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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点R

国际社会应当时刻保持
警惕，以更加坚决有力的行动
向霸权主义说不，不应再允许
凭借谎言谣言肆意侵犯别国
主权的行径发生，不应再容许
凭借霸权霸道霸凌剥夺别国
发展权利的事情发生

“20 年过去了，伊拉克乃至整个地区仍

在为这场战争付出代价”“入侵伊拉克是一场

灾难性失败”“伊拉克人民等待一场历史清

算”……近日，国际舆论纷纷聚焦伊拉克战

争。2003 年 3 月 20 日，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不

顾国际社会强烈反对，绕过联合国安理会，悍

然入侵伊拉克。如今，当人们回望这场战争，

看到被战争蹂躏的伊拉克局势动荡不安、经

济重建步履维艰，更能认清美国作为这场战

争始作俑者的霸权霸道霸凌本性。

美国当年以一小瓶“白色粉末”为证据，指

责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事实证明是

彻头彻尾的谎言。2016年 7月，英国官方在经

过 7年的调查后发布报告指出，作出伊拉克战

争的决策是基于“有瑕疵”的情报和评估。美

国入侵伊拉克的目的，是以武力颠覆萨达姆政

权。美国中央情报局伊拉克行动组负责人路

易斯·鲁埃达说，对美国来说，相较于推翻萨

达姆政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是次要的，

“如果萨达姆有一根橡皮筋和一个回形针，我

们都会入侵伊拉克”。以莫须有罪名肆意发

动战争，这是典型的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埃

及金字塔政治与战略研究中心专家萨菲纳

兹·艾哈迈德指出：“美国欺骗世界，让舆论相

信其发动战争的合法性，多年后被证明是一

场‘世纪谎言’。”然而，美国并没有从伊拉克

战争中吸取教训，至今仍在不断炮制并散布谎

言，污蔑抹黑他国。为了维护霸权，美国无所

不用其极，日益成为世界和平稳定的破坏者。

美国穷兵黩武，给伊拉克留下的是千疮

百孔的烂摊子。今年 3 月 20 日，沙特阿拉伯

《中东报》刊登了一幅题为“伊拉克战争已过

去 20 年”的漫画。漫画中，一个中东人头破血流，步履踉跄，

从“2003”标牌处一路走到“2023”标牌处。这幅漫画深刻揭露

了美国入侵给伊拉克乃至整个地区带来的深重灾难。根据全

球统计数据库的资料，2003 年至 2021 年，约有 20.9 万伊拉克

平民死于战争和暴力冲突之中，约有 920 万伊拉克民众沦为

难民或被迫离开故土。美军的非法入侵还留下了约 2500 万

枚地雷和其他爆炸遗留物，给伊拉克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造

成巨大危害。美国著名语言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诺姆·乔姆斯

基指出，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是“教科书级的反人类罪”。

伊拉克战争的灾难性后果告诉世人，信奉丛林法则的美国无

视他国主权、漠视他国人权，严重危害世界。国际社会必须坚

决反对美国霸权，坚决反对美国霸凌行径。

20 年前，美国政府提出要对中东地区进行“民主改造”，

并声称要在伊拉克“促进民主”，但如今人们看到的是美国强

推民主给伊拉克造成的无尽伤害。西班牙《日报》网站近日报

道说：“巴格达随处可见的伤痕来自这 20 年的不幸：美国的入

侵和占领、叛乱、内战、‘伊斯兰国’组织的出现以及与之的斗

争。”美国无视他国人民意愿强推美式民主，实际上是为了维

护自身霸权。埃及“金字塔在线”刊文指出，所谓“自由民主”

