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 际 观 察

本版责编/鲍 宏2023年 1月 5日 星期四 国际新闻 A3

俄乌攻势加剧 和谈基础难寻
新年伊始 ， 乌克兰局势火药味十

足。 连日来，俄军对乌首都基辅等地的
能源和电力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军
则对顿涅茨克地区马克耶夫卡居民点
的俄军发动袭击， 已致 89 名俄军人死
亡。 近期，俄乌都在积极提升自身军事
实力， 双方在和谈目标上南辕北辙，加
之美西方不停“拱火浇油”，冲突复杂化
趋势更加明显。

新年互炸 战意汹涌
当地时间 1 日零时 40 分左右 ，乌

克兰全境拉响防空警报。 这是去年 10
月以来俄罗斯对乌发动的第 11 波大规
模空袭。 新华社驻基辅分社邻近的杰斯
尼扬斯基区上空发生爆炸，随后基辅市
东郊布罗瓦雷方向传来巨大爆炸声。 爆
炸导致分社公寓楼门窗玻璃抖动，并引
起楼下多部车辆发出警报声。

2 日凌晨 2 时许， 基辅再次响起防
空警报，市郊传来密集的高射炮发射声
和爆炸声。 当地媒体分析，这可能是袭
击杰斯尼扬斯基区火电站的俄无人机
遭到乌防空火力拦截。

去年 12 月 29 日以来，包括基辅在

内的乌克兰多地屡遭俄军导弹、无人机
大规模打击 。 俄军事专家弗拉季斯拉
夫·舒雷金认为， 俄军此举旨在继续打
击乌能源、通信、电力设施，削弱其军事
潜力。

在乌军事专家弗拉季斯拉夫·谢列
兹尼奥夫看来，俄军近期无人机袭击呈
现以下新特点：一是在天气不佳和夜间
能见度低时发动袭击；二是利用第聂伯
河作为攻击通道。 他认为，在弹药库存
耗尽前，俄军不会停止此类袭击。

乌军反击也随之而来。 俄国防部 4
日证实，乌军 1 日凌晨向位于顿涅茨克
地区马克耶夫卡居民点区域内的俄军
临时部署点发射 6 枚“海马斯 ”多管火
箭炮火箭弹，导致 89 名俄军人死亡。 这
也是自去年 2 月俄对乌发起特别军事
行动以来，俄国防部在通报中承认遇袭
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 3 日，乌军称，克
里米亚占科伊镇等多地发生爆炸。

提升战力 继续战斗
在 2023 年的新年贺词中， 俄总统

普京和乌总统泽连斯基均向本国公民
发出坚持战斗的呼吁，都强调最终胜利
属于己方。

去年年底至今年年初，普京通过视
察军工厂、与士兵会面、对军事工业委
员会进行人事调整、签署为军人提供额

外社会保障的总统令等一系列举措，释
放俄加强武器生产、鼓舞士气 、推动军
改以提升战斗力的明确信号。 在不久前
召开的国防部扩大会议上，普京同意了
扩军至 150 万人的建议。 自特别军事行
动开展以来， 俄军工企业加班加点生
产，其他企业也被要求优先满足国防订
单需求。 普京还签署命令，授权地方采
取经济动员或特殊措施满足国防需要。

乌克兰方面， 泽连斯基去年 12 月
下旬访问美国，敲定美向乌提供 “爱国
者”防空导弹系统等事宜。 回国后，他忙
于落实访美成果、寻求欧洲金融支持和
能源援助、发表各种提振士气的视频讲
话，旨在争取“外援”、提升“内力”。

俄军事专家弗拉基米尔·博尔德列
夫认为，俄优势在于拥有相对强大的军
工综合体和一支通过部分动员得到加
强的军队。 新的一年， 俄对乌军事、通
信、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以及在顿巴斯
等地的战斗将继续进行。

尽管俄军对乌基础设施的打击加
剧停水、停电、停供暖等问题，但乌方战
斗意志并未消沉 。 乌军事专家亚历山
大·穆西延科说，受此前“收复失地”的
鼓舞， 乌军不断尝试发起新的进攻，加
大对萨拉托夫、别尔哥罗德 、克里米亚
等地的袭击力度，包括对俄战略轰炸机
基地———恩格斯空军基地等重要目标

