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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0 日至 11 日，全球文明对话部

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不同语言、不同

肤色、不同文化背景的中外嘉宾深入交

流、凝聚共识，成为文明互鉴的生动缩

影。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的背景下，加强文明对话、践行全球文明

倡议，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正汇

聚起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维护世界和平

发展的时代合力。

多样文明是世界的本色。历史昭示

我们，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都离不

开文明的交流互鉴。当前，国际形势变

乱交织，人类站在新的十字路口，迫切需

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

鉴超越文明冲突。

文明交流互鉴是和平的纽带。人类

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

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历史反复证

明，一味强调文明之间的差异和分歧，甚

至试图用强制手段来解决文明差异，只会

造成隔阂误解，引发冲突矛盾，破坏世界

和平。而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

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当

前，地区冲突、局部战争此起彼伏，冷战思

维、霸权主义甚嚣尘上，和平赤字有增无

减，国际社会只有坚决反对“文明隔阂”

“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论调，秉持平等

和尊重，增进文明对话，才能消弭隔阂、消

除偏见，筑牢互信之基，保障共同安全。

参加本次会议的《当代世界》（柬埔寨版）

柬方主编兴索万表示，世界各国拥有不同

的历史背景和独立视角，具有多样性和独

特性，应该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全球文明

倡议倡导文明对话，所蕴含的包容精神正

是各国携手实现和平之道。

文明交流互鉴是发展的动力。当今

世界，机遇和挑战并存。一方面，人类在

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取得突出成就，

另一方面，诸如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

气候变化等挑战困扰着全人类。应对共

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

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不同文明

之间平等交流、互学互鉴，将为人类破解

时代难题、实现共同发展提供强大的精

神指引。增进文明对话，不仅有利于凝

聚全人类意志，而且能够汇聚不同文明

的智慧和力量。不同文明间互相启迪、

共享成果，将提升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

世界的能力，更有效地应对共同挑战。

与此同时，在全球化的世界里，通过文明

对话，交流思想，分享技术，将促进各国

共同发展，携手实现世界现代化。正如

克罗地亚前总统伊沃·约西波维奇所说，

只有通过不同文明、不同民族和不同社

会团结一致携手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

危机和挑战才能得到解决。

文明交流互鉴是友谊的桥梁。从丝

绸之路串起不同文明，到郑和下西洋拓

展中外文化交流，历史雄辩地证明，开放

促进相知、交流深化互信。今天，世界上

有 200 多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2500 多 个 民

族。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形成了各自的灿

烂文明，并行不悖，交相辉映，使地球村

多姿多彩，充满活力，也使整个人类社会

成为密不可分的命运共同体。通过文明

对话，跨越差异，寻找共鸣，将助力各国

人民相知相亲。当前，加强国际人文交

流合作，持续推动文化、艺术、体育、教育

等领域的交流，将拓展各国人民相遇、相

知、相亲的通道，拉近民心，增进友谊。

俄罗斯汉学家、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副

教授玛丽亚·谢梅纽克说，文明交流互鉴

能够为各国增进相互了解、实现和平共

处创造条件，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通过人

文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中国始终是文明交流互鉴的积极倡

导者。中国秉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

文明观，为破解人类文明发展困境、促进世

界文明共存共荣提供更多选择。从中国向

