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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底線不容挑釁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人民日報客戶端及中新社
報道，美國宣布將支持一項免除新冠疫苗知識產
權保護的提議，歐盟也表示將支持有關免除新冠
疫苗專利保護的提議。對此，中國外交部表示，
中方支持關注疫苗可及性問題，期待各方在世貿
組織框架下積極、建設性地進行討論，爭取達成
有效和平衡的結果。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6日表示，中方一貫秉

持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理念，積極支持並參與疫苗
國際合作，正在以不同方式向有需要的國家特別是
發展中國家提供急需的疫苗。中方將繼續堅定秉持
疫苗全球公共產品的「第一屬性」，為促進疫苗在
發展中國家的可及性和可負擔性作出貢獻。

中方秉持疫苗公共產品「第一屬性」
此外，針對歐盟對外行動署虛假信息應對部門

發布報告稱，俄羅斯、中國遵循零和遊戲邏輯開
展「疫苗外交」，宣傳俄、中疫苗的優越性，誇
大歐洲國家疫苗接種和死亡案件之間的關聯，破
壞公眾對西方疫苗的信任等。汪文斌批評相關報

告的有關結論十分荒謬。
他強調，中方一直堅定秉持疫苗公共產品的

「第一屬性」，努力提高疫苗在發展中國家的可
及性和可負擔性，向80多個國家和3個國際組織
提供了疫苗援助，向40多個國家出口疫苗，同
10多個國家開展疫苗研發生產和合作，積極參與
世衞組織「新冠疫苗實施計劃」並承諾首批提供
1,000萬劑疫苗用於發展中國家急需。我們還宣布
向聯合國維和行動和國際奧委會提供疫苗。中方正
在以實實在在的行動踐行疫苗公共產品理念。
「歐盟自己又做了些什麼呢？」汪文斌說，歐盟

不斷收緊疫苗出口限制，一些國家大量囤積遠超自
身人口需要的疫苗，「這難道不是在搞『疫苗民族
主義』嗎？這難道不是在製造『免疫鴻溝』嗎？歐
盟又拿出了多少疫苗給發展中國家使用呢？」他指
出，歐盟有關部門這份報告充斥着傲慢和虛偽。中
方呼籲歐方尊重基本的事實，以實際行動推進疫苗
在全世界範圍內的公平分配，為發展中國家抗擊疫
情多做實事，而不是靠攻擊抹黑他國而轉移視線，
混淆視聽，欺騙大眾，誤導輿論。

中方：支持關注疫苗可及性

中方暫停中澳戰略經濟對話一切活動
敦促澳方摒棄冷戰思維和意識形態偏見 停止把國家間正常交流政治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近期，

澳洲聯邦政府某些人士基於冷戰思維和意識形態偏

見，推出系列干擾破壞兩國正常交流合作的舉措。

對此，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家發展改革

委）6日發表聲明稱，基於澳聯邦政府當前對中澳

合作所持態度，國家發展改革委決定，自即日起，

無限期暫停國家發展改革委與澳聯邦政府相關部門

共同牽頭的中澳戰略經濟對話機制下一切活動。中

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6日表示，這是中國對澳方

此前對中澳合作項目限制打壓的必要、正當反應，

澳方應對此承擔全部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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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7外長拉幫結派 暴露戰略焦慮
七國集團（G7）外長

會 5 日發表公報，就涉
疆、涉藏、涉港問題及
東海、南海局勢表示所
謂關切，聲稱支持台灣
參加世衞大會。這是七

國集團近兩年來首次舉行面對面會談，東道
主英國也借機邀請多個位於印太地區的「嘉
賓國」外長參會，強調維持以歐美為主導的
「國際秩序」，試圖擴大G7影響力的版
圖。分析人士認為，美英在印太地區拉幫結
派搞「小圈子」，協調如何一致應對俄羅斯
和中國，企圖心明顯。但對七國集團這個舊
時代的產物而言，「新朋友」的增加並不意
味着其解決問題能力的增強，反而再次暴露

其戰略焦慮和內部分歧。
英國知名學者、劍橋大學高級研究員馬

丁·雅克認為，此次外長會暴露了七國集團
的戰略焦慮。他5日在個人社交媒體上發
文說：「再見吧，G7。你曾經主導世界，
但如今你只是世界越來越小的一部分。你
難以忍受自身地位的衰落，於是你責怪中
國。但你的失敗只能怪自己。」

G7內部難以形成一致步調
儘管美英等國極力「吆喝」，但許多分

析人士認為，無論是在經濟議題上，還是
在對華、對俄關係上，G7內部都難以形成
一致步調。

美國國務院4日在一份聲明中說，布林

肯在此次會議期間與德國外長馬斯會晤
時，再度表達了美方對俄德「北溪-2」天
然氣管道項目的強烈反對。有專家指出，
鍳於歐洲大陸對俄羅斯能源供應的依賴，
德國、法國等主要歐洲國家在對俄政策上
不會緊跟美國。

