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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点R

近日，巴拿马首个

绿色数据中心“巴拿马

数字门户”在该国首都

巴 拿 马 城 正 式 启 用 。

该 数 据 中 心 由 意 大 利

电 信 集 团 旗 下 公 司

Sparkle 和 巴 拿 马 电 信

公 司 TON 合 作 建 立 ，

未 来 将 并 入 Sparkle 的

海底电缆与其欧洲、美

洲 和 亚 洲 的 全 球 骨 干

网 相 连 接 。 巴 拿 马 工

商部副部长胡安·卡洛

斯 表 示 ：“ 这 是 巴 拿 马

推 动 经 济 数 字 化 转 型

的重要一步。”TON 首

席执行官大卫·索利斯

认为，它将巩固巴拿马

作 为 地 区 数 字 枢 纽 的

地位，加强巴拿马的互

联互通。

近年来，巴拿马不

断出台相关政策，支持

提升数字产业竞争力，

积 极 推 动 实 现 数 字 化

转型。早在 2016 年，巴

政府就提出了“巴拿马

数 字 枢 纽 ”发 展 战 略 ，

目 标 在 2025 年 前 将 巴

拿 马 建 设 成 为 拉 丁 美

洲 数 字 创 新 中 心 。

2018 年，巴政府颁布行

政 令 ，提 出 吸 引 人 才 、

加强培训、投资税收优

惠等政策，为巴拿马数

字 枢 纽 战 略 发 展 提 供

支持。

电 子 商 务 及 数 字

支 付 在 巴 拿 马 正 加 速

发 展 。 据 巴 拿 马 通 讯

社报道，信用卡公司维

萨 咨 询 与 分 析 团 队 发

布的数据显示，巴拿马是拉美地区在线交易平均支

付金额最高的国家之一，2022 年巴拿马使用维萨卡

支付的网上购物数量与 2019 年相比增长 50%。此

外，疫情防控期间，巴政府还推出名为“LISTO”的数

字钱包，并通过该平台为特定群体发放电子优惠券，

进一步促进数字支付的普及。巴拿马经济学家埃

迪·塔彼罗表示，数字化转型对巴拿马的经济复苏非

常重要，也是让巴拿马更具竞争力的主要途径之一。

巴拿马政府重视政务和公共服务的数字化转

型，着力打造数字政府，并不断加大投资力度。去

年，美洲开发银行批准巴拿马一项 6000 万美元的贷

款，用于促进巴拿马政务和公共服务的数字化转型。

目前，不同社会群体间存在的数字鸿沟是巴拿

马实现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的一项严峻挑战。巴

拿马政府正计划采取相关改进措施，特别是针对该

国原住民、偏远地区居民及其他弱势群体提供更多

数字服务。巴拿马电信公司 Tigo 相关负责人张艾

达表示，在数字经济加速发展的同时，巴拿马需要不

断弥合数字鸿沟，“公共政策的设计必须考虑到促进

数字经济发展与缩小数字鸿沟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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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民间企业信誉调查机构东京商工研究所不久前

