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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海军“康涅狄格”号核
潜艇近日在南海海域潜航时撞
到不明物体，造成一定程度的
损坏和部分人员受伤。这一事
件反映出美国长期打着“航行
和飞越自由”的旗号，频频派
遣各种武器平台在世界各地兴
风作浪，尽显霸权霸道霸凌底
色。美国的一系列作为破坏国
际秩序，威胁人类和平，堪称
是世界和平和地区安全的最大
破坏者。

“战争是美国人的生活方
式”——美国历史学家保罗·
阿特伍德的评论一针见血。纵
观美国建国 240 多年历史，只有
16 年没有打仗。据不完全统
计，从二战结束到 2001 年，世界
上发生了 248 场武装冲突，其中
美国发起的就有 201 场。仅 21
世纪以来美国介入的阿富汗战
争、伊拉克战争和叙利亚内战，
就 制 造 了 总 计 达 2700 万 的 难
民。可以说，美军所到之处，留
下的都是动荡分裂、家破人亡，
都是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美国
要扮演“世界警察”，其实一直
以来，美国自己才是世界最大

“乱源”。
除了直接的军事干涉外，经

济制裁、文化渗透、煽动骚乱、操
控 选 举 也 是 美 国 的“ 拿 手 好
戏”。长期以来，美国以“民主”
之名行干涉之实，打着“人权”旗
号制造人权灾难。在亚欧国家
导演“颜色革命”，在西亚北非地
区遥控“阿拉伯之春”，在拉美地
区推行新“门罗主义”，在世界各
地搞“和平演变”……花式干涉
他国内政，简直是颠覆别国政权
的“专业户”。美国的所作所为，
把世界搞得狼烟四起，给这些地
区造成社会动荡、经济崩溃、恐
怖极端组织趁势坐大、数百万民
众流离失所，引发严重的人道主
义危机，给世界人民带来无尽的
战争、动乱与痛苦。

为了在全球“耀武扬威”，
美国军费常年高居世界第一，
占世界军费总开支近四成。除
了常规军事力量，美国拥有世
界 上 最 庞 大 、最 先 进 的 核 武
库，还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化学
武器库存的国家。其在全球部
署了 800 多个海外军事基地，
像 定 时 炸 弹 一 样 威 胁 世 界 安

全。美国的海外驻军在当地横
行霸道、违法犯罪，美国大兵
享受的“治外法权”背后，是多
少当事国家受害百姓的无奈和
不甘。

美国还频繁将国内法凌驾
于国际法和国际规则之上，对
其他主权国家“长臂管辖”，肆
意挥舞单边制裁大棒，将“丛
林法则”和霸权主义推行到极
致，“黑手”伸到海外且越伸越
长，造成相关国家经济面临严
重困难，甚至出现人道主义危
机，破坏性不亚于战争。新冠
疫情暴发以来，委内瑞拉、叙
利亚、伊朗三国因受到美国长
期制裁，国内经济状况和医疗
条件恶劣，疫情形势严峻。而
美国不但没有停止制裁，反而
进一步加码。伊朗前总统鲁哈
尼对此控诉：“美国对伊朗的
制裁是非人道的，是犯罪和恐
怖主义行为。”

违背公义，却满口“规则”
“秩序”。美国为一己之私拉
“小圈子”搞集团政治，挑动地
区阵营对立，胁迫他国和国际
组织“选边站队”，用早已过时

的冷战思维冲击正不断走向光
明的区域合作架构，破坏地区
繁荣稳定。美国的所作所为，
就是要打造以美为中心的地区
规则秩序，维护美国的主导地
位和霸权体系。

此次核潜艇碰撞事件，是
美国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之
名，施“航行和飞越霸权”之实
而自己造成的。美国长期以来
派军舰军机等各种武器平台在
南海挑衅，举行针对性极强的
军事演习，严重侵犯沿岸国主
权和安全利益，严重破坏南海
地区和平稳定，严重危及一线
官兵生命安全，是极不负责任
的、也是极其危险的。

无数事实告诉世人，美国
是世界和平和地区安全的最大
破坏者，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
治已成为威胁人类社会文明进
步与和平发展的最大挑战。美
国 如 果 继 续 执 迷 于 走 霸 权 路
线，逆历史潮流而为，必将遭
遇更大的“碰撞”。
（新华社北京10月29日电）

