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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2023·国际风云③
本报贝鲁特 12 月 24 日电 曾德

乐、庄小好报道：近日，中国第 22 批赴黎

巴嫩维和医疗分队圆满完成联黎部队

东战区举行的代号为“豪猪”的应急防

卫演习。

随着一阵响亮而急促的防空警报

响起，演习正式开始。医疗分队接到指

示后立即集结，按照演练路线快速有序

地向指定掩体紧急疏散，同时派出突击

警戒小组密切关注周围安全情况。

“ 你 们 的 应 急 响 应 及 时 高 效 ！”演

习 结 束 后 ，联 黎 部 队 巡 查 人 员 对 我 维

和医疗分队 2 个掩体内的人员情况、武

器装具、医疗物品等进行核查，并利用

掩体内通信设施向司令部报告此次演

习情况。

此次演习结合当前任务区复杂安全

形势，检验和提升我维和官兵应急处突

能力。该批医疗分队自 12 月上旬部署

至任务区以来，时刻保持战备状态，及时

修订完善各类应急预案，确保遇有突发

情况能够快速有效处置。

我赴黎维和医疗分队参加联黎部队防卫演习

新华社“雪龙 2”号 12 月 23 日电

（记者周圆）北京时间 23 日凌晨，执行中

国第 40 次南极考察任务的“雪龙 2”号再

度停靠新西兰利特尔顿港，开展物资补

给和人员轮替工作。

“雪龙 2”号之前在罗斯海新站完成

物资卸运和人员登陆工作，并赴韩国张

保皋站接上 23 名韩国考察队员，帮助运

送他们到利特尔顿港。此次靠港期间，

“雪龙 2”号将补充蔬菜、水果等物资，接

上大洋考察队员。23 名韩国考察队员

将下船。

接下来，“雪龙 2”号将前往阿蒙森

海执行考察任务，开展生物生态、水体环

境、沉积环境、大气环境及污染物分布综

合调查监测。

中国第 40 次南极考察由自然资源

部 组 织 ，派 出 3 艘 船 执 行 南 极 考 察 任

务。目前“雪龙”号正在前往长城站，继

续执行卸货及科考任务；“天惠”轮日前

已经完成罗斯海新站建站物资卸运，新

站也转入工程全面建设阶段。

“雪龙2”号再度停靠新西兰利特尔顿港

新华社联合国 12 月 22 日电 （记

者尚绪谦）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22 日

说，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进攻方式

给加沙人道主义救援制造巨大障碍。过

去 75 天，加沙地带已有 136 名联合国工

作人员遇难。

古特雷斯当天在记者见面会上说，

许多人以在拉法口岸卸货的卡车数量作

为衡量加沙人道主义救援成效的标准，

这是错误的。真正的问题是，以色列的

军事进攻方式给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在加

沙地带的分发制造巨大障碍。

他说，加沙人道主义救援效果取决

于四点：整体安全环境、救援人员的人身

安全、物流能力、商业活动的恢复，而这

些现在都不具备。以方密集炮击加沙地

带人口稠密的城区，在那里进行战斗，威

胁到平民和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过去

75 天，加沙地带已有 136 名联合国工作

人员遇难。在被迫匆忙从加沙北部撤离

过程中，很多联合国车辆被毁或被迫遗

弃，但以方不允许增加在加沙地带运行

的卡车数量。通信频繁中断，使救援物

资分发的协调工作难以实施，人们不知

道怎么去领取。此外，以方对商业活动

的限制等也极大阻碍救援行动。

古特雷斯说，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

动（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没有正当理

由。但同时，哈马斯的袭击不能成为以色列

对巴勒斯坦人进行集体惩罚的理由，以色列

不能因为遭袭就不遵守其国际法义务。

古特雷斯表示，希望安理会当天通

过的要求加大对加沙人道主义援助力度

的第 2720 号决议能够最终实现人道主

义停火。他说，从长远看，“两国方案”是

实现持久和平的唯一出路。他对一些以

色列高级官员质疑“两国方案”的言论表

示“极度失望”。

联合国秘书长表示

以军进攻方式给加沙人道主义救援制造巨大障碍

2023 年，非洲国家多次成为媒体

关注的焦点。从金砖峰会邀请包括非

洲国家埃及、埃塞俄比亚在内的六国成

为正式成员，到首届非洲气候峰会探讨

非洲国家走绿色发展道路，再到非盟成

为二十国集团正式成员，非洲国家不断

探寻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致力于提升

自身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在国际舞台上更趋
活跃

公 道 正 义 是 非 洲 国 家 的 共 同 主

张。非洲国家排斥西方国家强加的“基

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主张推动国际秩

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致力

于建设平等有序的多极世界。

南非成功举办金砖峰会，推动实

现金砖机制的历史性扩员。8 月 22 日

至 24 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

晤在约翰内斯堡举行。此次峰会的主

题是“金砖与非洲：深化伙伴关系，促

进彼此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加强包

容性多边主义”。这是三年来金砖国

家举行的首次线下峰会，也是金砖峰

会 时 隔 五 年 再 次 来 到 南 非 。 会 议 期

间，金砖国家领导人一致同意，邀请沙

特、埃及、阿联酋、阿根廷、伊朗、埃塞

