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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V0WXYZ[<=\<]Â H3_`abcdef#$%&'(

)*+,-IJghUVijkf<=lm^H345no./pIqrst
ughUVijk0Yv:;wxyV[

<=3_3z`aI{)|}(~!~"-#$)H5-%&yV'(0
)Ef*+:u<=l#$%&'(345no./IJ,-xyV.
2/k00123'44_567 8999:;<=l^./q)H5-IJ0
G)H5->?!A"@(A3_3z`a.BCDEADFGHqIJKH
oL[

!4567&89):;<=>5?5@A

#$%&'(ql^345./IJ0MNOP_QRVS.TbE
U0#ViVyVWXYE;<]Z>c[^H3_\]P_<^_\0̀
aYIYbUc[

de5AI./[2fOF<]\]P_e5<=3_4g:hij

kA<=)H5-lrUVmnk,o;pIUVqr0d?stuv w99
xAy!z{AC_\]P_e5<=[|9|91}~02f#ViV!"0
#$%&'(e5<=3_4g#dR$%&'0(e5)*|8+,-.;[

/01Ax23[01~0<]45ST56e?6 8.;07VIJ
stb8A9:A;2A<=A>n,3_.?J@0AdB<]P_CVe
50/DE42Alm2[

F)H5-0{5D[2f5GdBAP__\AXYHIq<^E;0J
K<=P_L)H5-./IJq5D%R.XYM0<=Y- &%NP_
||&'45JmOP0QRgS0Y%R %-'<=l^345no./0|8
NP_.ww'45TURV)H5-[

!BCDE&FG)&<=HI>?JKLMN

#ViVyVWXYiWwx'_XY!Z[\<=OF $|]^_
`.BC@q)H5-Ua_Ibc0XYOFKdKEAUeURA:hf
g,XYHI0V<=hi345jk[

lc45Jimn[oB&@"pqrsI{M@BCRt0u"v
wxy;2tz0{|a}~U)H5-Au?^H&!l6"oBq?J#
:$)H5-%&'(0)H5-%&)167)*|9|91mO|99+[

lcP_,!-$[2fOF)H5-Ua0oBq:;P_N.J-
/2301kc0vw02Rt0:;34534@ABC@E40}5Dh
56;'_UV78)H5-P_JK9_:;iA02kcq455i[

lcJ-5D`<[:=>?@ABACDEFG,45_\<=3
45(HzS5Dfg":=IJKLM,N'"@(A345_\)<=K
O-3_5Do;0J-5D/PQq7kRSc[

!OPQR&ST)U.<=>?JVWXYZ[\]

Vtu<=hi345q)H5-7#$%&'(.!]670#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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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点R

本报北京 10 月 13 日电 （记者谢亚

宏、于景浩）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

通大会将于 14 日至 16 日举行。联合国有

关官员 12 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期待大

会为促进全球可持续交通建设、推动落实

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有效

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平台。

联合国副秘书长刘振民表示，中国在

可持续交通发展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在联

合国最终决定由中国承办此次大会的过

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良好的交通

基础设施遍及全国各地、深入农村地区，

便利的交通帮助中国欠发达和偏远地区

脱离贫困，也促进各地区的交流和经济发

展。刘振民说，以本届大会为平台，中国

的相关经验可以更好地推广到世界各国，

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进而推动各国经济

社会发展和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

标落实。

联合国驻华协调员常启德对中国政

府为举办大会所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谢。

他表示，中国正在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

公共交通等绿色出行方式，这是各国发展

可持续交通的良好范例。

联合国官员：可持续交通推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本报广州 10 月 13 日电 （记

者贺林平）第四届“反恐、去极端

化与人权保障”国际研讨会 13 日

在广州举行。围绕“‘后真相’时

代的反恐国际合作与权利保障”

的主题，与会专家人士呼吁摒弃

偏见，加强反恐合作，携手应对风

险挑战。

20 年 前 ，震 惊 世 界 的“9·11”

