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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苏丹军方代表抵达沙特准备重启和谈
多家媒体 15 日援引苏丹政府消息

人士的话报道，苏丹武装部队代表团已
经抵达沙特阿拉伯红海港口城市吉达，
准备与快速支援部队重启谈判。

路透社和法新社等媒体援引消息
人士的话报道， 武装部队代表团已经
“重返吉达”， 但报道没有透露更多信
息。苏丹快速支援部队方面没有回应相
关报道。

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 4
月 15 日在首都喀土穆发生激烈武装冲
突，随后冲突蔓延至其他地区。 双方经
沙特和美国等国斡旋数次达成停火协
议，但都未落实，因此沙特和美国 6 月

暂停调解双方冲突并暂缓双方在吉达
的谈判。

围绕苏丹军方代表团重返吉达的
相关媒体报道， 沙特和美国方面 15 日
暂时没有回应。

除了沙特和美国，埃及方面也在推
动解决苏丹国内冲突。在埃及主导下，苏
丹邻国峰会 13 日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
会后发布公报， 反对外国势力干预苏丹
事务， 敦促苏丹冲突双方立即进行全面
谈判，和平解决这场历时数月的冲突。

法新社援引一些军事专家的话报
道，苏丹冲突双方正在进行“消耗战”，
希望在谈判桌上获得对方更大让步。

连月冲突已经在苏丹国内酿成严
重人道主义危机。 苏丹卫生部数据显
示，冲突迄今造成 3000 多人死亡、6000
多人受伤。 联合国方面的数据显示，冲
突已导致苏丹大约 300 万人流离失所，
超过 70 万人逃往邻国。 在喀土穆，已有
170 万人逃离这座城市，但仍有数百万
人留在家中。

15日，喀土穆周边再次爆发冲突。据
苏丹卫生部通报， 一场针对医院的空袭
导致至少 4 名平民死亡。 苏丹武装部队
则表示，空袭导致 5 名病人死亡，22 人受
伤，死伤者大部分是平民。 苏丹卫生部和
武装部队指认快速支援部队发动袭击。

联合国、救援及医疗机构等组织先
前警告，交战区的大部分医院已经停止
运营，如果再缺少人道主义走廊，可能
暴发的疾病和不堪重负的医疗机构都
可能引发人道主义灾难。

另外，联合国方面先前说，战斗人
员多次没收救援物资，并阻止救援车队
通过检查站。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
书长马丁·格里菲思 15 日说，苏丹冲突
依然激烈，“帮助数百万需要紧急人道
主义援助的人变得更加困难”。 他再次
呼吁， 各方应确保援助物资安全通行。

（新华社专特稿 郑昊宁）

为什么高温天气让人感到疲倦

新华社北京 7 月 16 日电 《参考消
息》日前刊登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文
章《为什么高温天气会让你感到疲倦？ 》，
报道摘要如下：

当夏季炎热的天气让您感到疲倦
时，这种感觉并不全是您的幻觉：昏昏欲
睡的背后有真实的生物学原因。

本月气温飙升， 创下了地球上最热
的纪录，同时也消耗了人们的体力。暴露
在炎热的环境中会触发心脏、大脑、皮肤
和肌肉的一系列生理过程， 让您身心俱
疲。

美国波士顿的麻总百瀚医疗中心运
动心脏病专家米根·沃斯菲说：“疲倦是
身体告诉我们该休息了的一种方式。 减
轻高温影响的一种方法是减少身体活
动。 ”

她补充说， 尽管人们可在一定程度
上适应极热或极寒天气， 但人体的耐热
力通常不如耐寒力。 极高的体温会对器

官造成重大损害或使其衰竭， 而当核心
体温较低时，人体器官功能可能会下降，
但更容易恢复。

以下是医生和科学家对烈日炎炎下
体力下降的解释：

温度计上的数字很重要， 但它并不
能完全决定您身体对热的反应。 湿度也
很重要。 汗液从皮肤蒸发到空气中，为您
降温。 在潮湿的环境中，当空气也变得更
潮湿时，降温就更加困难了。

来自像日光一样的电磁波的热辐射
也会产生影响。 即便空气温度较低，您也
能感受到这种热辐射的影响。

在酷热的日子里，人们感到疲倦的
另一原因是：睡眠不好。 2022 年的一项
研究表明 ，气温每升高一度 ，人们的睡
眠时间就会减少一些。 该研究报告的主
要作者凯尔顿·迈纳说， 当夜间室外温
度超过 10 摄氏度时，每升高 1 摄氏度，
人们每晚的平均睡眠时间就会减少 37
秒。