對於英國意圖向印太地區「傾斜」，英
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前駐法大使彼得·里基
茨認為，這會加大英國與歐洲盟國之間的
隔閡，因為向印太地區的「傾斜」就意味
着從歐洲的「偏離」。

美國經濟學教授哈伊里·圖爾克5日在英
國《金融時報》上撰文表示，經濟基礎決
定了美英企圖借G7擴大反華陣營的目的難
以實現，因為德國、日本、韓國都和中國

有直接大量的經貿往來，而印度作為中國
倡導設立的亞投行主要受益方之一，也不
會輕易和美國公然站在一邊。

中方促有關國家正視自身問題
對於G7外長會的相關公報，中國外交部

發言人汪文斌6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
七國集團外長會對中國進行沒有事實依據
的指責，公然插手中國的內部事務，搞開
歷史倒車的集團政治，這是對中國主權的
粗暴干涉，是對國際關係準則的肆意破
壞，違背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
中方對此予以強烈譴責。

汪文斌指出，七國集團作為發達國家集
團，應當為推動世界經濟復甦、幫助發

展中國家加快發展多做實事，而不是在
國際社會當中製造矛盾和分歧，干擾全
球經濟復甦進程。汪文斌表示，我們敦
促有關國家正視自身存在的問題，糾正
在抗疫問題上自私自利的行為，停止泛
化國家安全概念的錯誤行徑。無視國際
關係基本準則，製造各種借口，干涉中
國內政，損害中國主權，抹黑中國形象
的企圖絕不會得逞。

●綜合新華社及記者葛沖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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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展改革委6日發表的聲明指出，近期，澳洲聯邦政府
某些人士基於冷戰思維和意識形態偏見，推出系列干擾破

壞兩國正常交流合作的舉措。據內地媒體報道，過去短短半個月
時間裏，澳洲已3次以所謂「國家安全」「國家利益」等莫須有
的罪名針對中澳間的多項合作協議，並採取了「單方面撕毀協
議」等干擾破壞兩國正常交流合作的系列舉措。

澳政客不加掩飾站在反華排頭
上月21日，澳洲聯邦政府悍然宣布撕毀維多利亞州的「一帶
一路」協議。觀察者網報道稱，此後，澳政客愈發不加掩飾，站
在西方反華的排頭，打着「國家安全」的旗號介入正常的中澳商
業合作。本月2日，莫里森政府已讓澳洲國防部重新審查中國的
嵐橋集團租借澳達爾文港99年的協議，考慮是否要強制讓中企
放棄租賃權。本月5日，澳工黨議員基欽（Kimberley Kitching）
等政客正帶頭呼籲，要求莫里森政府取消西澳州2011年同中方
簽署的戰略合作協議。

外交部促澳方回歸理性
汪文斌6日在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澳方必須對此承擔所

有責任。汪文斌在答問時首先指出，中方始終認為，一個健康穩
定的中澳關係符合兩國根本利益，中澳合作本質上是互利共贏
的。同時，相互尊重和良好互信是各國間開展對話和務實合作的
前提。
他說，一段時間來，澳方不顧中方嚴正立場和多次交涉，濫用
所謂「國家安全」理由，對中澳經貿、人文等領域合作項目和既
有成果變本加厲進行限制和打壓，嚴重損害中澳兩國互信，破壞
了正常交流合作的基礎，中方不得不作出必要的、正當的反應，
澳方必須對此承擔所有責任。
汪文斌表示，中方敦促澳方摒棄冷戰思維和意識形態偏見，真
正客觀看待中國發展和中澳合作，立即回歸理性、糾正錯誤、改
弦更張，停止針對中澳合作的瘋狂打壓行徑，停止把國家間正常
交流政治化、污名化，不要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香港文匯報訊 據觀察者網報道，「新冠動搖中國
民眾對政府的信任了嗎？」加拿大約克大學社會學學
者吳志明（Cary Wu）5月5日在《華盛頓郵報》刊文
稱，調查數據顯示，98%的受訪者信任中國政府。

2020年4月武漢「重啟」之後，吳志明團隊對
中國民眾進行了民調。團隊此次將「政府」細分為
中央政府、省級政府、市政府、縣級和鄉鎮政府。
調查數據顯示，98%的受訪者信任中央政府；民眾
對當地政府的信任程度較 2018 年同樣有所提
升——91%的人稱他們「信任」或「完全信任」當
地的鄉鎮級別政府。縣級政府信任度結果為
93%，市政府94%，省政府95%。

