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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菲律宾国家统计局9月5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该国8月份通胀率为5.3%，结束连续6个月

放缓趋势。今年 1月至 8月，菲律宾平均通胀

率为6.6%，远高于菲中央银行设定的2%至4%

的全年通胀目标。菲国家统计局此前公布的

数据显示，该国通胀率从今年 2月开始连续 6

个月放缓，7月时降至4.7%。该局表示，8月通

胀率反弹主要因素包括食品和非酒精饮料、餐

饮和住宿服务以及燃油等价格上涨较快。

66.11%
巴西政府官员9月5日说，8月份巴西亚马

孙热带雨林地区的森林砍伐面积比去年同期

减少66.11%。由于七八月份亚马孙雨林相对

少雨，森林砍伐活动通常在这个时段较为活

跃。巴西国家太空研究院的卫星监测数据显

示，2022年8月亚马孙地区遭砍伐的森林面积

为 1661平方公里。巴西政府 7月发布的消息

说，亚马孙地区今年上半年的森林砍伐面积同

比减少近34%，达到4年来同期最低水平。

5欧元
意大利威尼斯市议会官员 9月 5日表示，

威尼斯2024年春起将试行对一日行游客收取

5欧元(约合人民币39.2元)费用。威尼斯官员

发布声明表示，购票入城新措施并不适用于

当地居民、通勤人士、学生以及 14 岁以下儿

童，且在威尼斯过夜的旅客也无须购票。根

据官方数据，2022年有约320万人次在威尼斯

历史中心过夜。相较之下，威尼斯市中心居

民仅约 5 万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7 月曾警

告称，鉴于气候变迁以及大众旅游等一系列

的问题，威尼斯面临着“不可逆”的损害。

（郭济 辑）

执政联盟分歧不断

德国经济陷入停滞

梁凡

日前，联合国下属研究机构发布了有关

外来物种入侵的全球研究报告。根据这份

报告，全世界每年因外来物种入侵造成的经

济损失高达 4230亿美元。此外，尽管全球各

国已经针对外来物种入侵制定了大量法律

法规，并采取了大量管控措施，但该报告指

出，与外来物种入侵所造成的损失及其潜在

危害相比，“各国至今未能采取足够的行动

来应对这一威胁”。

一

9 月 4 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

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发布最

新研究报告，86 名专家在历经 4 年工作后，

对全球的外来物种入侵现象首次做出全面

评估。

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定义，外来物种

是在自然和半自然的生态系统和生境中建

立的种群，当其改变和危害本地生物多样性

时，就是一个外来入侵物种，其造成的危害

就是外来生物入侵。据统计，约有 10%的外

来物种能在新的生态系统中自行繁殖，可自

行繁殖的外来种中约 10%能造成生物灾害

而成为外来入侵物种，即 1%的外来物种成

为外来入侵物种。

据 IPBES 的研究估计，人类已将 3.7 万

种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由其原生栖息地转移

到世界各处的新栖息地。其中，超过 3500种

物种因其造成的破坏程度较大而被列为外

来入侵物种，被认为可能破坏农作物、消灭

本土物种、污染水源、传播疾病。

该报告估计，外来物种入侵每年造成的

全球经济损失高达 4230亿美元，且这仅仅是

一个“非常保守的估计”。同时，外来物种入

侵也是全球 60%动植物灭绝的主要因素。

有专家表示，外来入侵物种正以前所

未有的速度增加，每年都有 200 种新的物

种被记录在案。如果不采取更有效的干预

措施防止其扩散和影响，到 2050 年，全球

外来入侵物种的总数将比 2005 年高出三分

之一。

二

据法新社 4 日报道，比利时全国多地目

前正面临着外来物种——浣熊的“入侵”。

生物学家指出，浣熊作为一种原产于北美洲

的物种，现在对许多欧洲本土野生动物的生

存构成威胁。

IPBES 的报告说，全球最普遍的入侵动

物是黑鼠。它们会躲藏在船上，不仅进入城

市，还会进入偏远岛屿，在那里造成陆上筑

巢海鸟和其他动物大量死亡。陆栖鼠类对

岛屿的影响非常大，在这些啮齿动物改变流

入海洋的营养物质后，就连附近的岩礁鱼类

都能受到其影响。

岛屿尤其容易遭到入侵，因为那里常常

会有其他地方没有的动植物。例如，在关

岛，外来的棕树蛇已经导致一些本地鸟类灭

绝。上个月夏威夷岛发生的致命野火，一定

程度上也是由易燃的“入侵草”引起的，这些

从非洲引进的草被用于牲畜牧场。

有研究显示，澳大利亚有 80%以上的国

家级濒危动植物和栖息地，都受到外来物种

入侵的威胁，外来入侵物种是澳大利亚野生

生物面临的第一大威胁，甚至“比栖息地破

坏和气候变化更糟糕”。如果不采取任何行

