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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财政部部长穆罕默德·马伊特

不久前宣布，埃及全民健康保险系统将

在 10 年内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比原计划

提前 5 年。埃及政府将这一保险系统作

为“数字埃及”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

改善偏远地区医疗设施和服务，提升全

民健康水平。

埃及全民健康保险系统从 2018 年

开始试点，在全国分 6 批逐步推进。该

国成立全民健康保险管理局，由财政部

部长直接负责，协调推进全民健康保险

系统建设。“为埃及每一个家庭提供全面

和综合医疗保险刻不容缓。”马伊特说。

优先照顾低收入人群和偏远地区居

民是埃及全民健康保险系统的最大特

点。偏远且相对落后的南西奈等省被列

为首批试点地区。埃及政府信息和决策

支持中心此前的统计数据显示，首批共

有超过 500 万人参加全民健康保险，预

计 2022 年底将增加到 1530 万人。参保

对象包括农民、出租车司机、渔民、建筑

和航运工人等。参保人员可享受该保险

系统覆盖的 3000 多项医疗服务，包括外

科手术、医疗分析、放射扫描、肿瘤治疗、

器官移植等。

为确保全民健康保险系统建设顺利

推进，埃及政府通过专门渠道听取民众

意见，接受社会监督。全民健康保险管

理局首席执行官霍斯萨姆·萨德克介绍，

从 2021 年 11 月到 2022 年 7 月，共收到近

500 份反馈意见，其中大多数已得到妥

善解决。萨德克说：“对民众的反馈做出

快速回应，有助于主管部门发现并解决

全民健康保险系统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让系统更趋完善。”

埃及卫生与人口部部长加法尔日前

介绍，在全民健康保险系统框架下，新的

医疗设备，包括先进的心脏手术器材和

CT 扫 描 仪 等 已 经 交 付 给 全 国 多 家 医

院，偏远地区的医疗设施不断完善。世

界银行等国际机构认为，全民健康保险系统有助于解决埃及

民众尤其是低收入者看病难问题，提升埃及全民健康水平。

世界卫生组织驻埃及代表纳伊玛·加西尔肯定埃及将全民健

康保险系统确定为卫生部门改革的重要任务，认为这是实现

“人人享有健康”目标的重要途径。 （本报开罗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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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发言人——

中方对巴基斯坦爆炸事件予以强烈谴责
新华社北京 1月 31日电 （记者成欣、曹嘉玥）针对巴基

斯坦一座清真寺近日发生爆炸造成人员伤亡一事，外交部发

言人毛宁 1 月 31 日表示，中方对这一事件予以强烈谴责，坚决

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据报道，巴基斯坦白沙瓦市一座清真寺 1 月 30 日发生爆

炸，已造成数十人死亡。巴方称此次事件为恐怖袭击。

“中方对这一事件深感震惊，予以强烈谴责。我们向遇

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向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

毛宁说。

毛宁表示，中方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坚定支持

巴方为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国家稳定、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所作

的努力。

德国经济去年四季度环比下滑

新华社柏林 1月 30日电 （张雨花）德国联邦统计局 30
日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经价格、季节和工作日调整后，

