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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近 期 发 布 的《2024 年 全 球 教

育 监 测 报 告》显 示 ，自 2015 年“ 联 合 国 可 持 续 发 展 目

标”通过以来，全球入学儿童和青年人数增加了 1.1 亿

人 次 ，其 中 入 学 儿 童 人 数 创 历 史 新 高 ，完 成 中 学 学 业

的 青 少 年 也 增 加 了 4000 万 人 。 与 此 同 时 ，全 球 仍 有

超 2.5 亿 学 龄 人 口 失 学 ，失 学 人 口 较 2015 年 仅 减 少

1%。 不 同 地 区 间 教 育 差 距 尚 未 弥 合 ，低 收 入 国 家 有

33% 的 学 龄 儿 童 和 青 少 年 失 学 ，全 世 界 一 半 以 上 的 失

学 儿 童 和 青 少 年 生 活 在 撒 哈 拉 以 南 非 洲 地 区 。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近 日 在 巴 西 福 塔 莱 萨 举 行 的 2024 年 全

球 教 育 会 议 上 ，呼 吁 各 国 尽 快 扩 大 教 育 投 入 ，多 措 并

举弥合教育差距 。

联 合 国 可 持 续 发 展 目 标 提 出 ，获 得 高 质 量 的 教

育 是 改 善 人 民 生 活 和 实 现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基 础 ，应 确

保 能 够 提 供 包 容 、公 平 的 优 质 教 育 ，保 障 所 有 儿 童 和

青 少 年 的 受 教 育 权 。 近 年 来 ，全 球 多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努 力 加 大 教 育 领 域 投 入 ，推 动 普 及 免 费 义 务 教 育 ，扩

大 教 师 队 伍 ，改 善 学 校 基 础 设 施 和 提 升 教 育 数 字 化

水 平 等 。 例 如 ，为 逐 步 降 低 失 学 儿 童 人 数 ，撒 哈 拉 以

南 非 洲 的 低 收 入 和 中 低 收 入 国 家 已 将 其 整 体 预 算 的

15.4% 用 于 教 育 ，高 于 全 球 同 类 国 家 平 均 水 平 ，目 前

该 地 区 国 家 中 已 有 一 半 取 消 了 初 中 阶 段 学 费 。 柬 埔

寨 为 农 村 贫 困 人 口 开 设 了“ 扫 盲 计 划 ”“ 创 收 计 划 ”

等 ，并 提 供 大 量 基 础 教 育 线 上 学 习 机 会 ，完 成 后 还 可

以 参 与 市 级 层 面 的 职 业 教 育 ，以 期 提 高 劳 动 力 素 质 ，

带动农村发展 。

当前，全球范围内扩大优质教育机会的主要障碍

仍 是 资 金 短 缺 。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与 世 界 银 行 联 合

发 布 的《2024 年 教 育 融 资 观 察》报 告 显 示 ，2015 年 至

2022 年间，世界各国教育支出占其国内生产总值比例

的 中 位 数 从 4.4% 降 至 4%，全 球 近 四 成 国 家 的 教 育 经

费占公共支出总额比例不到 15%。各国间教育投资差

距 巨 大 ，截 至 2022 年 ，低 收 入 国 家 人 均 年 度 教 育 支 出

不超过 55 美元，而在高收入国家这一数字则达到 8543
美元。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预 测 在 2030 年 实 现 教 育 方 面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目 标 的 难 度 仍 然 很 大 。 如 果 情 况 没 有

显 著 改 善 ，在 2030 年 前 ，全 球 每 年 因 失 学 和 教 育 不 足

问 题 造 成 的 经 济 损 失 将 高 达 10 万 亿 美 元 。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呼 吁 各 国 考 虑 建 立 多 边 平 台 ，促 进 可 持 续

教 育 融 资 。 该 组 织 总 干 事 阿 祖 莱 表 示 ，教 育 是 促 进

社 会 繁 荣 、包 容 、和 平 的 关 键 驱 动 力 ，有 助 于 打 破 贫

困循环 ，减少性别和财富不平等现象 。

中 国 为 促 进 全 球 教 育 可 持 续 发 展 作 出 积 极 贡

献 。 近 期 ，中 国 政 府 援 建 纳 米 比 亚 的 4 所 学 校（西 卡

万 戈 省 萨 托 瓦 小 学 、赛 曼 亚 综 合 学 校 、赞 比 西 省 利

赛 罗 综 合 学 校 和 马 索 科 特 瓦 尼 综 合 学 校）交 接 仪 式

在 纳 米 比 亚 北 部 西 卡 万 戈 省 举 行 。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对 此 发 表 声 明 ，高 度 赞 扬 中 国 在 推 动 全 球 教 育

