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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参加秘鲁
独立203周年庆典阅兵式。 （秘鲁安迪纳通讯社）

当地时间 29 日，秘鲁独立
203 周年庆典阅兵式在首

都利马举行，应秘鲁国防部邀
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大连
舰艇学院学员代表团参加了阅
兵式，这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首次亮相秘鲁阅兵活动。

秘鲁在 1821 年 7 月 28 日摆
脱西班牙殖民统治正式宣布独
立。此后，为庆祝独立日，秘
鲁首都利马每年都会举行阅兵
式。

当地时间 29 日上午，秘鲁
独立203周年庆典阅兵式在该国
首都利马的巴西大道上拉开帷
幕，秘鲁总统博鲁阿尔特出席
并主持活动。街道两边以秘鲁
国旗颜色红白色为背景，在礼
炮鸣响、全场高唱秘鲁国歌
后，各个仪仗方队依次向检阅
台行进。

伴随着 《检阅进行曲》 的
乐曲声，中国护旗手高举五星
红旗，7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组成
的仪仗队迈着整齐的步伐通过
检阅台前，接受检阅。中国人
民解放军组成的仪仗队队员们
精神抖擞、气势威武，充分展

现了当代中国军人的飒爽英
姿，赢得观礼嘉宾的赞许和当
地民众的热情欢呼。

“中国代表团以其独特的行
进风格和令人印象深刻的协调
性与精准度，吸引了在场所有
观众的目光。”秘鲁媒体“拉丁
新闻”评论称，中国代表团的
首次亮相是今年秘鲁独立日活
动“最大的惊喜”。秘鲁《共和

国报》则称赞说：“中国代表团
创造历史。”秘鲁媒体称，中国
人民解放军海军大连舰艇学院
以培养中国海军军官著称，学
员代表团自豪地践行着 《我们
的事业在大海上》的院歌精神。

在现场观看阅兵式的秘鲁
天主教大学孔子学院老师告诉

《环球时报》 驻秘鲁特约记者，
中国人民解放军组成的仪仗队

走过时，现场观众反应热烈，
不断响起热情的欢呼声。在秘
鲁的华侨华人也对记者表示，
看到中国仪仗队感到非常激动
和自豪，认为这是中秘两国友
好关系进一步加深的体现。

军事专家张军社 30 日对
《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大连舰
艇学院的学员代表军容严整，
军姿挺拔，展示了中国军人一
贯的良好形象和气概。“台上一
分钟，台下十年功。”他表示，
大连舰艇学院每天都要进行列
队训练，在国庆节、建军节、
海军节等重大节日都要组织阅
兵，这些学员基本功扎实，军
事素质过硬，此次代表国家和
军队参加秘鲁独立203周年庆典
阅兵式并获得好评是厚积薄发
的表现。

张军社说，近年来，受他
国邀请，中国军队多次在邀请
国的国庆日、建军节等重大节
日派员参加庆祝活动，这既传
递出中国人民的友谊，又展示
出人民军队文明之师、和平之
师、威武之师的形象，也成为
外界了解解放军的一扇窗户。

“中国代表团的参与不仅为
阅兵仪式增加了国际元素，也
凸显了秘中两国间外交和军事
关系的重要性。”“拉丁新闻”
评论称，秘鲁向中国等国家发
出邀请，并非只出于礼节，也
是为了重申良好的双边关系。
除了中国，还有来自阿根廷、
巴西、智利、厄瓜多尔等国的
代表团参加了此次重要活动，
进一步加强了友谊和国际合作
纽带。

秘鲁总统博鲁阿尔特今年6
月访华期间接受 《环球时报》
记者专访时表示，秘鲁视中国
为重要的合作伙伴，该国非常
有兴趣在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框架内探索和中国新的合作
方式，并期待更多中国企业进
入秘鲁。她表示：“ （我希望）
秘鲁与中国的合作也可以成为
中国—拉美合作的榜样。”

