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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主席對澤連斯基強調，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
是中烏關係的政治基礎。許多傳媒報道都特別提到，

習近平主席申明在烏克蘭危機問題上，中國始終站在和平一
邊，核心立場就是勸和促談。他亦重申中國不是烏克蘭危機
的製造者，也不是當事方，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
負責任的大國，中國既不會隔岸觀火，也不會拱火澆油，所
作所為光明正大。

芬蘭稱好消息 法國認同對話
美聯社與美國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都形容，今次領袖通
電體現中國積極承擔「國際社會和平使者」的角色。Politico
指出，許多國家尤其歐洲國家對中烏領袖的接觸都有正面回
應，例如芬蘭總統尼尼斯托形容今次對話是「好消息」，法
國愛麗舍宮亦認同今次對話，稱法國會鼓勵任何有助國際法
和烏克蘭根本利益解決衝突的對話。

美聯社：中國建立國際影響力
美聯社認為，相較過往專注發展自身經濟、較少直接捲入
他國衝突的形象，中國近年積極參與國際事務，近期從促成
沙特和伊朗恢復外交關係，到與烏克蘭進行領袖通電，都足
以體現中國希望繼續建立自身國際影響力。報道還特別關注
中方聲明指出「核戰爭沒有贏家」，呼籲各方保持冷靜克
制，相信是中國與全球許多國家一樣憂慮衝突升級、破壞力
日增的潛在風險。
《紐約時報》提到，中烏兩國其實長期以來維持良好關
係。截至2019年，中國已是烏克蘭最大的貿易夥伴，也是
烏克蘭生產的大麥及鐵礦石最大進口國，烏克蘭也是中國最
大的玉米供應國，兩國在經貿領域一直交往密切。不論在今
次衝突前後，中國與歐洲各國都在積極交流，與烏克蘭的關
係多年以來已有長足發展。

「中國特殊位置有助勸和促談」
新加坡亞洲新聞台分析稱，相信中國不會仿效西方國家，
對俄羅斯實施任何制裁。烏克蘭尋求與中國對話，也是為日
後推動衝突和平結束、展開系列談判創造有利條件。任何一
場對全球經濟帶來巨大衝擊的衝突，其實都不符合中國等國
家的利益，中國在俄烏之間的特殊位置，不排除能成為勸和
促談的契機。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拉惹勒南國際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多爾
西表示，中國已多次表明自身意願，希望加強與烏克蘭的溝
通，今次習近平主席應約與澤連斯基通電，相信也是中方回
應部分外界質疑的方式。眼下俄烏雙方磋商餘地相對有限，
第三國尋求勸和促談，就要和俄烏雙方都建立關係。中俄關
係已經很密切，今次中方委派歐亞事務特別代表，相信也可
對外展示中國也在和烏克蘭持續溝通。

分析指解決俄烏衝突關鍵 體現中國「和平使者」角色

中烏對話獲國際社會積極評價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前晚應約

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通電話，在烏克蘭危機延

宕升級之際，今次通電引發國際社會廣泛關注，

多國亦在通話後第一時間予以積極評價。海外傳

媒及專家分析稱，透過談判解決俄烏衝突是實現

和平的關鍵，也是愛好和平的國家共同尋求的解

決方案，期待中方能夠透過對話繼續勸和促談，

為避免衝突升級、早日實現和平作出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 新華社報道，國務
委員兼外長秦剛於過去兩日，在西安
與來華出席中國—中亞外長第四次會
晤的五國外長們，就當前國際和地區
熱點問題深入交換意見，並就烏克蘭
危機闡述了中方立場。
秦剛表示，烏克蘭危機發展到今天

這個地步，有着深刻的歷史背景和複
雜的現實原因。但再複雜的危機，最
終都要通過談判化解；再複雜的衝
突，最終也只有政治解決一條路。習
近平主席應約同澤連斯基總統通電
話，進行直接溝通，是中方着眼推動
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採取的重要步
驟，再次體現了中方勸和促談的一貫
立場。中國和中亞國家對烏克蘭危機
的看法和立場相近，中方願繼續同包
括中亞國家在內的各方共同努力，積
累共識，推動國際社會形成解決烏克
蘭危機的最大公約數。
外長們對當前複雜局勢和地緣衝突

感到擔憂，強調應建橋而不是築牆。
各方高度評價習近平主席同烏克蘭總
統澤連斯基建設性通話，相信這有助
於盡快停火止戰、恢復和談。

烏任命新駐華大使
另外，澤連斯基前日簽署總統令，

任命烏克蘭前戰略工業部部長帕夫洛
．里亞比金（圖）為新任駐華大使。中
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昨日在例行記者
會上表示，「中方歡迎烏方任命新任
駐華大使，願為他履職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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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應約同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通電話，全球多國對此均
予以正面評價。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
形容今次通話是「一件好事」，美國國家安全
委員會戰略溝通協調員柯比稱，美方歡迎任何
一方為實現公正的和平而付出的努力，「只要
這種和平是可持續且具有公信力」。
扎哈羅娃表示，俄方注意到中國準備建立談

判進程來解決衝突，俄方的原則立場與中方有
着廣泛的一致性，「這是一件好事」。歐盟外
交與安全事務高級代表博雷利也稱，「中國與
烏克蘭的會談非常重要。人人都想要和平。我

很高興他們能有這次的談話。」聯合國發言人
哈克前日表示，聯合國希望中國繼續促進解決
烏克蘭危機，發揮有效的作用，也鼓勵包括聯
合國安理會成員國在內所有核心國為解決俄烏
危機作出貢獻。
巴西總統盧拉前日再次呼籲多國合作成立