2022 年第四季度德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下滑 0.2%。

德国联邦统计局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德国经济去年

前三季度在困难条件下仍表现良好，但第四季度表现略有

下降，特别是一直支撑德国经济的私人消费支出比前一季

度有所下降。

数据显示，经价格、季节和工作日调整后，去年前三季度

德国 GDP 环比分别增长 0.8%、0.1%和 0.5%。

德国工商大会总经理马丁·万斯莱本表示，今年德国经济

仍将面临很大风险，包括居高不下的能源价格、创纪录的通货

膨胀和整体放缓的全球增长。

日本 2022年工矿业生产指数下降

新华社东京 1月 31日电 （记者钟雅、欧阳迪娜）日本经

济产业省 1 月 31 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2 年日本工矿业

生产指数较去年下降 0.1%至 95.6，明显低于新冠疫情发生前

水平。

受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激进加息等因素影响，美国等日

本主要出口目的地经济增长乏力，从需求端制约了日本工矿

业生产。在此影响下，日本工矿业生产月度数据 2022 年多次

环比下滑。

数据还显示，2022 年 12 月日本工矿业生产指数环比下降

0.1%，至 95.4。

经济产业省同日公布的制造业生产预测指数显示，2023
年 1 月制造业生产或环比持平，2 月预计上升 4.1%。根据上述

情况，经产省维持其对工矿业生产的基本判断为“生产疲软”。

布基纳法索发生两起袭击

据新华社洛美 1月 31日电 （记者田耘）瓦加杜古消息：

布基纳法索地方政府和军方 31 日说，该国 29 日、30 日各发生

一起武装袭击事件，造成至少 28 人死亡。

布基纳法索西南部的瀑布大区区长索姆 31 日发布公告

说，共载有 24 人的两辆小客车 29 日晚在科莫埃省一座村庄遭

拦截，车上 9 人获释，其他 15 人遭劫持，两辆客车被焚毁。30
日，15 名遭劫持人员遗体在事发地附近被找到。

布基纳法索军方 31 日说，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30 日在该国

北部的萨赫勒大区塞诺省发动袭击，造成 13 人丧生，其中包

括 10 名宪兵、两名民兵和一名平民。

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布制造了这两起袭击事件。

波兰数字经济商会日前发布的一

项研究结果显示，欧洲 B2B（企业对企

业）电子商务销售额正以 12%的复合年

均增长率稳步增长，预计 2022 年销售额

将达 1.33 万亿美元；到 2025 年，B2B 电

子商务总销售额将达到 1.8 万亿美元。

数据显示，过去几年，所有欧洲国

家 的 B2B 电 子 商 务 收 入 均 有 显 著 增

长。目前 41%的欧洲企业活跃在 B2B 电

子商务领域，25%的企业通过电子商务

获得 80%以上的收入，高达 95%的企业

认可在线销售的积极作用。

报告同时显示，虽然欧洲 B2B 电子

商务整体呈现快速发展态势，但不同国

家发展水平还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在

德国，近 75%的企业采用该形式进行采

购。2021 年，德国 B2B 电子商务销售额

约为 2040 亿美元，预计到 2025 年将达到

近 3130 亿美元，是欧盟最大的 B2B 电子

商务市场。2021 年，波兰 B2B 电子商务

交易总额超过 1300 亿欧元，年均增长约

8%，是中东欧地区最大的 B2B 电子商务

市场。但欧盟统计局的数字显示，波兰

企业 B2B 电子商务交易数量只占全部交

易的 20%，低于欧盟平均水平。

欧盟委员会发布《2021 年数字经济

与社会指数》报告，从基础设施联通性、

人力资本、数字技术商业应用等角度对

欧盟国家的数字化水平进行衡量。结

果显示，得分较高的芬兰、德国、法国等

B2B 电子商务水平较为发达，波兰、保加

利亚、罗马尼亚等国相对落后。分析认

为，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各国信息

科技基础设施发达程度、民众数字技能

存在差距。

为进一步提升欧盟数字化水平、改

善 区 域 内 发 展 不 平 衡 现 状 ，促 进 包 括

B2B 电子商务在内的新业态发展，欧盟

不久前发布《2030 数字指南针：欧洲数

字 10 年之路》文件，描绘了到 2030 年欧

盟实现数字化转型的蓝图和目标，并提

出具体实施路径。文件提出，到 2030 年，75%的欧盟企业将运

用云计算、大数据或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超过九成的中小企

业数字化程度将达到基本水平；80%的欧盟成年公民应具备

基本数字技能。欧盟复苏资金也对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B2B
电子商务、提升数字化能力进行一定程度的倾斜。

作为欧盟数字战略的重要立法动作，欧盟《数字市场法》

《数字服务法》不久前先后生效，共同构成了一套适用于欧盟

成员国的新规则。欧盟委员会对在线交易设定多项规则，让

消费者能够充分享受欧盟企业在线提供的所有商品和服务，

并确保在线环境安全，更好地保护用户及其基本权利。

此外，为进一步规范电子商务环境，一些成员国在欧盟法

制 框 架 内 就 B2B 交 易 中 强 制 使 用 电 子 发 票 采 取 了 相 应 措

施。法国计划于 2023 年起分阶段引入强制性电子发票；波兰

财政部正就在 B2B 电子商务中强制使用电子发票征求意见，

相关法规预计于 2024 年实施。未来加大电子商务平台的维

护，包括优化算法、拓展跨境支付模式、保障数据安全等，仍是

欧洲加快电商发展的重要任务。

近年来，一些中国电商平台和物流企业也积极助力欧洲

B2B 电子商务的发展，在荷兰、德国、波兰等地拓展仓储物流

基础设施，凭借丰富的运营经验获得当地企业和民众的好

评。京东物流近日宣布与波兰最大的零售连锁店“小瓢虫”建

立合作关系。“小瓢虫”物流项目经理雅各布表示，接入中企物

流服务极大提升了在线订单处理效率。德勤（波兰）咨询公司

B2B 行业分析师奥拉夫表示，与中国物流商务平台的高效合

作，让客户拥有了更好的物流体验。

（本报华沙 1月 3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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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是世界第二大鲜花出口国，鲜花产业是该国重要的支柱产业。图为 1 月 30 日，一名工人在哥伦比亚昆迪纳马卡

