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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今晨电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临时代办戴兵23日在联合国大会乌克兰问题

紧急特别会议上指出，无论困难多大，政治解

决的大门不能关上，推动尽快实现停火止战

是当务之急，输送武器不会带来和平。

戴兵说，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

唯一可行出路。危机爆发之初，俄乌双方曾

举行多轮谈判，取得重要进展。遗憾的是，和

谈中断了。其中的原委值得深刻反思。但历

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无论危机有多深，归

根结底要和平解决。无论困难有多大，政治

解决的大门不能关上。中方支持俄乌相向而

行，尽快恢复直接对话，将合理关切纳入谈

判，把可行选项摆上桌面，给早日走出危机、

重建和平一个机会。

戴兵表示，中方再次呼吁冲突当事方保

持理性，克制冲动，避免危机进一步恶化甚至

失控。冲突当事方应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

避免袭击平民和民用设施，保护妇女、儿童等

冲突受害者，尊重战俘的基本权利。各方应

严格遵守《核安全公约》，坚决避免出现人为

核事故。核武器用不得，核战争打不得。各

方应共同反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防止

核扩散，避免出现核危机。

戴兵说，国际社会要为劝和促谈作出共

同努力。乌克兰危机升级已持续一年，残酷

的事实充分证明，输送武器不会带来和平，拱

火浇油只会加剧各方矛盾，延长扩大冲突只

会让普通民众付出更大代价。中方敦促有关

国家停止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为局

势缓和降温做点有益的事情。国际社会应加

强能源、金融、粮贸、运输协调合作，共同努力

减缓危机外溢影响。中方支持联大为推动会

员国弥合分歧、形成共识、凝聚合力发挥积极

作用。

戴兵强调，安全不是某些国家独享的专

利，一国的安全不能以损害他国安全为代价，

强化甚至扩张军事集团只会损害地区安全，

更带不来和平。乌克兰危机的最终解决，关

键是要摒弃冷战思维，在重视和尊重各国合

理安全关切基础上，妥善解决各方正当的安

全诉求，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

安全架构。作为负责任的国家，中国始终站

在和平一边、站在对话一边，始终坚持劝和促

谈。中方发布了《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

的中国立场》文件。中方愿继续为解决乌克

兰危机、尽早实现和平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

联合国大会23日通过一项不具约束力的

决议，再次呼吁俄罗斯结束在乌克兰的“敌对

行动”并立即撤军。这份由包括乌克兰在内

的57个国家共同提交的决议草案，在22日举

行的联合国大会乌克兰问题紧急特别会议上

以141票赞成、7票反对、32票弃权的结果通

过。俄罗斯、白俄罗斯、朝鲜、厄立特里亚、马

里、尼加拉瓜、叙利亚投了反对票，中国、印

度、巴基斯坦、南非等32个国家投了弃权票。

中国代表在联大乌克兰问题紧急特别会议发言

政治解决危机的大门不能关上

时隔4年，中日安全对话再度举行。外

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在对话结束后表示，本次

磋商深入坦诚、内容丰富。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日关系研究中心

秘书长、研究员蔡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此次

中日安全对话是在两国政治关系与安全关系

均发生重要变化的背景下重启，尽管中日关

系面临诸多挑战，但两国高层能够面对面展

开交流总是积极的一步。

商定尽早开通直通电话
外交部网站2月23日凌晨发布消息，2

月22日，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同日本外务省

外务审议官山田重夫在东京主持第17次中

日安全对话。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

副主任张保群、日本防卫省防卫政策局副局

长安藤敦史参加对话。

另据商务部消息，2月22日，商务部部长

助理李飞与日本外务省外务审议官小野启一

以视频方式共同主持召开第16次中日经济

伙伴关系磋商，两国有关部门及使馆参会。

“中日安全对话与经济伙伴关系磋商同

属中日三大定期交流机制，且都为副部级，层

级较高。”蔡亮表示，两项交流机制重启，表明

中日双方都有意加强交流。

中日安全对话机制于1993年12月建立，

在两国交替举行。2019年第16次安全对话

在北京举行后，这一机制中断长达4年。此

前，从2011年第12次对话到2015年第13次

对话之间，这一机制也曾因钓鱼岛等问题导

致两国关系恶化而中断4年之久。

在此次安全对话中，双方介绍了各自外

交安全理念和防务政策，就共同关心的广泛

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值得注意的是，双方商

定在两国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框架下保持

密切联系，尽早开通直通电话。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学术委员

会委员张沱生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相比于

中美之间，中日之间的危机管控机制建设较

为滞后。在两国安全关系出现变化的背景

下，中日之间需要加强相关机制建设。

关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根据中方外交部与商务部会后发布的新