「和平組織」，促進俄烏衝突雙方達成協議，
相信兩國若能坐下來談和，任何事情都可以討
論。盧拉早前結束訪華行程後表示，中國在解
決俄烏衝突上扮演重要角色，另一個重要國家
美國必須停止煽動戰爭，歐洲也需釋放善意，
只有這樣才能找到解決危機的辦法。

俄外交部：通電話「一件好事」
盧拉：美須停止煽火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總統拜登前日在白宮舉
行儀式，歡迎到訪的韓國總統尹錫悅。雙方會
晤後簽署的《華盛頓宣言》，強調深化戰略同
盟。美方高級官員表示，美國會提升對韓「核
保護傘」概念，並成立兩國間全新的核磋商小
組。美國計劃派核潛艇停靠韓國，這是超過40
年來首次作此部署。

警告朝動用核武將政權覆滅
《華盛頓宣言》宣稱強化延伸威懾及應對持
續升級的朝鮮核威脅。延伸威懾方案包括美國
將派核潛艇定期停靠韓國、設立核諮商小組共
同研討核計劃與戰略計劃，並管控朝鮮對核不
擴散體制的威脅。這將是自1980年代以來美國
首次進行此類潛艇部署。
依照所謂「核保護傘」概念，擁有核武的國

家保證保護無核武盟國。有美方官員稱，成立
核磋商小組靈感來自冷戰期間華盛頓與北約盟
友的類似安排，但與北約不同，美方已強調不
會在韓部署核武。分析稱核磋商小組主要負責
推動美韓兩國分享情報，應對可能的核危機。
雙方也將加強訓練以增強威懾力，包括美方更
頻繁地派遣航空母艦訪問韓國。
拜登重申，美國不會在朝鮮半島部署核武，

但警告朝鮮如果發動核攻擊，無論是對美國、
其盟友或夥伴均是不可接受，如果朝鮮發動核
攻擊，將招致政權滅亡。

更頻繁派遣航母訪韓
美國官員表示，預計美國的核潛艇訪問韓國

後，美軍將更頻繁地向韓國部署轟炸機或航空
母艦等。

美提升對韓「核保護傘」
擬逾40年來首派核潛艇靠韓 香港文匯報訊 美韓前日發表《華盛頓宣言》作為韓總

統尹錫悅訪美成果文件之一。宣言稱，美將通過擴大美
韓核危機磋商、新增美韓軍事訓練和模擬演習、成立
「美韓核磋商小組」機制、擴大半島周邊美戰略資產出
動等升級對韓提供「延伸威懾」。消息人士稱，美擬向
半島附近海域機動部署戰略核潛艇。
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回

應表示，美方為實現一己地緣私利，置地區安全於不
顧，執意在半島問題上借題發揮，製造緊張。美方的做
法充斥冷戰思維，挑動陣營對抗，破壞核不擴散體系，

損害他國戰略利益，加劇半島緊張局勢，破壞地區和平
穩定，與半島無核化目標背道而馳。中方對此堅決反
對。
有法新社記者提問，拜登還說，如果朝鮮對美國或美

國的盟友、夥伴發起核攻擊，將導致朝鮮政權的終結。
發言人對此有何回應？
毛寧表示，半島問題複雜敏感，有關方應正視半島問

題的癥結，為推動半島問題通過對話協商得到政治解決
發揮建設性作用，而不是刻意製造緊張、挑動對抗、渲
染威脅。

香港文匯報訊 拜登與尹錫悅在白宮出席記者會時，
為《芯片和科學法》辯護。他兩次聲稱，該文件「不是
為傷害中國而設計」。去年8月，拜登將《芯片和科學
法案》簽署成法，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就此表示，
該法所謂「保護措施」，呈現出濃厚的地緣政治色彩，
是美國大搞經濟脅迫的又一例證。
有記者當天向拜登提問稱，「你的首要經濟任務是在

與中國的競爭中加強美國國內製造業，但你反對在中國
擴大芯片製造的規定正在傷害嚴重依賴北京的韓國公
司。你是在與中國競爭期間損害一個關鍵盟友，以在大
選前幫助你在國內政治上的表現嗎？」

安撫尹錫悅「這是雙贏」
對此，拜登回答時先是聲稱，「我希望加強美國製造

業和增加美國的就業崗位，這與中國無關。我不關心中
國」。他接着列出了一些數據，表示美國在全球的半導
體市場份額曾達到40%，如今卻下降至10%。
對於《芯片和科學法》，拜登聲稱，「它不是為傷害

中國而設計的，其目的是讓我們在自己是否能使用半導

體產品的問題上不用擔心……我們通過《芯片和科學
法》鼓勵投資，現在我們在美國有大量投資，遠超過
2,000億美元，用於對半導體領域進行長期投資。我們正
在用這些半導體重建美國的經濟，它不是為傷害中國而
設計的」。
拜登還安撫尹錫悅稱，他出台的一些措施正在美國創

造就業崗位，《芯片和科學法》也在韓國創造就業崗
位，「我認為，這是雙贏」。不過，韓官員此前的表態
令人質疑拜登的「雙贏」說法。有韓國貿易官員上月曾
表示，美國的芯片補貼計劃「要求龐雜且不太尋常，超
出了必要的範圍」。

美破壞半島無核化進程 中方堅決反對

拜登辯稱芯片法案「不是為傷害中國而設」

▲ 多國期待中方能透過對
話繼續勸和促談。圖為中國
駐烏克蘭大使館。網上圖片

▶中國是烏克蘭生產
大麥最大進口國，兩
國在經貿領域一直交
往密切。 網上圖片

◆ 盧拉早前呼籲美國停止煽動戰爭。圖為示威者抗議美國及
北約對俄烏衝突的行動。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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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芯片法
案 損 韓 利
益，拜登卻
辯稱「美韓雙
贏」。圖為韓
國芯片廠員
工。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