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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数字监管

欧盟委员会 4 月 23 日发布声明表示，
《数字服务法》针对相关在线平台非法和有
害内容事宜制定了追责新标准，它将更好地
保护用户及其基本权利。声明援引欧盟委
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话说，该法案将升级在
线服务的基本规则，确保在线环境安全。

据悉，《数字服务法》适用于为欧盟用
户服务的数字服务提供商，包括在线购物
平台、社交媒体平台、搜索引擎等，有关
大型服务商须遵守相对更多的规则。

法新社报道指出，《数字服务法》要求
科技公司更迅速地删除仇恨、煽动恐怖主
义和儿童性侵等非法信息，要求亚马逊等
电子商务平台阻止非法商品销售。企业若
违规，将面临最高达到全球营业额6%的罚
款；如果屡犯，则可能被禁止在欧盟境内
运营。

“2020 年 12 月，欧盟委员会就已提出
这一法案的草案。该法案的出台背景是欧
盟内部数字市场被第三方大企业严重挤
压。长期以来，欧盟一直希望对这些企业
把控客户数据、肆意推广广告及服务等涉
及垄断的经济行为进行规制。”中国现代国
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学者董一凡在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称，一年多来，由于欧
盟成员国在数字领域有不同诉求，一些国
家担忧该法案可能影响自身对美国科技企
业投资的吸引力，还有一些声音认为加强
市场监管可能阻碍欧洲数字经济的创新，
因此该法案遭遇了不小阻力。但总体来
说，法案的基本框架和内容与其制定初衷
没有太大变化，反映了欧盟及其成员国和
民众的一种普遍诉求。

据悉，《数字服务法》是欧盟为保护互联
网用户采取双重措施的第二部分，第一项措
施是《数字市场法》。3月24日，欧洲议会、
欧洲理事会和欧盟委员会就《数字市场法》
达成协议。法新社称，该法案将首次规定大
型线上平台在欧盟市场的竞争规则。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中心主任丁纯向本
报记者分析称，《数字市场法》与《数字服
务法》 各有侧重：前者旨在规范数字市
场，尤其是数字企业之间的竞争，避免跨
国科技巨头凭借垄断优势，在欧洲市场过
度扩张；后者侧重从内容及形式等方面规
范数字企业提供的服务，以此更好保护欧
盟消费者。

维护数字主权

路透社报道称，《数字服务法》是欧盟委
员会继上月推出《数字市场法》后，又一针对
美国科技巨头垄断行为的措施。

“美国科技企业利用欧洲的海量用户数
据和市场规模，占据了欧洲数字经济的大
部分市场份额，对欧盟本土数字企业形成
严重挤压。同时，美国数字企业掌握大量
用户数据，也对欧盟的数据安全和数据主
权构成了挑战。事实上，近年来，甚至更
早以前的‘棱镜门事件’，已使欧盟在数字
领域产生无力感和不安全感。”董一凡指
出，这两部法案瞄准“看门人企业”，即市
值达到 750 亿欧元、年营业额达 75 亿欧
元、每月拥有至少4500万用户的大型互联
网企业，虽未直指企业国籍，但满足相关
条件的多是美国硅谷的科技企业，因此这
些企业将受这两部法案影响最大。

分析认为，近20年，欧盟在数字经济
领域竞争力有所下降，欧盟国家数字市场

基本上被美国科技巨头所垄断。本土数字
企业实力弱、对美国技术过度依赖，成为
欧盟的切肤之痛。因此，欧盟希望通过出
台这两部法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无序扩
张起到有效的遏制作用，为本土企业发展
创造空间。

近年来，欧盟谋求数字主权、推进数
字化建设的脚步不断加快。今年 2 月，欧
盟委员会批准总额约20亿欧元的绿色和数
字转型资金，用于完成“数字欧洲”项目
的部分工作计划，重点针对人工智能、公
共数据空间、网络安全和数字技能共享等
领域进行战略投资。冯德莱恩将数字主权
作为欧盟实现“在数字世界中独立行动”
目标的基石。

“绿色和数字化是本届欧盟委员会的两
个重要目标。欧盟推出这两部数字法案，是
推进数字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谋求
战略自主密切相关。”丁纯指出，数字经济代
表新的生产力和新的发展方向，是全球技术
创新的重要高地。欧盟推出一系列加快数
字化建设的计划、法案，旨在为本土科技企
业保驾护航，避免自身在相关领域处于落后
位置，尽可能地缩小美国的领先优势。

董一凡认为，《数字服务法》是欧盟战
略自主在数字市场和产业监管领域的体
现，其目的是让欧盟数字市场体系更加完
善、竞争更加有序，进而夯实产业基础，
推动欧盟数字自主。

