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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闻

■韩国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核污水排海计划 新华社发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4日下午在北京以

视频方式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

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国际社

会普遍认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将促进

上合组织成员国增进团结互信、维护地区和

平、聚焦务实合作、加强交流互鉴、完善全球

治理，推动上合组织不断发展壮大，为维护世

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

上合组织形成强大向心力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政策研究所主任哈立

德 ·拉赫曼说，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系统总结

了过去10年来上合组织在各个领域合作与发

展。上合组织为动荡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

量，而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和给世界带

来的发展机遇极大增强了上合组织的吸引力。

从安全与经济合作的“双轮驱动”到“四

个共同体”多轨并进，上合组织探索出一条互

利共赢、共同繁荣之路。沙特阿拉伯国际问题

专家阿卜杜勒·阿齐兹·沙巴尼说，上合组织已

成为区域国际组织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积

极建设性贡献的典范，并形成强大向心力。

“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秉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

念”“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习近平

主席的重要论述令《哈萨克斯坦实业报》总编

辑科尔茹姆巴耶夫印象深刻。他表示，作为

创始成员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国始终弘

扬“上海精神”，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在上合组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最初6个成员国，到如今越来越多国家

申请加入“上合大家庭”，俄罗斯高等经济大

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瓦西里 ·卡

申非常认同习近平主席有关“扩大本组织‘朋

友圈’”的论述。“越来越多国家申请成为上合

组织成员国和对话伙伴国，说明上合组织在

国际舞台上具有广泛吸引力。”

发展成果惠及“上合大家庭”
“促进经济增长是地区国家的共同任务”

“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指出，要加强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同各国发展战略和地区合作倡

议对接，并欢迎各方参加中方将举办的第三

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共同把这

条造福世界的幸福之路铺得更宽更远”。

乌兹别克斯坦政治分析人士库尔班诺夫

对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造福世界的幸福之

路”相关论述感触很深。他说，在共建“一带

一路”合作下，亚洲、欧洲与非洲众多国家的

基础设施不断改善，贸易与经济往来愈发紧

密，中亚地区国家也开启了新的发展前景。

“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也

是中巴经济走廊启动10周年，中国在基础设

施建设方面提供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具有巨大

价值。”拉赫曼亲历了10年间中巴经济走廊的

蓬勃发展，他对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有关落

实全球发展倡议、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

论述有着强烈共鸣。

拉赫曼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

展倡议关注经济发展包容性和社会可持续发

展，将极大增强地区联通性、促进地区经济一

体化，特别是共建“一带一路”集中体现了中

国对推动地区共同繁荣发展的承诺，包括巴

基斯坦在内的“上合组织大家庭”成员都能从

中受益。

推动全球治理更公正合理
俄罗斯学者卡申说：“在中国不懈推动

下，上合组织在地区和国际舞台上肩负着更

加广泛和重要责任，在加强稳定和安全、打击

恐怖主义、发展经济合作及能源伙伴关系、深

化科学和文化合作等方面发挥作用。”

“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反对霸权主义

和强权政治”“在不断促进权利公平、机会公

平、规则公平的共同努力中推进人类社会现代

化”……柬埔寨皇家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所

长金平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号召国际社会

共同努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

方向发展，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土耳其外交政策分析师古尔鲁 ·盖泽

尔看来，世界正在经历动荡期，各国在相互尊

重和相互信任的基础上进行对话尤其重要。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凸显增进团结互信、

加强沟通协调、支持彼此发展的重要意义，中

国在支持全球包容性发展方面发挥着日益重

要的作用。”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弘扬“上海精神”探索共同繁荣之路
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上合组织峰会讲话

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4日

就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发布日本福岛核污染

水处置综合评估报告答记者问。

发言人说，报告未能充分反映所有参加评估

工作各方专家的意见，有关结论未能获得各方专家

一致认可。中方对机构仓促出台报告表示遗憾。

发言人表示：“机构报告不能成为日方排海

的‘护身符’和‘通行证’。机构因授权所限，没有

审查日方排海方案的正当合法性，没有评估日方

净化装置的长期有效性，没有确证核污染水数据

的真实准确性，结论存在较大局限性和片面性。”