世界郑重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到联合国大

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设立文明对话

国际日决议，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持续推

动全球文明对话、促进人类文明进步。

中国也是文明交流互鉴的积极践行

者。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中国共产党

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等活动，为不同文

明搭建交流对话平台；不断扩大免签“朋

友圈”，促进中外人员在交流往来中领略

不同文明的魅力；举办中外旅游年、文化

节、青年艺术节，开设孔子学院、鲁班工

坊，架起民心相通的桥梁……“中国近年

在推动文明互鉴方面展现出的开放态度

与实践探索，为全球提供了重要范例。”希

腊前总统普罗科皮斯·帕夫洛普洛斯说。

文 明 因 交 流 而 多 彩 ，因 互 鉴 而 发

展。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期待国际

社会以此次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为

契机，继续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文明对

话，进一步丰富交流内容，拓展合作渠

道，完善机制平台，探索构建全球文明对

话合作网络，激发文明进步不竭动力，共

同绘就人类文明新图景。

（新华社北京 7月 13日电 记者董

越、朱婉君）

以文明对话共绘人类文明新图景
本报北京 7月 14日电 李松原、记

者李姝睿报道：14 日，国防部新闻发言

人蒋斌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答记

者问。

中非和平安全论坛
首届青年领军者大会将
在南京举行

蒋斌介绍，7月 15日至 19日，中非和

平安全论坛首届青年领军者大会将在南

京举行，来自非洲 40 余国近 90 名中高级

军官参会。会议由中国国防部主办，解放

军陆军指挥学院承办，以“面向未来，共筑

和平”为主题，旨在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

京峰会成果，进一步在和平与安全领域凝

聚共识、加强团结、拓展合作，为共筑新时

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中塞（尔维亚）“和平
卫士-2025”联合训练将
在河北举行

蒋斌表示，7 月中下旬，中国与塞尔

维 亚 两 国 陆 军 将 在 河 北 举 行“ 和 平 卫

士-2025”特种部队联合训练。这是中

塞两军首次开展联训，将有效提升参训

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中方坚定支持建立
东南亚无核武器区

有记者问，据报道，菲律宾防长近日

接受采访称，中国同意签署《东南亚无核武

器区条约》议定书“只是做做样子”，中方作

为世界最大核武库之一，应率先实现无核

化，才能展现诚意。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

蒋斌说，菲方某些人经常对中方维

护地区和平的努力无端攻击抹黑，不知

是代表他个人还是代表国家立场？令人

费解。建立东南亚无核武器区对加强国

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地区和平稳定意

义重大，有助于维护东盟国家的根本安

全利益。中方对此坚定支持，已明确表

示愿率先签署条约议定书。

蒋斌表示，中国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

器的政策，承诺无条件不对无核武器国家

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是

核武器国家中唯一做出上述承诺的国家，

中国核力量及核政策是对世界和平的重

要贡献，国际社会对此有目共睹。

日方应在军事安全
领域谨言慎行

有记者问，日政府消息人士称，日方

计划向菲律宾出口 6 艘“阿武隈”级护卫

舰。有分析认为，此举意在应对“中国海

上扩张”。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

蒋斌说，我们一贯主张，有关国家间

的防务安全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

第三方利益。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

对包括中国、菲律宾在内的周边国家进

行侵略和殖民统治，侵占南海诸岛，负有

严重历史罪责。近年来，日方突破和平

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不断对外输出

武器装备，妄图拉“小圈子”搅局南海，给

亚太地区制造不稳定因素。今年是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周年，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汲取历

史教训，在军事安全领域谨言慎行，多做

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希望广大台湾同胞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