俄比亚正式成为金砖大家庭成员，开

启 了 金 砖“ 朋 友 圈 ”扩 容 发 展 的 新 时

代。乘金砖机制的东风，南非和非洲

提升了自身国际影响力。

非盟成为二十国集团正式成员。9

月，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二十国集团

（G20）领导人第十八次峰会期间，代表

55 个非洲国家的非洲联盟被吸纳成为

G20 正式成员。这是 G20 机制成立 20

多年来首次扩员。非盟成为 G20 成员

中继南非之后的第二个非洲成员，继欧

盟之后的第二个区域组织成员。非洲

是“全球南方”国家最集中的一片大陆，

非盟加入 G20 也意味着“全球南方”地

位的提升。

面对俄乌冲突给自身粮食、能源安

全带来的严峻挑战，非洲主动作为，推

动 俄 乌 局 势 朝 着 政 治 解 决 的 方 向 发

展。6 月，由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塞内

加尔总统萨勒等非洲多国领导人和高

级代表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乌克兰，提出

和平解决冲突的十点建议。另外，面对

西方国家的层层阻挠，仍有 49 个非洲

国家代表团出席了第二届俄非峰会，双

方商讨了如何促使俄发展规划与非盟

《2063 年议程》进行衔接、如何确保行

动计划落地等。

反对外部干涉，坚持
政治自主

今年以来，包括尼日利亚在内的

非洲多国举行大选。在美西方加大对

非洲选举干涉的背景下，非洲国家实

现政权有序更迭。2 月，尼日利亚举行

新一届总统和国民议会选举。尼此次

总统选举竞争激烈，出现了 3 名强有力

的候选人。虽然选情胶着，但依然顺

利举行。6 月 27 日，欧盟观察团就尼

日利亚进行的选举发布报告，称尼在

总 统 选 举 过 程 中 存 在 违 规 行 为 。 随

后，数百名尼日利亚人聚集在位于首

都阿布贾的欧盟办事处周围，要求欧

盟撤回报告。塞拉利昂大选则遭到美

国粗暴干涉。塞总统比奥称，美国曾

试图强迫他干预 6 月总统大选的计票

过程，但被他拒绝。美国还以重新评

估美塞合作计划进行威胁，要求调查

选举过程。8 月，津巴布韦举行总统选

举，欧盟称选举缺乏透明度，将撤回向

津巴布韦选举委员会提供的 500 万美

元的财政支持。显然，没能把津现政

权“选”下去，美西方很恼火。

马里、尼日尔、布基纳法索等国家

加快肃清西方殖民遗毒影响。法国在

上世纪 60 年代与前殖民地国家签署了

10 余项合作协议，对这些国家进行政

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上的全面控制，加

剧了这些国家社会转型的困境，引发广

泛不满。相关国家不同程度上提出了

反西方的口号，并要求废除系列不平等

合作协议。

调整能源矿产政策，
推进经济一体化

随着美西方对非洲矿产资源争夺

的加剧，非洲一些国家调整能源矿产政

策，促进自主发展。同时，非洲国家加

速大陆自贸区建设，推进经济一体化，

促进非洲经济与社会平稳发展。

增强对关键矿产的控制力。纳米

比亚、刚果（金）、津巴布韦拥有大量锂

矿，希望将这些矿产在当地加工，以便

获得更好的价值。纳米比亚已宣布禁

止出口未经加工的锂矿和其他关键矿

物。津巴布韦宣布禁止出口原矿锂，

只允许出口精炼锂。刚果（金）总统齐

塞克迪指出：“现在是时候在刚果（金）

境内加工开采矿物了，这将提高产品

附加值，最重要的是，为刚果（金）创造

财富和就业机会。”同时，非洲多个国

家 大 力 发 展 清 洁 能 源 ，促 进 能 源 转

型。根据肯尼亚 2030 年远景规划，该

国 力 争 在 2030 年 前 实 现 100%清 洁 能

源发电。南非提出，力争到 2030 年将

太阳能发电、风电等清洁能源在能源

结 构 中 的 占 比 从 目 前 的 7% 提 高 至

40%。 埃 塞 俄 比 亚 、乌 干 达 等 国 的 风

电、水电等清洁能源项目建设也在不

断推进。

稳步推进自贸区建设。今年举行

的非洲联盟第 36 届首脑会议上，“自由

贸易区”成为与会各方热议的话题。会

议以“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年：加

快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实施”为主

题，彰显了非洲大陆推动经济一体化的

决心。目前，非洲大陆自贸区协定三阶

段谈判中的前两阶段已基本完成，正加

紧进行第三阶段的《数字贸易议定书》

以及《妇女和青年贸易议定书》审议。

《数字贸易议定书》将建立一个框架，通

过取消跨境数字贸易关税、采用共同的

电子认证和电子信任机制与技术、保护

源代码等促进非洲内部数字贸易。

此外，2023 年美联储持续加息，造

成非洲等广大发展中国家资金外流、通

胀高企、货币贬值、融资成本上升，甚至

面临债务违约等风险。在此背景下，非

洲加速去美元化。自今年 3 月起，肯尼

亚正式采用本币先令购买沙特石油。

肯尼亚总统鲁托曾多次在国际场合发

表讲话，呼吁非洲国家间采用本币结

算。今年 5 月初，津巴布韦宣布，计划

发行由黄金储备支持的数字货币。

展望 2024 年，大国竞争或更趋激

烈，国际局势的演进依然充满不确定

性。非洲国家将持续聚焦自身问题，更

好统筹发展与安全，不断探寻自主发展

之路。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下图：由中企承建的驻西非联合国

机构办公楼项目 11 月 23 日在塞内加

尔首都达喀尔举行竣工仪式。图为塞

内加尔总统萨勒在竣工仪式上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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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国家加速探寻自主发展道路
■马汉智

