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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泰国首座太阳能空调公交车站在曼谷启用。车站位于西康广场购物中心前，占地面积约 40 平方米，可容纳 40 多名候车旅客。

站内设有公交线路显示屏、太阳能空调系统、免费无线网络、USB 充电插座、公共饮水机等，为旅客提供舒适候车环境。

本报记者 杨 一摄

秘鲁外贸和旅游部近日表示，预计今年秘鲁将迎来 250
万人次国际游客，较去年增长 26%，将带来超过 33 亿美元的

外汇收入。

独特的自然地貌、古老的印加文明、多样的美食文化……

秘鲁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受到越来越多国际游客的喜爱。

秘鲁出口和旅游促进委员会执行主任阿莫拉·卡巴哈尔表示，

2022 年度世界旅游大奖将秘鲁评为南美最佳文化目的地、最

佳餐饮目的地，令他们备受鼓舞，“我们将继续努力为游客提

供更具吸引力和多样化的旅游选择”。

为吸引更多国际游客，在 3 月举行的 2023 柏林国际旅游

交易会上，秘鲁投入约 200 万欧元推出“秘鲁—现在”主题宣

介活动，向世界展示秘鲁具有代表性的秀美风光、社会文化习

俗等，并将通过多媒体方式投放至国际知名主流媒体以及多

家社交媒体，同时在纽约、墨西哥城、马德里等城市投放。

近期，秘鲁政府还联合相关协会发起多项宣传推广活

动。秘鲁出口和旅游促进委员会推出了“带我去南方”活动，

旨在促进秘鲁国内旅游，带动南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覆盖范

围包括著名历史遗迹马丘比丘所在的库斯科地区等。除了在

全国机场、公路沿线等地投放宣传广告外，活动组织者还联合

56 家旅游机构为游客提供优惠旅游名额，民众还能通过参与

社交媒体活动赢取免费往返机票。

秘鲁外贸和旅游部连续 3 年举办“我们是手工艺人”活

动，大力推广秘鲁传统手工艺品。 4 月 27 日，2023 年度“我

们是手工艺人”活动申请正式结束，组织者将从申请者的作

品中挑选出超过 1000 件获奖作品。除了对获奖作品给予技

术援助外，还将给每件作品 5000 秘鲁新索尔（1 美元约合 3.7
秘鲁新索尔）的现金奖励，用于支持手工业者生产和销售手

工艺品。

“秘鲁旅游业有望迎来强劲复苏势头。”秘鲁酒店、餐饮及

相关行业协会主席巴勃罗·加西亚表示，秘鲁旅游业增长前景

可期，旅游相关从业人员将与政府部门携手共促旅游业发展。

秘鲁多举措促进旅游业复苏
本报记者 时元皓

欧洲铁路货运峰会近日在波兰首都华沙闭幕。来自欧洲货运

界、政府和学界的 200 名代表共同聚焦欧洲铁路货运发展机遇、探索

路线方案以及铁路基础设施建设等议题。打造更具连通性的欧洲铁

路网成为本次会议的一项共识。会议认为，由于在环境可持续性方

面优势明显，铁路运输是欧盟扩大基础设施投资的重点领域。

根据欧盟的规划，到 2050 年交通部门的碳排放要比 1990 年减少

90%，这需要将目前占欧洲货运量 75%的公路运输业务，更多转移到

铁路运输和内陆水运中。在欧盟推出的“欧洲绿色协议”中，加强铁

路运输被视为 2050 年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配套举措。德铁货运

欧亚公司代表康贝雅在会上表示：“与公路运输相比，铁路运输可减

少 80%以上的碳排放，与空运相比可减少 95%以上。”