有记者问，据报道，针对民航局宣

布启用 M503 航线 W121 衔接线，民进党

当局称，此举压缩台空防纵深及预警时

间，试图彻底抹去“海峡中线”，对台构

成“军事威胁”。有媒体称，此次调整正

值台“汉光演习”即将举行之际，可能导

致两岸局势升温。请问发言人有何评

论？

蒋斌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根

本不存在什么“海峡中线”。有关航线

的设立和启用是主管部门根据民航发

展 管 理 需 要 开 展 的 一 项 常 规 工 作 ，对

两岸同胞都有利。民进党当局为一党

之 私 ，借 此 渲 染 所 谓“ 大 陆 军 事 威

胁 ”，妄 图 制 造 安 全 焦 虑 ，升 高 对 立 对

抗 ，阻 挠 两 岸 交 流 ，不 得 人 心 、不 会 得

逞。

蒋 斌 表 示 ，当 前 两 岸 关 系 紧 张 动

荡 的 根 源 ，在 于 民 进 党 当 局 勾 连 外 部

势力不断进行谋“独”挑衅。希望广大

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的谋“独”真

面目，认清“台独”分裂的严重危害，坚

决 反 对“ 台 独 ”分 裂 行 径 ，共 同 维 护 台

海和平稳定。

“台独”武装挑衅引战
终将自取灭亡

有记者问，据报道，台防务部门负责

人近日称首支“海马斯”多管火箭导弹连

成军，有效提升台军精准打击能力和整

体防卫效能。此外，台防务部门批准从

美 国 采 购 168 辆 M109A7 自 行 榴 弹 炮 。

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

蒋斌说，民进党当局企图“倚美谋

独”，不惜“媚美卖台”，用台湾民众的血

汗钱向美国交“保护费”，拿美制武器给

自己壮胆打气，完全是打错了算盘、自欺

欺人。“以武拒统”是绝路，“台独”武装妄

图以卵击石、挑衅引战，最终只能是粉身

碎骨、自取灭亡。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问题答记者问

新华社北京 7月 14日电 （记者袁

睿、董雪）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

会会议将于 7 月 15 日在天津举行。外交

部发言人林剑 14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介

绍会议有关安排。

林 剑 说 ，中 国 是 上 海 合 作 组 织

2024－2025 年轮值主席国，将于今年秋

天在天津举行峰会。本次外长理事会会

议旨在为天津峰会作政治准备。王毅外

长将主持会议。成员国外长将就上合组

织各领域合作以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

交换意见，并签署一系列决议和文件。

林剑表示，中方愿以本次会议为契

机，践行“弘扬‘上海精神’：上合组织在

行动”的主席国口号，同各方一道落实好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建设团结互信、和平

安宁、繁荣发展、睦邻友好、公平正义的

上合组织共同家园重要倡议，凝聚更多

合作共识，达成更多合作举措，确保天津

峰会取得圆满成功，推动上合组织迈入

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上合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将为天津峰会作政治准备

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

14 日将宣布一项“武装乌克兰”新计

划。此前一天，特朗普称美方将通过

北约向乌方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系

统等武器装备。

从本月初白宫和五角大楼证实美

方暂停对乌部分军援，到特朗普 8日批

准向乌运送更多防御性武器，再到特

朗普政府即将宣布一项对乌军援新计

划……两周来，美国政府对乌军援立

场变化明显。这其间发生了什么？究

竟有何盘算？

专家认为，美国政府在俄乌政策

上“变脸”主要有三重原因。

其一，有“挫败感”。

本月 3 日，美俄元首通话讨论乌

克兰等问题。特朗普称通话“没有取

得任何进展”，此后又多次说对俄总

统普京“很不满意”。普京则明确表

示俄方不会放弃在乌克兰实现既定

目标，俄方连日来还加强对乌空袭力

度。

美媒认为，特朗普政府改变对乌

军援立场很大程度上缘于其对俄乌谈

判 停 滞 以 及 俄 方 强 硬 态 度 的“ 挫 败

感”。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

雷厄姆说，特朗普对援助乌克兰“表现

出越来越大的兴趣”。美国智库外交

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查尔斯·库普钱

表示：“特朗普政府现在可能意识到，

如果想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协议，就

必须对俄施加更大压力。”

其二，有人“买单”。

特朗普 13 日说，美方将通过北约

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系统，费用将

由北约向美方支付，“这对我们来说

就是做生意”。特朗普没有披露哪些

北约成员国将掏钱。据美媒报道，德

国总理默茨此前与特朗普通话时表

示，德国愿意向美方购买“爱国者”系

统再运往乌克兰。另外，美国国防部

还有意让希腊从库存中拨出部分“爱

国者”系统援乌，相关磋商已持续数

月。

专家分析，美国政府既不愿意在

俄乌冲突上消耗过多资金和资源，也

不希望看到乌克兰溃败，让欧洲盟友

在俄乌战事中承担更多责任，符合其

一直强调的“美国利益优先”原则。

其三，能“腾出手来”。

过去数周，美国牵绊于应对伊朗

对以色列本土和美在中东军事基地

的反击，“爱国者”防空导弹等美方武

器迅速消耗。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

主席丹·凯恩此前证实，在伊朗对美

国驻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发起

的导弹袭击中，美军实施了其史上最

大规模的单次“爱国者”导弹拦截行

动。特朗普政府在本月初也以“先确

保我们自己拥有足够武器”为由，暂

停包括“爱国者”导弹在内的部分对

乌军援。

分析人士认为，以伊停火目前尚

可维持，美方在中东面临的导弹袭击

威胁有所下降，可以“腾出手来”援助

乌克兰。美国《纽约时报》援引多名美

方官员的话报道，原先部署在以色列

的一套“爱国者”系统将在整修后运往

乌克兰。

（新华社北京 7月 14 日电 记者

席玥、宋盈）

从对乌减援到新武装计划 美国政府为何“变脸”

