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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两国元首在二十国集团
大阪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同
意重启经贸磋商。国际政经
界人士及专家学者对中美元
首会晤达成重要共识表示欢
迎，认为中美解决经贸摩擦
能造福全世界，并赞赏中国
为此付出的努力。

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
合会常务董事蒂洛·布罗特曼
表示，该联合会热烈欢迎中
美重启经贸磋商，中美是德
国机械设备制造业最重要的
出口市场和投资地，德国企
业感受到中美经贸摩擦的不
利影响，希望双方能解决问
题。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立大
学国际关系系教授毛里西奥·
桑托罗表示，中美解决经贸
摩擦是巴西希望看到的。中
美元首会晤达成共识是两国
为解决经贸摩擦向前迈出的
重要一步。

伊斯坦布尔律师、土耳
其商界青年高管协会董事会
成员布塞·珀纳尔·卡恰尔
说，支持中美就经贸摩擦达
成和解，她不认为对这个世
界而言“还有什么别的选
项”。

缅甸全国民主联盟 (民
盟)中央宣传委员会秘书长、
民盟党刊《民主浪潮》总编
辑蒙育瓦昂信说，中美经贸
摩擦如果扩大，不仅会对中
国和美国，也会对与双方有
贸易往来的国家都造成影
响，包括欧洲和东盟国家。

尼泊尔前总理贾拉·纳特·卡纳尔表示，贸易战不会
有赢家，全世界特别是像尼泊尔这样的欠发达国家，都
希望美国能够和中国坐下来，真心实意地通过磋商解决
争端。他呼吁各方支持多边主义，为了共同的未来深化
全球合作。

津巴布韦执政党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民盟)发言
人西蒙·卡亚·莫约说，“中美应在互利共赢的前提下友
好协商”。

塞浦路斯民主大会党主席内奥菲图表示，塞浦路斯
作为欧盟的一部分，非常清楚地知道，只有在各方合作
下才能有效地解决经贸问题。

巴基斯坦资深媒体人、《今日巴基斯坦》报伊斯兰
堡站负责人阿布拉尔·侯赛因说，在中美经贸摩擦中，中
国表现得非常克制和负责任。他称赞中国是全球化的积
极推动者，扮演着世界政治和经济稳定器的角色。

塞尔维亚人民党总书记约万·帕拉利奇说，中国呼吁
对话和互惠互利，体现出中方希望通过对话和合作共赢
解决问题的愿望，以及最终实现全球共同发展的目标。

(参与记者：周星竹、左为、易爱军、庄北宁、周盛
平、石中玉、张玉亮、张保平、刘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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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美国大西洋镇 7 月 8 日电(记者杨
士龙、长远、张墨成)夏长时节，美国中西部艾奥
瓦州大西洋镇农场主比尔·佩雷特家的玉米苗
刚刚过膝，大豆苗才到脚踝。

“正常情况下，它能长到我肩膀这么高了，”

71 岁的佩雷特站在玉米田边上，边说边比画，
“(春播以来)雨水太多，一直特别潮湿阴冷，严
重影响了玉米和大豆生长。”

老人说话的当儿，天空中突然乌云密布。
“黑云压城城欲摧”，一场豪雨迫在眉睫。

“我们能及时播种已经很幸运了，很多州因
为多雨不得不将播种时间一推再推，”家中五世
为农的佩雷特说，“到年底肯定有很多农民日子
很难捱。”

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由于今春以来气候极
其潮湿，美国玉米和大豆种植面积创历史新低。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播种迟，出苗晚，夏长
不长，这对业已遭受关税冲击的美国农民而言，
不啻雪上加霜。

“因为生长季节较短，所以(大豆、玉米)收
成肯定不如往常。”艾奥瓦州金伯利农场公司总
裁里克·金伯利告诉记者。

天灾之外，自美国单方面挑起与中国等贸
易伙伴的经贸摩擦以来，美国农产品出口量骤
降，价格剧跌。天灾“税祸”双重压力下，美国农
民日益担忧入不敷出。

美国农业部长桑尼·珀杜最近在美国有线
电视新闻网播出的采访节目中说，美国农民是
中美经贸摩擦的受害者之一，他已告诉美国总
统特朗普，“不能用爱国主义来买单”。

美国官方数据显示，过去 10 年，中国平均
每年采购 113 亿美元美国大豆。2018 年，美国
对中国的大豆出口总额为 31 亿美元，比 2017
年下降了近 75%。

