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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1 月 1 日，世界贸易组织迎来成立 30 周年。30
年来，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为国际贸易提
供了开放、稳定和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为全球经济的快速
增长注入了强劲动能。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当下，重温
建立世贸组织及其前身关贸总协定的初衷，对于促进自由
贸易以及世界经济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自成立以来，世贸组织有力促进全球贸易自由化与经济
繁荣。然而，30 年后的今天，多边贸易体制正面临多重挑战。
受美国阻挠，世贸组织上诉机构于 2019 年 12 月停摆，世贸组
织三大职能之一的争端解决机制难以正常运转；多边谈判进
展缓慢，一些贸易规则无法适应国际贸易新形势，让世贸组
织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受到质疑；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
主义回潮，个别国家甚至企图在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
易体制之外另起炉灶。此外，一些国家将国内经济问题片面
归咎于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企图用贸易保护主义来搞内
病外治、转嫁矛盾，搞“小院高墙”“脱钩断链”，人为斩断各国
企业之间的互利合作关系。从“关税战”到“去风险”，从“近
岸外包”到“友岸外包”……层出不穷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
措施让经济工具化、贸易武器化，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
链，阻碍世界经济健康发展。

世界贸易组织 2024 年 9 月发布 《2024 世界贸易报告》，
重申贸易对于减少贫困和共同繁荣的重要性，指出保护主
义加剧可能会让缩小贫富差距的进程倒退 30 年。世贸组织
总干事伊维拉表示，保护主义既不高效，也不划算，更多
更好的贸易才能让更多民众和地区融入全球经济的主流。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安妮·克鲁格对当前保护主义抬
头表示严重担忧。她撰文指出，如果全球贸易体系延续当
前道路，全球经济将无法实现增长，世界将会更加贫穷、
更加分裂。

以史为鉴。二战后，各国关税壁垒及贸易保护措施盛
行，极大地阻碍了世界经济与贸易的发展。正是本着通过
关税减让等手段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发展的初衷，23 个原始

缔约方于 1947 年在瑞士日内瓦签订关税及贸易总协定。20
世纪 80 年代，为遏制保护主义，推动建立更加开放、稳定
的多边贸易体制，关贸总协定各缔约方启动历时 8 年的“乌
拉圭回合”谈判，最终形成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全球多边
贸易体制。从关贸总协定到世贸组织，多边贸易体制一直
是推动自由贸易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平台。过去 30 年，
贸易作为一种新的全球公共产品，为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创造就业机会和促进可持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世贸组织负责任的成员，中国一贯坚决反对贸易
保护主义，主张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致力于通过贸易
促进全球发展，缩小南北差距。正如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
表李成钢所说，中国始终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坚定维护者、
世贸组织改革的主要参与方、全球发展议程的重要推动力。
自 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成为 150 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保持在 30% 左右，
关税总水平由 15.3% 大幅降至 7.3%，贸易自由化和对外开放
程度不断提高。中国全面参与世贸组织谈判，推动达成

《贸易便利化协定》《信息技术协定》 扩围协议，推动完成
服务贸易国内规制谈判，所倡导的 《促进发展的投资便利
化协定》 获广泛支持。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化遭遇逆风，开放合
作的国际贸易环境遭受保护主义冲击，各国谋求发展的外
部环境正在恶化。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我们不应忘却以
贸易促进经济全球化、为全人类带来福祉的初心。自由贸
易是世界经济发展和各国合作共赢的必然要求，以其为核
心的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符合世界各国共
同利益。展望经济全球化的未来，国际社会应牢记以自由
贸易促和平、谋发展的初心，继续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
的多边贸易体制。正如世贸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拉尔夫·奥
萨所言，在建设一个更安全、更包容、更可持续发展的世
界这个问题上，贸易可以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据新华社电  记者陈斌杰）

世贸三十载，重温初心当其时
水鸟觅食

左图：近日，一只水鸟飞过印度班加罗
尔一处湖面。

下图：近日，水鸟在印度班加罗尔的湖
中觅食。
                           新华社/法新

“五、四、三、二、一……
新年快乐！”

2024 年 12 月 31 日午夜，屹
立在马来西亚槟城州槟岛东侧
槟威海峡中央的六座输电杆塔
依次点亮景观灯，与岸边的民
众共同迎接 2025 年的到来。

这是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
任 公 司 承 建 的 马 来 西 亚 槟 城
275KV 跨海输电线路项目举行
的跨年亮灯仪式。灯光辉映海
天，在夜空中勾勒出海上电塔
的宏伟轮廓，为壮丽的槟威海
峡增添了一道别致风景。

据介绍，该项目是中马共
建“一带一路”合作项目，全
长 8.5 公里，毗邻槟威大桥。项
目建设的 31 座输电杆塔横跨槟
威海峡，其中 6 座标志性双肢结
构杆塔采用“槟榔果”外形设
计并装有景观灯，呈现出独特
的视觉效果。