的种植园里处理鲜花，数以百万计的各种鲜花将从这里被运往世界各地。 丹尼尔·穆诺兹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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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客运需求逐渐恢复，以及在改
进旅客服务、减排和绿色发展等领域加
强创新合作，全球航空业正在稳步复
苏。国际航协预计，2023年全球航空公
司净利润将达47亿美元。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简称“国际航协”）日前发布经济展望

与行业状况报告，预计 2022 年全球航空业因疫情造成的亏损

持续收窄，2023 年全球航空业将恢复盈利。国际航协理事长

威利·沃尔什表示，随着全球经济复苏，航空业将自 2019 年以

来首次实现盈利。

客运需求增加 航空业迎利好

国际航协预计，与 2021 年相比，2022 年全球航空业总收

入将增长 43.6%，达到 7270 亿美元。2022 年，全球航空公司的

净亏损预计为 69 亿美元，比国际航协去年 6 月份预估的 97 亿

美元有所改善，明显好于 2021 年的净亏损 420 亿美元和 2020
年的 1377 亿美元。国际航协预测，2023 年全球航空公司将实

现收入 7790 亿美元，净利润将达 47 亿美元。

“有很多理由让我们对 2023 年保持乐观。在强劲增长趋

势下，较低的油价涨幅和需求激增有助于平衡成本与收益。”

沃尔什说。

国际航协认为，2023 年客运将成为全球航空业实现盈利

的重要驱动力，全球客运需求预计将恢复到疫情前 2019 年水

平的 85.5%，客运收入预计达到 5220 亿美元。国际航协最近

对全球 11 个主要市场的旅客进行的调查显示，近 70%受访旅

客的出行频次与疫情前持平或更多。

加强航空合作 提升服务水平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数据显示，商业航空每创造 1 美元