美国《政治报》网站报道说，自 2013年以来，
美国农民净收入减少一半。今年美国农民预计将
背负近 4270 亿美元债务，为 20世纪 80 年代美
国农业危机以来的最高纪录。2019 年前三个月，
美国农业贷款违约率达到 7年来最高水平。

美国农会联合会的报告显示，许多美国农
民已难以偿还债务，中西部农场破产案例自去
年以来大幅增加。

金伯利此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由于今年市场不兴，美国农民尤其是豆农将
“不得不设法控制经营成本和日常生活开
支”，准备过紧日子。他表示，如果贸易紧张局
势再持续一两年，很难想象美国农业会受到
怎样巨大的影响。

继去年向农民提供 120 亿美元援助后，
美国农业部 5 月又宣布计划向农民提供最高
达 160 亿美元援助。但美农业协会方面代表、

国会议员和农民纷纷表示，“政府支票不能替
代失去的市场”。“补贴带来了些许安慰，但失
去原本的贸易机会让我们很受伤，”佩雷特
说，“我们或许可以找到一些小的替代市场，
但不可能再找到一个像中国这么大的市场。”

美国农民期盼充足的阳光，更期盼美国能
和中国等主要贸易伙伴尽快达成贸易协议。

6 月底，中美两国元首在日本大阪举行

会晤并达成重要共识，双方同意在平等和相
互尊重基础上重启经贸磋商。这让佩雷特等
人看到了希望。

佩雷特表示，尽管目前还不清楚经贸摩
擦何时能彻底终结，但“哪怕有一点进步，也好
过原地踏步”。他呼吁双方“多看合作的大局，
而不是细小分歧”，通过合作更快地解决两国
之间的问题，实现共赢。 (参与记者：王迎)

夏长时节：天灾“税祸”让美国农民忧心忡忡

新华社北京 7 月 8 日电(记者温馨)针对美
官员对中拉经贸合作发出无稽之谈，外交部发
言人耿爽 8 日表示，拉美国家自己最关心自身
的利益和安全，并不需要美国操心。

在当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据报道，今年 3 月，中兴公司与阿根廷胡胡伊
省签订商业合同，向当地提供摄像头、监控中
心、应急服务和电信基础设施。近日，美国务

院官员在一份声明中称，美方对上述项目表
示关切，中国正通过收集和利用数据支持任
意监控并让反对者噤声。白宫官员称，中方
利用出口技术装备和服务在拉美推广“中国
式镇压”。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美方言行毫无道理，也根本不负责
任。”耿爽说。

他说，第一，运用现代科技产品提升社

会治理水平是国际社会通行做法。视频监控
系统美国能用，阿根廷当然也能用，不应被
别有用心地政治化。中国企业同阿根廷等国
开展合作，帮助他们改善治安、提高城市管
理水平，受到当地社会欢迎和肯定。

第二，中方一直要求中国企业在开展海
外合作时要遵守当地法律法规。美国的一些
人总在炒作中国设备、中国技术威胁拉美国

家安全，但始终没能拿出任何有说服力的证
据，这种基于主观臆测的言论非常荒谬。

第三，一段时间以来，美国的一些人对
中拉关系肆意诽谤、蓄意挑拨，中方对此表
示强烈不满。“拉美国家自己最关心自身的
利益和安全，并不需要美国操心。我们敦促
美方客观看待中拉合作，不要再无中生有，
要多做有利于拉美地区发展的事情。”

新华社北京 7 月 8 日电(记者温馨)针对美
国一些人和机构对中国在美学生学者、科技人
员和华裔科学家进行无端指责和骚扰的做法，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8 日表示，中美人文交流符
合两国的根本利益，妄图通过收紧人文交流遏
制中国发展荒谬至极，望美方停止限制打压两
国人文交流的错误做法。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近日，美
国主流媒体报道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联邦
调查局无端调查安德森癌症中心华裔终身教授
吴息凤并迫其辞职事，指出美方有关做法意在

阻挠中美人文交流与科技合作，这样做有损
美国自身利益。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说，近年来，美国一些人和机构抱着
遏制打压中国发展的零和思维和险恶目的，
罗织“从事间谍活动”等荒谬借口，对中国在
美学生学者、科技人员和华裔科学家进行无
端指责和骚扰，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严重干
扰了两国人文交流与科技合作。美国越来越
多的高校、智库和各界人士对美方的错误做
法表示质疑、批评。美主流媒体在上述报道中
也指出，美方的有关做法毫无事实根据，是在

