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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朱绍斌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延宕，世界经济

脆弱性更加突出，发展中国家首当其冲。粮

食短缺、高通胀、气候变化等因素对不少非洲

国家产生冲击。推动更加包容、更加普惠、更

有韧性的发展成为共同期待。

近年来，中非人民相互支持、守望相助，

中非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基础设施合作逐步

深化。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非合作论

坛机制等推动下，中非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

推进，进一步增进中非人民福祉，为构建新时

代中非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动力。

“一带一路”共促互联互通

在埃塞俄比亚奥罗米亚州，由中交一公

局集团承建的全长 56.5公里的公路项目近日

竣工。这条新公路将彻底改变沿线村民的出

行方式并极大缩短通行时间，结束周边村镇

无公路的历史。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非洲国

家踊跃参与。截至 2021年底，53个同中国建

交的非洲国家中，已有 52国以及非盟委员会

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

在安哥拉罗安达省维亚纳市，中铁二十

局集团安哥拉国际公司总部大楼的陈列室

展示着多年来获得的荣誉认证，其中包括安

政府授予的“优秀企业”“诚信履约单位”等

荣誉。

中铁二十局集团曾承建全长 1344 公里

的本格拉铁路。疫情期间，本格拉铁路让大

量物资得以运往安哥拉内陆地区，成为这个

非洲国家抗击疫情的“生命线”。安哥拉国际

公司董事长朱启辉说，通过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中国企业给当地带来技术、经验和标

准，当地员工学到了技术，提高了收入，改善

了生活。

近年来，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越来越多

中非合作项目在非洲大地落地生根。喀麦隆

经济学家罗尼·恩根奎说：“‘一带一路’建立

在合作、互利、共赢的基础上，为非中提供多

领域合作机遇，为非洲发展带来巨大贡献。”

中国新发展，非洲新机遇

在不久前的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上，埃塞俄比亚咖啡、卢旺达辣椒、肯尼亚牛

油果、赞比亚蜂蜜等众多非洲物产纷纷亮相，

受到中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喜爱。

坐落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市吉孔多区的

卢旺达农民咖啡公司负责人阿伦·鲁塔伊西

雷表示，自从参加进博会以来，公司在中国市

场的销售额不断增长，并拓展了合作伙伴，逐

渐融入国际市场。

在去年 11 月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第八

届部长级会议上，中方宣布为非洲农产品输

华建立“绿色通道”，旨在进一步促进中非贸

易。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21 年中非双边

贸易额达 2542 亿美元，同比增长 35%。中国

已连续 13 年保持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国地

位。据统计，中国是非洲农产品出口第二大

目的地国，近年来非洲对华农产品出口年平

均增速达 11.4%。

自 2000 年成立以来，中非合作论坛成为

中非开展集体对话的重要平台和务实合作

的有效机制。中国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

先后宣布对非“十大合作计划”“八大行动”

和“九项工程”，以自身发展持续为非洲提供

机遇。

尼日利亚阿布贾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

系主任谢里夫·加利说，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

快车，非洲国家有望推进产业创新、技术发展

和新工业化进程，共享中国市场机遇。非洲

国家可以让更多农产品和能源产品进入中国

市场以及全球市场，加快复苏进程。

中国经验启迪包容发展

今年 10月，肯尼亚首个中非农业发展与

减贫示范村在纳库鲁郡马坦吉提萨村挂牌，

成为“‘一带一路’南南合作农业教育科技创

新联盟”在非洲建设的首批示范村之一。纳

库鲁郡农业厅厅长奥维诺表示，希望中国先

进的农业技术帮助当地农民增收减贫。

摆脱贫困是困扰全球发展和治理的突出

难题。中国一直是全球减贫事业的积极倡导

者和有力推动者。据世界银行研究报告，共

建“一带一路”倡议将使相关国家 760万人摆

脱极端贫困、3200 万人摆脱中度贫困。中方

还提出全球发展倡议，秉持发展优先、以人民

为中心等理念，成立国际民间减贫合作网络，

积极筹建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促进减

贫经验分享，提升发展的公平性、有效性、包

容性。

本月初，中国电建集团在尼日利亚北

部卡诺州邦库雷区劳特耶村捐赠了一批太

阳能家用照明设备，让全村居民摆脱仅靠

炭火或者煤油灯提供照明的处境。这是由

中国在非企业社会责任联盟发起的“百企

千村”活动之一。未来几年，将有至少 100
家中国在非企业参与实施至少 1000 个惠民

活动或项目，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环境可

持续发展。

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大学教授科斯

坦蒂诺斯认为，对非洲国家来说，中国的发展

成就激发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社会经济进步和

包容性发展的更大愿望。

加利认为，中国的脱贫成就史无前例，一

些开创性做法值得广大发展中国家借鉴。“中

国的脱贫攻坚让发展中国家看到，贫困并非

不可战胜。”

