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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军称进入加沙城中心地带 美国劝以色列停火三天

以色列国防部长约亚夫·加兰特 7
日说， 以军地面部队已经深入加沙地
带最大城市加沙城中心地带 ， 巴勒斯
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 ） 的高级
指挥官陷入围困。 哈马斯发言人否认
以军说法， 指以方 “从不把真相告诉
民众”。

美国媒体同一天报道 ， 美国总统
约瑟夫·拜登 6 日在通电话时告诉以色
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 “战术性
停火” 将有助确保遭哈马斯扣押人员
获释。

【行动进入新阶段？】
加兰特 7 日在一场记者会上说 ，

以军地面部队深入加沙城腹地并 “收
紧包围圈”。 按照他的说法， 以军只有
一个目标， 即打击加沙地带哈马斯人
员及其军事基础设施。

加兰特称 ， 哈马斯在加沙地带领
导人叶海亚·辛瓦尔一个月前下令偷袭
以色列， 眼下被困在地道内 ， “与身
边人失去联系， 指挥能力受限”。

据美联社分析 ， 以军 7 日说法意
味着以军在加沙地带已持续一个月的
军事行动进入新阶段。 路透社援引以
色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 ，

以军正开启下一阶段战事 ， 重点将定
位并摧毁哈马斯地道网络 。 这一阶段
可能会持续数月。

哈马斯发言人加齐·哈马德 7 日在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声 ， 否认以军取
得任何军事优势 ， 以及以军地面部队
深入加沙城中心地带 。 “巴勒斯坦人
将持续抗击以色列 ， 直至我们结束
（以方） 占领。”

哈马斯军事分支 7 日深夜在社交
媒体发布消息， 巴方武装人员向特拉
维夫发射多枚火箭弹 。 美联社报道 ，
特拉维夫及以色列中部多地响起警报
声。

【人道救援车队遇袭】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说 ， 在加沙城

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一支车队 7
日遇袭， 两辆卡车受损 ， 一名司机受
轻伤。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
说， 车队原本打算将巴勒斯坦红新月
会提供的医疗物资运往圣城医院等医
疗机构 ， 途中遇袭 ， 车队改变路线 、
把医疗物资转运至希法医院 。 这一机
构没有说明车队遭谁袭击 ， 只是说这
一事件 “令人深感不安”。

以军7 日继续空袭加沙地带 ， 数
以百计巴勒斯坦民众向加沙地带南部
逃离。 路透社报道 ， 以军给加沙城的
民众往南撤离留出 4 小时窗口期 。 据

加沙地带内政部门统计 ， 仍有 90 万
人滞留在包括加沙城在内的北部地
区。

一名逃出加沙城的居民在社交媒
体发布了逃离途中的自拍 。 这名居民
说 ： “这是我生命中最危险的旅途 。
我们看到了坦克 ， 看到腐烂的尸体 ，
看到死亡。”

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说 ， 以军 7 日
在加沙地带南部两座城市汗尤尼斯和
拉法的空袭导致至少 23 人死亡。

埃及安全部门人士告诉路透社记
者， 连接加沙地带和埃及的拉法口岸
7 日恢复开放， 至少 320 名外籍人员经
口岸离开加沙地带。 这个口岸上周一
度因救护车遭以方袭击而关闭。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一个月来 ，
加沙地带已有超过 1.03 万人死亡， 其
中三分之二是妇女和儿童 。 加沙地带
人口大约 230 万 ， 其中 70%的人逃离
家园。 另外， 以色列军队和武装定居
者在约旦河西岸打死 160 多名巴勒斯
坦人。

【美国建议 “战术停火”】
白宫 7 日重申 ， 拜登不支持以色

列在本轮冲突结束后重新占领加沙地
带。

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广播公司 6 日
播出的采访中称， 加沙地带应由不愿
继 续 哈 马 斯 治 理 方 式 的 人 来 管 辖 ，

