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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公布的今年前两个月经济数据

显示，中国经济恢复好于预期，包括投

资、消费、工业生产等在内的核心指标均

明显回升。海外观察人士认为，中国经

济开年呈现出暖意，在面对压力和挑战

时展现出韧性，未来增长前景可期。

指标持续改善

今年以来，随着稳增长政策发力，中

国工业生产和投资消费增长加快，进出

口增势良好。1 至 2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均实现同比大幅增长；在高

基数基础上，货物进出口总额仍保持两

位数增长，外贸增长韧性持续显现。

荷兰国际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

家彭蔼娆表示，社会消费品零售、工业生

产、固定资产投资三项经济活动数据均

好于预期，这是很大的惊喜。

英国国家经济社会研究院首席经济

学家毛旭新说，疫情下中国相对完整和

高效的供应链体系，保证了出口产品的

稳定生产。同时，供应链和产业链正不

断升级，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包括新能

源汽车在内的高附加值、高科技产品对

出口的增长贡献较大。

随着中国经济质量提升和居民消费

水平提高，外商对投资中国市场兴趣浓

厚。今年前两个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

同比增长 37.9%，其中高技术产业实际

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73.8%，成为外资增

长的结构性亮点。

基于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以及对中国

市场的长期承诺，德国宝马集团此前宣

布，自 2 月 11 日起延长与中方合作伙伴

的合资合作有效期至 2040 年，同时增持

华晨宝马股份，从 50%增至 75%。

英国智库牛津经济研究院经济学家

胡东安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高速增长

缘于中国持续的开放政策以及中国供应

链的韧性，工业生产和制造业投资方面

的数据显示，这些行业非常活跃，将持续

支撑经济发展。

菲律宾金砖国家政策研究会创始人

赫尔曼·劳雷尔表示，高科技制造业、新

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等领域两位数甚

至三位数的增长势头表明，中国经济正

在向更前沿、更高质量的发展迈进。

政策空间充足

从 国 际 环 境 看 ，当 前 全 球 疫 情 持

续，世界局势动荡不安，地缘政治冲突

加剧，外部不稳定不确定性加大，中国

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

期转弱三重压力。海外专家认为，中国

具备足够政策空间，保障经济继续平稳

健康运行。

巴西经济学家、巴西中国问题研究

中心主任罗尼·林斯表示，中国可以通过

一系列改革措施，减少来自外部环境的

潜在风险影响，相信中国经济能实现预

期增长目标。

新加坡华侨银行大中华地区研究主

管谢栋铭认为，中国经济具备内生动力

多、政策空间大、政策灵活度高和执行力

强等优势。

他指出，中国目前拥有较大的政策

空间，能应对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等压

力。中国经济在全球率先恢复增长，政

策方面为今年预留了很多“弹药”，政策

空间将是今年中国经济一项较大优势。

增长前景可期

劳雷尔表示，中国经济今年前两个月

的强劲表现让外界对中国经济前景充满

期待。这对亚洲、东盟及相关地区推进合

作都是好消息，期待在中国经济前景良好

的背景下，菲律宾出口会有更多需求，更

多企业能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合作对象。

泰国开泰银行高级副总裁蔡伟才认

为，中国经济的强劲表现主要归功于政

府的正确决策，经济结构的相对合理，以

及庞大市场的韧性。中国进出口增长势

头喜人，为世界经济复苏带来重要助力。

阿根廷中国问题专家、国家参议院顾

问卢卡斯·瓜尔达表示，在当前全球经济

面临增长挑战和困难的背景下，中国经济

开年的良好势头为全球经济复苏创造了

有利条件。世界需要一个经济不断增长

的中国，中国的发展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巨

大需求，中国确立的今年 5.5%左右经济

增速目标既充分考虑了现实的可行性，又

表明中国有足够能力应对外部复杂环境。

（新华社北京3月 18日电）

稳中有进 韧性凸显
—海外积极评价中国经济开年“成绩单”

