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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及其他个别成员
的裹挟怂恿下，七国集团一
再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对中
国妄加指责，渗透出浓重的
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
七国集团所谓维护国际秩序
极其虚伪，其本身就是国际
秩序的破坏者

据报道，即将在日本广岛举行的七国

集团峰会可能将对中国施压列为中心议题

之一，以要求中国“遵守规则”“采取负责任

的行动”等为名，对中国进行抹黑攻击。近

两年来，在美国及其他个别成员的裹挟怂

恿下，七国集团一再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对

中国妄加指责，渗透出浓重的冷战思维和

意识形态偏见。

美国执意将中国作为“假想敌”进行遏

制打压，拉拢盟友对中国搞围堵是其公开

宣称的战略目标。去年 6 月，七国集团罔

顾中方严正立场和坚决反对，在峰会公报

中 14 处提及中国，对香港、新疆、人权、东

海、南海以及台海和平稳定等说三道四，粗

暴干涉中国内政，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

假叙事，煽动对抗情绪。作为今年的七国

集团轮值主席国，日本利用美国错误对华

政策搞投机、谋私利，为美国将一系列遏华

议题塞进七国集团议程提供了便利。七国

集团外长会议大肆炒作一系列涉华议题，

再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恶意污蔑抹黑中

国，贸易部长会议等也传递出针对中国的

信号。影响力日渐式微的七国集团，已沦

为美国的霸权仆从，只能靠炒作中国议题

刷存在感。

七国集团宣称要维护所谓“基于法治

的国际秩序”，却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

核心。举世皆知，台湾回归中国是战后国

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开罗宣言》《波茨

坦公告》就此作出了明确规定。任何真心

致力于维护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决

反对一切“台独”行径。七国集团把《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抛

诸脑后，把中方反对“台独”分裂说成是“改变台海现状”。这一

纵容“台独”分裂活动的行为，是对国际社会公认的战后国际秩

序的赤裸裸挑战。这充分说明，七国集团所谓维护国际秩序极

其虚伪，其本身就是国际秩序的破坏者。

七国集团宣称要共同应对“经济胁迫”，却对美国在世界上

大搞经济胁迫不闻不问。长期以来，美国倚仗其经济实力和金

融霸权，对他国滥施非法单边制裁。据媒体报道，从 2000 年到

2021 年，美国对外制裁增加 933%。截至 2021 财年，美国已生效

的制裁措施累计达 9400 多项。美国对世界上近 40 个国家实施

过单边经济制裁，全球近一半人口受到影响。即使是七国集团

其他成员，在美国的经济胁迫和霸凌面前也难以幸免，日本东

芝、德国西门子、法国阿尔斯通等企业，都曾是美国打压的对

象。中国是美国经济胁迫的受害者，一贯坚决反对其他国家搞

经济胁迫。如果七国集团峰会要把应对“经济胁迫”列入议程，

首先应讨论和谴责美国的经济胁迫行径，而不是做经济胁迫的

同谋和帮凶。

七国集团宣称要讨论所谓“经济安保”议题，却姑息甚至助

长美国搞“脱钩断链”，给世界经济复苏增添风险。在七国集团

财长会议期间，美方声称正在考虑进一步限制美国企业对华投

资，并公然表示要“与盟友和伙伴认真讨论此事”，流露出进一步

升级其经济霸凌行径的意图。近年来，美国一再泛化国家安全

概念，滥用出口管制措施，变本加厉限制本国企业同中国的正常

经贸合作，影响企业正常经营决策，并鼓动乃至胁迫盟友复制其

做法，严重违背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破坏国际经贸秩序，

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七国集团如果给美国迟滞他国发

展的经济霸凌行径开绿灯，不仅会沦为全球发展的破坏性力量，

也将伤害自身的经济复苏之路。

大国当有大国的样子。七国集团作为“富国俱乐部”却为富

不仁，早已引发国际社会不满，每年举办峰会都会引发强烈抗

议。去年，一幅抗议海报将扭曲变形的地球嵌入字母 G，寓意

“世界在七国集团的干预下日益变得扭曲和不正常”。这是对七

国集团如今所扮演的全球破坏性角色的真实反映。七国集团应

该明白，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遏制打压他国、挑动阵营对立，

有悖开放包容的时代大势，害人者终将害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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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韩国国内及全

