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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5 日是中国与毛里求斯建交 50 周年纪

念日。半个世纪以来，中毛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

互尊重，相互支持、携手同行，树立了大小国家关

系和南南合作的典范。

中毛两国有着特殊的历史和人文联系。早在

18 世纪，中国移民就陆续来到毛里求斯，为当地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毛里求斯是唯一将

中国春节列为法定假日的非洲国家，也是第一个把

华人头像印到纸币上的国家。中华文化已成为毛

里求斯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建交以来，两国

人文交往不断密切。1988年中国在海外设立的首

个文化中心落户毛里求斯，2003年毛里求斯成为中

国公民自费出国旅游目的地，2013年中毛两国互免

签证……两国在文化、艺术、教育、体育等领域合作

日益紧密，不断拉紧彼此间人文和情感纽带。

中毛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近年来，

两 国 高 层 互 访 频 繁 ，引 领 双 边 关 系 不 断 发 展 。

2018 年，习近平主席对毛里求斯进行友好访问，

毛里求斯总理贾格纳特赴华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

京峰会。双方领导人在一年内实现互访，共同描

绘两国关系发展蓝图，为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指

明了方向。习近平主席在访问毛里求斯时指出，

中方愿同毛方始终做好朋友和好伙伴，推动中毛

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2021 年，贾格纳

特总理在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

时表示，毛中两国和两国执政党间有着兄弟般友

好情谊，愿继续增进两国、两党友好合作关系，为

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中国是最早向毛方提供疫苗的国家之一，也是供

应疫苗最多的国家，为毛里求斯按计划重开边境、

实现经济重启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毛两国始终平等相待、合作共赢。中国连

续多年稳居毛里求斯最大贸易伙伴。2021 年生

效的中毛自贸协定是中国与非洲国家签署的首个

自 贸 协 定 ，生 效 当 年 即 推 动 中 毛 贸 易 额 增 长

25.8%。近年来，啤酒、朗姆酒、特种糖等毛里求斯

优质产品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市场上。毛里求

斯地理位置优越，社会环境安定，政策法规健全，

人力资源素质较高，作为中非桥梁的作用日益突出。近年来，越来越多

的中国企业来毛里求斯投资兴业，参与毛方“平安城市”“智慧城市”等

重点项目建设，并将业务拓展至非洲大陆。随着中毛自贸协定深入实

施，借助非洲自贸区的同步启动和中非合作论坛“九项工程”的落实，两

国在基础设施、绿色能源、贸易、金融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将大有可为。

在过去的岁月里，中毛两国关系扎根深厚，硕果累累。站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中毛将继续并肩前行，抓住机遇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不断加

强和扩大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共赢，再创辉煌！

（作者为中国驻毛里求斯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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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 2758号决议，承认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从字面含

义、磋商过程和嗣后国际实践看，该决议不仅解决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

表权问题，而且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然而，近来美国

有智库在民进党当局资助下炮制报告，蓄意曲解联大第 2758号决议，妄

称决议未处理台湾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渲染“台地位未定”，为民进党

当局谋“独”拼凑所谓“法律依据”。有关说法在法律上丝毫站不住脚。

联大第 2758号决议在国际法上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谈一个中国

原则离不开一个基本事实：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1943年，中英美三国首脑发表《开罗宣言》，明确要求“将日本窃取于

中国之领土，如满洲（中国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1945年

《波茨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日本在其 1945年投降

书及 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也承诺遵循《波茨坦公告》规定。因此《开

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国际法文件，确认了台湾属于中国的

历史事实。台湾归还中国的事实也构成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

分，任何否认台湾属于中国的图谋也是对这一秩序的公然挑战。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没有改变“中国”这一国际法主

体的领土范围，改变的只是中国在国际上的代表由“中华民国”变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但由于美国等外部势力的干涉，蒋介石集团长期窃据

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正因为如此，联大通过第 2758 号决议，“恢复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

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

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从字面含义看，决议使用“恢复”“驱逐”“非法占据”等措辞，清楚表

明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若其中的“中国”不包括台湾，则无需驱逐“蒋

介石的代表”。当时蒋介石集团声称其代表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上

述措辞表明，国际社会把被非法占据的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的代表

权归还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决议磋商过程中，所谓台湾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和国际地位已被彻

底否决。联合国会议记录显示，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 2758 号决

议提案国认为不能因蒋介石盘踞台湾，“就同意割裂中国领土”；恢复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非“《联合国宪章》第十八条

