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洲个别国家介入亚太事务的动作越发明
显。12月14日，英国、意大利两国和日本签署
协议，计划共同研发下一代隐形战机。当天，正
在日本访问的英国国防大臣沙普斯宣称，英国
航母打击群将访问日本，这是该国2025年印太
部署旗舰行动的一部分。

据日本共同社12月14日报道，日本防卫大
臣木原稔当天在防卫省与来访的英国国防大臣
沙普斯和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举行会谈。
三方签署了关于共同研发新一代战机的协议，
2025 年启动开发阶段，力争到 2035 年开始部
署。三国同意为此设立负责与企业方面合作以
及出口管理的三边组织，总部将设在英国，首任
一把手预计将由日本人出任。该协议须经三国
议会批准。

美联社12月14日报道称，日本方面称此举
是为了应对来自中国、俄罗斯等国“日益增长的
威胁”。木原稔表示：“在我们面临二战以来最
复杂安全环境之际……确保空中优势仍然是我
们必须应对的一个关键挑战。”沙普斯当天也声
称，从“欧洲到印太地区的风险和问题有目共
睹”，他说，在欧洲和中东爆发冲突的背景下，凸
显加强“印太安全”的重要性。

去年12月，英、日、意三国政府宣布将共同
研发下一代战斗机，项目定名为“全球空中作战
计划”（GCAP）。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称，
GCAP将把由英国主导的“暴风”战斗机项目与
日本的F-X战斗机项目结合起来，研制出第六
代战斗机。英国自“脱欧”之后，就一直试图达
成这类跨国合作计划；日本则是自二战后首次
与美国以外的国家展开大型军工合作项目。日
本有此举动，部分原因是美国不愿与其分享这
类技术。

不过，美联社表示，和平宪法不允许日本向
共同开发国以外的对象出售新型战机，这可能
会使该项目变得复杂，因为英国和意大利希望
能够出售。共同社称，日本政府一直争取通过
执政党的工作磋商来解禁，但公明党坚持谨慎
态度，下结论的时间被推迟到明年。

军事专家张军社 12 月 15 日接受《环球时
报》采访时表示，英、日、意三国联合开发第六代
战机是否能成功值得怀疑。它们都没有五代战
机的技术。作为盟国，美国表面上支持三个国
家发展自己的新一代战机，但事实上并不会将
技术出售给它们，因为美国不会为自己培养竞
争对手。这已经有前车之鉴：日本一直希望独
立发展五代机，但由于美国的干扰，始终无法成
功，只能买美国的五代机F-35。

此外，沙普斯12月14日访问日本横须贺海
军基地时宣布，英国将在2025年派遣航母打击
群前往日本。该打击群上一次访日是在 2021
年。英国国防部的新闻稿称，“继 2021 年的首
次部署之后，‘2025航母打击群’彰显了英国在
寻求维护‘印太地区’稳定方面的领导力”。沙
普斯表示，“英国武装部队的实力和全球影响力
永远不应被低估。‘2025航母打击群’是我们全
球部署能力的又一具体例证”。

对于英国积极介入亚太事务，美国《外交政
策》杂 志 此 前 分 析 认 为 ，今 年 英 国 加 入 了
CPTPP，虽然该协定对英国经济影响不大，但凸
显了英国向印太倾斜的考虑。英国向印太倾斜
的动作还包括加强“奥库斯”框架内的合作。这
反映了英国在印太核心利益不断增长的内在逻
辑。分析称，鉴于美国对该地区尤其是中国的
关注度不断上升，向美国展示自己在印太的存
在感仍然是英国的一个重要目标。

张军社认为，英国除支持美国“印太战
略”外，也有自己的小心思。“英国早已不是曾
经的‘日不落帝国’，其海军也不是当年雄霸
世界的全球海军。”张军社说，英国为了找回
昔日的辉煌不惜万里迢迢来亚太地区刷存在
感。但目前，英国航母事故频发，舰载机数量
也不足，“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出海只能靠
租借美军的 F-35 战斗机撑门面。因此，英国
到亚太地区进行“军事部署”纯粹是博取关注
度。

此外，张军社提醒，日本的动向也值得关
注。除了向美国表忠心，它也有自己的野心。
一是日本政府可能要借三国研发新一代战机来
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部分内容，未来
向除英国和意大利以外的第三国出口新一代战
斗机；二是通过与英、意、澳等国家进行军事勾
连，为日本军力进一步“出海”创造条件，企图突
破和平宪法，实现其政治和军事大国梦。今年8
月，日本已经借与澳大利亚进行联合演习之机
实现F-35战机的首次海外部署。