公 平 方 面 所 做 的 努 力 。 中 国 还 通 过 与 国 际 组 织 等

合 作 ，助 力 非 洲 教 育 整 体 发 展 。 中 国 —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信 托 基 金 目 前 已 实 施 3 期 ，重 点 关 注 教 师 培

训 和 高 等 职 业 教 育 ，累 计 在 非 洲 国 家 培 训 1 万 余 名

教 师 ，购 买 并 安 装 了 2400 多 台 设 备 ，帮 助 建 立 了 在

线 教 学 平 台 和 数 字 图 书 馆 。 目 前 该 基 金 已 成 为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国 际 教 育 领 域 南 南 合 作 的 旗 舰

项 目 。

2024 年 中 非 合 作 论 坛 北 京 峰 会 通 过 的《中 非 合

作 论 坛 — 北 京 行 动 计 划（2025—2027）》宣 布 ，深 入 实

施“ 未 来 非 洲 — 中 非 职 业 教 育 合 作 计 划 ”、设 立 中 非

数 字 教 育 区 域 合 作 中 心 等 。 目 前 ，浙 江 师 范 大 学 、东

华 大 学 等 高 校 与 非 方 伙 伴 合 作 设 立 的 中 非 数 字 教 育

区 域 合 作 中 心 已 挂 牌 成 立 。 未 来 这 些 机 构 将 通 过 分

享 中 国 数 字 教 育 的 经 验 ，为 非 洲 国 家 提 升 教 育 数 字

化 水 平 提 供 有 力 支 持 。 布 隆 迪 国 民 教 育 与 科 研 部 部

长 哈 维 亚 里 马 纳·弗 朗 索 瓦 高 度 肯 定 中 国 在 教 育 方

面 给 予 布 隆 迪 等 非 洲 国 家 的 支 持 与 帮 助 ，表 示 中 国

帮 助 非 洲 国 家 建 设 学 校 、培 训 师 资 力 量 ，切 实 提 升 了

非洲国家整体教学质量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2024年全球教育监测报告》呼吁—

扩大教育投入  弥合教育差距
本报记者   谢亚宏

    菲律宾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
益，以及其他背离谈判协商解决争议轨
道、恶意升级扩大事态的做法，违反包括

《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违背《南海
各方行为宣言》精神，损害南海和地区的
和平稳定

受域外国家鼓动，本届菲律宾政府在黄岩岛、仁爱礁、仙

宾礁、铁线礁等地频繁侵权挑衅、制造事端，在国际舆论场上

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假扮受害者诓骗世人。这种

操弄改变不了国际社会对南海问题的主流认知，更改变不了

中国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意志。

菲律宾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以及其他背离

谈判协商解决争议轨道、恶意升级扩大事态的做法，违反包

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违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精神，损害南海和地区的和平稳定。对此，地区国家和国际

社会看得清清楚楚。

众所周知，菲律宾的领土范围由包括 1898 年《美西和

平条约》、1900 年《美西关于菲律宾外围岛屿割让的条约》、

1930 年《关于划定英属北婆罗洲与美属菲律宾之间的边界

条约》在内的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菲律宾领土的西部界

限是东经 118 度线，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

菲律宾长期觊觎中国南海有关岛礁，在不同时期采取

了不同的侵权手段和掩护方式。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菲律

宾开始非法侵占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制造了中菲围绕南沙

部分岛礁的领土争议。此外，随着国际海洋法的发展，两国

在南海部分海域还出现了海洋划界问题。自 20 世纪 80 年

代以来，菲律宾一再采取导致争端复杂化的行动，企图制造

既成事实以固化非法侵占或扩大非法主张，侵犯中国在南

海的领土主权及海洋权益。

菲律宾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本质是在美国怂恿

和支持下，滥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争端解决机制，侵犯

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侵权行为，反映了菲律宾一

些人试图强化单方面主张的政治算计，暴露出域外国家

试图搅乱南海局势、挑拨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的险恶用

心 。 国 际 争 端 解 决 机 制 的 根 本 目 的 是 维 护 国 际 公 平 正

义，但所谓南海仲裁案仲裁庭违背国际司法和仲裁机构

本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以“自由裁量”之名行“扩张管辖”

