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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至30日，首届韩国—太平
洋岛国峰会在首尔举行，韩国总统尹锡
悦与太平洋岛国论坛（PIF）成员国领导
人共同出席。据韩联社报道，双方商定
在海洋、气候、能源、网络、卫生等领域
建立全面安全合作关系，韩方还将加大
对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
路透社称，在南太地区已成为激烈地缘
政治竞争焦点的背景下，首尔方面正寻
求提升在该地区的影响力。5 月 30 日
接受采访的专家表示，韩国积极介入南
太主要还是在迎合美国，但难以看到回
报。

据韩联社报道，会议结束后，双方
发表了“2023 韩国-太平洋岛国领导人
宣言”。该宣言由序言和六个章节共34
条组成，核心内容为各方努力维护地区
和平稳定，为打造繁荣昌盛、实现可持
续韧性发展的太平洋，设定各领域的合
作方向。韩国承诺将把向太平洋岛国
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规模增至原先的2
倍，即到2027年将援助规模增加到3990
万美元。此外，在当前日本福岛核污染
水排海引发争议的背景下，会议还强调
保护海洋不受放射性物质污染的必要
性。

路透社在进行相关报道时提到尹锡
悦政府去年发布韩版“印太战略”，并称
此举正值外界对中国在太平洋雄心和影
响力担心之际。“德国之声”等媒体评论
认为，在中美博弈加剧的太平洋地区，韩
版“印太战略”的出炉意味着首尔与华盛
顿的结盟。不过，媒体报道同时注意到，
相比于美版“印太战略”，韩国长达37页
的战略报告几乎没有谈及中国，而且不
同于美西方国家动辄将中国定义为“威
胁”“挑战”“秩序破坏者”，韩版“印太战
略”称“中国是实现印太地区繁荣与和平
的主要合作国家”。路透社援引布鲁金
斯学会一名研究人员的话称，尽管尹锡
悦政府的“印太战略”表明，韩国正在同
美国更加紧密地结盟，但鉴于比起美国
的其他盟友，韩国在中国的经济和地缘
政治利益都更大，首尔必须在两个大国

的竞争间更加谨慎地行事。
近期将更多目光投向南太并加速在

该地区布局的并不只是韩国。5 月 21
日，印度总理莫迪出访巴布亚新几内亚
（巴新），并与南太平洋岛国共同召开第
三届印度—太平洋岛国合作论坛峰会。
这是印度总理首次访问巴新，也是印度
时隔8年后重启与南太岛国的峰会。此
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5月22日抵达
巴新，并正式与该国签署了防务合作协
议，此后美军将可以进出该国的机场与
港口。在此之前，美国驻太平洋岛国汤
加大使馆正式开馆。美国媒体称，“这是
美国加强在太平洋地区的外交影响力以
对抗中国力量崛起努力的一部分”。南
太地区近年逐渐成为大国商业、政治和
军事竞争的舞台。法新社援引美国和平
研究所太平洋岛国项目顾问的话称，南
太岛国已不再是“寂寥的偏远外交哨
所”。

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
任陈弘30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韩
国本身在南太地区几乎没有经济利益，
侨民也很少，从传统意义上来看，增加在
南太的投入并不符合韩国一直以来的外
交优先方向。韩国主要还是在美国的要

求与支配下不得不履行作为盟友的所谓
“义务”。他认为，从这一角度来看，这恰
恰显示出美国“南太战略”的失败。“美国
想在南太地区打压中国，但连澳大利亚
也并非全心全意跟着美国走，美国最终
只能拉动韩国等国，这显示出美国南太

‘创可贴式’补救型外交的失败。”
陈弘对记者分析认为，近年来，美国

把南太军事化的意图日益明显。“尤其是
在华盛顿看来，如果台海和南海出现突
发情况，南太岛国可以在海洋战争中发
挥作用。”不过，南太国家的不少人对于
美国的军事化意图并不“感冒”。据“德
国之声”此前援引巴新最大报纸《信使
报》的报道称，美巴新防务协议的签署引
发当地学生的抗议，认为政府在该国的
重要出入关口给了美军太多自主性。一
名17岁的学生称，她反对与美国签订协
议，并说中国在当地修路、资助学校，相
较之下美国提供给巴新的帮助不大。据
路透社报道，受此影响，巴新总理马拉佩
5 月 30 日发表声明，将延迟签署与澳大
利亚拟议中的双边安全协议，就某些措
辞和条款在国内进行程序和法律上的咨
询。

