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28日上午9时13分，第二十架接返自乌克兰撤离中国公民临时航班安全抵达福州。外交部发言人

汪文斌当日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有关情况时说，在整个撤离工作过程当中，共有5200多名在乌的中国公民

安全撤离至乌周边国家。4600多名撤离至乌周边国家的中国公民搭乘20架次中国政府安排的临时航班回

到祖国。“现在撤离在乌克兰中国公民的工作已告一段落，但保护海外同胞的生命安全和正当权益的征程永

远在路上。”汪文斌说。 ■ 据新华社

外交部：撤离在乌克兰中国公民工作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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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和乌克兰谈判代表27日说，俄乌双方将

于本周就乌克兰局势举行新一轮面对面谈判。

俄罗斯谈判代表团团长、总统助理梅金斯基27

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俄乌代表团当天通过视频会

议举行谈判，双方决定于29日至30日举行面对面谈

判。但他没有说明新一轮面对面谈判的具体地点。

乌克兰谈判代表团成员、乌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

主席阿拉哈米亚27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乌俄谈判

代表团新一轮谈判于28日至30日在土耳其举行。

另据土耳其总统府27日发表的声明，土耳其总

统埃尔多安当天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商定下一

轮俄乌谈判在土耳其城市伊斯坦布尔举行。

此外，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

（议会）人权事务专员杰尼索娃27日在社交媒体上说，

乌俄交战导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周边超过1万公顷森

林着火，目前已报告31起火情。大火导致放射性物质

被释放到空气中，并在风力作用下长距离传播，对乌克

兰、白俄罗斯及其他欧洲国家构成辐射威胁。杰尼索

娃呼吁国际原子能机构尽快向乌克兰派遣专家和消防

设备，以避免不可挽回的后果。 ■ 据新华社

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升级以来，日本右翼势力以此

为借口大肆渲染炒作亚太安全威胁。日本前首相安倍晋

三甚至公开提出日美“核共享”论，还声称“美国应舍弃在

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模糊政策”。分析人士认为，日本右翼

借俄乌冲突炒作安全局势，制造紧张空气，谋求军备扩

张，值得亚太国家警惕。 ■ 新华社记者 姜俏梅

妄图以“核共享”挑战“无核三原则”
作为世界上唯一遭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将“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

器”的“无核三原则”确立为基本政策，一直延续至今。

然而，安倍2月27日在一档电视节目中提出，鉴

于俄乌局势，日本应讨论类似部分北约欧洲成员国和

美国的“核共享”政策，即美国在盟国基地部署核武器

并在发生紧急情况时由盟国战机搭载使用。

安倍这种论调在日本政坛不乏附和声音。执政的

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高市早苗建议党内就“无核三原

则”中的“不运进核武器”进行讨论，认为在紧急情况下

应允许例外。右翼在野党日本维新会向日本外相林芳

正提交建议书，要求日本政府讨论“核共享”以强化防卫

能力，并要求将防卫费增加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

对此，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虽表示日本政府坚持

“无核三原则”，不会就“核共享”进行讨论，但同时声

称并不反对各政党内部讨论。

对于由安倍等右翼势力挑起的此轮“核共享”讨

论，日本国内有不少反对声音。日本《朝日新闻》发表

社论批评说，安倍的言论极其无知，从中丝毫感受不到

作为受核武器打击国家的觉悟和责任。据日本媒体报

道，在16日的自民党会议上，与会专家也不赞成引入

“核共享”政策。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

田高景指出，安倍等右翼政客和右翼势力利用俄乌冲突妄

图推行“核共享”，是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的攻击，绝对

不能容忍这种谬论。日本应总结过去侵略和殖民统治给

亚洲国家造成巨大灾难的历史教训，坚持“无核三原则”。

借台湾“有事”谋求军力扩张
在鼓吹“核共享”言论同时，安倍在2月27日的

电视节目中还称“美国应舍弃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模

糊政策”。安倍去年12月就曾妄称：“台湾有事即日

本有事，也就是日美同盟有事。”

