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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振山

尽管面临日本方面的抗议，但俄罗斯外

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 3 月 23 日确认，日本方

面的不友好政策使俄日和平条约谈判不可能

进行。有分析人士指出，俄乌冲突发生后，日

本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和平条约

谈判“触礁”不仅是最近事态的延续，也意味

着日俄过去 10 年所取得的相关进展可能会

付诸东流。

俄罗斯外交部 3 月 21 日发布消息称，

由于日本对俄采取不友好立场且试图损害

俄方利益，俄方“无意继续与日本就和平条

约问题进行谈判”。俄方同时决定暂停日

本公民享有的赴南千岛群岛（日俄争议岛

屿，日方称北方四岛）的免签证旅行待遇，

并退出与日方在南千岛群岛开展联合经济

活动的对话。

俄方上述决定引发日方不满。日本首相

岸田文雄 22 日表示，俄方此举“极其不当”，

日方“绝对不能接受”并“表示强烈抗议”。日

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也表示，俄方行为

无法接受，并称“解决领土问题并缔结和平条

约的政府基本方针不变”。日本外务省还召

见俄罗斯驻日大使表达抗议。

面对日方抗议，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

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俄日之间关于领土争

端问题的谈判一直流于形式，没有进展。俄

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 23 日再次确认，“与

一个公开采取不友好立场的国家讨论签署双

边关系的基本文件是不可能的”。

日俄争议岛屿在二战后被苏联占领，苏

联解体后由俄罗斯实际控制。日俄就这些岛

屿归属问题存在争议，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

2012 年安倍第二次出任日本首相后，将

解决领土争端并缔结和平条约作为对俄外交

的重点。为了推动领土问题解决，安倍与俄

罗斯总统普京多次会面，日本还积极参与俄

罗斯的远东经济开发。2018 年，安倍与普京

商定在 1956 年《苏日共同宣言》的基础上加

快和平条约谈判进程。

但是，日俄在领土问题上的分歧并没有

得到真正解决。俄方此后多次表示，和平条

约应该以承认战后俄方对争议岛屿拥有主权

为前提。菅义伟时期，日俄之间的谈判同样

没有进展。岸田文雄去年出任日本首相后，

日俄在领土问题上也多次交锋。

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追随西方对俄罗

斯施加制裁，俄方则将日本列入不友好国

家名单。3 月 9 日，普京签署法令，宣布在

日俄争议岛屿创建免税特区，日方对此表

示“遗憾”。

有分析人士认为，从日俄关系最近走势

来看，俄罗斯拒绝继续与日本就和平条约进

行谈判并不偶然，未来一段时间日俄关系可

能会持续低迷。

与此同时，日俄关系最近的发展表明，领

土争端与和平条约谈判问题并不仅仅只是日

俄两国之间的问题，还牵涉到美国等国家。

日本在外交和安全上越是依赖美国，日俄达

成协议的难度就越大。日本方面就有观点认

为，日俄关系紧张本质上是日本过度依赖美

国的结果，日本有必要反思其外交政策。

日俄谈判再“触礁”