本报综合消息

韩国为何拉南太国家开峰会？
据新加坡亚洲新闻台（CNA）5月30日报道，研究

机构城市土地学会（ULI）当天发布的报告显示，2022
年，新加坡商品房价格的中位数为 160 万新加坡元
（约合850万元人民币），位列亚太地区各大城市房价
之首。

研究人员称，他们对中国、越南、韩国和新加坡等
亚太地区9个国家的45个城市进行了调查，通过抽样
等手段测算了这些城市房价和租金的中位数。研究提
到，新加坡的房价在2022年上涨了8%。

分析认为，当地房价上涨的主要因素有海外移民
的大量涌入、大量年轻人不再与父母合住等。另外，建
筑材料供应链受到冲击导致新增住房减少，也是房价
上涨的重要推手。除了房价外，研究显示新加坡的租
房价格也是亚太地区最贵的。

尽管商品房的房价和租金很高，新加坡人的住房拥
有率却常年保持在90%以上。对此，有媒体分析称，长
久以来，新加坡政府通过向国民提供平价的“公屋”等一
系列措施，解决了不少人的住房问题。本报综合消息

据英国《卫报》5月29日报道，3年前被怀疑是俄
罗斯海军训练出来的“间谍白鲸”近日在瑞典近海现
身，这是它第二次出现在北欧沿岸海域。

2019年，这头白鲸在挪威近海被渔业工作人员发
现，由于它身上绑着一个标有“圣彼得堡”字样的摄像机，
不少人猜测其为俄罗斯海军训练的“间谍白鲸”，很可能
是从俄军基地逃脱后到了北欧海域。报道称，一些国家
的军方会对海豚和鲸类进行专门训练，并在它们身上配
备相关专用设备，对军舰及其他军事目标进行监控。

5月28日，这头白鲸再次现身北欧西南海域。专
家称，过去3年时间里，这头白鲸一直沿着挪威海岸线
移动，最近几个月开始加速向瑞典海岸游动。

一些在附近海域航行的人曾偶遇过这头白鲸。
目击者称，它和人类十分亲近，总是用自己的方式和
船上的人“打招呼”。截至目前，俄罗斯未对这头白鲸
的身份作出回应。 本报综合消息

当地时间5月29日，因被控任内与犯罪集团展开
秘密协商，萨尔瓦多前总统毛里西奥·富内斯当天被
判14年监禁。这名左翼前领导人一直否认检方指控，
并已前往尼加拉瓜居住。

据美联社30日报道，萨尔瓦多检察总长办公室在
29日的声明中称，富内斯因与犯罪集团往来以及失职
的罪名被分别判处8年和6年徒刑。萨尔瓦多检方表
示，富内斯及时任国防部长蒙吉亚“允许帮派增加经
济收益和扩张地盘，以换取降低谋杀率……借以提升
当时政府在大选中的声势”。

据西班牙埃菲社5月29日报道，萨尔瓦多共和国
总检察长于2018年6月8日下令逮捕富内斯，他被控
巨额腐败、挪用公款、洗钱以及非法结社等多项罪
名。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他与本地帮派的秘密政治
交易。报道称，富内斯在任期中和一些当地帮派达成
了休战协议，该协议包括政府为帮派入狱头目提供住
宿福利、加大帮派所在社区投资以及减少警察等安全
部队在帮派区域的影响。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9日报道称，自2020年7月以
来，蒙吉亚便因此案遭到羁押候审。而今年63岁的富
内斯已于2016年前往尼加拉瓜，他称自己遭到政治迫
害并获得庇护，已经取得尼加拉瓜国籍。据报道，萨尔瓦
多曾向尼加拉瓜提出引渡富内斯，但是没有成功。

报道称，富内斯并不是唯一一个被控与黑帮私下
交易的领导人。美国财政部曾发表一份报告称，萨尔
瓦多现任总统布克尔2020年曾与黑帮深度合作，并提
供财政激励，以此降低其任内的犯罪率。打击黑帮一
向重拳出击的布克尔政府否认了这一指控，布克尔在
推特上称这是“明显的谎言”。

事实上，萨尔瓦多黑帮一直是困扰该国政府的最
大顽疾，该国也一度是全球谋杀率最高的国家。据萨
尔瓦多官方统计，2021年，该国凶杀案总数为1140起，
每10万居民中有18人死亡，而这已经是30年来的最
低值。去年3月27日，萨尔瓦多还因黑帮暴力肆虐宣
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据西班牙《国家报》30日报道，对富内斯的判决是
出于现任总统纳伊布·布克尔对黑帮的“零容忍”政
策。该总统对帮派重拳出击，迄今已有6.8万人被拘
留。 本报综合消息

