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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海 关 总 署 的 数 据 显 示 ，

2024 年前 11 个月，中国与越南的双

边贸易额为 16737 亿元人民币，比

2023 年同期高 15.3%。另据越南海

关总局最新预测，2024 年越中双边

贸易额将占该国贸易总额的近 1/3。

分析认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 定》（RCEP）以 及 中 国 — 东 盟 自

贸区 3.0 版等多双边合作协议和政

策红利，正为中越两国深化经贸合

作提供更多机遇。

中 国 是 越 南 的 第 一 大 贸 易 伙

伴，越南是中国在东盟的第一大贸

易 伙 伴 。 越 南 海 关 总 局 的 数 据 显

示，2024 年前 11 个月，越南对华出

口的果蔬、水产品成交额分别达到

41 亿美元、14 亿美元，较 2023 年同

期分别增长 28.7%、23.2%。《越南网》

援引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是

越南第一大蔬果出口市场，占该国

蔬果出口总额的 65.2%。

在与中国凭祥友谊关口岸遥遥

相望的越南谅山友谊国际口岸，每

天有逾千辆满载两国商品的大货车

在此通关，口岸区内参与报关和货

品转运等相关就业岗位就超千个。

近年来，越南政府出台优惠政策，简

化审批手续，减免税费，为从事边境

贸易的越南企业提供更多支持。

越南致力于打造国际口岸经济

示范区，为发展对华贸易拓展新平

台。正在建设的越南谅山省同登口

岸经济区货物转运区项目用地 144公

顷，规划建设国际货物仓储中心、超

大型冷链库和集装箱堆场等重要设

施 ，建 成 后 可 同 时 停 放 1500 辆 卡

车，将极大提升农林水产等生鲜货

物转运存储能力。谅山省工贸厅副

厅长柳明英表示，仅谅山省就拥有

12 个与中国相连的国际口岸，该省

正加快推进陆联基础设施和配套产

业建设，让国际口岸经济示范区助

力两国经贸合作深入发展。

目前，公路运输仍是越南农产品对华出口的主要方式，特

别是在农产品收获季，货车运输更加繁忙。据越南《人民报》

报道，2024 年谅山省货车日通行量约为 1300 辆，同比增长

18.2%。越南各地出产的荔枝、榴莲、火龙果和木薯粉等农产

品大多经此销往中国市场。为改善陆路运输条件，越南对与

中越边境口岸相连的一些交通干道进行升级。连接谅山至河

内、海防、广宁省的多条高速公路项目和一些国道改扩建项目

正在加紧实施，完工后将极大提高公路运输效率。

当前，中越两国正加快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双方

已宣布将合作建设谅山—河内、老街—河内—海防、芒街—

下龙—海防等三条标准轨距铁路。越南总理范明政近日在越

南老街省考察老街—河内—海防铁路项目时表示，该铁路项

目预计于 2025 年年底开工，2030 年年底竣工。范明政强调，

列车运行速度和轨距设计要确保与中国铁路能顺利对接，项

目设计建设期间要与中方保持密切合作。

中越两国经济互补性强。越南将中国确定为该国农林

水产品的重点出口市场，从中国进口的钢材、布料纤维、电

子 器 件 等 则 为 越 南 发 展 制 造 业 和 稳 定 供 应 链 提 供 重 要 支

持。越南工贸部工贸中心前副主任黎国方表示，中国许多

产品质好价优、具有竞争力。越中具备陆路相连的地理优

势，随着越南市场需求日益增加，两国贸易与投资领域存在

很大上升空间。

（本报河内 1月 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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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研究发现有望用于胃癌治疗的新标靶