新华社记者

自俄罗斯在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

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俄施加多重制裁。分

析人士指出，尽管俄政府已采取多项措施应

对制裁影响，但制裁之下，俄民众生活无疑会

受到冲击。同时，美西方国家经济不可避免

遭到制裁反噬，这些国家民众的生活也深受

影响。

西方制裁损民生

今年 2月俄罗斯在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

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大幅升级对俄制裁措

施。美国等西方国家将部分俄银行排除在环

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SWIFT）系统之外，

对俄央行实施限制措施，取消了俄贸易最惠

国待遇，对俄飞机关闭领空。美欧日禁止向

俄出口一些高端技术和相关产品。美欧限制

向俄出口炼油技术和设备，限制对俄能源领

域投资。美国宣布停止进口俄罗斯石油、天

然气和煤炭，欧盟称计划今年年底前将对俄

罗斯天然气需求减少三分之二。

美欧上月开启对俄制裁后，俄金融市场

一度剧烈震荡，卢布对美元汇率创下历史新

低。为对冲制裁影响，稳定国内经济局势，俄

罗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2 月 28 日，俄央行

宣布将基准利率提升至 20%，以应对本币贬

值与通胀风险，维持金融与物价稳定，保护民

众储蓄。俄央行还采取了动用外汇储备干预

外汇市场等措施。此外，俄央行行长表示，俄

罗斯已开发出可在境内取代 SWIFT 的金融

信息传输系统。

尽管如此，俄罗斯民众生活已受到影

响。新华社记者近日在俄首都莫斯科一家超

市看到，大部分商品价格上涨，民众日常所需

的大米、荞麦、面粉、意大利面、食用油、盐等

食品出现售空现象，部分罐头类商品也被采

购一空，有待补货。全俄舆论调查中心发布

的信息显示，当前俄罗斯民众主要为日用品

价格上涨和可能失业而担忧。

俄政府陆续出台一系列保民生措施，着

力限制物价涨幅、保护就业、缓解民众还贷压

力、补偿通货膨胀给民众造成的损失、保证药

品供应等。俄总统普京 16日表示，破坏俄罗

斯稳定、削弱俄罗斯实力是西方的长期战略，

制裁意在损害“俄整个国家经济和每一户俄

罗斯家庭、每一名俄罗斯公民”，但是凭借政

府和本国企业共同努力，俄罗斯能够克服困

难，最终变得更强大。

美国智库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研究所高

级编辑瑞安·麦克梅肯认为，制裁会影响俄民

众生活，西方国家希望借此引发民众对俄政府

的不满，但从美国之前对古巴、伊朗、委内瑞拉

等国的制裁结果来看，西方国家恐难如愿。

反噬效应已凸显

制裁是一把“双刃剑”，美西方对俄制裁

造成的反噬效应已经显现，多国能源和食品

价格上涨，民众不满情绪不断累积。

俄罗斯是全球重要的能源供应国，美国

去年石油进口总量的约 8%来自俄罗斯。分

析人士指出，对俄石油禁运将为美国带来不

小的通胀压力。

美国劳工部 1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

2 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0.8%，同比上

涨 7.9%，创 1982 年 1 月以来最大同比涨幅。

美联储 16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预计今年

美国通胀率将升至 4.3%，剔除食品和能源价

格后的核心通胀率将达到 4.1%，均高于先前

预估，且远高于 2%的通胀控制目标。美国汽

车协会数据显示，近日全美平均汽油价格一

度升至每加仑 4.33 美元，21 日仍处在每加仑

4.25 美元的高位，与一年前每加仑 2.76 美元

相比，如今全美平均汽油价格已大幅上涨超

过 50%。

欧洲对俄能源依赖远高于美国，欧盟国

家进口的石油和天然气分别约三成和四成来

自俄罗斯。制裁俄罗斯后，欧盟国家能源价

格在去年的高位上进一步上涨。以德国为

例，价格监测机构估算，德国家庭天然气年账

单要增加一两千欧元。德国首都柏林一名车

主告诉记者，自己以前 80多欧元可加满一箱

油，现在要超过 120欧元，这给他造成很大压

力。一名市民抱怨说，不光油价高了，食品价

格“同样糟糕”。

美国《政治报》欧洲版 19 日发表评论文

章指出，对俄制裁给欧洲人带来的痛苦已达

可承受的临界点。眼下欧盟国家领导人“更

关心保护本国经济而非对抗普京”，这些国家

正匆忙出台限价和补贴措施，以应对能源高

价的冲击。

在追随美欧对俄实施制裁的日本，民众