完善数字规则

分析指出，《数字服务法》和《数字市
场法》是欧盟近20年来在数字领域的首次
重大立法，提供了一套统一的欧盟数字规
则。有法国专家甚至将两部法案称为“防

止外部渗透、侵蚀的最强守门人”。
“过去，欧盟主要对美国科技企业采取

巨额罚款。如今不再只是针对个案，而是
通过制定一套规则，建章立制，以此遏制
美国科技巨头在欧盟数字市场的‘野蛮生
长’。欧盟相继出台两部数字法案，从制度
建设角度来看，对全球加快数字经济立
法、保护消费者及规范市场竞争具有积极
作用。”丁纯认为，两部数字法案是欧盟数
字化的一部分，也是全球数字化发展的重
要组成。

近年来，欧盟先后公布《通用数据保
护条例》《非个人数据自由流动条例》等多
项政策文件。欧盟及德国、法国等成员国
多次对谷歌、亚马逊等美国科技企业展开
反垄断、避税、用户隐私等调查，法国、
西班牙、意大利等国还宣布了对互联网巨
头征收数字服务税的计划。

董一凡认为，《数字服务法》作为一部
对欧盟数字市场影响重大的法案，将进一
步完善相关制度体系，使欧盟拥有更有力
的工具来制约境外科技企业，引导其遵守
欧盟反垄断规则和数据使用规则，并对欧
盟数字市场起到一定的再平衡作用。同
时，作为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欧盟在数
字经济规则方面的发展，也将对全球数字
经济治理产生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欧盟与美国关系
进一步靠近，在安全、能源等领域对美国
的需求有所增加，硅谷的数字企业或将加
大在华盛顿和布鲁塞尔的游说。而美国现
任政府在外交上实际延续了‘美国优先’
的逻辑，民主党又素来与硅谷科技巨头关
系密切，这都可能影响这两部数字法案的
实施效果。未来，涉及具体企业的调查处
罚，可能仍将是美国与欧盟相关部门相互
协调、多方影响的结果。”董一凡说。

欧盟成员国与欧洲议会就《数字服务法》达成一致

欧盟给“谷歌们”再上“紧箍咒”
本报记者 严 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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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4月23日，欧盟成员国
与欧洲议会的谈判代表就欧盟《数字
服务法》达成一致。该法案要求互联
网平台企业采取更多措施删除非法和
有害的在线内容，否则可能面临巨额
罚款。外媒普遍认为，该法案直接针
对谷歌、亚马逊、脸书等美国科技巨
头，旨在进一步限制其市场行为，规
范欧盟数字服务秩序。

近日，美国民主党籍联邦
参议员克里斯·孔斯参加一档
电视节目时称，如果美国国会
不批准追加新冠肺炎疫情救助
经费，数百万新冠疫苗将过期。

过期疫苗在美国不是一
个新话题。早在去年9月，美
国《华盛顿邮报》就曾发表文
章称，“数百万疫苗即将过期，
最终将被扔进垃圾桶”。美国
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当时分析
称，到 2021 年 9 月 25 日，美国
或累计剩余5亿剂新冠疫苗。

疫苗过期，因为过剩。疫
苗过剩，源自囤积。自新冠疫
苗问世以来，美国高举“美国
优先”大旗，囤积了远超自身
实际所需的疫苗。期间，美国
甚至颁布疫苗和疫苗原材料
的出口禁令。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
骨。”与美国大批在仓库落灰
甚至过期的疫苗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全球范围内目前仍有
约 1/3 的人未接种疫苗；在非
洲，未接种疫苗人数占总人数
的 83%；在中低收入国家，只
有不到半数人口接种了疫苗；
占世界总人口 20%的最脆弱
群体很少能接种疫苗。

面对全球数以十亿计至
今无法接种疫苗的各国民众，
美国的“良心”不会痛吗？

疫苗过剩，与美国政客公
开散布的错误言论也高度相
关。疫苗阴谋论、反智主义等
多种因素，导致美国民众在对
待疫苗接种问题上存在严重
分歧。有观点指出，如果美国
联邦和地方政府未采取更多
措施消除人们对疫苗的疑虑，
美国反疫苗运动或将变得更
普遍。支持接种疫苗者表示，
现在推广接种疫苗的工作已
经变得越来越困难。

美国 《福布斯》 杂志网
站近日援引凯撒家庭基金会
最新研究称，自 2021 年 6 月
以来，近 24 万新冠肺炎死亡
病例本可因及时接种新冠疫
苗而免于死亡。

面对国内近100万逝去的生命，美国的“良心”
不会痛吗？

疫苗是战胜疫情的最有力武器。然而，美国却
将疫苗武器化、工具化。在国内，疫苗成为“党争”
的工具。在是否应该接种疫苗的问题上，美国社会
反复撕裂。在国际上，疫苗成为实现美国领导力的
外交工具。美国以自身利益和同盟关系为标准，通
过控制疫苗分配来维护领导权。同时，美国将病毒
溯源政治化，并刻意贬低和诋毁他国疫苗效力，污
蔑打压他国抗疫成果，阻碍国际合作抗疫。