的无人机攻击。

各说各话 和平难觅
在和谈问题上， 俄乌各说各话，目

标南辕北辙。
俄罗斯方面 ，普京强调 ，俄方从未

拒绝任何形式的和谈 ， 是乌方放弃谈
判。 但俄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
外长拉夫罗夫等人表示 ，“与乌方进行
任何谈判都毫无意义”，“不会以乌方条
件为基础进行任何谈判”。 看似矛盾的
表态，反映的是俄方对与泽连斯基政府
和谈毫无信心，对乌方提出的和平方案
没有兴趣。

近一段时间以来，泽连斯基先后提
出重启谈判的 5 个条件、 包含 10 项内
容的“和平计划”、加速实现和平的 “三
步骤”等，虽内容各有不同，但核心诉求
始终是俄完全撤军、 恢复 2014 年以前
的乌领土。 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
科夫强调，如果不考虑“四地入俄”等乌
克兰局势“新现实”，就不可能在实现和
平方面取得任何进展。

与此同时 ，美国继续 “拱火浇油 ”，
向乌方提供新的大规模军事援助，其欧
洲盟国也在反俄 “政治正确 ”的驱使下
纷纷跟进，令俄乌和谈更加无望。

（新华社莫斯科 1 月 4 日电
记者 刘 恺 李东旭）

伊朗悼念高级将领
苏莱曼尼遭美军
空袭身亡三周年
1 月 3 日， 伊朗总统莱希

在首都德黑兰举行的悼念高级
将领苏莱曼尼遭美军空袭身亡
三周年大型集会上发表讲话。

新华社记者 高文成 摄

新西兰政府重申对国际旅客防疫要求不变
新华社惠灵顿 1 月 4 日电 （记者

郭 磊 卢怀谦） 新西兰政府 4 日重
申， 根据国际新冠疫情最新情况 ， 经
过公共卫生风险评估 ， 新西兰对国际
到达旅客的防疫要求保持不变。

目前 ， 新西兰在国际到达入口发
放免费新冠快速抗原检测试剂盒 ， 仅
要求到达后出现症状的国际旅客进行

检测。
新西兰新冠疫情应对部长艾莎·维

罗尔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 新西兰
政府经公共卫生风险评估后认为 ， 从
中国出发的旅客不会对新西兰新冠疫
情造成明显影响 ， 这 “意味着入境限
制既不需要也不合理”。

维罗尔说 ， 需要注意的是 ， “新

的新冠变异毒株可能出现自世界各地，
而不仅仅是中国 。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
一直提醒来自所有国家旅客在机场进
行免费的快速抗原检测 ， 并要求他们
在抵达新西兰后一旦出现症状时接受
检测”。

她还表示 ， 未来数周 ， 新西兰卫
生部将对从中国抵达新西兰的旅客进

行随机回访 ， 以及时了解和收集更多
最新健康信息。

目前 ， 新西兰卫生部每周统计并
公布一次新冠疫情数据 。 最新数据显
示， 截至 2022 年 12 月 28 日的一周内，
新西兰全国新增新冠感染病例 22770
例， 全国累计感染 2117094 例。 新西兰
全国总人口约 512 万。

“议长难产”折射美国“制度破产”
美国第 118 届国会 3 日开幕，当天

的众议院议长选举经三轮投票仍然“难
产”，导致新一届国会众议院无法履职。
这是百年来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选举
首次未能在首轮投票中产生人选，反映
共和党党内分歧以及民主、共和两党的
对抗，更凸显美国政治制度及相关选举
制度的失灵与破产。

分析人士指出，今年 1 月 6 日是美
国国会山骚乱两周年。 过去两年来，国
会山骚乱以及相关调查在美国引发广
泛争论， 成为激化党派矛盾的重要因
素。 随着新一届国会开幕，民主、共和两
党分别控制参众两院，形成“分裂国会”
格局，新裂痕遇上旧伤疤 ，美国政治纷
争或将变本加厉，社会撕裂和制度困境
或将不断加剧。

议长“难产”
去年 11 月美国中期选举后， 共和

党从民主党手中赢得国会众议院控制
权。 作为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的凯文·麦
卡锡最有希望成为新一届众议院议长。
然而，他的竞选之路并不顺利。

美国国会众议院共有 435 个席位，
当选议长需要得到简单多数支持，即获
得至少 218 张赞成票。 目前，共和党在
众议院占据 222 席，这意味着党内只要
有超过 4 人反对，麦卡锡就无法当选议
长。

