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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联合国世界数据论坛 24日在浙
江省杭州市开幕。本届论坛有哪些特点？
将达成哪些成果？联合国与第四届联合国
世界数据论坛组织委员会当日举行发布会，
介绍了有关情况。

“当前，全球社会、经济、人道主义和环
境问题等各种不确定性交织，可靠的数据是
社会各界了解情况、制定决策的基础。”联合
国副秘书长李军华说，本届论坛将围绕相关
议题寻求解决方案，利用数据和统计帮助更
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举办联合国世界数据论坛是落实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举措。前三届论坛分别
于2017年、2018年和2021年在南非开普敦、阿
联酋迪拜和瑞士伯尔尼举办。国家统计局副
局长毛盛勇表示，本届论坛有三个突出特点：

一是主题突出，聚焦数据创新与合作、
挖掘数据价值、提高数据公信力、构建良好
数据生态四个主题，交流新形势下统计和数
据生产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

二是参与广泛，来自 10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 1000余人现场参加论坛，涵盖国际组
织、有关国家统计和数据管理部门，以及学
术界、企业、民间团体等。

三是内容丰富，除了开幕式和闭幕式
外，国家统计局将以“用数据决策、用数据治
理、用数据创新的新机遇和新挑战”为主题
举办全体会议，联合国将组织 5场其他全体
会议。同时，通过圆桌论坛、专家研讨、主题
演讲等多种组织形式，设置 72场平行会议及
学习交流等特别活动。

“合作的动力和意愿是本届论坛的基
础。”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司司长
斯特芬·施万斯特表示，论坛将发布《杭州宣
言》，以推动实现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加
强统计能力建设，推动建立有韧性的国家数
据生态系统。

高质量、及时、开放和包容性的数据对
于制定政策和促进决策至关重要。李军华
表示，论坛将呼吁全球统计和数据界加快行
动，制定与开普敦可持续发展全球行动计划
相一致的数据管理方法，促进数据创新和伙
伴关系，使其能够满足社会的需求。同时，
将呼吁各国和国际组织尽快并可持续地增
加对数据和统计的资金投入。

“在加大对数据的投入方面，中国做得
很好，不仅国内数据投入强度非常高，还提
供国际援助和技术支持帮助其他国家。”开
放数据观察组织常务董事沙达·巴迪说。

加快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
济，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中国数
字经济规模已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二。“我
们将加大制度方法研究，包括如何统计核算

数字经济，以更好地监测高质量发展进程。”
毛盛勇说。

2020年，联合国在全球设立四个大数据
应用区域中心，其中亚太中心设在杭州。毛
盛勇表示，将进一步聚焦数据科学研究、统
计领域大数据应用，以及统计大数据实践成
果分享三大领域，加强与更多国际机构合
作，不断提升研究实践能力，进一步推动中
国统计改革创新。

“浙江将以承办论坛为契机，积极用好
论坛成果和溢出效应，从省域层面加强与各
方的务实合作，实施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数
字产业竞争优势提升等八大攻坚行动，加快
建设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强省。”浙江省常
务副省长徐文光说。

（新华社杭州4月24日电）

以“数据之治”助力可持续发展
——聚焦第四届联合国世界数据论坛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 4月 24日电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
平研究所 24日发布的报告显示，2022年全球军费开支创历
史新高，其中欧洲军费开支较 2021年增加 13%，是至少 30年
来最大增幅。

据该机构当天发布的数据，以实际价值计算，2022年全球
军费连续第8年增长，总开支高达2.24万亿美元，比2021年增
长3.7%。其中欧洲军费增长13%，远高于全球增幅，创至少30
年来最大增幅。造成欧洲军费激增的因素包括俄乌冲突等。

根据这一报告，美国仍是全球军费开支最大的国家，2022
年美国军费开支达8770亿美元，占全球军费总额的39%。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成立于 1966年，是一家研究
军备控制和裁军问题的权威机构。

瑞典智库：

欧洲军费开支创30年来最大增幅

品尝中国茶、体验中国书法、试穿
汉服、观看武术表演……位于马耳他桑
塔露琪亚市的中国古典园林“静园”23
日迎来热闹的“春天庙会”。

“最美人间四月天”。蓝天白云，
微风拂面，“静园”内春意盎然。马耳
他中国文化中心携手桑塔露琪亚市政
厅举行的“春天庙会”吸引了大量当地
民众，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展演赢得
阵阵喝彩。