据《环球时报》

作为全球第六大经济体、欧洲第二大
经济体，近年来，英国贫困儿童数量有增无
减。相似的窘境在各地上演。

在诺丁汉郡，一所学校向贫困学生提
供衣服和鞋，以免他们因为没鞋穿而无
法上学。每周五，这所学校会让贫困学
生带着免费食物回家，使他们不必在周
末食不果腹。在朴次茅斯，一所学校的
校长表示，即使暴雪来临，他也会打开校
门，这样“极端贫困”的学生就能来吃一
顿免费的校餐。卡迪夫一所小学的校长
说，学校成了贫困学生及其家庭唯一能
指望的“援助机构”。一些学校的教师为
学生洗校服，因为这些孩子家里没有洗
衣服的条件。

面临这些问题的不只是英国。据联合
国新闻网报道，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近日发
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40个最富裕的
国家中，一些国家的儿童贫困率急剧上
升。截至2021年年底，在这些国家，每5名
儿童中至少有 1 名身陷贫困，这意味着有
6900万儿童在贫困中挣扎。

“贫困会给儿童造成持久的负面影
响。”联合国儿基会因诺琴蒂研究中心主任
博·维克托·尼伦德警告称，贫困儿童在成
长过程中缺乏营养、衣服、学习用品、稳定
的家庭环境，身心健康受到影响。

这项研究主要针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和欧盟的成员。法新社报道称，该报告
使用了“相对贫困”的概念，即以相关国家

收入中位数的60%为“贫困线”来判定。发
达国家通常用这一标准衡量其贫困水平。

日本放送协会（NHK）援引这份报告
称，由于经济增长、欧洲最低工资提高等因
素，2014年至2021年间，这些国家儿童的整
体贫困率下降了近8%，然而，一些最富裕的
国家在儿童贫困问题上出现了惊人的倒
退。

“在解决儿童贫困方面，做得最好的国
家是波兰和斯洛文尼亚，其次是拉脱维亚
和韩国。相比之下，一些最富裕的国家却
落在后面。”联合国新闻网指出，在这项研
究中，5个较高收入国家的儿童贫困人口增
幅最大，它们是英国（增加约20%），以及法
国、冰岛、挪威、瑞士（均增加约 10%）。此
外，2019年至2021年间，丹麦的儿童贫困率
翻了一番；斯洛文尼亚和西班牙的国民收
入水平相近，儿童贫困率却出现巨大差异，
分别为10%和28%；美国的贫困儿童人数下
降了6.7%，但仍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儿童生
活在贫困中。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劳工部
今年2月的数据显示，上个财年该国有835
家企业非法雇佣儿童，受雇从事危险工作
的儿童增加了26%。

联合国儿基会强调，出生在富裕国家
的儿童不会“自动脱离贫困”。无论国家富
裕与否，恰当的社会保障措施都有望使儿
童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例如，在经合组织
或欧盟中，波兰、斯洛文尼亚、拉脱维亚和

立陶宛不属于最富裕的成员，但它们的儿
童贫困率都下降了30%以上，尤其是波兰，
该国儿童贫困率骤降38%。

“即使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里，也有
很多最贫穷的人住在陋室中，为了给家人
提供采暖、交通费和健康的食物等最基本
的生活用品和服务而挣扎。”牛津大学布拉
瓦尼克政府学院数据分析专家马克斯·罗
塞尔教授说。

联合国儿基会的报告指出，来自单亲
家庭或少数族裔的儿童面临更大的贫困风
险。例如，美国30%的非洲裔儿童和29%的
原住民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非西班
牙裔白人儿童的贫困率不到10%。单亲家
庭的儿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是其他儿童的
3倍多。

贫困对儿童的认知能力、健康状况和
心理发展都有明显的负面影响。无论国家
富裕与否，在贫穷家庭长大的孩子都更有
可能发育不良、认知发展迟缓，或是出现行
为问题。

对幼儿投入资源有非常高的“回报
率”。“投资越早，成本越低，回报越高。”新
加坡《联合早报》援引美国针对儿童的研究
称，3岁前的家庭教育环境（包括玩具、学习
材料、父母参与程度、教育方式）与幼儿的
心理发展和认知能力有密切联系。6岁前
是儿童大脑发育与能力形成的敏感期，这
一时期的儿童可塑性极强，容易受到生活
环境的影响。家庭经济条件影响母亲在孕
期的营养和健康状况，进而影响婴幼儿的
认知能力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父母
对孩子的物质投入和时间投入。