“我认为以色列将无限期对加沙地带的
总体安全负有责任”。

以色列 2005 年撤离加沙地带， 结
束对加沙地带长达 38 年的占领。 2007
年， 哈马斯武力夺取加沙地带实际控
制权， 以方开始对这一人口稠密的狭
长地区实施全面封锁 ， 严格控制人员
和物资出入。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 7 日报道，
拜登 6 日与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时要求
以军与哈马斯短暂停火三天 ， 这一
“战术性停火” 将有助确保一些遭扣押
人员获释。 白宫暂时没有对这一报道
作回应。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 ， 美国在
联合国讨论巴以局势时反对众多国家
停火止战的呼吁， 仅主张以军 “人道
主义暂停” 行动。

哈马斯 10 月 7 日偷袭时从以色列
掳走大约 240人， 迄今共释放其中 4人。

阿克西奥斯新闻网以一名美国政
府官员为消息源报道 ， 依据美国与以
色列、 卡塔尔商讨的一份提议 ， 哈马
斯将释放 10 至 15 名遭扣人员 ， 并利
用短暂停火确认所有被扣押人员身份，
以便形成一份名单。

沙特阿拉伯投资大臣哈立德·法利
赫 8 日说， 沙特今后几天将在首都利
雅得召集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国家开
会， 讨论巴以局势。

（新华社专特稿 包雪琳）

欧盟机构说今年“几乎确定”是有记录以来最热一年
欧洲联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 8

日宣布， 今年 10 月是地球有记录以来
“最热十月”， 且连续五个月出现同期高
温新纪录。 10 月气温再破纪录，意味着今
年“几乎确定”成为地球有记录以来最热
一年。

这一欧盟气候监测机构说， 今年 10
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 15.3 摄氏度，以
0.4 摄氏度之多“大幅”打破 2019 年 10 月
创下的原“最热十月”纪录，比 1991 年至
2020 年同期平均水平高 0.85 摄氏度。

按照副局长萨曼莎·伯吉斯的说法，
今年 10 月气温“非常极端”异常。

路透社说， 今年高温一方面是人类
活动持续造成温室气体排放， 另一方面
是今年出现厄尔尼诺现象， 导致太平洋
东部水面变暖。

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在一份声明
中说，10 月气温再破纪录， 意味着今年
“几乎确定”将取代 2016 年，成为有记录
以来最热一年。 2016 年也出现厄尔尼诺
现象。

这一机构的数据只能追溯到 1940
年。 伯吉斯说，如果结合联合国政府间气
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数据，“我们
可以说，今年是 12.5 万年来最热的一年”。

IPCC 的更长期数据是根据从冰盖
中取出的冰芯样本、树木年轮、珊瑚沉积
物等古气象资料得出。

今年 10 月全球除南、北极地区外平
均海面温度为 20.79 摄氏度，同样打破最
高纪录。 今年 10 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比
1850 年至 1900 年、即哥白尼气候变化服
务局所界定“工业化前 ”时期的 10 月平
均气温高 1.7 摄氏度。

伯吉斯在声明中说， 截至 10 月，今
年平均气温比工业化前时期高 1.43 摄氏
度。

她说， 今年 9 月的创纪录气温已经

“让人十分、十分吃惊”，10 月出现同期新
纪录后，反而没有那么吃惊了。

据路透社报道， 气候变化正给世界
带来越来越多毁灭性极端天气。 今年，飓
风在利比亚引发洪水， 死亡人数数以千
计；多轮创纪录热浪袭击北美、南美洲和
欧洲多地，加拿大遭遇最严重野火季。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定于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2 日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
拜举行，将首次盘点各国在实现《巴黎协
定》目标方面的进展。 伯吉斯呼吁各国带
着空前紧迫感， 采取有雄心的气候变化
应对行动。 （新华社专特稿 胡若愚）

拜登之子刑案
特别检察官否认受干预

美国联邦特别检察官戴维·韦
斯牵头调查总统约瑟夫·拜登之子
亨特·拜登所涉联邦刑事案件 ， 他
7 日向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提供证
词， 否认自己面临任何政治干预。

