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电 泰国将于２７日出
台新的 《陆路交通法规 》， 针
对外国车辆入境泰国做出补充
规定。 中国驻泰国使馆２２日发
布提示， 提醒拟赴泰的中国自
驾游游客提前了解新交规， 并在
泰国期间遵守当地的新交规。

泰国新交规规定， 外国车
辆入境需提前１０个工作日， 通
过泰国旅行社向交通部陆路交
通厅设在边境各府的办公室申
请入境许可。

外国车辆以旅游 目 的 入
境 ， 每次缴纳手续费５００泰铢
（１泰铢约合０.２元人民币）， 其
他目的入境每次缴纳手续费
２０００泰铢。 外国车辆都要贴上
许可标签 ， 汽车标签费每张
５００泰铢， 摩托车２００泰铢。 且
外国车辆只允许在发放许可标
签的府行驶。 如跨府行驶， 需
换成泰国本地车辆。

新交规要求外国车辆入境
当日， 持外国驾照的外国驾驶
员由代办入境手续的旅行社带
领， 前往陆路交通厅设在当地
的办公室办理临时驾照。

中国使馆提醒自驾游客
注意泰国新交规

新华社电 当地时间 ２２日
上 午 ９ 时 ２７ 分 ， 代 号 为
“ＰＳＬＶ－Ｃ３４” 的印度极地卫
星运载火箭从位于印度东南部
安得拉邦的萨蒂什·达万航天
中心发射升空， 并在升空２６分
钟后把搭载的２０颗卫星成功送
入轨道。

据当地媒体报道， 印度空
间研究组织原计划发射２２颗卫
星， 但由于两颗外国卫星因故
未运到， 这枚火箭只携带了总
重量为１２８８公斤的２０颗卫星。

在这次发射中， 最主要的
卫 星 是 重 达 ７２７．５公 斤 的 印
度 Ｃａｒｔｏｓａｔ －２地 球 观 测 系 列
卫星， 另外１９颗卫星总重量约
为５６０．５公斤， 分别来自印度、
美国、 加拿大、 德国和印度尼
西亚， 其中最小的卫星仅重１.
５公斤。

资料显示， 目前全球有美
国、 俄罗斯、 中国、 印度、 日
本等国以及欧洲航天局掌握
“一箭多星” 发射技术。

印度成功发射
“一箭20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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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投难解英国“疑欧心结”

新华社电 澳大利亚搜寻
马航３７０航班联合协调中心２２
日说， 本月９日在南澳大利亚
州袋鼠岛发现的残骸与相关波
音客机特征不符， 不属于失踪
的马航３７０客机。

联合协调中心说， 澳大利
亚运输安全局在接到通知后获
取了袋鼠岛发现的残骸， 并联
合马来西亚方面和飞机制造商
波音公司对其进行了检查。 澳
方从波音公司得到的信息显
示， 此残骸与波音商用飞机的
特征不符。 因此， 澳运输安全
局认为， 此残骸与马航３７０航
班没有关联。

由于南半球的冬天已经来
临， 恶劣的天气状况影响了南
印度洋海域的海底搜寻。 目前
仍有１．５万平方公里优先搜寻
区未完成海底搜寻， 预计整个
１２万平方公里优先区域的海底
搜寻将推迟至８月结束。

澳证实袋鼠岛发现残骸
不属于马航370客机

上合组织塔什干峰会聚焦什么
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将于本月２３日、 ２４
日在塔什干举行。 这次峰会具有
“承上启下” 的重要意义， 对上
合组织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

观察人士认为， 面对机遇与
挑战， 上合组织如何进一步促进
团结 、 互信 ， 稳步扩大自己的
“朋友圈”， 如何推进安全和经济
合作 ， 为今后发展打下坚实基
础， 是这次峰会关注的重点。

增强凝聚力
扩大 “朋友圈”

从２００１年到２０１６年， 上合组
织走过１５年的发展历程 。 １５年
来， 上合组织不断壮大， 结出累
累硕果。 未来， 这一组织只有继
续唱响互信 、 互利 、 平等 、 协
商、 尊重多样文明、 谋求共同发
展的 “上海精神” 主旋律， 方能
将地区国家紧密团结在一起， 继
续携手共进， 走稳走强。