偏执和歧视的道路上采取的危险举措，终将
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与形象。

他说，在 21世纪的今天，国际合作是科
技发展的必然要求，人文交流是无法阻挡的
时代潮流。中美人文交流对增进两国人民相
互理解认知、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
大，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妄图通过收紧人文
交流遏制中国发展荒谬至极，只会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耿爽说，近日，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
在大阪会晤时再次谈及两国人文交流，强调

中方希望美方公平对待中国留学生，保证两
国人民正常交流。特朗普总统作出积极表态，
表示他一直欢迎中国留学生赴美国留学。两
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深化中美人文领
域的交流合作指明了方向。

“我们希望美方正确看待中国发展和中美
关系，停止限制打压两国人文交流的错误做
法，同中方相向而行，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
共识，维护和加强两国人文领域的交流合作，
为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
关系打下坚实的民意和社会基础。”耿爽说。

望美停止限制打压中美人文交流错误做法
外交部：美国一些人和机构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

外交部：敦促美客观看待中拉合作，不要再无中生有

▲ 6 月 18 日，在美国艾奥瓦州大西洋镇，农场主比尔·佩雷特的儿子杰伊·佩雷特在自家田地里查看大豆的生长情况。新华社记者王迎摄

伊朗政府 7 日宣布将突破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规定
的浓缩铀丰度上限。伊核问题和由此带来的紧张局势引
发国际社会担忧。舆论普遍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中
东地区矛盾升级。

伊朗方面如此“高调”宣布，是对美国政府单方面
退出伊核协议并对伊朗“极限施压”的回应和反制，意
在引起国际社会对伊核问题的足够关切，维护伊核协议
下伊朗应得的经济利益。

伊核协议签署后，伊朗信守诺言，充分履约，并
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但美国政府单方面宣布
退出伊核协议，逐步恢复对伊制裁。今年以来美国采
取“极限施压” ，不仅全面禁止伊朗石油出口，同时
集结大量武力到波斯湾水域，向伊朗施加经济和军事
双重高压。

作为对美国“极限施压”的回应，伊朗外长扎里夫
直言，伊朗“永远不会在受胁迫的情况下进行谈判，正
确的行事方式是通过尊重而非威胁”。在伊朗看来，欧
方做得也不到位，抑或是说得多做得少，而英国扣押装
载伊朗原油的油轮的做法更是火上浇油。伊朗最高领袖
外事顾问韦拉亚提指出，伊朗并不打算退出伊核协议，
可是协议的一些签字方却在直接和间接地一步步违反协
议，伊朗只能采取对等的回应措施。

伊核问题对中东地区乃至全球安全局势至关重要。

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政府对伊朗政策的任何变化，其外
溢范围将大大超出中东地区，加之伊朗扼守霍尔木兹海
峡这一国际原油运输要道，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影响国
际能源供应和全球经济乃至国际地缘政治稳定。

自美国 5 月宣布全面禁止伊朗原油出口以来，海
湾地区发生的多艘油轮遇袭和沙特重要设施频遭袭
扰 、伊拉克油田遭导弹袭击等事件，已令中东地区成
为一触即发的火药桶。波斯湾水域尚未被完全打捞起来
的“全球鹰”无人机残骸，被紧急叫停的美国对伊朗有限
军事打击行动，都不断警示双方，如果不停止这种试探
底线的危险游戏 ，就可能擦枪走火进而引爆中东火药
桶。而在局势持续紧张的情况下，任何“加码”举动都犹如
在“钢丝上跳舞”，只会导致波斯湾风急浪高。

妥善解决伊核问题，关键还是靠对话协商。尽管
局势恶化，但有关各方还是留有余地。伊朗称突破伊
核协议规定的行动都是“可逆”的，愿意给“外交手
段”留出充足时间。为挽救伊核协议，法 、英 、德等
与伊朗协商建立特别结算机制以避开美国制裁 ；即便
伊朗宣布提高浓缩铀丰度，英国还是表示将继续遵守
伊核协议 ；法国总统马克龙则与鲁哈尼进行了一个多
小时电话沟通，寻求在本月 15 日前举行一次伊核协议有
关各方的对话。

解铃还须系铃人。当前伊核形势有轮番升级的危
险，美国政府需摒弃霸凌心态与极限施压，回到协商对
话的轨道，避免在波斯湾擦枪走火乃至局势失控。而确
保全面协议得到完整、有效执行，才是解决伊核问题、
化解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的唯一现实有效途径。

(记者吴中敏)新华社开罗 7 月 8 日电

新华社北京 7 月 8 日电伊朗政府 7 日宣布
将突破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限制，提高浓缩
铀生产丰度。欧洲国家立即表示“严重关
切”，美方则放风称伊朗会招致“更多制
裁”。

