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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夏季达沃斯：

探寻全球经济重启增长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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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成为增长亮点

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举办正值全
球经济复苏和变革的关键时刻。世界经
济论坛总裁博尔格·布伦德在以“重启增
长”为主题的分论坛上表示，受地缘政治
冲突、金融市场波动、宏观经济形势变化
等因素影响，全球经济面临诸多挑战。通
胀高企、利率上升等情况，进一步加剧全
球经济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全球迫切
需要找到重振经济的新机遇。

论坛期间，多位嘉宾表示，以数字
技术、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领域、新
赛道快速崛起，为全球经济复苏创造有
利条件。

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说，近年来，
包括数字服务、电商贸易等在内的全球
数字贸易正在快速增长，为促进世界贸
易和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动力。未来，有必
要加强数字化发展，弥合全球数字鸿沟，
让更多人接触数字科技和数字服务，这
对促进发展中国家和全球经济的长远发
展大有裨益。

越南总理范明政表示，包括数字化
业务、数字化转型等在内的新兴行业的
发展有望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驱动力。
这些新领域、新业态的发展有利于改善
现有供需关系，促进相关贸易以及投资
的增长，带来更多就业机遇。

“包括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在内的
高科技产业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最有潜
力的方向之一。”首尔大学国际研究研究
生院国际关系教授李根在论坛上回答本
报记者提问时表示，在人工智能等前沿领
域，创新型企业正在涌现。未来，如果全球
科技界能够保持开放合作，高科技产业有
望进一步释放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在科技创新领域，中国高质量发展
成果赢得广泛赞誉。

世界经济论坛大中华区主席陈黎明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高科技
领域发展迅猛，多领域走在世界前沿。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发布的《世界知识
产权指标》 报告显示，中国发明专利有
效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不久前发布的
2023自然指数年度榜单也显示，中国在
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贡献位居榜首，这
充分彰显了中国科创活力与发展实力。
期待中国持续通过开放交流、团结合
作，推动全球科技发展，为全球经济增
长作贡献。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金刻
羽对本报记者表示，中国着力加强对半
导体、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前沿科技领
域的资源扶持，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
升级注入动力。未来，期待中国持续加强
开放合作，引领前沿技术与产业发展，为
新领域新赛道开创更多机遇。

绿色转型培育发展动能

绿色经济、能源转型是本届论坛的
重点议题之一。多位与会嘉宾谈及，绿色
低碳转型有利于创造就业，培育新的经
济增长空间。

新西兰总理希普金斯认为，向绿色
经济转型至关重要，绿色经济对新西兰
的国际贸易非常有帮助。随着气候变化
的问题越来越严峻，国际消费者越来越
有意识地选择绿色产品。新西兰作为出
口导向型经济体，将持续挖掘相关出口
机遇，走绿色可持续之路。

针对国际上对绿色转型可能增加经
济成本而非提振经济的质疑，希普金斯
表示，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已持续下降。
使用可再生能源有望节约成本、提高经
济效率。

巴巴多斯总理莫特利也强调了绿色
转型的重要性。在此次夏季达沃斯之前，

“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呼吁加强气候融
资及绿色基建。莫特利表示，实现绿色转
型，不应有任何一个国家掉队。全球多边
金融机构、政府部门及私营部门需通力
合作，落实气候融资需求，解决资金监管
的问题，打造更具韧性的绿色未来。

世界经济论坛不久前发布《2023 年
未来就业报告》。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
事萨迪娅·扎希迪向媒体介绍报告内容
时表示，绿色转型尤其是能源转型是未
来全球新增就业最多的领域之一，可能
创造 100 万个就业岗位，其中，环保人
员、太阳能工程师等就业岗位有望出现
较多增长。

与会嘉宾表示，在绿色转型及能源
科技领域，中国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

“在引领全球实现可持续目标方面，
中国可以发挥关键作用。”陈黎明说，从光
伏、稀土提炼加工到新能源汽车及电池，
中国在绿色转型进程中不断取得创新突
破。当前，中国生产的光伏组件、风力发电
机、齿轮箱等关键零部件占全球市场份额
70%，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为其他国家减
排二氧化碳约5.73亿吨；中国新能源汽车
产销量连续7年位居世界第一。中国大力
发展绿色转型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实现
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津巴布韦工商部部长塞凯·恩泽扎
对本报记者表示，中国对外加强绿色投
资与合作，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能源转型。
目前，有多达230家中国企业在津巴布韦
进行了投资，其中不少参与了绿色矿产
相关的开发与合作。近期，津方与中方正
就锂精矿加工投资展开洽谈。随着中国
绿色投资进入津巴布韦，期待越来越多
电动汽车从津巴布韦的生产线上驶出。

开放合作应对全球挑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久前发布的报
告指出，“贸易碎片化”可能使全球 GDP
遭遇高达7%的损失；如果再叠加技术“脱
钩”，损失可能高达12%。夏季达沃斯论坛
期间，博尔格·布伦德引用这组数据表
示，各国应避免“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
主义政策，打破贸易壁垒，携手共促全球
经济复苏。

