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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热那亚火车站，广场上耸立着的哥

伦布塑像分外醒目。这里是哥伦布的家乡，

也是《马可·波罗游记》的诞生地。历史上，依

山傍海的热那亚与威尼斯、比萨比肩齐名。

今天，它依然是地中海地区最重要的港口城

市之一。

和很多意大利城市一样，热那亚老城在

工业化进程中曾遭遇严峻挑战。上世纪 80 年

代末以来，热那亚进行了一系列城市革新，向

世界展示了一个历史老城的华丽蜕变。

精心修复古建，留住历
史骄傲

热那亚气候四季宜人，初冬到访，依旧温

暖惬意。自中世纪以来，这里便因交通便利

而商业兴盛、文化繁荣，留下了许多凝固的艺

术。不论是沿海而行，还是钻进城中小巷，满

目皆是珍贵的历史建筑——文艺复兴式、巴

洛克式、罗马式、哥特式……各式建筑美轮美

奂、错落有致。

二战后，热那亚作为意大利西北三大城市

之一，石油化工、钢铁、造船等工业和临港产业

迅速发展。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热那亚老城

“历史中心区”大量人口和产业向外围迁移，活

力不再，甚至变成贫困群体的聚集地。

与此同时，老城历史建筑保护也挑战重

重。“热那亚的历史中心区拥有诸多世界文化

遗产，承载着骄傲的历史。然而，‘古老’也让

老城面临着房屋破败、巷道拥挤、公共设施陈

旧等痼疾。”热那亚市长马科·布奇介绍，自上

世纪 80 年代末至本世纪初，热那亚历史中心

区开展了大规模的更新实践，通过空间品质

提升、功能转换和公共活动植入等方式，激发

老城的经济社会活力。

面对宝贵的建筑遗产，更新工作要求十

分精细。例如，对于历史中心区核心地带的

圣洛伦佐大教堂，主要采取的是对周边逼仄

小巷的“轻型”改进：拆除巷道上杂乱的违规

搭建，为破碎坑洼的路面铺以光滑且不失历

史感的青石板，对部分挡光的建筑顶层进行

改建并安装智能照明系统，设置无车区保持

道路通畅等。改造后，这一拥有上千年历史

的建筑周边变得开阔敞亮，再次成为市民的

活动中心。每逢周日，圣洛伦佐大教堂前平

整宽阔的广场就成了跳蚤市场，摊位上绘画、

衣物、饰品、日常用品应有尽有，市民们在街

头艺人弹拨的欢快旋律中轻松淘货。

同样精心的改造也体现在对圣阿戈斯蒂

诺建筑群的修复上。这片建筑位于历史中心

区东南部，各方经过多番评估论证，最终选择

将其改建为石头博物馆，既留住了古建筑的

雄 伟 气 质 ，也 丰 富 了 老 城 的 文 化 及 旅 游 设

施。“老城更新中，政府主要承担管理、协调与

监督职责，具体工作交由各类主体完成，包括

高校、企业、社会组织以及个人等。各主体之

间的统筹合作可集思广益。”马科表示。

市民法布里奇奥·弗萨罗上世纪 70 年代

出生，见证了历史中心区的更新改造。他感

慨地说：“热那亚部分老城在 2006 年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这值得所有

热那亚人自豪和骄傲。”