的意识形态已被武器化，被美国用来破坏他国的稳定，干涉他

国内政，对他国政府进行去合法化，而这些干涉往往产生严重

负面影响，都与美国宣称要推进的民主和自由无关。当前，美

国不顾本国治理失灵的现实，到处兜售“民主对抗威权”虚假

叙事，实质是打着民主的幌子挑动对立对抗，企图继续破坏世

界和平稳定。

伊拉克战争完全是美方为实现自身地缘政治图谋而挑起

的，充分暴露了美国霸权霸道霸凌的真实面目和巨大危害。伊

拉克战争的教训极其深刻，美方必须进行深刻反思。国际社会

应当时刻保持警惕，以更加坚决有力的行动向霸权主义说不，

不应再允许凭借谎言谣言肆意侵犯别国主权的行径发生，不应

再容许凭借霸权霸道霸凌剥夺别国发展权利的事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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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代 表 在 联 合 国 人 权 理 事 会
第五十二届会议坚决回击西方国家抹黑诬蔑

新华社日内瓦 3月 22日电 中国代表 22 日在联合国人

权理事会第五十二届会议一般性辩论发言，坚决回击西方国

家抹黑诬蔑，揭批西方人权劣迹和虚伪面目。

中方表示，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国家尊重和保

障人权”的宪法原则，坚持把 14 亿多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作

为最大的人权，通过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断推动人权事业

发展。中国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中国人

权事业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

中方指出，各国历史文化传统、具体国情、人民诉求千差

万别，世界上不存在定于一尊的人权保障模式。一些国家出

于政治目的，编造散布虚假信息，在人权理事会翻炒涉华问

题，企图借此攻击抹黑中国、打压遏制中国发展。这些图谋注

定不得人心，注定碰壁。近百国在人权理事会以不同方式明

确表达在涉疆、涉藏、涉港等问题上对中国的支持；人权理事

会第五十一届会议坚决拒绝涉疆决定草案。这些都充分表明

了国际社会的人心向背。

中方强调，那些诬蔑中国的国家最应该做的，是采取切实

行动解决本国存在的种族主义、枪支暴力、毒品犯罪、强迫劳

动、性暴力性剥削等严重人权问题；停止侵犯非洲人及非洲人

后裔、穆斯林、难民移民、土著人、妇女儿童等少数和弱势群体

权利；摒弃在国际上穷兵黩武、霸权霸道的做派，解除所有对

发展中国家的非法单边强制措施，停止借口人权干涉别国内

政、破坏地区稳定。

中方指出，日本政府决定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严重损害

全球生态环境安全和各国人民生命权、健康权，中方对此深表

关切，敦促日方切实履行应尽国际义务，以公开、透明、科学、

安全方式处置核污染水。

本版责编：于景浩 刘 刚 姜 波

第五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

问题会议日前在卡塔尔首都多哈

举 行 。 会 议 通 过 了《多 哈 政 治 宣

言》，强调采取实际行动落实《多哈

行动纲领》，促进最不发达国家经

济转型和释放发展潜力，推动实现

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

议每 10 年举行一次，本次会议因新

冠疫情被推迟。会议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会议于去年 3 月在纽约联

合国总部举办，通过了《多哈行动

纲领》。这次举行的是第二阶段会

议，主题为“从无穷潜力到繁荣发

展”，主要内容是评估过去 10 年应

对最不发达国家问题的进展，就落

实《多哈行动纲领》达成更多共识、

推出实际措施。

联 合 国 秘 书 长 古 特 雷 斯 在 开

幕式致辞中表示，最不发达国家实

现可持续发展面临结构性挑战，极

易受到经济和环境问题冲击，新冠

疫情又加剧了危机。他呼吁国际

社会在资金援助、金融体系和应对

气候变化等关键领域加大对最不

发达国家的支持力度。古特雷斯

强调，发达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而建

立的全球金融体系对最不发达国

家极不公平。他还敦促发达国家

履行为发展中国家每年提供 1000
亿美元气候融资的承诺。

来自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

表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就如何集

体应对共同挑战交换意见。会议

期间还举办了各种活动，研讨如何

加强私营部门、民间社会组织、青

年等在促进最不发达国家发展方

面的作用。

中方代表强调，国际社会特别

是发达国家，应切实兑现已作出的

官方发展援助承诺，继续加大对最

不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支持，进

一步开放市场。国际金融机构和多边发展机构应把资金

优先用于帮助最不发达国家。中方提出全球发展倡议，

已宣布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 32 项举措，欢迎更多最不发

达国家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携手构建团结、平

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最不发达国家是指经联合国认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水

