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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会不顾在野党及民众反对，日前批准

了政府 2023 财年预算案，其中防卫费再创历史新

高。连日来，日本民众持续集会反对政府增加防

卫费，认为此举将导致自卫队军备扩张、影响民生

改善、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等。

根据日本国会参议院 3 月 28 日通过的政府

2023 财年预算案，防卫费总额达到约 6.82 万亿日

元（1元人民币约合 19.2日元），较 2022财年大幅增

加 26%，总额和增幅均创下历史新高。该预算案中

还单独增设了“防卫力强化资金”，总额高达约 3.38
万亿日元。从防卫预算具体内容来看，2023 财年

用于强化攻击对方基地能力的相关预算高达 1.4
万亿日元，其中购买美制“战斧”巡航导弹的预算为

2113亿日元。此前，日本众议院已通过该预算案。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今后 5 年继

续大幅增加防卫开支，将 2023 至 2027 财年的防卫

费总额增至约 43 万亿日元，本次预算案的通过意

味着防卫费增长已进入快车道。预算案在参议院

表决通过当天，“阻止大扩军行动”等日本市民团

体在参议院对面举行抗议活动。市民举着“反对

军备扩张”“阻止军备扩张预算”等横幅和标语牌，

高喊“停止执行军备扩张预算”“把税金用在民众

生命和生活上”等口号，表达对政府大幅增加防卫

费的强烈不满。

4 月 2 日，日本市民团体在东京闹市区新宿车

站附近发起签名活动，反对政府增加防卫费、增强

军力。活动组织者批评政府不断牺牲社会保障等

民生福祉，增加防卫费并扩大军力，完全违背了和

平宪法。发起该活动的市民团体负责人高田健向

记者强调，武力无法带来和平，日本政府不断增加

防卫费只会制造地区紧张局势，让人怀疑日本是

否正在脱离战后和平发展的轨道。“面对日本国内

严峻的经济社会问题，日本政府应将更多财力投

入到民生等领域，同时做出更积极的和平外交努

力，促进地区安全稳定。”高田健说。

就日本执政党利用国会多数席位通过预算案

大幅增加防卫费，日本在野党也纷纷提出批评。

立宪民主党代表泉健太表示，与 2023 财年预算中

防卫费增加 26%相比，和儿童相关预算仅增加了

2.6%，政府应更加重视民众生活。参议院议员、日

本共产党书记局局长小池晃称，2023 财年预算案

堪称二战后最糟的预算案。

日本《每日新闻》发表评论，提醒政府勿陷入

穷兵黩武的错误道路。文章认为，政府不断推动

安保政策大转向、大幅增加防卫费令人担忧。面

对物价高企、不少民众生活窘迫、出生人口不断下

降的现实，日本的防卫费却持续大幅增加，政府不

应误判政策重点，走向错误道路。

日本鹿儿岛大学教授伊藤周平日前在《日本的道路》杂志上发表文章表

示，日本增加防卫费、重走军事化道路的举动正在威胁日本普通民众特别是

老年人、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政府应改弦更张，放弃军事化以及可能导致战

争的危险道路，转向进一步充实社会保障体系，更好保障民众生活。

（本报东京 4月 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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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期 以 来 ，美 国 在 没 有 国 际 法 依 据 、未 经 联 合 国

安 理 会 授 权 的 情 况 下 ，以 所 谓“ 外 交 政 策 、国 家 安 全 ”

为借 口 滥 施 单 边 制 裁 ，粗 暴 干 涉 别 国 内 政 ，给 被 制 裁

国 人民实现其基本人权制造障碍，加剧全球人道主义

危机。

美国滥施单边制裁违背国际法

美国政府制裁成瘾，对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实施过经

济制裁，全球近一半人口受到影响，严重破坏了《联合国

宪章》宗旨原则及国际法基本准则。

美国滥施单边制裁违反了主权平等原则。主权平等

原则是《联合国宪章》所列的主要原则之一，是二战后各

国开展对外交往所应遵守的基本准则。《联合国宪章》第

七章明确规定，有权决定采取相关制裁措施的只有联合

国安理会。只有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后，成员国才

能对某一国家采取某项或一系列制裁措施。在国际社

会，各国因文明、发展道路和模式而产生的差异理应得到

尊重，所产生的摩擦也应秉持平等对话的态度去解决。

但美国却往往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他国进行单边制裁。

正如其所发布的《2021 年制裁评估报告》所确认的，“制

裁成为美国应对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所面临的一

系列威胁时的首选工具”。

美国滥施单边制裁违反了国际法管辖权的一般原

则。总体而言，一国法律仅在本国领土内具有效力，无权

在他国适用，无权对相关人或行为行使管辖权。在国际

法中，唯有一国与适用对象之间存在“真实、充分的联

系”，才能实施域外管辖。但美国的“长臂管辖”却仅需符

合“最低限度联系”，只要相关人员或实体与美国存在微

弱联系就能进行“长臂管辖”，进而实施单边制裁。例如，

美国 1996 年抛出了所谓“达马托法案”，让其可以对与伊

朗进行贸易的第三国实体和个人进行“长臂管辖”，给伊

朗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美国滥施单边制裁是其霸道霸
权的一贯延续

维护自身霸权地位是美国滥施单边制裁的主要目

的。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后，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

