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23 日 10 时 36 分，我国
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
一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中科院
创新十六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
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
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发

我国成功发射
中科院创新十六号卫星

《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称，日本政府正在收紧对外国研究人员和留学生的入境审查。在日本停留必需的证明文
件将包括海外旅行经历、在日期间资金来源等。此举的目的是，在相关人员入境日本前，确认其是否有可能将高密级科
研成果或技术带往海外。

近年来，日本对外国研究人员和留学生的限制不断收紧，在经济技术领域日渐显现“随美起舞”之姿。专家指出，相
关入境审查不符合日本推动技术发展的核心需求，技术封锁不符合日本的经济发展利益。日本为迎合美国搞所谓技术
封锁实际上是损人害己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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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专家
指出，日本和美国现在很难在实际
操作中协调出口管制。此前，日本

“很不情愿地”追随美国对华强硬
立场，把华为和中兴的设备排除在
本国通讯网络之外。日本东京大
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经济问题
专家丸川知雄认为，岸田文雄会在
出口管制问题上谨慎行事。

刘军红分析，推进科技创新
事业需要不断培养科研新生力
量，日本社会深度老龄化对其科
技创新发展带来压力，积极吸引
海外科技人才是日本推进科技创
新战略的重要内容。从科技发展
角度来看，加大对外国研究人员
和留学生的入境审查，可能对日

本吸引海外科技人才带来负面影
响，不符合日本吸引海外高端人
才的政策方向。

“从科技实力上看，上世纪 80
年代至 90年代，美日两国曾发生过
激烈的半导体之争。面对日本半
导体技术的高速发展，美国采取强
力打压措施。此后，日本半导体行
业逐渐丧失竞争力。如今在半导
体领域，日本并没有太多真正能遏
制、影响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关键技
术。日本虽然在随美对华技术封
锁方面调门很高，但实际能做的不
多，想做的更少。”刘军红说。

中日两国密切的经贸关系也
令日本对华技术封锁可能面临

“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窘境。数

据显示，2021 年度中日双边贸易
总额维持在 3714 亿美元的高水
平，中国已经连续 15年是日本最
大贸易伙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正式生效后，中国和日
本首次达成双边关税减让安排，
实现历史性突破，两国贸易迎来
新的机遇期。

刘军红分析，中日两国在高
新技术领域供应链、产业链联系
密切，日本若盲从美国对中国进
行技术封锁，日本企业可能受到
巨大冲击和利益损失，属于“打在
中国，疼在日本”。日本不愿意损
害切身利益，因此在对华技术封
锁的实际行动上需权衡利弊，慎
重考量。（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打在中国 疼在日本”

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政策与
美国相关政策联系紧密。近年
来，美国在出口政策、投资限制、
技术和交易限制等方面打压中
国，2020年修订“外国直接产品规
则”限制华为公司；2021 年利用

“实体清单”“芯片禁令”等手段不
断对中国企业进行单方面制裁；
2022年颁行的所谓“涉疆法案”也
包含了相关科技限制条款；近期
公布的《2022年芯片和科技法案》
明确禁止接受该法案支持的企业
在中国扩大先进芯片生产。

分析人士认为，拜登政府重
视在科技、产业与贸易等领域构

建“制华同盟”，以维护经济安全
为名，使用“强制性经济方略”的
范围大幅扩大，强度大幅增加，体
现为针对中国的经贸管制、投资
规制及人才签证限制等。日本政
府在机构、政策及法制方面加紧
施策，对华“竞争、防范和牵制”可
能成为贯穿日本“经济安保”政策
的一条暗线。

“日本以‘经济安全’为名实
施系列对华举措，是迎合美国对
华政策的表现。日美贸易关系
中，美国占据主导地位。日本希
望获得更多美国市场、资金、科技
成果等资源，进入美国盟友经济

‘小圈子’，因此对追随美国搞技
术封锁表示积极支持。当然，日
本政府也有自己的算盘。”中国现
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
心主任刘军红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分析，“日本日渐重视所谓‘经
济安全’，一方面是因为日本迫切
希望维持自身在国际市场中的自
主性，在技术领先领域掌握主导
权和规则制定权；另一方面，国际
经济环境变化加重了日本经济安
全危机感，中国科技实力的快速
提升让日本感到一定竞争压力，
日本认为中国可能对其在东亚产
业分工的主导权构成挑战。”

追随美国意在利益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严格的审
查从 2021 年就已经开始，主要针对那些
掌握所谓“敏感”信息的人士。这些人不
仅要填写旅行经历和资金来源，过去曾
经发表的论文或是在母国的工作生活经
历也都需要填写。2021 年入境日本的外
国人约为 15 万，其中获得在留资格入境
的研究人员仅有 89 人。今年 6 月 1 日，
日本政府将每日入境人数上限提高到两
万人，预计海外研究人员来日人数也会
相应增加，入境审查措施覆盖范围也将
更广。

