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選擇替代稿件間的分隔線

5 國 際 新 聞
東南亞版

◆責任編輯：周文超 2023年3月16日（星期四）

Facebook母公司Meta行政總裁朱克伯格周
二在Facebook發文，表示計劃在未來幾個月
內裁員約1萬人。Meta在去年11月已宣布裁
員1.1萬人，佔公司人手13%。

朱克伯格：應預計會發生的事
朱克伯格寫道：「我們預計將在4月底宣布

技術部門的重組和裁員，然後在5月底輪到業

務部門。」他還表示，可能要到年底才能完成
這些變化，預計團隊整體將減少約1萬人，
「這是你應該預計會發生的事，未來幾個月，
組織領導人將宣布整頓方案，以聚焦組織扁平
化、取消優先級別較低的計劃，並降低我們的
招聘率」。
朱克伯格還表示，Meta計劃關閉5,000個尚
未招到人的職缺。他也認為經濟將持續充滿不

確定性，「新的經濟現實將延續數年時間」，
Meta應做好準備。
在通脹率上升、經濟衰退的擔憂和新冠疫情
導致需求減少的情況下，多間大型科技公司都
大規模裁員。今年頭幾個月，亞馬遜、Google
母公司Alphabet和微軟都已確認大規模裁員，
受影響人數以萬計。

◆綜合報道

Meta擬再裁萬人 關閉5000職缺

◆Meta去年11月已宣布裁員1.1萬人，佔公司人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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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英澳借聯合國條約漏洞轉移核材料
核潛艇計劃變相令澳「擁核」美盟友或仿效引發危機

伊朗總統萊希13日在德黑
蘭與到訪的白俄羅斯總統盧卡
申科共同會見記者時說，伊朗
準備與友好國家白俄羅斯分享
應對制裁的經驗。
萊希在聯合記者會上說，伊

白都反對單邊主義，獨立國家
之間有效和建設性的溝通可以
用來應對制裁，奠定國家進步
的基礎。萊希在談到伊白兩國
在工業、礦業、貿易、農業和
道路等領域達成的重要協議時
表示，希望這些協議的執行會
加強雙邊關係並保障兩國利
益。此外，伊朗決心在區域內
和區域外組織框架裏改善與白

俄的關係。
盧卡申科說，兩國在國際和
地區問題上的立場相似，都希
望「建設一個公正的多極世
界」。當天，盧卡申科還會見
了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據
伊朗媒體消息，哈梅內伊在會
見中說，受到美國制裁的國家
必須相互合作，結成統一戰
線，以摧毀制裁武器。
有分析指，伊朗反制裁的例
子，包括本月初伊朗外交部發
表聲明稱，將歐盟和英國的一
些機構和個人拉入「黑名
單」，並且譴責這些企業和個
人違反了國際法。◆綜合報道

加拿大魁北克省13日有貨車衝上行人路，
造成2死9傷，其中3名傷者情況嚴重，貨車
司機被捕。
事發在魁北克省東部的昂基鎮，當天下午2
時許，一輛貨車在昂基鎮的街道突然衝上行
人路，撞倒多名途人。當地傳媒報道，兩名
分別60多歲和70多歲的男途人死亡，另有9
人受傷，包括3名兒童，傷者送院救治。
逃離現場的38歲男司機事後向警方自首。

警員調查後，懷疑他蓄意駕車撞人，將控告
他謀殺，暫未清楚他犯案動機，但相信不涉
及恐襲。總理杜魯多和外長喬利發表聲明，
對事故感到難過，並慰問昂基鎮的居民。
事件令人聯想2018年同類事故，一名加拿

大男子在多倫多市中心駕駛租來的客貨車衝
撞行人，造成11人死亡、16人受傷，是加拿
大史上最致命的車輛攻擊事件。

◆綜合報道

由於有虛假的傳言聲稱，美國政府會批准
尋求庇護的移民入境，星期日有數百人試圖
硬闖美國與墨西哥交界邊關，但卻遇到美國
官員強硬對待。
《紐約郵報》等美媒報道，周日中午時