平以及人类发展指数最低的国家。截至 2023年 3月，全球

共有 46 个国家被联合国列为最不发达国家，其中 33 个位

于非洲。在最不发达国家生活的人口约有 11 亿，约占世

界人口的 14%，但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重

不到 2%，占世界贸易额的 1%左右。据统计，受疫情冲击，

38个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在 2020 年出现了负增长。

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兼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集团主席

阿明娜·穆罕默德在闭幕式上表示：“承诺和责任不能仅

限于签署文件或参加会议，而应落实到实际行动，并延续

10 年，以帮助我们到 2030 年实现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

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

展中国家高级代表兼第五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

议秘书长拉巴卜·法蒂玛表示，最不发达国家拥有巨大的

开发潜力，各方应共同努力，“为最不发达国家创造一个

繁荣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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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联邦政府日前宣布，瑞士最大银行瑞银集团（瑞银）将

以 30 亿瑞士法郎（1 瑞士法郎约合 7.49 元人民币）收购瑞士第

二大银行瑞士信贷银行（瑞信）。这是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

来，首起全球具有系统重要性银行之间的收购案。瑞士联邦主

席阿兰·贝尔塞表示，这一收购“对国际金融的稳定来说意义重

大，瑞信不受控制的倒闭将给国家和国际金融体系带来无法估

量的后果”。

此次收购是在瑞士联邦政府、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和瑞士

国家银行（央行）的支持下实现的。瑞士央行表示，为支持这一

收购，可以提供高达 1000 亿瑞士法郎的流动性援助贷款。瑞

士政府也表示，将为瑞银接管的资产可能造成的潜在损失提供

90 亿瑞士法郎的担保。

瑞信拥有 167 年的历史，是全球银行业监管机构认定的 30
家全球具有系统重要性银行之一。截至 2022 年底，该银行共

有超过 5 万名员工。2008 年，瑞信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安然度

过国际金融危机，此后市值一度超过美国高盛集团。然而，近

年来瑞信遭受一系列丑闻冲击，股价持续下跌，投资者和客户

信任度显著下滑，“百年老店”的行业声誉和经营根基由此动

摇。在过去 3 年中，瑞信的股价下跌约 70%。2022 年，瑞信净

亏损约 73 亿瑞士法郎，是其 2008 年以来的最差表现。去年第

四季度，瑞信客户资金流出额超过 1100 亿瑞士法郎。

3 月 10 日，美国硅谷银行因资不抵债遭监管部门接管并关

闭。这是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最大的银行关闭事

件，市场对西方银行业的担忧开始蔓延。3 月 14 日，瑞信发布

报告称，该行对财务报告的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其股价

跌至历史新低。此后，瑞信大股东沙特国家银行以监管要求等

为由，宣布将不会增持瑞信股票，这一消息进一步挫伤市场信

心。3 月 16 日，瑞信宣布将从央行获得高达 500 亿瑞士法郎的

贷款，但仍无法挽回投资者信心……一系列负面消息，令瑞信

财务形势雪上加霜。

分析人士认为，瑞信的溃败缘于多年来激进推动高风险投

资业务，而硅谷银行关闭引发的美国银行业风险外溢只是压倒

瑞信的“最后一根稻草”。在金融动荡仍在冲击西方市场的背