“作为槟城本地人参与到家
乡建设，我感到非常自豪。”项
目设计与技术副经理方韦颖说，

“这个项目是马来西亚首个大规
模跨海输电线路，引入中企的
工程经验及技术标准，能在其
中担任工程师并见证这一历史
性时刻，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槟城拥有马来西亚最大电
子产业集群，具有 50 余年电气
电 子 行 业 发 展 历 史 ， 被 誉 为

“东方硅谷”。近年来，随着人
口激增和工业活动蓬勃发展，
当地电力需求持续攀升，原有
电网基础设施已无法满足地区
发展需要。

作为马来西亚电网升级的
重要组成部分，槟城 275KV 跨海输电线路项目将优
化当地电网结构和布局，正式投运后预计将为槟岛
稳定输送最高达 2000 兆瓦电能，提升地区电力供应
稳定性和可靠性。

“在不到三年时间里，我们快速、高效且安全地
完成项目。与中国企业的合作充分证明，这类复杂
跨海工程在马来西亚不但可行，而且能够高效落
地。”项目马来西亚员工、高级工程师哈菲齐由衷
感叹。

哈菲齐精通马来语和英语，还熟练掌握中文，
项目建设初期负责将来自中国的项目文件翻译成马
来语，协助项目获得必要的许可，亲历项目从开工
到竣工全过程。他感慨道，是马中双方的紧密合作，
使该项目成为这里的新地标。

据介绍，在“水上、高空、异地”的建设环境
中，跨海电缆架设是项目的核心难点，其施工过程
离不开一系列新技术的应用。

项目总经理闫明俊介绍，此次工程首次大规模
引入无人机技术辅助架线，在显著提高施工效率的
同时，避免了人工架线带来的风险。施工过程避免
了海上大量临时施工平台搭设及道路的临时交通导
改，极大减少了对周围环境、公众出行的影响。

项目附近，成群游弋的海豚不时跃出水面，为当
地居民津津乐道。闫明俊说，项目横跨海洋和陆地，
生态保护成为建设中的重点任务。通过布设防污链
和安全网，采取多项生态环境监测和控制措施，建设
团队将施工作业对生态环境的潜在影响降至最低。

“项目作为一项‘小而美’的民生工程，不仅确
保了电力的稳定供应，更在无形中搭建起中马民心
相通的桥梁。”中国港湾南太平洋区域管理中心总经
理马建华说，中国港湾参与槟城基础设施建设十年
来，从“通路”到“通电”，生动展现了中马合作的
累累硕果。

“马中企业通过相互交流和技术共享，推动了马
来西亚建筑行业的进步，也为两国更多合作奠定坚
实基础。”哈菲齐说，“我希望未来能够继续参与由
中国企业承建的项目，为建设马来西亚贡献力量。”

（据新华社电  记者王嘉伟、李奕慧、毛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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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球 热 点

感知中国教育“密码”

衡水市，坐落于河北省东南部，是
汉代大儒董仲舒，唐代经学家孔颖达、
诗人高适的故乡，自古文脉延绵不绝。
如今，教育已成为衡水的一张名片。

作 为 此 次 交 流 学 习 活 动 的 “ 东 道
主”，河北衡水中学是美国青少年交流团
访问的首站。这所始建于 1951 年的学
校，不仅在中国名气响当当，也吸引了
许多海外学校来此交流育人经。

校园内，衡水中学师生向美国青少
年交流团介绍了学校的培养理念和教学
安排。

“中国学生和我们分享了学习和成长
的故事，他们不断努力、追求进取的态
度打动了我。他们对学校培育之恩的感
激，也在言语之中自然流露，让我很受
触动。”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学生雷纳
托·何塞·冈萨雷斯说。

在学校艺术中心、体育中心和学生
发展中心，美国青少年体验了衡水中学
学生丰富的课余生活。小小的玻璃壶坯

内，手绘细腻的内画；一张田字格宣纸
上，学写毛笔书法；面塑课堂上，彩色
面团捏出多般造型；乒乓球桌上，与中
国学生展开球技对垒……一堂堂社团课
程，让美国青少年近距离感知立体、生
动的中国教育。

操场上，有学生正在体育课上练习
短跑。一旁的栏杆上，写着“无体育，
不衡中”的标语。

美国佛罗里达州赛普莱斯湾高中学
生安德丽亚·康特雷拉斯和安妮·乔
伊·李都是“体育迷”，两人看到体育课
也摩拳擦掌，和中国同龄人来了一场即
兴短跑赛，感受了一把张弛有度的中国
校园生活。

