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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沛

7月 26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了最新一期《世

界经济展望》报告，将 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 3.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全球经济在 2021 年初步复苏，

但 2022年形势愈发暗淡，相关风险开始显现。世界经济本就

因疫情被削弱，此后又遭到数次冲击，不确定性随之上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显示，全球经济增速将从去年的

6.1%放缓至 2022年的 3.2%，较 2022年 4月《世界经济展望》报

告的预测值下调了 0.4个百分点。其中，发达经济体在今年预

计增长 2.5%，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速预计为 3.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美国的经济增速在今年已经明

显放缓，家庭购买力下降，货币政策收紧。在这种情况下，美

国增速预测值被下调了 1.4个百分点至 2.3%。

欧洲则受到俄乌冲突溢出效应影响，加之货币政策收紧，

各国增速预测值被大幅下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欧元区

今年整体的经济增长率为 2.6%，与 4 月的预测值相比下降了

0.2个百分点。

报告还表示，粮食和能源价格上涨以及供需失衡的持续

存在，致使全球通胀预期被上调。预计今年发达经济体的通

胀率将达到 6.6%，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将达到 9.5%，二者

被分别上调了 0.9和 0.8个百分点。

当前，很多国家为降低通胀，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这会给 2023 年全球经济增长带来负面

影响，全球产出将仅增长 2.9%。

对于全球经济的前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下行风险将

占据主导地位，全球融资环境收紧更可能引发新兴市场和发

展中经济体的债务危机。

目前，俄乌军事冲突可能随时导致欧洲从俄罗斯无法

进口到天然气，这不仅严重影响欧盟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

会正常运转，地缘政治分裂更可能会阻碍全球贸易与合作。

加息能否帮助欧美顺利解决高通胀难题？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的看法并不乐观，他们分析认为，如果劳动力市场比预期

更为紧张，或者通胀预期脱离实际情况，那么压低通胀的难度

可能会比想象的更大。

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预测了另一种可能出现的情

景：在多种风险同时显现，且通胀进一步上升的状况下，全球

增速在 2022 年和 2023 年或分别下降至约 2.6%和 2.0%。那

么，这两年将是过去 50年来，经济表现最差的年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调，随着物价上涨持续影响世界各

