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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月 3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3 日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于 4 月 5 日至 7 日对中

国进行国事访问。

法国总统马克龙将访华

新华社北京 4月 3 日电 （记者马

卓言、成欣）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3 日在例

行记者会上应询介绍了法国总统马克龙

访华有关安排。她表示，中方愿同法方

一道，以此访为契机，推动紧密持久的中

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成果。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法国总统

马克龙将于 4 月 5 日至 7 日对中国进行

国事访问。

毛宁说，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

马克龙总统举行会谈，共同规划和引领

中法关系未来发展，深化中法、中欧各领

域合作，并就重大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李强总理和赵乐际委员

长将分别会见马克龙总统。马克龙总统

还将赴广东省广州市参观访问。

毛宁表示，中法同为联合国安理会

常 任 理 事 国 和 世 界 大 国 。 近 年 来 ，在

习 近平主席和马克龙总统的战略引领

下，中法关系保持良好发展，两国战略沟

通富有成效，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国际

和地区事务中保持良好沟通协作。

毛宁说，中方愿同法方一道，以此访

为契机，推动紧密持久的中法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取得新成果，为中欧关系健康

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并为促进世界和平、

稳定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外交部发言人介绍法国总统访华安排

新华社日内瓦 4月 3 日电 （记者

聂晓阳、玛蒂娜·福斯）瑞士主流媒体《新

苏黎世报》日前刊登文章《中国在阳光下

寻求一席之地——回顾其悠久的历史是

与中国打交道的关键》，认为世界秩序因

为中国深度参与变得更加稳定，西方国

家应该抓住历史机遇，与中国打好交道，

相互给予尊重和包容才更加符合西方的

利益。

文章作者乌尔斯·舍特利认为，西方

应该告别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视角，承

认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不仅在政治和经济

上是多极化的，而且在文化上也是多极

化的。他说，西方应以欣赏的态度对待

日益繁荣和自信的中国。

文章指出，从历史角度看，中国是

带着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前半叶的历

史伤痕进入新中国时代的。西方不但

在 认 识 中 国 问 题 上 缺 乏 历 史 意 识 ，而

且 在 对 待 全 球 化 问 题 上 也 缺 乏 远 见 。

目前全球化退潮与主要西方国家缺乏

历 史 观 念 有 关 。 在 这 方 面 ，西 方 国 家

忽 视 了 这 样 的 事 实 ：冷 战 结 束 后 的 全

球化不但使亚洲国家在世界经济版图

上 的 地 位 更 加 重 要 ，也 给 西 方 国 家 带

来了好处。

舍特利是亚洲事务专家和专栏作

家，曾常驻德里、香港、北京、东京。他

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不是

凭空得来的，而是诸多历史因素相互作

用的结果。西方国家应该尝试认识并接

受这样的观点，那就是中国可以是现代

化的，并且是民主的。

瑞士媒体刊文表示

世界秩序因为中国深度参与而更加稳定

近期，硅谷银行等多家美国金融机构

关停，引发欧美银行业持续震荡。从美元

霸权，到债权霸权，再到资本霸权，美国金

融霸权多方位祸乱全球经济稳定。美元

霸权是美国金融霸权的重要抓手。剖析

近期欧美银行业危机根源，美元霸权以及

美联储货币政策正是全球经济风险加剧、

世界财富遭多轮收割的始作俑者。

把持美元霸权，美国坐享全球“铸币

税”，对世界实施“日常收割”。

美国从二战后逐步确立美元霸权，

美元长期充当全球储备、支付和定价工

具。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机

构数据，2022 年第三季度，美元在全球

外汇储备中占比近 60%；2023 年 1 月，美

元在全球支付体系中占比约 40%。

由此，美国以一张成本仅约 17 美分

的百元美钞，就可从其他国家换取价值相

当于 100美元的商品和服务。时至今日，

全球旅行者无论在海外购买“哪国制造”，

最后收到的多是以美元计价的信用卡账

单。美元如此深度融入国际交易体系，

“收割世界”早已成为美国的日常操作。

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半个多世纪前就

曾指出，“美国享受着美元所创造的超级

特权和不流眼泪的赤字，用一钱不值的废

纸去掠夺其他民族的资源和工厂”。从

“黄金美元”“石油美元”到“信用美元”，再

到如今的“债务美元”，多年来，美国不惜

穷尽军事、金融、贸易等一切手段，包括 20

世纪 80年代与日本签订《广场协议》迫使

日元升值，多次搅动欧洲地缘政治局势冲

击欧元前景，以及动辄对他国采取冻结资

产、长臂管辖等手段，牢牢把控美元霸权，

坐收渔利的同时把风险输出。

把持美元霸权，美国利用扩张周期，

大量超发美元，助推全球资产泡沫，对世

界实施“繁荣收割”。

为提振本国经济，美国打开货币供

应“ 闸 门 ”，制 造 全 球 市 场 繁 荣 假 象 。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联储出台多