“全球性问题，需要采取全球性方法
来解决。”范明政表示，面对全球经济下

滑、通胀高企、疫情延宕、地缘政治冲突、
南北发展鸿沟等全球性挑战，任何国家都
不能独善其身，而是需要加强团结合作，
共同解决问题。他特别提到，有必要充分
发挥经济及金融领域国际组织作用，制定
相应优惠政策，推动全球性问题解决。

“面对挑战，有国家可能倾向于‘向
内看’，打造自己的安全性和韧性，但归
根结底还是要‘向外看’，合作应对气候
变化等全球性危机。”希普金斯表示，“向
内看”不符合任何国家的长远利益，各方
应携手推动世界经济和贸易朝更开放的
方向发展。

“所谓‘脱钩’‘去全球化’，既不现
实，也很危险。”陈黎明表示，单边主
义、保护主义会增加世界经济的全局性
风险，导致经济效率大幅下降。各方应
秉持开放理念，积极践行多边主义，营
造开放包容的合作环境，推动构建开放
型世界经济。

与会期间，多位嘉宾表示，中国主动
向世界开放市场，与全球共享发展机遇，
为世界树立了开放合作的典范。

塞凯·恩泽扎表示，“一带一路”为非
洲乃至全球带来了贸易机会。通过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津巴布韦与中国达成
了多项富有意义的合作。目前，双方正在
考虑继续扩大贸易规模与范围，加强在
前沿技术和创新领域协作。未来，相信津
巴布韦将通过“一带一路”受益匪浅，与
中国的贸易投资合作越来越多。

菲律宾信息和通信技术部部长黄延
光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保持
开放合作，对全球经济增长有重要意
义。期待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持续加强合
作，这种合作将不仅限于资金方面，而
且有望向技术共享、平台共享的方向持
续延伸。目前，中国—中亚、中非的合
作树立了良好样板。未来，随着中国的
影响力持续扩大，中国的援助与合作将
为更多发展中国家提供机遇，助力世界
经济复苏和增长。

上图：第十四届夏季达沃斯会场。

世界经济论坛第十四届新领军者年会
（夏季达沃斯论坛）日前在天津闭幕。年会
期间，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名
政商学界人士齐聚海河之滨，就如何激活
发展新动能、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展开深入
对谈。其中，数字经济、绿色转型、开放
合作等成为与会者聚焦的关键词。与此同
时，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也是论坛的重要
议题之一。与会嘉宾表示，在全球经济复
苏和新动能培育的过程中，中国将在多领
域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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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司法部宣布以涉嫌生产
销售涉芬太尼化学前体为由，起诉多家
中国企业和数名中国公民。此前不久，
美国财政部以销售压片机、模具等设备
涉芬太尼为由，宣布制裁7个中国实体和
6名个人。在芬太尼泛滥问题上，美国频
频“碰瓷”中国，还是熟悉的“内病外
治”套路。

芬太尼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强效阿
片类物质，主要用于临床麻醉。根据国
际麻醉品管制局统计，美国是全球最大
的芬太尼类药品生产国和消费国，占世
界人口总数 5%的美国人，消费了全球
80%的阿片类药物。美国疾控中心数据显
示，近年来，合成阿片类物质，特别是
芬太尼，导致的死亡人数急剧上升。

芬太尼泛滥已成为席卷美国的公共
卫生危机。然而，美国却始终不从自身
找原因，反而屡次“甩锅”中国。

——美国鼓噪所谓“芬太尼前体”
概念，实属规避责任、公然“甩锅”。美
国所谓的“芬太尼前体”是普通化学
品，被合法且广泛地应用于正常工业生
产中，任何公司均可自行生产、出口和
使用，无需向政府部门报告。美国提出
的所谓“了解你的客户”的做法，远超
出联合国禁毒公约对各国的义务约定。
而且，根据国际惯例和通行做法，保证
国际货物不用于非法目的，是进口企业
的基本责任，也是进口国政府的法定义
务。美国对中国的无端指责和制裁干
涉，实际是漠视国际贸易和禁毒规则秩
序，逃避本国管理责任和国际禁毒义务。

——美国指责中国“破坏中美禁毒
合作”，实属推卸责任、“倒打一耙”。联
合国禁毒公约中管制的芬太尼类物质共
27 种。中国是全球第一个正式整类列管
芬太尼类物质的国家，管制品种远超出
联合国公约范围，并对所有列管化学品
实行进出口许可和国际核查制度，有效
防止列管化学品通过国际贸易途径流入
制毒渠道。这为防范芬太尼跨国非法制
贩和滥用发挥重要作用，美国是主要受
益国。根据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等禁毒
执法部门通报，自 2019 年中国政府正式
整类列管芬太尼类物质以来，美方再未
查获来自中国的芬太尼类物质。此外，
中美自 2003 年就建立了禁毒情报交流会
机制，迄今共举办9届交流会。中方始终本着人道主义和负
责任态度，拿出足够善意和诚意与美方开展超常规合作，
帮助美方解决芬太尼滥用危机，与世界各国共同应对毒品
问题新挑战。