景下，瑞银收购瑞信的行动受到多国金融市场监管机构的欢

迎。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对瑞士政府迅速采取行动表示

欢迎，这有助于“恢复市场秩序和确保金融稳定”。

但这一举措也引发一些担忧。瑞士社民党共同主席塞德

里克·韦尔姆斯担心，合并后的瑞银有可能利用其垄断地位影

响政府制定于己有利的规则。花旗集团分析师表示，从中长期

看，救助行动将导致银行再融资成本上升。英国《金融时报》报

道，此次收购可能导致数万人被裁，其中瑞信国内业务及投资

银行部门的超过 3 万名员工可能首当其冲。

瑞银收购瑞信后，欧洲与美国市场银行股仍出现大幅波

动，反映投资者信心仍未恢复。分析人士认为，市场对欧美银

行业的信心危机不断发酵，正向行业估值、整体流动性等更广

领域蔓延，系统性风险短期内恐难消除。

瑞银集团收购瑞士信贷银行
本报记者 张慧中

第四十四届曼谷国际车展 3 月 21 日在泰国曼谷蒙通他尼会展中心开幕。展厅面积超过 17 万平方米，吸引了 49 个汽车和

摩托车品牌参加，其中多家中国汽车品牌亮相车展，此次展览将持续至 4 月 2 日。图为 3 月 22 日，观众在车展上的一家中企展台前

参观。 景超平 冷江涛 李百加文 新华社记者 王 腾摄

近日，日本各界民众在东京等地持续举行集会，坚决反对

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以下简称“东电公司”）于今年春夏

期间将福岛核污染水排入大海的计划。国际舆论也纷纷敦促

日本政府正视各方合理关切，切实履行国际义务，接受严格国

际监督。在同周边邻国等利益攸关方和有关国际机构充分协

商并达成一致前，日方不得擅自启动核污染水排海。

“排海计划引发日本国内外各
方担忧，应慎重处理”

3 月 21 日，来自日本各地近 5000 名民众在东京举行集

会，抗议东电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计划，反对日

本政府的核能政策。来自福岛县的佐藤和良是“不要再污染

海洋！市民会议”组织的代表之一。他说，福岛县舆论调查显

示，约七成受访者反对将核污染水排放入海。储存罐里的核

污染水含有多种放射性物质，一旦开始排放，至少要持续排放

30 年。

3月 11日是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 12周年。很多日本民众

在东电公司总部和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抗议集会。“不能让核

污染水污染大海”“大海不是垃圾桶”“保护大海、保护儿童、保

护未来”等标语，表达民众反对核污染水排海的强烈诉求。

日本山谷劳动者福祉会馆活动委员会委员表示，核污染

水中的放射性元素，会经过海藻、鱼等食物链重返人体，再次

损害人们的健康。东电公司以“没有保管场所”为由排放核污

染水“是不可信服、虚伪和不负责任的，违反了《防止倾倒废物

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

日本市民团体“蒲公英舍”负责人柳田真表示，使用 10 余

个 10 万吨级的大型储水罐在陆地上长期保存核污染水，这是

安全且可行的方案，但政府和东电公司对此不予理会，令人遗

憾。从川崎市专程赶到东京参加集会的木濑庆子对本报记者

表示：“在完全没有征得亚洲其他邻国同意的情况下，日方擅

自将核污染水排海，这是绝不能允许的。”

3 月 10 日，日本民众在经济产业省大门前举行集会，抗议

核污染水排海计划。日本前首相菅直人、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

到场演讲。福岛瑞穗表示，12年后的今天，福岛核事故影响仍

在持续，相关紧急事态宣言也未解除，因此，绝不能将核污染水

排入大海，放射性物质必须集中保存。菅直人曾在 12 年前作

为日本首相参与处理福岛核事故，他在演讲结束后对记者表

示：“排海计划引发日本国内外各方担忧，应慎重处理。”

日本国内媒体评论认为，日本政府在科学专业讨论不完

善、与公众沟通不充分的情况下选择了一条经济利益至上的

“捷径”。日本全国渔业协会联合会等民间团体强烈批评日本

政府违背承诺、漠视渔民群体利益，不仅未积极争取民众理

解，反而仓促重启核电，加速排海施工，简单粗暴做法进一步

加剧民众担忧恐慌。

“这是彻头彻尾的欺骗，这种愚
弄民众的做法仍在持续”