强调以人为本，打造宜
居空间

2020 年 11 月，热那亚推出一项“点子征

集”活动，邀请市民为历史中心区的一些文化

遗址和建筑设计名字和标志，通过汇集民众

的智慧与创意，丰富老城的文化内涵。这一

活动是热那亚老城建设“以人为本”原则的一

个缩影。

与很多着力发展旅游业的城市不同，热

那亚除了发挥老城游客枢纽的功能，还着重

将其打造成综合性宜居场所。“历史遗迹和文

化品质当然要保留，但不应只发挥其旅游功

能。我们希望通过消除各种过时老旧的障

碍，提高老城的宜居性，使它依然是属于市民

的重要空间。”马科解释说。

20 世纪 90 年代，根据城市规划，在历史

中心区圣西维斯托修道院原址建立热那亚大

学建筑学院。该校学生们陆续搬迁到这一区

域，以优惠的价格租用民宅，带动了周边零售

等相关产业发展，并逐渐吸引了其他社会群

体的涌入。在此基础上，热那亚政府推进一

系列措施，如更新滨海空间、开放地下空间、

提升公共空间质量、增加文化活动等，产生了

一举多得的叠加效果。

热 那 亚 还 注 重 恢 复 老 城 商 业 和 人 气 。

手 工 艺 一 直 是 意 大 利 的 骄 傲 ，热 那 亚 鼓 励

金 银 丝 加 工 、玻 璃 、丝 绸 锦 缎 、乐 器 等 行 业

的手工艺者在历史中心区建立手工艺品中

心、开展邻里活动，并提供税收优惠等政策

支持。各具特色的小店吸引了大批市民和

游客的光顾，既未破坏古建筑结构，又让历

史 悠 久 的 手 工 技 艺 焕 发 生 机 ，老 城 人 文 味

儿十足。

自 1999 年来，热那亚市政府提出一项老

城改造计划，致力创造更好的城市环境。经

过 20 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心区建设了许多绿

地、学校、社会服务中心等，街道铺设了新路，

步行区得到新停车场系统和公共交通的支

撑。“居住在历史中心区的人们也可以享受到

现代生活的便利。”法布里奇奥对在这里生活

很满足，“只要有空，我就会在老城转转，非常

舒适。”

“眼下，一条贯穿老城、海滨和新城的自

行车道正在积极建设中。以生态可持续为目

标，我们不断为市民提供绿色休闲的自由空

间，改善公共交通系统，开放集文体活动功能

于一体的城市广场，提高老城的生活品质。”