第二项（新增会员国等）范畴”。与此同时，美国等提出的所谓中国和台

湾当局在联合国“双重代表权”、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提案，则

被认为“非法且显然不符合目前现实、正义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未获

通过。这意味着，联合国认可中国的领土范围未受到任何影响，台湾属

于中国一部分的地位从未发生改变。

从国际实践看，一个中国原则早已成为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联合

国及其专门机构都遵循一个中国原则。联合国对台湾的称谓使用“台

湾，中国的省 (Taiwan, Province of China)”，从未接受“台湾护照”等台

湾当局签发的文件。联合国秘书处法律事务办公室官方法律意见强调，

“联合国认为，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省没有独立地位”，“台湾当局不享有

任何形式的政府地位”。在一个中国原则前提下，中国和 181 个国家建

立外交关系。美国也在 1972年“上海公报”中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

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

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并在 1978 年“中美建交公报”中明确，

“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着深厚的历史事实和法

律基础。罔顾历史事实、回避《开罗宣言》等一系列国际法文件、曲解联

大第 2758 号决议，是对国际法的严重违反，也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

战。所谓“台在联合国代表权未定”“台地位未定”之类谬论于法理不

容，于事实有悖，更不合国际民心，可以休矣。

（作者为国际问题观察员）

曲解联大第2758号决议于法不容
傅 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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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疫情应对政策正陷入“收
紧—放开—疫情恶化—再收紧—再放
开”的恶性循环，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科
学问题被政治化。随着美国联邦政府
及各州陆续取消抗疫措施，美国公共
卫生专家对疫情在美国再次大规模反
弹表示担忧，强调消极抗疫只会对民
众的生命健康造成更大危害。

近期，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再次出现上升趋势。

美国流行病学家表示，由于美国政府削减了新冠病毒检测

力度和相关补贴，疫情数据统计不完全等因素可能使美国

日增确诊病例数等指标被严重低估，使疫情严重程度被

“掩盖”。

美国多地新冠肺炎感染病
例数激增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4 月 14 日发布的新冠肺炎

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 14 日，美国累

计新冠确诊病例超过 8000 万例，累计死亡病例接近 98.8
万例。美国是全球累计确诊病例数和累计死亡病例数最

多的国家。

美媒统计显示，自 3 月底以来，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

特区的病例翻倍，纽约市病例激增逾 60%。另据美国儿科

学会网站 4 月 4 日报道，截至 3 月 31 日的一周，美国新增儿

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27521 例，累计已有超过 1284 万名儿

童确诊。此前 4 周，全美新增儿童确诊病例超过 13 万例。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援引的统计数据显示，过去两周，