日本国内民调显示，有 43%的民众反对核污染水排海，九

成以上认为排海将引发负面影响。

在环保组织“日本地球之友”日前举行的国际研讨会上，

福岛县居民、福岛核事故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负责人武藤类子

在演讲中表示，日本经济产业省、东电公司为宣传所谓核污染

水的安全性，不断组织人员前往福岛第一核电站参观，派人到

各个学校举办讲座。东电公司甚至拿着只能测量伽马射线的

仪器去测量经处理后只发出贝塔射线的核污染水，让人们看

到指针一动不动，骗取参观者对核污染水安全性的信任。“这

是彻头彻尾的欺骗，这种愚弄民众的做法仍在持续。”

武藤类子表示，一旦开始向海洋排放，今后几十年都将持

续排放。核污染水流向的地方，有以大海为生的人们，有以大

海为家的生物。核污染水排海是对生命的侵害。

日本龙谷大学政策学部教授大岛坚一认为，日本政府目前

只对外公布核电站善后处理所取得的进展，对于各种问题和困

难却很少提及。事实上，放射性物质不同于普通危险化学物

质，采用化学处理难以将其去除。同时，关于放射性物质对海

洋生态系统的长期影响，人类所知甚少。因此，放射性物质需

要在受控状态下处理，不应释放到环境中，这是最重要的。

信息的不透明也引发日本渔业团体的担忧。岩手、宫城

和福岛县的生活协同组合联合会和宫城县渔业协会代表向东

电公司、经济产业省递交了约 4.2 万人的联合署名，反对核污

染水排海方案。松川浦渔港渔民所属的相马双叶渔业协会会

长今野智光对核污染水排海做法表示坚决反对。他说：“政府

和东电公司与我们最重要的约定是，在未得到我们的理解前，

不对核污染水进行任何排放和处置。迄今有好多信息被东电

公司隐瞒。”

“太平洋关系着许多人的生计，
生态环境对许多国家至关重要”

福岛待排放的核污染水多达 130 多万吨，含有 60 多种放

射性核素，一旦开始向海洋排放，将在未来数十年间蔓延至全

球海域，对全球海洋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

日方核污染水排海计划引发周边国家、利益相关方等广

泛担忧和反对。在日前举行的太平洋岛国论坛特别领导人非

正式会议上，日本核污染水排海问题成为重点议题。各国领

导人重申，日方应以科学方式来指导核污染水排海的政治决

策。日本的核污染水排海计划并不是简单的国内事务，而是

会影响到包括南太平洋岛国在内的世界性重要事件。鉴于目

前日本有关方面提供的数据独立性及可验证性不能令人满

意，太平洋岛国论坛已多次呼吁日本推迟核污染水排海计划。

斐济代总理卡米卡米加近日表示，斐济因日本福岛第一

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计划而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卡米卡米加

说：“太平洋关系着许多人的生计，生态环境对许多国家至关

重要。如果经过‘多核素去除设备’处理过的核污染水如此安

全，日本为何不将其再利用或用在本国制造业和农业方面？”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社会学家卡莉·伯奇认为，享有清洁、

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环境是太平洋地区民众的基本权利，日本

政府强推核污染水排海计划是对太平洋国家主权和自决权的

直接漠视。

韩国市民团体日前在首尔、釜山等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对

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计划表示强烈反对。首尔大学原子核工程

系名誉教授徐钧烈认为，日本政府须公开全部核素的放射性

检测资料。徐钧烈说：“太平洋是全世界共同的财产，日本无

视更优方案，执意将核污染水排海，无异于对海洋进行恐怖袭

击，太平洋将不再太平。如果核污染水流入太平洋，各种放射

性物质将对海洋生态系统造成致命打击。”

美国夏威夷大学科瓦罗海洋实验室教授罗伯特·里士满

表示：“我们的任务是保护海洋和依赖海洋的人们，将核污染

水排海是一个糟糕的主意，日本应该考虑其他选择。”

（本报东京、首尔、华盛顿 3月 23日电）

国际社会持续反对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计划
本报记者 岳林炜 马 菲 李志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