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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應促俄烏和談 避免人道主義危機
形勢越緊和談越不能停 分歧越大越需坐下談王

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兩會報道）當前，烏克蘭局勢持續緊張，

如何化解危機備受全球矚目。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7日在兩會

記者會上就此闡述了中方立場主張。他說，當前國際社會應聚焦兩大問題繼續

努力，一是要勸和促談，二是要防止出現大規模人道主義危機。中方認為，形

勢越緊，和談越不能停止；分歧越大，越需要坐下來談判。中方願繼續為勸和

促談發揮建設性作用，也願意在需要的時候同國際社會一道開展必要的斡旋。

王毅表示，中方已經多次闡明立場，始終
本着客觀公正態度，根據事情本身的是

非曲直獨立自主地作出判斷、表明主張。應
該看到，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烏克蘭局勢
發展到今天，原因錯綜複雜。解決複雜問
題，需要的是冷靜和理性，而不是火上澆
油、激化矛盾。「中方認為，要化解當前危
機，必須堅持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尊重
和保障各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必須堅持安
全不可分割原則，照顧當事方的合理安全關
切；必須堅持通過對話談判，以和平方式解
決爭端；必須着眼地區長治久安，構建均
衡、有效、可持續的歐洲安全機制。」

將盡快向烏提供人道主義物資
王毅強調，當前國際社會應聚焦勸和促談並

防止出現大規模人道主義危機而繼續努力。中
方在勸和促談方面已做了一些工作，一直同各
方保持密切溝通。衝突發生第二天，習近平主
席應約同普京總統通話時，就提出願看到俄烏
雙方盡早和談。普京總統也作出積極回應。俄
烏雙方已經談了兩輪，希望即將開啟的第三輪
談判能取得新的進展。中方認為，形勢越緊，
和談越不能停止；分歧越大，越需要坐下來談
判。中方願繼續為勸和促談發揮建設性作用，
也願在需要時與國際社會一道開展必要的斡
旋。
就防止烏克蘭出現大規模人道主義危機，

王毅提出六點倡議（見表）。王毅表示，中
方願為克服人道主義危機繼續作出自己的努
力。
他宣布，中國紅十字會將盡快向烏克蘭提

供一批緊急人道主義物資援助。

以合作增互信 避免世界分裂對抗
記者會上，在被問及國際社會擔憂世界再

次面臨分裂對抗，形成新冷戰的看法時，王
毅表示，當今世界確實很不太平，百年未有
之大變局正在一幕幕展開。個別大國為了維

護霸權地位，重拾冷戰思維，製造陣營對
立，進一步加劇了動盪與分裂，讓本來就問
題纏身的世界雪上加霜。
王毅強調，中方堅定認為，正確的出路是

在多邊主義旗幟下加強團結合作，攜手推動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他說，當務之急是維
護和平。要秉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
的安全觀，摒棄獨享安全、絕對安全的想
法，堅持通過談判停止衝突，通過對話解決
爭端，通過合作增進互信，共同建設持久和
平的世界。
第二是促進團結。世界因多樣而精彩，差

異不應成為對抗的理由。要堅持真正的多邊
主義，倡導全人類共同價值，反對霸權強
權，反對集團政治，捍衛以聯合國為核心的
國際體系，維護以聯合國憲章宗旨為基礎的
國際關係基本準則，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朝着
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發展。
第三是堅持開放。經濟全球化是時代潮

流，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也不能被地緣競
爭所割斷。要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孤
立主義，堅定維護自由、公平、非歧視的多
邊貿易體制，拆掉小院高牆，共建開放市
場。
第四是加強合作。面對全球性挑戰，沒有

國家可以置身事外，也沒有國家可以獨善其
身。必須同舟共濟、共克時艱，在應對新冠
疫情、恐怖主義、氣候變化、網絡安全等全
球性問題上加強溝通協調，凝聚最大公約
數，畫出最大同心圓。

中國始終代表穩定性正能量
王毅強調，面對動盪變革的世界，中國始

終代表着穩定性和正能量，始終站在歷史前
進的正確方向上。我們將繼續胸懷天下、擔
當盡責，堅定不移地高舉和平、發展、合
作、共贏的旗幟，推動建設新型國際關係，
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同世界上一切進
步力量一道，合力謀發展，一起向未來。

新冠疫情未散，俄烏衝突
接踵而來，複雜動盪的世界
更加波譎雲詭，攸關團結與
分裂、對話與對抗、戰爭與
和平的國際輿論角力。王毅
記者會無疑成為中國回應質

疑、爭取國際話語權的鋒線戰場。約80個記
者位座無虛席，場外媒體全球同步轉播，27個
問題逐一作答，逾100分鐘積極互動，69歲的
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以柔中帶剛、鮮明
從容的一貫風範，擺事實講理據，向世人對比
釐清國際舞台上個別大國的負能量和中國的正
向擔當。

