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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代表团时隔四年访华
专家称有利中日关系改善

据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消息，一架载有

65名被俘乌克兰军事人员的俄伊尔－76军

用运输机24日在俄别尔哥罗德州坠毁，机上

人员全部遇难。

事件经过
莫斯科时间24日11时左右，一架执行例

行飞行任务的伊尔－76军用运输机在别尔

哥罗德州坠毁。据俄国防部消息，机上载有

65名乌军被俘人员，原计划将他们运至别尔

哥罗德州进行换俘，此外机上还有6名机组

人员和3名护送人员。别尔哥罗德州州长格

拉德科夫随后确认，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俄国防部在事件发生后发文称，失事的

运输机被乌克兰发射的导弹击落。俄空天军

雷达探测到乌方发射两枚导弹击落俄军机。

目前运输机上的两个黑匣子均已找到。

俄紧急情况部25日发布消息说，初步信息显

示，两个黑匣子的状况都适合解码。黑匣子

将于26日通过特别航班运送到俄国防部的

专业实验室进行解码。

另据俄罗斯行动部门消息，在坠毁地点

发现了疑似导弹的碎片。目前俄方人员正在

大范围搜寻飞机残骸。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伊尔－76运输机坠

毁后，乌克兰媒体曾援引乌国防部消息人士

的话报道说，这架飞机上运载有S－300防空

导弹，乌克兰军队击落了这架飞机。但后来

乌克兰媒体删除了相关报道。

俄乌反应
俄外交部24日发表声明说，乌方十分清

楚筹备中的换俘行动，了解战俘的运送方式

和路线，针对飞机的袭击是一场蓄意行动，这

表明乌当局缺乏契约精神。俄国家杜马国际

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表示，乌克兰军人

“不是第一次遭到自己人袭击”，美国和欧洲

对此次“导弹袭击战俘”事件同样负有责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日夜发表讲话

说，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和国家安全局正在对

事件进行调查。他说，俄方显然是在践踏乌

被俘人员生命、其亲属情感及乌社会情绪。

他已指示乌外交部向伙伴国提供乌方掌握的

信息，乌方坚决主张对事件展开国际调查。

有何影响
俄乌双方约定，在俄特别军事行动期间

定期交换被俘人员。俄媒分析称，此次坠机

事件或将导致俄乌暂停换俘行动，双方仅存

的谈判成果也将不复存在。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日说，对于

坠机事件如何影响俄乌未来换俘进程，没有

人可以给出答案。俄外交部无任所大使罗季

翁 ·米罗什尼克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机被

击落不禁让人对俄罗斯与乌克兰达成任何协

议的可能性产生怀疑。

俄外长拉夫罗夫24日在联合国举行的

记者会上说，俄方已提议就这一事件召开联

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查明“乌克兰犯罪行为

背后的原因”。

据外媒报道，联合国安理会将于当地时

间25日举行会议讨论此事。

耿鹏宇 李东旭 陈畅（新华社莫斯科1月  日电）

美国联邦航空局24日晚宣布，在发现“不

可接受”的质量问题后，不会同意美国波音公

司增产737MAX系列客机。

联邦航空局局长迈克 ·惠特克在声明中

说，在近期暴露的质量管控问题得到满意解

决前，“不会同意波音提出的增产737MAX

要求，也不会批准增设生产线”。“我们在质量

保障方面发现不可接受的问题。”