“掩体第一层已经搭建完毕，如果

继续依靠人工搬运建筑材料，会影响

整体施工进度。另外施工场地太小，

大型机械施展不开……”近日，在中国

第 20 批赴黎巴嫩维和建筑工兵分队

的一处作业现场，官兵们面对施工过

程中的难题犯起了愁。

“空中转运！”站在一旁沉默了许

久的战士韦仕敏提出建议。仔细勘察

施工现场周围的情况后，这位大学生

士兵决定设计一款运送建筑材料的

“转运漏斗”。

说干就干，学过机械设计的韦仕敏

很快完成了设计图。当晚，他将自己的

想法和图纸向平面建筑连连长朱鹏飞

报告。看完设计图后，朱鹏飞立即召集

业务骨干进行研究。一番讨论后，大家

一致认为方案可行。于是，他们将营区

里存放的废旧器材收集起来，仅用一

天，一台“转运漏斗”便组装成功。

施工现场，推土机将建筑材料装

进漏斗，起重机将漏斗转运至施工场

地，官兵打开漏斗开关，材料直接倒入

石笼网，整个过程衔接紧密、有条不

紊，材料转运的难题就这样被一个“00

后”战士解决了。有了“转运漏斗”，分

队施工效率大大提高，最终比联黎部

队规定的工期提前 10 天完工，受到联

黎部队官员及维和友军的高度评价。

“为何会从大学校园走向维和一

线？”这是韦仕敏参加维和任务以来经

常被问到的问题。

“向前向前向前……”嘹亮的军歌

打破晨晓，有力的脚步整齐划一，一队

身着迷彩的军人迎面走来。大一军训

时，偶然看到的这个场景成为韦仕敏

脑海中挥之不去的记忆，也让他参军

报国的想法愈发坚定。

“父亲年轻时，因为要赚钱养家，

参军梦被埋在了心底，成了父亲人生

中最大的遗憾。”韦仕敏说，成为一名

军人，不仅是他个人的愿望，也承载着

父亲的梦想。就这样，大一新生韦仕

敏选择了参军入伍。

来到部队后，韦仕敏时常听到班

长讲述自己执行维和任务的经历，一

颗“维和梦”的种子在他心底悄悄埋

下。去年 3 月，看到维和集训选拔的

通知后，韦仕敏立即申请报名，最终如

愿踏上维和之旅。

前不久，韦仕敏因工作表现突出，

被分队评选为季度“维和精兵”。在建

筑工兵分队中，像韦仕敏这样的“00

后”官兵还有 20 多名。他们虽然年纪

轻，却时常能用新思路解决施工中遇

到的棘手问题。

第一次在异国他乡站岗执勤，第

一次在危险的“蓝线”附近施工，第一

次感受到战争就在身边……在安全形

势复杂、生活条件艰苦、新冠疫情持续

蔓延的地中海东岸，这群朝气蓬勃的

中国维和军人不惧艰辛、胸怀理想，让

青春梦想绽放在维和一线。

上图：韦仕敏正在紧固石笼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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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亚丁湾西部某海域进行