一個在「激化矛盾」一個在「勸和促談」
烏克蘭局勢是整場記者會提問交集最多的

話題。外國記者以 「您是否擔心中方因拒絕
譴責俄羅斯會損害自身的國際地位」的提
問，來呼應當下甚囂塵上的「中國責任
論」。事實上，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
方一直在勸和促談，呼籲和平，始終站在和
平正義一邊。王毅強調：「解決複雜問題，
需要冷靜和理性，而不是火上澆油、激化矛
盾。」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個別大國
為維護霸權地位，重拾冷戰思維，製造陣營
對立，進一步加劇動盪與分裂，讓本就問題
纏身的世界雪上加霜。」

一個玩弄「地緣博弈」一個致力「發展建設」
關於中歐關係，王毅認為，有些勢力並不願

看到中歐關係穩定發展，編造所謂「中國威
脅」，炒作對華競爭，鼓吹「制度性對手」，
甚至挑起制裁和對抗。希望中歐雙方都對此予
以高度警惕。在他看來，中歐合作已經幾十年
風雨，植根於堅實的民意基礎、廣泛的共同利
益、相似的戰略訴求，具有強大韌性和潛力，
任何勢力都不能也無法逆轉。

就印太問題，王毅直指，美方打着促進地區

合作旗號，玩弄地緣博弈把戲；高喊回歸多邊
主義，實際卻搞封閉排他的「俱樂部」；聲稱
要維護國際規則，卻試圖另搞一套自己「幫
規」。而中國則始終扎根亞太、建設亞太、造
福亞太。

一個「一走了之」一個「人道援助」
去年，國際社會見證了美國從阿富汗匆忙撤

軍的「喀布爾時刻」。王毅明確指出，「美國
從阿富汗不負責任地一走了之，給阿富汗人民
留下深重的人道危機，為地區穩定帶來巨大的
安全挑戰」。中方第一時間向阿富汗伸出援
手。王毅7日再次承諾，將繼續追加新的援
助，「我們正在籌備第三次阿富汗鄰國外長
會，願意為阿富汗長治久安發揮鄰國優勢，貢
獻鄰國力量。」

在中東地區，中國發揮的始終是建設性作
用。正如王毅所言，「中國從不謀取什麼地緣
私利，更無意去填補所謂權力真空」。過去數
十年，「正是因為一些域外大國競相干預中東
事務，給中東地區和中東人民造成了一次又一
次傷害」。

一個「強權霸凌」一個「抗疫救援」
新冠肺炎疫情以來，中方積極開展對拉美抗

疫合作，迄今累計已向包括加勒比地區提供近
4億劑疫苗和近4,000萬件抗疫物資。王毅還批
評一些大國，把那裏當自家「後院」，推行強
權政治、霸道霸凌。

面對分裂動盪和對抗加劇，世界將何去何
從？「正確的出路就是在多邊主義旗幟下加強
團結合作，攜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王毅在記者會上引述習近平主席所說，「在全
球性危機的驚濤駭浪裏，各國不是乘坐在190
多條小船上，而是乘坐在一條命運與共的大船
上。小船經不起風浪，巨艦才能頂住驚濤駭
浪。」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兩會報道

沒有「對比」便沒有「真相」
記者會上演激濁揚清的輿論較量
��
�	

王毅就防止烏克蘭出現大規模人道主義危機提出六點倡議
◆人道主義行動必須遵守中立、公正原則，防止將人道
問題政治化；

◆全面關注烏克蘭的流離失所者，幫助其得以妥善安置；
◆切實保護平民，防止烏境內出現次生人道災害；
◆保障人道援助活動順利、安全開展，包括提供快速、

安全、無障礙的人道主義准入；
◆確保在烏外國人安全，允許其從烏克蘭安全離開，並
為其回國提供幫助；

◆支持聯合國在對烏人道援助方面發揮協調作用，支持
聯合國烏克蘭危機協調員的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兩會報道）國務委員兼外交部
長王毅7日在記者會上警告，美國一些勢力為了遏制中國的
振興，縱容鼓動「台獨」勢力發展，挑戰和掏空一中原則，
嚴重違反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嚴重破壞台海和平穩定，不僅
會把台灣推向危險的境地，也將給美方帶來難以承受的後
果。
7日記者會上，有記者問及台灣問題同烏克蘭問題異同，

如何看待台海衝突可能性。對此，王毅表示，首先要明確的
是，台灣問題與烏克蘭問題有着本質區別，沒有任何可比
性。最根本的不同在於，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台灣問題完全是中國的內政，烏克蘭問題則是俄烏兩個
國家之間的爭端。有些人在烏克蘭問題上強調主權原則，但
在台灣問題上卻不斷損害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這是赤裸
裸的雙重標準。

台「挾洋謀獨」沒有出路
王毅指出，台海局勢面臨緊張，根源就在於民進黨當局拒

不認同一個中國原則，企圖改變兩岸同屬一中的現狀，通過
大搞「兩個中國」和「一中一台」，歪曲台灣的歷史，割裂
台灣的根脈，到頭來必將葬送台灣的未來。而美國一些勢力
為了遏制中國的振興，縱容鼓動「台獨」勢力發展，挑戰和
掏空一中原則，嚴重違反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嚴重破壞台海
和平穩定，不僅會把台灣推向危險的境地，也將給美方帶來
難以承受的後果。
王毅表示，海峽兩岸歷史同源，文化同根，同屬一中。台