分析人士认为，伊朗此举旨在进一步反制
美国“极限施压”政策、“倒逼”欧洲提供更
实质性的帮助，但把美国“逼”回谈判桌的可
能性不大，而欧洲在两“强”之间心态更矛
盾。若任何一方的“强刺激”手段持续下去，

美伊紧张局势恐将加剧。

【新闻事实】

伊朗政府 7 日宣布正在提高浓缩铀生产丰
度，将不再受伊核协议规定伊朗只能生产丰度
上限为 3 . 67% 浓缩铀的限制。

正值周末，美国总统特朗普 7 日下午准备
返回白宫时在新泽西州机场被媒体问及伊朗问
题，他说，“伊朗最好小心点”。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7 日下午在社交媒体上
称，伊朗在核项目上的最新动向只会给自己招
致“更大孤立和更多制裁”。蓬佩奥定于当地
时间 8 日上午在国务院举行记者会，外界推测
伊朗问题或为重点。

德国外交部发言人 7 日说，德国、法
国、英国和欧盟对伊朗最新动向表示“极度
关切”。德方呼吁伊朗不要再采取进一步破
坏伊核协议的行动。

法国外交部当日表示，强烈敦促伊朗停
止所有违反伊核协议的活动。此前一天，法
国总统马克龙在与伊朗总统鲁哈尼通电话时
表示，他正尝试在 7 月 15 日前找到办法，
重启伊朗与西方国家的对话。

伊朗外长扎里夫 7 日在社交媒体上重
申，只要伊核协议欧洲签署国履行承诺，伊
方所有举措可以“撤回”。

伊朗副外长阿拉格齐说，伊朗减少履行
伊核协议的义务是为了保留、而不是为了摧
毁该协议。美国可以参加任何对话，但必须
先解除对伊朗制裁。

【深度分析】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问题专家
孙成昊说，伊朗通过强硬姿态把美国“逼”
回谈判桌的可能性不大。特朗普政府对伊朗
的强硬政策很明确——— 即遏制伊朗影响力和
扶植以色列，又逢美国“大选季”，为迎合
铁杆选民需求，预计 2020 年前政策调整空

间很有限，下阶段还将继续对伊“极限施
压”。

孙成昊说，伊朗明知美欧立场分裂，但
又恼怒于欧洲难以抵挡美国的制裁手段，希
望欧洲能部分补偿伊朗的损失。今日局面由
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所致，而美伊强硬
姿态又进一步将伊核协议推向“死胡同”。
两“强”之间，欧洲心态更矛盾。如果欧洲
与美国一起推动加大对伊制裁，恐将刺激伊
朗作出更强硬反应。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问题专
家秦天说，自美国单方面撕毁伊核协议以
来，伊核协议已名存实亡。伊朗此番突破
限制，一是对美国严厉制裁、军事威慑、
网络进攻等予以反制；二是倒逼欧洲对伊
朗采取更为实质性的帮助。美国为维护其
在中东的重要利益——— 防止核扩散，恐怕
会对伊朗加以报复，短时间内没有走向谈
判桌的迹象；而欧洲想要维护伊朗核协议
的目标更渺茫，在美伊之间寻求平衡更为
棘手。

【即时评论】

以“突破”协议的方式来“挽救”协

议，看似“拧巴”，实则无奈，恰是伊朗一
年多来承压渐重的反映。

伊核问题火势难灭，追根溯源在于某些
国家将契约精神弃之不顾、“极限施压”不
断加码。

希望各方从大局和长远出发，保持克
制，别再轮番上演“强刺激”，避免紧张局
势升级失控。

【背景链接】

伊朗 2015 年与伊核问题六国达成伊核
协议，换取国际社会解除对它的制裁。

依据协议，伊朗可制备的浓缩铀丰度限
制在 3 . 67% 以下，远低于武器级浓缩铀所
需要达到的 90% 以上。

美国政府去年 5 月单方面宣布退出伊核
协议，随后重启并逐步加大对伊朗制裁措
施。

作为回应，伊朗今年 5 月 8 日宣布中止
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款，不再对外出售重水
和浓缩铀； 7 月 1 日宣布，突破 300 公斤低
丰度浓缩铀的储量限制。

(参与记者：孙浩、刘晨、刘品然、孙
萍；编辑：冯玉婧、鲁豫)

伊朗反制美欧，特朗普威胁“小心点”

波斯湾风急浪高

须避免擦枪走火

■新华国际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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