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4要 闻 E-mail:jfjbgjxw@163.com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６日 星期三 版面编辑/庞清杰 实习编辑/宫其芳 孙琦

近日，美国军方被曝对伊朗部分

计算机系统发起网络攻击。这一事件

再次凸显一贯指责他国发动网络攻击

和窃密的美国，在维护网络安全问题

上充斥着我行我素、“贼喊捉贼”式网

络霸凌思维。

《华盛顿邮报》援引知情人士的消

息报道，20日晚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

授意下，美国网络司令部与美国中央

司令部配合，使伊朗的火箭发射系统

瘫痪，报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

尔木兹海峡附近击落一架美制侦察无

人机。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的行

动还旨在至少暂时破坏伊朗情报部门

使用的电脑和网络，以及计划进行更

多网络攻击。

据报道，这一行动已筹备至少数

周，两艘油轮13日在阿曼湾发生爆炸

后，美国五角大楼就建议实施攻击。

今年4月，美国宣布将伊朗伊斯兰革命

卫队列为恐怖组织，伊朗随后也宣布

将美国中央司令部及其驻西亚军队认

定为恐怖组织。

五角大楼发言人没有否认网络攻

击行为，只是在一份声明中讳莫如深地

说：“出于政策和行动安全考虑，我们不

讨论网络空间行动、情报或计划。”

舆论认为，一贯喜欢指责别国威

胁己方网络安全的美国，此刻不讨论

网络空间行动的真实的“考虑”，恐怕

并不是所谓“政策与行动的安全”，而

是出于美国一贯的网络霸凌思维：只

要需要，网络安全相关问题既可以是

美国指责别国的借口，也可以是美国

攻击别国的手段。

近年来，美国已多次发动被外界所

知的网络攻击。就在本月，美国《纽约

时报》报道说，美情报人员正加大力度

向俄罗斯电力系统植入恶意程序代码，

以便刺探情报或对俄电力系统发动网

络攻击。俄多名专家抨击美方在网络

空间一贯“贼喊捉贼”、搞双重标准。

去年9月，美国防部发布了网络战

略报告。其中，在网络空间上“先发制

人”正是报告要点。特朗普执政第一

年，美军网络司令部正式升级为美军

第十个联合作战司令部，地位与美国

中央司令部等主要作战司令部持平。

舆论认为，这表明美国正紧锣密鼓地

为网络战加强准备。

今年5月，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公

开承认，2018年中期选举时允许相关

部门对俄罗斯发动网络攻击，以阻止所

谓的俄罗斯对美国中期选举的干涉。

事实上，美国发动网络战早有先

例。据媒体披露，奥巴马曾在第一个

任期内密令对伊朗发起代号为“奥运

会”的网络攻击行动。美方先在伊朗

核设施的电脑系统中埋下名为“灯塔”

的木马程序，窃取设备的内部运作蓝

图，随后与以色列联合编制一种蠕虫

病毒“震网”，利用间谍手段将病毒送

入与互联网物理隔离的伊朗核设施内

网系统。

2017年4月，美国国家安全局还被

曝利用微软视窗服务器软件的漏洞，

黑入SWIFT转账结算系统。网络安全

公司安天实验室发布的一份报告显

示，2012年7月至2013年9月间，一个

可能与美国国安局有关的黑客组织发

起一项针对中东地区最大的SWIFT服

务提供商EastNets的攻击，成功窃取了

比利时、约旦、埃及和阿联酋的上千个

雇员账户、主机信息、登录凭证和管理

员账号，安天实验室将这些行为主体

称为“超高能力网空威胁行为体”。

依据原美国国家安全局防务承包

商雇员爱德华·斯诺登的爆料，早在

2009年初，美国国家安全局就曾侵入

中国华为公司系统窃取源代码并读取

华为客户名单和内部邮件，而美国却

屡屡声称华为设备“威胁美国网络安

全”，可谓“贼喊捉贼”、倒打一耙。

（据新华社华盛顿 6月 24日电

记者周舟）

对伊朗发动网络战—

美凸显“贼喊捉贼”式网络霸凌
新 华 社 北 京 6月 25日 电 6 月

2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
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
头人刘鹤应约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

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通话。双方
按照两国元首通话的指示，就经贸
问题交换意见。双方同意继续保持
沟通。

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双方牵头人通话

本报新疆塔城6月25日电 蒋咸

知、记者孙兆秋报道：由哈萨克斯坦、吉
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 4国组
成的联方军事核查组一行 9人，今天上
午从巴克图口岸入境，开始对塔城军分
区某边防团进行为期 3天的边境裁军履
约核查。这是中联双方今年第二轮边
境裁军履约核查活动。