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日本负债额超过 1000 万

日元（1元人民币约合 19.8日元）的破产企业数量为 4042家，

比去年同期增加约 32.1%，创 5 年来新高。有分析认为，

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上升造成企业经营困难、新冠疫情

期间企业举债增加导致后续偿付负担加重等，是日本破

产企业数量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

调查结果显示，主要行业企业破产数量均有所增加，

其中服务业、建筑业企业破产问题最为突出。据《日本经

济新闻》报道，服务业企业破产数量达 1351 家，同比增加

36.1%，约占破产企业数量的 1/3。建筑业破产企业数量

达 785 家，同比增加 36%。此外，制造业破产企业数量达

459 家，同比增长 37%。

随着应对新冠疫情的无息无担保贷款进入全面偿还

期，因偿付负担过重宣布破产的企业达 322 家，比去年同

期增加 90%。因物价高涨导致的破产企业增至 300 家，

为上一年同期的 3.3 倍。东京商工研究所认为，企业破产

数量将进一步增加，尤其是复苏缓慢的企业。

《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认为，这些破产企业遭遇的

共同困难是物价高涨导致的成本上升和劳动力不足。近

年来，日本劳动力短缺情况愈发严重，受影响最严重的是

餐饮业，该行业企业今年上半年破产数量达 424 家，同比

增加 79%，创历史新高。

分析认为，随着日本老龄化趋势加剧，劳动力不足问

题将进一步凸显。据法新社报道，日本许多小企业历来

是由家庭成员或资深员工继承，在经济整体疲软的情况

下，小企业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正在持续降低。日本政府

的报告估计，到 2025 年，将有 127 万名小型企业主年届或

超过 70 岁，小企业后继无人将迎来“大规模关张时代”。

日本政府警告，这一“倒闭潮”会扼杀 650 万个工作机会，

让日本经济规模缩减 22 万亿日元。

日本调查公司帝国数据银行相关负责人藤井俊分析

称，对于很多中小企业来说，原本通过贷款可以使资金周

转状况得到改善，然而物价和原材料费用高涨等因素，让

很多企业的资金链十分紧张，无法偿还贷款的情况不断

增加，“只要原材料价格上涨和人手不足问题未解决，未

来还将会有更多企业破产”。

（本报东京 8月 7日电）

日本破产企业大幅增加
本报记者 朱玥颖

广岛核爆78周年日本民众抗议现行安保政策

据新华社东京 8月 6日电 （记者姜俏梅、郭丹）日本

广岛市 6 日在和平纪念公园举行遭原子弹轰炸 78 周年纪

念仪式。从日本各地赶来的数百名民众在纪念仪式会场

附近举行抗议活动，反对日本现行的安保政策。

数百名日本各地民众当天一大早就聚集在和平纪念

公园原子弹轰炸遗址前，参加由“8·6 广岛大行动实行委

员会”组织的抗议活动。在防暴警察包围下，多位代表

发表反核、反战演讲，集会民众敲着大鼓高呼“不要把

冲绳变成战场”等口号，表示坚决抵制借纪念仪式宣扬

加强军备。

为敦促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尽快投降，美军于 1945年

8 月 6 日和 9 日分别向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长期以

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

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新华社北京 8 月 7 日电 外交部发言

人 7 日就美国国务院发表关于仁爱礁问题

的声明答记者问。

有记者问：美国国务院近日发表声明

称，中方对菲方向仁爱礁“坐滩”军舰运送

轮换人员和补给物资的船只进行拦阻并使

用水炮攻击违反国际法，威胁地区和平与

稳定，呼吁中方遵守南海仲裁案裁决。美

方支持菲方“合法海洋活动”，声称对菲海

警 的 武 装 攻 击 将 触 发《美 菲 共 同 防 御 条

约》。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发言人表示，仁爱礁历来是中国南沙

群岛的一部分。仁爱礁问题的历史经纬十

分清楚。1999 年，菲律宾派一艘军舰在仁

爱礁非法“坐滩”，企图改变仁爱礁“现状”，

中方当即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菲方拖走该

军舰。菲方多次承诺将拖走该军舰，但直

到今天尚未履行承诺。不仅如此，菲方还

企图对该军舰大规模维修加固，实现对仁

爱礁永久占领。8 月 5 日，菲律宾不顾中方

一再劝阻和警告，派出 2 艘船只擅自闯入

仁爱礁海域，企图向非法“坐滩”军舰运送

用于大规模维修加固的建筑物资。菲方举

动侵犯了中方主权，违反了《南海各方行为

宣言》。中国海警船依法予以拦阻，并采取

了警示性执法措施，现场操作专业、克制，

无可非议。

发言人说，美国国务院罔顾事实，发表

声明攻击中方正当合法海上维权执法行

动，为菲方非法挑衅行为站台背书，中方坚

决反对。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怂恿、支持菲

律宾维修加固仁爱礁“坐滩”军舰，甚至派

军机军舰在海上配合支持菲方，并动辄以

履行《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来威胁中方。美

方这一做法是明目张胆地为菲方侵犯中方

主权撑腰打气，其图谋是注定不能得逞的。

发言人表示，南海仲裁案是美国幕后操纵的、以法律

为幌子的政治闹剧。其所谓裁决违反了包括《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美方拿这

一非法裁决说事，丝毫不能影响中方依法维护自身领土

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和意志。我们敦促美方停止

利用南海问题搬弄是非、挑拨离间，切实尊重中方在南海

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尊重地区国家为维护南海和平

稳定所作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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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哥海洋经济、渔业与海岸保护部部长滕盖近日表示，海洋经