马耳他龙龟武馆的舞龙表演掀起
了“春天庙会”的欢乐高潮，单人咏春
拳、团体太极表演、美轮美奂的汉服秀
等也让在场游客领略到中国传统文化
的魅力。

桑塔露琪亚市市长查梅茵·圣约翰
在“春天庙会”开幕式上说，“静园”是马
耳他与中国友谊的象征。马耳他政府
一直主张文化融合，双方合作建立在平
等互利的基础上才能长久。

马耳他中国文化中心、马耳他大学
孔子学院、地中海地区中医中心等展位
前的游客络绎不绝。在中国文化中心
展位前，大家不仅可以观赏茶艺表演，
领略中国茶道，更能闻着悠悠茶香品尝
醇厚芬芳的中国茶。非遗漆器屏风、五
彩风筝、民族服饰等特色展示也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参观者
不停向文化中心的工作人员问询。

孔子学院的展位被游客围得水泄不通，孔子学院中方院
长纪能文现场挥毫泼墨，一气呵成的书法作品得到大家的肯
定和赞赏，游客们也可以尽情体验。纪能文为市长圣约翰书
写了一幅“中马友谊永存”的书法作品，圣约翰爱不释手，兴
奋地向周边的游客展示。

现年 12岁的内森·扎米特略带害羞地体验了中国书法，
用中文写下自己的名字“内森”。他说，首次体验中国书法感
到很兴奋，虽然还没有去过中国，但很喜欢中国文化，他经常
参加在“静园”举行的中国文化活动。

今年是中国向马耳他派遣医疗队 30周年，中医在马耳他
颇有口碑。来自地中海地区中医中心的第 18期援马医疗队
在展位上特意为游客提供了膏药、艾条、清凉油等物品，同时
现场提供义诊服务，吸引大家纷纷前来咨询。

“春天庙会”当然也离不开中国美食的“助攻”。包子、奶
茶、饺子等成为游客争相品尝的美食。

游客乔·佩斯会说一些简单的中文，期待着有机会去中
国看看。他对记者表示，很喜欢内容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活
动，尤其是太极表演。他经常参加在马耳他举办的中国文化
活动，有时错过一两次，都会感到遗憾万分。

（新华社瓦莱塔4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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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想延缓甚至逆转中国发展进程的
美国人犯了错误，他们的目的不可能实现，
反而对美国自身有害。”美国前外交官傅立
民最近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所说的这
番话，在美国政坛当前生态映衬下，显得格
外冷静客观。

近年来，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美国一
些政客患上了焦虑症，认为美国全球霸权地
位面临挑战，频频炒作“中国威胁论”，将遏
制打压中国视为头等大事：政治层面，利用

“民主”“人权”“安全”等标签炮制谎言抹黑
中国；经济层面，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大搞对
华“脱钩断链”；科技层面，不择手段地对中
国半导体等尖端产业进行围堵封锁。

事实证明，美国的所作所为充分暴露其
对华政策破坏规则、逆潮流而动的反动性，
凸显其试图转移矛盾而进行“内病外治”反
智特征，最终导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加
速霸权衰落，反噬其自身利益。

反动：“华盛顿挑起‘新冷战’
的意图昭然若揭”

去年 10月，美国商务部升级半导体等
领域对华出口管制。今年 2月，美国将与半
导体相关的对华出口管制扩大到日本和荷
兰的企业。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
克·沙利文说，这是为了给关键技术设置“小
院高墙”。

“小院高墙”“脱钩断链”“民主对抗威
权”……一个个充满冷战色彩的词汇如今频
繁出现在美国对华政策文件和智库报告
中。巴西国际政治学者迭戈·保塔索在接受
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指出，随着中国崛起，一
些美国人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将中国视为一
个有强大竞争力、日益威胁美国霸权的对
手。“无论是从意识形态角度还是从军事和
技术的角度来看，华盛顿挑起‘新冷战’的意
图昭然若揭。”

“美国太害怕多极世界了。”美国哈佛大
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说，早在
1991年，美国政府就在一份国防指导性文件
中要求努力防止世界上任何地方出现与其
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此后，各种国家安全
战略文件都强调保持美国绝对优势地位的
必要性。本届美国政府同样在大力宣扬“美
国的领导地位”。

