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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点R 见证者说

■患难见真情 共同抗疫情R

回想起 1997 年初次到访上海时的

情景，新加坡驻华大使吕德耀说，“当时

浦东最引人注目的建筑就是东方明珠电

视塔”。如今，当他再次从外滩眺望黄浦

江对岸，看到陆家嘴的高楼大厦鳞次栉

比，连连感叹“浦东发展提速如此之快”

“中国经济发展如此之快”。

接受采访时，吕德耀刚从上海回到

北京。他赴上海出席了中国第九家来福

士商场开业仪式和上海莱佛士医院的试

运营仪式，这两家实体机构均由新加坡

企业参与开发建设。“这对新加坡企业来

说是很棒的投资机会。多年来，中国与

新加坡开创了互惠互利的合作局面。”吕

德耀表示。

从 2019 年 11 月担任新加坡驻华大

使以来，吕德耀走访了中国不少地方。

2020 年 11 月，吕德耀参观了广东省与新

加坡政府共同打造的中新广州知识城。

11 年前，他曾参加知识城的奠基仪式。

今天的知识城在前期双方合作基础上，

已升级为国家级双边合作项目，成为两

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新亮点、新加坡参

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平台。

今年 6 月，吕德耀访问了中新天津

生态城。静湖湖畔芦苇随风摇曳，水鸟

不时从清澈的湖面划过，街道绿树成荫，

家门口的生态文明建设为居民带来实

惠。全自动化图书馆、智能交通管理系

统、为年长居民配备的运动传感手环等，

已成为生态城标配的智能场景应用。十

几年来，中新两国合作探索资源约束条

件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新路，生态城建

成并开放公园 38 个。吕德耀为这样的

合作成果频频点赞。

“多年来，新加坡参与、贡献并受益

于中国的发展。”在吕德耀看来，与中国

各层面加强交流，可以让新加坡更好地

把握中国市场机遇。吕德耀以中新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中

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为例说，该项目的启动是因为

新方认识和了解到中国正在进行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所以积极鼓

励更多投资者向中国中西部投资。

不久前，中国与新加坡签署关于实施青年实习交流计划的谅

解备忘录。根据计划，两国每年将各派最多 500 名学生到对方国

家实习。“这项计划让我们很兴奋。”吕德耀说，在华实习经历将让

新加坡大学生亲身感受到中国发展和中国机遇，希望他们从新中

合作中汲取宝贵经验，并将这些经验带回新加坡。

去年是中新建交 30 周年。“疫情没有阻挡新中之间一直保持

的坦诚交流与良好合作。”展望未来，吕德耀期待两国继续展开全

方位合作。“无论在数字技术、智能领域，还是在医疗保健、老年护

理等方面，新中合作拥有广阔空间。”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参观有关中国共产党历史

的展览让吕德耀深有感触。“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

社会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尤其是彻底消除绝对贫困，实现了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正因如此，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感到无比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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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泰国第一

家 专 门 面 向 残 疾 人

新 冠 肺 炎 确 诊 患 者

的 医 院 —— 诗 琳 通

国 家 医 学 康 复 研 究

所投入运行。

疫情发生前，研

究 所 除 了 开 设 青 少

年科技营外，也为弱

势 群 体 和 特 殊 群 体

举办相关活动，在照

顾 残 障 人 士 方 面 积

累 了 较 多 经 验 。 改

造后，这里主要收治

新 冠 肺 炎 轻 症 和 中

症 患 者 。 病 人 一 旦

出现严重症状，将迅

速 转 院 至 医 疗 资 源

更 完 善 的 综 合 性 医

院救治。

当前，泰国面临

新一轮疫情挑战，医

疗 系 统 承 受 巨 大 压

力，残疾人患者就医

面 临 更 多 现 实 困

难 。 为 解 决 这 一 特

殊群体的燃眉之急、

有 效 提 升 该 研 究 所

收治能力，泰国政府

积 极 协 调 多 个 部 门

进行支持：卫生部直

接管理运营；高等教

育 与 科 研 创 新 部 提

供技术与设备支持，

如手语翻译系统、远

程诊疗系统、遥控推

车、无接触式电梯以

及便携式治疗仪；社

会发展与人类安全部负责接收患者。

目前该研究所可用的病床有 113 张。

一名在这里接受治疗的视障患者对媒体

说：“我在这里受到很好的照顾和治疗。相

信我们一定可以战胜疫情。”