动，到 2050 年，澳大利亚将面临新一轮本土

物种灭绝浪潮。

许多入侵物种也在水生生态系统中站

稳了脚跟。在加勒比海地区，有毒的狮子鱼

导致本地鱼类数量下降。在北美五大湖地

区，斑马纹贻贝堵塞了饮用水系统和发电厂

的进水管道。

IPBES 报告认为，水葫芦是地球上最广

泛的入侵植物。这种原产于南美洲的自由

漂浮植物，生长速度极快，不仅会阻碍船只

通行和捕鱼活动；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吸

收太多水，令湖泊干涸。

三

来自智利康塞普西翁大学的专家表示，

每个国家都面临着外来物种入侵的风险，需

要在国家及国际层面采取预防行动，及时发

现并清除外来入侵物种。

令人担忧的是，IPBES报告中认为，从全

球范围看，入侵物种构成的威胁“未被重视、

受到低估，且常常得不到承认”，世界上只有

约六分之一的国家制定了应对入侵动植物

的法律法规。

尽管全世界的整体防控现状难言乐观，

但国际社会和部分国家在外来物种治理方

面，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并积累了值得借

鉴的经验。

在国际层面，治理外来物种入侵的立

法，主要由《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等 9 部有约束力的立法，和

《21 世纪议程》《世界自然保护同盟再引进准

则》等 4部无约束力的立法组成。

相较于国际法律体系，各国内部推出的

相关法律法规和治理措施，在应对外来物种

入侵问题上或许更加重要。比如，美国 1990
年颁布的《外来有害水生生物预防与控制

法》，1996 年 颁 布 的《国 家 入 侵 物 种 法》。

1999 年，澳大利亚制定了《环境保护和生物

多样性保育法》，这是防治外来生物入侵的

基本法，明确了不能入境的物种种类，对商

品贸易的出入境问题做出规定。

今年 3 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与欧盟委

员会合作制作了两本小册子（《欧盟关注的

外来入侵物种简介》《外来入侵物种条例导

言》），介绍了欧盟关注的外来入侵物种的最

新名单，并介绍了欧盟关于外来入侵物种条

例。这些出版物将支持所有致力于了解和

管理欧洲外来入侵物种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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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柳丝 朱瑞卿

“这个国家是通过残忍无情、毁坏灵魂

的战争建立起来的。认清了这一点，才能理

解美国的过去与当下。”德国历史学家霍尔

格·霍克在《美国的伤痕：独立战争与美国政

治的暴力基因》一书中写道。

美国建国和发展史同其进行战争和扩

张的历史步调吻合。美国，自独立 240 多年

来，带着其殖民基因和帝国梦想，经过持续

不断的战争和军事扩张行为，从北美一隅的

新兴政权，演变为全球军事霸权，并凭借霸

权行霸道、施霸凌。

无数事实告诉世人，美国恃强凌弱、巧

取豪夺的军事霸权行为违背和平与发展大

势，给许多国家带来巨大浩劫与无穷危害，

是世界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是威胁人类社

会文明进步的最大挑战。

“天定命运”：支撑霸权的精神假想

美国自诩为“山巅之城”，美国人自视为

“上帝选民”，认为美国是一个拥有“天定命

运”的国家。数百年来，美国人以此为美国

军事扩张和军事霸权赋予了所谓“合法性”

和“神圣性”。

根据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发布的《起底

美国军事霸权的根源、现实与危害》报告（简

称报告），美国依靠武力等不断扩张，借美墨

战争、美西战争等向西、向海扩张，经两次世

界大战崛起为全球超级大国，于冷战后形成

一家独大的单极霸权。在美国走向全球军事

霸权的历程中，“天定命运论”始终在为美国

发展和巩固军事霸权提供着精神假想与行动

借口，不断影响着美国的政策和行为——不

仅是美国历史上使用军事手段开疆拓土和

暴力迫害原住民的依据和借口，也是美国 20
世纪以来争夺世界主导地位、输出价值观和

对外武力干涉的思想根源。

美国外交学者乔治·赫林就曾指出，从驱

逐美洲原住民、夺取墨西哥三分之一领土、对

菲律宾人和波多黎各人实行殖民统治，到

2003年入侵伊拉克，“美国对其‘伟大使命’的

认识一直被用来合理化其武力扩张”。

报告认为，事实上，这些论调都经不起

历史和现实的检验，无论如何变换用语，都

是为美国军事霸权和利益辩护、服务的理

论，其内核都反映出美国黩武、扩张、干预、

道德粉饰的帝国思想。

软硬兼施：维系霸权的百般手段

“战争已经成为这个国家历史中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与其说美国从建国开始便一直进

