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力搜索另一部黑匣子
当日，在广西藤县东航 MU5735 航班坠机事故现

场，各方继续组织技术力量，使用专业物探设备对地
面以下区域实施探测，并扩大搜索区域，全力寻找另
一部黑匣子。 3 月 23 日 16 时 30 分左右，在事故现场
主要撞击点东南方向约 20 米处的表层泥土中，搜救
人员发现了失事客机上两部飞行记录器（黑匣子）中
的一部，初步判定为驾驶舱话音记录器。

新华社记者 周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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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理会未通过乌克兰人道问题决议草案
中国代表阐述立场

中新社联合国电 联合
国 安 理 会 23 日 就 俄 罗 斯
起草的乌克兰人道问题决
议草案进行表决。中国常
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在表决
中投了赞成票，并就中方
投票立场作解释性发言。

张 军 表 示 ，乌 克 兰 危
机爆发后，人道局势持续
恶化，外溢影响不断扩大，
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
有关平民伤亡增加、难民
人数上升、人道救援严重
不足的报道令人痛惜。中
方一直呼吁最大限度避免
平民伤亡，尽一切努力保
障基本人道需求，同时也
一直主张安理会履行好维
护国际和平安全的首要责
任，在乌克兰人道问题上
发挥应有作用。

张 军 强 调 ，中 方 就 乌
克兰人道局势提出了六点
倡议，并向乌克兰红十字
会 提 供 多 批 人 道 救 援 物
资。我们欢迎其他各方提
出的任何有助于缓解和解
决乌克兰人道危机的倡议
和举措。过去几周，安理
会就法国、墨西哥以及俄
罗斯各自提出的决议草案
进行反复磋商。中方一直
积极参与，始终呼吁各方
聚焦人道问题，超越政治
分歧，尽最大努力寻求共
识，为应对当前的人道危
机作出积极努力。安理会
最后未能达成最广泛的一
致，令人遗憾。

张 军 指 出 ，国 际 社 会
普遍希望尽快实现停火，
这也是中方的强烈期待。

我们认为，在推动停火止
战的同时，安理会也应本
着积极、务实和建设性态
度并行不悖地应对好人道
危机。中方对有关决议草
案投赞成票，根本出发点
是推动国际社会高度重视
乌克兰人道局势，呼吁有
关当事方就人道问题加强
协调，切实保护平民，特别
是妇女、儿童等脆弱群体
的安全，为人员撤离和人
道救援行动提供便利。

张 军 强 调 ，在 乌 克 兰
问题上，中方始终坚持各
国主权、领土完整都应得
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
和原则都应得到遵守，各
国合理安全关切都应得到
重视，一切有利于和平解
决危机的努力都应得到支

持。
张军表示，乌克兰危机

为世界带来严峻挑战，目
前的关键是当事方展现政
治意愿，尽快通过谈判找
到妥善解决办法。当务之
急要呼吁各方保持最大克
制，避免平民伤亡，防止出
现更大规模的人道危机。
长久之道在于摒弃冷战思
维、不搞阵营对抗，逐步构
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全
球和地区安全架构。中方
将继续致力于劝和促谈，
为和平发声、为和平尽力。

当天的表决结果是：2
票 赞 成 ，13 票 弃 权 ，决 议
草案未能通过。决议草案
的主要内容包括保障对乌
克兰的人道救援、保护平
民安全等。

乌克兰的“艰难日子”，华盛顿的人血馒头
到 3 月 24 日，俄乌冲

突 持 续 了 整 一 个 月 。 世
界 所 有 爱 好 和 平 的 人 ，
都 希 望 这 场 本 可 以 避 免
的 流 血 冲 突 早 一 天 画 上
句 号 。 但 对 手 握 解 决 俄
乌 冲 突 钥 匙 的 美 国 和 北
约 来 说 ，人 们 却 没 有 看
到 它 们 有 任 何 结 束 战 争
的 实 际 举 动 ，反 而 还 在
激化矛盾、强化对抗，为
俄乌谈判制造障碍。

美 国 总 统 拜 登 周 三
启 程 赴 欧 ，他 将 在 当 地
出 席 北 约 峰 会 、G7 峰 会
以 及 欧 洲 理 事 会 会 议 。
据 报 道 ，拜 登 此 行 将 和
欧 洲 盟 友 共 同 协 调 对 乌