如今，变异病毒为全球疫情防控带来更大挑
战。专家认为，提高疫苗接种率、缩小全球“免
疫鸿沟”，是将疫情危险降到最低的重中之重。但
正如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卫生筹资大使、英国前首
相戈登·布朗所说，当前距离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
全球疫苗注射率达75%的目标仍有一定距离。

疫苗是全球公共产品，发达国家肩负国际责
任，应当致力于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
可负担性。那些落灰甚至过期的疫苗，犹如“鞭
子”，狠狠地抽在美国的“良心”上，但愿美国会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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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外媒报道，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
天气事件正在多地制造大量“气候难
民”。世界银行预测称，到 2050 年前，
气候变化可能迫使超过2亿人迁移。专
家指出，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共同责
任，建立“气候难民”相关国际援助机
制是当务之急。

流离失所者增加

据美联社消息，当地时间 4 月 11 日
至12日，南非东部地区突遭强降雨并发
生严重洪灾，超过4万人失去家园。

近年来，类似极端天气事件频繁侵
扰全球多地。在亚洲的孟加拉国，每年
有数十万人因海平面上升、洪水等问题
被迫迁移；在危地马拉、洪都拉斯等中
美洲国家，气候变化加剧土壤退化，农
民成群结队离开干旱的田地；在非洲萨
赫勒地区，由于洪水泛滥、粮食短缺、
暴力丛生，人们不得不背井离乡……

联合国难民署指出，受气候变化和
气候灾害影响，每年有超过2000万人被
迫境内迁移或跨境避难。世界银行2021
年 9 月发布的报告预测称，2050 年前，
气候变化将造成约2.16亿人在其本国境
内迁移。其中，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会
有多达8600万内部“气候移民”，东亚
和太平洋地区4900万，南亚4000万。

发展中国家蒙难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不久前发布报告《气候变化2022：影响、
适应和脆弱性》指出，随着全球温度升幅
走向1.5摄氏度，未来20年世界将面临多
重气候危害。最不具备应对能力的人群
和生态系统受到的打击最严重。

在去年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上，太
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环境部长韦
拉·莫里表示，受全球变暖影响，海平
面上升，卡特里特群岛数千岛民需要重
新安置。他向发达国家喊话：“发达国
家必须履行基本义务。因为它们的工业
活动，我们成为全球气候问题的受害
者，这绝对不公平。”

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李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气候
难民”已成为当前的国际难题，发展中国
家面临的“气候难民”挑战尤为突出。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自然环境
禀赋不佳、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和技术手
段不足的多重困境，对气候变化的敏感
性高、适应性差、脆弱性强，导致受气候
灾害影响更严重，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
更高昂。遭遇气候灾害后，发展中国家
受限于医疗水平和经济能力，在防治传
染病和灾区重建等气候灾害救助方面也
面临更多困难，这都加剧了‘气候难民’
问题的产生。”李强说。

呼唤国际法支持

联合国难民署指出，在气候变化和灾
害背景下，部分人群被迫跨越国界，在特

定情况下可能需要国际保护，难民法和人
权法在这一领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现有国际法框架对‘气候难民’
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国际救援机制也
没有专门针对‘气候难民’的机制，导
致联合国难民署、移民署等机构处理相
关问题时缺乏明确的国际法依据。”李
强说，“国际社会有必要积极缔结相关
国际公约，构建应对‘气候难民’问题
的国际救援机制，形成国际合力。”

近年来，“气候难民”相关国际解
释已有突破。联合国于 2018 年通过的

《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 指
出，对因环境恶化被迫离开原籍国的移
民，抵达国政府宜为其制定搬迁计划并
提供签证便利。2020年1月，联合国人
权委员会在一项判决中裁定，“气候难
民”不能被遣返回国，气候危机可能导
致“个人权利被侵犯”。英国 《卫报》
援引专家分析称，这为“气候难民”未
来寻求保护打开了大门。

“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
园，国际社会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将‘气候难民’问题视作全球面临
的共同挑战，凝聚国际共识，推动国际
合作。各国应加紧落实和实施《巴黎协
定》的各项措施，从减缓和适应两方面
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应尽快兑现

《巴黎协定》 中规定的每年向发展中国
家提供 1000 亿美元气候援助资金的承
诺，以帮助其提升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
的能力，从根源上减少‘气候难民’问
题的产生及其影响。”李强说。

极端天气频发“气候难民”激增
本报记者 林子涵

极端天气频发“气候难民”激增
本报记者 林子涵

图为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大厦。 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摄

4月24日，马耳他中国友好协
会和桑塔露琪亚市政府共同举办中
马建交50周年纪念雕塑揭幕仪式，
以庆祝两国跨越半个世纪的友谊。
当天，马耳他中国文化中心与桑塔
露琪亚市还组织了一场“春天庙

会”，融中马文化、旅游、美食、文艺
演出于一体，吸引了数百名马耳他
当地民众。

图为活动现场，一名男子展示
写有“中马友好”的书法作品。

乔纳森·博格摄（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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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耳他的“春天庙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