（参与记者：汪平 郭骏 吉莉 李成 金正

刘畅）

（新华社内罗毕 11月 15日电）

携手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

毕振山

近日，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因非法移民问

题再起争端。意大利、希腊等沿海国家抱怨

欧盟没有为其提供足够支持，要求欧盟出台

接收移民的新机制。有分析人士指出，非法

移民是欧洲的“老大难”问题，当前极右翼势

力在欧洲再次崛起，各国就这一问题达成新

的解决机制恐怕并不容易。

“海上维京”号救援船是此轮法意冲突的

导火索。这艘船载有 200多名从地中海上搭

救的移民，他们大多从北非出发。11 月初，

这艘船多次向意大利申请靠岸，但遭意大利

拒绝。直至 11月 11日，这艘船才获准停靠到

法国土伦港。

对于意方做法，法方非常不满。法国内

政部长达尔马宁批评意方“自私”，并表示法

国决定退出欧盟的非法移民和难民分摊机

制，同时将加强法意边境管控。意大利方面

则指责法方的反应“令人无法理解”。11 月

13日起，法国增派 500名执法人员，以加强对

法意边境口岸的检查。

法意争端发生后，欧洲国家纷纷站队。

希腊、马耳他和塞浦路斯与意大利联合

发表声明，指责欧盟的移民接收机制使它们

“不堪重负”。声明称，其他成员国承诺安置

的移民数量，仅仅是今年抵达四国的实际数

量的一小部分。声明呼吁欧盟出台新的机

制，并约束民间组织救援船只。

西班牙和德国则站在法国一边，认为意

大利有责任拯救地中海上的难民。

在地中海非法移民问题发酵的同时，英

吉利海峡的非法移民问题则出现了转机。

11月 14日，英国内政大臣布雷弗曼到访

法国，与法国内政部长达尔马宁签署了应对移

民问题的新协议。根据协议，法国将把海岸巡

逻人员增加到350人；法国港口将配备更多无

人机、夜视仪、监控摄像头等，以便更好监测和

拦截相关船只；两国将首次在英吉利海峡两岸

设置观察员小组。为弥补法方投入，英国将在

2022年~2023年支付给法方7220万欧元。

英法签署协议之前，两国曾因非法移民

问题多次发生龃龉。英国指责法方未能有效

防止非法移民偷渡，法方则批评英方没有提

供足够资金。英国内政部的资料显示，法国

的非法移民拦截率呈下降趋势，从去年的

50%下降到今年的 42%。

有媒体分析指出，2015 年欧洲曾发生难

民危机，数百万难民涌入欧洲。此后这一问

题有所缓解，但俄乌冲突爆发后，大量乌克兰

移民进入欧洲，来自中东和北非的难民也有

所增多，从而使欧洲再次面临移民压力。

来自英国官方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已

经有超过 4万名非法移民试图从英吉利海峡

偷渡到英国，超过去年创下的 2.8 万人纪录。

而据意大利方面的说法，今年以来大约有 9

万名非法移民抵达意大利，去年同期只有不

到 6万人。

面对此种情况，欧盟在今年 6 月达成协

议，由法国等十几个成员国接收部分从意大

利等地中海沿岸国家进入欧盟的移民。但是

据意大利、希腊、马耳他和塞浦路斯四国的说

法，其他国家同意接收 1万人，这仅占非法移

民总数的很小一部分，且大部分没有落实。

意大利内政部长马泰奥也表示，在抵达意大

利的非法移民中，其他欧盟成员国今年仅转

移安置了 100多人，“完全不够”。

有分析人士指出，欧盟成员国不愿意分

摊移民，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新冠疫

情暴发后欧盟各成员国经济受到打击，不愿

多花钱来安置移民；另一方面，大量移民涌入

对一些国家的社会造成冲击，产生了治安和

文化认同等问题。受此影响，欧洲极右翼势

力近些年迅速崛起，它们主张本国利益优先，

排斥外来移民，吸引了不少选民的支持。

今年以来，极右翼政党在法国、瑞典和意

大利的选举中都取得了不俗战绩。其中，意

大利的极右翼政党兄弟党党首梅洛尼成为意

大利总理。梅洛尼主张严厉打击非法移民，