球经济影响，公司今年

销售额减少、设备费用

增加，营业利润随之大

幅 减 少 。 今 年 第 一 季

度，公司营业利润同比

减少 49.2%。”韩国一家

建 筑 材 料 企 业 的 相 关

负责人表示。

据 韩 国 产 业 通 商

资 源 部 近 日 发 布 的 最

新统计数据显示，韩国

4 月的贸易逆差为 26.2
亿美元，这是该国连续

14 个 月 出 现 贸 易 逆

差 。 韩 国 银 行（央 行）

发 布 的 初 步 核 实 数 据

显示，韩国今年第一季

度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GDP） 环 比 增 长

0.3% 。 韩 国 开 发 研 究

院 日 前 将 今 年 韩 国 经

济增速预期下调 0.3 个

百 分 点 至 1.5% ，并 认

为 ，若 出 口 恢 复 困 难 ，

今 年 韩 国 经 济 增 长 有

可能会降至 1%左右。

韩 国 银 行 的 数 据

显示，韩国第一季度出

现 44 亿 美 元 的 贸 易 逆

差 。 出 口 商 品 中 ，汽

车、船舶、半导体、显示

器等均出现下滑，最主

力 的 出 口 商 品 芯 片 的

出口持续低迷，拖累外

贸 整 体 增 长 。 韩 国 开

发研究院经济展望室室长郑圭哲表示，韩国半导体

产业的近期业绩比 2 月份预想的还要差，半导体库

存积压较多，拖累经济整体增速。

韩国政府财政赤字和企业负债也在不断增加。

据韩国企划财政部发布的数据，今年前 3 个月韩国

政府财政赤字增至 54 万亿韩元（1 元人民币约合 192
韩元），已逼近今年全年的赤字预期。在韩国十大集

团所属的 106 家上市公司中，超过半数公司去年财

务状况恶化，有 21 家公司负债率甚至超过 200%。

韩联社报道称，大型上市公司去年陷入高利率、高物

价和高汇率三重困境，营业状况普遍不佳。

通货膨胀持续走高，让韩国普通民众的生活受

到明显影响。在韩国汝矣岛一家证券公司工作的郑

先生告诉记者，他在公司附近就餐的费用不断飙升，

“以前七八千韩元就能吃上一顿像样的午餐，现在一

碗拌饭都已涨到 1 万韩元以上”。自去年初以来，韩

国物价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今年 4 月，韩国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3.7%，这是自去年 2 月以

来涨幅首次回落至 4%以下水平。餐饮物价居高不

下，4 月外出就餐物价指数为 117.15，环比上涨 0.7%，

连续 29 个月上涨。另据统计，韩国家庭平均债务在

去年首次超过 9000 万韩元。高通胀和高借贷增加了

韩国居民的生活成本，抑制了居民消费的复苏。

当前，韩国出口商信心低迷，工业生产依然疲

弱，制造商对消费者需求持谨慎态度。韩国政府表

示，将在确保物价和民生稳定、管控内外部风险的条

件下，提振出口、投资和内需，努力改善经济结构。

（本报首尔 5月 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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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泛美卫生组织发布的统计数据，近期登革热总体发

病率在拉美多国呈现上升趋势。 2023 年以来，中美洲部分国

家、安第斯地区以及包括古巴和多米尼加在内的加勒比国家

登革热病例数显著增加，一些国家的部分地区宣布进入紧急

状态。

截至目前，秘鲁已报告 7.6 万多例登革热病例，其中有 82 例

死亡病例。首都利马的登革热病例与 2022 年相比增加了 5 倍，

秘鲁政府已宣布 20 个地区进入为期 120 天的紧急状态。巴西今

年已有 333 人因登革热死亡。玻利维亚登革热病例累计超过

2 万例，其中有 69 例死亡病例。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在登革热

疫情扩大后，发布流行病学红色警报。阿根廷目前已报告 9.3 万

多例登革热确诊病例和 56 例死亡病例。哥伦比亚今年以来已

记录超过 2.8 万例登革热病例。此外，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和洪

都拉斯分别报告了 974 例、1278 例和 2803 例登革热病例。

登革热是一种由蚊子传播的急性病毒传染病，其典型症状

有发烧、头痛和关节痛等。登革热分为普通登革热和出血登革

热，后者死亡率较高。泛美卫生组织警告说，在最热和雨水最多

的月份，登革热疫情传播往往会扩大。安第斯卫生组织执行秘

书、儿科医生和公共卫生专家玛利亚·卡门认为，气候变化使气

温变得更高，“自来水短缺和排水系统不完善迫使一些地区的民

众储存干净的水，这为蚊子的滋生提供了有利环境”。

部分拉美国家基层医护力量和医疗设施薄弱，让救治登革

热重症患者面临挑战。秘鲁监察员办公室表示，在登革热高发

地区，医疗机构不堪重负，实际护理需求是护理能力的 8 倍，一

些药物出现短缺。

为控制登革热疫情传播，多国卫生部门采取紧急措施进行

应对。玻利维亚政府制定了抗击登革热疫情计划，开展社区清

洁、设置流动医疗点等。阿根廷卫生部门在全国进行大规模灭

蚊工作，采取安装纱网等防蚊措施。秘鲁卫生防疫人员挨家挨

户进行消毒，向民众宣传登革热防控知识、免费发放驱蚊用品

等。秘鲁卫生部部长罗莎·古铁雷斯·帕洛米诺已要求民众采取

紧急预防措施，并遵循卫生部门的建议。同时该国已拨款 3500
万索尔（1 元人民币约合 0.53 索尔）用于应对这一紧急公共卫生

事件。

拉美多国紧急应对登革热
本报记者 彭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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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美国科技企业接连发布裁员公告，包括