新加坡房价亚太最高

“间谍白鲸”再现北欧海岸

涉勾结黑帮，萨前总统被判14年

国内不乏支持 美国威胁“断援”

乌干达最严“反同法案”引巨大争议
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于5月29日

签署了国会通过的《2023年反同性恋
法案》，为同性恋行为追加了诸多严厉
惩戒措施，情节严重者甚至可被判处
死刑。该法案不仅在乌干达国内引发
关注，更引起西方指责，美国有线电视
新闻网（CNN）将这部法案称为“全球
最为严厉的‘反同’法案之一”，个别西
方领导人扬言要对这个传统保守的东
非国家实施制裁。

同性恋者可被判处死刑同性恋者可被判处死刑

据CNN30日报道，同性恋行为在
乌干达本就是违法行为，但最新的反
同性恋法案加入了更为严厉的刑罚。
根据新法内容，同性性行为者最高可
被判处终身监禁，即使未遂也将面临
10年监禁。法案还加入了“严重同性
恋行为”的司法释义，要求对那些与艾
滋病患者、未成年人或其他社会弱势
群体发生同性性行为的违法者处以死
刑，未遂者也将被判处14年监禁。此
外，该法案还禁止在同性恋社群进行
性教育，并要求对同性恋者进行性取
向“矫正治疗”。

法案签署后，乌干达议会议长安
妮塔表示，新法案顺应了广大民众的
呼声，保护了“家庭地位的神圣不可侵
犯”，并对总统“坚定不移”的举措表达
了感谢。据悉，乌干达早在2014年就
颁布了反同性恋法案，但遭到国内50
多个民权团体的反对，因争议过大于
同年 8 月被国家宪法法院推翻。当

时，一些西方政府也进行了干预，包括
中止援助项目、停发签证、减少安全防
务合作等。

回怼西方指责回怼西方指责

最新立法在乌干达国内和国际上
引发轩然大波。在乌干达性少数群体
权益人士看来，这部法律的签署无异
于将“恐同合法化”上升到了国家层
面，更有批评者称这一立法等同于“种
族隔离”。美国方面也对该法案提出
强烈批评，总统拜登称乌干达“违反了
普世人权”，并声称已经号令国家安全
委员会就两国展开的相关合作进行全
面评估，包括“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
援计划（PEPFAR）”，以及其他对乌援
助与投资项目。拜登还威胁称，白宫
将考虑对乌干达涉嫌侵犯人权与贪腐
的相关人士实施进一步的制裁与入境
限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博雷利也批评最新立法“令人愤慨”。
29 日，联合国艾滋病联合规划署、
PEPFAR以及全球基金组织三方发表
联合声明，对最新法案的影响表达了

“深切忧虑”，认为它会妨害乌干达的
卫生教育事业，令该国的艾滋病防治
工作面临“严重危机”。

不过，这种说法遭到乌干达官方
的驳斥。据乌干达《每日观察报》30日
报道，该国卫生部公共卫生事务主任
凯亚巴因泽博士表示，国家从未中断、
也将继续为每一位公民提供医疗服
务，这其中从不存在任何歧视。凯亚

巴因泽还回击美方称：“美国人在试图
把我们和特定的群体进行对立。反同
性恋法案与公共卫生事业毫不相关。”

同性恋行为是同性恋行为是““文化入侵文化入侵””？？

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
早在2014年，乌干达国内不同教派的
宗教领袖就对反同性恋法案公开表达
支持，并高度赞扬该法案表现出的对
神明的敬畏之心。报道称，即使该法
案引起巨大争议，它在乌干达国内仍
有很多支持者。据悉，该国超过 80%
的人口为基督徒，另有14%为穆斯林。

记者曾赴乌干达采访，发现那里
的同性恋者经常遭到他人的白眼和歧
视。尤其在穆斯林看来，同性恋行为
是“离经叛道”的表现。

美国《对话》杂志称，虽然同性恋
行为在乌干达长期存在，且并没有对
社会公序良俗、婚姻及生育造成太大
影响，但该国反同性恋权益人士称，一
旦性少数人群要求自己的性别认同得
到认可、与其他人平起平坐，那么就上
升至社会价值观层面了，也无法被主
流社会所接纳。

此外，乌干达还有很多人将同性
恋行为视作西方文化的入侵，认为这
是对非洲传统文化以及传统家庭观念
的严重侵害。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
道，在非洲54个国家中，只有22个国
家法律允许同性行为，如索马里、尼日
利亚等国也至今对同性性行为保留死
刑。 本报综合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