分，一群主要來自委內瑞拉的民眾開始聚集
在美墨交界一座橋樑的入口附近，這座橋樑

連接墨西哥華雷斯城和美國得州艾爾帕索。
社交媒體上的影片顯示，包括很多婦女和兒
童在內的群眾跑向邊界，但他們不久就看到帶
刺鐵絲網、橙色路障和手持盾牌的警察。協助
華雷斯城移民的社工瓦倫祖拉表示，美國邊防
人員立即關閉橋樑，有群眾更表示美國邊防人
員向他們噴胡椒噴霧。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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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百非法移民圖闖關 美邊防人員強硬對待

加國貨車闖行人路2死9傷 司機疑蓄意被控謀殺

◆伊朗總統
萊希（右）與
白俄總統盧
卡申科簽訂
多項協議。

路透社 ◆警員在案發地點調查。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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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道指出，該漏洞源自《核不擴散條約》第14段，
允許跨國運輸「非爆炸性軍事用途」的核裂變原

材料，無須接受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審查和監
督。AUKUS宣稱合作研發的核潛艇「不會攜帶或使用
核武器」，但潛艇以核能為動力，就意味可用於研發
核武的高濃度濃縮鈾和鈈，都能藉類似方式運往非擁
核國。

分析警告為研發核武作掩護
澳洲是非擁核國，但若AUKUS計劃順利進行，就
意味該國將成為《核不擴散條約》簽署國中，首個獲
得核動力潛艇的無核國家。分析警告若有潛在的核擴
散者「照辦煮碗」，完全可以藉類似海軍核反應堆計
劃為旗號，作為獲取核裂變原材料研發核武的掩護。
《衛報》提到，美英澳3國曾與IAEA就AUKUS計
劃進行磋商，最初考慮無須援引《核不擴散條約》第
14段，允許IAEA監督所有涉及計劃的核裂變原材料。
但參與計劃3國其實都不情願讓IAEA派出國際調查團
隊，親身考察新型核潛艇，最後只是對外宣稱AUKUS
計劃會將核不擴散列為優先事項。
在AUKUS計劃中，澳洲同意不在當地建立核反應
堆，所有涉及計劃的軍事人員都在英美而非澳洲受
訓。澳洲不會對收到的核燃料進行濃縮或再加工，英
美則會將裝載核燃料的裝置直接焊接，在使用壽命期
間無須拆卸充能。澳洲還承諾不會購置必要的化學處
理設備，將核燃料重新作武器用途。

開創危險先例 日韓虎視眈眈
然而分析提醒，類似作法並不能完全打消外界疑
慮，部分非擁核國以AUKUS計劃為藉口，暗中發展核
武器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例如日韓兩國都曾表示希望
擁有核動力潛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已表態支持AU-
KUS計劃的各項措施。國際安全學者納朗也指出，韓
國是美國最有可能「從保險防範轉向積極尋求核武」
的盟友。
智庫「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核項目主任阿克頓
認為，不論美英澳3國如何宣稱嚴肅看待核擴散問題，
AUKUS計劃都已開創危險先例，「澳洲是第一個移開
保險，將核燃料用於海軍建設的國家。我可以不擔心
澳洲濫用核燃料，但其他國家都有可能仿效AUKUS的
做法。」 ◆綜合報道