分析人士指出，日本以往就有借重大国际事件

为自身军事松绑找理由的先例，此次借俄乌冲突一再

炒作台湾“有事”也是一样。以安倍为代表的右翼势

力此举意图十分明显，那就是为突破和平宪法精神和

“专守防卫”原则提供理由。

在去年国会众议院选举中议席大增的日本维

新会目前正煽动在今年 7月参议院选举的同时就

修宪举行国民投票。自民党则正积极推进其4项

修宪主张，其中包括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而

规定日本不保持战争力量和放弃国家交战权的第

九条正是和平宪法的核心，也是日本在二战后走

和平道路的法律基石。

藤田认为，目前日本正处于能否坚守宪法第九条的

关键时刻，今年7月参议院选举结果将对此产生重大影

响。日本前外务省官员孙崎享指出，目前日本政坛右翼

已不是少数派，日本政治右倾已十分严重，这令人担忧。

俄乌冲突持续发酵，伤亡人数不断攀升，给欧洲乃至

世界带来的经济损失不可估量。然而，美国军工巨头却获

得巨额收益，其股票价格大幅上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如

何成为美国军火商的印钞机？一些美国前政界人士和专

家日前接受记者采访，详解美国军工企业的俄乌冲突“生

意经”。 ■ 新华社记者 熊茂伶

冲突前：鼓吹对抗，外交“靠边”
曾在美国国会工作的反战组织“公正外交政策”执行

主任埃里克·斯珀林告诉记者，美国军工企业的游说力量

不容小觑，它们想要的至少是军事紧张局面，以刺激武器

需求。此外，政商“旋转门”是普遍现象。军方高官、国务

院官员卸任后经常在军工企业董事会任职或担任顾问、游

说人员，而在这些企业工作过的人也可能回到政府任职。

斯珀林说，这就形成一种普遍氛围，相比于外交手段，对抗

性的、军事化的应对，更符合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2020年总统选举民主党竞选人、国会前众议员图尔

西·加巴德2月中旬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警示，军队－工

业－国会复合体（简称军工复合体）控制着美国政府，民

主、共和两党中的好战分子都一直在煽动俄乌紧张局势。

“外交赚不了多少钱，”斯珀林说，“没有投资者看到外交协

议后会认为这是军火公司获利的好兆头。”

冲突中：多点开花 盆满钵满
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主要军工企业股价大幅上涨。“领

头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股价从年初每股354美元一路上涨

至3月25日的453美元，涨幅28%。雷神技术公司同期涨幅

近20%。诺思罗普-格鲁曼公司和通用动力公司股价也都大

涨。分析人士指出，俄乌冲突将从美国对乌军事援助、美欧

防务预算增长等方面给美国军工企业带来额外收益。

俄乌冲突爆发后，美立即宣布将向乌提供总价达3.5

亿美元军事援助。3月16日，美国宣布将再向乌提供价值

达8亿美元武器援助。同时，美国国会两党对增加国防预

算的共识越来越强烈。

美国艾奥瓦州前众议员格雷格·丘萨克告诉记者，国

会通过的国防预算数额高于白宫提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是，支持国防预算是一种“非常廉价的爱国主义”。国会议

员担心遭到来自极右翼的攻击，投票反对为军队提供支持

在政治上不划算。

此外，德国等欧洲国家纷纷调整防务政策，也为美军

工巨头带来“商机”。斯珀林说，俄乌冲突将促使北约组织

成员国增加防务开支，而北约大量使用美国武器，相当一

部分防务合同会落入美国企业手中。

冲突后：捆绑利益 着眼长远
美国国防部2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自20世纪90

年代以来，国防部门承包商大幅整合，从51个下降到5个，

美国军工产业寡头垄断局面愈演愈烈。企业数量越少，定

价权越高，这也意味着军工巨头的利润可观。

为保障源源不断的战争财，军工企业在游说上一向“大

手笔”。美国布朗大学一项研究表明，过去二十年间，美国

军工企业在游说上花费高达25亿美元，过去五年间平均每

年雇用700个说客，人数超过国会参众两院议员总和。

斯珀林在国会工作期间与游说人员打交道，了解了这些

企业的“手段”。他告诉记者，美国军工企业会把就业岗位分

散到全国各地，让全国成千上万的工作与国防产业相连，形

成利益捆绑。这意味着，国会如果推动削减国防支出，将面

临巨大阻力，因为这可能导致议员所属选区民众大量失业。

俄乌将于近日举行新一轮面对面谈判

美军火商如何
借俄乌冲突大发战争财？

日本右翼借俄乌冲突之机蠢蠢欲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