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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闻

伊朗总统莱希14日飞抵北京，开始对中

国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这是莱希2021年就

任总统以来首次访华，专家认为，在伊朗与西

方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莱希此访旨在推

动两国关系发展，强化两国战略合作。

“向东看”最为务实
14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

大会堂同莱希举行会谈。伊朗《德黑兰时报》

报道称，这是伊朗总统时隔22年对中国进行

的首次国事访问。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中心
副研究员金良祥表示，中国与伊朗的高层交
往始终紧密，但伊朗媒体对莱希此访进行了

大量预热报道，凸显伊朗的重视与期待。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陪同莱希访华

的伊朗代表团阵容豪华，包括经济部长、石油

部长、外交部长、贸易部长、交通部长、城市发

展部长和农业部长等多名内阁成员，以及新

任中央银行行长和伊核问题首席谈判代表。

近年来，伊朗国内支持发展对华关系的

声音迅速增强。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高度

认同中国的发展成就，伊朗高层也意识到“向

西看”难度渐增，“向东看”是最为务实的道

路。金良祥表示，伊朗的“向东看”旨在发展

同中国、日本、韩国、印度等东亚和南亚国家

的关系，但中国是重中之重。

在去年9月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举行

的上合组织峰会期间，莱希首次以国家元首

的身份与习近平主席会面。莱希表示希望加

强发展对华关系，特别是在石油和能源、过

境、农业、贸易和投资等领域，中国则支持伊

朗成为上合组织正式成员。

“伊朗对华主要有两点期待。”金良祥表

示，“一是希望借助中国的经济成就提振国内

经济发展，二是希望中国在多边机制中为伊

朗合理的诉求与抗争提供支持，尤其是在伊

朗核问题上主持正义。”

莱希在访华前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把

中伊两国紧密地联系起来，两国都反对霸权

和单边主义，伊朗将继续推动加强双边关系。

“抓落实”备受关注
莱希来访期间，中伊如何推动两国全面

合作计划落地备受关注。

中伊2021年3月共同签署为期25年的全

面合作计划，内容涵盖能源、基础设施、科技、

医疗卫生合作，拓展农渔业、网络安全、人才

培训等政治经济领域。去年1月，两国外长共

同宣布启动该协议。

莱希的政治顾问贾姆西迪12日接受伊朗

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莱希访华的主要目

标是“敲定两国间这一为期25年的全面合作

协议的运作机制”。

在14日的元首会晤中，中国表示愿同伊

朗落实好两国全面合作计划，深化贸易、农

业、工业、基础设施等领域务实合作，进口更

多伊朗优质农产品。伊朗表示希望同中国加

强各层级交往，落实好全面合作计划，深化贸

易、基础设施等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

赴伊投资，期待更多中国游客赴伊旅游。两

国元首还共同见证签署农业、贸易、旅游、环

保、卫生、救灾、文化、体育等领域多项双边合

作文件。

金良祥认为，近年来中国已是伊朗最大

贸易伙伴，莱希此访有望进一步大大推动中

伊经贸关系发展。伊中商会主席哈里里认

为，中伊两国年度贸易额将在后疫情时代大

幅提升至600亿美元。

“不针对”促进稳定
对莱希此次访华，西方国家及中东地区

予以高度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4

日答记者问时强调，中伊关系发展有利于维

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不针对第三方。

“由于伊朗在国际舞台的重要分量，中伊

关系的发展也需考虑在全球层面与中东地区

层面的多重影响。”金良祥分析道，“这里的不

针对第三方应有两层含义：首先，不影响共同

反对单边主义与霸凌主义；其次，中东国家无

须抱有疑虑。”

首届中国-海合会峰会去年12月举行

后，伊朗曾表示关注。金良祥表示，中国愿与

所有国家保持友好关系，中国在中东地区的

平衡外交不会改变，莱希此访表明中伊两国

的利益远远超过分歧，能够克服国际局势的

风云变幻。

正如汪文斌14日所说，中国期待同伊朗

一道，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伊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并为增进中东国家团结

合作、促进地区安全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本报记者 杨一帆

上任后首次来访 代表团阵容豪华

伊朗总统访华落实全面合作计划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13日承认，

乌克兰军队炮弹消耗速度远超西方国家炮

弹生产速度，令北约库存见底，军工企业直

呼吃不消。

已达产能上限
“乌克兰眼下弹药消耗速度是我们生产

速度的好几倍，这让我们的国防工业承受压

力。”斯托尔滕贝格说。随着对乌军援不断

加码，北约国家库存慢慢耗尽，生产效率、生

产速度和供应链人力等方面漏洞不断暴露。

美国国务院数据显示，近一年来美国向

乌克兰提供1600枚“毒刺”单兵防空导弹、

8500枚“标枪”单兵反坦克导弹。美国军火

商雷神技术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海耶

斯警告，这相当于“毒刺”13年的产量、“标

枪”5年的产量。

法国内克斯特系统公司每年能够生产

数以万计155毫米口径炮弹，但目前几乎已

经达到产能上限。一名欧洲国家外交官说：

“假如欧洲现在跟俄罗斯开战，一些国家几

天之内就会打光所有弹药。”

