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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国 际 时 评

英美等国报告多例猴痘病例
世卫组织警告或发现更多病例

英国卫生安全局18日发表公报
说，该国再增两例人感染猴痘病例（下
称猴痘病例），目前已累计9例确诊。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18日确认
美国出现今年以来本国首例猴痘病
例。世界卫生组织当晚表示，英国有
可能出现更多猴痘病例。

英国卫生安全局当天说，新增的
两例猴痘病例分别来自伦敦和英格兰
东南部。在5月6日至15日，英国已
确诊7例猴痘病例。该国最近发现的
病例没有去过猴痘流行的国家旅行，
可能是通过社区传播感染。

英国卫生安全局首席医疗顾问苏
珊·霍普金斯说，这一情况是“罕见和
不寻常的”，“这些最新病例以及欧洲
各国的病例报告证实了我们最初的担
忧，即猴痘可能会社区传播”。

世卫组织18日发布关联英国猴
痘病例的公报，称目前尚未确认这些
病例的感染源，依据已知信息判断，感
染似乎在英国发生，目前尚不清楚猴
痘病毒在英国本土的传播程度，有可
能发现更多病例。该机构建议英国继
续强化公共卫生措施。

据媒体报道，葡萄牙、西班牙和美
国近期也相继报告发现猴痘确诊或疑
似病例。截至18日，葡萄牙已报告5
例猴痘确诊病例，另有15例疑似病
例；西班牙报告超过20例疑似病例。
这些感染者全部为男性。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18
日确认，美国马萨诸塞州出现 1 例
猴痘病例，这名感染猴痘的成年男
子近期曾赴加拿大旅行。美国媒体
报道称，这是2022年美国确诊的首例
猴痘病例。 据新华社

俄说亚速钢铁厂又有近700人投降
美重开驻乌大使馆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
18日发布通报说，过去一昼夜，694名
被围困在乌克兰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
厂内的乌军和乌方军事力量“亚速营”
人员投降，其中包括29名伤员。自5
月16日以来，共有959名武装分子投
降，包括80名伤员，其中51名需要住
院治疗的伤员被安置在顿涅茨克地区
新亚速斯克的医院。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18日说，武装分子走出乌克兰马里乌
波尔亚速钢铁厂，只能被看作是他们
放下武器投降。他强调，这些武装人
员投降与俄乌谈判进程没有太大关
联，俄方认为乌方目前没有继续谈判
的意愿。

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18日在
其官网发布了关于批准延长国家战时
状态总统令草案的消息。根据新的总
统令，乌克兰的国家战时状态将于5
月25日5时30分到期后一次性延长
90天。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8日援引
乌各地军事部门的信息报道，截至
当天上午，卢甘斯克地区全境都遭
到俄军大规模炮击，顿涅茨克地区
的战斗正在沿整个接触线进行。俄
军当天上午对第聂伯市发动了两次
导弹袭击，摧毁了当地部分交通基
础设施。同时，俄军继续对赫尔松、
苏梅、尼古拉耶夫等地区进行炮击
和导弹袭击。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8日发表声
明说，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当天正式
重新开放。 据新华社

拜登亚洲之行首选韩日并非偶然，暴
露出美国纠集盟友围堵中国、向域内国家
兜售“对抗”祸水的企图，其破坏域内国家
互信与合作、地区稳定与发展的险恶用心
值得高度警惕。

美国借“经济合作”之名，行“排挤他国”
之实，路人皆知。据媒体披露，拜登此行的
重要议题之一是启动“印太经济框架”磋
商，并向地区国家推销具有浓重对抗色彩
的“印太战略”。“印太经济框架”是“印太战
略”在经济领域的延伸，目的是把中国排除
在其主导的国际供应链之外，从而遏制中
国发展、延续美国经济霸权。美国口口声
声说要捍卫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实际上却
一心打造排他性“俱乐部”，人为设置障碍以
阻挠多边开放合作，把所谓的“经济框架”
作为打压他国、展开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

韩国《中央日报》指出，美国力推的
“印太经济框架”暗含经济上牵制中国的
意图，同时通过美日印澳参与的“四方安

全对话”机制在军事安保层面针对中国，
从而实现经济和军事“双轨”抗中的目的。

美国搞“小圈子”挑动地区对抗，不得人
心。美国把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和

“假想敌”，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固守冷战
思维和“零和博弈”心态，强迫盟友“选边站
队”，不惜一切代价压制中国的发展。无论
是“印太经济框架”“印太战略”，还是“四边
机制”“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本质上都是美
国在蓄意制造“小圈子”，鼓吹阵营对立。这
不仅与域内多数国家主张的自由贸易、多边
主义背道而驰，还将加剧地区分裂动荡，损
害各国期盼的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

在日前结束的美国—东盟领导人会
议上，美国向东盟各国施压，意图围堵中
国，但从会议成果来看，美方如意算盘未
能得逞。不仅“印太经济框架”遭冷眼观
望，美方在日程安排上处处居高临下的傲
慢态度，也招致东盟国家反感和不满。

亚太是合作发展的热土，不是地缘政治

的棋局，不应受霸权主义威胁。从美国—东
盟领导人会议到出访亚洲，从即将在日本举
行的“四边机制”峰会到6月在西班牙马德里
举行的北约峰会，美国对盟友“软硬兼施”，
不断增强在经济、军事、安全各领域打压中
国的力度，不遗余力在亚太地区煽风点火，
竭尽所能兜售对立对抗的“毒药”。美国为一
己私利而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为维系全球霸
权而搅乱地区秩序，是世界秩序的祸乱之源。