3 日参加投票的共有 434 名众议
员。 首轮投票中，麦卡锡仅获得 203 票，
有 19 名共和党众议员将票投给了其他
人。 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哈基姆·杰弗里
斯则获得本党全部 212 票。

按照相关规定 ， 众议院要继续投
票，直至有人胜出。 在当天举行的第二
和第三轮投票中， 麦卡锡分别获得 203
票和 202 票， 而杰弗里斯则均获得 212
票。 随后，众议院决定休会，4 日继续举
行议长选举。

麦卡锡已表示，将争取众议院议长
职位直到最后一刻。 有美国媒体分析认
为， 麦卡锡在共和党内没有明确对手，
但又无法获得足够票数当选，这意味着
众议院议长选举僵局短期内恐难打破，
制度的“死循环”或将进一步放大。

纷争加剧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 ， 在选出议长

前，众议院其他议程都无法进行。 《大西
洋月刊》撰稿人杰米尔·希尔指出，众议
院议长“难产”再次暴露了美国政治体
制功能失常。

分析人士指出，共和党部分保守派
人士认为麦卡锡对民主党“过于软弱”，
因此反对他出任众议长。 此事一方面反
映出共和党内部的严重分歧，另一方面
也再次凸显两党之间的尖锐矛盾。

事实上，麦卡锡并不反对与民主党

争斗。 他曾明确表示，众议院共和党人
将对此前民主党主导的国会山骚乱调
查委员会的工作进行审查，并将围绕南
部边境移民潮、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等问
题发起调查以问责拜登政府，并且不排
除对总统拜登发起弹劾调查的可能性。

分析人士指出，麦卡锡为当选众议
院议长可能会寻求对党内保守派妥协，
这意味着未来共和党在众议院对民主
党的态度将更为强硬。 当前，美国国会
参众两院分别由民主、 共和两党控制，
双方均已开始瞄准 2024 年美国总统选
举。 因此，未来美国的党争问题预计会
进一步加剧。

撕裂加深
新一届国会开幕正值国会山骚乱

两周年前夕。 2021 年 1 月 6 日，时任总
统、共和党人特朗普的大批支持者在美
国首都华盛顿举行集会。 其中部分人游
行至国会山，并用暴力方式闯入国会大
厦， 导致参众两院认证 2020 年总统选
举结果的联席会议被迫中断，主持会议
的时任美国副总统彭斯同数百名议员
惊慌撤离，留下震惊全美和世界的 “名
场面”。 这场骚乱直接造成 5 人死亡、超
过 140 名警察受伤以及大量财物损失，
美国的“民主”形象也严重崩塌。

2021 年 6 月 30 日， 民主党掌控的
美国国会众议院决定成立国会山骚乱

调查委员会 ， 成员均由时任众议院议
长、民主党人南希·佩洛西任命。 2022 年
12 月 22 日，该委员会发布最终报告称，
发生骚乱的主要原因在于特朗普。 该委
员会主席、民主党人本尼·汤普森认为，
特朗普为推翻 2020 年美国总统选举结
果和阻止权力交接 ， 设计了 “多个步
骤”。 特朗普则指责这一调查受政治因
素驱使，拒绝接受调查结果。

国会山骚乱及其后续调查抹去了
美国给自身政治制度添加的 “美颜”效
果。 美国《纽约时报》巴黎分社社长罗
杰·科恩撰文说，这是“对美国民主灯塔
形象的一记重击”。 《今日美国报》华盛
顿分社社长苏珊·佩奇发文指出， 国会
山骚乱暴露了美国内部的多重裂痕。

过去两年来， 在党争推波助澜下，
美国民众围绕堕胎、控枪 、移民等问题
的意见愈加分裂，日益走向极端化。 在
严重对立的社会环境中，极端情绪的不
断高涨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党争，导致
政治暴力事件屡屡发生。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埃德
萨尔指出，在美国，政治极化已经形成
一股自我驱动的力量，左翼和右翼都能
从政治极化催生的敌意中获得力量。 而
在美国作家罗伯特·布里奇看来， 美国
已经处在“内战”之中，只是没有正式宣
战而已。 (新华社华盛顿 1 月 3 日电

记者 颜 亮 孙 丁)

