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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聯合國安理會當地時間周五
（3月22日）上午就美國提出的關於巴勒斯坦
加沙地帶局勢的決議草案進行表決。表決中，
11票贊成，圭亞那1票棄權，俄羅斯、中國和
安理會成員中唯一阿拉伯國家阿爾及利亞共3
票反對，決議草案未獲通過。
決議草案「認定必須實現立即和持續的停

火，以保護所有各方的平民，允許運送基本人
道主義援助，並減輕人道主義苦難，為此明確
支持國際社會所作的外交努力，努力促成與釋
放所有被扣押人員掛鈎的停火。敦促聯合國成
員國『加緊努力，制止對恐怖主義的資助，包
括在國家層面限制對哈馬斯的資助等』」。
這是美國近一個月來提出的第三版涉加沙決

議。該決議與先前草案區別不大，僅在於如何
對「停火」進行表述。有媒體分析認為，這一

協議並非「呼籲停火」，而是「認定」，進一
步降低了語氣。此外，決議並非「支持停
火」，而是支持以色列與哈馬斯達成協議的外
交努力。

中方：決議沒要求立即停火
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張軍在安理會表決草案

後的解釋性發言中指出，加沙衝突爆發已經
160多天，面對3.2萬多名無辜平民喪生、上
百萬人處於饑荒的人間慘劇，安理會最迫切需
要採取的行動，是推動立即實現無條件、持久
的停火。這是國際社會的普遍呼聲，是緊急特
別聯大幾個月前就作出的決定，也是聯合國秘
書長援引憲章第99條向安理會提出的鄭重呼
籲。安理會在這方面已經拖得太久，浪費了太
多時間。

張軍表示，美國在2月20日否決安理會成
員關於立即停火的壓倒性共識後，提出了自己
的決議草案。過去一個月裏，草案幾經修改，
包含了一些回應國際社會有關切的要素，但在
最核心的停火問題上，始終回避躲閃。最後的
案文仍然含糊其辭，沒有要求立即停火，甚至
沒有給出短期內實現停火的答案。這顯然偏離
了安理會成員已有共識，同國際社會的期待存
在巨大落差。立即停火是拯救生命、擴大人道
准入、防止更大衝突的基本前提。美方草案反
而為停火設置前提，這無異於為繼續殺戮開了
綠燈，是不可接受的。
草案在其他許多方面也很不平衡，特別是針

對以色列近期多次宣稱計劃軍事進攻拉法，草
案沒有明確無誤地表明反對態度，這將釋放一
個十分錯誤的信號，帶來嚴重後果。

安理會的任何行動，都應該經得起歷史的檢
驗、經得起道義良知的拷問。基於對維護公理
正義、維護聯合國憲章和安理會尊嚴的負責任
態度，同時也基於阿拉伯國家對這份草案的關
切和強烈不滿，中國同阿爾及利亞、俄羅斯一
道投了反對票。

美提加沙停火決議草案 含糊其辭安理會未通過

美媒：華為生命力驚人 美制裁有局限性
突破技術限制業績超預期 預示中美科技戰未來演化

華為年收入
（人民幣1,000十億元）

2016年 2020年

註：人民幣十億元=1.39億美元（2023年指引）
數據來源：華為

香港文匯報訊 聯合國大會周四（3月21日）通過
首個關於人工智能（AI）的全球決議，呼籲推動開
發「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賴的」AI系統，以促進可
持續發展。
這是聯合國大會首次就監管AI通過決議，故被稱
為具有「里程碑意義」。決議強調需要制定AI系統
標準，以促進數碼化轉型及公平獲取AI系統所帶來
的好處，彌合國家間和國家內部的AI鴻溝和其他數
碼鴻溝，從而實現可持續發展並應對其他共同的全
球挑戰，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挑戰。
決議鼓勵聯合國會員國和其他利益攸關方制定和
支持有利於開發安全可靠的AI系統的監管和治理辦
法及框架，敦促會員國和其他利益攸關方採取行
動，與發展中國家合作並向其提供援助。決議強
調，必須在AI系統的全生命周期內尊重、保護和增
進人權和基本自由。鼓勵所有會員國和其他利益攸
關方以包容、公平、普惠的方式開發AI系統，並為
AI系統能夠應對重大挑戰營造有利環境。
決議還強調，數據管理對於開發安全可靠的AI系

統、促進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認為必須繼續
討論AI治理領域的發展動態，緊跟AI系統開發及應
用的步伐。

香港文匯報訊（特約記者 成小智 多倫多報
道）加拿大周四（3月21日）宣布歷來首次就新抵
達臨時居民人數訂立上限，計劃在未來3年內把
臨時居民佔總人口比例數從現行6.2%降至5%，
受影響群組包括國際學生、外國勞工和庇護申
請人。聯邦政府現正急切放緩人口增長速度，
防止房屋和基礎服務供不應求進一步惡化。

兩年激增150萬人
移民部長米勒表示加國極度倚賴臨時居民填
補勞動力短缺問題，但臨時人口已從2021年的
近100萬增至2023年的250萬，當局必須制止臨
時人口繼續激增，以免損害國家安穩環境。米
勒表示聯邦政府將於5月與各省和地區政府召開
會議，討論如何設定企業聘用外勞人數的限
制，而移民部審視目前接收臨時居民的項目，
務使政策配合勞工市場的需求。聯邦政府將會
在今年9月，訂立首個臨時居民上限。他強調這
項措施將可發揮實效，確保臨時居民人數持續