與17中國學者合作 1對1線上採訪
此次民調同樣詢問受訪者，疫情發生後，他們對

於政府的信任度是否有所改變。近半數（49%）受
訪者表示，自疫情之後對中央政府更信任了；48%
表示信任度在疫情前後不變；僅3%受訪者表示信
任度降低了。對於地方政府，63%的人表示信任度
不變，30%表示信任度提升。

吳志明表示，信任分瀰散性信任（diffuse
trust）和特定信任（specific trust）。瀰散性信任
是對於政治系統道德性的，由價值觀驅動的一種深
層心理導向。特定信任則是基於公民如何評價政府
的（具體）表現。

吳志明團隊民調數據顯示，僅1%的中國公民對
中國政府的抗疫舉措持消極態度；55%的民眾持瀰
散性信任，44%持特定信任。對調查結果的分析顯
示，這麼高的信任度無法被誤解成民眾對政府的
「政治恐懼」，同時這也是許多此前的研究得出的
結果。
最後，據吳志明介紹，他們的調查，與別的一些只

是在互聯網上發布的調查問卷不同。他們採取了直
接採訪的方式。吳志明團隊與17名中國學者合
作，從全國53所大學招募了600名學生，由他
們開展1對1的網上採訪，確保樣本來自各個
地區。同時調查保證受訪者保持匿
名。最終，來自31個省級行政
區的19,816名中國公民接
受了訪問。

加拿大高校調查：中國人對政府信任度達98%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國家發展改革委6
日宣布無限期暫停中澳戰略經
濟對話機制下一切活動。中國
國際經濟關係學會常務副秘書
長陳鳳英研究員向香港文匯報

指出，中方此舉表明中方不會容忍以所謂政治安
全理由無底線挑戰中國。
這位專家指出，澳洲身為亞太國家，既想在對
華合作中謀求經濟利益，同時卻又在中美博弈中
甘當美國的「先鋒隊」，在政治安全領域挑戰中
國底線，甚至不惜走向冷戰格局，這是中國所不
能容忍的。
陳鳳英稱，從地緣政治和經濟角度而言，澳洲
與中國關係理應更為緊密，但卻選擇超越美國對
華所作所為的水平採取挑戰中國底線的行為，那
澳洲到底想要走向何方呢？這位專家提醒，澳洲

的政治家們必須看清楚，現在不是戰爭年代，而
是和平時代，在和平時代，發展是硬道理，發展
對一個國家和一個國家的人民乃至全人類而言都
至關重要，澳洲身處亞太，在安全和經貿上與中
國在內的亞洲各國是利益攸關方，亞太發生衝突
等，澳洲肯定會受到影響，澳洲實際上和中國等
亞太國家在一條船上。

雙邊高層對話和往來基礎所剩無幾
據中通社報道分析，在中方的聲明中，值得推
敲的有兩個詞語：「無限期」和「暫停」。華東
師範大學澳洲研究中心主任陳弘分析，「無限
期」表明了問題的嚴重性，換言之，目前還沒有
任何跡象表明澳方有意改善兩國關係；「暫停」
則說明，改善中澳關係的「球」在澳方，他們必
須要拿出改善兩國關係的切實措施。
該對話機制的暫停，對澳洲會帶來什麼影響？

陳弘指出，該機制的暫停意味着雙邊高層對話和
往來的基礎已經所剩無幾。
雖然有澳媒認為暫停該對話機制是「象徵性」

的舉措，但陳弘認為，在目前全球包括澳洲都想
迫切走出疫情陰影之際，與其最大的交易夥伴進
行對話磋商，共同重振經濟和改善民生，才是澳
洲需要的。雖然暫停的只是一個機制，但機制本
身就確保了未來會落實到的具體舉措，如果機制
都不存在了，在該機制下各方面改善經濟的舉措
的根基也就不存在了。
對於中澳關係的發展，陳弘也強調，儘管澳方
存在理性的聲音，希望澳當局重新將中澳關係校
準航向，但基於意識形態的立場、配合美國反華
戰略的角色，以及試圖以反華的強硬民粹形象撈
取政治資本的幾大因素，澳當局仍然一意孤行。
如果澳方持續把中澳關係推向深淵，很有可能會
難以修復。如今飽受破壞的中澳關係不能再承受
更嚴重的破壞，澳方必須意識到，若繼續肆意破
壞兩國關係，最終它必將承擔可能會帶來的惡
果，真正破壞的是澳洲人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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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始終認為，
一個健康穩定的中
澳關係符合兩國根
本利益，中澳合作
本質上是互利共贏
的。圖為2018中
國國際礦業大會上
的澳洲參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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