地民众的生活水平，控制通胀应成为政策制定者的首要任

务。收紧货币政策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实实在在的经济成本，

但拖延只会使成本进一步增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有必要采用定向财政支持缓解

最弱势群体的困难，但由于疫情使很多国家的政府预算捉襟

见肘，加之需要采取降低通胀的整体宏观经济政策立场，这些

财政支持政策需要配合以增加税收或减少政府支出。同时，

应对能源和粮食价格具体影响的政策也应关注受影响最严重

的群体，避免扭曲价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提醒，新冠疫情并未远去，呼吁各

国仍要提高新冠疫苗接种率，防范未来出现新的变异毒株。

而各方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也亟须采取多边行动限制排放，

同时加大投资加快绿色转型。

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再下调

毕振山

自 7 月 27 日起，由于又一台涡轮机有故

障，俄罗斯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主要管道“北

溪-1”供气量再次减少。与此同时，欧盟达

成了将天然气用量削减 15%的协议。在分析

人士看来，随着能源危机持续，欧洲国家不仅

要“勒紧腰带过日子”，而且还面临能否保持

团结的考验。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俄气）7 月

25 日发表声明说，鉴于维修间隔期结束和涡

轮机的技术状况，俄气决定再停运一台“波尔

托瓦亚”压气站的西门子燃气涡轮机。自 7

月 27日起，“波尔托瓦亚”压气站日供气量将

从目前的 6700万立方米降至 3300万立方米。

与此同时，此前送往加拿大维修的一台

涡轮机至今未运抵俄罗斯。俄气的声明表

示，已经从西门子公司收到加拿大方面提

供的有关允许返还该涡轮机的文件，但文

件没有回应俄方提出的一些关于消除制裁的

关切。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燃气涡轮机主要用

于“北溪-1”水下管道前端气体增压，目前

“波尔托瓦亚”压气站共有 8 台涡轮机，其中

6 台由德国西门子公司制造。今年 6 月，一

台涡轮机被送到加拿大进行维修，后加拿大

以对俄制裁为由未及时返还。虽然加拿大

最终同意给予豁免，但这台涡轮机至今还留

在德国。

围绕“北溪-1”管道的涡轮机问题，俄罗

斯和西方多次交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

斯科夫指责西方对俄制裁使“北溪-1”项目

运转复杂化，“如果没有这些限制措施，所有

的维修、保障和服务工作本可以正常开展”。

西方媒体则指责俄罗斯应对“北溪-1”减少

供气负责。当俄气 25 日宣布再次减少供气

量时，德国方面宣称俄方此举与技术无关，是

要惩罚欧洲。

有分析指出，虽然天然气目前并不在欧

盟对俄制裁范围内，但涡轮机问题引发的争

端表明俄欧能源博弈仍在持续。

今年以来，欧盟对俄罗斯施加一系列制

裁措施，同时决定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

赖。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力保的“北溪-2”天

然气管道项目，今年 2 月也被德国政府暂停

认证。

作为对欧盟制裁的反制，俄罗斯在今年

3 月推出“卢布结算令”，要求欧盟成员国等

“不友好”国家和地区在购买俄天然气时使用

卢布结算。保加利亚、波兰、芬兰、丹麦等国

的能源公司拒绝使用卢布结算，已经被俄罗

斯暂停供气。

随着来自俄罗斯的天然气日益减少，欧

洲频频批评俄罗斯试图用天然气“胁迫”欧

洲。但俄方明确指出，俄罗斯一直在履行其

能源供应义务，欧洲当前的能源危机不怪俄

方，而是缘于西方对俄制裁。俄罗斯外长拉

夫罗夫 26日表示，“北溪-2”管道完全准备好

满足欧洲国家的需求，“只是出于纯粹的政治

原因才关闭”。

分析人士认为，在能源危机持续难解的

背景下，欧洲国家的能源政策正发生改变。

一方面在全球多个国家“找气”，以加大天然

气进口量；另一方面想方设法节约能源，如一

些公共场所关闭夜间照明、禁止开门吹空调

等。7 月 26 日，欧盟各国还同意在今年 8 月

至明年 3月“自愿削减”15%的天然气用量。

然而，欧盟各国在能源问题上的立场并

不一致。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近日就表示，欧

盟对俄制裁未能削弱俄罗斯，反而对欧洲的

政治和经济造成严重影响。针对削减 15%天

然气用量的协议，葡萄牙、西班牙、希腊等国

也曾提出反对。对于欧洲来说，今年冬天不

仅可能是一个寒冷的冬天，也可能是一个考

验团结的冬天。

两台涡轮机搅动欧俄能源博弈

新华社记者 罗毓

在中非共和国首都班吉附近的大马拉

地区，盛夏 7 月的午后时分，太阳热辣，一

间约 6 平方米、四壁用棕榈叶遮阴的菇棚

里却幽暗清凉。棚内有两个长 2米、宽 1米

的畦床，其间星罗棋布地点缀着刚萌出的

数十簇平菇。40 岁的法蒂玛蹲在土埂上，

用手拨弄着饱满的灰白色菌盖，脸上难掩

丰收的喜悦。

法蒂玛是中国援中非菌草技术项目的

众多受益者之一。

这个由中国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和福建正原菌草国际合作有限责任公司

承担的援助项目，不仅丰富了中非人民的

餐桌，还传播了农业技术、促进了当地就业

和减贫。

中非共和国因受多年战乱影响，失业

率高企，贫困人口多。世界粮食计划署最

新数据显示，该国约一半人口处于严重的

粮食不安全状态。

菌草技术由中国科学家林占熺发明，

是指用菌草“以草代木”栽培食药用菌、生

