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刚刚于今年7月上任的澳空军司令奇普曼
日前在公开场合发表的首次谈话中宣

称，尽管在南海空域“发生了一系列不安全
事件”，但澳大利亚空军仍将继续在南海执行
监视任务。包括澳媒在内的一些西方媒体随
后就此番言论予以关注，并大肆炒作今年5
月澳中军机在南海空域“交锋”。中国军事专
家23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奇普曼的
发言更像是在向美国邀功：尽管受了中国的

“欺负”，仍然准备配合美国在南海搞侦察。
可以确定，解放军对澳在南海侵犯中国主权
的军事行动不会坐视不管。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22日报道称，奇普曼
是在会见来访的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后在媒
体发布会上作出上述表态的。 奇普曼还声
称，中国已经在南海建立了“强大的航空航
天能力”，但“这不意味着它是不可进入的，
也不意味着在对中国采取行动时不能施加军
事影响以实现你的利益”。 肯德尔则称，“中
国是我所见过的最强大的战略对手，我们正
处于和中国争夺军事技术优势的竞赛中”。

对于最近发生的澳大利亚军机遭解放军
军机拦截，奇普曼称：“我们认为中国有一支
能力惊人的现代化军队——随之而来的应该
是高标准的专业精神，我们希望看到中方的
专业标准与我们对他们的标准相同。”不过，
奇普曼认为，澳中战机“对抗”事件不会呈
持续趋势。

奇普曼的言论引发不少西方媒体跟风炒

作。一些澳媒还特意将“中国的防空系统不
是不可攻破”作为标题。美国军事媒体
Breaking Defense 声称，“奇普曼的言论很可
能激怒中国，因为他明确表示澳大利亚不会
退缩。”该媒体宣称，迫在眉睫的“中国威
胁”显然正在推动澳大利亚和美国之间日益
密切的军事合作。

澳国防部此前发表声明称，澳军机5月
26日在南海空域执行侦察任务时，被一架中
国军机拦截，澳军机及人员安全受到威胁。
对此，中国国防部予以反驳，新闻发言人谭
克非表示，澳军机严重威胁中方主权安全，
中国军队采取的应对措施专业安全、合理合
法。澳方颠倒黑白，一再散播虚假信息，鼓
吹制造对立对抗，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军事专家张学峰23日接受《环球时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奇普曼的发言更像是在向
美国邀功。“至于他所提及的专业性，如果澳
方认为，对其实施挑衅性的军事行动坐视不
管，对在南海侦察的澳军机敬而远之，就是
解放军的‘专业性’，那他们永远不会看到这
样的 ‘专业性’。”

张学峰认为，事实上，澳军机在南海对
中国的抵近侦察充满了敌对和挑衅性，如果
澳大利亚不想同中国发生冲突，就应该创造
良好的沟通和对话氛围，而不是隔空喊话。
中方此前已正告澳方，立即停止类似危险挑
衅行径，严格约束海空兵力行动，否则将承
担由此引发的一切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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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放 军 在
台海演习妄加评
论后，欧盟外交
与安全政策高级
代表博雷利近日
再次对当前台海
局势表示“严重
关切”。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博雷
利 22 日在出席一场论坛时宣称，西方

“必须捍卫台湾人民的权利”，同时又需
要保持“战略模糊”。博雷利还声称，在
台海局势紧张升级之际，“欧盟正试图充
当一个调停人”的角色。接受《环球时
报》记者采访的中国专家23日表示，台
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与欧盟无关。

当地时间22日，博雷利出席在西班
牙城市桑坦德举行的主题为“欧洲正前
往何处”的论坛活动时声称，对美国国
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期间台海
紧张局势的升级表示“严重关切”。

据报道，博雷利称：“这（佩洛西窜
台） 使得 （美国） 与中国的关系特别微
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避免给 （中
方） 一个让紧张局势加剧的借口。”“佩
洛西女士有权去她想去的地方旅行，但
一方面是你有权（去），另一方面是合适
的时机。”博雷利说，他已经看到美国当
局因佩洛西此访而变得多么“不舒服”。

博雷利还对“他是否有访台计划”
表示否认，并称“我认为欧盟委员会主
席（冯德莱恩）也不会前往台湾”。

在被问及如果两岸发生军事冲突欧
盟会如何反应时，博雷利称，“各方都试
图避免与中国直接冲突”。“这是美国非
常谨慎地试图避免的事情——各方都捍
卫台湾发展其政治制度的权利，但各方
都非常谨慎地处理，试图避免与中国的
直接冲突”。博雷利宣称：“我们来自西
方和北美的人必须捍卫台湾人民的权
利，但台湾不是联合国的成员。它没有
被承认为一个国家。因此，我们要保持
战略上的模糊性。”

据《南华早报》报道，博雷利在论
坛结束后出席记者会时还称：“我们欧洲
人在技术层面有非常重要的挑战。世界
上存在着一场争夺科技优势的战斗。与
中国的关系——幸运的是它不像目前
（欧盟）与俄罗斯的关系那样有冲突——
但这也是我们必须处理的关系，因为世

界的历史将在印太地区书写，中国的作
用将是根本性的。”

这已不是博雷利首次对台湾问题说
三道四。本月5日，博雷利在东盟地区
论坛发表致辞时称，欧盟对维护台海和
平及现状拥有利益，对中国发射弹道导
弹飞越台湾上空并部分落入“日本专属
经济区”表示关切，担忧这将导致不稳
定和局势升级，并强调任何人不应单方
面以武力改变现状。