“始终不渝坚持和贯彻睦邻
友好， 大力弘扬和践行 ‘上海精
神’， 在涉及成员国核心利益的
重大问题上， 相互坚定支持， 向
国际社会展示组织的团结和凝聚
力，” 王毅外长５月在塔什干出席
上合组织外长会议时就如何巩固

政治互信， 加强相互团结等提出
了如是建议。

在６月２０日上合组织轮值主
席国乌兹别克斯坦外交部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 乌副外长纳塞罗
夫透露，在塔什干峰会上，与会代
表计划签署一系列旨在进一步完
善上合组织、 促进成员国多元化
和互利合作的文件。 其中包括评
估上合组织１５年来的发展成果和
前景，重申“上海精神”以及上合
组织宪章、宗旨和原则的《上合组
织１５周年塔什干宣言》，包括落实
上合组织各国在政治、 安全、经
济、人文、信息和国际领域方面合
作的《〈上合组织至２０２５年发展战
略〉２０１６－２０２０落实行动计划》，还
包括展示上合组织生命力和光明
前景， 标志着上合组织发展迈入
更成熟阶段的 “关于印度共和国
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加入上
合组织义务备忘录”。

当前， 越来越多的国家正步
入上合组织成员国、 观察员国或
对话伙伴国行列， 而一系列成果
性文件的签署将有助于参与国形
成命运共同体， 让上合组织在政
治、 经济合作方面提高国际影响
力的同时， 带动相关各国共同发
展与繁荣。

促进安全合作
力争消除风险

上合组织秘书长阿利莫夫近
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目前世界
和地区的安全局势令上合组织成
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的与会者仍
需重视打击“三股势力”，即恐怖
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

保持忧患意识、 加强安全合
作，消除安全隐患，才能为扩大、
深入地区合作保驾护航。 为共同
打击 “三股势力”、“恐毒合流”以
及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
与会者将讨论应对措施， 提出加
强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机构职能和
情报交换机制的议题。

观察人士认为， 在互联网信
息时代，中国提出的树立“网络主
权”意识，加大网络监管力度，在
去极端化领域交流经验等主张是
应对新形势下安全挑战的良策。

推动务实合作
提高民生水平

当前， 世界金融危机余波未
消， 上合组织区域经济发展又遇
下行压力。 如何利用上合组织为
各国推进发展战略服务， 为扩大
务实合作服务， 是本次峰会肩负

的另一项重任。
观察人士认为，建设“丝绸之

路经济带”，建立自贸区并成立上
合组织开发银行都是推动上合组
织务实合作和上合组织经济一体
化的建设性倡议。

吉尔吉斯斯坦上合组织协调
官奥罗巴耶娃表示， 成立自贸区
和商讨建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符
合成员国共同利益。 ２０１５年上合
组织乌法峰会以后， 人们不断讨
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及其
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议题，即
将召开的塔什干峰会也不例外。

在塔什干外长会发言时 ，王
毅提出，聚焦创新落实，扩大务实
合作。中方愿与各国以共建“丝绸
之路经济带”为依托，加强政策协
调和发展战略对接， 打造规划衔
接、产业互补、协同发展的合作新
格局。 促进本地区贸易和投资便
利化，完善互联互通格局，研究建
立电子商务联盟、 发展绿色经济
等新兴领域合作， 增强组织发展
的活力和后劲。

面对新形势， 上合组织将积
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经
济联盟对接， 促进欧亚地区的共
同发展与繁荣， 增进区域内各国
人民的福祉。 据新华社

6月22日， 在英国伦敦， 伦敦前市长鲍里斯·约翰逊 （左） 为 “脱欧” 做宣传。

英国２３日即将举行 “脱欧公
投”。 最新民意调查显示， “留
欧” 和 “脱欧” 的支持率不相上
下， 悬念看来要留到最后一刻。
不论结果如何， 这场搅动国际舆
论的公投都难以解开英国根深蒂
固的 “疑欧心结”， 反而会加剧
国内对立情绪。 即便此次公投最
终决定英国留在欧盟， 也不能排
除类似公投大戏今后再度上演。