事件发生。中宣部副部长蒋建国

在发言中表示，20 年来，恐怖主义

构成的全球性挑战达到前所未有

的程度，反恐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

共识，全球反恐事业取得重要进

展。但必须看到，当前国际反恐形

势依然复杂，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

仍在全球多个地区肆虐，虽然未再

发生像“9·11”这样规模的恐怖袭

击，但恐怖案事件仍然时有发生，

全球反恐事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

主席穆沙希德·侯赛因认为，人权

问题已被政治化，人权现在成了某

些国家的政治武器，用来对不符合

其利益的国家施压。西方国家就

涉港、涉疆、涉藏等问题对中国进

行攻击，也是出于政治原因，是西

方国家奉行双重标准的体现。

研讨会上，多位中外反恐与人

权领域专家学者认为，一些国家基

于意识形态偏见和短期利益考量，

搞选择性反恐，同时与媒体形成合

谋，对人权等问题进行选择性报

道、虚假报道等，致使国际社会至

今尚未形成反恐、去极端化的强大

合力。

英国米德尔塞克斯大学国际

法教授威廉·沙巴斯从法律层面分

析了西方涉疆报告中有关新疆“种

族灭绝”的指控，认为其证据是脆

弱的或含糊的，是对中国少数民族

政策的不当指控。

中国、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等多国专家学者分享了反

恐、去极端化和保障人权方面的实

践与经验，讨论更好彰显媒体责

任、切实保障人权、加强国际合作

的有效途径。

新疆是中国反恐、去极端化斗

争的主战场。新疆师范大学民族

与社会高等研究院院长梁玉春说，

中国式反恐、去极端化和人权保障

构建起思想祛魅、情感关怀、改善

民生、打击暴恐“四位一体”格局，

既有与国际社会通行做法一致之

处，又有中国特色。这有效遏制了

恐怖案事件多发频发势头，最大限

度保障了各族群众的生存权发展

权等基本权利。

蒋建国表示，在反恐问题上必

须摒弃“双重标准”，绝不能将其

“政治化”“工具化”，甚至借反恐之

名干涉他国内政，侵犯他国主权。

国际社会应秉承开放平等包容的

原则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

开展国际合作和多边协商，共同推

进全球反恐事业发展。

“我们不能仅通过暴力来打败

恐怖主义，应当寻找恐怖主义的根

源，努力纠正导致一些人实施恐怖

行 动 的 社 会 不 公 正 和 不 平 衡 现

象。”联合国前高级人权专家阿尔

弗雷德·德·扎亚斯说，打击恐怖主

义的方法之一就是实现 17 个可持

续发展目标，包括在全世界范围内

消除贫困。

摩洛哥穆罕默迪亚乌里玛联

合会秘书长艾哈迈德·阿巴迪认

为，应对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需要

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尤其是面对

数字信息时代的新挑战，我们需要

在负责提高数字信息意识、进行数

字信息观察与跟踪的情报机构之

间，打造共同思考和协作的系统和

空间，实现协同合作。

此次国际研讨会由中国人权

研究会、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

室共同主办，暨南大学承办。来自

中国、英国、美国、瑞典、意大利、巴

基斯坦、塞尔维亚、伊朗、以色列、

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

近 30 个国家的官员、专家学者以

及非政府组织代表等，通过线上与

线下结合的方式参与研讨会。

“反恐、去极端化与人权保障”国际研讨会召开
呼吁合作反恐摒弃偏见

本版责编：邹志鹏 陈一鸣 任皓宇

核心阅读

当前全球经济持续复
苏，但同时面临供应链中
断和疫情不确定性增大等
多重风险。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敦促各经济体在多边
框架下加快疫苗生产和分
配，并通过多边努力确保
受限制经济体获得充足流
动性，保证全球经济渡过
难关并实现可持续增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0 月 12 日