发言人说，日方无视国际社会关切和反对，

执意决定将核污染水排海，将太平洋当作“下水

道”。日方的净化装置能否保持长期有效？国际

社会能否及时掌握超标排放的情况？放射性核

素长期累积和富集，会给海洋生态环境、食品安

全和公众健康造成什么影响？这些问题国际原

子能机构的报告都没有给出答案。

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总干事格罗西4

日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会谈，并公布

IAEA关于福岛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项目的

综合评估报告。该报告声称日本核污染水排

海方案“总体符合国际安全标准”。但这份仓

促出台的报告，引发国际社会广泛质疑。

加快排海进程
4日，格罗西向岸田文雄提交核污染水

排海项目的综合评估报告。报告声称，日本

核污水排海计划“总体符合国际安全标准”，

“对人类与环境的辐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不过，格罗西在报告前言中强调，福岛第

一核电站处理水排海是日本政府的“国家决

定”，“这份报告既不是对这一政策的推荐，也

不是背书”。

报告还强调，报告中提出的见解并不必

然反映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的看法，“国际

原子能机构及其成员国对利用这一报告引发

的任何后果不承担责任”。

格罗西在记者会上重申，排海决策归根

到底是日本政府的决定。国际原子能机构将

在福岛设置驻点，长期监督排海状态，但是否

允许其他方参与监督只能由日本政府决定。

日媒称，日本政府基于国际原子能机构

的最终报告，正准备加快福岛核电站核污染

水排海的进程。

激起强烈反对
日方在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上一意孤

行的做法引发日本国内、太平洋沿岸地区和

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和质疑。

韩国在野党共同民主党“抵制福岛核电

站污染水海洋排放对策委员会”4日表示，经

过韩国专家研究，“该报告是不能证明福岛核

污染水安全性的无知报告”，IAEA实际上放弃

了自己的国际责任。

“韩国环境和市民团体对IAEA报告一致

表示反对。”韩联社称，环保团体认为，核污染

水对人体的健康影响应该由世界卫生组织牵

头评估，国际原子能机构只是利用核能的国

际组织，无法接受将报告当作核污染水合法

排放的许可证书。

在舆论强烈抗议下，韩国政府4日未就

IAEA的报告发布官方立场。韩国国务调整室

第一次长朴购然表示，韩国对日本福岛及周

边地区食品和水产品的禁令保持不变。

不安情绪蔓延
随着日本加速推进核污染水排海计划，

韩国各界愈发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与担忧。

3日，韩国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以“敦

促尹锡悦政权下台”为口号，启动了为期两周的

大罢工。此次罢工有诸多诉求，制止日本核污

染水排海是旗帜最为鲜明的目标之一。

“随着排海日期临近，韩国社会的反对和

抗议声浪愈加高涨。”辽宁大学国际经济政治
学院副教授李家成认为，首先是因为这一行
为会对韩国的捕鱼业和海洋养殖业带来严重

的负面影响；其次，韩国社会有着根深蒂固的

反核情绪，在文在寅政府时期，日本福岛核事

故就已经给韩国社会以警醒，当时韩国甚至

实施了“脱核电”政策，以防出现类似的悲剧。

李家成指出，尽管尹锡悦政府在核污染水

排海事宜上尽可能呼应日本政府，但在福岛食

品进口方面，尹锡悦政府近日也表态称要无限

期延长福岛食品进口禁令。不难看出，韩国社

会对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安全性的不信任。

有分析认为，虽然尹锡悦政府试图安抚

民众，但民众的不安心理却不断增大，如果舆

论继续高涨，本已有改善势头的日韩关系也

可能再度蒙上阴影。 本报记者 王若弦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IAEA报告存在局限性片面性
不能成为日方排海“护身符”

    仓促出台报告 引发广泛质疑
格罗西：并非为日本核污染水排海方案“背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