多家以色列媒体日前报道，以色列、

美国和卡塔尔官员在波兰首都华沙就巴

以交换被扣押人员进行磋商。巴勒斯坦

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

他武装组织领导人近日陆续前往埃及首

都开罗，与埃方商讨巴以停火事宜。

新一轮巴以冲突自 10 月 7 日爆发以

来 ，目 前 已 持 续 70 多 天 。 分 析 人 士 指

出，以色列政府在国内面临要求优先解

救被扣押人员的呼声，对外面临美国要

求军事行动降级以及国际社会敦促停火

等多重压力，被迫再次回到谈判桌旁。

但以色列和哈马斯的诉求存在较大差

距，停火谈判前景难料。

围绕再次停火以及交换被扣押人

员事宜，巴以双方近期分别展开“密集

会谈”。

以色列媒体 18 日报道，以色列情报

和特勤局（摩萨德）局长巴尔内亚当天与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和卡塔尔首

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在华沙会面。哈

马斯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 20 日率团

抵达埃及首都开罗，与埃方进行会谈。

以 色 列 总 统 赫 尔 佐 格 19 日 表 示 ，

以色列已准备好再次实施人道主义停

火 ，并 让 更 多 人 道 主 义 援 助 进 入 加 沙

地 带 ，促 成 更 多 被 扣 押 人 员 从 加 沙 地

带获释。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

加兰特多次表示，加沙军事行动旨在消

灭哈马斯，解救被扣押人员。从 11 月 24

日开始，以色列和哈马斯实施了为期 7

天的临时停火。其间，以色列释放 240

名巴勒斯坦人，哈马斯释放 100 多名被

扣押人员。临时停火到期后，双方在加

沙地带重新交火。以方称目前仍有 120

多人被哈马斯扣押。

临时停火结束后，以色列将清除哈

马斯领导人列为目标，将地面行动从加

沙地带北部区域扩展至南部的汗尤尼

斯。以军判断哈马斯高级领导人藏身在

汗尤尼斯，但截至目前并未发现哈马斯

高级领导人的踪影，也未解救更多被扣

押的以色列人。

同 时 ，美 国 的 态 度 也 发 生 微 妙 变

化。作为以色列盟友，美国自本轮巴以

冲突爆发以来，向以方提供武器和外交

等诸多支持。但随着加沙地带伤亡人数

快速增加，美国政府面临国际舆论压力，

对以方的态度逐渐强硬。美国总统国家

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国防部长奥斯汀

等美方高官近日陆续访以，敦促以方将

军事行动转入“低强度阶段”。

有分析指出，虽然巴以双方再度回

到谈判桌前，但由于双方诉求差距较大，

本轮停火谈判恐将非常艰难。

多方消息显示，哈马斯提出的条件

包括与以色列达成长期停火而非临时

停火、哈马斯释放所有在押以色列人、

以 色 列 释 放 被 关 押 的 巴 勒 斯 坦 人 等 。

以色列则希望以临时停火换取被扣押

人员的获释。

有分析说，如果以军持续打击加沙

地带，但迟迟不能实现既定目标，或以方

在谈判中答应了哈马斯开出的较高的换

俘条件，都很可能引发以色列国内极右

翼势力不满而退出执政联盟，导致现政

府垮台。届时，以色列恐将迎来新一轮

议会选举，再次进行政治洗牌，这些都将

为巴以冲突增加更多不确定性。

（据新华社 记者吕迎旭、王卓伦）

新一轮巴以停火谈判前景难料

新闻分析

尼日尔军方 12 月 22 日在首都尼

亚美宣布，最后一批法国驻军当天撤

离尼日尔。至此，1500余名法国驻军