需求越来越大
俄乌冲突升级前，许多北约成员国弹药

库存未能达到北约要求的下限，因为它们认

为，需要大规模炮战的消耗战早已成为“过

去时”。然而，俄乌在乌克兰的战线长度数

以百公里计，炮兵成为主角，且俄军炮兵在

数量上占优势。

消息人士说，去年7月俄军每天打出近

5万发炮弹，乌军只有约6000发。随着乌军

在多条战线发起反击，弹药需求大幅增加，

每天消耗多达1万发各种口径炮弹。随着

战事持续，预计乌军炮弹需求将越来越大。

北约14日至15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

尔举行成员国防长会议，讨论提高弹药库存

目标，相应地要求一些成员国尽快达到国防

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甚至有成

员国主张进一步提高占比标准。

必须增加库存
斯托尔滕贝格说，北约已经完成对成员

国弹药库存摸底调查，如果要确保可持续地

援助乌克兰，就要增加弹药供应。目前俄军

正展开新的攻势，“显然我们正处于一场后

勤比赛中，弹药、燃料、零部件等必须赶在俄

罗斯取得战场主动权前运抵乌克兰”。

爱沙尼亚智库国际防务与安全研究中

心研究员克雷什切说，在北约内部，波兰、罗

马尼亚和波罗的海国家或许可以加快生产

乌克兰仍在使用的苏制装备适配弹药，同时

北约正在从韩国、摩洛哥、约旦等外部国家

订购弹药。 胡若愚

库存慢慢见底 国防工业承压

弹药生产赶不上乌军消耗 北约急了 新华社上午电 日本防卫大臣滨田靖一

14日证实，打算在2023财政年度与美国签署

“战斧”巡航导弹购买合同，但不是分批落实

购买计划，而是一次性完成购买计划。

日本政府原本打算在几年内分批购入

“战斧”，滨田没有说明改变主意的原因，也没

有披露打算买多少枚“战斧”。共同社以匿名

官员为消息源报道，购买数量最多可能达

500枚。

日本防卫省表示，原本计划2026财年开

始部署“战斧”，但目前考虑与美国磋商将部

署时间提前。

“战斧”巡航导弹是美国研制的防区外纵

深打击武器，可低空飞行，射程超过1000公

里。“战斧”多次被美国用于地区战争，比如

1991年海湾战争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

日本去年12月正式通过新版《国家安全

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

计划》三份安保政策文件，提出致力于拥有对

敌攻击能力等政策主张，并将在未来5年大

幅增加军事开支。批评意见指出，相关动向

意味着日本战后安保理念和防务政策发生重

大转变，完全抛弃了“专守防卫”原则，彻底背

离了日本宪法的和平理念，值得警惕。

日拟一次性完成
美“战斧”购买计划

新华社上午电 联合国专家小组呈交安

理会关于恐怖组织“基地”的调查报告，推断

阿德勒已手握“基地”领导权，接替去年死于

美国无人机袭击的扎瓦希里。

联合国专家小组认为，虽然“基地”并未

公开宣布头目易人消息，“但在去年11月和

12月的讨论中，许多联合国会员国都认定，

阿德勒已成为该组织无可争议的实际头目”。

阿德勒曾负责“基地”原头目拉丹的安

保，还负责训练武装分子使用爆炸物，并训练

了一部分参与“9·11”恐怖袭击的劫机者，以

及1993年在索马里摩加迪沙致18名美国军

人死亡的部分索马里人。他还涉嫌参与

1998年美国驻坦桑尼亚、肯尼亚大使馆爆炸

袭击事件，名列美国通缉名单。

联合国自2001年1月起就将阿德勒等

“基地”成员列为制裁对象，当年11月拉丹高

级助理之一阿提夫死于美军袭击后，阿德勒

接手“基地”军事指挥权。

拉丹原安保头子
或成“基地”新头目

本报特稿 泰国总理府副发言人黛素丽

14日表示，当天举行的泰国内阁会议通过一

项对外国游客征收入境费用的议案，该议案

将在政府宪报网站上公布90天后生效，预计

正式生效时间为6月1日。

黛素丽说，入境费用的收费标准主要分

为两类，对通过航空方式入境的游客每人征

收300泰铢（约合人民币60元），对通过陆路

和水路方式入境的游客每人征收150泰铢。

持泰国护照人士、持边境通行证过境泰国工

作或一日游人士、持外交或公务护照人士、持

泰国工作许可证外籍人士、2岁以下婴幼儿

以及航空公司机组人员等，则免收入境费

用。入境费用将用于管理和发展旅游业，以

及为外国游客在泰国旅行期间提供保险。

旅游业是泰国支柱产业之一，2022年接

待外国游客逾1100万人次，泰国总理巴育表

示有信心今年能迎来3000万人次外国游客。

泰将对外国游客征收入境费

■乌克兰军队弹药消耗猛增 图G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