日子也不好过。日本资源贫乏，能源绝大部

分依靠进口，国际油气价格高企导致日本国

内能源价格随之上涨。同时，西方对俄制裁

刺激全球小麦价格上涨，约九成小麦依靠进

口的日本受到波及。日本政府 9日公布的转

卖给国内面粉厂商的小麦定价比半年前上

涨 17.3%。

（据新华社北京 3月 22日电）

俄民众生活无疑会受到制裁冲击，美西方国家经济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遭到反噬

西方对俄制裁令双方民众遭殃

赵晓展

距离日本“3 ·11”大地震已经过去了 11
年，核污染问题仍然笼罩着福岛这片土地。

11 年来，当地灾后重建工作步履蹒跚。

截至目前，仍然有超过 3.8万名灾区民众无家

可归，过着避难生活。

不仅如此，日本政府决定向大海排放核

污水，更是引发国际社会尤其是周边国家的

极度担忧。

3月 16日晚间，日本福岛海域再次发生里

氏 7.4级强烈地震，造成 4人死亡、97人受伤。

福岛核电站的安全和后续核污水处理问

题，再次牵动国际社会的目光。

据日本放送协会（NHK）报道，22 日，日

本东京电力公司宣布，福岛第一核电站 1 号

机组安全壳内部水位下降约 40厘米，较 18日

再下降约 20厘米。

东电公司分析称，水位下降很可能是受

到 16日晚强震的影响，导致安全壳内可能出

现了新的损伤或裂缝扩大的情况。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福岛县近海发生

9.0 级特大地震，地震引发巨大海啸，2.2 万

人丧失生命，50 万人流离失所，更导致福岛

第一核电站电源中断，3 个反应堆堆芯熔

毁。这是自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最严重的

核事故。

据人民日报报道，福岛核事故发生后，日

本政府要求周边居民前往他处避难。据统

计，“核事故灾民”人数最高峰时达到 16万余

人。至今，仍有约 3.8万灾民未能返回家园。

长期避难给受灾民众带来很多生活不便

和心理压力。据日本复兴厅统计，11 年来，

“地震灾害关联死亡”人数已经达到 3784
人。厚生劳动省统计显示，与地震灾害相关

的自杀人数达到 246人。

近日，根据福岛县公布的数据，日本政府

对福岛第一核电站周边地区进行核污染清除

作业之后，禁止居住的“避难指示区域”面积

占福岛县总面积的百分比，由 2011 年的约

12%减少到 2020年的约 2.4%。

不过，日本民众对此并不信任。有报道

称，日本关东和东北地区民间人士组成的“福

岛第一核电站周边环境放射线监测小组”在

对南相马市等解除避难指示的地区进行测量

之后发现：很多地点的数值都要高于日本政

府公布的平均值。

除此之外，福岛核电站核污染水的处理

问题更是备受国际社会争议。

去年 4 月，日本政府正式决定将处理

后的核污染水排放入海，计划 2023 年春季

开始。

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污染水含有铯、锶、

氚等多种放射性物质。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

公司称，使用过滤设备可过滤掉除氚以外的

62种放射性物质，而氚难以从水中清除。

计划一公布，首先就遭到日本渔业团体

的强烈反对。

从去年 12月开始，日本多地学校收到由

日本政府制作的向学生宣传核污染水“安全”

的传单，也在日本国内引发争议。有批评者

称，制作这种传单是“欺骗纯真儿童的行为”。

近日，国际原子能机构技术工作组结束

对日本福岛核电站核污染水处置的实地考

察，将于 4 月份发布针对本次调查内容的评

估报告。

有报道称，日方没有同意机构技术工作

组对排海以外的核污染水处置方案进行评

估，这使得机构无法评估核污染水处置最佳

方案。

韩日两国政府日前也首次召开视频工作

会议，韩方就核污染水排海相关技术性问题

提出质询。韩国政府强调，有必要继续就核

污染水处理问题进行充分且务实的讨论，要

求日本进一步提供相关的技术资料。

韩国 62 个民间团体不久前在日本驻韩

国大使馆前，联合举行抗议活动，对日本执意

启动核污染水排海计划表达强烈愤慨。参加

抗议活动的民间团体发表共同声明说，放射

性物质将顺着洋流流入韩国海域，并污染整

个海洋，带来不安和恐慌。

相关人士呼吁，日方应切实纠正错误，与

相关国际机构和利益攸关方充分协商，以公

开、透明、科学、安全的方式处置核污染水。

11年过去，日本“3·11”大地震诸多难题仍待解

核污染依旧笼罩 排污入海遭质疑

龙卷风等恶劣天气 3月 21日袭击美国中南部得克萨
斯州和俄克拉何马州部分地区，多个城镇房屋受损，树木倒
伏，人员受伤。

◀这是3月22日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北部小城杰克斯伯
勒拍摄的在龙卷风袭击中损毁的房屋。