产菌草菌物饲料和治理生态等，其在中国

已成为脱贫致富的重要产业。2017 年，这

一“中国方案”被列为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

展基金重点推进项目，已在 100 多个国家落

地生根。

2021 年 5 月，援中非菌草技术项目专家

奔赴中非共和国，建立菌草食用菌生产线、菌

草种苗繁育基地、开展技术宣介、人员培训和

示范推广等工作。

项目组与中非共和国农业研究所合作推

广。艾琳·冬贝提来自该研究所，经过项目组

悉心培训，她对菌草栽培食用菌生产工序已

烂熟于心。

据项目组长陈克华介绍，截至目前，已举

办菌草技术培训班 16期，培训学员 613人；推

广菌草栽培食药用菌合作组织 5 个、菌草养

畜合作组织 4 个，推广菌袋生产示范点 3 个、

菌草技术示范户 314户。

掌握技术并付诸实践的法蒂玛已得到回

报。她的菇棚每天能收获 3到 5公斤平菇，依

靠社交媒体宣传，她的菌草菇已在当地小有

名气。

“我们当地食用的蘑菇都是野生的，以前

没人懂人工种菇技术。如今，我们名气有了，

客户除了当地人，还有国外的，已经供不应

求。”法蒂玛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说，大家都很喜欢吃菌草菇，酒店、餐馆也来

订货，这真是充满希望的事业。

依靠自己的小团队，她注册了公司，并定

期为当地妇女培训菌草技术。

“现在这项技术越来越火了，很多人来咨

询我们的培训，我正忙着制订方案，希望为妇

女和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法蒂玛说。

像法蒂玛这样学成技术尝到甜头，又致

力于推广的人不在少数。“中非生命”是当地

一家负责教育培训和人道援助的非政府机

构，负责人帕塔塞在其办公室后搭建了菇棚，

里面成片的鹿角灵芝正茁壮生长。

“目前我们已经培训了 100多人，最近我

们去参观了学员的菇棚，长势很好。”帕塔塞

告诉记者，中非曾经多年遭受战乱之苦，很多

年轻人没有稳定工作，菌草技术给他们提供

了就业创业机会。

班吉郊区的唐·博斯科职业技术学校

教授农业、汽修、缝纫等技术，项目组已在

该校举办 6期菌草技术培训。

“我上过菌草理论课，也上过实践课。

这个项目很好，等我毕业了也要种菌草

菇。”一年级农业专业学生凯莉·伊万诺对

记者说。

菌草技术除了用于种植菌草菇，还用

于饲养畜禽，当地目前已有 101户用菌草养

殖。艾玛·布纳科祖是班吉郊区卡肖农业

合作社负责人，她的农场里喂养了 64头猪

和 23 只羊。“猪和羊都特别喜欢吃菌草饲

料，长得好，我现在打算自己种植菌草呢。”

为了更好地推广菌草技术，项目组正

在建设一个 854 平方米的生产车间，包括

菌种生产、接种、菌丝培养和出菇示范等。

“我们将继续加强菌草和菌草菇的推

广力度，让中非百姓感受到‘幸福草’带来

的魅力，同时充分开发驯化当地野生食药

用菌资源，为解决当地粮食短缺问题提供

新途径。”陈克华对记者说。

（新华社班吉 7月 27日电）

菌草种植援助项目不仅丰富了中非人民的餐桌，还传播了农业技术、促进了当地就业和减贫

中国扶贫“幸福草”扎根中非共和国

在中非共和国首都班吉，中国专家和当地员工在菇棚工作。 新华社记者 罗毓 摄

7月 26日，人们在古巴西恩富戈斯参加纪念“7·26国家
起义日”庆典。

近万名古巴群众26日聚集在古巴海滨城市西恩富戈斯，
纪念“7·26国家起义日”。69年前，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
斯特罗率领100余名青年，向当时的古巴巴蒂斯塔独裁政权
的第二大军事要塞——蒙卡达兵营进发，打响了推翻亲美独
裁政权的古巴革命第一枪。

新华社发（华金·埃尔南德斯 摄）

古巴纪念“7·26国家起义日”

新华社记者 宋盈

美国国务院最近发布有关强迫劳动和卖

淫等人口贩运情况的年度报告，对各国品头

论足、指手画脚，在指责别国的同时标榜本国

是做得最好的“一类国家”。

然而，美司法部网站去年 11月公布的一

起事件，揭露了这个“伪圣国家”的真面目。

100 多名墨西哥和中美洲工人被诱骗到美国

佐治亚州南部强迫劳动。他们白天在持枪者

的监控下徒手挖洋葱，挖一桶只能挣 20 美

分，晚上住在拥挤肮脏的工棚里，没有足够的

食物和干净的水……在近似 200多年前美国

黑奴的劳动条件下，至少 2人最终死亡。

分析人士指出，自诩“民主灯塔”的美国，

昔日是奴隶贸易的罪恶之地，如今依旧是人

口贩运和强迫劳动的重灾区。浸透血泪、戕

害生命的罪恶勾当还在黑暗中继续。

靠鞭子发家

奴隶制是美国原罪。美国 1776年宣布独

立时，蓄奴是合法的。据英国《卫报》报道，美

利坚的缔造者们一边倡导“人人生而平等”，一

边却在美国最早的宪法中默许了黑奴的存在。

据统计，1525 年至 1866 年间，累计有超

过 1250 万非洲人被贩运到美洲从事强迫劳

动。大量黑奴被迫在恶劣条件下从事高强度

劳动，受到残酷压榨和折磨。

美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巴普蒂斯特在《被

掩盖的原罪：奴隶制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崛起》

一书中描述了当时棉花种植园的景象：很多

奴隶衣不蔽体，有的十几岁的孩子赤身裸体，

遭受风吹日晒。他们从早到晚几乎无休止地

为奴隶主劳动。

鞭子和枪支是提高生产率的“法宝”。巴普

蒂斯特在书中写道：“（在密西西比州）一个男子

落在前排队伍之后，黑人工头试图用‘一顿鞭

打’让他跟上进度，而他进行了反抗。白人监工

掏出手枪，打死了他。”在奴隶主的残酷压榨下，

黑人奴隶成为当时世界上效率最高的产棉者。

巴普蒂斯特指出，棉花生产推动了美国

的领土扩张，使其经济增长率居全球首位。

美国《纽约时报杂志》评论说，美国的繁荣建

立在黑人劳动力被榨取的基础上，“一代又一

代黑人在美国历史上扮演了重要但被忽视的

角色”，而他们却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

开“法律后窗”