泰国社会发展与人类安全部促进与发

展残疾人生活质量厅厅长萨兰帕介绍说，

他们将全力保障残疾人患者的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我们与患者保持沟通，缓解他

们的焦虑情绪，提供入院和居家隔离期间

所需的生活用品，并提供工作技能培训帮

助等。”疫情防控期间，该机构已经开通专

门针对老、幼、残等群体的 24 小时服务热

线电话，并建立了针对没有监护人的未成

年人服务中心、残疾人康复中心，为无人照

顾的老年人设立老年公寓等。

该研究所副所长布萨功表示，残障人

士需要比普通病人更悉心的照顾。“社会

各界的合作与支持，是这些特殊人群不被

忽视的重要因素。大家共同努力更好救治

患者。”

（本报曼谷 8月 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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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研究与创新署日前宣布，17 个电动车电池技术开发项目

入选其资助计划，这些项目包括提升电池动力性能、降低成本、提高

充电效率及更好地循环利用废旧电池等。

这项资助计划共涉及 1000 万英镑（1 美元约合 0.7 英镑），项目

由多个企业和研究机构开展。研究与创新署负责该资助计划的托

尼·哈珀说，将继续支持电池供应链上不同企业开发相关技术，推动

英国在该领域的科研和创新。

英国政府计划到 2030 年禁止销售新的汽油和柴油汽车，到

2035 年禁止销售混合动力汽车。同时，汽车制造商在整个欧洲也

面临更加严格的碳排放规则，这也促使汽车厂商向电动汽车业务加

速转型。英国商务部发言人表示，生产电动汽车的关键是电池，在

这一领域，英国一直处于相对落后状态，高质量电池生产能力对于

英国制造业的增长和绿色转型至关重要。

除出台相关资助计划外，建设兆瓦级电池工厂也是英国政府的

一项重要举措。

英国电动车电池初创企业沃特公司计划在港口城市布莱斯开

设占地 95 公顷的工厂，预计该工厂到 2027 年将拥有 30 千兆瓦时产

能。这家工厂计划使用可再生能源，将在挪威水力发电产生的能

源，通过海底电缆传输至 720 公里外的布莱斯。沃特公司希望打造

世界最清洁、最环保的电池工厂之一。

有分析认为，英国建设大型电池工厂也是出于保障就业需要。

一项调研显示，随着汽车制造商放弃汽油和柴油汽车生产，如不建

设新的电池厂，英国可能失去 10 万个工作岗位。而到 2040 年，英国

预计建成 7 个超级工厂，可解决多达 22 万人的就业问题。

英国要大力推动电池工厂建设，解决资金来源是重要前提。政

府承诺投入 10 亿英镑帮助建造电池工厂，但这远不能满足实际需

求。沃特公司电池工厂总投资高达 26 亿英镑，是英国有史以来最

大的工业投资之一，但目前仍面临巨大资金缺口。沃特公司正考虑

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为该项目融资。

（本报伦敦 8月 2日电）

英国推动新一代电动车电池研发

助力绿色转型 保障就业需要
本报驻英国记者 许立群

世界自然基金会报告指出——

发达国家食物浪费现象严重
本报布鲁塞尔 8月 2日电 （记者牛瑞飞）世界自然基金会日

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全球每年有 40%的食物未被食用，总

计约为 25 亿吨。报告显示，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食品浪费问题

尤为严重。发达国家农场中被浪费的食物占全球总量的 58%，人

均农场食物损失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报告呼吁相关国家政府和

食品公司针对食物浪费问题采取措施。

美国垃圾处理公司 RTS 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人丢弃

的 食 物 比 其 他 任 何 国 家 都 多 ，占 美 国 食 物 供 应 总 量 的 30% —

40%。造成浪费的主要原因是消费者过量购买食物，有些食物还

没来得及消耗就被丢弃。数据显示，在欧洲被浪费的食物中，蔬

菜浪费尤为严重。很多仅因为外形不够美观，在采摘供应环节

就被淘汰掉。

荷兰瓦格宁根大学一项最新研究指出，市场因素是造成发达

国家食物浪费的重要原因。归根结底，要让消费者树立正确的食

物评判标准，更关注口感与营养，而不是过分追求外表的美观。

以色列三年来首次批准财政预算案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 8月 2日电 （记者尚昊、吕迎旭）以色列总