之实，以“条约解释”之名行“司法造法”之实。这样一个

仲裁庭发布的一纸裁决非但不能为南海有关争议提供解

决方案，反而使错综复杂的南海问题更加难解，损害《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严肃性。

长期以来，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始终坚决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坚持以谈判协商解决争端。中国的主张和立场不

会因海上局势的起伏而变化，中国的决心和意志不会因域外国家的干扰而动

摇。菲方应放弃任何于法无据、于理不合、于事无补的幻想，同中国相向而行，寻

求南海问题的稳妥长久解决之道。

（作者为中国南海研究院海洋法律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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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论坛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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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2月 8日电   （记者褚君、李明）由中国国际

青年交流中心、国际青年企业家协会联盟（以下简称“国际

青企联”）主办的国际青企联 2024 工作会议暨经贸合作圆

桌会日前在北京举办。来自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青

企联会员和青年企业家代表，部分外国驻华使馆、驻华商

会、高校以及国际及地区组

织代表近百人参加活动，围

绕 绿 色 发 展 、贸 易 繁 荣 、产

业链供应链稳定、海洋产业

合作等议题展开讨论。

主办方还发布了“全球南方国家青年企业家伙伴行动

倡议”，呼吁各国青年企业家推动全球绿色发展、促进贸易

自由化便利化、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畅通稳健运行、保护

海洋资源和促进海洋经济发展。

国际青企联2024工作会议暨经贸合作圆桌会举办

■国际视点R

新华社北京 12 月 8 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 8 日就叙利亚局

势答记者问。

有 记 者 问 ：据 报 道 ，叙 利

亚 反 政 府 武 装 已 攻 入 叙 首 都

大 马 士 革 ，宣 布 叙 政 府 倒 台 。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发言人表示，中方密切关

注叙利亚局势发展，希望叙利

亚 尽 快 恢 复 稳 定 。 中 国 政 府

已 积 极 协 助 有 意 愿 的 中 国 公

民安全有序离叙，同在叙留守

中国公民保持联系并做好安全

指导。我们敦促叙利亚有关方

面采取切实举措，确保中国在叙

机构和人员安全。当前，中国

驻 叙 利 亚 使 馆 仍 在 坚 守 ，我

们 将 继 续 为 有 需 要 的 中 国 公 民 全 力 提 供

协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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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马德里电   （谢宇智）联合国旅游组织日前发

布的最新《世界旅游业晴雨表》显示，2024 年前 9 个月，国际

游客数和国际游客支出额均快速增长，全球旅游业预计将

在今年年底迎来全面复苏。

据联合国旅游组织提供的数据，受全球大型客源市场

表现强劲、亚太地区旅游目

的地持续复苏、航空连通性

增 强 和 签 证 便 利 化 等 因 素

的推动，2024 年前 9 个月，国

际游客出行 11 亿人次，恢复到新冠疫情前水平的 98%；全

球 111 个 旅 游 目 的 地 中 共 有 60 个 目 的 地 入 境 人 数 已 超 过

2019 年同期水平。

联合国旅游组织预测，2024 年国际游客人数将全面达

到 2019 年的水平。

联合国旅游组织：全球旅游业今年年底有望全面复苏

··广告广告··

位于廊坊市永清县的圆通速递北方位于廊坊市永清县的圆通速递北方

总部基地内总部基地内，，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快递卸车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快递卸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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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物流商贸物流CBDCBD

京津冀京津冀（（固安固安））国际商贸城外景国际商贸城外景

近年来，河北省廊坊市依托区位优势明显、交通畅达便利、

产业基础扎实等条件，以现代商贸物流产业为主导产业，全力

打造世界现代商贸物流中心。今年前三季度，廊坊市现代商贸

物流产业增加值实现 632.1 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24.2%，同比增长 8.7%；社会物流总费用 346.7 亿元，占地区生产