美國、英國與澳洲13日公布三邊防務協議

「奧庫斯（AUKUS）」計劃，宣布澳洲擬購

買多達5艘美國「弗吉尼亞」級核潛艇，並

在英美核技術基礎上，合作研發新型核潛

艇。英國《衛報》警告稱，AUKUS計劃等同

於利用聯合國《核不擴散條約》的漏洞，是

自條約1968年通過以來，首次由擁核國將核

裂變材料和相關技術轉移至非擁核國，恐引

來潛在核擴散者尤其部分美國盟友仿效，甚

至引發核擴散危機。

針對美英澳推進核潛艇合作，中國外交部
發言人汪文斌14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
三國聲稱將遵守最高核不擴散標準，純屬欺
世盜名，實質上是脅迫國際原子能機構秘書
處作出保障監督豁免安排，嚴重損害機構權
威，中方對此堅決反對。

典型冷戰思維 刺激軍備競賽
汪文斌說，中方已多次強調，美英澳建立
所謂的「三方安全夥伴關係」，推進核潛艇
及其他尖端軍事技術合作，這是典型的冷戰
思維，只會刺激軍備競賽，破壞國際核不擴
散體系，損害地區和平穩定，愛好和平的國
家對此表達了嚴重關切和堅決反對。美英澳
發布的最新聯合聲明表明，三國為了一己地
緣政治私利，完全無視國際社會關切，在錯
誤和危險的道路上愈走愈遠。
汪文斌稱，美英澳三國核潛艇合作涉及核
武器國家向無核武器國家轉讓大量武器級高
濃縮鈾，構成嚴重核擴散風險，違反不擴散
核武器條約的目的和宗旨。「三國聲稱將遵
守最高核不擴散標準，純屬欺世盜名，實質
上是脅迫國際原子能機構秘書處作出保障監
督豁免安排，嚴重損害機構權威，中方對此
堅決反對。」
汪文斌指出，核潛艇合作事關《核不擴散
條約》的完整性、有效性和權威性。相關保
障監督問題，涉及機構所有成員國利益，應
由機構所有成員國通過透明、公開、包容的
政府間進程共同討論決定。在各方達成共識
之前，美英澳三國不應開展核潛艇合作，機
構秘書處也不得擅自與三國商簽保障監督安
排。「需要強調的是，亞太是世界上最具活
力、增長最快的地區，這一局面彌足珍
貴。」汪文斌強調，中方敦促三國傾聽國際
社會和地區國家的呼聲，摒棄陳舊的冷戰零
和思維和狹隘的地緣政治理念，切實履行國
際義務，不要做破壞地區和世界和平穩定的
事。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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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KUS 」計 劃 挑 戰 重 重
◆生產能力
人手短缺和產能緊張勢必衝擊AUKUS計
劃執行。例如英國僅為滿足本國下一代
核潛艇製造需求，就已投入巨額資金，
造船廠工人從1萬人增至1.7萬人，幾乎
沒有額外人手協助澳洲生產核潛艇。美
國製造核潛艇的通用動力電船公司也已
僱用2萬人，現時還有17艘潛艇等待交
付，積壓訂單更排到2032年。

◆投資成本
澳洲獲取每艘新潛艇的生產成本約為70
億澳元，加上武器和作戰系統、潛艇維
護和人員訓練的成本，以及對澳洲生產
設施的必要投資，該計劃總成本可能會
升至1,250億澳元。由於交付周期極長，
計劃成本料會不斷累積，澳洲本地國防
企業也很難短期獲利。

◆潛艇設計
AUKUS計劃將由3國建立「混合平台」研
究潛艇設計，牽涉大批國防企業，包括
英國的勞斯萊斯，以及美國的通用電
氣、西屋電氣和洛歇馬丁等。如何平衡
每間企業負責設計研發的項目，相信需
要非常複雜的協商。

◆技術轉讓
核潛艇技術是美國嚴格保密的軍事技術
之一，涉及美國《國際武器貿易條例》
下的技術轉讓要求，還被歸類於「不可
向國外透露」的技術保密級別，以及禁
止與非美國國民共享。即使
美方宣稱有辦法與澳洲
分享核潛艇推進技
術，在後續的超音
速武器研發等領
域，3國能否合作
仍然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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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弗吉尼亞」級核潛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