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5月12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王建国

电话:(0531)85193633 Email:guonei@dzwww.com 国际国内 5

据新华社明斯克5月10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0日在明
斯克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举行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加强
两国各领域合作，对接两国发展战略，开创中白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新时代。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好朋友、好伙伴。两国始
终彼此信赖、守望相助，保持高水平的战略协作，双边关系不
断迈上新台阶。2013年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双方
各层级交往日益密切，各领域合作实现质和量同步提升，中白
关系发展进入定位高、基础牢、机制顺的新阶段。

习近平就建立两国利益和命运共同体提出4点建议。第
一，持续增进政治互信，相互构筑牢固的战略支撑，始终支持
对方根据本国国情自主选择的发展理念和发展道路。第二，推
动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第三，扩大人文
和地方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和民间基础。中方将继
续支持白方办好孔子学院和中国文化日活动，继续支持中国
有关省区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势，同白俄罗斯相关地方开展对
口和互补合作，培育务实合作新的增长点。第四，加大在国际
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和配合。

卢卡申科表示，我们完全支持中方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
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设想，白方愿成为中方“一带一
路”倡议的重要支柱。

习近平

同白俄罗斯总统会谈
双方同意开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时代

中白关系发展驶入“快车道”
□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叶天乐

5月10日-12日，应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
科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
俄罗斯并出席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
十周年庆典后，赴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进行
访问。中国最高领导人时隔十四年再次踏上
白俄罗斯的土地，对中白两国关系发展意义
非凡。卢卡申科总统同白俄罗斯政府高官不
仅亲临机场迎接习近平夫妇，还以“面包和
盐”的最高礼节欢迎习主席到来。在访问期
间，习近平同白俄罗斯高层就两国关系发展

深入讨论，双方发表联合声明。习主席还会见
了白俄罗斯二战老战士代表，参观中白工业
园，出席中白地方经贸合作论坛开幕式等。访
白期间的一系列活动，一方面表明了白方对
习主席访华的重视，另一方面表明经历多年
顺利发展的中白关系，已进入了全面提速的

“快车道”。
中白两国关系发展，本在互信。白俄罗斯

是我在独联体国家中的“全天候好伙伴”，被
誉为继“巴铁”之后的又一“铁哥们”。两国建
交以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增
强。白俄罗斯在联合国、世卫组织等国际平台
中就涉疆、涉藏、涉台问题多次给予我国坚定
支持，中国也支持白俄罗斯根据本国国情自
主选择的发展理念和发展道路，在交往中坚
持平等共赢的原则。中白两国高层密切交流
是政治互信不断升级的重要保障，2013年7月
卢卡申科总统访华；2014年1月时任总理米亚
斯尼科维奇访华；9月张高丽副总理访白等一
系列重要事件均为两国关系发展发挥了十分

积极的作用，为习主席此次访问打下了良好
的基础。

中白两国关系发展，贵在支持。白俄罗斯
独立后顶住西方压力，坚持推行适合国情的

“白俄罗斯模式”，经济恢复较快，在独联体国
家中曾“一枝独秀”。近期因地区形势紧张与
俄罗斯经济下滑等因素影响，经济形势不佳，
民众收入有所下降。2015年底，白俄罗斯还将
迎来总统大选，卢卡申科总统谋求连任，正处
于选前关键时期。中国一直是白俄罗斯可依
靠和信赖的合作伙伴，对白提供多项贷款，帮
助其稳定经济，谋求发展。习主席此次访问不
仅被白方视作重大政治支持，访问期间签署
的多项合作协议也将为白经济发展增强动
力。

中白两国关系发展，重在对接。习主席指
出，要推动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共建丝绸之路
经济带。近年来，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升
级。2013年双方将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将合作水平提到新高度；2014年9月召

开政府间合作委员会首次会议，将各领域合
作进一步落到实处。近年来，两国经贸合作发
展也十分迅速，双边经贸额由建交初期的约
6000万美元发展到2014年的近40亿美元，贸
易规模增长了60余倍。两国抓住各自国内结
构调整的机遇，发挥资金、技术、市场互补优
势，扩大技术和创新领域的合作，加强联合研
发和生产，共同培育新的合作增长点。在人文
领域，中白民间合作日益频繁，双方以孔子学
院、留学生、使馆等为主体，积极拓宽交流范
围。今年年初，北京明斯克还开通了直航，进
一步拉近了两国在地理与“心理”上的距离。
另外，白俄罗斯也是中国推进“丝绸之路经济
带”建设的重点国家。白俄罗斯位于欧盟与独
联体交界处，地理位置优越，是我国商品进入
欧盟的理想中转站，未来随着中白工业园等
大项目的顺利实施，白俄罗斯作为我对独联
体及中东欧国家合作的“桥头堡”将激发更大
的经济潜力。

④

“网语如刀”伤人无形

不能再让“网络暴力”愈演愈烈

5月11日，“成都女司机被打事件”中的女
司机卢某发布致歉信，为其在行车中的鲁莽
和不理智行为道歉。卢某表示，她深知网络暴
力和“人肉搜索”带来的伤害，她亦不愿打人
者张某遭受同样境遇，“恳求大家到此为止”。