相关数据显示，即使在新冠疫情期间，铁路运输也显示了高效和

保供能力，同时具备较高的安全系数。“多个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完

善欧盟铁路网络，增加对铁路交通管理系统的投资，让铁路变得更加

智能和安全。”欧盟交通运输专员阿迪娜·洛安娜·瓦莉安说。

为加快欧洲铁路网建设，欧盟去年 2 月宣布正式启动欧洲铁路

计划。该计划涵盖交通管理、车辆、基础设施和服务等领域的研究与

创新，目标是通过消除互联互通的壁垒，提供集成解决方案，打造一

个高性能、一体化的欧洲铁路网。目前，欧盟已宣布提供 54 亿欧元

资金支持 135 个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其中 80%的资金分配给铁路和

内陆水道等低碳排放项目。

波兰基础设施部代表卡普尔扎克在会上宣布，该国将投资约

8.2 亿欧元用于发展马拉舍维奇货运口岸。通过增加投资，不仅让

波兰边境铁路口岸吞吐能力翻倍，对促进跨欧亚铁路运输也具有

积极意义。

德国、法国等欧盟成员国也增加了对铁路行业的投资预算。今

年 3 月，德国政府就关于气候保护、交通运输等内容的一揽子政策达

成一致，其中包括对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投资。德国铁

路行业将在 2027 年前实施预计 450 亿欧元的铁路投资方案，包括增

加对联合运输终端网络、铁路基础设施水平的投入，力争到 2030 年

该国 25%的货物通过铁路运输。德国政府还计划对公路运输增收

每吨 200 欧元的二氧化碳附加税，将这一收入的 80%用于资助铁路

项目。

今年 2 月，法国总理博尔内宣布，从现在起到 2040 年，法国将为

铁路系统投资 1000 亿欧元。法国国家铁路公司对这一投资计划表

示欢迎，认为“发展以铁路为核心的去碳化多式联运交通方式，对运

输企业、旅客和地方政府都有利”。

（本报柏林 5月 8日电）

欧盟计划扩大铁路运输投资
本报记者 李 强

近期，多个经济体推出政策强化本

币在国际贸易和跨国结算中的使用，国

际货币体系加快多元化探索。比如，印

度和马来西亚在双边贸易中拟用印度卢

比进行结算，中国和巴西将使用人民币

或巴西雷亚尔进行结算，东盟国家也在

讨论如何转向以当地货币进行结算。

此前，不少国家或地区在跨境支付

领域已尝试绕过美元主导的环球银行间

金融通信协会（SWIFT）系统。比如德

国、法国和英国主导推出的“贸易交换支

持工具”（INSTEX）、俄罗斯建立的金融

信息传输系统（SPFS）、中国的人民币跨

境支付系统（CIPS）等。随着新兴市场

和发展中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

不断上升，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趋势也

日益明晰。

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奠定了美

元作为主导性国际货币的基础，但从一

开始就面临着“特里芬难题”，即美元信

用与国际清偿能力的矛盾。上世纪 70
年代起，美元与黄金脱钩并挂钩石油，保

障了其在国际贸易计价和支付结算中的

主导地位，并延伸成为国际投资和国际

储备的主导货币，但其内在矛盾并未解

决。作为全球最大债务国，美国债务规

模近年来加速增长，美元信用根基不断

遭到动摇。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先

后推出数轮量化宽松政策，新冠疫情发

生后又实行“无上限”量化宽松政策。这

导致当前美国在防通胀、防衰退和防金

融风险之间艰难平衡，各国对美元稳定

性的担忧进一步加剧。加之美国将美元

作为武器，综合运用政治、军事、经济、科

技与文化霸权，制造“美元潮汐”攫取他

国财富，通过金融制裁限制他国发展权，

更强化了多国探索其他货币支付方式的

决心。

加快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探索，是

世界经济结构转型和全球产业链变革背

景下多国的主动选择。根据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统计，2001 年至 2021 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占

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从 21.15%上升到 40.92%，发达经济体占

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则由 78.85%下降至 59.08%。新兴市场

和发展中经济体成为全球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力量，自主制定

经济政策的要求更加迫切。相对于美元，本币结算的汇率风

险更低，本币融资是更为稳定的融资来源，与国内财政政策、

产业政策的配合更加便利有效。

受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经贸规

则重构、发达国家推动制造业回迁等因素影响，当前全球产业

链供应链朝着多元化、数字化等方向变革，同时也呈现一定范

围的区域化、本土化。处于价值链不同环节的进出口交易商

对币种需求存在差异，一些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保持相对优

势位置的国家，其货币使用也有了更大空间。

国际货币拥有价值尺度、支付媒介和储藏手段三大职能，

作为支付媒介是国际货币的重要职能之一。美元成为国际主

导货币，起源于二战后在西欧和日本分别推出“马歇尔计划”

和“道奇计划”，通过贸易结算策略性地扩大美元的流通域。

如今，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探索首先也从支付结算领域开始。

历史经验表明，国际货币体系变革是一个长期过程。当

前，美国仍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元在外汇储备、外汇交易、

国际支付等领域依然保持优势地位。为维护美元霸权和传统

优势，美国或将采取多种手段，以强势美元策略缓滞“去美元

化”甚至推动“再美元化”。但是正如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

者吉利安·泰特日前撰文所言，一个多极的货币世界，或许比

想象中更快到来。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厅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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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贝尔格莱德 5月 7日
电 （记者石中玉）塞尔维亚政府