美国打压中国所用的手段，对苏联、欧
盟、日本都曾用过。巴西里约热内卢州立大
学经济学教授埃利亚斯·哈沃尔将其总结为

“充满着军事、金钱、意识形态欺凌以及最肮
脏的诽谤和污蔑”。

美国利用台湾问题，不断炒作“民主对
抗威权”的虚假叙事，假“民主”之名支持鼓
动“台独”分裂势力，搞“以台制华”，危害地
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美国利用南海问题，
拿《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说事，打着“航行自
由”的旗号，频繁派军舰在南海挑衅侵权、炫
耀武力，而自己却始终不批准该公约；在人

权问题上，美国拒绝签署或批准联合国《儿
童权利公约》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
公约》，投票反对《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和《难
民问题全球契约》，无视本国愈演愈烈的枪
支暴力、种族歧视等严重侵犯人权的问题，
却极力在国际上散布关于中国新疆、西藏等
地人权状况的谎言，不断抹黑中国。

今年 3月底，美国举办所谓第二届“民主
峰会”。日本《每日新闻》在一篇题为《美国
理念未得到广泛响应》的文章中说，这次会
议再次体现出美国与中俄“对决”的色彩，但
美方“靠强调民主理念拉拢国际社会似乎有
难度”。因为，“以民主名义干预他国内政和
实施制裁的美国，在某种意义上是像呛人烟
雾一样令人不舒服的存在”。

前不久，在中国积极斡旋下，沙特和伊
朗走向和解，为世界各国通过对话协商解决
矛盾提供重要示范，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
誉。然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
斯却秘密飞往沙特，对沙特在中方调解下与
伊朗达成和解协议表示“失望”“错愕”。

归根结底，美国根本没有是非观念，就
是要遏制打压它眼中的一切“竞争对手”，维
护以美国为中心的“单极世界”格局，为此不
惜破坏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美国的单极地位腐蚀了其外交政策精
英。我们的外交政策常常是发号施令、威胁
和谴责。我们几乎很少努力去理解对方的
观点，或者进行实际的磋商。”美国有线电视
新闻网主持人、时事评论员法里德·扎卡里
亚说，“我们的外交政策由一群思想狭隘的
精英掌管，他们靠夸夸其谈来取悦国内选
民，而且似乎无法感受到外面的世界正在发
生变化。”

反智：对华“脱钩”“荒谬、无
效且短视”

今年年初，“流浪气球”话题引发全美关
注。原本只是一艘失控的中国民用无人飞
艇飘入美国上空，美国政客却争相给其贴上

“间谍”标签。这种表演与炒作既违背常识，
也不符合逻辑，但为何美国政客乐此不疲？
美国社交媒体上的一项网络民调结果显示，
超过 78%的投票者认为，这是为了转移美国
民众对俄亥俄州“毒列车”脱轨、总统拜登

“文件门”等事件的关注。
多年来，美国一些政客不断用“中国威

胁论”来转移美国民众对国内问题的不满。
在这些人看来，真正解决美国社会的贫富悬
殊、种族歧视、经济疲软、金钱政治等问题难
度太大，也不符合他们的利益，似乎远不如

“甩锅”中国来得简单，同时还能给竞争对手
扣上“对华软弱”“遏华不力”等帽子，为自身
捞取政治筹码。

正是在这种政治算计的助推下，“间谍
气球”“间谍冰箱”“间谍起重机”等荒唐言论
不断涌现，并将美国经济脱实向虚、新冠疫
情应对不力、毒品泛滥等问题统统归咎于中

国。同时，以维护所谓“国家安全”与“民主
价值观”为掩护，美国政客堂而皇之地对华
进行贸易制裁和科技封锁，企图实现遏制中
国发展的目标。

然而，这种反智之举背离事实、无视规
律，其带来的结果必然与算计相去甚远。
2018年以来，美国对中国商品持续加征高额
关税，但 2022年中美贸易额近 7600亿美元，
创下历史新高；美国试图以各种手段迫使外
资撤离中国，但 2022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以
人民币计首次突破 1.2万亿元，按可比口径
同比增长 6.3%；美国持续在芯片等高科技领
域对中国企业进行围堵打压，但 2022年中国
在《专利合作条约》体系下国际专利申请量
继续排名首位，占申请总量的四分之一以
上，半导体专利申请量也居全球第一。