韦斯是首名在调查最终报告
未完成之际赴国会作证的司法部
特别检察官 。 他当天向共和党人
主导的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提供近 7
小时闭门证词 。 根 据 一 份 声 明 ，
韦斯说他本人以及团队检察官在
整个调查过程中 “都基于事实与
法律作出决策 ”， “我们的决策制
定不包含政治考量”。

据路透社报道 ， 韦斯作证时
还驳斥了两名美国国家税务局前
工作人员在国会的说法 ， 即韦斯
曾在一次会议中告知官员 ， 检方
是否起诉亨特 ， 他本人没有最终
决定权 。 韦斯 7 日坚称 ， 就调查
一事 ， 他一直且将继续拥有完全
掌控权。

不过 ， 韦斯以司法部政策为
由， 拒绝披露调查细节。

亨特 53 岁 ， 是首名受到刑事
指控的美国在任总统子女 。 韦斯
对亨特提起三项涉枪指控 ， 指他
涉嫌 2018 年 10 月为购买一把柯尔
特 “眼镜王蛇 ” 左轮手枪而在填
写购枪背景调查表格时撒谎 ， 隐

瞒自己当时 “服用非法药物 ”、 即
吸毒的事实 。 亨特就三项指控拒
不认罪。

众议院共和党人指认司法部不
当干预亨特所受调查 ， 并把所谓
插手司法事务定为他们针对民主
党人拜登所做弹劾调查的焦点议
题之一 。 白宫否认任何不当行为 ，
民主党人也指认针对拜登的弹劾
调查存在政治动机。

韦斯由前任总统、 共和党人唐
纳德·特朗普任命 ， 在拜登上台后
获留任 ， 牵头 调 查 亨 特 约 5 年 。
他今年 6 月被曝与亨特达成认罪
协议 ， 但遭共和党人抨击认罪协
议有意偏袒亨特 ， 凸显美国司法
系统的 “腐败” 和 “双标”。

由特朗普任命的一名联邦地区
法官 7 月没有批准认罪协议 。 韦
斯随后表示认罪协议破裂 ， 并于 8
月升任特别检察官， 9 月以上述涉
枪刑控起诉亨特。

法新社先前称， 亨特官司缠身
“持续拖累 ” 谋 求 连 任 总 统 的 拜
登 。 按美联社先前说法 ， 围绕亨
特 所 受 指 控 的 缠 斗 可 能 持 续 至
2024 年 ， 因为共和党人急于转移
对该党总统候选人热门人选特朗
普所受刑事指控的注意力。

（新华社专特稿 海 洋）

联合国新报告：
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

提供的气候适应资金远远不足
新华社伦敦 11 月 7 日电 （记者

郭 爽）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最新发
布的 《2023 年适应差距报告》 指出，
目前发达国家筹集的资金远远不足
以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 ，
估计仅为发展中国家所需适应资金
的十分之一到十八分之一。

报告指出， 根据模型估算 ， 目
前发展中国家每年适应气候变化所
需资金约为 2150 亿美元至 3870 亿
美元， 而 2021 年这些国家从发达国
家收到的适应资金仅有约 210 亿美

元， 较 2020 年还下降了 15%， 资金
缺口高达 1940 亿美元至 3660 亿美
元。

全球气候变化正在加剧干旱 、
野火和洪水等灾害， 而资金问题是
制约发展中国家采取相应行动的最
大障碍。 2009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哥
本哈根大会上， 对全球气候变化负
有历史责任的发达国家承诺 ， 到
2020 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1000
亿美元气候资金支持， 但至今尚未
兑现。

苏丹冲突双方未达成停火协议
同意改善人道援助状况

沙特阿拉伯官方媒体 7 日援引
谈判斡旋人员的说法报道， 苏丹武
装冲突双方未能在新一轮谈判中就
停火达成一致， 但双方承诺加强彼
此间的沟通， 并改善人道主义物资
的运输状况。