闻稿，双方本次磋商深入坦诚、内容丰富，直

指各自关切的问题。

在安全领域，中方明确就日本推进强军

扩武、在防务安全政策文件中渲染“中国威

胁”、在周边地区加强同域外势力军事安全勾

连，在台湾、南海等事关中国核心和重大利益

问题上不断出现消极动向表明严正立场和严

重关切，要求日方纠正错误，摆正认知。

在经济领域，外交部与商务部均就确保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等内容同日方进行交

流。其中，商务部特别对日方在对华半导体

出口管制问题上的有关动向表达高度关切，

要求日方切实遵守契约精神和国际规则，为

企业提供公平、非歧视、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维护中日经贸合作大局。

去年12月，日本政府以内阁会议决定的

形式正式出台了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整备计划》等日本

“安保三文件”，首次将中国定义为“前所未有

的最大的战略挑战”，并大幅扩充防卫预算，

计划采购和部署美国“战斧”巡航导弹。

今年1月，美国、荷兰和日本三国的国家

安全事务官员在美国进行高级别谈判，就限

制向中国出口先进芯片制造设备达成协议。

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

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在出席慕尼

黑安全会议期间会见日本外相林芳正。王

毅特别指出，单边主义、脱钩断链不符合任

何一方利益，日方应认清形势，作出独立自主

的选择。

蔡亮认为，在日方作出一系列消极举动

的背景下，中日一系列对话机制仍得以恢复，

足见中方加强沟通协商的诚意，“对于日本会

在多大程度上追随美国，中方也非常关心。”

蔡亮表示，尽管两国间的问题难以通过

一场对话得到解决，但中日间交流机制的恢

复，对于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仍是积极的第

一步。 本报记者 杨一帆

中日安全对话时隔四年恢复举行

新华社今晨电 印度总理莫迪24日在对

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发表

的视频讲话中呼吁，世界主要经济体应采取

措施，恢复全球经济的稳定、信心和增长。

莫迪在视频讲话中指出，当今世界面临

包括疫情对全球经济带来冲击、地缘政治紧

张局势加剧、全球供应链中断、通货膨胀、粮

食和能源安全问题、不可持续的债务水平，以

及国际金融机构的信任受损等一系列挑战。

世界主要经济体须制定包容性议程，以赢回

各界对全球经济的信心。

本次会议由印度财政部长西塔拉曼和印

度储备银行行长沙克蒂坎塔 ·达斯共同主持。

西塔拉曼在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说，二十国

集团可以通过发挥成员的互补优势并结合各国

的不同需求与国情，来改变世界人民的生活。

达斯也在会议现场的发言中说，不确定

因素为全球经济蒙上了阴影，二十国集团须

坚决应对金融、债务、气候融资、贸易等方面

的严峻挑战。

为期两天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24

日在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罗尔开幕，这是印度

担任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后举行的首次部

长级会议。

莫迪呼吁恢复全球经济稳定

新华社今晨电 美国俄亥俄州自然资

源部23日说，一列运载有毒化学品的列车

本月初在俄亥俄州小镇东巴勒斯坦脱轨至

今，事发地点附近受污染水体中的死亡动

物数量据测算接近4.4万只。

俄亥俄州自然资源部网站发布的一份

声明说，该部门在列车脱轨地点附近一段

长约8公里的河道内采集死亡动物样本，

采用获美国渔业协会认可的计算方法，估

算这段河道内死亡动物总数。

测算结果显示，共有38222条长度在

2.5厘米至7.5厘米之间的小鱼死亡，另有

大约5500只动物死亡，包括淡水螯虾和两

栖动物。

这列货运列车本月3日在东巴勒斯坦

镇附近脱轨后出现爆炸风险，应急部门6

日对车载致癌化学物质氯乙烯进行“受控

释放”操作，数以千计居民因面临氯乙烯燃

烧产生的有毒气体威胁而紧急疏散。此

后，列车泄漏的有毒物质不断被曝光，尽管

当局声称当地空气和水经检测确认“安

全”，但当地居民闻到刺鼻气味，部分人出

现身体不适，还有不少宠物和野生动物生

病或死亡的报告，引发公众对残留有毒物

质长期危害的忧虑。

美“毒列车”脱轨后
逾4万只动物死亡

新华社上午电 日本内阁会议24日把

用语言、态度等折磨对方的“精神家暴”纳

入《家庭暴力防止法》修正案草案的涉及范

围，并加强对受害者保护力度。

据日本媒体报道，在日本，家暴形态近

年来呈现多样化，比如“让对方长时间跪坐

训话”“限制对方行动和交友范围，置于自

己控制之下”。24小时反家暴咨询机构收

到的咨询中，大约六成包含精神家暴。为

此，修正案草案扩大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对

象范围。这一保护令由法院根据受害者申

诉发出，内容包括禁止施暴者接近、纠缠或

反复打电话骚扰受害者。

按照现行《家庭暴力防止法》，发出保

护令的条件仅限于“由于暴力，身体遭受重

大伤害的危险性大”，修正案草案扩大为

“因暴力或威胁而对身心造成重大危害的

危险性大”，同时把“对自由、名誉、财产的

胁迫”也列为精神家暴。

针对精神家暴，如果出现需要就医的

精神损害，法院可下达保护令。

修正案草案还把保护令有效期从现在

的半年延长至一年，并强化罚则。如果施

暴者违反保护令，处罚将从现行的一年以

下监禁或1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5.13万

元）以下罚金，调整为两年以下监禁或200

万日元（人民币10.26万元）以下罚金。

日本拟修改法律
防范“精神家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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