“美国对华‘脱钩’的做法看似来势汹
汹，实则荒谬、无效且短视。”香港《南华早
报》这样评说。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
尔夫指出，“一般而言，贸易战对各国来说都
会是一种负和”。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
尔森认为，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解决不了美
国经济面临的问题，而只是使这些消费品对
美国消费者来说变得更加昂贵。这些举动
在经济上是荒谬的，“它们伤害了中国，但也
伤害了美国的就业创造者。这包括一些普
普通通的企业，它们依赖中国的供应商，几
乎没有变通办法，被通胀和高价能源压得喘
不过气来”。

从国际角度来看，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
研究院杰出研究员马凯硕指出，美国对华

“脱钩”难以得到各国响应。世界上有 120多
个国家和地区与中国的贸易额超过其与美
国的贸易额。对大多数国家来说，不可能为
了取悦华盛顿而减少对华贸易。

在傅立民看来，美国政治极化导致美国
政府无法制定有效的对华政策。他认为，当
前中美关系到了关键时刻，发展方向具有高
度不确定性。这既是美国选举政治造成的
周期性现象，也越发成为一个长期问题。每
当美国选举年临近，针对中国的煽动性言论
和民粹主义就会大行其道。这些挑衅性言
行往往会夸大中美分歧的覆盖范围和严重
程度，为提出理性的对华政策倡议制造巨大
困难。

反噬：“我们为放慢北京的步
伐所做的努力正在放慢我们自己
的脚步”

美国以自我为中心，违背客观规律，逆
历史潮流而动，如此肆意妄为，必然招致反
噬，自食恶果。

一方面，美国反智的对华政策无法阻止
中国发展，反而阻碍其自身发展。

美国商会发布的报告显示，与中国“脱
钩”严重威胁美国在贸易、投资、服务和工业
等领域的利益：如果对所有中国输美商品加

征关税，将令美国经济在 2025年前每年损失
1900亿美元；美国投资者可能因“脱钩”每年
损失 250亿美元资本收益，国内生产总值因
此损失最多高达5000亿美元……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
森认为，美国当前的贸易政策适得其反，在
经济领域“自给自足”是愚蠢的目标，而竞争
性补贴更是一种“负和游戏”。美国《大西
洋》月刊网站刊文指出，美国保护主义的贸
易政策增加了成本、降低了供应链韧性、损
害了创新，对美国自身造成反噬。

美国康奈尔大学中国问题专家白洁曦
认为，需要认真评估许多表面上旨在“保护
美国”的政策实际上给美国造成的损失。“通
常这些政策声称‘我们可以跑得更快’。我
最担心的是，我们为放慢北京的步伐所做的
努力正在放慢我们自己的脚步。每次与假
想敌竞争或对抗的努力，都会形成自残式的
国内政策，这些政策最终造成的伤害比给对
手造成的打击更大。”

另一方面，美国对华政策让各国进一
步认清美国霸权主义的危害，由此激发起
日益强烈的独立自主意愿，动摇美国霸权
的根基。

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总裁
伊恩·布雷默日前接受美国《政治报》网站采
访时说，几乎没有盟友真正支持美国与中国
进行“冷战”。在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政治
氛围是“有毒且充满敌意”的，但在其盟国，
情况通常并非如此。

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来多次表示，欧洲不
能成为“美国的追随者”，必须“选择自己的
伙伴，决定自己的命运”。欧洲理事会主席
米歇尔说，虽然欧盟与美国结盟，但不能“因
为这种联盟就假定我们会盲目、系统地在所
有问题上都遵循美国的立场”。美国世界政
治评论网站主编朱达·格伦斯坦认为，如果
盟友们开始认为华盛顿的目的只是为了挽
救美国的主导地位，而非为了更广泛的利
益，那么联盟就不大可能继续存在。

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期待一个更加公
平合理的国际秩序，不愿被逼选边站队，更
不愿成为美国对华博弈的棋子。近期，沙特
不顾美方强烈不满，在中方调解下与美国的
宿敌伊朗达成和解协议。同时，沙特在油价
问题上与美国的另一对手俄罗斯保持沟
通。委内瑞拉前外交官阿尔弗雷多·托罗·阿
迪指出，拜登政府试图将美国与中俄的竞争
归结为“民主与威权”之间的对抗，这种操弄
意识形态工具的冷战手法进一步削弱了华
盛顿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吸引力。

“美国正试图组织一个由志同道合国家
组成的联盟，以此来制衡中国并向中国施
压，但这种战略没有奏效。它伤害了中国，
同时也伤害了美国，从长远来看，对美国人
的伤害很可能超过对中国人的伤害。”美国
前财政部长保尔森说。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