克 兰 的 下 阶 段 军 事 援
助 ，并 将 宣 布 新 一 轮 的
对 俄 制 裁 。 很 明 显 ，拜
登 踩 着 俄 乌 冲 突 一 个 月
的 节 点 前 往 欧 洲 开 展 密
集的外交攻势，但去“协
调 ”的 事 情 没 有 一 件 不
是在火上浇油的。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
总 统 国 家 安 全 事 务 助 理
沙 利 文 在 谈 及 拜 登 此 次
欧洲之行时说，“乌克兰
将迎来艰难的日子”，因
为“ 这 场 战 争 不 会 轻 易
或 迅 速 结 束 ”。 这 与 其
说 是 美 国 的 一 个“ 判
断”，不如说是华盛顿精
心 引 导 的 方 向 。 华 盛 顿

就 是 希 望 这 场 战 争 不 要
结 束 ，从 而 最 大 化 地 利
用 俄 乌 冲 突 ，从 中 榨 取
地 缘 政 治 价 值 。 换 句 话
说 ，它 要 吃 的 就 是 俄 乌
冲突的人血馒头。

因此，尽管美欧看起
来 很 热 络 ，但 双 方 的 实
质 性 分 歧 却 在 加 深 。 华
盛 顿 一 心 想 要 拖 延 俄 乌
谈 判 ，而 欧 洲 想 要 的 却
是 安 全 与 稳 定 。 现 在 欧
洲 反 战 的 声 浪 很 大 ，这
些 声 音 里 就 包 含 着 对 华
盛 顿 向 乌 克 兰 输 送 武 器
的 不 认 同 ，越 来 越 多 的
欧 洲 人 认 识 到 ，一 味 往
乌 克 兰 输 送 武 器 的 做 法

与 他 们 所 追 求 的 安 全 目
标 无 异 于 南 辕 北 辙 。 而
极 限 制 裁 带 来 的 结 果 ，
一 定 是 美 国 发 财 、欧 洲
埋 单 、乌 克 兰 流 血 。 华
盛 顿 的 这 些 小 九 九 终 究
是藏不住的。

也因为如此，拜登才
要 在 欧 洲 有 动 摇 意 向 的
时候去“稳定人心”。不
难想见，华盛顿一定会从
兜 里 掏 出“ 跨 大 西 洋 友
谊 ”“ 民 主 联 盟 ”等 小 卡
片，把它当成世界 VIP 俱
乐 部 的 通 行 证 分 发 给 朋
友 们 ，用 虚 幻 的“ 荣 誉 ”
来 套 取 高 昂 的“ 会 费 ”。
它还对那些“不入会”的

中立国家施加强大压力，
一 边 批 评 印 度“ 不 坚
定 ”，一 边 渲 染 中 国“ 威
胁和平”，这难道不是典
型的黑帮做法吗？

正所谓“解铃还须系
铃人”，俄乌冲突是美俄
矛盾激化的结果，解决问
题 的 钥 匙 就 在 美 国 手
里 。 华 盛 顿 如 果 真 希 望
乌 克 兰 人 民 的“ 艰 难 日
子”不要再继续，那它为
什 么 选 择 去 跟 欧 洲“ 协
调”输送武器和制裁，却
就 是 不 肯 直 接 和 俄 罗 斯
谈呢？答案很清楚，美国
根 本 就 不 想 要 真 正 的 和
谈。所以，人们才会看到

这样一个荒谬场景：尽管
明 知 道 解 决 俄 乌 冲 突 的
出路在哪里，但华盛顿却
仍 要 在 一 个 死 胡 同 的 尽
头，拼命擦拭那块“此路
不通”的标牌。

举 着“ 民 主 ”的 幌 子
推 行 霸 权 、打 着“ 和 平 ”
的 旗 号 发 战 争 财 ，华 盛
顿 一 直 很 擅 长 这 类 表
演 ，但 并 不 意 味 着 它 的
套 路 永 不 过 时 。 随 着 时
间 的 推 移 ，人 们 对 这 一
点 会 看 得 越 来 越 清 楚 。
俄 乌 冲 突 的 演 变 过 程 ，
最 终 将 成 为 华 盛 顿“ 战
争 贩 子 ”本 质 的 又 一 次
证明。 来源：环球时报

王毅：乌克兰危机告诉世人将自身安全
建立在他国不安全之上，矛盾终会爆发

中新社北京 3 月 24 日
电 当地时间 3 月 23 日，中
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
拉瓦尔品第会见巴基斯坦
陆军参谋长巴杰瓦，就中
巴双边关系和国际地区问
题友好、深入地交换了意
见。其间，谈及乌克兰局
势，王毅表示，乌克兰危机
告诉世人的是，追求独享
安全或绝对安全，将自身
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之
上，矛盾终会爆发。