此前，中方 9人组成的核查组由巴
克特口岸进入哈萨克斯坦，对驻守在马
坎契的哈边防军第 4边防总队进行核
查。核查结果显示，其武器装备、人员
编制、部署点位等均符合协定要求。联
方陪同组组长、哈萨克斯坦国防部斯玛
古洛夫上校告诉记者：“核查过程中，大
家严谨细致，密切配合，坦诚协作，不但
使核查圆满顺利，也深化了我们彼此间
的友谊，希望这样的合作精神能够得到
传承和发扬。”

今年是五国联合监督小组成立 20
周年，根据中哈吉俄塔 1996 年签署的
《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
协定》和 1997年签署的《关于在边境地
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合称“两
个协定”），中方和联方（哈吉俄塔）的军
事核查组每年对对方边境地区 100公里
范围内的军事力量和技术装备等进行 4
轮 8次裁军履约核查。5月下旬，中联
双方已在中俄边界东段完成了第一轮
核查任务。第三轮和第四轮核查将分
别于 7月中旬和 8月下旬在中吉方向和
中俄方向展开。

中国国防部五国边境裁军履约办
公室相关人员介绍，年初以来，我方严
格按照“两个协定”要求和联合监督小
组第 39 次会议精神，统筹部署核查任
务、明确核查要求、组织人员培训、规范
核查程序，为完成年度边境裁军履约核
查任务奠定了扎实基础。

在中方人员陪同下，哈吉俄塔联方9
人核查组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和严谨细致

的态度，对塔城军分区某边防团进行履
约核查。联方核查组首先认真听取了中
方人员对部队驻地、营区分布、人员在位
等情况的介绍说明，随后对该边防团机
关办公场所、库房、营院等进行了实地核
查。核查组对中方履约工作情况给予充
分肯定，并签署了核查报告。

交流增互信，携手铸和平。塔城地

区边防代表王安顺大校告诉记者：“履约
核查活动进一步加深了双方边防部队之
间的合作与互信，有效维护了边境地区安
全稳定和正常秩序，使中联双方的边界线
真正成了合作线、友谊线、安全线、发展
线，有力促进了边境地区的繁荣与稳定。”

据了解，核查过程中中联双方还通
过座谈交流、相互参观边防部队和边境

城市、组织文体联谊等活动，达到了增
信释疑、深化合作、密切关系、增进友谊
的目的，为共同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
安全营造了良好氛围。

上图：6月25日，由哈萨克斯坦、吉

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4国

组成的联方军事核查组对新疆军区某

边防团进行核查。 钞飞航摄

交流增互信 携手铸和平

中哈吉俄塔共同组织年度边境裁军履约核查

6月25日，在位于黎巴嫩首都

贝鲁特的联合国西亚经济社会委员

会总部前举行的示威游行中，一名

示威者手举写有反对美国提出的有

关巴以问题的“世纪协议”等口号的

牌子。 新华社发

黎巴嫩举行游行
反对美“世纪协议”

当今世界，风云激荡，完善全球治理更显紧迫。
今年以来，中国推动完善全球治理多有新作为、新成
效，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
四次峰会定于本月 28日至 29日在日本大阪举行，各
方将就完善全球治理等寻求共识，全球治理重要议题
上的“中国方案”备受期待。

新举措——

全球治理论坛

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强调“共商共建共享”。推进
全球治理，国际共识、协调和合作不可或缺。

当今世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
倾向今年以来有增无减，不但冲击了全球治理既有机制，
也给进一步完善全球治理构成阻力。在此背景下，各国
加强团结和协商，推进全球治理完善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机制早已成为中国与
其他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体推进全球治理完善的重
要平台。今年以来，中国进一步加强与发达国家，特别
是欧洲国家在全球治理方面的沟通和协商。

3月25日至26日，中国和法国在巴黎举行了全球治
理论坛，这在全球治理领域具有开创性和标志性。面对
严峻的全球性挑战，中国和法国高举多边主义旗帜，共同
探讨更加公平有效、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全球治理方案。

法国是欧洲大国，在世界上也有较大影响力。作为
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法携手应对气候变化卓有
成效。从《巴黎协定》到“中法环境年”，再到以“中法+联
合国”模式举办的气候变化问题三方会议，都表明了中
法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和决心。