济对该国非常重要。目前，多哥 70%的经济活动依赖海洋，海洋经

济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达 75%以上。多哥政府正多措并举，促进海

洋经济发展。

多哥地处西非，南临几内亚湾，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该国海

岸线长 56 公里，位于西南海岸的洛美港是西部非洲地区少有的深

水港湾，也是萨赫勒地区内陆国家运输物资的重要门户。数据显

示，洛美港吞吐量每增加 1%，将拉动多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05 个

百分点。该国计划通过提高现代化管理水平、加快货物清运程序、

优化“一站式”港口管理系统和集装箱装卸系统等措施，进一步挖掘

洛美港增长潜力。“在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洛美港已经跻身世界百强

港，并成为非洲大陆第四大集装箱港口。”滕盖表示。

多哥将海洋经济作为促进国家发展的重要引擎。2016 年，多

哥政府制定了一项国家战略，包括加强海洋治理、发展海洋经济、

保护海洋和沿海生态环境等内容。政府还规划了一些具体项目。

例如，海洋经济部门今年计划使用近一半的预算 11 亿西非法郎

（1 元人民币约合 83.01 西非法郎）发展渔业和水产养殖。在距离首

都洛美约 200 公里的南贝托湖，多哥政府试点实施了一个水产养殖

项目。该项目为渔民提供技术支持，包括提供水产养殖技术培训课

程，协助渔民安装浮网、鱼苗下塘等。

当前，多哥政府正在制定一项新的发展海洋经济 5 年计划，拟

投入约 2055 亿西非法郎。该计划制定者之一、水利和林业工程师

巴卡钦贝·查尼比表示，希望通过该计划推动海洋经济发展，拉动国

家经济增长。

在发展海洋经济过程中，多哥也面临一些挑战。当地媒体指

出，气候变化是主要挑战之一，不稳定的气候条件对海洋自然资源

造成影响。此外，无序捕捞和排放废弃物等也阻碍了海洋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

为应对这些挑战，多哥积极扩大国际合作。2016 年，在洛美举

行的非盟海事安全特别峰会上通过了《非盟关于海事安全、防卫与

发展的宪章》（又称《洛美宪章》），为非洲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提供了

法律框架，也为非洲国家共同应对海上安全问题和发展海洋经济指

明方向。

多哥还积极开展双边合作。多哥海洋经济、渔业与海岸保护部与

塞内加尔海事局今年 5月举行会议，讨论打击几内亚湾非法贩运等问

题。多哥海洋部门与巴西有关部门举行会谈，加强两国在海洋经济领

域的合作。多哥还与瑞士企业合作，发展海运物流业务。“海洋资源是

可持续增长的加速器，蓝色经济为多哥发展带来机遇。”滕盖表示。

多哥促进海洋经济发展
本报记者 闫韫明

日前，应马德里“城市之夏”艺术节和马德里中国文化中心邀请，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福永怀德醒狮团亮相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街头，为当