新华社发（田丹 摄）

▼这是3月22日在美国得克萨斯州朗德罗克拍摄的受
损的房屋和车辆。 新华社发（李波 摄）

恶劣天气袭击美国中南部

3月 21日，在西班牙马德里动物园，大熊猫“友友”和“久
久”首次亮相。

在西班牙马德里动物园21日举行的建园50周年庆典上，
6个月大的大熊猫双胞胎“友友”和“久久”首次公开亮相。

新华社记者 孟鼎博 摄

大熊猫双胞胎亮相马德里

董沛

“在未来 30年里，全球用水量预计将以每年约 1%的速度

增长。”3 月 21 日，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举行的第九届世界

水论坛开幕式上，教科文组织代表联合国水机制发布了本年

度《联合国世界水发展报告》。

这一增长速度，同样出现在两年前的报告中。在两年前

的报告里，还透露全球用水量在过去的 100 年里增长了 6 倍，

全球有 36 亿人口（将近全球一半的人口）居住在缺水地区。

到 21世纪中叶，将有超过 20亿人生活在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国

家，约 40 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的时间遭受严重缺水的困

扰，且将会有 22个国家面临严重的水压力风险。

不过，在今年的报告中，联合国水机制提出了解决地球水

危机的思路——地下水。

联合国水机制表示，地下水占地球上所有液态淡水的

99%，然而人类目前对这种自然资源依旧知之甚少。因此，其

价值往往被低估，管理不善乃至滥用问题广泛存在。最新版

《联合国世界水发展报告》指出，地下水的巨大潜力以及对其

进行可持续管理的必要性不容忽视。

因此，联合国呼吁世界各国发力制定全面且有效的地下

水管理和使用政策，以应对全球当前和未来的水资源危机。

地下水往往水质优良，可以安全且经济地使用，无需复

杂处理。它通常是为农村提供安全供水最具性价比的方

式。相关数据显示，目前，地下水占到全球人口生活用水

量的一半和灌溉用水量的 25%，包括绝大多数农村人口的

饮用水。

随着气候变化导致地表水的供应日益紧张，人类对地下

水的总体依赖将上升。

但地下水资源存在着地区间的不平衡。在类似于北非和

中东这样的地区，拥有大量非再生性地下水资源，可供提取以

保障水安全，但这一做法对后代的影响以及在经济和环境方

面造成的后果难以忽视。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广阔含水层所蕴含的地下水

资源尚未得到充分利用。这里只有 3%的农田配有灌溉设备，

而其中只有 5%使用地下水。相比之下，北美和南亚的地下水

占灌溉设施调配水量的比例分别为 59%和 57%。

报告指出，这种低使用率并不是由于可再生地下水的不

足，而是因为缺乏对基础设施、专业人员培训的投资。通过扩

大灌溉面积，从而提高农业产量和作物多样性，地下水的开发

可以成为当地经济增长的催化剂。

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因为含水层的蒸发损失比地表水

库低得多，含水层系统储存季节性或偶发性地表水盈余的能

力可用于改善全年淡水供应。譬如将地下水储存和抽取纳入

城市供水规划，这将提升遭遇季节性变化时的用水安全性和

灵活性。

更好地利用地下水资源，需要更好地释放地下水的潜

力。报告建议通过采集数据、加强环境监管和加强投入的方

式释放地下水的全部潜力。

报告分析了地下水数据缺乏的现实问题，并强调地下

水监测往往是“被忽视的领域”，应强烈鼓励私营公司与公

共部门专业人士分享这些数据和信息，这也是企业的社会

责任。

报告认为，由于地下水污染实际上是不可逆转的，因此必

须予以避免。鉴于地下水的公共利益性质，政府必须承担资

源保管人的角色，以确保公平分配地下水的使用权和获利，并

确保资源可供后代使用。

在许多国家，相关机构和政府的工作人员队伍中较为缺

乏地下水专业人员，加上地下水管理部门或机构所得授权、资

金和支持不足，导致难以对地下水进行有效管理。报告强调，

政府对地下水相关机构能力的建设、支持和维护的投入至关

重要。

有效利用地下水
解决地球水危机

3月 23日，人们在韩国首尔一处新冠病毒检测点排队等
待检测。

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23日通报，截至23日零时，韩国
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超过49万例，累计确诊病例超过1000
万例。韩联社报道称，这意味着约五分之一的韩国民众感染
或者曾经感染过新冠病毒。 新华社/纽西斯通讯社

韩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1000万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