理办公室 2 日发表声明说，政府当日批准 2021 年和 2022 年国家财

政预算案。当地媒体报道说，这是政府三年来首次批准国家财政

预算案。

以色列总理贝内特当日表示，经过近三年的政治僵局，以色列

正在“重新开始运行”，预算案的批准有助于政府稳定。

以色列财政部长利伯曼说，相关改革“将为以色列社会带来切

实的变化”。他表示，新预算将着眼于降低生活成本，在基础设施、

交通和房地产方面投入大量资金，减少官僚主义。

根据以色列有关法律，这一预算案应在 11 月 4 日午夜前经过

以色列议会三轮投票通过才能生效。若该预算案无法按时通过，

以色列议会将自动解散并举行新的议会选举。

中国旅法大熊猫诞下双胞胎

本报巴黎 8月 2日电 （记者刘玲玲）法国圣艾尼昂市博瓦勒

野生动物园 2 日宣布，中国雌性大熊猫“欢欢”2 日凌晨在园内顺利

诞下双胞胎，“欢欢”和两只幼崽状态良好。

博瓦勒野生动物园当天发表新闻公报说，两只幼崽均为雌性，

第一只重 149 克，第二只重约 129 克。

2012 年，“欢欢”和雄性大熊猫“圆仔”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

基地来到博瓦勒野生动物园，开启为期 10 年的中法大熊猫繁育合

作计划。2017 年 8 月 4 日，“欢欢”诞下雄性幼崽“圆梦”，“圆梦”成

为首只在法国出生的大熊猫。

在新冠肺炎疫情和国内局势动荡的不利背景下，位于中非共和国首都班吉的班吉大学 1.5 万名学生被迫休学数月。为了赶上进度，目

前班吉大学的校园和学生宿舍在暑期仍然开放。尽管学校存在基础设施落后、宿舍空间不足等问题，许多学生依然来到这里力争完成学

业。图为近日，该校研究生马特奥·巴拉尔在大学宿舍内学习。 新华社发

核心阅读

受益于疫苗接种率提升及经济刺
激政策效果进一步显现，欧盟和欧元
区经济出现加速恢复态势。与此同
时，复苏之路仍面临挑战，如行业复苏
进度不一，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更为
凸显，成员国间政策碎片化也制约着
政策刺激效果。

欧盟统计局 7 月 30 日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经季

节调整后，欧元区今年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

增长 2%，同比增长 13.7%；欧盟 GDP 环比增长 1.9%，同比增

长 13.2%。分析指出，欧盟经济的恢复势头正在加快，但不

确定性和风险性仍然较高，疫情导致的企业财政状况恶化、

行业及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将给欧盟生产、投资和

就业等领域带来长期影响。

多家机构上调预期

全球知名市场研究机构埃信华迈最新数据显示，欧元

区 6 月份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从 5 月份的 57.1 提升至 59.5，