北约将就防务支出展开新谈判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延斯·

斯托尔滕贝格说， 新一年北约将就防
务支出展开新一轮谈判， 一些成员国
打算提高防务支出目标。

据德新社 3 日报道， 斯托尔滕贝
格接受采访时说： “一些盟友强烈支
持 把 防 务 支 出 占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GDP) 2%的目标变成最低目标。”

斯托尔滕贝格将主持防务支出谈
判。 他说， “我们会见面， 召开部长
级 会 议 ， 在 各 成 员 国 首 都 展 开 讨
论 ”， 最迟将在下一次例行峰会上达
成一致 。 下一次例行峰会定于 7 月
11 日至 12 日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
举办。

2014 年 ， 受克里米亚局势影响 ，
北约成员国设定目标 ， 10 年内各自

防务支出增至占 GDP2%的水平。
斯托尔滕贝格没有具体说明哪些

成员国呼吁提升支出目标。 但他明确
表态 ， 有必要进一步增加防务支出 ，
避免乌克兰危机外溢。

多名外交官披露， 鉴于乌克兰局
势 ， 波兰 、 立陶宛和英国近期发声 ，
支持更严格的防务支出要求。

德国、 加拿大和比利时被认为持
反对意见。 截至目前， 它们的防务支
出未实现 2%的目标， 德国 2022 年防
务支出可能仅占其 GDP 的 1.44%。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任内
多次批评德国等北约成员国防务支出
“不达标”， 时不时威胁说美国要退出
这一军事同盟。

（新华社微特稿 陈 丹）

委内瑞拉迎接 15年来
首艘欧洲邮轮

悬挂巴哈马旗帜、 由德国企业运
营的 “阿马德娅” 号邮轮 3 日驶入加
勒比海委内瑞拉领土玛格丽塔岛海域。
这是欧洲邮轮暌违 15 年后再次到访委
内瑞拉。

据法新社报道， 船上载有乘客近
500 人 ， 大多来自西班牙 、 法国 、 德
国、 意大利、 瑞士。 这些游客计划在
岛上游览景点， 下午重新登船前往下
一个目的地。

委内瑞拉旅游部长阿里·帕德龙欢
迎邮轮入港， 并感叹： “委内瑞拉已
有多年不被各家邮轮关注。”

据彭博新闻社报道， “阿马德娅”
号由德国凤凰旅行社运营 ， 3 日停靠
玛格丽塔岛南部埃尔瓜马切港口。 玛
格丽塔岛曾充满生机， 但过去十年陷
于沉寂。

“我们从旅游业角度出发选择了玛
格丽塔岛， 对德国人而言， 这个海岛曾
经是一个非常有名、 经常踏足的旅游景
点，” 凤凰旅行社邮轮事务主管米夏埃
尔·舒尔策在回应彭博社记者询问的电
子邮件中写道， “也许在我方协助下，
在时隔多年后带来第一艘邮轮， 可以让
（委内瑞拉） 旅游业重新获得关注。”

委内瑞拉长期受美国为首的西方
国家经济制裁， 这个石油生产大国多
年来经济不稳， 水电等基础设施服务

供应不足， 加上政府为遏制高通胀和
本币汇率暴跌采取物价和外汇管制措
施， 让外国游客却步， 该国旅游业长
期低迷。

委内瑞拉旅游理事会副主席雷纳
尔多·普利多告诉法新社记者， 在外国
游客和旅游业人士眼中 ， 委内瑞拉
“变成一个非常不安全、 高风险的旅游
目的地”。

据彭博社报道， 委内瑞拉 2013 年
接待国际游客逾 100 万人次， 而它提
供给世界银行最近年份的旅游数据停
留在 2017 年 ， 当年接待国际游客仅
42.9 万人次。

随着政局趋于稳定， 西方制裁受
能源危机影响而有所松动， 委内瑞拉
政府近年放宽外汇管制， 经济出现好
转迹象， 进口贸易增长， 市面上的商
品种类、 新开业商店也多了起来 。 去
年， 乌克兰危机升级导致西方对俄罗
斯严厉制裁， 俄罗斯游客赴欧洲人数
大幅减少， 不少人转而来到委内瑞拉
旅游。

在委内瑞拉旅游理事会主席莱乌
多·冈萨雷斯看来， “阿马德娅” 号的
到来 “使委内瑞拉可能重新受到世界
主要邮轮公司的关注”， 对委旅游业而
言是件 “值得庆贺的美事”。