新闻分析

新华社东京 7月 14日电 （记者陈

泽安、李子越）据日本媒体 13 日报道，日

本防卫省称，已向日本全国约 2400 所小

学 寄 送 了 约 6100 份 儿 童 版《防 卫 白 皮

书》，此举在日本引发担忧。

日本长崎广播电视台网站报道称，

今年 5 月下旬，长崎市内 67 所小学收到

了九州防卫局直接寄送的儿童版《防卫

白 皮 书》，名 为《日 本 的 防 卫 一 目 了

然！——防卫白皮书 2024》。

报道援引日本长崎大学废除核武器

研究中心副教授中村桂子的话称，这本

册子只侧重于“通过加强军事力量进行

威慑”这一个方面来解释日本的安全保

障，仅凭这本册子，孩子们可能会陷入

“日本的安全只靠军事力量来保护”的片

面认识，这对于批判性思维能力尚不成

熟的小学生而言是有问题的。

长崎市政府已通知学校，将儿童版

《防卫白皮书》存放于教职工办公室等

处 ，理 由 是 其 内 容 涉 及 特 定 国 家 。 长

崎市教育委员会学校教育课课长荒木

俊明表示：“长崎市内各学校内有些学

生 来 自 其 他 国 家 ，这 些 册 子 可 能 会 伤

害 部 分 同 学 的 感 情 ，因 而 需 要 谨 慎 处

理。”