美国是世界和平和地区安全的最大破坏者
新华社记者 张汨汨

·新华国际时评·

美国纽约州奥尔巴尼县治安官办公室
28 日对前州长安德鲁·科莫提起刑事起
诉，指控他“强行触摸”一名女性。

奥尔巴尼县治安官办公室向奥尔巴尼
市法院起诉科莫。据美联社报道，科莫被
指控去年 12 月 7 日在州长官邸“强行触
摸”一名女性上身和隐私部位。

诉状仅一页，没提受害人姓名。不过，
科莫前助理布里塔妮·科米索先前向奥尔
巴尼县治安官办公室举报，称自己去年年
底在州长官邸遭科莫摸胸。

奥尔巴尼县治安官克雷格·艾普尔说，
奥尔巴尼市法院已经传唤科莫下月 17 日
出庭。

在纽约州，犯强行触摸罪者面临最长
一年监禁或三年缓刑。法官可酌情轻判，
包括不予收监。

纽约州总检察长利蒂希娅·詹姆斯 28
日说：“科莫因‘强行触摸’受到刑事起诉，
进一步证实了我们的调查结果。”詹姆斯8
月宣布，历时5个月的调查发现，2013年至
2020 年，科莫性骚扰至少 11名女子，包括
未经同意触摸、亲吻对方以及有性暗示的
言语。

科莫律师丽塔·格拉文在一份声明中
说，科莫从未性侵犯任何人。

科莫现年 63 岁，三次当选纽约州州
长。新冠疫情期间，他一度每天面向公众
作疫情简报，成为“明星州长”，曾被认为未
来有望参选总统。由于性骚扰丑闻，要求
科莫下台的呼声从 2 月底开始逐渐高涨。
科莫8月辞职，但坚称清白。

（新华社专特稿）

涉嫌性犯罪
纽约前州长科莫被起诉

林淑婷

这是 10 月 28 日在法国
巴黎凯布朗利博物馆拍摄
的即将归还贝宁的文物。

位 于 法 国 巴 黎 塞 纳 河
畔的凯布朗利博物馆于 10
月 26 日至 31 日为归还贝宁
的 26 件文物举行特展。这
26 件文物是法军 1892 年从
贝宁共和国前身达荷美王
国掠夺的。贝宁共和国政
府先前呼吁法方归还大约
5000 件掠走的文物，包括上
述 26 件文物，但法方曾以法
律禁止博物馆藏品“永久性
分离”为由予以拒绝。马克
龙 2017 年当选后不久即表
示将调研归还非洲文物事
宜。法国国民议会去年通
过向贝宁共和国等西非国
家归还部分文物的法案。

新华社记者 高静 摄

当前，世界经济恢复呈现
两极分化趋势。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 10 月发布的《世界经
济展望》报告预计，发达经济
体产出将在 2022 年恢复到疫
情暴发前预测的水平，到2024
年还将稍稍超过疫情前的预
测水平，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到 2024 年仍将比疫情前的预

测值低5.5%。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

福德公共政策学院访问学者
亚当·特里格斯撰文指出，世
界经济正面临双速复苏问题，
富裕世界经济过热，贫穷世界
停滞不前。如果任由这种情
况发展，贫富两个世界很快就
会开始向对方输出问题，形成

危险的反馈循环。
分析人士预计，作为经济

领域的重要国际多边平台，
G20峰会将重点讨论解决疫情
后全球经济发展的潜在危机，
而应对经济双速问题应是其首
要任务。另外，本次峰会还将
讨论跨国企业税率、数字转型、
基础设施建设等议题。

马尔凯蒂表示，G20 联结
东西方主要经济体，既有发达
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参与。
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广泛支持，
帮助其提高疫苗接种率、增加
财政空间和重建卫生系统，将
是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复苏
的重点。
（新华社罗马10月29日电）

气候、疫情、经济——

二十国集团罗马峰会看点扫描
新华社记者 周啸天 陈占杰

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六次峰会将于 10 月 30 日至 31 日以线上线下结合方式举行。作为本次峰会的东道主，意大利方面宣布会议将
重点讨论应对气候变化、新冠疫情以及全球经济复苏等议题。

分析人士认为，今年以来全球人道主义形势日趋严峻，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应对气候变化迫在眉睫，二十国集团机制已召开 2 次领导人
特别峰会和约 20 场部长级会议讨论全球性问题。此次峰会作为“收官”会议看点颇多，外界期待各方就重要全球性问题取得重要成果。

法国政府 27 日公布一系列针对英国的制裁措
施，警告英方：如果不批准更多法国渔船在英方水域
捕捞，将于下月初开始制裁。

法方拟定的制裁措施包括：对过境英方货物加
强海关查验和卫生检疫；对进出英国的卡车加强检
查；禁止英国渔船进入某些法国港口。

法国政府发言人加布里埃尔·阿塔尔说，法方
“耐心几近耗尽”，如果两国的渔业争端没有充分进
展，法方将于11月2日对英方实施制裁。

阿塔尔同时宣布，正在准备第二轮制裁，“不排
除审视对英国的电力供应”。法国政府分管欧洲事
务的国务秘书克莱芒·博纳也警告，如果制裁不见
效，法方将采取其他措施，包括“断电”。