国。为维持霸权地位，美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先后发动

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9·11”事件后，美国更加肆无忌

惮，陆续在阿富汗、伊拉克发动战争，并军事介入利比亚、

叙利亚。这些战争无不造成当地平民大量伤亡，资源消

耗巨大，引起国际社会普遍控诉。

除了军事手段，美国还实施经济、外交等非武力制

裁。《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

法》等制裁法案及一系列行政令陆续推出。根据《2021
年制裁评估报告》，截至 2021 年财年，美国已生效的制裁

措施累计 9400 多项。从 2000 年到 2021 年，美国对外制

裁增加了 933%。

美国滥施单边制裁侵犯他国人权

一是对实现生存权造成严重阻碍。生存是享有一切

人权的基础，是处于首要地位的权利。美国滥施单边制

裁导致被制裁国家经济发展困难，政府和人民应对各类

风险能力降低，极易因天灾人祸而陷入生存困境。美国

对叙利亚长期实施非法单边制裁严重加剧当地经济民生

危机。叙利亚今年 2 月遭受强烈地震灾害后，因极度缺

乏重型设备和搜救工具，不少救援行动甚至只能靠徒手

在废墟中挖掘。2021 年 8 月 30 日，美军撤离阿富汗首都

喀布尔，结束持续 20 年的阿富汗战争。就在阿富汗迫切

需要资金进行和平重建之际，美国不但没有履行其应尽

义务，反而冻结了阿央行数十亿美元国家资产，导致数以

百万计的阿富汗民众在死亡边缘苦苦挣扎，近 2000 万人

面临严重粮食短缺。

二是对实现发展权造成严重后果。发展权是一项不

可剥夺的人权，在《发展权利宣言》《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

领》等多个重要国际人权文书中得以庄严确认。美国滥用

单边制裁，给被制裁国及其国民的发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

影响。据统计，1990 年 8 月至 2003 年 5 月，美国制裁造成

伊拉克石油收入损失 1500 亿美元，导致今日伊拉克的人

均年收入都没有达到 1990年的水平。单边制裁还对民众

的个人发展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以委内瑞拉、古巴、叙

利亚和伊朗等国为例，美国的制裁阻止了这些国家和其他

地方的电话会议和数据共享等，人们无法参加网络研讨会

以获取信息、教育和培训，医生也无法查阅医疗数据库。

三是对实现健康权造成不良影响。健康权是《经济、

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明确规定“人人有权享受”的

权利。美国通过经济、贸易封锁，使被制裁国难以获取相

应的医疗资源。在新冠疫情期间，由于美国的单边制裁，

被制裁国家人民的健康权保障受到严重影响。2020 年，

伊朗称曾 3 次试图按照世卫组织“新冠疫苗实施计划”购

买疫苗，但均因美国的制裁和限制而无法付款。由于美

国禁止第三国向古巴销售呼吸机，古巴无法购买抢救危

重新冠肺炎患者所需的呼吸机。

美国肆意挥舞制裁大棒，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法，严重践踏了

被制裁国人民的基本权利。美国霸权行径已经成为全球

和平发展的破坏者、人权进步的绊脚石。今年 3 月，联合

国单边强制措施对人权负面影响问题特别报告员阿莱

娜·杜晗指出，美国的单边强制措施侵犯了有关个人和实

体的劳动权、行动自由权等基本人权。

国际社会呼吁，美国应切实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原

则和国际法准则，停止滥施非法单边制裁，停止损害有关

国家调动资源、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努力，尊重其他国

家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和健康权。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国别研究中心主任）