官员、民众，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

馆工作人员以及中资企业和华侨

华人代表 7 日前往中国驻南斯拉夫

联盟大使馆旧址，凭吊在 1999 年使

馆被炸事件中牺牲的邵云环、许杏

虎和朱颖 3 位烈士。

仪式开始后，塞尔维亚体育部

长佐兰·加伊奇和中国驻塞尔维亚

大使陈波一同走到烈士纪念碑前，

整理花圈上的缎带。花圈上别有

挽联，上写“深切缅怀邵云环、许杏

虎、朱颖烈士”。随后在加伊奇和

陈 波 的 带 领 下 ，全 体 人 员 躬 身 默

哀，并依次向纪念碑献花。

加伊奇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北

约 轰 炸 中 国 大 使 馆 是 懦 夫 行 为 。

他表示：“我们有责任铭记和缅怀

所 有 失 去 生 命 的 人 ，并 为 他 们 祈

祷，也为幸存者祈福。”

陈 波 对 塞 方 每 年 都 和 中 方 一

同缅怀 1999 年在北约轰炸中遇难

的 3 名记者表示感谢。她说，对遇

难者的共同缅怀不仅体现了双方

对中塞传统友谊的珍视，也反映了

双方对和平与独立自主政策和国

际公平正义的共同追求。

陈波告诉新华社记者，作为使

馆被炸事件的亲历者，24 年来，她

不 能 也 不 敢 忘 怀 当 时 发 生 的 一

切。她表示，24 年后，虽然强权政

治、霸权主义依旧是当今世界动荡

最深刻的根源，但是致力于和平发

展的力量越来越强大。

陈波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认

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我也坚信越来越多

的国家和人民将会团结在一起，共同努力去

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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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重返阿盟

本报大马士革 5月 8日电 （记者薛丹）

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7 日发表声明说，阿

盟当天在开罗举行的外长级特别会议上决

定，同意恢复叙利亚的阿盟成员国资格。叙

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叙方一直关注“阿

拉伯地区当前的积极趋势和互动”，认为这

符合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利益，有利于阿拉伯

国家的稳定、安全和繁荣。

声明说，作为阿盟创始成员国，叙利亚

始终坚持其关于“加强阿拉伯共同行动与合

作的必要性”的一贯立场，并重申下一阶段

需要以对话、相互尊重和阿拉伯国家共同利

益为基础，以“有效、建设性的阿拉伯方式”

在双边和集体层面展开行动。

2011 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阿盟中止了

叙 利 亚 的 成 员 国 资 格 ，多 个 阿 拉 伯 国 家 关

闭驻叙大使馆。随着近年来叙国内和地区

局 势 演 变 ，叙 政 府 同 阿 拉 伯 世 界 关 系 逐 渐

解冻。

近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2022 年全球气候状况报告》。

在这份全球气候年度“体检报告”中，一系列关键气候指标和

数据显示，从山峰到海洋深处，2022 年气候变化均在继续。

干旱、洪水和热浪影响了各大洲，造成了数十亿美元的损失。

报告呼吁，国际社会需要在减缓气候变化和适应其影响方面

采取更有力的行动。

过去 8年为有记录以来最热

2022 年，瑞士阿尔卑斯雪山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夏季融化

季未留下任何积雪；南极洲海冰面积一度降至 192 万平方公

里，为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海洋热含量、酸化程度达到新的

观测纪录，海洋生态系统面临日益严重的威胁；东非的持续干

旱、巴基斯坦的破纪录降雨以及欧洲多国的破纪录热浪影响

了数千万人……从冰川到海洋，从农村到城市，无论是自然生

态系统还是人类社会，都受到气候变化带来的冲击。

《2022 年全球气候状况报告》指出，2022 年全球平均温

度比 1850 年至 1900 年的平均值高出了约 1.15 摄氏度，2015
年至 2022 年是自 1850 年有记录以来最热的 8 年。尽管过去

3 年连续出现了拉尼娜现象，但 2022 年仍是第五或第六个最

暖的年份。三种主要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甲烷和一氧化二

氮的浓度在 2021 年达到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特定地点的

实时数据显示，这三种温室气体的浓度在 2022 年还在继续

上升。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魏科告诉记者：“拉

尼娜现象具有降温效应，连续 3 年出现拉尼娜现象暂时减缓

了全球气温的上升，但它不会阻止或扭转全球变暖的长期趋

势。今年或明年另一个厄尔尼诺事件到来时，全球温度可能

会到一个新的最高点。”

