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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闻

新华社巴黎3月17日电 法国总统马克

龙17日公布其连任竞选纲领，主要涵盖就

业、科研、能源、国防等方面，承诺打造“更加

独立自主”的法国。

马克龙当天在巴黎北郊塞纳-圣但尼省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法国近5年来历

经社会运动、新冠疫情和恐怖主义等危机，

其竞选纲领正是在此背景下制定。

马克龙承诺推进退休制度改革，延长法

定退休年龄，提高最低养老金标准以及改革

失业保险制度等。他还表示将大幅增加科

研投资，促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加大

农业投入等。针对非法移民问题，马克龙表

示将制定更加快速高效的遣返程序，对不配

合遣返的国家收紧签证政策。在国防方面，

马克龙表示将加大对军队特别是尖端军事

科技的投入，并计划将军队预备役人数增加

一倍，以提高法国应对危机的能力。

马克龙片月3日宣布将参加定于今年4

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以寻求第二个总统任

期。法国民调机构公布的投票意向显示，马

克龙支持率处于领先，但未超过半数，其主

要竞争者包括极右翼阵营“国民阵线”主席

玛丽娜 ·勒庞等。法国总统选举采用“多数

两轮投票制”。第一轮投票中，如无候选人

获得逾半数选票，则得票居前的两名候选人

参加第二轮角逐。

参与俄罗斯与乌克兰谈判的俄方代表

团团长、俄总统助理梅金斯基18日表示，

俄乌双方在谈判中就乌中立地位与乌不加

入北约议题尽可能拉近了立场。

乌方称谈判立场不变
俄罗斯媒体18日援引梅金斯基的话

报道说，乌克兰中立地位与乌不加入北约

是俄乌双方谈判的关键议题之一，双方在

这一议题上尽可能拉近了各自立场。但在

乌克兰如果放弃加入北约会得到何种额外

安全保障问题上，双方的立场还有“细微差

别”。此外，双方就乌克兰“去军事化”问题

的谈判尚处在“半程中”。在涉及顿巴斯地

区管理的关键问题上，双方的立场不同。

乌克兰谈判代表波多利亚克18日说，

乌方的谈判立场保持不变，即停火、俄罗斯

撤军以及具有明确方案和严格约束力的安

全保障。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8日

说，俄乌两国总统能否会面取决于正处于

商议阶段的协议文片情况。俄乌代表之间

的谈判仍在继续，俄方希望加快步伐推进

谈判，但在这方面乌方显然未做好准备。

俄远程打击军事目标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8日说，俄

方在乌克兰开展行动旨在消除对自身的威

胁。俄方绝不允许西方继续向乌运送武

器，乌境内任何可疑物品都将成为俄军目

标。他还表示，俄已准备好恢复与西方的

互利合作，但不再视西方为可靠的长期伙

伴。同时，俄方准备与所有愿在平等、相互

尊重、寻求利益平衡基础上与俄进行合作

的国家开展合作。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18

日晚说，俄军当天早晨使用远程高精度武

器对乌克兰军事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摧毁

利沃夫市一处航空维修厂战机停放地以及

位于尼古拉耶夫市和沃兹涅先斯克市郊区

的弹药和军事装备仓库。自俄方开展特别

军事行动以来，俄军已摧毁乌方184架无

人机、1412辆坦克和其他装甲车辆、142台

多管火箭炮、542门野战火炮和迫击炮、

1211辆特种军用车辆。

普京与法德首脑通话
俄罗斯总统普京18日应约与法国总

统马克龙通电话。针对法方关切，普京再

次强调俄武装力量在特别军事行动期间尽

一切努力保护民众生命，其中包括组织人

道主义通道安全撤离民众。马克龙对顿巴

斯地区城市马里乌波尔局势表示“极度关

切”，认为持续轰炸危及平民安全，俄乌之

间的谈判尚未取得实质进展。马克龙再次

要求立即在乌克兰实现停火。

俄罗斯总统普京18日与德国总理朔

尔茨通电话。普京表示，乌方千方百计拖

延谈判进程，提出越来越多不切实际的建

议。尽管如此，俄方仍准备继续秉持原则

性态度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 欣华

：关键议题谈判与乌立场拉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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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两大农产品主要出口国，俄

