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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闻

“远望5号”停靠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补给

中国科考船引发美印过分“关心”

韩国总统尹锡悦17日迎来就职百

日。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他梳理了执

政100天来的工作成果，表示未来将继续

立足于一切为民的目标与方向。

观察人士指出，就任以来，尹锡悦完成

了将总统府由青瓦台迁至龙山等动作，在

多领域施行改革，出席多场多边外交活动，

但与此同时，这位“龙山总统”也面临着来

自内政外交各领域的执政挑战。

坚持把民生放首位
尹锡悦17日在位于首尔龙山的总统

府举行就职百日记者会，这也是他任内首

场正式记者招待会。

尹锡悦介绍了新政府在恢复经济发展

方面的举措。他表示，在全世界经济不确

定性加剧的危局中，韩国政府采取了有条

不紊的应对措施，全力挽救和保障民生经

济，还积极推进未来产业升级，全力培育未

来战略产业等，确保国家经济增长动力。

在内政改革方面，尹锡悦介绍说，截至

上月底，政府正在推进的规限改善课题达

到1004项，其中140项已通过法令修订等

改善完毕，703项进入主管部门采取措施

的落实阶段。

在外交方面，尹锡悦提及在就任初期

实现韩美首脑会谈。针对半岛问题，尹锡

悦表示，若朝鲜停止开发核武器，韩国将提

供包括推动朝美关系正常化在内的外交支

持，并考虑裁减常规武器。

尹锡悦最后强调，今后将更加尽心尽

责地把民生放在首位，全力挖掘经济增长

动力和未来发展潜力。

外界打分褒贬不一
针对新政府提交的这份“成绩单”，韩

国舆论界持有多种评价。

韩国学者联合会会长宋泰镐表示，当

前全球经济环境面临危机，尹锡悦政府迅

速出台了一系列应对举措，助力解决半导

体产业等领域供需困境，韩国出口依然对

经济发展起到拉动作用。相信韩国政府能

够顺应全球经济趋势，引领韩国经济和创

新产业继续发展。

与此同时，国内物价上涨、通货膨胀风

险加大的情况给尹锡悦政府招来不少批评

声音，人事任命、教育改革等领域的举措引

发争议，在外交安保领域的一些激进表态

也有负面评价。

韩国全球战略合作研究院院长黄载皓

直言：“政府高层对半岛问题和东北亚合作

等问题发表了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反映

出新政府在外交领域的构想尚不成熟。”