灣的前途希望在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在於實現國家的統
一，而不是依靠什麼外部的「空頭支票」。「挾洋謀獨」沒
有出路，「以台制華」注定失敗，台灣終會回到祖國的懷
抱。

談及中美關係，王毅表示，去年以來，習近平主席同拜登
總統舉行視頻會晤並兩次通話，雙方在多個層級也開展了對
話交往。美方領導人和一些高官相繼表示，美方不尋求新冷
戰，不尋求改變中國的體制，不尋求強化同盟關係反對中
國，不支持「台獨」，無意同中國發生衝突對抗。

美言行不一損中美關係大局
「但令人遺憾的是，這『四不一無意』的表態始終飄浮在
空中，遲遲沒有落地。擺在我們面前的事實是，美方仍不遺
餘力地對中國開展零和博弈式的『激烈競爭』，不斷在涉及
中方核心利益的問題上攻擊挑事，接連在國際上拼湊打壓中
國的『小圈子』，不僅傷害兩國關係大局，也衝擊和損害國
際和平穩定。」

中美應重拾「合作代替對抗」初心
王毅強調，這不是一個負責任大國應有的樣子，也不是一
個講信譽國家所做的事情。中國作為一個主權獨立國家，我
們完全有權利採取必要措施堅定捍衛自身的正當權益。他
說，大國競爭不是時代主題，零和博弈不是正確選擇。在一
個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時代，中美兩個大國如何找到正確相處
之道，既是人類社會沒有遇到過的課題，也是兩國必須共同
解開的方程式。
今年是「上海公報」發表50周年。王毅說，回首歷史，
中美雙方本着求同存異精神，以合作代替對抗，造福了兩國
人民，促進了世界和平與繁榮。展望未來，王毅指出，中美
雙方應當重拾融冰初心，重整行裝出發，用相互尊重、和平
共處、合作共贏的「三原則」替代競爭、合作、對抗的「三
分法」，推動美國對華政策重回理性務實的正軌，推動中美
關係重回健康穩定的正道。

縱容鼓動「台獨」將給美方帶來難以承受後果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談中歐關係
中歐關係不針對、不依附、也不受制於第三方。雙方

在相互尊重、互利共贏基礎上開展對話合作，將為動盪
的世界局勢提供更多穩定因素。
中歐合作已經歷經幾十年風雨，植根於堅實的民意基

礎、廣泛的共同利益、相似的戰略訴求，具有強大韌性
和潛力，任何勢力都不能也無法逆轉。

談中日關係
當前中日關係依然面臨一些分歧和挑戰，特別是日本

國內總有一些人不願看到中國快速發展，不希望看到中
日關係穩定。在此，我願向日方提出三點忠告：首先是
要不忘初心，把握好兩國關係的正確方向。二是要重信
守諾，維護好兩國關係的政治基礎。三是要順勢而為，
共同開創兩國關係的廣闊前景。世界多極化、國際關係
民主化取代單邊主義、霸權主義是歷史的必然，冷戰結
盟、地緣對抗那一套早已不得人心。

談中俄關係
中俄關係具有獨立自主價值，建立在不結盟、不對

抗、不針對第三方基礎之上，更不受第三方的干擾和挑
撥。這既是對歷史經驗的總結，也是對國際關係的創
新。

談美國「印太戰略」
「印太戰略」真正目的是企圖搞印太版的「北

約」，維護的是以美國為主導的霸權體系，衝擊的是
以東盟為中心的區域合作架構，損害的是地區國家的
整體和長遠利益。這股逆流與地區國家求和平、謀發
展、促合作、圖共贏的共同願景背道而馳，注定是沒
有前途的。

談中印關係
正如一句印度諺語所言，「幫你的兄弟撐船過河，你

也能到達對岸」。希望印方同中方一道，堅守「互不構
成威脅、互為發展機遇」的戰略共識，堅持增進互信，
避免誤解誤判，彼此做相互成就的夥伴，不當相互消耗
的對手，確保兩國關係沿正確軌道前行，為兩國人民
帶來更大福祉，為地區和世界作出更大貢獻。

來源：新華社、中新社

「在撤僑行動中，在烏克蘭和周邊國家的
華人華僑、留學生、中資機構全面動員，互
施援手，再次體現了中國人患難與共的傳統
美德，我也要向同胞們表示誠摯的慰問。目
前，還有一些同胞由於當地局勢和個人原因
仍然滯留在烏克蘭，我們時刻掛念着他們，
與他們隨時保持聯繫，根據他們的需求，為
他們提供一切可能的幫助。世界並不太平，
有一位網友留言表示，我們並不是生活在一
個和平的世界，但很幸運有一個和平的祖
國。外交為民永遠在路上。我們願繼續用行
動告訴每一位海外同胞，無論什麼時刻、無
論身處何方，你的身邊有我們，你的背後是
祖國！」 ——王毅談烏克蘭撤僑

熱點關注

◆3月7日，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就中國外交政策和
對外關係回答中外記者提問。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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