饮水量也会影响人的体力水平。 当
你感到闷热时，出汗会流失更多的水分，
因此需要多喝水以避免脱水。

西班牙海岛林火导致 2500余人疏散
西班牙官员 15 日说，拉帕尔马岛一

场森林火灾失控，导致超过 2500 人被疏
散，十几处房屋被毁。

拉帕尔马岛位于西班牙加那利群
岛西北部 ，面积 708 平方公里 ，人口大
约 8.5 万。

据路透社报道， 大火始于 15 日凌
晨， 迫使蓬塔戈尔达市和临近的蒂哈拉
费市居民被疏散。按美联社说法，火灾发
生在拉帕尔马岛西侧的丘陵地带， 那里
林木茂盛。

林火过火面积已达约 45 平方公里。
当地官员警告居民， 由于热浪导致空气
干燥，情况可能恶化。

加那利自治区政府主席费尔南多·克
拉维霍说，至少 12 处房屋被毁，火势蔓延
得非常快，已经失控。 由于一些居民不愿
放弃家园，他呼吁人们听从疏散指令。

克拉维霍说， 他担心夜间风向可能

发生变化，疏散行动面临更多危险。 目前
有 10 架飞机以及 150 名消防员参与灭
火。

按路透社说法， 这场林火是拉帕尔
马岛自 2021 年 9 月火山喷发以来发生
的第一场自然灾害引发的危机。 那次火
山喷发导致超过 2000 处房屋被毁，数千
人离家，火山灰覆盖整个岛屿长达数月。

最新林火发生时正值热浪袭击南
欧。 西班牙在 2022 年和今年春季出现了
创纪录高温天气，而且长期干旱。 西班牙
政府和林业专家担心， 该国可能出现难
以应对的野火情况。

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数据显示，
西班牙 2022 年遭遇了近 500 场野火，过
火面积达 3000 多平方公里，是欧洲受灾
最严重的国家。 今年迄今为止，西班牙野
火过火面积已达 660 平方公里。

（新华社微特稿 刘 曦）

“去风险”难掩遏华本质
———警惕“去风险”的话术陷阱系列评论之一

在对华关系问题上， 美高官近期多
次表态， 对华不寻求对抗、 冷战或“脱
钩”，而是聚焦所谓“去风险”，但是看看
他们是如何推动“去风险”的就会发现，
变的只是口径， 不变的是行径———将对
华经贸活动贴上“风险”标签、推动重点
产业链供应链“去中国化”、打造破坏正
常中外技术交流的“小院高墙”……这不
是“脱钩”又是什么？ 以“去风险”之名行
对华“脱钩”之实，继续遏制孤立中国，才
是美国话术陷阱背后的真实图谋。

风险是所有经济活动固有的， 防范
风险不是什么新鲜事。在遭遇新冠疫情、
乌克兰危机等事件后， 一些国家主张加
强产业链建设、 提升供应链韧性， 提出
“分化风险”等。 合理的安全关切可以理
解， 但美国却利用这种心态泛化安全风
险，贩卖安全焦虑，将“去风险”的概念扩
大化工具化，并通过不断地炒作、利用、
异化这一概念，将其与中国关联，意图将
中国与“风险”画上等号，将“去风险”路
径简化为“去中国化”，以此为对华遏制
战略换上新装。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刊
文说，“去风险”这一新话术“暗示与中国
的贸易存在固有风险”，中国认为“去风
险”与“脱钩”之间没有实质性区别是“有
道理”的。

话术变了，背后的目的却一点没变。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一边
说寻求“去风险”不是“脱钩”，一边却大
谈美国要在关键技术领域设置所谓“小
院高墙”战略。 在自身遭受巨大损失，严
重干扰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招致大量
批评之后， 美国一系列操作的目的还是
要将中国排除出关键供应链之外， 限制
中国向产业链价值链更高端攀升， 遏制
打压中国发展壮大， 以维持自己的霸权
垄断优势。

韩国大邱大学经济金融系教授金良
姬说，如果在“脱钩”前加上修饰语“选择
性”，与“去风险”之间的实质性差异就会
消失。《南华早报》刊文说，不管美国使用
何种话术， 背后动机仍是敌视其他地区
发展愿望、维持美国霸主地位。

美国为了“脱钩”耍出了“四板斧”：
对中国企业进行制裁， 扩大美国对中国
投资限制的范围， 加强对先进芯片技术
等领域的贸易限制， 阻碍中美科技合作
交流。 如今美国虽表态不愿“脱钩”而要

