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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世界经济“危机峰会”

与以往相比，这个冬天的达沃斯小
镇似乎略显冷清。据路透社报道，在七
国集团 （G7） 中，只有三个国家的领导
人出席，即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德国总
理默克尔和意大利总理孔特。美国总统
特朗普、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和法国总统
马克龙，受困于国内事务而未能前往。

遭遇“寒冬”的不止这个冰雪小镇。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报道，

论 坛 开 幕 首 日 ，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IMF） 发布 《世界经济展望》，分别下
调2019、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0.2和
0.1个百分点，至3.5%和3.6%，并警告称

“近年来的增长势头正在减弱”。
IMF 总裁拉加德在论坛上的讲话中

指出，“经过两年的稳健扩张，世界经济
增速低于预期，风险正在上升。”

“世界经济的‘危机峰会’。”瑞士SRF
电视台为本次论坛下了这样的定义。路透
社称，这次论坛召开的背景是，全球经济
和政治前景的悲观情绪正日益加深。

牛津大学国际发展研究系教授亚历
山大·贝茨提出，目前，西方领导人面临着
很多的挑战，包括处理国内困局以及民粹
主义兴起给全球化进程带来的严重挑战。

“世界没有停止。”世界经济论坛公
众参与部执行总监阿德里·安蒙克这样评
价西方主要国家领导人的缺席。他说，

“此次会议更加集中在非英语世界国家，
这也是该组织 1971年首次召开会议时的
最初想法之一。”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官方发布的消息，
今年仍有来自 11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0 余名嘉宾与会，其中包括约 65 位国
家元首、政府首脑、重要国际组织负责人。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
任王勇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世界经济论坛是一个非官方、非政府的
论坛，是各界精英通过自由对话方式探
讨全球问题的一种方式，能够起到提示
全球风险、把握未来发展方向的作用。
它在全球事务中的角色是不可替代的。”

一种“包容性”全球化方案

作为世界经济的“风向标”，每年世
界经济论坛的主题都备受国际社会关注。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
道，在“全球化4.0：塑造第四次工业革
命时代的全球架构”这一主题下，数百
次小组讨论和会议为本次论坛搭建了框
架。与会者可以在“管理全球垃圾危
机”、“使数字全球化具有包容性”和

“全球化：撤退还是重塑？”中选择议题。
CNN 的报道还指出，“今年，人们

非常强调气候变化带来的危险。技术变
革和民粹主义崛起带来的挑战也是突出
的主题。”

“全球化 4.0”、“第四次工业革命”
无疑是此次论坛的两大关键词。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最佳表述就是这
些领先技术：人工智能、无人驾驶汽
车，以及物联网。这些技术将在未来几
十年影响多个行业，对数字世界有至关
重要的影响。”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

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世界经济论坛创
始人及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写道，“当今
世界，全球化不会消失，而是不断深
入。如果说以往的全球融合是因为贸易
壁垒的消失而发展，那么如今的全球化
发展则有赖于国家间数字和虚拟系统的
互联互通以及相关理念和服务的流通。
这是全球化4.0的核心。”

王勇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以信
息技术和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新工业革
命，是当今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技术基
础。但现今的全球治理架构远远不能适
应技术发展的现实。“世界经济论坛就是
要引领大家来讨论这个问题，寻求解决
矛盾的办法。而推动全球化4.0就是较好
的解决之道”。

“从本质上讲，全球化 4.0 提出了一
种‘包容性’的全球化方案。”美国全国

广播公司财经频道分析称，“本次世界经
济论坛主题的提出，正值许多国家民粹
主义政治持续升温，以及对全球化的强
烈反对。”

一场需要合作的“颠簸旅行”

“世界经济论坛正聚焦于它所称的
‘第四次工业革命’，未来的旅途可能会
更加颠簸。在不让数百万人掉队的情况
下，我们应如何管理这个过程？”美联社
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不让数百万人掉队”正是“包容
性”的体现。正如施瓦布在论坛开幕式
致辞中提到的，“在一个日益相互关联的
世界中，全球化4.0必须以人为本，更具
包容性，更具可持续性。”

“全球化 4.0 是信息、服务业和知识
经济的全球化，意味着更多发展中国家
将融入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教授李巍告诉本报记者，“目前，这一
4.0版本仍没有解决过去全球化发展的一
个根本性弊端——如何将全球化收益在
不同国家、不同群体之间均衡分配。世
界亟须更加有效的全球治理方案，实现
共商共建共享。中国提出的‘一带一
路’倡议就是如此。”