心态矛盾
回顾历史， 英国与欧盟关系

摩擦不断， 多次出现危机， 背后
一大原因是英国所特有的 “疑欧
心结”。 这一心结成因复杂， 涉
及帝国历史、 国内政治、 经济利
益、 情感认同等方方面面。 英国
前首相丘吉尔曾经一语道破症
结 ， 宣称英国与欧洲的关系是
“和 ” （ “ｗｉｔｈ” ） ， 而非 “的 ”
（“ｏｆ”）。 他提倡欧洲联合， 但这
个欧洲指的是 “欧洲大陆”， 而
“我们不是他们的一部分”。

在 “疑欧心结” 影响下， 英
国对发展与欧盟关系心态矛盾，
一方面想要获得实际利益， 另一
方面又不愿受制于人和让渡主
权。 剑桥大学国际关系史教授布
伦丹·西姆斯近日撰文指出， 英
国上世纪７０年代加入欧盟前身欧
共体时就抱有矛盾心态， 即是否
仅仅加入一个自由贸易联盟， 还
是参与建设一个更为紧密的政治
和经济联盟。

这种矛盾心态贯穿英国和欧
盟关系史， 使得英国在欧盟事务
上奉行实用和功利的政策， 落脚
点始终是本国利益。 实际上， 英
国当年大费周章加入欧共体主要
是为了获取经济和贸易上的好
处， 并非认同欧洲一体化的政治
理念。

此后， 英国多次以维护本国
主权为由， 拒绝参与某些一体化
进程。 凭借自身实力， 英国也具
备与欧盟其他成员国讨价还价的

能力 ， 争取到诸如不加入欧元
区 、 不加入申根区等 “特殊待
遇”， 最终成了欧盟大家庭中一
个身份特别的成员。

此次“脱欧”公投的发起者、
英国首相卡梅伦更是继承和发扬
了这种实用主义做法。 他当初提
出“脱欧公投”，除了对冲国内疑
欧派政治压力外，还有“要挟”欧
盟在谈判中妥协让步的政治意
图。最终，卡梅伦获得想要的谈判
结果， 在欧洲一体化制度安排中
争取到更多“优待”，比如免受“更
紧密联盟”目标的束缚、可以限制
欧盟移民领取福利。

加剧对立
此次公投宣传中， 英国政府

和多家国际机构反复强调退欧巨
大风险， 但依然难以挫败退欧派
的势头。 虽然退欧被许多人描述
为 “一个非理性的选择”， 但实
际上， 支撑退欧派的也是实用主

义算计。
在退欧派看来， 欧盟当下身

陷多重危机， 不仅对英国的吸引
力和重要性下降 ， 而且麻烦不
断、 束缚重重， 导致英国对欧盟
的投入成本与实际收益失衡， 留
在欧盟长期来看会成为一笔赔本
买卖。

比如在贸易问题上， 欧洲大
陆近年来经济低迷， 在英国贸易
总量中的份额呈下降趋势。 退欧
派认为， 英国退出欧盟后可以独
立推进贸易战略， 发展和扩大与
新兴市场的贸易关系， 寻觅新的
商机。

支持英国退欧的伦敦大学学
院历史学教授马丁·拉迪指出 ，
英国当前关于公投的辩论并不新
鲜， 核心之一在于自由贸易和保
护主义之间的矛盾， 这是数百年
来 “英国政治中反复重现的主
题 ” 。 他认为 ， 欧盟只是一个
“跨国企业” 试验， 成员国之间

彼此权衡 、 交易和妥协 。 在欧
盟， 国家利益超越欧洲利益， 缺
乏基于共同身份认同、 能够构建
起持久政治联盟的文化基础。

卡梅伦原本希望借助公投解
开英国 “欧洲心结”。 但现在看
来， 公投无力扭转或改变英国长
期以来对欧盟的实用主义思维，
反而只能强化退欧派和留欧派之
间的对立情绪， 造成更大分裂。
１９７５年， 英国曾在加入欧共体后
不久举行一场 “脱欧” 公投， 虽
未果， 但之后疑欧情绪依然在英
国社会存在和发酵。

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研究
员李靖堃认为， 即便此次公投决
定英国留在欧盟， 二者关系仍很
难理顺。 而长期来看， 英国和欧
洲的关系不仅将取决于英国内部
博弈， 最终将取决于欧洲一体化
的发展动力和未来前景， 取决于
欧盟是否将更具竞争力和生命
力。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