轮量化宽松政策，2020 年新冠疫情暴发

后又实施“无上限”量化宽松，推升全球

通胀至四十年来高点，形成巨大资产泡

沫，加剧全球经济风险。

美元超发给美国带来“一代人未曾

见过的通胀压力”，更令其他经济体遭受

“重灾”。今年 2 月，阿根廷年化通胀率

自 1991 年来首次超过 100%。多国通胀

加剧，民生堪忧。而大多数超发的美元

通过进口他国商品、投资他国资产等方

式输出，帮助美国收割他国财富。美国

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数据显示，美联储

过去三年推出的宽松政策中有 4.7 万亿

美元流入市场。另据美国商务部数据，

2022 年美国进口额显著增长，带动贸易

逆差额飙升至创纪录水平。

美元超发制造严重背离实体经济的

“ 非 理 性 繁 荣 ”，加 剧 全 球 金 融 市 场 动

荡。过去几年，受美联储放松银根影响，

美股等资产率先水涨船高，扰动资本市

场 ，导 致 全 球 市 场 经 历“ 过 山 车 ”式 行

情。西班牙《经济学家报》刊文指出，在

多年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市场持续产生泡

沫后，麻烦就在眼前。

把持美元霸权，美国利用紧缩周期，

在全球制造债务陷阱，对世界实施“深度

收割”。

自去年 3 月以来，美联储已连续 9 次

加息，当前利率升至 2007 年 9 月以来最

高水平。这导致全球流动性快速收紧、

多种货币大幅贬值、新兴市场资本外流，

以美元计价借贷的国家清偿债务压力骤

增。根据 IMF 数据，超过 60%的低收入

国家面临债务困境。

根据过往危机的经验，当一些国家

陷入债务困境时，当地资产就有遭美国

资本收割的风险。1998 年，在回应美国

《华尔街日报》提出“美国能否经受住亚

洲金融危机”问题时，时任耶鲁大学管理

学院院长杰弗里·加滕表示，美国大公司

应当在亚洲坚持到底，利用前所未有的

机会，以极低成本进入此前禁止外国大

量投资的行业。后来发生的事实正如加

滕所言，全世界至今记忆犹新。

纵观历史，一放一收之间，美国借助美

元霸权转嫁经济风险，且能从危机中率先复

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盟人

均GDP用了13年才恢复至2008年水平，而

美国只用了两年。短暂震荡、恢复“元气”