贫困影响许多儿童的一生。贫困家庭
的儿童完成学业的可能性更低，这影响了
他们成年后的收入。联合国儿基会的报告
称，在一些国家，出生在贫困地区的人比出
生在富裕地区的人少活8年到9年。

联合国儿基会呼吁政府和相关方采取
行动，扩大对儿童的社会保障，确保所有儿
童都能获得优质的教育等基本服务；制定
支持贫困家庭的福利政策，针对单亲家庭
和少数族裔的特殊需求调整政策。

在贝尔法斯特，麦凯布校长与食品银
行展开合作，将学校礼堂设为捐赠中心，并
在校门口设置了捐赠箱。食品、洗漱用品、
冬衣、鞋……各种捐赠物资把箱子塞得满
满当当。人们的慷慨解囊令他感动不已。

本报综合消息

据《卫报》报道，美国1962年开始对古
巴实施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60多年来，
这给古巴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人道主义
灾难。近些年，美国向古巴“极限施压”，导
致古巴通货膨胀失控、民众购买力暴跌。
公共部门员工被迫寻求其他选择，移民出
境或进入私营部门。

迪莉娅是古巴一家医院的重症监护护
士，她表示，最近3年受通货膨胀影响，她的
工资购买力大打折扣。她13岁的双胞胎孩
子没有数学老师，因为大批老师离开了学
校。

几十年来，古巴政府在卫生和教育领
域的投资远超其他拉美国家，古巴民众
从中受益。今年 10 月，古巴教育部宣布，
该国缺少 1.7 万名老师。《卫报》发现，古
巴的医生、护士数量急剧减少。人才流
失令被视为国家“支柱”的卫生和教育遭
遇重创。

“我有一种无力感。我们无法说服老
师留下来。”哈瓦那一所自闭症儿童学校的
校长艾尔莎·埃斯卡洛纳说，“老师们不想
走，但经济形势迫使他们离开。”埃斯卡洛
纳和丈夫的工资只够维持基本生活。在不
到两年间，这所学校失去了13名老师，其中
4名高学历人才移民美国。校方不得不减
少班级数量。

美国“政治”新闻网援引美国海关与边
境保护局的最新数据称，2022至2023财年，
进入美国的古巴移民数量接近 42.5 万人，
创下历史新高。

古巴外交部副部长卡洛斯·费尔南德
斯·德科西奥表示，除非美国放松对古巴
的封锁，否则移民问题不会消失。这些封
锁破坏了古巴国有经济，令该国陷入困
境。

从燃料、食品、日用品到药品，美国对
古巴的封锁几乎覆盖所有民生领域，导致
古巴长期面临物资严重短缺。经济学家指
出，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施加了严厉的
新制裁，令古巴的情况雪上加霜，每年经济
损失达数十亿美元。再加上新冠疫情、经
济革新放缓，古巴被卷入“暴风雪”中。

“新制裁措施导致（古巴民众）生活水
平大幅下降，阻碍了（古巴）政府获得国际
资金。他们没有获得外汇缓冲的机会。”英
国伦敦大学学院发展经济学家艾米莉·莫
里斯分析称。

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的古巴人，不得
不把移民作为出路。

“25 万受过良好教育的古巴人离开了
古巴。他们想去其他地方实现他们的梦
想，而不是留在这个加勒比海岛国，过受人
欺凌的生活。”古巴记者联盟副主席罗莎·

米里亚姆·埃利萨尔德在墨西哥《新闻报》
上写道。

据英国路透社报道，2022年，美国重启
与古巴的谈判，增加了古巴人合法移民美
国的途径，包括家庭团聚计划等，希望以此
阻止非法移民。

“古巴人来到美国，会获得‘快速起步’
的机会。”美国波士顿大学社会学教授苏
珊·埃克斯坦告诉《卫报》。

拜登政府对来自尼加拉瓜、古巴、海地
和委内瑞拉4国的移民推出了人道主义“假
释”计划，将来自这4国的非法移民遣送至
墨西哥，允许这些国家的寻求庇护者在美
国合法生活和工作。埃克斯坦称，这4国的
移民中，只有古巴人可以通过该计划获得
永久居留权。

在德科西奥看来，美国将移民合法化
的一系列措施都是骗局，归根到底是要“破
坏古巴的稳定”。

化名费尔南多·罗德里格斯的古巴老
师告诉《卫报》，在他执教的哈瓦那一所社
区小学里，开学仅3个月，就有3名同事离
职。罗德里格斯想继续当老师，希望像朋
友一样陪伴学生们成长，但现实是，他的月
薪只够在黑市上买几十个鸡蛋。

罗德里格斯说，他也准备走移民这条
路。 本报综合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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