据新华社东京电   （记者钱铮）日本研究团队日前在英国

学术期刊《致癌基因》上发表论文说，胃癌组织中一种组蛋白

的乳酸化水平较高与患者预后较差密切相关，相关生理机制

有望成为胃癌治疗新标靶。

东京科学大学日前发布新闻公报说，该校研究人员和同

行分析了临床胃癌样本，发现胃癌组织中一种组蛋白 H3K18
的乳酸化水平明显升高。组蛋白是一种存在于遗传物质染色

体内的蛋白质，过去研究显示，乳酸能够通过修饰组蛋白来影

响基因转录等生物学过程。

这项研究显示，胃癌患者如果体内组蛋白 H3K18 的乳酸

化水平较高，整体生存期以及无复发的生存期都比较短。研

究还发现，这种组蛋白乳酸化水平较高会令癌细胞特有的糖

酵解代谢加剧，而这又会进一步加速这种组蛋白乳酸化，形成

恶性循环，导致癌细胞增殖和癌症恶化。

研究人员表示，有可能以组蛋白 H3K18 乳酸化为标靶，

研发治疗胃癌的新方法。今后将进一步探索临床应用，有望

为难治性胃癌患者带来新希望。

美国行业协会：高关税严重挫伤美消费者购买力

新华社洛杉矶 1月 6日电   （记者黄恒）美国消费者技术

协会 5 日发布报告说，2024 年美消费技术行业增长迅猛，但

若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实施其提议的高关税政策，美消费者

在 2025 年 对 该 行 业 产 品 和 服 务 的 购 买 力 将 下 降 900 亿 至

1430 亿美元。

报告预测，如果特朗普提议的关税政策得以执行，2025 年

美国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购买量可能下降高达 68%，游戏

机购买量可能下降 58%，智能手机购买量可能下降 37%，将给

美国乃至全球科技产业造成严重影响。

美国消费者技术协会首席执行官加里·夏皮罗说，科技行

业是美国经济引擎，美国新一届政府可能采取的关税政策将

威胁整个产业增长，“关税是对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征税”，“我

们敦促新一届政府和国会优先考虑促进增长的创新议程”。

该协会负责贸易的副总裁埃德·布日特瓦说，美国一旦加

征高关税，贸易伙伴的报复措施将增加产品成本，扰乱供应链

并损害美国企业竞争力。

美国消费者技术协会是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CES）的

主办方，2025 年 CES 展会将于 7 日正式开幕。

自本月 1 日起，保

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正

式取消与其他申根区

邻国之间的陆地边境

管 制 ，全 面 加 入 申 根

区。欧盟时任轮值主

席国匈牙利内务部部

长平特·山多尔表示，

欢迎保加利亚和罗马

尼亚成为申根区正式成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将惠及整

个欧盟。

欧洲媒体报道说，两国全面加入申根区后，卡车司机和工

人过境时不再需要长达 20 小时的等待，游客可以在包括罗马

尼亚和保加利亚在内的 29 个申根成员国之间自由通行，这将

进一步促进地区经贸发展和文旅交流。“这一举措有利于保加

利亚和罗马尼亚公民，也有利于整个欧盟。”罗马尼亚总统克

劳斯·约翰尼斯表示，全面加入申根区将有助于提高罗马尼亚

产品的竞争力及该国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保加利亚旅游

信息环境分析与预测研究所所长鲁门·德拉加诺夫认为，全面

加入申根区将为保加利亚带来更多游客，预计 2025 年游客人

数将迎来新一轮增长。

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于 2007 年 1 月 1 日成为欧盟成员。

自 2011 年以来，两国已满足加入申根区的所有条件，但一些

成员反对其加入申根区。根据规则，新成员只有获得申根

区成员的一致同意才能加入。2024 年 3 月 31 日起，两国“部

分加入”申根区，旅客经由海上和空中线路往来于两国和申

根国之间无需再接受签证或护照检查，但经由陆路出入境

的 人 员 仍 须 接 受 边 检 。

2024 年 12 月，反对两国全

面 加 入 申 根 区 的 主 要 国

家 奥 地 利 改 变 立 场 ，“ 开

绿灯”放行。欧盟理事会

随后宣布两国 2025 年 1 月

1 日 零 时 起 全 面 加 入 申

根区。

申根区由法国、德国、

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 5 国于 1985 年在卢森堡小镇申根创

建，是全球最大的自由旅行区。欧盟委员会 2024 年的一份

报告显示，申根区为近 4.5 亿人口提供了顺畅和安全的旅行

保障，对欧盟的竞争力提供重要保障。包括新加入的保加

利亚和罗马尼亚在内，目前申根区共有 29 个国家，其中既有

德国、法国等欧盟国家，也有瑞士、挪威、冰岛和列支敦士登

等非欧盟国家。目前欧盟国家中塞浦路斯和爱尔兰尚未加

入申根区。

（本报柏林 1月 6日电）  

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全面加入申根区
本报记者   郭梓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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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南极
每年的 10 月至次年 3 月，南极旅行考察进入

