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18 日 ，中 国 国 务
院 总 理 李 强 、中 共 中 央
外 办 主 任 王 毅 分 别 会 见
美 国 总 统 气 候 问 题 特 使
克 里 。 此 前 一 天 ，中 国
气 候 变 化 事 务 特 使 解 振
华 与 克 里 进 行 了 长 时 间
会 谈 ，有 媒 体 称 双 方 谈
了近 12 个小时，“出乎许
多 人 的 意 料 ”。 在 相 关
会 谈 中 ，中 美 双 方 都 展
示 出 落 实 元 首 共 识 、妥
善 管 控 分 歧 、共 同 应 对
气 候 变 化 、推 动 中 美 关
系 重 回 健 康 发 展 轨 道 的
意 愿 。 尽 管 相 关 细 节 仍
未 披 露 ，但 中 美 这 次“ 谈
得 不 错 ”，是 不 少 人 的 直
观感受。

在 两 国 关 系 处 于 建
交 以 来 最 低 谷 的 情 况
下 ，气 候 问 题 大 概 是 中
美 可 以“ 畅 谈 ”的 为 数 不
多 的 领 域 之 一 。 气 候 变
化 是 全 球 性 挑 战 ，需 要
各 国 特 别 是 中 美 这 两 个

大 国 合 力 应 对 。 中 美 曾
在 2013 年 成 立 气 候 变 化
工 作 组 ，在 双 方 的 共 同
努 力 下 ，两 国 在 2014 年 、
2015 年 分 别 达 成 两 份 联
合 声 明 ，这 一 突 破 极 大
振 奋 了 国 际 社 会 应 对 气
候 变 化 的 信 心 ，并 最 终
促 成 各 方 达 成《巴 黎 协
定》。 现 在 中 美 重 启 高
层 气 候 外 交 ，并 且 有 一
个好的开端，值得珍惜。

中 美 在 应 对 气 变 问
题 上 不 仅 没 有 根 本 性 矛
盾 ，反 而 有 着 广 泛 的 共
同 利 益 。 问 题 的 关 键 在
于 ，如 何 为 两 国 推 进 相
关 合 作 排 除 干 扰 。 比 起
双 方 在 减 排 方 面 的 具 体
分 歧 ，来 自 华 盛 顿 内 部
的“ 政 治 气 流 ”更 容 易 产
生 颠 簸 ，甚 至 把 来 之 不

易 的 合 作 局 面 掀 翻 。 换
句 话 说 ，中 美 在 应 对 气
变 方 面 的 合 作 ，不 可 能
作 为 沙 漠 中 的 绿 洲 而 独
立 存 在 ，它 一 定 与 中 美
关 系 的 大 气 候 息 息 相
关。

现 在 的 障 碍 主 要 有
两 个 。 一 个 就 是 美 国 对
中 国 核 心 利 益 的 挑 衅 等
行 为 ，破 坏 了 中 美 关 系
的 大 环 境 ，势 必 影 响 中
美 气 变 合 作 。 就 在 克 里
在 华 访 问 期 间 ，美 国 传
出 我 台 湾 地 区 副 领 导 人
赖清德 8 月份又要玩“过
境 ”美 国 窜 访 的 那 一 套 ，
这 无 疑 将 对 中 美 关 系 造
成新的冲击。

另一个则是在气候变
化问题上，美方心态不正
确 ，摆 不 正 自 己 的 位 置 。

美 国 总 统 国 家 安 全 事 务
助 理 沙 利 文 近 日 就 克 里
访 华 表 态 说 ，“ 世 界 应 该
加紧鼓励，实际上是施压
中 国 采 取 更 加 积 极 的 行
动 来 减 少 排 放 ”，还 称 中
国不要“以任何形式声称
自己是发展中国家，来逃
避应该承担的责任”。

这 些 居 高 临 下 的 话 ，
在 中 国 人 听 起 来 十 分 刺
耳，却被很多华盛顿政客
当 成 理 所 当 然 。 作 为 气
候 变 化 问 题 最 大 的 责 任
方，美国根本没有资格跟
中 国 说 这 个 话 。 美 国 不
但 不 能 做 一 个 监 督 者 或
发号施令者，反而应该是
一 个 被 监 督 者 的 角 色 。
一 来 是 因 为 美 国 的 历 史
总 排 放 量 和 人 均 排 放 都
是世界最高的，二来是因

为 美 国 在 气 候 变 化 问 题
上 不 负 责 任 的 表 现 。 要
说居高临下，在气候变化
问题上，其他任何国家包
括 中 国 相 对 于 美 国 都 站
在道义制高点上。