美国滥施单边制裁阻碍国际人权事业发展
达 璐

西班牙智库“乡村旅游观察”日前发

布的最新报告称，去年有 42.5%的西班牙

成年人选择了乡村旅游，且出游频率有

所提升。作为最早提出“乡村旅游”概念

的国家之一，西班牙多年来积极推动乡

村旅游，为很多陷入发展困境的乡村小

镇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记者近日驱车

前往位于阿拉贡自治区的阿尔克萨尔小

镇，从这里观察西班牙旅游业如何推动

乡村振兴。

从阿拉贡自治区首府萨拉戈萨驱车

沿比利牛斯山脉方向前进，约一个半小时

后，隐藏在维罗河峡谷的阿尔克萨尔小镇

终于露出真容：约 660 米高的山丘上，清

一色的土黄色石头建筑沿山势排开，山顶

的城堡静静诉说着沧桑变幻。

2022 年，阿尔克萨尔被联合国世界

旅游组织评为全球最佳旅游小镇。然而，

30 多年前，这里一片贫瘠，当地人以农牧

业为生。当地地势陡峭，能耕种的土地不

足，大部分居民只能背井离乡去外地谋

生，这座中世纪小镇几乎成了“空城”。

“生活难以为继，所有人都对自己的

家乡失去了信心。想要将小镇留存下来，

我们必须想点别的法子。”镇长马里亚诺·
阿德米尔告诉记者，在各级政府的财政支

持下，阿尔克萨尔决定基于自然、健康和

历史三大理念，依托当地自然和历史资源

大力发展乡村和生态旅游业。

当地政府开发了徒步路线和峡谷漂

流，附近的峭壁变身为全球最著名的攀岩

区之一。镇子里的石子路不断拓宽、延

长，将小镇与风景区完全联通起来。修路

使用的鹅卵石就来自山脚下绿松石色的

维罗河，铺路的方式沿用了千年前的传

统，让整座小镇保持着古朴的气质。很多

居民住宅外墙还挂上了石制仿古骑士盾

牌，小镇的文化韵味愈发浓厚……

在阿拉贡自治区政府积极宣传和推

动下，去年，仅有两三百常住人口的阿尔

克 萨 尔 小 镇 接 待 了 超 过 20 万 国 内 外 游

客。随着旅游业日益兴旺，小镇政府如今

几乎能通过自给自足的方式维护和开发

旅游资源。阿拉贡旅游目的地管理联盟

主席阿尔巴·莫拉尔说，与自然和谐共处

的生态旅游，不仅让整座小镇以可持续的

方式重新“活”了起来，还为周边地区提供

了大量就业岗位，当地居民从当初温饱问

题都难以解决，到如今过得富足自在，“旅

游业拯救了这里，让更多年轻人在乡村找

到发展舞台”。

小镇一家杂货铺的店主娜蒂指着旁

边的建筑工地告诉记者，她的大儿子早年

去城市读书，如今回到小镇定居，盖起了

新的旅店。还有几位从祖父辈开始就在

外谋生的年轻人，也回到这里投资、生活，

为小镇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小镇的名

气越来越大，让曾经对旅游开发感到担忧

的居民尝到了甜头——他们种植的坚果

因为产地更出名了，收购价格年年上涨，

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我们期待的是，

不仅能让游客享受一段返璞归真的旅程，

而且让每一个当地人都能更加热爱生活

的这片土地。”阿德米尔说。

（本报马德里电）

“让更多年轻人在乡村找到发展舞台”
本报记者 颜 欢

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

利比亚逾1500万平方米区域仍受战争遗留爆炸物影响
新华社突尼斯 4月 4日电 （记者潘晓菁）的黎波里消息：联合国利比亚

支助特派团（联利支助团）4 日发表声明说，利比亚境内仍有逾 1500 万平方

米区域遭受战争遗留爆炸物影响。

声明说，4 月 4 日是“国际提高地雷意识和协助地雷行动日”，联利支助

团缅怀 2022 年在利比亚因战争遗留爆炸物死亡的 19 人，其中包括 14 名儿

童。遗留爆炸物对利比亚人民的生命和生计构成日常威胁，阻碍民众安全

获得教育、医疗和发展的机会，并在停战后持续造成人员伤亡。

声明说，利比亚清除地雷行动合作伙伴 2022 年在的黎波里、米苏拉塔、

班加西和苏尔特等城市共清除 2.74 万件爆炸物，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联合国秘书长利比亚问题特别代表和联利支助团团长阿卜杜拉耶·巴