在全球治理面临严峻挑战和深刻变
革的当下，合作——成为世界经济论坛
传递的一个清晰信号。

“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贸易冲突加
剧，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等问题仍未解
决，数字化进程加快，未来将发生重大
变化。”“德国之声”电台网站引述观点
称，“单独来看，每一个问题都将是一个
艰巨的挑战，所有这些挑战同时存在，
是一个真正的巨大挑战，只有通过合作
才能解决。为了增进相互理解，对话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

近日，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一项调
查结果显示，在一项针对 1 万人的调查
中，76%的受访者相信各国为共同利益而
合作的力量。

施瓦布表示，“绝大多数的全球公众
都希望领导者探寻合作新路径，共同应
对人类面临的各项重大挑战。我们生活
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全球人类社会中，面
临着环境、恐怖主义、大规模移民等全
球性挑战，我们必须找到共同的解决方
案。在全球化的世界里，我们都在同一
条船上。”

据瑞典外交部 20 日消息，为筹备定
于2月下旬举行的第二次首脑会晤，朝鲜
与美国代表日前在瑞典举行工作会谈。
韩国代表也参与了协商。

分析人士认为，在国际社会较高期
待和舆论较大压力下，朝美谈判若迟迟
不见实质性进展，将挫伤双方积极性，
不利于今后关系发展，因此筹备工作恐
怕要迎难而上，为第二次“金特会”寻
找突破口。

据韩联社报道，朝美代表集中讨论了
第二次“金特会”的议题和后勤安排等。

美国总统特朗普 20 日在社交媒体上
再次表示，期待与金正恩在 2 月再次会
晤。美国副总统彭斯当天在接受福克斯
电视台采访时说，美朝领导人之间的沟
通“非常好”，美方期待朝方采取实际举
措实现无核化，特朗普总统对此感到“非
常乐观”并相信可以取得“真正进展”。

据韩日媒体报道，韩国外长康京
和、日本外相河野太郎 21日分别与美国
国务卿蓬佩奥就第二次“金特会”事宜
通电话。

特朗普此前对媒体说，朝美第二次
会晤地点已选定、待公布。对此，美英
媒体猜测的热门地点包括越南岘港。路
透社还报道说，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将访问越南。截至目前，越南、朝鲜政
府尚未证实此事。

复旦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主任郑
继永认为，朝美目前都有需求推动双方
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因此工作组级别
会谈有可能为第二次“金特会”取得一
定突破奠定基础。一种可能的方案是：
朝方允许美国对宁边核设施或其他一些
地方进行实质性核查，而美方同时放松
部分对朝经济制裁，或默许朝鲜与一些
其他国家的经贸交流，以此作为对朝方
的“补偿”。

郑继永还说，尽管朝美还未宣布会
晤地点，但与去年选址新加坡一样，应
当会考虑双方接受度、距离、安全保障
等因素。

对于这次协商采取朝美韩三边形
式，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
王生说，不能脱离朝美关系谈朝韩关系
发展。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问题
专家孙成昊说，目前美朝谈判主要还停留在路线图和宏观
原则上，美国总统尚有较大决策权。若再深入到取消制裁
等具体操作层面，总统将面临国会制衡。根据美国国会
2017年通过的对俄罗斯、伊朗、朝鲜制裁法案，总统取消
制裁须经国会批准。

在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第二次“金特会”在即，并
有可能取得一定突破。然而，朝美之间的关键分歧无法靠
一次首脑会晤就彻底解决。如何避免“见完又僵”的局
面？说到底，彼此既要顾面子，也要顾里子。

过去一年来半岛局势的转圜充分证明，通过对话协商
解决各自合理关切、解决半岛问题是唯一正确选择。希望
有关各方谈下去并谈出成果，在又一个春天到来之际向世
界传出好消息。 （据新华社电）

在欧洲一体化即将进入第62个年头之际，欧洲经历了
前所未有的变动。英国“脱欧”、德国执政党高层“大换
血”等问题都将放大欧洲整体面临的困难。美国 《华盛顿
邮报》近日称，“内政风波将英、法、德三国推入弱势境地”。

三大引擎陷泥潭

英国路透社近日刊文，将“脱欧”称为英国近半世纪
来最大的政策巨变。德国 《焦点》 周刊则刊登了题为“卡
伦鲍尔当选新一届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可能导致大众
政党分裂”的头条文章，表达了对后默克尔时代德国政局
的担忧。法新社近日报道，“黄背心”运动从去年11月起持续
发酵，总统马克龙在改革进程中遇到诸多障碍。