巴杰瓦热烈欢迎王毅
再次访问巴基斯坦并出席
伊斯兰合作组织外长会，
高度评价两国高水平战略

合作，盛赞并支持中国的
外交政策，认为中国外交
平衡稳健，积极致力于世
界和平与发展，在国际热
点问题上充分展现了负责
任的大国作用。

王毅祝贺巴方成功举
办国庆日活动，表示中方
赞赏巴军方长期以来为巩
固增强中巴全天候战略合
作关系、保障中巴经济走
廊建设安全顺利推进、维
护在巴中方机构和人员安
全所作的积极努力和重要
贡献。王毅表示，巴军方
为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
中巴命运共同体发挥了稳

定器和压舱石作用。
巴 杰 瓦 表 示 ，乌 克 兰

问题很重要，但国际社会
也不应忽略阿富汗问题。
巴方赞赏并支持中方举办
第 三 次 阿 富 汗 邻 国 外 长
会，认为国际社会应加大
对阿民生和安全问题的关
注和投入。

王 毅 表 示 ，解 决 阿 富
汗 问 题 不 应 靠 施 压 和 制
裁，而应依靠东方智慧促
进对话沟通。中巴都鼓励
阿富汗执政当局积极构建
开放包容的政治架构、实
行温和稳健内外政策，坚
决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

义。阿富汗有着良好的区
位优势、资源禀赋和发展
潜力，国际社会应支持阿
找到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自强自立的正确道路。

巴杰瓦表示，巴方高度
关注乌克兰危机的外溢效
应，赞赏中方秉持公正平衡
和劝和促谈的立场，愿同中
方就此加强沟通协调。

王毅表示，乌克兰危机
告诉世人的是，追求独享安
全或绝对安全，将自身安全
建立在他国不安全之上，矛
盾终会爆发。在 21 世纪的
今天，搞军事集团和阵营对
立，不得人心，也没有前途。

美国和北约应当同俄开展对话
解开乌克兰危机背后的症结
在 24 日 下 午 的 中 国

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
记 者 再 就 相 关 国 家 指 责
中 方 散 布 涉 乌 克 兰 的 虚
假 信 息 相 关 问 题 进 行 提
问。

对 此 ，发 言 人 汪 文 斌
首 先 表 示 ：“ 指 责 中 方 散
布涉乌克兰的虚假信息，
本 身 就 是 在 散 布 虚 假 信
息。”

汪 文 斌 指 出 ，中 方 始
终 本 着 客 观 、公 正 的 态
度 ，为 早 日 实 现 停 火 止
战 、避 免 人 道 主 义 危 机 、
恢 复 和 平 稳 定 作 出 积 极
努 力 。 我 们 一 贯 主 张 乌
克 兰 应 当 成 为 东 西 方 沟
通的桥梁，而不应成为大
国 博 弈 的 前 沿 。 欧 洲 各
国 应 当 秉 持 战 略 自 主 原
则，同包括俄乌在内的相

关国家一道，本着安全不
可分割精神，通过对话谈
判 构 建 均 衡 、有 效 、可 持
续的欧洲安全架构。

美国和北约也应当同
俄开展对话，解开乌克兰
危 机 背 后 的 症 结 。 化 解
危机需要的是冷静理性，
而不是点火浇油；恢复和
平需要的是对话沟通，而
不是施压胁迫；实现长治
久安，需要的是照顾各方
的合理安全关切，而不是
推行集团对抗、谋求绝对
安全。

汪 文 斌 强 调 ，中 方 的
立 场 同 大 多 数 国 家 的 愿
望相一致，时间将证明中
方 的 主 张 是 站 在 历 史 的
正确一边，任何对中方的
无 端 指 责 和 猜 忌 都 将 不
攻自破。 来源：央视新闻

美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重新豁免
352项中国进口商品关税

当地时间 23 日，美国
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发
表声明，宣布重新豁免对
352 项从中国进口商品的
关税，该新规定将适用于
在 2021 年 10 月 12 日 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之间进
口自中国的商品。

去年10月，美国贸易代
表办公室宣布，拟重新豁免
549 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

税，并就此征询公众意见。
时 隔 近 半 年 之 后 ，美

国 贸 易 代 表 办 公 室 23 日
发表声明，确认对此前拟
重新豁免关税的 549 项中
国进口商品中的 352 项进
行确认。该办公室表示，
当天美方的决定，是在全
面 征 求 公 众 意 见 并 与 美
国 相 关 机 构 协 商 后 得 出
的结果。 来源：央视新闻

中国商务部：希望美方尽快取消
全部对华加征关税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
人 束 珏 婷 24 日 在 中 国 商
务部网上发布会上说，中
方注意到，3 月 23 日美国
贸 易 代 表 办 公 室 宣 布 将
恢复 352 项自中国进口商
品的加征关税豁免，这有
助 于 相 关 产 品 的 正 常 贸
易。中方始终认为，美方
单 边 加 征 关 税 措 施 不 利