及其作战装备已全部撤离尼日尔。当

天，在多哥军方代表见证下，法尼两国

军方代表签署了关于法国从尼日尔撤

军的谅解备忘录。

图为法国军人登上运输机准备撤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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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批法国驻军
撤离尼日尔

持续的地区冲突给战乱地区的

民众带来苦难，但对美国军工复合体

来说却是发财的良机，这也是美国对

国际社会“停火止战”呼声置若罔闻

的重要原因。据外媒报道，随着美国

及其盟友大量采购武器弹药，一些美

大型防务公司预计 2024 年相关需求

将更为强劲。俄乌冲突爆发后的近

两年时间里，由美国军火商、军方及

政客捆绑形成的军工复合体，从冲

突、动乱中攫取巨额财富和政治利

益，成为不光彩的“赢家”。

对军火商来说，持续的冲突就是

武器的“大卖场”和“广告会”。美国

国务卿布林肯称，美国向乌克兰提

供的安全援助中的 90%都流向美国

本土工厂，为美国人创造了更多就

业机会，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因此

必须继续向乌提供军事援助，“这是

一件双赢的事情”。然而，所谓“双

赢”本就是无稽之谈。冲突给民众

带来的只有无穷的人道主义灾难。

通过将给予乌克兰的援助转化为武

器装备订单，美国军火商却赚得盆

满钵满。

对美而言，对外军事援助可推动

其国防工业建设。给乌克兰的武器

援助主要分为两种，一是通过总统下

发指令，动用美国的库存武器，过后

再制造更现代化的武器进行补充；另

一种是通过“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

由政府直接和军火商签订军火合同，

并将生产的武器运往乌克兰。为了

满足激增的订单需求，美国政府给 18

个州的军火承包商 33亿美元的资助，

用来维护现有生产线和增加新的生

产线。美国国防部网站不久前还得

意洋洋地发布标题为《给乌克兰的安

全援助强化了美国国防工业基础》的

文章。

一 些 美 国 政 客 同 样 大 获 其 利 。

为保障源源不断发战争财，美国军

火商花大力气进行政治游说，目前

美政坛上活跃着的相关游说团体达

到 4000 多个。部分美国政客入则为

官，出则为商，与军火商高度捆绑，

形成利益集团，这种政商“旋转门”

让军工复合体得以控制或影响美国

的政策制定。

为了让利益“完美”地聚拢到军工

复合体中，美国建立起一整套军援体

系。在俄乌冲突中，美国政府除了采

取向国会申请拨款这种程序复杂、速

度较慢的方式，还动用总统紧急授权、

去库存、第三方转账等方式，在最大程

度地服务地缘利益的同时满足军工复

合体的胃口。据统计，俄乌冲突爆发

以来，美国国会已批准总额约 1130

亿美元的对乌援助，包括 466 亿美元

的直接军事援助。今年 10 月美国政

府又向国会提交了 2024 财年紧急预

算案，其中对乌克兰的军事和经济援

助高达数百亿美元。

美国军工复合体的获利，代价是

他国民众的灾难。正如曾在美国国

防部长办公室工作多年的富兰克林·

斯平尼所认为的，军工复合体的巨大

影响力使得美国无法制定出维护世

界和平的政策，同时也助长了军工产

业排斥竞争、权力寻租等垄断与腐败

行为。美国若是不能控制住军工复

合体这头“怪兽”，最后恐怕会在自己

制造的冲突与混乱中，遭遇难以预测

的后果。

一个不光彩的“赢家”
■许怡真 韩光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