增長。
根據新政策安排，聯邦政府計劃自2024年5
月起削減食品生產、住宿和餐飲服務業的臨時
外勞人數，即是現時透過臨時外勞計劃聘用外
勞的上限將由30%降至20%，但人手嚴重短缺
的醫護和建築業最少直至8月31日前仍可繼續
聘用三成外勞。統計局數據顯示在2021年，約
60%臨時居民是外勞，其餘國際學生佔了22%
和庇護申請人有約18%。
外勞互助組織指出，總理杜魯多政府在國內
面對愈來愈大壓力，被指責一直無法解決房屋
供應嚴重不足和民眾難以負擔住屋問題。目
前，加拿大的平均樓價為70萬加元（約403萬
港元），而過去兩年租金平均上升22%。外勞
組織表示，加拿大人口去年第3季急增43萬，
創下自1957年以來最大季度升幅，顯然是政府
太過倉卒輸入人口，不能胡亂把臨時人口當作
代罪羔羊，並指加拿大設立外勞上限，只會導
致僱主以更苛刻條件聘用外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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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社會應推動加沙立即實現無條件、持久
的停火。 美聯社

《華爾街日報》周四（3月21日）發表題為「從華為回歸，看美國
影響力及其局限」的分析報道指出，華為是中國流動通訊技術

領域的佼佼者，也是中國高科技雄心的典型代表，同時也是美國決心
挫敗中國雄心壯志的象徵。正因如此，華為面對美國制裁表現出的
「驚人生命力」，很能說明未來幾年美中科技戰將如何演化。

美禁不了買家 難阻中國科技進步
報道認為，美國對關鍵上游技術的箝制，大幅抬高中國科技進步的

成本。但只要中國政府願意不惜代價補貼本土芯片產業，且全球包括
中國本身、俄羅斯及發展中國家在內的很大一部分買家，仍熱衷購買
中國產品，就很難完全阻止中國科技取得進步。
報道提到，美國的制裁限制華為採購手機零件和其他設備零部件的
能力，影響確實是毀滅性的。華為2020至2022年的消費者業務（以智
能手機為主）收入減少了一半以上，原因之一是華為賣掉旗下平價手
機品牌「榮耀」，以免其受到制裁影響。然而，華為在海外和高端市
場的銷售仍因此大幅下滑。
不過，上述情況不足以為華為帶來致命打擊。華為預測2023年營收
仍將增長約 9%，達約人民幣 7,000 億元，雖比 2020 年的高峰減少
21%，但對於3年前面對美國制裁有如死刑判決的公司來說，這一表現
令人印象深刻。

Mate 60 Pro採7納米製程芯片技術
華為去年推出的高階智能手機Mate 60 Pro，採用與7納米製程相當

的芯片技術，在目前的制裁下，這種技術被認為不可能在中國實現，
反映中國半導體行業取得突破。專業機構數據顯示，今年前6周，華為
在中國的智能手機銷量按年增長高達64%，很可能是蘋果手機同期銷
量年減24%的結果。
相較於智能手機，華為電信設備業務抵抗制裁的能力要強得多，其
營收在2020至2022年僅下降6%。到2023年，華為在全球電信設備市
場的市佔率仍有30%，與過去幾年相較基本保持穩定。這是因為建造
基地台等設備所需的零部件比智能手機少得多，容易透過庫存或調用
其他廠商零部件解決問題。
報道提到，美國似乎會採取新的因應措施，向一些中國零部件供應

商限制供貨，這也許會延緩中國技術的進一步發展。然而，技術層面
制裁愈深入，執行起來就愈困難，就像西方國家對俄羅斯實施的制裁
一樣。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近年屢次向中國發動科技圍堵，華為成

為其重點打壓目標，不過，華為成功突破技術限制，去年推

出的高階智能手機Mate 60 Pro採用與7納米製程相當的芯片

技術，在中國大受歡迎，令美國吃驚。美媒分析，華為面對

美國的嚴厲制裁表現出「驚人生命力」，除了業績超出預

期，也顯示出美方制裁中國科技產業存在局限性。

香港文匯報訊《紐約時報》報
道，美國在生成式人工智能（AI）領

域率先取得突破，ChatGPT等聊天機械
人在全球興起，不過，在培養AI領域科學

家方面的「人才競賽」，中國已經領先美國。
根據促進中美建設性關係的保爾森基金會旗下的

麥克羅波洛智庫最新研究，中國幾乎培養了全球一半
的頂尖AI研究人員，相比之下，僅有約18%研究人員
來自美國本科院校。
相比起3年前中國培養的人才約佔世界頂尖人才的三分之
一，上述的最新研究結果表明，中國培養的人才數量出現躍
升。相較之下，美國在培養人才方面3年來基本保持不變。

AI教育投入巨資
在201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裏，美國受益於大量中國頂尖
人才前往美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他們當中大多數人留在
美國。但研究顯示，這一趨勢開始發生轉變，愈來愈多中
國研究人員留在中國發展。
中國培養出如此多的AI人才，部分原因是中國在AI教

育方面投入了巨資。麥克羅波洛智庫主任馬暘說，自2018
年以來，中國新增了2,000多個本科AI項目，其中300
多個在最精英的大學。

美國在AI領域率先取得突破性進展，其中很大一部
分工作是由在中國接受教育的研究人員完成。研究顯
示，目前在美國工作的頂尖AI研究人員中，來自中
國的研究人員佔38%，美國人佔37%。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研究中國AI的研究
員希恩說，「這些數據表明，中國出生

的研究人員對美國的AI競爭力有
多麼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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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為去年推出的華為去年推出的MateMate 6060 ProPro手機手機，，
在中國大受歡迎在中國大受歡迎。。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