沙特通讯社报道 ， 调解方对冲
突双方未能达成停火协议表示遗
憾， 称这场冲突没有可接受的军事
解决方案， 敦促交战方 “把苏丹民
众的利益放在首位， 放下武器开始
谈判”。

报道说， 苏丹冲突双方同意与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合作 ，
“清除运送救援物资的障碍”， 并确
定联络点， 以便救援人员过境 。 双
方还同意在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
援部队之间建立沟通渠道， 避免煽
动性言论。 “现在取决于苏丹武装
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是否完全履行
各自责任， 执行已达成的协议。”

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
4 月 15 日爆发武装冲突 ， 冲突自
首都喀土穆南郊迅速蔓延至全城乃

至其他各州 。 在沙特等国斡旋下 ，
冲突双方在沙特港口城市吉达谈判
并多次达成短暂停火协议 ， 但未能
有效落实。 冲突双方互相指责对方
挑起冲突 。 10 月下旬 ， 冲突双方
在沙特斡旋下在吉达恢复谈判 ， 但
冲突仍然持续。

据 法 新 社 报 道 ， 最 近 几 周 ，
快速支援部队声称在苏丹南部达
尔富尔几乎所有主要城市都有军
事基地 ， 引发有关其可能控制这
一地区的担忧 。

喀土穆北部一座由快速支援
部队控制的炼油厂 7 日发生大火 ，
冲突双方随后互相指责 。 快速支援
部队将其归咎于苏丹军方的空袭 ，
但军方表示， 大火因快速支援部队
“一辆油罐车爆炸” 而起。

苏丹卫生部 6 月通报说 ， 冲突
造成 3000 多人死亡 、 6000 多人受
伤， 此后再未发布相关数据 。 另据
联合国有关数据 ， 冲突导致约 580
万苏丹人逃离家园。

（新华社专特稿 刘 曦）

“一带一路”互联互通与携手构建
中老命运共同体高端论坛在万象举行

新华社万象 11 月 7 日电（记
者 赵 旭 马淮钊）“一带一路 ”
互联互通与携手构建中老命运共
同体高端论坛 6 日在老挝首都万
象举行 。 与会者回顾中老高质量共
建 “一带一路 ”取得的丰硕成果 ，分
享中老铁路为老挝经济社会发展
带来的积极变化 。

论坛由中国外文局亚太传 播
中心与老挝 、泰国智库及老挝中华
总商会联合举办 ，来自中 、老 、泰等
国政府 、智库 、商界及学生代表约
300 人出席 。

老挝前副总理宋沙瓦在致 辞
中高度评价老中共建 “一带一路 ”
和携手构建老中命运共同体成果 ，
他表示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推动
互联互通 ，实现互利共赢 ，为全球
发展注入澎湃动力 。

中国驻老挝大使馆临时代 办

王畅致辞说 ，第三届 “一带一路 ”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丰硕成果为变乱
交织的世界注入宝贵稳定性和强
大正能量 。 中方愿同老方全力落实
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新的五年行
动计划 ，深化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
路 ”合作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出积极努力和示范 。

泰国前副总理披尼 在 视 频 致
辞中说 ，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 ”让
亚太地区互联互通不断加强 ，贸易
投资大幅增加 ， 人员往来更加密
切 ，共建 “一带一路 ”合作成果看得
见 、摸得着 。

中国外文局副局长 兼 总 编 辑
高岸明在视频致辞中说 ，中老要进
一步推进媒体 ， 讲好两国友谊故
事 ，加强智库交流合作 ，增进治国
理政经验互鉴 ， 加深相互理解信
任 ，为中老友谊筑牢坚实基础。

巴以冲突对国际油价冲击暂时有限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国际石

油价格波动有所加剧， 但尚未出现急剧
大幅涨跌行情。分析人士认为，巴勒斯坦
和以色列并非重要油气出口国或重要运
输通道， 此轮冲突对全球石油市场的冲
击目前较为有限。 但如果冲突扩大到中
东其他地区，并引发极端事件，或将带来
油价急剧上涨和供应中断等风险。