悖入亦悖出 害人终害己
——起底美国对华政策的反动、反智与反噬

澳大利亚政府日前发布公报说，一艘在二战期间沉没、
当时载有逾千名战俘和平民的日本运输船残骸近日被找到，
船上的人绝大多数来自澳大利亚。

这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最严重的海难。许多澳大利亚民
众多年来一直在纪念在这次灾难中死去的战俘和平民。澳
总理阿尔巴尼斯说，希望这个消息能为遇难者亲属带来一些
安慰。

这艘沉船被发现的消息，再次唤起人们对当年日本野蛮
侵略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亚太地区各国的记忆。二战期间，
有近万名澳大利亚官兵死于日军枪下，大约 8000名澳军战俘
被日本人“极端残暴”地对待而丧生。颇为荒诞的是，军事侵
略造成的深深伤痛尚未抚平，当年二战的受害者和加害者如
今却抱起团来，不断在亚太地区扩张军事势力，制造新的对
抗，不顾这将可能带来新的伤痛。

如今在亚太地区，美国正带动一些国家不断“搞事”。美
日印澳搞起所谓“四方安全对话”，制造“假想敌”，营造地区
紧张对抗气氛。美英澳则建立所谓“三方安全伙伴关系”，执
意推进核潜艇合作，刺激军备竞赛，进一步威胁地区安全。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美国如今在制造地区“小圈子”搞阵
营对抗这事上是“带头大哥”，包括澳大利亚等一些国家作为
跟随者，都要看脸色行事，岂敢轻易惹美国不高兴？所以，即
使是当年美军误炸战俘船，但如果澳官方直接说出来肇事者
是美军，还是会让美方尴尬，这大概是澳方“避讳”的“逻
辑”。但是试想，假如施害者不是“带头大哥”，澳方还会这么
躲躲闪闪吗？

无论怎样，搞阵营对抗不是正道，沉迷军事扩张祸害无
穷。二战的痛苦记忆仍然鲜活，人们不能漠视无辜生命在深
海凋零。澳大利亚战俘沉船被发现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军事
侵略和穷兵黩武曾经造成的灾难与痛苦。

澳大利亚发布公告后，三天过去了，当年这场灾难的另
外两个当事方美国和日本政府，对这一事件没有任何置评。

（新华社堪培拉4月24日电）

澳大利亚战俘沉船的警醒据新华社日内瓦 4月 23日
电 一项新研究表明，由于人类
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地球能量
失衡继续加剧。在过去的几十
年里，热量不断积累，使海洋、陆
地、冰冻圈和大气层持续升温。

地球能量失衡是指太阳辐
射进入地球系统的能量与离开
地球大气层的能量之差。如果
进入地球系统的能量大于离开
地球大气层的能量，就意味着大
量热量累积在地球系统中。世
界气象组织参与发起的“全球气
候观测系统（GCOS）”把地球能
量失衡作为一个基本指标，用来
评估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状况。

来自 15个国家的近 70名研
究人员组成的国际研究团队发
表研究报告说，他们分析了海
洋、陆地、冰层和大气等方面的
数据，结果发现：地球升温持续，
从 1971至 2020年，地球累积的
热量约为 381泽焦耳（1泽焦耳
等于 10的 21次方焦耳），相当于
50年里每平方米地球表面吸收
热量约近 0.5瓦（即每秒吸收近
0.5 焦耳的热量）；但在 2006 至
2020年这最近 15年里，每平方
米地球表面吸收热量增至 0.75
瓦，这表明地球表面吸收的热量
在迅速增加。其中，在这 50年
里，海洋吸收了 89%的热量，剩

余进入陆地、冰层和大气的热量比例分别为
6%、4%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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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4月17日在意大利特伦托拍摄的水位下降的阿迪杰河。近日，意大利部分地区遭遇干旱，多条河流水位下降。 新华社发

4 月 22 日，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博卡奇卡，人们走在“星
舟”火箭发射台附近。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新一代重型运
载火箭“星舟”以及飞船集成系统 20日首次试射，但火箭升空
不久后爆炸。据外媒报道，这次发射给位于美国得克萨斯州
博卡奇卡的发射台造成严重损坏，修复工作预计需要数月，
可能推迟后续发射计划，拖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用于月球
任务的火箭开发进度。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