的价值，就会带动产生 6 美元的相关经济活动。新冠疫情发

生以来，多国航空业受到严重冲击。为保持经济活力，推动航

空业尽快复苏，多国政府和企业采取了一系列支持措施。

新加坡政府日前将航空业发展基金预算总额提升至 2.8
亿美元，并将资助期限延长至 2025 年 3 月。在 2022 年举行的

首届樟宜航空峰会上，新加坡和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马

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国的交通部长共同表示，将加快落实

在《东盟服务业框架协议》等文件下关于航空运输服务的承

诺，促进东盟航空市场的发展，加强东南亚与其他地区的空中

互联互通，并承诺在运载能力、可持续发展以及安全等方面加

强合作，支持航空业复苏。

在拉美地区，航空业也呈现出明显复苏势头。为降低航

空公司运营成本，助力疫后航空业复苏，巴西政府将对飞机租

赁业的所得税减免期限延长至 2023 年年底。巴西国家民航

局近期还批准向国内 13 个机场的运营商提供总额 3.64 亿雷

亚尔（1 元人民币约合 0.75 雷亚尔）的财政支持，以缓解企业

财务负担。

疫情初期，多国航空公司不得已采取裁员、压缩航班数量

等措施降低运营成本。随着航空旅行需求反弹，近期各国航

空公司开始增加雇员招聘、提升旅客预订及退改机票的灵活

性、增加航线等，保障运营效率。

加拿大航空公司允许旅客退款并为旅客提供当日备选航

班，为旅客行程安排提供更大便利。英国航空公司开放飞行学

员计划，意在招募更多飞行员，同时推出自愿重新预订政策。

随着国际游客数量反弹，非洲多国航空公司近期纷纷宣布增开

航班、开辟新航线等，并通过新建航站楼等提升基础设施水准。

为进一步丰富旅客体验，不少航空公司推出更多延伸服

务和产品。新加坡航空公司专门成立电子商务子公司，为旅

客提供上百种城市旅行观光产品。美国捷蓝航空推出专门旅

游网站，为旅客提供汽车租赁、酒店和主题公园门票预订等产

品和服务。不少机场还新增电子商务平台，方便旅客在线购

买免税产品。

推动低碳减排 寻求绿色转型

数据显示，疫情发生前航空业排放量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总

排放量的 2%至 3%。《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

约方大会期间，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主席萨尔瓦托雷·夏基塔

诺向国际社会发出倡议，呼吁航空业尽快采取措施，实现国际

民航组织大会关于 2050年达成航空运输净零排放的目标。

发展可持续航空燃料是助力航空业减排的重要手段之

一。与化石燃料相比，目前商用的可持续航空燃料可减少高

达 80%的温室气体排放。国际航协发布的报告指出，实现

2050 年净零排放目标需要多种手段同时发力，预计可持续航

空燃料对实现这一目标的贡献高达 65%。

目前，不少国家和航空公司已经着手推动可持续航空燃

料的开发和应用。近日，德国联邦数字和运输部资助的“甲醇

制可持续航空燃料”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旨在研发将甲醇转

化为可持续航空燃料的工艺。1 月 23 日，阿联酋航空成功完

成了使用完全可持续航空燃料的地面发动机测试，并将尽快

开展首次试验飞行。

国际航协估计，2022 年可持续航空燃料产量将达到或超

过 3 亿升，同比增长 200%，但仅能满足航空业 1%的需求。政

府和私营部门需要加大投资，扩大可持续航空燃料产能。国

际航协呼吁各国政府逐步减少对化石燃料的补贴，并将这部

分资金更多用于可持续航空燃料的生产和研发。

“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仍然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国

际航协理事会主席罗宾·海斯表示，气候变化以及能源市场波

动，凸显航空业加速向可持续航空燃料过渡、实现净零排放的

必要性。海斯呼吁全球航空业共同努力，并建议政府出台相

关政策，进一步扩大可持续航空燃料的产能，加快推动航空业

绿色转型。

全球航空业加快复苏步伐
今年有望实现2019年以来首次盈利

本报记者 宋亦然

1 月中旬，英国东南部萨福克郡的最低气温降至零下 6
摄氏度，41 岁的当地居民卡拉为节省供暖费用，每天只在睡

前开两个小时暖气，室内温度只能保持在 10 至 12 摄氏度。

由于寒冷潮湿，家里墙面的霉斑面积越来越大，她不得不每

天到伊普斯威奇镇的图书馆待上一阵。图书馆里有温暖的

空间，还有慈善机构提供的免费热饮和面包。

伊普斯威奇镇图书馆是目前英国 4000 多家“温暖银行”

之一。为应对燃料价格大幅上涨、减少居民取暖负担，英国

一些地方政府和福利机构在图书馆、社区中心等公共场所设

置“温暖银行”，供困难民众免费取暖，并提供一些基本生活

帮助。部分企业也开放办公空间，为有需要的民众提供避寒

取暖场地。一些公益组织通过在线地图汇总英国各地“温暖

银行”信息，方便民众搜索查询。

数据显示，尽管英国政府针对普通民众用电用气采取

了限价措施，但去年英国家庭年平均能源账单费用仍高达

2500 英镑，同比上涨 96%。约瑟夫·朗特里基金会的研究表

明，即便领取了政府的能源补贴，去年 10 月以来仍有 430 万

户英国家庭不得不削减取暖支出，超过 300 万户英国低收

入家庭无力支付供暖费用。在英国，能源账单支出超过可

支配收入的 10%，且剩余收入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的家庭

被定义为“燃料贫困”。截至去年入冬，英国“燃料贫困”家

庭数量达到 700 万户，是 2020 年的两倍。据英国“消除燃料

贫困联盟”预测，今年 4 月前，英国“燃料贫困”家庭的数量

将达到 860 万户。

此前，英国卫生安全局曾就冬季寒冷天气发出警报，建

议健康弱势群体尽量将室内温度保持在 18 摄氏度以上，以

降低发生呼吸道和心脑血管等疾病风险。但英国《独立报》

指出，去年以来，已有 240 万户英国家庭借钱或贷款支付各

种账单，对这些需要举债付暖气费的家庭来说，落实这些专

业建议无异于天方夜谭。伦敦大学学院卫生公平研究所发

布的报告显示，寒冷潮湿的房屋引发的各种疾病，每年给英

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带来的额外花费约为 25 亿英镑。此

外，英国房屋保温性能普遍低于西欧国家水平。据英国智库

新经济学基金会测算，英国家庭采暖费用中的 1/4 实际上是

用于支付浪费掉的能源。

通胀高企带来的生活成本加剧，导致英国民众相关公益

需求不断增加。去年 4 月以来，英国通胀水平多次刷新 40 年

来最高纪录，去年 12 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10.5%，仍

处于历史高位。英国《卫报》报道说，10 年前，许多英国人对

于“食物银行”的概念还很陌生，但在 2021 年，英国最大“食

物银行”网络特拉塞尔基金会全年共送出 220 万份紧急食品

包，以帮助吃不饱、买不起食物的民众。到了 2022 年，供人

们逃离寒屋的“温暖银行”成为“食物银行”的补充，在半年内

数量增加了 10 倍。 （本报伦敦 1月 31日电）

“燃料贫困”家庭达700万户

英国“温暖银行”需求大增
本报记者 周卓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