中法全球治理论坛进一步增进了中法之间的共识。
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说，法国坚定支持联合国体系，认
为多边主义不可或缺。面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冲击国
际关系基本原则，法中需要携手合作，不断创新，共同探讨
全球治理的框架，共同应对面临的挑战。

中欧关于完善全球治理的主张也更趋一致。中
法全球治理论坛期间，习近平主席同法国总统马克
龙、德国总理默克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举行四方
会晤，围绕多边主义等问题达成进一步共识。

不少国际人士认为，中法、中欧在全球治理领域
的深度合作将为世界注入正能量、带来新希望。

新理念——

海洋命运共同体

全球海洋治理是全球治理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4月 23日，习近平主席在青岛集体会见应邀出席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 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的外
方代表团团长时，提出集思广益、增进共识，努力为推
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

海洋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了“中国方
案”，同时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海洋领域的具
体实践。国际社会对这一理念给予高度评价。
“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全新理念，在这一理念

指引下，全球各国将共享海洋资源，共同发展海洋经
济，实现利用海洋造福人类的目标，这有利于破解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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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全球在开发海洋资源上各自为政的困
境。”印尼智库亚洲创新研究中心主席班
邦·苏尔约诺说。

韩国庆熙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朱宰
佑说，如果“各人自扫门前雪”，那海洋环
境污染治理的责任就无法落实。“海洋治
理往往涉及超越国境的问题，需要全人
类带着共同的使命感进行合作，克服海
洋治理面临的挑战，而这就是构建海洋
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意义所在。”

新伙伴——

“一带一路”朋友圈扩大

今年以来，“一带一路”倡议不仅赢得
更多发展中国家支持，而且得到越来越多
发达国家认可和参与，朋友圈不断扩大。

中国和意大利签署了关于共同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这标志
着七国集团成员国首次成为“一带一路”
伙伴。分析人士认为，这体现了意大利
对“一带一路”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所发
挥的作用的认同。

欧盟创始成员国卢森堡也与中国签

署了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成为
又一正式加入这一行列的西方国家。

法国是最早表达参与“一带一路”合
作意愿的欧洲国家之一。中法统筹推进
共建“一带一路”和第三方市场合作，取
得积极进展。中法两国还签署了第三方
市场合作第三轮示范项目清单，并启动
第三方市场合作基金。

摩纳哥表示愿意参与共建“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德国国内呼吁探讨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的声音不断增强。瑞士
表示支持“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在欧
洲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希望同中国深
化这一框架内的贸易、投资、创新合作。

一些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领导人越
来越看重“一带一路”在全球治理中可以
发挥的潜力和作用。在联合国秘书长古
特雷斯看来，“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涉及
经济合作，也是通过经济合作改善世界
经济发展模式，使全球化更加健康，进而
推动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路径。
（据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 记者

丁宜、包尔文）

新华社北京 6月 25日电 （记者
温馨）来自 20 个国家的近百名政党和
智库代表与中方专家学者 25 日聚首
北京，共同探讨“世界大变局与习近平
外交思想”。与会嘉宾表示，习近平外
交思想回应了国际社会关切，为解决
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提供了中国方
案。

当日，在以“世界大变局与习近平
外交思想”为主题的万寿论坛上，中外
嘉宾围绕“世界大变局与文明交流互
鉴”“习近平外交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
体”“习近平外交思想与中国公共外交

实践”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
中联部副部长郭业洲表示，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时代
特征，顺应世界发展潮流，深入思考和
系统回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
的时代之问，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
这一思想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
人类社会谋和平与发展的使命担当。
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下，中国将一如
既往地发挥好负责任的大国作用，扮演
好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
国际秩序维护者的角色。中国共产党

愿同各国政党加强往来，共同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
世界。

哥伦比亚自由党总书记桑切斯
表示，习近平外交思想超越了传统的
国际关系理念，对于人类进步具有深
远意义。作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
要组成部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
21 世纪最为宏大的倡议，也是中国与
世界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完美例
证。

塞舌尔联合塞舌尔党党鞭兼全国
执委吉尔说，习近平外交思想将中国人

民的命运与世界人民的命运紧密结合
在一起，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塞舌
尔支持中国和中国人民维护自身尊严、
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的正义举措。期待
各国加强交流合作，进一步推动全球治
理体系改革和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共
享平等的发展权利。

英国工党全国执委欧文说，作为具
有重要影响的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在应
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展示出来的责任与
担当令人敬佩。希望各国进一步形成
共识，建设一个更加清洁美丽的地球，
造福子孙后代。

多国代表聚首北京探讨“世界大变局与习近平外交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