禁止增产指波音只可按当前速度生产，

不可提速。美国联邦航空局没有提及这一增

产禁令可能的持续时间。

波音每月生产大约30架737MAX飞机，

去年10月曾宣布有意在当年底增至38架。

联邦航空局的决定可能影响波音今年年

中前新设737MAX生产线的计划。这将是

波音第四条737MAX生产线。

联邦航空局的决定同时可能对美国航空

业构成广泛影响。波音本寻求增产737MAX

以满足用户需求，并缩小与竞争对手欧洲空

中客车公司的差距。

联邦航空局24日同时宣布，批准有关航

空运营商对已经暂时停飞的 171架 737

MAX9客机做“彻底检查和维护”。据美联社

报道，具体程序包括对本月初发生事故的客

机门塞（内嵌式应急门）等部件做“细致目视

检查”，调整固定件和修复损坏等。一架客机

完成上述检修程序大约需数小时。

MAX9型客机最大用户美国联合航空公

司随后表示，该航司已完成“初步准备和检

查”，预计旗下该型客机28日起复飞。另一受

停飞事件影响较重的美国阿拉斯加航空公司

则准备26日复飞。

阿拉斯加航空公司一架MAX9型客机

本月5日在空中发生事故，机舱侧面一处门塞

脱落，飞机随即紧急降落。联邦航空局6日下

令暂时停飞由美国航司运营或在美国境内运

营的MAX9型客机，以对该机型进行安全检

查。此后，全球多家监管机构和航司也宣布

停飞该型号飞机。 海洋

俄罗斯军用运输机坠毁
搭载65名乌方俘虏 双方和谈前景蒙尘

可能影响与欧洲空客公司竞争

美国禁止波音增产      

新华社今晨电 土耳其25日发布官方

公告，宣布正式批准瑞典加入北约。

这表明，在土耳其议会23日批准关于

瑞典加入北约议定书的议案后，土耳其总

统埃尔多安已签字批准瑞典加入北约。

目前，北约成员国中仅剩匈牙利尚未

批准瑞典“入约”。匈牙利总理欧尔班24

日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通电话，重

申匈牙利政府支持瑞典加入北约。

新华社今晨电 继去年9月经中国中转

首批进口货物后，尼泊尔25日在中尼过境

运输协定框架下通过中国出口首批货物。

当天从尼泊尔启运日本的出口货物主

要是速食面，将通过天津港中转。尼泊尔工

业、商业和供应部秘书纳拉扬·普拉萨德·夏

尔马 ·杜瓦迪致辞说，通过中国持续向第三

国出口开辟合作新空间，提升经济韧性和创

新活力，标志尼中经济合作开启新篇章。

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陈松致辞说，中方

积极提升中尼双边贸易，相信随着更多陆

路口岸开放以及公路等基础设施改造升

级，尼泊尔通过中国进出口货物的时间和

成本都会进一步下降。

中尼双方于2016年和2019年分别签

署过境运输协定和协定议定书，允许尼方通

过中方4个海港以及3个陆港过境运输。

土耳其正式批准
瑞典加入北约

尼泊尔首次通过中国
港口中转出口货物

新华社今晨电 中国德国商会24日发

布的2023/24年度商业信心调查报告显

示，超过半数的受访德企计划未来两年内

增加对华投资。

报告认为，中国“对德国经济的意义依

然是独一无二的”。中国消费市场规模庞

大、供应链基础设施先进，创新能力日益强

大，中国持续成为德企最重要的市场之一。

报告说，91％的受访德企表示将继续

扎根中国市场。超过半数的受访德企计划

未来两年内增加对华投资。46％的受访德

企计划与中国合作伙伴增进合作以保持竞

争力。37％的受访德企表示，与其他市场

相比，中国作为创新市场的吸引力在增强。

受访德国企业还认为，中国企业的创

新领导能力不断增强，其中汽车行业企业

最为明显。在汽车行业，11％的受访企业

认为中国竞争对手已经是创新领导者。

中国德国商会成立于1999年，目前有

超过2100家会员企业，是在华德国企业的

官方协会。

超半数在华德国企业
愿加大对华投资

时隔4年零4个月，日本经济界高层代表

团再度访华。

据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1月25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经济团体联合

会会长十仓雅和、日中经济协会会长进藤孝

生、日本商工会议所会长小林健率领的日本

经济界访华团。日本主要企业负责人共200

余人出席。

看好中国市场前景
据稍早前消息，此次中日双方主要就

去碳化、强化产业能力、促进供应链稳定等

经济领域合作展开磋商。日本方面普遍看

好代表团此次中国行。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

芳正期待以此提振两国之间经济交流的活

力。不久前抵京履新的日本驻华大使金杉

宪治近日接受访问时表示，日方希望访华

团同中方加强沟通，进一步深化两国经贸

关系。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陈友骏认

为，对于日本企业来说，中国市场的魅力不仅

没有衰减，还在进一步加强。“任何一家力求

全球布局的日本企业都不会、也不能忽视中

国市场，尤其是中国市场多年来为日企提供

了高额的经营回报。”陈友骏说，“大多数日本

企业看好中国市场并期待收获巨大经济效

益，这是日本派出庞大代表团来华访问最主

要的动因。”

他指出，日本经济界重视对华交流，希

望继续深耕中国市场，扩大日企在华影响

力，同时也为未来日企在海外的全面布局做

战略准备。

保持交流寻求合作
尽管此次日本代表团以经济为名来访，

但中日经贸交流对中日关系的发展起到十分

重要的影响。陈友骏指出，基于中国市场对

日本企业重要性的认识，日本代表团此行也

希望通过扩大经济合作，推动中日关系改善

发展。

去年11月，习近平主席同岸田文雄首相

在旧金山会晤，两国领导人重申恪守中日四个

政治文件的原则和共识，重新确认全面推进战

略互惠关系的两国关系定位，致力于构建契合

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为两

国关系改善发展提供了关键政治引领。

当前，中日关系正处于承前启后的关键

时期。陈友骏表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日

本经济界希望依托这一转暖的政治大环境，

进一步扩大对华经济影响力和作用力。”

在陈友骏看来，日方派出大规模代表团

访华，无论在经济层面还是政治层面，都释放

了一定的积极信号。这体现了对中日经济交

流与合作的重视，说明日本经济界迫切希望

与中国保持对话交流，以此寻求进一步合作

的机会。 本报记者 王佳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