英国政府回应称，“法国的威胁令人失望、尺度
失衡，不符合我们对一个亲密盟友和伙伴的期望”，
法方所拟措施不符合英国与欧盟签订的贸易与合作
协议以及国际法，假如付诸实施，英方将作出“适当
和有针对性的回应”。

英国分管“脱欧”后英欧经贸合作相关事务的国
务大臣戴维·弗罗斯特说，法方没有就当前纠纷与英
方正式沟通，必须尽快予以澄清。

依据今年1月1日生效的英国“脱欧”后相关贸易
协议，欧盟国家渔民目前可以继续在英国海域捕捞。
不过，英国泽西岛政府4月出台新的捕鱼许可制度，
要求法国渔船提供2017年初至2020年初的本海域
捕鱼数据，在此基础上授予今年的捕鱼许可。法国认
定这一规定违反“脱欧”协议，而英国政府27日在声
明中重申，泽西岛的新规符合“脱欧”协议。

按照法国政府的说法，法方向英方提交的捕捞
申请中，只有不到半数获得批准，其余被拒绝或仍等
待审批。英国政府反驳这一说法，称总体而言，欧盟
国家98%的捕捞申请获得批准。

泽西岛距离法国北部海岸大约23公里，距离英
国南部海岸大约 140 公里，电力供应主要来自法
国。因为渔业纠纷，法方先前多次威胁对泽西岛断
电。

今年5月，法国渔民组织数十艘渔船在泽西岛首
府圣赫利尔附近海域抗议，促使英国向当地派遣两
艘军舰。作为回应，法国同样派出两艘军舰前往泽
西岛附近。

英法渔业纠纷愈演愈烈之际，法国27日晚出手
处罚两艘在法国海域捕捞的英国渔船：一艘渔船因
拒绝法方检查被罚款，另一艘因缺少相关许可被押
送至法国一座港口。法国政府说，可能对证件不全
的那艘渔船作出扣押处理并勒令上缴捕捞物。

法国海洋事务部长安妮克·吉拉尔丹在社交媒
体发文说，检查英国渔船属于扇贝捕捞季的常规做
法，但这类举措是在英国与欧盟就捕捞许可磋商期
间、法国“加紧对（英吉利）海峡管控的背景下开展
的”。

法新社说，缘于海上捕捞等事项的矛盾，英法关
系已降至数十年来最低点。

今年9月，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宣布建立新的
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澳大利亚将在美英支持下在澳
境内建造核潜艇，因此中止与法国海军集团签订的
采购12艘常规潜艇的合同，同样激发法国对英国的
不满。（安晓萌）

（新华社专特稿）

罚渔船、拟制裁
法国对英国“动手”了

新华社喀土穆10月 28日电（记者 马
意翀）据苏丹媒体 28 日报道，苏丹武装部
队总司令布尔汉已解除6名驻外大使的职
务。

报道说，苏丹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欧盟、美国、法国、中国、卡塔尔等国际组织
和国家的大使于27日被布尔汉解职，原因
是他们对苏丹过渡政府总理哈姆杜克表示
支持。

苏丹政坛近期面临严重分歧。军方领
导人要求改组政府，而部分政府官员则指责
军方计划夺取政权。本月25日，布尔汉宣
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解散主权委员会和过
渡政府，并解除所有州长的职务。苏丹过渡
政府总理办公室同日发表声明说，哈姆杜克
在其位于首都喀土穆的居所“遭绑架”。26
日晚，哈姆杜克与夫人返回居所。

苏丹武装部队总司令
解除6名驻外大使的职务

10 月 28 日，在新西兰南岛最大城市克
赖斯特彻奇，戴着口罩的行人等待过马
路。

据新西兰卫生部 10 月 28 日公布的数
据，该国较前一日新增本土新冠确诊病例
89 例。新西兰新冠疫情应对部长希普金
斯当天表示，本轮疫情正不断蔓延到全境
主要地区。 新华社发

新西兰：
本轮疫情不断蔓延到

全境主要地区

法国将向贝宁
归还26件文物

10 月 28 日，联合国单边强制措施对人
权负面影响问题特别报告员阿莱娜·杜汉
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的记者会上发言。