克里的姿态就温和一
些 ，他 表 示 ，中 美 可 以 利
用 气 候 合 作 来 重 新 定 义
两 国 陷 入 困 境 的 外 交 关
系，并在应对全球变暖方
面 发 挥 带 头 作 用 。 中 国
对此是有共识的，也做出
了 巨 大 的 努 力 。 最 近 一
段时间，世界多地出现极
端天气，彰显气候变化问
题的严峻性，这更要求中
美 以 最 大 的 诚 意 和 紧 迫
感 相 向 而 行 。 如 果 把 气
候 变 化 所 有 相 关 领 域 的
合作都能打通，那么将形
成 中 美 一 个 全 新 的 合 作

局面，这也会是中美共同
向 世 界 发 出 的 强 烈 正 面
信号。

中 国 主 动 承 诺 ，力 争
在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这
所 用 的 时 间 都 远 远 短 于
发达国家，对中国来说是
一场硬仗，但中国以强大
的自驱力去推进，并将其
当 成 事 关 中 华 民 族 永 续
发 展 和 构 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的 大 事 。 如 果 美 国
等 所 有 发 达 国 家 都 能 向
中国看齐，承担起自己该
承担的责任，那么气候变
化 问 题 就 不 会 如 此 困
难 。 就 从 兑 现 承 诺 开 始
吧，发达国家明确承诺每
年 向 发 展 中 国 家 提 供
1000 亿美元的气候融资，
但 目 前 融 资 总 额 不 仅 严
重 不 达 标 ，甚 至 还 存 在

“ 掺 水 ”“ 凑 数 ”等 问 题 。
希 望 美 国 能 早 日 补 上 这
些欠账。 来源：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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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乐际会见阿尔及利亚总统特本

7 月 1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
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会见阿尔及利亚总统特本。

新华社记者申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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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北京 7 月 19 日
电 7 月 19 日，中国国家主
席 习 近 平 就 中 柬 建 交 65
周年同柬埔寨国王西哈莫
尼互致贺电。

习近平指出，建交 65
年来，中柬关系经受国际
风 云 变 幻 考 验 ，历 久 弥
坚。今年初，我们在北京
亲 切 会 见 并 多 次 互 致 函
电，共同引领中柬命运共
同体建设进入高质量、高
水 平 、高 标 准 的 新 时 代 。
中柬“钻石六边”合作架构

不断走深走实，“工业发展
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
取得积极进展，中柬建交
65 周年暨中柬友好年系列
庆祝活动办得有声有色。
我 高 度 重 视 中 柬 关 系 发
展，愿同西哈莫尼国王一
道努力，推动中柬友谊结
出更多硕果，给两国人民
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西 哈 莫 尼 表 示 ，柬 中
传统友谊源远流长。两国
在高度互信、互利共赢基
础上，建立全面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携手构建命运
共 同 体 ，打 造“ 铁 杆 ”友
谊。新形势下，坚信柬中
友好关系和互利合作必将
持续巩固，两国“铁杆”友
谊必将世代相传。柬方愿
同中方携手深化各领域合
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促 进 地 区 乃 至 世 界 的 和
平、稳定与繁荣。

同 日 ，中 国 国 务 院 总
理李强同柬埔寨首相洪森
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今
年 是 中 柬 建 交 65 周 年 和

中柬友好年，中柬关系站
在新的起点。我愿同洪森
首相一道，指导两国各部
门各地方通力合作，推动
中柬全面战略合作取得更
多务实成果。
洪森表示，柬方坚定奉行
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方
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
倡议等重大倡议，愿同中
方推动柬中命运共同体建
设走深走实，维护两国和
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习近平就中柬建交65周年
同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互致贺电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
宁宣布：

应 南 非 总 统 府 部 长
恩 特 沙 韦 尼 和 尼 日 利

亚 、肯 尼 亚 、南 非 、土 耳
其 政 府 邀 请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委 员 、中 央 外 事
工 作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主 任

王 毅 将 出 席 7 月 24 日 至
25 日 在 约 翰 内 斯 堡 举 行
的 第 十 三 次 金 砖 国 家 安
全 事 务 高 级 代 表 会 议 并

于 会 议 前 后 访 问 尼 日 利
亚 、肯 尼 亚 、南 非 、土 耳
其 。

来源：外交部网站

王毅将出席第十三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
并访问尼日利亚、肯尼亚、南非、土耳其

中新社北京 7 月 19 日
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办主任王毅 7 月 19
日在北京会见美国前国务
卿基辛格。

