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雷神公司研发的吸气式高超音速导弹 图 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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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军方松了口气
20日，拜登登上“空军一号”专机，前往

家乡宾夕法尼亚州兜售大基建计划。

尽管在国会重重阻击下，该计划从 4万
亿美元缩水至 1万亿美元，但前景依然堪

忧。为此，拜登不无动情地在这片北美工业
之土上追忆往昔，还煽动性地向听众提了个

问题———乡亲们，你们知道中国正在建造的

高铁有多快吗？
有多少听众被打动很难说，但可以肯定

的是，五角大楼不在此列。
21日，五角大楼声称当天成功对高超

音速武器组件进行了三项新测试，兴奋之情
溢于言表。声明称，这些测试成功“展示了先

进的高超音速技术、能力和在现实操作环境
下的原型系统”，相关组件将于 2022年投入

美国高超音速导弹系统使用中。
这样的进展，无疑让最近倍感压力的美

国军方松了一口气。

拜登亲自表示“关切”

去年年初以来，美国积极发展高超音速
武器，作为“瞬间全球打击”计划的一部分。

然而，美国没想到自己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
集，进度逐渐被中俄等国追上甚至反超。

另一方面，西方媒体近来密集炒作中国
今夏的高超音速武器试射展现了惊人进步，

甚至有匿名“知情人士”煞有介事地称“不知

道中国人怎么办到的”。尽管中国外交部门
多次否认试射，但美国媒体及其信众似乎已

选择性失聪。从国防部长到战区司令，从国
会议员到各色专家，纷纷表示担忧或不安。

20日在“空军一号”上，拜登也亲自对
中国相关项目进展表示“关切”。白宫发言人

普萨基也说，白宫已通过外交渠道对中国的
高超音速导弹技术提出关切。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21日重申，
有关中国今夏进行两次高超音速导弹试射

的报道不实，那只是例行航天器试验，用于
验证航天器可重复使用技术。

“先胜后败”着急上火
高超音速武器是各方都在研发的新概

念武器，其飞行速度至少超过音速五倍，即

每小时 6200公里，现行防空反导系统几乎
不可能防御。

本月初，俄罗斯在核潜艇上成功试射
高超音速导弹，标志着这种武器距离实战

化又进了一步。而美军同期试验却归于失

败，让始终谋求绝对技术优势和全球军事
霸权的美国如鲠在喉。

于是，美国近期加速高超音速武器研
发试验，虽取得不少进展，但最新结果表

明，五角大楼高兴得还是太早。
五角大楼 21日的声明证实，在另一项

测试中一枚携带高超音速武器的助推火箭
发射失败。虽然没有披露更多细节，但在 4

月和 7月两次失败的测试中，原因疑似也
与点火相关。

进度如此波折，也难怪华盛顿着急上

火。毕竟，炒作外界威胁向国会要钱虽好，可

投入大笔美元后长期无果也不好交代。
更重要的是，别国高超音速武器的进展，

让美国引以为傲的反导系统有沦为摆设的可
能。这不仅因为新概念武器的高速，更因为美

国传统的反导系统主要针对北极弹道，对南
几乎不设防。

种种反应值得警惕
此外，美国的种种反应也值得警惕。
首先，美国内部已有战略分析人士出面，

一边给媒体炒作的“中国奇迹”降温，一边又
鼓动拜登政府重整战略威慑力量，继续强化

美国海陆空三位一体核打击力量。
其次，美国一直想突破美俄《中导条约》

束缚，以便在亚太地区部署中程导弹。一些高

超音速武器的发射方式与中程导弹高度相
似，美国有可能以此为借口再次寻求“退约”，

将给全球军控与核裁军造成沉重打击。
本报记者 杨一帆

美国与欧洲五国
就数字税达成妥协

    新华社华盛顿 10月 21日电 美国与奥

地利、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 21日就数
字服务税争端达成妥协。在经合组织推动的