并靠补给。

胡韦楠摄

近期美国国防部在乌克兰的生物实

验室引发各方高度关注。多年来，有关美

国在其境内外开展大量生物军事化活动的

消息层出不穷，这些活动不透明、不安全、

不合法，引发国际社会严重关切和疑虑。

面对不断增加的质疑和指控，美

国副国务卿维多利亚·纽兰日前只是

简 单 承 认 ，乌 克 兰 有“ 生 物 研 究 设

施”。然而，据统计，美国国防部以“合

作减少生物安全风险”“加强全球公共

卫生”等名义，在全球 30 个国家控制了

336 个生物实验室。数量如此众多，外

界却对其知之甚少，国际社会对此广

泛质疑：美国在乌克兰的生物军事活

动或只是冰山一角。

美方做法不透明。美方生物实验

室长期被罩上一层厚厚的迷雾。美国

官 方 一 再 辩 称 这 些 实 验 室 用 于 所 谓

“和平用途”“协同合作”，但为何对外

秘而不宣？做好事不留名不是山姆大

叔的风格。在美方许多海外“生物合

作参与计划”中，与所在国卫生部门接

洽的机构却是美国国防部。

在乌克兰，据该国卫生部透露，从

2005 年开始，美方就为一些生物实验

室的建造和现代化改造提供了技术支

持。诡异的是，美国驻乌大使馆曾于 2

月底紧急删除了官网上的相关文件。

保加利亚调查记者盖坦吉耶娃认为，

美方反应表明，他们担心外界了解到

美国在这些实验室中所做的事情。

在美国境内，德特里克堡生物基

地同样疑点重重，就连美国媒体都将

其称为“美政府进行最黑暗实验的中

心”。该基地曾发生多起安全事故，并

在 2019 年 7 月被关停过。然而，面对

国内外强烈关切和质疑，美国政府始

终选择避而不谈，不愿接受国际社会

调查。这背后究竟有什么见不得光的

秘密，又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美方做法不安全。美方生物实验

室可能对相关地区民众生命安全构成

严重威胁。2021 年 9 月，俄罗斯卫星通

讯社报道称，韩国团体将驻韩美军的生

化实验室和德特里克堡基地告上法庭，

称德特里克堡曾 15 次向驻韩美军生化

实验室发送可作为生化武器的炭疽病

菌，引发恐惧。

从地点上看，美国海外新增生物

实验室大多设在亚洲和非洲，包括一

些原苏联加盟共和国。这些实验室为

什么不设立在美国本土？俄罗斯联邦

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局长安

娜·波波娃曾表示，世界暴发新流行病

的中亚地区分布图，与美国防部布局

的海外生物实验室分布高度吻合。

美方做法不合法。美国生物实验室

经常披着“和平研发”的外衣，从事生物军

事活动。美国早有使用生化武器的“黑历

史”。德特里克堡基地继承了侵华日军

“731部队”的魔鬼遗产，历史上是美国生

物武器计划的中心。美国 1975 年加入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后，仍在该基地

继续研制和贮存生物战剂。更令人困

惑的是，如果美国确实遵守了《禁止生物

武器公约》，为什么20年来美国独家反对

建立多边核查机制？

生物军事化活动是事关国际和平

与安全、事关各国安全利益的重大问

题。当前形势下，从全世界人民的健康

和安全出发，美国应尽快公布相关具体

情况，包括在全球哪些生物实验室里存

储了哪些病毒、开展了哪些研究。

生命至上，道义为先。美方应以公

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认真回应国际社

会关切，切实履行公约缔约国义务，对其

境内外生物实验室作出全面澄清，停止一

切生物军事化活动并接受多边核查。美

方应还世界一个真相，不要一味掩盖。这

不是一两句话就能应付过去的。

（据新华社北京 3月 18日电 记

者乔继红）

不透明 不安全 不合法
—美国防部在全球控制300多个生物实验室引发国际社会严重关切

新华社联合国3月17日电 （记者尚

绪谦）联合国安理会17日通过第2626号决

议，决定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联阿援助

团）任期延长一年，至2023年3月17日。

根据决议，联阿援助团和联合国秘书

长阿富汗问题特别代表将继续与阿富汗所

有有关政治主体和利益攸关方，包括有关

当局密切沟通，以帮助阿富汗人民。

决议草案由挪威提交。挪威常驻联

合国代表莫娜·尤尔在决议通过后对媒体

表示，第 2626 号决议授权联阿援助团与

阿富汗塔利班当局充分接触，但这并不代

表联合国承认塔利班政权的合法性。

第 2626 号决议以 14 票赞成、1 票弃

权的表决结果得以通过。俄罗斯投了弃

权票。

据新华社联合国 3月 17 日电 中

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 17 日在联合国

安理会通过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联阿

援助团）授权延期决议时作解释性发言，

指出帮助阿富汗缓解人道和经济危机是

当前最紧迫任务。

张军说，长期以来，阿富汗邻国和周

边国家积极支持阿富汗和平、和解、重建进

程，为推动阿实现和平发展作出巨大努

力。中国正在筹备举办第三次阿富汗邻国

外长会，愿推动地区国家加强沟通协调，为

阿富汗稳定和重建创造良好环境。中方呼

吁国际社会对阿富汗保持关注和投入，让

阿富汗人民相信，他们没有被遗忘。

安理会延长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任期

新华社日内瓦 3月 17 日电 中国

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

际组织代表陈旭 16 日在联合国人权理

事会第 49 届会议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

议题下全面阐述中国人权主张，阐明全

球发展倡议的重要意义。

陈旭指出，当前世界面临诸多严峻挑

战，实现人人得享人权仍然任重而道远。

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各国应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根据本国国情和人民需求，

协调增进全体人民的经济、政治、社会、文

化、环境权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断增

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陈旭表示，人权的享有不能脱离不同

国家的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

一国人权状况好不好，应由这个国家人民

自己来评判，而不能以别的国家标准来衡

量，更不能搞双重标准，甚至把人权当作

干涉别国内政的政治工具。各国应共同

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法治化，坚持平等

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理

念，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公正

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陈 旭 表 示 ，发 展 是 享 有 人 权 的 基

础。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呼

吁国际社会加快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

的全球发展，这是中国为促进国际人权

事业贡献的又一公共产品，已获得联合

国和近百个国家的响应和支持。中方愿

同各国一道，积极探索并落实好这一倡

议，推动全球发展合作，不让任何一国、

任何一人掉队。

中国代表在人权理事会全面阐述中国人权主张

据新华社巴黎 3月 17日电 （记者

徐永春、唐霁）法国总统马克龙 17 日公

布其连任竞选纲领，主要涵盖就业、科

研、能源、国防等方面，承诺打造“更加独

立自主”的法国。

马克龙当天在巴黎北郊塞纳-圣但尼

省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法国近 5年

来历经社会运动、新冠疫情和恐怖主义等

危机，其竞选纲领正是在此背景下制定。

马克龙承诺推进退休制度改革，延

长法定退休年龄，提高最低养老金标准

以及改革失业保险制度等。他还表示

将大幅增加科研投资，促进发展可再生

能源和核能，加大农业投入等。针对非

法移民问题，马克龙表示将制定更加快

速高效的遣返程序，对不配合遣返的国

家收紧签证政策。

在国防方面，马克龙表示将加大对

军队特别是尖端军事科技的投入，并计

划将军队预备役人数增加一倍，以提高

法国应对危机的能力。

马克龙承诺打造“更加独立自主”的法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