日本防卫省自 2021 年起每年编制

儿 童 版《防 卫 白 皮 书》，并 在 网 络 上 发

布。今年是首次向学校寄送该册子。

日本防卫省向小学寄送儿童版《防卫白皮书》引担忧

新华社巴黎 7月 13日电 （记者乔

本孝）法国总统马克龙 13 日宣布，法国

将进一步提高国防预算，以应对愈加复

杂的外部环境。

马克龙说，在现行计划基础上，法国

国防预算将在 2026 年增加 35 亿欧元，

2027 年增加 30 亿欧元。按此方案，法国

国防预算到 2027 年将达 640 亿欧元，和

2017 年相比实现翻倍。他还表示，将修

订现行的军事规划法。

马克龙是在 7 月 14 日法国国庆节

前对军队发表年度讲话时宣布上述消

息的。他表示，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强

权政治无视规则，法国“要维持自由，须

令人畏惧；要令人畏惧，须自身强大”。

法国 2023 年颁布《2024 年至 2030 年

军事规划法》，原本计划在 2030 年完成

上述国防预算翻倍目标。

法国将进一步提高国防预算

2027 年 达 640 亿 欧 元

据新华社首尔7月14日电 （记者黄

昕欣、孙一然）韩国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

的特检组 14日对军方无人机作战司令部

等多个国防部机构展开全方位扣押搜查，

正式调查前总统尹锡悦的外患罪嫌疑。

据韩联社报道，特检组正在调查尹锡

悦是否曾于去年 10 月前后，亲自指示无

人机作战司令部派无人机侵入朝鲜首都

平壤，从而为宣布紧急戒严制造理由；以

及军方是否有组织地介入以隐瞒此事。

韩联社援引韩国法律界人士的消息

说，特检组当天派出调查人员前往 24处军

事场所展开扣押搜查，以获取相关资料。

国家安保室也被列入扣押搜查对象。据

悉，特检组现已获取相关录音记录，主要

内容为尹锡悦在去年 10月至 11月越过国

防部和联合参谋本部，直接指示无人机作

战司令部做好准备向平壤派出无人机。

韩国特检组正式调查

尹锡悦外患罪嫌疑

以“链接世界、

共创未来”为主题

的第三届中国国际

供应链促进博览会

将 于 7 月 16 日 至

20 日 在 北 京 中 国

国际展览中心顺义

馆举行。

图 为 14 日 在

链博会先进制造链

展区拍摄的中国中

车展位。

新华社发

在全球数字化浪潮奔涌向前的今

天，数字技术已然成为驱动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引擎，但与此同时，一道无形的

“数字鸿沟”也正成为加剧全球发展不平

衡的新挑战。在此背景下，上海合作组

织围绕数字经济凝聚合作共识、强化合

作纽带。近日于天津举行的 2025 上合

组织数字经济论坛上，一系列新成果的

落地，标志着一条连接各国的“数字纽

带”正日益坚韧。这不仅是区域经济合

作的深化，更重要的，它孕育实践了一种

以包容、开放、共赢为特征的数字治理新

范式，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提供了宝贵

启示。

这条“数字纽带”的独特价值，首先

源于其坚实的共识基础。上合组织是

世界上人口最多、幅员最为辽阔的地区

合 作 组 织 ，未 来 数 字 经 济 发 展 空 间 巨

大，合作前景广阔。面对阻碍全球数字

经济合作的藩篱，上合组织国家明确发

出了“加强数字化领域全面合作，缩小

经济发展的数字鸿沟”的共同声音。这

一共识植根于“上海精神”中“谋求共同

发展”的理念。正如上合组织秘书长叶

尔梅克巴耶夫所言，只有通过合作与交

流，才能使数字技术成为促进包容性发

展的工具。这种以合作为前提、以平等

为准绳、以共享为目的开展数字经济合

作的共同理念，为打破技术垄断、抵制

数字壁垒提供了强大的道义和行动力

量。

正是在这一理念的引领下，上合组

织的数字合作展现出一种“互补共生”的

鲜明特质，各方都能在合作中找到并发

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形成一个高效联动

的有机整体。在这幅宏大的合作图景

中，中国发挥数字基建优势，数字化赋能

场景覆盖 20 余个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

话伙伴国；俄罗斯积极推动上合组织国

家标准化机构加强标准化合作，致力于

为各国标准化合作提供制度保障；乌兹

别克斯坦聚焦数字技术人才培养，每年

培养 2.9 万名专业人才；哈萨克斯坦发挥

自身区位优势，阿拉木图已成为“数字丝

路”的关键节点……从基础设施建设到

产业应用，从国际数据标准规范到数字

技术人才培养，各国共识不断加深，合作

方式不断创新，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注

入新动力。

更 为 可 贵 的 是 ，这 种 合 作 愿 景 已

结 出 累 累 硕 果 ，将 包 容 性 发 展 的 蓝 图

稳步转变为惠及各国民众的现实。作

为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的重要参与

者、推动者和贡献者，中国用实际行动

持续推动上合组织各国间的数字经济

合 作 。 在 吉 尔 吉 斯 斯 坦 ，中 企 参 与 建

设的 5G 网络覆盖主要城市，助力当地

互联网普及率从 43%提升至 70%以上；

在 塔 吉 克 斯 坦 ，中 塔 合 作 的 数 字 医 疗

平 台 实 现 远 程 会 诊 全 覆 盖 ，惠 及 偏 远

地 区 民 众 ；中 国 在 上 合 组 织 国 家 已 建

成 10 个 鲁 班 工 坊 ，数 字 人 才 培 养 学 历

教育与职业培训紧密结合……这些生

动 的 案 例 雄 辩 地 证 明 ，所 有 上 合 组 织

国家都能在合作中享受数字经济的红

利 ，整 体 实 现 包 容 性 发 展 正 逐 步 从 愿

景走向现实。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展望未来，

上合组织各国凝聚的合作共识，无疑将

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提供更为持久的动

力。从云服务设施、数据中心等“硬联

通”的持续推进，到数据跨境流动、国际

数据治理等“软联通”的不断加强，再到

智库合作、人才培养等“心联通”的日益

深入，这条“数字纽带”必将更加坚韧和

宽广。中国也将继续与上合组织伙伴一

道，以互信为桥、以共赢为舟，为建设一

个更加包容普惠的数字世界、推动构建

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贡献力

量。

（新华社天津 7月 14日电 记者尹

思源）

上合“数字纽带”—

以包容合作弥合全球数字鸿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