总值的比重为 13.3%，产业竞争力明显增强。

坚持项目优先  壮大产业集群

聚焦主导产业，抢抓发展机遇。廊坊市大力发展现

代商贸物流产业，把降低物流成本、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作为重要任务，全力打造世界现代商贸物流中心。

增强发展能级，持续优化布局。廊坊瞄准大型央企

国企和国内外商贸物流产业头部企业，用好中国·廊坊

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招商平台，开展“一对一”小团组招

商、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推动更多现代商贸物流企业

向廊坊集聚。依托全市 7 个项目库，动态掌握、实时跟踪

现代商贸物流产业项目建设进度。截至目前，全市新增

洽谈 5000 万元以上现代商贸物流产业项目 252 个，计划

总投资 855.13 亿元，其中签约 5000 万元以上的现代商贸

物流产业项目 81 个，总投资 263.97 亿元。

补链强链稳链，加快产业集聚。廊坊将发展现代商

贸物流产业与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紧

密结合，加快推进现代商贸物流产业 1.0 版向 2.0 版、3.0
版迈进。目前，已初步形成快递业区域总部产业集群、

供应链物流产业集群、冷链物流产业集群、管道物流产

业集群和环京津商贸产业集散中心。

加快平台建设  创新业态模式

坚持夯基蓄能，加强平台载体建设。廊坊积极打造

铁路物流枢纽，廊坊铁路物流基地、廊坊里澜城综合货

运枢纽、廊坊（京津冀）高铁货运枢纽已列入《河北省铁

路综合货运枢纽规划》。霸州市智慧物流产业园已落地

优丽雅项目；安次区现代商贸物流智慧产业园投资 3.4
亿元，实施 38 条县、乡、村（级）道恢复重建工程，有效改

善园区外围路域环境；固安县现代商贸物流智慧园区今

年建成投用或部分投用项目 8 个，总投资 35.61 亿元。

建设航空物流枢纽，做强智慧化赋能平台。廊坊成

立法国里昂等地招商工作站 4 家，推动国商华润医商华

北供应链产业基地、北供环球贸易港等项目签约落地。

廊坊现代商贸物流 CBD 已签约入驻企业 90 家，河北人

工智能计算中心已注册现代商贸物流企业算力用户 13
家，中集空港“机场 GSE 设备智能化管理场景”等

3 项商贸物流领域“算力+”创新应用场景入选河

北省科学技术厅 2024 年第一批创新应

用场景清单（先进算力）。

培育物流新模式，构建融合发展

新生态。廊坊推进“一村一站”建设，

全市村街寄递物流服务基本实现全覆

盖。加快县域商业体系建设，目前，文

安县、永清县、大城县的县级物流配送

中心项目和 33 个乡镇商贸中心项目均已全部确定，工程

总进度达到 90%。今年以来，全市各金融机构为 113 个

（次）现代商贸物流重大项目新发放贷款 20.4 亿元；为

419 户（次）交通物流和仓储运输企业新发放贷款 31.9
亿元。

优化发展环境  提升品牌效能

完善服务机制，打造物流发展优选地。廊坊加快推

进《廊坊 2024 年现代商贸物流产业上档升级专项行动工

作方案》《廊坊市提升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发展水平十条

措施》等政策文件落实。推行“承诺制+拿地即开工”审

批服务模式，深化“一照多址”等改革，建立完善 37 项现

代商贸物流产业发展指标体系，为产业发展提供统计数

据支撑。

强化用地保障，加强发展人才支撑。目前，廊坊现

代物流仓储用地规模为 26.35 平方公里，规划新增 12.6
平方公里，预计到 2035 年总规模为 38.95 平方公里。北

华航天工业学院、廊坊师范学院依托物流管理、电子商

务等专业与京东集团、京东物流达成合作，分别建设京

东智能供应链产业学院、数智商贸物流产业学院，在校

生规模已达 1700 多人。

坚持全方位推进，强化品牌示范引领。编制实施

《廊坊市功能型现代流通战略支点城市建设方案》，指导

寄递企业围绕云裳小镇、胜芳家具城等商贸中心开展合

作，挖掘培育“大厂牛羊肉”获评全国邮政快递业服务现

代农业金牌项目。举办 2024 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

洽谈会及系列活动，发布“两报告两榜单一指数”5 个现

代商贸物流领域成果，启动运营廊洽会线上展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