乌冲突正在给全球粮食市场带来冲击。

不断攀升的粮价，不仅让片就对粮食

进口依赖性极高的贫困国家面临一场“饥

饿风暴”，也让全球多国承受着食品价格上

涨和通货膨胀的压力。

冲击全球粮食市场
3月17日，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小麦期

货价格与一个月前相比，累计上涨了约

32%，达到每蒲式耳（约27千克）10.57美

元。小麦价格的上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全

球粮食市场的真实境况。同期，玉米、大

豆、葵花籽油等农作物的价格都出现了不

同程度的增长。

高盛集团表示，“由于航运中断、购进

成片飙升以及对乌克兰新季度种植前景的

担忧，全球粮食市场将面临上世纪70年代

以来的最严重冲击”。

凭借肥沃的黑土和高粮食产量，乌克

兰与俄罗斯西南部被称为“欧洲粮仓”。联

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俄罗斯是全球最

大的小麦出口国，乌克兰是全球第五大小

麦出口国，两国提供了全球约19%的大麦、

14%的小麦以及4%的玉米，占全球谷物出

口的三分之一以上。

俄罗斯每年生产的小麦数量约占全球

总量的10%，乌克兰约占4%；而俄罗斯每

年出口小麦数量约占全球总量的17%，乌

克兰约占12%。土耳其是俄罗斯小麦的最

大买家，其次是埃及，排在第三的是哈萨克

斯坦。

俄乌也是玉米和葵花籽油的主要生产

国和出口国。2020年，两国出口玉米数量

约占全球玉米出口总量的14%。同年，乌

克兰葵花籽油出口量约占全球该品类出口

总量的40%，俄罗斯约占18%。

俄乌冲突爆发后，乌克兰叫停了港口

的商业航运，而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

也加大了其他国家与俄罗斯交易的难度。

分析人士认为，这无疑切断了俄乌的粮食

出口，并引发了国际粮

食价格的飙升。

贫穷国家面临饥荒
冲击之下，最为脆弱的莫过于那些片就

贫穷、且在粮食方面极度依赖他国的国家。

由于每年有近三分之一的小麦需从乌

克兰进口，西亚国家也门正经历着前所未

有的饥荒。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粮食

计划署指出，在长期战乱的也门，有超过15

万人处于饥饿状态，“今年预计死于饥荒的

人数会继续增加。”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言

人菲利普 ·杜阿梅勒忧心忡忡地说，“一场

风暴即将来临”。

今年年初，由于缺乏资金，世界粮食计

划署不得不将也门800万人的口粮减半，

“俄乌冲突加剧了小麦等农作物的短缺并

推高了价格”，世界粮食计划署或不得不进

一步削减援助。世界粮食计划署总干事戴

维 ·比斯利无奈表示，“也门的灾难进入倒

计时，我们几乎没有时间避免它。”

也门的饥荒并非孤例。非洲国家也承

受着俄乌冲突对粮食供应的影响。2020年，

埃及、苏丹、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从俄罗斯

进口了近40亿美元的农产品，从乌克兰进口

了约29亿美元的农产品。

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指出，

全球至少有50个国家的30%或更多的小麦

供应依赖俄罗斯和乌克兰。上海国际金融
与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徐明棋认为，这
些国家中，中东、北非和西亚国家依赖程度

最高。“这些国家粮食产量低，一直依赖进

口，一旦俄乌冲突延续，影响到小麦等农作

物的出口，就很难找到替代。”

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2022年将是

灾难性的饥饿之年，38个国家的4400万人

将在饥荒边缘徘徊。

欧洲食品价格上涨
欧洲国家的境况或许没有贫困国家那

么糟，但也有自己的麻烦。“我们未从俄乌

两国大量进口小麦，食品生产也高度机械

化，因此欧洲的食品货架不会出现空空如

也的情况。”英国经济学教授马丁 ·凯姆认

为，尽管现在小麦的价格是两年前的两倍，

但这不会明显反映在面包价格中，“顶多是

一条面包贵了几美分罢了”。

但凯姆并不敢肯定，接下来会发生什

么。“俄乌冲突导致的不确定性，以及战争

的持续，将继续产生影响。”他分析认为：

“与此同时，能源、劳动力、机械、运输、包装

等成片价格也很难不产生变化。”

凯姆的担忧似乎正在变为现实。英国

广播公司报道称，2022年，英国的食品成片

可能上涨15%。随着俄乌冲突持续升级，

食品价格大幅上涨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徐明棋表示，尽管欧洲国家的粮食并

不依赖俄乌，但依然会受到影响，“小麦等

农作物价格上涨也会传递到其他的物品

上”。在粮食方面，欧盟国家有自给自足的

能力，但饲料、化肥他们同样需要进口。“因

此，对欧洲而言，当前形势不会造成粮食短

缺，但会导致物价上涨。”

同时，一些国家的“粮食保卫战”或将

使问题更为复杂。全球谷物主要出口国之

一的阿根廷以及面粉主要出口国土耳其都

已采取措施加强对当地产品的出口控制，

匈牙利、摩尔多瓦等国也正在禁止部分粮

食出口。日片农林水产省正在寻求通过定

期招标从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购买总

计10余万吨食品级小麦。徐明棋指出，这

些行为或会影响全球粮食供应结构，从而

加剧贫困国家粮食短缺问题的紧张局面。

徐明棋认为，“从全球来看，粮食的生

产和消费不存在巨大缺口，大面积饥荒理

论上不会存在。”每年的粮食生产和需求间

是一种弱平衡关系，地缘政治冲突、自然灾

害等或会影响粮食的产量和全球贸易，从

而导致局部地区粮食短缺，并使粮食价格

上涨，加剧供应链紧张。片报记者 王若弦

马克龙公布连任竞选纲领
承诺打造“更独立自主”的法国

新华社利马3月17日电 秘鲁宪法法院17

日决定恢复2017年12月对前总统藤森的特赦，

这意味着目前正在监狱服刑的藤森将获释。

藤森的辩护律师表示，完成相关法律程序

后，现年83岁的藤森将在未来几天内出狱。获

悉宪法法院下令释放藤森后，秘鲁总统卡斯蒂

略和部长会议主席托雷斯等政要明确表示反

对，不少反对藤森的人士走上街头抗议。

俄
“欧洲粮仓”燃起战火
穷国面临“饥饿风暴”

秘鲁法院恢复特赦
前总统藤森将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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