内布拉斯加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加了近 80%，亚利桑那

州增加了 75%，马萨诸塞州增加了 55%。此外，废水新冠病

毒浓度监测数据表明，科罗拉多州、俄亥俄州和华盛顿州

等地的感染率也正在上升。

数据显示，感染奥密克戎毒株亚型 BA.2 的相关病例

占美国新增病例的 86%，其中超过 90%的感染者在纽约州、

马萨诸塞州等地。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政府防疫资金告急

导致新冠病毒检测力度减弱，加之众多州过快取消疫情防

控措施，是当前美国疫情激增的主要原因。

美国《时代周刊》报道说，美国现在可能正处在病例激

增中，而人们并不知情。多名美国卫生专家批评美国政府

“自欺欺人的防疫举措”。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网站说，美国公共卫生专

家福奇称，由于具有更强传播性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持续

蔓延，加之防疫措施有所放宽，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

量上升的趋势令人担忧。

削减防疫支出将给疫情应
对带来压力

在美国感染人数激增、医疗机构承受巨大压力的背景

下，美国相关机构却计划大幅削减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资

金投入。

近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宣布了一项 100 亿美元的新冠

肺炎疫情一揽子援助计划，规模较此前提出的 225 亿美元

的方案大幅削减，而且取消了原方案中总额 50 亿美元的

国际抗疫援助资金。美国国内舆论批评说，如果计划资金

被大幅削减，将导致美国无法应对疫情带来的多重压力，

妨碍全球抗疫进程。

美国“政客”新闻网报道说，参议院决定将该计划的投

票推迟到 4 月国会两周休会期之后再进行。报道说，援助

计划规模之所以被大幅削减，是因为民主党和共和党在边

境政策方面僵持不下。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指出，新冠

肺炎救助法案落入了党争陷阱。

“美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资金告急”，《纽约时报》指

出，向那些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提供新冠疫苗、检测和治疗

的资金正在耗尽。报道说，如果没有资金投入，更多的美

国人可能会感染新冠病毒，这不仅会导致本可避免的生命

损失，还会让医院不堪重负。随着拯救生命的工具越来越

远离弱势群体和有色人种社区，医疗卫生差距可能进一步

恶化，“美国此举最终将损害民众生命健康”。

消费者维权组织“公共公民”研究主任扎因·里兹维批

评说，美国计划削减全球抗疫援助，将对全球疫苗接种、减

少病毒变异风险产生“毁灭性的后果”。放弃承担援助全

球抗疫责任，将让美国人的生命健康处于危险之中，“美国

已经背弃了世界”。

抗疫政治化导致多重恶果

彭博社报道认为，由于美国政府停止了对新冠病毒检

测项目的补贴，成规模的病毒检测力度大幅减弱，人们更

多依赖家庭快速检测方式，这使得公共卫生官员很难准确

掌握疫情的真实传播范围。“美国正处于新一轮疫情激增

期中而不自知”。

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报道说，美国 21 个州“迫不及

待”要求取消乘客在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时佩戴口罩的规

定。文章评论说，过早取消“口罩令”可能导致新冠肺炎病

例激增，而本次疫情最大的悲剧之一就是美国疫情应对措

施政治化问题。

美国医学专家彼得·霍特兹撰文指出，美国反科学浪

潮高涨，一些政治势力难辞其咎。《政治杂志》特约撰稿人

德里克·罗伯逊说，在美国，关于新冠肺炎防疫措施和疫苗

强制令的争论早已脱离科学范畴，成为经年累月文化分歧

的宣泄口。

美国民众因为政府混乱的抗疫政策已经付出了巨大

的代价。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 4 月 12 日报道称，美国近

100 万人死于新冠病毒，意味着数百万人失去亲人。他们

需要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来应对悲伤和失去亲人的痛

苦。然而，新冠肺炎死者中大多数为穷人、有色人种等弱

势群体，这类家庭最缺乏心理和健康护理。

（本报华盛顿、北京 4月 14日电）

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量上升，政府部门却在推动放松疫情防控。美国媒体表示—

“美国此举最终将损害民众生命健康”
本报记者 李志伟 刘 刚 张远南

世界旅游交易会非洲区活动 4
月 13 日在南非开普敦闭幕。世界

旅游交易会每年在欧洲、拉美、非

洲等地区举办相关活动，旨在为旅

游业界搭建相互交流、洽谈合作的

平台。本次活动为期 3 天，包含旅

游业展览、研讨会和慈善拍卖等活

动，来自世界各地的超过 400 家展

商参展，上千名旅游业相关人士参

与各项活动。世界旅游交易会非

洲 区 活 动 负 责 人 卡 罗 尔·维 文 表

示，参会人员共安排了逾 7000 场洽

谈会，数量超过疫情前的 2019 年。

在 旅 游 业 展 览 会 场 ，五 彩 斑

斓、极富非洲特色的旅行纪念品吸

引了众多参观者。南非开普敦旅

游局、纳米比亚野生动物度假村等

机构和企业，通过视频、图像、宣传

册等多种形式向游客展示瑰丽多

姿的非洲自然和人文景观。

在 11 日举行的部长级圆桌会

议 上 ，博 茨 瓦 纳 、塞 拉 利 昂 、肯 尼

亚、卢旺达、塞内加尔和南非等国