后，美国继续玩转收割世界的“游戏”。

然而，美国对美元霸权的滥用、对全球

金融基础设施的武器化操弄，以及不负责

任的货币政策，正在产生反噬效应。根据

IMF数据，与20年前相比，美元在全球央行

国际储备中的占比已下降超过 10个百分

点。可预见的是，这一下降趋势远未结束。

（新华社北京 4月 3 日电 记者邓

茜、许嘉桐）

操弄美元 收割世界
—起底美国金融霸权祸乱全球经济

现代化与传统文化不是对立的，

这是我学习中医后的最大感受。

第一次接触中医，是我在缅甸国

防服务医学院康复专业读硕士研究生

的时候。课堂上，老师仅用几根银针，

通过按摩手法就治疗了一些训练伤，

让我大开眼界。

我的两位中医老师都曾在中国的

军医大学学习过，后来在缅甸开设了这

门课程。中医学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

化，很多经络和穴位用的是汉字中的生

僻字，这让我觉得学习中医的难度很

大，也产生了畏惧心理。但通过深入学

习，我感受到了中医的魅力。

在初步掌握了基本的中医治疗方

法后，我帮助了很多人。我的朋友隋文

纳患有偏头痛两年多了，尝试了很多药

物都无法缓解。我为他施了几次针后，

他的症状几乎完全消失了。针灸不仅

对一些痼疾有作用，在战场救护中也是

非常高效的一种手段——不需要携带

大型治疗仪器，并且能够快速起效。因

此，硕士毕业后，我选择来到中国的海

军军医大学进修，我想更系统性地学习

中医，为缅甸军队服务。

事实上，包括缅甸在内的很多国

家都有自己的传统医学。中医能被世

界卫生组织认可，并纳入全球医学纲

要，在我看来，这得益于中国是一个十

分 重 视 继 承 发 扬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国

家。中国的医学专家将中医系统科学

地保存下来，并与现代医疗技术不断

融合发展。无论是在抗击新冠疫情还

是在提高国民健康水平方面，中医都

发挥了巨大作用。

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非常

重视历史文化传承。上海是一座经济

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城市，在一幢幢摩天

大楼之间，也保留着如豫园等历史文化

建筑。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髓魂魄，而

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中国人

民之所以能够产生强大的团结力量，与

对相同文化根脉的认同是分不开的。

独立自主、人民至上、和平发展、开放包

容……这些中国式现代化关键词无不

体现着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

历史上，中国和缅甸有很多文化

交往。如今，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

中缅依然携手前行。近几年，随着“一

带一路”项目落地和 RCEP 的生效实

施，越来越多的缅甸民众认同中缅是

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缅语中，“胞

波”是一母同胞兄弟的意思，现在也用

来形容中国和缅甸的友谊。新时代的

中缅合作既是对“胞波”历史情谊的传

承，也是发展中国家共同实现现代化

发展的需要。

我有一个愿望——在缅甸开设一

间中医诊所。除了医疗技术，我更希

望把既传承历史文化、又融合现代文

明的发展理念带回祖国。

（夏 萌 萌 、本 报 记 者 张 丹 采 访

整 理）

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缅甸陆军上尉 漂敏丹

4 月 1 日，京平综合物流枢纽中欧班列（北京-莫斯科）抵达俄罗斯莫

斯科州别雷拉斯特火车站。这是北京发出的首列直达欧洲的中欧班列。

据了解，该趟中欧班列满载装有建材、家电、服装等货物的 55个集装箱，于

3月 16日从北京平谷地方铁路马坊站驶出，全程约 9000公里，用时 16天，

比计划提前两天到达。 新华社记者 曹 阳摄

首列北京直达欧洲的
中欧班列抵达莫斯科州

新华社圣彼得堡 4月 3日电 （记者安晓萌）俄罗斯联邦

侦查委员会 3 日说，执法人员逮捕了一名涉嫌参与圣彼得堡咖

啡馆爆炸案的女性嫌疑人。

俄联邦侦查委员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嫌疑人

名为达里娅·特列波娃。俄内务部发布的信息显示，特列波娃

生于 1997 年。

据俄媒体报道，执法人员 2 日晚搜查了特列波娃位于圣彼

得堡的住所。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3 日对记者说，这起爆炸案系恐

怖袭击，总统普京已获悉这起案件。

圣彼得堡瓦西里耶夫斯基地区一家咖啡馆 2 日发生爆炸，

导致 1 人死亡，30 多人受伤，多人伤势严重。死者系网名为“弗

拉德连·塔塔尔斯基”的战地记者，此前时常在社交媒体“电

报”发表有关乌克兰局势的言论，其社交媒体账号粉丝量超过

56 万。

俄逮捕圣彼得堡咖啡馆爆炸案嫌疑人

本报讯 清明将至，在万里之外

的维和任务区，我赴马里、南苏丹维和

官兵举行祭奠活动，深切缅怀为人类

和平事业牺牲的维和烈士，表达维护

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

当地时间 4 月 2 日，中国第 10 批赴

马里维和工兵分队在加奥超级营地举

行纪念仪式，深切缅怀维和烈士、“人

民英雄”申亮亮。礼兵敬献花篮，分队

全体官兵为逝去的战友默哀致敬，并

敬献白花表达无限哀思。

马 里 当 地 时 间 2016 年 5 月 31 日

晚，位于加奥的联合国维和营地突遭

汽车炸弹袭击。生死瞬间，年仅 29 岁

的申亮亮将战友推开，壮烈牺牲。申

亮亮为维和事业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先后被授予联合国“哈马舍尔德勋章”

和“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

“申亮亮班长用鲜血和生命维护了

和平，我和战友们来到这里寄托哀思，

这不仅是纪念，更是一种激励。面对当

前任务区复杂的安全形势，我们定将不

畏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完成好维

和任务，为世界和平贡献力量。”申亮亮

生前所在连战士景芸鹏说。

此前，我赴马里维和医疗分队全

体官兵来到加奥超级营地维和烈士广

场开展清明祭奠活动，悼念蓝盔忠魂，

汲取奋进动力。官兵折纸花、扎花环，

用朵朵白花、串串花环寄托对维和烈

士的深深哀思。

清明前夕，中国第 13 批赴南苏丹

（瓦乌）维和医疗分队组织“缅怀革命

先烈、追寻红色记忆”纪念活动，向革

命先烈和牺牲的维和英雄致以崇高敬

意。活动现场，队员们同升国旗、齐唱

国歌、重温维和军人誓词，并集体在纪

念横幅上签字，寄托对英烈的敬仰与

哀思。

（综 合张鑫、葛学禹、刘宾、熊光

州、本报特约通讯员胡楠报道）

上图：我赴马里维和官兵在位于

联马团东战区司令部的纪念馆内瞻仰

维和烈士遗像。

熊光州摄

悼念蓝盔忠魂 汲取奋进动力

我维和官兵举行祭奠活动缅怀烈士

新华社首尔 4月 3日电 （记者陆睿、王超）韩国国防部 3

日表示，韩美日三国于 3 日至 4 日实施反潜和搜救联合演习。

据韩国国防部发布的消息，此次联合演习在济州南部公

海上进行。韩国海军派出“栗谷李珥”号宙斯盾驱逐舰、“崔

莹”号和“大祚荣”号驱逐舰、“昭阳”号补给舰参与演习；美国

海军的“尼米兹”号核动力航空母舰、“迪凯特”号和“韦恩·梅

耶”号驱逐舰，以及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海雾”号驱逐舰参加演

习。

韩国国防部表示，这是韩美日自 2022 年 9 月后时隔 6 个月

再次进行反潜联合演习。韩美日还将进行联合搜救演习，掌

握发生海难时快速营救落水者等流程。这是韩美日时隔 7 年

重启搜救演习。

朝鲜中央通讯社 2 日发表评论文章，对美韩 3 月以来举行

的“自由之盾”等联合军演以及美日韩计划本周举行的联合海

上演习予以猛烈抨击。

韩美日举行反潜和搜救联合演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