“解放军在秘鲁国庆阅兵式
上的惊艳亮相，不仅丰富和加
深了中秘两国的交流合作，也
进一步显示出中国维护世界和
平与稳定的能力。”中国政法大
学拉美法律和公共政策研究中
心主任潘灯告诉 《环球时报》
记者，近年来，中秘两国政治
互信不断深化，钱凯港等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旗舰工程
有望如期建成并投入运营，相
信未来两国将在政治、经济、
军事、人文等领域保持更紧密
的合作。▲

中国军队首次亮相秘鲁阅兵式

阿联酋“拒绝”美干涉本国AI巨头 印度商业与工业部长皮尤什·戈亚尔30日
表示，印度政府目前没有计划重新考

虑允许中国投资进入印度市场。据路透社报
道，这一表态被视作对日前印度首席经济顾
问马赫斯瓦兰在年度经济调查报告中提出的
建议的直接回应。

印度财政部 22日发布 《2023—2024年
经济调查》（以下简称 《经济调查》） 报
告，回顾印度经济在上一财年的表现。报告
敦促印度增加来自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
（FDI），以加强本地制造业和出口。据报
道，中国已成为印度最大的进口伙伴，
2023—2024 年两国贸易额达到 1184 亿美
元，超过印度与美国的贸易额，且印度与中

国之间的贸易逆差正不断扩大。报告称，为
了促进印度制造业的发展，印度有两个选
择：多从中国进口，融入中国的供应链，或
吸引更多来自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

《经济调查》还引用国际清算银行的一
项研究，说明保护主义关税对中国大规模制
造业的无效性，并称在绿色能源和电动汽车
等关键领域，中国的优势是如此之大，如果
不借助中国的帮助，就很难推进技术转型。

印度展望网报道称，印度财政部长西塔
拉曼在向议会提交的报告中写道：“为促进
印度制造业的发展并将印度纳入全球供应
链，印度不可避免地要将自己纳入中国的供
应链。”马赫斯瓦兰也建议，印度应重视来
自中国的直接投资，促进印度口增长，并帮
助控制印度对中国日益增长的贸易逆差。

《经济调查》发表后，路透社援引两位
政府官员的消息称，印度政府正考虑放宽对
中国在太阳能电池板和电池制造等非敏感行
业投资的限制。路透社认为，这一举措有望
成为改善中印两国经济关系的重要一步。但

《印度教徒报》 30 日援引戈亚尔的话称，
《经济调查》 对印度政府完全没有约束力，
也没有考虑支持中国在印度的投资。▲

是否放宽中国投资
印度内部意见不一

近年来，美国不断从多方面加紧对
中国人工智能 （AI） 产业的“围

堵”，但这种强行干涉的行为遭到阿联
酋的“拒绝”。据路透社 30 日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
会”正寻求与近期接受美国企业投资
的阿联酋AI公司G42会面，因遭到阿
联酋驻美国大使的“亲自干预”而未
能实现。

路透社援引美国国会一名发言人
的消息称，国会工作人员与G42原定
于本月举行的会面已经被取消。“中国
问题特别委员会”的发言人称：“鉴于
阿联酋拒绝与国会工作人员面对面讨
论相关问题，委员会对G42与微软的
交易产生更多担忧。因此，预计国会
将更多地参与监督相关谈判。”

据美国 《福布斯》 杂志网站报
道，今年 4 月，微软宣布将向 G42 投

资 15 亿美元。《福布斯》 将 G42 描述
为一家“AI巨头”，以及阿联酋成为该
领域全球领先者的“重要部分”。

据美国 《华盛顿邮报》 此前报
道，G42因“与中企合作”“与中国关
系密切”已经引起美国政府的“不
安”，并受到美国国会的审查。路透社
称，一些美国议员担心敏感技术可能
被转让给G42这家与中国“有密切联
系”的阿联酋公司，而本月会面的取
消，可能预示着美国国会的对华强硬
派可能会加强审查力度。

