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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 月 22 日电（记者温馨）外交部
发言人赵立坚 22 日说，中方敦促美方摒弃冷战思
维和意识形态偏见，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美关
系，立即停止任何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方利益、
破坏中美关系的言行。

据报道，特朗普政府近日依据美国“2019 财
年国防授权法”要求，向美国会提交所谓对华战略
报告，介绍过去两年多特朗普政府落实 2017 年美
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涉华内容情况。

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方这个报告和
2017 年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一样，蓄意
歪曲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战略意图，大肆渲染“中国
威胁”，并以此为借口鼓吹继续对中国采取全方位

施压的强硬政策。
他说，针对过去两年多来美方一系列干涉

中国内政、损害中方利益的错误言行，中国政府
已多次表明严正立场并作出坚决有力回应。“事
实充分证明，美方秉持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
见所推行的政策做法，从一开始就犯了根本性
的错误，也是注定要失败的。”

赵立坚说，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中国人
民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走出了一条适合中
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
就，也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
献。“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中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
路完全正确，我们对此有高度的自信。我们将坚

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并
不断取得更大的新的胜利。任何人都阻挡不了
中国的发展壮大。”

他说，中美建交 40多年来的历史充分说明，中
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
择。中美双方谁也改变不了谁，谁也取代不了谁，
美方报告中所谓“美对华接触政策失败”“改造中国
失败”纯属无稽之谈。作为国情不同的两个大
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才是相处之道。
“美方在报告中也表示不寻求遏制中国发展，我们敦
促美方言行一致，切实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
关切，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

赵立坚说，中方的对美政策是一贯的、明确

的。我们致力于同美方一道努力，实现不冲突不
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同时，我们坚定捍卫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话合作，我们欢
迎；遏制打压，我们坚决反击，美方也不可能得
逞。”

赵立坚说，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重要关口。
一个稳定和不断发展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
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我们敦促美方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
顺应时代潮流，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立
即停止任何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方利益、破坏中美
关系的言行，同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两国关系回到正
常发展的轨道。”他说。

外交部：敦促美方立即停止任何干涉中国

内政损害中方利益破坏中美关系的言行

关闭“开放天空” 美再损国际军控体系

中
国
新
冠
疫
苗
一
期
临
床
试
验
获
积
极
成
果

美国国务院 21 日发表声明说，美国将于 22
日向《开放天空条约》所有签约国递交退约决定通
知，称继续留在条约内已不符合美方利益。

这是继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和《中导条
约》后，美方再次选择脱离重大国际安全协议和条
约。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此举不仅会损害本国及
欧洲盟友的安全利益，而且将使美国与俄罗斯之
间进一步丧失互信，也令军控体系更加岌岌可危。

出于多方考虑

《开放天空条约》于 1992 年签署，2002 年起
生效，签约国包括美俄和大部分北约国家。根据
条约，签约国可按规定对彼此领土进行非武装方
式的空中侦察。该条约被视作冷战结束后美欧与
俄罗斯之间构建互信的重要措施，被认为有助于
提升透明度和降低各方冲突风险。

美国政府有意退出《开放天空条约》的消息自去
年年底就已从华盛顿政治圈传出。尽管包括美国前
防长马蒂斯在内的多位高官及学者均认为留在条约
内符合美国利益，但美国政府依然迈出了“退群”这一
步。分析人士认为，这主要是出于以下考虑。

首先，美方认定俄方违约。美国务院在 21 日的
声明中说，美国将在 6个月后正式退出该条约，除非俄
方能重新履约。过去一段时间里，美俄双方就违约问
题一直在打口水仗，双方也均曾对条约执行加以限制：

俄罗斯限制美军机在加里宁格勒等地及对俄军事
演习进行侦察，美国则限制俄方侦察夏威夷。

其次，美方已不再依赖条约允许的方式获
取俄方情报。美国乔治敦大学国际关系副教授
马修·凯尼格指出，美国已不需要通过侦察机来
收集图像情报。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
中心航空航天安全项目主任托德·哈里森也表
示，条约中允许使用的相机分辨度与目前商用
遥感卫星水平类似，而在合成孔径雷达侦察方
面，商用卫星的性能甚至优于条约允许的水平。

第三，美国特朗普政府一贯对国际军控体系
持怀疑态度。在其看来，军控机制对美国限制的
严苛程度远超别国，让美国“吃亏”，而当前特朗
普政府内部也缺乏支持军控的建制派声音。

危害军控体系

分析人士认为，如果美国在 6 个月缓冲期
后选择正式退约，将令美俄之间的互信进一步
丧失，相关军控体系前景黯淡。

针对美国的退约决定，俄罗斯外交部副部
长格鲁什科 21 日一方面否认俄方违约，一方面
批评美国政府此前退出《中导条约》等举动已经
削弱了欧洲军事安全体系，退出《开放天空条
约》将对这一体系再次构成打击。俄国家杜马