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认为

2021 年全球经济有望持续复苏但势头趋

缓，预计全年增长率为 5.9%，较 7 月份预

测值下调 0.1 个百分点。 IMF 呼吁全球各

经济体加强多边合作，推动全球经济可持

续增长。

各经济体增长出现分化

根据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

2021 年发达经济体经济将增长 5.2%，较 7
月份预测值下调 0.4个百分点。其中，美国

经济将增长 6%，欧元区经济将增长 5%，日

本 经 济 将 增 长 2.4% ，英 国 经 济 将 增 长

6.8%；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将增

长 6.4%，较 7 月份预测值上调 0.1 个百分

点。其中，俄罗斯经济将增长 4.7%，巴西经

济将增长 5.2%。报告预计，2022 年全球经

济有望增长 4.9%，与 7月份预测值持平。

报告指出，下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

期，主要反映了发达经济体在供应链中断

影响下增长放缓，以及低收入发展中经济

体疫情形势恶化导致经济增幅收窄。不

过，部分依靠大宗商品出口的新兴市场和

发展中经济体经济有望在短期内走强。

IMF 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纳特表

示，受疫苗获得能力和政策支持力度差

异等因素影响，各经济体经济前景出现

分化，这是全球经济复苏面临的主要问

题。目前，发达经济体中已有近 60%的人

口完全接种疫苗，低收入经济体中仍有

约 96%的人口未接种疫苗。部分国家受

疫情和不利气候影响，主要生产投入出

现短缺，制造业活动疲软。供给紧张加

上被压抑的需求释放和大宗商品价格反

弹，导致许多经济体通胀形势严峻，政策

应对难度加大。

IMF 建议，面对全球增长前景不确定

性增加，各国央行应做好准备，在通胀预

期 上 升 的 风 险 更 为 明 确 时 快 速 采 取 行

动。“我们预测，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市场

和 发 展 中 经 济 体 的 总 体 通 胀 很 可 能 在

2022 年 中 期 之 前 回 到 疫 情 前 水 平 。”吉

塔·戈皮纳特表示。

综合施策共同应对风险

《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认为，当前全球

经济前景面临多重风险，究其根源在于全

球将长期且持续“受制于”疫情。各经济

体有必要加强合作，在多边框架下加快疫

苗生产和分配，确保受限制经济体获得充

足流动性。

IMF 呼吁有条件的经济体优先向疫

苗短缺地区提供疫苗，并支持发展中经济

体扩大疫苗生产。同时，国际社会需迅速

取消对医疗设备、原材料和成品疫苗出口

限制，促进疫苗分享。 IMF 研究部世界经

济主管马尔哈·纳巴尔对本报记者表示：

“首要任务是在全球范围内向所有国家推

广疫苗，包括使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能尽

快获得疫苗。”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近日呼吁各

经济体采取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在国家和

多边层面果断行动，加快全民疫苗接种进

程，并根据自身国情调整货币和财政政

策。在此基础上，各经济体应加快推进改

革、实现经济转型，做好应对气候变化、推

动技术变革和实现包容性发展三项工作。

吉塔·戈皮纳特表示，国际社会必须

全面行动起来，确保各国都能公平获得疫

苗。此外，加强全球气候合作，降低气候

变化带来的日趋严重的不利影响，以及各

方协调采取多边行动，确保为资金受限的

经济体提供充足的国际流动性等，都是各

国应考虑的重要政策选项。

中国经济前景持续看好

报 告 继 续 看 好 中 国 经 济 发 展 前 景 。

“我们预测，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将维持强

劲势头。”马尔哈·纳巴尔表示，中国政府

密切关注各类可能出现的经济风险，出台

了一系列应对政策，以确保中国经济稳健

复苏。

IMF 最新一期《全球金融稳定报告》

也显示，由于中国经济恢复快于其他新兴

经济体，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明显高于其他

新兴经济体且在疫情期间保持稳定，中国

股票和债券被纳入更多全球金融市场基

准指数，2020 年以来中国已吸引约 1800
亿美元国际资本流入。

疫情发生以来，中国一直是拉动全球

经济复苏的主要引擎。除了 IMF，世界银

行、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等多家国际机构也都看好中国经济发展

前景，将中国 2021 年经济增速预测值保持

在全球领先水平，认为中国将继续为全球

经济复苏作出重要贡献。

《纽约时报》网站日前刊发文章说，一

些华尔街知名投资机构认为，中国的投资

前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乐观”。中国政

府为全球投资机构提供了服务中国企业

和投资者的更好机会。全球最大资产管

理公司贝莱德建议投资者将他们的对华

投资增加 3 倍。

（本报华盛顿 10月 13日电）

IMF预计 2021年全球经济将增长5.9%，呼吁——

加强多边合作，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复苏
本报记者 吴乐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