蒂利在声明中说，清除地雷行动是利比亚走向和平与稳定的重要道路，也是

利比亚人民拥有稳定生活权利的重要保障。

联合国大会 2005 年 12 月 8 日宣布每年 4 月 4 日为“国际提高地雷意识

和协助地雷行动日”。

福岛核电站一机组压力容器底座受损严重

新华社东京 4月 4日电 （记者郭丹、姜俏梅）日本东京电力公司 4 日表

示，该公司运营的福岛第一核电站 1号机组安全壳内，用于支撑核反应堆的压

力容器底座可能已全部受损，半圈以上混凝土已腐蚀殆尽，倒塌风险增加。

东电公司近日利用水下机器人勘察 1号机组安全壳，以判断能否将核残

渣从核反应堆中取出。结果显示，在这个圆筒状混凝土底座中，从底部到约

1 米高的部分，有半圈以上混凝土已腐蚀殆尽，裸露在外的钢筋也已变形。

相机无法拍摄到剩余半圈，但状况也不容乐观。东电公司认为，从拍摄

情况看，安全壳整个底座均已受损的可能性较大。接下来，东电公司将继续

勘察此次未能拍摄到的部分，并重新评估安全壳的抗震性。

勘察影像还显示，压力容器下方的控制棒等零部件可能已变形或附着

许多沉积物。

日本原子能学会专家宫野广对媒体表示，此前相关部门也曾推测压力

容器底座内壁可能损坏，但实际勘察发现损坏程度比预想的要严重。

新西兰央行再次加息 50 个基点

新华社惠灵顿 4月 5日电 （记者郭磊、卢怀谦）新西兰央行 5 日宣布加

息 50 个基点，将基准利率上调至 5.25%。

这是新西兰央行自 2021 年 10 月以来连续第十一次加息，也是今年以来

第二次大幅加息 50 个基点，使该国基准利率达到 2008 年以来最高点。新西

兰央行此次加息幅度超出市场预期，当天新西兰元对美元汇率大幅上扬。

新西兰央行当天发布报告说，近期严重自然灾害将对新西兰经济造成

长期负面影响，再度推高商品价格和通胀预期。央行严控通胀的目标不会

改变，因此选择继续加息。

报告同时指出，受国际经济形势总体趋弱影响，预计新西兰经济将继续

下行。目前，新西兰农牧业出口已经受到国际需求减弱影响。

新西兰主要智库新西兰经济研究所认为，新西兰经济自 2022 年第四季

度起已开始萎缩，预计今年第一季度将继续下行，失业率将进一步升高。新

西兰多数经济学家担心，央行大幅加息带来的高利率将进一步遏制经济活

力和商业信心，加快经济衰退。

■国际视点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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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交通部不久前宣布，泰国政府今

年计划投资 29 亿泰铢（1 元人民币约合

4.98 泰铢）用于开发和扩建港口、码头等

水路运输基础设施项目。分析认为，泰国

希望通过完善水路运输网络，打造更高效

的交通物流体系，增强国际贸易竞争力。

根据泰国交通部的规划，今年将重点

推进对湄南河沿线的拍宾诰、拉玛五、北

革 3 个客运码头的改造升级。未来，泰国

还将在湄南河上修建 29 个公共码头，以

缓解交通拥堵状况，方便民众出行。此

外，泰国还计划开通梭桃邑港至苏梅岛的

滚装渡轮航线，以带动当地旅游业发展。

作为东南亚地区重要的水路交通枢

纽，泰国目前有国际港口 21 个，曼谷港、

廉差邦港等国际海运航线可联通新加坡、

中国、日本、美国和欧洲国家。为保持海

上运输优势，泰国加大了对港口的开发和

维护力度。例如，将曼谷西部港口打造为

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提高物流效率；将在

安达曼海岸和泰国湾地区开发新的邮轮

港口，并与公路、铁路等其他交通运输系

统无缝接驳，提高旅游业竞争力。

据泰国媒体报道，与公路、铁路接驳

的所有码头改造和修建完工后，预计到

2027 年 ，每 天 的 客 运 量 将 达 到 5.3 万 人

次。泰国总理府副发言人黛素丽表示，目

前正在建设的东部经济走廊地区工业港

口开发项目、廉差邦港第三期项目等，建

成后将为石化行业原料运输提供极大便

利，并促进泰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

同时，泰国还努力打造更加绿色、更

可持续的水路运输网络。作为泰国最大

的集装箱深海港口和物流枢纽，廉差邦港

目前已引进无人驾驶货车。无人驾驶货

车采用模块化车头，取代了传统的驾驶

室。港口工作人员介绍，无人驾驶货车提

高了工作效率，纯电动设计也减少了碳排

放。此外，泰国还在一些运输繁忙的运河

航线投放了电动船只。据悉，去年该国运

营 的 电 动 船 有 51 艘 ，今 年 将 增 加 至 69
艘。泰国港务局专家卡莫萨表示，泰国一

些港口正减少使用排放大量温室气体和

污染物的传统燃料，向清洁能源转型，积

极打造绿色港口。

泰国开泰研究中心发表的文章认为，

加快建设水路运输网络，将拉动建筑业以

及上下游相关产业增长，创造就业岗位，

增加民众收入，促进经济复苏。泰国政府

希望通过建设水路运输网络，为该国打造

高效完善的交通物流体系，改善营商环

境，增强地区竞争力。

（本报曼谷电）

打造绿色港口 提高物流效率

泰国加强水路运输网络建设
景超平 孙广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