旺季。近年来，南极游逐渐升温。根据国际南极

旅游经营者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在 2023—2024 年

南极旅游季中，全球到访南极的游客突破 12 万人

次，创历史新高，其中，中国游客人数位列第三。

1984 年 11 月，中国首次向南极派出科考队，许多

中国游客选择在 2024 年中国极地考察 40 周年之

际到访南极。

上图：近 日 到 访 南 极 的 游 客 登 陆 南 设 得 兰

群岛。

左图：游客在邮轮上欣赏南极冰川景色。

吕   强摄影报道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以下简称“粮农组织”）与世界粮

食计划署不久前联合发布的新一期《饥饿热点地区严重粮食

不安全预警报告》指出，目前全球有 22 个国家和地区被列为

饥饿热点地区，由于地区冲突、经济危机和气候冲击等多重因

素，未来这些地区的严重粮食不安全状况预计将进一步恶

化。报告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全球粮食安全。

去年 11 月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里约热内卢峰会把“消除

饥饿贫困”作为首要议题，并正式启动“抗击饥饿与贫困全球

联盟”，助力各国就饥饿与贫困等议题共商建议、制定政策与

筹措资金，推动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多地粮食安全形势不乐观

《饥饿热点地区严重粮食不安全预警报告》中列出了作为

“全球饥饿热点地区”的 22 个国家和地区，特别提到巴勒斯

坦、苏丹、南苏丹、海地和马里正面临灾难性粮食不安全状

况。如果不立即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共同消除严重的准入限

制并解决持续的冲突，上述 5 个国家将面临更为严峻的饥荒

威胁。

根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最新报告，苏丹是粮

食危机最严重的国家之一，2025 年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的人口

将从 2024 年的 2480 万增至 3040 万，目前近 2600 万人处于极

度饥饿状态。持续不断的国内冲突、苏丹镑汇率的不断贬值、

食品价格持续攀升，进一步加剧该国粮食不安全状况。

据世界粮食计划署等国际组织发布的数据，2023 年全

球 仍有约 7.33 亿人面临饥饿。联合国多家机构联合发布的

2024 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和《2024 全球粮食危机报

告》显示，全球约有 35.4% 的人口无力负担健康膳食，这一比例

在非洲高达 64.8%；2023 年全球 59 个国家和地区的约 2.8 亿人

口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问题，这一人口数字已连续 5 年增长。

两份报告认为，全球粮食不足水平已经退回到 2008 至 2009 年

间的水平，2030年全球零饥饿这一可持续发展目标难以实现。

当前，受气候变化、供应链问题、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多

国粮食市场发生动荡。粮农组织预计，由于南部非洲国家去

年夏季普遍遭遇高温和干旱，2024 年全年该地区的谷物总产

量将同比下降近 20%。厄尔尼诺现象等反常气候使得 2023
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气象学家预计 2024 年年底到

