协议过关。

报道说，欧盟秘书长马丁·泽尔迈尔上周向部分英国议员提议，把

欧盟1月致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承认“备份安排”临时性的法律文书以

附录形式加入有法律约束力的“脱欧”协议。一旦协议获通过，这条附

录随即有法律效力。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脱欧”协议中，“备份安排”条款是重要内容，

相当于保险机制，旨在避免英国北爱尔兰地区与爱尔兰之间恢复“硬

边界”。因没有明确截止日期、且英方无法单方面退出，“备份安排”

在英国饱受争议，是阻挠英国议会下院表决通过“脱欧”协议的最大

阻碍。

梅先前向议会下院承诺，将继续与欧盟磋商，寻求修改“备份安

排”，遭欧盟回绝。路透社报道，梅仍未放弃努力，打算本周会晤每个

欧盟成员国的领导人和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继续寻求修

改“备份安排”。

德国停引渡
英国定于3月29日正式“脱欧”。英国《金融时报》17日报道，不管

英国届时能否“有协议脱欧”，德国都将从那天起停止向英国引渡德国籍

公民。德国政府上周就上述事宜正式知会欧盟委员会。报道说，德方决

定凸显英国与欧盟“脱欧”后为维持现有安全合作水平面临的挑战。

德国宪法为引渡本国公民设置严格限制，只把其他欧盟成员国通

过欧盟逮捕令或国际法庭向德方提出的引渡请求列为例外。

这意味着，即便英国“有协议脱欧”，3月29日开始为期21个月、且

可延长至2022年的“脱欧”过渡期内，德国可以拒绝英方引渡德国公民

的请求。

报道说，尽管已对现行宪法作出数十次修订，德方认定“不值得”为英

国“脱欧”修改引渡条例。修改宪法需要由三分之二以上德国议员赞成。

英欧先前同意，英国在“脱欧”过渡期内仍全面采用欧盟法律，受

欧盟最高法院欧洲法院司法管辖。现有“脱欧”协议允许欧盟其他成

员国以与本国“基本法律框架”相悖为由，在“脱欧”过渡期内拒绝英方

的引渡请求。可能采取类似德方措施的国家包括斯洛文尼亚、法国和

罗马尼亚。

2019 年 3 月 29 日英国正式脱离欧盟的时限，正在逐步接近。然

而，英国政府与欧盟的脱欧谈判进展有限，内部的政治党派之争却愈

演愈烈。

18日，英国主要反对党工党7名议员集体退党，让原本就没有头绪

的英国政坛，显得越发分裂。这7名工党议员退党，主要是为了抗议党

魁杰里米·科尔宾在处理脱欧问题上的方式方法。

他们建立新的国会组织“独立小组”，还促请其他工党议员和其他

党派的议员也脱党，与他们一起“建立一种全新的政治”。

工党党魁科尔宾发表声明对此表示“失望”。他为工党的脱欧政策辩

护，称工党的政策在上一次大选中“激励”了数百万人 ，赢得了自1945年

以来最多的选民，而这几个议员“觉得无法再继续为工党的政策效力”。

他还批评执政的保守党政府“在处理脱欧时笨手笨脚错误百出”，

而工党却“制订了有凝聚力和可信的计划”。

英国工党作为最大反对党，虽然并不直接参加脱欧的决策过程，

但是目前的党内分裂，却更好地说明了脱欧对英国政坛、政府以及社

会造成的巨大冲击。

而在执政的保守党方面，17日，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给保守党317

名议员写了一封信，促请他们团结在脱欧协议周围，然而这可不是她

写封信就能解决的问题。 □ 据中新社

“造墙”博弈

美国 16 个州 18 日联合

提起诉讼，指控总统特朗普

通过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以

绕过国会筹集经费建造边境

隔离墙的做法违反宪法，要

求法院予以“叫停”。尽管特

朗普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后

赶上“总统日”小长假，但这

一决定已在政界、司法界激

起强烈反弹，美国政坛节后

将围绕“造墙”展开新一轮博

弈。 □ 据新华社

英两大党仍陷内部分歧

法澄清未就“脱欧”妥协
德不愿为英破例修宪

“
美国16州联合状告白宫

“脱欧”纷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