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当时就对博
雷利的言论表达了强烈不满。发言人强
调，对于佩洛西窜台及“台独”势力挑
衅的后果，中方事先已经预告欧盟。欧
盟非但没有劝阻，反而附和七国集团声
明，此时又发表不适当言论，完全是颠
倒黑白。“欧盟如果真的担心利益受损，
就应该明确公开坚决反对外部势力插
手，反对‘台独’势力的嚣张气焰。”

针对博雷利“欧盟正试图充当一个
调停人”的说法，上海外国语大学台湾

问题学者、上海
市台湾研究会理
事文少彪 23 日
对 《环球时报》
记者表示，台湾
问题是中国的内
政，该问题产生
时欧盟还没有成

立，可以说欧盟素来与台湾问题无关。
文少彪说，近年来，欧盟的一些保

守主义势力和反华议员频频在台湾问题
上高调发声，甚至窜访台湾，严重违反
一个中国原则。欧盟是一个成熟的政治
组织，具有较强的战略自主性，应严格
遵循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联合国相关决
议，不应在台湾问题上追随美国的错误
政策，更不应让台湾问题成为中欧关系
发展的新障碍。

中国驻欧盟使团临时代办王红坚公
使近日在欧洲媒体发表署名文章称，在
与中国建交时，欧盟及其成员国在一个
中国原则上都有承诺。这是双方关系的
政治基础。中方希望欧盟及其成员国恪
守承诺，以实际行动反对“台独”，妥善处
理涉台问题。王红坚强调，中国的统一，
不会损害任何国家的正当利益包括其在
台湾的经济利益，只会给包括欧洲在内的
各国带来更多发展机遇，只会给亚太地区
和世界繁荣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

本报记者 赵觉珵

中国专家中国专家：：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与欧盟无关与欧盟无关

根据美国商务部 23 日在线发
布的通知，美国以“国家安全”和
外交政策问题为由，将七家中国相
关实体（主要与航空航天有关）添
加到其出口管制清单中。

为了打击特定国家企业，美国
政府创造了一系列出口管制工具，
如“实体清单”“军事最终用户清
单”等，许多中国企业都被列入这
些清单，与美国企业的合作受限。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早前表示，
美方将出口管制作为政治打压和经
济霸凌的工具，不断采取单边措施
对他国企业、机构和个人进行打压
遏制，给中美企业间正常经贸合作
制造困难和障碍，对国际经贸秩序
和自由贸易规则造成严重破坏，对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造成严重威胁，
这不利于中国，不利于美国，也不
利于整个世界”。▲

澳空军司令扬言继续“监视南海”

中国驻印度大使馆22日发布新
版 《外国人赴华签证的办理

流程和材料要求》，将“接受高等
学历教育的赴华长期留学人员，包
括新录取人员和返华复学人员”“赴华从
事商业贸易活动人员”“赴华从事交流、
访问、考察等非商业活动人员”等10类
情形纳入其中。这意味着新冠肺炎疫情
以来，因防控措施导致部分印度留学生
无法顺利来华返校复课的情况有望于近
期得到解决。

《印度斯坦时报》23日报道称，在
中国读书的印度留学生约有2.3万人，其
中大多数都是医学专业学生。但受疫情
影响，他们被迫滞留印度无法赴华接受
连贯的授课和培训，毕业、就业等也因
此受到连带影响。熟悉相关情况的消息

人士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印度与
中国之间始终就印度留学生返华复课问
题保持积极正向的沟通。

《环球时报》记者从湖北省一所大
学获得的调查问卷显示，该大学从本周
一起已经开始收集希望从国外回到中国
的国际学生的信息。这份针对2018级国
际学生进行的问卷显示，“目前在国外的
学生可以在10月或11月赴华”。

尽管印度留学生赴华签证申请受理
条件较之前有所放松，但多家印度媒体
也注意到他们的“来华之路”可能并不
如想象中容易。根据中国驻印度大使馆

要求，赴华返校的留学生需要提供“中
国境内高校出具的返校证明”。新德里电
视台等媒体担心部分中国高校所在省区
的疫情情况是否稳定，因为这可能直接
影响该所高校是否能为外国留学生提供
返校证明。

此外，由于中印之间的直航航班尚
未恢复，赴华留学生必须通过第三国
（地） 中转才能入境中国。《环球时报》
记者从一家国际机票票务代理处了解
到，目前从印度前往中国较为经济实惠
的航段是经香港转机，但单程机票价格
一般都要在万元人民币以上，这对很多

印度留学生来说，是一笔不菲的
开支。一名印度学生对《环球时
报》记者表示，希望能以合理的
价格尽早恢复印度到中国的直飞

航班。
根据中国大使馆发布的通知，本

周，来自菲律宾、阿富汗、阿尔及利
亚、玻利维亚、黎巴嫩和越南等国的学
生也将获准申请来华签证。

深圳第三人民医院院长卢洪洲23日
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欢
迎留学生赴华并不意味着中国放松疫情
防控措施，也不意味着中国放弃了“动
态清零”总方针。入境人员还是要遵守
中国防疫政策，这不仅能确保他们自身
的健康安全，也可以避免输入型疫情在
国内暴发的可能。▲

印媒关注中国放宽留学生赴华签证

欧盟想充当台海局势“调停人”？

本报记者 刘彩玉 涂 蕾 本报特约记者 胡波波

本报记者 郭媛丹

美将７家中国相关实体列入出口管制清单

营救营救

中国海警 5103舰 18日在南海南部海域巡航时发现并
救起一名越南籍渔民 （如图）。该渔民出海作业时落水，
被救前已在海中漂浮 3天。海警人员及时为该渔民提供饮
水、食物等生活用品，并对其身体健康状况进行检查。23
日，中国海警 5103舰与越南海警 9003船在事发海域附近
会合，顺利完成被救渔民交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