（议会下院）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表
示，这是美国政府继退出《中导条约》之后破坏
军控领域关键条约的又一举动，对欧洲军事安
全体系构成威胁。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评论，《开放天空条约》
是军控中“合作监控”的成功案例，一旦因美国退

出而瓦解无疑是对全球军控体系的一大打击。
莫斯科卡内基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特列宁

认为，特朗普政府在军控问题上的态度一贯如
此，美方退出《开放天空条约》的决定并不算突
然。他认为，未来俄罗斯应理性应对，继续与欧
洲国家共同遵守该条约。

分析人士指出，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军控
条约一直是美苏及其后美俄关系的核心支柱，
它的意义远超过核弹头的数量或者情报图像的
清晰度。军控条约为国家间提升互信创造条
件，为危机稳定机制提供透明环境。当美方再
一次选择退约，国际社会更加担心，美国是否愿
意与俄罗斯续签将于明年 2 月到期的《新削减
战略武器条约》。

此外，美国政府的退约决定也有损美国自
身及其欧洲盟友的安全利益。美国得克萨斯州
众议员华金·卡斯特罗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开
放天空条约》是一系列精心构建、可有效防止核
灾难的条约的一部分，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将意
识形态诉求凌驾于美国人民安全之上。

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和前防长佩里此前共同
撰文强调，依据《开放天空条约》，一些侦察能力较
弱的欧洲盟友可共享美国侦察机收集到的俄方军
事情报，美国退约意味着这些国家将失去一个重
要的情报获取手段，直接影响它们的安全利益。

德国外长马斯呼吁美国重新考虑退约决
定。他表示，该条约有助于北半球地区的安全
与和平，德国此前已与英国、法国和波兰多次向
美国表示希望美国能留在条约中。

(记者刘品然)新华社华盛顿 5 月 2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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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 5 月
21 日电（记者许缘、高
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
会主席鲍威尔 21 日表
示，新冠疫情使美国陷
入严重经济衰退，更贫
穷的美国人承受了更多
负面冲击。

鲍威尔当天在一个
社区活动中表示，疫情
给美国带来突然且严重
的经济衰退，近 10 年持
续增长的就业市场遭受
重创，美国民众承受巨
大伤痛。但是，疫情对
不同人群的影响有所不
同，财务状况更差的美
国人承受了更多负面
冲击。

美联储理事布雷
纳德在活动上也表示，
美国中低收入群体、有
色人种以及从事服务
业的女性等弱势群体
受到更多来自疫情的
打击。

疫情导致美国劳动
力市场遭受重创。

美 国 劳 工 部 2 1
日发布数据说，过去
九周，美国累计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为
3 8 9 0 万 。 4 月 份 ，美 国 失 业 率 升 至
1 4 . 7 % ，为上世纪 3 0 年代经济大萧条以
来最高值。其中，包括低收入人群在内的
弱势群体就业状况更加堪忧，引发广泛
关注。

新华社伦敦 5 月 22
日电（记者张家伟）中国研
究团队 22 日在英国医学
期刊《柳叶刀》上发表报告
说，他们对一种新冠病毒
疫苗开展了 1 期临床试
验，结果显示这种疫苗是
安全的，且能够诱导人体
快速产生免疫应答。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
研究院生物工程研究所陈
薇院士等人领衔的团队开
展了这项临床试验。试验
中使用的疫苗是一种腺病
毒载体重组新冠病毒疫苗。
团队在试验中招募了 108
名健康的成年志愿者，年龄
在 18 岁至 60 岁间。这些
志愿者分成不同组别接种
了不同剂量的疫苗。

报告介绍，接种后的 28
天内，这种疫苗在不同剂量
的组别中都展示了很好的耐
受性，也没有引起严重不良
反应。

陈薇在《柳叶刀》发布
的新闻稿中说，1 期临床
试验表明接种这种腺病毒
载体重组新冠病毒疫苗能
够在 14 天内诱导产生病
毒特异性抗体和 T 细胞，
“这些结果代表了一个重
要的里程碑”。

不过，陈薇同时指出，
要谨慎对待相关成果，开
发新冠病毒疫苗会面对前
所未有的挑战，并且能够
引发免疫应答并不一定意
味着疫苗能够保护人们免
受新冠病毒感染，该项成果
“展示了新冠病毒疫苗开发
的很好前景，但我们离这种
疫苗达到让所有人使用的
阶段仍有较长的路要走”。

报告说，这项临床试验
的主要限制包括样本规模
较小、试验期较短、缺乏随
机对照组等，因此接下来还
需要进一步的试验来验证。

据《柳叶刀》介绍，开发
出有效的疫苗是防控新冠
疫情的长期解决方案，当前
全球有超过 100 种候选新
冠病毒疫苗正在开发中。

结果显示这种

疫苗是安全的，

且能够诱导人体快速

产生免疫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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