作为全球芬太尼问题最为突出的国家，美国不仅至今
仍未正式整类列管芬太尼类物质，而且屡次无理制裁中国
实体和个人，甚至将中国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国家毒品
实验室等承担芬太尼类物质检测管控工作的重要机构列入

“实体清单”制裁，严重限制中国禁毒工作能力和中美双方
禁毒合作基础，对国际禁毒合作造成负面影响。

——美国执法人员在第三国采用“钓鱼执法”诱捕中
国公民，多次悍然起诉中国实体和个人，任意拘押中国公
民，实属典型“长臂管辖”，是对国际法的肆意践踏。美国
早已习惯使用非法手段施压、胁迫、霸凌他国，企图误导
民众，转移舆论焦点，掩盖本国禁毒不力事实。墨西哥总
统洛佩斯此前曾严厉指责美国以“禁毒”之名，在墨开展
间谍活动，是“具有侮辱性、傲慢的干涉行为”，令人无法
接受。

在全球各国对芬太尼等阿片类物质管控越来越严格的
情况下，美国芬太尼问题却持续恶化，致死人数不降反
升。因为，美国芬太尼泛滥的“病根”在国内——一边是
美国大型医药企业花重金进行政治游说、兜售“阿片类物
质无害论”；一边是美国政府放任民众形成滥用药物习惯，
对阿片类物质跨境非法制贩利益链条管制不力。

“甩锅”“碰瓷”他国，解决不了问题。美国芬太尼泛
滥是个“内病”，必须“内治”。

尼加拉瓜外长丹尼斯·蒙卡达日前向联合国秘
书长古特雷斯提交了一封由尼总统奥尔特加签名
的索赔信件，要求美国支付超过 120亿美元的赔偿
款，以履行国际法院 20 世纪 80 年代对美国为尼加
拉瓜内战提供资金一事作出的判决。信件指出，时
隔37年，美国仍未支付这笔“历史债务”。

1979年，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桑解阵）领导的
人民武装推翻独裁统治尼加拉瓜 40多年的亲美政
权索摩查家族。为继续控制这个国家，美国政府开
始在尼境内资助反政府武装，不仅为他们训练士
兵、提供武器，还鼓动其在尼重要港口布设水雷，导
致多艘外国商船损毁。此外，美国还煽动尼反政府
武装发动内战，致使该国深陷战乱泥潭，沦为西半
球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1984 年，尼政府向国际法院状告美国政府，要
求其对多年来干涉尼内政造成的损失给予赔偿。
1986 年，国际法院认定美国的行为违反联合国公
约，判决其向尼加拉瓜支付超过120亿美元的赔偿。
然而，在联合国安理会就此事进行的多次投票中，
美国连续动用否决权，致使赔款始终无法落定。

1990 年，亲美总统候选人比奥莱塔·查莫罗在
大选中击败现任总统奥尔特加，并在后来撤销了对
美国的赔款诉求。

37 年后，奥尔特加再次向美国索要这笔赔偿。
他在给古特雷斯的信中说，这不是“一项有待确立
或须征求司法机构咨询意见的义务”，而是“最高国
际司法机构在最终裁决中已经明确的义务”，美国
一直没有承担其“非法行为的社会代价”。

干涉尼加拉瓜内政只是美国奉行“门罗主义”
和霸权主义、祸害拉美的冰山一角。200年来，美
国30余次军事介入拉美，借助“金钱政治”等手段暗
地或间接插手拉美国家事务更是不计其数。直至
今天，美国仍在通过各种手段压迫拉美国家。“离
天堂太远，离美国太近”，依然如魔咒般笼罩着这片
古老大地。

当前，拉美国家团结反霸的意志越来越强烈，
以对话和多边主义对抗美国霸权行径、捍卫区域一
体化，成为越来越多拉美国家的选择。

在今年 1月举办的拉共体峰会上，拉美多国领
导人呼吁结束对古巴的经济、金融封锁，建立能保
护人民共同利益、尊重多样性的区域一体化机制，
反对外来干涉和霸权主义。今年5月，南美国家领导
人会议在巴西举行。巴西总统卢拉在会议中提出多
项一体化倡议，包括建立地区共同货币以减少对美
元的依赖、重启南美洲国家联盟建设等。会议达成
的《巴西利亚共识》提出建立“有效的南美自由贸易
区”，充分表明了拉美国家致力于构建区域一体化
的决心。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指出，“门
罗主义”及其衍生出来的美国对拉美政策本质上是
将美洲变为“美国人的美洲”。美国继承了欧洲列强
在拉美侵略领土、屠杀平民、搜刮财富的历史并将
其“发扬光大”。“尼加拉瓜向美国索要赔偿发出了
拉美的集体声音。拉美国家应当团结协作，通过一
体化机制对抗美国的单极霸权。”

（据新华社电 记者廖思维、赵凯）

近日，德国柏林举行 2023国际手摇风琴艺术节。来自 10余个国家的 140余名手摇
风琴表演者为柏林市民带来视听盛宴。图为参加艺术节的手摇风琴表演者。

新华社记者 任鹏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