阿联酋驻美国大使馆的发言人对
路透社表示，上述会面“显然存在沟
通不畅问题”，并表示大使馆在“代表
团即将抵达前不久才得知这一团队的
存在”。该发言人还说，美国国会的工
作人员希望在本月16日至19日进行地
区访问时举行会面，讨论从英伟达等

公司向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转让
先进芯片和中美技术竞争问题。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文少彪 30 日对 《环

球时报》记者表示，美国在AI领域对
中国的防范是全面性的，华盛顿希望
广泛拉拢盟友以遏制中国相关技术和
产业的发展。近年来，中国与阿联酋
等海湾国家合作领域向AI等高科技产
业扩展，也引发了美国的关注。

据外媒报道，拜登政府去年对人
工智能芯片出口全面实施新限制，试
图切断中国获取这些芯片的更多渠
道，并对运往阿联酋和其他中东国家
的芯片添加许可要求。

文少彪认为，美国通过政治方式
干预中国与阿联酋的科技合作不太可
能成功。一方面，中国与阿联酋在AI
领域有很强的互补性，相关合作具有
内驱力，阿联酋不会愿意让自身战略
利益受到损害；另一方面，阿联酋也
不希望成为中美博弈的“棋子”，希望
能够保持一定战略自主性。▲

“美国国旗象征着我们民族的身
份、决心和价值观，为了尊重

其重要性，联邦政府应该只使用完全
在美国制造的国旗。”美联社 30日援
引共和党籍参议员苏珊·柯林斯的话
称，在相关议员推动下，美国国会已
通过“纯美国国旗法案”，要求联邦政
府只能采购在美国国内制造的国旗。
报道称，预计该法案将于8月1日提交
给美国总统拜登，很快就能签署成法。

“纯美国国旗法案”的支持者声
称，根据现行法律，联邦政府采购的
美国国旗所用原料仅需 50％产自美
国，而“纯美国国旗法案”要求联邦
政府采购的国旗必须使用100%美国制
造的材料，而且必须完全在美国境内
制造。

上述支持者声称，这不仅具有象
征意义，还将支持美国的就业和制造
业，保全“在美国最受认可的旗帜”。

报道称，美国联邦机构的数据显
示，2015 年美国国旗的进口额超过
400万美元。上述支持者声称，其中大
部分是从中国进口的。他们表示，包
含联邦政府采购在内，美国 2017年进
口 了 约 1000 万 面 美 国 国 旗 ， 其 中
99.5%来自中国。

多年来，柯林斯和民主党籍参议
员谢罗德·布朗一直在宣扬“美国国旗
美国制造”的观点。据此前报道显
示，类似法案曾在美国参议院获得通
过，但在众议院受阻。

在义乌从事国际旗帜出口的外贸
商 30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以热销的90×150厘米的美国国
旗型号为例，在中国一面类似旗帜的
成本价约为 5 元人民币，约合 0.7 美
元，出口到美国的批发价算上税率约
为1.4美元，如果完全由美国制造，考
虑到美国的原材料和人工成本，旗帜
的价格势必会上涨。该人士认为，此
举会导致美国国内对国旗的购买需求
降低。此外，《环球时报》 记者注意
到，在美国在线购物平台上，标有美
国制造的90×150厘米的美国国旗零售
价在30至40美元之间。

尽管一些美国民众对“纯美国国
旗法案”表示支持，但也有不少美国
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表示不理解，
认为政府小题大做了，甚至有网民直
言：“同样的质量，我们要付 3倍的价
钱吗？不，谢谢……美国制造的质量
很早以前就开始走下坡路了，甚至我
买的美国制造的电器都是垃圾，会散
架。”▲

美法案要求政府采购“纯美国造”国旗

本报记者 赵觉珵

本报记者 丁雅栀

本报特约记者 辛梅文 本报记者 唐 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