行战争，倒不如说是战争本身造就了美国。美

国所打的战争成就了今天的美国，也将塑造未

来的美国。”法国历史学家托马·拉比诺这样描

述美国与战争“牢不可破”的关系。

战争和军事行动是美国维持军事霸权

地位的最直接手段。美国在其 240多年历史

中，仅有不到 20 年没有打仗，堪称世界历史

上最好战的国家。通过一场场战争，美国铺

设了覆盖全球的军事基地作为控制世界的

战略锚点，将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视作“后

院”，控制中东等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咽喉，把

军队部署至非洲，通过军事手段控制重要资

源和原料。

报告指出，为维护全球军事霸权，美国

不仅通过发动或介入战争、铺设全球军事基

地网等显性手段进行直接控制，还通过构建

同盟体系、利用规则机制等隐性手段进行间

接控制。

以 1949年北约成立为标志，美国开始着

手打造军事同盟，之后又建立了美菲、美日、

美韩等双边同盟，企图以结盟取得整体军事

力量优势从而威慑对手，实现自身政治和安

全利益。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家发现，同盟体

系实为美国维护军事霸权的工具，作为“盟

友”不得不服从美国意志。正如德国联邦议

院议员塞维姆·达代伦所说：“美国想要的不

是盟友，而是忠诚的仆从。”