2025 年年初很有可能出现拉尼娜现象。极端天气事件加剧

了尼日利亚、南苏丹等国的洪水风险，还可能使埃塞俄比亚、

肯尼亚和索马里等地遭遇更为干旱的天气，从而进一步削弱

当地本就脆弱的粮食系统。以维持正常的消费水平计算，撒

哈拉以南非洲未来的粮食进口需求或将是过去 5 年平均水平

的两倍以上。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多次表示，为缓解全球粮食危机，

各国政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应扩大资金投入，以消除饥

饿，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积极推动全球粮食系统转型。世界

粮食计划署执行干事辛迪·麦凯恩表示，世界各地冲突不断，

经济不稳定加剧，气候灾害成为新常态。只有实施更有效的

政治和财政支持，才能使人道主义行动继续有效地为解决饥

饿问题提供长期援助。

综合施策提高农业生产力

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切实提升粮食安全保障水平的关键环

节。去年 10 月在粮农组织罗马总部举行的第四届世界粮食

论坛下设的“手拉手”投资论坛上，与会代表专门讨论了农业

粮食体系金融合作机制建设等议题，并推介了 115 个投资项

目，预计将直接惠及超过 1.2 亿人。粮农组织还公布了升级版

农业信息平台，通过运用人工智能技术与精准制图手段，将为

农 业 粮 食 投 资 提 供 更 好 的 技 术 支 持 。 国 际 农 业 发 展 基 金

2024 年以来已与莱索托、马里等国签署了投融资协议，旨在

改善农业灌溉系统和家庭农业状况，帮助农民增加收入。

为挖掘非洲国家的农业增长潜力，非盟 2063 年议程中提

出，要提高现代农业生产力和农产品附加值，促进国家繁荣以

及保障粮食和营养安全。非盟发布的《非洲粮食体系共同立

场》提出要加强技术创新和应用，构建有韧性的粮食系统。目

前非盟正联合各国制定 2026—2035 年非洲农业发展综合战

略和行动计划草案，其中包括可持续粮食生产、促进农业工业

化、确保粮食安全等六大主要目标，相关内容今年将在乌干达

进行审议。

更多非洲国家努力推进农业现代化、促进粮食增产。塞

拉利昂政府 2024 年为 9 万多名农民提供了农机和化肥等生产

资料援助，政府支持的耕地面积近 2.8 万公顷，同比增加 81%。

塞政府还推出价值超过 2800 万美元的多种农业金融工具，建

立国家种业测试实验室并鼓励农民种植高产品种。在非洲开

发银行的投资支持下，坦桑尼亚政府开展了“为青年妇女创造

就业机会”计划，旨在为该国青年人口提供畜牧业和种植业方

面的培训，目前已有 1.1 万人从中受益。

南美农业大国巴西正通过大型农作物计划促进农业发

展。2024 年 6 月，巴西政府启动 2024—2025 年度农作物计划，

将提供总额为 4755 亿雷亚尔（1 美元约合 6 雷亚尔）的农业信

贷和政策性融资。针对生产基本农产品的小规模农户，巴西

政府将信贷利率从 4% 降到 3%；对于生产有机食品的农民，贷

款利率将进一步降到 2%。计划还面向农机购买、生态农业发

展和保护性耕作等划拨了专项资金。巴西总统卢拉表示，巴

西在农业领域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政府将通过实施更多支

持政策和帮扶举措促进农业增产、确保粮食安全。

中方积极贡献有目共睹

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粮食生产国，也是国际粮食合作的重

要推动者和贡献者。中国以不足全球 9% 的耕地产出约占世

界 1/4 的粮食，解决了 14 亿多人口的吃饭问题。中国支持减

贫和粮食安全国际合作，提出国际粮食安全合作倡议，将粮食

安全作为全球发展倡议八大重点合作领域之一，并将继续主

办国际粮食减损大会，共同维护全球粮食安全。

在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支持下，中国同联合国世界

粮食计划署合作，向津巴布韦、索马里、南苏丹、埃塞俄比亚等

30 多个国家实施了 50 多个粮食援助项目。中国还同粮农组

织合作，在乌干达、卢旺达实施提升可持续土壤管理能力项

目，提升其农业生产水平。中国已成为粮农组织南南合作框

架下资金援助最多、派出专家最多、开展项目最多的发展中国

家。在双多边层面，中国已同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农业

合作，向发展中国家推广 1000 多项农业技术，为 80 多个发展

中国家培训超过 1.4 万名杂交水稻专业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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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粮食安全视作中非双

方合作的重要领域之一。中国已在非洲实施了 500 多个农业

援助项目，派遣了数千人次农业技术专家，加强杂交水稻和菌

草等农业科技合作，助力非洲维护粮食安全。在“九项工程”

的“减贫惠农工程”项下，中国立项实施 47 个减贫和农业项

目，培训近 9000 人次农业人才，推广 300 多项先进适用技术，

惠及非洲 100 多万小农户。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管理执行主任埃洛阿菲表示，作

为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农业创新引领者，中国积极助力“全

球南方”构建具有韧性的粮食系统，促进非洲等地区的农业现

代化、工业化和绿色发展。通过加大农业研究投入、加强南南

合作、促进科技创新等方式，中国为维护世界粮食安全作出积

极贡献。

（本报罗马 1月 6日电）  

全球仍有约7.33亿人面临饥饿，多地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状况，国际机构呼吁—

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全球粮食安全
本报记者   谢亚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