以往的欧洲主要是靠大国引领，朝着区域一体化的方
向迈进。然而，曾被誉为欧洲“三驾马车”的英、德、
法，各自陷入国内困境，让2019年的欧洲充满不确定性。

据英国 《经济学人》 网站报道，早在 2017年竞选总统
时，马克龙就表示，要抓住历史机遇，减弱民粹主义，提
升法国的竞争力，改革欧元区，增强欧洲经济韧性。不
料，民粹主义盛行的步伐先于马克龙抱负的实现，欧洲各
国都在以不同形式上演着民粹主义与欧洲一体化的抗衡。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副所长王朔在接受本
报采访时指出，从过去一年的形势看，欧洲整体都在面临
着问题，而这些问题主要源于民粹主义的兴盛。2018年欧

洲各国政治上出现的乱象，反映出近年来欧洲社会阶层的
分化已达到一定程度。据欧联通讯社分析，随着民粹主义
在欧洲崛起，欧元区前景或将再次迎来新的挑战。

拓展合作添动力

尽管困难重重，但欧洲各国并没有因此停步，欧盟两
大主要经济体德国和法国的领导人都在有意识地推进欧洲
一体化。

据悉，1月 22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
在德国西部城市亚琛签署 《德国和法国关于合作和一体化
的条约》（《亚琛条约》），条约强调建立法德经济区，加
强两国的军事合作，推动欧洲一体化建设等。王朔指出，
在大国竞争博弈加剧的国际背景下，德法两国深深意识到
应该充当欧洲一体化的发动机。

除了加强与欧盟国家的合作，德法等国也开始积极寻
求在与中国的合作中创造机遇。据悉，法国经济与财政部
长勒梅尔近日在巴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法国乐于
和中国在对等原则基础上共同维护多边主义。据英国路透
社近日报道，德中两国已达成共识，将进一步强化银行
业、金融与资本市场的协作。

德法为推动欧洲发展所作出的努力显示，欧洲仍具有
一定发展潜力。欧洲积极扩展与中国的合作，也将为在一
定程度上停滞不前的欧洲提供新的机遇与发展空间。

经济防务辟新路

欧洲一体化三大支柱分别是经济与货币联盟，共同外
交与安全政策，司法与内务合作。欧洲要想在2019年克服
挑战，还需从三大支柱出发，探索更多领域的合作。

在经济领域，法国总统马克龙屡屡提出欧元区改革设
想，巩固经济、金融监管的基础，将加强欧洲各国之间的纽带
联系，并以此解决部分矛盾。此外，王朔还指出：“对欧洲来
说，防务安全合作是首推的重点。”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德国国防部长乌尔苏拉·冯
德莱恩称，在全球局势不稳定之际，欧洲“需要提高保护
自身安全的能力”。

可以说，2019年，欧洲还将面临诸多挑战，但化解挑
战的方法仍值得期待。王朔认为，“2019年，欧洲一体化进
程将继续推进。未来仍充满变数，但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
不确定。”

达沃斯2019：

“寒冬”中把脉世界经济
本报记者 李嘉宝

1月 22日至25日，一年一度
的世界经济论坛 （达沃斯论坛）
年会在瑞士达沃斯举行。本次论
坛主题为“全球化4.0：打造第四
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全球架构”。重
点议题包括气候变化、包容性增

长以及国际治理等。
最近几天，来自世界各国政

府、国际组织、商界、媒体等领
域的代表约3000人汇聚小镇达沃
斯，纵论天下大势，为世界经济
问诊把脉。

环 球 热 点

1月22日，在瑞士小镇达沃斯，来宾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9年会开幕式。
新华社记者 徐金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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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能否破解“失速”难题
赵雪彤

1月22日，在德国亚琛，法国总统马克龙（左二）与
德国总理默克尔（右二）在签署《亚琛条约》后做展示。

新华社记者 逯 阳摄

1月21日，太阳岛首届国际艺术精英雪雕邀请赛在哈尔滨太阳岛雪博会园区开铲，本次
大赛共邀请9支中外大师级雪雕团队，其中包括来自俄罗斯莫斯科、哈巴罗夫斯克的两支外
国参赛队伍。图为1月22日，参赛队员进行雪雕创作。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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