各类规则和机制则是美国隐形控制的

另一个重要手段，例如利用《出口管理条例》

《武器出口控制法》等法律法规构筑军民两

用及军用出口管制体系；设立《原子能法》等

特定领域立法；建立或主导诸如“巴黎统筹

委员会”“导弹及技术控制制度”“瓦森纳安

排”等多边机制。而这些国际规则和机制的

存在本质上服务美国安全利益。

无尽伤害：滥施霸权造成的灾难

美国军事霸权驱动的战车带来了无休

止的伤害。征服印第安人的战争，直接抹去

了数百万印第安人口；菲律宾殖民战争，20
万至 100 万菲律宾人死亡；朝鲜战争，300 多

万平民死亡；越南战争，200 万平民死亡；伊

拉克战争，20万至 25万平民死亡……根据美

国布朗大学“战争代价”项目今年公布的数

字，“9·11”事件后，美国在全球至少 85 个国

家发动战争或“反恐行动”，已直接导致包括

43.2万平民在内的超过 94万人死亡，3800 万

人流离失所或成为难民。

美国在全球的军事行为不仅直接造成

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更带来包括社会动

荡、难民潮、心理创伤、生态危机等一系列复

杂的社会问题。

例如，美军在越南留下约 35万吨可爆炸

的炸弹和地雷，估计仍需 300 年才能完全清

除。美国驻日本冲绳的 3座军事基地 2002年

至 2016 年至少发生 270 起污染环境事件，其

中大多数未向日本政府通报。2022 年 5 月，

韩国正在收回的龙山美军基地被曝土壤和

地下水污染严重，韩国环境部发现位于该基

地南营区宿舍用地土壤中总石油烃超标 29
倍，地下水中致癌物苯和酚分别超标 3.4 倍

和 2.8倍。

美国的军事霸权行为给世界各国带来

灾难的同时，也给美国自身带来严重创伤。

拉比诺在《美国战争文化》一书中指出，美国

几乎每代人都吞食过战争引发的政治、经济

和社会乱象所带来的恶果。

美国布朗大学“战争代价”项目数据显

示，有超过 7000名美军士兵以及约 8000名美

国防务承包人在“9·11”事件后美国发动的战

争中身亡。另有超过 3 万名美军士兵自杀，

这一数字是战斗中阵亡人数的 4倍。

“在战争中建国，在战争中扩张，在战争

中称霸，是为美国。”报告写道，今天美国的

军事扩张仍在继续，美国军事霸权主义仍在

霸凌、破坏我们共同生活的世界。

（据新华社北京 9月 6日电）

毕振山

德国总理朔尔茨最近可以说是“因祸得福”。

当地时间 9月 2日，朔尔茨在慢跑时摔倒，导致面部受伤，

因此取消了部分公开活动。两天之后，朔尔茨在社交媒体上

发布了自己右眼戴着黑色眼罩的照片。

没想到，这张自嘲式的照片为朔尔茨赢得了一些好评，很

多网友留言祝他早日康复。要知道，目前朔尔茨政府的民意

支持率正处于历史低点，民众对他的执政并不满意。

据德国媒体 9 月 3 日发布的一项民调，当被问及如果

现在举行选举将支持哪个政党时，仅有 18%的受访者表示

将投票给朔尔茨所在的执政党社会民主党（社民党），另

有 13%和 7%的人愿意投票给社民党的执政伙伴绿党及自

民党。

按照德国媒体的说法，三党联合政府的支持率已经降至

上任以来的最低值。而在在野党中，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

联盟党支持率最高，为 27%；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支持率为

21%，位居第二。根据此前一些民调，德国选择党在东部一些

州的支持率甚至超过了 30%。

在野党的受欢迎程度，充分映衬出朔尔茨政府目前遇到

的困难。据德国媒体分析，联合政府支持率下降，与执政联盟

内部分歧不断有关。

去年以来，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在能源、气候和外交等

多个议题上产生分歧。例如，绿党曾主张征收天然气附加费，

以补贴一些因天然气价格上涨而遭受损失的供应商，但是，来

自自民党的财政部长林德纳拒绝增税；绿党推进清洁能源使

用的计划，也被自民党认为过于激进。

另外，绿党曾提议对一些企业提供电费补贴，朔尔茨认为

更重要的是增加可再生能源生产，林德纳也表示没有足够资

金来实施这一补贴。

在外交方面，三党均支持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但态度却有

所区别。有德国媒体就报道，绿党和自民党都支持向乌克兰

提供“金牛座”导弹，但朔尔茨却不予支持。

除了三党内部分歧，对朔尔茨政府来说更大的问题，似乎

是德国经济陷入停滞。

根据相关数据，去年第四季度和今年第一季度德国经

济均有所下滑，今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零增长。德国经济

研究所的最新报告预测，2023 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GDP）

将下降 0.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预测德国经济今年将

萎缩 0.3%。由于经济不佳，有英国媒体甚至称德国为“欧

洲病夫”。

尽管德国媒体不承认德国“病了”，但相关经济数据确实

很不乐观。

德国联邦统计局 9月 4日发布的报告显示，德国 7月出口

额环比下降 0.9%。该局 6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和工作

日调整后，德国 7 月工业新订单环比下降 11.7%，为 2020 年 5

月以来最大降幅。此外，德国 7 月零售业营业额环比下降

0.8%，同比下降 2.2%。

德国伊弗经济研究所的数据则显示，8 月德国商业景气

指数为 85.7，连续四个月环比下降。此外，德国 8月制造业采

购经理指数（PMI）为 39.1，服务业 PMI为 47.3，均低于 50的荣

枯线。

不少媒体分析指出，居高不下的通胀率是导致德国经济

陷入困难的重要原因。制造业是德国经济的支柱之一，但制

造业又往往是能源密集型企业，能源价格上涨会导致其生产

成本增加，进而影响产出。企业成本增加还会连累出口。

除了通货膨胀，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技术工人短缺等也是

导致德国经济疲软的原因。汽车制造业一直是德国赖以为

荣的产业之一，但如今德国的传统车企正面临新能源车企的

巨大压力。数字化转型步伐缓慢也是德国政府被诟病的一

个方面。

为了提振经济，戴着眼罩的朔尔茨 9月 5日出席慕尼黑国

际车展。他鼓励德国车企创新，并宣布了一项 1100亿欧元的

投资计划，以支持德国电动汽车行业。此外，德国政府还摆脱

分歧，同意一项为期 4年 320亿欧元的减税计划。

但是，林德纳 9 月 5 日向联邦议院提交 2024 年财政预算

草案时，呼吁德国政府要节省开支，精打细算。此前应对疫情

和通胀的大规模援助计划，已经使德国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债

务负担。面对经济不景气和悲观的预期，德国政府又能拿出

多少钱？

戕害世界 罪行累累
——起底美国军事霸权

尼日利亚喜迎中企承建轻轨
当地时间9月4日，由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拉

各斯轻轨蓝线项目一期开通商业运行。图为在尼日利亚拉各斯
拍摄的拉各斯轻轨蓝线项目一期运营的列车。

新华社发（埃马纽埃尔·奥索蒂 摄）

罕见热浪侵袭英国
本周，英国多地气温超过30摄氏度。图为近日人们行走在

英国伦敦威斯敏斯特桥上。 新华社发（史蒂芬·程 摄）

安哥拉南部的库内内省每年的旱季长达9个月。由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承建的安哥拉重
点民生工程——库内内省抗旱工程于2019年开建。去年4月，项目第一、二标段竣工并投
入使用。这项抗旱工程使库内内省23.5万人受益，25万头牲畜饮水和牧场得到水源保障，
可为5000公顷土地进行灌溉。图为近日，车辆经过由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承建的安哥拉库内
内省抗旱工程渠道。 新华社记者 吕诚成 摄

一个惠及非洲民众的
“放心水”项目