据日媒报道，日本政府认为，重要技术
可能通过留学生流向中国等国家。《朝日新
闻》此前报道称，日本情报机构公安调查厅
在一份报告中声称，“中日学术交流的内容
能够在军事领域使用时，学术交流可能成
为中国武器装备性能强化的基础”。

收紧对外国研究人员及留学生的限
制被视作日本强化“经济安全保障”政策
的其中一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经
济安全保障”作为其着力推进的招牌政
策之一。 2021 年 5 月，日本参议院通过
《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案》，法案包含强
化供应链韧性、加强关键基础设施审查、
敏感专利非公开化、官民协作强化尖端
技术研发等四大内容，将从 2023 年左右
开始分阶段实施。

此前，日本曾多次在技术领域与美
国开展合作，表露出明显针对中国的意
味。2022年 1月，岸田文雄与美国总统拜
登视频通话，同意设立日美经济版“2+2”会
议机制，以在供应链和技术开发方面加强
合作，在尖端技术领域共同制定国际标
准。日美商议设立限制尖端技术出口的新
框架，范围涵盖半导体设备、量子密码、人
工智能等，并协调美国的欧洲盟友加入。

技术限制意指中国

迎合美国搞对华技术封锁

日本“随美起舞”损人害己

欧洲多地遭遇严重干旱，河流、
湖泊水位大幅下降，一些沉在水底的
物体、建筑、古迹等重见天日。全球
变暖正加剧欧洲干旱，而且干旱持续
时间将会更长，影响范围将会更大。

在干涸的西班牙锡哈拉水库，上
世纪 50年代因水库落成而被淹没的
梅斯塔古桥重见天日。

“饥饿石头”再次现身

由于干旱，中欧主要航道之一易
北河水位下降，露出河底的“饥饿石
头”。历史上遭遇严重干旱时，这些
石头露出水面，被人们刻上字和年
份，作为给后人的“留言”，被称做“饥
饿石头”。一块“饥饿石头”上刻着

“如果你见到我，哭吧”，历史可追溯
到 15世纪。据英国广播公司 21日报
道，这块石头 1616年也露出过水面。

德国莱茵河最近几周露出很多
“饥饿石头”，石头上刻的年份有
1947、1959、2003和 2018。

今年夏天，欧洲遭遇热浪和干旱
的侵袭，多地气温创下历史新高，降
雨明显少于往年。莱茵河流经德国、
法国、荷兰、瑞士等国，是欧洲重要的
内陆航道，有“欧洲运输动脉”之称，
承载着德国近八成的内河航运量。
如今，受干旱影响，莱茵河航运量大
幅减少，船舶实际负载量不足正常情
况的一半。

二战遗物露出水面

据路透社报道，随着多瑙河水位
降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沉没的 20
多艘德国军舰残骸在塞尔维亚普拉
霍沃港附近露出水面。纳粹德国
1944年为抵挡苏联军队进攻凿沉了

数百艘军舰，这些船是其中一部分。
因意大利最长河流波河水位下

降，一艘 1943 年沉没的驳船露出水
面。7 月底，一颗 450 公斤重的炸弹
露出波河水面，导致意大利北部一个
村庄约 3000人疏散。这颗炸弹在二
战期间落入波河，当时没有爆炸，本
月初由专业人员安全引爆。

波河长逾 650公里，自西向东贯
穿意大利北部地区，波河流域支流、
湖泊众多，农业发达。波河流经的北
部盆地，是意大利主要水电厂所在
地。当前受罕见高温天气和降水显
著减少影响，波河水位降至 70 年来
最低水平，流域内多段河道干涸。

史前遗迹重见天日

西班牙今夏经历数十年一遇干
旱，位于中部卡塞雷斯省的巴尔德卡

尼亚斯水库水量减少到库容的 28%，
据信有 7000多年历史的巨石阵随之
露出水面。这座巨石阵 1926年被德
国一名考古学家发现，1963年被水淹
没。今年“露面”前，这座巨石阵仅 4
次因水库水位降低完全暴露出来。
德新社援引相关数据报道，西班牙今
年 7 月平均气温比此前最高纪录、
2015 年 7 月平均气温高 0.2 摄氏度，
比自 1961 年以来的 7 月长期平均水
平高 2.7摄氏度。由于高温和缺乏降
水，西班牙全国水库蓄水量不足
40%。

在意大利，一座可能建于公元
50年前后的桥梁残骸从台伯河中露
出。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往年水位
较低时总能看到一小部分桥梁残骸，
但今年露出水面的部分多得多。

（据《北京晚报》）

河流、湖泊水位大幅下降

欧洲持续干旱 水下世界露真容

据新华社联合国8月22日电 联合
国安理会 22日应本月轮值主席国中
国倡议，就“加强对话合作，维护共
同安全”举行公开会。中国常驻联
合国代表张军主持会议。他在发言
时指出，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是实现共同安全的基础，是国与国
交往的“黄金法则”。