地民众带来高桩醒狮表演。图为演员在马德里街头进行高桩醒狮表演。 本报记者 许海林摄

近年来，一些国家通过建立健全相关法律

法规，加强人才培养，运用现代技术，创新推进

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古迹展现出新的活力，

不仅增强了人们对历史文化的感知，而且创造

了可观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

运用数字技术
打造智慧旅游

位于西班牙西北部加利西亚大区的卢戈

城墙建于 1700 多年前，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

的古罗马城墙之一。城墙全长逾 2 公里，有 10
座城门，并完好保留了 85 座塔楼。

为 保 护 这 一 留 存 千 余 年 的 世 界 文 化 遗

产，过去 10 多年间，多个西班牙研究机构和

建筑制图公司在当地考古部门的支持下，通

过 GPS 勘测技术对城墙进行了墙体和周边地

形 测 量 ，利 用 三 维 激 光 扫 描 技 术 绘 制 并“重

建”了逼真的城墙数字模型。西班牙圣地亚

哥—德孔波斯特拉大学土地研究所表示，通

过 绘 制 城 墙 数 字 模 型 能 够 帮 助 文 物 部 门 了

解墙体变形、裂缝或其他状况，获得准确的墙

体建筑材料信息，确保有效开展保护和修复

工作。

同时，当地政府也将这一保护技术成果

应用于旅游开发，为游客提供更好的参观体

验。早在 11 年前，卢戈市政府就沿着城墙设

置 了 29 处 电 子 简 介 ：只 要 扫 描 墙 上 的 二 维

码，就可以通过网页或应用程序获得导览信

息，让人们能够更详细地了解这座世界文化

遗产。此外，加利西亚大区与葡萄牙共同启

动了“电子城墙”项目，设计并开发了一款虚

拟旅游应用程序，游客可以查看城墙的三维

立体图，并跟随软件的实时定位和导航系统

进行游览。

为进一步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当

地政府于 2021 年推出了“加利西亚数字战略

2030”计划。加利西亚技术现代化机构数字管

理中心主任玛丽亚·加西亚表示，数字战略的

一大重点任务就是打造并推广“文化和智慧旅

游”概念，通过技术分析和虚拟重建保护历史

文化遗产，普及相关知识。

今年 4 月，西班牙工业、贸易与旅游部推

出了一项总金额达 2.08 亿欧元的计划，除了支

持各景区修缮工作、加强气候变化适应能力

等，还将用智能技术创新文化遗产的宣传普及

方式。该部门表示，文化旅游与历史文化遗产

保护息息相关，必须加强数字技术应用，提升

西班牙旅游品牌和竞争力，建立更高质量、可

持续的旅游业发展模式。

培养专业人才
加强宣介推广

位于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卡斯巴古

城的 4 栋古宅不久前完成修复并重新对外开

放，当地民众和游客在等待多年后终于可以重

新走进这片古迹，感受这座古城的沧桑变化。

建在地中海岸边陡峭斜坡上的卡斯巴古

城至今已有 1000 多年历史，1992 年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古城人口密

集，商业活动频繁，一些古宅因年久失修面临

坍塌危险。为保护这一文化遗产，阿尔及利亚

文物保护机构专门成立遗产专家建筑办公室，

负责指导修复工作。

根据专家建议，古城在修复过程中最大限

度地保证使用的砖块、木材等从原产地获得，

宅院内摆设的陶器、铜器、家具和其他物件亦

优先考虑由古城内工匠提供。首席修复工程

师阿里·巴夏已经在古城工作了 6 年时间，这

位曾留学法国、专攻文物修复的知名专家把学

到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应用到阿尔及利亚的文

化遗产保护和修复中。

阿尔及利亚政府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政府不仅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还着

力培养大量文化遗产保护和修复专家。为提

高民众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阿尔及利亚把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列入教育计划。除了将遗产

地介绍和遗产保护的知识写入教科书，学校还

定期组织学生参观遗产地和博物馆。阿尔及

利亚还定期举办推介活动，扩大文化遗产地的

知名度，提姆加德一年一度的国际艺术狂欢节

就吸引了众多国内外游客到访。

近年来，阿尔及利亚政府还重视把现代

技术引入文化遗产保护。阿尔及利亚文化和

艺术部专门建立了文化遗产电子平台，通过

网站对外展示国内重要文物，并详细整理易

于遭到盗窃和走私的文物数据，为国内执法

部门、法学界和国际合作伙伴在打击国际文

物犯罪方面提供参考。巴夏表示，古城能够

得以恢复，不仅是阿尔及利亚传统工匠们奋

斗的成果，也是先进技术应用于遗产保护的

体现。

沉浸式体验历史
推动国际化合作

带上 VR 眼镜、打开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

会联合游戏公司开发的游戏“广场一夜”，仿佛

置身公元一世纪的古罗马广场。游戏玩家可

以徜徉于广场的各个角落，在完成游戏规定的

任务后，便可解锁更多历史信息和场景，了解

古罗马人生活的相关知识。游戏开发人员、意

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高级研究员索菲亚·佩斯

卡琳表示，游戏中的古罗马广场是根据真实景

观等比例绘制，所涉及的历史事件也尽量与史

籍记载相符，制作该游戏的初衷就是以引人入

胜的方式叙述历史，激发更多年轻人对文化遗

产的兴趣。

近年来，意大利文化部门将数字技术等最

新科技成果融入文化遗产的保护宣传。意大

利西西里岛上的锡拉库萨是一座有着近 3000
年历史的古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古城通过运用数字技术不断加强

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目前该城的考古公园已

由红外无人机绘制地图，公园内遗迹可通过网

站或手机应用直接观赏。锡拉库萨地区考古

博物馆则与科技企业合作，推出在线 360 度互

动游览。

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下属的文化遗产

科学院是该国开发文保技术最主要的科研机

构。目前，由文化遗产科学院牵头，与 11 所高

校、4 所研究机构等共同发起了名为“改变”的

项目，旨在以数字和绿色技术保护和传承文化

遗产。文化遗产科学院还在佛罗伦萨等 4 个

城市设立了数字遗产创新实验室，组成包括考

古学家、建筑师、计算机科学家、通信专家等在

内的跨学科学者团队，将数字技术应用于更多

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中。

意大利企业也加入技术开发队伍。总部

位于罗马的欧菲奥公司专注于为博物馆等文

化场所开发数字导览、移动应用程序等，帮助

游客获得沉浸式体验。该公司目前已与 40 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 5000 多家博物馆建立了合作

关系。意大利多家企业还联合科研机构开发

了一个基于虚拟现实和混合现实的集成系统，

旨在对遗迹和文物进行三维建模并制作交互

式展览。

意大利还通过开展国际交流，促进文化

遗产保护技术的合作。例如，意大利国家研

究委员会与格鲁吉亚国家博物馆合作开展了

“瓦尼虚拟体验”项目，对格西部城市瓦尼考

古区内的遗迹进行数字化存档。目前游客可

以通过博物馆网站观赏馆内各类文物并能够

放大查看细节，还可以查看建筑的三维重建

模型。

（本报马德里、阿尔及尔、罗马 8月 7日电）

展现古迹新活力，创造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

一些国家创新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
本报记者 颜 欢 王传宝 谢亚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