超过 50 的荣枯线，达到 2006 年 6 月以来最高值。此外，6 月

份服务业信心指数创 2000 年 8 月以来新高；制造业采购经

理人指数终值为 1997 年 6 月以来最高值。

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5 月份欧元区零售额出现显著增

长，环比增幅达 4.6%，其中非食品类消费品增速达 8.8%。欧

元区投资者信心指数也连续 5 个月出现提升，创 2018 年 2 月

以来新高。

在此背景下，欧洲央行及经合组织等机构纷纷调高了

对欧盟经济增长的预期。欧洲央行认为，2021 年欧元区经

济有望出现大幅反弹。欧盟委员会在最新发布的夏季经济

预测报告中，也对欧盟及欧元区经济增长预期进行了调整，

预计欧盟和欧元区经济 2021 年、2022 年增速将分别达到

4.8%和 4.5%，高于此前预测的 4.2%和 4.4%。经合组织预测，

个人消费、积极的财政政策及外部市场需求增加将成为推

动欧盟经济复苏的关键因素。

近期，欧盟通过发行公共债券已成功筹到 200 亿欧元资

金。预计到 2021 年底，欧盟计划筹集到总额约 800 亿欧元

的资金用于经济复苏。截至目前，欧盟理事会已批准了 16
个成员国的经济复苏计划，这些国家的经济复苏计划中均

将推动数字化和绿色转型、加强财政政策可持续性、加大劳

动力市场改革等结构性措施作为重点。

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真蒂洛尼表示，2021 年

欧盟经济增长得益于国内外需求旺盛及服务业超过预期的

重启速度，欧盟和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将在今年年底前

恢复到疫情前水平。随着经济复苏计划的进一步落实，欧盟

经济有望实现更加强劲、公平和可持续的增长态势。

保持政策刺激力度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日前重申，欧洲央行有必要继续

保持当前的经济刺激政策。“在病人恢复独立行走前，你不

能拿走他的拐杖。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经济领域。”拉加德

呼吁，各成员国政府不要过早停止经济救助措施，防止出现

新的不确定性。6 月召开的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会议上，再

次确定了第三季度继续保持当前政策工具的力度。

专家表示，有关退出相关刺激政策的讨论为时尚早。

在经济复苏初期，刺激政策的过早退出将产生负面影响，成

员国间政策的碎片化也将制约政策效果，不利于欧盟内部

市场功能的恢复。各方预计，欧洲央行疫情紧急购买计划

将至少持续到 2022 年 3 月，在定向长期再融资政策框架下

为银行提供融资便利将延续至 2021 年底。

受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影响，欧盟整体通胀率二

季度持续上升。欧洲央行在最新一期公报中表示，扣除能源

及食品类价格干扰，欧元区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仍低于疫情

前水平。日前欧洲央行制定了新的通胀目标，将此前的“低

于但接近 2%”的年通胀率，调整为 2%的对称性通胀目标。拉

加德表示，新的通胀目标将赋予欧洲央行更大的政策空间。

分析认为，当前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导致各国通胀

水平高企。如果依照传统经验收紧货币政策，将对实体经济

造成冲击，适当调高通胀目标有助于保持政策的灵活性。市

场研究机构凯投宏观的专家康宁汉姆表示，在当前市场利率

接近于零的时候，出台此类政策显得尤为重要，这预示着欧

洲央行将在更长时间内持续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趋势。

前景仍存不确定性

欧盟委员会在夏季经济预测报告中指出，欧盟经济复

苏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仍然较高。疫情导致的企业财政状

况恶化、行业及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将对欧盟生产、

投资和就业等领域带来长期影响。除疫情因素外，供应链

不稳、经济政策的不当调整都将对区域经济复苏带来冲击。

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所报告显示，供应链瓶颈将是对

欧盟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德国汽车工业协

会日前发出警告，芯片等材料短缺问题仍将严重制约汽车

制造业产能。此外，航空、酒店、旅游等服务行业复苏势头

也相对缓慢。根据欧洲空中航行安全组织此前预测，即便

在最乐观的情况下，欧洲民航业也要到 2024 年才有望恢复

到疫情前水平。

除行业复苏进度不一外，欧盟地区性发展不平衡也更

为明显。欧盟委员会的统计数据显示，在欧盟主要经济体

中，波兰的经济总量将在 2021 年二季度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德国、荷兰有望在第三季度达到这一目标。而西班牙、意大

利等国则要等到 2022—2023 年之间才能完全复苏。

国际环境及重大政策调整也将对欧盟经济复苏带来不

确定性。近期，欧洲央行一份报告显示，美国国债收益率未

来进一步上扬将推高企业借贷成本，并对欧盟产生溢出效

应。如果欧盟国债收益率曲线在经济完全复苏前出现陡峭

化趋势，将对经济复苏带来新的压力，特别是对于目前债务

负担严重的国家来说，甚至可能引发金融领域新的风险。

专家指出，进一步加大欧盟层面财政支持、尽早落实此

前达成的复苏计划、推动经济转型，是解决欧盟经济结构性

风险的重要途径。经合组织建议欧盟进一步推动改革，包

括制定新的货币政策战略、进一步扩大欧盟共同财政工具

规模以及推动欧盟经济的可持续性转型。

（本报布鲁塞尔 8月 2日电）

欧盟发布第二季度经济数据
本报驻比利时记者 郑 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