“去风险”，相关政策一项都没有松动，反
而变本加厉。 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
袖舒默 5 月初宣布一项名为“中国竞争
法案 2.0”的跨党派提案，试图通过限制

投资和技术流向中国赢得对华“竞争”。 6
月 12 日，美国商务部将主要涉及航空相
关领域的 31 家中国实体列入原则上禁
止出口的“实体清单”。 美国不仅自身滥
用出口管制措施，还不惜损友自肥，胁迫
诱拉一些盟友加入对华出口限制的小圈
子。

此外，在所谓“印太地区”力推“印太
经济框架”和“芯片四方联盟”；在大西洋
地区强化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机制；
在美洲地区发起“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
系”……在这些“小圈子”中，美国塞进了
诸多排他条款，频频炒作所谓中国“经济
胁迫”， 绑架诱拉盟友组建“供应链联
盟”， 打造把中国排除在外的“平行体
系”，美国与中国的“脱钩”或“选择性脱
钩”步伐实际上正在加快。

不管措辞怎么变， 美国以冷战思维
看待美中关系的做法没有变，将经贸、科
技问题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取向没有
变，围堵打压遏制中国的目标更没有变。
美国为了维护自身霸权， 违背各国意愿
推进“阵营化”，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给世界繁荣稳定构成真正的风险。

实际上，美国“去风险”的战略忽悠
已经引起广泛警觉。 在美国工作的英国
籍学者尼亚尔·弗格森撰文说，欧洲人对
美版“去风险”提出质疑，原因有三：一是
他们将美国《通胀削减法案》视为拜登版

“美国优先”； 二是他们意识到沙利文的
“高墙”也会使欧洲无法参与人工智能竞
赛； 三是他们担心美国技术上遏制中国
的政策将产生意料之外的后果。 美国卡
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警告说：“美国的技
术基础与中国密不可分地连入一个覆盖
全球的技术网络， 如果随意切断并重组
这一网络，后果将是可怕和危险的。 ”

报告作者乔恩·贝特曼认为，如果切
断与中国的技术联系，将伤及美国自身：
一是苹果等美国企业不可能在中国之外
以类似成本复制供应链，“脱钩” 将对美
国重要科技公司带来极大伤害； 二是美
国在部分领域需要中国的科技产品和原
材料，“脱钩”将给美国应用相关技术、制
造相关产品造成巨大困难；三是“脱钩”
将阻碍两国科技人才交流，对美国科研、
教育等领域带来巨大挑战。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 9 日总结访华之
行时说，听到了中方认为“去风险”相当
于“脱钩”的关切，并表示解决相关问题
非常重要。在与美国打交道的过程中，中
国向来听其言观其行， 希望美国是真听
懂了中方的意思， 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
并不寻求与中国“脱钩”，从根本上纠正
其对华错误认知， 改变其错误对华政
策。 （新华社北京 7 月 16 日电

记者 高文成）

发展中国家不相信美国炮制的“债务陷阱”谎言

一些美国媒体日前再度翻炒所谓
“债务陷阱论”的陈词滥调，企图把一些
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甩锅给中国。但经
采访调查，美方诋毁中国的言论根本站
不住脚。广大发展中国家根本不相信美
方谎言，而且高度认可中方为帮助发展
中国家经济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

中国贷款占比不高
西方媒体近年来反复翻炒的所谓

“债务陷阱论” 是诋毁中国向发展中国
家提供大量贷款，这些国家无力还贷后
便落入“陷阱”，其资源乃至主权被中国
控制。 美联社最近就抛出这样一篇文
章，宣称非洲的肯尼亚、赞比亚，以及南
亚的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都是“债务
陷阱”的“受害者”。

事实果真如此吗？
巴基斯坦经济事务部向新华社提

供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4 月 ，巴外债
总额为 1257.02 亿美元，其中来自中国
的贷款为 203.75 亿美元， 占巴外债总
额的 16.2%。 巴外长比拉瓦尔本月初
访问日本期间对日媒表示， 有关巴基
斯坦陷入中国 “债务陷阱” 的指责是
“政治宣传”，巴方既接受中国的贷款，
也接受其他国家贷款。 中国向巴方提
供的帮助大部分都是投资或条件优惠
的软贷款。比拉瓦尔强调，巴基斯坦债
务问题不会导致其重要基础设施被他
人掌控。