1865 年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颁布宪法

第十三修正案，名义上在全境范围内废止奴

隶制，却留下了“法律后窗”：作为惩罚，对罪

犯实行奴隶制或强迫奴役并不违法。

南北战争后，压榨犯人的做法在美国南

部迅速“普及”。据西班牙《起义报》报道，当

时美国一些州为延续奴隶制传统，在证据不

足的情况下，以未足额交租、小偷小摸等罪

名，把大批获得解放的黑人奴隶关进监狱，强

迫他们收割庄稼、采矿和修筑铁路。

美国一些州政府还利用法律漏洞，靠出

租犯人赚得盆满钵满。美国记者沙恩·鲍尔

在《美国监狱》一书中详细描写了得克萨斯州

等地的“营生”。南北战争后，这些州的政府

将犯人租赁给有权势的政治家、矿业公司或

种植园以提高收入，而对犯人从事何种工作、

工作多长时间几乎毫无限制。

到了上世纪 80年代，美国政府又打着“缓

解收容压力、降低监禁成本”的旗号引入私营

监狱，把本该由政府承担的责任交给利益集

团。唯利是图的私营监狱迅速扩张，从 1990
年到 2010年数量增加了 16倍。据统计，截至

2019年年底，超过 10万人被拘禁在美国私营

监狱，长期从事高强度、低报酬的强迫劳动。

在羁押非法移民的美国私营拘留中心，

强迫劳动现象也很严重。据英国《卫报》报

道，经营佐治亚州斯图尔特移民拘留中心的

私营监狱业巨头美国惩教公司为减少成本，

让被关押人员承担烹饪、打扫等工作，只付极

低报酬。如果拒绝，被关押者就会被关禁闭。

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巴兹·德雷辛格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指出，美国宪法第十三修正案留下

了严重漏洞，把奴隶制在监禁条件下合法化了。

对强迫劳动听之任之

如今，美国的强迫劳动现象依旧无处不

在，在家政、农业种植、旅游销售、餐饮、医疗、

美容服务等 23 个行业或领域尤为突出。美

国丹佛大学网站刊文披露，目前在美国至少

有 50多万人在现代奴隶制下从事强迫劳动。

美国政府对强迫劳动的广泛存在听之任

之。加州山火肆虐时，很多犯人被派到一线，

冒着生命危险充当救火员，只拿到微薄收

入。新冠疫情肆虐期间，美国一些女子监狱

中的囚犯被迫加班加点生产口罩，每天工作

时间长达 12 小时，而自己却没有口罩可用。

一名感染新冠肺炎的女囚犯表示，这里就像

“奴隶工厂”，监狱把她们当成了摇钱树。

与此同时，美国使用童工现象也非常严

重。美国至今仍有约 50 万童工从事农业劳

作。国际劳工组织连续多年对美国农场童工

严重工伤表示关切。

此外，美国至今拒绝承担起消除强迫劳

动的大国责任，仍未批准《1930 年强迫劳动

公约》、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和《消除对妇

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每年从境外贩卖至

全美从事强迫劳动的人口多达 10万人。

“人权灯塔”的光，始终照不到美国自己

身上。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斯文·贝克特和塞

思·罗克曼所写，“奴隶制已深深烙在美国资

本主义的基因里”。美国的强迫劳动，恐将

继续吞噬更多的无辜生命，制造更多的人间

悲剧。

（新华社北京 7月 26日电）

浸透血泪的美国强迫劳动史

在中非共和国首都班吉郊区，当地民众种植菌草。 新华社记者 罗毓 摄

这是7月27日在菲律宾阿布拉省拍摄的倾斜的房屋。
菲律宾内政部长本杰明·阿瓦洛斯 27日证实，该国吕宋

岛北部当天发生的 7 级地震已造成至少 4 人死亡、60 人受
伤。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发布的信息，这次地震震中位
于阿布拉省塔于姆镇西北约3公里处，震源深度17公里。

新华社发

菲律宾吕宋岛北部发生7级地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