王 毅 表 示 ，博 士 为 中
美关系破冰发展作出了历
史性贡献，为增进两国相
互了解发挥着不可替代作
用。中方珍视同老朋友建
立的友谊。中国对美政策
保持高度连续性，根本遵
循就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
共赢，这三条是管根本的，

也是管长远的，是中美两
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中
国的发展有强大内生动力
和必然历史逻辑，试图改
造中国是不可能的，围堵
遏制中国更是做不到的。
美国对华政策需要基辛格
式的外交智慧，需要尼克
松式的政治勇气。

王毅阐述了中方在台

湾问题上的立场，强调一个
中国是台湾问题最根本的
现状，“台独”与台海和平
水火不容，《上海公报》确
定的一个中国原则必须恪
守。如果美方真心希望台
海稳定，就应该用行动明确
公 开 反 对“ 台 独 ”，与“ 台
独”分裂行径划清界限。

基 辛 格 表 示 ，美 中 两

国都有能力影响世界，美
中保持稳定关系，事关世
界的和平、稳定和人类福
祉。无论如何困难，双方
都应平等相待，保持接触，
试图孤立或隔绝另一方都
是不可接受的。一个中国
是美国在《上海公报》中作
出的严肃承诺，相信不会
被动摇或背弃。自己虽不
担任公职，但关心美中关
系，支持近期双方致力于
改善关系的努力。

双方还讨论了乌克兰
和人工智能等问题。

王毅：美国对华政策需要基辛格式的
外交智慧，需要尼克松式的政治勇气

中 新 社 北 京 7 月 19
日电 中 国 国 家 移 民 管 理
局 19 日 召 开 新 闻 发 布
会 。 记 者 从 会 上 获 悉 ，
2023 年 上 半 年 ，全 国 移 民
管理机构共查验出入境人
员 1.68 亿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169.6% ，是 2019 年 同 期 的
48.8% ，其 中 内 地 居 民
8027.6 万 人 次 ，港 澳 台 居
民 7490.3 万 人 次 ，外 国 人
843.8 万人次（不含边民）。

2023 年 上 半 年 ，全 国
移民管理机构共查验交通
运 输 工 具 983.1 万 架（艘 、
列 、辆 ）次 ，同 比 增 长
119.2% ，是 2019 年 同 期 的
53.8%，其中飞机 20.4 万架
次，船舶 19.1 万艘次，火车
4.4 万列次，汽车 939.2 万辆
次；签发普通护照 1000 余

万本，同比增长 2647.5%，是
2019 年同期的 68.2%；签发
往来港澳台出入境证件签
注 4279.8 万本（枚），同比增
长 1509%，是 2019 年同期的
96.5%；为在华外国人办理
停留居留证件 37.9 万人次，
同比增长 53.4%，是 2019 年
同期的 86.7%。 12367 移民
管理政务服务平台累计接
处全球来电 338 万通，涉及
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满意率达 98.2%。

上 半 年 ，全 国 移 民 管
理机构牵头部署开展严厉
打击妨害国（边）境管理犯

罪“ 獴 猎 ”行 动 —2023，继
续 重 拳 整 治 跨 境 违 法 犯
罪，持续深化“三非”外国
人 治 理 ，共 侦 办 妨 害 国
（边）境 管 理 犯 罪 案 件 1.6
万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
人 3.2 万人，其中采取刑事
强制措施 2.8 万人、行政查
处 3704 人；查获“三非”外
国 人 3.24 万 人 ，已 将 其 中
符合法定情形的 1.36 万人
遣送出境；捣毁中转接应
窝 点 330 处 ，查 扣 涉 案 交
通运输工具 1389 辆（艘）。

此 外 ，全 国 移 民 管 理
机构上半年查破毒品案件

375 起 547 人，其中万克以
上案件 112 起；缴获各类毒
品 5.17 吨、制毒物品 751.72
吨；严打整治边境地区枪
爆、走私违法犯罪，查缴枪
支 670 支、子弹 2.6 万发、手
榴弹 100 枚，查扣走私货物
案值 2.21 亿元（人民币），有
力维护了国门边境安全稳
定和正常出入境管理秩序。

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
发言人、综合司副司长张
宁 介 绍 ，2023 年 初 对 新 冠
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
后，国家移民管理局全面
恢 复 疫 情 前 出 入 境 证 件