张军表示，《联合国宪章》确立
的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重要原
则是现代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
石。如果这一原则被忽视、被抛弃，
整个国际法体系将地动山摇，世界
将重回丛林法则，共同安全就无从
谈起。必须旗帜鲜明，始终坚持尊
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国
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
度，尊重各国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
团结的努力。这是国与国交往的

“黄金法则”，也是实现共同安全的
基础和边界。中国一贯尊重他国主
权和领土完整，坚守国际公平正义，
支持国际社会为实现共同安全所作
的努力。同时，中国也将采取一切
措施，坚定维护自身的主权和领土

完整。
张军表示，牢固树立符合时代

需求的安全理念是实现共同安全的
前提。全球化时代，世界安危与
共。各国要实现自身安全，就不能
漠视他国合理安全关切，就不能把
本国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
之上，就不能把自己的安全篱笆扎
到别人家门口。抱着冷战思维不
放，搞单边主义、零和博弈、集团对
抗、强权政治那一套，既难以保障自
身长久安全，还会导致危机轮番升
级，走向共同安全的反面。在这方
面，北约东扩引发的问题和带来的
教训是深刻的。

张军表示，稳定的战略安全环
境是维护共同安全的底线。在所谓

“大国战略竞争”思维驱动下，全球
战略安全环境不断恶化，以《不扩散
核武器条约》为代表的国际防扩散
体系面临冷战结束以来最严峻挑
战。拥有最大核武库的国家应该履
行特殊、优先责任，以可核查、不可
逆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方式，进一
步大幅、实质削减核武库。

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是国与国交往“黄金法则”

新华社首尔8月 22日电 韩美
两国军队 22日正式启动下半年“乙
支自由之盾”联合军演。韩国多个民
间团体当天在首尔举行抗议集会。

据韩国国防部消息，在持续至 9
月 1日的联合军演期间，韩美双方将
综合实施政府演习和军事演练，以
提高国家整体作战能力。联合军演
同时进行采用计算机模拟的联合指
挥所演习，以及按各梯队、各军种参
与的联合野外机动训练。此外，韩
美还将在演习期间评估韩美联合司
令部全面作战能力。

韩国“和平统一开创者”、《6·15

共同宣言》韩方实践委员会等多个
民间团体当天在战争纪念馆前举行
抗议集会，呼吁韩美中断联合军演。

集会上，“和平统一开创者”发
表立场声明说，“乙支自由之盾”演
习重启 2018年中断的联合野外机动
训练，是采用“国家全面战争”概念
实施战区级联合演习，可能加剧朝
鲜半岛紧张局势，无助于半岛和平
及朝鲜半岛无核化。

“和平统一开创者”研究员吴美
贞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联合军演无
助于朝鲜半岛无核化、东北亚地区和
平与稳定，韩美应中断联合军演。

韩民间团体集会抗议联合军演

新华社大马士革电 据叙利亚
通讯社 21日报道，美军当天再次转
运在叙东北部盗采的石油至伊拉克
境内。

叙通社援引当地消息人士的
话报道说，美军当天通过 137 辆油
罐车组成的车队，将在叙盗采的石
油分两批转运至伊拉克境内的美

军基地。
目前，叙东北部多地由“叙利亚

民主军”掌控。“叙利亚民主军”主要
由叙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领
导，得到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国际联盟支持。近年
来，叙政府多次指控美军在叙东北
部盗采并转运石油。

美军在叙东北部再次转运盗采石油

8月23日，陕西首趟中越国际货运班列由西安国际港站驶出开往越南河内。
当日，装载着 41 车石棉的中越国际货运班列由西安国际港站驶出，预计

将于 8 天后抵达越南首都河内。本次运输的石棉前期自哈萨克斯坦搭乘中
欧返程班列抵达西安国际港站，经过海关转关后发往越南，中欧班列与中越
班列实现了无缝衔接。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8月22日电
以色列 22日首次向巴勒斯坦人开放
以第二大国际机场拉蒙机场，约 40
名巴勒斯坦人当天从该机场乘坐航
班前往塞浦路斯城市拉纳卡。

以色列国防部下设的政府领土
活动协调处当天发表声明说，“巴勒
斯坦人首次登上了从拉蒙机场飞往
拉纳卡的国际航班”，以方仍在努力
让更多的巴勒斯坦人通过该机场乘
坐航班。

据以色列《新消息报》网站报
道，约 40名巴勒斯坦人乘坐以方组

织的大巴从约旦河西岸城市伯利恒、
拉姆安拉、纳布卢斯和杰里科抵达拉
蒙机场，飞往拉纳卡的航班由阿基亚
以色列航空公司执飞。该航空公司
首席执行官说，这批巴勒斯坦乘客中
包括医生、药剂师及其配偶，他们前
往拉纳卡参加医学会议和度假。

巴勒斯坦交通部发言人穆萨·
拉哈勒日前对媒体表示，以方从未
与巴勒斯坦政府沟通协调开放拉蒙
机场安排，以方仅仅是想获得经济
收益，而且“侵犯了巴勒斯坦主权和
拥有机场的权利”。

以色列首次向巴勒斯坦人
开放以第二大国际机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