马科表示。

抓住历史契机，注重长
远效益

善于抓住契机，是热那亚城市发展的一

大特色。依托各类国际事件，热那亚在推进

城市更新改造中最大化地利用各方资源。据

介绍，欧盟至地方政府各层面公共财政的支

持比例约占老城改造总投入的 60%。

1992 年，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 500 周

年之际，热那亚举办专业性世界博览会，在旧

港区兴建博览会议中心，积极推进安蒂科港

建设和码头整合，恢复老城的直接出海通道，

使老城与海岸再次连接。2004 年，热那亚当

选“欧洲文化之都”，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城

市维护计划，“三个博物馆中心”的规划也在

这一年诞生，实现了对几大历史文化中心建

筑群的有效整合管理。

“政府注重利用特殊事件的积极意义来

推动城市发展，并寻求长远效益。”热那亚大

学教授布鲁诺·加布里埃利对此评价道。

如今，漫步在弧形的热那亚老港，美丽的

滨海长廊零星分布着水族馆、海洋博物馆、电

影院、咖啡馆，中世纪风格的海盗船让人依稀

能感受到港口昔日的喧闹繁华。站在位于新

老城之间的法拉利广场，发现四周的老建筑

已变身为诸多企业的总部所在地，每天穿梭

来往的上班族继续书写着这座城市的生机与

活力。

今天，热那亚的历史中心区已转型成为

富有吸引力的居住、工作以及娱乐休闲聚集

区。“在意大利，热那亚常被描述为一个不断

思考的城市，它给意大利其他城市的老城更

新改造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意大利利古里亚

大区主席乔瓦尼·托蒂表示。

（本报罗马电）

热那亚—老城古貌展新颜
本报驻意大利记者 叶 琦

据日本政府预测，2020 年该国新

生儿人数将降至约 84.5 万人，连续 5
年创历史新低。此外，2019 年日本总

和生育率降为 1.36，远低于日本政府

设定的目标 1.8，少子老龄化形势日趋

严峻。

一方面，少子化是日本经济陷入

结构性困境的根本原因。在需求侧，

人口减少迫使日本企业离开国内市

场、减少设备投资。以目前状况推算，

到 2065 年日本人口将降至 8800 万左

右，规模缩减近三成，占 GDP 约六成

的消费需求必将同步减少，这将导致

内需长期不振。从供给侧看，日本 15
至 64 岁 的 劳 动 年 龄 人 口 不 断 减 少 ，

2018 年有效求人倍率突破 1.63 倍，即

每人有 1.63 个职位可以选择，显示出

劳动市场供小于求的实际状况。受劳

动力投入要素持续减少的影响，日本

潜在经济增长率被大幅拉低，日本银

行 测 算 2017 年 来 该 指 标 一 直 处 于

0.5%以下。

另一方面，少子老龄化将对现有

医疗与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造成冲

击。2020 年，日本社会保障支出约为

36 万亿日元（100 日元约合 6.3 元人民

币），占一般预算规模的 35%，年增幅

近 2 万亿日元。事实上，日本社保相

关的总支出规模为 126 万亿日元，占

GDP 比重高达 22%，预计 2040 年将攀

升至 190 万亿日元，其隐含的债务风

险和财政金融风险值得警惕。

为 攻 克 少 子 老 龄 化 这 一 世 纪 难

题，日本做了诸多改革尝试和努力。

首先，推动国内资源配置优化，改善要

素禀赋的劣势。一是专门立法并设立

独立机构，2003 年颁布《少子化社会

对策基本法》、2007 年新设少子化对

策担当大臣，形成专门化的行政组织；

二是努力优化育儿环境，重点解决幼

儿入园问题、扩大儿童补贴、对低收入

家庭提供奖学金或免除学费等；三是

改善年轻人就业环境，扩大正式员工

比例；四是推行男性育儿休假制度等；五是扩大老年以及女

性就业，目前日本 65 岁以上人口就业率近 25%、女性就业率

为 70%，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其次，打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以国际化实现供需平

衡。一是放下对“产业空心化”的担忧，支持企业拓展海外

需求，包括在农业领域推动农产品出口达到 1 万亿日元目

标；二是发展入境游，7 年来已实现外国入境游客增长 3 倍，

消费规模从 1 万亿日元增至 4.8 万亿日元，入境游不仅成为

新的支柱产业，还带动了跨境电商等产业发展；三是逐步放

宽外国人就业限制，以缓解国内劳动力不足，目前日本外国

人总数已达 278 万，创历史纪录；四是对外经济战略更加积

极，更注重保护企业海外投资利益。

第三，鼓励企业创新，通过机器人、人工智能和物联网

等新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实现省力化。近年来，日本一般事

务性从业人员不断减少，从 1990 年约 1108 万人降至 2015
年的 806 万，减少约三成；与此同时，IT 等信息技术从业人

员则从 56 万增至近百万，但仍有缺口。为加快数字化进

程，日本政府将组建数字厅，进一步推进新技术革命。

（作者为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

心南开大学基地研究员、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

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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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联盟委员会与非洲开发银行日前发