“全国通办”“口岸签证签
发”“边检快捷通关”等移
民管理政策措施，有序恢
复 开 通 61 个 陆 地 边 境 口
岸客运功能。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
上半年 1.68 亿人次出入境 同比增长 169.6%

中新社东京 7 月 19 日
电 中 国 驻 日 本 大 使 馆 发
言 人 19 日 就 福 岛 核 污 染
水排海有关民调结果答记
者问。

有记者问，日前，日本
主流媒体舆论调查显示，
超过 80%的日本民众认为
政府关于福岛核污染水排
海的说明不够充分，只有

16.1% 的 受 访 者 认 为 政 府
的解释足够。40%的民众
反 对 排 海 ，76% 的 民 众 担
忧排海可能导致当地声誉
受损。请问中方对此有何
评论？

发言人表示，有关调
查结果反映了日本国内在
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上
的强烈质疑和担忧。需要
强调的是，日方排海计划
在周边邻国同样受到大多

数民众的坚决反对，也没
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理
解和认可。我们再次敦促
日方正视国内外合理关切
和反对声音，立即叫停排
海计划，忠实履行国际义
务 ，以 科 学 、公 开 、透 明 、
安 全 的 方 式 处 置 核 污 染
水，切实维护海洋环境安
全和各国民众健康权益。

中国驻日本使馆发言人
就福岛核污染水排海有关民调结果答记者问

安理会首次就人工智能问题
举行会议 中方提治理五原则

中新社联合国7月 18
日电 联合国安理会18日举
行主题为“人工智能给国际
和平与安全带来的机遇与风
险”高级别公开会。这是安
理会首次就人工智能问题举
行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
表张军提出关于人工智能治
理的五条原则。

当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
雷斯、人工智能初创公司An-
thropic联合创始人杰克·克拉
克、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研究员曾毅作通报。古特雷
斯说，人工智能正在多领域发
挥作用，但它也可能被怀有恶
意的人使用，包括将其用于恐
怖主义、煽动仇恨和暴力等。
他对建立一个新的联合国机
构的呼吁表示欢迎，称这将有
助于最大化发挥人工智能的
作用并更好地管理风险。曾
毅表示，推进人工智能在和平
与安全领域的善用、善治，事
关人类未来。

张军发言指出，人工智
能的复杂效应不断显现，既
产生巨大的技术红利，也引
发越来越多的担忧，凸显了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
性、必要性、紧迫性。

张军强调，人工智能作
为“双刃剑”，它是好是坏、是
善是恶，取决于人类如何利
用、如何规范、如何统筹科
学、发展与安全。国际社会
应秉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精
神，开展广泛对话，不断凝聚
共识，探讨制定人工智能治
理的指导性原则。中方支持
联合国在此方面发挥中心协
调作用，支持古特雷斯秘书
长召集各方深入讨论，支持
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充分
参与、作出贡献。

张军提出关于人工智能
治理的五条原则：一是坚持
伦理先行，二是坚持安全可
控，三是坚持公平普惠，四是
坚持开放包容，五是坚持和

平利用。
张军表示，要逐步建立

并完善人工智能伦理规范、
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要强
化风险意识，建立有效的风
险预警和应对机制，确保不
发生超出人类掌控的风险，
确保不出现机器自主杀人，
确保在关键时刻人类有能力
摁下停止键。

张军说，个别发达国家
为谋求科技霸权，构建排他
性小圈子，以种种借口和行
动恶意阻挠他国技术发展，
人为制造科技壁垒，中方对
此坚决反对。科技发展要在
推动技术进步和保障安全应
用两方面取得相对平衡，最
佳路径是保持开放合作，鼓
励跨学科、跨领域、跨地区、
跨国界的交流对话，反对各
种形式的“小院高墙”“脱钩
断链”，打造开放、包容、公
正、非歧视的科技发展环境。

张军表示，要重点挖掘人
工智能在促进可持续发展、推
动跨领域融合创新等方面的
潜力，更好赋能全球发展事
业。安理会可以深入研究人
工智能在冲突局势中的应用
和影响，采取措施丰富联合国
的和平工具箱。各国应秉持
负责任的国防政策，反对利用
人工智能谋求军事霸权、破坏
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张军表示，中国秉持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始终以
高度负责的态度参与人工智
能全球合作与治理，相继在
联合国平台提交了关于人工
智能军事应用、伦理治理的
两份立场文件。中方愿同国
际社会一道，在人工智能领
域积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
议，坚持发展优先，维护共同
安全，促进跨文化交流与合
作，携手各国共享人工智能
技术成果，共同防范和应对
风险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