维护欧盟的外部边界，并由欧盟各国来共同

解决这一问题。

分析人士认为，欧洲当前面临能源危机、

经济衰退等多重挑战，各国政府仅应对本国

问题就已焦头烂额，恐怕很难同意分担更多

的非法移民。即使达成新的协议或机制，落

实起来估计也会是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

对意大利等非法移民入境第一国来说，“欧洲

团结”更多是“口惠而实不至”。

而从长期来看，欧洲要彻底解决非法移

民和难民问题，还需要从外部着手。西方国

家的干涉是导致一些国家难民增多的主要原

因。欧洲只有帮助动荡地区恢复和平、实现

发展，才能从根本上防止难民危机重演。

非法移民问题再度困扰欧洲

新华社伦敦 11 月 16 日电 （记者

赵修知）英国国家统计局 16 日发布的

数据显示，英国 10 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同比上涨 11.1%，涨幅再创 40 年

来新高。

英国国家统计局首席经济学家格兰

特·菲茨纳表示，天然气和电力价格不断

上涨是推升通胀的主要因素。过去一年

里，天然气价格上涨近 130%，电力价格

上涨约 66%。

菲茨纳说，食品价格大幅上涨也推

高了通胀。数据显示，食品和非酒精饮

料价格已连续 15 个月上涨，10 月份同

比上涨 16.4%，涨幅为 1977 年 9 月以来

最高。

近期，英国通胀水平多次刷新 40年

来最高纪录，7 月 CPI 同比上涨 10.1%，8
月 小 幅 回 落 至 9.9% ，9 月 再 次 升 至

10.1%。为抑制通胀，英国央行本月 3 日

宣布将基准利率从 2.25%上调至 3%，这

是去年 12 月以来英国央行连续第八次

加息。

英国10月CPI同比涨幅
再创40年来新高

新华社记者 和苗 付一鸣

北欧国家瑞典的冬季寒冷漫长，一天只有几个小时能见

日光。往年，尽管长夜漫漫，但照亮小巷、广场和住宅的美丽

灯饰一直给人们带去心灵慰藉。可面对眼下的能源困境，瑞

典今年恐怕很难像往常那样亮起温馨的彩灯。

自上世纪 50年代起，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老城区就有圣

诞亮灯的传统，即使新冠疫情暴发也不曾中断。冬日里，两条

主街被绚烂多彩的灯饰照亮，在阴冷的寒夜中烘托出温暖的

节日氛围。但今年瑞典受能源危机冲击，电价飞涨，老城区点

灯项目因耗资巨大被迫叫停。

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导致自身能

源供应遇阻，瑞典通胀率不断攀升。瑞典中央统计局数据显

示，9月电价比去年同期上涨 54.2%。在电价及食品价格上涨

推动下，瑞典 9月通胀率达 9.7%。

物价上涨深刻影响着普通人生活。斯德哥尔摩老城区

一家灯饰店店主海伦·霍格贝里告诉新华社记者，生意原本

就已遭受新冠疫情严重冲击，眼下包括电价在内的各种成

本激增，已让她花光了所有积蓄。尽管电价高，经营灯饰店

的霍格贝里也只能硬着头皮开灯。日夜点亮的店铺不但没

有像往年那样带来温暖，反而让她心中不安。“这很讽刺，不

是吗？”

霍格贝里担心，如果店铺月租金也随目前通胀率上涨近

10%，那将成为压垮这家店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样的担心

在瑞典小企业主中很普遍，不少面包房、比萨店、小型农场等

今年冬天都面临破产风险。

市民奥琳告诉记者，由于电费高涨，房东要求她“尽可

能减少用电”。“冬天来了，黑夜越来越长，（心情）越来越

郁闷……”

“圣诞亮灯能耗和市政照明总用电量相比微不足道。”斯

德哥尔摩市政府基础设施负责人格兰斯特伦表示，为了减少

开支，市政部门甚至缩短了今冬路灯照明时长，并尽可能更换

节能灯泡。

电价急剧上涨对瑞典各地都造成严重影响。瑞典电网公

司近日警告，今冬可能会首次实施减载，暂时切断某些地区家

庭供电，以确保电网安全和电力传输。

为节约能源，瑞典能源署 10月推出了“每度电都很重要”