斯里兰卡央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3 月 ，斯现有外债 276 亿美元 ，其中私
人债权人占比最大，为 53.6%，多边债权
人占比 20.7%，中国占 10.9%。 斯外长萨
布里多次驳斥中国“债务陷阱论”，指出
中方尊重斯方请求，从来没有强迫斯贷
款；没有中国的帮助，斯不可能实现发
展。

再来看非洲。肯尼亚财政部数据显
示， 截至今年 3 月， 该国外债总额为
366.6 亿美元，其中 46.3%的债务来自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多边金
融机构， 来自中国各种实体的债务占
17.2%。赞比亚情况与肯尼亚相似。根据
非洲政策研究所 2022 年的一份报告，
2011 年以来，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约
四分之三的偿债资金支付给了债券持
有人和商业贷款人。它们才是非洲最大
的债权人。

今年 4 月，时任尼日利亚副总统奥
辛巴乔在伦敦国王学院发表演讲时说：
“在我看来， 大多数非洲国家对同中国

的密切关系无怨无悔。 中国在西方不愿
出现的地点和时间出现，非洲需要贷款
和基础设施，而中国提供了它们。 ”

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查尔
斯·奥努纳伊朱说，所谓中国制造“债务
陷阱”是一种“政治污蔑”，被用来转移
注意力， 以免除西方理应承担的责任。
“我们希望外界关注到非洲债务更多来
自西方国家机构和民间金融机构”。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 2020 年 5 月在
一份关于“一带一路”的报告中也指出，
多项研究显示，“没有任何例证表明中
国故意使另一个国家债务缠身，以此获
取某种不公平的优势或采取没收债务
国资产等行动”。

西方高息才是问题
美联社报道称， 巴基斯坦等 10 多

个“对中国负债最重”的国家“发现偿还
债务正在消耗越来越多的税收收入”，
“这些收入是维持学校开放、 提供电力
以及支付食品和燃料所需的”。 “在巴基
斯坦，数百万纺织工人被解雇，因为该
国外债过多，无力维持电力供应和机器
运转。 ”

巴基斯坦纺织厂协会秘书长沙希
德·萨塔尔驳斥了这一毫无根据的指
责。 他表示，现阶段巴纺织业面临的流
动性短缺问题有几个原因，包括巴基斯
坦卢比对美元汇率大跌导致电厂难以
购买燃料发电、消费税退税延迟以及棉
花歉收等。将纺织业遭受的重挫归咎于
中国 “荒谬可笑”，“中国一直在与巴基
斯坦合作，持续地帮助我们解决经济问
题”。

巴基斯坦亚洲生态文明研究与发
展研究所首席执行官沙基尔·拉迈说：
“我们真正的问题是来自西方金融机
构的外债。 这些外债现在给我们造成
了真正的问题。 巴基斯坦没有能力偿
还这些债务， 因为这些贷款的利率很
高。 ”

巴基斯坦前规划、发展与特别项目
部长阿萨德·奥马尔 2021 年曾表示，中
巴经济走廊能源项目贷款的平均利率
低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其他西
方机构给出的平均利率。

事实上，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与美
国等西方国家有很大关联。 发展中国家
自身经济“造血”功能较弱，要发展离不
开借外债。 为追求高回报，西方金融机
构经常鼓动发展中国家发行大量短期
高息债券，让一些债务国面临巨大偿债
压力， 不得不举新债还旧债，“雪球”越
滚越大。

英国“债务正义”组织去年发布报
告说，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测算，非洲国

家政府外债中 12%来自中国，35%来自
西方尤其是私营机构。中方贷款的利率
为 2.7%，而西方贷款则为 5%，几乎是中
方的 2 倍。

赞比亚就是一例。赞比亚中国友好
协会副会长奇贝扎·姆富尼指出， 在赞
比亚外债中，来自西方和多边金融机构
的债务占比远大于中国，而且西方和多
边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高于中国提供
的贷款利率。

“非洲各国长期疲于支付西方金融
机构贷款的利息。 ”姆富尼说。

“西方国家才是非洲每一次 ‘债务
陷阱’的制造者，”津巴布韦执政党津非
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信息与宣传书记
克里斯托弗·穆茨万古瓦最近在北京参
加活动时对新华社记者说，“在中国（提
供帮助）之前，对于非洲来说，如果想要
资本 ，去巴黎 ，那里的资本很贵 ；去纽
约，那里的资本更贵；如果去伦敦，那里
的资本‘贵翻了天’。 ”