“成都女司机被打事件”，原本是场因违
章而引发的文明开车讨论，异化成对当事人
二次伤害的“网络暴力”事件。当事人首当其
冲成了“人肉搜索”的靶子：两辆车的车牌号
被曝光，该司机未经证实的大量违规行车记
录、酒店开房记录、家庭住址甚至生理期等个

人隐私信息，都已在网上被公开“晾晒”，生活
照和艳照被大肆转发。当事人面对镜头泣不
成声，其家人表示抗议，要诉诸法律，却引来
网友更多批判。

近年来，热点事件引起众多网民进行监
督关注的同时，部分网民对个人信息无边界
侵害、对个人道德无限制审判，甚至为了一时
情绪的发泄随意谩骂、人肉骚扰，给当事人带
来不可言说的伤害。

网络暴力缘何频发

“网络上阴暗的东西传播非常快，比如他
人的尴尬、缺陷等。”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顾
骏说，网络本是个人情绪抒发的平台，却异化
成揭个人老底的温床。很多网民没意识到，在
谴责别人不道德的同时，自己也采取了不道
德的方式，甚至侵犯他人隐私。

“网络暴力”的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
———“无名”的大多数，让言语无所顾忌。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吴亦明认为，匿名
身份是造成网络暴力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
一些网民之所以肆无忌惮地对当事人进行侵
权，因为他们是“无名”的大多数，不必为自己

的行为承担任何责任，风险近于零。如果以真
实身份出场，其行为必会有所顾忌。

——— 维权的难度导致追责少之又少。记
者调查发现，虽然近年来因人肉搜索而导致
的个人信息泄露、名誉权受损的典型案例不
下十个，然而真正维权的却少之又少，大多数
当事人都因维权难、希望事件平息等原因不
再追究，因言语侮辱或泄露隐私而最终被惩
戒的更是屈指可数。

“网民可以进行舆论监督，但没有权力在
网络世界滥用‘审判权’，对当事人进行有罪
推定。”上海泛洋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春泉
说，在网络上追本溯源很困难，涉及的责任主
体太多，侵权证据难以确定，由此维权比较困
难，而且参与人容易产生“法不责众”的概念。

“网络暴力”应纳入监管

近年来，多国依法规范和治理网络行为，
遏制“网络暴力”。例如，韩国的刑法规定，在
网上用暴力恶意恐吓或毁损个人名誉，最高
可以判处7年有期徒刑；一些国家通过了网络
欺凌预防法案；一些国家还设立类似“网络警
察”的职能部门。

但据了解，我国法律目前对个人隐私的
保护还远远不足，尚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对
个人隐私给出详细的解释和保护细则，从个
人到机构对隐私的保护意识比较薄弱，甚至
一些买卖个人隐私信息的事件屡屡发生。

专家建议，言论自由是有边界的，既不能
突破法律规定，也不能超越道德底线，更不等
于豁免社会责任，因此应对个人信息圈定“保
护网”，对“人肉搜索”制定法律红线。

吴亦明说，有必要划清言论自由与侵权
之间的界限。应制定专门的私人信息保护法，
规定保护范围，制定侵害个人隐私的侵权责
任，甚至追究侵害私人信息的刑事犯罪责任。

“真正的道德往往出于自律。”吴亦明说，
每一个网民都有责任发出理性客观的声音，
也只有网络理性日益彰显，全社会的道德水
平也才会水涨船高。

（据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

综合新华社俄罗斯新罗西斯克5月11日电 中俄“海上
联合-2015(Ⅰ)”军事演习当地时间11日上午在俄罗斯新罗西
斯克市拉开帷幕。

演习将持续至21日，课题为维护远海航运安全，分4个
阶段进行。其中，11日至12日为联合行动筹划准备阶段，主
要在联演指挥部组织图上推演；12日晚至17日为展开兵力组
成集群阶段，中俄部分参演舰艇分别驶离新罗西斯克市向地
中海演习海域集结；18日至21日为维护远海航运安全行动阶
段，进行海上防御、海上补给、护航行动、保证航运安全联
合行动和实际使用武器演练；21日为解散集群退出演习阶
段。

11日上午，演习俄方总导演、俄海军副司令费多坚科夫
海军中将和中方总导演、中国海军副司令员杜景臣海军中
将，在新罗西斯克市34号码头共同宣布演习开始。随后，设
在新罗西斯克市附近季夫诺莫尔斯克耶的联演指挥部开始下
达演习任务，组织图上推演。

中国海军派出导弹护卫舰临沂舰、潍坊舰和综合补给舰
微山湖舰参加此次海上联演。俄罗斯海军则派出了“莫斯
科”号巡洋舰、“顺利”号护卫舰、“西蒙风”号导弹气垫
艇、“A·沙巴林”号大型登陆舰、“A·奥特拉科夫斯基”
号大型登陆舰和一艘海洋拖船参演。

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张军社11日表示：“‘海上联
合’系列军事演习依据中俄两国海军已形成的轮流承办的惯
例进行，外界无需对这次演习选定的地中海海域作过多解
读。”

他说：“实际上，中国海军舰艇已多次进入地中海。”

中俄地中海军演拉开帷幕

演习重点是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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