必须展现政治智慧
尹锡悦在韩国检察系统深耕25年，从

2021年6月宣布竞选总统到当选，从政时

间尚不到一年。因而有评论称，这位“政治

素人”面临的严峻挑战不言而喻。

民调数据似乎也印证了这一观点，一

一段时间以来，尹锡悦的施政好评率都在

30%附近低位徘徊。

分析人士指出，尹锡悦政府面临的挑

战主要在两方面：一是高物价、高利息、高

汇率的综合经济危机使企业环境变得不透

明，百姓经济负担越来越大，全球经济萧条

对韩国经济出口的影响前景也不明朗；另

一方面则是如何在地缘政治与安保领域找

到一条恰当的发展路径。

黄载皓认为，对于如何解决当前矛盾、

在未来提升支持率，尹锡悦政府必须展现

出执政智慧，迎接新一轮考验。 刘旭

尹锡悦执政百日亮成绩单
新华社巴西利亚8月16日电 2022年巴

西总统选举竞选活动16日开启，11名总统候

选人将竞逐总统之位。

候选人中包括自由党候选人、现任总统博

索纳罗，劳工党候选人、前总统卢拉和民主工

党候选人、前财长戈梅斯等。巴西咨询机构

15日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卢拉以44％支持

率领跑首轮民调排行榜，博索纳罗支持率

32％，其余候选人支持率均较低。

按照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16

日开始总统候选人可以举办竞选活动，并进行

媒体宣传。

巴西总统选举将于10月2日举行第一轮

投票，如没有候选人得票过半，则得票最多的

两人将在定于10月30日举行的第二轮投票中

决出胜负。

面临内政外交各领域挑战

11名候选人参加巴西总统竞选

新华社耶路撒冷8月17日电 以色列总理
办公室17日发表声明，宣布与土耳其恢复外

交关系，双方将重新互派大使和总领事。

声明说，经过以色列总理拉皮德与土耳其

总统埃尔多安和外长恰武什奥卢沟通，两国决

定正式恢复外交关系，此举将有助于深化两国

人民之间的联系，扩大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

并加强区域稳定。

2018年5月，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

维夫迁至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多个城市爆发抗

议示威，抗议者与以军发生冲突致使大量巴勒

斯坦人死伤。土耳其随后分别召回驻以色列

和驻美国大使，并驱逐以色列驻土耳其大使和

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

以色列与土耳其恢复外交关系

■中国“远望5号”停靠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 新华社 发

在航行了三十多个日夜后，中国“远望5

号”科考船16日停靠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

按照斯里兰卡发放的许可，“远望5号”将在

16日至22日完成必要的物资补给。在码头

迎接“远望5号”的斯里兰卡总统代表韦拉塞

克拉说，斯中关系源远流长，相信此次“远望5

号”停靠将有助于巩固两国传统友好关系。

然而，围绕“远望5号”的停靠，印度心态

复杂，甚至诬称科考船为“间谍船”。而万里

之外的美国，在这件事上更是显得“积极”。

一艘科考船，它们为何如此在意？

为中国空间站出航
尽管比最初的停靠计划晚了几天，但“远

望5号”科考船上的全体船员还是感受到了

斯里兰卡人的热情。

16日上午，身着华丽服饰，手持精美道

具，斯里兰卡舞者伴着鼓点声在红毯上跳着

传统的康提舞，在汉班托塔港欢迎“远望5

号”。而“远望5号”上层甲板悬挂着红底白

字的横幅，上写“中国和斯里兰卡友谊万岁”。

根据中国官方公开的资料，“远望5号”

隶属于中国卫星海上测控部，是中国第三代

航天测量船，从事航天远洋测控科学活动，旨

在为和平利用太空提供海上测控支持。它上

个月刚刚完成中国空间站问天实验舱发射海

上测控任务，此次出航主要是执行问天实验

舱海上测控及后续长期管理任务。

印度插手不是首次
然而，就“远望5号”的停靠计划，印度从

7月底开始就屡屡向斯里兰卡施压。按印度

的说法，所谓“安全和经济利益”是它在这个

问题上的关切。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甚至对中国科考船

来说也并非首次。”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
任、教授张家栋说。
汉班托塔港的各项业务由中国和斯里兰

卡两国合营，它是途经马六甲海峡和苏伊士

运河、连接亚欧大陆的繁忙航运路线上一个

重要枢纽。而由于斯里兰卡同印度距离很

近，印度称“拥有用于跟踪导弹和火箭的顶级

天线和电子设备，可监视750公里”的“远望5

号”可能会监控印度在东海岸的战略活动。

加之印度希望扩大对海洋管辖权，而南

亚多国在安全上依赖印度，尤其斯里兰卡获

得了印度的大量援助。就像《华盛顿邮报》所

说，在斯里兰卡经历破产的过程中，印度深度

介入，试图借机在南亚获得更大影响力。

正因为斯里兰卡重要的地理位置，以及

印度争夺地区影响力的诉求，中国在斯里兰

卡投资让印度介怀。渲染“中国威胁”，诬称

“远望5号”为“间谍船”，意图干涉中国船只

在斯里兰卡停靠，正是基于印度这一心理。

美国渲染中印分歧
对于“远望5号”的停靠，同样值得注意

的，还有美国表现出的过分“关心”。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媒体不惜笔墨，宣称

是中国在南亚影响力的迅速扩大引发印度高

度紧张和不满。渲染和放大中印分歧，进而

利用印度牵制中国的意图不言而喻。

事实上，对“远望5号”的所谓安全担忧

完全没有道理。连《今日印度》也承认，每年

约3.6万艘船舶经过或停靠汉班托塔港，只因

为这样的航线安排可以节省三天航行时间和

燃料。对此，美国不可能毫不知情。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6日强

调的，“远望5号”进行海洋科考活动，符合国

际法和国际通行惯例，不影响任何国家的安

全和经济利益。

更何况，斯里兰卡是主权国家，有权根据

自身利益发展与其他国家关系。张家栋指

出，此事本就不涉及第三国，尤其是远在太平

洋彼岸的美国。问题出在美国始终戴着有色

眼镜看待中国的海洋行为，“中国”不应当成

为这些正常海洋行为的“原罪”。

不惜将手从太平洋伸到印度洋，美国应

当改一改看待中国的方式。欧亚集团高级分

析师韦恩在新书中指出，纯粹以“大国竞争”

视角看待中国，“这是看待事物最不明智的方

式”。因为这可能导致“无处不在的斗争”，夸

大中美面临的竞争挑战，只会加剧美国的焦

虑。与其视“中国”为“原罪”，强调大国竞争，

美国不如更专注于在国内外的竞争优势，以

平静的心态面对中国。 本报记者 齐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