于 中 国 ，不 利 于 美 国 ，不
利 于 世 界 。 在 当 前 通 胀
持续走高、全球经济复苏
面临挑战的形势下，希望
美 方 从 中 美 两 国 消 费 者
和 生 产 者 的 根 本 利 益 出
发，尽快取消全部对华加
征关税，推动双边经贸关
系早日回到正常轨道。

来源：新华社微博

岛内最新民调：“相信美军会协防”的台湾人减少600万
【环球时报】岛内最新民

调显示，相信美军会协防的
比例“从乐观变极悲观”。这
也被认为是“乌克兰效应”的
后果。

据台湾《联合报》23日报
道，“台湾民意基金会”22日
公布的最新民调询问“若大
陆武力犯台，您认为美军有
没有可能出兵协防台湾”。
结果显示，10.5%的受访民众

“非常相信美国会协防台
湾”，24%“还算相信”，26.5%

“不太相信”，29.4%“一点也
不相信”，9.6%“没意见、不
知道、拒答”。也就是说，
34.5% 的 人 相 信 会 协 防 ，
55.9%不相信。“台湾民意基
金会”董事长游盈隆称，去年
10 月针对该议题的调查显
示，65%的受访民众认为“美
国可能出兵协防台湾”，约
29%不以为然。他说，相信
美国会协防者半年间骤降
30.5个百分点，“从非常乐观
到非常悲观，这是一个极端
不寻常集体态度的大转变”，
显示俄乌冲突爆发后，乌克

兰的遭遇对台湾人心产生巨
大冲击、改变，“此外溢效果
有历史的特殊性，可称为‘乌
克兰情境效应’”。品观点
称，乌克兰战争爆发后，台湾
人相信美军会协防的比例大
幅下降 30.5 个百分点，相当
于600万人；同时，台湾人认
为美军不可能出兵协防的比
例激增27.4 个百分点。

在政党倾向中，该调查
显示，民进党支持者中有
61%相信美军，29%不相信；
国民党支持者中 19%相信，
77%不相信；民众党支持者
中，11%相信，86%不相信；
中性选民中，18%相信，68%
不相信。从年龄层来看，游
盈隆直言“不分老少，多数人
都倾向不相信美军”，其中
20—24 岁有 21%相信，69%
不相信，25—34 岁有 39%相
信，53%不相信。

“台湾民意基金会”还询
问了“如果有一天大陆出兵，
您是否相信日本自卫队会参
战协防台湾？”结果有 13.4%
的人表示“非常相信”，29.7%

“还算相信”，23.1%“不太相
信 ”，25.5%“ 一 点 也 不 相
信”，8.3%“没意见、不知道、
拒答”。总体而言，43%基本
上相信日本自卫队会协防，
49%不相信。游盈隆称，对
日本是否协防，台湾人的看
法相当分歧，“但有趣的是，
相信日本的人竟比相信美军
会协防的人多了 8.6 个百分
点，这显得有点讽刺”。

23日，TVBS电视台公布
的最新民调显示，有 57%的
受访民众表示不担心大陆借
俄乌冲突之机攻打台湾，
37%表示担心；若两岸爆发
战争，有 44%的民众对台军
防卫能力有信心，48%表示
没有信心。调查同时显示，
有55%的受访民众不相信美
国会出兵协防台湾，30%表
示相信，另外有 14%没有表
示意见。

“期待美日协防台湾，不
切实际”，台“国家政策研究
基金会”副研究员吴铭彦23
日以此为题撰文称，俄乌冲
突爆发至今，美国至今未派

一兵一卒到乌克兰，“这种景
象，通过国际媒体和社群网
站的播放，台湾人都看在眼
里，对于台美关系‘坚若磐
石’的说法自会有所动摇”。
就台海而言，将来一旦两岸
爆发冲突，解放军肯定比俄
军更难应付，之前美国前国
务卿蓬佩奥访台时被问到

“美国是否愿意派兵助台防
卫”时回应称，“这是需要仔
细考虑的问题”，“连他对此
都持保留的态度，这也就不
难理解台湾民众对美国愿意
出兵助台的信心崩跌了”。
再说日本，假设民众不认为
美军会来台协防，根据日美
安保条约，日本理应也不会
出兵，“可见台湾民众过于一
厢情愿的想法太不实际”。
文章说，民进党当局一直灌
输“台海一旦有事，美日必然
会来防卫台湾”，如今这种大
内宣的说法被现实世界中的

“乌克兰情境”所戳破。蔡英
文当局应该务实思考如何改
善两岸关系，避免台湾成为

“被牺牲的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