（新华社专特稿 沈 敏）

苹果市值跌破 2万亿美元
美国苹果公司股票价格 3 日下跌

超过 3%， 报收于每股 125.07 美元， 总
市值跌到 2 万亿美元以下。 这是自去
年 5 月以来， 苹果市值首次跌破 2 万
亿美元。

美 国 消 费 者 新 闻 与 商 业 频 道
(CNBC) 报道， 随着新冠疫情催生远
程办公和上课对电脑 、 手机的需求 ，
苹果市值 2020 年 8 月首次触及 2 万亿
美元。 2022 年 1 月， 苹果市值短暂超
过 3 万亿美元。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3 日
报道， 投资者日趋担忧， 美国经济衰
退可能导致对苹果智能手机 iPhone 等
高价电子产品的消费减少。

《日本经济新闻》 先前报道， 苹果

近期通知多家供应商， 在今年第一季
度减少无线耳机 AirPods、 智能手表和
笔记本电脑等多款热销电子设备的零
件生产。

2022 年底美国假日购物季前夕， 苹
果曾预测， iPhone 14 Pro 和 iPhone
14 Pro Max 等机型 “需求强劲”， 但
发货量因供应链等问题低于预期。

除苹果市值大跌外， 美国其他大
型技术企业市值同样大幅蒸发。 CNN
报道， 亚马逊公司和脸书母公司 “元”
公司股价在过去一年间分别下跌大约
50%和 63%。 苹果股价同期下跌大约
31%。 苹果和亚马逊蒸发的市值均达 1
万亿美元。

（新华社微特稿 卜晓明）

报告揭美国加州执法机构
长期种族歧视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官方设立的
“种族与身份貌相咨询委员会” 3 日发
布年度报告称， 加州执法机构长期存
在种族歧视， 2021 年执法人员对 “判
断为非洲裔” 人员拦查搜身和使用武
力的几率两倍于白人。

加州种族与身份貌相咨询委员会
依据加州法律成立， 负责调查分析加
州执法机构种族不平等状况并向执法
机构、 州议会等提供政策建议。

这份年度报告收集了加州 58 家
执法机构 2021 年对车辆和行人实施
拦查行动的相关数据。 为了更好评估
执法行动中是否存在歧视问题， 数据
包含执法人员对执法对象族裔 、 性
别、 残疾状况等的主观判断。 美联社
报道指出， 尽管执法人员的主观判断
可能并不符合实际情况或执法对象的
自我认定， 但这种判断往往是偏见或
歧视的来源。

根据这份报告 ， 这 58 家执法机
构 2021 年对车辆和行人进行超过 310
万次拦查， 其中大约 15%的拦查对象
被执法人员判断为非洲裔 。 而根据
2021 年加州人口普查结果， 非洲裔在
加州人口占比为 6.5%。 报告指出， 上
述数据 “表明基于种族和身份的区别
待遇年复一年、 始终存在”。

这份报告还统计了执法人员实施

拦查行动期间对不同族裔执法对象采
取搜身、 扣留、 戴手铐等手段的情况。

数据显示， 被判断为非洲裔的 15
岁至 17 岁少年被戴手铐 、 搜身 、 扣
留在路边或巡逻车上的比例明显高于
其他族裔和年龄人群。 针对被判断为
非洲裔的执法对象， 执法人员使用武
力和搜身的几率均为针对判断为白人
对象的大约 2.2 倍。

报告指出， 从拦查原因看， 非洲
裔人员因 “参与犯罪活动嫌疑” 被拦
查的比例高于其他族裔， 而执法人员
在拦查非洲裔人员后予以放行情况也
最为频繁， 这显示不少非洲裔 “并未
参与犯罪活动却遭拦查”。

报告说， 上述数据分析表明 “必
须认识到执法行为可能对非洲裔、 拉
美裔、 美洲原住民等有色人种群体身
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 公共卫生官
员和政策制定者应把种族歧视和不当
执法作为 “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 处
理。

美国近年来频发警察暴力执法导
致黑人死亡事件。 2020 年 5 月， 黑人
男子乔治·弗洛伊德在明尼苏达州明
尼阿波利斯市遭白人警察 “跪颈” 压
制死亡， 在美国多地引发大规模抗议
滥用暴力和种族歧视的示威浪潮。

（新华社专特稿 郜 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