亚洲是全球经济最具活力和增长潜力
的地区，本应在携手抗击疫情、促进经济复
苏、共同稳定全球产业链等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但美方一味怂恿“脱钩”“断链”，唯恐
天下不乱，对地区团结合作带来巨大冲击，
给地区发展前景造成重大威胁。

求和平、谋合作、促发展是亚太地区的
大势，是民心所向。任何为了一己私利损
害亚太地区国家根本和长远利益的行为，
都注定走不远也行不通；任何拉帮结派、搞
分裂对抗的企图都不可能得逞。据新华社

拜登将开启就任总统后首次亚洲行
搞“小圈子”又有新花样

警惕美国在亚洲兜售“对抗”祸水
□ 新华社记者陆睿

美国总统拜登将于5月20日至24日
先后访问韩国和日本，这是拜登去年1月
就职以来的首次亚洲之行。

访日期间，他将在东京出席日方主办
的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峰会，并推出“印
太经济框架”。

分析人士指出，拜登此行旨在巩固同
盟关系，并继续通过“四边机制”峰会，加
快推行其所谓的“印太战略”。拜登此番
推出的“印太经济框架”在韩日引发不少
质疑声，美国搞封闭排他“俱乐部”图谋注
定难以如愿。

欲打“经济牌”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18日在白宫例行记者会上说，拜登此行
将有机会“重申并加强”美国与韩日的重
要安全同盟，并加深与这两国的经济伙
伴关系。

沙利文说，访韩期间，拜登将与韩国
总统尹锡悦举行会晤，并与韩国科技界和
制造业领袖会面。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
尔向媒体确认，拜登在韩国期间不会前往
朝韩军事分界线地区。访日期间，拜登将
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会晤，并就深化
两国经济安全领域合作等一系列问题进
行磋商。拜登还将出席美日印澳“四边机
制”峰会，并推出“印太经济框架”。

日本共同社日前报道，日美两国政府
考虑在经济安全保障领域深化合作，并打
算在两国领导人会晤后发表联合声明。
联合声明除了包括加强合作研发及生产
半导体相关事宜外，也将包括在数字网
络、航天等新的防务领域加强合作。

韩国《京乡新闻》刊文指出，对美国来
说，经济和安保议题是拜登此行的优先议
题。韩联社报道认为，俄乌冲突爆发之
后，美国的外交安保力量多集中在欧洲，
在此背景下拜登出访韩日，凸显美方意欲
加快推进其所谓的“印太战略”。

大搞“小圈子”

拜登政府今年2月发布酝酿已久的

《美国印太战略》文件。本月12日至13
日，美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在美首都华盛
顿举行，会议期间美国竭力推销其“印太
战略”，意欲挑起地区国家间对立。

分析人士认为，在所谓的“印太战略”
中，美方声称要推进地区“自由开放”，实际
上却通过“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四边机制”
构建封闭排他的“小圈子”；声称要强化地
区安全，实际上却制造严重核扩散风险，破
坏地区和平稳定；声称要促进地区繁荣，实
际上却挑动地区国家间对立对抗。

“印太经济框架”实质就是“印太战
略”在经济领域的延伸。根据《美国印太
战略》文件，“印太经济框架”旨在开发新
型贸易方式，根据开放原则管理数字经济
和跨境数据，促进健康安全的供应链，并
与参与国共同投资清洁能源领域。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负责
亚洲事务的高级副总裁迈克尔·格林认
为，美国提出“印太经济框架”不会令该地
区信服，“四方机制”在维护“印太地区”安
全方面的作用也将有限。

尽管韩日已表示将加入“印太经济框
架”，但有日本媒体指出，到目前为止该框
架的具体内容和运作方法很不透明，其前
景或面临诸多难题。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一份报告说，美国今年11月将举行国会
中期选举，由于美国国内供应链混乱、劳
动力不足、通胀加剧，民众积怨颇多，在此

情况下，拜登能否将足够的政治资本分配
给这一经济框架将面临严峻考验。日本
国际贸易投资研究所研究主管高桥俊树
说，“印太经济框架”不是一个含有市场开
放、关税减让等实质内容的贸易协定，对
部分国家来说吸引力不大。

图谋难如愿

分析人士指出，开放合作、互利共赢
才是亚太地区人民的共同期待，而美国近
期为了一己私利拉帮结派搞“小圈子”，显
然与这样的愿望背道而驰。美国的一系
列做法在韩日引发反对声浪，此番欲借

“印太经济框架”搞封闭排他“俱乐部”的
图谋注定难以如愿。

韩国国立外交院经济通商开发研究
部负责人金良姬说，如果美国一意孤行地
寻求构建“印太经济框架”，将会对由东盟
发起并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RCEP）形成破坏，这违背了拜登政府
所谓重视同盟的路线以及尊重东盟在区
域事务中的中心地位的承诺。

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丸川
知雄认为，若“印太经济框架”是为了限制
与中国的贸易，那这一框架将不会给其成
员带来任何经济利益，而只会限制贸易。
他认为，加入其中的国家会很少，这一框
架对地区经济的影响也将有限。

据新华社

拜登(资料图) 新华社发

关注拜登亚洲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