气候变化的冲击仍在持续。今年以来，全球范围已发生

多起极端气象灾害：在大洋洲，2 月的热带气旋“加布里埃尔”

使新西兰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在北美洲，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

部一季度遭遇暴风雪肆虐，导致当地大范围停电和道路封闭；

在南美洲，智利中南部大范围火灾导致数十万公顷森林被毁，

巴西圣保罗州的极端强降雨和洪水令数千人无家可归；在欧

洲，继去年遭遇夏季高温和干旱天气后，意大利、法国等国正

面临连续第二年的干旱，多国政府正在为农作物减产做准备；

4 月，印度、泰国、老挝等南亚和东南亚多国出现极端高温，多

地气温超过 40 摄氏度……

“报告凸显了令人担忧的趋势。温室气体浓度、极端高

温、森林火灾、降雨减少等在 2022 年再次创下纪录，所有这些

都对整个大陆的生态系统和社会环境产生了重大影响。”欧盟

下属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主任卡洛·布恩坦波强调。

加剧人类健康和生态系统风险

报告还关注了气候变化及极端天气对经济、社会的破坏

性影响。2022 年，全球各地气象灾害与新冠疫情、冲突和暴

力事件等影响交织叠加，加剧了本已不断恶化的全球人口营

养不良问题。与气候和天气有关的灾害性事件导致流离失

所人口不断增长。世界一些地区出现的严重干旱、洪水、热

浪等影响了数千万人，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粮食问题也

愈加突出。

以西部与中部非洲地区为例，世界粮食计划署近日发布

的研究显示，冲突、气候冲击、新冠疫情和高粮价的综合影响

持续加剧该地区的饥饿和营养不良问题。今年 6 月至 8 月的

旱季期间，该地区缺乏安全和营养食品的人数预计将增至

4800 万，这一数据在过去 5 年中增加了 4 倍。

“每一次气候变暖都会导致危害迅速升级。”联合国政府

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3 月发布的第六次评估报告

《综合报告》指出，更强烈的热浪、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进一步

增加了人类健康和生态系统面临的风险。因气候变化导致的

粮食和水危机，预计将随着气候变暖加剧而增加，当这些风险

与流行病或冲突等其他不利事件相结合时，相关工作变得更

加难以管理。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今年“世界地球日”的讲话中表

示，人类已掌握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工具、知识和解决方案，各

方必须加快步伐，包括加快落实气候行动，更深入、更快速地

减少排放，将全球升温限制在 1.5 摄氏度。

加强合作提升气候预警能力

面对极端气候事件频发、危害方式不断变化的现实挑战，

国际社会近年来越来越重视早期预警工作，从而为防灾减灾

救灾行动提供信息支撑，减轻灾害带来的影响。世界气象组

织秘书长塔拉斯指出：“预警能够拯救生命。日益增多的极端

天气事件，使得确保地球上人人都能获得预警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为重要。”

世界气象组织 193 个会员中，目前半数会员仍然没有受

到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的充分保护，在极端天气出现时容易

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为填补现有能力缺口，古

特雷斯在 2022 年世界气象日发起全民早期预警倡议，并在

2022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

上发布《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执行行动计划》，提出要确保早

期预警系统在未来 5 年内覆盖每一个人，确保世界气象组织

所有会员都能获得基本观测数据及相应预警服务。

一些国家积极开展气候预测工具和技术研发。2021 年，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牵头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地球系统数值模拟装置“寰”落成启用，能够通过对地球

的模拟和推演，捕捉更全面的预测信号，服务于应对气候变

化、防灾减灾等国家重大需求。日前，法国气象局和法国国家

科学研究院启动了一项为期 8 年、投资额达 5100 万欧元的科

研计划，旨在完善其气候预测模型建设。魏科认为：“近年来

数值预报技术有了很大进展，如果能在全球大规模推广，将对

人群提供非常好的保护。”

目前，中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气象观测系统，气候系

统观测能力大幅提升，并积极与国际社会在气象监测预报预

警、防灾减灾、适应气候变化等领域加强合作。今年 4 月 12
日，“一带一路”全民早期预警高层论坛在北京举行。世界气

象组织、中国生态环境部和中国气象局签署了支持联合国全

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合作协议。出席论坛的塔拉斯表示，中国

是全球气象的重要参与者，希望中国继续支持全球基本观测

系统，面向欠发达国家分享先进经验和专业知识，帮助其提升

气候适应能力。

（本报巴黎 5月 8日电）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2022年全球气候状况报告》强调—

以更有力行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本报记者 尚凯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