联合国单边强制措施对人权负面影
响问题特别报告员阿莱娜·杜汉 28 日在
哈拉雷说，美英等西方国家对津巴布韦实
施的单方面制裁给该国经济造成毁灭性
影响，相关国家应尽快解除制裁，恢复与
津政府的对话。 新华社发

联合国特别报告员：
西方制裁给津巴布韦经济

造成毁灭性影响

二十国集团

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六次峰
会将于 10 月 30 日至 31 日举行。此次峰会
由 G20 轮值主席国意大利主办，将以线上线
下结合方式举行。

G20 于 1999 年成立，由中国、阿根廷、澳
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法国、德国、印度、印
度尼西亚、意大利、日本、韩国、墨西哥、俄
罗斯、沙特阿拉伯、南非、土耳其、英国、美
国以及欧盟等 20 方组成。

G20 成员涵盖面广，代表性强，包含主
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
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共同
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有效多边机制。

成立初期，G20 运行机制为财长和央行
行 长 会 议 机 制 。 2008 年 国 际 金 融 危 机 爆
发 ，当 年 11 月 G20 召 开 第 一 次 领 导 人 峰
会。此前的 G20 领导人峰会主要讨论全球
重大经济金融热点问题，为推动世界经济
复苏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作出重要贡献。
每次 G20 领导人峰会召开前，会不定期举行
协调人会议及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以及
贸易、劳工就业、农业、能源、卫生等专业部
长会议。

目前，G20 机制已形成以领导人峰会为
引领、协调人和财金渠道“双轨机制”为支
撑、部长级会议和工作组为辅助的架构。
G20 主席采取轮换制，前任、现任、候任主席
组成“三驾马车”，共同参与当年 G20 峰会
进程。

意大利总理马里奥·德拉吉 20 日宣布，
各方领导人在此次峰会上将主要讨论气候
变化、新冠疫情与疫后全球经济复苏等议
题。（新华社）

气候变化：目标一致，方案自主

G20成员包含主要发达经
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人口
占世界三分之二，温室气体排
放量占全球 80%。《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
缔约方大会开幕在即，G20成
员关于气候变化的立场与行
动方案，对联合国气候谈判取
得成果和加快实现气候目标

十分重要。
目前，世界多个主要经济

体已就应对气候变化提出明确
行动方案，但各国之间经济、能
源结构迥异，能源转型方案也
不尽相同。中国宣布二氧化碳
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
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
中和。巴西将在 2030 年前杜

绝非法砍伐森林，2050年前实
现碳中和。俄罗斯正在考虑设
定 2060 年净零排放目标的可
能性。印度是世界第三大二氧
化碳排放国，但尚未宣布计划
何时实现碳中和。欧盟的目标
是到 2030年碳排放相比 1990
年水平减少55%，到2050年实
现碳中和。

意大利国际社会科学自
由大学教授拉斐尔·马尔凯蒂
认为，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当
下面临的最重要挑战之一，但
考虑到各国处在不同发展阶
段，各国应当采取自主的应对
策略。G20 峰会为各方提供
对话平台，为后续会议和未来
决议做好铺垫。

新冠疫情：着眼未来，消除“免疫鸿沟”

新冠肺炎疫情继续构成
“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目前全球累计报告接种
超过 68 亿剂次新冠疫苗，完
全接种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
三分之一，但低收入国家获得
的疫苗总量不到全球疫苗总
量的0.5%，急需获得疫苗。世
界卫生组织此前表示，要实现
到 2021 年年底为所有国家约

40%人口接种新冠疫苗、到
2022 年中期将接种人口比例
提升至 70%的全球新冠疫苗
接种战略目标，将至少需要
110亿剂疫苗。目前全球疫苗
产量接近每月 15 亿剂，相关
国家应避免限制出口或超量
囤积，只要公平分配，就有足
够疫苗产能来实现这一目标。

G20 成员在疫苗研发、生

产与接种数量方面均处于领先
地位。9月举行的G20卫生部
长会议同意共同致力于建立应
对新冠等疫情的国际合作机
制，确保国际社会对类似卫生
事件做出迅速反应，促进各国
享有诊断、治疗和接种疫苗的
公平。具体举措与最终决议，
将在本次峰会上讨论通过。

意大利媒体撰文分析认

为，各国已经充分认识到，新
冠肺炎等传染性疾病会对各
国和全球安全造成威胁，因此
需要在国际卫生安全机制层
面做出变革，而G20峰会正是
完成这一任务的恰当时机。

罗马大学教授朱塞佩·德阿
尔坎杰利表示，G20在帮助疫苗
公平分配上大有可为，它能比七
国集团等组织做得更多。

经济复苏：探讨化解疫后潜在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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