旅游部长、官员及相关组织代表，

纷 纷 为 非 洲 复 苏 旅 游 业 建 言 献

策。肯尼亚旅游和野生生物部长

纳吉布·巴拉拉表示，非洲国家应

通过增加航线，降低机票价格等旅

行成本，促进形成本土市场。非洲

国家还应统一防疫政策，实施更为

便捷的签证政策，为游客在非洲跨

国旅行提供便利。博茨瓦纳环境、

自然资源保护与旅游部长菲尔达·
凯伦说，博茨瓦纳正和所在区域其

他 4 个 国 家 共 同 推 动 基 础 设 施 建

设，为区域内人员流通、商业和环

保活动提供便利。卢旺达发展署

副署长泽弗尼·尼永库鲁呼吁解决

非洲国家间交通不畅和疫情防控

政策不协调等问题。多国旅游部

长还提出发展绿色旅游的迫切性，

建议非洲国家努力应对气候变化

挑 战 ，充 分 利 用 丰 富 的 可 再 生 能

源，成为全球绿色旅游的领导者。

12 日召开的非洲旅游投资峰

会吸引了 20 个非洲国家、12 个域外

国家和地区的逾 4000 人参与。与

会人员表示，将继续推进非洲国家

互联互通，推动旅游业发展，为非

洲民众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促进地

区可持续发展。

南非旅游新闻网站数据显示，2019 年，旅游业占非

洲经济总量的 7%，为非洲大陆经济贡献了 1690 亿美元，

为超过 2400 万人提供了就业岗位。南非独立传媒集团

报道指出，非洲 13 亿人口中，仅有 7000 万人曾出游，而非

洲大陆的众多城市中，只有 26 个能与国际旅游城市标准

接轨。因此，非洲各国亟须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人

力资源培养，挖掘行业发展潜力。

南非旅游和酒店业独立顾问吉丽安·桑德斯指出，随

着新冠疫苗接种率的提升、各国支持措施陆续出台，非洲

旅游业开始显露反弹迹象，对旅游业者来说，2022 年将

是“令人兴奋”的一年，“非洲旅游业富有韧性，行业复苏

前景光明”。 （本报约翰内斯堡 4月 1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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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西班牙首座土质 3D 打印房屋在巴塞罗那郊

区亮相。该建筑由西班牙加泰罗尼亚高等建筑学院和意

大利一家 3D 建筑打印机生产商共同建造。这座房屋根据

当地气候特点设计，以更有效地抵御冬季的寒冷和夏季的

烈日。专家表示，利用当地原材料制造打印砂浆，能够有

效降低建筑成本，为未来 3D 打印建筑技术推广进一步创

造条件。

近年来，欧洲多国加快探索和发展 3D 打印建筑。荷

兰埃因霍温市政府推出“里程碑计划”项目，计划建造并组

成一个由 3D 打印构建的公共住宅社区，去年，项目的首栋

住宅迎来了租户。据介绍，建造这栋面积 94 平方米的房

屋仅花费不到 5 天时间。德国、奥地利、丹麦等国也推出

了小型办公楼、低层住宅等 3D 打印建筑。

3D 打印建筑技术本质上属于一种增材制造工艺，设

计师将数字化设计模型输入建筑打印机中，转化为打印指

令，机器就会按照设计要求，将特殊材料一层层叠加成特

定形状的建筑部件。3D 打印建筑在效率提升和可持续发

展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据法国知名建筑公司圣戈班集团统计，3D 打印技术

可以为企业节省大约 60%的劳动时间和 80%的劳动力。

通过 3D 打印技术，还可实现建造过程的结构优化，有效控

制建筑废料的产生，降低对环境的影响。设计师利用 3D
打印技术还可实现更为复杂的设计理念，有助于建筑设计

更富创造性。

3D 打印建筑市场潜力巨大。据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

署（人居署）数据显示，到 2030 年全球大约将有 30 亿人需

要改善住房环境，这意味着每天全球需要新建 9.6 万套住

房。面对巨大的市场需求，迫切需要一种成本更低、建筑

效率更高、安全性更强的建筑模式。据专业机构报告显

示，全球 3D 打印建筑市场规模到 2027 年将达到 5.21 亿美

元，年复合增长率接近 25%。欧洲数字建筑领域专家格蕾

丝·爱丽丝表示，3D 打印建筑技术正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发

展，将带动建筑领域的自动化和数字化，为当前住房短缺

和劳动力紧缺的全球性难题提供解决方案。

当前，3D 打印建筑技术仍处于初期阶段，实现规模化

发展尚面临不少挑战。比如，3D 打印建筑的合规问题仍

在沿用传统建筑标准，尚缺乏统一的国际标准等。近期，

由德国派利建筑公司建造的 3D 打印住宅首次通过了德国

国家建筑标准的全面认证，业内认为这一进展将对未来 3D
打印建筑的规模化推广带来积极影响。该公司 3D 打印建

筑部门负责人法比安·布伦茨表示，未来 3D 打印建筑将向

多户型住宅社区方向发展，真正解决规模化发展问题。

丹麦知名 3D 建筑打印机生产商 COBOD 创始人亨

里克·尼尔森认为，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3D 打

印建筑的成本会大幅下降，推动整个建筑行业发生革命性

改变。荷兰韦伯建筑公司首席执行官胡伊斯曼表示，3D
打印建筑将提供一种全新的建筑方式和商业模式，包括项

目承包商、技术人员、电路工人等在内的行业从业者需要

进行观念转变和技能培训，这也是 3D 打印建筑未来市场

化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报布鲁塞尔电）

欧洲多国探索 3D打印建筑
本报记者 郑 彬

德国政府计划在未来数年继续提高清洁能源发电产能。图为 4 月 11 日，在德国滨湖哈尔滕，工人在安装水上光伏

系统。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