谷歌母公司字母表公司、脸书母公司元公司、微软、推特、亚

马逊等商业巨头。除科技企业外，美国金融、消费、制造、运

输、房地产等多个行业也陆续出现裁员潮。分析人士指出，

美国企业裁员潮加剧，凸显美国通胀高企、美联储激进加息

等影响进一步发酵，美国经济面临较高衰退风险。

今年科技企业裁员数已超去年全年

据美国媒体报道，自去年开始的美国科技企业裁员潮在

今年进一步加剧。追踪科技行业裁员情况的美国“裁员”网

站公布数据显示，截至 5 月 15 日，今年已有 675 家企业裁员

超过 19.3 万人，裁员数量已经超 2022 年全年。

亚马逊公司 3 月表示，将对包括盈利的云计算和广告业

务在内的各部门裁减 9000 个职位。此前在 1 月份，该公司已

宣布裁员 1.8 万人。元公司去年 11 月宣布裁员 13%，相当于

裁减 1.1 万名员工。今年 3 月，该公司再次发布裁员公告，将

在未来几个月裁减约 1 万人，目的是“在艰难的经济环境下

提高效率”。

字母表公司 1 月表示，为应对黯淡的经济前景，计划裁

员 1.2 万人左右，6%的裁员幅度也是该公司有史以来最大规

模裁员。戴尔公司 2 月表示，鉴于利率上升及金融形势收

紧，该公司将裁员约 5%。戴尔联席首席运营官杰夫·克拉克

在给员工的备忘录中说：“市场状况不断恶化，未来充满不确

定性。”此外，微软公司宣布将裁减 1 万名员工，英特尔公司

近日也表示计划裁员以降低成本，这意味着裁员潮将继续困

扰美国科技行业。

据英国《每日邮报》统计，今年一季度，美国雇主宣布的

裁员总数达 27 万人，较 2022 年增长了 396%。这也是自新冠

疫情发生以来裁员最多的第一季度。其中科技行业裁员占

比达 38%，可能超过 2001 年互联网泡沫破裂时创下的科技行

业年度裁员纪录。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孙立鹏

分析认为，美国科技企业裁员潮主要有 3 个方面原因：一是

疫情缓和后，线下经济重启，互联网企业业务萎缩，不得不削

减运营成本；二是美国宏观经济环境进一步收紧，美联储连

续多轮加息，加大了企业融资成本，同时研发资金下降，企业

选择通过裁员来缩减业务规模；三是一些互联网企业面临着

创新步伐减缓、创新动能减弱的问题。

美国媒体分析认为，科技企业纷纷裁员，宏观因素在于

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由于市场需求疲软，对科技行业股

价和业绩造成巨大冲击。经济低迷导致广告商削减开支，

给以数字广告业务为主的互联网公司带来严重打击。个人

电脑等消费电子产品的需求量下滑，使科技企业的处境更

趋恶化。

裁员潮正向多个行业蔓延

当前，美国科技企业裁员潮影响正在外溢。在“裁员”网

站的统计列表上可以看到，近期裁员的企业涵盖金融、媒体、

零售业、旅游、医疗保健、房地产等多个行业。

首当其冲的是金融业。美国高盛集团表示，今年将开始

大规模裁员，计划裁掉大约 8%的员工，涉及近 4000 人。资产

管理公司贝莱德也将裁员 500 人，约为员工总数的 3%。美国

摩根士丹利银行近日计划再次裁员 3000 人，拟在今年第二

季度实施。《华尔街日报》分析称，科技行业的减速已经开始

对华尔街产生影响，导致金融行业收入下滑。根据咨询公司

“查林杰—格雷—克里斯马斯”的报告，美国的金融公司今年

宣布裁员 3 万人，比去年增加了 419%，仅次于科技行业。

在消费行业，美国餐饮业巨头麦当劳公司 4 月初决定，

暂时关闭位于美国的全部办事处，并通知员工准备裁员。该

公司表示，内部组织机构庞大、各自为政，致使人员冗余、创

新放缓，作为战略重组的一部分，计划整合、叫停或搁置一些

项目。美国零售业巨头沃尔玛近期也先后宣布关闭多个电

商配送中心。其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新泽西州和加利福尼

亚州的配送中心将分别裁员 400 人、200 人和 900 人左右。

其他领域也受到波及。毕马威、安永等四大会计师事务

所先后宣布将在美国大规模裁员，以应对经济疲软和业务大

幅放缓。迪士尼公司近期也开启首轮裁员，预计裁员 7000
人，这是该公司 2 月宣布的 55 亿美元成本削减计划的重要部

分。联邦快递、制造业巨头 3M、陶氏化学等近期均宣布大规

模裁员计划。

《福布斯》杂志网站称，高通胀和不稳定的外部经济环境

将继续推动美国企业裁员。美国海兰软件公司首席执行官

比尔·普列梅尔表示：“没有预料到通货膨胀、利率上升和劳

动力成本增加会对我们的支出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查林

杰—格雷—克里斯马斯”公司高级副总裁安德鲁·查林杰说，

随着美国银行业持续动荡，以及信贷环境有所收紧，小企业

可能更难获得资金来推动发展和招聘人员。

面临较高经济衰退风险

美国企业裁员潮加剧人们对美国经济衰退的担忧。美

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美国 2023 年一季度 GDP 年化环比