布的《2020 年非洲签证开放指数》报告称，非

洲各国正进一步放宽本国对其他非洲国家的

签证限制。随着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 2021 年

1 月 1 日正式启动，签证便利化举措将进一步

加强区域内人员、资本、货物和服务的自由流

动，促进非洲国家间商贸、投资及旅游业的

发展。

该报告显示，在非洲内部，免签或落地签

已经占到跨境旅行的 54%；24 个非洲国家可

提供电子签证；11 个国家对所有非洲国家实

行免签或落地签政策；塞舌尔、贝宁和冈比亚

三国对所有非洲游客免签。从签证开放指数

排名上看，东非和西非国家排名较高。

2020 年，50 个非洲国家的“签证开放指

数”有所提升。非洲开发银行行长阿德西纳

评价称，“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所

有人的旅行计划，但与此同时，人们之间相互

依 存 、彼 此 需 要 和 团 结 协 作 的 渴 望 更 加 强

烈”。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强调，非洲国家目

前迫切需要为后疫情时代恢复经济活力做准

备，为此应该更加注重内部合作。

受历史影响，非洲多数国家基础设施急

需改善，经济结构单一，发展多依附国际市

场，国家间的经济互补性不强。非盟于 2015
年通过《2063 年议程》的一大目的，就是便利

非洲各国的贸易投资和人员往来，致力于非

洲 一 体 化 发 展 。 为 推 动 这 一 目 标 ，非 盟 于

2016 年 7 月正式启用首批非洲电子护照，手

持这种护照的非盟公民可以在非盟范围内享

受免签待遇。

尽管如此，目前对多数非洲普通民众而

言，“一证在手，走遍非洲”仍是梦想。究其原

因，是非洲内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所致。从签

证开放指数排名前 20 位的非洲国家经济水平

来看，低收入或中低收入国家占到 18 个，而非

洲中高收入国家的签证开放指数大都较低。

从开放区域来看，非洲以区域性组织为基础的

内部互免签证较为普遍。比如西非国家经济

共同体从上世纪 70 年代后期起，就已开始向

其成员国公民提供有效期为 90 天的免签证入

境资格。此外，津巴布韦对其所在的南部非洲

发展共同体国家的公民取消了签证要求。

在签证便利化方面，目前发展最快的是东

非多个主推旅游业的国家。塞舌尔旅游业约

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七成，是第一个对所有非

洲国家免签的国家。东非三国肯尼亚、卢旺达

与乌干达不仅共享旅游签证，也正采取措施进

一步放宽对所有非洲国家的签证限制。卢旺

达出入境总局发言人伊夫·布泰拉表示，卢旺

达现已对所有非洲国家采取免签或落地签政

策。在新的签证政策下，卢旺达与肯尼亚和乌

干达的贸易往来增加了至少 50%，入境卢旺达

的非洲人数量年均增幅达到 22%。

非洲多国政府希望能够通过旅行者身份

管理系统等新技术来解决安全和经济移民问

题。根据非盟就非洲国家签证开放政策的设

想，预计在 2025 年多数非洲国家间将实现签

证互免或落地签。

（本报约翰内斯堡电）

非洲进一步推进签证便利化
本报驻南非记者 邹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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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拉伯与中国华为公司近日签署谅解合作备忘

录，旨在加强沙特数字经济发展以及信息与通信技术人才

培养，助力沙特实现“2030 愿景”。

沙特通信与信息技术委员会副主席艾哈迈德·贾博

艾和沙特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何涛近日共同签署了

该备忘录。根据备忘录，华为将与该委员会在知识交流、

人力资源能力建设以及信息与通信技术产业合作等领域

展开合作，未来华为还将向该委员会分享其全球经验和

最佳实践，对其官员在 5G、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新兴技术

领域进行培训。

沙特于 2016年发布“2030愿景”和“国家转型计划”，希望

通过经济和社会改革“双轮驱动”逐步实现经济结构多元化。

据介绍，凭借领先的端到端解决方案，华为已经成为沙

特通信服务商的重要合作伙伴。华为还与沙特众多政府部

门和企业开展合作，助力沙特数字化转型。

（据新华社利雅得电 记者涂一帆）

沙特与华为将就数字经济展开合作

巴基斯坦近日启动一项扩大蜜源植物种植的倡议，旨

在提高本国森林覆盖率的同时，壮大蜂蜜生产行业，扩大蜂

蜜出口并增加就业。

据当地媒体报道，该倡议是巴基斯坦政府“百亿树木种

植计划”项目下的新举措。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在当天

的启动仪式上表示，作为受气候变化影响的“最脆弱国家”

之一，大规模植树将提高本国的森林覆盖率，而种植蜜源性

植物，有助于为当地民众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扩大蜂蜜出

口，增加人民收入。

伊姆兰·汗表示，巴基斯坦气候类型多样，不同的蜂蜜

产区能生产从微甜到特甜的蜂蜜产品，且蜂蜜质地醇厚，蜂

蜜产品出口潜力巨大。

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在当天一份声明中说，目前巴基

斯坦国内蜂蜜年产量约为 7500 吨，如果采用现代化生产技

术和标准化生产流程，预计能让蜂蜜年产量达到 7 万吨，且

能创造约 8.7 万个绿色工作岗位。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电 记者邓凯尹、刘天）

巴基斯坦推行种树酿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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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走进一座城R

图①：始建于 12 世纪的热那亚圣牛之门几经修缮，将古老外观与现代建筑结构相

融合，如今依然屹立于繁华的城市中心地段。

图②：热那亚老港区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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