到了餐叙时间，中美学生围坐在一
起，笑谈不停。衡水中学的学生用英语
向美国学生介绍餐桌上的中国菜。衡水
中学高一年级 24207 班的霍露铭说，“美
国学生向我分享了他们的风俗习惯，我
也为自己能向他们介绍中国文化感到
自豪。”

“我们和中国同龄人交流，无所不
谈，对彼此的了解又进了一步。没想到
在万里之外的中国我也交到了新朋友。”

来自华盛顿特区国家大教堂学校的 00 后
泰勒·蕾妮·乔丹·普雷斯科特说。

体验中国文化魅力

马上就是农历乙巳蛇年。离开衡水
中学，美国青少年交流团一行来到武强
年画博物馆。这里馆藏有清代以来的许
多年画木版和纸质年画资料，是个了解
年节习俗的好地方。

参观过程中，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赛
普莱斯湾高中的吉洋依·J·哈林边走边
记，观看古今年画作品和画版，了解武强
年画的千年历史，还在画师指导下体验拓
印年画《十二生肖巳蛇》。她说，自己对中
国历史很感兴趣，这次来到武强博物馆，
看到各类年画资料，大开眼界，对中国传
统文化有了更多了解。“我去过很多博物
馆，但这家博物馆不一般，信息量很大。
我学到了很多中国年俗知识，很高兴能有
这样的经历。”吉洋依·J·哈林说。

穿上一身汉服，披上《红楼梦》同款斗
篷，美国青少年走进新晋国家 5A 级旅游
景区——衡水湖旅游景区，在闾里古镇•
孙敬学堂内体验了一堂古礼文化课。

伴随悠扬的编钟声，学生们张开双
臂、身体微探，在学堂的广场上行“朝
阙礼”。随后，大家踏上六艺大道，分别
走进文庙和容礼堂、知礼堂、明孝堂。
在研学导师的带领下，学生们在桌案前
学行拜师礼、敬茶礼、衣冠礼，并体验
古筝、鼓乐等音乐课程。

在景区内儒学馆的 《国医香囊》 课
程中，讲解员介绍了中药香囊的历史渊
源、药材构成及其独特功效，并现场演
示了香囊制作技艺。

在随后的手工环节，来自美国佛罗
里达州赛普莱斯湾高中的伊丽莎白·埃
伦维·阿桑森体验了中药香囊制作，向
小伙伴们展示了自己的成果。“中药香囊

的香气很宜人，我非常喜欢。制作过程
本身就充满了文化魅力。”她说。

期待更多中国深度游

内森尼尔·普莱森特·维默是美国
国家击剑队队员。他说，自己一直期盼
穿上汉服，体验中国深度游。

“在我所有旅行经历中，从未像在衡
水这样，深深沉浸在文化氛围中。中国
的传统文化有数千年的历史，非常美妙。
当地人还向我们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何
以延续至今，这样的长久传承令人惊
讶。”内森尼尔·普莱森特·维默说，

“将来有机会，希望还能和家人、朋友们
再来中国看看，感受中国传统文化。”

“通过这次交流活动，相信我们的学
生会加深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对
中国文化有更多了解和感悟。这不仅有
助于他们的成长，也会拓展他们的国际
视野。”交流团的美方领队李嘉莲说，

“我希望中美学生们的友谊长长久久，期
待将来有更多合作机会。”

旅程接近尾声，中美学生们一起穿
着汉服，互道“新年快乐”。

“这趟旅程有太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也有很多收获。”雷纳托·何塞·冈萨雷
斯说，“许多经历都值得回味。”

来自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的华裔大
学生唐路海表示，很感谢能有机会来中
国，各项体验活动安排得丰富且充实，
让身为华裔的自己感受到灿烂的中国文
化，这是一次难忘的“寻根之旅”。

负责组织波士顿和华盛顿州学生的
领队吉尔兰德说：“在衡水，人们热情友
好，让我们宾至如归。亲身走进中国，
我觉得非常棒。”

“期待再来中国，了解更多中华传统
文化，和新认识的中国朋友们一起交流切
磋。”泰勒·蕾妮·乔丹·普雷斯科特说。

“期待再来中国，了解更多中华传统文化”
本报记者  林子涵

穿汉服、习古礼，看年画、做香囊，
进校园、赛乒乓……不久前，应河北衡水
中学之邀，25名美国青少年来到河北省衡
水市，与中国同龄人一起交流学习。这些
美国青少年来自美国华盛顿特区、马萨诸
塞州、佛罗里达州、得克萨斯州的6所学
校。他们在中国结识新友、收获新知，解
锁不一样的中国体验。

图为活动期间，来自美国得克萨斯州圣史蒂芬圣公会学校的学生查尔斯·钱
宁·达根（左）在河北衡水中学学习书法。                         陈  康摄

图为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赛普莱斯湾高中的学生安德丽亚·康特雷拉斯(右二)
在河北衡水中学内画社团感受内画艺术魅力。                       陈  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