增长 1.1%，大幅低于市场预期的 2%，较去年四季度 2.6%的增

幅有所回落，已连续两个季度放缓。《华尔街日报》网站报道

称，在通货膨胀仍然高企、利率不断上升的情况下，美国第一

季度经济增长下滑，增加了人们对今年晚些时候可能出现经

济衰退的担忧。

日前，美联储宣布加息 25 个基点至 16 年高位，这也是其

一年多以来第十次加息，累计加息幅度达 500 个基点。与此

同时，美国 4 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4.9%，仍远高于 2%
的通胀目标。分析认为，裁员潮暴露了美国高通胀和利率飙

升对企业收益造成的冲击，企业不得不削减开支以降低损

失。当前美国消费支出已出现动能减退迹象，加之银行业动

荡持续发酵，可能进一步拖累经济增长。

毕马威首席经济学家戴安娜·斯旺克认为：“美国经济可

能进入一个‘慢衰退’，经济增长将逐渐失速。”安永—博智隆

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格雷戈里·达科警告称，近期银行业危机

之后，通货膨胀、高利率以及贷款减少等一系列负面因素结

合在一起将在未来几个月拖累经济。孙立鹏认为，受美国银

行业和债务上限问题困扰，短期内美国的宏观经济环境难有

好转，美国经济陷入技术性衰退的可能性加大。

裁员潮不断蔓延、经济衰退阴影挥之不去，正在侵蚀美

国民众对经济前景的信心。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日

前发布的“全美经济调查”显示，69%的美国成年人对美国当

下以及未来的经济形势持负面看法，创这项调查 17 年历史

中的最高纪录。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 4 月下旬发布的民

意调查结果也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对国家发展前景持悲观态

度。高达 80%的受访者不满意美国的现状，越来越多的民众

认为美国 2024 年的经济会恶化。

美国企业裁员潮加剧经济衰退担忧
本报记者 李志伟 王 慧 张梦旭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审议大会关注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问题

据新华社海牙 5月 16日电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第五次审

议大会 15 日在海牙开幕。中国代表团积极推动大会审议日本

遗弃在华化学武器问题，并在会议现场举办日遗化武专题展览。

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全面介绍了日遗化武的历史经

纬、现实危害以及面临的挑战，强调《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对日本

作为化武遗弃国应尽的义务作了明确规定。公约生效已 26 年，

但日遗化武销毁仍远未完成，成为国际社会实现“无化武世界”

共同目标最现实的挑战。

孙晓波说，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应尽的历史责任和国际义

务，而不是什么“付出和贡献”。衡量日方履约情况的标准是销

毁多不多、快不快，而不是投入了多少人力物力。中方高度赞赏

禁化武组织及广大缔约国在日遗化武销毁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

用，呼吁各方保持和加大对日方的监督、核查力度，推动销毁进

程取得更大、更快的进展。

禁化武组织总干事阿里亚斯表示，禁化武组织始终高度关

注日遗化武问题。随着全球库存化武销毁即将完成，日遗化武

问题的重要性更加突出。相信通过此次展览，各方将更加了解

日遗化武问题。当前中国境内还在不断发现新的日遗化武。禁

化武组织将继续通过相关监督核查机制，为加快销毁日遗化武

提供一切必要协助。

同日，阿塞拜疆代表“不结盟运动加中国”在审议大会一般性

辩论中作共同发言，强调日遗化武销毁进展缓慢，敦促日方全面、

完整、准确执行禁化武组织执理会决定，全力加快销毁进程，早日

彻底完成日遗化武销毁，确保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环境安全。

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 5 月 15 日发布消息说，14 日登陆缅甸的热带气旋“穆查”已造成多地受灾。图为 5 月 14 日，在缅甸若开邦

皎道市，市民在雨中骑行。 赛 昂摄（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