国际税改协议生效后，欧洲五国将取消数字
服务税，美国放弃对五国的报复性关税措施。

美国与上述欧洲五国当天发表联合声明
称，全球 130多个国家和司法管辖区 8日已

就经合组织推动的双支柱国际税改方案达成

协议，将以重新分配跨国企业征税权的共识
方案（即支柱一方案）取代单边数字服务税。

为此，欧洲五国同意在 2023年支柱一方案生
效后，取消征收数字服务税。作为交换，美国

将放弃针对这五国数字税的关税报复措施。
经合组织的支柱一方案要求大型跨国公

司在经营活动所在国也需纳税，很大程度上
是要解决美欧持续数年的数字服务税之争。

方案实施后，来自全球约 100家大型跨国公
司的超过 1250亿美元利润将被重新分配给

各国，其中大部分为美国互联网科技企业。
联合声明同时表示，如果到 2023年 12

月 31日经合组织推动的国际税改协议仍未
生效，欧洲五国的数字服务税将继续生效，而

美国可实施报复性关税措施。

美联储高层官员
被限制买卖证券

    新华社上午电 美联储 21日宣布新规，

限制美联储决策者和高层官员个人买卖股票
和债券，并承诺将增加汇报和公开披露相关

信息的频次。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说，新规旨在抬高标

准，“以向公众保证，我机构所有高级官员一
心一意聚焦美联储的公共使命”。

新规要求，为避免在投资时机选择方面

显现任何“哪怕只是表面上”的利益冲突，决
策者和高层官员须提前 45天向美联储告知

买卖证券，获批后才能买卖，买入后必须持有
至少一年，在金融市场高度紧张期间则不得

买卖。上述限制同样适用于管理委员会以及
地区联储官员。

美联储发布新规，正值波士顿联储主席
和达拉斯联储主席因股票交易备受批评而提

前退休之际。作为新规的一部分，地区联储负
责人被要求在金融交易 30天内公开披露相

关信息。
主张金融改革的非营利组织改善市场协

会首席执行官凯莱赫说：“美联储今天的宣布
姗姗来迟，是好开端，但还不够。”他认为，新

规应适用于美联储中掌握潜在市场动向消息
的每个人，建议包括美联储主席在内的所有

高级官员把全部投资放入保密信托，全都不
得进行交易。

恶意炒作中国反而放大自身尴尬

美国高超音速武器试验再次失败
    美国军方高超音速武器项目测试 21日先胜后败，
令美媒在短暂欣喜后陷入一片沉默和惋惜。由于美媒
此前恶意炒作中国高超音速武器发展，反而放大了此次
测试失败后的尴尬。

同时，由于美国总统拜登 20日刚就中国相关技术
进展表示关切，此次测试失败后，美军相关项目进展很
可能得到白宫和国会更多关注和支持。

■ 美军 3月在太平洋导弹靶场测试高超音速滑翔弹体 图 GJ

《中国联合国合作立场文件》发布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

席位 50周年，中国外交部 22日发布《中国联
合国合作立场文件》，展现 50年来中国对联

合国各领域工作作出的突出贡献，就维护多
边主义、促进全球发展、团结抗击疫情等重要

国际问题阐述中国立场和主张。

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专家认为，当前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叠

加共振，国际格局正经历深刻调整，但和平与

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国际社会维护多边主
义、加强团结合作、共同应对挑战的呼声愈发

强烈。在这一背景下发布相关立场文件，彰显
了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必将对维

护国际公平正义、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产生重

要积极影响。
50 年来中国同联合国合作领域不断拓

展，合作内容不断深化，在经济发展、消除贫

困、卫生保健、粮食安全、环境保护等多个领
域全面开展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意味着联合
国真正成为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

政府间国际组织，无论在联合国发展史还是
在中国外交史上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

事件。”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宗

泽说，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坚定支持联合国事
业，为各国与联合国开展合作树立了典范。

秉持以和为贵理念
立场文件指出，50年来中国坚定维护世

界和平与安全，大力促进全球发展，不断推动

国际法治建设，全力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
中发挥核心作用，积极致力于促进和保护人

权，大力推进社会领域发展与合作，不断为提

升人类卫生健康水平作出贡献。

专家表示，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联
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始终支持联合

国框架下的各项事业，以自身发展成就和对
南南合作的支持，为全球减贫和共同发展作

出了巨大贡献，鼓舞了世界上坚持公平正义、
捍卫和平稳定、谋求共同发展的国家和人民。

“中国一贯秉持以和为贵理念，与国际社

会一道共谋和平、共护和平，成为维护世界和
平的中流砥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

究所副所长苏晓晖说。

践行真正多边主义
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中国对联合国的

政策是否会发生改变？立场文件明确指出，中

国将继续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继续做全球
发展的贡献者，继续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继

续做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这四个‘继续’清晰地告诉国际社会，未
来中国对联合国的支持仍将一如既往。”阮宗

泽说。
立场文件指出，中国将践行承诺，把疫苗

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实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可
及性和可负担性。

“从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到提出把疫苗

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再到提出全球发展倡议，
中国致力推动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彰显出东

方大国的胸襟气魄与责任担当。”苏晓晖说。
“50年来，中国始终同联合国站在一起，

维护联合国的权威。”阮宗泽说，当前个别国
家打着所谓“规则”旗号破坏国际秩序，制造

对抗和分裂，中国提出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
义，就是在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中国

越发展，对联合国越有利。 温馨 成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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