美国金融霸权也是一些发展中国
家陷入债务危机的重要原因。美国利益
集团和金融机构联手，数度在新兴市场
国家制造债务危机，从这些国家巧取豪
夺巨大经济利益。 上世纪 90 年代，阿根
廷利用国际低利率环境大幅举债，还被
美国灌下 “新自由主义 ” 迷魂汤 ，到
2001 年金融危机爆发时负债额高达千
亿美元， 因无法还债被迫于 2005 年和
2010 年两次进行债务重组， 至今仍受
债务问题困扰。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教授、非洲研
究院特聘研究员叶剑如指出，美国不负
责任的货币政策是发展中国家债务问
题集中爆发的导火索。美国先是实行超
宽松的货币政策，让低息美元大量涌入
非洲及新兴市场国家， 然后激进加息，
吸引美元回流美国，导致发展中国家流
动性不足、资金链断裂、货币贬值，以美
元计价的偿债压力飙升。

中国是摆脱“贫困陷阱”
的伙伴

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的本质是发
展问题。解决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不仅
要通过债务处理等手段治标， 也要治
本，提升其自主可持续发展能力。 中国
在“一带一路”合作中为发展中国家提
供贷款，主要用于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
和产业建设，有利于其改善发展经济的
基础条件，增强经济“造血能力”。

有关统计显示，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提出 10 年来， 拉动近万亿美元投资
规模，形成 3000 多个合作项目，为沿线
国家创造 42 万个工作岗位 ， 让将近
4000 万人摆脱贫困。 这些项目给发展

中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老铁路
让老挝从“陆锁国”变成“陆联国”；斯里
兰卡普特拉姆电站点亮了万家灯火；蒙
内铁路拉动肯尼亚经济增长超过 2 个
百分点……

中国对外合作项目是否有助于当
地发展、改善民生，当地民众最有发言
权。 去年 6 月，南非黑尔堡大学一项研
究定量分析了中国贷款对 15 个非洲国
家发展的影响，认为中国帮助非洲发展
基础设施的努力切实促进了非洲经济
增长，中国一直是帮助非洲发展的重要
力量。

南非驻华大使谢胜文最近在参加
第三届中非经贸博览会时说：“南非自
2015 年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以来，基础
设施得到很大提升，这对我们的经济发
展起到重要作用。 ”他表示，越来越多中
资企业加大对南非各领域投资，不仅帮
助南非改善交通基础设施，还创造大量
就业岗位，对推动南非经济现代化发挥
重要作用。

此外，中国还履行职责有效执行缓
债措施。 世界银行研究指出，2008 年至
2021 年， 中国对低收入国家债务进行
71 次重组。 2020 年，中国积极响应二十
国集团缓债倡议，仅当年缓债额便超过
13 亿美元， 占二十国集团缓债总额近
30%，是二十国集团中贡献最大的国家。

“事实是中国没有令任何人陷入所
谓的‘债务陷阱’，我们非洲大陆知道自
身需要什么，” 加纳智库非中政策咨询
中心执行主任保罗·弗林蓬今年 6 月在
一个媒体论坛上说，“以基础设施领域
为例， 中国总是给我们提供效率更高、
成本更低的替代选项，这使非洲人民受
益无穷。 ”

“我们期待获得更多来自中国的投
资，” 曾担任津巴布韦驻华大使的穆茨
万古瓦说，“因为来自中国的投资正在
使非洲实现现代化，将非洲带入全球经
济舞台，这是西方国家之前从未做到过
的。 ”

今年 4 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就
非洲债务问题回应说：“中国不是非洲
国家‘债务陷阱’的源头，而是帮助非洲
等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 ‘贫困陷阱’的
伙伴。 一些美西方政客编织各种话语陷
阱，企图干扰破坏中国同发展中国家合
作，他们的伎俩已经被广大发展中国家
和国际社会看穿，越来越没有市场。 ”

（新华社北京 7 月 16 日电
记者 刘 天 田栋栋 韩 冰

参与记者 黎 藜 蒋 超 金 正
李卓群 李 成 孟含琪 彭立军

吕诚成 车宏亮 余谦良 米斯巴·马
利克）

韩国强降雨
死亡人数
升至 33人
7 月 16 日，在韩国忠清

北道清州市， 救援人员在被
水淹没的地下车道进行搜救
工作。 韩国中央灾难安全对
策本部 16 日通报说，截至当
地时间 16 日 11 时， 连续多
日的强降雨已造成全国 33
人死亡、10 人失踪、22 人受
伤。 新华社/纽西斯通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