的倡议，要求民众在寒冷冬季降低室内供暖温度、缩短沐浴时

间、关闭电器等。

在格兰斯特伦看来，这些措施是在提醒人们，“我们身处

能源危机之中”。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 11月 15日电）

没有彩灯的瑞典寒夜

新华社洛杉矶11月 15日电 （记者谭晶晶）美国东部时

间 16 日 1 时 47 分（北京时间 16 日 14 时 47 分），美国航天局新

一代登月火箭“太空发射系统”首次发射升空，执行“阿耳忒弥

斯 1号”无人绕月飞行测试任务。

经 过 一 段 时 间 准 备 后 ，“ 太 空 发 射 系 统 ”搭 载“ 猎 户

座”飞船从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的 39B 发射台发

射升空。

据美国航天局介绍，此次“阿耳忒弥斯 1 号”任务时长约

25天 11小时，“猎户座”飞船飞行距离约 209万公里（130万英

里）。飞船预计于 12 月 11 日返回地球，溅落在美国加利福尼

亚州圣迭戈附近海域。

此次任务旨在测试“太空发射系统”的性能表现以及“猎

户座”飞船的能力，主要目标是在太空飞行环境中检验飞船的

各项系统，在后续执行载人试飞任务前，确保飞船返回大气

层、下降、溅落海面、回收等各环节的安全。

美国航天局表示，“阿耳忒弥斯 1 号”无人绕月飞行测试

任务是美国一系列月球探索任务的第一步，将为后续载人探

月任务奠定基础。

此前，美国航天局先后因火箭引擎故障和火箭燃料输送

故障，两度推迟“阿耳忒弥斯 1号”任务发射。

“阿耳忒弥斯”是美国政府 2019 年宣布的新登月计划，

最初计划在 2024 年前将美国宇航员再次送上月球。由于

预算不足等原因，美国航天局 2021 年宣布，美国宇航员重

返月球的计划时间推迟，最早于 2025 年登月。在宇航员登

陆前，美国航天局计划开展代号为“阿耳忒弥斯 1 号”的无

人绕月飞行测试和代号为“阿耳忒弥斯 2 号”的载人绕月飞

行测试。

美国发射新一代登月火箭

这是 11月 15日在巴黎 2024官方特许商品旗舰店拍摄
的吉祥物“弗里热”毛绒玩具。

当日，首家巴黎2024官方特许商品线下旗舰店在法国巴
黎市中心开业，开始售卖2024年巴黎奥运会和残奥会相关的
特许商品。

新华社记者 高静 摄

首家巴黎2024官方特许商品旗舰店开业

当地时间11月15日，第77届联合国大会举行联合国上诉法庭和争议法庭法官选举。经联合国内部司法理事会推荐，来自中国最高
人民法院的法官高晓力、孙祥壮分别当选联合国上诉法庭、联合国争议法庭法官。

这是15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拍摄的联合国上诉法庭和争议法庭法官选举现场。
新华社发（联合国供图/洛伊斯·费利普 摄）

两位中方候选人当选联合国上诉法庭和争议法庭法官

新华社华盛顿11月15日电 （记者

孙丁）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15日晚宣布将

再次争夺白宫之位，并正式启动 2024 年

总统竞选活动。

特朗普在位于佛罗里达州住所海湖

庄园宣布这一决定，并于当天向美国联

邦选举委员会提交正式文书。

特朗普在讲话中回顾他担任美国总

统期间各领域“政绩”，同时抨击美国现

任政府以及民主党政策，宣称将让“美国

回归”。

特朗普现年 76岁，2017年初至 2021
年初担任美国总统。在 2020 年总统选

举中，他输给民主党人拜登，但拒绝承认

败选。

目前，特朗普被牵扯多项刑事和民

事调查，涉及“国会山骚乱”、干预 2020
年总统选举计票、处理机密文件不当、特

朗普集团税务欺诈等。

特朗普宣布
再次竞选美国总统

当地时间 11月 15日，人们聚集在
约旦河西岸城镇塞勒菲特一定居点附近
的袭击现场。

据巴勒斯坦媒体15日报道，约旦河
西岸当天发生一起袭击事件，目前已造
成4人死亡。 新华社发（尼达勒 摄）

约旦河西岸发生袭击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