世界银行在其最新大宗商品市场
展望报告中指出，自巴以新一轮冲突爆
发以来， 国际油价上涨约 6%， 而农产
品、大多数金属和其他商品的价格 “几
乎没有变化”。 报告说，如果冲突没有进
一步扩大， 油价受到的影响应该有限，
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全球平均油价为每

桶 90 美元，明年平均价格为每桶 81 美
元，但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前景“将迅
速变得黯淡”。

报告基于以往中东地区冲突事件
提出三种不同风险情景：在 “小规模中
断”情景下，即全球石油供应每日减少
50 万至 200 万桶，油价将在今年第四季
度攀升到每桶 93 至 102 美元；在“中等
规模中断”情景下，即石油供应每日减少
300 万至 500 万桶，油价将涨到每桶 109
至 121 美元；在“大规模中断”情景下，即
石油供应每日减少 600 万至 800 万桶，
油价可能涨到每桶 140 至 157 美元。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因德米特·
吉尔表示，如果巴以冲突进一部升级，全

球经济将面临数十年来首次双重能源冲
击，不仅来自乌克兰危机，还来自中东地
区的冲突，因此“政策制定者需要保持警
惕”。

国际能源署能源市场和安全部负责
人日前表示， 新一轮巴以冲突尚未造成
石油供应中断， 但如果冲突蔓延到包括
伊朗在内的中东其他地区， 将可能对市
场产生更大影响。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
林伯强对记者表示， 巴以冲突导致国际
油价出现一定程度的波动，但影响有限。
未来石油价格走势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
冲突规模的变化， 例如重要产油国伊朗
和沙特阿拉伯是否会卷入这一轮冲突。

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战略研究
部负责人李雷认为， 目前爆发石油危机
的可能性较低， 此轮巴以冲突对油价的
影响将是短暂的， 但仍需警惕巴以冲突
扩大和中东地区可能发生的极端事件等
不确定性因素。

李雷说， 当前油价面临多空因素交
织的局面， 未来油价走势很大程度上仍
将取决于全球石油供需基本面。 产油大
国沙特和俄罗斯等减产的规模和期限，
以及全球宏观经济表现等因素， 将对未
来一段时间内国际油价走势产生重要影
响。

（新华社瓦莱塔 11月 8日电
记者 陈文仙 刘昕宇 王君宝）

部分外国护照持有者
被允许经拉法口岸

离开加沙
11 月 8 日，人们在拉法口岸加沙

一侧准备前往埃及。
位于埃及和加沙地带边境的拉

法口岸已于 11 月 1 日上午开放，部
分外国护照持有者被允许离开加沙
地带。

新华社 发 哈立德·奥马尔 摄

俄罗斯表示愿与美国就战略稳定问题对话
新华社莫斯科 11 月 8 日电（记者

耿鹏宇）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8 日表示， 俄愿意与美国就战略稳定问
题开展对话， 但不能以一方对另一方说
教的方式进行。

佩斯科夫说， 目前还没有就此话题
开展对话的先决条件， 但开展此类对话
非常必要。

俄罗斯于 11 月 7 日零时完成退出
《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 的全部程序。
今年 5 月 29 日，俄总统普京签署关于废
止该条约的法令。

俄外交部 7 日发布评论称， 芬兰正
式加入北约以及北约推动吸收瑞典为新
成员，是迫使俄退出《欧洲常规武装力量
条约》的“最后一根稻草”，俄方看不到与

北约国家在军控领域缔结协议的可能
性。

作为对俄正式退出该条约的回应，
北约 7 日宣布将暂停参与 《欧洲常规武
装力量条约》。

1990 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
和华沙条约组织（华约）签署《欧洲常规
武装力量条约》。 条约对两大军事集团

的各类常规兵器总量、核查方式等作出
规定。 华约解散和苏联解体后，1999 年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首脑会议通过《欧
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修改协议》， 俄罗
斯 2004 年批准该协议， 但北约成员国
一直未批准。 随着北约持续东扩，俄方
于 2007 年暂停履行《欧洲常规武装力量
条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